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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处于浙江省版图西南角，人称浙江“西藏”的泰顺县是温州地区最偏远的山区。
我从一岁到二十多岁都在那里生活。
　　我的父母亲都是师范毕业生，1961年是“支援山区”双双去的泰顺。
在泰顺又是到最偏远的山区教书的我的父亲萧若驹因为才华出众被调到了文化馆，担任美术、摄影干
部的工作。
1966年到1976年，他整整当了十年的“摄影干部”，恰好记录了泰顺山区的文革十年，可惜的是文革
结束时他烧掉了大部分的底片，而没有像李振盛一样把它们留下来。
　　我在少年时代对计划经济的记忆真可谓是刻骨铭心。
我是家中长子，家常要买的豆腐基本上都叫我去排队，那真是一个痛苦的记忆。
文化馆边上的大街叫“洋心街”，那里有一家豆腐店，主持工作的是一个叫“阿兰”的女人。
“阿兰”权力很大，所有凭票排队买豆腐的顾客都由她一手安排，“阿兰”又是个很有交际的女人，
用着一种很肉麻的声调叫她名字的人也很多，每每我看到很多排在我后面的人用这种声音叫着“阿兰
”，总比我先切走木板上的豆腐。
往往排到我的时候，“阿兰”总是笑着说：今天豆腐没有了，明天再来。
　　后来我索性跟着一些性急的顾客到位于溪边的豆腐工厂去，看着磨黄豆，看着一锅锅豆浆倒入布
袋，再看着一笼笼的豆腐被关系户们“号”走，我对“关系”这个词语可谓“深恶痛绝”，不想今日
这个词已经是“人脉”的另一种注解。
　　我经常到母亲那讨几分钱去洋心街口的摊位买那种切成一小块大棱角形的“九层糕”，有几个老
婆婆专门在做这个生意，她们都用一种平底锅摊上猪油，再放上“九层糕”煎炸，很是香脆。
但是有一些日子那几个老婆婆突然消失了，我去了好几天都买不到“九层糕”，后来才知道老婆婆们
被“叫进去”了，参加一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学习班，因为县上认为，老太婆们卖“九层糕”，
也是资本主义在泰顺泛滥的一种形式，是要坚决打掉的。
　　那时泰顺很多商店牙膏都买不到，机关干部们发明了用盐巴刷牙的“好办法”，用这种“方法”
牙齿是洗干净了，但是牙龈很容易洗出血来，好在盐巴是有消毒作用的，电影里的战争年代我军伤病
员经常为了搞盐巴而作出牺牲，我是不喜欢这样刷牙的。
我和同学就想法步行到十几公里外的福建省寿宁县乡下的供销社去，在那里可以买到针头线脑之类的
小东西，偶尔也能买到牙膏——这种上海已经很少生产了的生活用品。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温州活路>>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人的生活系列丛书之一，是“映像中国”中的一种。
它以平民的视角，以图片的形式，再现了改革开放30年来温州的城市人文变化、发展及温州人的生活
，是一本开放性的纪实性摄影作品集。
适合广大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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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萧云集，1962年11月出生.浙江省苍南县人。
浙江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九三学社社员、教授级研究员。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摄影家协会理事、温州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佳作曾人选英国、日本、德国、泰国、新加坡、香港等国际摄影沙龙和比赛.获得省级以上摄影
奖50多次。
1999年在台湾举办个人摄影作品展览.出版有《萧云集摄影作品选》、《时代映像》、《摄于日本》、
《乡土温州》、《温州苍南夹缬》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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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平民视角里的温州变革贫穷的田园牧歌市场经济的先声面向市场谋活路温州人的坚韧风云人物时
尚的变迁消逝的风物复活的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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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贫穷的田园牧歌　　我的家乡平阳，原是我国人口第二大县（20世纪70年代150多万人，占温州地
区三分之一），仅次于四川的万县。
一向以“人多地少”著称。
在与苍南分县以前我当然也被统称为“平阳人”。
　　“平阳人”当时很被我所在工作地方的泰顺人瞧不起。
因为平阳的山地比较少，平原上没有大杉木头，于是青壮年就不辞辛苦去泰顺、文成一带山区购买杉
木，然后一根根从大山里扛到平原来出售赚点差价度生活（这在当年就是投机倒把的行为），路上要
花好几天的行程。
久而久之，“背杉人”就成了一种职业，在泰顺人眼里，那个时期的“平阳人”就是“背杉人”，也
就是不规不矩的“投机倒把分子”的别称。
计划经济时代木材属于国家控制物资，国家为此设立了“森林工作站”，在各个交通要道都有“木材
检查站”把守。
“投机倒把”的“平阳人”就想方设法“绕”着走，因此那些偏僻的乡村古道，几乎都是“平阳人”
足迹踏遍的角落。
　　1981年6月18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苍南县，从原平阳县析出，县治设灵溪镇。
这次“兄弟”分家，从平阳析出来的这个位于东海之滨、紧邻福建省的苍南县分10区，977个行政村，
面积1261平方公里，人口仍有103万之多。
也就包括了“金乡”、“钱库”“宜山”这些有着好听的名字实际上出了许多到处去讨饭的“平阳人
”的贫穷地方。
　　这还仅仅是“江南”平原地区，县城以南的“南港”地区基本是山区、半山区，农业发展缓慢，
文化教育等基础设施非常落后，挺南、天井、信智等山区，贫穷的老百姓还有一件衣服一家几口人合
穿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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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个人的能力和认识水平总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谁也不敢说自己记录了这个时代的伟大变革，
但是我们可以做些自己目力所及的记录，我的这本书就是这样的一些影像记录。
　　——萧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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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温州是个“出新闻”的地方，也是个很有争议的发生了许多不可想象的人和事的一方“热土”。
　　我本不喜欢摄影，但是近30年来却动用了摄影最基本的照相本性拍摄了数以万计的照片并完好地
保存了下来，在今天看来，历史赋予了它们当中的某些特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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