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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每一幅图片都记录着历史，每一个故事都充满着感动。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进城劳动力主要以单身青年农民为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非农化转
移浪潮中开始出现一个新现象，即夫妻同行式。
    农民工群体，实际上蕴藏着巨大的“潜能力”，不仅表现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上，同时表现在推进
就业模式变革、流动儿童教育改革、消除城乡差别、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创新
上。
    本书是针对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的全方位调查，真实记录他们的声音、需求、文化、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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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涛，童年时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迁徙，成人后依然人户分离。
做过工人、记者、杂志执行主编、赈灾项目官员、某非政府组织负责人等职。
致力于劳工社会服务和实践，寻求城乡平等和谐。

    李真，出生于鲁西南贫困地区的一个村庄，大学毕业后做过记者、杂志执行主编、某非政府组织劳
工项目负责人等，现为一家民间组织的常务统筹。
通过服务于农民工的社会工作实践，致力于中国公民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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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一个群体的力量    北京对于我，小时候，只是土墙上的一张画片，里面有一座蝴蝶状的桥，跑着
一群群的小卧车，姥姥常常指着那画说：“看看北京城，多好啊!你好好读书，长大了有本事也到北京
去看看。
”而我觉得那只是画片，好看，但与我眼下的乡村生活，没有任何关系。
    多年后，我却真的来到了北京城，读书，打工，生活⋯⋯我亲眼看到了画片上的蝴蝶样儿的桥，一
群群的小卧车，它们离我如此真切地近，却又依然没有任何关系地远⋯⋯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那些
穿梭在这个都市里的乡下人，我终于明白，这座城市，这座城市的每一座桥，每一辆车，每一天的日
子，每一分的钱，它的历史、现在和未来，都和中国的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我们往往只
看到了繁荣的结果，忽略了结果背后的成因。
    这本书，如同当年的画片，表面上来看，是由李真和李涛一个个文字、一幅幅图片亲手码起来的，
而实际上，这只是出版的结果，而在结果的背后，是一个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是我们自己的劳动创造
了历史，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让这本书的每一个文字可以充满力量，每一幅图片能够记录感动。
    作者，只不过通过其掌握的文字与摄影的技术，予以记录罢了。
    如果从写书的角度来衡量，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早在2004年初就已完工了，这之后，我们将其束之高
阁，总感觉还有太多的东西，为书所不能承载，那就是没有因为文字而停滞的生活⋯⋯    孙文娟，书
中那个身患尿毒症的打工妹，2003年8月，单位和其终止劳动关系后，她被迫出院，之后，在“协作者
”与香港《南华早报》的多方呼吁下，为她筹集到了进行第三次手术的费用，她一边等待换肾，一边
开始通过法律途径向单位索要没有给付的社会保障费用。
2005年到来之际，她又被查出因血液透析感染了乙肝病毒⋯⋯这年“协作者”元旦晚会上，这个命运
多舛的姑娘，眼含泪水祝福所有的打工者：“我们要坚强地活着。
”    孙进勇，2004年国庆节，由于老板没有为其配备保险绳，他在从事高层保洁作业过程中，不慎
从25楼坠地，昏迷二十多天后，居然奇迹般地苏醒。
而老板却拖欠医疗费不见踪影，正当“协作者”协助他开始法律索赔时，他的母亲又因癌症不幸去世
，2005年元旦，孙进勇在哥哥的搀扶下，回山东老家“再看娘一眼”。
    易本耀，那个气愤得满脸通红的办学者，在2004年迎来了“迟到的春天”，他的一所分校终于合法
注册，而其他的五所分校，以及本书中提到的其他打工子弟学校，依然处于“合理不合法”的尴尬状
态。
    张雪英，一个从未在本书中出现的女人，一个收养了两个孤儿的打工子弟学校创办者，“非典”赈
灾的时候，“协作者”只有两间狭小的民居兼做宿舍办公室，是她将学校的库房腾出来替我们存放抗
“非典”物资，也是在她的帮助下，孙文娟的弟弟免费入读初中。
她的学校一直没有注册，而她本人荣获了2004年度“首都创业青年优秀奖”。
    那些拾荒人家，那些养猪人家，依然在四处奔波⋯⋯    这个世间，可写而不可不写的东西太多了，
多少沉默者在历史长河中如过隙白驹，如果我们掌握了文字，而不去记录，实在是愧对那些可以记录
却无法握笔的人。
    这本书的工作得益于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全体参与“非典”救援行动的工作者及志愿者，他
们是崔宇、卢群玲、程建伟、王海英、申丙电、崔永华、赵丽萍、王成、王向芬、阿叶、田文娟、司
英民夫妇、邵刚、杨皓、李莉、刘辉、达林太⋯⋯感谢我们共同走过的那段生死与共的艰难岁月。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香港乐施会的资助，以及历任的灾害管理项目官员、劳工项目官员对我们的
成长予以的信任和激励，从1998年“l·10”张北地震那天起，到六年后“协作者”在春天里萌芽。
感谢我们建基于共同目标而走过的那段难忘岁月。
    本书的调查工作还得益于给予我们“非典”救援活动大力支持的单位及个人，他们分别是美国福特
基金会、中国疾病防控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309医院、丰台区妇联景素菊部长、大红门街道办事处、
北京市建委《建设市场报》、张北县政府、尚义县政府⋯⋯以及众多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李素梅、
李网、冯全福、牛万仁、马建军、张书杰⋯⋯    在这里，请允许我特别感谢四个人。
    首先是林明贵医生，之所以称他为医生，是因为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309医院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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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他是在李真病危的时候，这之后的六年时间里，他先后帮助我们家三个亲人度过了生命危机，
而在我因公出差的时候，我的母亲几次病情恶化，都是由他化险为夷。
后来我发起成立了“协作者”，他又义务担任了“协作者”的医学顾问，“非典”的时候．是他从小
汤山“非典”定点医院半夜打来电话，为我们几个第二天准备奔赴抗“非典”前线的同事召开电话会
议，仔细地叮嘱我们自我预防的知识。
于公于私，我都没有理由不感谢林医生。
    第二个是王平同志，之所以称其为同志，因为他是中共河北省尚义县县委常委、农工部部长。
我在1998年初前往坝上参加抗震救灾时认识了他，六年了，我目睹了他从当年的乡长到乡党委书记到
农工部部长的整个历程，他是我为数不多的几个敢于讲掏心窝子话的基层干部朋友，他让我真正了解
了中国基层乡村的治理，并且对我们的采访调查提供了大量帮助。
还记得1998年那个零下30多度的冬夜，我们在颠簸的破吉普车里发出的感慨：“凡事就怕具体，一具
体了，干部就要受罪，老百姓就会受益。
”我记得，王平同志同样记得!    第三个要感谢的是马洁云记者，之所以称其为记者，因为她是香港“
狗仔队”的职业“狗仔”，我认识她也有几年的时间了，这是一个因为职业而怀疑一切，多少还葆有
一些良心的人，通过她的报道，孙文娟得到了部分维持生命的捐助。
当我们开始本书调查的时候，只有一台老掉牙的机械相机，而且摔坏了镜头，不能对焦。
她将自己刚买来几天的一台Minolta数码傻瓜相机借给了我们，就是这台像素并不高的“傻瓜”，记录
下了您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的图片。
当我们终于有了一台Nikon5700的时候，本书中的很多场景已经成为昨日往事。
    我还要感谢我的姥姥，一位84岁的乡村妇女。
多少年来，我一直有个梦想，那就是接姥姥来北京，看看天安门。
谁知，百事缠身，实现的时候，却已是2002年冬天，姥姥病危，我将她从乡下接到了北京治疗，度过
危机出院后，正是“非典”肆虐，这之后，我们又投入到赈灾工作中，有家难回。
当“非典”过去后，姥姥想家，要回乡下。
那天，我找了辆车，拉着虚弱的老人家围着天安门广场转了三圈，那一刻，我发现，姥姥并没有仔细
瞧天安门——她的眼，自始至终没有离开我的脸啊⋯⋯    最后，谨允许我们再次感谢每一位接受我们
的调查，与我们并肩前行过这段岁月的农民工兄弟姐妹，当你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当中的许多人
已经离开了他们在城市的租住地，而他们的笑容连同他们的故事，却留存在本书的记录中，每每想到
这一点，我们总有无法言语的惆怅⋯⋯    李  涛    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首席统筹    2005年阳春于
北京城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民工>>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这座城市，这座城市的每一座桥，每一辆车，每一天的日子，每一分钱，它的历史、现在和未来
，都和中国的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可以不阅读，但我们不可以否认一个群体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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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的城市，城市里的每一座桥，每一辆车，每一天的日子，每一分钱，它的历史、现在和未来，都
和中国的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我们往往只看到了繁荣的结果，忽略了结果背后的成因。
    本书是针对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的全方位调查，真实记录他们的声音、需求、文化、梦想⋯⋯全书
每一幅图片都记录着历史，每一个故事都充满着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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