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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通过对江汉平原一个普通村落26位乡民的访谈（包括出身于农村的村党支部书记、种田农民
、老干部、乡村教师、赤脚医生、乡村道士、私营企业主、外出务工人员、大学生等），以小见大地
折射出农村发生的新变化、新问题，具体而生动地展现出时代变迁过程中中国基层村民的真实生活和
奋斗历程，蕴藉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社会内涵，是一部以农民直接口述形式出现的新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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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维康，1983年12月出生于湖北省荆州市的一个村落，2008年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管理学院
获管理学学士学位，2011年在清华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
本部作品的前身——调查报告《村级财政如何走向瘫痪——基于湖北D村的调查报告》，获第六届“
挑战杯”首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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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人物列表
地方俚语
前言：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召唤与使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视域与背景：观察农民中国的两个维度
寻觅与审视：文献中的中国农民印象
理论与方法：新新闻史的框架与叙事
第一回 头面人物
好人刘贤良
带头修路，美名远扬
作对联，话人生
学有所乐，学有所用
村支部书记的苦衷
闹僵：没有“票子”，只有交“帽子”
上访：把该给我的钱给我，我要还债
下长沙：我不后悔，现在好轻松了
一个民办教师的三十年
一校之长：从辉煌到落寞
温州之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
重回课堂：站在讲台上的感觉真好
两代乡村医生的选择
父亲：想起以前，我感到蛮骄傲
儿子：希望我的孩子们将来比我过得好
民间道士观察
“兴趣领我入道门”
“道教是劝人为善”
当道士的辛苦与使命
第二回 开路先锋
学勤哥上大学
“想到更大的地方去”
考上大学交不起学费，给校长写信
“想起父母，我常常流泪”
社会和我想的不一样，我太理想主义了
会写打油诗的乡干部
“我的共大生活”
当好新闻报道员
党办主任的苦衷
牢骚满腹话退职
党政工作的几点经验
慧芳姐：“别人只看到了我有钱的一面”
最怕朝鲜半岛那边打战
从创业艰辛到小有成绩
“我的13岁到24岁”
“亲戚员工”太难管理
猪老板，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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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没有回家过春节
养一头猪有多少人分钱
曾经是一名镇人大代表
“我为国家养猪政策建一言”
老刘打官司
车祸之后
车祸之前
第三回 中流砥柱
虎哥的致富经
2010年的收支
新一代的农民，新一代的观念
“人要往好处想，往好处走”
好一个致富能手
“车子一响，黄金万两”
2000年，开始由苦变甜
“我的心比天高”
有名的副业大户
“人搞事要巧搞”
“有1万块钱，干2万块钱的事”
在外打工还是回家种田
丈夫：种田还是自由一些
附：妻子的看法——打工轻松多了
第四回 青年一代
少年阿童之烦恼
少年心事
“喜欢送快递”
在温州长大
“不再赌钱了”
迷失的青葱岁月
郁闷的打工生活
高中时的“古惑仔”
“本想当一名网络工程师”
误入传销组织
人比人，气死人
附：父亲的忧虑
裁缝小琴
吃和住
工作
身体
工资
放假
恋爱
老板
松哥的艰难时刻
谁能借我3000块
赌场里的“潜伏”
再见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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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的老板梦
“防人之心不可无”
“最高兴的事就是领工资”
“老这样打工是不行的”
第五回 老骥伏枥
水英爸赶工
为了钱，更为了生活
“不能让东家吃亏”
三位老干部的回忆
孝忠小爷：今非昔比气象新
明耀爹：干部没能力，老百姓不服
日富爹：毛主席搞“忆苦思甜”，是告诉你不要忘本
人生就是一出悲喜剧
“我是一个流浪汉”
援越战场上“火线入党”
飞来的七年冤狱
农村福利院里走出来的“十佳党员”
“我这个人爱才，喜欢做好事”
母亲
“12岁就来这里当小媳妇”
“我的孩子靠哪个去呢”
“你们为么子要赶寡妇出门”
“我觉得现在比前头好一万倍”
创作手记：光荣与梦想
乡土写作的感觉从何来
什么样的故事才是好故事
“牧民”与“国会议员”带来的反思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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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在想，他们一直都说黑道、黑道，但是我从来没遇到过。
有人说，你婆婆子回去了，你一个人睡在里面怕不怕？
我说这有么子怕的。
他们说，要是别人夜里喊你呢？
我说，要是喊我的话，我要先问清楚，你到底有么子事，是不是？
他进来了总之要搞钱，我又没有钱。
如果非要，我就给他几百块钱，他们还把我杀了不成？
杀了的话，也找不出钱来。
所以我不怕，也没遇到过这种事。
 搞我们这一行，风险也蛮大。
我在温州的时候，遇到一个肺心病患者，他让我给他打氨基酸，打了之后他的肺心病就犯了，气喘，
心脏有点不规律。
后来他的老板来找我，我就陪他们一起去医院。
在医院的时候，那个老板和医生谈了很久，讲的是浙江话，我听不懂。
最后那个老板让我交500块钱在那里，我就交了。
第二天，他又来了，说钱不够，再下钱。
我当时就不同意，我说我们到前埔医院（当地的大医院）去检查。
结果一检查，医生只给了他几颗丸子。
所以他们是想勒索我的钱。
这些风险是很难说的。
我给别人几颗头孢丸子（就是青霉素），吃了就过敏，也跑来找我。
我说，既然过敏，就跟你处理一下。
反正心里也要担惊受怕。
 反正我老是一句话，虽然我的医术不怎么好，经验也不足，但是我蛮热爱这个工作。
想起以前，我感到蛮骄傲。
按照我的想法，既然搞了这个事，就要负这个责。
不管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你都要以身作则，跟别人尽快把病看好。
如果实在看不好，就快点转到大医院里面去。
儿子："希望我的孩子们将来比我过得好" 我不在屋里搞这个事，是因为实在搞不下去了。
 2002年我从西安打工回来，一直到2009年上半年，一边在屋里种田一边在开诊所。
诊所一天也就赚个20块钱。
那几年，生活都搞不过来。
我们种了五亩田，其中有一年种了十亩田。
棉花卖3块钱一斤的时候，我种了五亩田；后来我种十亩田的时候，棉花的价格跌到1.7元一斤。
肥料又比较贵，所以我们基本上没赚到么子钱，人的运气蛮不好。
我们屋里的开支也大，又没有收入来源。
一个小儿子要滚嘴，一个女儿要上学，一家屋里有四个人要生活。
自己又没得个菜园子，随便么子都要买。
所以我们一家人要是困在屋里的话，每年至少要倒贴出去万把块钱。
 我算过一次，我们平凡村留在屋里的人现在只剩下400多人了，而且都是一些老人和小孩，青壮年劳
动力都蛮少。
老人有个么子病，一般都忍着，拖着不看。
加上十组那边还有一个医生，所以我这里基本上没有多少病人。
有几个病人呢，一些人也喜欢东说西说，搞得我蛮不爽。
比如说我隔壁的一个邻居，他今天看到一个人在我这里打针，明天要是还看到别人在这里打针，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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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天到晚吃了饭也没得么子事做，就走过来跟病人搭讪，说么子"哎呀，您还没好啊？
别人哪里哪里有个么子人、么子菩萨，好狠哦，病一看就好了"，还说么子这是"外事"（与迷信有关的
事情），在我这里是看不好的。
说实话，要不是看在他是我隔壁邻居的份上，而且还是一个老人，我恨不得把他打一顿！
后来他自己的孙女儿半夜发烧，还不是来找我。
所以啊，那个环境你根本待不下去，气都可以气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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