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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和朋友们写的《告别饥饿》一书，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即将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再版
。
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抹去岁月的尘埃，往事却清晰依旧。
这本书初版是在十年前，当时也纳入了人民出版社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的选题。
书的副题是“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
　　副题道出了这本书出版之不易。
这本书初稿成于1980年，距今已近三十年。
因历史的原因，此书的问世真可谓一波三折，回想起来至今仍令人十分感慨。
　　历史总是追随着时间，但它却注定要落在时间的后面，随着时间的前行，变得面目越来越不清。
改革开放至今，已经三十年光阴。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时间并不算长。
但因这一阶段中国发生了惊心动魄、翻天覆地的变化，缤纷万象使人们已淡忘了往日的记忆。
那时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
中国历史的破冰之旅是怎样起航的？
这两个问题，对年轻一点的人已很难讲清。
书刊上对当时情景的一些片段的记载与描写，甚至让有的青年人感到不可思议。
其实，回忆有时也是靠不住的。
时空会折射或阻隔记忆，使之与真实产生差距。
更何况因各种原因，有的当事人也会有意或无意偏离甚至歪曲历史。
让历史的真相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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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部中国记者的《西行漫记》。
为能了解农村真实情况，他们跨越四省(自治区)39个县，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历时半年，行程万里
。
这次采访在中国新闻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书中那深沉的话题，渗透着他们对事业的忠诚，蕴涵着他们对改革的希望。
    一部全景式展现西北黄土高原农村社会历史的纪实著作。
它告诉历史，也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为了追求理想中
的幸福，中国人民曾经走过怎样曲折的艰难道路，曾经承受多么巨大的民族磨难。
    一部20世纪80年代的新华社中青年记者根据采访笔记写成的书籍，其中大部分内容曾写成“内参”
，对党中央推进农村改革起过重要作用。
它尘封18年后第一次公开出版，充分反映出恢复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和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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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愿饥饿的岁月从此结束　　一、太原街头的吉兆　　1980年3月中，正是北国大地春意萌
发、冰雪消融的季节，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到山西省太原市，开始了为期近半年的黄土高原农村调查。
　　我们来到太原街头，首先去看那一家家饭店。
　　性急的朋友也许要问：太原的饭店同黄土高原有什么相干？
　　说穿了未免令人沮丧：我们的用意，不是别的，就是想看看眼下要饭的人还多不多！
　　前些年，在外地人的印象中，山西是个“出经验不出粮食”的地方。
这个印象因何而起，是否符合实际，我们未去深究。
但在“学大寨运动”搞得最热闹的那些年，太原街头要饭的人成群结队，却是我们曾经耳闻目睹的事
实。
那几年，我们每次到太原，随便到街上转转，都碰见不少沿街乞讨的农民，有的要钱，有的要粮票，
饭店更是他们频频光顾之所。
只要你买的饭菜一上桌，光屁股的孩子，衣衫褴褛的妇女，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棍的残疾人，就
会把一只只掉了瓷的饭碗、茶杯或是废罐头盒伸到你的面前．用各种不同的凄惨的音调哀求，　“可
怜可怜吧”，“给半块馍吧”， “给一勺面条吧”。
有的则默默地把一只又黑又脏的手搁在你的碗边，不给他一点绝不缩手。
面对这种情景，有几个人能坚持把饭吃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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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尘封了近20年的书稿。
1980年3月至9月，四位年轻的新华社记者深入被饥饿的阴霾笼罩，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的西北地区，
在那里，他们亲眼目睹了在过去几十年中因乱指挥，“共产风”、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各种各样的原因
而导致的民不聊生的情景。
记者们拿起沉重的笔，记录下这真实的一幕，以内参的形式上报中央最高决策层参考。
本书是四位记者根据自己的采访笔记整理而成，全景式展现西北黄土高原农村社会历史，可以说是一
部中国记者的《西行漫记》。
书中那深沉的话语，渗透着他们对事业的忠诚，蕴含着他们对改革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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