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草根原生态>>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草根原生态>>

13位ISBN编号：9787549102501

10位ISBN编号：7549102503

出版时间：2011-11

出版时间：南方日报

作者：《南方周末》 编

页数：29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草根原生态>>

前言

转眼十年了。
在2000年的秋天，当我第一次来到南方周末编辑部时，最大的震撼，是法治与调查版编辑方三文的桌
子，准确地说是桌边。
一排主要由特快专递构成的信件，从地板上一直往上堆，几乎要超过了桌上电脑的高度而摇摇欲坠。
据方三文说，这还是每隔一两个月清理一次的结果。
    信件来自南方周末遍布全国各地的读者。
他们，或者遭受了罕见的司法不公，或者因医疗事故而倾家荡产，或者自家房屋被野蛮拆迁、土地被
粗暴掠夺，或者因矿难火灾得不到合理赔偿而不断上访⋯⋯来信往往夹杂着厚厚的一叠材料，我印象
中最常见的是两类材料：一类是起诉书、判决书、医疗鉴定报告等文书文件；另一类，则是盖着密密
麻麻多达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手印的证明材料，初看触目惊心，后来看多了，不由也变得麻木。
    他们，被称为这个社会的底层。
    他们的来信，大多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比如2000年前后的来信，大多集中于司法腐败、冤案、冤狱，而2003年之后的来信，则多为野蛮征地
拆迁与医疗事故。
而且呈现一个明显的规律，一旦《南方周末》对某类事件进行了报道，与此类似的来信和材料就会明
显增多。
尽管从媒体的角度来看正相反：求新求奇的媒体属性决定了某类事件报道后，在相当长时间内，一般
都不会碰同类题材。
所以，带给编辑部的，往往只能是一声叹息。
    长期阅读和分析这些来信，无疑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苦难太多了，以至于只有苦难的量级不断提升，才能重新剌激到编辑们的神经。
所以，真正能被采用的读者来信，注定是少之又少。
大多数来信，只能在堆积一段时间后，被默默清理到空间更大的资料室，最后可能由于空间限制而不
知去向。
而且，像方三文和我这类编辑，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来来往往早已换了多少轮了，唯有接热线电
话的新闻部行政助理唐敏一待十年，在那里接一个又一个查询来信结果的电话，一遍遍地向他们解释
，而且永远是那么有耐心。
    当然，总会有一些来信引起了编辑们的关注，尤其是在互联网方兴未艾的21世纪头几年。
于是，这些来信便被编辑们交到了记者手里。
本书中的不少篇目，应该都由此而生。
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南方周末记者有一个共同的脸谱：大多出生于县城(含县城)以下的区域，受
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渴望凭自己微薄的力量来改变这个社会。
换言之，他们大多相当接近底层，甚至于本身就是底层。
我一度以为这是中国特色，后来读写《纽约时报》的一本书才知道其他地方大体也差不多。
新闻业从总体来讲，还是需要有一丝愤激的一个行业，确实不适合出身高贵者或者说他们也不屑于从
事这样的行业。
    正是因为由这些接近底层的人来写底层的人和事，所以他们的文字往往才能更带着理解与同情，带
着温度。
因为他们其实是在写自己身边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
所以，时隔多年以后重读，相信你依然还会涌起一丝的触动和感慨。
在这样一个阶层分化、利益至上的时代，还是得有人为这些底层人的生存现状、为他们的苦痛与权利
鼓与呼。
在一个制度尚未健全、权利尚未获充分保障的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弱势群体，
成为底层人。
所以，表面上是在为他们鼓与呼，其实是在为你自己，为你可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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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关注的是中国民生问题，记者的笔触从城市写到乡村，从数百米的地下煤窑写到灯红酒绿的
不夜欢场，全面记录了这个时代的喧嚣与斑驳。
《中国草根原生态》的文字带着深刻的理解与同情，同时也带着温度，因此，堪称21世纪版的“中国
社会各阶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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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为何频现救助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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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张新年和陈佳林走后，孙武胜又忙着去调解一件工伤纠纷。
这是2005年孙武胜工作室的重点。
只要是工伤案件，无论多小，他都受理。
“一般的律师嫌工伤官司花费时间长，而且没有什么钱赚，但我就是要打抱不平。
”郑时印早早就来到一家粮油厂门口等孙武胜。
一次工伤几乎让他身无分文，现在家里老人病了，媳妇催他赶紧回家。
他拿不出路费，只想向厂里要点务工费赶紧回去。
孙武胜的调解并不顺利，包工头和厂方互相推诿，孙武胜连郑时印的劳务关系都没法问清楚。
最后厂方推托负责人不在，让孙武胜下午再来。
临走时，一名工作人员随口问了一句：“你是干啥的？
”孙武胜的回答断断续续：“我是专门给农民工维权的。
”“哦，那你找包工头吧。
”孙武胜和工作人员外出办案最害怕对方刨根问底，因为，工作室没有法律上的“维权名分”，随时
可能被取缔。
2004，年5月，孙武胜维权工作室几经波折才挂靠在市劳动局下面一家营利性劳动服务中心，虽然每月
要交纳管理费1000元，不过总算能在办案时掏出一张介绍信来表示一下。
孙武胜的另一个担心是经费，工作室启动时，连工资、房租和管理费都拿不出来。
幸好他身边已经围拢了一帮年轻记者和政法院校学生，他们中大部分人把这里看成了实现自身社会价
值的平台。
不过，工作室开会时也经常会为收不收费的事情吵架，但孙武胜工作室至今仍然坚持只收几百元的办
案费用，作为路费、通信费等，对于工伤更是分文不收。
“孙主任是名人，有很多眼睛在盯着，不仅有民工的眼睛，还有司法机关的眼睛，他不能收费。
”一名工作人员如此解释。
2005年，工作室的财务状况由于慈善基金引入终于得到缓解。
孙武胜和他的工作人员领到工作室成立以来的第一笔工资。
在拿到当月的工资信封后，孙武胜背过身，用毛巾捂住脸，无声地淌着眼泪。
“我心里很内疚，干得这么累，还不能给大家发工资，还要别人来帮助。
”2005年5月招聘了_一批大学生。
在第一次给大学生发工资时，孙武胜又哭了，“当初我给没有文化的农民发工资，今天能给这帮大学
生发工资咧，心里高兴。
”他的内心深处一直隐藏着一股悲凉：“以前女人要缠脚，就产生了缠脚布。
现在女人不缠脚了，就没有缠脚布。
过去社会平稳地发展，不会产生农民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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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草根原生态》：在这里，读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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