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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江流域调查报告》

内容概要

序
《韩江流域调查报告》是汕头大学长江新闻学院学子历时2年，四走韩江，行程近3000公里，对韩江流
域进行了大范围的采访调查所编成。本书于2007年8月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首次印刷1200册，共录
入224千字，真实记录了韩江两岸百姓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的变迁。
韩江是客家地区和潮汕地区的母亲河，她曾解决了两岸百姓的饮水问题，保障农业生产，对地区之间
文化和经济的交流发展起到桥梁作用。而今天，由于人为破坏、气候变化，韩江面临着污染严重，水
土流失，水量日趋减少的威胁。不禁让人担忧，她能否继续担任母亲河的重任，继续孕育两岸百姓？
此书中撷取韩江流域调查报告文字和图像资料之精华，按照韩江自北向南的自然流向为空间结构编撰
而成，分为长汀，上杭，永定，梅州，潮州，汕头六篇，共22章。03级李钊博，车美玲，方红弟，05
级黄加敏，及03级许锐锋在前期采访过程中付出了艰辛努力，尤其是李钊博，车美玲，方红弟更是用
了半年多的时间，几易其稿，最终将他们调查所见所得所想写成一份调查报告。新闻学院指导老师王
军在《韩江》一书序中讲到新闻学院学子把所学新闻理论运用到实践当中，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实践
能力，体现新闻学院的教学特色。陈婉莹院长“将中国的故事讲给世界，给中国讲世界的故事”理念
，激励着长江新闻学院学子不懈努力。
《韩江》讲述了一个个感人心扉，引人思考的故事。两岸守着家乡的耄耄诗人，走出山沟的复旦学生
，摧破围楼的龙岩商人，出国捕鱼的渔民⋯⋯
新闻学院的学子们怀着一颗人文之心，进入平常百姓的生活，倾听百姓在生活变迁中的所遇所想，用
心与百姓交流，以新闻人特有的视角探讨环境与人类和谐发展之道，唤起社会对韩江流域环境，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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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新闻学院学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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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是一本亲历式、韩江流域社会民生的问题报告。无论是韩江源流、上游福建的长汀、上杭和永
宁，还是流经广东的梅州、潮州和汕头，各自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困扰。随地吐痰已经成为市区的硬伤
，商业化和传统文化传承难以协调，河水或是被污染，或是干涸，各式各样无休止的自然掠夺：抽沙
、工业生活排污，过度砍伐等等。这种阵痛，往往因为社会的高度商业化，从小处说，是个人的盲目
性造成的。青山绿水不再，仅仅除了一些偏僻闭塞的山区。农民大批量地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为人打
工的第一、第二代，这就是无处不有的打工者时代。农村只剩下留守的一代：“3869”（38即妇女，6
即六一儿童节，9即九九重阳，妇孺老少），社会的综合治安和老龄人的关怀、青少年的教育等等问
题，这些一旦突变、放大，往往都是家庭的不能承受之伤。曾经的天之骄子，象牙塔的学子们，随着
扩招的推进，大学生身价大跌。古谚：学而优则仕，但时下个人的命运究竟何去何从？那唯一送出去
被寄托的大学希望，又能给一个家族带来怎样的改变？过年时候的问题再次围绕心头。在源头长汀，
通过机位师兄师姐的见闻，我感受到了本色客家人的淳朴、诚信和热情好客，第一次让我有了归属感
。生活在非典型的客家山区，或说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是第一次听说除了鉴江流域之外的兴宁黄槐也
有“年例”，难道这是客家的传统节日么？不解的还有关潮州和澄海的印象落差。两地我都去过，但
初步印象比汕头市区经历过的地方好些。或许自己因为有当地同学的引路，作者所说的“治安差和交
通难”并非很有感触。回到韩江的最后一站。汕头有着辉煌的过去，但是因为当初发展策略的失误（
刘峰语），加上走私、失信的严重，在工业化上严重滞后，城市化资金匮乏，现代化自然举步维艰。
早在06年10月，作者就设计了一份《汕头人梦想调查报告》，结果就有47.7%（最多的）受访者认为最
应改善的是交通（本书P366）。目前，随着私家车的增多，公共交通的不足，交通问题更是越发凸显
严重。面对剧变，面对各种不平，我们该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宫崎骏的作品，我多少能得到一些
安慰，仅此而已。许许多多的人正在经历一场难眠、辗转的梦魇，纷纷在挣扎，却总反复徘徊，只是
期待着能早日醒来。（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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