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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改变生存》

内容概要

因为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只能把孩子送回老家上学？
因为没有专项家庭暴力法规，只能一次次容忍原谅至亲的伤害？
因为主管部门缺位，只能每天呼吸着有毒的空气，吃着有毒的食品，喝着被污染的水？
行动起来，从身边做起，从小事情做起，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本书讲述了二十五个真实的故事，故事里的人都不甘平庸，积极行动，他们坚信，每个人都可以推动
改变，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书中提到了非京籍家长对教育平权的争取，他们征集签名，组成“争取教育平等权志愿者”，去教委
请愿，搭建网络平台等，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说服教委，推动了北京市公布《关于2010年义务教育阶
段入学工作的意见(京教基[2010]12号)》，宣布全北京市范围内自2010年起小学升初中实行不分户籍电
脑派位。
也提到了深圳西部通道沿线居民环保维权的行动，由2003年单个人上访无人理会，到组织起来培训环
保志愿者，召开业主大会，举行千人集会、万人签名。最终，2006年夏，国家环保总局介入，工程暂
停。2007年春节前夕，深圳有关部门修改了“西部通道”设计方案，使排放量降低，并承诺在通车后
对污染情况实施长期监测。
本书作者寇延丁说：“观察过许多自助组织的发育，都会看到一条推己及人的轨迹，看到从‘自身权
益与福利’到‘公众倡导’和推动‘政策改变’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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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改变生存》

作者简介

寇延丁：山东籍，泰山人，自由作家、纪录片独立制片人、民间公益行动者。关注方向为残障人问题
和NGO发育。2012年新浪中国十大好书、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中华读书报》年度十大好书 
---《可操作的民主》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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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改变生存》

书籍目录

前言 什么人走什么路
Ⅰ?成为托起这个行业的水
成为托起这个行业的水
释放生命的创造力
与“恩友”一起成长
小荷才露尖尖角
Ⅱ?赢得我们自己的权利
环保维权路在何方
赢得我们自己的权利
在太阳升起之前上路
为道义站出来说不
Ⅲ?为每一条鱼全力以赴
N年只做一件事
为每一条鱼全力以赴
我在前头等着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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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改变生存》

精彩短评

1、不是很成型的一本书，文字也是寇延丁一贯的平实风格，但里面的人和事，可以给人一种力量
2、在面对问题时，抱怨者嘴角挂满了抱怨，牢骚者眼眶镶满了牢骚，只有解决问题的人，看到的是
解决的可能性。艺术作品有时会把结局和过程升华的苦逼和绝望当成卖点，这本书却是一本难得的纪
实作品。甚至还提到了XZY和AVV，在NGO的生态中，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故事。全身心的投入
做一次公益，是我30岁之前想要达成的事情之一。
3、很幸运，在万圣买到签名版，同时也收获《可操作的民主》签名本，后者的扉页上，还签了一句
话：“只要走，就有路。”我相信这句话更适合本书。特别是有关环保维权和教育维权的两个故事，
让我明白，面对侵权、面对不公，需要停止愤怒，向前走，用智慧和勤奋去寻找每一步的方向，总能
走出一条路来。
4、还行，一本随笔见闻录吧，总结不足，可能因为作者也不是学院出身的原因。
5、读书体会：感触深，灵感多。如同佛教的种子学说，浅显易懂的本书也会把种子埋入有缘人的土
壤里

6、相较《可操作的民主》而言，寇老師的这本书有点零散，观点不太抓住，而且叙述上割裂呀，不
如将萝卜议事规则下乡这一件事这般清楚。
7、人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梦想
8、即使悲观，仍旧不放下
9、第一次如此贴近的阅读中国NGO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努力和不悔。
从学术角度论，自己最感兴趣的是有关深圳环保和升学机会平权这两个案例的介绍。
10、行动力不好找呀⋯⋯喜乐奉献，爱己及人。金燕那一节有很多触动。
11、看得稀里哗啦流眼泪，也是服了我自己。沉醉于他人的故事，什么时候能创造我的故事呢。
12、一本NGO的书里却有太多类似“主旋律”的东西。慈善一定要搞得感动中国吗？喜欢书里那几个
自给自足的案例。
13、可以说是一本公益行动的指导手册吧？并没有夸大。
14、一个社会力量参与改变生存状态的实例。我只是想问，作为个人，理想和生活的饼图该如何描绘
，所谓的理想真的是理想么，还只是获得安全感和尊严感的道具。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就是我的理想。都去改变世界，世界够用吗？悲悯之心要长存，但自己要过得好，我不想在茅屋里唱
安得广厦千万间呢。
15、托起这个行业的水。不煽情，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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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看完本书的前言，我对作者充满深深的敬意，想起以前写过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失踪的生活》
。失踪的生活答应我，忍住你的痛苦，不发一言，穿过这整座城市。——海子在一次去北京的火车上
，我的邻座是一个新入学的研究生。一路上攀谈起来，倒也免去了旅途的寂寞。他大学毕业进了一家
新成立的央企（国企）。他的工资是每月5000多元，其他福利也极为优厚，每天都无所事事。他在技
术部门，但整个企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极低，大多数人员都是工会、人事、宣传、办公室、基建、采
购等非技术部门的。所以这个公司仅需要他们几个名牌大学的技术人员装潢门面即可，其他大多数人
都是有特殊关系进来的。他们给每人在开发区和老城区都分配有房子，干部甚至有好几套。因为是内
部集资的，房价仅是市场价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且是全产权，所以可以按市场价转手出卖。也就是说
，仅“分配”的房产一项，公司每个人都已经是百万千万身家。这是一个智商很高的、典型的理工科
毕业生，但在这种以高考为目的的中国教育体制下，让他走上社会后却感到许多迷茫和困惑。他曾设
法从一些哲学思想类的书本中找到解决办法。尼采罗素马克思等等，他竟然啃了不少艰深的大书，但
到最后，他却被一部煽情的电影感动了——《1900》（也叫《海上钢琴师》）。他认为“1900”面对
功利的诱惑，坚决拒绝踏上喧嚣的陆地，这无疑是一件非常牛叉的事情，而与一艘船的共同沉没更是
英雄壮举。这部电影中有一段经典的台词：城市是那么大，大得看不见尽头。当年我走下船舷，穿着
大衣，觉得自己很神气。我有决心有信心有把握，⋯⋯我停下脚步，不是因为我所见，而是因为我所
不见——连绵不绝的城市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尽头。⋯⋯只有88个键的钢琴可以奏出无限的音乐，而
有无数个键的钢琴，只属于上帝。工作了2年之后，我面前这位“1900”就在所有人的惊诧中，毅然递
上了辞职报告。余杰在他26岁的时候，对北京广播学院的大学生们演讲：“一个人在20几岁的时候，
就把自己后半生的道路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同样，1900认为目前的工作让他
感到人生特别无趣，犹如一只掉进面缸中的老鼠，不愁吃不愁喝，混吃等死，竟然一眼就可以把一辈
子看到头：娶个老婆，生个孩子，领着很高的工资，清闲地喝水放屁，等着下班等着退休，然后等着
追悼会。就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襁褓中的婴儿，想吃就吃，想拉就拉，没有生活压力，几乎不用劳动
，也不用思想，其实也不能有思想⋯⋯总之，一切都被“组织”或者说“单位”安排好、设置好了。
事实上，两年来“领导”最关心不是工作，而是给他“介绍对象”——“有家才有国嘛！”“1900”
对这种无趣的生活感到绝望的同时，一种现实的强烈反差也使他充满深深的罪恶感；他觉得这种近乎
“坐享其成”的生活完全是一种耻辱。“1900”的辞职不仅招来了公司上下的不解和责难，也使负债
供他读书的农村父母在盛怒之下，几乎要断绝跟他的关系。对可怜的大多数人来说，以前城市人是“
人上人”，现在吃官饭的是“人上人”，这些“人上人”并不是更有能力，或者品德更好，甚至恰恰
相反，只不过因为出身不同而已。对出身贫寒的所谓“普通老百姓”来说，有饭吃，吃好饭，吃官饭
，发钞票发房子发老婆（工会介绍）养老送终，这简直就是进了天堂，掉进了福窝里啦⋯⋯1900背着
简单的行囊踏上了北上的路。孤单的身影背后，几乎没有人为他送行，更没有人替他祝福。在这个充
满焦虑的物欲时代，每个人都失去了心灵的宁静和安全，即使富可敌国的富豪，即使风光无限的高官
，何况筚路蓝缕的穷人，何况初出茅庐的青年。一个善于“混搭”和颇具审美的流浪者——“犀利哥
”之所以成为传说，因为他看起来拥有大多数人所没有的“生活”。林语堂说：“人生不过如此，且
行且珍惜，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不要总是在别人的戏剧里充当配角。”上帝死了，现代来了。现
代人的问题是，大部分人都希望成为一个有钱人，而不是成为一个人。在一个没有上帝的年代，生存
的阴霾一直萦罩着这个消费时代，即使豪宅豪车美女佳肴，人们依然以生存的姿态来看待这暴富的一
切。多数人的梦想是有钱，少数人的梦想是有权，个别人的梦想是有尊严。电影《当幸福来敲门》中
说：“你要尽全力保护你的梦想。那些嘲笑你梦想的人，因为他们必定会失败，所以他们想把你变成
和他们一样的人。我坚信，只要心中有梦想，我就会与众不同。你也是。”什么是生活？对那些争来
抢去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遥远的命题。在冷酷的现实中，又有多少人将自由作为生活的要素。据说
在一些古老文化中，猪是贪婪肮脏和欲望的不祥之物。但在中国，吃永远是第一位的，所谓“民以食
为天”。消费主义的猪栏理想正是当下最大众最普遍的人生追求。一头特立独行的猪在这里注定只能
是落荒而逃。正如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所说：“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却能够为钱
而卖掉。”那年圣诞节，一个叫晓琳的重庆女孩跳楼自杀。她的母亲是养尊处优的处级干部，因此对
在私企打工的女儿，那种自食其力但收入微薄的白领生活极其不满。晓琳在母亲逼她加入终身制的“
机关单位”时选择了自杀。这个可怜的女孩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说过不会去那些地方，一张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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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茶地混日子，你一定要我去，除非我死。”在一个外国人眼中，中国人好像没什么基本生存和简
单精神空间之外世界，他们早晨起来去为生存而生产，忙碌一天下来，吃过饭，到晚上很早又睡觉，
他们自己这一代如此，到了下一代还是重复着如此，生存就是为了能多工作一天，多工作一天就是为
了简单地多生存一天，每天这样重复，每代这样重复。陶行知先生曾经说：假如你有两块面包，你得
用一块去换一朵水仙花。这句话对很多现代人来说，即使不是笑柄，也显得分外荒诞。一个要生存，
即使富裕了，还是要以满足物质贪欲为目的的生存。而另一个要生活，即使收入微薄，也要一个自由
自在的精神生活，最后生存扼杀了生活。史铁生曾说：“只有人才把怎样活着看得比活着本身更要紧
﹐只有人在顽固地追问并要求着生存的意义。”应当承认，赋予生存以意义才是真正的生活。“死是
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史铁生与2010年一同逝去，2010年12月31日。韩少功这样写道：史铁生的
苦难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因为他有一具残疾的身体，更因为他有一个聪慧过人的大脑。这么多年了，
他在轮椅上年复一年地沉思默想，度过绝望而狂躁的青年时光，也成熟了他中年的深厚思想。思想本
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一切思想必定是忧郁的，何况如史铁生这样，从第一天得知自己将永远不能
再站立起来的时候起，就一刻也不能停顿地冥思苦想着的人。这时候，我们忘了，在人的生命活动中
，惟沉思的时刻，才是敏锐、富有，也是最强大的时刻。这大约是我们每个人都能体验到的，只是由
于肢体的完整，由于行动的灵便，由于俗务的纠缠，更由于欲望的循循善诱，沉思的机会于我们正变
得越来越稀少。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说，人本是向往自由的，但人更害怕孤独，所以最终人们都
逃避自由。生活是人生的超脱，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充满惊喜与选择，也充满艰辛挑战和思索迷惑；
而生存则简单的多，活着就行，最好像猪一样活着，吃好穿好住好睡好，好活，好死，就跟没来过这
世界一样⋯⋯生活就这样失踪了。尼采说：“许多人的所谓成熟，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变得世
故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
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活是一种反叛，是对生存的反叛，是
对身体的反叛，是对平庸的反叛，是人对动物的反叛。反过来，生存则是对人的反叛，是对自由的反
叛，是对未来的反叛。生存扼杀了关于人的创造力和一切关于美好的想象力，让人生无趣无聊、低级
愚蠢、腐败堕落如果你还会觉得无聊，说明你还在生活⋯⋯或者生活在提醒你，提醒你作为一个人的
存在。正如诗人顾城所说，“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2、书中从不同的维权事件讲述老百姓在现有政党体系中遇到的种种困难：每一个故事中的弱势群体
在与政府渠道不断受挫的沟通中、慢慢摸索与政府沟通的方式，由此暴露出政党体系的各种问题与不
足我们改变不了现有政党跟社会环境，但却能通过行动做一些有促进意义的事希望越来越多人行动起
来，越来越多的NGO组织完善起来，推动各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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