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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天宏，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历史学硕士。国内最优秀的非虚构写作者之一。曾任《人物》杂志副主
编、《中国周刊》总编辑助理、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记者，作品多次获得国内权威特稿写作奖项
，其中包括2008年与2010年的《南方周末》年度特稿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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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上溯到三十多年前的那些人来讲，世界严苛的不愿多留。
2、唉。
3、有几篇很好，尤其汶川地震的深度报道。
4、让我在班车里边看边拼命忍住眼泪的~文字真的不需要造作
5、三个公交上的早晨看完。大约都是这10年间的作品（时间飞逝呀），有些文字还带着些许生涩，但
是感情基本丰沛。最喜欢的《老无所依的史学大家》这篇，后来上网一查得知老人家已于2012年去世
，不禁感慨。
6、在完全不煽情纯记叙的文字中我却一篇篇看到哭，林天宏太赞，如果以后可以从事新闻类的工作
，林天宏就是我的标杆
7、好的机会和采访能延伸经历 羡慕能真实的接触这么棒的故事
8、不像特稿的特稿集，真实永远比文笔来的重要
9、娴熟的笔法，圆润的技巧。赞叹。
10、唉唉，对新闻尤有深情的理由啊。
11、14个故事里，最喜欢的还是那段关于逃港的故事【人民会用脚投票】。当然，有很多都是天然的
好选题，比如汶川地震中背儿子回家的程林祥，比如在北京暴雨中丧生的蔡守江。
12、据说林天宏是结构上的大师。好的选题+好的采访+好的细节  比什么都重要。要合理的、简短地
使用引用。能记住的篇幅不算多。
13、写的有些煽情
14、每个想做记者的人，初衷差不多，用十年的时间去实践体会足够了。读一个人的特稿，读到后面
会产生厌烦感，可能也是一种审美疲劳。昨天在天河——琶洲——花都（白云人和墟站）的地铁上读
了这本书。
15、被遗忘的人们。个人最喜欢第二部分。
16、第一次真正读林天宏的作品，没想到是这样细腻，充满人文关照。选题都是很好的，完成的也非
常有风格。
17、总之以后新闻纪要、后感、音配字之类的书我都不会看了。
18、第一部分看得热泪盈眶。
然而从第二部分开始，感觉却越来越一般。中途还专门停了好几天，再重新开始读。结果还是只能草
草翻完。
19、润物无声
20、可以看但写的不好
21、读过之后会深思，除了我们平时所见的，其实有很多是我们不曾见过的事实，我们以为通过网络
了解了事实，看到了真相，其实不然。这本书不是仅有弘扬或批判，而是将真实展现在眼前。
22、当你以为自己已经看尽了生活所有荒诞的面目，生活只会微微一笑，甩给你一张更加荒诞的脸。
林天宏个人的深度调查小集子，14个访谈，近期读过的唯一一本五星书。
23、我们所有的过去，成为眼前的现在。记者的文字不能说是十分克制，但以温情的方式讲述故事，
多有动人之处，但也仍然使人感觉略有缺失。
可以明晰的一点是，我们应当尽力认识这个国度沉默的过往，这是作为一个国民的责任。
24、背儿回家的那个故事看得很是动容。
25、林天宏还是很精彩的特稿写手啊。希望他赚够钱，再回来。值得一看。
26、我们都是芸芸众生，我们了解过去，展望未来，可是我们知道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历史么？中国的
故事更多的在国家荣光的阴影之下，命运无常，你记不住的那些人和事，却会让你物伤其类，捶胸顿
足⋯⋯五星推荐，小人物的故事，也是你我身边的故事
27、汶川和逃港的两篇印象很深。
28、应该还可以写的更好，最喜欢《老无所依的史学大家》、《少校的荣耀》和《寻找少校》。
29、记者界的冯小刚——东郭娜娜
30、写的挺好的小集子，看得出笔者在里头花的心思。
31、林天宏这样煽情的笔调，虽则读得心肝儿颤，汶川那篇泪眼花花。但难称好特稿。“歌颂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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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32、更为娴熟圆润的《看见》，当然也更坚韧温情。
33、有点腻

34、故事讲的不算生动，汶川的选题炒冷饭，其他的选题或许有历史意义，但不够吸引眼球，也许这
是真正的新闻，也许。
35、生活依然得继续
36、没多少记得住的小词，没多少惊艳的描写句。但是选题一流，笔锋沉稳，功底扎实，还有些微苦
气。尤其记得《老无所依的史学大家》，写出了物伤其类的感觉，读罢捶胸顿足。
37、新闻人的职责就是去挖掘事件背后的故事，没有过多的修饰词，有的只是打动人心的真实事实。
38、”我不愿意留在这个大地上，怎么说呢？这个大地，对我实在是⋯太苛刻了。“我不知道到底是
有什么样的经历、什么样的委屈，能让这个已经九十多岁的老人说出这样一番话，或许历史远没有我
们所想的那样简单，但绝比我们想的要残酷。
                                                                                        —少校的荣耀
39、好的选题与采访胜过文笔百倍。
40、北京上海往返飞机上读完了这本书，还是有很多收获在学习写稿上面（哈哈好敷衍的一个短评）
41、文字的力量 生活的力量
42、年龄越大越能看到阴影里沉没的故事，虽然我没有能力做什么。
43、在看《老无所依的史学大家》的时候，我差点悲伤感动得落泪，同样在看到“大逃港”这段我闻
所未闻的历史的时候我也是动容不已。确实，每一寸土地和每一个小人物身上都有着这个国家和民族
的历史，作者把他们记录下来，无疑是功德一件，越来越喜欢“天窗”系列的书了。
44、业务学习 
45、典型的新闻稿件的写法，教科书式的范本特稿，作者是个善于发现善于感受，有情怀有感染力的
记者，故事不大，但都有代表性，文笔也不错，悬念、感动、叙事、抒情恰到好处，还是蛮不错的，
李海鹏的推荐语对的，希望作者赚够了钱，多写点，纪录一下我们的时代。
46、不及《陌生的中国人》！但是算是优秀的习作！但是和杨猛相比，林天宏像一个小学生。
47、因为自己是一个不会讲故事的人 所以特别羡慕那些能讲好故事的人。未知而又遥远的旅途 还可以
真正开始么？
48、读完想起封面那行小字：他们沉默不语，故事孤独动人。作者有发现好故事的敏锐能力，也有讲
好故事的天分和情怀。
49、看多了，也就那样了
50、一般吧，没有李菁的口述历史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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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采访结束已近黄昏，临别时，在他们家的救灾帐篷外，我看到一根竹竿，中间绑着一块红布，我
随口问这是什么，那个父亲说，广播里说哀悼日要下半旗，村里找不到国旗，他自己找了红布和竹竿
捆扎起来，下午2 点28 分，他和妻子在旗下站了一会儿，想想死去的儿子不会孤单，他和那么多人在
一起每当有记者来访，陈秉安都会不断重复深圳宝安的一个农民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改革开放’
这4 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
件里，从1955 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 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  年
、1962  年、1972 年和1979  年，共计56  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
国12 个省市自治区、62 个市（县）在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  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 年代末，
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
务费15  元陈秉安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告诉他，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社领到
了750  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 个是他的亲人由于大量外逃，深圳许多村庄都“十室九空”
。1971  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里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
、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
当地政府新建了百余个收容所，但常常人满为患。在那个年代，偷渡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
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曾有
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 位的富豪中，有40  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
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  “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
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能开上校车，说明你
不仅车技好，而且人品好，是个信得过的老爷们儿，再不是什么‘臭开车的’了。”张连明斜靠在床
板上，点上一根烟，颇为得意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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