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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难中深度访谈北川乡镇书记》

内容概要

《在难中》是时下“5.12”相关图书中较为特别的一种，该书缘起于震后“汶川地震应对政策专家行
动组”对震区绵阳市276个乡镇中260个党委书记的访谈，作者阿建既是该项活动参与者，也是很多被
访谈对象的朋友，由此可以深入对方内心，从人性角度以发问和回忆讲述的方式反观“5.12”的种种
。讲述对象是中国最基层的干部群体，他们直接奔忙在抗震救灾一线，他们同时也遭受了地震灾害，
这样的身份界定与大量的细节讲述无疑是对这段历史的难得记录，价值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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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阿建，本名张建，1962年11月14日生。西南师范大学文学学士、西安交通大学公共管理硕士。现为绵
阳市委党校、绵阳市行政学院行政管理教研室主任，行政管理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政府应急管
理。有多篇学术文章在《中国应急管理》等杂志发表。“5.12”地震以来，担任“汶川地震应对政策
专家行动组”（WET）绵阳工作站站长，从事抗震救灾、政策研究咨询和应急管理培训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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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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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危险的湖　　绵阳在“5·12”地震中有三大标志性的事件，第一件是北川县城被夷为平地；第二
件是九洲体育馆聚集五万避难群众；第三件就是地震后最大的次生灾害——唐家山堰塞湖。　　地震
以后，四川灾区曾经流传着这样一条手机短信：“比地震可怕的是余震、比余震可怕的是等待余震。
”当灾区其它地方的人都在“吃喝中等待余震”并经受心理煎熬时，绵阳人却同时还经受着另一种更
可怕的煎熬，这就是唐家山堰塞湖噩梦。同为灾区的成都、德阳，地震以后一周基本上就恢复上班、
上学的正常生活，绵阳却一直等到6月12号唐家山解除警报才从这场噩梦中解脱出来，灾后重建绵阳比
其他灾区晚了整整一个月。　　我第一次知道堰塞湖大概是地震两三天以后，具体时间已记不清了。
单位司机焦哥的老婆叶姐接了她北川朋友打来的一个电话，说北川县城上面有一个危险的湖，快要垮
了，北川县城里面救援的人正在往外逃！这个湖的凶险外人并不懂，但叶姐和焦哥肯定懂。焦哥和叶
姐都是北川生北川长的人，焦哥的父亲是原北川县委书记，叶姐的父亲是原北川常务副县长。据焦哥
讲，地震后八十多岁的焦书记是一边看电视一边流老泪。　　叶姐在单位大院里到处找焦哥，准备把
这个消息告诉他。叶姐焦急的脸色在我的心里投下第一缕阴影。　　湔江穿北川县城而过，在城中曲
折蜿蜒形成一座美丽的龙尾公园。县城上游三公里处有一座村子，叫做大水村，它跟北川县城同属于
曲山镇。大水村的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叫唐祖华，是一位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大水村跟北川县城背靠背
，一山之隔，山那边是唐家山，山这边就是北川老县城，地震时崩塌的王家岩。唐祖华的家就在唐家
山海拔近一千米的地方。通往茂县的北茂公路穿他们村而过，河两边分别是大水村和楼房坪村，两边
分别有一个很上不得台面的地名，一个叫“屙屎树”，一个叫“老B岩”。当地有一句顺口溜，叫做
“屙屎树，老B岩，田家屋里出秀才”。据唐祖华讲，大水村的山体以基岩为主，楼房坪村的地下也
全是岩石。大水村与河对面楼房坪村之间有一座吊桥相连，那是1992年唐祖华背沙挣两毛钱一百斤的
工钱时修建的。5月12号那天，唐祖华进县城参加全县“五四”青年节表彰大会。这个会被一推再推，
最后定在了5月12日下午。　　那天上午，唐祖华与曲山镇镇长王英一起研究大水村修路的事，中午他
们一起在一家肥肠馆吃饭，饭后唐祖华把王镇长送到建设局门口，就去县委礼堂准备下午表彰会的颁
奖彩排。他说那天天气一直很阴沉，北川县城像个井底，这样的天气也很常见。　　此刻，唐祖华的
爸爸妈妈正在大水村劳作。妈妈在海拔七百多米的地方喂鸡，爸爸在海拔一千多米的山坡给茶叶修枝
。地震发生的时候，大水村的老百姓看见河对面的楼房坪村从地下冲起来一股巨大的黑烟，把整个一
块地面冲上了天空，喷起来的岩浆把半山的树林洗刷一空，楼房坪村一个生产队的人一个也没能幸免
。对面的河床空了以后，大水村这边的山体就分两次往河里“坐”了下去。先是唐妈妈所在的半山腰
这一片山体滑向河里，然后是唐爸爸所在的高处那片山疾速往下冲去。　　唐妈妈从山上下来后掉进
一个茶窝子里，土迅速把她埋了，一直埋到脖子，只露出一个头和一只手在外面。与此同时，山上的
石头倾泻而下，唐妈妈也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自救。石头往左滚，她的头就往右偏；石头往右滚，她的
头就往左偏，她居然成功躲过了无数次飞速的打击。接下去唐妈妈就用她那只露在外面的手刨，一点
一点地刨，用了二十多个小时，到13号下午，硬是把自己从土里刨了出来。　　唐爸爸地震的时候也
面临着生死选择——是往梁子上面跑，还是往沟里跑？唐祖华的姨娘选择了后者，结果被冲下来的山
体彻底掩埋；唐爸爸选择了前者，结果他抱着一棵树随着山体滑到沟底，捡了一条命。当唐爸爸像个
泥人一样从埋在土里的唐妈妈身边经过时，唐妈妈的胸部被土压着，想喊喊不出。唐爸爸惊魂未定，
哪还看得见土里埋的人。夫妻俩就这样当面错过了。唐爸爸跨过沟从对面的楼房坪村夺路逃生；唐妈
妈把自己刨出来后翻过大水村的高山，步行到了擂鼓镇。唐祖华从北川县城逃到绵阳，当他在外当兵
的弟弟奇迹般地打通了他的电话，他告诉弟弟“爸爸妈妈肯定没有了”时，他做梦也没想到还能跟他
的爸爸妈妈在擂鼓镇相见！　　唐祖华的大水村总共是365人，除去在外打工的，在家的大约有160人
左右，就有84人“没有了”！唐祖华说：“受伤的一个也没有，最多手上擦掉点皮，要么活着，要么
就死。”对于唐家山堰塞湖的形成，大水村幸存的老百姓有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当时山体里面有
一股“气”在往外面膨胀，硬生生地把山顶开了，胀开来的山体堵塞河道形成了堰塞湖。北川县城里
幸存者的另一个说法与大水村老百姓的说法可以相互印证。他们说，地震时老县城那边的王家岩不是
垮下来的，完完全全是“崩”开以后从天上掉下来的，老县城是在那一瞬间被埋在几十米的山下面的
，从上面看，草木依然葱茏，而下面却是将近三分之二的北川老县城以及原本活生生的几千条生命。
就这样，王家岩与大水村，一边被夷为平地，另一边危湖高悬。　　14号唐祖华带着几个村干部回村
子里去搜救老百姓。他估计在河这边的老百姓还应该有幸存的。果然，有十五个老百姓沿着山粱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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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山上完全没有路，而且还在一片一片地垮，当他们碰见前来搜救的唐祖华时，抱着他就哭。老百
姓背了米、红苕、被子、衣服。他们说：“我们在这里已待了两三天了，跟外面联系不上，不晓得外
面的情况。我们准备了三天的粮食，要是走不出去，我们还有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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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请记住这些人
2、历历在目
3、周玲老师的访谈很紧凑
4、最近很喜欢这种纯纪实风格的书
5、纪实风格深触人心，不过访谈人数略少，只有三个，看完仍觉得意犹未尽，很多内容没有谈到，
没有说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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