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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世纪。尽管这个世纪至今仅仅走过了十多年的历程，但在与人类朝夕相
处的地球上，却已经发生了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重大事件，令世界格局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变化，给
全世界留下了难以泯灭的记忆。对于正在不断崛起的中国而言，21世纪无疑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
成就和困难共现的世纪——这已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展现出来。在刚刚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正式
加入WTO，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国全面实施西部
大开发战略，青藏铁路顺利开通，“西气东输”工程全线推进，高速铁路亦成功运行，国家建设硕果
累累；中国高度重视科学发展，包括航天科技、农业科技、石油勘探等在内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辉煌成就；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卓有成效，农业税费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
机制有力推行，农民的生活不断改善；中国的两岸关系有所突破，厦门金门实现直航，两岸春节包机
适时通航，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更加便捷，两岸“大三通”已然实现⋯⋯勤劳而智慧的中国人准确把握
机遇，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当然，在新世纪已经过去的十数年里，中国也面临着诸多挑
战，遭遇了不少困难。譬如：2003年的“非典”，2004年的“禽流感”，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及
这一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2010年的青海玉树地震，2011年湖北、湖南、江西等地
出现的大面积干旱⋯⋯此外，还有环境污染、食品造假、海峡那边陈水扁的“台独”闹剧等等，凡此
种种，都给中国的前进之路带来了挑战。成就也好，挑战也罢，时至今日，都已在新世纪所发生的重
要事件中显现出来。这些事件，有些已经成为历史，有些却还在延续。历史是一面镜子，对于后人，
可以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现实是当下的存在，研究它可以积累经验，帮助我们寻找到人类发展
的正确路径——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将这些已经过去的或仍在延续的事件以及与这些事件有着密切关
联的人物——用一种最为世人接受的文字形式记录下来，为今天和明天留下一份可供借鉴与启迪的珍
贵资料。我们之所以选择纪实文学作为承担“记录”重任的文字形式，是因为这种文体乃涉猎文学和
新闻两大领域的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是兼具新闻真实和历史真实品格的艺术真实，它在很多方面弥
补了现实新闻报道无法反映的空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正是由于它能比一般的新闻报道更
深地切入现实、切入人心、全景式地反映变革过程中某些本质的东西，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
更能凸显其无可争辩的文献史料价值和文学欣赏价值。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纪实文学蓬勃发展。国家
综合实力的提升，国际多边交往的频繁，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为纪实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
材，激发了纪实文学作家和各类媒体记者的创作热情，从而创作出一批又一批展示波澜壮阔历史画面
、描绘跌宕起伏现实场景的精品力作，为反映中国的现实、记录中国的历史、繁荣中国的文学立下了
不朽的功勋。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新世纪以来（自2000年开始）中国优秀纪实文学的精选、
精编本。入选的文章中，有的获得中国报告文学奖，有的获得鲁迅文学奖，有的则荣获了各种类别的
年度新闻奖⋯⋯由于诸多事件的发生、发展都会经历一定的时间，有些还会延续几年甚至更长；从创
作规律来说，一篇成功纪实文学作品的采访、创作和发表也需要相当的时间，很难保证当年的文章能
与当年的事件完全同步。因此，在对文章的选择中，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能够反映该年度的重要事件及
其相关人物，至于其具体的发表时间，则应当服从于事件和人物。我们计划一年精编一本，每本都能
比较客观、全面、及时地反映该年度中国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及与之相关的重要人物，从而能凸显其独
特的史料价值；我们同时又希望，书中所精选的纪实文学作品能给予读者朋友有益的启迪和思考，充
分享受阅读的愉悦，从而真正领略纪实文学的艺术魅力。迈着稳健而充满活力的步伐，向着明确而富
有挑战的目标，中国依然在前进，中国的大地上依然在发生着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因此，用文字记录
中国、展示中国，依然是我们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我们将不辱使命，勤奋工作
，努力选编好一年一度的《21世纪中国纪实文学大系》，为广大读者奉献上兼具史料和文学双重价值
的精神产品。（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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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中国纪实文学大系：十年回眸（2007卷），ISBN：9787549606092，作者：桂国强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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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到银行取钱，对成年人，尤其在一个文化普及的社会，不是问题，我这里之所以要幼稚地提出这
样的假设，其实想说的并不是人们在内地，进了银行，拿号排了队，候到窗口递进去存折，然后就向
营业员说明你的要求，存钱、取钱，完了事走人。这里要说的其实是香港的银行服务。2004年9月我初
到香港，第二天就被人带去银行办理一系列个人业务，这些“个人业务”包括需要立刻建立起一个存
折，设立一个工资输入户头，紧跟着，营业员就会问你想不想申请一张自动取款卡、一张个人消费信
用卡。我当时并不清楚一个人生活在香港，银行对他有多么重要，只是感到香港的银行工作人员并不
多，场地也不大，但是环境却非常洁净静谧，营业员的态度也和内地的有所不同，脸上没有“说吧，
你要办什么，快点”的平板，而是笑容可掬，亲切得像你的自家姐妹，起码那天接待我的那位营业员
小姐就先把我安排在了她对面的一张桌子前坐下，然后大事小情地一样一样慢慢交代——香港的银行
数量多，多得一上街，没走几步就一家，品种更是涉及港资、中资和外资，给人足够的选择和适用空
间。我后来知道香港人外出身上所带现金其实并不多，相反各种“信用卡”却总是把每个人的钱包都
插得硬撅撅。第一次“刷卡”，我的感觉好极了，因为我要买东西的那家商店门面并不大，只是一间
街头小铺儿，我问老板“刷卡”行不行？老板讲：“行，当然！”一句“当然”把天地顿时撑满了自
由。但是第一次使用“取款卡”，我的尴尬就随着不知深浅而来，弄得自己十分狼狈。香港的各家银
行都会在门外或者在街头摆放出很多的自动取款机，也就是我们内地所说的柜员机，这些“柜员机”
样子与内地的差不多，但使用起来却有一项重要区别，这就是取钱的方式。比如在内地，如果我要取
钱，把卡插进机器、输了密码、挑选了所要支取的现金钱额，然后就守在“出银口”等着拿钱就是了
；可是这样的程序在香港就不对，就要“出事”。第一次使用，我不知道这种“不同”，前面的程序
都已经做完了，守在“出银口”，甚至已经把手伸过去等着接钱了，可是等了半天，钱却不出。我正
不明就里，忽然刷的一声，抬头一看，卡没了，正悠悠地往机器里面缩。你说这叫什么事啊！急忙找
来营业员（那天幸好是在银行，要是用街头的柜员机就糟了），人家一听：“啊，卡让机器给吞了？
”营业员忍不住想笑，但又怕笑会让我怒，连忙控制住自己，安慰我：“哦，对不起，没关系。”我
说：“对不起？你有什么可对不起我的呀？但是没关系？出了这种事怎么能和我没关系？”营业员这
才向我耐心解释：“香港的柜员机和你们内地的不一样，我们必须先取卡，然后再取钱。不然钱永远
也不出来。但是这样做纯粹是为了顾客的安全，免得客人只顾着拿钱、数钱，后面的人，要是有谁动
了不良之心，把你的卡一把抢走，就更麻烦了。”“会吗？”我木在那里，已经陷入了无奈。“防患
于未然嘛！”“但是我的钱呢？”慢慢回过神儿，我立刻意识到，“刚才我可是已经把钱数输了进去
。”营业员说：“钱跑不了，机器已经自动打回去。”我将信将疑，她看出我不信，又说：“你不信
？带存折了吗？”我说带了（那天刚好在包里），对方就帮我把存折输进了柜员机旁边的另一台查询
机，果然，不到两秒钟，我的存折里就显示一行当天某时某刻曾经支出过××××元的记录，接着又
显示了一行已经再存入了××××元的记录——小小的柜员机也有“人性”，“人性”得好像不会说
话的铁盒子后面随时都站着一位服务生。面对可能出现的小偷，柜员机不卑不亢，但是小偷想找机会
下手？那就不行。然而那张被机器吞掉，不，“保护”了起来的那张卡，营业员告诉我四个工作日以
后会寄回到我的住处。以后等了四天，我的卡果然完璧归赵。曾几何时，我在中央电视台的某套电视
节目里看到过这样的一件荒唐事，一位具有“不良之心”的小伙子，看到夜里四下无人，举着榔头就
向一台内地某银行的柜员机拼命地砸去，费了好大的一阵子劲，灰糊糊的屏幕终于被他敲开了一个大
窟窿，“不良之心”把手伸进去即开始从里面往外掏钱⋯⋯这件事我根本不好意思向香港人学舌，学
了，人家不仅会笑话，而且会奇怪：“怎么，内地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机器不报警？当时现场也没
有监视录像吗？”我心想有监视录像，如果没有，小偷当时的“壮举”观众也就看不到。银行设立“
柜员机”，本初的目的就是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为了方便顾客，为了不让顾客只想支取少许的
现金也要跑到银行里面去排长队，可是“人性化”的考虑一旦放到了强盗的眼里，立刻就会变昧儿，
变成他们放纵歹心的世界，大有可为。难道人性化的思想和温暖必须等候时代，等待一个社会普遍形
成了文明与自律，否则就可能糟蹋了一副菩萨心肠？香港与内地，后者需要向前者学习的也许还不是
怎样迅速地把人性化的设施建立起来，把人性化的技巧传播开去，而是需要先垦荒，把一个有条件的
人性化平台先开辟出来。我经了一事，想了一天，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心头满是沉甸甸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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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7年重要事件与人物：中国相继迎来了香港回归1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中国恢
复高考30年；冀东南堡大油田的开发建设如火如荼；中国股市开始由“牛”转“熊”，全社会对老人
群体的关注度大大提高；“嫦娥一号”成功升空⋯⋯《21世纪中国纪实文学大系：十年回眸（2007卷
）》比较客观、全面地反映了该年度中国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及与之相关的重要人物，从而凸显其独特
的史料价值；书中所精选的纪实文学作品能给予读者朋友有益的启迪和思考，充分享受阅读的愉悦，
从而真正领略纪实文学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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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略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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