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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我们》

内容概要

殷波、王国平著、陈维摄影的《现在的我们：“512”大地震都江堰幸存者口述》（四川美术出版
社2009年4月版），看到许多受难的细节，忍不住又落下泪来。一年来的灾难历程中，经历、看到、听
到许多美好与丑恶的物事，真是令人难过和难忘。
目录 011  安炯，1975年生，都江堰市龙池镇滴翠庄农家乐业主
我认为地球是一个妈，天就是一个爹
019  马明林，1965年生，都江堰市法院审判员
朵朵，地震了，爸爸可能⋯⋯
029  贾佳，1994年生，曾就读于都江堰市向峨中学初2009届一班
我要亲自看倒你把我的手截下来
041  李成，1977年生，都江堰市青城山镇泰安村十一组组长
哪个妖怪这么凶
049  乐刘会，1986年生，地震前在都江堰市普罗旺斯咖啡屋工作
我只能像蚯蚓一样过梭
059  李国华，1944年生，都江堰市商贸公司干鲜店退休会计
我想他是不是神仙哦
067  任隆富，1968年生，都江堰市向峨乡海虹村四组村民
不如把我杀了来换取他们的生命
079  冯翰文，1994年生，都江堰市聚源中学2009届一班学生
Don't Let Yesterday Used up too Much of Today
089  黎民泰，1962年生，都江堰市市委统战部干部
命运就像一本连环画
099  李俊忠，1968年生，都江堰市玉堂镇永固村村支部书记
赖斯说：“李书记，英雄！英雄！英雄！”
109  释圣智，俗名刘忠全，1967年生，都江堰市般若寺主持
地震中我们一直在诵《金刚经》
117  罗玉和，道号浩玄子，1972年生，青城山老君阁道士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每一劫都躲过了
125  陈昌碧，1965年生，都江堰市卫生局办公室主任
就跟坐电梯一样，就到了 -楼
133  陈锐，1964年生，都江堰市百货公司职工
最大“512” ，过年的时候才打一下
139  刘绥滨，1965年生，道号信玄，青城派第三十六代掌门人
救人不是武术的强项
147  唐海，1977年生，都江堰市龙池镇南岳村党支部书记
我回头一看，妈呀，整整一座山就停在我旁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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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我们》

书籍目录

安炯，1975年生，都江堰市龙池镇滴翠庄农家乐业主我认为地球是一个妈，天就是一个爹马明林
，1965年生，都江堰市法院审判员朵朵，地震了，爸爸可能⋯⋯贾佳，1994年生，曾就读于都江堰市
向峨中学初2009届一班我要亲自看倒你把我的手截下来李成，1977年生，都江堰市青城山镇泰安村十
一组组长哪个妖怪这么凶乐刘会，1986年生，地震前在都江堰市普罗旺斯咖啡屋工作我只能像蚯蚓一
样过梭李国华，1944年生，都江堰市商贸公司干鲜店退休会计我想他是不是神仙哦任隆富，1968年生
，部江堰市向峨乡海虹村四组村民不如把我杀了来换取他们的生命冯翰文，1994年生，都江堰市聚源
中学2009届一班学生Don't Let Yesterday Used up too Much of Today黎民泰，1962年生，都江堰市市委统
战部干部命运就像一本连环画李俊忠，1968年生，都江堰市玉堂镇永固村村支部书记赖斯说：“李书
记，英雄！英雄！英雄！”释圣智，俗名刘忠全，1967年生，都江堰市般若寺主持地震中我们一直在
诵《金刚经》罗玉和，道号浩玄子，1972年生，青城山老君阁道士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每一劫都躲过
了陈昌碧，1965年生，都江堰市卫生局办公室主任就跟坐电梯一样，就到了一楼陈锐，1964年生，都
江堰市百货公司职工最大“512”，过年的时候才打一下刘绥滨，1965年生，道号信玄，青城派第三十
六代掌门人救人不是武术的强项唐海，1977年生，都江堰市龙池镇南岳村党支部书记我回头一看，妈
呀，整整一座山就停在我旁边王勤，1964年生，曾任中国银行都江堰支行副行长活着的人实际七在某
些方面还更难一些黄勇，1966年生，都江堰市巴士有限责任公司经理你当时选择了跑，我当时选择了
没跑王奉雷，1965年生，都江堰市人民医院外科医生现在就觉得医牛这个职业还是很崇高徐荣星
，1946年生，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退休职工平平淡淡一生才是最好的杨琳，1993年生，都江堰市聚源
中学初2009届八班学生奶奶说了，她在向上天祈祷吴平勇，1968年生，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工程处处
长都江堰的伟大之处在于它道法自然庄平，1957年生，中国科学院华西亚高山植物园主任人本身是自
然的产物徐勇，1963年生，青城山一都江堰旅游景区二王庙秦堰楼维护班班长我们这个地球等于是我
们一个景区马文强，1965年生，都江堰市虹口乡光荣村十三组村民我到市政府去赶(送)信曾令舂
，1960年生，都江堰市人民医院外科医师你要放松了我们才能把腹膜给你缝倒刘良志，1976年生，都
江堰市殡仪馆馆长活着真好周龙军，1955年生，都江堰市幸福中学退休教师奇遇当然就是“5.12”刘
丽华，1964年生，都江堰市原振华公司下岗职工怏点过来，死嘛死一堆嘛明光福，1957年生，都江堰
市汽车运输公司下岗职工吓归吓，信心还是有的陈启香，1959年生，都江堰市紫坪铺镇望江村三组村
民这足大地震，闹不得罗玉芬，1905年生，都江堰市青城山镇五里村五组村民103岁的罗玉芬汤从芳
，1942年生，都江堰市虹口乡深溪村五组村民我痛啥痛，没都没得了我痛啥痛马兴琴，1972年生，都
江堰市紫坪铺镇盐井滩养猪场兽医我想它们可能已经绝望了，就不想跑了张兴蓉，1962年生，都江堰
市虹口乡妇联主席今年的秋天却是一个凄凉的季节李启明，别署青城山叟，1918年生，都江堰市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道可道，非常道尼玛泽仁，1944年生，十世班禅亲赐的班禅画师那天我正在画《佛灯》
刘俊林，1961年生，成都市市长助理、中共都江堰市市委书记敬畏，感恩，家园后记／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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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我们》

章节摘录

插图：青城后山的最高峰华山，海拔1900多米。那个位置很特殊，它可以眼观三方，紫坪铺、后山全
部、前山山顶、水磨和映秀局部。我们这里有个习俗，每年到了5月份，就要上山去打老鹰，因为每
年这段时间，也就一周时间，有上千只老鹰云集在蓥华山上空，这个习俗已经有几百年了。5月12日那
天，我去打老鹰就是因为那天上午天气很好，但是下午两点过几分（钟）天一下就阴了，还落了几点
雨。我们觉得天没对，几个人就到一个叫做“南天门”的庙子里休息。突然，我就听倒了“轰轰轰”
的声音。地震了？我还以为那边矿山叉放炮了，我们就出来看。吓死人了，从水磨白云顶隧道那里，
就看倒房子就跟倒放鞭炮一样，“啪、啪、啪”房子像被一条看不见的线拉着一样，依次垮过来，但
速度不是很快。大约好长时间？大概泡（略多于）10秒。垮完之后，就开始垮山，那个声音非常大，
一下就看不倒了，黄色的烟子就起来了，那是山垮了之后的灰尘。平时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倒那边
的云海，结果当时啥子部看不倒了。黄色的灰尘持续了多久？大概笼罩得有两分钟时间烟子才慢慢散
，映秀那边才慢慢地看得倒，绝大多数房子都垮丝（完）了，只有几栋房子还立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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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我们》

后记

我亲身经历了这场旷世灾难，承受了刻骨铭心的伤痛，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地震后，我片刻也不想
离开这个满目疮痍、空寂无声的城市。我想知道我身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想知道地震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灾后那些相依为命的日子里，几乎每天，我都会听倒一些朋友和同事谈及他们自己或他人在地震
那一瞬间的传奇经历，以及他们现在的生活。这些人物和故事令我震惊，让我久久难以释怀。我惊讶
于他们在巨大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力量，以及他们继续生活的那份镇定与坦然。我发现生命在
灾难中竟然会如此顽强，平凡的人们在灾难中竟然会显现出如此伟大。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突然产
生了将这一切记录下来的冲动。10月的一天，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诗人王国平，他一听，觉得很好，
我们就请新华文轩的朋友吴鸿来帮我们策划一下。10月16日吴鸿来都江堰，有陈维先生和黄迅先生同
行。在玉垒山下我的办公室，我正绘声绘色地给他们描述地震时我光着脚丫冲下楼去的情形，这时沙
发突然一阵摇晃，一阵余震袭来，仿佛有意要他们体验一下我当时的感受。陈维说：“刚才震了一下
。”我有点尴尬，生怕弄坏了他们的心情。随后，我陪他们去看了城区几处地震遗址，拍了不少照片
。下午五点，我们又约了朋友崔巍到南桥河边喝茶，聊天。我和国平谈起了我们的见闻和想法。初次
见面的陈维也很激动，他认为地震过去了那么长时间，到了该做点事情的时候了。大家谈兴正浓，又
一阵余震袭来，大家相视一笑。就这样，一本书，在余震中酝酿。第三天后，陈维先生来电话，问我
的决心如何，问是否一定要做此事。我大受鼓舞，于是约上国平到成都德兴酒楼咖啡厅和陈维见面。
我们讨论了这本书的内容和形式。在都江堰，我们拟筛选出50位不同经历、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
同职业的幸存者，与同是幸存者的国平和我进行交谈。这是幸存者对幸存者的交谈，仅有主动者和被
动者之分。我们一起梳理地震的经历，进入一种深度交流，把他们对地震的伤痛引向对生命的叩问，
重建生活的信心。我们用录音、录像、照片记录下交谈的全过程，然后进行编辑、剪辑，以图书和影
像的形式出版，在“5.12”周年祭前推出，以期建立阅读互动效应，让更多的读者参与和幸存者“交
谈”，把对生命的叩问引向公众。“5.12”大地震，对人类来说是千年不遇的灾难，对每个幸存者来
说也是他唯一的经历。与50位幸存者交谈的记录，就是地震灾难的50个见证，将作为人类灾难的50个
样本被永远记载在历史里。11月4日，在秋雨中的易园，我们组成了四人团队，有陈维、王国平、摄像
师林晓东和我。11月6日，我们开始在板房、在危楼、在乡镇、在山村艰难地寻访幸存者。我们曾三上
虹口乡深溪沟，因为道路排危不能通行，我们绕道彭州进入虹口。当车子路过大的塌方路段时，国平
闭上眼睛不敢看窗外，还叫大家不要高声说话，说声波会把山上的石头震下来。冬季的深溪沟被雾霭
笼罩，显得静穆而神秘。这条沟地表断裂，山体移位，公路扭曲，留下了地震造成的所有地质特征。
我们坐在村民汤朝芳搭建的小木屋里，烤着柴火，听她讲述地震给她带来的伤痛，以至于我们久久不
愿离开她那有些凄凉却又有些许温暖的“家”。访谈中陈维很想去距震中映秀直线距离仅三公里的龙
池湖，因道路垮方严重一直未能如愿，这仿佛成了他的心病。12月的一天，我碰见刘俊林书记，他说
他刚去过龙池湖，说看见山上有丢弃的越野车，当时一定遭遇了地震，我这才得知龙池的道路终于打
通了。第二天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去龙池湖的道路，天飘着大雪，道路被冰雪覆盖，越野车在新
推出来的山道上艰难爬行，遇到塌方的路段，不时要下车去搬开路上的石头，同时还要惊恐地抬头望
望不断滚下石头的山体。一到龙池湖，我的两眼顿时噙满了泪花，曾经是多么宁静美丽的龙池湖啊，
如今满身伤痕，露出它千涸的湖底，湖岸倾倒的树枝和芦苇在风雪中摇曳。随行的音乐人尘土，默默
地跪在湖堤上祈祷，为地震后病逝在帐篷中的父亲。他说如果父亲还在，今年还会到龙池湖来写生。
陈维执意要去寻找地震中垮塌的龙王庙，要去拍摄龙池湖旷世凄美的挽歌。2009年春节前夕，我们终
于结束了访谈和拍摄。我们访谈了64位幸存者，整理文本达四十多万字。我们还拍摄了三千多分钟的
访谈现场和外景素材。但由于出版篇幅限制，能够编入本书的访谈人物仅38位，剪辑的访谈短片也仅
有35分钟。本书是一部来自民间的口述灾难史，文本充斥着大量的方言和叙述无序的口语特征。我们
在整理的过程中对方言做了校注，最大限度降低读者的阅读障碍，但又尽可能保持民间口述实录的鲜
活语境，如对方言词“倒”的保留。“倒”在四川方言中读音dao，相当于普通话的“着”或“到”
、“住”等，如果我们在口述语境中把“倒”替换掉，不仅鲜活的方言荡然无存，反而会让阅读更显
别扭。在这里我们要感谢都江堰市企业家董国森先生和编辑陈锦先生对我们的倾力支持和无私援助。
感谢吴鸿先生对本书的贡献，还要感谢马及时老师、余涛女士为我们四处寻找访谈对象。还要感谢出
版社的牟薇女士和顾求实先生以志愿者身份参与本书的编辑工作。在此，特别要感谢我们访谈的64位
地震中的幸存者，是你们和我们共同成就了这本书。虽然书中只收录了38位幸存者的访谈内容，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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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26位幸存者的见证仍将以另一种形式载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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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我们》

媒体关注与评论

当时我们的感觉可以说是极端痛苦的，但是我们毕竟从绝对逆境中活下来，并且能在现在享受学习，
享受生活，还能享受晚餐，这就是人生的一种幸福。可能我们真正追求的东西，在一般的时候体会不
到，当那一刻来临的时候，我才感到我们平时非常计较的东西，在那一刻纯粹是轻得不能再轻了。应
该说，那一份感悟改变了我啥子重要、啥子不重要的看法。    ——粗犷翰文，1994年生，都江堰市景
源中学初2009届一班学生当回忆这些事的时候心里都有一种颤抖。有一个经历唐山地震的人对我说，
你五年过后就会把这次地震忘掉，我说但愿。说不一定这是我一生都忘记不了的，因为咋说喃，我是
亲眼看倒一个个生命就在眼前消失掉的。    ——任隆富，1968年生，都江堰市向峨乡海虹村四组村民
我想说，虽然我们分离得很远，但是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不管你们走好远，我都是你们的朋友，希
望你们在另外一个世界会比我们以前过得更好。    ——贾佳，1994年生，曾就读都江堰市向峨中学
初2009届一班那天我跟我女儿两个开玩笑，我说，你爷都不行，你们爷都没遇倒这些，你看嘛，活了
几十岁，死了都还没遇倒地震，没玩过这东西，我们还玩了这东西，这地震。    ——黄勇，1966年生
，都江堰市巴士有限责任公司经理这次大地震之所以震撼人心，不只是死亡，可能还有一种已经忘记
很久的被突然想起来的，包括各地的志愿者行动，就是这种东西，地震以极端的方式提醒我们，人类
是否应该调整一下自身？我们活着的人应该去慢慢地想一想。    ——马明林，1965年生，都江堰市法
院审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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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我们》

编辑推荐

《现在的我们:“5.12”大地震都江堰幸存者口述》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那些在地震中坚强勇敢、顽强
自救的英雄的幸存者们。《现在的我们:“5.12”大地震都江堰幸存者口述》采访者和摄影者耗时数月
，访谈了64名不同经历，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的“5.12”大地震都江堰市幸存者，以口述
历史的方式进入这场灾难的内核，直达内心，触及灵魂，还原地震发生瞬间惊心动魄的惨烈场景、千
奇百怪的逃生经理、暗无天日的废墟生活、无比震撼的内心世界和地震后生存、生活和心理状态，并
从中选出38位幸存者的口述文本，收入《现在的我们:“5.12”大地震都江堰幸存者口述》，以此见证
历史、记录历史，再现历史，保存历史。　　收入《现在的我们:“5.12”大地震都江堰幸存者口述》
的38位幸存者实际上就是38个不同的灾难样本，他们大都不为媒体所关注。其中既有经历叠溪地震、
松潘地震和汶川地震三次地震的百岁老人罗玉芬；有亲眼看见自己老公被20多米高的巨浪卷进水库的
农民陈启香；有地震时站在青城山顶，看见映秀的房屋像放鞭炮一样“啪啪啪”倒下的农家乐老板李
成；有在废墟下度过三天三夜“地下”生活，从未放弃的打工妹乐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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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我们》

精彩短评

1、https://www.douban.com/review/2167551/ 还活着
2、毕竟有些民间访谈的味道，还是值得读读的。我给个四星吧。
3、扣掉的一颗星是因为访谈者，同时身为亲历者那不可避免的”伟大使命感“。因为它导致了半结
构式访谈法的某些僵硬，限制住了幸存者口述历史的生动性和复杂性。
4、简单的反映了当时的我们，四川人民的觉悟好高，什么共产主义宏观调控。
5、活着比什么都好
6、与这次大地震的震中距离最近的大城市是都江堰市，仅仅十几公里，这座国际闻名的3A级旅游城
市，80%的建筑，包括二王庙被摧毁，而汶川县距离震中70公里，损毁较轻，这次地震应当更名为龙
门山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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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我们》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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