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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焦点A03

新闻进行时

【改革前沿】
来到海南，
改革之风扑面而来

从战乱的前线下来，他
们走到了当时中国的开发前
沿阵地———海南。

1983年4月1日， 中共中
央、国务院批转《加快海南岛
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在
政策上放宽，从人、财、物上
给予支持。1987年，海南发展
步伐加快， 十万内地人才跨
过琼州海峡来海南寻找发展
机会。

在那里，他们看到吊车，
机器轰鸣，车辆来回穿梭，整
个海口是一个大工地， 一片
繁忙。那时的三亚，一到晚上
9点全城停电，整个城市静悄
悄的， 还看到了许多原始的
黎族山寨。

那一刻，他们感受到：改
革扑面而来。

那时， 整个社会都想去
了解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
子。出发前，解放日报总编辑
还特意找到了他们几个人座
谈， 希望将考察中的情况邮
寄回上海，在报纸上刊发。但
因为各方面的原因， 考察报
告没有成行， 仅在报纸上发
表了几篇新闻稿。

团队成员之一王月华
给廖厂长寄去了一份手写
的报告，很简单，没有系统
的研究。 但那次考察后，很
多东西在他们心中沉淀了
下来。

出发前， 吴晓波常常在
学校跟同学争得面红耳赤，
认为中国的解决方案应该是
大刀阔斧的改革。 但南疆之
行后， 他的心态慢慢变得平
和，开始冷静地思考。他渐渐
接受用改良的办法去解决问
题，开始相信善良，相信人的
力量。

“而这些，在我们日后的
工作和人生道路上， 显得无
比珍贵。”吴晓波说。

出征
改革开放十年，4名大学生

组成“上海大学生南疆考察
队”，想用脚丈量书本以外的中
国是什么样。

亲历
上海、江西、湖南、云南、海

南，历经半年，他们看见贫穷，亲
历死亡， 也感受了开放前沿阵地
的改革之风。

感受
吴晓波说，“这些， 在我们

日后的工作和人生道路上，显
得无比珍贵。”

25年前，4名大学生想
去南中国考察， 见证变革中
的中国。可行程伊始，便受困
于经费。这时，湖南娄底一位
廖姓厂长慷慨资助， 终于让
他们完成了心中梦想。

25年后，考察队中的一
名已成为全国著名的财经作
家。 虽然见过诸多财富缔造
者， 但这位只有一面之缘的
小厂厂长，一直让他牵挂。

9月， 著名财经作家吴
晓波发表文章《只有廖厂长
例外》，怀念曾经帮助过他的
廖厂长。 经过三湘都市报记
者的多方努力， 在长沙找到
了吴晓波牵挂的廖厂长，这
一段穿越25年历史尘埃的
情感激起强烈共鸣， 一群志
同道合之人的理想情怀在读
者心底回归。

吴晓波和廖厂长将于
10月份在长沙见面。

但在吴晓波心中， 他们
还欠廖厂长一份详实的考察
报告。

10月， 本报再度启程，
找到了当年考察队的所有成
员， 吴晓波们交出了他们迟
到25年的考察报告，我们试
图从他们的实践中寻找理想
之答。

■记者 汤霞玲 实习生 熊胜羿

吴晓波寻找廖厂长，引发一场理想与情怀的共鸣 本报再度启程，追溯这段考察历程

“南疆考察队”口述当年行走中国

10月初，本报再次找到南疆考察队的
所有成员，从他们的一一回访中，一段充
满理想主义的历程回溯到眼前，闪现着那
个年代的理想与荣光，变革时代的中国纹
理清晰，伸手可触。

【“未来记者”出征】
改革开放十年，想了解真实的中国

上世纪80年代，复旦图书馆一楼是本
科生书库，二楼为研究生书库。酷爱读书
的吴晓波泡在图书馆一排排地读书。

“那时， 我只能在书本上了解世界，以
为真实的中国就是书里那个样子。”年轻的
他们在文字上挥斥方遒。

此时， 另一名年轻人也开始思考中国
的出路。他叫赵勇，是全军二等战斗功臣，
全军仅有的两个被保送上大学的大学生
之一。“改革开放十年了，中国到底变成了
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在他心里打转。

就这样，在无数个晚上的头脑风暴后，
吴晓波、赵勇、王月华、梁红4名同学决定
开始南中国考察， 去了解一个真实的中
国。

“与其说多去了解业务知识，还不如把
自己丢到社会里，去了解社会。”当时，新闻
课堂上老师一再强调，新闻一定是产生于
社会的，只有对社会有一定了解，才能做
一个合格的记者。就这样，他们4人组成了
“上海大学生南疆考察队”，找来白色油漆，
在红色的旗帜上写上“未来记者”几个字，
准备行走中国。

梁红是团队里唯一的
女生，因为担心女孩子身体
吃不消，她跟系里软磨硬泡
了很久才被批准。第一个任
务就是跟着几个男生一起
去拉赞助。

他们拿着复旦大学的
介绍信，骑着自行车到上海
的各大国营厂“化缘”，跑遍
了大半个上海，只在一个照
相机厂获得了一台照相机，
一个服装厂赞助了几件衣
服，还有一些企业给了几百
元钱，这离预计中的还差一

大截，无奈之下，他们将自
己的困难写到了上海《青年
报》。

消息传到湖南娄底 ，
那时， 廖厂长正在经营一
家配件厂，和梁稳根等朋友
们通宵达旦地讨论“中国的
出路到底在哪里”。 通过一
名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朋友
核实事情的真实性后，廖厂
长给他们寄去了 7000元 。
这令吴晓波等人猜测 ：出
手这么大方， 对方肯定是
个大老板。

考察途中，他们特意来
娄底拜访了廖厂长。在一间
简陋、局促而灰暗的办公室
里，他们见到了这位瘦高而
寡言的人，令吴晓波惊讶的
是，廖厂长经营的是一家只
有二十来个工人的小厂，坦
诚支持考察仅因“支持对理
想的热情”。聊天中，廖厂长
说，他想请人翻译一套当时
国内还没有的《马克斯·韦
伯全集》。简单的见面后，廖
厂长只提出了一个要求，要
看到考察报告。

【艰难筹钱】
在上海到处“化缘”，意外从娄底寄来7000元

【看见贫穷】
走过11个省份，看到中国的贫穷与落后

他们从上海出发， 路过
江西，进入湖南，再到云南、
海南，历经半年时间，走过了
南中国11个省份。他们乘坐
绿皮火车转铁皮大巴车，住
两三元一晚的小旅馆， 看到
了中国的贫穷与落后。

在江西， 他们看到两个
缸埋在地里， 上面加两块木
板，就是厕所。男缸和女缸中
间只隔着几根竹子， 能互相
看到，相互递纸巾。他们彻底

傻眼了，下面全是蛆虫，都不
敢上去。

在贵州一座大山里，有
一个母亲带着3个女儿，丈
夫死了，大女儿才9岁，这位
三十多岁的母亲看上去像
有五十几岁。 打开锅盖，里
面只剩番薯， 没有一滴油，
墙上挂的全是辣椒。母亲用
自己做的东西下山去换布
和盐， 全家只有两条裤子，
三姐妹轮着穿，每天都有一

个孩子只能躺在床上，不能
出来见人。

考察队心酸难耐， 从微
薄的经费中拿出50元塞到
这位母亲手中。吴晓波回忆，
当时， 那位母亲高兴得在家
里跳来跳去， 在场的村干部
说：“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
的钱，不知道是多少，只知道
是很多钱。”这令吴晓波也很
伤感：“见到了真正的贫穷，
了解到了真实的世界。”

【亲历死亡】
上过战场，亲见几千烈士遗体

在云南， 当时还是对
越自卫反击战的前线，因
为赵勇是全军二等战斗功
臣，4名学生通过中央军委
特批， 被允许跟着士兵进
入前线。

在危机四伏的战场，部
队派了一支队伍护送，将他
们围在中间，战士们则在外
围用身体防御随时可能发
生的危险。他们从山间小路
走过时，两边山头被越南人
占领，队伍就在对方的狙击

步枪射程之内，路边还有不
知数量的地雷，每一步都走
得如履薄冰。 考虑到危险，
部队要求考察队白天上山，
黄昏之前一定要撤下来。

在老山前线，整座山全
是猫耳洞，他们就在猫耳洞
过夜，而士兵们已在山上呆
了两年。

在麻栗坡，烈士陵园刚
刚建好，他们看到了几千位
烈士的遗体依次排列，第一
次直面死亡。

在这次考察之前，这群
城市青年接触的是各地的
佼佼者，在复旦校园里享受
着阳光和关爱，整日里就在
图书馆里一排排地读书，认
为这样就可以了解中国。而
在半年的南疆行走之后，他
们才真正看到了书本以外
的中国。“如果没有用自己
的脚去丈量过，用自己的心
去接近过，你无法知道这个
国家的辽阔、伟大与苦难。”
吴晓波说。

大屏幕上是南疆考察的现场，吴晓波曾在多个公开场合分享这段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