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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夏，河南商报社一群热血记

者，分省内探寻、省外追访、留守统筹三

路，走访灾荒亲历者，实地考察历史遗

迹，重新揭开了有关 1942 年河南灾荒的

苦难历史。在说到此举何为时，我们听

到这样的回答：如果我们总是遗忘，下一

场饥荒会将我们埋葬！

实录比电影和小说更
有力量

拿到书稿后，不到一个月，中华书局

出版了记者们记录的文字。

“看书中的文字，经常是饱含热泪。

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问

自己：为什么这段历史会被淹没整整 70

年 ？《1942：饥 饿 中 国》是 一 部 全 景 呈 现

1942 大饥荒的历史纪实作品，它有着丰

富的层次，将历史和现实对接，重返历史

现场，全方位、多维度呈现了 1942 年前

后兵灾、蝗灾、旱灾下的中原大地。如果

说电影在讲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故事，这

本书中的每一个幸存者、每一处历史遗

迹，都讲述了自己独一无二的 1942 经历

或记忆。我们始终认为，实录比电影和

小说更真实，更有力量，更传之长久。”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说。

作者与出版者把书名定成《1942：饥

饿中国》，是想阐释一个理念：虽然这场

灾难发生在中原，发生在河南人民的身

上，但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群体记忆，应

该永远记住。

“一个民族面对灾难的态度，蕴含着

民族复兴的希望。苦难中，中国人所表

现出的人性的光辉在，中华民族崛起的

力量就在。”顾青说。

一 个 时 间 点 、一 个 受
灾面、一个逃荒线，渐渐地
还原出一场尚不完整但已
见清晰的 1942 年河南饥荒

河南商报 7 位记者翻开了一段不应

该忘记的历史。

“父亲 8 岁那年，就是 1942 年，为了

度过灾荒，到处去刮树皮、摘树叶，有一

次从树上摔下来，差点没了命。”从小就

听父亲讲过那场饥荒的河南商报总编辑

孟磊，是此次采访的策划人之一。他说：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但是有

些时候，昨天的历史会突然走到我们面

前，成为今天的新闻。也许新闻人对历

史的担当，会是我们整个新闻生涯中非

常重要的一部分。作为河南的媒体，我

们有责任把它写出来。一个民族的历史

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它曾经得过一场大

病，到现在还留着一些伤痕，甚至有一些

痛点，只要碰到它，它都会非常深地刺痛

你的神经。把这些痛点找出来，重新想

想为什么会有这个伤痕，有这个痛，对我

们今后有好处。我们做这样一件事情，

是河南人的担当，更是中国人的担当。”

春节过后，河南商报的记者开始行

动了。

拿到这样一个选题，记者郭小阳兴

奋极了。但一个难题也摆在面前。“1942

年，已经 70 年过去了，回头看看，一片白

茫茫，什么都看不到。怎么办？”

记者们开始艰难地爬梳。

寻找时间点，确定坐标为 1942 年。

记者李肖肖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到博

物馆、图书馆、档案馆，查阅各种资料，对

200 多种图书和相关文献，做了详尽分

析。“1942 的样子”开始呈现。

确定受灾面。寻找亲历者，用的是

很原始的办法：扫街式寻找。见到八九

十岁的老人，就去问：你是哪一年的，你

知 不 知 道 1942 年 ，你 记 得 那 年 的 大 旱

吗？就这样，采访了一二百人，去了河南

的每个县、很多乡，甚至深入到村，用脚

把被淹没的历史“踩”出来。

追踪逃荒线。河南省目前没有任何

文献证实当年的灾民逃到哪儿去了，记

者 们 是 通 过 灾 民 之 口 描 绘 出 逃 荒 路 线

的。从洛阳出发，有去西安的，有去山西

和安徽的。其中，有一条逃荒线十分清

晰，就是从洛阳到宝鸡。于是，记者就从

洛阳一口气走到宝鸡，又去兰州，确认宝

鸡 到 底 是 不 是 终 点 。 一 站 一 站 地 走 下

来，脚步踏遍每一个历史遗迹。

就这样，时间点、受灾面、逃荒线，文

献、亲历者、外国人的观察⋯⋯渐渐地，

在记者面前还原出一场尚不完整但已见

清晰的 1942 年的河南灾荒。

手记记下的是一段新
的历史

在记者手记中，我们读到这样的文

字：

记者段睿超——

一位历史亲历者的逝去，就意味着

一段历史的消亡。我一直认为，抢救即

将消失的历史，就是在抢救我们的灵魂。

大 多 数 当 年 逃 过 来 的 老 人 都 已 去

世，在世的也大多年事已高。谈起 1942

年发生的事情，七八个年逾古稀的老人

痛哭流涕，“没法说”三个字是他们最常

见的回应。

“我们来得有点晚了。”一路西行，肖

风伟一直在重复着这句话。

“当年过来的人都没了，前几天最后

一个也去世了。”灵宝老县城附近大王村

村民说；“以前还有个卖票的房子，前几

年刚拆。”老会兴火车站附近居民称；“三

门峡大坝修了之后，原来的陇海铁路就

改线了，以前逃荒人途经的车站差不多

都拆完了。”三门峡市文史委石耘说⋯⋯

70 年，不过一甲子又十年，不过三代

人的光景，那场让河南死亡 300 万人、逃

亡 300 万人的大灾荒却已被岁月尽数湮

没。

记者李肖肖——

寻找关于 1942 年的一切，发现这真

是个大海捞针般的工作。因为即便是管

理档案的人，也压根儿不知道这事。提

起 1942 年 ，人 家 问 的 第 一 句 话 就 是 ：

“1942 年怎么了？”

两个月埋头在数百本书里，上千篇

档案目录一个个看，所有涉及 1942 年的

点滴都展开看了，终于“拼接”出了一个

相对完整的 1942 年。

经过我们省内组和省外组的探寻采

访，血肉丰满的 1942 年便在眼前了。

许多读者说，商报的报道把他们拉回

了 1942 年。当年河南 3000 万民众受灾，

现在这片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灾民

的后代。那些经历过的往事，渐渐都已经

留到了记忆的最深处，若是我们今天不

问，也许他们永远都不会打捞上来，但是

事实证明，很多事，压在心底，并不等于遗

忘。那是种刻骨铭心的感觉，会在某一个

节点，遇到一个引子，全盘爆发。

报道发出后，河南商报同时开通了

“河南老家，寻亲河南”的热线。连续多

天，我们的电话都没停过。很多读者给

商报打来热线，诉说自己家人的遭遇。

有 个 读 者 提 起 了 自 己 失 散 的 曾 祖 父 ，

1942 年时他已经五六十岁了，现在肯定

已经不在人世，也许再也找不到，只是想

给我们说说；还有人，抱着一线希望，追

寻他们当时失散的亲人，那是心头的一

根刺，不拔出来一辈子都留个遗憾⋯⋯

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我们不应该遗忘。

历史放在那里，不说话不打扮，本身

就是吸引人的。

也许今天我们所做的，无法与当年

《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和《前锋报》记者李

蕤相比，但我们也尽力用我们的力量，记

录了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辈的苦

难。

和易碎的新闻相比，那份苦难是我

们的历史，也是我们的财富。那是一个

时代的纪念，我们有幸成为记录者。

记者李政——

扫街，找出灾荒的幸存者。只要扫

的范围大，总能从仅有的幸存者中选出

典型、有故事的写入报道。

省内 18 个县、市一路走下来，每个

地方的文史委、市（县）志办是最让我难

忘的地方。如果我们没有去翻阅，不知

那些档案还会在那里沉睡多久？

最消磨耐性的是“扫街”，同样的话

重 复 一 千 遍 去 问 一 个 个 皱 纹 满 面 的 老

人，我也不觉得厌烦，因为从他们不经意

的一句话里，总能得到惊喜和欣慰。

记者王向前——

弹指已是 70 年当口，导演冯小刚将

这段历史搬上银幕。电影是普罗大众文

艺，它的上映或许能勾起社会对那段历

史的回顾潮。媒体，不应缺席，更应该将

那段历史的真实报道出来。

回忆那段历史，八九十岁的老人们

毫不费力，可以看出，那段历史早已成了

他们身体的一部分。

有人说，1942 年的大饥荒河南死了

几百万人。动身采访前，几百万的数字

在我脑海仅仅是个数字，采访中，我却突

然觉得这些数字是那么沉重。

在荥阳虎牢关村，长者张水林坐在

我们面前，如讲述昨天的故事般讲述他

的 1942 年故事。灾荒发生后，他的两个

姐姐被送给别人作为童养媳，然后一家

人踏上西行逃荒路。走到洛阳，觉得出

去 也 不 一 定 是 活 路 ，一 家 子 又 折 身 返

回。结果，他的父母双双饿死，家中剩他

一人。

记者肖风伟——

这是一段逐渐被淹没的历史。当年

空白的历史还未来得及填写，那些逃荒

亲历者就已逐渐离世。

在三门峡市采访时，曾听人讲，当年

在黄河北岸有个日军的炮台，专门炮打

南岸陇海铁路上的火车，不少灾民丧身

日军炮火之下。

为了探寻这个炮台，我们驱车赶到

了黄河北岸的山西芮城，多方探访都没

找到其位置。到达潼关，采访多位灾荒

亲历者后，我们最终锁定炮台的大致位

置——山西芮城风陵渡。

在一个集镇找一个 70 年前的炮台，

其难度可想而知。一路行来，四处打探，

虽然在一步步逼近炮台，但具体位置依

然模糊。

经过十几里路的雨中步行，我们来

到了与潼关县城隔黄河相望的风陵渡口

北 面 的 山 头 ，有 村 民 说 炮 台 就 在 山 脚

下。当我们来到山脚下时，黄河岸边一

个商店的老人却说，炮台就在山顶上。

重回山顶后，我们在长达五六里地

的山头上走了一遍，衣服湿透，浑身上下

都是泥巴，但一直没找到炮台存在的痕

迹。

下山返程时，我们仍心有不甘地一

路打探炮台所在位置。在山脚下，两位

老人证实，炮台就在山顶北边五六里地

的村子里，那里有一个“大炮沟”，日军的

大炮当年就架在那里，他们小时候都在

炮台上玩过。

于是，我们又一次开爬刚刚走下来

的大山。所幸的是，这一次我们如愿以

偿。

2007 年 11 月 22 日，全国古籍普

查专家组赴华东核查古籍善本时，

意外发现，加拿大籍华人袁女士藏

有一册《永乐大典》。专家们颇为惊

喜，马上联系国家图书馆查对卷数、

字韵，进行初步鉴定。

此 后 ，国 家 图 书 馆 与 国 家 文 物

局共同组织专家先后进行了四次鉴

定，认定其为明嘉靖年间所抄《永乐

大典》的零本。原本尚保存明代包

背 装 形 式 ，前 后 书 衣 完 整 ，品 相 良

好。鉴定专家们一致建议力争将这

册《永乐大典》留归国内。在财政部

和文化部领导的关心和协调下，此

书 使 用 国 家 文 物 征 集 经 费 成 功 购

买。

《永乐大典》是我国明代初期编

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二万二千

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装成一

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书中保存了我

国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

资料八千余种，堪称中国古代最大

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是中华民

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的

宝贵财富。然而六百年来《大典》流

散损毁严重，从万册巨帙减至仅四

百册的遗存。它的保存、保护成为

文物保护工作者的重要使命，而《永

乐大典》的新发现也成为引人瞩目

和称叹的文化大事。

永乐元年（1403）七月，明成祖朱

棣命翰林院学士解缙主持编纂一部

大型类书，用以系统地收集天下古

今书籍。次年书成后，成祖又增派

姚广孝、刘季篪等人同主其事，重加

编撰，先后参与编校、誊写者达三千

余 人 。 永 乐 六 年（1408）冬 书 成 ，朱

棣 亲 自 撰 写《序 言》，赐 名《永 乐 大

典》。

《大 典》最 初 仅 抄 写 一 份 ，迁 都

北京后移贮宫内文楼。嘉靖四十一

年（1562），明 世 宗 因 大 典 险 些 毁 于

宫内火灾，命徐阶、高拱、张居正等

人校理缮写《永乐大典》副本。重录

本 于 隆 庆 元 年（1567）告 成 ，与 永 乐

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永乐

正本原藏文渊阁，后不知下落；嘉靖

副本贮藏皇史宬，清代移藏于翰林

院。由于管理不善，《大典》在清代

陆续遗失，至清光绪中期已不足千

册。1900 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与

东交民巷比邻的翰林院沦为战场，

《永乐大典》横遭焚毁、抢掠，甚至被

用来构筑工事。经过这一场毁灭性

的灾难，仅四百余册《大典》幸存，其

中的半数被劫往英、美、法、俄、日等

国。《大典》现散藏于八个国家的三

十余家单位。作为极其重要和珍贵

的典籍，《永乐大典》的收藏情况为

全世界所关注，经历年访查，《永乐

大典》的数量及存藏情况似已可成

为定论。

新发现的为《永乐大典》卷 2272

至 2274“模”字韵的“湖”字一册，内

容是以“湖”字挈领的相关文献。《大

典》以《洪武正韵》分列单字，用字统

词，先列训释、再列该字楷、篆各体，

最后分类汇辑与该字有关的文献记

载，人事、名物、诗文尽在其中。令

人欣喜的是，国家图书馆恰好还存

有两册“湖”字单册，分别是这册《永

乐 大 典》前 、后 的 一 册 。 此 册 的 发

现，使“湖”字部分内容能够前后相

缀，相关文献资料得以更为完善。

这 一 流 落 海 外 多 年 的 单 册《大

典》能够与其他卷帙聚合于国家图书

馆，可谓《大典》之幸事，亦可称中华

典籍之幸事。此册《永乐大典》的发

现和购藏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

以来，流散海外的中华典籍实体回归

祖国的成功案例。《大典》的成功回

归，对海外所藏中华典籍尝试开展各

种形式的回归和保护，具有良好的示

范作用。 （国家图书馆李文洁）

《永乐大典》卷2272至2274
“模”字韵“湖”字一册

《1942：饥饿中国》——

用脚把淹没的历史“踩”出来

“全国古籍普查拾珍”③“全国古籍普查拾珍”③

京东商城日前启动“名家电子书独家创作计划”，

同时发布了蔡骏、天下霸唱、那多等三位签约作家的

新作《天坑·鹰猎》《告别》和《不微笑的蒙娜丽莎》的电

子版。这三本电子书已经在京东商城上架，每本售价

2 元。另一位签约作家冯唐将推出一部武侠作品，目

前仍在创作中。

据 介 绍 ，上 述 作 品 均 属 于 京 东 电 子 书 品 牌

“eRead”系列。该系列作品针对手机、PAD 等移动终

端用户碎片化阅读的习惯“量身打造”，具有篇幅相对

较短、内容故事性强、题材新颖、易快速阅读等特点。

京东启动“名家电子书创作计划”

每一本好书的背后，都有一位好编辑。《百年孤

独》《万历十五年》《一句顶一万句》⋯⋯这些图书在读

者中影响广泛，而幕后的编辑却默默无闻。在日前举

行的“2013 中国好编辑推选颁奖典礼暨中国好编辑论

坛”上，80 位入选的优秀图书编辑从幕后走到了台

前。

这一推选活动由百道网和北洋出版传媒共同主

办，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教材中心和后浪文化公司协

办，去年 12 月 20 日正式启动。由专家组成的推选委员

会从 426 名来自全国各地出版社和民营出版机构的编

辑中推选出了 80 名入选编辑，文学、人文、学术、生活、

少儿、财经、科技和教育/辞书等 8 个图书分类分别有

10 位编辑获奖。中国韬奋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出版协

会副理事长、中国出版集团原总裁聂震宁在颁奖仪式

上说，没有好编辑，就没有好出版社；没有一个好的编

辑群体，就没有一个好的出版产业。推选、表彰优秀的

图书编辑，对中国书业的健康发展意义深远。

书业推选“中国好编辑”

新书快递

本报记者 庄 建 1913 年至 1917 年，周恩来在天

津南开中学求学期间，共完成教师

布置的作文 52 篇。这些作文多用

文言文写作，未能广泛传播。本书

首次将周恩来中学时期 52 篇作文

辑录成册，用现代汉语加以文字注

释和背景解读。

南开中学、中央文献研究室第
二编研部编著 人民出版社

■

《周恩来南开中学作文笺评

》

高 语 罕 是 中 共 早 期 党 员 ，建

党、建团、建军的参与者。曾与叶

挺、贺龙、叶剑英策划南昌起义，起

草国民党二大宣言和八一南昌起

义中央委员宣言。但在后来的历

史大潮中再也不见他的身影，这其

中发生了什么？本书以翔实的史

料，为我们勾勒了高语罕的一生。

王军著 黄山书社

■

《高语罕年谱

》

作者为美国著名外交家，书中

从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美国对伊

拉 克 的 占 领 ，美 国 中 东 政 策 的 后

果，美国解决国际问题的外交和情

报手段，以及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

关系等几个方面，对美国总体的中

东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

一些其认为值得吸取的教训。

［美］傅 立 民 著 周 琪 等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所谓“遗失的智慧”即“实

践智慧”。实践智慧就是让我们逐

渐明白“在特定的情况下，针对特

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以正确的

方式做正确之事”；教我们如何做

好父母、好医生、好士兵、好公民或

是好政治家。书中展示了实践智

慧在课堂、法庭、医院以及日常生

活中取得的令人振奋的结果。

［美］巴里·施瓦茨、肯尼思·夏
普著 杜伟华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一套具有浓厚现代生活气息

的少年励志丛书，共六本。丛书中

讲述了几个少年的成长故事，话题

涉 及 生 活 的 变 故 、身 边 亲 人 的 去

世、自身的困惑等各种成长中遇到

的问题。这些故事不仅仅是写给

孩子，也是写给老师和家长，让他

们听到来自孩子的心声。

温 喜 乐 等 著 湖 北 少 儿 出 版
社

■

《遗失的智慧

》

■

《少年励志小说馆

》（第二辑

）

■

《美国在中东的厄运

》

鹑衣百结、瘦骨嶙峋的饥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