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人作家写的工人事儿”
———访长篇小说《长辛店》作者黄建东、杨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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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后即弃的人》

《名家大手笔》

如今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奴隶制都是非法的， 因此对于许
多人来说， 奴隶制早已终结。 然
而， 仍有超过2700万奴隶被困在
这个残忍的制度中， 使我们对其
视而不见的正是关于奴隶制已经
灭亡的常识假定。

从泰国的妓院到巴基斯坦的
砖窑 ， 再到巴西的木炭营 ， 凯
文·贝尔斯深入世界各地的奴役
活动现场， 用实地考察揭示当代
新奴隶制的出现及其可怖的运作
方式。 今天， 大多数奴隶制隐藏
在欺骗性劳动合同的面具之下，
公认的劳动关系体系被用来合法
化并掩盖奴隶制。 不同于旧奴隶
制， 在新奴隶制中， 奴隶不再被
视为一种长期资产， 相反， 他们
是如此廉价， 因此无须照料， 只
不过是用后即弃的一次性工具。

贝尔斯笔下生动的个案研究
不仅呈现了奴隶、 奴隶主、 警察
和政府官员的真实面貌， 还深入
剖析了使新奴隶制得以生长的政
治、 经济和文化背景， 以及其与
全球经济错综复杂的联系 。 此
外， 《用后即弃的人》 还为对抗
新奴隶制提供了一系列建议， 给
出了一些成功的案例。

12月26日， 二七厂职工黄建
东和杨忠华下班后， 相约在二七
机车厂技工学校附近散步 。 10
月 ， 二人合作撰写的长篇小说
《长辛店》 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出
版 ， 了却了他们一直以来的心
愿。 散步的地方距离二七厂旧址
只有一墙之隔， 如今偌大的厂子
里 ， 机车的轰鸣声已经成为记
忆， 取而代之的是文创园和冰雪
体验中心 。 残阳映照 ， 冷风呼
啸， 二人望着墙的那边， 眼里满
是留恋。 “二七已经不是原来的
二七了， 不管未来如何， 我们都
想让二七人在这本书里看到二七
从未改变的精气神， 在字里行间
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港湾。”

初心：身为二七人 书写
二七魂

“我俩同年同月同日生， 还
都是二七子弟， 二七就是我们共
同的家。” 杨忠华坦言， 缘分造
就了二人坚固的友情， 情怀催生
了二人写书的初衷。

虽然二七的工停了， 可总有
不少老职工对老厂子念念不忘，
每天相约在离退休职工管理中
心， 不分年龄地聚在一起聊天、
娱乐， 诉说着那个时代的辉煌和
温情。 敞开的门前， 时不时有散
步的高龄二七老工人经过， 黄建
东似乎总会找到些已故父亲的影
子。 “我将父母的一些真实经历
也写进了这本书里， 除了要给自
己留个念想， 更多的是想表达对
二七人情味儿的感激。” 黄建东
的父亲在二七工作期间患了癌
症 ， 拥有 “不放弃任何一个工
人” 传统的二七， 将青年的黄建
东召入了厂里 。 进厂后 ， 令 黄
建 东 没 想 到 的 是 ， 厂 里 并 没
有 要 求 他 第 一 时 间 上 班 ， 而
是 让 他 回 家 去 照 顾 生 病 的 父
亲 ， 工 资 照 开 ， 直 到 父 亲 去
世 才 让 他 回 到 工 作 岗 位 。
“ 这 份 我 切 身 感 受到的温暖 ，
让我下定决心， 无论是辉煌还是
没落 ， 我都要陪二七走过每一
程， 我还要用我自己的方式， 记
录下更多发生在厂里的感人故
事， 让它们流传于世间。”

杨忠华在二七， 做了相当长
时间的宣传工作。 他常收藏些和
二七有关的老物件， 不管是老式
的搪瓷缸子， 还是当年铸造的各
式各样的像章与纪念章， 他一一

收集 ， 交由工厂珍藏 。 他说 ：
“我发自内心地爱着二七， 认得
这里的每个角落， 记得住每一个
属于这里的珍贵瞬间， 更了解这
里的每一个车间和班组。” 当黄
建东向他诉说了写书的想法， 他
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我想发挥
最后的余热， 帮他联系采写， 联
络出版， 我希望这本书不仅仅是
一篇小说， 更能成为二七精神的
‘宣传册’。”

角色： 担大任不畏艰难
求发展奋斗不息

《长辛店》 分上下二卷， 以
叙事小说的形式， 向读者展示了
以京汉铁路大罢工为开端的红色
岁月， 和二七人扛起振兴中国工
业大旗的铿锵年代。 全书以长辛
店铁路工厂第一任厂长陶宗汉的
成长历程为主线， 虚实结合地讲
述了工运故事、 抗战故事和工厂
故事， 塑造了一个个血肉丰满的
人物， 写活了一幕幕感人至深、
催人奋进的情节。

黄建东说， “缺乏情感的文
学作品是不能打动读者的， 写好
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更不容易。”
为了佐证这段历史， 黄建东查阅
了大量的资料， 其中包括很多老
工人的口述历史。

在人物塑造上， 最令杨忠华
印象深刻的， 便是 “独臂厂长”
向英杰。 杨忠华说， 向英杰的原
型是曾任二七厂长的向守富， 他
参加过红军， 在战争中失去了一
条手臂。 在小说里， 黄建东给予
了向英杰进二七厂抓特务的 “特
殊任务”， 塑造了他 “廉洁奉公”
“大智大勇” 的英雄形象。

“那个时代， 确实有很多特
务潜伏在厂里， 伺机对新中国搞
破坏。 我们厂也确实在相当长的
时间里对这些人进行了肃清 。”
黄建东说。 向英杰担任厂长后，
一方面抓经济搞生产， 一方面对
特务进行长时间的侦察。 为了将
特务头子老K和一众破坏分子一
网打尽， 他长期侦察， 与敌人斗
智斗勇， 直到文革时期才让老K
彻底落网。

除了向英杰， 书里还有数不
清的革命英雄、 劳动模范、 先进
家属， 由他们串联起来的一个个
故事， 让这本书引发了读者们的
巨大反响， 纷纷给作者留言。 杨
忠华感动地说， “这份作者与读

者的共鸣， 想必就是 ‘担大任不
畏艰难， 求发展奋斗不息’ 的二
七精神吧。”

背后：珍贵的年代 多方
的期待

《长辛店》 这部小说， 凝聚

了黄建东和杨忠华两年的心血。
二人坦言， 从萌生想法， 到图书
销售， 这本书得到了太多人的支
持， 也有太多的人要感谢。

除了二七厂和中车集团的领
导 ， 长辛店街道 、 丰台区等单
位， 都不约而同地吐露了对这本
书的期待。 因为在民族工业的发
展道路上， 在中国铁路运输事业
建设上， 在党领导的 工 人 运 动
中 ， 在 反 抗 侵 略 者 的 峥 嵘 岁
月里 ， 在新中国机车车辆工业
走向强大的光辉历程里， 二七人
永 远 都 是 滚 滚 历 史 车 轮 的 排
头兵。

最令二人感动的是， 当中国
工人出版社得知了这本书的题
材， 在出版发行上没跟黄建东与
杨忠华要一分钱， 还给书里配了
20个插图。 杨忠华对这份厚爱甚
至觉得有些惶恐 ， 他清晰地记
得 出 版 社 跟 他 俩 说 过 的 那 句
话 ： “ 工 人 作 家 写 工 人 自 己
的 事 儿 ， 是 骄 傲 ， 是 我 们 的
荣耀 。 ” 出版后 ， 这本书得到
了争相订阅， 这本足以填补一项
工厂史料空白的小说， 让更多人
看到了那个风华正茂、 披荆斩棘
的二七。

在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大
背景下， 二七开始了产业转型的
新探索。 正如杨忠华所说， “二
七永远都出现在祖国最需要的时
间和地方 。 而那些敲打过的痕
迹、 斗争过的烙印、 历久弥新的
故事 ， 不会消散在风里 ， 这本
书， 是它们永恒的家。”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12月
30日， 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的
“大美之所 文化之光 ” 北京市
2019年最具影响力书店、 最美书
店 、 特色书店颁奖宣传活动举
行。 百家书店齐聚由新书店 “讲
述书香情缘”。

会上颁发了2019年北京市评
出的2家最具影响力书店、 10家
最美书店、 85家特色书店奖。 其
中， 王府井书店和北京图书大厦
获最具影响力书店， 三联韬奋书
店三里屯店、 全民畅读郎园店 、
上海三联书店READWAY、 言
几 又·方 寸 王 府 中 环 店 、 Pa鄄
geOne北京坊店、 钟书阁北京融
科店 、 诗空间 、 建投书局国贸
店、 春风习习前门店、 中信书店
启皓店等10家书店获最美书店。

活动现场以故事讲述、 人物
访谈、 情感再现、 名家诵读等方
式， 呈现一台 “充满人情味儿”

的书店故事， 让大家悟到大美之
所的文化之光， 人性之美。

活动邀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获奖者、 著名作家李洱先生， 著
名鉴藏家方继孝先生， 讲述悠长
书韵的文化之光和充满社会情怀
和人性温度的价值观。 活动现场
还为积极参与“遇见一家书店”征
文并获奖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
验中学的学生颁发了证书。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 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局长王野
霏表示 ， 明年本市要认真落实
2020年实现 “一区一书城” “建
设200家特色书店” 和 “打造15
分钟阅读圈” 的发展目标， 落实
万人拥有0.8个书店的工作任务
目标。

据悉， 为促进实体书店良好
发展势头， 更好地营造书香社会
氛围， 北京市委宣传部将继续推
出 《遇见一家书店》 征文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12月
30日， 平谷区刘家店镇行宫村乡
情村史陈列室正式开馆。 陈列室
总建筑面积160平方米，分为五大
主题展区，整体建筑为清代风格。

陈列室以行宫村历史沿革为
主轴， 以文字记述行宫村各时期
的发展脉络重要节点， 以图片和
实物对文字记述的内容进行必要

补充， 以模型和沙盘对历史场景
进行微型复原。

当天在行宫村 ， 还举办了
《刘家店史话》 新书发布会。 该
书是一本全面记述、 展示平谷区
刘家店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读
本， 深入挖掘并系统整理了刘家
店地区的历史文化、 名胜古迹和
风物景观。

历代书画家常以名家诗文为
载体来创作字画作品， 本系列丛
书以此为切入点， 从故宫博物院
藏品中挑选对应的书画精品， 让
读者在阅读时能接受文章和艺术
的双重熏陶。

本书所收录书法作品中的文
章是广为流传的经典文学作品，
并邀请了著名学者和书画名家撰
文介绍作者生平 ， 解读诗文内
容， 赏析书法作品， 提供相关文
史掌故和书画趣识， 帮助读者多
方位领会诗文书艺之美。

平谷刘家店镇
行宫乡情村史陈列室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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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评选最美书店

杨忠华（左）与黄建东（右）

明年将实现一区一书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