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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交响 特别的乐章
——序田涌泉《特别这两年》

萨仁图娅

守望家园，翰墨春秋，记录灾难中浴火重生的安县，讴歌对口援

建中无疆大爱的辽宁，耸立起废墟上的丰碑，升腾起希望的太阳——

由田涌泉撰写的《特别这两年》文集，在汶川大地震两年之后，即将

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可喜可贺！

真实的记录，特殊的意义。汶川八级大地震举世震惊。两年之

前，山崩地裂，数万人瞬间失去生命，无数人顷刻痛失家园；两年多

后，感人至深，灾后援建，废墟上重建新家园，大爱撑起一片天。大

地震是一场大灾难，带给所有的人以痛苦和悲怆；八级地震何尝不是

一次大机遇，在以最快速度、最大限度的援建行动中赫然彰显民族大

爱。如作者所说：“从2008年5月12日到2010年5月12日，是汶川特

大地震两周年。从2008年9月到2010年9月，是党中央、国务院要求

的‘三年重建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的时间点。这就是《特别这两

年》的大概念。如今，这特别的两年已过去，一个新的安县已从废墟

中挺立，已在重建中崛起。”在历史认知的制高点上，作者饱含着深

情记录和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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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主题，两副笔墨。《特别这两年》是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

建的一种见证和纪念。作者围绕抗震救灾与灾后援建这样一个厚重的

时代主题，采用纪实与随笔这样两种笔墨表达方式。“两年了，特别

的两年来，一个新安县已从废墟中挺立，在重建中崛起——社会主义

新农村之梦，已在百姓的现实中展现。他们倾情感恩党和政府，维护

党和政府为他们播种的幸福到永远。”作者以亲历者和见证人的独特

视角，用纪实和随笔的方式，记录了鲜为人知的安县抗震救灾的那段

历史，记录了安县灾后恢复重建的宏伟壮丽事业，也包括特别的事件

和作者的感受之言，体现了作者的风格。可以说，两种文体形态，一

位作家的心灵投影，负载着一种时代的色彩和力量，不失为一部很好

的爱国主义教育读本。

赤子情怀，作家良知。《特别这两年》 的作者田涌泉，是我在

今年 3 月应邀参加“名家看四川，书写新家园”，到大地震后的辽

宁对口援建的安县采访时结识的。第一次抵达安县的第二天，就在

安县县委宣传部的安排下，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采访座谈会，时

任辽宁援建安县前线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王天宇陪同出席，主持座

谈会的安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春，首先就介绍了身为安县作协名

誉主席、县人大副主任的田涌泉，当时还有张清儒、胡声志等安县

有关部门的几位作家，我当时就感受安县的文化底蕴很深厚。我在

深入基层采访时，听好些当地人称他“田伯”，再加上直接交流，

深感他的责任感之强、人文情怀之浓以及人格力量的厚重。这是一

位在当地德高望重的人，他曾任中共安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还是绵阳市作协名誉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报刊上

发表纪实、中短篇小说等许多作品，还结集出版了 《耕耘集》《树

女》《云水襟怀》 等作品集。今年 5 月，我又一次到安县，更加深

了了解与情谊。深深体会到，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田涌泉伴着时

间的足迹，一道走来，高度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同家乡、同民众的

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很是令人敬重与赞赏。《特别这两年》 呈现

的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特殊历史，表达的是真诚和挚爱，体现的是拳

拳赤子情怀。同时，《特别这两年》 既体现了作者的价值取向和情

感寄托，同时还深深镌刻着文化传统和时代风尚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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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现实，宏大叙事。《特别这两年》 的内容，是有分量的。

它的分量在于作者抓住了一个重大的时代主题，多角度、多层面

地呈现了一副风云画卷。通过这部书，我们走进了当年的震区，

走进了时间的纵深处，看到了一个安县人、豪迈的胸襟和情怀。

从“安昌那个龙隐镇”，到“魅力雎水关”；从“唱支壮歌给党

听”，到“行走在春天的田野上”；从“收获总在希望中”，到

“创建一种美丽的文化”；从“奇迹”，到“美丽的创意”；从“燃

烧的安民之情”，到“梦境桥语”……信手拈来，无不感人至深。

“大灾就是大考。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和科学的统领下，安县各级

干部坚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将跨越灾难，戮力前行，为夺取

抢险救灾的全面胜利而奋斗。”“神奇，将成为安县的一种永不消

失的丰碑！”

守望家园，记录时代。《特别这两年》这部文集是有价值的。它

的价值在于志史。该书既真实记录了大地震的突如其来，安县广大干

部群众坚韧抗灾过程中的可歌可泣，也着重书写了震后两年来辽宁亲

人在对口援建过程中感天动地的大爱无疆，现场感很强，具有史料价

值，这也是作家的匠心所在，让这部文集有了独有的厚重。因此，我

们不仅仅从文学的角度去审视解读这部作品，除了文学的意义，还可

说这是一段特别的史话。

感情真挚，文字朴实，《特别这两年》的写作风格与文笔个性自

然清新。作者在回顾往事的过程中，采用平实的手法书写现实中的事

件和人物，将两年多来发生的一切忠实记录，深情抒写。雅俗共赏，

兼而有之。而“既雕既琢，复归于朴”——是庄子的一句话，朴素也

是一种文风，我同时想到刘勰所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写气

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这种依照生活的

本来面貌来书写，用一种真实和朴素来打动人。

永世感念，功德千秋。伟大的事业需要崇高的精神来支撑和推

动，崇高的精神需要优秀的文艺作品来激励和讴歌。《特别这两年》

通过文字，将一种精神凝固下来，让我们用心灵来感受，来谛听，来

体味。我两次到安县，至今还在感动中。辽安一家，能够为之做一点

点什么，也是自我慰藉。况且，作家田涌泉的自觉和努力已远远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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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对文学的投入，我相信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努力将会显示出他

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者的应有价值!

2010年10月于沈

萨仁图娅，国家一级作家，辽宁优秀专家。是辽宁八九十届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现

为辽宁蒙古族经济文化促进会会长、中国蒙古文学学会副会长、辽宁社科院特邀研究

员、沈阳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等。著有《当暮色渐蓝》《尹湛纳希》《梦月》《天地之间》

《天骄—成吉思汗》《保鲜心情》《幸福八卦》等20余部作品。两次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骏马奖，作品被翻译为塞尔维亚文、俄文、韩文、英文等文字。辽宁省委、省政府授予

“优秀专家”称号，台湾新诗学会颁赠“弘扬诗艺”，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授“龙文化·突

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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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照常升起

2008 年 5 月 12 日，当时针指向 14 时 28 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

难——四川省汶川与安县等地发生了8级大地震。

瞬间，山崩地陷，江河呜咽，国殇即成。从那一刻起，我的身心

和我的一切行动，开始汇入伟大的抗震救灾斗争和灾后恢复重建之

中。转眼间，又到“5·12”一周年。应该说：这是情动天地、气壮山

河的一周年；这是顽强攻坚、艰苦卓绝的一周年；这是面对灾难，坚

强奋起的一周年；这是党心可鉴，民心可追的一周年！

因此，我以《太阳照常升起》为题，记录在“5·12”周年中我所

亲历的一些事情，以作为这个周年的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一种

见证和纪念。

面对灾难坚强奋起

大震之时

2008年 5月 12日 13点多，太阳依然灿烂。同平常一样，我走出

家门，穿过鸟语花香的小区绿化休闲园地，来到安县行政大楼二楼我

的办公室上班。

到了办公室，我记起了一件事：下午3点，我要参加安县纪委召

开的廉政文化座谈会。于是，我便伏案撰写发言提纲。大约 14时 15
分，提纲快要完成，我站了起来，伸了伸腰，随即坐下作一些修改。

静静地，静静地。

突然，办公室发出“嚓嚓”声响，地动两下。我以为，安县地处

龙门山脉地震带，震动两下是正常事。所以只是心中叫道：“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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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特别的惊慌。然而，当我手握签字笔站起时，地震波动却凶了。

“遭了，不是一般地震！”我立即冲到洗手间门框下，一手抓住门的拉

手，一手撑着门框，弯腰曲步。此刻，大楼剧烈晃动，犹如小船在惊

涛骇浪中波动一样。“噼啪”、“咣当”声不断。顿时，墙体剥落，各

类直立的办公用品纷纷倒地，摔碎。此时此刻，我非常恐惧地自语叫

道“吔，硬是要把大楼震垮嘞？！”心想这样大震：“必死无疑了！”

剧烈的80秒（媒体宣布）大震暂停。我猛然意识到“快跑！”

使劲拉开已变形的办公室门，我急忙顺左往楼下到档案局出口往

外跑。由于我有高血压病，说跑其实是大步走。下二楼梯，随跑随走

的人不多。到大楼门前的草地，已站满了许多人。余震又起，连连晃

动。人们在惊恐中不知所措。

余震停住，忽听有人说看看家属，方才醒悟。立即，我打手机，

通信中断。于是，我从办公大楼前疾步进入长兴小区绿化园地，见妻

子已出来。随后，又到大楼前，找到在安县纪委工作的儿媳龙凌云，

叫她打电话联系父母、丈夫和孙儿等亲属的消息，但都不通。此时，

我叫妻子和儿媳在一起，相互照顾，继续联系亲人的情况。

在一片的惊惧之时，我清醒地意识到，大地震面很宽，肯定造成

安县重大损失了。因此，我急忙来到安县行政大楼广场红旗杆下，寻

找县委、县府主要领导拿主意，见到了在场的部分四大班子领导。据

说，书记、县长、人大党组书记、政协主席都在成都参加会议。因

此，我们提议张道斌副书记“执政”。在张道斌副书记的主持下，宣

布成立抗震临时指挥部，由张道斌副书记在广场全权指挥。大家委托

詹副县长立即到市委、市府报告情况。县委常委、纪委姜书记、县委

常委、常务副县长梁健和我们几位到场的县级领导按原来四大区辖地

分别查灾。我到原花荄二区片。情况紧急，分别出发。我回到县人大

办公楼前草地，见到了杨通远副主任。我请他跑兴仁和界牌，我跑黄

土和花荄镇。要以最快速度了解情况，5点左右到广场抗震临时指挥

部报告情况。

火速查灾

震后，到处都是天昏地暗，令人心急如焚。从县行政大楼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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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看了看时间，已是下午3点多。也就是说，在地震之后的半个

多钟的第一时间，我们四五位县级领导开始奔赴四大片区的乡镇了解

灾情。与我同行的是姜南同志。在往黄土镇进发的途中，我们看到安

北公路两边的房屋倒塌不少，到处都是惊恐的老百姓。到黄土镇派出

所时，我见一些房屋已倒塌，小车埋在废墟之中。几位民警正在指挥

行人。我上前问民警：黄土镇指挥点在哪里？回答在黄土小学广场。

此时，一位壮年农民骑摩托车来到派出所门前，要报案，说他们

那里房屋倒塌了不少。我问他是哪个村的？他说是人民村。我问他是

村干部吗？他说是百姓。我急切地说，现在全县都发生大地震了，不

需要报案，你赶快回去给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说，立即组织救人，将

伤员送黄土或者送安县医院救治。那壮年农民不知我是谁，神情有些

迟疑，我又说：我是安县人大副主任，叫田涌泉，你们村支书记和主

任认识我，快回村去传达我的意见，先救人，救人要紧！还要生活自

救！那壮年农民点头飞速而去。

随即，在一民警带引下，我们又驱车奔向黄土小学。过黄土大桥

进入街道，跃入眼帘的是倒塌的房屋和惊魂未定的居民。到了小学门

前，门外有许多人，一片呼叫声，里面已开始救治送来的伤员。我疾

步进去，见到奔忙的镇长廖朝安。简要说明县委的要求之后，一辆来

自 134 研究所的救护车开进了操场，我和廖镇长连忙协助抬伤员上

车。救护车拉走几位伤员，又陆续送来许多伤员，医务人员忙着处理

伤口。转身，我找到党委书记易吉伟，向他说明了县委的意见。要求

他们组织力量抓紧救人，并立即采取措施，控制蜡烛、手电筒、矿泉

水和食品之类的物资，以供抗震救灾必需急用。

离开黄土镇回到花荄镇。从老街进入，在花荄小学门前停车，见

操场站满了学生。我向学校老师问情况，得知学生无伤亡，不由松了

一大口气。两分钟赶到县人民医院。哭声、叫声一片。地上放了许多

伤员，医务人员抢救伤员忙得团团转。医院姜书记见到我，要求协调

解决些急办的事。我马上指定卫生局李局长和花荄镇有关领导帮助解

决。随后，我围草地看了看伤员抢救情况，有的已抢救无效死亡。摆

放一边的尸体已有六七具。我拿手机拍摄了一些场面。一位伤员的家

属向我诉说情况，他是黄土镇方碑村的村民，全村受灾非常严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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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许多房屋，有的还埋在废墟里，可能活着，有的可能已死了。正说

着，一年轻妇女因自己几岁的小孩抢救无效死亡，凄惨地叫喊小孩名

字，喊天呼地的痛哭声，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胸。突然，我觉着头有

些发晕，站立不住——高血压病突发。马上，我叫司机范廷斌冒着余

震的危险，到我住房里取来降压药服后，才有所缓解。这时，已五点

半了。我赶到县行政大楼广场，简报了黄土和花荄及县医院救治

情况。

稍息了半个钟头，指挥部通知县领导和部门领导到广场红旗杆下

开会。我一扫视，在家的四大班子大部分领导都到场。张道斌、梁

建、杨代根等领导分别讲了情况并提出抗震救灾的意见，要求所有县

级领导和部门领导立即到所联系的乡镇了解灾情，指导抗震。于是，

我以命令的口气叫在场的县人大办公室副主任陈毅铧，火速通知人大

办主任詹世勇和县人大其他领导马上到联系的乡镇查灾。说完，驱车

到永兴，想走高速公路到罗江转宝林。然而，到高速公路路口已封

锁，只出不进。转车又往花荄跑，此时油不够，而周边的加油站已

停。到了花荄花兴路的加油站，我叫司机挤买了一点汽油给车加上，

驱车飞奔到联系的宝林镇。走进兴仁看灾情不大，到了塔水，发现灾

情严重。到了宝林镇，进入政府大门，镇长张兵等干部已开始组织查

灾。由于政府办公楼已垮塌，万幸干部们都已逃出，他们在大门通道

里安了一张桌子作为指挥抗震救灾的办公地。我向张镇长简要了解一

些灾情后，传达了县委领导意见。尔后，我又到已垮塌的镇卫生院了

解情况，又是万幸，医务人员和病人都逃生而出。看望了安置在院坝

临时搭建的塑料篷里的病人，又回到镇政府机关临时办公地。我又同

张镇长等具体研究了一些抗震救灾的事宜。后回到花荄行政大楼广

场，已是晚上11点多。

艰难生活

5月12日之夜，格外黑沉。

许多人都挤在县行政大楼前的广场上。他们，有的找来一些破旧

的塑料布，搭了一个篷；有的找来了摆摊设点用的太阳伞撑起；有的

什么也没有，露宿广场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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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震之后，断电、断水、断气，通信全部中断，城乡到处都是

“孤岛”的感觉。无家的不能归，有家的也不能回，强余震不断地恐

吓人们，只得服从老天爷。于是，人们远离楼房，集聚在行政小区的

休闲地和广场中的那些花草园地里，心惊胆战地开始防震过夜。

我从宝林镇查灾回到县行政大楼前的广场之时，人们都没入睡。

发电机在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点隆隆作响，悬挂的几盏电灯泡闪射出

的光亮，忽明忽暗，工作人员忙碌地工作，人们或前或后在那转晃，

在焦急中总想听到关于大灾的更多信息。

在黑沉的夜里，只有微弱的烛光放射，看不见人的面孔，尽见身

影晃动。在广场一侧的花草台边，我和司机找到了家属。他们挤坐在

一起，头上没有篷，也没有伞。因为大震之后，我和司机范廷斌在乡

下查灾，没有时间搭建帐篷，况且搭建帐篷的物资也没有。所以，家

属们只好坐在花台草地上，铺了一床席，放了一床被。那席和被是范

廷斌同我下乡查灾前，冒着余震危险从家里抢抓出来的。这夜咋过？

四女两男。我叫女的在小车里过夜，女士们说太挤，就在外面挤着

睡，有一床被盖可以遮露。没有好办法，只好如此。其实，开始说睡

时，已是凌晨一两点钟了。在小车上迷糊了一阵，难以入眠，又出来

走一走。天，又下起濛濛细雨。女士们挤坐在那里，依偎在一棵铁观

音树下，那飞雨，仍然飘洒在她们身上。

天刚麻亮，我到抗震指挥车上开会接受任务。这一天，到宝林安

抚灾民忙到天黑。回县城时，忽然想到没有睡觉的地方。在广场上，

见到妻子，我问晚上咋个办？她说：范廷斌的妻子小曾跟人事局司机

何斌搭了一个小篷篷，有了睡的地方。我们呢，儿媳说县纪委搭了一

个篷篷，到那去挤着睡。没办法，只好这样。我叫范廷斌把车开过去

好用。范廷斌说，如果纪委这边无法挤，就到他们搭的那个小篷里挤

着睡。

后来，我们住进了县纪委搭的塑料篷。这个篷在县行政大楼前左

边的花草园地上，五六个平方宽，要容纳三十多个人。篷内铺地铺，

两排，睡觉脚对脚。男女和衣而挤，上半身子在席子上，下半身在草

地上。由于这个篷里人多，有家属，十分挤，姜曦书记一直在小车里

过夜。然而，在17日晚上七八点钟，一场大风雨，把纪委的篷篷掀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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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风雨中，我们把东西抢搬到县物价局临时办公篷里。可惜的是我

的手机摔烂了又丢失了。因为，在“5·12”下午4点之时，我在县医

院拍了许多抢救伤员和死者的场景，很珍贵。突然损失，太遗憾了。

这一夜，在物价局这个篷里只能挤住若干女士。男士们只好流离失

所，各找栖身之地。18日，县纪委在原处恢复建了一个大点的篷，供

干部们住用。他们又在行政大楼广场左边的草地上搭了一个篷，供县

纪委家属们住。我和妻子在那个篷里挤住了两晚。大约 20号，妻子

说，纪委家属篷也小，很挤，干脆我们住县物价局临时办公篷。于

是，我和妻子便在物价局临时办公篷里住。司机范廷斌和人大办老

罗、何敏他们搭建了一个篷篷共住。没两天，县委主要领导根据群众

反映，要求各单位凡使用抗震救灾专用帐篷的一律撤除。由于物价局

这个临时办公篷是省物价局送的，也不能使用。正好那天绵阳市物价

局领导到安县了解灾情，又找到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值班领导，希望保

留县物价局的办公帐篷，说情不行。既然如此，县物价局便下狠心将

专用篷撤除送给了联系村。由此，我和妻子又不知到哪里去挤睡了。

妻子想了想说：那边县人大办用军用帐篷作的临时办公篷，天热无人

进去办公，干脆我们搬进去住。我说：你们物价局的专用篷都撤了，

人大办的军用篷保得住么？妻子说：管他的，住一晚是一晚，到了撤

除再说。你还是一个县人大副主任，他们总会手下留情吧。事到如

此，我也没有请示什么领导了，叫妻子搬进去。晚上从乡下回来，妻

子又把一架小床搬进去，买了一大块塑料布垫在草地上隔湿。在这个

篷里，住到6月16日，身体实在受不了，我们便回到已通电通水的受

损家去住。因为住帐篷，每晚都是车鸣人闹，无法入睡。有人说：余

震不断，回家住危险。我和妻子认为：命中注定，是祸躲不过。

大震期间，睡觉成问题，吃饭也困难。那天大震之后，妻子马上

去抢买了点矿泉水和饼干之类的食品，但是很少。所以，当天晚上我

从宝林镇回到广场，从节约出发，委屈肚子，只喝了一瓶矿泉水，吃

了点饼干。13日凌晨五点半，在县抗震救灾指挥车上参加县级领导会

议之后，已是七点半左右，妻子拿出剩余的两瓶矿泉水和两三包小饼

干，我和司机范廷斌匆忙吃喝了一点儿，便驱车下乡查灾。

到了宝林镇，我首先冒着风雨去重灾的龙溪村了解灾情，安抚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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