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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喜我的小老乡李红霞， 将她从事新闻工作以来在全国报

纸杂志上发表的部分特稿精选汇集成书，请我作序。 我虽耄耋之

年，然念及乡谊，将文稿浏览一遍，心序还是频频为之牵动，深感

红霞笔触成熟，后生可畏，故而聊且书写一位老新闻工作者的读

后感，算作序言。

红霞虽然年龄不大，但新闻记者生涯已有十六个年头，先后

在《山西青年报》、《三晋都市报》、《山西晚报》任职，由记者到编

辑、再到新闻部主任、特稿部主任，踏踏实实从新闻一线一路走

来，从业十六年，在全国知名报纸杂志上发表新闻通讯数百篇，

1998年获首届全国优秀青年报刊工作者称号，2007年获山西省

第四届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 我为有这样一位出色的小老乡感

到骄傲自豪。

红霞从业的十六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人

们从“文革”的浩劫中走出来，摆脱极左思潮的桎梏，迅即迈上改

革开放的大道，思想极大解放，生产力空前发展，祖国呈现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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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荣的景象。 面对异彩纷呈的社会，人们积极进取的心态，红霞

紧跟时代步伐，讴歌三晋大地出现的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瞩目

山西经济的发展脉络，这从她对山西煤炭业及 IT业发展的熟悉

及深切关注看得出来。 她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融入

到了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

红霞善于触摸跳动着的社会脉搏， 更关注社会生活深处艰

难奋进的普通百姓。 给我印象颇深的是第一篇《盲艺人艰难求学

梦》（山西青年报刊发），写了兴县高家崖盲艺人高志鹏在求学过

程中，身残志坚，矢志不渝，不畏挫折，苦学成才的经历。 高志鹏

的精神固然令人感动，甚至催人泪下，掩卷而思，对残疾人成才

救助方面的机制亟待完善，才是作者给我们的启示。

柯受良、朱朝晖二人飞越黄河的壮举国人并不陌生，但我读

了红霞有关柯、朱二人的报道后，还是耳目一新，为之振奋，红霞

在摹写轰轰烈烈的飞黄场景之外， 用细腻的笔墨描述了英雄的

柔软心肠，刻画出了他们对家庭、对爱人的责任与牵挂，这一类

文章，能写至令人感动处，实非易事，足见作者深厚的写作功底。

对历史的关注， 也是红霞的笔墨所聚之处。 文集里有一篇

《七旬老妪状告日本政府始末》的文章，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

了日军侵华时，盂县少女万爱花多次遭受日军蹂躏，身心俱受严

重伤害的悲惨遭遇， 以及她为了揭露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

行， 果断赴日本状告日本政府的经历， 其结果自然是可以预知

的，但是，这篇文章，恰是一篇激发国人莫忘国耻的好教材。

血疑成真一事，本身就是绝好的艺术创作素材，红霞敏锐地

捕捉到了这个题材，并以新鲜的笔墨将它展现给读者，其中透露

出的浓浓亲情，足以使人心动，乃至泪下，而此事的传奇结局，也

反映出了中华民族独有的亲缘关系的处理方式， 真是令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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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千，唏嘘慨叹。

红霞的佳文力作， 让我体会出她对社会动态的敏感和迅捷

的捕捉能力，使我确信，她已是一位成熟的有社会责任感的职业

新闻人。同时，我也在她的文章里，感受到了她的天赋与才气。写

柯受良一文，其宏大场面如在眼前，写高志鹏求学不辍的经历，

几乎每一个段落都令人心酸盈泪。 红霞的笔触是成熟的，她不仅

擅长捕捉能感动人的人和事，而且擅长将她的心思通过或粗放、

或细腻的文字呈现给读者，寓意深刻，入木三分。

最后，希望红霞如她的名字一样，朝霞满天，有更多更好的

新闻作品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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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艺人难圆求学梦

盲孩子蹲在教室门外背课文

1980年秋天，山西兴县高家崖村笼罩在一片宜人的秋色之中。

虎子 9岁了，和他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都挎着书包走进了校园。 比他

小两岁的妹妹也上学了，但父母却全然没有让他上学的意思。 每天早上，

他听见妹妹穿衣服的声音，就悄悄地摸索着起来，跟着妹妹出门，一路上，

兄妹俩说说闹闹，不觉着就到了学校。

妹妹进教室上课，虎子就蹲在教室的窗根外面，虎子的耳朵很好使，

他听见老师一句一句地教孩子们读课文：八路军，真勇敢，个个都是铁打

的汉……糟了，糟了，月亮掉在井里了……他就默默地记在心里。

高家崖小学的老师们发现一年级的窗外总有一个盲孩子“捣乱”，就

打发一个姓田的老师到虎子家，对虎子的父亲说：你家虎子每天在学校院

里玩，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你们管管吧！

虎子的父亲把虎子从学校叫了回来，他认真地跟虎子说：“孩子，你不

能上学，你跟别人不一样，你跟着爸爸学拉二胡吧！ ”

虎子懂事地点了点头，接过了父亲递给自己的二胡。 父亲把简谱刻在

一个用沥青、石蜡、雪花膏熔炼成的盘子里，虎子就用手摸着学，学会后涂

盲
艺
人
难
圆
求
学
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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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再刻别的简谱。 虎子每天天不亮就到河滩去练二胡，一拉就是好几个时

辰，冬天，父亲怕他到河边摔着，就用干草在院子里搭了个棚，那便成了他

的琴房。 一年后，他的二胡已经拉得超过了父亲。

虎子终于在二胡中找到了自己的世界， 他记得小时候燕子在屋檐下

筑巢，他记得与姐姐们曾一起数天上的星星，他记得那蓝的天、白的云、绿

莹莹的河水。 他把曾经有过的关于色彩的记忆全部融进那把古老的二胡

中。

拉起二胡，他就记起那个白色的冬天，父亲带他走进省城太原的一个

大医院，一个白衣服的阿姨抱着他进了一间白色的房子，给他打了一针，

他便失去了知觉，等他醒来，两只眼睛疼得钻心，一次失败的青光眼手术

使他从此便再没有见到过光明。 奶奶从邻居家借了一把手电筒，在他眼前

晃着问：虎子，看见了吗？ 他摇了摇头，奶奶就呜呜地哭。 爷爷临死的时候

还在骂爸爸，是你们害了虎子，是你们害了虎子，我死不瞑目。 虎子的二胡

中有记忆，便有生命，有生命便有韵味，有时悠扬高远，有时低沉抑郁，听

他的二胡，没有人会认为他是个 12岁的孩子。 13岁，奶奶死了，一个鼓乐

帮的帮主看上了虎子，虎子成了一个吹鼓手。 临走的时候，父亲给他起了

个名字，就叫志鹏吧。 我知道你的心性高呢。

虎子学会了各种民间乐器，唢呐、笙、箫、笛子……

15岁那年，虎子的技艺超过了他的四位师傅，他开始领着一帮明眼人

趟过结冰的黄河，到毛泽东与胡宗南曾经周旋过的陕西榆林地区闯荡。 15

岁的帮主有个难圆的梦想———读书。

小“帮主”背着二胡闯省城

听说太原有一所肓童卫校，虎子动了心，他几次求爸爸妈妈托人给他

看看，结果都没有消息，他决定亲自去闯太原。 他对爸爸妈妈说：我成功不

了，决不活着回来见你们二老。 爸爸妈妈不放心，说什么也不放行。

中秋节那天夜里，18岁的虎子突然放声大哭，他已经悄悄决定第二天

起程，这次一走，说不准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爸爸妈妈知道他明天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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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结伴去买乐器，早早给他装了一大袋月饼，以备他路上饿了吃。 八月

十六，爸爸妈妈把他送到长途汽车上，车开远了，爸爸妈妈才发现，车上根

本就没有他的同伴。 从此，高家崖的虎子，成了那个叫高志鹏的求学人，他

的背上，是一把拉了 9年的二胡。

高志鹏被好心的售票员送到太原市 2l路公共汽车上， 他坐车来到王

村，盲童卫校就在 21路车站附近。 下了车，一位卖菜的大嫂把他送到了校

门口。 然而，当他与卫校的领导说明来意后，领导们却说，不行，这儿是中

专，得经过考试，你以为想来就能来吗？ 背着二胡出来，高志鹏几近麻木地

拉起来，他一天没有吃饭了，他已经不知道什么叫饿。 他的二胡声吸引了

很多人。 天黑的时候，一个叫孙波的孩子缠着父母让帮帮这个大哥哥，孙

波的父母把高志鹏安排在路边的一个简易房里。 夜里，高志鹏无法入睡，

听到外面有了晨练的音乐声，他想，天一定亮了，就抱着二胡拉起来。 一位

卫校的老师感动地告诉他，小五台有一所肓童学校，是九年制义务教学，

你去哪儿试试吧。 高志鹏千恩万谢地抱着二胡又摸上了 21路汽车。 从火

车站 2l路车站到盲童学校只有几百米， 高志鹏却摸了将近一天， 下午 4

时，磕磕碰碰的他才到达盲童学校，盲校的回答同样不容置疑，不行。

这不行，就意味着高志鹏永远也没有机会读书了，他不甘心，抱着二

胡，他在盲校门口拉了起来，他把心中的泪流到二胡的声音里。 一位音乐

老师听懂了他的伤痛，悄悄指点他去省残联找一下有关领导。 高志鹏来到

省残联门口，机关里一个人都没有，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 他一步也不

敢离开残联，在那里坐了一夜。 第二天，他听见街上有了响动，便调弦拉起

了二胡，一位女人的脚步声打断了他，女人问；“小伙子，你拉的真好，会拉

《江河水》吗？ ”高志鹏说：“会”。 他动情地拉了一曲，这首歌竟成了为他开

启求学之门的金钥匙， 他没有想到自己碰到的竟是省残联宣教处的王处

长，在王处长帮助下，他终于被太原市盲童学校按摩班接纳为一名正式学

生。 回到兴县，父亲跑了几十里山路，在瓦坛镇给他贷了 500元款，又东挪

西借凑齐了他的学习费用，父子俩日夜兼程赶到太原。

从此，每逢节假日，太原的街头总有一个盲人用极优美的歌声极悠扬

的吉他声、二胡声换一点路人的怜惜，他就是高志鹏，他要用节假日的卖

盲
艺
人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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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所得支付他一个星期的生活费用呢。

难圆的长春求学梦

1994年 7月，按摩班毕业了，新上任的女校长孙彦晋考虑到高志鹏惊

人的音乐天赋，决定让他留校任教，等待机会继续深造。 留校决定宣布那

天，高志鹏激动万分，他一夜没睡，制作出了吉他弹唱歌曲《满天繁星属于

你》，在孙校长的支持下，连同他以前编创的歌曲《白云啊白云》、《心声》等

录制了一盘带子。

1995年 6月，听说长春大学特教学院招生，高志鹏决定去试试，当时

恰好孙校长去佳木斯开会，他借了 l00元，背着吉他拎着二胡就到了长春。

高志鹏说， 他从来没有见过像长春大学特教学院孙某那样铁石心肠的老

师，他求她，希望她能收留自己，孙某却百般推辞，让他去了解了解学校的

实际情况，并说想上学得交 6500元学费。 在长春的几天，高志鹏只能靠弹

吉他挣点日常费用，哪里有那么多钱交学费呢？ 他坐着车返到北京，他想

找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但几经周折未果，后来，他找到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音乐编辑周强，他说，大哥，您先听听我的歌，看我是否有培养前途。 周

强听了他的弹唱，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的确是匹千里马，只是没有伯乐，你

再到长春，让他们给你出张同意接收你上学的证明，6500元学费我帮你募

捐。

因为还要取盲校的有关证明，高志鹏又返回太原，见到孙校长，他大

哭一场，他说他还想去长春试试，孙校长给他办好了一切手续，并给他拿

了一柄盲杖，又塞给他 50块钱，告他不管能否成功，必须安全回来。 高志

鹏再一次叩响了长春特教学院的大门，再一次见到了那个孙某，他说，学

费没问题，只要你们能同意接收我。 孙某却再次给了他当头一棒：不行，你

说有人给你募捐，我们就更不能收你了，我们收了你，记者们马上就会找

到我们，责问我们：社会上还为你献爱心呢，你们特教学院为什么不能免

了高志鹏的学费呢？ 这样的事我们不能干。

连高志鹏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从长春回到太原的， 记得因为他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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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买票，乘警将他关了起来，他在北京倒车的时候，没处落脚，就睡在天安

门前。 孙校长说：回来那天，他靠在楼梯的栏杆上，脸色憔悴而苍白，他已

经彻底崩溃了。 我只能鼓励他，我说咱们不能灰心，只要你有才，就埋没不

了。 条条大道通罗马，长春大学不行，咱再找别的学校。

1995年 9月，山西省委书记要到盲校视察，孙校长通知高志鹏，让他

创作一首歌，没几天，他就谱出了《三晋之歌》。 1995年 12月 11日，省委五

大班子到万家寨慰问，省委书记点名要带高志鹏去。 短短两年时间，高志

鹏创作出了十四首歌曲，大都获奖。

1996年 4月 21日，在全国残疾人会议上，高志鹏受到了中国残联主

席邓朴方的接见。 我国著名歌唱演员于文华的爱人、作曲家李帆在听了高

志鹏的演唱后，颇为吃惊，认为他很有天赋，可塑性极强，希望能培养他，

然而十万元之巨的包装培养费用却让孙校长与高志鹏望而生畏， 他们怀

着复杂的心情返回了太原。

目前，孙校长正在为高志鹏上学一事奔波，太原师专艺术系对高志鹏

进行了一系列音乐方面的测试，大家认为高志鹏不仅有很好的天赋，更有

惊人的毅力，他们呼吁有关领导“救救高志鹏，使他能有机会与正常人一

道接受正规的良好的高等教育”。

10月 10日，在太原市盲童学校，记者见到了那个颇具传奇色彩的盲

人，他抚弄琴弦弹唱着自编的歌：

我曾经面对命运的不公义愤难平

我举头问苍天低头问大地命运这不公

大地它无言苍天它不语我声嘶力竭

疲惫茫然在十字街头苦苦寻求

……

我是男儿何惧这些险阻和艰辛

踏平坎坷扼住命运者事竟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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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他，一个盲人的心声，一个曾经蹲在小学的窗外听读的虎子的

心声，一个在长春大学特教学院门前苦苦相求的高志鹏的心声。

太原师专，能否成为他人生的又一个驿站呢？ 虎子期待着，孙校长期

待着，千千万万关心高志鹏的人们期待着。 我记起了顾城的一句诗：我想

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

（原载 1996年 10月 19日《山西青年报》·北方周末）

6



柯受良———1.58秒背后的故事

近日，吉县———山西西南部一个只有 9.8万余人的小县，突然异乎寻

常地热闹起来，1777.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云集了来自日本、香港、广州、北

京、上海等各地记者 500余人，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游人趋之若鹜，到 5

月 30日晚，县城所有招待所爆满，两所中学、四所小学的教室里全部打满

地铺，城区的大部分居民家开起了家庭旅馆，即使这样，依然有部分人员

露宿街头。

与吉县隔河相望的陕西宜川县，也出现了相似现象，并不宽阔的街道

上骤然间出现了许多陌生的面孔。 夏日的酷热，似乎早一些降临了。

1997年 5月 30日，经过近十二小时的颠簸，记者从太原赶到这里，闻

名遐迩的黄河壶口瀑布就镶嵌在吉县与宜川之间，而此时，这里真正的魅

力却是缘起一个人， 一个即将驾驶一辆日本三菱车飞越壶口瀑布的冒险

者———柯受良！

誓言飞黄

44岁的柯受良出生于宁波，3岁移居台湾。 16岁，又黑又瘦的柯受良

辞别父母与那个恬静的渔村，来到台北。他起先干些粗活维持生计。不久，

柯受良就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 初期，他在演艺界做武师，后改当武术指

导，20岁那年，他弃艺从军。 退役后，柯受良重入电影圈，逐渐成为集表演

和特技于一身的演员。

1980年，柯受良首次担任电影《泥鳅过海》的男主角，1982年，他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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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邀参加香港《最佳拍档》特技演出，骑着一辆摩托车从一幢商业大厦的

三楼破窗而出，飞降地面，完成了当时被众多外籍特技演员认为“绝无可

能”的高难动作，柯受良因此名声大振。 同年，他返回台湾，并进行另一项

惊天动地的特技表演，开着一辆跑车，飞越了一个 45米宽的峡谷，由此在

港台影视圈闯出名号，人称“柯大胆”。

或许， 柯受良注定要以冒险家的身份引发全世界对东方人特技胆魄

的重新审视。 1992 年 11 月， 柯受良驾驶摩托车成功地飞越了万里长

城———北京金山岭烽火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飞越长城的人。 飞越长城，

柯受良突然领悟到，他的特技能够超越电影领域而与民族精神融合。 走下

表演台，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他脱口而出，预言了下一个目标———黄河，

他告诉记者：“在我看来，长城是父亲，而黄河则是母亲，我要通过我的飞

越，把他们连在一起，这样才有意义。 ”

为了实现这一诺言， 柯受良 5次沿黄河岸边勘查选点，4次亲临壶口

考察，一次次与陕西、山西有关部门和单位联系、商谈，三次试飞于广州东

莞、陕西西安。

家人担忧

对柯受良飞越黄河之举，柯太太极不赞成，飞越黄河的危险，与其他

任何一次飞越都不相同，壶口瀑布在黄河最狭窄处，宽 50余米，高 30余

米，原本 300多米的河道在壶口处突然收敛，其势之急，其威之猛可想而

知。柯受良的父母儿女，同样为他的飞黄之举忧心忡忡。4月 15日，柯受良

在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说：“我太太每天都在为我担心，为我流泪，以至于

得了心脏病。 每次我飞特技，她都不敢到现场观看，只能在家中为我默默

祈祷。 为了我这次飞黄成功， 她拿出了我们一家人 5年来省吃俭用的积

蓄，我们还变卖了房子。 我飞越长城、黄河，是为了向自己挑战，为了证明

自己的特技能力，但我的父母、妻子、儿女都因此而为我担惊受怕，我觉得

这是对他们的伤害。 我不能只考虑自己，我已经答应太太，从此以后就安

心去做导演，还亲人一个平静安定的生活。 这次飞越黄河是我的最后一次

8



冒险， 我希望以此唤起全球华人对建设祖国的关心， 尽己所能， 报效祖

国。 ”

三次试飞

另一方面，柯受良也做了充足的准备。 他先后 4次到壶口考察地形，

为飞越选址，而后决定于 1997年 6月 1日进行最后一跃，征服黄河，因为

6月 1日离香港回归恰好还有 30天，而 6月之前，黄河水位低，修助跑道、

搭表演台比较容易，进入 7、8月份，黄河汛期来临，准备工作将举步维艰。

此外，他还郑重地进行了三次隆重试飞。

3月 9日，柯受良在广州东莞首次模拟“飞黄”试飞马失前蹄，当车飞

越 38米后。突然翻转 360°，幸好柯受良经验丰富，汽车失控翻滚撞地，他

却被 800个纸箱组成的气垫包于其中。 柯受良在瞬间失踪，全场近万人吓

得目瞪口呆、鸦雀无声，60余名工作人员跑上前去，紧急抢救，好半天才把

他从巨塑纸箱中“拣”了出来，还好，人未受伤，大家都为他安然无恙兴奋

不已，他却因“爱骑”被毁、30万元转眼化为云烟而捶胸顿足，懊恼万分。

紧接着， 他在东莞进行了第二次试飞， 他总结了前次试飞失败的经

验，在车尾加上了 200公斤的沙包，车凌空飞起，滑翔 42米，平稳落地。

5月 22日上午，柯受良在西安最后一次试飞热身。试飞场地设在西安

老机场航空俱乐部。11点半，柯受良驾车冲上跳板，车腾空跃起，在空中完

成了一个漂亮的轨迹后一头扎进由 3000个空纸箱组成的蜂窝状纸箱堆

里。最后一跃，43米，而黄河壶口瀑布是 50米，他的第三次试飞，是不是依

然要给千千万万关心他的观众留个悬念呢？ 50米，他能否平安逾越？柯受

良充满了信心，他说，要把 100分留给壶口。

惊人一越

6月 1日，中央台、凤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近 300余名记者、直播人员

分别抵达壶口， 新闻中心 10部国际直拨、4部传真机同时投入使用，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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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平方米的大看台 16个观众区，4个停车场全部规划成形，祝柯受良飞越

成功的商业标语挂满了壶口两侧的山巅。 看起来，似乎万事俱备，只差一

跃了。

6月 1日，从凌晨三点就有人逐渐从吉县、乡宁、临汾甚至太原赶往壶

口，前来观战的人流车辆在通往壶口的山梁上形成了十里长阵，天气格外

清朗，似乎老天也在保佑这位憋足劲准备了一年的冒险家。8∶30左右，道

路出现堵塞， 数万辆大大小小的车辆包括几位山西省级领导被滞留在山

上，人们的情绪开始焦灼起来。 还好，约 40分钟后，十里长车在高高的山

梁上顺着弯弯曲曲的盘山路缓缓移动起来，10∶20左右，先头部队抵达壶

口瀑布停车场。

在两座遥相对应的山头中间，是一条深深的峡谷，号称晋陕峡谷，黄

河从峡谷中奔腾而过，在壶口处，水流湍急直泻而下，注入几十米深的龙

槽中， 又翻涌而去， 柯受良飞越黄河的跑车道与接车台就分别凌驾于该

处。 再往前几十米， 是分别从山西与陕西境域用木板与钢筋横空架起的

1200平方米的表演台，表演台中央，一条窄窄的人工通道越过黄河，将两

个表演台连接起来，通道前面，铺展着一面 1200平方余米的五星红旗。 山

西境内，与延伸在黄河河面之上的表演台相接的，是一面中央印制有标志

着香港回归的紫荆花、97图案的白色区旗。 与之遥相呼应的陕西一侧，铺

展着一面印有中央电视台、 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徽号的白色巨旗， 不到

9∶00，隔河相望的河床上已挤满了期待“飞黄”的人们，甚至在两侧的山

头上都坐满了密密匝匝的观众，从山底望去，人头攒动形成微微波澜。

11∶30左右，在人们的一片欢呼声中，身着印有飞越黄河字样与徽号

红色运动服的柯受良走上表演台，看起来，他的情绪很平静，他为大家演

唱了专为本次飞越制作的歌———《河》。

12∶15，柯受良在弟子们的陪同下，燃起一束香，向他将要飞越的黄

河———母亲河祭拜，他的目光中闪动着虔诚与坚定。

之后，他走上跑车道，开始舒臂伸腰、活动筋骨，准备最后飞越前热

身。午时的阳光直射下来，气温高达 32℃。表演台上，山西的威风锣鼓、黄

河两侧最有名的安塞腰鼓在一群北方汉子的击打下， 发出令人兴奋的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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