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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女孩和外界的猜想迥异，这个群体并不封闭、悲哀。工作中，她们学技术，找更好的工作，向中上层游动；生活
中，她们尝试流行的发式，学吃西餐，热衷于减肥和参加相亲活动……“她们在不断创造新的自己。”张彤禾说。

文 l 唐骋华   由宇飞    图 l 资料

“如果打工只是受罪，怎么会有一亿

五千万人都跳进去？”若干年前，当张彤禾

刚开始接触打工族的时候，脑海里回旋着

这样一个问号。彼时，在海内外媒体的笔

下，打工者的命运卑微甚至有些悲惨。

但果真如此吗？2004年，作为《华尔街

日报》驻京记者的张彤禾来到东莞。“我发

现你花两个周末采访一个打工女孩，和花

几个月跟着她、看她生活里所有的细节，得

到的结论会很不一样。”4月中旬，她携《打

工女孩》中译本访问北京和上海，与读者

交流，告诉人们打工女孩的“新的自己”。

“我选择她们，她们也选择我”
生活周刊：这本书给我最深的感

触是真实、细腻、鲜活，你是如何和
打工女孩这个群体打交道的？

张彤禾：经常有人问怎么样得到

这些女孩的信任，其实她们愿意和我

谈。因为是她们是外来的，我也是，这让

她们容易接受我，也对我充满好奇。

张彤禾 I 那些女孩的青春

张彤禾
生长于美国纽约，华裔，毕业于哈佛大学美国
历史和文学专业，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
者，在中国生活十年，专注于探察社会经济转
型如何改变制度和个人的故事。代表作《打工
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她的丈夫
彼得•海斯勒（何伟）亦以描写当代中国的《甲
骨文》《寻路中国》等著称。

们想起这一点。

生活周刊：你与《落脚城市》的
作者桑德斯挺相似，都对这场人类历
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城市化持
肯定和乐观态度，只不过桑德斯更宏
观，你更注重细节。

张 彤禾：我觉得迁移、城市化是

必需的。过去百分之七八十的人住在农

村，这不是个自然的现象。改革开放后人

口开始流动、迁移，出现了城市化。这是

对过去不正常的人口结构的一种纠正。

当然就个人来说，待在农村虽然单

调，但没什么压力，人际关系简单。到

了城市，有更多选择，也要承担更多压

力。就像小孩的生活容易些，但受到的

控制多；长大后选择多了，也得自己处理

各种麻烦。尽管如此，人总要长大，更多

的个人自由、个人选择是好事。

生活周刊：那么今天的打工女孩
和二三十年前有什么区别？

张 彤禾：这个问题很重要。第一

代打工者种过地，她只是到城里赚一

笔钱，然后回农村盖房子，不走了。第二

代更年轻、教育程度更高，去的地方更

远，待的时间也比较长。她们与农村离得

生活周刊：是的，我注意到一个
细节，你在采访伍春明，观察她，反过
来她也在观察你、不断向你提问。你
的角色不单纯是记者，而是和采访对
象形成了很独特的关系。

张彤禾：我觉得这很自然。我对她

好奇，她对很多事情也好奇。我们形成了

这样一种关系：她帮助我了解东莞的工

厂，我告诉她世界上别的地方的人怎样

生活。这非常好。另外，我对春明感到特

别亲热，是因为我把她看成作家。她写日

记，也说有一天会写她自己的生活，那肯

定会比我写得更精彩。

生活周刊：你和春明这样的关系
有普遍性吗？

张彤禾：不普遍。在打工女孩的世

界，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和别人失去联

系——她们频繁地更换工作、搬家、改

变手机号。我采访过两个女孩，本来可

以跟她们交朋友，写她们的故事，可过

了两个礼拜她们跳到别的工厂，找不到

了。所以书里写到的几个人，伍春明、吕

清敏，我觉得不仅是我选择了她们，也

是她们选择了我。

生活周刊：这会不会限制了采访
对象的选择，导致你重点描写的人物
缺乏典型性？

张彤禾：我认为吕清敏、伍春明的

背景是蛮典型的。她们从农村出来，没

受过太多教育，家里条件也不好，但她

们蛮能干、蛮聪明的，而且有野心、有自

信。当然在打工女孩中，她们可能不是最

很远，跟城市人差别不大了，不再有“我

会回家种田”的想法。现在第三代，信息

多，很快就知道哪个厂好、或不好，要求也

高很多。我觉得这是自然发展。

生活周刊：几代打工者之间有没
有共同点？

张彤禾：有，他们把城市看成一种

希望、一种追求，可以达到的不止有经济

上的收获，还有生活上、心理上的。

生活周刊：你的先生何伟因为《寻
路中国》而为我们熟悉，他在该书的
后记中曾透露你在写这本书，他有没
有对你提意见？

张 彤禾：当然有，何伟对我的影

响特别大。一开始我想给《华尔街日

报》写关于打工女孩的文章，他就特别

鼓励我。我也会写很长的E-mail，把在

厂里、在宿舍里看到的事情告诉他，他

会问很多问题，提出很多看法。当你在

独自采访，背后有这样一个人关心你

说的、鼓励你，很重要。他也对文稿提

建议，他看得很仔细，这个字不对、那

个字重复了，简直是世界上最仔细的编

辑。此外我们也有个小圈子，互相交换

文章，提意见。

中国好肠胃——十二星座爱胃宝典

专家：早餐一般最好由谷物、肉蛋、蔬果等组

成。谷物主要为人体供应能量。肉蛋为人体补

充蛋白质及一些矿物质和维生素。蔬果富含

维生素、纤维素、矿物质，早晨空腹吸收效果

更好。当市民定期接受内镜检查时会发现，早

餐质量，直接影响镜下显示的胃肠健康状况！

狮子座：爱交朋友、生性乐

天的狮子座认为，好肠胃来

自好心情。心情舒畅，胃肠

系统运转平稳。不良情绪

可导致食欲下降、腹部胀

满、嗳气、消化不良。

专家：情绪对健康的影响不可小视。人在

生气或抑郁时，会降低肠胃蠕动，消化液

分泌失衡，更易发生消化不良、胃胀气，甚

至胃溃疡、胃出血等胃病。当出现以上问题

时，千万不要得过且过，需要求助专业医

生，通过内镜检查确定治疗方案。

双子座：这里是双子座八卦

时间：“十个胃病九个寒”， 

春秋气候变化无常，有虚寒

胃痛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保

暖，避免受冷，引发胃痛！

专家：对于胃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保暖，饮食

喝水禁止生冷。要调整好日常的作息规律，劳

逸结合，避免过晚睡眠。调整饮食结构，不吃

难消化和油腻的食物，多吃杂粮粗粮。如果

老胃病久治不愈，最好做一次彻底的胃内窥

镜检查，确诊病灶，早诊断、早治疗。

巨蟹座：吃到热腾腾的早

点，是巨蟹座顾家好男人

的一个小小心愿。吃“热

食”才能保护“胃气”，提

高消化效率，避免胃过

劳！

专家：食物过冷或过热都不好，最好是多吃

和体温相近的食物。过热的食物会烫伤消化

道粘膜。生冷食物过多会刺激肠胃收缩，引

起腹泻甚至是肠胃痉挛。当反复出现胃痉挛

时，应及时进行一次全面内镜检查，确诊是

否出现严重的粘膜损伤，避免癌变。

张跃骞： 

复旦公共卫生学院博士 

上海营养保健协会成员 

出版论文:

《准妈妈营养手册》《高考营养备战攻略》《大鱼大肉也健康》《吃到返老还童》

金牛座：爱细嚼慢咽的

我，最注重早餐搭配，热腾

腾的稀饭或者麦片或者热豆

浆，配上新鲜蔬菜水果和全麦

面包，不仅富含水分，营养丰

富，还能滋养肠胃，快速吸收！

他们把城市看成一种希望、一种追求，可

以达到的不止有经济上的收获，还有生活

上、心理上的。

普通的，像春明已经接近中产阶层了，但

重要的是，她的向上的精神。你看春明

的物质条件并不好，但她一直在追求她

向往的快乐和成功，一步步地去奋斗。

生活周刊：写完这本书，对打工
女孩乃至中国女性，有一个整体的看
法吗？

张 彤禾：我见到的最能干、最聪

明、最精明的都是中国女性（笑）。几十

年前来中国，可能不会有这种感受，但现

在中国人特别努力，向上的精神很强。我

和何伟最近在埃及，那儿正相反。你

约采访，早上10点？不行，人家还在睡

觉。跟他约在下午4点见面，他五六点才

来，甚至说车太堵，不来了。其实北京比

埃及堵多了（笑）。我觉得中国真是一个

特别的地方、处于特别的时代，我们能

看到很精彩的一面。

“她们生活丰富，只是与你不同”
生活周刊：说实话我本以为我将

读到悲惨的故事，但你的书蛮向上甚
至蛮欢乐的。

张彤禾：书在美国出版后就有读者

说，他一直想知道帮他做鞋、做皮包、做

手机的人是谁？他以为她们很受罪，至

少报纸上经常这么写。可读了我的书

他发现她们有丰富的生活、思想，虽然

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但是她自己的。现

在欧洲人、美国人都知道中国经济强

大，把中国当做大机器，却忘了这个国家

有一个个人一直在生活。我的书能让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