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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分钟》

内容概要

《102分钟》生动而感人地记述了人们求生的过程。9月11日上午，世界贸易中心大厦，时间在一分一
分地流逝⋯⋯

 2001年9月11日上午8点46分，纽约市世界贸易中心双塔内，14000人和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阅读电子邮件，交易，或临窗啃着面包。在接下来的102分钟里，他们每个人都将成为这个历史事件的
一部分，成为现场的见证人——直至今天。

 有关这个悲剧日子的无数记录，大都是从外部角度来看的。《纽约时报》记者吉姆·德怀厄和凯文·
弗林从相反的、更能揭示事情真相的角度来记载这个历史事件。

 每件事都是当时双塔内幸存者的真实经历。

 《102分钟》记录下普通男女自救和互助的感人场面。请看其中的一些镜头:

 在北塔，大厦经理和他的同事们撬开门锁让数十人从高层逃生。

 一名远离现场的警官，正在整理他的退休文档，得知险情后，他抓起警察徽章，立即奔向大厦。

 一位窗户擦洗工和其他5个人被困在50层的电梯里，他们利用橡皮刷逃生。

 几个秘书搀扶着一个老人从89层往下跑，几个年轻管理人员带着一个残疾妇女从68层撤离。

 消防队长(也是名马拉松运动员)是第一个到达南塔78层危险境地的营救者，他背负50磅的设备一路爬
楼梯而上。

 平日高谈阔论时的睿智辩论，举手投足间的优雅身影，顷刻在响彻写字间的叫喊声中改变了。恐惧和
安慰，生与死，全都在一线之间。

 对营救者和幸存者的数千个采访，数千页口述故事，以及无数的电话、电子邮件和紧急无线电呼叫记
录，德怀厄和弗林穷其所能，广为收集，这些第一手资料对调查事情真相无疑弥足珍贵。它显示出如
此众多的人们——从官员到民众——的英勇无畏精神，它也揭示了大厦安全方面的不足和纽约紧急救
援系统中的悲剧性缺陷。

 每个人在坠入地狱之前发出的生命绝唱，让我们看到了灾难的残酷无情和人们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
德怀厄和弗林记录下一个个男男女女感人肺腑的传奇——12000人逃生，2749人罹难——是他们创造了
这史无前例的10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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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分钟》

精彩短评

1、每个人在生命中都要面对灾难，或大或小而已。那种在灾难中奋力前行或无助放弃的描述，都同
样值得记录纪念，因为这是他们也是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有样一本书来还原当时发生的事情，
这是对911的逝者和生者的尊重。
2、　　摘自《半岛网》 作者：白 鲸
　　
　　
　　
　　　　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
　　　　2001年9月11日上午纽约时间8点46分30秒。 
　　　　一架从波士顿起飞的美国航空公司11次航班的飞机向世界贸易中心大楼的北塔楼93—101层撞
去。“高速撞来的飞机的巨大能量大部分被北塔楼的中央支撑架分几拨自上而下地吸收.这些能量被直
贯地基的岩床，一直延伸至大西洋和哈德逊河沿岸，在大楼以北22英里的纽约州帕里塞德，哥伦比亚
大学的地球观测站连续12秒发出了地震警报信号。大地在颤抖。” 
　　　　这是美国人吉姆-德怀厄以及凯文-佛林根据对经历和发生在那个可怕时刻的14000余人的采访
后所撰写的记实性报告《102分钟》中的其中的一段。在飞机撞向双塔的前一分钟，作者呈现了当时身
在双塔内的数十人在那一刻的生活和内心——喝咖啡的黛安娜，与妻子通电话的克雷维特，等信使的
科纳斯，安装火警警报器的麦凯德，等等等等。此刻，这个段落重新把我带回到了2001年9月11日的那
个震惊世界的日子。现实依然在不动声色地向前推进。然而活着是为了更好地记住。也许，从某种意
义上说，这是一种我们可能性的生活，也是我们存在的方式之一。 
　　　　9-11的那天早上，我没有象往常一样在家里的餐桌旁一边吃着早餐一边看中央台的早间新闻
。我在前一天接到了北京某设计院的电话，要一早到机场接设计师去青岛的项目基地看现场，并沟通
设计思路。在机场一见面，刚顾得上握手，北京来的设计师便眉飞色舞地告诉我发生在美国纽约的飞
机撞楼事件。我无法想象这可怖的场景，直到一小时后，载着我们的车子回到公司，我从网上打开视
频，看到了后来人们从电视画面上所共同看到的景象。全球性的电视直播已经开始，那一刻，我们与
世界同步，并与双塔共同颤抖。那时，我不知道别人内心的感受，当双塔开始崩塌，我感到了世界末
日来临前的某种黑暗的时刻，我心中对于人类的某种信仰出现了一刹那的怀疑，几近于与双塔共同崩
溃。 
　　　　1月22日下午，我从卓越网收到了这本记录911的那个可怕时刻的小册子。黑色的封面上，白
色的题目触目惊心。这个画面让我一下子想起曾经读过的记录1976年中国唐山大地震的报告文学，钱
钢著作《唐山大地震》。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不
是的，在这一刻，也许就全世界的不幸的命运而言，它们都是相似的。我第一次感到东方和西方，中
国和美国，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那么的接近。1976年7月26日的唐山大地震，中国人死于灾难的人数达
到了24万人，2001年，死于911的美国人达到了近2800人。在这样的日子里，1976年7月26日的那个濒临
死亡的拂晓，有接近100万人在与来自自然的灾难相抗争，而2001年9月11日，有14000人在与来自人类
本性中的邪恶的魔鬼所带来的灾难相对抗。 
　　　　1976年的7月26日，那时候，我的父亲在县城里工作，我和妈妈、姐姐生活在胶东的农村。那
时候我的妹妹刚出生不到半个月，为了躲避地震，我们把她用被子裹起来，装在一个垫满了草的篮子
里，我们把门板拆下来，横担在两靠近院子的锅台之间，以便随时在地震来临之时冲到房屋之外。我
们还把闹钟、瓶子倒放在倾斜的脸盘里，以便在地震来临前可以听到它们发出的警报声。当那一年
的7月26日之后的一个繁星密布的夜晚，我听到脸盘里的瓶子被路过的老鼠碰翻时发出的刺耳声，我提
着装着妹妹的篮子冲到了院子中央，与母亲和姐姐满怀恐惧地期待着那自然界的可怕的摇晃和颤栗的
来临，却最终只等到了老鼠在黑黢黢的地面上跑过的西西梭梭的脚步声，那一刻，在我幼小的心灵中
忽然涌上了一种对于世界的荒谬之感，这荒谬的深刻印象让我7岁时的内心感到一片荒芜。我无法解
释，我后来的对于哲学的爱好，对于存在主义和荒诞文学的接受和自觉实践，以及对于世界本质的深
刻的怀疑，是否就起源于7岁时的那个黑暗的夜晚，起源于那一声老鼠碰倒玻璃瓶子的当啷当啷的震
响。
　　　　——是的，此刻，当我们面对灾难的现实，我们才真切地感到，数字并不能够说明什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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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分钟》

受和记忆才是一切。在这样的两部著作中，我们只知道，它们所呈现出来的关于灾难的记录，人类的
故事在以一个人＋又一个人＋再一个人＋再一个人⋯⋯的形式向我们展现，这样的展现融入了我们对
于灾难、以及人类面对灾难的勇气的深刻的记忆之中，这样的记忆生动，感性，它们震撼我们的内心
，并在历经了无数的岁月之后，经过某些偶然事件的激发，会再一次从我们的内心深处浮现，不断地
给我们以警醒和反思。
　　
　　
3、　　飞机撞进大楼后，有人千辛万苦走到楼下，却被保安劝谕回去。然后，被第二架飞机撞死。
　　
　　有人为了帮助「遇上麻烦」的同事，跑回刚刚逃出来的地方。然后，再没人见过他。
　　
　　有人看着飞机撞来，机翼就在办公桌面上扫过，同楼层没一个人活下，他却能辗辗转转走到地下
。
　　
　　有人因为93年的经验（世贸地下停车场的一起汽车炸弹爆炸事件），坚信留在办公室最安全，然
后随着大楼倒下。
　　
　　有人漠视所有求生知识，不管梯间厚烟有多厚，砸下的石头有多高，盲冲乱撞往下跑，结果成为
撞击区（飞机所撞击楼层及以上的区域）里仅有的十几名生还者之一。
　　
　　有一间投资公司的员工，在第二架飞机撞进去前，本应有足够时间疏散，可他们选择了价值以亿
元计的金融交易，继续埋首工作。然后，死在工作中。
　　
　　有人一直困在电梯，对外面发生的惨剧全不知情。然后，电梯门突然打开，上天还预留了足够他
跑下楼的时间。他不单脱险，还能心情平静地渡过了本应会绝望恐惧的时光。
　　
　　一位平日跑马拉松的消防员，背着50磅的消防装束，从40楼开始往上走。走到撞击区78楼，他一
直保持着36秒爬一层的步速，然后加快至21秒。他是第一个到达撞击区的专业拯救人员。当他准备扑
灭两个火点，以开出通路，让被困在撞击区以上的几百人往下走时，大楼轰然塌下。
　　
　　第一座大楼倒塌前，有位工程师看出了危机。他几经转折，终于通知到消防总指挥，可那一刻距
大楼倒塌，不足十分钟。
　　
　　第二座大楼倒塌前，过百名筋疲力尽的消防员，在上头下达了全体撤离命令后，因为队长的半信
半疑，一直呆在19楼休息，全然不知大祸快要临头。
　　
　　⋯⋯
　　
　　不知出于何种考量，这本书用上了电视剧《24》的方法，把故事展开。具体而言，就是将十来个
故事切成小块，投进大锅，乱摇一通，然后抖出来。你想完整地记住书中某个故事？那，你必须记忆
力过人，又或是备本记事本，遇上需要时，就干些出示黄牌后裁判该做的事。若不，你只有静下心，
看着一些似新疑旧的人物在书中转悠，之前的情节就别管了。
　　
　　除了设计出令人一头雾水的叙事手法外，作者的另一贡献是，加插了一点个人意见，例如对世贸
大厦结构之不合理提出的质疑，又或是批评警方与消防在拯救协调方面一塌糊涂。如果你把这些都跳
过不读，我会替你高兴。
　　
　　看完书，除了有点困，朦朦胧胧间亦有点想不通：死了的人犯错了吗？生还的人又做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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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分钟》

　　照我看来，他们的生或死，跟我没有关系（当然！），也跟他们的抉择没多大关系。一切就是命
运吧⋯⋯不好不好，谈到“命运＂这玩艺儿，难免会涉及宿命论，搞不好会烧到因果律的头上，不知
收  的还会为了自由意志的定义烦心⋯⋯⋯这样想下去，休莫也要发疯。
　　
　　还是就此打住。再会！
　　
4、大一时读的书，很好的纪实作品
5、为什么这么少人看！！！！

6、　　   不是源于灾难，而是源于我们本身；不是源于恐怖的打击，而是源于主观的盲目自信、贪婪
和放纵。世贸大楼的911，其实就是新世纪的另一次泰坦尼克。如果在主观上加以重视，不是那么过分
的重视商业利益，按照科学的要求认真的加以设计、施工和管理，世贸大楼的倒塌以及带来的严重伤
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作者在书中表达了如是的思想。这些内情的披露让我惊讶。人类已经在上个世纪初的泰坦尼克
海难中饱尝了忽视安全，过分追求商业利益带来的苦难，结果，在下一个世纪，因为同样的原因，人
们再次制造了一个泰坦尼克，只不过这次地点换在了陆地上。人，为什么要两次在同一条河流中跌倒
？什么时候，人们可以放弃对商业的贪婪，过分膨胀的自信，真正切切的思考与自然的相处，与民族
的相处？
　　  
　　   就在这本书出版面世的时候，美国已经在后911时代处世哲学的指导下，在伊拉克等地乒乒乓乓
的开火，在他们的心中，依然有着那种对世贸大厦坚如磐石的自信。越南战争泥沼，这个军事上的泰
坦尼克似乎也像那场海难般被迅速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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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分钟》

精彩书评

1、摘自《半岛网》 作者：白 鲸　　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　　2001年9月11日上午纽约时间8点46
分30秒。 　　一架从波士顿起飞的美国航空公司11次航班的飞机向世界贸易中心大楼的北塔楼93—101
层撞去。“高速撞来的飞机的巨大能量大部分被北塔楼的中央支撑架分几拨自上而下地吸收.这些能量
被直贯地基的岩床，一直延伸至大西洋和哈德逊河沿岸，在大楼以北22英里的纽约州帕里塞德，哥伦
比亚大学的地球观测站连续12秒发出了地震警报信号。大地在颤抖。” 　　这是美国人吉姆-德怀厄
以及凯文-佛林根据对经历和发生在那个可怕时刻的14000余人的采访后所撰写的记实性报告《102分钟
》中的其中的一段。在飞机撞向双塔的前一分钟，作者呈现了当时身在双塔内的数十人在那一刻的生
活和内心——喝咖啡的黛安娜，与妻子通电话的克雷维特，等信使的科纳斯，安装火警警报器的麦凯
德，等等等等。此刻，这个段落重新把我带回到了2001年9月11日的那个震惊世界的日子。现实依然在
不动声色地向前推进。然而活着是为了更好地记住。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我们可能性的
生活，也是我们存在的方式之一。 　　9-11的那天早上，我没有象往常一样在家里的餐桌旁一边吃着
早餐一边看中央台的早间新闻。我在前一天接到了北京某设计院的电话，要一早到机场接设计师去青
岛的项目基地看现场，并沟通设计思路。在机场一见面，刚顾得上握手，北京来的设计师便眉飞色舞
地告诉我发生在美国纽约的飞机撞楼事件。我无法想象这可怖的场景，直到一小时后，载着我们的车
子回到公司，我从网上打开视频，看到了后来人们从电视画面上所共同看到的景象。全球性的电视直
播已经开始，那一刻，我们与世界同步，并与双塔共同颤抖。那时，我不知道别人内心的感受，当双
塔开始崩塌，我感到了世界末日来临前的某种黑暗的时刻，我心中对于人类的某种信仰出现了一刹那
的怀疑，几近于与双塔共同崩溃。 　　1月22日下午，我从卓越网收到了这本记录911的那个可怕时刻
的小册子。黑色的封面上，白色的题目触目惊心。这个画面让我一下子想起曾经读过的记录1976年中
国唐山大地震的报告文学，钱钢著作《唐山大地震》。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
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不是的，在这一刻，也许就全世界的不幸的命运而言，它们都是相似的。
我第一次感到东方和西方，中国和美国，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那么的接近。1976年7月26日的唐山大地
震，中国人死于灾难的人数达到了24万人，2001年，死于911的美国人达到了近2800人。在这样的日子
里，1976年7月26日的那个濒临死亡的拂晓，有接近100万人在与来自自然的灾难相抗争，而2001年9
月11日，有14000人在与来自人类本性中的邪恶的魔鬼所带来的灾难相对抗。 　　1976年的7月26日，
那时候，我的父亲在县城里工作，我和妈妈、姐姐生活在胶东的农村。那时候我的妹妹刚出生不到半
个月，为了躲避地震，我们把她用被子裹起来，装在一个垫满了草的篮子里，我们把门板拆下来，横
担在两靠近院子的锅台之间，以便随时在地震来临之时冲到房屋之外。我们还把闹钟、瓶子倒放在倾
斜的脸盘里，以便在地震来临前可以听到它们发出的警报声。当那一年的7月26日之后的一个繁星密布
的夜晚，我听到脸盘里的瓶子被路过的老鼠碰翻时发出的刺耳声，我提着装着妹妹的篮子冲到了院子
中央，与母亲和姐姐满怀恐惧地期待着那自然界的可怕的摇晃和颤栗的来临，却最终只等到了老鼠在
黑黢黢的地面上跑过的西西梭梭的脚步声，那一刻，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忽然涌上了一种对于世界的荒
谬之感，这荒谬的深刻印象让我7岁时的内心感到一片荒芜。我无法解释，我后来的对于哲学的爱好
，对于存在主义和荒诞文学的接受和自觉实践，以及对于世界本质的深刻的怀疑，是否就起源于7岁
时的那个黑暗的夜晚，起源于那一声老鼠碰倒玻璃瓶子的当啷当啷的震响。　　——是的，此刻，当
我们面对灾难的现实，我们才真切地感到，数字并不能够说明什么，感受和记忆才是一切。在这样的
两部著作中，我们只知道，它们所呈现出来的关于灾难的记录，人类的故事在以一个人＋又一个人＋
再一个人＋再一个人⋯⋯的形式向我们展现，这样的展现融入了我们对于灾难、以及人类面对灾难的
勇气的深刻的记忆之中，这样的记忆生动，感性，它们震撼我们的内心，并在历经了无数的岁月之后
，经过某些偶然事件的激发，会再一次从我们的内心深处浮现，不断地给我们以警醒和反思。
2、不是源于灾难，而是源于我们本身；不是源于恐怖的打击，而是源于主观的盲目自信、贪婪和放
纵。世贸大楼的911，其实就是新世纪的另一次泰坦尼克。如果在主观上加以重视，不是那么过分的重
视商业利益，按照科学的要求认真的加以设计、施工和管理，世贸大楼的倒塌以及带来的严重伤亡是
完全可以避免的。作者在书中表达了如是的思想。这些内情的披露让我惊讶。人类已经在上个世纪初
的泰坦尼克海难中饱尝了忽视安全，过分追求商业利益带来的苦难，结果，在下一个世纪，因为同样
的原因，人们再次制造了一个泰坦尼克，只不过这次地点换在了陆地上。人，为什么要两次在同一条
河流中跌倒？什么时候，人们可以放弃对商业的贪婪，过分膨胀的自信，真正切切的思考与自然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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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与民族的相处？就在这本书出版面世的时候，美国已经在后911时代处世哲学的指导下，在伊拉克
等地乒乒乓乓的开火，在他们的心中，依然有着那种对世贸大厦坚如磐石的自信。越南战争泥沼，这
个军事上的泰坦尼克似乎也像那场海难般被迅速忘却。
3、飞机撞进大楼后，有人千辛万苦走到楼下，却被保安劝谕回去。然后，被第二架飞机撞死。有人
为了帮助「遇上麻烦」的同事，跑回刚刚逃出来的地方。然后，再没人见过他。有人看着飞机撞来，
机翼就在办公桌面上扫过，同楼层没一个人活下，他却能辗辗转转走到地下。有人因为93年的经验（
世贸地下停车场的一起汽车炸弹爆炸事件），坚信留在办公室最安全，然后随着大楼倒下。有人漠视
所有求生知识，不管梯间厚烟有多厚，砸下的石头有多高，盲冲乱撞往下跑，结果成为撞击区（飞机
所撞击楼层及以上的区域）里仅有的十几名生还者之一。有一间投资公司的员工，在第二架飞机撞进
去前，本应有足够时间疏散，可他们选择了价值以亿元计的金融交易，继续埋首工作。然后，死在工
作中。有人一直困在电梯，对外面发生的惨剧全不知情。然后，电梯门突然打开，上天还预留了足够
他跑下楼的时间。他不单脱险，还能心情平静地渡过了本应会绝望恐惧的时光。一位平日跑马拉松的
消防员，背着50磅的消防装束，从40楼开始往上走。走到撞击区78楼，他一直保持着36秒爬一层的步
速，然后加快至21秒。他是第一个到达撞击区的专业拯救人员。当他准备扑灭两个火点，以开出通路
，让被困在撞击区以上的几百人往下走时，大楼轰然塌下。第一座大楼倒塌前，有位工程师看出了危
机。他几经转折，终于通知到消防总指挥，可那一刻距大楼倒塌，不足十分钟。第二座大楼倒塌前，
过百名筋疲力尽的消防员，在上头下达了全体撤离命令后，因为队长的半信半疑，一直呆在19楼休息
，全然不知大祸快要临头。⋯⋯不知出于何种考量，这本书用上了电视剧《24》的方法，把故事展开
。具体而言，就是将十来个故事切成小块，投进大锅，乱摇一通，然后抖出来。你想完整地记住书中
某个故事？那，你必须记忆力过人，又或是备本记事本，遇上需要时，就干些出示黄牌后裁判该做的
事。若不，你只有静下心，看着一些似新疑旧的人物在书中转悠，之前的情节就别管了。除了设计出
令人一头雾水的叙事手法外，作者的另一贡献是，加插了一点个人意见，例如对世贸大厦结构之不合
理提出的质疑，又或是批评警方与消防在拯救协调方面一塌糊涂。如果你把这些都跳过不读，我会替
你高兴。看完书，除了有点困，朦朦胧胧间亦有点想不通：死了的人犯错了吗？生还的人又做对了吗
？照我看来，他们的生或死，跟我没有关系（当然！），也跟他们的抉择没多大关系。一切就是命运
吧⋯⋯不好不好，谈到“命运＂这玩艺儿，难免会涉及宿命论，搞不好会烧到因果律的头上，不知收 
的还会为了自由意志的定义烦心⋯⋯⋯这样想下去，休莫也要发疯。还是就此打住。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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