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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说。一种说法可能会改变所有人。

温暖温情，向上向善，这是汶川给我们的启示
之一。

那惊心动魄的一个月，挖出了埋在你我内心
深处的善和爱。中国在那一刻，是如此坚强。

那场地震是试金石，试出了人心，试出了人
性。

十大启示，希望铭记。

说。

启示一
大写的人，从废墟上站起来
普通公民获得“降旗志哀”的权利，自汶川

地震始。国务院决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
为全国哀悼日。

以国家的名义、以最高的仪式，为公民的大
规模死亡哀悼，这是对死者最大的善。对生命
的拯救，对生命的尊重，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
度的重要标志。

启示二
大灾出大爱，地震历练公民人格

灾难激发了人们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
救援志愿者口号是“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
这样的行动，在中国各地，汇聚成巨大的暖流，
温暖着这片饱受灾难的土地。

灾难彰显公民人格，大灾催生大爱。惨烈
的天灾，在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悲伤的同时，
也再次让 13亿人的爱心汇聚成爱的海洋。一
时间，“我要为抗震救灾做点什么”成了无数
人的心愿、行动和荣耀。此次接收到捐赠款
物数额之多，创下了历史之最，有钱出钱，有
力出力。每一个捐款箱前，每一辆献血车前，
都排起了长龙，向灾区输送着“血浓于水”的
亲情与温暖。灾难让中华民族空前凝聚，也让世
界重新认识中国。

汶川地震是全体公民的集结号。据统计，汶
川大地震以来，赶赴抗震救灾一线的志愿者共计
20万人，成了灾区人数最多的一支救援力量，也
是中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志愿者行动。

启示三
中国人可爱，中国人耐活，中国人坚忍

地震虽然摧毁了家园，夺去了亲人生命，却
永远不能摧毁大禹后人不屈不挠的意志。虽然
创伤犹在，灾民已经开始在破碎的家园上忙碌，
无言地向世界讲述着中国人民的坚忍与顽强。

“好好活下去！”这句话诞生于汶川灾区，并
将伴随中国人今后的日子。

启示四
积极推进整个制度系统向前发展

海外媒体感叹“中国式总理，无法复制，想
学也学不来”。中国领导人在灾难发生时，除赶

到现场视察灾情、慰问群众之外，还要亲自担任
救灾总指挥。温家宝总理坦然引用网友的话：

“遇到一个好总理不如遇到一个好制度。”引发
了“好总理与好制度”的话题。做一个清廉的好
官员并不是一个官员的最高价值，积极地推进
整个制度系统向前发展，让自己的“善”能够转
化为制度价值，才真正具备了大时代的最高价
值。

启示五
汶川一代，新时代的成人礼
汶川地震得出一个成语：“多难兴邦。”

对于独生子女为主体的 80 后磨难成长，灾
难教育就像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汶川一
代”取代“鸟巢一代”，成为 80 后长大成人
的新称谓。

无论是废墟上的志愿者、抢险的军人、各大
城市义捐或献血的青年，无不是以 80 后为主
体。他们都是大难当头无私无畏的少年英雄，
与利益无关，与荣誉无关，将死亡置之度外。这
种责任意识的成长，已经成为一种巨大的精神
力量，正在改变着未来时代的价值观和是非观，
进而重塑中国未来社会形态。

启示六
新闻突破，伟大的透明利国利民

这次救灾报道是中国近 60年新闻史上的
一个里程碑。它显示了中国新闻业在思路和做
法上的突破。

在这场大灾大难面前，中国力图展现一个
开放透明的国际形象。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
援助表示衷心感谢和欢迎，接受外国专业救援
队进入灾区，邀请由数十家中外媒体组成的记
者团前往地震灾区采访。

地震发生后，央视第一时间就启动直播手
段，24小时不间断。新闻的开放让继奥运火炬事
件以来西方媒体的反华之声暂时闭嘴。这揭示出
一个道理，越开放，闲话和批评之声会越少。

启示七
世界援助，彰显地球村理念
大灾一刻，世界与中国同在。日本、俄罗

斯、韩国、新加坡等救援队也相继抵达灾区。

大规模接受国际救援，这在新中国的历史

上还是第一次，被外界看做是真正融入世界之
举。自然灾害是全人类的灾害，灾难让全世界
感同身受。或者，灾难是地球人团结的一次难
得的机会。

启示八
政府动员，更应调动民间力量积极性

地震2小时后，国务院总理专机飞赴震区
成立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10 小时后，近
两万名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到达灾区开展救援
工作。

随后，包括空降兵、海军陆战队、武警和消
防官兵等 20余个兵种的 10多万大军陆续投入
抗震救灾…… 外界震惊于中国政府动作之快、
动员能量之大。

但我们更钦佩的是，汶川地震带来中国民
间力量“井喷式的爆发”。各种社会机构、营利
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慈善团体以及个人等，
作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种力量”承担着更
多的社会责任。

启示九
心力一致，民族才能繁荣强盛
汶川地震是一次集体拯救，一次中国人借

此对时代和整个社会的拯救。一句话，灾难
让我们都变好了，或至少向好了。我们看
到，白发苍苍的老人拿出养老金，娇生惯养
的小学生捐出零花钱，连行动不便的乞丐都
拿出微薄所得，这样的场面举不胜举。

心力一致之时，就是中华民族繁荣强盛之
日。

启示十
尊重自然，热爱地球，人类才有未来

汶川地震无疑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次“震
慑”行动。震慑之后是敬畏和反省：现代化让我
们与大自然隔绝太久了。我们早已对“牛羊骡
马不进厩，猪不吃食狗乱咬，鸭不下水岸上闹，
鸡飞上树高声叫”之类的地震前兆麻木。

一场地震告诉我们，任何挑战大自然极限
和忍耐力的做法应当缓行。尊重自然就是尊重
我们自己的生命。

感谢新华社、《新周刊》、《新京报》、《南方都
市报》等媒体支持

今天，我们都是汶

川人……一点很小的

善心，乘以 13 亿，都会

变成爱的海洋；一个很

大的困难，除以 13 亿，

都会变得微不足道。
——抗震救灾志愿者

2008年5月16日，四川绵竹市遵道镇
高安村80岁的孤老刘惠珍手中捧着一个
大大的“谢”字，感谢政府和好心人的帮助。

新华社发

自信地说，我们让精神重新激扬

“

”

汶川大地震并非死人
最多的灾难，强度也非最惨
烈的一次，却无疑最具启示
意义。

大地震是试金石，试出
了人心，试出了人性，试出
了一个新时代，试出这个民
族每个人向好的可能性。

中国人的坚忍，中国人
的耐活，让世界敬佩。中国
式政府动员能力再一次证
明了体制的能量，而大灾大
难中民间组织的崛起更可
期盼。

恩格斯说过：“没有哪
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
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汶川地震的补偿，就是给国
家、民族赋予前行的新的精
神和力量。

2008 年，中国人在地震
废墟上重重书写了一个大大
的“人”字，既陌生又熟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