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举国哀悼 玉树不倒

降下的是半旗
升起的是尊严

“玉树不哭”“我们都是玉树人”……
一时间这些似曾相识的口号，再次回响
在华夏大地。

我们看到胡锦涛主席中断访问
回国“和自己的人民一起救灾”，在灾
区拥抱鼓励受伤的小女孩，还有那
12个大字：“新校园，会有的！新家
园，会有的！”我们看到一张在网上广
为流传的照片，一个受伤的藏族老大
妈向前去探望她的温总理竖起了大
拇指。

温总理曾提到，要让人民活得更
有尊严。“一切以救人为核心”是这次
救援中提得最多的口号。这种不抛
弃、不放弃的精神再次得到了很好的
彰显。玉树救援，让我们看到了团结
的民族，社会的爱心，人性的善良。

国旗再次为平民而降，是以人为
本治国理念的体现，体现了国家对普
通百姓生命价值的尊重，也是国家对
捍卫民众尊严的庄严宣示。 侯金亮

黎民为国哀低首，国旗为死者所降，这既诠
注着不胜沉重的悲情，又是生者必须的情感出
口，更是一个国家品格与良知的表征。

“国之兴也，视民如伤”。国民之哀，国民之
难，同样需要国家的表达与承担。在生者对逝者
的祈祷中，在生者为生者加油中，一个国家与民族
的伦理与责任，也就会得到最大的彰显。

与国家共呼吸，与民族共命运，这一切，本
身也更需要浓缩成一种国家仪式。禁止公共娱
乐，举行哀悼活动，实际上就是在催发国民的公益
与责任意识，来以国家情感的力量，消解无情灾难
带来的沉重苦难。特别是在目前抗震救灾任务仍
然繁重，家园重建仍有很多困难的情况下，以慎终
追远来积聚民德，以责任担当来尽政府职责，也都
需要以国家名义来进行庄严宣告。 苏子川

以举国哀悼展示
笃定的国家责任

继2008年5月为汶川地震遇难者举行
全国哀悼之后，今天，青海玉树地震发生一
星期之际，国务院决定举行全国哀悼活动。

此举不仅符合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同
时也表达了一个国家对普通公民生命价值
的尊重，这对安定和温暖灾区民心，鼓舞幸存
者坚强地生活下去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让我们面对逝去的生命，为他们默默祈
祷吧！

灾难发生后，很多玉树人失去了亲人，失
去了家园，他们内心的痛楚可想而知。面对被
地震灾难夺去生命的人来说，我们所有活着的
人都是“幸存者”。因此，我们和地震灾难中那
些幸存者一样地悲伤，我们要陪着玉树人一起
痛哭，让他们尽情地释放心中的伤感。

灾难无情人有情。此次灾难发生后，全
国各地一如既往，大力支援灾区，捐钱捐物，
并且发生了一件又一件可歌可泣的人和
事。正如央视一位主持人所说，每一次大的
灾难发生后，我们都不难看到一些在平时所
表现不出来的那种让人感到光辉的东西。
不管是水灾、旱灾，还是发生像汶川、玉树这
样的大地震，大家都可看到中国人有一种共
患难的品质。

我们沉痛悼念在玉树灾难中死去的人
们，也为有像黄福荣这样的义工而感动！正
是有了全国人民的大力救援，有了许许多多
像阿福这样舍生忘死的义工，我们才有理由
相信，正如“青海玉树大地震网上纪念馆”所
刻下的那几个大字：玉树不倒！

我们悼念，我们感动，我们坚强
□首席评论员 闵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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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国务院决定于4月21日举行全国哀悼活
动，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

娱乐活动。届时，在半垂的国旗下，全国
各族人民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青海玉树
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
在灾难造成的巨大损失面前，我们以国

家的名义、以庄严的祭奠形式，沉痛地悼念逝
者、抚慰生者。

七天前发生的那场7.1级地震，已经造成
了2064人遇难。每一位幸存者，都因他们冰

冷的面庞肝肠寸断；心系灾区的每一个人，都
为生命的逝去而沉痛哀伤。

我们悼念逝者，是因为他们的不幸就是
我们的不幸，他们的哀伤就是我们的哀伤。
对遇难者表达哀悼的沉痛，体现了国家以人
为本的光辉理念，寄托着手足同胞血脉相连、
患难与共的深切情谊，闪动着人性里最悲悯、
最宽怀的温暖光芒。

七天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人员不顾
一切在废墟中寻找希望、寻找生命。震后79

小时，123小时，130小时……在难以想象的
险恶环境中，多少幸存者以惊人的毅力，创造
生命的奇迹；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多少人
瞬间用身躯撑起生命的天空，把生的希望留
给他人。灾难中，生命的厚度和深度，足以令
所有生者肃然起敬。

爱，永不停止；生命，生生不息。在深切
的哀悼中，我们化悲痛为力量，汲取逝者的精
神和力量，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载着他们的
希望与梦想前行。

尊重生命是人间最温暖的情感
□新华社记者 姜琳

从单个生命层面来说，哀悼是为了更坚强
地活下去。“坚强地活下去”，这放在平时，也
许就是一句无关痛痒的安慰人的话，但是，放
在玉树地震这样的大灾难面前，它却是一句
非常严肃而又凝重的话。我们表达好它，显
然是一种人文关爱的体现。因为幸存来之不
易——在 7.1 级地震面前，幸存除了是一种奇
迹之外，还可能是一种力量的凝结，在其背后
可能是无数救援队员奋不顾身与死神赛跑的
艰辛，甚至可能有英勇牺牲。这时，幸存者的
生命显然已不仅仅属于个体，还凝聚着英雄
的鲜血，凝聚着一片片无私的爱与一腔腔炽热
的情。

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于大西洋的那一瞬
间，建筑师爱德华在海水中对女友海伦说：爱
我，就要好好活着，活得越有意义，越能证明我
生命的价值。凭着这份爱的力量，海伦最终坚
强地活了下去。这个发生在大西洋中的真实故
事之所以催人泪下，那是因为遇难者在灾难面
前用生命诠释了“活了下去”的意义。

事实上，这种“诠释”放到玉树地震中幸

存 的 生 命 ，同 样 具 有 非 同 寻 常 的 启 示 意
义：坚强地活下去，活得越精彩越有意义，
越 对 得 起 遇 难 的 英 雄 以 及 那 些逝去的亲
朋好友！

可以说，对于众多幸存者来说，坚强地活下
去已成为了告慰遇难亡灵和感恩绕不开的神圣
命题。那么，在4月21日这个哀悼日里，劫后余
生的同胞除了要对那些可敬之人致以崇高敬意
和深切哀悼之外，还必须想今后如何更好地坚
强地活下去，不让英雄的汗水鲜血白流，不让不
幸遇难的亲人好友在九泉之下感到不安。正如
一位心理咨询专家指出的那样，珍惜每一天，把
每一秒当成第一秒也是最后一秒，这是地震第
一个提醒，一个值得所有活着的人要思考的一
个巨大的提醒。

当然，坚强地活下去，这对许多幸存的人们
而言，或许有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因为地震中
他们有的失去了至爱，有的失去了双亲，更有的
失去了子女，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伤痛是巨大
的。但是，请这些同胞坚信，在一个充满爱的家
庭和国度里，总有一双双温暖的手和一腔腔关
爱的情会出现在你们的面前，你们永远不会身
处“孤峰”，永远不会出现被遗憾和抛弃，即便青
藏高原在雨雪交加的寒冷情况下，全国各族同
胞都会送来源源不断的温暖、关爱和帮助，因为
我们是手足情深的兄弟姐妹，我们是团结互助
友爱和谐的一家人。

幸存者坚强是对遇难者最好的哀悼
□陈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