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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望川十年，看见中国社会的成长

编者按：“苦难是一所无人报考的大学，但从这里毕业的都是生活的强者。”个人是这样，
一个国家民族也是如此。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历经坎坷。特别是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列
强入侵，山河破碎；战乱频仍，血雨腥风。无数仁人志士抱定“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
裹尸还”的牺牲精神，才换来了今天腾飞的中国。灾难对人类虽然可以带来伤害和毁灭，但
也可以让一个民族涅槃重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也许就是灾难的价值吧。

望川十年，看见中国社会的成长

①今天是 5•12 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回望，缅怀，期许，
对国人来说，当此“十年之祭”，望川不忘川，天涯共此时。

②十年很短，石火光阴，转瞬即逝；十年也很长，长到那本
“震灾纪念册”或已泛黄，当年经历这场灾难的人也都被岁
月痕迹“加持”：曾勇救两名同学的“小英雄”林浩，已经
长大成人踏上了演艺之路；曾为被压在板石下的同学举了一
夜吊瓶的“吊瓶男孩”，入伍后又到了银行……和他们一样
迎来和拥抱新生活的，还有无数被打上了“地震亲历者”烙
印的人。

③时光流逝，生活继续，虽然新长出的皮肤仍难掩血痂痕迹，
温故 5•12 也会伴着创伤记忆，可向死而生的经历，让他们
前行的步伐更有韧度和力量。既然“修短故天”，那就生如
夏花，既然灾难没打倒自己，那就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德国
作家赫塞说：有勇气承担命运，这才是英雄好汉。而他们，
就用积极过活克服了灾难留下的阴影面积，承担起了被加注
了“坎坷分量”的命运。

(1)开门见山，交代写作背景、
意图。

(2)举例论证。见证那场灾难
的人们，十年间被岁月痕迹
“加持”。“加持”系佛教
用语，指佛菩萨以不可思议
之力保护众生之意。

(3)引证法。用德国作家赫塞
的话评价灾难的价值，充满
辩证意味。

题目即论点。“望川”回望
汶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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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无问西东，只问敢勇，这就是成长。而他们的成长，背靠
着整个汶川的成长。

⑤凤凰涅槃，灾后重生，是很多人给今日汶川的“画像”。
涅槃重生，也“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只是脱胎换骨的结果容易被聚焦，经历浴火之痛的过程却经
常不被“看见”。

⑥这场强震带给汶川的劫难之深重，已远非文字所能承载：
数以万计的遇难失踪人口，是灾区难以愈合的伤口；残垣断
壁、满目疮痍，则用“凄凄惨惨戚戚”的景象铺垫了重建
之难。

⑦但浩劫过后，汶川并未沉沦，而是迎来新生：荒墟之上，
繁花生长；弥望之处，生机盎扬。“一年一个样、三年大
变样、五年展新貌”，这是照进了现实的希冀；“最漂亮
的是民居，最安全的是学校，最现代的是医院”，这是最
慰藉人心的境况。汶川没有倒下，而是站了起来，还站立
得更有力量。

⑧以受灾最严重的北川为例，十年前，一声巨响，14.2 万
人无家可归，2万余名同胞遇难，全县基础设施毁于一旦。
十年后，北川万木回春，已“换了人间”，新县城生气蓬
勃、山清水秀，零碳城市的擘画已指向明晰，裕饶之相，
也在显现，其贫困发生率已降至 1%以下。“命运他无法让
我跪地求饶”，所谓成长，就在于此——不弃不离，不屈
不挠。

⑨而地震亲历者和汶川的成长，也跟中国社会的巨大成长
之间，形成了深刻的“互文”。

⑩十年前的这场搅得蜀地山河破碎的地震，已然成了对整
个国家的淬炼和洗礼：震灾发生后，军人、武警、消防等
迅速投入救灾，包括志愿者与捐赠者在内的民间力量也自
发集结，故汶川地震也创造了很多个“第一”：既有中国
军队第一次大规模实施空降空运救灾，也有中国慈善专项

(4)过渡段。承上启下，为
汶川成长铺垫。

(5)暗示下文叙述重点：“经
历浴火之痛的过程”。

(6)指出灾难深重。

(8)通过十年前后的对比，来
突出北川人的不弃不离、不
屈不挠。

(7)强调汶川重获新生。句子
整齐优美，拟人、排比修辞
手法增加文采，富有可读性。

(9)由“地震亲历者和汶川的
成长”到“中国社会的巨大
成长”，由点到面，逐层递进。

(10)指出十年前的那场抗震
救灾对国家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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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金额第一次破千亿元。

⑪在此之前，中国社会几乎没有迸发出过这么强劲的凝
聚力，公共参与也从未像这样广度与深度兼具。正因如
此，当年被称作“中国志愿行动元年”，汶川地震也被
视作中国社会演进的分水岭。这背后，是对生命价值的
敬畏与顾惜，是“没有谁是孤岛”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是用人性纪念人性的自觉。

⑫而这十年里，就像在印证那句“没有哪次巨大灾难不
是以历史进步为补偿”的名言，汶川地震蕴蓄的很多反
思价值被汲取：无论是在互联网助推下社会公共参与更
广泛、志愿助人精神星火已燎燃，还是防灾救灾与援助
救助方面的建筑质量标准更严苛、救灾动员机制更有序、
捐款使用制度更透明、遇难者名单公开制度更规范、逃
生技能教育更普及，都是呈示着“以过去为镜”的担当。

⑬更重要的，是寓于生命至上、权利本位、让个体有尊
严等观念之中的人本立场，在当下中国愈发深入人心。
“一切为了人的全面发展”，绝非骛于虚声。而今，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高质量发展”等已经坐标了
新时代中国的发展面向，而发展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
了人。

⑭当“人是目的”成了校准权利与权力关系、发展与民
生格局的标尺，这无疑是社会成长的标志。在地震中的
逝者为生者承担了死亡后，作为生者的我们，此刻用记
忆接续记忆，用权利的价值去张扬人的价值，本就是社
会成长的微观映射。

⑮望川十年，再反观当下，看见的是中国社会的成长。
这份成长，是对那些逝者的告慰，也是对人本价值的
称量。

来源：2018-05-12 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佘宗明

(11)高度评价抗震救灾的意
义和体现的价值。

(12)举例论证。汶川地震蕴蓄
很多反思价值被汲取。

(13)人本立场深入人心。

(14)指出社会成长的标志：
“人是目的”成了校准权利
与权力关系、发展与民生格局
的标尺。”

(15)结尾点题，重申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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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警语】

当“人是目的”成了校准权利与权力关系、发展与民生格局的标尺，这无疑是社会成长的标
志。在地震中的逝者为生者承担了死亡后，作为生者的我们，此刻用记忆接续记忆，用权利
的价值去张扬人的价值，本就是社会成长的微观映射。

【思维串联】

【相关链接】

汶川十年，世界见证中国力量

灾难，考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力量与韧性。从山崩地裂到新城崛起，从满目疮痍到生机
盎然，十年间，劫后重生的汶川迈入崭新时代。中国力量创造出世界惊叹的奇迹，彰显中华
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带给世人温暖和启迪。

今日汶川，民居白墙青瓦，校园书声琅琅，公共服务设施完备；山茶、樱桃、猕猴桃通
过电商网络销往全国乃至全球；精品民宿、生态旅游把青山绿水变成家门口的“诗与远方”……
前往灾区的中外人士无不赞叹：唯有中国，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

汶川的重生与崛起，彰显了当代中国民族精神和制度优势。自然灾害面前，人类显得脆
弱渺小。但基于制度优势形成的“再生能力”，常常迸发出惊人伟力。这种力量，不仅体现
在危难前的众志成城、攻坚克难，也体现在危难后的快速恢复、高效运转。

制度的优越性，在比较中尤为鲜明。一些西方媒体评价，“很少有哪个国家的政府能像
中国那样集中资源和注意力”。一名美国学者感慨，对比汶川地震和美国“卡特里娜”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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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中国的反应速度、社会动员能力远超美国。实地采访汶川灾后重建的美国《国际先驱
论坛报》记者霍华德·弗伦奇则感叹，中国政府强大的执行力让汶川奇迹“以一种让新奥尔
良嫉妒的速度发生”。

从汶川到玉树，从芦山到九寨沟，经历一次次灾难考验，中国社会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救灾速度更快，重建效率更高，救助模式更加成熟，体系机制日趋完善……而改革开放以来
的发展成就和深厚积累，则为创造汶川奇迹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初心与担当，是创造汶川奇迹的原动力。“始终和人
民在一起”的信念坚守，让党和政府在最短时间内科学决策、周密组织，实现高效的资源调
配；着眼长期和可持续发展的灾后重建理念，与精准扶贫、绿色发展理念彼此呼应，凝聚起
民众的精气神，使大灾之后重现欣欣向荣。

透过汶川奇迹，世界更加清晰地看到，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百姓安危冷暖放
在心上，为人民带来持续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是引领中国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的中流
砥柱。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汶川灾后救援与重建，离不开国际社会的鼎力相助。这是展现跨越
国界的大爱，是人类命运与共、同舟共济的例证。作为“地球公民”，中国已把守望相助、
风雨同舟的抗震精神转化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行动力。从国际救援到国际维和，中国以
实际行动为遭受磨难的生命点亮明灯，为世界和平安宁带来希望。

历经沧桑的中华民族，以不屈的精神，汇聚磅礴力量，正向着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阔步前行。

来源：2015-05-10 新华网 新华时评 作者：韩梁

编者：刘广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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