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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研究》

内容概要

《公益研究:反思灾后社区重建(2012年第1辑)(总第3辑)》以《公益研究》（原名《公共生活评论》）
为平台，我们组织了这一期以“反思灾后社区重建”为主题的专辑，希望以此能够推动更多的关于灾
后社区重建的反思性学界讨论。悄然间，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三年多的时间。当灾难带来的沉痛记忆
在普通大众的头脑中逐渐消退之时，灾区民众却仍然需要带着潜藏于内心深处的伤痛努力在一片废墟
之中重建自己的家园。如果说灾后紧急救援考验的是这个国家即时的动员力与这个民族进发的凝聚力
，那么灾后社区重建需要面对、思考及解决的问题则更加复杂，因为与即时展现和进发的国家动员力
、民族凝聚力不同，重建中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是地方性、社区性与操作性的，在社区重建的微
观行动层面更需要进行不断的反思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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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是2011年4月1日经中山大学批准正式成立的一级非
营利性研究机构。研究院立足慈善事业相对发达的珠三角地区，面向两岸四地，开展公益慈善研究。
我们的愿景是通过行动导向的研究，推动公益创新，建设一个多元、公正、可持续的美好社会；我们
的使命是通过研究、教学及参与政策创新，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公益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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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首语
专题论文
从紧急救助到社区重建
社区重建：NGO角色与功能的反思
多元共治：对灾后社区重建中参与式发展理论的反思
性、妇女充权与集体疗伤
公共评论
汶川地震灾后社区重建存在的问题及其反思
灾难的社会根源与灾害社会工作
灾区重建与社区工作模式
社会再适应、参与式重建与反脆弱性发展
民间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在汶川地震灾区的进退持守
对话
灾难与社会重建
坚守底线守住梦想
平等合作：从灾后重建看政府与社会工作服务组织的
伙伴关系
调查报告
发展性社会工作的探索与思考
NGO介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概况调查
译介与综述
国外灾难研究的历史、现状与趋势
汶川地震社区重建与社会工作研讨会综述
改版通知

Page 4



《公益研究》

章节摘录

　　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一路芙妹讲述的主题居然偏离了孩子，而谈起了她的离婚、前夫的外遇
、她与前夫及其情人的纠缠。主题偏离的最主要诱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路上撞到了她前夫，这个一
直游移在芙妹与情妇之间的男人。然而，在这之后我与芙妹的频繁交往中，她几乎每次都会聊到前夫
，不时夹杂着对于男人女人、婚姻爱情精彩的言论，比如“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不结婚也不住一套
房，喜欢在一起就在一起，不喜欢就各过各的”。联系到震后灾区一片忙乱的状况，还有芙妹痛失两
个孩子的心境，她在这样的时候仍然陷于与前夫的关系纠缠中，不能不让我们醒悟：其实，对于像芙
妹这个年龄这个生活阶段的女人来说，性关系与性别关系，心灵创伤与生计困难，都与她的日常生活
密切绞合，是她难以挣脱的现实困扰，也是我们社工不能回避的实践议题，不管我们当初进入灾区的
目的是什么，以后的目标又如何设定，我们都必须介入她们生活中的种种复杂性，回应她们独特的需
要。　　从遇到芙妹的那一天起直到现在，我们与芙妹以及像她一样的一群灾区妇女，互动密切来往
频繁。借助于“映秀母亲刺绣小组”这样一个平台，我参与并见证了芙妹及其姐妹们如何从丧亲的哀
痛中挣脱出来，在废墟上开始一针一线地刺绣，从“啥子都没有”，到成立多达100多位妇女参加的刺
绣小组，开展近千人参加的锅庄舞大赛，举办“广州5·12映秀母亲羌藏绣义卖会”，成立“映秀母亲
食堂”、“映秀母亲绣坊”，筹备融合收藏、展览、社会企业等诸多功能于一体的“映秀母亲羌绣文
化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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