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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记忆》

前言

　　在举世震惊的“5·12”四J1l汶川大地震中，多所中小学校垮塌，威州中学是地处地震重灾区四川
阿坝州汶川县一所普通的中学，在地震发生以后，全校近3000名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毫发无损”地
撤离了灾区，创造了抗震救灾的“奇迹”。接着，他们又创造条件，异地复课，谱写了一曲“抗震救
灾、重建家园、再塑师魂”的动人乐章。读起来令人感动、令人钦佩！　　北京工商大学和北京高校
学生心理素质教育工作研究中心为了激励威州中学继续抗震救灾、重塑师魂，通过地震日记的形式记
录了汶川威州中学抗震救灾、艰难复课历程，并集结成书，为抗震救灾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读了书稿，我感到该书有四个特点。一是即实性。当事人亲身经历写就，师生之间亲子般的真情流露
笔端，读来催人泪下，良知、善性、大爱得到了体现。二是社会性。用朴素的语言和真挚的感情抒发
了对党、对人民的热爱、感恩之情，弘扬了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三是教育性。不渲染人们面临灾难
时的无奈和失望，而是着力唤醒、激励、弘扬人们的信心和信念，语言平实生动，细节丰富，可读性
很强，是一部很好的灾难教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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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记忆》

内容概要

又一个五月即将来临。那个五月，在世人皆知的那场灾难中，汶川县威州中学全校近3000名学生在老
师的带领下安全撤离了灾区，并很快在成都龙泉异地复课。《汶川记忆(200名幸存者的地震日记)》通
过200名亲历地震的学生和老师的记录，再现了汶川大地震中师生并肩抗震救灾、艰难复课的点点滴滴
。
怕死是人的本能，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们未曾像影视作品里面的英雄那样喊口号、表决心，他们也害
怕，他们不掩饰自己的恐惧和担心，但在他们的文字里，你看不到刻意渲染的无奈和失望;他们不掩饰
自己的悲喜真情，所以他们的文字处处涌动着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爱与感动。这样的文字更真实，更能
体现人性之美，因而更能触动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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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那一刻，老师和我们在一起　　十八岁的成人礼　　人的一生是漫长的，像一条潺潺的
小溪，流淌不止。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就像这小溪中的一滴水，那么小，那么微不足道，却是
组成伟大生命的基本单位。有些瞬间，比如我特别的十八岁成人礼，却值得我永生铭记。　　2008年5
月12日　12：30　　湛蓝的天空，明媚的阳光，阳光下万紫千红的花朵。放学回寝室的路上，可以放
慢了脚步，贪恋着这春日难得的好天气。想到下午考完英语就结束了这让人窒息的大考，并且迎来意
义重大的成人礼，脚步不免有些飘飘然了。　　2008年5月12日　14：40　　漫天的黄沙笼罩着原本晴
朗的天空，模糊了我的视线。操场上站满了惊慌失措的人，每个人脸上都显出惊恐、焦虑的神情，没
有了往日的淡定。站在似乎软绵绵而脆弱的土地上，看着河对岸整座滑落的山体，往日里熟悉的房屋
、来回奔跑着的大货车被掩埋得无影无踪，才醒悟似的开始后怕，明白刚才经历了多大的灾难。虽然
心里很害怕，还是迅速组织班上的人站好，清点人数。也许，那个瞬间，就是我特别的十八岁成人礼
，我觉得自己真正开始长大⋯⋯　　2008年5月12日　15：30　　不知什么原因，老师开始组织大家向
公路转移。心情开始平复，长长的队伍向公路开进。吵闹的人群开始安静下来，一转身，看到附近小
学的孩子们正手牵手走来，满是灰的脸上挂着两道清晰的泪痕，眼神惊恐无助，紧紧攥着的手上传来
的温度成了他们最大的依靠。一位母亲突然从后面冲上来，找到自己孩子后，紧紧拥在怀里，放声大
哭，击溃所有人的心理防线。大家纷纷转过了头，使劲揉了揉眼，把眼泪硬压回心里。我，不想被打
倒⋯⋯在自己即将宣告成人的这一天！　　2008年5月13日　8：00　　天，下起了小雨，带来的却不
是诗情画意。隔着遮雨的油布，仰头看天，那么灰暗，那么模糊，那么遥不可及，像极了自己的未来
：在最重要的高考前夕，把一切齐根斩断，找不到方向，看不到出路。有的，只是无边无际的茫然。
　　2008年5月13日　10：00　　十班惊人实力大爆发的时刻185人的庞大集体，却只有13个男生。为了
今天晚上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儿，大家的斗志被点燃：我们要自救！于是乎，有了别班男生用车运送
材料赶不上我们用手搬运的奇迹，有了一句传唱度颇高的口头禅：女生当男生用，男生当机器用！我
们是全宇宙最优秀的班集体！　　2008年5月14日　9：00　　开始有家长来学校看孩子了。每一次目
睹他们劫后重逢的场面，眼睛便被泪堵得死死的。听到说有人来看自己，激动地四处寻觅。一个转身
，看到了这辈子最温暖、最坚实的依靠。失控地抱住父亲，积压许久的眼泪、不安、担心，统统宣泄
！这一刻不用再坚强，只是一个回家了的孩子。看到（父亲）那徒步几百公里，红肿到只能穿拖鞋的
脚，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心痛！什么叫亲情！　　那些瞬间，如果不是刻意去回忆，慢慢搜索
，也许会觉得自己已经遗忘了。却在重读麦家的《解密》时豁然开朗：那些瞬间，于我，太重要，太
珍惜，太铭心刻骨，才会不自觉地将之深埋，慢慢与自己融为一体。而我特别的十八岁的成人礼，也
已变成我前行道路上永恒的动力。　　我们在一起　　2008年5月12日　　惊恐了一天。　　渐渐到了
夜晚，没电没水没食物，从来没发现汶川县城有这么黑的时候，没一点光。后来也不知谁从哪里弄来
些手电筒；学校的很多男老师和其他一些人送来两大卷油布，每个班分得一块。孩子们就躲在油布里
靠成一团睡着了，我站在操场一眼望去，好多油布，一团、一团、一团⋯⋯　　2008年5月13日　　凌
晨1点多的时候，实在累得不行了，我也钻进学生堆里，直接躺在地上就开始睡，油布里很闷，怕把
孩子们闷着，我不时地醒过来让他们透气。腰酸背痛折腾了一宿。　　快天亮的时候特别冷，居然下
起雨，地上全湿透了，没办法坐，大家就那么站着，站了一整天，雨还是没停。冷！累！不过居然没
觉得饿。雨要停的时候，一个学生给我递了个沙琪玛，（我）十分感激，没吃，好好地存了起来，下
午的时候分给了几个虚弱的女生。　　2008年5月14日　　听说震中在映秀；听说映秀已经是平地了；
听说映秀中学的教学楼塌完了；听说死了好多人。　　忽然反应过来，牛哥（牛哥是付老师的男友，
和付老师感情颇好）在映秀中学，不知情况怎样？付妹在北校区，不知她是否已经得知这情况，还有
她弟弟也在映中读书，父母在山上老房子里⋯⋯我不敢多想，只想，她一定担心死了。　　几天后我
有机会回了趟北校区，碰到了付妹，她穿件草绿色的棉衣，抱了一大包学生的课本，刚从摇摇欲坠的
教学楼里冲出来。那天阳光很好，迎着风，有几缕发丝从她额前滑过。（她）没有表情，但眸子依然
清澈。听说，从12号到今天她一直和学生在一起，得知震中在映秀的时候，她正在帮孩子们搭帐篷，
她只“哦”了一声，然后继续抬起一块与她的体型极不相称的巨大木板。　　（老天犹怜，多日后得
知她全家都好，只是家中老房子成了一片瓦砾，但那已经不重要了。）　　2008年5月16日　　我们的
孩子们，（我）从来没发现他们这么懂事过。初一的他们平时总是气得老师们无言。但，就是那天（
我）突然发现他们一夜长大了。在最困难的那两天，一块饼干他们都会20多个人分着吃（绝没有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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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找水，找食物，打扫卫生，搭帐篷⋯⋯几乎所有学生都主动将自己食物贡
献到班上统一分配，这些食物包括半个面包、一袋饼干、一袋豆腐干、几粒花生⋯⋯　　2008年5月18
日　　陈远涛是淘气到没办法的那种小男生。　　我们的26个孩子挤在一个不足6平（方）米的小帐篷
里睡觉，我找了个椅子坐在帐篷门口打起盹儿。凌晨3点多，被冷醒了（实际上根本没睡着），下雨
了。帐篷有好几处漏雨。其他同学都睡得很香。有个小小的身影悄悄爬起来，冒着雨，在黑夜里和我
们一起将油布盖在帐篷上。风很大了，一盖上，油纸就被风吹走了。他很机灵，跑到远处去找了几个
砖块和木板压在上面，11岁的孩子，就那样在黑夜里来回穿梭。陆续又有几个同学醒了，加入了他的
行列。但风太大了，过不了一小时，油布又被吹翻，（大家）又起来搭油布，找砖头，找木板。每次
都能看见那个小小的“淘气”的身影。　　5月的夜晚，很冷。但我们在一起⋯⋯　　人性的光芒　
　四川，因土地肥沃、特产丰富，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在多数四川人潜意识里，灾难与天府向
来遥不可及。然而，一切都改变了！　　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地魔发淫威，天府成地狱，钢筋水
泥吞噬了无数同胞生命⋯⋯　　点燃生命之光　　5月12日，汶川县城正午的阳光格外灿烂。窗外，各
色鲜花尽情绽放。街上，车水马龙，忙于生计的人们来回奔波⋯⋯忙碌与和谐构成了这座深居大山、
欣欣向荣小县城的主旋律。谁也不会料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正悄悄地潜入这座和谐美好的县城。
威州中学一如既往地敲响上课预备铃，各教学班任课教师也一如既往地向教学楼走去。突然，伴随着
核爆炸般的巨响，教学楼上下颠簸，坚实的水泥地面顿时如同一石激起的层层波浪剧烈震动。房前屋
后，砖头、玻璃碎片、水泥块大雨滂沱般地砸向惊恐万状的师生。在场的任课老师立即配合值日教师
，指挥慌乱中不知所措的学生紧凑而有序地下楼并奔向操场。　　地震持续的几十秒内，大地痉挛，
地雷阵阵，粉尘漫天，遮天蔽日，四周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粉尘侵入鼻腔口腔，混成泥浆，仿
佛世界末日降临。半分钟后，浓烟散去，灰白色的雾霭中，仅仅留下一片神秘、恐怖的战场：教学楼
、办公楼、综合楼、住宿楼楼体倾斜，墙体被挤酥，几千名师生头上、脸上、衣服上都凝上了一层厚
重的灰色粉尘。　　学校被毁！家园被毁！梦想被毁！汶川县城犹如大力士赫拉克利特复活而奋力搏
斗后留下的战场，留下绯红的血色和浓密的悲哀。　　学校的操场内挤满了学生、老师、家属和避难
的市民。整个操场乱作一锅稀粥。这时的威州中学立即启动了“威州中学地震灾害应急预案”。各中
层干部第一时间赶到操场——　　德育处主任张戈斜扣衬衣扣子，通过哨声指挥、安定学生。　　副
校长龙绍明戴着一副女式学生近视眼镜，手握半导体话筒，嘶哑着喉咙高呼：“各班同学，按升旗仪
式队形站好！”　　工会副主席曾茂蓉反穿着衣服，分不清正反面和前后领口，一直把守在操场出口
疏散学生。　　校长周秀华满脸尘土、满口泥沙，脚踩一双破旧棉拖鞋向上级领导汇报情况⋯⋯　　
地震时的他们如此狼狈，但由于应急预案启动及时，领导班子指挥得当，威州中学创造了全校3000多
名师生及家属无一人伤亡的奇迹！　　因岷江上游被堵，汶川岷江河道断流，威州中学毗邻岷江，洪
水随时可能到来。为确保师生安全，学校领导班子组织全校教师带领学生向姜维城山开进。等到最后
一名学生上山后，龙绍明副校长却没有上山。他拉着爱人刘军老师的手，两夫妇红着双眼、泪流满面
，不顾身前身后砸下的砖头，迎着尚未散尽的粉尘向着女儿就读的威州小学一路呼喊飞奔⋯⋯　　是
啊！灾难来临，首先考虑学生。先保护学生后抢救家人的老师又何止他们夫妇？危难时刻，为人父母
、子女、妻子、丈夫、老师乃至干部的多重身份，令他们往往难作选择——一头连着亲情，一头肩负
着对学生的安全职责，选择哪一头都可能留下一生的愧疚！这就是威州中学的领导！这就是威州中学
的老师！　　待到岷江河险情排除后，全校师生撤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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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2008.5.12 15：30　　不知什么原因，老师开始组织大家向公路上转移。心情开始平复，长长的队
伍向公路上开进。吵闹的人群开始安静下来，一转身，看到附近小学的孩子们正手牵手走来，满是灰
的脸上挂着两道清晰的泪痕，眼神惊恐无助，紧紧攥着的手上传来的温度成了他们最大的依靠。一位
母亲突然从后面冲上来，找到自己孩子后，紧紧拥在怀里，放声大哭，击溃所有人的心理防线。大家
纷纷别过了头，使劲揉了揉眼，把眼泪硬压回心里。我，不想被打倒⋯⋯在自己即将宣告成人的这一
天！⋯⋯　　——廖莹 汶川威州中学高二（二）班　　2008年5月12日 晚7点　　天开始下雨。学校考
虑到女生体弱，我们找来一张大油绸，用绳子把油绸的四个角都绑在树上，然后把高三、初三的女生
全部安排在所谓的雨篷里⋯⋯而男生却只能在雨里躺着⋯⋯　　看着外面淋雨的男生，很多女生于心
不忍，离开篷里，出来和男生一起谈心。在一次次的清查后，所有女生都被叫回篷里休息。然而她们
在走前都做了同一个动作：脱下自己的外衣，披在男生的身上。包括我的女儿。⋯⋯　　——王俊蓉
　威州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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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震来袭时，除了大地震颤、黄烟蒙天还会有什么？除了断水断电、缺衣少食还会有什么？除
了焦虑不已、惊恐万千还会有什么？让他们来告诉你。　　2008.5.12 15：30　　⋯⋯　　不知什么原
因，老师开始组织大家向公路上转移。心情开始平复，长长的队伍向公路上开进。吵闹的人群开始安
静下来，一转身，看到附近小学的孩子们正手牵手走来，满是灰的脸上挂着两道清晰的泪痕，眼神惊
恐无助，紧紧攥着的手上传来的温度成了他们最大的依靠。一位母亲突然从后面冲上来，找到自己孩
子后，紧紧拥在怀里，放声大哭，击溃所有人的心理防线。大家纷纷别过了头，使劲揉了揉眼，把眼
泪硬压回心里。我，不想被打倒⋯⋯在自己即将宣告成人的这一天！　　⋯⋯　　——廖莹 汶川威州
中学高二（二）班　　2008年5月12日 晚7点　　⋯⋯　　天开始下雨。学校考虑到女生体弱，我们找
来一张大油绸，用绳子把油绸的四个角都绑在树上，然后把高三、初三的女生全部安排在所谓的雨篷
里⋯⋯而男生却只能在雨里躺着⋯⋯　　看着外面淋雨的男生，很多女生于心不忍，离开篷里，出来
和男生一起谈心。在一次次的清查后，所有女生都被叫回篷里休息。然而她们在走前都做了同一个动
作：脱下自己的外衣，披在男生的身上。包括我的女儿。　　⋯⋯　　——王俊蓉　威州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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