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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周报消息】中国物理学家孙文广（1934年－）

是山东大学退休教授，现居济南。5月19日，他透过海外

媒体，发表了一篇题为“少年之

血映红中国黑夜”的文章。以下是

该文节选： 

关注汶川地震，报道死者多

为中小学生，现场惨不忍睹，继续

观察、思考，我发现，不只是天灾，

更是人祸。我面对受灾者的遭遇，

死去亲人的哀嚎，禁不住掩面而

泣。我要写出真相，我要为死者、

为少年之血、母亲之泪呼号，我要

寻找灾难的源头。 

（一）死者多为中小学学生  
汶川地震死亡已经超

过两万，从电视上看到，灾

区震塌的多是中小学校舍，

压死的多是少年学生。 《南

方日报》记者到了灾区绵竹

的洛水中学，一位带队者对

他说：“这个镇震死的都

是这个学校里的娃娃，太多

了，大人死也就死了，

可……，”记者描述，挖出

的孩子们都被送到了镇政

府，政府打开5个仓库全部

摆放他们的遗体。从这里可

以看到镇政府和它的车库

都没有坍塌，相当的牢固。

（见《南方周末》） 

《英国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去汶川的采访者发

现一个村里死的几乎全都是学生。  

（二）危房校舍是学生死亡的直接原因  
据美联社报道：在地震中聚源镇的聚源中学有将近

900名学生被埋在聚源中学的废墟中。地震四天之后，仅

有一小部分学生被从废墟中抢救出来。该中学的四层教

学楼垮塌并导致数百名学生死亡，而附近的楼房却依然

站立着。  

居民说：“水泥没有按正确比例与水混合。里面的

钢筋也不够。沙子不干净。”“建教学楼用的都是些伪劣

建材。” 

《南方周末》登了一幅灾民提供的照片，这幅照片我

看了几遍，是在汶川县漩口镇拍的，这幅照片中，前面是

一所倒塌的老旧灰暗的中学教学楼，一些人在楼前抢救

受伤的学生，而在倒塌的教学楼后面却露出了一座光亮，

气派的办公楼，不但没有被震倒、震塌，墙上几乎都看不

到裂纹。这说明政府办公楼是多么的牢固。 

听说民国时期的四川军阀刘文辉规定，当地县政府

建筑比学校好的，县长立即

枪毙。四川的很多县份，学

校非常坚固，战争时期甚至

可以作为固守的防御工事，

而县政府却往往形如牲口

棚。不知道对比之下，现在

领导人是否会感到惭愧。  

    （三）什么叫“爱国” 
    在中国，宣传机器，常

把中国少年比作国家花朵、

说成祖国的未来，为什么来

了地震，受灾的却主要是少

年？为什么有权有势的人

可以安然无恙？为什么，中

小学校舍大片的倒塌，而政

府办公楼却多岿然不动？现

在小学生之死接连不断地展

现到人们面前，这时候人们

应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应该问几个为什么。 

什么叫“爱国”？我认为爱国者，首先要爱护中国的

未来，首先要爱护青少年的生命，青少年是中国的未来，

是祖国的花朵。我们要为这次地震中本不该死的青少年

讨回公道，这才是爱国的表现。  

爱国者应该把自己的眼光转移到国内，不要跟着别

人去到海外寻找假想敌人。  

中国的政府公务员，可以拿着公款，吃喝玩乐，这些

钱拿出来可以建设多少小学生的教室。据统计，中国的政

府，每年公车消费4000亿元，公费吃喝3000亿元，出国消

费3000亿元，一共是1万亿，（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

四期）如果削减这些开销的一半就可以建很多坚固优质

的教室，挽救千千万万儿童的生命。◇ 

▲在学校废墟中收集的⼩

学⽣书包，待⽗⺟认领 

    我是个大学毕业生。前几日听到地震的消

息，我想起了身在四川的老师，马上去打听他的

电话号码。当老师接到我打给他的电话时，他很

惊讶：大灾难的混乱中，我竟能找到他！我问他

那边情况怎么样，他兴奋的说：“地震时我就想

到了五个字‘法轮大法好’，我认为一定没事！

你看我现在什么事都没有！”我非常欣慰：当年

跟老师说的危难时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这

句话，老师真作为大难降临时的“生命护身符”。

老师说他住的地方震动得很厉害，震级应该在六点几级

以上，周围的人都很害怕，很多人慌乱的

跳楼逃生，结果摔伤。我在电话中一再嘱

咐老师要注意安全，老师却说他没事，他

有“法轮大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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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灰暗的中学教学

楼倒塌了，后⾯露出光亮

⽓派的办公楼（四川省汶

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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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蔑是孔子的侄子，宓子贱是孔子的学

生，两个人都做了县令。  

一次，孔子前往孔蔑那里，当时正值春

季农忙时节。孔子在路上看到一些田地荒芜，

百姓站在田边，样子非常愁苦，孔子问道：

“为什么不去耕种？”百姓说：“因为半年

之内没有交足税，按照规定受到不允许种地

的处罚。”孔子听了很忧虑。 

孔子见到孔蔑后问道：“自从你出仕

以来，有何收获？有何损失？”孔蔑说：

“没有什么收获，却有三样损失。君王让人

做的事情就象一层一层的衣服一样那么多，

政务繁忙整日忧心忡忡，哪儿有时间治学？

所以虽然学习也不能够领悟到什么道理，这

是第一个损失。所得到的俸禄少的像粥里的

米粒一样，不能照顾到亲戚，亲友们日益疏

远，这是第二个损失。公务急迫，很多事不

能遵照礼节去做，也没有时间去探视病人，

别人又不理解，这是第三个损失。”原来如

此！ 

孔子又来到宓子贱那里，看到当地物阜

民丰，百姓诚实、有礼，孔子问宓子贱：“自

从你出仕以来，有何收获？有何损失？”宓

子贱说：“没有什么损失，却有三样收获。

无论做任何事情，即使处理繁冗的公务，都

以圣贤之理为指导，把它当作实践真理的机

会，这样再学习道理就更加透彻明白，这是

第一个收获。俸禄虽然少的像粥里的米粒一

样，也分散给亲戚一些，因此亲友关系更加

密切，这是第二个收获。公事虽然紧迫，仍

然不忘记遵守礼节，挤时间去慰问病人，因

此得到大家的支持，这是第三个收获。” 

宓子贱后来成为历史上“仁政教化”的

名人，使德入民心，史称“鸣琴而治”。  

正因为人生境界的不同，才使人们处世

态度、思维、行为产生了差异，最终导致了

结果的不同。为人处世，特别

是在逆境中的时候，如果能

够仁爱为怀、多为别人

考虑和付出，就能得到

光明乐观的心态。光

明的心态不但会影

响周围的环境，

也会充实自己

的身心，让自己

有更珍贵的收获。 

－今年5月3日，也就是“5.12”大地震已酝酿成

型之时，四川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接到群众咨询电话，

求证当地是否将要发生大地震。为保奥运，当地有关部门积极辟谣，

说没有这回事。 

－据地震专家中国科学院工程地质力学重点实验室李世辉先生

撰文指出，中国的地震科学家耿庆国于2006年根据大旱与地震关系，

预报近年阿坝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他又根据强磁暴组合理论，

明确提出“阿坝地区7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5月8日（前后10天以

内）”。 

－2008年4月26日和27日，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下属的“天灾预测

委员会”集体讨论，做出以下预报：“在一年内（2008.5～2009.4）

仍应注意兰州以南，川、甘、青交界附近可能发生6～7级地震”，并

将文字报告于今年4月30日上报中国地震局。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共开始同意接受国际援

助的时候，已经错过了72小时的黄金援救期。人被埋在废墟中，往往

撑不过72小时。 

－民间关于五个奥运福娃与近期一系列灾难的关系的说法得到西

方媒体转载：熊猫晶晶对应四川地震，藏羚羊迎迎对应西藏问题，风筝

娃妮妮对应山东奥运宣传专列撞车事件，火娃欢欢对应着北京奥运火炬

在全世界传递过程中遇到的抗议。现在只剩下鱼娃贝贝没有出事了，是

否对应着更多的灾难呢？文章没有评论，只引述北京大学教授夏学銮的

话说：“中国人通常把大的天灾看作是上天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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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5月12日的四川大地震震惊了全世界，也引来了澳大利

亚媒体的注目。那么澳洲媒体是怎样报道这次地震的呢？澳洲媒体

的报道集中在灾情和地震给人们带来的各种伤害、特别是精神伤害

上。很多报道都是记者深入到灾区，采访了一个个有名有姓的灾民后

写出来的。 

比如《悉尼晨锋报》有一篇文章，以“死是什么意思”为题目，

报道了一个只有五岁的名叫李春春的小女孩。这个女孩非常可爱，记

者问她叫什么名字时，她把衣服撩起来，指着自己的肚皮说：“我的

名字在这儿。”旁边的护士说，那是警察写在她肚皮上的，这样别人

能知道她是谁。五岁的李春春告诉记者，她的婆婆带她去幼儿园的时

候，一个大石头突然砸在婆婆的眼睛和鼻子上，出了很多血，然后她

再叫婆婆，婆婆就不答应她了。记者问她：“那婆婆现在在哪儿

呢？”小春春说：“她死了。”然后紧接着反问记者：“死是什么意

思？” 

在大量报道灾情的同时，澳洲媒体也注意到了另外一些情况：

比如说，地震刚发生半个小时，中宣部就开始下发通知，不许擅自报

道灾情，要用新华社的通稿。 

《澳洲金融评论》的一篇报道说，新闻管制的问题在中国是积重

难返。比如外国媒体报道了豆腐渣工程造成的大量中小学生死亡的

情况，但在中国这方面的讨论就受到严格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