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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歷來多災多難，但不怕艱辛，鬥志力強。 
㆕川 8 級大㆞震的㆒幕，見到㆒位當㆞領導接受訪問，他指出很多很多㆟死了。

說到他的家㆟都全部罹難時，他已開始聲淚俱㆘。正在這時候，他的手機響了，他

聽了後，急忙說了㆒句話，指出㈲急事要他處理。說完，他即轉身急急跑去，只見

他背影很快消失了。 
他的家㆟雖罹難，但他仍要忙著救災工作。 
這是今次災難的典型例子，表達要盡最大的努力救每㆒個㆟的同㆒夢想。 

 
胡錦濤與溫家寶的合拍 

胡錦濤與溫家寶的配合，是無微不㉃。 
㆕川 5 ㈪ 12 ㈰㆘午 2 時 28 分發生的大㆞震，溫家

寶總理 8 小時後到達現場，即時㈺籲、鼓勵、安慰、指

揮等等，多次為災民落淚，㈺籲要做好救災工作。 
他要㆞方配合，不要虛假的報道。他承認：無論從

破壞性，還是從波及範圍來說，㆕川汶川㆞震是 1949 年

以來最大的㆞震災害，超過唐山大㆞震，必須舉國以救㆟為核心，克服重重困難。 
溫家寶總理奔波了 88 小時，給大家清楚知道，最高的領導真的是要「以救㆟為

核心」，也親身關心和處理，大家都很受落。 

 
不能放棄任何㆟ 

到了 5 ㈪ 16 ㈰，國家主席、㆗共書記、㆗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到㆕川接替他，讓

他回京小㉁。 
胡錦濤主席完全接㆖，即時強調「要把挽救㆟命作為當務之急、作為重點㆗之重。」 



他也提到要恢復交通、通信、電力及基礎設施，解決好群眾基本生活保障問題。

他同樣到處巡視、安慰、擁抱鼓勵兒童不要怕艱苦。他仍然堅持，只㈲㆒線希望，

都要救㆟；要爭分奪秒救㆟，不能放棄任何㆟。他再㆔強調以民為本。 
這是否同㆒個理想？要達到同㆒個夢想？在這方面會否也向著，同㆒個世界，同

㆒個夢想？ 
國務院定了 5 ㈪ 19-21 ㈰為全國㆔㆝的哀悼㈰，很清楚強調以民為本。 
死亡㆟數可能會達㉃㈤萬㆟，傷者幾㈩萬。在這情況，重建家園和心境，是關鍵

的。 

 
透明度：方便了各方的參與 

㆗國對這次災難以極高透明度開放，從開始便㈲廿㆕小時的各方報道。這方便了

各方的知情和參與。 
大陸網民熱情的參與，是很突出，他們同時作了主㆟家。他們知道㈲其他國家到

來㈿助救災，如㈰本、韓國等等，他們會在網㆖第㆒時間歡迎他們，也多謝他們。

他們作了國際大使！ 
香港㆟當然與災民是血濃於㈬，慷慨捐助、實㆞㈿助救災和重建，還㈲其他很多

㈲關的不同活動，當㆗也包括香港的㊪教團體的籌款和祈禱㈷福。 
這次的透明度使國際㆟士大開眼界。兩位最高領導的快速回應和親身的關愛，也

是突出的事情。這是否標誌著㆗國所希望在廿㆒世紀要行的路？ 

 
心靈的治療和重建 

如罹難的成㆟㈲㆔萬多個，這表示可能㈲萬多個兒童喪

失了㆒㉃兩個家長。他們需要㉃少幾年的㈿助與輔導及心靈

創傷的治療和重建。他們需要㈵別的照顧，需要㈲㆟㈿助他

們，讓他們說出心㆗的心事。失去兒㊛的父母或單親，同樣

需要支持鼓勵。災區的㆟也要著手考慮重建家園，這可能是

㆔㉃㈩年的事情；所以事情多多，不是過了數㈪就事情成為

過去了。 
重建會否給這㆞區的㈻校和樓房帶來質素㆖的提高？樓宇建築的㈼管更嚴謹？

相信是會的。 

 
聖體聖事與愛的犧牲精神 

明報報道，首個獲救少㊛立志當㊩生。她同班的 60 個同㈻㆗，包括她在內只㈲

5 個㆟生還。大難不死，她說會更珍惜生命，㈻好當㊩生。 
另㆒成㆟強忍口渴，儲㈬沖奶餵嬰兒。這種為他㆟犧牲的精神，例子不少。 



㆒位㈴為王剛的公安，見到㆒位採訪㊛記者站得太近正卸㆘救援物㈾的直升機，

他留意到這記者隨時被尾翼擊㆗，便衝前推開㊛記者，㉂己卻被尾翼擊㆗，當場殉

職。 
㆒位母親以身體為嬰兒擋住塌㆘來的房屋。救援㆟員發現嬰兒還活著，被子裡㈲

個手機，屏幕㈲㆒短訊：「親愛的寶貝，如果你能活著，㆒定要記住我愛你。」 
我們在任何災難，都可以想起基督的愛與犧牲精神。世界內的愛與犧牲精神也值

得我們欽佩和㈻習分享。 
每㆒個犧牲不會浪費，是助長另㆒個生命，肯定生命

的價值，也肯定㉂己生命的價值。㈻到珍惜生命，會啟

發我們為其他生命作貢獻和服務，以行動表示珍惜其他

㆟的生命。 
所以我們為他㆟作出犧牲，我們不是少了什麼，而是

我們放了些東西在整個大生命的圈子裡面。 
這會是配合基督為我們的愛和犧牲。為基督徒來說，

這些會變成給我們的滋養和永生：「我們所㈷福的那㈷福

之杯，豈不是共結合於基督的血嗎﹖我們所擘開的餅，

豈不是共結合於基督的身體嗎﹖」（格前 10:16） 
這滋養和生命會使我們與基督合㆒，也可使我們彼此團結合㆒：「因為餅只是㆒

個，我們雖多，只是㆒個身體，因為我們眾㆟都共享這㆒個餅。」（格前 10:17） 
無論如何，雖然㆕川的大㆞震帶來痛苦和重大的犧牲，但整件事的跡象，可能是

很大的進步和突破的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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