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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兴公民社会的道德基础
公民意识在中国大地普遍得到提升，公民的道德和社会责任

意识也普遍增强，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也逐渐开始建立。

□    文 / 熊跃根

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2008

年5月12日。这一天的14时28分04

秒，在我国四川省汶川县境内发生

了里氏8.0级强地震。从震情看，

此次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震级

最高、波及范围最大、破坏性最强

和救援难度最高的一次地震。面对

震灾，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部署，

举国上下紧急动员，军队、武警、

医护人员、民政干部、志愿者和社

会组织广泛参与救援、救治和灾后

重建的相关支持服务活动，以各种

实际行动共同支援灾区。在这次灾

难救援过程中，最令人振奋的、同

时也是最令人感动的，是广大灾区

民众在自救和互助过程中表现出的

坚韧、顽强和自信，以及普通民众

对灾区人民所表现出来的热诚、无

私和奉献。

◎信息透明催生新型公民文化

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在自然

和社会变化面前人类都不同程度地

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和威胁。长

期以来，习惯国家保护和计划经济

体制式照顾的公民，在社会团体和

自助互助文化不很发达的前提下，

百姓在灾难面前很自然容易失去一

种自发产生的、相互的支持与合作

精神。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

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国家与

社会的关系正在重新建构，公民社

会的道德基础正在不断强化，在一

个开放的信息社会里，一种新型的

公民文化正在华夏大地生成。

此次汶川大地震，中国政府在

第一时间向全世界播报了地震消

息，并历史上首次以滚动新闻的方

式向公民播报灾情。与此同时，无

数的网民和普通民众也在通过网络

与手机短信，了解震情，彼此沟通

信息，表达对灾区人民的牵挂和担

忧。地震后中国新闻的透明和开放

性，不仅显示出一个负责任政府的

态度，更昭示出政府以人为本、执

政为民的治理理念。这使得民间的

关爱和救助力量在很短的时间内聚

集起来，也使国际社会的援助和救

援参与变得更为及时有效。因此，

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建立的快速

的新闻反应和信息透明机制，是催

生公民社会的关爱、互助和团结文

化的重要前提。为尽快及时掌握全

面的灾情，也为了落实救援救助各

项措施，在大灾发生之后的第一时

间，中国政府就做出了迅速反应，

救援部队、救助物质和各种专业人

员迅速被调往灾区。而更为重要的

是，在大灾面前，中国公民所表现

出的空前团结和关爱之情。为了灾

区民众的安危，为了灾区早日恢复

重建，无数民众踊跃捐赠，人们相

信涓涓细流可以汇成江海。同时，

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也慷慨解

囊，他们此时将国家利益和社会责

任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表现出企业

家真正的企业精神。在灾区救援过

程中，无数普通公民以志愿者身份

自发或有组织地前往灾区，他们同

救援队伍和灾区人民一起日夜奋战

在充满危险和挑战的救灾第一线，

与人民解放军、武警官兵和医护人

员等一起，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

诗篇。很多志愿者是在第一时间从

外省赶往四川灾区，并以力所能及

的方式尽快参与到灾区现场的救援

和救助行动中去。

◎灾难考验公民社会的道德根基

灾难考验一个民族的魂魄，灾

难更能体现一个国家公民的真正品

德。四年前，我曾经阐述过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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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突发性的社会事件和社会问

题提供了机会，让人们去反省并试

图理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而此次汶川大地震再次给了人们这

一机会，去反思社会团结和人与人

之间关系，重新认识在灾难的困境

中自强、坚韧和互助的价值。

过去，中国公民习惯了被集体

动员和单位安排，但此次地震灾害

之后，却在民间自发涌现出一股股

奉献和救助参与的热潮，公民再

次深刻体验到作为社会的主人，如

何在困境和灾难面前紧密团结在一

起，如何以集体的力量来克服重重

困难。大难兴邦，大难立党，大难

强民，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在如影随

行的自然灾害面前退缩，更不会因

为苦难和困境而失去自信和决心。

一场大地震，夺走了数万同胞的生

命，摧毁了百万计房屋，受灾人数

逾千万。面对无数生命的凋零，面

对顷刻间破碎的家园，长歌当哭，

惨烈的灾情让英雄落泪，更使星月

暗淡。在克服丧亲离别的痛楚之

后，灾区人民忘我地投入到生命救

援、灾民救助和灾区重建的工作当

中。汶川大地震之后，公民意识在

中国大地普遍得到提升，公民的道

德和社会责任意识也普遍增强。面

对灾难，公民的迎接挑战、团结互

助和战胜困难的信念更加坚定。在

自然灾害之后，一个真正的公民社

会也逐渐开始建立，因为在经历无

数次苦难和困境之后，人民学会了

自发团结和互助，公民也日益认识

到通过相互的帮助和协作，才可能

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减轻痛苦。

经过灾难之后，公民的道德感和主

人翁意识增强了。而在人民的参与

下，政府的能力得到加强，党的形

象再次经历考验，它使党和政府的

威信在人民心底又一次得到升华。

一个民族如能在困境中坚忍不

拔，奋发图强，这个民族一定能够

立于不败之地；一个国家的公民如

能在灾难中团结互助，齐心协力，

不向困境低头，那这个国家的人民

就会变得日益强大。在国家经济不

断发展，在民间财富不断累积，在

公民生活日益富足的背景下，中国

公民开始学会了在逆境中如何团结

互助，并以自发、勇于奉献和敢于

挑战的精神投身到抗震救灾的战役

中。值得注意的是，经历这场灾难

之后，我们的党变得更加坚毅了，

我们的政府更加强大了，我们的公

民日益成熟了。同时，为战胜灾

害，为灾区人民重建美好家园，公

民团结在一起，政府各部门紧密协

作，各项救灾建设工作井然有序得

到开展。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

这场举国上下救灾行动中形成的国

家与社会的互动模式，在未来必能

发展成为一种长效机制，它也将对

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对应对

未来的灾害和相应的救援与重建行

动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在历史

的长河当中，在苦难和困境中所形

成的公民品格，所凝聚的公民社会

的不屈和团结精神，对国家，对民

族都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灾害无情人有情，岁月无常人

有常。因为有13亿果敢坚强和百折

不挠的人民，中华民族在经历苦难

困境之后，一定会日益强大，我们

的国家一定会强盛不衰。这是经历

灾难后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传达给我

们的信念，也是使我们坚信中国力

量日益强大的道德基础。

（作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

教授、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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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2页）到公民参与，社

会应当给人们提供更多的路径和机

会。一次又一次国家遭受的自然灾

害中看到，人们的责任自觉意识在

不断增强，不断演变为难能可贵的

主动救援行动。因灾难而被唤醒的

现代公民意识，聚集了无可置疑的

强大感召力。统筹巨大的网络力

量，善用网络资源构建和谐，推进

公民意识进一步升华，促进政治与

经济的进一步改革，是宝贵的历史

契机，更是无可回避的历史责任。

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胡锦涛出现在中国最重要的报

纸《人民日报》的网站上与超过两

亿的网民进行互动，肯定网络是传

达民情重要渠道，传达出中国最高

领导层在信息时代对民意的欢迎姿

态，彰显出更加开放和自信的执政

风格，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公民意

识，在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们有理由

相信，通过网络这一载体，公民意

识的弘扬，将从此成为社会的常

态。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新闻

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研究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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