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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国在灾难的砥砺中从容崛起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
气息改变情味不变，茶香飘满情谊。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
拥抱过就有了默契，你会爱上这里⋯⋯初秋一个写意的清晨，院里的花草退去了昨夜的酣眠，夏末的
流翠洋溢着生命的气息，在微风中吐纳自然菁华，淡定一如往昔。
脸上还带着睡意的小女孩轻轻地哼起了《北京欢迎你》。
一切都好像没有发生过，但仿佛一切都已经沉淀在人们的心底，充满东方神韵的旋律唱出了中国人历
经灾难之后的从容。
中国政府带领亿万人民积极抗震救灾，从汶川的伤痛中勇敢地挺立起来，古老而又充满新生的中国已
经张开了臂膀，笑迎四海宾朋。
或许因为频繁，故而习以为常。
我们习惯了五千年的纷纷扰扰，习惯了在黑夜中擦干眼泪，等待破晓的曙光，习惯了狂风暴雨的一次
次降临。
但当有人细数我们所经历的灾难时，结果莫不令人震惊，从周朝及至明清，我国每年平均发生约两次
较大的灾难。
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然而我们从没有畏惧过，我们对灾难的“习惯”已经不是对生活的简单解读，
更不是麻木的反应，而是一个民族从剧变中重新站起的坚强与稳重。
人类的历史写满了和灾难搏斗的血泪，没有一个民族能仅用田园牧歌的闲适和诗情画意的曼妙写就它
的历史。
因为灾难，历史从来不缺少起伏波折和灰色的记忆。
然而，世界上很少有一个民族像我们经历如此多的灾难，更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在一次次的摧毁
、打击、跌落后顽强地延续文明的脉动。
如今，巴比伦只能靠想象维持后人对盛世的眷念；埃及的金字塔孤独地守护着最后一点历史的魅力；
印度文明像是一张张碎裂的图片，始终填补不了掉落的空白；唯有中华文明历尽劫难，依然鲜活如初
。
黄河长江的肆虐、山崩地裂的震撼、王朝更迭的剧烈、家国沦丧的悲惨⋯⋯这一个个阵痛连接在一起
足以汇成血泪河，但仍淹没不了中华文明前行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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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屈辱到崛起，中国等待了太久。
当五千年的画卷在“鸟巢”轻盈舒展，这一刻，我们等了整整一百年。
一百年来，世界格局改变太多，不变的是我们对崛起的求索。
世界是国家、民族同进步、共生存的大舞台，无论是和平年代还是战争时期，大国始终是这个舞台上
的主角，演绎一段激扬年华。
葡萄牙、西班牙或许还在回味四百年前的扬帆岁月，荷兰的风车执著地转动着小国霸业的点点滴滴，
英伦的“日不落”豪言随着时间垂落在晚霞中。
往昔已然成梦，舞台上留下大国崛起的痕迹，让后来者聆听启示。
　　复兴路上伴着风雨坎坷，古老的中华民族如同一株顽强的常青藤，历尽劫难，青葱依旧。
她从这汶川的废墟上从容站起，挺立在历史的关口，以自信的姿态求索崛起之路。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多难兴邦>>

作者简介

许长荣，生逢江南晚秋，后北上京城潜心研读，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长期致力于历史文化的研究工
作，文如和风又不失新锐锋芒，见解独到兼具文史积淀，常在著名报刊上发表文章，曾参与策划并亲
自执笔“煮酒论史”系列畅销书，代表作有《美丽的民俗与中国文化》、《和名家一起淡看清朝风云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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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篇 从废墟从容崛起的民族第一章 灾难中成长的中国人类历史是一部灾难的记忆史中华文明在灾难
中突围第二章 多难兴邦：历史的辩证法多难兴邦每一次灾难都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从抗震精神到奥运
精神第一篇 中华文明：灾难中重生的常青藤第三章 惨烈片段里，家国肌体的磨砺 滔滔水患与统一意
识的凝结成为汪洋中的一滴水为未来造就担当的一代第四章 在废墟的底色下，重新审视生活寻找家庭
伦理中的人性光辉花开花，给生命应有的礼遇英雄的平民化第五章 自然的思考，心灵文化的救赎我们
不是自然的尺度锤炼复原力织补文化的缺憾，接续文明的断层第二篇 梦回百年，屈辱中崛起第六章 
跌落瞬间，站起之难思维的硬伤：“中国中心论”梦醒了，被迫睁眼残断山河，烈火中求生第七章 阵
痛之下迎来思想的“分娩”在血泪中“烘焙”思想熄灭了大火，火苗依在美丽的意外，革命的枪声向
凡尔赛宫说“再见”，向圣彼得堡说“你好”第八章 在沉寂中爆发，在痛苦中觉醒小船驶在大船的希
望合作与分裂，走出效仿的囹圄蹒跚步伐考验引路人生死存亡的历史拐点民心的胜利第三篇 漫漫复兴
路，上下求索第九章 求索路上，敢教日月换新天巍巍军魂，异土安眠蓬断草枯藏国威第十章 变与不
变，这是一个问题一百多年串起民族思想的接力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改革的刚性与动容的情怀第十一
章 开往现代的列车呼吸民主的空气从人治走向法治科教：国家飞翔的翅膀家园的拷问第四篇 从华夏
风骨解读多难兴邦第十二章 仁受，两千年的中国风骨仁爱气息，沉淀思想的气象人如蒲苇，草木知青
第十三章 千古江山，载不动许多愁盛衰时刻，知识分子的守望最大的灾难是忽视灾难第十四章 心头
系着家国从家到国，爱的泅渡家国意识的平民色彩第十五章 面对生命与义的选择义，丈量生命的厚度
人间正道是沧桑第十六章 浩然从容，达观精神悖论一种从容，别样出世精神丰盈，文明不会干涸第五
篇 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与多难兴邦第十七章 文明：以开放的姿态绽放历史选择了这块“海绵”——儒
家文化这一滴水，藏着中国人的品格孔子的文化远航第十八章 “家”是我们心底的执著“内守”精神
：理性与血性的交集厚重的乡土，人生最终的心理坐标漂泊路上，行囊装归心第十九章 一切皆有序，
所以稳定农业帝国的“护身符”——户籍茶·中庸·内在精神的稳定性第六篇 历史的关口，中国何去
何从第二十章 在灾难中沉淀，从容走向世界多舛岁月，和世界在一起中国式耐心：让世界更了解中国
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第二十一章 天下情怀，文化行远从北京到台北，一弯海峡一样情文化：另一条复兴
的思路软实力：一张最有用的国家名片附录中国古代灾难实录——中国灾难史统计表多难兴邦评论集
对“多难兴”的反思与展望汶川地震启示录：大国民多难兴邦（节选）中国——灾难后必然崛起！
“多难兴邦”是对生者的激励（节选）多难兴邦：中国给世界一个惊喜多难兴邦，坎坷育人“多难兴
邦”的现实意义从灾难中崛起（节选）“只有当人们对个体生命的思考提升到整个国家命运的思考的
时候，才会多难兴邦，才会凤凰涅槃”面对灾难的反思灾难反思与改革契机力量，在灾难后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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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导篇 从废墟上从容崛起的民族第一章 灾难中成长的中国人类历史是一部灾难的记忆史2008年5月12日
，特大地震席卷了中国平均地势最低的四川盆地，地震的冲击波如放射线一般向四周扩散而去，几分
钟内，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感觉到了不同程度的震动。
而在四川，秀丽的山川转瞬间崩裂、破碎、滑落，道路一瞬间被泥石流冲毁，山间的茅屋瞬间成了碎
片。
站在废墟上回首，人们用沉痛而复杂的眼神看着田野被毁、家园坍塌，凝望碎石深处偶尔生出的几株
幽草，开始了对历史灾难的沉痛追思。
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肆虐，庞贝古城瞬间被毁。
公元542年，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发生黑死病，高峰时每天有1万人死去。
而到了14世纪，欧洲也被笼罩在黑死病的阴影之下，2500多万人因此丧生。
1817-1832年的霍乱、1519-1540年美洲的天花疫情，使这些时期成为人类历史上的黑暗年代。
灾难好像总是和人类相伴，姑且不论战争等人祸，单是地震等天灾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便触目惊心。
每年人类能感觉到的地震有5万多次，能造成破坏的5级以上地震约1000次，而能造成巨大灾害的7级以
上地震约十几次。
每一次灾难都是对人类神经的一次敲打，一串串触目惊心的数字连接起了不堪回首的岁月。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堪称地球的重灾区。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自然灾害最多。
在殷墟的甲骨文中，各种天灾都出现了：旱涝、地震、风灾、雷灾、蝗灾。
不仅如此，最能显现民情的民间谚语和歇后语，也有大量关于天灾或预示灾害将到来的内容，例如“
缸穿罗裙山戴帽，蚂蚁搬家蛇上道，大雨将要到”、“旱刮东风不下雨，涝刮东风天不开”等。
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大多数与自然灾害有关。
据《史记》载，战国七雄并立时期，秦穆公十三年，晋国发生饥荒，向秦王朝购买粮食，粮船规模宏
大，浩浩荡荡。
秦穆公十四年，秦发生饥荒，晋却未曾援助秦，为此双方发生争战。
秦穆公十五年，晋国又发生了饥荒，虽然穆公十四年的时候向晋国求粮食，晋国没有帮忙，但秦国还
是基于“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的道义，慷慨赠与小米。
从秦晋之间的救灾往来开始，仅仅三年间，两国就发生三次天灾，其灾害频繁程度可想而知。
据《中国救荒史》一书统计，从有明确灾难纪年的商汤二十四年直至清朝覆亡，在这三千多年时间里
，中国共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3000余次，平均一年一次有余。
其中，洪水几乎是灾害的常客。
可以说，水孕育了文明，但也能让文明覆灭。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同时，它也给先人们带来了无穷祸患。
一个民族的神话、传说总是和文明的起源息息相关。
据史料记载，中国最古老的有关自然灾害的传说应该为大禹治水。
据古书描述，黄河流域经常洪水泛滥。
到了商王朝时期，根据考古学家的鉴定，商朝频繁地迁都，有“前八后五”之说。
不能不说，商人频繁迁徙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躲避水患。
略去自然灾害的镜头，历朝历代的战乱更是一个个惨烈的片段，比之自然灾害导致受难的人数有过之
而无不及。
秦王朝时期官吏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东汉末年国不成国，奸佞当道；晋代五胡乱华，大举屠城，死
伤无数；隋末战乱，路边常有冻死骨；蒙古南下建元朝，专横跋扈，肆意伤人；明末官匪沆瀣一气，
民怨四起；清末军阀并立，征战连年，封建余毒摧残百姓。
每一次王朝的变动或外族入侵，无辜受累的百姓达数千万，死伤不计其数。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段文明，不会千年如一日而不被打断，而人祸，恰恰是文明出现断层、
人口骤减甚至国家永远消失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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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与古波斯之间的战争给了我们最大的启示。
居鲁士建立了古波斯王国，称霸伊朗高原，曾经自称“宇宙四方之王”，他的孙子辈人物薛西斯也曾
纵横西亚，无所顾忌。
但是，当薛西斯的军队开进希腊城邦的时候，却惨遭抵抗，以失败告终。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薛西斯从未想过他在希腊国土嚣张跋扈、恣意妄为一百年后，曾经被
他们危及性命的希腊人的后代们——马其顿帝国，又将刀枪架到了他们子孙的脖子上。
波斯帝国很快就灭亡了。
而马其顿王国呢？
在几百年后被保加利亚征服，随后落入东罗马帝国的手中。
然而，整整持续一千多年的古罗马帝国，最终也烟消云散。
在战争灾难的摧残下，任何优秀的社会文明都将受到严重的破坏。
社会治乱交替，王朝兴衰起伏，一把烈火可以烧掉几百年的精雕细琢，几番剑戟拼杀可以模糊数度春
秋的骄人容颜。
因此，有了余秋雨的这句话：昔日的光荣成了嘲弄，创业的祖辈在寒风中声声咆哮：废墟留给我们百
般无奈，但也告诉我们：苦难是民族兴起的一堂必修课，一切不过是发展过程中的常态。
因此，即使倒下了，重新站起来，历史也会公正地给予前进的机会。
灾难应该被更准确地理解为优胜劣汰规律的历史实践。
所以，当一次次认真建立起来的文化体系和民生系统被冲断，人类以生命作为代价时，存活下来的人
们则在一次次的不屈服中从容站起，自己抚平伤痕，这便是沉淀了苦痛记忆的胜利。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生死循环，天公地道，生过才有死，死而又知生。
不懂得生死的意义，不珍惜生存的权利并了解死亡的痛苦，人们就永远不会知道生活的意义。
苏格拉底饮鸩而亡，屈原投汨罗赴死，他们并非轻视生，而是希望用死来延续和放大人生的意义，给
予后世更多的启示。
尼采曾感叹：“眼睛看到一切，唯独看不到自己。
”眼睛是人心的镜子，而历史就是人类的镜子，它所映照出来的一切，都可供借鉴，或取道，或警醒
。
灾难是镜子映照出的最残酷的一幕，它所展示的叫人悲痛，更让我们清醒地认知生死，重新审视自己
的过去和现在，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也许未来布满荆棘，但闪耀着希望。
中华文明在灾难中突围站在四川江油市北25公里的窦圃山顶远观，似乎能看到一些屋宇，却青烟不再
。
山中的云岩寺建筑群无一完好。
行至云岩寺山门前，人们可以看见小巧而质朴的山门塌了一半。
这个鬼斧神工的千年绝寺，如今斯物已去。
有人说，文明在一切灾难下都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云岩寺仿佛就是这句话的印证。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经在其对话录《提迈尤斯》中讲到拥有高度文明的亚特兰蒂斯岛国。
人们依照柏拉图的记载去追寻，却始终找不到有关亚特兰蒂斯的古迹，只能大致划出它的位置——位
于直布罗陀和美洲之间的大西洋底，变成一个沉人海洋之下的神秘之国。
考古学者估计，亚特兰蒂斯应该是毁于地震和海啸，一夕之间消失无踪。
印度河河畔，沙石之下埋葬了距今约5000年的哈拉巴文化遗址。
它的城市规模庞大，拥有古老的文字符号，拥有漂亮的殿宇，却在几百年问消失无踪。
在人们没有发现遗址之前，印度史上的这一块一片空白。
关于它的消失，有的人说是毁于自然原因，有的人说是遭到突如其来的屠杀和报复。
在拉丁美洲的原始热带森林中，玛雅人的文明持续了几千年。
在西班牙殖民者到来之前，玛雅人因为互相残杀已经走向没落，西班牙的炮火将其最后一个城邦摧毁
，一个文明就这样消失在地球上，只留下一些“遗物”，没有任何有关该文明的精神文化留下来。
 在沙漠中成长起来的埃及古国，文明硕果累累，而当拿破仑的军队踏足这里，炸毁狮身人面像的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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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埃及古文明竟然消失了，除了它的文字和一个个神秘的金字塔外，它没有给埃及人留下什么。
古希腊文明几乎影响了全世界，可是在近代它却沉寂下去。
外国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古希腊人们无视传统观念、道德标准和法规制度，致使人们的言行完全失去
控制，他们的种种腐败行为最终导致古希腊文明的衰落和消失。
以历史的视角来看，文明主要表现为人类生活的共性，即以物质、技术、消费为主要特征，最后才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精神文化的部分特征。
许多东西方学者认为，一些文明之所以在巨大灾难来临之后中断，正因为其太注重物质形式，却抛开
了道德标准和传统观念等精神文化，所以当战争和自然灾害降临时，将轻易摧毁一个国度或民族豪华
奢侈的民生用品，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彻底颠覆其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
而这些没有了传统精神与道德指导的败亡国度，其子民只能离开家园到远方另谋出路。
我们为了古巴比伦空中花园的失去感到悲痛万分，但是更可悲的是，古巴比伦王国却没有为后人留下
一丁点的精神文化线索。
由此可以看出，文明固然易被摧毁，但那些拥有深厚精神文化底蕴的文明即使被摧毁，也可以不断复
兴。
这是由于文化不同于文明。
文化注重的是内向性的发展，它体现在人类的个性上，主要是指人类的思想、人格的发展。
没有了文化的文明，仅仅只是物质上的享受而已，它盲目而无所凭依，在其培养下的人民固执单纯，
最后直等到家园被毁，还不知道该如何记述自己曾经有过的那么一段辉煌的日子。
当然，并不是说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等古老文明国度没有文化，但它们的宗教性文化特
质显然是平和的，其非务实的心态和对道德传统的忽视，让这些国家的文明终究要面临巨大的历史考
验，最终饮恨而逝。
其实，灾难是人为的也好，是天降之罚也好，它转瞬间便能割裂人与社会的联系，也能让社会与自然
的循环脱节，使文明发生破裂，但是，它很难割断文化的传承性。
它与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不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哪怕只有一个人在，如果该文明有优秀的精神文
化存在，并且成为一个体系，且带有积极和务实的意义，这个活下来的人就会将之传递下去，子子孙
孙无穷尽，因为它属于“建设性”文化体系。
文化的魅力，正如它的美丽一般，在灾难后的废墟中格外醒目。
汶川地震之于民族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它以有形和无形的方式在人们的内心、社会的层面、自然的生
态系统上割出深重的伤口。
伤口很痛，但是对于中华民族来讲，经历的痛又何止这一次。
数千年间，我们曾撕心裂肺过，曾心灰意冷过，曾重新振作过，我们看清了自身民族的多难。
然而，我们与其他文明相比，具有更完善和更深厚的精神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为整个民族奠定
了务实、勤恳的思想根基。
或许，它不尽完美，却绝非毫无用处，它经过了两千多年的考验，帮助人们一次次重新确立这个国家
的统一性。
有人比喻，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防御系统，既可以让人类尽力避免自我伤害和自然伤害，也可以在二者
发生时将伤害减至最小，或者支持人类在灾难后重建。
一个人的肉体无法对抗灾难，但拥有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共同体必能与任何灾难抗衡。
中华五千年文明“香火”不断，更多的意义在于文化的延续性。
它所承载的历史经验令我们自动自发地思索灾难所带来的启示，考虑如何再次兴起；帮助我们形成整
个民族的精神风貌，继而学会以种种达观心态应对灾难。
尽管传统文化在历次天灾人祸中“伤痕累累”，文化的外在寄托物不可避免地遭受沉重的打击，甚至
是无法复原的伤害，但我们仍有不能摧毁的精神文化存在，正是这种精神文化赐予在废墟中的人们突
围的力量。
第二章 多难兴邦：历史的辩证法在临时搭建的北川中学校舍内，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看着眼前的一
双双经历灾难后仍然清澈的眼睛，激动地说：“今天，别人拯救了我们，照顾了我们；将来，我们学
好了本领也要帮助别人，报答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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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互相帮助就是人世间的爱。
我希望老师和同学们把这次地震作为一堂生动的课，铭刻在心，铭刻一生，永不忘记⋯⋯要昂起不屈
的头颅，挺起不屈的脊梁，燃起那颗炽热的心，为了明天，充满希望地向前迈进！
”说完，他拿起桌上的粉笔，转身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了四个字：多难兴邦。
他就是温家宝总理。
灾难摧残着生命，揭开伤痛，我们的灵魂受到了莫大的震撼。
在“多难”这个命题前，究竟做何选择才是正确的，且回溯到千年前中国人对这四个字的拷问。
《左传·昭公四年》载，司马侯劝谏晋王说：“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
守宇。
”后来，由此演化出“多难兴邦”这个成语。
这个诸侯对君王的箴言，和孟子的一席话异曲同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人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明末的蝗灾导致民众的粮食颗粒无收，随之而来的瘟疫带来尸横遍野，最终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揭
竿而起，使明朝比想象中早亡；清末广西水灾，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把清朝的“龙脉”
狠狠地砸了一锤。
所以，有人提出：“慎言‘多难兴邦’。
”是的，“多难”与“兴邦”之间不是“种豆得豆”的关系。
老子在两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矛盾对立的双方相互斗争的结果，无不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在这里，条件是很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的双方就不会转化。
这些无不说明，用辩证的观点来看问题才更客观。
多难，容易使人沉湎于悲伤，委靡不振；同时，它也令人谨慎，告诉人们不要忘乎所以，平静安定的
生活来之不易，要安定团结，懂得珍惜。
“多难兴邦”的前提是“灾难”后的清醒。
灾难会使梦中人惊醒，灾难会使人冷静思考。
思考什么？
思考我们为什么如此多难，思考我们如何面对眼前的困难，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避免灾难的发生和解
决灾难造成的问题。
相反的，如果在灾难面前依然稀里糊涂，“多难”也就仅仅是“多难”，而不会有“兴邦”之说。
“多难兴邦”，仅仅是一种可能，至于能不能由可能变为现实，则要看人遇到灾难之后的表现。
面对自然灾害，“天变不足畏”需要一种勇气与魄力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需要一种智慧与谋略。
对于一个自强不息的人或民族而言，灾难就像一块磨刀石，人们可以借此磨砺自己。
灾难，永远都不会顾及我们的感受，它使数万同胞在瞬间离我们而去，我们能做的，不只是在全国哀
悼日对死去的同胞表示自己单纯的悲伤。
当然哀悼是必需的，当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默哀时，当各种机动车辆全部停止行进、鸣
笛志哀时，当天安门广场上国旗降半时，我们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强烈震撼着每一个
中国人：面对已经发生的，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要反省，要重建。
不能让悲剧继续蔓延，应将其作为“兴邦”的开端，让灾难中的点点滴滴都成为前进的动力。
一个国家能否于低谷中再次崛起，取决于遭遇灾难的民族所具有的精神、品格和力量。
一个精神委靡、缺乏斗志的民族，即使国力再强盛，在灾难面前也必然消极、沉沦，乃至灭亡；一个
具有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精神的民族，则最终必定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经受住各种严峻考验。
虽然“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大自然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但对“多难兴邦”不能作绝对
化的理解，“将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国家的多难、同胞的生命上”是对“多难兴邦”的严重误读。
多难而不兴邦，甚至多难亡邦，也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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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本著作的完成需要许多人的默默奉献，闪耀的是集体的智慧。
其中铭刻着许多艰辛的付出，凝结着许多辛勤的劳动和汗水。
本书在策划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同行的关怀与帮助，及许多老师和作者的大力支持，在此向以
下参与本书编写的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欧红梅、周珊、张艳红、赵一、赵红瑾、齐红霞、赵广娜、
王非庶、张保文、杜莉萍、王巧、杨婧、张艳芬、许长荣、王爱民、李琳、王鹏、杨英、李良婷、上
官紫微、杨艳丽、宋桂花、姚晓维、金望久、刘红强、付志宏、黄克琼、张乃奎、毛定娟、齐艳杰、
李伟军、魏清素、何瑞欣、叶光森、王艳坤、徐娜、付欣欣、王艳、黄亚男、曹博、陈小婵、黄文平
、李伟、史慧莉、余学军、陈润、李文静、李佳、罗语、蔡亚兰、杜慧、朱夏楠、朱辉、屈金峰、欧
俊、王光波、彭丽丽、陈赐贵、孟宁、吴迪、肖冬梅、常娟、杨秉慧等。
阅读是一种享受，写作这样一本书的过程更是一种享受。
在享受之余，我们心中也充满了感恩。
因为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不仅得到同行的帮助，还借鉴了其他人智慧的精华。
因此，在此书面世之际，我们要对为本书作出贡献的所有人表达我们最诚挚的谢意！
相信你们劳动的价值不会磨灭，因为它给读者朋友们带来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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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超越历史场景的冷静剖析，源自传统文化的深度思考。
 五千年炎黄龙族健抜风骨之苦药。
十三亿中国儿女磨砥心志之良书。
不可不视！
 　　——新浪读书频道副主编——毕建伟 一本纵横历史的反思经典，字里行间不乏深度与可读性，
给人以莫大的心灵震憾和自我反思。
 　　——搜狐网读书频道资深编辑——陈妍 多难兴邦，一个恒久的历史主题。
五千年来，无数中国人用钢铁意志铸就了中华文明的筋骨，在灾难面前永不倒下。
 　　——腾讯网读书频道资深编辑——王宏 多难兴邦乃中国古训，它背后包含了太多太多的情感，
它是历史经验的总结，蕴含着历史的辩证法。
 　　——铁血网读书频道总编——张丽丽 昨天拿去的今天必会还给我们。
晨曦会在废墟上升起，心灵会在阵痛后新生，我们的祖国会在灾难中成长。
 　　——《凤凰周刊》记者——倪方六 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在历史的灾难后深刻反思，不是每个人都
能反思到这种程度，不是每本书都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拥有如此独特的文化视角。
　　——中国金融视察杂志总编——远方 古说多难以固邦国，以启圣明。
在五千年的历史绵延中，我们获得最坚强的毅力！
 　　——新锐媒体人——范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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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多难兴邦》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站在苦难的废墟上回望中华民族，追寻文明深处的中华崛起的梦想；传承百年奥运顽强拼搏的精神传
统，挺起不屈的脊梁继续扬帆远航！
一部充满血泪的文明史诗，一个敢于与困难英勇搏斗的伟大民族，一种在灾难面前傲然挺立的不屈脊
梁！
“中国人民在地震发生后所展现的与灾难顽强斗争的伟大精神，本质上和奥林匹克精神是一脉相通的
。
”——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　萨马兰奇从文化本质多角度深入解读多难兴邦，从历史积淀全景式
理性探讨民族复兴。
恩格斯：“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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