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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5·12”汶川大地震对我们整个民族来说，是一次巨大的灾难；对电视新闻媒体而言，则是一次巨大
的考验。
如果说大地震发生后，国家救援行动背后更多体现出的是国家的硬实力，那么电视等新闻媒体的抗震
救灾报道作为救援行动一项重要组成，则体现了我们不断成长的软实力。
两种力量的汇聚，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也改变了观众心中的电视新闻。
第一反应：掀开历史一页的核心价值回溯中国电视面对灾难的作为。
抗震救灾的直播报道可以说是揭开了中国灾难报道史新的一页。
这一页，在我看来，5月12日的那一天就被掀开了。
虽然在随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有哀悼日三天全国并机的紧张与压力，有规模宏大、样态丰富、效果
震撼的坚持与挺住，但是，最具历史意义的节点，还是在大地震报道最初的开始。
因为，在中国有关灾难的报道历史中，这次报道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恰恰在于这最初的开始。
这是报道灾难的开始，更是战胜灾难的开始。
我们不妨简单回溯一下并不遥远的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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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应该说，《铭记》的采制是在时间紧迫、人力紧张的情况下上马和进行的。
台领导和新闻中心领导给予了许多支持和鼓励，新闻专题部很多同仁都贡献了心智，《铭记》的创作
团队更是克服了种种困难，坚韧执着地坚持了下来。
        而《铭记》存在的本身，从第一期到今天，同样也是一种坚持。
在最初，我们希望《铭记》会是中央电视台持续播出时间最长的抗震救灾特别节目。
我们说，做下去，能做多少期就做多少期，能做多长时间就做多长时间。
一年过去了，我们的眼前，依然还有许多有待开掘的内容。
        或许，也难免留有遗憾。
我们所面对的，是如此的重大的事件。
但是否我们的视野已达极致？
触须已抵至深？
选题是否都具有标本性？
⋯⋯        但我们依然可以说，《铭记》就是一个答案。
《铭记》书写了一部中华民族厚重的心灵记忆，而当面对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当面对国家媒体肩
负的社会责任。
当面对中国电视史上不可预测的战役时，我们努力交出了一份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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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专题节目《铭记》图文档案跋尽责的选择（梁晓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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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映秀小学的师生 董雪峰：我的儿子实际上当天下午就被挖出来了。
当天下午可能就是五六点钟。
那时候我的儿子挖出来了。
挖出来过后，没有办法，就只有把他摆在那儿，我抱起他，我把他放在我脸上我就亲他，我就喊他，
喊不答应。
他的胸口已经被压得凹进去了，喊不醒了，但是他的身体还是软的，怎么喊都喊不醒，我就把他放在
草地上。
这个时候我们校长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他说不要难过，还有那么多学生埋在里边，不要难吐，这不
是一个人的灾难，要挺住。
我就只有把他放在那儿，我就继续往教学楼那边走。
旁白：把儿子的尸体放在草地上，董雪峰再次冲向了教学楼，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妻子的下落。
董雷峰：到晚上的时候暂停救援过后，我们在操场上燃起了一堆火，我们坐在火边的时候，我的身后
就是我的娃娃，还有那么多学生的遗体。
这个时候我想到我的妻子在哪里。
我的妻子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我就尽力回忆她在哪个地方，我才想起来下午的时候她在二楼办公室
批改作业。
还向余琴老师借了一支笔，这是我见她的最后一面，我想糟了。
她肯定也被埋在那儿了。
旁白：董雪峰是映秀小学五年级（1）班的班主任，地震发生的时候。
他正和校长谭国强在教学楼对面的办公楼里商量教学方面的事情。
突然山崩地裂，教学楼在他们的眼前轰然倒塌，除了在操场上上体育课的班级和小部分跑出来的同学
，200多名学生被瞬间坍塌的教学楼掩埋。
而由于映秀位于这次大地震的震中，四面八方交通全部中断，救援部队根本无法在第一时间到达。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映秀小学的生死救援在那个时候只能靠幸存的老师和闻讯赶来的家长。
董雪峰：老师只有19个，还有一些老师当时没点到，没受伤的男教师，包括校长在内只有9个人。
我们9个老师去了以后，在第一时间还是救出了不少。
废墟里的娃娃到处都在喊“老师快救我”，到处都在哭。
我班上一个黄思雨，我发现她的时候，她的左腿就已经没有了，还不是连着的，根本就没有了。
我们把她抬出来的时候，把她放在草地上，我看她那个样子（心里感到非常难过），我们很多女老师
当时就哭了，还不忍心去看她。
她有个妹妹黄思瑶，二年级，她妹妹跑出来了，看她姐姐抬出来过后，看她姐姐是那个样子，就很伤
心、很难过，但黄思雨她自己没哭，这让我们老师都感到很惊讶，她没哭，而且她跟她妹妹说的是，
“哭什么，我就是少了一条腿，还有那么多同学都还埋在里面呢！
”而且当时把她弄出来过后，又没有药，我们镇上有个私人医生赶过来，怎么办？
只有找东西把受伤的腿给她扎住，工具也没有，就把红领巾抽下来，给她扎紧，后来转移了过后，又
把她抬到地势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把她抬在那儿，我都不敢想象那一晚上她是怎么度过的，我只是听
我们一些老师说她脸色煞A，但是一直没哭过，也没叫过，真的难以想象，这么坚强的孩子，可能有
很多大人都做不到。
还有一个张春梅，是在15号上午被救出来的，其实之前他们班主任舒成刚就发现她了，但是她的确被
压得太深了，尤其是一只脚上好像是（被）一个钢筋大梁死死地压住，如果没有专业的工具根本就抠
不出来。
舒老师在13号晚上陪了她两三个小时，而且当天下着雨，（舒老师）一身被浇湿，我们把谭校长车上
的电瓶和车子前头的灯拆下来照明，就想把她弄出来。
舒老师就想把那些溅出来的碎块往外抠、刨，就想把她弄不出来，想尽了办法（也弄）不出来，没有
专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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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老师还一边陪她说话，鼓励她。
她跟舒老师说的是，“我出去后你还要教我们”，然后她还不好意思，她说，“舒老师，我的裤子烂
了，你帮我找一条换了”。
她感到不好意思，她还跟舒老师说，“我头发乱了，你帮我理一下”，后她还喊舒老师回去吃饭，她
说你好累，她说你回去吃饭吧，而且当时说这个话的时候，可能意识都有点模糊了，她在喊舒老师吃
饭的时候，她说“筷了呢？
”筷子哪里去了？
”意识肯定有点模糊了。
其实当时在离张春梅不远的地方，已经有两个同学的尸体在那儿，张春梅是看得到的。
所以说张春梅后来能够被成功地救出来，我们都感到很高兴，后来在医院里我们去看望张春梅，发现
她的双腿从这个地方截肢了。
看到我们老师去了，她非常高兴，她跟舒老师说她想画画，想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把好的画在
我们学校的橱窗里面展览出来，所以我们老师觉得我们映秀小学这些学生真的都很了不起，他们都很
坚强。
 旁白：在地震后的救援过程当中，映秀小学的老师们一直把救援的重点放在教学楼，因为在那里埋了
他们很多的学生，与教学楼相隔不远的教师师宿舍楼也与教学楼几乎同时坍塌，很多老师的家人都被
埋在了那里。
在震后前三天救援的黄金时间里，幸存的老师们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抢救教学楼里幸存的孩子身
上，而埋着他们亲人的教师宿舍楼，他们却没动一砖一瓦。
 董峰：参与救援的老师在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这么大的压力下，一直没放弃救援学生，尤其是我们谭
校长，他的妻子和岳母也被埋在废墟里边。
他都根本没去找过一眼。
在救学生那几天，一直到15号下午，他就跟我说，他说，“雪峰，你们燕姐（谭校长妻子）睡午觉的
那个沙在废墟下的学生。
而和学生们一起被埋在废墟里的老师，同样也在最后时刻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学生们是在14号的时候发
现他的，发现他的时候，真的让人感到很惊讶，也很感动。
发现张米亚是一个家长看到的，他首先看到，他说这里还有一个老师，接下来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
这个老师好了不起，他抱着两个娃娃，两个娃娃都是活的，一只手抱了一个娃娃。
我们校长和我们一些老师就过去看，当时就想把娃娃救出来，两个娃娃在张米亚的保护下怎么办？
救娃娃要紧，我们老师就说，只有把手锯了才行，才能把娃娃的娃娃，我们不能这样做。
其实在开始要求锯张米亚老师手的时候，我们的校长还说了一句话，因为当时要征求同意，只有校长
能够做主，因为张米亚一家三口都不在了，他的夫人还是我们学校老师，他们一家三口都不在了，只
能征求校长的意见，锯还是不锯。
校长说，我们老师命都舍得，锯一下手有什么，能够救娃娃我们就锯。
这样家长还是说，不能锯。
所以不管是我们老师也好还是家长也好，都让我感动。
张米亚老师比我小，可能就是30岁左右，是一个阳光男孩，长得很帅，我们男老师经常爱打篮球，他
也喜欢打篮球，所以我们在课余的时间经常一起玩，非常高兴，都玩得比较好。
旁白：和张米亚老师一样，为了保全孩子的生命，映秀小学的连蓉、尹琼、连放、汤朝香等20余名老
师在地震中遇难。
有些老师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
 董雪峰：这个灾难的确太巨大了，我看到我们那么多死去的学生，他们曾经那么生动，那么鲜活，那
么可爱，但是却让我看到他们过早就凋零了，这个是我永远都抹不去的一种痛，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就
会想到这些场景，耳朵里面听到小娃娃在喊“快救我，董老师，快救我”，就会听到这个声音。
就我个人来讲，在这次地震当中也失去了母亲，还有就是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儿子，我就觉得这么多
年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就好像是一场梦，在转瞬之间什么都没有了，很多人都叫我要坚强，我也觉
得我应该坚强，因为我还有很多责任，我还要为映秀小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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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有一个老父亲，我还有妹妹，还有幸存下来的那些学生，所以说我不得不坚强起来，也必须坚强
起来。
在灾难面前，虽然我们人类很弱小，但是我们人类也很坚强，我们有一个坚强的集体，我们有坚强的
老师，我们有坚强的学生，这种坚强会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也伴随着我今后会更努力地工作和生活。
记者手记：董雪峰让我明白了：地震时，“范跑跑”真的是极少数，更多的老师在地震发生时成为了
孩子们的支柱、掩体，甚至生命的保护者。
董雪峰在地震中失去了儿子和妻子，营救了小英雄林浩和更多的孩子。
接受采访时，他对我说，当时他的心愿就是——映秀小学重建时，他们幸来的老师们不要分开，共同
经历了生死已经成为亲人。
 北川中学初二（2）班谢先瑶：想总算这两天的坚持没有白费，终于可以出来了，可以实现我们大家
的愿望。
旁白：谢先瑶，14岁，北川中学初二（2）班字生，5月14日下午被埋。
54个小时后获救。
很快在好心人的通知下，谢先瑶的父亲谢守兵赶了过来，看着女儿安然无恙，父亲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
 谢先瑶的父亲：没想到她会活着出来，一点都没想到，简直没想到，太感谢我们这些部队了。
谢先瑶：我们感觉这个很不现实，我们居然遇到地震，而且地震这么厉害，居然房子都塌下来，把我
们埋在下面，真的，前一秒钟都还在上课，下一秒钟就已经被埋在下面了，不太现实。
旁白：瑶瑶所在的北川中学距离县城一公里，地震发生时，在的初二（2）班正在上地理课。
瑶瑶说，那54个小时的黑暗时光很长，很慢。
谢先瑶：我们当时都觉得在里面已经待了五六天了，其实出来以后才知道我们才被埋了两天多。
我记得我在下面当时都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出去了，买了冰激凌，买了水，水也已经要喝完了，冰激凌
要吃完了，怎么又被埋在下面了，有那种感觉。
我们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反正就是当时感觉到口渴，然后感觉到饥饿、疼痛，然后就意识到了我们不
是在做梦，这是一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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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不赞同“淡化伤痛，留住美好”的观点，大地震毕竟是灾难和悲剧。
一定要记录人们最真实的经历、想法和感受。
在这方面，我觉得《铭记》做得相当好。
　　——著名学者　周国平《铭记》是纯粹的记录，不见匠心，不见功利，更没有借鲜血涂抹的口号
。
　　——《唐山大地震》作者、香港大学教授　钱钢当电视人的镜头聚焦新闻现场的时候，他想的是
记录和传播；当把影像转为文字的时候，他想的是更久远的记录和另一种传播。
本书的文字是有价值的，将来看，它更有价值。
　　——央视著名主持人　敬一丹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铭记>>

编辑推荐

《铭记》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都和我有关，从今天起，做一个有记忆的人，面对灾难，我们真实记录，咀
嚼苦难，更审视灵魂，拒绝遗忘，不湎悲情，不用生命涂抹口号，铭记，再铭记，记忆之重，精神之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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