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在「4．20」這場

突如其來的大地震面前，雅安人民將親情之可貴

詮釋得淋漓盡致。在幸存者滿懷感恩地與親人團

聚的同時，許多家庭卻沉浸在喪親之痛中。而這

種痛苦相信沒有人比陸靜康體悟得更深。5年前，

她的兒子在汶川地震中不幸死去。如今，安雅地

震又奪走了她17歲的女兒。「老天太兇了，對我

太兇了」，兩度白髮人送黑髮人，讓50歲的陸靜康

近乎絕望。

悲婦：
汶川喪兒雅安喪女 兩場大震碎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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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在成都市
血液中心春熙路採血車前，前來捐血的民
眾排起了長龍。「最高峰的時候有好幾百
人，S型的捐血隊伍從街頭排到了街尾，現
在已經好很多了。」志願者韓茜說。
春熙路是成都市最為繁華的區域之一，

加之周末，往來的市民人數十分多。在擁
擠的人潮中，捐血的「長龍」格外顯眼。
19歲的唐建軍早晨9點就趕到採血車前排

隊，6個小時後，他的前面還有超過30人在
等待。儘管氣溫並不算高，炙熱的驕陽卻
讓等待的過程變得有些煎熬。「等的時間
長了點，但為災區出一分力還是值得的。」
唐建軍擦了擦額頭上的汗水，往前挪進了
一小步。
據了解，在排隊的人群中，「80後」、

「90後」的年輕面孔成為了主力。他們或三
倆結伴而來，或獨自排隊，用捐血搭建起
通向震區的橋樑。

A型O型血尚不足

「這兩天來捐血的都是年輕人居多，這
是我最感動的地方。」來川旅遊的成先生
臨時改變了行程，變成了血液採集車前的
一名志願者。他表示，來捐血的許多年輕
人很好地回擊了「一代不如一代」的說
法。「誰說『80後』、『90後』沒有承
擔」。
採血車對面的服裝店裡有不少市民正在

選購，一如往日。春熙路上熙熙攘攘的人
群，似乎代表 成都的街頭已恢復了平
靜。但成都市11個採血點前卻是另一幅忙
碌的景象。
據成都市血液中心馮姓工作人員介紹，

目前B型血、RH陰性血的存量已足夠了，
現正在針對性地採集A型、O型兩種血。
「大家都很踴躍，上千人肯定是有的。現在
已經停止發放採血單，但預約一直在進
行」。
「這200毫升血算是我對雅安盡的一份

力」，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捐血者表示，
人人都很關注災區，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就是對災區民眾最大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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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 第2天震

兩場地震，一雙兒女相繼離去，讓雅安市民陸靜康的
心都碎了。據中新社及搜狐網報道，陸靜康，今年

50歲。她的兒子陸林旭5年前在汶川地震中因車禍去世，
那一年他才23歲。前日，她17歲的女兒岳宇珊又在雅安地
震中被自家房屋壓死，而她就這兩個孩子。對於從此老無
所依的陸靜康來說，垮塌的不僅僅是一座房子，而是所有
的希望。

電單車震碎兒內臟
前晚10點，蘆山縣城沉浸在完全的黑暗中，地震破壞了

全城的電力供應。只有迎賓大道上川流不息的救援車輛的
車燈，點亮了一條生命的道路。驚魂未定的市民開始在帳
篷裡蜷縮 度過地震後的第一夜。
而此刻的陸靜康完全沒有睡意，她坐在廣場的地板上，

黑暗中傳來她低低的泣聲。五六個鄰居圍坐在她的周圍，
撫 她的背安慰：「你是家裡的柱子，你不能垮。」但任
何撫慰都無法再給這位母親溫暖，對於陸靜康來說，「老
天太兇了，對我太兇了」。
汶川地震時，她正在成都打工，感覺到地震後開始往家

裡打電話，一直不通，她坐 大巴車就往家裡趕。進家門
的時候，房子沒有出現裂痕，一家人都平安。她鬆了一口
氣，卻不知死神已經鑷住了這個苦難的家庭。當天晚上6
點多，兒子陸林旭騎 電單車下班回家，在一次強烈的餘
震中從車上顛落，並被電單車震碎內臟，不治身亡。那
時，他的女兒青青剛滿兩個月。

望女夢中無痛離世
兒子離去後，女兒岳宇珊成了陸靜康唯一的安慰。岳宇

珊在母親眼裡，是個「最最乖巧懂事的女子」，每天放
學，她都趕 回家給家人做飯。「她的學習好，是年級第
14名。」陸靜康說，今年正在讀高二的女兒馬上就要高三
了，「她說要考上一個好大學，將來當英語老師」。
然而一場地震將一切都毀了，幾秒鐘的時間，陸靜康的

房子就塌陷了。當時陸靜康感覺自己的心也塌陷了：「完
了，姍姍沒了」。鄰居們都湧過來，大家試圖用手挖，但
餘震使房子繼續塌陷，逼退了人群。陸靜康幾次想衝進
去，都被鄰居強行拉住。直到當日上午10點，兩位武警才
從廢墟中找到了岳宇珊。「沒有流血，就像她哥哥一
樣」，陸靜康說，女兒表情很平靜，就像睡過去了，「我
只希望她臨死時還在夢鄉，這樣就沒有痛苦」。
陸靜康想給她換上一套漂亮衣服，「女娃娃愛美得

很」，可是女兒所有的衣服都埋在了廢墟裡，只能眼看
女兒被武警抬走，連臉都沒來得及給她擦乾淨。岳宇珊被
抬到了後山上，就是當年下葬她哥哥的那個山頭。死者已
矣，但生者卻要承受無限的喪親之痛。

8歲孿生姊妹
一覺醒來陰陽隔
香港文匯報訊 據《華西都市報》報道，短短幾十秒的

雅安地震，卻讓一對8歲的雙胞胎姐妹從此生死相隔。
前日8點前，蘆山縣清仁鄉居民張霞正和三女兒王瑩瑩

在家裡二樓睡覺。二女兒王晶晶卻起了個大早，跑到一樓
做家庭作業。「晶晶她很愛學習，昨晚做作業到11點，喊
她早點睡她也不願意」，張霞哭訴 回憶，「前天很早就
起來了，說要下樓做作業，說睡不 。」可讓張霞沒有想
到的是，一直勤奮好學，做作業捨不得睡覺的乖女兒，這
一次卻永遠地睡 了。
王晶晶和王瑩瑩是對雙胞姐妹，今年10月就將迎來9歲

生日。從姐姐出事到現在，妹妹王瑩瑩一直在痛哭，愛學
習、一直捨不得睡覺的姐姐終於可以在天國美美地睡覺
了，而妹妹卻必須清醒地去面對這個殘酷的事實以及以後
一個人的孤獨成長，因為她的姐姐再也不能陪 她一起長
大了。

同「粥」共濟 溫暖災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冬、李兵 四川雅安

報道）地震無情，人間有愛。雅安地震發生

後，不少當地飯館經營者從危房中搶出大鍋，

架在路邊煮起稀飯，免費派送。熱食溫暖了大

家的胃，也溫暖了人們的心。

在雅安蘆山縣迎賓大道開米粉店的王立虎和

兄弟冒 餘震的危險，從佈滿裂縫的飯店中搶

出了60斤米和60斤土豆。在受災群眾最為集

中的蘆山縣城體育館門前架起了一口大鍋。當

日，他們煮了成百上千碗稀飯，自己卻沒有喝

上一口。王立虎說，自己還年輕，飯留給需要

的人先吃。

這樣的愛心粥，在蘆山縣隨處可尋。昨日中

午，當地一位60高齡的老奶奶在臨時安置點架

起一口大鍋，熬粥送給部隊官兵和附近的災民

們。老奶奶名叫姜雲芳，她家的房屋在此次地

震中嚴重受損，但卻搶出了近千斤大米。據了

解，地震發生後，姜雲芳已煮掉700斤大米，

救助官兵和災民達3,000人次。

跟想像一樣，前往蘆山的

採訪之路並不容易。地震發

生後，我們兵分兩路向震中

進發。正常情況下，成都到蘆山僅需約兩小

時車程，我們卻整整花了整整5個小時。由

於地震引發塌方導致公路中斷，我們不得不

繞道趕往災區。從地圖上看，我們幾乎圍

蘆山轉了兩個圈。

5小時的跋涉，到達蘆山縣城，眼前的情

形，讓人略感欣慰：縣城道路兩旁，各式救

援車輛已經到達；縣公安局大院裡，「公安

部前線指揮部」、「公安部消防局前線指揮

部」等抗震救災前指已經建立；縣醫院門前

的空地上，數個醫療帳篷搭建完畢。雖然此

時距地震發生不到10個小時，震區各項救援

工作有條不紊地開展起來了。總的感覺，與

5年前的汶川地震相比，此次地震的救援工

作更高效和有序。

在蘆山縣人民醫院，記者見到了幾位震中

龍門鄉的災民。雖然此次地震幾乎使龍門鄉

所有房屋受損，但是對於自己未來的住所，

災民們似乎有了點底，「總理都說了，以後

的房子肯定比現在的好」。

凌晨3時，我們回到成都。和5年前那個徹

夜無眠的「震後第一晚」相比，今夜的成

都，與平常無異。經過汶川地震抗震救災和

災後重建的實踐，無論是官還是民，對地震

表現得更成熟、更

冷靜。 ■唐鎏宇

一夜未眠迎首晨 急救車鳴牽人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四川蘆山7.0

級地震後的首個夜晚，蘆山縣人民醫院臨時
救治點顯得十分寧靜，當日受傷的民眾在此
接受治療，一些民眾也在此搭建起帳篷熟
睡。「一夜未眠，餘震不斷，聽到120的聲音就

開始緊張」，正在安置點休息的李小姐說，想
起當時地震的情景和救護車的警笛就後怕。
昨日早晨8時，李小姐在帳篷裡吃 稀飯。

她說，不僅有早餐，志願者還送來了很多生
活物資，「能有這樣的待遇已很不錯」。

蘆山地震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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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醫學院醫學影像學系學生在為災區人民捐血。新華社■災區村民在準備晚飯。 新華社

■寶興縣村民黃忠敏手刨廢墟6小時，成功救

出兒子小黃肖。 新華社

■消防員成功救出一名懷孕8個月的婦人和其

7歲的女兒。 新華社

■兩次大地震奪去了一對兒女，讓陸靜康近乎絕望。網上圖片

日記全文
2013年4月20日 星期六 多雲
今天早上，阿爸叫我起來和弟弟一起睡，我一直看 弟弟。
過了一會兒，我看見弟弟醒了，我幫弟弟穿好了衣服和褲

子，我準備給弟弟穿鞋。
突然，地板上動了，上面的木頭板掉下來，砸在弟弟頭上，

起了一個小包，我抱起弟弟，下樓去了，泥和磚都脫了，我抱
弟弟趕緊跑了下樓了，我們看爸爸為了救我們，上面的磚掉

下來，把我們的爸爸的頭打了一個很深的傷口，我們說：爸爸
你怎麼了，爸爸說：沒事。
最後，我們到了田裡，田裡很安全，人們都在田裡躲避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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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對我太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