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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點頭致意。好危險啊！我很感謝她。如果開車

人不停，我就會被撞到。為了帽子，不值。想到

自己的行為影響了別人駕駛，很自責。後來，刮

大風的時候，我用手捏著帽子，手提那麼高就有

點累。要不，幹脆不戴帽子。有一次，我買東西

子裡也進了水，襪子也濕了，就想著快點到家。突

然，一陣更猛的風刮來，風急雨大，很結實的一把

傘傘骨都折了，人好像站不穩，我就走到一家店門

口停了下來，站在那裡。這時，我覺得頭有點冷，

啊呀！我的帽子不知什麼時候被吹掉了，不好，這

是一頂新帽子，我得趕緊去找。

到那裡去找呢？我沿著剛剛走過的路，往回

走。一邊走，一邊找，大概走了有三百多米遠，

沒有找到。我就分析帽子是什麼時候被吹掉的？

回家的路上，又刮起了風，這時，旁邊有位老太

太，推著小車，她的帽子被刮得老遠，她呆呆地

站著，望著遠處的帽子，我看她年紀太大，行動

不便，趕緊跑過去幫她撿起帽子，送到她手裡，

她對我謝了又謝，我說不用客氣。看到她的笑

顏，我很高興，我知道失而復得的心情。

上周三，我從體育俱樂部活動結束後回家，刮

起了大風，還下了雨，我撐著雨傘，頂著風，很費

勁地走著。雖然有傘，衣服,褲腿還是淋濕了，鞋

我想起了那陣颶風，帽子應該是那個時候被吹走

的，於是，我就到那個位置去找。我到了那家店

門口，沒有看到我的帽子，我又在店附近找，也

沒有，我走到離店五六米的馬路邊上找，終於看

到我的帽子，扁扁地在水塘裡狼狽地貼著，不成

樣子，完全沒有了平時的端莊樣。我趕緊把它拿

起來，沉甸甸的，吃透了水，上面還有沙泥樣顆

粒垃圾，真臟。我還是很高興，這是我喜歡的帽

子。我一手拿著帽子，一手打著傘，艱難地走

著。風還在刮，雨還在下，終於回到家裡。到家

後，脫下羽絨衣，長褲和鞋襪，都淋濕了。換上

幹凈的衣服，才暖了過來。吃完午飯，我把帽子

洗出來了，等著它早日恢復原形呢。還是家裡

好，可以避風避雨，溫暖的小家，不禁感慨萬

千。

對於日本人來說，賞櫻花是一年一度的大

事。遠觀櫻花，宛若紅霞落地，籠罩著樹下閒庭

信步的人們；近看櫻花，看得清芬芳吐蕊，花瓣

和花蕊隨風搖曳，像是在低聲細語，深情傾訴著

春天的美好光華。

隻可惜，本人呆若笨鵝不懂風雅，即便每年

春天都可以簡單的置身櫻花樹下，卻從未認真看

過櫻花。

某年春天，被一群狐朋狗友生拉硬拽的去看

櫻花，當時花期已過，隻能看見殘缺的花瓣隨風

搖曳，或許是觸景生情，突然間領悟到了一些東

西，隨即從心底湧出一股濃重的悲涼。在片片落

紅之下，似乎朦朧看見林黛玉含淚葬花的身影。

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各朝各代的

文人騷客都在詠嘆紅顏薄命，多少柔情似水的女

子，都如那春盡之時的落花一樣香消玉殞；青

春、光陰、生命……人世間多少美好的事物，也

如同花開花落一般的轉瞬即逝，留下剎那的芬芳

後一去不返，最終被一方凈土永遠掩埋。

這好像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被櫻花的凄美打

動。

正在我因為櫻花的凋零無比惆悵無比傷懷之

際，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大爺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

親切地說：“小伙子，你看的那棵是海棠”。

■ 魯 強

■ 孫 勤

今年春天經常刮大風，次數比往年多，成了

春天裡的一個困擾。以往每年春天刮個一兩回，

日本人叫“春一番”，“春二番”，今年大概刮

了五次以上，也沒有明確報到是第幾番了。這種

風很厲害，聲音古怪，咻咻咻的，聲音還拉得老

長，吹得商店的鋁合金也響。

有一個晴天，太陽很好，風卻很大，我出去

買東西，走在馬路上。頭上戴著帽子，手裡提著

兩包買的菜。沒想到一陣風把我的帽子吹走了，

我正在過馬路，帽子飛到了馬路中間，我去追帽

子。正要追上，帽子又被風吹遠了。這時，一輛

車轉彎開了過來，開車的人很好，停了下來，等

著我去撿帽子，我撿起了帽子後她才開動，我向

■ 可 越

20日上午，住在成都的老公的姐姐發來短

信：“剛才成都又地震了，有點厲害，我一直

給媽打不通電話。”

四川又地震了！公婆的電話還打不通！老

公急忙打開電腦查看相關新聞，一邊迅速給公

公婆婆撥電話上網才知道震中是雅安，距離成

都隻有100多公裡。

還好公婆都沒有事。但雅安地震，死亡人

數的不斷升級，讓我的心隨之揪起，怎麼也放

不下。

2008 年 5 月 12 日的四川大地震還歷歷在

目。5月 13日我的日記中寫道：“東京居然有

這樣冷的五月天，仿佛深秋般的陰雨綿綿。四

川地震，讓天空變得更暗更冷，讓所有人震驚

悲傷。朝日新聞頭版報道死亡2000余人，埋在

廢墟中近萬人。晚上在辦公室，鏡頭中的地震

災害讓我淚流滿面。馬上給東大網上寫郵件，

呼吁誰知道日本神戶震災後的急救措施，希望

翻譯後迅速傳給國內。接著給大使館寫信，詢

問有沒有相關急救方式對策。郵件寫到早上 4

點。一夜無眠。那之後的半年多時間裡，很多

在日華人都和我一樣，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為祖

國災區捐款捐物，我也為此將捐得款項直接送

到四川省對外友好協會會長手裡啥2011年 3月

11日我親身經歷了東日本大地震後，我深刻感

受到日本災民的自救能力、媒體報道以及各方

面的成熟。我才知道，這些才是中國最需要

的。

首先是自救能力。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成

為災民，而咱們中國從國家到各個地方，似乎

非常缺乏這樣的意識！災難來臨時，我們是不

是會自救？地震發生，重物壓到親人身上時，

我的日本友人下村健一曾擔任菅直人元首

相期間的“廣報審議官”，2011年3月12日早

6點，他隨菅直人首相及工作人員一起乘坐直升

飛機抵達災區視察災情，他說，對於媒體報

道，菅直人政府採取“不好的事實不隱瞞，不

確實的事情不誤報”的方針，即使這樣，政府

依舊接受了媒體怒濤般的質問。

我認識不少有良知的中國媒體人，在災難

面前作為記者奔赴現場，置自身安危於不顧，

將信息通過媒體傳遞出來。但是整體中國的媒

體環境，讓我們從媒體看到大多是政府如何

“迅速有效地”，如何“緊急部署了”，如何“以

我們有沒有知識去幫助他們逃離死亡和殘疾？

自救是最關鍵的生存能力，任何救援隊的到

來，都不一定會在最短的時間到達身邊，我們

需要冷靜沉著地自救，並有相關的知識救護身

邊的人。東日本大地震後，我和老公及朋友去

宮城縣的南三陸賑災，遇到一位高中生，她告

訴我說，在海嘯到來之前，她和同學們拼命地

跑向高台，學校裡沒有一個學生遇難。因為

“老師告訴我們，一定要學會自救。”

這是日本學校的一貫理念。日本的所有學

校、單位都定期地舉行防災訓練和避難演習，

都是為了應急之時，可以在最短速度內判斷並

尋找可以生存的途徑。就在上個星期，我家2歲

兒子所在的保育園開家長會，告訴所有家長

們，保育園剛剛進行過防災訓練和“壞人來襲”

訓練，三位老師從窗子跳出去，保護孩子，尋

求救援，還得到了警察署的表揚。看起來似乎

很“小題大做”，但正是這樣日常的訓練，才能

在非常之時顯出臨危不亂的作用。

其次重要的是媒體報道。媒體人有媒體人

的素質和要求，我認為國內一定要制定災害報

道記者的“行為規范”，並要牢記。媒體是社會

的公器，追求收視率不是不可以，但在這之

前，更應該是有良心有社會公德有人性的職業

人。

日本媒體有“報道震災的十原則”，網上可

以搜索得到。日本媒體的問題多多,但在地震災

害報道方面,我親身感受到的是，其災害報道是

陳述式的，不是煽情式的；是沉穩的，不是焦

灼的；沒有受災人太多的哭泣感人鏡頭，因為

要避免對災民的二次傷害；初期沒有對企業和

個人捐款的公布，因此沒有公司廣告宣傳的可

能性，在大災大難面前，媒體報道的，是災區

現狀的羅列。

最快速度地”，如何“認真貫徹了”。那我隻想

說，希望媒體個人要有基本的職業人素質，不

要造故事，不要對災民造成二次傷害。

沒有必要選出那麼多“最美的”、“最感人

的”人和事，在天災之中，媒體首先要報道的

是客觀現狀。目前傷亡如何？交通狀況？受災

地區什麼現狀？哪裡需要怎樣的救援？沒在災

區現場的我們，想要知道的是真實的情況和能

做什麼的正確引導。受災的百姓可以慌亂，但

媒體不能慌亂；網友可以自己寫出身邊感人事

件，但媒體人沒必要煽情“最美最感動最什麼

什麼”，媒體人如果居心於這些看似感人的鏡

頭，自然會出現不負責地去問重壓下的老人

“你現在感覺如何？”，去問孩子“你當時想什

麼？”的問題。請不要給受災的災民和孩子加

壓了。媒體人要有自己職業的良心和底線。真

正感人的，在沉靜樓之後永遠是感人的。

東日本大地震的3月 11日那天，我正在東

京的慶應醫院，是個兒子出生還不到48小時的

產婦。我親身感受到，所有的醫生和護士都訓

練有素，鎮靜地安撫每個患者。一樓的大廳成

為臨時避難所，所有的人安靜地在大廳過夜，

每人分領飯團，秩序井然。在之後的幾天時間

裡，電車有不通時，很多護士就住在醫院裡，

為我們工作，其敬業精神讓人感動。

我們中國，還很多災多難。盡管中日關系

仍處在緊張之中，但我希望，在地震方面，我

們國人要向日本學習——系統地定期地學習和

實踐日本國民的防災教育，真正有效地提高自

救能力！媒體專業人士們，要向日本學習如何

報道災害，讓更多的人能在第一時間了解到最

佳的救助災區方法，讓災區人民不會因為媒體

報道，受到人生中難以撫平的精神創傷ĀĀ

為雅安祈禱，為雅安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