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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 
特大自然灾害灾后重建思想探析  

□岳  鹏  戴钢书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0054] 
 

[摘  要]  自然灾害是人类依赖的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异常现象，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危

害往往是触目惊心的，而灾后恢复重建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重大自然灾难发生后大都对有关如何应对灾难和灾后重建方面提出了许多至

今仍闪耀着灿烂真理光芒的真知灼见，这对于指导当前我国“汶川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有着

很强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和认真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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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无法回避自然灾害，灾难性事件的发生往

往对人类生产和生活造成重大影响。当灾难发生后，

我们不能怨天尤人，必须坚强并且在灾难中前行，

我们只有在灾难中学习，在灾难中总结，才能在灾

难过后获得更大进步。正如列宁同志所说：“特殊情

况下一天的学习胜过你平时几年、几十年。”深入学

习和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特大自然灾

害灾后重建思想将有助于我们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

不再重复、减少甚至避免类似灾害造成的损失，从

而在加深对自然规律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做到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为人类造福。 

一、用民族的更大进步来补偿民族的灾难 

没有人愿意看到灾难，更没有人愿意经受灾难，

但灾难并不因为人们的不愿意接受而消失，一个人、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走向成熟，必然要经历灾难

的考验，可以说，灾难是一本教科书,是中华民族进

步的必修课。2008年5月12日发生在我国四川汶川的

特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

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8级强烈地震，数

万人死亡，34.7万人受伤，4625万人受灾，严重受

灾面积达10万多平方公里，给四川、甘肃、陕西、

重庆等地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损

失。但是，正如恩格斯1893年10月10日给俄国友人

尼·丹尼尔逊复信中所说：“像你们的民族那样伟大

的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

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1]。 
灾难令人心痛也让人反思。中华民族在5000多

年的风雨历程中，经历了无数天灾之害和人祸之虞。

据学者邓拓1937年所著的《中国救荒史》统计，3700
多年来，我国有历史记载的大范围灾害达5258次，

平均每年近1.5次。故有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中国

灾荒史之说。然而，中华民族回敬给灾难的不是沉

沦、不是灾难压迫下的消亡，而是历尽艰难不退缩，

屡遭磨难不放弃，并且愈挫愈奋、愈挫愈勇，在顽

强搏斗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

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饱

含中华文明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跌宕起伏、

生生不息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一直发挥着凝聚作用、

支撑作用和激励作用，引领中华民族战胜千难万险

而不断进步。历史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

族，她在灾难中失去的一切，必将在战胜灾难的奋

斗中和在民族的进步中得到更大、更多的补偿。 
一个民族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高瞻远瞩者的远

见，也离不开伟大的民族精神，但在许多时候，我

们却只能从应对灾难的过程中积累经验和吸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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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如果说汶川地震激起了全体中华儿女澎湃的爱

国热情，证明了现实社会人性光辉的未曾泯灭，显

示出了亿万民众的高尚激情，那么，激情之后若没

有深刻的反思，一切也只会成为一段悲伤的记忆。

只有激情之后的深刻反思，才会让这份高尚激情绵

绵不断地转化为进步的动力。正如一位哲人所说：

“一个善于向灾难学习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在灾难中进步、在磨难中奋起

的例证，日本的房屋抗震性强，抗震救灾技术比较

先进，这就与地震的频发及其造成的巨大损失有关

系。欧美国家的危机管理机制也是在应对天灾人祸

过程中不断进步的。灾难既然发生，社会就必须以

相应的或更高的进步应对未来可能再次发生的灾

难。比如制订各种防患于未然的应急预案，增强建筑

物的牢固性、提高科技在防灾救灾减灾中的功能等。 
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形成的凝聚力，定将推动民

族的团结和进步。“多难兴邦”是一个颠扑不破且

日久弥新的真理，其出自《左传·昭公四年》。原文

是“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

失其守宇”。这句话从朴素辩证法的角度对灾难的影

响作出判断，说明一个国家多灾多难，或能拓展疆

土，而无难无虞，或可丧失国邦。汶川地震的确是

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大灾难，但中国却正是通过

一次次灾难变得更加坚强，而且恰恰是在这样一个

多灾多难的国度里，持续了她5000多年的华夏文明，

以一个大国的姿态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我们没有

理由怀疑，中国未来还会有各种各样自然灾害的发

生，但中国将以更强大的力量面对它们，战胜它们。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将实现不断进步和真正崛起。 

二、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是战胜

灾难的关键 

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

的总和，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是历史的创

造者。在遵循客观规律基础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

主观能动性是战胜各种灾难的关键所在。 
我们知道，血吸虫病是多年来危害人民生命安

全的一种恶疾。解放前，血吸虫病曾广泛流行于南

方12个省市，成千上万的农民和渔民受到感染，上

亿的人口受到威胁，在病情特别严重的地方，许多

村庄完全毁灭，许多良田变成荒野。解放后，党和

政府非常重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号召和组织人

民群众大规模地与疫病展开斗争。1958年当毛泽东

主席读到6月30日人民日报，获悉江西省余江县消灭

了历来危害农民的血吸虫病的喜讯时，“浮想联翩，

夜不能寐。微风拂喣，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

命笔。”隧写下了著名的充满激情的七律二首——

《送瘟神》，“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
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

波。”“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

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

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2]。流露出了新中国缔造者对人民群众战胜自然灾

害后的喜悦心情，也写下了共产党人心系人民群众

的爱民情怀，表达了自然灾害终将过去，只要有人

民群众在，只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

我们定能克服困难的豪迈气概。 
可以说，我们党和政府历来注重发挥人民群众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这次汶川地震灾害中，胡锦

涛总书记指出：“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

民！”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房子裂了、塌了，我

们还可以再修。只要人在，我们就一定能够渡过难

关，战胜这场重大自然灾害。”“地震可以移动山，

可以堵塞河流，但是动摇不了我们人民的意志。只

要我们大家在灾难面前团结一致，互相帮助，共同

艰苦奋斗，就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灾害。”再次说明了

人民群众的伟大，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

历史证明，在人民群众战略灾难过程中形成的凝聚

力和创造力往往是灾后恢复重建的精神财富和巨大

动力，人民群众的高昂激情有益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 

三、灾难过后信心和勇气最为重要 

灾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在面对灾难时丧

失信心、勇气和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强

调战胜灾难过程中信心、勇气的重要性。在俄国十

月革命四周年纪念期间，列宁在面对严重的国内灾

害时指出“不管过渡时期的苦难如灾荒、饥荒和经

济破坏多么深重，我们决不气馁，一定要把我们的

事业进行到最后”[3]。毛泽东同志也曾郑重指出：

“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

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

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4]。 
首先，信心是应对灾难的原始动力。不同的态

度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在经历了唐山大地震、洪

涝灾害、非典疫情和南方冰雪等自然灾害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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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成熟和理性，面对困难显得更加镇定从容和快

速迅捷。在这场地震灾难发生后，中央政府快速反

应、高效决策、果断协调、精心指挥，震后不到1
小时，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传遍全国；震后不

到两小时，温家宝总理飞赴灾区。党政军民驰援灾

区，舆论宣传空前公开，震灾信息立体透明,“全民

动员、万众一心、生命高于一切”的人本思想和救

援理念，激发起华夏民族的大仁大爱。这一切都表

明，我们有信心战胜地震灾难。这些快速的行动也

使得灾区人民心里感到踏实，增强了他们战胜灾害

的信心和决心。 
其次，困难面前勇者胜。只有知难而进、迎难

而上，才能战胜困难。地震发生瞬间使四川境内大

部分地区通讯中断，供水、供电、交通等均受到很

大影响。通往震中汶川的公路完全中断，无法通行。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全力做好被困群众和受伤群众

的救治工作，安排好受灾群众生活，是党和政府面

临的重大考验。正是靠着大无畏的勇气，在公路阻

断的情况下，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先后从空中、水路

强行进入北川、汶川等受灾严重地区进行救援。他

们以勇气克服困难，以勇气告诉大自然，我们是不

会屈服于灾难的。灾难令人悲痛，但悲痛之后，最

需要的是拿出正视困难的勇气。地震已经过去，艰

巨的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正在全面展开，勇气对灾区

人民来说显得更为重要。只要众志成城，团结一致，

我们就一定能战胜前进中的各种困难和灾难。 
最后，信心来自于智慧。战胜灾难，不能靠蛮

干，除了信心和勇气，还需要强有力的指挥，需要

科学对待各项抗震救灾工作。在地震灾害现场指挥

抢救的温家宝总理说过，“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

要尽全部力量救人，废墟下哪怕还有一个人，我们

都要抢救到底。”“危难之际，每个干部党员都面临

着严峻考验，务必要站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全力以

赴做好抗震救灾工作，这样群众才会放心。”“只要

有双手，家园就能重建……”这些掷地有声的朴实

话语诠释着我们党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执政水平，给

人以信心、勇气和力量。在灾后恢复重建中，让信

心和勇气始终陪伴着我们，促使我们以高超的智慧

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四、通过自然灾害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

从而为人类造福 

自然灾害除破坏人类原有生存的和谐条件外，

还可以衍生出其它灾害，这往往对当地地貌、水文、

气候等造成重大破坏，给人类生存环境造成重大影

响。但自然灾害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向人类敲

响了警钟，促使人类以更加科学理性的态度来认识

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从而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基

础上为人类造福。 
通过自然灾害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大自然

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促进经济发展，推

动社会进步，必须尊重自然规律。江泽民同志《在

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自

然灾害是件坏事，但通过同它的斗争，人们可以加

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从中得出有益的结论，

从而更加科学地利用自然为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发展

服务”[5]。胡锦涛同志也指出，“自然灾害给人类

带来磨难，同时又促使人类更加自觉地去认识和把

握自然规律，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进而推动

人类文明进步。一个善于从自然灾害中总结和汲取

经验教训的民族，必定是日益坚强和不可战胜的。

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的道路，锲而不舍

地探索和认识自然规律，坚持按自然规律办事，不

断增强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能力，就一定能够不

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就

一定能够做到让人类更好地适应自然、让自然更好

地造福人类。” 
通过自然灾害增强预防和减灾能力。自然灾害

的发生是血的教训，只有在灾难过后学会增强预防

和减灾能力，我们才能在面临灾难时确保生命伤亡

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点。胡锦涛同志强调，自然灾

害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我国是世界上自然

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我们必须把自然灾害预

测预报、防灾减灾工作作为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的一项重大工作进一步抓紧抓好。要加强对自然灾

害孕育、发生、发展、演变、时空分布等规律和致

灾机理的研究，为科学预测和预防自然灾害提供理

论依据。要加强自然灾害监测和预警能力建设，构

建自然灾害立体监测体系，建立灾害监测-研究-预

警预报网络体系。要深入研究各种自然灾害之间、

灾害和生态环境、灾害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加

强防灾减灾关键技术研发，强化应对各类自然灾害

预案的编制。要建立国家综合减灾和风险管理信息

共享平台，完善国家和地方灾情监测、预警、评估、

应急救助指挥体系。要优化整合各类科技资源，将

灾害预防等科技知识纳入国民教育，提高全民防灾

意识、知识水平和避险自救能力。要广泛开展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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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合作，既学习国外的有益经验和先进技术，也

对人类社会共同防灾减灾作出贡献。 
通过自然灾害增强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人与

自然的关系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人类在自己的发展

中不断征服自然，不断改造周围的地理环境；二是

人类在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始终受着周围自

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很多自然灾害的发生是天灾

引起的，但也有不少是人为原因造成的。刘少奇同

志就曾说建国不久的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了更加正

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

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

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

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

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

情发生的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

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

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

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6] 
恩格斯早就作出回答，“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

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

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

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

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

结果又取消了”[6]。我们对于在自然界方面的索取

不要过分陶醉，温家宝总理说得好：“一个民族在灾

难中失去的，必将在民族的进步中获得补偿。关键

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和教训。”这个经验和教训告诉我

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我们必须坚持“可持续发

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

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

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

地永续发展”。这是胡锦涛总书记的嘱托，更是中华

民族复兴的重要保证。 
当前，汶川地震受灾地区正处于灾后恢复重建

的关键时刻。就灾后重建工作的近期和长远规划来

看，重建工作顺利开展需要重视思想重建创新,需要

鼓励受灾地区群众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自我重

建，自立自强，重建灾民信心。新时代已经开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特大自然灾害灾后重建的

思想没有过时，让我们发扬抗震救灾中伟大的民族

精神和抗震救灾精神，更加团结、仁爱、自信、勇

敢、坚强！唯其如此，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进

步和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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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ural disasters are the anomaly phenomenon happening in the nature, which bring human beings 
startling harms. The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is a complex systematic project. So we must be all-round thinking 
and focuse on key points. After the serious natural disaster occurred, marxist classical writers mostly put forward a 
number of shining bright light of truth and insight on how to respond to disasters and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This is a very strong sense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guide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post-disaster rest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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