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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春词典》

前言

　　5月12日，一个举国哀悼的日子，一个将成为民族记忆中一道深刻伤痕的日子。汉旺镇钟楼上的那
座钟，指针永远停滞在了14时28分。我们几百万同胞的家园成了废墟，近十万兄弟姐妹就那样被埋在
了断梁瓦砾之下。那些年幼的婴儿还衔着妈妈的奶头，那些老师用拱起的身躯护佑了受惊吓的学生，
那些丈夫用臂膀紧紧地拥抱着心爱的妻子⋯⋯鲜活的生命，在山崩地裂、血流成河间，成了永久的雕
像。　　5月19日，我率中国作家抗震救灾采访团赴汶川地震灾区采访。这是一次震撼灵魂的采访，灾
区受难之惨烈，受灾范围之广，远远超过我原来的想象。震惊、悲痛，让我几乎在废墟之上不能自已
。　　我们哀痛，哀痛至不能呼吸。尤其是那些孩子，祖国的花朵，未来的希望，向日葵一样充满朝
气的脸庞，娇嫩、天真、美好，转眼间就只剩了废墟上那一只只无人认领的书包⋯⋯到今天，我依然
感到触目惊心，依然心痛得无以言说。　　尽管有痛，但不能被痛打败。遥望西南，一幕幕人间的至
爱、人间的大爱在废墟上拉开了强大而温暖的帷幕。灾区并不孤独，有祖国在，有十三亿同胞在，抗
震救灾早已成为一场汇聚无数暖流的轰轰烈烈的战斗。我们的作家也没有忘记肩上的责任，我们的文
学也没有忘记该扛起的使命。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作家和文学所散发出的人文关怀被擦亮，并且汇成
了一股巨大的暖流涌向灾区。　　灾区的孩子是最需要关怀的群体，他们所受的惊吓，他们失去亲人
以后的悲痛，他们心灵的创伤，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弭，这需要全社会的关爱，需要用温暖去抚平
。　　《新青春词典——汶川大地震的少年记忆》，可以说，是作家们献给灾区孩子的一份关怀和礼
物，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力量和鼓舞。在整个抗震救灾过程中，涌现出了那么多可歌可泣的人物，
尤其是那些坚强、勇敢、无私的孩子和老师们，尤其让人动容。把这些少年的记忆梳理出来，把这些
感人的事迹铭刻下来，把一份感动抒写出来，也都是温暖和大爱。所有的文字都是真诚的，所有作家
的情感也都是真诚的，从中，我看到了爱心、思索、关怀和责任。　　只要有爱，我们就能从废墟上
站起；只要有爱，我们就能让力量回归心间；只要有爱，我们就能抚平伤痕，从容地面对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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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春词典》

内容概要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一个举国哀悼的日子，一个将成为民族记忆中一道深刻伤痕的日子。我们几
百万同胞的家园成了废墟，近十万兄弟姐妹就那样被埋在了断梁瓦砾之下。在抗震救灾过程中，涌现
出了那么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尤其是那些坚强、勇敢、无私的孩子和老师们，尤其让人动容。毕淑敏
、杨红樱、麦加、韩寒等数十位深受少年儿童喜爱的作家亲历灾区，把这些少年的记忆梳理出来，把
这些感人的事迹铭刻下来，把一份感动抒写出来，也都是温暖和大爱。 这是一本用大大的爱字抒写而
就的书，弘扬的是灾区师生勇敢面对灾难的信念和精神，凝聚的是我们和所有作者对灾区孩子及灾后
教育重建的一份关怀、感动和沉思。
遥向西川抬泪眼（代序）  高洪波
亲历灾区
触摸孩子们的天堂之门  余熙
地震三记  麦家
胡蓉老师，你在天堂还好吗  杨红樱
灾区使我们成为老兵  黄亚洲
遍地都是英雄  刘颋
总是真爱催泪飞  吴克敏
这里辉映秀美  咏慷
北川，有这样一个孩子  罗伟章
我在绵阳的组稿经历  穆涛
亲历北川记  李承鹏
为了孩子  柳建伟
5·12地震的幸存者  雨田
生命的另一种存在  朱晓军
孩子比天大  谢克强
生死绝唱  高建平
找爸爸  郭珂妤
两个娃娃  吴克敏
舒展紧缩的心灵  黄亚洲
携手托起明天的太阳  杨芳菲
挺起青川的山梁  杨芳菲
守望相助
有着责任活着  贾平凹
天堂的目光  曹文轩
九色花  叶文玲
哀悼日  潘军
川娃儿  高红十
翅膀上驮着天堂亲人的期望，我要高高飞翔  毕淑敏
在成都机场  黄健翔
我要用看得见摸得到的方式帮助灾区  黄健翔
刘汉希望小学的奇迹  李承鹏
把四川作为另一个家乡  韩寒
生如夏花
陈浩，令中国骄傲  邹园
可乐男孩的故事  袁敏
马健在向孝廉的回忆中  丁小军
纵身一跃  谢鲁渤
马志成：自己救自己  赵健雄
勇敢的康洁  孙健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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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春词典》

生如夏花  尹晓芳
废墟中最美的脸  鲁晓敏
翠青的五月  海飞
大难来时不离弃  李郁葱
小英雄林浩  冰波
你要学会长大  韩星孩
师道伟岸
漫长的撤离  朱晓军
不朽的丰碑  赵福莲
莲花开处  苏沧桑
天使的翅膀  郑休白
用背撑起生命的华盖  周美丽
天使的涅槃  郭梅
雄鹰的姿态  陈富强
31+1  高亚鸣
阴阳界  生死情  王寒
爱是生命的护翼  周美丽
后记  《江南》杂志社
5月12日，一个举国哀悼的日子，一个将成为民族记忆中一道深刻伤痕的日子。汉旺镇钟楼上的那座钟
，指针永远停滞在了14时28分。我们几百万同胞的家园成了废墟，近十万兄弟姐妹就那样被埋在了断
梁瓦砾之下。那些年幼的婴儿还衔着妈妈的奶头，那些老师用拱起的身躯护佑了受惊吓的学生，那些
丈夫用臂膀紧紧地拥抱着心爱的妻子⋯⋯鲜活的生命，在山崩地裂、血流成河间，成了永久的雕像。
5月19日，我率中国作家抗震救灾采访团赴汶川地震灾区采访。这是一次震撼灵魂的采访，灾区受难之
惨烈，受灾范围之广，远远超过我原来的想象。震惊、悲痛，让我几乎在废墟之上不能自已。
我们哀痛，哀痛至不能呼吸。尤其是那些孩子，祖国的花朵，未来的希望，向日葵一样充满朝气的脸
庞，娇嫩、天真、美好，转眼间就只剩了废墟上那一只只无人认领的书包⋯⋯到今天，我依然感到触
目惊心，依然心痛得无以言说。
尽管有痛，但不能被痛打败。遥望西南，一幕幕人间的至爱、人间的大爱在废墟上拉开了强大而温暖
的帷幕。灾区并不孤独，有祖国在，有十三亿同胞在，抗震救灾早已成为一场汇聚无数暖流的轰轰烈
烈的战斗。我们的作家也没有忘记肩上的责任，我们的文学也没有忘记该扛起的使命。在国难当头的
时刻，作家和文学所散发出的人文关怀被擦亮，并且汇成了一股巨大的暖流涌向灾区。
灾区的孩子是最需要关怀的群体，他们所受的惊吓，他们失去亲人以后的悲痛，他们心灵的创伤，都
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弭，这需要全社会的关爱，需要用温暖去抚平。
《新青春词典——汶川大地震的少年记忆》，可以说，是作家们献给灾区孩子的一份关怀和礼物，某
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力量和鼓舞。在整个抗震救灾过程中，涌现出了那么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尤其是
那些坚强、勇敢、无私的孩子和老师们，尤其让人动容。把这些少年的记忆梳理出来，把这些感人的
事迹铭刻下来，把一份感动抒写出来，也都是温暖和大爱。所有的文字都是真诚的，所有作家的情感
也都是真诚的，从中，我看到了爱心、思索、关怀和责任。
只要有爱，我们就能从废墟上站起；只要有爱，我们就能让力量回归心间；只要有爱，我们就能抚平
伤痕，从容地面对将来！
高洪波
5·12汶川大地震，刹那间震碎了数百万同胞的家园，也震碎了与孩子们日日相伴的校园。在废墟之上
，让我们尤为触目惊心的。是那一只只失去了小主人的书包——色彩鲜艳，却落满尘灰。有的孩子就
那样离我们而去——手里，紧紧地攥着写下过最后一个字的铅笔。那是怎样的一只手，那是怎样坚韧
而天真的求知渴望！
孩子，是这次大地震最让人心痛的受难者，也是最需要关怀和帮助的对象。即便侥幸逃出了废墟，他
们中有的成了孤儿，有的失去了家园，有的留下了终生的伤残。在亲历这场灾难之后，很多孩子陷入
了沉重的心理阴影。对他们来说，这场灾难会是终生性的创伤。
但是，当我们面对那一摊摊狰狞的废墟的时候，我们也感到了生之力量、爱之力量、渴望知识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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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春词典》

。有个小女孩在废墟底下，在那仅有的一点生命空间里，摊开了课本，就着手电微弱的光芒在看书；
有个小男孩，在黑暗中用不停地歌唱来鼓励他的同学们等待救援勇敢地活下去；有个小学老师，用自
己柔弱的背铸成生命的丰碑，护佑住怀里惊恐的孩子⋯⋯那些可爱的人，那些勇敢的人，那些无私的
人，那些奉献的人，那些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别人生命的人，他们的爱和坚强，他们的镇定和无畏，
让我们在悲痛之中一遍又一遍地热泪盈眶。
虽然惊恐未过，但孩子们从废墟上顽强地站了起来，琅琅读书声已经在抗震帐篷中响起。虽然亲人有
的也埋于废墟或者生死不明，但老师们都镇定地站立在了，陆时的讲台上。那是怎样一群坚强的孩子
，那是怎样一群勇敢的老师！教育之火不灭，希望不灭。
那些在废墟边上让读书声重新响起的老师和孩子们，需要我们用敬意去发现和讴歌；那里灾后的教育
重建，需要我们的援助和关怀；那里的孩子受伤的心灵，也需要我们用爱和真诚去抚慰，化成温暖的
阳光驱散阴霾。这便是我们推出《新青春词典——汶川大地震的少年记忆》这本书的初衷。
从策划组稿到编辑出版，时间很短，但让我们感动的是，本书的所有作者都以深情甚至眼泪写下了这
些文字，都是有感而发，都是真情的涌动。有的作家亲历了灾难发生，有的曾赴一线当志愿者，有的
曾以记者身份前往，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泪洒灾区。因为巨大的悲痛，也因为由衷的感动。
这是一本用大大的爱字抒写而就的书，弘扬的是灾区师生勇敢面对灾难的信念和精神，凝聚的是我们
和所有作者对灾区孩子及灾后教育重建的一份关怀、感动和沉思。
希望爱如涓流，潺潺地流向灾区，流向孩子们的心田；希望每一点爱都化成雨露，洒向灾后满目疮痍
的校园！
遥向西川抬泪眼（代序）  高洪波
亲历灾区
触摸孩子们的天堂之门  余熙
地震三记  麦家
胡蓉老师，你在天堂还好吗  杨红樱
灾区使我们成为老兵  黄亚洲
遍地都是英雄  刘颋
总是真爱催泪飞  吴克敏
这里辉映秀美  咏慷
北川，有这样一个孩子  罗伟章
我在绵阳的组稿经历  穆涛
亲历北川记  李承鹏
为了孩子  柳建伟
5·12地震的幸存者  雨田
生命的另一种存在  朱晓军
孩子比天大  谢克强
生死绝唱  高建平
找爸爸  郭珂妤
两个娃娃  吴克敏
舒展紧缩的心灵  黄亚洲
携手托起明天的太阳  杨芳菲
挺起青川的山梁  杨芳菲
守望相助
有着责任活着  贾平凹
天堂的目光  曹文轩
九色花  叶文玲
哀悼日  潘军
川娃儿  高红十
翅膀上驮着天堂亲人的期望，我要高高飞翔  毕淑敏
在成都机场  黄健翔
我要用看得见摸得到的方式帮助灾区  黄健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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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希望小学的奇迹  李承鹏
把四川作为另一个家乡  韩寒
生如夏花
陈浩，令中国骄傲  邹园
可乐男孩的故事  袁敏
马健在向孝廉的回忆中  丁小军
纵身一跃  谢鲁渤
马志成：自己救自己  赵健雄
勇敢的康洁  孙健昌
生如夏花  尹晓芳
废墟中最美的脸  鲁晓敏
翠青的五月  海飞
大难来时不离弃  李郁葱
小英雄林浩  冰波
你要学会长大  韩星孩
师道伟岸
漫长的撤离  朱晓军
不朽的丰碑  赵福莲
莲花开处  苏沧桑
天使的翅膀  郑休白
用背撑起生命的华盖  周美丽
天使的涅槃  郭梅
雄鹰的姿态  陈富强
31+1  高亚鸣
阴阳界  生死情  王寒
爱是生命的护翼  周美丽
后记  《江南》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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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这个初夏，这样一次突如其来的山崩地裂，注定要成为我们心中最深刻最长久的记忆。这个夏天，我
们记住了痛苦、悲伤、绝望和无助，也记住了善良、坚毅、果敢和坚韧。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的四
川汶川大地震见证了痛苦，见证了死亡，但更见证了中国新一代人的勇气、责任、担当，见证了一个
民族的希望。灾区的80后90后们，甚至那些生在21世纪的孩子们，爱、责任、友谊在他们身上得到了
何等震撼的诠释，他们以勇敢和坚强谱写了动人的新青春舞曲，留下了永恒的汶川大地震的少年记忆
。
在抗震救灾过程中，毕淑敏、杨红樱、麦加、韩寒等数十位深受少年儿童喜爱的作家亲历灾区，把自
己的所见所闻用文字记录了下来，并汇编成本书。这本书，是作家们献给灾区孩子的一份关怀和礼物
，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力量和鼓舞。所有的文字都是真诚的，所有作家的情感也是真诚的，我们相
信，只要有爱，我们就能从废墟上站起；只要有爱，我们就能抚平伤痕，从容地面对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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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遥向西川抬泪眼（代序） 高洪波亲历灾区触摸孩子们的天堂之门 余熙地震三记 麦家胡蓉老师，你在
天堂还好吗 杨红樱灾区使我们成为老兵 黄亚洲遍地都是英雄 刘总是真爱催泪飞 吴克敏这里辉映秀美 
咏慷北川，有这样一个孩子 罗伟章我在绵阳的组稿经历 穆涛亲历北川记 李承鹏为了孩子 柳建伟5·12
地震的幸存者 雨田生命的另一种存在 朱晓军孩子比天大 谢克强生死绝唱 高建平找爸爸 郭珂妤两个娃
娃 吴克敏舒展紧缩的心灵 黄亚洲携手托起明天的太阳 杨芳菲挺起青川的山梁 杨芳菲守望相助有着责
任活着 贾平凹天堂的目光 曹文轩九色花 叶文玲哀悼日 潘军川娃儿 高红十翅膀上驮着天堂亲人的期望
，我要高高飞翔 毕淑敏在成都机场 黄健翔我要用看得见摸得到的方式帮助灾区 黄健翔刘汉希望小学
的奇迹 李承鹏把四川作为另一个家乡 韩寒生如夏花陈浩，令中国骄傲 邹园可乐男孩的故事 袁敏马健
在向孝廉的回忆中 丁小军纵身一跃 谢鲁渤马志成：自己救自己 赵健雄勇敢的康洁 孙健昌生如夏花 尹
晓芳废墟中最美的脸 鲁晓敏翠青的五月 海飞大难来时不离弃 李郁葱小英雄林浩 冰波你要学会长大 韩
星孩师道伟岸漫长的撤离 朱晓军不朽的丰碑 赵福莲莲花开处 苏沧桑天使的翅膀 郑休白用背撑起生命
的华盖 周美丽天使的涅? 郭梅雄鹰的姿态 陈富强31+1 高亚鸣阴阳界 生死情 王寒爱是生命的护翼 周美
丽后记 《江南》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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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次地震，北川是最重的灾区，你如果到了现场就知道什么叫山崩地裂。比如北川中学的几幢教
学楼在这次地震中完全倒塌，正在教室里上课的学生大部分被掩埋在废墟里，你能说这不是自然力在
我们身边造成的一出悲剧吗？　　地震是无情的，它可以改变活着的人的另一种信念。这或许是意味
着人的生命逝而不回。然而人的生命也正像大海一样，可以激情澎湃，可以依照人类或自然赋予的需
求而存在。这里，我要讲的这两个男人是我在这次地震中认识的。他们没有被电视、电台和报纸等媒
体关注，不是他们的形象不够光辉，我总觉得他们身上的神秘感是另外一种山体的精神产物，这种东
西几乎具有超越人性的性质。　　北川自古即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古老的羌族同胞在这里生息繁衍。
北川中学高一语文教师王方斌是不是羌族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北川贯岭土生土长的山里人。我
不敢说北川山清水秀，可我觉得北川真的是春天温暖，夏无酷热，秋天凉爽，冬无严寒，还真有点“
东方达沃斯”的韵味。王方斌老师今年三十一岁，他也许是一个没有远大理想的男人。贯岭的山沟和
土地的贫瘠与刻薄恰好与山里人的亲切和憨厚形成鲜明的对比。村庄里的农舍和山坡上树木的轮廓消
失在遥远的尽头，那从中透射出的物质容量与精神容量是如此巨大、清晰和厚重，使人感到有一种令
人震撼的崇高。山里人的伟大正在于他们是最直接地保持着与大山的肉体密切接触的人群。当年，十
六岁的王方斌在贯岭乡中学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四川江油师范学校，他只想中师毕业后回到养育
他的贯岭山村，当一名山村小学教师。他最清楚在那太阳经常照不到的贫瘠的山沟沟里有不少人是智
障、哑巴、聋子、跛子、驼背、侏儒而这些人的脸上总是呈现出一种近似孩童般纯真的表情，少年王
文斌在山坡上看着苍白的太阳升起、落下山里人的栖身之处在哪里？他的内心在滴血，他感到一种生
生的疼痛。年7月，王方斌中师毕业，他要求回到家乡北川贯岭去当一名村小教师，不知是什么原因
县教育局却把他分配到北川桂溪乡彭家山小学。一个人一个学校，教两个复式班，既当老师又当校长
，教的学生约二十来个。过了一年，他又调到桂溪的树坪小学教书。临走时，几十个山民跑到乡政府
求情，不肯让他离开彭家山小学。可能是王方斌老师教书育人有方，县教育局又在1999年调他到桂溪
中学教书。年7月，他又被调到北川中学去教高中。只要是王方斌老师教过的学生，没有一个不说他
是个好老师。　　某曰中午，余震中，我和王方斌老师在临时的教室里交谈。具体谈了些什么并不重
要，可我总觉得，他朴实的话语里传达出某种超越历史时空的东西，尤其是对山的热爱和眷恋，或许
是从心灵深处直接唤起他本人对大山的诸种复杂感情：赞美或悲伤无疑，我从王方斌老师噙满泪水的
目光中得知，他的母亲从没有走出过大山，右手残疾，只剩下一个肾。父亲左脚残疾，是当年为供儿
子读书，在采石场背石头时被石块砸残的。不管怎样，他们以山为依靠而活着，质朴雄伟的山体也许
就是他们的化身。　　5月12日14时25分，北川中学高一语文教师王方斌没有课，他在一楼教师办公室
备课，三分钟后他到三楼教科室办完事正准备往五楼走，地震来了。他正准备顺着栏杆往楼下跑去喊
他班上的学生时，教学楼轰地一声就塌了，眼前一片黑暗，他被重重地压在废墟下面，半个小时后，
他在昏迷中被人救了出来。头、脸、手臂、腿部多处被水泥板砸伤，血顺着衣服流了下来。他被抬到
学校的足球场抢救。当他苏醒过来看见幸存的学生和同事手忙脚乱，得知不少学生还被埋在废墟下面
时，便挣扎着去废墟中营救学生，组织营救出来的学生自救和运送伤势严重的人，直到全身无力，晕
倒在地，醒来以后又回到营救的队伍中。黄昏19时左右，王方斌老师在被救学生的提醒下才想到自己
刚满六周岁的乖女儿王梓璇。女儿在离北川中学不远处的曲山幼儿园上学前班。他跑呀跑，不知跑了
多少个来回，怎么也找不到曲山幼儿园，他的前后左右除了废墟还是废墟。这时，他对着废墟大声呼
喊：“王梓璇，我的乖女儿，你在哪？爸爸在找你”　　王方斌老师的妻子张新红也是北川土生土长
的山里人，与王方斌是初中同班同学，四川绵阳师专体育专业毕业后也回到北川桂溪中学当教师，去
年7月调到北川中学任初中生物老师。5月12日地震时，她正在北川新城区北川中学初中部上生物课。
强烈的地震使学校后面的山体垮塌，垮下来的石头把整个教室给掩埋了，正在上课的一百多名学生和
十六名老师无一人生还。　　应该说王方斌老师这个小家像许多家庭一样是幸福的，可苍天硬要把灾
难降于他们，你说这世道公平吗？我面对王方斌老师长久地沉默，我的目光凝固在他像浮雕般的神情
中，不禁使我暗自揣摩他内心的伤痛有多深。地震发生二十五天后，王方斌没有倒下，他除输液治伤
外，每天都同幸存的学生和同事在一起度日，只是没有多少话语。而我以为这是一种强大的原始生命
力的本能，或许这种本能正击中了我苍白脆弱的神经。　　黑色的5·12不仅震动着中国，也震动着全
世界。曾经美丽、充满活力的校园成为残垣断壁，曾经整洁的街道伤痕累累，曾经秀美的村庄如今变
成令人恐惧的荒野。无数孩子被压在废墟中，无数亲人在一瞬间永远地离去。　　如果不是这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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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也不会认识坐在我身边的这个帅小伙陈东，十七岁的少年也算是条汉子。他是北川县开坪乡
地坪村人，初中就读于北川县治城民族中学，现是北川中学高一（1）班的学生，有一米七二的个子
，沉静，既开朗却又内向，看上去是一个地地道道诚实的少年，说起话来还有一点脸红，嘴角上边时
隐时现的胡须给眼前这位成长的少年增添了一种风度。　　山里的少年是诚实的。陈东告诉我，他的
学习成绩一般，主要是数学、物理和化学的基础有点差，他说他会努力去学。其实，我在与陈东交谈
时，发现他非常懂得生活的艰辛，不然的话，他的性格怎么会如此独立、坚强而隐忍？但愿他在学习
上能向前跨一大步。　　陈东记得很清楚，5月12日地震没有来时，他们高一（1）班在二楼多媒体教
室上美术欣赏课，上美术课的唐老师放的都是些从网上下载来的作品：中国古代建筑，西方的教堂、
城堡和现代别墅。地震刚开始，唐老师叫大家往桌下躲，接着就是教室里的灯、电扇被抖落，那一刻
教室里恐怖的尖叫声响成一片，他说他那时没有觉得害怕。当教室更剧烈地摇动时，他和全班的同学
失去了控制力。接着就是教室倾塌，五层的教学楼瞬间变成了三层，他和数百名同学被倾塌的教学楼
压在下面。　　一个多小时后，陈东被高三的学生从倾塌的残楼里救了出来。他知道，班上所有的同
学都还压在残楼里。于是，他忍着伤痛毫不犹豫地就加入营救残楼下面的同学的行列。不一会儿，他
在残楼旁听见有同学在呼喊自己的名字，他从老师那里找来电筒，顺着自己被救出的残洞爬进去。倾
塌的教学楼一、二楼全都垮塌下去，陈东在多媒体教室的一个角落，拖出压在残楼下面的同学陈莎莎
，时间是5月目16时左右。陈莎莎多处骨骼被砸伤，现还躺在武汉第一医院的病床上。陈东也不知道当
时怎么会有那样的勇气和力量，在只有三四十厘米高的空间把压在同学陈莎莎身上的水泥板搬开的。
晚上20时分左右，他又在倾塌的残楼下面救出另一位女生余冬梅。接着王方亮、黄芙蓉等也被他救了
出来。陈东对我说，他当时已经麻木了，一点都不觉得害怕，心里就想多救几个同学。　　我在与陈
东母亲通电话时告诉她，陈东从垮塌倾倒的残楼下面救出几名同学时，她得意地说：“没有想到我的
儿子那么勇敢。”她说要在年底回四川看望陈东，但愿他们母子俩早日相见。　　说句心里话。陈东
毕竟还是一个只有十七岁的少年，5·12地震给他的心灵带来一种无法言说的压抑，令他想不通的是许
多同学在一瞬间说走就走了。他一谈到废墟二字，脸上的表情就有点不怎么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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