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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以来，耳边眼际皆是有关雅安的消息，各路救援兵

马，各种救援神器，各种感动故事，各方态度和面孔，一次灾

难，显现得更多的是对救援时各方力量的协调思考，面对灾

难的自救知识普及，以及关于地震的民间预测知识等。和

以往“团结一心”、“皆是手足”、“不抛弃不放弃”等标语相

比，此次救援中有一种声音取得了大部分人的赞同，那就是

“不添堵”。

地震后，在最近一期闾丘露薇主持的《全民相对论》节

目中，中国地震局原副局长何永年，说他最怕在灾区听到热

心的志愿者问“我有什么可以做的”?再次强调“非专业志愿

者”切勿盲目进灾区，别添堵！读到一条微博，某个女孩得

知地震消息后，眼泛泪光执意要去雅安，理由是“看看有什

么我能够帮忙的”?再翻一翻评论，一片吆喝叫好之声。

又读到一个论调，是说一旦发生灾难，军队一律冲在最

前方，可“找人”和“救人”不是军队的强项，他们的救援能

力，应该比不上专业的救援队伍。这种观点不一定完全正

确，想说的是，军人们冲上去不一定能帮上忙的，你去瞎凑

什么热闹啊!

2008年汶川地震后，王石反对个人大额捐款，遭到千

夫所指。他认为社会平衡的三种力量，首先是代表公权的

政府，以力量大小来比较，是象腿；其次是能创造产品、创造

就业的企业，是牛腿，最后则是公益组织，是鸡腿。牛腿的

力量无法比过象腿，但是王石认为在中国国情之下，牛腿要

资助鸡腿。

2012年，崔永元在一次演讲中，第一次提到“随手慈

善”的说法。他还说，“经常在电视上看到行为高尚的新

闻。一个大妈、大叔，自己生活还很艰难，还在拾荒，省吃俭

用，把自己的钱都拿出来，捐给人家。每次看到这里，我心

里都不是滋味。”

援引这些，不是教我们自私，不是教我们攀比——像三

个儿子给老母亲养老互相推辞：“大儿子有钱，那他为什么

不出大份”？而是不占用本就紧缺的救援物资，更是管好自

己，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随手行善，小事积德，不给国家拖

后腿，就足够了。

另外说一句，媒体在此时如果能多花版面传达灾区缺

乏物资信息、探讨下如何协调救援资源等，应该比急着宣传

最美**、最感动中国**要有用吧；学校如果能多教小朋友们

遇到地震如何自救，比急着让他们捐款有用吧。所谓慈善，

不是捐了什么就是什么了。捐了500万，转身又骂人，估计

是伪善。

慈善是心中有善，爱人爱己。随手慈善是，量力而行，

尽力而为。 孙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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