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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船出水，搜救人员携带破拆工具进入

“东方之星”船体。

大江悲滞 千里念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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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11：00
从山东赶赴监利的山东失联者家属集体

来到游船翻沉的长江边，用鲜花、纸钱和泪水
祭奠不幸遇难的亲人。

山东籍乘客亲属正在祭奠。 本报记者 王兴飞 摄

6月5日傍晚，落日余晖中，在一双双极
度疲惫的眼睛的注视下，已被扶正的船体一
点点露出水面。不过，真相仍覆没在水面之
下。

并没有出现猜测的“船体扶正后，多数
遗体会随江水而下被发现”的情况，随船体
扶正滚落出来的，只是一些小物件，那么不
起眼。它们被搜救人员打捞上来放到岸边，
和早先打捞出来的物品摆放到一起，一只脏
兮兮的玩具娃娃，静静地躺在那些同样脏兮
兮的皮包、旅行包、还未拆封的礼物和衣服
中间，嘴角上翘，眯眯笑着。

根据统计，“东方之星”的乘客中，绝大
多数是60岁到83岁的老年人，此外还有三名
10岁以下的孩子，其中最小的是一个三岁女
娃，不知道玩具娃娃是不是这个女孩带来
的，在船上她是不是天天抱在怀里。

6月6日，传来确切消息，“东方之星”上那个
三岁小女孩已经遇难，搜救人员在船舱四楼的
一等舱内，发现了孩子早已冰冷的遗体。

其他两个孩子，目前亦无生还消息。时
间，定格在“六一”儿童节。

在距沉船下游200米、500米、700米处，搜救
人员已经设置了拦截网，希望最大限度发现可
能顺江而下的遗体，可是，什么都没有。

已经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搜救人员继
续在茫茫江面上搜索着，可是，他们看到的，
只是漂浮在江面上的纸杯、暖水袋、泡面桶、
茶叶桶、白衬衣、旅行包……仅在5日早上6
点，他们发现了一名女性遇难者，她被杂草
覆盖着，搜救人员几经辨认，才停下船来慢
慢靠近。

“东方之星”扶正后，经检疫消毒，搜救
人员陆续进入。不断有遗体被抬出，已经过
去了六天，无论多么渴望再有奇迹发生，但

不论谁，心里都很清楚，在冰冷
而黑暗的江水里泡了这么久，
而且大都是行动缓慢的老人，
他们不可能再有机会看到外面
的蓝天。最后的搜救带给他们
的，也许只是一个正面的、仍然
保有尊严的姿势，作为他们离
开这个世界的最后身影，仅此
而已。

头七，一个中国人非常看
重的日子，就这么悄悄来了。

“现在出了这么大一个事，
而且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下令
成立调查组，我觉得将出具的
调查结果应该是比较公正的。
因为这是个地方国企，犯不着替

它隐瞒，只是现在不知道船员有没有操作失误，
大家应该耐心等待。”资深媒体人、原东方轮船
公司秘书张梦云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这几天，不断有专家从更专业、更理性
的角度分析“东方之星”的沉没原因，但这并
没有阻止网友锲而不舍的追问。有网友提
出，“我们现在不想知道what，而是why，可现
在新闻告诉我们的，只有what。”

对于真相的追问，也许比真相的探讨更
值得深思。

在重大事件的追问与探讨上，2008年汶
川大地震可以说是分水岭：如果说之前的灾
难报道多从悲情故事入手，此后无论是2013
年雅安地震，还是此次沉船事件，家属的悲痛
欲绝、灾难中的悲情故事都不再是主角，反思
和追问明显提前，甚至从灾难一发生就立刻
藏身于救援的身后，随时随地找机会发问。虽
然，这些追问多存在于网上，反思多见诸媒
体，但是呈发散式状态密集射向与游轮有关
的各个方面：游轮为什么会在那个暴风雨的
夜晚选择继续前行？长江三峡游这个司空见
惯、多针对老年人的廉价旅游项目，背后还有
什么看不见的隐患？真相何时会被公布？以后
由谁来监管游轮的安全？等等。

要追问的实在太多，可是，谁来回答？还
有，他们能否听到？

船已出水，真相却还留在水中。2日开始，
对于沉船事件的探讨，亦从未稍歇。

“如果这时候船里走出一个活人，会多可
怕。”网上突然出现了这么一条微博，但没人
评论，没人发笑，甚至没人痛骂拿这事开玩笑
的人，仅仅几十秒后，这条微博就自行消失
了。

可网上并不平静，时而发生争论。
网友@“一梓君一”：“我慢慢地、慢慢地

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
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
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
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
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那个怀抱着孩子长
大，交付所有担心与爱护的人，这次我们目送
你们走，愿你们能安息。”

不断有网友和家属发出微博、微信，寻找
亲人，寻求安慰。“爸爸，1994年1月16日中午
我在你耳边发下的誓言被老天爷抢去了，我
做不到了，我拼命也做不到了！妈妈去找你
了，你们在那里要幸福，要开心啊！这个世界
的时间既漫长又短暂，21年后妈妈来了，用不
了多久我们一家会团聚。我很骄傲做你们的
儿子，等着我！一起再次幸福生活！”

他们被称为“温情派”，与他们遥相呼应
的，是赞扬国家救援力量、感谢搜救人员、为
大家鼓劲的“加油派”。而另一派则是要求尽
快查明真相、要求媒体全面客观报道的“真相
派”。他们的关注点在于：“东方之星”沉没除
了天灾有无人祸？救援过程中到底谁才是主
角？媒体报道是否客观全面？船长逃生到底有
罪无罪？搜救队员前线立功接受采访是否妥
当？等等。他们甚至还把媒体报道的标题分门
别类，“游过悲伤的水域”，“最帅的男人”成为
被吐槽的着力点。

“真相派”与“加油派”不时发生争论，又
时而联合到一块去安慰“温情派”。与江边忍
耐克制的悲痛相比，网上更像是几个不同的
舆论场，但不可否认，他们都深深爱着这个国
家，还有那些离去的老人们。

江江边边念念归归人人
采写整理：本报记者 刘帅 王兴飞
执笔：本报记者 张洪波 刘志浩

玩具娃娃 相争相慰

6月6日，这个日子的数字很吉祥，在远离
监利县的一些地方，很多新人选择在这一天
喜结良缘，鞭炮声不断；还有很多高三学子，
他们会在亲人“如临大敌”般的护送下，准备
第二天进入高考考场。

他们同样有子女孙辈，可是这些，他们再
也看不到，也听不到了。

6日上午11时，赶赴监利的山东失联者家
属们，集体来到游船最初翻沉的长江边上，一
边哭泣，一边用鲜花、纸钱和泪水祭奠事件中
不幸遇难的亲人。游船翻沉后，被江水冲往下
游3公里处。3公里，这已是目前家属与亲人的
最近距离。

这几夜，监利县城内那个不大的广场上，
每晚都有家属和当地市民聚在一起，点上蜡
烛，祈福、祈祷。

总算有两个好消息传来，在湖南岳阳救
起的幸存者江庚目前病情稳定；而２１岁的四
川船员陈书涵不久即可出院。

搜救还在继续，尽管机会已经极其渺茫。
根据估计，在被压塌变形的第四层房间里，可
能还有几十具遇难者尸体。潜水员官东应该
看不到网上对他前线举行立功仪式的各种评
论，他也不会有时间和心情去关心这些；老吴
被救上来了，可他注定忘不了在最后关头，他
使劲抓住老伴的手，可老伴喊“撒手”然后滑
向无边黑暗时的情景；还有逃生的船长张顺
文，不管最后法律判他有罪无罪，有网友判
定，“他都将一辈子生活在愧疚和压力中”。

只有一分半钟，根本没有机会上演泰坦
尼克号上的生死别离、爱恨情仇，也没有故事
可以成为多年以后的文学经典，只是那么一
眨眼的工夫，船上所有人的人生轨迹都被改
变了。一分半钟，将注定牢牢陪伴在他们剩余
的岁月里。也许哪一天，这个记忆会像魔鬼一
样，突然从他们的睡梦或者脑海中跳出来，在
多少年之后，又将改变什么。

一位家属告诉记者，这几天夜里，她天天
做噩梦，梦到自己掉进冰冷的海水里，在黑暗
中窒息。醒来后，她嚎啕大哭，“我很想知道，
我妈掉到水里之后，到底是种什么感觉？”

注定被改变的，不仅仅是余生，还有看不
见的心理。1949年太平轮沉没，但它的影响直
至半个世纪后，依然深入到亲历者的骨髓里。

“一个幸存者的儿子记得，每到周末，总会有
一个穿军装的人来拜访父亲，后来才得知，这
是与父亲一起从太平轮上活下来的朋友。两
个男人几乎从不说话，只是坐在客厅里一整
天，各自喝茶、看报。这样的日子持续了20
年。”在一篇文章《太平轮一九四九》里，作者
这样写道。

但目前给生还者和遇难者家属做的灾后
心理辅导还不太够，一是时间太紧张，二是他
们太分散，很快，他们又将分散到全国各地。
即使汶川、雅安这些相对集中的地方，灾后心
理辅导也未坚持太久，更何况，在亲人们落葬
后，他们又会回到各自来的地方，也许此生不
再相见。

在压抑而克制的悲痛中，头七，就这么悄
悄地来了。

劫后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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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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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经 典 ，只
是那么一眨
眼 的 工 夫 ，
船上所有人
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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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搜救人员
发现一个3岁女孩
乘客遇难，只留下
受污的娃娃书包。

（资料片）

工作人员进行破拆。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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