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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巴黎时间 2019 年 4 月 15 日 18

时 50 分许，欧洲历史上第一座完全

哥特式教堂，巴黎最具代表性的历

史古迹——巴黎圣母院燃起熊熊

大火，800 年的古迹部分被焚毁，标

志性的塔尖在滚滚浓烟之中轰然

坍塌。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这

是整个法国，整个法兰西民族和全

体天主教徒的灾难”。

在巴黎，现场民众从最初的

惊恐和惋惜，到随着火势蔓延和

对 巴 黎 圣 母 院 的 吞 噬 而 落 泪 哭

泣，目击者纷纷跪在地上为之唱

颂祈祷。在推特和脸书上，大量

的火灾图片和视频被迅速上传，

全世界人民都在为巴黎圣母院的

巨大火灾而惋惜。尚处于黑夜的

中 国 网 民 ，也 在 微 博 、微 信 和 豆

瓣等社交媒体上转播发布巴黎圣

母院的火灾图片和直播视频，为

全人类的文明古迹而痛惜。国家

主席习近平也在第一时间，给法

国总统马克龙发去慰问电，欧美

多国政要纷纷致辞痛惜祈祷。

然而，就在一片全球共情的哀

痛之中，国内网络上却出现幸灾乐

祸的声音，不少跟帖称这场大火是

当初法军焚烧圆明园的报应，认为

“天道好轮回”，不禁拍手叫好。这

一“同态复仇”心理产生的非理性

言论，自然遭到主流媒体和大多数

网民的痛斥。“看火灾照片心痛，看

评论跟帖痛心。”朋友圈里的一句

点评，引起人们强烈共鸣。

巴黎圣母院是建筑史上的经

典杰作，是雨果同名名著的故事

舞台，而其中更收藏着众多珍贵

艺术品，无疑是无价的世界文化

遗 产 。 巴 黎 圣 母 院 不 止 是 法 国

的，也是全人类的。它的焚毁不

仅是法国文明的消损，更是人类

历史文明的重大遗憾；伟大的人

类历史文明落幕，对于全人类都

是一种巨大损失。历史教育是让

我们铭记历史，在人类无止境的

纷争中寻找和平，教给我们要记

住过往避免重蹈覆辙，而不是用

圆明园发生的悲剧去痛斥今天的

巴黎圣母院，历史从未教给我们

用仇恨包裹文明。

巴黎圣母院的火灾原因正待

查明，巴黎圣母院的修复重建的漫

长工程也将迅速启动。不管你是

否去过巴黎圣母院，它的被这场大

火吞噬的场景，以及那些狂读雨果

的岁月，并牵动着所有关乎建筑、

文学、历史与爱情的记忆，将永远

留存在我们的心底深处。

大火同时警醒世人：文明，是需

要时刻捍卫的。有一种浩劫，一直让

自由、包容的人类文明处于某种危在

旦夕之中。巴黎，并非危言耸听。

【媒体声音】

一、痛恻与祈祷维度

（一）多国领导人致辞致电

习近平致法国总统马克龙慰

问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6日就法

国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向法国总统

马克龙致慰问电，向全体法国人民

表示诚挚的慰问。习近平指出，巴

黎圣母院是法兰西文明的重要象

征，也是人类文明的杰出瑰宝。中

国人民同法国人民一样，对此次火

灾深感痛恻。相信在法国人民努力

和国际社会支持下，巴黎圣母院一

定能顺利修复、再现辉煌。

欧美多国政要致辞祈祷

法国总统马克龙：“像所有法

国同胞一样，今晚我很难过，看到

我们人内心的一部分被燃烧掉。”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今晚我与

法国人民同在，与那些和巴黎圣母

院大火战斗的紧急服务人员同在。

德国总理默克尔：巴黎圣母院

是法国及欧洲文化的象征，支持我

们的法国朋友们。

美国总统特朗普：太糟糕了！

也许可以用水罐车来灭火！一定

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一场大火的心痛与痛心一场大火的心痛与痛心

马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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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快点！上帝保佑法国人民！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看到巴黎

圣母院处于大火中真的很心痛。

在你们对抗大火时，加拿大人民与

你们同在。

芬兰总统：芬兰对巴黎圣母院

的大火感到悲伤，今晚我们与法国

及巴黎人民同在。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

森：30 年前站在巴黎圣母院前面印

象深刻。今天早晨看到这么美丽

的大教堂处于大火之中真的非常

难过。我们与法国人民以及和火

灾抗争的紧急服务人民同在。他

们将重建巴黎圣母院，就像他们一

直以来做的那样。

法国前总统奥朗德：巴黎圣母

院是我们的共同遗产，看到她处于

大火之中真的非常伤痛。向那些

为了灭火而努力的消防员们致敬。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巴黎圣母

院是世界瑰宝之一，在法国人民悲

伤的同时我们与你们同在。当看

到历史消失时，我们天然地会感到

悲伤——但同时也处于我们天性

中的是，我们第二天就会开始重

建，尽可能地坚强。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我每分

钟 都 在 关 注 着 巴 黎 圣 母 院 的 大

火。我们的‘巴黎小姐’属于全人

类。多么悲伤，多么可怕。我与法

国人民同在。

梵蒂冈：罗马教廷悲伤地看到

了可怕的火灾消息，这场火灾摧毁

了巴黎圣母大教堂，这是法国和世

界基督徒的象征。梵蒂冈为消防

员及所有处理这一问题的人祈祷。

（二）媒体民众网上惋惜悲叹

上千年的历史被抹去了，巴黎

就像死去了一部分一样

巴黎市民 45 岁营销总监皮埃

尔·纪尧姆说道，“这就像失去了自

己家庭成员一样。对我来说，有很

多 美 好 的 记 忆 被 锁 在 了 大 火 里

面。”有年长的当地女士泪流满面，

哀叹艺术瑰宝的丧失。“上千年的

历史被抹去了，巴黎就像死去了一

部分一样。”

文明，失去了一根流传的血管；

人类记忆的基因，留下永久空缺

骨架、拱顶、玫瑰花窗⋯⋯巴

黎圣母院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哥特

式建筑的重要代表作，是整个人类

文明的瑰宝，矗立在塞纳河畔，她

的历史地位与价值无与伦比；其中

的珍贵文物，更是历史遗留的馈

赠，是先人们用智慧凝结而成的宝

贵礼物。很多人还没来得及瞻仰，

却很可能已经“圣母院一炬，可怜

焦土”。

《巴黎圣母院》中，雨果写道，

“在墙上写这个词的人，几百年以

前已从尘世消逝；就是那个词，也

已从主教堂墙壁上消逝，甚至这座

主教堂本身恐怕不久也将从地面

上消逝”，一场大火，一语成谶。卡

西莫多再也无法拥抱自己爱的艾

丝美拉达，冉·阿让永远留在了自

己的“悲惨世界”中。

——吕京笏《巴黎圣母院大火，

我听到历史的心碎声》（长城网）

这一刻，你又成了全世界的焦

点，不是新嫁娘的骄傲，是巴黎在哭泣

巴黎圣母院突发大火。中国

有一位诗人黄赞扬，正携妇将雏

在巴黎旅游，他以诗记录着这次

劫难——

巴黎圣母院/与雨果有个约会/

艾丝梅拉达拿着玫瑰/躲在墙角/要

给我一个惊喜/我们开心地与你合

影/这伟大的奇迹/匆匆留下的一

瞥/竟是八百年最后的记忆/一转

身/就走进历史/火从哪里窜出/黑

烟燃着晚霞/卡西莫多的钟楼/倒下

半个法兰西/钟声再也不会响起/塞

纳河摇晃的倒影/从此缺少魅力/这

一刻/你又成了全世界的焦点/不是

新嫁娘的骄傲/是巴黎在哭泣

——黄赞扬《一位中国诗人在

塞纳河畔望见火光中的巴黎圣母

院》（文汇）

失去心爱的姑娘之后，卡西莫

多又失去了他的钟楼

巴黎圣母院遭遇意外浩劫，

遮天蔽日的火灾场景，让世界震

惊，更让人痛心。你相信巴黎圣

母院有一天会消失吗？电影《爱

在黎明破晓前》中女主对男主说

的话，此时格外让人心碎。去过

巴黎圣母院的人，感到自己美好

的记忆被大火烧毁；没有去过正

准备带心爱的人去的，感到自己

的 梦 想 像 塔 尖 一 样 在 大 火 中 倒

下；在雨果的经典作品中感受过

她的人意识到，失去心爱的姑娘

之后，卡西莫多又失去了他的钟

楼。这不只是一处历史遗迹，不

只是数百年的历史，在很多人心

中，他代表着一种文明，凝聚着人

文精神的塔尖与人的心灵相连。

——曹林《巴黎圣母院浩劫，

任何幸灾乐祸都是对人类的犯罪》

（中青网）

二、价值与辉煌维度

巴黎圣母院：“石头的交响乐”

巴黎圣母院屹立在巴黎市中

心塞纳河中的一个岛上，是巴黎最

古老、最高大的天主教堂。它的地

位、历史价值无与伦比，是法国标

志性建筑，也是历史上最为辉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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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之一。

巴黎圣母院始建于 1163 年，是

巴黎大主教莫里斯·德·苏利决定

兴建的，整座教堂在 1345 年全部建

成，历时 180 多年，是一座典型的哥

特式建筑。

所谓哥特式建筑是由罗马式建

筑发展而来的，但已不是城堡的样

式。它的造型风格以高、直、尖和强

烈的向上感为特征。哥特式建筑结

构轻盈、纤细，大量使用小尖塔，并

装有五颜六色的彩色玻璃窗。

“建筑艺术向来就是人类最

伟大的书，是人类在其力量或者

才智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主要表达

手段。”巴黎圣母院是法国哥特式

建筑的巅峰之作，也是一部记录

法国历史的石头书。1431 年，亨

利六世在巴黎圣母院加冕；1804

年 ，拿 破 仑 也 在 这 里 加 冕 ；1970

年 ，戴 高 乐 的 国 葬 在 这 里 举 行 。

“这个可敬的建筑物的每一个面，

每一块砖头，都不仅是我们国家

历史的一页，并且也是科学史和

艺术史的一页。”雨果用一部同名

传世之作为巴黎圣母院披上了人

文主义色彩，也在世界范围内为

这座建筑构建起了一份有关“石

头交响乐”的文化记忆，激发关于

真善美的畅想。

——《人民日报》《巴黎圣母院

火灾，珍重与保护，一样都不可少》

巴黎圣母院是法国人精神的象征

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属哥特式

建筑形式，是法兰西岛地区的哥特

式教堂群里面，具有关键代表意义

的一座。正面是这样的，很有名的

双钟楼立面。《巴黎圣母院》里的卡

西莫多就在钟楼里。

在 13 世纪，法国是欧洲最富有

的、最重要的国家，起源于法国的哥

特式主教堂建筑样式很快沿着商路

传遍西欧，被德国和英国争相模仿

运用，成了法国人心中的骄傲。

巴黎人非常以这座教堂为傲，

其名字“Notre Dame de Paris”，意思

是“Our Lady of Paris”，中文叫作巴

黎圣母院。对他们来说，建造教堂

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荣耀上帝，也是

建造生活本身。某种程度上，巴黎

圣母院就是法国人精神的象征。

巴黎圣母院远不止是卡西莫

多敲钟的地方

对一般巴黎市民来讲，圣母院

也许只是个做弥撒的教堂；对外国

游客来讲，也许记忆更深的是钟楼

怪人卡西莫多敲钟的地方。同时，

卡西莫多的梦中情人艾斯梅拉达

被处死的地方⋯⋯

这里还是见证法国历史的地

方之一。是圣女贞德的平反昭雪

的地方，以及拿破仑加冕的地方，

因为巴黎圣母院的兴建，法国人发

明了飞扶壁，它成为哥特式教堂的

样板间，引领哥特式建筑风靡全欧

洲；还有它家最著名的玫瑰花窗，

直径十几米，每块都不一样，现在

做玻璃的工艺发达了，几百年前那

可是价值连城。

巴黎圣母院是法国的子宫，一

个教堂孕育出一个国家

法国的人文、政治、信仰，都是

巴黎圣母院孕育出来的。所以，巴

黎圣母院是法国的子宫，一个教堂

孕育出一个国家。巴黎圣母院甚

至是巴黎乃至法国的原点。在离

圣母院正门 20 米的地上，有一块铜

牌，这是巴黎“零公里”标志。在全

世界任何地方，说离巴黎有多少公

里，都指的是离这个铜牌的距离。

看地图，你会觉得巴黎围着凯旋门

向外辐射，似乎凯旋门才是中心。

其实在法国人心目中，圣母院才是

他们的中心。

感谢拿破仑，感谢雨果

巴 黎 圣 母 院 有 过 无 比 的 辉

煌。但枪打出头鸟，到了后来，它

差点被摧毁。

1789 年 ，法 国 爆 发 大 革 命 。

法国人疯狂起来也是这样：到处

殴打传教士、砸教堂。巴黎圣母

院的好东西，也被洗劫一空。连

墙上犹太诸王的雕像也被砍了头

——因为比较文盲的法国群众，

以为墙上的是“压迫”他们多年的

历代法国国王⋯⋯甚至，群众把

教堂的名字也改了，几乎全国的

教堂都改叫理性庙，首当其冲的

就是巴黎圣母院⋯⋯

拿破仑上台之后恢复了宗教

自由，还把 1804 年的加冕典礼也放

在这里。政府赶紧重修圣母院，圣

母院又变成教堂了。

但巴黎圣母院真正的恩人并

非 拿 破 仑 ，而 是 维 克 多·雨 果 。

1831 年，雨果出版了小说《巴黎圣

母院》。此书一出，震惊了法国社

会。雨果对建筑极其着迷。小说

里，他详细讲解了圣母院巅峰时期

的建筑、艺术和生活，于是，艺术

家、作家、大Ｖ联名请愿，希望重现

圣母院的辉煌。

拿破仑三世从善如流。我们

现在看到的圣母院，其实是 1864 年

重修之后的样子。

如果没有雨果这部小说加持，

很难说，巴黎圣母院会不会成为全

世界最著名的教堂。

——林楚方《巴黎一座教堂失

火，为什么能伤全世界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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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痛心与反思维度

（一）非理性言论批判

偏激而恶臭的言论让所有国

人觉得羞愧和不安

跟以往类似事件一样，一片全

球共情的哀痛之中，也有极端杂

音。竟有人在跟帖中表现出了幸

灾乐祸，甚至跟百年前的八国联军

联系起来，用“报应论”宣泄情绪，

为灾难拍手叫好。这种散发着狭

隘、恶臭、无耻、愚昧、悖离人性的

极端言论，让人愤怒，更让人觉得

不安、尴尬和丢人。毕竟，在全球

语境下看巴黎圣母院火灾，每一种

声音都可能被打上国族标签，一片

痛心、惋惜和祈祷中，这种幸灾乐

祸的恶臭言论会显得格外刺眼。

在外国网友看来，他们会认为是

“有中国网友如何如何说”，虽然这

些偏激而恶臭的言论，完全是极端

个别，完全代表不了什么，但会让

所有国人觉得羞愧和不安。

——曹林《巴黎圣母院浩劫，

任何幸灾乐祸都是对人类的犯罪》

（中青网）

任何幸灾乐祸都是对人类的犯罪

巴黎圣母院浩劫，任何幸灾乐

祸都是对人类的犯罪，对人性、道

德和文明共识的犯罪。我们都在

传统的掌心中，巴黎圣母院是巴黎

的，是法国的，更是人类的，它见证

着世界历史，见证着人类文明的进

步，凝聚着文化艺术的精华，记录

了人类为进步所做的抗争、努力和

关怀。人类同在一条船上，需要命

运共同体意识，尤其面对一些共同

的挑战，战争、灾难、杀戮、死亡、地

震，这些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

渺小、孤立无援的时刻，更需要共

情共鸣，需要站在一起。

是的，那种为火灾幸灾乐祸的，

那些拍手叫好的，只是极少数极个

别，但此时此刻，再小的幸灾乐祸

声，都让人刺眼，都让本就对灾难无

比痛心的人多了一层刺痛感。

——曹林《巴黎圣母院浩劫，

任何幸灾乐祸都是对人类的犯罪》

（中青网）

当我们为他人的苦难击节而

歌的声音越响亮，我们离文明的距

离就越远

网上最有代表的声音是这样

的：“当全世界都在为巴黎圣母院

倒塌哀悼的时候，请别忘记，百年

前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掠一空

之后，彼时的中国独自痛心。”

在巴黎圣母院失火新闻的留

言区，非常刺眼的评论是这些：“烧

的活该，世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

当年圆明园烧了几天几夜，谁烧的

呢？”“终于报了 100 多年火烧圆明

园的血海深仇！”“自家的羊窝烧了

精光还心疼仇家的牛棚。”

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当有

一天，如果英国的伦敦眼倒塌、美

国的白宫被炸、日本的富士山崩

塌、韩国的青瓦台被毁，国人的掌

声必然会再次响起，甚至会鞭炮

齐鸣。

我们长期以来灌输的仇恨教

育，终于萌芽开花结果。再怎么提

“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无法培养起

国人对人类共同命运和文明成果

共享的常识。

2001 年美国发生911 事件的时

候，多少国人的第一反应不是震惊

而是鼓掌。每一年的 911，我都会

在朋友圈写下同样的文字：911 是

人类文明的一个分水岭，从此，邪

恶步步为营，文明节节败退。

现在，我仍然坚持我的悲观。

尤其是 911 发生 18 年之后的今天，

仍然有国人为巴黎圣母院失火而

击节而歌的时候。

我们永远要明白一个道理：当

我们为他人的苦难击节而歌的声

音越响亮，我们离文明的距离就越

远，离野兽的距离就越近。纵使西

装革履，依旧沐猴而冠。

——闻道道长《18年前为 911

鼓的掌，今天又在失火的巴黎圣母

院响起》

那些拿因果报应来说事的人，

其实不过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作怪

事实上这两件事真的有什么

可比性吗？圆明园毁于战乱和野

蛮，是历史的伤痕；而巴黎圣母院

此次火灾事故是和平时期由消防

安全造成的遗憾。两者的相同之

处恐怕只因为它们都是世界人类

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

史上的奇迹，它们的消失同样是全

人类的损失。

那些拿因果报应来说事的人，

其实不过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作

怪。文明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形成

的，不管是圆明园还是巴黎圣母院，

它们都凝聚着艺术工匠们的智慧结

晶。如今巴黎圣母院被焚毁，不仅

仅是巴黎人民、法国人民的损失，更

是全世界人类的损失。从今往后，

巴黎圣母院的倩影将只能永远留在

到过此处的人们的脑海与相片中。

文明需要人们铭记，历史也

需要人们铭记，不能用某些幌子

来遮盖历史，但也不应该打着历

史的名义发泄自己的情绪。牢记

历史并不等于延续仇恨，而是为

了更好前行。爱国没有错，但请

保持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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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菲《国耻不能忘却，

但不应该落井下石》（央视网）

我们牢记历史，追求和平，而

不是加固仇恨

应该说，圆明园确实是英法联

军带头烧毁的，这个历史不容抹

去，但是，那场战争为什么爆发，也

是值得我们深究的，这战争的失败

以及后果，值得我们反思。反思的

结果是让我们牢记历史，更加努

力，追求和平，而不是加固仇恨。

火烧圆明园的那些英法人，早

已化为尘土，他们的后辈并不曾有

此恶行，我们不应该不分青红皂

白，一体仇恨。而且，无论是圆明园

还是巴黎圣母院，它们是凝固的建

筑，它们本身并无罪恶，相反，都是人

类文明的结晶，是世界文化财富，

迁怒于建筑是最没有出息的表现。

所以，比我们保护、修缮古建

筑更重要的，是修缮脑子烧坏的

人，古建筑遭火灾，不能不令人叹

世事之无常，愈发觉得我们要珍惜

现存的文化艺术瑰宝。而人类遭

脑子烧坏的人灾时，我们则连哭的

地方都没有。

——廖保平《比巴黎圣母院被

烧毁更可怕的是脑子被烧坏》

面对声势浩大的舆论浪潮切

不可丧失了理性，随波逐流催动恶

性的群体极化

巴黎圣母院最早于 1163 年开

工 ，1345 年 竣 工 ，虽 历 经 多 次 修

缮，但其已拥有数百年的历史，其

建筑与雕刻艺术、室内珍宝以及

无数劳动智慧的凝结都是属于人

类的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它已

然 逾 越 了 民 族 、文 化 、国 别 的 边

界，对于全世界的人民都产生着

不可磨灭的影响。诚然，勿忘国

耻是每个国人的必修课程，然而

面对声势浩大的舆论浪潮切不可

丧失了理性，随波逐流催动恶性

的群体极化。如若抱着“同态复

仇”的心理“观赏”巴黎圣母院之

上的熊熊烈火，我们又与当年历

史的罪人有何差异呢？

——崔冰《巴黎圣母院大火，

不可“烧毁”理性》（新华报业网）

狭隘的、非理性的极端民族主

义情绪值得国人深刻警觉与反思

或许有人觉得，这样的偏激言论

只出自于极少数国人之口，且只是过

过嘴瘾而已，不必太当回事。其实不

然。近些年来，我国国力日益增长，

国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满满，但这种

自信不应该异化。狭隘的、非理性的

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是危险的，如果不

能有效引导化解，一经点燃，就会外

化为破坏社会秩序的行动，甚至上演

暴力伤害自己同胞的极端行径，值得

国人深刻警觉与反思。

巴黎圣母院的大火需要迅速

扑灭，少数国人心中的“邪火”，何

尝不需要灭一灭？

——胡欣红《面对全人类的不

幸请勿轻言因果报应》（澎湃新闻）

反映我们长期以来真正的历

史教育和批判性思维教育的缺失

为巴黎圣母院着火叫好的声

音，其实一点也不陌生。日本发生

地震、海啸，国内不乏拍手叫好者。

美国911恐袭事件后，也有网民感到

大快人心。这些声音，与侵华战争、

朝鲜战争、冷战等历史背景紧密相

连，但却又体现着真正的历史教育

和批判性思维教育的缺失。

学习历史，以史为鉴，目的之

一是反思战争发生的原因，比如二

战前日本的军国主义是如何兴起

的，才有可能避免灾难的重演。如

果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只是对其他

国家的集体仇恨，那国家与国家之

间的战争只会更多而不会更少。

——叶明欣《我们的教育不是

让你对巴黎圣母院说“活该”》

“同态复仇”狭隘偏激，与文明

相悖，与时代错位

随着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开放、

包容，我们对外界的认识越来越丰

富、细腻，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通过更多的知识和体验，萌生出对

他者文明的共情。

可是，无法否认，在复杂的舆

论中，确实存在一种恶，那就是不

合时宜地“幸灾乐祸”。

这些人像是在病床前或葬礼

上的嬉笑者，把文明和体面都抛之

脑后，甚至将他人的灾难看作一种

“同态复仇”，这样的狭隘与偏激，

与文明相悖，与时代错位。

的确，自私是人的一种天性，

放任这种天性甚至为这种天性辩

护、叫好，是“丛林时代”的野蛮行

径；而人类文明恰恰是在对抗这种

丛林法则，是用“惺惺相惜”的共情

和“推己及人”的理智，建立起社会

赖以运行的基本原则。

在如今这个万物互联的“地球

村”里，塑造一个理性和文明的“自

我”才是自爱的首要条件，也是与

人交往的前提，封闭、隔绝、自大，

则只会把自己困在一种虚幻的泡

泡当中，除了自我陶醉外，难以羸

得他人真正的尊重。

巴黎圣母院被烧毁——在这

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我们是旁观

者，也是亲历者。我们以怎样的态

度看待文明的陨落，也反映出我们

自身的文明程度。所以，理解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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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人的痛心，允许一部分人的无

感，但请别不合时宜地“叫好”。

——孟然《圣母院大火：理解

“无感”，但别叫好》（新京报）

（二）“同态复仇”本质特征及

破解

“同态复仇”本质上是一种野

蛮的、非理性的、非现代的社会思

维方式和行为理念

面对烧毁文化遗迹的熊熊大

火，无数人悲恸伤感，但在这之外，

亦有其他声音出现。较为典型的

是不少网民持有“天道好轮回，苍

天饶过谁”的幸灾乐祸的态度，认

为这一灾难性媒介事件看似是非

人为故意的发生，实则是对于过往

的补偿。总的来看，这是一种典型

的“同态复仇”的恶性心理，即你有

损于我，那我也要以其人之道还治

其人之身。“同态复仇”本质上是一

种野蛮的、非理性的、非现代的社

会思维方式和行为理念。

——崔冰《巴黎圣母院大火，

不可“烧毁”理性》（新华报业网）

“同态复仇”带有两类严重的

思维谬误：以偏概全的论证、不对

等的惩罚

以偏概全的论证

不可否认，圆明园被焚毁，是

一个巨大的悲剧，英法联军应该受

到谴责。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当代

的法国人就应该承受痛苦。一小

部分英国人、法国人犯有战争罪

行，是否代表所有的英国人、法国

人都是有罪的？19 世纪的一部分

英国人、法国人不道德，是否能说

明当代的英国人、法国人都不道

德？答案明显是否定的。比如，雨

果就曾给他的朋友、参加过第二次

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的巴特勒上尉

写信，痛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

野蛮罪行。而将个别、部分人群具

有的特征，轻率地推广到全体，这

叫以偏概全的谬误。

不对等的惩罚

战争犯犯下的罪行，应该追究

战犯的责任，而不应殃及无辜。正

如面对日本的侵华罪行，应该审判

战犯，向日本政府索赔，而不是期

冀日本的平民遭受二次伤害。

即 使 是 对 战 争 犯 的 惩 治 手

段，也应该和他们的罪行相对等、

匹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古老

报复措施已经被禁止，代以现代

法定的金钱惩罚、自由刑和部分

国家的生命刑。一个强盗必须为

罪行付出对应的法定代价，但不

代表可以对他进行随意的惩罚，

比如烧掉他家。

我们将后面这种行径称之为

野蛮。1860 年 9 月，清政府虐杀了

英法两国议和代表等18人后，10月

17 日，英国首席代表额尔金以清政

府“不讲道义，不顾国际法”为由，

照会清政府：“圆明园者，英法侨民

所受痛心疾首惨刑而死之地也。

誓必毁为平地，此条固无须恭王之

承认，敝军统帅所已决定，亟将执

行也。”18、19 日，包括圆明园在内

的五园三山（圆明园、畅春园、清漪

园、静明园、静宜园、万寿山、玉泉

山、香山）等皇家园林被英法联军

焚 为 灰 烬 。（《圆明园三百年祭

（下）》，第360－361页）

英法联军完全可以追究凶手、

索要赔偿，却使用了火烧圆明园的

方法，为世人所不齿。如今我们如

果对巴黎圣母院大火拍手称快，岂

不是快和英法联军一般野蛮？

——叶明欣《我们的教育不是

让你对巴黎圣母院说“活该”》

破解现代文明在中国屡屡迟

到的斯克芬斯之谜

家国之恋，本是人的天性。但

这种天性一旦被仇恨教育和怨恨

情结所蒙蔽，就变成了“爱国”华丽

外衣包装下的愚昧！

如何破解现代文明在中国屡

屡迟到的斯克芬斯之谜？袁伟时

在《迟到的文明》一书中提出四点：

1.抛弃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

察古观今，所有中国人都应该

认识到，世界一体化正在敲门，只

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接纳包容各

国各民族文化，才是正道，千万不

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2.彻底告别阶级斗争偏执症

撇开华丽辞藻，中国在过去百

年间的动荡，沉溺于革命和阶级斗

争的思维偏执难辞其咎。

3.无论什么主义，都要守住底线

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

惧的自由和不虞匮乏的自由，才是

共同的底线。

4.必须牢记，现代社会是生长

出来的，而不是哪个伟大人物设计

出来的

现代文明的核心是观念，也是

制度。所谓制度无非是观念固化为

社会运行的规则，逐步修改规则，渐

进式改革，自然演化是国家富强成

本最低的路径，现代社会是生长出

来的，绝非顶层设计的产物。

——愈嘉《每一场大火都在衡

量我们距离文明还有多远》（先知

书店）

记住耻辱，放下仇恨，让人类

真正成为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

＠央视网 今天（16 日）上午发

布“小央微评”呼吁人们“记住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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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放下仇恨”，因为某些历史情结

将仇恨发泄在无辜上是狭隘的，更

是可怜和可悲的。要以和合世界、

天下一家的胸怀感同身受，让人类

真正成为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

应该像日本人一样，向自己的

对手学习，使自己的国家不断进步。

日本人提起 1853 年的黑船事

件就感到骄傲，认为这是日本走向

文明的开端。他们将用炮舰威逼

自己打开国门的美国海军准将佩

里视为恩人，并在佩里登陆的地方

立碑，塑像，以示尊敬。

大和民族特有的忧患意识，让

日本人谦虚好学。他们感谢把自

己打趴下的“敌人”，感谢他们让自

己可以正确认识到日本与世界的

距离，并奋起直追。

而大清一提鸦片战争就充满

屈辱，我们对打败自己的对手充满

怨恨，且让仇恨代代相传，这样的

排斥心理，使我们知道自己落后之

后，不是去虚心学习对方，而是像

怨妇一样抱怨，即使学习，也是抱

残守缺，流于形式。

所以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

大清的洋务运动却失败了。

真正爱这个国家，应该像日本

人一样，向自己的对手学习，使自

己的国家不断进步。而不是活在

仇恨中，自我作贱，堕落成非人类。

——紫陌《巴黎大火，记住历

史不是为了记住仇恨》

四、保护与重建维度

全球范围内，文物保护都是重

要课题

文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承载

着世界共同的记忆。文物的损毁伴

随着文明记忆的消殒，令人痛惜。

全球范围内，文物保护都是重要课

题，面临严峻挑战。不少文物使用

易燃材料，不少博物馆设施陈旧、保

护力度不足，更不用提战乱地区博

物馆和文物遭到的洗劫和损毁。

犹记得 2018 年 9 月那场大火，

将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国家博物馆

主体建筑几乎完全烧毁，2000 多万

件藏品只剩 10％，巴西人 200 年的

集体记忆几乎被“一刀切除”。一

个细节是，事发时博物馆的消防栓

竟然没水，消防员只能临时从河里

抽水灭火⋯⋯

巴黎圣母院的大火，同样暴露

出法国文物保护的弊病。如此重

要的文物古建，又包含木质结构，

理应提前做好防火预案，杜绝一切

安全隐患。相对疏松的管理和一

时的大意，都可能带来难以弥补的

损失。

——韩梁《卡西莫多在哭泣》

（新华国际）

加强文物安全管理，推动文物

数字化保护，留存文明记忆，是我

们共同的责任

历史长河中的文物，在世代更

替中能够幸存至今的，都弥足珍

贵，是人类文明发展一路走来的宝

贵足迹。它们的脆弱和不可再生

性，要求我们用更先进的手段、更

专业的技术，更智慧的途径加以呵

护。而这，既需要资金支撑，也需

要科学管理，更需要理念更新。

从巴西国博大火到巴黎圣母

院损毁，每一次文物历劫都应给我

们警示。与时间赛跑，加强文物安

全管理，推动文物数字化保护，留

存文明记忆，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不能让历史从此只存在于回

忆、梦境、照片和视频。要让文物

保持生命力，与时代共同前行。期

待巴黎圣母院的重建与新生，祈愿

文物远离灾难，人类文明生生不

息，永续流传。

——韩梁《卡西莫多在哭泣》

（新华国际）

1.巴黎圣母院大火为何引起全

球共情悲伤？你在第一时间有怎

样的感受？

2.巴黎圣母院的建筑有何特

色？为何说它是“石头交响乐”？

是法国的“子宫”？巴黎圣母院的

影响与辉煌为何要感谢拿破仑，感

谢雨果？

3.巴黎圣母院浩劫，有人感叹：

“失去心爱的姑娘之后，卡西莫多

又失去了他的钟楼。”这句话有怎

样的含义？表达怎样的情感？

4.著名主持人周立波通过个人

社交媒体平台发表了他对巴黎圣母

院被烧一事的看法，他说：“巴黎圣母

院烧了！加西莫多焦了，爱丝梅拉达

没了，雨果哭了！可惜！可惜！可惜！

再想想我们的圆明园⋯⋯我

也就释怀了⋯⋯好吧！让这个世

界也留点眼泪祭奠我们的圆明园

吧！和它相比巴黎圣母院也就是

个院子⋯⋯”他的言论在网上引起

热议，你是如何评价的？请谈谈你

的看法。

5.“同态复仇”是一种怎样的心

理，它有怎样的特点和危害？这种

心理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现

在如何破解这种心理？

6.从去年巴西国家博物馆被

焚，到这次巴黎圣母院大火，暴露

了全球范围内文物和古建筑保护

中存在的问题和缺失。请就如何

妥善切实保护古文物建筑，谈谈你

的见解。

［作者通联：广东深圳梅林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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