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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由NHK制作的纪录片，是缘自

阪神大地震时，近八成灾民是由当地民

众组织营救的。吸取那次的教训，日本

明确了政府和民间的救灾责任区分，即

大地震时，消防队的优先任务是灭火，

因此灾民们必须要先进行自救。

2013年，日本政府发布了新的地震灾

情预测，若发生首都直下型地震或南海海

沟大地震，受灾人群将多达数千万人。而

在公共部门承认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日本

就如何利用民间力量有效开展自救活动，

进行了社区互助救援、居民检伤分类等系

列讨论和摸索。

片中提到了很多从地震中被救出的

人，最后却因为“压伤综合征”死亡，因为

他们在地震中经过长时间挤压的部位会

产生毒素，蔓延全身最终导致死亡。民

间自救时，检伤分类要做的第一步，就是

询问是否受过长时间挤压。

在日本的《地震手册》避震知识十条

中，第一条就明确写着要“躲在坚固的家

具下”，所以，日本教师坚信，最好的办法

是“藏在桌下”。这个想法是以日本地震

多在数十秒后结束，天花板不会落下为前

提的。而当建筑物倒塌后，躲在家具下的

后果就不堪设想。后来，“活命三角区”的

提法被大多数人认可，房屋倒塌时，床、沙

发等大物体边上会出现一个相对安全的

三角区域，躺在那里可以增加幸存几率。

当然，对于究竟选择躲在家具下还是“活

命三角区”，目前并无定论，个人认为还是

要看具体情况，如果是高层建筑，或者国

内砖混结构的公寓楼整栋垮塌，不管是家

具下面还是三角区，活命的可能性都无确

凿定论。倘若是轻量级的板材盖制的房

屋，躲在坚固家具旁边，还是有比较高的

幸存概率的。就汶川地震的经验看，如果

没有机会第一时间撤离建筑，找个坚固的

家具，躲在旁边和下面，都能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你的存活概率。

2010年由美国探索频道推出的纪

录片《日常生存自救手册》中也提到如何

面对地震灾难。首先，地震时不要跑，因

为跑的过程中更容易被掉落的碎片和粉

碎的玻璃砸到，在能承重的桌子下藏身，

注意，“在能承重的桌子下”，或者可以在

承重墙边藏身，卫生间和厨房是最佳的

选择，因为这些房间狭小，不易有大面积

倒塌，而且是最可能寻找到水源的地

方。地震后要防止吸入有害灰尘和有毒

泄漏物，同样是用湿毛巾掩住口鼻。电

火花和有毒气体是地震后对你最大的威

胁，所以要清楚自己家中的煤气闸门在

哪里，煤气泄漏会要了你的命。最关键

的，不要踏入水潭，防止带电。

无论何种灾难，手电筒和水绝对是

逃生中最重要的东西，灾难后大多伴随

着停电，当别人听不见你的呼救时，你

就用手电筒来发出呼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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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
教科书：《大地震时，民间如何自救》、《日常生存自救手册》

天灾人祸，从未停

歇，生活在一个多灾多难

的星球，求生是一切生物

的本能。911之后，无论

是美国国家地理还是探

索频道或是BBC，都出

品了很多教人在灾难中

求生的片子，甚至有《末

日生存者》那样的求生

狂，寻常的美国老百姓，

为了世界末日而做足准

备，从地下掩体到自给自

足、不仰赖外界提供水电

的生活地点，竭尽所能，

确保自己做好万全准备，

以迎接任何不测。也许

在我们看来是庸人自扰，

因为我们大多习惯仰赖

天命，其实是一种消极避

难态度。

在这些影视资料当

中，教了我们太多学校

和监护人没有教我们的

自救常识，当然，我希望

你们一辈子都不会用

上，然而，这又是每个人

生存的必修课，否则，就

像《浩劫求生》上打出的

字幕一样——你想成为

幸存者，还是统计数据？

《大地震时，民间如何自救》

《日常生存自救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