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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起悲壮的脊梁挺起悲壮的脊梁 抒写战疫新篇章抒写战疫新篇章
□□钱远刚钱远刚

庚子年春节必定是不平凡的。正当人们满
怀喜悦迎接传统佳节，满怀信心展望未来的时
刻，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
的生活，一场奋起抗疫的特殊“战争”在全国打
响。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是社会发展的记录
者，是思想精神的捍卫者，是先进文化的传播
者，对此次重大疫情怎么看、怎么想、怎么干，是
大家需要思考回答的重大问题，从而在关键时
刻挺起悲壮的脊梁，抒写战役新篇章，大力讴歌
抗疫一线涌现的英雄，传递必胜的信心，为战胜
疫情增添精神力量。

一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全国上下团结一致、万众一
心，举国行动、共战疫情，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
的。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人民
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采取最高
级别的响应，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本色。

这种一方有难、举国支援、万众一心、众志
成城的局面，充分体现了国家强大的组织力、动
员力，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华
民族具有绵延五千年一脉相承的文化，每到关
键时刻都有一批民族脊梁挺身而出，涌现许许
多多的英雄儿女。这其中，有勇往直前的“逆行
者”，有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有挺身而出的广
大基层干部，有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公安干警和
社区管理人员，有坚守工作岗位日夜加班生产
医护用品的工人，有为战胜疫情积极奉献爱心、
捐款捐物的义士，还有大量在疫情危急时刻为
广大群众生活服务的出租车司机、快递员、销售
员，以及冲在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
等等。

陕西省作协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关
键时候决不能掉链子。文学陕军更是有爱心、有
担当、有作为。疫情发生以来，省作协党组高度
重视，迅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抗击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作出的重要指示、在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议研究疫情防控工作时的多次重要讲
话，迅速组织开展本单位疫情防控，加强单位带
班、值班、落实、检查工作，学习科学防控知识，
组织开展人员排查，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及时果
断处理单位老职工去世、单位参会人员与疑似
新冠肺炎病人密切接触被安排居家隔离等突发
事件。第一时间发出省作协抗击疫情倡议书，要
求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积极做好防护，不信
谣不传谣，积极传播正能量。强调要积极宣传中
央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普及科学防疫知
识，讴歌抗疫一线医护人员英雄事迹，弘扬民族
精神，保持社会稳定，积极为抗击疫情做出贡
献。及时引导大家听党话、跟党走，传递抗击疫
情的正能量，提振精气神。截至目前，我会共收
集作品3000余部（篇），其中100余篇分别在
《延河》、文学陕军、青年文学社等公众号发表，
贾平凹主编的“共战疫情”专刊，为《人民日报》
撰写的寄语，作协出台支援参加全国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一线的医护人员优惠政策，先后三次
组织作协机关干部职工自愿捐款，在社会上引
起良好反响。

世界上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越不过的
坎。只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信心，保持定
力，用文人之笔惩恶扬善，讴歌真善美，胜利一
定会到来。

二

疫情对我们是一次大考，是一次检阅。这
次疫情不得不让人冷静下来，让人深思。像中
国这样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难免会出现小概
率偶发事件。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面
前，我们的专家、卫生防疫部门、省市决策者、普
通医护人员及社会各界对疫情的反应如何，决
定着最后防疫的社会效果。面对公共突发事
件，应该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时刻处于备战状
态，时刻保持应急的态度。党中央及时果断作出
部署，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大批有责任担当
的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人民军队
调兵遣将火速支援，工程建设者日夜奋战火速
建成雷神山、火神山、方舱医院，及时调整湖北

武汉地方主政官，为战胜疫情提供坚强的保障，
显示了中国速度、中国智慧、中国力量，显示了
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力量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优越性。领导干部要始终不忘初心使命，把保护
人民、保卫国家和创造发展环境当成自己神圣
使命，要时刻保持警觉，安不忘危、平不忘战，尽
心尽力尽责干好分内的工作，防止人民群众立
于危墙之下。疫情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坚持
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错综复杂的形
势面前，坚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坚
持群众路线，防止脱离群众，坚持问需于民、问
计于民、问政于民。

公共突发事件突如其来，发现问题，正视问
题，把准问题，处理问题环环相扣。相对来讲，发
现问题是基础，不能遇事先想到个人出成就，保
住乌纱帽，最后因小失大，后悔不已。正视问题
是前提，不能对问题麻木不仁，视而不见，欺上
瞒下，贻误战机，小病酿成大疫。把准问题是条
件，疫情暴发后，情况复杂多变，要抓住主要矛
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尽快阻断疫情扩散，收治
重点地区的感染者。处理问题是关键，要把抢救
病人，收治病人，防止感染，降低病死率作为中
心工作。一切工作都要服务、服从这个中心。全
力准备医院，床位，医护人员，物资，药品、设备
等。这是一场疫病，要防止感染，就要切断感染
源。封城、封村、封社区，居家隔离，减少人员接
触是必须的合理防控措施。

在今天信息化社会，越是情况复杂，对干部
越是考验。战疫如同战争，必须知己知彼，百战
不殆。只有知道真情，心里才踏实。要形成讲
真话、讲实话的社会风气。突然遭遇险情，而不
知险情，不明险情，不及时应对险情，必然自食
恶果。天灾不可测，预防可掌控。要防微杜渐，
防患于未然。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小洞不补大洞
一尺五。出现苗头要有警惕之心，及时评估，下
定决心，釆取措施，不然酿成大祸痛悔不已。治
病救人，防治感染要双管齐下。现在我们防控疫
情用的仍然是最原始的办法，就是要坚持人员
隔离，少出行、少聚会、戴口罩、勤洗手、多锻炼
等办法。

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
和关于疫情防控宣传工作的要求，为我们搞
好重大疫情主题文学创作工作指明了方向，
根据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作家应当着重把
握以下几点。

一是作家要成为防控疫情的先知先行者。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从来不
是一帆风顺的，遇到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
过来、走过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
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
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
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纵观反映这种精神的

文学作品不胜枚举，中国文人大多数有这种责
任和担当。广大作家要自觉成为防控疫情的先
觉者、先行者、倡导者。特别是在抗击疫情、战胜
灾害的过程中，更应该发挥文学的重要作用，记
录这一壮举，讴歌伟大战疫精神，鼓舞人们前
行，战胜艰难险阻。

二是作家要成为战胜疫情的鼓励者。抗击
疫情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特殊战争。两军相遇
勇者胜。因此，在防控疫情的关键时刻，作家创
作要以传播正能量为己任，担负起作家的社会
责任。在人们面对死亡、面对惊恐、面对无知时，
要讴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当然要反对无谓的
牺牲。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增强战
胜灾难的信心和决心，气可鼓不可泄，稳住阵
脚，不要慌乱，才能体现大爱、大慈悲、大情怀。
这个时候更应该冷静思考，传递正面的理性的
声音，引导人们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达到战胜
疫情的目的。

三是作家要成为科学防疫知识的传播者。
疫情、疫病、瘟疫在历史上早有发生，世界上对
重大疫情都有记载。如欧洲的瘟疫、西班牙的流
感、非洲的艾滋病、美国的流感等都是由于病毒
引起。人类本身是从自然界进化而来，病毒就是
自然界存在的准生命，比人类存在的时间早得
多，本来与人类互不侵犯。由于人类的行为破坏
了自然生态，猎杀食用野生动物，导致病毒进入
人体，从而寄生在人体中，并依靠人体进行传
播。这说明人类远没有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
国。要心存敬畏、认识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树立文明的生态理念，总结推广战胜疫情的
科学经验，解决当下的突出问题。

四是作家要成为人文精神的捍卫者。在大
灾大难面前方显英雄本色。人与动物最大的区
别就在于人有精神、有思想、有价值追求。在这
场大灾当中，有的人挺身而出救死扶伤，有的人
得知自己感染病毒从容写下遗书，自愿捐献遗
体用于医学研究，有的人在疫情暴发中全家感
染一时得不到医疗救治，自己在家隔离治疗最
后全家治愈，这些感天动地的事迹表现出人类
崇高的精神价值，对我们作家来说，应该大力推
崇弘扬。

五是作家要成为新文化建设的推动者。文
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我们要大力弘
扬源自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
中华优秀文化，继承和弘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
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积极
投身到战“疫”大军中去，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陕西历史文化厚重、革命文化
灿烂、先进文化丰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条件得天独厚，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大
胆吸收外来、积极引领未来，广大作家和文学工
作者大有可为，一定能够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
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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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轮回。再大的疫情我们都要
理性面对，冬去春来，夜终日出，一切
灾难都将退潮，新的生活仍将继续。人
类如何在疫情面前以人的方式应对灾
难，渡过苦海，又如何在日复一日的生
活中建立人的理性、尊严与价值，这都
是人类永恒的话题。

记得《泰坦尼克号》上演时，很多
人在赞扬一场虚构的灾难中人类是如
何从容地迎接死神，那时人们就在追
问，是什么让他们如此高蹈于理想的
道德？

还记得我在大学时代阅读加缪的
《西西弗斯神话》，看到西西弗斯终于
告别诸神的惩罚而奔跑在自由的太阳
底下，倾听万物的声音，开始确立自
己存在的精神时，我也曾激动一时。
但是，加缪进一步的问题是：何为存
在？何为自由？那些被称为合理的生
活其存在的理由是什么？何以真正确
立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自由到底
为何物？

疫情期间，文人无用，只好梳理中
国人的传统精神，看看它到底能不能
救我们。当我在50岁后的这个春天，
在经历了青年的叛逆、壮年的沉思，而在知天
命之机被困于一室，重新阅读《礼记》中的《曲
礼》时，我蓦然惊起：这不正是我们苦苦追寻的
文明吗？“礼者，自卑而尊人”不正是教人利他
的大道吗？“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再往下看，
每一个日常空间都有礼的化成，就连如何面对
死神，也有礼仪在场。再说，庄子的击缶而歌，
不正是对死亡最好的礼颂吗？《泰坦尼克号》若
最后有庄子的歌唱，那将是人类真正的大自
由。阳光下，我向着虚空追问：为什么我们与古
人如此隔膜？为什么这些美好的礼仪在这100
年无人问津，更无人教导？相反，如果对它的曲
解和断章取义的各种否定此起彼伏，最终我们
将失去人的基本精神：道德。

放在人类文明史上来看，如果对道德产生
憎恶，必将导致严重恶果。古人云，有礼仪者，
虽为贩夫，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这些难道今
天就过期了吗？是的，如果没有过期，又怎么会
有“宁坐宝马车里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的少
女？古人云，富贵者，若知礼好礼，则不骄不淫。
如今呢？古人云，知礼便是守德固志，则贫贱不
能淫、富贵不能移，可是，如果蔑视道德，世情
的堤坝将无人去守。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会出现
那么多权力上的漏洞，这又何尝不是古人说的
道坏德损、廷礼不存的迹象呢？呜呼！大道存于
古，大德藏于野，我们是视而不见啊。

这段时间，网上一直讨论中西医问题，于
是，便又拿出《黄帝内经》和《周易》来读，最后
读《史记》。一月来，夜以继日读古书，似有恍若
隔世之感，也似有一种行于永恒之道的疏离
感。那些简短得能再简短的文字，早已告诉了
我们一切。“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知
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故能
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我们
现在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恨不能把自己老子从
坟里挖出来当文物，挖空心思消灭黑夜将其作
白昼，很多地方以开发夜间经济、打造不夜城
为名，将睡眠中的自然万物硬是叫醒，令其不
能新陈代谢。更何况饮食无节制，什么都吃，这
不就吃出问题了吗？为什么抑郁症患者、失眠
者在大城市与日俱增？为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层出不穷？这不又多了个新冠肺炎吗？实际上，
这都是我们不懂天道的原因造成的。

《内经》中说，“中央生湿，湿生土。”武汉犹
如中国棋盘上的天元位置，被誉为中国经济地
理的“心脏”，可不就是中央土吗？《周易》又说，
子月，复卦一阳生。阳气上升，湿气上升，容易
成毒，恰是子鼠年，是太阳与地球微妙变化的
时刻，此时，“一阳发病，少气，善咳，善泄”。病
毒可不就是去年农历十一月发生的事吗？这些
看上去极端玄奥的理论，如果是老中医（且通
《周易》）者，则是很容易解释疫情变化的吧。三
月为乾月，四月为火，阳气逐渐上升，人身体里

的正气也达到了顶点，则疫情终止。
这仿佛是预言，疫情再有一个多月就
会退尽。这是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去讲
的，属于宏观地理学，但又何尝不是
人的生理机制呢，因为人就是自然万
物中的一种而已。所谓道法自然，大
概就可以这样理解吧。

此时读《史记》，春秋大义顿时显
露。那些不尽天职者，那些不守人伦
者，都是《春秋》要贬损的。而那些微
茫而担当大义的小人物，正是要列传
的。何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天，不是董仲舒所讲的能感知人间冷
暖善恶的人格化身，而是运行春夏秋
冬的自然大道，是人能尽可能通晓的
天地运行的规则，自有化育之伦序，
《周易》则之，而人便是道法自然中的
道德的彰显者。这就是天人之间达成
的新约，而人的道德追求便是古今之
变中真正的变量。比如，这次疫情是
天灾，但也是人祸。之所以说是人祸，
就是人的道德力量的缺失。为人者，
不守天地大法，不尽人伦之职，定会
导致人祸。

呜呼！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
阴者，百代之过客也。人之为人，就在于有智
慧，有伦常。智慧不为功利，而是明天地之大
道；伦常不为功名，而是守道德之门。而通天地
之玄理者，则为圣人。圣人不出，道德藏于海。
世皆天问，《史记》早有云，字里行间皆有答案。
只是我辈之众有几人能懂中国之经典。

新冠肺炎出，世人皆说，去读《鼠疫》吧。于
是，有人列出无数经典的书目，都是西方小说、
理论、电影甚至医学名典，这都是要学习的经
典啊，那里藏着躲避灾难的大法。可是，为什么
独独缺少汉语的经典？《内经》不在其中，《本草
纲目》不在其列。大概开出书目者，觉得列此书
目有辱“知识分子”这一名号吧，但我认为，更
多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知。几十年来，我
们一直在尊蔡元培，因为其能兼容并包，可是，
尊蔡者并不容中国传统的兴起，一有提倡传统
者，立刻惊起，他们并不见得真能做到兼容并
包，只是希望包下自己就行了。这便是如今的
世道。卑微如中医者，一直说，让我去医人吧，
咱们中西医结合，你也治，我也治，我们合作，
但有几人能真正接受呢？

真正的问题在于，传统似乎已绝于途。北宋
之时，国祚昌盛，GDP世界第一，琴棋书画、酒楼
茶肆盛行，文盛矣！就连皇帝如徽宗者也痴迷于
书画，成就了千古艺名。但如此盛世竟被铁骑踏
碎，我们不禁要问，此文者乃何文也？张载者，北
宋五子之一也。眼看国家遭难，他于是西赴边
关，投笔从戎，但范仲淹一语点醒这位士子：“儒
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当时儒家礼乐之教丧
亡，君不仁，臣不忠，民丧于乱，于是张载返回书
斋，重释《中庸》《周易》等六艺，再兴儒学，并写下
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
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终成一代大儒，国家
之栋梁。现在诚有如张载者，返身入室，诚心于
学，立志于世，复兴绝学，则为万世开太平。知识
分子能做的事，此乃要事之一。

而《中庸》者，今又有几人能信？全篇《中
庸》，只有一个大大的“诚”字，成就的是一个君
子。而君子者，便是赴万难之死者。嗟乎！那些
赴难的医生、记者、快递小哥，他们可不是知识
分子，而他们何尝不是君子？书生啊，到我们重
读《浮士德》的时候了，要走出书斋，去体验集
众善和众恶为一室的社会这本大书了。只知不
行，无诚也。有诚，行一步，也是勇者。

这便是经典。所有的经典都是人类修身成
道的法门。阅读经典大概便是最好的法门了。
在一个诸神退位、超人立世的时代，也许只有
经典才能让我们回到天地人的三才世界中去，
重新确立自己身为人的伦理位置；也只有经典
才能让我们在茫茫天地间明白，人之所以立于
世，能与天地同寿齐辉，就是因为人内心拥有
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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