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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爸”的金句与伟大的抗疫精神
□张 陵

2020年中国波澜壮阔的抗疫斗争，
涌现出许许多多英模人物。张文宏医生
就是其中很受社会关注的一个。作家程
小莹的长篇报告文学《张文宏医生》也是
在众多反映抗疫斗争题材优秀作品中很
受读者关注的一部。作品以上海华山医
院感染病科主任张文宏医生在上海抗疫
一线的日日夜夜、点点滴滴为线索，讲述
了上海广大医务工作者以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抗击新冠病毒的故事，热情赞美
了上海广大医务工作者在那个“至暗时
刻”的奉献精神和高尚品质，从而更加深
刻地反映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众志成
城的伟大抗疫精神。

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在武汉集中
暴发，严重危及了武汉人民的生命安全，
国家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关闭离汉通
道。实际上，在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的
情况下，病毒早已随着春节期间人口大
量快速流动，四处传播，多地都出现了
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如不及时控制，后
果不堪设想。抗疫斗争因此而快速发
展成为全民的斗争，是一场抗击病魔的
深刻的人民战争。与武汉相隔800公
里的上海虽然远，却是病毒传播一个重
要的流动方向，也处在极度危险的境
地。这座有着两千万人口的国际大都
市，保卫战也许没有武汉那么惨烈，那
么白刃化，但严峻的程度，艰苦的程度，
一点也不比武汉差。后来的事实表明，
当武汉的危机得到缓解的时候，由于国
外疫情的持续严重，大批旅居海外的侨
民、留学生以及外国人的涌入，上海成
了中国“外防输入”的最前线，成了抗疫
斗争的主战场，承担起国家最艰巨的防
控任务。这个时期，武汉保卫战重要，
上海保卫战也同样更重要。《张文宏医
生》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描写上海
的抗疫斗争，表现上海人民的精神，塑
造医务工作者的形象，视野宽、立意高、
主题深。

严峻的局势把上海各大医院的传染
病专家和医务工作者推到了风口浪尖
上，也凸显出张文宏这样普通而优秀的
医生的重要性，甚至成为群众口中的

“神医”“仁医”。平时，他们默默无闻

地工作着，可能没有人会特意记住他
们。只有到这个时候，人们才深深地意
识到，这座城市因为有了他们，才让老
百姓放心，才有了安全的保障。而正是
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张文宏医生以及全
上海的传染病医生自觉承担起救死扶伤
的神圣使命，挺身而出，站到了抗疫斗
争危险的最前列。他们一方面派出最好
的专家驰援武汉，一方面在上海严防死
守，用生命与病毒进行殊死抗争。张文
宏医生没有去武汉，却在网上一夜爆
红，成为新闻人物。全因了作为党支部
书记的他那斩钉截铁的著名金句：“共
产党员必须给我上。”“没有讨价还价，
必须上。”在这个“至暗时刻”，第一个
喊出这样声音的，就是共产党员张文
宏。事实上，在武汉，在北京，在上
海，在所有的抗疫斗争一线，共产党员
都自觉站在最前面，起到了模范带头作
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注意到他精湛
的医术，注意到他一流的专业能力，更
注意到他那脱口而出，随时产生“金
句”的超凡口才。他是一名抗疫英雄，
是团队的“张爸”，也是一个红遍全中
国的网络“红人”。文学作品要写这样
的人，难度不言而喻。好在作家程小莹
是个写人物的行家里手，更是一个敢于
迎难而上，接受挑战的文学“硬汉”，
我们才得以更全更深地认识张文宏医
生，才得以读到《张文宏医生》这样的
优秀报告文学作品。

其实，读《张文宏医生》并没有发现
作家刻意放大招。作家笔下的张文宏
看上去能说会道，才华横溢，妙语连篇，
金句不断，其实并不是传奇人物。他只
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勤勉的敬业的传
染病科医生，一个有学识有见识的学者
专家，一个性情中人。他有时像一个突
击队长，心疼自己的团队连续十几天奋
战在救治一线，疲惫不堪，没有预备队
替换，情急之下，果敢喊出“共产党员必
须给我上”。他知道，这个紧要关头，需
要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共产党员就要
体现出特殊材料的品质。有时候，他像
一个老练的新闻发言人，滔滔不绝地向
公众报告疫情发展，回答各种在别人看

来还一时难以回答的问题，做出各种专
业判断。他说，人类是一直被欺负的，
但中国的卫生系统已经浴火重生，我们
已经有了处置的能力。有时他又像一
个科普“达人”，不厌其烦地甚至有些婆
婆妈妈地教老百姓怎样科学防控，连怎
样洗手，怎样戴口罩，怎样吃东西都要
教，还提出了著名的“早餐牛奶鸡蛋
论”。更多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单纯的
医生，把所有的人都当成病人或潜在的
病人去看待，去批评，去关爱，去实话实
说。用作家的话说就是，本色表达，轻
松诙谐，深入浅出。作品直面张文宏作
为一个医生实话实说被媒体放大误读
引申甚至断章取义后所引来的社会争
议，但态度非常鲜明：张文宏医生不光
是敢讲真话，而且不打“官腔”，讲贴近
老百姓的话，讲让老百姓听得懂的话，
讲“接地气”的话。用最通俗的语言传
递科学的抗疫精神，最能让老百姓接
受，最能稳定人心，最能给人以安全感、
信任感。老百姓喜欢张文宏，不光听他
讲真话，不光接受科学防控知识，而是
与他率真而温暖的话语产生共鸣，将从
那里接受的战胜疫情的温暖之情、意志
信心和乐观精神，转化为自己抗击病魔
的动力。一个普通的医生，为社会做的
贡献已经远远超出了医生的职责。至
少他那种“接地气”的表达方式和宣传
效果，特别值得我们深思。

重要的不是他一直在说，而是他一
直在做。他所有脱口而出机敏受用带
着张文宏个性鲜明印记的金句，背后都
有辛勤的劳动、艰苦的医术探索、专业
的思想打造、崇高的医德以及实事求是
的精神做支撑，都有着丰富深邃的思想
道德内涵，有坚定的信念和实力。《张文
宏医生》在欣赏“张爸”金句的同时，更
看重句子背后的现实社会思想文化含
量，透过这些金句，打开人物的精神世
界，塑造一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报
告文学人物形象。

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张
文宏在这一年里，成长为人民心目中的
抗疫英雄，看似时势所造，其实与他多
年来所自觉坚持的“初心”打造，社会道

德良知的培育，以及作为医生的职业道
德的铸就有着必然的关系。作品翔实
地描写了张文宏医生励志成长的经历，
讲述了一个温州普通人家的孩子怎样
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走到外面精彩的世
界，融入大上海，成为华山医院传染科
主任的故事，揭示出一个普通人成为时
代风云人物的基本规律，揭示了造就时
代英雄的人民土壤和人民精神。与此
同时，张文宏医生身上的那些闪光点，
也反过来折射出上海人民抗疫斗争的
现实，是英雄的上海人民伟大的抗疫精
神的真实写照。

作品用比较重的笔墨去描写张文
宏医生与上海的专家们共同制定和推
动实施有效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

“上海方案”的过程，展开故事的细节，
典型地反映出伟大的抗疫精神正在生
动地转化为一座国际大都市现代化治
理的科学决策。上海是一座伟大的城
市，也是一座历经磨难的城市。近代
以来，曾经多次经受大规模疫情的考
验，积累了处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
丰富经验，形成一整套不断完善的科
学防控治理体系。应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病毒，上海科学家和城市管理者们多
年的努力再次得到了回报。上海防控
工作做得好，这套体系的启动起了根本
性的作用。面对全球抗疫的新情况、新
特点、新规律，上海再次走到了前面，
在吸收上海抗疫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率
先制定与现代城市管理无缝衔接的“上
海方案”。也可以说，上海为中国的抗
疫斗争，也为世界的抗疫斗争贡献了“上
海经验”。

张文宏医生为“上海方案”贡献了自
己的智慧，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他的
团队替他谦虚，说他只不过是一名感染
科主任，改变不了什么。这话说得很实
在。不过，更多的人会说，张文宏这样的
人多了，就能凝聚起神奇的力量，就能改
变命运，创造历史。这也是实话。“张爸”
的金句还在泉涌，张文宏医生的故事还
在书写，伟大的抗疫斗争还在继续，给我
们的信心是：胜利的那一天正在向我们
走来。

难忘的时代总是会推出难忘的人。在抗疫时代，张
文宏便是当今家喻户晓的人物。要写张文宏，既易又
难。因为他是一位医生，就生活在我们中间，与我们互
动、交流、共情，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句话
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
谓“时势造英雄”，这是一句老话，但它的另一面就是
说：英雄也是来自普通人。张文宏可说是一位知识分
子、专家和名医，他做事明确，说话明白，为了抗击疫情
的需要，一切都袒露在大众面前。它说明：不仅社会和

时代在不断地推出英雄和先进人物，我们自己每时每刻也都在用自己的言
论与行动，塑造着自己。对于张文宏医生的写作，似乎使我们对于英雄、先进
人物与老百姓、普通人之间的关系有了一种新的理解。

张文宏医生其实是不需要我再加以评论的。作为公众人物，他每天都在
网上和线下接受着无数人的评论。他自己也常常评论自己。张文宏本人是不
愿接受公众人物的称号的，他只愿意承认自己是医生，是因为抗疫的需要才

“冲”到第一线，成为了我们身边的人。而一旦“新冠大幕落下，我自然会非常
silently走开”，回归普通人。所以他总是对疫情、防疫和我们每个人的生
活、精神、思想认识发表意见，却很少讲到个人私生活和人生经历，“我也不
是一个说书人，现在也不是回忆往事的时候……”但他的言行还是深入人
心，那便要问：究竟是什么吸引了我们？

首先，自然是交流性。这是人与人之间、心灵与心灵之间，当然也是文学
作品与读者之间最重要的因素。作为传染病学科的顶级专家，他自然不时地
向我们提出医生的建议，释疑解惑。但作为人，及和人打交道的医生，他也经
常越出枯燥的专业知识的范围，用大家都听得懂的话，设身处地和不同处
境、不同要求与疑问的人交流。在这场波及全国乃至世界的疫情风波中，这
种交流及其重要性，几乎是不可替代的。

与交流相联系的自然是“态度”。在张文宏看来，事实和常识总是最重要
的，有时甚至是颠扑不破的。所以他从不遮遮掩掩，心之所想便是言之所述，
对人的关心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使他总是说真话，不说大话、套话，坦诚直接，
充满善意有时又不乏幽默。一个有态度的人，自然便也是一个有个性的、真
诚的人。这也是作为一名“良医”的并非纯技术要素而是社会化生成的必要
条件。

张文宏有些“金句”已广为流传：譬如，“不能欺负老实人”。譬如，“共产
党员先上”！这句话既熟悉却又似久违了。还有“把病毒闷死”，以及传染病是

“穷病”等等。张文宏还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对乡下人一直老好
的”。对乡下人（弱势群体）好不好似乎也是一条做人的原则，反映出了某些
重要的方面。善待他人和平等待人，是一种做人的基本道理。真心和真诚，有
话直说与互相信任，“所以人跟人之间没有交流的损耗”。

现在，可以再说说《张文宏医生》这篇报告文学作品的几个写作特点：它
当然明显地是一部人物报告文学的作品，却也并不是光写张文宏一个人的，
它同时也写了张文宏的老师翁心华教授，以及前辈戴自英教授，还有他的许
多同事们：陈明泉、毛日成、张继明、吴凡、虞胜镭等等。它既写了“传承”，也
写了“团队”。正如在获得全国防疫先进个人称号后所说：他是代表团队来领
奖的。华山医院感染科多年来专业排名全国第一，当仁不让。张文宏是感染
科主任，又是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很明白自己的责
任，他对自己团队的医生们也关怀备至，临床查房时总有心帮助病人建立对
团队主治医生或年轻医生哪怕实习医生的信任。“这个很要紧的。你不好让
病人只记得你一个人，只相信你一个人，这样下面的医生怎么办。你说是吧？
我也要帮助自己团队的精兵强将建立自信”。张文宏说。多年来，他被自己团
队的同事叫作“张爸”便是佐证。

在这部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和作了多次采访后所形成的文学作品中，作者
程小莹还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字体。有一种小号字所排列的篇章，那几乎可以
视为是张文宏的自述，他讲的话和口述实录。这也反映了这部作品的特点。

《张文宏医生》并没有采用全知全能的视角从事文学叙事，而是采取了
有限的视角，表现人物最具特征性的内涵。它当然也约略地介绍了张文宏的
生平：瑞安中学毕业，13年本硕博连读的学医经历，以及在非典、禽流感、埃
博拉病毒到新冠抗疫中的成长，却并不想写成一篇人物传记，用过去来证明
现在的必然性，而是紧紧地抓住现在、细节、特征，用人物自己的言行来塑造
人物，富有乡土气息的语言和灵活的笔触，使读懂张文宏，读懂一个先进人
物，成了一次吸引人的经历。

我记得《收获》杂志以往并不是以纪实类的作品和报告文学见长的。这
次，疫情尚未结束，便发表了这部及时、及物、现在进行时的与近距离反映现
实的作品，也可以说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与收获。“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
说蔡中郎”（陆游《小舟游近村》）。语言是有力量的，文学写作也是有力量的。
此亦一例。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大体与我国改
革开放之进程同步，西方文论在语言学
转向的基础上，又发生了新的形态性变
化。此种变化，一言以蔽之，可称之为诗
学的转向。诗学转向的基本特征，借美国
哲学家罗蒂的话说，就是一切文化现
象——从人文学科到社会科学，都诗学
化了。“诗”代替“科学”，占据了文化的核
心位置。所谓“诗”，是指文学艺术的精华。
所谓诗学，在我国通常被称为文艺理论研
究。当代西方诗学转向过程当中存在着一
个根本性的缺陷。这个根本性的缺陷，有
中国学者将其概括为“强制阐释”。这是非
常有道理的。不过，诗学转向也有一个优
点，那就是凸显了“诗”在人类思想活动乃
至整体文化建构中的重要作用与价值。尽
管这种“凸显”采用了并不恰当的方式，但
凸显本身是有正面意义的。

阮波的相关研究，即以诗学为方向与
范围。不过，她显然没有采用“强制阐释”
的路径和方法。从排除社会历史因素的

“文本中心论”，到主张“作者之死”的罗

兰·巴特，强制阐释论者完全排除了中国
古典文论“知人论世”的传统。应该说，阮
波依然固守着华夏的文脉。于是，我们在
她的文化笔法下看到，无论是阐释革命僧
人苏曼殊、解放区文学经典人物阮章竞，
还是论述当代文人刘斯奋，她都结合着时
代，结合着创作者的“背景”，从而将文艺
的视角放置在了历史的坐标之上。

与不少文化学者一样，阮波的诗学研
究又是有其核心对象与主题的。近代以来
中山籍的文化名士，就是她的核心研究对
象。揭示中山人的文化密码，就是她的研
究主题。阮波循着这并非热点的方向进行
着开掘，从2015年开始，五年躬身于香山
文学的故纸堆中，岁月无声，寂静而坚持，
这是令人感动的，更是令人钦佩的。

众所周知，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异
彩纷呈的区域文化大格局当中，中山是
一个常常令人神思驰扬的地方。原称香
山的中山，至少自明中叶后即为海商汇
集之地，古今中西交融，但从来不曾湮灭
主体，而是主体昂扬、体用兼备。它坚守

着中华民族的传统，同时具有开放的胸
襟与作为。它安分守己、脚踏实地，却总
是将事功献给中华乃至世界。中山是岭
南文化的一个映射。地域上，处于边缘；
目标上，却居于核心。孔子之后，敢自称

“圣人”的康有为，出于岭南；被公认为国
父的孙中山，生于此地。固守传统，有东
塾之学；引领风气，有新民之体。它似乎
能够包纳一切，但从来不丧失主心骨。即
以浪迹天涯的苏曼殊而言，无论从文学
史立论，抑或从革命史着眼，再或者就绘
画史而言，无疑都是一个异数。我每次游
走岭南，都不禁感叹，中山确乎蕴含着岭
南的深层文化暗码，这个文化暗码所蕴
含的，不是“区域”，而是“整体”；是中华
民族的基因序列，也是中华文明的发展
方向。曾听到一种观点，即认为岭南文化
与改革开放的精神不符。我以为，这是一
种肤浅的看法。岭南文化之血脉特质，应
与两宋历史关系最密。特别是北宋亡后，
中原文化南移，王学、道学均在岭南殖
养，因以成就岭南人动则敢闯天下、静必

叶落归根、不忘本来却敢于拿来的文化
根性。“一阴一阳之谓道”，香山文化之
道，实为中华文化之大道。

阮波，作为女性评论家与研究者，以
严谨的态度、敏锐的观察、灵动的笔触、
理性的论证，钩索出香山文化研究领域
的脊髓与光华，她这份勤奋耕耘、执著努
力，是香山文化的幸事。她五年的研究成
果《香山文论》是一部值得肯定的香山人
文研究力著。

对华夏文脉的固守
——《香山文论》序 □李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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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月刊
读诗 黎明 …………………………………… 王家新

生命的互相发现 ……………………… 王家铭
视点 扶贫手册上的红手印 ………………… 王太贵

抵达心灵深处 ………………………… 王太贵
新时代 党耀中华，祖国芬芳………………… 许 岚

七月，站在时空里眺望……………… 峭 岩
高坡印记 …………………………… 小 语
第一书记 …………………………… 谢子清

方阵 发生 …………………………………… 杜 涯
你的花园 ……………………………… 赵 野
涟漪 …………………………………… 剑 男
山中书简 ……………………………… 池凌云
水井 …………………………………… 蓝 蓝
花海 …………………………………… 张 战
昆仑玉 ………………………………… 李自国
雨中 …………………………………… 施施然
飞行途中 ……………………………… 陆辉艳

气象 南部山区 ……………………………… 张 炜
山中落叶 ……………………………… 李继宗
致曹禺先生：在潜江…………………… 徐 芳
阳光下的拥抱 ………………………… 程学源
铜鼓消息 ……………………………… 牙韩彰
巴山秋夜…………………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每月诗星 芳邻 ……………………………… 胡 亮

想象或诗学之本地抽象 ………… 草 树
诗学广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新时代自然诗学

……………………………… 赵 依
当代诗词
诗词翰墨 竹圃秋战 ………………………… 俞 丰
本期聚焦 蒋世鸿诗词选 …………………… 蒋世鸿

诗因情作 ………………………… 蒋世鸿

下半月刊
发现 读山的人 ……………………………… 羌人六
锐评 时间的感觉（正方）…………………… 杜 鹏

超越式抒情与惯性写作（反方）……… 王磊光
双子星座 珠穆朗玛 ………………………… 王少勇

诗的魔法 ………………………… 王少勇
外婆 …………………………………… 晓 角
思考自己的时候 ……………………… 晓 角

银河 古溪图……龙双丰 在祁连山……杜成峰
槐花落下的时节……严 彬 隙中驹……亚 楠
鹧鸪……麦 豆 铜钱草……黄 胜
坚果……李长瑜 单程票……吴 兵
空江南……叶德庆 清晨送诊……王馨梓
诗人的蝴蝶……四 四
栅栏里的草……蒋兴刚
阳光烈……赵亚锋 时间……陈文汇

茶座 我写长江 ……………………………… 王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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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锐 主持人语 ………… 谢有顺 李德南
叶迟短篇小说两则 ………… 叶 迟
我们在失败的边缘试探

——谈叶迟小说 ……… 欧逸舟
发现 名家推荐 ………… 赵 玫 王 干

金先生的编织袋（短篇小说）… 孟祥鹏
小说 主人不在家（短篇小说） …… 裘山山

在柏叶底（中篇小说） ……… 陈克海
骑着白象的月亮（中篇小说）… 吴昕孺
雪霁（中篇小说） …………… 朱朝敏
愤怒的始祖鸟（短篇小说）…… 王震海
演唱会（短篇小说） ………… 马 南
小小说一组：聂鑫森 欧阳华丽
夏 阳 余清平 紫苏子 黄峥荣

漫笔 我的农民父亲 ……………… 清 风
岁月漫漫：难以忘却的记忆 … 舟挥帆
何为藏獒 …………………… 凌仕江
鲁诺·舒尔茨的盛装舞步 …… 王雪茜
对一座塔的沉思默想………… 张晓根
老黔阳 ……………………… 张建安
记忆深处的外婆 …………… 杨振文

诗语 邵东诗群：李春龙 范朝阳 郭竟成
唐志平 刘 娜 邓星照 吴和君
王 唯 龙 儿 范 奕

艺苑 第十三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谢子龙、严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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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燊作品 饥饿的草（短篇小说） … 周 燊
一个被收留的夜晚（短篇小说） …… 周 燊
除了内心，没有什么是真正值得去到的地方

（访谈） ……………… 周 燊 吴 娱
小说家 白光（短篇小说）………… 宁经榕
街上的老虎（短篇小说）…………… 杨红旗
毛毛虫（短篇小说）………………… 黄复彩
公众号栏目“开始写吧”接龙作品
去年的雪（短篇小说）… 火 棠 刘西溪等
动物园（小长诗）……… 韩福生 雷 岛等
滇池诗卷
集粹：杨时平 邵纯生 田凌云 钱春宏

俄尼·牧莎斯加 付晓祺 夏昭华
李昌海 邓晓燕 向墅平 费 城
王晓红 杜小龙 李志文

道法自然·散文特别栏目
鸟鸣长久（上）……………………… 张庆国
散文 驿马与梦境 ………………… 刘星元

地坛与我们 ………………… 甲 乙
古皖册页 …………………… 黄亚明

东南亚华文文学
差纳和屏知（短篇小说） ……【泰国】杨 玲
菠萝（短篇小说） ……………【泰国】杨 棹
野果志（组诗） …………【马来西亚】辛金顺
乡念（组诗） ………………【新加坡】寒 川
明月清歌（组诗） …………【新加坡】胡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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