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
        就是一本语文书

——新冠病毒疫情引发的思考





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因颗粒像一顶
帝王皇冠而得名。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石正丽团
队发文称，在云南发现一群SARS样冠状病毒的中华菊
头蝠，通过测序继续比对，发现该SARS样冠状病毒与
2003年爆发的SARS病毒具有高度同源性。

中国人爱吃野味，在全世界都是出名的。我先从
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说起，它是口腹之欲和暴利交织的
新冠病毒源头。呈现了一幅地图，整理地形资料后让
学生明白：虽然武汉周边不是荒无人烟的史前森林，
但天然森林面积和人工绿化的合体覆盖已经达到40%
之多，加之不像北方地带冰冷、略带南方的温热气息，
更让这片天然氧吧成为了野生动物聚集地。





      我们古人对自然一直心怀敬畏之心，很多
民族都将动物当作自己民族的图腾来敬祭。孟
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
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
木不可胜用也。”



“敬畏自然”已成为一门伦理学。在人类
与自然的相处中，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
能做，必须成为一种共识，一种品格，成
为我们民族绝不可遗忘的集体记忆 。







不要只关注数据，更要看到数据背后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

打捞悲剧中的“个”
王开岭

      犹太裔汉学家舒衡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光
照之外》一文中认为，今天常说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
兵在南京杀了三十万人，实际上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
给抽象化了。他说：“抽象是记忆最疯狂的敌人。它杀死记忆，
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
己牢记在心的是：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六百万这个数字，而是
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
才是可以理解的。”
    ……



同样，叙述灾难和悲剧，也必须降落到实体和细节上，才有丰满
的血肉，才有惊心动魄的痛感和震撼，它方不失为一个真正的悲剧，
悲剧的人性和价值才不致白白流失。

一百年前的“泰坦尼克”海难，在世人眼里之所以触目惊心，是
因为《冰海沉船》和《泰坦尼克》两部电影让人们触摸到了那些长眠
于海底的“个”，从集体遗容中打捞起了一张张鲜活的生命面孔 ；
美国华盛顿的“犹太人遇难者纪念馆”，在设计上注重了“个”的清
晰，费尽心机搜录了大量个体遇难者的信息，让你可以进入到他们的
生涯故事中去体验那些欢笑和泪水、安乐和恐怖、幸福和屈辱……

重视那不幸人群中的“个”，爱护生也爱护死，严肃对待世上的
每一份痛苦，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意义重大。它教会我们一种打量生活、
对待同胞、判断事物的方法和价值观，这是我们认知生命的起点，也
是一个生命对另一生命的最正常态度。在世界眼里，我们也是一个
“个”，忽视了这个“个”，也就丧失了对人和生命最深沉的感受。



武汉一位当地人微博中
的一段文字

一开始，街上突然有人走着走着倒下
去，市民们疯转着各类倒地的视频，我也
觉得玄幻不信。

后来，看见医院的视频里，有倒下的
人，我们将信将疑。

直到昨夜，一名律师的镜头下，医院
的大厅里，有一个坐着死去的人，我无法
告诉你们，我怎样看到了他。

他坐在那里，已经死了，连数字都不
是。旁边全是密密麻麻的人，等待着命运
给一个获得盒子的机会。

律师还说，有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举
着吊瓶坐在医院外的寒风中，支个杆子输
液，他哭着说曾经和家人吃过饭，和朋友
打过牌，如果自己中了，那他们该怎么办。



思考：如果这些数据中哪怕只有
一个数字是与你相关的，或你的
亲人或你的好友，那么你再读这
个数字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韩国电影《流感》讲述一群东南亚偷
渡客历经艰险来到韩国，但是整个集装箱内
的偷渡客几乎全部死亡，只有一人拖着羸弱
的身体侥幸逃入闹市之中。殊不知此人身上
携带致命猪流感病毒，短短一天时间，病毒
迅速蔓延城市的各个角落。许多人在不知不
觉间被感染，进而将死亡的阴影引向周围所
有的人。美丽的女医生金仁海是一位单身妈
妈，她不久前遭遇一场车祸，幸被消防队救
援人员姜智久救出，却因丢失重要论文资料
而备受上司苛责。值此期间，韩国蛇头的弟
弟因流感送入仁海的医院治疗，经诊断终于
发现流感的起因，死尸横陈的集装箱无疑成
为查找病源的关键。

未过多久，猪流感病毒成几何式爆发
蔓延，坐享太平的民众面临前所未有的灾难。



贝丝·埃姆霍夫结束香港出差回到明尼阿波利
斯，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原以为只是时差问题，没
想到病情急转直下，两天之后死在了医院的急诊室
里。医生告诉她丈夫托马斯，妻子的死因不明。

很快，类似的病例出现在全世界各大都市，先
是咳嗽、发烧，接着昏迷、脑出血，最后无一例外
都是死亡。从明尼阿波利斯到芝加哥，从伦敦到巴
黎，从东京到香港，病毒跨越国界，通过最普通的
人类日常接触，一传十、十传百，一天内有数以万
计的人被感染，一场全球大瘟疫就此爆发，记者艾
伦趁机散布对政府和医疗机构不利的舆论报道影响
越来越严重。

美国疾控中心的研究员们全体动员，希望在病
毒突变之前，破解出它的生物学密码，与此同时，
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人员利奥兰特斯（玛丽昂·歌迪
亚饰）正努力寻找病毒传染到人类身上的起源，希
望借此找到有用的疫苗。

美国电影《传染病》海报



美国电视剧《血疫》

剧集改编自理查德·普雷斯
顿所著的有关埃博拉病毒及其
对人类影响的畅销书。1989年，
埃博拉病毒突然出现在华盛顿
郊区一个科学实验室的黑猩猩
身上，且当时并没有已知的治
疗方法。英勇的美军兽医（朱
丽安娜·玛格丽丝饰）与一支秘
密军事特警队合作，在疫情蔓
延到人类之前，她试图阻止，
但这却让她陷入了致命危险。



这几部电影电视会让你对
灾难现场有更深切的感受。



在灾难来临时，确实有些官员不作为，
但也有不顾个人安危全心为民的领导。在这
里，我们看看四川省和海南省两位“医学博
士省长”的科学防护举措和积极成效。

同学们，将来或许你也会成为一位官员，
当灾难降临时，希望你足够重视，以人民为
重，以生命为重！





      面对疫情之
下医疗用品的短
缺，有人高价回
收二手口罩，奸
商小作坊生产黑
心假口罩，有的
淘宝商家随便上
架个写着“武汉
爱心捐款”的商
品，一天牟利
800多万。









      在近期铺天盖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相关报道中，我发现这样几则新闻：日本
两批捐赠物资上分别写着“山川异域，风月
同天”①，“岂曰无衣，与子同裳”②。古
汉语的优美浪漫与不同文化的相互哺养，在
今天依旧散发光芒。其实还有许多文化典籍
富含“人类命运共同体”内蕴的句子，在这
个时刻感动着我们。
【注】①出自《绣袈裟衣缘》，不同山川疆域，共享清风明月。唐代中
日佛教交往密切，日本长屋亲王赠送大唐千件袈裟，在袈裟边缘绣上此
诗，鉴真和尚深为感动，东渡弘扬佛法。②出自《诗经·秦风·无衣》，
怎能说没有战衣,愿与你共穿战袍。



日本舞鹤市给友好城市大连捐赠抗疫物资时写
在箱子上的话

这首诗出自出自唐代王昌龄
的《送柴侍御》，整首诗是
“沅水通波接武冈，
   送君不觉有离伤。
   青山一道同云雨，
   明月何曾是两乡。”
意思是：沅江的波浪连接着
武冈，送你不觉得有离别的
伤感。你我一路相连的青山
共沐风雨，同顶一轮明月又
何曾身处两地呢。



日本医药NPO法人仁心会等四家机构联合捐赠
给湖北的物资上写着：“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原文是：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
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
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
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
子偕行。



日本富山县捐赠给辽宁的物资上，直接原创了一首中文
诗：“辽河雪融，富山花开。同气连枝，共盼春来。”

“同气连枝”
出自南朝梁·周
兴嗣《千字
文》：“孔怀
兄弟，同气连
枝。”比喻亲
生的同胞兄弟。



雪中送炭

东京第一时间从东
京防灾储备中拿出
十二万套防护服送
到湖北，东京都知
事向湖北省接受中
国记者采访时，特
意说了四个中文字
“雪中送炭”，她
说“在有困难的时
候，大家要互相帮
助”。





















    2019年12月27日，
张继先最早发现新型
冠状病毒疫情苗头，
并和院方一起坚持上
报。2020年2月4日，
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决定给予张
继先同志记大功奖励 。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在一首诗中曾这样写道：
“不要走在我后面，因为我可能不会引路；不要走在
我前面，因为我可能不会跟随；请走在我的身边，做
我的朋友。”





语文，
能让你与整个世界，
与一个真实的自我，
结结实实地拥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