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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生》：用血肉铸就伟大
资讯讯

看电影影

侯军一家的“朋友圈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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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不仅呈现出英雄有血有肉、硬汉柔情的一面，也呈现了他们勇于践行责任、担当和使命的时
代精神。这正是平凡英雄的不平凡之处。

■ 周韵曦

在去年那场没有硝烟、艰苦卓绝的战
“疫”中，医生无疑被赋予了最神圣的使命，他
们仿佛真正拥有了人民所期盼的那种“神
力”，白衣执甲，争分夺秒与死神搏斗，在非凡
时期展现出非凡力量，拯救了无数生命及每
个生命背后的家庭。

然而在现实中，可爱可敬的“白袍战士”
们既不是神仙，也不是机器，他们只不过是芸
芸众生之中的普通人。电影《中国医生》，就
是想通过再现那一段段真实故事，让世人客
观而全面地看到，那座病毒无法逾越的最坚
强的“铜墙铁壁”，是如何由处于风暴中心的
医生们用生命、汗水和大爱筑成。

《中国医生》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
的真实事件改编，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为核
心故事背景，同时兼顾武汉同济医院、武汉市
肺科医院、武汉协和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湖北省人民医院）、火神山医院、方舱医院等
兄弟单位，以武汉医护人员、全国各省市援鄂
医疗队为人物原型，全景式记录波澜壮阔的
抗疫斗争。

“咱们医院又多了两个医护人员感染”
“已经扛不住了”“国家可以把家底都拿出来，
就要把病人一个一个救活”“武汉是能够过关
的，武汉本来就是一个英雄的城市”。一比一
深度还原的专业设备及场景，无可挑剔的医
疗场面，扣人心弦的紧张剧情……电影的前
半部分，节奏异常快，很快便将大家拽回到
2020年疫情突发的那个冬天。

悲痛和振奋，紧张与松弛，感动与苦中作
乐，再次在胸腔中来回冲撞。

电影中，最让人不忍直视的是真实：医生
的“插管噩梦”、感染新冠肺炎的孕妇紧急剖
宫产、抢救台上被电击时病人身上泛青的肌
肤和伤痕……

被汗水浸湿了的衣衫，被面罩勒出累累血
痕的脸庞，因为劳累过度无法伸展的手指……
疫情时曾被镜头记录下来的那些瞬间，再次成
为影片中最为动人的细节。

张涵予扮演的张竞予院长，袁泉扮演的ICU
主任文婷，朱亚文、李晨扮演的援鄂医疗队医生，
易烊千玺扮演的实习住院医生，欧豪扮演的外卖
小哥，宋佳扮演的妇产科主任……影片中，每一
位演员都不辱使命，贡献出恰到好处的演技，如张
文宏医生所说拿着放大镜都“找不到bug”，在真
实的疫情众生相的呈现中，赢得了观众的共情。

“大群像还能做出人物了不起。”
饱满立体的张院长，有一双和角色原型张

定宇院长一样镇定而坚毅的眼睛，让观众感

受到演员的诚恳；总是适时适度打破僵局的
援鄂医生陶峻，如现实中的医生一般，及时给
病人送上心灵良药；瘦削的身板总是挺得笔
直的文婷，雷厉风行中既有女性天然的温情，
也有强大的气场；菜鸟医生杨小羊虽然初登

场时有点不靠谱，但他的进取心与不服输，让
他在观众面前展现出飞速的成长；而总不想
给别人添麻烦的快递站老板老赵，更是最普
通的我们中的一员，但正是这些最为普通的
一员，在疫情最为严峻的时期支持整个社会

得以继续运转。
“舍小家保大家”，这是疫情期间，每一位

医护人员所作出的英勇选择。影片中，有两
处情节给我留下了格外深刻的印象：一是周
也饰演的感染新冠病毒的孕妇小文，在国家

“可以把家底都拿出来”的支持下，在众多医
务人员的帮助下，成功生产，让希望的火苗得
以重燃。这是大灾大难中对人民群众生命至
上的人文关怀。二是张院长的妻子在自知身
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提出用自己的身体开
展病例解剖和研究，以及谷嘉诚饰演的病患
亲属同意将奶奶的遗体捐献作为研究使用。
这是人民普遍怀揣的朴素的家国情怀。正如
张院长所说：“我的生命在倒计时，这个小娃
娃的生命才刚刚开始。”生命的接力、希望的
传递，就在每一位中国人中生生不息。

新冠疫情突如其来之际，来自全国各地的
4.2万援鄂医疗队员奔赴抗疫一线，其中女性医
务人员人数占到了整个医疗队的三分之二，达
2.8万人，她们在抗疫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影片更为人称道的，就是正视女性在
抗疫中的独特重要作用，真实还原了中国女性
如何在抗疫斗争中扛起“半边天”。

影片出彩地塑造了以文婷、辛未为首的一
众女医护人员，动员大会上第一个义无反顾
站起来说“我报名”的女护士马小宁，更是现
今女性群体勇于担当的真实写照。

“总是保驾护航，常常未雨绸缪，有时力
挽狂澜”。战“疫”期间，每一位中国医生，都
为别人拼过命。在中国医生身上，电影不仅
呈现出英雄有血有肉、硬汉柔情的一面，也呈
现了他们勇于践行责任、担当和使命的时代
精神。这正是平凡英雄的不平凡之处。

正是这每一个性格各异的、有血有肉、不
断成长的角色才让我们更加相信，“疫情总会
过去，日子还要过下去”。疫情不会摧毁我
们，只要充满信念，中国人永远不会倒下。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圆满落幕。最终，
一个个小家重归幸福美好，我们的“大家”继
续走向伟大复兴。

虽然有很多观众评价，电影过于“拼盘
式”，刻意煽情的笔墨略重，有的人物角色缺
乏其本身应持有的理性。但战“疫”时期那些
真正发生和存在过的中国医生的故事，是这
部电影最大的底气。

如袁泉所说：这部影片的意义，已经超出
了电影本身。

冬去春来，中国医生们如约让中国人再次
看到春暖花开的盛景。或许这一页终将翻过
去，苦难应该被记住，为人民拼过命的中国医
生的形象更应该被永远铭记。

近日，由中国妇女报社
山东记者站站长姚建策划
并主编的“家庭家教家风漫
说书系”之《漫说家庭》由山
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并
亮相第30届全国图书交易
博览会。

该书系对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注重家庭、注重
家教、注重家风”重要论述，
通过喜闻乐见的漫画形式
进行解读，让读者在轻松、
愉快的阅读中感悟、思考

“三个注重”的深刻内涵并
付诸实践，对于做好新时期
家庭、家教、家风工作有着
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示范意义。

据了解，该书系分为《漫说家庭》
《漫说家教》《漫说家风》3本，四色全
彩印刷。

《漫说家庭》从夫妻、亲子、隔代、
兄弟姐妹、婆媳翁婿、家庭这六个方面
的关系出发，用180多句充满哲理、幽
默风趣的经典格言，配上创意丰富的
漫画，传播家庭经营和谐、家人相处融
洽的智慧，给读者带去有益的启发与
思考，共建共享家庭文明新风尚。

《漫说家教》从家庭教育的方向、
作用、方法等方面着手，用近200句从
丰富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经典格
言，再配以脑洞大开、精彩绝伦的漫
画，传播家庭教育的正确理念和方法，
纠正人们对家庭教育的错误认识，消
除读者对家庭教育的刻板印象，让教
育的根基更扎实、更牢靠。

《漫说家风》一书以多格漫画的形
式，精选古往今来近200个名人家风
故事，充分展现中华民族优秀的家风
文化和家风传承。一则则小故事，通
过幽默诙谐的画面，简短、轻松、活泼
的文字，给读者带来愉快的阅读体验。

该书系的策划和主编是资深媒体
人姚建，现任中国妇女报社山东记者
站站长、山东政法学院传媒学院客座
教授，从事新闻工作20多年，两次获
中国新闻奖。他曾策划、出版了多部
具有影响力的图书，其中《阳光大姐金
牌育儿》丛书（一套八本）在全国“两
会”上获得点赞；《看我巾帼战“疫”七
十二变》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亲
笔题词推荐，入选2020年“原动力”中
国原创动漫出版扶持计划、“2020年
度影响力图书”等。 （兆聿）

亮点直直击击

在光影中再现完美艺术世界，让
敦煌近在咫尺，近日，“遇见敦煌·光影
艺术展全球首展”在北京开幕。作为
中国原创IP，此次展览以3D光雕数字
技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
结合，在高12米，总面积超过1500平
方米的展示空间，使用48台高清投影
打造出一座全沉浸式光影世界，再现
敦煌石窟文化的艺术魅力。

敦煌石窟距今已有近1700年历
史，石窟中所保留的壁画、彩塑等艺
术珍品，是多种文明交流与碰撞、融
合与创新的重要遗存，呈现出多元文
化的美学价值，是中华文明和世界艺
术宝库中最璀璨的明珠之一。据介
绍，此次展览筹备近2年，并特邀常沙
娜敦煌图案研究设计工作室担任艺
术顾问，借200余幅常沙娜、鲍营等
艺术大家重绘的敦煌壁画作品，通过
动静结合、虚实相宜的数字光影展陈
方式，带领观众走入光影时空隧道，
穿梭于过去与现在，探寻时间长河中
不变的智慧与审美，让传统文化与现
代文明在当下隔空对话。

展览前期将围绕“丝路史话”“敦
煌舞乐”两个主题来演绎敦煌石窟文
化与艺术，并邀请甘肃歌舞剧院、北
京舞蹈学院的专业舞者，在光影流动
中以“飞天”造型起舞。后期则将对
展览内容进行持续提升和丰富，加入

“九色鹿王”“敦煌千佛”等主题光影
内容 。

据悉，此次光影艺术展将持续至
10月18日结束。 (钟玲)

“遇见敦煌·光影艺术展
全球首展”北京开幕

炎炎夏日，来
看《诗艺盈门·寄
荃斋三人精品展》
吧，除了能享受到
美和快乐，还能远
离窗外之喧嚣，复
归心灵之宁静，一
如中国报纸副刊
研究会名誉会长
丁振海先生所言，

“侯军一家，真是
诗意栖居于大地
之上，愧不能之，
但心向往之。”

田耘为侯悦斯绘制诗意画《苏幕遮·响堂山怀古》

侯军题外孙女梁米多小脚印拓片(妈妈
生、姥姥拓、爸爸诗、姥爷题)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朱莉

“诗意栖居，既为人类共同的终极愿景，那
就先从自家做起，让庸凡的日常生活诗意化，让
枯燥的生存环境艺术化，不啻是迈向诗意栖居
的第一步。故而不揣，将此展美其名曰：《诗艺
盈门》。”以一家三人的三个主题展集纳而成的
《诗艺盈门·寄荃斋三人精品展》，7月25日在
北京国际文化交流艺术馆开幕。

《诗艺盈门》囊括了三个家庭成员的三个
展览，分别是《中国副刊》总编辑侯军先生与
朋友的《集印为诗》书法篆刻展；女儿侯悦斯
与朋友的《诗意丹青》诗书画跨界展；妻子李
瑾与朋友的《我拓我家》拓艺作品展。一家三
口均非惯常理解的专业人士：侯军先生不治
印，女儿侯悦斯也从不以诗人自诩，妻子李瑾
当了一辈子会计，退休后才涉足拓印。三个
展览三个方向，都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核心。
科学家徐扬生院士形象地将这种现象比喻为
一个“笛卡尔坐标系”，也就是以中华文化为
原点，辐射出去，他亲笔书写了一幅侯悦斯的
词作加入这个家庭的“后援团 ”。

这个展览被侯军称之为“朋友圈艺术”，每个
展览都有一个核心创意。《集印为诗》以印文为词
组和字句，连缀组合，演绎为一首首诗词，被篆刻
家称为“史无前例”的首创。展览的全部诗作由
侯军创作，而由书法篆刻家陈浩、李贺忠参与制
作成一幅幅印屏、册页和长卷，别开生面，情趣盎
然；《诗意丹青》则以侯悦斯的诗词作品为核心，
画家绘制诗意画，书法家写成条幅、圆光和长卷，
形成诗与书、诗与画的深度融合；而《我拓我家》
则以李瑾的拓片为载体，由侯军的朋友圈合力题
跋、绘画。最具特色的是，李瑾的拓片题材不再
局限于前辈拓艺家的范围，转而以自家所藏器物
为表现对象，既有古典的砖瓦石刻，也有日常使
用的梳子勺子柜子凳子……而全国各地的艺术
家朋友则倾力相助，各逞才思，致使《我拓我家》
新意迭出，妙趣横生。

这个家庭的系列展览此前已在全国巡展了
16场，遍及天津、广州、深圳、青岛、丽江等诸多
城市，所到之处，均以其新奇的创意和亲民的风
格，赢得众多观众的欢迎。北京展是这个家庭
巡展的第十七站。

侯军先生说：“这次在北京开展，是有点忐

忑的。在中华文化浩瀚的大海里游泳，谁也不
敢说懂了。画眉深浅入时无？读者说了算。”

展期自7月25日开幕至8月10日结束。
炎炎夏日，来看展吧，除了能享受到美和快

乐，还能远离窗外之喧嚣，复归心灵之宁静，一
如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名誉会长丁振海先生所
言，“侯军一家，真是诗意栖居于大地之上，愧不
能之，但心向往之。”

李瑾砖拓，高卓之配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