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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前线》:致敬医者仁心，诠释爱无疆界
荧屏亮亮点点

《女心理师》首播即获得了灯塔
全网正片播放市占率和Vlinkage网
剧播放指数“双榜第一”的好成绩。
作为小说原作者，毕淑敏对电视剧
《女心理师》寄予的最大期望就是
“超越自己”。而女主角的饰演者杨
紫，则希望“这部戏可以给观众带来

温暖治愈的力量”。

《我们的滚烫人生》：
让消防英雄成为主角

“琴声如诉忆师恩——纪念著名钢琴教育家盛一奇教授音乐会”于2021
年12月9日晚在上海交响乐团演艺厅举行。除了没法归来的江天采用了线
上演奏的方式参与了纪念活动外，黄秋宁、郝端端、孙颖迪和宋思衡等先后亲
炙过盛一奇教授的学生，均参加了这场纪念音乐会。

然而，再幽思绵长的音乐作品，都不能减缓我们失去师友的锐痛，“夜阑
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 “每天训练8小时，只为火场上再

快1秒”“每年备勤365天，只为出警
再快1分钟”，“负重60斤，只为多挽
救1条生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
伍近20万人，时刻回应着14亿人的
每一声求助”……这些听起来相当热
血的数字，不过是消防员这个职业最
日常的真实写照！

“我志愿加入国家消防救援队
伍”，铮铮誓言，铿锵有力。他们是消
防员，他们是“最美逆行者”，他们是

“火焰蓝”。作为应急救援的主力军和
国家队，烈火中，他们向火而行，冲锋
在前；浪花里，他们踏浪而来，无所畏
惧；落石下，他们深入震区，创造奇
迹。可赴汤蹈火，可披荆斩棘，他们用
青春践行誓言。

不管是在影视作品中还是新闻报
道里，“消防员”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
关，大家对这个职业或许并不陌生。
每个人都知道消防员的职责是救火抢
灾、保障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但
事实上，大家可能并没有自己想象中
那么了解这个职业。如果可以真正走
近他们、观察他们的生活环境、工作日
常，或许才能直观感受他们的努力、他
们的付出、他们的艰辛。

近日，芒果TV全新励志职业挑
战真人秀《我们的滚烫人生》发布了一
则消防职业宣传片。宣传片通过系列
高燃数字和真实热血的画面，向大家
介绍了消防员职业的滚烫精神，展现
了这个群体“赴汤蹈火”的人生。

节目的第一站是新疆乌鲁木齐
消防救援站。以观众的视角，真真切
切地带大家走进每一个热血数字背
后的滚烫日常。这一次，“披荆斩棘”
的嘉宾们走下舞台、探访乌鲁木齐消
防队，走进消防员的工作与生活。嘉
宾们从最简单的排列队形、整理内务
开始，真实地体验消防员职业的日
常。高层营救、火场救援、抗震救灾，
他们无处不在……种种任务、重重挑
战，通过镜头以及嘉宾们的“沉浸式”
感受，观众将对消防员会有更多的理
解。而平凡而伟大的消防英雄，也将
成为主角。

穿上这身“火焰蓝”，责任就上了
肩。他们不是天生的消防战士，只是
当危险来临的时候，职责和使命让他
们义无反顾、勇敢逆行。于是，他们分
秒必争，他们赴汤蹈火，他们不畏艰
险、冲锋在前，他们就是你我最好的

“蓝朋友”。《我们的滚烫人生》里，嘉宾
们以最真实的姿态，完成不同岗位日
常的职业挑战。除了走进消防队，他
们还将体验特警、乡村小学教师、民
航、法律援助等不同职业，在真实生活
与工作日常中，见证平凡中的伟大。

每个人都了不起。“滚烫”的不仅
是个体的人生经历，更是这个时代勇
于拼搏、始终坚守、无私奉献的职业精
神。《我们的滚烫人生》正是通过与这
个时代不同职业的“小人物”对话和共
情，来彰显平凡人的伟大，诠释并传递
滚烫的人生力量，让观众感受到更多
奋进的动力、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以
及敢于直面人生挑战、勇于坚守奉献
的责任担当。

(端木紫)

■ 钟玲

“我们与疫情，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
“在卡巴利亚，死亡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

生命的起点，他们在另一个世间重新相遇，这
难道不圆满吗？”

……
一时是紧张刺激的生死竞速，一时是从容

和缓的温情瞬间，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场景中频
繁切换。沉浸在电视剧《埃博拉前线》的异国
故事里，脑海中总是浮现一幅幅或虐心或暖心
的画面，耳边也总是回荡着一句句令人难忘的
台词，那其中，有中国援非医生的壮语豪言，也
有卡巴利亚医生盖斯姆对《梁祝》是否属于悲
剧的超凡定义和他豁达的生死观……

由腾讯视频出品，无止境文化承制，方芳、
茅熠担任总制片人，南柯总编剧，杨文军总导
演，罗晋、毛晓彤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埃博拉前
线》目前正在腾讯视频热播中。这是一个以
2014年中国援非医疗队抗击埃博拉病毒的事迹
为核心原型，讲述病毒学家郑书鹏和他所在的
中国援非医疗队，成功遏制病毒蔓延，圆满完成
任务的故事。但，这不是一个单纯以灾难为切
口歌咏大爱的主旋律正剧，在加入悬疑、动作、
战争等元素后，《埃博拉前线》所呈现的是多重
维度——有一线医护人员抗击埃博拉病毒的点
滴，有中非友谊的历史渊源，有逆行者的英勇无
畏，还有劫后余生的欢喜、生离死别的悲痛。

以一艘“幽灵船”在海上的出现为开篇的
《埃博拉前线》，初见时颇具电影质感——

精致的构图，流畅的运镜，紧张的节奏，惊
悚的氛围……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了
解，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残酷“战场”。这场抗
疫战争，不仅仅是无声的，还伴随着不曾停歇
的硝烟。

在虚构的国度卡巴利亚，围绕着人们的是
疾病、战争、死亡，人们的生命随时面临着危
险。以郑书鹏的视角展开叙事的《埃博拉前
线》，让人们在短暂的时间内从他的独白里，了
解到西非当地的风土人情，也从中得知被称作

“生命黑板擦”的埃博拉病毒，如何让人们的生
存环境雪上加霜:

埃博拉病毒，一种致死性极高的烈性传染
病病毒，感染者死亡率在50%～90%之间，感染
者可在感染后的24小时内死亡。

没有疫苗，无药可治，鲜活的生命转瞬即
逝。即便没有过多的血腥画面渲染埃博拉病
毒的凶残，《埃博拉前线》营造出的氛围感已足
够让人不寒而栗。熙熙攘攘的异域市井，不时

有人病倒在街头；刚刚入院的18号床病人，还
未接受诊治病床已空；不久前还与郑书鹏谈笑
风生的同事，转眼便阴阳两隔……

《埃博拉前线》以写实的手法，展现了在有
限的医疗条件与严峻的“生态环境”下，抗疫前
线医护人员的工作日常：接诊、急救、隔离、消
杀、检测病毒样本、安抚病人……仅在前两集，
这部剧就已再现抗疫战线的各种环节。而对于
不同专业领域的医护人员于一线奋战时紧张的
工作状态的描绘，不仅仅包括行动，还有心理。

这个过程，和我们看过的类型剧的描绘方
式大相径庭。

探针镜头生动地呈现厚厚的防护服里医疗
队员们汗如雨下、毛孔翕张的状态，头盔摄影机
构建出了第一视角，让观者能够身临其境，体会
剧中人物的情绪。于是，从那些写实的画面中，
人们真切感受到他们的恐惧，他们的焦虑，他们
的艰辛，他们的无奈。剧集也并不局限于树立
抗疫医护的英勇无畏：被隔离的护士王雯茜得
知自己有可能被感染，一个人崩溃地痛哭；谢云
虎医生发现自己触碰了盖斯姆摸过的栅栏，惊
慌失措之后选择了自我隔离；防疫意识极强的
郑书鹏，面对非洲朋友的热情也会无可奈何，面
对好友盖斯姆的离世也会感到惊愕无助……

这才是《埃博拉前线》的动人之处。宏观
视角，书写中国援非医疗队员和卡巴利亚人民
共同面对的，与埃博拉病毒之间的生死对抗；
微观视角，塑造一众鲜活的、有血肉的人，并以
细腻的笔触描摹他们丰富的内心与情感世界。

他们是英雄，亦是凡人。
《埃博拉前线》，聚焦他们作为英雄的义无

反顾、舍生忘死，也聚焦他们作为凡人的喜怒
哀乐、悲欢离合。正是这英雄的光环与普通人
的日常，共同构成了这些性格鲜明的人物形
象。一面，是他们为了职责、使命、担当而战时
的无私；另一面，是他们作为丈夫、父亲、儿子
抑或是妻子、母亲、女儿时的平凡：一样有对爱
情的渴望，对亲情的牵挂，对友情的惦念。

和埃博拉病毒带来的紧迫感、危机感相比，
危难之中的人性光辉更具有俘获人心的能量，

《埃博拉前线》中有太多感人至深的片段——
郑书鹏与盖斯姆深厚的友谊，让原本将要

离开卡巴利亚的郑书鹏，因盖斯姆的离世而选
择继续留下来参与抗疫。这既是为了完成盖
斯姆的遗愿，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在桑
宜村，为了救治生命陷于危险之中的当地产
妇，被武装分子用枪指头的危急时刻，郑书鹏
仍然没有停止营救，而是在一声枪响，经历了
短暂性耳鸣和失神后，继续帮助失血过多的产

妇脱离生命危险。
中国援非医疗队里的何东医生，他的祖

父也是援非医生，多年前来到非洲，后来埋葬
在这片土地，何东一度是不能理解祖父的。

他一直保持着作为医生的理性，但当他的面
前是一个因车祸生命垂危的非洲孩童时，他
已不再顾及伤者是否感染埃博拉病毒，而选
择用人工呼吸挽救一个萍水相逢的生命。

善良勇敢、胆识过人，乔装成无国界医生
来桑宜村调查钻石走私的记者何欢，也参与到
这场抗疫战争中。当何欢照顾的一个病人，在
战火纷飞中生命即将进入尽头时，何欢为了履
行曾经对他的承诺，在枪林弹雨中奔跑着，只
为圆他梦想——让他喝一口真正的可乐。

……
病毒的肆虐，是危险的；生命的逝去，是悲

伤的。但偏偏在血泪交融间，本应凝重的《埃
博拉前线》却有着明媚、温柔的底色。那大概
就是因为，剧中处处都流露着人性的温度，以
及对生命的悲悯。

所以，我们才会记得如此深刻吧，记得阳
光的盖斯姆，不确定是否有风险仍愿意给患者
一个温暖的拥抱；记得莽撞的罗启晗，体力不
支仍坚持在一线战斗。

“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埃博
拉前线》通过一个个精彩的人生故事，将钻石
走私这条故事线和医疗队的日常救治相融合，
带着人们在虚实相生的故事里，感受了生死、
战争、灾难交织的困境下的人性与温情。

像是一首抒情诗，也如一曲咏叹调。《埃博
拉前线》的这场“战争”，致敬医者仁心，也诠释
着爱无疆界。

盖斯姆与女儿的中国情怀，中国援非医生
的思乡之愁，不同肤色的人们生死与共的情
谊，那些刻画中非友谊的种种细节，在剧中的
镜头里，也在历史的记忆中——

剧中主人公郑书鹏的原型之一是中国第
23批援几内亚医疗队队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安贞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曹广。剧中的
盖斯姆的原型是他在几内亚援助时的搭档，同
样因为感染埃博拉病毒去世；

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市郊的中塞友好
医院，至今仍可看到2014年中国援塞医疗队抗
击埃博拉疫情时留下的痕迹......

2014年远赴西非抗击埃博拉病毒，那并不
是中国援非医疗队的第一次出征。

这份爱一直在传承。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到今天，中国援非

医疗队已有近 60 年的历史。60 年间，一代代
援非医疗人员坚守非洲、无私奉献，是他们的
付出，为“爱无疆界”写下了美丽的注脚。

……
依旧如故，习惯在每集片尾曲结束后，回

味那长存于心中的美好画面，有关他们在阳光
下的欢颜，有关他们在死亡来临时的抉择。

喜欢《埃博拉前线》，这一次客观记录历
史，又具有传奇色彩的柔软表达。

■ 吴玫

今年6月，钢琴家宋思衡在朋友圈发了一条讣
告，告诉我们他的老师盛一奇先生去世了。

对乐迷而言，我们更关注舞台上的演奏家和创
作了给演奏家挥洒才华的作品的作曲家，通常不会
知道是谁将宋思衡、孙颖迪、黄秋宁等如今已蜚声
中外的钢琴家送上古典音乐舞台的。宋思衡报告
的消息，促动我去了解盛一奇先生，于是知道，这位
1963年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钢琴教育家，已经在
钢琴教育的园地里耕耘了半个多世纪。在过去数
十年里，盛一奇老师先后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钢
琴科副科主任、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副校长、上海音
乐学院钢琴系教授。不过，对这位视钢琴教学如生
命的老师而言，更在意的恐怕是她相中的学生日后
是否能像她所希望的那样在钢琴演奏道路上一帆
风顺继而青云直上。而她的学生以他们的成就证
明，盛一奇老师有一双慧眼。从1994年到2002年
间师从盛一奇教授的宋思衡，于2004年在法国举
行的国际五大赛事之一的第六十一届玛格丽特·隆
国际钢琴大赛中，历史性地成为70年来第一位摘
取此项大赛桂冠并囊括多项特别奖的中国人。自
2001年起成为盛一奇学生的孙颖迪，曾于2005年
第七届荷兰李斯特国际钢琴大赛上夺得金奖。同
样是在2001年成为盛一奇学生的郝端端，更是获
得过德国第九届埃特林根国际青年钢琴比赛A组
第一名，瑞士第63届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第二名
（第一名空缺）等大奖……

一位了不起的钢琴教育家因病去世的半年以
后，她的学生用她最乐于见到的方式为她准备了一
次纪念活动，“琴声如诉忆师恩——纪念著名钢琴
教育家盛一奇教授音乐会”于2021年12月9日晚

在上海交响乐团演艺厅举行。除了没法归来的江
天采用了线上演奏的方式参与了纪念活动外，黄秋
宁、郝端端、孙颖迪和宋思衡等先后亲炙过盛一奇
教授的学生，均参加了这场纪念音乐会。

手捧纪念音乐会的节目单，我对王蕾和谢贝妮
选择的曲目深感意外。这对姐妹花选择的曲目，是
巴赫的《羊儿在静静地吃草》。

1973年，萨克逊公爵到德国小城魏玛度假狩
猎，彼时，巴赫在魏玛担任宫廷教堂管风琴师，受命
为萨克逊公爵的生日表演节目，《狩猎康塔塔》就此
问世。这首助兴曲目原本是为人声演唱而创作的，
现今常作为钢琴独奏曲目被不少钢琴家喜欢，并且
有了一个温暖而轻快的曲名《羊儿在静静地吃
草》。我也听过弦乐版本的《羊儿在静静地吃草》，
相比钢琴独奏版本，弦乐演奏的版本更加丝滑，但
两者相同的听感是，秋日暖阳下我们仰头凝望，蓝
天上羊群一样的白云正翩然远去，真是有一种难以
言表的恬淡和安适感。正因为如此，我才会诧异在
纪念逝者的音乐会上，两位钢琴家怎么会选择这首
曲目？第一感，是盛一奇教授生前就这首曲子悉心
指导过王蕾和谢贝妮；再一遍遍地听钢琴弹奏《羊儿
在静静地吃草》，我想，安静与迷人大概是盛一奇教
授留给学生们的最深印象，瞧，音乐会舞台上的钢琴
旁投影的盛一奇教授的生活照，她的笑容像春天一
样，而王蕾和谢贝妮是用巴赫的这首曲子还原了盛
一奇教授的音容笑貌。

假如要在当晚的曲目中选择一首最切题的，大
概非孙颖迪演奏的舒曼/李斯特的《奉献》莫属了。

虽遭到了克拉拉父亲的强烈反对，但两个年轻
人灼热的情感已如江水一泻千里，舒曼和克拉拉携
手穿过重重阻拦，在相恋4年后走进了婚姻的殿
堂。该怎么感谢义无反顾地嫁给自己的新娘呢？
作曲家选择的是为爱人创作一部作品，那就是歌曲
集《桃金娘》。《奉献》是歌曲集中的第一首，舒曼替
德国诗人吕克特的一首诗谱写了曲调。

钢琴家李斯特听到了舒曼的这首艺术歌曲后，
感动于舒曼创作的旋律，他索性“拿来”舒曼的创
作，亲自操刀将《奉献》改编成一首钢琴曲。

之所以觉得《奉献》是“琴声如诉忆师恩——纪
念著名钢琴教育家盛一奇教授音乐会”的最佳选择，

是因为在音乐会开始前数个小时，我送别了我的好
友戎老师。

戎老师是我的一本读书笔记《于悦读中如痴
如醉》的责任编辑，我们因书结缘，书出版后我们
成了虽不经常见面却时常挂念彼此的知己。我深
深记得我们在曹家渡“雕刻时光”咖啡馆商讨那本
读书笔记时的光景，我深深记得我们在中山公园
茶餐厅把盏言欢时戎老师的言谈举止，我更记得
去年夏天赤日炎炎中我们穿过番禺路说再见时戎
老师笑着对我说的那句也许是她一生中说过遍数
最多的一句话：“对不起哦。”可我却不记得自己是
怎么回应戎老师的对不起的，或许什么都没有
说？因为我总觉得我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再
见不就是朝朝暮暮的事情嘛！甚至，今年3月她突
发脑梗中风后，我还觉得等到康复后允许我们去
探望了，我们不就再见了吗？哪想到，几周前戎老
师的病情急转而下，于南方无雪的大雪那天，永远
告别了我们。

“你是我的灵魂，你是我的心情，你是我的喜
乐，你是我的痛苦”，是被舒曼移用来谱写成《奉献》
的吕克特原诗的第一段，词语间的热度是新婚燕尔
时舒曼对克拉拉感情的真实写照。假如放下吕克
特的诗只听经由李斯特改编后的旋律，我想以此曲
伴随戎老师去往天堂的路，是合宜的，所以，悼念活
动后音乐会前，我守着音响一遍遍地听《奉献》。

李斯特将舒曼的艺术歌曲改编成钢琴曲时，为
演奏者增添了难度，大量的和弦、八度和琶音，成了
钢琴家弹好《奉献》的技术难题，而弹奏起来又要处
理得非常细腻的情感要求，又使得钢琴家在弹奏《奉
献》时必须掌握好手指的柔软度。和谐、八度、琶音、
手指的柔软度……一个乐迷对这些专业术语本不可
能有切身体验，但那2个多小时里反反复复地听范·
克莱本、阿格里奇、基辛、陈萨等等钢琴家弹奏《奉
献》，我被基辛的演奏深深打动了，他在旋律线条交
代得清清楚楚的前提下，并不像有些钢琴家那样追
求炫耀技巧，貌似淡然、冷静的处理，却让我们感受
到了感情饱满与层次丰富的一版《奉献》。

然而，再幽思绵长的音乐作品，都不能减缓我
们失去师友的锐痛，“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
月碧琉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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