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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个钟南山， 这将是一个时代的记

忆。《钟南山：苍生在上》里写道。如今，一个时
代的记忆印在书本，绘入画纸，是对这个时代

最及时的回应， 也是对时代到底需要什么样
精神的思考。

关于那些就在身边的行业精英， 其实我
们了解、 关心得很少， 因为他们总是埋头苦

干，低调做人，用自己的实干为人类纾困，为

社会造福。就如张文宏医生所言，等到疫情结
束，自己就会退出大众视线，重新成为沿着墙

角行走的路人。 但他们来过，搏斗过，甚至为
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他们在这个时代留下的

印记，他们为这个时代竖起的丰碑，是我们任
何一个人都不该忘却的。

而传记、绘画、文艺创作捕捉细节再放大
的能力， 最适合将这些低调勇士的精神高调地

表现出来。 上海海派连环画中心主任刘亚军说
得好：希望读者在欣赏、阅读这些作品时，能感

受并记住这满满的人间真情和中国大爱。

感谢艺术家火热的创作和奉献。 这样的

爱，见证历史，润泽后人，功德无量。

大爱
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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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南山有一句名言：看病只看病情，不

看背景。他坚持三个一样：高干平民，有钱
无钱，城市农村，一样的热情耐心，一样的

无微不至，一样的负责到底。“不管是院士

还是院长，我首先是个医生。”一个医生离

开了病人，就像农民离开了土地，渔民离
开了江河。

钟南山，他的哀伤连接了万家悲痛；
他的眼泪，落成一个国家的泪水。他念兹

在兹的是抢救病人。他不唯上，不信邪，

敢担责任，以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表现
了一个医者的仁爱之心和道德风骨。

本报记者 徐翌晟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集结张培成、朱

刚、洪健等老中青三代 14位上海画家，从感
动过千万人的 20个新闻场景中汲取灵感，由

海派连环画中心策划的上海首部抗疫纪实绘
本《逆行的天使》新近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

出版。
从钟南山院士只身前往武汉前线、武汉

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不顾自身病痛坚守岗

位、当年小汤山战队再度请缨、军队医护人员
除夕夜奔赴武汉、医生办公室里的特殊年夜

饭⋯⋯一幅幅画面凝聚了画家们的心血，也
倾注了后方普通人的感激之情。项目策划、上

海海派连环画中心主任刘亚军透露，首批上
海援鄂医疗队大年三十奔赴武汉之际，上海

海派连环画中心就启动三支艺术家队伍，分
头行动，用画笔投入“抗疫”。

艺术家洪健在《逆行的天使》中，以水墨
绘制了两幅以钟南山教授为主题的作品。接

到创作任务，他反复观看所有钟南山出现的

新闻报道、报纸文章，琢磨这位耄耋之年的专
家的每一丝表情变化。在赶赴武汉的餐车上，

钟南山抓紧时间入眠休息，洪健的作品色调
温暖而低沉；另一幅则是钟南山屏息凝泪的

画面，因为疫情严重，画面的色调呈现出冷冷
的灰蓝色。“绘画无法如真实的新闻照片那般

记录现场，但是绘画是一种创作，加入艺术家

的想象元素，情感元素，用自己擅长的绘画语
言，表达我们对于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的敬

意与感激。”洪健说，疫情最严重的那几天，相
熟的几位画家彼此都有同感，在巨大的灾难

面前，他们再也无心创作，可是，医护人员“逆
行”中的人性光辉使画家们获得了创作的动

力，点燃了他们创作的激情。
画家张培成的作品颜色运用十分鲜亮，

充满了阳光般的温暖。他说，就是想表现迎接
春天的感受。因为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病人

都康复了,无论年少的还是老迈的病人，他们

经过这一段时间与医护人员都有了很深的感
情，画面里他们手持着手机在医院门口互相

拍照留念。“电视里看见都是康复的病人手持
鲜花，我觉得鲜花应该给医护人员。”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院长朱刚的
孩子就是90后，画面中那些穿梭于病毒肆虐的

病房，学着前辈的样子与死神争夺生命的医护
人员中许多就和他的孩子一般大小，“这些一

直以来由我们守护的独生子女，如今穿上防护
服。画是一气呵成，他们的形象自疫情发生后，

通过各种媒体早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这册绘本酝酿于‘大医出征’的战‘疫’
严冬，完成于‘英雄归来’的暖春时节，与战

‘疫’脚步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同时拥有新
闻的纪实张力与绘本的生动可感。”刘亚军

说，希望读者在阅读《逆行的天使》时，能感受
并记住这满满的人间真情和中国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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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首部抗疫纪实绘本出版

纪实+绘本组成《逆行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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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钟南山生活和

工作中的大量鲜活
细节将浮出水面。

    钟南山早年留学英国，他挑战英国医

学权威牛津大学雷德克里夫医院克尔教
授———钟南山在爱丁堡研究人工呼吸对

肺部氧气运输影响时，发现他的实验结果
与克尔教授论文的结论完全相反，毫不犹

豫提笔写出了论文。
钟南山的家安在一栋外墙水泥粉刷的

旧房改房中，连电梯都是后来加装的。室内

是上世纪的老式家具，天花板悬挂吊扇。钟

家人聚在一起，谈的是医疗，讲的是学术追

求，钟南山连自己的工资是多少也不知道。
他教导子女第一要永远有执着的追

求，第二是办事要严谨要实在。看事情或
者做研究，要有事实根据，不轻易下结论，

要相信自己的观察。他一生记住的是父亲
对他的期望———一个人对社会要有所贡

献，不能白活。这句话成了他们家庭的人

生信仰。

医者形象立体真实
《钟南山：苍生在上》作者熊育群为广东省

文学院院长，曾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熊育群

从高铁上那张迅速在网上传开的照片写起，笔
触伸入他的精神世界，努力接近他内心的风

暴；以穿越时空的视角，对灾难进行沉痛反思。
6个独立而又相连的章节，两场相隔 12年持续

的观察与采写，从钟南山家庭成长环境，到他

的求学之路、爱情与婚姻、医学追求⋯⋯以大
量翔实丰富的细节，刻画出一个立体又真实的

医者形象。
钟南山是岭南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对人

和生命有着最纯朴的理解，对事业和生活有着
最单纯的热爱与赤诚。熊育群在后记中写道：

“钟南山是值得书写的。他活着就是一个历史人
物了。写作者有责任记录他写好他。他的所作所

为，将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他的出现，是
我们时代的幸运。他也将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挑战权威生活淡泊

只看病情不看背景

马上评

■ 选自纪实绘本《逆行的天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