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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律

严冬冠毒起江城，
瘟疫横行四海惊。
众志成城凝国力，
扶危渡厄斗魔鲸。
宅家保健怡心性，
陷阵冲锋靠劲兵。
今日全民同奋战，
来时煮酒贺群英。

（二）鹧鸪天

济世悬壶展壮猷，
岐黄善举镌神州。
谪仙对景空流泪，
崔颢闻情独洗愁。
寻上策，觅良谋。
全民誓把毒魔囚。
同舟共济除灾疫，
不胜瘟神决不休。

（三）满江红

庚子初春，
江城地，

毒瘟造孽。
幽险处，
染情频报，
镇乡封绝。
淫雨霏霏车辙少，
朔风阵阵人心热。
战冠魔，
天使逆江行，
诚殷切。
防天疬，
民意铁；
治流症，
旌旗列。
赞白衣壮志，
誓将瘟灭。
奋勇争先霾气遏，
同舟共济中华崛。
春来日，
褒一线功臣，
辑新页。

（四）沁园春

古今岐黄
济世悬壶，

舍己救人。
诵白衣天使，
柔情侠骨；
各行才俊，
剑胆琴心。
救死扶伤，
回春妙手，
大显神通遗范存。
群英汇，
看争先恐后，
一往情深。
杏林频奏佳音。
赞百姓解囊献爱心。
喜物资援助，
雪中送炭；
精神激励，
冬日逢春。
风雨同舟，
义无反顾，
伏虎降龙灭疫神。
再宣誓，
为泱泱华夏，
永葆忠贞。

2020 年 1 月 22 日夜，武汉三
镇，这夜注定无人入睡，或者，很
难入睡。

这是一个非常的夜晚，在将近
23点的时候，单位突然来电话，紧
急通知：从明天起，武汉市民实施
隔离。也就是说，市民们都将以自
己家为空间单位，隔离在此，度过隔
离期 14 天，也就是新冠病毒的最长
潜伏期，以确定自己是否染病，也可
以由此暴露和甄别出其他染病者。

终于！终于！终于实施隔离了！
疫情爆发以来，我一直紧紧揪

着的心，终于放松了许多。流行病
防治的基本以及根本要义，就是

“四早”——曾经是流行病防治医生
的我，上大学时候，就把四早背得
滚瓜烂熟。其中“早隔离”，对于阻
断烈性传染病，至关重要。尽管当
代科技发达，早隔离也还是迄今为
止最有效的传统方式。道理很简
单，也很通俗：这次爆发的新冠病
毒，就是要吃人，人就得躲起来，
不给它吃！它利用人传人，人们就
单独隔离，不让它利用！唯有最大
限度地进行严格阻断，病毒才有可
能失去传播链条，直至失活。

隔离开始了并且过去了一天三
天六天十天，随着隔离时间的推
移，我的心再一次揪紧。或许是我
的专业帮助了我，让我能够很快理
解什么叫做隔离，并且严格做好自
己的隔离，立即将家中食品蔬菜分
为14天的等分，每天少吃一点，吃
得尽量简单一点，争取不要因为买
菜而必须外出。道理也很简单和通

俗，如果一个人心存侥幸，觉得自
己偶然出去一趟，买个菜总没有关
系，那么每个人都会这么想。这个
巨大的城市，巨大的人群，在隔离
期间，都偶然出去买菜，那么更加
广泛的再次传播又可能开始，封城
将会前功尽弃。更可怕的是，人们
一边自我破坏着隔离，还一边以爱
的名义、情的借口，大肆地泛滥爱
与情。一时间，无数人，通过微
信、抖音、微博，发表无数条煽情
文字：超市还在卖菜，是大爱无
疆；小贩出摊卖菜，也是生活情
义；为了全家自己外出买菜，正是
无畏无私的大爱。更多无知无畏的
糊涂勇者，除了跟帖，还出去买
菜。有的人，正是出去买了一次
菜，遭受了感染，一个人又传染好
多人。今天的数据明摆着，已经隔
离10天了，疫情还在攀升！目睹这
样许多向大众示爱的表情与表现，
自以为聪明却连隔离都没搞懂的人
在网络上舞文弄墨煽情，我只有满
目凄凉哭无泪，月光如水照缁衣。

爱与情，都是好东西，然而绝

对不可以滥用，尤其此时此刻。人
啊人，醒醒吧！为了你自己和家人
的生命安全，也是为了我们整个族
群的生存安全，能够不能够闭上嘴
管住腿呢？能不能多做一点有利防
疫的具体事情呢？比如联系社区街
道和物业公司，集体购买蔬菜，消
毒车人直接送货到小区，等人车撤
离过后，再各家轮流单独去取，扫
码支付就成。严密消毒防护、人不
见人地购买食品蔬菜，只要大家努
力配合，还是可以做得到的。隔离
就是战争！战争必须让愚蠢无知廉
价的爱与情走开！唯有将严格隔离
坚持到底，人类才有可能赢得胜利！

池莉，作家，现任武汉市文联主
席、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主要中短
长篇小说见《池莉经典文集》（九
卷）。主要散文集有《熬至滴水成珠》
《来吧孩子》《立》《石头书》，诗集有
《池莉诗集·69》。最新长篇《大树小
虫》。作品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及各种
奖项。有多部小说改编为影视剧话
剧，多部著作被国外翻译出版。 假如我还能活下去

我要加倍爱我所爱的人
我不会再敷衍我不爱的所有
我不饲养宠物
我没有权力主宰任何一个生命
我会有更多敬畏
却不对神焚香膜拜

假如我还能活下去
我的餐桌上会更简单
我的嘴只用来吃朴素的米饭
喝清洁的水
亲吻我的爱人
我的嘴只用来讲真实的话
假话留给讲假话的人

假如我还能活下去

我愿我的大脑如混沌初开
耳朵听到的就是听到的样子
眼睛看见的就是看见的样子
嘴巴说出的就是说出的样子

我知道，假如我还能活下去
这是因为我有了口罩
我不想把口罩比拟成任何意象
口罩就是口罩
此时此刻
任何抒情都不恰当
我能想到的恩人
是种棉花的农民
织纱布、制口罩的工人
送口罩到家门口的快递小哥
是那些也正戴着口罩
穿着防护服
站在病床前不眠不休
与死神搏斗的人

王跃文，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
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著有长篇小
说《国画》《梅次故事》《朝夕之间》《苍
黄》《亡魂鸟》等，小说集《漫水》《无雪
之冬》，随笔集《幽默的代价》等。长篇
小说《大清相国》、小说集《漫水》在国
外翻译出版。中篇小说《漫水》获第六
届鲁迅文学奖。

抗疫斗争牵动着亿万人心。本版推出身在武汉的作家池莉的散文
《隔离时期的爱与情》。池莉曾当过流行病防治医生，她在文中以自身经
验谆谆告诫人们注重“隔离”，隔离对于阻断烈性传染病至关重要，显现
了作家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担当。作家王跃文第一次写诗，写出了内心的
真情实感。

为给抗疫鼓劲，坚定抗疫信心，本版的“中国战‘疫’”栏目征集抗疫题
材作品，欢迎广大作家和读者踊跃来稿，以真情实感，书写这场抗疫战
争中的中国故事，弘扬大爱情怀。投稿邮箱：huawenzuopin@sina.com

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本版推出两篇有关元宵节的作品，让
我们跟随文字做一次元宵节的“神游”，让元宵节的正能量增强我们抗击
疫情的信心。 ——编者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可谓是一
条至真、至善、至准的真理。譬如说

“正月十五闹花灯”。同样是闹花灯，
看花灯，赏花灯，不仅南方与北方的

“花灯”有别，其形制、特色、风
俗、风采、情趣，也各有各的传说与
特色。其中最有特色，最具冲击力
的，那便是我的乡愁之地——哈尔滨
的“冰灯”了。

哈尔滨冰灯的浪漫，说起来也并
非是今朝的浪漫。自古以来，黑龙江
一直被称为“孤悬绝塞，马死人僵”
的苦寒之地。苦寒之苦毕竟属于历
史，但是，寒地的浪漫却一直沿袭至
今而不衰。这自然要说到“冰灯”的
来历了。是啊，来历也是故事，故事
也是小巧的“历史”。尽管关于冰灯
的来历有多种说法，包括专家们辛勤
的考证，但是我却一直喜欢坊间传
说，云：早年的哈尔滨，冬夜黝黑漫
长，在大雪横飞、北风呼号的日子，
到了下午3点钟天就开始黑了，那些
在冰天雪地的荒野上赶路的车老板
子，就用饮水桶冻一盏遮蔽风雪的自
制冰灯，以此照亮前行的雪路、冰
路、险路。那么，这样的冰灯具体又
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呢？一方水土也激
发了一方人的智慧。车老板儿是将饮
马的水桶打满水，放到外面去冻，当
外层、顶层和底层的水冻住了，在上
面凿一个小窟窿，倒出里面尚未冻实
的水，一个冰灯的灯罩就做成了。在
零下 30 摄氏度的严寒下，制作过程
不超过 10 分钟。在冰罩里面放上蜡
烛，拴上把手，点燃蜡烛后就可以照明
了。提着这盏曼妙的、美丽的、兼有
梦幻色彩的冰灯，既可以用之夜间照
明，也可以提着它去喂夜马。这样的
冰灯一经问世便成为了一种启示，一
个榜样，之后不少商家，旅店，饭馆子，
甚至衙门都用这样的简单、实用而又
迷人的冰灯做自家的标志。早年，那
些侨居在哈尔滨的欧洲侨民，就是用
这样的“冰灯群”组成巨大的冰十字
架，摆放在冰封的松花江面上，举行
他们庄严的宗教仪式。

冰灯也是有灵魂，有生命力，有
感染力的。到了旧历新年，在哈尔
滨，家家户户都会自制形态各异的冰
灯摆放在院子里，并在冰灯上刻画出
不同的图案和色彩，姹紫嫣红兮异态
纷呈，放眼望去，俨然一幅神奇的民

间版的斗艳争奇、夺冠抢魁的“斗灯
图”。君不见，归乡的游子，远道的
旅客，那些鞍马劳顿的风雪夜归之
人，当他们走近这座城市，看到全城
那一片参差错落、熠熠发光的冰灯
时，一定会热泪盈眶……

这也是别一种乡愁啊。
春节过后便是上元灯节了。银色

之城 （哈尔滨） 的冰灯展示达到一个
空前的高潮，这时节，家家户户都拿
出了绝活儿，亮出了绝技，在光怪陆离
的冰灯罩上，雕刻上心仪的图画和人
物造型，或写上对未来美好的祝愿，贴
上让人忍俊不住又妙不可言的灯谜、
剪纸。再配上热热闹闹的大秧歌儿、
跑旱船、杂技和魔术的表演，连同地
方小吃如炸元宵、煮元宵、蒸元宵等
等的陪衬，烟花火烛的频频绽放，这
寄托着欢乐，智慧、活力和对未来美
满与幸福向往的冰灯哟，将这座东北
城市变成了天上宫阙、人间仙境了。

若是追源溯本，这所有的一切也
并非空穴来风、我之杜撰，史书云：

“上元，城中张灯五夜，人声彻夜不
绝，有镂五六尺冰为寿星灯，中燃双
炬，望之，如水晶人。”早有艺人装
扮成胡人的样子，挎春秋刀，以踢布
制的熊头向逛灯市、赏花灯、闹冰灯
的乡亲们炫技。正月十五的看花灯、
闹冰灯，千百年来，已然成了“冰
城”元宵灯节的重头大戏。

又是飞雪迎春时。21 世纪的哈
尔滨，冰灯艺术愈加精湛奇绝。逡寻
之中，已不再是先前那种粗放的林鸟
花卉、飞禽走兽、楼台亭阁、神仙小
鬼、古今人物的简单式样了，而冰
灯、冰雕与雪雕的制作，也不再是单
纯的民间行为，而是由专门的艺术家
和若干“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众多的
工人团队共同设计制作。冰灯的内涵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冰，已经成为
了冰雕艺术的“建筑”材料，用以构
筑成几近 1:1 的世界著名建筑。不仅
如此，还有冰雪雕制成的古今英雄、
传统佳人、科技新锐、奇禽异兽，兼
丰登的五谷群塑，农家小院的欢乐
图，冰制的儿童乐园，连同骏马齐
奔，龙腾凤舞，百舸争流的冰雕雪
塑，真是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最是上元灯节时。团团圆圆的元
宵佳节，已经把冬夜的哈尔滨变成一
座流光溢彩的水晶之城。

在中国所有的传统节日中，元宵
节的文化含量较为丰富。除了全民
狂欢、男女约会之外，还有彩灯博览、
民间演艺、冬季健身以及益智、美食、
求子、纪念先人等种种人文内涵。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唐 苏味道《正月十五夜》
大唐神龙元年元宵之夜，神都

洛阳仿佛天上的街市，幻化为悬浮
于浩瀚夜空的灯火之城。

城内城外异彩连绵，高低上下参
差错落，穿城而过的洛水柔波荡漾，
摇曳的光影斑斓如梦。从街巷到乡
野，从皇帝到平民，每个人都在追逐
那丛丛簇簇的光影，人声喧闹，车马
欢腾。这就难免造成交通拥堵，甚至
有人被挤得身体悬空，被带出去数十
步两脚都无法沾地。据说当时形成
了这样一种职业：在灯火阑珊的时
候，专门到大街上捡拾别人因为拥挤
而遗落的金钗玉佩等珍贵物件。

唐代的元宵灯展，在空间上是棋
布星罗。殿阁宫城、广场山丘，处处
五彩缤纷。山形的彩棚高达 30 多
米，巨型灯轮有60多米高，都是用五
彩丝织品甚至金玉做装饰，一个灯轮
上可悬挂 5 万盏花灯。一株株巨型
发光的花树组成了光怪陆离的森林。

官方组织的大型乐队，披挂锦
绣与兽皮，在禁军仪仗的引导下，

仙音雅乐，箫鼓和鸣。千百个穿着
绮罗画着艳妆唱歌跳舞的妙龄女
子，就像这光焰森林里活跃的精灵。

高空地面，到处是光的泛滥，“陈
灯影，设庭燎”，从宫廷到田野，蜡烛
火炬，遍地璀璨，沿路不绝。

苏味道的这首五律，是他的元
宵晚会参赛诗，声律谐美，风韵朗
畅，从内容到形式，无不精彩绝
伦。只要我们打开诗卷，他的“火
树银花”，仿佛能够从纸上跃然而
起，灿烂昭著，辉耀千年。

领略唐人的诗意，需要我们五
感全开，需要动用视觉、听觉、嗅
觉、味觉、触觉及其经验与记忆，
解析化合这浑厚皎洁的音色，让所
有的意象在脑海中联翩而起，活灵
活现，飞舞奔腾。

苏味道在武则天当政时期任过
宰相，终老于四川眉州，宋代大文学
家苏轼就是他的后世子孙。唐代经
济文化空前发达，它的风采集中展现
在举国联欢的元宵灯火晚会上。这
是我国元宵佳节固有的亮点，是现实
与诗意合成的样板。曾经沧海难为
水，此后的历朝历代，未必缺少盛大
的元宵灯会，然而物态人心、滋味风
情，无过此者，因为谁都没法儿超越
这“火树银花”。

青年男女的约会，是元宵节的
另一个文化内涵。互通款曲，海誓
山盟，尽情游乐，通宵达旦，因此
诗人余光中把元宵节称为“中国的

情人节”。但是说实话，元宵节与传
统的“七夕”相比，却又有所不
同。七夕给人的感觉是郑重的，甚
至有一种圣洁的意味。比如“金风玉
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
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都涉
及到了人生价值和爱情的意义。而
发生在元宵节中的爱情，相对而言
却多了一点儿“狂”气，充斥着不
受束缚的意味。

如果说“火树银花”是元宵夜的
主流，那么“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
后”就是它的潜意识。后者推动着前
者，两者协力，又推动着文明的进步。

从历史的角度了解元宵节，我们
能够看到断断续续的现象，就像一幅
幅色彩斑斓的画卷。从民俗文化的
角度了解元宵节，我们又可以触及她
肌体的温度，以及澎湃的脉搏。

在我的记忆中，正月十五是一
年里最华美最明亮的日子。从除夕
夜开始的迎春活动，大有愈演愈烈
的态势，向着群情的沸点，隆重地
推进着。过了几十个元宵节，逐渐
发现了一些固定不变的现象。鞭炮
声在除夕夜最为火爆，而楼外的烟
花在正月十五的晚上才集中绽放。
几十年来，似乎成了很分明的规矩。

在东北，因为气候条件得天独
厚，元宵节期间，除了花灯，还有
冰灯。节日里的男女，彩衣笑脸，
三五成群，仿佛置身玻璃宫殿，穿
行在晶莹璀璨的水晶世界。哈尔滨

的冰灯举世闻名，长春的冰灯也不
逊色。整个正月都可以观赏，直到
春风送暖，冰雪消融。

记得当年用煤油浸泡玉米芯，
装满铁皮簸箕后点燃，拎到村外雪
地之中，迈出一步踩一个脚窝，扔
进去一段燃烧着的玉米芯，十几步
走完，回头再看，就是一路的亮
点，在寂静的深雪里闪烁。

元宵是内容最丰富的节日，我童
年玩耍的法子，比元宵节还丰富。岁
月迁流，万象更新，元宵节的许多节
俗发生了不得已的变化，旧的正在送
别，新的需要迎接，人生莫不如此。

如今家家户户闹元宵，因为太吵
闹了，我反而觉着很静。一方面是兴
冲冲地跟家人一起过年过节，一方面
心里安安静静地，像是被什么人怀着
虔敬的心意放置了敦厚永恒之物。

除夕就像是季候的分水岭。一
入正月，天气就不再日益寒冷了，远
方的春天便开始向北方进发。有时
候站在楼下，会听到高处屋檐有水滴
下落，淅淅沥沥的，让人好生喜
欢。檐上雪融，流水疏响，年复一
年，似乎是万古不变的呢。会让人
想到某些日子还在的时候，想着父
母兄弟都健在的此时此刻，似乎一
切都不变，一副“永远”的样子。

以诗意的眼光审视元宵节，在
“火树银花”的热闹之中，在“月上
柳梢”的寂静之外，都会有莫名的
感动，于内心深深处，油然而生。

人类是强大的
强大到了可以傲视一切
人类又是弱小的
莫名的疾病就可以把生命毁灭

抗击过地震，抗击过非典
如今要抗击新冠肺炎
懊恼的是，这个敌人隐蔽而狡黠
庆幸的是，人类从不缺智慧和勇敢

抗击是被迫的
我们本想欢乐地过年
抗击是悲壮的
武汉的同胞已倒下了一片
抗击是果断的
高层的决策稳定军心鼓舞士气
抗击是有力的
医生和解放军冲在了战斗前沿
抗击是全民的
大难当头是对每个人的考验
抗击是科学的
有勇于担当的专家钟南山、李兰娟

抗击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我们众志成城，手挽手，心相连
抗击是一个过程
不怕挫折牺牲，又要懂得珍爱生命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我们定会
迎来一个迟到但更加美丽的春天

万众一心，攻坚克难
等待我们的一定是个胜利的春天

华中年关至，忽遭恶魔袭。
疫情即军令，白衣天兵集。
孝女辞父母，丈夫别贤妻。
壮士敢赴死，无人问归期。
临阵少披挂，舍身御強敌。
汗注如汤滚，颊溃手生糜。
力竭心交瘁，卧地只合衣。
出师犹未捷，战友已捐躯。
闻此心如绞，中夜长太息。
泣祷好儿女，必能险化夷。
待到妖氛净，平安归来兮！
英雄凯旋日，老夫摇大旗！

隔离时期的爱与情
池 莉

池 莉

假如我还能活下去
——写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寒夜

王跃文

上元灯节闹冰灯
阿 成

元宵，火树银花的夜晚
陈耀辉

战疫必胜
曹育民

战疫必胜
曹育民

泣祷
郭 瑞

抗击
杨志学

◎中国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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