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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突如其来！
一声咳嗽、几星飞沫引发的疫

情，让中华民族大团圆的欢乐气氛
戛然而止，让武汉、湖北乃至整个
国家猝不及防！

这是一场“非常规战争”和
“非对称战争”：搏杀没有预警，没
有硝烟，就悄悄进行在我们不可或
缺的空气中；“战区”没有前方后
方，无边无界，无所不在，关乎所
有“战士”和“平民”的生死。没
有谁是孤岛，没有人与此无关；“敌
方”如影随形，就在我们眼前和身
边转悠，但又无影无形，无孔不
入；危险和死亡的威胁看似很远却
又近在咫尺。

如此突然的大难临头，一时的
震惊与恐惧、惊慌与懵懂，一时的
措手不及与防范不足，其实都难以
避免。回首地球的成长史和生命的
进化史，灾难从来都是人类的伴
娘。所有生命包括人类能够活到今
天，就像骆驼穿过针眼儿一样侥
幸。而且，生命进化和突变的过
程，本能和本质上就是为应对灾难
而产生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
绵延至今。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
都是从瘟疫和疾病的魔爪中溜出来
的强者和幸存者。我们在，我们就
是强者和强者的后代！

在缺少文明认知、科学手段以
对抗瘟疫的漫长岁月中，束手无策
的人类只能逃难或者等死。随着文
明发展、思想进步、科学昌明、技
术精进，人类防范、对抗和战胜瘟
疫的手段大大增强，许多瘟疫已被
彻底扫除。但谁能说不断变种、千
奇百怪的瘟疫会彻底终结呢？如果
地球能够流浪，病毒也将随着我们
一起流浪。

各种灾难周而复始，人类抗争
未有穷期。对于瘟疫，除了战斗，
我们别无选择；除了胜利，我们别
无退路。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一方
有难，更显民族品格；大灾袭来，最显
国家温度。

病毒之突袭，迅雷不及掩耳。
分分秒秒，皆为生死时速。人民高于
一切，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
令，防控就是责任！”党中央一声令
下，大江南北，群起响应。

立时，举国上下统一行动，坚
决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对病毒进
行全面围追堵截！

中国科学家吹响了集结号！一
夜之间，新型冠状病毒被准确判断
出来；7 天之后，病毒元凶被分离
出来。“敌军”现形，总攻开始……

中国军人和全国医疗界吹响了
集结号！数以万计、10万计的白衣
战士以“不计代价、不论生死、舍我
其谁”的英雄主义精神冲向战场。上
万名专家和医护人员慷慨请战，驰援
湖北，驰援武汉……

中国建筑大军吹响了集结号！
在武汉，两座大型专业医院奇迹般
地拔地而起；在各地，更多医院重
新装备，接治病患的能力以几何级
数迅速提升。

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捐助者吹
响了集结号！各种媒体的宣传与告
诫纷至沓来，乡村大喇叭声震云天。
守路、守村、守户，查验、检测、登
记，空前严格、空前广阔的监督和
管理，透视出中国对生命、对人
民、对国家、对世界的高度负责。

所有的响应，所有的集结，所
有的行动，见证了中国党和政府强
大的领导力、凝聚力、组织力和高
度的纪律性，见证了中国爱自己的
人民，爱全人类，因为我们是命运
共同体。

我为我的国家坚如磐石的团结、
无坚不摧的力量、万众一心的共同意
志而深感骄傲！

历史证明，囚禁人类的不是命
运而是思想。中国有中国的特色，

中国有中国的思想。中国力量、中
国精神、中国巨变、中国奇迹，证
明了中国人民完全能够把命运掌握
在自己手里。

无数仁人志士正战斗在抗疫前
线。他们不能回家。亲人日夜盼望
着他们早点战胜疫情，早点回家。

为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政府要求公众暂时
停止一切社会活动，静心宅在家
里，等待疫情过去。

平平常常的家，忽然成了特殊时
期的“安全港”；回家，成了战士们凯
旋的社会标识。“家”的意义突然变得
像里程碑一样，分外重大、丰富和深
刻了。其实，“家”的意义从它诞生那
一刻起就在那里了，只是因为每人都
来自一个家，每人都拥有一个家，导
致我们很少去深入思考家的意义了。

在我看来，家是人类史和文明史
上最伟大的起点。有了家，人类才结
束了“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类兽时
代；有了家，人类才有了责任感；有了
家，财富、知识、文化才得到有序
的、可持续的积累与传承；有了
家，才衍生出村庄、城市、国家和
一切现代文明。

我们为之奋斗的美好生活在哪

里？美好生活最终落实到哪里？在
家里！

因此，所有人的劳作与奋斗，所
有仁人志士的奉献与牺牲，其理想与
追求无论多么伟大庄严宏阔，本质上
就是为了家、大家和国家，其终极目
的就是为了“回家”！

是呵，家之不续，情何以堪？
家之不存，国何以在？

是呵，一切伟大的梦想和目标，
一切伟大的奋斗和进军，用一个最暖
心最亲切最日常的词语来形容，就是

“回家”！回到一个安宁美好的家！
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正在为
创造这个伟大的“家”而奋斗！

是呵，家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
有限的物理存在，更是无比广大丰
富的精神家园。它其实没有“墙
壁”，它的外延直抵社会，直抵国
家，直抵世界的边缘——假如世界
有边缘的话。什么叫“全球化时
代”？不管你赞同不赞同，不管你欢
迎还是反对，这就是全人类有福共
享、有难同当的一个“家”！就像所
有的墙壁和边界都挡不住空气，每
个人每个家，都与他人和世界息息
相关、共生共存，除非你能拔着自
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上午9点，被电话叫醒。第一感
觉咽喉依然很痛，咽口水都痛。

远在温州的丈夫说，他们小区管
控了，发现一个新冠肺炎疑似病例。

我说，杭州也管控了，半夜发的
重磅通知。他说他知道。

电话里有呼呼呼的响声，他正从
住处开车前往温州机场，他上班的航
空公司。大年初三，他开车把我和女
儿送回杭州，又回温州上班了。温州
成为“重灾区”后，从温州返杭的我
也居家隔离观察。

互相叮咛一番。他说，别担心，
过年时我们一大家子有4个八十多岁
老人，如果有事，早发作了。

这个逻辑有道理，稍稍心安。但
他们每天和旅客、机组、地服人员打
交道，虽然是间接的，依然让人担
心。

婆婆打电话来，叮嘱我千万不要
出去，我告诉她社区已经在我家门上
贴了两道红封条了，明天还会来装监
控。

天阴着。起来先喝一杯泡腾片，
女儿买来叮嘱我每天早起喝一杯，她
应外企要求返回上海居家工作。我用
新买的煮蛋器煮了两个鸡蛋，非常时
期，体能要跟上。

微信上，看到师弟广胜的回复，
昨晚看到他主持的省政府新闻发布
会，全国网友对浙江抗疫工作赞誉有
加，问候他并请他保重身体不用回
复，深夜他回复了三朵玫瑰，我看到
他爱人在朋友圈里回复另一位朋友时
说，他每天都是半夜回家。

处理了两件工作上的事。浙江作
家们写了很多感人的抗疫作品，与浙
江美术出版社王总编一起策划了出版
事宜，看到单位工作群里，轮流值班
的领导和同事们都在各种忙碌，特别
辛苦。

用 84 消毒液稀释，擦了所有家
具，拖了地面，出了一身大汗，洗了澡，
又洗衣服。觉得嗓子好多了，不痛了，
继续喝连花清瘟颗粒，含清咽滴丸。
听说药店好多药脱销了。

前几天网上订的两箱矿泉水到
了，也是女儿提醒订的。快递小哥打
电话来说小区不让进，我让他放在北
门好了，他说怕丢，我说没关系，丢
了算我的。

我电话小区保安处，说明我是温
州返回人员不能出门，请保安帮忙送
一下，保安说社区负责送到家门口。
又电话社区，社区小姑娘说好的放
心。快递小哥电话又进来了，说社区
会送来的。不一会儿，社区电话来
说，矿泉水已经在你家门口了。我说
谢谢，你们辛苦了。小姑娘笑着说不
客气。

一个个，都很负责。
鸡蛋只剩3个了，有一种高血压

药告急了，感冒药也告罄了，想问问
社区可有什么办法。想了想算了，先
凑合着，尽量不给他们添麻烦了。

母亲电话问我昨晚吃了什么，我
说，学着抖音，起了油锅，牛肉小黄
鱼豆角一锅乱炖，太难吃了。母亲
说，怎么会难吃呢，用水煮煮也不会
难吃啊。从来不会做饭的我，曾想着
退休以后学做菜给父母和家人吃，没
想到非常时期提前上阵了。

中饭不知道吃什么。冰箱里满满
的海鲜，不会杀鱼，也不会做，阳台
上一大箱朋友送来的蔬菜，柜子里
油、米、面储存还算充足，心里又稍
安。煮了点米饭，蒸了一小块婆婆做
的酱肉，坐下吃。

周遭旷野般寂静，唯有时钟滴
答-滴答。突然觉得特别孤单。小猫
跳上椅子，看着我。非常时期，有它
陪我，也算幸运。

更幸运的是老家玉环“守身如
玉”，至今没有一例新冠肺炎病例。
记得大年初二时母亲在电话里说玉环
各路口都已经严格管控了，让我们不
用从温州过去看望他们，直接回杭州
吧。真庆幸听了她的话，娘家小院仍
是一片净土。

午后，赤脚站在十一楼的落地窗
前看下去，小区花园里空无一人，一
棵白梅一棵红梅已悄然绽放，世界仿
佛独我一人。

不知哪里传来布谷鸟的叫声，布
谷布谷布谷。过了一会儿，又有喳喳
喳应该是喜鹊的叫声。

前年的立春，我在家乡玉环，耄
耋之年的父母带着我年过半百的小姨
妈、小舅妈、姐姐和我，像带着一群
孩子野营，来到了东海边的山里村。
我们摊开九层糕、卤鸡爪、糯米粉
圆、洋糕、桐子叶包等一大堆吃的，
围坐在太阳底下喝茶聊天，阳光叮叮
咚咚落在大红大绿的花布椅上，落在
他们已经花白的头发上，落在我们此
起彼伏的乡音上。多么美好。

去年的立春，我和弟弟弟妹带着
3 个“90 后”和“00 后”，在家乡的
春晖农庄摘菜。打理农庄的朋友映红
和秋蝉，都是做企业的，在菜地里却
叱咤风云，比真正的农妇还要手脚麻
利。秋蝉弯下腰，用双手将大白菜顺
时针扭几下，拿起菜刀一刀两刀，菜
根和烂叶子就掉了，一棵水嫩嫩的大
白菜袒露在我们面前。孩子们拿着菜
刀跟在她们身后砍菜，大头菜，花

菜，还有番薯，最省力的是拔大蒜，
又采了好些老家特有的小广柑，治感
冒最是灵验。弟弟扛起满满一大袋蔬
果严肃认真假装逃荒，大家笑得肚子
疼。多么美好。

今年的立春，我孤身一人居家隔
离观察，灼痛的咽喉不断暗示着什
么，幸而体温一直正常，家人也每天
报着平安。

玉环老乡渔民画家庄一萍发来她
刚画的画，一个小女孩抱着猫戴着口
罩，题为“守护家园”，真像此刻的
我。发了朋友圈，钱江晚报正在值班
的萧耳看到了，说想用到今天的“小时
新闻”里。家乡群里在转发我的诗歌

《致逆行者阿弟》朗诵音频，有一个版
本是玉环一个阅读平台做的，来自家
乡的声音，此刻听起来格外亲切。

静不下心来写作。不想看新闻、
微信、微博，忍不住又看，看了又感
动又难过又担心。以往，多么盼望这
样自由自在闭关写作的日子，而此
时，滋味如此不同。

打了个盹，醒来听见楼上响起踢
里踏拉的脚步声，第一次觉得不烦，
那么亲切。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想起一部纪
录片说，萤火虫必须在最黑暗的地方
才能彼此看见发出的光亮，才能繁衍
生息，城市的灯火正将它们越逼越远。

丈夫又打电话来，说他们小区的
疑似病人检测阴性，明天再检测一
次，如果阴性，小区就解除隔离了。
他专门开了公司证明，为的是能顺利
去单位上班，昨晚一整个机组被隔离
了，一大堆材料等着报，很多事要协
调。空调早就停了，我让他多穿点千
万别感冒。

他问我晚上吃什么，他回温州前
帮我杀的小黄鱼都吃完了。他在电话
里教我杀带鱼的步骤，说总不能天天
吃蔬菜面条，营养不够。我答应他试
试。

父亲一天天给我计算着居家隔离
观察的日子，他说带鱼不会杀，就先
吃没有内脏的后半段好了，我听了大
笑，且故意笑得响一点。

发了一会儿呆，从十一楼的落地
窗看下去，小区的路灯渐渐亮了起
来，对面楼里也有灯光次第亮了起
来，像雪地里盛开的一朵朵篝火，感
觉世界并非我一人。

微信群里在传李兰娟院士团队的
研究成果。想起4年前我采访她丈夫
郑树森院士时见过她一面。在那篇

《森林之歌》中，我这样写道：“午后
1点25分，郑树森放下筷子准备起身
时，李兰娟来了。她笑着跟他打了个
招呼，说：‘我门诊看到现在刚结
束。’又跟他的学生们开了句玩笑，
转身拿餐盘去了。他看着她呵呵笑，
什么都没说，一对志同道合的‘医学
狂人’眼神里全是深深的默契。”

心情好了很多，我靠坐在床上，
打开电脑写下这些文字，抬头见天彻
底黑了，窗帘忘了拉了，忽然想，楼
对面的人是不是能清清楚楚看到我？
又想，看到又有什么关系呢？也许，也
有一个和我一样孤身隔离的人，看到
对面有人，心里会有一丝丝慰藉吧。

庚子年立春，华夏大地上，萤火
虫般的人们，在渴盼着拐点，渴盼着
一股巨大力量把恶魔埋葬。那股力
量，是猛烈的阳光，是正在一线与死
神搏命的人，是无数个深深反思着的
自己。

有人说，雪崩中，没有一片雪花是
无辜的。我想说，雪地里的篝火，没有
哪一个取暖的人是理所应当的。你我
都是拾柴人。

冬已尽，春可期，愿山河无恙，
人间吉祥。

抗击疫情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本版推出作家蒋巍
的随笔《回家》，对这场抗疫战争进行深入思考。非常时
期，“家”的意义突然变得分外重大、丰富和深刻了。每
个宅在家里的个体是孤独的，但面对疫情，人类是命运
共同体。所有人的劳作与奋斗、奉献与牺牲，本质上就

是为了家、大家和国家，其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回家”！
作家苏沧桑的散文 《庚子年立春》 细致描写了非常时期
居家隔离的体验，表达了对战胜疫情的渴盼。武汉诗人
谢克强等人的诗作是对抗疫斗争的声援。

——编者

你问我为何一转身就走出家门
近在咫尺却没有音讯
你问我瘦弱的肩头沉不沉
爱笑的脸庞为何总有泪痕
我用眼睛告诉你
大难面前，谁能置身世外
神圣使命，岂能不冲锋陷阵
一切不用惆怅，不用担心
最后胜利就要来临

你问我为何每双眼都饱含深情
无需言语却万众一心
你问我武汉的冬季冷不冷
温暖的春天几时才会来临
我用眼睛告诉你

共同命运，谁能彼此分离
各族儿女，岂能不携手同心
一切终将散去，不要退缩
静待樱花吐露芳馨

太阳出来了
太阳 太阳 太阳出来了
窗外武汉旷阔的天空
骤然明亮了

曾几何时
不可言状的病毒偷偷袭来

天也突然阴沉起来
气温也骤然下降了许多
更有雨 更有雪 更有风
全都赶来助威肆虐

是的 大武汉骤然病了
我开始担心江边的黄鹤楼

那座诗意的楼 能不能承受
唾沫里飞出的一粒粒毒素
担心走在咳嗽声里的白色背影
什么时候返回

想起这些
脸上就会多了几重忧郁
心 也像被层层乌云覆盖
这下好了 太阳出来了
那被阳光镀亮的许多信息
诸如各省区市医疗队驰援湖北
曾被感染的医生病愈出院
像是告诉我
挺住 武汉会好起来
挺住 湖北会好起来

庚
子
年
立
春

苏
沧
桑

回家
蒋 巍

太阳出来了
谢克强

太阳出来了
谢克强

我用眼睛告诉你
王晓霞

◎中国战“疫”◎中国战“疫”

窗外飘起了雪花，而我却无丝毫
赏雪的雅兴，心如雪纷乱、飘忽。疫
情蔓延的当下，日子安静得让人没着
没落。此时，网络成了一扇窗，助
我了解信息、在家办公、打理生
活；网络也成了一条线，串起了亲
人朋友、线上线下、一屋与世界。

清早，我微信联系了一家开面包
店的朋友，问他在给路口检查站送爱
心面包时，可否给我在防控指挥部夜
以继日默默奋战的兄弟们也送几个
做宵夜，他欣然同意：“我多做些，保
证送到，不求做多好，但求一份心。”
真心为这位来自雄安的朋友点赞。

我朋友圈里网聚的爱心很多，
有公司企业、个体店主给一线捐款
捐食品捐口罩捐消毒液的，有志愿团
队给小区值守人员送热豆浆的，有镇

村干部挨家挨户在门把手上挂中草
药包的，有工作人员为居家隔离观察
人员测体温、代买肉菜的……疫无
情，人有情，期盼爱心汇聚的融融暖
意早日催绽街头绒绒的玉兰，还我一
片芳华。

疫情当前，各种声音混杂，我
那些融媒体记者朋友着实令我感
佩。他们戴着口罩奔波在一线，吃
着泡面忙碌在机房，盯着网络搜罗
信息，抱着电脑编发新闻，令无数
来自会议室的、防控一线的、基层
群众的鲜活资讯，通过微信公众号
权威发布，让如我这般“宅”在家
中的全县二十几万人民，第一时间
听到了政府的声音、群众的心声。

我深深被感染，也随时将看到
的官方消息和实用信息、路过街头

拍到的一线防控图片在朋友圈发
布，并劝说一些微友、群友及时删
除不实链接和言论，以正视听。当
人们仅靠网络沟通外界时，只有信
息正起来，百姓才能静下来。我愿
继续做一名义务网管员，与我的记
者朋友一道，让正能量的信息占领
网络高地。

听闻县内将选派一名医护人员
支援武汉，我马上微信联系在医院工
作的文友，请她用文字追踪记录这名
医护人员动人的抗“疫”故事。她激
动地说：“一定！”我期待她的作品，更
期待这位白衣天使平安归来。

不能出门，甚是牵挂各地的朋
友，人虽天各一方，心却靠得更近。
非常时期，我们网联更紧，一贯用“少
出门，不串门，戴口罩，勤洗手，保护

好自己”互致问候，表达关切，一起抗
“疫”，并相约疫情结束后，彼此都
“好好的”，相约、相聚、相拥，共
赴充满希望的崭新一年。

“待在家里也是在做贡献”，但
可不能白白浪费这大好时光。通过
网络，我每天监测单位人员的体
温、动向，接收文件，填报表格，
处理事务；每天坚持读书、看报、
收看优秀文艺节目，调整心态，持
续充电；每天在家庭群里不厌其烦
地嘱咐老人、兄嫂、孩子们一定要
服从政府安排，保证身体健康，过
年虽未走动，一大家子却其乐融融。

“宅生活”还在继续。真心希望
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这样的日
子尽早结束，让我们的抗“疫”网事成
为岁月深处的“往事”，永不再来。

我的抗疫网事
张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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