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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全国人民
众志成城，共渡难关。为了坚定信心，鼓
舞斗志，树立“我们一定赢”的必胜信
念，人民出版社适时推出了新书——报
告文学《中国疫苗百年纪实》。该书以写
实的手法，在抚今追昔中，真情讲述了
一代代中国医者，在大疫面前英勇献
身、彰显大爱的动人故事。透过这些鲜
活的医人医事，全书生动展现了中国百
年抗疫的奋斗历程，也在广大读者心
中，为中国医界的楷模和“斗疫勇士”们
矗立起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本书作者江永红，系第二届范长江
新闻奖获得者、著名军旅作家、《解放军
报》原副总编辑。作者历时两年，通过采
访一大批疫苗研制领域老专家、老学
者，并将这些珍贵的口述史料精心整
理、创作，汇成了此作。

一个多世纪以来，鼠疫、天花、血吸
虫、麻疹、破伤风、乙肝、流感等流行性
传染疾病，都曾先后肆虐过古老的中华
大地。在此期间，广大医务工作者、防疫
工作者，以敢为天下先的拼搏精神，与
这些凶残的“顽魔”展开了艰苦卓绝的

斗争，并取得了防疫控疫的一系列令人
注目的成果。《中国疫苗百年纪实》以中
国现代百年历史上的重大疫情为主线，
以组织抗疫，利用、研制疫苗为重点，惊
心动魄地讲述了一系列防疫、控疫史上
的大事件。从最初的清末民初哈尔滨以
及东北三省抗击鼠疫，到抗战中中国研
制诞生的第一支青霉素；从解放区窑洞
里出品的痘苗和抗生素，到第一代国家
领导人亲自挂帅打响新中国防疫第一
战——扑灭察哈尔鼠疫；从建立北京生
物制品研究所研究脑炎，到全国成立

“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从举国消灭天
花、消除脊髓灰质炎（即小儿麻痹），甩
掉“乙肝大国”帽子，到如今成为世界疫
苗大国……作者以史为经，以事件与
人物为中心，将中国不同时代遭遇重
大疫情时所采取的各类举措，以及研
制疫苗的前后过程，在防控疫情中所
积累的点滴经验和教训等等，一路娓
娓道来。全书突出反映了中国公共卫
生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轨
迹，彰显出中国在防疫、控疫工作中所
取得的世纪成就。书中，通过历史的对
比，新中国利用制度优势，举全国之力
在防疫控疫中所发挥的巨大引领作用，
亦鲜明地跃然纸上。

此外，作者还采用以点带面的叙述
手法，精心撷取了一批医界楷模和“斗
疫勇士”的感人事迹，热情讴歌了他们
悬壶济世的情怀和医者仁心，浓郁的爱
国激情扑面而来，让人油然而生敬意。
这些人中，有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和中国
现代医学的先驱、中华医学会创始人伍
连德，有首位牺牲在防疫一线的科学家
俞树棻，有新中国生物制品事业奠基
人、“世界衣原体之父”汤飞凡，还有分
离出天花病毒，为我国预防和消灭天花
做出了卓越贡献的齐长庆，在废弃厕所
里坚持科技攻关的武汉生研所总技师
谢毓晋以及中国“卡介苗鼻祖”王良等

等，可谓群星璀璨，令人感佩。
如 1910 年底至 1911 年初，中国东

北三省突发严重大鼠疫，时年 31 岁的
医学博士伍连德临危受命，仅用 67 天
的时间，就成功扑灭了这场疫情。在这
场生死攸关的人疫大较量中，他敢于坚
持真理，毅然冒着生命危险解剖亡者尸
体，一举推翻了国际医学权威“鼠疫只
是鼠传人，人不传人”的片面推断；他敢
于挑战传统陋习，力排众议对因疫而亡
的遗骨、遗体，一律实施火葬，有力遏制
了疫情的进一步蔓延。

又如，原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研究
员孙柱臣“冒死”研发疫苗的故事，同样
令人动容。当年，为弄清流行性出血热
病原和分离出病毒，摸清黑线姬鼠的活
动规律和流行性出血热的传播途径，孙
柱臣吃住在乡下，并和助手整日整夜守
在田间的鼠洞周围。在一次提取病毒
时，孙柱臣不慎感染了出血热，生命垂
危，经奋力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但孙
柱臣仅休息了 10 天，便又忘我地投入
到研制疫苗的攻关中。后经6年艰苦努
力，终于研制出了世界首例流行性出血
热亚单位纯化灭活疫苗。时至今日，伍
连德、孙柱臣们在大疫面前所表现出的
勇挑重担的奉献精神，不惧权威的科学
态度，心忧天下的大爱情操，对于激励
我们打赢当前这场防疫阻击战，依然具
有强大的时代感召力。

《中国疫苗百年纪实》的出版，恰
逢其时，在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万众一
心共同抵抗新冠肺炎的时候，推出和
宣扬一批医疗、防疫战线上的楷模和
他们的英勇事迹，展现中国百年抗疫
史的生动画卷，意义巨大，它让历史告
诉未来：伟大的中国人民不会被可怕
的瘟疫所打败，中国人终将赢得抵御
新冠肺炎这场战“疫”的胜利，就让我
们整装再发，去书写中华大地上防疫
控疫史上的新篇章吧！

◆新书赏析

百年抗疫的不朽丰碑
——《中国疫苗百年纪实》读后

黄东光

肖殿群是我的昔时部属。他
的长篇历史小说《先河》（团结出
版社 2019 年出版），说的是五百
年前明代弘治年间朝廷镇压梅山
地区苗民起义，并在今湖南城步
试行“改土归流”的故事（“改土归
流”即废除土司自治，由朝廷改派
流官直管）。因为梅山地区自古以
来就是个武术之乡，而明朝是冷、
热兵器交接的朝代，所以《先河》
呈现给读者的，其实是一场军事
和武术的盛宴。

一、《先河》武术描写精湛，可
千万别当成了武侠小说。肖殿群
是梅山本地人。他少年时曾在乡
下参加“学打”（练武强身），中学
时又是学校武术队队员，自然对
梅山武术并不陌生。因此，《先河》
对武术的精彩描写，得益于肖殿
群早年的生活体验。

比如两个梅山英雄的打斗：
李再昊解下腰刀，吐气抑声，迎着
李再万跨步而来。突然一个电闪，

“嗨”地使了个“深山牛摆尾”，一拳
就向李再万捣去！李再万急忙使出
一招“五马破槽”，隔开来势；再缠
一个“雪花盖顶”，闪一个“抢胯犁
进步”，便卷起一股拳风，欺身而上
……“这种‘靠身短打’的梅山武
功，特别注重下盘，凶猛而刁钻，怪
异而野蛮……”所谓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如果作者自己不熟悉
梅山武术，这些真实而神秘的攻守
招式，是凭空想象不出来的。

肖殿群编撰过志书，熟悉当
地历史文化。民国以前，湘西南雪
峰山脉叫做“梅山”（广义梅山）；
而湖南新化、安化二县又叫做

“上、下梅山”（狭义梅山）。这里从
古到今流传着一个闻名遐迩的武
术派别——“梅山教”。“梅山教”
的武师俗称“梅山把师”。《先河》
写道：“苗王李再万孤刀被围，万
分危急。突然兵围被冲开一个大
缺口，梅山英雄李再昊挺一把大
腰刀，几个雄步就践入兵围，一个
纵身就护住了李再万：‘大哥别
怕！小弟来也！’”那些与李再昊一
起杀入兵围的“梅山把师”们一个
个武艺高强，凶猛无比，压根儿就
没把这区区几百官兵放在眼里！

“只见他们以一敌十，乓乓乒乒，
嗨嗨哈哈，搏斗如同耍把戏，杀伐
好比切西瓜。”真是一卷血腥写春
夏，惊心动魄开先河！但是，千万
别将《先河》看成是武侠小说。因
为《先河》是一册内容丰富的历史
长卷，而梅山武术只是其中的一

种表现形式、一个描写角度而已。
二、丰富的军旅阅历，是《先

河》坚实的军事基础。肖殿群大学
毕业后，携笔从戎，一生磨砺，经
历不凡。他曾经两次入伍、两番转
业，从军 20 多年，具有深厚的军
事基础和丰富的军旅阅历。与当
前少数文学作品的苍白军事描写
不同，肖殿群写军事，真的是大气
磅礴，游刃有余！

比如，湖南武冈岷王朱膺鉟
以优势兵力进攻苗疆，被“忠义杨
家将”设伏打败，并被一路追杀到
武冈州城；不料宝庆卫、衡州卫的
官军闻风而动，驰援武冈，苗军不
得已仓促撤退。但是进攻容易撤
退难！当时战斗双方正处于胶着
状态，单方面撤退马上就会变成
大溃败……这时肖殿群的军事学
识便展露无遗：军队转移撤退时
最有效的尾防战术，乃是“轮流设
伏，交替掩护”！于是，这次大撤退
被肖殿群写得惊心动魄。书中苗
军退而不溃，忙而不乱，与其说这
是因为苗王李再万有大将之才，
毋宁说肖殿群的军旅生涯为《先
河》奠定了雄厚的军事基础!

明朝是个冷、热兵器交接的
朝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远征
交阯（今越南），无意中得到了“火
器法”，于是回来努力借鉴、研发、
提高，使明代火器成为中国热兵
器的先驱。老兵肖殿群不但熟悉
现代兵器，同时对明朝的火器也
有涉猎，对热兵器的发展更有研
究。因此，《先河》写火器的特点和
运用，写新式火炮“弗朗机”、神机
火铳“霹雳炮”，写桑江南岸的炮
击、巫水河边的轮射、“马背弗朗
机”的山区追击等等，都轻车熟
路，运用自如，十分专业和到位。

三、军事和文学的结合，是
《先河》独有的精彩。史志始终带
着统治者的血统，小说经常虚构
得没了边际；军事偶遇了文学就
会野性毕露，文学碰撞了军事也
会丧失那份含蓄与羞涩。《先河》
自然不是志书，但也不纯属那种
虚构的小说，它是军事、武术、文
学、历史的有机组合。

因此，肖殿群希望将小说与
史实相结合，将笔触伸进史笔志
墨所不达的历史的细部和盲区；
希望将文学与军事相结合，让没
有当过兵的读者看得懂书里的军
事常识，让当过兵的战友能够领
略文学的风采……这是当前文学
作品难以开辟的独径。显然，肖殿
群的尝试是成功有效的。

军事、武术、历史、文学，在
《先河》里交相辉映，各领风骚，异
彩纷呈！肖殿群写军事如鱼得水，
写武术信手拈来，写文学轻车熟
路，写历史真实可考。因此，不同
类型的读者，可以读出不同的《先
河》：史者见其实，政者见其谋，文
者见其雅，武者见其暴!

《先河》写军事的不足之处，
在于现代军事对古代军事的渗透
与掺杂。比如明代“弗朗机”火炮
的仰角、射程、弹道高、弹着点、射
击诸元、炮火延伸等等，都带有现
代炮兵专业的影子；而 500 年前
的“炮兵部队”是否使用同样的军
事术语，则有待考证。
(作者系原邵阳军分区司令员)

◆文本细读

军事和武术的盛宴
——评邵阳本土历史小说《先河》

魏政员

（投稿邮箱：syrbfkb@163.com）

《红楼梦》中的贾环本是个天真、聪
明的孩子，但被周围的人逼得变坏了。
换一种说法是，贾环没有得到周围人的
爱，因而道德品行异化了。

贾环的亲生母亲是赵姨娘，但他没
有享受到她的爱。赵姨娘是个心理阴
暗、恨贾府一切人的女人，成天没有好
心情，对贾环也许是怒其不争，但她没
有过爱抚，动辄就是骂。第二十回，贾
环与宝钗、香菱、莺儿三个“赶围棋”，因
为赖莺儿的钱，莺儿说看不起他。他就
说大家都欺侮他不是太太养的，就哭。
恰好宝玉来了，好意地劝慰、教导了一
番，要他去别处寻乐玩。回到家里，赵
姨娘笃定他是在哪里“垫了踹窝来了”
（代人受过了）。他也说假话，说莺儿赖
他的钱，被宝玉撵回来。赵姨娘就啐
他：“谁叫你上高台盘去了？下流没脸
的东西！那里玩不得？谁叫你跑了去
讨没意思！”贾环回家，本想得到母亲的
安抚，而得到的却是不问缘由的嘲讽和
责骂。在其他章节里，几乎看不到贾环
怎样承受赵姨娘的温情。

贾环也没有得到什么父爱。第二
十三回，贾政和王夫人坐在炕上说话，
迎春、探春、惜春、贾环也在场。宝玉进
来后，贾政“见宝玉站在跟前，神采飘
逸，秀色夺人；看看贾环，人物委琐，举
止荒疏……”两相对比，贾政怎么可能
爱贾环？贾政又嘱咐宝玉同姊妹们在
园里读书写字，好生用心习学，守分安
常。王夫人又和宝玉说吃药的事。两
人对贾环不提一词。贾环感受到的，只
是视而不见，只是厌恶。第三十三回，
因忠顺亲王府里的人来问宝玉要琪官，
贾政气得目瞪口歪。不巧贾环带着几

个小厮乱跑，贾政就喝令小厮“快打，快
打”，贾环吓得骨软筋酥，忙低头站住。
可见他对贾政是多么畏惧。

贾环也得不到其他长辈的爱。第
二十四回，贾环、贾兰给患小恙的贾赦
请安，邢夫人让他两个坐在椅子上。
而先来的宝玉则同邢夫人坐在一个褥
上，邢夫人又百般摩挲抚弄他。贾环
见状，坐了不久，便和贾兰使眼色要
走。宝玉也想一同回去，邢夫人又笑
着说：“我还和你说话呢。”贾环在邢夫
人那里，感受到的是人情冷暖，是被轻
忽，哪有爱可言？

贾环在祖母那里，也没有得到什么
爱。第七十五回，贾母命人把自己的红
稻米粥给凤姐送去，把一碗鸡髓笋和一
盘风腌果子狸给颦儿和宝玉两个送去，
把一碗肉给贾兰送去，惟独没有想到给
贾环送点什么去。在贾母心里，宝玉是
最受疼爱的，贾兰居其次，贾环是没有
位置的。

贾府的弟妹侄子，如果得到元春的
爱，那是极其荣耀的，但贾环也没得到
元春的爱。第十八回元春归省，看了宝
玉的四首诗以及贾政进的《归省颂》，很
高兴，命以琼酥金脍等物赐予宝玉和贾
兰，贾环却没有份儿。贾环固然因染病
未痊，没有到场，但如果元春心里有那
么一个“小舅子”，怎么会“疏忽”？贾兰
极幼，那天也只不过随大人行礼呢。第
二十二回，元春送出一个灯谜儿，命弟
妹侄子们猜，猜着了每人也送一个进
去。贾环和迎春没有猜着，没有得到颁
赐之物，已然觉得没趣。元春又认为贾
环做的灯谜“不通”， 也没猜，只叫太
监问他自己谜底是什么，说明元春对贾

环没兴趣。后来贾环把谜底告诉太监，
太监照理一定会禀报元春的，但没有下
文。说明元春没把贾环当一回事。还
有可叹的是，第二十三回，元春下谕让
宝钗、探春和宝玉等到大观园去住，还
特别考虑到宝玉如果不去“只怕他冷清
了，一时不畅快”，把贾环抛在一边。若
论年纪，贾环只比宝玉小两三岁，恐怕
与惜春不相上下。

一个没有被爱滋润的人，是不会有
健全的人格的；一个连至亲的爱都得不
到的人，怎么能去爱别人？怎么能不嫉
恨乃至仇视得到爱的人？于是贾环就
常常算计宝玉，只是不得下手。第二十
五回，抄《金刚咒》时他装作失手，把一
盏油汪汪的蜡灯向躺在床上的宝玉脸
上一推，想用热油烫伤他的眼睛。第二
十五回，马道婆作法让宝玉和凤姐中魔
以后，贾环也和乃母一样“自是称愿”。
第三十三回，贾环诬告宝玉强奸金钏而
使得金钏赌气投井。第八十四回，贾环
说是母亲叫他来瞧瞧生病的巧姐，又说
想看看牛黄是什么样儿。他“伸手拿那
铞子（熬药的小锅）瞧时，岂知措手不
及，沸的一声，铞子倒了”。是有意还是
无意呢？第一百十八回，贾环竟出主
意，想和贾芸、王仁合伙把巧姐卖掉。

逼良为贼，罪在贾府。
（作者系武冈二中退休教师）

◆读《红楼梦》

逼良为贼说贾环
黄三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