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是一
种致死性极高的烈性传染病病毒。

1976年，埃博拉病毒在刚果（金）
北部的埃博拉河地区被首次发现。埃博
拉病毒在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身上引
起的埃博拉出血热（EBHF）是当今世界
上最致命的病毒性出血热。

感染者可能出现的症状包括：发烧、
恶心、呕吐、腹泻、肤色改变、全身酸痛、
体内出血、体外出血等。

埃博拉感染者的病死率在50%至
90%之间，感染者最快可在感染后的
24小时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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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剧中主人公郑书鹏的原型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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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该剧创作
不少意见。《埃博拉前线》对细节的高
还原度让他热泪盈眶：“剧中的当地医
生盖斯姆，就是我在几内亚搭档的医
生盖斯姆，他因为埃博拉去世了。他
在中国学习了十年，对医学无比热
爱。他在2010年回到几内亚，2014年
去世。”曹广还注意到了一些细节：“我
的编号是 3481，而剧里角色编号是
3281。病人的床号也做了还原，我们
援助几内亚时候，第一个去世的病人
与剧中一致，在第18床。对于很多观

众来说，18床和 10 床没有区别，但我
对这个数字非常敏感。”

此外，该剧对人情、人心的真实还
原，也让曹广感同身受。剧中，在隔离
区内，医疗队队员互相打气、携手援非
抗疫的团结精神，唤起了曹广的记忆：

“大家可能难以想象援非的辛苦。作为
医疗队队员，我们去非洲的时候是一片
陌生，虽然条件较之前已逐渐改善，但
有时想往家里打个电话、发个邮件都很
困难。去非洲之前，医院给我们的任务
就是‘零感染’——安安全全去，平平安
安回，一个都不能少。去了之后，我们
一起努力克服内心的恐惧，这种压力只
有当事人能体会。”

在虚构的非洲国家卡
巴利亚，一位不停咳嗽的病
人在家人搀扶下，步履蹒跚
地走进中国援建的中卡友
好医院。入院后，病人病情
急速恶化，出现严重内出
血。赶来救治的当地医生
盖斯姆和其他医护人员的
眼睛上、身上都溅上了病人
喷吐的鲜血。而且，这不是
当地唯一被埃博拉感染的
病人。一场埃博拉疫情在
迅速蔓延……

近日，电视剧《埃博拉
前线》登录腾讯视频，用
24 集的篇幅还原了人类
同埃博拉的一场战役，口
碑不俗。

该剧由罗晋、毛晓彤
领衔主演，以2014年中国
援非医疗队抗击埃博拉病
毒的真实事迹为核心原
型，讲述了病毒学家郑书
鹏和他所在的中国援非医
疗队与埃博拉病毒展开战
斗，成功遏制病毒蔓延，圆
满完成援非医疗任务的故
事。该剧也是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理想照耀中国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展播活动剧目。

近日，该剧的总制片
人茅熠，总导演杨文军，以
及剧中主人公郑书鹏的原
型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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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
记者采访，揭开了《埃博拉
前线》的幕后故事，还原了
中国 60 年援非历程中的
感人一瞬。

故事线一：罗晋饰演中国援助卡巴利亚抗疫医
疗队队员郑书鹏。在郑书鹏两年援助任务期满即将
回国之际，埃博拉疫情在卡巴利亚爆发，为了查清真
相，他独自闯入卡巴利亚首例埃博拉病毒确诊患者来
源地桑宜村。

故事线二：毛晓彤饰演华裔记者何欢，她得到非洲
违法钻石开采组织勾结、走私钻石获取暴利的线索后，
几经周折寻获钻石掮客行踪，伪装成医生进入桑宜村调
查。不料深陷埃博拉疫情和卡巴利亚的乱局中，并意外
遇到了援非医生郑书鹏。

除了主角线索牵引该剧的双线叙事，冯刚（许亚军
饰）、谢云虎（刘天佐饰）、罗启晗（吴优饰）等配角，则合力塑
造了中国援非医疗团队群像：他们是肩负使命、不畏艰险
的中国医疗队队员，来到抗击埃博拉前线，改造当地医院、
建立移动检测实验室、培训当地医护人员等，体现了中国
的人道主义精神。

《埃 博 拉 前 线》根 据
2014 年中国援非医疗队抗
击埃博拉病毒的故事改编而
来：当时疫情最早出现在几
内亚，第一例埃博拉患者由
中几友好医院的中国医生曹
广亲自接诊。曹广也是男主
角郑书鹏的原型之一。“遭遇
战”中，曹广的搭档盖斯姆倒
在抗疫一线，他就是剧中不
幸染疫去世的医生盖斯姆的
原型人物。

2015 年，中国援非医疗
队被评为“感动中国2014年
度人物”。当时的颁奖辞是：

“这些都是远渡重洋到非洲
大陆上抗击埃博拉的中国医
生，他们在那里以勇气和科
学铸铜墙铁壁，我们以这座
奖杯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
意。”

故事背后还有更温情的

背景。自 1963 年以来，中国
援非医疗已有超过半个世纪
的历史，长期以来，非洲的几
十个国家常驻有中国医疗
队，一些中国医护人员甚至
将生命永远留在了受援国。

总制片人茅熠表示：“马
上是援非60周年了，希望在
未来会有更多、更好的相关
题材，把中国人的仁爱精神，
把中国医生的职业素养传递
到世界各地，最终在人民和
人民之间种下种子、开出花
来、长成大树，这就是我们中
国形象在世界形象中最根本
的来源。”

总导演杨文军表示：“我
们把中国援非近 60 年间许
多医生护士的故事，凝聚到
了 主 要 角 色 身 上 ，做 了 提
炼。不仅有与死神赛跑的故
事，也有温暖、友爱的故事。”

对于茅熠而言，《埃博拉前线》的
策划源于央视 2018 年播出的四集纪
录片《医道无界》，其中有一集讲的就
是 2014 年援非抗击埃博拉疫情的核
心事件。“作为影视行业从业者，我就
想到破题去创作——它将是一个紧张
的、呈现中国2014年援非抗击埃博拉
疫情的医疗队和检测队的故事，里面
还有近 60 年的援非长河里感人至深
的事迹，可以形成点、线的叙事联动”。

很快，茅熠把拍剧的想法告诉了资
深导演杨文军。杨文军执导过《老马家
的幸福往事》《刀客家族的女人》《离婚
律师》《何以笙箫默》等多部叫好又叫座
的电视剧，曾获得白玉兰奖最佳导演
奖。他也很快对《埃博拉前线》点与线
的叙事联动着了迷。两人一拍即合。

之后，剧本创作团队开始做文案工
作，走访了2014年援非抗击埃博拉疫

情的亲历者、各卫生领域的顶级专家，
如中国第23批援几内亚医疗队队员曹
广主任，第一批援非抗埃医疗队队长李
进院长，检测队队长钱军教授等。

此外，主创团队在 2019 年 3 月赴
非洲实地采风、勘景。半个月时间里，
主创团先后赴塞拉利昂和坦桑尼亚，
深入当地市场、医院、村落、渔港、街巷
等地，就医疗卫生、传统文化、风土民
情、自然风貌等方面进行了调研。值
得一提的是，主创团还考察了2014年
中国援塞抗击埃博拉疫情的医疗队驻
扎医院——中塞友好医院，等等。茅
熠说：“团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采访素
材，近千万字的采访记录。”杨文军说：

“我们虚拟了一个叫‘卡巴利亚’的国
家，基本遵守当时埃博拉爆发的时间
轨迹，以及中国医疗队派出的时间来
安排故事。”

作为“中非影视合作创新提升工
程”合作合拍项目，《埃博拉前线》的拍
摄周期达133天、外籍演员400余人、
外籍群演超过5000人。据悉，第一批
援非抗埃检测队队长，现中山医学院
副院长、教授钱军和2014年国家首批
派出援非抗埃的9名公共卫生专家之
一的刘林娜研究员，全程指导了该剧
的美术置景和拍摄工作。

《埃博拉前线》剧中搭造的P3实验
室、P4实验室使用了真实实验设备和
器材。剧组在建筑面积达2400平方米
的内景地，按照 1:1高仿还原了P3实

验室、P4实验室、移动医疗实验车。杨
文军说：“我们请了专家全程监督我们
的设计、搭建，观众肉眼可见的部分都
是真的，连消毒的气雾都是真的。人物
进出实验室的流程，以及中间的实验操
作流程，都在专家指导下反复排练。”

为了高度还原故事细节，剧组在摄
影、灯光和美术置景等方面都下足了功
夫：让演员佩戴“头盔摄像机”等设备、
大量采用“探针镜头”拍摄、运用了大
量“一镜到底”的纪实拍摄手法。观众
能隔着人物厚重的防护镜，从第一视角
观察人物身处的环境，增加了真实感。

故事原型团队曾经“感动中国”致致敬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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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缘起起 纪录片里的援非故事感人至深

“埃博拉”为何被称为“血疫”？

【《埃博拉前线》双线叙事】

抗击

真真实实 演员佩戴“头盔摄像机”提供第一视角

情情感感 剧中细致到数字的还原唤醒回忆

揭开电视剧《埃博拉前线》的幕后故事

真实还原中国医生

疫疫血血 之战之战

罗晋饰演医疗队队员郑书鹏罗晋饰演医疗队队员郑书鹏

团队抢救医疗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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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

骈局长前段时间由于忙业务，对乡村振兴
结对挂村的工作重视不够，但他不久就及时发
现这一短板。为了抓好整改，骈局长亲自带领
副局长大潘、人事科长小汤、办事员小彭到年
庄，进一步推动挂钩帮扶。

几个人下车刚到村里，天空忽然下起大雨，
一群村民聚在村头大槐树下躲雨说笑。“老领
导，快来避雨！”骈局长以为有人和他们打招
呼，就带着手下几个人走过去。说话的人是村
里的“刘快嘴”，特别喜欢给别人起绰号。

骈局长见大家哄然大笑，这才明白自己听
岔了。“老领导”原来是刘快嘴给村里老梁头起
的绰号。老梁头长得白白胖胖，腆着个将军
肚，说话不紧不慢，因为曾经在外打过工，说话
时不时冒出几句生硬的普通话。骈局长将“老
领导”与老梁头对上号，忍不住笑了。

“大家快看，卖后悔药的来了。”骈局长抬
头看去，这时，有个人双手抱头，向他们躲雨的
地方疾步跑过来。一打听，骈局长他们才明
白，跑过来这位竟是前任村主任年守财。年守
财任职时因经济问题受到纪律处分，被罢免，
他后悔不已。刘快嘴就叫他“卖后悔药的”，年
守财刚开始听了着急，但细思量也就当给自己
长记性了，他还时不时向大家告罪:“这一跤跌
得好重，你们一定要把咱当个反面教材！”

骈局长看村民们很淳朴，就和他们热情攀谈
起来。“刘快嘴”从村部公示栏看到过骈局长的名
字，笑道：“骈局长，您这个姓，咱刚开始还以为念

‘并’呢！”骈局长听后，和村民一起哈哈大笑。
挂钩帮扶期间，骈局长带着大潘几个人深

入调研，不辞辛苦抓扶贫项目推进，成效显
著。不久，挂村单位整体调整，骈局长和大潘、
小汤、小彭即将离开年庄，他们从村西头走到
村东头，挨家挨户和村民打招呼告别。

“大兄弟，您这就走了？”李大爷笑着跟小
彭打招呼。小彭个头高，人也勤快，“大兄弟”是
村民给小彭起的绰号，因为他总是帮村民干农
活，和村民“混”得挺熟。“汤老师，等到这碧根果
挂了果子，一定第一个给您送过去。”小汤善于
钻研，他提议在荒坡种上碧根果，得到村民一致
肯定，所以大家爱叫他“汤老师”。“实干家，您以
后要常来咱们年庄走一走！”“实干家”是村民对
大潘的称呼。大潘在村集体增收方面出了大力
气，村民评价他干事就像“钉钉子”。

一行人快走到村头，正巧碰到刘快嘴。他
一把捉住骈局长的手。“骈局长，咱们年庄能够
顺利脱贫，真是多亏了你们几个，特别是您骈
局长！”“哪里哪里，还是多亏了有好政策，而且
大家共同努力啊。”刘快嘴收起笑容，忽然看了
看大潘他们，对骈局长努努嘴认真道：“可别见
怪，他们几位领导，咱都分别给起了绰号，您刚
才都听到了吧。”“好啊，说明你们没有把咱当
外人。”骈局长笑着回应。

“其实您也有一个……”刘快嘴握住骈局长
的手松开，小心翼翼地望着骈局长。“哦，叫我
什么？”刘快嘴的声音有点顿，“骈局长，您工作
太能较真，咱们私下都叫您，拼局长……”说得
骈局长心头热乎乎的。

照看小孙子，着实无聊，
我用《三字经》来打发时间
——启动兴趣，语短，顺口，
正音，一呼一动，老少皆乐。

这两天却走神。孙子附
着我的耳朵：“我告诉你一个
秘密。”

“什么秘密？”
“这个人经常往我们楼上

看，已经好多天了。”孙子一
边说，一边拉我到窗前，往楼
下指。

童言稚语不能当真，但也
得留个神。第二天那人果真
又 往 楼 上 看 ，只 是 衣 着 有
变。我在楼上暗暗“监视”
着：他左看看，右看看，又上
看看，不一会走了。

防人之心不可无。于是，
我下得楼来，站在那个人站
的位置，左看右看上看，没有
发现异样。我们的房子是上
世纪的建筑，最高五层，风霜
雨雪，时光老人已经涂上了
层层沧桑。

这天，他又来了，只是一
个影子，就让人警惕。他没
有往日的停留、张望，而是提
着一只手提袋，径直奔上了
楼梯。

我们住二楼，咚咚脚步
声从门前经过。良知告诉我
必须维护邻里安全，义务监
控楼道，于是轻启房门，尾随
其后。

上了四楼，他站在405房
的门口，我隐身墙角，再回看
时，人不见了。

啊！手法真快呀！考虑
到彼此的力量对比，我拨打
了110报警。

很快警察上来，敲开405
房。只见他双袖卷起，手里
拿着一把剪刀。

“你……？”
“他在给我理发。”一个

苍老的声音，靠窗的老人替
他回答。

我窘迫而发懵：“那他为
什么天天在楼下张望呢？”

他莞尔一笑：“我在观察
独居老人的动态：如果老人
家天天能窗帘打开，说明平
安无事。”

原来这是他们社工组织
和留守老人的一个约定。

放下他的意识流 □田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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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边的树木得到了灯光的映
托，那些鹅黄的银杏叶和金黄的枫
叶，在微风的撩动下，也像海河的
流水一样浮动妩媚起来。在这些
黄冠一样的树木下，零星地有油漆
斑驳的木椅招引，坐在上面，平视
仰望，已是迷离梦幻的世界。

老赵坐在木椅上沉浸于梦幻，
不觉中，眼前的灯光由立体的繁星
变成了人字屋顶垂下的零星的吊
灯，灯光是那种熟悉的昏黄，在同
样昏黄的伞形灯罩下微醺着。熟
悉的味道先是飘入鼻孔，接着便包
围了全身。

这是那个熟悉却叫不出名来
的单位食堂，那种食物和油烟长期
烘熏，渗透到灶间、桌椅和整个空
间的气味，是老食堂里特有的气
味。见有几个面孔熟悉的食堂员
工在就餐，老赵走过去，说道“买
几个馒头”，就餐的一个抬起头，
笑答“已经不做面食了”。

回头见几个人匆匆地走来，带
头的一个白脸是自己以前熟悉的同
事，径直地要点菜，知道时间过了餐
点后，像无事一样，笑眯眯地带着随
人又匆匆离去。老赵本准备迎接白
脸同事的招呼，但他似乎不认识自
己一样，与同来的几人说笑着隐没
于大门的转弯处。老赵将目光停在
空落的门洞，心里也有些没有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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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惚中，像被空投一样，老赵
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公交车站。
他依稀记得自己刚从球场离开，此
时在一个杂乱的运动包里翻找着
什么，后来才知道是手机，至于是
要使用还是证明一下它的安全，自
己并不清楚。

忽有一脆亮的女声传来，紧接
着一张笑颜移入眼帘，“哦！”是妻
子小时的玩伴和同学，正从远方而
来，要去重温旧谊。“好啊，欢迎
……”未及续言，就被一句“不必，
我自去”的朗声打断，随即笑颜已
化入迷蒙的夜色里。老赵这才意
识到找手机是要告知妻子自己的

“偶遇 ”，以进行不失礼节的准
备。忙乱的翻找中，他感觉到似有
另一只手从身后移过，“是被偷了
吗？”刚以目光在候车人的脸上征
询，便有一位中年的女客说道：

“似有一人拿走……”
老赵更加慌了心绪，急急地找

到一家路边的电话亭拨家里的电
话。电话亭又是书报亭，书报和人
头拥挤，电话时断时续，像接触不
良，要一年幼的店员拿着一个感应
器似的东西不断地靠近，才终于接
通了家里的电话。他边向妻子述说
着“以备远客”的事情，边在心里复
现家里的情形，忽然间发现家的印
象凌乱模糊起来，“此时家何方？”这
些年来，他们搬了十多次家，互相叠
加，他一下子模糊而迷茫了。他急
切地要妻子提醒家的位置，让妻子
惊诧到语顿。“说关键字、关键字！”
女儿的提醒让妻子说出了家的小区
名，这才令他梦醒，知道了是以前的
旧居在干扰自己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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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老赵总是被一
些奇怪的事情围绕，让他既烦心也
好奇。就说那天下班，老赵刚走到
单位门口的街上，就见局长悠悠地
朝自己走来。摆脱已经没有可能，
却不知怎地，急急忙忙在街当中摆
起了茶座，烧水、斟茶、洗具等，局
长竟自顾自得地摆弄起来，动作之
繁，节奏之缓，让人想到“镇定”。

头杯入口，局长正要开话，鞭
炮震耳地炸响，是街边的新店开
张，烟雾和炮屑以及人声将茶局和
话局搅得稀烂。自己为何要将喝
茶选在街上呢！老赵家有急事，又
遭遇眼前的尴尬，竟做出“快去快
回”的举动。得局长点头后，留其
一人独酌，疾步向家奔去。

路越走越陡，也越走越破，至
坡顶成为死路，被工人告知，正在
修路，便折回。所见的道路都在尘
土飞扬的修筑中，眼前已经没有道
路，唯有一架绳梯从高处挂下，旁
有人员指挥，便摇摇晃晃地攀援，
至顶端绳梯折为平伸的绳桥，从梯
到桥要抬腿、扭身、攀扯才能翻转
而上。

老赵吃力攀援的过程中，想起
自己曾在梦里有过类似的经历，那
是架在山崖上的一条绳梯，绳梯的
尽头是山顶的一个巨大的山洞，他
是与一位著名的主持人一道攀爬
上去的。他们坐在山洞的石头上
谈论山区孩子上学的艰苦，“教育
啊！”老赵还记得当时自己的一句
感叹。那次是经历上学之难，这回
却是经历回家之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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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绳桥上摇晃蠕行的老赵
猛地想起还在独自斟酌的局长，慌
忙到口袋里去摸索手机，要解释事
变，却已失落无着。记忆中，这已
是多次有过的遭遇，每到紧急需要
之时，手机要么是按键失灵，要么
干脆就杳无踪迹，即使是这样，又
不得不时时要记得备在身上。

慌慌张张爬下绳梯，不知为何
却走在了教学楼的廊道里，老赵小
心地引导着一群人在一间间教室
进出，原来是上面来检查工作。

“教室的绿化不合格！”一中年人
对老赵说道，“这是实验用室……”
他忙做说明，意思是不便布置更多
的花木。但他没有说白，再则对自
己的解释也缺乏自信。

检查组离开后，校长不知何时
走到老赵跟前，校长是位四十来岁
的女性，矮而精干的身材，似关切
又责怪地对老赵说道：“有没有出
书？有没有开课？开课要能够边
说边写，你知道评职称的新规定了
吗？”

老赵没有觉着新规有什么问
题，倒觉着是个机会，出书没有质
量和形式规定，只要争取到时限就
可以急就，边说边写本是授课的常
态，可以立即上。于是开课。听课
的人很多，校长也在其中，老赵边
说边写，条列缕陈，加以箭头等符
号强化，句句明朗，慷慨激昂。正
得意于表现时，忽觉听课人神离影
动，校长似也在其中，顿时有被抛
弃的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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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眼前一片空白，待一口郁

气呼出，才发觉自己匍匐在酒店绵
软的床上。

迷梦乍醒，睡意全无，急急地
穿衣漱洗，开门而去，想要将梦境
快速剥离。

清晨的海河退去了梦幻，灯光
隐去，留下一扇扇关闭的窗户，像
睡着的眼；河水悠悠地荡漾，已脱
去了明脂样的波光；秋寒里铺满落
叶的木椅以及头上枝叶稀疏的树
冠，显出安静和朴素。老赵在河边
来来回回地踱步，见有几个老者蹲
蹲起起地放竿垂钓，那种自在的沉
浸和专注让他莫名地感动。

岸边台阶上的一个场景，让他
停下了脚步。一根插在石缝里的
鱼竿，一只用来装鱼食的红色塑料
桶，一块褐色的抹布……主人却去
了其他的地方。老赵将镜头对准
这幅图画，按下了快门，并想好了

“放下”的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