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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事事

徐江善

庚子之春，全国 4万多医护人员奔赴武汉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全世界数百万护理卫士奋战在抗击
疫情一线。“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他们薪火相传，为
国际现代护理事业描绘了一幅可歌可泣的壮美
画卷。

“5·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人们缅怀护理
事业创始人和现代护理教育奠基人弗洛伦斯·南
丁格尔，赞颂抗疫一线的当代“南丁格尔”。但很
少有人知道，南丁格尔是受世界上第一位战地记
者威廉·霍华德·拉塞尔报道感召，走上战场做出
巨大贡献，使昔日地位低微的护士成为救死扶伤
的崇高象征。

让我们穿越重重历史烟云，回到 170 年前的
欧罗巴，认识世界上第一位战地记者拉塞尔和第
一位真正的女护士南丁格尔。

“第一个战地记者”

拉塞尔的墓志铭别具一格：“最早同时也是最
伟大的战地记者”，这个评价恰如其分。这位世界
上第一个在前线专门报道战争情况的新闻工作者
的传奇故事，还要从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一个傍
晚说起——

1854 年 2月某个傍晚，一场影响世界格局的
战争引发了《泰晤士报》主编约翰·德莱恩的极大
关注——土耳其、英法联军与俄国在克里米亚半
岛爆发战争。德莱恩把拉塞尔叫到办公室，任务
简单明了：跟随英国远征军到前线去，报道“一切
事情的真相”。

拉塞尔欣然接受任务。别看只有 30 多岁，他
20 多岁时就加盟《泰晤士报》，去过丹麦前线，还
负过伤，在战火纷飞的前线有着丰富的采访经验。

那个年代，从伦敦去往克里米亚交通不便。
尽管行前拉塞尔与当时的英国陆军总司令哈丁勋
爵套上近乎，得到了他的同意。但拉塞尔还是从
伦敦到马耳他，再辗转到保加利亚，在那里乘运输
船登上克里米亚半岛。

一路艰辛自不必说，远征军并不欢迎记者的
到来。塞拉尔得不到粮食，也没有行李和住处，甚
至当他设法弄到一顶帐篷时，还被军官扔了出
去……

然而，恶劣的采访条件并没有阻挡拉塞尔履
行职责。他开动脑筋，设法取得联军两名指挥官
之一的拉格伦勋爵的信任，弄到一张通行证，得以
深入前线。

古往今来，著名的战役不计其数，克里米亚战
争是拿破仑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最大
的一次国际战争，在世界战争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在战争形态、通信、战场护理等方面，都开启了现
代战争的序幕。它不仅是拿破仑式作战与现代战
争的分水岭，还首次出现了军用无线电通信、撞击
式步枪等科技，特别是血腥残酷的战争场景首次
被战地记者目击并写成通讯。

拉塞尔是新闻史上的幸运儿，他参与并报道了
克里米亚战争中最惨烈的巴拉克拉瓦战役。他的
笔下有驾着矫健战马、身穿华丽制服、手握锋利长
剑和标枪的轻骑兵，有英勇的士兵冲锋陷阵取得的
一个个胜利，有战士们舍生忘死、不畏艰险、乐观向
上的精神状态。他不只用生动感人的描写报道盟
军的胜利，更将笔触客观真实地对准激烈战争的残
酷和阴暗面。

“拥挤不堪的小巷，散发着恶臭的棚屋，医疗
条件极差……”

“死者毫无遮掩地被扔在那里，紧挨着活人躺
着……”

“我所看到的一切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得到丝
毫抢救就死去了。似乎是病人在照料病人，生命

垂危的人在照料生命垂危的人……”
拉塞尔的一篇篇报道发回伦敦，《泰晤士报》

顿时洛阳纸贵，从上流社会到市井贩卒争相传阅。
早在报道巴拉克拉瓦战役前，拉塞尔就向英

国国内发回了一些真实的战地报道，他写道：“我
们的兵员每天都在减少，部队的 3 . 5 万名基干人
员中，能够适应战斗的不超过 16500 名……”

一系列来自战场的批评性报道，像一枚枚巨
石投进湖水中，在伦敦社会掀起巨大波澜。伦敦
官方和军界的不满，令《泰晤士报》面临巨大压力。
主编德莱恩不慌不忙，他从多个渠道了解战争真
相后，对拉塞尔报道的真实性没有丝毫怀疑。他
一面在伦敦上层社会游说，一面向拉塞尔下达了
又一个简短而有魄力的指示：“继续这样干！”

毫无疑问，拉塞尔受到了鼓舞。他用手中的
笔，记录了皇家骑兵的英勇无畏和联军指挥官的
失职无能。

“他们披着霞光，在壮烈的战斗气氛中豪迈地
向前冲锋……”

“在布满血污的阵地上留下的只有死者和垂
死者，除此以外再没有一个英国士兵了……我们
的损失，即在今天两点钟时所能查清的伤亡者和
失踪者的情况是：607 人参战，198 人撤回，损失
409 人。”

随着冬天的降临，战争愈加严酷。“士兵们既
没有保暖的服装，也没有防水的装备，他们陷入冬
季战役不可避免的苦难之中，似乎没有人关心他
们的冷暖和生命。”

拉塞尔的报道陆续刊发，德莱恩不断撰写社
论予以配合，《泰晤士报》向英国政府发出警告：海
外的英国军队正在战场上濒临死亡……

舆论的强大威力引发民众的不满，大众的呼
声终于惊动了英国高层，很快英国议会下院通过
议案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远征军状况。不久，前
线指挥官被撤换，代表旧势力的英国政府被迫辞
职。前线部队的装备和战斗力得到增强，英国最
终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后人尊称拉塞尔为“第一位职业战地记者”。
在他之前，战地新闻一般靠军队来提供，不仅报喜
不报忧，时效和可读性都很差，读者往往难以全面
客观真实地了解战况。拉塞尔首次把战争和士兵
待遇等情况公之于众，由于他的报道，英国国内发
起了一场拯救英国远征军队的运动。人们对他的
行为给予了极高评价：“他唤醒了英国人的良心，
使他们同情英国部队所受的苦难，从而拯救了送
往前线的伟大部队。”

拉塞尔回国后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英
国首相邀请他共进晚餐。他还作为特派记者奔
赴美国报道南北战争，林肯总统接见了他，也对
他高度赞扬。

拉塞尔的战地新闻报道，不仅留下真实客
观的史实，在其后的 100 多年中，吸引着无数作
家和艺术家创作出举世闻名的作品，英国 1968
年摄制的宽银幕电影《轻骑兵冲锋》，几乎成为
克里米亚战争的代名词。

拉塞尔用实际行动为战地记者确立了基本
行为准则并树立了楷模，那就是要全面、真实、
客观地报道自己的所见所闻。100 多年来，他
的事迹薪火相传，鼓舞着一代又一代战地记者，
冒着炮火前进！

我的案头常年放着《世界名记者丛书》《普
利策新闻奖最佳作品集》《新华社烈士传》三本
书。以《新华社烈士传》为例，在近 90 年的峥嵘
岁月里，共有 150 多位新华人献出了宝贵生命，
他们是周以栗、瞿秋白、何云、邵云环……

“新华英烈”第一人周以栗，正是在“战地黄
花分外香”的红都瑞金，当 1931 年 11月 7 日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同一天新
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诞生时，被毛泽东
主席点将担任红中社负责人。

这位新华社的奠基人，为真实客观报道红
色苏维埃政权呕心沥血，在 1934 年 11月红军
万里长征转移时，不幸被敌人杀害。

新华社的战地记者戴煌先生是我尊敬的前
辈。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阅兵式前夕，国家为
他颁发了奖章。当我前去他家中祝贺时，这位
曾经出生入死的老战士回忆起那些牺牲的战
友：1947年8月，在解放盐城战役中，他与战友胡
捷一起冲锋，一排罪恶的子弹扫来，新华社记者
胡捷倒在血泊中……讲起逝去的战友，戴煌无
比伤感。

战地报道催生“提灯天使”

战地记者把客观真实的战争场景再现在读
者面前，为历史留下档案，更唤醒了无数爱心和
良知，从而推进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

1854年一个明朗的秋夜，一篇发自克里米
亚战争前线的《泰晤士报》战地通讯深深打动了
南丁格尔——

破衣烂衫的士兵在痛苦的呻吟中无人护

理，绝望地告别人世；
伤兵们躺在污秽的营房，任由传染疾病蔓

延，在生死线上可怜地挣扎着；
大量伤员从前线被运送到驻地，部队严重

减员，但死亡却并非来自前线……
拉塞尔的一篇篇报道把年轻的南丁格尔带

到硝烟弥漫的战场，带到痛苦不堪的伤病员面
前。拉塞尔在报道中发问：“在我们中间难道就
没有肯献身的妇女愿意站出来帮助那些有病痛
的士兵吗？”

读到这里，南丁格尔热血沸腾，她毅然决
定，到前线去救死扶伤！她开始向社会呼吁，在
朋友中寻求帮助。南丁格尔给当时的作战部长
海伯特的夫人写信，表示愿自费率领护士奔赴
战场。

这年10月，南丁格尔终于带着38位护士来
到克里米亚前线组建野战医院。她成为这所医
院的护士长，夜以继日地将全部心力投入护理
工作，使医院逐渐走上轨道。

她的管理和组织才能得到充分发挥。6个
月后，战地医院发生了巨大变化，伤员死亡率从
42%迅速下降至2%。奇迹般的护理效果震动
了英国，改变了英国朝野对护士们的评价，并提
高了妇女的地位，护理工作从此开始受到社会
重视。

南丁格尔建立了护士巡视制度，每天往往
工作20多小时。夜幕降临时，她提着一盏小小
的油灯，沿着崎岖的小路，逐床查看伤病员。士
兵们亲切地称她为“提灯女神”“克里米亚的天
使”。

“尽力提高护理之标准，慎守病人家务及秘
密。竭诚协助医生之诊治，务谋病者之福
利……”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的巨大成功和忘
我的工作精神，博得各国公众的赞扬。如今，南
丁格尔誓言已经成为医护人员共同遵守的
准则。

战地记者拉塞尔以他“横扫千军如卷席”的
笔力，记录了那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战争。令
他没有想到的是，沿着他笔下描绘的战争场景，
走来了“提灯女神”南丁格尔，诞生了影响世界
文明的现代医学护理制度。

现代护理学的奠基人南丁格尔已经融入历
史，许多城市、医护学校矗立着她的雕像。在英
国，10英镑纸币的背面印有这位女士的半身像，
不仅英国人把她视为骄傲，全世界人民都以各
种形式纪念这位把天使般爱心和仁慈带到人间

的女神。
1912 年，国际护士理事会倡议，世界各国医

院和护士学校在每年5月12日南丁格尔诞辰日举
行纪念活动，并将5月12日定为国际护士节，以此
缅怀和纪念这位伟大的女性、英国护理学先驱、人
类护理事业的创始人。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南丁格尔精神在抗击
新冠疫情的庚子之春，再次照亮神州大地，照亮世
界每个角落。

凡是去过英国伦敦的游客，都会到滑铁卢广
场逛一逛，在那里瞻仰克里米亚战争纪念碑，一睹
纪念碑一侧南丁格尔雕像的风采。

这座雕像身着长裙，手提油灯，仿佛行走在巡
查伤员的崎岖山路上，她的目光凝视着远方，透露
出慈爱和怜悯。

在漫长的历史长廊中，拉塞尔、南丁格尔点燃
的精神之火在人间传递。

南丁格尔奖是国际护理界的最高荣誉。1912
年，该奖项在华盛顿举行的第 9届国际红十字大
会上被批准设立。中国自 1983 年首次参加南丁
格尔奖章评选以来，截至 2019 年已有 80 人获奖。

“提灯天使”的高大身影，在 2020 年的春天遍
布全世界抗击疫情第一线。

中国护理人员最先投入抗疫前线，他们不论
生死、不计报酬，用大爱温暖患者，有些人甚至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牺牲烈士枊帆，生前是武
汉市武昌医院梨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护
师。她本已达到退休年龄，在疫情暴发的危急时
刻，坚持返聘工作，战斗在抗疫一线。这个性格随
和、爱说爱笑、工作认真，从未出过事故差错，护理
技术非常过硬的好护士走了。

接过南丁格尔“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火炬的
还有许多“80 后”“90 后”“00 后”，这些年轻的医
护在灾难来临之际，义无反顾地奋战在火线。厚
重的口罩和防护服下，白衣天使们脸上被勒出深
深的印痕，数亿网民为之感动，称赞她们是世界上
最可爱最美丽的人！

如果说在疫情阻击战中巾帼不让须眉，须眉
中的那些“男”丁格尔同样令人敬佩。北京市属医
院驰援武汉医疗队队员、北京天坛医院急诊科护
士王博，就是这样一位男护士。

“特护的第一位患者是一位大爷，看着他静静
地躺在床上，我满脑子的想法就只剩下一个：我要
帮助他尽快好起来。”王博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清理了呼吸机管路的积水，查看了监护数
值，厚重的防护服里我的汗水早就顺着脸颊流了
下来，护目镜上也积存了汗珠，视野有些模糊。”护
理重症患者要动作迅速，技术过硬，还需要细心、
耐心，认真观察细微之处。“重症护理工作的确累，
但是如果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挽救一个生命、挽
救一个家庭，这点累又算什么。”王博写道。

5月 12 日，是全世界护士的共同节日。世界
各国的医护人员在抗疫一线，用救死扶伤的奉献
仁爱之心纪念这一盛大节日。

大文豪萧伯纳有句名言：“人生不是一支短短
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
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
人们。”

拉塞尔和南丁格尔无惧枪林弹雨的献身精神
鼓舞着一代代新闻记者和护理人员。大爱无疆，
仁者无惧。历史的烟尘渐渐远去，披着战地硝烟
的拉塞尔和南丁格尔却随着岁月流水的冲刷，形
象日益清晰高大。他们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真诚的爱心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火炬，在全世界生
生不息地传递。

当“第一个护士”遇上“第一个战地记者”

（上接 12 版）
红山文化历时 1500 余年，是辽西地区新石器

时代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其主要标志有三：一是
以建筑、玉雕、陶塑为代表的高等级技术能力的出
现；二是等级制度确立，玉礼制系统形成，特权阶
层出现，独尊一人式的王权确立；三是公共信仰和
祭祀礼仪系统成熟，以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龙图
腾崇拜最具代表性。

内蒙古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院长孙永刚
教授认为，红山文明所揭示出的社会管理体系是
神权和王权的统一，而以种植粟黍为主导的成熟
旱作农业体系和发达的渔猎经济传统，也助推了
红山文明的诞生与发展。红山文明核心分布区所
在的内蒙古敖汉旗，就是中国古代北方旱作农业
的起源地，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通常来说，文明起源有三个标志：文字、金属
和城市，但这是西方的标准。著名历史学家张光
直不这么看，他认为：中华文明起源具有与西方不
同的特点——西方是以技术和贸易改造自然的
“破裂性文明”，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是通过人
与神沟通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连续性文明”。

刘国祥说，西方的这一标准在世界范围内并
不具有普遍意义。比如玛雅文明、十八王朝以前
的埃及文明没有出现城市，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没
有文字等。因此，不同地域间文明化进程和特征
不一，判断标准不可人为硬性统一。未曾中断的
精神成就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支柱之一。

刘国祥认为，红山文化具有巨大的物质层面
成就，但更应该重视其精神层面成就，这是我们判
断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核心标准。红山
文化时期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龙图腾崇拜观念发
展成熟，并且有相应的物质文化遗存，这就是进入
文明社会门槛的一个重要标志。

“甚至你会发现，红山文化的精神理念离我们
很近，五千年的文明并不遥远，我们当代人跟祖先
是心灵相通、传承至今的，中华五文明就是这么一

步步走过来的。可以断定，在距今 5300 年到
5000 年，红山文化已进入文明社会，是中华文明
的重要源头之一。”刘国祥说。

一部中国史，半部玉文化

“人猿相揖别，几个石头磨过”。
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打交道最多的还

是石头。在诸多石头中，人们选择了玉石，并有过
一个追求玉器比今天的人们追求黄金、汽车、豪宅
还要神秘、疯狂的时代。

中国著名文物艺术品鉴赏家、玉文化学者岳
峰说：“在学术界理论界有过这么一个概念，就是

‘一部中国史，半部玉文化’。中国的玉文化是中
华民族历史文明进程中一个没有间断的文化载
体。”

考古证明，中国的玉文化就起始于 8000 多年
前的辽西兴隆洼文化时期，而红山文化时期的玉
石加工，已经到了令今人叹为观止的程度。在没
有金属器的时代，先民们已经把钻、刻、磨、割工艺
用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认
识，早已普遍应用到玉器的加工中。

刘国祥说：“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种类和数
量显著增多，玉雕技术取得飞跃性进步，雕琢和使
用形成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玉礼制形态，是中
华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玉龙的出现是红山文化先民共同崇拜龙图腾
的玉礼制形态的重要证据，红山文化玉龙造型分
为 Ｃ 形龙、玉猪龙、鸟形龙三类，玉猪龙对商周时
期蜷体玉龙的造型产生直接影响，为中华龙的
本源。

红山文化时期最重要的玉猪龙发现，要数赤
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的玉猪龙。这件由村民

张凤祥 1971 年修梯田时发现的玉猪龙，一开始并
未引起重视，直至 1984 年才被确认是约 5000 年
前由红山人精心制作的、国内首次发现的“中华第
一玉雕龙”。

这件玉龙呈钩曲形，高 26 厘米，通体磨光，墨
绿斑斓，姿态盘曲腾跃，颈上扬起一长鬣，尾部尖
收而上卷，势若凌空，那形体恰似一个“Ｃ”型，酷
似甲骨文中象形的“龙”字。

郭大顺介绍，红山文化玉器中的龙造型已定
型化，玉雕龙与商代玉龙在造型上一脉相承。他
说：“红山文化玉器大都有抽象化和规范化的特
点。与之相关的，是红山文化特殊的埋葬习俗，其
中最重要的一个现象是唯玉为葬。”

学者王国维释“礼”字的初型为“以玉事神”。
红山文化“唯玉为葬”的习俗和祭祀遗存的规范化
以及崇拜礼仪的制度化，是礼起源于史前时期最
为典型的证据。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李新全说，诞
生于辽西的红山文化玉器很有特点，对于中华文
明几千年的这种文脉传承有开山作用。特别是
Ｃ形玉龙造型，一直传续至今。

刘国祥认为，中华民族爱玉和用玉传统距今
已有 8000 多年历史，是中华传统文化核心内涵之
一。在中华文明形成的早期发展阶段，玉器是贯
通天地、沟通祖灵和神灵、彰显礼仪的核心物质载
体，秦汉以后至明清，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
和发展进程中，玉器发挥出延续文明血脉、凝聚民
族共识等重要功能。

影响世界的中华农耕文明

在辽西地区赤峰市敖汉旗史前博物馆，展出
着一种小米粒大小的黑色颗粒，它就是碳化了的

谷物——约 8000 年前的粟（谷子，脱壳后叫小
米）和黍（脱壳后叫黄米）。

敖汉旗是考古界公认的中国北方历史文化
研究基地，拥有上万年灿烂的史前文化，而这些
文化都离不开当地一个古老的产业——旱作
农业。

现有的考古资料和研究结果表明，敖汉地
区是中国古代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地。2002
年至 2003 年期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对敖汉旗兴隆沟遗址进行
三次科学考古发掘，通过浮选法，获得经过人工
栽培的碳化粟黍籽粒。

经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C14 测定，这些碳化
粟黍距今约 8000 年，比此前中欧地区发现的谷
物早 2700 年左右。结合定居村落的出现及成
熟的掘土、谷物加工工具的制作和使用，证实距
今 8000 年左右的兴隆洼文化时期旱作农业系
统已经形成。

每年的秋后，浅耕过后的敖汉旗农田中，错
落的灰圈依稀可见，考古专家说，这是远古先民
们居住的房址。专家们通过对房址中出土的先
民遗骨进行 C13 和 N15骨骼鉴定，证实了谷物
已然摆在了史前先民的餐桌上。

石铲、石锄、石耒、石耜、石斧、石刀、石纺
轮、磨盘、磨棒、陶罐、骨针、蚌器……大量与旱
作农业息息相关的生产工具，见证了敖汉旗的
旱作农业萌芽于小河西文化时期，发展于兴隆
洼文化时期，辉煌于红山文化时期，有着上万年
的栽培史。

刘国祥认为，敖汉旗旱作农业的发展和成
熟，助推了文明社会的诞生。由于食物资源有
了稳定的保障，人口迅猛增长，手工业分工加
剧，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等级制度确立，以玉

为载体的礼制系统形成，天地崇拜、祖先崇拜、
龙图腾崇拜等观念得到了广泛认同，为之后的
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的发展及红山文明的形
成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大量的出土文物证明，敖汉旗也是横跨欧
亚大陆旱作农业的发源地。美国圣路易斯华盛
顿大学副教授刘歆益说，在农业全球化历程中，
东西方农业之间存在相互交流的明显的考古学
证据。在距今约 5000至 4000 年前，欧亚大陆
发生了一次影响十分广泛的农业人口和农业技
术上的大交流。原产于西亚的大麦、小麦和原
产于中国的粟黍分别向对方传播。
到公元前 1500 年前后，原产于西南亚洲、

中国、印度、非洲的农作物系统最终联系在一
起，史前农业全球化基本完成。伴随着史前农
业全球化的完成，几个不同地区（包括黄河流
域、印度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和欧洲东南部）
的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复杂化随之展开。

丛德新研究员认为，以种植粟黍为主的
8000 年辽西农耕文化，是最早由东向西传播的
东方文化因素，是中国文化影响世界的重要文
化交流，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人类发展所做出
的物质贡献。

历经 8000 年的风雨和时代变迁，粟和黍这
一古老物种不但没有在敖汉大地上消失，而且
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时至今日，敖汉旗仍保留
着粟黍后代的耕种，并保留着畜耕人锄的传统
耕作方式。

2016 年 9月 15 日，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
的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发射成功。而随
着“天宫二号”一同前往太空的，还有一位特殊的
“乘客”，那就是谷子种子，它就来自敖汉旗。

2012 年 9月 5 日，敖汉旗旱作农业系统被
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评选为“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因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和对人类文明发
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5·12”国际护士节来临

之际，很少有人知道，南丁格

尔是受世界上第一位战地记

者威廉·霍华德·拉塞尔报道

感召，走上战场做出巨大贡

献，使昔日地位低微的护士成

为救死扶伤的崇高象征……

 2 月 24 日在英国伦敦南丁格尔
博物馆拍摄的南丁格尔半身像。

 2 月 24 日在英国伦敦南丁格尔
博物馆拍摄南丁格尔使用过的油灯。

新华社记者韩岩摄

长 城 外 边 也 是 故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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