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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绘本《英雄之城：武汉战“疫”图

记》2021 年 12 月出版，看着大红的封

面，内心非常感慨。本书以 100幅画稿 +

文字的方式，分为临危受命、共渡难关、

战疫曙光三个部分。现在已被列为“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主题出版物推荐书

单中的 337种图书之一。

2020年的武汉战疫，对武汉人民、

全国人民都是严峻的考验，但终究挺过

来了。这一年的上半年，武汉战疫打响没

有多久，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我就有了

强烈的冲动，一定要用一种方式，记录这

座城市历经的“震颤”。我决定用绘画的

方式，进行直观、艺术的再现。

2 月中旬至 4 月初大约 50 天的时

间里，我潜心创作武汉战疫主题画稿。创

作的素材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有感

于我所工作的单位疫情防控的感人故

事，另一方面对武汉战疫有关图片新闻

进行艺术提炼。

在此之前，我虽然围绕某一个特定

的选题创作过不同系列的主题画稿，可

是从如此宏观的维度展现一个重大事件

还是首次，对我而言是不小的挑战。

创作中，我无意画一个个具体的人，而

着意于武汉战疫中的不同群体。医务人员、

人民子弟兵、警察、医院建设者、社区工作

者、志愿者、快递小哥、厨师、教师、记者、居

家的市民等等，都是我描绘的对象。

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以不同的方式

抗击疫情，都是平凡的英雄。在作画手法

上，我以线条造型为主，融合了素描、版画、

中国画的多种技法；在作画风格上，去粗取

精、省去繁缛的细节刻画，尽量做到人物的

形神兼备，但有一点特别之处是画稿中的

多数人物形象都戴着口罩，也让武汉战疫

100幅主题画稿有了特殊性和纪念性。

整个创作过程激情满满。当时家里

没有专门的画纸，我就用普通的打印纸

替代；没有专业的画笔，就用普通的钢

笔。我利用晚上的时间，描绘武汉战疫的

一幕幕。每一幅画，几乎都是一气呵成。

这若是在平常，是不敢想象的。

那时我时常要到单位值班。有一次，

两张画稿忘记放到抽屉里，晚上回来时，

发现画稿被女儿涂得乱七八糟。我又气

又恼，想好好教训一下她。可是看着女儿

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和那调皮的坏笑，我

的心软了。女儿每天不能出门，已经让她

受委屈了。

在这一系列画稿中，我专门描绘了

女儿懒洋洋坐在沙发上看图画书的样子，

以及身边的各种玩具；还有女儿在厨房里

跟着奶奶学切菜的模样。她有两天叫嚷着

到外面吃好的，我很是心疼，于是专门又画

了一张孩子睡觉梦见美食的场景。不仅是

我的女儿，武汉多少孩子不是这样呢？

每每画完几幅，我就把画稿拿出来，

在微信朋友圈“秀”一下，师友们纷纷点

赞，也提了一些中肯的改进意见。我觉得

不是自己一个人在画，而是很多人在和

我一起“画”。

2020年 4月 8日，“封城”76天的武

汉终于“解封”。而此时，我的 100幅战疫

主题画稿全部完工。幸运的是，其中 20

幅画稿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回想武汉战疫的那些天，我目睹了

我们的城市，从最初的惶恐不安到坚定

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而

普通百姓不畏困难、守望相助、患难与

共，也让人印象深刻。

当前疫情并未结束，愿本书能传递

出更多抗击疫情的正能量。

武汉那 天我画了 幅战疫画
书吧

因陈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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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全球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暴发和流行，深刻影响着世界各

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世界格局秩序走势。未

来重大传染病以及各类突发事件将成为

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的重点和难点。

医学变革日新月异，在当今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我们既面临着历史

性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不

得不思考如何从新的角度和更高的视野

上，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化健康威胁；如

何跨越医学、社会、政治等各领域的孤

岛，促进交叉融合；如何防患于未然，真

正提高健康服务能力、降低维护健康的

负担和成本；如何多维度关注公共卫生

的未来发展、保障人民健康，实现健康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等。

美国公共卫生学泰斗、医学社会史

先驱乔治·罗森的《公共卫生史》一书提

供了一剂良方。本书自 1958年问世以

来重版不断，早已成为公共卫生学的标

准教科书、永不过时的医学经典。

“公共卫生”这一概念随着社会的进

步而深入发展，以健康为宗旨的内涵得

到不断延伸，从最初探索传统传染性疾

病的起源到今天研究慢性非传染性疾

病的井喷现象，从应对日益频繁和剧烈

的重大疫情和突发事件到探索生物安全

以及“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公共卫生

与健康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起

到了积极作用，并成为当今全球治理的重

要组成部分。而把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放在第一位是公共卫生的核心。

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是科

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

发展和技术创新。公共卫生这一在人类

对抗传染病、流行病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事业，不同于普通的医疗服务、临床治

疗，重在通过预防、监测、宣教等方式促

进公众健康。保护社区群体免受传染病

的侵袭以及保持环境卫生，始终是公共

卫生计划中的重要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乔治·罗森对新的科

学方法和治疗手段是否与传染病的实际

减少有关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许多重要

的传染病在人们发现具体的感染原因或

清楚其传播方式之前就已减少。呈下降

趋势的死亡率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早期卫生改革运动所产生的影响。

“公共福祉是最高的法律。”乔治·

罗森认为，对于一个现代国家而言，保护

并促进民众的健康与福利被认为是其最

重要的职能治理，群体的健康应该综合

考虑科学依据、社会整体的经济条件发

展、人文价值观以及老百姓的可接受度

等综合因素，充分构建基于政治、经济、

社会及伦理考量的公共政策。

他指出，真正的问题和真正的解决

之道在于农业和工业的经济发展、有效

的行政服务的建立，以及广大人民的教

育水平的提高。公共卫生体系，尤其是

“现代化的疾控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是

一个系统工程，不仅仅与公众健康有关，

而且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共安全

以及社会的公平正义，需要整个社会全

方位参与保障公众福祉。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

乃至全球的公共卫生又走到了一个历史

关口，何去何从，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与思

考。所有思考与审视，都将是公共卫生

乃至人类社会明天的一部分。

公共卫生何以发展？
因人类疾苦而诞生，为所有人健康而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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