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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在休整了几日后，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副主任医

师、正在援疆担任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

产科主任的陈守真又要出发了。

就在今天，他所在的上海援疆医疗队

将奔赴距离喀什五六百公里之外的和田

县、莎车县，开展为期4天的巡回义诊。

提到喀什二院，许多上海医生不陌

生。十多年来，依托上海30余家三级医院

“组团式”援疆，一批又一批上海医生奔赴

这座位于中国最西部的边陲城市，开展医

疗帮扶工作。身为上海市第十一批援疆医

疗队的一员，已经在喀什二院度过六个月

的陈守真带领当地医生开展妇科恶性肿瘤

的诊治工作，对良性疾病进行微创治疗，并

成功完成了单孔腹腔镜下复杂全子宫切除

术和子宫内膜癌分期手术等高难度术式。

“填补空白技术，精进已有技术，这里

还有更多患者等着我们。”陈守真说。

患者要么不来，一来多半是
急危重症

就在不久前，喀什二院产科团队成功

开展南疆第一例单孔腹腔镜下妊娠合并巨

大卵巢囊肿剥除术，这场手术的主刀者正

是陈守真。

23岁的孕妇海女士突发剧烈腹痛，B

超提示，其右侧附件区可见近15厘米的囊

性包块。迎接新生儿的喜悦瞬间转为惊慌

失措，年轻的准妈妈不由担心：这个“坏东

西”会不会影响宝宝？

“患者很年轻，虽然良性囊肿较大，但我

们在做手术时会尽全力保留卵巢，以此保障

患者的生活质量和今后的生育能力。”陈守

真坦言，诸如单孔腹腔镜等微创手术在上海

已经开展得比较普遍，但在当地，这类手术

还很少涉及。在当地，要开展这类手术，不

仅需要一名外科医生，更需要一个团队的配

合。于是，在麻醉科团队的协作下，陈守真

一边手术，一边带教，最终与喀什二院产科

主任医师玛依拉一起顺利完成了这台手

术。手术后，海女士恢复良好，医生定期给

予保胎药物，母胎一切正常。

一名上海的妇科医生，到喀什要“掌

舵”整个产科，陈守真坦言，起初心里没底

很忐忑。“受限于当地的生活环境和经济条

件，许多产妇的产检与保健意识没有完全

培养起来，一些本来能够早发现、早治疗的

小问题，一不小心会拖成‘大麻烦’。”抵达

不久，陈守真就发现一个情况：患者要么不

来医院，来的多半是急危重症。就在不久

前，他们刚接诊一名孕八周合并脑梗的孕

妇。此外，先心病合并妊娠期高血压、妊娠合

并血栓等危重症孕产妇也不少。

想办法送医上门，打通服务
群众健康“最后一公里”

犹记得多年前，喀什地区的疑难危重患

者只能去乌鲁木齐寻求救治，而今，喀什二院

的名声在全疆远扬，甚至有北疆的患者慕名

远道而来。得益于上海首创的医疗人才“组

团式”支援，喀什二院在医院管理、科室建设、

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不断完

善、提升。

就拿陈守真所在的产科来说，背靠复旦

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强大的技术后盾，沪疆

两地的产科培训一直没间断，如今，医生们在

此开展工作已得心应手。

尽管医院整体诊疗能力不断提升，但陈

守真明白，这离打通服务当地群众健康需求

的“最后一公里”还有距离，尤其是达成“三降

一提高”（降低传染病发病率、降低孕产妇死

亡率、降低新生儿死亡率、提高人均寿命期望

值）的目标，还需要加把劲。

“‘三降一提高’中，有两项任务与产科

息息相关，我们责任重大。”陈守真和队友

们发现，当地患者健康观念、就医意识还有

待提高，“在这里当医生与上海不同，我们

不能光坐在诊室里等患者来，我们得想各

种办法送医上门。”每个季度，上海的援疆

医疗队都会到喀什下属各县开展巡回医

疗。帮助县级医院解决棘手难题，已成为

队员们的常规工作。

来自莎车县的一位孕妇令陈守真印象很

深。这名32岁的孕妇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合

并肺动脉高压，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按照

诊疗原则，这种情况必须马上停止妊娠，否则

将危及孕妇性命。”陈守真记得，当时无论怎

么做工作，孕妇很坚持，一定要生下孩子。

孩子要救，妈妈也要救！围绕这名孕妇，

上海援疆医疗队队员们走到了一起。中山医

院心内科医生、新华医院心外科医生、瑞金医

院麻醉科医生、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新生儿科

医生，会同陈守真一起进行多学科讨论治疗

方案。终于，在这名孕妇孕29周时，救治团

队为她进行了剖宫产，母子平安。目前，新生

儿正在喀什二院新生儿科的暖箱里接受悉心

照护，不日将回家与父母团聚。

“提升当地百姓的健康意识，提升危重孕

产妇救治能力，一切依旧任重道远。”陈守真

说，目前无创DNA产前检测已落地南疆。他

计划在自己援疆的一年半中，与当地医务人

员携手建立起“产前诊断中心”，为更多准妈

妈的优生优育保驾护航。

利用国庆假期，上海援疆医生陈守真深入县城巡回义诊

在最西部边陲城市护航妇儿健康路

医线故事 ·连线援外医生⑤

十多年来，依托上海30余家三级医院“组团式”援疆，一批又一批

上海医生奔赴喀什，开展医疗帮扶工作。图为援疆医生陈守真（右）在

进行手术。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李晨琰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

时刻即将到来，过去几年里，接二连

三的诺奖作家对中国出版界和读者而

言都是陌生的新人。以2021年获奖的

古尔纳为例，在得奖前，他的小说没

有出版过中译本，除了一本收录非洲

现当代短篇小说的集子里收入了他的一

则小作品《博西》。学者罗岗在一次讲

座里回忆，他对古尔纳这个名字最初的

印象来自一部文学评论集，当时他没机

会读过古尔纳的任何小说，完全不知

道这位作家。在过去的两年里，得奖

后的古尔纳有10部作品被陆续译介，

即便如此，他在大部分中国读者认知

中仍是个“未知”“神秘”的作家，最

近一期的思南读书会中，当作家赵松

和译者魏立红提问现场是否有读者读

过古尔纳的小说，无人举手。

围绕诺奖的高关注度，与读者接受

“冷门”诺奖作家之缓慢迟疑，形成戏

剧性的对照。那么，诺奖对作家的选择

为何与大众背道而驰？这些被诺奖推到

公众视野中的作家，比如古尔纳，他们

的“被发现”对文学、对现实有着怎样

的意义？

文学奖的“用处”

诺贝尔文学奖的结果是带有偶然性

的，与其计较它的权威性，倒不如说，

它扩展了全世界读者对写作和作家的认

知——这是许多作家、译者和评论家的

共识。一位经验丰富的外国文学编辑总

结，作家们越是商业化成功、公众知晓

度高，就越是远离了诺奖，米兰 · 昆德

拉是这样，村上春树也是。

作家赵松认为，虽然诺贝尔文学奖的

评委会封闭又老龄化，很多时候授奖词几

乎是陈词滥调，还在前些年曝出丑闻，但

它依旧有忤逆主流、和大众背道而驰的勇

气。最明显的表现是在2019年颁给饱受

非议的汉德克，可见它在文学判断的层面

是极为自信和强悍的。

有书评人和读书博主认为，频繁地选

择冷门作家，这恰是彰显了文学奖的“用

处”，它不断地给全世界的读者打开新的

窗户，让人们了解多样化的文学样态和文

学前沿的模样。阿列克谢耶维奇、托卡尔

丘克、安妮 · 埃尔诺和古尔纳这些作家得

奖，激发读者在阅读中重新认知文学何

为，重新思考写作的使命。

关键词是“文学”

赵松分析古尔纳的写作特色时谈

到，诺奖的选择不是为了平衡文学的地

缘政治，这位非洲作家最吸引人的并不

是他的族裔身份或写作题材，而是他无

与伦比的叙事技法，他得奖是纯文学的

选择。

古尔纳的第一部长篇 《离别的记

忆》 是“成长小说”，技法却极为成熟。

他写坦桑尼亚海边小镇的一个少年，陷

在看不到希望的生活中，父亲家暴母

亲，妹妹自甘堕落。作家用平静的语调

写绝望的环境，他笔下没有愤怒，也回

避男主角的内心世界，他用平淡的叙事铺

陈无可救药的父亲，让人窒息的小镇，把

一整个特殊的小世界展开在读者面前。从

一开始，古尔纳的写作风格就很有辨识

度，他用多声部、多层次的叙事，打开

了丰富的叙事空间。他用多样化的叙事

艺术讲同样的事，讲事件中被牵扯的不

同人的不同状态交织。他不写任何大事

件，但是沉着地把读者拉入叙事空间的

深处，体会一个个特定个体的生命经验

如何慢慢展开。但他又擅长写得很疏

离，就好像隔着贴着玻璃看一群人，近

在眼前又触摸不到。

译者魏立红注意到，在古尔纳的小

说里能感受到英语文学史的纵深。他的

代表作之一《砾心》，是对莎士比亚剧作

《一报还一报》的改写，在莎剧的框架里

写1960年代一个东非家庭遭受当权者的

戏弄分崩离散。他的小说中唯一以女性

为主角的《多蒂》，很有野心地和英国文

学史形成互文，热爱阅读的女主角读到

的第一本重要的书是 《大卫 · 科波菲

尔》，因为她的非洲裔身份，她被嘲笑

“看不懂狄更斯”，这个好强的女孩通过

阅读狄更斯、奥斯汀和康拉德的作品来

塑造自己。古尔纳曾说过，《多蒂》是他

所有作品中互文性最强的一部，他用文

学的方式呈现一个没有过去的人在文学

中找到自我。

以写作对抗被简化的历史

古尔纳小说里的人物，大多是以往文

学作品和官方历史中“看不见的人”。他

在1980年代中期写出《多蒂》，女主角是

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黑人，通过这个18

岁女工的视角，读者看到从一战到1960

年代的半个世纪里，三代移民在英国无法

扎根的飘零史。在古尔纳写这部作品时，

几乎没人写发生在英国本土的黑人的故

事。以及，在同时期非洲作家的作品里，

女性尤其穆斯林女性的形象，几乎是缺失

的，没有多蒂这样有极强自主意识、主动

构建个体身份的现代女性。

多蒂出场时，是一个风尘女的女

儿，不知道父亲是谁，母亲也不愿告诉

女儿有关她的家庭和上一辈由来的故

事。多蒂在英国出生、长大，但因为肤

色，她被开除“英国人”的身份，永远

被视为异邦人和外来客。多蒂不断地通

过身边知情人的回忆口述，钩沉了一段

私人的家族史：一战时期西印度群岛的

贫民怎样被充入军队又被带到英国的港

口，那些一无所有的黑皮肤的人们怎样

在伦敦的诺丁山形成移民社区，白人流

氓怎样摧毁了黑人在诺丁山的栖息地，

在英国街头沉沦的黑人移民后代怎样怀

揣着梦想奔赴美国又最终梦碎哈德逊河

畔。读者和多蒂一起“发现”了这段20

世纪上半叶殖民统治下，跨越了非洲、

欧洲和美洲的底层迁徙的历史，这些在

口述中代际转移的生命经验，在西方国

家正史中是被忽略的。古尔纳创造了多

蒂，她就像一个耐心的向导，带着一无

所知的人们深入了不被书写的历史的密

林中。

这是古尔纳进入诺奖视野很重要的原

因，他的写作抵抗着被简化的历史。他反

复写微不足道的人们，写家庭故事里的耻

辱和秘密：多蒂的外公逃难离开阿富汗，

母亲沦落风尘，弟弟横死于纽约；《砾

心》塞利姆的母亲为了救护家人而委身于

当权者，后续为了家庭平安和儿女出路，

持续与对方苟且，父亲无力反抗，在长久

的隐忍后出走……那些苟活下来的弱者，

在古尔纳的作品里拥有了形象和声音。这

些“窝囊人”是被边缘化的，但他们同样

拥有梦想，有鲜活的灵魂。古尔纳揭示了

作为弱者的一生，并不只有痛苦和挣扎，

他们因为对身边人的倾听和重新认知，达

成灵魂之间的包容共鸣，这是“成功者叙

事”看不到的普通人的自我拯救——无

法改变现实的弱者，至少夺回了讲述的

权利。

以古尔纳为例，被诺奖“发现”的作家
对文学和现实有着怎样的意义？

■本报记者 柳青

中秋国庆假期，上海南京路步行街游人如织。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上海公安机关在全市启动高等级社会面防控勤务，加强对大客

流景点及其周边重点区域的安全管理工作。图为黄浦公安分局交警

在外滩指挥交通。 本报记者 赵立荣 通讯员 乐凌浩摄

（上接第一版）

用于多种疾病防治，科学界
对    期待更多

那么，随着全球逐渐走出新冠疫情，是否

意味着mRNA研究将就此打住？并非如此！

多名科研人员昨天接受采访时表示，mRNA

研究热有望进一步开启。

有研究人员称，mRNA技术路线的意义

就在于，作为一种储备研究技术，它有助于帮

助人类在面对突发传染病时快速制备出相应

的疫苗。不止于传染病领域，有观点认为：

“这些技术不仅彻底改变了疫苗学，更是蛋白

质疗法的典范转移，未来还可应用在其他病

毒疫苗、个人化精准癌症治疗、人类免疫缺

陷，甚至罕见病等疾病领域。”

在全球，这一研究领域当属时下热门。

“除了新冠，流感、艾滋、肿瘤等疾病领域，也

试图利用这个技术路线开发相关预防性的疫

苗，以及治疗用的创新药物。”应天雷告诉记

者，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已有不少科研人

员投入mRNA方向的研究。

就在今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教

授章雪晴团队也相继报道了有关mRNA的两

项研究工作。深耕靶向mRNA递送系统研究

逾10年，章雪晴告诉记者，与当前mRNA技

术研究领域的火热不同，她入行之初，整个

mRNA研究领域尚处于“冷板凳”时期，一度

不被看好。“因此，当得知为mRNA疫苗快速

研发奠定基础的两位科学家斩获今年的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我们作为相关领域的

研究者也倍感振奋。”据章雪晴介绍，眼下，以

mRNA为代表的核酸生物技术在更广泛的疾

病治疗领域被寄予厚望。不过，核酸药物作

为一种外源药物，其进入人体内发挥作用还

需要克服多重阻碍，包括不稳定性、免疫原

性、靶向效率差、内涵体/溶酶体逃逸难、转染

效率低等，这些也是该领域的研发核心。

复印机旁的友谊，成就“冷板
凳”迎来聚光灯的传奇

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背后也包

裹着一个励志的故事，两位获奖者的科研人

生被反复提及。尤其是考里科，她对mRNA

进行了持续40年左右的研究，曾一度被科学

界认为是“走在一个无聊的死胡同里”。

考里科1955年出生在匈牙利的东部小

镇，1972年考入塞格德大学，这是匈牙利最

著名的大学之一。1985年，她与丈夫及2岁

的女儿从匈牙利搬到美国。然而，等待她的

是一条无比坎坷的学术道路。1990年，考里

科第一次为mRNA项目申请科研经费，结果

被拒。1995年，由于她接连申请不到科研基

金，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要将她“扫地出

门”。与此同时，她还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最

后，她不得不接受宾夕法尼亚大学对她降职、

降薪的要求，这才得以留任。

直到1997年，考里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

学院的公共复印机旁，遇到了刚加入医学院的

新教员、38岁的韦斯曼。韦斯曼1959年出生

在美国，他的大部分研究经历投入传染性疾病

领域，尤其对艾滋和流感这两种传染病感兴

趣。两人开始攀谈并介绍自己的研究，复印机

旁的友谊成就了一段佳话：彼此成为对方最重

要的科研伙伴。两人由此开启的合作之路，将

考里科又一次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因为，如

果没有科研经费以及实验室的接纳，考里科

可能再次面临“扫地出门”的危机。2005年，

两位科学家发现通过修改RNA基因序列中的

单个碱基，可以让其不会产生炎症，这一重要

成果发表在知名学术期刊《免疫学》上，对推动

mRNA应用产生了里程碑意义。

然而，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人依然

籍籍无名。直到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全球

暴发，mRNA疫苗横空出世，这对科研伙伴也

从幕后走向台前，“冷板凳”迎来聚光灯。

“到底哪些研究是重要的，我们没办法由

当下的结果来推导。科学世界固然充满着偶

然、意外，但专注科学探索的过程、追逐好奇

心的兴趣、孜孜以求的投入等科学精神，始终

令人敬佩，值得学习。”一名科研人员谈及本

年度诺奖首个揭晓奖项时，这样对记者说。

因新冠疫苗一战成名，    研究热还将持续
（上接第一版）瞄准了如此火热的票仓，上海更多新建

剧院将目标定位在音乐剧领域。

比如位于黄浦江畔的西岸大剧院，也聚焦现象级

音乐剧剧目的驻演。来自上海大剧院的运营团队从试

水音乐剧《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文版开始，未来将出品

更多大制作，以此服务西岸大剧院。“引进海外老牌经

典音乐剧，推出IP改编音乐剧，这些都在推动中。”西

岸大剧院副总经理叶飞告诉记者。

多语种+“含沪量”，引进剧目与原创
剧目接连上演

不久前，记者在音乐剧《爱情神话》排练厅中看到

跳探戈、踢踏舞、爵士舞的演员身影，听见音乐人彭飞

为此剧创作融合多种风格的曲目，还有大量沪语对白

与唱段，尽显海派文化的兼收并蓄。这部音乐剧根据

邵艺辉编导的电影《爱情神话》剧本改编，10月初在临

港演艺中心完成试演后，将于10月5日至8日在上海

文化广场首轮演出6场，让本地和外地观众都能感受

到浓浓的上海味道。

“我曾在伦敦西区的剧场里发现，很多音乐剧、舞

台剧都源自我们看过的电影。那时候我就在想，等中

国的电影上映后，能不能将其搬上舞台？在上海，这一

切都将成为可能。”音乐剧《爱情神话》是导演徐峥监制

的首部音乐剧，用他的话说，上海有成熟的剧场观众、

成熟的专门演出音乐剧的剧场、成熟的音乐剧演员和

成熟的制作团队，“所以当我们想把一部电影改编成音

乐剧时，可以马上组队让它实现”。

从“含沪量”很高的演员阵容，到剧目中大量使用

的上海话对白和唱段，还有自行车接送、爷叔们扎堆、

菜市场唠嗑等充满上海市井气息的场景，音乐剧《爱情

神话》处处彰显上海文化，也是上海原创IP在舞台上

大爆发的一个绝佳案例。正如该剧出品方上海文广演

艺集团总裁马晨骋所说：“近年来，上海文广演艺集团

推出的‘全沪语’舞台剧《繁花》系列大获成功，音乐剧

《爱情神话》又是一部讲述上海故事的舞台作品，我们

希望它能吸引全国观众来上海，在音乐剧的语言中听

懂上海故事。”而依托“爆款IP+顶级团队+全新创制”

的号召力，音乐剧《爱情神话》还计划前往各地，向全国

观众传递上海的文化气韵。

如果说《爱情神话》的编创过程体现了上海作为文

化源头的蓬勃创作力，那么接下来的申城舞台将成为

文化码头，迎来更多不同语种外语剧目的全面开花。

其中既有英文原版音乐剧《泰坦尼克号》《过去五年》

《音乐之声》《曾经》《玛蒂尔达》，也有俄语原版音乐剧

《恶魔奥涅金》、法语原版音乐剧《唐璜》等非英语语种

音乐剧，将为沪上观众带来风格迥异的视听盛宴。

“在我看来，上海观众完全具有欣赏多语种音乐剧的

审美能力。比如，我们在2014年和2016年相继引进德

语音乐剧《伊丽莎白》《莫扎特！》，2018年引进西班牙语音

乐剧《卡门 ·古巴》，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费元洪介

绍，上海文化广场多年来致力于引进多语种音乐剧，而呈

现不同异域风情的音乐剧，在上海也总能找到喜爱它的

观众，这正是一座亚洲演艺之都开放包容的底色。

剧场剧目双上新，引来观剧“特种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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