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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舅”是援湖北医疗队年轻队员对盛京医院第三心血管内科病房主任庞文跃教授的昵称，
2020年2月12日至3月28日庞文跃支援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在重症
病区战斗的那段日子。

从武汉回到沈阳后对日记进行梳理，庞文跃决定把日记公开出版，《庞文跃援鄂战地日记》
以汉英对照的形式“向世界展示一位战疫医生的真实记录，呈现武汉战疫的诸多细节和感悟”。

对于战地日记的内容，庞文跃记忆最深刻的是一位八旬患者的救治过程；让他最难忘的是
武汉重症病例清零的那一天。

作为重症医疗队员，庞文跃和辽宁援湖北重症医疗队队员一起战斗了45天，凯旋回沈阳后
一起集中隔离了14天，书中附上两批辽宁援湖北重症医疗队队员155人的姓名、单位、支援湖
北的时间，“包括重症医疗队队员在内的辽宁援湖北医疗队是武汉战疫的主角，他们是这本书
讲述一个个故事的主人公，所以可以说这本书的作者是155人甚至更多。”

昨日，庞文跃教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门口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一本战地日记“作者”为啥多达155人

这三个半月多少悲痛、多少紧
张、多少感动，其中还有盛京医疗队
的豪爽、幽默。这日记讲的是当时、
当地、当事人的心情和事情。是历史
的细节，让历史告诉未来。——日记
摘录

中国著名心血管病学家胡大一教
授在给得意门生庞文跃的日记写序
时，多次提到盛京医院医疗队把东北
人的豪爽幽默乐观带到了武汉：日记
里不断出现盛京医疗队医护人员的豪
爽语录，“只有进了病房，才能有大闹天
宫的感觉”，“都到这了，还有什么算事
儿？”

作为主动请缨参加重症医疗队
的心血管病专家，庞文跃对日记内容
记忆最深刻的是武汉重症病例清零
的那一天，“作为重症医疗队员，之前
的请战、出发、参战、返沈，目标都是
为了同一个目标——武汉重症病例
清零，其间的汗水、泪水、艰辛、付出、
期盼，也是为了这个目标，所以我对
这一天记得最清楚，感受也最深，那
天应该是2020年4月24日。”

2020 年 3 月 28 日，庞文跃随辽宁

援湖北医疗队从武汉回到沈阳，在集
中隔离的日子，庞文跃一直在朋友圈
记录着武汉新冠肺炎病例增减的情
况：3月 31日，武汉重症病例 493；4月
1日，武汉重症病例 432；4月 2日武汉
重症病例397……

重症病例的数字一天天地飞速
减少，20 多天后，武汉重症病例就全
部清零，得知这个消息后，庞文跃在
朋友圈用最简洁最直观的文字和表
情符号来表达此时的心情：今日武
汉，牛。

“回沈阳后发的朋友圈，也是我
战地日记的一部分，虽然没收录到日
记里出版。武汉重症病例清零，作为
战斗了 45 天的重症医疗队队员的我
可以认为，武汉战疫应该是正式结束
了，剩下的普通患者的治愈只是时间
问题了。当时用最简洁的记录反而
更能表达我的所思所想，面对胜利不
用说太多话吧。”庞文跃笑着说：因为
我在 3 月 18 日的日记就写了，当时我
们病区的危重症患者屈指可数，一群
白衣斗士，拔剑四顾心茫然。那时候
我们已经预计胜利就快到来了。

最难忘武汉重症病例
清零的那一天

记得入院时，你说了唯一的一
句话“我 13 岁就当兵了。”相信你是
一名战士，至少在与病毒抗争的这
段日子里，你表现出了战士般的坚
韧。——日记摘录

当说起日记还有哪些内容让他
印象深刻，庞文跃说：一名八旬女患
者的救治过程让我感触很多，多次
在日记中记录了抢救的过程，这名
患者在和病毒的抗争中表现出来的
坚韧激励我们去英勇作战。

85 岁的老奶奶，新冠肺炎合并心
功能不全、肾功能不全、高血压、糖尿
病、陈旧心肌梗塞、重度贫血……面对
病情如此复杂的患者，多名医护人员
全力进行抢救，“专门为老人安排的值
班表就排了66人次，为了准确听诊掌
握患者的病情，盛京医院呼吸科主任
赵立把耳朵贴到了患者胸部，患者躁
动碰了赵立的口罩和面屏，导致赵立
的面部皮肤局部暴露，医生面对患者
时顾不上自己的风险。”庞文跃说：我
在日记中全面地记录了最真实的战疫
场景，通过日记的出版能够让更多 的
人了解我们赢得战疫胜利的过程和付
出。

虽然患者表现得非常坚强，但
遗憾最终发生的时候，庞文跃以细

腻的笔触记录了当时的感受：你走
了。终未能战胜凶恶的病毒。时间
定格在 2020 年 3 月 15 日 22:43，你入
院的第 16 天零 5 小时，我们接管第
四病区的 1 个月零 14 个小时。

这名八旬女患者在与病毒抗争
中 表 现 出 来 的 坚 强 让 队 员 感 触 很
深，得知老人不幸离去的消息后，大
家在微信群里为她送别，也在心里
为她点燃了蜡烛，为生命之坚强而
感叹。“所有奔赴武汉的白衣战士需
要这种坚强来支撑，需要一种信念
来鼓舞。”庞文跃说。

庞文跃在日记里专门标注了病
区零死亡的记录，这既体现辽宁重
症医疗队的治疗技术水准，同时也
是对参战医护人员的一种激励，这
名重症患者不幸离世中断了病区零
死亡的记录，但没有消减庞文跃战
斗的激情，他把目光投向整个武汉
的大战场，他认为黎明前的静悄悄
预示着胜利正在来临，他在日记中
接着写道：武汉疫情数据低位徘徊，
新 增 确 诊 病 例 连 续 3 天 固 定 在 4
例。重症患者数量持续下降，剩余
2878 例。转来的人数没有预想那么
多，也许是黎明之前的静悄悄吧。
从头再来！

八旬患者的坚韧
支撑白衣战士英勇战斗

前几天你知道我在武汉后，你
说“ 这 么 大 的 事 ，我 怎 么 会 不 知
道？”老爸没有回应。带着疑问，
你才能学会思考。希望在你的成
长中，不要期待完美。但爱、乐观、
毅力与责任必不可缺。——日记
摘录

《庞文跃援鄂战地日记》一个显
著的特点是“汉英对照”，每个对拼
页都有汉语和英语相互对应，一页
是汉语加照片，与此对应的一页是
英语。

“用汉英双语出版这本书，我考
虑的是外国朋友阅读此书，可以向
他们展示中国医生在支援武汉抗击
疫情期间的真实工作记录和心路历
程，能够增加外国朋友对中国人民
同心抗疫的深入了解。”庞文跃说：
增加了英语翻译，这本书的工作量
一下子增加了许多，但是能够向世
界全面呈现当时武汉救治患者的真

实情况，多付出的努力是值得的。
此书的译者庞轾轩是庞文跃的

儿子，庞文跃多次在日记提及儿子，
有时候看到年轻队员的坚守付出，
他想到儿子作为更年轻一代以后会
承担更多的责任；在日记中，庞文跃
也回忆了这些年来和儿子聚少离多
的缺憾，但他坚信孩子离家求学以
后会有更大的成就。

2020年3月5日，庞文跃在日记
中“祝儿子17岁生日快乐”：

17 年聚少散多，相处的时间远
比和同事相处的时间少。2003 年
孩子在北京出生，之后发生非典疫
情，52 天大的孩子被送到了内蒙
古。2004 年支援盛京医院工作结
束后，我从家里偷出北京户口本将
工作单位从北京同仁医院转到盛
京医院。从此，与儿子只能在周末
见面，我在哪儿开会，他就随他妈
妈飞到哪里和我见面。一周两天

见面的好日子没持续几年。上小
学后不能随处走了，一周两天的见
面也勉强维持到一周一天了。6 年
前他说服了妈妈，决定外出见见世
面，从此也开始一年只有几次的见
面。

“我儿子小学毕业后就到国外
上学了，现在读高中了，我的日记由
他来翻译最合适，正好让他看看爸
爸在武汉的工作情况。”庞文跃说：
孩子对汉语、英语都比较掌握，但翻
译没有按照原文一字不差地翻译，

“因为我在日记中引用了好多典故，
用的成语也很多，所以翻译大多数
是意译，只要外国朋友能读懂，那就
是最好的翻译了。”

从日记内容的当事人到日记出
版的翻译者，庞轾轩以这样的方式
了解了爸爸在武汉战斗 45 天的点
点滴滴，更加佩服爸爸的冲锋上阵
的勇气。

儿子翻译日记 向世界展示援湖北医生真实工作

凌晨第一批队员即将杀入战场，
为了缓和队员们的紧张情绪，昨天培
训后叮嘱大家，“遇到什么困难，随时
告诉我们的队长赵立或者我，你们叫
我老庞、庞哥、庞舅都行。”“叫我庞舅
者，明年 4 月请你们重返武汉赏樱
花。”——日记摘录

在 2020 年 3 月 4 日的日记里庞
文跃写道：“外甥女”馨羽喊我下楼和
她们打羽毛球。已经多年没时间锻
炼了，加上手头有事，就没有出去。

庞文跃比很多队员年长许多，
但庞文跃是医疗队最活跃最幽默
的，在生活上在工作中，他处处为
年轻队员着想，吃的喝的穿的，他
都上心，哪名队员有心事，他积极
开导，他在日记里在朋友圈发的最
多的就是队员的责任付出、乐观向

上 的 状 态 ，队 员 亲 切 称 他 为“ 庞
舅”。

除了和年轻队员打成一片，庞
文跃通过在工作和生活中的细致
观察和思考，为年轻队员加上了

“激情、责任、乐观”的标签，“我认
为这次战疫考验了年轻一代的责
任担当，在平时看不出来他们的
力量，在大事来临的时候，年轻人
冲上去迸发出来的能量让我很欣
慰，以后他们能堪当大任。”庞文
跃说。

因为和队员们有着深厚的战斗
情谊，庞文跃在整理日记出书的时
候，就想着把辽宁重症医疗队队员
的名字写在书里，“最初的版本是每
名队员都上了一张照片，还有姓名、
单位、支援时间、支援哪家武汉医

院，后来出版社说容量太大了，最后
不得不把每个人的照片拿掉了。”庞
文跃说：“在沈阳时我们是同事，在武
汉时我们是战友，包括重症医疗队队
员在内的辽宁援湖北医疗队是那场
战疫的主角，他们是这本书里一个个
故事的主人公，所以可以说这本书的

‘作者’是155人甚至更多。”
《庞文跃援鄂战地日记》即将出

版的时候，正值新冠疫情在个别地
区有所反复，对于如何应对，庞文跃
非常自信地回应：“在武汉最艰难的
时候，我们努力拼搏成功抗疫，现在
这点情况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已
经计划 3 月 25 日重返武汉赏樱花，
在我们凯旋一周年3月28日那天回
沈阳。”

辽沈晚报记者 吉向前

一本书的“作者”为何多达155人？

本报记者专访庞文跃教授 他向世界展示战“疫”医生的真实记录

本报记者专访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第三心血管内科病房主任庞文跃教授。本版图片均由辽沈晚报记者 王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