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告诉周围的朋友我要做一集关于

1988 年甲肝的纪录片时， 他们的第一反

应都是： 你是上海人， 这件事你应该也是

当时的亲历者吧。

但说实话， 那时的我年纪太小， 对于

这场疫情唯一的记忆竟然是那年 1 月份有

次在亲戚家吃饭， 一大桌子人围着一个圆

台面热闹吃饭的景象， 众多菜肴中似乎确

实有一盆毛蚶， 后来听说有几位亲戚确实

得了甲肝， 但具体看病的情况就完全不清

楚了。

当我为了制作节目再次查找资料时，

才发现我记忆中的两三名得病的亲戚， 其

实是全上海 30多万患病病人中的一员。

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的上海， 在当时

的医疗条件、 居住条件之下， 一场在超大

城市中爆发的疫情的患病人数居然会达到

30 多万这个数字， 我实在难以想象当时

的上海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解决随之而来的

一连串问题， 并且最后顺利解决、 防控住

疫情的。 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 我开始寻

找各种线索和采访嘉宾。

在开始准备这部名为 《山河无恙———

中国疫情档案》 的系列纪录片时， 总导演

朱宏老师就反复强调， 我们除了要讲好每

集的故事， 还要紧扣“中国在面临重大疫

情时采取的防治举措， 公共卫生体系逐步

建立的过程， 应对机制不断改革完善的过

程”。

其实每一次疫情也是一次次的经验积

累， 尤其当我们开始策划这部纪录片时，

正是新冠肺炎在武汉肆虐、 刚启动封城之

时， 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回顾历次发生的

疫情， 给观众梳理出一个更大更完整的版

图， 了解这几次疫情对于国家整个卫生体

系的建立分别积累了哪些宝贵的经验和教

训。

在查找资料时， 我首先找到了一篇由

《解放日报》 记者沈轶伦老师撰写的文章

《1250 万人口， 30 万人感染， 32 年前上

海这样战胜“疫情”》， 其中有大量详实的

数据和故事回顾了这场甲肝风波。 我在第

一时间联系到了沈老师， 本想通过她找到

当年参与报道过第一则甲肝爆发新闻的相

关 《解放日报》 记者， 但被告知当事人早

已去世。 沈老师又向我推荐了另一位新闻

界的前辈， 那就是时任 《文汇报》 记者、

现在已经 80多岁高龄的郑重老师。

在参与了许多 1988 年甲肝的一手新

闻报道之后， 他还在之后撰写了报告文学

《黄色龙卷风———上海甲肝大流行采访纪

实》。 在得到这个重要情报之后， 我从网

上下载到了这篇报告文学， 阅读完之后深

深感觉， 这篇文章真的是记录当年疫情的

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其跌宕起伏的过

程不亚于一集电视剧， 甚至一部电影。

当天电话联系了郑重老师， 他就爽快

地答应了采访要求。 与此同时， 在 《黄色

龙卷风》 中我发现了一名当时关键的医护

专家， 那就是时任上海市传染病医院的院

长巫善明。

而上海市传染病医院， 正是这次新冠

肺炎中， 上海收治确诊病例的定点医院上

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前身。 抱着试试看

的心情， 当我在搜索引擎中寻找关于巫善

明老师的名字时， 意外发现年过八旬的他

至今仍在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一线工

作， 负责各类疑难、 重症肝炎的诊治工

作。 最终， 通过上海卫健委的牵线， 我们

联系到了当年的“巫院长”。 虽然上海的

甲肝风波过去已经超过 30 年， 但他仍然

对很多当时的细节记忆犹新， 也为我们披

露了许多第一手的细节， 还提供了许多当

年的照片资料， 让我们大为感动。

之后， 本集的另一位导演郝晓霞找到

了一位当年身患甲肝疾病的病人胡芷苓阿

姨。 凑齐了病人、 记者和医护专家之后，

我们还在片库中找到了 2013 年我们频道

的口述历史栏目 《往事》 录制的一期当时

的副市长谢丽娟回忆讲述甲肝大流行的珍

贵资料。

另外， 在集团下属的上海音像资料馆

的支持下， 我们还找到一大批当年的新闻

和历史资料， 极大程度地还原了疫情从开

始到爆发到解决的完整过程。

回到做片子最初的疑问， 当年的上海

总人口只有 1250 万， 究竟是如何控制住

这场患病人数超过 30万的疫情的？

在梳理历史、 采访当事人时， 我们意

外发现， 虽然当时全上海的病床位数只有

5.5万， 但上海市政府在患病人数突增时，

启用了许多工厂礼堂、 会议室、 招待所、

文化馆和已经放假空置的学校来安置病

患。 而这些举措不正是如今“方舱医院”

的雏形？

最终， 正是在市政府的积极应对措施

下、 在各类医护人员的奋力救治下， 以及

全上海人民做好个人卫生工作、 防止口粪

传播的积极配合下， 这场本来被某些专家

预言将会在夏天卷土重来的“黄色龙卷

风” 最终被扑灭在春天， 并且再也没有大

范围地袭击过上海。 （导演： 金莹）

之前在厦门拍片， 有人点了一盆毛

蚶， 那盆菜几乎没动， 就是夹起来的人

也边吃边说， “吃这个总有心理阴影，

还是不吃了。” 接下来人们就开始回忆，

“之前， 我一个人就能吃一大盆！ 那个鲜

哦……” 我对生猛海鲜并不感兴趣， 听过

也就算了， 但是， 当我开始参与 《狙击甲

肝》 这个项目， 这段对话却立刻浮现在我

的脑海里， 挥之不去。

这个片子里需要一位当年甲肝大暴发

的亲历者。 我有一个群， 里面有老上海各

方面的专家， 无知无畏的我随手就发了一

条消息， 问谁有这样的经历， 可以接受我

的采访。 过了一会就有一位胡阿姨在群里

回复我的消息， 她愿意接受采访。 过了一

会群里另外一位老师发我消息： 胡阿姨能

接受你的采访， 是给你大面子了， 上海人

谁都不愿意想起那个时候的。 我似懂非懂

地回复： 知道了。

在采访的过程中， 还没说几句话， 胡

阿姨就红了眼睛， 采访一会， 胡阿姨就忍

不住问， “能不能停一下？ 我有点激动。”

随着采访的深入、 对背景知识的了

解， 以及现在新冠状病毒的肆虐， 我开始

理解摄制组老师们虽然怀念鲜美的口味，

但依然能控制的住筷子； 我更能理解胡阿

姨泛红的眼眶， 胡阿姨得知自己被感染的

不可思议，担心家里人安危的恐惧，害怕传

染给别人的忧心，还有送走女儿儿子，在丈

夫上班后， 只有一个棍子面包当午餐的孤

独……而这样的日子， 一过就是一个多

月。 现在我也是小孩的妈妈， 设身处地地

想， 这么长时间， 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

胡阿姨讲到最后说： “我非常自豪地

讲， 我虽然得病了， 但我非常自律， 没有

把病传染给身边的其他人。 现在的疫情

下， 我们带口罩都是非常自觉的， 不是我

们怕死， 这是自律。”

做完这集片子， 面对肆虐的新冠病

毒， 我突然心里很轻松。 有对病毒的科学

认识， 有自律的生活习惯， 还有政府的强

大支撑， 又有什么坎是我们过不去的呢？

在此， 还要特别感谢在特殊时期还积

极配合我们纪录片的拍摄， 前来参与录制

拍摄的各类亲历者、 学者和相关工作人

员； 感谢上海音像资料馆提供了最新研究

发现的珍贵疫情影像资料； 感谢上海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 上海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复旦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等单位的大

力支持。 （导演： 郝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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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简介：

由优酷和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联合出品的纪录片 《山河无

恙———影响中国的疫情档案》 （以下简称 《山河无恙》） 共分五集，

每周更新一集。

《山河无恙》 以甲肝、 血吸虫病、 鼠疫、 流感、 非典等重大公共

卫生防疫事件入手， 以历史之例， 解当下之问。 从 “隔离” 到 “全民

爱国卫生运动”， 从 “大卫生” 体系建立到疫苗的研发推广， 到临时

医院的建立， 每一次重大疫情的应对， 都是对中国公共卫生系统的自

省和进化， 也体现了一代代防疫医务工作者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

“

”

应对各种流行病， 我国都曾

做出过哪些努力取得过什么样的

经验？纪录片《山河无恙———影响

中国的疫情档案》 带观众探寻我

国防疫的历程。 该纪录片从重大

公共卫生防疫事件入手， 通过权

威专家解读、亲历者倾情讲述，结

合国内外一手历史资料， 重现重

大疫情以及面临疫情时所实行的

重要举措， 展现公共卫生系统逐

步建立、完善的过程，梳理百年中

国防疫史。

人类发展史就是和传染病不断斗争的

历史。 从百年前的烈性传染病， 到今年在

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 每一次重大疫情的

应对， 都是中国公共卫生系统的自省和进

化。

今年新冠肺炎在全国肆虐， “隔离”

“封城” 成为春节期间备受关注的名词，

这些手段其实在百年前就被使用。 防疫中

必不可少的口罩也是诞生在百年前的东

北。

这次疫情在国内能够迅速采取措施，

得到有效的控制， 也是基于在历次防疫战

中积累的经验。

《山河无恙》 用 5集的篇幅为观众讲

述了中国历史上所遭遇过的重大疫情， 以

及面临疫情时国家所实行的重要举措， 展

现公共卫生系统逐步建立、 完善的过程，

也是一代代防疫医务工作者奉献精神的真

实写照。

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副主任朱

宏介绍， 春节大年初三开始， 主创团队就

开始策划该节目。

筹备节目期间， 正是全市开始居家办

公的时候， 给制作带来很多不便。 复旦大

学公共卫生学院， 上海市疾控中心， 公共

卫生临床中心等单位都给予很大的支持，

协助联系专家和亲历者。

制作节目期间， 正逢档案馆、 图书馆

闭馆， 很多资料都无法查阅。 上海音像资

料馆利用各种技术手段， 全力帮助“云搜

集” 资料， 一批首次在国内媒体公开的珍

贵资料将在节目中呈现。

“节目回顾影响中国的几次重大疫

情， 温故知新， 在每次应对危机时， 都是

公共卫生系统不断的进化完善。” 朱宏说。

这次疫情发生之后， 纪录片中心制作

了不同类型的多档节目。 上海广播电视台

纪录片中心主任李逸介绍， 《山河无恙》

是其中一环， 它将目光不仅聚焦于新冠肺

炎的疫情， 还将视野转入更广阔的历史长

河中， 最远从 100 多年前的东北鼠疫开

始， 展现面对疫情时， 中国人的积极应

对。

《山河无恙》 在为观众讲述中国抗疫

故事的同时， 也间接地鼓舞了当下全民战

疫士气。 中国在重大防疫事件上拥有足够

的能力和经验， 也希望将这种信心传递给

全社会、 全世界。

百年抗疫， 回首峥嵘， 不忘不畏， 山

河无恙。

（整理自： 纪实人文频道）

《山河无恙》 第一集 《狙击甲肝》 讲述的是 1988 年发生在上海的那场严重疫情， 本集的导

演金莹、 郝晓霞分享了他们在拍摄及制作时的真实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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