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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病毒

■相关链接

病毒与人类如影随形，时刻成为人类的威胁，而我们除了知道一些奇怪的
病毒名称之外，却对它们知之甚少。这里，我们带你关注“病毒的故事”。

《三体》作者刘慈欣说过这样一句话：“当我们尽情畅想宇宙的种种可能
性时，关于人类自身，我们却依然所知甚少。”是的，我们常常仰望浩瀚的星
空，做各种伟大的梦，却不知在病毒面前，我们有时只不过是“地球的虫子”。

有些作家比我们走得远，比如写了《血疫：埃博拉的故事》的理查德·普
雷斯顿，比如创作了《亚特兰蒂斯2：末日病毒》的A·G·里德尔，无论纪实
还是科幻，都描绘了一个个令人恐惧的病毒世界。这些作品犹如“惊悚小
说”，虽给你带来阵阵寒意，却也能解除你对未知世界的不安。作为生活在

“地球村”的人，我们有必要了解病毒，因为文明与病毒之间，可能“只有一
个航班的距离”。

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

2014年至 2015年，被称为“世纪瘟疫”的
埃博拉病毒在西非大陆爆发，这也是40年来该病
毒爆发史上地域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疫情最严
重的一次。世界卫生组织紧急宣布，此次疫情为

“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警告说“没有一个
国家能对埃博拉完全免疫”。

其实，这并不是埃博拉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
野。早在 1992年，理查德·普雷斯顿在 《纽约
客》上发表了长篇报道“高危区的危机”，叙述
了非洲埃博拉病毒的缘起以及1989年其在美国本

土的疫情。1994年，以该报道为基础，普雷斯顿
推出了《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他通过长达数
年的深度采访，极具临场感的大量细节，以及出
色的文学技巧，使得这部非虚构作品获得了强大
的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20多年来，《血疫》被
翻译成30多种语言，销售300多万册，已成为有
关埃博拉病毒最具影响力的非虚构经典之作。

《血疫》出版后，很多评论称其“比惊悚小说更
惊悚”。美国惊悚小说之王斯蒂芬·金是这样评
价的：“《血疫》的第一章，是我这辈子读过最

可怕的。结果，后面还有更可怕的等着呢。这本
书最让我惊讶的，就是它能一直保持这种节奏：
你读得越多，头皮就越麻。”

根据危险程度，病原体的生物安全等级一般
被划分为4级。艾滋病病毒是2级，SARS病毒是
3级，而埃博拉病毒是4级。所谓的4级高危病原
体，就是没有疫苗和治疗方法的致命病毒。从某
种意义而言，《血疫》 是一本“人命关天”的
书，同时也关系着人类的无知、贪婪、勇气和牺
牲，以及我们面对大自然时的敬畏。

《血疫》“人命关天”

《血疫》 一书作者理查德·普雷斯顿，1954
年生，系美国非虚构作家、《纽约客》 撰稿人。
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英文博士学位，师从著名
的非虚构作家约翰·麦克菲。

《血疫》一书责编、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张吉
人说，普雷斯顿是美国非虚构写作非常重要的
一位作家，他非常喜欢科学性的题材。比如他的
第一本书 《第一道光》 是天文学题材，《血疫》
是一部关于埃博拉病毒的经典非虚构作品，以至
于大家一谈到埃博拉，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血

疫》。
《血疫》一书写到最后，普雷斯顿曾对埃博

拉病毒做出如此“预言”：“它还会回来的。”联
想到 2014年至 2015年的埃博拉疫情，这句话确
实意味深长。

虽然是一部非虚构作品，但《血疫》的文学
性非常强。普雷斯顿跑了很多地方，采访了大量
的人，有一定非虚构写作经验的作者，看了这本
书都会非常佩服他。

这本描写埃博拉病毒缘起的作品获得了巨大

的成功，长踞《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畅销书榜首
达61周。普雷斯顿也因此获得了美国疾病控制与
预防中心颁发的防疫斗士奖，他也是有史以来唯
一以非医师身份获奖的得主。

张吉人还透露，2014年 10月，美国著名导
演雷德利·斯科特 （曾导演 《异形》《火星救
援》）宣布，将与福克斯电视台合作，制作一套
有关埃博拉病毒的新剧。该剧改编自《血疫》一
书，斯科特除了导演该剧之外，还将担任执行制
片人。

《火星救援》导演斯科特的新剧关注埃博拉

相信每一个中国读者，在阅读病毒这类题材
的 作 品 时 ， 都 会 有 深 切 的 体 会 。 2003 年 的
SARS，已经给每个人上过一课。进入 21 世纪，
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都如此紧密的时代，世
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对另一个国家发
生的疫情完全免疫。

对于病毒，除了纪实，人们还充满想象。比
如A · G·里德尔的科幻小说《亚特兰蒂斯2：末
日病毒》，便进行了大胆的科学幻想：“1918年横
扫全球，估计五千万人丧生的西班牙流感如今卷
土重来，这次疫情更加严重，24小时内感染 10
亿人，将近90%的感染者会在72小时内死亡……

工业化国家纷纷封锁边界、宣布戒严，政府宣称
只有一种奇迹药物‘兰花素’能够对抗这场病
毒，并将所有病人隔离至‘兰花坊’接受治疗，
但死亡率仍不降反升。凯特在惊险万分的逃难途
中，辗转与两名科学家共同研发治病疫苗，却发
现自己脑海中逐渐浮现另一个神秘女科学家的记
忆，这段记忆带领着凯特逐一修正疫苗，没想到
这支疫苗却给人类世界带来全体退化的危机。”

人类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我们的祖先如
何一次次逃脱毁灭性的史前大灾难，从食物链的
底端进化为“万物之灵”？里德尔的小说融合了
大量的真实历史与科学幻想，对亘古以来的人种

进化之谜做出了大胆而不失依据的猜想。
关注自身，读者还可深入阅读舍温·努兰的

两本书《死亡的脸》和《生命的脸》。这位耶鲁
大学医学院外科学、医学史、医学伦理学教授，
站在医学的角度，用哲学家的宽厚和历史学者的
审慎，清晰地阐述了生与死的定义与意义，让这
个本来属于医学领域的话题，具有了浓厚的哲
学、伦理学的意味。

阅读有很多种，这些作品能让我们深入了解
自己和我们所处的世界。

据《深圳晚报》

人类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

埃博拉 （Ebola virus） 又译作伊波拉病毒，是一种
十分罕见的病毒，1976年在苏丹南部和刚果（金）的埃
博拉河地区发现它的存在后，引起医学界的广泛关注和
重视，“埃博拉”由此而得名。

它是一个用来称呼一群属于纤维病毒科埃博拉病毒

属下数种病毒的通用术语。是一种能引起人类和灵长类
动物产生埃博拉出血热的烈性传染病病毒，其引起的埃
博拉出血热是当今世界上最致命的病毒性出血热，有很
高的死亡率，在 50%至 90%之间，致死原因主要为中
风、心肌梗死、低血容量休克或多发性器官衰竭。

埃博拉病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