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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家随笔

庚子年正月廿六，为了准备疫情防控期间北邮的线上教学工作，清晨我就

赶往学校，从东门进入校园。步行至时光广场时，浑身已经被寒风吹透，须臾

之间便融入校园的空旷、寂静和寒冷之中。驻足时光广场，瀑布冻结而断流，

因疫情而关闭的图书馆门前的封条格外醒目，寒风中的银杏树枝像一把把利剑

冲天而望，只有那伟岸的时钟还在精准地发出宏亮的报时声……。 转身沿校

园主路往南走，猛然间这世界一片通亮，原来到了中心花园。一道霞光正从主

楼顶斜洒而下，瞬间，把蜿蜒于空中的各式树木枝杈镀上一层淡淡的金色，交

叠投射到花园的土地上，任由阳光在枝头与树影间流淌。哦，春天来了，我顿

时感到，暖流正在大地中升腾，春雷就要在天空中滚动，春暖花开就在前方。

在寒风中驻足时光广场的时候，我似乎回想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波澜壮阔

的全过程……，这次肺炎疫情无疑是令人恐惧的。有人说，尽管这起疫情给中

国社会的打击是沉痛的，但是反过来，这却是中国社会经济的一次整体急刹车，

它让我们停下了奔忙的脚步。给每个人足够的时间沉思，给每个人足够的时间

回望。朋友，你是否主动反思过这场疫情带给我们的生命教育、道德教育、科

学教育和信念教育？

在这样厚重的问题面前，我们不妨首先反思，责任对于个人意味着什么？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时代背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有道是，家

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在严峻的疫情面前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个人和家

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始终是紧密相连的。我们最大的责任和

使命来自于国家、民族和社会。

一个月以来，面对令人恐惧的疫情，原来离我们视乎很远的家国情怀，突

然间走进我们的生活，走进我们的家庭。我们被数以万计的奔赴疫区的最美“逆

行者”所感动，“不计报酬、无论生死”，这是 90 后写下的铁血誓言。短短八个字，

一刹那把精致的利己主义砸得粉碎！他们无疑是这场战役中最了不起的民族英

在时光广场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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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但他们自己却说“哪有天生的英雄，只不过是一群孩子，穿上了一身战衣，

学着像前辈那样勇敢”。国难思良将，在危急关头，钟南山耄耋之年以身涉险，

挂帅千里出征，让国人为之泪目。朋友，从 90 后到 30 后，年龄跨度超过半个

世纪，究竟是什么信念凝聚起如此磅礴的战斗力量？答案无疑是四个字 ：中华

民族！

一百多年前，少年周恩来就发誓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百多年后，

我们也经常告诉青年朋友们要为民族之振兴而读书。读书不是为了成为精致的

利己主义者，也不是为了成为显赫的权贵和富豪，而是为了用知识、良心和骨

气担当起国家、民族和社会赋予的责任。这种责任担当不是要求每一位知识分

子都成为英雄，而是要求在公共灾害和群体性误读面前，知识分子必须具有爱

国爱民、尊重科学、从容不迫、决不妥协的精神风范。

我们还要反思，亲情对于个人意味着什么？

疫情发生以来，我们纷纷按疾控要求闭门锁户，回归家庭，亲情迅速被压

缩到一个称之为家的小小空间里。家庭和亲情的独立感和完整性从来没有像今

天这样真切和鲜明。事实上，家庭从来都是我们生命、生活和灵魂的港湾。没

有什么地方能够代替家庭的温暖、宁静和随意 ；而亲情是无形的，没有人能说

清楚她的模样儿；同时，亲情也是无偿的，没有人会让你为亲情付出物质代价；

亲情还是无尽的，她无时无刻不在陪伴着你。朋友，亲情供养了我们的生命与

生活，你是否感受到亲情还在滋养着我们的灵魂？为了带着生活的温度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