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宏与老师一起主编了《严重急性

呼吸综合征》。2013 年，H7N9 病毒

突袭时，张文宏也是冲在最前线，他

主动接触 10 余病例，并在第一时间

投入到了抢救工作中。

而在新冠肺炎暴发期间，张

文宏更是忙到没时间睡觉，白天

他参加演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给大家分析疾病，缓解大家的焦

虑。

晚上他牺牲休息时间，写疫情

分析的文章，并在线解答网友对于

新冠肺炎的种种疑惑，经常忙碌到

凌晨四五点，短暂休息两个小时后，

又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除此外，张文宏还是一位非常

有良知的医生，他曾遇到过这样一

位病人，因为家庭贫困对方拿不出

医药费，最终为了治病只能“挪用”

姐姐的学费，张文宏知道情况后，主

动为病人的姐姐捐款 5000 元，并鼓

励她努力完成学业。

不管是张文宏，还是哥哥张

文宇，他们都凭借过硬的专业知

识，在各自领域内辛苦奋战，并

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做出了突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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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浙江瑞安举行

了“百名博士家乡行”的活

动，疫情期间走红的张文宏

教授也受到了家乡的邀请。

不过，让网友惊讶的

是，除了张文宏外，他的哥

哥张文宇也来到了现场，兄

弟二人不仅毕业于同一所

中学，而且还都是博士。这

对博士兄弟在现场互相调

侃，金句频出，台下笑声不

断。

哥哥张文宇上台后，就

拿弟弟“开刀”：“今天我见

到了我想见，但不希望在公

众场合见到的人，那就是张

文宏学弟，因为他的频繁出

现，就表示这个世界还不是

太美好，我们还得加强疫情

防控。”

被哥哥调侃的张文宏

也不甘示弱，上台就开始反

攻：“张文宇同学，超时真是

特别厉害，刚才关于数字化

的建设的理念，我也是第一

次听到，一听就觉得非常靠

谱，这完全颠覆了以前我对

他的认知。”

看过新闻后，观众隔着

屏幕都竖起了大拇指，纷纷

留言说：“兄弟俩太厉害了，

不仅都是行业内的牛人，还

风趣幽默，让人羡慕啊！”

再来看看兄弟二人的

成长经历，真是大写的“励

志”。

张 文 宇 出 生 于 1967

年，他一路走来也是披荆斩

棘。

上世纪八十年代，张文

宇在浙江大学取得了学士

学位后，被分配到了瑞安印

刷机械厂工作，拿到了让人

羡慕的“铁饭碗”。

但张文宇并不是一个

喜欢安逸的人，虽然手里端

着“铁饭碗”，但他的眼光却

很长远，最后干脆辞职，在

瑞安创办了电脑公司，事业

也是做得风生水起。

提到哥哥张文宇，张文

宏教授说了这样一句话：

“起初张文宇同学在瑞安

混，后来混不下去了，跑到

新加坡去了。”

这当然是调侃之词。张

文宇之所以离开家乡瑞安，

是因为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

刚好有个去新加坡深造的

机会。

张文宇顺利进入了在

新加坡排名第二的南洋理

工大学继续求学，他仅用了

3年时间就完成了 5 年制的

课程，最终拿到了博士学

位。

其实留在国外，张文宇

也会有更多的机遇，但他有

一颗赤子之心。学业有成

后，张文宇回到了祖国的怀

抱，先是就职于浙江大学，

后来转入浙江财经大学。

张文宇主要研究方向

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

在学术上也很有成就，先后

发表了国际论文 100 余篇，

在知名 SCI 国际学术期刊

上发表了 80 余篇。

如今的张文宇拥有多

重身份，他是教授、博导、浙

江财经大学人工智能研究

院院长，绝对的高精尖人

才。

从大学毕业生，到拿到

“铁饭碗”的国企员工，再到

创业老板和海归博士，张文

宇的脚步从未停歇过，最终

成为了人工智能领域的领

先者，着实让人佩服。

其实，看完张文宇的人

生履历，你会发现优秀的人

从来都不墨守成规，他们敢

向未来发起挑战，最终一步

步走到了人生巅峰。

张文宇如此优秀，张文

宏自然也不差。

弟 弟 张 文 宏 出 生 于

1969 年，和哥哥的“折腾”不

同，因自幼体质较弱，他从

小就立志要成为一名医生。

学生时代的张文宏是

妥妥的学霸，1987 年从瑞安

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了上海

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

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

张文宏的求学生涯非

常辛苦，他是该校最后一届

六年制的本科生，从本科到

博士毕业整整读了 13 年。

回忆读书的日子时，张

文宏很坦诚地说：“人家正

常大学生，读四年就可以出

来赚钱了，我要多读九年，

而且这九年是没什么钱

的。”

博士毕业后，张文宏又

开始了进修之路，他先后到

哈佛大学医学院、香港大学

玛丽医学院深造。

不过，只有吃了别人没

吃过的苦，才会有机会成为

顶尖人才。

多年的求学生涯，奠定

了张文宏夯实的医学基础，

所以后来的他才会成为一

名优秀的传染科医生。

很多人都是通过新冠

肺炎才认识张文宏的，但其

实近些年每一场感染性疾

病的重大战役里都有他的

身影。

2003 年“非典”期间，张

谈起中国疫苗的安全性，张文

宏说，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创造了

历史上研发疫苗的最终记录，在 1

年时间内，已经走完了疫苗从研发

到上市的全过程。

现在全球范围内急需尽快建立

免疫屏障，否则逃避疫苗保护的变

异株有可能会获得迅速进化，全球

的重启可能会再次延后。现在最为

重要的是迅速推动疫苗的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推进速度决定人类

与新冠肺炎疫情对决的未来。疫苗

接种速度越快，就越能有效控制疫

情，因为病毒变异的速度就难以跟

上疾病防控的速度。

冠状病毒广泛的宿主分布特性

以及自身基因组的结构特征使其在

进化过程中极易发生基因重组，呈

现遗传多样性。根据进化的基本原

理，病毒感染人群后可能会发生变

异，自然会筛选出那些传染力强的

突变毒株，其将更加利于在人群中

传播。

新冠病毒作为一种 RNA 病

毒，复制过程中发生突变的概率还

是比较高的，而当突变积累到一定

程度时，就可能会影响疫苗的保护

力，这个风险是存在的。对此，一

方面包括我国在内的多国科研机

构已经开始密切监测，并且积极开

展新一代疫苗研发以应对新突变。

另一方面，民众应加快接种疫苗，

尽早构建起群体免疫屏障，只有感

染人数明显下降了，才可能降低病

毒变异的速度，最终遏制疫情的流

行。

自从知道张家都是博士生之

后，人们不淡定了，直言：“一个家庭

若培养出一名博士，都已经很厉害

了，一门两博士简直是王炸。”

当然，张家兄弟的优秀，父母功

不可没。

张文宏的父亲是机械厂的工程

师，母亲则是一名小学教师，虽然他

们家谈不上书香门第，但父母对孩

子的教育绝不马虎。

兄弟二人很小的时候，父母给

他们灌输的思想就是“一个人若不

读书是没有前途的”，在这句话的

激励下，他们兄弟几乎是比赛学

习。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读书

成了张家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张家

父母喜欢读书，还会给儿子讲书中

的知识和历史典故等等。

父亲总会直白地告诉他们：“你

们如果不好好读书，将来只能回来

接班，是不会有太大成绩的。”

兄弟二人听后，都牟足了劲儿

学习，他们不想走父亲走过的路，想

拥有不一样的人生。

张文宏读小学时，每次放学其

他同学都去玩耍，但张文宏则不然，

他做完作业还会给自己出数学题来

做，就是希望成绩能够提高，得到父

母和老师的表扬。

哥哥也如此，兄弟俩经常“比”

着学习，在这种良性竞争的激励下，

他们都是名列前茅的优等生。

1979 年，张文宇考上了初中，为

了方便他学习英语，父母拿出两个

月的工资买了一台录音机，在那个

年代这可是一大笔支出，就算是有

钱人家也未必舍得，足见张家父母

对子女的学习有多重视。

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全国掀起

了下海经商的浪潮，在金钱的刺激

下，许多人纷纷辍学选择去创业，当

时的年轻人都非常浮躁。

但张家父母却不停地教育孩

子，不要受外边环境影响，要坚持读

书、学习。正是有了父母的正确引

导，才有了后来的博士兄弟。

父母的言传身教、鼓励和支

持，良好的家庭氛围，成为张家兄

弟成功路上的垫脚石，让他们最终

成长为了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

才。

家庭是孩子人生中的第一所学

校，父母则是孩子人生中的启蒙老

师，张文宏兄弟的天赋固然重要，但

如果没有父母的敦促和引导，他们

未必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张文宏成了家喻户晓的抗疫专

家、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

主任。

张文宇现任浙江财经大学人工

智能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入选浙江省新世纪 151 人才工

程第一层次，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工

智能、智慧政府、数字化转型、智能

制造等。

繁忙的工作让兄弟俩平时相聚

甚少，兄弟俩日常交流话题主要是

父母的生活、孩子的教育、学生的培

养，还有人机融合、中西医结合的群

智医疗前景。

当然，张文宏最关注的还是疫

情。他说，现在国内没有本土病例，

总体上是安全的。但仍然有些外来

病例的输入，也有一些隔离期满后

出现阳性的个别病例，这些情况都

是潜在的风险。

张文宏说起自己最近的生活，

“我的工作基本没什么改变，只是随

着国内疫情的好转，工作也变得稍

微轻松了点。我也有更多的时间用

来给患者看病、休息时看看书了。”

其实，不止是张家兄弟，那些

享誉中外的成功人士，在分享他们

成功的经验时，都会提到原生家庭

对自己的影响，他们背后往往都站

着一对人格健全又极负责任的父

母。

包括钟南山院士也是如此，他

的成功也离不开父亲潜移默化的

影响，在他三十几岁还没有什么成

绩时，父亲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

总要给这个世界留点什么，不然白

来一趟。”

正因为有了父亲的谆谆教诲，终

南山才会刻苦学习，成为一代名医。

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一个人能

够取得成就，20%取决于后天努力，

80%取决于父母的教导。”

身为父母，如果想让孩子有所

作为，须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并舍得花时间陪孩子一

起成长。如此，才不辜负“父母”这个

伟大的称呼。

（《华人周刊》《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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