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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驻京记者赫海威于4月8日撰文的标
题是：“任志强被调查，曾撰文批习近平应对疫情不
力。”文内说：“任志强谴责中共庆祝自己在危机期
间取得的成绩，而不是处理其失误，任认为‘这种遮
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
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人权观察
组织（Human Rights Watch）中国部门主管芮沙菲认
为，任志强现已“掉进了党国纪检的无底洞里……该
案有力证明，中国当局对任何表面上的法治都予以制
度化的蔑视。”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公司（NPR）于4月7日评论
说，“中国疫情的批评者正遭受调查……习不容忍别
人逆其意而行，对任采取行动说明他是至高无上，可
以为所欲为。”

4月8日，《星岛日报》美西版在中国要闻页刊登
了“北京公开任志强下落，他严重违法，接受调查，
或定重罪名，面临牢狱灾。”这应是了解中国国情者
的一种推测。

以上是国际新闻界对任志强受押候审的种种批
评，我认为是言之有物，是善意忠言。至今任志强违
纪违法的调查结果尚未宣布。其处查结果，或重处，
或轻判将是一个国内走向的风向标。

国内应有不少明智人士，一些红二代和元老对任
志强所作所为是关怀和支持的，而对习的过分专权有
意见。如对任重判严惩就益加证明习难以接受“忠言
逆耳”，国际上的普遍反应也会是十分反面。任若加
以从轻发落，视为触犯党纪，而非重罪叛国，例如留
党察看或开除党籍，应可赢得国内外普遍的认可和好
评。这说明习头脑清醒，可以力排重判之议，展现了
他明智理性的一面。盼他有自知之明，在时过境迁的
当前，不去做“毛泽东第二”，体认任是中共体制内的
成员，其“初心”正是：爱党、爱国、爱民。不会是，
卖国、害民、叛党。这一定性的认知是关键所在。

四、汪芳女士
汪芳女士年及65，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是

一级作家。据民国《江西省通志》记载，其祖父汪国
镇北京大学毕业，抗日时期遭日军拘捕，拒不屈服，
被日军残杀，年方50，为国捐躯。汪芳实乃忠烈之
后。她以方方为笔名，从今年1月25日（武汉封城后两
天）起持续执笔60天，写成“方方日记”。将困守武
汉两月的所闻、所见、所感的日常生活和遭遇记载下
来，逐日网上发表。这是文学创作，不是学术报告或
是科学论证，不需要数据翔实、理论可靠、取得科研
成果。而这是一篇难能可贵、即情发挥的作品，说出
了一些武汉困守者的心声、烦恼、抱怨和努力。她不
以“代言人”自居，是认真发言，言责自负。在全文
结束时也切实地说，这是“结束”，而非“胜利”。但这
一踏实本分的记录早先受到读者的称颂，其后却导致
了网民的围攻，指其为“阴谋、煽动、抹黑、甩锅”，
说她“扩大阴暗面，忽视胜利果”，并为“海外反华
势力提供弹药，重伤中国。”等到该日记要在海外以
英德两文译本出版的消息公布时，对她的攻击就更是
上纲上线了，她已成为证据十足、百口莫辩的“卖国

贼”了。中共官媒《环球日报》总
编辑胡锡进推断说，方方日记出
版，是用“我们利益的损失为方方
在西方成名买单。”又另投一石下
井地说：“这个时候方方日记被美
国出版商加紧出版，散出的不是什
么好味道。”不久前国内又传出南
京有一书法家出面邀请雕塑家某人
要做一“方方的雕塑像”跪卧在杭
州岳飞塑像面前，无数网民热烈跟
进，视为良招。

美国《纽约时报》于4月15日
刊文的标题是：“方方的武汉日记
和一场政治风暴”。文内说到“在
武汉被新冠病毒吞噬时，中国作家
方方伏案到深夜，写下自己家乡城
市的生死纪事……那是对武汉市民
困在家里11周的恐惧、沮丧和希望
的自然率真的呈现。她的叙述最近
遭到了狂热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严
厉指责，他们说日记的英文出版计
划是对政府的诽谤，破坏了武汉的
英雄形象。”

汪芳自称：“自己既不是想被当做政府的欢呼
者，也不想被塑造成一个满腹牢骚、为反对而反对的
批评者。自己是见证者，日记凸显了医生、环保工人
和互助的邻居的勇敢，同时誓言对渎职官员问责。”
她回答媒体采访时谈及日记海外出版是因为国内出版
商已一一退缩，作品在海外出版是每一个作者乐见的
平常事。她也引用了一位其日记读者的发言：“我相
信一个伟大的国家不会因为一本书的出版就塌掉。
一个自信的政府也不会因为一本书就无端地指责作
家。2020年以及以后的人民状态，取决于本国与各国
政府对待新冠病毒的方式，而非一本小小的方方日
记。”

针对方方日记的遭受围攻，国内有许多名人学
者发话支持方方。作家易中天说：“李文亮是个恪守
职业道德的医生，方方也一样，没忘记自己是作家而
已。”企业家俞敏洪说：“坦率讲，我从方方的文字
中没有读出对于中国有多少否定和危害，倒是觉得
有些批评她的文字显得狭隘而固执。”作家阎连科
说：“方方日记和许多良知记者的书写才是里程碑上
刻字的具体的文字。”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说：“方
方以女性的敏锐和独特的勇气在众所周知的语境中，
尽其所能地讲述围城中的事实和感受。”南京大学教
授丁帆说：“方方日记的文体更切近民众，也更能触
动人心，直抵人的灵魂深处。”此外人大教授王景
新、同济大学教授陈家琪、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唐翼明
及该校另一教授戴建业和湖北大学教授邹贤敏等也都
各有论述，赞美方方。这些反应说明中国有大量的开
明人士能仗义执言，力陈时弊。这显示中国仍有令人
兴奋和充满希望的光明面。

如今国内官方对以网络暴力方式朝向方方的恶
毒用语、人身攻击和安全威胁之论是置身事外，不加

闻问，这不啻是背后撑腰和借刀杀人，其行径助长歪
风，实不可取。中国的领导层需要深思熟虑，主持正
义，改弦更张，开放言论。爱国、救党、护民都在此
一举。

结语
我们常听说，危机当头是危险和机遇并存，掌

握机遇，及时行动，便可化险为夷，“山穷水尽疑无
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否则就会良机顿失，堕入深
渊。中国处理当前疫情要求稳、求进，求成。先将国
内疫情整治下来，并和国际配合、共谋全球抗疫成
功。不要自夸“中国成功模式是世界标准”，而要深
入探讨，何以新冠疫情在中国起步扩散，重蹈了非典
往年失控之覆辙。要把蒋彦勇、任志强、汪芳等吹哨
人视为国之珍宝，让他们大力发挥，为人民发声，为
建国献力。

此时此刻要让年近九旬、医术医德精湛、爱国爱
民心切的蒋彦勇大夫重享宪法赋予的行动自由权利，
恢复其个人应有的基本生活尊严，户不封，亲友到
访，行无阻，天下遨游。更也要提供汪芳和所有作家
自由写作的环境。让他们升天入地，论古述今，想象
丰富，作品动人。

任志强回忆录的结束语内说：“当所有的人都
能发出呐喊的声音，为争取一个更美好的环境而努力
时，这个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美好。”任志强之愿正也
是中国全民之愿。正所谓：

仁人义士不多见，
言论自由要占先。
为民服务非小可，
岂能只说不实践。

（←上接A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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