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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我们在等你”，伦敦响起编钟声
公益歌曲 MV《黎明的编钟声》刷屏，背后有什么故事———

“永不言弃，当你听到编钟声响起，

站在黄鹤楼上……黑夜终将过去， 黎明

总会到来……”这几天，一段在伦敦金融

城录制的公益歌曲MV《黎明的编钟声》，

刷进了不少人的朋友圈，MV中， 中英政

商界、教育界、科技界人士齐聚伦敦金融

城图书馆大厅， 忽然钢琴和编钟合奏的

音乐声响起，人群中有人唱起第一句，随

后散布在人群中的歌者一句接一句唱出

对武汉的祝福， 尤其是海外歌者用普通

话说出“武汉，我们在等你”时，许多人的

脸上露出了感动的神情。

记者获悉，这则MV是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录制的“共同战‘疫’，命运与共”公

益歌曲《黎明的编钟声》英国版。 歌曲由

15名青年学生和英国音乐人菲比·海恩

斯共同创作演绎， 用音乐表达英国人民

对武汉人民、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支持。

《黎明的编钟声》最初由比利时钢琴

家尚·马龙与武汉音乐制作人何浏携手

创作，英语歌词则由尚·马龙和英国作词

人罗伯特·穆雷后续共同完成。 上月中

旬，尚·马龙和15位相隔万里的武汉市民

隔空对唱《黎明的编钟声》，他们中有学

生、教师、医务工作者、金融机构职员等，

视频发布以后快速突破百万浏览量。 英

文版本的《黎明的编钟声》随后上线，也引

起社交媒体的刷屏。

乐曲巧妙融入了荆楚大地独特的编钟

之音，结合钢琴演绎，谱写编钟与钢琴、中

外和鸣的乐章。尚·马龙与中国有着不解之

缘， 上世纪90年代末他就曾在中国发表专

辑， 到访中国超过150次，2010年上海世博

会期间， 他还曾与中国歌手共同演唱比利

时馆主题歌《我们的歌》。 当听到疫情在中

国暴发的消息后，尚·马龙立刻向自己的所

有中国朋友表示关心， 其中就包括在武汉

土生土长的何浏，两人一拍即合，萌生了用

音乐为武汉加油的想法， 旋律的主线正是

采用了武汉最具代表性的古典打击乐器之

一———编钟。在后期视频制作时，还融入

了黄鹤楼、樱花等武汉元素。

“夜走了，天亮了。 天空和钟声一同

醒来了。 樱花在温暖的春风中飞扬。 武

汉，我们在等你。 ”这是尚·马龙在《黎明

的编钟声》里的一段中文独白。在MV中，

中国抗击疫情的画面也投影在伦敦金融

城图书馆大厅里， 中国医护人员的忘我

付出，穿着防护服示意加油的动作，患者

在病床上向医护人员敬礼的画面， 以及

各界万众一心抗疫的镜头， 辅以武汉春

景的航拍，预示着花之季已经到来，人们

齐心协力， 必将战胜疫情看见明媚的春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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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硬核力量”也有“温暖瞬间”

战“疫”中的上海有太多值得书写

《第一时间———写在春天的上海报告》即将出版，著名作家何建明接受本报专访时说，

“上海”二字本身就是一种行为方式和精神创造，是一种动力、一个“状态”

“一个偶然的因素，我被留在了这

座城市里。 自 1 月 15 日驻沪，50 余天

与上海同渡疫时，我相伴于她的身旁，

时时感受着疫情中的特殊上海。 ”昨

晚 ，“上海书展·阅读的力量 ”2020 特

别网聚“悦读时刻”线上直播活动在多

个平台同步播出，著名作家、中国作协

副主席何建明与网友分享了自己创作

《浦东史诗》的心路历程，他在接受本

报记者专访时谈到，纵观整个大疫，再

看上海，哪怕他以一个“外人”目光和

内心全部感受而论，“不得不说大上海

的的确确有更显耀眼的风采， 那种大

气、精致、细腻、宽宏、无私的品质，全

都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来。 ”

鼠年春节前抵沪后， 何建明一直

住在浦东的酒店， 但他作为报告文学

作家的“雷达”一直没歇着。 刚刚完成

了 20 万字文集《上海表情》讲述他疫

情期间生活在沪的日常点滴后， 眼下

他正在创作报告文学新作 《第一时

间———写在春天的上海报告 》， 预计

12 万字，4 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

“如果说前者是私人化的日记，后者则

是呈现上海各战线抗疫故事的全景式

实录。 ”从“一级响应”到 3 月，上海无

论在防控和医治患者方面， 何建明都

愿意用眼下时尚的 “硬核” 二字来形

容。“尤其是第一时间果断而全力的采

取措施，始终全神贯注、开足马力，上

海站在保护这个城市和 2400 多万人

民生命，以及支援武汉、严控复工后疫

情 ‘回流’ 和防范疫情境外输入等方

面，真乃可圈可点，许多方面令我感动

不已。 ”

“第一时间 ”的判断
与决策， 上海垒起防疫
“钢铁长城”

“一旦发现问题，立即采取措施，

毫不含糊，这就是上海在做的事情。 ”

在一线抗疫的专业人士这样说。

如何表现上海“第一时间”的速度

与责任？何建明在《第一时间———写在

春天的上海报告》里，从上海“一号病

人”切入，既讲述了上海第一例新冠病

毒感染者的“来龙去脉”，也将全景梳

理上海各条战线的抗疫现场，“在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疫”中，上海在疫情防

控阻击战中第一时间迸发出硬核力

量！”何建明感慨，上海拥有 2400 多万

人口，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之后，

许多人把可能的第二个疫情“暴发地”

悬挂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头顶上。 这并

非“空穴来风”———上海不仅是开放程

度最高的国际化大都市， 还地处中国

东南沿海的中部， 是经济最活跃的长

三角核心地。 而当一场不测的风暴与

未知的疫情来袭时，“第一时间” 的反

应，“第一时间”的判断与决策，将决定

整个战役的成败。

在全国疫情尚处“火苗”的阶段，

上海已垒起了防疫的 “钢铁长城”，为

全市阻止疫情争取到宝贵的时间。 正

如何建明前不久在《上海抗疫的“第一

时间”》一文中所描述的，1月20日当他

读到国家卫健委确认上海首例输入性

确诊病例的新闻，“心惊了一下”———

“病毒这么快就传染到了上海呀！转念

又想：这么大的上海，出现个把病例，

也属‘太正常不过’的事吧。 后来我知

道，正是从这一病例挂上‘号’后，整个

上海就在第一时间开动了防控机器，

甚至精确到每一个细节。 后来有人嘲

笑‘上海人怕死’，这其实是因不了解

上海人做事风格而产生的极大误会。”

而到了返城与复工潮来临的阶

段，“作为重要交通枢纽的上海虹桥机

场与车站，它的压力之大，关联到人口

最多、 流动最大的整个长三角地区何

等影响！为了上海，更为了长三角和全

中国，上海人可以说真拼了，拼得远比

屏牢时要累得多、苦得多。 ”何建明此

前以案头工作为主， 他透露接下来的

一个月里，将奔赴医院、社区、机场、车

站等搜集更多细节。

为人民创造幸福 、

安宁和美丽的城市 “守
护者”们，理当获得礼赞

“对个人来说，出生在什么样的家

庭、 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活与成长绝

对很重要；而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生

活在什么样的城市和这个城市有什么

样的水准其实已经关联到我们的生命质

量问题了。 一场大疫使得这样的问题更

清晰地搁放在我们每个人面前。” 何建

明坦言， “什么样的管理水平和治理能

力， 就有什么样的城市。 对做得好， 又

为人民创造幸福、 安宁和美丽的城市，

理当礼赞。”

在乌云密布、黑云阵阵的疫情中，谁

在如此“硬核”地保卫这个城市？ 新书将

文学聚光灯投向了一批“守护者”———有

与病魔较量的医务工作者， 有为城市正

常运转而奋斗的劳动者， 有战斗在社区

疫情防控第一线的工作者， 有自发投身

抗疫战斗的志愿者……他们不分职业、

无问年龄、众志成城，齐心协力打赢这场

疫情防控阻击战。

回忆起 17 年前那场 “非典” 战役，

“文学老兵”何建明接受了到前线采访的

任务，每天不能回家，蜗居在西四胡同一

间房子里过了两个来月。眼下，在上海酒

店的“宅”生活里，何建明从另一角度打

量、理解一座城市和人、和自然的关系。

从酒店窗口眺望黄浦江景， 船只不复往

日热闹， 但平静中透着有序，“我用眼睛

观察， 用实感体验， 无论是黄浦江上的

船、 酒店楼下的小猫还是打扫卫生的服

务员，都给我心灵的触动。 我看到的上

海表情 ，凝重的 、平静的 、温情的 、到位

的……这座城市的严谨和果断， 精细的

城市管理，是我的亲身体验。那些闪着灯

光的大楼和居民区， 给这个摒牢的城市

重新点燃了生机与爱的活力。 ”

上海这座文学富矿 ，

召唤着作家持续挖掘

最近几年， 何建明一口气书写了多

部与上海息息相关的“城市传记”———既

有全景展现浦东开发成就的 《浦东史

诗》，也有纪念建党 100 周年的《革命者》

和抗疫实录 《第一时间———写在春天的

上海报告》等。

自 2018 年 11 月出版以来，《浦东史

诗》累计发行了近五万册，其文学笔触直

抵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最前沿，以沾泥土、

冒热气、 带露珠的浦东建设者们的动人

故事，再现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而《革

命者》 则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牺牲的革命先烈， 包括中共上海地下党人

捍卫初心的伟大事迹。

“上海是一首激昂高扬、 催人泪下的

交响与史诗。 写上海是一件幸运的事， 除

了有机会认识那些伟大建筑、 知道它们的

出生过程和肌体结构外， 更重要的是认识

了许多参与上海建设的人物， 他们真的应

该被历史记载和人类认识。” 在何建明看

来， 一些作家对上海的书写远远不够， 关

于这座城市的挖掘写作不能流于简单化、

脸谱化。

如果只看到摩天大厦而不知建设它们

的人的身形以及他们为之流下的汗水与泪

水，那只等于翻了翻上海这部本书封面，内

容其实你没有看。 “城市在变化，文学也在

变化，上海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应有与之

匹配的文学书写。 我们当然需要关注

普通人日常生活、 具有亲和力的记忆

文学；同样，我们也需要大刀阔斧的大

历史写作，以饱满的激情，书写上海的

成长与飞速发展， 乃至在特殊疫情期

间的使命担当与无私奉献。 ”

在何建明的文学发现里，“上海”

其实是一个动词———“上海”二字本身

就是一种行为方式和精神创造， 是一

种动力、一个“状态”。 “这座城市靠近

大海，没有勇敢的行为，没有创新的锐

气，没有坚韧的意志，历史和自然的浪

潮早已将它淹没与湮灭。 ”他认为，当

我们重新认识上海这个概念， 会发现

它有着极大的历史意义、 现实意义和

未来意义。

文化

15 名青年学生和英国音乐人菲比·海恩斯日前在伦敦唱响公益歌曲《黎

明的编钟声》，用音乐表达英国人民对武汉人民、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支持。

（图为活动视频截图）

荩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 全市广大妇女

同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 ， “巾帼不让须

眉 ”， 坚定撑起 “半边

天”。 3 月 8 日 18 时 38

分， 黄浦江两岸的上海

城市地标以及各区标志

性建筑、 重要商圈同时

为抗疫的家乡女儿亮起

粉红灯光。

茛上海广大医务人员义无反顾、 主动

请战支援湖北，在前方日夜奋战，以精湛技术和医者仁心全力救治患

者。 图为仁济医院 ECMO 团队队员出征武汉前和同事拥抱告别。

荩为保障医护物资

供应，沪上不少企业纷纷

转产竭尽所能贡献力量，

紧急增加或调用生产线，

生产口罩、防护服等紧缺

物资。图为上海三枪集团

投入口罩生产线，缓解口

罩紧缺情况。

▲疫情发生以来，公

安干警 、外卖小哥 、环卫

工人等始终坚守一线。上

海白领特地在写字楼设

置了免费餐饮柜，“投喂”

这些城市的守护者，让奔

波的他们感受到暖意。

荨上海强化精准服务，

在严格落实防控措施前提

下，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复市。

图为中建八局定制接送专车

接回返岗工人参与临港新片

区若干重大项目建设。

茛上海坚持从严从紧

防范境外疫情输入风险，在

每一个流程、 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不能有

丝毫松懈麻痹和疏漏。图为

浦东机场工作人员对入境

航班结束检查后进行消毒。

制图： 冯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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