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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潘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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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一首中外音乐人共同创
作的国际抗疫歌曲《黎明的编钟声》
在社交媒体广为流传。女歌手委婉
动听的歌声感人肺腑，歌曲作者、比
利时著名钢琴家、作曲家尚•马龙

（ Jean-Francois Maljean）这段中文
独白引来中国网友点赞无数——

“很美。即便千里之外，我们也
听到了。”

“很感动人心，我们一起加油！”
“武汉也在等你们，等疫情过

去，欢迎你们来武汉，谢谢你们！”

日前，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一行
来到尚•马龙的家中，听他讲述创作

《黎明的编钟声》的心路历程，感受
到这位 67 岁的比利时老人对中国
深入骨髓的爱。

“让人感动的，是中国所

发生的一切”

谈到《黎明的编钟声》创作过
程，尚•马龙一下子拉开了话匣。

“此次疫情出现之初，我就在
想：这病是什么玩意？碰巧，我有一
个好朋友在武汉，他是音乐制作人
何浏，他跟我讲了很多情况。我曾想
过捐钱，但作为音乐人，我想最好的方式是用音乐传递希望和
祝福。此时，何浏也建议共同创作一首为武汉加油、打气的
歌。”

“当时，何浏一个人在武汉隔离，我们之间一直保持沟通。
他甚至会在晚上给我打电话，算上 7 个小时的时差，他那里应
该是凌晨 3 、4 点。我有时忍不住问：你怎么还没睡？差不多一
周前，我们终于把这部作品做完了。”

尚•马龙特意在音乐中加入了中国特有的编钟元素，在制
作音乐视频时，融入了黄鹤楼、樱花等武汉特色。他与何浏合
写了英文歌词，后者还为歌曲的视频提供了很多图像。为了更
好地传递出创作者的真挚情感，他们邀请英国音乐人罗伯特
•穆雷为英文歌词润色。

得知《黎明的编钟声》受到了中国网友的喜爱，尚•马龙表
示：“我们做了这首小曲子，很高兴它能感动到一些人。我想让
人感动的，是中国所发生的一切，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谈到创作初衷，尚•马龙说，他们写这首歌主要有两个目
的，首先是向他的中国朋友们，尤其是那些奋战在一线，同死
神赛跑、与病毒较量、为生命接力的广大医护人员表达鼓励和
支持。“我的父母都是医生，因此我对奋战在抗疫一线的中国
医护人员非常钦佩，他们非常勇敢，我的心与他们同在。这是
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一些医护人员已经倒下。我说过，如
果这首歌未来能有收益，我们将全部捐出，用于购买抗疫物
资。”

其次，尚•马龙也想借此告诉世界，不该因为此次的疫情
而产生某些偏激的情绪。“病毒才是我们的共同敌人。”

“等疫情结束，第一时间回来”

《黎明的编钟声》得到中国网民的大力点赞。尚•马龙虽然
一再表示出乎意料，但他也对作品充满了自信：“我与中国结
缘了 20 年，我知道中国人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我听过很多中
国乐曲，中国音乐的特点是旋律非常美，而我所擅长的正是旋
律。”

1999 年，为了开拓自己的音乐版图，他第一次来到中国，
并发行了首张专辑，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国的舞台。“我
对中国有种特殊的亲近感。”尚·马龙说，在他眼里，中国甚至
比家乡的城市和村庄，更令他感到亲切。“是音乐拉近了我与
中国的距离。”

尚•马龙坚信中国一定有能力打赢这场战“疫”，因为他在
中国人身上看到了一股“努力开拓一切，总能找到出路”的劲
头。“中国人在任何领域都能取得非凡成就，这与中国人的活
力与意志力密不可分。比如这一次，十天的时间里就建成了一
所新的医院。我相信中国一定能克服眼下的困难，迎来新的辉
煌。”

“我大致算了一下，在过去 20 年里，我至少去过中国 150
次。”作为中国人的朋友，尚•马龙一再强调，待到疫情结束，他
会在第一时间回到中国。采访的最后，他对着镜头用中文说
道：“武汉，等着我！”。

连锁快餐店主厨：

9个人，通宵给医院做了1800份早餐
口述：石在余

石在余今年41岁，是一家快餐连锁店武汉
区的行政主厨。武汉封城后，他报名成为厨师
志愿者，带领团队为一线医护人员、火神山医
院建设者供餐。高峰时，他们每天能接到13000
多份订单，那背后有13000个等着口粮补给的
“前线将士”。支撑石在余每天高强度工作的，
是来自团队的家人的支持：8岁的孩子把他视
为英雄；76岁的老父亲说，如果年轻，会和他作
出一样的选择……

下面，是石在余的口述——
武汉封城后，城里饭店大都关了门，整个

城市对餐饮的需求却非常大，这里仅外来医护
人员就有 4 万多，加上病人、隔离的人，火神
山、雷神山的工人，政府职能部门的人……

当时医院等食堂的员工，很多已提前放假
回家，人手严重不足。武汉市烹饪协会发了招
募厨师志愿者，为医护人员供餐的招募令，我
第一时间报了名，跟团队其他人一说，大家都
很踊跃。

我联系烹饪协会，说我是快餐连锁店大
米先生武汉区域负责人，全武汉我们有160
多家门店，哪个医院需要支持，距离最近的
店就能供餐，而且我们本来就有50家店计划
春节营业，厨师和原材料都有储备，都愿意
贡献出来。

从那时到现在，我们每天为武汉抗疫一线
的人们提供上万份免费饭菜，服务对象包括市
第三医院、第四医院、第六医院、同济医院、协
和医院、长航医院，火神山、雷神山工地，很多
街道办、抗疫指挥部，酒店和隔离点，还有志愿
医疗队等。

最紧张的一夜：通宵做完1800份早

餐

这段时间很多经历都很难忘，印象最深的
要数 2月 18日。

这天晚上过了10点半，我们突然收到消
息，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想订1800份早餐。
一位医院领导打来电话，说其他店都说做不
了，希望你们帮帮忙，我们的医生护士很多天
没吃过热乎早餐了。

我马上召集店长们讨论原材料怎么弄，人
手怎么办，最后决定接下来，我们想满足医生
护士们的这个愿望。

对方要求早 7 点前送到，过了 7 点，医护
人员就来不及吃了。这家医院又在郊区，送餐
要跑 40公里，算算时间，只能通宵。

我们来了9个人，全是店长厨师长，能力都

很强。
先找原材料，1800人用餐，光找1800个鸡

蛋就不容易，还有包子、烧麦、红糖馒头。我们
挨家店搜货，又紧急联系供应商，晚上12点多，
供应商还在给我们送货。

车也得临时找，这么多份餐要找大车，还
得给车辆加急办出城通行证。

设备也不够，锅和蒸饭车有限，只能靠人
力提高效率，我们 9 个人用最快速度加工、打
包、装箱。

忙了一通宵，装车时，我看了表，是 5 点
50几分，6点 40分，1800份早餐送到了医院。

定制菜单：火神山工地、各医院都

不重样

火神山医院建设期间，听说承建的中建三
局人手不够，伙食供应不足，我们主动联系，每
天免费为工地工人提供 700来份饭菜，一直供
到医院竣工。

刚开始，有工人反映饭量少，这是我们没
考虑到的问题，建筑工人体力消耗大，普通分
量的米饭他们吃不饱，我们马上给他们增加了
米饭的量。

根据不同群体需求，我们设计了不同菜
单，比如给医护人员，要多用西蓝花、基围虾等
增强抵抗力、补充蛋白质的食材，建筑工人的
菜单多加大油大荤，病人的菜单又不一样。

有医院订餐很细致，说我们有 80个老人，
菜要做烂点，清淡点，有的会说病人忌口和需

要多吃哪些东西。
后来，医院里一些吃素的人还通过素食协

会找到我们，我就指派了两个厨师专做素食，
还有要吃清真菜的，我们也没问题。

所有菜单每周变一次，一周里每天也不重
复。这个时期，原材料不像日常那么丰富，但同
样的材料可以换不同方法烹饪，比如这次做红
烧肉，下次做梅菜扣肉，再下次辣椒炒肉。

我们还在一些特别节点做了特别安排，比
如在元宵节，专门准备了7000多份汤圆送给医
护人员。汤圆保质期短，粘了不好吃，我们要先
炒好菜打完包，再煮汤圆，做好马上送走，这样
医护人员们吃的时候，口感会好一点。

“三八”妇女节，我们在订单里加送巧克
力，象征美好的情感还能补充体能，员工们在
前一天不忙的时候，给每盒巧克力手写了正能
量的小纸条。

员工累得站不住，但做了有意义

的事

最近，形势开始变好，我们的订单量从高
峰的一天 13000多单，减少了 3000来单。

不像最初，订单每天都涨，有家店今天一
单 20 份，第二天就接到电话，说增加到 150
份，后天又增加到 300多份。店长给我打电话，
说实在顶不住了，员工们累得站不住。我赶快
跟其他店协调，结果另一家店又打电话求援。

单量非常多，员工有限，每家店都在超负
荷运转，大家一天工作 10个小时，特殊情况更

长。早班 5 点多开始，有时候晚上 12 点还
要忙。

每天送上万份餐，车辆也是问题，有员工
把自己的车、亲戚的车都贡献出来，我们还向
供应商借了大车，外卖平台的骑手也被我们
征用。

封城后交通不便，有员工每天骑共享单车
上下班，单程一个半小时。

身处疫情中心，工作强度又这么高，前期
因为担心员工安全，我焦虑到几天睡不着觉。
我们的 200 多个员工都是响应号召，自愿报
名，加入志愿供餐工作的，我要对他们和他们
的家人负责。

这段时间，每天我都去不同的店，一方面
看食品安全的情况，另一方面看员工的安全保
障工作。所幸直到今天，我们所有员工无一
感染。

平时大家聊起来，每个人都一样，很疲惫，
但觉得为武汉做了些有意义的事。虽然我们去
不了最前线，虽然我们也怕，但还是做了力所
能及的事，蛮充实的。

我爸说，他如果还年轻，会跟我做

一样的事

其实今年春节，我买了 1 月 23 日下午的
票准备回山东老家，我爸年前因为气管炎进了
ICU。结果 23 日上午 10 点封城，当时我心里
觉得很酸楚。

我没跟我爸说自己还在武汉，他以为我回
了重庆的家。直到元宵节前后，他身体好转，可
以下地走了，我才说我留在武汉做公益。

我爸说，那很好啊，他如果还年轻，也会跟
我做一样的事，又嘱咐我多保重。他今年 76
岁，是个农民。

之前有媒体报道了我们团队的工作，有老
家邻居在文章下留言，说我给老家人争光了，
我看了心里挺高兴，感觉受到认可。

最高兴的还是听我孩子讲的话。我老婆和
儿女在重庆，我们每天视频。之前的报道出来
后，听我老婆讲了内容，我 8 岁的儿子说：“爸
爸成大英雄啦！”

13 岁的女儿，学校组织分享身边参与抗
疫的人的事迹，她分享了我的，觉得很自豪，这
也让我很欣慰。我做的这些事在他们心中都是
对的，也算是给孩子做了榜样。

还是要感谢我们企业，支持和认同我们做
这些事情。现在就希望疫情早点过去，我们
160 多家店目前就开了十几家，我盼望社会早
点回归正轨，大家都能开开心心。我相信武汉
马上就会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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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都是医生，

因此我对奋战在抗疫一

线的中国医护人员非常

钦佩，他们非常勇敢，我

的心与他们同在

武汉外卖小哥：

给定点医院送餐，所有人都愿意
47 岁的李小驰是湖北武汉一个外卖站点

的站长，从大年初三开始，他和他的兄弟们共
同完成了一项非常时期的非常任务：为新冠肺
炎定点医院的医务人员送餐。外卖骑手郭天领
是河南人，这个春节他没有回家，本想留在武
汉赚点补贴，却和李小驰一样，成为和这座城
市“共患难”的人。

他们心中也有恐惧，却依然穿梭在武汉的
大街小巷，为一线医务工作者送上一份热乎的
饭、替照顾孩子的母亲采买一些好放的菜、为
惦念爱人的外地小伙传递一片真实的心
意……他们说，付出都是值得的；他们说，天晴
了，太阳出来了，这座城市“肯定就慢慢好起来
了”。

下面，是两位外卖小哥的口述——

能让医护人员吃上一口热饭，不去

心里过不去

口述：李小驰

1月27日，大年初三。我所在站点临时接到
任务，要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武汉大学中
南医院义务送餐。

区域经理说，你问问大家愿不愿去。我说
我愿意，但骑手们可不一定。当时武汉的疫情
很严重，我担心骑手们心态不稳，毕竟害怕是
人的本能。

说白了，做骑手风里来雨里去，骑个电动
车到处跑，都是拼着命挣钱。我这个站点体量
比较大，平时有七八十个骑手，绝大部分都是
外地人。今年春节，有一半人放弃和家人团圆
的机会，留下来就是为了多挣点钱。碰上现在
疫情暴发，让他们义务去医院送餐，我不确定
有没有人报名。

我试着在群里发了个消息：今晚要给中南
医院送餐，哪个愿意去？我说得很清楚，中南医
院是新冠肺炎定点医院，重症病人比较多。没
想到，不到1分钟，有12个骑手报了名。又过了
几分钟，除了平时不怎么看群消息的骑手，基
本所有人都说愿意去。

我真的没想到，这些平时可能为一单两单
纠结半天的人，现在却都义无反顾地报名免费
送餐。不骗你，那天我真的哭了。

取餐时，我问他们为什么踊跃报名。一个
骑手说，武汉现在这个样子，大马路上连个行
人都没有，靠我们能让医护人员吃上一口热
饭，不去心里过不去。

这就是一个普通骑手说的话，很质朴的一
个人说的话，我心里真的……他年纪跟我差不
多，没有多高的学历，其实也害怕。每次出发
前，消毒措施都做得很仔细。

在医院大厅，你会看到各科室的医护人
员，推着小推车排队等着取餐。第一次去送餐
那天，我听见有人说：“哎呀，能吃口热饭了。”

非常时期，医院食堂没上班，他们当时只
能吃饼干泡面，我看了心里很难受。

从过年到现在，加上我在内，每天有八九
个骑手轮换着送餐。下午五点从商家出发，五
点半左右到医院，一趟送 150份餐。

每份送到医院的餐盒里，都有一张手写便
签，上面是各种暖心的话。这是商家组织员工、
包括普通市民写的留言。有商家还给我们骑手
提供热水、口罩和工作餐。

我感觉武汉人现在很团结，不管平台还是
商家，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我平常不送单，但每天去医院这单我必须
去。我不去，兄弟们会怎么想？我没跟家人说，
在朋友圈把我妈和女儿全屏蔽了，免得她们担
心。我知道，很多骑手也都没跟家里说。

我的这些兄弟们，正儿八经都是好样的！
直到现在，没有一个骑手问我，跑医院送餐有
没有工资。相反，他们都说就是义务送也愿意。
从年前到现在，他们一直没休息过，其他骑手

回不来，这边只能靠他们顶着。
现在送单难度比较大，很多订单都是几袋

米、几桶油的大单。小区都在封闭状态，需要客
户自己出来取。有时碰上不理解的客户，不肯
出来。有的人跟骑手说，我不要了，你送回商家
吧，甚至极少数人还会给差评……其实我们需
要的，仅仅就是一点理解和鼓励。

大家有时会在群里讲讲工作上的事，最爱
讲的是收到客户打赏，收到两块钱都会很开
心，觉得这个客户真好，知道我们不容易。或者
哪怕没有打赏，给个好评、说几句暖心的话，骑
手们也会很开心。他们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觉
得付出都是值得的。

虽然人和人被隔开了，心却被拉近

了

口述：郭天领

我是78年生人，老家河南，做骑手两年。
以前在全国各地打工。老婆是湖北咸宁

的，结婚后，孩子也在咸宁长大。我自己来武汉
送外卖，这边单子多。

今年春节，我本来计划不回家，在这边值
班赚点补贴。春节后，再把父亲从老家接到咸
宁，一家人团聚一下，结果碰上疫情。

他们来不了，我又回不去，就继续在这边

送餐。
刚开始，不光自己有点害怕，家里人也都

挂念我。河南老家的三个姑妈，挨个给我打视
频，说要看一下我到底怎么样。但挂念也没用
啊，只能做好防护把自己照顾好了。

刚才接了个单子，送到徐东大街。我有一
阵子没去那边了，今天猛一去，哎哟，热闹得
数一数二的大街，咋冷清成这个样子。我心里
突然很失落。

现在骑车10来分钟，看见一辆私家车就不
错了。大街上最多的人，除了我们送外卖的，就
是清洁工人和执勤民警。我们骑手在路上碰
见，会按下喇叭，相互打个招呼。路上不拥堵
了，对我们来说可以节约时间，可我还是很怀
念以前拥堵的街道。

现在的单子，跟过去比区别大得很。一个是
单量大幅下滑，我们的收入也跟着跳水。还有就
是点餐的少，基本都是商超、蔬果店的单子。

昨天有个单子，买了 6箱鸡蛋。我的餐箱放
不下，只能手提着、肩背着。到地方一看，有一箱
鸡蛋破了流出来了。我给客人说，麻烦你打开检
查一下破了几个，我们需要赔付的。人家根本就
没检查，直接说没关系，挺感谢我们的。

有一次，我把东西送到后，客人有点难为
情地说，家里没菜了，周边的店也叫不到，家里
有小孩，她出不去，要我帮忙买点菜。我加了她
的微信，去店里给她拍了蔬菜的短视频和价
格，让她自己选。她说不用，随便买点好放的菜
就行。我买了 47块钱的菜，连小票一起给她送
过去，她给我发了 80块钱的红包。

疫情期间，大家都在家里，人和人都被隔
开了。另一方面，我觉得人们之间的距离，也被
拉近了。

我还接过一单，是个武汉的小伙子给女朋
友点的餐。他在备注里说，我人在广州，怕女朋
友在家吃不好饭，麻烦师傅味道做得好一点。

还有一个奶茶单子，客人点了三十多杯，

让我送给医护人员，说他们辛苦了，想表达自
己的敬意。

很多客人会在备注里写些鼓励的话，比如
武汉加油，小哥加油！小哥保重身体，一切都会
好起来的等等。前几天武汉天气好，我看见两
个小伙子在打篮球。当时我就想，天晴了，太阳
出来了，都有人出来打篮球了，我们肯定慢慢
就好起来了。等疫情过去，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回趟家，我想家人想孩子了。

本组口述稿件均由本报记者王京雪整理

▲尚·马龙曾多次来中国演出，对中国有一
种特殊的亲切感。 新华社资料照片

石在余(前排右一)与厨师在店里忙着备餐。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元宵节送完餐的骑手们在医院门口合影。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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