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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难见担当
——武汉作家的城中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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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lala，lalalala……街道口的风，撩醒了夏虫，竹床
上的小孩做着梦……可爱的武汉伢，这是我的家，我们
守护她。如果有一天，她也需要我，搭把手，就过了。”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发后，一首名为《武汉
伢》的公益歌曲在网络、广播等平台上广为流传。歌曲
以深情柔美的旋律、清新质朴的语言，温暖抚慰了身
处疫情一线的武汉人民，同时也深深打动了全国人民
的心。

17位武汉人隔空录歌为家乡

谭旋和段思思都是音乐人，也是土生土长的“武汉
伢”。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他们与
其他身处异乡的武汉人一样，格外关注疫情发展，牵挂
着家乡的亲人朋友。

1月 23日，农历大年廿九，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武汉宣布全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
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当天，居住在北京的谭旋从电视上看到这则新闻，
内心又焦急又难过。他给远在新西兰的段思思发了一
条微信：我们给武汉写首歌吧，今天就写！段思思回
复：好！

两人商量后决定写两首歌为家乡助力加油，一首是
《战书》，另一首是《武汉伢》。前者以武汉人最亲切的本
土方言演绎，向病毒性肺炎宣战。后者通过武汉人的视

角，呈现武汉的自然人文之美和城市精神。
“写得很快，用一个通宵就完成了两首歌的创作。段

思思因为住在新西兰，相当于熬了一个通宵加一个白
天。”谭旋说。怀着满腔的爱与情感寄托，两人边写边
哭，眼泪哗哗地流。

完成 《武汉伢》 的词曲创作后，谭旋找来身处各地
的武汉人来参与歌曲的编曲、混音、演奏、演唱、录制
等环节：编曲陈夔，混音马涛，吉他手吴涛，演员袁姗
姗、吴倩、刘思言以及不同职业的文艺工作者共17位。

特殊时期，录音成为最大的困难。要把这么多不同
地方的人聚在一起录音是不太可能的，于是他们就用手
机录。尽管音质不如专业设备好，但是每个人都用最真
挚的情感唱出来，最后呈现出的效果特别棒。

“真的是一呼百应。”谭旋感动地说。歌曲录完后，
他又找到西安、哈尔滨的美术编辑，大连、杭州的文案
宣传。尽管处于春节假期，大家还是二话不说抓紧时间
干，通过互联网，在手机、电脑上迅速完成了后期制作。

千万网友收听观看为武汉加油

《武汉伢》上线后，在广播、电视、网络等平台上流
传开来，并迅速成为新浪微博热搜关键词。

1月 28日，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在楚天音乐
广播电台播放这首歌，并向全国上百家电台推广。1 月
29 日，央视 《东方时空》 在节目开始前配用了这首歌

曲，主持人深情地说：这首歌唱出了无数武汉人的心
声，也唱出了此刻我们的心声。

截至2月2日16时，《武汉伢》在网易云音乐得到近
6万人点赞，近4000条评论。在唱吧被用户翻唱了1.2万
次，用户翻唱作品的最高收听率超过12万。新浪微博里
观看该歌曲视频最多的一条微博里，有 1403 万次观看
量、26.4万点赞、4.7万次转发、2万条评论。

许多人听完歌曲后纷纷留言，有感动，有加油，有
祝福——

“听到唱歌的人数次努力压着哭腔，真的感同身受。”
“这是我的家，在这里长大。我的城市生病了，但我

依然爱她。”
“没去过武汉，听歌听哭了！武大的樱花听说很美，

长江大桥也很有故事吧。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人猝不及
防。时代在变化，相信国家的力量。疫情马上就快结束
了，再等等……来年一起去看樱花！”

看到这首歌受到大家的肯定和喜爱，谭旋和段思思
内心很欣慰。谭旋表示：“我们的初衷就是通过歌曲给武
汉带去正能量，给予家乡父老最大的鼓励。希望听到这
首歌的人，可以从歌里得到力量，也相当于我们为这个
城市尽了一点绵薄之力。”

“武汉的精神就是不服输，我相信乐观勇敢的武汉人
一定能挺过这次难关。武汉的樱花会开，卖热干面的老
板会重新支起摊，早上过早 （注：吃早饭） 的人排起长
队，烟火气的武汉会再回来。武汉加油！”段思思说。

2020 年注定是不平
凡的一年。新年伊始，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从 武 汉 爆 发 ， 席 卷 全
国，人民生命健康受到
严重威胁。一时间，武
汉乃至湖北铁路公路阻
断，多地“封城”，全国
各地的医务工作者奔赴
前线，一场抗击疫情的
攻坚战和人民生命的保
卫战打响了！文化艺术
界也积极行动起来，为
人民鼓劲，为战斗在一
线的医护人员助威，为百
姓提供线上的精神食粮。

“人民安康才是最好
的‘票房’”，原本已经
排好档期的春节档贺岁
电影全部撤档，电影人
承受损失的背后赢得了
观 众 一 片 叫 好 ； 路 封
了、不让出门了，原本
打算带孩子去博物馆、
美术馆过大年的家长们
犯了愁，可他们马上发
现，还能在线看展；因
疫情延期返校的大学生
们发现可在家利用中国
国家图书馆、维普资讯中文期刊等平台上的学术
资源；各类文艺演出和节目录制纷纷暂停，为人
民健康让路……闭馆不是“关门”，“中止”也非

“终止”。在肆虐的疫情面前，文化艺术界“有所
为，有所不为”，在取消线下活动的同时，想方设
法增加线上文化资源供给，提供优质文化服务，
丰富市民居家期间的文化生活。

只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在白衣天使和病魔战
斗的战场外，一场文艺战线的疫情阻击战也悄然
打响。

文艺向来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抗疫一
线逆行者的故事、“封城”期间湖北同胞们的生
活、病毒肆虐之际科学家们艰辛的工作，怎能不
令文艺工作者们动容？于是，在这个早春，我们
发现：电视上、手机里，喜气洋洋的节目少了、
加油鼓劲的歌曲多了；令人捧腹的节目少了、歌
颂英雄的诗篇多了。无论是封城日记、一线见
闻，还是诗词朗诵、歌曲MV，抑或是莲花落、京
韵大鼓、快板等民间文艺作品，都将目光聚焦到
抗击疫情的头号目标上，文艺工作者们正和全国
人民一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全力声援一
线、潜心创编新篇。

看看这些歌曲的名字吧：《同胞兄弟》《stay
with you》《生命线上的守护者》《拿出勇气》；看
看这些诗歌的名字吧：《意志背后，站着胜利》

《生命的逆行者——致援鄂医疗队》《请将我的每
一滴热血，都煎熬成疫苗》；看看这些漫画的名字
吧：《一定要赢——战胜新型冠状病毒》《自行隔
离不传染》 ……在瘟疫锁城的日子里，它们像一
束束光驱走人们心头的恐惧与忧虑，迎来战胜疫
情的勇气与信心。

无论是2003年非典疫情，还是2008年汶川地
震，每逢中华民族遭遇自然灾害和疫情蔓延的特
殊时期，我们总能听到一曲曲鼓劲加油的歌曲、
一首首温暖人心的歌谣，看到一张张普及知识的
漫画、一幅幅提振士气的书法。

在病毒面前，文艺作品是匕首、是投枪、是
刺向魔鬼的利剑；在同胞面前，它们则是堡垒、
是长城、是凝聚人心的黏合剂。以笔为援，全国
的文化文艺工作者们已在侧面战场上打响了抗击
疫情的文艺战“疫”。

成龙在视频中向医务工作者们献上自己的一份
敬意和感谢：“你们是疫区的尖兵，我们是你最坚强
的后盾。”

武汉籍电影人朱一龙用乡音给家乡人送上了温
暖与慰藉：“我晓得大家最近生活都有蛮多不便的地
方，但是我也晓得我们每一个武汉人都在努力地保
护这座城市！”

导演尹力为武汉和全国人民加油：“为武汉人民
加油鼓劲，与全国人民共克时艰，打好这次防控疫
情的阻击战！”

演员黄晓明、李冰冰、黄渤也纷纷致敬奋战在
一线的工作人员。

日前，电影频道融媒体中心策划并联合楚天广
播、武汉电视台共同发起了“万众一心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线上活动，得到数百位电影人响应。他
们积极热情地参与进来，以素颜出镜，为同胞献上
最真诚的问候和最有力量的鼓舞。

发起该活动策划的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总编辑
王平久介绍，策划之初本来希望能吸引几十位电影
人参与，没想到随着活动展开，越来越多电影人热
情参与到这次公益活动中。目前该话题在微博阅读
量已达数亿，网友们纷纷为武汉加油助威，为防疫
助力捐赠。

“大年三十那天，很多电影人都给我打电话，商
量着能为抗击疫情做些什么。我们想，这个时候最
关键的是消除人们心中的恐惧感和孤独感，让武汉
的医务人员和人民感到我们的惦念，也让全国人民
懂得保护好自己。这样的信息通过电影人来传递是
很好的方式。所以发起了这个活动。”王平久说。

1 月 26 日大年初二，工作人员开始联系电影

人，过程异常顺利，所有电影人都毫不犹豫地答应
下来，甚至不再顾及自己的“形象”。他们在各自家
中，或休假途中，自己完成小视频的录制，在没有
专业化妆、灯光的情况下素颜出镜。短短半天时
间，就有六七十位电影人发来视频。一些暖心细节
令工作人员印象深刻：赵薇接到工作人员电话时，
正在休假，还有时差，她说：“我洗把脸就录。”陈
坤的“化妆”就是把头发沾了沾水，而蔡徐坤和吴
亦凡都是妈妈充当了摄影师。还有工作人员说，很
多视频一看就是自己在家录的，光都不好，角度也
不显瘦，比如迪丽热巴，头顶都出了画面，但能感
觉到电影人的责任感和急迫感。

视频中，很多演员都变得“啰嗦”了，语言和
表情也非常恳切和真诚。有的电影人像拉家常，比
如徐峥，让大家规劝父母家人别外出；有的千叮咛
万嘱咐，不厌其烦地提醒大众加强科学防护。电视
剧中不爱洗澡的“苏大强”扮演者倪大红，在自制
视频中手拿口罩和消毒液“现场表演”，提醒大家

“戴口罩，勤洗手，不聚会，少出门”；常年在影院
开映前提醒大家了解消防知识的朱时茂，这一次分
享了防病顺口溜：“冠状病毒不得了，人人防护少不
了；说归说、笑归笑，出门必须戴口罩。”刘昊然、
吴亦凡、关晓彤、黄景瑜、蔡徐坤、王一博等也贴
心地为大家送上温馨实用的安全防护措施，还建议
不妨带着家人在卧室和客厅动起来。

王平久说，这次“爱的接力”，其实普通人才是
主角。“希望更多疫区人民收到我们的爱心，让更多
一线工作者感受我们的支持”。他表示，普通人也可
以像明星一样录制短视频发给节目组，节目组会在
平台向全国观众发布。

今年春节，对于工作和生活在武汉的人来说，实在太
沉重了。春节前夕，一种极其诡秘凶残的新型冠状病毒，
突然向 1000 多万 （其中流动人口 500 多万） 人口的武汉疯
狂扑来。短时间内，武汉成了疫情中心，形势严峻。

2020 年 1 月 23 日，除夕前一天，为了阻断疫情蔓延，
武汉毅然决然做出惊天动地的壮举——汽车停驶，火车停
运，轮船停航，飞机停飞。九省通衢、繁华热闹的武汉，
顿时冷清寂寥，不免让人伤感、心痛。但是，豁达开明的
武汉人明白，暂时停止公共交通，人员宅在家中，是为了
所有人的安全。武汉三镇泱泱千万人，听从号召，安守居
所，忍受着购物不便和生活不便。

在这些日子里，我所在的小区，工作人员没有休息，
他们舍自己为大家，每天给小区消毒，到各家送口罩，挂
在门把上，然后发短信通知。对有人员出入的家庭，每天
询问、登记、叮嘱住户量体温。

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关键时刻知道如何临危不
惧，敢于牺牲，乐于奉献，积极担当。我坚信，武汉春
节，不是所谓“春劫”，最后只会是“春捷”。

在这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战役中，我对身穿戎装的军
人和身着白衣的医护人员充满深深感激和敬意。每逢急难
险重的特殊时刻，我们最有战斗力的军人总是第一时间出
现在最需要的前线；有了他们，群众就有了依靠和底气。
这次武汉也不例外。见到解放军，武汉人便如同见到生死
相依的亲人，充满感激和欣喜。

我们的医护人员也是最可爱的人。武汉肺科医院重症
监护室主任在得知一位同行好友被感染、生命垂危的情况
下，含着眼泪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他说：我们就像足
球场上的守门员，哪能离开？春节期间，无数医护人员毫
不犹豫舍弃与家人的团聚，夜以继日地拯救他人。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多省及解放军派出专家医
护人员，支援武汉以及黄冈等疫情严重的地方。看到一支
支医疗队抵达，家中的我们，不禁长舒了一口气。

一笔又一笔经费，一车又一车蔬菜水果，一批又一批
医疗物资和设备，从白山黑水、江南塞北、天涯海角，源
源不断向湖北武汉汇聚。

武汉是不幸的，却又是幸运的，因为她生活在祖国温
暖的怀抱里。不少在外省的武汉人，也得到了各地的妥善
安置。云南、贵州、海南、广东等地频频传来湖北人被善
待的故事。

尽管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还没有取得最终胜利，但我
坚信，胜利就在不远的前方。到那一天，或许该在武汉长
江汉江交汇的南岸嘴建一座抗击疫情的纪念碑，铭记这一
段历史。

为满足读者闭馆期间的阅读需要，1月 29日，国家
图书馆 （国家典籍博物馆） 宣布，全国乃至全球读者都
可登录国家图书馆官网，免费享受其丰富的资源与服务。

持有国家图书馆读者卡的用户，可以使用本人读者
卡号及密码 （默认密码是本人生日后 6位） 登录国家图
书馆读者门户系统，远程访问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没
有办理国图读者卡的读者，可以使用身份证通过网络实
名注册，远程访问。

笔者在国图官网注册了账户，切身体验了国图丰富
的网上资源。进入读者门户首页，首先看到包括电子图
书、电子期刊、电子报纸、电子论文等在内的多项阅读
服务内容。读者可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分类检索，阅读
感兴趣的书籍。官网上还开设了“古籍”专栏，为用户
展示珍贵古籍的照片或扫描件，包括甲骨原貌、碑帖精
华以及年画撷英等内容。国图官网还收录了许多“少儿
资源”，为少年儿童提供连环画、绘本等线上读物。

文献阅读外，国图还开发了音频、视频等多媒体资
源。在“文津经典诵读”栏目，读者可以听到 《诗经》

等文化经典的朗诵版，在休息眼睛的同时，感受传统文
化的韵味。

国图网上资源除了中华传统文化外，还推出了网上
学外语的特色服务。用户可在线访问新东方多媒体学习
库，学习400多种外语精品课程。“微学习空间”则收录
了考研、大学英语四六级、雅思、商务英语等20多类外
语考试相关的精品课程。

国图开发的特色视频学习栏目——“国图公开课”
将各领域专家、学者专题讲座的内容放在网上，便于大

众在线学习各类文化知识。记者打开“丝绸之路与丝路
之绸”专题讲座，还发现了“拓展学习”这一功能，其
中包括丝绸之路传承人口述史、丝绸之路摄影作品展以
及相关背景知识。

用户还可登录国家典籍博物馆官网，进行网上参
观。自2014年对公众免费开放以来，国家典籍博物馆网
上博物馆系统展示了诸多馆藏精品，时间跨度从3000多
年前的甲骨文到现当代名家手稿，藏品类型丰富多样，
读者足不出户，就能感受中华典籍的博大精深。

读者可通过国家图书馆官网的论文资源库，访问国
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中国知网等资料库，获得
海量科研资料，为相关专业人员和广大学生提供便利。

“国家数字图书馆”是国图开发的移动端APP，包含
期刊、听书、专题、图书、学术与记忆等 6大栏目，用
户可在手机上便捷地获取资源。“国家图书馆”微信公众
号中，“动画看国图”栏目以动画的形式介绍了国图的资
源与服务内容，“移动阅读”则可满足用户在移动端阅读
的需要。

我们都是“武汉伢”
本报记者 郑 娜

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武汉伢”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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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余位电影人线上爱心接力
为武汉加油
本报记者 苗 春

◎◎中国战中国战““疫疫””系列报道①系列报道①

◎服务不打烊

网上国图体验记
刘泽溪

《医者无畏》 王志新等设计

本报电（张鹏禹） 近日，湖北省美术家协会
推出抗疫专题创作第一辑，包括 《武汉 疫不容
迟》《心手相牵 医者大爱》《我们同在 医者仁
心》《医者无畏》等宣传画、招贴画作品，通过接
地气的美术形式为疫情防控阻击战鼓与呼，宣传
防疫科学知识。

▲成龙为活动录制的视频截图
◀朱一龙为活动录制的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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