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段时间，附属华山医院的

两首 MV 刷屏朋友圈。一首《唯

一的可能》为前线送去温暖支

持；一首《春暖武汉》迎接医护凯

旋而归。

这两首 MV 的背后，是华山

医院感染科医生李发红的改编

与创作。

李发红喜欢在上下班的路

上哼曲。这些随心哼出的旋律，

在不经意间或会成为她某首原

创歌曲的副歌小调。毕业几年，

还是单身的她能在忙碌紧张的

日常工作中始终保持平和心态，

是音乐赋予她的支持。

抗疫开始，战友一批一批逆

行援鄂，李发红在担忧中渐渐开

始了曲目的构思。2月2日，李发

红迎来了春节以来的第一个休

息日。上午十点，坐在书桌旁，

听着克丽丝叮旋律优美的《一百

万个可能》，想起送别“战友”的

一幕幕场景，李发红眼中酸涩，

“我觉得做一首歌能给大家一些

温暖和心灵慰藉”。一句一句，

想说的文字跃然眼前，想唱的心

声在笔尖倾泻，她在书桌旁从上

午11点坐到了下午3点，一首词

基本落定，迫不及待地就着网上

伴奏录了小样。

2月4日，导师张继明教授与

几位同事支援武汉，送别场景让

李发红想起了“同是战场，与子

同袍”。此时，张文宏主任提议：

我们能不能制作个音乐视频，给

前线及后方的战友们鼓鼓劲。

李发红当即联系肿瘤医院医生

郑雨薇伴奏钢琴，2月9日在录音

棚里完成录制。又邀约大家手

绘了“春暖花开，平安归来”的卡

片，拍下大家对前线的祝福，收

集大家手存的照片，用下班后的

两个晚上制作了视频。

完整的歌曲发布于 2 月 15

号：“我一直记得这个时间。因

为那天武汉下大雪。”李发红与

同事刘其会结束了一天的发热

门诊后，喝了一口水便开始编

辑。“我们的目标是在风雪降临

之前发送出去”晚上八点四十五

分，歌曲一经华山感染公众号发

布，阅读关注刷遍朋友圈。一条

“不知道为什么看着看着就流泪

了”的网友留言，获赞近千余。

李发红的这首歌改编自《一

百万个可能》。歌曲发布之前，

李发红在微博上联系到了原歌

词作者克丽丝叮与助理Seven，对

方在美国亲自弹唱了《一百万个

可能》并传来祝福视频。李发红

将新填词的歌曲更名为《唯一的

可能》，正如歌词“在那瞬间，只

有唯一的可能，坚持到底，为最

后胜利”，在彼时，坚信医护人员

能在前线打赢新冠的硬仗，平安

而归，是唯一的可能。

如果说，第一首歌的创作是

希望在寒冬凛月中为前线送去

温暖，那么第二首歌的诞生则寓

意着李发红对医护人员平安归

来的笃定信心。

导师张继明教授听到《唯一

的可能》后十分感动，给李发红

打来电话，鼓励她为武汉单独创

作一首歌。李发红开始了第二

首歌的策划，包揽了谱曲。“（填

词谱曲）差不多两三天吧。定下

歌词和主旋律后，我们找到了一

位复旦校友编曲。”李发红回

忆。随着气温渐渐回升，疫情的

控制逐渐明朗，战“疫”的胜利指

日可待，李发红再次执笔：“写一

首歌给武汉，让他在春天和温暖

中‘重启’。”

第二首歌取名为《春暖武

汉》，在春分日发布，阅读量突破

十万，大家纷纷留言“泪目！温

暖！感谢！”

作为业余音乐创作者，李发

红 没 有 学 习 过 系 统 的 乐 理 知

识。她做音乐的考量因素只有

一条——“只看中内心是否有被

真正打动。”李发红说：“我拿出

来给大家听的所有歌，都一定是

通过了我内心审核的，歌曲的演

唱效果一定要能打动我，我才会

拿来与大家分享。如果是一首

快乐的歌，我内心有没有真正的

因为这首歌而快乐？如果是一

首忧伤的歌，它是否有唱出我内

心的难过？”

在音乐中渗透医学气质或

可追溯到李发红的大学本科阶

段——作为一名复旦人、上医

人，每每回忆起医学院院歌，李

发红都感触颇深：“院歌第一句

是‘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

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

除病苦’。定义了我们的意义

——我们要为人民的生命负责，

为人群服务。”

二月艰难，《唯一的可能》为

前线送去温暖支持；三月开春，

《春暖武汉》迎接医护凯旋而

归。两首歌共同的是“关于生命

的思考......”

文/刘文琳
李发红邮箱：mineliho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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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 你微笑对她(他)说
抱歉 不能陪伴在你身边
祖国召唤你
送别的人 双眼饱含泪滴
心里纵不舍你离去
你逆风而行

在那瞬间 没有第二个可能
跟随召唤 向战场汇聚
百万列车 划破寂静的黑夜
白衣战士 往荆楚大地
挥别背影
心中为你祈福万遍
惟愿你
无忧无惧 有人补给你所缺
疲惫寒冷 照顾好自己

来不及停歇 你奔赴战场
用生命守护着生命
你不以为然
冻红的指尖 你屏住呼吸
冷涩的空气里充满你坚强勇气

在那瞬间 没有第二个可能
坚持到底 为最后胜利

百万战场 汇聚亿万人之力

与子同袍 前线我同去

中华大地
决不允许疫情肆虐
共呼吸
南山之下 你我翘首以听令
红日升起
待下个天明

在那瞬间 只有唯一的可能
坚持到底
为最后胜利

百万战场
汇聚亿万人之力
与子同袍
前线我同去

每寸土地
我们心之爱之所依
共命运
你若呼唤
我必倾尽我所能
樱花盛开
待雀鸟欢鸣
樱花盛开
你平安归来

唯一的可能

李发红李发红：：当抗疫医生遇见音乐创作人当抗疫医生遇见音乐创作人

（上接第4版）慕课的每一章节基

本上由不同的老师授课，规避了

无法适应老师上课风格的难题，

同时还能听上平时一座难求的老

师的课，比如陈果老师，她的课让

我至今印象深刻无法忘却，也正

是那节课让我重新审视生活。”

我希望这样感知社会

哲学学院 2017 级本科生傅

文嘉的大一年寒假过得格外充

实，也格外有收获。在结束辽宁

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精准

扶贫社会实践后，她写下：“每一

次社会实践都是一次探索自我、

感知时代的过程。”从脱贫攻坚到

志愿支教，从返乡服务到新生骨

干实践，入学至今，这已经是她第

九次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了。

2018年1月12日，傅文嘉的

寒假正式开始了。这个假期，她没

有像往常一样走访考察祖国各地，

而是第一次作为项目负责人，带领

班级小伙伴们回到了家乡辽宁省

喀左县，实地调研该县脱贫攻坚情

况。三天时间，七名同学，两个村

落，从县城的脱贫局到镇政府、村

支部，从县级干部到基层干部、农

户，傅文嘉和同学们一层一层地了

解情况、总结经验，用脚步丈量土

地，用文字记录变化，亲身体悟扶

贫工作的真实成就。“只有走进农

村，沉下基层，了解了光伏扶贫、畜

牧养牛扶贫和特色种植扶贫，才知

道脱贫攻坚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以

及人们克服困难努力脱贫摘帽的

决心和智慧。”喀左县三大扶贫产

业发展和叠加扶贫项目的落实都

给傅文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傅文嘉而言，比调研报告

更重要的是对国家脱贫攻坚工作

认识的提升。在喀左县东哨镇的

走访过程中，调研小组的同学们

深刻体会到基层扶贫工作的不

易，以及基层工作人员为满足人

民美好生活需要所做出的不懈努

力。“我们意识到政策设计与现实

个体情况之间的张力，为了克服

这种问题，需要基层干部灵活的

实践智慧和坚持为民服务的不懈

决心。这项工作非常不容易，体

现了基层工作人员的责任担当与

工作能力。”她在感想中写道。以

践行为师，以审思为尺。实践是

贯通学生与社会的桥梁，是知行

合一的路径，也是体悟时代的方

法。这份宝贵的实践经历促使她

认真思考乡村在新时代、新时期

如何发展，复旦学子又将怎样找

准自己的时代坐标，为乡村振兴

事业献策献力。

谈到自己与社会实践结缘的

契机，常怀关注社会、推动发展之

心是傅文嘉作为复旦学子的自我

要求，她也一直用实践行动诠释

这一信念。2018年1月23日至1

月31日，傅文嘉参与了少数民族

返乡社会实践项目，为少数民族

地区民众科普医疗知识，构建起

对社会实践的深层认知。一次次

的实践经历让傅文嘉的乡土情怀

愈发深沉，也让她对基层工作产

生了浓厚兴趣，希望“成为一名选

调生，到地方去，到基层去，到祖

国需要的地方去。”每一场实践或

许都有尽头，但遍布祖国各地的

实践足迹所带来的记忆与感悟却

是无穷尽的。“人生的路很长，实

践的脚步永不止息。”傅文嘉说。

去农村，到西部，参与扶贫攻

坚、社会治理、志愿支教……像傅

文嘉这样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的学

生，在复旦还有近万名：“我们在

实践中学习着、思考着、历练着、

成长着，将复旦人的身影融入城

镇乡野，在祖国河山间书写青春，

增广见闻，在时代责任中知行相

长，践行真知。”

我在拥抱世界时更发现自己

在同学们以社会实践为依托

扎根中国大地的同时，海外游学项

目则让同学们放眼世界。信息科

学与工程学院2017级本科生侯羽

齐，于2019年暑假参加了美国佛

罗里达大学交换生夏令营。她说，

“我原本计划今年暑假去美国旅

游，也想确认自己以后是否要出国

留学。在得知这项学生交流项目

的时间、专业很符合我的安排时，

就报了名。”在佛罗里达大学，侯羽

齐体验到了与国内完全不同的生

活环境和教育体系：上午接受科学

严谨的理论文化课，下午开展有趣

的实践操作实验，不时写写代码、

跑跑程序。“来之前我连python都

没写过，到这里突然就开始学

deep learning，并应用到数字信号

处理中。一开始学起来还蛮难的，

但助教非常友善，耐心指导每一个

学生。”佛罗里达大学的课堂氛围

也和国内截然不同，“老师们更强

调师生、生生之间的交流互动，老

师喜欢把同学们分到不同的小组，

比如在上课时发给同学们几篇论

文，拿到相同论文的同学自动成为

一组，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没过多久

学生们就相互熟悉了起来。”

刘岍琳在大三赴加拿大多伦

多大学交换一学期，回来后在校

刊《复旦》发表了交流感想：“多元

的文化，别样的课堂，帮助我更好

地理解国情，更深地发现自我。”

在交流学习的过程中，学生

们拥有更独立的空间，开放式的

管理也锻炼了他们的社会实践能

力和独立自主能力。侯羽齐的朋

友也在佛罗里达读书，每到周末，

她们都会外出游玩，感受当地的

风土人情。通过这次海外交流学

习，侯羽齐对国外学习环境有了

深入的了解，并确认了回校读研

的想法：“经历了别处，我才知道

最爱原处。”

每一天，关于成长的故事，都

在复旦校园上演。在“三全六度十

育人”的大思政格局下，第一课堂

（教室）、书院和学生生活园区、科

研与创新创业、劳动和社会实践、

国际和海外交流、网络新媒体贯通

的“六度空间”，正在成为复旦学生

认识自我、释放潜能、全面发展的

“筑梦”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们

发现人生有无限可能。

（本文采写于2019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