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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封控三十日
mp.weixin.qq.com/s/qzGqF6OjD9amTrFjnxqb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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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进入“静态管理”整整 30 天了。

 

当一座 2500 万人口的城市停摆，人类需要面对生存挑战。快递和外卖受限，足不出户的居民
依赖持续的物资供应；疫情前的上海平均每天接待 74 万门诊及 7000 台手术，紧急就医需求
是不得不面对的挑战；上海还是最"老"的大型城市，60 岁以上人口达到了 36%。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人们学会了在手机上抢购一颗蔬菜，调侃用化妆品交换可乐的荒谬，也在
小区楼下听到过 120 急救车旁的哭嚎。身穿防护服的是辛苦竭力的志愿者，也可能是向一只
柯基和一个男子施以暴力的“大白”。车辆行驶在空无一人的街道，运载着物资，或转运往方舱
的人。大多数上海人还在封控之中，在小区、宿舍、车站、酒店、方舱、隔离点、或城市里其
它的暗角。而一些人，在这个春天永远地离开了。

 

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在「例外状态」的上海，在沮丧、焦虑、无助、愤怒和哀恸的情绪
下，我们还很难完整地描述这个春天对上海、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只能选择记录。这
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春天，这是我们公共记忆的一部分。
 
第一部分是三十日的时间线，第二部分是我们整理的一些声音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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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整理了这三十日在上海发生的几十个故事和声音，来自官方发布、医护人员、跑腿骑手、
物流快递员、货车司机、日结零工、独居老人、大学生、小区邻居、外国居民、团长、住在方
舱的感染者、个体记录者、媒体和艺术家等。

“辟谣”
 
3 月 22 日网上传言，“国务院督查组到上海后，上海拟出台大动作，将封城 7 天”。经上海网
络辟谣平台向本市权威部门求证，封城传言不属实。据了解，为从严从实抓好疫情防控和处置
工作，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近日向全国 10 个省份派出了督查组开展督查工作，上海是其中之
一。下一步，上海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进一步从严从紧、从细从实抓好疫情
防控工作，希望广大市民不信谣、不传谣，也不要抢购囤积食物等生活用品。
 
 
“隔离点没有房间，120 没有车”
 
4 月 1 日，一市民与浦东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科科长的通话录音在网络上流传。该市民向疾控
反应，父母目前作为密接在隔离酒店隔离，健康云上最新的核酸检测结果显示阴性，但疾控中
心电话表示他们是阳性，要被转移到方舱集中隔离。
 
这名科长一开始直接让他找 12345 投诉健康云信息虚假。在市民的不断提问下，她表示，目
前疾控中心、医疗资源、12345、健康云都是分裂的，健康云的阴性信息不准确，去了方舱也
没办法治疗，“我现在告诉你一个事实，就是病房很紧张，隔离点没有房间，120 没有车。”最
后市民提醒道，自己正在录音，这位疾控中心领导提议：“这样，你把我的录音放出去，可以
的。”
 
 
“求救！！！”
 
媒体人 stormzhang 发出的求救信《求救！！！》在朋友圈疯转，文章讲述了“疫情之下，上海
人民的真实生存现状”：物资稀缺，主要靠自救，抢菜难，不会网购的老人则面临更大的难
题。最后，他呼吁“在任何灾难发生时，请停止你的正能量，给求救信号让路”。文章被 404
后，引发了大量文章的迷因式传播，《上海求救 404？继续求救，疯狂求救！》、《请尊重上
海人的“求救”》等文章延续了上海人在朋友圈的“求救”。
 
 
“我是来支援的，无偿的，但是我连温饱都解决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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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 日清晨，一援物资货车司机抵达上海，但迟迟无人对接。他表示，自己水也没得喝，吃
也没得吃，来上海无偿支援物资却连温饱也解决不了。疫情期间，有不少卡车司机被封控在路
上，吃喝拉撒睡都需要在车上或野外解决。有网友在看到给援护卡车司机贴封条、禁止卡车司
机下车的图文后感叹“这个世界，他们是人啊！”
 
 
“所有人都在抢，抢米饭抢被子”
 
4 月 5 日，社交媒体上流传着来自南汇方舱的各种文字、视频求助。求助者表示，南汇方舱没
有医护人员管理、没有热水、没有被子，吃饭靠抢。一名女士的视频中，她哽咽着说，“所有
人都在抢”，看到大家都在抢米饭、抢被子，自己和妈妈抢不到东西，只抢到了一箱水。4 月 9
日，入住未完工方舱的感染者同样表示，所有人都在抢被子、抢床，厕所也没有地方上，有的
人直接睡在了地板上。
 
 
“求不要把我 94 岁的外婆拉去方舱”
 
4 月 18 日晚，有网友发起求救：
 
“我外婆 94 岁了，阳性后有一点咳嗽，没有其他症状。她足不出户，在家喝水休息。自 16 日
开始，连续三天自测抗原已经转阴。现在宜川街道居委会以“政策从昨日开始改变，按照应收
尽收原则”，要求我 94 岁的外婆马上收拾东西上大巴去普陀方舱。具体地点不详。至于隔壁
97 岁的已经不会走路的阳性老太太，他们说“用担架抬走。”我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快核实，不
要将我94岁的已经转阴的外婆拉去方舱医院！”
 
4 月 19 日，原发帖者在朋友圈表示，凌晨两点半左右外婆家门被撬开，工作人员要将外婆拖
走，舅舅怕老人出事，就帮外婆穿好衣服，约三点半时外婆被带走。
 
 
“难道你们是草菅人命吗？”

一对误判阳性夫妻在转运人员上门时崩溃，录音中他们表示医院检测信息出错，已经打电话重
新核实了他们是阴性，申请了复核但始终没人来做检测。面对夫妻二人的反复解释，转运人员
重复自己是在执行疾控中心下发的指令，“你就是阳性”，“我接到疾控中心指令，就是你现在必
须，要求你们两个必须跟我走”，如有异议，到方舱以后再申诉。夫妻二人几度濒临崩溃：“你
们要把阴性逼成阳性吗？”“难道你们是草菅人命吗？”最后，执行者表示若不配合将强制执行，
这对夫妻最终妥协。

 

 
“NEGATIVE MEANS N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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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外国人在方舱医院的留言，称其为“COVID PRISON 22”的图片得到传播。在方舱的隔离
生活一直惹人注目，在基础设施构建得不够完备的前提下，方舱漏雨、男女混住、无法妥善照
顾自己的老人、核酸结果阴性与阳性同住、抢物资种种情况频频出现。
 
 
“上海之大，容不下一只柯基了吗？”
 
主人被带走隔离，宠物柯基在追出来时，被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拍打至死，这一幕被居民录
下，视频中柯基发出惨叫，最后倒地无法动弹。有人发文质问：“上海之大，已容不下一只小
柯基了么？”
 
 
“Don’t eat me”
 
在 4 月 6 日流传的某小区群聊截图中，一位家住 504 的居民说：“那我们吃什么？吃七楼那个
黑人嘛？”，随后该外国人在下面回复道：“Don’t eat me.”随后这句话成为 memes 在全球互联
网上传播，并被印在T恤上销售。疫情封控中，上海的外国居民大多依靠微信的翻译功能，了
解居委会通知和小区群聊。

“请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
 
在 4 月 5 日流传的一个视频里，上海松江九亭社区居民开窗向居委会喊要物资，一架无人机
在小区楼层间盘旋并反复播放：“请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

 “对不起，我无能为力”
 
一位老先生和居委工作人员的电话录音流出。在录音中，老先生询问可否给他送去药品，工作
人员表示无法做到，双方都表达了无奈的情绪。老先生问道：“为什么呀？为什么上海会变成
这个样子？”，工作人员回答：“对不起，我无能为力”。
 
 
“救救他吧！”
 
4 月 22 日凌晨，上海静安区延长中路 700 号左右，临近久乐苑北门的地方，一个外卖小哥发
生了车祸，他骑着电瓶车不小心撞向了路边，电瓶车摔倒在非机动车道上，他的头狠狠的撞向
了路边的树干后倒在人行道上，鲜血不断的涌出来，流了一地。封城的夜里，路上人烟稀少，
警察赶到了，后来小哥的妻子也赶到了，但唯独 120 迟迟未来。妻子在孤独和绝望中痛哭大
喊“救救他吧”，在出事一个小时后，120 终于来了，外卖小哥被宣告死亡。（来源：公众号
「辣味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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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车 20 多公里给员工发工资
 
4 月 25 日，56 岁的张强医生拿着居委会的出门条，从位于静安区的家骑到了闵行区的办公
室，拿到落在办公室的 U 盾，给几十位员工发放延迟了 15 天的工资。

“一夜两命”
 
一名叫小章的网友发帖称，他 52 岁的父亲于 4 月 24 日当晚在宝山区富长路方舱隔离点死
亡，生前并无基础疾病。而当晚几乎同一时段，该隔离点一名 30 岁的男子也在摔倒被 120 带
走不治身亡。他要求相关部门调查这次“一夜两命”的事件。

“我明明很善良，可是人间疾苦没有一样会放过我”
 
公众号“恰帕斯东风电钻”采访了在地下通道居住的日结工人小年。小年在疫情前做日结零工，
4 月 11 日，他不幸感染。在方舱隔离结束后，他只能搬到上海南站地下通道居住。封城后，
他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攒下的钱已经快要花完，不舍得点天价外卖，泡面也要省着吃，他
在朋友圈写：“我明明很善良，见乞丐会给钱，传单都接，会给老人孕妇让座，做什么都会说
谢谢，可是人间疾苦没有一样会放过我！”（来源：公众号「恰帕斯东风电钻」）

“抱歉不会转账，只能付现金”
 
31.74 万独居老人，成为上海本轮疫情中，最脆弱的人群之一。4 月 8 日，一篇《帮帮老人小
区》的文章出现在许多人的朋友圈时间线上，文章中寥寥几段文字透露着老人在疫情封控下真
实的生存处境：因不熟悉使用社交软件和购物平台，难以参与物资团购，面临断粮的风险；体
弱多病，甚至患有重症，但医疗资源紧缺，无从买药与及时就医；对信息掌握不足，容易陷入
未知的恐惧之中。一位叫“郑建华”的长者向邻居手写字条留言，希望能以现金支付代购物资。
 
 
 
“我的团长我的团”
 
“上海靠什么活着——团长！”
“上海最可爱的人——团长！”
 
自上海封城以来，常规渠道无法供应物资后，团购成为很多上海居民获得物资的关键渠道。而
打通这个渠道的，正是千千万万原本作为普通居民的团购“团长”。每一个团长，都是疫情封控
下居民生活难题的解决者。而担当起“团长”的职责并不容易，常常需要面对货源不稳定、货物
分发与消杀等问题。据统计，在做团长的人员中，90%都是女性。
 
 
“我们有人，可以送，但使不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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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流传的一份短信截图里，京东快递小
哥向收件人道歉，称无法进入康城社区配
送。“我们全国各地来支援的京东小哥无法进
入小区为你们配送”，上海康城社区于 19 日
辟谣称，订单未经消杀，京东短信所述不
实。

“自杀式物流”
 
4 月中旬，有消息称京东通过“自杀式物
流”方式向上海运送物资，共有 14 批次小
哥。据第一财经报道，京东物流调派的小哥
不止 14 批次。所有被调派的小哥都已打过
疫苗，进入上海后不必就地隔离。全国多地
约 3000 名快递小哥将陆续抵达上海。
 
 
“想为我的学校发声”
 
从 3 月初起，很多上海的大学生就再没有出
过校门，而进入 4 月的封楼阶段以后，活动
范围被进一步收窄为不到 20 平米的宿舍。吃饭，喝水，洗澡，原本生活中最基本的需求，成
为现在每天都要思考的问题，甚至是亟待去争取的权利。饭菜里的寄生虫、关闭的公共浴室、
迟来或分配不均的物资、楼道里的摄像头、建在宿舍楼隔壁的方舱……关于生存权益的讨价还
价让人感到疲惫，也进一步消磨着她们对大学生活那原本充满可能性的想象。也是在这个期
间，源源不断有学生在试图提出自己的诉求，维护自己的尊严与权利。
 
 
“������
�����
����
�������
��”
 
同济 3 月 9 日封校至今，疫情逐渐得到控制，但近日，西北三、西北一等宿舍又出现新增病
例，西南二宿舍五楼也出现疑似阳性。4 月 26 日，学校开始对西南二宿舍楼实行更为严格的
管理措施。当日中午，众多学生反映，学校给西南二宿舍的盒饭中的猪肉腥臭，有的上有猪
毛，甚至有人发现疑似蛆类物质，引起大量同学不满。
 
学校在当天的疫情发布会中，将学生全体禁言。一名同学在向校方反映诉求时被无视，于是通
过共享屏幕的方式，在屏幕上用红蓝相间的几行字打出“别他妈了隔壁 念你那通稿，谁不会
啊，能不能开个麦啊 赤佬”，后引发同济大学学生的集体艺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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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必要离校”
 
4 月 18 日，2020 年全球华语大学生短诗大赛的作品在网络得到大量转发，反应现实议题的短
诗作品《非必要离校》、《史记》等出圈。网友评论：“诗歌是最后的武器”。
 
 
 
“今天，我们为邻居请愿居家隔离了”
 
一位上海居民在个人公众号中发声，表示同居民楼的一位独居邻居突然被通知核酸检测结果为
阳性，小区楼业主集体为这位邻居情愿居家隔离，同时为她筹备前往方舱的物资，希望她能尽
可能地在方舱过的舒适一些。作者坦言，大家愿意为邻居情愿是因为所有人都意识到，自己有
可能就是下一个被病毒选中的倒霉蛋。帮她发声，就是为自己发声。（来源：公众号「倪一
宁」）
 
 
“You have to go to the camp tonight”
 
一段德国人和居委会翻译人员的录音在社交媒体热传。录音显示，这位叫罗斯的德国人已经去
过一次方舱但被送返，目前已经转阴，此时居委却告知他需要被转运去方舱（“you have t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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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camp tonight”）。面对居委的“通知”，罗斯清
晰地表达了自己希望找人来对自己再做一次检测，其
他的之后再谈。
 
他对防疫系统的混乱表示了强烈的愤怒，并多次
用“ridiculous”、“like a joke”等词形容在上海的遭遇。

“步行 40 公里”
 
一个香港人在朋友圈发文称，自己在上海结束 14 天
的酒店隔离后，跨区步行 40 公里、穿越“封锁线”到达
浦东机场，坐飞机回到香港。
 
 
“空荡荡的巨型废弃建筑”
 
4 月 26 日，有网友发布虹桥火车站和浦东机场的照
片，称有些人已经在机场住了三十多天了，而虹桥高
铁站像一个空荡荡的巨型废弃建筑，里面住满了无家
可归的流浪汉。
 
 
“晚高峰整体通行情况较为平稳”
 
上海封控期间，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交通指挥中心官方微博依然每天持续更新路况信息，并配图
全绿的交通实况图，让大家“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网友评论：“末世后还忠实执行人类指令日复一日做无用功的机器人大概就是这个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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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姓名都去哪儿了？”
 
在 4 月 5 日上海正式封禁开始后，“小阳人” 、“毒王”等名称开始在各个交流群里开始流传。伴
随着“小阳人”的代称越来越为人所知，人们对阳性患者也越来越排斥。在网友们的讨论里，他
们成了故意传播病毒的感染者，也因此成了社会的对立面，经受着谩骂和诅咒——打开微博，
输入“小阳人”、“上海小阳人”，就可以看到大量对于阳性患者的侮辱和诋毁。和“小阳人”一
样，“大白”同时也是在这场瘟疫中去人化的新兴符号。（来源：公众号「坏姐姐来了」)
 
 
《再见语言》
 
艺术家杨潇用 600 多个官媒常用词做了个随机组合的程序，生成一篇文章，再在小区里广播
了出来。这是个声音艺术作品，听来却有着极强的现实感。
 
 
“TA 如何上厕所？”
 
新裤子乐队成员庞宽办了一个行为艺术展，从 4 月 23 日起，他将在北京 798 星空间画廊一个
2.5 米 × 2.5 米，高 1 米 2 的台子上生活两周，并全程直播吃喝拉撒睡。很多人关心“他如何上
厕所？”幸运的是，庞宽无需排队。在上海的一些大学宿舍里，上厕所需要排号。
 
 
“Once in a lifetim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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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技术副总裁贾某离开上海飞往美国，并在 Facebook 发帖称自己过去 72 小时在上海的经
历是“once in a lifetime experience”。他讲述了自己经历封锁、食物短缺、社交媒体骚乱、抗
原自测、和同伴分享啤酒、找有关系的人拿到通行证的经历，最终于凌晨四点在货车后面穿过
各个检查站，到机场坐上了去美国的飞机。
  
 
“要敢于去相信”
 
4 月 22 日，作者 Hayami 在个人公众号发表文章《我在方舱，看见老人们的孤岛求生》，记
录了 TA 和朋友 pd 在方舱的见闻。这篇文章一共一万四千字，音频一小时十二分钟，一共存
活 40 个小时，24 小时内 1000w+ 阅读量。作者坦言，“它已经完成它的使命了”。文章除了得
到了大量的关注和转发，还掀起了温暖的涟漪，这让 Hayami 想起李厚辰在播客「翻转电台」
必提的一句话：“要记得敢于去相信”，这句话也成为一句寄语，给予人“相信”的力量。
 
 
“解封后的 100 个愿望”
 
4 月下旬，媒体《晚点 LatePost》向上海、长春、昆山、苏州等地被长时间封控的人收集了解
封后，他们最向往的几件事。有的人表达希望能“走出家门”，例如回公司看看植物、回乡下吃
土鸡蛋、到大街上听人们说话、想上路跑活等；有的表示希望能尽快解决在封闭期间遇到的紧
急问题，例如给宠物买药、给宝宝买奶粉；有的想重新和家人、朋友、同事见面，“想探望 90
岁的老父亲”、“抱抱同学”等。在特殊时期，快乐的来源总是朴素的，原本不难实现的事情也成
为了最迫切的渴望。

死亡病例 190 例
 
26 日的上海疫情防控发布会介绍称，上海累计死亡病例 190 例（截止 25 日），平均年龄
82.52 岁。

撰文 | 璐璐 Sharon
编辑 | 孟常
设计 | Sam

 你可能还想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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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绿栅栏，暴力的仪式感 | 清醒蹦迪》
 

《困在大学宿舍里的春天》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DY2NDIyNQ==&mid=2652010262&idx=1&sn=7b1cd3ddde3d2018ae760b1bd2296523&chksm=8b68fd58bc1f744ebfaebb3fec2728795e7a825753d78ea9c7e205f33f4919f694074a7e57e3&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DY2NDIyNQ==&mid=2652010262&idx=1&sn=7b1cd3ddde3d2018ae760b1bd2296523&chksm=8b68fd58bc1f744ebfaebb3fec2728795e7a825753d78ea9c7e205f33f4919f694074a7e57e3&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DY2NDIyNQ==&mid=2652010241&idx=1&sn=9028c28fc4723871b49eee2492e7ad4c&chksm=8b68fd4fbc1f74596ef193348e4f98e9c830a2c29a9cc8a62152240fcc9b9f6172c1cf3a2fec&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DY2NDIyNQ==&mid=2652010241&idx=1&sn=9028c28fc4723871b49eee2492e7ad4c&chksm=8b68fd4fbc1f74596ef193348e4f98e9c830a2c29a9cc8a62152240fcc9b9f6172c1cf3a2fec&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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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创新教育，就是让人成为完整的「人」》

 青年志 Youthology .
 
青年的发问与探寻
 
 
点个“在看”，关注我们，设为星标
业务联系：open@chinayouthology.com

 投稿联系：tougao@chinayouthology.com·   

疫情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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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求救无效后，上海选择自救

微信扫一扫
 关注该公众号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DY2NDIyNQ==&mid=2652010175&idx=1&sn=0c6146ef5e9ecc927c126d35bfe91575&chksm=8b68fcf1bc1f75e71cfba64b9b1f72cd38e782d2fa75d0763f97cd9def039a19be1c1dca6d0f&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DY2NDIyNQ==&mid=2652010175&idx=1&sn=0c6146ef5e9ecc927c126d35bfe91575&chksm=8b68fcf1bc1f75e71cfba64b9b1f72cd38e782d2fa75d0763f97cd9def039a19be1c1dca6d0f&scene=21#wechat_redir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