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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莹（化名）大概是武汉为数不多的在12
月31日就督促全家戴起口罩的人，还是宁波的
朋友提醒她的。

那是普通不能再普通的一天。在宁波医院
工作的朋友给魏莹发去一条微信：“听说武汉不
明原因肺炎的病例增多，你们记得勤洗手、戴
口罩。”

一开始，魏莹其实是将信将疑的，但很快，
她便警惕起来。因为一份在网络上流传的《关于
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12月31
日早间被证实确为武汉卫健委发布。紧跟着，国
家卫健委委派专家组抵达武汉指导疫情处置。

可情绪也仅仅停摆在“警惕”上。她说，
从1月1日直到1月20日晚间，钟南山院士针对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接受白岩松采
访，20天里的信息量实在过于爆炸，“各种官方
和民间的消息纷至沓来，新消息又不断推翻、
否定着旧的消息。”很难真正地相信什么或怀疑
什么。这也是那段日子里大多数武汉人的状态。

不过，转变是急速的。1月21日，孩子所
在的学校通知补课立即暂停，连高三也停了，
魏莹觉得这是一种信号。于是，1月22日，她
开始囤米、囤面、囤蔬菜，囤了一礼拜的量。

而真正的恐慌来自于一则交通管制的通告
——1月 23日 10时开始，武汉全城公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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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有着1100万人口的
武汉城被临时“封”住了。

“通告是凌晨2时发的，紧接着，我的一个
同学发来微信说他要出城，趁通道关闭前赶紧
开车出城，凌晨四五点就出发。”

确实有不少人选择在8个小时的空窗期内离
开武汉。有报道称，1月23日凌晨3时许的汉口
火车站人流尚不多，但已有一些拖着行李箱的
武汉市民到售票厅临时买票出城，由于凌晨已
不能使用网络购票，他们只能到火车站售票机
前现场购票。“只要能出武汉就行，买到去哪里
的火车票都行。”多名等待购票的人说。

那晚，魏莹没能合眼睡觉，“我这辈子第一
次听说，一个偌大的城市还能封起来，他们此
刻的离开更多带着‘逃’的意味。”

同一天，魏莹所在的小区确诊了一例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我们一步都不敢出去，只有去买菜才会不
得不出去，通常也是叫小孩的爸爸出去，男人

总归抵抗力好些吧。我会叮嘱他带两层口罩，
外面穿的一些衣服，在进门的时候脱到地下
室，鞋子也脱到地下室。”

小区被紧急隔离，陆续出现另1个确诊病例
和5个疑似病例。用魏莹的话说，这样的数字在
常住人口有1万人的小区里，“已经算是情况比
较好的了。”

截至记者采访的时候，魏莹已经闭门不出
接近72个小时了。如果说72个小时里，能沉淀
出什么情绪的话，魏莹觉得，害怕还是其次，
现在更多的是待在家里出不去的难捱。

“太难受了。”采访中，她反复强调。搁往
常，她每天都要出门锻炼一个小时。

“出不去了之后，我每天早上起来，先把家
里的卫生搞一遍，用84消毒水把家门口的楼道
擦一遍。然后，我会叫上家人一起做操。不只
是我们家，其实大家都在家里锻炼身体，谁都
不想因为免疫力差被病毒盯上。”

她并不担心孩子在家里没事做，高三了，
仅试题卷子就是一摞摞的。反倒是她和丈夫两
个大人得为自己找些事情做，她读起了《黄帝
内经》，企图从这部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中获得
一些老祖宗的智慧，她还给自己办了个“喜马
拉雅”APP的会员，可以一边打扫卫生一边听。

她告诉记者：“我每天都会接到很多电话，
亲人朋友们的焦虑程度和恐惧程度似乎比我更
加强烈一些，我在宁波的姐姐打来电话，哭得
稀里哗啦，反过来是我去安慰她们。”

魏莹能够理解这种感觉，亲人因为不知道
武汉这边的真实情况而感到害怕，就像她最开
始被信息轰炸时的心情一样，但当官方提供的
信息一点点透明、翔实、有序的时候，她倒是
不怕了。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
她看到了邻里之间守望相助的温情，“我们旁边
就有一个老人，年龄很大了，有时候开关都不
一定记得关。他的子女与他一江之隔，过不
来，他们很着急，反映到我们小区，社工叫他
们不用担心，帮老人买了米面蔬菜，还婉拒了
子女发来的红包。”

采访的最后，记者问她，你觉得最坏的日
子什么时候过去？魏莹沉吟片刻回答：当集全
国之力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希望
的时候。

她也是这么安慰今年即将高考的孩子的。

武汉城中宁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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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心怡

如今，武汉城中的普通

人，大抵都经历了从恐慌到害

怕，从害怕再到平复的情绪。

我们找到了几位在武汉的宁波

人，有在武汉读书，有武汉媳

妇，也有在疫情前回到武汉的

新宁波人，他们的节日生活被

一场疫情改变了。

武汉的公共场所都张贴着这样的告示。
图来源B站UP主林晨同学自制视频

关闭的武汉地铁站口，外卖小哥还在工作。
图由受访者周子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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