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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心理上的慰藉。铲

屎官应晓杰说，邻居

姑 娘 送 了 他 三 颗 橙

子，他分享了小橘猫

咪半小时的使用权，

撸猫的快乐，在单调

的封控生活里，也算

独一份了。 

一 位 上 海 老 人

告诉《新民周刊》，

这样的邻里关系，让

他 回 想 起 了 上 世 纪

七八十年代的童年弄

堂生活。当时，石库门弄堂里的邻居们，三代人蜗居在不到十

平方米的房子，几家人共用一楼的小厨房，由于住得近，关系

互通有无，各家借取物件也很频繁。

没想到，几十年后，邻里之间的熟络因为疫情又回来了。

当然，刘汶蓉告诉《新民周刊》，社区是小的单元格，以物换

物只是解决单元格内不同个体需求，不同单元格之间，又因为

互助带头人的出现，形成了大范围的连锁互助。

4 月初，一部阅读量达 80 多万的名为《魔都防疫指南》的线

上文档，就在朋友圈刷屏。它的发起人是温州人林维维。这部“给

普通人的疫情生活手册”，包含了如何科学消杀，食材如何保存，

买药有哪些渠道，专题涉及老年人、残疾人、母婴小孩、宠物等。

目前已经迭代了 5 个版本，能触达疫情生活的每个细节，

设身处地地解决一些大家普遍困扰的生活问题；另一边，人工

智能算法工程师、90 后的老王，也搭建起了“我们来帮你·上

海抗疫互助”网站，来自上海各处的求助总量超过了 3000 则。

老王说，其实很多问题都来自于“信息的不对称”，大家

不知道该找谁。随着复产复工临近，疫情向好，相信网站很快

就能下线，他也可以早日“事了拂衣去”。

以物换物 回到弄堂时代

“家中万物皆可易，翻箱倒柜觅稀物，纸巾宠物换米面。”

疫情初期，在封闭的社区，迫于物资匮乏及运力有限，以

物换物这种原始交易方式，开始变得有效。有人拿生菜换来四

季青，有人用两个土豆换了四个辣椒，有人用牛排换汉堡面包

胚，还有人用玲娜贝儿换了两斤五花肉。

而可乐，这种肥宅快乐水，果断成为疫情“硬通货”。4

月 11 日，家住上海浦东新区的孙希在疫情前囤了一箱可乐，

用酒精擦拭后放在一楼大厅，并在微信群里告诉大家：“想喝

的可以去拿。”很快，第一位邻居响应了。

他拿走了一瓶可乐又放了一瓶辣酱进去。接着，第二位邻

居用牛奶换了一瓶可乐。群里其他人见了，觉得温暖又有趣。

可乐被一罐一罐换走，原来的位置出现了啤酒、泡面、巧克力、

洗发水、护肤品……活像一个小超市。

有的业主甚至从置换的物资中，取走一把珍贵的小葱，回

过头来还剪下葱根，找了个花盆种好了还回来。这场“可乐换

万物”的无心之举，让邻里之间的情谊自然流动了起来。

同样的故事也在静安区慧芝湖小区发生，为了置换稀缺的

调料，居民们自发开出了“爱心小超市”。难得的是，邻居们

在认领物资时都十分节制，绝不贪多，经常是 4 个皮蛋里取 1 个、

6 根黄瓜里拿 1 根，只取自己需要的，也留一些给其他人。

小区一位保洁阿姨在得到物业经理允许后，也非常自觉，

只拿走了自己急需的卷筒纸和几只口罩。因为保洁阿姨没什么

东西可以回馈，便将保洁工作做得更卖力、更用心了。

上海一对夫妇也感叹，特殊时期，来自暖心邻居的投喂，

甚至比正常日子里的快递小哥还要快。封控期间，夫妇俩在阳

台上唉声叹气，正为无米下锅发愁，恰巧被楼下趴在窗口抽烟

的大爷听到，大爷二话没说，直接扛上来一袋米，足足有 50 斤。

这些并不起眼的互助，解决的不仅仅是温饱问题，更多的

　　疫情初期，在封闭的社区，迫于物资匮乏及运力有限，以物换物这种原始
交易方式，开始变得有效。

感染者康复回家后在家水培了许多蔬菜。

天台理发师，足不出户的日子，理发成为许多人的刚需。 摄影 / 黄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