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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2228、 2230 和 2232 决 定 办 场

“正经的艺术展”，在他们到四川德阳双

东方舱隔离的第三天。

3 串编号代表的人是孟立超、陈雨

和杨洋，3 位 90 后艺术家本是到德阳参

加旌阳艺术节的，11 月 8 日，因为住宿

酒店出现一名新冠病毒感染者，他们 3
人被判定为密接者，被送往方舱集中隔

离，错过了艺术节的开幕式。

在 执 行 “5+3” 隔 离 期 的 日 子 里 ，

3 位艺术家，各自在不到 20 平方米的房

间内，鼓捣作品，对抗无趣。孟立超通

过外卖买来画笔、纸张，边听摇滚乐，

边把涂鸦画满房间的墙壁、天花板、洗

手间的毛玻璃 。 陈 雨 攒 下 早 餐 的 煮 鸡

蛋 ， 用 电 脑 3D 建 模 软 件 模 拟 出 身 处

隔 离 房 间 无 所 适 从 的“ 甲 虫 ”。杨 洋 收

集矿泉水瓶、桶装方便面的外包装和医

疗废物塑料袋，在墙上拼出一个巨大的

“万花筒”。

11 月 15 日，“方舱过了”艺术展开

幕。这场特殊的展，没有现场观众，不

在 画 廊 或 美 术 馆 。 作 为 策 展 人 的 孟 立

超 ， 还 是 按 照 “ 越 规 范 越 有 趣 ” 的 原

则，写了导览和预告文章，给隔离群主

发邀请函。开幕第二天，主创们解除隔

离，拎着行李，离开方舱。

这 场 艺 术 展 产 生 的 回 响 却 没 有 结

束。方舱里，孟立超用个人微信公众号

发表文章 《隔离这几天，我们在方舱举

办了一个艺术展》，阅读量很快超过 20
万。账号新增 2000 多个关注者，几乎

是原有订阅者的三分之二。有网友谈到

反思，有人单纯觉得“好玩儿”，还有

人批评他们不遵守秩序规则，“看你们

还挺快乐，就一直住下去吧”。

没必要照亮个体

孟立超觉得，自己的运气“可以中

彩票了”。

在郑州居家隔离一个月，他“好不

容易”才能出门工作，每天布展忙到深

夜两三点，开幕式当天凌晨，酒店查出

有人“阳性”，就住在孟立超隔壁。一

大早，所有人都被拉到方舱。

这是孟立超第一次进方舱。房间里

有消毒水的味道，窗户上有铁栏杆。床单

雪白，洁净如新，地面上有未擦去的鞋

印，柜子里有没用完的大盒蚊香片，洗

手间地板上有长头发，下水道被烟头堵

塞。孟立超猜测，这个房间不止一个人

生活过。

同 样 是 “ 宅 ”， 他 在 家 会 感 到 放

松，但在方舱并不自在。在方舱除了不

能买吃的，日用品可以叫外卖。每天，

管 理 人 员 会 给 他 们 发 放 医 疗 废 物 存 放

袋，装生活垃圾。黄色袋子很醒目，孟

立超觉得“搞笑又痛苦”，“我们的生活

垃圾，变成了一种危险品。”

在 方 舱 编 号 2228 的 孟 立 超 ， 适 应

着有限制的生活。他照常用电脑和手机

工作、娱乐，听歌，看书。除了“艺术

家”，他还有另一个身份：郑州大学美

术学院的教师。

孟立超住在二楼，每天都能听到一

楼 有 人 在 唱 歌 ， 那 位 “ 大 哥 ” 精 力 旺

盛，歌声能断断续续持续一天。房间外

走廊有 24小时工作的监控警报器，许多

“动作”都会触发报警，如环境消杀、垃

圾处理、外卖送餐、核酸检测，或是谁

耐不住寂寞去遛弯儿。

“请注意，您已进入监控区域”——

孟 立 超 把 这 种 警 报 声 当 作 闹 铃 ，“ 听 见

了，就知道该做核酸或吃饭”。

他试图在这样的生活中寻找秩序，

比如办个有体系、完成度高的艺术展。

孟立超的想法，与一起隔离的陈雨、杨

洋一拍即合。隔音条件不好，3 人交流

时，几乎用不着手机，隔着墙说话都能

听见。他们商量艺术展命名，陈雨想了

个“方舱孤儿”，孟立超错听成“方舱

过了”，比“孤儿”积极向上，就这么

定下来。

3 人分头去筹备作品。

孟立超耗时两天，完成了房间涂鸦

《方舱波普》。够不着天花板，孟立超就

站 在 凳 子 上 ， 仰 着 头 ， 画 一 点 儿 ， 下

来，挪动椅子，上去，再画一点儿。他

因 地 制 宜 ， 在 靠 近 床 的 部 分 画 睡 觉 符

号，在洗手间画盥洗符号。

画一两个小时，他就看会儿书，或

躺床上休息，密密麻麻的涂鸦在他四面

八方。孟立超一度觉出讽刺的意味——

“波普”本来是一种面向大众的艺术形

式，欣赏者却只有他自己。

在另一组 《医疗废物》 作品中，孟

立超把明黄色的医疗废物存放袋贴在墙

上，用手机和电脑屏幕打出黄色、红色

的光，自己站在最前面拍照。画面中，

只有背景的“医疗废物”醒目，人暗到

只能勉强分辨出形状。孟立超说：“没

必 要 把 人 照 亮 ， 我 们 代 表 的 是 一 个 群

体，个人只是其中之一。”

孟立超拍下那些鞋印和蚊香片，拼

凑这间方舱此前的过客：他是谁？他在

哪儿？他做过什么？最后将其命名为 《痕

迹使我沉思》。

3 年前，在郑州一栋写字楼，孟立超

等电梯，门开了，里面没人，只有一串白

灰印下的脚印。孟立超立即拍下了这“戏

剧 且 神 秘 ” 的 一 刻 。2019 年 的 写 字 楼 与

2022 年的方舱，时空仿佛发生重叠，脚印

的主人都消失了，拍摄者见证了变迁。

在方舱，他与音乐人好友一桑，共同

完成声音装置作品 《娱乐至死》。电子音

乐糅合严肃的警报声，配上代表健康码的

红黄绿光。

作品完成后，孟立超把两台电脑分别

放在卫生间的毛巾架和马桶盖上，开始播

放。卫生间内的装置，都是反光能力强的

白色，电脑中 3种颜色的光，在画满涂鸦的

毛玻璃上不停闪烁。“请注意，您已进入监

控区域”的声音在狭小的空间回荡。

“ 私 密 空 间 和 公 共 空 间 的 界 限 被 穿

透。”孟立超调侃，“ （这里） 像一个 club
（夜店） ”。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
保持乐观

编 号 2230 的 陈 雨 说 ， 自 己 变 成 了 一

只“甲虫”。

但他认为，这不是对卡夫卡《变形记》

的拙劣模仿。刚踏入方舱时，他没觉得自己

“变形”，周围住着因为各种理由进来的人，有

人打麻将，有人刚从西藏回来，有一些刚集

中隔离完，又面临新一轮封闭。

某一天，陈雨开门拿饭。有人看到他

后立马把门关上，等他拿完，才敢重新打

开门。

陈雨能理解，人们惧怕病毒。但他还

是不可避免地想到卡夫卡最负盛名的小说

《变 形 记》 中 ， 人 与 人 互 相 隔 离 的 关 系 ：

一开始，变成甲虫的主角，吃人的东西，

跟人交流，后来，慢慢变得害怕听到脚步

声，没什么食欲，爬到床头发呆，进而，

变为一个被遗忘的人。

陈雨把这种体验投射在《失衡房间》作

品中。他拍摄了房间照片，用电脑贴图、布

光，再将一只失重的甲虫置于房间中央。

和孟立超一样，陈雨也想象过这里曾

经的过客。他观察到，窗户的栏杆被掰弯，

凹陷处还缠了很多长发。陈雨猜测，上一个

临时居住者，“可能经常把头伸出去透气，

每次钻出去，（头发）都会被夹住”。

他在房间里阅读哲学史、艺术史的材

料，记下随机产生的灵感。陈雨的房间在

孟 立 超 和 杨 洋 中 间 ， 能 听 到 孟 立 超 放 音

乐、杨洋聊天。陈雨有时甚至感觉“挺惬

意”——隔离变为某种“契机”，让他慢

下脚步，重新建立人与人的连接。

他 祖 籍 福 建 ， 儿 时 随 着 父 母 迁 居 河

南，在那里度过童年，又到北京学建筑，

毕 业 去 过 台 北 、 广 州 。2017 年 ， 他 回 到

北京定居。疫情之下，陈雨将自己的流动

状态概括为“游牧”，离京的旅程，时不

时会被弹窗，然后解弹窗，再出发。

由 于 做 建 筑 类 工 作 ， 陈 雨 习 惯 做 计

划，即便生活充满“不确定性”。他每天

写 下 后 序 日 程 ， 计 划 表 有 变 ， 会 随 时 调

整 。 他 认 为 没 有 计 划 ， 人 会 感 到 虚 无 。

“就像划船，假如你知道往哪里划，就算

控制不了天气和洋流，还是可以一直朝着

那个方向。”

在方舱，他将被子卷成鸟窝的形状，

把 3 枚“长相端正”的煮鸡蛋放在上面，

形成作品 《温床上的熟鸡蛋》。他还一度

想找生鸡蛋来孵化，最终放弃了。

“这是人对虚无和无聊的一种反抗。”

熟鸡蛋敷不出小鸡——通过对“无意义”

的 呈 现 ， 陈 雨 试 图 表 达 ， 有 时 候 “ 希 望

（孵出小鸡） 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

这 次 被 隔 离 就 在 他 意 料 之 外 。 头 一

天 ， 陈 雨 还 在 为 开 幕 式 做 准 备 ， 心 情 紧

张，第二天，要出发的前一个小时，他被

拉到方舱。

陈雨解决不了这种“随机”，只能选

择“积极面对”。他在房间的椅子和马桶

上贴了两张笑脸，前者是正常的，后者则

是被扭曲的。陈雨给这两个作品取名 《笑

脸相迎》，寓意“在随时发生变化和不确

定性的当下，保持乐观”。

方舱并不能隔绝一切访客，陈雨碰到

过蚊子、苍蝇和老鼠。他想到新中国成立

初期的“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当年扑

杀动物，一度打破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在

方舱里，陈雨打印了这些动物的图像，贴

在窗户与墙角，作为一个“提醒”。

在“隔离群”，管理人员会把监控拍下

的违规出门行为截图公之于众，用四川话

提醒：“xxx 房间的，你赶紧进去，当这里

是菜市场啊？”陈雨收集了一些截图，打印

后放置在卫生间的镜子对面， 作 为 作 品

《楼管胖虎》。

他这样解释这个作品：管理者与被管

理者的权利关系被打破，“这是一种相互

的观看”。

方舱停在原地，但人开始流动

编 号 2232 的 杨 洋 ， 也 是 第 一 回 踏 入

方舱。

隔在方舱里的杨洋用指甲刀把纸杯剪

成 爱 心 形 状 ， 取 下 矿 泉 水 瓶 的 盖 子 和 商

标，裁下一次性筷子包装上的卡通形象海

绵宝宝和“吃好喝好”的字样，搭配酒精消

毒棉片、桶装方便面包装和医疗废物塑料

袋，在墙上拼出一个巨大的万花筒图样。

这名不到 30 岁的年轻人表示，他试

图拆解那些包装上常见的“符号”，通过

再次组合，形成看似严肃的图腾符号，但

又充满“童真趣味”。

11 月 16 日早上，天气清凉，隔离人员

2228、2230 和 2232 拎着行李，走出房间，路

过刷着“解除隔离”红漆字样的铁板。

他们又做回孟立超、陈雨和杨洋。

艺 术 品 被 留 在 原 地 ， 等 待 下 一 位 观

众。杨洋的万花筒，其中一部分是拿牙膏

和洗发水调制的液体粘上去的。他走的那

天，临时的黏合剂开始失效，很多小的图

案碎片掉了下来。

事实上，3 位艺术家迟到的那场艺术

节，有 30 多名参展人员被隔离。恢复自

由后，他们一起吃了顿饭，继续参展。艺术

节持续一个月，陆陆续续有人离开。直到孟

立超把公众号文章发出来，很多朋友才知

道，原来他们在方舱里办了一个“正经的艺

术展”，“用诙谐的方式对现状发声”。

孟立超想起，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曾

在其著作《艺术哲学》中写道，艺术家和艺

术作品是时代凝结而成的，就像不同的自

然环境，会生长不同的植物类型一样。孟立

超说：“即便我们表达的个人情感，在某种

意义上，它也是一种环境和场景的映射。”

“解封”了，陈雨想继续“做事情”。

他原本计划 11 月 21 日回北京，但 19 日早

上，他听说自家所在的楼栋发现核酸混检

阳性人员。陈雨不想回去接着隔离，又计

划去别的城市中转。杨洋则打算过一段时

间后，返回广州。

曾在方舱临时停留的人，开始流动，

但“方舱停在原地”。孟立超说，他们上

午走后，中午就有新的人住了进去。

方舱里来了三位艺术家

□ 李 强

骗子可能是最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人。
前一段时间，河北一所幼儿园开展“防拐

演练”，陌生人拿糖果、零食，都动摇不了小朋
友们的警惕心。没想到，一位身穿白色防护服
的人，喊出一句“小朋友们，做核酸啦”，“拐”
走所有人。这样的演练招数在西安、重庆也都
成功了。

骗子知道我们有什么、爱什么，也知道我
们缺什么、怕什么。那些人性的弱点，一旦与
制度的漏洞一同被他们窥见，“商机”就来了。
紧接着，他们着手设计圈套，琢磨话术，寻找
目标，布置陷阱，伺机捕猎。

这几年，“做核酸”变成了一件日常的事，
而很少人会对这种日常生活保持警惕。今年
7 月，真的有人买来防护服，在南昌火车站进
站口伪装成防疫人员，以检查核酸为由，成功
骗取旅客信任，并借机操作旅客手机，分 6 次
转走1.7万余元。

骗子们总是能够在不同时代，根据人们
不同的偏好或恐惧，制订出与之匹配的骗术。
有迫切情感需求的男女，容易掉进骗子打造
好的“杀猪盘”；一些千方百计想要男孩儿的
家庭，说不定会遇上江湖骗子的“包生男药
丸”；一些老无所依又想老有所养的人，至今
仍被困在骗子设计的各式“养老骗局”中。

如今，新冠病毒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人们
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骗子也是。2020 年
疫情刚来那会儿，人们在药店前排起长队，囤
口罩与药物，连医院的防护物资都很紧张。有
骗子就曾宣称自己有口罩，拿到购买定金后，
拉黑买家跑路。紧接着，紧俏的口罩生意，也
成为骗子口中“投资”的理由。

那些精明的骗子最擅长乔装打扮，总在
不经意间，制造一场让你有破财风险的相遇。
有时候，这种乔装打扮不需要什么成本。不过
是一套防护服，两三句我们听惯了，甚至听怕
了的话，就在不知不觉中拿捏住我们的心理。

据媒体报道，11 月 13 日，家住湖北十堰
的一位女士被“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告知，“在
北京的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将有人接她去
隔离。她表示自己没去过北京时，对方报出了
她的身份证号。

随后，她听从了“工作人员”的安排——
帮她“报案”，并将电话转接到“北京市公安
局”。而电话那头的“警方”声称她卷入了“洗
钱案”，需对其资金进行核查，要求她将自己
的钱转入指定银行卡内。等到 3 天后，她打算
索要自己的钱，“警察”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这是电信诈骗的“旧酒”，装进疫情防控
的“新瓶”。近期，类似的骗局还在浙江舟山、
山东淄博等地上演过。有人被骗子“判定为密
接人员”，最终骗走 12 万元。有人被骗子通知
有防控区行程，被骗走 23 万元。被骗时，骗子
们的话术还有“半小时出核酸检测结果”“有
新冠特效药”“交保证金可以免于被集中隔
离”等。

疫情进一步，防控措施进一步，骗子也进
一步。我们害怕新冠病毒以及它所带来的一
系列后果，比如后遗症、歧视、居家隔离、被封
控，等等。这一波疫情中的不幸遭遇，则会成
为下一波疫情来时，人们恐惧的东西。恐惧就
是我们的软肋，使我们一不留神，就可能掉入
骗子提前设下的各种圈套。

我们都知道，以平常心对待疫情，才能少
踩到陷阱。但这种平常心，取决于对病毒理性
科学的认识，也取决于疫情防控措施的科学
性、精准性。没有人为营造的恐慌氛围，就没
有恐惧心理滋生的土壤。

我们看到，优化疫情防控的二十条措施，
在不少地区都得到了落实。纠正不科学的“全
员核酸”，整治“随意封控”“随意静默”等行
为，恰使我们免于被“层层加码”的恐惧，免于
就医和出行自由被随意限制的恐惧。

但能做的还有很多。给社会建立起隔绝
骗局、免于恐惧的“免疫屏障”，要靠良好的心
态，也要靠不断整治防疫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否则，漏洞里总会有骗子钻进来。

今年 4 月，就有两个骗子身穿防护服冒
充防疫人员，在江西临川某小区，从一位居
民的银行卡里转走 5 万元。骗子声称，该居
民曾到过中高风险地区，需采集核酸并登记
基础信息。随后，骗子熟练地采集了核酸，
并在登记基础信息时向居民索得验证码。

“防疫人员”离开后，那位居民收到银行发
来的短信时才意识到，自己见到的“防疫人
员”原来是骗子。

其实，一些地方已经通过给疫情防控工
作人员配“疫情防控工作证”，规范疫情处置
的过程。但也有一些地方，相关工作人员上门
贴封条或装居家隔离的门磁时，并不出示相
关证件，或相关文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
五十六条规定：卫生行政部门工作人员依法
执行职务时，应当不少于两人，并出示执法证
件，填写卫生执法文书。但很多时候，这些制
度和程序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当疫情形势严峻，会有许多社区工作人
员、警察、甚至保安等参与疫情处置，面对的
情况会更加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明确并规范
执法的程序，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此方能避免
出现防疫人员身份真假难辨的尴尬状况。这
样就正如整治“层层加码”一样，同样能使普
通人免于掉进涉疫骗局的恐惧。

骗子是禁不绝的，也是抓不完的，但警
惕是可以提高的，恐惧是可以消除的，制度
是可以完善的，疫情防控上的漏洞也是可以
修补的。

制度完善一点，则顾虑与担忧少一点，程
序正当一点，则担忧再少一点。担忧少一点，
我们就少些被骗子“拐走”的机会，少些给防
疫大局添乱的事。

我们的软肋
骗子的商机

□ 余冰玥

打开饭菜，挑选视频，开吃。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都是我每日

吃饭的“标配三部曲”，重点在第二步。热
腾腾的饭菜到手，可不能着急吃，必须选
一个自己最想看的视频搭配。有网友调
侃，吃饭时没有刷到一部称心如意的剧，
这顿饭等同白费，你吃下去的不再是饭，
而是一阵空虚。

网友给这些“下饭”视频、音频和文
字起了一个新名字——“电子榨菜”。

“电子榨菜”不是个新鲜的概念。学
生时代，中午 12 点的“少儿频道”里有

《中华小当家》的身影，最适合中午放学

回来捧着饭碗看。日本动漫里的“泡面
番”，时长大约在 3-6 分钟，正好够泡好
一份泡面。现在，视频无论长短，文章不
限题材，只要是能让人在吃饭时感到愉
快，就是好“榨菜”。

互联网上的“电子榨菜”品类丰富，
任君挑选。私人口味不同，带来的佐餐体
验也不一样。有人吃饭喜欢看男女主谈
甜甜的恋爱，比自己约会吃饭更香；有人
爱跟着美食博主一饱眼福，看看烧烤串
串里的人间烟火气；有人喜欢带来“5 分
钟快乐”的脱口秀，跟着感慨当前的生活
状态有“中悲、大悲、超大悲”；有人在一
顿顿外卖中把“那年杏花微雨，你说你是
果郡王”咂摸了 108 遍，还有人偏爱“重
口味”，吃一顿饭，要看法医秦明解剖一

次尸体。更有浙江人民表示，自己的“电子
榨菜”是《1818黄金眼》和《钱塘老娘舅》。

古人规训“食不言，寝不语”，在现代医
学中也有科学数据证实。但“朋克养生”的
年轻人显然不以为意。相较于吃饭本身，如
何让这段空闲时间不那么寂静无趣，成为

“多线程”时代的一个重要问题。
有人陪伴吃饭自然是极好的，但“实

体”朋友在当代属于奢侈品。一个人看电
影、吃火锅、去医院已不新鲜。有人在社
交平台分享“一人吃火锅怎样做不被服务
员放玩偶”“一个人吃饭去厕所，餐具怎
样不会被收走”。

一个人吃饭的缺点在于点菜，你看着
菜单上的好几盘大菜垂涎欲滴，但肚皮提
醒你不要“眼高手低”，最终点的依旧是

“老规矩”鱼香肉丝盖饭。甚至有人发明
“戏精吃饭法”，即使是泡面配肠，也可以
配上期待的眼神、努力的撕咬、拼尽全力
的咀嚼、意犹未尽的留恋。反正没人看
见，假装热闹，好过真的寂寞。

也有些孤独来自害怕“餐桌社交”。
这时“电子榨菜”就派上了用场，只需要
掏出手机，耳机一戴，任凭领导从身旁走
过，也可以装作沉浸于视频，避免眼神接
触，还能让试图在餐桌上共话工作的同事
识趣离开。

“不仅仅是‘电子榨菜’，应该叫电子陪
伴。”网友们如是说。当代人独居比例越来
越高，根据 2021 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
2020 年“一人户”家庭超过 1.25 亿。“电子
榨菜”在逐渐程式般缺乏乐趣的三餐中隔

出一个虚拟空间，它让我们短暂逃离现实
世界，以影像、文字、声音为陪伴，获取口腹
与情感上的双重满足。

在家孤独，想要更进一步感受连接，逛
5分钟豆瓣小组“可以尝尝你的‘电子榨菜’
吗”即可满足。必有一群网友热情地给你推
荐各类“下饭必备”视频，在彼此分隔的空
间里，收获某种心意相通的共鸣与快乐。

2012 年 开 播 的 日 剧 《孤 独 的 美 食
家》 中，名叫“五郎”的大叔在屏幕里
独自一人探访小店，专心而安静地吃
饭。那种在纷乱世界中安然享受美食的
状态，仿佛在告诉年轻人：吃是一种哲
学，也是一种信仰，任何理由都不足以干
扰进餐。即使没有社交或虚拟陪伴，一个
人也可以好好吃饭。

这需要强大而富足的内心力量。“电子
榨菜”终究是“榨菜”，作用是“下饭”，在碎
片化海洋里获取信息，吃到多么有深度的
精神大餐似乎并不容易。年轻人需要的，其
实不过是一段短暂的快乐：饭很好吃，剧很
好看，吃完还能继续在生活里战一战。

“电子榨菜”，下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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