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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何能顺利渡过
这一关？信心最重要”

【讲述人】
小晓（化名），茶陵人

12 月 14 日，经过 8 天的抗战，我
终于由“阳”转“阴”，不再是“小阳人”
了。

回想起这段居家治疗的过程，我
觉得乐观是战胜病毒最重要的“法
宝”。

12月3日，我的母亲在混管检测
时被查出异常。之后单管检测显示，
她感染了新冠病毒。

“听疾控的人说就像是感冒一
样，没啥可怕的。”得知结果后，年过
六旬的母亲显得很淡定，这让我松了
一口气。

母亲中招后，我们全家便开始居
家隔离了。担心交叉感染，母亲在卧
室进行自我隔离，一日三餐都由我做
好后放在门口。我和母亲都能戴好
口罩，可年幼的女儿不太配合，让我
有些担忧。

发病后，母亲陆续出现了眼睛睁
不开、全身酸痛、发烧等症状。前几
天，我还是一直没被感染。到了12月
6 日，我发现自己也“阳”了。好在这
时，母亲的不适症状已大大缓解，做
饭的重任就转交给了她。

这让我不由得想到网上流传的
一个段子：“新冠病毒挺仁义，家家留
个做饭的人。”

既然没躲过，何不乐观面对？这
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感受。确实，与病
毒抗争的过程不舒服。第一天晚上，
我感觉脚特别凉，怎么也捂不热，几
乎一晚上都没睡着。第二天，我也开
始发烧，体温最高超过了 39 摄氏度。
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感染新冠
后怎么吃药的帖子，很多人说感染前
期、中期、后期应该分别吃什么，我感
觉不能过于依赖药物，还是需要借助
物理降温，毕竟是药三分毒。其实真
正难受的就是那一两天，挺过去就好
了。为此，我不停地喝蜂蜜水，一天
至少要喝2000毫升。

所幸，这种症状只持续了不到 2
天。到了发病的第 4 天，我终于退烧
了。接下来，就出现鼻塞、咳嗽等症
状。不像其他感染者描述的那样，我
的喉咙没有出现刀割般疼痛。

或许每个人感染后的症状并不
一样，就像我的女儿，她也被感染了，
但她的症状极其轻微，只有一点点咳
嗽。感染后不到3天，她就转阴了。

我们一家人为何能顺利渡过这
一关？我想，信心最重要。因为，我
们只有藐视敌人，才能战胜敌人。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肖捷）与家人
同住，“阳”了之后，家里的东西怎么办？穿过的
衣服、用过的口红、牙刷、碗筷要怎么消毒？会
不会有二次感染的可能性？为此，记者采访了
市中心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对这些家庭防疫问
题进行了解答。

“感染后个人物品再使用不会造成二次感
染。”市中心医院感染内科主任谭英征说，“首
先，病毒离开人体的存活时间不长，且阳转阴的
患者自带抗体，一般认为起码三到四个月内不

会再次被感染。”
也就是说，患者感染期间使用的牙刷、口红

等个人物品无需更换，可以继续使用。但是值
得注意的是，患者与家人同住，共用的东西需要
用84或者酒精进行简单的消杀。

谭主任表示，隔离期间与隔离后三到五天
内，患者最好自行对碗筷等餐具进行清洁，但最
好不要触碰冰箱，因为冰箱低温且相对封闭，病
毒停留的时间会比较长，建议由家人帮忙做
饭。患者用过的衣服、床单等棉制品家人也不

要触碰，但可以一起进洗衣机清洗或者用 56%
的热水浸泡洗涤，洗完在太阳下晾晒即可。如
果洗手池、马桶需要共用，在患者每次使用后，
最好也用84或者酒精擦拭消毒。桌椅、柜子等
家具也是同样的方式处理。

居家隔离时需要做好通风换气，每天两
三次，一次不少于 30 分钟。居家环境以清
洁为主，只用 84 或者酒精对重点接触部位
处理即可。

感染了可怕吗？该如何面对？居家治疗要注意什么？……

两名新冠感染者都提到了一个词：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琼

疫情三年，面对新冠病毒，有人已淡定从容，但也
有人依然紧张不安。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我们还需要谈新冠色
变吗？感染后如何进行居家治疗？……近日，记者联
系了我市两名居家隔离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听听他们
的自述。

居家隔离 个人物品怎么处理？

“朋友雪中送炭，给了
我战胜病毒的信心”

【讲述人】
小天（化名），陕西人，就职
于株洲某公司

12 月 9 日，我从山东出差结束回
到长沙。在飞机上，我的邻座似乎有
些感冒症状，一直在不停地打喷嚏。
当时，我虽有些警觉，但防护意识并
不够。吃饭的时候，我摘下了口罩。

在长沙的家中，我度过了一个周
末，当时并没感到任何不适，还陪两
个孩子玩了许久。现在回想起来，觉
得自己当时大意了。

12 月 11 日，我回到株洲的公司
上班。刚到公司不久，就感觉浑身乏
力，当时并未意识到自己可能感染新
冠病毒了。中午时分，我浑身酸痛，
到了下午2点，开始打寒战，感觉全身
发冷。平常我连感冒都很少，这时，
我意识到自己可能“中招”了。随后，
我赶紧向公司报备请假，回到株洲的
房子，准备独自居家进行健康监测。

回家后，我一量体温——37.8 摄
氏度。到了晚上，体温升得很快，我
烧得有些迷糊，吃了点退烧药才勉强
睡着。

由于事发突然，我准备的药不够，
家里连菜和水果也没有。这种情况，
又不敢贸然出门购买。正当我有些焦
急时，几名同事伸出援手。他们买来
新鲜水果、蔬菜、牛奶等，还为我送来
药品和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这种特
殊时刻的雪中送炭多么可贵，他们给
了我战胜新冠病毒的勇气和信心。

有了充足的“粮草”后，我马上做
了抗原检测，果不其然，我“阳”了。
我赶紧第一时间告知家人，提醒他们
备足药品并做好健康监测。此时，我
也开始准备和病毒“硬刚”了。

发病的第二天，是我症状最重的
一天。这一天，除了高烧，我还出现
了头痛症状。脑袋抽着痛，这种感受
前所未有。即使再难受、没胃口，我
也强迫自己多吃一点。因为只有保
证身体摄入的营养足够，才能更快地
恢复。为此，我的食物清单包括鸡
蛋、牛奶、面条、水果等，以清淡营养
为主。

扛过了前两天后，我的症状开始
慢慢消失，烧也退了，只是还有些乏
力、咳嗽等。这时，远在长沙的家人
也相继出现感染症状，这让我有些自
责。幸运的是，两个孩子的症状并不
重，感染一两天后就活蹦乱跳了。

如今，我们一家人都在康复中，
胜利在望了。其实，对付新冠病毒也
没有那么难！

▲小天居家隔离治疗时，同事为他送来的药品和食物。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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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古装剧都是拍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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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不得往生》
作者：阿耐
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时间: 2006年10月
内容简介：

最近，由阿耐所著小说
《不得往生》改编的电视剧《风
吹半夏》正在热播。此前，由
其作品改编而成的《欢乐颂》

《都挺好》《大江大河》等影视
剧，都曾掀起收视热潮。

《不得往生》是一部爱情
小说；这又是一部六国争雄的钢铁行业商战小说；这还
是一次对“企业家原罪”的有力质问。或许一切的商业
都将经历这样的过程，而传奇往往这样炼成。作为中
国第一部以女性创业为主题的商战励志小说，本书充
分展现了民营中小企业在夹缝中生存并寻求发展的现
实。故事以女性创业为主线，更加增添了一份艰辛和
无奈。

故事讲述草莽起家的许半夏一开始以收废铁为生，
在完成小小的资金积累之后，她决定冒一次险，选择从
俄罗斯倒卖钢铁。但是在半路上她遇到了一系列的困
难：交易时间长，资金链断裂，税务机关为难……许半
夏周旋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法律界甚至
黑社会势力等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利用这些复杂的
关系以及其中主要人物之间的钩心斗角的矛盾，逐步
建立起自己在圈子里面的地位，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
累。其间，许半夏经历了良心与资本、道德与利益的矛
盾与激烈挣扎。在漫长的创业岁月中，既有痛苦、波
折，也有甘甜、收获。

圈子 缠花，指尖绕出的浪漫技艺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芳

这些年常常听到周边人吐槽，说中
国现在的古装剧一点也没有古代的感
觉。为什么呢？因为太现代化了，把现
代人的审美与生活逻辑硬凹到古代，怎
么看都觉得别扭。

比如丝绸，比如带颜色的服装料子，
在古代的一般中产家庭是用不上的，老
百姓更别想，甚至低级别官吏都穿不
上。想想看，“98 央视版”的《水浒传》，
里面那些人穿的都是些什么衣服？

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现代的很多
水果蔬菜在当时的中原地区都是没有
的。南宋之前，中原是没有炒菜的；元朝
之前，中原没有蒸馏白酒；大部分时候，
官方都是禁止食用牛肉的，比如《水浒
传》，里面但凡稍大一点的城市里，好汉
们可是吃不到牛肉的。

再者，古代人住什么房子？苏州园
林那种类型的房子，明朝之前是没有的，
北方则一直都是没有。木制、草顶土坯
是主流，有钱人家才住得起瓦房。

还有，即便是有钱人家也不会普遍
性使用珠帘、纱幔之类的装饰。除了王
公贵族，大部分人的家里，到了晚上也不
可能亮堂堂的，毕竟煤油要钱买啊。想
想看，电视剧《雍正王朝》里面的佟国维
的家，堂堂一任首辅家里就点了那么几

盏煤油灯，到处都是黑咕隆咚的。
古代是没有大马路的，所谓青砖铺

地那也仅限于王公贵戚之类的地方，其
余绝大部分都是土路。繁华市井会好那
么一点点，稍微冷清一点的地方就是坑
坑洼洼的土路。那个时候马车也没有减
震装置，就是车轴套俩轱辘，车轮还是手
工制作的，可能都不是规整的圆形，车子
走起来配合着土路发出“吱呀”的声音，
七上八下地颠簸着，这种场景才是对
的。央视拍过一部《东周列国志》，看看
那里面的马车是啥样就能大概明白了。

个人卫生也肯定没有现在这么讲
究。先不说哪怕是现代社会，一些地方
也做不到一天一个澡，光说古代的取水
方式，一般人家也没有能力把自己倒饬
得溜光水滑。王猛跟苻坚聊天下大势的
时候“扪虱而谈”，王猛怎么着也是当时
的士族，但他身上也是有虱子的，其他人
更不用说。

这还仅仅是衣食住行，现在这些所
谓的古装剧都是穿着不伦不类的戏服，
根本分不清是哪个朝代。更要命的是台
词，一张嘴满口大白话，甚至还有些剧里
对着母亲喊“妈妈”，不仅让人一秒弃剧
还贻笑大方。

（@杨可夫斯基）

近年来，中华传统服饰和装饰的市场需求日渐增长，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古风圈子”。随着《清平乐》《玉楼春》
等古装影视作品的热播，缠花作为剧中的配饰，在众多传统
配饰中重新崭露头角，受到了大众追捧。

前阵子，湖北一个即将结婚的姑娘，找到谭翾定制了一
套缠花头饰，准备作为秀禾服的配饰。

2020年，谭翾在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老师蔡歆妍的
支持下，创立了慕芳华非遗缠花艺术坊，推广、传播这项技艺。

吕雯雯是最早加入工作室的。她说，“这种指尖上的艺
术，需要细心、耐心及专注、创意的心境，并能从中收获成就
感、愉悦的心情。”

工作室也吸引了不少男生加入。黄志杰就是其中之一，他
在享受艺术之美的同时，也希望能为传承推广缠花出一份力。

谭翾也会和工作室成员、老师，参加展会、集市，向外推广
展示缠花。“大家穿上汉服、行相见礼……在这样的古典情景之
下，看着大家头上佩戴着自己制作的缠花，更迷人。”谭翾说。

如今，在老师蔡歆妍的指导下，工作室还将走进乡村传
授这门技艺，并搭建线上销售平台，带动当地贫困户、闲置劳
动力就业。

一根铜丝、一根蚕丝线，谭翾便可留住这世间可爱的模样——花儿可以长于
鬓角，枫叶可以常红心上，蜻蜓可以停在发梢。

这种用丝线缠绕而成的花饰，被称为缠花，是一种流传已久的传统民间技艺
制品。20岁的谭翾就很喜欢这种技艺，并不断学习、创新、传承，希望让更多人了
解到这指尖上绽放的花朵。

人们对花的喜爱由来已久。
宋代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有

过描述：“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
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
无论贫富贵贱，花开之时，佩戴簪花才
不负春光。

“但冬天百花凋零，没有充足的鲜
花，后期便出现了缠花等手工制作的
花饰。”说起缠花，谭翾像打开了话匣
子一样，“缠花是一种用丝线在纸板和
铜丝扎成的坯架上，缠绕出花鸟鱼虫
等吉祥形象的饰品。”

谭翾喜欢汉服，因此也会关注一
些古典配饰。在这过程中，她了解到
了缠花，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20 年，她拜师英山缠花第十四代传
承人陈广英，学习缠花技艺，同时还不
断了解和缠花相关的历史文化。

“不同流派各有各的特点，根据不
同地域的习俗，缠花不仅可当头饰，还
可做成新房挂件等。”谭翾说，现在的
缠花并不局限于某个流派，而是根据
当下的审美和生活习惯，主要以配饰、
家居摆件为主。

手工制作的花饰，其创作空间很
大。

“匠人们会用独特的传统艺术，设
计出各式各样的缠花，表达着美好的
寓意。”谭翾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牡丹象征富贵，莲蓬象征多子，葫芦象
征福禄，一件缠花饰品就是一幅有意
境、有祝福的作品，这是指尖上绕出的

“中国式浪漫”。
做缠花，涉及多种工艺。

首先，要画设计稿，画完再拆解成
各种形状，画在卡纸上后还要剪成纸
坯。然后，先把蚕丝线劈丝理线、剪铜
丝，再将纸坯并在铜丝上，捏在手里，用
蚕丝线按照纸坯的形状一圈圈缠绕。

“缠线是最难的，开头要牢固，缠
到某个弧线的顶点时，线特别容易滑
下来，而收尾的部分，叫‘下坡’，也很
容易滑落。”谭翾说，这个环节需要多
加练习，才能掌握其中的技巧，做出平
整精致的缠花。

最后，缠完的花瓣叶片再组装起
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缠花作品。

如今，各种染料让染色也变
得简单。谭翾告诉记者：“现在做
缠花，还可以染出渐变的效果，精
美绝伦。”

以配饰、家居摆件为主

指尖上绕出的“中国式浪漫” ▲谭翾在集市上展示缠花。受访者供图

◀谭翾制作的部分缠花。
记者/刘芳 摄

让更多人了解缠花

微言 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