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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

全球总动员

在《华尔街日报》做出此等种族歧视的恶事之际，美国政

府也没停手。从 2 月 19 日起，把 5 家中国主流媒体在美国的分

支机构按照外国使团来对待。换句话说，美国政府不再视新华

社等 5 家中国主流媒体为媒体，而视为中国的政府部门。此前，

美国曾将苏联塔斯社、《真理报》视为外国使团，亦曾将越南

通讯社视为外国使团。无疑，这是一种政府层面的对华敌视态度。

随后，中国吊销了《华尔街日报》三张驻北京记者证。

此时此刻，蓬佩奥又冒出来继续大放厥词，称中国政府“驱

逐”《华尔街日报》记者，暴露中方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应

存在问题，并号称要维护其所谓的“言论自由”。然而，打

脸蓬佩奥的是，《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社长郑子扬 (Jonathan 

Cheng) 于 2 月 20 日发出一封电子邮件给两个上司：一个是《华

尔街日报》发行人兼道琼斯首席执行官威廉·刘易斯，另一

个是《华尔街日报》的母公司新闻集团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汤

姆森。邮件主旨很简单——要求管理层考虑更正标题，并对

读者、消息来源及任何被冒犯的人致歉。很显然，蓬佩奥该

学习下，言论自由的边界到底该在哪里！种族歧视还算不算

言论自由？

在中国疫情正烈时，西方世界对世卫组织官员、专家频频

到访中国，总体上并没有引起重视。反而是借题发挥搞事者不断。

在意大利，有电视台竟公然说“这种病毒会在中国大肆感染，

是因为他们的医疗不先进”。意大利知名歌手、制作人弗朗西

斯科·法奇内蒂曾目睹一位中国老人被人殴打。他当时制止未

果后，怒扇了青年两个巴掌。“我们必须为这样的意大利人感

到羞耻。我们必须向中国人道歉。”法奇内蒂在推特写道。

与法奇内蒂所披露的情况类似，早在 1 月 31 日，就有一名

23 岁的中国女生在德国柏林米特区遭到殴打。柏林警方将此事

称为“仇外事件”。而中国驻德国大使馆 2 月 3 日披露，打人

者挑衅在先——用有关新冠病毒的歧视性言论辱骂这名中国女

生。

在英国：当地时间 1 月 30 日 13 时许， 一名中国留学生在

前往谢菲尔德大学的路上，遭到路人的谩骂与推搡。事件发生后，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2 月 3 日在其网站发文，提醒在英中国公民

妥善应对不良分子挑衅。任教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东亚系的陆

小宁博士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在中国疫情刚起来的时候，

这边确实出现了一些种族歧视的情况。路上一些华裔、中国人、

新加坡人，甚至韩国人都会遭到歧视，甚至被袭击。许多人认

为这个病毒是‘中国病毒’。”

在美国：2 月 10 日，纽约一亚裔女子被指身含新冠病毒、

不戴口罩而被打；2 月 13 日，加州一名 16 岁少年被指身上存

在新冠病毒，遭到重殴入院……

因为歧视现象愈演愈烈，在西方社交媒体上，还出现了一

些华人或者中国人推演起来的“imnotavirus”（我不是病毒）话题。

一网友在推特写道：“我是中国人，但我不是病毒。”“我知

道全世界都在担心这种病毒，但是请不要带有偏见。”他发了

一张自拍照，下半张脸上挡着一张用英语写着“我不是病毒”

的纸。

在西方社会有人将矛头对准零星的中国人甚至亚裔时，很

少有人注意到世卫组织“哨音”的节奏。2 月 25 日，谭德塞在

日内瓦宣布，当天中国以外的新增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超过了中

国的新增病例。这时候，连遥远的巴西都出现了从意大利飞回

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是在 1 月 30 日。搞情报出身的蓬佩奥，面对这一公开信息，实

在不应该忽视一段历史——2009 年 4 月 25 日，世卫组织宣布

　　瑞典政府的做法，不仅遭到了本国人民的质疑，更受到了欧盟内一些国家的批评。

这样一来，他国的抗“疫”努力就失去了意义。其做法会否让比瑞典实力更弱的国家
效尤，实在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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