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4 年， 中国正处在史上最严重危
机之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但即使是在
那样危险的时候，一些中国思想家仍将视
线投向了远隔千里之外的一份文件———英
国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受英国战时内
阁财政部长、 英国战后重建委员会主席阿
瑟·格林伍德所托，于 1942 年起草的题为
《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的报告。

这份后来常被人们简称为《贝弗里奇
报告》的政策建议是奠定战后英国国家福
利政策的基石。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份《贝
弗里奇报告》还激发了许多中国有识之士
的兴趣。 这位英国经济学家的思想受到重
视，因为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包括经济
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可以
产生的深远影响，远远超出社会学家所处
的国家疆界。

事实上，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
的那段时间，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化
已初现端倪。 来自中国的年轻学者费孝通
曾在伦敦政经学院学习，这也是一所享誉
世界的社会科学学府。 费孝通受教于伦敦
政经学院内一位令人尊敬的教授———布
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 马林诺夫斯
基也非英国人，乃是生于波兰，治学于英
国。 他本人的理论阐释与治学方法彻底改
变了人类学学科，影响深远。然而，这些学
者所处的世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已经
变得面目全非。

这些可怕的战争也让许多人不得不
承认，他们过往对人类行为的一些理解其
实都不太确切。

重建世界全新体系

各国都应开放合作

最近这段时间，新冠疫情占据世界新
闻的头条。 疫情带来巨大破坏的同时，我
们仍然希望不会像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
战那样损失惨重。 然而，正如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后发生的世界变革，等新冠疫情
过去之后， 我们可能会发现在全球范围
内，政府与社会、各国政府之间的互动方
式将发生深刻转变。

或许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为深远的影
响，就是让各国开始致力于如何更好地满
足人民的需要。 他们尝试建立起更加全
面、积极的政府来适应这一需求。

也许你会觉得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历
史离我们当下的全球化社会太过遥
远———确实，我们现在经历的只是一场病
毒侵袭，而非战争。 但在纪念第二次世界
大战盟军胜利 75 周年之际， 我们应该学
到的关键一课是：重大转变之后，会迎来
重建新社会的契机，不只是在我们自己的
国家，更是在重建一个新的世界，而社会
科学少不了要在其中发挥作用。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历
史，与今天同样有着相似之处。 1944年召开
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正是许多国家为重建全
球贸易与经济秩序的愿景而召开，当年的西
方大国———美国、英国，还有在战时新崛起
的中国，都参与其中。 此后不久，中国还成为
新的《联合国宪章》的首批缔约国。

如今，正是我们需要一个新体系的时
候了，但这次的焦点应该是科学———当然
包括社会科学。 当务之急，就是让所有科
研实力发达的国家———比如中国、美国和
欧洲国家，互相之间分享信息和知识。 然

而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社会学家也可
以在重建世界秩序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
角色。 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各国政府重
新思考自己固有的认知。 比如，我们不应
该再躲在自己的国境线后面，当需要更多
公开的重要科学信息时，每个国家都应该
采取开放合作的态度。 有关疫情的重大突
破信息，不能被看成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私
有财产。

冲击人际交往本质

挑战未来城市管理

从这场疫情当中，我们能认识到的还
有公共卫生安全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虽然
我们现在还无法准确预判。 正是因为包括
人类学和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不断从
过往的社会巨变中吸取教训，改变多年来
形成的固有认知，才能让人类不断正视新
的真正的挑战。

举个例子，在一个人们不得不和陌生
人保持两米社交距离的时代，如果要经营
一家餐馆要注意什么？ 再比如，如果第二
波甚至第三波疫情来临， 我们该如何学
习、购物，照料我们的亲人……

全世界的民众都逃不开这些问题，尽
管文化不同，可能答案各异，但我们需要
弄明白从彼此身上可以学到什么。

再让我们回头思考一下几个可能发
生重大转变的领域。

首先想到的是人际交往的本质会发
生哪些变化？ 如果有效疫苗能够很快问世
的话，这方面的影响相对就会比较小。 但
看样子，短时间内疫情还会在某些地方蔓
延。 因此，思考社会变革可能将是所有国
家在未来很多年都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再来看看城市， 城市社会学的变化将是
新冠疫情之后我们将面对的主要变化之一。

到目前为止， 许多发展智慧城市的努力都将
重心放在如何把尽可能多的人塞进尽可能小
的空间里， 比如鼓励人们更多使用大众交通
工具而非私人交通工具， 当然这主要是出于
环境保护的原因。但疫情后，人们必须开始思
考， 如何让现代城市从环境或气候变化的挑
战中收获的成果与眼下保持“社交距离”的现
实要求共存。

目前大部分关于疫情期间城市管理
的讨论都着眼于紧迫的防疫需求： 比如，

人与人之间究竟应该保持多远的距离？ 可
是未来我们还会面对很多其他问题。 如果
人们更多利用视频软件，而非见面的方式
来召开工作会议，人际交往的本质会不会
发生变化？

目前来看，正反方面的观点都有。 在
有些场合， 面对面的接触确实没有必要；

但在另外一些场合，身体语言特别是手势
至关重要。 人类学家会告诉你，在世界上
不同文化的地区，人们碰面时的问候方式
大不相同：美国人喜欢握手，日本人习惯
鞠躬，印度人注重私下寒暄。因此，尽管如
今各大城市在外观建筑上已经非常趋同，

但人际交往的结构和互动方式却因为深
受文化特质的影响，而各不相同。

安全隐私如何平衡

两性交往也受约束

新冠疫情带来的另一个改变，在于个

人安全和隐私的平衡，不同社会对这个问
题有不同理解。 政府与私人企业日益掌握
大量个人数据的现象，让全球社会越来越
关注个人隐私被侵犯的界限。 当全社会需
要通过迅速高效地追踪一些公民的行动
轨迹来应对突发疫情时，这个社会又该如
何构建信任呢？

我们或许可以从韩国的经验中学到
一课。 在这次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韩
国政府一方面获得了充分的空间来收集
私人数据；另一方面，相关政府部门必须
保证这些举措的透明度，并且供广大民众
监督。 公民和社会间的信任平衡受到威胁
是一个全球性现象，现在应该找出办法提
升社会的透明度，对此行为学与社会学都
将发挥重要作用。

社会化进程、两性关系和婚姻同样也
会因为疫情发生变化。 在过去一个世纪
里，全世界男性与女性的互动方式发生了
深刻改变。 1920 年的中国女性，与 2020

年的中国女性所面对的世界显然大不相
同。 毫无疑问，新冠疫情给两性关系带来
的影响在西方与亚洲同样深刻。 对于现代
都市里年轻的“千禧一代”来说，遇见交往
对象，不受拘束地四处迁移，已经是一件
十分平常的事，但在疫情时代，可能就会
变得困难许多。 至少一部分“千禧一代”的
生活方式是建立在相当程度的自由行动、

无需报备行踪的基础上的。 这种生活方式
如果在行为需要被追踪的世界里，还能持
续下去吗？ 目前给我们的信号是，人们已
经感受到了社交限制所带来的约束。 这种
约束在很多国家被很多年轻人抵制。 这方
面，未来很多年，社会学家都将有丰富的
研究角度可以持续关注。

人们常常用战时状态来比喻新冠疫
情带来的影响。 虽然新冠病毒不是战争，

终究不能被当作战争来应对，但对我们来
说，两者相似之处是，深刻的社会变革往
往是发生在战争和瘟疫之后。

新冠疫情对人类未来的影响仍有待观
察，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社会学家将
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 所以，我希望，各国
政府现在开始就承诺会继续资助并支持社
会科学的发展与研究， 从而为未来的新世
界厘清并解决问题。

同时， 也希望各国政府确保学术自由
与信息透明， 这是新的研究能够顺利完成
的关键因素。固守旧的政治议程，试图逃避
或掩盖令人不安的信息等行为只会以失败
告终。 社会科学研究常常会揭示出让人尴
尬的真相， 可是真正强大的社会应该能够
正视现实，并从中受益。

李阳 译

疫情打破固有认知
生活秩序破易立难

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主任 拉纳·米特

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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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纳·米特 牛津大学

中国中心主任、 近代中国政
治与历史学教授。 著有多本

专著，其中《中日战争 1937-

1945： 为生存而战》 曾荣获

2014 年皇家联合研究所威
斯敏斯特公爵军事文学奖，

并被《金融时报》和《经济学
人》评为年度书籍。

拉纳·米特 2015年当选

为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2019 年获不列颠帝国官佐

勋章。

正如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后发生的世
界变革，等新冠疫情
过去之后，我们可能
会发现在全球范围
内，政府与社会、各国
政府之间的互动方式
将发生深刻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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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一部分“千
禧一代”的生活方式
是建立在相当程度的
自由行动、无需报备
行踪的基础上的。这
种生活方式如果在行
为需要被追踪的世界
里，还能持续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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