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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很大程度上，

起决定作用的是西

方政治领导人的战

略抉择。

西方领导人需拿出政治勇气

无论是否使用大流行这个概念，新冠肺炎疫情

已经充分显示了自己在全球扩展的速度，以及在公

共卫生和健康领域，对人类构成的威胁和挑战。

应对新冠病毒，各国正在做出自己的选择。作

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应对疾病控制的制度设计与

安排被各方褒奖、也被预期应该有充分技术和资源

储备的美国，如何应对疫情的挑战，是各方关注的

焦点之一。

从观察的角度来说，就数据发布而言，美国迄

今为止对本国新冠肺炎疫情的确诊人数出现了三个

数据，而且，CDC 官方网站新冠肺炎疫情数据的更

新规则是，周一到周五，截至当日下午 4 点；换言之，

正常工作日的上下班时间，进行数据的搜集和更新。

数据更新的格式以及工作时间，反映的是，至少在

公开表现出来的地方，美国尝试用一种俗称比较“佛

系”，比较“优雅”的方式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从数据之外的应对举措，包括负责协调新冠肺

炎疫情工作的副总统彭斯明确指令专家就疫情进行

评价前“经过副总统办公室统一协调”，总统特朗

普反复强调疫情的低致死率，疫苗研发的进展等来

看，美国联邦政府层面努力构建一套“维持金融 -

经济稳定”为优先考虑的应对策略；当然，对中国

网民来说，这种应对策略并不让人感到陌生，在湖

北省，在武汉市，被网民戏谑地定义为 F4 的组合，

以具有本地特色的风格，演绎过这样的应对套路，

当然，后果也是众所周知的。

从认知的角度来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策略，

通常与专业知识相关。一个简单的例子，是“轻症”

这个词的理解，2020 年 3 月 5 日，有知名西方主流

媒体采访了 WHO 到中国评估新型冠状病毒防疫工

作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组长艾尔沃德博士，记者

问：什么是轻症、重症和危重？我们以为“轻症”

就像轻微感冒那样的。艾尔沃德博士回答：不。“轻

症”是检测阳性、发烧、咳嗽——甚至可能是肺炎，

但不需要吸氧。“重症”是呼吸频率上升，血氧饱

和度下降，所以需要吸氧或用呼吸机。“危重”是

呼吸衰竭或多器官衰竭。所以，所谓 80% 的病例是

轻症，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

在同一个访谈中，艾尔沃德博士还说了这么一

句话：中国的抗疫方式可以被复制，但这需要速度、

资金、想象力和政治勇气。其中点出理解美国，或

者广义欧美发达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制约

因素，那就是政治勇气：在没有特效药和疫苗的情

况下，认真地，不是走形式地用隔离的方式，进行

传染病管控，必然导致民众生活不便，这种不便，

一定会转化为负面情绪，然后，通过西方的政治过

程反馈出来。

换言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很大程度上，起

决定作用的是西方政治领导人的战略抉择： 究竟是

愿意为了民众的健康、生命安全，牺牲自己的政治

前途。又或者，用“外松内紧”“大号流感没关系”“没

有特效药和疫苗没有办法”“联邦制、民主国家无

能为力”等冠冕堂皇的理由，艺术化而幽怨地表达“臣

妾就是做不到”的意愿，然后，凭借无敌的厚脸皮，

以及自觉过滤不利信息的媒体，再加上用不检

测就是没确诊，没确诊就是没数据，没数据就

是没事的逻辑对关键数据实施“精准”控制。

从戏谑和网络传播的角度看，当然可以用

湖北 F4 的美国版来进行调侃。但是，新冠病毒是

人类共同的敌人，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还

是希望美国以后在实践中，能够以重视生命的价值

作为核心原则，来指导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

毕竟这是拍出《拯救大兵瑞恩》的地方，总不至于

忘记了人的生命的价值有多重要。

　　新冠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还是希望美国以后在实践中，能够以重视生命的价值作为核

心原则，来指导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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