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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联邦政府不作为、大选博弈、

造富运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正在撕裂的美国。而以效仿特朗

普为傲的巴西总统博索纳罗，被讽刺为巴西抗疫最大的 bug。

更令人揪心的是，疫情开始被忽略的印度，正在被贫穷饥饿、

传染病、数据不透明、科学意识淡薄的漩涡裹挟，一旦失控，

很有可能成为全球疫情的“王炸”。

一场政治与科学的撕扯，正在左右世界疫情原本的走向。

总统们的“魔幻操作”

“三个国家，相互之间存在某些共性，比如都有一个强势

的总统。”江天骄告诉《新民周刊》，疫情之下，美国总统特

朗普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始终对新冠病毒持不屑的态度，也

都曾在公开场合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完全不需要戴口罩”“新

冠病毒只是小感冒”“它总会消失的”“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时间回到 2 月下旬，美国国会议员们已经清楚疫情的严重

性，但出于选举需要，两党竞选集会照常进行，防疫工作停留

在探讨和论证层面，直至 3 月 13 日特朗普宣布全美进入紧急状

态。这一应对迟缓，直接导向了 4 月初美国首波疫情高峰的出现。

尽管特朗普身边有医学界智库福奇出谋划策，但特朗普似

乎并不接受任何建议。4 月份正值疫情高峰，特朗普要求终结“社

交距离”，福奇提出美国需要“大幅提高”检测水平，遭到了

特朗普的反对，“我不同意他所说的，不，我认为我们在检测

方面做得非常好”。

5、6 月份特朗普执意“重启美国”、呼吁各州复工。到了

7 月份，福奇表示，美国的疫情还远没有结束，又惹怒了特朗普，

特朗普的顾问甚至对福奇早前的言论做进一步解读并诋毁福奇。

再加上明尼苏达州弗洛伊德事件爆发后，特朗普竞选动员压力

陡增，相比经济与竞选，抗疫逐步被边缘化。

即便在 10 月 2 日，特朗普宣布确诊新冠，也无法阻挡其“魔

幻行为”。他在医院接受三天治疗，在尚未脱离危险的情况下，

就仓促出院，重返白宫，并且很快摘下口罩，向外界致意。10

月 18 日，在内华达州进行竞选集会时，他多次强调自己不具有

传染性，还声称确诊的小儿子免疫力强，仅在 15 秒内就已经痊

愈。

与特朗普“保经济保连任”的防疫对策如出一辙，现年 65

岁的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也成为众矢之的。2019 年 1 月，他效仿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巴西优先”“让巴西再次伟大”等口

号赢得大选。今年疫情开始，博索纳罗就曾对巴西利亚的一名

烧烤小商贩说过：“有人会死亡，那是由上帝决定的，我们无

法阻止。”

与其他许多国家元首不同，这位南美洲最大国家的领导人

从未在任何医院露面，也未对新冠肺炎的感染者及丧亲家庭表

示同情。 

3 月中旬，博索纳罗带着政府要员访美，多名高管被确诊；

4 月，他先后解雇了“不听话”的卫生部长曼德塔，并呼吁民

众不要居家隔离。更为讽刺的是，巴西为新冠肺炎死难者哀悼

当天，博索纳罗被曝光在巴西利亚的湖面上驾驶摩托艇，前往

首都吃烧烤。

在“保健康”与“保经济”之间，巴西总统显然选择了后者。

6 月份，博索纳罗停更了新冠确诊病例数字，只保留了 24 小时

变化的数字。但事实是残酷的，一千多万人失业，工资骤降 8%，

整个巴西正在经历 120 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相比之下，印度总统莫迪的表现则有些不同。从反应速度

上看，印度的警报 1 月 25 日就已经拉响。要求来印人员自我隔

离 14 天，超过 3400 名疑似接触者被隔离观察。复旦大学国际

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林民旺说，一方面，他们知道自

己的医疗卫生体系比较脆弱；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印度过去数

次疾病暴发中的经验与教训。

再加上，印度疫情期间，先是蝗灾、后是洪灾，接着中印

边境发生冲突，莫迪政府借此抵制中国商品、禁用中国手机应用、

严查中国投资和出口货物等不少动作，试图通过挑起事端转移

国内对疫情的注意力；而且边境的增兵、部署一直不断，民众

看到的莫迪，始终扮演的是一个正在处理危机的领导人。

但进入 8 月以来，印度政要接连确诊似乎在提醒莫迪，一

味地沉迷形象塑造、效仿美国转移矛盾的做法，完全行不通。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集会时多次咳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