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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激反应不科学也无益”

1 月 30 日，世界卫生组织声明不建议其
他国家对中国采取旅行或贸易禁令。次日，
美国即宣布最严厉的赴华旅行禁令，过去14
天内到过中国的外国人都被禁止入境。澳大
利亚紧随美国，宣布对近日内曾到过中国的
非本国公民关闭边界。不仅如此，在美国国
土安全部官员认为疫情“对美国公众的总体
风险尚低”的情况下，美国还第一个从武汉
撤出领馆人员，第一个提出撤出其使馆部分
人员，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
限制措施。对此，美国国内学者普遍以“过
度反应”“过激反应”定义这一举动。

“美国对华采取限制措施恰恰是世卫组
织反对的事情。我们正从过度自信滑向恐慌
和过度反应。”美国乔治城大学全球健康法
专家劳伦斯·戈斯廷对美媒 BuzzFeed 表示。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紧急救护研究办公室主
任杰里米·布朗提醒美国公众，“反应过度的
坏处可能跟反应不足一样大”。

美国《洛杉矶时报》发表布朗大学人类学
助理教授凯瑟琳·梅森的评论文章指出，“目前
一些国家禁止旅行或贸易的做法，是对疫情
作出的过激反应。过度应对措施无法遏制疫
情的扩散，还将给全球经济造成巨大损失。”

美国 《华盛顿邮报》 刊登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卫生安全中心流行
病学家詹妮弗·诺佐的文章称，中国是关键
药品和个人防护装备的重要生产国，在应对
疫情的过程中与中国保持积极接触，才是理
性做法。

美国公共卫生协会执行理事乔治·本杰
明直言不讳地指出，从实际风险讲，枪支滥
用、美国本土麻疹疫情，这两个任何一个都
比新型冠状病毒更危险。

美国马里兰大学国际卫生合作问题研究
专家凯瑟琳·沃什诺普担心，当疫情暴发时，采
取边境限制措施削弱了世卫组织的权威。此举

“只是迎合舆论的、政治层面可见的一种政策，
破坏了应对此类疫情需要的合作方式”。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作为一个医疗水平

高、防疫能力强的发达国家，美国率先对中
国疫情作出过激反应，采取过度应对措施，
与世卫组织的建议相违背，这是“美国优
先”政策理念的又一体现。

“美国政府的过激做法，实际上加剧了
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恐慌，不利于国际社
会 团 结 ， 与 科 学 抗 击 疫 情 的 目 标 背 道 而
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向本
报记者指出。

“疫情不能成为排外借口”

据美国 《纽约时报》 报道，1 月 30 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英期间再次提及“中国
威胁论”，抛出“担心中国的制度”“共产党
是核心威胁”等言论。同日，美国商务部长
罗斯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专访时称，中国的
疫情“有助于制造业回流美国”。此前，美国
参议员科顿甚至呼吁白宫“禁飞一切来往中
国的民航班机”。这些不合时宜的杂音，引发
美国国内及国际舆论的严厉驳斥。

“中国的疫情对美国没有好处。”诺贝尔
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 《纽约时
报》 发表文章说，罗斯显然不明白，现代制
造业不再是不同国家工业部门间的“直接竞
争”，如今大量进口商品都是“中间产品”。
在一个全球价值链世界里，任何干扰进口的
东西，无论是关税还是病毒，都会增加生产
成本。《纽约时报》 则谴责罗斯的言论是

“对一个处于危机中国家的麻木不仁”。
美国 《赫芬顿邮报》 呼吁美国公众不要

相信科顿的话，称其在“散布虚假消息和恐
慌情绪”。该报还不无讽刺地指出，“科顿的
言论没有医学专业根据，倒是与他反中国的
一贯立场相一致。他对中国的批判走入极
端，变成了对中国政府毫无依据的指控”。

与此同时，个别西方媒体以“黄色警
报”“中国病毒”等为题大做文章，少数国
家和地区还出现了针对华人乃至亚裔群体的
种族歧视现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感叹：

“带来伤害的并非只是疾病。”德国 《法兰克
福汇报》 呼吁，现在并非是“中国与世界的
抗争”，而是“人类与冠状病毒的抗争”。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刊文称，疫情当前，

歧视、偏激言论数量激增。但疫情不能成为产
生排外情绪的借口，危机不能泯灭人性。正如
美国免疫和呼吸系统疾病中心主任南希·梅
索尼耶所言：“不要让恐慌支配你的行动。不
要因族裔来推定一个人是否感染了病毒。”

“信息分享透明高效，防控机制坚决有
力，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在
疫情防控中为国际公共卫生事业作出巨大贡
献。”陈东晓指出，某些西方政客的极端言
论不仅缺乏经济全球化的常识，也是对中国
抗击疫情能力及社会韧性的误判，更反映了
他们惯有的“零和博弈”思维及“落井下
石”的阴暗心理。

德国联邦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协会主席
米夏埃尔·舒曼表示，正是中国人民承受着
最沉重的负担，正是中国作出的牺牲和承
诺，才避免了疫情在全球以更快的速度传
播。他们应当获得我们的尊重和支持。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亚洲地缘政治学
者诺恩的观点表示，某些西方媒体出于政治
目的故意散布恐慌，夸大其词。可以多观察
世卫组织的说法——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方
式应对这场疫情，为世界树立了应对疫情的
新标杆。“比疫情更危险的，是恐惧和仇
恨，这才是我们面临的‘病毒’”。

“疫情是我们共同的挑战”

面对疫情，众多国际政要及友好人士声
援中国，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民间组织或
个人正积极筹措、运送医疗防疫物资到中
国。正如“德国之声”网站所说，“疫情当
前，人类最需要的是团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呼吁，国际
社会应团结一致，对中国及其他可能受到疫
情影响的国家表达强烈支持，避免无辜人群
和疫情受害者被污名化。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在社交平台上声援中
国抗击疫情的努力，称“疫情是我们共同的
挑 战 ， 在 这 场 战 斗 中 巴 西 与 中 国 团 结 一
致”。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表
示，韩中互为友好邻邦，中国的困难就是我
们的困难，韩国将不遗余力地提供支援和配
合，与中国携手抗击疫情，共克时艰，推动

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据法新社报道，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呼吁

该国公民，面对新型冠状病毒危机要团结一
致，并提醒警惕针对加拿大华人的任何歧
视。伊朗外长扎里夫在社交平台上援引中国
古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称“伊朗始
终与中国站在一起”。意大利总理孔特表
示，“意大利境内任何人都别想利用疫情诉
诸歧视甚至暴力，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近日重申了不因疫
情从中国撤侨的决定，并称赞中国拥有治疗
这种疾病最好的医疗设施。

“抗击疫情是当前国际社会的共同任务
和挑战。中国在抗击疫情的最前沿，采取了
高强度措施，为此承担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
牺牲，目的是为了防止疫情向他国蔓延的可
能。国际社会高度肯定中国政府的举措，并
积极向中方伸出援手，体现了共克时艰的人
道主义精神。”陈东晓说。

福克斯新闻援引学者观点指出，要防止
疫情扩散，除加强监控、普及疫情和防护知
识以外，最重要是配合中国政府并加强与其
他相关国家和机构之间的沟通合作，投入更
多资源和中国一起对疫情进行研究，加强公
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这才是其他国家避免
感染入侵的最好方式。

王勇指出，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应对传
染病等公共卫生危机，考验着国际社会的合
作机制和能力。中国提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建设性方案。
而“某国优先”“以邻为壑”的政策只会给
世界带来灾难，导致人类社会的退化。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近日发布的 《中国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进展与前景》 评估报告
建议，面对疫情，国际社会为维护共同安全
应采取三大联合行动：优化现有疫情信息公
开机制、加强国际卫生防疫经验交流、反对
歧视疫区和疫区人民。

陈东晓表示，国际社会要践行“同舟共
济”的理念，抛弃“零和博弈”的思维；培
养民众科学认知、应对疫情，清除谣言滋生
和蔓延的土壤；强化国际卫生合作机制及能
力建设，尤其对公共卫生防控能力较弱的国
家，要加强对其在资金、人力和经验等方面
的支持。

据美联社报道，近日，美国阿富汗问题特使扎尔梅·哈
利勒扎德抵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与阿富汗总统会面。法
新社分析指出，此举是为推动美国和阿富汗武装组织塔利
班签署协议做出的新尝试。进入第 19 个年头的阿富汗战
争，究竟什么时候能画上休止符？

分歧重重和谈难
被美国叫停的美塔和谈，于去年12月正式重启。据美

国 《纽约时报》 报道，此次谈判的最终目标是逐步撤出美
军，并实现阿富汗内部和解。尽管双方在上一次的谈判中

“接近达成协议”，但是双方信任的缺失让分歧更加凸显。
“如何定义停火是目前双方最大的分歧。美国一直要求

塔利班首先在一定时间内停火，然后再落实撤军方案等事
宜。但是，塔利班表示只能承诺在较短的一段时间内‘减
少暴力’。”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表示。

《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言称，若欲达
成协议，塔利班必须首先“提供有力的证据以证明他们减
少暴力的意愿和能力”。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塔利班发言人
沙欣表示，由于美国提出了新的要求，双方的谈判仍未取
得重大进展。

朱永彪认为，美国以“停火”为谈判首要条件，一方
面是试探塔利班是否有能力统合内部多种力量，另一方面是
看塔利班是否真正有意愿切断与“基地”组织的联系。就目前
会谈的情况而言，双方很难达成有实质性成果的协议。

内乱频频和平远
持续多年的内乱，使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举步维艰。联

合国公布的报告显示，过去10年来，超过10万名阿富汗人
因内战而丧命或受伤。

朱永彪指出：“当下阿富汗安全问题的根源，貌似是塔
利班反政府组织所持立场，然而深究起来，还涉及政府的
经济、社会、安全等治理能力。围绕阿富汗究竟应该建立
什么政体、如何分享权力等问题，阿富汗现政府和塔利班
始终难以达成共识。”

半岛电视台此前报道，尽管阿富汗政府一再邀请塔
利班进行谈判，但该组织始终以阿富汗政府是外国扶持
的政权为由，拒绝与之对话。对塔利班的这一策略，朱
永彪认为：“塔利班希望通过谈判削减阿富汗政府的权威
和合法性，从谈判过程来看，塔利班其实已经达到了它
的目标。”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当前，阿富汗境内各种武
装组织不断发起袭击以宣扬自己的权威性。未来，外国驻
军问题、一触即发的内战等棘手问题都摆在阿富汗人民面
前，和平的曙光还没有出现。

打破僵局路漫漫
美国和塔利班陷入谈谈打打的“怪圈”，主要是因为双

方所设定的目标差距过大。朱永彪指出，“‘先撤军还是先
停火’是美国和塔利班最直接的分歧。双方都希望以打促
谈，因此才出现了现在的拉锯战局势。”

德国之声电台网站分析认为，表面上看，所有人都同
意用和平方式解决阿富汗问题，但事实上，找到一个让所
有人都满意的方案简直比登天还难。

美塔双方该如何破解“谈谈打打”的僵局，迎来真正
的和平？

“这取决于双方能否做出真正的妥协。塔利班能不能改
变其固执的态度，美国能不能做出更多的让步，阿富汗政
府能否在其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调和角色？这些都将影响阿
富汗的和平进程。”朱永彪说。

国际社会批驳对疫情的过激反应和极端言论——

“当前人类最需要的是团结”
本报记者 李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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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正全力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国际社会纷纷
力挺中国。然而就在中国抗击疫情的
关键时刻，美国和西方的某些政客及
媒体对疫情作出过激反应，不断制造
和散布恐慌，甚至抛出极端言论，引
发国际舆论的广泛批评。

“我们需要事实，不需要恐慌；
我们需要科学，不需要谎言；我们需
要团结，不需要污名。”世界卫生组
织总干事谭德塞说出了国际社会的共
同心声。

美塔“谈谈打打”闹个不停
贾艺宁 刘小依

环 球 热 点

2月 5日，第 27届明斯克国际书
展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开幕，来自
30个国家的约400家出版机构参展。

上图：开幕式现场。
右图：一名女子带着孩子在国际

书展上选购图书。
任科夫摄 （新华社发）

第27届明斯克
国际书展开幕

病毒和疫情是人类
意志力和协作能力的一
道考题，也是检验人类
良知的一块试金石。

中国是抗击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的第一战场。迅速果断
采取行动、上下同心全
力战“疫”，公开透明发
布信息，积极加强国际
合作，面对来势汹汹的
疫情，中国的担当，国
际社会有目共睹。14 亿
中国人民用众志成城的
决心和行动，为共同维
护地区和全球的公共卫
生安全作出重大贡献。
对此，国际社会普遍赞
赏。国际社会与中国并
肩战“疫”，上演了无数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的感人故事。

然而，美国和西方
的某些政客和媒体，罔
顾中国积极战“疫”的
事 实 和 世 卫 组 织 的 提
醒，逆流而动，作出一
系列过激反应，借对疫
情的担忧“隔离中国”。
更有甚者，某些美国政
客竟然乘机散布谣言、
肆 意 抹 黑 ， 制 造 新 版

“中国威胁论”。在人类
面临共同灾难的非常时
期，这种幸灾乐祸、落
井下石的心态，哪有什
么人类良知？

也难怪，有“零和思维”主导，疫情
也能成为美国和西方某些政客及媒体污名
化中国、打压中国的工具。

公道自在人心。“疫情不能成为产生排
外情绪的借口，危机不能泯灭人性”，国际
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士和媒体群起捍卫人类
良知。2003 年非典期间曾与中国并肩战斗
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利普金，再度与
中国同行携手遏制疫情；许多国家和国际
组织源源不断雪中送炭，主动向中国捐助
防疫医疗物资；日本友人写下“山川异
域，风月同天”的友谊箴言；德国中学生
齐唱 《让世界充满爱》 为中国加油，非洲
最大银行的上万名员工“穿红衣，挺中
国”……一幕幕感人肺腑的瞬间，无不闪
烁着人性至善的璀璨光芒，释放出人类同
舟共济的强大正能量。

闲言碎语击不垮中国防疫抗疫的坚定
信心，艰难困苦压不倒中华民族坚强不屈
的钢铁脊梁。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正是在
与各种疫病、自然灾害、外来侵略等各种
艰难困苦的斗争中，练就了百折不挠、众
志成城的精神禀赋。疫情当前，中国绝不
会掉链子，更不会让世界失望。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
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
陆地。”这个冬天，再读17世纪英国诗人约
翰·多恩写下的诗行，会有更深切的共鸣。

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再也不可能退回
“老死不相往来”的过去。疫情面前，没有
人 能 置 身 事 外 。 当 前 ， 全 球 面 临 的 战

“疫”大考依然严峻。“作壁上观”不可
取，“幸灾乐祸”更要不得。

人类同住地球村，命运与共。唯有团
结协作，共同战胜疫情，方为人类良知，
也才能保证人类的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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