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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正蔓延 放眼向前看
华裔科学家谈新冠疫情

1980年代在艾滋病重袭美国时，有一位来自台湾定
居美国的科学家何大一教授对艾滋病毒进行研究，获得
了新的理解和突破，研发了“鸡尾酒疗法”，早期对患
者进行干预治疗，延长了他们的生命。此一重大贡献让
他一举成名，被选为美国《时代杂志》1996年度风云人
物。如今何教授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Aaron Diamond艾滋
病研究中心主任。他正在率领该中心团队对新冠病毒进
行研究。不久前他接受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
专题采访，对话如下：

问：你当前从事的研究重点何在？
答：我的团队不是在开发疫苗。我们要努力生产小

分子的药剂或是抗体，用于预防和治疗新冠病症。

问：现在进度如何？
答：进度不错。还没到人体试验阶段。我们的方向

不错，要继续前进，可能在18个月内生产出药品或是抗
体。

问：你曾严厉指责美国检测能力不足，现况如何
呢？

答：民间在积极努力，政府正袖手旁观，是不可原
谅的不负责任。（内容从略）

问：美国重新开放营业为时过早吗？
答：做为科学家，我以数据为准为用。试看中国

和韩国抗疫成功，在新冠病例全无新发或极少时才再开
放。如今武汉的生活还没有完全正常，但和我们相比，
是很正常了……我想人人都想恢复正常，而最简易的方
式是要避免反复。要控制疫情达到低风险，要集体讨论
何时才是。现有数据告诉我们，这么快就开放是不智之
举，是自找麻烦。

问：你如何看美国权威人士用“中国疫情”一词？
答：此时此说十分不妥当。（译文从略）

问：你来自台湾，台湾抗疫做对了什么？美国可以
照学吗？

答：首先我要说，台湾从以往的非典和中东病毒里
取得经验，用于新冠疫情。他们行动非常迅速。武汉疫
情出现不多天就开始控制外人入境。对大陆返台者进行
追身跟踪。这样做成效很大。每位确诊者都有监察追踪
措施，每天两次探查。他们带手机出门就会被察觉而收
到提醒信息，从而做好了抗疫工作，降低了病患和死亡
人数。台湾做的非常好。

问：美国能照办吗？
答：是的。部分台湾作法可以效法。但彼此情况不

同，美国情况要复杂许多。美国先要降低和稳定感染人

数，再采取同样的跟踪和隔离措施。我们比台湾更重视
人民的自由权利，尽管台湾做的也不错，但我想台湾人
会比美国人更听话。（注：听政府的话。）

问：中国早期能做的更好吗？
答：首先，中国可以增加疫情早期时的透明度。尤

其是针对武汉情况。假如他们在今年一月最初几周里不
了解人传人而犯错，他们可以就此承认。但那时他们专
注于当地的海鲜市场，视其为疫情之源，这显然是一失
误。

中国另一错误是如今让美国主导疫情起源之说。我
们都知道疫情在武汉起动。但是到底哪里才真正是疫情
的最初源头呢？

我绝不相信，是一个实验室外泄而传遍全球。中
国对此应有所知。我们知道蝙蝠便于传递病毒。但何以
是武汉呢？武汉是一座蝙蝠少见的大都市。当然，中国
有一两座生物安全性强的四级研究工作组在研究蝙蝠
病毒。所以要问的是，是否有一些他们的科学家在深入
蝙蝠洞穴进行研究时感染了病毒呢？这一讨论应该由科
学界公开进行。有的科学家怀此疑问没有恶意，也非找
茬……但是“为何是武汉”之问要加以提出。武汉起源
有略微的可能性存在，在网上可以看到许多由同一组科
学家摄制的视频，他们深入蝙蝠洞穴时自身防护不周。

问：最后一问是，你工作很忙，何以自遣？
答：近几个月来工作很忙，闲不下来。我很想打

高尔夫球，但州长下了球场全关的禁令。我和许多人一
样，蹲在家里看电视。由于我要了解最新情况，便有许
多东西要去阅读。

我很欣赏何教授谈疫情的论述，十分中肯，面面俱
到。我也乐闻中国富豪马云近来捐赠给何教授主持研究
中心210万美金，支持中心研发抗疫药品和抗体。这是投
得其所，用得其当。

疫情未见拐点  政客各怀心思
到5月10日为止，美国疫情感染者逾133万，死亡者

达8.5万，全球死亡人数达28万，随后美国的西班牙、意
大利、英国和法国的死亡人数都达到3万左右。这一夺命
疫情仍在施虐，未见拐点。于此，我要针对疫情略加论
述。

一、川普作为：他主政美国，对新冠疫情的处理先
延误时机，再仓促上阵，又推诿责任，更乱使歪招。

疫情一月里在武汉爆发，世卫组织和美国卫生专
家都提醒川普留意，他充耳不闻。后来他宣布一些国际
航班禁飞美国，但未及早启动国内疫情检测、隔离、治
疗和社交间距等必要措施。情况恶化，他说自己不负
责任，要怪罪中国、民主党、奥巴马和世卫组织等。他
更倒行逆施，公开支持美国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等民
主党人主政的各州州民上街示威游行，要立即解除禁足

令，要停止交付世卫组织会员费（相对之下，中国近来
两次增资5千万和3千万美金送达世卫组织）。美国多州
为求自保，已组成区域联盟（其一是美西岸三州），彼
此配合，共抗疫情。美国最新民意调查显示66%（三分
之二）的受访者不满意川普处理疫情的成绩，又有81%
（五分之四）的受访者支持禁足令的延续实施。此乃民
心向背，一目了然。只可惜川普要立即“振兴经济”，
要不择手段，要连任取胜，而盲人骑瞎马，难以自拔。

二、病源争论：近来中美双方展开了论战，互指对
方是新冠疫情的发源地。绘影绘形，各倡其说。此时此
刻就此争议是本末倒置，非当务之急。世界极待全球合
作，共御国际公敌的疫情，将当前最严重的卫生和经济
危机平复下去。然后再按照科学精神和方法去探索病疫
之源（正如何教授之议），以增强知识和理解，用于预
防今后大流行疫情的发生。

三、中国赔偿：如今美国掀起一股风，（欧洲也
有呼应），有朝野各方面的动议，要透过法律程序，视
新冠疫情起源于中国，危及美国和全球，造成重创，美
国可据此向中国索赔。此一构思和打算有三个盲点。一
是，疫源至今难定、未定，箭头岂能直指中国？二是，
疫情方兴未艾，抗疫是第一优先，岂能分心内斗，破
坏合作，延误抗疫。三是，即使尘埃落地，确实证明了
中国是冠状疫情的发源地，岂能首创恶例，怪罪中国，
要负担全部赔偿责任？中国也是情不由己的受害者，不
是刻意散布疫情危害全球。不该也没有能力成为索赔对
象。以往的若干大流行疫情有不同的始发国，美国也曾
是艾滋病爆发的大国，何国负起了赔偿责任？这种“疫
责自负”的倡议行不通。

四、大势所趋：评论此次疫情发生有一说是“全球
化致此，全球化解体。”是指没有全球化就没有疫情的
全球扩散。今后各国应自成体系，自我保护，不要敞开
大门，多与外界交往。但此说是短见的，是错误的。正
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世界已经开放，全球已成
一体，这个情势是无法回收的。就国计民生而言，世界
各国有不同的物质资源，自然环境，人力配置，生产条
件和消费市场，要彼此交换，彼此互补，相依相赖，共
生共存。

结论
此次疫情发生波及全球，全球各国都在努力抗疫，

开发抗疫药品和疫苗，守望相助，同舟共济。最终，这
一合作的成功经验和成果便也增强了今后全球抗疫的应
对能力和安全保障。而我们更要拓宽视野，高瞻远瞩，
针对全球不可忽视和极待着手的难题集思广益，寻求答
案和采取行动。有关课题似应包括：气候变暖、经贸合
作、消除贫穷、核武竞赛、能源开发、公共卫生和反恐
措施等等。大家要互利互惠，和平竞争，造福人类，全
力以赴。正所谓：“海外存友邦，天下若比邻。共享全
球化，天地都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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