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靠拢 仿效亚洲人戴口罩者越来越多

差异 各自的历史文化不同

冲突 戴口罩者被当作“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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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情况，欧盟和欧洲多
国官员近来纷纷发声，呼吁各国在
抗疫方面加强合作、保持团结。

10日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
视频会议正是在这种呼吁团结
和协作的背景下召开的。与会
者确认了欧盟当前面临的 4 项
紧急任务，即限制病毒传播、确
保包括口罩和呼吸器在内的医
疗设备供应、促进疫苗等医药研

发、应对疫情造成的社会经济影
响。会议强调，欧盟需要制订一
套统一的抗疫规范，各成员国出
台政策时应注意协同。会议决
定，各成员国卫生部长和内政部
长每天都要沟通，以确保欧盟共
同抗疫。各成员国领导人责成
欧委会评估医疗物资需求量，采
取措施防止出现物资紧缺。

据新华社

不少西方人为何不爱戴口罩？？？？？？？？？？？？？？？？？？？？？？？？？？？？？？？

最初的外科手术口罩被认
为由德国病理学家于 1896 年
前后发明，之后经由英国和法
国医生改良。而今天人们熟知
的防疫口罩诞生于中国。英国
医学人类学家克里斯托·林特
瑞斯近日在《纽约时报》上撰
文提到，1910 年中国东北遭
鼠疫肆虐时，华人医生伍连德
将当时简陋的外科手术口罩改
造成防护用品。

口罩变成公众常备用品源
于 1918 年 的 “ 西 班 牙 大 流
感”。疫情蔓延期间，各国强
制民众戴口罩。美国也不例
外。在费城，大街上竖起告

示，写着“吐痰等于死亡”等
警示语，马路上的行人都会戴
上购买或自制的口罩。

不过，即便疫情带来巨大
损失，戴口罩的要求在当时依
然遭遇巨大的反对声，很多人
认为这有悖于美国人对自由和
个人主义的信仰。

在西方，口罩的使用在二
战后淡去。德国历史学者汉斯曼
表示，这与西方近几十年来重视
医疗保健，没有大规模瘟疫有
关，他们有一种“健康自信”。此
外，戴口罩涉及政治因素，欧洲
国家因担心宗教极端主义等问
题，大多有“蒙面禁令”。

东方则有大相径庭的口罩
历史。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
究中心副研究馆员黄薇表示，
对于中国人来说，戴口罩体现
的是过去一个多世纪逐渐发展
形成的健康卫生习惯。对普通
民众而言，戴口罩这样简单方
便的防护措施，是在历年来对
抗疫病的过程中逐渐普及的。
如今，随着公共卫生制度的日
益完善，口罩被运用到了越来
越多的生活场景中：美容店的
理发师、医院探视病人的家
属、学校打扫卫生的孩子……
口罩带给人们的，是一份最简
单也最为安心的保护。

疫情之下，普通人究
竟要不要戴口罩？在中
国，这不是个问题。但对
于身在海外的华人来说，
他们在戴口罩问题上是有
些“手足无措”的，欧美
社会普遍认为只有病人才
需要戴口罩。随着疫情蔓
延，尽管有不少西方人也
开始戴起口罩，但一些官
员、卫生机构及医疗专家
却一再坚称健康者不必戴
口罩。

之所以如此，除了一
些现实因素，更重要的是
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使然。 3月9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参加一家连锁咖啡店的开

业典礼。

“德国第一桩新冠肺炎诉
讼与口罩有关！”据德国《焦
点》周刊3月9日报道，德国著
名机场免税店海涅曼的员工
因不满雇主禁止他们在工作
中佩戴口罩、手套等防护用
品，将后者告上法庭。原来，
在欧洲疫情恶化后，一些员工
自行戴上口罩，但雇主担心带

来紧张和恐慌，导致吓跑顾
客，于是下达禁令：如果继续
佩戴，我们将把您送回家！

因口罩问题而起的纷争
最近在欧洲上演了不少。此
前，意大利一名议员戴口罩进
入议会被嘲讽，他在发言中强
调“戴口罩是为大家安全着
想”，并情绪激动地建议“如果
你们是聪明人，早就应该戴口
罩了”。在瑞士，一名女议员
因戴口罩而被逐，理由是“扰
乱会议秩序”。

在法国，也有议员在社交
媒体上要求议会重视佩戴口
罩的必要性。但法国卫生部
下属的卫生总署署长在接受
采访时仍强调“要勤洗手，戴
口罩并没有用”。在当下的巴
黎街头，很少看到戴口罩的法
国人。欧洲大部分地区是同
样的情景。

这不奇怪。“普通民众戴口
罩没有意义”“健康的人并不需
要戴口罩”“已经有症状的人才
需要戴口罩”“口罩被列入处方
药”——以上分别是德国卫生
部、美国疾控中心、英国国民健
康服务体系（NHS）和法国卫生
部的说法和做法。

“戴口罩等于生病了”，这
一观念在欧美社会可以说是
深入人心。“如果不是确诊病
人，戴口罩不能完全避免自己
被感染，毕竟每天接触的人和
物不计其数。与其戴口罩引
起恐慌，还不如好好洗手来得
安全。”一位法国人接受《环球
时报》采访时说。

眼下，随着疫情加重，欧
美不少人意识到自我防护的
重要性，开始戴口罩，但在整
体“口罩无用”的大环境下仍
被当成“异类”。

日本学者同美国、加拿大
学者进行跨文化研究，发现日
本人和西方人通过不同的面
部部位去探查情绪变化，这影
响戴口罩与否的决定：日本属
于“潜藏情绪型文化”，人们善
于观察别人眼睛的细微变化，
在日本等亚洲国家有“眼睛是
心灵的窗户”这一格言；欧美
国家是“外显情绪型文化”，视
嘴巴为最有表现力的部位。

对于欧美国家不提倡戴
口罩，很多分析也指出一些现
实因素，比如口罩储量有限，
不可能满足全民使用，优先确
保最需要的人（病人和医生）
有得用。

耶鲁大学全球健康政策
与经济学助理教授陈希说，美
国等西方国家的“病人才戴口
罩”观念，不太容易打破。但
目前来看，中国的防疫经验已

经开始在某些程度上影响美
国对于疫情防控的看法，当疫
情严重程度不断升高后，美国
民众会自发佩戴口罩。

德国学者汉斯曼说：“随
着疫情日趋严重，欧洲人对口
罩的态度肯定会改变，仿效亚
洲 人 戴 口 罩 的 人 会 越 来 越
多。”

综合《环球时报》、新华社
等

随着疫情扩散，全美已有数
十所高等院校决定取消线下课
程，转为线上教学。

这段时间正是美国学校放
“春假”前后，为避免病毒在校园
中传播，多所大学决定延长“春
假”、关闭校园，教学活动转到线
上。美联社报道，哥伦比亚大
学、普林斯顿大学、印第安纳大
学等部分院校暂时决定将开学
日期推后几日至几周，斯坦福大
学、哈佛大学等干脆取消本学期
所有线下课程。

大学教师们抱怨，通知太
急，一下子要把数周教学内容打
包转化成“网课”，有点难办。

哥伦比亚大学微生物学和
免疫学教授文森特·拉卡涅洛准
备利用“优兔”视频分享网站上

“直播课”并保留视频，学生如果
错过直播时间，可以推后观看。
但他坦言会怀念“逡巡课堂、直
视学生，确认大家有没有听懂”
的场景，“当面授课最大的好处
是接触……损失这种体验很可
惜。”

哈佛大学校方10日发出通
知，要求本科生 15 日以前离开

校园，本学期结束前不得回校。
通知来得突然，学生们认为这将
打乱学习计划。一些学生有更
现实的烦恼。

与哈佛大学同在马萨诸塞
州的阿默斯特学院和圣约翰大
学也通知学生搬离宿舍、回家上
网课直至本学期结束。在阿默
斯特学院，大四学生汤米·莫布
利告诉美联社记者，大家对“本
学期余下课程线上完成”的消息
感到失望和恐慌，借助手机发泄
情绪，因为不知道这种状况持续
到什么时候。“老实说，这消息让
人震惊。这是一个重大转变。”

据新华社

美国：疫情逼出网课潮

3月6日，华盛顿大学学生
参与面对面授课的最后一天。

欧盟多国领导人视频开会

疫情考验协调机制

瑞士人民党一名女议员
因为戴着口罩出席当天的瑞
士联邦议会会议而被驱逐出
了议会大厅。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不断扩散，欧洲各国为抗击疫情纷纷
出台措施，但彼此之间又因此发生诸多矛盾。为此，欧洲理事
会主席米歇尔3月10日紧急召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视频会
议。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此次会议展现了欧盟的团结，并出
台了一些措施，但效果尚难确定。能否有效协调各国共同抗
击疫情，成为欧盟面临的一场严峻考验。

目前，疫情已蔓延至欧洲
40 多个国家。其中，意大利确
诊病例已经破万，成为中国以外
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此外，法
国、德国和西班牙的确诊病例也
已过千，并保持继续增加的势
头。

面对快速蔓延的疫情，欧洲
各国纷纷根据本国情况出台相
应措施，然而由于缺乏整体协
调，这些措施引发不少纠纷。例
如，德国和法国出台了限制出口
防护物资的禁令，引发相关国
家，特别是不生产此类物资国家
的不满。瑞士紧急召见德国大

使表示抗议，敦促德国立即放行
其截扣的输往瑞士的物资。奥
地利也要求德国对属于奥地利
的物资放行，并指责德国的单边
行动正在给其他国家带来麻
烦。比利时卫生大臣玛吉·德布
洛克则指责法国的举措“不符合
欧盟精神”。

同时，一些欧洲国家管控边
界、限制疫情严重国家人员入境
的做法也引发争议。针对奥地
利等国限制来自意大利的人员
入境一事，法国总统马克龙 10
日表示这是“坏的决定”，并称这
类措施将起到反作用。

引发纠纷

呼吁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