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与疾病的斗争，终

究是一场对自身行为的反

思。瘟疫从未远离，只有保

持清醒的头脑、快速的反应

以及全球范围的合作，人类

才能在这场关乎生存的斗

争中站稳脚跟。

“

“人类与传染病的关系正在进入

一个剧烈变化的时期。”二十多年前，

美国著名女作家劳里·加勒特作出这

一预测。而此后的数十年间，世界经

历了疟疾的死灰复燃、SARS（严重急

性呼吸综合征）的突袭，以及甲型流

感的侵扰，无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因

此受到威胁；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

毒的全球大流行更是改变了全人类的

生活方式。

作为一名杰出的新闻科学记者，

加勒特曾获得皮博迪奖、乔治·伯克

奖和普利策奖，是首位囊括这三大新

闻奖项的得主。她现在担任美对外关

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著述

颇多，其中获得普利策奖的《逼近的

瘟疫》正是其代表作。“SARS 显示出

一个新时期———全球流行时期的到

来。”加勒特在书中警示，传染病已不

再是孤立的个体问题，而是事关全球

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危机。

《逼近的瘟疫》是一部充满洞察力

和警示意味的纪实文学作品，其中全

面记录了近年来全球重大流行病的发

展轨迹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从艾滋

病、耐药结核病到 SARS、禽流感等，

该书不仅展现了这些疾病对人类社会

的深远影响，还透视了它们对全球公

共卫生系统提出的严峻挑战。

打破乐观的假象

《逼近的瘟疫》的前言回顾了

1988 年，一群病毒学家齐聚美国国家

科学院，探讨病毒正在发生的奇异变

化。会议得出的结论震惊了所有参会

专家，而当时的科学研究与资源投入

显然无法应对这样的威胁。尽管这次

会议极具警示意义，但当时的公众和

媒体几乎未加关注，目光更多集中在

“伊朗门”丑闻等政治事件上。

在 20 世纪，西方科学家普遍认

为，传染病威胁已被战胜，因而将研

究重点转向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甚至

削减了传染病领域的研究拨款。这种

盲目自信在 SARS 暴发后彻底被打

破。彼时全球才意识到，传染病并非

仅殃及小范围人群，例如一些毒品注

射不当和性行为不端的人，而是与所

有人息息相关。病原体的耐药性突变

以及病毒的卷土重来，促使科学家乃

至全社会重新审视疾病带来的长期威

胁，并摒弃了对传染病的轻视和麻痹

思想。

全球化疾病传播的困境

如今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贸易、

旅游和移民加速了疾病的跨国传播，

同时暴露了公共卫生系统的脆弱性。

从航空运输的便利到城市化的扩展，

人类活动频率增加，空间距离不断缩

短，一方面推动了经济发展，另一方

面也为疾病的迅速传播创造了理想条

件。《逼近的瘟疫》描述了多起新兴疾

病的传播轨迹，如埃博拉病毒在非洲

的蔓延，以及艾滋病如何从局部社区

扩散为全球性疫情，清晰地展现了传

染病如何借助全球化迅速跨国传播。

加勒特在书中引用芝加哥大学历史学

家威廉·麦克尼尔的观点指出：“人类

历史上的每一场灾难性流行病，都是

人类进步造成的啼笑皆非的后果。”

加勒特以犀利的笔触揭示了全球

化对疾病传播的复杂影响，同时也探

讨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干预如何

导致生态失衡。例如，森林砍伐、湿地

开发和农业扩张等人为活动，不仅破

坏了自然界原有的屏障，还为病毒跨

物种传播打开了大门。在这个相互联

系的世界中，任何地区的健康问题都

可能迅速演变为全球性挑战。

科学进步与伦理挑战

《逼近的瘟疫》还深入分析了科学

技术在抗击瘟疫中的双刃剑效应。一

方面，现代医学的发展使得许多疾病

能够被早期发现和治疗；另一方面，

滥用抗生素、疫苗接种覆盖不足以及

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反而加剧了病原

体耐药性上升的问题。加勒特指出，

科学进步并非万能解药，人类在追求

技术突破的同时，往往忽视了短期利

益与长期伦理之间的矛盾。

书中特别在抗生素耐药性方面进

行了深刻讨论。加勒特通过翔实的数

据和生动的病例，警示了滥用抗生素

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如她所述，病原

体的进化速度超出想象，抗生素的过

度使用反而加速了耐药菌株的出现，

使原本可控的疾病变得棘手。为了应

对这些挑战，科学研究必须注重预防

性措施和全球合作，而非单纯依赖技

术解决方案。

公共卫生的困境与缺失

疫苗接种作为应对传染病最理

想、最直接的解决方案，却因经济利

益的驱动受到严重限制。书中指出，

由于缺乏商业利润带来的动力，贫困

地区急需的疫苗常常因“无利可图”

而被忽视。这种市场导向的弊端，阻

碍了疫苗覆盖面的扩大，延缓了新疫

苗的研发与应用。此外，疫情监测作

为疾病控制的基础工作，也因资金短

缺和管理不善而形同虚设。

实地流行病学家的缺失，进一步

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的弱点。书中提

到的“疾病牛崽”精神，代表了对科学

探索和现场考察的执着。然而，由于经

济回报不足，更多的年轻科学家们望

而却步。这不仅让全球公共卫生体系

失去关键的人才储备，也让传染病研

究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叙事视角与文学价值

除了对科学和政策的探讨，《逼近

的瘟疫》中运用的叙事手法同样令人

称道。加勒特以记者的敏锐视角和文

学化的笔触，将复杂的科学议题转化

为引人入胜的故事。她通过具体的人

物与事件，将宏大的公共卫生问题还

原为鲜活的场景，使读者更容易理解

传染病对个人和社会的深远影响。例

如，在描述埃博拉疫情时，她不仅描绘

了医护人员与病毒作斗争的惊险场景，

还展现了社区在恐慌与希望之间的挣

扎，令人深刻感受到瘟疫的社会维度。

加勒特的语言风格简洁有力，兼具

科学性与可读性。这种平衡使得《逼近的

瘟疫》既适合专业人士，也能吸引普通读

者。她通过严谨的调查、丰富的案例和清

晰的逻辑，为读者提供了一幅关于疾病

传播与人类抗争的全景画卷，使其作品

成为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新兴传染病威胁

人类生存的经典之作。

警钟长鸣，行动刻不容缓

《逼近的瘟疫》不仅是一本简单的

科普书，更是一个关于人类生存与未

来的深刻警示。尽管该书出版数十年，

其核心观点在当下依然意义深远。从

埃博拉病毒到新冠疫情，书中揭示的

问题持续在全球范围内反复上演，表

明了传染病对人类社会威胁的持续

性。这种威胁不仅是科学领域的挑战，

更涉及人类的价值选择与社会行动。

面对未来，科学家与政府、社会如

何联手采取措施, 以尽可能防止灾难的

发生？人类又该如何建立更具韧性的公

共卫生体系？在科技发展与伦理之间，如

何实现平衡？如何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健

康公平？这些问题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重

大课题。《逼近的瘟疫》以丰富的细节和

深刻的分析，为人类应对传染病的长期

博弈提供了重要的思考方向。

不过，加勒特在书中已向读者传达

了一个重要信息：人类与疾病的斗争，终

究是一场对自身行为的反思。瘟疫从未

远离，只有保持清醒的头脑、快速的反应

以及全球范围的合作，人类才能在这场

关乎生存的斗争中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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