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信的民族主義：世界欠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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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邁克爾‧奧克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是 1970 年代卡特總統執政期間的中國政策

顧問，他稱中國對西方的態度為「自信的民族主義」（Confident Nationalism）， 在他看

來，中國人的自憐心很重，這種由於自憐而以極度自信為補嘗的民族主義，令中國人覺得

世界欠了他們很多。從前我曾經在其他文章引述過奧克森伯格的見解，有讀者回覆，表示

反對這種說法。畢竟，這是 1970 年代的研究，到底它在四十多年後今天是否還適切呢？

這是有討論餘地的。 

 

世界應該感謝中國？ 

有趣的是，最近新華社網站刋登了一篇題為《理直氣壯，世界應該感謝中國》的文

章，該作者宣稱美國和全世界都欠了中國，他寫道：「（在疫情初期）美國政府……宣布

限制中國人和到過中國的外國人進入美國，實際上就是對中國間接宣布旅行禁止，讓世界

上其它國家變相對中國形成孤立，對中國的經濟衝擊是很大的。美國這些做法非常不厚

道，可謂在落井下石，趁人病要人命……而如今風水輪流轉，美國成為了新冠肺炎疫情的

受難國，這個時候中國沒有落井下石，沒有譴責美國，這個時候的美國，更應該為之前種

種的錯誤行為向中國道歉……現在我們應該理直氣壯的表示，美國欠中國一個道歉，世界

欠中國一聲感謝，沒有中國的巨大犧牲和付出，就不可能為全世界贏得寶貴的抗擊新冠肺

炎疫情的時間窗口，可以說中國一己之力，硬生生的將新冠肺炎疫情擋住了很長一段時

間，真的是驚天地、泣鬼神！。」 

讀完這篇文章之後，我的心不禁沉了下去。這篇文章的作者充滿自信心，不過，他完

全沒有提及，疫情爆發初期沒有受到及時控制，是因為李文亮醫生等吹哨者受到打壓，還

有春運照舊進行，萬家宴如常舉行；他也沒有提及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無需限制旅遊，令到

病毒在很短時間之內傳播至全球各地；而美國吉利德公司將藥物瑞德西韋送往武漢作臨床

研究，比爾‧蓋茨向中國捐出鉅款，也是隻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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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和武漢污名化？ 

前幾天，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新聞媒體 CNBC 的訪談中被問及他怎樣看中國當局成功

控制疫情，他回答：「我很高興你今天稱讚了中國共產黨，但謹記這是武漢病毒所造成

的。」在上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新聞簡報會上被問及有關「武漢病毒」等詞彙，

他批評媒體使用這些名稱是「極不負責任」的，因為。世界衛生組織已將新冠肺炎正式定

名為「2019 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昨天中國外交部另一位發言人耿爽說：

「個別美國政客（蓬佩奧）不尊重科學，不尊重世衛組織的決定，迫不及待地借新冠病毒

對中國和武漢污名化，我們譴責這種卑劣的做法。」 

先此聲明，我對蓬佩奧沒有好感，在另一篇文章中我曾經批評他過於鷹派，他慫恿特

朗普總統下令暗殺伊朗高級將領蘇黎曼尼斯是極為冒險的做法。此外，我亦贊同應該盡量

使用正式的學名，不過，我不知道是否有必要將這事件提升到作出外交抗議的層面。 

事實上，以地方命名疾病是常見的做法，例如風疹稱為「德國麻疹」，因為它最先由

一名德國醫生提出，「萊姆病」（Lyme disease）是以康乃狄克州萊姆鎮命名的，「茲

卡」（Zika）病毒則是以烏干達茲卡森林命名。至於日本腦炎、中東呼吸綜合症、斯德哥

爾摩症候群、非洲豬瘟、地中海貧血、伊波拉病毒、香港腳……，更不在話下。 

有趣的是，在中文在線百科全書【百度】，我看到了以下段落：「非洲豬瘟（英文名

稱：African Swine fever，簡稱：ASF）是由非洲豬瘟病毒（英文名稱：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簡稱：ASFV）感染家豬和各種野豬......2018 年 8 月 3 日，中國確診首例非洲豬瘟疫

情。 2018 年 12 月 20 日，非洲豬瘟當選為 2018 年度社會生活類十大流行語。」中國官員

和世界衛生組織會向【百度】施加壓力，要求刪除「非洲豬瘟」這名稱嗎？ 

 

說到污名化，最無辜的是 1918 至 1919 年流行全世界的「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

（Spanish flu），其實該病毒並非源自西班牙。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未結束，參戰國嚴



格管制傳媒對疫情的報道，以免影響士氣；根據 1914 年《境外防禦法》，英國禁止報紙

詳細討論疫情，英國官員亞瑟‧紐瑟姆爵士（Arthur Newsholme）拒絕採取隔離檢疫和關

閉公共交通等措施，因為他認為當時應該集中精力在戰爭上。但中立國西班牙公開報道疫

情，令人錯覺西班牙的疫情特別嚴重，結果「西班牙流感」成為了歷史的標籤。西班牙國

內以著名歌劇「那不勒斯士兵」（Naples Soldier）為病毒命名。那不勒斯士兵是法國陸軍

的一個單位，在 1799 年法軍佔領了意大利那不勒斯後而命名。 

直到今天，在學術論文和一般網站文章中，人們仍然沿用「西班牙流感」或者「那不

勒斯士兵」等詞彙，當然前者比後者更為普遍，以我所知，西班牙和法國外交部並沒有因

此而提出抗議。不過，世事瞬息萬變，說不定在蓬佩奧事件之後，「德國麻疹」、「萊姆

病」、「茲卡」「西班牙流感」、「那不勒斯士兵」、「日本腦炎」、「中東呼吸綜合

症」、「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非洲豬瘟」、「地中海貧血」、「香港腳」……等都會

變成了政治不正確的敏感詞，這樣才不會構成「歧視」，才不會傷害到任何人的玻璃心。 

建立民族自信心是不是一定要覺得世界欠了我們，人家說什麼也要跟隨自己的心意

呢？信心可以是一種「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有過則改，無過則勉」的廣闊胸襟。《奪

冠》是一部關於中國女排爭奪世界冠軍的電影，在電影中郎平說：「有外國記者曾經問

她：為什麼中國人那麼重視輸贏？我想，那是因為我們的內心不夠強大。」這是值得令人

深省的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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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 
 

 
後記：  

 2020 年底英國出現了變種的

病毒，中國大陸的《新浪

網》稱之為「英國變種新冠

病毒」，香港左派媒體《大

公報》亦稱之為「英國變種

病毒」和「英國的變種病毒

株」，這是否將英國汚名化

呢？  

2021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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