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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的陰謀論 

眾所周知，自從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以來 ，不少陰謀論和謠言四處流播，例如有

中國網民發表題為《細思極恐，當年中國沙士，是美帝對我們的生物戰》的文章，不少人

斷言病毒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採用人工合成的，目的是「精準攻擊華人」，美國借第七屆世

界軍人運動會投放病毒。還有中國網民發表題為《中國才是吹哨人，美國是新冠病毒的老

巢》的文章，一些學者也直接或間接地指出新型冠狀病毒源於美國。 

美國亦有關於肺炎疫情的陰謀論，一位共和黨國會候選人在推特上發布了謠傳，認為

希拉里‧克林頓，比爾‧蓋茨，喬治‧索羅斯和新冠狀病毒有關。電台節目主持人拉什‧

林博（Rush Limbaugh）說，這種病毒只不過是普通的感冒，民主黨利用它來傷害特朗普

的威信，從而減低其連任機會。在此之前，懷疑論者協會主席邁克爾‧謝默（Michael 

Shermer）指出，一些非洲裔美國人傾向於相信聯邦政府發明愛滋病來殺死黑人，而且相

信中央情報局用可卡因來摧毀黑人社區；保守的美國白人則懷疑聯邦政府密謀以集體射擊

案為藉口，去奪走公民的槍支，並將美國轉變為社會主義的公社。  

有趣的是，大部分中國的陰謀論是針對外國，特別是美國，而美國的陰謀論主要是針

對自己人。請讀者不要誤會，我無意說那一種陰謀論比較好，陰謀論就是陰謀論，沒有好

的陰謀論或者是壞的陰謀論，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虛假消息都會誤導群眾，阻礙解決問

題。在這篇文章中，我只是嘗試探討這種文化差異。 

 

猶太人统治世界的陰謀論 

其實，歐洲國家和美國都出現過將問題諉過於他人的陰謀論和極端民族主義，最著名

的例子就是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在德國流行的「猶太人陰謀論」，根據這一理論，德

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的唯一原因，就是德國被裡通外國勢力的猶太人出賣，這種反猶

太主義令希特拉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屠殺了六百萬猶太人。 

同樣的陰謀論在美國亦曾經大有市場，有人謠傳猶太人有一份名為《錫安博學長老協

議》（The Protocols of the Learned Elders of Zion）的文件，根據這文件，猶太人密謀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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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不可告人的手段去統治全球。在二十世紀初期，許多知名人士都相信這協議書是真的，

當中包括了美國汽車大王亨利‧福特（Henry Ford），他發表了一本陰謀論的著作，題為

《國際猶太人：世界上最重要的問題》，但後來他發現《錫安博學長老協議》是假的，於

是撤回了自己的書。 

直至今天，相信猶太人陰謀論者仍然大有人在，例如 2017 年在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

爾市，一些白人至上主義者大喊「猶太人不會取代我們」等口號。而針對猶太人和新移民

的仇恨罪案亦不時在美國發生，但重要的是，每當發生這種事的時候，主流媒體都會齊聲

譴責，即使是總統也不會放過。 

 

麥卡錫主義與美蘇冷戰 

1940 至 50 年代，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渲染蘇聯滲透美國的陰

謀論，發動了政治壓逼， 史稱為「紅色恐怖」。 他斷言，美國各機構和各階層已經受到

蘇聯特工的影響和監視。在麥卡錫時代，很多無辜的美國人被錯誤指控為「共產主義者」

或「親共產主義者」。 1950 年代中期以後，麥卡錫主義開始褪色，這主要是由於有太多

寃假錯案，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Earl Warren）領導的美國最高法院振臂一呼，揭露了

麥卡錫主義的過火行為。 

1980 年代是美蘇冷戰的高峰期，鷹派的列根總統直斥蘇聯是「邪惡帝國」， 1987 年

列根不理會幕僚的反對，在柏林圍牆面前高姿態地呼籲蘇聯主席戈爾巴喬夫「開放柏林關

卡，拆毀柏林圍牆」。儘管如此，美國社會再沒有出現類似麥卡錫主義的「紅色恐怖」，

亦沒有將問題諉過於蘇聯的陰謀論，舉例說，1981 年列根總統被一名槍手打傷，但隨後

美國社會並沒有出現蘇聯間諜參與行刺的謠言；1986 年太空穿梭機挑戰者號在升空七十

三秒後爆炸解體，美國社會亦沒有流傳蘇聯特工蓄意破壞的陰謀論。 

美國人受過反猶太主義主義、麥卡錫主義等歷史教訓，現在對極端民族主義、仇外情

緒都抱有戒心。 

 

九一一恐襲與霸權主義 

相反，中國的民族主義和仇美意識卻越來越高漲，在 2001 年九一一恐怖襲擊之後，

筆者瀏覽過許多網上論壇，發覺當時大部分中國大陸網民所發表的言論，都沒有對死難者

表示出絲毫同情心，他們認為這次襲擊是對美國霸權主義的懲罰，美國人咎由自取。我忍

不住了參加了其中一些辯論，我只是提出了一些十分簡單的問題：「即使你不同意美國政

府的外事政策，在紐約世貿中心那三千幾名平民和美國政府有什麼關係呢？日本侵華時屠

殺中國平民，美國人有沒有拍手慶祝呢？」後來我發現到很難進行理性的討論，於是就此



作罷。2011 年美國海豹突擊隊在巴基斯坦殺死了九一一事件主事人本‧拉登，就此事件

香港鳳凰衛視對五十萬中國網民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百分之六十接受調查的

人認為本‧拉登之死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因為他是一名反美鬥士。 

 

《龍年》與《葉問 4》 

1985 年尊龍主演的電影《龍年》描述了華人黑幫和黑手黨在美國爭奪地盤，電影上

映之後，華人群起抗議這齣電影醜化了中國人的形象，中國大陸將它列為「反華電影」，

其實《龍年》並不是一部宣揚種族主義的電影，相反，它是暴露出種族主義的問題。然

而，中國人十分喜愛反美電影，雖然《葉問 4》是香港拍攝的電影，但是它在中國內地大

受歡迎，票房突破十億，成為中國電影史上最賣座的武俠片，跟前幾集一樣，這齣電影高

度宣揚民族主義，在電影中，李小龍和葉問打敗了幾個美國壞蛋高手，美國被描繪成一個

無法無天的社會，移民局可以隨便到中華會館拘捕所有人，一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官跑到

移民局，只是說了幾句話，移民局就把中華會館的會長交出來而任他魚肉。如果以批判

《龍年》的眼光去評估《葉問 4》，我恐怕後者更加值得去抗議。 

綜合以上的歷史，我對近來關於肺炎病毒起源的陰謀論和其他仇外言論毫不意外，但

是，這民族主義的高速列車會將乘客帶到何方呢？我期望不久將來會出現另類的吹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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