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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社會的國民素質在面對嚴峻考驗之下

便會顯露出來，中文裡面有許多成語表達這個

意思，例如「手底見真章」、「疾風知勁

草」、「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真金

不怕火，怕火非真金」，美國人在新型冠狀病

毒疫情之下的表現是怎麼樣，我相信大家都心

裏有數，我會用三句話來形容：「慘過梁天

來，苦過金葉菊，香過糯米飯」。 

儘管目前以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而言，美

國都是全球第一，但是，在美國各地仍然有許多民眾漠視居家隔離令，堅決到人多地方仍

然不戴口罩，並且上街示威，要求馬上重開經濟，在密芝根州甚至有示威者攜帶槍械進入

州議會進行抗議活動。在自由民主的國家，人民當然有示威遊行的權利，然而，有些示威

者竟然不戴口罩，走到警察和記者面前挑釁，這是極不負責任的做法！他們有權利認為這

病毒的殺傷力只是謠傳，但他們沒有權利去威脅他人的性命。5 月 4 日，在密歇根州弗林

特市，一名保安人員因為不允許一名沒有戴口罩的婦女進入商店而被槍殺；今天，一間位

於俄克拉荷馬城麥當勞的四名員工在拒絕一名顧客進入餐廳後遭到槍傷，餐廳的大堂由於

新冠病毒大流行而關閉。 

5 月 4 日，《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評

論，嘗試分析為什麼有些國家的災情輕

微，有些卻很嚴重，作者舉出了四個因

素：人口結構是否有許多老年人？人們有

沒有保持社交距離？天氣是否炎熱？政府

有沒有及早作出防範措施？令我感到納悶

的是，作者似乎看不見「房子裏面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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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Big elephant in the room），那就是文化或者是國民性格的因素。放眼國際，日本、

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的疫情控制都比美國做得好；在美國本土，就上月紐約州的新

增新冠住院病例而論，亞裔的疫情遠較其他族裔的輕微，在新增住院病例中，白人占

38%，非洲裔占 21%。西語裔占 17%，亞裔只占 5%。我相信以上兩種現像都和亞洲教育

制度、亞洲人的克苦自律精神有關。 

筆者從事比較國際教育的研究已經很多年，值得留意的是，在許多國際學能評核試

中，以上提及的亞洲國家和地區都是名列前茅，美國的表現只算是差強人意，但不少美國

人都不承認本身的教育出了問題，或者要向亞洲學習，例如一位教育學者曾經對我說：

「我寧願選擇豐盛的人生，而不是高薪厚職。……香港專注於考試，以至於損害了學習的

深度。我想問一下，到底需要付出幾多代價來獲得高分呢？ 我希望美國永遠不會變得如

此專注於考試。」 

布殊總統在 2002 年簽訂了「有教無類法

案」（No child left behind），嘗試通過嚴格的

考核去提昇美國學生的水平，這是一種問責

制，若果一些學校的學生持續地成績不達標

準，學校便會受到懲罰，這種鐵腕政策當然引

來許多反彈，科羅拉多大學國家教育政策中心

主任威廉‧馬蒂斯（William Mathis）說：「大

多數人會說學校必須培養良好公民、良好的家

庭成員、對社會有貢獻者、投身民主治理的人，但聯邦政府的問責制和考核卻不認為那些

特質是重要的。」 

我十分同意那位教育學者和的馬蒂斯說法，教育之目的並不純粹是爭取高分、爭取高

薪厚職，而是培養學生的公民責任，教導他們忍耐，願意為整體社會犧牲。但現存的教育

制度達到這目的嗎？在瘟疫中真是手底見真章！戴口罩會令人有一點不舒服，困在家中很

多天而無法進入麥當勞吃漢堡包，也會令人掃興，然而，為什麼人們連這種小小的不方便

亦無法忍受呢？在疫情爆發之前很多年，美國時事評論家馬懿（Bill Maher）曾經不客氣

地這樣去形容現代的美國文化：「人們無法忍受即使是一點丁兒的苦楚，他們會想盡辦

法，將它（令自己不快的人、事、物）除之而後快。」 

一位在大學教書的朋友告訴我，有一次她的大學舉辦了一場關於當今學生性格特徵的

研討會，這些特徵包括了：應變能力低下、無法忍受負面情緒、期望得到即時滿足……。 

大會主持要求與會的教授聽取學生意見和俯就他們，我的朋友震驚地回答：「你要教師遷



就他們？難道我們不應該扭轉這些心態嗎？」 後來我的朋友被批評沒有適應學生的需

求。 

筆者在教育界曾經聽過這句話無數次：「跟隨您的熱情（Follow your passion）！」這

句話的意思是：做自己喜歡的東西，修讀自己喜歡的科目，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換句話

說，不要修讀自己不喜歡的科目，如果你不喜歡統計學、微積分、電腦程式、量子物

理……，那麼不讀也吧！我常常對學生說：「我沒有熱情去洗廁所、洗碗、洗衣服、倒垃

圾、剪後園的野草（我的太太十分清楚），但許多時候我們並不能只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而是要做需要的事情。」我當然是「講人自講」。 

青少年長時間受這種思想薰陶，最立竿見影的後遺症，就是很少美國人願意修讀困難

的數理科目，不過，許多人沒有看見另一種可怕的後遺症，那就是人們習慣了只做自己喜

歡的東西，培養成「想做就去做，世界為我服務」的自我心態。 

正如上述那些教育家所說，豐盛的人生並不在於高分和高薪厚職，那麼從今以後請聚

焦於培養公民責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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