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

科研管理 ｜ 2020 年第 5 期 社会科学

从中国儒家传统义利观透视美国疫情蔓延现象

张  瑜
（上海同济大学，上海  200092）

摘  要：全球疫情大爆发的背景之下，各个国家和区域都在竭力控制疫情，作为当今世界两个主要大国，美国和中国在新
冠疫情的治理成效上存在显著的差距。中国在中共中央强有力的领导之下，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并采取科学
有效的隔离和治疗措施，使得新冠疫情得以遏制。反观美国，截至 2020 年 7 月 5 日，新冠肺炎感染率居高不下，疫情仍处于
失控状态。两国疫情治理成效反差巨大，与其背后隐形的文化心理即不同民族之间对于义利观的理解和践行密不可分。通过中
美义利观及价值取向之对比，解析美国疫情蔓延背后的诸多成因，用中国儒家传统义利观看待美国疫情蔓延的深层次原因，并
以中国儒家传统义利观透视美国疫情蔓延背后的利义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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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有鲜明的重义轻利倾向，其中儒家最有代
表性。中国儒家传统义利观提倡舍生取义、重义轻利。孔子说：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 孟子曾提出：“鱼与熊
掌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2] 这里的义指的是民族大
义和集体主义。中国儒家传统义利观根植于中国人的民族精
神之中，融入炎黄子孙的血脉之内，千百年来依旧可见其对
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然而美国的价值观深受西方自由、
民主传统的熏陶，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占尽先锋。这种对于
个人精英主义的过度推崇使得美国的义利观呈现出与中方截
然不同的一面。这些隐藏在民族精神中的价值观在某种程度
上也在客观地影响着疫情治理的成效和结果。疫情发生以来，
与中国积极对抗疫情且有效遏止疫情的治理现状相比，美国
的疫情治理因举措不利而造成疫情蔓延的现象。“普通民众
病毒感染扩大化和病毒感染死亡人数与日俱增。约翰斯·霍
普金斯大学 5 月 11 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累计确
诊病例达 1344512 例，累计死亡病例 80087 例，确诊病例和
死亡病例数都居世界首位，疫情防控形势不可谓不严峻。”[3]

疫情效果的背后深藏着中美不同的义利观。
1. 中国儒家传统义利观的内涵及与西方价值观的对比
中国儒家传统义利观主要讲诉的是两对关系，即义与利

之间的关系。在国人古已有之的观念里，面对义与利的冲突
之时，舍利而取义者也。中国自古便为农耕大国，与西方思
维截然不同之处便在于中国人对于商业的重视程度并不如农
业，中国古代按照地位尊卑对社会阶层依次进行划分，分别
为士农工商，由此可知商人的地位是较为低下的，也是最为
社会各阶层所不齿的。在古人的观念之中，商人以逐利为己任，
对于社会责任漠视，常为逐利而耍滑弄奸，故而社会地位并
不崇高。这种阶层划分的背后深藏着古人的义利观。在古人
看来，利不及义，故而古人的义利观始终推崇的便是义重于利。
这种义利观与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所推崇的以利为尊的
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普遍建立
了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逐利逐渐成为其共识。仔细观察一
下西方主要国家崛起的过程不难发现，黑奴贸易、掠夺原材料、
种族灭绝等手段屡见不鲜。资本主义自诞生之日起便伴随着
血腥与暴力，而这些不择手段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就其
本身而言与义字便是背道而驰的。故而西方国家的价值体系
之中重利轻义的色彩可见其端倪。中西两种价值观的不同，
也预示着其在处理问题的态度以及方式上会有所差别，这也
是这次疫情给全世界带来的一次深刻的反思，西方的价值观
在霸占了主流价值观如此多年的情况之下，是否已经到了岌
岌可危的地步？西方所推崇的以自由与资本为尊的时代是否
已经到了强驽之末呢？西方社会所标榜的自由和民主的虚伪
面纱是否到了要被揭穿的时刻了呢？危机亦是检验两种不同

社会制度是否具有优越性的方式，这一切的答案便在疫情防
控之中得以显现。

2. 美国疫情蔓延背后的成因解析
美国疫情的蔓延受诸多因素的影响，首先美国缺乏强有

力的中央政府，无法对全社会的资源进行有效的调配，故而
在社会遭遇紧急情况之时，物资调配不及时会引发社会恐慌。
其次由于美国人超前消费的观念使得他们应对突如其来的危
机之时没有保障，只能依靠现有的工作来维持生活，故而美
国的隔离举措推行阻力较大。此外，美国医疗保障制度始终
未向普通民众倾斜，普通民众无法负担高昂的医疗费用。故
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隔离意味着现在无法创收，即现在最
基本的衣食住行无法得以维持，相较其被新冠病毒感染的可
能性，现在的生活无法维系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故而美国
政府防疫措施的推行较有难度。除此之外，美国民众中只有
部分精英能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大部分普通民众并未接受高
等教育，这使得普通民众对于隔离政策实行的必要性无法理
解，仅能看到眼前的蝇头小利，而无法从国家大义的层面来
进行思考。由于美国本身即为一个移民国家，整个民族凝合
力便是美国特有的独立、自由的价值观，但是当这种个人主
义与国家整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这种独立、自由的价值
观便成为与国家大义相冲突的阻力。

由此可知，美国疫情的爆发和蔓延不仅在于疾病本身的
传染性极强，除此之外还在于美国隔离措施的实行不力。而
美国隔离措施无法得到有效的实行的背后便是个人主义的价
值观与国家大义的冲突。相较于美国，中国疫情的有效遏制
离不开个人为国家大义的牺牲。总而言之，应对疫情，中美
两国不同境况的背后深藏的原因便是两国义利观的不同。

3. 通过中国儒家传统义利观透视美国疫情蔓延的深层次
原因

中国儒家的传统义利观为义重于利，即便是在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今天，这种义利观也根植在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之中。
美国疫情蔓延的背后是个人主义与国家大义之间的冲突。这
是典型的利重于义的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引之下，个
人将政府在特殊情况下所做出的必要的封城措施视为是对个
人权利的侵犯，这便是极其狭隘的个人利己主义。在疫情初期，
美国不以为意，政府对于新冠肺炎的定位仅为季节性流感，
因此使得民众放松警惕，对于真相并不知晓。且美国国内对
于疫情的宣传力度也不够，很多民众并无防疫的意识。在疫
情蔓延的过程之中，美国政府为了资本的运营而选择欺瞒民
众，甚至于总统带头不戴口罩，使得防疫像儿戏一般。在疫
情蔓延愈加愈烈之时，美国政府不将精力置于如何应对疫情，
反而极力抹黑他国的治理成效。以其视角而言，财富和国际
地位要远胜于对于国内人民的负责。中美之间义利观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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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他们治理疫情的态度和措施会有所差异，运用中国传
统义利观可以分析美国疫情越演愈烈的原因。

美国疫情的蔓延，不仅体现出了国家应对危机反应能力
的缓慢，还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暴露无疑。资本主导的国
家体系下，中央政府对于整个社会的调控力度不足，资本被
少部分精英阶层操纵，而精英阶层又凭借着资本所赋予的力
量操纵了疫情。从阶级立场的角度而言，资本主义制度保护
的即为部分有产者，而处于社会的中下层者无法真正享受到
国家发展的红利。在疫情的初始阶段，精英阶层所考虑的并
非国家大义，而是资本是否会被疫情影响。所以，美国社会
所传导的观念即为将疫情视为普通流感，可是美股市场的多
次熔断却恰恰体现着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所接受到的是两种
不同的“社会真相”。美股市场的衰落侧面暗示了精英资本
家对于这次疫情严重性的正确评估，但是官方向平民所释放
的疫情信号却是危害程度与流感相似。两种不同的社会阶层
所接受到的却是不同的疫情信号，充分说明了美国社会中的
舆论存在着被精英阶层所引导的嫌疑，因而平民所接受到的
社会信息即为被舆论所引导的经过一定加工的虚假信息。社
会大众被少部分信息发布者所蒙蔽是美国疫情蔓延的主要原
因之一。除此之外，美国的医疗体系不完善也是疫情蔓延的
重要因素。自上任总统奥巴马提出医疗体系改革的目标以来，
受阻重重，究其背后原因无非是这一举措虽然有利于普罗大
众，但是却严重危及到了某些处于精英阶层的利益既得者的
利益，故而无法付诸实践。

从不同角度看待美国疫情可知阻碍美国疫情防控措施有
效推进的因素即为利大于义的价值观。利大于义的价值观从
本质来讲即为一种非道德的价值观，是一种舍本逐末的价值
观，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社会的发展虽可实现短期的繁
荣和发展，但是容易使社会形成各自为政的不良风气，一旦
群体性危机爆发，集体凝聚力不易形成，应对危机的能力也
会大打折扣。中美两国的疫情治理效果的不同，根源可追溯
至两国隐性的义利观之中。

4. 以中国传统义利观看待美国疫情蔓延背后的利义错位
4.1 利大于义：美国资本操作疫情
进入近代社会之后，美国一直奉行资本主义制度，生产

资料以私有制为主。在疫情治理过程之中，存在着资本操作
疫情的现象。这种义利观与中国儒家传统义利观是截然不同
的，疫情治理涉及公共卫生问题，需要始终将集体和国家的
利益置于首位，然而美国的历史传统使得资本的增值远居于
疫情治理成效之上。疫情一旦发生，不可避免地会对经济产
生影响，但是美国在面临疫情之时，始终将资本置于首位，
而资本与生俱来的逐利性便决定了资本持有者的最终目的是
实现财富的积累而非维系民众的生命安全。故而在资本操纵
之下，疫情数据不明晰，疫情治理思路不完善，预示着资本
主义制度维护私有物的决心要更胜于对于鲜活生命的重视，
这即为一种本末倒置的价值观。正如冯宏良提到“在疫情越
来越严重，死亡人数不断激增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却多次宣
布解封措施。5 月 11 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在《华
盛顿邮报》撰文称，现在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美国需要一位
稳定的、有同情心的、能团结人民的总统。然而，特朗普坚
持将抗疫政策变成分裂路线，使美国人民在生命经济两条战
线中相互对抗。”[4] 资本操作下的疫情治理注定会偏离原有
的治理轨道。利大于义的价值观以及美国疫情治理的思路造
成了美国疫情的大规模蔓延。

4.2 舍义取利：美国复工时间提前
在美国整个疫情治理的大环境之下，以中国疫情治理为

模板可知，美国新冠肺炎人数激增，整个社会大环境尚未达
到复业复工的安全标准，此时贸然决定复工对于整个社会的
安全而言存在着极大的挑战而且极有可能影响人民正常的工

作和生活。访美学者王红茹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特别想封
城，他曾经宣布要把纽约州、康涅狄格州和新泽西州这 3 个
州全给封了。当时纽约州州长科莫特别反对，公开表示这个
时候宣布封城，就是让美国的其他州歧视纽约州。封城就意
味着歧视，科莫反对任何的歧视，在他看来，恐慌比病毒更
可怕，传播得更快更广。如果封城了，就会造成纽约州的恐
慌，就会有很多人逃离纽约，进而造成对其他州更大的病毒
传播。”[4] 在社会公共卫生环境还不足以支撑其安全复工的
前提下，政府发布允许复工信息，政府被虚假的自由和人权
所绑缚，无法发挥其强制力，并明确表示经济发展不可滞后，
使得社会人口在疫区和非疫区之间的流动加剧。经济得以维
持的前提便是以人民的生命安全为代价，这便是典型的舍义
取利的价值观的表现。在整个疫情蔓延的大背景之下，民众
也面临着复工与否的选择，但是为了维持生计，民众无法接
受封城的后果，归根结底在于国家对于社会的掌控力不足，
资本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宰，国家对于资本为民众谋利益的使
用能力不足。

4.3 先利后义：美国民主透露虚伪
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注定是要以资本的增值为国家

发展的第一要义，在疫情治理期间，美国的治理思路仍旧为
在资本增值基础之上对疫情着手进行治理，但是在实际情况
之中，资本的增值需要社会成员的复工复产，这加剧了社会
人口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又使得疫情形势更为严峻。故而美
国先利后义的价值观使得美国目前的疫情形势更为恶劣。在
美国，资本居于首位，甚至资本操纵了政府，资本只向有利
可图的方向流动，因此资本不会流向无利可图的公共服务。
作为疫情治理的主体，政府便被资本绑缚得无法行进，且处
于资本顶端的精英阶层无法体会到平民生活的困难。精英阶
层可以凭借足够的经济实力度过疫情，但是普通民众却只能
在生计的逼迫之下，暴露于疫情之中，成为受害一员。“在
美国，很多人都是月光族。如果你没有保险，一旦不幸感染
上新冠肺炎，去一趟医院进行一系列检查治疗，就意味着倾
家荡产。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 2018 年的统计，美国有 2750
万人没有医疗保险。这就意味着，这些人如果去医院进行检测，
检测之外的一系列费用，都将全部由自己承担。连美国的专
家们都在警告，高昂的诊疗费，可能会让潜在患者对于做检
测望而却步。”[5] 美国如此发达的国家却无法为普通民众提
供足够的医疗保障，可见美国民主的虚伪性：美国的民主只
是少部分人的民主。

5. 结语
本文从中国儒家传统义利观的角度来审视美国疫情蔓延

的深层次原因，将中美疫情治理成效进行对比，得出美国疫
情蔓延的内在心 理成因：利大于义的价值观。美国是世界上
唯一的超级大国，医疗资源和科研力量远远领先中国，但是
美国的疫情治理却收效甚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中国却在
本次疫情之中脱颖而出，这与背后所深藏的文化心理即不同
民族之间对于义利观的理解和践行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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