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动之悖(全球新冠疫情传播的

人类学反思

彭 兆 荣

新冠病毒疫情蔓延世界"导致其如此快速%迅猛传播的+病毒来源,尚不明确#笔者认为"致使

疫情快速蔓延有一个+无形宿主,"即移动属性#现代+移动,成了疾病快速传播的+帮凶,#这提醒

我们"当我们在充分享受现代移动性带来的便捷和高效时"谨防移动性同时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

灾难#本文从文明演化进程的维度"结合新冠疫情与现代性关系进行评述"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几

种有代表的移动属性进行分析"提出建立+全幅性移动,机制的设想"对当前疫情的防范提出具体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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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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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兆荣"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地

址$重庆市"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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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全球性新冠疫情的灾难前所未有$其特征之一就是在极短时间内的全球扩散%何以

如此. 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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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起到了一个关键性作用$人群的快速移动成为疫情传导的介体%我

们可以这样反问(如果不是现代的移动性$疫情可能如此迅速地在世界传播吗. 回答是否定

的%也就是说$移动性事实上充当了疫情传播的&无形宿主'%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段$直至当

下$世界各国制止疫情传播的最常见方式是&禁止移动'$特别是停止&人的流动'%隔离疫区!

封城封国!停航停运!停工停课!限制社交!居家隔离等成了被迫采取的强制措施%概言之$&限

制移动'成了最通用的手段$最无奈的选择%这警示我们$当我们热衷于讨论现代性的诸多特

征的时候$却大多忽略了&现代性'与&现代病疫'的关系%新冠疫情使我们深刻地意识到$现代

性移动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病源'$它不是医学意义上的病源$却起到了传播上推波助澜的作

用%移动属性不是单一性的$具有&双刃性')当我们欣然接受现代移动性带给我们诸多好处的

时候$我们显然并未准备好应对移动性作为&潘多拉之盒'的灾难性%

一!原移动性

从历史的角度看$&移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羼入了复杂的历史关系属性%

! 当我们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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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今天的移动性时$已经不是简单地将其与人类过往的移动现象进行比较$而是需要检验!评

估移动性如何成为生物"自然物种与社会物种#的历史&基因'$以及它在不同历史阶段作为传

播&介体'的演变逻辑与功效%

人类作为&动物'的一种$&移动'属于生物本能%让我们再一次重温古代希腊神话俄狄浦

斯在回家的路上$怪兽斯芬克斯让他猜的那个谜语(&是什么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

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这个著名谜语的谜底是移动的人$既表明人的一生从&四条腿"婴儿

爬行#

\

两条腿"成年人#

\

三条腿"老人拄拐杖#'的生命自然历程图景$也表明人的一生通过

移动所经历和经验的社会化过程%正如人类学家根纳普"

T/-)1--1

M

#在,通过仪式-的开篇

所描述人的生命社会化过程(&任何社会里的个人生活$都是随着其年龄的增长$从一个阶段向

另一个阶段移动的序列%'

!既然人类作为&会动之类'"

>/-RF0-,

#$人类学在研究的时候$首先

也从&动'开始$即强调人的&动物性'"

/-0>/20=>

#%人类学家利奇"

S(@(41/56

#将人类的&动

性'视为&人类自然属性的一部分'%

" 移动的两种属性$即移动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一直伴随着

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

人类文明的演化!变迁和发展是人类学最为基本的观察线索%在这一条演化线索中$人类

文明最初!最早的形态是&狩猎
\

采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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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原始部落社会的主

要生活方式$猎捕野生动物或采集野生植物是人类基本的生活来源和生计方式%&狩猎
\

采集

生活'的特点是经常性的移动!游动$以便从自然中获取食物资源%&狩猎
\

采集生活'频繁移

动$决定了其另一个特点$就是组成群体的人数较少$平均只有
U$\$#

人%人类学对此的解释

见仁见智%

# 早期的人类学曾经将这种&狩猎
\

采集生活'称为&原始的生活方式'$并给予了

&野蛮人'&野蛮生活'等的错误判断$而且这样的声音几乎成了世界近代的&主旋律'$虽然偶尔

可以听到所谓&高贵的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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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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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音%

$

人类学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纠正了这些错误的评述和判断$代表性的反思见解是萨林斯

"

'/+=6/22P/620-=

#在,石器时代经济学-中提出的(&另一项人类学对旧石器时代的偏见$恰是

来自人类学自身的田野$来自欧洲人对既存狩猎采集者观察的文本$诸如澳洲原住民!布须曼

人"

9:=6>/-

#!奥纳人"

C-/

#!雅甘人"

E/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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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民族志文本可能在两方面扭曲了我们对

狩猎采集的理解%'其中之一是食物与土壤的关系$而像沙漠地带的生存便难以为继)第二个错

误观念的源头$就是将游动型非定居者视为&前野蛮人'"

1G=/I/

A

1

#的错误判断%

% 萨林斯重新

讨论&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认为&他们生活在物质丰富之中'%

& 原因正是那些

原始部落生活需要配合大自然的节律$通过&游动'的方式获取食物%今天人类社会存在的一

些弱点在狩猎采集经济中并不存在%周期性的游居$对财产和人口的限制$既是经济实践的必

要$也是对环境的适应$而游动成了狩猎采集者的条件之一$在许多情况下超过其他方面的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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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要的是$游动性让他们放弃财富积累%因此$游动性和财富积累是截然对立的%

!

简言之$狩猎采集以大自然为&衣食父母'的生活生计方式$没有生成屯积财产的动因和欲

望$而倡导一种简朴!平静!友好的生活%以特定的&移动属性'为前提$配合人类狩猎采集生活

的&原始'移动方式呈现出一种&原移动性'%这种&原移动性'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其一$与人类作为&动物'的根本属性保持最大限度的契合%其二$与自然保持友好关系$

与野生动!植物的生长规律保持协调一致$移动与自然节律相吻合%其三$狩猎采集方式基本

上不需要人工!人为的生产%其四$人口增长与自然提供的食物保持平衡关系$因此不会出现

人口生育过多$也不会出现群体聚集的现象%其五$小规模的活动人群难以产生大范围的疾

病$不会导致疫情的大面积传播)即使是出现疫情$也是小规模!小范围的!局部的%其六$避免

了屯积财产&私欲'的膨胀%

作为人类原始时期的生存方式$&采集狩猎生活'使得那些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植物与人

类保持&生命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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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具体而言$原始人尚未将人类提升到高于其

他生物种类的地位$也还没有达到逻辑思维的层面%生命之间存在普遍的亲属关系$图腾制度

便是其基本产物%列维
\

斯特劳斯"

4iI0RP7+/:==

#将图腾制度中的三个问题简化为(特定的动

物!植物为原始人提供的食物关系)特定的动物!植物与原始人建立的亲合关系)图腾制度不只

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是&自然条件的结果'%

" 基于以移动的方式获取食物而形成的人与动植

物的关系也成为原始思维"神话思维!前逻辑思维#的一个普遍预设%

# 在这样的情境中$人为

的有目的!有目标的捕杀野生动物和&野食'现象几乎没有可能出现%恰恰是到了今天$违背自

然规律的滥杀野生动物和无节制的&野食'现象成了普遍现象$成为引发大规模疫情的可能

病源%

由于原始人获取食物的方式建立在&游动'之上$&原移动性'也就成了&原始思维'的协作

产物%换言之$人类社会的&移动现象'不仅指个人或群体的迁移$也可以视为一种历史性的体

验
\

认知
\

表述
\

践行范式%从长时段的角度看$&移动'具有历史延续的基因性质%比如$人

类原始时期以游动为特征的狩猎采集的生计方式$与后来的游牧文明具有历史的关联性%作

为一种文明类型$游牧的生计方式依赖于家畜与空间移动或游牧的协调共存%当今的游牧方

式已经被看作移居者对于族群性"

176-0507

J

#相异的社区或国家的多样适应性反应%根据历史

进化理论$特别是中亚与西亚的历史告诉我们$游牧文化曾长久的影响着当地的文化$并在相

当长时间占据主导地位%

$ 无论是历史的存续还是历史的表述$作为移动性的&游牧文明'一

直都是人类文明中极其重要的种类和形态%需要提示的是$人类的&游牧方式'一方面是依&水

草'而动$属于自然属性)另一方面$畜牧的对象是限制性的$主要为马!牛!羊等与人类生命保

持无害关系的驯养动物%蝙蝠!穿山甲!老鼠这些动物难以上到人类的餐桌%人类学家道格拉

斯的,洁净与危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而有益的论述%

%

概言之$人类原始社会的狩猎采集遵循着一种&原移动性'规则$这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虽

然已经远离了我们$但无论是生物基因还是文化基因仍然存在$其&影响因子'并未因为时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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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远而完全消失$其中某些&积极因素'值得我们珍视%作为一种人类文明的遗产$特别在此次

新冠疫情面前$我们有必要重新审度移动范式中的基因存续与变异(&原移动性'大致属于遵从

自然规律!节律移动的&基因存续')而现代的移动性$某种意义上说$则属于人为!人工因素超

越了自然原则的&基因变异'%

二!前移动性

按照&进化'线索$狩猎采集之后的文明类型是农耕文明%人类学常识告诉我们$农耕文明

是在&狩猎采集'基础上$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逐渐发展出了以驯养栽培为人类主要的生计方

式$把野生的动物!植物驯化为可养殖和培育的对象%农业的出现$使得人类过上了相对稳定

的生活$其主要特征是保持与自然节律相契合的活动$比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是我们所

说的&安居乐业'的模式%这种基本状况一直延续到现在%

不言而喻$人类以什么方式获取食物$以何种移动方式保证生存并使之得以延续$是人类

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遇到的首要问题%人类曾有过长达
U$#

万年以采集狩猎的方式获取食物

的历史$农业革命改变了原始社会的狩猎采集方式$加速了文明的推展$人们普遍把这种方式

看作&进步'%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人类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选择了那些可驯化的!

无害的动物和植物作为人类生存的食物对象$我们可归纳为&无害性食物选择'的自然过程%

然而$此次疫情的一个病源可能与&食野'有关%&食野'可表述为&有害性食物选择'$即一种违

背文明原理的价值!习俗和行为%

由此追溯$人类的&文化'&文明'也深深地留下&移动属性'历史变迁的印迹%从概念上看$

西方的&文化'"

5:27:+1

#有&培育'&改良'&纯化'的意思$看一下农业"

/

A

+05:27:+1

#这个词就能

明白%西方&文明'"

50I020W/70*-

#的一种解释是(由集约粮食生产维持的$能够提供管理!商业!

艺术等的有组织的复杂社会%

! 我国古代的&文明'与农业关系密切%&文明'一词初见于,易

经*乾卦-(&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释(&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

章而光明也%'由是$农业的根本问题就是人与土地的关系$是根据&天时'而进行的活动$即不

违背自然节律的生计方式%在这一点上农业活动仍与狩猎采集的原移动形态存在关联性$并

由此生成演化出了土地与人的关系///&佃'$即人耕治田)

"以及生产作业的社会化分工$比

如&男'就是指在田地上卖力的人%

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属于小农经济$主要表现特征为(在生产形制上$与土地的紧密&捆

绑')在经济形态上$自给自足)在男女分工上$男耕女织)在最小存续单位上$是以&宗族'线索

的&家"家庭!家族#')在继嗣法则上$汉族主要以父系世系为线索)在社会结构上$是&差序格

局'$即&以9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

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在这

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

#

农耕文明的根本是什么. 我们也可能理解为一种特定的土地与移动关系%费孝通先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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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系表述为&乡土中国'"&土地捆绑的中国'#%&中国人的生活是靠土地$传统的中国文化

是土地里长出来的'%

! 因此$离开土地$比如逃荒$不仅表明舍本求末$更表明遭到灾难%&灾

荒'经常连用$&荒指农业生活停顿$灾指土地无法耕种的情形'%

"

&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

是常态$迁移是变态'%

# 其实$费孝通先生已经清楚地阐明了农耕文明的移动特征%相对今

天全球化的&移动性'而言$笔者称农耕文明的移动特性为&前移动性'%&前移动性'的一个明

显特征在于受土地&捆绑'的限制性移动%

在这种情形下$虽然也会出现一些疫情和地方性疾病$但传播速度和范围都非常有限%比

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江西省新余县等地发生了血吸虫病疫情$并没有形成全国性传播$而且很

快就消灭了病疫源%毛泽东为此写下了诗篇,送瘟神-%前移动性还有一个特征(传统的村落

是&自然村形制'///一种有相对空间距离的人群居落%这样的空间形制$也不至于出现以传

播快速为特征的新冠疫情%

所谓&限制性移动'$可以理解为人与土地的&捆绑'为常态$脱离&捆绑'为异态%其实$直

至今日$我们国家的主导性宣传口号$诸如&和谐社会'&安居乐业'&安定维稳'等皆透露出传统

农耕文明的常态和本色%乡土社会所求的是稳定的安居乐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并不需

要过分!过度的交流!交换和交通$因而也就不必要过多!过密的流动和移动%传统中国是一个

礼教社会$&孝'为先!为大%,左传*文公二年-(&孝$礼之始也%'孝字表达的形象为老人在上$

小子在下$表示儿孙搀扶老人%造字本义就是儿孙搀扶老人$服从和奉养父母!长辈%,说文解

字-(&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在以孝为常伦的乡土社会中$孝就是不离不

弃%&离土'则有悖常伦%,论语*里仁-所谓&父母在$不远游'$成为符合传统伦理的经典表

述%换言之$离乡离土为&大不孝'$只有极少数情况例外$此不赘述%

乡土社会以&乡"乡#'为基地%&乡'是一个公共单位$是一个稳定的!以不移动或少移动为

基本形制的人群共同体%,孟子*告子上-(&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注(&乡$犹里也%以喻居

也%'乡引申为&家乡'&故乡'等义%,说文解字-(&乡国离邑$民所封乡%'有学者解释$&乡$向

也%民之所向也%'乡更接近于地方上的邑!聚落%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面对面!不离不弃!

乡里乡亲%&乡里乡亲'其实是一幅中式农耕伦理情景图%

在乡土社会里$离家常表述为&背井离乡'%&乡'和&井'意义相近%井$从字形上来看$像

两纵两横构成的方形框架$表示人工开凿的提取地下水!有方形护栏的水坑%水是人们最重要

的生活来源$因此$在村落的寻建之初$首要者即开凿水井)又由于中国传统的汉族村落的建

立$是宗族扩大分支的产物$多为同宗同族%村井不仅是村落创立之初的标志$也是特定人群

共同体的共有资源%,说文解字-(&井$八家一井%象构韩形瓮之象也%古者伯益初作井%凡

井之属皆从井%'钱穆考释(&井的发明者$,世本-既说是伯益$又说是黄帝%或者是两个独立的

发明$或许有前后的改进%井解决了水的问题%'

%在我国古代社会$乡土
\

井田形成了稳定的

关系机制$即与&田'相属的&农户
\

家族
\

宗族'群体%&井'也就成了&家'的代表$也变成了

&家乡'的代表性符号%同饮一井水的人也就是&一家人'$所以$&背井离乡'成为最为不堪的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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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境%

概言之$&前移动性'的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几点(其一$与土地&捆绑'的乡土社会"乡土性#%

其二$特定宗族分支建立的村落共同体"宗氏性#%其三$自给自足$安居乐业"稳定性#%其四$

父线世系的继嗣法则"传承性#%其五$代际有序$孝悌常纲"伦理性#%其六$自然村形制"间隔

性#%在这样的自然形态和格局中$类似新冠病疫这样的现代疾病难以滋生%

三!移动性

当今世界进入&全球化'"

A

2*X/20W/70*-

#时代$&全球化'的一个公认特征就是移动性

"

>*X0207

J

#$即移动性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属性%也可以这么说$移动性成为&现代性'的一种特

殊表述形式%吉登斯"

<-76*-

J

)0,,1-=

#简述其特点为(&全球化概念最好被理解为时空分延

"

70>1R=

M

/51,0=7/-50/70*-

#的基本方面的表述%全球化使在场与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

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在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

!具体地说$现代性像链条一样把世界不同

的&地方'和&地方事务'连接在一起$有学者将它糅合为&全球地方性'"

A

2*5/207

J

#%

" 学者们从

不同的角度阐释&全球
\

地方'现代性的&整合
\

撕裂'现象$并将其具体化为&无地"化#'&他地

"化#'&再地"化#'等现象%今天$新冠疫情使之多出了一种&疫地化'$即在一个具体的&地方'

发生具有全球性关联的病疫事件%

因此$移动性也在无形之中成了现代性表述的一种&风险化指标'%&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

化66现代性降低了总的风险性$但它同时也导入了一些先前年代所知甚少或者全然无知的

新的风险'%

# 为此$我们可以将其复杂的逻辑关系简化为(移动性作为全球化的一种属性$成

为现代性的基本表述范式$&地球村'将人们所有的事务集聚在一起$也让像新冠病毒这样的病

疫有了滋生的土壤%吉登斯同时提醒我们(&在某一个既定情境或情境类型下对一个或一群行

动者的选择余地有所限制%'

$虽然$这种提醒并非针对新冠疫情$却旨在提出一种新风险的防

范原则%

移动性作为一种全球化新的属性$具体表现在人类社会需求所产生的生产!消费!知识!信

息!资本!技术!交通!安全!金融!商业!服务!旅行等全方位!空前移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

系得到了越来越明显和广泛的加强$使得在某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对其他地方产生越来越

明显的影响%反之$在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对某一地方也造成比以往越来越明显的影响%

%

这就是现代性的移动图景%阿布杜莱"

<(<

MM

/,:+/0

#将之具体概括为以下五种(

其一$族群的图景"

176-*=5/

M

1

#%不同的民族!族群和人群呈现大规模的移动现象%其

二$技术的图景"

7156-*=5/

M

1

#%科学技术扮演了一个无以替代的&移动性'重要角色%其三$

金融的图景"

?0-/-=5/

M

1

#%全球资本的流通加速$资本流动空前活跃%其四$观念的图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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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全球地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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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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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其目的是打破人们原先

关于内0外$我者0他者$这里0别处等界定认同界限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在信息化时代$人们既生活在这里$又从别处来衡量

自己$既有自我认同$又关注他者的看法$人们的认同和地方感塑造的方式应该重新界定$边界的概念也因此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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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5/

M

1

#%人的移动带动了观念的移动%社会价值和观念形态加速进行传播与互动%其

五$媒体的图景"

>1,0/=5/

M

1

#%现代传媒方式展示巨大的信息传播和流动能力%

!

今天$许多人还只是将现代的移动性局限于工具层面来认识和使用$就像&移动电话'

"

>*X021

M

6*-1

#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功能$越来越大的效益$越来越快的信息那样$殊不知$

现代的移动性远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简单&工具性'$演化为一种认知性思维形态$包括认知
\

知识
\

实践
\

表述的完整形制$并逐渐形成新的社会惯习%以往相对封闭的单位$相对单纯的

社会关系$传统获取知识的方式$缓慢的文化特征等逐渐弱化甚至消失%现代社会的&移动性'

还表现在价值观念的&移动'和&转变'$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表述形

态%移动性&携带'着诸如符号!隐喻!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以空前的速度加快扩散%

"

总之$移动性作为新的社会属性正在改变人的思维模式$包括人们认知事物的形态$知识

获取的方式$交流沟通的手段$日常生活的情状等%移动性使我们越来越离不开它$殊不知$移

动性也可能演变为灾难%

勿庸置疑$现代移动性对传统的农耕文明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不独反映在价值

的骤变上$更反映在人们的行动中)比如&农民工'就是一个需要进行反思性讨论的社会现象%

今天$&背井离乡'不但不被指责$反而成为一种&与时俱进'的时尚%尽管这一概念现在已经固

化$为大家所接受$但笔者以为&农民工'这一概念充满悖论和矛盾$仍有待辨析%西方的&农业

工人'$无论指在农村以工业化的集约性进行农业生产$还是指原来的农民变成按时上下班$按

月拿工资的工人$都没有离开土地和农业)而我国的&农民工'则是离乡离土$进城务工"非农#%

这种价值巨变!背离在今天获得完全正面的肯定$其评价依据是以城市的权力话语为主导的经

济学%然而$经济学并非历史发展与变迁的唯一评价标准%以农耕文明中与土地捆绑的!相对

静止的!安居乐业的!自给自足的!孝道伦理的!不离乡离土的&限制性移动'来看$今天的&农民

工'现象事实上是对传统农耕文明的&反走'和&反动'%

这种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其实暗含着一种强势的权力话语(城市优先%不幸的是$此次

新冠病毒疫情基本上就是爆发在城市$而且集中在大城市$疫情最轻的却是乡村%这也促使我

们对传统的&城乡'关系进行重新反思和评估%如果说现代化的城市&活力'来自快节奏的移动

的话$那么$由移动性带来的伤害也更大%原因当然是移动的节奏和数率问题%于是$传统人

类学研究对象中&静止的社区'重新又被提出%中国传统上是一个以乡土为基本特征的&社稷'

国家%其根本特征为乡土%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价值大都从&乡土'中生长出来%同时$与&天

时地利人和'保持最为贴近的移动关系$即自然的移动%如果说现代的移动性在大城市找到最

佳的&落脚点'的话$也意味着它把最大的&危险性'带进了大城市%此次新冠疫情和
&"

年前的

&非典'或能让我们在快速的前行中驻足片刻$回顾一下我们曾经出发的乡土家园$重新评估当

世的城乡关系%

概言之$如果城市化的快节奏仅仅是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形态和范式$那么$新冠疫情却

给出了一个反证$即加速的人为化变态$或对财富的过度化追求$导致了&超移动性'&超密度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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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出现$客观上成了疫情的滥觞和扩散的&重灾区'%于是$推展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乡土

城市'或将成为我们反思的另一个重要面向$即在保持传统中华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将那些可

转化性元素!因素植入和注入中国的城市发展之中%

四!移动性预警

任何新的社会属性在功能上都不是单一的$&移动性'亦然%移动属性的另一面$即负面性

经常被我们所忽略%此次全球性新冠疫情的爆发给了人类一次深刻的教训%疫情之所以在如

此短的时间迅速扩散到世界各地$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移动性'惹的祸%而我们还来不及做好

相应的预警和防范%面对此次&战疫'$我们除了团结起来$战胜疫情外$也警示我们$我们对

&移动性'可能带来的危情显然准备不足%窃以为$现代移动性可能带来的两种&疫情'最需防

范(疾病疫情和网络疫情%

关于疾病防疫$我国从古到今积累了许多经验与教训$值得回顾!思考和借鉴%殷商卜辞

中有&疾$亡入'的记录$意为不要接近得了疫病的病人%,汉书-记载(元始二年"公元
U

年#$诏

&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是中国防疫史上较早和比较规范的记载%我国历史上记

载的瘟疫多不胜数$,中国古代疫情流行年表-辑录
&NL#

年以前就有
NU!

条记录$其中有不少

疫情对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过重要影响%

对于传染性疾病的认识$我国的医学传统自成体系$首先是对传染性的认识%隋代巢元方

说传染病是&乖戾之气'$有其特殊病因%明代著名医家!,温疫论-的作者吴又总结成了&戾气'

学说$指出&气即是物$物即是气'$指出疫病病因可能是某种不可见的物质%其次是对疫病的

预防与治疗%再次是完善防控措施%晋朝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防疫措施$,晋书-记载(&朝臣

家有时疾$染有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我国历史并不缺乏疫情$也不缺少医治

疾病的&妙方'$特别是近代以来中西医并重的中国经验$值得继承!发扬和创新%

! 关于疫情

的防治$笔者非医务工作者$不敢妄言)不过$此次新冠疫情与历史上所有疾病都不一样$&移动

性'成了一种传播媒介$成为新型疫情的&宿主'"

6*=7

#%所谓&宿主'就是寄主$原指为寄生生

物包括寄生虫!病毒等提供生存环境的生物%我们借用这一概念指喻移动性的&寄生'与传播

功能%与此同时$我们也清楚看到$中医药对发生在我国新冠状病毒疫情的防治和防控起到了

重大的作用$也为全世界的疫情控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不言而喻$&移动性'最有代表性的形式是人的移动$最有代表性的形式是旅游%因此$在

此次新冠疫情中受伤最重要的也是旅游业$为什么. 原因在于旅游是&人的移动'最集中!最密

集!最快捷的形式和形态%旅游人类学家曾经为旅游的中!长线发展&搭建'了四个平台(

其一$鼓吹平台"

<,I*5/5

J

82/7?*+>

#%旅游作为一种移动商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将旅游

与&移动性'相结合$特别是从经济利益方面%

其二$警示平台"

/̂:70*-/+

J

82/7?*+>

#%旅游的发展也存在消极因素$包括环境污染!社

会污染!季节性失业增加!文化艺术商业化等%&警示平台'集中对待旅游活动中消极的!负面

性影响和作用提出&警告'%可惜$在过去学者搭建的&警示平台'中没有警示疫情传播的内容%

其三$适应平台"

<,/

M

7/-5

J

82/7?*+>

#%旅游所携带的移动性包含着正反的不同价值和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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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因此$如何从正反两方面适应当代的旅游发展$需要更理性!更策略性地去思考旅游%此

次疫情也为我们提出了包括对各种可能在旅游中出现的危机和险情的适应性指标%

其四$以知识为基础的平台"

Z-*D21,

A

1R9/=1,82/7?*+>

#$即对前三个平台更加全面的!

综合性的知识平台%首先$把旅游与现代移动性相结合看作一个全球化产业%其次$注意旅游

发展中的需求性和非需要性之间的关系$特别注意消耗与获得利益之间的平衡%再次$集中注

意前面三个&平台'的发展形式以及&部分的'或&限制性'的视野%最后$把旅游当作&一个整

体'"

/D6*21

#或&一个系统'"

/=

J

=71>

#$由此去理解其自身的结构与功能$进而建构起相应的

&知识体系'%总之$&以知识为基础的平台'是从如何积极应对这样一个角度去认识和理解旅

游的%

!

新冠疫情促使我们在警示平台中增设疫情警示的内容%众所周知$

U#

世纪
$#

年代大众

旅游出现$到了
N#

年代$旅游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社会生活的时尚%正如旅游人类学家纳什

"

.(B/=6

#所说$旅游是&前工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种重要现象和因素$

"并由此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一种产业$

#将旅游业!交通业!金融业!酒店业!餐馆业!服务业!保险业等多种

行业涵括进来$现在还需要增加疾控业%

作为移动性直接产物的大众旅游$其自身原本就同时具有两种特性(既是移动性的受益

者$又是移动性的受害者%具体而言$大众旅游因现代移动性而出现)而疫情却强制性地停止

移动$而且是没有任何预兆的&停止'%也就是说$旅游在没有任何预兆!预示!预警的情况下戛

然而止$仿佛心脏病突发而&猝死': 因此$旅游预警也将成为未来旅游发展的重要内容%其

实$旅游人类学在以往的研究中相对重视旅游的中!长线效益和后果$也包括旅游可能造成的

负面效益$也有&警示'$但都是长线的%此次疫情告诉我们$要对旅游做&骤止'的警示和防范

应对$旅游需要兼顾短线!中线和长线)否则旅游业将不堪其害%

&"

年前的&非典'和当下的新

冠病疫$受伤最重的行业中旅游业必在其列%据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数据$因新冠疫情致使世

界旅游业损失高达
&(U

万亿美元%

$

移动的悖论性决定了旅游的悖论性(一方面$它是现代移动性积极因素的受益者)另一方

面$它是现代移动性消极因素的受害者%同时$旅游形式本身也具有非故意的&侵略性'%人类

学家曾把现代旅游视为&帝国主义行为'$

%其后果是重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麦克内尔"

.(

'/5̂/--122

#在,空聚场-一书中认为(&人们浪迹天下的意识在旅游行为中的终极目标是为了

建立完整世界中永久性的家居生活%'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现代社会&稳定'的家居生活和社

会秩序正是通过不间歇的&移动'方式获得的%这种悖论的表象构建正是通过&不讲理'的移动

性所建立%&帝国主义话语'的本质就是不讲道理$破坏既定规则%如果我们把移动性理解为

一种&帝国主义行为'$那么$它带给人类的灾难也是史无前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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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言之$旅游作为移动性的当代例证揭示了这一社会属性的两面性(一方面$以当今社会

空前的形式和形态加速着&移动'的扩大!扩散和扩张$并由此产生出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由此带来了巨大的危险!危机和危情也是空前的$移动!旅游!疫情三者在特定的情

境中也可能成为关联性的危害共体%

五!结
"

语

此次全球性的新冠疫情促使我们从战略和策略的全方位进行思考和行动%面对正在肆虐

的疫情$我们需要积极地寻求!寻找治疗方法$做好具体的防范工作%以下几个方面或可重点

考虑(

第一$对疾病传播可能导致的大范围灾难需要做好切实的防范措施$树立预防!预警与治

疗同等重要的理念%

第二$最大限度地保持与自然一致的生命节律$不是所有的事务都要一样的&快速发展'%

自然节律$比如二十四节气仍要为我们所倚重%

第三$限度性地恢复和保持乡土社会的单一性村落和社区形制$以防备在灾难时期仍然能

够保持相对独立!不受根本影响的生产!生活状态%

第四$加强公共疫情的防范工作$建立完善的公共安全防范体系%

第五$完善立法$严格执法$禁止捕杀!食用野生动物$切断可能&病源'$建立公共防疫机制

和饮食安全系统%

第六$建立两套治理和应对机制$要有快速移动和暂时静止两套管理体系%一方面适应快

速发展的社会)另一方面$做好&快速传播'可能性的防范工作$保证在最紧急的情况下仍然有

从容应对的机制%

第七$在城市快节奏发展的同时$加入&城市隔离带'的设计和修筑方案$同时$保护!保持

乡村社会生产!生活的稳定状态$保护!保持&自然村'范式$以防疫情传播的危险%

第八$提倡与现代快速移动相反的&慢游'方式$鼓励新型的旅游体验方式$特别是生态游

和乡村游%

第九$做好针对移动性预警!防范的产!学!研配合$开展移动性预警的应用
\

协同研究%

第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协作$移动没有国界$疫情没有国界$&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包含

共同防范疫情危险和风险的内容%

面对此次疫情$我们除了做好面对疫情的具体工作外$还需要建立一种反思的原则$并将

其上升为一种现代性思维和建构新型移动范式的高度%人类移动属性的历史演化具有内在逻

辑性$它是我们评价!评估人类的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的重要依据%我们无妨将此次新冠状病

疫视为全球化背景下一出全新的历史&移动剧'%当今世界$移动性已然将人!物!信息卷入到

空前的互动关系机制之中$

!动的幅度!动态与静态$已经从工具层面上升到人类思维的高度$

甚至关乎到了人类的命运%移动性已然超越了全球化背景下所谓&宏大叙事'"

A

+/-,

-/++/70I1

#的表述$而刻意描述当代世界的移动形貌成为一种范式$包括对问题!理论和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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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更新)

!也就是说$移动性已经不再只是对现象平面的数据化表述$而是延伸到&新移动范

式'"

361-1D>*X020701=

M

/+/,0

A

>

#的层面%

鉴此$笔者提出建立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全幅性移动机制'的设想%&全幅性移动机制'

在充分评估相关产业!行业!事业的独立与协作的基础上$制定出三种移动的幅度(前趋!踏步!

反走%具体而言$前趋指迈开与世界发展同步的步幅$特别在高新科技等方面努力赶超世界水

平)踏步指保持自然节律$贯彻&天地人和'的道理$继承中华传统农耕文明遗续中所创立生态!

生命!生计!生产!生业&五生一体'的形制$

"不人为地增速$不以&运动'的方式加速$不以&科

学'为幌子的强行提速)反走指在某些领域!某些行业!某些事业确立&往回走'的方略$比如在

自然生态!生物多样性!人与生物圈!各类遗产"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事业

中$倡导回归原始!回到原初!回复原貌的方针%概言之$制定&全幅性移动机制'也是针对此次

新冠疫情所提出的一种综合性治疗与防范的设想%

&责任编辑 刘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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