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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侵袭人类的“甲流”有两个特点：其一为

“甲流”病毒是经过变异的，而且还可能继续变

异，是人类过去没见过的病毒；其二为导致“甲

流”病人很快死亡的原因现在还“不完全清楚”

（钟南山语）。

无论“敌人”多怪、多奇异，我们可以做好一

些基础工作来对抗“甲流”，迎战可能到来的大疫

情，只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实现消化系统供氧，增强身体活力

“甲流”是由变异后的病毒引起的呼吸系统疾

病，通过伤害肺部导致呼吸衰竭从而危及生命。如

果肺部受到病毒侵害，人体的供氧状况就被弱化，

体内氧气不足，细胞就缺氧，继而导致能量不足，

出现各种器官和肌体的症状，进入体内的氧气如果

完全阻断了，生命很快就死亡了。重症甲流患者维

持生命体征的重要方法就是用呼吸机向体内供氧。

如果“甲流”病人呼吸系统受到损伤、肺功能

衰竭不能自主吸氧，呼吸机向呼吸系统也供不进氧

气（即氧气到不了血管中）怎么办？寻找其它供氧

渠道行不行？

近几年来，发达国家率先在“口服液体氧”研

究取得突破，这类新开发的氧补品，是对人体的基

本营养支持。已上市的产品有：美国的“稳定性

氧”，加拿大的“好气性氧”，澳大利亚的“运动

补氧液”，台湾的“生物多功能氧”等，实现了从

消化系统供氧。使我们手中又多了从胃里给体内补

氧的武器，正是所谓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重视中国传统的、民间的应对办法

我国人均医保费用很少，但我国人均寿命达到

73岁。我国全民健康水平能有这样的表现，中国民

间传统的的健康养生方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WHO

（世界卫生组织）告诫我们：影响人类寿命的诸因

素中，气候条件占7%，医疗条件占8%，社会环境占

10%，遗传因素占15%，个人生活方式占60%，可见

决定长寿的主要因素不是医疗条件。我国百姓食

疗、食补及许多非药物强身、健体方法已引起世界

各国的关注。众所周知，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一长寿

国，许多健体、养生、治病汉方都得益于中国传统

文化；目前以美欧各国为主的西方人士对中国传统

健身养生文化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就一点也不奇怪

了。

医生治疗“甲流”患者和治其他病一样，是要

阻断病毒对患者免疫力、抵抗力、自愈功能的伤

害，进而修复、改善和提升患者生命体征的各项功

能。要调动起体内的“安全”、“公安”等部门的

力量，和“甲流”病毒进行战斗并消灭之。所以，

让全民都认识到提高自身抵抗力、免疫力、自愈功

能，才能保持自身高质量的生命体征，可以不得

病，或者得了病，也容易治好。

中医和西医属于不同医学体系，不是你死我活

的冤家，相反有很强的互补性，他们共同的任务都

是治病救人，寻找人类延年益寿的规律。

我们要尽快打造和构建一个“东方智慧加上西

方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命保障平台，这是我

们的优势，也是我们的软实力所在。目前，应对

“甲流”，我们应该发掘并推广中国传统的行之有

效的预防和治疗方法，一定会收到较好的效果。

“甲流”爆发最严重的地区是美国，发人深思

2009年4到11月，“甲流”已在美国全部50个

州的46个州流行开来，美国患“甲流”人数达数

千万人（路透社报道称2200万，其中9.8万人入院治

对抗“甲流”
○ 文 / 梁光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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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余昌民

人过中年忽然迷上了传统文化，读诗话词话、明清小品、历代笔

记、古人尺牍，品名家的书法，喝温驯的花雕，做拥有中式庭园、古

典书房的梦……五千年的滋养才有了今天的中国人，自然中国人融溶

在这样的文化里最和谐、最自在、最安逸。

我太像急于冲向外面世界的孩子，出去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自己的

家里。

我这一代人身历“文革”磨难，又逢改革盛世，人生一大觉醒，

便是发现伴随自己成长的说教中包含有许多谎言。伟人不是想象的那

么神圣，“罪人”并非描摹的那么卑污；揭竿造反未必推动历史的

进步，委曲求全何尝不因耿耿于苍生；权势封杀的思想不一定没有价

值，不能独立的学问只可能越改越糟；功利至上想当然归咎于文明

优劣，轻视传统无形中导致了精神飘零……为了消解被蒙骗的痛苦感

觉，“不唯不许今人瞒过，并不许古人瞒过”（清人傅山语），我选

择了扑向我们的历史和文化。

我的出身自理工科的优越感，在视野渐开的过程中一点点地消

融，因对人文领域的陌生不时生出窘惑来。以广泛接触人类文明的标

准来看，我们压根没受到全面的教育。即使不去论思想贫乏与否，仅

就人生的缺憾——好比难得去了一次人间仙境，竟错过了一半的胜

景——也无法坦然接受。这便是驱使我埋头向古的另一种动力。

若比生活的条件，古代帝王也不过尔尔。然而正是不知飞机电视

为何物、生命脆弱的古代先人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虽布衣蔬食、

瓦灶绳床却优游于宏博玄美的精神世界之中，享受着丰富自在的人

生。与欲壑难填的今人相比照，我宁愿在与古人相周旋中追寻生命的

应有之义。

习惯了平白如话的文字，看熟了千人一调的文章，当我走近《世

说新语》、《板桥杂记》、《陶庵梦忆》、《聊斋志异》……，不禁

顿生惊艳之叹！我庆幸地发现，汉语原来竟如此丰赡多姿，名笔之

下，形神兼备，文势沛然，又有多少语汇的奇花异卉点缀其间，美丽

而生动。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目光热切地投向别人的花园，任自

己的芳谷变得迷离、荒疏。在汉语的表现力呈现贫瘠化、平面化的当

今，我如饥似渴地从古代文学里汲取营养，兴许在那里找得到汉语的

生命力的宝匣。 

文化上的回家

疗），美国“甲流”死亡超过3900

人，其中包括500多名儿童。2009年

12月18日，WHO公布全球“甲流”死

亡人数总计10582人，美洲6338人，

占60%。欧洲1654人，占16%。贫穷落

后的非洲为109人，只占1%，而欧美

则占了76%。

我们同时也发现这样一个现

象：一些久居美国的人，回国后特

别容易感冒。对此，许多专家、学

者已经开始认识到，过度的洁净、

无菌化环境、抗菌产品充斥社会生

活等各种极端的洁净嗜好方式，正

在使一些发达国家人民的免疫力、

抵抗力逐步下降。另外一件发人深

思的案例是去印尼伐木的日本人患

疟疾病五天死亡之谜：经日本专家

破解研究结果表明，当地100%印尼

人体内都有蛔虫，而正是蛔虫分泌

的某种物质，使致人死亡的热带疟

原虫不能在他们体内作乱。

我们应该考虑：“甲流”的传

播，是不是和地域、种族、性别、

年龄、生活方式、卫生条件、气候

等因素有关？是不是亚非拉发展中

国家和中国等欠发达地区的居民对

“甲流”有先天的抗体，等等。如

能在这些方面做些先期的、深入的

调查，并找到原因所在，或许会对

我们制定对抗“甲流”以及今后出

现的“其他病毒”的战略决策有所

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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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宣布完向阿富汗增兵，奥巴马总统却于两周后领到

了200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这在国际上引起一片哗然，质

疑该奖项的公正性。但在许多中国人眼里，这倒也不值得

大惊小怪。11月奥巴马在盛大的访华之旅中，把中美两国

关系的基调从布什时期平淡的“利益相关者”大幅提升到

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但是这并未影响他在行前批

准对华进口轮胎的“反倾销”保护关税。

政治家的赞美与许诺有点像希腊神话里厄洛斯女神的

金苹果，辉煌灿烂，却可能变成刺激纷争的道具，倍受瞩

目的奥巴马似乎也难以例外。说来有缘，奥巴马当选那

天，我刚好在纽约。路过时代广场时，眼前的景象让我很

惊讶：往日川流不息的百老汇，人们纷纷驻足于时代广场

的电视大屏幕下，观看着投票的进程。当宣布奥巴马当选

时，人群欢呼雀跃的热烈场景让我的心为之一震——没想

到身处纽约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中心的人们，每天忙

碌奔波，却仍然如此关心政治。美国人参与政治、民主选

举、希望变革的氛围使我感触良深。

在美国学习生活多年，回国后又主要从事国际资本市

场工作的经历，自然使我很关注中美关系的变化。记得

1997年香港刚回归祖国怀抱，美国第七舰队到港进行友好

访问，当时在美国高盛公司担任经济学家的我与该舰队司

令一同受邀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在太平山顶的家中共进晚

餐。我们轻松地聊到中美关系时，将军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真搞不懂国会的人在想什么。二战时，正是美中联合

打垮了日本；虽然韩战中两国发生了军事冲突，但当年参

战的军官几十年后相见时却愉快地交流当年双方的攻防进

退……这就好像我们正在举行欢乐的宴会，而国会的人却

向会场中扔手榴弹。

我相信这位美国将军在我们那次私下交谈中的言辞是

诚实中恳的。中美两军虽曾兵戎相见，但双方仍可能存在

友好合作的意愿，这无疑可以成为中美两国关系中一个重

要的积极因素。2009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将军访美，

在双方军队交流历史上又书写了新的一页。

○ 文 / 李山

奥巴马的金苹果

然而就在不久前，美国著名智库STRATFOR公司总裁

乔治·弗里德曼在其著作《下一个百年：对21世纪的预

测》（The Next 100 Years: A Forecast for the 21st 

Century）中谈到：美国的核心战略是控制全球海洋，进而

控制全球贸易，称霸世界。一本畅销书多少需要些惊人之

论，但该书的上述结论却并非全然是危言耸听。恰恰是上

面这位与我畅谈中美关系的将军麾下的第七舰队，在中美

之间奏响了不怎么和谐的音符。1995年至1996年，李登辉访

美引发第三次台海危机，美国先后将第七舰队的“独立”

号航空母舰和“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调至台湾海峡

地区。2007年，第七舰队“小鹰”号航母战斗群经过台湾

东部公海，为台湾新上任领导人充当“保镖”。美国的霸

权战略从这支舰队的耀武扬威中就可窥豹一斑。

近期另一个备受瞩目的事件，无疑是丹麦哥本哈根举

行的全球气候改变问题谈判。值得一提的是，在胡锦涛

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去年11月的会面中，中美双方在气候变

化、能源与环境领域达成多项共识。当月17日发布的《中

美联合声明》肯定了《中国科技部、国家能源局与美国能

源部关于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合作议定书》。中美

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将为两国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联

合从事清洁能源研发提供平台。中心在两国各设一总部，

中国总部设于清华大学，美国总部设于麻省理工学院。清

华与麻省理工学院都是我的母校，如今这两所学校在中美

这两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为全球环境所做的努力中

担当重要角色，使我倍感自豪。凑巧我目前也正在积极牵

头筹建人民币能源基金，希望用现代金融的手段推动中国

能源产业的发展。历史的机缘巧合使我内心充满了将个人

事业与母校及祖国的发展相结合的荣誉感与使命感。

无疑也可以预见，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绝不会

是一帆风顺的。就在哥本哈根的谈判桌上，美国拒绝承认

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更无理否认了美

国应该对历史排放所承担的责任。

细数一下，奥巴马的中国之行已经是与胡锦涛主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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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见面，并且在奥巴马这次访华之

旅中，胡锦涛主席还破例为总统设了两

次晚宴，两位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关系显

得非常融洽。这让我想起了自己2007年

夏天在美国著名的避暑胜地和滑雪天

堂Aspen参加亨利克隆培训计划（Henry 

Crown Fellowship)时的一个小插曲。

亨利克隆培训计划是为了纪念芝加

哥的商业巨子与大慈善家亨利·克隆先

生而设立的。该培训计划主要针对25至

45岁之间、在各国商业或公益事业中已

取得相当成就或具有杰出表现的领袖人

才，帮助他们继续学习、成长。2007年

我作为当年惟一一个受邀的中国人参加

了这项计划。在活动的第一天，美国

前国务卿——也是美国第一位女国务

卿——奥尔布莱特与我们共进早餐，席

间她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们讲述了

她对领导者素质和国际关系的看法。我

记忆犹新的是她谈到她如何与克林顿总

统将中国确定为美国的潜在战略伙伴而

非敌人。她最后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其实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

系。如果这真是大外交家的真知灼见，

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之间这种良好

的个人关系是否可以让人们对中美关系

进一步改善的美好前景给予更多、更高

的期待呢？

这种期待是真诚的。愿奥巴马总统

带来的金苹果，最终被证明不是禁果，

也不是恶果，而是未来岁月中的友谊硕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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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填好后请寄回编辑部，或传真至010-62797336，也可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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