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 19 日，距离西方圣诞节到来还
有最后一周。这一天，习惯打开报

纸、网页或是电视就看到新冠肺炎疫情
动态的英国人，被媒体的头条新闻吓了
一 跳 ：“ 最 后 一 列 离 开 西 贡 的 火
车”——伦敦主要火车站、机场出行乘
客人数众多，现场犹如“越战时期美军
撤侨”。20日清晨，很多在英国生活的
人，包括笔者收到全球各地亲友们的关
切问候。“四级
管制”“伦敦封
城”“民众大逃
亡 ” …… 相 关
新 闻 报 道 传 遍
各 地 。 伦 敦 的
情 况 真 的 这 么
凶险？

伦敦人逃走了吗？
伦敦车站人流增加的确是真的，但

如果不是因为圣诞节将至，我怀疑这样
的景象是否会出现。

很多英国家庭有一个生活习惯，即
从圣诞节到来前的一周开始休假，直到
元旦假期结束后才恢复工作。12月19日
伦敦车站人山人海的景象，不仅发生在
今年，如果你找到 2010年 12月 19日的
英国报纸，就会看到当天的头版报道：
大雪导致伦敦机场、火车站瘫痪，大批
为自己放圣诞假的乘客在寒风中瑟瑟发
抖。“这样的情形和去年一样。”有的媒
体不忘补上这样一句话。

今年同往年唯一不同的是，新冠疫
情加上病毒变异使得很多人想在政府宣
布更严格的居家令前，和亲友们尽早团
聚过年。为了这一天，大家很早就开始
计划。在我收到来自各地问候的同时，
我在社交网站上看到，很多生活在伦敦
的朋友为自己能在进入更严格的第四级
防疫级别前“逃出伦敦”而庆幸。

城封了，我依旧和家人生活在伦敦
西区小镇。我的邻居科林也没有“逃
离”，他隔着栅栏跟我聊天。他和妻子
原本打算在圣诞前夕前往仅40分钟车程
的城市雷丁，和女儿一家共度节日。但
上周，他在医院工作的女儿感觉自己可
能感染了新冠病毒，主动隔离并申请进
行检测，打乱两家人团聚的安排。

“我们能理解，毕竟女儿做的工作
有一定风险，”科林说，“这不是我们一
家会遇到的问题，只能乐观面对。”科
林表示，他和妻子相信明年一切都会有
转机，英国人不必慌。当我提到一些小
报关于“越战时期美军撤侨”的报道
时，他笑道：“你都说是小报了。”

在镇上的超市，我看到各种迎接圣
诞新年的促销广告，一如既往。在我经

常去的一家超市，英国人餐桌上常见的
胡萝卜、菠菜、黄瓜等仍延续上周的三
折优惠价。圣诞节不可缺少的烤羊腿，
也如以往那样在圣诞节前推出半价优
惠。我注意到身边的顾客不愿错过这样
的优惠，但没有人有恐慌性抢购的举
动。就在我结账离开时，我的手机弹出
即时新闻信息说，法国正考虑解除对英
国的防疫封锁，保证食品运输通畅。

但不可否认，居家令、新冠病毒变
异等因素确实对英国人的生活造成严重
影响。伦敦市中心著名商业街摄政街这
两天被拍到空无一人的场景。而往年此
时，那里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即便
前几天，也是车水马龙，好不热闹。

3个普通人的故事
疫情下的英国，有不少值得深思的

细节。上周末，《星期日泰晤士报》 引
述官方数据称，最新一波疫情中，5%的
英国人酒类消耗量比第一波疫情时增加
50%，相当于平均每人每周多喝 5 瓶
酒。放不下酒杯，绝不是因为节日将
至，或居家令让大家开启了度假模式。

多年前曾给我装修房子的本地工人
奥克莱前两天发来短信，几乎是用恳求
的语气问是否有工作可让他和他的妻子
做。他强调自己的妻子绝对是非常好的
清洁工，而且小时工资可以是最低的。

而在威尔士，当地和伦敦一样将防
疫级别提到了第四级。我认识的当地电
气工程师帕特里克说，他原先效力的公
司已经宣布倒闭，从 8月份到现在，他

已经从全职工程师变成与多家中介机构
合作的自由职业者。帕特里克说，虽然
还和以往一样忙碌，但薪资待遇、养老
金保障等都大不如前。“但这就是现
实，总比失业好，”这个有着3个孩子的
父亲说，“虽然疫苗已经问世，我们也
终有一天会接种疫苗，但这场疫情几乎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很难回到以前，至
少在未来十年我看不到。”

早前刊登“最后一列离开西贡的火
车”报道的英国《星期日邮报》质问约
翰逊政府：新冠疫情噩梦何时能结束？
而约翰逊也一脸倦容地时不时出现在唐
宁街10号的记者会上，表达自己的积极
看法。他和他的内阁相信，牛津大学和
药厂阿斯利康研发的新冠疫苗在不久的
将来会拯救英国。

不过，现实难以简单按照“买疫苗
——接种——告别疫情”这样的剧情发
展。英国有媒体最近披露说，有人在社
交网站上晒出照片，称公立医院里用来
接种疫苗的针管居然连针头都没有，进
而断言连医院都不敢让病人接种疫苗。
尽管是低级的虚假消息，经过传播，还
是有一些英国人相信政府和医疗专家其
实对疫苗也没有信心。这也是为什么在
今年夏秋期间，伦敦等英国多座城市都
时常有抵制接种疫苗的示威抗议。

这种疑虑情绪随着90岁老人玛格丽
特在本月 8日率先接种新冠疫苗而逐渐
消散，可到了中旬，新冠病毒变异又让
部分人担心起来。和丈夫以及 3个女儿
共同生活的索菲亚，和我闲聊时就谈到

这个问题。身为家庭主妇，英国小报是
她主要的消息来源，因此，民间对疫苗
可靠性的质疑也转变成她的担心。

“你说，我应不应该和丈夫去接种
疫苗？不少朋友跟我说过，他们不会去
接种，反正不是强制性的。如果其他人
都接种了，不再染病，那我也是安全
的。”索菲亚说。我告诉她，最新民调
显示英国超过七成人都表示会接种疫

苗。但这没有动
摇 她 的 想 法 。

“我觉得还是不
能冒这个险，一
旦接种的疫苗不
能防疫，我即便
逃出伦敦，也无
济于事。”

“不确定”的未来
过去一周，英国确诊病例超过19万

例，仅 20日就新增近 3.6万例。从 20日
开始，伦敦等地被纳入实施最严厉防控
措施 （提升至四级） 的地区。有报道
称，未来四级防控的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对比 3月份的第一轮封城，在第二
轮全国封城以及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级别
防疫措施上，英国人变得更加理性。首
相约翰逊更多强调国民要注意个人健
康，要戴口罩、减肥，避免成为易感染
者。女王则对在疫情期间为公共医疗筹
款超过1400万英镑的百岁退伍老兵等给
予表彰，令英国社会大受鼓舞。

英国政府预计，到本周末将有50万
人接种新冠疫苗。在政府公布的优先接
种名单上共有3000万人，占到英国总人
口的近半数。这意味着什么？英格兰地
区副首席医疗官范谭的解释很形象：

“英国抗疫的最新进展如同在赛事第 70
分钟攻入一球、比分扳平！接下来我们
一定要保持镇静，争取再进一球，拿下
比赛。我们还需要更多疫苗，我们也需
要让人们认识到现在还不能一劳永逸。”

一切努力是否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
验，还要看英国人自己的最终选择。即
将告别2020年的英国人，很多都在过去
一年里感慨生活不易。英国“脱欧”的
剧情远远超过“一波三折”，到了年尾
更成为疫情下的又一个难题。眼下，从

“无协议脱欧”前景到因变异病毒而遭
外界集体“隔离”，英国方面不免担忧
物资供应链会遭受“灾难性影响”。

在我生活的小镇，食品充足的情况
或许在未来数天就会反转。充满不确定
性的未来让英国人又回到年初的老问
题：如果“无协议脱欧”，又无法根除疫
情，英国的未来会怎样？会不会无处可
逃？▲（作者是现驻伦敦资深媒体人）

美国举行大选以来，围绕中美
关系的议论持续升温。两国

关系未来会是怎样走向？什么样
的中美关系对两国乃至世界最有
益？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
向 《环球时报》 记者分享了他的
见解。库恩是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
也是“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

“2020 年对美国来说不是个好年
头，我们已准备好让其成为历史。”库恩
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大选前，他
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美国人都在等着
疫苗面世，等着大选。”在他看来，美国
在疫情初期的应对并不理想，国内政治
极化和特朗普总统对连任的偏执，导致
一系列政策错误地把保护经济置于民众
的健康之上。

尽管选后波折不断，拜登上台基本
已成定局。库恩认为，中间派的当选总
统拜登不会走极端，不会被民主党内的
极左势力所操控，执政团队人选也证明
了这一点。拜登所选之人既有专业性，
又经验十足。此外，拜登注重平衡性及
族裔、性别的多样性。他还向没给他投
票的人伸出橄榄枝，这是一个积极信号。

不过，很多媒体和观察家认为，任
期将尽的特朗普政府开启了“最后的疯
狂”，尤其是在对华问题上。美国前国务
卿基辛格也呼吁拜登尽快重启美中关
系。那么，拜登在重置中美关系这个议
题上还有多少操作空间？对此，库恩承
认，拜登新政府受到多数美国人支持，
但并没有获得压倒性的票数。“美国仍处
在分裂之中，没人期待美国对华态度或
政策会急转弯。现在，美国上下普遍接
受中国是竞争对手和挑战者的说法，甚
至有人认为中国是潜在的敌人。”

库恩对此现状深感遗憾。他认为，
尽管美国两党长期、持续争斗，对华问
题上的消极、二元对立视角却在事实上
成了它们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民主党
人对特朗普诸多反复无常的战略和错误
政策 （比如高关税等） 颇有意见，他们
唯一赞同特朗普的地方是对华强硬。

库恩说，美国对华态度剧变的原因
微妙而复杂，过于简单化的假设和猜测
对寻找出路并无助益。拜登及其团队对
外的优先目标是修复和传统盟友的关
系，并尝试去重启美中关系，但在处理
对华关系时不会求快。一方面，这与他
本人的风格和个性有关，另一个原因则
是拜登在竞选中被批“对华软弱”。特朗
普声称，在拜登治下，“中国会拥有美国”。

库恩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拜登
会在部分共同关切问题上 （比如气候变
化、疫情防控等） 加强与中国的互动。
此外，拜登会重新考虑影响美中经济联
系的高关税问题。“但很遗憾，美中关系
不会回到过去田园诗般的日子了。”

实际上，很多观察家也认为，拜登
的对华政策不会很快有大的变化，他们
甚至呼吁人们做好中美关系因对抗加剧
而持续紧张的准备。库恩坦言，美中无

论是和是斗，都攸关整个世界的
和平与繁荣。也正因两国的关系
太过重要，以至于系统性的问题
难以被掩盖和忽视。所以，两国
应坦诚面对，让对方真正了解和
接受自己所想。

“美国应当注意避开在中国的核心
利益问题上挑战中国，尤其是关乎中国
共产党领导和台湾问题的领域。”库恩认
为，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减
少别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在他看来，
美中关系有好坏两种场景：坏场景是，
美中关系不断自由落体，直到双方发生
流血冲突；好场景是，随着美国大选尘
埃落定，重置美中关系的机会之窗随之
打开，尽管这一机遇期比以往要短，而
且双方的分歧也会比以前更大。

库恩表示，美中关系向好发展并非
不可能，但需要双方明确地划好红线，
尤其是在 （但不限于） 台湾问题、南海
问题、知识产权保护等敏感领域，达成
双方都认可的交往规则。“没有什么能比
美中之间真正合作更能让两国人民以及
全世界人民获益。很期待看到双方重拾
和重视这样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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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封城伦敦封城，，跟外界想象的不一样跟外界想象的不一样

““重置中美关系的机会之窗已经打开重置中美关系的机会之窗已经打开””

曹曹 劼劼

图为22日空荡荡的伦敦著名商业街摄政街。

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库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