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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最先進的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和歐盟成員國，在面對新冠疫

情時是顯而易見的失敗。先進的西方國家與東亞地區在新冠死亡率上存在著巨

大的差異，而且差距真不是一般的大，此一事實一定會讓未來的歷史學家大為

震驚。 

 

    死亡的人數原則上是很難撒謊的。截至 2021 年 5 月，東亞國家的新冠死亡

人數與許多西方國家之間差距巨大，前者每百萬居民中，死亡人數為幾人至幾

十人，後者竟達一、二千人。例如。日本每百萬人中有 96 人死亡、韓國 37.34

人、新加坡 5.6 人、中國 3.5 人，最少的是越南只有 0.4 人，相比之下，比利時

每百萬人確認死亡 2167.6 人、英國 1916.2 人、西班牙 1605.8 人、義大利 2037.4

人、美國 1778.5 人。請不要妄下定論，說什麼這是死亡定義上的差別啦、是造

假的數字啦…，因為，再怎麼操控扭曲，也不致於差這麼多！ 

 

    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新冠肺炎死亡率的巨大差距？答案或許很複雜，然而，

一個根本的原因是西方社會堅持強調「權利」的重性，而亞洲社會同時強調

「權利與責任」的並重。西方國家民眾堅持自己有不戴口罩的「權利」，卻從未

意識到他們也肩負著戴口罩挽救同胞生命的「責任」，相反的，在大多數亞洲國

家，人們更願意承擔這種責任。 

 

    1998 年，聯合國舉行了一次特別會議，紀念《世界人權宣言》通過 50 周

年，自從 1948 年聯合國通過了這一宣言，全世界的人權標準的確得到了極大的

改善。所謂的「自由民主」是另一張西方的神主牌，然而，自由與責任是密不

可分的，自由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只是真理的一半。自由是消極面，責任才是

積極面，如果沒有責任，自由就可能淪為肆意妄為。美國在東海岸有一座「自

由女神像」，為什麼不在西海岸樹立一座「責任女神像」，以相互呼應？1997

年，當時的德國總理施密特曾起草了一份《世界人類責任宣言》，並得到了不少

政治家的認可，本擬於 1998 年《世界人權宣言》50 周年之際發起倡議，結果

呢，不但沒有自由公開討論，所有相關的文件反而受到了強烈壓制。現在是時

候讓西方擺脫只強調權利，卻不重視責任的意識型態了，如果能夠轉變，許多

因新冠肺炎喪生的人或許是可以存活下來的！ 

 

    2021 年 1 月美國國會山大廈遭襲是另一件令人震驚的事件。時任總統的川

普在連任選舉中，雖然贏得了 7400 萬張選票，可是還是輸掉了選舉，因而挑起



了國會山的暴力襲擊事件。那天，引發白人至上主義者憤怒的原因是什麼？一

個明確的答案是，美國白人工人階級已經陷入了「絕望之海」。這種絕望情緒是

許多政治家和專家缺乏理解的，通常他們只強調「自由」的重要性，而不是

「自由與平等」。  

 

    美國哲學家羅爾斯在其經典著作《正義論》中指出，正義的二個原則是相

輔相成的，第一個原則強調個人自由，第二個原則強調：「由最廣泛的基本自由

引發的任何不平等，必須有助於營造一個每個人都能從中受益的社會。」他不

同於嚴格的平等主義，主張只要有助於改善底層 10%民眾的生活，是允許出現

不平等現象的。然而，美國社會從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50%底層民眾的收入和

生活水平停滯不前，甚至下降，由而導致了「絕望之海」的出現。 

 

    當我們看到問題時，不應只關注事件的表面現象，應該要深入研究並嘗試

發現其根本的結構性原因。新冠疫情失控和國會山暴力襲擊看似二起孤立事

件，其實根本原因都是未能理解關鍵哲學概念真正涵義而起的，那就是「權利

與責任」、「自由與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