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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态与不平等
凯斯 (Case) 和迪顿 (Deaton) 对阿片类药物在

美国造成的死亡（包括自杀和酒精性肝病）所做

的研究极具影响力。本书以该研究为基础，写得

非常好，信息全面，言简意赅。

书名中的黑体字部分“死于绝望”（凯斯和迪

顿的名言）与“资本主义的未来”这一短语的潜

台词之间存在着一种贯穿全书的鲜明张力。要充

分理解这种张力，就必须清楚，对于记者、舆论

作家，甚至是许多社会科学家而言，凯斯和迪顿

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判断当今美国所面临的问题

的罗夏墨迹（Rorschach）测试。

不平等、城市化、全球化、教育鸿沟以及定

价过高却不完善的美国医疗体系，都是造成美国

死亡率出现惊人上升的罪魁祸首，对于中年白人

男性和较贫穷的农村社区居民而言，尤是如此。

作者对现代社会的进步观点以及可以做些什

么来改善社会表示赞同，但是在将责任归咎于谁

的问题上却持谨慎态度。从跨州证据来看，“贫困

不是导致死于绝望的人数激增的根源”。虽然西弗

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很穷，吸毒过量的比例也很

高，但在同样穷困的密西西比州和阿肯色州，问

题却没有那么严重。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相对富

裕的州，如新罕布什尔州和犹他州却受到了严重

影响。纽约市和旧金山是不平等问题的原爆点，

但是由阿片类药物引发的问题却较少。

作者提到的另一个罪魁祸首是全球金融危

机。危机爆发的时机似乎大有深意。希腊等国家

遭受的经济衰退比美国要严重得多，时间也长得

多。然而，即使在该国最黑暗的时期，国民的预

期寿命也在继续增长。西班牙和欧洲大部分地区

也是如此。尽管凯斯和迪顿对于“死于绝望”的

标准渐进式解释有所保留，但他们依然承认，在

农村社区，失业和丧权可能对危机起到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

书中提到的真正症结是美国的医疗体系。作

者认为，根据国际标准，医院、保险公司、制药公司、

医生和设备制造商的工资普遍高得离谱，这通常

是由于近几十年来美国对垄断行业的容忍所造成

的。凯斯和迪顿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促进降低价格

和实现包容的合理解决方案。然而，有趣的是，

他们对那些把“全民医保”视为灵丹妙药的人毫

无耐心。他们强调，许多国家都成功地将公共医

疗与私人医疗结合在一起，不存在一刀切的政策，

而且需要考虑到过渡效应。

简而言之，这是一本优秀的书。我猜它一定

能够入选很多人心中的 2020 年十大书单之列。虽

然这本书写于 COVID-19 爆发前，但是它对美国

的医疗卫生体系以及不平等问题的批判非常具有

预见性。在许多方面，凯斯与迪顿所分析的阿片

类药物危机是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痛苦的缩影，

我们应该关注他们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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