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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当人们听到科学家抢先研制出了新冠肺炎的疫苗时，全世界的决策者和选民

都为之沸腾。毫无疑问，新冠疫苗的研制成功是21世纪医学和计算机科学取得的一次伟大

胜利，也为全人类战胜新冠疫情增加了筹码。

但是，2021年，又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事实证明我们在疫苗分配方面极其

不均衡，表现令人遗憾。究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即使在某些富裕国家

疫苗接种一样困难重重。那么，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文化——“文化”即是由半公认

的仪式、符号、思想、空间形态、社会关系（不论他们身在何处）所织成的网络。最主要的是，

美国等地的民众对疫苗接种同样有抵触情绪（或者委婉地说，是一种对疫苗的“疑虑”） ——

这严重阻碍了我们的抗疫工作。

尽管在法国等一些国家，政府已经设法打消了民众最初对接种疫苗的疑虑（至少在一

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但民众抵触本身反映出了政策制定中存在的一些十分关键、但却

常被忽视的问题。想要高效应对瞬息万变（或甚至是应对缓慢变化）的各项挑战，我们需

要的不仅仅是依赖医学研究或大数据等所谓的硬科学，还需要一些“软”科学来了解人类

的行为和文化。

人类学对重建美好生活至关重要

吉莉安·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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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未言之言

37《金融与发展》 2021年12月号



38 《金融与发展》2021年12月号

换句话说， 眼界狭隘地妄图依靠一套智力工具就能

解决当前的公共政策问题，属于严重的错误观念。我们

需要开阔视野，去深刻理解更加广泛的人类环境，以及

模型、大数据或科学试验以外的要素如何影响我们当前

面对的问题。在上文中，我们谈到了文化，它与环境和

政治制度同等重要，而且，文化不仅是我们公开谈论的

文化体系的一部分（“看得见的文化”），也包括了我们常

常会忽略的一些细节——我们常因太过熟悉、太过复

杂或过于复杂而不去讨论它们（“看不见的文化”）。 

我们必须开阔视野，这不仅是为了应对全球大流行

病，也是为了解决诸如气候变化、养老金等经济发展和

政策制定中的一系列其他问题。利用狭隘的经济模型或

工程科学，纯粹从技术层面试图设计有效的政策，就像

紧盯着罗盘在暗夜中穿过一片漆黑的森林。无论我们使

用的工具在技术上有多精妙，但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盯着

罗盘，就很可能会被树根绊倒。所以说，环境十分重要。

政策制定者如何才能开阔视野？在我成为财经新

闻工作者之前，我曾学习过文化人类学专业课程，我认

为想要做到开阔视野，可以借鉴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些理

念。文化人类学这门学科给人的印象通常都是枯燥乏味、

新奇古怪。因此，对一些政策制定者来说，借鉴文化人

类学中的一些理念，听起来可能会很奇怪，但其拥护者

们认为，文化人类学就是学术版的印第安纳 • 琼斯。他

曾周游各地，造访偏远地区，研究那些丰富多彩又古老

的宗教仪式，而这些，与我们 21世纪面临的经济挑战，

似乎毫无关联。

不过，对人类文化学的刻板印象不仅是错误的，很

可能还会让我们错失良机。是的，人类学家致力于研究

人类文化，挖掘辉煌的人类历史中那些五彩斑斓的文化

瑰宝。但他们并不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不像

19 世纪早期的人类学家那样，在研究人类文化时带着

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帝国主义倾向。相反，21世纪

的人类学家们认为，我们必须抱着尊重的态度来研究不

同的文化，因为，这一过程不仅可以让我们与陌生人产

生情感上的共鸣（这一点在全球一体化的世界中至关重

要），还可以加深我们对自身文化的理解，无论我们最

初来自哪里。所以决策者参考人类文化学是一种双赢。

毕竟，正如中国的一句谚语所说：“鱼不见水。”当

人在受到周围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时，很难看清其中的

文化设定，除非他们能后退一步，与其他的文化设定作

对比，或者能跳出原有的文化设定。就像人类学家一样，

融入到别人的生活中去感受不同的文化冲击，这样，你

就能更加客观地理解自己所处社会的优劣之处——以及

“看不见的文化”。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在观察

其他文化的同时，也可以学习到新的理念和问题解决方

法。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由于人类学家在看待问题

时，往往习惯于自下往上看，从整体来观察事物，因此，

相对于自上而下的分析方法，这能够让我们在看待问题

时拥有更有利的视角。 

这听起来或许会有些抽象。但请大家仔细想一下，

如果在新冠疫情暴发时，决策者能够以人类学家的视角

来看待问题，结果会怎么样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

果西方政府以及选民能够深入了解一下其他文化的国家

中疫情传播的情况 ，就不会陷入如今的境地。如果我

们在看待非典、埃博拉以及新冠肺炎等疾病时，认为它

们只是世界的另一端或者那些看起来“怪异”或者“异域”

的人独有的问题， 那么，就很容易因此而产生危险的自

满情绪。在医疗制度的问题上，西方政府本不该如此狂

妄自大。如果我们以局内 -局外人的视角来审视一下西

方国家是如何研制药物、传递医疗卫生信息并推动公共

卫生，我们就会更加容易发现其中的弊端。

西方政府可以借用人类学家的思维方式，从其他

地区吸取宝贵经验。譬如，戴口罩。从事亚洲问题研究

的人类学家一直认为，口罩的功效不仅在于物理层面（也

即其可阻断病菌），还在于佩戴口罩的行为能够传递出

强大的心理暗示，提醒人们要注意自己的行为，同时也

在向他人传递信号，表示自己将恪守承诺，保护整个社

会群体，这在新冠疫情期间至关重要。从中我们不难看

出，在应对疫情时，决策者应当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信号

来鼓励人们采纳这种做法，即便这与西方个人主义观念

相悖。但在有些地区，政府最初并没有采取这种做法。

例如，英国政府一开始并不鼓励大家佩戴口罩，甚至在

调整了防疫策略后，英国首相鲍里斯 • 约翰逊出席公共

场合活动时仍未佩戴口罩。虽然鲍里斯最终还是转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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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忽视了人们所处的文化和环境背景，那么，
我们终将自食苦果。

立场，但如果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能够深入

了解一下亚洲的防疫经验，就不会出现这种前后信息不

一致的情况。

同样，政府在试图宣传医疗卫生信息和转变人们

的行为时，应该更早地认识到文化背景的重要性，原因

是人们很少会像科学家那样考虑风险。凡是了解 2014

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人，都会对这一点深有感触。早期，

我们对埃博拉疫情产生了误判，直到后来，我们在宣传

埃博拉疫情时更多地关注了当地的文化背景，并将行为

科学与人类学、医学和计算机科学结合 ，才最终战胜

了这场疫情。我举一个例子，2014 年在埃博拉疫情暴发

后，全球卫生组织成立了抗疫中心，主要负责接治埃博

拉病毒感染者，但中心不透明的高墙将感染者的家属隔

离在了外边，无法亲眼目睹自己亲人的遭遇。同时 ，当

政府对外宣传埃博拉疫情时，使用了当地人根本无法理

解的字眼。后来，政府调整了疫情宣传策略，开始更加

关注当地的文化背景，将接治中心的墙壁重新设计为透

明的，自此之后，患者更加配合医嘱。这说明，结合当

地的实际情况，这一点至关重要。

新冠疫情暴发后，我们吸取了埃博拉疫情期间的教

训，在宣传时更多地关注到了文化背景。例如，虽然最

初有关疫苗的接种信息几乎完全要借由科学家之口向外

传达，但美国及欧洲政府慢慢意识到，普通民众根本

无法与“精英”群体产生共鸣。因此，政府调整了策略，

开始转向由社区语言来宣传接种信息。现在，我们还应

当将这些经验教训应用在其他政策难题上。其中，最重

要的就是应对气候变化。如果政府和科学家在制定政

策时，不考虑文化背景差异，无法让当地人产生共鸣，

就无法在环保政策上获得选民的支持，也很难说服民

众转变行为，更不用说激励他们开展利他合作了。自上

而下的环保政策模式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学会自下向上

地看待问题，设身处地地理解人们的生活，制定一套公

平公正的过渡办法，避免让人们对绿色改革产生强烈抵

触情绪。

想一想人们对可再生能源的态度。在西方城市精

英群体看来，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在道德层面

要不言而喻地优越于煤炭等化石燃料 。但是，风力涡

轮机一般都修建在农村地区，距离这些享有特权的城市

居民居住的地方通常都很远，修建过程破坏的也都是

农村地区。围绕煤炭工业发展起来的城镇关停或者没

落，也不会影响到城市精英们的身份地位和生计，交通

成本上涨也不会波及他们，受影响的都是一些经济困难

的穷人。为采取有效策略应对气候变化，我们不仅需要

同理心，还需要充分认识到，大多数民众看待世界的方

式与工程师和经济学家不同。

但也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并不是说，经济学家、

医生、计算机科学家和金融家都应该扔掉他们的工具，

也不是在说文化人类学就是传播智慧的魔法棒。与所有

传统学术一样，文化人类学也有自身的不足之处。最明

显的就是，从其中得到的深刻见解难以扩大推广 ；此外，

由于它对世界只能做定性的描述，而非量化研究，我们

很难有效地传达它所传递的讯息。定义“文化”有点像

在浴缸里追逐肥皂泡：无处不在，但又无处可寻。

关键是如果我们忽视了人们所处的文化和环境背

景，那么，我们终将自食苦果。相反，如果我们在分析

问题时，能够考虑到人们所处的文化和环境背景，就可

以创造出更加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发挥出更好的制约

和平衡作用。想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综合计算机、

医学、经济、金融科学与社会科学等多个学科，将自下

而上以及自上而下地看问题视角综合起来。这样，我们

才能更好地理解生活中“看得见的文化”和“看不见的

文化”——重建更加美好的世界。

吉莉安 • 泰德 (GILLIAN TETT) 文化人类学家，现担任美

国《金融时报》编辑委员会主席。《人类学的视角：一种

看待商业和生活的新方式》一书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