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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專號》

編者語

　　自本年年初開始，由新發現的冠狀病毒所引起的急性呼吸系統感染在世界上多個地方蔓延。由於

初缺乏有關引發該疾病的病毒資料，故一般稱該疾病為「非典型肺炎」；及後，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WHO)正式命名其為「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簡稱 SARS 。該病

毒的傳染能力頗強，廣東、北京、香港、台灣、星加坡、越南和加拿大等地相繼在短時間內感染該病毒

的人數激增，各地的政府和人民皆對該新疾病產生很大的恐懼和關注。

　　在治療此疾病的過程中，各種力量不斷重塑國際關係、族群形象、社區組織、權力結構和文化傳承

等各方面。雖然該疾病現時已受到控制，但上述各方面的轉變正日漸明顯。本通訊在哀悼不幸者之餘，

更希望可以記錄這項重大歷史事件；因此，本期《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特設 SARS 專號，以供研究

者和讀者探討和反思。雖然該疾病正確的名稱為 SARS ，但「非典型肺炎」一詞已普遍被人們所接受，

所以，本專號中上述兩項名稱皆通用。

　　各篇文章來自不同的地區，報導了當地對「非典型肺災」的反應。研究文獻在建構過程中，本身也

成為了歷史資料的一部份。各篇文章所關注的問題、其探討的角度，以及其所表達的意見，也將成為了

我們了解各地對此次疫症反應的研究資料。

SARS 與中國社會：歷史的展望
飯島涉

橫濱國立大學經濟學部

一、前言

　　自去年秋天到本稿執筆為止， SARS(嚴重急

性呼吸道症候群)在廣東省、香港、新加坡、北

京、多倫多、越南，以至台灣等地肆虐，造成很

多問題。本文嘗試從傳染病在中國社會的歷史角

度出發，探索傳染病對社會的影響。

　　也許可以說是幸運，迄今為止，日本並沒有

感染 SARS 的病人。因此，對於生活在橫濱的筆

者來說，除了原定在香港和上海舉行的會議被取

消外， SARS 並沒有構成任何實質的影響。雖然

如此，筆者每天透過日本的報章、電視、電台等

傳媒的報導，追蹤各地有關 SARS的狀況。在 5月

初，一位染病的台灣醫生到日本旅行的消息披露

後，有關 S A R S 的報導達到頂點。就如後述一

樣，日本社會對 SARS 的反應，不單是過份的，

而且，還牽涉到人權、國際貢獻等問題。在日本

的華僑華人社會也有各種各樣相應的活動。本稿

的另一個目的，是記錄日本華僑華人社會對

SARS 的對應。

　　對研究中國乃至東亞社會的傳染病歷史的筆

者來說，環繞著有關 SARS 的諸種狀況仍然是非

常複雜的。有些狀況是在歷史上存在的，有些是

嶄新的。筆者通過電子網絡追蹤 SARS 發展的狀

況。在 SARS 蔓延的時候，有關傳染病的資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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