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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凸显专业主义价值

赵修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次战疫呈现的精神风貌有一个与以往不同

的特色，这就是“专业主义”的凸显。在

汉语中“主义”一词有多重含义，含义之一，是指

“占首要地位”。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在此次疫情中，

专业知识和具有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员前所未有地上升

到了一个关键的位置？含义之二，是指一种精神。就

此而言，专业主义也就意味着集中体现在专业人员身

上的一种精神品格。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一

就社会层面来看，“专业主义”在战疫中的凸显，

首先表现在专业知识和专业人员在战疫中发挥了关键

性的作用。他们既是政府的高参，又是敢冒风险、逆

行向前、治病救人、防控疫情、保护人民的勇士。尤

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政府不仅依靠专业人员开展防

疫和救治，而且在舆论引导上也非常倚重专业人士。

政府提供舞台，让专业人士直接面对公众，或通报疫

情，或释疑解惑，或指导防疫。这是前所未见的。而

专业人士在此次疫情中表现出来的精湛的专业技能和

高尚的伦理精神，又使得他们在全社会（上至高层领

导下至普通百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信任，其

美誉度大为提升，成为公众最信任的对象。钟南山、

李兰娟和张文宏等都可视为代表性人物。

这种情况，绝非偶然。因为，此次战疫应对的是

一场公共卫生事件，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新型病毒。

如有些专家的描述，这个病毒既诡异又狡猾。诡异之

处在于，它看起来毒力不强，但传染性强，比 SARS

病毒要强 10—20 倍。狡猾之处在于，它的中间宿主

是何物，为何在这个节点爆发，会不会定期来犯，何

以在中国控制疫情之后，外域的感染者还在不断增长，

等等，学界至今还没有找到答案。要对这种病毒所带

来的疫情开展阻击战，必须依赖于对病毒本身的客观

知识，以及与此相关的流行病学等科学

知识。而这些知识是大多数行政官员未

必具备的。唯有平时默默地专攻此业的

专业人士才能提供。而不断急剧变化的

疫情，又必须依靠专业人员及时的跟踪

研究，才能找到在不同阶段有效地遏制

疫情的办法。专业人士之所以能够获得

信誉并非偶然。正是他们依托过硬的专

业知识底蕴，敏锐地察觉了尚处于隐身

阶段的疫情，及时吹响了警哨，比较准

确地把握了突如其来的病疫的祸根在哪

里，为战疫奠定了学理基础。

他们不仅走上了治病救人的第一

线，而且走上了遏制疫情蔓延扩散的第

一线。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亲赴疫

情最严重的武汉，做出了人传人的科学

判断，提出了封城等对策，为政府的决

策提供了最为关键的学理依据。此后随

着疫情的变化，专业人士不断地依托于

跟踪研究，不失时机地提出各种应对的

方案，为政府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而

政府部门则迅速采纳了专业人士的建

议，付诸行动。这可以说是战疫迅速取

得成效的一个关键因素。

专业人士还走上了稳定人心、消

除恐惧的第一线，也可以说走上了舆

论导向的第一线。钟南山、张文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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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讲演就是有力的例证。这就改变

了宣传部门单打独斗的格局。专业人

士的这些工作与以往一般的宣传舆论

相比有许多特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而且在某些方面匡正了媒体的

一些积习。他们不仅实现了释疑解惑、

稳定人心的目标，普及了科学知识，

还教会了公众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去认

识此次疫情。

首先，专业人士使人们觉悟到，

尽管人类已经掌握了巨大的能量，创

造了无数的人工制品，可以造出上天

入地的各种器械，也有能力作为“基

建狂魔”创造出许多人间奇迹，但是

人类不应该沾沾自喜，误以为自己已

经无所不能。有一段时间，“变‘不可

能’为‘可能’”，成了广为流传的口

号。专业人士却不以为然，他们有深

厚的科学素养，深知人类还面对一个

非常大的未知世界。人类应该对自然

界，对我们尚未认识却客观存在着的

那个“自在之物”，那个本然的世界，

有所敬畏，虚怀若谷地去认知。我们

需要自信，但切不可盲目地以为，我

们已经全知全能。通常的宣传重点，

一是告诉人们，我们取得了多么了不

起的成就，我们已经多么厉害了，以

此来鼓舞人们。此类宣传做得多了，

也会形成一种错觉，似乎人类已经可

以“战胜自然”“征服自然”。宣传的

另一个特点，就是告诉人们，政府确

定了哪些政策，需要采取何种应对方

略，进而告诉公众应该做些什么，怎

么做。而其预设的前提是，政府已经

对问题有了认识。尽管在实际生活中，

许多决策、措施从认识论上看尚属于

“实用的信念”（主观上确信，但客观

上未必已经得到了证明），而非对客观

事物的完备知识。决策的紧迫性，往往使得决策者

无法等待，而必须采用实用的信念。正因如此，我

们党的群众路线强调，“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了群众的意见做出的决

策，还需要“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

确”。但是有的时候，为了让公众信任这些政策的必

要性和有效性，宣传者为了强调其无可置疑的正确

性，往往预设我们已经获得了完备的认识，作为预

设的前提。而有些过头的宣传则直截了当地如是说。

其次，专业人士还会依托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

实事求是地告诉人们，我们对新型病毒已经知道了什

么，还有多少是尚未认识到的。一方面告诉公众，哪

些手段我们还不具备，比如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 ；

另一方面又告诉公众，按照历史经验和已有的认识，

是有办法的，并具体地告诉人们，可以采取哪些有效

的措施，来遏制疫情的蔓延。其中最重要的建议就是

隔离，以阻断病毒的传播。用张文宏的话说，就是“闷

死它”。同时，增强自身的免疫力，也可用各种手段

来增强病患的机体，维系好自身的生命力。这种科学

知识的普及，一方面有助于消除一度存在的不以为然

的盲目乐观的情绪，使人警醒，并激励人们行动起来，

奋战病毒 ；另一方面，有助于消除恐惧心理，使人们

相信，可以用各种手段来阻隔病毒的传播，从而遏制

瘟疫的蔓延，逐步战而胜之。

再次，唯有专业人士，才能做到“深入浅出”，游

刃有余。人们往往以为，专家都是饱学之士，沉浸于

深奥理论之中，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一般民众是不容

易理解的。好像只有那些专门写通俗读物的写手，那

些媒体人，才能把深奥的道理说得大家都懂。其实，

这是一种误解。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先生曾经说过，“基

础扎实，才能游刃有余”，“深思才能浅出”。这是至

理名言。此次疫情中，被网民亲切地称为“张爸”的

张文宏，正是靠着丰厚的学养和深邃的智慧，不断地

为公众解疑释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了名副其实

的“网红”。他给留美学生和美籍华人作视频演讲后，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亲笔致信，称赞道 ：您的科学态

度、务实精神、基于专业知识又“接地气”的解说，

对于大家全面认识问题、做好有效防范、避免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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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都极其有益、十分及时。

二

前面所说的专业主义侧重于社会层面。专业主义

还有另一种含义，那就是专业工作者自身所秉承的一

种精神或者说一种操守。翁心华先生接受记者访谈时

说 ：“我们华山医院感染科的传统就是讲真话，做真实

的医生。”“医生要有与大众沟通的能力，传播医学知

识的能力，更需要有讲真话的勇气。”“讲真话。不是

哗众取宠说大话，而是要基于专业主义与科学精神。”

做一个真实的医生，又必须“挑得起担子，经得住考验，

放得下名利，守得住清贫”。这段话可以视为对专业

主义的第二种含义的极好解说。

第一，做一个真实的医生。按笔者的理解，医生

作为一个专业，是有很高门槛的。真实的医生首先必

须是合格的、有丰厚的学养、经过严格的训练、具有

高超医术的专业人员。而且，必须精益求精，不断地

丰富自己的学养，提升技术。这些都是需要踏踏实实

地下功夫的。毛泽东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强调“科学

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他

尖锐地讽刺那种“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

者，如“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

尖皮厚腹中空”，称赞“科学家是老实人”。真实的医生，

就必定是老实人。

第二，讲真话，不讲哗众取宠的大话。对于专业

人士来说，重点是当所属的专业知识关乎公共事务的

时候，需要对公共事务的主管部门和公众讲真话。一

是需要尊重事实，讲究证据，坚持事实优先，而不是

其他的非事实的因素优先，如实地讲清所发现的事实

究竟是怎么样的。二是对这些现象的认识究竟达到了

什么程度，哪些已知，哪些未知，要实事求是地讲清

楚。三是应对的手段有哪些，哪些是已经具备的，哪

些还在研发中，哪些手段并不具备，都得交代得清清

楚楚。把尚不具备的、未来可能具备的说成已经具备

的，或者是说得云里雾里，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满

足”，就成了“哗众取宠的大话”。对于事态演进的趋

势作出估计的时候，要如实地讲清多种可能性，以及

应对的可行性，这样才能尽到专业人员

的职责，为决策者提供全面的依据，而

不能一味揣摩上意，投其所好。

第三，要有勇气，经得起考验，排

除各种干扰，扛得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坚

持专业精神。专业人员生活、工作于复杂

的社会环境。专业研究的结论，提出的对

策，往往会牵涉方方面面的利益。来自多

方面的压力和干扰是不可避免的。唯有“放

得下名利，守得住清贫”，才能“挑得起

担子，经得住考验”。

第四，能力不可缺。医生不仅要

有治病救人的能力，还必须有“与大

众沟通的能力，传播医学知识的能力”。

在公共卫生成为重大事件的时候，尤

为重要。其他专业也经常会遇到这样

的问题。

专业主义的精神，是专业人士应

该具备的素养，但是并非每个专业人

员生来就具备，需要主动地习得和修

炼。一个优秀的共同体，是专业主义

精神生成的最好土壤，后继者得以从

先贤那里得到指点和启示，从传统中

得到熏陶。所以，我们要发扬专业主

义精神，就不能停留于优秀专业工作

者的榜样引领，必须更加重视优秀共

同体的示范作用。

由是观之，专业主义的凸显体现了

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社

会舆情与社会心态的调适， 特别有利于

制衡不时出现的情绪化倾向，营造平和

理性的氛围。不仅抗疫需要专业主义，

而且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都

需要它。决策也需要专业精神，宣传也

需要专业精神，而决策工作和宣传工作

是否专业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是否真

诚尊重不同领域的专家作用、是否努力

发扬这些专家的专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