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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环境署高级顾问、 东京大

学教授、 著名环境记者石弘之的

力作。

★ 本书日文原版自 2014 年问世以

来， 重版数次。

★ 2020 年新冠肺炎流行期间， 更是

稳居日本畅销书分类排行榜榜首，

本书视角独特、 笔调轻松、 简单

易懂， 将与传染病相关的知识娓

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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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致中国的读者们

2020 年， 世界突然遭遇了新型冠状病

毒流行暴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传染病就蔓

延到世界各地，这是自约100年前的“西班牙

流感”以来的第一次。这个新冠病毒开始流行

起来的时候，因为是新的病毒传染病，各国都

没找到能起决定性作用的对策， 在决策上也

只能左右摇摆不定。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日

本， 都没能够顺利地实施行之有效的遏制对

策，很多人都成了病毒的牺牲品。

中国先遭受了新冠病毒的肆虐， 之后采

取了强力而有效的对策， 让世界为之惊叹。

医学界权威的英国学术杂志 《柳叶刀》

发表社论说： “中国迅速抑制新型冠状病毒

蔓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并给其他国家树立

了强有力的榜样。” 此外， 其社论还指出：

“中国早期发现感染者、 跟踪接触者、 对人

们的行动限制等这些积极的公共卫生措施，

对控制感染扩大起到了有效作用， 而且中国

及时地建设了临时医疗设施， 这在阻止医疗

系统崩溃方面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

国的这些经验受到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日本病毒学的权威、 东京大学山内一也

名誉教授高度赞赏道：“从全世界来看， 中国

的研究人员的反应非常好， 研究成果的信息

共享和普及也做得非常棒。 在新冠病毒的遗

传基因的解明、病毒来自蝙蝠的推断、患者的

临床症状和传染流行趋势的预测等方面，相

继发表了内容详明的学术论文， 并且及时公

开了这些论文，任何人都能免费阅读。”

评论一贯辛辣刻薄的美国杂志 《新闻周

刊》 也指出： “新型冠状病毒初发生大流行

的武汉市， 先于世界其他城市解除了封锁。

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 而且各国的公共卫生

专家都称赞武汉封锁是成功的例子。”

2020 年 1 月， 新型冠状病毒侵入日本

的时候， 由于信息不足， 关于病毒传染性、

毒性、 蔓延的可能性等， 专家们不知道详细

情况而非常焦虑。 我研究过传染病的历史，

但我当时也难想象这种病毒会对我们有什么

影响。 那时， 幸亏中国陆续发表相关研究论

文。 论文数量也远远超过美国和英国。 诸如

及时查明新型冠状病毒的遗传基因序列， 与

2003 年流行的同样起因于冠状病毒的急性

严重呼吸综合征（以下简称 SARS）的关联性

等方面。 这些论文发布了极为重要的信息。

中国果断地决定封锁武汉市。 武汉市拥

有 1100万人口，其规模超过纽约。此后，城市

封锁在湖北省全境扩大到 15个城市。进一步

地，彻底实施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检查，

建设隔离阳性者的专用设施， 集中统一配置

从全国各地驰援的医生和护士， 利用应用软

件追踪感染者的行动路径。 这些措施成为之

后各国防止新冠病毒扩散措施的范本。

进入 21 世纪后， 世界经历了三种冠状

病毒的大流行， 几乎每隔十年就发生一次。

20 世纪是“流感的世纪”， 而 21 世纪将是

“冠状病毒的世纪”！ 我有这样的预感。

了解传染病过去的历史， 借鉴这次中国

采取的措施中的教训，特别是成功的经验，与

病毒继续战斗。 此外，别无选择！ 在这个意义

上，对世界来说，中国也是重要的存在。

与病毒继续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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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曾荣获深圳市第七届

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科普著作

奖”。 本书主要讲述工会会员

应知应会的法律常识， 重点介

绍了工会法律知识、 宪法基础

知识、 劳动保障法律知识、 民

事经济法律知识、 刑事法律知

识以及行政法知识， 对增强工

会会员法律意识， 帮助工会会

员了解、 掌握与自身权益相关

的法律知识提供必要的帮助。

当今网络空间存在着许多

在线许可合同限制或禁止版权

法规定的版权豁免使用的现

象， 如何解决版权豁免与在线

许可合同之间的冲突， 是版权

法制度建设中的重要理论和实

践课题。

本书全面研究了版权豁免

与在线许可合同冲突的表现、

影响 、 原因 、 实质及解决措

施。

本书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

方法， 分析和解释了最高人民

法院如何运作以及如何发挥对

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

作为行动者的法官 ， 其

决策受制于法 院 的 机 构 设

置 、 人事安排和职权范围 ；

而法院组织又嵌入在政治结

构之中 ， 法院既是被影响的

机关 ， 也深刻影响着社会经

济生活。

《司法的运作过程》 《工会会员法律手册》《版权豁免与许可合同冲突》

B2 非常阅读

《别丧! 不就是传染病》

[日]石弘之 著 万毅、赵一飞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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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在大流行病肆虐的日子里， 每个人的内

心都激发起对病毒一探究竟的好奇心。 本书

从环境史的角度， 探讨传染病与人类相互排

斥、 相互斗争、 相互共存的历史。

本书以独特视角整理繁多复杂的传染病

史料， 以轻松笔调叙述令人生畏的传染病事

件， 以简单易懂的方式说明深奥的医学问

题。 阅读本书， 读者可以察觉到一个肉眼看

不见而又无处不在、 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巨大

微生物宇宙。

【内容简介】

石弘之， 日本著名环境记者、 环境学

家。

1940 年生于日本东京。 从东京大学毕

业后， 进入朝日新闻社工作。 历任朝日新闻

社纽约特派员、 朝日新闻社编辑委员、 东京

大学大学院教授、 日本驻赞比亚特命全权大

使等职。 其间， 还曾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高级顾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高级顾问、 东欧环境中心常任理事、

日本国际合作机构 （JICA） 理事、 通商产业

省产业构造审议会委员、 运输省运输政策审

议会环境部会长、 日本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

席等。 英国皇家学会 （RSA） 会员。 获得联

合国布尔马奖、 联合国全球 500佳奖、 日本

每日出版文化奖等。

出版著作 （专著） 40 余本。 《传染病

的世界史》 （角川书店 2018 年版） 引起了

巨大的反响， 长期位居同类书畅销榜首。 其

他主要著作包括 《被侵蚀的森林》 （朝日新

闻社 1985 年版）、 《地球环境报告》 （岩波

新书 1988 年版）、 《名作中的环境史》 （岩

波书店 2011 年版）、 《改变历史的火山爆

发》 （刀水书房 2012 年版）、 《铁条网的历

史》 （共著） （洋泉社 2013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