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医生9月21日赴
美访问八天，先在纽约出席联合

国大会，之后续程至华盛顿进行工作访
问，期间会见了多位美国政府与国会要
员，包括国务卿布林肯，美国国家安全
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参议院
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众议院外交
事务委员会亚太、中亚和核不扩散小组
委员会副主席夏伯特，众议院新加坡核
心小组联席主席拉森和施维克特等，是
一次实质性的访问。
　　维文向美方传达的固然是新加坡对
国际事务的观点和立场，但在很大程度
上，也代表亚细安十国的整体观点和立
场。他在结束行程回国前接受新加坡媒
体访问时，总结了向美方传达的主要信

息是，不要只从大国竞争角度来看待这
个区域，别把本区国家当作代理人、棋
子或角力场，而是要看到这里的优势，
这个地区的实际价值。
　　毫无疑问，美国现在最担心和最在
意的是中国，但对亚细安十国而言，贸
易和投资则是当前最重要的战略考量。
“谁要和我们进行贸易？谁会来投资？
我们要怎样建立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
推动战略的是经济。”这等于清楚地告
诉美国人，只专注于在本区部署与中国
的军事抗衡是不行的。除了军事，美国
也必须加强它在本地区的经济存在，保
持两者的平衡。
　　维文指出，美国是东南亚最大的投
资方，投资额超过在印度、中国、日本

和韩国的总和，在本区域有着切身的经
济利益，而中国几乎是每一个东南亚国
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亚细安也是中国最
大贸易伙伴。这说明美中两国对亚细安
都很重要，也都有各自的切身利益须照
顾，不能顾此失彼。
　　不过，在中美大博弈的背景下，
美国似乎是全神贯注于军事上的合纵
连横，而忽略了在经济上的投入，特
别是在多边贸易体系的主导与推动。
反之，中国采取的战略则是经济驱动
的。美国在特朗普手上退出了由其前任
奥巴马大力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TPP），现在国内政治风向转
变，也没有回头加入《跨太平洋伙伴
全面进展协定》（CPTPP）的打算。

中国却已在9月16日正式申请加入。此
外，中国也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的成员，美国则同
样缺席。
　　若说东南亚国家现在的战略是经济
驱动的话，那中国的战略显然就更加符
合它们的期望。但这不等于说亚细安各
国在经济上都乐于完全向中国一边倒，
或是完全否定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存
在。事实上大家心里都很明白，本区需
要大国的势力均衡，以维持过去数十年
来的相对稳定与和平，这也是一种对各
方的发展最有利的状态。
　　我们相信，美中双方的领导人都有
足够的理性和智慧认识到，彼此可以竞
争，但必须斗而不破，绝不能走上战争

的绝路。双方恢复对话，消除敌意，建
立新的共存共荣大国关系，并共同形塑
各种区域和全球的多边军事、经济、贸
易等架构与合作机制，才是上上之策。
　　诚如维文所指出的，东南亚国家有
6亿5000万人口，区域生产总值目前合
计为2.8万亿美元（约3.8万亿新元），
而这个金额接下来20年将翻两番，不
管是贸易、投资、数码与绿色经济、供
应链和应对瘟疫等领域，都有中美两国
大展拳脚的机会。可以说，维文此次美
国之行所传达的信息已经再明确不过，
他表达了东南亚国家的集体意愿和人心
所向，接下来就看中美两国是否能拿出
大国的担当与魄力，为本区的和平发展
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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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新友早报漫画

　　都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我想起这
句话，因为个把月前，国会出笼了一则
消息：教育部正在探讨推迟中小学的上
课时间，以便让学生能有足够的睡眠。
在冠状病毒严重干扰生活的一年多里，
居家办公、居家学习等等新鲜事，颠覆
了原有的生活习惯，让生活换了轨。
　　600多天的磨练，人们的得失心调
整了，适应能力也有所加强，估计家
长对推迟上学时间的做法，反应普遍向
好。
　　从西方各国情况，就已知先进国的
中小学校，老早就启动了上午八点半以
后才上课的舒适列车。我们的周边，也
有若干这类例子。综合各方推迟上课时
间所端出的理由，都聚焦于学生有了足
够睡眠，才能精神奕奕，在课堂上有效
汲取知识。
　　东西方的研究结果颇为一致：儿童
与青少年，每天应有八至12个小时不等
的睡眠，因此学校推迟上学时间，将对
学生的睡眠有益。它能使学生在精神健
康、出勤率和学业成绩等方面的指标表
现更加亮眼。诸君信不？我是信了，原
则上。
　　人的肉身，从呱呱落地到垂垂老
矣，睡眠多寡是从极多向极少的方向倾
斜。摇篮里的婴儿，多数时候睡着；夕
阳边上的老者，多数时间醒着。这条睡
眠曲线意味着，幼儿园、初小、高小、
初中到高中的学生，在不同阶段对睡眠
的需求有别；不同年龄与性格的学生，
对就寝、起床的控制力也有差异。不是
吗？自律与时间管控能力，其实一直悄
悄左右着睡眠的多寡。
　　倘若推迟上学时间是为了弥补睡眠
不足的偏差，就不妨探讨一下学生睡眠
不足的理由。当前的舆论多认为，那是
课业太多、网上漫游失控以及沉迷电玩
所造的孽。各科各目如山似海的作业，
当可通过前线教育工作者紧密协调。但
要学生克制网游网聊，恐怕校方与家长
必须携手做好铺垫工作，方可避免学子

陷落无法自拔的泥淖。
　　说起来，不同年代的学生，睡不饱
的原因还真不一样。昔日的学生摸黑起
床，与社会条件不济有关。那时交通落
后，乡村多，走出村庄搭车，得花一段
脚程。公交车来去晴雨难卜，经常误点
到站，车子又不时半途抛锚，因此许多学
生必须早起床，匆匆洗漱，五点多钟便在
车站候车，睡眼惺忪，寒意来相伴。谁
不想多睡片刻？但那年头流行驴拉磨似
的逆来顺受，条件不足也就隐忍。
　　电视还未登场的年头，学校课业还
不至于排山倒海，社会上的消遣诱惑也
很有限，学子们多半入夜八九点就赴了
周公的约，所以“早睡早起身体好”的
生活观不难实践，“闻鸡起舞”奋发自
励的信条可以成为生活的信仰。
　　前不久，我与多名古稀老者话旧当
年的学子生涯，难得有睡不饱的抱怨。
咖啡店的老林倒是点醒众人：热带的艳
阳天，读下午班最煎熬，虽然没有早起
的压力，但午后的热气闷得板屋校舍里
的金童玉女昏昏欲睡。诸友闻之，莫不
感同身受。
　　睡得饱，精神好。有专家说，既然
催促学生早点睡觉无效，那就应该想法
子推迟上课时间。这个退一步海阔天空
的建议，得不到一些家长和教育工作者
支持。欧洲某中学校长认为，目前学生
睡得晚是个事实，但是他不支持推迟上
课的时间。言下之意，必须从原因下手
解决问题，才是王道。
　　人性的弱点之一，是经不起外界的
诱惑。手机、网络风行以后，不论精英
或蚁民，十之八九都被它套牢。因此，
面对频幕世界的诱惑
　　“推迟上课时间”实际上是“为更晚
就寝”创造了条件。这种疑虑，绝非无中
生有。有时不在前线作业，你很难看到
明暗的全景。不同的学校，学习心态天差
地别。我曾在一段颇长的日子里，见识
了上午九点钟到校上课的状况。实不相
瞒，趴在桌上呼呼入睡者大有其人。

　　家长的忧虑有一定的根据，不可闭
目塞听。拍板推迟上课时间之前，不
妨针对这个不易断根的顽疾下点功夫，
为疑虑者开方解惑。不少师长反映，在
推迟上课时间这码事上，学生的年龄越
大，破功的概率越高。我们都年少过，
都着迷过“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
正好眠”；都曾经及时行乐，直到开学
前夕才马马虎虎赶写假期作业——马脱
了缰，本性毕露，就是走野。
　　推迟上课时间，是为“睡得饱”创
造条件，达成目标与否，还须要“就寝
时间”相配合。处于成长期的学生，有
不同程度的叛逆和躁动。几点钟就寝，
决定权操在他们手里，许多家长其实管
不着。
　　我看过不少台湾新闻视频，记者街
访少年学生，他们多数回答：推迟上课
时间“很爽”，理由是可以“迟睡”，
迟睡能有更多时间打电玩或网聊。由此
观之，推迟上学时间之后，倘若学生自
控力不足，无法有效掌握作息，就是一
颗松动的螺丝。
　　人是环境的动物，通常能随环境变
异而调整心情。行文至此，想起一件小
历史；1981年7月，马哈迪就任马来西
亚首相，不及半年，便宣布把马来半岛
的时间拨快半小时。新加坡立马跟进，
也把标准时间提前30分钟。这意味着，
所有作息时间都受牵连，一时间撩起了
市井的情绪。
　　时间最终还是抚平了人们的心情，
日子一样走过。而今社会前进了，环境
已大不同，价值观也换了装，刺股悬
梁、凿壁偷光、程门立雪、牛角挂书的
励志故事，离我们越来越远。睡饱之
余，我们是否也当念及，岛国的生存
基础极其脆弱，一松懈就有翻覆的风
险。诗人痖弦说：“温柔之必要/遛狗
之必要……”也许，磨练也是一种必
要？

作者是本地写作人

杨祥福

　　以色列全国是全球冠病疫情研究的
试验场，那里的临床试验有了一项让人
耳目一新的发现：自然地感染到病毒，
会激起人体内部的全面防卫。这种天然
的免疫力量，会比打疫苗更强。
　　疫苗只能强化人体内的部分抗疫能
力，因此“自然感染”后全面免疫的抗
体，是接种疫苗者的倍数。人体的免疫
能力与生俱来，不会像疫苗一样，过了
一段时日能力渐减，还得再来一个追加
剂。
　　从这项天然免疫力的发现显示，人
体确实奥妙，人工的科学技术无论如何
精巧，还是夺不了天工。好比在亚健康
的状态下，觉得身体倦怠无力；经过各
种医疗的检测，总查不出身体是出了什
么状况，但就是感觉不好。这种天然的
自我感觉能力，岂不是比医疗检测来得
更为精准？
　　在冠病疫情暴发之初，疫苗还未问
世，英国瑞典等国曾有“群体免疫”的
说法，这应是凭借对天然免疫力的认
识，让全体人民自然地受到病毒的感染
而产生抗体，无需付出任何封城锁国的
沉重经济代价。但这种与病毒共处的做
法饱受非议，因恐怕需牺牲更多的生命

来达到，医疗体系与设备也会不负重荷
而崩溃。
　　然而要以天然的免疫能力与病毒共
处，并不是无需作为就可达到。中医自
古就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理念，
对人体自然免疫能力早有发现；循法自
然的中医经典也指出，只要在生活作息
上不要胡作妄为，身体自会安然无恙。
　　但现代人的生活作息确有不少的
“胡作妄为”：电灯的发明，可以让
人日以继夜，通宵达旦的活动；电脑与
互联网的出现，让人更可无止无休。每
天夜幕低垂时，总在归巢时叽喳得令人
厌烦的鸦雀也会适时无声地安息，顺应
了古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说
法。唯独作为万物之灵的我们“大逆不
道”，越来越与自然规律相背驰。
　　最近也有一项调查显示，国人是世
界上最疲劳的一群。如果确实如此，那
我们的天然免疫力也就自然地偏低，也
会是在全球疫情中最易受感染的一群。
工作感到劳累，那是因为我们工作时太
“忘我”，忘了给自己该有的睡眠与适
当的饮食。如果身体得到适当的呵护，
再多的工作不但不疲累，还会有一种免
疫力特强的幸福感。
　　中医治病诊断时有所谓的“十
问”，通过十道基本问题查询病人的状

况。“十问”的首条是不受西医重视，
但却是中医首探的人体内部“寒热”。
大家过去的流感经验中可以发现，病毒
喜欢积热，只要体内积热太过，就容易
受到感染。早睡眠足可降虚火，避免辛
辣燥热的饮食可防积热，这可以是应付
感染性疾病的经验总结。
　　但是要避免成为病毒的温床并不容
易，在生活起居上要有很强的自律能
力。但人们常会身不由己，为糊口不得
不工作通宵达旦，在外饮食也不能掌控
寒热。
　　全国保健促进局在推行了国人“日
行万步”的活动多年后，准备在今年11
月也通过奖励，促使大家每天睡足七小
时。这项活动的推出，是当局认定了国
人普遍面对睡眠欠缺的问题，也正视了
睡眠对国民健康保健的重要。
　　目前我国人口的冠病疫苗接种率已
达到82%，有信心与条件同病毒共存，
逐渐解除阻断措施，让大家恢复疫情前
的生活常态。但接种了两剂疫苗后，变
种毒株却肆虐，染病的人数还是不少。
　　因此无论是否接种了疫苗，人人奉
行中医的抗病抗疫的理念，不再“胡作
妄为”，应可以是另一种应付疫情变化
的“追加剂”。

作者是注册中医师

周维介四面墙外

推迟上课时间　学生能否睡饱

中医的另一种“追加剂”

请往里面移，
谢谢！

不行，疫情严峻，
要保持安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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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须加强在本区的经济存在

梁玉心　卓汉森　林择彬

　　自新加坡发现第一起冠病病例以来，
已经过去了21个月。我们对引起冠病这种
新型疾病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SARS-CoV-2，即冠病病毒）有了怎样
样的了解？
　　与季节性冠状病毒类似，SARS-CoV-2
是通过呼吸道的细胞表面受体血管紧张素
转换酶2（ACE2）感染人类。季节性冠状病
毒首次发现于1960年代，人们认为它源于
动物，可能已经感染人类好几个世纪了。
它是如何进化到今天的这种状态，仍然是
科学研究的主题。今天，我们已知有四种
人类季节性冠状病毒，会引起轻微的上呼
吸道感染。只有时间可以告诉我们，SARS-
CoV-2是否也会如此；而如果会，它需要
多长时间才能达到这个阶段。
　　新加坡设定的目标是，当我们的接种
率达到总人口的80%时，结束SARS-CoV-2
大流行，而我们在2021年8月实现了这一目
标。然而，我们注意到，尽管采取了边境
管控和安全管理措施，冠病病例仍在不断
激增。在我们过渡到“地方性流行病”状
态时，如此高的病例数是预期的常态吗？
　 　 流 行 病 学 术 语 中 的 “ 地 方 性 ”
（Endemicity）是指在没有外来输入的情况
下，在一个地理区域内，人群中存在的基
线感染人数。SARS-CoV-2的历史短暂，
还没有一个确定的基线水平。我们还能做
些什么来减少病毒的传播，以及病毒对社
会各阶层的影响？

与SARS-CoV-2共存的策略
　　诚然，由于无法充分了解SARS-
CoV-2难以预测的性质，无论我们多么迫
切想要确定它的发展形势，都为时过早。
我们眼前的应对策略包括：保持开放的态
度，对病毒进行深入追踪和研究；以明确
的信息争取大众的支持；根据近期预测，
共同制定经风险校准的下一步；在完成每
个里程碑后宣告胜利，并在过程中调整我
们的步骤。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研发出疫苗，是人
类的一项巨大成就。SARS-CoV-2，像任
何生物一样，在压力下努力求存，我们必
须接受变种将成为常态。德尔塔变种病毒
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被证明生命力更强
大。疫苗追加剂是我们加强防御的下一个
策略，可以预见的是，我们可能得依靠重
复接种疫苗来维持高水平免疫力，类似每
年接种流感疫苗的做法。
　　同时，我们也庆祝完成其他里程碑，
如快速建立的治疗方案，它主要使用类固
醇等抗炎药物、JAK和IL-6抑制剂等免疫

调节剂，以及抗病毒药物，如可以加快康
复时间的瑞德西韦（remdesivir）。有成功
潜能的新型抗病毒药物，配合单克隆抗体
等方法，提供了在疾病早期阶段进行干预
的机会。
　　要跟上SARS-CoV-2的快速进化，速
度和敏捷度至关重要。我们了解到，除了
未接种疫苗者和器官因多种慢性疾病而受
损的老年人，大多数病患的病情轻微。应
对大量病例的策略是迅速重组我们的医疗
模式，建立分诊系统；让病情较轻（风险
较低）的病患在家康复，并提供足够的知
识和信息以让他们自我护理；把对医院的
依赖转向社区，并为需要积极医疗干预的
重症患者保留急症病床。我们须要重组人
力资源，在需要输氧的病患较多的医院加
强重症护理。

确保全体人口得到保护
　　SARS-CoV-2如何演化并改变其生物
特征，目前还难以准确预测。但是，我
们确知德尔塔变种毒株具高度传染性，无
论接种疫苗与否，它能突破先天和后天免
疫能力，导致突破疫苗保护的病例不断增
加。我们人口当中有接近100万人，包括12
岁以下的孩童，缺乏疫苗保护。我国老年
人口继续遭受最严重的伤害，还有那些尽
管接种了疫苗，却仍无法产生良好免疫反
应的人。
　　有意见认为，接种疫苗后感染病毒但
没有症状，是年轻人口获得自然免疫力
的最佳办法。虽然这听起来似乎在科学上
和理智上可以接受，却可能忽视了处于人
口年龄层两端的高危群体——幼儿和老
人——的公共卫生保护。
　　SARS-CoV-2有极大的分化性，对人
口的不同群体产生不一样的冲击力。适合
某个年龄层群体的最佳策略，未必适合另
一个群体。当下是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尽
全力保护我们当中高危群体的时刻。我们
得确保自身没有染病，通过遵守安全管理
措施来阻断传播链。
　　根除SARS-CoV-2已经不再是可以实
现的目标。我们得面对不时出现的冠病感
染群。前路漫长而曲折，我们必须在考虑
社区里不同群体的需要，以及确保冠病病
人和其他病人获得足够的医疗照顾之间，
谋求精妙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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