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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病与艾滋病的人文解读 

 

任超 

性病、艾滋病的由来，至今未有定论。由于它们显著的广泛传播性特点，人们将其归为 
流行性疾病。 
我并非医学专业的学生，不能从医学上做病理分析，但在当前，如何控制这两种疾病的 
传播，与研究其病理有同样重要，甚至更为现实需要的功能。 
政府制定了很多政策，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以期阻击性病艾滋病的扩散蔓延，但 
感染率依然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而我这里说的艾滋病感染率上升限定在同性性接触感 
染上。一方面政府的重视、媒体的渲染得不到普通大众的参与互动，仍然是形式多于内 
容，另一方面，政府利用增强人们对性病、艾滋病的恐惧感的手段来借机干预性行为、 
规范性道德的措施，抵消了其鼓励人们勇敢面对这两种疾病的功效。 
我认为如何在文化上定义解说这两种疾病，如何区别对待疾病与患者或感染者，是有效 
控制其传播的关键。 
性病怎么发现的，我不得而知，而艾滋病最初是在同性恋者身上发现的。我们习惯于将 
某个新症状以某个被发现者命名，幸好在这里没有将其定义为同性恋性病，但人们总还 
是会这么认为，这也一直是同性恋者的耻辱，也是他们不能理直气壮生活的原因之一。 

很多人认为，艾滋病是对同性恋者违背自然生活的惩罚，如果要这么理解的话，那么， 
性病呢，是对整个人类性交的否定吗？而脑瘤是不是对人类太过自作聪明的惩罚呢？身 
体各部分都会出现问题，或者功能退化，或者被疾病侵扰而失调，为什么在性器官部位 
的病变（艾滋病起初也可以这么认为的），就算各种疾病都被看作是自然对人类的报应 
，它也被认为是最不齿的呢？ 
我只能说，艾滋病是个恶作剧，是与人类的共谋。它只是恰好在同性恋者身上发现，更 
多是一种巧合，但给人类来大做文章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类在面对不知名的疾 
病时会感到恐惧，在无法找出正确治疗方法的情况下就要硬着头皮做出合情的解释，在 
历史上多次大的疾病流行时期，人们都找到了赎罪的祭祀的替罪羊，疾病患者被妖魔化 
，被认为是魔鬼附体，他们本身就成了病毒，需要被消灭。这不只是显示人类的愚昧和 
无知，因为就算在当今文明时代，虽然我们在法律上尊重人权，在心底仍是自欺欺人的 
，仍然会歧视甚至鄙视感染者，来掩饰人类自身的无能。我们在庆幸自己好运的同时， 
却不认为被感染者是不幸的，而是觉得他们是自找的，就凭此也应该给他们惩罚和警告 
的。 
我们太相信道德是病毒的最好抗体，也认为身体的不适也是道德的不完满。身体的不洁 
已是可耻，身体的疾病更是罪恶。我认为，在面对疾病时，人类最初有的是鄙视心态， 
然后才发展出同情和怜悯，前者是直观地表现人类的无能，后者有所隐藏的显示了人类 
的无奈。在性病、艾滋病前，已经有过很多大的流行病，但人类依然不敢正视，依然认 
为是人有过错，才招惹了疾病的侵袭，这也许是文明的副作用。 



政府提出了“高危人群”的概念，应该是遵从国际惯例命名的，从最易被病毒感染的角 
度定义，但在国人的心里，却把他们想象为恐怖分子式的危险敌害人群，他们的弱势地 
位并未赢得多少团结，虽然他们只是病毒的载体，虽然他们站在与病毒作战的最前沿阵 
地。 
就艾滋病本身来看，人们会同情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人，政府领导的接见关爱也应该 
是与这些人进行的，对同性恋感染者和吸毒感染者却态度漠然，只希望他们克制自己行 
为，以免扩散传播病毒，虽然比起歧视来已有所进步。 
与艾滋病相比，性病更是处在一个难堪的位置上。你听过防治艾滋病公益大使，可听过 
防治性病公益大使吗？ 
有些性病患者甚至会羡慕艾滋病病人，就因为他们得到的谴责比艾滋病病人更多，因为 
他们认为一种致死的疾病赢得的同情，好过一种折磨身体和心理的疾病带来的耻辱。性 
病已存在了很久的历史，可人们仍然对此充满恐惧，而像感冒、肠胃不适等疾病从古到 
今也一直存在，却不会被污名化。 
高耀洁女士在她的一本书中写到，一个找了小姐得了性病的人写信给她，希望得到资助 
，她义正词严地拒绝了，说她的钱不会给这种人。医生救死扶伤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战 
俘受伤了都要给予治疗的。很多人认为这种断然拒绝的态度可以使很多人收敛行为，就 
可以降低性病感染率了，但同样在高耀洁女士的那本书中，她也提到了，性病可以传播 
的途径很多，钱币也是种载体，接触不干净的钱币也会被感染。而且，一个哪怕滥交的 
人也可能不会感染性病，只要他坚持使用安全套，或只要他所接触的性伙伴都是健康 
的。 
很少有人在第一反应会不介意患病者除疾病外的其他情况，但我们需要冷静，医生针对 
的是疾病，而且治疗也是当务之急，高耀洁女士在拒绝给予性乱而感染性病的人帮助时 
，曾给予因输血而感染者大量帮助，她并没抨击政府的缺位，失职，只是在表达同情， 
在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只是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治标不治本。对性乱者感染性病的不理睬 
，对整个控制性病传播的大局也是不利的。 
很多人说安全套除避孕外主要是防治性病的。但我认为，最初人们在应对性病时，基本 
是药物治疗加禁欲，以免扩散，性病患者被疾病和人为限制剥夺了性权利，而在发现安 
全套不仅可以避孕，而且可以防止病毒传染时，一些性病患者也能在疾病期间享受性快 
乐，在人们普遍否定性病患者的时候，安全套给了他们仅有的一点尊严，虽然很多人还 
是会自觉地在疾病治疗期间禁欲。这说明他们是负责的，是把健康放首位的。 
抗击性病、艾滋病的最好政策是所有人禁欲一段时间，但这是不可行的。所以，在性自 
由和性欲望在获得大多数人认可的今天，次优的也是可行的最好的策略只能是加强“自 
我负责，对同伴负责”的教育，加强对疾病患者的理解，同情大可不必，但不排斥是应 
该做到的，也应该给予性病和艾滋病感染者更多工作和生活的保障，这是帮助他们树立 
信心战胜疾病，面对生活的实质性工作。 
我认为具体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和改变。 
一、政府要作好持久战的准备。政府不能缺少耐心和信心，也不能因为怕被公众指责政 
策或控制措施不力，就只好加大宣传性病、艾滋病的可怕性。流行性疾病的扩散上升趋 
势是要经历一段时期的，感染率要达到波峰才会下降。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二、性健康保险应纳入到整个国民健康保险系统内。癌症、血友病等患者都有保险可抵 
消一部分医药费，性病患者却只能偷偷摸摸地治疗，花了的钱只能是借以其他名义，而 
很多医院夸大疾病严重性，也才使他们不愿到正规医院接受治疗，寻找江湖医生和偏方 
，给疾病治疗和控制带来更多不便。在经济效益上，保险公司可获利，普通大众也可享 
受服务，之所以没有开展这个业务，我认为主要是人们意识观念的落后，总认为这样是 
纵容性乱。但政策制定需要调整，需要尝试，效果如何可以在政策试行一段时间后作出 
评估。而我甚至认为，这种考虑也是多余的，要不交通保险等早该叫停了。 
三、艾滋病病人可以出书，写有关疾病和心理情况，那么，政府也应当允许性病病人将 
自己努力战胜性病的心路和治疗过程写出来，帮助更多人调整心态，积极面对。而不是 
只出版感染者对疾病不堪回首和对传播者痛恨的文章。  
四、媒体不应该制造过多同性恋者艾滋病感染、同性恋艾滋病病人滋事的新闻，来吸引 
公众关注，这种关注不是科学的，严谨的，而是即时的，引发人们躁动不安情绪的。 
五、普通大众要敢于了解性，不能耻于获得性知识。要正确认识性健康，不能总认为少 
接触性，就一定会是健康的。我们对性病、艾滋病的态度与我们对性的认识有相当大的 
关系。性器官从来没有得到与别的身体器官同样的认可，性欲望也没有别的欲望那么正 
当，总需要过多的解释和争取，性健康也是从前很少去关注的，锻炼身体在我们看来就 
是使我们的胸肌发达了，视力更好了，性器官的健康与否，发达与否是不会被教育说明 
的。这些都需要改变。 
六、在继续强调对国家、对社会、对家人的责任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对个人自身负责 
的意识的培养。在重视对个人负责的教育的同时，也就会使更多人主动承担起对社会的 
责任，这种教育比空泛宣传效果会更好。 
七、利用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帮助，允许国内关爱同性恋人群的民间组织发展，政府不直 
接进行管理，这样方便防治性病、艾滋病工作的开展，也能真正使同性恋者行动起来。 

八、性病、艾滋病问题的解决与社会其他方面的进步是分不开的，所以，大众应当在对 
性病、艾滋病关注的同时，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改革和发展，并从中寻找工作相似性和 
可借鉴的地方。 
九、认真思考生命和死亡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区别对待疾病与疾病患者。这虽然是有点 
牵涉哲学范围内的东西，但在指导我们的性行为和对待性病、艾滋病的规范上，有很大 
帮助。坦然面对死亡，也才能不回避任何死亡方式。不排除有人会以人生苦短为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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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挥霍生命，享受性自由，无视性健康，但大多数人在经历性摸索和实践后会自我约束 
行为，主动积极倡导健康生活，而不只是政府在宣传和号召。 
疾病是可怕的，但疾病患者是可理解的，在面对性病、艾滋病扩散的严峻现实面前，我 
们人类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努力，性病病人和艾滋病感染者也有权利 
做出他们的努力，而不能被剥夺。 
如何正确控制性病、艾滋病的传播，关键在于如何解读认识疾病，如何从生命，自由， 
权利，经济等多种角度来分析，而这么分析了以后，才会有希望真正控制疾病，减少恐 
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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