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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新冠疫情激起了“隔离社会”的负面情绪

自 3月 15日“封国”以来，立陶宛社会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社会疏离感。每一个返回立陶宛的公民或接触过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人都必须在家里自我隔离。3月 26日

以后回国的公民，则须在政府有关部门安排的指定地点进

行隔离。复活节假期期间，政府采取了进一步的预防措施

——禁止人们往来各个城市。只有居住在某些特定城市的

居民，才被允许通过警察的检查站，复活节 3天假期（4

月 10日晚 8时至 4月 13日晚 8时）全国所有城市和城镇

都被封闭，共检查了 15万辆汽车，1.5万辆汽车被拒绝进

入城镇。警方利用闭路电视录像对市区进行监控，并迅速

赶到人群聚集现场解散所有多人集会。此外，维尔纽斯还

使用无人机来确定潜在的集会地区。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立陶宛社会在当代还没有发生

过如此大规模的公共卫生问题。19世纪曾造成无数死亡的

霍乱，一个多世纪前就已被消灭。因此，新冠病毒带来的

挑战对立陶宛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在新冠危机之前，立陶宛的社会氛围获得了相当高的

评价。3月 20日发布的 “2020年世界幸福指数报告”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20）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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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对 156个国家的幸福指数进行了测评，对社会、城市

和自然环境中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各种因素采用了多个维度

评估。该报告每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

（Cen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Columbia 

University）发布，主要基于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

（Gallup World Poll）的数据。最新排名显示，立陶宛在

该指数中居第 41位（获得了 10分中的 6.125分），在中

东欧国家中排第 4位，捷克在中东欧国家中排名最高（全

球排名第 19位），其次是斯洛文尼亚（全球排名第 33位）

和斯洛伐克（全球排名第 37位）。在自 2008年全球金融

危机以来的 10年间，立陶宛在幸福指数上升度的国家中排

第 18位。

新冠疫情对社会氛围的影响是直接和深刻的。对立陶

宛社会氛围的调查（3月 15—30日）表明，新冠病毒的影

响确实巨大。受访者中焦虑感增加的人数增加了 2倍多(从

16.1%增加到 64.6%)；感到悲伤的受访者人数也增加了 1倍

多（从 21.9%增加到 46.8%），而感到愤怒的人数也明显增

加（从 19.8%增加到 35.6%）。

有人借用心理健康专家的话说，这种跳跃性的负面情

绪对人们的身心健康有非常大的危险。特别是考虑到负面

情绪会严重削弱人的免疫系统，还会加重慢性病患者的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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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专家们还提醒说，焦虑和愤怒情绪迅速增加最终会导

致人际关系紧张，造成家庭暴力和其他有害行为。

有两个因素可归咎于社会氛围的恶化。首先，立陶宛

社会尚未习惯于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包括在公共场所增

加警力），因而助长了恐惧感，并转化为焦虑和其他负面

情绪。第二，更加强调识别和隔离所有被归类为疑似患者

的人，导致他们被排斥。由于立陶宛缺少新冠病毒检测试

剂盒，对感染者在公共场所自由活动而不被发现的怀疑，

只会增加人们的焦虑感，激起人们的愤怒。上述调查显示，

期望得到邻居帮助的受访者从 81.2%下降到 61.9%。根据警

察局提供的数据，在实行隔离的前 3周内，报告的家庭暴

力案件增加了 20%，但情况并未进一步恶化。

正如该调查所显示的，使社会安定的关键是人们内心

深处相信政府会提供帮助。尽管严格的检疫措施在部署范

围和速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但仍有 30%的受访者对政府的

措施表示信任。后续的调查（4月 5日至 8日）显示，社会

氛围已有明显改善。有焦虑情绪的人数已从 64.3%下降到

49%，悲伤情绪从 49%降至 40%，愤怒情绪从 35.6%降至

29.3%。总体压力水平从 45.8%下降到 33.8%。

专家们认为，负面情绪减少可以解释为社会已经接受

了最初的冲击。调查报告的发起人总结道：“人们开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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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他们想象中的灾难性画面与现实不符，因而开始用理

性、真实的统计数据而不是幻想来指导自己。第二，心理

的自然抵抗力开启了，它帮助人们控制或改变负面情绪来

避免影响。第三，立陶宛没有发生可能会引起新情绪爆发

的新的恶劣事件。第四，随着情绪程度降低，人们习惯了

新的环境，并开始采取新的方式在隔离期内保持冷静——

能够保持冷静的人数从 52.9%增加到 65.1%”。

困扰社会的不安定性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自新冠疫

情在立陶宛蔓延以来，因强制隔离有 5万多人失业。过去

两年，随着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个人收入的稳步增长，失业

率趋于稳定，但现在却增加了 17%。4月 8日，非政府组织

在给政府和议会的一封公开信中敦促采取适当措施：通过

增加对社会服务的资助，尽量减少新冠病毒危机对社会最

弱势群体的影响。最急需的社会服务包括：为部分在危机

期间感到被疏远，面临着更多的情绪困扰，容易导致家庭

暴力和其他暴力行为的人提供社会心理支持；特别关注那

些在隔离期间其家庭和亲属难以提供适当照料的儿童和残

疾人。非政府组织还呼吁为面临社会风险的家庭提供食物，

并为来自社会弱势群体的儿童提供帮助和支持，使他们能

够接受在线教育并从中获益。

针对这些问题，社会保障和劳动部和卫生部（the 

Ministry of Social Security and Labour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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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of Health）开设了一条 24小时开通的综合热线，

通过电话向个别社会团体提供支持，并设立了一个网站

（www.pagalbasau.lt），免费提供心理疏导信息。

（作者：Linas Eriksonas，翻译：陈朔，校对：陈思杨，

审核：刘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