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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江南地区疾疫成因分析’

袁冬梅

(贡庆行政学院.，庆400041)

    〔摘要〕现代玉学认为流行病是由各升生物性致病原成称为祷原体所引起的一姐具有强双传染性的疾
病。而从传姚医孕角度而言，所该泣行病是指具有通热病性质的急性传染病.属注热病中具有吸烈传染性、病

情危重凶险并具有大流行特征的一类疾病。在古代文故中，一毅称之为疚、疾疾、止、札、扮等。宋人也大体承

袭了这一提法。通常情况下，疚病与流行病无法确切区分，因此，统称流行病为疾痰成这疚。宋代江南地区是

流行病的多发区。坟大抚与江南地区水网密布，气候沮盈、人口密集、人员涟动娜!、经济枚为活获易于如苗

病毒繁效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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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江南地区疾疫多发，其流行次数显著多于其他地区，据植

理宋代正史、政书、类书、文集、笔记小说、方志等文献所知，两宋境

内大小疫情远不止几十次.。实际上，在宋统治的三百多年时问

里，仅江南地区疾疫流行就多达150多次，平均两年左右即雄发一

次，有的地方已达到一年一次或一年数次.疾疫大多是急性传染

性流行病，它的爆发往往和一定社会条件下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

素密不可分.具体而言，引发疾疫的自然因素包括地理环境、气候

异常、自然灾害等.社会因素则包括人为祸患和生活行为方式等，

人为祸患如战乱、过度开发引起局部地区生态环境破坏等.生活

行为习惯如城市卫生环境、市民日常生活习惯、丧葬习俗以及遇灾

时救济管理方式不当等.

    一、引发疾疫的自然因素

    1、气候异常

    江南地区。所以疾疫流行与当地的自然条件有一定的关系，

如气候、水文、地理环境、人口数量、城市分布等.就气候条件看，

江南总体上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沮和湿润，这种气候比较适合农

业耕作，但也有利于各种细菌和蚊虫的繁殖，特别是在夏秋多雨季

节或气候异常时，似乎更容易引发疾疫。对此，时人多有论述，如

欧阳修在‘永肠大雪)诗里提到“清流关前一尺雪，鸟飞不渡人行

绝.冰连懊谷糜鹿死，风劲野田桑拓折，江谁卑湿殊北地，岁不苦

寒常痰房一ff。正如欧阳修所言，江南和北方气候差别较大，“卑

湿”“岁不苦寒”是江南地区气候的典型特征，也是疾疫爆发的重要

因素.郭塞在《伤寒补亡论》中也印证了这种说法“春天行非时之

气，中人长幼病状相似者，此则沮气成疫也，故谓之瘟疫”.。清代

熊立品指出“三、四、五月天时晴暖，酷热炎蒸，人被暴热所伤，发为

退病，名日道疫，.。说明疽疫是多发于春夏并与当时气候环境有

关的一种流行性传染病.在气候异常之时，除沮病外的其他各类

传染病也容易出现。竺可植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

研究，中认为，从招世纪初到13世纪期间中国气候急剧转寒，特

别是江苏、浙江一带不仅严寒，面且持续时间长:气候史家勒鲁

瓦.拉迪里谈到气候史的宗旨时也说“无疑，这种仅限于研究某~

地区气候的‘编年宇宙学，最终可能导致对某一直接与人类历史相

连续的、目标更高的课题的研究，特别是对历史上饥荒和流行病的

研究.”。退病学家沈风阁在‘沮病的理论和临床》中分析说“沮病

之所以有时徽发，有时引起传播流行而成瘟疫，主要与气候的异常

变化有关气。可见，气候异常。引发疾疫的可能性增大.在宋代因

气候因素引发的疾疫不少，如“淳化三年(，92年)六月丁丑，黑风自

西北起，夭地晦嗅，雷震有倾乃止.先是都下大热，痊死者众，及此

风至疾疫遂止.”嘉定二年(1209年)“都民疫死甚众，淮民流江南者

饥于署并，多疫死、

    2、地理环坦

    江南的地理特征对疾疫流行也有一些影响.其一，江南湖泊

众多，河流纵横，降雨丰富且集中，自古以来有“水乡泽国”之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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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地处江南核心地带的太湖流域，更是沼绎密布、河港纵横，大

小水系达200多条，其主要水系为荆、若二溪，荆溪导源于茅山及
宜漂南部丘渡淇下游除西酒和东酒至大浦口人湖的主流之外，其

余分散人湖的水系总称百溪.谷澳上流导源天目山地，主流在湖

州东北人湖。太翻下流则由湖东分出，成为扇状分散水洗，分别汇
人长江，四通八达的水系为江南人民的出行带来便利的同时，也

为疾疫四处传播提供了条件.

  其二，地势低洼，易于发生洪涝灾害.江南核心地带不仅水流

纵横，且地势低洼，据资料统计，江苏占优势的海拔是0一50米，浙

江占优势的海拔则是。一200米:正如元朝人伍仁发说:“浙西之

地，低于天下.而苏州又低于浙西，定山湖又低于苏州，北低之，又

低者也尹。因此，大湖流域供捞灾害比别处多，据(长忆中下游早

涝灾害年表》统计，太湖流域的涝灾有55次，。平均6年左右发生

一次，涝灾频策，自然容易污染水源，破坏环境，引发包括疾疫在内

的各种疾病。

    其三，城市多处海拔低洼的湖泊或何流两岸.城市城址、布

局、城市人口数量、人口密度对疾疫的产生也有一些影响。江南地

区的大多数城市的城址海拔都较低，如以请代为例，江苏有能座

城市的城址全部处于0一5。米海拔.浙江共75座城市，其中有55

座城址在0一200米高度，占73%，仅有7%的城址在200一4O0高

度，.对那些海拔较低，又分布在湖泊和河流周围的城市，极容易
受到水灾的威胁，如果城市位置不当，排水功能不健全，居民不注

意公共卫生环峨，发生疾疫的叔率自然较大.如临安、湖州、秀州、

常州、其疾疫的得发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

    3、自然灾害

    古有“三辰悖序，水早失时，灾异生变，疫房迭作.。的说法，可
见疾疫的发生和自然灾害有密切的关系.宋代江南地区自然灾害

相对频萦。这些自然灾害的多次爆发或数种并发增加了疾疫产生

和进一步蔓延的几率.灾难后果对死亡者而言已经毫无意义，但

对于在灾难中的大t幸存者来说，更大的生存问题才刚开始。大

灾之后，特别是水灾、早灾和地震过后，许多人往往无家可归，被迫

流落异地，大规模流民潮势必使临时居住地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极

差，加上人畜尸体腐烂，蚊蝇滋生，饮水严重污染，食物霉变等恶劣

条件，造成痢疾、伤寒、疟疾等疾病的流行，有时灾后死亡人口甚至
超过始发灾难.所以，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比如，燕宁中浙西饥

疫，导致苏州死亡30多万，杭州死亡5。多万.这些无不和频繁的

自然灾害特别是饥荒有关.
    (1)水灾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的水灾多发期，江南地区尤甚.就(宋史》

所列宋代较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共有1219次，而水灾即达到4肠

次，占总数的38%，。可见宋代有三分之一的自然灾害属于水灾.

尽管不是所有的水灾都会引发疾疫，但就江南而言，其地势低洼，

又有长江、钱塘江、江南河、大湖、那阳湖等诸多大小水系，从而构

成南北纵横的水网。在江南多雨的气候和特殊的地理环境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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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引发疾疫的可能性相对比其他地区多.如两浙路所辖七州，除

严州(治建德县)外，苏州、润州、杭州、秀州、湖州、常州等六州皆靠

近太湖一 旦太湖发生水灾，对周边的府县便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实际上，如前所说，宋代太湖流域在宋代三百多年时间里共有涝灾

弱次，平均6年左右一次.如仍以浙江为例.则大致每10次水灾

就有可能引发1.3次疾疫.水灾频度越高，规模越大，时间越长，

其带来的生产的破坏程度越高，死亡人数越多，导致疾疫的可能性

自然就越大.以下是水灾引发疾疫的事例:

    “隆兴二年(1164年)七月，浙西大雨害稼，湖、秀大水浸城郭，

坏庐好田·⋯人溺死甚众，越月积阴苦雨，水患益甚，浙之饥民疫

之甚众:

  “乾道元年(11“年)六月p溯州水坏好田，大疫作，饥俘徙者不

可甚计:

    “乾道元年〔11“年)归安县，六月水坏抒田，大疫，大饥拜，徙

者不可胜计.门

    “乾道八年(1172年)，隆兴大雨漂民庐、坏城郭，溃田害稼，江

西饥民大疫，隆兴府民疫，遭水患多死.，

    “端平年间(1234年一1236年)，水早存至.民多饥死，有大

疫.’

    初步统计因水灾引发的疾疫比例占13%左右(以浙江为例).

    (2)早灾

    宋代不仅水灾多，早灾也多，而且许多地方是水早交替进行.

据统计，从1o35年一123。年(即两宋统治的绝大部分时期》，是我

国历史上早灾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达1蛤年，基本上是年年有早

灾，而江南地区在两宋，据文献所载有早灾近加0次。《文献通

考)提到宋代全国范围内大的早灾有54次，其中江南地区有大早

16次，约占三分之一 而早灾带来的饥荒和流民现象，则会引发更

严重的社会问题。“流民饿拜充满道路，亢早已甚，疫仿渐兴，人心

仿徨，优畏不宁一。既而“邦本不宁，将为大患，是时，虽欲翻租驰

效以消粥之，赤无及矣二声.以下是一些早灾引发饥荒的事例.

    .咸平三年(1o00年)春，京师早，江南频年早欲.多疾疫.’

    .元佑四年〔1o89年)，浙江夏雨，浙早，饥疫大作广

    .政和三年(1113年)，江东早皮，”

    诸如此类例子数不胜数.如果仍以浙江为例，早灾引发的疾

疫比例通常占18%左右.有时早灾的影响往往延续到第二年或第

三年。这在灾难史上称为灾难继发性特征，即一种灾难往往可能

诱发一种或数种其他灾难的发生，而且继发的灾难所造成的危害

有时甚至大大超过原发灾难，从而呈现放大效应，洪灾后的传染

病、早灾后的饥荒、疾疫均属于此类情况.0

    (3)虫灾、地震等因素

  宋代的疾疫灾害中近4%是由虫灾和地震引发.其中蝗灾是

虫灾中最常见和后果最严重的灾害之一 伏见今岁江东九郡大早

者士加以飞蝗，所过遗孽，蔽江盈野，其积数尺，草木芦苇为之一空

⋯⋯. 其他的虫灾诸如辅灾和杯灾.，都可能对生产造成不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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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破坏.而江南地区的湿地气候，特别适宜于蝗虫的生长和笼

殖.这样一来，江南地区的蝗灾自然比其他地区严重.另外江南

地区严重的早灾，也容易导致煌灾，研究表明，历史上煌灾滋生早

蝗二灾的相关系数为0.915。，扩散区为。.吕260..所以，正如苏杖

所说:.从来早蝗必相资，此事我闻老农言:蝗灾之后的饥荒和流

民向题成为引发疾疫的重要因素.如“隆兴元年(1163年)人月，江
浙飞蝗蔽天日，害稼.’八月正是庄稼快要收获的金秋时节，而在这

种时候出现蝗灾，对农业无疑是灾难性后果.然而正是这一年.江

浙先是大早，接着又是大风雨害稼.第二年，即“隆兴二年(11“
年)，浙西大甭害稼，湖、秀大水浸城郭、坏庐好田“一人溺死甚众，

越月积阴苦雨水患益甚，浙之饥民疫之甚众⋯可见虫灾是引发

疾疫的重要因素.

    地震是一种突发式的破坏惨烈的自然灾害，地震过后，因大量

人畜死亡、环境玻坏同样也可能引发疾疫.

    “真宗咸平二年(9朋年)淮南地震，三年(l。00年)江南地

展.”。绍兴六年(1136年)地震，七年(1137年)建康大度:这并非

巧合.0实际上，地震引发疾疫是与地震造成大量人畜死亡和环境

破坏有关.地震一旦发生，顷刻间房屋侧塌，人畜死亡.如景佑四

年(1037年)忻州地震死t10742人，受伤5655人，各类牲畜死亡

500的头:大量人畜尸体假如不能得到及时掩埋，往往成为细菌
繁殖的寄体，极易引发疾疫.所以.对各种突发灾害中出现的大量

尸体的处理，宋朝政府比较重视，不仅设立漏泽园，由政府出面组

织掩埋无主尸体，还出钱帮助一些人家掩埋尸体.同时还对受伤

民众实施医疗和生活救济，鼓励民间各类人士参与展后救治，如对

掩埋200具尸体的人，奖励度牌一道:这对抑制疾痊流行是有一

定效果的.

    (4)饥荒

    宋代江南地区所爆发的流行病，不少因饥荒引发.这大概是

灾害后，粮食收成锐减，物价腾贵“斗米百钱”或‘斗米千钱”，政府

依然征收重税或救灾不力、或救济方式不当造成.暇如仍以浙江

为例，饥荒致疫大致占总疾疫量的27%左右，在所有引发疾疫的因

素中比重最大.

    宋代饥荒之严重缘于两方面原因:首先，引发饥荒的水早灾害

具有普遍性、继发性、突发性等特点，几乎达到无时不灾，无处不害

的地步.其次，江南大多数地方人口的数量和密度过大也会造成

粮食供应不足而致饥荒.比如杭州，苏轼就曾说过.“杭州自来土

产米谷不多，全仰苏、溯、秀等州搬运解斗接济，若数州不熟，即杭

州虽十分丰称，亦不免为饥一 ，二 的确，杭州自来地狭人稠，经

济发达，战乱时期四方之民更是云集于此，一有天灾，发生饥荒的

几率远胜它处，疾疫发生的颇率自然也不会低.

    饥荒，本属自然灾害，暇如政府不能有效控制，则很快会从自

然灾害演变为人为祸息.灾害历史学认为“饥荒的实质是以粮食

生产崩遗为核心的社会灾难，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则是农业时代灾

害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的重心所在.，0因此，国家对百姓的剥

夺过重，不仅加重饥荒程度，还会引发一系列更为严重的后果.而

宋朝对百姓盘剥之甚，正如朱熹所言，古之刻薄之法，本朝均有.

由于苛税太重，致使大多地方“郡无一年之蓄，左无累月之财，民间

贫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早，则化为流拜气.

  可见，灾害发生时，国家若救济不力、方式不当、管理不善也难

免致饥荒发生。如真宗咸平三年(1。。。年)钱若水上书说:“臣又以

江南、两浙自去年至今，民饿者十人九，未见国家精求救疗之术，初

闻谊使表给，后来更不闻别有珍恤:’所以，苏轼认为:“至于救灾

恤患尤当在早，若灾伤之民救之于未饥，则用物约而所及广”二若

救之于已饥，则用物博而所及徽一 熙宁之事是也.”0江南因饥

致疫的事例有:

    ‘明道二年‘1O33年)，南方大早，种晌皆绝，人多流亡，因饥成

疫，死者十二三，官做粥糜以饲之，得食辄死户

    “隆兴二年(1164年)，浙江饥民疫者尤众。.

    “乾道人年夏(1172年)，江西遭水患多死，饥民大疫.”

    “嘉定二年夏(12O9年)，淮民流江南者，饥与署并，多疫死:

    “德佑元年六月(1275年)，四城迁徙，流民患疫而死者不可胜

计，天宁寺死者尤多.”

    类似记载，文献中比比皆是.

    二、引发疫病的社会因素

    1、人为祸息:战争

  战争，尤其是大规摸的战争是导致疾疫的重要因素之一 纵

观两宋三百多年历史可知，由于北宋只是实现了局部的统一，因

此，这一时期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政权并存局面.

宋朝不仅要镇压内部持续不断的农民起义，它和周边少数民族政

权之间的战争也时断时续，这些战争尽管大多在北方进行，但因战

争引发的大量难民涌人战乱较少的南方。增加了南方爆发疾疫的

可能性，正如南宋真德秀所言:“安庆光州流民，自池州渡江而趋浇

信者，前后相续，臣提举尝以奏闻，长淮以北，方寻干戈，而淮上自

不热，此去流移，必多本道，松江诸州，未免首被其害，丁卯戊辰饥

疫之祸，近在目前·⋯”.真德秀之预言不无道理.因战争过后往

往是“流离满野，道谨相望，或趋乡镇，或集郡邑，或聚都城。安置

失所，服济寡术，九重万里呼无门，三五为群，死无虚日，千百一篆，

埋藏不深，掩盖不厚，时至春和，地气转动，浮土塌陷，白骨暴摇，血

水汪洋，死气、尸气、浊气、秽气、随地气上升一”.如此情形，爆

发各种流行性传染病是很正常的.再如隆兴二年(11“年)，金兵

南下，占领滚州、派州，兵临长江，淮甸二三十万老百姓为了躲避战

争，纷纷南逃江南，由于无处安身，流民只得在山谷等地结庐而居，

结果是“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冻死”.这些患疫的流民

还把疾疫传播到了两浙路的本地居民，致使当地居民也感染疾疫.

这场因战乱引发的疾疫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年即乾道元年(1165

年)，因为浙江的大水灾，临安和绍兴府出现大量饥民.疾疫再次姆

发并迅速波及两浙路全城.对此次饥疫，叶适的记述如下“某照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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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虏人两淮，所残破处，安、机、滚、吁胎、楚、庐和扬凡七那，其民 水地理环境下，被随意扔弃的尸体很容易污染环境，引发疾疫.尽

奔逆波江求活者，几二十万家，而依山傍水相保聚，以自固者，亦几 管政府也设置义家解决贫困之家的丧葬问题，但并不能从很本上
二十万家，今所团结即其保聚下流徒者，虽不能尽，在其大约已十 解决弃尸砚象的出现.

余万家突.其流徙者，死于冻、饿、疾疫，几禅其半.”。这些尸体对 土葬在宋代往往深受某些观念影响，出现久殡不葬，多次改葬

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无疑比和平时期更大、范围也更广.许翰曾上 的现象，这似乎并不利于流行病的预防和控制.据罗大经《鹤林玉

书说:“臣伏见盛甸，戎马以来，战士皿仆，居民流散，今兵既解，所 峪‘风水)认为久殡不葬，多次改葬的原因有两点:第一，人死后，

宜恤，陛下圣慈，长痛元元，比已诏，降度牌召人掩俄埋，然犹道涂 一时找不到吉地，不少人害怕随便埋葬对子孙不利.正如司马光

暴落，久未尽藏，恐伤士卒之斗心，亦损天地之和气，春晴熏燕，化 所说产今世俗信术者妄言.以为葬不择地及岁、月、日、时，则子孙

为病皮”一呻战后饥荒和疾疫盛行往往与此有关.所以，老子曾 不利，祸殃总至，乃至终丧除服，或十年，或二十年，或终生，或累世

说广大兵之后，必有大疫:是对战争诱发的疫病灾难现象的真实 犹不葬，至为水火所漂焚，他人所投弃，失亡尸枢不知所之””，.”;

总结。 ‘今之葬书，乃相山川冈吠之形势，考岁、月、日、时、之干支，以为子

    2、丧葬习俗、生活习惯、公共卫生、行为方式等 孙贵残、贫富、寿夭、贤愚、皆系焉，非此时.非此地，不可葬也，举世

    (1)丧葬习俗 : 感而信之，于是丧亲者往往久而不葬“一 0由于尸休长期停放不

    疾疫爆发与一定时期的社会生活密不可分泡括丧葬习俗、日 埋，致使尸体腐败，细菌滋生而成疫病之源，或者出现被焚烧，或被

常生活习惯等.就丧葬习俗而言，几千年来，各民族有多种安置亲 雨水漂冲，或被弃荒郊野外，不知所终的严重后果.焚烧和被雨水

人尸体的方法，然而土葬被认为是使灵魂得到安息的最好办法，而 漂冲、随便遗弃，不仅是对尸体的不尊重，还会污染水硕、空气等环

且土葬符合汉族人民的生活习俗.不过火化尸体的习俗早在宋代 境。第二，尸体埋葬后，亲属可能通过占卜或侧风水觅得更好葬

以前就已出现，到了宋代“此风日盛”，当时河东路和两浙路的火葬 地，于是改葬.如“某氏祖坟，旧葬惹山，后忽卜兆于丁村，遂迁葬

率最高，一般为”%一30%之间。.但火葬在宋代有一个由盛行到 焉”。;‘庐睦人彭氏葬其父，有术士为卜地日:‘葬此当世为落牧邵

逐渐衰减的过程。宋初，不仅贫民因无钱埋葬亲属尸体而采取火 守，，彭从之.，.以上陌俗延续已久，要想改变并不容易，为此，政

葬，一些富有的家庭也多采用火葬.然而随着政府对土葬的提倡，府不得不加大惩罚力度，《庆元条法事类》卷七七《服制门》规定:

对火葬的禁止，大多数人家不得已改行土葬.如宋太祖在建隆三 “诸父母亡，过五年，无故不葬者，杖一百.，对违反此令之官员，都

年(962年)三月下诏:“王者设棺掉之品，建封树之制，所以厚人伦，要严查.元佑六年(1o91年)二月，据说刘挚“人相不及一年”即遭

而一风化也.近代以来，遵用夷法，率多火葬，甚衍典礼，自今宜禁 罢官，原因正是说他“父死不葬，.。清人赵翼认为:‘亲未葬不得人

之:’随后又以法律形式严加禁止:“建隆三年(962年)三月十二 仕，宋时此禁甚严.”.由于江南地区气候温湿，又盛行一些丧葬陌

日救凉城内外及诸处，近日多有焚烧屁枢者，宜令今后止绝.若 俗，疾疫流行不足为怪.

是远路归葬，及僧尼、蕃人之类，听许焚烧。诸穿地得死人，不更 (2)生活习惯

埋.及于象墓熏狐理而烧棺掉者，徒二年;烧尸者，徒三年.绍麻以 从生活习惯来说，江南地区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某些习俗与疾

上尊长，各遗加一等;卑幼，各依凡人通减一等.若子孙于祖父母、疫流行不无关系.有文献记载说江南一带“街上小民之家，多无坑

父母、部曲、奴牌于主责家寻孤狸者，徒二年;烧棺撑择后，流三千 月，只用马桶，.，虽然粪便等污物有专人收走利用，但并不排除有

里;烧尸者，纹户。可见，在宋初除允许僧尼和蕃人及异地归葬的 人直接把污物往河里倾倒.或将马桶直接在江河里清洗，从而污染

情况可以实行火葬外，其他人是严厉禁止火葬的，如有违反则要处 居民日常生活水源。实际上，此类情形在江南并不少见，如绍兴四

以层次不同的刑律处罚.如《宋刑统，规定:挖到尸体不埋，焚烧尸 年《1134年)二月，刑部言:“临安府运河开撩，渐见深浚，今来沿河

体，肢解尸体，把尸体弃于水中的行为一并称为残害尸体，处以重 两岸居民等，尚将粪土瓦砾抛置已开河中，乞严行约束，”后来大理

邢。理由是‘人焚其亲，是不孝之大者也一 修虐之极，无复人 寺立法“粗将粪土瓦砾等抛人新开运河者，杖人十二淳熙七年

道.”.因此，在政府的大力提倡和强大压力下，不少人家在亲人死 (1180年)，临安府吴渊言:“今欲分委两通判监督地分，逐时点检铃

后均采用土葬.政府大力推行土葬，土葬客观上又能使携带病菌 束，不许人户仍前将类土等抛扬河渠内及侵占去处，任满批书.，。

的尸体通过深埋得到隔离，切断尸体传播疾疫的途径，应该是处理 可见，当时将粪土等污物往河里或随处抛弃的行为并非少数。即

尸体的一种较好的办法. 便是收走的污物，也多靠水路运出城外，加之江南居民出行又多用

  南宋时期，政府继续推行土葬，然而土葬需要承受较大的经济 船只，临安城中“若士庶欲往苏、湖、常、秀、江淮等地，多舫般、航

压力.于是一些贫穷之家既无力土葬，又不敢火葬，干脆把尸体遗 船、飞篷船等”:对水源的污染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清朝道光时

弃野外沟壑等:.建康府城内外，于嘉定八年(1215年)内，民间因有 期，江宁的梅伯言曾说:“沿河居民，日倾粪捅污水，荡涤无从.郁积

死人之家，无力买地埋葬，以致弃在沟壑⋯估计遗尸做法不止建 日增，病症日作.，。说明江南长期形成的一些诸如厕所简陋，在河
康府一处，其他路、府、州、县均有类似现象.在江南沮湿气候和多 边冲刷马擂，甚至倾倒粪便和以河水为生活用水等日常生活习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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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霍乱等病菌的传播.其实在中国广大农村，大都有往河里

清洗粪捅，倾倒污物，抛弃动物尸体的习谧，能否幽成疾疫，还在于

水系的发达与否.江南之所以因此种习惯多生疾疫，与江南水乡

密集的河网，发达的水上交酒有关.
    (3)不注意城市公共卫生

    农村和城市都存在公共环境，不过生活在农村的人们一般不

需要担心公共卫生问题。他们的生息和劳作都于自然融为一体，

人畜产生的各种有机垃圾作为肥料消解在泥土里，⋯ 粪便在农

村是土壤天然的肥料，而在城市，因为缺乏农业，垃圾和粪便无法

自动净化，而成为引发疾疫的污秽:所以在宋代不注意城市公共

卫生酿成疾疫也是常有的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民面对疾疫

困扰，因不了解疾疫，往往认为是瘟神作怪或阴阳不调，但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人民逐渐认识到，疾疫与生活环境，特别是卫生状

况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干早导致城市公共环境卫生恶化，引发疾

痊的悄况在宋代时有出现，如“元符元年(1。蛇年)，岁在戊寅，夏.

吴中大早一 二年春夏之交，舟车益不通，百货涉贵，城中沟侩理

淤，发为疫气:。事实上，当时有不少郡县的城市卫生条件极差

“地之有沟渠，犹身之有血脉，血脉宜肠，则体安而气和，或底滞姻

疾疚生矣，某被命来此.考按图志，列知郡县之沟厦于岁久，盖自林

侯祈之后，未有在议开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房

疫洲人病之非一日矣.”。朱熹说:‘(江西)旧有豫章沟，比久湮

塞，民病涂潦，公日‘沟渔不通，气郁不泄，疫病由生也。，”0

    (4)行为方式

    宋代一些人的行为方式也助长了疾疫的传播。一种是有些医

生或地方官员包括士绅，在疾疫盛行时，明知近距离接触病人会被

传染疾疫，但出于职责或者道义等因素往往不顾一切去救助病人.

如越州饥疫盛行时，‘(赵)公此时蚤夜备心，力不少懈，事细矩必躬

亲，给病人者药食，多出私钱，民幸催早疫，得免转死:又如许州

疾疫时，推官会君，“日复周视之，均其度食，病者则躬致其医药，民

虽赖以再生，而君遂为疫所中，不能起”治平二年二月去世，年仅四

十四岁.宝应人徐君在明道二年的扬州疾疫中，极力救治息者，

“聚医药以治病者气家人劝阻他不要接近病人，以免被传染，但‘君

以为令当，然不听也，然竟卒疫”。.熙宁年间，吴越大饥疫“病相死

相枕籍者十五六，虽其妻擎往往走避，君独为粥药救治之，无所不

至·⋯”.对此.朱熹认为对染疫亲人不照顾甚至遗弃是一种伤俗

害理的行为，并说广晓之谓疫无传染不须畏避，其意善矣，其实不

然”二予当以为诬之以无染，而不须遴，不若告之以虽有染，而不

当遵也，，，:永墓时，娜中大疫，(刘)实迫走视，亲为诊脉，疾其寒沮

人与药饵，讫事而去不很盔手，以为难后皆无恙云:。朱熹主张不

回遵患疫之人，并积极面对和救治的认识无疑是对的，是有积极意

义的，不过他以刘实为例认为接触染疫病人不用不洗手似乎并不

是科学对待疾疫的做法，反倒不利于疾疫的防治.也让疾疫被披

上了一层道德的色彩。另一种是对疾疫感到恐惧，认为疫不可除.

转而信巫.宋代科技水平虽说有较大程度的提高.但还不能自如

应付突发而至的疾疫灾难，特别对一些疾疫的病症、传染性、治疗

等尚无科学认识之前，有不少民众往往寄希望于巫医“昔病或不事

医药，唯听命于神”.甚至某些官员对预防疾疫，控制疾疫寄希望于

修庙祈福上.“今之要落大郡，或罕良医，偏州下邑，翅方远俗，死

生之命委之巫祝，.所以，科技的落后，认识观念上的欠缺必然影

响救济效果.

    而救济管理不善，救济方式不当，大量难民聚集致使环境恶

化、饥疫流行.所以，煦宁年间，杭州疾疫的爆发及夏延，即是此类

情形.

                    〔注 释〕
①据清代陈梦雷编拜的《古今田书桑成》记谈:宋代全国的
  疾疚流行有40次;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第一偏第一章对
  两宋疲价的统计是32次.张剑光《三千年疚情》中跳计为

  51次，其中北宋22次，南宋29 次.以上统计均指两宋

  全境而言，没有专n针对宋代江南地区的区城统计分析.
②本丈所指江南地区，主要依扮《江南通志》所界定的范圈.

伪光蜻.汾州志(券一)《!歼》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书店

  影印本.

④(宋)那奥 伤寒补亡论。北京:中国书店.1992.

⑥〔清)监立品.挂疾伶建汇偏.熊氏寨塾渡版，玲75，
⑥(允)陆友仁.砚北杂志(卷上)《宝获全粉绮》苦集第八载:

  会元1111年江苏，浙杯之间拥有2250平方会里面积的

  大翻.不但全邵结冰，且可以通丰.寒冷的天气把太湖、

  洞度出名的柑描全部冻死。杭州不仅降贡比平常孩带，
  且延续到荞春。据南宋史书记成，从奋元1131年到
  1260年，枕州春季降玄，每+年降雪牛均最退日期是4

  月9日，比十二世纪以前十年最晚春贡日期差不多推迟

  一个月.

0埃马纽埃尔·勒手瓦，迪拉里.气候史.谈推充·勒戈夫

  主城.史李研充的街日题、祈方法、祈对象社会科毕文肤
  出版社，1988.

⑧沈风阁.注病的理论和临未.南京:江苏料孕技术出版社.

  1988.石历闻.浅论SARs 的病因及防治 南京中医药大
  李学报，2003，(弓).
⑧幸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关)施坚雄主鹅.中华
  帝国晚期的城市.士界汉学论丛.中华书局，2000，1.

0(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券一三)引伍仁发《水利集》，明平
  落堂刊本

。张宋伦，方死本主拍.淮河和长江中下游早潇灾害年表与
  早涝祝律研完.安徽教育山版社.
0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宪.(灸)施坚推主璐.中华

  帝国晚期的城市 世界汉李论丛，中华书局，200o.91

0(宋)李析.跨赞集(券一九)《上立帝万言书)，丈洲阁四序
  全书本.

0康私肠代突害与荒玻述论.中州李刊，1”4。(5).
Q(宋)赵柞 清故集(券七).奏状论久早乞行宇祀，丈溯阁

  四库全书本.
0(宋)其德秀.西山先生丈忠会丈集(券六).奏乞传用第四

  不五等人户及砚闷捉尔司七月上，四邢丛刊本.
0《突难医李》第二章《灾难医学发展简史》，14.
0据(件海)记成:址是花虫娜，幼虫一般称为“均”。成女与

  幼女食性相同，食贵很大，主要为害禾本科植物，是t要

  的农林害虫。场形似成虫而较小，头大，仅有翅芽，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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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吃稿、麦、玉来等禾本科作物。姆。两抽娜，嫌特科。生
  活于清冷的份水池沼中，也见于盈地的草丛中。址虫主
  要分布于成国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潮能、潮南、河南、
  福建等地.

0郑云飞.中国历史上的过突分析.中国农史.1990，(4).
[2。〕同治.湖州府志(卷四四)’贡事略·样异，.中国地方态
    条成，上海书店影印本.

勿(宋)李涂.续贵治通鉴长偏(春四六)“弃宗成平三年T未
  条臼.中华书局.1978
母(元)脱脱千.宋史(卷二八).托索本纪五，中华书局.
  1977.

0(宋)李惫.续贵治通鉴长编(券四六).“真宗成平三年丁

  未条”.中华书局，1978.
0(宋)李念.续贵治通鉴长编(春一二0)，中华书汤 .
  1978.

必(无)脱脱辛.宋史(春三三).幸宗本纪一 中华书局，
  1977.

。(宋)苏权.东坡全集(券五六).论叶滋文分琴度膝不会
  状，丈洲阁四库全书本.

0马索晋、郑功成千主编.尖害历史学第三章 未猎与农业
  时代的灾害问翅，湖南人民出版社，1”8.136.

母(束)司马光.传家集卷四一论横山跳治平四年九月二十
  四日上.四部丛刊本.
。(宋)李豫.续资治通鉴长偏》春四六“弃索成平三年丁未
  条”.中华书局，1，78.
必(宋)苏拭 东坡全集券五六.奏浙西灾伤第一状，文渊阅
  四卑全书本.
@(宋)真抢秀.西山先生弃丈忠公文集卷六。奏乞伶阁第礴
  第五等人户1祝.同提水司七月上，四部丛刊本.
口滋热署疚全书(春四).附必海林先生题食备言疚论序.续

  四本全书.

0(宋)叶造.水心先生文集(券二).安集两准中状，四布丛
  刊本.

匆(宋)许抢.襄放文集(春五).乞加恩死事硫，丈渊阅四序

  全书本.

函(灸)埃布菊。宋朝的火葬.载(是圈历史评论》第九十五期
  第二号，1990.‘06一428.
函(宋)李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三年三月条泣气中
  华书局，1夕78.

勃茸梅仰饭校.宋别眺春一八.残害无花，法律出龙社，
    1998.

⑧《日知条集释·火葬).
公景定.建康态》卷四三义象.宋允方志丛刊.中华书局影印
  本.

0(宋)司马光 习马文正公传术集券六五.葬论，丈洲阁四
  序全书本.

幼(宋)奋应龙.括异志，宋无笔记小说大砚。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1年点校本.

0(宋)徐仕.粉神录·补遗，宋元笔记小说大现.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L

0(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券二二).实公种遭呼铭并
  序.四娜公刊本.
0(清)赵其.从余丛考(卷二七).未葬亲不许入仕.

0〔宋)关自牡.梦梁录(春一三〕.诸色杂货，学海类编.

0(清)徐松样.宋会要方城之一七.水利，

幼(清)徐松样 宋会要，食货之入.朵.
曲(宋)吴自软.梦梁录(卷一二).河舟.学海类给.

0(清)甘展.白下确言券九.106.
0张剑光.陈落霞，王娜.人类扰疚全记录.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杜.25.

0吴那志(券一二)l寺庙》，宋元方志丛刊 中华书局影印
  本.

0(宋)真撼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券四八).开沟告诸

  庙祝丈，四钾丛刊本.
母(宋)朱盛.睁安先生朱文公丈桑(券八入)龙困阁立学士
  吴公神道碑，四郁丛刊本.

0(宋)王令 广陡呆卷二八故秘书垂徐君墓志.丈渊阁四
  序全书本.

0(宋〕林琦.安阳集(卷商入).故许州现察推官会君墓志
  铭.丈润阁四库全书本。
分(宋)法佃.曲山集(券一四).黄君墓志铭，文翎阁四岸全

  书本。

0(宋)朱熹.吟安先生来丈会文集(卷七一).价读设记》.四
  钾丛刊本

母(宋)李魔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二“元七年四月丙于

  条”.中华书局，1，75.
                                (资任编辑:朱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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