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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疫病，是中国历史上对流行性传
染病的统称，包括因病毒、细菌、寄生
虫和其他微生物引起的多种疾病。今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让不少国家
和地区都遭受影响。事实上，人类与
疫病的斗争历史源远流长，考古发现，
在汉代中国就有“病迁坊”设施，用来
隔离麻风病人。唐朝武则天时期，政
府出面建立“悲田养病坊”，来切断瘟
疫传播。面对疫情，尽管那时的科技
不发达，但人们还是一次次战胜了瘟
疫，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些考古发现来
看古代的那些行之有效的抗疫方法。

施政 建立防疫管理制度

控制瘟疫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建立
完善的国家防疫管理系统，并建立边
境检疫制度以控制国际间的传播。湖
北出土文物《封诊式》竹简中记载了在
战国时期就有逐级报告传染病和对可
疑病例调查的制度。宋朝时规定，所
有被派往到边塞的将官，都要带随行
医官负责防疫和健康。元朝设立了民
间的医户制度，医护是政府许可能从
事医疗活动的民户，户籍由太医院管
理，一旦发生瘟疫，医护要参加治疗。
清朝政府还设有“查痘章京”官职，专
事痘疹的防疫检查。清朝刊行的《海
录》记载：“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
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
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
港内。”这说明中国医生当时已经认识
到天花的急性感染患者为传染病源，
并且建立了完整的天花检疫系统。

隔离 有效切断疾病传染链

古人早就认识到了一些疫病是由

家禽、家畜传染给人类的，于是发明了
“人畜（禽）隔离法”：人住人屋，禽住禽
舍，猪住猪圈。通过改变“人畜（禽）混
居”的生活状态，使一些疫源得以控
制。最早记载隔离方法的是《汉书》：

“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
为置医药。”意思是说，在瘟疫流行的地
区空出一些住宅，作为患者的隔离病
房，集中治疗，以防扩散，切断传染源。

晋朝时规定：“朝臣家有时疾染易
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
宫。”汉代还出现了一些隔离机构，如

“疠人坊”等。
北宋时期，越州“春大疫，为病坊

募僧二人，视医药饮食”。为了隔离染
疫之人，地方官府不得不招募僧人来
照顾病人，因为一般百姓不愿充当看
护，只好求助于慈悲为怀的僧人了。

南宋时期，官府在全国各地建立
了“安济坊”，病人依病情轻重异室居
住，“以防渐染”。明清时期，麻风病泛
滥，南方许多省份建有麻风病院。专
门场所、专业医护，一定程度上切断了
瘟疫的传染途径，阻止了疫病的传播。

卫生 改善环境条件

通过环境卫生的改善以减少瘟
疫的传播很早就受到了人们的重
视。秦汉时期就有建立人工湖和饮
水池的记载，人们还认识到患病的动
物和牲畜可以传染疾病，切不可让其
污染水源。秦国时规定不可随便放
置垃圾，“弃灰于道者”要被处以罚
款。当时城市内设有下水通道，管道
多为陶制，逐节相连，可以排泄污
水。这种装置已经接近现代的下水道
系统。汉代时已有专门装粪便的容器
和痰盂及厕所。当时城市
里还设有公共厕所，

称为“都厕”，供大家方便。
唐宋时期官方曾大力提倡种树以

绿化环境，并设有严格法律“不得使有
砍伐，致令死损”。另外，在瘟疫流行
期间古代人还用药物消毒的方法来预
防疾病的感染和传播。据秦代出土的
竹简记载，凡来秦国入城的宾客入城
时，其乘车和马具要经过火燎烟熏以
消毒防疫。宋代还用艾蒿等药物驱赶
蚊虫以防止瘟疫。

忌口 注意个人饮食

饮食卫生和个人卫生不良容易感
染瘟疫是古人在实践中得来的经验。
秦汉时期的《汉律》规定：“吏五日得以
下沐，善休息以洗沐也。”还有记载用
佩兰等草药洗浴，可以防止疾病，保持
健康。并提倡注意饮食的卫生，不食
用变质的菜饭。古人还注意到鼠类和
不良食品可以传染疾病，提出鼠涉饭
中，捐而不食，勿食生冷食物，不要食
生鱼等劝告。明代人已十分讲究饮水
卫生，李时珍《本草纲目》专门有一个
水部，其中说：“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
者为上，有从近处江湖渗来者次之，其
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碱，用须煮
滚。”这种对水质量的判断和分级是有
一定科学道理的。元代医家还建议保
持口腔清洁，指出“凡清旦刷牙不如夜
刷牙，齿疾不生”。中国很多地区至今
还保持着古代传下来的预防保健习
惯，如上海人的冬季进补，广东人的中
药煲汤，南方的端午节饮菖蒲和雄黄
酒等习惯，很多都同预防瘟疫有关。

普及

加强公众对医学知识的认知

普及疾病知识、加强医学教育是
预防瘟疫的重要环节，各朝各代都十
分重视。两千多年前成书的《黄帝内
经素问》以对话的形式讲述了很多预
防疾病的常识和方法。唐朝的太医院
设有医学、针灸、按摩等学科，另外还
有地方的医学教育机构培养医生和防
疫人员。当时还把瘟疫的预防知识和
简单的药方刻录在石板上，放置于病
坊、村坊和路边，以示民众，供紧急情
况时使用。南宋时期中国创办了最早
的官立医科学校，培养各科医生。

各朝代都对以前的医学、药学书
籍进行过整理和研究。秦朝下令焚书
时，医药书籍例外，保存了下来。元代
政府机构中有专人负责医书的整理和
出版，同时还以书坊、书院、私宅刻书
等多种出版形式。中国历史上出现过
多次“盛世修典”，而医药书籍毫无例
外包含在修典之中。很多著名医药书
籍都经过数代的再版和注释才能流传
至今为今人所用。

考古发现殷墟甲骨文中已有关于疫疾的记载
新华社郑州电 （记者 桂娟 双

瑞）随着世卫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
已具有“大流行”特征，不少国家和地
区受到影响。事实上，人类与疫疾的
斗争历史源远流长，早在三千多年前
的中国殷墟甲骨文中，就有了关于疫
疾的记载。

“病疫猖獗之际，殷商时期的人们
既有非理性的巫术祭祀，也通过国家
行政防控应对手段、社会群体群防形
式、个人锻炼活动等，积极抵御病毒侵

害，而且约定俗成演绎出许多预防疠
疫传播蔓延的社会风尚习俗。”甲骨学
研究领军人物、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
委员宋镇豪说。

位于河南安阳殷墟小屯西地的一个
灰坑中，曾发现一块记载商王疑似得了
疫疾的牛肩胛骨。卜辞原文是：“乍
（疫），父乙，妣壬豚，兄乙豚，化口……”
意思是疫情突发，为众人御除疠疫举行
了一系列祭祀先人的行事。这被研究者
视为中国最早的关于疫疾的文字记载。

据宋镇豪考证，出土的甲骨文已
发现50多种疾患的记载，这些疾病基
本上都有详细的卜辞和解释，可以看
出商代人对于疾病的畏惧。他认为甲
骨文中称病患为疾，通常直接称“疾
某”，如疾首、疾耳、疾目等，根据患者
的病发症状或病灶所在部位诊断辨
别，正如现代医学分科，说明医学已达
到相当高度。

三千多年前的殷商王朝时期，人
们对于突发性疠疫已有一定的认知。

尤其是群体性突发疫疾，在甲骨文中
有所反映，商王武丁时期的两版卜辞，
就是关于疫疾的文字记载。

甲骨文中记录的应对疫疾措施，
有占卜、祭祀等消极疗法，也有针刺、
灸疗、隔离等积极疗法。宋镇豪表示，
甲骨文所言“亡入，疾”，与“有疾病者，
分而治之”“舍空邸第”都是讲的隔离
措施，说明当时并非无所作为，已经有
了隔离防控疫情及禁止谣传以免造成
人心惶惶的应对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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