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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6–1353年，黑死病在欧洲附近的传播路径 / Wikipedia

遭遇之初，欧洲医学界对于这种发展极快的新疾病束手无策。著名医生Guy de Ch
auliac当时任职于天主教会，他在1348年写下的病程记录成为后世研究欧洲黑死病
的经典文本。他在其中提出，黑死病有两种表现形态，第一种出现在疫情发展的前
两个月内，通常患者会在发病三天内死亡，第二种则会在发病五天内死亡。

但对于治疗方法，他的建议包括：用火清洁空气；用龙舌兰药丸清洁自己；无花果
和煮熟的洋葱去皮，加酵母和黄油混合，用以软化体表脓肿；用番泻叶和其他好闻
的东西舒缓心脏；用亚美尼亚粘土（一种产于亚美尼亚的红色粘土）放松情绪，以
及万能保健法——放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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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已经算是比较靠谱的方案，毕竟涉及了多种净化和消毒措施（暂时不论效果
）。在他之外的其他医生开出的针对黑死病的药方大多是这样的：洋葱、蛇、鸽子
煮熟剁碎敷于患处，喝醋，喝泻药，喝甜酒，喝大麦汤炖金箔，还有更荒唐的：喝
砷和水银制成的“解毒糖浆”。圣水当然不能缺席，还有应用石膏或宝石——通常
是翡翠——治疗腹股沟脓肿的手段，它们被称为“奇迹之石”。

在手术方面，除了常见的放血疗法，以及挤出淋巴腺肿包的脓血再用烙铁灼烧伤口
止血之外，甚至还出现了鞭笞患者祈求上帝开恩的“治疗方法”。

如此医术，也难怪十四世纪的法国作家吉恩·伏瓦萨吐槽：“医生需要三种宝贵的品
质：会撒谎，会假装诚恳，还有把病人医死也毫不自责的强大内心。”

Gentile da Foligno / Wikipedia

防疫：隔离，以及快跑

尽管在治疗方面奇招迭出，但十四和十五世纪的欧洲人在防疫措施方面倒摸索出了
一些经验。

1348年，巴黎医学院发布的一份有关流行病的指南中建议民众用熏香和甘菊熏烤家
中以及人员拥挤的公共场所，保持早起，肉类只能吃不加任何调味料的干肉。洗澡
被这份指南称为“极度危险”，性交则可能带来致命后果。与此同时，它还推荐使
用玫瑰水和醋定期清洗病人居住的房间，以及将醋放在花瓶里静置以便人们吸入醋
蒸汽。

                                    2 / 7



智行理财网
黑死病图片(黑死病图片 症状)

也是在1348年，丹多洛总督创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监察城内防疫措施的落实
——它们包括转运尸体时应用特殊方式、确保墓穴挖掘深度和严禁曝尸街头。

1360年，佛罗伦萨医生Tomaso del Garbo在给自己患者的警告中提到他们应当避
免油腻食物和拥挤场合。1382年，意大利帕多瓦大学教授Pietro Da Tossignano
曾经致信米兰公爵，建议在瘟疫期间禁止结婚以避免人群聚集，禁止谈论政治话题
以确保民众心情愉快。

1374年，威尼斯成为第一个禁止来自疫区的旅行者和商人进入的城市，此举很快得
到其他意大利城邦的效仿。1377年，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拉古萨共和国首先要求
所有来自疫区的商船要在港口外指定地点停泊40天后才允许靠岸，意大利语中的40
天quaranta giorni，以及随之而来的专有名词quarantenaria（40天隔离期），就
是英语quarantine（隔离期）的词源。至于为什么是40天，倒不是当时的医生对于
鼠疫的最长潜伏期有什么研究成果（现代医学证实鼠疫的潜伏期没那么长），这可
能是基于圣经中耶稣在旷野40天禁食祷告的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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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5年伦敦死亡统计清单 / Wikipedia

而对于现代流行病研究者来说，在1664-1665年黑死病大爆发期间，伦敦这一得到
仔细统计整理并公开发布的死亡清单（Bills of Mortality）派上了大用场。有学者
将资料保存较完整的伦敦圣当斯顿教区1655-1665年的死亡清单数据整理，发现16
65年黑死病疫情期间（4月至12月），圣当斯顿教区的死亡率翻了四倍，从每两周
死亡9人增加到每三天死亡9人。在疫情高峰9月的第三个星期，一周内就有82人死
亡。

1665年圣当斯顿教区死亡数字与此前平均水平的对比 / Epidemics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 1665

更为宝贵的资料来自当年那位严谨仔细的教区执事。根据詹姆斯一世时期雅各宾修
会1603年规章，每个教区有权募集和分发慈善资金，而圣当斯顿教区执事亨利·多
赛特将他教区的经费使用情况一五一十记录在了教区收支账簿里。这本账簿极有历
史价值，让我们有幸瞥见当年圣当斯顿教区委员会带领群众抗击疫情的基层工作：

“库帕尔兼任守门人，每周4先令”（附注：库帕尔原本是这个教区负责派
发救济粮的人。黑死病期间一旦某户有人被感染，警队就会叫铁匠来把这
户家门锁死，门上用红漆刷上红十字，警示街坊不要靠近。教区还会另外
雇佣守门人看守有患者的家庭防止他们破门而出。）

“支付铁匠盖尔锁链、挂锁、及安装费，三先令两便士。”

“安德鲁家寡妇的挂锁的钥匙交给了守门人达德利。”

“寡妇布里格和曼登担任搜寻人，每周两先令。”（附注：搜寻人负责每
天进入有患者的家庭查看患者是否已经死亡，工作风险很大，一般高薪雇
佣贫穷寡妇。她们同时还负责给隔离家庭带去基本的食物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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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妇布里格发现安德鲁家寡妇已死，他家养子还活着。继续锁上。”

“安德鲁家养子已死，所送食物和水共计一先令，棺材一先令，并支付掘
墓人佩尼一先令。”

“掘墓人佩尼及其妻并两幼子隔离，本教区掘墓工作转交给佩尼长子约瑟
夫。”

“掘墓人佩尼两幼子已死，约瑟夫将弟弟们埋葬。”

“守门人库帕尔已隔离，支付铁匠盖尔挂锁一先令六便士。”

“铁匠盖尔已隔离。”

……

被刷上红十字的隔离家庭的木门 / 网络

虽然在1665年的伦敦，医生们的医术对于黑死病还是螳臂挡车，但是从亨利.多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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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记录可以看出，当时的防控措施虽然粗陋，单从隔离患者这方面看，尚可称得
上是有组织甚至行之有效的。可惜当时的人们仍然不知道黑死病的真正的传染源和
传播途径，因此有的防控措施显然适得其反，比如扑杀全城的流浪猫狗导致鼠患更
加猖獗；比如一人得病就将未感染的全家老小一起锁在家中隔离，当时的人不知道
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是传播媒介，一起隔离意味着一起感染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圣当斯顿教区的掘墓人约瑟夫死在瘟疫的最后两个月，多赛特的账目里只记了约瑟
夫的死亡，当时已经没有可能将死者单独埋葬，尸体只能被扔进教区内挖出的五个
万人坑之一。我们不知道谁把这位可怜的小伙子埋进了万人坑。现代考古发现1665
年黑死病万人坑的位置在伦敦的Scrutton街38号附近，也许乘坐Northern
line地铁时能与他不期而遇？ （文/小熊mishka 责编/张希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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