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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人类创造文明的历史；就是人类认

识自己、发展自己、完善自己的历史。人类在跋涉和探索的过

程中，发现和证实了自己的本质力量。

两百年前，我们还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从何而来，但随着细

胞学说的建立，特别是发现核酸（1889 年）和 DNA（1953 年）

后，我们便能清晰地认识自身：个体生命由 60 兆个细胞组成，

而每个人各个细胞中的 DNA 完全不同，这才造成 70 亿（据联

合国人口署预测，到 2012 年 10 月底，全世界总人口将达到

70 亿）人中绝无完全相同的人，充其量只有相似的人。又由

于每个人所处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不同，个人遗传基因不同，

努力程度不同，所以健康状况也就因人而异。

可见，健康绝不是上帝的赐予，而只能是人类自己给自己

的礼物，而且是最好的礼物。当我们认真考察了人类全部活动

之后，就会发现人类为健康的获得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沉重

的代价。人类每一次进步都是在理性的指引下迈向文明的一

步，而伴随着文明的步伐，人类的健康理想也在一点一点实现。

在这一过程中，科学技术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

马克思所说：“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

量。”他甚至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

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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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完全印证了马克思的科学论断。近现代史上的三次科

学革命：（1）16～19 世纪，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牛顿提出“三

大定律”；达尔文创立了生物进化论。三大科学成就为现代科

学技术发展奠定了科学基础。（2）19～20 世纪，电子发现，

量子论和相对论建立，宇宙大爆炸理论，生物 DNA 结构的发

现，人类认识从宏观进入微观和宇宙观领域。（3）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产生；耗散结构理论、混

沌学和分形理论等非线性科学的兴起、人类认识从还原论分析

思维向综合性整体思维发展。伴随而来四次技术革命是

（1）17～18 世纪，蒸汽机和纺织机的发明和应用；（2）19 世

纪，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和应用；（3）20 世纪，电子管和

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4）20 世纪下半叶，

微型计算机、因特网、生物工程技术和航天技术的发明和应用。

科学的思维走向哪里，新技术就出现在哪里。因此可以说，

科学既是关于规律的概括、原理、方法和观念几方面的知识体

系，又是一种社会实践，一种社会的认识活动以及为认识而进

行的实践活动。同时科学又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

过程。当然，严格地说，技术还不能与科学相提并论。科学是

提高人类的认识水平，而技术是增强人类的生存能力。科学是

认识世界，而技术则是变革世界。技术体现为三种形态，即物

质形态（如工具、设备等）、知识形态（如图纸、资料、图书

等）和人才形态（如科学家、医学家等）。显而易见，人才是

技术的核心，有了人才，就可以创造出物质形态和知识形态的

技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3·

序

通观历史，20 世纪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世纪。其速度

之惊人，成效之显著，完全超出人们预料。在人类 6000 年的

历史中，最近 50 年所开发出来的知识、技术、信息的总量中，

与前 5950 年的总量相等。当今世纪，每隔 10 年就会有一个翻

天覆地的变化。

处在这样一个背景的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对疾病的认识，

对健康的获得都大大前进了，深化了，提高了。

如果说 2400 年前，人类面对突如其来的“安东尼”和“西

普里安”瘟疫只能束手无策，坐以待毙，任凭瘟疫肆虐，那么

在 9 年前那场被称为“非典”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前却表现得

镇定其若，应对自如，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完全控制了疫情。

如果说 2000 多年前，中国的医学创始人只是从理论上提

出“治未病”的理念，还缺乏足够的科学支撑，那么在今天，

当基因检测成为新宠之时，我们已基本上掌握和把控了规避疾

病的风险，争取健康长寿的金钥匙。

如果说 200 年前人类对自身还知之甚少，那么当 21 世纪

人类掌握了克隆技术，并于 1997 年 2 月克隆成功第一头无性

繁殖的克隆羊多利，表明人类已经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了。

正是科学与技术让人类看到了自己的伟力；正是科学与技

术让人类看到了迈向健康之路的希望之光。

据统计，中国人在东汉的平均寿命是 22 岁，在宋代是 30

岁，在清代为 33 岁，1949 年为 35 岁，1981 年达到了 68 岁，

2005 年平均寿命更是提高到了 71.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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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的诸葛亮活了 54 岁，东晋的王羲之活了 51 岁，北宋

苏轼活了 64 岁，清初的王铎活了 61 岁，而现代的巴金则活到

了 101 岁。这中间，固然有多种因素，但不可否认，现代医学

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音时，也在另一方面带来了

负面效应。电子产品的广泛应用造成了辐射，就连人们成天不

离手的手机，其电磁微波辐射危害也不容小觑，其危害从头到

脚。空调的普遍使用造成人体自然平衡能力的下降，常常引起

感冒，肌肉酸痛。汽车的广泛使用，排放的尾气造成了大气的

污染。工业文明最大的负面效应是对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以

至于我们今天仍在遭受各种惩罚：酸雨、温室效应、沙漠化、

水污染、大气污染等等。

人类走到今天不容易，有太多的灾难，太多的伤痕，太多

的教训。人类的确需要反省自己，认真总结过去，思考未来。

怎样才能在自然—动物—人类的生物链中获得健康的回报，怎

样才能使 70 亿人类在地球上少病少难。

依靠科学的发展与进步，人类告别了愚昧，走向了智慧；

依靠科学的发展与进步，人类告别了诸多灾难，走向了幸

福。

让我们以科学的名义回溯历史，并借科学的力量开辟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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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瘟疫肆虐下的世界之景

1.1 雅典“黄金时代”的终结

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最早在地中海东部的爱琴海周围，这个

地区在公元前 8 世纪时涌现出上百个城邦国家，这就是历史上

著名的希腊城邦。经过大约两百年的孕育，到公元前 6 世纪，

雅典和斯巴达从这些城邦中凭借强有力的实力胜出。然而，各

自的利益使得这两大集团之间分歧越来越大，双方矛盾冲突也

日益加深，一场大战在所难免，公元前 431 年 5 月，战争全面

爆发。斯巴达方面有步兵和骑兵共 6 万人，雅典方面重装步兵、

骑兵约 3 万人，另有一支庞大

舰队驻守在比雷埃夫斯港。从

军事力量对比看，各有优势，

斯巴达在陆地占绝对优势，而

希腊则具有海军与地利的优

势。双方都不甘示弱，决心决

一雌雄。然而就在这时，一个

比战争还要可怕的、意想不到的敌人——瘟疫，却在很短时间

里使雅典城陷入了灭顶之灾。

瘟疫刚开始时，范围不广，影响也不太大，有人怀疑为斯

巴达人在井水中投毒所致。但短短几天就有上百人患同样的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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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去，他们的病症几乎一样；发烧、喉部和眼睛出现炎症、不

停地腹泻、呕吐、浑身长满红斑，随后身体极度虚弱，最终心

脏停止跳动。

“瘟”神以施风般的速度席卷整个雅典城，所到之处，百

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到处是尸首白骨，腐臭之气难以掩鼻。

在此之前，人们何曾见过如此厉害的疾病，他们万分惊恐，束

手无策。他们拼命寻找各种药方进行治疗，然而无济于事，不

论性别是男是女，身体是强是弱，身份是贵是贱，一旦染上这

种病就等于被死神下了判决书。整个雅典城上空笼罩着死亡的

阴影。昔日人们所憧憬，所向往的美丽富饶的雅典已经一去不

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令人毛骨悚然的阴森恐怖之城。

关于这场瘟疫的严重程度，亲历了这场瘟疫的希腊历史学

家修昔底德这样写到：“这种疾病的实况是难以用语言文字来

描述的，它对人类侵害之严重，几乎不是人所能忍受的。”“当

瘟疫疯狂到极点时，人成批量的死亡，尸体与尸体之间互相堆

叠。为了防止瘟疫进一步扩散，人们对尸体进行了焚烧。城里

各个区都设了焚烧点，尤其是那些挤满了难民的地方，甚至连

那些神圣的区域也不例外。人们把死尸扔进焚烧炉里，有时因

为尸体压着尸体，很多都没有焚烧完，焚烧炉彻夜不熄，阴森

恐怖的浓烟和臭不可闻的气味遮住了城市的上空，熏黑了崭新

的建筑上洁白的大理石。”

死去的人们，生命已经不再；活着的人们，一直被恐怖的

阴影笼罩。可以说，雅典这座昔日的文明之都没有被战争摧毁，

而却被这突如其来的瘟疫摧毁了。据后世史学家估计，雅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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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瘟疫中丧失了大约 1/3 的人口。就连他们尊敬的执政官、

雅典“黄金时代”的缔造者伯利克里也在这场瘟疫中染病身亡。

瘟疫不仅摧毁了人们的家园，也摧毁了他们最后一道精神

防线——神。因为在人们心目中，神是无所不能的，具有超凡

能力，然而，当瘟疫袭来，好人和坏人，伟人和凡人都在瘟疫

面前难逃厄运，毫无区别地一样死去。

此外瘟疫直接影响到战局。伯利亚里和大批将士的死去，

动摇了雅典人的信心。公元前 413 年，随着一次海战的全军覆

没，雅典最后的优势也丧失了。公元 404 年 4 月，雅典投降，

被迫接受屈辱的和约。曾经辉煌一时的雅典从此由盛转衰，一

个黄金时代终结了。

关于雅典这场大瘟疫，两千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索并试图寻

找合理的答案。多数研究者认为，人类的许多疾病来自动物。

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当时雅典人饲养了许多牛、羊、猪等牲畜，

还经常从海里捕捞各类水生动物作喂养的饲料，极有可能遭受

来自动物身上携带的病毒的感染。但也有研究者认为雅典的大

瘟疫可能来自海外的传播，理由是当时希腊城邦已经与地中海

各地有频繁的贸易往来，这种瘟疫可能来自尼罗河上游动乱的

埃塞俄比亚，经埃及、利比亚，最后辗转到了希腊诸城邦。

总之，关于这场大瘟疫的起因，至今人们没有给出一个令

人信服的结论。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麦克尼尔对此也大

惑不解。他在其著作《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

中写到：“假使修昔底德的话可信，那是一种新疾病，而且它

的消逝也和它的出现同样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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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罗马帝国的没落

古罗马曾是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势力最强盛

时，就连地中海也变成了它的内陆湖。罗马帝国的起源，可以

追溯到公元 8 世纪。从公元 3 世纪开始，罗马通过发动一系列

战争，先后征服了周边和远方诸多国家。到共和国末期，恺撒

又征服了埃及、不列颠等地区，急剧扩大的版图和强大无比的

国力，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帝国。到公元前 27 年，罗马开

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帝国统治时期。屋大维任最高执政官达

43 年之久。他开创了延续百余年的罗马和平时期。屋大维死

后，先后经养子提比略、尼禄、图密善、涅尔瓦等执政，罗马

帝国彊域达到空前规模。到了马可、奥勒留当政时期，罗马帝

国已现危机，国内出现叛乱，而来自东方的帕提亚帝国和北方

蛮族也频扰罗马。正当马可·奥勒留忙于抵御外族侵略和镇压

国内叛乱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骤降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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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66 年，一支在外作战受瘟疫感染的军队回到首都罗

马，瘟疫随即展开狰狞面目，肆意凌虐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由于当时正值安东尼王朝统治时期，因此后人把这场瘟疫称为

“安东尼瘟疫”。

瘟疫蔓延速度惊人，很快波及罗马帝国全境。凡是接触过

瘟疫的人，大都有相同的症状：初期呈现出高烧、嘴和喉咙发

炎，口渴异常，腹泻等症候。病情后期，病人皮肤就会出皮疹、

进而化脓、最后痛苦地死去。人们看到的是，每天一车又一车

的尸体不断地从罗马城中运出。生活在恐惧和不安的罗马人只

能向上帝祈祷。然而，瘟疫却似乎更加疯狂的向人们肆虐，不

仅平民百姓处于深深地绝望中，就连权贵富豪们也整日惴惴不

安。这场瘟疫持续了 10 多年。公元 180 年，深受罗马民众爱

戴的君主马可、奥勒留在日理万机的劳累中也不幸染病身亡，

民众心中的偶像轰然倒下。据说，这位帝王患病时禁止任何人

前来探视，怕将瘟疫传染他人，最后一个人孤独而痛苦的死去。

所幸的是，就在马可·奥勒留去世的这年，瘟疫逐渐平息下

来。过了 9 年虽再次发作，但规模和范围很小，不足以构成毁

灭性打击。此后五六十年里，瘟疫仿佛从人们视野中消失，许

多人相信不会再有灾难了。

然而，公元 250 年，罗马历史上第二场大瘟疫又突然降临，

人们猝不及防。整个罗马城，大街小巷、城内城外，到处是尸

体，整个城市的上空弥漫着尸体腐烂发出的腥臭味。在这次瘟

疫的直接冲击下，罗马帝国五六十年积聚下来的人口锐减几近

一半。更为可怕的是，这场瘟疫竟持续了 16 年之久，以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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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以为这场瘟疫可能毁掉人类。

突如其来的两场瘟疫先后降临，使整个罗马帝国陷入了瘫

痪。而外族的不断侵扰，俨然是雪上加霜。罗马帝国的大厦终

于倾倒了。

很多年过去了，人们仍然在努力寻找谁是制造这起人类史

上最大惨剧的真凶。他们通过各种史料，并尽可能借助现代科

技手段，企图从中破解这一历史悬案。

当“安东尼瘟疫”突发时，罗马城中一个叫盖伦的医生为

后人留下了较为详细的记载。人们根据他的描述，并从病人的

高烧、咽炎、腹泻等症状推测，这与雅典瘟疫非常相似。不少

研究者认为，这也许是古代天花流行的最早记录，其病源来自

东方。他们坚持认为，这次病源来自蒙古人，它也是迫使匈奴

人西迁的直接原因，在西迁过程中传染给日耳曼部落，最后传

染给罗马人。不过，近年来新的研究认为，罗马人经历的第二

次大瘟疫的真正元凶是斑疹伤寒。据西普里安主教所记载的一

系列症状，一些医学史家认为符合斑疹伤寒的特点。但事实上，

至今仍未找出比较令人信服的证据。真正揭开历史的真相恐怕

还需要时间。

1.3 震惊历史的东汉大瘟疫

根据历史的记载，从公元前 7～公元 20 世纪，中国较大

规模的瘟疫有 700 多次。许多种类的瘟疫，如天花、鼠疫、白

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肺病、麻疹、疟疾、血吸虫病

等传染病、流行病都曾袭击过这片土地。不过古人限于对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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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水平，常把这类瘟疫通称为“疫”或“疫疠”。而出现

于东汉末年的瘟疫来势凶猛，为祸剧烈，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

灾难。三国家时期著名政治家兼诗人曹操曾伤感地写到：

铠甲生虮虱，百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诗中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当时的惨景。

东汉末年的大瘟疫，当时人们统称“伤寒”。据有关史料

记载，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

为：由动物（马、牛、羊等）

作为病毒宿主传播、具有强烈

的传染性；发病急、来势猛、

死亡率很高；患者常常会因高

热而气喘，最后导致死亡；有

些患者身上还出现血斑淤块，望之生畏。面对可怕瘟疫，绝望

的人们只能束手待毙。后世历史学家经统计，公元 119 年～公

元 217 年这近 100 年间，曾发生几十次大瘟疫。而东汉末年这

场大瘟疫连绵数十年不断，死亡人数根本无从统计。在瘟疫流

行期间，家破人亡，九室一空，十分悲惨。曾经繁华的中原地

区，一度凋敝。著名诗人曹植《说疫气》称当时的惨状“家家

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当时著名医家张仲景亲历了

这场大瘟疫，他在著《伤寒论》时回忆道：他的家族人口多达

200 余人，但在不到 10 年的瘟疫行期间，竟有 2/3 的人口死去，

而死于伤寒的有七成之多。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有一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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