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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早期，伦敦鼠疫频发 ，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不仅造成了人 口大量死亡，工商业正常发 

展受阻，也导致了社会道德的沦丧，从这些危害中可以窥探到灾难面前伦敦社会生活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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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之后，鼠疫在英国消失了一段时间，到 

了近代早期，鼠疫又在英国频频爆发。学者们大 

多关注黑死病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对近代早期 

英国鼠疫的关注则很少。英国著名的医学社会史 

家威尔森的《莎士比亚时代伦敦的鼠疫》是一部 

再现 1563一l645年期间伦敦鼠疫史的力作，但是 

文章偏重于对社会防疫行动的研究。历史学家保 

罗 ·斯莱克的《都铎与斯图亚特时期 鼠疫的冲 

击》也是疫病史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作 

者突出了疫病冲击下政府对鼠疫的应对，揭示了 

近代早期疾病、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另外还有罗德 ·穆特和多萝西 ·穆特的《大瘟 

疫》，对1665---51666年的伦敦大瘟疫进行了细致 

的研究。以上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伦敦对瘟疫所 

进行的各种应对措施，却较少涉及瘟疫所造成的 

危害，以及伦敦市民面对瘟疫的各种消极表现。 

实际上，近代早期的鼠疫虽然不像黑死病那 

样集中爆发，但是它的危害也非常严重，并呈现出 

地区性、频发性的特征，而伦敦就是鼠疫的频发和 

重灾区。鼠疫造成了伦敦大量的人口死亡，经济 

遭到严重破坏，伦理道德和信仰也受到了巨大冲 

击。瘟疫的危害折现了近代早期伦敦社会的另一 

面历 史。 

一

、鼠疫对人口与社会经济造成的危害 

人 口大量死亡是 鼠疫造成的最直接后果。 

1592--1593年伦敦鼠疫爆发时，当时的诗人纳西 

在诗中道出了笼罩在伦敦上空的死亡气氛： 

关貌不过是一朵花，终将凋零；智慧 

也就像那转瞬即逝的空气，倏 尔远去。 

美丽的公主香消玉殒，就像 美女 海伦的 

双眸。病魔缠身，死亡就要降临。上帝 

宽恕我们吧!⋯叭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在鼠疫发生之时所感受到 

的生命的脆弱。1602--1603年的鼠疫更为严重， 

当时的剧作家托马斯 ·德克尔在其剧作《美妙的 
一 年》中记下了伦敦以及威斯敏斯特鼠疫肆虐时 

的死亡画面。 

在一个小时之前一个人可能还活 

着，一个小时之后他已经与尘世决绝，很 

多人在大街上暴亡，有的竞死在阴沟里， 

在圣彼得堂区，婚礼中的新娘突然死去。 

鼠疫来到了每一个家庭，降临到每一条 

街道，染病就意味着死亡，所有的人都哀 

嚎着：“上帝宽恕我们吧!”但是宽恕并 

没有到来。死亡仍在继续，除了钟声没 

有任何音调，而钟声就是在鸣丧，每一刻 

都有丧钟在敲响，将一个个灵魂带入天 

堂。[1]9 

从 1602年 12月到 1603年 12月，伦敦市政 

当局根据堂区的死亡统计表对这一年的死亡人数 

进行了统计，_2 竞有29083人死于鼠疫，而伦敦当 

收稿 日期 ：2011—08—1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鼠疫与伦敦城市公共卫生(1518—1667)”(09CSS002)；曲阜师范大学校级项目 

“近代早期英格兰防疫法令规章研究”(XJ200815) 

作者简介：邹翔(1976一)，女，山东莱西人，历史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英国牛津大学维尔康医 

学史中心访问学者。 

· l5· 

万方数据



时的人口估计有 200000，l3 也就是说有六分之 

一 的人死于鼠疫。1624—1625年鼠疫发生的时 

候，死亡人数也很多，人们在恐惧中纷纷逃离这座 

城市。当时，一个没有逃跑的修道院长——梅德 

斯，向人们讲述了一个住在老天鹅街妇女的逃亡 

故事，说明人们的恐惧和无处不在的死亡阴影：这 

名妇女为了躲避鼠疫，想去萨雷，她取道斯特罕 

(Streatham)，经过克罗约(Croyon)，但是她最后迷 

路了，在恍惚之中她又回到了伦敦，最后望着伦敦 

城她绝望地说：“再见了，伦敦，再见了，鼠疫”，随 

后她就死去了。后来人们在她胸前发现了来自上 

帝的警示：“梦想躲避上帝之手只是徒劳，上帝无 

处不在。”这一故事不断被传播，后来又被宣传者 

加上评注：“你可以判断，可以怀疑，但你会发现 

这是真的。”_4J4 这一年伦敦的死亡人数也很多， 

当时伦敦的书记官塞缪尔 ·斯皮德记载了 1624 

年 10月 16号到 10月 25号伦敦城墙内97个堂 

区的总死亡人数，共有 14340人因病死亡，而死于 

鼠疫的有 9197人，疫死者 占总死亡人数的近 2／ 
3 [ ] 一 

1665年伦敦大鼠疫最为严重，现存的记载也 

较多。作家托马斯 ·维森特在《城市中上帝的可 

怕之声》中曾作了这样的描述： 

秋天到来时，人们就像那落叶，被可 

怕的风所摇撼 ，他们随风倒下去 了，如落 

叶一样越积越厚。商店的门关了，路上 

的行人消失了⋯⋯几乎每一处都是沉寂 

⋯ ⋯ 没有马的嘶叫、没有车辆的行踪，没 

有物品的供应，也没有顾客的喊叫声 
⋯ ⋯ 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丈夫和妻子共 

赴黄泉，从来没有这么多的父母携带着 

他们的孩子一起踏上死亡之路。[61 

英国最早的人口统计学家约翰 ·格兰特则在 

《可怕的天谴》中对 1665年这一年中每周的死亡 

人数作了详细的统计，总共有 55张统计表，登记 

了各种死亡原因，男女比例，各个堂区的具体死亡 

人数，死于疫病的人数。_- 从 1665年 l0月 14到 

21日一个周内发生疫情的堂区有 99个，各类死 

亡人数共 1359人，死于鼠疫的有 1050人，约占这 
一

周死亡总人数的77．3％。 

从 15l9年开始，伦敦属下的堂区开始统计死 

亡人数，从 1538年开始，堂区又有了出生、结婚、 

死亡的堂区登记表。两者之间进行对比，便可以 

得出鼠疫死亡人数的较为准确的情况。据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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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统计出在伦敦，从 1563年到 1625年间因鼠 

疫而死亡人数是惊人的，(见下表 。)。 

年份 死亡人数 鼠疫死亡人数 伦敦人 口 死亡率 

1563 20372 17404 85000 24．0 

1593 17893 10675 125000 14．3 

1603 3l861 25O45 141Ooo 22．6 

1625 41312 26350 206000 20．1 

由上表所见，除去 1593年的死亡率较低之 

外，其余年份的死亡率都在20％以上。 

格兰特还对 l570～1670年这 100年中的死 

亡人数进行了统计，伦敦及其郊区因鼠疫而死亡 

的人数达到225000人，̈9 死亡之惨重可以想见。 

鼠疫也影响了经济，使得生产和商业贸易活 

动遭受打击。1625年发生鼠疫的时候，集市、邮 

局关闭了，甚至皇家汇兑处也关了。绸布尼龙商 

逃亡去了，昔日繁华的华特林(Watling)大街也空 

空荡荡，在奇普塞得这一王国的兑换处都无法兑 

换金条。最不该的是杂货商也跑了，生活用品的 

供不应求导致了物价上涨。发财的是药剂师、教 

堂牧师(做临终祈祷的)、内科医生、江湖庸医和 

棺材铺老板，屠夫和食品商也趁机抬高肉和食品 

的价格，而从伦敦到郊区农村约6英里的路程，马 

车夫竞索要 40先令①。正常的贸易活动因为鼠 

疫的爆发受到了影响。国外不愿意进口伦敦的货 

物，1603年法国不再进口英国的毛织品，尤其是 

英国国内各地生产的粗绒布，据说携带的病菌多， 

这一年从伦敦出口的童装减少了三成，ll o_ 这些 

都让英国的商人一筹莫展。鼠疫不仅使得伦敦对 

外贸易停止了，也直接影响了国内的贸易。1625 

年伦敦发生鼠疫的时候，高级市政官科凯恩抱怨 

说，由于担心被传染，外省人不愿意与伦敦商人做 

生意，即便外省人愿意，伦敦商人既没有钱也无法 

通过借贷来进行大宗的交易，因为贵族和绅士们 

在发生鼠疫的时候不愿意冒险将钱用于投资放 

贷。_1 u_ 商人的逃跑也使商业活动受到打击，有 

时候是借款人死亡，有时候是贷款人死亡，伦敦的 

经纪人往往一边看着死亡统计表，一边收帐。 1 呻 

二、鼠疫对社会风气与伦理道德的影响 

鼠疫造成如此之大的死亡使民众引起强烈反 

①英国以前的货币单位，主要由英镑、先令 、便士组成，分别 

用￡、S、d表示，一英镑等于20先令，一先令等于 12便士，其他面 

值的通行货币还有 1／'4便士、1／2便士、1便士、3便士、六便士。 
在 1971年实行十进制之后，旧有的这种 比值关系停止，先令、便 

士相继停止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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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这种恐惧，使许多人选择了极端的生活方式。 

他们或者挥霍无度、无所事事，或者成为盗贼，四 

处抢掠。面对鼠疫悲观绝望而选择 自杀的人也很 

多。尽管鼠疫并不一定就会使得每一个感染者都 

死亡，但是那些感染疾病的人因为对死亡的恐惧， 

反而选择以一种更为迅速的方式了结生命，以减 

少死亡道路上的痛苦挣扎。1544年，一个名叫理 

查德 ·萨德的人因为得知 自己感染了疾病而举刀 

自杀。_1l_“ 有的病人如同疯子一般从家中跑出， 

他们到处乱窜，闯进别人的家里，恶意地把鼠疫传 

染给其他的人；也有的人因为不堪忍受痛苦，跳人 

泰晤士河。有些人患病之后，不再信仰上帝，他们 

赤身裸体，豪饮大吃、纵欲狂欢。“那些看到所有 

的人都倒下的人，认为信仰上帝与不信仰上帝没 

有什么区别，违犯人类的法则也不用怕被惩罚，因 

为每个人说不定被上帝传唤之前就死了，那么我 

们为什么不快乐一点呢?” 儿弱 

因此，在 l6、17世纪的伦敦，许多人不遵守规 

定，在大街上，“骂街、诅咒”，在客栈和酒馆中“喝 

酒，大叫和大吃”，有人竞称“听着丧钟跳舞唱歌， 

岂不乐哉?”伦敦到处都是流浪者，许多没有工作 

的人经常使用暴力，小偷公然抢掠病人和死人的 

财产，也有不少强盗到伦敦的大道上(highway)进 

行抢劫，他们都是有武装的，那些留下来看守房子 

的仆人也担心成为小偷和强盗的牺牲品。这种萎 

靡消极的生活态度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也使 

本已动荡不安的社会秩序雪上加霜。 

伦敦疫情严重，使得人人 自危，因为害怕感染 

鼠疫，亲朋好友的关照没有了，邻里之爱也不见 

了。时人称，“鼠疫这种恶疾 ，没有人能接近或看 

病人一眼而不得病。父亲不敢看儿子，儿子不敢 

看父 亲。慈 爱 完 全 破 灭，希 望 也 完 全 消 失 

了”o[121177-1781593年，一个伦敦人跑到同在伦敦 

生活的姑妈家，请求到：“好姑妈，帮助我一下吧， 

我现在生病了，我的妻子也病了。我知道，我也说 

服自己，现在我和我妻子的任何亲朋好友都不会 

来探望我们，但是我还是希望您能在这个时候到 

我家照顾我们一下!”l1 0l船 结果他被拒之门外。 

没有亲缘关系的人之间更加冷酷，由于出逃 

伦敦的人可能携带鼠疫，使得周围城镇的人惶恐 

不安。他们对伦敦疫区实行封锁，关闭河道，锁住 

城门，并在主要的路口派人把守，坚决不接纳来自 

伦敦的难民，甚至还投掷石头驱赶他们。一切来 

自伦敦的信件在阅读之前都要放到水中漂洗和火 

上烘烤，“瞥一眼伦敦人戴的扁平帽或者是衣服 

的衬 领，都 会 令 一 个 村 子 的 人 不 寒 而 

栗”。lt315o5 惦甚至当一个垂死的伦敦人爬进城外 
一 处废旧农场小屋里奄奄一息时，当地人吓得挖 

了个巨大的坑穴，将整座房屋连同病人一道埋了。 

有亲缘关系的人 ，一般也不会收容自己从伦敦而 

来的染疫的亲朋，对于没有感染疾病的伦敦亲戚， 

他们也往往退避三舍。1665年，一个名叫亨利 · 

纽科姆的人，他的表兄从伦敦来到兰开斯特，纽科 

姆打算赶走他，就对表兄下了委婉的逐客令，他自 

己后来是这样陈述的，“这么做我也很难过，⋯⋯ 

因为在当时如果没有警察的同意，就不能够收留 

人或者是货物⋯⋯因此，那晚我让他到客栈里住， 

并说等我得到警察的同意为止。我让他一直呆在 

客栈，他病 得很 虚弱，后 来他就再 也没 有找 

我”。E14] 当时的剧作家托马斯 ·德克尔对种种 

背弃伦理道德的行为大为痛斥，称这种世道人心 

日下的局面比之鼠疫本身更为可怕。【15]15 

由此可见，鼠疫造成的心理恐惧是巨大的，它 

对于传统的伦理观念也是巨大的冲击，普通民众 

在是否忠于家庭还是爱护邻人或是独善其身方面 

都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教职人员、政府官员 

对于心系民众还是独善其身也是左右为难，很多 

人选择了逃跑。许多富有的人携带妻儿老少逃到 

乡下，市政官员、律师甚至医生也擅离职守。剑桥 

的高级市政官员萨缪尔 ·牛顿在 日记中写道，他 

在 1665年的鼠疫中带领妻儿老小逃到了沃特贝 

奇，从 6月一直呆到 10月，这里与发生鼠疫的城 

镇相距 6里。 1 6l 城市中的高级市政官和治安法 

官大都逃跑，这些官员的逃走加剧了本来就很紧 

张的社会气氛，加重了社会的无序状态。市政府 

关门了，商店和工场也被关闭，这就导致了穷人的 

失业，工人们因此而发生骚乱，他们扬言如果富人 

们不回来开业，他们就会烧掉这座城市。ll6J 教 

职人员在这个时候也有变化，在中世纪鼠疫发生 

的时候，他们往往留下来安置、照顾病人，但是在 

此时，很多教士都逃跑了。在 1625年，在伦敦的 

圣 ·克莱蒙特堂区只有 3个教士留下来照顾病 

人，后来有两个染病而死。 

鼠疫除了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社会道德沦 

丧和秩序混乱之外，还加剧了当时业已存在的贫 

困问题。在疫情严重的时候，正常的商业活动也 

基本停止了，家庭解体 ，仆人也被打发。而大街上 

聚集了更多的无家可归者，许多人都在等待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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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救助。1665年，伦敦大鼠疫发生时，穷人们 

因为没有工作而挣扎在死亡线上。在平 日里，不 

少穷人可以领取救济金度 日，或者依赖富人的慈 

善救济。但是，在鼠疫发生时，那些逃走的人们， 

有的人或许不会忘记留下一些财物给这些穷苦 

人，但是有的富人在逃走的时候分文不留，他们逃 

命的时候，不仅抛弃了城市，也抛弃了 自己的良 

知。1603年 7月 17日，政府在伦敦各个堂区都 

委托了两个负责人，由他们负责给穷人募集钱物， 

但是几乎没有收到任何东西。̈ 

总之，在 16到17世纪下半期近200年间，伦 

敦一直饱受鼠疫的困扰，鼠疫造成大量人口死亡， 

扰乱了社会秩序，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了经济的 

正常发展，也加剧了社会的贫困。所有这些都表 

明，鼠疫不仅仅是一个疾病问题，它还引发了严重 

的社会反应 ，这些情况表明，应对鼠疫不仅仅是传 

染病的防治，它同时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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