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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與人》

内容概要

史學家的漏網之魚 　大約四十年前，我曾閱讀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的這段歷史，部分原因是為了自我
充實，以便撰寫《西方的興起：一段人類社群史》這部書。如眾所周知，柯帝茲只帶了六百多名隨從
，就征服了統轄數百萬人的阿茲提克王國。這麼一小撮人怎麼可能戰勝？究竟是怎麼發生的？ 我們常
聽到的那些解釋，似乎都不夠充分。蒙特祖馬那群人即使在剛開始的時候，錯把西班牙人視為天神，
要不了多久，經驗自然會告訴他們實情。另外，即使在第一回合交手時，馬匹和火藥令得土著既驚且
怕，武裝衝突後，馬匹的血肉之軀以及西班牙人所舞弄的原始槍炮，自然會露出它們的局限性。當然
啦，柯帝茲有辦法號召聯合墨西哥境內多支印地安民族，合力對抗阿茲提克王國，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但是也那些印地安盟邦若非有理由認定柯帝茲會贏，是不會選擇站在西班牙人這一邊的。 事實上，
這一則奇特的墨西哥征服記（過後不久，在南美洲又發生另一段同樣驚人的歷史：皮扎若征服印加王
國），只是一個更大謎團中的一部分而已。能夠漂洋過海來到新大陸的西班牙人，數目不多，但是卻
能成功地把他們的文化傳播給為數極眾的美洲土著。然而，單憑歐洲文明以及西班牙人所精通的一祡
無法抗拒的科技優勢，似乎仍不足以解釋，為何會有這麼多土著背離歷史更悠久的印地安生活方式及
信仰。譬如說，為何墨西哥及秘魯的古老宗教會消失得這般徹底？對於庇護滋養他們田園長達無數年
代的神祇和宗教，村民為何不再虔誠？傳教士的訓誡以 在柯帝茲征服史的諸多解釋中，有一項不經意
的說法（我已經記不得是哪兒看到它的），為上述問題提供了一則解答，而且自從我開始審慎思考這
個答案以及它背後的含意後，我的新假說變得愈來愈有可能，同時也愈來愈有分量了。因為，就在阿
茲提克人把柯帝茲及其手下逐出墨西班城的那天晚上，天花傳染病正在城中猛烈蔓延。而且，負責率
隊攻擊西班牙人的土著將領也死於那場「悲傷之夜」——事後，西班牙人這麼稱呼它。這場致命傳染
病所釀成的癱瘓性效果正足以解釋，為何阿茲提克人當時並未乘勝追擊潰敗的西班牙人，反而讓對手
有時間、有機會喘 不只如此，對於一場「只殺死印地安人，卻對西班牙人無傷的流行病」，心理方面
的暗示也很值得考量。這樣的差異待遇，當時也只能用超能力來解釋，而且在這場戰爭中，那一方更
受天神庇護也是毫無疑問的。環繞著古老印地安神祇所築起的宗教、祭師以及生活方式，在西班牙人
所信奉的神展示了超能力之後，再也無法存活下去。因此，印地安人會如此輕鬆地接受基督教，向西
班牙人稱臣，也沒什麼好奇怪的了。天神已經顯露站在他們那一邊，而且此後每一場由歐洲（不久後
又加上非洲）引進的新型傳染病大流行，都一再地重複這趟教訓。 　史學家忽略了傳染病 於是，這
類一面倒施加在美洲土著民族身上的傳染性疾病，提供了一個門路，以理解西班牙如何征服美洲——
不只是軍事上，文化上也一樣。然而，該假說卻又立刻引發了一串新問題。關於那種為西班牙人在新
大陸帶來好運的疾病，他們自己又是在何時、如何獲得染病經驗的？為何美洲土著不具有能消滅入侵
西班牙人的土產疾病？只要試著回答這些問題，很快地就會開始發現一處迄今仍被歷史學家忽略的歷
史區域：人類與傳染病交鋒的歷史，以及每當舊有疾病疆界被打破，使得某種新傳染病入侵某個對它
完全缺乏免疫力的民族時，因而所造成的深遠影響。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人類歷史其實昃供了好
些與十六、七世紀美洲事件相當的紀錄。本書將描繪這類致命接觸的主軸。我的結論將會令許多讀者
大吃一驚，因為在傳統歷史中備受冷落的一些事物，卻占據了我言論中的樞紐地位。主要原因是在於
，成中負責篩檢人類歷史紀錄的鮑學之士，對於疾病模式產生重要變化的可能性，不夠敏銳。 　當然
，有幾椿陌生傳染病首次襲擊某族群的搶眼案例，從未被歐洲歷史所遺漏。十四世紀的黑死病可以算
是最主要的代表，其次則是十九世紀的霍亂大流行，後者破壞性雖然沒有那麼大，但卻是比較近代且
記載較完備的案例。然而，歷史學家從來不把這些歸入一個較尋常、具關鍵重要性的疾病爆發等級中
，因為這類與新疾病慘烈交手的早期案例被深深地埋藏在過去之中，在那兒，紀錄如此不完整，以致
事件的規模和意義都輕易被後人忽略了。 　在評鑑古代典籍時，史學家很自然地會受限於自個對傳染
病的體認。由於現代人類放群早已歷經各種疾病，對於許多熟悉的傳染病，都練就出相當程度的免疫
力，因此總能很快地鎮壓住一般的疫病流行；受過精良評論訓練的史學家生活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
不由得會把任何疫病造成重大傷亡的言論，當成誇大之辭。 　事實上，以前的史學家之所以沒能適度
看重這整個主題，基本起因是在於他們不了解，「熟悉的疾病在具有罹病經驗族群中爆發流行」與「
同樣疫病在缺乏免疫力的族群中蔓延」間的重大差別。如果預先假設在現代醫學出現之前，所有傳染
病的模式一直都是和歐洲地區的傳染病模式相同，那麼疫病流行自然就沒什麼好提的了，因此，史學
家也傾向於採用很隨興的方式，把這類資料輕輕帶過，正如我在柯帝茲勝利的描述中所看到的。 　於
是，流行病史成為古物研究者的領地，他們很有興致地在那兒抄抄寫寫，記錄下一堆基本上沒什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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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與人》

義的數據，為的只是因為它們剛好就在手邊。不過還是有黑死病以及其他幾個例子，都是某方軍營內
突然爆發疫病，因而扭轉軍情，有時甚至決定了一場戰爭的輸贏。像這類插曲當然不可能被人遺忘，
但是它們所帶有的那種不可預測的性質，卻令得史學家深感不自在。我們全都希望人類歷史的軌跡有
理可循，而史學家為了迎合大眾需求，通常也特別強調歷史中可計算、可定義而且多半也能控制的因
素。然而，當疫病成為戰爭或和平的關鍵時，卻有違這分解析歷 　當然啦，還是有一些圈外人扮演烏
鴉嘴的異議角色，例如細菌學家辛瑟，蒐集了一堆確曾扭轉乾坤的疾病史料。因此，在辛瑟撰寫的那
本可讀性奇高的著作《老鼠、蝨子與歷史》中，證明了斑疹傷寒大流行曾經多少次破壞國王與武士的
妙計良策。但是，這類書籍並未嘗試把疾病史擺進人類歷史中更重大的場景。這類書籍和其他書籍一
樣，依然把偶然爆發的疫病慘案視為突發且無法預期的，本質上已超出了史學詮釋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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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導讀古往今來話傳染病史陳建仁 緣起史學家的漏網之魚 第一章狩獵族群的行蹤:史前時代 第二章古文
明世界的疾苦:西元前三○○○志西元前五○○年 第三章歐亞疾病大熔爐：西元前五○○至西元一二
○○年 第四章蒙古帝國打通路徑：西元一二○○至一五○○年 第五章闖入美洲新世界：西元一五○
○至西元一七○○年 第六章近代醫學大放異彩：西元一七○○年以後 附錄中國流行病史 致謝 名詞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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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医学史的传奇著作。谈论疾病与历史的关系，不仅仅是发现疾病对人类历史有何影响作用，更要
试图确立它普遍性的地位。绝非是一次次偶然的事件，用微寄生这样的概念就是要证明它持续影响之
作用。
2、呵呵，为了下一次读书小组“阅读分享”环节而阅读~好书好书~（2011.2.28）好吧，暂时先放下来
。（2011.3.27）
3、社会就是巨寄生、微寄生保持平衡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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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瘟疫與人》的笔记-第34页

        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

西班牙人征服阿兹特克帝国、印加文明；黑死病；19世纪霍乱大流行

p7.  “大型天敌的巨寄生”、“病菌的微寄生”

p16.  肺结核、水痘、麻疹、天花、百日咳等疾病，青年比其他年龄层更容易因之死亡。（希按，原因
不明）

第一章  狩猎族群的行踪：史前时代
p20.  人类来自气候温暖地方的证据之一：人类不具备浓密的毛发

p20-1.  “老祖宗的齿列显示他们的饮食属于杂食性，其中又以坚果、水果、蛆~~虫以及某些植物嫩苗
较为主，胜过肉食食物。”

p27.  “⋯⋯若从其他生物的观点来看，人类就好似一种急性传染病，虽然偶尔也会进入行为模式比较
不具‘毒性’的时期，然而却永远不足以达成任何真正稳定的慢性疾病关系。”（希按，其实人类也
是其他生物体的寄生虫）

p29.  “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流行病和人口数的互动导致平衡

p33.  穿衣、盖房的重要性：人类“利用文化方式适应不同的天然环境”；换言之，“文化性适应”，
取代了需要更漫长时间的“生物性适应”
↓决定性地影响了
p34.  人类的超级大扩张

Page 6



《瘟疫與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