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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疫病与西方卫生观的演变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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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罗马帝国时期到中世纪再到近现代，虽然一次次大瘟疫给人类带来了毁灭和恐慌，但也促使着人类的卫生观念逐渐走

向成熟。通过对西方重大疫病的梳理和疫病爆发时期人类活动的分析，能清晰呈现出西方社会公共卫生观的演变轨迹。面对疫病，

西方人民大体经历了从愚昧无知到对疫病逐步了解；从消极应到主动探索治疗方法；再到如今能够正确防控、采取科学的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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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人类诞生以来，疫病在人类社会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虽然一次次大瘟疫给人类带来了毁灭和恐慌，但也促使着人类的卫

生观念逐渐走向成熟，进而使西方各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和公共卫生

制度逐步完善。自 2019 年末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肆虐全球

以来，每天都有数以上百万记的人们不幸感染病毒，这对人们的生

活造成了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再一次使人们重视流行性疫病的预防

和控制。在此特定背景下，本文通过对西方不同历史时期重大疫病

的梳理以及对疫病爆发时期人类活动的分析，研究西方社会公共卫

生观的演变轨迹。 

一、卫生观念浅薄的罗马帝国时期 

在实施目的方面，安东尼瘟疫爆发前，在罗马帝国，有一部分

的居民是渴求健康生活的。那时，统治者已经开始采取一系列的公

共卫生措施。四通八达的水道系统保证了城市公共区域垃圾、排泄

物、污水等的排放；公共浴场对于古罗马人的身体健康更是意义重

大，许多的医学大师在自己的作品中描述了洗浴对于治疗疾病的作

用。同时普通市民也在浴场中装饰许多与健康有关的图案，屹立大

量负责康复的神祇的雕像。然而帝国时期这一系列相关的卫生设施

和法令，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应对瘟疫，而是为了保护土地资源来

维护生产。1 罗马帝国时期人类的卫生意识有进步但对实际情况作用

甚微，总而言之，人类公共卫生观念的浅薄是毋庸置疑的。 

古罗马居民的居住环境也在一方面反映着他们卫生意识的缺

乏。由于贫困，绝大多数的贫困居民只能居住在租金便宜的高层楼

房，这些高层楼房有以下几个不卫生特点。第一，拥挤。古罗马统

治者致力于推进城市建设和发展，将乡村和城市联系起来，以赋予

户籍和古罗马公民权的方式，将绝大多数的人口集中在城市中，导

致城市当中人口规模庞大。在当时社会贫穷的人远远多于富人，高

层楼房的居住空间有限，许多户人家只能挤在一起住，甚至于连楼

梯平台都被改建成居所。人员的密集导致空气流通不畅，且闷热浑

浊。第二，混乱。空间的狭窄使得居民就将衣服晾在居处的上方，

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也是乱堆乱放，甚至于和垃圾堆放在一起。第

三，肮脏。高层楼房的窗户是没有安装玻璃的，而兽皮、帆布、木

头板子便成为了玻璃的替代品。阴暗、风吹、雨淋、日晒成为了高

层居民的家常便饭。高层楼房中没有排水管和冲水设备，居民日常

做饭产生的厨余垃圾以及排泄物无法得到及时清除，可见生活环境

污染巨大，肮脏至极。居民们的私人卫生意识不强。 

在医学方面，古罗马的医生体系是分散的。古罗马的医生根据

其不同的专业和治疗的疾病范围所分，不同的医生负责不同的疾

病，他们的医疗水平以及对疾病的认知程度存在局限性，只依靠代

代相传的经验解决被记载过的疾病，对于突然出现的新型疾病，医

生们往往采取已经熟知的旧方法进行试探性治疗，甚至不予治疗，

导致无法为之后的瘟疫防治提供普遍性的借鉴。同时，古罗马的医

学教育并不兴盛，他们进行的大多数是医学技能教学，以解剖和药

理学为主要教学内容，属于经验性和传承性的教学。2 即便古罗马在

公元 4 世纪也就是安东尼瘟疫之后，设置了所谓的公共医生，然而

公共医生采取论资排辈的岗位安排法，医生少，病人多，医生认知

范围有限，只能缓解病人的痛苦，不能找到治疗疫病的有效方法。

此番举措的最终目的是维持军队规模和统治秩序的稳定，并非考虑

居民的健康正常的生活。因此，到了公元 6 世纪，查士丁尼瘟疫爆

发时，即便有着和安东尼瘟疫类似的症状，也无法得到有效控制。 

再一方面，宗教理念影响了古罗马人卫生观念，局限了罗马帝

国对于流行病的认识。在查士丁尼大瘟疫中，对于伊西斯女神有信

仰的古罗马人认为，查士丁尼一世摧毁了教导许多文明如何治愈疾

病的伊西斯女神的殿宇，遭到了天谴，而这一天谴正是可怕的查士

丁尼瘟疫。3 基督教会也将瘟疫的爆发归结于上帝的惩罚，随着基督

教会在瘟疫期间进行社会救助时的传教行为，这一“天罚”理念使

人们逐渐接受死亡。却也有另一部分人们因为对于死亡的极度恐

惧，大量逃亡到古罗马周围地区，导致了病毒的大范围传播。 

二、卫生观念向科学转变的中世纪和近代时期 

在神学为主导的中世纪，人们的卫生观逐渐变得科学，因此推

动了一些较为科学的公共卫生管理方法，如隔离、检测等。这也对

近现代的卫生管理制度和医学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随着疫情的不断扩散，人们采取了各种解决方法，如杀猫、放

血、禁食等。最后一些医生提出了“瘴气理论”，这其实也算找到

了传播途径的原因。于是人们开始有了防护和隔离意识。现代医学、

现代公共卫生学的发展，都来源于“瘴气理论”下的应对措施，当

时的医生们戴着像鸟嘴一样的面具，身穿黑袍，将自己包裹得密不

透风，以此来隔离那些病患所呼出的气体。昼间使门窗尽量开着，

夜间也至少通风一次。但由于医疗手段、隔离措施的落后和医院环

境的拥挤脏乱，死亡率仍居高不下。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有些人通

过改善个人卫生和居住环境条件进行防疫，肥皂的杀菌清洁运用被

人们重视起来。 

笛福的《伦敦大瘟疫亲历记》一书中有记载，黑死病肆虐时期，

市民的公共卫生环境保护意识开始觉醒，并在生活中自觉地维持卫

生环境。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将这次环境维持运动称为人类的“第

一次城市卫生革命”。 

在医学卫生方面，黑死病爆发之前，医院并不能对疫病进行有

效的治疗，仅仅是充当一个隔离的场所。对于病危者来说，医院更

像是一个宗教机构。这次瘟疫的侵袭倒逼了医院进行服务转型，将

服务重心由祈祷转移到了救助。因为感染瘟疫的人数过于多，所以

医院不得不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些感染瘟疫的病人身上。在这期间，

医学方面也出现了巨大的改变。人们开始思考瘟疫不断传播的原

因，以及阻止疫病传染的方法，并阐述出了新的构想。医学的基础

也从一开始的书面知识转变为实践、观察和测试，并逐渐演变成如

今的实用的自然科学学科。4 由于职业医生在医院机构的运营服务中

起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医疗服务逐渐变得精细化、专业化，因此

社会开始出现针对不同领域病症方面的诊所及医院。与此同时，内

科医生与外科医生之间的界限也逐渐被打破，医生的社会地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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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 

而在城市环境方面，黑死病的侵袭令市民意识到良好的城市环

境才是城市发展的前提。纵观历史，瘟疫的暴发暴露了城市建设的

问题和公共卫生安全的隐患，政府对此做出的措施和政策并不是主

动的，而是一种被动的调整。但正是由于这些被动的调整，人们逐

渐建立起了公共卫生制度，政府被迫从灾难中学习应对，加强治理，

建立卫生机构，建设城市，促进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虽然是

被动的应对，却带来了令人出乎意料的积极结果。5 

在 14 世纪欧洲开展的军事革命的背景下，哥伦布在 15 世纪发

现了新美洲大陆，欧洲地区的人们将毒爪伸向这个有着丰厚财富的

新大陆，并带去了天花等一系列的传染病，而当时的美洲与外界隔

绝，这些外来的病毒对他们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从生活环境来

看，当时的美洲大陆环境十分原始，脏乱差的生活环境为天花等病

毒的滋生提供了天然有利的条件。信奉宗教的土著居民们认为这并

不是一场疾病而是上天的惩罚，于是他们也采取各种方法惩罚这些

带来病毒的人，他们将病血揉进殖民者吃的面包中或是将尸体投入

饮水井中。当他们发现殖民者们并不为疫病所侵蚀时，他们便将这

些人信奉为神，活下来的印第安人便服从了这些殖民者，无知和错

误的卫生观念造成了大量印第安人死亡。18 世纪初期，天花接种即

人痘接种法从土耳其经英国传入北美，为了防止天花再次爆发，大

量天花接种医院兴起为人们提供接种服务，这一方法有效的预防了

人们感染天花，但人痘法存在着隐患不能保证接种人百分百存活下

来。18 世纪末欧洲进入启蒙运动，自然科学研究兴起，英国医生爱

德华·詹纳受人痘接种法的启发发明了牛痘法，这一发现安全性更

高成为当时科学研究的代表，但在这之前人痘接种法在欧洲、美洲

地区接种体系已十分成熟。6 

三、卫生观念走向成熟的近现代时期 

十九世纪初期，由于受到法国新政府在革命时所建立的 “巴

黎临床学院”的影响，欧洲的医学水平在开辟客观测量手段和数学

方法等新型测量方法中不断发展，这也使十九世纪成为西方各国医

疗水平与人类卫生观念取得长足发展的关键时期。7 刚刚步入十九世

纪，虽然霍乱的侵袭导致瘴气和污秽学说盛行，西方人民卫生观念

强度依旧不高，但城市仍在发展变革，对于霍乱传染源头的新发现

也使医务人员逐渐摒弃经验主义的思想。到十九世纪中叶，科学的

影响使人类卫生观，尤其是政府预防观念开始飞速发展。以美国为

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病菌学说实验的成功不仅打破了传统医学摒

弃化学物理的迂腐观念，更开创了对抗感染性疾病的道路；8 此外，

十九世纪末期成立的霍普金斯医学院和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也为

后世培养了许多行医人才，其作为医学发展历程的一座丰碑在掀起

西方医学院校改革风气的同时也用它的科研成果吸引了无数外行

人士对卫生与医学的关注。到了十九世纪末，对于医疗机构来说，

经验主义方法的盛行使统计学不断被应用于医学尤其是在疾病控

制中，这为医学研究开拓了新的世界。对于政府来说，“英国体系

“，即防控传染病的替代措施的逐步成型也说明了国家疾病预防观

念随着医疗卫生发展的进一步成熟。至此，卫生改良运动已经遍布

欧洲并取得成效，由于各国对于垃圾处理，清洁环境的组织与开展，

传染病的流行趋势也被有效遏制。 

然而，政府和医疗部门的卫生思想提升并不代表所有民众的思

想提升，最显著的体现就是二十世纪西班牙流感暴发前后，虽然卫

生洁具设备的完善使西方民众更加注重个人卫生，但面对陌生疫

病，民间仍然存在千奇百怪的疗法，比如喝威士忌，吃柠檬等一系

列偏方，不仅对此疾病没有任何作用，还导致死伤无数，也对各国

公共卫生体系造成了冲击，这才有了疫病初期死亡率持续上升的现

象。但毋庸置疑，随着医学工作的不断发展以及政府的正确指导，

人们的卫生观念也将趋向于科学。 

1946 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无疑为现代人类卫生观的成型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医疗水平发展得越来越快，卫生知识的传播

越来越广，西方各国的人民也开始越来越重视集体及个人的卫生。

从埃博拉到非典，再到如今新冠爆发之前的这一段时光中，医学的

不断发展也使人类卫生观趋于成熟。虽然新冠初期，自由、人权、

意识形态等各种政治因素使得西方各国的政府以及民众做出了不

合时宜的行为，感染率一路飙升，但随着疫情的不断变化，西方各

国也意识到了阻止疫情蔓延的紧迫性，各国政府普遍采取封城，关

店，隔离等防护手段，如从 2020 年 6 月开始，英国要求所有利物

浦居民接受新冠检测，同时五级管理制度的建立也为西方各国防疫

带来了巨大成效。西方各国也在进一步发展医学的同时控制疫情，

向民众传播正确观念。大部分民众也采取了有效的防疫措施，口罩

等防疫工具也被普遍应用……至此，我们可以说如今大部分西方国

家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现代公共卫生体系，人类卫生观念也随之进

步。 

结语 

综上所述，从罗马帝国时期到近现代，面对疫病，西方人民大

体经历了从愚昧无知到对疫病逐步了解；从消极应到主动探索治疗

方法；再到如今能够正确防控、采取科学的治疗措施，这一演变轨

迹体现了卫生观念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成熟。站在全社会系统的高

度来看，对卫生观的研究就是研究人与疫病之间关系的重要手段，

全社会都应该重视、支持、参与卫生和预防保健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我们相信随着现代先进科学技术和医疗水平的不断发展，人类的卫

生观念也会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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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用幽默时教师应该学会把握分寸，不能为了幽默说笑，逗趣儿

而幽默。一味只是调笑逗乐，这样一定会弄巧成拙，忽视主次，影

响教学效果。幽默语言的巧妙运用能够对学生产生吸引力，使学生

注意力更容易集中起来，增进学生的学习热情，引导学生深刻的理

解教材，迁移学习更多知识。幽默的语言一般都是现实的写照，用

有趣的话映射现实一方面让学生更容易接受，另一方面可以潜移默

化的影响学生的思想，对陶冶学生学习热情、兴趣有着不可估量的

作用。 

四、总结 

思想政治课作为中学德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学校教育的社会

性质和人才培养的政治方向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并且随着中学思

政教育地位的不断提高，我们必须重视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抓好课

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利用一切方法、手段激发并培养学生学习思想

政治知识的兴趣。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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