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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 !月 %!日，马来西亚槟榔屿，一
位刚刚退休返乡定居的 &'岁的老医生心脏
病突发病故。南洋小岛上这一噩耗传来，举世
哀悼。要说起这位老人，我们必须回顾半个世
纪之前，再次聚焦于 !"!$年的东三省。

!"!$ 年，中国天空的色彩是那样诡
异———在社会与国家日暮途穷的同时，新的
希望、新的生机也被悄悄地孕育着。那一场发
生在东北的死难达 ($)(&人的大鼠疫，正是
那个夹缝时代的产物。而成功扑灭了这场震
惊世界的烈性传染病的总指挥正是这位老医
生，中国近代第一国士———伍连德。

时光倒转到 *"*+年 !$月 %!日，中俄边
境小城满洲里一家店铺，来了两名神秘的住
宿者，他们面无血色，神色慌张，似乎在躲避
着什么。六天后，二人却在店内暴亡。一天之
内，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店里，有四个人又不明
不白地死了，且症状相同，发烧、咳嗽、吐血，
很快死亡，死后全身发紫。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中，边陲小
城死了几个人，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在官
府注册后，尸体被草草收敛。但人们万万没有
想到，一场持续六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吞
噬了六万多条生命的大鼠疫正滥觞于此。

当时疫区惨状（文本记录）：“疫气蔓延，
人心危惧”，“疫情有如江河决堤，不可遏止”。
“死尸所在枕藉，形状尤为惨然。”“每天疫死
者成倍增长。”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死
亡人数节节攀升”。

在疫病大肆蔓延时，外务部右丞施肇基
收到了俄、日两国的照会，俄国和日本以清政
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
疫事宜。东三省当时是兵家必争之地，日、俄、
英、法、美、德纷纷染指，特别是日、俄两国以
独自主持防疫为由，图谋东北主权，以至陈兵
相向。

疫病爆发，无名小卒临危受命
疫情势不可当，列强狼子野心。在内外交

困中，当局如何应对？

只有控制住疫情才能堵住列强之口，而
且主持东北防疫的绝不能是外国人。但中国
人中，谁有这么大本事呢？施肇基暗自发愁。
他忽然想起曾经偶遇的一人：剑桥大学医学
博士伍连德。

!"!$年 !%月 %日，伍连德临危受命，带着
助手登上了北上的火车。他一上任就赶赴重灾
区傅家甸。

今天的哈尔滨道外区便是当年的傅家
甸。如今的道外早已高楼林立，丝毫找不到当
年的影子。但就在百年前的那段时期，这里却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疫死者横尸街
头，防疫无从谈起，傅家甸居民人人自危。

伍连德发现：随着大批携带病毒的尸身
和疑似患者踏上南下返乡之路，疫情传至关
内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伍连德预感到，他们
已经失去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更大规模
的爆发就要来了。

果然疫情沿铁路一路南下，很快席卷半
个中国。

自从 !&")年发现鼠疫杆菌后，医学界普
遍认为鼠疫杆菌是由跳蚤咬了染病老鼠后，又
咬人才得以传播的。这与病毒传播方式不同。
而且，此时正值隆冬，哪有那么多跳蚤呢？

流行在东北的这种致人死命的恶疾到底
是不是鼠疫？作为一名严谨的科学工作者，伍
连德决定亲自通过化验来判断。
到达哈尔滨第六天，伍连德准备解剖尸

体，但是解剖尸体与当地风俗、法律相悖，在
中国人的观念中，解剖尸体无疑是对死者的
大不敬，一旦被当地百姓知道，必将引起人

们的恐慌和愤怒。而且，中国的法律也不允
许解剖。

伍连德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中国第一例
人体解剖，这是东北乃至全中国境内第一次
尸体解剖，从鼠疫病人尸体的器官和血液中
发现鼠疫菌，流行在傅家甸的恶疾正是鼠疫。
但这种疾病是通过飞沫传播的，与鼠疫公认
的传播方式相矛盾。这又怎么解释呢？

鼠疫病毒竟能通过飞沫传播，伍连德发
现了比以往凶险百倍的新型鼠疫———肺鼠
疫。这时，伍连德大胆地提出，在傅家甸流行
的鼠疫不同以往，它是可以通过飞沫传播的
肺鼠疫。

当伍连德带着肺鼠疫这一新型鼠疫流行
的判断去拜访各国领事时，列强们根本不相
信眼前这个中国人能够控制住疫情。从中，伍
连德读出了一个强国对于弱国的蔑视。

伍连德的研究成果也没有被同行接受，
俄、日、法等国专家无一赞同。就在他到达哈
尔滨之前，日本南满铁路公司已派一知名日
本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
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以期在老鼠身上发
现鼠疫杆菌。

可是，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他始终没
有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即使自己一无
所获，当伍连德向他介绍肺鼠疫的结论后，他
仍然强烈反对。在他看来，所谓肺鼠疫云云，
简直如痴人说梦。

听谁的，洋专家还是中国人
奉命来援的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迈斯

尼，同样全面否定了伍连德的判断。他认为，
鼠疫就是由老鼠传播的，灭鼠才是问题的关
键，隔离根本没有必要。就在伍连德想进一步
阐述自己的观点时，迈斯尼竟勃然大怒起来。
其实，迈斯尼早就窝了一肚子火。到哈尔滨之
前，他先去奉天拜访了东三省总督锡良。迈斯
尼认为伍连德少不更事，经验不足以主持东
三省的防疫。他强烈要求锡良任命他为东三
省防疫总医官，以取代伍连德的位置。但锡良
以向上级汇报为由，并未予以批准。为顾全大
局，伍连德只得提出辞职。

此时，大鼠疫沿着铁路交通线，从哈尔滨
傅家甸经长春、沈阳入关，向全国扩散。“东三
省瘟疫盛行，每日死亡人数约在百人，而且瘟
疫逐渐南行，旅华洋人闻之恐慌。各国人士皆
畏与华人往来，北京东交民巷外交团区内，亦
限制华人入内，时奥国驻华公使任外交团主
席日日促余急谋治疫之策。”执行任务的员役
兵警也相继死亡。一时间，从城市到乡村都笼
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

面对愈演愈烈的疫情，北京亦呈乱象，各
国使节人人自危。当时俄国方面出于自身的
利益，规定中国人一旦有鼠疫的嫌疑的立即
驱逐出境。此时，东北的鼠疫已经不再是一个
政治工具了，它越来越切近地威胁到在华洋
人们的生命安全。他们必然不会同意让一个
中国青年主持防疫，开始向清政府和施肇基
施加压力。如果，伍连德的防疫失败，施肇基
将面临严厉的责难和株连。

面对中外专家之争和各界压力，面对伍
连德的辞呈，一封回电竟然花了施肇基 ,&小
时，事关防疫措施，一旦失误后果不堪设想。
关键时刻，在那焦灼的一天一夜的思考里，施
肇基决定给伍连德最大的信任和支持。在施
肇基斡旋之下，朝廷继续支持伍连德，免去迈
斯尼防疫职务。清廷倾力增援东北防疫，将平
津、直隶一带医学人才和医学生悉归伍连德
麾下，但总数不过 -$余人。

在争议声中，伍连德继续主管着防疫的
全局工作。

晚清鲜为人知的惊天大鼠疫!上"

! 陈 钦

发生在 20世纪初的东北大鼠
疫持续了六个多月，席卷了半个中
国，吞噬了六万多条生命，国际著
名防疫专家也未能幸免于难，中国
政府为什么大胆启用伍连德？中国
自己的防疫专家对抗鼠疫的结局
又如何？

" 防疫人员焚烧鼠疫死亡者尸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