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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灾害通史·明代卷》是本系列的第七个分卷，是以明代时期我国的主要自然灾害为研究对象，
以揭示其发生分布的一般规律，并对当时自然灾害频发的的原因进行探讨以及对当时人们关于自然灾
害的认识和应变措施进行总结为主要任务的一部专著。
　　本卷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言，回顾了有关明代灾害研究的学术史，并指出当前明代灾害研
究的不足以及本书的研究方法和特色。
第二部分为明代代自然灾害总论，对明代代灾害的总体趋势和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第三部分为各灾种分论。
这一部分分节论述了水、旱、蝗、震、疫、沙尘、风、雹、雷击、霜、雪、寒等十二种灾害的概况并
总结了这些灾害发生分布的规律。
第四部分探讨了明代灾害发生的原因，包括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
第五部分论述明代的救灾制度，详细探讨了救灾机构、救灾程序、防灾措施、救灾措施等。
第六部分探讨了明人的灾害观并对这一时期的救灾思想进行了总结，此外还对明代存世的十余部救荒
专著进行简要的介绍，并归纳其各自的主要思想。
第七部分明代灾害年表。
该表按年代顺序将水、旱、蝗、震、疫、沙尘、风、雹、雷击、霜、雪、寒等十二种灾害进行排列。
　　本卷对以往学术界关注较多的水、旱、蝗、震、疫等明代发生频率较高、危害较重的灾害进行更
加深入细致的研究外，还对学术界较少涉及的沙尘、风、雹、雷击、霜、雪、寒灾害进行了初步的分
析和总结。
此外，本书针对以往明代灾害研究体系不健全的缺憾，首次将涉及明代灾害的一些重要方面综合起来
，希望能对明代灾害史的研究做出一些微薄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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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瘟疫论》还总结了一些治疗瘟疫的原则，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三点：及早治疗、因人因病制宜和
抓住发病的原因。
关于及早治疗，因人因病制宜的原则，《瘟疫论》论道：“大凡客邪贵乎早逐。
乘人气血未乱，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剂不至掣肘，愈后亦易平复。
欲为万全之策者，不过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为要耳。
但要量人之虚实，度邪之轻重，察病之缓急，揣邪气离膜原之多寡，然后药不空投，投药无太过不及
之弊”。
关于抓住发病的原因的原则，《瘟疫论》论道：“今时疫首尾一于为热，独不言清热者，是知因邪而
发热，但能治其邪，不治其热，而热自己。
夫邪之与热，犹形影相依，形亡而影未有独存者”。
　　吴有性的《瘟疫论》对瘟疫的论述是十分全面的，虽然它在某些认识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但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对传染病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奠定了明清以来我国中医传染病
学的基础，对后世医学影响十分巨大。
　　除了吴有性之外，当时的一些医学家也对瘟疫的预防和治疗摸索一些原则，总起来说，有以下几
种。
　　首先是重视隔离。
明代医家主张对瘟疫患者进行隔离。
如对天花患者主张“患痘疮，无论兄弟妻子，但一切避匿不相见”。
李中梓《医宗必读》还对密切接触肺痨者提出了具体的预防措施。
　　其次是祛毒御邪。
明代医家认为疫之为病，范围之广，影响之恶劣，因而不可不抵御。
胡正心《简易备验方》中已经提出了蒸汽消毒法。
薛铠《保婴撮要》中提出了用烧灼脐带的方法预防新生儿破伤风。
郭子章《博集稀痘方》、李时珍《本草纲目》，还分别记载了用（白）水牛虱和粉作饼或烧灰存性和
粥饭服下，可以预防天花的方法。
　　再次是切断传播途径。
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了运用抹墙、堵洞以及采用酒石灰等几种草药杀灭老鼠及蚊蝇的方法。
瞿祐《四时宜忌》则记载古代“塞鼠穴，可绝鼠”的灭鼠习俗，起到切断传染源以及控制传染途径的
作用。
这是一项重要的卫生预防措施，有效地避免或减少了疫病的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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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灾害通史》起自先秦，迄于清代来年，共分八卷——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
唐五代卷、宋代卷、元代卷、明代卷、清代卷。
对我国历史上数千年来所发生的主要自然灾害——水灾、旱灾、风灾、雹灾、疫病灾害、震灾、虫灾
、雪冻等灾害的具体情况、时空分布、频次规律、波及区域、危害程度、相互之影响及其有关规律进
行探计，且阐述了古人面对灾害的种种认识即灾害思想，以及当时社会的救灾举措、防灾理念等。
每卷之后，还附有自然灾害年表，而且增列有古今地名对照，让读者节省翻检之劳，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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