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3 歷史觀察 Thursday  Nov  28  2024Kansas City Chinese Journal  堪城新聞

歷史上曾出現過數次小冰河時期，出現的

時間分別在東漢末年、東晉末年、唐朝末年，

距離現在最近的一次則是出現在明朝末年。

從這些小冰河時期出現的時間不難發現，

每一次小冰河時期的出現，往往會伴隨著一個

王朝的滅亡。那麼，這些王朝的覆滅，是否與

寒冷的氣候有關？小冰河時期的出現又對我國

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

在明朝出現的小冰河時期，由於距離現代

較近，從相關的記錄中可以找到較為詳盡的記

載。從這些記載當中，我們或許可以瞭解當時

明朝所面臨的自然災害，對那段寒冷的時期有

一個大致的瞭解。

千里冰封
作為漢人統治的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朱元

璋開創的大明帝國在歷史上有著極其燦爛的光

輝。在將元朝統治者趕出中原之後，漢人的生

活終於重新回到了正軌，再也不用被少數民族

奴役。

就在漢人慶倖自己終於重新掌握了自己的

命運時，一股更加強大且無法擺脫的壓力也在

悄然而至，而且人們對於這種跡象絲毫沒有察

覺。這股力量便是大自然對人類的掌控。

在明朝的歷史上，從洪武年間到崇禎年間

曾發生過1101次自然災害。這個數字看上去似

乎十分恐怖，但實際上，這樣的災害頻率其實

並不算高。在元朝不到 100年的時間裡，自然

災害就曾發生了450次。

這樣看來，明朝 276年的統治時期內，這

樣的災害頻率已經算是受到上天的眷顧了。但

是實際上，明朝雖然受到自然災害侵襲的次數

不算多，卻是被自然災害影響最嚴重的朝代。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其他朝代的自然災

害雖然頻繁，但並非受到單一種類的自然災害

困擾。明朝則深受冰雹和旱災的困擾，尤其是

雹災，幾乎佔據一半。

這也傳遞出了一個信號，那就是明朝自建

國以來，便開始進入到一個氣候寒冷的時期，

否則如此頻繁的冰雹也不會經常光顧。這就預

示著明朝註定要與寒冷的氣候進行長期的鬥爭。

在朱元璋奪取天下之後，南京成為了大明

帝國的首都。作為一座南方城市，南京的氣候

本應溫暖舒適，四季如春。這也是南京能夠成

為六朝古都的主要原因，這種優越的地理位置

和自然環境是它的優勢所在。

然而根據相關史料記載，自明朝初期開始

，南京便開始變得“冬奇寒，河凍數日不解。

”正常情況下，只有北方地區的河水會在冬天

結冰，像南京這樣的南方城市基本不會出現河

水凍結的情況。

而且河水的結冰並非一蹴而就，需要很長

一段時間都保持十分寒冷的溫度，而且一旦氣

溫回暖，河水也會很快解凍。而南京的河流出

現冰凍的情況，其寒冷的程度便可見一斑。

除此之外，像安徽這樣的地區同樣出

現了氣候異常寒冷的情況。據記載，當時

的安徽到了冬天“大雪數日，平地積三尺

。”如果換算成今天的計量單位，當時安

徽的積雪基本上已經達到一米深的程度了

。

這還僅僅是明朝初期。到了中晚期的

時候，就連海南這樣的熱帶地區也出現了

降雪的現象。這在當時是超出人們想像的

。可以說，此時的明朝真的已經是千里冰

封的冰雪之國了。

寒冷的代價
雖然天氣寒冷並不是人為所導致的，

但如此寒冷的天氣給人們帶來的後果卻是

極其嚴重的。而其如同多米諾骨牌一樣產

生的連鎖反應，讓大明王朝根本無力掙脫

這種大自然的支配，只能朝著深淵滑落。

根據蝴蝶效應的原理，一場大災難的

發生，往往是由於人們不易察覺的細小事

件經過一系列發酵而導致的。而明朝遭遇

到的嚴寒天氣，比起蝴蝶翅膀的震動，則

顯得更為可怕，因此其產生的後果也更加

恐怖。

由於嚴寒的侵襲，我國北部地方的寒冷程

度不言而喻。如此寒冷的天氣，讓北方許多冰

川始終出於冰封狀態。眾所周知，我國的地勢

特點便是北高南低，因此河流的起源便是北方

的冰川。

而在冰川長期出於冰封之後，所有的河流

便幾乎全部處於乾涸的狀態。這就使得旱災的

情況變得比以往任何一個朝代都要嚴重。土地

的長期乾旱使得糧食大大減產，人民則長期處

於饑餓之中。

作為當時的帝國糧倉，荊楚地區的糧食產

量也大幅減產，以至於當地的糧食產量連本地

人口的溫飽也難以為繼。這一狀況的出現對大

明王朝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這就意味著其他地

區將出現大量的災民。

除了乾旱，極寒天氣對道路運輸的打擊同

樣尤為巨大。根據《北遊錄》、《閱世編》等

史料記載，當時大明帝國的運河大範圍結冰，

水路運輸線路徹底癱瘓，使得當時的漕運陷入

停滯狀態。

路面的積雪則讓人更加寸步難行。人們的

出行受阻，馬匹馬車也無法正常使用，許多國

家緊急公文無法及時傳遞，物資貨物則更加得

不到運輸，即便國家想要賑災也無能為力。

除了這些以外，極寒天氣也使得北方遊牧

民族的牲畜數量銳減，這些遊牧民族的生活同

樣難以為繼。為了生存，這些遊牧民族也就只

好南下侵擾大明帝國，這也使得大明王朝更是

雪上加霜。

與北方不同，南方的百姓長期處於四季如

春的環境當中，幾乎沒有抗寒經驗，更不要說

這樣的極寒天氣。這也使得南方出現了大量百

姓被凍死的情況。

北方的百姓雖然具備抗寒手段，但窮困潦

倒的他們同樣無法獲得足夠的禦寒物資。當時

棉花的價格一升再升，棉衣成為了奢侈品，甚

至還出現了專門倒賣棉花的黑市，百姓根本無

力為自己購置棉衣。

而當時朝廷的腐敗也使得百姓與統治階級

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試想如果一個人看著周

圍的親人一個個凍餓而死，官員們卻穿著錦帽

貂裘順利地度過寒冬，揭竿而起自然勢在必行

了。

可以說，雖然當時極端的氣候並非是導致

大明王朝滅亡的直接原因，卻實實在在地加速

了明朝滅亡的腳步。這段小冰河時期的出現，

也使得漢人統治的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淹沒在了

歷史的長河之中。

都說明朝處於“小冰河”時期
三百年前的中國，到底有多冷？

這是地球上曠日持久的一場戰爭：人與疾
病。交戰雙方，原本同根生，本應和睦處，卻因
一方突然變得過於強勢，人類被迫自衛還擊。拉
鋸戰中，互有勝負，人類往往剛取得勝利高地，
另一處又敗下陣來，今日，我們又陷入一場艱苦
卓絕的戰鬥中……
萬物興歇皆自然

自然界不同物種之間既競爭又合作，在生命
誕生初期即已現端倪。

大約40多億年前，地球上的原子們召開了一
場別開生面的盛會。海水裡，碳、氫、氧、氮、
硫、磷等原子熱火朝天地“找小夥伴”，先是結
合成有機小分子，接著組合成生物大分子。例如
核酸，未來它是生物體的遺傳物質；氨基酸，之
後它們將組成蛋白質，未來將支撐起生物體；多
糖，這是未來生物體的“能量棒”。這時地球海
洋的有些區域宛如一大鍋粘乎乎的“爛湯”——
原生質湯。原生質就是把細胞膜扒去，露出來的
那一團粘乎乎的東西，是一團裡面有蛋白質、脂
肪、多糖的超濃水溶液。

原生質湯裡的有機大分子繼續組隊。它們成
群結夥結成“創業團隊”，各司其責，還用一層
細胞膜將團隊成員緊緊地團結在一起，每天吐故
納新，新陳代謝。如果某位成員“年紀”太大
了，它們還安排“退休”，合成新的大分子來取
代舊的。如果大多數成員都老了，它們就乾脆一
起辭舊迎新，重新生成新的細胞，這就是原始的
生殖。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形式——單細胞生物形
成了。細菌、藍藻、瘧原蟲、草履蟲等都是單細
胞生物，它們的特點是全部身體只有一個細胞。

創業有風險，入行需謹慎。不是每個有機大
分子組成的團隊都能“成功上市”，組成細胞。
於是失敗的傢夥們紛紛自降身份，投奔成功的同
伴，把獨立成為細胞的理想深深地埋在心間，到
別人的細胞裡去打工。它們統一被稱為細胞器，
可以稱之為細胞內的“部門經理”，兢兢業業，
任勞任怨。細胞裡的發電廠“線粒體”，植物細
胞裡的太陽能利用站和糖類生產工廠“葉綠
體”，都有這麼一部辛酸史。地球生命出現早期

的這種“兼併重組”叫做“胞飲”，它完
善了細胞的生存能力。
可是，度日維艱。嚴酷的現實很快就讓

單細胞生物們明白了“團結就是力量”，
必須把“企業”做強做大。它們開始大規
模聯合，好幾個細胞作為整體一起生活，
同呼吸共命運，最簡單的多細胞生物出現
了。多細胞生命開始了多姿多彩的進化，
數十億年的演化中，多細胞生物逐漸成為
了生命的主角。綠色植物出現了，水母、
貝殼、昆蟲等各種各樣的無脊椎動物出現
了，魚、青蛙、恐龍、鳥、貓各種各樣的
脊椎動物出現了。最後，人類出現了，還
給現在科學家留下許多難題，未來生物圈

會怎樣，宇宙中還有其他形式的生命嗎，等等。
本是同根生，“相煎太著急”

暫且不提那些人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的問
題，那些錯過了上述生命變革的傢夥，最後怎麼
樣了？畢竟每個團隊，總有那麼幾個不安分的另
類。

不是每個創立細胞失敗的傢夥都肯加入其他
細胞老實本分地做細胞器。有些傢夥死活不肯放
低身段，它們選擇在自然界漂，只隨身攜帶最寶
貴的遺傳物質，用一個蛋白質做的“馬甲”（衣
殼）緊密地包裹著。如果看到有好欺負的細胞，
它們就鑽進去，複製好多份兒自己的遺傳物質，
再生產好多個“馬甲”，組裝好自己的子孫後，
不管細胞死活，從細胞膜各處打孔鑽出。

這些巧取豪奪的傢夥，就是病毒。
病毒的來源，現在也沒有確切的說法。有人

認為，病毒是從細胞裡脫落的遺傳物質片段形成
的，它沒有細胞結構，不能獨自進行任何生命活
動，是生命的棄兒。

病毒的侵染對象，不僅包括動物、植物，連
真菌和細菌都是它們的獵物。專門欺負細菌的病
毒，叫做噬菌體，即吃細菌的傢夥。專找植物的
煙草花葉病毒，動物病毒就更多了，MERS，
SARS、脊灰病毒、天花病毒……好事的人類還在
流行文化創造了“T 病毒”——僵屍的始作俑
者。生命還是非生命，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問題，
但對病毒來說，它們考慮的“病生目標”就是寄
生，才不管被寄生的可憐蟲死活呢！

今天我們所知的病毒有人估算有 300 萬種，
有人估算超過一億，大量的病毒存在於自然界
中，尚有待人類認知。

其實，人類離不開病毒，病毒與我們的身體
伴生。據估計一個正常的人體中有 380萬億個病
毒，而自身的細胞數量有40萬億-60萬億個，病
毒個體數量遠超人體自身細胞數量。這些病毒連
同伴生的細菌組成人體微生態，每個人的微生態
都不相同。生命科學上將這些伴生病毒統稱為人
體病毒組（human virome）。大多數病毒與人體
相安無事，有些病毒甚至還專門寄生在與人體伴

生的細菌內，就是那些噬菌體。
細菌、原生動物

錯過了和其他細胞組隊成為多細胞生物後，
它們各走各的路。

有些微生物發奮圖強，自力更生，繁衍生
息，活出了屬於自己的精彩。比如藍藻，不僅自
己活得好，還通過光合作用最終把如臭屁一般充
滿了氨氣、二氧化硫的地球大氣改造成為今天的
富含氧氣的大氣，為生命演化創造出了良好的外
部環境，

還有些微生物和動植物一起生活，互通有
無，彼此協助。比如，豆科植物和根瘤菌，共生
固氮，一片和諧。人體的皮膚、消化道、呼吸
道、生殖器官都伴生著大量的細菌等微生物，個
體數量達萬億級別，竟然和人體自身的細胞數量
相當。令人細思極恐的是，你身上帶著的細胞，
竟然有一半不屬於你！

這些伴生的微生物構成獨特了生態系統。腸
道裡的微生物幫助人體完成消化，甚至還合成某
些維生素回饋人體，皮膚分泌抗菌肽幫助人體對
抗外來病原體，分泌一種強抗氧化劑延緩皮膚衰
老。

正所謂背靠大樹好乘涼，置身於動物柔軟的
軀體，植物溫和的細胞，總比直接面對冷冰冰的
世界要好。更何況有機大分子唾手可得，宛如置
身于地球生命起源早期的原生質湯，多少彌補了
當時錯失成為多細胞生物一員的遺憾。它們美好
地相伴著，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還有些微生物就純屬給別人添亂的了。這麼
多生命榜樣不學習，偏偏學病毒，寄生到別的生
物身體上不勞而獲還不知足，非要涸澤而漁，把
生物體折騰死。甚至一些單細胞動物如瘧原蟲，
也以強加於人類身上的“瘧疾”為投名狀，加入
了這一行列。這些傢夥，統稱為病原微生物，是
動物、植物感染性疾病的罪魁禍首。少數病原微
生物敗壞了微生物界的整體名聲！基因突變，讓
有些“歲月安穩型”微生物也會搖身一變為病原
微生物。
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距今一萬多年前，在中東的兩河流域、中國
的長江流域、印度的恒河流域、埃及的尼羅河流
域、南美的亞馬遜流域，以狩獵採集為生的智人
部落中，紛紛有意識地播下採集的植物種子，為
了獲得肉類和利用畜力開始馴化野生動物。

這些不起眼的嘗試，最終發展成為了原始農
業，帶動人類進入了新石器時代。村莊出現了，
人類開始聚集居住，並且和馴化中的動物一起居
住在村莊裡。之後，商品交易和勞動分工促使世
界各地都出現了人口更進一步集中居住的城市。
這也給疾病的傳播埋下了伏筆。

在此之前，智人的各個部落各居一隅，老死
不相往來。空間上的距離阻隔了病原微生物在人
際之間的傳播。雖然人類與病原微生物之間的感

染與被感染一直存在，但很少發展為大面積的瘟
疫。而村莊、城市和貿易的出現，打破了空間阻
隔。借助到處“串門”的人類，病原微生物也長
了“腿”，一些原本局限於某個部落的傳染病很
快就變成蔓延一個地區，一個大陸的疾病。最終
每種傳染病都實現了天下大同，成為了全人類的
疾病。

另一方面，人類與家禽家畜的親密接觸，讓
一些原本只感染家禽家畜的病原微生物突變，或
是發現了原本遺漏的宿主，找到了人類這個新的
宿主而且。而且，原始森林的破壞也使得野生動
物身上的病原微生物轉而侵染人體，新的傳染病
不斷湧現，來勢洶洶。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
素——全球變暖。全球變暖使得熱帶、亞熱帶疾
病不斷向人口密集的北半球進發。

如今，經濟的全球化以及便利的交通，可以
一天之內就讓病原微生物跨洲傳播，致使人類的
感染性疾病譜中的成員越來越多。

但是，人類也從未在疾病前退縮，不斷汲取
經驗，在戰鬥的道路上勇往直前。研究認為，人
類的基因組中有著8%的序列來自於逆轉錄病毒，
還有 145 種基因片段來自於細菌、病毒等微生
物，這些都是人類祖先戰勝了病原微生物的戰利
品。

人類漫長的演化歷史中，就是漫長的疾病感
染史。人和人之間的基因有差異，即使面對最兇
殘的疾病，總有些人會僥倖地戰勝病原微生物。
接觸過特定病原微生物的人群會逐漸產生抵抗
力。對從未接觸過的病原微生物，人類則毫無準
備。不斷湧現的新型病原微生物，正在醞釀新的
瘟疫。生命不息，疾病不止。感染與被感染，是
人類與病原微生物之間永恆的戰爭。
不戰而屈人之兵

戰爭講究戰略和戰術，古人的智慧中就告訴
我們了什麼才叫好的戰爭。

《孫子兵法》雲：“百戰百勝，非善之善
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孫子兵法•謀攻篇》：“上兵伐謀，其次
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
已。”

槍炮轟鳴，火力來往，傷敵一千自傷八百，
勞民傷財。即使百戰百勝，仍不是作戰的上上之
選。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通過謀略和外交，讓
敵人不敢動進攻的念頭，不戰而屈人之兵。上陣
廝殺，血流成河，是不得已的選擇。

人體感染得病，鮮有百戰百勝之時，打針吃
藥則是其下攻城，是身體損害已經發生後不得已
而為之的補救之法。在經歷無數戰爭後，先賢們
找到了一些不戰而勝之法，這件法寶就是疫苗。
讓人不生病，正是醫學版本的不戰而屈人之兵。

沒有戰爭，是戰爭的最高境界。人類和病原
微生物的永恆戰爭中，防範疾病發生是醫學的最
高境界。

人類與疾病，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