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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疫灾与五运六气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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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对明清疫灾的统计分析，探求疫灾发生与五运六气的关系。方法：通过统计1368—1911

年各年疫灾发生的县数，确定各年疫灾范围，从岁运、司天之气、运气同化等多种角度，分析影响疫灾发生范围

的运气因素。结果：明清疫灾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时有高峰，辛巳年、戊子年是发生疫灾地域较广的年份，岁运

为火运太过之年发生疫灾范围较广，阳明燥金司天之年发生疫灾范围相对较小，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跃0.05）；

天符年发生疫灾范围较非天符年发生疫灾范围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约0.05）。结论：五运六气是疫灾发生的

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天符年更易发生疫灾，提示应注意此类特殊年份，关注当年异常气候变化，及时捕捉先兆预

警信号，为疫灾的发生提前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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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pidemic Disaster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Five Motions and Six Qi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ccurrence of epidemic disasters and five

motions and six qi through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ethod: By counting the number

of counties affected by epidemic disasters in each year from 1368 to 1911, the scope of epidemic disasters in

each year was determined.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such as year evolutive phase, celestial manager qi, the

assimilation of Yun Qi and so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scope of epidemic disaster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epidemic disaster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howed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with occasional

peaks. The Xinsi year and Wuzi year were the years in which epidemic disasters occurred in a wider area. The

year evolutive phase was the year of excessive Huo Yun, following a wider scope of epidemics. In the year of

Yangming Zaojinsitian, the area of epidemic disaster was relatively small. However,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0.05). The epidemic disaster range in the special year of TianFu was wider than that in the other

year and the result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0.05). Conclusion: The five motions and six qi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occurrence of epidemic disasters. Tianfu year was more prone to epidemic

disasters. It was suggested to pay attention to such special years, pay attention to abnormal climate changes in

that year, timely capture warning signals, and make sufficient preparations for the occurrence of epidemic dis原

asters in ad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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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文 解 字 》 云 ： “ 疫 ， 民 皆 疾 也 。 ” 疫 灾 即 因 瘟 疫 流 行 导 致

的 灾 害 ， 对 人 类 发 展 史 影 响 深 远 ， 且 如 影 随 形 。 从 先 秦 至 今 ，

疫 灾 整 体 发 病 率 呈 上 升 趋 势 ， 与 人 口 密 度 增 加 、 人 口 流 动 性

加 大 等 多 种 因 素 相 关 [1]。 近 年 来 对 五 运 六 气 与 疫 灾 关 系 的 研

究 也 愈 来 愈 多 [2-3]。 由 古 及 今 ， 分 析 明 清 疫 灾 ， 可 为 现 今 了 解 、

分 析 疫 病 提 供 参 考 。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 研 究 数 据 主 要 来 源 为 《 中 国 三 千 年 疫 灾 史

料 汇 编 》 [4]（ 先 秦 至 明 代 卷 、 清 代 卷 ） 、 《 中 国 三 千 年 气 象 记 录 总

集 》 [5]、 《 中 国 古 代 疫 病 流 行 年 表 》 [6]、 《 中 国 医 史 年 表 》 [7]。

1.2 数据整理

1.2.1 疫 灾 年 份 及 运 气 的 统 计 本 研 究 中 数 据 为 1368-1911

年 明 清 疫 灾 数 据 。 根 据 公 元 纪 年 ， 转 换 干 支 纪 年 进 行 推 演 统

计 。 天 干 化 运 ， 地 支 化 气 ， 根 据 各 年 的 天 干 及 阴 阳 属 性 ， 推 算

各 年 的 岁 运 、 主 运 、 客 运 及 五 运 之 气 的 太 过 、 不 及 ； 再 根 据 各

年 的 地 支 属 性 ， 推 算 当 年 的 六 气 运 行 规 律 ， 主 要 为 司 天 之 气 、

在 泉 之 气 ； 然 后 通 过 五 运 与 六 气 的 结 合 ， 推 算 五 运 六 气 的 合

治 规 律 ， 即 是 否 属 于 运 气 同 化 的 特 殊 年 份 。

1.2.2 疫 灾 范 围 的 统 计 通 过 统 计 当 年 发 生 疫 灾 的 县 数 来

确 定 疫 灾 范 围 。 《 中 国 三 千 年 疫 灾 史 料 汇 编 》 一 书 中 ， 基 本 将

疫 灾 记 载 详 尽 至 县 ， 但 也 有 类 似 “ 1523 年 江 西 省 瑞 州 府 （ 治 高

安 县 ， 今 高 安 市 ） 春 ， 府 属 民 多 疫 病 死 ” [4]270比 较 宽 泛 的 表 述 ， 对

于 此 类 情 况 ， 则 需 查 证 当 时 瑞 州 府 下 辖 州 县 具 体 数 目 ， 参 照

标 准 为 《 中 国 行 政 区 划 通 史 》 [8-9]。 1523年 江 西 省 瑞 州 府 共 领 3县 ，

分 别 为 高 安 县 、 上 高 县 、 新 昌 县 ， 故 此 条 共 计 为 3 个 统 计 县 数 。

1.2.3 十 天 干 疫 灾 总 县 数 为 探 究 疫 灾 的 长 期 变 化 趋 势 ， 取

十 天 干 即 十 年 为 时 间 计 量 单 位 ， 用 0~9 年 来 划 分 ， 即 以 庚 年 为

始 ， 己 年 为 终 ， 计 算 十 天 干 内 累 计 波 及 的 疫 灾 县 数 。

1.3 统计学方法 将 每 年 疫 灾 县 数 进 行 统 计 汇 总 ， 本 研 究 使

用 SPSS 21.0 软 件 进 行 统 计 学 分 析 ， 因 计 量 资 料 均 不 符 合 正 态

分 布 ， 故 以 “ 中 位 数 （ 四 分 位 数 ） ” 表 示 ， 组 间 比 较 采 用 非 参 数

检 验 中 的 Kruskal-Wallis H 检 验 、 Mann-Whitney U检 验 。

2 结 果

2.1 明清疫灾的时间分布

2.1.1 十 天 干 疫 灾 总 县 数 以 十 天 干 为 时 间 单 位 ， 探 究 疫 灾

长 期 变 化 趋 势 ， 结 果 显 示 明 清 疫 灾 整 体 呈 波 动 上 升 趋 势 。 （ 见

图 1 、 表 1）

图 1 明清疫灾县数变化图

表 1 每 10年疫灾总县数具体数据表

时 间 疫 灾 总 县 数 /个 时 间 疫 灾 总 县 数 /个

1368 — 1369年 4 1640 — 1649 年 786

1370 — 1379年 8 1650 — 1659 年 104

1380 — 1389年 11 1660 — 1669 年 80

1390 — 1399年 5 1670 — 1679 年 152

1400 — 1409年 101 1680 — 1689 年 120

1410 — 1419年 50 1690 — 1699 年 166

1420 — 1429年 2 1700 — 1709 年 215

1430 — 1439年 22 1710 — 1719 年 56

1440 — 1449年 108 1720 — 1729 年 287

1450 — 1459年 135 1730 — 1739 年 62

1460 — 1469年 113 1740 — 1749 年 119

1470 — 1479年 52 1750 — 1759 年 173

1480 — 1489年 100 1760 — 1769 年 77

1490 — 1499年 110 1770 — 1779 年 66

1500 — 1509年 137 1780 — 1789 年 205

1510 — 1519年 207 1790 — 1799 年 81

1520 — 1529年 243 1800 — 1809 年 78

1530 — 1539年 118 1810 — 1819 年 194

1540 — 1549年 180 1820 — 1829 年 570

1550 — 1559年 165 1830 — 1839 年 262

1560 — 1569年 92 1840 — 1849 年 136

1570 — 1579年 62 1850 — 1859 年 312

1580 — 1589年 872 1860 — 1869 年 669

1590 — 1599年 131 1870 — 1879 年 528

1600 — 1609年 138 1880 — 1889 年 777

1610 — 1619年 299 1890 — 1899 年 830

1620 — 1629年 39 1900 — 1909 年 1 106

1630 — 1639年 157 1910 — 1911 年 361

2.1.2 干 支 纪 年 按 干 支 纪 年 对 各 年 份 疫 灾 县 数 的 统 计 汇

总 ， 为 排 除 某 年 过 高 的 数 据 对 均 值 影 响 过 大 ， 故 本 研 究 计 算

平 均 疫 灾 县 数 采 用 trimmean 函 数 ， 百 分 比 为 2/9 或 2/10， 即 去 掉

最 大 值 及 最 小 值 求 其 内 部 平 均 值 。 得 出 结 论 辛 巳 年 、 戊 子 年

是 明 清 发 生 疫 灾 地 域 较 广 的 年 份 。 （ 见 表 2）

2.2 五运六气规律性研究

2.2.1 五 运 五 运 的 推 算 主 要 以 天 干 为 推 演 依 据 ， 包 括 有 各

年 的 岁 运 、 主 运 、 客 运 等 。 因 其 数 据 未 呈 正 态 分 布 ， 疫 灾 县 数

较 少 的 年 份 占 据 多 数 ， 故 采 用 Kruskal-Wallis H 检 验 进 行 组 间

比 较 。 结 果 显 示 明 清 疫 灾 在 戊 年 即 岁 运 为 火 运 太 过 ， 中 位 数

最 高 ， P75 也 最 高 ， 提 示 发 生 疫 灾 范 围 较 广 ， 但 整 体 比 较 ，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跃0.05） 。 （ 见 表 3）

2.2.2 六 气 六 气 的 推 算 主 要 分 析 各 年 的 司 天 在 泉 之 气 。 因

司 天 和 在 泉 存 在 对 应 关 系 ， 两 两 为 一 对 ， 一 者 存 在 关 联 ， 另 一

者 也 必 然 相 对 存 在 关 联 。 研 究 以 统 计 司 天 之 气 为 例 ， 因 数 据

未 呈 正 态 分 布 ， 故 采 用 Kruskal-Wallis H 检 验 进 行 组 间 比 较 ，

结 果 显 示 明 清 疫 灾 在 阳 明 燥 金 司 天 时 ， 中 位 数 最 小 ， P75 也 最

小 ， 发 生 疫 灾 县 数 最 大 值 与 其 他 司 天 差 距 较 为 明 显 ， 可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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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司 天 之 年 发 生 疫 灾 的 范 围 较 小 ， 但 整 体 比 较 ，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跃0.05） 。 （ 见 表 4）

表 3 明清疫灾县数岁运分布表

岁 运 n 均 值 县 数 [ （ 25， 75） ， 个 ] 最 大 值 平 均 秩 字2

太 土 （ 甲 年 ） 54 18.26 9.0（ 3.2， 21.5） 88 273.69 2.876 0.969

少 金 （ 乙 年 ） 54 16.65 8.0（ 4.0， 21.0） 127 263.89

太 水 （ 丙 年 ） 54 19.22 8.5（ 3.0， 19.0） 123 267.19

少 木 （ 丁 年 ） 54 20.04 10.0（ 2.2， 19.0） 118 262.38

太 火 （ 戊 年 ） 55 32.60 11.0（ 3.5， 29.5） 311 289.48

少 土 （ 己 年 ） 55 20.07 7.0（ 1.5， 24.5） 154 252.05

太 金 （ 庚 年 ） 55 21.24 7.0（ 4.0， 20.5） 107 269.11

少 水 （ 辛 年 ） 55 29.82 10.0（ 3.0， 27.0） 294 275.40

太 木 （ 壬 年 ） 54 27.06 9.5（ 3.2， 25.2） 263 284.23

少 火 （ 癸 年 ） 54 19.67 13.0（ 5.0， 22.0） 99 287.65

总 计 544 22.49 10.0（ 3.0， 24.0） 311

表 4 明清疫灾县数司天之气分布表

司 天 之 气 n 均 值 县 数 [ （ 25， 75） ， 个 ] 最 大 值 平 均 秩 字2

少 阳 相 火 91 24.16 10.0（ 4.0， 22.0） 263 281.01 2.786 0.733

阳 明 燥 金 91 15.66 9.0（ 3.0， 17.5） 120 253.61

太 阳 寒 水 91 22.21 9.0（ 2.0， 22.5） 199 262.59

厥 阴 风 木 91 26.12 10.0（ 2.0， 28.0） 294 273.80

少 阴 君 火 90 24.73 11.0（ 4.0， 25.8） 311 286.79

太 阴 湿 土 90 22.06 10.0（ 4.0， 24.8） 154 277.41

总 计 544 22.49 10.0（ 3.0， 24.0） 311

2.2.3 运 气 同 化 运 气 同 化 指 运 与 气 属 于 同 类 而 化 合 ， 主 要

有 天 符 、 岁 会 、 同 天 符 、 同 岁 会 、 太 乙 天 符 5 种 不 同 的 情 况 。 且

如 戊 午 、 乙 酉 、 己 丑 、 己 未 年 既 是 天 符 年 ， 又 是 岁 会 年 ， 同 时 也

是 太 乙 天 符 年 。 甲 辰 、 甲 戌 年 既 是 同 天 符 年 又 是 岁 会 年 。 运 气

同 化 各 组 之 间 存 在 交 叉 关 系 ， 故 只 能 分 别 对 此 5 种 特 殊 年 份

进 行 统 计 。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 并 未 出 现 某 一 组 数 据 明 显 高 于 或

低 于 其 他 组 数 据 （ 跃0.05） ， 如 天 符 年 组 虽 然 中 位 数 是 最 高 的 ，

然 25、 75都 属 平 均 水 平 。 （ 见 表 5）

表 5 运气同化各组间疫灾县数统计表

运 气 同 化 n 合 计 均 值 县 数 [ （ 25， 75） ， 个 ] 最 大 值

天 符 109 3 151 28.91 12.0（ 3.0 ， 25.0） 311

岁 会 72 1 516 21.06 9.0（ 3.0 ， 25.5） 154

同 岁 会 54 1 023 18.94 10.5（ 5.0 ， 10.5） 141

同 天 符 54 1 113 20.61 9.0（ 5.0 ， 18.0） 263

太 乙 天 符 36 941 26.14 11.5（ 2.8 ， 30.2） 154

其 中 ， 天 符 年 是 指 岁 运 之 气 与 司 天 之 气 的 五 行 属 性 相 符

的 年 份 ， 因 有 两 个 五 行 属 性 相 同 的 气 候 叠 加 ， 一 般 认 为 天 符

年 的 气 候 变 化 会 格 外 剧 烈 。 明 清 544年 中 共 有 109 年 为 天 符 年 ，

但 因 明 代 前 期 疫 灾 数 据 较 少 ， 可 能 与 当 时 记 录 与 地 方 志 保 存

程 度 均 有 关 ， 故 在 保 留 明 清 完 整 的 3 个 疫 灾 高 发 期 的 基 础

上 ， 在 六 气 大 司 天 理 论 的 基 础 上 ， 对 明 朝 后 期 至 清 末 （ 1552 —

1911年 ） 完 整 的 360 年 进 行 统 计 分 析 ， 采 用 Mann-Whitney U 检

验 ， 结 果 显 示 天 符 年 更 易 发 生 疫 灾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约

0.05） 。 （ 见 表 6）

表 6 天符年组与非天符年组非参数检验结果

运 气 同 化 n 县 数 [ （ 25， 75） ， 个 ] 平 均 秩

天 符 年 72 16.5（ 10.0， 44.2） 209.57 -2.651 0.008

非 天 符 年 288 11.0（ 5.0 ， 31.0） 173.23

3 讨 论

3.1 明清疫灾的整体规律 本 次 研 究 之 所 以 选 取 明 清 疫 灾

为 研 究 对 象 ， 以 探 求 疫 灾 与 五 运 六 气 的 关 系 ， 原 因 有 三 ： 其 一 ，

从 中 国 历 史 来 看 ， 受 人 口 密 度 增 加 、 人 口 流 动 度 增 高 、 致 疫 病

种 增 多 等 多 种 因 素 影 响 ， 明 清 为 疫 灾 高 峰 期 ； 其 二 ， 明 清 对 疫

灾 记 述 相 对 翔 实 ， 史 料 可 考 ， 地 方 志 记 录 较 为 可 信 ； 其 三 ， 明 清

行 省 -府 -州 -县 制 度 稳 定 ， 县 级 变 动 与 之 前 相 比 较 少 。

但 是 明 代 前 期 对 疫 灾 的 记 载 远 少 于 明 代 后 期 和 清 代 ， 可

能 与 疫 病 重 视 普 及 程 度 、 地 方 志 完 整 程 度 有 一 定 关 系 。 以 《 无

锡 县 志 》 [10]为 例 ， 目 前 保 存 整 理 出 来 的 无 锡 县 志 最 早 记 载 为 元

干 支 纪 年 平 均 疫 灾 县 数 /个 干 支 纪 年 平 均 疫 灾 县 数 /个

辛 巳 57.86 壬 子 11.57

戊 子 44.14 丁 未 11.57

己 丑 37.29 丙 子 11.29

丁 亥 36.71 戊 寅 11.14

壬 午 32.71 癸 丑 11.14

戊 申 28.00 乙 酉 11.00

戊 午 28.00 戊 辰 10.71

甲 申 27.86 己 酉 10.63

庚 辰 27.00 壬 戌 10.57

丙 戌 27.00 甲 寅 10.29

癸 未 26.86 己 巳 10.29

庚 戌 20.75 丙 申 10.29

壬 申 20.71 己 亥 10.00

丁 丑 20.43 癸 亥 9.86

庚 寅 19.43 辛 卯 9.57

干 支 纪 年 平 均 疫 灾 县 数 /个 干 支 纪 年 平 均 疫 灾 县 数 /个

丙 午 17.43 辛 丑 9.57

癸 巳 17.14 乙 卯 9.43

壬 辰 16.88 己 未 9.29

甲 辰 16.43 庚 午 9.14

乙 巳 15.14 戊 戌 9.00

辛 酉 14.57 辛 亥 8.88

乙 亥 14.29 庚 子 8.71

癸 酉 14.14 丁 巳 8.57

乙 丑 14.00 丙 寅 8.29

辛 未 14.00 庚 申 8.14

甲 午 13.57 丙 辰 8.00

甲 戌 13.14 乙 未 7.14

己 卯 13.14 甲 子 6.57

癸 卯 13.14 丁 卯 6.00

壬 寅 12.71 丁 酉 4.86

表 2 明清疫灾县数干支纪年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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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至 正 年 间 ， 明 代 有 弘 治 与 万 历 两 个 版 本 ， 清 代 则 有 康 熙 、 乾

隆 、 嘉 庆 、 道 光 、 光 绪 等 多 种 版 本 ， 内 容 由 简 入 详 ， 逐 渐 翔 实 ， 故

明 代 前 期 是 否 存 在 一 些 疫 灾 数 据 丢 失 有 待 进 一 步 挖 掘 确 认 。

明 清 疫 灾 整 体 呈 波 动 上 升 趋 势 ， 共 有 3 个 一 过 性 高 峰 期 ，

分 别 是 1580— 1589年 、 1640— 1649年 、 1820— 1829年 ， 还 有 1 个

持 续 性 高 峰 期 为 1860— 1911 年 。 其 中 1580— 1589 年 经 历 了 明

朝 万 历 年 间 全 国 性 大 头 瘟 流 行 ， 吴 昆 的 《 医 方 考 》 [11] 中 记 载 此

次 大 头 瘟 “ 北 方 病 此 者 甚 众 ， 死 者 不 啻 数 万 人 ” ， 而 后 山 西 省 、

陕 西 省 、 河 南 省 大 旱 ， 处 处 饥 荒 ， 因 饥 疫 而 死 者 有 数 万 人 ；

1640 — 1649 年 正 值 明 清 朝 代 更 迭 之 际 ， 前 有 旱 疫 ， 后 有 兵 灾

战 乱 ， 南 北 数 千 里 ， 北 至 塞 外 ， 南 逾 黄 河 ， 十 丧 八 九 ； 1820 —

1829 年 则 有 霍 乱 大 流 行 ， 百 姓 皆 吐 泻 暴 卒 ， 朝 人 夕 鬼 ； 而 清 末

内 忧 外 患 ， 天 灾 人 祸 不 断 ， 鼠 疫 、 霍 乱 盛 行 ， 天 花 、 疟 痢 、 痘 疹

等 时 疫 丛 兴 ， 加 之 清 末 《 申 报 》 《 大 公 报 》 等 一 系 列 报 刊 发 行 ，

对 疫 病 记 载 更 加 详 细 ， 令 其 有 据 可 查 ， 故 清 末 疫 灾 又 达 到 了

新 的 高 峰 。

3.2 影响疫灾发生的因素 疫 灾 的 流 行 会 受 到 社 会 因 素 、 文

化 因 素 的 影 响 [12]， 明 清 时 期 社 会 动 荡 ， 尤 其 是 各 朝 中 末 期 战 乱

频 繁 。 正 所 谓 “ 大 兵 之 后 ， 必 有 大 疫 ” 。 人 口 的 快 速 增 加 ， 人 口

流 动 的 增 长 ， 都 导 致 疫 灾 频 发 。 同 时 明 清 开 始 与 各 国 交 往 逐

渐 密 切 ， 很 多 传 染 病 也 自 外 国 传 入 ， 如 1910 年 席 卷 整 个 东 北

的 鼠 疫 就 是 由 中 东 铁 路 传 入 哈 尔 滨 的 。 而 当 时 对 于 传 染 性 疾

病 的 宣 传 教 育 又 很 少 ， 包 括 当 时 医 生 都 缺 少 相 关 防 护 意 识 。 教

育 的 缺 乏 、 防 控 措 施 的 缺 失 也 在 一 定 程 度 导 致 疫 病 广 为 流 行 ，

不 能 得 到 及 时 有 效 的 控 制 。

疫 病 的 发 生 也 有 自 然 生 态 等 因 素 的 影 响 [13]， 已 有 诸 多 研

究 表 明 疫 病 的 发 生 发 展 与 气 象 、 运 气 因 素 密 切 相 关 。 龚 胜 生

等 [14]通 过 对 中 国 3 000 年 疫 灾 流 行 的 时 空 特 征 进 行 研 究 ， 发 现

高 温 、 高 湿 、 低 海 拔 地 区 疫 灾 更 易 流 行 ； 单 联 喆 等 [15] 则 发 现 造

成 明 清 山 西 疫 病 流 行 最 主 要 的 原 因 就 是 干 旱 ； 张 林 等 [16]则 发

现 香 港 近 年 来 的 呼 吸 道 传 染 病 于 该 年 前 1~2 年 的 气 象 因 素 存

在 一 定 的 相 关 性 ， 可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证 明 运 气 学 说 中 “ 三 年 化

疫 ” 理 论 的 客 观 性 。

综 上 所 述 ， 自 然 气 候 、 运 气 因 素 虽 不 是 疫 情 发 生 的 决 定

性 因 素 ， 但 也 是 无 法 忽 视 的 重 要 影 响 因 素 之 一 。 本 回 顾 性 研

究 也 可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为 此 观 点 提 供 佐 证 。

3.3 五运六气与疫灾的关系 五 运 六 气 与 疫 灾 关 系 的 研 究

自 古 有 之 。 刘 完 素 在 《 素 问 病 机 气 宜 保 命 集 》 [17] 中 提 到 “ 此 一

时 ， 彼 一 时 ， 奈 五 运 六 气 有 所 更 ， 世 态 居 民 有 所 变 ” ， 说 明 金 元

时 期 气 运 的 变 化 影 响 了 疫 病 的 病 变 机 理 。 他 依 照 当 时 的 运

气 ， 阐 发 火 热 病 机 ， 用 药 多 主 寒 凉 ， 在 当 时 活 人 无 算 。 明 代 朱

权 在 其 著 作 《 乾 坤 生 意 》 [18]中 亦 提 及 “ 五 运 六 气 者 ， 所 以 参 天 地

阴 阳 之 理 ， 明 五 行 生 克 之 机 ， 考 气 候 之 寒 温 ， 察 民 病 之 凶 吉 ，

推 加 临 补 泻 之 法 ， 施 寒 热 温 凉 之 剂 ； 近 代 龙 砂 医 家 章 巨 膺 [19]也

认 为 “ 人 们 生 活 在 大 自 然 的 环 境 中 ， 与 天 地 相 应 ， 气 候 的 转 变

自 必 影 响 与 人 体 疾 病 的 形 态 ” 。 以 上 内 容 都 充 分 阐 述 了 五 运 六

气 始 终 处 于 变 化 之 中 ， 并 非 一 成 不 变 ， 当 其 出 现 异 常 动 乱 ， 遇

触 变 因 子 时 ， 常 会 发 生 灾 变 ， 且 表 现 不 一 。

3.3.1 五 运 本 次 研 究 以 岁 运 为 各 组 进 行 分 析 统 计 时 ， 发 现

明 清 时 期 的 疫 灾 总 体 趋 势 是 在 戊 年 即 岁 运 为 火 运 太 过 发 生

范 围 较 广 ， 但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跃0.05） 。 然 与 其 他 天 干 年 份

相 比 ， 就 此 次 统 计 数 据 而 言 ， 戊 年 出 现 疫 灾 ， 且 是 全 国 大 面 积

疫 灾 的 情 况 确 实 较 多 。

《 素 问 · 气 交 变 大 论 篇 》 中 对 火 运 太 过 之 年 的 气 候 描 述 为

“ 炎 暑 流 行 ， 肺 金 受 邪 … … 收 气 不 行 ， 长 气 独 明 ， 雨 水 霜 寒 ， 上

应 辰 星 ” [20]573。 即 戊 年 气 候 因 火 运 太 过 ， 以 炎 热 为 主 ， 但 火 胜 又

可 见 水 气 来 复 ， 即 “ 雨 水 霜 寒 ” 。 这 年 暴 冷 暴 热 ， 气 候 变 化 剧

烈 ， 疫 病 自 然 也 会 增 多 。 以 1528 年 戊 子 年 为 例 ， 据 《 中 国 三 千

年 气 象 记 录 总 集 》 [5]950-960记 载 ， 当 年 气 候 大 旱 、 大 水 、 雷 暴 不 断 ，

各 处 灾 伤 ， 如 山 西 省 平 陆 县 该 年 “ 春 三 月 至 八 月 ， 不 雨 … …

秋 ， 霖 雨 四 十 日 ， 伤 禾 稼 ” 。 再 如 江 苏 省 、 浙 江 省 诸 县 均 有 先 大

旱 ， 后 霪 雨 冰 雹 的 记 述 ， 如 ： “ 四 月 大 旱 ， 忽 大 风 雷 暴 ， 大 雨 水

没 禾 苗 ” ，“ 夏 旱 ， 秋 大 水 ” 。

戊 年 民 病 特 点 多 为 心 系 、 肺 系 疾 病 ， 心 火 过 旺 则 谵 妄 狂

越 ， 肺 多 受 邪 则 咳 喘 息 鸣 。 肺 与 大 肠 相 表 里 ， 成 年 民 易 病 疟 。

热 病 高 发 ， 则 出 血 性 疾 病 、 浸 淫 疮 多 见 ， 且 呼 吸 系 统 疾 病 、 消

化 系 统 疾 病 、 皮 肤 病 高 发 ， 也 正 是 当 时 疫 灾 流 行 的 主 要 疾 病 。

火 运 太 过 之 年 还 会 “ 上 临 少 阴 少 阳 ” ， 即 会 遇 上 司 天 之 气 是 少

阴 君 火 、 少 阳 相 火 的 年 份 ， 那 火 就 会 更 加 亢 盛 ， 如 火 燎 原 ， 不

可 收 拾 ， “ 火 燔 焫 ， 水 泉 涸 ， 物 焦 槁 ” [20]573， 疫 病 重 症 危 症 也 会 增

多 。 如 叶 梦 珠 《 阅 世 编 · 灾 祥 》 [21]中 就 记 载 了 1678 年 戊 午 年 “ 六

月 、 七 月 ， 亢 旱 ， 河 水 俱 涸 … … 大 江 南 北 、 河 南 、 山 东 俱 旱 ， 赤

地 千 里 ” ， “ 瘟 疫 盛 行 ， 民 死 大 半 ， 牛 毙 盈 野 ” ， 可 见 当 年 旱 疫 之

剧 。

3.3.2 六 气 本 次 研 究 以 六 气 为 各 组 进 行 分 析 统 计 时 发 现

明 清 疫 灾 在 阳 明 燥 金 司 天 、 少 阴 君 火 在 泉 （ 酉 年 、 卯 年 ） 时 发

生 疫 灾 范 围 较 小 ， 但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跃0.05） 。 但 明 清 疫 灾

阳 明 燥 金 司 天 共 有 91年 ， 发 生 疫 灾 县 数 最 多 的 一 年 为 1909 年 ，

为 120 个 疫 灾 县 数 ， 是 六 气 司 天 中 最 少 的 。 10 年 未 发 生 疫 灾 ，

发 生 疫 灾 县 数 少 于 5 个 的 有 37 年 ， 发 生 疫 灾 县 数 少 于 10 个 的

有 52 年 ， 均 为 六 气 司 天 中 最 多 的 。

“ 凡 此 阳 明 司 天 之 政 ， 气 化 运 行 后 天 … … 物 燥 以 坚 ， 淳 风

乃 治 。 ” [20]639 阳 明 燥 金 司 天 气 候 特 点 是 上 半 年 气 候 偏 凉 偏 燥 ，

世 间 万 物 生 长 均 较 差 ， 只 有 外 壳 坚 硬 之 物 才 能 生 长 良 好 ， 要

等 到 五 之 气 即 厥 阴 风 木 主 时 ， 万 物 才 可 较 好 地 生 长 。 这 其 中

当 然 也 包 括 了 一 些 会 造 成 疫 病 传 染 流 行 的 鼠 类 、 虫 类 等 ， 得

不 到 一 个 良 好 的 生 长 环 境 。 这 可 能 是 阳 明 燥 金 司 天 发 生 疫 灾

范 围 较 小 的 原 因 之 一 。 而 “ 清 气 大 来 ， 燥 之 胜 也 ， 风 木 受 邪 ， 肝

病 生 焉 ” [20]742。 阳 明 燥 金 司 天 气 候 比 平 常 少 风 ， 过 于 清 凉 干 燥 ，

万 物 生 长 不 好 ， 人 体 更 容 易 生 肝 病 ， 而 疫 病 传 播 ， 以 风 邪 为

主 ， 金 胜 乘 木 ， 风 木 被 压 ， 疫 病 传 播 也 受 到 影 响 。 这 也 可 能 造

成 阳 明 燥 金 司 天 疫 病 传 播 范 围 较 小 。

3.3.3 天 符 年 天 符 年 是 运 气 同 化 中 的 一 种 特 殊 年 份 ， 六 十

甲 子 中 天 符 年 有 12 年 。 目 前 对 于 天 符 年 致 疫 病 的 说 法 ， 主 要

理 论 依 据 来 自 《 素 问 · 六 微 旨 大 论 篇 》 。 其 云 ： “ 天 符 为 执 法 ， 岁

位 为 行 令 ， 太 一 天 符 为 贵 人 … … 中 执 法 者 ， 其 病 速 而 危 ； 中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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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者 ， 其 病 徐 而 持 ； 中 贵 人 者 ， 其 病 暴 而 死 。 ” [20]558

本 次 研 究 也 证 实 了 疫 灾 与 天 符 年 确 实 存 在 一 定 关 联 性 。

“ 非 其 位 则 邪 ， 当 其 位 则 正 ” [20]556， 天 符 年 即 “ 非 位 ” 之 年 ， 值 年

岁 运 和 司 天 之 气 的 五 行 属 性 往 往 都 代 表 着 该 年 的 特 殊 变 化 。

两 者 叠 加 ， 该 年 的 各 种 物 化 现 象 都 会 出 现 偏 胜 ， 而 “ 邪 则 变

甚 ” ， “ 亢 则 害 ” ， 所 以 气 候 变 化 会 格 外 剧 烈 ， 出 现 严 重 反 常 。 人

与 天 地 相 应 ， 人 体 的 疾 病 自 然 也 就 非 同 一 般 ， 疫 病 也 就 更 容

易 发 生 ， 所 以 才 会 说 “ 中 执 法 者 ， 其 病 速 而 危 ” [20]558， 意 思 就 是

被 天 符 之 邪 所 伤 ， 发 病 会 迅 速 而 严 重 。 这 也 与 疫 灾 来 势 汹 汹 、

流 行 广 泛 、 死 亡 众 多 的 特 点 相 符 。 而 岁 会 年 气 候 变 化 就 比 较

和 平 ， 无 特 殊 变 化 。 人 患 病 基 本 也 在 正 常 范 围 ， 是 “ 当 其 位 则

正 ” ， “ 正 则 微 ” 之 意 。 太 乙 天 符 年 则 既 是 岁 会 年 ， 又 是 天 符 年 。

受 二 者 综 合 作 用 ， 其 气 候 变 化 、 人 体 疾 病 变 化 应 较 天 符 年 更

和 缓 ， 而 较 岁 会 年 更 剧 烈 ， 此 次 研 究 结 果 也 符 合 这 一 特 征 。

现 代 也 有 诸 多 研 究 证 实 了 天 符 年 与 传 染 病 流 行 相 关 ，

如 ： 张 轩 等 [22]对 1970 — 2004 年 北 京 地 区 的 传 染 病 进 行 了 两 者

关 联 性 研 究 ， 基 本 符 合 率 达 到 83豫 ； 杨 美 娜 等 [23]分 析 运 气 学 说

与 太 阳 黑 子 活 动 周 期 、 全 球 流 感 大 流 行 之 间 的 关 系 ， 发 现 天

符 年 里 温 度 、 风 速 、 日 最 低 气 温 往 往 变 化 剧 烈 ， 认 为 天 符 年 更

容 易 发 生 流 感 大 流 行 ； 鲁 晏 武 [24]则 对 肺 系 疫 病 进 行 了 统 计 ， 发

现 天 符 年 肺 系 疫 病 发 生 率 更 高 。

3.4 对特殊年份的讨论 本 次 统 计 数 据 为 明 清 时 期 544 年 ，

故 同 一 阴 历 年 出 现 的 次 数 为 9~10 次 ， 样 本 量 较 小 ， 极 端 样 本

数 据 对 结 果 影 响 较 大 。 就 此 次 统 计 数 据 而 言 ， 辛 巳 年 、 戊 子 年

出 现 全 国 大 面 积 疫 灾 的 频 率 较 高 ， 值 得 我 们 引 起 重 视 ， 并 对

此 进 一 步 分 析 原 因 。

3.4.1 辛 巳 年 明 清 时 期 辛 巳 年 共 有 9 年 ， 其 中 1641 年 （ 明 朝

崇 祯 十 四 年 ） 、 1821（ 清 朝 道 光 元 年 ） 年 均 发 生 了 全 国 性 疫 灾 。

吴 有 性 在 《 温 疫 论 》 [25]中 描 述 1641年 的 大 旱 疫 为 “ 崇 祯 辛 巳 ， 疫

气 流 行 ， 山 东 、 浙 省 、 南 北 两 直 ， 感 者 尤 多 ， 至 五 六 月 益 甚 ， 或

至 阖 门 传 染 ” ， 可 见 此 次 旱 疫 流 行 范 围 之 广 ， 程 度 之 重 。 而 1821

年 更 是 发 生 了 全 国 性 的 霍 乱 大 流 行 。 《 救 生 集 》 [26]中 指 出 此 次

霍 乱 “ 起 自 大 河 以 北 ， 流 行 齐 鲁 、 吴 越 、 蔓 延 皖 城 ” ， 且 发 病 极

快 ， 症 状 极 重 。 多 地 地 方 志 均 有 记 述 ， 如 “ 人 受 病 死 者 不 可 胜

数 ” “ 得 病 辄 死 ” “ 猝 不 及 治 ” 。 而 1461 年 （ 明 朝 天 顺 五 年 ） 在 陕

西 省 西 安 府 三 十 三 州 县 地 方 瘟 疫 大 行 ， 人 多 死 亡 。 1881 年 （ 清

朝 光 绪 七 年 ） 江 苏 省 潮 灾 ， 京 师 （ 北 京 ） 久 旱 ， 天 花 、 喉 症 、 霍

乱 、 疟 疾 、 痧 症 、 鼠 疫 在 全 国 各 地 频 频 发 生 蔓 延 ， 死 亡 相 继 。

辛 巳 年 ， “ 岁 水 不 及 ， 湿 乃 大 行 ” ， 岁 运 为 寒 水 不 及 而 湿 土

太 过 ， 湿 邪 偏 胜 ， 气 候 应 寒 不 寒 ， “ 暑 雨 数 至 ” ， “ 复 则 大 风 暴

发 ” 。 以 1881 年 气 象 资 料 为 例 ， 当 年 上 海 市 “ 十 二 月 初 三 ， 温 如

仲 春 ” ， 山 东 省 各 地 “ 秋 七 月 大 雨 … … 大 雨 如 注 ， 日 也 不 止 ” ，

浙 江 省 各 地 “ 暴 风 怒 潮 ， 沿 海 各 处 堤 塘 冲 毁 无 遗 ” ， 福 建 省 “ 飓

风 暴 发 ， 大 树 尽 拔 ” ， 云 南 省 “ 被 水 成 灾 … … 嗣 烈 风 霾 ” [5]3413-3415，

契 合 了 《 素 问 · 气 交 变 大 论 篇 》 对 气 候 的 描 述 。 司 天 之 气 为 厥

阴 风 木 ， 在 泉 之 气 为 少 阳 相 火 。 本 年 又 为 风 火 同 德 ， 应 燥 热 多

旱 。 如 《 中 国 三 千 年 气 象 记 录 总 集 》 就 记 述 1641年 [5]1606“ 两 京 、 山

东 、 河 南 、 湖 广 及 宣 、 大 边 地 旱 ” ； 1461 年 [5]700 也 有 记 录 “ 南 畿 府

四 、 州 一 ， 及 锦 衣 等 卫 连 月 旱 ” 。 《 素 问 · 六 元 正 纪 大 论 篇 》 [20]660

记 载 辛 巳 年 “ 热 病 行 于 下 ， 风 病 行 于 上 ， 风 燥 胜 复 形 于 中 ” 。 由

此 可 见 辛 巳 年 气 候 复 杂 多 变 ， 风 雨 旱 涝 更 迭 出 现 ， 不 论 是 旱

疫 、 水 疫 、 旱 涝 疫 、 寒 疫 、 热 疫 、 风 疫 ， 都 可 以 出 现 。

辛 巳 年 疫 病 也 表 现 多 样 ， “ 厥 阴 司 天 … … 饮 食 不 下 ， 舌 本

强 ， 食 则 呕 ” [20]718， “ 体 重 肌 肉 萎 … … 赤 沃 下 ” [20]618， “ 岁 少 阳 在 泉

… … 民 病 注 泄 赤 白 ， 少 腹 痛 ， 溺 赤 ， 甚 则 血 便 ” [20]716， 说 明 辛 巳

年 以 脾 胃 病 、 泄 痢 为 主 病 特 点 ， 与 1821 年 霍 乱 大 流 行 体 征 多

为 “ 吐 泻 不 止 ”“ 脚 筋 痛 缩 ” 相 符 。

3.4.2 戊 子 年 据 载 ， 1408年 [4]193（ 明 朝 永 乐 六 年 ） 建 昌 、 抚 州 、

建 宁 、 邵 武 四 府 疫 死 78 400 余 人 ； 1588 年 [4]362（ 明 朝 万 历 十 六

年 ） 山 西 、 河 南 、 南 直 隶 、 浙 江 省 、 山 东 省 诸 省 大 旱 饥 疫 ； 1648

年 [4]514（ 清 朝 顺 治 五 年 ） 蜀 中 大 旱 大 荒 ， 避 难 者 人 相 食 ， 瘟 疫 大

作 ， 人 皆 徙 散 ， 百 里 无 烟 ； 1888年 [4]980-994（ 清 朝 光 绪 十 四 年 ） 全 国

各 地 春 夏 秋 均 有 大 疫 ， “ 春 三 月 ， 天 气 不 正 ， 疫 气 甚 重 ” ， “ 夏 六

月 ， 天 气 亢 晴 ， 异 常 炎 热 ， 田 禾 枯 萎 ， 疫 气 亦 流 行 ” ， “ 秋 七 月 ，

疫 疠 间 作 ， 朝 发 夕 死 ” 。 疫 病 包 括 霍 乱 、 喉 痹 、 烂 喉 痧 疫 等 。

戊 子 年 是 天 符 年 。 清 代 医 家 余 师 愚 在 其 著 作 《 疫 疹 一 得 》 [27]

中 详 细 阐 述 了 戊 子 年 疫 病 流 行 的 五 运 六 气 条 件 。 他 认 为 ： “ 缘

戊 子 岁 少 阴 君 火 司 天 ， 大 运 主 之 ， 五 六 月 间 ， 又 少 阴 君 火 ， 加

以 少 阳 相 火 ， 小 运 主 之 ， 二 之 气 与 三 之 气 合 行 其 令 ， 人 身 中 只

有 一 岁 ， 焉 能 胜 烈 火 之 亢 哉 ？ ” 其 深 刻 阐 释 了 因 戊 子 年 岁 运 为

岁 火 太 过 ， 而 司 天 之 气 又 是 少 阴 君 火 ， 二 火 相 加 ， 合 行 其 令 ，

就 在 二 之 气 、 三 之 气 发 生 暴 暑 流 行 的 暑 热 疫 。 “ 瘟 既 曰 毒 ， 其

为 火 也 明 矣 火 之 为 病 ， 其 害 甚 大 ， 土 遇 之 而 赤 ， 金 遇 之 而 熔 ，

木 遇 之 而 燃 ， 水 不 胜 火 则 涸 。 ” [27]余 师 愚 强 调 火 毒 危 害 甚 大 ， 而

疫 疹 发 病 就 是 因 外 在 流 行 的 火 热 瘟 毒 。 近 代 温 病 大 家 王 孟 英

也 曾 说 过 ： “ 余 谓 疫 疠 多 属 热 邪 。 ” [28]其 与 余 师 愚 观 点 相 似 。 明

清 544 年 中 记 载 的 9 个 戊 子 年 发 生 的 瘟 疫 也 确 以 旱 疫 为 主 ， 但

疫 病 发 生 较 为 多 样 ， 不 仅 仅 局 限 于 天 花 、 痧 症 、 疹 疫 ， 喉 痹 、 霍

乱 也 多 有 记 录 。 《 诸 病 源 候 论 》 [29] 记 载 喉 痹 是 因 “ 风 毒 客 于 喉

间 ， 气 结 蕴 积 而 生 热 ” ， 指 出 喉 痹 主 要 是 因 风 热 邪 毒 侵 袭 ， 与

戊 子 年 火 热 盛 行 相 符 ； 而 霍 乱 等 消 化 道 传 染 病 可 能 是 因 为 大

旱 造 成 了 大 荒 ， 人 饥 食 草 根 树 皮 ， 甚 则 相 食 导 致 。

4 小 结

本 次 研 究 通 过 对 明 清 544 年 的 疫 灾 进 行 统 计 汇 总 ， 发 现

疫 灾 发 病 整 体 呈 上 升 趋 势 ， 时 有 高 峰 ， 具 有 一 定 规 律 性 。 辛 巳

年 、 戊 子 年 是 明 清 发 生 疫 灾 地 域 较 广 的 年 份 。 先 前 研 究 多 以

一 年 中 发 生 疫 灾 次 数 为 标 准 ， 但 因 古 代 对 疫 灾 记 录 不 甚 详 细 ，

甚 少 提 及 疫 灾 具 体 病 名 、 表 现 及 持 续 时 间 ， 且 发 生 在 同 一 年

相 近 区 域 也 可 能 出 现 两 次 或 以 上 的 疫 灾 ， 导 致 最 后 统 计 结 果

有 误 。 而 本 次 研 究 则 以 一 年 中 发 生 的 疫 灾 县 数 为 统 计 标 准 ，

以 发 生 疫 灾 地 域 广 度 来 判 定 疫 灾 大 小 ， 使 研 究 结 果 更 加 客 观 。

疫 灾 的 出 现 不 仅 与 运 气 因 素 密 切 相 关 ， 当 时 社 会 因 素 如

人 口 流 动 、 经 济 因 素 、 疫 病 管 控 都 会 对 疫 病 传 染 范 围 产 生 影

响 ， 同 时 受 当 地 文 化 水 平 的 制 约 ， 各 地 对 疫 灾 的 记 录 亦 有 区

别 。 本 次 回 顾 性 研 究 仅 证 明 运 气 因 素 是 疫 灾 的 发 生 、 传 播 的

一 个 重 要 的 影 响 因 素 ， 但 具 体 权 重 仍 有 待 进 一 步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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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时 本 研 究 仅 研 究 了 明 清 时 期 544 年 历 史 ， 仅 有 9个 甲 子 ，

样 本 量 仍 然 较 少 ， 且 未 对 三 年 化 疫 理 论 进 行 分 析 研 究 ， 具 有

一 定 局 限 性 。 但 研 究 结 果 还 是 能 看 出 疫 灾 变 化 趋 势 ， 且 证 实

了 天 符 年 更 容 易 发 生 疫 灾 。 这 提 示 我 们 应 高 度 重 视 这 些 特 殊

运 气 年 份 ， 关 注 当 年 异 常 气 候 变 化 ， 及 时 捕 捉 先 兆 预 警 信 号 ，

为 疫 灾 的 发 生 提 前 做 好 充 分 准 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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