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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乱肆虐，谣言四起，不少人已把这种
病当作无药可治的“绝症”。也有患病的人
想开了，觉得反正这病没法治，索性不顾

“防治这病要忌生冷”的谣言，图个身体上
的痛快。

大屯村一个叫郑中秋的人，得病后发
烧急躁，他想着反正早晚要死，不顾忌那么
多了，就蹲在老母堂后边的水坑里，满身满
头糊上黑泥，渴急了就喝点坑水，就这样他
反倒活过来了。

另一村民郑修娃病倒地下，心急烦躁，
他就扒倒泔水盆，连喝带滚，心里好受，也
活过来了。

还有一些胆大的人，想着说不准哪天
会得这病，就不管那么多，干脆图个痛快，
渴了就吃西瓜、菜瓜，吃得肚子圆鼓鼓的，
这类人也没得病。

大屯村的中医对霍乱都不懂，不乏家
里人接连患病死亡的情况。其中一名中医
的母亲死于这病，出殡后他也被传染得病，
心想也活不了了，渴躁，就拼命吃西瓜，最
后竟然也活过来了。

村子里的孝子解正祥，母亲病倒后，家
人为她置办好了寿衣、棺木。其间，她老想
吃西瓜。解正祥和父亲商量后觉得，反正
人也难活命，临走时让她吃上西瓜，也算是
满足了心愿。解正祥就让母亲放开吃西
瓜，母亲却逐渐恢复精神，最后活过来了。

村民陈广有吐泻先死，妻子病倒滚到
床下，家中无人照料，她渴急就大喝泔水，
躲过了鬼门关。

之后，人们知道这种流行病叫霍乱。
虽然人们不懂医学，可从患者的经历中逐
渐得知，病人上吐下泻，失水多，发烧，本应
该快速大量补水、降温，可要是偏信谣言

“防治这病要忌生冷”，人就会很快死亡。
那些患病的村民泡在水里喝点污

水，反而活了，道理就是补水又降低体
温。当时，人们如果知道多喝些冷开水，
多吃西瓜，可能活的人会多些，可怜当时
的群众无知又误信“防治这病要忌生冷”
的谣言。

另据《洛阳市志》第13卷第38篇《卫
生志》概述记录：“民国二十二年（公元
1933年）洛阳霍乱流行，虽然进行了整治
工作，但城乡死人仍以万计。”由此可见这
场疫病持续时间之长。

最后，霍乱疫情的亲历者张宏兴、李文
修感慨地说道：“国民政府在洛阳，也没有
听到防病治病宣传。死活道理自己也不明
白，真是可恶的霍乱，可怜的百姓。”

谣言蛊惑下的洛阳霍乱之灾
□记者 张喜逢

当下，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日渐增多，一些缺乏科学依据的
谣言难免混杂其中，学会科学甄别信息真伪就显得尤为重要，否
则，以讹传讹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就如民国二十一年
（公元1932年）夏天，洛阳那场霍乱之灾，因病而死的众多人中，
间接被谣言所“杀”的占了几何？不信谣言，斗胆以身硬闯“鬼门
关”的人又是何结局？

霍乱在如今，不过是一种急性腹泻疾病，病死率应
在1％以下。您可能很难想到，在民国时期，这种疾病
曾给民众带来多大的伤害，又衍生出多少荒诞的说法！

1932年1月，日本侵略军攻打上海，国民政府定
洛阳为行都，并迁洛办公，全国党政要人和卫生部门因
此汇集洛阳。同年3月，国民政府撤豫西行政长官公
署，设置河南省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治理洛阳。

这一年夏天，洛阳突然流行一种怪病，呈现波及面
广、病死者多、死得快的现象。发病之初，人会感到身
体不适，头昏脑涨，发烧干渴，烦躁不安，继而腹痛恶
心，上吐下泻不止，粪便很快变稀，吐泻势如水注，其色
黑绿。最后，待人不吐不泻时，双目下陷，颧骨突出，面
色青黄，昏迷不醒，熬不过一两天就会死亡。缺乏医学
知识的人把这种怪病称为“大家病”或“胡来拉”。实际
上，这种病就是现在所说的霍乱。

1992年出版的《洛郊文史资料》第二辑中就保留
有张宏兴、李文修对这场霍乱疫情在农村的相关记录，
他们也是这场霍乱之灾的亲历者。

当时，张宏兴、李文修仅10多岁，居住在洛阳南郊
大屯村（现洛龙区关林办事处一带），村子里有两千多
口人。

据《洛阳市志》第13卷第38篇的《卫生志》概述记
录，当时，洛阳虽然有一些卫生机构，但卫生保健和预
防医学仍严重滞后，多数农村地区没有西医，中医则因
长期受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的歧视和限制而受到很大
摧残。

大屯村虽有几位中医，但是他们对霍乱这种疾病
也不懂，村里上年纪的人们也没有经历过。怪病肆虐
流行，人心恐惧，坊间也由此出现了各种谣言。

有人说这怪病是洋人传来的，人们气愤地到各家
各户收些米面，捏成面人，在街上支锅架火煮洋鬼。煮
熟了，小孩们捞着吃，由此流传出“七家面，八家米，十
字街上煮洋鬼”的民谣。

…………
接连而来的各种谣言，加剧了人们对怪病的恐惧，

人心惶惶，草木皆兵。

霍乱流行之初，大屯村患病人的邻里、亲戚、好友
还去探望、安慰，帮忙做活。人死后，人们还照例去吊
孝、入殓、打墓、待客过事。

谁知疫情来势凶猛，传染快，死亡率很高，有的几
个小时便死去，死人越来越多，最后，谁也顾不上谁。
病人不仅无人探视，连死亡后为其殓尸、打墓、埋葬的
人也没有了。

当时，尽管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但对日益蔓延的霍
乱疫情未能采取有效的宣传、防治措施，这使得比疫情
更可怕的谣言在农村占了上风，甚至连学医之人也信
了谣言。

当时，在农村流传的诸多谣言中，以“防治这病要
忌生冷”较为广泛，这条谣言不但坑了不少喜获丰收的
瓜农，还让不少人丧了性命。

大屯村很多人都种瓜，瓜个儿大又甜，城乡出名。
入夏后，开园早的瓜农，卖了一些西瓜。一户姓郑的村
民原本时常把西瓜送给村民吃，可当这病流行开来，

“防治这病要忌生冷”的谣言出现后，他便不敢再把瓜
送人了，村里成片的西瓜地也不见有人看守。

城里人似乎对“防治这病要忌生冷”并不十分在
意。村民白二腾和父亲天天进城卖西瓜，也见到城里
有这病在流行，但是瓜还能卖。每每卖完瓜回来，白二
腾和父亲不回村里住，而是住在瓜地里，一是怕传染，
二是怕听到这个死那个死。

不少村民按照“防治这病要忌生冷”的说法去
做，可是患病的人数量有增无减。村民们相信谣
言，不懂消毒预防，致使这种病扩散日益严重，多
是一个病人，传染家人，好些家连死两三口，最多
的一家死五口人。村里一名中医也信了谣言，家
里死了几口人，年富力强的小伙子染病两天后就
不行了。

谣言蛊惑下人心惶惶。大屯村村外到处有新坟，
死人有八九十口。那时，村民们早起见面，有时会小声
传话“昨天夜里谁谁完了，一大早埋了”。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有人不信谣言反倒活下来

谣言蛊惑人心，村民跟风丧了性命

怪病肆虐，洛阳谣言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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