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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杂志《年代大事记》称，1911
年的异常高温对美国而言是一次深刻的历
史教训，让人们充分认识到极端天气的危
害，特别是在人口集中的城市地区。这场
灾难过后，美国各界对极端天气下的公共
卫生条件、应急响应能力，以及公众安全教
育等课题进行了充分讨论。

其实1911年高温期间，多地政府紧急
出台过一系列措施，帮助市民渡过难关，比
如，用街道上的消防龙头洒水，制作冰块分
发给民众，开放免费渡轮和电车供市民“兜
风”乘凉——有些人在能纳凉的公共交通
工具上一待就是一整天。这些措施有不少

是参考了之前的经验。
1896年8月，美国纽约遭受热浪侵袭，

这场灾难夺走近1500人的生命。当时的纽
约市政府官员紧急调整工人上班时间——
不在正午温度最高时工作，还开放街道上
的消防栓供人降温。时任市警察总局长组
织警力专门到廉租房社区分发免费冰块，
以减少中暑病患的数量。这位市警察总局
长正是后来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历

史学家认为，他在这场灾情中的优异表现
是其整个政治生涯中的重要“拐点”。

不过，前人的经验不足以让美国顺利度过
所有灾情。比如该国1936年的“尘盆”大干旱，
当时正赶上经济大萧条，超过5000人死亡。

1980 年，一场席卷美国中西部的大干
旱直接夺走了1200多条生命，还对美国农
业造成重创，经济损失超过6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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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酒馆文化源远流长，无论是在城
镇还是乡村，一家热闹的酒馆都是当地人社
交活动的中心，具有很强的社群凝聚力。曾
有英国作家盛赞，酒馆就是“英格兰之心”，更
有媒体称“两次世界大战都不能让英国的酒
馆关门歇业”。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英
国特色文化的兴起竟然与中世纪令人闻风丧
胆的瘟疫——黑死病密切相关。

美国新闻网站Medium报道称，13世纪，英
格兰酿酒不受官方限制，为此民间私酿普遍，
几乎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酿酒师”。且在实
现酿制工业化之前，女性是支撑酿酒行业的

“主力军”，中世纪的英国将女性酿酒从业者称
为“麦芽娘”，她们就在自家厨房酿酒，然后就
近卖给邻居和路人。

有史料记载，中世纪时期英格兰及欧洲西
北沿海地区的酒水消耗很大，有些人甚至是把
酒当水喝。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当时水资
源污染严重，酿造后的酒则比水更安全。14世
纪中期，黑死病登陆英格兰南部，病毒迅速扩
散，英伦地区尸横遍野。

瘟疫来袭时，多个欧洲国家的统治阶层反
应迟缓且不作为，主要的抗疫方式就是“拼命
祈祷、迅速逃离”。虽然一些地方也采取了隔
离措施，但不少小酒馆仍在营业。当时很多欧
洲民众认为黑死病是“神的惩罚”，于是放弃抵
抗，过上了“醉生梦死”的生活，终日豪饮不休。

这场大瘟疫几乎带走了欧洲一半的人口，
幸存者们疫病过后的心态普遍发生变化，英国
东安格利亚大学教授马克·贝利形容道：“他们
开始舍得在吃穿上花钱，品尝口味更佳的麦芽
酒，在面包等主食上更加讲究，在奶制品和肉
类上的消费也不再吝啬。”

民众更加舍得花钱的背后是生活条件的
改善——由于人口锐减，疫情过后的普通劳动
群体不仅工资大幅上涨，还多出了更多闲暇时
光。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载，在当时，农奴可
以随时对农场主“撂挑子”。到15世纪中叶，英
国的整体薪资水平提升了250%。

由于英国的消费群体“有钱又有闲”，其酒
馆行业迅速发展，很快形成商业规模。贩卖私
酿的家庭小作坊、“啤酒屋”转型为拥有门店的
正规餐饮机构，接受市场监管。之前偶尔酿酒
贴补家用的“麦芽娘”也成了“全职酿酒师”。
除了酒水外，多数酒馆还提供一些特色小菜。
每日晚间，附近社区的客人就聚集到酒馆里，
人们在喧嚣热闹的环境下小酌一杯，闲话家
常，还可以进行一些室内游戏——英国的“酒
馆文化”就此形成。

随着行业发展，一些酒馆规模越来越大，
客流量与日俱增。到了1577年，英格兰和威尔
士的大大小小酒馆有1.7万多家，按当时的人
口计算，平均每200人“共享”一家酒馆。

数百年来，酒馆在英国的社会活动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英国古老的“老斗鸡酒馆”历经
了无数次动乱、疫病与战争，但其相关负责人
表示“我们几个世纪以来从未中断经营”。美
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为了提振士气，英国不
少酒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照常营业。

英国记者皮特·布朗表示，酒馆几乎可以
算作“英国社会的基石”。即便是在非饮酒者
心中，该类场所也是社会生活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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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无法运营 农民放弃耕种

1911年美国遭遇致命热浪

这场 1911 年的高温来得有些突然。
那年6月一切如常，但刚进入7月，一股干
燥空气直逼美国东海岸，滚滚热浪驱散了
凉爽的海风，多地骤然升温。7月4日起，
美东多地气温创下历史纪录，波士顿气温
一度飙升至40摄氏度，在康涅狄格州首府
哈特福德，市政厅附近避暑的人眼睁睁看
着温度计的数字一路升至44摄氏度……

美国“新英格兰历史学会”记载，这场
高温让灾区民众过上了“地狱般的日子”，
马匹在街头暴毙，婴儿在睡梦中离开人
世，停靠在港口的船开始进水，柏油马路
上的沥青“犹如热糖浆一样冒起了泡
泡”。毒辣的阳光下，树叶纷纷脱落，青草
没入尘土。

1911 年 7 月 5 日起，灾区多个行业陷
入瘫痪——工厂热得无法运营，农民放弃
耕种，连奶牛都挤不出奶。此外，高温还
使铁路铁轨变形，一些城市出现大规模通
勤延误，邮政业被迫停摆。

高温之下，不少人突发急病被送往医
院，多地医疗机构人满为患。除中暑外，
数百人死于各种意外，而这些意外大多是
人们在努力消暑的过程中发生的。美国

“历史频道”回顾，这场酷热导致新英格兰
地区2000多人死亡，对于一些大城市影响
尤为严重——纽约市死了200多人。有媒
体将这一状况归咎于当时的“大城市通
病”：人口密集、生活空间狭小，且通风设
施较差。

在缺少空调冷气的年代，持续高温无
疑是一场煎熬，很多人被热到失去理智，甚
至出现自杀倾向。据美国媒体记载，当时
一名纽约曼哈顿的年轻人因热得睡不着
觉，当街大喊“我实在受不了了”，随即纵身
跃入水中。也是在纽约，一名工人试图卧

轨，被警方发现，双方发生激烈扭打，警察
最后不得不用“拘束衣”将其控制。据美国

《新伦敦日报》报道，居住在波士顿的一名
老者因不堪酷暑，用一支左轮手枪草率结
束了自己的生命。

为了避免被热死或“热疯”，人们纷纷

展开自救，但近乎疯狂的避暑方式也导致
了一系列惨剧发生。在当时的条件下，普
通人的降温方式不多，无非是找个有水的
地方纳凉，结果泳池、河畔人数激增，溺水
事件频发。有市民选择夜间睡在露台或屋
顶，结果半夜翻身不慎跌落，活活摔死。美
国“新英格兰历史学会”记载，当时的报纸
几乎每天都会刊登最新的高温死亡事件，
譬如某工人在挖掘作业期间猝死，某马车
夫驾车途中昏厥，摔下车来，被马匹踩踏而
亡等。

不少民众选择“露宿街头”，多座城市
一到夜间，道路两旁铺满床垫与毛毯。有
树荫的城市公园更被视作“风水宝地”，比
如波士顿公园，当时那里是5000名男女老
少的栖息地，被媒体称为“整个新英格兰地
区最大的集体宿舍”。

海滩也是不错的睡觉场所，据美国新
闻网站Medium记载，纽约市度假胜地康尼
岛1911年夏季迎来了“高光时刻”，7月3日
该岛一天就接待了40万人，泡海水浴的游
客排起长龙，工作人员拿起喇叭维持秩序，
不少人夜宿沙滩。

接近7月中旬的时候，一场特大雷雨解
救了灾区民众，为东部地区带来久违的凉
爽，气温终于恢复常态。不过，这场暴风雨
来得非常猛烈，至少5人因雷击而亡。

14世纪黑死病
“激发”英国酒馆文化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报道，前些日子，美国东北及中西部

大片区域出现“数十年一遇”的异常

高温，2.7亿民众迎来酷暑。

老一代的美国人对旱情并不陌

生，毕竟该国过去百余年间经历过

多次极端炎热天气。在空调冷气尚

未普及的年代，这种天气让普通民

众备受煎熬，特别是在1911年，一

股持续近两周的“致命热浪”席卷美

国东部，将纽约等城市变为“人间炼

狱”，有的市民甚至被热到失去理

智，选择“自我了断”，惨剧频发。

马匹在街头暴毙

人们疯狂避暑自救

纽约的孩子通过舔冰块纳凉纽约的孩子通过舔冰块纳凉。。

高温期间高温期间，，人们睡在公园里人们睡在公园里。。

历史可追溯至历史可追溯至1212世纪的英国老酒馆世纪的英国老酒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