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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是怎样通

过标语来宣传抗“疫”的

呢？

1920 年，湖南长沙出

现霍乱传染事件，为了向

民众传播清洁卫生和健康

饮食的重要性，长沙卫生局

与当地商会、妇女会、青年

会、学生联合会的志愿者联

手，沿街张贴标语，挨家发

放传单。他们标语和传单上

的文字都很浅白，很通俗，

很接地气：

“没烧开的水不要喝。”

“要勤快洗澡。”

“不要吃生冷水果。”

“杀老鼠的赏他长生不

老。”

“我们不杀苍蝇，苍蝇

就杀我们。”

“入厕所，撒石灰，虎疫

转头向外飞。”

标语里的“虎疫”就是

霍乱，因为霍乱的英文单词

是 cholera，民国时音译为

“虎列拉”，简称虎疫。

1934 年，武汉三镇召

开防疫大会，湖北民政厅、

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保

安处以及国民党湖北省党

部、武昌县党部、汉阳县政

府等机构用整整一个月的

时间展开宣传，倡导“清洁

运动”，当时张贴的标语如

下：

“文明看戏，自带手巾

最放心。”

“手巾莫公用，公用不

干净。”

“勤沐浴，勤晒衣，时疫

就会远离。”

“年底消灭臭沟臭渠。”

同样的，这些标语也是

通俗易懂，简洁明快。

抗战时期，昆明成为大

后方，江浙难民大量涌入，

一时间人满为患，传染瘟疫

的风险大增。1940年，昆明

市卫生局开展防疫宣传，印

制标语十几种：

“病从口入，吃生冷的

饮食最易发生传染病。”

“不打霍乱预防针，可

以危害他人的生命，人人要

打霍乱预防针。”

“预防霍乱的有效方

法，就是快打预防针。”

“夏天的饮食物品要用

罩纱遮盖，以免苍蝇聚集。”

“苍蝇是传播霍乱疾病

的媒介。”

1943年8月，桂林卫生

局宣传抗“疫”，标语如下：

“赶快去打预防针！”

“不要吃冷水！”

“不要相信市面符水丸

药！”

“扑灭苍蝇！”

“隔离霍乱病人！”

1944 年，昆明市政府

宣传“种痘”，也就是注射天

花疫苗：

“天花厄运，种豆可

免。”

“预防天花，惟去种

痘。”

“天花危险，种痘安

全。”

“婴儿满月，即可种

痘。”

都是八个字的短标语，

语调冷静、中性，绝对算不

上“以情动人”，却能“以理

服人”。

1946 年，广东某县刊

登在媒体上的抗“疫”口号：

“健康是人生的至宝，

清洁是防病的药物。”

“注意卫生才是好国

民。”

“水不洁不饮，物不洁

不食。”

“垃圾要清洁，沟渠要

畅通。”

“欲免霍乱、伤寒、痢

疾，快打预防针！”

“注意卫生，勿随地吐

痰，抛弃污物。”

民国时代的标语一点

儿也不温馨，一点儿也不煽

情，但是我们得能想到，它

们是讲给绝大多数没有受

过良好教育的旧社会民众

听的，如果写成诗词，民众

很难听得懂，这样的表达方

式更容易赢得民众的理解

和支持。

（据《北京青年报》）

天花俗称“痘疹”，是一

种死亡率较高的传染病。在

古医书中，痘科与针灸、大

方等科目并列，可见其普遍

性。然而直到清初，医界对

于痘疹也尚无有效举措，据

《医学源流论》：“今天下之

医法失传者，莫如痘疹。”于

是往往只能采取“隔离”之

法。

清 天 聪 八 年（1634

年），东北痘疫频发，当明将

尚可喜率部来投时，却吃了

皇太极的“闭门羹”，其原因

便在于恐惧痘疫。据《清初

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

“东北痘疫，太宗于十日至

避痘所。”据学者考证，皇太

极的“避痘所”位于沈阳故

宫西北，称“御花园”，取“抵

御天花”之意。

皇太极谈“痘”色变，常

因一点风吹草动就躲进“御

花园”，错过不少国事。例如

在崇德三年的元旦朝贺上，

皇太极“只命已出痘之王、贝

勒设宴”（引《沈阳状启》）；五

年，科尔沁额驸携公主还

国，正值痘疫，皇太极“令皇

后、诸王等送至避痘所，设

宴 饯 之 ”（引《清 太 宗 实

录》）；七年冬，盛京再次疫

发，皇太极“以国中方避痘”

唯由（引《清太宗实录》），取

消了自己的万寿大典。

古人在经验中发现，凡

痘患痊愈者既能终身免疫，

这类人便称为“熟身”，“熟

身”会在脸上留有“痘瘢”，

俗称“麻子”。而未患痘疹者

被称“生身”，故“生身”极易

感染，唯自求多福。皇太极

派“已出痘”之人宴客，便是

让在场外宾放心。

在战场上，皇太极也会

选择“吉日”出征。据《清史

稿》，在天聪六年夏四月，皇

太极“率大军西发，次辽河”

征讨林丹汗，后来林丹汗也

因痘疫暴毙；崇德元年五

月，皇太极令“武英郡王阿

济格等率师征明”；还有崇

德七年夏四月，“多尔衮、豪

格等奏克塔山。”从以上战

役可知，清军往往会在夏、

秋出兵，尽可能避开痘疫肆

虐的冬季。此外，每攻克一

处城池，皇太极也令“贝勒

诸将已痘者驻守，未痘者从

上还都。”

皇太极戎马一生，却因

痘疫东躲西藏，难免有损威

望，所以顺治就把父皇的

“避痘所”改名成“长宁寺”，

以绝后世非议，据《盛京景

物辑要》：“御花园，国初建，

顺治十三年改为长宁寺。”

不过顺治本人对痘疫

更是谨小慎微，《清世祖实

录》便记载了他身边多位亲

王贝勒的境遇，例如“辅政

德豫亲王多铎出痘薨”“英

亲王阿济格两福晋俱出痘

薨”以及“和硕敬谨亲王尼

思哈薨，年十岁”等，可见疫

情之严重。

权贵已然如此，民间只

有更坏，谈迁在《北游录》中

写道：“满人不出疹，自入长

安，多出疹而殆，始谓汉人

染之也，于是民间以疹闻。”

由于东北与关内气候有差，

继而导致清兵大面积感染，

起初还以为是接触汉人所

致。《清史稿》亦载：“满洲兵

初入关，畏痘，有染辄死，京

师民有痘者，令移居出城，

杜传染。”这里的“移居出

城”，便是清廷的一道措施，

意在隔离病源。

谈迁还说：“以驾在南

海子，遂禁人南出。”这里的

“南海子”便是顺治在北京

的避痘所，也称南苑。顺治

八年（1651 年），顺治帝就

南苑内发出了一道敕谕，

称：“近日痘疹甚多，朕避处

净地，凡满、蒙、汉人有被冤

控告者，此间皆严禁向朕跪

告，违者斩。（引《清初内国

史院满文档案译编》）”看来

是要避开所有人。另据《清

世宗实录》：“九年元旦，上

避痘南苑，免行庆贺礼”以

及“十三年元旦，上避痘南

苑，免朝贺”等，都可看出顺

治对于痘疫的恐惧。

但若经常缺席朝贺，

小则与友邦产生间隙，大则

会导致外交危机。所以顺治

就给各蒙古王公又发了敕

谕，称：“慰谕科尔沁国和硕

土谢图亲王等……朕自亲

政以来，未得一见，岂朕忘

尔等哉，盖因地广事烦，且

痘症流行，尔等远来之日、

朕复出巡幸，是以相见甚疏

忽。”（引《清世祖实录》）可

见他常年躲在南海子，以避

痘疫。

有关清初的两桩谜案，

一是顺治的暴毙，二是康熙

的登基，后人莫衷一是，却

都不乏“痘疹”说。清末民初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载：

“因病痘崩于养心殿，寿二

十有四。”因此，顺治死因很

可能还是染了痘疹。再说立

储，相传三阿哥玄烨曾患痘

疹，被隔离在福佑寺，他脸

上的“麻子”便是证据，反观

二阿哥福全则是个“生身”，

随时有染痘的可能。

在《康熙起居注》中，有

两段记载可以对比来看，先

是 在 康 熙 十 七 年（1678

年），“皇太子出痘，各部院

衙门章奏，俱命送内阁。”这

说的是太子胤礽染痘，康熙

就把政务抛到一旁，专心照

顾儿子，侧面也证明康熙是

个“熟身”，终身免疫。

康 熙 十 九 年（1680

年），“武昌府通判傅为格善

为小儿种痘，曩皇太子喜

事，令诊视疗治，获奏痊

愈。”首次出现了“种痘”一

词。据清代《痧痘集解》载：

“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

间，宁国府太平县。”此处

“宁国府”即安徽宣城，明属

南直隶，傅为格能北上为太

子种痘，也属偶然际遇。关

于种痘，《医学源流论》载：

“此仙传也，有九善焉。”其

具体方法，大概是将痘患的

痘痂磨成粉，然后用吹气或

棉花送入小儿鼻孔，以获得

抗体。总之，该法在康熙朝

终于走进了故宫，对此康熙

赞道：“国初，人多畏出痘，

至联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

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

（引《庭训格言》）

顺治时，太医院有大小

方脉、伤寒、妇人、痘疹等十

一科，痘疹科以研究病因为

主，尚无有效措施。后来种

痘技术成熟，痘疹科便并入

了小方脉，即视为常见小儿

疾病，也有专职的“痘医”，

驾轻就熟。因此，康熙之后，

史籍中就鲜有“至避痘所”

“出痘薨”“免朝贺”等怪事

的记载了。在民间，各地也

先后成立了“种痘局”，严格

收徒培训，为百姓种痘，这

也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官方

免疫机构。

国内既安，还须提防外

疫。嘉庆曾给和珅列了二十

大罪，其中有：“朕谕蒙古王

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和珅

擅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

来。”这条本不算大过，完全

是因为犯了“痘”忌，没有底

线。自乾、嘉始，清帝往往会

在避暑山庄接待外族“生

身”，例如“嘉庆元年五月，

诏额鲁特来京有出痘者，嗣

后由草地赴热河觐见。”（引

《清史稿》）

据《癸巳存稿》：“康熙

时，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痘

医。”此后，种痘术又陆续传

入日本、中东、欧洲和非洲，

直到1796年英国人詹纳发

现了“牛痘”接种法，“人

痘”才逐渐被替代。再回

首，此时距隆庆已足足二

百余年。（据《北京晚报》）

皇太极惊惶避疫 康熙治痘有方

康熙十七年康熙十七年，，皇太子胤皇太子胤礽礽出痘痊愈恩诏出痘痊愈恩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