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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1940’s, Chinese wartime capital Chongqing was flooded by a large number of victims of 
the disaster who suffered some floods and heavy losse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flood relief, both 
Xinhua Daily Newspapers and Chinese Central Daily Newspapers had stepped up reporting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disaster, calling on people to raise the disaster relief funds actively and providing 
reasonable suggestions to relief floods fo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Xinhua Daily Newspapers also 
criticizes and exposes the abuses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 the flood relief, and supervises the 
government’s relief measures and results. Chinese Central Daily Newspapers, as one department 
“mouthpiece” of the Kuomintang central committee, mainly reports on the government’s relief 
measures an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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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40年代，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和陪都，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屡遭水灾袭击且损失惨重。为了加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ojhs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18.62004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18.62004
http://www.hanspub.org


陈阳阳，杜俊华 
 

 

DOI: 10.12677/ojhs.2018.62004 28 历史学研究 
 

强水灾救济，《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都加强灾况宣传报道，呼吁民众积极筹集赈款；联系重庆水

灾救济的实际向国民政府提出合理的救灾建议。《新华日报》还批判和揭露国民政府在水灾救济中的弊

端，并对政府的救灾措施、成效进行监督和督促；而作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的《中央日报》则以报道政

府救灾措施和成效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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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有长江、嘉陵江两江环绕，加之是山城，1940~1946 年陪都重庆的水灾，呈现出时间的连续性、

灾荒发生的频繁性和空间分布广泛性的特点，给农业生产和城乡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学界对之关

注较少，从新闻报纸的角度对水灾救济进行研究的成果更是凤毛麟角。本文拟从当时国共两党的报纸《新

华日报》和《中央日报》的角度，对陪都时期重庆的水灾救济进行论析。 

2. 《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对陪都重庆水灾灾况的报道 

抗战时期的频繁水灾对重庆城乡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作为当时国统区重要宣传媒介的新闻报纸《新

华日报》和《中央日报》，积极地关注水灾及其救济。当时中共在国统区的重要宣传媒介和传播信息的

“喉舌”——《新华日报》，不仅关注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而且积极关注民生问题——

《新华日报》以第一时间在《简讯》栏目中及时报道灾况。当然，在灾情的报道上，由于陪都重庆的水

灾及救济直接关系到重庆的社会稳定，也关乎政权的民心问题，作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的《中央日报》

也给予及时报道。 

2.1. 对水灾中民众伤亡的报道 

重庆是山城，瞬时性爆发式的山洪灾害蓄积的能量极大，短时间内就能造成人口的较大伤亡，与此

同时，大洪水也能冲走居住江边的民众。《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对此进行了及时报道。1941 年 9
月 14 日的《新华日报》报道：“连日大雨，山洪暴发，青木关于 9 日发生水灾惨剧，冲倒房屋多栋，财

产损失约 40 余万元，受灾百余户，死 5 人，伤 10 余人”[1]。1941 年 9 月 14 日的《中央日报》也报道：

“两日阴雨、山洪暴发，青木关于 9 日发生水灾惨剧，冲倒房屋多栋、死五人、伤十余人”[2]。1946 年

7 月上旬，重庆连日大雨，8 日上午 9 时，大井巷十三号墙壁年久失修，适逢雨后突然倒塌，压死在此处

摆纸烟摊的杜先红(男)、行路人奶妈徐素珍、女孩万亚男、陈淑元(女)等六人，张仁兴(男)重伤[3]。1946
年 7 月 9 日的《中央日报》报道：“璧山空前水灾，死亡百余人，财产损失 2 亿元以上，是璧山设治以

来最惨痛的一次水灾[4]”。 

2.2. 洪水造成民众财产的巨大损失 

水灾酿成的财产损失，第一个方面就是民众的房屋与私人财产。首先，洪灾对沿江的城乡居民造成

巨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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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重庆市第十区第三保被遭水灾居民调查表 1，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 
对此，《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也给予及时报道。1941 年 7 月 14 日的《新华日报》报道：“十

二日下午四时，重庆大雨倾覆，历数小时之久，大河(长江)灾民受灾严重”[5]。1941 年 8 月 5 日的《中

央日报》报道：“不结实之贫民住宅、作豪雨下牺牲者，倾毁很多。风化石之防空洞，有多处因山石被

雨冲刷崩坏，洞口堵塞”[6]。1941 年 9 月 10 日的《中央日报》报道：“渝市连日闷热，乃 8 日晚起大

雨倾盆，至 9 日午后，平地积水盈尺，江水暴涨，市内曾被冲毁房屋若干栋，幸均未伤人。……两路口

社会服务站对面人行道又塌一段”[7]。 

其次，水灾影响粮食生产，酿成粮食减产，《新华日报》进行了相关的报道。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十

九日的《新华日报》报道：重庆大河(长江)两岸的不用说，成熟的未割的稻子连根被冲走了[8]。与《新华

日报》报道水灾造成的粮食减产不同，《中央日报》在报道水灾对重庆城乡民众造成财产危害的同时，描

述了重庆大雨对粮食增产的影响。前面提到的 1941 年 7 月 26 日的《中央日报》在关于重庆水灾的危害

报道后，紧接着谈了与粮食生产的问题：雨水充足，晚稻及杂粮雨量再增，亦无损失[9]。1941 年 8 月 5
日的《中央日报》也报道：“四日晨豪雨，使秋收又多一层保障，农夫大乐，米粮消耗者也大乐[6]”。 

2.3. 水灾袭击城乡，使民众陷入困境，影响民众的正常生活 

首先，大水灾造成轮船封航、机场被淹，影响民众的日常出行。重庆及附近的巴县、江北、北碚溪

河众多。一般都有桥梁或渡口，保持交通顺畅，但在洪水发生时期，桥梁会被冲垮、冲坏，渡口处会因

流速过大，影响安全，采取封渡措施，于是交通断绝，影响民众的日常出行。1941 年 7 月 26 日的《新

华日报》报道：“渝市郊连日大雨，长江及嘉陵江江水陡涨，上游各定期航轮，都临时停运[10]”。同日

的《中央日报》也报道：朝天门水位二十五日晨已经达到 61.9 尺，下午还在续涨中。珊瑚坝飞机场均已

没水中，洪流涛涛，波涛澎湃。据有经验者谈，水面最大流速，每秒约达 3 米。按本月川江水面最大流

速，每秒均在一米以下，上流水激滩险，开往泸州、江津等地汽轮，25 日晨多于启航至九龙滩一带即行

折回……[9]。1945 年 8 月 29 日的《新华日报》报道：“日来江水猛涨，……本市各县轮渡，也因水流 
 
Table 1. A survey of tenth districts, third guarantees and flood victims in Chongqing 
表 1. 重庆市第十区第三保被遭水灾居民调查表 

户长姓名 年龄 籍贯 职业 家中人口 被灾情形 

郭青山 53 江北 木器铺 7 水淹至屋檐，打去木料及什物。 

刘大顺 60 江北 种土 4 自有房屋打去，什物打去多半，损失甚巨。 

邓荣武 30 江北 皮鞋铺 4 房屋淹垮，打去什物。 

石炳荣 48 江北 木器铺 9 水淹至屋檐，打去木料、门扇及器物。 

刘开荣 25 潼南 二十二厂做工 3 房屋淹垮，打去什物 

刘子程 51 江北 雕工 3 房屋淹没过半，打去什物 

周其昌 38 江北 米商 7 房屋淹没过半，打去什物 

谢海廷 51 璧山 木器铺 4 房屋淹垮，损失甚巨 

颜炳荣 58 江北 雕工 4 房屋淹垮，损失甚巨 

程金明 51 江北 木工 4 房屋淹垮，损失甚巨 

王益臣 52 顺庆 木器铺 7 房屋被淹，打去什物或木料 

谭海源 54 武胜 木器铺 11 房屋淹垮，损失甚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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湍急，昨天整天停航，望龙门缆车也因临江停车台被水淹没，暂告停航”[11]。1946 年 6 月 27 日、29
日的《中央日报》连续报道重庆水灾对重庆交通造成的影响：“江流湍急，小轮无法行驶，除野猫溪线

外轮渡均告停航，今日北碚、合川、长寿、涪陵各线，亦因水涨而无船开出。……28 日，水位增高，昨

已超过六丈一尺，午后仍在续涨中，小轮木轮现已无法行驶[12]。是年 7 月 7 日的《中央日报》再报道：

“因江水位上涨达 83 尺，仍在续涨，各线小轮均已停开[13]”。 
其次，水灾使民众流离失所，四处迁徙。1945 年 8 月 14 日的《新华日报》曾报道：“前天下午，

大河(长江)江水暴涨，重庆南岸海棠溪街道大部被水淹没，一时沿江难民、穷人所居棚户尽被洪水冲垮，

数百人流离失所，情况甚为凄惨”[14]。1945 年 9 月 1 日的《新华日报》报道：“此次嘉陵江江水暴涨，

水势之大，据当地居民称，是十多年所未有。沿河市旧房屋，都被淹没，受灾居民约一千多家，这些灾

民大多数是贫民，很多成为无家可归，家产都被大水冲去”[15]。1945 年 9 月 5 日的《新华日报》报道：

“重庆街头已经出现许多因水灾逃亡城市的农民，他们扶老搀幼，向人乞钱，其状甚惨”[16]。1946 年 7
月 9 日的《新华日报》对于水灾的描述更能体现水灾对民众生活的影响：“……码头淹了，棚口拆了，

将近十万的穷苦市民，没有地方住，没有饭吃，造成了严重的灾情”[17]。由于 1945 年 9 月至 1946 年 7
月，国民政府正忙于庆祝抗战胜利活动以及还都南京的活动等大事，加之水灾造成的重庆灾民流离失所

直接影响政府形象，故该时段的《中央日报》没有对水灾造成的灾民流离失所进行报道。 
《中央日报》在报道重庆水灾对重庆民众财产损害的同时，也不忘“幽默”地报道重庆民众面对水

灾的淡定心理。1941 年 8 月 5 日的《中央日报》也报道：“四日晨豪雨，……渝市到处可见小型瀑布、

沟渠水溢、妇女们总动员洗衣，空袭时每担水价值 4 元甚至 8 元的挑水夫，睹状只有皱眉头。小孩们大

活跃，多洗足冒雨嬉玩。某小朋友说：“天晴在洞里避暑，下雨天在洞里划船，硬是要得”[6]。 

3. 《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对重庆水灾救济的呼吁和救济报道 

面对水灾对重庆城乡民众的打击，《新华日报》还积极呼吁政府和民众筹集物资救灾，并对如何有

效救灾提出建议，并及时报道政府的救灾。 

3.1. 《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对水灾救济的呼吁 

《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不仅关注水灾的危害，而且还积极呼吁政府和民众投入救灾，包括筹

集物资，发放灾款和救济物质，安顿灾民住宿等。1945 年 8 月 28 日，重庆嘉陵江发生特大洪水。第二

天的《新华日报》就呼吁政府和民众救灾：“昨晚，嘉陵江的水暴涨起来……这些人遭了水灾，一天不

下力，一天就没有饭吃。他们靠挑、搬盐巴、汽油等为生，现在不但房子被淹了，而且立即就没有饭吃。……

我们总以为灾民应该得到相当的救济，但是保甲长就连问也不问一声，究竟损失多大，灾民多少，应该

赶快要求当局救济。不救济，这些下力的苦工，有啥本事渡过这么严重的灾难呢？”[18]《中央日报》也

呼吁政府积极救灾。1946 年 7 月 10 日的《中央日报》报道：“前日两江水位暴涨，沿岸房屋财产淹没

殆尽，现江水渐退，一般灾民又纷纷迁回旧屋栖身，咸盼主管当局加以救济[19]”。 

3.2. 《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对政府救济水灾措施的报道 

作为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对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的水灾救济措施、成效进行了

积极报道，以宣传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关心民生、积极救灾，在民众当中树立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

正面形象。1941 年 9 月 14 日的《中央日报》报道：“两日阴雨、山洪暴发，青木关于 9 日发生水灾惨

剧……教部已经联合青木关个机关团体成立水灾救济处，灾民无归宿者，收容于实验民教馆，暂时救济

办法，除由教部垫款交由民教馆为灾民购备两餐干饭外，并由振济委员会派员前往发放急振及伤亡抚恤

等费，计共发一万余元，另息、中国童军总会及教部妇女工作队，已出动为灾民募集衣服。又讯本市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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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关至新桥及九龙坡二公路，连日经豪雨冲刷，沿路石桥及路基被冲坏多处，交通一度阻塞，经市工务

局员夫满夜抢修，十三日晨已全部修复”[1]。1941 年 10 月 2 日的《中央日报》报道：“成渝公路土湾

一带，前以大雨坍塌，往来交通中断，经四川公路局成渝公路改善工程处派工修理，已于一日起照常通

车，来往车辆可不再绕道行驶[20]。1946 年 6 月 30 日的《中央日报》再报道：“连日大雨，沿江棚户，

损失奇重。渝市府宣示体恤额，已饬社会局立即援例妥商赈济办法”[21]。1940 年 5 月 7 日的《新华日

报》曾经报道：“本市临江门马路七星坎之人行道，日前因大雨坍倒，曾压毁百余户，死伤数十人，赈

济委员会当时得讯后，除派员慰问外，并立即令饬难民总站妥为救济”[22]。 

4. 报纸与水灾救济的建议和监督 

《新华日报》作为中共在国统区的报纸，主要的作用是监督政府的水灾救济，并对国民政府在水灾

救济中的弊端进行揭露和批判，监督和督促救灾，以促进救灾效果的提高。相比较而言，《中央日报》

作为国民党中央的官方报纸，在水灾救济的建议、监督和批判方面要做得少一些，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政

府在民众中的形象，它也不太可能揭露水灾救济中的不足和弊端。 

4.1. 《新华日报》与水灾救济建议 

针对水灾特点，《新华日报》从政策、资金、灾民安置和就业等方面提出了水灾救济的建议。1946
年 5 月 27 日，《新华日报》以“靠水棚户搬哪里好？往年惯例急需改变——向市政当局的一个建议”为

题进行报道：“……建议市政当局替这些灾民想个长久的办法，八道门水码头，其中临江门、南纪门附

近就有比较宽敞的空地或山坡，可由政府在这些地方加工平出广大可用之地基，同时在两岸其他各码头

附近拨出一部分公地，有计划地安插他们，政府准备大量席子、木板给棚户借用。经常派医生在这些地

方去注射预防针，按期进行身体检查”[23]。1946 年 7 月 1 日的《新华日报》提出救灾建议[24]：“……

码头附近的空地是有的，为什么不许他们自由搭棚？我们主张政府应迅速在南纪门、朝天门附近空地中

划出棚户住地，不收他们租金押金及房捐，他们是迫切需要救济的”。该年 7 月 10 日的《新华日报》对

于如何救济棚户水灾灾民再提建议：“救济棚户问题的重点是吃和住的问题。住的问题，他们自己不能

解决，政府应该采取给他们划住地的方法来解决。吃的问题其实应该在水灾期间由政府按情形拨发足够

的食米分配给他们，并给他们低利贷款。政府如能迅速举办低利贷款，每户灾民贷款数万元，等水退后

交还，才真正有助于灾民”[25]。 

4.2. 《新华日报》对水灾救济的批判与督促 

灾害救济要靠人来执行，由于国民党吏治的腐败，救济官员官僚化，灾害救济出现多种人为性弊端，

工作搪塞责任，缺乏责任感，救济过程中贪污腐化、假公济私等现象时有发生。为此，《新华日报》进

行了批判和揭露。1945 年 9 月 4 日的《新华日报》报道：“……报纸上登过救济灾民的消息，现在是第

二次遭灾了，救济还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得到？况且 1000 元的救济，即便得到也没有啥子用处。我们希望

能为我们提供临时住的地方，给我们提供几天伙食，我们自己实在没有法子度过这一次灾难”[26]。在农

贷问题上，1945 年 2 月 20 日的《新华日报》报道：“办理贷款的农会的组长，由保长兼任。他们是农

民贷款的固定保证人。为了贷得到款，农民常常须用茶酒鸡蛋以“慰劳”组长，真正急待救济或孤苦无

靠的是得不到的”[27]。1946 年 7 月 22 日的《新华日报》报道：“本月初，本市横遭水灾，灾民十万，

当时报纸登载说社会局将拨专款二千万元救济。可是直到现在还无影无踪。二十日，市参议会上，曾有

人问社会局徐局长灾民救济到底怎么样了，徐局长答复说：“那些受灾棚户，原来政府规定不准他们住

在洪水线下，可是他们硬是住在那里，如果现在救济他们，便等于奖励犯法。……不但不救灾，还要给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18.62004


陈阳阳，杜俊华 
 

 

DOI: 10.12677/ojhs.2018.62004 32 历史学研究 
 

灾民加上种种罪名，到底是何居心？如果局长真的认为洪水线下住不得人，请问局方什么时候替这些灾

民拨出过房子，划定过位置，办过一件可以使他们免于水灾的事情？希望社会局不要和灾民为难，认真

地救济他们”[28]。对于救灾中存在的问题，与《新华日报》敢于揭露和批判不同的是，作为国民党中央

机关报的《中央日报》不仅很少对救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而且还极力为政府辩解。1946 年

7 月 7 日的《中央日报》报道：“渝市近日天雨连续，由菜园坝至牛角沱沿江一带棚户，以地势低下连

续水灾。据社会局调查，受灾棚户，皆系位于洪水线下之违规建筑。故该局未有赈济”[29]。 

综上所述，20 世纪 40 年代，重庆水灾比较频繁，此时的报纸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报道，尤其是

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重要宣传喉舌——《新华日报》，作为非官方媒体，其不仅关注大后方的政治、经

济、文化和外交，而且关注大后方的社会，关注大后方民众的生活疾苦，与国民党官方报纸《中央日报》

有很大的不同——不仅在水灾灾况报道、救济灾民的呼吁上着力，而且主动在救灾监督和建议方面都做

出了努力，而《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则在灾况宣传和政府救灾措施和成效上下功夫，以

在民众中树立政府积极救灾的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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