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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国时期，夏令卫生运动作为新生活运动的重要内容在全国推行。1936年，四川省接到上级政府下达的

政令后，开始按照要求在省内推行该项运动。为落实政府要求，达到运动开展的目的，四川省成立了四

川省夏令卫生运动委员会来负责此项工作。为吸引民众参与，扩大受众范围，四川省举办了形式多样的

宣传动员活动，并通过竞赛和督察的方式来落实运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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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Daylight Health Campaign was carried out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ew Life Campaign. In 1936, after receiving the decree is-
sued by superior government, Sichuan Province began to carry out the campaig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government and achieve the 
purpose of the campaign, Sichuan Province established the Sichuan Daylight Health Campaign 
Committee to take charge of this work. In order to attract people’s participation and exp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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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ence, Sichuan Province has organized various publicity and mobilization activities and im-
plemented the campaign contents through competitions and insp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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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夏令卫生运动是新生活运动重要内容之一，其动员、实施和成效学界目前关注不多。本文借以四川

省夏令卫生运动作为个案，探讨该运动在四川省推行的背景、实施过程和产生的效果，并发掘运动背后

蕴藏的中国近代公共卫生意识和理念的变化。 

2. 四川省夏令卫生运动的实施背景 

1934 年 2 月，新生活运动在南昌发起。它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改良民众的生活习惯来恢复原有的“礼

义廉耻”的儒家道德传统，加强国家对地方的统治。当时的领导人认为，“一个人或一国的国民精神、

思想、智识、道德统统可以从基本生活的方法表现出来”[1]。并主张向日本学习，希望通过军事化生活

提高国民素质来达到“安内攘外”的目的，而“规矩”和“清洁”是提高国民素养这一目标的第一步[2]。
作为新生活运动中“清洁”的重要的内容，夏令卫生运动开始在全国实施。 

夏令卫生运动实施的意义主要是“依据新运精神，保障国民健康，减少国民疾病，健全国民体魄，

以促进国民生活军事化，而为复兴民族之基础”[3]。1936 年，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正式下达在各地开展

夏令卫生运动的通知，并要求各地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开展此项运动。通知具体内容如下： 
“查时届夏令，一切病疫最易发生，苟不严加防范，一经蔓延，小之足以危及个人生命，大之足以

妨害民族健康，与念及此，殊深危惧！用特订定各地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夏令卫生运动工作计划大纲，分

发各会，统限于本年五月二十日起，一律开始举行大规模之夏令卫生运动，以期减少民众疾病，保障国

民健康。”[4] 
政府实施夏令卫生运动有两方面目的：一是提高民众的卫生意识，让民众养成卫生自觉意识，从而

提高民众身体素质；二是通过实施该运动来加强对民众的管控。1936 年，四川省夏令卫生运动正式实施。 

3. 四川省夏令卫生运动的实施过程 

四川省夏令卫生运动正式实施前，各县市并没有专门负责管理卫生防疫的机构，卫生相关事宜由地

方政府民政科、警察局等负责兼管[5]。为保证夏令卫生运动的顺利开展，四川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简称

“省新运会”)按照《各地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夏令卫生运动工作计划大纲》的规定，开始筹备四川省夏令

卫生运动的相关事宜。 

3.1. 机构的建立与健全 

四川省夏令卫生运动委员会由省新运会主持，省党部、省政府秘书处、督办署、教育厅、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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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备部、公安局、宪五团和特务团等机关团体组成。参与夏令卫生运动的团体囊括党、政、军、学、商

等社会阶层。 
1936 年 5 月 12 日，四川省夏令卫生运动委员会第一次筹备会议召开， 正式产生总务部、宣传部、

卫生部和推行部委员。总务部主要负责拟定大会经费预算、购买大会应用物品、布置各部联席办公室、

会同推行部布置大会会场；宣传部主要负责拟定告民众书、拟定各种宣传品、缮制横街标语、绘制油画

漫画、编配演讲队及演讲区位；卫生部主要负责征集卫生展览陈列品、会同推行部布置卫生展览室、训

练工作人员及各行业经理、聘请各医院院长担任各影院讲演；推行部主要负责确定参加大会机关团体、

拟定指导队须知、拟定指导队检查表、组织视察团及指导队、派定大会各项负责人、拟定大会主席团各

机关指导名单、拟定大会秩序单、会同总务部布置大会会场、会同卫生部布置卫生展览室等工作[6]。此

外，还有众多社会团体如学校和医院的服务队加入，其具体的工作是在各街道进行宣传、监督和开展卫

生指导。四川省夏令卫生运动委员会经费由参会单位分担和各干事自由捐款。 
四川省夏令卫生运动最先在成都市实施，后逐步在各县市推广。各地夏令卫生运动机构设立时间不

一，如重庆市夏令卫生运动委员会于 1936 年 5 月成立[7]，而北川县夏令卫生运动委员会直到 1942 年 6
月才成立[8]。各县市夏令卫生运动的机构设置也稍有不同。如重庆市夏令卫生运动委员会下设四股，分

别为总务股、宣传股、推行股和卫生股[9]；名山县和北川县则下设宣传队、防疫队和清洁检查队[10]。 

3.2. 运动的动员与宣传 

1936 年 5 月 31 日，第一届四川省夏令卫生运动大会开幕典礼在少城公园举行。为了达到宣传和扩

大受众范围的目的，开幕典礼特意选在节假日举行。政府参加代表有省特派处曾扩情特派员，警备部蒋

尚朴司令，公安局范崇实局长，宪兵五团文重孚团长，华西大学张凌高校长，省府主任秘书赵香畹等人，

参与人数达 5000 人以上[11]。四川省夏令卫生运动委员会组织了形式多样的动员和宣传活动。具体的方

式有： 
电影宣传。放电影的地点一般选在电影院或者人数较多的公园内，且每周有固定的放映时间。如 1936

年四川省夏令卫生运动放电影的地点主要定在成都青年会电影部和智育电影院。前者电影播放的时间为

星期一、二、三的上午八点到十点，后者电影播放的时间为星期四、五、六的上午八点到十点。播放的

卫生影片有《卫生之源》、《生命之源》和滑稽笑片等[12]。 
举行卫生展览和开展公开卫生讲演。卫生展览陈列品主要有卫生挂图、卫生漫画、宣传标语、模型

和药品。为了让参观民众更好的了解展品、理解意义，还会派人专门进行讲解。卫生讲演人员主要是本

市医师和负责卫生管理部门的相关人员。1936 年，四川省夏令卫生运动委员会的卫生讲演员主要来自督

署军医处、公安局、医师公会、萧氏弟兄医院、岛晴医院和四十五军医处[13]。讲演主题多为卫生常识。

目的主要是为了让民众了解卫生与个人之间的密切关系，重视卫生工作的开展和落实。 
宣传队口头宣传和印发宣传品。宣传队成员多是来自学校的学生。四川省夏令卫生运动委员会每年

会给各校进行相关的工作分配。具体工作由四川省教育厅负责。分配原则为：“应派人数，概以学生数

量与质量而决定，担任街道则视其组数多寡，及不妨害课程”。其主要目标也是将运动的开展广而告知，

尽可能的让更多的民众知道此次夏令卫生运动举办的意义。除了口头宣传之外，四川省夏令卫生运动的

宣传还用文字的方式进行。其宣传品内容多是宣传一般卫生常识、告知民众政府政令和推广夏令卫生运

动的相关要求和举办活动通知，如取缔随地大小便、随地吐痰等生活陋习[14]。 

3.3. 全民卫生运动的开展 

四川省通过举行大扫除、对公井和公厕进行消毒、开展清洁竞赛、举办捕鼠灭蝇比赛和注射防疫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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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形式，将夏令卫生运动落实到现实生活当中。 
1) 举行大扫除。大扫除的范围包括水井、公厕、各种食品店、宿舍、浴室、茶室、理发店和娱乐场

所等公共区域及街巷周边和民众家里。夏令卫生运动委员会各机关组织会在规定时间内到负责区域进行

卫生宣传，填写检查表格并汇报给上级。各地对大扫除次数有明确规定，如剑阁县规定各户每日最低扫

除三次，每周由政警指挥全城大扫除一次；涪陵县则规定在夏令卫生运动举行期间要“定期切实大扫除

三日”[15]。 
2) 对公井和公厕进行消毒。该项内容是夏令卫生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厕所是蚊、蝇、蛆、鼠的聚

集地，容易散布传染病。不干净的井水使民众易患霍乱、伤寒等疾病。四川省夏令卫生运动对厕所卫生

和井水的卫生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并将宣传标语粘贴在厕所和水井周边，如厕所“要远距水井五丈以外”，

“井头需高出地面两尺以防，雨水流入”等[16]。 
3) 开展清洁竞赛。夏令卫生运动专门制定了《夏令卫生运动清洁竞赛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竞赛

以城市为单位，并按照人口的多少分为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三类。竞赛种类依据学校、公寓、饮

食店、澡堂、理发店、娱乐场所和巷道等场所进行划分。各类竞赛总分为一千分，按照分数划为甲、乙、

丙、丁四等。四等各有相应的奖惩，甲等授予“清洁竞赛优队”奖牌，并在门口张贴“荣誉名牌”，如

一连三年都为甲等，所获得者将获得“免检查”认证；乙等门上贴“清洁”二字；丙等口头奖励；丁等

第一次予以警告，连续两次予以轻微惩罚，连续三次予以重罚[17]。具体的惩罚办法由各县市政府根据自

身情况制定。如北川县规定“每周星期日对所负责的区域进行逐户检查，将检查结果分最清洁、清洁、

欠清洁、不清洁。四种标志分别贴于门上，并规定凡三次不清洁或将所贴门上的标志扯去者，处以二元

罚金”[18]。忠县同样是在各户粘贴“最清洁”、“清洁”、“不清洁”等字样，对于不清洁的住户将要

罚劳役或者科罚金[19]。 
4) 举办捕鼠灭蝇比赛。四川省夏令卫生运动举办期间，政府会向民众收买鼠蝇。1941 年，仁寿县共

收买苍蝇一万四千个[20]。忠县将每只老鼠按照一只一角，蝇蚊一两一元的价格，在此期间进行收购。酉

阳县则规定，“由县府严令各住户购备苍蝇拍及捕鼠药，尽量投灭与捕捉苍蝇，五百个以上者，奖法币

□元，能捕获鼠一个，奖励法币五角，扑死鼠一个，奖法币二角，其数多者奖金类推。”[21]江安县政府

按照每二十蜷蝇，奖励一角，每只老鼠，奖励一角的办法，共收买苍蝇六万余只，老鼠数只[22]。 
5) 注射防疫针。为提高民众的抗病毒能力，夏令卫生运动期间还专门普及和推广防疫针注射。1942

年，江安县聘请了专门的防疫队人员到县内注射防疫针，总共注射了 2500 多人。江油县则由该县卫生所

负此项工作[23]。 

4. 四川省夏令卫生运动的实际成效 

1936 年，四川省夏令卫生运动的推行有正面的影响到民众的生活。时人岚光曾在《申报》发文来支

持夏令卫生运动的开展，称“欲免夏秋之疾病，莫如举行夏令之卫生运动”[24]。  
四川省夏令卫生运动宣传形式多样，宣传动员内容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如“衣服要洗干净”、“房

屋扫清洁”、“大家讲卫生”等等[25]。运动通过放映影片和公开卫生演讲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

民众因不识字而无法了解宣传内容的局限，扩大了受众范围。口头讲演和文字宣传多将夏令卫生运动与

国家兴亡、“救民”“强国”绑定在一起，激发了民众改变不良卫生习惯和改善公共卫生的决心。正如

时人所评论的，卫生运动“是一种辅助卫生行政的社会教育，一方面普及有关健康保障的各种知能，一

方面亦可促成卫生设施的实现”[26]。 
四川省开展该项运动之时，未对下辖各县市运动的开展时间进行强制规定，各县市有相对的自主权。

绝大多数的县市有按照省下达的政令进行落实，但有的地方因经费不足、医疗设备和药物缺乏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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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运动的效果。1936 年，遂宁县政府因未及时收到省新运会通告，没有将该年度夏令卫

生运动经费纳入年度预算，出现了经费不足的情况[27]；1942 年，峨边县政府呈文给四川省政府，借以

“该县系山岳地带，气温不高，此需要且暑假其中，亦无集体学生可推动”为由，提出当年不开展夏令

卫生运动的请求。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地政令的实施存在问题。后因四川省政府态度强硬，在回复批

文中以“查夏令卫生运动，乃推行卫生，增进民族健康之初步工作，此项运动并不仅限于夏令之交，与

气温之高低无关”，“核与法令不合”为由，拒绝了峨边县政府的请求，并要求峨边县政府根据指令的

要求，将该县具体的实施情况上报给省政府[28]。 

5. 结语 

民国时期四川省夏令卫生运动是由政府组织领导、民众参与实施的一项社会卫生运动。该运动的实

施是通过国家、省、县市层层下达，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国家医疗卫生监管体制。 
政府和民众在此次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政府的引导、推行和监管促进了该项运动的落实。通

过政府的监管，民众认识到了开展夏令卫生运动的重要性，并有效地参与其中，从而实现了政府加强对

地方管控的目的。民众则通过参与此项运动，学习和了解到了许多卫生常识和疾病预防手段，有效地提

高了自身的抵抗能力，改善了人居环境。 
同时，夏令卫生运动的开展推动了我国公共卫生的近代化进程。“数十年前在中国，‘卫生’两个

字还是一种很生疏的名词，到近年以来，‘卫生’二字已经在社会上普遍的应用了，无论是我们日常所

吃的用的，都用‘卫生’两个字加在上面作为吸引购买者的标号，可以见得‘卫生’是受大众欢迎的，

并且已经深入民众的脑海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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