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禁烟运动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沈航 

天津师范大学    张慕洋 

【摘 要】晚清以来浙江深受鸦片毒害，在省内不仅有超过 20 万人吸食鸦片，而且还有超过 40 万亩的鸦片种

植面积。辛亥革命时期，浙江军政府积极开展禁烟运动，不仅在省内厉行禁烟，而且在外交方面维护国家利益，顶

住英国的压力，最终使浙江成为中国最早禁绝鸦片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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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俗称大烟、烟土，又称阿芙蓉，是罂粟花浆的提取物。1840 年，英国为扭转对华贸易逆差，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

战争。鸦片战争后，中国烟禁大开。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已达百万。尤其在浙江等东南沿海各省，

吸食鸦片人口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浙江民众不仅进口外国烟土吸食，还在省内大片种植罂粟制造土烟吸食、贩卖。辛亥革命

时期，浙江军政府下定决心在省内展开大规模的禁烟运动。经过 2 年多努力，到 1914 年 4 月，浙江军政府不仅在社会上完全

禁绝鸦片，还全部铲除了种植在省内的罂粟，使浙江成为中国最早禁绝鸦片的省份。 

一、晚清以来浙江省鸦片吸食与鸦片种植状况 

近代以来浙江民众深受鸦片毒害。经统计，仅在宣统元年（1909 年）领取牌照合法吸食鸦片的就有 18 万人
①
，鸦片种植

面积更是高达 40 余万亩。清政府下达禁烟谕旨后，浙江咨议局多次开会议定《筹备禁绝鸦片法案》，此法案虽在一定程度上遏

制了鸦片的蔓延，减少了种植罂粟的数量，但烟民大多对禁烟令阳奉阴违。1911 年 11 月浙江光复，省内“烟禁一项已极端废

弛”。浙江军政府政事部长褚辅成虽对烟禁废弛之事极为关注，但光复之初浙江革命政权尚未巩固，一时难以制定新的禁烟章程，

故而只能告知民众“适用旧时禁烟手续，以资简捷”
②
。浙江军政府在光复初期的不作为使得浙江的烟毒更为肆虐，不少地区的

民众又重操旧业开始种植罂粟。 

近代以来，由于本土鸦片较之进口鸦片成本低廉，因此种植罂粟割浆熬膏贩卖成为一项利润极高的暴利产业。清政府虽严

禁种植，仍有民众铤而走险。到光绪末年，“国内各省几无处不种鸦片，而尤以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四川、安徽、

云南、贵州、广西、福建、浙江为产鸦片最多之省份”
③
。清末浙江种植鸦片共计四十七万三千七百余亩。1908 年清政府开展

禁烟运动，其中的一个重点即是清除罂粟。到了 1909 年，浙江罂粟种植田亩数减少至十三万五千七百余亩
④
。但到了辛亥浙江

光复时期，鸦片种植面积却增长到四十二万九千零七十五亩七分
①
。浙江省种植罂粟面积最多的是温州、台州、宁波、绍兴与处

州。温州下辖的永嘉县据统计共有十万余亩种植面积；瑞安县共种植九万余亩；乐清县共种植八万余亩。台州下辖临海县北乡

种植八千余亩；黄岩县共种植一万一千余亩；天台县共种植四千余亩；宁海县共有三十余亩的烟田。宁波下辖慈溪、奉化、象

山等地都有数目不少的烟田。绍兴府下辖的萧山县南沙等地有烟田七十三亩七分；诸暨县共有三十六亩八分
①
。在处州，青田、

缙云等县也有烟田两千余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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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察可知，浙江省内种植罂粟的地区多为各县交界的山区丘陵地带。由于丘陵海拔相对较高，且土地较平原贫瘠，故

而种植粮食作物所得的收益远不及种植罂粟来得高。有人曾经计算过粮食作物（小麦）与鸦片利润之差，收益有时可差 80%之

数
⑤
。此外，丘陵地区地形复杂，适于罂粟藏匿种植，不易被发现，且丘陵地区民众消息闭塞，政府政令很难到达，再加上丘陵

地区民风彪悍，禁种罂粟会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经济利益，民众往往会产生激烈的抵制，更有甚者将会激起民变。以晚清时期的

浙江禁烟运动为例。如 1908 年 12 月 5 日，黄岩县下四乡农民两三千人反抗禁烟，鸣锣聚众，并强迫知县王志鹤答应他们的

要求
⑥
。1910 年 3 月 2 日，温州府吴太守率领差捕和亲兵到瑞安大街小巷督毁烟田，要求种烟各村按户派饭，并罚缴工金兵费。

民众气愤不过，联合各乡驱逐，当场杀害亲兵 2 人，重伤 10 多人
⑦
。在省内反抗禁烟的狂潮下，禁烟官员对拔烟苗也采取息

事宁人的策略，对烟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故而晚清时期的禁烟拔苗运动未达到拔尽的预期。 

二、浙江军政府的禁烟措施与成效 

1912 年初，浙江军政府内部机构已构建完成，社会秩序也恢复了稳定，于是政事部开始着手进行禁烟。早在 1911 年 11 月，

浙江军政府就告知省内烟土商店，令其凭前清颁布的烟照进行买卖，不准将烟土私卖无照之人。但各烟膏店以军政府禁烟章程

未定为由，均自由买卖烟土。政事部鉴于此，“令有烟瘾民人，限初五日以前，一律随带旧有烟照来所，换给新照”
⑧
，但这一

方案实际效果不大，私自吸食、私自买卖之事仍屡禁不止。1912 年 1 月，浙江省临时议会议定《浙江省实行禁绝鸦片法》等

一系列法令，在法律上对买卖、吸食鸦片等违法行为进行规定。值得指出的是，法令中强调了禁烟机构的作用。 

在杭州，除前清时期已设立的禁烟机构外，在烟毒危害严重的乡镇也开办了新的禁烟机构。如钱塘县调露乡自治会拟设立

戒烟公所。1912 年 1 月 31 日，该乡自治会开会投票，选举蒋修之为董事，以抽签法选定孙仁俊、徐瑞等人为职员，并立刻

任职查禁大烟
⑨
。在慈溪，民政长接宁波军政分府札谓：“光复伊始，急宜扫除赌气，以振民气，并发禁烟分所钤记一颗。”民政

长随即将此文移送禁烟分所，并仍旧令该分所原正副禁烟董任仲莘、阮姒甥二人全权处理禁烟事宜
⑩
。在武康，光复后“原有禁

烟公所款绌停办，禁烟废弛”。程知事上任后当即照会童正甫为正董事，重新组织禁烟分局
○11
。在各地禁烟局的努力下，浙江的

禁烟运动在短短数月间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省内土膏店纷纷停业。然而百余年来形成吸食鸦片的恶癖并不能依靠一纸禁令而得

到解决，禁令并不能从源头上禁绝鸦片。朱瑞接替蒋尊簋担任浙江都督后，制定了《浙省禁烟条例》以应对各地私种烟苗的状

况。与《浙江省实行禁绝鸦片法》不同，《浙省禁烟条例》对禁绝鸦片各方面做了细致的规定。《禁绝鸦片法》各条款均就禁吸

而言，对禁种层面的规定有较多疏漏。《浙省禁烟条例》具体厘定了种植鸦片、买卖及贩运烟土、吸食烟土等行为的犯罪等级，

并增加了对执法人员犯罪行为的惩罚规定。值得指出的是《条例》中增加了“死刑”的条款，这对顶风作案私自种植、贩卖烟

土之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震慑。为进一步震慑心怀侥幸之人，浙江军政府进一步修订了《浙省禁烟条例》，将原条例中“种烟田

地充公”改为“种烟地亩毗连二亩以内一并充公”，并依据此条例，将全省按照罂粟种植面积，分为 7个区。全省设置省禁烟监

督一名，由吕东升担任。各区派遣监督一名，由陆军校官以上担任，总摄犁拔烟苗事宜，有调动地方军队协助犁拔烟苗、弹压

聚众反抗烟禁民众之权。《浙省禁烟条例》的颁行与禁烟监督的委派使浙江禁烟运动的面貌为之一新。在余姚县，绰号为朝胡的

烟犯胡阿朝，因种烟、吸烟、售烟，夺去巡警枪械并聚众反抗等罪名被判处死刑，在胜山正法
○12
。在龙泉县，有种植鸦片的农民

四下走动，联合数十村民倡议进行暴动，意图反抗禁烟。经吕东升派兵弹压，制止了暴动，并继续在该地推行烟禁
○13
。在军政府

强势干预下，浙江省内犁拔罂粟的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据统计，到 1912年 8 月底，在昌化、余姚等种植罂粟较盛的县乡，

军政府基本将烟苗拔尽。但与省内如火如荼进行的禁烟运动相较，浙江军政府与英国关于禁止洋烟入浙的谈判却困难重重。 

三、浙英禁烟交涉与浙江烟毒的禁绝 

1907 年，清政府为禁绝鸦片进口开始与英国进行谈判，到了 1908 年 3 月，中英双方签订了《中英禁烟条约》草案，规定：

以印度出口五万一千箱之数为定额，按年递减五千一百箱。自一千九百零八年为实行之始，十年减尽，此外又议定，《条约》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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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 3 年，英国视中国禁烟情况良好后，方能继续履行条约
③
。到 1911 年，英国鉴于中国政府禁烟已有所成效，遂于 5 月 8 

日正式签署《中英禁烟条约》十条及附件十条，规定：无论何省土药已经绝种，他省土药亦禁运入，显有确据，则印药亦不准

进入该省
③
。 

辛亥革命后，《中英禁烟条约》继续有效，但浙江省因禁烟运动触及英商利益，在外交上屡次与英国发生冲突。1912 年 1 月，

衢州土商罗某，从上海转运英商老杀逊的 9 箱鸦片到衢州，途经杭州海关，其鸦片被全部扣留。罗某闻讯赶至杭州申述，称办

货是在光复之际，衢州禁烟局已经散会，当时已向衢州李民事长请示，并表示愿意补缴土捐，请求政事部予以发还。上海洋行

特派大班带领数人到杭州与军政府交涉，要求浙江军政府赔偿损失。英国驻杭州领事也以私人名义出面调停，希望浙江军政府

发还鸦片
○14
，但浙江军政府不为所动。英国驻杭州、驻上海领事于是正式向浙江军政府提出抗议。浙江军政府则以浙江禁令“亦

仅限本土”作答。在与浙江军政府交涉无果后，英领事捏造嘉兴军政分府“将土店存货限至二月底，过此即销毁，并不准商人

领护照将存土运沪”的禁令，电禀驻京公使朱尔典与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还拟在杭州直接开设洋土店。对英方的无理要求，浙

江军政府民政司据理力争，指出：“禁止在本省境内运输者只就本省土浆、华产土浆而言，并未涉及洋土”，并强调“华产土浆

禁种禁运本属中国自主之权，但使不涉印土大宗贸易，即与单件并无抵触”
○15
。也就是说，浙江军政府迫于中英条约的约定，在

外交上不得不承认洋土仍可在浙江省内运销。但事实上，浙江军政府已下禁烟令，全省民众不得吸食买卖烟土，其中并未对洋

土做特殊规定。因此，在浙江军政府说明不禁洋土后，英国方面极为不满，还勾结日本、俄国向外交部施压。外交部不得不暂

时允诺在浙江试办支店煮膏售卖，并电告浙江实施。但褚辅成以此事损失国家主权，电告驻沪通商交涉使温宗尧，表明浙江省

的立场：“印土大宗贸易本未禁止，惟另卖须悉受本省规则之限制。至煮卖者一节，查中英条约并未准许。浙省灯吸今已禁绝，

如查获私卖，皆当按刑律处治。”
○16
 1912 年 11 月初，英国勾结俄国单方面在杭州开设烟店。浙江都督朱瑞顶住英俄压力，在

禁烟问题上继续坚持浙江省原有态度。在浙江各界的抵制下，英俄两国最终退让，俄国驻沪总领事于 11 月 9 日致电朱瑞表示

将关闭在杭州的烟店。此后外国不再对浙江禁烟施加压力，禁烟运动中最为重要的外交障碍得到了解决，浙江军政府得以集中

力量进行犁拔烟苗的努力。 

1913 年 1 月初，离最终禁绝烟患的 2 月 6 日期限不满 1 月，但全省的犁拔烟苗情况并未令都督朱瑞满意。朱瑞亲自召

开军事会议，推举步兵第十一旅旅长张载扬担任禁烟督办。1 月 24 日，张载扬开始巡视，对全省可能种植烟苗的区域逐一检

查。但截至 2月 6 日仍不能彻底扫清全省烟苗。张载扬于是深入僻野山区，尤其对以往烟苗较多的金华、衢州一带严格巡视，

终于将烟苗拔尽。于是他向浙江省长屈映光报告“金衢均可称肃清”
○17
。此后张载扬又相继巡视宁波、绍兴、温州、台州、严州、

处州等府，所巡各处也皆“毒卉铲除净尽”
○18
。1914 年 4 月 27 日，张载扬完成浙东禁烟督办职责回到杭州，宣告浙江全省烟

患禁绝。4 月底，英国方面派遣专员来浙勘察烟苗，先勘查宁波象山，继而勘察台州、温州各县。所到之处均由英国专员临时

指定，且中途变更，所查之处也多为崇山峻岭沟壑众多的山区。在处州各县，英方更是循环检查，为时多达一月之久，历经 20 

余县，却“不得寸株片叶”。由此，英国方面认定，浙江为烟毒肃清省份。英国于是决定自 1914 年 6 月 16 日起，禁运印土

入浙
①
。 

晚清以来流毒于浙江的鸦片终于在辛亥时期得到了禁绝。辛亥时期浙江禁烟运动的成果是辛亥革命留给浙江的宝贵财富，

也是浙江军政府重视民生、铲除清代余毒，进行移风易俗的重要举措，为后世开展禁烟运动所效仿与学习。但浙江禁绝鸦片的

成果却在北洋军阀时期受到了军阀混战的破坏。袁世凯死后，浙江烟禁开始废弛，虽然此后历届浙江省政府也开展禁烟运动，

但均不及辛亥时期的禁烟成效显著。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浙江军民才再次将为害浙江的鸦片禁

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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