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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时期，有限的医疗卫生条件对肺结核的治疗不尽理想，社会精英们为了有效地预防肺结核、塑

造国人良好的卫生习惯对随地吐痰这一国民陋习极尽批评。抗战爆发后，随着战时国民政府和大量人口的内迁，随

地吐痰这一陋习在战时首都重庆显得尤其严重。这不仅对战时首都的卫生防疫与公共安全提出了挑战，更于战时首

都的城市形象不利。为了取缔市民随地吐痰的陋习、保障市民健康和整饬陪都市容，重庆市卫生局等发起成立了重

庆市公共卫生运动委员会，并联合多个机关组织开展了一场取缔随地吐痰运动。但是，这场“自上而下”的宣传劝

导运动在对日抗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缺乏持久性、强制性和必要的客观环境，最终难有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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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代西医的传入，中国的社会精英对“痰”与“肺结核”的传播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入的认识。但是，民国时期有限的

医疗卫生条件使得肺结核的患病率和死亡率都处在一个较高的比率。社会精英们不断地科普“随地吐痰”的危害，希望纠正国

人随地吐痰的陋习以达到有效预防肺痨的效果。同时，在社会精英们的眼中，随地吐痰不仅关乎公共安全，还关系到国家的文

明与城市的形象。抗日战争时期，随着重庆成为战时首都，肩负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历史重担，成为“国际观

瞻所系”的国际大都会，对陪都城市的环境卫生及城市形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随地吐痰的现象在陪都甚为严重，不断

受到社会精英的批评。为了取缔市民不良卫生习惯、保障城市公共安全以及整饬市容，重庆市卫生局联合了中央与重庆市范围

内的多家机关，成立了公共卫生运动委员会，开始了对战时首都市民之随地吐痰积弊的整治运动。

一、战时重庆取缔随地吐痰之缘起

民国时期有限的医疗卫生条件对肺结核的治疗效果难收实效。1952 年前，西医治疗肺结核，比之中医并无明显的优势[1]。

中、西医对于肺结核的治疗均束手无策，民国时期的肺痨（即肺结核）的患病率和死亡率都处于一个较高的比率，甚至有“十

病九痨”的说法。1910年 12月，东三省流行肺疫，死亡率接近 100%[2]12；根据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 1926—1931年的统计，肺结

核位列死因榜第一位[1]1；而据学者卢永春估计，当时全中国人民每年死于肺结核的人数，每年至少有 120万以上[3]468。在中、西

医治疗均没有特效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从预防的角度来加强对肺痨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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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肺病的传播主要是由于肺病者的痰之处置不当所致，因此，民国时期的社会精英不遗余力地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刊文科

普随地吐痰与肺痨蔓延的关系，强调随地吐痰的危害。随地吐痰这一国人的习惯逐步同公共健康与卫生防疫联系起来，逐渐演

变成危害公共安全的陋习。如葉君 1928年刊发之文章《随地吐痰的危险》中写道：“痰是因病而生的，那么痰里面当然要含这

一种病菌——传病的虫子。就是痰随便吐在地上……旁人呼吸的时节他——病菌——就随着空气飞人身内。当病菌在他身内生

殖众多得了势力，就弄得人生病了。”[4]5

1930 年，国民政府卫生部专门颁发卫生浅说系列文章，其中《吐痰与卫生》中写道：“痨病，是由痨病菌生的……痨病菌

散布的范围，非常广泛，所以很多人常常在不知不觉之间，因为接触了这种危险物，就受痨病的感染……痨病人的痰，痨病菌

分布最浓厚，并且有强毒的危险物……痨病菌会混在吐出的痰中排出……这样就有传染的危险了。”[5]2《为什么不许随地吐痰》

一文也指出：“我们的肺痨病人较世界上任同一国都多，据最少的推测，我国人每年死于肺痨病的约有 160 万人；害肺痨的至

少亦有 1400多万人……肺痨所以有这样大的传播力量，除了其他原因以外，最主要的可以说就是随地吐痰了。”[6]21936年，包

静元在《中央日报》发表《随地吐痰等于乱掷炸弹》一文，将随地吐痰与日机轰炸相类比，希望以此震耳发聩，让国人深刻认

识随地吐痰之危害。文中写到：“我国人随地吐痰，也常混着病菌，若是随地吐痰……痰中病菌……随着尘埃飞扬空中，其中

病菌就由呼吸侵入……随地吐痰的危险性与乱掷炸弹的危险性相比，有过之而不及！”[7]此外，中国预防痨病协会也曾举办过专

门针对随地吐痰的劝止活动。如 1935年 3月 28日至 31日在上海举办之上海市各界劝止吐痰运动等。
[8]321-345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于 1937年 11月 19日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成为战时首都。随后，军政、文教、工

矿企业大量迁渝，而随之内迁的人口迅速地扩大了重庆城市的人口数量。1927年，重庆市区人口仅有 20万，抗战爆发时发展至

46万。1938年 11月，全市人口接近 50万，如果加上市内流动人口和江边船户等，全市人口约为 60万。[9]383市区人口的急剧增

长给重庆城市的卫生防疫和公共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内迁入渝的著名散文家钱歌川在《夏重庆》一文中记述到：“近乎一

百万人挤在这个小小的半岛上……使这个地方无端成了一个绝好的肺病培养所了……霍乱也就大肆其虐，冤枉送了许多人命。”
[10]233-234而随地吐痰作为国人之普遍习惯，随着国人大量内迁重庆后，在战时首都更显严重。重庆市卫生局在一份呈文中就提到：

“查随地吐痰，向为国民之不良习惯，试观重庆市之街道及公共场所，几无处不满布痰迹，其肮脏情形，较我国任何都市为显

著，此不特有关清洁观瞻，抑且传播痨病，夭折生命……为维护重庆市民之健康计，亟应从速提倡，最初步至取缔吐痰运动。”
[11]可见，战时重庆市举行取缔随地吐痰，首先是维护城市公共安全和城市居民健康的需要。

同时，取缔随地吐痰也是国家文明与城市形象建设的需要。近代以来，西方人士对中国城市恶劣的环境卫生和人民淡薄的

公共卫生意识嘲讽颇多，中国的仁人志士多以此为耻。以致到 1939年时文璣还在《抵制吐痰运动》一文还批评到：“凡文明水

准高的国家，决没有随便吐痰的国民。然我们的好国家，却把这件事情视属惯习，毫不注意。因此当每个外来者踏进我们的国

土，不好洁的、野蛮的名词自然就要加上来了”。
[12]2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后，重庆从一个区域性的中心城市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成为亚洲反法西斯的中心，不仅有沿海的社会精英西迁入渝，还有大量的外国政要、记者等接踵而至。董显光就指出：“重庆

虽然局处在华西的从山里……可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注视我们。世局的发展逐渐把我们的抗日战争转移到世界舞台的中心来了。”
[13]358司马讦也提到：“世界上的路也都通重庆……像麦加朝圣一样，各式各样的人物都投身到这个舌形的半岛上来，类如，实业

巨子、皇家名厨、电影商人、卡车大王、迎接熊猫的生物学者、找寻题材的美国作家……重庆成为国际都市，多少已经渐近事

实了。”[14]124作为“国际观瞻所系”的战时首都，重庆的城市形象不断通过各种新闻报纸、杂志、西人的记录等剖露于世人眼前。

这样的背景下，一直以来被垢病的随地吐痰的陋习在内迁入渝的社会精英们眼中也就更为严重了。1938年 10月，内迁入渝的陈

公博在《中央日报》上发文批评到：“我在早晨和黄昏的街上散步时，无处不发现涕痰。”[15]为了整饬市容，构建与战时首都

相匹配的城市形象，取缔市民随地吐痰亦迫在眉睫。

再者，随地吐痰运动是抗战时期重庆新生活运动继续推行下的产物。1934年 2月 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上演讲

《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宣布发起新生活运动。《新生活须知》中对国人之行规定到：“……喷嚏对人、吐痰在地、任意便溺，

皆所禁忌……”[16]772随后，随着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及各地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纷纷成立，卫生运动、清洁运动“自蒋委员长提倡

新生活运动以来，风行全国”
[17]305

，成为新生运动中重要的内容之一。而随地吐痰由于事关卫生、防疫及国民形象，亦成为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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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运动、清洁运动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在新生活运动开展的背景下，各地关于宣传纠正随地吐痰陋习的宣传层见迭出，各

类劝止活动亦数见不鲜。如《良友》画报于 1934年第 9期以《新生活图说》为专题、以图片加宣传标语的方式宣传新生活运动

所言及之各方面，其中就有“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随地小便”之宣教
[18]22

。1935年，上海市防痨病协会亦联合上海各机关团体，

共同组织举办了“上海市各界劝止吐痰运动”等等
[18]321-345

。1938年 9月，国民精神总动员会颁布了《国民生活改进竞赛科目》，

要求“各地为推行便利起见，得选择推行办法相同及性质想近之事项，参照地方情形自行订定之”[19]14。其中关于改进市民日常

生活项目中，规定了家庭清洁竞赛项、公共场所卫生清洁竞赛项及市容竞赛项等。此后，在重庆市动员委员会、重庆市新生活

运动会等相关组织的推动下，规矩清洁运动、夏令卫生运动、街巷清洁竞赛、交通市容整理①2运动等各种各样的清洁卫生运动日

出不穷。在新生活运动的推动下，开展取缔随地吐痰之不良习惯的宣教活动势在必行。

战时重庆市取缔随地吐痰的直接原因是国民党中央直属委员会向重庆市政府的一份呈文。由于随地吐痰关系“公共健康甚

巨”，早在 1939年重庆市卫生局就曾拟定办法着手整理，但由于日机对重庆之狂轰滥炸被迫停止[2°]。1940年 1月，中国国民

党中央直属重庆委员会在 13 日向市政府发出了一份公函，转呈了重庆市第一一八区分部之呈文。呈文称：“重庆为战时首都，

对于公共卫生之设备理应力求完善，一般市民往往随地吐痰。此种恶习不特有碍市容亦且有关系国民健康。呈恳转请市政府通

饬各保甲长对于随地吐痰者严加取缔并劝令各街住户购置痰盂以备应用”[21]。重庆市政府在收到这份呈文后，于 16日、18日、

19 日连续发布训令，要求重庆市卫生局、警察局会商如何取缔市民随地吐痰这一陋习
[22]
。战时重庆之取缔随地吐痰的工作由此

拉开了序幕。

二、取缔随地吐痰运动的提出与筹备

国民党中央直属重庆委员会给重庆市政府的公函直接促成了重庆市展开取缔随地吐痰陋习的酝酿。重庆市卫生局、重庆市

警察局在连续接到重庆市政府的训令后，立即安排专人负责接洽会商相关事宜。23 日上午，警察局与卫生局会商后拟定出三条

办法：

一、定期由卫生局召集有关机关，如新运会、市党部、社会局、青年会、三青团等各代表商讨，举行取缔吐痰宣传运动周，

印刷宣传等费用，由各机关分摊。

二、 制定取缔随地吐痰罚则，呈请市政府备案，交本局负责执行。

三、 规定大商铺户备痰盂二个，置于铺门两侧室内，供市民随时吐痰之用。较少铺户商店，则备痰盂一个，并请本局转饬

办理。
[23]

警察局和卫生局会商提出了取缔市民随地吐痰陋习的具体方式实行取缔随地吐痰运动宣传劝导周（以下简称取缔随地吐痰

运动），试图以加强宣传和实施劝导的方式来达到取缔市民随地吐痰之陋习的目的。随后，重庆市之取缔随地吐痰运动正式进

入筹备阶段。该运动的筹备工作按组织机构的不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由重庆市卫生局牵头，制定了取缔随地吐

痰运动实施的草案，并组织成立了重庆市公共卫生运动委员会。第二阶段中，新成立的重庆市公共卫生运动委员会接棒卫生局，

组织重庆市取缔随地吐痰运动的筹备与实施。

重庆市卫生局和警察局会商决定举行实施取缔吐痰宣传运动周后，卫生局牵头开始了筹备取缔随地吐痰运动的第一阶段，

着手进行筹备该运动的第一步——制定相关实施办法。两个多星期后的 1940年 2月 8日，重庆市卫生局初步拟定好了一份《取

                                                       
2①以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为例，与重庆市清洁卫生运动直接相关的档案有如：《关于推行重庆市规矩清洁运动相关事宜的公

函、训令》（典藏号：0053-0024-00062）、《行都夏令卫生运动宣传大纲》（典藏号：0051-0004-00028)、《重庆市动员委员

会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心工作清洁运动实施办法》（典藏号：0053-0004-00209)、《关于规定举行交通市容整理周注意事项的命

令、喊（附注意事项）》（典藏号：006-0015-04085)等。



4

缔随地吐痰运动实施办法》。《实施办法》决定，由卫生局主持，于次月的 4日到 10日开展为期一周的取缔随地吐痰运动宣传

劝导活动，以期达到宣传教育、扭转积弊的目的。[11]同时，卫生局考虑到国人随地吐痰陋习的顽固与自身力量有限，为了扩大

该运动的影响、取得更大范围的支持以期能够取得第一次取缔随地吐痰运动的巨大成效，其决定联合各机关的力量来共同实施

取缔随地吐痰运动。
[24]
2 月 24 日，重庆市卫生局邀请中央社会部、新生活运动总会、卫戍中司令部、宪兵第三团、三民主义青

年团、中央团部、重庆市党部、警察局、社会局、童子军行都服务团、市商会等有关机关进一步共同会商实施办法。[25]

2 月 27 日下午 2点，重庆市卫生局、卫戍总司令部、警察局、市政府等 9个机关的代表们一起召开了“发动取缔随地吐痰

运动普遍宣传劝导周联席筹备会”。代表们认为：“佥以公共卫生运动，至为重要，取缔随地吐痰，系属公共卫生运动中重要

工作之一，实有合力组设公共卫生运动委员会，常以协助地方卫生机关举办各项卫生运动之必要，当经议决由参加各机关各指

派固定代表一人，合组本市公共卫生运动委员会，逐期协同本局（卫生局）举办各项公共卫生运动事宜，并完取缔随地吐痰为

第一次卫生运动。”[26]由是，代表了讨论了重庆市公共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成机构、内部组织架构、常务委员的任定、组织章

程的拟定、筹备成立的具体时间等多项问题，最后决定于 3 月 4 日正式成立重庆市公共卫生运动委员会。当天，代表们还讨论

修改了由卫生局草拟之《取缔随地吐痰运动实施办法》，通过了新的《重庆市公共卫生运动委员会取缔随地吐痰运动实施办法》。

新的《实施办法》的通过，标志着重庆市取缔随地吐痰运动的筹备工作进入了第二阶段。在此阶段内，公共卫生运动委员会代

替重庆市卫生局，开始组织筹备、实施重庆市取缔随地吐痰运动的相关事宜，同时还肩负筹备重庆公共卫生运动委员会成立的

任务。

与卫生局草拟的实施办法相比，新的实施办法发生了几点变化：

首先是发动机关的变化。由于将成立新的重庆市公共卫生运动委员会，因此，取缔随地吐痰运动自然而然地由重庆市公共

卫生运动委员会发起。同时，由于需完成成立公共卫生委员会等事宜，因此，将举行取缔随地吐痰运动的时间稍微后延。其次，

是牵头负责单位的变化与参与单位的变化。旧的实施办法中明确指出由卫生局负责，而新的实施办法中指出由“卫生局会同重

庆市公共卫生运动委员会及各机关民运团体协助指导办理”，对于究竟由谁主导负责则语焉不详。同时，参与的机关团体则增

加了中央宣传部、国民精神总动员会、卫生署、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等 8 个。再次，在劝导方面，最主要的变化在于首先明确

了由宪警负责组织纠察队，第二则是将取缔随地吐痰运动完成了需经常性开展的纠正民众随地吐痰陋习之任务，由原本的警察

局、保甲长和卫生局共同负责转为由宪警专门负责。[27]

为了保证重庆公共卫生运动委员会组织的稳定，便于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3月 2日，重庆市卫生局向各相关机关发送公函，

请求各单位指派固定代表一人担任重庆市公共卫生运动委员会委员[28]。6日下午，重庆市公共卫生运动委员成立大会在卫生局会

议室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重庆市公共卫生运动委员会组织章程》，认定通过了重庆市公共卫生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名单及

各组主任、副主任人员等。[29]至此，重庆市公共卫生运动委员会经过短时间的筹备，正式成立。重庆市公共卫生运动委员会的

成立，使得重庆市公共卫生运动有了专门的组织机构，并整合了中央与重庆市范围内的 23家结构的力量，以期维护重庆市公共

卫生与促进民族健康。

同时，此次会议还商讨确定了取缔随地吐痰运动普遍宣传周的安排及工作分配。最终，代表们再次将时间延后，决议于 3

月 18日至 24日举行为期一周的宣传劝导运动，并将活动周之相关工作分为宣传、劝导两部分。具体分配情况如表 1：

重庆市公共卫生运动会正式成立后，于 3月 13曰在重庆市卫生局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再次讨论了取缔随地吐痰宣传周

的相关事项，并决定于 18日下午 2点在都邮街新运总会旁的露天会场举行取缔随地吐痰运动开幕典礼，以示隆重。同时，会议

商定邀请青年团渝支团部组成演讲队集合到场，于典礼仪式完毕后，演讲队、纠察队即刻分别出动，分别展开演讲、劝导及张

贴标语、散发传单等事宜。两日后，重庆市公共卫生委员会将会议内容及会议决议上呈重庆市政府，并恳请市政府派员出席开

幕典礼。市政府随即函复并指派两人前往出席[30]。至此，重庆市之取缔随地吐痰运动的筹备工作的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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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取缔随地吐痰运动宣传周各机关担任工作一览表[26]

机关名称 在会担任职务 取缔随地吐痰运动中办理项目

重庆市党部 常务委员兼宣传组主任

1.通知各壁报社出特刊

2.制幻灯片及幻灯标语呈送各电影院放映

3.拟新闻稿发交各报登载或登行特刊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

团部

常务委员兼设计组及宣传组

副主任
1.通知各壁报社出特刊

中央社会部 常务委员兼设计组副主任 1.介绍播音，另由卫生动员委员会请专家讲播

宪兵第三团 委员兼劝导组副主任
1.粘贴标语，担任地点：旅馆、戏院、码头、囤船、公共汽车站

2.宪兵在街上如遇有行人随地吐痰随时劝导纠正

上海童子军战时服务

团行都队
委员

1.张贴标语，担任地点：茶馆、理发店

2.纠正劝导

三民主义青年团重庆

支团部
委员兼视察组主任

1.组织演讲队若干对，逐日在交通要口、民众聚集之处及公共场所演讲

（注：材料由卫生局供给）

2.联络视察组各副主任整理视察事项

重庆市动员委员会 委员兼视察组副主任 1.通知国民月会督导员利用月会机会宣传

卫戍总司令部 常务委员兼劝导组主任
1.饬令军警宪兵机关组成劝导队若干队分赴各饭店、茶馆、旅社、戏院

及公共场所督察

警察局 委员兼劝导组副主任

1.通知各保甲长鸣锣告诫市民

2.通知各保甲长饬令挨户劝导民众或令自动书写“请勿随地吐痰”纸条

粘贴

市商会 委员兼总务组副主任 1.通知本市各商户注意遵令多设痰盂

新运总会 常务委员兼宣传组副主任 1.收集卫生展览材料，酌版展览事宜

卫生署 委员兼设计组主任 1.收集卫生展览材料，酌版展览事宜

卫生局
常务委员兼总务组主任、设

计组副主任

1.收集卫生展览材料

2.粘贴标语，担任地点：饮食店及浴室

3.印发标语传单

三、取缔随地吐痰运动的实施——以警察局为例

根据随地吐痰运动宣传周各单位的分工，3 月 15 日，警备司令部、宪兵三团、警察局及卫戍总部四个机关单位代表举行了

会议，就取缔随地吐痰运动周期间相关劝导工作的分工进行了商讨。会议主要就劝导队的组织方式、工作方式、工作对象及工

作时间等进行了讨论，决定宪兵第三团以上城、中城、下城、菜园坝区、新市区为划分共分为五区，每区组织以 2 人为一组的

劝导队共计 5对开展劝导工作。警察局则依照警区为单位划分为 12区，每区组织劝导队的数量由各警区分局执行酌定。警备司

令部则同样分为上城、中城、下城、菜园坝区、新市区五区，每区组织一对劝导队。此外，会议还要求劝导队在劝导市民的过

程中，应使用温和言语和姿态首先告知其随地吐痰的危害，告诉市民简单便捷处置口痰的办法，如随身携带草纸等。最后，会

议决定劝导队的工作时间除第一天依照公共卫生运动委员会举行仪式的时间出动外，其余皆为上午八点至下午五点。[31]

3 月 16 日，重庆市警察局行政科向各分局、区属发布训令，传达了取缔随地吐痰运动相关工作安排，要求各分局、区属按

照工作安排积极开展相关宣传劝导工作。训令要求各分区、区属完成下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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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劝导队分赴辖区内各饭店、茶馆、旅社、戏院及其他公共场所进行宣传劝导工作。

2.将相关宣传传单交各住户粘贴于显著地点®，以达到宣传周知的效果。

3.转饬辖区内保甲长鸣锣告诫，并要求保甲长挨户劝导居民，或令居民自行书写“请勿随地吐痰”小条枯贴。[32]

从 3月 21日起至 4月 5日，重庆市警察局陆续收到各分局、区属关于报告取缔市民随地吐痰经过情形的呈文[33]。从呈文上

看，重庆市警察局各分局基本都完成了市局所要求的三项基本工作，但各分局在具体的工作中还是有不小的差别。例如，在劝

导队人员构成上，第十二分局的劝导队由警士和保甲长组成；第七分局单由保甲长组成；第九分局动员休班长警组成劝导队；

第二分局则由休班长警及防护团员共同组成；第一分局则是由警保团员人员组成；第三分局将中央警校见习生组成劝导队。在

工作时间上，仅有第九分局明确报告了各劝导队的工作时间，为每日上午十点至十二点。在劝导队分赴之工作地点上，除规定

要求之辖区内旅馆、饭店、茶馆、戏院等公共场所外，第一分局还专门针对商店进行切实劝导检查，第四分局则同时兼顾了辖

区内的公共交通线。此外，第四分局的呈文中还提到了活动进行中发现的困难，即“惟交通线因无是项卫生设备对于往来行人

执行收效甚微”，而第十分局在工作过程中还要求茶馆、饭店、旅栈等处添置痰盂以备使用。最后，所有分局都呈文表示今后

将继续随时注意劝导取缔行人随地吐痰陋习。
[33]

从各分局、区属提交的呈文报告中，我们还能寻找关于取缔市民随地吐痰运动进行过程中的更多细节。首先，就是关于取

缔随地吐痰运动的对象对此活动的积极性与参与度。各警察分局所承担的工作中的第二项和第三项，即要求“住户粘贴相关传

单于显著地点”和“居民自行书写‘请勿随地吐痰’小条并张贴”两项，是需要市民主动配合与积极参与的。然后，从各分局

上报的呈文中，第十二分局推行第二项工作时是由“劝导队分辖区张贴传单”，而第九分局则是变居民书写张贴“请勿随地吐

痰”小条为保甲长书写并沿街张贴，没有任何住户和居民参与其中的表现。由此可以推断，住户、居民们对张贴传单、书写小

条这类宣传活动积极性不甚理想，其参与度也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其余分局在呈文中提及的仅仅将传单交给住户要求其自行

张贴和要求保甲长挨户请住户自行书写小条张贴的最终的执行度和可以达到的宣传教育效果则有待商榷。

第二，就是取缔随地吐痰宣传劝导活动的持久度。随地吐痰这一积弊陋习由来已久，要想改变这一不良习惯是需要进行长

期的宣传教育，是一项持久性的工作。而取缔随地吐痰运动仅仅进行短短的一周，其收效可以说微乎其微。同时，从劝导队的

人员构成上也揭示出这一活动的短暂性。在十二队劝导队中，有两队是由休班长警组成，有两队由保甲长组成，有一队由中央

警校见习生组成，其余则是防护团、警士等人员构成。休班长警不可能长期担任全日制的劝导工作，毕竟人是需要休息的；保

甲长、防护团、警士等也不太可能全天参与劝导工作，毕竟他们还有本职工作需要完成；唯有期望见习生能坚持较长时间，但

这也非长久之计，毕竟见习期是短暂的。劝导队这样的人员构成情况决定了其首先不能坚持长期劝导工作，同时也无法按计划

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全天专职进行劝导。大约市局也明白这一客观情况，因此对第九分局明确指出每天仅进行了两个小时的

劝导工作也未有批评之词。

在宣传、劝导运动推行时间短、市民参与度有限等多种情况下开展的取缔吐痰运动，远远不能达到卫生局在活动筹备会议

上提出的取得“巨大成效”的愿景。取缔随地吐痰运动开展后的第二年，《卫生月报》上刊发之《随提吐痰问题》一文，以母

女两人间的对话，深刻揭示出时人对随地吐痰的看法与卫生观念：“（母亲言）你们说不是这个不清洁，就是那个不卫生，若

依你们这样的说法，那简直是人不用活着了……在我国随地吐痰的人，我敢说四万万人之中最少有三万万人是这样，不信到公

共地方，像火车、戏院的所在去看一看，你就知道了。”[34]16-17 这样的对话反应出民众对随地吐痰现象的不以为然与当时随地吐

痰现象的普遍性。同时，关于要求取缔随地吐痰的公函还是屡见不鲜。直到 1944年，重庆市卫生局还在制定《请大家不要随地

吐痰》的传单请求广为粘贴宣传，劝导市民切实改正随地吐痰恶习。[35]而重庆市政府仍然收到相关的代电并下令警察局办理取

缔吐痰事宜[36]。西人白修德也记录到：“（重庆）甚至发起了一场禁止随地吐痰运动。可是，在这座逐渐被新来者搞得乌烟瘴

气的古老城市里，除禁烟以外，其他任何法令都无法实施。在新的外表掩盖下，这座古城继续保持着它旧日的生活方式。”[37]8

直到 1947年，在戏谑重庆公共卫生状况的民谣《好个重庆城》中还提到：“……好个重庆城，人口百万零。口痰随地吐，痨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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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横行……”[38]正如姚克方在文章《谈谈随地吐痰的害处》中所指出的那样：“我国自提倡新生活运动以来……随地吐痰的坏

习惯，仍旧没有革除”。[39]

四、余 论

战时重庆的取缔随地吐痰运动从 1940 年 1 月 23 日重庆市卫生局、警察局会商提出开始，经历众多机关的多番会议商讨与

筹备，并成立了重庆市公共卫生运动委员会专门办理，最终从 3 月 18 日开始到 3 月 24 日为止，进行了为期一周取缔随地吐痰

宣传劝导运动。这一活动牵涉了众多机关单位，精心制作了实施计划，详细规划了工作分工，策划了相对全面、手段众多的宣

传方式，不可谓不用心。可是，如此详尽的策划的活动仅仅实行了一周时间，可谓虎头蛇尾。纵观此次宣传劝导活动的筹备与

实施可见，其缺乏持久性、强制性与必要的客观环境，远不能达到扭转市民公共卫生习惯、革除市民积弊陋习的效果。

战时重庆取缔随地吐痰运动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一场博弈。在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的眼中，中国普通一般人现实的生活状

况“第一就是污秽，什么东西都是肮脏不堪；第二就是散漫，一切行动都是随随便便，毫无规律……第四就是颓唐，不但精神

萎靡而且体格亦非常孱弱，还有种种不良的嗜好，腐败的习气。”[40]86-87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就发现重庆这个地方性自行调节

的城市公共卫生堪忧，市民随地吐痰、随地便溺、随地抛洒，一切都呈现出“以往那种懒散的生活方式缺乏纪律性”
[37]7

的状态。

这深深地刺激着国民政府的神经。尤其随地吐痰问题，不仅是公共防疫所需，更涉及城市形象和国家文明。但是，这样的观念

仅仅存在于国家领导人和社会精英的脑海中。普通民众并不以为然。正如前文所提及之《随提吐痰问题》一文中的母亲所言，

依照精英们的说法的话，是人不用活着了。社会精英认为随地吐痰兹事体大，而普通民众却觉得你小题大做、忧思过度。这样

的观念冲突引导出取缔随提吐痰宣传劝导活动的诞生。这不仅仅是社会精英企图改造民众观念、扭转民众习惯的努力，更是国

家越来越介人民众曰常生活的表现。

取缔随地吐痰运动带有强烈的政治性。这一政治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这一运动与国家文明、国家富强和现代国家构

建相联系，本身即充满了政治性。蒋介石在谈到一般民众日常生活中随地吐痰、随地便溺、随地抛洒等的习惯时，斥质“这些

都不算人的生活，是野蛮生活，须加以革除”。[41]101他甚至将民众的这种日常生活与国家民族不断遭受侵略联系起来，认为正是

民众这种“鬼生活”是导致国家和民族不断遭受侵略的罪魁祸首[42]13-19。国民政府发起新生活运动，借改造和提升国民道德的名

义，对国民的个人生活进行了全面的规训。这是国民政府现代国家制度建设过程中的必要一环①3。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取缔随地吐

痰运动，亦是政府为塑造民众养成合乎现代文明要求的公共卫生习惯的尝试与努力。

其二，战时重庆之取缔随地吐痰运动从发起、筹备到实施的过程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卫生一向受国民政府最高领导者重视。

自蒋介石于 1934年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始，卫生都是贯穿其始终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国民政府的西迁入渝，战时首都重庆

不良的公共卫生状况与市民不良的公共卫生习惯直接进入政治精英的眼中，他们中不仅有人公开在报刊上载文公开垢病市政卫

生与市民陋习，更有人直接利用公文提出批评，要求整改。国家最高领导人对清洁卫生的重视与社会精英的反复垢病，最终，

来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份公函直接促使重庆市政府开始整治这一问题。纵观取缔随地吐痰运动的缘起、筹备及实施过

程可见，其由始至终都烙上了深深的政治性，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任务与政治活动。

但是这一“自上而下”的宣传劝导运动，虽然涉及了众多的机关单位，但实际上缺乏深入开展的土壤。对于取缔随地吐痰

运动是实施对象一普通民众而言，在对日抗战的背景下，生存压力陡增，绝大部分人都在为自己或家庭的生计奔波，对于随地

吐痰等公共卫生议题兴趣必然不大。其二，对于随地吐痰人而言，吐痰既有助于减轻生理上的不舒适感，对自身而言几乎没有

什么危害，且一吐为快还省了随身带纸巾的麻烦并节约了相关的费用，所有这些都是“利己”的。尤其在流动性很强的公共场

合，随地吐痰更是很少受到其它外在惩罚的制约[43]31-33。重庆市公共卫生运动委员会在取缔随地吐痰运动是没有制定任何强制性

的处罚措施，而是采取宣传与劝导的方式，希翼让市民主动改变这种“利己”行为，其收效难宏。

                                                       
3①与此相关研究，详见刘文楠《规训日常生活：新生活运动与现代国家治理》(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

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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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取缔随地吐痰运动的开展还缺乏必要的环境土壤。依据“破窗效应”理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幢建筑物的窗户玻璃

且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示范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一条人行道有些许纸屑，不久后就会有更多垃圾，

最终人们会视若理所当然地将垃圾顺手丢弃在地上。在布满痰迹、卫生恶劣的城市街道，首先会引起人的不适，同时也会使得

民众随地吐痰这样的行为变得心安理得并且更为严重——这很可能是随地吐痰这一陋习恶化的起点。由此可见，良好的公共卫

生状况是取缔随地吐痰非常重要的客观条件。但是在战时陪都，要创造出这样一个客观条件是不太现实的。首先，战时状态下，

国民政府、重庆市政府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人到对日抗战中去了，不能彻底地建设良好的城市环境卫生。其次，日军对

战时首都的频繁无差别轰炸更使得重庆市的城市建设举步维艰，对城市环境更加是大力的破坏。在没有良好的城市公共环境卫

生的情况下，取缔随地吐痰的有效性值得怀疑。

规训民众卫生习惯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企图以一场或几场运动性、短暂性的宣传教育活动难以达到扭转根深蒂固之陋习的

效果。纵观战时重庆的随地吐痰取缔运动，从宣传到劝导，仅仅实行一个星期的时间。这场运动在推行的过程中，既缺乏相对

的惩罚措施，又没有同时进行城市环境卫生的改善，企图通过劝导的方式来实现市民的主动“取缔”，揭示出了整个运动无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自上而下”的运动带有更多完成“任务”的政治色彩。对于活动的组织机构和参与机关而言，重要的

不是是否取得了实际的效果，而是其已经做过这项工作了。总的来说，重庆市发起的这场“自上而下”的取缔随地吐痰运动，

在对日抗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缺乏持久性、强制性和必要的客观环境，最终难有实效。可以说，随地吐痰作为一项不良卫生

习惯，迄今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要想改良使其合乎现代社会与现代文明，需要从教育、市政建设、惩罚监督体系等多方面相

结合进行。例如，从宣传教育的角度而言，扭转民众观念、塑造良好卫生习惯，并非一朝一夕、立竿见影之举。要劝止国民随

地吐痰，必须采用长期性的、经常性地、反复性的宣教，同时，还因注意将宣教对象分类，采取不同方式进行宣教活动。如将

宣教对象分为固定对象和流动对象两大类别，前者如学校、工厂、机关等，可采取经常性教育为主，并可结合适当的惩罚体系；

而后者如街道、公园、电影院等，着可以采取广泛宣传和劝止为主等。总之，要革除民众根深蒂固的弊病，需要系统性、长期

性、全方位地进行宣传、教育。

（本文曾于 2017年在重庆举行的“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报告，得到西南大学教授潘洵、西南政法大学副教

授蔡斐、重庆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吕昕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馆员艾智科的指导，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馆员岳精柱也

于修改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并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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