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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禁吸纸烟运动述论
李 巧 敏

(曲阜师范大学 孔子文化研究院,山东 曲阜２７３１６５)

摘　要:清末社会吸食纸烟风气盛行,中国产生了大量烟民,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随着对纸烟危害的

逐步认识和了解,人们开始发出戒吸纸烟的呼声.１９０７－１９０８年,清政府学部两次通饬各省,禁止１６岁以下

未成年者吸食纸烟,揭开了中国禁吸纸烟运动的序幕.到１９１１年,中国出现了以社会动员为主的更大规模的

禁吸纸烟运动.由于动员充分、说理透彻、形式灵活,许多人都在这场运动中戒了纸烟,清末禁吸纸烟运动的

成效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该运动也存在很多不足,使得禁吸纸烟的成效大打折扣.

关键词:清末;禁吸纸烟运动;烟草专卖;劝戒纸烟会

中图分类号:K２５２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９８４１(２０１５)０４Ｇ０１８１Ｇ０８

纸烟或纸卷烟是烟草制品中的一个特殊品种.它是用纸条将切细的烟丝卷成圆柱形而成.其

在形制、原料来源及加工、生产方式等方面,均不同于旱烟、水烟、鼻烟和鸦片烟.纸烟在中国的正式

售卖始于美商老晋隆洋行,“约在１８９０年,老晋隆洋行运‘品海’烟入口,沪上市面之有香烟,自‘品海’
始”[１]３６.随后,英、美、俄、日等国纷纷将其制造的纸卷烟输入中国,并在中国设厂制造纸卷烟.当时

人们习惯上将这种纸卷烟称为“洋烟”、“烟卷儿”、“纸烟”.本文在述及时皆称之为“纸烟”.
学界对清末禁烟运动研究颇多①,但这些研究似乎存在一种思维定式,即把烟与鸦片对等.其

实不然,清末禁烟不仅包括鸦片,还包括纸烟.目前,学界对清末禁吸纸烟运动多顺带提及②,少见

专文.因此,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清末禁吸纸烟运动,以期能够推进清末禁烟运动的研究.

一、吸食纸烟风气弥漫全国

国人何时养成吸纸烟的习惯迄今尚无定论.中国近代烟草大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人之

一的简玉阶说:“约在１８９０年(清光绪十六年)间,美商老晋隆洋行开始贩运纸烟来我国销售.后来

美国烟草公司先后在港、沪办过一些小厂,就地卷制,国人吸用纸烟的习惯渐渐养成.”[２]１但在通商

口岸地区,由于与洋人接触较早,得风气之先,可能养成吸纸烟的习惯更早.据１８８４年出版的«津
门杂记»记载:紫竹林通商埠头,粤人处此者颇多.原广东通商最早,得洋气在先,类多效泰西所为,
尝以纸卷烟叶,衔于口吸食之;又如衣兜下每作布兜,装置零物,取其便也.今则津人习染,衣襟无

不作兜,凡成衣店、估衣铺所制新衣,亦莫不然.更有洋人之侍童、马夫辈,率多短衫窄袴,头戴小草

帽,口衔烟卷;时辰表练,特挂胸前,唯恐不肖[３]１３７.纸烟披有西化、文明的外衣,契合了中国近代,尤

①

②

在此仅择一二,不一一列举.如王宏斌清末新政时期的禁烟运动[J] 历史研究,１９９０(４);王克强 从赵尔巽档案看清末

四川禁烟[J]清史研究,２００３(２);崔志海美国政府与清末禁烟运动[J]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２(６).

清末禁吸纸烟运动,至今仍未见专文研究.长期以来,清末禁吸纸烟运动更多地停留在一些论著顺带提及的叙述之中,如闵

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２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皇甫秋实中国近代卷烟市场研究(１９２７－１９３７)[D]复旦大

学,２０１２;李守郡清末结社集会档案[J]历史档案,２０１２(１)等.清末禁烟运动为何开展、取得了哪些成效、有何不足等问题,始终处于

一种模糊的认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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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庚子事变之后国人崇洋媚外、学习西方的社会风气,致使国人纷纷选择吸纸烟以示文明开化.如

北京:“庚子巨创以后,都人心理由轻洋、仇洋一变而为学洋、媚洋.妇女出门,必衔一香烟以为时髦美

观.”[４]８５Ｇ８６天津:“庚子先,天津吸纸烟者,稀于威凤祥麟,而抽旱烟者则触目皆是.妇女所吸之烟,不外

锭子、杂拌二种;男子瘾大者,则吸关东烟叶;斯文人物,则吸兰花.”[５]山东:“近来山东富贵少年,其衣

袖窄三寸许,腰窄数寸许,屈伸不能自由烟卷在口,洋镜庶(遮)目,宛然一派维新气象.”[６]

随着吸食纸烟人数的增加,国内纸烟需求加大,因此从国外输入中国的纸烟数逐年增加.“上
海、横滨两烟行,各向美月定七兆五亿枝,且本年三月间,另买次烟十五兆枝,行销中国内地.夫以

五年之间由二兆枝增至一百廿五倍,再阅五年,其数尚可偻指乎? 即以本年计,各烟接长于地,已有

英程一万里,若对穿地球而过两端,尚各溢英程一千里.”[７]６１Ｇ６２据海关统计,１９０２年中国进口纸烟

２００余万两[８],仅过两年时间,即１９０４年,中国进口纸烟即达３００余万两之多[９]２４Ｇ２８.为了进一步节

省运输费用,降低成本,洋商在华设厂,就地卷制产销.１８９１年,老晋隆洋行投资一万两白银,在天

津开设了一家小规模的纸烟厂.该厂雇佣工人５０名,烟叶及包装纸都由美国运来,其仿制的美国

卷烟在中国十分畅销,不久资本就增至一万二千两白银.继老晋隆洋行之后,美商茂生洋行于

１８９２年也在上海设厂,一时外资烟厂纷纷建立.英美烟草公司以独资、合资的形式在华设厂制烟,
其制造的“大前门”、“白锡包”、“红锡包”、“三炮台”、“大英”、“哈德门”、“老刀”、“老巴夺”等牌号纸

烟占据中国烟草三分之二以上的市场.外来纸烟在中国的大肆蔓延,引起社会有识之士的关注.
“洋货之细,未有如纸烟者,而其普及人众,亦未有如纸烟者.虽细而众,其积自厚.纸烟一项,诚为

我国一大漏卮矣.”[１０]８１“兰州府属水烟一项行销最广,自巴西纸卷烟输入内地,该处水烟不免减色.
近来每日各国竞造卷烟充斥各埠,吾华人喜其便于揣带,无不口衔一枝,下至肩挑负贩之辈亦所嗜

吸卷烟,水烟之利大为所夺.兰州水烟市上竟不甚销,不知该业商人亦思设法维持否?”[１１]３２“夫中

(中国)东(东洋)各人所吸之水旱各烟,本属损多益处少,然利源犹在中国也.今乃变而吸美烟,以
每千枝作银二两计算,每年坐耗华银五十万两,直于鸦片之外增一漏卮,有心人能无浩叹哉!”[７]６１Ｇ６２

纸烟的流行,致使旱烟、水烟等中国传统烟种滞销,导致利源外泄.为挽回利权,国人纷纷集资创办

烟厂,自制纸烟,以与洋商争利.“去年以来,商人自创卷烟公司者接踵而起,惟制烟工匠仍须倚靠

外人.近有劳氏,新由美洲毕业回国,即创文明公司,自制卷烟,与外洋输入卷烟争胜,藉挽工商界

之利权云.”[１２]３Ｇ４“北京某部曹何君禀请政务处,在北京设立纸烟公司,许以专权.所有北京以内不

准他人行销,以收回所失之利.”[１３]１１９Ｇ２００“现闻烟台设有恒利纸烟公司,以一百两为一股,先招漕平

公估银五万两,用少师太师牌号,业已禀请商局专利十五年云.”[１４]５２

随着外来纸烟和自制纸烟数量的迅速增加,吸纸烟风气弥漫全国.几乎社会所有阶层人士都

嗜吸纸烟.“上自王公贵官,下自走卒乞丐,莫不人口衔一枝以鸣得意.”[１５]“近年来,吸者日甚一

日,无论官绅、士农,下至妓女、贩夫、走卒,莫不口含纸烟,呼吸吞吐,以为维新之美观.呜呼,吾国

几成纸烟世界矣!”[１６]“夫中国人士,从前吸本国菸草,虽曰‘有碍卫生’,然其害尚浅.近顷以来,外
洋纸烟输入中国,人士不加研究,社会上大表欢迎,几于妇人孺子、贩夫走卒,无不口衔一枝以为快

噫.”[１７]１０Ｇ１２不仅大多数成年人染上了吸纸烟,就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名医丁福保述１９０３－
１９０５年北京及南方未成年者吸烟状况云:“福保癸卯岁赴京师,见十余龄之男女学生,口衔纸烟者

踵相接,因此知京师各学堂,尚未设禁烟之禁,为父兄师长者,亦未知纸烟之有碍卫生,故一任无知

少年恣意吸食.京师为首善之区,而有此不文明之现象,诚非意料所及.岁乙南还,见少年之吸纸

烟者,其数又过于京师.”[１８]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大量描写国人吸食纸烟情形的诗词,从一个侧面也

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嗜吸纸烟风气之盛.现择两首录之,“纸卷香烟广及时,年轻争买口含之.沪

商多学洋人款,知己相逢赠一枝”[１９]１９７.“清明佳节日迟迟,插柳犹余介子悲.到此线天盘谷里,最
宜划火吸烟时.吞云吐雾交相竞,改柳钻榆总未知.洋药已闻悬厉禁,淡巴菰占好生涯.”[２０]１３５每年

中国大约有多少人吸食纸烟? 由于没有系统统计,恐怕很难说清楚.但可以进行粗略地推算,“胃
口大的,一天要吃六七盒;胃口次些的,一天也要吃到两三盒”[２１]１９Ｇ２１.仅东三省地方,每日可销英美



烟草公司之烟三千箱[２２],每箱以５０盒计算,计１５００００盒.以七盒计算,吸烟者有２１４２８人,以二

盒推算则为７５０００人.考虑到偶然吸食等因素,实际吸纸烟的人数可能还要更多一些.东三省地

区吸纸烟者即如此之众,推之全国,吸纸烟者人数之多可想而知.

二、禁吸纸烟运动的经过

随着吸纸烟风气的盛行,中国产生了大批烟民,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１９０７－１９０８年,清
政府学部两次通饬各省,禁止１６岁以下未成年者吸食纸烟,揭开了中国禁吸纸烟运动的序幕.

其实,在此之前,中国已认识到吸烟的害处.１９００年,日本开始制定禁止２０岁以下青年吸烟

的法令[２３].同年１月８日,«中外日报»转引上海外国报纸对中国人不文明行为的批评,其中一条

即为“在西妇前吸烟”[２４].１９０３年,«湖南演说通俗报»转引日本报纸云:“纸烟内含一种毒质,损人

脑筋,为识者所共认.刻闻英国某禁烟会提出一禁烟法案于该国议会,大旨谓凡满丁年者不许吸食

纸烟,违者重罚,售卖之人亦须受罚,刻已议决实行矣”[２５]６.随着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回国者

逐渐增多,他们把国外禁吸纸烟的消息带回国内,人们开始把吸烟视为新产生的一种社会陋习.
国人开始从吸烟有害健康的角度提倡戒烟,最晚可追述到１９０５年.当年有关慈禧太后戒烟的

一则报道称:“前有内廷人传说,皇太后向吸孔雀香烟,因禁用美货,是以改吸中国自制香烟等论.
茲详加探访,实系皇太后今日颇研究卫生要旨,以纸烟有害脑力,于日前将孔雀烟八箱,全行弃湖

中,并戒在内廷服侍之内监及宫女等人,一概不准再吸纸烟.”[２６]且不管慈禧是否吸烟与戒烟,重要

的是这则报道透露了一条消息:早在１９０５年,国人已经意识到吸纸烟对人身体有害.
吸纸烟既然有害健康,又被公认为一种社会新陋习,戒吸纸烟呼声逐渐见之于报章.“方今纸

烟之风大盛,各处吸者日渐众多.此物不但伤肺并损脑气、坏血质,其毒最重,其害与鸦片相等,已
经医家、格致家考验清楚,非臆想也.”[２７]４由于儿童身体未长成,血气未定,一旦吸食纸烟,受害更

甚,因此,禁止未成年人吸食纸烟成为当务之急.任独引英国医学界观点告诫国人:“年轻者生肺

痨,其根原在于食烟;烟之害人,以纸烟为最.且孩童受害,过于成人.以孩童血气未定,脑髓未足,
若吸纸烟,则身体不能长足,肤革难望充盈.”[２８]报界名人安蹇,曾详尽描绘了亲眼所见的京师吸烟

情景,呼吁学习先进国家,禁止幼童吸烟.他写道:北京变法之时,独烟卷一项为最速最溥.上自王

公贵官,下自走卒乞丐,莫不人口衔一枝以鸣得意.仆一晚行经某街,转湾(弯)处,举目忽见星火磷

磷,红成一片.初极惊诧,细视之,则行路者十数人,人衔一烟,蠕蠕代步也,不觉失笑.更可怪者,
时遇年才五六岁之童男童女,亦翘首衔烟,喷云吐雾.因悟此即中国变法之现相(象),而跨灶突前,
各国亦未能比其勇猛精进也.按各国于幼童吸烟,悬有厉禁,我当道于此等陋俗,宜用干涉主义严

为禁止[１５].

１９０７年,清政府学部发布禁令,禁止中小学生吸食纸烟,并通饬各省认真实施,揭开了中国禁

吸纸烟运动的序幕.其中,督学局通告京师各学堂的示谕,即«通行京外禁止中小学堂学生吸食烟

草文»云:照得烟草一物,内含毒性,少年吸食,尤易受伤.日本学校规章,未成年之学生,不准吸烟,
实为爱护国民身体起见.查近来各处中小学堂学生,多有吸食各种烟草者,殊非卫生之道,应即严

禁.责成各学堂管理员、教员,认真稽查,以期杜绝弊害.并由各处劝学所随时劝导,俾现在未入学

之青年子弟,一律禁戒.为父兄者,尤当训戒子弟,凡属烟类,皆宜远绝[２９].该禁令颁发后,各学堂

积极执行.如京师大学堂的禁约中明确规定,学生不准沾染习气,吸吕宋烟、纸烟[３０]１４４Ｇ１４５.艺徒学

堂学生若吸食纸烟会受到严惩,“凡吸食洋烟者会被开除并追缴在堂所用学费”[３０]１８３２.１９０８年,学
部再发禁令,不仅禁止１６岁以下未成年者吸食纸烟,而且严禁卖烟者售与未满１６岁之儿童纸烟,
断绝未成年者纸烟来源.其规定云:一、年未满十六岁者,不得吸食各种烟卷;一、售卖烟卷之棚摊、
店铺,对于未满十六岁之幼童购买烟卷,不得售给;一、各小学堂不准吸食;一、中学堂学生虽年龄不

等,然正当研究学业,力求精进之时,最贵脑力,亟宜保护,以免妨碍,现拟不论年龄,一律禁止;一、
违禁吸食,随时收其烟卷并所用器具,立告其父兄管束,学生则由监督、堂长、教员管束;一、违禁售



卖者照违警律第三十八条违背一切官定章程处罚.[３１]

学部发文禁止未成年者吸食纸烟后,报纸舆论与之相配合,大力宣传纸烟的危害.
其一,与鸦片相比,吸纸烟害处更甚.«大公报»发文指出:“自纸烟创自外洋,输入中国,三五年

间,遍行天下,我国工艺,亦多仿照,并美其名曰‘挽回权利’.不知纸烟之害,更有烈于鸦片者奚止

数倍.试较论之:吸鸦片者,必须油灯、枪斗,一榻横陈,其富阔者不必具论,即贫至乞儿,亦要数十

钱才能过瘾,故乡间之野老、田夫,尚不至人人有此嗜好.而纸烟则价廉事省,行动坐卧,皆可口含

一卷,吐雾喷云,于是不论贫富贵贱、妇人孺子,莫不习以为常,故吸纸烟之人多于吸鸦片者难以数

计.”[３２]因吸食纸烟较鸦片方便、价廉,故吸纸烟比鸦片更普及,危害因而更大.«通学报»同样载文

论道:“有一物焉,其患不及鸦片之显,其费不及鸦片之多,而其嗜之者比鸦片尤为普及,则吾国人今

日所吸之纸烟也.”[３３]为了使更多的人认识到纸烟的害处,人们将之编成通俗歌曲:“外国何年造纸

烟,灌输中国害无边.妇人孺子皆能吸,城镇村乡莫不然.遍及寰区成慢毒,算来岁月费多钱.普

通消耗过鸦片,嗜好真同腊自煎.”[３４]因鸦片相对纸烟流入中国较早,鸦片的害处,当时的国人几乎

人人都已经认识了解.因此,将纸烟和鸦片对比进行说明,可以使国人认识到纸烟的害处.
其二,阐述纸烟对人身体的严重毒害.从纸烟制作过程来说,烟厂所雇之工人多系社会下等之

人,这些人住宅脏乱,且常患疾病,故其制作的纸烟易作为传染疾病之媒介.“所雇用之工人皆系最

下流之人物,强半出自娼寮及相等污秽之处,其中以妇女居多数.此等妇女污秽不堪,常患毒症而

贱价之纸烟皆出自彼等手焉.”[３５]１４７Ｇ１５０“卷烟者常以口中之涎沫湿其手指,且此等工作大概皆出自

极下等之居民,彼等之住宅,每为极污秽病症之发起处,故纸烟已屡作传染毒症之媒介,已有人因吸

癞病者卷之纸烟而得癞病焉.”[３５]１４７Ｇ１５９从吸烟方式来说,相对于旱烟、水烟等,纸烟体形短小,吸时

须含在口中,烟毒更易于进入体内.“纸烟经衔于口,虽形便利而烟毒易侵.”[１７]１０Ｇ１２吸烟的过程即反

复吞吐的过程,烟瘾越大者,其吞的时间持续越长,进入体内的烟毒也就越多,对人体的危害也就越

大.“凡吸烟程度高者,吸烟时不仅一呼一吸已也,必吞入肺中,留小久然后喷出,此小久之时间,中
毒即蜿蜒遍入各窍而溶解血中矣.读者试细思之,以能致成危险急症之毒剂溶解血中,遍行周身,
其利害为何如耶? 然不仅此已也,烟入口中,经过鼻喉诸部,与泗膜相遇即致成极猛之火烧

症.”[３５]１４７Ｇ１５９从纸烟之成分来说,“纸烟中含有多量之尼哥丁(即尼古丁),尼哥丁者即烟叶中之一种

毒质也”[３５]１４７Ｇ１５９.尼古丁对人的生理影响有五大害处:一、烟叶为诸国之嗜好物,吸食其烟,其中所

含有效成分之尼可颠(旱烟杆中含量甚高,而纸卷烟中殊甚),实为剧毒,虽仅服一滴,即发生中毒重

症;二、虽尼可颠之淡溶液及蒸气(如吸烟之气),亦即能刺戟粘膜(即内皮),而烟叶中亦含有此刺戟

之作用,吸纸烟卷尤甚;三、尼可颠从诸粘膜(即内皮)皮下结缔组织及伤处最容易吸收,即完全之皮

肤亦能吸收而入于体内,不能分解,但分泌于诸器,遂从尿与唾液等排泄;四、(略);五、吸入烟中之

尼可颠实能侵脑筋系统之各部:(甲)最小量时,精神机能虽容易使之动作活泼而醒眠态,然在稍大

之量,一时脑筋机能亢进之后,遂即麻痹.(乙)小量吸入烟中之尼可颠,始仅于脊髓各部,使反射装

置兴奋而痉攀,然不久即成麻痹[３６].从中可见,当时国人对尼古丁的认识,已与今人认识相差无

几.清末的禁吸纸烟是建立在对纸烟危害的科学认识上,而不仅仅是一般性地宣传鼓吹.
其三,吸纸烟耗费大量钱财.从国家层面来说,每年纸烟的大量输入,致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

实为中国一大漏卮.“卷烟的价钱,每匣四十余文钱(照盗牌论),每日可吃一二匣,费钱百文;或二

三匣,费钱百余文.照中国四万万人,每人每日吃卷烟一枝要四千万匣,每匣四十文算,每日要费钱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即十六亿文钱;一年三百六十日,要费钱五八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即五千

八百四十亿文钱.这种卷烟,大半是外洋运进来的,我们中国一年要输出多少钱去.”[３７]２７Ｇ３０从家庭

层面来说,吸纸烟的费用为家庭一额外开销,一般家庭很难承担.烟瘾大者,能导致家财耗尽,家道

中落.报纸中列举了大量因吸纸烟而致使家财耗尽的例子,现择一例录之:有一个做小生意的,做
了十几年小生意,积了一百多金,手头觉得宽裕起来了,却染了一个吃香烟的癖,一天要五六盒起

码.自己吃吃还好,他的妻子也吃起香烟来了.一块洋钱香烟,吃不到几天,起先还拏皮丝来搭吃



吃,以后索性专吃香烟,水烟袋不知丢到那里去了.一连几年,生意又不顺手,能[弄]到吃尽当光,
没奈何贩些香烟卖卖罢.现在听说这个人,还在上海一个大菜馆里头,托着一盘香烟,走来走去,逢
人挨卖呢[２１]１９Ｇ２１.

其四,纸烟有害于道德.纸烟与鸦片一样,一旦吸食,极易成瘾.烟瘾一来,“遂不拘在何处、在
何等人前,肆无忌惮,不能自主,羞耻之道丧矣”[３５]１７１Ｇ１７４.吸烟时,烟过口喉,致使嗓子极易发干,遂
以酒解渴,久之,易变为酒鬼.“烟入口中,经过鼻喉诸部与泗膜相遇,即致成极猛之火烧症,使人有

一吸烟者之渴,能消此渴者惟酒而已,故有多数人向无酒癖者因吸烟故遂成酒徒焉.”[３５]１４７Ｇ１５０吸烟

对未成年人道德毒害更甚.大多数青年无经济来源,但其烟瘾一来,不由自主,“若没有钱,又没有

正经法子能够过瘾,他必要用无理的法子了.念书的时候,或是学手艺的时候,瘾一来,他就偷工夫

来吸烟,若有人问,他就容易撒诳”[３８].卓加支学校经过三年的实地考察得出吸烟对学生造成的危

害,其结果如下:全校之中有一百廿五学生染此恶习,此一百廿五人中有廿五名承认其身体软弱、贪
睡,不能如愿向学;三十名谓因吸烟而头晕极;廿二名因吸烟而手弱无力时刻颤摇,不能写字;尚有

数名谓两腿发悷,不能远行.吸烟之习惯,其害昭著,渐渐使青年之知觉变成迟钝,品行变为狡诈、
秘密,失人信托,事事退后,故吸烟者皆不能与全班之同学并立焉[３５]１７１Ｇ１７４.

在报纸舆论的宣传鼓动下,上海一些社会团体带头实施戒烟.上海商学会决议,凡属该会会

员,一律不吸香烟和雪茄[３９].上海地方公益研究会也“全体赞成不吸卷烟”[４０]１２.上海教育会规定,
凡该会组织之会议,会宾及邀请之来宾一律不得在会场吸烟[４１].

１９０７年－１９０８年,从学部禁止中小学生吸食纸烟到社会团体的内部禁吸,禁吸纸烟运动沿着

从学校到社会的路径开展起来.到１９１１年１０月辛亥革命为止,中国出现了以社会动员为主的更

大规模的禁吸纸烟运动.社会动员主要的进行方式是建立禁吸纸烟团体,召开禁吸纸烟大会.

１９１１年６月６日,上海成立劝戒纸烟会,汇集众多社会名流,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禁吸纸烟团

体.其组成人员为:会长伍廷芳,副会长陈润夫、沈敦和(仲礼)、李书平;编译员姚菊坡(字),尤惜阴

(字)、朱少屏等;驻会书记朱谦甫;会计张静江;庶务员瞿绍伊;劝导员兼调查员郑孝胥(苏勘)、张元

济、沈缦云、王震(一亭)、郑观应(陶斋)、胡二梅(字)、狄葆贤(楚卿)、朱葆三、何伯梁、吕碧城、叶惠

均等;宣讲员金蔚文等[４２].６月６日、８日,该会会员两次集议,讨论戒吸纸烟的方法,决定由副会

长、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出面,通告各体商会一体进行;由宣讲员金蔚文组织宣传活动,务必使不吸纸

烟的好处家喻户晓.
除上海外,天津、北京等地也都设有禁吸纸烟团体.北京早在１９１０年就成立了女子戒吸纸烟

社,由美国女传教士鼓动,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斋务长傅太太等出面组织,于当年５月３日正式成

立[４３].天津戒吸纸烟会于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日正式成立[４４].
受各地纷纷成立的劝戒纸烟会的影响,一个声势浩大的禁吸纸烟活动在全国上演.１９１１年６

月２７日,上海玉器业举行戒吸纸烟大会,有１０００余人参加[４５].１９１１年７月７日,上海东南城地方

自治会协赞会附设之不吸卷烟会召开戒烟动员会,有６００余人参加[４６].１９１１年８月,浙江绍兴余

姚商务分会开会公议禁吸纸烟事,当月５日«浙江日报»曾有报道,其传单谓:“鸦片之禁,谓其害人

也,谓其消耗也,政府不惜巨额之税项而毅然行之,外人不顾大宗之贸易而决然赞之.此可见道德

之心,人所有同也.不意一害尚未除,一害又复起.近今纸烟盛行,日甚一日,流毒所至,靡有底止.
查纸烟一物,中含毒质,耗脑血,固无论矣;而且火毒所攻,必患喉症.而奈何嗜好者流,视之为必

要,为不肯须臾离者,此诚大惑不解也.况当物力维艰、生计窘促之时,而任令银钱外溢,自速危亡

乎? 幸而明敏之士,大声疾呼,警戒劝导,各处呼应,相率戒除.我姚向承斯弊,亟宜踵行.今拟闰

六月初五日在商会讨论手续办法,以期咸使觉悟而绝灭之,庶生命以保,利权以冕,漏卮以塞,物力

以纾.务期各界热心君子,届期早临,不胜盼切”[４７].
同时,这一时期,一大批通俗易懂的禁吸纸烟歌谣编写出来,张贴于城门街巷,或登载于报纸.

如仲远所撰«劝戒香烟三字经»云:人之初,不吸烟;习相近,好新奇.窃香烟,外洋来,外国造,害我



民,实不浅.伤脑筋,损肺管,吸之久,瘾乃深劝诸君,早醒悟,既省钱,又除害.为父者,戒其

子;为兄者,劝其弟;苟人人,能如此,几年后,能绝迹[４８].还有一些歌谣是用方言写的,专门用来劝

说本地人.如«劝戒香烟苏州白话歌»云:卖香烟,吃香烟,香烟开仔多化店.香烟瞎用多花钱,香烟

害处人弗见.我来说大家听,劝早绝脱香烟念.奉告众同胞,香烟害人真弗浅.第一件,小事情,极
讨厌,烟灰落在身,颜色衣裳就要变.第二件,五分买一包,算来也弗贱.一日吃两匣,一月要四千.
第三件,抛烟头,稍失检,一根遗落纸柴堆,想起阿要险弗险.第四件,干事业,讲敷衍.初吃就想偷

工夫,吃上瘾来胜鸦片.第五件,烟草夹土皮,烟纸药水练(炼),刻刻嘴里衔,肺部哪能免.第六件,
吃长久,发癫痫,昌寿里噶厂先生,著有烟毒演说一长篇,说出烟毒真灵验.第七件,烂喉痧,屡发

现,医家都说火毒起,死亡甚于鼠疫染人人说立宪,阿晓得,立宪国民哪个吃香烟.就是雪茄

烟,也不过洋人偶尔作消遣,从弗见男女衔了一枝烟,对着口儿把火点,坐起包车街上转[４９].
医生加入到禁吸纸烟运动的行列,从医学角度论证吸纸烟的危害,使禁吸纸烟运动有了更加科

学的依据,也使禁烟运动更加深入人心.医生们主要借助于西方医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宣传吸食

纸烟的害处.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校医余凤宾引用 Richaodson的学说,提出吸烟能致癌,有十大害

处:(一)烟毒能败血,血质变稀,血轮受损.(二)烟毒伤胃,阻碍消化,并致恶心.(三)烟熏口唇、咽
喉,则粘膜干燥发红,牙肉肿胀流血,且两唇含烟之处,易生癌症.(四)烟毒攻心,心脏孱弱,跳动不

均.(五)烟能伤肺,肺管之膜一受刺激,乃成咳呛之病.(六)烟伤耳,吸烟日久,耳不能辩微音,时
有耳鸣之患.(七)烟伤目,目不能明视,瞳孔放大,网膜受影迟钝,黑斑浮飏于眼前,均为中烟毒之

征.(八)烟伤脑,阻滞活泼机能,或昏迷,或刺激.(九)烟伤神经,主动神经或感应神经二者一受烟

毒,即能麻痹.(十)烟若刺激腺体,使其能分泌过量[５０].

三、禁吸纸烟运动的成效

清末禁吸纸烟运动由于动员充分、说理透彻、形式灵活,许多人都在这场运动中戒了纸烟.报

纸上登载了大量戒吸纸烟成功者的个人心得,“我体较前清洁,我呼吸间不复发臭.我入稠人广众,
不复为人所厌恶,我妻我子不复以我为难堪.我室中清气往来,陈腐之烟毒扫除净尽.我心力健

全,体气加壮,登高行远,俱绝轻便.我心地平靖,不复扰扰焉,视烟如命.我今不受恶习之束缚,我
今不以四五十元之银钱,每年当作燃烧料.我今对于后生不坐[作]障害”[５１]１９４.

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不能分省叙述禁烟成效,在此仅以上海一地为代表进行说明.１９１１年５
月,伍廷芳等人在上海张氏味莼园召开了有万人参加的禁吸纸烟大会.著名政治活动家李书平等

人轮番上台讲演,力陈纸烟的危害,且当时即表示戒吸纸烟,从自身做起.参加会议者群情激愤,纷
纷表示戒吸纸烟.下面几首即描写了禁烟会召开时的情形及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劝戒香烟亦大

观,张园演说共登坛.伍公发起心诚热,沈李诸公力共殚.”“进口诸烟逐岁增,海关册籍可为凭.漏

卮长此伊胡底,敢乞同胞互劝惩.”“棒喝当头共折衷,居然草偃竟从风.通人漫说咸抛却,负贩佣工

一例同.”“起点虽从观渡庐,各帮开会不胜书.求新机厂诸工匠,亦誓同行共戒除.”[５２]４０１伍廷芳等

人发起的禁烟活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一时间,在上海等地吸食纸烟或雪茄者竟成过街之鼠,
人人厌之,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使吸卷烟的人明显减少.竹枝词写道“有人口插一支斜,或是

香烟或雪茄.纵未逢人当面骂,自低人格丑难遮.”[５２]５２３１９１１年６月４日,上海慎食卫生会在张园

召开劝戒大会,到会五六百人,“而签名入会者三百八十名,咸愿全戒”.[５３]从以上叙述可知,清末禁

吸纸烟运动的成效还是值得肯定的,但也不可否认存在许多的不足.
其一,清政府政策的前后矛盾性,使禁吸纸烟运动的成效大打折扣.清政府颁布的纸烟禁令仅

限于未满１６岁之儿童,并未扩大到全民戒烟.实际上,在学部颁布禁令禁止未成年人吸食纸烟后,
御史赵启霖曾奏请普遍戒烟,“时政府方奖励开办纸烟厂之大实业家,致未邀准”[５４].后御史李灼

华又奏请禁吸纸烟,经会议政务处讨论,“诸大臣均以此项纸烟,各国通行,并无一律禁止之条,似难

准其照办”[５５].清政府数次拒绝全民戒烟之请,主要是出于烟税的考虑.１９０６年,清政府颁布上



谕,严厉禁止鸦片.禁烟造成洋土药税厘骤减,给清政府造成严重的财政困难.如广西巡抚张鸣岐

所言:“鸦片税厘从前本属寓征于禁,积久转成岁入大宗,当此国帑空虚之际,骤复失兹巨款,未尝不

增财政之困难.”[５６]为了弥补洋土药税厘骤减造成的财政空缺,清政府将视线转向纸烟.中国每年

进口纸烟数目巨大.仅营口一地,一年进口纸烟即达３０００余箱,约３３万元[５７].如此大宗的进口

给清政府带来巨额关税,为国家财政计,清政府不愿放弃此等机会,实施全民戒烟.而为了重征纸

烟税,增加财政收入,清政府更欲实施纸烟专卖法.此法于１９０８年由新任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提

出,１９１１年进入逐渐落实阶段.报刊关于１９１１年清廷欲行专卖法云:“农工商部伦贝子以各国抽

税最重者为烟草,盖以非人之生活必要品乃奢侈品也.中国今日几于人人吸食纸烟,皆由外国烟草

输入,夺中国最大利权,然欲立关收税,划分区域,颇多不便,乃欲实行烟草专卖法.”[５８]实施烟草专

卖法虽名义上是为了争取国家利权,但实际上是默认了吸食纸烟的合理性,与禁吸纸烟运动的目的

相牴牾.对此,报刊舆论也多有批评,“纸烟之害,甚于鸦片,亦当在禁吸之列,乃因有利可图,起意

归官专卖,绝不念及此为害人之物”[５９].
其二,清末禁吸纸烟运动损害了外国烟草公司的利益,遭到了他们一定程度的抵制.清末开展

的禁吸纸烟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英美烟草公司的纸烟销售,引起英美烟商的恐慌与不满,«竹
枝词»写道:“几多烟纸铺吞声,英美公司恨不平.但说华人难耐久,且迟数月验群情”[５２]５６２.为了弥

补因禁吸纸烟运动造成的经济损失,外国烟草公司千方百计逃避与烟草有关的各种税项,“地方税

系地方行政所需,凡商于是地无论华洋皆应完纳也.乃同一牌号之烟,华商贩至内地则完之,而洋

商自行运往则所有落地税、房捐、铺捐抗不完纳”[６０]１９７Ｇ２００.有的外国烟草公司还自印自发“执照”以
逃避烟税.

其三,清末禁吸纸烟运动虽禁止吸食纸烟,但并不严格禁止吸食水烟、旱烟、鼻烟等,从而使这

些烟种又开始流行起来.上海劝戒纸烟会“以戒绝纸烟为主,无论中国之纸烟、东西洋各国之纸烟,
均不可吸”[６１]１Ｇ８.但其对水烟、旱烟、鼻烟并不严厉禁吸,对一些烟瘾较大,“不能遽绝者,宁以中国

所产之水烟、旱烟、鼻烟代之”[６１]１Ｇ８.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传统烟种的复兴制造了契机.如杭州

专营潮烟的宓大昌,竟跑到上海开起了分号.满街旱烟杆子争新斗巧,成为时髦.«竹枝词»表示不

满:“大好机缘正适当,杭州来设宓家昌.漫云火毒稍轻减,消耗金钱究不昂.”“烟嘴生涯顷刻清,旱
烟杆子忽通行.盈街满市夸新式,风气谁云不易更.”[５２]５６２

总之,清末禁吸纸烟运动在舆论宣传上轰动一时,但在实践上并没有达到特别理想的效果,也
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根除吸烟问题.究其原因,与吸食纸烟风气太盛有关;与清政府奉行的烟草专卖

政策也有很大的关系;此外,清政府的统治力量衰微,不能有力推行纸烟禁令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

素.这次禁吸纸烟运动取得的成绩也未能很好地巩固下来.辛亥革命前夕,社会时局动荡不安,使
清末开展的禁吸纸烟运动很快中断,纸烟很快又在全国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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