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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期

崇祯、 皇太极先

后发文禁烟

明代， 烟草经由吕宋（今菲律

宾）、 越南、 朝鲜三条路线传入中

国， 最初被当作草药而流行于军队

中。 很快， 这种“烟瘾” 就由军中

蔓延到民间。 至明末， 烟草已经在

民间被大范围吸食， 相关的种植、

贩卖产业也发达起来。

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吃烟的危

害， 社会上还流传一种说法， 说永

乐以下的明代皇帝， 都是“燕王”

的后代， 京城又是“燕京”， “烟”

字谐音“燕”， “吃烟” 就是“吃

燕”， 有吃掉燕王之后、 攻破燕京

之义， 坊间甚至传唱“天下兵起，

遍地皆烟” 的童谣， 这不能不引起

明朝统治者的恐惧。

因此， 崇祯皇帝两度发布“红

头文件”， 要求国民戒烟， 禁止官

员在衙门等官府机构内吸烟， 私藏

或出售烟草都有可能被处死。 这是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禁烟。

不幸的是， 崇祯禁烟的效果并不明

显， 很快， 大明王朝就寿终正寝

了， 似乎是“明亡于烟” 谶言的应

验。 既然“烟” 战胜了“明”， 禁

烟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明末内地的“烟瘾” 也传播到

了明朝的对头———满洲境内， 八旗

子弟纷纷效仿明人吸烟， “瘾君

子” 遍布军营内外。 这样的势头让

满洲的领导者皇太极着了急。 就在

崇祯皇帝首次下令禁烟的同一年，

后金户部也发布了禁烟告示， 明文

规定不许栽种、 买卖、 吃食烟草，

违者重罚。

在告示颁布的两个月内， 后金

政府尚能严格执行。 据记载， 当时

刑部审理的涉烟案件达 60 余起，

被处罚的有数百人， 短时间内起到

了一定效果。 然而， 同崇祯禁烟一

样， 皇太极的禁令最终也抵挡不住

民众吸烟的热情， 不久， 后金朝廷

就主动撤销禁烟令， 允许民众自种

自吸， 只要不去朝鲜购买即可。

满清入关

林则徐发明“禁烟

丸”， 力谏道光禁烟

满清入关后， 又有几位皇帝发

布过禁烟令， 可惜都是雷声大雨点

小， 烟草在中国大地上屡禁不绝。

清中期以后， 鸦片开始在中国泛

滥。

这个玩意儿自打打入中国市场

后， 立马就取代了烟草的地位， 因

为它又叫“鸦片烟” “大烟”， 甚

至抢了“烟” 一词的冠名权。 在这

之后， 所谓“禁烟” “烟瘾” “烟

贩” “烟民” 之“烟”， 很多时候

都直接指鸦片了。 这种新型的

“烟” 像瘟疫一样， 迅速在中国各

地蔓延， 迫使清政府不得不重视这

一问题。

说到这儿， 就绕不开林则徐。

他可是中国禁鸦片的先驱， 虎门壮

举人尽皆知。 其实， 林则徐禁鸦片

烟的努力， 早在虎门销烟之前就付

诸实践了。 他在湖广总督任上， 曾

雷厉风行地推行过一些措施， 设立

禁烟局， 没收鸦片和烟具， 还发明

了“禁烟丸”， 并拿出自己的俸禄

用以配制， 强迫吸食鸦片者服用。

这些措施在短期内收到了一定效

果， 据说当时有老年妇女在路旁叩

谢， 称其丈夫久患烟瘾， 健康恶

化， 在服了禁烟丸后断绝鸦片， 身

体逐渐恢复。

当时， 朝廷内部对鸦片烟害有

“禁” “弛” 两种意见， 道光皇帝

对该听谁的一直犹豫不决。 在地方

禁烟初见成效、 并得到人民拥护的

林则徐见此， 毅然上书， 痛陈鸦片

祸害， 要求朝廷下令严禁， 还根据

自己的经验， 呈了四道戒烟方， 都

是用常见中草药如当归、 黄柏、 川

贝、 南瓜花等就可以配制的， 据说

十分实用。 这封奏章言辞恳切， 历

数鸦片给社会带来的灾难， 说若

听任此毒， “数十年后， 中原几

无可以御敌之兵， 且无可以充饷

之银”。

或许是这句话戳中了道光的痛

点， 他拿起御笔， 在林则徐的奏章

上画了一个红圈， 并任命其为钦差

大臣， 前往广东主持禁烟。 随后，

就有了众所周知的虎门销烟。

遗憾的是， 林则徐的禁毒成果

很快就随着鸦片战争清廷的战败烟

消云散。 《南京条约》 签订后， 清

政府对西方列强一步步妥协， 鸦片

继续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

许多有识之士也纷纷就此问题

提出自己的主张， 如著名的洋务派

大臣左宗棠、 李鸿章分别提出加重

对鸦片征税、 广种罂粟以抵制进口

鸦片； 中国第一位外交官郭嵩焘受

英国启发， 建议用疏导的方法， 先

教化士绅再派士绅劝谕民众戒毒；

大思想家、 翻译家严复则要求设立

戒鸦片烟会帮助戒毒， 并在报上刊

登戒烟歌文， 使民众认识吸食鸦片

的危害。 但无奈朝廷迫于外国压

力， 不敢采取强硬手段， 这些禁毒

努力大多半途而废， 没有一个人能

够成功挽救神州大地上越来越多人

滑向毒品深渊的命运。

太平天国

洪秀全亲作“禁烟

歌”

清代中后期， 禁鸦片的话题隔

三差五就会被提出来， 从皇帝到各

级官员， 也一直在不断思考， 试图

解决日益严重的毒品问题。 然而这

些努力， 似乎从来没有起过作用， 相

反， 鸦片之毒却日甚一日， 禁毒工作

陷入了愈禁愈烈的怪圈。 与之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 偏居东南一隅的太平天

国， 它的禁毒却收效卓著， 一度使江

浙地区成为烟雾缭绕的中华大地上的

一片“无毒区”。

早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前， 领

导人洪秀全就在家乡编作《原道救世

歌》， 并积极推广传唱， 其中就有

“他若自驱陷阱者， 炼食洋烟最癫狂，

如今多少英雄汉， 多被烟枪自打伤”

的歌词。 他还作打油诗， 劝人们勿染

鸦片： “烟枪即铳枪， 自打自受伤。

多少英雄汉， 弹死在高床。” 起义后，

为保证军队的纪律和战斗力， 洪秀全

颁布了许多文件， 严禁太平军吸食鸦

片， 违者斩杀无赦， 贩卖者和知情不

报者与之同罪。

定都天京（今南京） 后， 太平军

对天京境内的民众一一审查， 看到面

色不佳者就要询问其是否抽鸦片， 还

要检查手指， 手指发黄者都会被隔离

关押， 观察他们是否有鸦片上瘾的症

状。 最后确定吸食鸦片的人， 必须强

制戒毒， 一个月后犯者戴枷三个星

期， 两个月后仍犯者戴枷七个星期，

三个月后还不改的直接处死。

当时， 丞相陈桂堂的部下检举他

吸食鸦片， 洪秀全查实之后， 毫不犹

豫将丞相处以极刑， 以儆效尤。 此

外， 太平军还四处设置关卡， 仔细搜

查过往货物， 若被查出烟具， 无论大

小， 都重加谴责。 严厉的禁毒政策令

当时在此地区的所有烟民和从事鸦片

种植、 贩卖的人都闻风丧胆。

太平天国还十分注重宣传教育工

作。 据时人笔记记载， 太平军所到之

处， 均在全体军民中劝吸鸦片者禁

烟， “先以妻子衣食为喻， 继以精神

血气父母遗体为喻， 长篇累牍， 苦口

婆心”。 这些努力一度使鸦片在太平

天国统治区内几乎禁绝。 尽管鸦片的

价格一跌再跌， 仍没有人来购买。

1862 年， 宁波一位外国商人在写给

香港银行的信中抱怨道， 过去两周一

箱鸦片都没有卖出去， 生意快要做不

下去了。

可惜太平天国禁毒斗争的胜利果

实并没有维持多久。 一些鸦片商为了

维持利润， 往往会雇佣一些有经验、

熟悉线路的经纪人， 躲开太平军的关

卡， 在各地暗中进行鸦片贸易。 到了

后期， 太平天国内乱频发， 再加上战

争频仍， 政权不保， 更无暇顾及鸦片

问题， 甚至有的领导人和军队将领都

开始吸食鸦片。 等到清军攻破天京、

太平天国政权覆亡后， 江浙地区的禁

毒胜果也自然而然付诸东流， 鸦片又

重新在这片土地上肆虐风行。

清朝末年

袁世凯促成 《中英禁

烟协议》

清朝末年， 为挽救统治危机， 朝

廷掀起一场规模浩大的社会改良运

动， 鸦片问题作为很久以来整个社会

难以根治的痼疾， 自然也是这场改革

的关注重点。 同之前数次禁毒截然不

同的是， 这场轰轰烈烈的清末禁毒不

再仅仅是中国自己单打独斗， 它得到

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西方国家最初纵容鸦片大规模流

入中国， 是出于扭转贸易逆差的目

的。 因此， 彼时的西方列强是不会允

许中国政府禁毒成功的。 但这种靠毒

害他国人民赚钱的行为， 也一直受到

良知人士的谴责。 尤其是英美传教

士， 他们一直致力于宣传禁鸦片烟。

19 世纪末以来， 这种反对的声音日

益强大。

1890 年， 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

大会宣告成立“外国传教士禁烟联合

会”， 号召全世界传教士祈祷终结罪

恶的鸦片贸易。 1891 年， 传教士创

办的杂志收集了有关鸦片在中国流毒

的资料与图片， 将它们发回国内， 引

起西方社会对中国鸦片贸易的极度反

感。 在这些宣传带来的强大舆论压力

下， 1906 年， 反对鸦片贸易的自由

党终于在英国议会选举中获胜， 并很

快通过议案， 要求英国政府迅速采取

措施， 终止不光彩的鸦片贸易。

第二年， 中英达成《中英禁烟协

议》， 规定从 1908 年开始， 逐年递减

出口中国的鸦片数量， 十年后减为

零。 虽然已经有议会的指示， 但由于

鸦片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 英国政府

实际上非常舍不得丢掉这块肥肉， 故

谈判过程十分艰难。 而这场斡旋的

“功臣”， 竟然是袁世凯。 他派多位人

士出马游说， 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

终于迫使英国政府让步。 后来， 在禁

烟协议之外， 英国总领事还表示愿意

限期关闭英国政府开办的烟馆， 并禁

止在租界内建立新烟馆， 以帮助中国

禁绝鸦片。

然而， 同清政府的其他“新政”

一样， 此时的禁毒运动在给中国社会

带来暗夜中的一丝光明之后， 又迅速

归于沉寂。 社会上的鸦片问题还没来

得及得到改善， 清王朝就走到了历史

的终点。

（来源： 中国禁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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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只知道禁鸦片是“禁毒”， 殊

不知， 在古代中国人眼中， 烟草和鸦片一

样， 都叫“烟”， 都算毒品。 若这样论， 中

国的禁毒大业， 早在林则徐之前就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