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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牛何兰主编的《中外禁毒史》是禁毒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通过全面介绍中国及世界各国禁毒史，
力求使读者对禁毒学科有全局性的了解和总体性的把握，为以后的专业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本课程除了学习中国禁毒发展历史、世界各国禁毒历史概况等内容，从整体把握世界和中国禁毒形势
与发展趋势以外，还要明晰禁毒工作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发展的历史情况和现状，从而
使我们充分认识到禁毒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
反思历史经验与教训，总结取得成绩的原因，进一步坚定为禁毒事业而努力奋斗的坚强信心。

本书可供禁毒学专业学生掌握禁毒史相关知识所用，也可为禁毒工作者及对禁毒工作感兴趣的人士提
供文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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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把触角伸到国统区 除了在沦陷区全面推行其鸦片毒化政策之外，侵华日军还把触角
伸到了国统区。
 “日本为将毒化政策推进到国统区是煞费苦心的。
”研究侵华日军走私活动的吉林省教育学院政史系副教授齐春风将其做法概括为： 一是在临近国统区
的地带广种烟毒，以期达到“近墨者黑”、近烟者毒的效果。
据当时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情报记载，在绥远沦陷区，日伪也大种鸦片，每到收获季节，引诱附近陕北
神木、府谷及晋西北河曲等地穷苦人民前去收割，形成黄河各渡口人们成群结队狂人敌区的局面。
日军还在接近国统区的地带设立大型制毒工厂。
像日伪在河南省博爱县大辛庄设立的名为“中和记”的大毒品公司，该公司每天可生产红丸5000袋，
每袋1万余粒，行销豫北十余县及晋南各县，每天即可收入5000万元。
 二是日军强迫民众在敌我交界地带广种罂粟，一方面将烟毒伺机运入国统区，另一方面在两区之间划
出一条无粮地带及毒化地带，以贯彻对大后方的经济封锁，使大后方的物资抢购工作不易奏效。
强迫改种的地域，类皆敌我势力接触的游击区，不许种粮，沦陷区又大闹粮荒，且严厉取缔粮食搬运
，该无粮地区的居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到国统区来抢购粮食，由此加重大后方的粮食供应
紧张的状况，也正遂日伪的心愿。
 三是为了把毒品打入国统区，日本还采取廉价出售毒品的方法。
在日军的“让利”售毒政策下，贩卖烟毒的利润有时高达成本的6倍以上。
引得奸商们趋之若鹜，把大后方的许多地方搞得乌烟瘴气。
 当时重庆《新华日报》曾报道了“沦陷后的洛阳竞和西安交通”的奇怪现象：豫湘桂战后不久，新沦
陷的洛阳竞很快与西安恢复了传统的商货流通，成群的走私商携带着美国援助中国稳定物价的黄金到
洛阳。
金价在西安一两值2万～3万元，在洛阳3倍半于此，运到北平，便值4～5倍的高价了。
而回程内运的货物最主要的便是轻巧易带而又价值高昂的“白面”了。
 为达到使国统区民众神不知鬼不觉地中毒的目的，日本还颇费心思地制造了多种含毒物品。
含毒香烟就是其中的一种。
日本在青岛、天津、北平等地专门设立发售纸烟及盘纸的公司，每隔一两月即运到河南纸烟3000箱，
该纸烟据报“刺激性极大”。
果然，后来发现河南等省民众因吸食此等香烟而致病、致死的情况。
 （三）毒化反击战 1944年3月初，位于汪伪政权控制区的日本侵华毒化机构——华中宏济善堂，于各
大报刊分别刊登解散启事，结束了它在中国5年的荼毒生涯。
 因日人败降时，销匿了宏济善堂相关资料，这所在当时中国颇有“影响”的毒化机构为何自行解散成
了不解之案，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曹大臣博士经过对尘封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原始档案的搜集和整
理，发现此事和当时的“清毒运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943年底，日本政府推出所谓“对华外交新政策”，表示要“尊重”中国主权，重视汪伪政府。
此时，部分汪伪人员开始意识到日本气数已尽，竞相另觅新路，这就使沦陷区长期受抑压的民心士气
有了呼吸空间，也给中共利用日伪矛盾，领导人民抗日清毒创造了有利时机。
 当时汪伪宣传部部长林柏生想利用民众仇恨烟毒的心理，收回鸦片公卖权。
1943年冬，林通过手下在“中央大学”找到厉恩虞、王嘉谟等学生骨干，联系发动反烟毒运动。
 厉、王两人均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秘密团体“青年救国社”成员，二人随即向当时中共南京工委书记
舒诚作了汇报。
舒诚指示，反烟毒运动既要利用林作为掩护，又不能为林所利用，要注意隐蔽，避免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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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外禁毒史》可供禁毒学专业学生掌握禁毒史相关知识所用，也可为禁毒工作者及对禁毒工作感兴
趣的人士提供文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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