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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芳：抗战时期根据地无神论教育与医疗卫生观念的变革

 

 

抗日战争初期，根据地大多处于几省交界处，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医药匮乏，民众迷信、愚昧、不卫生

习惯根深蒂固，导致疾病频发，影响了抗战、生产与生活。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在边区医疗界掀起了一场无

声的革命风暴，将倒错了的世界观“颠倒”了过来，科学的医疗卫生观念开始在边区悄然扎根。近年来，学术界对根据地医疗

卫生问题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但是，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开展无神论教育的，民众又是如何放弃陈腐、愚昧、迷信观念而相信

科学的，根据地医疗卫生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革，仍有值得研究的空间，本文试图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根据地医疗、医生与百姓生存状况扫描

列宁曾提出：“社会民主党宣传无神论，必须服从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发展被剥削群众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动

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是抗日战争时期党最主要的革命任务，其他工作包括文化领域的医疗卫生工作都要服从服务于这一任

务。所以，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

然而，抗战前，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生存环境恶劣，生活极其困苦。如，河北定县有40万人，人均年收入约50元，可用于

医药卫生的费用只有3角左右。与物质生活的困顿相适应，根据地民众文化水平低下，文盲众多，往往一个村找不到一个识字

的，陕甘宁边区文盲率高达99%。卫生条件很差，“房屋矮小，人畜同居，厨房之污水，与粪窖之恶臭，皆熏人欲死。加以卫

生知识之不备，常年不入浴者有之，整月不梳发者有之。”

疾病与贫困往往相伴相随。每遇灾祸或气候异常，或工厂之男女，都市之学生染病逃归村舍，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不卫生

习惯，都会造成边区疫病流行。在陕甘宁边区，属于烈性传染病有三种：鼠疫、霍乱、天花，常见的传染病有斑疹伤寒、回归

热、痢疾等，常见病和地方病有流行性感冒、疟疾、柳拐子病、吐黄水、花柳病、大脖子病等。边区每年病亡率高达60%，其

中儿童妇女死亡最多。在晋察冀边区，妇婴灾病和死亡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1943-1945年，十一专区蓬头村共出生36个婴

儿，死亡21个，死亡率达58.2%。关庄有四十个妇女，其中有三十一个害病。在五台东山底有九十六个妇女，害病者达六十三

个。

无知是迷信之母，表现在医疗卫生方面，最明显的是缺医少药、迷信泛滥，巫神猖獗。当时全国的西医只有4000-5000

名，平均8-10万人才有一名西医，边区由于经济文化落后，广大农村没有西医。在偏僻的农村，百里内外找不到一名医生，在

重要的市镇才能偶尔找到中药铺。1930年代初，庆阳“全县仅西峰有公立医院1所，医务人员11名。私立药铺多分布在城镇，

以售药为主。”民众缺乏基本的医药卫生知识，遭遇疾病往往求神拜佛，迷信鬼神。巫神则利用民众对其依赖，伤财害命，治

病的“法术”，“一定使无病变为有病，小病变为大病，大病变为死症”。

医疗资源的严重匮乏，巫神大行其道，民众的贫、病、弱、愚，严重削弱了抗日的力量。因此，提倡无神论教育，反对迷

信，普及医疗卫生知识，实现医疗卫生观念的现代转型，对于坚持长期抗战和增进人民福祉，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医巫力量的进退博弈

传统中国社会里的医生，一为设馆医病的医生，曰大夫，一为走街串巷的医生，曰郎中，还有就是假借治病之名，以骗取

钱财为专职的巫神。历史上，医与巫曾杂糅在一起，但由于其本质不同，两者间的斗争从未停止过。“巫主要是充当人与鬼交

http://www.cssn.cn/
http://www.cssn.cn/qt/ydkhd/
http://e.t.qq.com/cssn-cn?preview
http://www.cssn.cn/qt/wytg/
http://www.cssn.cn/qt/lxwm/
http://www.cssn.cn/
http://mail.cass.org.cn/
http://myy.cass.cn/
http://myy.cssn.cn/myy/
http://myy.cssn.cn/myxb/
http://myy.cssn.cn/xyzx/
http://myy.cssn.cn/myyld/
http://myy.cssn.cn/yjry_46764/
http://myy.cssn.cn/rcpy/
http://myy.cssn.cn/ktyj/
http://myy.cssn.cn/tzgg/
http://myy.cssn.cn/tplx/
http://myy.cssn.cn/myygzdt/
http://myy.cssn.cn/cgkd/
http://myy.cssn.cn/mkszyxlhlt/
http://myy.cssn.cn/zjxz/
http://myy.cssn.cn/myycxgcxx/
http://myy.cssn.cn/mkszydjt/
http://myy.cssn.cn/mkszyjbyl/
http://myy.cssn.cn/mkszyfzs/
http://myy.cssn.cn/mkszyzgh/
http://myy.cssn.cn/gwmkszy/
http://myy.cssn.cn/sxzzjy/
http://myy.cssn.cn/zgjxdsjbwt/
http://myy.cssn.cn/gjwczyyd/
http://myy.cssn.cn/c8a55a7e8a1e4593b75812fc1f9f1a22/
http://myy.cssn.cn/kxwsl/
http://myy.cssn.cn/jdylzb/
http://myy.cssn.cn/qkynj/
http://myy.cssn.cn/yjzx/
http://myy.cssn.cn/zztj/
http://myy.cssn.cn/lldt/
http://myy.cssn.cn/rdpl/
http://myy.cssn.cn/sxzm/
http://myy.cssn.cn/gqdy/
http://myy.cssn.cn/rwgs/
http://myy.cssn.cn/english/
http://myy.cssn.cn/znss/
http://myy.cass.cn/
http://myy.cass.cn/kxwsl/


通媒介的，是原始的宗教，是神学”，必然与作为科学的医学尖锐对立。“只有彻底摆脱巫的束缚，医学才能真正确立起

来。”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讲到，作为东方专制制度基础的农村公社“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

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列宁也曾指出，宗教产生的根源主要是社会根源。可见，腐朽的社会制度是迷信和宗

教滋长的温床，也是造成人民贫穷落后、医药稀缺的总根源。只有推翻旧制度，人民才能获得健康幸福。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摧

毁旧世界的同时，逐步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推行“民选政府与三三制，合作社与变工队，工厂与作坊等等”，改

善了人民物质生活，提高了人民的政治地位。但此时巫神的数量仍然是旧医的近两倍，巫的势力范围大于医。“巫神职业”的

存在与群众“财旺人也旺”的需求格格不入，开展对巫神的斗争随即进入中国共产党人的视野。

恩格斯指出，“工人政党耐心地去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使宗教渐渐消亡，而不要冒险地在政治上对宗教宣战。”巫术在

我国源远流长，在民间有着深厚信仰，将巫神从民众心中的“受崇拜者”转变为“受批判者”，显然不能采用简单打倒的方

法。首先，抓住典型实例，从正反两方面教育感化群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群众与巫神斗争的常用形式。1944-1945年，

《解放日报》刊发了大量的类似实例，如《本市白家坪巫神杨汉珠伤害人命判处徒刑 常志胜迷信巫神弄得家破人亡》、《延

县河庄区巫神庄发仲改邪归正》、《定边县田巫神害人骗财群众要求予以惩罚》等等，群众往往能从他人的“血腥悲剧”中受

到强烈震动，从而在心理上与“受崇拜者”发生决裂。延市白家坪常志胜迷信巫神惨剧发生后，延安南区群众无不咒骂巫神，

说：“谁再迷信鬼神，谁就会像常家一样家破人亡。”其次，让被改造者主动坦白自己的罪行，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1944年

7月，延安县五十九名巫神联名给乡亲们写了一份信，公开承认装神弄鬼、骗取钱财的事实。“看见巫神骗人能赚钱，于是我

们就借神鬼的名义来混饭吃。本来没有鬼神，我们的把戏都是假的......”，可以想象，民众在得知真相之后的惊异与愤怒，

“通过巫术的制造者来揭破超验的观念世界，无疑具有颠覆传统观念的教育意义。”再次，将巫神置于群众批判与监督之下，

乡村世界的话语权发生倒置。前述的五十九位巫神，为悔过自新，签订了反巫神公约，并要求乡亲们予以监督。巫神曾是群众

求医问药、降妖驱魔的“施助者”，转眼间变成了民众中的“异类”，被批判、被监督的落后分子。随着巫神在民众中地位与

威信的跌落，乡村世界的话语权也发生了逆转。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卫生事业必须为创造历史的民众服务。人民性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卫生事业的本质

特征，这一质的规定性，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卫生事业发展战略策略的基石。巫神群体被改造后，要填补边区尤其是广大乡村

社会的医疗真空，必须组建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新型医疗队伍和医药科学。针对边区缺医少药的状况，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中西

医结合、中西药结合的策略方针，为创建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医疗力量指明了方向。他指出，“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

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

助巫神”。 “医道中西，各有所长”。在上述思想指导下，边区以医药学会及下属的国医研究会、中西医药研究会、中华护

士学会延安分会等组织为平台，开展了改造思想、交流技术、加强合作、举办学校，锻造人才等活动，边区医疗卫生力量的重

组，为救治伤病、增强部队战斗力、密切军民关系，进而赢得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三、预防为主思想与群众性卫生运动的广泛开展

从人民的卫生这一本质出发，毛泽东提出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医疗卫生发展战略。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指

出，“疾病是苏区的一大‘仇敌’......必须以预防疾病来消灭这一仇敌。”抗日战争时期，他又进一步明确了“预防在先”

的战略方针。“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预防置于医治之前，凸显预防对于治疗之重

要性。预防为主的卫生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预防医学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预防医学是从预防的

观点出发，研究人群健康和疾病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采用公共卫生、社会卫生和自我保健等措施，充分运用环

境中有益因素，控制和消除环境中的有害因素，以达到预防疾病、增进健康、延长寿命、提高劳动效率的目的，是医学科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与临床医学不同，预防医学的最显著特点是面向人群。基于此，毛泽东历来主张将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作为

预防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为保证军民健康，争取抗战胜利，各根据地普遍开展了以适态疏导为基本原则、以

倡医反愚为主题、坚持科学施治的卫生运动，教育群众，发动群众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

（一）适态疏导：群众医疗卫生运动的基本原则

适态指医药卫生宣传教育工作要与受教育者的思想动态、客观实际相联系、相适应。“疏，就是疏通，广开言路，集思广

益，让受教育者畅所欲言，把各种意见和心里话说出来，集中大家的智慧。‘导’就是循循善诱，说服教育，用各种形式和方

法，把各种不同的思想和言论，引导到积极的、正确的、健康的轨道上来。”边区文化教育极其落后，民众思想保守，宿命论

普遍存在，不卫生习惯由来已久。只有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结合群众的实际需要，并考虑到农民的认知水平和经济条件，采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耐心地说服教育，才能获得认同。否则，讲大道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强迫命令都会遭到群众反

感。甘肃镇原县冬学教员刘家城，刚到村里，还不了解情况，在宣传妇婴卫生时说，“孕妇要常洗澡，要请医生常检查，准备

十块尿布......”，苏正义的妹妹讥讽说：“教员给咱拉来几车银子？！庄稼人还能讲卫生！”可见，从主观愿望出发，脱离

群众实际，就会适得其反。为激发群众的积极性，边区各界除了采取黑板报、识字组、秧歌、戏剧、歌谣、书报、小册子、庙



会、展览会等方式进行卫生教育外，还采用了擂台赛、卫生竞赛等群众参与度较高的形式。如在卫生竞赛中，模范卫生个人、

模范卫生家庭、模范卫生村不断涌现，人们也从爱清洁、讲卫生、信医药的新风习中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新正县郭德林讲

卫生，全家四年不病；新宁县窦家湾村，家家讲卫生，该村三年没有大的疾痛发生；延安市北区杨家湾从肮脏变清洁，破除迷

信、相信医药，全村气象一新......活生生的事例，逐渐改变着广大农民群众不讲卫生的不良习惯。

（二）倡医反愚：群众医疗卫生运动的主题

讲究卫生，提倡医学，反对愚昧，破除迷信，是群众性医疗卫生运动的主要内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迷信、愚昧和不卫生

习惯，给边区人民带来了疾病和死亡的威胁。涤秽布新，普及卫生知识，建立卫生制度，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是防病除疴之

要策。《新中华报》、《抗战日报》、《晋察冀日报》、《解放日报》等重要报刊均刊载了许多宣传医疗卫生知识的文章。

“讲卫生来要记清，喝水吃饭忌生冷，饭头碗筷煎水洗，饭后碗筷用布蒙。多洗澡来勤换衣，被子褥子要干净，窑里窑外常打

扫，蚊子苍蝇要肃清。”从《解放日报》登载的这首《讲卫生》歌曲可窥见一隅。1944年，延安市北区乡乡长高文亮在卫生竞

赛中提出了十大口号，涵盖了当时卫生知识宣传教育的基本内容，后成为延安市评选卫生模范村的评判标准。“一、全村居民

受卫生小组长领导，进行卫生工作。二、每家挖一个厕所。三、不喝冷水和腐烂了的瓜果。四、每月大扫除三次，窑内外经常

保持清洁。五、每月洗衣服两次。六、每年拆洗被子两次。七、每天洗脸洗手。八、每家做一个蝇拍子打苍蝇。九、牲口都围

起来。十、有病请医生，不请巫神。”在我国人口结构中，妇女和儿童占总人口的2/3以上，妇幼卫生保健，不仅关系到我国

人口素质的提高，而且关系到革命事业的发展。然而，旧社会妇婴卫生状况恶劣，妇婴疾病多，“娃娃生下难活”。对此，中

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提出，要将妇婴卫生常识宣传作为群众卫生运动的中心环节。医护人员和妇女工作者通过各种形式反复地

向妇女讲解生理期卫生、孕妇卫生，临产的准备，如何新法接生，怎样照顾娃娃，孩子生病，要请医生看病，不要烧香拜佛，

相信巫神等等。过去迷信成灾、愚昧不堪的妇婴领域，开始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并在科学知识的熏沐下，焕发出生机和活

力。

（三）科学施治：传统伪治医疗渐行渐远

预防与治疗是人类战胜疾病、保障健康的两个基本手段，也是人们长期与病痛作斗争中形成的经验总结。能否正确处理防

与治的关系，直接关系到群众卫生运动的成效。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始终将卫生宣传工作与加强医药治疗有机结合，协同推

进。“医疗工作是卫生运动的后盾，也是推广卫生反对迷信的有力促进者”。陕甘宁边区卫生处规定：每天上午为群众门诊，

半年内免费为群众治疗2万多人次；1944年前半年，和平医院为群众治病1096人。1944年4-6月，中央卫生处为群众治病花费医

药费70万元。1943-1944年，陇东分区医院免收群众医疗费44万元。抗战8年中，晋察冀边区卫生部门给群众医伤治病达1879万

多人次。

在农村卫生运动中，有效的治疗常常使群众化疾为康，转危为安。延安市北区杨家湾高满祥身患“青腿牙疳”，肚子疼痛

难忍，邻舍人担心的说：这是要命的病。花了一万元，请来巫神“治疗”，病情愈发沉重。医生李建平闻讯赶来，为其打了一

针，控制住病情后转到中央医院住院治疗。痊愈回村，逢人便讲：“公家医院真好......真是替咱老百姓办事”，并且凡遇村

里人生病，都积极地劝他们请公家医生。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让患者开口，让事实说话，“自己人效应”产生了较好宣传教

育效果，巫神信仰发生严重动摇，传统伪治医疗渐行渐远。

四、根据地医疗卫生观念的变革

在私有制社会中，文化教育、医学卫生是为少数人服务的事业，广大人民没有享受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的权利，迷

信、愚昧、疾病长期困扰着人们的生活。中国共产党以铲除一切不平等社会制度为己任，并由此建立了人民的卫生事业。为保

证抗战胜利和人民健康，根据地以反巫神斗争和群众性卫生运动为依托，重组医疗力量，加强医师医药建设，普及医疗卫生知

识，广施医疗救治，根据地医疗卫生领域的管理观念、服务观念、就医观念、妇幼观念等发生了重大变革，医护资格受到规范

管理，医疗受众面空前扩张，科学防治渐入人心，妇幼保健进入大众视野，医疗卫生观念实现现代转型。

（一）医护资格管理的规范化

   千百年来，中国民间医疗主要依靠分散的个体中医，采用医巫混杂、似是而非的常识维系着，“由于中医并没有建立在

严密的逻辑和准确的理化实验数据的基础上，这就使它始终不能与巫理划清界限”。为防止二流子医生和庸医伤害生命，以及

加强中医科学化改造，1942年，《陕甘宁边区医师管理条例》规定：“凡具有医师资格者由陕甘宁边区卫生处审查后给予医师

证明，否则不得执行医师之业务。......凡医师愿在某处开业须向该主管政府呈验医师证明，请求注册。”1943年3月，《陕

甘宁边区国医国药奖惩条例草案》提出：“为取缔巫神、二流子医生及鼓励国医研究精神，特规定国医考试条例”。护理是近

代医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初，边区医院的护士大多由年龄偏小、文化水平较低的“小鬼”充任，导致问题频出。1941年

中华护士学会延安分会成立后，即对学会会员资格进行了甄别、审核，并协助各医药卫生领导机关考核在职护士。1943年5

月，晋察冀军区颁布的《关于建立护理制度》规定：“提高看护工作性能，加紧技术教育。凡年不满16岁，性情暴躁，身体不

强，不堪造就之现任看护员，应即撤换，作其他工作。......尽一切可能调任原系国内护士学校正式毕业或从事护理工作多年



的同志担任看护长，使之专责改进护理工作。看护长的质历，应是具有足够的护理技术，而不是凭藉军事管理”，对医生、护

士、看护长资格的限制性规定，标志着医护人员管理进入制度化轨道，压缩了以看病为幌子骗取财物的巫神的生存空间，促进

了医护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

（二）医疗服务观念的大众化

旧时，由于医生稀缺，民间有“请医如拜相”的说法。当医生“既能挣钱又有地位，谁来请先生瞧病不是骑骡子，便是坐

大车，还有坐轿车；又排场又威风，人人尊敬。......当医生就是看对象哩（能挣钱对象），有钱人来叫就马上去，没钱人叫

就推诿，或说没功夫；药铺抓药，也是有钱人就抓好药，没钱人就抓赖药，主要是挣钱，不是治病救人。”可见，在旧俗之

下，医疗受众对象主要是出得起医药费的富人阶层，最需要医药的穷苦大众，只能请巫神，或听之任之。面向群众，服务于

民，是人民卫生事业的本质要求。“必须动员一切部队机关中西医除为部队机关服务外，兼为群众服务，尽量给老百姓看病或

住院，并经常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必须动员和帮助一切中医和一切药铺为群众服务。”整风运动后，边区医生普遍受到革命

思想的洗礼，服务观念发生逆转。“一个革命医生坐在家里等着病人来扣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医生应该跑到病人那里去，而

且愈早愈好。”

（三）疾病防治观念的“去神”化

长期以来，边区民众不了解卫生与疾病、疾病与医药之关系，“老天爷叫你病，讲卫生也不中用”，相信鬼神，听天由

命。医药卫生常识的宣传普及，不但使民众晓得“多讲卫生，少生病”的道理，而且对“医药科学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与信

仰”。在疾病预防上，开始讲究卫生，洗手、洗脸，拆洗被子，打扫街院，修建厕所，清理粪堆、污物，灭蝇灭鼠，“阎家塔

的老乡已经养成喝开水的习惯了，漱口，脱鞋上炕已经成为普遍的情形。”为预防疫病，接种疫苗，并在疫病流行时，居家隔

离，远离闹市。晋冀鲁豫边区野战卫生部的附属医院，仅1943年，就为驻地7436名儿童接种了牛痘。在疾病的治疗上，随着各

级各类医疗机构（如医院、医疗站、保健药社、卫生合作社等）的设立，群众就医获得感显著增强。“老乡们病了马上去门诊

部请医生去看，他们说：‘八路军门诊部医生看病一满好’，求巫神信鬼的现象已经逐渐在减少中”。

（四）妇幼保健观念的现代化

妇幼领域曾是边区迷信、疾病、死亡的重灾区，妇女们缺乏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基本卫生常识，妇科疾病被认为

是伤风败俗、不堪一提的事，羞于求治而往往酿成大病。妇女生孩被称作“过鬼门关”，断脐不洁导致破伤风是婴幼儿生命安

全的最大威胁。鉴于此，陕甘宁边区卫生处将妇幼领域作为卫生工作的主战场，而创办助产或接生训练班，培养助产或接生人

员，倡导新法接生，被作为妇幼建设的主要任务，置于优先地位。新旧接生法的差异，以及对健康生活的向往，使边区妇女们

逐渐放弃了旧法接生的陋习。文教大会后两年间，陕甘宁边区在农村开办接生班64处，培训接生员 、改造旧产婆826人，实现

2-3个行政村有一个接生员，73%的地区接受了新法接生。与此同时，通过宣传教育，妇女对自身各个“特殊时期”卫生常识已

有一定的了解，据1946年6月16日《解放日报》记载，延安市白家坪村已孕妇女主动要求检查胎位，还有十多位妇女要求进行

健康检查。婴幼儿喂养也更加科学，定时喂奶，不喝生水，合理饮食，常洗澡，晒太阳，预防感冒，普种牛痘等等，边区妇幼

健康状况有了明显改善。

五、小结

马克思指出，“18世纪以前根本没有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具有自己的科学形式，只是在18世纪才有，某些部门或者早几

年。” 18世纪后，人类开启了传统走向现代，科学战胜迷信的艰苦行军，医疗卫生领域变革尤其如此。中国共产党秉持辩证

法和唯物论，坚持人民立场，遵循思想教育规律，推动医疗卫生领域实现了观念世界的现代转型。然而，“群众脑子里的敌

人”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医疗卫生建设滞后和卫生教育不足是群众新旧“迷信”产生的两个重要方面。因此，要以群众需求为

导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医疗资源供给均衡，理顺体制机制，提高服务质量，从客观上消除“迷信”滋生的土壤。更重

要的是，要充分运用科学的力量，以适态疏导为基本原则，对“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进行常态化的医疗卫生知识普及教育，

从主观上不断压缩实践主体观念世界“迷信”活动空间。

 

（作者：河南理工大学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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