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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社会动员，即社会发动，它是国家

与政府通过特定的方式有目的地引导社会

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的过程。新中国

成立初期，在抗美援朝反对美帝国主义细菌

战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展开了一场声势

浩大的爱国卫生运动，在运动中进行了广泛

的社会动员，不仅彻底粉碎了美国的细菌

战，而且还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起到移

风易俗的作用，推动了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健

康发展。
一、对社会动员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公共卫生十分落

后，传染性疾病流行，解决旧中国留下的卫

生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个重

大而紧迫的任务。中共中央在总结我国人民

与疾病作斗争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以

“预防为主”作为卫生工作的根本方针，决定

在加强专业卫生机构建设的同时，开展群众

卫生运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扑灭

病媒虫害，改善环境卫生，减少和防止疾病

的发生。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帝国主义为了

削弱中朝两国的战斗力和国力，从 1952 年

1 月下旬开始，连续在朝鲜及我国东北、青
岛等地投掷苍蝇等带菌昆虫 30 多种，还投

有老鼠等媒介物多种。经检验部门检验证

实，投掷物带有鼠疫、霍乱、脑膜炎、副伤寒、
钩端螺旋体及回归热、斑疹伤寒等病原体。
面对美帝国主义者的细菌战阴谋，中共中央

迅速地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一个新的战斗号

令：反对美帝细菌战，进行灭虫、消毒的防疫

运动。接着，毛泽东主席又进一步发出号召：

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

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中央人民政府成

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领

导和组织反对细菌战的工作。很快，在全国

城市和乡村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了一个以消

灭病媒虫害为主要内容的卫生运动。出于这

个运动的直接目的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细

菌战争，是在爱国主义的思想指导下进行

的，所以，中共中央就把这个运动定名为爱

国卫生运动，把中央防疫委员会更名为中央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爱国卫生运动由此兴

起。可见，爱国卫生运动从一开始就重视广

泛发动群众，采用群众路线的经验，以对民

众的社会动员为基本手段。在 1952 年 12 月

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会议

上所作的报告中也着重说明了卫生工作必

须与群众运

动相结合的

道理，并强

调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才能将

成绩巩固起来并向前发展。周恩来总理的报

告获得了会议代表的一致赞同，经过讨论，

会议采纳了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并将其“作

为今后全国卫生工作努力的方向”[1]。于是，

在爱国卫生运动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

都充分开展了规模空前的社会动员。
二、对民众的社会动员

如何有效引领民众最大限度地参与到

爱国卫生运动中来，并在这一过程中加强党

对群众的影响，是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重

点，中国共产党对广大民众展开了一场规模

空前的动员实践。
1.采用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大力进行

宣传动员。宣传动员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

种有意识地控制社会心理的活动”和“一个

社会改变或形成民众特殊态度、意见和舆

论的重要工具”[2]61。爱国卫生运动中的宣传

方式主要有：首先是动员大会等口头宣传

形式。如北京市仅在 1952 年就开了六次全

市性的动员大会，大会都由市长、副市长亲

自主持，并指出爱国卫生运动是当前中心

工作之一，使爱国卫生运动迅速深入到全

市。从 1952 年 4 月起，华东区人民政府各

级政府首长和党委会负责同志亲自领导，

组织了“千军万马”的宣传大军，向广大群

众解释爱国卫生运动的重大意义，进行卫

生知识的教育[3]。还有就是通过夜校教育，

训练卫生工作人员，这些卫生工作人员又

进一步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卫生口头宣传教

育，效果很好。其次是报刊、标语等文字宣

传。这种宣传是用书面形式表现宣传内容。
在爱国卫生运动的动员中，上到《人民日

报》、《新华月报》等中央报刊，下到各地方

报刊，都对爱国卫生运动开展起了很大的

宣传作用，如南京市从 1952 年 6 月到 9
月，报纸刊转载爱国卫生运动的稿件达三

百多篇。再次是采用电影、展览、漫画等民众

喜闻乐见的形象宣传方式。形象宣传是通过

激发视觉感知来达到宣传目的的一种宣传

方式。宣传内容通过视觉器官进入人的意

识，具有一定的直观性、趣味性，具有很强

的情绪感染力，容易调动群体的情感共鸣[4]

192，所以在社会动员中被广泛运用。如青岛

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会员和全市各大、
中学师生以及各种宣传组织，深入里弄，利

用显微镜观察实物和挂图、幻灯、电影等工

具，讲解防疫卫生常识。湖北省浠水县浠水

中学的学生在爱国卫生宣传中，打着红旗，

扛着反对细菌战的宣传画，用活报剧和对

唱形式，向群众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

行，鼓舞大家做好清洁卫生工作[5]57。
除上述方式外，各地还创造了许多爱国

卫生运动动员方式，如南京市组织宣传大军

采取 20 多种宣传形式，挨户宣传；山海关

市，宣传方式也达 40 余种。总之，中国共产

党在爱国卫生运动中采取了全面广泛多样

的宣传，使各地群众在这种铺天盖地的宣传

中受到了深刻的卫生教育。
2. 运用榜样示范进行典型动员。典型

动员对整个社会起着示范先进和抑制错误

的作用，是社会动员中经常运用的一种方

式，典型示范是驱使人们行动的重要动力

源泉。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典型的作用，并深

入群众，在群众中发现典型、宣传典型，通

过树立本地典型、身边典型的做法，增强模

范与群众之间的心理亲和力。如北京市宣

武区仁祥和尚采用灯光捕蚊法，一夜灭蚊

万余；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安总队某连

战士积极动员，一年之内捕鼠 7600 余只[6]

128。北京的龙须沟、南京的五老村等都是著

名的卫生改造典型。在农村中出现的典型

模范如陕西长安县尚村农会主任谭忠智赶

自己家的车拉土，供村里人刷房子；吉林省

延吉县太兴村的支部书记郑道俊为带领大

家人畜分居，他自己先把自己的牛拴到屋

外等。这样，在典型带动下的爱国卫生竞赛

也在全国很多地方开展起来。如湖北省浠

水县全县各乡普遍开展了爱国卫生竞赛，

青岛市很多路段的居民也发起了捕鼠灭虫

的红旗竞赛[5]58。典型示范大大推动了爱国

卫生运动的发展。
3.运用奖惩激励的动员策略。奖惩激

励以奖优罚劣为特征的各种激励机制，几

乎是所有类型的动员行为中常用不衰的法

宝。奖惩的目的不在于对行为重复能力的

简单刺激，而在于通过奖与惩的极端手段

构建人们对于“荣誉”、“耻辱”以及与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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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应的“行为表现”之间的刻板印象，并

使之内化为精神和信仰的一部分，从而实

现从物质到精神、从行动到价值的自觉约

束[6]134。因此，爱国卫生运动中的奖惩激励

是进行社会动员的有效策略。如北京市在

总结五年来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时，就把

“批评与表扬相结合”作为一条重要的成功

经验：“在运动中我们曾在干部大会、报纸

和内部通报上，表扬和奖励了一批好的单

位和个人，同时也批评了、以至于处分了一

部分坏的单位。批评与表扬相结合……是

推动运动进展的重要动力。”[6]135

三、社会动员的效果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在

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各级政府和部门齐

力配合，有组织有步骤地把动员的触角遍

及城市、乡村的各个角落，它以群众运动的

方式推动了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起到移风易俗的

作用。社会动员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
首先，社会动员顺利推动了爱国卫生

运动的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中经过全国总

动员，政府组织群众认真治理垃圾河、污水

沟、臭水沟等。据统计，在 1952 年当年的爱

国卫生运动中，全国共捕鼠 1.2 亿多只，灭

蝇 1300 多亿只，清除垃圾粪便 1.6 亿多吨，

疏通沟渠 28 万余公里。许多城市和农村出

现了无蝇无鼠的奇迹 [7]。并改造了大量的

“龙须沟”，消灭了大量的苍蝇等带菌害虫，

进行强制性的预防接种，控制了鼠疫等烈

性传染病的流行，彻底粉碎了敌人细菌战

争。此后，全国各地群众在传染病多发的

春、夏、秋三季，并利用节庆假日，坚持常年

和突击相结合，开展清洁卫生大扫除和消

除病虫害的运动，使我国城市、乡村、工业

厂矿等的卫生面貌焕然一新。
其次，社会动员促进了党的群众路线

的贯彻。党和政府通过深入广泛的社会动

员，使爱国卫生运动真正成了全民性的卫

生运动。全国各阶层人民都积极地参加了

爱国卫生运动。这一运动规模宏大，在我国

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根据统计，约 90％
的城市居民、60％的农村居民参加了爱国

卫生运动。工厂矿山、铁路以及部队都发动

了起来，许多地区真正成了全民性的卫生

运动。“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也成

为中国卫生工作四项原则之一。
再次，广大民众的文化卫生知识得到

很大的提高。对广大民众进行文化卫生知

识教育是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任务之一。
通过利用各种宣传机会和宣传方式，如现

场会、报告会、广播会、展览会等各种会议，

或街头宣传，挨家挨户宣传，电影宣传，车

站港口宣传，以及利用标语、宣传画、黑板

报、诗歌、演唱等等，向群众展开广泛的文

化卫生知识宣传教育，从而普及了卫生知

识，提高了群众的卫生知识水平，使卫生运

动的重大意义真正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通

过社会动员，教育了广大人民讲究卫生，找

到了一条在卫生工作中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的具体办法，加快了我国卫生事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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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 （1895—1976）,福
建龙溪人,现代著名学者、文学

家、翻译家。林语堂于 1928—
1935 年主要从事英译汉，他主

要以西方人的目光向中国传

送西方文明，进行语言研究方

面的变革，1935—1940 年转为

汉译英。自 1930 年起，林语堂

采用英文改写或英文创作的

方式对外译介中国文化。林语堂对中西文化

以及语言、文学皆有高深造诣,曾被美国文

化界列为“20 世纪智慧人物”之一，获得诺

贝尔文学奖提名，并被推选为国际笔会副会

长。无论欣赏他或是反对他的人，有一点不

可否认：那就是他在“向外国人讲中国文化”
方面所付出的不懈努力。从 1936 年林语堂

全家赴美后，他的著译几乎全用英文写作，

通过一系列著作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详

细介绍给西方，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林语

堂的英文作品一直都影响欧美人的中国观,
甚至前美国总统布什 1989 年在访问东亚之

前还要阅读林语堂的作品。
一、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最初实践———

《吾国与吾民》
为了向外国人讲中国文化，林语堂

1928 年起就直接用英文写文章，送上海出

版的英文报《中国评论报》（The
China Critic）发表。这个时期的

代表作品包括《婚嫁与女子职

业》、《半部韩非治天下》、《中国

究有臭虫否》、《谈政治病》、《中

国文化的精神》、《谈言论自由》等，都用中英

两种文字发表。与此同时，他又热衷于英译

中国古代名著，先选取了他喜爱的《浮生六

记》、《老残游记》。前书的英译本从 1935 年

5 月起在《西风》杂志（林语堂策划的翻译西

文杂志，介绍欧美社会的刊物）上用英汉对

照形式连载，同年 10 月又在《天下月刊》上

连载，后全书于 1936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是林语堂英译中国近代名著的开端，也是

他“两脚踏东西文化”的一次实践。
一位中国作家能用英文写作，而且无所

不谈，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自然引起国外

文学界、特别是美国国家学术界的注意。在

中国居住多年，回国后又经常来中国的美国

女作家赛珍珠，从林语堂的文章中发现了其

文学才力和创作潜力。1933 年的一天，她登

门力邀林语堂用英文写一本深入介绍中国

文化的著作，向西

方介绍中国文化的精髓以消除西方人眼里

对中国的误解和错误认识，同时弘扬中国文

化的精神。这样，一本在林语堂一生中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书《吾国吾民》于 1934 年春天

开始动笔，到秋天完稿，前后只用了十个月。
《吾国与吾民》，又名《中国人》，英文原名“My
Country and My People”，首先在美国出

版发行，并再版多次，英国伦敦、加拿大多伦

多等多家出版公司相继出版。
这部书是用散文笔调写的社会评论和

文化评论，主要以西方读者为对象，介绍和阐

述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知识内涵较丰富、文
笔生动而幽默，对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外国读

者来说，的确是别开生面的。该书第一次较为

系统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和中国文化，讲述

了作者眼中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诸如中国

人的性格、思维方式、人生追求，妇女问题，政

治社会问题，文学艺术，乃至中国人的最佳生

活模式。作者语言朴质流畅，闲话家常般娓娓

道来，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如果撇开作者的思想观念，不论其历史

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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