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抗战时期的湖南赈灾

� 王 斌,曾昭伟 � �

(长沙医学院 思想政治教研室, 长沙 410219)

摘 要: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人民不仅遭受了战争带来的祸患, 而且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为支持抗战,国

民政府发动全省人民积极进行赈灾救灾,重建故土家园, 采取了急赈、蠲缓、平粜、工赈、放贷、防疫、募捐及难民救

济等赈灾措施。这一时期的赈灾, 由于战争的影响和国民政府政策的制约, 存在一定的弊端, 但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 客观上安抚了民心,鼓舞了士气,促进了抗战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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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 isasterR elief in Huna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W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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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ople in Hunan not only su ffered a lot because o f the w ar but

encountered severe natura l disasters. To support theAnti�JapaneseW ar, the government called people in the entire

prov ince to act ively part icipate in the act iv it ies o f d isaster re lief to rebu ild the ir homes. A series o f re lie fmeasures

such as urgent re lie,f Juan Huan ( getting rid of people 's ren,t fines etc. ) , P ing T iao ( government 's selling o f

sto red food at the normal pr ice in case o f lack ing food) , organ izing re liefw orkers, loans, prevent ing disease from

spread ing, fund�ra ising refugee relief are taken. During th is per iod, due to the impact of w ar and nationa l

government po licy constra ints, therew ere some drawbacks. But the resultw as effective. People were calmed down,

themo rale o f the so ldiers encouraged, and the anti�Japanesew ar deve loped to be objective.
Key words: ant i�Japanese w ar period; Hunan; disaster relief

抗战时期,湖南不仅遭受了日寇的疯狂侵略,而

且遭遇了频繁的自然灾害,百姓衣食无着,人们流离

失所。 1937~ 1945年间, 全省旱灾严重, 蝗害频发,

水患不断, 瘟疫肆虐。 1938年, 常宁、桂阳、邵阳等

县, 自立春以来长期不雨, 复兼秋旱。资兴赤地千

里,颗粒无收。 1945年全省 54县大旱, 据统计, 仅

祁阳一县饿毙 1276人,因饥待救者达 17. 634万人;

1937年秋季全省赓续大水, 湘、资、沅、澧同时上涨,

30余县受灾。
[ 1]
1941年,日寇在常德投下沾有鼠疫

细菌的跳蚤 36公斤, 致使 1941年至 1945年间,以

常德为中心的周边 13个县、70个乡镇、486个村鼠

疫流行, 1. 5万人死于非命。 1943年 5月 9日至 11

日, 侵华日军以厂窖为中心, 进行惨绝人寰的烧杀淫

掠, 毁民船 2500多艘,烧房屋 3千多间。1938年 11

月, 由于蒋介石的错误决策, 长沙遭受特大火灾。处

于兵连祸结、水生火热之中的湖南人民,一面肩负抗

击日寇,保家卫国的重担,一面在政府的领导下积极

赈灾救灾,生产自救。为了争取人力和物力方面的

支持,政府首先担当起了赈灾的责任,积极采取了多

种赈灾措施,具体有急赈、蠲缓、平粜、工赈、募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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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贷款、救济难民等。

一、办理急赈,解决燃眉之急

急赈以赈钱、赈粮和发放食物为主要施赈方式,

主要针对突发事件而进行。如水灾突发, 黎民流离

失所, 缺衣少粮, 此时,政府为安定民心,需及时救济

百姓。另外,在遭受日寇的突然袭击和轰炸后,人们

更需要政府有力的赈济, 以解决燃眉之急。 1940年

8月 10日衡阳遭空袭后, 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薛

岳即于 8月 11日派省副秘书长李扬敬携带馒头数

万只,赈款 5万元由耒阳 (当时湖南省政府驻地 )赴

衡阳办理急赈,军事委员会军需署同时拨款 5万元

办理急赈。
[ 2 ] 131

1944年湘北会战后, 滨湖各县青壮,

不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就被掳为苦役,再就是流散四

方,即使能够扶老携幼回到老家, 也因家屋被烧,耕

牛被杀无力耕种。湖南省政府即向中央呈请 3千万

办急赈, 7千万办善后。
[ 3 ]
1944年,宁乡沦陷, 寇灾严

重,省民政厅发赈款法币 1 604. 94万元。
[ 4]
1945年

衡阳大旱,省政府发放赈灾粮米 619吨,赈灾款 100

万元 (法币 )。
[ 5]
桂阳县亦大旱, 全县减产粮食 52.

055万石, 加上日寇的掠夺,  灾民数以万计, 啼哭之

声不绝于耳。!县政府一面告急请赈, 一面募捐筹

款,捐得法币 60万元,省拨赈款 196. 4万元。
[ 6] 193
省

长吴奇伟也以湘省旱灾严重,电请国民政府拨急赈

款 10亿元。厂窖惨案发生后, 省政府配发急赈款

10万元, 派款工赈及耕牛、种子等项赈款 94万

元。
[ 7]
抗战时期,不仅湖南省政府积极办理急赈,当

时的国民政府在财政极形困窘的情况下, 也进行了

一定程度的急赈。 1940年 9月, 日机袭湘西四县,

蒋委员长特颁急赈 10万元,给予死者 30元,重伤者

20元,轻伤者 10元的接济。
[ 8]

1943年常德会战后,

国民政府行政院即拨款 500万元办理急赈。 1944

年 2月,滨湖各县遭灾, 中央赈济会先是拨款 1 200

万元, 接着又续拨急赈款 2 000万元。1944年 6月,

因湘北战事又起,战地难民待赈,行政院特拨湘北难

民急赈款 1 000万元。

二、减免平调,保障基本口粮

减,是指在灾害发生的地区, 减除部分赋税,以

利经济发展;免, 是指在一些重灾区免除田赋等,减

免主要针对遭灾比较严重的地区。 1942年,省政府

因第二、三次长沙会战,决定临湘、岳阳两县免征田赋

3年,长沙东北各乡免征 2年。 1944年, 因南县、花

垣、安乡、澧县、临澧、石门、慈利、常德、桃源、汉寿 10

县在湘北会战中人员死伤惨重,壮丁被掳极多,房舍

财物焚劫一空,经省府会议通过,豁免了 10县田赋征

购,并缓召 10县兵役。
[ 9]
1945年,国民政府明令湖南

等 10省民国三十五年度  田赋征实征借、县级公粮一

律全部豁免∀∀即日停止征收征借。![ 10]

平粜是指在灾荒发生后,政府开仓放粮,低价出

售, 以解燃眉之急。 1943年,全省出现缺粮,省主席

薛岳即电令全省各县长立即召集当地商会及公正士

绅, 组织民食委员会,以各县积谷之一部,办理平粜,

救济平民。又因衡阳、耒阳米价上涨,特别饬湘田赋

管理处,在公粮项下拨交衡山米 1. 5万石,耒阳米 1

万石, 照长沙例办理平粜。
[ 11]

1944年, 省府又为调

剂衡市民食,特拨谷 2万石, 6月 1日起在衡开始平

粜。
[ 12 ]
在省政府的支持下, 长沙市也分 9区开办平

粜, 稳定了米价,使长沙  每升米价仅十一元 !。[ 13]民

国三十四年 ( 1945年 )桂阳县夏秋大旱,县政府放粜

县乡积谷 2. 7161万石。
[ 6] 194

调粟则是政府在丰年预为储备仓谷,饥年发放,

以备不虞。正如时人所说:  仓谷捐之于民, 仍未民

用。似非不可通融办理,嗣后设有不虞,应准地方官

一面详报情形,以免开仓赈放,事后申明数目, 岁丰

照章捐补,庶几仓可常盈, 谷非虚设, 而穷黎受泽无

涯。![ 14]湘乡县早在 1937年即按规定每人积谷 1

石, 分 3期筹足, 10年即筹募仓谷 50. 2824万石。

1939~ 1941年共募积谷 16. 7万石, 对防灾度荒起

了一定作用。
[ 15 ]

1939年湘省谷类均告丰收, 第七战

区粮食管理处即与购粮委员会统筹办理购囤调剂。

农本局在长沙、邵阳等县普设农仓,以利农产金融之

调剂与供求之平衡。
[ 16]
与此同时, 中央也采取了必

要的措施,要求各地  虽迭告丰稔, 难保明年不被荒
歉, 故为备万一计, 今年过剩粮食, 尤宜早为储

备!。[ 17]行政院遂设购储监理会, 由国库拨下 2 500

万元以购余粮,派定湖南 500万元。

三、发放贷款, 维持基本生计

重建家园和工农业生产都需要资金支持, 因而

在严重遭受自然灾害和战争祸患的灾区,政府发放

贷款对于稳定民心尤显重要。 1938年中国农民银

行给湘西提供救济贷款 100万元,用于合作社社民

购买耕牛等生产资料。
[ 2 ] 49

1938年为赈济难民,国民

政府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发放建设贷款,并分期发

行公债 1亿元,由财政部会同赈济委员会办理,同时

还制定了 #赈济公债条例∃。[ 18]生产需要耕牛, 而战

区耕牛多被日寇杀食,生产建设大受影响。为此,湖

南省建设厅为救济湘阴、平江、长沙三县因战事受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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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耕民,将接收之湘北耕牛救济处耕牛 360余头,贷

放农民,俾不致因耕牛缺乏,而荒芜田地。
[ 19]
重庆中

央赈济会也向各银行洽商举办湘北农货会, 中国农

民银行就向长沙县贷款 50万元。蒋介石饬中央、中

国、交通、农业四银行联合办事处, 向长沙、湘阴、岳

阳各贷款 100万元, 以资救济。
[ 2] 173
在政府的号召

下,各银行积极实施放贷赈济政策,仅农民银行就发

放贷款 3 000万元。

此外,为救济大量流动的难民, 征集灾民、难民

从事疏浚河道,巩固堤坝,修筑桥梁城垣, 开矿筑路

等工程。这些工程:  愈大活人愈多, 而城垣完固则

保障可资,河道疏浚则转输有利,诚为一举而两得之

计。! [ 20]
为重建家园, 同时为方便交通, 有利军民物

资的运输,政府还采取了多种形式的工赈,以赈济灾

民。民国三十年 ( 1941年 ) 2月, 湖南省政府颁布

#非常时期强制各县修塘建坝暂行办法∃, 当年共修

缮塘 2 296口、坝 1 132座, 新建塘 580口、坝 147

座。
[ 21]
这样,既使水利设施得到了维护, 又解决了战

时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四、开展募捐,筹措救灾资金

战火燃至湖南后, 中央和湖南当局都十分注重

湖南的救灾工作。1938年 9月, 中央赈济委员钟可

托即赴湘视察赈务, 并与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及各机

关团体、地方士绅等筹办救济难民办法,成立湘省救

济分会,决定中央和地方共筹年度救济经费 60万

元,并要求除生活救济外,凡难民之组织、卫生以及

职业介绍等均分别进行, 尤竭力注重难民之生产事

业。
[ 22]
此后,各种救济团体、委员会相继成立,如  湘

灾筹赈会!、 救济滨湖难胞委员会!等。1943年,湖

南旅渝同乡会还发起组织了湘西北灾区救济委员

会,推程潜、何耀祖、何键为常委。
[ 23]
在各种救灾委

员会的推动下, 湖南募捐救灾声势浩大, 如火如荼。

1941年 11月长沙县赈济会为救济第二次长沙会战

中本县受灾居民,派陈宗陶、李寿增赴衡阳向各界劝

募,得捐款 6万元。湖南旅黔同乡会为救济湘北灾

胞募款 20万元。
[ 14]

1943年为救济滨湖难胞, 成立

 救济滨湖难胞委员会 !, 并决定募款 50万元; 长沙

慈善团体及国际救济委员会也各捐法币 10万元,作

遣送滨湖难胞至安全地带之旅费。
[ 25]

6月下旬, 长

沙市工商界踊跃捐款 6万余元。

除直接捐款救灾外,还出现了公演募捐、义卖募

金等各种救灾方式。为救济衡阳被炸难民, 湖南战

区所属剧团, 从 1940年 8月 24日起, 举行募捐公

演。 1942年, 湘东浏阳等县水灾惨重, 旅渝湖南同

乡会邀请中宣部实验剧团及中华交响乐团分别定期

作募捐公演, 参加演出的有著名影星胡蝶、王人美

等。
[ 26 ]

1944年大兴工业公司自动发起救济湘灾义

卖, 捐款 5万元。
[ 27]
湘灾筹赈会义卖展览业在夫子

池新运服务所开募, 宋庆龄到场最早, 外宾争相购

买, 全天所得超过 40万元,第二日收入也不下 20万

元。
[ 28 ]

1944年 1月 23日,程潜向全国广播, 呼吁救

济湘灾。
[ 29 ] #新华日报 ∃也于 2月向全国发出号召:

 大家都伸出同情的手, 为复兴湘北鱼米之乡而慷

慨解囊。! [ 30 ]
社会各界积极响应,踊跃捐款。募捐救

灾还得到了红十字会及全省人民的积极响应, 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就拨运大批药品、材料,救济难民。桃

源县居民张陈国锦、武冈县陆刘氏各捐 10万元, 协

助兴办地方救济事业。

五、加强疾疫防治, 保障身体健康

由于战乱,敌寇残杀人民,弃尸道旁, 加之原本

卫生防疫薄弱,时而引发疫病。更为惨绝人寰的是

日寇在常德实施细菌战,释放鼠疫细菌,致使鼠疫成

灾。此外,各种时疫和脑膜炎也曾一度流行,给人民

生活和抗战事业带来极大的影响。

为安抚百姓,以利抗战, 湖南当局进行了积极的

应对措施, 以防灾情蔓延。 1939年湘北发生疫疠,

湖南就成立了战区防疫大队四个分队, 赶赴前方,进

行疫病防治,成绩甚佳。当局在认识到卫生事业的

重要性之后,随即在各县设立卫生总所,在乡区设立

卫生分所, 成立巡回医疗队。
[ 31]

1940年, 湘省府拨

款 4. 9万元, 筹设血清制造厂, 防治猪瘟牛疫。
[ 32 ]
在

衡阳筹设县实验卫生院, 加强医疗服务, 并于 1941

年 2月 26日在耒阳召开了全省第一次防疫会议, 加

强疫病防治。 1943年 5月 3日, 在桂林召开了湘、

粤、桂三省防疫会议,加强协同防疫工作。常德鼠疫

发生后,国民政府卫生署、中国红十字会、省卫生处

即派医务人员 2 000多名, 分成 20余队奔赴城乡各

地, 并会同外国医生在常德设立防疫站所,给市民注

射预防针,防止鼠疫更大范围地蔓延。
[ 7]
1944年全

国爆发脑膜炎,衡阳等地极度流行,省府卫生处为防

蔓延,饬各地卫生机关加紧扑灭, 并制定预防要点七

项, 指示当地当局广为宣传。
[ 33 ]
同时省府决定于 5

年内普设各县公共医院,首先选择长沙、衡阳、浏阳、

平江、衡山、耒阳、芷江等 27县市先期成立医院。
[ 34 ]

六、收留难民, 安置救济灾民

随着战局的发展,大片领土被日寇占领;日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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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轰滥炸,则使众多百姓流离失所, 背井离乡, 形成

了巨大的难民群。难民居无定所, 更添众多不安定

因素, 同时也是极大的人力资源浪费。为此,湘省进

行了艰苦卓绝的难民救济工作。1938年 7月 2日,

湖南省难民救济会即告成立。 8月 3日, 国民政府

中央赈济委员会在长沙、衡阳设立难民运送配置委

员会。 9月赈济委员会第八救济区为适应难民之需

要,特别设立难胞职业介绍处。
[ 35]

1939年 11月,省

赈济会组织  湘北战区难民救济队 !分赴湘阴、平
江、浏阳、长沙各地作战区施济。

1938年 9月, 为安置难民, 难民救济总会拟定

了救济难民实施办法十条, 湘省政府据此在芷江榆

树湾 (今怀化 )设立沅芷垦区办事处, 以垦荒辟地的

形式安置难民及贫民。至 1940年 12月开垦荒地 2

万亩,生产稻谷 100万斤。这样既安置了灾民, 又扩

大了粮食生产。

抗战时期的湖南赈灾救灾, 虽然因战时国民经

济的益现困顿,政府赈灾款额对于在日军浩劫下的

湖南人民来说可谓杯水车薪,许多救灾措施也不能

落到实处而流于形式;但它增加了抗战的力量,增强

了抗战的信心,作用不能低估。急赈的办理,稳定了

政局; 蠲缓的实施,安抚了民心;平粜的进行,稳定了

物价; 贷款的发放,繁荣了经济;疾病的防治,增强了

体质; 难民的救济,促进了生产。正是由于实施了赈

灾,在一定程度上积聚了力量, 使得  被灾难民, 于

家破人亡之余,益增同仇敌忾之心!, [ 36 ]
迎来了抗战

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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