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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是晚清贵族重
臣，颇受慈禧太后的赏识，曾被朝廷任命为崇
文门税关正监督。

崇文门税务衙门是负责对进入北京城的
货物征税的机构，而税关正监督是个肥差，许
多王公大臣梦寐以求。善耆上任之时，正是清
末京城吸食鸦片最猖獗的时候，瘾君子们对鸦
片、白面儿的需求量很大，所以不少人私下里
贩卖鸦片、白面儿，而崇文门是毒贩子们贩毒
进京的主要通道。

据《宫廷野史》载：有个大烟贩子私下里派
人给善耆送信，说手里有批“货”要送入京城，
请善耆让他的属下稽查时睁只眼闭只眼，此事
成了，他愿意出大价钱孝敬善耆。同时劝告善
耆，如果不给面子，也未必就做不成这笔生意，
自己有很大的背景。善耆心想：如此胆大之
人，竟敢在贩运大烟之前通报一声，想必是大
有来头。可他对贩毒、吸毒者恨之入骨，上任
之初，便把城关“缉毒”当成重中之重，已查办
了多起贩毒案件，于是善耆下决心不管他有多
大来头，都要查办这起贩毒大案。

经过几天查访，善耆终于查清这个毒贩子
原来是大太监李莲英的把兄弟，专门从江浙沿
海一带贩毒进京。善耆早就听说李莲英私下
里与大烟贩子们有些牵连，而今已确系他的把
兄弟在贩运大烟，查还是不查？

思量了两日之后，善耆把心一横：既然朝
廷封了我这份差事，我就不能贪赃枉法。他下
令对任何进入崇文门的人员严加盘查，不管是
谁，只要涉及贩运大烟、白面儿的，立即报告，
不得有误。

善耆手下有个叫丁士源的，任崇文门关税
总稽查。根据善耆的特别吩咐，他重点对乘坐
车轿的商贩进行盘查。几日之后，便将那个大
烟贩子所贩运的上百斤大烟查获，随后人犯被
押至顺天府大牢。很快大烟贩子就招认了这
批大烟确与李莲英有干系，于是善耆速将案情
禀报给了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得知李莲英为大烟贩子充当“保
护伞”后，极为震怒，不仅将贩毒的李莲英的把
兄弟处死，还狠狠地责罚了李莲英。

（北晚）

清代是如何“禁毒”的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说起“禁毒”，古已有之，清代就曾进行过大规模的“禁毒”，除了颁布一系列

法律、法规之外，还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措施缉拿、惩治贩毒、吸毒者。庄亲王奕贲因“吸毒”而被革去爵位，
李莲英因充当毒贩“保护伞”而被慈禧太后责罚。

清代的毒品与今天所说的毒品在称
呼上有所不同，主要是白面儿和鸦片。《禁
毒史话》称：“白面儿，指作为毒品的海洛
因，因呈白色晶体粉末，故名。”“鸦片又称
福寿膏，俗称大烟，烟土是指未经熬制的
鸦片。传统使用的毒品多为鸦片，因最初
吸食的方式是从口鼻吸入，所以俗称为

‘吸鸦片’和‘抽大烟’。”
据《中国禁毒史》载：早在雍正七年

（1729年），就颁布了清代第一个禁烟令，
明确规定：“凡兴贩鸦片烟者，照收买违禁
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
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
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
保、邻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兵役人
等借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
汛口地方文武各官，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

督，均交部严加议处。”
嘉庆十八年（1813年），嘉庆帝颁布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道惩办鸦片吸食者的法
令《吸食鸦片烟治罪条例》，其中规定：“军
民人等买鸦片烟者杖一百，枷号一月；太
监违禁故犯者，枷号两月，发往黑龙江给
该处官员为奴。”

道光皇帝即位后，继续推行“禁烟
（毒）政策”，几乎年年颁发禁烟谕令。道
光三年（1823 年），颁布了《失察鸦片条
例》；道光十一年（1831年），颁布了禁种条
例；道光十八年（1838年），再次颁布《钦定
严禁鸦片烟条例》，将清廷历次发布的有
关禁贩、禁吸、禁种的规定合编为 39 条，
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综合性的“禁毒法
典”。

《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亦被称为史

上最严厉的“禁毒法”，惩治措施极为严
厉：所有吸毒人员，在一年半之内必须戒
烟，不能禁烟者将被判刑，绞监候（死
缓）。鸦片烟贩，就地正法，斩立决；所有
开设烟馆、提供吸烟场所，以及包庇贩毒
的官员，就地正法，绞监候（死缓）。鸦片
烟贩，就地正法，斩立决；为国内走私提供
货源的洋人，就地正法，首犯斩立决，从犯
绞立决。除了吸毒人员是死缓以外，其他
凡是参与鸦片销售的相关人员，无论洋人
还是中国人，都要就地正法。

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八月，清廷
谕令政务处：“著定十年以内，将洋土药
之害一律革除净尽。”根据这道谕令，政
务处于十一月制定了《禁烟章程十条》，
规定禁种、禁进口、禁新吸、戒烟瘾、关烟
馆。

说到“禁毒”，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有“中
国禁毒第一人”之称的湖广总督林则徐“虎
门销烟”，而说到“京城禁毒第一人”，非黄
爵滋莫属。

黄爵滋，江西宜黄人，翰林出身，官职
鸿胪寺卿，掌管殿廷礼仪。道光初年
（1821 年），英国的鸦片开始运销中国，至
道光十五年（1835 年），全国吸食者多达
200 万人，不但白银滚滚外流，还致使国
民身心健康遭到严重摧残。黄爵滋耳闻
目睹鸦片“渐成病国之忧”，痛心之至。经

过长达一年在京城的明察暗访，于道光十
八年（1838 年）六月首次向朝廷上了一道
《禁烟疏》，列举大量事实、数据，说明鸦片
的无穷祸害。

在禁烟方法上，黄爵滋提出“耗银之
多，由于贩烟之盛，食烟之众”，因而“宜先
重治吸食”，断绝鸦片的销路。如何才能断
绝呢？他提出重罚吸毒者：“查清天下户
口，每五家互结，相互监督，凡吸食鸦片的，
匿而不报的，照例治罪；举发的，给予优奖，
军中照此惩办。”同时取缔烟馆，留客吸食

鸦片者，“照窝藏匪类治罪”。黄爵滋还认
为，京城吸食鸦片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当
官的，所以特别强调“文武大小各官，照常
人加等”从严惩处，其子孙不得应考做官；
官员亲属、家丁违反禁令的，本犯治罪，“本
管官严加议处”。

道光皇帝对黄爵滋的建议大为赞赏，
将他上呈的《禁烟疏》交朝臣讨论，林则徐
等给予黄爵滋全力支持。道光皇帝遂“如
爵滋所请”，制定了“惩处贩烟（毒）、吸烟新
律”，颁行天下。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到九月，全
国一片禁烟呼声，但京师东直门外的灵官庙里
却曝出了皇族成员公然在佛门禁地吸食鸦片、
被当场查获的丑闻，《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对此
有所记述。

庄亲王为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道光
六年（1826年），奕贲世袭了庄襄亲王的爵位，
但他却染上了毒瘾，经常与辅国公溥喜一起吸
食鸦片。道光十八年九月，他们见城里“禁毒”
的风声越来越紧，不敢再在王府里吸食，便悄
悄躲到灵官庙里。此时，灵官庙的住持为尼僧
广真，人称“广姑子”，她与奕贲、溥喜多有结
交，也知道他们有吸食鸦片之好。可这两位不
是一般人物，莫说是吸几口鸦片，就是干些其
他不可告人的勾当，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正当二人在庙里吸得上瘾之时，突然有人
跑进来报告说，“王钰来了！”二人闻听，吓得钻
进香案之下。原来他们多次在灵官庙吸食鸦
片，已被京城巡城御史所注意，于数天前密折
参奏，道光帝便下令五城察院选调东城正指挥
使王钰，随机抄查灵官庙，奕贲、溥喜人赃俱获
被缉拿。

案发后，道光皇帝随即下令：“庄亲王奕
贲、辅国公溥喜在灵官庙吸食鸦片，卑鄙无耻，
交宗人府严议。”不久，奕贲被革去王爵，溥喜
被革去公爵，各罚养赡钱粮二年，而知情不报
的“广姑子”也被刑部判罪发遣。

随后，道光皇帝又在京城的皇亲国戚中开
始了全面的“禁毒行动”，一大批吸食鸦片的官
员和皇亲国戚被贬职免爵。

清代多次颁布“禁毒”法令严惩贩毒吸毒
鸦片烟贩“斩立决”，开设烟馆“绞立决”

“京城禁毒第一人”黄爵滋上奏《禁烟疏》
提出“查清天下户口”，每五家“互结”并“相互监督”

庄亲王“吸毒”被革去爵位
道光皇帝颁旨“交宗人府严议”

肃亲王善耆崇文门“缉毒”
李莲英把兄弟贩毒被处死

黄爵滋上奏的《禁烟疏》

林则徐虎门销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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