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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南予“无蚊蝇生活”活动的开展
―从喜多郡旧五十崎町到宇和岛市石应

山中 健太
YAMANAKA Kennta

翻译 ：孙 敏

序言

　　从保护生活，保护生命出发而开展的卫生改善活动，才是亟待解决的贴近生活的课题。因此人

们积极努力，给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在历史上能显著看出这种改善的是战后的“无蚊蝇生活”活动。这一活动原本是以杜绝传染病的

传染媒介鼠类昆虫为目的，在居民的规划参与下推进的环境卫生改善活动，但在积极推进此活动的

地区，以这次环境卫生改善的成果为立足点，发展出各种各样的生活改善活动。此外，示范地区的

“无蚊蝇生活”活动在向其他地区波及的时候，并不是单纯增加同样的活动，而是在研究出各个地区

自身生活课题的基础上开展了与自身情况相符的各种活动。

　　那么，这种环境卫生改善活动是何种活动？它是以何种方法扩展开来的呢？本论文在这一意识

的基础上，以“无蚊蝇生活”活动为例，尝试探究政策在实际生活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第1章  所谓“无蚊蝇生活”活动

1. 观察“无蚊蝇生活”活动
　　所谓“无蚊蝇生活”是以消灭传染病的传染媒介鼠类昆虫等为目的的社会活动，这一活动是在战

后尽量由居民主导并以民主的形式展开的。

　　同时，此项活动并不单单作为环境卫生活动包含在公共卫生的范畴中，而且它也是与改善生活

紧密相关的活动，其中还包含着教育性的因素。关于“无蚊蝇生活”活动，在昭和30年（1955年）代，

桥本正巳和须川丰从公共卫生学的立场，支持其与生活改善之间的积极关系［桥本1955，柴田・须川・
加藤1957］。

2. 历史过程
　　关于“无蚊蝇生活”活动的开展，桥本正巳，须川丰，关直美1［2009］从公共卫生学的视角，泽

田类2［2015］从文化资源学的视角进行了论述，在这里，我想梳理一下他们的论述中共同的历史认识。

　　一直到二战前为止，为了消灭以昆虫为传染媒介的传染病，根据明治30年（1897）4月制定的

传染病预防法，规定要设立卫生联合会。联合会在警察的监督下，进行消灭鼠类昆虫的活动。不过，

由于鼠疫的流行，日本修改了传染病预防法，消灭鼠类卫生害虫成为了市町村的义务。二战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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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介入的强制性组织被撤销，各市町村开展的卫生活动也一时间消退了。

　　战后的保健行政由GHQ主导，在都道府县的保健所配置环境卫生监督员，整备卫生班。昭和

21年（1946）召开了“鼠类昆虫传染病预防讲习会”，根据盟军的指示，要求在卫生科设置消灭鼠类昆

虫的管理责任者，在县市町村设置鼠类昆虫消灭班［野村，川端 1947，金原编 1946］。直至昭和24
年（1949），这项事业被赋予了5亿日元的辅助金预算。但是，昭和25年（1950），传染病预防法被部

分修改，这一辅助金也被中止了。但是，另一方面，作为补充，以日本全国各地的农村地区为中心，

居民开展了自主性的消灭鼠类昆虫的活动。在这一活动中，把积极开展活动的市町村指定为示范地

区，活动一旦受到肯定，就进一步把活动推向县（译者注，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里的其他地区。

自昭和27年（1952） 左右开始，“无蚊蝇生活”这项活动作为示范地区的事业渐渐被人们所了解。

　　“无蚊蝇生活”活动作为示范地区的事业出发，基于昭和30年（1955）6月的内阁会议的决定3 ，
制定了具体的三年计划，谋求有计划的普及，从而确立了作为国民运动的地位。但是，从昭和35年
（1960）左右开始出现了居民主体性欠缺的趋向。这项活动不再是解决问题的实践活动，出现了偏离

目标的乱撒药，以及活动组织的形式化。而且，由于铝制窗框和纱窗的普及，这一问题也逐渐变成

了各个家庭面对解决的问题。

3. 南予地区的“无蚊蝇生活”活动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日本爱媛县南予地区“无蚊蝇生活”活动开展的实际情况。

　　此次作为事例介绍两个地区，一个是喜多郡旧五十崎町，另一个是宇和岛市石应。活动的大小

暂且不论，其根本目标都是实现“无蚊蝇生活”。为什么会举这两个地区的例子呢？因为这两个地区

的活动都是效仿前述的示范事业发展成长起来的。旧五十崎町的活动，以提供技术支持的形式与石

应密切关联着。旧五十崎町以长崎县为范本，旧五十崎町与石应的关系也是模范与模仿的关联。

第2章  五十崎町环境卫生实践会的活动

1. 地区概要
　　喜多郡旧五十崎町（现内子町）位于爱媛县南部的南予地区的内陆部分，以西是大洲市，以北是

内子町，以南是旧肱川町（现大洲市），东南边与旧河边村（现大洲市）相邻。肱川的一个支流小田川

自北向南流过五十崎町的中心地区。这里是纯农村地区，也是稻作地区。昭和29年（1954），旧五十

崎町，天神村，御祓村合并成为五十崎町。下面的活动是以前这三个村子举行的活动。

2. 活动过程
　　接下来，我们从《改订五十崎町志》和《馆报五十崎町缩印版》的记述来追溯活动的详细情况。

　　昭和18年（1943）和昭和21年（1946）发生了两次集体性痢疾，特别是在昭和21年（1946），患者

总数达到了121人，其中13人死亡。而且，还把小学的讲堂设立为临时隔离病房。由于发生了这种

非常事态，居民对卫生的关心度高涨。因此，昭和28年（1953），邀请了同町出身的长崎医科大学教

授藤本薰喜4 博士，召开了长崎县环境卫生活动方面的讲演会。昭和29年（1954），町长以及町长以

下共七名干部考察了环境卫生先进地区长崎县5 。之后的昭和30年（1955），大洲保健所发布指定“卫

生示范町”的通知6，包含刚才提到的考察团共40余名相关人员召开了“环境卫生研究会”，制定了环

境卫生实践会的方针。昭和30年（1955）1月25日，成立了“五十崎町环境卫生实践会”7。该实践会

的目的在于推进“创建健康，明亮，富裕的町”，把消灭鼠类昆虫作为町政的第一标语，并把每年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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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日元的环境卫生费列入町行政的预算。

3. 活动内容
　　首先，活动的方针有以下五点。第一，本项事业采用长崎模式，将重点放在设施的改善方面。第二，

在设施的改善方面，首先是修建厕所和水渠，然后是配备垃圾焚化炉并改善堆肥舍，畜舍等，改善

厨房，设置简易自来水管道等，最后是进行营养方面的改善。第三，因此，以旧町村为单位要为每

个地区指定三个地区作为示范地区。第四，所需经费要在昭和29年（1954）进行预算更正。第五，为

了推进此项事业，要广聚人才成立全町性的组织。也就是说，提出要效仿藤本薰喜提出的长崎模式，

而且重要的是按照这种模式进行设施改善，并整备基础设施。

　　作为具体的活动，厕所改造的重点是彻底密闭便池，隔断其与外部的通气；下水道方面，提倡

V字型的沟渠，这样就很容易用少量的水实现彻底清扫，并无污水残留。

4. 事业的发展和评价
　　本来计划五年间实现全体1870户一户不剩全部实现厕所，水渠的改造，但实际上从昭和29年
（1954）到昭和35年（1960）这7年间完成了1862户。此项事业贯彻了指导方针，水泥，石灰等材料的

七成由町负担，三成由地区负担。由执行班长等对整个地区进行巡视，并基于改造计划估算所需材

料的数量。估算出的材料不是交给个人，而是作为整个地区集体的材料倍加爱惜的使用。而改造计

划以外的改造，全部由个人负担。劳动力方面，大家共同商定，以地区居民无偿服务，共同作业的

方式进行，不允许个人作业，对活动中的组织力做出了严格要求。这一改造活动与其说是个人活动，

不如说是作为町行政进行的。在共同作业的情况下，整个地区相互融合，变得团结一致起来。在推

进环境卫生的同时，道路问题，边界问题等多年悬置的问题也通过各自的努力解决了，促进了人与

人之间的和谐。特别是对防止青少年不良化有积极的作用。山羊的羊腰麻痹病也极度减少，牛的增

肥情况，鸡的产卵率也上升了大约2成左右（表1，2）。

表2 环境卫生的影响（昭和30年（1955）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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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鼠类昆虫的减少率（昭和30年（1955）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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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后续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展开了全町的环境卫生事业，具体表现在：对春季大扫除惯例进行指导，

实施一年四次的消毒活动，每月灭鼠，处理墓前的供花器皿，整理竹林，拍蝇，举行消灭蛆虫的竞

技会，实施町营洒水等。这些努力深受好评，昭和31年（1956）这里作为环境卫生町获得爱媛报社奖，

昭和32年（1957）作为环境卫生示范町受到了每日新闻社及厚生大臣的表彰。

　　此外，指导此次活动的藤本薰喜还在本町实施了营养改善。由此，整个町的生活改善被激活，

在《馆报五十崎町缩印版》中也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努力措施。

　　特别是，从中可以看出从环境卫生的改善到饮食生活的改善，再发展为生活改善普及事业的脉

络。

6. 小结
　　昭和30年（1955），这里由大洲保健所指定为“环境卫生示范地区”，从这一经过可以看出，这项

活动逐渐发展为提升町的整体生活的形式。

　　此外，长崎医科大学的藤本薰喜参加此次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在长崎，在昭和30年（1955）
阁议决定开展“无蚊蝇生活”活动之前，昭和26年（1951）7月，以“示范卫生市町村建设事业”为名，

开始实施五年计划。其契机为，当时正在开展消灭鼠类昆虫以消除痢疾等传染病的活动，昭和26年
（1951）5月西冈竹次郎知事就职，为了执行长崎县建设“卫生长崎”的政策，发出了严正指示，要求

消灭蚊子，苍蝇，老鼠，创造健康宜居的生活环境［桥本 1955b］。也就是说，出身于旧五十崎町的

藤本把他在长崎进行的实践活动引入到了旧五十崎町。

　　因此，此项活动不仅具有长崎模式的特点，即行政部门与当地居民之间有着强有力的组织关系，

而且组织起来的活动和设施改造都是从整备基础设施开始的。在此基础上，组织引导当地居民。不过，

单就昭和30年（1955）来说，其组织也并未在村落中得到彻底的贯彻。在《馆报五十崎町 第7号》8 中
记载的反思中也可以管窥到，其中有些部分是缺乏“协作精神”的。

第3章  宇和岛市石应的公民馆和地区卫生

1. 地域概要
　　宇和岛市石应位于市内西南部，是九岛对岸的半农半渔的村落，由观音，若宫，住吉，金比罗，

和灵一区，和灵二区，邻护，白浦八个地区构成。村落从陡峭的山地面向大海向平地延伸，沿着海

岸形成细长的形状。生业主要是渔业，珍珠养殖业，柑橘栽培业。昭和30年（1955）代，柑橘栽培还

没有那么多，主要通过梯田来栽培小麦和红薯。渔业很兴盛，捕鱼方式主要是四手网和围网。昭和

32年（1957），人口情况是户数357户，人口1397人。

2. 活动过程
　　我们从《地区卫生的衍变》及幻灯片记录电影《改造臭水沟的公民馆》来记述一下活动过程。

　　昭和28年（1953），随着石应公民馆的设置，青年团团长此下七雄9 被任命为公民馆的主事。关

于有效利用公民馆，他对一个事实产生了疑问，即，公民馆并未成为与居民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协商场所。因此此下七雄开始呼吁居民关心本地生活，并收集居民关心的生活事项10。从昭和28年
（1953）开始的地区巡视，就渐渐变成了包括妇女学习班，妇女会11 ，青年团在内的地区集会12 （照片1）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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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和30年（1955）末，在某次地区集会中出现了“排水

沟太臭了”“都是苍蝇无法忍受”等话题。此下七雄主事将

其作为地区的生活课题，获得了宇和岛市社会教育科，宇

和岛市保健所等指导机关的协助，组织了领导研究会，作

为公民馆的年度计划开始尝试着改善地区卫生。在妇女会

的组织下，以公民馆为立足点召开了环境卫生技术讲习会。

从地区集会之中产生了石应地区环境卫生协议会。但是，

当地的男性中也有这样的意见，说“渔民在意苍蝇的话还

能生活吗”。在这些反对声中，妇女会，青年团向自治会

申请下水道整备的资金，并让其作出预算。

　　昭和31年（1956），石应自治会就地区卫生相关问题进行商议，以此为契机，决定对地区下水道

整备资金做出预算。之后，自治会的干部前往喜多郡旧五十崎町考察，提高了对下水道改善必要性

的认识。同年11月19日开始，作为初期工程先从一个地区开始，并依次展开，预定3月的节日（译者

注，3月的节日指3月3日的女儿节）时竣工。但工程开始后，其他地区也接二连三地申请改造为混凝

土，于是工程就变成了整个地区的下水道改造工程。

3. 活动内容
　　昭和30年（1955），在地区集会上大家提出“蚊子滋生让人烦恼”的问题，于是决定实施下水道清

扫活动。可是，当时的下水道底面凹凸不平，即使清除了污水和垃圾，也会立刻又形成水坑，反复

滋生蚊虫。因此，有人提出用混凝土来固定下水道底面。七个地区集会中的一个地区以实际行动响

应号召，开始了下水道的改造活动。30户的会员全身沾满污水，流着汗，垒起一块块石头，并浇灌

上混凝土。妇女们的辛苦劳动也得到了青年团团员和一些男人们的帮助。大家都说“昨天还是黑乎

乎的臭水沟，今天就变成了反射着太阳光的下水道”。之后的三个月里，地区协议会以公民馆为立

脚点倾注全力，整个地区向这一地区学习，也分别进行了改造。

　　妇女学习班从保健所邀请了技师，举行环境卫生技术讲习会，自治会及青年团也参加进来。在

地区集会中，他们和保健所在卫生教育方面进行合作，随着地区卫生基础地图的绘制，环境卫生的

实际情况就在地区集会中逐渐呈现出来。

　　实践计划的资金筹集也是通过搜集地区集会的意见

而决定的，即将每年妇女会主要预算来源红薯干的销售

所得15000日元换成50袋水泥。这样，在地区集会的1
年里，完成了对下水道的改造(照片2)。最初妇女会计

划到3月3日女儿节时完成整个地区的工程，但从第2次
作业开始，在全地区“除去臭水沟”的呼声不断高涨，由

此产生了群策群力的下水道改造活动。总经费40万日元，

妇女会的50袋水泥也增加到了300袋。

4. 活动评价
　　宇和岛保健所卫生教育负责人稻叶峰雄评价说，石应地区的活动并不是政府指定实施的卫生示

范地区和活动，而是居民将其作为生活课题完成的最好的实践。他还表示说，特别是公民馆培养出

来的地区集会是这一活动真正的母体，这是最大的经验。

　　另外，在《改造臭水沟的公民馆》中，自治会长对访问该地区的社会教育科科长说：“想不弄脏

照片1　地区集会的场景

照片2　清理下水道的场景



110

自己的手就除去村里的污秽是不可能的。以前，一说想干点什么村里的事，首先就是去拜托市里，

拜托有能力的人，现在我们才明白，真正能依赖的其实是村子。首先是自己要行动起来。我们深切

感受到，只要这样做了，别人就会追随过来。”由此可以看出，这次活动也发挥了改革思想意识的作用。

5. 后续
　　地区集会对居民来说也可以看作是生活合理化运动，下水道改造不过是其中一例。昭和33年
（1958），举行了生活合理化运动，首要问题便是生活电气化的问题。在4月的妇女学习班里，邀请

了四国配电的工程师做为讲师，对洗衣机，电饭煲等厨房电气化的知识，购买手续等进行研究，紧

接着3个月后，8台洗衣机和40个电饭煲等就引入到该地区的生活中。

　　生活合理化运动，如生活电气化，生活经济调查，农民簿记的记录等，总是需要进行意识改革。

下水道的改造既是与生产活动相联系的意识改革，也在推进生活的协同性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并

且，记录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昭和32年（1957）制作了地区卫生幻灯记录片《改造臭水沟的公民馆》，

因为对活动进行了记录，所以提升了居民的活动意识。受此启发，举办了“私语箱”的活动，每月一次，

把自己的想法和悄悄话用铅笔写在小纸条上。这些意见发布和讨论后，由公民馆进行记录并总结。

6. 小结
　　此次活动的契机是从居民间的对话中选出来的生活课题。“无蚊蝇生活”大体上可以说是从防疫

问题演变而来的，但是，石应的生活改造活动是率先从居民的集体讨论发展起来的，这一点是值得

大写特写的。

　　而且，这项活动发展为下水道改造活动的背后，能够管窥到促进生活合理化运动的妇女会的协

作。这项活动的原动力是主妇们。地区集会也是由主妇们举办的。公民馆也能承担此项活动的统率

作用，但此下七雄主张公民馆是听取居民生活意见的场所，认为提供后方支援是公民馆的职责。市

行政也并没有参与此项活动。

第4章  从喜多郡旧五十崎町到宇和岛市石应

　　从喜多郡旧五十崎町和宇和岛市石应的例子可以看出，这两处活动的契机，背景，组织结构等

都全然不同。不过，宇和岛市石应的事例中，在下水道改造活动以何种方式具体推进方面，以旧

五十崎町为技术模范进行了考察。简言之，这两项活动虽然背景各不相同，但是在技术要点上是共

通的。

　　这里，简单概括一下旧五十崎町与宇和岛市石应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共同点是，清除滋生蚊蝇

的水坑，垃圾堆是很重要的。因此，在这两个地区，消除蚊蝇的发生源是一大课题。旧五十崎町开

展了彻底的灭蚊运动。遵照长崎模式，将下水道改成易于泄水的样子，厕所和垃圾场用混凝土改造，

减少苍蝇靠近。另一方面，石応受海面上波浪的影响，海里的垃圾逆流而上进入下水道是一个很大

的问题，这是必须解决的。

　　那么，这两项活动的不同点又是什么呢？那就是居民们的定位问题。旧五十崎町采取了以町行

政为主体，居民参与的形式。但是，石应全部都依靠居民。这与指导者藤本薰喜和此下七雄两个人

的立场有关。藤本薰喜是长崎医科大学的教授，他从专家的立场支持了旧五十崎町的活动。因此产

生了着眼于行政的居民策划。活动的推行方式是，以町长为首产生指挥系统，而从居民中选出劳动力，

虽然其形式是居民参与策划，但只能被吸收进行政的组织范围内，居民的发言权是很低的。而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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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雄的着眼点与居民相同，他发现生活课题，唤起居民注意，并促使专家与居民间，居民与居民间

实现协动。以地区集会为中心轴，自治会配合协动，而行政部门只以辅助的形式发挥作用。与前述

的旧五十崎相比，行政色彩非常少，决定权在于居民的意志。如果说旧五十崎町是自上而下型的话，

石应就是自下而上型。

　　南予的这两个地区的改善活动，虽然以互相学习技术联系在一起，但在面对各自的课题具体实

施时，分别选择了行政方法和民主方法。 

总结

　　南予的“无蚊蝇生活”使长崎的环境卫生改善活动成为了示范。这是由藤本薰喜首先在旧五十崎

町开展的。旧五十崎町采取了藤本薰喜的意见推进改善活动，昭和30年（1955）在大洲保健所的推荐

下被指定为示范地区。

　　在同一时期，宇和岛市的石应并没有把“无蚊蝇生活”作为其改善计划，而是要把公民馆发展成

为居民生活中的场所，从这种社会教育的意义出发，此下七雄召开了地区集会。在地区集会中，下

水道的改善活动由居民提出并提上日程。

　　那么，这两个地区在战后开展的“无蚊蝇生活”活动中有什么意义呢？第一，在活动的前景方面，

旧五十崎町与石应有很大的不同。由居民主导推进的石应，改善活动发展为生活合理化活动成为可

能，而在设施改善方面由行政主导的旧五十崎町没能摆脱行政的指示范围。第二，是对生活课题的

应对。因为旧五十崎町在性质上是按照行政计划进行的活动，虽然会取得一定的成绩，却无法应对

不断变化的生活状况。而在这一方面，石应有灵活的想象力和应对力，从下水道的改善活动开始不

断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从这两点来说，生活课题由谁主导，如何定位，并以何种方式推进解决，

答案不同，其后续的展开就会完全不同。“无蚊蝇生活”活动发生在昭和30年（1955），因为还处于发

展阶段，在摸索尝试中会有试行错误，所以情况非常混乱。有的地区是二战前式的自上而下型，以

某种强权推进活动，也有的地区是战后式的自下而上型，贯彻反映了居民的民主意见。即使活动意

图是希望居民参与策划，但活动的方向也会被主体参与生活课题的姿态所左右。因此，即使技术相同，

在方法策略方面也会看到不同。

　　综上所述，问题就在于，向模范学习时，主体是如何理解模范的。如果理解为行政，则虑行政

之虑，如果理解为居民，则思居民所思，活动也因此产生不同。石应的居民认为生活课题是自己的

事情，因此在地区内广泛交换意见，达成协动，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活动才超越了行政的界限。而

旧五十崎虽然依靠行政在形式上达成了一致，但没能深入贯彻到居民个体层面。

　　在环境卫生改善活动中，地区的生活课题必须明确化。居民自身必须认识到生活课题是自己的

事情，并在地区内广泛交换意见的基础上达成协动化，只有这样活动才有意义。生活改善活动的推

行状况，说到底取决于当地如何把生活课题当作自己的问题对待，如何通过不断的对话推进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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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音译，原文为“関なおみ”。

2 译者注：音译，原文为“澤田るい”。

3 参阅：《资料—关于“无蚊蝇生活”实践运动》（《都市清

扫》昭和30年第25号），《81亿日元预算推进  驱逐蚊蝇

的运动》（《新闻月鉴》昭和30年第78号）。

4 昭和21年（1946）成为长崎医科大学教授，昭和42年
（1972）退休，其间一直致力于卫生学，公众卫生学的

教育和研究。从昭和29年（1954）开始致力于五十崎町

的环境卫生指导，卫生思想的普及。引领了五十崎町

的环境卫生示范事业（五十崎町志编撰委员会 1998）。
5 考察了长崎市立神町，长崎市东山手町，西被杵郡长

浦村，被杵町4个地方。与旧五十崎町直接关联的是

西被杵郡长浦村。为了预防传染病和消除寄生虫，改

造了厕所，设置了尘埃焚烧炉，整备了藤本式下水道，

可以看到，传染病全部消失，寄生虫大为减少（五十崎

町中央公民馆 1990a）。
6 昭和30年（1955）1月12日大洲保健所所长向厚生负

责人寄送了“关于爱媛县卫生示范地区的设置”的通牒，

通牒的内容是，想把这里指定为“卫生示范地区”，但

还是想知道町的意向（五十崎町中央公民馆 1990b）。
7 组织的执行机构包括会长（町长），副会长（助理），以

下分为理事会（会议的决策机构），会计（经费），执行部，

协作班4个部门。理事会有议会议长，副议长，秘书，

厚生委员，教育委员，校长，公民馆馆长，妇女会会长，

青年团团长，大久喜矿业所所长，学识经验者共计31
名。执行部中的对策部设置厚生组长，作为办事人员

有厚生负责人和公民馆主事（启蒙，宣传），他们为理

事会制定计划。同样，执行部中的实行部设置厚生员长，

由各区区长担任实行分部部长。协作班中设置学校协

作班，妇女会协作班，青年团协作班（五十崎町中央公

民馆 1990b）。
8 对指定为示范地区6个月后的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发

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按照计划进行的，但是在“合

作精神”方面却依然很难实现（五十崎町中央公民馆 
1990c）。

9 此下七雄于昭和4年（1929）在石応出生。为人能干，

体贴细心，受到大家的爱戴。昭和28年（1953）石应公

民馆创立，他担任第一代公民馆主事。

10 此下七雄主事认为，“我在是官员，是指导者之前，首

先是一个百姓，一个村民”，“我是这个村子的人，和

大家一样都是普通百姓，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开动脑筋

吧。我不会模仿政府，上面的人，以及其他公民馆的

主事们。我们一边工作一边生活，就在现场共同探讨。

问题不是在村子外部而是应该在内部。”他认为公民馆

不应该只是等待而应该积极地推动此项活动。

11 妇女会的入会原则是结了婚就要入会，但如果自己的

婆婆在妇女会，儿媳妇就可以不必参与。妇女会在石

应作为一个组织，被定位为宇和岛市的基层组织。妇

女学习班是公民馆开设的讲座，许多妇女会的会员都

会出席，没有固定的年龄限制。

12 地区集会是以村落生活为母体而产生的妇女群体。始

于昭和30年（1955）年末左右，从30人左右的集会开始

通过实践逐渐成形。“集会的内容乍一看是闲聊，就像

是聚在一起玩一样，但实际上是非常适合我们的学习

活动。”妇女们互相发表自己在生活方面的意见，这是

非常有意义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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