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以前! 中国传统慈善
事业的重心在以苏州为中心的
"江南#地区$到了

!"

世纪七八
十年代之交! 全国义赈中心逐
渐从苏州转移至开埠后的上
海$清末民初!一批具有全国重
要影响的慈善团体先后在上海
创立!上海渐成全国慈善中心$

!"#$

年
!#

月
%

日的%时报&就
说'慈善事业之发达!独盛于上
海($

!"!"

年%申报&有)沪上为
慈善渊薮 (*上海是 "全国慈善
事业之枢纽(的评论$

上海作为中国近代慈善中
心 !善团数量多 *规模大 *善士
荟萃$

!"!"

年!朱友渔调查上
海慈善事业后说!"上海本地有
救济与慈善机关至

&#

所以
上($

!"'(

年%上海市年鉴&记
载! 该年在上海市社会局登记
的慈善团体有

!""

家$ 据相关
城市的市政公报* 地方志和调
查资料!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
内其他重要城市的慈善机关数
是 +天津

)#

家 !北京
)&

家 !南
京

&&

家 !广州
'*

家 !成都
&(

家$ 故而民初%申报&等报刊常
有 "慈善机关之多! 以上海为
最(等评论$

上海不但慈善机关多 !而
且善团规模大! 中国几个重要
慈善组织总部多设于上海而形
成以上海为中心的分支机构网
络!如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济生
会*中国救济妇孺总会等$有些
慈善机构虽然没有在全国建立
分支机构! 但其规模和影响也
居全国重要地位$

!"!)

年合并
同仁辅元堂 *普育堂 *果育堂 *

育婴堂 *清节堂 *全节堂 *同善
堂*施粥厂*保赤局*救生局*贫
民习艺所等"数大旧机关而成(

的上海慈善团! 并没有在全国
建立分支机构! 但其规模和影
响之大全国罕见$ 仁济善堂虽
没有在全国建立分支组织 !但
它在慈善家施善昌*朱葆三*施
子英* 王一亭的先后主持下办
善成效卓著!声名远播$上海慈
善界许多重大联合灾赈活动往
往由该堂参与发起*组织!其总
办事机构常设于该堂!如

!")!

年秋的江浙皖水灾义赈会 *

!")'

年的协济日灾义赈会 *

!")$

年的上海慈善团体联合
会*

!")*

年的直鲁赈灾委员会
上海总办事处*

!")"

年的豫陕
甘赈灾委员会驻沪总办事处
等$ 仁济善堂不但是上海慈善
界的联络中心* 慈善事务商议
中心!也是全国灾赈中心之一$

其他如
!"!)

年创立的闸北慈
善团 !

!"!'

年创建的新普育

堂* 普善山庄!

!"!"

年创立的
上海华洋义赈会等! 其慈善救
济范围和影响都超出上海$

创办* 主持这众多慈善机
关开展各类慈善救济活动的是
为数众多的善士群体$ 在晚清
义赈中! 从上海协赈公所到丝
业会馆筹赈公所* 上海舆昌丝
栈筹赈公所* 高易公馆协赈公
所*仁济善堂协赈公所*慎裕号
协赈公所等! 上海形成了经元
善*屠云峰*郑观应*葛纯孝*施
善昌*陈熙元*盛宣怀*唐廷桂*

王松森 *谢家福 *杨廷杲 *叶澄
衷 *朱葆三 *严信厚 *施则敬等
慈善家群体$

)#

世纪初中国红
十字会创立后! 上海又形成了
沈敦和 *施子英 *严信厚 !朱葆
三 *周金箴 *陈润夫 *曾少卿等
慈善家群体$ 民初随着中国救
济妇孺总会*新普育堂*闸北慈
善团 *普善山庄 *中国济生会 *

上海联益善会*沪南慈善会*华
洋义赈会的创立! 上海形成由
多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人员交
叉* 联系紧密的善士群体组成
的庞大的慈善家群体! 包括沈
敦和*朱葆三*王一亭*黄涵之*

盛竹书*张謇*唐露园*孙仲英*

余日章*盛泽臣*冯熙*杨信之*

朱志尧 *王晓籁 *徐乾麟 *宋汉
章*虞洽卿*李平书*陆伯鸿*顾
馨一*施子英*庄得之*聂云台*

周金箴 *钱新之 *陈光甫 *史量
才*沈田莘*陆维镛*秦润卿*朱
吟江*贝润生*方椒伯*徐冠南*

荣宗敬 *穆藕初 *姚慕莲 *周扶
九*祝兰舫*陈炳谦*郭子彬*沈
联芳*莫子经*姚紫若等$其中!

沈敦和*朱葆三*王一亭是清末
民初全国慈善领袖$ 沈敦和创
设中国红十字会! 实际主持会
务

!(

年!"集三万会员!募二兆
善款!国内国外天灾人祸!无役
不从($朱葆三创办或董理其事
的慈善机构无以计数! 所为公
益慈善教育事业 !若堂 *若局 *

若医院 *若学校 *若山庄 *若公
会公所!或为其首创!或他人所
主办!必推其董理其事$王一亭
创办或主持的慈善机关之多更
胜于朱葆三!凡上海慈善事业!

无不有其名$ 他经手募集的赈
款赈品价值达一万万元! 被称
为中国慈善"支柱人物($

晚清! 我国赈灾主体由官
方为主向官*民二元主体转化!

义赈的兴起与发展显示了民间
力量在灾荒救济中的重要作
用$内忧外患中的政府!因财政
拮据对于灾赈益显力不从心 !

越来越依赖于民间灾赈! 以至
到北洋时期!每遇水旱偏灾!各
级官厅总是函电纷驰 "为民请
命(!乞赈于绅商团体$

!"))

年
"

月 %申报 &的一篇时评就说 +

"救灾之举,,官厅之责最为
重要!然而今日之官厅!每于大
灾起后! 或开一会议乞助于地
方团体! 或发一急电求援于慈
善团体!此外则绝鲜表示$ (所
以!杨端六在

!")#

年华北旱灾
时呼吁+"政府既无望矣! 吾不
得不希望商民之努力- (

上海是杨端六所说"商民(

队伍最大的城市! 也是善团众
多*善士荟萃之地!成了遇灾时
官厅和社会各界求赈之所!"无
役不予($仅从

!"!*

至
!")#

年
的灾赈情况看! 上海参与全国
灾赈就有如下特点+

其一! 上海是全国各地受
灾信息汇聚中心$ 清末民初的
上海!已是全国慈善机构*同乡
组织* 工商同业团体最健全的
城市 !也是全国交通 *通讯 *新
闻媒体最发达的城市$ 全国各
地每遇灾荒! 告灾信息都会通
过总会设在上海的全国性慈善
团体的分支机构网络* 同乡组
织网络*工商团体网络等渠道!

迅速汇聚上海! 并向上海慈善
团体和慈善家乞赈$

其二! 上海参与全国灾赈
规模大*范围广$全国各地每遇
水旱偏灾! 上海的慈善救济机
关除单独参与筹赈外! 往往汇
集多个实力团体组建专门筹赈
机关!统一办赈$ 如

!")#

年
(

月 !因湖南水灾 *兵灾交织 !上
海慈善界中国义赈会* 中国济
生会 *仁济善堂 *普善山庄 *联
义善会*慈善救济会*佛教慈悲
会联合组建 "中华慈善团临时
筹赈处(!统一筹赈$ 同年六七
月间!陕西*福建雹灾洪灾告灾
函电又纷至沪上! 上述慈善团
体又决议成立 "中华慈善团合
办湘陕闽筹赈处($ 几天之后!

浙江地区又狂风暴雨成灾 !上
海各慈善团体又公议增加浙
赈!把"湘陕闽筹赈处(改为"湘
陕闽浙筹赈处(!在中华慈善团
联合会设总办事处! 并在中国
义赈会* 仁济善堂* 中国济生
会* 联义善会* 上海联益施材
会 *沪南慈善会 *普善山庄 *佛
教慈悲会* 广益善堂设立分办
事处$该年夏秋间!华北旱荒已
异常严重! 乞赈函电纷至上沪
上! 上海慈善界施子英* 陆伯
鸿*朱葆三*王一亭*唐少川*孙
仲英*余日章*宋汉章*庄得之*

徐乾麟* 朱志尧等公议把上述
四省筹赈处改名 "中华七省义
赈会(!集中上海各慈善团体的
力量! 统一筹赈中国南北方水
旱各灾$ 这样集诸多著名慈善
机关而成的专门灾赈机关 !其
规模和实力! 是全国其他地区
无法比拟的$ 当时上海慈善组
织的筹赈区域!已涵盖河南*湖
北*福建*浙江 *广东 *陕西 *山
西 *山东 *河北等 !赈灾类型包
括水灾 *旱灾 *兵灾 *风灾 *雹
灾*战地救护等$

其三!上海的筹赈能力强!

其筹赈力度是其他省市难以想
象的$赈灾依赖赈款!筹赈本质
上就是筹款$ 由于地处经济中
心*金融中心*民间财富最集中
之地! 上海具有全国最强的筹
赈能力$ 当时上海各慈善团对
湖南各种灾害的赈济就 "款逾
百万($在

!")#

年
"

月
!(

日上
海华洋义赈会关于华北旱灾的
紧急赈济会上! 宋汉章* 秦润
卿 *陆伯鸿 *朱葆三 *傅筱庵即
时认垫达

%#

万元$为筹赈华北
旱灾!

!")#

年
!)

月!上海几个
重要慈善救济组织筹款即达
)##

万元$ %大公报&评论+"就
上海一隅而论! 华洋义赈会已
近百万!北方工赈协会四十万!

广仁堂三十万! 中华慈善团十
万!商界筹赈协会二十万!即此
数团!已募集二百余万!现仍继
续进行!不遗余力$ (

!")!

年
'

月
!!

日!上海慈善界为赈济华
北旱灾举行 "联合急募赈款大
会(!募得

$)

万元$ !作者为杭

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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