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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辽宁地区慈善事业发展概况

民国时期辽宁地区
慈善事业的组织类别

民国时期，辽宁慈善事业的组织类

别可分为三大类：地方士绅和商界创办

的民间慈善组织，宗教团体兴办的宗教

慈善组织，以及政府与地方士绅商界合

作的官民协作慈善组织。

在民国时期，辽宁地区涌现了众多

地方性的民间慈善组织，如辽西慈善联

合会、博济慈善会、世界红十字会奉天总

分会等。这些组织由当地的慈善家和知

识分子发起，旨在帮助当地的弱势群体，

主要关注对象包括孤儿、老人、疾病患者

等。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包括食

物、住所，同时也提供教育和医疗支持。

这些慈善组织在当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善了社会福利状况。

民国时期宗教团体在辽宁地区的慈

善事业也迎来了蓬勃发展。其中，养老

院、育婴堂和医院等机构数量众多。例

如，奉天天主堂婴儿院、铁岭天主堂孤儿

院、松树嘴子养老院等。这些机构由宗教

组织经营，旨在给予贫困群体照顾和关

爱。它们为弱势群体提供食宿、医疗和教

育支持，发挥了积极的社会作用。民国

25年（1936年），辽宁境内共有外国人经
营的育儿院（育婴堂）8处，在院孤儿 616
名；有养老院 5处，在院老人 215名，收
养的老人多是信徒或信徒家属。

官民协作是指政府与民间慈善组

织、团体及个人之间合作开展慈善事业

的一种形式，在民国时期辽宁慈善事业

的发展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奉天

同善堂是最著名的慈善组织之一。该组

织承担着救济贫民、孤儿、育婴、施医等

任务。它的经费来源多样，除出租房产

1345间、土地 9639亩外，还依靠军政资
助、各界赠施、义演募捐、存款生息等办

法筹集。这一模式在民国时期取得了显

著成功，为改善当地社会福利做出了贡

献。辽宁各地的红十字会组织也是官民

协作慈善事业的组成部分。1912 年 2
月，中国红十字会奉天分会成立。此后，

红十字会先后在安东、朝阳、建平、凌源、

义县、阜新、绥中、锦县、铁岭等地设立分

支机构。民国时期辽宁地区红十字慈善

事业的兴起不仅展示了中国人道主义精

神，也体现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与

合作。

民国时期辽宁地区
慈善事业的主要活动

在民国时期，辽宁地区的慈善事业

涵盖了广泛的领域，为社会的进步和贫

困人口的福祉做出了重要贡献。

慈善组织积极参与贫民救济。慈善

组织一般通过直接救济和就业帮扶等措

施开展慈善救济。一方面直接组织捐款

捐物，将其分发给贫困人口。如奉天同善

堂常年通过接受各界赠施、义演募捐等

筹集的善款用于慈善救助。如奉天省城

各戏园内就曾规定在固定时间上演义务

戏，所得戏资如数助捐；西丰县城内剧园

也曾在义务戏演出中共募款大洋 1700
余元，以备初救灾民之用；世界红十字会

奉天总分会平均每年施棉衣 118人；铁
岭县慈善堂施医院施治贫苦疾病并施舍

药剂。另一方面，慈善组织也注重技能培

训和就业援助，向贫困人口提供职业技

能培训。其中，奉天同善堂开设习艺所，

招收青少年入学，开展建筑、皮革、缝纫、

染工、织工、印刷、木工、铜铁等技能培

训，并在工作之余教以书画、修身、算术、

浅显尺牍等课程。“民国 15年（1926年）
共有艺徒 300余人，获利 53000多元，用
于同善堂的慈善支出。”铁岭县慈善堂

“立职业厂，专收贫苦儿童教授农工商业

各种职业。”新民慈善分会附设民众学校

为本校优秀毕业生介绍职位。

慈善组织致力于发展教育。许多慈

善组织为贫民子弟提供受免费教育的机

会。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团体开

设了许多学校和幼儿园，将传教与慈善

教育相结合。博济慈善会在奉天省内设

立义务女子小学；基督教会创办了一些育

婴堂和幼儿园，如基督教郭慕深教士于民

国 5年（1916年）在安东创办的基督教育
婴堂；中国慈善联合总会新民县分会开设

民众学校招收失学男女入学。一些慈善团

体和个人还专门为成人提供教育，如安东

同善社主要为民众提供劝善规过和正心修

身的教育。这些热心于慈善事业的教育家

还组织了很多贫民夜校，自编教材教授

民众读书认字等基本文化。

慈善组织为医疗卫生的发展做出贡

献。在面临各种传染病如鼠疫、天花、霍

乱等频发的困扰时，奉天同善堂、红十字

会等组织纷纷开设医疗站、医院、助产

所，救助伤病患者，提供免费医疗和药

物。他们还免费接种疫苗，提供健康保

障，为社会健康事业做出了贡献。这些慈

善机构在卫生防疫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除了医疗服务，一些慈善机构还进行

施棺、义葬等方面的救助。大连宏济善堂

在民国 17年（1928年）施棺 1388口，义
葬 2386具。在面临战乱时，慈善组织还
派遣医疗人员前往战区，救治伤员。红十

字会凌源分会在直奉战争期间曾救治伤

兵 700余人，获得交战双方“一视同仁”
“真堪普济”的赞誉。

慈善组织也积极倡导妇女的平等权

利和解放。一些慈善组织还推广新法接

生，宣传废除缠足，鼓励女性参加工作，

为失足妓女和被拐妇女提供帮助。如奉

天同善堂下属的济良所就曾收容保护过

许多被诱拐为娼和无亲属认领的妓女并

帮其另择良配。这些举措有力地促进了

妇女的解放和自主发展。

民国时期辽宁地区
慈善事业发展的成效

一、减轻了辽宁地区民众的负担。民

国时期的辽宁面临自然灾害和战乱等天

灾人祸的多重侵扰，动荡不安，在“九·一

八”事变后更是饱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

沦为殖民地长达十四年之久，人民群众

背负着沉重的负担。慈善事业在这一背

景下的发展壮大，对身处苦难中的民众

伸出援手，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众的

负担，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这些善举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浮

动的人心，至少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

至于铤而走险，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

会稳定。

在日伪政权统治时期，许多慈善机

构在日伪政权的控制下被打压或者成

为维护殖民统治的工具，依然也有一些

慈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慈善宗

旨，努力救助受难民众，为减轻民众负

担做出了努力。例如，奉天商会 1936年
慈善费用约占商会全年支出的 1.7%。在
伪满时期的政治环境下，奉天商会在灾

情面前，并没有放弃其社会责任，积极

募款救灾，为饱受苦难的中国百姓带来

一些温暖。

二、推动了辽宁地区慈善救济模式

的近代转型。在民国之前，辽宁的慈善组

织大多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主要采用

以“养”为主的消极救济方式，只是维持受

助者的基本生存。然而，在近代慈善思想

的影响下，辽宁的慈善机构开始积极改

变这一传统模式，实现了从“施善救济”到

“教育救济”和“劳动教养”到“工艺教养”

的转变，推动了社会救助的近代化进程。

民国时期辽宁的慈善事业利用了新

兴媒体和交通工具，使救济模式逐渐向

技术型转变。新闻业的发展和报纸的普

及，使得救灾信息能够快速传达，慈善团

体和个人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传播信

息，动员社会各界的捐款。同时，慈善团

体和个人还可以利用铁路和公路将大量

赈济物资快速运输到灾区，实施高效全

面的救助措施。这种转变使得救灾工作

更加及时和有效，推动了辽宁地区救灾

工作的近代化进程，也为当时的社会实

业振兴做出了贡献。

三、提高了辽宁地区民众的综合素

质。慈善事业的兴起引发了社会对慈善

事业的重视。民国以前，慈善事业往往是

某些绅商的个体行为，带有浓厚的施舍、

恩赐意味。慈善事业在整个社会并没有

形成广泛共识。在民国时期，辽宁地区慈

善事业的蓬勃发展，提高了民众对慈善

救济的关注和意识。

慈善事业的发展提高了民众的卫生

素质。民国之前，辽宁地区的普通民众卫

生意识比较淡薄，室内随地吐痰、房屋采

光较差、随意倾倒垃圾、缺乏洗浴更衣习

惯等现象广泛存在，这往往会导致病菌

的大量滋生与传播。面对这种情况，慈善

机构在救助行动中不仅提供物质援助，

还向民众传授卫生知识，帮助居民养成

现代卫生习惯，推动移风易俗。例如，与

传统的土葬相比，推广火葬可以有效地

减少疾病传播的风险，从而明显降低了

传染病的死亡率。这种新的殡葬方式不

仅改善了卫生环境，还引领了社会对卫

生习惯的改变和提升。一些慈善团体还

通过成立施医院、牛痘局等机构，为民众

提供免费的医疗和疫苗接种服务，同时

推广了新法接生、新式药物等近代医学

手段，促进了卫生知识的普及和卫生素

质的提升。

四、促进了辽宁地区教育和医疗事

业的发展。民国之前的辽宁地区，教育事

业多以传统封建教育为主，新式教育发

展比较缓慢。对此，辽宁地区的慈善团体

兴办了一系列针对贫民子弟的教育机

构。博济慈善会义县分会免费招收贫民

幼女入校接受教育；朝阳县由地方官员

和商会、农会合作，发起识字运动，向贫

苦百姓传授知识；佛教龙华义赈会在沈

阳设立民众学校用以帮助失学儿童；辽

宁地区的基督教会则陆续开设育婴堂、

幼儿园等设施；著名社会活动家阎宝航

曾在沈阳开办的奉天贫儿学校为贫困儿

童提供教育，免收学杂费，还供书籍、文

具等，学生总数最多时超过千人，并对无

家可归的学生提供宿舍。

许多慈善组织组织创立医疗机构，

其中红十字会分支机构遍布各县市，宗

教团体创办了盛京施医院等 9所的大型
医院，以及同善堂施医院等其他慈善团

体创办的医疗机构等。辽宁地区的慈善

医疗机构开展了广泛的慈善救济活动。

这些机构为贫困民众提供了免费的医疗

救助和疾病防治服务，为贫困民众解决

了就医难题，促进了卫生观念的普及。以

铁岭县慈善堂施医院为例，就诊期间只

收少量挂号费和医药费，门诊、手术、接

种疫苗均免费。慈善医疗机构也积极推

广新的医疗技术、引进先进医疗设备。民

国 3年（1914年），盛京施医院引进 X光
机，影像诊断技术开始应用于临床。辽宁

地区的慈善医疗事业还培养了一批医学

人才。民国元年，盛京施医院正式成立奉

天医科大学。民国初年，盛京女施医院设

产科，以带徒方式训练护士、助产士。中

国红十字会奉天分会于 1913年创办专
门医学校，招收学生 50 名，常年经费
5000元。民国 5年（1916年）6月南满医
学堂附属医院也设看护妇养成所，首届

招生 15人。民国 9年，盛京施医院设护
士助产学校，学制 4 年，从 1922 年到
1947年共毕业学生 359人。“东北沦陷
时期，伪满洲赤十字社锦州病院设有救

护妇养成所（1938原1945年），先后招生 6
期，共 450人。”这些医疗培训机构的创
办培养了专业医护人才，提高了医疗救

援的能力和成功率，为辽宁地区医疗事

业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贡献。

渊据叶辽宁师专学报曳冤

民国时期，辽宁地区的慈善事业经历了蓬勃

的发展。慈善组织的类别涵盖了民间团

体、宗教团体和官民协作三类。民国时期辽宁地区

慈善事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辽宁地区民众

的负担，推动了辽宁地区慈善救济模式的近代化，

提升了辽宁地区民众的综合素质，同时也促进了教

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

冶
民国十九年渊1930年冤袁清末创办的奉天同善堂改称沈阳市救济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