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今天中国人一说起慈善，往往称中国慈善刚刚起步，
需要向欧美发达国家学习。 而读完梁其姿的《施善与教
化———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笔者对中国的慈善发展史
有了更多了解， 原来中国也有深厚的慈善传统和繁荣的
历史，只是由于制度路径选择和意识形态的割裂，加之今
天研究、发掘、传承不够，让我们误以为当代慈善是站在
一片历史的荒漠。

台湾学者治学的严谨和扎实令人肃然起敬， 梁其姿
的这本著作是建立在查询了中国 2600 多种地方志、数
百种中日文古代现代研究文献基础上精心研究出的成
果。通过她的宏观叙述和具体案例、数据、进程的分析，让
读者对十七八世纪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有了整体的轮廓
把握。 本文的上篇指出了中国在慈善历史上早于西方的
举措，并介绍了民办官监模式带来的慈善繁荣。作者在本
期继续阐述中国慈善传统的后续发展。

■ 刘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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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中国慈善的起伏跌宕（下）
———读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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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传统优势丧失殆尽

在近现代西方宗教慈善 、慈
善革命浪潮面前，中国明清慈善
趋于溃败并衰亡。

遗憾的是，由于清政府闭关
锁国，因循守旧，腐败没落，十七
世纪后中国渐失文明领先优势，
而接受了文艺复兴洗礼后的欧
洲， 思想文化科技日新月异，公
司制及殖民战略，让西方国家开
启了瓜分世界的狂潮。 而鸦片战
争以后的中国， 进一步衰落，沦
为帝国主义列强宰割瓜分的对
象。 这时一批先知先觉的中国人
睁眼看世界，再回头审视中国的
文化和制度，持推倒重来的彻底
革命者众，不仅应对中国延续数
千年的皇权整体进行变革，实行
民主宪政，还要对中国的传统文
化进行彻底革新。 而慈善领域，
随着基督教等西方宗教进入中
国，他们以救济作为进入中国的
手段，在华兴办医院、学校、育婴
堂、孤老院等，还参与赈灾救灾，
1904 年完全引入国际红十字运

动理念的中国红十字会诞生，此
后洛克菲勒基金会、 童子军、救
世军等西方慈善组织陆续进入
中国。 尽管清末民初，中国也出
现了慈善家南通张骞创办的系
列慈善机构、熊希龄创办的香山
慈幼院、协助政府救灾的协赈公
所、战时儿童保育会、中华慈幼
协会等影响较大的慈善组织，也
有学习西方立足中国文化传统
推向国际的世界红十字会中华
总会。 但总体看，在中西公益组
织同台竞技的格局中， 红十字
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组织因其
先进的理念、 科学的治理模式、
国际化的背景，在中国的影响力
逐渐增强，而中国传统的善会善
堂及其后续慈善机构，因机制的
僵化和资源的缺乏，逐渐走向衰
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慈善更
是出现了三十年的断裂和空白。
梁其姿在纵览中国明清慈善历
史后，得出结论认为：“慈善济贫
组织的发展， 从明末到清初，虽
然数量上有大幅度增加，及组织
方面的变化，但一直没有将救济
问题变为‘经济问题’，慈善组织

的重点仍在行善，即以
施善人的意愿为主，受
惠人的需求为次。 换言
之，慈善组织的功能一
直停留在教化社会之
上，而没有转化到经济
层面。 ”因此，“明清慈
善组织的历史意义与
福利国家的传统毫无
关系，而在于调整政权
与社会的关系”。 的确，
中国慈善事业被统治
者作为纾解社会焦虑、
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的
工具，因此，就像宗教
一样，新中国把它们看
作封建社会的“伪善”、
是统治阶级麻醉民众
的鸦片，应当随着被推

翻的三座大山一起清除掉。 在社
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指导下，政
府既是社会一切资源的拥有着，
也是社会一切需求的供给者，政
府可以包办一个人从摇篮到坟
墓的一切需求，因此，政府计划
可以取代慈善。 新中国成立之
初，政府还一定程度容许慈善团
体存在，但到了社会主义改造时
期，慈善团体、机构完全停办或
由国家接办、改组；因此，中国曾
经繁荣的慈善事业，在政府无所
不能的模式下，除了红十字会被
改组外，善堂善会、慈幼院、育婴
堂等慈善组织，还有国外教会兴
办的学校、 医院等公益机构，全
部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国有或集
体资产。 吊诡的是，似乎有了无
所不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
制， 中国再也不会贫寒饥馑，人
民再也不需要慈善机构了，但当
1958 年后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
到来时，依靠政府单一的粮食物
资的供给渠道，造成了中国历史
上饿死人口最多的大饥荒，给了
我们一记大的教训。

逐渐复兴的中国慈善

中国慈善现已进入资源丰
沛、 机构扩张的发展机遇期，汲
取本土营养 ，融汇国际经验 ，开
创具有国际性的中国慈善组织
应成为目标 。 改革开放后 ，伴随
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脚步 ，
中国的慈善得到恢复和振兴 ，
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后 ，党和政
府鼓励公益组织发展 ， 不断放
宽对公益慈善类组织的登记成
立条件，而且从税收政策上予以
激励，带来了又一次中国公益事
业的繁荣。

随着梁其姿的视野， 回顾
中国明清以来的慈善史， 让人
深思的是：在西学东渐过程中，
尤其是在我们接受以苏联社会
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及意识形态
过程中， 不仅仅中国传统文化
的精粹被我们抛弃了， 曾经领
先世界的中国慈善组织和慈善
文化，也同样被遗弃。 本来中国
清末慈善组织已经呈现了一些
现代组织管理思想的萌芽，但
是在近现代国运衰败的世界大
视野下， 我们引入世界先进的
人道、慈善组织形态和理念，却
像泼洗澡水连同孩子一起倒掉
一样， 抛弃了我们中国曾经的
慈善辉煌和传统。

诚然，中国传统慈善思想和
慈善组织在中西较量中惨遭溃
败，直至湮灭，个中缘由除了中
国经济实力衰落的根本原因外，
中国王权对私有产权的遏制也
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政府
一直过于强大，由于封建帝王惧
怕民间社会力量强大带来政权
的危机，一直采取抑商重农的思
想，压制民间士绅和民间资本的
强大，压制思想、学术和结社的
自由，因此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
的市民社会，没有民间资本壮大
的空间，也因此没有出现石油大
王、 钢铁大王等民族资本家，也
难以产生亨利·杜南（Jean Henri
Dunant，红十字会之父）、卡内基、
洛克菲勒这样伟大的慈善家，难
以孕育红十字会、救世军、洛克
菲勒基金会这样伟大的公益组
织。 另一方面，我们在民族危机
面前， 在急迫引进国外政治、文
化、经济模式时，包括慈善模式，
缺少对本土中华文明的自信，不
分良莠的自残和否定，造成了中

华优秀传统的湮灭。
今天，中国正朝着世界第一

大经济体迈进，中华民族的复兴
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的神圣使命，
国盛必然伴随着文化的繁荣。 我
们承认在十八、十九乃至二十世
纪的世界发展中，中国一度落伍
于西方，因此近现代史我们一直
处于制度、技术、文化输入地位。
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
我们不仅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
奇迹，还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模式，因此，打造中国的软实
力，我们不仅应有政治、制度、文
化的自觉、自信，还应有文明的
创造和输出。 近年来，中国公益
慈善组织虽然发展很快，但走出
国门的还很少，形成国际性影响
的更少，尽管我们政府强推的孔
子学院网点遍布世界，但似乎得
到国际的认同不够，倒是台湾省
的慈济慈善基金会在三十多年
的时间里，就从一个小岛的佛教
慈善组织发展成遍布世界五大
洲、六十多个国家的国际性慈善
组织，其发展模式和路径值得大
陆公益组织借鉴。 当代世界，政
府、经济组织、非营利组织三部
门鼎立、协同治理，已成为常态，
而非营利组织在全球善治中发
挥作用越来越大。 作为全球经济
持续稳定增长的大国，进入世界
富豪榜的华人不断增多，中国的
公益慈善组织理应当在国际承
担更多的责任， 发挥更大的作
用，因此，中国的慈善文化既要
汲取世界经验，同时也要发掘传
承中华本土慈善的传统，并在此
基础上融汇创新，开创世界慈善
的中国范本，出现“在全世界造
福人类”的伟大慈善机构。

1904 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代表着中国慈善西学东渐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