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经元善的慈善思想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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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经元善是 19世纪下半叶江浙绅商的领袖人物 ,更是一位知名的慈善活动家。本文首先探索了经

元善举办慈善事业的根源 ,接着论述了其慈善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历程。其慈善思想和实践的前后转变体现了当

时社会慈善义举发展演变的一种新趋向 ,并对社会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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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元善(1841-1903)是清末著名的企业家 、

教育家 ,也是一位影响遍及全国的慈善家。 “身处

千古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时代 ,他以绅商的财力 ,

以慈善家的懿德 ,以宗教般的虔诚 ,投身于社会慈

善公益事业长达三十余年之久 。”
[ 1]

　　一 、经元善慈善思想产生的原因

　　经元善于 19世纪下半叶成为江浙绅商的领袖

人物 ,此后 ,他逐渐将精力从商业活动转移到慈善

事业。出现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除了深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之外 ,还与当时出现的民族危机

和现实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儒 、佛 、道等传统文化都对经元善慈善思

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儒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是以 “仁爱 ”为中心 ,

包括大同思想和民本思想在内的慈善思想体系。

佛教除了提出善恶观念 ,还提出了因缘业报说 。道

家带有祸福皆由天定的宿命论色彩 ,善人得福 。基

于此 ,经元善要人们多做善事 ,劝有钱之人将多余

的钱捐助给需要救济帮助的人。这对于义赈的宣

传是极具诱惑力的 ,又造成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对

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正是

有了这样的认识 ,经元善为了更好地开办义赈 ,毅

然选择停歇祖传的仁元钱庄 ,重义轻利 ,不计功名

利禄 ,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开展救困扶危的慈善事

业 。

　　(二)社会现实的影响

　　中国历来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到了

近代 ,内忧外患的处境和永无宁日的兵燹匪患 ,使

各地灾害更加严重 ,人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就

为经元善从事慈善事业提供了客观基础 。此外 ,地

处长江三角洲的上海 , “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 ,活

跃的市场环境和开放的社会政治氛围 ”
[ 2]
,逐渐成

为新的商业中心 。加上 “江南是民间慈善活动较

为兴盛的地区 ,素有行善劝善的风气 ”
[ 1]
,在天灾

人祸发生时 ,大批难民纷纷涌向上海 ,这就为经元

善等人提供了施善助贫的对象。加上 “随着鸦片

战争后洋教的深入 ,一些传教士或教会在通商口岸

及内地兴办了育婴堂 、孤儿院 、诊所 、医院等育婴与

医疗慈善机构 ”。
[ 3] 215
或许正是受外国人办慈善的

刺激 ,许多中国人开始从事慈善事业 ,并以西方慈

善事业为镜 ,吸其精华 ,去其糟粕 ,推动中国慈善事

业的改良与发展 ,以达到振弊起衰的目的 。经元善

等人正是怀着救人济世的抱负 ,以博施济众的态度

开始筹资办赈 ,募款救灾 ,以减轻广大灾民的流离

之苦 。

　　(三)家庭环境的影响

　　其父经芳洲十分热心善举 , “见义勇为 ,乐善

不倦 ,生平精力毕卒于此 ”
[ 4] 169
经元善深受家庭熏

陶 ,其父去世时 ,仅给儿孙留下屋基地 ,其余田产全

部拨给义塾 ,且叮嘱他 “乡邑井里间凡遇善举 ,勿

尽我心力”
[ 4] 170
经元善常常对其父亲感念不已 ,时

时铭记其教诲 ,笃行善行 ,将其父始创的许多慈善

事业不断改进扩大 , 并且 “为之十余年 , 风动四

方”。
[ 4]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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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经元善慈善思想与实践的阶段性发展

　　经元善的慈善观发端较早 ,以甲午战争为界可

分为两个时期。

　　(一)甲午战争前经元善的慈善思想与活动

　　1866年 ,经元善接任上海同仁辅元堂董事之

职 。他悉心筹划 ,广为劝募 ,竭力办好恤嫠赡老 ,施

医给药等各项善举 。这一时期经元善的慈善观念

沿袭了传统乐善好施的善恶报应观 ,甚至残留着迷

信色彩。宣传义赈时 ,他用善恶报应 、好善乐施的

观念劝说绅商捐资救灾 。他创建经氏宗祠并对族

内成员加以救济 ,但这并非纯粹的济贫 ,而是为了

维持家族声望。这些都体现了他早期慈善思想的

狭隘性 。与此同时经元善的慈善观念也出现新的

发展 ,突出表现为新式义赈的开创 。从 1876年起

中国北方发生了严重的旱灾 ,经元善自 1877年冬

开始从事较大规模的义赈活动 ,发起募捐救济灾

民 。这是他慈善思想形成的一个起点 ,也是他一生

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此之前 ,虽李金镛和胡光

墉等已首创了义赈 ,但将之发扬光大 ,使之成为有

组织 、有计划的大规模 “义赈 ”活动的则是经元善。

由其开创的新式义赈与以前的民间赈灾活动有所

不同 ,呈现出一些新的内容和特点。

　　第一 ,规模空前扩大 。首先 ,从募捐的范围来

看 ,传统慈善组织募捐的范围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而经元善 1878年在上海成立了 “协赈公所 ”,以此

作为上海绅商进行义赈活动的常务机构 。 “不久 ,

苏州 、扬州 、镇江 、杭州的筹赈公所也相继成立 ,并

均以上海协赈公所作为中心 , 保持着密切的联

系 。”
[ 4]
后来 ,随着经元善加入洋务企业 ,义赈活动

的募捐范围进一步推广发展。就社会身份来说 ,经

募输捐之人 ,上至达宦名流 ,富绅巨贾 ,下至仆隶乞

儿 ,村野编户 ,就连远隔重洋的爱国华侨也 “向风

慕义 ,踊跃输将 ,献出一片赤子之心。”
[ 5]
这种 “善

固不择人而为与 ,亦不择地而出 ”
[ 6]
的捐赈义举 ,

突破了宗法乡土观念的束缚 ,形成了规模空前的义

赈活动。其次 ,从赈济对象来看 ,以往的各项慈善

事业都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而经元善所领导的

义赈不同 ,它从一开始就是跨越省区的行动 ,并不

断向外扩展 。 “上海公济同人会 ”赈济的对象和范

围 “由最初离沪较近 ,又有乡贯情谊的苏北 ,而至

无亲无故的山东 ,再至河南 、山西 、陕西及直隶等

地 ,早已跨越了地区的界限。”
[ 3] 239
由此可见 ,此时

的义赈已经破除了狭隘的畛域观念 ,不论灾区 ,只

论灾情 ,惟灾是趋。

　　第二 ,模式与方法的规范化 。在此之前 ,赈灾

只是个别绅商的临时性私人慈善活动。而经元善

领导的义赈活动则已成为包括大多数江浙绅商在

内的社会公益活动 ,并逐步形成了一套颇具规模的

组织体系和比较科学的运作模式。义赈活动每开

辟一个赈区 ,都要先派人去灾区做调查 ,再根据灾

情来确定赈济范围和灾区人数 ,按发放标准拨给款

项 ,并派人专程押解到赈区 ,然后在地方官吏的配

合下按规定发放 。这就明确规定募款 、司账 、押运 、

放赈四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 ,各司其职 ,并保持相

对的独立性 ,从而形成了募集捐资与实施救济相分

离的体制 。 “这种募 、收 、运 、放相分离 , 定点 、定

人 、定款的赈灾方法 , 使贪污中饱之事难以发

生”,
[ 4]
并有利于提高赈务的工作效率 。此外 ,每

月都要将赈款的用途和去向登报公诸于众 。这样

就杜绝了账目混乱和贪污挪用的现象 ,扩大了义赈

的规模和影响。

　　第三 ,治河代赈的实施。政府对洪涝采取的措

施一般都是灾后放赈 ,这是一种消极的救济方法 。

经元善通过长期的慈善救济工作 ,提出了治河代赈

的主张 ,希望从根本上消除灾源。 1880年 ,他亲赴

灾区放赈长达两月。在此期间 ,他对直隶的灾情和

原因作了实地考察和调查访问 ,认为造成水灾的原

因在于 “直隶之水 ,源派繁多 ,宣泄不畅 ,乃不事疏

导 ,专事阻遏 。”
[ 4] 23
那么要彻底解决直隶水患 ,就

必须要改变以往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 “惟有广开新

河 ,宣泄积涝 ,排决归路。堤则筑而永固 ,水虽大而

易消 ,脉络贯通 ,害除则利自兴也 。”
[ 4] 25
这种改放

赈为治河的主张 ,得到了有识之士的认同 ,称赞这

是一劳永逸之策 。此外 ,治河代赈 “既可弥补政府

赈款之不足 ,又可使灾民得以趁工 ,而地方可籍免

患 ,即减少不安定的因素 , 稳固地方的社会秩

序。”
[ 3] 309

　　(二)经元善慈善思想在甲午战争后的发展

　　维新运动后 , 社会各界对慈善活动有了新认

识 ,进而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社会慈善公益事业 。

此时 ,经元善的慈善思想已经跳出善恶报应观的窠

臼 ,开始向近代社会公益思想转变 。他 “不仅在思

想观念上就慈善公益与社会改造问题提出了许多

新的认识 ,而且也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新的社会公益

活动 。”
[ 6]
可以说 ,这是他慈善公益思想和活动的

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突出表现在教养兼施理念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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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以往的慈善之举 ,大多是灾后的临时性募捐赈

济 。经元善觉得这固然必要 ,但却有不少弊端 ,故

他提出了救急不如救贫的观点 。此外 ,从管理善堂

的经验中 ,他认识到善堂的惠泽有限 ,重养而轻教

是这些传统慈善机构的共同弊端。针对这种情况 ,

他提出善举之惠 ,应从一身及至一家 ,从一时及至

永久。这就要求改变传统慈善活动的内容与格局 ,

教养并重 ,标本兼治 ,以期产生更广泛的社会效益。

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 ,经元善在甲午战争后的慈善

活动也具有了新的内容。

　　第一 ,举办新式学堂 ,开展慈善教育 。随着西

方各种思潮传入中国 ,很多人认识到慈善事业要走

向近代化 ,就必须向西方学习 ,重视慈善教育。经

元善对此深表赞同 ,并努力付出行动 ,大力兴办慈

善教育 。这一时期他所从事的慈善教育事业主要

有:

　　创办经正书院。甲午战前 ,经元善曾在上海创

办了 “经正书院 ”。后因经费困难被并入南洋公

学 。 1899年秋经元善决定重新开办经正书院。此

时的经正书院 ,名虽由旧 ,实则更新。首先是招生

对象不拘一格 ,以前书院主要招收富庶子弟 ,现在

“尤拳拳于寒灯攻苦 、有志无力之徒 ”,
[ 4] 284
并且降

低学费。其次是教学内容丰富 ,课程既有策论 、掌

故等 ,又有西文西学。再次是教学民主 ,坚持因材

施教 ,学生管理也体现民主精神 。经正书院的重新

定位 ,反映了经元善教育为社会服务 、适应时势需

要的民主办学思想。

　　兴办女学。经元善认为 “今日中国不振 ,归咎

于二千年女学不开 。”
[ 4] 182
同时他还强调 “女学堂

之教人以善与赈济之分人以财可同日而论”,
[ 4] 213

均属于善行义举 ,应推而广之。经元善兴办女学的

思想得到了慈善界同仁的支持和响应。 1897 -

1898年间 ,经元善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女学堂。这

是他从事慈善教育事业的一个鼎峰 ,同时也开创了

国人自办新式女子教育的先河。 《新闻报 》等多种

报刊杂志都称赞创设女子义学为最大之善举。虽

然女学堂遭到朝臣的反对 ,但经元善毫不动摇 。他

试图通过兴办女学 ,造就有文化的新女性 ,从而改

良传统的母教 ,以培养出 “文明的种子” 、“优胜的

后代”,造就好 “第二代国民 ”。
[ 7]
在它的影响下 ,苏

州 、松江及南洋等处 ,都陆续设立了女学堂 ,掀开了

女子教育的新篇章。

　　创立农工学堂。 1898年夏 ,经元善试图在家

乡创办 “农工学堂”。拟办之事 ,一要兴农开荒 ,一

要课工教艺 。在当时资款有限的条件下 ,最切实可

行就是实行课工教艺 。这具有近代新型民间慈善

公益事业的性质 。凡来学艺的人都不收学费 ,只要

学成之后义务担任与学习时间相等的教习就可以

了。院中所教内容有两个方面 ,一是推广中国已有

的工艺 ,二是学习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 ,这样 , “工

艺院教成一艺 ,则一身一家永可温饱 ,况更可以技

术教人 ,功德尤无限量”,
[ 4] 246
这种授人以技能的做

法 ,弥补了传统慈善事业 “只养不教”的不足 ,从根

本上救治了社会。所以他建议把各种各样的善堂

都改为工艺院 ,或者在 “育婴堂 、恤嫠院内 ,各设小

工艺所 ,俾孤儿长成 ,可谋生成家 ,孀妇得资 ,可赡

育后嗣 。”
[ 4] 246
按照他的设想 ,农工学堂的教育对象

将扩大到工农大众 ,教学方法从纯书本教学发展到

书本教学与形象教学 、实际操作相结合 ,并设立工

作间供学生学习。这些特点表明农工学堂将努力

使教育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也反映了经元善教

育思想的新发展 。遗憾的是 ,由于种种原因 ,他的

这些设想最终未能付诸于实践 。

　　第二 ,倡导 “开风气 、正人心 ”的社会公益活

动。

　　创办 “劝善看报会 ”,设立 “选报馆”。经元善

打算在家乡创办劝善看报会等慈善公益措施 ,已达

到使人民 “不出户庭可知天下 ”和 “识时势亦明义

理 ,除僻陋并革浇漓 ”
[ 4] 268
的目的 ,进一步扩充慈善

理念 ,笃行善行义举。 1898年 ,浙江余姚 、上虞两

县在原有继善公所等善堂的基础上 ,相继成立劝善

看报会。该会所购书报种类繁多 ,包括宣传维新变

法和介绍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式报刊 。他希望

通过读报刊杂志 ,不只徒摭拾新闻 ,聊资谈助;更要

如他所言的 “见我华之人被人侵削 ,土宇日蹙 ,则

当思发愤自强 ,誓雪国耻。见泰西各国之日进文

明 ,国富兵强 ,则当思振刷精神 ,急起直追 。”
[ 4] 269
在

此基础上 ,经元善寄函乡里 ,建议设立上虞 “选报

馆”,广开民智 。但由于各种原因 ,上虞乡人并没

有实现经元善的这一愿望 。而上海维新派则移花

接木 ,把他的这一设想变成现实 ,于 1901年创办了

《选报 》。

　　开展革除社会陋习的活动。经元善反对女子

缠足 ,把禁缠足与禁溺婴同视为善举。在维新变法

期间 ,他与梁启超等人发起创立不缠足会等 ,并担

任董事。他认为缠足不仅对妇女有害无益 ,且对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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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华民族危害不可低估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 ,

经元善提出 “欲强吾华赤子 ,固非去缠足恶习不

可 。”
[ 4] 209
此外 ,他在创办女学堂时也强调缠足是在

中国沿袭了千年的陋习 ,规定数年后学堂将不再收

缠足者入学 ,认为创办不缠足会与开办女学堂二者

不可偏废。这些在妇女解放 、社会风俗改良等方面

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禁缠足成为近代中国妇女解

放运动的起点。

　　三 、经元善慈善思想的影响

　　经元善以济世救人为职责 ,广施博济 ,开拓了

近代慈善事业的新局面。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 ,他

的慈善思想也发生了由旧趋新的重要变化 ,体现出

若干鲜明的时代特征 ,同时对促进传统慈善事业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变迁

也产生了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一)促进了民族团结 ,有利于爱国主义情感

的增强

　　晚清时期 ,由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瓜分 ,中华

民族处在了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经元善以慈善

家的身份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一分子 ,在面临国家

和民族存亡的时刻萌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对内 ,拯救广大灾黎 ,促进民族团结。近代清政府

疲于应付各种事变 ,即使有心顾及灾黎 ,也因庞大

的军费开支和战争赔款而显得力不从心 。在这千

钧一发之际 ,经元善站在民族的高度毅然担负起救

治社会和人们的重大责任 。他以 “天下兴亡 ,匹夫

有责”的爱国主义情怀博施济众 ,并授他们以各种

技艺 ,使其能自谋生存 ,以免再沦落为社会弱势群

体 。这就不仅向广大灾黎提供了生活帮助 ,而且情

感上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 ,有利

于民族的团结 。对外 ,抵制外来侵略 ,挽救民族危

亡 。面对日本的入侵 ,经元善主张要动员全国四万

万人起来共同抗战 ,实现全民皆兵 ,并且强调这四

万万人要齐心和合群 ,这样才能达到 “驱强邻以出

境 ,完我金瓯 ”的目的 。可见 ,经元善与其他爱国

者一样 ,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着强烈的忧患意

识 ,并迸发出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感。这表明经元善

等慈善家已意识到了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 ,将

慈善实践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紧密结合 ,以天下

为己任 ,反抗外来侵略 ,有力地促进了民族觉醒 ,进

一步增强了爱国主义情感 。

　　(二)改进了传统慈善事业 ,有利于近代慈善

公益事业的形成

　　经元善在继承传统慈善事业的同时 ,又不断地

推陈出新 ,从而推动了其向近代慈善公益事业的嬗

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改善了传

统慈善事业的救济模式 。传统慈善事业一向以

“养”为主 ,模式单一 ,治标不治本 。而经元善所创

立的慈善事业则寓教于养 ,标本兼治。他通过开设

工艺院 、工农学堂等 ,教之以不同的谋生技艺 。这

就从根本上弥补了传统慈善事业 “只养不教 ”的缺

陷 ,标志着传统慈善事业开始向近代慈善事业转

变。第二 ,形成了以经元善为首的慈善家群体 。在

传统慈善事业中 ,虽然也有少数绅商开展过赈灾救

济等善举。但由于能力有限 ,赈济范围往往带有地

域性 ,规模都较小 ,因而属于个别和临时的慈善活

动。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 ,以上海协赈公所为中

心 ,聚集了经元善 ,盛宣怀 ,谢家福等十几位江浙绅

商。他们在办理义赈的过程中 ,既各司其职 ,又和

衷共济 ,密切配合 ,形成了清末第一个慈善家群体 。

赈济的范围遍及大江南北 。这能最大限度地筹集

资金 ,使分散的各慈善机构开始携手合作 ,共同救

助需要救助的人们。这既实现了慈善资源的优化

配置 ,又有利于慈善事业发挥博施济众的社会功

能。第三 ,应用了当时先进的技术手段。近代慈善

事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广泛运用当时较为先进

的通讯方式和交通工具。首先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

代之交 ,随着经元善 ,盛宣怀等人进入洋务企业 ,电

报很快就被运用到近代慈善事业中 ,通过电报及时

了解灾情 ,指挥救灾 。其次 ,以经元善为首的慈善

家开始利用各类报刊 、杂志为他们的慈善活动服

务。 《申报 》就对 “丁戊奇荒 ”进行了一系列报道 。

通过报纸这个载体 ,对各地区的灾情及救济情况及

时的报道往往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能广泛劝说人

们捐资赈灾 ,共襄慈善义举。这就扩大了慈善的社

会影响 ,有利于赈款的募集。

　　(三)改良了旧式教育 ,有利于近代中国教育

的发展

　　经元善 “所创办的慈善教育不仅是近代慈善

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近代教育发展史上的重

要一环 ”。
[ 8]
他主张大力兴办新式教育 ,有计划地

培养新式人才 ,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尤其是女子教

育事业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首先 ,拓宽

了教育对象的范围。在旧中国 ,受教育往往是富家

子弟的特权 。而经元善创办的经正书院招生对象

不拘一格 ,而且对刻苦的穷学生还降低学费。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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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 ,他还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女子学

堂 ,反对 “智男而愚妇”的封建传统 ,打破了旧式教

育格局 。梁启超也认为 “通过创办女学既可以提

倡男女平等 ,又可以改变妇女缠足陋习及不从事劳

动的`惰若游民 '的旧俗 ”。
[ 9]
同时在启迪妇女心

智 ,增强妇女的社会参与能力以及促进妇女自立等

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这彻底打破了旧式教育格

局 。其次 ,改革旧式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传统教育

内容多为四书五经 ,而经元善创办的教育则是中西

文各半 ,注重因材施教 ,以培养各种专门性人才。

教学方法上 ,旧式教育一味地死记硬背 ,理论与实

践完全脱离 。而经元善则强调理论与实际操作 、形

象教学相结合 ,提倡 “教 ” “学 ” “做”三者合一 ,为

此设立工作间供学生学习 。可见 ,他所从事的教育

事业以其独特的教育对象 ,广泛的教育内容 ,先进

的教学方法 ,给近代教育事业注入了新鲜血液 ,对

近代中国教育事业尤其是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起

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

　　经元善淡泊功名利禄 ,乐于无私奉献 ,主持义

赈活动达十余年 。然而经元善所从事的慈善活动

也有许多不足之处。首先 ,他在慈善教育中虽扩大

了受教育的范围 ,但对于盲哑儿童的教育问题却没

有给予足够的注意。教学内容上虽中西文各半 ,传

统文化课有所削减 ,但传统教育的影响仍随处可

见 。再者 ,他所从事的慈善公益活动的具体内容还

比较狭窄 ,有待进一步丰富 。他只是单纯地就慈善

而论慈善 ,没有将慈善事业纳入到整个改良社会的

系统工程中 ,忽略了慈善事业在当时社会上所具有

地深远政治意义 。总之 ,尽管存在或多或少的局限

性 ,经元善所从事的慈善事业体现出了内容丰富 、

范围广泛 、模式新颖等特点 ,既是对传统慈善事业

的补充和发展 ,也标志着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化 ,

在中国慈善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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