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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民 国 初 年 ，北 京 贫 民人 数 众 多 、生 活 困 苦 。为 了 改 变 下 层 民众 的 生 存 状 态 ，社 会 各 界 针 对 不 

同 贫 困 、弱 势 群 体 发 起 了形 式 多 样 的救 济 活 动 ，展 现 了官 方 和 民 间 并 举 互 助 、救 济 方 式 由传 统 向 现 代 转 型 、 

重 视教 育救 济 等 救 济 特 点 。 有 力 的 财 政 支 持 、重视 民 间 救 济 的作 用 、发 挥 新 闻媒 介 的 宣 传 和 反 馈 功 能 是 这 

一 时期 的 济 贫 活 动 给 我 们 的 启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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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钟 报 》①于 1916 年 8 月 15 日创 办 ，是 民 

国 时期北 京 地 区 具 有 深 远 影 响 的报 纸 。该 报 的 

创办 宗 旨是“商榷 时政 得 失 ，宣 究 民群 疾 苦”。面 

对北 京贫 民 比 重 大 、人 数 多 、生 活状 况 极 差 的现 

实 ，办报 人将 目光 投 射 到社 会 下 层 ，关 注 常 年 生 

活在 北京 地 区 、收 入 微 薄 、穷 困潦倒 的 民众 ，报 道 

官方 和 民间对 贫 民 的救 济 活 动 ，反 映 贫 民的 生活 

状态 。此 外 ，该报 还 刊 载 办报 人 和 社 会 有识 之 士 

对 贫 民表示关 切 、呼 吁 政 府有 所 作 为 的文 章 和评 

论 。 以《晨 钟 报 》为 视 角 ，可 以 洞 见 民 初 北 京 的 贫  

民生活状 况 和救 济活 动 的图景② 。 

一

、 民 国初 年 北 京 的贫 民状 况 

民初 的北 京 尽 管 政 治 动 荡 ，社 会 失 序 ，但 是 

依 靠“首 善之 区”的特殊 优 势 ，工商 业 仍 然 获 得 了 

一 定发 展 。在 此 背 景 下 ，几 年 间 ，北 京 吸 引 了 大 

批 的外 来人 口前 来 经 商 、供 职 、求 学 、谋 生 等 。这 

其 中也 包括 了一 些 因兵 祸 、灾 害 逃 到北 京 乞 食 的 

灾 民和难 民 ，使 北京 人 口规 模 尤 其 是贫 困人 口数 

量不 断增 长 ，进 一 步 加 重 了北 京 的城 市 负 担 。根 

据 当时 内务部 的统 计 ，当时 北 京 的 贫 民 主要 有 两 

类 人 ，一种 是从 事 车 夫 、劳 力 和仆 役 等 活 重 、工 资 

低 的卑 微 职 业 者 ，占从 业 人 员 的 23．O9 。他 们 

的收入 微 薄 ，但 几 乎 是 全 家 的 生 活 来 源 ；另 一 类 

属 于 社 会 边 缘 群 体 ，包 括 乞 丐 、妓 女 、帮 会 成 

员L1j 】 。根据 京 师 警 察 厅 1916 年 的 北 京 人 口调 

查数 据来 看 ，北 京 地 区约有 130 万 人 ，贫 困人 口约 

有 5O万人 _2] ，占总人 口的 比重 约 为 28 ，说 明贫 

民人 口总量 已经 相 当大 了。 

贫 民群体 的生 活 十分 困苦 ，许 多 人 连 温 饱都 

很难 保 证 。尤 其 是 冬 季 ，贫 民无 衣 无 食 ，甚 是 可 

怜 。每 天早 晨 在 官 方 为 济 贫 开 办 的 六 处 粥 厂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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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领 粥 的 人 均 不 下 千 人[3] 。身 体 相 对 好 点 的 贫 

民靠 着 免 费 的 稀 粥 和社 会 救 济 的 简 单 衣 物 尚 可 

维持 过 活 ，那 些 患病 者 和露 宿 街 头 者 往 往 抵 御 不 

了饥寒 交 迫 的打 击 而 惨 死 街 头L4] 。很 多 贫 民 无 

法 忍受 穷苦 的生 活 而 选 择 自缢 、跳 河 等 自杀 方 式 

结 束 生 命 j 。 

举 目皆是 的 贫 困人 口三 五 成 群 地 聚 集 在 市 

区 中 ，到处 游 逛 ，这 既 与 我 们 这 个 大 国首 都 应 该 

具 有 的美好 形象 相 背 离 ，更 给 这 座城 市 带 来 了严 

重 的 社 会 问 题 ，抢 劫 、盗 窃 、斗 殴 、杀 人 之 案 每 日 

不 断 。为 了 改 善 贫 民 的 艰 窘 境 遇 ，缓 解 社 会 压 

力 ，北 京市 府 当局 也 在很 大 的 范 围 内对 贫 民展 开 

了救 济 的 工 作 ，如 设 立 教 养 局 、贫 养 院 、贫 民 工 

厂 、济 良所 、贫 儿 学 校 、贫 民 养 病 所 等 救 济 机 构 ， 

秋 冬 季开 办 粥 厂 及 发 放 棉 衣 等 。但 因贫 民 数 量 

太大 ，加 之各 级财 政 困难 ，政 府 的救 济 能 力 有 限 ， 

救 济 工作 很难 惠及 所 有 贫 民 ，有 时甚 至显 得 微 不 

足道 。因此 ，大 量 的 贫 民 还 是 得 不 到 基 本 救 助 ， 

继续挣 扎 在死 亡线 上 。 

二 、救 济 对 象 和 救 济 活 动 

面对 贫 民社会 的穷 苦 现 实 ，《晨 钟 报 》给予 了 

极 大 的同情 ，屡屡 发 出“人 民生计 难 ”的慨 叹 。在 

报上 设专 栏 每 日报 道 贫 民人 口的生 活状 况 ，呼 唤 

社会 各界 关 注 贫 困 问 题 ，对 贫 民伸 出援 助 之 手 。 

正是 在报 界 的 积 极 努 力 下 ，一 个 有 重 点 、分 层 次 

的救 助难 民 和 贫 民 的社 会 运 动 在 民 初 的北 京 展 

开 了 。 

( 一 ) 对 贫 困妇 女 和 贫 困儿 童 的救 济 活 动 

1．贫 困 妇 女 

与 其他 社会 活 动 一 样 ，救 济 活 动 当然 会 受 到 

资 金 、时间 、人力 等 多 方 面 制 约 ，必 须 有 针 对 性 地 

选 择好 优先 照顾 对 象 和 照 顾 尺 度 ，以保 证 其 时 效 

性 和社 会 影 响 力 。妇 女 和 儿 童 在 所 有 的平 民 社 

会 中都 是应 该 特殊 关 注 的弱 势 群 体 ，救 济 活 动 自 

然 也要 以这 两个 群 体 作 为首 选 。民 国建 立 后 ，妇 

女 的政 治地 位得 到 一 定 的提 高 ，但 是 因女 性 就 业 

环 境改 善 相对小 ，所 以 家庭 地 位 仍 然 处 在 弱 势 状 

态 。与 经 济 环 境 连 在 一 起 的 医疗 条 件 更 是 没 有 

任 何改 善 ，许 多 妇 女 因 生 育 孩 子 难 产 而 失 去 生 

命 。一般 平 民的情 况 是 这 样 ，那 些 贫 民和难 民 妇 

女 就更 是 难 上 加 难 了 。为 了让 贫 困 妇 女 掌 握 谋 

生 的技 能 ，减 轻 家庭 的 经 济 负 担 ，参 与 救 济 的 京 

师警 察厅 在 内城 贫 民教 养 院 内 附设 了妇 女 实 习 

工 厂 ，专 门招 收 附 近 的贫 苦妇 女 ，前 来 工作 ，按 其 

工作 实 绩发 给 薪 水 [6] 。因此 ，很 多妇 女 在 改 善 经 

济条 件 的 同时 ，也 掌 握 了未 来 生存 和 发 展 的实 际 

能 力 。 

为尽可 能 保 证 贫 民妇 女 也 能 获 得 与 其 他 阶 

层城 市 妇女 同样 的就 医权 ，京 师 警 察厅 令卫 生 处 

在 内外 城设 立 贫 民养病 所 数 处 口] ，步 军 统 领衙 门 

在 四郊 地方 各 设 立 医 院一 处 [8] ，专 为 贫 苦 者尤 其 

是 贫苦 妇 女 就 医 提 供 便 利 。一 些 民 间 志 士 设 施 

医馆 ，为 贫 困 妇 女 施 诊 不 收 脉 金 ，并 且 酌 给 药 

料 ] 。一些 医 院将 免 费施 诊券 交 与 各 区署 ，凡 贫 

民妇 女罹 患 疾 病 者 即可 到 本 区 医 院 就 诊[1 。妇 

女 工厂 和妇 科 医 院 的设 立 对 于妇 女 缓 解 困境 、解 

除病痛 、重 新 树 立 起 生 活 希 望 方 面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 

2．贫 困儿 童 

虽然在 总 体数 量 上 ，北 京 的贫 困儿 童 要 比贫 

困妇 女少得 多 ，但 因儿 童 在 承 受 贫 困的 打 击 和压 

力上 ，比之 妇 女 群 体 自然 要 弱 得 多 ，因 此 在 救 助 

工 作 上 自然 需 要 更 大 力 度 。北 京 的 儿 童 救 助 具 

体实 施 了以下 几 种 方 式 ：一 是 增 设 育婴 堂 。北 京 

地 区被抛 弃 的婴 孩 和失 养 的孤 儿 孤 女 人 数众 多 ， 

官方 和 民 间设 有 育 婴 堂 、孤 儿 院 和孤 女 院收 养 。 

这些 收养 机构 的设 立 多是 依 靠 民间 力 量 的 捐 款 。 

1917 年 5 月 ，步 军江 统领 和警 察 吴 总监 约 集 京 师 

绅商 劝募 捐款 ，要 设 立 育 婴 堂 一 处 。在 育 婴 堂 成 

立一 周年 时 ，收养 的婴 儿 已达 数 百 名 以 上_1 。这 

些 收养机 构 的持 续运 营仰 赖 绅 商 、慈善 家 的慷 慨 

解囊 ，因此孤 儿 院 、育 婴 堂每 年都 要 开 办 纪 念 会 ， 

敬请 他们 参观 、指 导-1 。这 既是 对 志 士募 捐 的感 

谢 ，也是 呼 吁和倡 导 社 会 各 界 对 孤儿 孤 女 给予 进 

一 步 关 爱 。 

二是 加 强贫 儿 学 校 的 建 设 。 民 国成 立 后 ，各 

级政 府 配合新 式 教 育 改革 ，注 重 强 化实 业 教 育 和 

社会 教 育发展 ，陆续 建 立 了一 批 面 向贫 民子 弟 入 

学 的社 会教 育 学 校 、露 天 学 校 、补 习学 校 和 各 种 

宣讲 所 。接 着 ，北 京 政 府 于 1914 年 2 月 19 日公 

布 了《半 日学 校 规 程 》，规 定 “半 日学 校 为 幼 年 失 

学便 于半 日或夜 间补 学者 设之 ”，招 收 12 到 15 岁 

的学 生 ；一般 每周 18 学 时 ，主要 补 习“国文 、算 术 、 

体操 、修 身”等课 程 ，修 业 三 年n 。京 师警 察厅 首 

先设 立贫 儿半 日学 校且 成 绩 显 著 ，之 后 通 饬 各 区 

署 长广 泛设 立 贫 儿 半 日学 校[1 。京 兆 尹 则 通 饬 

所属 各县 知 事 设 立 贫 儿 学 校 并 强 迫 入 学 [1 。入 

学贫 儿无 须 交 费 ，学 校 聘 任 学 问优 上 、热 心 公 益 

者做 教 员 。至 1918 年 6 月 中旬 ，官 办 的贫 儿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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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有 53 所 ，先后 入 学 的贫 儿 达 到 6 500 余 名 Ⅲ1 。 

就 办学 的数 量来 讲 ，这 些 贫儿 学 校 的设 立 对 于 普 

及 小学教 育 ，增 长 民智 是 有 很 大 益 处 的 。大 批 贫 

困子弟 陆续 进人课 堂 ，相应 地减 少 了文盲 人 口。 

1915 年 7 月 ，教育 部通 过 了通 俗 教育 研 究 会 

章 程 ，该 会 的宗 旨是 研 究 通 俗 教 育 事 项 、改 良社 

会 、普及 教 育口 。为 补 助 学 校 教 育 ，救 济 失 学 儿 

童 ，该 会 创 办 了 露 天 学 校 ，在 京 师 学 务 局 所 定 的 

学 区 ，每 区各设一 处 。6 到 14 岁 的男 女儿 童 ，“未 

经读 书者 ，均 可 入席 听讲 ”，“学 费 讲 义 费一 概 不 

收”[1 。学 校 的授课 内容遵 照 教育 部 初 等小 学 教 

则 ，授课 时 间为 每周 一或 两次 ，每次 两 个 小 时_1 。 

每年深秋 到第 二年开春 天气严寒 ，露 天学校会 改为 

有校舍 的冬 日学校 继续 开办 。露 天学 校是 在 教学 

资源有 限 的情 况 下 ，为 了最 大 程 度 的推行 社 会 教 

育 ，提高 民众 素质而办 。露天学校 吸纳了无法 进入 

贫儿半 日学 校 的 6 到 12 岁 的失学 儿 童 ，与贫 儿 学 

校一 同承担起 贫儿教育 救济 的责任 。 

1917 年 职业 教 育 作 为一 种 广 泛 的 教 育 思 潮 

流行 开来 ，因为职业 教 育“收 效 之 速 罕 与伦 比 ，吾 

国游 民众 多 ，尤 非注 重 职业 教 育不 可 。’，L加] 由露 天 

学校 和贫 儿 学 校 毕业 的 学 生 和 未 能 接 受 到 小 学 

教育 的贫 儿还 有 机会 进 入 到 职 业 学 校学 习技 艺 。 

京 师 成 立 多 所 公 立 和 私 立 的 职 业 学 校 和 工 艺 学 

校都 愿 意招 收 贫 民子 弟 。游 民 习 艺所 是 直 隶 于 

内务 部 ，专管 幼年 游 民的 教养 和不 良少 年 的感 化 

等 事 项 ，以获 得 有 普 通 知 识 、谋 生 技 能 为 宗 旨 。 

游 民 习艺 所招 收年 龄 在 8 到 16 岁 的游 民就学 和 

习 艺 。游 民习艺 的年 限为 3 年 ，初等小 学 为 4 年 ， 

高 等小学 为 3 年 。为求 术 业 有 专 攻 ，习艺 所要 求 

“游 民习艺 者 ，不 兼 就 学 ，就 学 者 不 兼 习艺 ”。游 

民习艺 的 内 容 有 ，染 织 、打 带 、印 刷 、刻 字 、毡 物 、 

铁 器 、木 工 、石 工 、制 胰 、缝 纫 、制 帽 、制 鞋 、抄 纸 

等 _2 。 又 如 京 师 公 立 艺 徒 学 校 招 收 14 到 2O 岁 

的初等 和高 等小 学毕 业 者 ，且免 收学 费L2 。一 些 

学 校在 校 内附 设 职 业 班 或 设 立 工 艺 传 习所 招 收 

贫 苦女 生 ，无论 识 字 与 否 ，均 到校 授 以相 应 技 术 ， 

待 毕业 后 自谋 生活 __2 。 

官方的教育 救 济要 依靠 绅 商 的捐 资 。如 若学 

校 学款难 以筹集 ，京师警 察厅和市 政公所再 给予补 

助 。此时 ，民间助学 、兴学 的热 情很 高 。很 多 县 

镇 的绅士 或其夫人 眼见附近贫寒 子弟甚 多 ，捐资 开 

办 国民学 校 ，召集贫寒 子弟授 以国 民教育 。有些 则 

专 门设 立 贫 女 学 校 ，无 论 识 字 与 否 均 可 入 学 。可 

见 ，民间力 量成为教育 济贫 的重要 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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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对 其 他 社 会 弱 势 群体 的救 济 活动 

1．人 力车 夫 

民初 北 京 地 区 的 人 力 车 夫 可 谓 是 “填 街 塞 

巷”。无论 是 烈 Et 暴 晒 还 是 “阴雨 连 绵 ”，人 力 车 

夫都 得 上 街 招 呼 客 人 ，否 则 “妻 儿 老 小 不 能 举 

炊”。人力 车夫 为 争 抢 客 人 互 相 殴 打 、被 马 车 撞 

毙或 急 驰致 死 的新 闻 屡 见 不 鲜 。 车 夫 们 竭 力 赚 

钱生 活 ，但仍 无 力 阻止 家庭 惨 剧 的发 生 ，例 如 一 

车夫 的妻 子 因贫穷 无路 ，携 3 个孩 子 投 河口引。人 

力 车夫 生活状 态可 见一 斑 。 

1917 年 9 月 ，京 师 警 察 厅 修 正 了 人 力 车 规 

则 。新规 则要 求 ：年龄 在 5O岁 以上 18 岁 以下 、身 

体赢 弱 、患传 染病 或 恶 疮 、披 发 或 不减 发 、盛暑 严 

寒 不戴 帽者 ，裸体 、衣服 破 不 蔽 体 的 车 夫 ，只 要符 

合其 中一项 ，则停 止营 业【2引。该 规则 限定 了车夫 

的年龄 、健 康 状 态 和衣 着 ，还 考 虑 到 酷 暑 和严 寒 

天 气对 车 夫 的考 验 。这 不 仅 对 限 定 车 夫 人 数 和 

保 持车 夫气力 有 益 ，还 利 于保 障乘 客 的 安 全 和树 

立 卫生 和 雅 观 的城 市 形 象 。然 而 一 心 求 生 计 的 

车夫却 屡屡 违规 ，如幼 童 拉 车 、赤 足 拉 车 等 ，因此 

京 师警 察厅 不得 不 反 复重 申规 则 ，禁 止 各 种 违 规 

行 为 。夏季 ，京 师警 察 厅 为 避 免 车夫 染 患 疾 病 和 

疾 行猝 死 ，特饬 内外 城 各 区 署 的 岗警 遇 到 急 驰 的 

车 夫 即行 阻 止_2 。此 外 ，每 年 冬 夏 两 季 ，警 察 厅 

会 在各 人力 车夫 休 息 所施 茶 ，步 军统 领 署 会 在 各 

城 门 和 街 要 之 处 施 茶 或 暑 汤 _2 。 

2．娼 妓  

民 国 年 间 ，娼 妓 比 前 代 更 为 发 达 和 普 遍 。 

1917 年 至 1918 年 间 ，北京 政 客云 集 ，因此娼 业 达 

到最 盛 的时 代 ，“民 国 六 、七 年 问 ，北 平 公 私 娼 当 

在万 人 以上 。”̈2 这些 女 子 除 卖 身 卖 艺 之 外 别 无 

其他 的谋 生技 能 ，如 若 脱离 妓 院 ，很 难 生 存 下 去 。 

因此 ，需要 设立 专 门 的机 构对 其进 行救 助 。 

北京 的济 良所 于 19o6 年 由外 城巡 警 总厅 督 

同绅商 办 理 ，1913 年 由京 师 警 察 厅 接 管_3 。 人 

所女 性 需 满 足 以 下 条 件 ：( 1) 被 逼 为 娼 的 妇 女 ； 

(2) 被 妓院老 板 虐 待并 失 去 人 身 自由的 妓 女 ；( 3) 

愿 意从 良 的妇 女 ；( 4) 无 处 容 身 及 无 依 无 靠 的 妇 

女 。然 而 ，济 良所 的 容 量 有 限 ，只有 在 有 空 缺 的 

时候才 允 许 进 入 。所 内设 置 了 国文 、算 术 、家 政 

等课程 和 浅显 的工 艺 ，要 求 所 女 一 律学 习 以增 加 

知识 。济 良所 的 另 外 一 项 重 要 任 务 就 是 帮 助 所 

女招 配 。济 良所 将 所 内 达 到 结 婚 年 龄 的 女 性 的 

照 片 、姓 名 和 编 号 挂 在 济 良所 的 相 片 陈列 室 ，供 

前来领 娶 者 挑 选 ] 。京 师警 察 厅 会 在 相 关 报 刊 



上发 布 为 济 良所 适 婚 女 子 招 配 的通 告 。 为保 证 

所 女确 实被 娶作 妻 室 且 婚 后 可 摆 脱 贫 困 的 生 活 ， 

警察 厅 要求 领娶 者 须 年 在 4O岁 以下 且 开 具 有 三 

家铺 保 的 证 明口 。符 合 条 件 者 要 在 申请 表 上 填 

写各 项 真 实 信 息 呈 交 济 良所 批 示 。济 良所 在 社 

会 上产 生 了一定 的影 响 ，以致 申请 人 所 的人 数 有 

时 会超 过 容 量 的两 倍 。济 良所 为 娼 妓 提 供 了 

脱 离苦 海 的机会 ，又 通过 择 配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改 变 

了她们 贫苦 的命 运 。 

3．穷 困 的八 旗 子弟 

清代 规定 旗 人 不 事 生 产 ，只 能 从 政 和 当 兵 ， 

完 全仰 赖朝 廷 的奉 饷 。清 末 国家 财 政 Et 趋 困 难 ， 

清 政府 放 宽对 旗 民就 业 的 限制 ，允 许 旗 民 自由谋 

生 ，并 要八 旗子 弟 入 实业 学 堂 和手 工 业 工 厂 学 习 

实 业来 解决 其 生计 问题 [1]l孔。民 国 的成 立宣 告 了 

八 旗 制 度 的 崩 溃 ，大 批 旗 民 失 业 、破 产 ，沦 为 贫 

民 。关 于旗 民 因 贫 自缢 、饿 死 、贫 窘 不 堪 衣 食 无 

着 的 报 道 屡 见 于 报 端 。 

专 门救 济 旗 民 的 机 构 是 民 国 元 年 设 立 的 八 

旗 生计 处 。该 处 和各 旗 都 统 共 同 筹 措 八 旗 生 计 

问题 ，如 调查 无靠 的旗 民 ，为 救济 事 项 做 准 备_3 。 

还与 清 皇 室 总 长 商 议 将 抄 没 的 贪 赃 官 吏 的 财 务 

变卖 ，所 得资 金开 办八 旗 工 厂[3引。救 济旗 民 的钱 

款还 来 自于 清室 王公 大 臣 的捐 款 ，主要 用 于 设 立 

工艺 厂让 贫苦 旗 民人 厂 学 习 。然 而 ，八 旗 生 计 处 

的救 济 工作并 不 积极 ，这 引 起 了 旗 民长 久 以来 的 

不满 。1918 年 6 月 ，旗 民认 为 八 旗 生 计 处 “自民 

国元 年 以来 ，每 月 虚 弥 经 费 ，成 绩 毫 无 ”，并 纠 合 

同志 联名 上 书生 计 会 ，要 求 限期 答 复 。事 后 三 个 

月 ，没 有 得到答 复 的旗 民再 次 联 名呈 请 生 计 会 给 

予 日款 开销 的账 目和筹 备 生 计 的成 绩 [3引。但 八 

旗生 计 处 始 终 没 有 给 出答 复 。作 为 旗 民 仰 赖 的 

最重 要 的救 济 机 构 ，八 旗 生 计 处 不 司 其 职 ，无 疑 

加剧 了旗 民生活 的 困窘 。 

三 、民国 初 年 北 京 贫 民救 济 活 动 的 特 点 

通 过《晨 钟 报 》的 新 闻 报 道 可 以看 出 北 京 贫 

民救 济 有 以下特 点 ： 

( 一) 官 方和 民间救 济并举 互助 

辛亥 革命 之 前 ，“北京 的慈 善 救 济 事 业 很 差 ， 

它几 乎 全 部 是 由 个 人 或 者 民 间 组 织 主 持 进 行 

的 。”民国后几 乎 全 部 由政 府 接 管 ，大 部分 由京 师 

警察 厅 主 持 。步 军 统 领 衙 门、京 兆 尹 公 署 、八 旗 

生计筹 办 处 和教 育 部 设 立 的北 京 通 俗 教 育 研 究 

会 等 也是 重要 的官 方 救 济 机 构 。然 而 ，困于 中央 

财政 拮据 ，用 于 救 济 的 资 金有 限 。官 方救 济 之 前 

均 要按 户调 查贫 民 ，只 有 被 列 为 极 贫 和 次贫 的居 

民才能 得 到 政 府 的 救 济 金 和救 济 粮 。半 日学 校 

教 育也 因教 育部 财 力不 足 ，在 实 行后 不久 便 延 期 

开 办和 缩 减 规模 ，请 求 校 外 教 育 的 帮 助 。因 此 ， 

官 方劝 募 民间捐 款 助 济 、助 学 是 官 方 救 济得 以持 

久 延续 的必 要 手 段 。 民 间 的 施 救 主体 有 社 会 组 

织 、绅商 集 体 、慈 善 家 和 热 心 志 士 等 。为借 助 民 

间力量 广开 救济 之 途 ，官 方 不 限 制 民 间救 济 的项 

目，但必 须 呈 请 京 师 学 务 局 和 京 师 警 察 厅 批 准 。 

官 方规 范 了 民间救 济 机 构 的 开 办规 则 ，给 予其 正 

确 的指 导 ，也 要 在 私 办 的学 校 、工 厂 等 缺 乏 资 金 

时 给予 帮助 。官方 和 民间 的并 举 补 助 ，使 得 救 济 

能 够长期 延 续 。 民间 一 般 采 取 就 近救 济 的原 则 ， 

即士绅 、志 士 在 本 区 或 县 镇 筹 办 救 济 活 动 ，促 进 

了救 济力量 深入 到 偏 远 的 村 镇 ，一 定 程 度 上弥 补 

了官方 施救 的不 足 。 

( 二 ) 由传 统 的 收 养救 济 向教 养救 济过 渡 

传 统 的收 养 救 济 只能 让 贫 民维 持 最 低 的生 

活 水平 ，不 致 冻 饿 而 死 。但 会 使 贫 民依 赖 救 济 ， 

滋 生懒 惰 和 不 劳 而 获 的 心 理 。传 统 救 济 种 种 弊 

端 的显 现 、西方 以教 代 养 等 新 型 救 助 思 想 的传 人 

和实业 救 国思 潮 的 流行 使 政 府 和 社 会 各 界 转 向 

提 倡 以 传 授 知 识 和 技 能 为 主 的 长 效 救 助 模 式 。 

清 末 ，政府 已经 开 始 采 取 这 种 办 法 。 1906 年 ，清 

政 府设 立 了京 师 习艺 所 ，“工 场 收取 轻 罪 人 犯 ，并 

酌 收贫 民 ，使 作 工艺 。”[7]】 民 国后 ，官方 酌 情 在所 

设 立 的教养 局 、贫 养 院 等 收 养 机构 中设 工 厂 。而 

后 又在 四郊 和 周 围各 县 设 工 厂 、习 艺 所 ，专 门招 

收贫 民 ，为 其 提 供 简 单 易 学 的 手 工 工 艺 ，使 得 贫 

民很快 就能 熟 练 掌握 并 投 入 正 式 生 产 。 同时 ，民 

间具有 救 济性 质 的工 厂 纷 纷 开 办 ，尤 其 注 重招 收 

贫 苦妇 女 做 工 。让 贫 民 学 习 技 艺 是 将 社 会 负 担 

迅 速转 化 为社会 生 产 力 的 有 效 手段 ，对 于 重新 树 

立 贫 民生 活的信 心 和弥 补官 方救 济 的疏漏 有益 。 

( 三 ) 重视 教 育救 济 

民 国初 年 既 注 重 基 础 教 育 又 重 视 职 业 教 育 。 

官方 和 民 间将 这 两 种 教 育 方 式 结 合 起 来 运 用 于 

社 会教 育 ，救 济 贫 困儿 童 和 少 年 。贫 儿 很 难有 受 

教 育 的机会 ，他 们 或帮 助 父 母 劳 动 养 家 或 是无 人 

看 管 ，流为 盗贼 。因此 ，对 贫 困 的儿 童 、少 年进 行 

教 育 尤为重 要 。露 天学 校 和贫 儿 学校 主 要是 对 6 

到 15 岁 的贫 儿 进 行 小 学 初 等 教 育 ，培 养 基 本 道 

德 。艺 徒学 校 、工艺 学 校 和公 立 学 校 附 设 的 职业 

科 和传 习所 专 为 14 到 20 岁 的 贫 困 少 年 免 费 设 

· 1 0 5 · 



立 。教 育救 济 是 帮 助 贫 儿 摆 脱 贫 困命 运 的 重 要 

途 径 。贫儿 通 过 学 习知 识 和 技 能 提 高 自身 的 素 

质和 谋生 的 能力 。贫 儿 就 学 避 免 他 们 提 前 进 人 

社 会 ，这既 有 利 于 他 们 的身 心 健 康 ，也 有 利 于 减 

小 社 会 就 业 压 力 。 

( 四) 救 济 水 平和 质 量较 低 

民初北 京 的 贫 民救 济 处 在 传 统 救 济 方 式 向 

近代 救济 方 式 过 渡 的 阶段 。虽 然 官 方 和 民间 在 

采取 各种 方式 救助 贫 民 ，但 救 济 的水 平 和质 量 较 

低 。首先 ，“教 养 ”的救 济 方 式仍 不 够 普 遍 。 民初 

北京 所开 办 的救 济 机 构 在 数 量 上 呈 现 较 大 的救 

济力 度①，但 “无 教 者 盖 居 其半 ”L3 。这 说 明还 有 

大量 收入 厂 院 的贫 民 未 能 得 到 知 识 和 技 能 的学 

习 。要在 其余 一半 的救 济 厂 院实 现 “有 教 ”，显 然 

还需 更 长 的 时 间 和 更 多 的 财 力 支 持 来 完 成 。其 

次 ，官 方救 济 工 作 效 率低 和 无 成 绩 的 问题 。1916 

年 ，京 师警 察厅 特 饬 卫 生处 在 内外 左 右 四 路选 择 

地址 筹 办贫 民养 病 所 。然 而 两 个 月后 ，只 有外 右 

路 的地址 确 定 下 来 _3 。这 样 的工 作 效 率 不 禁 让 

人 怀疑很 多 官 方救 济 的项 目会 在 拖 延 中不 了 了 

之 。八 旗生计 会成 立 6 年 ，每 月虚 靡经 费 ，成绩 毫 

无 。面对 八 旗 贫 民 的 集 体 质 问 ，生 计 会 拖 延 数 

月 ，始 终 没有 给 出答 复 。本 应 作 为 贫 民仰 赖 的最 

可靠 的救济 机 构 ，却 毫 无 工 作 成 绩 又 不 肯 改 正 ， 

这 显然 违背 了救 济 贫 民的 目的 。最 后 ，对 贫 妇 的 

救 济力 度仍 然薄 弱 。1915 年 的冬 季 ，在 京 师 警 察 

厅 管辖 的 粥 厂 有 超 过 100 万 人 次 的 贫 民前 去 领 

粥 ，其 中幼 孩 占 44．O6 ，女性 占 43．72 口 。可 

见 ，女 性和幼 孩需 要社 会 下 大力 度救 助 。但 是 ，民 

初 京师警察厅 辖属 的教养 局 、游 民习艺所和贫 儿半 

日学校等救 助 机构却 明确规 定 只收 男性 。京 师贫 

民教养 院男 女 贫 民 均 收养 ，但 男 性 人 数是 女性 的 

4— 5 倍 。可 见 ，官 方 对 贫 妇 救 助 力 度 很 薄 弱 。 

屡屡 出现在 报纸 中关 于设立贫女学 校 、招收贫 民妇 

女人工 厂 、习艺所 学艺 做 工 的新 闻 ，从 另一 个 角度 

说明 了大量 的贫妇需 要救济 。 

四 、民国 初 年 北 京 贫 民救 济 的启 示 

民国初 年 北 京 动 荡 的 政 局 和 拮 据 的 财 政 无 

法 为救 济 提 供 持 久 有 力 的 政 策 和物 质 保 障 。在 

北京 不依 赖 赈 济 不 足 以 维 持 最 低 生 活 的 贫 困 家 

庭 占全 市家庭 的 26 ，仅 能 维持 每 日生 活 的 家庭 

占全市 家庭 的 47．34 [4 。尽管 以京 师警察 厅 为 

代 表 的官方 部 门在 竭 力救 济 贫 民 ，但 是 由于 资 金 

缺 乏 ，贫 民无 法 都 得 到 救 济 ，因 此 贫 民 饿 死 、冻 

死 、自杀 的悲 剧 屡屡 发生 。近代 自然 灾 害 和 兵 祸 

不 断 ，各 地 灾 民涌 入 北 京 ，政 府 为 不 使 灾 民 流 离 

失 所 ，尽 力妥 善 安 置 灾 民 。这无 疑加 大 了北 京 救 

济 贫 民的难 度 ，以致 京 师 警察 厅 不 得 不 取 缔 灾 民 

来 京 ，另 请 资 金 遣 送 灾 民返 回原 籍 。可 见 ，政 

府 有力 的财 政支 持 才 能保 证 救 济 工 作 持久 、全 面 

地 进 行 。 而 国家 统 一 安 定 ，经 济 繁 荣 发 展 才 能 增 

加 财 政 收 人 。 

官 方 和 民 间 大 力 开 办 学 校 为 贫 儿 提 供 学 习 

基 础知 识 和实业 技 能 的 机会 ，但 是贫 儿 相 对 于 工 

厂商店 里 的 学 徒 在 就业 上 处 于 劣 势 。解 决 这 

一 问题 ，除 大 力 发 展 经 济 ，提 供 更 多 的就 业 机 会 

之 外 ，就 是 要 根 据 社 会 需 求 来 调 整 对 贫 儿 的 职 业 

教育救 济 ，使 贫 儿 真 正 能 够 学 有 所 长 ，为 社 会 所 

用 ，摆 脱贫 困的命 运 。 

民初 济贫 活动 中 ，民 间力 量 发 挥 了相 当重 要 

的作 用 。社 会 组 织 关 注 不 同 的 贫 民群 体 。如 北 

京社会 实 进会在 夏 令 假 期 之 际 ，设 立 3 处 露 天 学 

校 ，供 贫寒 子弟 学 习。 又如 妇 女 慈 善会 致 力 于 救 

助广 大痛 苦挣 扎 的妇 女 。绅 商 、慈 善 家 和热 心 志 

士纷 纷 捐 资 兴 学 、建 厂 、施 医 。 民 间力 量 在 筹 措 

资金 和减 轻 官 方 救 济 压 力 方 面 有 重 要 作 用 。 因 

此 ，救济贫 民 、赈济 灾 民等 方 面 ，政 府 应 重视 和鼓 

励 民 间 救 助 。 

另外 ，新 闻 媒 介 在 民 初 济 贫 活 动 中 发 挥 督 

查 、反馈 民情 和 宣传 、鼓励 救 济 活 动 的作 用 。《晨 

钟 报 》如 实 地 报 道 贫 民的 困窘 境 地 和 不 幸 遭 遇 ， 

是 对贫 民走 投 无 路 的痛 心 和 对 政 府 施 救 能 力 的 

质 问 。它还 宣传 官方 和 民 间 的救 济 活 动 ，及 时 发 

布 学 校 招 生 、工 厂 招 工 、施 粥 舍 衣 地 点 、施 医 院 开 

诊 时 间等救 济信 息 。通 过信 息 的发 布 和传 递 ，一 

则 使 更 多 的 贫 民 受 惠 ，二 则 起 到 安 抚 贫 民 和 为 贫 

民树立 生 活希望 的作 用 。此 外 ，《晨 钟 报 》对 于 民 

间救 助 的热 心 人 士 给 予 很 高 的 赞 扬 。即使 是 普 

通 市 民 ，《晨 钟 报 》也 称 其 为“慈 善 家”，认 为 其 行 

为“可 以风 矣 ”。这 既是 对 民 间 助 贫 的赞 扬 和 感 

谢 ，也 是鼓 励 和倡 导 更 多 善 心人 士 慷 慨 解 囊 。 因 

此 ，新 闻媒 介 是 官 方 和 民 间 救 济 活 动 的 宣 传 者 ， 

① 民 国 初 ，计 有 内城 官立 贫 民教 养 院 、游 民 习艺 所 、博 济 工 厂 、外 城 教 养 局 、教 养 --- N 、首 善 贫 民教 养 院 、外 城 收 养 贫 民 所 以及 资 善 

堂 、公善养济院 、兴善养济院、利 济养济 院、育善教养工厂 、普善教养I U 、商水会教养工 厂、崇善女养济 院、普慈女 工厂、褂 甲屯成 善教养 

局 、龙 泉 寺 孤 儿 院 、北 京 贫 儿 院 等 。 ( 吴廷 燮等 纂 ：《北 京 市 志 稿 》( 民政 志 ) ，北 京 ；燕 山 出版 社 ，1998 年 ，第 15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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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 贫 民生 活状 况 的反 馈 者 ，重 视 新 闻媒 介 在 济 

贫 活动 中的作用 将 有 利 于 扩 大 受 惠人 群 ，亦 有 利 

于济 贫 活动 及 时调整 和 改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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