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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价值构建与逻辑表达

宋 朝 丽

摘　 要：慈善是社会文明和谐的重要标志，能够起到传递社会正能量、调节社会资源的积极作用。 中国近代慈善义

演研究，在助力于探索中国近代慈善转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近代社会的慈善义演可以作为价值构建，勾
勒出中国近代社会的慈善观、慈善伦理、慈善表达方式，以及慈善义演的社会功能、动员机制，梳理出中国慈善史的

发展脉络和逻辑表达，为当代慈善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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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积贫积弱、灾难频发而政府乏力的近代中国，
慈善在救济民众、缓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其中慈善义演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 通过中国

近代慈善义演研究，不仅能够将中国慈善史研究向

更纵深领域推进，也能拓展社会文化史和城市史的

研究范畴。 对近代慈善义演的研究，从“慈善内史”
角度进行研究很有必要，但从“慈善外史”角度研究

更有价值。①研究近代慈善义演的社会功能、群体心

理及背后的慈善伦理、慈善义演与社会经济文化的

关系，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价值形塑：中国现代慈善观念的形成与塑造

慈善价值观是慈善行为发生的基础，不同社会

发展阶段会形成不同的慈善价值观，分析中国近现

代慈善义演的思想蕴含，有助于发现中国慈善事业

的演进脉络和发展规律。 近代中国慈善义演发端于

晚清，民国时达到繁荣，其最大特点是慈善主体的民

间性和慈善目标的社会性。 通过慈善义演研究，可
以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人慈善心理的文化衍变。

近代慈善义演有三个关键性事件，可以看作是

中国现代慈善义演价值观形成的标志。 第一个事件

是 １８７６—１８７９ 年间的“丁戊奇荒”，慈善义演以义

赈的形式在当时的中国首次出现。 上海鹤鸣戏园在

《申报》 发出声明，承诺 “所得余银愿为山东赈

款”②。 此后演戏筹赈风气在上海逐渐形成。 时人

认为演戏助赈使得“乐善好施者，借此既可娱目赏

心”，又可“广积阴功”。③此时，国人的慈善行为以

赈灾为主，但媒体对其精神价值进行了提升，包含了

提振中国精神和国民意识等更高层面的意义。④

第二个事件是京津地区的“惠兴殉学”。 清末

新政时期，惠兴女士在杭州兴办女学， 因借贷无果

而服毒自尽，并留下遗书以唤醒世人对女学的重视。
《北京女报》主笔张展云和梨园界名人田际云成立

民间组织妇女匡学会⑤，以惠兴的事迹排演新戏《惠
兴女士传》，在湖广会馆演出，以演出所得资金邮寄

给贞文女学堂。 “自惠兴一死，北京女学逐渐发

达”，“提倡女学风气大开”。⑥京津地区义务戏演出

筹款的目的主要是助学⑦，标志着慈善义演取得新

的进步。 传统慈善的目的以养济为主，包括养老、育
婴、施医、施药、赈灾等，救急不救穷，是消极的慈善，
而兴办学校尤其是女学，则意味着慈善方式的变化，
慈善救助开始关注提高民众的教育、文明程度和健

康水平，拓宽了慈善事业的救助范围。
第三个事件是 １９０６—１９０７ 年的 “ 徐海水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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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大水灾中，上海、北京首次为救灾筹款联合起

来。 与之前义演主要集中于戏园、参与群体主要是

戏曲界艺人不同，此次义演涉及的范围和地域逐渐

扩大，学生、商人、戏曲界及票友团体均展开广泛的

募捐义演活动。⑧从慈善价值观角度来看，慈善义演

冲破地域和行业范围，救助全国范围内素不相识的

民众，不再局限于熟人之间的互帮互助，说明现代慈

善观念逐步形成，民众国民意识初步觉醒。
国人慈善价值观的重要转变是在抗战时期。 九

一八事变之后，全国各地开展支援抗战的筹款运动。
劳军义演、抗日义演、筹款义演在全国各地纷纷举

行，演艺形式包括举办义务戏、音乐会、话剧、游艺

会、电影义映等，举办单位包括政府、学校、戏园等。
所筹善款多用于购买战争物资、慰劳前方将士。 如

为援助 １９３６ 年的“绥远抗战”，南开大学校友呼吁：
“我们援助的办法，最好的当然是捐款了。”“南开校

友们当然要尽一份国民的天职。”⑨从当时各种报道

可以看出，在民族危亡时刻，国人的慈善价值观发生

了根本性转变，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被充分激

发，义演从“慈善救助”快速转向“民族公益”的大方

向，彰显出参与者的民族大义和责任担当精神。⑩

郭常英教授、岳鹏星博士新著《中国近代慈善

义演研究》中也提出中国近代是现代慈善义演的形

成期，国人的慈善价值观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很大变

化。 这一结论对慈善义演研究提供了学术意义上的

引导。 近年来慈善义演研究虽然成果颇丰，但系统

地对慈善价值观的变化进行梳理的研究尚属空缺，
晚清和民国时期是中国民众慈善价值观从传统到现

代过渡的关键时期，对慈善价值观的研究能够厘清

中国民众慈善心理微妙的演变历程。 中国传统的慈

善价值观以救济灾难、扶助弱小为主，体现了“恻隐

之心”的民众心理和“天下大同”的社会愿望。 晚清

以来，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大慈善”观逐渐树立，这
种慈善观更加重视慈善的公益属性，注重慈善在造

福社会、塑造民族爱国精神方面的作用，形成了中国

现代特有的慈善价值观，即日常慈善源自仁爱恻隐

之心，多表现为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甚至学缘的互

帮互助，而一旦发生洪水地震等重大灾情或者国家

面临外来危机，人们心底的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怀很

容易被激发，具有强烈的集体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
对近代慈善义演在价值观形塑方面的研究进行

归纳总结，可以更清楚慈善义演的价值形成过程。

同样，也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到慈善的价值并不在

于捐了多少钱，而在于对和谐美好社会的追求和友

爱互助精神的传播。 人们从事慈善的功利心在减

少，不再是积德行善以求来世回报，而是帮助他人、
快乐自己。

二、慈善伦理：寓善于乐与寓教于演的联结

慈善义演的核心在于行善，如何正确行善，则
涉及慈善伦理问题。 慈善伦理“既规定着慈善如何

向我们走来，也规范着我们如何进行慈善”。 受中

国传统慈善思想的影响，近代中国的慈善伦理体现

为“寓善于乐”和“寓教于演”的良性互动，共同促

进了近代慈善义演事业的发展繁荣。
“寓善于乐”是慈善组织方通过举办义务戏、游

艺会、电影等，在满足人们精神娱乐需求的同时筹款

募捐，达到慈善救助的目的。 这种方式受到当时民

众的高度认可，如 １８８５ 年 １１ 月，华商颜永京、吴虹

玉在上海用幻灯机自演影戏助赈，时人评价此次义

演“于赏玩之中寓赈恤之意”。 到 １９０７ 年“江皖

水灾”时，慈善义演已经融会了多种艺术门类，演变

出多种演艺形式，观众“既可遣其雅兴，复得遂其善

心”。 “寓善于乐”在当时慈善氛围没有普遍形成

的情况下，是吸引民众参与慈善的有效方式，也体现

了慈善公平自愿的伦理观念。 自愿原则是慈善的首

要伦理原则，慈善行为的发生首先建立在对施善主

体的尊重上，不能忽视施善者的心理需求和主观意

愿，那种以价值强加、道德绑架等方式强迫他人捐赠

的行为是不符合慈善伦理的。
“寓教于演”是在慈善义演中，通过内容设计激

发民众的悲悯之心和爱国主义情怀。 灾情戏是慈善

义演的主题，通过“灾荒与苦难”的渲染，催发民众

慈善意识和慈善情怀，形成慈善氛围。 在全面抗战

时期，慈善义演“寓教于演”的特征表现更为突出，
如 １９３８ 年重庆话剧界编制《逃难到四川》 《自强》
《女英锄奸》等话剧，对动员民众奋起抗日和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夏衍新剧《一年

间》，也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战士气。 “寓教于

演”形式使得慈善义演起到引导社会正能量、弘扬

社会新风尚的作用。 对这一特点的总结归纳，也是

慈善义演研究价值的体现。
当然，近代慈善义演还有很多不符合伦理规范

的地方。 如《中国慈善义演研究》中探讨了近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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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青帮以举办慈善义演作为漂白其罪行、树立其形

象的工具等事例。 这些弊端给中国慈善事业带来警

示：一是要避免慈善工具化，避免慈善沦为某些个人

或企业谋取利益、形象和声望的工具；二是要避免把

慈善商品化；三是要避免强势慈善、暴力慈善。 这些

弊端都不利于从内到外地激发民众的慈善心，不利

于慈善事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场域”效应：时尚引领与文化风尚的形成

义演作为慈善的传播方式，在清末和民国时期

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时风气之先，在于用当时民众最

能够接受的、最新潮的宣传方式，满足了民众的文化

需求，在全社会引领时尚，形成慈善文化的“场域”
效应。 正如《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指出的：“民
众对义演娱乐的追求，是人们对文化生活有需求的

表现。”“观众购票观演，表明愿意接受组织者的筹

款诉求和方式，这是该时期慈善义演发展和繁荣的

重要因素。”

慈善游艺会主要包括文艺演出、猜灯谜、舞会

等，由于举办门槛较低，又是当时社会较为流行的社

交方式，迅速成为慈善义演的主流方式。 慈善音乐

会是民国时期出现的新事物，受到社会民众和学生

群体的普遍欢迎，影戏也颇受市民喜爱，“种种新奇

迥非昔比，座上诸客无不击节称赏”。 慈善杂技、
体育义赛、音乐义赛等也都受到民众的追捧。

近代慈善义演的这种“场域”效应，说明慈善义

演要形成长久的生命力，需注重形式创新，用普通民

众最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慈善。 民国时期之所以能

够形成“东也闹着演剧筹款，西也嚷着募捐演剧，这
个声浪和空气，几充满了内地”的社会文化现象，
正是因为慈善事业的旧有模式被打破，出现了“慈
善义演”这一新型慈善表达方式。

四、功能整合：慈善义演的内在效用和外延影响

近代慈善义演是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产

物，需要对其社会价值从内在效用和外延影响方

面进行分析。 郭常英教授认为，近代慈善义演的内

在效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成了慈善方式的多

样化。 慈善义演一方面扩大了慈善事业的经费来

源，一方面加强了社会群体、艺人团体、政府机构和

普通民众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各阶层之间的流动与

沟通。 二是形塑了社会“娱善文化”。 “寓善于乐”

是慈善义演的显著标志，通过娱乐助赈的方式，吸引

广大民众参与慈善活动，在当时社会整体经济水平

不高、民众慈善意识不强的情况下，这是最合适的慈

善方式。 如 １９２１ 年江苏水灾义赈中，“其入场券每

张收资大洋一元，借为助赈之用。 想善男信女，必能

各解义囊，借娱乐之机会，行救灾之宏愿也”。 在

慈善义演中，各地同乡会、社会名流、政界人物及其

家眷往往是组织者，艺界名角、电影明星、学校师生

是表演者和推动者，购买义演票券的广大社会群体

则是义演的捐助者和支撑者，政府机构则扮演规则

制定者的角色。 通过慈善义演，将政府、社会名流、
艺界、学界、广大民众等并无交集的不同群体组织在

一起，对培育民众的慈善意识，营造全社会慈善风尚

起着重要促进作用。
近代慈善义演的外延影响体现在弥补国家社会

救助短板和促进民族认同两个方面。 首先，慈善义

演有效地发挥了安抚社会弱势群体、救助普通民众、
抚平战争创伤和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 其次，慈善

义演培育了社群认同和民族认同。 在慈善义演中，
不同的社会群体出于社会救助的需要参与慈善活

动，在彼此合作中逐渐形成价值认同，有助于改善社

会各阶层的关系。 如社会阶层较低的戏曲界，由于

在慈善义演中表现出色，受到社会民众的一致赞许，
提升了社会地位。 而在国家遭遇外敌入侵时，慈善

义演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观念通过艺术的形式向

社会民众传播，起到了凝聚民族力量、塑造民族精神

的作用。 可以说，慈善义演在当时培育和塑造了民

众的爱国意识，增加了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
近代慈善义演承担起了时代和民族发展的社会

责任，跳出了救灾救难的“小慈善”圈子，将慈善义

演作为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形成了“大慈善”的氛

围。 对于这一规律的研究和总结，能够使慈善事业

在中国民众认知中的价值度得到提升，也将慈善义

演研究升华到了国家文化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的新高

度，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五、慈善动力：慈善社会动员机制的构建

晚清和民国时期，社会力量在近代慈善中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２０ 世纪初，中国各类新型民

间社团纷纷兴起，有如下几个类别：一是商会、商团、
同业公会； 二是民间慈善团体；三是同乡会组

织；四是各类学校及校内社团，以较大城市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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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及部分教会学校为主；五是各类艺人社团，如戏

剧班社、票友票社、体育社团、新式艺人团体等；六是

其他民间团体，如各种妇女社团、青年社团、教会组

织、媒体等团体机构。 在这些社会团体的推动下，慈
善义演将演艺界、绅商、学界、医院、社会精英等纷纷

纳入慈善行列，在全社会形成了慈善合力。 若将义

演的表演者、捐助者等非政府人员也视为广义的社

会力量，那么晚清和民国时期通过慈善义演已经形

成了较为完善的社会网络。 《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

究》对这一时期慈善民间社团的梳理，明晰了近代

慈善义演的整体脉络，加深了学界对近代慈善义演

的认识：社会力量是近代慈善义演产生、发展和嬗变

的主要推动力，无论是慈善义演的活动组织，还是慈

善思想的宣传，社会力量都起着关键性作用。 慈善

事业的发展，不能忽视对社会力量慈善意识的培育。
近代慈善义演的作用机制在于调动了社会各阶

层的积极性，让社会各阶层民众找到在社会网络中

的身份认同感、成就实现感和社会责任感。 在慈善

义演中，社会精英的形象得以塑造，行业组织的互助

功能得以彰显，艺人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学生的家

国情感得以彰显，民众的积善行德观念得以实现，才
有了社会慈善氛围的整体提升。 这一研究结论充分

说明，慈善事业的根基在民众，让民众有机会有渠道

参与到慈善事业中，并获得认同感和成就感，是慈善

事业发展繁荣的关键。

六、结语

将慈善义演作为社会力量参与慈善事业的载

体，从城市发展史和社会文化角度进行研究，具有开

拓性的重要价值。 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多注重慈善义

演所体现的思想，并未将慈善义演作为思想的载体，
从而观察慈善义演在思想传播中所起的作用，慈善

史研究则缺乏针对慈善义演的专题性系统探究。 将

慈善义演研究与城市发展历程、文化娱乐形态、社会

文明进程等结合起来，能够拓宽研究思路，挖掘更多

新议题，带来更深层次的启迪，突破现有慈善史研究

的瓶颈，实现新的学术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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