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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女性的赈灾实践及角色变迁

晚清赈灾事业中的女性传统角色

光绪初年，以丁戊奇荒为契机，大规

模的义赈活动在民间社会兴起并迅猛发

展。晚清义赈无论在机构组织、募捐方

式、运作程序等方面都突破了以往自发

而分散的色彩，带有明显的近代化色彩。

然而，从性别角度来看，与主导义赈活动

的男性相比，女性在很长时间内仍然只

是以个别、零散的状态参与期间。比如，

1889 年，顺直发生大水灾，在江南义赈
人士发起的赈济活动中，上海一位叫陆

昭容的女性及其女儿屡次助赈，每月朔

望都将所捐银洋送至向上海丝业会馆筹

赈公所。另外，陈五婆向上海虹口宝顺里

元济善堂寄去施粥洋一百元。徐门龚氏

适逢四旬寿诞，也移赈洋十五元。从赈灾

手段来看，与男子远赴灾区、施医散赈、

宣传劝赈等相比，传统女性助赈仍然局

限于赈捐银两衣物等范畴，模式相对单

一，社会影响也十分微弱。

从助赈的传统女性的身份来看，为

人母、为人妻及为人女者占据了绝大多

数。也就是说，在传统女性社会职业单一

的背景下，绝大多数的女性以其所扮演

的家庭角色在民间义赈中留下她们的印

迹。相关记载在晚清各类救荒史料中几

乎俯拾皆是。比如“普陀山女弟子朱莲明

为母资冥福，助赈洋一百元，为夫资冥

福，助洋五十元”；“瑞安善女孙林氏祈保

令郎德桢嗽止热退音复，体健寿长”，助

洋一百元；汉口贞女王氏年四十未嫁，孝

事老母。1909年，湖北水灾，该女将平日
储蓄银一千两，送交商会，以助赈需。

从阶层来看，参与传统赈济活动的

多为有一定经济力量的上层社会妇女，

当然也包括个别的下层社会女性。例如，

光绪初年华北大旱灾中，上海“有佣妇朱

冯氏交来洋一元，附有同情灾民之信一

封，言充作江浙赈款，令人敬重焉！”

对于女性的慈善行为，历代从政府到

民间都予以了积极的肯定和支持。尤其某

些特殊身份的女性，如命妇、贞女，或捐资

数额巨大、赈济事迹突出者，往往还可以得

到清各级政府的旌表。如 1878年，直隶灾
霨歉，湖北巡抚潘 之母陶氏捐助赈银二千

两，朝廷因其“尚属乐善好施”予以旌表。

1880年，通政使刘锦棠之祖母刘陈氏捐养
赡银三千两解助山西耕种荒地之资，经山

西巡抚曾国荃奏准，清廷赏其匾额一方，以

示嘉奖。1889年，大学士张之万遵照故父
母遗命，捐银千两以助畿辅赈需，清廷因此

恩准为其母、一品命妇张孟氏建坊，“给予

乐善好施”字样。同年，安徽舒城县贞女孙

明义也因其助赈义举被奏旌表。

清末民初女性赈灾角色的变迁

清末民初，伴随着女学的勃兴，女性

谋求社会独立、渴望性别平等的思潮逐

渐兴起，以及传统赈灾事业的近代化，女

性在赈灾活动

中的角色、规

模、手段等都

发生了较大的

变化。

1890 年，
前述安徽孙明

义因目睹山东灾情严重，至有“饥民相

食”之事，又闻浙江水灾亦广，发起创办

闺阁赈捐局。该组织在北京、上海、河南、

安徽设立四处总局，另在其他省份设立

分局十余处，邀请“诸命妇贤媛共发婆

心，同殷利济”。闺阁赈捐局还制定详细

章程，四处总局皆由官宦人家的女眷担

任。列名支持的官宦女眷达八十多人。闺

阁赈捐局当属近代女性自发组织的较早

的赈灾团体。它的成立体现了女性的赈

灾行动已经走出了以往个别、分散的模

式，而向群体、聚合的方向发展。继此之

后，由女性所发起的规模不一的义赈组

织陆续出现。

在近代女性组织的救济团体中，影

响最大的当推中国首个具有红十字会性

质的妇女团体———中国妇人会。1906
年，京师女学卫生医院院长邱彬忻女士

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国妇人会”，“效期于

二百兆之妇女社会中，各尽义务”，“将来

成立以后，力谋女界昌达，共结团体，以

互相扶助，互相关切，热心爱国，勉副其

国民一分子之责任”。该会在北京设北京

总会，上海设立南洋分会，统管东南诸

省，在天津设立北洋分会，统管西北诸

省，此外还在日本设立东瀛分会，以期在

海外华人中形成影响。1907年，中国妇
人会会员已有 300多人。该会积极发动
女界救助美国旧金山地震中的华侨，并

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合作开展战争救

助，中国妇人会因此也被称为中国妇人

红十字会。

民国建立前后，女性赈灾团体和组

织更是大量出现。仅以上海和北京为例。

1911年，上海中西女子医学堂校长张竹
君发起成立了中国赤十字会，许多女学

生、女医师参与其间，开赴四川、湖北展

开战争救助。在日本留学的苏淑贞、唐群

英等八位女性也组织了女子红十字会，

回国后与中国赤十字会汇合。上海女界

义赈会也是这一时期非常活跃的义赈团

体。1918年，湖南发生严重水灾，上海女
界义赈会积极支援赈灾活动，经过其“散

赈，恐慌稍减”。1921年，北方各省大旱，
陕西又遭地震。在是年 3月召开的联合
急募赈救会上，上海女界义赈会即认捐

30万银元。在北京，张、徐等八位女士发
起妇孺防护会，联名陈请由资政院恩赏

银米办理赈济。中国妇人会北洋分会总

会长英淑仲等创设中国妇女会，该会也

是当时北京一个募捐赈济非常活跃的女

子团体。1913年，北京女界中国红十字
会分会也正式成立。

总体来看，这些规模不一的女性赈

灾团体与全国其他的慈善组织互相呼

应，展现了近代民间义赈的日渐繁盛和

壮大，更体现了女性对社会事务参与热

情的飞涨和能力的提高。

20世纪初年，伴随着女学的勃兴，
女学生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群体开始在

社会舞台上展现光芒。在近代赈灾事业

中，女学生自然亦作为极为活跃的要素，

发挥着重大的作用。1906年底，上海女
子中西医学堂学生有感淮徐海各属水灾

颇重，贫家女子非冻馁而死，即被人掠卖

他乡，在张园为之举行义演，男女来宾约

有千人，他们因女学生“不惜牺牲名誉，

赈救同胞”，所以“捐输颇为踊跃”，“争以

银券、洋块遥掷之”。1911年，因江皖发
生严重水灾，杭州西湖蚕桑学堂将全校

学生赈款由经华洋义赈会转解灾区。5
月 15日，上海两等女学堂举行助赈江皖
水灾运动会，来宾参观者千余人，由该校

职员分散灾簿，痛陈灾区惨状，闻者动

容，慨然捐赈。

除了女学生之外，参与义赈的女性还

有女艺术家、女医士、女画家等。如 1911
年 5月，男女艺术家二十多人连续在上海
举行三次演奏会，所得看资悉数助赈。是

年，因东三省鼠疫蔓延，上海的一些女医

生除在医院医治病患外，还配合政府在疫

气发生地逐日挨户检查，积极参加了本地

的防疫检疫事宜。上海医院的女医士张竹

君还率领同事赴上海县待质、自新二所对

染病押犯进行救治，展现了女医士救死扶

伤的良好职业素养。另外，许多女画家也

将作品通过义赈组织进行义卖。1890年，
上海自称浣云楼主的女画家即以绘事助

赈，在《申报》登载润格费用，所得全由同

德堂药铺转给灾区。

还应提到的是，妓女作为一个特殊

的社会群体也多次积极地加入到义赈中

来。她们或者演剧助赈，或者集体捐银捐

物。时人对其赈灾行为始则不屑，怀疑这

不过是其“以卖淫之技为敛钱之举”的伎

俩，继而逐渐转向肯定甚至赞赏：“今区

区女伶，急公好义，救灾恤邻”，其乐善好

施之“盛意固不可淹没也”。有人进而认

为，妓女对社会事务的积极参与，也有助

于国人智识之开通，道德之进化：“既有

明白事理之女伶，又安得不提倡之，扶助

之，使之日浚其智识，而渐进于道德焉”。

在社会各界女性对赈济事业的积极

支持中，一些具备近代爱国意识和先进救

国理念的杰出女性更是做出了非凡的贡

献。比如与秋瑾并称为“南秋北刘”的河南

女慈善家刘青霞，以孀妇之身创办女学，

兴资办厂，资助女子办报，1918年，她出

资 5万元开办了“贫民工厂”，1922年，又
为开封难民收容所捐洋 3000元。刘青霞
以匡救国难、投身公益作为自己终身职

志。1908年，清政府为嘉奖其义行，以其
一品命妇身份赐其“乐善好施”匾额。1913
年，孙中山亲自题写“巾帼英雄第”匾额相

赠，对其救国图强志向予以高度赞许。再

如，近代新女性的重要代表人物张竹君一

生以振兴女权为己任，她致力开办女学，

培养女性医护人员，创办了上海最早的女

子中西医学堂，在近代赈灾活动中，张竹

君更是身体力行，凭借自己精湛的医术救

治伤患，同时多次深入灾区，筹款募捐。

1911年，有感“上天降灾，中原多故”，作
为上海女子医学堂校长的张竹君率全校

女学生 28人发起成立中国赤十字会，发
挥医者救死扶伤之天职，赴战地治疗受伤

军士，其他学校女生风从者争先恐后，首

批出发的女会员 54人，几占全部会员之
一半。民国成立后，张竹君更是投身义赈：

1913年，上海白喉流行，张竹君四处募
款，开设时疫医院，治愈大批患者。1917
年，她创建健华颐疾园，施诊给药。1919
年，山东饥荒，又奔赴灾区主持赈济工作。

1926年，上海霍乱流行，健华颐疾园改为
临时沪西时疫医院，收治患者数百人。张

竹君在近代赈灾事业中的实践反映了新

兴职业女性的风采，无怪有人评论：“凡言

清季之女志士，不能不推广东女医士张竹

君为首屈一指。”

清末民初，民间义赈的手段日益呈

多样化发展。诸如移助糜费、义演、义卖

等成为新的筹捐方式，拓宽了民间义赈

经费的募集渠道，而在这些新兴的赈灾

形式中，无一没有女性的积极参与。这些

从前面的论述已可窥见一斑。再如，以义

演而论，1911年 6月初，中西女塾全体四
十多名女士参加了中国青年会发起的助

赈江皖音乐会义演，演出来宾极多，几无

虚席，在毫无开资的情况下捐得千余元。

以义卖而论，1907年，北京琉璃窑开办
女学慈善会。为求赈款，许多女学生制作

手工物品进城发卖，并在那里唱歌跳舞，

以示宣传。除此之外，许多接受了新思想

的女性还身体力行，运用各种方式为灾

区筹款。1907年，北京中国妇人会会员
英淑仲为江北大水灾印了几万张附有难

民图的启事到处散发。在北京福寿堂为

江北大水灾演出义务戏时，一名叫葆淑

舫的京官夫人登台演说，痛切陈述，讲到

伤心处，更是声泪俱下，听者为之动容。

清末民初女性办赈的缺憾

在整个社会由传统迈入近代的时

候，清末民初女性的赈灾实践及角色变

迁鲜明地反映了女性已经逐渐走出传统

“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的社会角色，在社

会历史舞台上开始展现出自己的风采，

但是在传统势力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情

况下，这一时期的女性救灾实践不能不

留下诸多缺憾。首先，社会守旧势力对女

子助赈设置了诸多障碍。其次，与男性相

比，参与赈济的女性人数尚少，而且主要

局限于上层社会女性。再次，女子办赈能

力尚待提高。由此看来，女性要想在近代

赈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女性要想

进一步和男性分享对社会事务的参与，

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渊据叶妇女研究论丛曳冤

清末民初袁伴随着女学的勃兴袁女性谋求社会独立尧
渴望性别平等的思潮逐渐兴起袁以及传统赈灾事

业的近代化袁女性在赈灾活动中的角色尧规模尧手段尧观念
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遥女界的赈灾实践为民初女性参政
热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袁也成为近代民间义赈发展壮大的
一个重要标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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