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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五年前，王娟同志准备以“近代北京的慈善事业”作为自己一个时期研究的专题，前来征求我的
意见，我深表赞同。
原因有二：一是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全社会对慈善事业作用和意义的
认识有了极大的提高，我国慈善事业的春天正在到来；二是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慈心为人、善举济世的
优良传统，实事求是地回顾和总结我国慈善事业的历史，将会对今天促进社会慈善观念和慈善意识的
增强、实现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慈善事业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崇高事业。
它不仅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因遭受各种难以避免的天灾人祸而出现的困难人群提供种种物质
和精神的援助，更重要的在于通过各种慈善活动，大力弘扬我们民族固有的乐善好施、济困扶危、热
心公益、关爱他人的传统美德。
这些崇高品德，正是一个文明、健康、理性、和谐的社会所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正因为这样，科学发展观把加快发展慈善事业作为一个有机的内容。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增强全社会的慈善意识，逐步建立社会保险、社会
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在2008年12月5日举行的中华慈善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号召大家要“高度重视慈善事业”，“进一步发
扬人道主义精神，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热情参与慈善活动，向需要帮助的人们献出更多的关爱”，
“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为发展我国的慈善事业，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做出更
大贡献。
”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王娟同志经过几年锲而不舍的顽强努力，终于完成了学术论著《近代
北京慈善事业研究》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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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稿立足于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以近代北京地区的慈善事业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了近代社会变迁
对北京地区慈善事业的重要影响，全面考察慈善思想、慈善事业的主体力量与救助对象、救济的手段
与内容、慈善组织及其管理等方式的演变，探讨了中国传统慈善活动在近代的发展趋势和基本特征，
总结了近代慈善事业的利弊得失极其在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客观作用域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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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我们把所有广泛存在的救助活动姑且统称之为古代社会保障，那么从内容来看，可以说古代
社会保障的主体部分是制度化的国家荒政，它着重应对突发的灾荒与饥馑，也包括围绕灾荒所开展的
善后与预防性的救济活动；作为对荒政的补充与辅助，也对社会贫弱群体进行一些非制度性的日常救
助。
若从救助的行为主体而言，不管是应对突发灾害、还是实施日常救助，都不外乎以下三种基本形式，
即官办、民办、官民合作。
而实际上，三种救助方式通常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
因为从思想层面来讲，在我国古代社会，政府与民间社会的根本救助目标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通过实
施“善政”或从事“善举”，来最终实现维护阶级利益或巩固群体利益的实际意图。
　　在以上的认识基础上，鉴于北京地区的特殊性，本书所选取的慈善概念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所论
述的“慈善事业”包括民间与政府两大行为主体所开展的非制度性救助活动，从具体操作来看，分为
民间慈善、官办慈善、官民合办三种。
这是由北京地区长期的都门“身份”所决定的：处于封建中央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儒家仁政意识浓
厚，政府参与慈善救济事业的成分和力度很大，较之南方的“纯粹”民间慈善而言，用广义慈善更能
体现出北京地区慈善事业的地域特色。
因此，本书所言“慈善”，是指包括民间慈善与官办救济在内的广义慈善。
　　到了近代，中国社会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剧烈变动，社会环境的变化促使传统慈善事业
在思想、内容、手段、组织管理等方面发生重大转变。
一方面，这种转变显示出民间慈善自身向相对独立自主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传统慈善的转型刺激
并推进国家主导下的基于平等关系的近代社会保障体系开始萌发建设。
由上可知，本书论述的“慈善”不仅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也是一个动态的“历时性”概念。
因此，本书除将详细考察民间慈善事业如何逐渐从广义慈善中分化出来并走上相对自主发展的道路以
及它在中国近代社会中产生的重要影响外，还将考察广义的传统慈善如何在自身转型过程中刺激并推
进近代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
　　在古代，人们常常不自觉地运用诸如“善举”、“义举”、“惠政”、“善政”　等名称来表示
慈善救济；即使到民国时期，尽管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较为自觉地运　用西方的社会救济、社会福利、
社会保险、社会保障等思想与观念来改造中国传　统的广义慈善救济事业，却仍然在思维与语言上陷
入不自觉的混淆状态，相当普　遍地出现“慈善”、“救济”、“社会救济”、“社会福利”混用的
情况。
因此，本　书在行文过程中除特别注明“民间慈善”，余则概指广义慈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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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北京慈善事业研究》把近代北京地区的慈善事业放在我国慈善发展史的大背景下，从慈善
事业的思想和实践，慈善活动的救助对象、救助主体以及组织机制等重要方面，较为全面、系统地探
讨了北京地区慈善事业的总体状况及其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比较细致地分析了产生这一转型过
程的社会环境、具体表现与基本特征，并且力求与同一时期江南地区和西方近代慈善事业作横向比较
，尽可能地揭示近代北京慈善事业的地区特色。
既充分肯定了慈善事业在近代发展的历史进步性，也不回避由于当时社会性质和政权本质所决定的历
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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