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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东北地区慈善与救济事业研究综述 
张斯涵 

（吉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吉林四平  136000） 

摘要：慈善与救济活动是反映社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东北地区的慈善与救济事业自近代以来便得到了长足的发

展。近年来，随着学界对慈善事业关注度的提高，相关研究的视野不断拓宽。本文对当前有关近代东北地区慈善与救济事业的研究

现状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且对史料挖掘、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三方面提出些许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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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of charity and relief in Northeast China in modern times 

Zhang Siha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Jilin Normal University，Siping，Jilin 136000） 

Abstract：Charity and relief activities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symbols to reflect the degree of social modernization. 

Charity and relief undertakings in northeast China have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since modern time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academic attention to philanthropy，the field of related research has been broadened.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charity and relief in Northeast China in modern times，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historical data mining，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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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与救济是政府和社会为弱势力群体提供基本生存保障的社

会公益活动，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近

代中国东北地区的慈善救济事业除面向当地的受难民众外，还面向

关内向东北逃难的移民群体，当地政府及社会组织在不断地摸索与

实践中逐渐发展并优化了东北的慈善救济事业，推动其向着近代化

转型方向迈进。在近年来，学界关于近代中国的慈善史与救济史的

研究成果数量可观，以中国东北地区的慈善及救济事业为对象的研

究也取得了较大收获，本文将尽可能地收集相关研究的 新动态，

并对二十一世纪以来有关近代东北地区慈善与救济事业的研究进行

梳理，以供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一、近代东北地区慈善与救济事业的研究现状 
（一）近代东北地区慈善与救济事业的整体研究 

论著方面，焦润明、张春艳的《中国东北近代灾荒及救助研究》

广泛搜集东北地区的地方性史料，分析了近代东北地区水灾、旱灾

等自然灾害与饥荒、瘟疫等重大灾难的形成原因及其对东北地区社

会经济、市场物价、社会治安、交通运输及伦理观念等方面造成的

影响，从政府赈灾和民间救济两个方面探讨了灾荒面前的社会应对

措施、特点及效用。论文方面，杨凤的《近代东北地区慈善事业研

究》以时间为线索对 1840 年至 1949 年的东北慈善事业发展进行了

阶段性分析；荆杰的《近代中国东北慈善救济事业研究（1861—

1931）》从地方政府、民间组织、宗教团体及官民协作四个层面对近

代东北地区的慈善救济事业进行了细致的论述，对近代中国东北地

区的慈善救济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做出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与评述。姚

敏的《清末民初黑龙江慈善事业述论》则以黑龙江省为研究对象，

结合黑龙江地区官民组织的慈善活动及其发展特征探讨黑龙江地区

慈善事业的近代化转型。 

（二）近代东北地区慈善与救济事业的专门研究 

（1）以近代东北地区慈善与救济主体为对象的研究 

近代以来，面临东北地区连绵不断的自然、气象与生物灾害，

东北当局及地方慈善组织主动承担起赈灾救济的责任，在维持社会

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改良社会风气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焦润明、孟健的《论民国年间奉天的民间慈善救助》比较全面地梳

理了近代奉天地区慈善机构的发展历程、救助内容及经费来源的问

题，认为民国时期奉天地区慈善事业的发展已然突破了传统慈善救

济的范畴并向着近代公益慈善的方向迈进。针对个别慈善组织的研

究方面，以奉天同善堂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有：曹岩的《清末民初奉

天同善堂慈善救助研究（1881—1931）》论述了晚清民国时期奉天地

区 大慈善机构“奉天同善堂”的历史沿革、经费筹集、慈善活动、

经验教训和其对东北慈善救助事业带来的影响；赵烨的《官民之间：

奉天同善（1881-1931）性质演变探析》则从奉天同善堂的官民性质

转变出发，侧重挖掘奉天同善堂由民办过渡官办复归民办的历史成

因，阐释政府与民间关系的变化对地方慈善事业发展的影响；荆杰

的《近代奉天同善堂救济事业述略（1881—1931）》（《历史教学》，

2011 年第 12 期）。以东北筹赈会为对象的研究成果有：刘萌的《东

北筹赈会研究》审视了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的官办慈善机构东北筹

赈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并对其组织建构、人员组成、规章制度及

赈灾工作进行了系统说明，强调慈善事业应在慈善与政治之间寻求

良好的平衡；宋畅的《民国时期东三省的赈灾组织———东北筹赈

会》（《兰台内外》，2019 年第 12 期）。此外，李佳霖的《红十字会

在近代东北地区的建立及活动研究》和苏金玲的《清末民初奉天省

红十字会研究》则以近代东北地区的红十字会为研究对象，厘清了

国际性救援组织在近代东北地区的发展，并就其在东北地区进行的

主要救济活动进行了总结。 

除官方及民间建立的慈善组织外，特殊的社会群体对于慈善事

业的贡献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谭玉秀、范立君的《从地方志看清

末民初东北地方精英的慈善参与》对官吏、绅士、商人、学人等具

有一定社会地位及影响力的东北地方精英群体的慈善行为进行考

察，认为该群体在国家让渡的公共空间内扮演了弥补政府职能疏漏

的辅助角色。高乐在《近代东北地区商人赈灾活动研究（1905-1931）》

中分析了商人群体在赈灾救济活动中的贡献、特点与局限。同样关

注到东北商人及商号慈善救济活动的文章还有王福华的《近代东北

商号的慈善公益事业》（《历史教学》，2016 年第 10 期）。 

（2）对近代东北地区流民与难民救济的研究 

清朝末年，清政府对于东北地区长达 200 余年的封禁政策逐步

废弛，在“移民实边”政策的引导及关内地区天灾人祸的推动下，

大量人口迁入东北。在流民及难民慈善救济方面，范立君、谭玉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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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时期东北流民问题的整治—以 20 世纪 20 年代为中心》中

对关内流民涌入东北高峰时期的社会应对加以论述，说明了地方政

府、社会团体、慈善机构以及铁路交通部门所采取的救济流民措施

对解决该时期流民的安置问题起到了一定作用。陈芳芳的《民国时

期东北地区流民的社会救助（1912-1931）》与赵晓蕾的《民国时期

东北地区救助关内难民研究（1912-1931）》同样将目光聚焦在民国

时期东北地区的灾民救助问题之上，前者认为虽存在缺少法律支撑、

救济力度欠缺和救济空间受限等方面不足，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流

民救济仍再某种程度上展现出了现代意义上的救济理念，后者认为

东北政府机构及社会力量对关内难民实施的跨区域救济弘扬了人道

主义精神，为关内外社会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3）对近代东北地区灾后慈善与救济的研究 

首先，以个案为对象的灾后救济研究有：张春艳的《1930 年辽

西大水灾及其救助》认为 1930 年辽西大水灾这一典型的灾害事例背

后反映的近代东北地区灾害救助水平整体性的提高；李光伟、韩帅

的《1910 年奉天新民府水灾与救济——以《盛京时报》为中心的考

察》（《兰州学刊》，2009 年第 5 期）；林晶《1910-1911 年东北特大

鼠疫防治及社会救济研究》着重讨论了社会救济行动在提高抗灾能

力、促进医疗卫生体系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的积极作用。此外，

王虹波的《1912-1931 年间东北灾荒的社会应对研究》一文在考析

了三十年间东北各地区重大自然灾害与生物灾害的基础之上，从政

府赈济、民间救助、仓储备荒和巫术救荒四个方面探究民国初年不

同社会主体面对灾荒时的应对能力及灾荒对东北地区造成的影响。

再者，以省份为单位的灾荒救济研究有王虹波的《1912-1931 年间

吉林灾荒与救济》（《东北史地》，2009 年第 5 期）和张文楷的《近

代黑龙江地区灾荒与民间救济》（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 年）。 

（4）对近代东北地区慈善与救济的其他研究 

除上述几方面的讨论外，孙爽的《〈盛京时报〉对东北地区灾荒

救济的报道（1906-1931）》从媒体与近代东北地区慈善救济事业的

关系出发，肯定了《盛京时报》在减轻灾荒损失、打击赈灾不法行

为、完备救灾机制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但也不应忽视以日本政府

为后盾的《盛京时报》在新闻报道时渗透出的政治性色彩。对于受

助群体的研究有王学斌的《清末东北地区乞丐问题研（1900-1911）》

讨论了东北地区不同社会力量对乞丐群体的救助措施及救助过程中

面临的困境。此外，张扬《关东大地震时期东北地区赈灾募捐活动》

则关注到了 1923 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后中国东北地区对日的赈灾救

济，透过新闻媒体的灾情报道及东北社会不同阶层对日募捐的态度，

探析东北地区对日赈灾救济所折射出的东北地区的中日关系及东北

民众对日态度的转变。 

二、对近代东北地区慈善与救济事业研究的展望 
总体而言，二十一世纪以来对于近代东北地区慈善与救济事业的

研究正向着成熟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相关研究成果日渐丰富、视

野不断拓展、内容逐渐深入，一些新视角与新观点对过往研究中的空

白与不足进行了有效填补，研究质量与研究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对

于今后东北地区慈善与救济事业的研究，笔者有以下几点拙见。 

首先，进一步加强与慈善救济相关的地方性史料的搜集与整理。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支撑，对于地方性史料的挖掘与整合是区域

史研究必不可少的环节。应在重视整理近代东北地区慈善与救济事

业相关的一手史料的同时，注意报刊、档案、地方志等史料之间的

对比与印证，提高研究的科学性。此外，还可进一步挖掘“满铁调

查报告”中与东北地区灾情及灾后救助相关的内容，对他者眼中近

代东北慈善救济事业发展的记载加以客观利用。 

其次，不断拓展现有的研究内容与角度。目前对于近代东北慈

善与救济事业所面对的救助对象的研究仍有尚待发掘的空间，东北

地区慈善与救济事业的帮扶对象不仅限于东北境内的移民及难民群

体，对于东北地区以外地区的救济与帮助也可作为衡量近代东北地

区慈善与救济事业发展的尺度。此外，关注在各种慈善与救济活动

中形成的慈善思想与理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近代东北慈善

与救济事业的流变，更好地理解慈善与救济对于近代东北社会的贡

献与价值。 

后，注重研究方法的突破与创新。对于东北地区慈善与救济

事业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使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应采用跨学科研究

方法，注重历史研究与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人口学、统计学

等学科的结合。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便我们

对研究的课题形成更加全面、立体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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