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中国慈善史看商业向善与

社会创新（二）：个人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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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专栏作家 朱睿 特约作者 范昕宇 李梦军）一直以来，民

间有很多游侠义士，以救助他人、行侠仗义获得了广泛的美誉。此外，有

财力、社会影响力的人也会自发地为所在地区提供公共物品。个人善举一

直贯穿于我国慈善事业中，虽然始终无法成为有体系、有组织，能传承的

慈善类型，却为后期的宗族慈善和商帮慈善打下了基础。同时，个人善举

与政府的关系较为复杂，因人因时而异。本文选取了中国慈善发展历史上

关于个人善举义举的三个典型案例，汉代的游侠郭解，宋代的士人刘宰，

与近代的民族企业家张謇，以探索个人慈善兴衰的共性与启示。 

案例一：汉初游侠郭解 

游侠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既古道热肠，又时而“以武

犯禁”，与今日对慈善的理解既有交集又有不同。游侠之风在东汉时便已

盛行。到了西汉时期，游侠发展到了一个繁盛的阶段，并且开始渗透到政

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支配乡里社会的重要力量。在史记

中，司马迁歌颂了游侠的急人之难、舍己为人，其中以对与自己同时代的

郭解描写最为细致具体。 

郭解生活在汉武帝时期，轵县（今河南济源南）人。郭解年少时窝藏

逃犯，私造钱币，做过很多违法的事情。但他长大后，变得遵纪守法，以

行侠尚义、乐善好施而闻名于乡里，甚至在附近其他地区都很有影响力。 因

为郭解的名声很好，他可以轻易地插手当地的政治事务（如徭役、乡里争

论等）。后来，在与官府的纠纷中，郭解的侄子和门客刺杀了与其有异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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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武帝闻之大怒。最终，郭家被满门抄斩。 

作为早期个人侠义的代表，从个人角度看，行侠仗义使郭解获得道德

上的满足感；从社会生活上看，郭解因为自己的侠义行为获得了很好的名

声，出行受到民众的尊敬。与此同时，作为西汉时期重要的社会势力，游

侠“法外执法”，藐视国家法纪，挑战法令权威，也终将引发公权力的不

满与制裁。虽然当时的本地年轻人会因为仰慕认可郭解的侠义行为（《史记》、

《汉书》多次提到本地少年对郭解“慕其行”），地方豪强也主动帮助郭解

分担养育门客的重任。但当郭解被满门抄斩后，他的追随者并没有将他的

侠义精神继续传承发扬光大。 

作为个人慈善案例的开篇，郭解的故事反映了早期个人义行与公权力

的冲突。随着大一统王朝国家能力的增强，游侠角色越来越少见，民间的

救助行为也逐渐与现今捐赠捐建为主的形式靠拢。行侠仗义的兴衰背后，

是民间与政府在公共物品提供的边界逐渐清晰的体现。 

案例二：南宋士人刘宰 

刘宰，号漫塘，是南宋中期声孚众望的乡绅和慈善家。刘宰非常关心

地方事务，善行卓著，例如造桥修路、收养弃儿、兴办社仓、创立义役等。

在诸多善举中，最著名者为刘宰于金坛所举行之三次大规模赈饥活动，史

称“金坛三赈”。第一次是嘉定二年（1209），金坛旱蝗，刘宰联合同道，

开设粥局赈饥，最多时每天服务近四千人，前后历时近六个月。第二次是

嘉定十七年（ 1224），金坛大饥，刘宰再次举办粥局，并首倡“捐私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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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号召乡绅捐出自家的存粮。好友赵若珪听闻，欣然捐出私谷，并为刘宰

广为宣传。第三次是绍定元年（ 1228），临邑遭受水灾，饥民涌入金坛求

食，刘宰仍举办粥局，全力赈救。期间，刘宰又得到另一位好友王遂之的

帮助，得以让粥局持续。 

刘宰的慈善活动大大弥补了官方赈济之不足，同时也替政府稳定了当

地局势。刘宰死后，朝廷嘉赏其节，谥号“文清”，体现了公权力对其的

认可。民间百姓更是对刘宰崇拜有加——哪怕在三百年后的明朝江南地区，

民众仍然十分熟悉“刘漫塘”的名号。 

然而一个道德完人的善举并没能制度化地延续下去。刘宰后代子孙凋

零，虽然民间声望甚隆，但其文集一直被保存在皇家内库中没有得到广泛

的流传，宋史中关于他的记录也不过寥寥两百字。另一方面，刘宰生性清

高，更多依赖身边的朋友们共襄善举，而对地方官吏并不感冒：刘宰自己

在文集中记载，因为自己的社仓办得红红火火，而遭到当地官员的妒忌。 由

此，金坛三赈虽是佳话，然而刘宰之后再无刘宰。 

案例三：近代企业家张謇 

张謇，江苏海门人，清末状元。1895 年，张謇依靠南通手工棉纺织

业较为发达的基础，选址唐家闸创办了大生纱厂。白手起家的张謇创造性

地使用股份制方法筹募社会资本。开工一年后，大生纱厂就获得 2.6 万两

白银的净利润。此后，大生的规模不断扩大，先后建成四个纱厂，是当时

全国最大的纺织企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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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将经营实业所获巨额利润几近全部投于地方自治和慈善公益事业

之中，他秉行“村落主义”， 建立了从办企业入手，带动经济、教育、文

化、社会全面发展的“南通模式”，直接影响和启迪了无锡荣家兄弟、上

海穆藕初、四川卢作孚、湖南范旭东等实业家。 

然而，1922 年，由于市场动荡，向来盈利的大生一厂亏损 39 万多两，

二厂亏损 31 万多两。不到四年，大生就被债权人组成的银团接管。张謇兄

弟不加节制地大量投资于公益事业而不求回报，也给大生集团的经营带来

不小的负担：张謇（含其弟兄）投入慈善公益事业的资金高达 300 万元，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二十余年自己所得之公费红奖，大多用于教育慈善

公益”。在 1925 年大生纱厂被迫易手他人之前，南通的慈善、教育、公

益诸事经费，每年约 8 万元，这笔钱由张謇支付大部，亲朋资助、捐赠小

部。而对于因兴办慈善事业致使企业资金不足、流动不畅的外界指责，张

謇亦给予了部分承认：“致厂支绌之一，亦诚然。” 

张謇拿出自己的大部分积蓄贡献给了慈善事业，甚至要求公司将股本

划给新办的学校，这在当时就引起了部分股东的不满，张謇后来也反思自

己“本小事大”、“急进务广”。同时，大生的经营状况不善也间接导致

了张謇独子张孝若的意外死亡，张謇一脉的善举至此戛然而止。 

张謇对公共事业的拳拳之心动人以至悲壮。1922 年，在北京、上海报

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

最高。然而这也让人不禁感慨，如果张謇的慈善捐赠不曾如此激进，如果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75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