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２０21.5.4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阎如玉律师、马健律师 印刷：北京佳诚信缘彩印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团河路 6 号天顺鸿彩印院内
发行热线：０１０－65927745 广告热线：０１０－65066945 65953695/6/7 转 1818 广告发布登记号：京朝市监广登字 20170139 号 投稿信箱：editor@gongyishibao.com

民国慈善组织十全会的兴衰 ■ 徐跃

十全会的兴起与特征

据笔者考证，早在道光年

间，四川地方就出现了十全会。

如据民国《安县志》载，“淳美堂

在县西七十五里，清道光时设有

十全会作慈善事”。学者梁其姿

曾指出，“清中后期以来的慈善

组织其实越来越成功；此时善会

相当有效地凝结着一个日益庞

大的中下阶层。慈善组织特别关

注下层儒生，及以崇尚儒生价值

的社会阶层的生活问题。这个日

益庞大的阶层的价值观结合着

社会精英及下层社会的意识形

态。虽然社会客观条件并不能配

合他们所追求的价值，善会事实

上也无法真正解决他们的问题，

但透过教化的方式、微妙的施受

关系，善会以较小的社区单位，

巧妙地安抚、凝聚了这个阶层的

力量，因而也稳定了社会，推迟

了可能因利益冲突而引致的社

会动荡。既存的社会秩序也因而

受到一定的维护”。笔者认为，清

中后期四川地区十全会民间慈

善组织的兴起，首先应放在这一

背景下去看。具体而言，四川是

移民社会，移民新到地方后需要

各种帮助，各种社会组织就显得

格外重要。其中鳏寡孤独，皆有

所养，赈贫济乏，造福一方的民

间善会、善会，是社会组织的重

要组成部分。到了乾嘉时期，经

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四川社会

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一些富裕

起来的乡绅尤为注意到维护传

统的社会秩序，他们受儒家思想

或民间福报观念的影响，纷纷在

地方举办慈善事业。当然，十全

会在四川地方的兴起还有其他

的因素，其中包括清代中期四川

地方兴起的民间善书宣讲以及

四川地方民间信仰、宗教所扮演

的角色等。

十全会有两个基本特征，首

先，它是带有地方乡土性的民间

慈善团体。十全会是由四川地方

乡绅所倡行的、担负救济功能的

民间慈善组织。它在字面上的意

思即办理十件善事、兴办十全善

务。但该会在具体实施慈善的过

程中并无严格的规定与界限，有

的只能做到八九项内容，有的则

可以兴办十余项，其具体施善条

目与所办会务完全由各会自定，

同一县乡的十全会所指的十件

善事也不尽相同。

如：华阳县中和场十全会的

会务内容为平民义学、送诊施

药、无息借贷、残腊赈济、施棺、

义冢掩骸、恤厘、放生惜字、施

茶、临时赈济；江北县十全会的

会务内容则仅有门诊、施药、修

桥、补路、施棺、施米和送钱。

十全会是一种完全不带官方

色彩的民间慈善组织，它事前不

会向官府申请或报备，即不需官

府的准许或支持，地方自治自为

的特性十分明晰。十全会一般是

由某个乡绅首倡或私人捐资设

立，他们既可以是有功名的人，也

可以是无功名者。如同治年间合

川县来里鼓楼场的张德绅和来里

三庙场的秦国聘，二人各在本场

兴十全会，前者曾出任彭水县训

导，而后者则没有科举身份，是地

方上有权势的无功名者。这些乡

绅的影响力主要限于其居住的地

方，是本地民间慈善组织施善活

动中资金的主要承担者。

作为移民社会的四川地方

呈散村分布，场镇成为村落的信

息、物流的结节点。四川地区十

全会一般均设在场镇，民国时期

也有若干十全会组织将会址设

于县城。

传统的会社是基于地缘和

血缘之间的联系而构建出的一

个个由信任、习惯、习俗所制约

的小共同体，广大民众生活在有

非常强烈的地缘关系的社会，十

全会组织也体现出这一特征。我

们从十全会创办人的身份、立会

所在地、活动的项目、经费来源

等可以看到，十全会基本上是乡

人尤其是一些受善书影响的乡

绅，处于维持善俗和地方社会秩

序安宁的目的而发起的，其功能

有很强的自限性，除了若干施善

项目，基本不牵涉乡里其他事

项；是一种以场镇为中心，地缘

为纽带，施善、赈灾为目的，追求

地方基层社会秩序安定的乡土

性民间慈善团体。

十全会的另一个特征是其

浓厚的宗教色彩。可以说，分散

在四川不同地方的十全会，与清

代中叶以后四川地区兴起的民

间宣讲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性。清

末民国时期四川地区的民间宣

讲，其内容主要取自宣扬因果报

应和忠孝节义的善书，这些善书

的原文后面均附有注释和一系

列具体案例，其案例中讲述的种

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和激励人行

善的故事，都无一例外地在阐述

按照善书行善所能带来的现世

幸福、因果报应。通过民国四川

地方志的记录可以看到，十全会

的设立人、捐资人都深受善书宣

扬的价值观念影响，转而又将宣

讲善书当做一种慈善，去感化民

众，劝人行善。同时，十全会办会

者常通过对扶乩的不断演绎，使

底层社会民众深信不疑，成员参

与十全会活动也常围绕扶乩而

展开，求神问意的扶乩活动在十

全会的发起、组织、筹费等方面

均有影响与作用。

十全会的兴盛

进入民国后，十全会得到了

迅速发展，不仅各乡镇纷纷设立

了十全会，一些地方的县城也成

立十全会，例如达县在“民国十

年春，在西街关岳庙成立十全

会，先后募捐购置田租 200 余
石，地课房佃钱百余千文”。一些

地方的十全会也由私人捐资设

立，转向私人捐资设立和民力筹

募互相结合的方式。如梓潼县体

仁十全会由前清秀才郝墨华捐

资发起，赞助者多为家道殷实的

读书人，并向群众募集部分资

金。民众募集氛围临时募捐、入

会集资、会员乐捐以及定期募捐

或请会等。如永川县十全会，由

县城中工商业者发起，捐输者多

为其会员。参与十全会组织的慈

善活动的群体更广泛，其救济规

模、辐射范围都有所扩大。如蓬

溪县博济十全会，每年发放的棺

材数定量为二百副，对于贫穷老

弱生病者，每月每人施药二三

付，每年年关，对无法过年的城

市贫民和贫苦农民施以一定的

救济钱、米，在夏季则在县城各

街道路口设置茶水站，供过往行

人免费饮用。又如位于成都市华

阳县中和场的中和善堂集善十

全会，“办理十全善务的经费均

由自筹，具体实施办法为凡入会

者均缴纳会底银元一元，并按月

缴纳月捐，金额不限，入不敷出

时则缘簿募集。这种入会集资的

方式在当时得到了民众的欢迎

与支持，入会者人数占到了全乡

的 60%”。在此时期，十全会在社
会救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十全会的兴盛和发展主要

是在 1910年代初期到 1930年代
中期的 10余年间。据笔者不完
全统计，成立于此一时期的十全

会占 80%左右。此时期十全会的
兴盛和发展，与民国以来四川的

政治格局、社会构造以及文化思

想环境等有着密切关系。

自民国成立到川政统一以

前这 20年，四川一直处于军阀

混战之中，与此同时，水灾、旱

灾、虫灾、瘟疫等自然灾害频繁

发生。而公家缺款，政府救济缺

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十全会

得以兴盛和发展，积极参与社会

救助。

而四川省作为移民社会，广

大的乡村社会自康、雍、乾三朝

经营恢复，迄咸、同、光、宣，社会

经济一直处于上升之中，民间积

累了丰厚的财富。

在文化思想方面，进入民国

后，四川的文化思想偏于守旧，

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也较为宽

松。四川社会民间宗教、信仰非

常活跃，各种宗教仪式活动异乎

寻常地兴盛，成为社会文化的一

部分。慈善事业是许多宗教的共

同活动，是宗教参与社会生活的

内容之一，故地方民间兴办的慈

善事业皆依赖其感召。

十全会的衰落

1934 年底至 1935 年初，在
四川和南京国民政府之间发生

了一连串重大事件，即四川军政

领袖刘湘初次进京、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行营参谋入川、四川新省

府成立和蒋介石首度入川。这几

件大事使得南京国民政府终于

能基本掌控四川政局。此后，蒋

介石把四川当做民族复兴根据

地来经营，并具体落实了多项措

施，比如“新生活运动”、国民政

府党治功能的增强以及抗日战

争时期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等，对

十全会这类具有浓厚宗教色彩

的民间慈善组织的生存和发展

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国民政府的政治权利

向下渗透，它开始更多地关注、

监督并有计划地改造民间慈善

组织。从资料中可看出，1941年
以后十全会便完全停止了发展。

不过，这一民间慈善组织仍在一

些地方被保存下来。1949年十全
会等慈善团体被人民政府划为

非法组织并取缔，随着 1950年合
江县十全会被人民政府通令禁

止活动，一个在四川持续存在了

近一个世纪的民间慈善组织从

此消亡。

（据《四川大学学报》）

十全会是清代中叶兴
起于四川地区的乡

土性民间慈善团体，在清末民
国时期一直活跃于四川乡镇。
十全会的兴盛和发展，主要是
在 1910 年代初期到 1930 年代
中期的十余年间。 而十全会在
此时期的发展，既与民国以来
四川地区特殊的政治格局相
关 ，也与灾荒频仍 、弱势群体
庞大、社会救助的需求大量增
加的社会背景有着重要关联，
同时也是四川地域社会文化、
思想、环境等多种因素作用的
结果。 随着川政统一、中央入
川以及四川的中央化，十全会
逐渐走向衰落。

“
� � 十全会
融资记账用
的会簿

五灵山十全会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