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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近代同乡组织的慈善作用

同乡会馆与同乡会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不断受到外国

列强的入侵，国家的海防意识不断增强。

1891年，李鸿章与山东巡抚受命校阅北
洋海军，之后，率舰队抵达胶州湾实地勘

察，一致认为该湾形势重要，乃联奏在胶

州湾和烟台建筑炮台，驻兵设防。6月 14
日，光绪皇帝批准奏折。李鸿章“乃调登

州镇总兵章高元率兵四营，移驻胶澳”，

是为青岛建制之始。1897年，德国租借
胶州湾，再次改变了青岛的历史进程，同

时也在客观上为青岛一步跨入现代化提

供了契机。

青岛在建制特别是成为德国的租借

地之后的很短一段时间里，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伴随着城市化的过程，青岛

经济贸易迅速发展，市场和商业不断扩

大，人口迅速增长，以移民为主的社会和

多元化、异质性的商人群体的逐渐形成，

这众多的变化为同乡组织的产生创造了

条件和必要性。

在青岛这座客籍非常集中和复杂的

新型城市里，客籍和本地居民以及客籍

之间的矛盾显得特别突兀，为了维系自

己的利益，地域相近的群体就自觉地形

成了同乡组织，一方面对外解决各种矛

盾，形成发展的合力，一方面形成内部的

整合，维持一定的传统和互助。青岛地区

的同乡组织最早产生于光绪末年，最早

也是同乡会馆这种形式。

会馆这一名称，既包括集会的场所

（建筑物），也包括组织和功能。成书于

1928年的《胶澳志》指出：“结社之最早者
为齐燕、三江、广东三会馆及青岛商会。

商界公益、市政得失常集议而取决于

此。”《胶澳志》中提到的齐燕会馆、三江

会馆、广东会馆，就是早期青岛著名的

“三大会馆”，其建立时间最早、规模影响

最大、持续时间最久，毫无疑问是早期青

岛同乡组织的代表。

而后起的同乡会，发展也很快，数量

上大大多于同乡会馆。与传统的同乡会

馆相比，同乡会往往按更小的地理单位

划分，成员涵盖面和服务对象不断拓宽，

现代性更强，更为务实，更加规范，但不

太讲究会所的建筑。

传统慈善救济活动

青岛自建制至今，不过百余年历史。

而同乡组织从产生到退出历史舞台也有

大概半个世纪的时间。作为特定历史时

期的必然产物，同乡组织的存在对青岛

城市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必然的影响，在

慈善方面更是如此。同乡组织的建立其

最基本的动机是帮助客居异地的同乡、

维护同乡人的利益，这一点决定了其强

烈的慈善色彩。不论是会馆还是同乡会，

我们在其建立宗旨中，总能发现“互助合

作”“倡办公益慈善事业”“救济难胞”“利

济桑梓”等字眼。《青岛市志》在介绍建国

前的慈善团体时，共介绍了四个影响较

大的慈善团体，除了红十字会青岛分会

之外，另外三个就是齐燕会馆、三江会馆

和广东会馆。而在同乡会出现之后，拓展

了与同乡会馆相联系的慈善功能，对自

己的任务有了更广泛的定义。

同乡组织一直坚持传统的慈善救济

活动，即包括济贫助困和赈灾救荒等，此

类慈善救助一般多为款物接济。

恤贫济困一直是中国慈善事业的传

统项目内容。同乡组织在青建立以后，对

同乡的贫困群体非常关注，通过力所能

及的举措来帮助这些贫苦同乡。对于在

青贫苦无所依者或者难民, 同乡组织有
时会让其居于会址并减免其房租或通过

上呈政府帮其搭盖棚屋等方式予以安

顿，而对于贫乏无力返乡者，会给予资金

使得回家；对于生病、受伤而无力救治

者，施予医药；对于死后贫不能购棺木和

安葬者施予棺木或助其安葬；还包括对

贫困之同乡或者难民直接发放物资钱粮

等。例如掖县旅青同乡会在其章程中就

明确提到了此类任务，比如“旅青中或素

有安分偶以命蹇运乖贫乏无力返乡者，

同乡应筹集川资俾得回家”“生老病死人

世之常，旅青同乡既多，自必筹备周详，

以备不虞，平素造棺木多具，分上中下按

本钱定好价格，倘有用者，可自酌贫富来

选拾用，照付原价，如贫不能购即行施

舍”“本埠名医虽多，皆有马钱，贫者或不

便前往请诊，本会请同籍精于岐黄者每

月指定时间在本会施诊”等。

近代青岛的天灾人祸不断，人民备

受其害，因此，对广大同乡及难民进行灾

荒赈济，帮助他们远离水深火热的危境，

就成了同乡组织的重要任务。而政府和

其他慈善救济团体也常常通过同乡组织

更好的帮助受灾荒群众。由于灾荒不断，

对难民的救助就成了特别重要的内容。

在出现重大灾荒之后，各同乡组织

会通过募捐和义演等方式筹集物资钱粮

来帮助抗灾。比如 1947 年青岛雹灾之
后，昌乐旅青同乡会就组织音乐义演筹

集资金赈灾。其它同乡组织也经常组织

此类活动，而对于此类活动，政府也常常

免其娱乐税，使义款更好地救助受灾群

众。而各同乡组织也尽量做到全面赈济，

按实际所需发放物资钱粮。除了赈济青

岛地区出现的灾荒外，各同乡组织还发

扬人道精神，对于其他出现灾荒的地区

给予力所能及的救助。比如 1947年昌黎
县出现重大雹灾，昌黎县旅青同乡会就

组织在青同乡给予救济。1947年广东出
现大水灾，广东旅青同乡会就通过中中

交农四联总处青岛分处筹得七行局库各

50万元的赈款予以救助。
对于在青难民，各同乡组织会给其

发放难民登记表和调查表，并制作其籍

难民清册以便管理救助。有的同乡会如

莱阳旅青同乡会还成立了莱阳难民同乡

会。各同乡组织在救济难民上注意与政

府的互动。比如 1947年 6月 27日，山东
旅平同乡会就汇上国币一千万元给青岛

政府用于筹赈救济鲁东流亡难民。对于

过量集中的难民，各同乡组织通过疏散

和助其还乡来缓解这种情况，而政府也

给予了一定的支持。比如抗战后面对青

岛大量的难民，华北政务委员会就多次

发布协助各同乡会疏散人口的处理办

法。而对于不能及时疏散或还乡的难民，

各同乡组织则上函政府申请空地助其搭

盖棚屋，施予事物，并随时关注其状况。

比如 1947年 7月，浮山区三号炮台难民
400余人疾病交加，急于急救，高密旅青
同乡会就上函政府和青岛市卫生局 ,青
岛市卫生局就令浮山区卫生所随时前往

三号炮台治疗难胞患者并注意该处防疫

工作。而政府和其他组织的赈济也常常

以同乡组织为单位来实行，再由各同乡

组织具体到各地在青灾民难民。比如

1947年 9月 25日，青岛临时赈济委员会
就以各同乡会为单位发放面粉作为急

赈，并将各同乡会分为 5等规模。发放面
粉量为一等莱阳旅青同乡会 1000斤，二
等日照旅青同乡会 700斤，三等平度、昌
邑、高密、诸城、胶县各旅青同乡会各 650
斤，四等威海、安邱、海阳、招远旅青同乡

会各 120 斤，五等楼霞旅青同乡会 55
斤，莒县、章丘旅青同乡会 45斤，牟平旅
青同乡会 20斤，黄县、蓬莱、文登、荣成、
沂蒙、益都旅青同乡会各 15斤。

除了难民之外，各同乡组织还关注

其他需要救助的群体。如 1946年平度旅
青同乡会呈报政府申请募款救助伤兵，

而同年胶县旅青同乡会则举办义演救济

流青专科学生，1948年 8月 15日威海卫
旅青同乡会则上函提到台湛路威海籍难

民婴儿营养不良请予其拨发社会部救济

品中的奶粉等等。

扩展慈善内容范围

除了坚持传统的慈善救济行为，在

青同乡组织在社会发展中拓展丰富了慈

善救济的内容，努力倡办公益，不再只拘

泥于表面的慈善救助。

传统的慈善救济，多为款物接济，非治

本之法。这种救助接济并不能为受助者谋

生计，也不能减轻国家和社会的负担。“养

而不教而无异制造莠民”“惟多失慈善本

意”，所以在青同乡组织一方面重视济贫助

困、赈灾救荒，一方面将范围拓展到文化教

育、医疗卫生，并实施了一些以工代赈之

法，让实物救济和劳务谋生相结合。

首先许多同乡组织都在传统慈善事

业之外，倡办了其他社会公益事业。许多

会馆和同乡会都开办了义学，比如三江会

馆、广东会馆等义学。之后的同乡会也大

力效仿，正如掖县旅青同乡会章程所言

“凡旅居青岛诸同乡，终日经营工商各业，

子弟教育势难兼顾，为此同乡中或捐输款

项或牺牲工夫，先由义学着手，渐次扩充

办理各级学校，以宏各乡子弟之造就”。此

外，许多同乡组织还设立了施医馆，对同

籍需要救助之人施以医药。还开办了公墓

和义地，帮助同乡办理殡葬事宜等。

各同乡组织还积极配合青岛难胞垦

移疏导委员会等部门组织同乡难民移垦

和开荒。莱阳旅青同乡会在 1948年 5月
27日在看到报载选拔难民开垦福山、东
山荒田，并由红十字会借用开垦器具和

地瓜苗的消息后，就上函为其县难民申

请，帮助难民“藉以糊口，增加生产，自力

更生”。青岛市政府和难民疏导委员会还

组织难民去江西等地开垦，组织开垦难

民团，由行政院拨费向难民发放开垦器

具、小麦等，各同乡组织也积极响应，组

织各籍难民加入。此外文登旅青同乡会

等团体还在抗战胜利后，从青岛市敌伪

产业处理局申请接办小型工厂，为同乡

人士创造谋生机会。

建国以后，特别是人民政府在对私营

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在青岛的

同乡会组织也就结束了其历史使命，纷纷

宣告结束。但在其有限的历史时期内，同

乡组织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影响着青岛这

座新兴城市的方方面面，并且这种影响和

作用贯穿于青岛早期城市化的始终，其在

慈善领域的作用和影响，在社会日益多元

化的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

（据《东京文学》）

从早期声势浩大的三大会馆，

到后期蓬勃发展的各地同

乡会，近代青岛同乡组织一直在那个

风云际会的时代寻求着自己的发展，

在青岛这座多元复杂的社会寻找着

自己的位置。它以地缘性为基础，同

城市移民紧密联系，在政治、经济之

外，也在青岛社会的慈善领域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德占时期的三江会馆（左）
和广东会馆（右）

▲民国三十六年平度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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