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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大陆在1998年夏季发生的一场特大洪灾，给人们带来了慈善的话题。
慈善在救灾中的巨大作用开始为人们所认同和关注。
但是，慈善究竟是什么，慈善行为与政府行为有何区别，慈善之心怎样培育，慈善资金如何运作以及
慈善机制如何运行，人们还不甚明了甚至产生误解，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阐示和解析。
现就上述问题略抒管见，识者正之。
　　（一）慈善的概念与定位　　慈善二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典籍中被解释为“仁慈”、“善良”
，包含有“恩被于物，慈爱于人”，“老其老，慈其幼，长其孤”的意思。
慈善行为亦常被喻为“积德行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献爱心”。
　　慈善的动机应当是“为人”与“无我”，必须是一种无私的奉献。
如果含有任何功利目的，算不得真正的慈善。
也就是说，慈善纯粹是一种付出，不求回报。
　　慈善作为一种观念，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作为一种事业，就是调节、补救、福利人群与社会。
因此，慈善事业是人道的事业。
　　对于慈善，中外文化有着共同的认识和理解。
中国的大慈善家熊希龄曾经这样说：“孔教言仁，又日博施济众；耶教言博爱，又日爱人如己；佛教
言慈悲，又日普度众生。
”总之，“无论为何教何学，无不以人道为重”。
可见，发扬人道，救人济世，乃是中外以及人类共通的理念。
慈善无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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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慈善研究的基本问题、慈善的思想渊源、近代慈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近代慈善事业的
内容与特征、中国慈善事业的近代化、慈善事业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慈善人物、从晚清到民国北京
政府时期的中国红十字研究等内容。
反映了作者独特的研究视野和学术个性。
本书对构建和谐社会、当今办理社会慈善事业者颇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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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秋光，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
1997年与2005年两次赴美国留学访问。
主攻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与文化史。
出版著作（含主编）《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熊希龄传》》、《湖南教育史》（第2卷）、《
湖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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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基于“兼爱”这一人伦思想，墨子还提倡“非攻”，他认为人与人相斗，家与家相侵，国与国相
攻，“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
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
他要求“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乱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欺愚，贵不傲贱”，勿杀无
辜，矜恤弱寡。
他由此而把“兼爱”上升为天的意志。
“强暴寡，诈谋愚，贵傲贱”是“天下之所欲也”。
而天之所欲是“人之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
这种思想反映了墨子对互助共济的人类早期社会的向往，同时也流露出墨子欲建立一种“兼爱交利”
的理想天堂。
墨家摩踵而利天下的精神对后世慈善事业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在历史上，下层群众中互爱互助的行为从未停止过，一人有事，众人相帮，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慷慨解囊，急公好义之士屡屡见于史志杂录。
　　墨家文化中还强调粮食积贮对救灾备荒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这也是墨家慈善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墨子先引述《周书》说：“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谓国
备。
”他进而提出：“故备者，国之备也。
”五谷为防范饥荒的必备物质，不可不备，亦不可不节用。
“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
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
故食不可不备也，地不可不用也，用不可不节也。
”重视粮食储备，方可国泰民安。
这亦成为后来义仓、常平仓积谷备荒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渊源，在长期的慈善救济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综上所论，墨家兼爱、贵义、互助、共济的慈善观构成了古代中国传统慈善思想的一部分，也不
失为人类的高尚道德理想，时至今日，“兼爱天下”仍未失去其现实意义。
　　3.法家文化与慈善思想　　法家也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重要的一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商
鞅、李斯、韩非等，他们共同的观点即主张以刑赏为治国方略。
在法家丰富的思想体系中也蕴涵着一些慈善方面的内容，亦多为后世所借鉴。
　　在仓储备荒的救济措施上，商鞅、李斯和韩非三位重要的法家代表人物都存有相同的看法，比较
重视农耕，发展生产，丰仓裕廪。
如商鞅就说：“民之欲利，非耕不得。
”国家应采取措施来满足或保障农民的利益以达到强国富民，抵御贫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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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中国慈善论稿》慈善是中华民族世代相承的传统美德。
回顾中国慈善事业演进的历史，对于认识今天社会慈善状况的文化源流和社会条件，对于推进现代化
进程中的中国慈善事业，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近代中国慈善论稿》是关于研究近代中国慈善论的专著，书中内容包括慈善研究的基本问题、
慈善的思想渊源、近代慈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近代慈善事业的内容与特征、中国慈善事业的近代化
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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