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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华洋义赈救灾会（简称“华洋义赈会”）成立于1921年，解散于1949年。
该会是由中外人士联合组成的以在中国开展慈善事业、从事赈灾、倡导并推动农村各项合作事业及社
会公共事业为主要工作的社会团体。
　　本书试图全面、系统、深刻地研究义赈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演进的过程，以及对人们思想行为、
价值观念的影响；西方互助合作思想传入中国的途径及产生的影响；社会团体在民国时期的角色作用
；在中国开展合作事业的农村地区，以互助社、合作社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组织是如何逐步取代以血缘
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组织；华洋义赈会所倡导的赈济灾民、推动农村合作事业、修筑公路、建设水利工
程、举办合作讲习所等活动的历史作用和深远意义。
　　本书拟厘清华洋义赈会与其他团体和人士在倡导合作事业上的异同；从实践上加强人们在社会转
型期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借鉴；具体探讨华洋义赈会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工作的重点和特点；从学术
上将华洋义赈会的研究在史料挖掘、研究内容、认识视角、历史定位和分析评价方面有所推进。
　　本书通过史实说明，华洋义赈会在推进合作事业过程中，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不包办代替，
因地制宜，倡导而不不强迫，引导而不勉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的广大农村开展
合作化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和宝贵的制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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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华洋义赈会的创办　　古往今来的历史有一条规律，那就是在一个国家里，若要做到对灾
害的事先防范和事后有效治理，需要政治上的集中统一。
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可以看出，凡是中央集权比较巩固的时期，官方能够有效地集中和组织
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
对河道等进行系统的治理，协调各方利益，解决区域间的矛盾。
在政治不统一的时期，地方各自为政，以邻为壑，其后果往往是既损人又不利己，把受灾范围扩大，
两败俱伤。
历史发展同样表明，大规模的救灾赈济工作绝不是由哪一级政府、哪一个机构、哪一个组织、哪一个
阶层能够独立完成的。
他们救灾的动机和目的也不尽相1司。
官府开展救灾赈济工作是为了履行国家职能，安定社会民生，免致灾情扩大，造成社会混乱，以巩固
和加强自身的统治地位；绅商参与这项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灾区群众投身这
项工作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自身的生存。
　　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华洋义赈会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20年代初成立，与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国
力衰微、吏治腐败密不可分。
具体来说，华洋义赈会的成立，缘于l920年发生的北方五省大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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