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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兴起于清末的教育会，是与商会齐名的一种新式社团。
在清政府看来，它是一个辅助官治的自治机构，“教育会、商会等，皆无非使人民各就地方聚谋公益
，遇事受成于官，以上辅政治而下图辑和”，在清末新式教育与地方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中，江苏省教育会作为清末创办最早、影响最大、存在时间最长的地方性教育社团，颇为引人注目
。
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教育会之类的社团组织远远不如对商会那样重视，虽然学者们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但分歧点还很多，尚须讨论的问题也不少。
谷秀青博士在充分把握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决定以江苏教育会为题展开研究，并在解读相关文献史料
后，以社会权威性模式为观照点，以江苏省教育会是如何为建立这种社会权威性模式而参与一系列教
育、政治、社会性活动为问题意识，逐层深入，形成为目前读者看到的论述框架，并在此架构下提出
了一些具有启示性的结论。
　　作者从历史研究的传统路数出发，从江苏省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人手，分析了江苏省教育会产生
的时空环境。
在作者看来，清末民初，宁、苏二属由于相异的地理环境、各具特色的民情风俗，南北分野日趋显著
，为避免“宁苏之争”，一个统一的江苏省教育会便呼之欲出了。
在这样一个具有传统色彩的新式社团中，虽然制度条文十分完善，但制度与行为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些
落差，传统乡缘、业缘、血缘以及同年之间关系的介入，使得许多制度条文失去了相应的法定约束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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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末民初江苏省教育会研究》在分析和梳理江苏省教育会产生的社会背景以及内部治理结构的
基础之上，着重考察清末民初社会变迁中，江苏省教育会为建立这种社会权威性模式所参与的教育、
政治、社会性活动，以及这种模式终结的深层原因，进而探讨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代表的社团的时代命
运。
　　江苏省教育会是清末创办最早、影响最大、存在时间最长的地方性教育社团，在其存在的22年时
间里，近代中国经历丁晚清、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三个时期。
政权的几经更迭，使得近代中国呈现出“弱政府、强社会”的局面。
在此背景下，以江苏绅商为主体筹建成立的江苏省教育会，其活动逐渐由教育一隅扩展到政治、经济
、社会各个层面。
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江苏省教育会试图塑造一种游离于国家政权之外的社会权威性控制模式，达到江
苏地方自治和“苏人治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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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附表一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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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江苏省教育会的组织形态　　江苏省教育会成立以后，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组织结构和治理
机制，在会员、会长、职员、会董的产生与权利义务方面都制定了较为详细的章程规划。
教育会的运行离不开会务的开展和经费的支持。
教育会的会务主要包括常年大会、干事员会、评议员会和会董会。
经费来源有自筹经费和会外捐助两部分。
本章对于省教育会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探讨，旨在阐述省教育会内部体制运行的状况。
　　第一节 教育会的治理结构　　随着清季民族危机的加深，清政府对于民间社团的限制渐趋松弛，
在此背景之下，各种社团纷纷成立。
如1905年上海成立的商会，作为中国最早新式商人的社团，率先引进西方的选举制度，并在各地建立
分会。
此种社团筹建、运行方式，立刻得到了王清穆、恽祖祁等其他江苏士绅的效仿。
1905年他们-以上海商会的建立为模板，在上海小东门纱厂成立了江苏学会，学会借鉴商会的选举制度
，建立起严格的科层体系，职员、会董和会员之间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梯层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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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末民初江苏省教育会研究》透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看到江苏省教育会是如何一步步从教育
走向社会，又如何从社会扩大到政治领域，最张被迫终结的历史命运。
作者按照历史的逻辑结构构建起一幅社会权威性模式塑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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