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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近代上海的会馆（公所）、同乡会

郭绪印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２００２３４）

　　摘　要：　近代上海是典型的移民城市，上海大都市文化史上存在过客籍工商业者在沪地

建立的会馆（公所）、同乡会，这些团体促进了上海的工商业繁荣与上海城市多元文化的发展，

从侧面反映出中国民族工商业者成长史上的民族性特色。这些会馆（公所）、同乡会，运用章

程、条例、规则管理内部，成为近代早期实行“自治”的单位，其内部也实行了民主制管理方式。

在其对外方面，依靠守法、维权处理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是上海早期出现的向往法制的团体。

它是上海城市近代化历史上不可忽视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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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籍商帮云集沪地与会馆（公所）的出现

会馆（公所）作为商人组织早在唐宋时期已经

存在。① 但“会馆”这一名称的出现“则迟至明永乐

年间（１４０３—１４２４）”。② 有档案史料和碑刻资料证

实的 上 海 最 早 的 会 馆 是 成 立 于 清 顺 治 年 间

（１６５４—１６６１）的关山东公所（为关东和山 东 商 帮

联合建立）。③ 会馆（公所）最兴盛的时期是在清末

到抗日战争之前。但直到抗日战争后，其数量上

仍有增加，一直存在到新中国建立初期。

处于长江与东海交汇处的上海，虽然 根 据 崧

泽文化遗址发现６千年前已经（在广义的上海地

区———崧泽）出现了农业、饲养业，但 直 到 北 宋 时

仅是个有集市贸易的小渔村。南宋建镇，元代设

县，明代建城。当苏州、松江成为商贸名 城 时，上

海尚不显眼。但是，上海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江

河水系的变迁也越来越有利于上海的发展。原先

作为航运要道的吴淞江（原名松江，即今苏州河）

水道淤塞渐为细流，其水路交通要道的地位被黄

浦江所代替，原先处于商贸要道、兴盛一时的青龙

港因水系变迁而衰落，随之而来的是上海商贸地

位的崛起。明永乐二年，官府组织了黄浦江下游

的巨大疏浚工程，动员２０万民工，完成了江浦合

流，形成了沟通海内外的航道。古代没有汽车、火

车、飞机的条件下，水路交通是否便利决定着城市

的命运。上海不仅沿江靠海水路交通便利，而且

是水稻和棉花的产地，明代棉花生产已成为上海

主要的农产品，与此相适应的是棉纺织业的发达，

被誉为“木棉文绫，衣被天下”。在棉纺业和航运

业带动下，各地商旅云集沪地，“富商巨贾操重资

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两，少亦万计”。各地商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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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乘沙 船 来 沪，载 来 的 货 物 多 为 银、铜、海 产、漆

器、砂糖等。上海不仅水路交通便利，而且处于东

亚大陆海岸线的中介，成为海上航运和货物转口

的中继站，成为优越的商品集散地、天然的商贸中

心。凡位于江河海口的城市，必须有优良的腹地

才能有广阔的发展前途，上海不仅有长江流域辽

阔的腹地，而且腹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稠

密，有纵横的水网相通，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用之

不竭的物资和取之不尽的劳动力资源。

商贸繁荣吸引各地商帮来沪，而商帮 大 批 来

沪又促进了沪地繁荣。“在清代中叶，上海城镇已

有大小街道６０多条，其中既有专卖从广东、福建

转运来沪之洋货的里、外洋行街，也有专以买卖大

豆和棉花、布匹的豆市街、花衣街，也有以专卖本

地手 工 业 产 品 闻 名 的 竹 篾 街、芦 苇 街。”④ 如 今 上

海的咸瓜街，就是以福建商帮卖咸黄鱼而得名的

（闽语“咸鱼”音近似“咸瓜”）。这些说明客籍商帮

来沪后，以其各地物产运来沪地，在沪地形成了许

多不同 的 行 业，显 示 出 各 不 相 同 的 物 缘、业 缘

文化。

各地商帮来沪经商者，有的暂留沪地，有的定

居沪地，他们为了在沪生存、发展，建立起以互助

和互济为目的，用于集会、祀神的“馆”、“所”，这就

是会馆、公所的来历。

二、会馆（公所）的地缘、亲缘、物缘、业缘文化

老上海的会馆与公所仅是名称上的 不 同，并

无性质上的区别。碑刻资料显示：“会馆者，集邑

人而立 公 所 也。”⑤ 这 就 明 确 指 出 了 会 馆 就 是 公

所。上海开埠前，商品经济已经比较发达，商业贸

易的兴盛吸引了众多外地商帮来沪经商，他们自

称“旅沪”商帮，其中多数定居沪地，实际上是客籍

商业移民。

各地来沪的商帮，为摆脱势单力薄、举目无亲

的处境，凭着地缘（同乡）关系产生出亲缘文化心

态。也就是当举目无亲的情况下，感觉到同乡是

最亲切的，意识到同乡之间互助的必要性，于是在

上海建立起以地缘为纽带的互助性团体，即同乡

团体。这些同乡团体的机构名称也就是“会馆”或

“公所”。各客籍会馆或公所是由各地旅沪商帮组

成的，有 的 以 省 为 单 位，如 广 东 帮、山 东 帮、安 徽

帮、山西帮、福建帮等；有的以府、州为单位，如广

肇（广州、肇庆）帮、泉漳（泉州、漳州）帮、宁绍（宁

波、绍兴）帮、豫章（南昌）帮等；有的以几县或一县

为单位，如揭普丰（广东的揭阳、普宁、丰顺三县）

帮，吴江（江苏吴江一县）帮等。这显然是以地缘

（同乡）关系结成的帮，是以地缘为基础的。

老上海的会馆（公所）又可分为地缘性（同乡

性）和业缘性（同业性）两种类型。据不完全统计，

老上海的地缘性即同乡性会馆（公所）近６０所；而

同业性会馆（公所）有３００多所。各行业都有自己

的行业组织即同业性的会馆（公所），连卖鸡蛋、卖

酱菜的也不例外。

各地商帮建立的会馆（公所）都具有物缘和业

缘文化特色。这些客籍商帮早期来沪的从业范围

多与其故乡物产以及地方性的经营传统有关，如

闽地、潮地是产糖地区，闽帮、潮帮来沪的糖商较

多；徽州地区盛产茶叶，徽商来沪的茶商较多。以

此类推，山东帮多来沪经营柞蚕丝、土布业；关东

帮多经营豆业；南京帮多经营珠宝业；苏州帮多经

营丝绸、珠宝业；宁波、绍兴帮多经营传统的钱庄

业、建筑业、酒业；杭州商帮多经营丝绸业（如钱江

会馆为杭州绸商的公所）；沙布公所为江苏海门、

南通棉业商人的公所；浙湖绉业公所为湖州丝绸

商人的公所；金陵染业公所为南京染坊主的公所；

桂圆公所基本上是福建籍的桂圆、黑枣业商人的

公所；米麦杂粮公所是江浙粮商的公所；花糖洋货

业公所（即点春堂）为福建建宁、泉州商人的公所；

盛泾绸业公所为江苏盛泽、王江泾绸商的公所等。

这种各地商帮，依据各地方物产的优势，分别经营

各种行业的现象，整体上反映出地缘文化（地区特

点的文 化）、亲 缘 文 化（同 乡 关 系 而 产 生 亲 缘 文

化）、物缘文化（物产特点的文化）、业缘文化（行业

特点的文化）。上海大都市在发展过程中，对于这

些外来文化表现的包容性，对当今提倡的“海纳百

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老上海的《竹枝词》形象地刻画了当时商贸繁

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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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商粤贾税江关，海物盈盈积如山。

上得糖霜评价买，邑人也学鸟绵蛮。⑥

多金海客驾供涛，海波桅竿十丈高。

曾见有人能致富，遂教性命等鸿毛。⑦

前一首反映出客籍商帮不仅促进上海商品经济繁

荣，带来了物缘、业缘文化，而且他们所带来的语

言文化也影响到上海人学他们的“鸟绵蛮”语言。

后一首反映出沿海商帮受商业利润诱惑，海上运

输 冲 破 惊 涛 骇 浪，商 业 利 润 使 他 们 顾 不 得 生 命

危险。

在上海档案馆保存的１０５所同业性会 馆（公

所）中，多半是同业兼同乡性的，既是按行业组成，

又是按同乡关系组成。这些团体名称为“公所”者

居多。以上现象说明在上海商业贸易发展史上，

地缘性与亲缘性、物缘性与业缘性有密切联系，形

成城市商业贸易的一种特色。它有利于传统工艺

的改良，形成某些地区商品的优良传统，如徽墨、

宣纸、闽漆、湖丝、祁门红茶、杭州龙井、金华火腿、

贵州茅台、绍兴黄酒、南京板鸭、涪陵榨菜、景德镇

瓷器……不胜枚举。

三、会馆（公所）注重建筑、神缘等文化

有人把会馆混淆为同乡会，也有许多 人 认 为

同乡会比会馆出现早，这都是认识上的误区。老

上海的会 馆（公 所）与 同 乡 会 有 同 也 有 异。会 馆

（公所）固然是建立在工商业发展基础上的，但同

乡会也是以工商业为基础的。以广东旅沪同乡会

为例，在该会３１个理、监事中，有２７位属于商界

人士，占 理、监 事 的８７％；担 任 各 公 司 经 理、总 经

理者２５人，占理、监事的８０．６％。再以宁波旅沪

同乡会为例，工商界人士在理、监事中占７６．７％；

会员３６４９０人中，工商业者占２４３８６人，占全体会

员的６６．８％。广东四邑旅沪同乡会有理、监事２４
人，其中２０人为工商界的经理、董事，占理、监事

的８３％。⑧ 广东肇庆 十 六 属 旅 沪 同 乡 会，有 理、监

事２４人，其中２０人为工商界经理、董事，占理、监

事的８３％。⑨ 这些足以说明 上 海 的 客 籍 同 乡 会 是

以工商界人士为主体的，和会馆（公所）同样都属

于工商移民团体。

会馆（公 所）与 同 乡 会 也 有 明 显 的 区 别。首

先，会馆早在唐宋时期即在中国有些古都出现了，

而同乡会是在清末民初才出现的。上海最早出现

的同乡会是常州旅沪同乡会（原名为常州八邑会

馆），成立于光绪二十八年；后同乡会于民国期间

大量出现，兴盛起来。但会馆（公所）与同乡会仍

然长期并存。

其次，二者成员不同。会馆（公所）的 成 员 一

律是同乡或同业的工商业者；而同乡会的成员虽

然也以工商业者占多数，却包括各种职业者。

再次，更为 明 显 的 区 别 是：会 馆（公 所）是 以

“馆”或“所”的建筑形式作为集会和活动场所的，

这种建筑形式往往是庙宇式、宫殿式的，大都是故

乡建筑文化在异地的再现或“移植”。这种故乡文

化的移植具有地缘、亲缘文化因素，具有团结同乡

商帮的凝聚力。这些“馆”或“所”的建筑规模和风

貌，既反映出该商帮的经济实力，又表现出桑梓文

化特色。“馆”、“所”的建筑费用来源是同乡商帮

集资、抽厘或同籍富商捐献的资产。各“馆”、“所”

的形成过程都刻有石碑为纪念。各商帮尽力将自

己的会馆、公所建筑得富丽堂皇，以玄耀自己商帮

的实力。而同乡会则不讲究会所的建筑，许多同

乡会是租借房舍，或借同籍会馆的一隅为办公处。

另外，还有区别是：会馆（公所）的神缘文化色

彩很重，而 同 乡 会 则 淡 薄 了 神 缘 文 化。会 馆（公

所）是以神殿（庙堂）与会堂相结合为特色的，每一

会馆（公所）均有祀神的神殿（庙堂）。神殿对面建

有戏楼供演戏、祭神和同乡商帮集会时娱乐用，因

而戏台建筑又与神缘文化相关，神殿前左右两侧

厢房多为议事厅。而同乡会则没有这些建筑。

沿海各商帮多从事航海贸易，供奉妈祖（即天

后、天妃）为其共同的神祇，意图在于保佑航海平

安；内陆各行业的商帮大都供奉关羽（即关帝、关

圣），将关羽崇拜为“义气”的代表。且各客籍商帮

的会馆（公所）除了共同的神祇之外，又往往有其

乡土神，如《兴建泉漳会馆碑》记载：“吾邑人旅居

异地，而居市贸易，帆海生涯，皆仰赖天后尊神显

庇，俾使时时往来利益，舟顺而人安也。且吾邑人

聚首一堂……爱如手足，更仰赖关圣尊神灵佑，俾

使家家通达义理，心一而力同也。此所为前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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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与会馆二而一也。”⑩

还有将故乡的历史名人奉为自己会馆特有的

神灵的。例如，上海的齐鲁会馆，奉祀孔子为其乡

土神；湖南会馆，本来奉瞿真人为乡土神，到了近

代则将“三公”即同乡名人黄兴、宋教仁、蔡锷奉为

乡土神；山西会馆，将同乡名人三国时期的关羽奉

为乡土神，同时也是行业神；浙江的会馆，奉祀伍

员、钱镠为乡土神。供奉乡土神，既是借故乡的名

人自重，也是重桑梓情怀，以加强团体的凝聚力。

同业性的会馆（公所）以及同业兼同乡性的会

馆（公所）中，行业神更是五花八门。例如，茶叶公

所奉茶圣陆羽为行业神，建筑业公所奉鲁班为行

业神，戏剧行业的梨园公所供奉唐明皇为行业神。

最好笑的是因为关羽手中拿着刀，理发行业奉关

羽为行业神，尽管关羽手中的青龙偃月刀，和剃头

刀的功能大不相同。

神缘文化 的 作 用 除 了 增 强 行 业 的 凝 聚 力 之

外，也是一种精神依托，有维持商业道德的需要。

当时的工商业者认为“在上三尺有神灵”，是否遵

守诚信，有神灵监督。所以，当时的神缘文化并非

全是消极因素。

各会馆（公所）的祀神主殿供奉的神灵各有不

同，如山东会馆以奉祀孔子的大成阁为主殿，四明

公所以供奉关帝的武圣殿为主殿，三山会馆以天

妃宫为主殿。各会馆于春秋两季祀神日举行隆重

的祭典礼仪，天后诞为三月二十三日，关圣诞为五

月十三日，每逢祭神日，各会馆（公所）演戏、设宴，

盛况非凡，祭祀典礼一连举行三天。

重视丧葬活动也是各籍商帮会馆（公所）亲缘

文化的主要表现，而同乡会则淡化了丧葬活动，由

地方属于公共事业的殡仪馆去处理丧葬事务。会

馆（公所）建立的内涵就有亲缘文化为重要成分。

许多客籍会 馆（公 所）建 立 的 初 衷 即 与 处 理 同 乡

（或同业者）在沪死亡者的丧葬事宜有关。当客籍

商人亡于沪地后，是靠同乡互助来安葬他，这是同

乡亲情的表现。为了扶柩返籍、成全死亡于客地

的同乡“叶落归根”的遗愿而集资建立的同乡互助

机构，就是最初的会馆（公所）。这种处理丧葬事

务的行为具有社会公德性，在当时属于社会慈善

事业。会馆（公所）的这一职能在当时起到了团结

同乡和使同乡在沪安心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意义，

消除了生老病死、无人帮助的忧虑。在这一意义

上，会馆（公所）成为工商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因

为上海的 客 籍 工 商 业 者 受 儒 家 传 统 文 化 观 念 影

响，把死后安葬事宜看得非常重要，处理好丧葬事

宜才能使工商业者安心业务活动。

四、会馆（公所）、同乡会重视教育和医疗事业

许多会馆（公所）、同乡会都重视互济性、公益

性事业，成 为 各 会 馆（公 所）、同 乡 会 普 遍 性 的 功

能。在公益性事业中，又特别重视办理教育和医

疗事业。以泉漳会馆为例：该会馆在沪设立了泉

漳学校，指导同乡子弟来沪求学。早在光绪三十

三年（１９０７）即创办了泉漳公学，采取了现代化学

制。１９３１年改为泉漳小学，同乡、外乡子弟兼收，

同乡子弟免 收 各 种 费 用。１９２２年 创 办 了 泉 漳 中

学。该校许多师生是中共地下党人，１９２４年李立

三曾在这里执教。大革命失败后该校仍有共产党

员从事地 下 活 动。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 校 内 建 立 了 教

师党支部。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８日，中共江苏省第二

次代表大会在该校举行，会期９天，周恩来、李立

三、李 维 汉、李 富 春、项 英、向 忠 发 等 人 参 加 了 会

议。１９３９年该校重建党支部时，党员有３０多人。

从１９２９到１９４１年，该校为中国共 产 党 培 养 输 送

了５０名干部。瑏瑡 此外，泉漳会馆于１９２１年创办了

泉漳医院，对同乡实行义务医疗和义务给药。

又如，潮州商帮在上海建立的潮州会 馆 和 潮

州旅沪同乡会，一贯重视兴办教育事业。该同乡

团体在故乡和上海都兴办了学校。除了其自己办

学外，有时还捐款资助上海的有关部门办学。该

会馆在上海向同乡商人大力募集经费在上海建立

了潮州八邑 职 业 学 校 和 海 平 小 学；瑏瑢 并 支 援 了 汕

头的职业学 校 和 潮 州 金 山 中 学；瑏瑣 又 在 潮 州 创 办

了大中 中 学，该 校 存 在 了 数 十 年 之 久，直 到 解

放后。

潮州会馆还在上海创办了潮州和济医院。这

是一所在上海颇有影响的医院，制度比较健全，设

备也较好，一直存在到解放后。瑏瑤

山东商帮在上海建立了上海齐鲁会 馆，该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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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在上海建立了齐鲁小学和齐鲁中学。中共地下

党利用该校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瑏瑥

湖州商 帮 在 上 海 建 立 了 相 当 于 会 馆 的“湖

社”。湖社接收了湖州旅沪公学和南洋女子师范

学校，分设男学部和女学部，在其校董会中有些知

名人物，如钱新之、陈果夫、王一亭、张静江、潘公

展、戴季陶、朱家骅等湖社委员和湖籍人士均为校

董。该公学后发展为中小学，成为上海颇具规模

的私立学校，其宗旨是：“不专在教同乡子弟，凡国

人子弟，有来学志愿者，皆有教而无类。”瑏瑦 可见该

校打破了狭隘的地缘观念，提出了“有教无类”的

远见卓 识。１９３４年 起，湖 社 又 开 办 了 职 业 补 习

班，程度自初中至大学，开设国文、法文、英文、数

学、商业、会计、无线电专修等课程，对同乡学员均

免收学杂费。此外，还开设了民众识字学校，获得

了政府的嘉奖。湖社还设有奖学金，鼓励故乡青

年学习。

宁波商帮 在 上 海 的 四 明 公 所 没 有 直 接 办 教

育，而是由宁波旅沪同乡会创办教育事业。早在

民国初年即创办了小学，以后又创办６所小学，学

生达３千多名，教育经费占该同乡会经费的５０％
以上。瑏瑧１９４７年创办了安心中学及宁波职业学校。

民国期间，各校学生共达２万多人。瑏瑨 该同乡团体

采取助 学 金 和 贷 学 金 制 度。除 了 重 视 学 校 教 育

外，宁波旅沪同乡会还在同乡中改良传统风俗，推

广文化知识。从１９２１年起即在西藏路设 立 了 图

书馆及阅览室，读者籍贯并 不 限 制。至１９４６年，

图书馆已有相当规模，“藏有文学、社会科学、自然

科学等各类图书１３６００册，年 接 待 读 者２５０００余

人”，使大批失学青年和市民获得知识。瑏瑩 此外，还

组织了“四明文学社”诗文唱和，提高同乡的文化

修养。为改良婚俗，提倡节俭和文明，宁波旅沪同

乡会长期、多次举行集体婚礼，参加的新人达７７５
对，瑐瑠 影响到上海的其他同乡会也举行集体婚礼。

徽宁商帮在上海建立的徽宁会馆在上海创办

的徽宁医治寄宿所，也相当于医院。瑐瑡 上海广肇商

帮在上海创办了广肇义学和广肇医院。

绍兴商帮在上海建立了浙绍公所和绍兴七县

旅沪同乡会，从民国初年即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小

学，以后陆续创办多所小学，１９３８至１９４０年又创

办了中学。瑐瑢同乡会还对贫苦学生设立免费、贷学

金和奖学金制度。瑐瑣

五、会馆（公所）为较早出现的自治性团体

老上海的会馆（公所）是为客籍工商业者服务

的团体。有人认为中国在民国建立后的相当长时

期，社会上缺乏自治性，成为观察民国社会缺乏民

主和法制的一个角度。而上海的会馆（公所）、同

乡会的管理制度是特殊现象，其自治性表现在它

没有任何强制性权力，不是靠强权来维持团体的，

而是遵照会员大会或理事会制定的一系列章程、

条例来管理内部。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会

员大会上经民主选举产生理事会或董事会，制定

出章程、条例、公约等。各会馆（公所）、同乡会的

章程中规定该会馆（公所）、同乡会的名称、宗旨、

组织、会议、会员、事业（或称职务）、产业、财务等。

从章程中能够看出该会馆（公所）的性质、概况、特

点等。瑐瑤例如：上海宁波商帮的四明公所的章程有

１２章４４条，其 中 分 为：定 名、宗 旨、董 事 会、公 议

联合会、员役、职务、会议及选举、产业银钱、寄柩、

赊药售材、医 院、附 则 等 项。金 华 八 县 旅 沪 同 乡

会，有章程７章２９条。总之，各会馆（公所）、同乡

会都有章程，虽然章程各有差别，但管理内容上多

有相同的部分。凡采取董、理事会制度者，一律设

有监事会；采取委员会制度者，一律设有监委。会

员大会产生理事或董事、监事后，再在此基础上选

出常务理、董、监事及理、董、监事长。凡是较大规

模的会馆（公所），在理、董事会之下又设有办理会

务的组织，如：总 务 组：包 括 文 书、庶 务、交 际、祭

扫；保管组：负责保管帮约、印铠；财务组：负责会

计、经租、出纳；福利组：负责山庄管理、慈善救济

等事务。以上各组设立主任一人，必要时增设副

主任一人，由董事会互推举之。董监事为义务职，

而干事、文牍、会计、庶务等人员为薪给职，薪俸数

额由董事会议定。有的会馆（公所）设特种委员或

聘请顾问。也有的在董事会属下设经理一人、司

账二人，司事及工匠仆役无定额，由经理酌用。经

理、司账职务居于重要地位，由董事会公议赞成为

合格。瑐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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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会馆（公所）董事会的职权不完全一样，有

的以董事会议决各项重大事务，有的以会员大会

议决或通过各项重大事务。

监事会之职权在于对董事会决议认为不妥时

得以提请董事会复决，对董事会或董事、组主任违

法或溺职时得以提出弹劾。民国期间各会馆（公

所）、同乡会大都实行会员大会制，每年至少举行

会员大会一次，遇有紧要事项，由会员十分之二以

上之请求，经执委会通过得以召集临时大会；执委

会至少每半年开会一次，由常委召集，常委会为常

设机构；监委会无定期，由监委自行召集。会员大

会之决议应由到会会员过半数之同意始生效；执

委会之决议应由执委或常委全体过半数到会并到

会委员过半数同意始生效；执委会开会时，监委亦

得以列席发言但无表决权。董、监事任期一般为

二年，期满连选得以连任。

关于会员：会 馆（公 所）与 同 乡 会 有 所 区 别。

会馆（公所），一般以同乡商号捐款数额决定会员

资格：“凡同乡之每年捐款常年经费在十元以上者

得为会员，团体商号之捐款常年经费者得推定代

表为 会 员，每 一 团 体 以 十 人 为 限，商 号 以 一 人 为

限，其特别捐助在百元以上，募捐在三百元以上者

均得为会员。”但也有的会馆（公所）的会员资格不

受捐款限制，规 定 凡 旅 沪 同 乡“有 正 当 商 号 职 业

者，均得为本会会员”，但会员有“缴纳常年会费遵

守本会馆章程及协助本会馆会务进行之义务”。瑐瑦

会员享有的权利为：选举及被选举权、创制权、提

议及决议 权。会 员 的 义 务 为：遵 守 会 章，履 行 决

议，筹助经费。瑐瑧

各会馆（公所）设“司月”、“司年”管理账目审

核等项。各项账目、契据的审核与管理大都十分

严格。各会馆（公所）为了财务取信于同乡商号，

每逢一定规模的募捐或其他经济来源事项，必将

收支账目汇编成册刊行，分发给同乡商号，名称为

《征信录》。关于同乡会的会员，缴纳少许会费、遵

守会章即可。

关于上海各会馆（公所）的经济制度：经济来

源，主要是各行业商号或厂商的捐款，即直接、间

接来源于工商业利润的收入。捐款办法有几种：

有的遵照经济情况抽厘，以一定比例从货物中抽

取税厘，例如山东会馆曾抽取货值的万分之一；有

些会馆（公所）规定同乡店铺、作坊每日捐钱六文；

也有的实行“一文愿捐”、“长生愿捐”等名目，常年

进行自愿捐助。会馆（公所）各项公益事业大都又

有专项募 捐。各 会 馆（公 所）均 有 一 些 房 地 产 事

业，建造市房出租，以此为一项固定的经济来源。

而同乡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会员的会费和个别

富裕会员的捐助。

以上可以看出，各会馆（公所）不仅是民国以

来在上海较早出现的根据章程、条例规定的制度

自我管理内部的“自治团体”，而且也较早采纳了

近代以来的议会民主制：当理事会开会时，大家推

举出来的主席首先宣布会议主题，然后由理事们

一个个发言，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最后主席归

纳出主要意见分歧，民主表决，以少数服从多数为

原则。所有发言、分歧、表决结果，一律记录在案。

所以，上海市档案馆内保存着许多会馆的《议案备

录》。尽管各会馆（公所）在民主制度上有所差别，

但在形式上普遍建立了民主制度。至于同乡会，

是后来兴起的同乡团体，在自治和民主、法制等现

代化方面都有新进展。

有的学者认为城市中的会馆相当于农村的宗

祠，都是封建家长制的产物，这是错误的。上海的

会馆（公所）一概是工商类型，没有科试（为科举考

试而建立的）型的。上海的会馆（公所）是商品经

济、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它不仅不同于自然经济

基础上产生的封建宗祠，而且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经济因素对封建主义的冲击。上海的会馆（公所）

在经济上是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些中国最进

步的经济因素相联系的，在政治上又是与近代的

议会民主相联系的。尽管它有一定的地缘观念的

狭隘性，但反映了上海城市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

背景。

六、同乡团体的主要功能和对上海发展的作用

老上海的会馆（公所）、同乡会的主要功能为：

１．互助功能

客籍工商业者最初来沪地经营工商 业，建 立

起会馆（公所）以后又建立起同乡会的主要动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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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于互助。如《潮州会馆章程》称：“本会馆以联

络乡情发挥合作互助精神保障桑梓福利及办理公

益慈善事业 为 宗 旨。”瑐瑨 各 会 馆（公 所）、同 乡 会 也

都是以不尽相同的方式反映其互助性。这种互助

性表现在多方面，例如丧葬事务，募捐救济灾荒，

援助同乡诉讼，援助贫苦同乡等方面。

２．公益功能

老上海的会馆（公所）、同乡会，集资办理公益

事业，如上述的建立学校、医院、救灾（包括救济故

乡和上海的水灾、兵燹、风灾、匪患）等，都属于公

益事业，不再重述。

３．中介功能

老上海的会馆（公所）在政府与同乡商帮之间

起中介作用、调节作用、疏解矛盾的作用。以上海

浦东同乡会为例，浦东同乡团体没有会馆，但实际

上他们所建立的浦东同乡会大楼就起到了会馆的

作用。该团体１９３４年《年报》中之《文牍录要》共

录要案２１项，除其中４项属于调解同乡之间的纠

纷外，其余１７案均属于代表民众呼声，请求当局

了解 下 情，批 准 民 间 的 要 求，尽 快 解 决 问 题 的 呈

案。其中 有“为 杨 家 渡 轮 渡 请 留 浦 江 浮 筒 孔 道

案”，结果上海市政府批准了该呈案；又有“董家渡

筹办轮渡案”，该团体呈上海市党部、市政府文，又

以杜月笙出面分别致函吴铁城市长和市党部的吴

开先，结果获得批准；“请建筑浦东公用码头案”，

结果该呈文获批准；“调查松江烟酒税家酿稽征员

勒索案”，结果得到圆满处理等。从中可看出该同

乡团体在政府与浦东民众之间的中介功能。

４．维权功能

依法维 护 同 乡 商 帮 的 权 益。老 上 海 的 会 馆

（公所）是 一 些 背 井 离 乡 的 客 籍 商 帮 为 主 体 的 团

体，相对北京的科试、官僚类型的会馆来说是弱势

群体，早年上海的一些会馆（公所）政治地位不高。

它们以向上海县衙捐款，求得县衙出告示说明该

会馆（公所）购置的房地产“合法化”，或说明其建

立的义冢坟墓不要被人“作践”，该会馆、公所即将

衙门的告示刻石立碑，立于会馆、公所内，或立于

坟地上，或“丙舍”内，作为“保护伞”。可见早年客

籍商帮在沪地设立会馆（公所），首先注意到的是

遵守沪地衙门的法令，取得“合法”地位。这也正

是上海的会馆（公所）遗留下来许多碑刻资料的来

由。民国期间，上海的会馆（公所）对外向上海特

别市社会局登记注册，取得批准的“合法”地位；对

内部订立章程和各项专责准则、细则、条例，以整

合内部。许多会馆（公所）随着上海商业贸易的发

展和城市的现代化，由传统的家长制逐步向议会

民主制改进，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基本上都采取了

议会民主的管理程序和体制。民国期间崛起的大

批同乡会，比会馆（公所）更进一步适应城市现代

化的环境，进一步趋向议会民主和法制。领导机

构理事会、董事会、委员会，一律经选举产生，并以

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不同层次的会议采取

不同的定期召开，会议程序大都采取现代化社团

的开会程序，尤其重视讨论和议决程序，并一一记

录在案。规定遇有紧急情况或有一定数量的会员

提议，得以召开临时会议。总之，上海的会馆（公

所）会议程序适应了城市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

５．规章约束功能

会馆（公所）、同乡会不仅通过订立的章程、条

例、规则之类的规章整合内部，作为内部管理的切

实办法；而且也作为面向外部的商业道德、商业形

象的整合。例如徽商的会馆中就在规章上规定，

所卖 茶 叶 必 须 货 真 价 实，不 允 许 以 次 充 好，把 公

正、公平、诚信看得非常重要，把商业信用、商业声

誉视为商业生命。因此，在各行业内部都要受规

章的约束，从而保持商业道德规范。

民国期间，上海的会馆（公所），在管理方式上

虽然有了不少适应时代潮流的改进，但仍然保留

着不少传统方式。而同乡会是会馆（公所）的发展

和补充，同乡会内部进一步采取了法制式的管理

体制。各层次、各方面的会议讨论制定出各层次

和各方面的章程、条例、细则。以潮州旅沪同乡会

为例，该团体陆续制定出《潮州旅沪同乡会章程》

《潮州旅沪同乡会办事细则》《潮州旅沪同乡会救

国委员会简章》《潮州旅沪同乡会特刊章程》《潮州

旅沪同乡会特刊编委会规则》《潮州旅沪同乡会特

刊撰述员规则》《潮州旅沪同乡会附设业余补习学

校简章》《卫国阵亡将士遗族抚育会章程草案》《潮

州和济医院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则、条例的制

定是法制化的表现，也反映出该团体破除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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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治，汲取了自治、法制的精神。

这些工商业为主体的同乡团体，与当 时 政 府

属下的行政机关大为不同。行政机关（官僚机构）

自上到下都是“人治”的体制，不讲“法制”，即一律

靠长官意志行事，以自上而下的“命令”或长官意

志推动工作，这是中国“人治”的文化传统。但作

为民间以工商业为主体的同乡团体，基本上以民

主方式或称“民间方式”组成，其内部没有真正意

义上的“官”，大家都是“民”，基本上不存在长官意

志，不靠行政命令推动工作，那么就只有靠大家共

同制定、共同遵守的章程、条例、规则来开展工作

了。这就形成了有章可依、有则可循的 机 制。同

乡团体中多层次、多侧面的章则，反映了一定经济

基础上“法制化”的文化意识。老上海的同乡团体

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团体。商

品经济、市场经济只承认等价交换的“平等”原则，

而不承认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建等级制。因此，

旧中国工商 业 者 有 一 种 潜 在 的“民 主 与 法 制”意

识，相对于封建地主阶级来说是不拥护“特权”的。

在法制运行中进行工商业活动，是建立在商品经

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文化意识，这正是许多同乡

团体内部订立许多章程、规则、条例、细则，照章办

事的根源，也是其采取“自治”的经济与文化方面

深层次的原因。

老上海的同乡团体，不仅在内部管理 上 运 用

章程、条例，采取民主与法制式的管理办法，而且

在对外广泛联系方面更采用依法、维权的办法。

有的同乡团体为了与租界的诉讼纠纷，“以子

之矛，攻子之盾”特聘了洋律师。如潮州会馆在与

法租界诉讼八仙桥山庄问题时，即在洋律师古沃

的辩护下获得胜诉，迫使法租界当局对潮州会馆

作出赔 偿。瑐瑩 宁 波 同 乡 团 体 的 涉 外 诉 讼 案 较 多：

１９２７年，上海有位宁波同乡詹林被外国巡捕枪杀

案、１９３０年 宁 波 同 乡 忻 丁 香 在 沪 被 法 国 兵 殴 毙

案、１９４６年美舰 撞 沉 同 乡 渔 船 案，宁 波 同 乡 会 都

依法 抗 争，争 取 到 了 对 被 告 的 法 办 和 责 令 赔 偿。

租界的法律对华人是不公正的，是压迫华人的工

具，但在没有其他斗争条件时，也应当利用“合法”

斗争的形式。１９３３年，公共租界电力工人罢工斗

争中，宁波同乡团体要求租界当局接受工人的要

求。针对租界内华人无权状态，宁波同乡团体首

先具函上海总商会，呼吁华人各界组织“纳税华人

会”，公 举 华 人 担 任 顾 问 参 加 工 部 局，结 果 获 胜。

浦东同乡会中设立法律专门委员会，经常依法解

决同乡中的矛盾、纠纷，也依法解决对外的多种诉

讼案。以１９３６年为例，所研讨的２３个案件中，包

括马阿桃被日本人殴毙案、曹龙海被人抢夺土地

案、李正明侮辱同乡影片案、徐顺卿开枪案等，都

是同乡中的诉讼案，都依法得到了解决。瑑瑠

此外，同乡商帮在经商过程中，常常遭到官府

的种种勒索、欺压，凡遇到这种情况，会馆联合其

本籍同乡会，具函向官府有关方面据理交涉。南

京国民政府时期，为发动内战，军费浩繁，大力向

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勒索。上海潮州会馆在一年

内多次接到国民政府财政部通知，要求再认购国

库券。该会馆复函“详述目下经费支绌无力应付，

且我帮商家个人已各有认购，请予谅恤取消成命

以维商情”。瑑瑡 该会馆对于国民政府的勒索采取了

婉言抵制的办法。

在旧中国“人治”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体制和社

会氛围下，上海的同乡团体遇到官方压迫和内部

纠纷时，力争依法整合内部和外部关系，这应当被

视为“民主和法制”的积极因素，是社会进步的“细

胞”。这与城市现代化发展趋向是一致的。老上

海的会馆（公所）、同乡会等工商性的同乡团体，靠

依法、维权的功能在清王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专

制集权的统治下求得生存与发展，是工商性的同

乡团体的又一大特点。

会馆（公所）、同乡会以上几方面的功能，和对

大都市工商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是一致的。它对于

当今提倡的“公正、包容、责任、诚信”的价值取向

有借鉴性。

七、会馆（公所）同乡会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老上海的会馆（公所）、同乡会的功能，支持了

广大客籍工商业者在沪积极从事工商业活动。既

源源不断地为沪地工业发展提供原料，又川流不

息地将上海的工业产品运输到各地销售，使上海

和外地物产交流，互通有无。显然它的存在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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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起着推动上海城市发展的作用。同时，老上海

的会馆（公所）、同乡会也从多方面促进了上海成

为多元文化的大都市 。除 了 会 馆（公 所）带 来 的

地缘、物缘、业缘、神缘、亲缘文化之外，各会馆（公

所）的建筑样式丰富了上海的建筑文化；各商帮也

带来 了 各 地 特 色 的 饮 食 文 化，例 如 潮 州 菜、徽 州

菜、淮扬菜、湖南菜、四川菜 、齐鲁菜……丰 富 了

上海的饮食文化。他们也把各地的戏曲、风俗带

到上海，例如京剧、昆曲、越剧、粤 剧、锡 剧、淮 剧、

川剧、平剧……丰富了上海的多元化戏曲文化；外

地的方言则丰富了上海活，上海话中吸取了宁波、

苏州等地的方言。

客籍同乡团体在上海普遍建立的学校和医院

都是私立的，这是社会兴办教育和医疗事业的现

象，也是各地商帮促进上海城市发展的积极因素。

上海大都市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进 行 了

优选，凡是比较优秀的文化都能在上海存在和发

展，否则多被淘汰。经过多少代的优选，近代以来

不仅上海的许多商品有优越性、人的素质较高，就

以蔬菜品种来说，黄瓜、蚕豆等也是“本地”的好。

八、会馆（公所）、同乡会的局限性及其消失

１．老上海同乡团体的局限性

会馆（公所）本来是封建时代自然经济为主体

的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以后虽然伴随时代的进

步不断改进其制度，但传统文化色彩较重，它所适

应的是商业贸易在一定历史阶段的需要，其地缘

观念（同乡亲情）既有爱乡、爱国的积极方面，又有

狭隘的地方意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地缘

意识与业缘意识发生矛盾，同行业者不得不冲破

地缘会馆、公所的束缚，另组业缘性会馆（公所）。

以后大批同业公会的出现，又取代了许多业缘性

会馆（公所）的职能，这正是后者对前者局限性的

冲破。

会馆（公所）过分重视丧葬事务的传统操作，

不适应社 会 进 步 的 潮 流。“叶 落 归 根”的 传 统 观

念，逐步被“就地扎根”的现代化意识所取代。尤

其是会馆（公所）的“丙舍”（放棺柩的房屋）林立，

千里扶柩返里，都妨碍城市发展和公共卫生；每逢

中元节的超度亡灵仪式，更是愚昧、迷信、落后的

文化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些都是传统文化中的消

极面和历史局限性。

民国期间崛起的大批同乡会，比会馆（公所）

多有 进 步，组 织 制 度 上 也 更 类 似 现 代 化 的 社 团。

但同乡会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即有时会有狭

隘的 乡 土 意 识，有 时 与 民 主 和 法 制 会 发 生 矛 盾。

虽然有这些局限性，但老上海的会馆（公所）、同乡

会在历史上对上海城市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应

当被充分肯定的。

２．老上海的会馆（公所）、同乡会的消失

老上海的会馆（公所）、同乡会是私营经济基

础上的产物，新中国建立至１９５４年，是上海的会

馆（公所）、同 乡 会 从 存 在 到 缩 小、再 到 消 失 的 阶

段。从新中国成立到１９５３年之前，是五种经济成

分存在的时期，会馆（公所）、同乡会依然存在，但

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同

乡团体的规模和功能逐步缩小。这期间它还表现

出爱国的积极性，例如出现了十多个会馆（公所）

集资捐钱购买飞机支援抗美援朝、捐款救灾等活

动。到１９５４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基本完成，会馆（公所）、同乡会最终断绝了经济来

源，于是登报宣布结束，其职工大都由政府安排了

工作。会馆（公所）、同乡会的产生、发展、存在是

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它发挥了促进上海城市发

展的作用。它对当今城市的发展在某些方面也有

一定的借鉴性。

注释：

①和田清：《关于会馆公所的 起 源》，《史 学 杂 志》第３３卷，第８０３－

８１１页。

②周宗贤：《血浓于水 的 会 馆》，（台） 行 政 院 文 化 建 设 委 员 会

印 行１９８５年初版，１９９０年再版，第１２页。

③《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９４页。

④上海研究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编：《上海７００年》，上海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１９页。

⑤《黄道台给潮州会馆示》碑文，上海市通志馆资料卷５５。

⑥李行南《申江竹枝词》，载顾柄权编著：《上海风俗古迹考》，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５８页。

⑦同上。

⑧上海市档案馆Ｑ１１７－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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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上海市档案馆Ｑ６－５－９６８。

⑩《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２３５－２３６页。

瑏瑡《上海卢湾区志》，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５年 版 中 关 于 对 泉 漳 会

馆、泉漳中学的说明。

瑏瑢上海市档案馆，Ｑ１１８－９－２５；Ｑ１１８－９－２６。

瑏瑣上海市档案馆，Ｑ１１８－９－２９。

瑏瑤上海市档案馆，Ｑ１１８－９－１６。

瑏瑥笔者访问过曾在该校从事革命活动的景德同志。

瑏瑦《湖州旅沪公学概 括》，载《中 华 国 货 展 览 会 湖 州 特 刊》，上 海 湖

社１９２９年版。

瑏瑧《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１９４６年１０月，上海市图书馆藏。

瑏瑨《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１９４６年１１月，上海市图书馆藏。

瑏瑩同上。

瑐瑠同上。

瑐瑡《上海徽 宁 会 馆 特 刊》，南 洋 印 刷 所 民 国 二 十 一 年 六 月 印，第

１８１－１８３页。

瑐瑢《绍兴７县旅沪同乡会第３０届报告》，上海图书馆藏。

瑐瑣同上。

瑐瑤上海市档案馆藏全宗号Ｑ１１８。

瑐瑥上海市档案馆全宗Ｑ１１８；上海市图书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

有关会馆的资料。

瑐瑦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中 华 书 局１９９５年１

月版，第８５６－９３８页；及上海市档案馆藏有关会馆的档案。

瑐瑧同上。

瑐瑨《上海潮州会馆章程》，民 国 三 十 五 年 六 月 改 订，上 海 市 档 案 馆

Ｑ１１８－９－２。

瑐瑩上海市档案馆Ｑ１１８－５－１７。

瑑瑠上海市档案馆Ｑ１１７－１－３４。

瑑瑡上海市档案馆Ｑ１１８－９－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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