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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代 上 海 会 馆 公 所 述 略

谢 俊 美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

上海
,

2以X巧2

提 要 鸦片战前
,

上海的会馆公所基本上属 于封建商业社团性质
:

鸦片战后
,

已初步具有

向近代产业社团组织转化的诸多因素
。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
,

其 区域性色彩逐

渐淡化
,

日益发展成为带资本主 义性质的工商团体组织
,

对抵制 外国侵略
、

促进上海地区社会经

济发展
,

发挥了积极作用
。

不过
,

会馆公所的 区域性
、

排他性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T 上海

社会经济发展
,

造成上海众多帮派势力的存在
,

成为近代上海 阴 暗面之一
。

20 年代后
,

会馆公

所为同业公会所取代
,

最终从历 史舞台上消失
。

关键词 清代 上海会馆公所

清代自进入康熙以后
,

由于政局稳定
,

社会经济重新走向繁荣
,

反映商业社会的民间团

体组织会馆公所相继增多
。 “

走通都
,

过大邑
,

见夫士商云集
,

或游宦
,

或服贾
,

群然杂处

其地者
,

阁不设立会馆
” 。 “

各直省尽然
,

尤莫盛于北之幽燕
、

南之吴越
” 。

¹ 上海地处江海要

冲
,

是吴越的门户
,

自元代起就是一个
“

海舶辐揍
”

的商港
。

人清以后
,

特别是 自 16 83 年

(康熙二十二年 ) 海禁解除
,

海运恢复
,

商业重新活跃起来
。 “

邑之喧闻
,

以大小东门为最
,

而货迁侍侣
,

亦稠集于兹为多
,

各省栈商
,

如闽
、

如粤
、

鲁
、

晋等
,

皆建设会馆
” 。

º 鸦片战

后
,

上海开埠通商
,

地位日渐替代广州
,

成为国内外商贸中心
,

会馆公所更是迅速设立起

来
。

据不完全统计
,

从 17 巧年 (康熙五十四年 ) 到 19 11 年 (宣统三年 ) 近 2(X) 年中
,

上海

共有会馆公所 150 多个
。» 是有清一代

,

全 国所有城镇中
,

设立会馆公所最多的一个
。

本文

就清代上海会馆公所创办原因
、

内部组织
、

特点
、

作用作一简述
。

(一 )

清代上海的会馆公所最早见于记载的是 171 5 年 (乾隆五十四年) 旅沪青 口商人建立的

祝其公所
。

此后
,

尤其是鸦片战后
,

日渐增多
,

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

1
.

上海交通便利
,

商业发达
。

上海濒江带海
,

是长江沿岸七省的出海 口
,

地理位置十

分重要
。

加上与富庶的江浙平原打成一片
,

因而成为
“

九州万物总萃之区
” “

水陆土产转运

中心
” ,

百货云集
,

商业发达
。 “

鸿商善贾
,

廉五贪三操计
,

然筹策者
,

踵接肩摩
,

日无虚

暑
” 。

¼为了贸易经营上的需要与便利
,

各地旅沪商人
,

深感有联络的必要
。 “

仕宦商贾之在

他乡者
,

易散而难聚
,

易疏而难亲
,

于是立会馆以联络之
” 。

½ “

组织公所
,

研究商情
,

为同

来稿 日期
: 19关〕年 9 月 巧 日

。



业力谋公益
” 。

¾

2
.

商业竞争日趋激烈
。

上海开埠后
,

成为西方掠夺我国原料和推销商品的最大贸易中

心
。

内地商人纷纷来沪经商
。

外国的侵略压迫
,

外商的排斥竞争
,

加速商人之间的联络与联

合
,

组织会馆公所
,

力谋抵制
。

《山东会馆创立碑记》中说
: “

今者
,

商务 日兴
,

⋯⋯上海繁

富
,

蹈重赢
,

挟巨资
,

以谋倾我商业者
,

不可胜数
。

奇技淫巧
,

起徒手至巨万者
。

皆是也
。

而吾乡之商于斯者
,

犹循旧轨
,

力与为敌
,

以朴为经
,

以勤为纬
,

倘能矗立于中外互市之

秋
” ? !

“

今会馆之成立
,

群策群力
,

共谋恢张
,

揽利权之要
,

而驰域外之观
” 。

¿ 而来 自中国

各个不 同地区的商人也因商业上的利害关系
,

彼此竞争
,

倾轧
,

迅速按地区按行业进行组

合
。

同治年间
,

浙江乍浦的靛业商人来沪
,

因初来乍到
,

草创之始
,

受到上海本地靛商的激

烈的竞争和排斥
,

后来
“

幸有负才望者出而创立郸江会馆
,

设规矩
,

定章程
,

方才立住足
” ,

“

主宾咸然悦服
” 。

À川沙的土木业与宁波绍兴的在沪木工业 因抢夺生意
,

彼此磨擦有年
,

甚

至双方发生斗殴
。

最后以各建公所
,

划定范围
,

平息了事
。

南京
、

苏州在沪玉帮业因争抢地

盘
,

交斗争讼长达七
、

八年之久
,

最后也以各建公所
、

划定范围
,

相安无事
。

上海的会馆公

所就是在中外商业竞争中
,

为了
“

团结同仁
,

捍御外侮
” ,

抵制外国经济侵略
,

以及
“

联络

同业之声气
,

维持同业之信用
” ,

以
“

独标一帜于商战剧烈之世界
” Á普遍地建立起来的

。

3
.

农村破产
,

来沪谋生者 日众
。

鸦片战后
,

由于外国商品的大量倾销
,

沿海沿江地区

自给自足 自然经济开始遭到破坏
。

江浙地区本来地狭 民稠
,

赋重税多
,

人民生计艰难
,

此

后
,

失地
、

缺地农民有增无减
,

大批劳力被迫离开农村
,

流向城市
。

一部分人来到上海
,

从

事各种经营活动
。

浙江 《四明公所创立碑记》中说
: “

四明襟山带海
,

地狭民稠
,

乡人除耕

读外
,

多出而营什一之利
” 。

 《上海徽宁思恭堂缘起碑》中说
: “

宣款多山
,

荤确而有 田
,

商贾于外者
,

什七
、

八
” 。

然而来沪谋生并非易事
, “

童而出
,

或白首而不得返
,

或中途萎

折
,

硷无资
、

殡无所
,

或无以归葬
,

暴露于野
。

盖仁人君子所为而伤心
,

而况同乡井者乎 ?

沪邑濒海
,

五方贸易所最重
,

宣款人尤多
” 。

@ 同乡
、

同仁有见于此
,

乃
“

共切桑梓之谊
,

创

立一会
,

专为本籍同业中之贫苦者给棺枢
,

死亡者施贩恤
,

安魂妥魄起见
” 。

 为了贩恤旅沪

贫病孤苦的同乡
,

于是起而组织地区性的会馆公所
。

4
.

上海会馆公所创立最多的是在同光年间
,

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有关
。

18 60 年后
,

太

平军经略东南
。

江浙两省大部地区落人太平军手中
。

各地地主
、

官僚
、

商人
,

其中也不乏农

民
、

手工业者纷纷来沪
,

侨居避难
。

《创建上海江宁七邑公所碑》记中说
: “

当是时
,

都 (指

江南各城镇 ) 人士流亡褪负而来者
,

络绎于道
,

顾地为华夷互市之区
,

五方杂处
,

重 以流

民
,

因而街市之间
,

肩摩趾接
,

居室则嚣杂漱隘
,

荒地亩辄百余金
,

老死者至不得殡盾处
。

它族或购屋作殡房者
,

又靳不相假 ; 乡之人仿为之者
,

辄苦集资不充
,

才买地数献而 已
” 。

同邑人士颠沛流离
、

落难沪滨的
‘

凄惨情景引起同乡有力者的无限同情
,

于是起而组织江宁七

邑公所
,

集资购地
,

施棺掩埋
,

或运捺返乡安葬
。

又如同治初年
,

苏州失陷后
,

洞庭山各商

因避难来沪者日增
,

以
“

固有之惠安
、

固仁
、

体仁三堂合并
,

公建莫麓三善堂
,

为同乡会聚

之所
,

寄棺之处
” 。

镇江旅沪流民
,

在兵焚之后
,

每遇疾病
,

死亡暴露
,

也于 1874 年 ( 同治

十三年 ) 建立了京江公所
。

5
.

保固身家
,

援救陷阱同乡
。

上海开埠后
,

外国侵略者在上海强行建立租界
,

流氓歹

徒
,

匪盗充斥
,

上海成了冒险家的乐园
。

杀人越货
,

时有所闻 ; 绑票勒索
,

日以复加
。

处在

这样一个险恶 的环境里
,

各地旅沪人士
,

无论为商为贾
,

还是为工
,

始终处于惶恐不安之

中
,

惟恐遭到不测
,

于是主张团结乡里
, “

团结 自保
” 。

《四明公所长生同仁会创立记》说
:

37



“

长生同仁会之设立
,

意在保固身家
” 。

。 “

一人催难
,

合会伸援
” 。

《典业公所公议章程十则

碑》中指出
: “

倘有被痞棍欺诈情事
,

关碍大局者
,

务宜推诚助理
,

毋相观望
。

应需使费洋

钱
,

同业公帖一半
” 。。 《潮惠公所创立记》中也说

: “

重以时势交迫
,

津梁多故
,

横征私敛
,

吹毛索瘫
,

隐倚神坐
,

动成疮肩
。

虽与全局无预
,

而偶遭株累
,

皇皇若有大害
。

踵乎厥后
,

既同井邑
,

宜援陷井
,

亦能代表捍卫
,

而终不若出于会馆
,

事从公论
,

众有同心
,

临以明

神
,

盟之息址
” 。

¾

(二 )

会馆与公所
,

同为民间商业社会的团体组织
。 “

名虽异而义则不甚相悬
” 。  但从严格的

意义上说
,

两者还是有所区别的
。

一般说来
,

会馆主要按地区组织
,

或 以省际
,

如山东会

馆
,

江西会馆
,

等等 ; 或以埠际
,

一邑数邑不等
,

如潮惠会馆
、

泉章会馆
、

常州八 邑会馆
,

等等
。

按行业组织的会馆则比较少
,

上海商会会馆
、

钱业会馆
、

茶叶会馆
、

木业会馆等均属

例外
,

这些会馆虽 以行业名之
,

实则仍由某一地区某一行业的商人创立
。

如茶叶会馆就是由

福建在沪茶商组织的
。

商会
、

钱业
、

木商等会馆的组织也类皆如此
。

公所的组织形式
,

地 区

与行业并重
。

如四明公所
,

京江公所
,

浙绍公所
,

水木业公所
,

鲜果公所
,

鸟木公所
,

典业

公所
,

等等
。

此外
,

有些地区
、

有些行业的会馆公所名称
,

不用
“

会馆
” “

公所
” ,

而是以某

某堂
、

某某殿
、

某某会名之
。

如油豆饼业公所称神尺堂
,

徽宁会馆称徽宁思恭堂
,

洋货业公

所称振华堂
,

药业公所称和义堂
,

洋广衣业公所称轩辕殿
,

水木工业公所称鲁班殿
,

四明竹

业公所称同新会
,

四明内河小轮业公所称永安会
,

等等
。

这些堂
、

殿
、

会
,

名 目虽异
,

实际

上就是会馆公所
。

清代上海会馆公所的开办均有严格的程序和步骤
。

1
.

发议
。

属于地区性的会馆公所
,

大多由
“

从宦于兹土者
” ,

即旅沪仕宦商贾
“

董其

役
” 。

如建汀会馆就是由当时任上海知县的建平人林谦普提议创立的
。

江西会馆是由上海知

县
、

江西人虞南曾一手创办的
。

山东会馆是由上海道
、

山东历城人汪瑶庭与旅沪鲁商
“

谋

立
”

的
。

常州八邑会馆则是由寓居上海的大官僚大买办
、

武进人盛宣怀独资捐建创办的
。

属

于行业性的会馆公所则多数由同业中资力厚实
、

信用较著的店主或
“

诚实可靠
” “

心地光明
”

的
“

号东
” 、 “

伙友
”

发起
,

集体捐资建立的
,

如鲜肉业公所就是 由南市香雪堂肉店店主为

首
,

发议创立的
。

2
.

集资
。

会馆公所创办的经费多数由公共集资
,

或由同人捐助
、

同业摊派
,

或按货抽

厘
。

少数是
“

殷者效财
,

能者效力
” ,

由几个资本家出资筹建的
。

如台州公所就是由民族资

本家朱佩珍等领头捐资创办的
。

为了表示自己的
“

德政
”

和与各方人士联络
,

上海知县也常

常捐款支持各类会馆公所的创办
。

四明公所中秋会创立时
,

上海知县
、

主簿均捐款数千千

文
,

即是一例
。

3
.

创办
。

会馆公所都设有日常办事活动机构一议事厅 (又称议事所
、

会议所 )
,

此外还

设有正殿 (又称正堂)
、

祠堂
。

正殿
,

置放上海道
、

上海县批准馆
、

所创立的勒石碑刻
。

正

殿只有在全体成员集会
,

或逢年节喜庆举行宴会
、

演剧时才开放
。

祠堂供奉本馆 (所 ) 崇拜

的神佛
,

是祭礼活动场所
。

4
.

推举董事
。

会馆公所 日常事务
“

悉归号商经理
” 。

。经理有称司年
、

值年
、

轮年的
,

如典业公所
。

有称司月
,

值月的
,

如钱业
、

木工业会馆公所等
。

司年
、

司月等均由同业各店

号按年按月当值
。

也有称柱首的
,

宁绍长生会分元
、

亨
、

利
、

贞四柱
,

浙绍公所分设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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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
、

寿
、

禧四柱
,

每柱设柱首 2 名
,

按年轮值
。

更有称总柱
、

分柱
、

董事的
,

如宁郡六邑竹

业同新会
。

有称经董的
,

按地区推派代表
,

实行共管
,

如泉漳会馆设经董 5 名
,

其中同安县

2 名
,

海澄县 1 名
,

龙溪县 2 名
。

所有这些司年
、

司月
、

柱首
、

经董
、

董事不是由
“

位尊望

重
”

的
“

公正绅董
”

担任
,

就是由同业中有资力的店主
、

号东
“

主持
” ,

少数由同业中
“

诚

实可靠会友为之
” 。

司年
、

司月
、

柱首
、

经董
、

董事并非专职
, “

各有生意
,

并非专意在此而

取薪傣者
” 。

 多数会馆公所还设有 1一2 名丁友
。

照看馆 (所 )
,

兼任 日常卫生
、

安全
、

联络

等事务
。

少数会馆公所还设有会计
,

负责馆 (所 ) 的财务
。

5
.

制定章程
。

多数会馆公所立有章程
。

章程内容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 1

.

日常

银钱出入保管办法 ; 2
.

生意经营
,

包括统一价目
、

收徒等 ; 3
.

官府捐款
、

公共项 目经费的

摊派等 ; 4
.

馆所所置房产
、

土地
、

租 田
、

缘地的管理使用 ; 5
.

宗教祭祀活动 ; 6
.

司年
、

司月
、

柱首
、

经董的权限职守 ; 7
.

排解内部纠纷及有关案件诉讼 ; 8
.

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

其他条规
。

会馆公所的章程须
“

勒石厅堂间壁
” ,

或
“

命工折印分送各同乡
” 。

。

6
.

呈准官府立案批准
。

会馆公所若得不到官府批准
,

不能开设
。

因此
,

在正式成立之

前
,

必须先要呈文上海道或上海县
,

详述会馆公所开办缘由及其宗旨
、

创始人的姓名
,

最后

由上海道或上海县出面勒石
,

宣示全城
“

不准游棍阻挠滋事
” “

永为保护
” 。

多数会馆公所还

可以从官府那里获得房产
、

缘地免征课税的特权
。

7
.

正式成立
。

会馆公所的成立
,

热烈而又隆重
。

全体成员
,

包括家属在内
,

不论男女

老幼
,

均可参加庆典活动
。

庆典活动一般为 1一3 天
,

视会馆公所的性质
、

大小
、

经费多寡

而定
。

活动内容有敬神祭祖
,

祈求日后
“

万事如意
” “

生意大吉
” ; 宴请地方权贵显要及其他

会馆公所负责人
, “

以壮声威
” “

藉资联络
” ; 成员聚首会餐

,

敦睦乡谊 ; 演剧招待社会
。

会馆公所成立后
,

便开始正常的馆务活动
。

(三 )

根据对清代上海 150 多个会馆公所碑刻文字记载及有关文字资料分析
,

清代上海会馆公

所活动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

1
.

大多设立在上海商业发达的中心城区
,

即县城大小东门内外和十六铺一带
。

2
.

平日除遇有特殊情况随时集议外
,

其日常活动时间一般是固定的
,

或一星期
,

或十

天
、

半月
,

乃至一月不等
。

每年两度的
“

春秋祭祀
”

和
“

中元设蘸
” “

岁时祭享的活动时间

则是绝对固定不变的
。

3
.

经济公开
,

平日议事多取民主协商办法
。

遇有重大事件
,

由司年
、

司月
、

柱首
、

经

董等出面召开全体成员大会
,

公议解决办法
。

如果意见分歧
,

不能统一
,

最后用抽签办法解

决
。

4
.

供奉神佑
。

供奉的具体神抵因地区
、

行业不同而异
。

山东会馆供奉孔子牌位 ; 江西

会馆供奉福主族阳许真君
、

五路财神
、

文昌帝君 ; 商会会馆供奉关帝
、

火德星君
、

增福财

神
。

有些会馆公所崇奉中华始祖先圣
,

如药业公所奉祀炎帝
、

神农氏 ; 纸业公所奉祀蔡伦 ;

木业公所奉祀公输子和鲁班 ; 衣业公所认为轩辕
“

隆泽斯土
,

治贤垂裳
,

作整衣带
,

是以兴

吾业
” ,

因而奉祀轩辕
。

钱业公所供奉已故先董牌位 ; 四明公所冬至会
、

长生孟兰盆会供奉

祖父母
、

父母长生牌位
。

更有趣的是
,

靴鞋业公所供奉履主
、

孙殡
、

赵武灵王
。

工艺公所则

供奉圣母玛利亚
。

不过总的说来
,

会馆公所供奉最多的是关帝
、

天后
、

圣母
、

观 音
、

土地

神
。

会馆公所定期举行祭祀活动
, ‘

旧 则诵经礼忏
,

夜则设放瑜加焰 口
” 。

会馆公所供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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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
,

举行祭礼
,

为的是托庇神灵
, “

惮得时时往来利益
,

舟顺而人安
” ,

¼ “

得福去祸
” “

消兔

灾晦
’ , “

生意和顺
” , “

为同人祝平安
” , “

协恭共济
” 。

¼在这些封建迷信活动 的背后
,

反映了

广大劳动人 民
、

商人
、

手工业者长年在外谋生的艰辛
,

无力战胜各种灾难
,

只好乞求神灵保

佑
。

也反映了他们久客不归
、

思乡恋亲的心情
。

5
.

设有义稼
、

殡舍
。 “

义缘之设
,

以妥旅魂
” ,

¼专为掩埋无力运回家乡安葬的棺骨
。

殡

舍
“

以寄放棺槽
” ,

多称之为善堂
。

如靛业公所殡舍称留照堂
,

浙绍公所殡舍称永锡堂
,

建

汀会馆殡舍称同庆堂
、

集义堂
。

规模比较大的会馆公所
,

如四明公所还附设赊棺局
,

专门出

售棺膺
。

6
.

设有
“

公楼
” “

丙舍
” ,

为
“

各绅商登岸驻局之所
” 。

¼戊戌变法前夕
,

康有为来沪宣

传变法
,

就曾寓居上海的南海会馆
。

陶成章组织光复会
,

其成员来沪大多藉宁绍会馆为驻

所
,

开展活动
。

黄遵宪来沪也曾下榻潮惠会馆
。

类似的例子很多
。

有时公拢
、

丙舍也作
“

屯

货
”

之用
。

@

7
.

“

置产收租
”

和
“

赁屋收费
” ,

用作会馆公所 日常活动开支
。

8
.

凡属同乡
、

同业来往人员均可借住会馆
、

公所
,

因此
,

会馆公所 日常
“

士商云集
,

或游宦
,

或服贾
,

群然杂处
” 。

¼

9
‘

区域观念极重
。

非藉莫属
,

非业莫属
。

凡非本乡本业 (即便是同业
,

未入会馆公所

者 ) 一概排斥在外
。

建汀会馆龙岗会章程中关于缘地规定
: “

他帮人棺木概不得进膺埋缘
” ,

“

倘有朦混
,

一经查出
,

从重治罪
” 。

反之
,

凡属同乡
、

人会同业者
,

均可享受本会规定的好

处
。

宁绍木业公所章程明确规定
,

凡是本所成员
,

因生计一时无着
,

本所可为之介绍生意
,

提供诸种方便
。

ro
.

有些行业
,

如钱业
、

书报业
、

药业
、

木工业
、

镌业
、

典业
,

因需要有一定的专业技

术知识
,

这类会馆公所往往还附设有专门的补习所
,

艺徒夜校
,

由本会馆 (公所 ) 内年长技

师教授生徒
。

少数会馆公所为了解决和便利本会馆 (公所 ) 成员子弟的读书问题
,

还延聘教

师
,

开设普通学校
,

常州八邑会馆附属学堂就属于这种性质
。

11
.

设有恤婪会
、

慈善会
,

贩恤业中孤苦婪妇
, , “

留养同业病人
” ,

成员因公身故
,

则

施以棺木
,

给予硷费
。

条件好的会馆公所还设有医院
、

养病房
、

息影所 (属疗养性质 )
。

如

广肇公所
、

药业公所
、

金银实业公所就是如此
。

少数会馆 (公所 ) 还设有疗养所
,

同业职工

退休后还可以领取退休金
,

钱业公所就是一例
。

12
.

所有成员必须自觉遵守会馆
、

公所章程
,

违章不遵
,

当众除名 ; 违法犯罪
,

永远逐

出
。

此外
,

成员有义务有责任为本会馆本公所保守秘密
,

通报信息
。

(四 )

清代上海的会馆公所作为封建社会的民间商业社团曾为推进上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

促进上海与各地的联系
,

维护各地在沪各行业之间的合作等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
。

具体地

说
:

1
.

强固商力
,

为同业谋利益
。

有了会馆公所
,

各地各业在沪商民有了
“

议事之所
” ,

“

且取集思广益之议
,

可谓得商务之要领
” 。

¼
‘

性合群之力
,

而联络散涣之情
” , “

交谊深
,

而商情自固
” ,

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

2
.

“

稗消衅隙
,

共济时限
” , “

排解纠纷
,

端赖是会
” 。 “

既同井邑
,

宜援陷井
。

成员一旦

出事
,

或内部发生矛盾冲突 ; 或遭歹人暗算
、

上当受骗
、

欺压情势
,

可藉会馆公所
、

同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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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业之力协助排解和
“

代为捍卫
” 。

3
.

敦睦梓好
,

克修乡谊
。

会馆公所
“

为同乡汇叙之所
”

和娱乐中心
, “

律春秋佳 日
,

宴

集谈心
,

不时聚首
。

虽处异乡
,

情同故里
” 。 “

联搏酒之欢
,

叙敬梓恭桑之谊
,

相与乐其乐

也
” 。

¼

4
.

恤贫救困
,

贩济乡里
。

同邑同业中
,

或年迈体弱不能力作 ; 或壮年生病
,

难以为生 ;

或子女幼小
,

难以养家糊 口者
,

往往
“

给资赡养
,

稗使冻馁无虞
,

幼稚者生成有望
” 。

同乡

客死沪上
,

无亲友办理善后者
,

准地方报明会馆公所
,

给棺掩埋
。

此外
,

若家乡发生灾荒
,

会馆公所还集资贩助乡里
。 1833 年 (道光十三年 ) 江苏青 口一带水灾

,

祝其公所提公所公

积金四千千文助贩
。 18 84 年 (光绪十年 ) 山东旱灾

,

山东会馆
、

洋布公所捐贩银数百两
。

@

5
.

捍御外侮
,

维护民族权益
。 “

团体者
,

自强之妙用也
。

今之公所
,

精神何在 ? 在捍御

外侮
,

而爱护其同类
” 。

¼ 18 74 年 (同治十三年 ) 法租界开拓马路
,

侵占四明公所缘地
。

四民

公所同乡会员数千人
“

集众抵抗
” ,

后虽经官方迭次交涉
,

迄无结果
。 18 98 年 (光绪二十四

年 ) 法租界再次扩充马路
,

企图强占四明公所缘地
,

激起浙江宁波
、

绍兴等地旅沪商民
“

大

愤
” 。

在民族资本家
、

台州会馆负责人严信厚以及叶澄忠
、

沈敦和
、

沈洪贵的组织领导下
,

“

南北市相约罢工
” 。

清政府惟恐
“

再酿巨案
” ,

急令两江总督刘坤一遣员范 沪查办
。

迫于中

国人民的压力
,

法国侵略者被迫作出让步
,

于是
“

明定界址
,

重造围墙
,

永久遵守
” 。

四明

公所取得了斗争的最后胜利
。  甲午战后

,

由于外侮 日浸
,

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

民族救亡运

动空前高涨
,

民族资产阶级为挽回利权
,

开展实业救国运动
。 19 09 年 (宣统元年 )

,

上海的

绪论
、

钱江
、

云锦
、

盛径各庄号与京缎
、

终业
、

典业
、

衣帽业
、

绣业各公所团体联合组成商

品陈列所
,

参加在 日本举行的万国博览会
,

展销本公所的产品
,

对抵制洋货
、

提倡国货
、

振

兴实业
,

发展民族经济起 了有益的作用
。

清代上海会馆公所除了上述积极作用外
,

还有它保守落后的一面
。

会馆公所的成员大多

是同业兼同乡
,

多为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
,

部分为商人
。

他们基本来自农村
,

同农

民有着天然的联系
。

会馆公所直接操纵在旅沪
“

有势力者
”

手里
,

即旅沪的地主
、

官僚
、

富

商大贾手里
。

会馆公所成员在接受会馆公所互助的同时
,

也接受会馆公所的控制
。

此外
,

会

馆公所的地区性
、

排他性
,

一定程度上还造成了上海众多帮派的形成和存在
,

既不利于商业

的进一步活跃
,

也不利劳工运动的健康发展
。

应当指出的是
,

目前有不少史书将会馆公所同封建的行会组织等同起来
,

这是不对的
。

行会组织较多地存在于手工工场
、

手工作坊内部
。

会馆公所同行会组织有联系
,

行会在相当

程序上利用 了会馆公所
,

加强对工人的控制
,

但它却不是行会这一类组织
。

也不象某些史书

L所说的那样 : “

它的存在和封建政权一样
,

对于手工业发展起着束缚
、

延缓作用
” 。

¼会馆

公所虽有一定程度的封建落后性
,

但对于促进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
,

维护中小工商业者

的利益
、

加强民族工商业者的团结
、

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等等
,

这些积极进步作用是不能

否定的
。

清代上海的会馆公所在鸦片战前
,

就其性质来说
,

属于封建商业社会的民间团体
,

那时

的领导权基本掌握在少数仕宦绅商手里
。

鸦片战后
,

这种情况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

随着上海

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兴起和发展
,

上海会馆公所的区域性色彩逐渐减退
,

按行业按系统联合的

趋势日益增强
。

到清末
,

这些会馆公所大多演变为带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团体
,

其领导权

也大多掌握在民族资产阶级 中上层手中
,

并在民族资产阶级组织的商会统一领导之下
。 191 1

(下转第 4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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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看
,

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

对减轻清政府财政负担
,

提高清军的战斗力
,

乃至促进清政府

的军事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

然而
,

社会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

牵一发而动

全身
,

裁军作为军事改革的一个环节
,

同样必须有相应的社会政治
、

经济制度及其他各种相

关条件来作保障
,

当时的清政府却缺乏这些条件
,

再加上裁军的着眼点在节炯
、

裁冗具体操

作过程中的一些失误
,

造成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

这一点
,

对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的机构改革
,

也是一个应当吸取的教训
。

(责任编辑 孔祥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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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武昌起来爆发
,

辛亥革命发生
。

由这些会馆公所成员为骨干队伍组织起来的武装商团曾参

加光复上海的战斗
,

为推翻帝制
、

建造民主共和作出了应有贡献
。

20 年代后
,

随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涨
,

产业工人队伍的壮大
,

工人阶级 日益觉悟
,

以乡土情义维系的会馆公所 日趋衰落
,

并为同业公会所替代
。

到 19 34 年
,

上海同业公会约

有 21 4 个
。

其间虽仍有会馆
、

公所的名目见存
,

但只是公会内部按籍贯表现出来的同乡关系

的反映而 已
。

它们从社会舞台上消失
,

是历史的必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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