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学东渐与中国现代社团的兴起

————以戊戌学会为中心

虞和平

　　本文以戊戌学会为对象 ,论述了西方社会学传入对近代中国现代性社团产生和

发展的影响 。甲午战争前后 ,随着西方社会学的不断传入 ,在一些维新人士中逐渐形

成了一种名之为“群学”的中国现代社会学理论 ,内中包涵着比较完整的现代社团理

论 ,开始明确了群与学的关系 、群与强的关系 、群与治的关系 、群与变的关系 、群与会

的关系。从这种“群学”理论出发 ,维新人士认为 ,组建学会可以为维新运动广泛动员

社会力量 、培养和联结广大维新人才 、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 ,从而强化

社团意识。由此 ,维新人士不仅广泛组建具有各种社团功能的学会 ,而且使戊戌学会

具有现代社团的特性 ,由中国人自己组建的 、现代社团开始兴起 。

作者:虞和平 ,男 ,1948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一 、西学东渐与现代社团理论的传播

在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前 , 中国有些传统社

团虽然已开始向现代性社团转变 , 也出现了在华外

人组建的现代性社团 , 但是由中国人自己组建的具

有比较完整现代性质的社团 ,则是在 1895 年以后才

开始逐渐兴起的。这与甲午战争之前的西学传播和

甲午战争之后的政治变局有着密切的关系。

1895 年之前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纷纷设立西学

传播社团 ,向中国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 , 同时也有一

些中国知识分子从事于西学介绍活动。在传入中国

的西学当中 ,除了自然科学和政治学说之外 ,也有一

定数量的社会学知识 , 其中有关组建社团的理论颇

受当时谋求社会变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 , 这就

是他们所说的“群学” 。

西方社会学知识的传入大约始于 19 世纪 80 年

代前后 , 当时在由外人西学传播社团翻译出版的一

些书籍 ,以及他们所办的《申报》 、《万国公报》中 , 已

有对达尔文 、斯宾塞的进化论和社团学说的零星介

绍。1895 年 ,曾留学英国的严复在天津《国闻报》上

发表了《原强》一文 , 接着又于同年翻译了赫胥黎的

《天演论》(即《进化论与伦理学》), 并于 1896-1897

年间译述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即《社会学原理》)

的第一章《砭愚》和第二章《倡言》 , 开始比较系统地

介绍西方的社会学原理。《原强》用达尔文的进化论

和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阐释了国家强弱盛衰的道

理 ,指出:斯宾塞“宗天衍之术 , 以大阐人伦治化之

事 ,号其学曰群学 , 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 , 以其

能群也 ,故曰群学 , 首次提出了群学的概念。在《天

演论》中 , 介绍了“物竞” 、“天择” 、“适者生存” 、“优胜

劣败”的进化论原理 , 并指出:“天演之事 , 将使能群

者在 , 不群者灭;善群者存 , 不善群者灭” ①, 强调了

建立社团运用群体之力在人类生存竞争中的重要作

用。

这些群学理论的传入逐渐为康有为 、梁启超等

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 ,并逐渐产生组建社团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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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严复译:《天演论》 ,导言十三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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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康有为在西学书籍的影响下于 1884 年时就开始

探讨“生物之源 , 人群之合的道理” ;1885 年时通过

研习算学 ,用几何学原理写作《人类公理》一书 ,提出

了“创地球公议院 , 合公士以谈合国之公理 , 养成公

兵以去不会之国 ,以为合地球之计”的设想;1890 年

开始向学生宣传“孔子改制之议 , 仁道合群之原” ①;

1891年在长兴里讲学时专设“群学” 一科 ②。 1895

年以后 , 随着康梁等维新派组建社团活动的开始和

《天演论》译稿(1989 年正式出版)的流传 , 维新派的

群学理论渐趋完善 , 对组建社团重要性的认识日渐

增强。总结各家的有关言论 , 维新派的群学理论主

要包含了下述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 ,明确了群(即群体 ,下同)与学的关系。维

新派认为 ,要变法维新必须要开发新型人才 ,要开发

新型人才就必须要传播和学习新的科学知识 , 而传

播和学习科学知识的最好方式就是结群集会。康有

为说:“思开风气 , 开知识 , 非合大群不可” ③, “一人

独学 ,不如群人共学;群人共学 , 不如合什百亿兆人

共学” ④。因为“学业以讲求而成 , 人才以磨砺而出 ,

合众人之才力 ,则图书易庀 , 合众人之心思 , 则闻见

易通” ⑤;合群而学还可以“得知识交换之功 , 而养国

体亲爱之习” ⑥。梁启超也认为 , 所以要合群而学 ,

是因为“合众人之识见以为识见必智 , 反之则愚” ⑦。

第二 , 明确了群与强的关系。他们通过学习西

方的社会进化论懂得了合群能够增强生存和竞争能

力的道理。康有为认为:“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 ⑧,

“考泰西所以富强之由 , 皆由学会讲求之力” ⑨;“普

鲁士有强国之会 , 遂报法仇;日本有尊攘之徒 , 用成

维新”  10。而中国则“自近世严禁结社 , 而士气大衰 ,

国之日孱 , 病源在此” 。梁启超说:“道莫善于群 , 莫

不善于独。独故塞 , 塞故愚 , 愚故弱;群故通 , 通故

智 ,智故强。”  11 还指出:世界上“有能群者 , 必有不

能群者;有群之力甚大者 , 必有群之力甚轻者。则不

能群者必为能群者所摧灭;力轻者必为力大者所兼

并” 。 12 “合众人之力量以为力量则必强 , 反之弱。

故合群者 ,战胜之左券也” 。 13

第三 , 明确了群与治的关系。治即治理社会的

方式 , 维新派认为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理社会与社

会的富强或贫弱至关重要。梁启超指出 , 以专制的

“独术”治群则群力弱 , 以民主的“群术”治群则群力

强。欧美各国之所以富强 , 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选择

了“群术” 。 所以在进入近代社会之后 , “发群术治

群 ,群乃成;以独术治群 ,群乃败” 。 14

第四 ,明确了群与变的关系。变即变革 ,是维新

派维新活动的核心 , 也是他们群学理论的核心。康

有为曾把他的全部维新方法概括为“以群为体 , 以变

为用” 。 15 就是说群是变的载体 , 变是群的目的和结

果 ,不仅结群而学是为了行变 , 而且结群图强 、结群

致治也只有通过变才能实行。但是要实行变 , 就要

借助于群。其理由之一是群可以为变张本 , 认为社

会进化的基本原理就是由人群之间的竞争而达到社

会的发展变化 ,而结群则既以竞争为目的 , 又可以明

确竞争的对象 , 增强竞争的力量。如吴汝纶认为严

复翻译《天演论》的动机 , 是有感于“吾土之不竞 , 惧

炎黄数千年之种族 ,遂将无以自存 , 而惕惕焉欲进之

以人事也”  16, 提醒中国人开展竞争 , 推动社会发展。

章太炎说:“物苟有志强力以与天地竞 , 此古今万物

之所以变。变至于人 , 遂止不变乎? 人之相竞以

器。”  17 不仅认为竞争是社会发展变化的动力 ,而且

认为竞争将带动人与物的不断变化。 唐才常指出:

无论人还是群 , 都以竞争为生存之本和目的所在 ,

“西儒达尔文曰:̀争自存' ;而锡彭塞(斯宾塞)衍其

旨曰 :̀群与群争' ;赫胥黎阐其微曰:̀人与人争' 。

……凡所以孳孳皇皇求自存 ,人物交虎之争者 , 则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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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惟争之为务” 。① 梁启超则不仅指出了竞争促进

社会发展的作用 , 而且指出了结群以明确竞争对象

的道理 ,他说:“夫竞争者 , 文明之母也 ,竞争一日停 ,

则文明进步立止” ②;以共同利益关系而结成的群体

亦是如此 , “凡群之成 , 必以对外 , 苟对于外而无竞

争 ,则精神与形式皆无所着” ;因此“凡集结一群者 ,

必当先明其对之界说 , 即与吾群竞争之公敌何在

也” 。③ 其理由之二是群具有行变的功能 , 认为社会

的各种变革事业都能由群来实行。对此 , 谭嗣同的

认识最为典型 ,他在论述学会的性质和作用中指出:

学会是团结全体民众 , 获得变法成功的最理想的组

织 ,“黄种以之而灵 ,中国以之而存 , 孔教以之而明”;

学会是一种决议机关 ,“官欲举某事 ,兴某学 ,先与学

会议之 , 议定而后行 , 议不合 ,择其说多者从之” ;学

会应有立法和参政的权利 , 要废除旧法律 、旧制度 ,

由学会厘定各种新法 , 参与国家财政的管理和监督

工作;学会有培养官吏的义务和罢免官吏的权力 , 并

负责对官吏的考核 , “岁时会众绅士而面课之 , 而公

评之 ,其及格而才行为众绅士所称者 ,擢用之 , 否则

置之” 。④

第五 ,明确了群与会的关系。会就是会社 ,也就

是社会团体 , 是维新派“群学”理论的最后落脚点。

维新派认为结群必须集会。康有为在组织强学会时

就强调说:“合群非开会不可” 。⑤ 梁启超也说:“今

欲振中国 ,在广人才 , 欲广人才 , 在兴学会。” ⑥ 他们

还以群的种类来划分会的种类。梁启超说:“西人之

为学也 , 有一学即有一会” , 如农学会 、矿学会 、工艺

学会等等。⑦ 谭嗣同说:“士会于庠而士气扬 , 农会

于疆而农业昌 ,商会于西方而商利孔长。各以其学

而学 ,即互以其会而会。” ⑧ 既指出了士 、农 、商各有

自己的学 ,均有自己的会 , 也指出了不同业别的会各

有各的成员范围 ,各有各的功能作用 , 严复说:“群有

数等 ,社会(即社团)者 , 有法之群也。社会 , 商工政

学莫不有之 ,而最重之义 , 极于成国。” ⑨ 这就是说 ,

社团是人群中按照一定的规范组合的群体 , 而且这

种社团在商 、工 、政 、学各界中都有之 , 其最重要的意

义是最终形成为一个完整意义的国家。维新派的这

种群与会关系的论说 ,不仅已认识到学科 、业别是社

团存在的基础 ,而且已把人类的自然群体与社团群

体区别开来 ,并指出了社团与国家的关系。

由此可见 ,维新派的“群学”理论中 , 已涉及到社

团的组织结构 、功能作用和社会意义 、虽然尚不完

整 ,但已显示出现代社团学的基本原理。

维新派的这种“群学”理论 , 不仅在本系统之内

互相交流 ,而且通过他们所办的报刊广泛宣传 , 为许

多有志之士所吸收。正如时人所言:“识时务者 , 罔

不争相淬厉 ,深痛国耻 , 以合群之力挽将倒之澜” 。 10

“闻风兴起者益多 , 各省志士争相醵资 , 合群以讲新

学” 。 11 “群学”理论的传播已成为戊戌社团发展的

一个重要动力。

二 、“群学”理论与社团意识的强化

1895 年后 ,随着维新运动的逐步展开 , 维新派

的社团意识不断加强 , 日益认识到组建社团对推进

变法维新的重要性。维新派实行变法维新的目的是

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 , 其主要途径是劝说

光绪皇帝推行新法 , 这无疑需要较为广泛的社会基

础 ,也必须冲破守旧势力的竭力反对 , 即使是同情变

法的光绪皇帝也不可能完全采纳他们的建议 , 他们

的上书被阻隔或被束之高阁的事情常有发生。 因

此 ,如何迫使朝廷采纳自己的建议实行变法 ,如何为

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张本 ,便成了维新派能否实

行变法维新的关键所在 。于是 , 他们从上述的“群

学”理论出发 , 日益认为只有广泛组建学会(社团)才

能实行变法维新。

首先 ,他们认为广结学会可以动员社会力量 , 增

强政治声势 ,促使朝廷实行变法。 1895 年 5 月 2 日

康有为在发动“公车上书”遭到朝廷拒绝之后 , “认为

望变法于朝廷 ,其事颇难 ,然各国之革政 , 未有不从

国民而起者 , 故欲倡之于天下 , 以唤起国民之议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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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刷国民之精神 , 使厚蓄其力 , 以待他日之用” 。①

并“日以开会之义 , 号之于同志” 。② 开始注重于发

动和联合广大有志于变法维新之士广结学会 , 以增

强维新力量。到 1897 年德 、俄两国强占胶州湾和旅

顺 、大连时 , 康有为更“以为振厉士气 , 乃保国之基

础 ,欲令各省志士各为学会 , 以相讲求 ,则声气易通 ,

讲求易熟” 。③ 并于 1898 年 4 月在京城组建保国

会 ,提出:要采取“上书求变法于上” ,“开会振士气于

下” ④, 用上请与下呼相结合的办法推动变法维新 ,

保卫国家权利。章太炎也指出维新知识分子积极组

建学会的这种出发点:“今之合群明分者 , 莫亟于学

士 ,是何也? 将以变法为辟公 , 必使天下之聪明耳

目 ,相为视听 , 股肱毕强 , 相为支宰 , 则始可以御内

侮 ,是故合群尚已” 。⑤

其次 , 他们认为广结学会可以培养和联结广大

的维新人才。维新派认为变法维新不仅需要一批懂

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 ,

而且需要一支组织起来的骨干队伍 , 这只有通过建

学会才能造就。康有为指出:“夫挽世变在人才 , 成

人才在学术 ,讲学术在合群。” ⑥ 他们所以把组建学

会作为造就人才 、组织队伍的重要途径 , 一是认为学

会能够以较之学堂更为广泛的范围培养更多的人

才 ,如果学会能够普及 , “一省有一省之会 , 一府有一

府之会 ,一州县有一州县之会 , 一乡有一乡之会 , 虽

数十人之寡 ,数百金之微 , 亦无害其为会也 , 积小高

大 ,扩而充之 , 天下无不成学之人矣” 。有此大量人

才 ,“以雪雠耻 ,何耻不雪? 以修庶政 , 何政不成” ?⑦

二是认为学会能够起到学堂所不能起到的把旧知识

分子改造成新知识分子的作用 , 以便更快更多地造

就维新人才 。梁启超指出:“欲实行改革 , 必使天下

年齿方壮志气远大之人 ,多读西书通西学而后可 , 故

译书实为改革第一急务也。” ⑧ 无论是让成年人多

读西书 , 还是多译西书 , 都只有通过学会才能做到。

三是认为学会不仅可以把维新志士联结起来 , 而且

能够团结同情于维新的人士 , 扩大队伍 , 增强力量。

康有为在北京组建强学会时 ,就是鉴于“中国风气 ,

向来散漫 ,士夫戒于明世(即明朝)社会之禁 ,不敢相

聚讲求 , 故转移极难” , 试图以组织学会改变这种风

气 ,联结维新之士 , 增强维新力量。并强调指出所以

要在京城设立学会的理由 , 是旨在“得登高呼远之

势 ,可令四方呼应” ⑨, 既可向全国推广学会 , 又可

“广求同志” 。

第三 , 他们认为广结学会可以为实行资产阶级

民主制度张本。维新派认为要实行民主制度首先要

使民众具有参政的知识和能力 , 然而要使民众具有

参政的知识和能力就只有广兴学会。对此梁启超有

系统的论述 ,他说:“今之策中国者 , 必曰兴民权。兴

民权斯固然矣 , 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

于智者也 ,有一分之智 , 即有一分之权 , 有六七分之

智 ,即有六七分之权 , 有十分之智 ,即有十分之权” 。

因此 ,“今日欲伸民权 ,必以广民智为第一要义” 。欲

广民智 ,光靠学堂教育是远远不够的 , 而是要靠学

会。就绅士而言 ,他们虽比一般民众的知识多一点 ,

能力强一点 , 但是也缺乏足够的参政知识和能力 ,

“欲用绅士 , 必先教绅士 , 教之惟何? 惟一归之于学

会而已” ,先要通过学会向绅士传授参政的知识 , 养

成他们的参政能力。 在他们看来 , 无论是兴民权还

是兴绅权 , 都必须“以学会为之起点” 。 10 唐才常也

指出维新派广结学会是为了张民权 ,他说:西方各国

为图富强“而民会兴 , 民权固也” 。当今中国“天下豪

杰之士 ,知涣之不敌萃 , 独之不敌群 ,私之不敌公也 ,

于是乎言群学 ,于是乎言人世界 , 于是乎言《春秋》公

法国统系于民统 、民统系于天统之义 , 而欲以民权;

及叩其群民 、权民之术 , 则群而权之学会 , 群而权之

公司矣。”  11

他们还把学会看作议院的雏形和基础 , 认为广

兴学会可以为将来开设议院作准备。维新派一致认

为 ,学会能“通上下之情” , 具有议院的作用。康有为

说:“强学会之创 , 京朝诸公 , 欲合天下之力 , 通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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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气 , 讲维新之治……几与外国议院等” 。① 他们把

南学会看作湖南“全省新政之命脉 , 虽名为学会实兼

地方议会之规模” , 其所办之事“实隐寓众议院之规

模” ②,“国会即于是植根” ③。谭嗣同说:“由于学会

由众多之人组成 ,且有总会和分会的组织联系 ,互通

信息 ,因此“有大事则上下一心 ,合群策群力以举之 ,

疏者以亲 , 滞者以达 , 塞者以流 , 离者以合 , 幽者以

明 ,羸者以强 , 又多出报章导之使言 ,毋令少有壅蔽。

大吏罔敢骄横 ,小吏罔敢欺诈 , 兴利除弊 , 罔不率此 ,

官民上下 ,若师之徒 , 兄之于弟 ,虽求其情之不通 , 不

可得也。于是无议院之名 , 而有议院之实” 。④ 章太

炎则认为广设学会和学堂是设立议院实行民主制度

的前提条件 , 他说:“学堂未建 , 不可以设议院;议院

未设 ,不可以立民主” 。⑤

即然学会与变法维新实行民主制度有如此重要

之作用 ,维新派自然就要十分重视学会建设 ,把广泛

建立学会作为实行变法维新的一个最重要的途径。

康有为不仅把学会作为变法维新的主要载体 , 而且

视其为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明确提出“以群为

体 , 以变为用 , 斯二义立 , 虽活千万年之天下可

已” ⑥。其他维新人士也把组建学会作为推行变法

维新的第一要端 ,梁启超强调说:“欲救今日之中国 ,

舍学会末由哉!” ⑦ 谭嗣同则指出:“今日救亡保命 ,

至急不可缓之上策 , 无过于学会者。” ⑧ 他还认为 ,

只要学会发展起来就必然会带动社会变革 ,“于是无

变法之名 ,而有变法之实” ⑨。除了在思想上重视学

会建设之外 ,他们还采取实际行动竭力动员社会各

界组建学会 。如康有为在《公车上书》遇挫之后 , 就

“挟书游说 , 日出与士大夫讲辨 , 并告以开会之故 ,

(使)明者日众 ,乃频集通才游宴以鼓励之”  10。并向

光绪皇帝进言:朝廷应设立“游会局” , “凡举各国政

会 、学会 、教会 、游历游学各会 , 司其政律而鼓舞

之”  11,以此 ,“推广社会 , 以开民智而激民气”  12。 他

的提倡学会活动 , “虽屡遭反对 , 而务必达其目的然

后已” 。 13

在上述“群学”理论和社团意识的指导下 , 维新

派组建学会及其他维新团体的活动迅速兴起。

三 、学会的推广与社团功能的初步发挥

1896 年 1 月 ,戊戌学会的主要团体强学会遭到

封禁 ,但是组建学会的风气已经打开 , 各种维新学会

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出现。康有为在记述当时维新

学会盛行的情况说:“自强学会开后 ,海内移风 , 纷纷

开会 ,各国属目” ;“学堂学会 ,遍地并起” 。 14 梁启超

也记述此种情形说:“自此以往 ,风气渐开 , 已有不可

抑压之势”;“各省学会极盛 , 更仆难数” ;“学会之风

遍天下 , 一年之间 , 设会百数” 。 15 唐才常说:“学会

林立 ,万众沸腾。”  16 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当时学

会建设的一派繁荣景象 ,那么在戊戌维新时期(1895

-1898)究竟成立了多少学会?

关于戊戌维新学会的数量 ,至今已有王尔敏 、张

玉法 、汤志钧 、李文海四人做 过研究统计 , 前三位所

统计的数量分别是 63 个 、68 个 、50 个 ,  17 他们所提

及的学会互有出入 , 共计 89 个 , 李文海对这些统计

有所修订 18。最近 ,闵杰又在发现新资料的基础上 ,

对上述已有的统计作了修订和补充 , 认为戊戌时期

成立的有案可稽的学会共计为 72个。 19

根据闵杰所列的统计详表 , 戊戌时期的维新学

会已遍及北京 、上海 、广东 、江苏 、浙江 、广西 、湖北 、

湖南 、江西 、四川 、福建 、安徽 、贵州 、陕西等 14 个省

市的省会城市和一些中小城市 , 其分布范围已相当

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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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学会虽多以学术研究团体的面目出现 , 但

它们的实际活动内容已显示出多种类别结构 , 并开

始发挥相应的社团功能作用。第一种是政治性社

团 ,如强学会 、保国会 、南学会 、保川会 、保滇会 、保浙

会 、废时文会 、奋志学社 、匡时学会等。这类社团以

研讨政治学说 , 宣传政治改革 , 促进变法维新为主

旨。除了上文已经论述的强学会 、保国会具有这种

政治目的之外 ,其他政治性社团也具有类似的政治

目的。如南学会之设 , 意在“合南部诸省志士 , 联为

一气 ,相与讲爱国之理 , 求救亡之法” , 并有相应的实

际活动 ,“地方有事 ,公议而行” ;“每七日大集众而讲

学” ①,“演说中外大势 、政治原理 、行政学等 , 欲以激

发保教爱国之热心 ,养成地方自治之气力” ②。废时

文会以废除八股文 、改革科举制度为宗旨 , 其发起

人吴百揆 、章启祥的缘起书说:“卫足(即反对女子缠

足)、禁烟次第立会 ,吾华三大弊已去其二 , 唯时文积

弊太深 ,愚我震旦 , 抑我士气 , 为患靡穷。曾于二月

间手草请废八股改科制一疏 ,拟联名公呈当道转奏 ,

因同志寥寥 ,事久未举。嗣知公车上书不报 ,忧愤滋

剧 ,思图再举” ,遂联合同志 ,“创立废时文会” 。③ 各

“保”字头的社团 ,均以保护桑梓利益为宗旨 ,以期由

此建立地方自治之基础。

第二种是学术性社团 , 以带有各种学科名称的

社团为主 , 也有一些不带学科名称的社团 , 如新学

会 、郴州学会(亦称舆算学会)、三江学会 、质学会等。

这种社团以研讨和宣讲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

主要活动内容 ,凡带有学科名称的社团即限于本学

科的研讨和宣讲活动 , 不带学科名称的社团大多系

综合性学术活动社团。如“新学会之设 , 原为振兴教

学 、切磋人材起见 ,集中外通人 , 讲求天真 、政法 、兵

学 、医学 、格物各种学术” 。④ 郴州学会主要研讨舆

地和算学两门学科 , “舆地以绘险要究兵略为主 , 旁

及农矿;算学以程功 、董役 、行军 、布阵 、制器为主 , 旁

及天文” 。⑤ 湖北的质学会在其章程中指出:“斯会

大旨 ,意在劝学” , 分设经学 、史学 、法律学 、方言学 、

算学 、图学 、天文学 、地学 、农学 、矿学 、工学 、商学 、兵

学 、格致学等 14 科 ,会员“分科肄习” 。⑥

在这些学术社团中 , 有些经济学术社团已带有

一定的经济社团性质 , 它们并非纯粹的学术研讨团

体 ,而是通过研讨 、宣传各种经济知识促进社会经济

的发展 ,或直接从事于某项经济活动。如上海农学

会 ,原称务农会 , 其宗旨是:“采用西法 , 兴天地自然

之利 ,植国家富强之原” ⑦, 通过引进和推广西方先

进的农业科技知识 , 促进农业的发展。上海的工商

学会是在清政府颁发振兴工商 、设立商会谕旨的影

响下而成的 ,并创办《工商学报》 , 试图“与海内外诸

君子考求其(指工商业)得失利弊” , 促进工商业的发

展。⑧ 福建的蚕学会是为了推进蚕桑业的发展而设

立的 ,以考求养蚕新法 , 推广于民间为宗旨。⑨ 上海

的译书公会 、译印中西书籍公会 、印书公会 , 均非研

讨翻译 、出版方面专业知识的团体 , 而是从翻译出版

西方书籍的专门机构 ,带有文化企事业机构的性质。

在学术社团中 ,还有一些带有教育团体的性质 ,

它们以促进教育事业发展为宗旨 , 或直接从事教育

活动。如杭州蚕学会 ,在筹办之初以学会为名 , 正式

创办时则称蚕学馆 , 完全属学堂性质。 10 中国女学

会(又称上海女学会 、女学会)不仅与中国女公学(又

称中国女学堂 、上海女学堂)是同一团体的两个不同

名称 ,而且以女公学为实体 , 只是在对外发布有关公

告时 ,为扩大社会影响起见而采用学会的名称 , 如

“中国女学会大会中西女客启” 、“中国女学会书塾章

程”等 ,也未见女学会有另外单独的活动 , 只是到戊

戌变法失败以后女学会才与女学堂相分离 , 有单独

活动的出现。 11 还有不少学会或以学堂为基础而设

立 ,或以学会筹设学堂 , 旨在促进教育事业之发展 ,

当时就有人这样说:“学堂者 , 主也;学会者 , 辅也。

始之创兴学会者 ,所以以学堂为基础也;继之扩充学

会者 ,所以补学堂之不及也”  12。在事实上 , 也有一

些学术性社团后来改变为学堂 , 如郴州的舆算学会

改变为经济学堂 ,江西的励志学会改变为吏治学堂 ,

奋志学社改变为奋志学堂。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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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是移风易俗性社团 , 如不缠足会 、女学

会 、戒烟公会 、延年会等。这种社团以改革旧有的不

良社会习俗 ,增强中国人的体质 , 提高妇女的社会地

位为宗旨。其中不缠足会 、戒烟公会和延年会的类

别属性 ,从其名称上就可以一目了然。女学会则尚

需说明 ,从名称上看似乎是一种学术性社团 ,其实不

然 ,因为它的主要目的和活动并非研讨女性学理 , 而

是着眼于如何改变岐视妇女的传统观念 , 如何提倡

女子学习科学文化 ,以反对缠足 、开办女子学堂等活

动改善妇女的身体和文化素质 , 最终提高妇女的社

会地位 ,实现男女平等。 梁启超明确指出兴女学的

这种目的:“今中国之妇女 , 深居闺阁 ,足不出户 , 终

身未尝见一通人 , 履一都会 , 独学无友 , 孤陋寡闻。

……不宁惟是 ,彼方毁人肢体 , 溃人血肉 , 一以人为

废疾 ,一以人为刑寥 , 以快其一已耳目之玩好 , 而安

知有学 ,而安能使人从事于学” 。此种陋习 ,“历数百

年 ,日盛一日 , 内违圣明之制 ,外遗异族之笑 ,显罹楚

毒之苦 ,阴贻种族之伤” ,必须改变。①

四 、戊戌学会的现代社团特征

戊戌时期所出现的各种学会 , 从总体上来说已

属于现代社团的范畴 , 它们程度不同地具有下述几

点现代性特征。

第一 , 以现代社团理论和社团意识为指导。 大

多数维新社团是在“群学”这一现代社团理论和社团

意识的指导下而建立的 , 在上文论述维新派的群学

理论和社团意识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大型社团的这

种建社思想和意识 , 就是一些规模较小社团的建立

也受到了这种社团理论和意识的影响。如武昌质学

会在发起时已认识到:“济变者才 ,达才者学 ,非学无

以成才 , 非讲无以成学”②, 于是联合同人 , 集会讲

学。镇江学会的成立 , 旨在“鸠集同志 , 以朋友讲习

……群多士之智识 ,以互易聪明” ③认为集会讲学能

够互增知识。湖南郴州学会的发起是鉴于学会能够

联士气 、强国家之故 , 它的发起书中指出:西方各国

由于学会众多 , “学以此兴 , 士以此联 ,民以此固 , 国

以此强” 。中国“所以不及泰西各国者 , 学会不兴之

故也” 。所以要“联合士气 ,互相师法 , 庶几合天下为

一群 ,合一群为振中国” 。④ 湖南的龙南致用学会在

其章程中首先强调了建会的“群学”原理 , 其文曰: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 以其能群也。群则强 , 不群

则弱 ,此古今万国之通例 , 中国之已事可睹也。士苟

欲群必资学会” 。并指出商战以学会为后盾 ,“商苟

无学 ,何以能战? 学苟无会 , 何以教商? 故今日之中

国 ,以开学会为第一要义” 。⑤

第二 , 有较为健全的组织体系。绝大多数的维

新社团都有比较详明的章程 ,明确规定其宗旨 、活动

内容 、会员的入会条件 、权利和义务 、领导机构 、会务

管理制度等。规模较大的社团自不必说 , 就是小型

社团也类皆如此 ,如只有几名成员的金陵测量会也

“草定章程九条” ⑥。

第三 , 具有一定的民主制度。团体的领导成员

大多实行会员选举的原则 , 团体的重大事务大多实

行会员公决制度 ,尤其是一些规模较大的社团 , 这种

原则更为明确。如上海强学会的章程规定:“所有局

事 ,由开办诸人内公举四人为提调 , 二人坐办 , 二人

会办;公举谙练公正者八人为董事 , 亦四人坐办 , 四

人会办。创办定后 ,分年举人轮管。尚董友不洽 , 即

因事辞退提调 , 董事集众公举 , 择众而从。” ⑦ 保国

会的章程也有类似的规定:“会中公选总理某人 , 值

理某人 ,常议员某人 , 备议员某人 ,董事某人 ,以同会

中人多推荐者为之”;“常议员公议会中事” ;“总理以

议员多寡决定事件推行” 就是出席演讲之人 , 也要

“由大众公举 , 或投阄密举” 。⑧

第四 ,实行入会自愿 , 出会自由的原则。维新社

团几乎都是由维新志士们自愿自发组织起来的 , 其

成员也都可以自愿加入 ,自由退出。无论什么人 , 只

要本人自愿 ,并符合入会条件 , 承认宗旨 , 遵守章程 ,

交纳会费 , 都可以入会。上海强学会的章程规定:

“入会者不论名位学业 , 但有志讲求 , 概予延纳。” ⑨

保国会的章程中 ,除了有与上海强学会同样的规定

之外 , 还规定了出会自由的原则:会员“如有意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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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准其出会 , 惟不许假冒本会名滋事” ①。就是规

模较小的地方性社团也有这样的规定 , 如关西学会

的章程规定:“它省魁儒杰士 , 愿入会者 , 不分畛域 ,

一律延揽” 。武昌质学会则规定:“本会之意 ,务存大

公 ,苟务实学 , 来者听之。”

第五 , 具有促进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功能。由于

维新社团以推动维新变法为最终目的 , 且以引进和

推广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废除封建习俗为主要途

径 ,因而它们的活动或有利于政治制度的资本主义

改革 ,或有利于农工商业发展 , 或有利于科学技术的

普及 ,或有利于新型人材的培养 , 或有利于封建陋习

的改良。这一切无疑都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必须的

因素。

但是 ,维新社团的大多数规模较小 , 组织设置不

够健全 ,结构比较松散 , 存在时间不长 , 实际活动不

多 ,功能发挥有限。因此 ,维新社团的现代性是有限

的 ,只能说是初步现代化的社团。

维新社团的现代性虽然是初步的 , 但是它的历

史意义却是重大的 , 不仅开启了中国人自建现代社

团的先河 , 而且为此后中国现代社团的发展打下了

基础。维新派的组建社团活动及其所传播的社团理

论和意识 ,冲破了封建势力对民众结社活动的禁锢 ,

使中国民众的现代社团理论和意识由此萌生和发展

起来 ,并朝着结社自由的方向努力。诚如康有为所

言:“吾所以办此会(指强学会)者 , 非谓其必能成而

大补于今时也 ,将以破数百年之网罗 , 而开后此之途

径也” 。维新社团的组织模式为后来的社团组织提

供了借鉴 , 在清末的立宪社团 、革命社团及其他社

团 ,乃至民国时期的各类社团中 , 以“学会”形式组建

的多有所见。如立宪社团中的“自治研究会” 、“宪政

研究社” 、“贵州自治学社” ;革命社团中的“爱国学

社” 、“文学社” ;经济社团中的“商学会” 、“经济学会”

等。维新社团的地区分布和种类构成 , 则意味着中

国现代性社团的全面启动 , 中国的现代性社团从此

将逐渐全面地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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