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人类学学刊》第十九卷　第二期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页４９９２

郑梅婷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
0

学院硕士研究生电邮１３９７６７９７０８＠ｑｑ．ｃｏｍ刘诗
古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员主要研究领

域
!#

陆水域史社会经济史与二十世纪革命史电邮ｓｈｉｇｕｌｉｕ＠ｐｋｕ．ｅｄｕ．ｃｎ
本文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清至民国长江中游地区滨水社会研究?（批准号

１９ＣＺＳ０７２）阶段性成果之一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

公益物品的供给清至民国鄱阳湖区的
水上救生事业

———以左蠡《救生同仁堂局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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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
　

刘诗古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提要

鄱阳湖水域不仅浩渺无涯而且水文环境杂尤其西鄱阳湖

的左蠡一带历来被视
!

最险要之区风浪无常沉船事故常有发

生至迟在明末清初地方官就已在此设立救生船专门负责 ?拯

溺?乾隆初年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各地官府开始大规模

设置救生船经费则主要由国家正项支给清後期清政府
#

外交

困官办救生船难以维持民间救生组织逐渐兴起光绪末年左

蠡救生同仁堂始由地方士绅募捐创立其初始创办经费主要来自社

会募捐和政府拨款日常收入则主要依靠田
0

与房
0

的租金董事

的推选受到地方家族力量的影响民国时期在旱涝
Q

害的打击

下同仁堂面临经费困难的局面日寇入侵後救生船等设备被炸
+

无存抗战胜利後同仁堂得以重建继续从事水上救生活动但

随着机动船的普及救生需求下降同仁堂逐渐走向衰落从水上

救生的地方实践来看近代中国民间组织在提供救生服务的效率上

?不逊色於政府但这类公益组织在维持上仍然存在极大的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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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脆弱性且面临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双重困境

关键词鄱阳湖区左蠡救生同仁堂水上救生公益物品

５０ 郑梅婷　刘诗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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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与资料

水运是明清人员流动和商品运输的主要方式但船在江湖险要处常有

覆
(

的危险余治称 ?人生急难之遭至江湖风波之险而极矣呼吸之

间即关性命呼天莫应抢地无灵四顾茫茫心胆俱裂此时设有
!

之

垂手救援者起死肉骨何啻浮屠七级也 ?①　至迟在明代後期专门用於

救生的船就已出现清前期在乾隆皇帝多次谕令下官办救生船迅速发

展成
!

水上商旅往来安全的重要保障至清後期官办救生船兴废不一

民间救生组织兴起逐渐替代官方职能

对於长江流域的救生红船问题学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早在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罗传栋杨天佑就对峡江救生船作过简单的介绍②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森田明利用多种救生志书和方志资料对救生船的设置发展营运与财政

等问题有过整体性梳理③　１９９５年蓝勇对清代长江上游救生红船的
0

生时

间性质和作用进行初步探究提出 ?救生红船起源於明末 ?的观点④　进

入２１世纪之後研究者对救生红船的讨论日趋丰富和深入不仅在研究地域

上开始由长江中上游逐渐向中下游扩展⑤　而且开始从制度层面的宏观讨论

逐渐转向实践层面的微观分析⑥　还有学者试图透过救生船的发展来观察国

　　

公益物品的供给清至民国鄱阳湖区的水上救生事业 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余治《得一
)

》（《中华文史论丛》第８４
R

台北华文书局１９６９年据清同治八年
得见斋刻本影印）卷４之３〈救生局章程〉页２８３
罗传栋杨天佑〈清代的峡江救生〉《航海》１９８４年第４期页２１
森田明著郑睴生译《清代水利社会史研究》（台北编译馆１９９６）
蓝勇〈清代长江上游救生红船制初探 〉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１９９５年第４
期页３７４３
参见王玉朋〈清代南京救生事业初探〉《兰州学刊》２０１４年第２期页６０６７
胡梦飞〈清代江苏水上救生慈善机构的历史考察———以救生船局

!

中心〉《山东青

年政治学院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１期页１３８１４４杨伟兵杨斌〈清代皖江水上救生
事业初探〉《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３期页１５９１６５

'

滔阮宝玉〈清中前期的京口救生与练湖兴废〉载唐立行主编《江南社会历史评

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第１２期页３１４６杨斌 〈救生船与清代沅江水
上救助事业发展〉《求索》２０２１年第３期页６４７４李鹏鑫〈清代皖江救生组
织与基层社会控制 〉 《宁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年第６期页
１４６１５２
比较重要的讨论有蓝勇 〈清代长江上游救生红船制续考 〉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

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页５０５４顾川洋 〈乾隆年间官办救生船浅述 〉 《历史档
案 》２０１０年第４期页６７７１蓝勇 〈清代长江红船救生的地位和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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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⑦　这些研究的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各地救生局志

的发现和使用从而让研究者有机会窥见其
#

部运行机制但相对而言学

界对长江中下游水域的水上救生关注尚且不
-

尤其对江西鄱阳湖等
#

陆湖

泊水域救生组织的研究更是鲜见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⑧　

本文主要以新发现的江西省都昌县档案馆藏民国二十五年左蠡《救生同

仁堂局志》
!

核心史料结合第一历史档案馆与江西省档案馆所藏相关档

案?辅之以《清实
)

》乾隆朝奏摺地方志书文人文集海关档案

文史资料等文献以左蠡救生同仁堂
!

中心着重考察清至民国鄱阳湖区水

上救生事业的发展与演变?反思民间自组织在提供公益服务上的作用本

文虽然以鄱阳湖区
!

主要考察区域但力图讨论的问题
6

?不局限於此而

是希图借此案例的细讨论来深化我们对水上救生服务?供给?机制的认

识具体而言笔者有兴趣以下三个问题其一鄱阳湖区的救生船创立於

何时又经历怎样的历史演变其二作
!

非营利组织湖区的水上救生组

织如何得到有效维持救生船运行的经费从何而来水上救生服务应该由政

府还是民间来提供其三水上救生活动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面临哪些困境

又该如何解
E



需要
*

明的是 《救生同仁堂局志 》是由左蠡救生同仁堂董事高润堂

　　　

５２ 郑梅婷　刘诗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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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３期页３０４３蓝勇 〈清代长江救生红船的
公益性与官办体系的衰败〉《学术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２期页９７１０４唐春生李
鹏鑫〈清代至民国初期三峡地区救生船之制度安排 〉 《三峡大学学报 》（人文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２期页１７王毓伟胡忆红 〈清代地方财政与水域救生
事业的转型———以岳州救生局

!

例 〉 《社科纵
K

》２０２０年第１期页１１５１２２
惠科〈清代长江上游城市重庆的水上救生事业探赜———以巴县档案

!

中心 〉 《西

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４期页７５８１
⑦　参见杨国安〈救生船局与清代两湖水上救生事业 〉 《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

版）２００６年第１期页６９７４
'

琦鲜健鹰〈一项社会公益事业的考察清代湖

北的救生红船〉《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４期页７６
８０杨斌邓子纲〈清代洞庭湖水上救助事业与社会成效研究———以岳州救生局

!

中

心〉《社会保障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４期页５０６０刘亮〈近代江南地区县域慈善
组织的发展困境———以江靖救生义渡局

!

中心的考察 〉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６年第１
期页６５７４

⑧　据我们目前有限的搜集仅看到陕西师范大学陈建凯对鄱阳湖区救生船问题进行研究
但他?未利用到左蠡《救生同仁堂局志》这一救生志书参见陈建凯《清代水上慈善

事业研究———以江西义渡与救生红船
!

重点考察》（西安陕西师范大学未刊硕士学位

论文２０１７）



（１８７９１９３８）⑨　编成共有两
R

据高润堂自述该局志的纂修源於?同仁

堂事矦繁多尽系慈善本应载入邑乘而未逢其时恐年沿事轶则有赖

於私辑也?瑏瑠　遗憾的是我们仅搜集到第二
R

其主要
#

容
!

１９３３年至

１９３４年高润堂与民国政府要员和社会各界人士之间往来的信函有３６页後

来都昌县政府在民国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对同仁堂财
0

进行清查接收又

留下一些公函都昌县档案馆将局志第二
R

与这些公函放置在一起编号
!

Ｄ００４６２９抄
)

完总计约２５０００字目前已被学界发现的救生类志书主

要有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辰州救生总局记 》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岳州救

生局志》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峡江救生船志 》和民国十年 （１９２１）《衡山

救生局志》多成书於晚清民国时期这些救生志书在
#

容上有一些共同的

特徵大体都包括五大部份文件案牍规章制度收支款项田房契约与

地图图绘瑏瑡　

虽然左蠡《救生同仁堂局志》第一
R

下落不明但我们从文史资料中可

以获取一些零星记载进而推测其
#

容应当包括文件案牍规章制度收支

款项田房契约几个部份至於?地图绘画?部份高润堂已在《纂修同仁

堂局志跋》中明言?夫我同仁堂设局置船专
!

湖面救生事业无有绘图

之必要?瑏瑢　相比之下《峡江救生船志》则附上详尽的滩险地图瑏瑣　这可

能是因
!

左蠡救生同仁堂所负责的水域范围相对有限而水手舵工多
!

本地

人对附近湖面形势相当熟悉所以
(

有另外绘图的必要

二官办救生船的设立及其演变

鄱阳湖位於江西省北部长江九江河段的南岸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公益物品的供给清至民国鄱阳湖区的水上救生事业 ５３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高润堂（１８７９１９３８）都昌县多宝乡西高村人清代例授国学生民国年间他在西
高村首创拔萃高级小学担任校长兼江西省教育厅谘议在担任同仁堂董事期间高润

堂向社会各界募捐添置红船因而被选
!

江西省社会及国会选举调查员被省政府授予

金银两色
L

章一枚参见夏国初〈高润堂〉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都昌县

委员会文史委编《都昌文史资料》第８辑２００８年页２２３
高润堂〈纂修同仁堂局志跋〉（１９３６） 《救生同仁堂局志 》都昌县档案馆藏
Ｄ００４６２９
蓝勇〈中国历史上特殊的地方志书———救生类志书〉《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５年第
１２期页３２３５６３
高润堂〈纂修同仁堂局志跋〉（１９３６） 《救生同仁堂局志 》都昌县档案馆藏
Ｄ００４６２９
罗笏臣《峡江救生船志》（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刻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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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湖聚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五河来水在湖口注入长江瑏瑤　随

着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造船技术的提高江西水上运输的重要性得到进一

步提升景德镇作
!

瓷业中心?一水潆纾通於彭蠡扼上流当孔道

实维景德镇陶器行於九域施及外洋於是豪商大估（贾）咸聚於斯事陶

之人动以万计?瑏瑥　此外茶叶木材和土货等大宗商品也都要依靠水路

行销省
#

外瑏瑦　

（一）水文环境与航行安全

鄱阳湖不仅是商旅要道还是漕粮北运的必经之地江西自明代以来都

是重赋之区瑏瑧　明清时期江西的漕粮运输数量居全国第三位且运输瞃路

长故漕运在全省
#

河水运中?有重要的地位瑏瑨　然而漕船主要是木帆

船在鄱阳湖水域常遭风浪而覆
(

据载 ?江西鄱阳湖面安澜素称极

险每遇春涨较盛风信靡常各帮船於衔尾渡湖之日往往猝遇暴风无

从收泊?瑏瑩　因此各级政府历来重视漕船的水上安全

鄱阳湖水面看似平
,

实则风浪骤起乾隆三年 （１７３８）八月初三江

西巡抚岳浚奏请在江湖险要之处添设救生船极言鄱阳湖之险 ?江右九

江南康等府属临江滨湖最称险要凡商民船来往一遇风信不常

波涛
S

盠汪洋巨浸辄多覆溺之虞?
!

此他提出?若非在於危险处

所设立船临时救护难以保全生命?瑐瑠　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江西

官报》刊文称?湖水虽平地面则硕大宽广浩无津涯无风时犹能混

太清而坼
'

楚矧飓风迅发砰隐飒沓真有高浪闯天长澜殷地之势唯

其
!T

水也斯薄无流泄之路唯其
!

惊风也斯鹜乱无顺逆之理加以

５４ 郑梅婷　刘诗古

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瑏瑩

瑐瑠

江西
#

河航运史编审委员会《江西
#

河航运史（古近代部份）》（北京人民交通

出版社１９９１）〈绪论〉页２
道光《浮梁县志》（道光三年〔１８２３〕刻本）卷首〈旧序〉页１７ｂ
江西

#

河航运史编审委员会《江西
#

河航运史（古近代部份）》页７６７８
刘诗古《资源

0

权与秩序———明清鄱阳湖区的渔课制度与水域社会》（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页３０５
江西

#

河航运史编审委员会《江西
#

河航运史（古近代部份）》页５６
〈江西巡抚先福

!

遵旨祭祷鄱阳湖神事奏摺〉嘉庆十四年八月初二日中国第一历史

档案馆藏０３２０８２０５３
〈江西巡抚岳浚

!

江西省江湖危险之处添改救生船事奏摺〉乾隆三年八月初三日哈

恩忠编选〈乾隆朝整饬江河救生船档案〉《历史档案》２０１３年第１期页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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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岛绮列风触矶而回旋益猛矶激浪而奔迸益怒 ?瑐瑡　其中东湖由於水

面宽阔且山峦不多?历称平稳?西湖则?灵水汇归诸峰环峙上下特

著名极险处所甚多?更容易发生事故瑐瑢　

汛期水面辽阔一望无际船容易发生触礁事故乾隆三年 （１７３８）

六月二十五日江西学政于辰在奏摺中写道 ?至江西一十三府千源万

派皆汇鄱阳一湖然後注於大江每当大雨时行江湖
U

涨稽天浸地

浩渺无涯其间大姑彭泽等处矶多而水驶最
!

险恶易致触舟此皆臣

所亲历者?瑐瑣　对此地方政府曾经通过设置简易航标的方式提醒来往船

同治《南康府志》载?县治西北土目湖中有鹞子石
!

行舟患明崇

祯壬午推官廖文英铸铁柱一丈四尺立於石以志表往来利之 ?瑐瑤　乾隆

五十四年（１７８９）
!

避免漕船行走错误或搁浅由江西督粮道?委妥员带

领兵役於河溜两旁分投插柳标记深浅 ?瑐瑥　这些航标的设置固然有利於船

辨识航道避开礁石但船一旦遇险仍然需要及时的救护因而救生

船的设置尤
!

必要

不过因湖面辽阔救生船实难顾周全岳浚称?长江则矶险溜多

鄱湖则水面辽阔危险之地在在均应预备 ?瑐瑦　他建议在设置救生船时

要注意?两岸望上下救援以资救应 ?瑐瑧　此外 〈鄱阳湖宜设救生船

*

〉一文也提到鄱阳湖水面比长江辽阔船遇险後无从泊岸救护的难度

更大
#

称?舟行其间掀播颠越失自主之权欲从流飘荡既无水理

之可循欲泊岸避风又恐礁石之相碍当是时求一壶而不得叫马祖以

无灵……盖江水较
!

狭长中边有三〈氵
V

〉之分傍岸有回流可趁湖则浑

公益物品的供给清至民国鄱阳湖区的水上救生事业 ５５

瑐瑡
瑐瑢

瑐瑣

瑐瑤
瑐瑥

瑐瑦

瑐瑧

〈鄱阳湖宜设救生船
*

〉《江西官报》１９０５年第１４期页６１０
〈江西巡抚先福

!

遵旨祭祷鄱阳湖神事奏摺〉嘉庆十四年八月初二日中国第一历史

档案馆藏０３２０８２０５３
〈江西学政于辰

!

江南等地涉险江湖请敕议定救生船数目事奏摺〉乾隆三年六月二

十五日哈恩忠编选〈乾隆朝整饬江河救生船档案 〉 《历史档案 》２０１３年第１
期页５
同治《南康府志》（同治十一年刻本）卷６〈建置二〉页３９ａ
载龄等修福趾等纂《钦定

8

部漕运全书》（《续修四库全书 》第８３７
R

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卷４５〈漕运水道·挑?事例〉页１１３
〈江西巡抚岳浚

!

江西省江湖危险之处添改救生船事奏摺〉乾隆三年八月初三日页

５６
〈江西巡抚岳浚

!

江西省江湖危险之处添改救生船事奏摺〉乾隆三年八月初三日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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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无垠?故险恶倍於长江?瑐瑨　
!

此该作者认
!

 ?好善之士苟欲仿长

江成法而
!

之滨湖各县口门固宜骈
W

设船局而湖中险要如老爷庙屏

风松门等处尤必节节分设盖湖面宽则布置宜密布置密则呼应愈

灵?瑐瑩　这一建议固然好但设置和维持救生船的成本高昂太湖救生局就

鼓励渔船参与救生以弥补救生船的不足规定?湖面遇有覆舟人口责成

渔船及各色船抢救每救活一人赴局领犒劳钱二千文如值暴风领犒劳

钱三千文?瑑瑠　

值得注意的是与江河相比湖区的救生船在样式上也有所不同岳浚

认
!

?惟查江湖水性各有不同而所造船式亦当分
;

?湖泊开阔水浅

救生船应以吃水较浅且行动便捷的船
!

主而江河相对水深且水流湍急救

生船则应设置得宽大而稳定他主张?将在湖中之船身长四丈腰宽一

丈舱深三尺五寸板厚一寸五分而在江之船请照江南置造救生船式

身长六丈二尺六寸腰宽一丈二尺六寸舱深五尺六寸板厚一寸五分?

由此可知湖中之船在长宽和舱深方面都要设置得比在江之船要小一些

?但其物料俱用樟株坚木方可经久?瑑瑡　

此外随着明清
#

河运输的发展针对过往商船的劫掠活动日渐猖

獗瑑瑢　王宗沐曾记述鄱阳湖?春夏水溢渺茫万顷则波涛荡贑不可
X

泊秋高水落
Y

埂微露则又千条万港舟一入其中鬼伏神藏不可周

诘?瑑瑣　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十月十一日江西巡抚阿思哈向皇帝奏请对

鄱阳湖船编保以防
Z

贼提及?窃查江西鄱阳一湖眕波浩淼环统四府

八邑外接浔阳大江港汊繁多沙洲水口渔船小艇在在丛泊奸匪易於

托足从前夙称
Z

薮 ?瑑瑤　康熙年间都昌知县曾王孙亦提到 ?湖有三

５６ 郑梅婷　刘诗古

瑐瑨
瑐瑩
瑑瑠
瑑瑡

瑑瑢

瑑瑣

瑑瑤

〈鄱阳湖宜设救生船
*

〉页６１０
〈鄱阳湖宜设救生船

*

〉页６１０
余治《得一

)

》卷４之３〈救生局章程〉〈附无锡太湖救生局规条〉页２９２
〈江西巡抚岳浚

!

江西省江湖危险之处添改救生船事奏摺〉乾隆三年八月初三日页

５６
王日根曹斌 《明清河海

Z

的生成及其治理研究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页１２
王宗沐〈顺作险书 〉 《敬所王先生文集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１１１
R

》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影印杭州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元年刘良弼刻本 ）卷
２６〈外编〉页５７６
〈署理江西巡抚阿思哈奏

!

申严鄱阳湖船编保及防范
Z

贼事〉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十

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０４０１０１０２１２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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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四山屹立波涛中
!Z

出
(

薮他
Z

志在取财湖中
Z

则必杀人谓

不杀人则有失主
[

易败?瑑瑥　由此可见鄱阳湖中的
Z

贼似
!

水域治安的

重大威胁而官办救生船的设置按理有助於震慑匪徒但实际运行过程中
6

未必如愿

（二）救生船的设立及其演变

关於救生船最早设置的时间学界存在一定的
=

议蓝勇根据崇祯归州

知州周昌期〈修
I

魔神庙记〉的有关记载提出?长江上游最早的救生红船

制起於明天
G

年间?瑑瑦　
'

琦鲜健鹰则注意到弘治 《夷陵州志 》的有关记

载认
!

明弘治年间湖北似乎即有地方关注水上救生同样认
!

?设置时间

的最终确定还需要进一步的文献材料支持但晚明则是无可厚非之
*

?瑑瑧　

另有传
*

认
!

宋代乾道年间西津渡已经出现救生船瑑瑨　元代至顺 《镇江

志》记载?西津渡宋乾道中郡守蔡置巨艘五以风涛之患南北混

一涉者益
$

?瑑瑩　尚且看不出与?救生 ?有直接关光绪 《丹徒县志摭

馀》记载?救生会在京口昭关创自宋乾道间 ?瑒瑠　但该县志形成时间

较晚且缺少其他佐证因此西津渡的渡船即使是兼具官渡和救生性质的渡

船瑒瑡　也没有证据表明其专门用於救生综上所述相对确定的是专门用

於救生的船至迟在明代後期就已出现

那
J

鄱阳湖区何时开始设置救生船呢《宋会要》载?仁宗天圣四

年（１０２９）四月翰林学士夏竦言?金山羊栏左里大孤小孤马

当长芦口等处皆津济艰险风浪卒起舟船立至倾覆逐年沉溺人命不

少乞於津渡险恶官置小船十数差水手乘驾专切救应其诸路江河险

公益物品的供给清至民国鄱阳湖区的水上救生事业 ５７

瑑瑥

瑑瑦
瑑瑧
瑑瑨

瑑瑩

瑒瑠
瑒瑡

曾王孙《清风堂文集》（《四库未收书辑刊》第５辑第２９
R

北京北京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影印康熙四十五年曾安世刻本）卷２３〈杂记（志铭附）〉页２９６
蓝勇〈清代长江上游救生红船制初探〉页３７
'

琦鲜健鹰〈一项社会公益事业的考察清代湖北的救生红船〉页７６盰１
霍福廷王祖毅 〈探寻中国救捞源头———与镇江救生会的历史 ?对话 ?〉 《航

海》２００５年第２期页１５
至顺《镇江志》（《中华文史丛书》第８

R

台北华文书局１９６８年影印清同治二年
刊本）卷２〈地理〉页１１２
光绪《丹徒县志摭馀》（民国七年刻本）卷９〈人物七（尚义）〉页６４ａ
范然〈镇江救生会始末〉《镇江高专学报 》２００２年第１期页２４霍福廷王
祖毅〈探寻中国救捞源头———与镇江救生会的历史?对话?〉页１５孙之祜〈康
熙皇帝与中国古代水上救生事业〉《中国海事》２００９年第１１期页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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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处亦乞勘会施行 ?从之 ?瑒瑢　这表明宋代已有官员关注水上救生问

题且?羊栏??左里?都位於鄱阳湖区但该提议是否真正落实我们

无从得知康熙《徽州府志》记载星子知县方可权 ?多置船以救溺 ?瑒瑣　

而方可权在万年间任星子知县瑒瑤　虽然还需要进一步的文献支
U

但这
*

明明末的星子县地方官同样注意到水上救生问题

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江西巡抚阿思哈提及 ?康熙年间南康府属星

子县南岸渚溪司洋澜汛谢师塘火焰山青山司长岭汛蔡溪河八

处各设船一都昌县左蠡地方
!

鄱湖最险之区设船二又九江府

属德化县於九江关岳师门大姑塘三处各设船一……以上南九二府共

原设救生船一十七?瑒瑥　此外雍正 《江西通志 》记载周灿 ?守南康

地临湖多水患设救生船以拯溺 ?瑒瑦　同治 《星子县志 》也载 ?（康

熙）癸未廖（文英）公治康之四年绩熙化矵百废具举甫下车即榜渚

溪
\

山等处修济艘设赏赀
]]

拯溺 ?瑒瑧　均反映康熙年间南康府设置

救生船以拯溺的情形而在九江南康两府之外康熙二十二年 （１６８３）

?土著人与外方客?在南昌城章江门外 ?鸠而
!

救生会 ?瑒瑨　总之鄱阳湖

区在明末可能已有地方官倡设救生船在清初多地已设有官办救生船但每

处船数量不多

乾隆年间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投入下各地官府开始大规模设置救生

船经费则主要由国家正项支给瑒瑩　乾隆三年（１７３８）六月二十五日江西

学政于辰奏请在江南等地江湖涉险之地详查险厄之处议定船数目估计

修造工料就提及 ?向亦间有设立救生船但恐经费不足则
!

数无

５８ 郑梅婷　刘诗古

瑒瑢

瑒瑣
瑒瑤
瑒瑥

瑒瑦

瑒瑧
瑒瑨
瑒瑩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 》（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５７）第８
R

 〈方域 〉１３之５页
７５３２学者曹家齐早就注意到这则史料参见曹家齐 〈宋代关津管理制度初探 〉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９年第２期页１３３
康熙《徽州府志》（康熙三十八年刻本）卷１４〈宦业传〉页４７ｂ
同治《星子县志》（同治十年刻本）卷８〈武备志〉页９ａ９ｂ
〈江西巡抚阿思哈

!

核查裁汰江西无益救生船事奏摺〉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哈恩忠编选〈乾隆朝整饬江河救生船档案 〉 《历史档案 》２０１３年第１期页９
１０
雍正《江西通志 （三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５１５

R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

馆１９８６年影印本）卷６４〈名宦八〉页２３８
同治《星子县志》卷１２〈艺文志上〉页３６ｂ
同治《南昌府志》（同治十二年刻本）卷１２〈建置〉页１５ｂ
顾川洋〈乾隆年间官办救生船浅述〉页６７７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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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稽查未严则
!

善不力 ?瑓瑠　这反映在乾隆三年之前因担心经费不

足各地救生船不敢多设且过去官府稽查不严救生效果亦不佳

同年八月初三江西巡抚岳浚奏请添改救生船详述其在乾隆二年

（１７３７）?任後对南康九江等府江湖险要处逐一查勘的结果 ?臣案查各

属虽设有救生船一项如彭泽湖口德化星子都昌等县共设船二

十二但从前置造工料甚微以致钉稀板薄不堪应用设遇风狂浪

大一叶扁舟水手不遑自顾又何能?风破浪奔赴救援是以各船虽议有

救全人数及迟延淹毙分
;

赏罚之例而仍属无益淹毙频闻?可见江西省

当时设置的救生船质量粗糙导致救生的成效?不显著
!

此岳浚提出

在九江府添设救生船９在南康府添设４使救生船总数由原来的２２增

至３５瑓瑡　

重要的转折点发生在乾隆四年（１７３９）四月九日乾隆皇帝命各省於江

湖险要处设立救生船?指出

南方号称水乡长江大湖洪涛巨浸每遇风浪骤发人力难

施向有设立救生船之处每年颇多救济但恐经费不足则
%

数无

多而稽查未周则
%

善不力著各省督抚确查所属地方有险?之

处应设救生船者酌动存公银两估计修造每年给与水手工食若

干?交与地方官载入交盘
)*

永远遵行毋许始勤终怠瑓瑢　

各地官办救生船的数量一时激增由政府动用存公银两修造船支付

水手工食江西省随即奉令在南昌府新建县章江门外设船２
'

城松吉塘

设船１饶州府属馀县落鹄洲设船１九江府属湖口县於
I

茅潭设船１

共添设５瑓瑣　

然而仅仅过了十年各省便掀起一波裁汰无用救生船的浪潮起因是

公益物品的供给清至民国鄱阳湖区的水上救生事业 ５９

瑓瑠

瑓瑡

瑓瑢

瑓瑣

〈江西学政于辰
!

江南等地涉险江湖请敕议定救生船数目事奏摺〉乾隆三年六月二

十五日页５
参见〈江西巡抚岳浚

!

江西省江湖危险之处添改救生船事奏摺 〉乾隆三年八月初三

日页５６
《清高宗实

)

》卷９０乾隆四年四月九日《清实
)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第１０

R

页３９１
〈江西巡抚阿思哈

!

核查裁汰江西无益救生船事奏摺〉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页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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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巡抚雅尔哈善奏称江苏境
#

存在救生船
D

设的现象请求裁汰无益救生

船以节省费用瑓瑤　工部事务大臣史贻直於是令各省督抚逐一查明将实

际发挥成效的救生船予以保留将
D

设之船一?裁汰瑓瑥　当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江西巡抚阿思哈奉令核查江西省无益救生船?在奏摺中
:

述江西省救

生船自康熙年间以来的设置历史按照阿思哈的表述康熙年间南康九江

二府共原设救生船１７乾隆三年经（１７３８）岳浚奏请在南康九江二府

共添设救生船１３乾隆四年（１７３９）四月奉令在南昌府饶州府九江

府共添设５救生船总数达到３５阿思哈进而建议将星子县蓼花池等处的

２１船予以保留将彭泽县仁石矶等１３处续添的１４船予以裁汰瑓瑦　

关於南康九江两府原设船数目阿思哈的表述看似毫无差错但与

乾隆三年时岳浚奏摺中所言存在矛盾之处岳浚
*

是２２阿思哈
*

是１７

大部份学者都直接?用阿思哈的表述?未对２２与１７这一矛盾进行

解释瑓瑧　然而仔细比对发现岳浚提及乾隆二年（１７３７）九江府属湖口县

?下如
I

茅潭香炉墩相距不过三四里原各设有船一 ?瑓瑨　阿思哈称

?
I

茅潭?在乾隆四年才设船１瑓瑩　岳浚还提及乾隆二年星子县的樟树

湾清溪蓼原各设有救生船１但在阿思哈的表述中这两个地方?未出

现瑔瑠　考虑到岳浚的表述在前且
!

亲身查勘阿思哈则是派布政使彭家屏查

明则岳浚的表述似乎更
!

可信我们推测至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
I

茅

６０ 郑梅婷　刘诗古

瑓瑤

瑓瑥

瑓瑦

瑓瑧

瑓瑨

瑓瑩

瑔瑠

〈署理江苏巡抚雅尔哈善
!

请裁汰江省无益救生船以节糜费事奏摺〉乾隆十四年五

月十五日哈恩忠编选〈乾隆朝整饬江河救生船档案〉《历史档案》２０１３年第
１期页８
〈兼理工部事务革职留任文渊阁大学士史贻直

!

裁汰无益救生船以节浮费事奏摺〉

乾隆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哈恩忠编选 〈乾隆朝整饬江河救生船档案 〉 《历史档

案》２０１３年第１期页９
〈江西巡抚阿思哈

!

核查裁汰江西无益救生船事奏摺〉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页９１０
有关研究参见顾川洋〈乾隆年间官办救生船浅述 〉页６７７１８７陈建凯 《清代
水上慈善事业研究———以江西义渡与救生红船

!

重点考察》页４０陈佳《清代中期
江西水运航道与航运状癋研究》（昆明云南大学未刊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９）页９６
９７
〈江西巡抚岳浚

!

江西省江湖危险之处添改救生船事奏摺〉乾隆三年八月初三日页

５６
〈江西巡抚阿思哈

!

核查裁汰江西无益救生船事奏摺〉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页９１０
〈江西巡抚岳浚

!

江西省江湖危险之处添改救生船事奏摺〉乾隆三年八月初三日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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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香炉墩樟树湾和清溪蓼等地的救生船已不复存在故阿思哈未将其计

入在
#

这种情癋可能发生例如钱塘江南北两岸本设有救生船七但康

熙年间?日久废弛江面?无此船?浙江巡抚张泰交於是下令查明瑔瑡　

此外凌鐂在《西江视臬纪事》瑔瑢　中有一篇〈请添修德化等五邑救生船

议〉与岳浚阿思哈的表述也不一致该文?未注明成文时间但与岳浚

的奏摺中有几处类似的表述如?从前置造工料甚微而板薄钉稀??应

请遴委府佐二员分往二府於江湖一带带勘确查分
;

何处最险何处次

险何处稍平何处应添何处应改何处应修?酌定船工料务从坚

固?等瑔瑣　由此推断此时尚未添设船拟在乾隆三年（１７３８）岳浚上奏

之前就已成文该文提及?查现在德化县之岳师门及九关大姑塘各设

有救生船一……星子县之渚溪汛洋澜汛小石嘴廖花池谢师汛火

焰山以及长岭青山等处共设救生船八都昌之左蠡设有救生船一

通计十七?瑔瑤　这与岳浚所言有明显的突而与阿思哈所言在救生

船总数上虽然同
!

１７但在具体的设置地点和数目上又有多处不同种种

抵牾提示我们地方官员记述的救生船数目未必符合实际情癋可能有遗漏

或人
!

的增
^



对於各省官办救生船的维修与更造乾隆年间是参照
#

河战船年限进

行但在所需工料银上有所差
;

瑔瑥　乾隆元年（１７３６）皇帝谕令 ?川省有

名险滩设立救生船其所需经费准於正项
#

报销?又议准?江西南康府星

子县所设救生船定限三年小修五年大修七年再小修十年更造 ?瑔瑦　乾

隆十年（１７４５）覆准?江西星子县救生船小修工料银八两二钱大修十有

三两八钱更造四十三两四钱
_

化湖口彭泽三县救生船小修工料银十

公益物品的供给清至民国鄱阳湖区的水上救生事业 ６１

瑔瑡

瑔瑢

瑔瑣
瑔瑤
瑔瑥

瑔瑦

张泰交〈查钱塘江救生船〉 《受祜堂集 》（《四库禁?书丛刊 》集部第５３
R

北

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影印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高熊徵刻本 ）卷８ 〈抚浙
中〉页４７３
《西江视臬纪事》刊刻於乾隆八年（１７４３）是凌鐂在任江西按察使时期的行政文书
编凌鐂於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署江西按察使司按察使 ?乾隆二年 （１７３７）十月
?奉旨实授江西按察使 ?参见 《清宪宗实

)

》卷１３５雍正十一年九月十五日
《清实

)

》第８
R

页７３６凌鐂〈请代奏移封曾祖详〉《西江视臬纪事》（《续
修四库全书》第８８２

R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影印本）卷１页２１
凌鐂〈请添修德化等五邑救生船议〉《西江视臬纪事》卷１页３７
凌鐂〈请添修德化等五邑救生船议〉页３７
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６２４

R

台北台湾商

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影印本）卷１３５〈工部〉页２７１２７２２７７
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五）》卷１３５〈工部〉页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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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六钱大修二十七两六钱更造七十九两八钱各有奇 ?瑔瑧　乾隆二十六

年（１７６１）又令?救生各船凡例限应修每年先行委员逐一查勘将

实系朽坏不堪驾驶及船身尚属坚固堪以改修缓修各缘由无论大小船

於年终汇摺奏闻即将原摺送部仍将修造各工料银两照例核实分
;

造
R

估销?瑔瑨　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江西巡抚
'

绍诗奏称星子县长岭

汛救生船１湖口县救生船３共４需要重新修造瑔瑩　乾隆四十一年

（１７７６）江西巡抚海成又奏称各地需要重新修造的救生船共计１４瑖瑠　

在两次上奏中救生船
+

坏的原因都是 ?被风打破 ?或 ?朽烂渗漏 ?瑖瑡　不

难发现救生船的维护和更造都需要经费的支持

嘉庆道光年间江西的官设和民办救生船都有所增加嘉庆年间阮

元先是在江苏金山造红船救生 ?名曰 ?宗舫 ?
!

金山上下济渡救生诸

用三面使风最
!

稳速 ?瑖瑢　後在任江西巡抚期间他又於南昌仿造红

船?有诗称?南人使船如使马大浪长风任挥洒红船送我过金山如

马之言殊不假我嫌豫章无快船造船令似金山者鄱湖波浪万船停惟有

红船舵能把洪都三日到江都如此飞帆马不如 ?瑖瑣　由此可见阮元所造

红船速度很快不仅用於救生还用於远行嘉庆二十一年（１８１６）南康

知府狄尚?星子知县邵自本详请督宪拨款在星子县兴造救生红船１１

往来巡查随时救护道光二十五年 （１８４５）星子知县邓建猷等又
`

请抚藩加造总巡大红船２召募善水舫工数年之後 ?江面稍平鲜有

６２ 郑梅婷　刘诗古

瑔瑧
瑔瑨

瑔瑩

瑖瑠

瑖瑡

瑖瑢

瑖瑣

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五）》卷１３５〈工部〉页２７２
〈湖广总督

'

达善
!

湘阴等地救生船
/

满小修动支公项银两事奏摺〉乾隆二十九年十

二月初一日哈恩忠编选〈乾隆朝整饬江河救生船档案〉《历史档案》２０１３年
第１期页１６
〈江西巡抚

'

绍诗
!

查勘星子县等处应造应修救生等船事奏摺〉乾隆三十二年正月

二十六日哈恩忠编选〈乾隆朝整饬江河救生船档案〉《历史档案》２０１３年第
１期页１８
〈江西巡抚海成

!

查勘南昌等处应行修造救生船事奏摺 〉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四

日哈恩忠编选〈乾隆朝整饬江河救生船档案 〉 《历史档案 》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页２７
〈江西巡抚

'

绍诗
!

查勘星子县等处应造应修救生等船事奏摺〉乾隆三十二年正月

二十六日）２０１３年第１期页１８〈江西巡抚海成
!

查勘南昌等处应行修造救生船

事奏摺〉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页２７
阮元《蝟经室四集》（《四部丛刊》集部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涵芬楼景印原刊

初印本）〈诗〉卷１１页１９ｂ
阮元《蝟经室四集》〈诗〉卷１０页１３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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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溺之患?瑖瑤　除上述官设救生船外以救生
!

主要功能的民间善堂也逐渐

增多道光六年（１８２６）监生程东阳等倡捐修建德化县积善堂在姑塘天

后
3

左火帝庙後呈请各宪拯溺施棺?三十年大水圯局生员程鹤年督

造一新且偕副贡饶绍源
9

生陈楠生员刘锦江等妥
!

擘画前後二十馀

年积
0

约五千金凡活四百馀人给棺亦三千馀具 ?瑖瑥　道光十一二年

（１８３１１８３２）德化县郑报?蔡瀛等地方士绅呈请知府张寅县令
'

正纬

札谕创办体仁堂?
!

掩骼埋臶救生拯溺之举各捐廉??倡谕地

方铺
8

居民船商木客共襄义举瑖瑦　

但至咸丰年间受到太平天国战乱的影响相当一部分救生船遭到
+

坏战後又进行重造星子县救生船在咸丰三年（１８５３）?
+

於贼?同治

五年（１８６６）署知府
I

庭金禀请抚藩道宪重新再造救生大红船６分泊

江岸救护行舟水手工食银皆由南康府详请藩库给发造
R

报销瑖瑧　彭

泽县?救生船由来旧矣
a

匪之变船?同治八年藩宪颁船三知县

赵宗耀分拨於金刚料小孤?马当镇三处行人赖之 ?瑖瑨　德化县体仁堂

在咸丰三年也遭到太平军
+

坏?堂?案据既失各项荡废无遗?同治

二年（１８６３）才得到重建瑖瑩　德化县积善堂也同年被
+

 ?中辍乱後稍

定?瑘瑠　

然而官办救生船虽然得以重建但後来大多年久失修且被挪作他

用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九江关呈给总
@

务司赫德的一份海关报告便记

载?在江西省和安徽省我相信每个临江湖边的县都有三四原本由藩台

提供的救生船每艘要３０万到４０万文不过这些船虽然仍称
!

救生船

但已完全
!

公务所用且因维修不善在大风中最先寻求庇护?瑘瑡　

公益物品的供给清至民国鄱阳湖区的水上救生事业 ６３

瑖瑤
瑖瑥
瑖瑦
瑖瑧
瑖瑨
瑖瑩
瑘瑠
瑘瑡

同治《星子县志》卷３〈建置上〉页６４ｂ６５ａ
同治《德化县志》（同治十一年刻本）卷１３〈建置·体仁堂〉页１４ｂ
同治《德化县志》卷１３〈建置·体仁堂〉页５ａ
同治《星子县志》卷３〈建置上〉页６４ｂ６５ａ
同治《彭泽县志》（同治十二年刻本）卷２〈地理·津梁（救生船附）〉页３０ａ
同治《德化县志》卷１３〈建置·体仁堂〉页５ｂ
同治《德化县志》卷１３〈建置·体仁堂〉页１４ｂ
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Ｃｕｓｔｏｍｓ牶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ｆｅｂｏａｔｓ牞牗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ｅｒｉｅｓ牶ｎｏ．１８牘牞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
ｏｒｄｅｒ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ｆｃｕｓｔｏｍｓ牞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ｔ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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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中国海关学会编《海关总署档案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出版物１８６０１９４９》（北
京中国海关出版社２０１８）第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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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知鄱阳湖水域不但水面浩渺而且水文环境杂尤其西鄱阳

湖的左蠡一带历来被视
!

险要之区沉船事故常有发生至迟在明末清

初周边各县地方官就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开始设置救生船专门负责?拯

溺?乾隆初年乾隆皇帝支持地方大员多设救生船的提议?同意动用正

项银两支给船修造水手工食等费在此背景下各地官办救生船的数量

一时激增但不久即因经费不敷裁汰部分?
D

设?船至咸丰年间太平

天国战乱爆发各地官办救生船遭到严重破坏战後虽然部分救生船得以

恢复但由於缺乏维护救生成效不佳

三左蠡救生同仁堂的创设运营与管理

在此笔者有必要对左蠡这一区域进行简要的介绍首先左蠡是鄱阳

湖出入之咽喉?北达浔阳南通省会东指景镇西望庐山 ?瑘瑢　以松门

山
!

界鄱阳湖分
!

东（南）西（北）两部份东（南）部宽阔较浅

!

主湖西（北）部狭窄较深
!

入江水道区瑘瑣　鄱阳湖 ?形
!

葫芦中

!

细腰即星子之东都昌之西也 ?瑘瑤　而都昌县以西星子县以东这片水

域古称?罂子口?西名扬澜东名左蠡明清两代左蠡均隶属於南康府

都昌县洪武初年左蠡即设立巡检司?在治西北水路六十里陆路四十

里?瑘瑥　清初左蠡巡检司被裁左蠡镇也随之废?瑘瑦　清初设汛奉拨南

康营弁目兵丁分防柴棚
I

金嘴大矶山左蠡土目五处各汛营房三

间哨船一望台座俱各县自行修造左蠡汛南康营拨兵十名防守瑘瑧　

汛兵可以维护水上治安但作用较
!

有限?谚云南康左蠡无风浪起

又汛兵寥寥不足备他
Z

舟人皆坐守不寐?瑘瑨　

其次左蠡是鄱阳湖公认最
!

险要的区域宋代李纲有诗云?世传扬

６４ 郑梅婷　刘诗古

瑘瑢

瑘瑣
瑘瑤

瑘瑥
瑘瑦
瑘瑧
瑘瑨

?高润堂
!

请求拨款事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兆铭
#

政部长
I

绍雄的公

函?１９３４年５月４日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张本主编《鄱阳湖研究》（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８）页１７
曾国藩等修顾长龄编《江西全省舆图》（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７５年
影印同治七年刊本）卷首页３６３７
康熙《都昌县志》（康熙二十三年刻本）卷２〈规建志〉页９ａ
同治《都昌县志》（同治十一年刻本）卷１６〈杂记·古矦〉页７ａ
康熙《都昌县志》卷２〈规建志〉页１１ｂ１２ｂ
施闰章〈守风左蠡〉《学馀堂诗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３１３

R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影印本）卷４７〈七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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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左蠡无风白浪如山起?瑘瑩　明朝开国元瞕刘基曾在此发出 ?扬澜左蠡

何时平?的感睵瑝瑠　後来明代江西提学副使邵宝也称 ?彭蠡古来称险

>

其间左蠡尤滕
*

?瑝瑡　自康熙至乾隆年间官方在鄱阳湖大多数险要地

点设置救生船１但左蠡
6

设船２江西巡抚岳浚在奏摺中
*

道?由蓼

池而东十馀里
!

左蠡乃东西两湖第一险要 ?瑝瑢　阿思哈也提及 ?都昌

县左蠡地方
!

鄱湖最险之区?瑝瑣　高润堂对左蠡亦有如下描述 ?是处遍

山皆沙金
I

濯之无蔽风之林乏凝聚之质风卷
I

沙沙飞迷雾风助

巨浪浪击波腾湖
#

则深处波澜
!

虐浅处则淤塞
T

流水道则覆舟倾

0

损害生灵陆地则房塌屋
b

稼穑湮
(

几无日无之无地无之 ?瑝瑤　

由此可见左蠡素
!

鄱湖?险之地在此设立救生船尤
!

必要

（一）创办经过

１９世纪中叶以降外国轮船的入侵对江西的木帆船运输业造成一定

击森田明认
!

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後外国商品的流入导致本土商货

的流动性降低救生船所担负的任务与其需要也随之
B

少从光绪末年开

始长江下游的救生船已日益
B

少至民国初年此一现象逐渐扩及於中

游瑝瑥　然而木帆船凭着其灵活轻便运费低廉等优势仍然是
#

河航运中

一支不可缺少的运输力量瑝瑦　清代方?颐曾言 ?自登番舶乃觉泰西之

巧足夺天工无顺无逆无昼无夜以火济水以车
!

舟飞廉箕伯任

其驰骤奔突而莫敢阻举吾之舟可以尽废已然而行於江不能行於河

其小者行於河水浅辄胶反不如我舟之速其大者行於海亦时有触礁遭

公益物品的供给清至民国鄱阳湖区的水上救生事业 ６５

瑘瑩

瑝瑠

瑝瑡

瑝瑢

瑝瑣

瑝瑤

瑝瑥
瑝瑦

李纲〈彭蠡〉《梁?集（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２５
R

台北台湾

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影印本）卷１７〈诗十三〉页６５６
嘉靖《九江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１９６２年影印明嘉靖刻本）
卷１５〈诗文志〉页４１ａ
邵宝〈发都昌〉《容春堂前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２５８

R

台北台湾

商务印书馆１８９６年影印本）卷３〈古诗〉页３３
〈江西巡抚岳浚

!

江西省江湖危险之处添改救生船事奏摺〉乾隆三年八月初三日页

５６
〈江西巡抚阿思哈

!

核查裁汰江西无益救生船事奏摺〉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页９１０
?高润堂

!

请求拨款事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兆铭
#

政部长
I

绍雄的公

函?１９３４年５月４日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森田明著郑睴生译《清代水利社会史研究》页４８７
江西

#

河航运史编审委员会《江西
#

河航运史（古近代部份）》页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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飓之患?瑝瑧　由於水文条件的限制轮船在
#

河水域?未普及左蠡救生同

仁堂创始於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
*

明在鄱阳湖水域救生船的设置仍有

其必要性

如前所述康乾年间左蠡一直设有官办救生船２经费主要来源於政

府拨款但对於此後的情癋方志?无相关记载左蠡的官办救生船很有可

能逐渐废弛或在太平天国的战乱中被
+

难以
!

继直到光绪年间在地方

士绅高应瑞的倡议下左蠡救生同仁堂才得以设立性质
!

官督民办

关於左蠡救生同仁堂的创办始末刘铨瑝瑨　曾如此记述

首倡救生同仁堂原由清五品按察司高应瑞退职经营沙洋商

店自光绪丙午年（１９０６）由湖北回乡偶经左里游定江王庙环

湖观景突见?湖中狂风浪盠中流客商舟子尽葬鱼腹?遂起拯

溺救生之念与国学生陈显玉地仙朱云午清翰林院两江师范大

学督学雷见吾赴省面陈宪台陈述创办救生红船取得了支持

出示晓谕进行广泛的募捐活动公推郭益美 （本县人清广东海

门科长）
%

总理陈秀峰
%

会计（清进士本县人後任同仁堂会

长十馀年）余莲峰 （清进士 ）
%

监造李述聪李小春马传

棠刘祖钦
%

庶务鸠工兴修红船於丁未年设同仁堂局造红船

一艘专任救生任务购置乡田收租
%

常年费用以後南康太守朱

锦体报经省宪台请
+

城厘局月给津贴钱十千文朱云午又到景德

镇募捐得房二幢每月可收典息贰百元?设分局又督造红船

一艘瑝瑩　

刘铨在文中提到参考左蠡《救生同仁堂局志》第一
R

的
#

容从刘铨引

述的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获取以下三点信息其一左蠡救生同仁堂的早

６６ 郑梅婷　刘诗古

瑝瑧

瑝瑨

瑝瑩

方?颐〈操舟者
*

〉《二知轩文存》（《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５５６
R

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影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光绪四年刻本）卷１２〈
*

〉页４８２
刘铨

!

都昌周溪人多宝供销社原职工九江作家协会会员曾经主编 《都昌商业

志》参见《周溪社会各界名人风采展 》ｈｔｔｐ牶／／ｗｗｗ．ｄｕｃｈａｎｇ．ｏｒｇ／ｓｉｍｐｌｅ／牽ｔ１１１０１２．
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５月９日
刘铨〈老爷庙与救生红船〉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都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

员会编《都昌文史资料》第４辑１９９２年页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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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创建者多
!

都昌本地士绅这些早期创建者中籍贯已知的有高应瑞　是

都昌县多宝乡西高村人郭益美和陈秀峰也
!

都昌本县人雷见吾
!

江西新

建人他们?非都有做官的经历但大多具有功名或学衔属张仲礼所言的

?绅士?阶层甚至是以?上层绅士 ?
!

主　其二左蠡救生同仁堂的设

置获得省府的同意和支持?通过募捐方式筹集到日常运营经费其初期经

费主要来自社会募捐?以购置田
0

的租金用作日常费用而後又获得
'

城

厘金局的津贴支持以及景德镇房租收入其三救生同仁堂正式成立於光

绪丁未年（１９０７）初期只造有红船一专门负责水上救生後因收入的

增加又督造红船一合计两红船

（二）经费来源

左蠡救生同仁堂的经费来源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民间捐资二是政

府拨款三是置办田地店铺获取租和租金在民间捐资方面同仁堂

得到诸多商会和慈善组织的支持１９３３年慈善会房租月拨五千文　景德

镇商会会长李芳圃长沙商会会长陈良璋饶州商会会长马宗朝等人也陆续

对同仁堂进行资助　

政府的拨款可以分
!

晚清和民国两个阶段在其创始初期南康太守朱

锦体报经省府请
'

城厘金局月给津贴钱十千文　民国时期星子都昌

两县政府每月补助同仁堂各二十千文　１９３３年９月高润堂又呈请蒋介石

拨款支持获回复称?已训令江西省政府转饬财政厅酌量核拨?１９３４年１

月２０日省长熊式辉令财政厅长
'

健陶於本省善举经费项下月拨２０元
!

红船

经费　一张都昌县会计处出具的 《证明 》载 ?皍收到左蠡同仁堂补具民

公益物品的供给清至民国鄱阳湖区的水上救生事业 ６７












据《高氏宗谱》记载高应瑞（１８４６１９１２）
!

高思坎第五子名循柳例授按察司经

历蒙大总统褒
L

?光增邑乘 ?四字匾额有赞曰 ?待人宽厚处己端庄事亲克

孝教子有方尊师重道坐贾行商辟雍讲义上国观光行堪
!

表言可
!

坊?

参见高循鹤等纂修《高氏宗谱》（１９４５年双贤堂木活字本）卷２１页７７ｂ７８ｂ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於其在１９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１９９１）页６
刘铨〈老爷庙与救生红船〉页２０６
石和平主编《都昌名胜古?》（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页３３
刘铨〈老爷庙与救生红船〉页２０６
?陈庭柱等

!

乞饬令星子都昌两县恢复给左蠡救生同仁局的原案补助?列入永年度经

常费预算事给王参议长的公函?１９４７年８月１３日江西省档案馆藏Ｊ０１７１００６２７
刘铨〈老爷庙与救生红船〉页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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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二十四年四月份领取省政府补助费洋２０元领条一纸 ?　这亦可
*

明省府

的拨款得到落实但在抗日战
=

爆发後省府的拨款和县府的津贴都被?无

形打销?　

抗战胜利後陈庭柱等赴景德镇等地募捐?得到善後救济总署江西分

署拨款１００万元新造红船一艘　１９４７年同仁堂董事陈庭柱等呈请江西省

政府转饬星子都昌二县恢复对同仁堂的原有补助?将该补助列入年度经

费预算得到批准　同年江西省参议员刘书栋提议省政府恢复给同仁堂

的原有补助??另函江西善後救济分署就救济馀款项下函拨５００万元加造

救生红船一艘?　对此省政府回复称 ?查本省年来省总预算极度紧

缩无款可资补助原由省补助私立或县办慈善事业且多逐渐停止委实难

以照办饬该两县各拨补助一节已分饬斟酌财力捐款报支 ?　不过善

後救济总署江西分署还是予以批准　但後续的拨款是否落实由於档案材

料的缺少我们不得而知

其实租收入和店铺租金才是同仁堂相对稳定的经费来源由於民间

捐资不
-

稳定政府拨款规律但数额有限如前所述同仁堂创办伊始即购

置本乡的田地将田租收入作
!

日常开支後来又通过在景德镇募捐得房二

幢每月可收典息２００元　１９４４年县政府对救生同仁堂的财
0

进行清点

除景德镇一部分
0

业暂时
(

有登记外总共查出水田５７７５亩每年收租约可

达８０馀担　（见附表１）

６８ 郑梅婷　刘诗古

















?都昌县会计处出具的证明?１９３５年８月３０日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都昌县旅浮左蠡救生红船局同仁堂首士王癉洪等廿六人

!

重设红船事给浮梁县政府及

景德镇商会的公函?１９４５年１１月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参议员刘书栋

!

呈请拨款补助左蠡救生同仁局事的提案 ?１９４７年江西省档案馆
藏Ｊ０１７１００６２７
?陈庭柱等

!

乞饬令星子都昌两县恢复给左蠡救生同仁局的原案补助?列入永年度经

常费预算事给王参议长的公函?１９４７年８月１３日江西省档案馆藏Ｊ０１７１００６２７
?参议员刘书栋

!

呈请拨款补助左蠡救生同仁局事的提案 ?１９４７年江西省档案馆
藏Ｊ０１７１００６２７
?江西省政府主席王陵基

!

批复刘书栋参议员关於恢复补助左蠡救生同仁局的提议事给

江西省参议会的公函?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７日江西省档案馆藏Ｊ０１７１００６２７
?善後救济总署江西分署

!

准函嘱拨给左蠡救生同仁局加造救生船补助费事的批示?

１９４７年９月２０日江西省档案馆藏Ｊ０１７１００６２７
刘铨〈老爷庙与救生红船〉页２０６
?社会科科长傅翘嵩

!

报告同仁堂财
0

清查情癋给都昌县长曹兆征的公函 ?１９４４年５
月１１日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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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１显示承租人有徐姓６名李姓４名袁姓２名马姓２名许姓余

姓陈姓各１名另据局志所载每穈田地的坐落地点租数量四至位置

等详细信息同仁堂的土地大多分?在本乡火垄山徐贯里徐家门袁胜

里许家村马家堰等地附近有李氏徐氏袁氏陈氏
'

氏许氏

马氏等家族因此救生同仁堂的田地多位於本乡以本地租
8!

主值得

一提的是局志中载有?天灯之田?应
!

专门用於慈善的公共基金据浙

江《耕头畈村志》载?民国後期?天灯会?是任何人都可自愿加入的慈善

组织……拨出天灯田一石五斗
!

基金会员分成２４股每股点灯半月每股

分三组每组点灯５天轮流点灯?　此外同仁堂在十足丰年可收８５担租

据《江西省物价志》１９１２１９２９年间全省市场物价基本平稳波动不

大每担粮食的价格最高在５元左右低时４元上下　那
J

８５担租就相

当於３４０４２５元而省府拨款一年也才２４０元

然而租谷收入受当年气候条件影响往往呈不稳定状态鄱阳湖区年

降水量变化大造成旱涝
Q

害频发　附表１中的?淹田?指的应该是滨湖的

田地且其数量?同仁堂出租总田亩数的五分之一
"

在汛期容易发生洪涝

Q

害１９３４年左蠡救生同仁堂遭受特大旱
Q

租收入受到严重影响在

写给华洋义赈会的信函中高润堂称?去年水患禾淹今岁旱
Q

苗稿非

惟颗粒无收田亩尽成龟裂嗣虽补种杂粮正开花结实时又遭风
Q

飓

势之猛
!c

古所罕见风卷灰沙沙飞迷目揭瓦倒屋拔木沉舟遂致

救无从救听其饿殍而已敝堂值此年荒租短进出难敷维持乏术应付

无方?　１９４４年同仁堂仅收到３４７担租收入还不到丰年的一半原因

亦在?本年天久不雨旱魃
!Q

?　

除租收入外同仁堂还在景德镇置办房
0

?收取租金１９１６年至１９３４

年同仁堂先後接受募赠和购买景德镇的多处房
0


!

此甚至在景德镇专门

公益物品的供给清至民国鄱阳湖区的水上救生事业 ６９








《耕头畈村志》编纂委员会《耕头畈村志》页２８７
江西省物价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物价志》（北京方志出版社２００３）页１
张本主编《鄱阳湖研究》页５
?高润堂

!

请求拨款事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兆铭
#

政部长
I

绍雄的公函?１９３４年
１２月１６日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余祖铎

!

提交同仁堂１９４４年租数量表及全年预算支出表事给县长曹兆征的公函?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２０日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都昌县左蠡救生同仁堂三十三年度
租数量表?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２０日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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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分堂进行管理　救生同仁堂在景德镇所置屋
0

的详细信息经整理如

附表２

如附表２所示同仁堂在景德镇的置业基本发生在１９１６１９３４年之间
*

明这一时期的经济状癋较
!

宽裕其中１９１６年置业最多共花费１０２０元

仅仅依靠政府补助和租收入的话同仁堂不可能有此等财力这笔钱很有

可能是在景德镇募捐所得１９３４年同仁堂呈送局志的名单中?景德镇?

出现多次其中景德镇陈仲西是都昌派魁首著名瓷器实业家景德镇商

务总会发起者之一　余菊轩则来自东风瓷厂　江显爵应
!

同仁堂分局董

事古南书院则是都昌会馆的
;

称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５日２６名旅景都昌人联

名上书经都昌县政府转呈浮梁县政府和景德镇商会希望政府同意重设救

生红船 ?今倭奴日寇慑服投诚长江流通近日经由该属过往船舶不

少曾已发现风浪舟倾人
d

危险是以都邑县乡间人等同都邑旅浮景镇同乡

等多数人觉得非迅予在该属暂备制救生红船二艘不可所有造舟经费拟

於乡镇两方劝募乐捐?　这２６人中有景德镇商会成员邵同彬景德镇都昌

籍士绅刘书基担任过景德镇商会会长的李芳圃

旅景都昌人
!

何如此积极支持同仁堂的救生事业呢首先都昌人在景

德镇谋生人数
$

多势力很大据有关资料显示景德镇在清末民初形成

都徽杂三帮鼎立的局面其中以都帮人数最多故当地民
e

云?十里

长街半瞁
8

迎来随路
f

都昌?都昌人在景德镇兴建书院成立同乡会

甚至发展出三瞁九会四瞁九会垄断景德镇瓷业１９１０年景德镇商务总

会成立首批４１名会员中都昌一县就?１４名　其次左蠡是景德镇瓷器

外运的必经之处与景德镇都昌商人的利益有切身关景德镇是全国闻名

的工商业市镇制瓷业发达而水运又因瓷器的易碎特性成
!

其最
!

理想和

安全的运输方式　景德镇瓷器沿昌江入湖要运往长江就不得不经过左蠡

７０ 郑梅婷　刘诗古












邵天柱〈民国时期都昌县社会救济〉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都昌县委员会文史资

料研究委员会编《都昌文史资料》第２辑１９９０年页１３４
肖振松编《近代景德镇陶瓷史略》（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２０１７）页１３４１３５
刘子力汪建业主编《当代官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页４１４
石和平主编《都昌名胜古?》页１０１
?都昌县旅浮左蠡救生红船局同仁堂首士王癉洪等廿六人

!

重设红船事给浮梁县政府及

景德镇商会的公函?１９４５年１１月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石奎济〈都昌人在景德镇的崛起〉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都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

研究委员会编《都昌文史资料》第３辑１９９１年页９
江西

#

河航运史编审委员会《江西
#

河航运史（古近代部份）》页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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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险要地带　

（三）运行开支

１９３４年同仁堂遭遇经费困难高润堂多方求助但一无所获２月２１

日高润堂第一次函请华洋义赈会拨款支持於３月１日获回复称?敝处当

於开振务会议时提出讨论一经议有具体办法应即飞函奉闻但沪上市面

萧条捐输早成弩末如以无
g

未能通过惟有请祈鉴原恕不再

答?　同年４月６月８月高润堂又三次函请华洋义赈会拨款均未得到

回复　５月４日高润堂呈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兆铭
#

政部

部长
I

绍雄拨款支持　於５月１７日获行政院回复?查此案前据该董事等来

呈经饬据江西省政府复称已由省库自本年一月份起按月拨给二十元等

情?　这眧提及的每月２０元
!

蒋介石此前所批８月２０日高润堂再次呈文

行政院但未得到回复　

当年１２月高润堂完成《救生同仁堂局志》第一
R

的纂修工作便多方

呈送局志１２月１２日他分
;

呈请南昌行营军事委员长蒋介石江西省政府

主席熊式辉江西财政厅厅长
'

健陶星子县县长王斌都昌县县长
'

睿等

人准许该局志存署立案得到各方的肯定批复　１２月１６日他以呈送局志

!

由再次致函行政院长汪兆铭
#

政部部长
I

绍雄和华洋义赈会请求拨

公益物品的供给清至民国鄱阳湖区的水上救生事业 ７１















２０１１年江西省组织对老爷庙水域展开水下考古发现湖底有大量明代中晚期的景德镇外
销瓷参阅肖发标〈鄱阳湖老爷庙水域的水下文物磁法探测 〉 《中国文物报 》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２日第３版
?华洋义赈会

!

回复高润堂请求拨款事给左蠡救生同仁堂的公函?１９３４年３月１日都
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高润堂

!

第五次请求拨款事给华洋义赈会的公函?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６日都昌县档案馆
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高润堂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兆铭

#

政部长
I

绍雄的公函 ?１９３４年５
月４日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行政院

!

已由省库自本年一月份起按月拨给二十元事给左蠡救生同仁堂的批?１９３４
年５月１７日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高润堂

!

请求拨款事给行政院长汪兆铭
#

政部长
I

绍雄的公函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６
日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高润堂

!

呈送局志事给南昌行营军事委员长蒋介石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江西财

政厅厅长
'

健陶星子县县长王斌都昌县县长
'

睿等的公函?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２日都
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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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补助　不难发现高润堂向各方呈送局志固然是
!

弘扬善举但也是
!

募捐作铺垫这份呈送名单应该也经过认真的考虑从中亦可窥见左蠡救生

同仁堂的社会网络除各政府机关外还有九江红碯字会上海华洋义赈会

等慈善机构和南昌等地的同乡会此外高润堂还积极联络有财力的旅外

（尤其是景德镇）都昌人

受旱涝
Q

害打击同仁堂一度呈请都昌县政府蠲免１９３４年的丁漕以保

全公益事业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８日高润堂在公函中写道?奈以客岁旱
Q

□区

!

最局有田亩颗粒未收独是局船食谷尚□日中设法仰购浔阳而两

船工资休整材料逐月移挪尤难筹措所以添置绳索救生器具等项在急

需均难容缓迫不获已用特公呈敬恳钧鉴伏念救生大事准以同仁

堂一
8

二十三年份之丁漕照令蠲免勿再催征以维善举公便德

便?　然而都昌县长
'

睿以省政府
!

挡箭牌拒
>

高润堂的请求称

?查本县蠲免钱粮业经呈奉省政府核准在案该堂所请之处未便照

准?　

与此同时高润堂继续向各大慈善机构求助１９３５年４月１２日他函请驻

浔红碯字会旱
Q

救济委员会援助　?第六次向华洋义赈会请求帮助不过

被婉拒?迩因旱
Q

遍地救济不暇加以市面衰落金融恐慌已经无
g

可募?　７月同仁堂发?募捐
G

示?造
R

寄九江红碯字会国民政府主

席林森与华洋义赈会三处　总之在旱涝
Q

害的打击下同仁堂於１９３４

１９３５年间遭遇资金短绌的难题
!

此高润堂多次向各政府单位慈善机构

和有财力的个人请求拨款补助甚至以呈送局志
!

由进行募捐然而由於

时局动?经济萧条各方资金吃紧其求助?未得到响应使得同仁堂陷

７２ 郑梅婷　刘诗古













?高润堂
!

请求拨款事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兆铭
#

政部长
I

绍雄的公函?１９３４年
１２月１６日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高润堂

!

请求蠲免民国二十三年丁漕事给都昌县长
'

睿的公函 ?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８日
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都昌县政府

!

驳回同仁堂蠲免民国２３年丁漕请求事的批 ?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８日都昌县
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高润堂

!

请求拨款事给驻浔红碯字会旱
Q

救济委员会的函 ?１９３５年４月１２日都昌
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高润堂

!

第六次请求拨款事给华洋义赈会的函 ?１９３５年４月１２日都昌县档案馆
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左蠡救生同仁堂

!

募捐事给九江红碯字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暨华洋义赈会的公

函?１９３５年７月某日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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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运行窘境

１９３９年日寇入侵赣北左蠡一带沦
!

陷区同仁堂的救生工作基本停

止这一时期同仁堂的主要支出?不在救生事业上而是维持钱公桥义渡的

日常运转１９４４年都昌县政府派社会科科长傅翘嵩前往左蠡同仁堂清查登

记各项财
0

准备收作救济基金交保管委员会保管由县府会同党部参议

会派员点收?责成左蠡乡长负责招租　同仁堂随即由陈庭柱和高秋同代
!

呈送１９４４年预算支出表一份（见附表３）

从附表３可知１９４４年同仁堂的预算支出主要由渡夫工食渡船维修费

县乡摊派费癛体掩埋费办公杂费等项构成其中钱公桥义渡开支最

多包括渡夫工食柴 费渡船
h

修搽油渡船添置橹桨等项钱公桥位

於
I

沙滩之上最初由明崇祯年间南康府推官领都昌令钱
G

忠修建　是当

地人在枯水季节往来的重要通道值得注意的是预算支出中
(

有舵工和水手

的工资
*

明此时救生船?未运行钱公桥义渡的渡船很可能暂时承担起救

生职责１９３５年高润堂在给都昌县长
'

睿的公函中写道?两船工资休整

材料逐月移挪尤难筹措?
*

明当时同仁堂红船仍在从事救生活动　但

至１９４４年５月傅翘嵩在清点财
0

後呈县府的公函中便称?原有救生船及一切

用具?在日军入侵後?均被炸
+

无存 ?　江西省档案馆所藏相关公函中亦

有?迨兴难後本境沦陷……局宇红船概遭烂炸无遗 ?　 ?抗战军兴赣

北不守王爷庙全部被
+

同仁局救生船又荡然无存 ?　等语由此可

见赣北沦陷之後救生事业陷入停顿

对於１９４４年左蠡救生同仁堂呈给政府的帐目 ?维新乡会同乡长召集当

地公正士绅经切实清查帐簿查得每年收支尚属相符 ?　遗憾的是档

公益物品的供给清至民国鄱阳湖区的水上救生事业 ７３














?都昌县政府
!

派冯祥迅往左蠡救生同仁堂查本年能收租数字及收租情形报府核办事

的训令?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０日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同治《都昌县志》卷３〈官师表·名宦〉页５２ａ５２ｂ
?高润堂

!

请求蠲免民国２３年丁漕事给都昌县长
'

睿的公函 ?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８日都昌
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社会科科长傅翘嵩

!

报告同仁堂财
0

清查情癋事给都昌县长曹兆征的公函?１９４４年
５月１１日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陈庭柱等

!

乞饬令星子都昌两县恢复给左蠡救生同仁局的原案补助?列入永年度经

常费预算事给王参议长的公函?１９４７年８月１３日江西省档案馆藏Ｊ０１７１００６２７
?参议员刘书栋

!

呈请拨款补助左蠡救生同仁局事的提案 ?１９４７年江西省档案馆
藏Ｊ０１７１００６２７
?社会科科长傅翘嵩

!

报告同仁堂财
0

清查情癋事给都昌县长曹兆征的公函?１９４４年
５月１１日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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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
(

有保存更加详细的收支帐目我们无法进一步解左蠡救生同仁堂

的日常运作此外这次财
0

清点?未统计景德镇的
0

业收入
*

明经过战

=

的破坏同仁堂在景德镇的店租收取同样面临困难

（四）管理模式

左蠡救生同仁堂?用绅董制董事多
!

都昌当地士绅１９４４年５月８日

左蠡同仁堂在维新公会会议厅召开?整理财
0

会议?由陈庭柱主持刘墨

恒负责记
)

这次会议确定同仁堂董事９人推选余祖铎
!

董事长高秋同

!

副董事长陈庭柱
!

书记　这９名董事中有６人年龄在５０岁以上
*

明该

职位需要一定的年龄资历和社会声望（参见附表４）

然而高秋同年仅２６岁
6

被推选
!

副董事长他有何背景查
i

都昌

县多宝乡西高村 《高氏宗谱 》可发现高润堂 （１８７９１９３８）
!

高应瑞

（１８４６１９１２）第三子高秋同 （１９１８２００６）
!

高润堂第四子　民国初

年高润堂继高应瑞之後担任同仁堂董事成
!

同仁堂的主要负责人而高

应瑞之父高思坎（１８０６１８９０）则
!

清代例贡生谱载?（高思坎）乃吾乡

之善士也……董家事忠厚遗风理公务锱铢不爽凡寺宇桥睴仗义监修

惟先生介首所以往来行人咸钦仰而推慕之 ?　至今高氏祠堂门口仍有

?高思坎立?的旗杆石　可见高氏家族向来有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传

统?在当地享有一定的声望据此推测董事余祖铎与监造余莲峰郭前

波与总理郭益美马宗恩与庶务马传棠刘西汉刘训亿与庶务刘祖钦李

芳圃与庶务李述聪也很有可能分
;!

亲属关那
J

救生同仁堂的管理

权可能始终掌控在早期创建者所属的几个家族手中其中高氏家族在同仁

堂的运营中发挥主要作用高润堂高云卿高星初高乃同等族人在诗词

中也积极
!

同仁堂的救生事矦歌功颂德　（参见附图１）

?惟是救生一事……非器具全备不足以救全生命?　同仁堂的救生

设备十分齐全且与时俱进据《都昌文史资料》民国时期同仁堂的救生红

７４ 郑梅婷　刘诗古








?左蠡救生同仁堂整理财
0

会议?１９４４年５月８日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都昌县多宝乡西高村《高氏宗谱》卷２３２００７年页１２９１３０
都昌县多宝乡西高村《高氏宗谱》卷２３页１０７１０８
据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６日的田野调查调查人郑梅婷调查地点都昌县西高村高氏祠堂
参见?老爷庙有关诗词?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高润堂

!

请求严禁过境军船扯借红船等事给都昌县长龚式农的公函 ?１９３４年４月２２
日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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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

巴斗型船舷比巴斗低底部较宽因此可以在大风浪中航行桅杆

顶端有梭标尖的标?舱面设有严密的锁舱板不容易进水舱容大的３００

担小的１５０２００担?　救生红船一年一小修三年一大修　这一时期同

仁堂的救生设备有蔑缆三十丈以备牵拽难船红糖生以备灌饮姜

汤棺板２０馀副作死难者殓埋之用外加香纸各种丸散若干以备医治

寒暑救生圈１０对秀油２桶红船每月擦睰一次保险衣１０件棉衣５０件

作救生
%

湿衣用油衣６身以备雨天用粗棕绳２根以备未沉船带回　

乾隆年间的江甯燕子矶救生船?用 ?大蔑圈 ?救生　巴县光绪年间的红船

救护还在?用投放太平板的方式　同仁堂在民国期间
6

已引入救生圈望

远镜　等西方先进设备直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近代报刊都还在普及西方新式

救生设备的相关知识　这
*

明同仁堂救生设备的更新相当及时

民国时期左蠡救生同仁堂的职能以救生捞浮收瘗
!

主也是救生

组织最
!

核心的三项职能在工资以外同仁堂还规定救人有额外的赏金

１９３４年?救生一人赏钱二吊捞死癛１具赏一吊?　１９４７年则?每救一

名赏法洋３０００元?　目的是激励舵工和水手的积极救助行
!

在收瘗一事

上同仁堂得到景德镇都昌会馆下设的?福缘社?的支持福缘社专门从事

社会救济不仅设置义渡还
!

死难者施棺具左蠡同仁堂只要由负责人

出具条子即可到福缘社领取棺木存放备用　

值得注意的是救生同仁堂设置在左蠡元将军庙 （俗称老爷庙王爷

庙）
#

二者相互依存左蠡元将军庙始建於康熙年间庙中供奉以鼋
!

原

公益物品的供给清至民国鄱阳湖区的水上救生事业 ７５
















巨流〈都昌航运及船帮〉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都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

会编《都昌文史资料》第４辑１９９２年页１８９
刘铨〈老爷庙与救生红船〉页２０７
刘铨〈老爷庙与救生红船〉页２０７２０８
袁栋〈救生舡〉《书隐丛

*

》（《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１３７
R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０２年影印乾隆刻本）卷１４页２０ａ
蓝勇〈清代长江红船救生的地位和效果研究〉页３９
?该舵公比持千里镜

j

见波涛
S

盠?参见〈鄱湖红船救生功高〉《浔阳晨报》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４日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都会之夏初次试泳不得不借助救生圈〉《中华（上海）》１９３９年第７９期
页３３
刘铨〈老爷庙与救生红船〉页２０７
?左蠡救生同仁局实需经常费预算书?１９４７年都昌县档案馆Ｄ００１１０００６１
谭克镛〈都昌会馆概癋〉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都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

会编《都昌文史资料》第３辑１９９１年页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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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水神?元将军?嘉庆十五年（１８１０）元将军被朝廷加封?显应?称

号?载入祀典　１９２９年老爷庙进行重修　高峰秀
!

此撰写 《重修王爷

庙碑》该碑?未保存至今但碑文收
)

在《救生同仁堂局志》中据碑文

记载高润堂余福如等主导老爷庙的重修工作?邀集同人磋商除本地

各
8

乐捐外复向景镇各处募捐重修大殿戏台观音阁等处
k

然一新

又办麻石加修小石山上大路以利行人 ?　据载过往船民每到庙前都

要杀矱鸣鞭炮敬?元将军?以求平安无事　不难想见人们对元将军的

笃信也能帮助左蠡救生同仁堂更好地运行

四水上救生事业的社会困境

史载?南康左蠡僻瘠而迫鄱湖多覆舟故其地民见风厉辄趣江边

候涝漉有?不种田望打舡?之
e

?　明末清初左蠡当地居民一度将打

捞失事船作
!

生计之一金堡也直言 ?左蠡民风薄欢呼有覆船 ?　此

外据《耳谈类增》载万丁亥年（１５８７）大雨连绵左蠡湖畔有一女子

乘着木桶浮向岸边将一个小箱子投掷上岸准备跃身之时有人
6

拿走箱子

?拿竹竿撞走木桶导致女子漂浮远去等到此人打开包裹看到眧面的婚

帖才发现该女子竟然是自己的未来儿媳其子听闻这个消息後恸哭而

死　这则故事虽然很大程度上是
D

构的但反映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即

有些人期待覆船?以打捞水上沉船货物
!

业

（一）以救护
"

名乘危抢夺

在利益的驱使下即使是专门用於救生的船也难免存在名不符实的

情癋早在乾隆年间鄱阳湖的官办救生船在运行过程中就已出现弊端乾

７６ 郑梅婷　刘诗古











同治《都昌县志》卷２〈规建志〉页１５ｂ
据笔者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６日在左蠡元将军庙的田野调查庙

#

石柱上有对联一副上联
!

?数百年庙貌重新偏颂吾王功德?又有小字加注?民国己巳十八年（１９２９）孟冬月
重修?下联

!

?九万里威灵丕显顿平蠡水风波?小字加注?本社社弟子公立?

高峰秀?重修王爷庙碑?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刘铨〈老爷庙与救生红船〉页２０４
王同轨〈左蠡氏失子妇〉《耳谈类增》（《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２６８

R

２００２年影印
万十一年刻本）卷５１〈外纪逆报篇〉页３１６
金堡《

W

行堂续集》（乾隆五年刻本）〈诗卷二〉页１５ｂ
王同轨〈左蠡氏失子妇〉《耳谈类增》卷５１〈外纪逆报篇〉页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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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七年（１７４２）八月江西巡抚陈宏谋下达《禁乘危抢货檄》禁止滨江近

湖船
8

以救生
!

名乘危抢夺

江西地方滨江近湖商贾船载货往来难免风浪之险阻更

防宵小之侵凌沿河地方官及武弁塘汛均有地方之责自应不时查

察设法卫护如有覆溺之事更当督率兵役救护岂容藉救护
%

名乘危抢夺有船落下风止於搁浅可以起卸而
$

船蜂拥载

货而逸甚至人多拥挤船顿翻者更有不肖船
!

勾通匪船假

作遭风群相抢夺名虽招呼救护实则暗地分肥客商身在危

险孤掌难鸣惟有奔逃保命　

从中可知当船遇险时有些汛兵不仅
(

有及时救护反而?藉救护

!

名乘危抢夺?还有船
8

和匪船勾结假装遭遇风浪也群相抢夺乾

隆年间在江西任官的商盘则在诗中写道?扬澜左里不种田一生好抢失水

船……独有扬澜左里民正喜风涛日日作岂无救生之役防汛兵分财掠货

同
K

行亦有周溪渚溪两巡检呼应不灵扑不敢 ?　乾隆 《海宁州志 》

也载?星邑面临鄱阳（湖）旧设救生船篙师大半市井无赖每乘危取

财物履祥严
!

简
i

商旅咸感德焉 ?　陈履祥曾於乾隆二十四年

（１７５９）任星子县令　已注意到救生船篙师乘危抢夺商船财物的问题?

加以整顿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官办救生船的实际运行状癋与设置的初衷?

不完全吻合慈善与趋利之间充满张力此外凌鐂《西江视臬纪事》也详

细记述乾隆时期鄱阳湖救生船与夹桨小船抢夺过往商船货物的现象

窃照沿江一带之南昌南康饶州九江四府所属向设有救

生船凡商船往来陡遇风迅乘时拯救原以便行商而重人

公益物品的供给清至民国鄱阳湖区的水上救生事业 ７７








陈宏谋〈禁乘危抢货檄〉《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１４〈江西巡抚任〉
载《清代诗文集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第２８０

R

页３３４
商盘〈不种田〉《质园诗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 》第９

R

济南齐鲁

书社２００１年影印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乾隆刻本 ）卷１０ 〈纪风十首 （?序 ）〉页
４９５对於商盘的生平参见乾隆《绍兴府志》（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卷５４ 〈人物
志十四〉页５９ａ
乾隆《海宁州志》（道光二十八年重刻本）卷１０〈循吏〉页３８ａ
同治《星子县志》卷８下〈职官志〉页１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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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

法至善今本署司访闻大姑塘沿江一带每逄偃风时作商

船危迫救生船飞棹抢救时
,

有一种夹桨小船平日以摆渡营

生遇有客船遭风即群?前往名
%

赴援其实利在客货竟有

将商人行旅货物恣行攫抢飘然散去而救生船遂亦乘机搬匿

专以取财而置人命於不问迨经商人禀报地方官查究时夹桨船

早已星飞远散无可查拿救生船即有搬取客货者亦概诿之

夹桨船
!

无可致诘种种不法贻害商民最
%

切弊　

这则记载反映部分救生船水手不但
(

有发挥救生作用反而与夹桨小船

一起勾结抢夺商船货物甚至 ?置人命於不问 ?对此按察使司查勘发

现救生船原有编列字号各地俱有
8

名
R

籍可稽但夹桨船既未编列字

号也无
R

籍可稽所以一遇风波乘机抢掠商民肆无所忌
!

加
"

对救

生船的管理凌鐂建议?凡有救生船处所将所有夹桨船若干船
8

何

人查明姓名年貌籍贯住址造具
R

籍即将口岸名色编
!

字号……

?请饬各该府县印官轮流委员不时沿江巡查倘遇遭风客船即著夹桨船

协同救生船一体竭力救援按照救全人货多寡分
;L

赏 ?　将船编列

字号和载入
R

籍以供稽查是明清时期政府
"

化对流动船管控的主要方

式但其约束力仍然有限危害商民之事时有发生

此外巴县档案中也有救生船?止图捞捡货物?不抢救人口所捞货

物隐匿不给予原主反而勒索重资金赎取 ?的记载　
!

此巴县拯溺堂规

定?见本岸上下河界有舟覆溺即行鸣锣呼救务须先救人後救货以重

生命?　无锡救生局也明确规定 ?不得藉救生之名乘间抢匿失风货物

察出定即送官惩治?　江阴救生局则规定 ?如有私行索贿不即送局及隐

匿客货私藏入己不归还原主者董事送县究追照例治罪 ?　可见这一现

７８ 郑梅婷　刘诗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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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各地都有

（二）救生船救死不救生

蓝勇研究发现清末官办救生船?日久弊生有名无实?进而民间善

堂积极参加公益救护　事实上民间救生组织中也不乏以 ?救生 ?
!

名

实则意在钱财的现象一旦救生船的制度设计出现漏洞水手可能见死不

救一些船
8!

赏钱也不惜和当地居民联合制造?落水?事件个
;

被救人

也存在诬赖和敲诈救生船的行
!



救生活动的主体是广大的水手从事水上救生对他们而言是一份赖以谋

生的工作有时甚至需要冒生命危险已有研究表明救生水手是清代下层

衙役中实际报酬相对较高的职位因而呈家族式加入人员长期稳定的特

徵　高薪可能是
!

补偿救生活动过程中的高风险也是
!

对水手的救生活

动
0

生正面的激励然而一旦赏钱规则设置不当就会起到反作用京口

救生船曾规定?凡救得生者一人赏一金?一度导致水手只救生者而不顾死

者改
!

捞癛亦有赏金後才得以?人获全癛 ?　同治初年焦山救生总

局规定救活一人给钱８００文捞癛一名给钱１２００文导致有人故意害生杀

生　

１９３７年７月１日《人报（无锡）》刊登一篇名
!

〈救生船不救生〉的文

章作者对救生船水手谋财害命的社会现象作如下点评

相传江湖中之救生船救死不救生如见人遭灭顶必待其既

死而後救之此诚理之不可解或曰救生则与其本身有?鮨业此

者奉
%

圭臬亦非理之可解也昨偶与缪海瞸先生讨论及此缪先

生谓此必於最初时见利而忘义至後乃相沿成习某年江阴一

轮失火有主仆二人仆年已老知遇险亟将小主囊中所藏钞币

掷诸江中掷既罄其所有然後从容小主以投江竟获生还若囊

中有钞币者不得生矣此老仆可谓具
-

大见识救生船之不救

公益物品的供给清至民国鄱阳湖区的水上救生事业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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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果是理乎殊堪浩睵　

救生船?救死不救生 ?的本质是 ?见利忘义 ?而非其他对於水手而

言?救死?可以将癛体上的钱财搜刮一空且无从查究?救生?则只能获

得赏金老仆正是洞悉人的本性才将囊中钱财投掷一空以保全性命这

*

明民国时期民
$

对於救生船的信任程度已有所下降

此外由於救生船数目有限一些救生组织往往鼓励渔船协助参与救

生新建好生堂在碑记中写道?救生以船于事不支人情叵测若彼渚

溪左蠡遇大风覆舟因以
!

利是速溺者而死也莫若悬立赏格委之

渔舟野渡庶有豸乎其格救一人者给银五钱人倍银倍之积而算其法

立簿书姓名不得溷其事?　德化体仁堂也规定 ?倘太平船救护不及

无论渡船渔船及本地外路各色大小船
8

救起辛劳照样 ?　金陵救生局

认
!

渔船救生的作用突出?虽非局中所救无问其生死送之局受钱而

去……故是局之设未及三年而全活不可胜计 ?　无锡太湖救生局因湖

面辽阔尤其鼓励渔船救生　?渔船颇坚巨习风涛船共八百馀号……一

年中计所救不下百数十人?　在个
;

地方渔船的表现甚至较救生红船
!

佳如桐城县戚家矶救生局在光绪年间?救人皆由渔船得力而红船水手每

推人少其报单中夹
:

红船者欲全红船局面也 ?　金陵救生局 ?摆江与

渔船向例均到局?号而渔船尚未举行推原其故多因红船惧暴其短坐

攘其功反罪以越俎致令渔船束手相戒可恨孰甚其实渔船惯习风浪

最称捷速?　

不过渔船救生也导致新问题的出现首先依然是一些船
8

藉救生的名

８０ 郑梅婷　刘诗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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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乘机抢匿失风货物对此金陵救生局规定 ?察出定即照律治罪 ?　

其次是一些船
8

向被救者勒索谢金德化体仁堂的规定有间接反映?该船

8

等应宜各秉天良所有捞起遭溺者衣物银钱等件概不可染指著河保押

送交局俟本人亲取量力酬劳毋许丝毫隐瞒多索谢金如有瞒昧讹索

情事查出
`

究 ?　最後是当地居民与船
8

串通假意落水救起骗取赏

钱对此金陵救生局规定 ?一经查出除将得钱之人提案追罚严加惩

治枷号?示外定将包容扶混之胆玩快甲人等一?拿究 ?　德化体仁

堂也规定?倘河保勾通船
8

以惯做水摸之人假称遭覆失足
l

掣辛劳分

肥查出一同送究?　无锡太湖救生局吸取教训 ?此等弊端客船货客

?乡之人或难串通若近地之人无货之船失业之徒尤宜细心查访方

可发给赏钱 ?但同时也规定 ?不可因疑致刻藉词吝给阻人好生之

机?　

其实被救者也?非都是纯良无害太湖救生局规条中就记载一些被

救者诬赖渔船营救不力甚至对船
8

进行敲诈导致渔船救生积极性受挫

?往时滨湖渔船遇有溺者辄扬帆往救顾生者仅以身免无以馀资以

酬援命之恩而死者捞起还家反疑营救不力致有波及之累无所利有

所害虽至愚谁肯
!

之故近年以来渔船遇有溺者裹足不前不啻秦

人之视越人也?　此外巴县档案中也有个
;

被救人反过来敲诈渡夫的

记载?竟昧尽良心?不查沉溺之货若干而向该渡夫索讨原物甚至

挥捏控渡夫希图癢忿一经质讯尽属子
D

以致渡夫被控畏累凡过

覆舟度多袖手殊属可恨 ?　对於此种现象金陵救生局和太湖救生局

都规定?凡救起不活与救援者无涉 ?　太湖救生局还规定 ?船已遭

公益物品的供给清至民国鄱阳湖区的水上救生事业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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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银货岂无遗失而遇难之人贤愚不一倘於救起後藉端索诈本局随

时禀解?　

（三）同仁堂的维持与延续

民国期间同仁堂一度成效显著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４日

《浔阳晨报》登载题
!

〈鄱湖红船救生功高〉的文章记述同仁堂两次成

功的水上救援该报道显示同仁堂水手救援及时恪尽职守舵公叶隆
k

在救生之外还尽力拯救失事船使得?人船货物均获保全?对於救起

之人救生局不仅救护还代
%

湿衣灌饮姜汤　这些固然是事实也
*

明救生红船存在的必要性但该事件之所以此时被报道是因
!

正值同仁堂

陷入财务危机亟需向各界募捐之时从局志所附高润堂与民国政府的往来

公函来看除经费问题同仁堂在组织救生的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其他阻

碍

一是过境军队的扯借１９３２年前後国民党军队对赣南苏区实行军事围

剿经常封扣民船以供差遣救生船也未能癰免　１９３４年４月２２日高润堂

呈请都昌县长龚式农?严禁过境军队近地鱼划勿得扯借红船物件 ?　都

昌县政府转呈南昌行营５月２８日蒋介石下发?告严禁此类行
!

的发生　

龚式农随即将此?告转呈县政府张贴　

二是当地劣绅的觊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２日由於?尚有痞劣大老官扯借不

遂屡思觊觎图谋捣乱或
"

借红船装运杂货或硬荐私人掌舵水

手?高润堂呈请江西省水上公安局警察第六队队长叶拔群转呈省府主席出

８２ 郑梅婷　刘诗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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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严禁　江西省水上警察总队隶属於江西省政府民政厅总部设於南昌

在维护江西
#

河航运秩序方面曾发挥重要作用　不久叶拔群回函表示

将对同仁堂予以保障以免遭侵?　

三是董事们的侵蚀１９３４年４月高润堂在一份公函中含蓄地指出董事当

中存在公器私用私荐船工者而船工对於日巡湖面的任务亦有所懈怠

?惟是救生一事非船工勇壮不敢以乘风破浪……所有绅董亦不许滥用

私人致遭贻误而船工任用之标准务以
"

壮勇敢者
!

合格?宜日巡湖

面勿得稍懈庶足有所警惕而资遵守 ?　叶拔群在一次批示中也曾委婉

地指出同仁堂董事当中存在以权谋私的现象?董事等如果办事公正何致

有人觊觎捣乱事关善举官厅自当予以保障……又查此项红船原
!

水面救

生而设地方人士应念
m

办之艰难随时加以维护嗣後该堂不得以此救生

船借与私人应用?　

抗战後同仁堂得以重建继续从事水上救生根据档案记载同仁堂

的救生名
R

在县政府均有案备查　遗憾的是该名
R

?未完整保留下来

我们今天所能找到的仅有１９４７年同仁堂上报的当年６月至１０月救生名
R

其

#

容如下

６月２１日救得南昌船民杨香子一妻一夥友共计三名装

运九江王锦记煤油前往南昌至星子神灵湖中突遭柁拆船破被

浪压沉水底得红船巡江救回无恙９月１７日救得鄱阳胡家厂船民

胡信顺周大眼祝神彪计三名由星子樟树桥装麻石回鄱驶

至老爷庙下数里遭风浪沉舟得红船巡江救起三名均获安全

１０月３日救得抚州船
!

杨
.

生夥友二名共计三名由九江装至

公益物品的供给清至民国鄱阳湖区的水上救生事业 ８３












?高润堂
!

请求保护红船事给
'

城水上警察第六队队长叶拔群的公函?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２
日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江西

#

河航运史编审委员会《江西
#

河航运史（古近代部份）》页２９３
?江西省水上公安局警察第六队

!

出示保护救生红船以全公益事的批示?１９３４年１０月
２０日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高润堂

!

请求严禁过境军船扯借红船等事给都昌县长龚式农的公函 ?１９３４年４月２２
日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江西省水上公安局警察第六队

!

出示保护救生红船以全公益事的批示?１９３４年１０月
２０日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左蠡救生同仁堂

!

请求补助事给华洋义赈会的公函?１９３４年４月４日都昌县档案馆
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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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驶至星子神灵湖中遭风浪沉舟得红船救起三名俱庆重

生　

该名
R

显示１９４７年６月至１０月间同仁堂有过三次成功的救援行动共

救得９名落水船民另据这一年同仁堂上报的预算书 ?救生赏红每救一

名赏法洋３０００元每年约需款数十万元??设施寒衣约备三四十套（每套

以一万元计）约需款三四十万元 ?　可估得当时一年所救人数在几十名

不等其对沉船的救护作用不可谓不重要

据当地居民口述解放後同仁堂一直归都昌县政府管辖直到１９７３年

才被撤销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访了老爷庙旁的一位段姓住
8

他的爷

爷段庆福曾担任十多年的救生水手他告诉我们救生船只在大风天巡湖

?且只救人不捞癛也不捞物　如今经营老爷庙小卖部的是一对年老的夫

妇二人自１９７１年来老爷庙旁的?砂场工作後便定居在此老爷爷告诉我

们救生红船一般停泊在湖边只救漂浮在水面上的人不捞癛也不捞物

水手有时因担心自身安全风太大?不出去更不会跳进水眧救人在他的

印象中救生船一年救不了多少起事故　段姓住
8

与小卖部老爷爷的
*

法

虽然有相左之处但共同
*

明同仁堂救生船在解放後不再 ?日巡湖面 ?　

在很大程度上名存实亡难以发挥应有救生成效这可能与机动船逐渐普

及救生需求下降有关以致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才到此谋生的老夫妇印象中

?同仁堂只是一个泡茶的地方?　

综上可知水上救生事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有名无实?的现象

如官办救生船的水手以救护
!

名乘危抢夺以及水手船
8

被救人等的

８４ 郑梅婷　刘诗古














?左蠡救生同仁局
!

呈报本年六月至十月救生情癋事给都昌县县长萧任的公函?１９４７
年１０月１３日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０００２７
?左蠡救生同仁局实需经常费预算书?１９４７年都昌县档案馆Ｄ００１１０００６１
据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９日对老爷庙小卖部爷爷的?访?访人郑梅婷?访地点老爷庙小
卖部

据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９日对段姓住
8

的?访?访人郑梅婷?访地点老爷庙旁边的段姓

住
8

家中

据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９日对老爷庙小卖部爷爷的?访?访人郑梅婷?访地点老爷庙小
卖部

?高润堂
!

请求严禁过境军船扯借红船等事给都昌县长龚式农的公函 ?１９３４年４月２２
日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据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９日对老爷庙小卖部老夫妇的?访?访人郑梅婷?访地点老爷庙
小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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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利?行
!

与此同时民间救生组织在制度上有一个不断趋於完善的过

程各类规章细入微尽管救生红船的日常运行也存在合乎秩序的一

面　但上述失序部分反映的是水上救生这类公益组织在实践中所面临的社

会困境以及随之而来的公信力下降问题

五馀论

按照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定义救生服务是一种公益物品难以排他且资

源单位不可分其提供往往成
!

一个难题　清前期救生船主要由官方筹

办经费则由政府正项开支清後期清王朝
#

外交困陷入财政危机难

以继续支持救生船的日常运行始改由民间官商捐资维持运营　民国时

期传统中国的部份救生组织得到维持和延续但也不得不面临经济和社会

层面的双重困境

科斯在《经济学中的灯塔》一文中提出像灯塔这样的公共品?非只能

由政府来建造也可以由私人提供　与灯塔相似救生船也是一种公共服

务经过的所有船都在某种程度上获益但
6

难以向他们收费或者
*

对

每条船收费的行政管理难度很大成本很高官办救生船以
@

捐
!

经费来

源事实上在向船间接收取费用但受益船与被收费的船范围往往不

公益物品的供给清至民国鄱阳湖区的水上救生事业 ８５








例如武汉敦本堂救生局在１７年
#

救活４１３２人收瘗浮癛６９５５具即便上报的数字有所
夸张其效果也颇为瞩目参见 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Ｃｕｓｔｏｍｓ牶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ｆｅｂｏａｔｓ牞
牗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ｅｒｉｅｓ牶ｎｏ．１８牘牞《海关总署档案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出版物１８６０１９４９》第
１
R

页２４１此外晚清海关关
@

司的报告中对救生红船也多持积极看法如岳州?本

处之救生红船大有裨益……查此种救生船……专於起大风时在该管汛地往来梭巡以备

救护遇难船凡曾经目击者均称此种红船办事颇有实力?宜昌?当枯水之际最

!

危险故向设有救生红船维时一见瑞生失事立即踊跃施救庆更生者甚多否则

伤人恐难数计?而重庆?该滩上下泊有救生红船数一见轮船遇险起即捞救往

来数次获救多人否则淹毙者益
$

矣?参见岳州关
@

司伟克非《光绪三十三年岳

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宜昌关
@

务司副
@

务司梅乐

和《光绪二十六年宜昌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重庆关

@

务司头等帮办韩威礼《光绪二十六年重庆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光绪二十六年十

二月初十日均出自?旧海关刊载中国近代史料数据库?第２期
埃莉诺·

n

斯特罗姆著余逊达陈旭东译《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

的演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０）页５６
蓝勇〈明清时期中国

#

河的公益救生〉《光明日报》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０日第１４版
罗纳德·Ｈ·科斯著盛洪陈郁译校《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４）页１６２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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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救生组织有时会通过普遍性的劝捐来实现收费如德化体仁堂?向有

本街铺
8

逐日乐输及过关船每船捐钱肆文又?把盐船从前均有定规

业经前巡宪廷在於每船劝令捐输一文 ?　然而普遍性劝捐往往带有官办

的意味因
!

只有官府才有这样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民间救生组织显然难

以做到从而部份削弱提供公益服务的动力如建立於１８８６年的九江义渡

局下设四救生船初期完全靠自发捐款来维持直到１８９１年才得到茶叶

@

和鸦片
@

的支持但随即便因资金困难而中断　

但在实践过程中变相的收费和勒索
6

层出不穷往往形成恶习武汉

敦本堂救生局严禁水手 ?怠惰偷安及藏匿被难之人财物以及私向索谢分

文?　间接反映救生船水手向被救船勒索钱财的情癋无锡太湖救生局

甚至明文规定必要时可以劝遇险船拿出赏钱鼓励渔船救生?如被风之

船有力者劝伊出钱三四千文无力者不拘多寡以酬渔船救命之恩此
g

若不立赏格恐渔船必待覆溺然後往救人命保全者十中未必有二三

故赏钱酌议十两加以船上酬谢庶救者可以踊跃?但遇险船
6

未必愿

意或有能力拿出这样一笔费用?又被风之船竟贫乏无力或性情顽劣

亦不必勉
"

劝伊酬谢致起
=

端?　

虽然水上救生服务可以由民间提供但其在维持上仍然存在极大的不确

定性和脆弱性管科斯曾经
!

我们揭示某种可能性但他?
(

有解
E

这类

公共服务该如何组织和融资的问题　对此龙登高曾指出传统中国基层

各种事务多由民间自我管理?自发形成秩序与制度　从水上救生的地方

实践来看近代中国民间组织在提供救生服务的效率上?不逊色於政府但

受到辐射地域和服务人群的限制很难持续获得稳定的资金支持且难以通

８６ 郑梅婷　刘诗古











同治《德化县志》卷１３〈建置·体仁堂〉页１３ａ
杨国安〈救生船局与清代两湖水上救生事业〉页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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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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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治《得一

)

》卷４之３〈救生局章程〉〈附无锡太湖救生局规条〉页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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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自身利润的积累实现资本的持续增长　左蠡救生同仁堂的募捐范围只局

限於都昌和景德镇两地日常收入则主要来自田
0

与房
0

的租金一旦遭遇

Q

歉租收入
oB

而政府给予的补贴有限救生同仁堂的日常运转入不

敷出难以
!

继凸显出民间公益组织在持续融资上遭遇的现实困境

（责任编辑冯慧鑫实习编辑杨贤毅）

公益物品的供给清至民国鄱阳湖区的水上救生事业 ８７

 可参
i

龙登高王正华伊巍〈传统民间组织治理结构与法人
0

权制度———基於清代

公共建设与管理的研究〉页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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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１西高村高思坎家族世系

资料来源都昌县多宝乡西高村《高氏宗谱》卷２３２００７年

附表１１９４４年都昌县左蠡救生同仁堂田亩租数量

承租人姓名 田亩数量 租数量 １９４４年实收租 备盰

李会清 ５亩（计８穈） ９担 ４石

李辉昌 ２７５亩（计５穈） ５担 ２石

李辉茂 １７亩（计５穈） ３担 １５石

许其美 ３亩（计３穈） ５５担 ２石

李述诚 ３亩 ５担 ２石

袁成瞕 ３５亩 ３担 １石 下则淹田

袁祖金 ７亩

马宗延 ２亩

马芳澳 ２亩

余昭坤 １亩

徐观贺 ４４亩

徐时润 ５亩（计３穈）

数
据
缺
失

４８石

０５石

０８石

０５石

３６石

５石

徐时清 ４２５亩 ５担 ２２石

８８ 郑梅婷　刘诗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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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承租人姓名 田亩数量 租数量 １９４４年实收租 备盰

徐际元 １亩 ２担 １石

徐时松 ３７亩 ６担 ２２５石 淹田

徐际托 ２５亩 ４担 １５石 淹田

陈茂财 ３亩 ６担 ０７５石 淹田

总计 ５４７５亩 ８５担 ３４７石

　　资料来源 ?左蠡救生同仁堂业
0

登记青
R

?１９４４年都昌县档案馆藏

Ｄ００４６２９?都昌县左蠡救生同仁堂三十三年度租数量表 ?１９４４年

１０月２０日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附表２左蠡救生同仁堂在景德镇置办屋
#

表

购买时间 屋
0

门面 坐落地点 买入价格

１９１６年 店屋１重正门面３间 官领厂前县署对门

１９１６年 基地１块 戴家蘙李元顺屋
#

洋１００元

１９１６年 家屋１重门面４间 戴家蘙
K

蘙吉安会馆隔壁 洋４００元

１９１６年 家屋１重门面１间 戴家蘙
K

蘙吉安会馆隔壁 洋１２０元

１９１６年 家屋１重门面４间 小桥上
K

街 洋４００元

１９１９年 店屋１重门面１间 南门透头下首正街 洋３６０元

１９２４年 店屋１座正街门面１间 东门头口 洋３５０元

１９３４年 店屋１重门面１间 指马蘙
K

街 洋４８０元

　　资料来源?本堂在景镇所置屋
0

?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附表３左蠡救生同仁堂１９４４年度全年预算支出表

支出项目 支出数量

钱公桥渡夫工食 谷１２石

又渡夫柴 费 洋１２００元

渡船
h

修搽油 洋２４００元

渡船添置橹桨 洋１８５０元

乡镇储蓄公债 洋９５０元

公益物品的供给清至民国鄱阳湖区的水上救生事业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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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支出项目 支出数量

乡公所保甲经费 洋２０００元

掩埋死癛土工 洋１２００元

收租看禾火食 谷２５石

修埋塘
Y

谷２５石

开会算帐大食 谷２石

办公杂费 洋５００元

完纳田赋 无

总计 谷１９石洋１０１００元

　　资料来源?都昌县左蠡救生同仁堂三十三年度全年预算支出表?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２０日

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附表４１９４４年左蠡救生同仁堂董事名
$

职
;

姓名 年龄 籍贯

董事长 余祖铎 ５８ 都昌

副董事长 高秋同 ２６ 都昌

书记 陈庭柱 ３５ 都昌

董事
I

菊秋 ６０ 都昌

董事 郭前波 ５２ 都昌

董事 刘西汉 ４９ 都昌

董事 刘训亿 ５３ 都昌

董事 李芳圃 ６２ 都昌

董事 马宗恩 ５４ 都昌

　　资料来源?左蠡救生同仁堂职员名单?１９４４年都昌县档案馆藏Ｄ００４６２９

９０ 郑梅婷　刘诗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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