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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会馆的信息汇聚与传播

王 日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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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清民国时期，会馆在科举制度废除、政治变革成为当时时代的主旋律的背景下，一方面延续

旧有功能，成为传统的口耳信息传播与交流的平台外，还借助于近代通讯技术的进步和新传媒的出现不断

增益自己的新功能，而京师作为政治心脏地区，会馆在制定省宪、选定地方官员、处理家乡公共事务方面都

凸显出自己的功能来，这些均显示晚清民国时期会馆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会馆这一起自明初的寓外同乡组织，经历了

同乡官员俱乐部、科举考试服务处到晚清民国同

乡会的形态转变①，“崇尚人文”到“参与治安”的

功能蜕化②，作为慈善类组织到申请官府立案的

归属变迁③。晚 清 民 初，正 当 新 旧 变 更、传 统 帝

制向现代民主政体转换之时，西方电信技术的传

入使会馆走出了一地一馆“祀神、合乐、义举、公

约”的自我运行故辙，扩大了联系面，构建了跨区

域的网络体系，成为信息汇聚与传播的一个重要

平台，对当时政治变革、地方发展与社会思潮流

向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　会馆仍是传统的口耳信息传播与交流的平台

会馆最初建立时就具有相互雅集、相互砥砺

的功能，“祀神、合乐、义举、公约”逐渐形成为会

馆的基本功能。在合乐方面，戏曲表演是基本环

节。在晚清时期，会馆本身举行堂会，戏曲表演，

许多社 会 名 流 都 会 到 场，大 家 交 流 信 息。彭 晓

丰、舒建华说：“会馆是乡土中国最为典型的一种

文化植被，无论何种程度的城市化都拔不尽滞重

的土性所培育的这些庄稼。当每个中国人走向

高一级的文明生态圈时，他们都忘不了用胸口揣

着的那把泥土，在都市里建造一个只有一所房子

的村庄，他们清早上街区耕种，傍晚收工回来，在
亲切 的 乡 音 中 歇 憩，抗 拒 一 切 可 能 有 的 水 土 不

服，分享一切可能来的官运财气，分担一切可能

来的欺生凌辱。县是会馆最基本的单位，方言则

是会馆的真实姓名。会馆每天吐纳着涌动的乡

音从而凝聚成一个巨大能量的区域文化场。会

馆的都市建置使它成为每个区域文化的精英的

容器，并由低级向高级进行能量传递（县—省城—
京城），因而，北京的会馆，不论它操何方口音，就
有可能聚集这个区域最大能量的灵杰之气。”④

会馆演戏。遇到考试及第了，同乡们聚集在

一起相互庆祝。譬如徐珂《清稗类钞》考试类中

提到，进士及第，有胪唱。胪凡五唱：第一甲第一

名某，第二名某，第三名某，二甲第一名某等，三

甲第一名某等，其声凝劲以长。是日，榜眼、探花

送状元归第，探花送榜眼归第，探花自归第，无人

送。然名曰归第，实归其本省之会馆，虽有私第，
必先至会馆而后归也。其会馆中人，先已召集名

伶演剧，张 盛 筵，待 贺 客，历 科 鼎 甲 之 在 京 者 毕

至⑤。“都中江苏会馆团拜，名伶麇集，谭独抗传

不到。时吴江殷李尧方掌山东道御史，拘 谭 至，
絷诸厅事以辱之，待演剧既毕，方释之 去。后 此

逢会馆戏，闻命即赴，不敢或违矣。”⑥作为同乡，出
席会馆活动变成了情理上推脱不掉的一种义务。

遇到节日，同乡们也在吃过 家 乡 菜、聊 着 家

乡话时观看戏剧表演。譬如清·曾朴《孽海花》
第二十四回，《愤舆论学士修文　救藩邦名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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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①中说：“彩云恰从城外湖南会馆看了堂会戏

回来，卸了浓妆，脱了艳服，正在梳妆台上支起了

金粉镜，重添眉翠，再整鬟云，听见雯青掀帘跨进

房来，手里只管调匀脂粉，要往脸上扑。”参 与 会

馆的同乡聚会活动，往往需要端正衣装，展现自

己最光彩的一面，会馆中同乡人的相互见面，一

定程度上成为自我发展状态的一次展示。
会馆为官员们相互过从的场所。譬如《糊涂

世界》第十回所述：“如今单表这位杨愕，是四川

省里第一个猾吏。不论什么上司，没有一个敷衍

不好。自到省第二年之后，一连十二年，没 有 空

过。眼眶子虽然极大，心眼子却是极小。就有一

班不要 脸 的 去 讨 他 的 教。他 先 前 也 不 肯 说，后

来，就有些拜门的。杨愕却是最喜此道 的，并 不

推辞，从此便狐群狗党，愈引愈多，居然是一个大

老前辈了。此次挂了牌，这些门生便想了一个法

子，大家凑了分子，在湖北会馆里叫了一班戏子，
替他饯行，又好顺便叨叨他的教。头一天便发了

帖子过去，到得次日巳刻光景，又用大众的手本

去请。不多一刻，早有人来送 信，说 是 来 了。大

家连忙抢到门口去站班恭候。”②无论正当与否，

会馆同乡聚集之中，有些人投机钻研，勾结势要，
为自己谋求升转。

有人将会馆当成了寄放行 李 的 场 所。譬 如

《恨海》第八回所述：“葬事已毕，便打算逃避。可

奈金银细软，多被义和团劫去。笨重家 伙，此 时

要卖，也没有人承受。翻遍了各箱笼，搜刮起来，

只剩了十来两银子，思量不能远去。听得安肃县

没有拳匪，那县官李灼然是父亲同年榜下知县，

向来相得，不如投奔他去。定了主意，便 开 发 了

老妈子，弃了一切家具，把所有字画衣服之类，都
送到米市胡同南海会馆中寄放。然后出了彰仪

门，赁 了 牲 口，取 道 芦 沟 桥、长 辛 店，投 安 肃 县

来。”③有人贪念会馆提供的免费服务，不仅将行

李寄放其中，而且住在会馆里享受会馆的保护，

获得同乡间的丰富信息。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

状》第七十一回所述：

　　忽然一日，自己决绝起来，定下一个计策，暗地

里安排妥当。只说家中老鼠多，损伤了书籍字画，把

一切书画都归了箱，送到会馆里存放，一共运去了十

多箱书画，暗中打发一个家人，到会馆里取了，运回

家乡去。等到了满月那天，新人又照例回门去了；这

一次回门，照例要娘家住几天。这位周太史等他夫

人走了，便写了个名条，到清秘堂去请了一个回籍措

资的假，雇了长车，带了小孩子，收拾了细软，竟长行

回籍去了。只留下一个家人看门，给了他一个月的工

钱，叫他好好看守门户，诳他说到天津，去去就来的④。

这些记录 会 馆 中 负 面 行 为 的 资 料，在 会 馆

志、地方志书中较难看到。
寓居会馆准备应试是会馆的传统功能，能减

缓应试举子的寓居负担，时常还能得到同乡官员

的辅导乃至打通关节。“这里江氏弟兄带了一个

暂充跟班的村童，回到江苏会馆。二人因为试期

已近，到了会馆还在灯下狠狠念了几篇《东莱博

议》方才安寝。一宵无话。”⑤应 试 士 子 将 会 馆 当

作“异地乡井”，减轻了身居京师的不适应感。
会馆也 是 讨 论 学 问 的 好 地 方。譬 如《孽 海

花》第二十七回说：“门生听说江苏同乡今天在江

苏会馆公宴威毅伯的参赞马美菽、乌赤云，老师

是不是主人？”唐卿道：“我也是主人，正 待 要 去！

美菽本是熟人，他的《文通》一书也曾读过。乌君

听说是粤中的名士，不但是外交能手，而且深通

西方理学，倒不可不去谈谈，看他们对于时局有

什么意见？”⑥会 馆 这 个 平 台 能 让 不 同 需 求 的 人

们在不同时段得到有效的利用。

小说里的生动描述让我们体会到：会馆成为

传统的口耳信息传播与交流的平台。尽管其中

包含若干虚构成分，但作为社会客观存在的一般

历史现象，一定有其现实根基。

二　近代通讯技术和传媒给会馆增益了新功能

通讯设施的改进缩短了空间距离，开埠通商

后，近代邮政渐次展开。１８７８年３月，海关总税

务司赫德与李鸿章商妥，在北京、天津、烟台、牛

庄和上海５处海关，仿欧洲办法，设立华洋书信

馆，纠集股份，试办 邮 政。直 到１８９０年，中 国 海

关邮 政 才 在 各 通 商 口 岸 普 设 邮 政 机 构。１８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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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北京海关邮政局正式改称北京邮政总局，下

设４个分局。宣统年间，北京设邮政总 局 一 处，
下设１７个信筒。邮政支局共计１９处①。

在开办邮政事业的同时，中国的电报业也开

始创设。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后期，清政府被迫允许

外国人在中国海域敷设海底电报线，但规定线段

不准 上 岸。１８７７年，北 洋 大 臣 李 鸿 章 在 天 津 试

设由天津机器局到北洋大臣衙署的电报线。津

沪电报线于１８８１年竣工通报。从 此，中 国 有 了

自己的民用电报事业。津沪的官绅商人可以利

用电报传递商情信息，这标志着中国近代电报通

讯时 代 的 到 来。１８９０年，电 报 线 可 谓 四 通 八 达

了。１８８２年１０月，上海的《申报》用电报传送顺

天府乡试 的 榜 文，次 日 即 见 报，引 起 轰 动②。从

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兴起第一次办报高潮后，报

纸上刊载的“专电”日多，北洋时期，各个报纸上

的来电更有铺天盖地之势。电报一般只须一日

即可送达，保证了消息的迅速传递。
有了报纸之后，会馆活动常以广告刊登于报

纸，如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２日，报纸刊登“二十六夜江

西会馆之雅 集”的 消 息，报 道“温 白 社 在 此 演 昆

剧”的事③。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７日，报 载“江 西 馆 在

袁寒云 所 组 织 之 延 云 社 借 台 开 演”④。１９１８年

１２月２４日和２５日，报纸有关于“全浙会馆之堂

会戏”的连续报道⑤。
报纸成为会馆表达政治态 度 的 阵 地。通 过

媒体刊载通电，会馆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形成

舆论。北京钦廉会馆通过集议在广东新馆召开

旅京全省同乡大会，通电全国请各地军政绅商报

学各界团体，协同力争，有效地达到组织舆论、形
成舆论的目 的。１９１９年４月“急 电 两 粤 当 局 暨

省议会请顺民意，取消该案（指钦廉割隶桂省）”，

５月又由叶 恭 绰、王 宠 惠 等 同 乡“列 名 电 至 两 粤

当局，请即撤销原议以顺舆情”⑥，以通电的方式

向当局反映舆论，施加舆论压力。
由于会馆自称是公民的代表和代言人，常通

过同乡中的名流领衔向政府表达诉求。面对舆

论压力，政府对其请求往往不得不受理。
电报等现代通讯工具让异地同乡会馆间有了

联系通道，京师会馆最受 外 地 同 乡 会 馆 的 推 崇。
北洋时期地方势力坐大，地方政局混乱，各地大小

军阀混战不止，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众

渴望安定的政治环境，期望在京同乡会馆制止各

地的内战与纷争。１９１６年前后，众多广东公团向

北京的广东会馆发来电报信函，揭露龙济光祸粤

事实，要求龙济光交缺离省，请“陆督军朱省长协

力绥靖 地 方”⑦。北 伐 前 期，卢 宗 缙 等 发 快 邮 代

电，要求驱逐孙中山，请陈炯明“迅统粤军”⑧。

１９１４年７月，广 州 湾 全 体 华 民 就 法 国 在 湾

内收人身税并勒令华民领取来往护照，勒交照费

等横征暴敛之事，寄函给北京广州会馆请其主持

公道。１９２５年广州各界人士关于英帝国主义残

杀同胞，制造广州惨案及沙基惨案给北京广东会

馆等同乡团体的代电，详细说明事件的原由，并

请联合行动维护主权。

１９１９年广州市政公所修马路与各机关团体

保学宫发生冲突，广东民间团体纷纷向北京的广

东会馆和各地的同乡请求，希望共同出面阻止因

修马路而毁坏学宫。护法战争后，旅沪广东同乡

会筹商广东善后事宜，一致主张在沪设立广东善

后协会，以便随时与和平会议南北代表接洽。广

东善后协会发电报给北京的粤东新馆：“此次和

会期间，急速希即详加指示，俾可备交和会请愿

期于有成。”⑨在激烈的革命浪潮面前，会馆被推

到了维持正义、主持公道的前台。

１９２１年，上海 南 海 邑 馆 从 报 纸 得 知 广 东 九

龙租借地有推广至石龙之说，即向北京的广东会

馆等发出通电：“查石龙为粤东要塞，领土主权关

系至巨，果报载非虚，我国民万难承认，务恳顾全

民意，以 固 藩 篱，而 维 国 本，不 胜 迫 切 待 命 之

至。”瑏瑠南北两地的广东会馆联合起来，坚定表达

自己抵制外国侵略者扩张的决心。

上海是近代国际商业大都会，依托会馆支持

的广东商人创办娱乐休闲的画报和杂志。广东

台山人伍连德（１９００—１９７２）是一重要人物，他到

上海先是就职于商务印书馆，担任美术编辑，同

时兼任广东人开办的郇光小学的美术教员。１９２５
年，武氏在北四川路鸿庆坊创建 良 友 印 刷 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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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出版《良友》杂志，上海先施公司经理欧彬夫

人谭惠然女士给予担保，伍连德的广东同学余汉

生配合创业，该刊与市民的生活习惯、都市文化

的消费时尚十分贴近，第１期销量就达７０００份。

１９２７年以后，伍 连 德 陆 续 创 办《中 国 学 生》、《当

代妇女》、《银星》、《体育世界》等杂志。伍连德这

种“以商 业 的 方 式 而 努 力 于 民 众 的 教 育 文 化 事

业”的旨趣赢得了 众 多 的 追 随 者。《大 众 画 报》、
《文化》、《小说》、《时事旬报》、《新世界》、《图画剧

报》等，成为传递文化信息的舞台。
早在１８９８年，康有为女儿康同薇、梁启超夫

人李惠仙就在上海创办《女学报》，“提倡女学，争
取女权，争取妇女参政，主张男女平等”①。康有

为１９１３年又在上海创办《不忍》杂志，发表其游

历欧洲后对政治、法律的主张。梁启超在上海除

创办《时 务 报》外，还 创 办 过《时 报》、《强 学 报》、
《国风报》、《时事新报》和《大中华》月刊等。《国

风报》创 立 于１９０４年，旨 在“忠 告 政 府，指 导 国

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②。

顺德人 邓 实 和 黄 节 长 期 追 随 孙 中 山，１９０１
年两人在上海创办神州国光社，出版《神州国光

集》、《国光画刊》、《美术丛书》等，并开办国光书

局③。１９０５年成立“国 学 保 全 会”，主 编《国 粹 学

报》，编 辑《国 粹 丛 书》。１９０６年 黄 节 捐 书４０００
册，与章太炎等开办国人第一家面向全社会的公

共阅览室———国学保存 会 藏 书 楼。这 对 全 社 会

的知识传播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１９１２年，孙中山直接领导创办西文报纸《民

国西报》，创办《建设》杂志，朱执信则在上海创办

《星期评论》等，这 些 报 刊 具 有 较 浓 厚 的 政 治 色

彩，对唤起市民之觉醒、倡导实业救国、革除积弊

等均具有积极意义。
各旅居外地的同乡会或者有名望之 士 还 办

有各种宣传本省意识的刊物，刊登激发人们乡土

情怀和省区认同的文章。如旅京旅沪的浙江人

创办了《新浙江》，宣传对浙江的热爱和激发人们

对省区的认同意识。他们认为，省意识的树立是

走向国家意识的前提。如《新浙江》发刊词说：

　　浙江之为省也，襟山带海，连皖抚闽，铁轨交通

杭沪辰发午至；海泊来往，浙闽则筋贯脉通；钱塘为

钱镠之故乡，会稽乃勾践之古国，英雄遗风，志士余

烈，尤有存者。而且土地肥饶，物产殷富，纵横七百

里，赋税千万余，人文荟萃，为东南文明之区。美哉

浙江！是 谁 之 浙 江 耶？ 曰 是 浙 江 人 之 浙 江 者 也。

此言也，夫人人而知 之 矣，然 吾 则 曰 是 全 浙 江 人 之

浙江……是故爱浙江者以浙江人为第一职志④。

当时的日本有许多中国留学生，会馆是其活

动的主要场所。浙江留学生在日本东京建立了

同乡会，且出版《浙江潮》一刊，该刊《发刊词》希

望由此“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

大声于海 上”⑤。鲁 迅 先 生 描 述，绍 兴 会 馆 里 有

些热 血 青 年 听 到 杀 身 成 仁 的 消 息，不 免 一 番 激

昂，或发通电斥鞑虏，或为拟通电而拍案争吵⑥。
亲身体验了日本社会现象的中国青年对祖国积

弱表达了极大的不满。
在日本，四川同乡会曾举行欢迎吴玉章兄弟

的活动，江苏人认为同乡会“是为了联情谊和立

自治之本”⑦。省籍意识的强化实际上是谋自治

和求宪政的要求所致。湖北留学生创办《湖北学

生界》，云南留学生创办《云南》，江苏留学生创办

《江苏》，都具有凝聚乡土情感继而开展政治活动

的追求。《江苏》发刊词说：“美哉我江苏之人民，
美哉我江 苏 之 土 地！”⑧《云 南》发 刊 词 说：“天 何

独厚滇人而得此大好江山，极乐世界，以生以长，
以歌以舞，以养其父母，以育其妻子，以托祖宗之

坟墓，以营个人之产业？”⑨

１９０３年的《新广东》曾说：“广东者，广东人之

广东也，非满人之广东也，是广东人者，为广东之

地主矣。广东人实为广东地主，则广东之政权、财
权、兵权、教育权、铁路矿山权、土地所有权、森林

权、海权，莫不宜自操而自理之。以广东之人，办

广东之事，筑成广东自立之势，以健全中国自立之

起点。”瑏瑠“夫治公事者，不如治私事之勇；救他人

者，不如救其家人亲戚之急；爱国者，不如爱其所

生省份之亲。人情所趋，未可如何也。故窥现今

之大势，莫如各省先行自图自立，有一省为之倡，

·５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⑥

⑦

⑧

⑨

瑏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 闻 研 究 资 料》第１７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１８页。
《申报》，１９１０年２月２１日。

方汉奇：《中 国 近 代 报 刊 史》下 册，山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６２、４５４页。

⑤　张静庐：《发刊辞》，《新浙江》第１期，１９２１年２月。
《朝花夕拾·范爱农》，《鲁迅全集》第２卷，人民文学出

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江苏同乡会韧事记事》，《江苏》第１期，１９０３年４月。
《江苏》第１期《发刊词》１９０３年４月。
《云南杂志·发刊词》，《云南》第１号，１９０６年１０月。

欧榘甲：《新广东》，转引自张玉法编《晚清革命文学》第

２１页。



则其余各省，争相发愤，不能不图自立。”①

《新湖南》也表达了相同的情绪：“取我湖南

之地图而一染焉，再染焉，三四染焉，如何以湖南

人之血染我湖南之地为庄严而美丽乎？进而上

之，以我湖南人之血，染我中国之地，是以中国染

中国也。吾四万万人之血尚足以没胡人之顶，请
自我湖南始。吾四万万人之血尚足以熏白人之

脑，请自我湖南始。”②

这些留日学生利用会馆，先 培 养 省 籍 意 识，
再扩大为国家意识，对于推进中国社会的变革、
自强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会馆创办刊物宣扬爱

乡爱国情怀，鼓励同乡利用会馆这个平台凝聚力

量，亦顺应了当时追求民主与自由的潮流。

三　在京同乡会馆功能的凸显

晚清民国时期，京师会馆逐渐由过去为同乡

仕宦和举子联谊住宿的所在演变为同乡在京聚

会、串联、发表政见、传播信息的场所。会馆与政

治结缘越来越深厚。“京师为各方人民聚集之所，
派别既多，桑梓益视为重，于是设会馆以为公共之

处……此等天然之党籍，较之树一义以为标帜者，
未知利害奚若。在闭关时代，由座主之关系，或州

域之关系，天然成为同志，谋公私利益而共守伦常

大义，以辅国家太平有道之长基。较之罔利营私

漫无 限 制 者，损 益 相 去，不 啻 倍 蓰 矣。”③其 中 表

明，凡在京同乡会馆受到追捧者，是因为无论就

会馆所联络的同乡，还是会馆的管理人，都身居

显要位置，其中上层同乡京官对地方事务有显著

的影响作用。在戊戌变法前夕，广东会馆适应了

“广开风气，联络同志之需要”，变法者将翻译好

的西方图书“颁发各省会馆”，因为“各会馆皆为

京官会集，欲因而导之”④。康有为“始来京师，居
宣武门外米市胡同南海会馆……十一月先生初上

变法书，即草创于是……明年南行，自是每入京率

寓是馆”⑤。１８９５年５月，康有为再次进京，联合

各省举人１３００多人，发动公车上书。是年８月，
康有为在南海会馆多次和其他维新人士集议，决
定成立强学会。强学会成立后，康有为又在南海

会馆自己出资创 办《中 外 纪 闻》（初 名 为《万 国 公

报》），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编。１８９８年１月，康有

为约广东在京人士２０余人，在南海会馆成立粤学

会，倡导变法图强，随即又成立了经济学会和知耻

会。是年４月，由康有为发起，在粤学会基础上，
联合各省学会，在粤东新馆成立了著名的保国会，

并举行第一次大会，“集各省计偕诸人开保国会于

南横街粤东会馆，到者数 百 人，公 举 先 生 敷 讲 政

论，先生痛斥时弊与外人之毒蛰，听者泣下”⑥。

民国以后，广 东 会 馆 与 政 治 的 关 系 更 为 密

切，１９１２年，孙中山先生到京，“歇息于珠巢街香

山会 馆，乡 人 乃 就 宣 外 南 横 街 粤 东 新 馆 开 会 欢

迎”。１９１４年，广东各社团公民代表大会联合团

就推举伍廷芳任广东省长，专函北京粤东会馆、

汉口广东会馆、上海广肇公所等，寻求他们的支

持：“诸公关怀桑梓，具有同情，请速通电主张，庶
足救粤人于水火”⑦。１９２１年８月２９日，上海广

肇公所粤侨商业联合会致函北京粤东会馆，要求

联合给广东陈省长一电：“其文曰：广州陈省长钧

鉴，陈独秀邪说惑民，甚于洪水猛兽，迭电吁请驱

逐。”⑧１９２４年，广东商团为了自卫自购 置 枪 械，

被当局扣留，为此，商团向旅外同乡发还枪械快

信，其中就 有“北 京 广 东 会 馆 同 乡 诸 公 钧 鉴”一

函⑨。１９２５年６月，英国在广东残杀我 同 胞，制

造广州惨案及沙基惨案，广东各界人士致函北京

等地广东会馆，要求北京广东会馆诸公，转送同

乡京官钧鉴，“力抗强蛮”瑏瑠。

浙江省在京会馆中，鲁迅住 过 绍 兴 会 馆，徐

锡麟也住过绍兴会馆，并为修缮此馆捐过钱，盆

儿胡同的 鄞 县 会 馆 曾 被 用 来 召 开“少 年 中 国 学

会”的筹备会和学会成立一周年纪念会。我们还

知道，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是通过浙江会馆才

得以昭雪的。另外，早在咸同时期，绍兴 会 馆 举

办过幕师和差役培训班。幕师班招生对象必须

是在府州县已考中的“秀才”，经面试、口试、笔试

选优录取，差役班招生对象必须是在故乡私塾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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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四书”、“五经”，体格健壮、举止大方、五官端

正、谈吐清 脆、未 婚 的 青 年 人①。也 许 还 包 含 了

挽救政治腐败、规范政治行为的内在追求。

湖南省的在京会馆，谭嗣同 曾 住 浏 阳 会 馆，

毛泽东曾住湘乡会馆，沈从文、丁玲、吴奔星等文

坛名将亦住过湖南会馆。其后，这里甚至成为现

代新诗刊《小雅》的社址。

安徽省的在京会馆，李鸿章曾积极扶助安徽

会馆，米市胡同的泾县会馆曾为《每周评论》的编

辑部，现代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在北京时住在潜山

会馆。

下表反映民初广东会馆倚重的同乡京官。
在京广东会馆倚重的同乡京官②

姓名 字号 籍贯 出身或学历 职务

梁士诒
字翼夫
号燕孙

广东
三水人

光绪进士

１９１３～１９１４ 年 任
总统 府 秘 书 长、财
政次 长、兼 代 财 政
总 长，１９２１年 任 国
务总理

梁敦彦 字崧生
广东

顺德人
耶鲁大学毕业

１９１４～１９１６ 年 任
交通部长

麦信坚 字佐之
广东

番禺人
１９１４～１９１６ 年 任
交通次长

王宠惠 字亮畴
广东

东莞人

早年毕业于天津
北 洋 大 学，１９０１
年 留 学 日 本，后
入 耶 鲁 大 学，获
法学博士学位

１９１２年 任 南 京 临
时政 府 外 交 总 长、
司法 总 长，后 又 任
北 洋 政 府 司 法 总
长、教育总长等职

陈锦涛 字澜生
广东

南海人
耶鲁大学毕业

１９１６～１９２５ 年 任
段祺 瑞、许 士 英 内
阁的财政总长

梁启超
字卓如
号任公

广东
新会人

举人出身

１９１３～１９１４ 年 任
熊希龄内阁司法总
长，１９１７年 为 段 祺
瑞内阁财政总长

叶恭绰 字誉虎
广东

番禺人
京 师 大 学 堂 毕
业

曾任交通部路政司
司长。１９１７年任交
通 部 次 长。１９２０
年任靳云鹏内阁交
通总长

唐绍仪 字少川
广东

香山人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毕业

１９１２年 任 国 务 总
理 兼 交 通 总 长。
１９１７年参加护法军
政府，任财政部长

伍廷芳
字文爵
号秩庸

广东
新会人

早 年 毕 业 于 香
港圣保 罗 书 院，
后 自 费 留 学 英
国，入林 肯 法 律
学院学习法律

１９１２年 任 南 京 临
时政 府 司 法 总 长。
１９１６年 为 段 祺 瑞
内阁外交总长。次
年为代总理

程璧光 字恒启
广东

香山人
福 州 水 师 学 堂
毕业

１９１２年 为 南 京 临
时政 府 海 军 总 长。
１９１７年 随 孙 中 山
南下 护 法，任 军 政
府海军总长

江天铎 字竟庵
广东

花县人

人 本 早 稻 田 大
学 法 律 政 治 科
毕业

１９１９年 任 靳 云 鹏
内阁的农商次长兼
代 理 本 部 总 长。
１９２６年 为 杜 锡 珪
内阁的内务次长

姓名 字号 籍贯 出身或学历 职务

梁　宓 字卤铭
广东

南海人
举人出身

１９２２年 为 国 务 院
秘书长

陈振先 字铎士
广东

新会人
留学美国

１９１２年 任 唐 绍 仪、
陆徵祥内阁的农林
次长

陈　垣 字援庵
广东

新会人
广 州 光 华 医 学
院毕业

１９２１～１９２２ 年 为
梁士 诒、颜 惠 庆 内
阁的教育次长

梁如浩 字孟亭
广东

香山人
美 国 斯 梯 文 工
业学校毕业

１９１２年 为 赵 秉 钧
内阁的外交总长

徐绍桢 字固卿
广东

番禺人
举人出身

曾任护法军政府卫
戍总司令

邹　鲁 字海滨
广东

大埔人
护法国会众议院议
员，广东大学校长

林绍斐 字竹君
将军 府 参 军（曾 任
粤东新馆馆长）

王克忠 字穙川 地方审判厅推事

　　资料来源：根据《北洋政府职官年表》等制定。

北洋时期，梁士诒等对在京广东会馆有决定

性影响，信函和电报往往直陈给梁士诒，梁时为总

统府秘书长，被称为“梁财神”，拥有“综握机要，左
右袁氏，支配群僚”的政治力量。“凡入谒项城禀

商事件者，辄曰‘问梁秘书去！’”③有 梁 士 诒 等 同

乡京官为后盾，无疑增大了会馆实力和面子。
其次，会馆作为民间机构，更 容 易 灵 活 地 解

决政 府 所 无 法 正 常 运 行 的 事 务。譬 如，１９１９年

采米事件，最初广东地方政府提出的采米要求，
遭到江苏省的拒绝，中央和安徽省则打了折扣，
只解决５万石。后来在各地会馆和同乡的努力

下，才运回了５０万石，而且还有种种的优惠。

１９１６年，滇、桂军进攻龙济光，直逼广州，广

东各界人士群议调停，共决筹款，令龙济光率领

所部退驻琼州。于是各军纷纷入据，谋 戴 其 主。
梁启超谋拥陆荣廷为傀儡，梁士诒阳推李耀汉，
阴实联 梁 启 超，谋 戴 陆 荣 廷。唐 绍 仪 主 张 陈 炯

明、莫擎宇，商之梁启超，自允联名电保。哪知道

第二天就发现梁保陆氏之电于报章。不久北洋

政府以命令发表任命陆氏。梁士诒、梁 启 超、唐

绍仪等京官对广东地方政治的影响可见一斑。

１９１４年，广东 省 港 澳 官 绅 善 商 会 办 救 灾 公

所，向北京的广东会馆报告水灾情况及成立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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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树权：《驻京同乡会馆是纯商业性质的》，《商业研究》

１９９０年第１期。

唐仕春：《试论北洋时期在京同乡会馆中的请托活动》，
《中国社会 科 学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青 年 学 术 论 坛》２００１
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三水梁燕 孙 先 生 年 谱》上，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１９９０年

版，第１８７页。



筹办处经过，他们不仅请旅京同乡捐款，而且还

派谭学衡为治河督办。１９１９年３月广东粮食救

济会请求同乡列先生“广劝捐输，慨助巨款”①。
会馆时常成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桥梁，地方

与中央都依赖于它。方兆鳌说自己在司福建省

馆时，“维时国事草创，地方与中央多有联系，事

未易决者，大之如外交财政及地方政治，小之如

商贾行旅，凡吾乡人有所愿望，而必经中央准驳

者，皆 以 余 为 枢 毂，而 地 方 当 路，亦 群 就 余”②。
像方兆鳌这样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左右逢源，
恰是许多会馆的写照。

北京福建会馆（今为春明女子中学）坐落宣

武门大街南头，大门临街，后门临车子营，门牌刻

“福建会馆”四字，与临街之前门匾额同为陈宝琛

于宣统元年应召来京时所书。司馆事者，民国初

沿清例，有直年，有干事，直年公推乡老充任，干

事由值年公推，以福州及上下府各一二人充之。
民国２６年改理监制，报明社会局立案。理事１１
人，监事７人，候补者各３人。

民国１１年８月间，因制宪及 改 组 同 乡 会 并

福建善后三事，新旧两派颇生齮齕，旧派以乡之

耆宿为代表，新派以学生为代表，旧派谓官绅不

宜干涉地方之事，新派谓宜自定本省宪法，公选

省长；旧派谓会馆仍旧维持，新派谓宜改组同乡

会，接收会馆财产，不宜听一二人把持。若 福 建

善后之事，则发生于王徐之驱李，盖其时黎黄陂

当局李鼎新承梅为海军总长，闽之乡人也。李培

之督军兼省长厚基，为王永泉许崇智所不容，王

徐合力驱李，而徐树铮乘机加入，建国延平，通电

全国，斥现政府为非法，自称统领，率师南下，省

城岌岌可危，旧派为维持地方治安计，拟请政府

任命萨鼎铭镇冰为福建善后督办，以陈兆锵、黄

培松会办军务，此李承梅意，而同乡旧派所赞同

者。新派主军民分治，应由同乡公举省 长，卒 于

１０月７日，阁议以萨镇冰会办福建军务，１６日又

命萨为福建省 长，１１月９日 李 厚 基 电 告 二 师 兵

变，已退居 鼓 浪 屿，俟 漳 厦 肃 清 后，再 图 恢 复 省

城，政府乃命刘冠雄字子英为福建镇抚使，此皆

旧派之规划，为新派所不容也。
至民国１４年元旦，复在福建会馆，讨议省长

人选，同时并讨论本省赈灾办法，先是福建沿海

一带，台风为灾，船舶漂流，无数渔民生 计 断 绝，
而长江一带有患水灾者，北京乃有华洋赈灾委员

会之设，由海关附加税款，按各省灾情轻重，酌量

分配，闽省约可得２０万金，然须以灾情之照片为

凭，而风灾一过，渺无踪迹，且被灾当时，虽有拔

木翻船之惨，事隔数月，追摄何从，卒以同乡会议

之请求，及列席委员会同乡黄漪午之谅解，免提

证明，如数助赈，最后赈款寄交民政厅长蔡凤禨

查收，酌量配给，是为福建会馆对于乡闾最努力

之一事③。
一些团体直接设在会馆中，如“四川 叙 属 留

京学会”以敦笃乡谊、砥砺学行为宗旨，由富顺县

人陈鸿发起创办。１９１８年８月 成 立，８月２３日

批准备案。主任陈鸿，会员１８人④。
旅京山西旱灾筹赈会设在三晋会馆内，它以

赈济山西旱灾为宗旨，由田应璜发起创办。１９２２
年１１月２６日成立，董事长田应璜，副董事长温

寿泉、刘文炳，会员２２０人⑤。
设立于会馆中的同乡团体⑥

团体名称
设立
地点

宗旨
发起

创办者
成立时间

负责人
及成员

旅京 广 东
自治 促 进
会

粤东
新馆

实 行 民 治
主义

陈荣新
１９２０ 年 ９
月２６日

董事叶 恭 绰、
王宠惠、梁 士
诒、梁启 超 等
人

安徽 同 乡
自治 制 度
讨论会

安徽
会馆

研 究 自 治
制度、排除
自治障碍、
期 于 实 行
自治

孙毓筠
１９２０年１０
月３１日

江朝宗、余 维
铎、孙 毓 筠
等，会员１２００
余人

旅京 河 南
自治 促 进
会

嵩云
会馆

联络感情、
交换智识、
促 进 地 方
自治

袁乃宽
１９２０年１０
月３１日

评议员、干 事
员 轮 流 到 会
办 理，会 员

４００余人

湖北 自 治
促进会

湖北
会馆

促 进 地 方
自治、发扬
民治精神

李治东
１９２０年１２
月２８日

李 治 东、罗
灿、鲁颂、陈赓
尧、李 安 国，
会员１５４人

江西 省 自
治研究会

德兴
会馆

研 究 江 西
自治

黄润生
１９２１ 年 ５
月１日

蔡 森、舒 伟
元、徐 步 垣，
会员５００人

旅京 安 徽
废督 裁 兵
促进会

安徽
会馆

促 进 本 省
废督裁兵

吴健吾
１９２２ 年 ８
月

吴健吾，会 员

７８人

旅京 安 徽
废督 裁 兵
协会

安徽
会馆

运 动 废 除
督军、军事
帮办、镇守
使、裁减军
队

王　立
１９２２ 年 ７
月１９日

王 立，会 员

６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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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Ｊ１９－１－２７５。

李景铭：《闽中会馆志》卷首《方兆鳌序》。

李景铭：《闽中会馆 志》卷 一《福 建 会 馆》，民 国３２年 铅

印本。

⑤⑥　于彤、袁凤华：《北洋政府时期北京 社 团 一 览》，《北

京档案史料》１９９１年第２，３，２、３期。



　　安徽会馆内成立有同乡自治促进会、旅京安

徽废督裁兵促进会、旅京安徽废督裁兵协会等，
显示了安徽自治运动的炽烈。会馆借用合法性

平台，极大地推进了当时政治运动的开展。
前文述及，孙中山先生等政治家时常到京城

寻求同乡会馆的政治、财力乃至舆论的支持，京

城的同乡会馆还可通电全国各地的同乡会馆，征
得更广泛的支持与声援。京师同乡会馆还可以

发动各地同乡会馆举行联合行动，敦促地方政府

在清除政治积弊、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等方面有所

作为。北洋时期许多省的会馆直接成为政治活

动的集会地和演说地，如“１９１２年８月２５日，借

湖广会馆欢迎孙中山，紧接是合并政党的大会，
国民党在此举行了成立大会”①。广东同乡还联

合起来抵制政府扣留商团用于自卫的枪械行动，
致电致函京城广东会馆，要求政府对英国擅杀我

同胞，制 造 广 州 惨 案 及 沙 基 惨 案 等 表 达 强 烈 抗

议，维护民族尊严。会馆作为表达民意的社会组

织，其积极作为在体现民族气节方面给殖民者以

高压的态势，这对抑制西方侵略势力肆意践踏中

国主权产生了积极意义。
由于京师会馆地处政治中心，京官较易影响

地方政治，会馆这一中央与地方的联络站，时常

做出令政府感到尴尬的事来，于是，《内城巡警厅

设官治事章程》、《警察总厅公布有关管理会馆规

则》、《北平市公安局管理会馆规则》纷纷出台，但
事实表明，会馆的活动仍在进行。

京师会馆因为离政治核心最近，且地处京师

的同乡会馆的领袖们多属于政治地位较为崇高

之人，汇集地方意见，由他们转达至政治核心，多
少能影响到中央和地方政治的走向。地处上海

的同乡会馆虽然在政治活动中也较为活跃，但主

导者往往多是商人，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经济支

持，政治影响力则相对较弱。
美国学者顾德曼的研究显 示：民 国 初 年，上

海的同乡会馆顺应时势变化，改变过去有中央祭

坛、戏台和庭院的传统建筑风格，选择世俗的多

层的西式建筑样式，有演讲厅、产品陈列室、报纸

阅览室、娱乐场所和办公室，下面是拱道走廊的

购物场所②。在会馆内，过去的精英主义被近代

民主色彩所取代，《上海指南》中显示：１９１０年有

同乡会馆２６个，１９１４年 有３４个，１９１６年 有４４
个，１９２２年 有５３个，１９３０年 有６２个，呈 逐 年 增

加的趋势，显示他们不但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

且与现代精神相结合，获得了无穷的生机。
民国初期，广东自然灾害频 仍，上 海 的 广 东

人会 馆 时 常 能 伸 出 援 手。譬 如，１９１５年 广 东 三

条大河同时发生洪灾，广肇公所和潮州会馆立即

采取协调行动，有时还与香港的潮商团体（香港

潮州八邑商 会）联 合 进 行 援 助。１９１８年１月 潮

州府 和 梅 县 发 生 地 震，潮 州 会 馆 提 供 主 要 的 救

济，还得到了广肇公所的帮助。两位潮州会馆的

董事专程从上海赶到汕头，与汕头商会一起调查

灾情，会馆还募集捐款修缮堤岸以防春洪肆虐。

１９２２年８月，洪 灾 再 起，潮 州 会 馆 的 调 查 显 示：
澄海、饶平和潮阳县至少死亡１０万人，会馆董事

迅速募集７．５万元，会馆还向广州军政府报告灾

情，请求给予减税。他们还指导汕头的一个慈善

团体———存心堂调查孤儿的需要，为他们提供经

费，制作死者入殓衣装。上海潮州会馆还为重修

当地堤坝再捐５．１万元，并派出一名视察员花了

一年以上的时间考察了当地的堤防，撰写了一份

有关堤岸损失及重建的调查报告。由上所见，上
海潮州会馆帮助政府处理了一些本该由政府出

面完成的事务，并收到了切实的效果。同 时，尽

管同业团体纷纷出现，但潮州会馆在为旅居上海

和其他城市的同乡进行贸易纠纷和商业谈判的

调停方面仍多有作为。

１９１７年１２月，段祺瑞政府所代表的安福系

和南方联军剑拔弩张之际，上海潮州会馆和广肇

公所、嘉应同乡会以及大埔同乡会联名分别通电

双方，呼吁避免战争。虽然效果不显，但 会 馆 对

政治事务的关切已经彰显。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０２—１０
作者王日根，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福建，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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