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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赤十字社是脱胎于中国赤十字会、整合中国赤十字社普济善会而形成的慈善组织，内分医药、

卫生、普济、掩埋四部，各司其职。作为辛亥战事救援的新生力量，面对腥风血雨，赤十字社“以博

爱为主义”，组织救护人员，在江浙沪地区以及武汉设立事务所及临时医院，救伤葬亡；扶危济困，

为饥寒交迫的难民送去温暖；创办苏州苦儿院，收养难童；发起江淮难儿救济会，救助灾童。赤十字

社的人道行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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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战事惨烈，伤亡累累。

中国红十字会全力以赴开展救助，其他慈善团

体如华洋义赈会、中国赤十字会、赤十字社等也

身体力行，纷纷加入到伤兵难民救助行列，它们

的义举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善行交相辉映，奏出

高亢激越的人道主义协奏曲。中国赤十字会、

赤十字社虽然独树一帜，但却不是“另类”，而

是中国红十字会的“旁系”，在中国红十字会历

史上当有一席之地。目前，学界对中国赤十字

会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唯独缺乏对赤十字社

的系统研究，这是一个缺憾；在历史资料中，赤

十字会、赤十字社经常被弄混淆，也给人们的认

知带来很大的困惑。赤十字社究竟是一个什么

样的组织，在辛亥革命救援中究竟扮演了什么

样的角色，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值得去探究。本

文拟对此进行初步考察，冀弥补相关研究之

不足。

　　一、赤十字社的组建与组织架构

　　赤十字社脱胎于中国赤十字会第二团、中

国赤十字社普济善会，是一个混合体。那么中

国赤十字会第二团、中国赤十字社普济善会是

一个什么组织，如何孕育出赤十字社这一混合

体？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１．赤十字社的组织者：中国赤十字会第

二团

中国赤十字会的创始人是中国妇女运动的

先驱张竹君。１９００年，张竹君于广州南华医学

校毕业后，开医院，办学堂，发起成立“演说

会”，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批判封建纲常礼教，

提倡男女平等，为妇女解放摇旗呐喊，被誉为

“穗城奇女”“妇女界之梁启超”［１］。１９０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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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竹君来到上海，并在伍廷芳、李平书等上海

“闻人”赞助下开办医院、学堂，兴办实业，继续

从事社会公益事业。１９０５年，她与李平书合作

创建女子中西医学院，这是我国第一所中西合

璧的女子医科学校。１９０９年，上海医院成立，

她出任院长，引人瞩目。辛亥革命爆发后，经多

方奔走、联络，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９日，她成功组建

中国赤十字会，随后带领医疗队前赴武汉开展

战地救护，被誉为中国的南丁格尔［２］。这一

“中国从来未有之创举”［３］，立即引起强烈反

响。中国赤十字会干事员田北湖另起炉灶，

“不得不组织男子第二团，即日启程，同赴战

地，普救受伤之人”［４］，为“男界”争光。事实

上，张竹君成立的中国赤十字会并非全为男性，

“会员自留沪办事及募捐者外，男会员六十九

人，女会员五十四人”［５］，男性占比超过女性。

中国赤十字会第二团原本应属于张竹君赤

十字会系统，但隶属关系较为松弛。尤其在民

国建立后，其曾以“中华民国赤十字会”申请立

案［６］。事实上，中国赤十字会第二团本质上是

独立于张竹君中国赤十字会的慈善组织。值得

注意的是，中国赤十字会从来就没有第一团，第

二团从何谈起！不过，正是这个中国赤十字会

第二团，成了赤十字社的组织者之一。

２．赤十字社的组织者：中国赤十字社普济

善会

赤十字社的另一个组织者是中国红十字运

动先驱陆树藩及其主导的中国赤十字社普济

善会。

陆树藩，字纯伯，浙江湖州人。其父陆心源

平生注重藏书，为晚清四大藏书家之一［７］。

１９００年，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陆树藩发

起成立中国救济善会，在红十字旗帜下，开展了

卓有成效的救援行动［８］。中国赤十字会成立

后，陆树藩不甘人后，发起成立普济善会（即中

国赤十字社普济善会［９］①），准备执行救援行

动。但他自知势单力薄，有意合并于中国赤十

字会第二团，以厚集救援力量。中国赤十字会

第二团表示欢迎。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２日，双方在

徐园召开会议，达成合并共识。既然普济善会

合并于中国赤十字会第二团，那么，普济善会之

名自然不复存在，“今日之合并者，必消纳一

名”［１０］。大会推举画家胡二梅为会长，费璞庵

（又作费朴安、费璞安，即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

之父）为副会长，陆树藩为普济部部长，郑普一

为掩埋部部长，陆叔桐为会计部部长，姚一指为

交通部部长，汪惕予为医药部部长，冯聃生为庶

务部部长。次日，“合并”大会继续召开，并推

举杨千里为总董事。因第二团发起人田北湖等

无意合并，“自愿仍办中国赤十字会第二团”，

就是说中国赤十字会第二团继续存在，而一部

分合并了普济善会的中国赤十字会第二团则

“更名赤十字社，以免混淆”。人事安排也进行

相应调整：姚一指为会计部部长，葛久香为账目

员；张望岂为交通部部长，周又仿、沈节甫副之；

孙询刍为掩埋部部长，石亮丞副之；添举沈季璜

为医药部副部长；又举冯聃生为驻社理事；董事

吴少珊为庶务部部长，徐怡堂副之［１１］。这样，

赤十字社从中国赤十字会系统抽离而出，整合

普济善会，成为辛亥战事救援的新生力量。

３．赤十字社的组织架构

赤十字社如何运作，这在其制定的《赤十

字社简章》中有所规定。在组织架构方面，赤

十字社内分医药、卫生、普济、掩埋四部：医药部

·７３·

①中国赤十字社普济善会，系陆树藩与汪惕予共同发起。汪惕予（１８６９—１９４１），安徽绩溪人，原名志学，字自新。１８７６年
随父在沪从师习经，后随奉贤名医夏景垣习医，１８９７年开始在沪悬壶济世。１８９９年３月，赴日本学习医学，１９０３年返沪行医。
创办自新医科学校，发行《医学世》月刊。１９０９年，他又在上海创办中国女子看护学校，是近代著名医学教育家。他还经营汪
裕泰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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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治伤兵，无论民军、官军，一视同仁，尽力救

治；卫生部专司搬运受伤者送至医药部为其治

疗；普济部主要职责为难民救助；掩埋部为掩埋

战地尸骸，使逝者入土为安，“又内属医师二

员，为随时检察尸骸中有带传染性之微生物者，

分别火葬，预防战地传染病因，以免疫疠大作，

有害军士身体健康，特以为伤病者谋健康，为健

康者犹谋其免伤病也”［１２］。为保障正常运作，

赤十字社设临时事务所，延聘医师、药剂师、看

护妇（护士）等。至于赤十字社宗旨，《赤十字

社简章》明确为：“以博爱为主义，凡关于两军

受伤兵士及一般同胞商民，概行救护医治，为纯

粹之慈善事业。立于战争国体之外，于两方军

事无涉，其办法遵守万国赤十字公共章程。”［１２］

这与中国红十字会、中国赤十字会宗旨一脉

相承。

总之，赤十字社是一个混合体，它是由中国

赤十字会第二团与中国赤十字社普济善会合并

产生的一个新的慈善救助组织，其“以博爱为

主义”，独立自主开展慈善活动。

　　二、双管齐下：战事救护与难民

救助

　　赤十字社成立后，筹款募捐，并双管齐下，

开展战事救护与难民救助行动。

１．救援行动的物质保障

赤十字社因缺少大企业做后盾，因而经费

来源主要是社会捐款。《民立报》是发布赤十

字社捐助信息的平台，上海赤十字社总事务所

借助这一平台及时公布捐款名单。如第５６次

“收捐致谢”称：“本社兹承吴少珊君经募高秋

荃君洋十元，崔少棠君四元，孙贻谷、王香圃、薛

金、林文君、李献庭、宣星臣、冯金生、卞庭桢君

各二元，顾君、胡君、高廷梁、宰厚存、徐汝薰、浦

金才、孙开来、宋兰亭、张君、杨家鼎、孙广才、张

和尚、江阿福、王菊亭君各一元，又经募诸善士

共捐小洋五十九角；李振亚君经募郑子记洋二

元，彭少奶［奶］、凤公、李二媛、闵君、胡叔英、

蒋平安、蒋凤梧、袁吴慧、朱小姐、蔡小姐各洋一

元，又诸善士小洋六十二角……合并登报，以扬

仁风，而志谢忱。”［１３］赤十字社致谢名单，大多

如此。由此不难发现，捐款者以普通市民居多，

且捐款额较小，是其突出的特色。当然，赤十字

社组织者也都尽其所能，解囊相助，如胡二梅捐

洋２００元［１４］，陆树藩“向太古洋行订定杭州轮

船，拟开往长江各埠救援失所士商回沪，付过轮

船银三百两”［１０］，率先垂范。聚沙成塔，社会力

量的支持，使赤十字社的救助行动得以展开。

２．战事救护

战事救护，包括伤兵、病兵的救治和尸体的

掩埋。面对辛亥革命的烽火，“以博爱为主义”

的赤十字社，自然加入到战事救护的行列。

《赤十字社广告》中就表达了其旨趣：“自战争

发现以来，受伤待救甚迫。我国除沈仲礼先生

前组红十字会，暨张竹君女善士发起之赤十字

会及田北湖诸君发起之赤十字会第二团外，别

无组织救伤医队以赴前敌。但匝月以来，民军

恢复已有十余省之广，若专恃红十字等会，恐难

普及救护。是以同人等亟亟发起赤十字社，联

络留学东西洋医界诸同志，成一完全救伤大团

体，分派各战地，设立野战及临时医院，并设立

普［济］、掩埋两部，援战地失所人民，埋葬暴露

尸骸。”［１５］因此，赤十字社陆续派出救护队前往

苏州、杭州、嘉兴、湖州、崇明、汉口、镇江等地，

参与战事救护，并在扬州设立分社［１６］①。其中

在上海、南京的救护，成效显著。

·８３·

①《民立报》报道称：“赤十字社在扬州设立分社，兹已组织完备，举定职员，现正竭力进行，借广善举。各员姓名如左：理

事汪纶瀛，干事金鳌、蒋景缄、谭济、郭荣椿，募捐王庆钟、汪纶瀛、华链、周景琪、周鑫，书记王维松、方镜蓉，看护刘舜英女士、蒋

慎傅女士，庶务刘辅臣、周锦珍，招待陈文斌、吴永锡。”（《扬州赤十字社成立》，《民立报》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４日，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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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以赤十字社医药部部长汪惕予经

营的自新医院为养病院，“凡受伤兵士到本社

就视者，莫不悉心医治，以副调护之实意”［１７］。

在上海“光复”之战中，敢死队队长刘福彪、队

官胡元奎、正目刘强姜、兵士胡当福攻制造局时

均被炸伤，“迭经本社医生诊治，日渐痊愈”［１８］。

吴淞驻扎的海、陆军“患病兵士日有十数，本埠

各处军队亦复如是，均经本社医生竭诚调治，力

尽义务”［１７］。在南京，“赤十字社自派队驻宁

后，即在洋务局组织临时医院”，对伤兵实施救

治，如：“宁军差遣周伯英铳伤右腿，弹痕直径

一寺（寸），流血狼藉。镇军兵士左骏荪铳伤左

臂，凡四处，经社员竭诚施治，均著成效。十七

日，旗城弹药库爆裂，有两脚受弹者，有头面烧

毁者，有全身焦烂者。当时分别轻重，内外兼

治，咸感激致谢而去。”据统计，“迭由先锋队指

挥部伤兵来治，先后不下百人”［１８］。

对尸体的掩埋，赤十字社亦尽力而为，使逝

者安息。１９１２年春，虽然中华民国已经建立，

但小规模的战事以及兵变时有所闻。费璞庵的

岳父杨敦颐“自苏至宁，拟办贫女习艺所，适值

兵变，乃急办掩埋事。穷日之力，奔走不

遑”［１９］。他在家书中讲述了南京兵变中赤十字

社掩埋尸体的情形：“此次兵变……为留守府

各司令部捕获正法者约计二三百名。赤十字社

经理之沿路尸首，穷三日之力，三家棺铺之赶

制，尚有不及，而用被席卷裹者，其多可知

矣。……通计埋葬尸首七八十具，皆系格毙路

旁者。营中正法之尸尚未动手，亦由队官招呼

代葬。然此三日内，社员四五人，小工十数名，

寅出戌归，通身臭汗，沿途以大饼充饥，亦劳悴

极矣”。［１９］救伤瘗亡是红十字会的天职，赤十字

社用行动做了诠释。

３．力所能及救助难民

对于战争中的难民，赤十字社也给予力所

能及的救助。辛亥南京之战，难民众多，赤十字

社普济部部长陆树藩“特筹棉衣、饼干运往施

放，连日在皇城一带及难民生计所查得大小近

四千名，类皆啼饥号寒，惨不忍睹”［２０］。１９１１

年１２月１７日，“由火车装运棉衣裤六千零伍十

件，饼干二千磅，面饼两大箱，交驻（宁）事务所

散放”［２１］。１９１２年１月６日，又“由宁沪火车装

载棉衣裤陆千件，棉被一百条，小棉衣裤一千余

件及鞋帽等，又饼干五千磅，面饼九大箱，运交

南京事务所散放”［２２］，为饥寒交迫的难民送去

温暖，获得救助的难民“咸欣欣然有更生

之庆”［２３］。

对辛亥首义之地的武汉，赤十字社对难民

亦施以援手，派商人孙询刍前往汉口开办事务

所。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０日，陆树藩接到汉口来函，

谓“敝会到汉，民军北军极欢迎，惟深盼衣被御

寒，米粮平粜”。陆树藩立即发布广告，“伏乞

诸大慈善家慷慨解囊，源源接济”［２１］。承蒙各

界支持，武汉难民救助得以实施。１９１２年 １

月，陆树藩“以汉口被难者众，饥寒交迫，特先

运棉衣裤一千件前往散放，中西人士同声称许，

谓造福于穷黎不浅”。同时，赤十字社“又续行

筹备衣粮，即日解往施给，以期普及”［２４］。在此

过程中，不言而喻，陆树藩竭尽心力，而此项难

民救助，“由诸大慈善家捐助本社，并声明不愿

扬名登报，实心慈善，尤足钦感”［２２］。

总而言之，在辛亥革命的烽火硝烟中，赤十

字社救护队在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嘉兴、湖

州、汉口、镇江等地，救死扶伤，掩埋尸骸，恪尽

职守，为中西人士广泛称赞。

　　三、对“苦儿”“难儿”的人道关怀

　　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下，难童、灾童受尽

煎熬，赤十字社以博爱为怀，创设苏州苦儿院，

发起江淮难儿救济会，对其给予救助。

１．创建苏州苦儿院收养难童

受战争影响，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难童越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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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赤十字社给予这些“苦儿”以人道关

怀。据报道，赤十字社“在苏州原设有分医院

一所，现因南京乱后，所收贫苦小孩甚多”［２５］，

如何让他们居有定所，健康成长，成为赤十字社

所关切的问题。为此，陆树藩“谋诸盛杏荪（盛

宣怀）宫保，慨助其已落成之孤儿院学舍”［２６］，

筹办苏州苦儿院。著名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

人马相伯给予支持，于１９１２年１月特禀代理江

苏都督庄蕴宽，请予立案。庄蕴宽表示照办，乃

发布“教令”，云：“代理江苏都督庄教令：禀及

简章阅悉。我国无业游民仰衣食于他人者，当

十居其四五。该社拟从举办惰儿院为入手办

法，俟经费充足，徐图推广，将来国无游民未始

非该社首创之力，所请指拨苏州阊门外沿马路

前清盛宣怀所建之贫儿院房屋及对面平屋地场

暨花步别墅作为开办之所，应准照办，候行令指

拨，并由警局出示晓谕。至该院名称，兹拟以惰

儿院改为苦儿院，仰即知照。此令。”［２７］由此

“教令”可知，原“禀”所称“惰儿院”，由庄蕴宽

定名“苦儿院”。经过几个月的筹备，１９１２年４

月２１日苏州苦儿院正式成立［２８］，沈季璜担任

院长（１９１５年陆树藩接任院长）。

赤十字社苏州苦儿院教养兼施，学工并举，

生活起居井井有条。两年后，《字林西报》记者

进行采访，写下《游苦儿院记》，大加赞赏，认为

苏州苦儿院的经营管理堪称中国慈善事业的典

范，由此对慈善事业的未来充满期待。“今日

社会事业渐期发达，中国慈善事业亦复不少，然

初以为尚少同力合作之义，教会虽设有孤儿院，

势亦难尽育中国孤儿，乃有上海贫儿院、苏州苦

儿院继起于后，其为之先导者，吾人又何敢让

焉！吾信华人本敏于仿效，且恻隐心人所同赋，

征之是院之组织即可知也。至其将来之发达，

则全欲仗其坚忍不屈之志矣。”［２９］

但苏州苦儿院的维持困难重重，尤其是经

费来源的不稳定，常使苦儿院陷入困境，陆树藩

在《五年度报告书序》《民国六年度报告书序》

《七年分（份）报告书序》等序文中，为苦儿院

“种种艰难”而叫苦不迭，呼吁各界解囊相助。

苏州苦儿院在困境中艰难前行，至１９３７年全国

性抗日战争爆发，经费无着，学生疏散，苏州失

守前夕，只剩学生３０余人，员工２人。１９３８年

春，其将最后无人招领的６名学生转送上海孤

儿院收养，苦儿院停办［２６］４８２①。苏州苦儿院能

够维持２０多年，救助苦儿数百名，实属不易。

２．发起江淮难儿救济会，救助灾童

发起江淮难儿救济会，是赤十字社救助灾

童的又一善举。辛亥之年，烽烟四起，民不聊

生。自然灾害肆虐，雪上加霜，尤其是江淮一

带，大水为灾，陷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至

１９１２年民国肇始，江淮一带春荒严重，饿殍载

道，“皖省灾情之重，为数十年所仅见。居民田

园淹没，妻子仳离，老弱转于沟壑，丁壮莫保残

喘”［３０］８０３。安徽如此，江苏也是一样，“清淮一

带，饥民集，饿尸载道，秽气散于城郊，且恐郁

为鼠疫”［３０］８０３－８０４。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赤十

字社不忍坐视，乃发起成立江淮难儿救济会，对

难儿进行救助。这是赤十字社辛亥救援行动的

自然延续。

江淮难儿救济会，顾名思义，救助对象为江

淮灾区无依无靠之儿童。其成立时间，当在

１９１２年５月初。是年５月８日，《民立报》刊发

了《赤十字社江淮难儿救济会缘起并简章》，

称：“偏灾流行，连年不息，又经兵燹，民间生计

益艰。南自宁垣，北至皖省，强壮流离，羸弱坐

毙。本社同人办理普济，目击心伤……即遴派妥

员，搭坐津浦火车，前往临淮一带，沿途援救，运

还苏浙余米之乡，择差可温饱之户，准其认领，或

·０４·

①抗战胜利后改办私立念达小学，苏州解放后被接收并入新民桥小学，原院址让给茶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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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儿女，或为媳妇，俾得出死入生，并免流入下

贱”［３１］。并对往来运送办法、收养章程、安置章

程、募捐章程等，都有具体规定，凡５章１８条。

为践行江淮难儿救济会宗旨，赤十字社为

此专门组织江淮救济队，“承江苏都督府内务

司马相伯先生移请财政司蒋奂亭先生拨款资

助，并蒙津浦铁路南段总局赞成善举，免收出发

员并所救难儿车费，业已派出普济部干事员杨

君德范协同万君子清、孙女士漱钦于五月六号

渡江首途矣”［３２］。救济队抵达临淮后，即在此

“设局救济”［３３］，拯救灾童。

关于江淮难儿救济会救济灾童情况，《民

立报》有这样一则报道云：“赤十字社在南京所

办之江淮难儿救济会，于十五日由徐州解来男

女幼孩三十一名。适值北京幼幼会会员、贫儿

院院长臧君佑宸由苏州苦儿院参观后，寻来南

京参观该社所办之贫女工艺厂，因悉本日有救

济会解来难儿，特地逗留一日，同赴浦口，兼承

照料进城，并愿分领一半至北京留院教养，以后

尚有联络一气之约。似此热心社会，为国家培

植基础，倘得各处多有如臧君其人，何患教育不

普及，而国民程度不日进文明耶！”［３４］江淮难儿

救济会总共救助多少灾童，不得其详，但其人道

之举，值得称道。

总体来看，赤十字社通过创设苏州苦儿院，

发起江淮难儿救济会，给予难童灾童应有的人

道关怀，彰显出“博爱”的真谛。

　　四、余论

　　赤十字社脱胎于中国赤十字会第二团、中

国赤十字社普济善会，作为辛亥战事救援的新

生力量，虽然其实力不能与中国红十字会相提

并论，与中国赤十字会也无法比肩，但其秉持

“以博爱为主义”，组织救护队，开赴战区救死

扶伤，并于“战祸停止，即切实举办掩埋、普济

等事。计在南京收尸二百余具，汉口、南京、镇

江各发棉衣万余件，饼干等数千磅。近于苏州

开办苦儿院，收养被难男女幼孩百数十名，施以

相当之教育。南京、镇江并各设留养所，以便陆

续收留，俾无失所”［３５］，彰显了人道的力量。在

整个辛亥革命中，赤十字社“联合同志分投救

护。战事告终，统计遇救获生者不下五千余

人”［３６］。赤十字社可谓成绩斐然，赢得了社会

各界的赞誉。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赤十字社“以博爱为

主义”，旗帜鲜明，同时秉持中立立场，“遵守万

国赤十字公共章程”［１２］，即依照国际红十字运

动的基本原则，开展人道救援行动。毫无疑问，

它是红十字会性质的慈善组织，红与赤，原本没

有任何差别，说它为中国红十字会的“旁系”，

或者说它是辛亥革命期间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有

机组成部分（直到１９１２年１０月，中国红十字会

“统一”大会后才实现了名称的统一），并不为

过。换句话说，赤十字社在整个辛亥革命救护

中，发挥了助力作用。

“博爱”是“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

神的核心要义。赤十字社“以博爱为主义”的

宗旨是对红十字精神的践行与弘扬，不仅激励

赤十字社成员在辛亥革命救援中开拓进取，勇

往直前，而且也具有深远的时代价值。对如今

近２０００万红十字会员和志愿者而言，以博爱为

怀，是做好人道主义工作的前提，是推动红十字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这方面说，赤

十字社“以博爱为主义”的宗旨并积极践行是

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值得我们传承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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