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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代早期 ,商人是英国社会救济和慈善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与中世纪相比 ,近代

早期商人慈善活动更加社会化 ,方式更加多样化 ,范围更加广阔 。商人的慈善活动不仅反映了

近代早期英国传统慈善开始向近代的转变 ,更反映了商人群体的发展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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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的英国 ,商人在积极参与社会慈善和社会救济活动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又表现出一

些与中世纪不同的特点 ,开始了商人慈善活动由传统意义向近代意义的转变 。这个转变具体表现在哪

些方面 ,它是如何产生的 ,它对整个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的慈善业有什么样的影响 ,又反映了当时商人怎

样的心态和社会状况 ,本文试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论述 ,以期管窥近代早期英国的慈善业以及商人群体

的发展。

一

近代早期是英国走向现代福利国家的重要开端 ,中世纪末期的黑死病和连年的战乱使英国人口锐

减 ,社会普遍贫困 ,教会是当时主要的济贫慈善机构。16 、17世纪面对逐渐恢复的人口 ,传统的农本经

济无法完全容纳 ,贫困失业和流民现象趋于严重 。加之当时英国灾害频仍 ,连年歉收 ,最典型的是从

1579年到 1603年的 25年中 ,东盎格利亚平均每 5年就要遭遇一次严重灾荒
[ 1]
(P.14),使缺乏保障的下

层贫民的生活更加难以维系。在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后 ,大批寺院解散 ,教会财产被没收 ,政府逐渐承

担起赈灾济贫与慈善救助的社会责任 ,并且在伊丽莎白统治前期的 1572 年正式实行济贫税制度 ,以确

保济贫的资金来源。但是 ,在济贫税开始实行的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前期 ,由于种种原因 ,济贫税

尚不足以承担所有的济贫资金需求 ,私人慈善捐助仍然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并处在一个活跃的时期。

据乔丹教授对 1480年到 1660年近两个世纪英国 10个郡的统计 ,这一时期私人慈善捐赠的数量和质量

一直处于上升阶段 ,前后大约共有 300万磅
[ 2]
(P.162)。据估计 ,伊丽莎白时期 ,政府仅从地方征得不超

过 12 000镑的税 ,而同时期的私人慈善捐助则高达 174 000镑
[ 1]
(P.75),两者相差十几倍之多。数字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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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些夸大 ,但仍能反映出私人慈善捐助在社会救济中的分量。

商人作为一个正在成长中的拥有大量财富的阶层 ,在近代早期的慈善事业中尤其不能忽略 ,商人捐

赠的数量往往是其他阶层难望项背的。早在中世纪末期 ,商人就积极参与慈善活动 ,慷慨地向教会捐赠

或施舍 。按照传统 ,商人的个人财产在死后要有 1/3留给教会 ,或者将遗产留给商人行会接济贫困成

员 ,这个旧俗一直延续到宗教改革时期
[ 3]
(P.284)。遗产捐赠再加上平时对个人的直接施舍 , 商人的捐

赠数量应是可观的。仅在早期的伦敦 ,商人占全部慈善捐助者的 36%,所捐的财物却占总数的 56%
[ 4]

(P.48)。所以就个人来说 ,商人比其他社会阶层的人更热心慈善活动;就数量来说 ,商人的捐赠始终居

于各阶层之首 ,远远大于贵族和士绅 。整个 16 世纪 ,他们所捐献的总量可以救助所有受救济者的

60%
[ 1]
(P.70)。到了 17世纪 ,政府的济贫政策有了变化 ,济贫税也开始渐渐发挥作用 ,商人的捐助比前

期有所下降 ,但仍是各种私人慈善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支柱 。

商人在私人慈善捐助中虽然长期保持着不变的重要地位 ,但他们参与慈善活动的方式却在近代早

期悄然发生变化 。在中世纪末期 ,商人的慈善活动往往采取遗产捐赠的方式 ,他们出于宗教信仰多将遗

产留给教会 ,并且通过葬礼施舍完成。如约克商人理查德·卢塞尔在遗嘱中为葬礼施舍留下了 3磅 6先

令 8便士的资金 ,又将相同数目的钱捐给约克最需要的教区
[ 5]
(P.149)。富有商人往往选择在葬礼上进

行大量施舍来帮助穷人 ,以获得灵魂的安定和上帝的恩宠;同时又可以吸引尽可能多的人来参加葬礼 ,

为灵魂祈祷祝福 ,希望能早日进入天堂 。所以 ,商人的葬礼往往非常热闹 ,围满了大群等待着救济的贫

民。而那些没有能力进行葬礼施舍的中小商人也大多会利用遗嘱捐赠来接济邻里或街道的老弱病残 ,

或对乞讨者进行临时施舍 ,来满足自己的慈善怜悯之心和灵魂救赎的愿望 。商人慈善捐赠的获益者多

是本教区内的老弱病残 、备不起嫁妆的贫家少女 、没有生计的寡妇和一无所有的流浪汉等 。他们提供的

帮助也是最简单直接的 ,大多集中在满足穷人基本的生存需求方面 ,如提供棉布或麻料的衣物 、面包和

饮用水等基本的生活资料 ,甚至有的商人干脆直接为穷人购买衣服 、食物 、床单 、被褥等生活用品。

至都铎时期 ,逐渐增多的流民和贫民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都铎政府着手解决济贫问题 ,颁布了一

系列法令。1536年颁布的济贫法禁止个人对贫民的随意施舍 ,以防止滥施舍使穷人养成好吃懒做的恶

习。1572年的济贫法又将济贫税列为法定税收 ,以确保济贫资金来源。在一系列的政策变动中 ,商人

的慈善活动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不再仅局限于原来的遗嘱捐赠和葬礼施舍 。他们更多地在生前捐赠 ,亲

手实施 ,亲眼看到结果 ,亲身体会到参与慈善行为的快乐 。同时 ,他们的捐赠也放弃了对个人的直接施

舍 ,更多地集中于捐建各种济贫机构 ,如济贫院 、孤儿院 、学校 ,或是修葺教堂 、建立济贫基金等 。其实早

在中世纪末期 ,就有商人建立小型的济贫院收容穷人 ,但建立慈善机构的高潮出现在 16世纪 ,到 17世

纪早期为止伦敦商人建立了众多的社会济贫机构
[ 6]
(P.223)。同时 ,他们的目标和动机也更为社会化 ,不

再仅仅是提供直接的生活资料 ,而开始真正承担起宗教改革时期政府不愿承担的济贫责任和慈善责任 ,

政府鼓励他们参与到净化社会风气 ,改善贫困者的生活等诸项公共事务中 。因此 ,他们参与的最主要方

式就是建立学校专门收容贫幼孤儿 ,建立济贫院为贫民提供食宿 ,以及设置学徒基金等
[ 7]
(P.20)。各种

海外冒险公司建立了各种济贫基金 ,它们不仅帮助社会上各种需要帮助的老弱病残 ,同时也为处于财政

危机 、濒临破产的商人提供救助资金 ,或者为刚刚进入商界的新手提供启动资金 。另外还有商人捐建教

育机构 ,许多学校都是在这一时期由商人捐款建立起来的。“16世纪 ,在某种程度上说还有 17 世纪初

期 ,城市教育取得了一大批新的成果 ,其中有许多是伦敦和地方商人努力的结果”
[ 8]
(第 155 页)。

从中世纪末期到近代早期 ,尤其是宗教改革前后 ,商人参与慈善活动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 。参与方

式更加多样化 ,不再仅仅是遗产捐赠和葬礼施舍 ,还有生前捐赠和捐建各种济贫机构;目标和动机更加

社会化 ,不再仅仅出于宗教虔诚 ,为了灵魂救赎或为了树立个人体面的社会地位 ,而是有了更多的社会

责任感。由针对个别的私人救助到针对社会秩序的社会控制 ,从单纯直接的钱物捐赠扩展到包括济贫 、

医疗和教育的全面关照 ,商人在慈善活动中关注的重心和救助的范围逐渐转移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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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人的慈善活动在近代早期经历的转变与当时的宗教改革不无关系 ,宗教改革必然影响到商人的

宗教态度 ,从而改变了商人对慈善行为的看法 。在中世纪基督教的价值观念中 ,贫穷是神圣的 ,是进入

天堂的条件 ,所以当时出现了许多志愿性贫困者 ,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自愿疏散钱财四处流浪 ,以自

我折磨达到救赎 。同时 ,基督教教义把财富看做是罪恶的源泉 ,认为靠商业赚钱 、靠追求利润获得财富

是卑贱的 ,和高利贷一样为天主教会所不容 ,所以商人社会地位低下 。而当时的神学家和道德家认为商

人要想消除自己的罪恶 ,消除金钱的罪恶 ,只有把这种利润用于救助他人 ,接济贫困 。在这种情况下 ,商

人为了得到教会的认可和社会的认同 ,往往选择向教会捐款 ,将自己的财产大量用于慈善事业 。这种强

烈的宗教信仰使商人的慈善活动多集中在与宗教有关的方面 ,把遗产捐给教会 ,或者通过葬礼施舍来进

行。所以 ,他们这种基于宗教虔诚的遗产捐赠或葬礼施舍是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人来为自己祈福 ,追求

灵魂安定和灵魂救赎 。如在商人行会内部 ,各成员间以“兄弟”互称就表明了一种宗教上的共济意识 ,是

在提倡一种互助精神 。南安普顿商行章程就有规定:每个成员在集会时必须携带两个塞斯特尔的啤酒

给麻风病患者和其他需要照顾的人
[ 9]
(第 55 页)。恰恰是商人在宗教上对灵魂拯救的关怀 ,以及对于通

过给予来偿还欠上帝欠他人的债务的期望 ,使得他们的慈善仅局限在自我良心满足和自我灵魂救赎上。

16世纪前期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后 ,大批寺院解散 ,教会财产被没收 ,教会作为慈善捐赠机构的功能

被政府所取代。商人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直接把钱物捐赠给教会 ,让寺院代其来实践慈善行为 ,在教会

的参与中满足灵魂拯救的需求 。所以 ,他们不再仅仅关注教会的需要 ,开始将目光投向生活在其周围世

俗世界的人的需要 ,特别是穷人的需要 ,此时商人乐善好施的动力开始更多地来自世俗社会 ,慈善捐赠

的动机向世俗化发展 。宗教改革前的伦敦 ,1485年到 1540年间有 45%的私人慈善捐款是给予教会的 ,

而到 16世纪末则减少到 7%,并且全国都有与伦敦类似的情况出现
[ 1]
(P.69)。这固然与都铎王朝的济

贫政策的调整有关 ,但商人作为慈善捐赠的中坚力量 ,他们宗教态度的变化对捐赠流出教会也有不可忽

视的影响 。新教强调进取创新 ,强调恪尽职守和天职观念 ,挣钱不再是罪恶的 ,每个人为了上帝而尽量

节俭每一个硬币 ,勤劳致富是美德 。加尔文教同时又认为劳动是一种天职 ,是获得上帝恩宠的惟一手

段。因此 ,商人和清教徒对于贫民和流浪汉产生了厌恶感 ,认为他们的贫困和流浪是由于个人道德败坏

和行为懒惰而造成的 。英国宗教改革者威廉姆·帕金斯曾说过:流氓 、流浪汉与乞讨者构成了野兽的生

活 ,与贫穷相伴的是犯罪 、流浪和罪恶
[ 10]
(P.143),需要对他们进行改造才能净化社会空气 ,改良社会恶

习。在参与慈善活动过程中商人的宗教情感逐渐减弱 ,同时社会责任感却在不断地增强 ,商人逐渐意识

到他们在道德上对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有整饬的义务。宗教救赎不再是商人慈善捐赠的惟一动机 ,他

们行“善事”的范围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平时的施舍和遗产捐赠 ,而是对整个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的关注。

另外 ,社会环境和整个社会对济贫问题认识的变化也促进了商人慈善活动的变化 。社会贫困现象

日益严重 ,大量贫民成群结队 ,无业漂泊 ,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陷入偷窃 、诈骗 、抢劫 、或聚众

滋事 ,危害极大 ,成为正常社会秩序的一个隐患 ,引起王朝政府和社会中上层越来越多的关注。都铎王

朝前期诸多措施严厉的济贫法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成效 ,这使他们开始重新思考以往的济贫政策 ,并且逐

渐认识到 ,严厉惩罚或者仅仅供给衣食的权益之计是不够的 ,不是长久之计 。对于越来越多的贫困人群

来说 ,根本的解决办法是防患于未然 ,给他们生存的机会和技能 ,以防止他们一再陷入困顿。当时 ,社会

改革家罗伯特·希区柯克曾认为明智的做法是“帮助穷人就要给他们提供好的艺术 、科学 、技能 、职业等 ,

使他们有能力进行自救。”
[ 6]
(P.178)所以 16世纪末期到 17世纪早期的英国 ,王朝政府和地方市政开始

侧重为贫民提供生产原料和工作机会。民间私人慈善活动的重点则是建立各种济贫机构 ,除了为穷人

直接提供食宿的收容院 ,还有为穷人孩子提供专门职业教育的学校 ,或是开始为流民提供工作机会和生

产原料的各种习艺所等。商人作为慈善活动的主要参与者首先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 ,他们的慈善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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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了社会控制 ,更多地关注如何能长远有效地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特别是在伦敦 、布里斯托

尔等大城市建立债务基金 ,帮助处理处于财政危机中的中小商人脱离困境 ,避免其陷入困顿 ,沦落到社

会底层 ,帮因欠债而入狱的人还清债务 ,捐建习艺所 ,为穷人提供生产原料和劳动机会等
[ 1  〗
(P.70)。

商人宗教态度的转变使得他们投注在慈善行为中的宗教情感减弱 ,社会对济贫问题越来越理性的

认识也影响到商人的慈善行为方式 ,两者共同作用使得商人参与慈善活动的方式发生了变化。除了以

上的两个因素以外 ,商人资本在近代早期重商时代的较快发展 ,商人阶层积聚的大量财富 ,成为这个变

化的客观基础。据统计 ,仅在 1600年到 1660年间资产在 10 万以上的富商就以十数计 ,有数万家产的

富商就有数百 ,而中小商人的平均资产为 1 007 镑 ,曾有人戏言 ,伦敦可以买下 10个阿姆斯特丹
[ 3]
(P.

246)。有了雄厚财力的支撑 ,商人才具备了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慈善活动的能力。作为既得利益者 ,出

于对社会混乱的紧张 ,他们此时有愿望也有能力为社会控制慷慨解囊 ,进而采取比原来更有效和更积极

的措施。

三

近代早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 ,既是英国济贫法实施的开始 ,也是重商主义盛行 ,商人发展

较为活跃的重要时期 。所以 ,商人的慈善活动在宗教改革前后所经历的变化既促进了英国慈善业的转

型 ,又体现了商人群体的发展 ,两者是相互联系的 。同时 ,商人宗教态度的变化引起了慈善活动方式 、动

机和对象范围的变化 ,进而增强了商人的社会责任感。

一方面 ,商人在慈善事业上的慷慨捐赠是英国政府顺利推行济贫政策的一个重要保证。据估计 ,直

到 17世纪中期以后 ,济贫税才在总的慈善救济金额中有了较大增长 , “没有商人的参与 ,都铎政府会发

现济贫问题比实际中的更为棘手 ,并且无法满足其沉重的财政负担 。”
[ 1]
(P.76)同时 ,由于城市商人对慈

善事业的热心和大量的捐赠 ,许多城市的济贫和社会救济长期依赖商人 ,往往是商人而不是其他人掌握

了社会慈善救济的主导权 。除了济贫资金外 ,商人慈善行为方式的转变也促进了济贫措施的变化 ,他们

在大城市建立的济贫机构和推行的社会控制政策往往走在全国之先 ,并且被广泛效仿。如伦敦 1557年

建立的不莱德威尔济贫院在都铎中期被全国各大城市纷纷效仿 ,连名字都是一样的 。“城市在济贫和社

会控制上的政策往往被王朝政府借鉴 , 16世纪城市受传统的责任所驱使 ,为了减缓社会压力开始对穷

人进行根本控制 ,率先在乞讨许可证 、贫民习艺所和为贫民提供工作上开始了实验。”
[ 11]
(P.216)都铎王

朝的 1572年 、1598年和 1601年济贫法令都在较大程度上对这些措施给予承认 ,并以立法形式在全国

推广 。商人主导城市慈善业 ,城市慈善措施又被全国效仿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商人是英国近代慈善事

业的先导 ,促进英国社会救济中的互济互利的宗教情感开始向近代意义上的慈善转变。

另一方面 ,近代早期商人的慈善活动也反映了商人群体逐渐增强的社会责任感 。中世纪商人热心

参加慈善捐赠是为了祛除金钱所带来的内疚感 ,把捐赠看作满足宗教需求 、追求灵魂救赎的途径 ,并希

望通过捐赠来获得在等级社会中的一席之地 。宗教改革后 ,特别是 16世纪末期以后 ,商人在慈善事业

上宗教情绪淡化 ,多了对社会的关注和对自己应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责任感的重视 。大量的捐赠投入

社会控制中 ,不像一个世纪以前那样大批向教会捐款以求获得灵魂救赎 ,这显示了商人开始增强的自尊

自信和对自我角色的认同 。同时 ,对商人热心参加慈善活动的社会责任感并不能太过强调 ,他们并不是

圣人 ,也不是一无所求 ,他们可以从慈善事业中得到了信心和社会的认同。商人在那个转型前的传统社

会 ,往往不容于世人 ,早在中世纪末期商人就企图通过慈善之举来获得社会的认可 ,靠财富来获取信心。

在近代早期 ,商人拥有金钱却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 ,他们利用金钱来买官买爵 ,置办土地以

换取权利和地位 ,慈善则更是一条用财富换取权利和地位的重要渠道 。惟有在慈善事业中 ,商人才得以

其雄厚的财力列居榜首 ,远远超过贵族和士绅 。穷人对他们感恩戴德 ,政府则有求于他们 ,慈善是他们

的一个突破口 ,通过捐赠使他们得到了他们所期望的社会认可和社会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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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在慈善事业中表现出既想获得社会认可 ,又有恪守自己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的自觉意识 ,看

似矛盾的心态恰好反映了近代早期商人群体的社会状况 。商人始终没有成长为一个独立的阶级 ,即使

到了 17世纪 ,他们仍在衣食住行和生活方式上处处效法贵族 ,希望能融入上层社会
[ 3]
(P.335-363)。但

在慈善活动中的重要作为和独树一帜增强了商人群体的自我认同和团体归属意识。商人的慈善表现不

仅使民众对他们有了深刻印象 ,就连他们自己都为在慈善事业上的所作所为感到“格外自豪 ,他们的慷

慨不仅成为他们自己的骄傲 ,也是整个王国的骄傲。”
[ 6]
(P.223)专门为濒临破产的商人提供帮助的债务

基金在 17世纪越来越多 ,恰是这种团体意识开始形成的写照。

商人慈善活动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口 ,从中可以看到其作为一个与政府行为相对的民间力量 ,参与

解决转型社会棘手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控制问题所产生的积极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POUND , John.Poverty and Vag rancy in Tudo r England[ M] .Essex:Longman , 1982.

[ 2] 　Paul Slack.Pover ty and Policy in Tudo r and Stuar t England[ M] .Essex:Longman , 1988.

[ 3] 　Richard Glassby.Business Community of 17th England[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5.

[ 4] 　W K Jordan.The Charity of London , 1480-1660s[ M] .London:George Allen &Unwin L td., 1960.

[ 5] 　Jenny Kermode.M edieval M erchant:York , Beverley and Hull in the Later M iddle Age[ M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 ress , 1998.

[ 6] 　W K Jordan.Philanthropy in England1480-1660s[ M] .London:George Allen &Unwin Led., 1959.

[ 7] 　Christopher Hill.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 1603-1714[ M] .New York:Routledge, 1980.

[ 8] 　[英] 彼得·克拉克 ,保罗·斯莱克.过渡时期的英国城市[ 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 1992.

[ 9] 　金志霖.英国行会史[ 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5.

[ 10] Robert Jǜ tte.Poverty and Deviance in Early Europe[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5.

[ 11] J A Sharpe.Early M odern England:A Social History 1550-1760[ M] .London:Edw ard Arnold , 1987.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Charity of Merchan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HEN Juan , CHEN Y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 Wuhan University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Biographies:CHEN Juan(1978-), female , Post-graduate , School of Humanities , Wuhan University ,

majoring in economy and society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CHEN Yong(1946-), m ail ,

Professor , Doctoral Supervisor , School of Humanities , Wuhan University , majo ring in

medieval and modern w orld history , Western historiographical histo ry.

Abstract:Since middle age merchant have been active participant in poor relief and private charity ,

especially in early modern Eng land.Contrary to the charity of middle age , their charity appears more

socialized , diversified and ex tensive.All of these not only illuminated the transform at ion from traditional

philanthropy to modern social w elfare , but also mirrored the circumferences of the grow ing business g roup.

Key words:early modern Eng land;merchant;charity

611　第 5 期 陈　娟等:略论近代早期英国商人的慈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