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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振济: 一九三四年浙江旱灾中的甲戌全浙救灾会 

张帆 

(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一九三四年，浙江遭受重大旱情，旅沪浙籍人士组建临时性振济组织甲戌全浙救灾会对家乡进行振济。

全浙救灾会对浙江旱区的帮助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主动筹资对灾民直接振济; 第二，积极联合其他慈善团

体，共同募捐，对浙江灾区施振; 第三，利用会员个人社会活动力以及团体影响力，向政府施加影响争取官方振济

资源。通过这些方式，全浙救灾会对浙江旱区的振济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显示了近代民间团体力量对振灾做出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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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全国 14 省发生大面积旱灾，江淮流域及华北各省赤地满目，饥民载道，„„灾情以长江中下游、沿洞庭鄱

阳两湖各县、浙西和淮河沿岸最重。其中苏、浙、皖以旱为主„„被灾田亩约占灾区耕地的 46% ”
①
。自六月入夏以来直到八

月盛暑，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中，浙江省连日艳阳高照，时在杭州的丰子恺先生记录下当时的气温，“清晨六点钟，寒暑表的水

银已经爬上九十二度。„„天气很热，前几天清晨八十九度，正午升到九十九度。今天清晨就九十二度，正午定然超过百度以

上。”
②
( 引文中的温度为华氏度) 与浙江毗邻的上海市，七月十二日的气温达到 41． 2 度，八月二十五日攀升到全年最高点 42 

度。“至 8 月 31 日，55 天中，最高气温都持续在 35 度以上。这不但是 60 多年的最高记录，也是 20 世纪上海气象史上的

最高记录。”
③
高温、无雨、酷热、抗旱，使往年温湿阴凉的梅雨季节不见踪影，春季的润湿鲜明早已消失，包括浙江在内的整

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了一场百年难遇、旷日持久的大旱。一九三四年夏天的长久无雨，使得浙江省“农田下种，仅及十分之

三四; 其已种禾苗，亦复因干旱而渐就枯萎。„„旱象已成，实已无可避免。”
④
据南京政府的调查，浙江与江苏“两省受灾稻

田二千八百五十余万亩，损失在四万六千万元以上”
⑤
，当时浙江省财政情况不乐观，也因此无力修浚河渠，很多河段“年久失

治，旱潦频闻”
⑥
。旱灾发生后，政府缓慢的振济工作也使得时人发出感慨: “靠着借贷度日的政府，也很难筹措一笔巨大的款

项，有计划的办理‘振灾’。”
⑦
政府振济的不力也使当时浙江灾民日陷绝望，“成千成万的农夫农妇，还有他们病老的父母和稚

弱的儿女，凄惨地哀呼，绝叫，啼哭，饥饿，死亡„„”
⑧
 

面对严峻的旱情和政府振济不力的状况，以全浙公会为中心的旅沪浙江籍人士迅速组织起来，联合旅沪浙江各地方公会组

建临时性救灾组织甲戌全浙救灾会，为家乡抗旱救灾呼号奔走。全浙救灾会登报声明，通电呼吁，并携手浙籍闻人贤达一齐向

社会募捐，以现款支援、发放振粮等多种方式对家乡灾民进行振济; 同时该会联合其他慈善团体，积极对政府施振贡献建议、

施加压力，在大旱之中为本省乡亲尽到了一份责任。本文以具体的时间线为主轴，通过爬梳报纸、政府公报、时人笔记等相关

资料，以求还原一九三四年甲戌全浙救灾会在浙江旱灾之中的行动，并试图以此反映出近代社会中民间力量在灾患下的主动因

应能力和积极振济作用。 

一、高效: 甲戌全浙救灾会的组建及救灾行动 

                                                           
收稿日期: 2014 － 12 － 16 

作者简介: 张 帆( 1987 － ) ，男，河南郑州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2 

面对空前的旱灾，以旅沪全浙公会为核心的旅沪浙江籍人士迅速成立了甲戌全浙救灾会，专门进行浙江旱灾振济工作。该

会虽为临时性救灾组织，但有较为完善的振济系统，成功运用会员的影响力，整合全省资源募集振济资金，以多种方式对灾民

进行了有效的救援行动，展现了民间团体在灾害救济方面的主动因应能力。 

（一） 甲戌全浙救灾会组建经过 

一九三四年的九月份，三月无雨导致浙江大旱之象已呈不可逆转之势。全浙公会鉴于灾情严重，认为有必要组建一个涵盖

全省的专门救灾机构，故出面协调旅沪各浙江地方同乡团体共同组建一个统一的救灾组织，建立之初暂名为旅沪全浙救灾会，

随后正式定名为甲戌全浙救灾会，简称为全浙救灾会。与会单位除组织者全浙公会外，还有湖社委员会、宁波同乡会、绍兴同

乡会、台州同乡会、温州同乡会、上虞同乡会、奉化同乡会、定海同乡会、金华同乡会、余姚同乡会、平湖同乡会和崇德同乡

会等在沪较有实力和社会活动力的浙江同乡团体。甲戌全浙救灾会还以许世英为名誉主席，囊括了大部分当时热心公益的上海

闻人，常务委员中，褚慧僧、张啸林、杜月笙、虞洽卿、潘公展、章乃器、褚民谊、刘鸿生等当时的政府要员、闻人贤达、工

商巨子赫然在列。这些列名委员，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虽因自身事务繁多难以真正参与到救灾中来，但他们列名的号召力依

然可以使全浙救灾会借此扩大自身影响，从而拓宽办事渠道与募捐途径。 

甲戌全浙救灾会以全浙公会为办公基地，建立了从名誉主席、常务主席到执行委员、检查委员等较为健全的责任系统。人

员的吸纳上，在注意吸收社会贤达的同时，也做到了全浙大部分地区均有代表参与。全浙救灾会共分总务、振务、财务、捐务

四个机关，各司其职，主任分别为张申之、屈文六、徐寄庼和杜月笙
⑨
。甲戌全浙救灾会在审定捐册式样、规定奖励捐募、指定

捐款机关等方面也都有一定规章，制定了定期举行会议、常务委员会每星期举行一次会议、各组随时召集谈话等制度，形成职

责分明、较为完善高效的救灾体系。 

( 二) 快速开展灾情调查 

全浙公会作为浙江省旅沪人士的一个总团体，人脉资源遍布全省，因而由全浙公会出面领导组建的甲戌全浙救灾会中，各

参与单位也像是全浙救灾会在浙江各地的天然调查员。对于调查灾情，有些地区是全浙救灾会直接派人进行，如嘉兴地区就是

救灾会直接指派会员顾宗况等到达乡间访问灾户; 有些地区则是因地制宜采用当地原有地方团体派人进行实地考察。因为调查

报告均为实地所得，所以对灾情的描述细致到各乡各村，如海宁袁化镇的调查报告: 

1． 儒林乡: 河涸四裂，米种半数枯死。袁区向缺米，年赖副产，峰峦环列，地势高阜，养食不继。少壮走险，老弱沟壑，

软索硬求，拦劫时闻，卖男鬻女，自尽不能棺殓，掘潭掩埋; 

 2． 中林乡: 丝价跌，十室九空，县给种子，出芽虫害; 3． 屡厦乡: 田禾一望焚如，盗贼丛生，富有被劫; 4． 祥虹乡: 

袁化船只不通，近虽甘霖时沛，惜已嫌迟，禾萎得苏，短小如秧，借贷无门。又江山旱患未已，匪灾又来，浩劫余生，待援孔

急，速赐仁浆，藉资振恤。
⑩
 

另外，全浙救灾会也通电浙江各地方政府，希望各地方政府能尽快将当地的灾情反映给救灾会以便酌情振济。十月份，救

灾会准备到各地设立粥厂，便一次性通电“海宁、海盐、桐乡、崇德、义乌、兰溪、绍兴、南田、诸曁、金华，等五十四县受

灾区域”
○11
，将已拟好调查表式，交给各地方政府，督促其切实负起责任，尽快调查本地区受灾情况，落实成灾最重、次重各区

乡村及待振人数等情况，以便全浙救灾会制定恰当的振济计划。 

( 三) 钱粮齐备，振济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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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灾发生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米价骤升，据旱灾发生前一年的浙江省农村调查看，浙江“米的生产仅足够全省全年消费

量的四分之三„„所以还需从外面输入一千四百万担”
○12
。当旱灾发生后，米价的骤升对浙江乡民的经济压力可想而知，因此对

灾区民众的急振也迫在眉睫。 

全浙救灾会利用自身影响力，整合旅沪全省资源，采用多种方式募集到了一定数额的义款与振粮。这批救灾款项，全浙救

灾会主要用于购买米粮进行灾区急振。因为内地通往江浙地区河道水位降低，货船通行不易，运输成本增高，加上粮商乘势投

机而使得国内米价逐月高涨。九月份，全浙救灾会曾决定派人到南洋订购洋米十万石，以备振放，同时呼吁国府能够对振灾米

粮发免税护照。后因税务问题不能尽速解决，且经过政府“派员四出调查，并力劝各米商勿得藉故操纵”
○13
之后，江浙地区米价

逐渐回落，全浙救灾会改从温岭、黄岩等处采购振米五千石，又定期派会员携带振款在上海无锡等处采购米粮运往杭州放振，

保证了对浙江灾民的持续救助。义款施用按受灾情况采取阶梯式振济，“分重灾县五千元，次者四千元，再次者三千元”
○14
对灾

民进行急振。有些急振是全浙救灾会直接进行的，有些是当地已有慈善团体振济，全浙救灾会量力拨款补助。比如中国济生会

在浙江海宁进行振济工作，“灾户一万七八百户，每户大小口约有五六口至七八口不等”，正当济生会颇感僧多粥少，难以维持

的时候，甲戌全浙救灾会适时交给海宁振款三千元，使得海宁“极贫之户，每户加放一元，以资补助”
○15
，纾解了灾民的燃眉之

急。 

二、桥梁: 搭建官民、浙沪的沟通渠道 

中国乡村百姓历来安定，很难向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乡人与官方似乎永远有着一段距离。甲戌全浙救灾会的组建单位

是旅沪全浙公会以及各旅沪浙江地方团体，这些以乡谊为主要凝聚力的团体中核心人物都是当时沪上有一定名望和实力的“社

会贤达”，他们一方面心怀故土，另一方面无论与浙江地方政府还是与国民政府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相比于一些主要面向底层

民众的救灾团体，全浙救灾会的特点或者说优势在于代表民间与官方的沟通能力上。全浙公会以及全浙救灾会也积极利用了这

个优势，重视和官方的联络，时时向官方施压，反映民情，在一九三四年江南大旱之中，为浙江争取到了尽可能多的官方资源。 

（一） 提高民间废除苛捐的声音 

南京政府建制后，通过建立正式的区政府以求将权力渗透到农村，由于行政机构扩展到县以下，行政开支的增加导致民众

附加税负担的上升并逐渐到达难以承受的地步。直到一九三四年六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遵令召集全国财政会议，讨论“减轻田

赋附加，废除苛捐杂税，整理合法税收，宽筹地方事业费”
○16
等事，议决废除苛捐杂税案。明令“不合法税捐各款，统自民国二

十三年七月一日起，至二十三年十二月底止，分期一律废除”
○17
。浙江乡民当时深受苛捐杂税之苦，“赋税之增重，租额之减少，

愈使投资于田地者裹足”
○18
。以至于乡民困于资金，田不能施肥，蚕不能购种。虽然浙江省府以及各地方政府都曾表示要改革税

务，减少苛杂，但是往往流于形式，“所谓减轻不平负担，改善农村经济，解决佃农纠纷等等之目的，无一不成泡影，劳民伤财”

○19
，浙江乡村农业衰落，民生凋敝可见一斑。 

七月二十五日，全浙公会借国民政府颁令废除苛捐杂税之机，就经济问题通电省府，代乡民发声，提出浙江省赋税繁重，

又逢大旱，为减轻乡民困苦，给抗旱中的乡村留一分元气，希望省府将民众非议最多的建设特捐废除。当时，浙江省政府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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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也处于困境，浙江省财厅长王征莹在七月三十日的省府纪念周讲话中提到省府财政“廿年度廿一年度，均每年亏空，廿二年

度即以已开拨付单，而视未付者一项论，已达六百七十五万元，其亏空情形，年复一年，实有每况愈下之叹”
○20
可即便在省府财

政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由于国府废除苛捐杂税的命令，再加上旱灾压迫下全浙公会与各地方团体的呼吁，浙江省政府还是决定

节约各县政府办公费用，“将一切政费对折发放”
○21
，并最终在当年八月份公布减税办法，“减免全省田赋附捐一百六十余万元，

又废除各县捐杂税，凡四百五十七种，计二十余万元，减免一百八十余万元。”
○22
虽然此次废除的苛捐杂税中并没有全浙公会呼

吁最迫的建设特捐，但毕竟起到了一定作用。 

九月份，在知悉浙江省政府决定发行救灾公债二千万后，全浙公会继续向政府提供意见、施加压力。呼吁“灾区广阔，是

项公债，全数分配被灾各县，一县所得，亦仅数十万元，仍难免粥少僧多之虑。敝会等于东日联席会议，佥谓，除办理急振外，

应请将是项公债，悉用之于兴复水利，实行以工代振，庶水旱咸有备无患，为一劳永逸之计”
○23
。九月初全浙公会联合其他在沪

较有实力的浙江地方公会共同组建了旅沪全浙救灾会，并随即派会员陈勤士、虞洽卿、张啸林、屈文六、王晓籁、王孚川、殷

铸夫、褚慧僧八人赴省请愿，会晤浙江省建设厅长曾养甫，进一步洽商公债支配问题。九月十九日，旅沪全浙救灾会在正式定

名为甲戌全浙救灾会后，又以乡谊之情，向蒋介石发表专电，向蒋报告家乡在大旱中的惨况，“浙中抗旱，自暮夏以至秋初，百

日不雨。河流干涸，田畴龟坼，迟稻米未及栽种，旱禾悉就枯槁。薯芋瓜豆，同遭干毙，米价暴涨顿逾平时一倍。灾情之重，

为百年所仅见。浙省自民十二以还，迭苦螟灾，中罹水患，几于无岁不灾，无灾不重，久已庚癸频呼，尽藏胥匮，乃复遭空前

旱灾，正如久病重伤，痛瘢再创。”
○24
  

十月份，计划中的二千万公债正式发行，甲戌全浙救灾会委员王晓籁、褚慧僧等赴杭州，借出席浙江振务会议之便，继续

向省府施压，希望公债款项能切实用到救灾上。救灾会根据国府当时的统计，浙江被旱面积二千三百六十一万九千亩，作出较

为科学的估算，认为“假定颗粒无收者占总数十分之三，计有七百零八万五千七百亩。姑以灾民每口占田三亩计，灾民总数约

有二百三十六万一千九百口，每口振米二斗，约需四十七万石。购办洋米，除请中央免税外，每石以七元计，共需洋三百二十

九万。请拨公债六百万，以六折做押款，可得三百六十万元，足敷购米之用”
○25
。急振之余，全浙救灾会依然将救灾重点放在工

振上，认为组织人力开浚沟渠，既能吸引很大一股田地干涸无田可种的闲散劳动力，又能建设水利工程，最大限度地减少以后

旱灾发生的可能。这些呼吁向官方反映了民间的声音，形成了一定影响力，也为全浙救灾会争取政府政策支持埋下伏笔。 

( 二) 争取政府政策支持 

当时为保护本国米粮贸易，国民政府对洋米收取较高税收，列名甲戌全浙救灾会检查委员的浙江籍国民政府中委庄崧甫便

向政府建议将洋米进口税拨济灾民。因为长江中下游河道水位降低，导致湖南等地米运浙江、上海的成本大大提高，加上米商

从中投机，国米价格一度飙升。在此情景下，全浙救灾会决定购置洋米回国振济，对于当时政府针对洋米的税收，救灾会呼吁

浙江省府呈请国民政府财政部，请求准予发给免税护照，以节约资金，减轻人民负担。 

十月二十七日，因为得知浙江省政府可能预备将公债用于发展地方生产事业及整理地方债务之用，这与急振救灾关联不大。

全浙救灾会在激愤之余，绕过浙江省政府，直接上书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蒋介石，本着振灾急于建设，救命重于偿债的想法，希

望国民政府可以将省公债确定为救灾公债，“明令指定是项公债用途，专为施衣舍食、平粜急振暨造林凿井修堤筑圩防灾等需，

不许移作别用。”
○26
浙江省政府财政困窘，二千万公债中有九百万是作为还抵旧债之用，余下一千一百万本拟作为生产建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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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甲戌全浙救灾会的压力下，最终决定以一百万元拨作急振之用，省主席鲁涤平也在随后出面表示，本省二千万公债“大部

分为积极救灾之用，并以工振为原则”
○27
。虽然结果与全浙救灾会原定目标还有相当的差距，但能迫使省府让步，也说明了甲戌

全浙救灾会奔走呼号的影响力。 

十一月，浙江省政府派员勘查本省各地灾情，报告中认为农作物收成嘉兴县为六成半、吴兴县五成、德清县四成半。全浙

公会认为该报告将灾象减轻，与事实不符，遂于二十七日，再次出面发通电，说明“该省委等莅境查勘，已在秋收刈获之后，

灾象早成过去，且并未按亩履勘，仅凭里胥坊保等之传述，臆造断定，尤不足以餍灾民之心”
○28
。十二月，浙江省府改组，人事

更迭，国民政府“任命黄绍竑为主席兼民厅长”
○29
，借新官主政之际，全浙公会再一次提请废除建设特捐，呼吁“当此旱灾声中，

人民轻一分负担，即留一分元气。而敝会深念省库如洗，不敢为全部罢免之陈请，惟恳祈查照部咨，暂予减免半数，为明公主

浙施行仁政爱民之嚆矢”
○30
。在第一时间向新政府表达了民间要求减少捐税，保存民力，积极救灾的呼声。 

( 三) 接待浙省来沪乞振官员 

浙江干旱情况严重，地方政府本该立即拨款对灾民进行振济，可是当时浙江省各地方政府因种种原因导致财政困难，缺少

救济资金。以兰溪县为例，“前任县长黄人望，不但无分文现金移交过府，而其所移交之债务，则达四万五千余元之多。”
○31
旱灾

发生后，许多地方官长只好向外寻求振济帮助。全浙救灾会成员，尤其是头面人物多为在上海事业有成、有一定经济实力、影

响力的浙籍工商业人士，所以公会也成为浙江各地方官员寻求帮助的一个重要所在。 

仅根据十月中下旬《申报》上的报道，半个月中就先后有两位县长赴全浙公会请求振济。先是杭县县长叶风虎因下辖灾区

广阔，灾民众多，本地筹款困难，偕同公安局长陈纯白及地方上的社会贤达到上海寻求振济。上海红十字会与全浙公会是他们

重点请振的两个团体，叶风虎“列席甲戌振灾会会议报告灾况，到会诸公颇为感动，均表示尽力设法救济，以惠灾黎”。
○32
后有

德清县县长陈焕在该县旅沪绅商俞赛澄、袁崧藩等人的陪同下，一一拜会华洋义振会、红十字会、甲戌全浙救灾会等处，寻求

支援。在接待地方官员的过程中，全浙救灾会既做了本省官员来沪的接待与服务工作，加强了全浙救灾会与地方政府的联系，

也从地方政府处了解到了官方第一手灾情资料，为深入浙江灾区开展振济工作提供了帮助。 

三、灵活: 整合资源，吸纳振济 

作为临时组建的民间组织，甲戌全浙救灾会充分展示了它不拘于条框的灵活性，为多获取振济资源，采用了多种募集途径，

尽最大可能为本省灾民争取到振济支援。除了向政府请愿，希望省府能够废除各种苛杂捐税，将公债多用在救灾振济上之外，

全浙救灾会还积极与各慈善组织、金融机构、商业联合会联络，还采取在各报纸上登求振广告等方式为灾民求振，这些努力对

灾区的振济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一） 联络各慈善团体、金融机构 

七月份，浙江旱情刚起，素来经济不振的海盐县已经告急，灾民纷纷涌向县府乞援，海盐县政府因经济窘困只好对外寻求

帮助。因为一时对旱情还无准备，全浙公会对海盐的求助颇感措手不及，并没有足够资金振济，但公会第一时间代海盐乡亲向

上海较有影响力的辛未救济会请求援助，“请本救灾恤邻之旨、拨赐巨款、派员振济。”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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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全浙公会在建成自己的救灾体系，有一定规模与实力后便积极以甲戌全浙救灾会的名义展开和其他慈善团体的合

作，为浙江省灾区争取资源。会中有部门专门负责与中国交通、中国实业、中汇、浙江兴业、浙江实业、江浙等银行，通易、

中央、通汇等信托公司，福康、顺康等钱庄保持联络，寻求帮助。根据甲戌全浙救灾会在《申报》刊登的乞振广告中公布的代

收捐款处统计，其中有四十二处金融机构
○34
向救灾会伸出援手，有的提供了捐款，有的提供了代收捐款服务，拓宽了募捐途径。

救灾会还派专人负责与其他慈善团体合作事宜，比如在常委会开会时就议决指派鲁指南、徐干麟两位会员专门负责与华洋义振

会商洽急振事宜。 

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等团体主动向甲戌全浙救灾会建议，发挥自己的优势，双方合作举行上海市国货运动提成助振大会，“事

属救灾创举，各国货厂商，莫不踊跃参加”
○35
，助振大会所得到的义款也全部由甲戌全浙救灾会负责放振。中国制油厂也积极与

甲戌全浙救灾会合作，以救灾会代销肥皂五千箱，每箱提一元作为捐款的方式向灾区捐款。上海市第一特区市民联合会在促成

公共租界内各公司各商号联合举行五天为旱灾义卖的活动时，还特别声明是在甲戌全浙救灾会领导之下。 

甲戌全浙救灾会与红十字会的合作也相当有效，并且两会有一些人员交集，全浙救灾会中的一些委员如王晓籁、杜月笙是

中国红十字会的常务理事，红十字会的副会长刘鸿生同时是全浙救灾会的委员
○36
。与红十字会的顺利合作，也使得全浙救灾会借

红十字会的大平台，争取到了超越自身募捐能力的资金。因为与全浙救灾会的良好合作，以及对全浙救灾会的信任，红十字会

将收到的部分海外援浙义款转给全浙救灾会全权负责振济，如十一月份红十字会收到马尼拉华侨杨仲清的三百包振米，因其指

定捐助浙江，红十字会在接收到此项捐助后，便直接“将该米交由全浙救灾会散放”
○37
，即是两会合作振济浙江灾区的一个例子。 

( 二) 刊登乞振广告，举行振灾演出 

九月份开始，全浙救灾会以及各成员单位如湖属救灾委员会等便开始在各报纸上刊登乞振广告。十月份乞振广告更是几乎

每两日一登，广告先叙述浙省六十九县的严重旱情与饥民嗷嗷待哺之急迫，再根据社会各阶层经济实力的不同提出“尺布铢金

不嫌少，千仓万镒不辞多，多得一分振款，即多活一分民命”
○38
的号召，继而列出救灾会委员名单，最后是各代收捐款处的名目。

广告名目字体巨大，正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又有众多沪上闻人贤达署名，颇具视觉冲击力和感情号召力。 

绍剧是浙江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剧种，在当时的上海，有一批绍剧名角汇聚。全浙救灾会也利用这个优势，以甲戌全浙救

灾会的参与单位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为主导，举行振灾演出。“演员均系沪上绍属名人，剧目分京剧、绍剧，两大项相间，并演

绍兴高调。”
○39
这种寓慈善振济于娱乐休闲的方式，也得到了有爱心的上海市民响应，因此募捐到了一定义款，除演出本身成本

以外，均用于振济浙江灾民。 

针对募捐，全浙救灾会还采取了奖励的措施，“凡捐款在五百元以上者，由本会赠匾; 千元以上，呈由省政府赠匾; 万元以

上，呈中央政府赠匾。”
○40
对为募捐款项奔走呼号的人，则按奖励捐款者数额的三倍计算。如此计算虽然有些斤斤计较，可却满

足了一些豪商出钱换名誉的心理，当然对真心捐助灾民的人也是一种精神奖励，在旱情严重，非常需要义款实施急振的情况下，

不失为一种好的吸纳募捐的方式。对于捐款数额较多的团体或个人，甲戌全浙救灾会还专门撰文登报致谢，如恒社捐助灾区四

千元，就得到登报致谢的礼遇，“以扬仁风。”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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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戌全浙救灾会在一九三四年浙江大旱时，作为民间临时性振灾组织，发挥了较大作用。全浙救灾会的组织体系完备，制

度合理，反应灵活; 会议决议、成员身份、募款数额、振济动向都通过报纸等方式向社会公开; 募集义款的方式丰富，渠道多

端; 并且联合沪上其他慈善团体，协同开展振济工作; 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通过通电、请愿等方式积极寻求和政府的对话，向

政府表达民间的诉求，作为民间振济团体的代表，对浙江旱区的振济工作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体现了民间团体在振灾中的灵活、

主动，显示了民间力量在抗灾振济中的贡献，其中的一些做法直到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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