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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荫椿手稿看清季民初皖南下层士绅的社会生活

李永卉
*1

（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安徽芜湖 241002）

【摘 要】：晚清民初皖南石埭县生员、典商苏荫椿遗留了系列手稿，记载了以苏荫椿为代表的皖南下层士绅，在

同治末年到民国中期近六十年的生存状况。晚清时期，皖南的下层士绅弃儒经商与科举仕进并存，但是在动荡的社

会环境下，两种生存模式均受到冲击。旧有的知识结构为新的谋生提供了帮助，也导致他们在近代化过程中逐渐被

社会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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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士绅的研究，自上世纪 40 年代以来，备受关注，成果丰硕，主要论著有：市古宙三《鄉紳と辛亥革命》、稻田清

一《清末江南——乡居地主の生活空间》、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贺跃夫《晚清士绅

与近代社会变迁—兼与日本士族比较》、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

—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 1368—1911》、李世众《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以温州为中

心的考察》、李平亮《卷入“大变局”——清末民初南昌的士绅与地方政治》等。总体来说，现有研究对上层士绅关注较多，对

下层士绅的专门研究尚显不足。由于下层士绅的社会地位不高，现存史料不多，我们很难窥知这个群体的生活细节。本文讨论

的下层士绅即指以苏荫椿为代表的，在清末废除科举考试前取得功名的贡生、监生、生员等皖南地区的读书人。苏荫椿手稿目

前发现的主要有《文稿》《信稿》《典业杂志》《各大宪通电》《东鳞西爪》等五种，均藏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是清末民初留存

的比较完整、翔实的商业及社会文书，详细记载了以苏荫椿为代表的皖南下层士绅的日常生活。

苏荫椿，字萱臣，号忏因主人、华胥老人，安徽石埭（今石台）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卒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

之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23 岁的苏荫椿考上生员，因“贫困不能自存”
[1]致吴玉山表姪

，五年后，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弃儒

从贾，入同族太平苏文卿所办的安庆同春典任职，其后的二十多年，一直负责安庆、湖口、芜湖、宣城等处的具体经营管理工

作。本文将通过对苏荫椿早年的乡居生活、后来的经商、交游以及他的精神世界的微观解读，以期再现 19 世纪末期到 20 世纪

中期，皖南下层士绅的生存状态以及社会变迁对于他们的影响。

一

皖南的太平、石埭两邑苏氏家族据说都是源于四川的眉山苏氏
[2]
。石埭苏氏为太平苏氏迁出一支。苏氏家族是皖南望族，太

平、石埭苏氏在地方上名人辈出，太平苏氏在盐业、典业有所成就，而太平石埭苏氏更致力于家乡的文教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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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荫椿的父亲苏吉治（字虞廷）便是一位地方文人，在乡间收徒讲学，苏荫椿的好友汪由中（字性初）即拜其为师，存世

的其贡卷载：“年伯苏虞廷夫子，讳吉治。恩贡生，候选教谕，著有救病药石，已梓行世，仍有存心堂全集待梓。”
[3]
手稿亦曰：

“性初，名由中，内乡沙塍人，博学强记，十二岁以背诵五经文宗拔入邑痒。尊公选青先生与先府君虞廷公为莫逆交，命性初

从先府君读，予与同窗三年，后由优廪生贡入成均惜未五十而卒。”
[1]覆汪性初·附注

目前发现有三部著作存世，分别为《虞廷氏稿本三

卷》（抄本，安徽省博物馆藏）、《存心堂杂著不分卷》（稿本，安徽师大图书馆藏）
[4]
、《流离记》。

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之前，苏荫椿一直居住于家乡池州府石埭县，读书科考是他的人生目标。光绪十一年（1885），与

沈素娥结婚，是年沈氏 18 岁
[1]致沈赞臣内弟

。婚后依然苦读，光绪十四年（1888），16 岁的苏荫椿独往贵池大演拜邑庠生吴自修为师，

一年后因父病危返家。光绪十八年（1892）苏吉治去世，苏荫椿“其时年轻，又受讼累，贫困不能自存”
[1]致吴玉山表姪

。光绪二十一

年（1895）“取入县学”
[5]
寄慕东，但依然贫困如旧，“嚼字不能疗饥，境遇益形窘迫，亲族中无有肯为援手者，不料山穷水尽之

时，偏有绝处逢生之妙。”
[1]致吴玉山表姪

光绪二十六年（1900），因编修家谱苏荫椿结识了宁国府太平县岭下同宗苏文卿，手稿记载：“先是，太平同宗苏文卿，家

赀百万，长江一带，设典肆九所。椿以修宗谱得与往还，颇蒙青睐，谆谆劝我弃儒而贾。旋于光绪二十六年招往安庆，就同春

典银房一席。”
[1]致吴玉山表姪

这一机缘，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

苏荫椿出身于下层士人家庭，从小立志读书取得功名，只因家庭变故，不得不放弃科考去经商。苏荫椿的母亲、妻、子常

年患病，子女年幼，家庭负担沉重，弃儒从贾实为生活所迫：“椿自壬辰失怙以来，遭遇坎坷，不能自存，因勉就敝同族质库中

会计一席。”
[1] 致曹竹溪孝廉前辈

32 岁时候回忆往事，亦是无奈居多：“椿书生命蹇，遭际多艰，不得已改弦易辙，藉谋生计。”
[1]致陈镇寰仁

丈
在写给父亲的好友曹焕先生的信中亦曰：“忆自束发受书，闻先君子盛称前辈品端学粹，为吾郡一时硕彦，私心辄向往久之。”

[1]致曹竹溪孝廉前辈

其实，苏荫椿弃儒从贾，除了家庭原因外，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晚清时期皖南商人纳捐之风盛行
[6]
，这对靠科考取得

功名的如苏荫椿这样的底层读书人有一定的冲击。有学者指出：“近代商人之锲入士绅阶层，多少分化和改变了这个传统权势阶

层的内部构成，为之融入了某些近代因素，使长期相对稳定的传统社会阶级结构终于发生了某种裂变。”
[7]
同时，士绅的社会流

动开始多元化，经商便是之一。早在鸦片战争后，就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的“重农抑商”的观念进行了反思，郑观应

曰：“嫉古之世，民以农为本，越今之时，国以商为本，何则？”
[8]
薛福成亦认为：“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率恃工为体，恃

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士研其理，工致其功，则工由必兼士之事。”
[9]卷 63

同时，皖南重商，明清以来徽州商帮名扬海内，

太平苏氏家族也是清中后期经商成功者，因此，苏荫椿在穷困潦倒之时，随即加入了商人行列，虽然对科举念念不忘，亦很快

融入了商业生活。

二

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苏荫椿正式赴安庆任同春典钱房始，其后大部分时间一直在各地的苏氏典当行任职，直到民国 15 年

（1926）辞去南京通济公典（非苏氏家族所办）的银房职务，从事典当业时间总计有 22 年。这一时期，恰好是国家发生剧变的

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对典当业的冲击很大，典当业也由此转衰，并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苏荫椿在苏氏典当行一直是中层管理者的角色，从事近廿余年的典业经营，其中有 16 年任钱房之职，约 7 年时间任经理。

在典当业经营管理方面，苏荫椿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撰有《典业杂志》一书，详细记载了其所在各当铺的经营状况。只是

其进入典当行业时，典业已经过了繁荣时期，逐渐衰败。

苏荫椿入职安庆同春典时，典业经营已经困难重重。义和团事件虽然未波及东南十三省，但是受局势影响，安徽亦不太平，

“时事日非，各处土匪，蠢蠢欲动，前闻宁国县境，盐枭肆劫，与浙匪联络一气，藉谋不轨，大宪檄剿，渐获安谧，和议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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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夷挟制，旧岁闹教之处，停考五年，朝内忠义，半被惨戮，尤亘古未有之奇祸也。”
[1]覆汪性初

1901 年入夏后安徽一直雨多晴少，

导致“江水陡涨数丈，为近年所未见”，“东南隅汪洋一片”
[10]
，人们纷纷逃往省城避难，“今夏淫雨为灾，沿江圩圮，变成泽国，

逃荒到省者，络绎不绝，刻又大疫，死亡相继，诚巨劫也。”
[1]致汪性初

清末新政又引起通货膨胀，对工商界影响巨大，典当业也损

失惨重。“光绪二十八年，铜元出世(每枚十文)，制铸价值，日渐低落，典业因之渐次亏本，资力弱者，亦多收歇，或整个盘典

出售，典当高涨之风，随之衰减。”
[11]
内忧外患下同春典不得不暂停营业。

很快，苏荫椿便于“（光绪）二十九年，调往九江湖口县同兴典内，职务仍旧”
[1]致吴玉山表姪

，但湖口的情况也不乐观，“敝处生

意，已成强弩之末，兼乏持筹之方，每天当有八九百号，出本六七百千，较之旧年，稍有佳境。而居停因钱价过疲，嘱生意收

紧，不愿长生库中。丰亨有象，争奈清闲市上，典质偏多，欲从权而不能，欲守经而不可。”
[1]覆汪冕卿

他已经觉察到典业开始走下

坡路了，“至于典事，生意虽仍如旧，操算总是不工，岁有三百六十天，利仅一万三千数。以视昔年，计拙端居我辈，方诸同业，

先声已让他人。”
[1]致王芝卿吴味畊杜遐斎杜瓒如四同政

从与友人的通信中随处可以感知他的悲观情绪，很是怀念以前的朋友：“自抵湖典，悉是新

交，益怀旧友。暇惟浏览古书，藉可怡神。兼消永昼。”
[1]覆吴味畊

他在湖口同兴典工作了 7 年，1909 年同兴典歇业后调入宣城同

吉典。

苏荫椿在安庆、湖口、宣城的经历，积累了丰富的典当业经营经验。虽然 1915 年，苏文卿关闭了沿江苏氏九典，北上投资

天津大生银行
[1]致吴玉山表姪，丙寅十二月十六日

，并没有继续聘请苏荫椿，但是 1921 年，友人在南京成立南京通济公典时，力邀其加入，“民

国十年夏，适南京友人仿公司章程，招股集赀，组织通济公典，闻椿微名，特请任钱房一席。又复闻云出岫，寄趾白门，荏苒

五载。综计生平，服务典业二十于年，东奔西突，依然两袖清风，毫无树立。”
[1]致吴玉山表姪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动荡的社会环境对商业尤其不利。“芜湖当长江要冲，非乱世所宜，尊席又烦剧，果何所取耶？

池郡自省垣被陷以来，陆续过兵，居民散而之四乡者，不知其数，而乡僻之处，土匪横掠，人心惶惶，寝不安席。”
[1]致谷宝泉·附覆函

苏氏的宣城同吉典、芜湖同福典都受到冲击。危机时刻，苏荫椿被委以重任，任宣城孙家埠同吉典经理，同时芜湖同福典经理

汪冕卿因无法应付混乱的局面，不辞而别，“又兼任芜湖同福典经理。”
[1]致吴玉山表姪

他在与谷宝泉的信中说：“九月大局一变，人心

惶惶，居停以孙典系我旧部，迭函敦促，仍旧管理，命与来迎，星夜前往。弟念感情，扶病就道，到典以来，事事棘手，内外

交困，乱世外游，自悔孟浪，正思作乞退之谋，而居停又有调赴芜典督理之命。以该典于上月受兵士之扰，执事汪冕卿，不辞

而行，致人心浮动，纷纷归去。请我来此，收拾残局。弟以病辞，迄不获允，奈何奈何。”
[1]致谷宝泉

苏荫椿抱病至芜后，对同福典的境况很不乐观，内外打理都需要费用，但是“监翁”（当指苏文卿——引者）并没有系统打

算，亦不想花费太多，因此让他很是为难，“往广德民军，曾否由孙埠经过？我典受扰否？接函后，甚焦灼也。监翁毫无主见，

处处惜费，冕卿因其不内外安顿，知事不可为，故逸去。监翁有挽留弟接办消息，而西舫、永芝、锡年等，亦表同情。第芜典

既决裂如此，苟能为力，冕卿不去，以人不能做之事，而冒昧以从，智者不为。”
[1]致李逸洲典泐

他一面抱病处理同福典事务，一面关

心同吉典安危。为安抚人心，防止有人擅自离职，让同吉典的李逸洲效仿同福典的做法，给同事加薪，“好是监翁不久到孙，一

切之事，由东宅布置，胜弟多多。再调查皖芜两典，自十月起，同事另有津贴，内缺每人龙洋三十元，柜友各二十元，中缺各

十元，学生大二三各八元，四五六各六元，以下各四元，厨司待年底，再为酌给。又另给同事川资，以备不虞。（每人本洋二十

元，龙洋十元）一概入册，并不收回。弟思同事受惊，彼此一样，皖芜既有成例，孙典尽可照行。乞阁下宣布此意，按人补发，

以免向隅。典内各事，全仗阁下暨诸君极力维持，众惊易举，其今日之谓也。即请大安不一。”
[1]致李逸洲

虽然苏荫椿力挽狂澜，同福典暂时稳定下来，但是直到 1912 年境况依然不佳，“孙黎交斗，青、太、石三知事均逃，近无

官长，而斗大山城，尚称安谧，较之外埠，可算福地。南京兵变，子受损失否，为问。芜典事，真不易办，仆权住，徐图乞退，

再不允，则效汶上之行矣。”
[1]致族华存

虽然苦苦支撑，到底乱世多艰，不久苏文卿便关闭了沿江九典，损失惨重，“无如光复以来，

居停九典，损失不少于六十万金，以致同时歇业。椿于民国四年，善后办毕，亦回里家居矣。”
[1]致吴玉山表姪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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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荫椿的社会活动并不广泛，因此友人也局限于早年一起读书的伙伴和经商后结交的朋友，主要有三类人：一是亲戚；二

是早年读书求学时结识的朋友，大多数为池州府的读书人；三是进入商界后，结识的商场上的朋友，这些人中绝大部分都是皖

南地区人。

苏荫椿的友人中取得科举功名者较多，这些人在清末民国动荡转型时期，从事的职业已经有了分化：一、科举出仕成功者

只有苏慕东、杨积堂。苏慕东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正科中式举人，民国初曾两任陆军部军需司司长，两任财政部次长，

一任审计署署长。”
[12]卷 49

苏慕东的成功与太平苏氏家族雄厚的财力支撑不无关系，例如光绪三十年（1904），他参加在美国圣路

易斯举办的“万国赛会”，投入 10 万巨资采购景德镇瓷器和皖南茶叶参会，被赠予头等宝星一枚
[13]
。二、从事商业活动的有谷

宝泉、杜实菴、黄皖辰等。其中杜实菴、黄皖辰都在苏典任过经理，与苏荫椿一样属于当行中的骨干人员。谷宝泉通晓医术，

平时在乡间行医，也在苏典任过职。凭借个人能力，也谋得了生计。三、继续参加科考者有杨藩卿、陈焕文、徐存斋、吴复初、

曹竹溪等人。曹竹溪为地方名士，科考停废后，他依然是皖南士人的中心，对其生活影响不大。其他人则不同，虽然“科举既

议停减, 旧日举贡生员年在三十岁以下者皆可令入学堂之简易科”
[14]

，但是从苏荫椿和他的友人们通信中，并未看到有人继续

去学堂读书，可以认为他们的年龄或许都如苏荫椿一样，已过了而立之年。这些人当中只有徐存斋、谢来宾在新式学堂谋到了

教职。

苏荫椿的信札中经常流露出弃儒从贾的苦闷，非常向往传统士人的读书科考人生。由于生存的压力，他的社交范围与以往

的乡村生员有所不同，已经不局限于参加科举考试的同仁们，活动范围亦突破其生活的石埭县，远及省会安庆、邻省江西的湖

口以及南京等地。应该说随着时代的变迁及友人范围的扩大，他对社会、人生的认知亦在不断改变。1905 年，当清廷宣布：“着

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举考试亦停止”
[15]
，其他士子惶惶不可终日之时，他已经在苏典任职 5 年，

成功找到了谋生之路。

四

王先明认为近代绅士阶层的社会流动可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其中“19 世纪 60 年代后到 20 世纪初年科举制度废弃前，

是传统封闭性社会流动向近代开放性社会流动的过渡，出现了‘绅一商’流动局面”，“科举制度革除后，促成了绅士阶层的结

构性社会流动。”
[16]
我们从苏荫椿为代表的下层士绅的生活来看，尽管“‘绅—商’流动尚属于非强制性的自由流动，相对于百

数十万之众的绅士阶层，这种自由流动的规模十分有限”
[16]
，但是科举考试废除前皖南下层士绅弃儒从贾的现象并不是个案，

即皖南部分下层士绅向商业领域拓展与通过科举入仕，这两种人生轨迹是比较常见的。究其原因，与该地区的社会风气不无关

系。皖南的徽州商人明清以来名闻遐迩，宁国府的经商风气亦有深厚传统
[17]
，何况苏氏家族本身就是以经商闻名的大家族，受

这种传统的影响，苏荫椿因生活艰难涉足商业，对他个人来说思想上的转变或许要相对容易。但是，由于社会地位不高、经济

能力有限，他们一般依附于同乡或朋友，很少有人独立经营。这种职业的脆弱性显而易见，一旦依附者经营不佳时，便面临失

业危险。如苏文卿的典当生意，从光绪末年便开始在走下坡路，最终关闭歇业，苏荫椿也随之失业。正如有学者指出：“对于早

期知识分子和已经分化了的士绅们，近代化过程改变了他们的知识结构，但还不能立时塑制他们的文化心理。”
[18]
而以苏荫椿为

代表的皖南下层士绅，近代化既没有改变他们的知识结构，也无法改变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心理，他们只能过着朝不保夕的依

附生活，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度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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