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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域下的历史变迁·

徽州旅沪同乡会与社会变迁

（１９２３—１９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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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力 行

　　摘　要：１９０２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建立，同年首个旅沪同乡会诞生。同乡会

是旧式会馆的延续，是在新式与旧式商人、士绅与新知 识 阶 层、男 性 与 女 性、资

方与劳工等更广泛参与下建立起来的地缘性自治组织，与商会功能互补。徽 州 旅

沪同乡会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建立到１９５３年消 亡，经 历 了 延 续 到 断 裂、再 延 续、

最终断裂的过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徽州旅沪同乡会纷纷停止 会 务。抗 战 胜 利

后，同乡会的社团自治功能及上海的市民公共空间得以延续。第二次国内 战 争 后

期，经济凋疲，社会动荡，同乡会又陷入困境，乃至１９５３年最终消亡。解读同乡

会延续与断裂的历史，为观察这个时代的变迁提供了特有视角。

关键词：同乡会　上海　徽州　城市自治

　本 文 分 别 获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重 点 研 究 基 地 上 海 师 范 大 学 都 市 文 化 研 究 中 心 重 大 项 目

（０７ＪＪＤ７７０１１５）、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０４ＢＺＳ０１８）及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中国近代

社会研究中心项目 （ＳＪ０７０３）资助。

①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２４，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７０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８２８页。

②　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卷３ 《英吉 利 用 商 务 辟 荒 地 说》，沈 云 龙 主 编： 《近 代 中 国 史 料 丛 刊》第９５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第１２５４页。

③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三》，《郑观应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６１４页。

④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第２８４页。

中国近代 “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① 迫使国人 “开眼见世界”。绅商们提出 “决胜于商战”

的口号，指出 “握四民之纲者，商也”，② 应 “以商立国”。③ １９０２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建立，

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形成的标志。④ １９０４年元月，商部颁布 《商会简明章程》，劝办商会。同年，

上海总商会建立。商会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商人以激奋昂扬之势担当起历史赋予的新使命。

同乡会的建立与商会同步。１９０２年，盛宣怀创建常州旅沪同乡会。这说明以业缘为主的商

会与以地缘为主的同乡会从一开始就互补。商人以行业不同，除隶属各商业公会外，又以乡贯

的不同而隶属于各同乡会。商人在客地与桑梓之地的具体利益诉求非商会所能顾及，这是２０世

纪上半叶同乡会蓬勃兴起的缘由。

在社会矛盾更复杂、冲突更剧烈的新时代，同乡会是在新式与旧式商人、士绅与新知识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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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男性与女性、资方与劳工等更广泛的参与上建立起来的地缘性自治组织。研究徽州旅沪同

乡会延续与断裂的过程，为解读这个时代的变迁提供了一个特有视角。

一、延续：徽州旅沪同乡会的建立及时代特征

辛亥革命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数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的

时期，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唯一较自由发展的时期，号称商人的 “黄金时代”。１９２２年６月，资产

阶级以上海总商会为核心，组成近似政权机构的 “民治委员会”， “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

的勇气”。① 这是商人在 “黄金时代”最辉煌的一页。商人自治组织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发展、完

善。徽州各邑旅沪同乡会正是在这一时期相继建立的。同乡会的现代功能为传统会馆②所不能比

拟，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继承与发展、并存而互补。１９２３年徽宁旅沪同乡会针对曹锟贿选，“提出

由各省区组织民团商团实行自卫案”。③ １９２６年全皖公会在一份决议中声称，要 “参加市民自治

运动，拥护市民公会及一切表同情之自治团体。发表刊物，灌输本省文化，谋改造社会步骤”。④

据郭绪印的统计，在上海特别市政府社会局登记的１１９所同乡会中，成立于清季的有５所，

成立于抗战前的有２１所，其余都为抗战后所建。而徽州共有４所，建立于抗战前１所。⑤ 据笔

者考查可以补充的是，整个徽州在上海的同乡会多达７所，均成立于抗战前，分别是歙县旅沪

同乡会、⑥ 徽宁旅沪同乡会、⑦ 祁门旅沪同乡会、⑧ 婺源旅沪同乡会、⑨ 绩溪旅沪同乡会、瑏瑠 休

宁旅沪同乡会、瑏瑡 黟县旅沪同乡会。瑏瑢

徽州同乡会建立时受到旅沪同乡的热烈欢迎。徽宁会建立时，《申报》有不少报道，反映了

当时欢庆的场面：“徽宁旅沪同乡会，定于今日 （八日）下午一时，假座西藏路宁波同乡会，举

行成立大会。并附有各种游艺，前昨两日已分发入场券，并柬邀各界来宾观礼，预料今日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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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上海 《向导周报》１９２３年第３１期和３２期合刊，第２３４页。

会馆盛行于清代。许 承 尧 《歙 事 闲 谭》第１１册 《北 京 歙 县 义 庄》云： “吾 徽 人 笃 于 乡 谊，又 重 经 商，

商人足迹所至，会馆、义庄遍行各 省”。 （转 引 自 张 海 鹏、王 廷 元 等 编： 《明 清 徽 商 资 料 选 编》，合 肥：

黄山书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４７页）
《徽宁同乡会开会记》，《申报》１９２３年６月２５日，第１４版，上海书店１９８３年影印本，下引均同此版本。
《全皖公会成立当选委员揭晓》，《申报》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１６日，第１４版。

据郭绪印统计，在１１９所同乡会中，安徽 占９所，位 列 全 国 在 沪 同 乡 会 之 四。抗 战 前１所，为 歙 县 旅

沪同乡会 （１９２２）；抗战后的３所，为黟县 （１９４６）、休宁 （１９４８）和 婺 源 （１９４６）。郭 著 研 究 了 徽 宁 旅

沪同乡会，但在列表统计时未计 入。 （参 见 郭 绪 印： 《老 上 海 的 同 乡 团 体》，上 海：文 汇 出 版 社，２００３
年，第１０３页）
《申报》１９２３年３月３０日第１版载：“歙县旅沪同乡会筹备处通告：启者兹经筹备会议，决定于阳历四

月一号下午一时，假城内福佑路纸业公所成立会，凡我同乡诸公务希届时拨冗驾临，勿延为盼”。

成立于１９２３年的徽宁旅沪同 乡 会，由 两 府 （徽 州 府、宁 国 府）１２个 县 组 成，共 有 理 事、监 事４０人，

休宁人士达１２人，占３０％。理事会２１人，休宁人士８人，占３８．１％。会长是休宁曹志功。

祁门旅沪同乡会成立于１９２２年，参见 《祁门同乡力争茶税续闻》，《申报》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９日，第１４版。

婺源旅沪同乡会成立于１９２７年，参见 《婺源旅沪同乡会·呈为重组婺源旅 沪 同 乡 会 祈》，１９４６年５月

１５日，上海社会局档案，Ｑ６—５—１０３７，上海市档案馆藏。

１９３０年，绩溪掀起荆州勘界运动，此事 引 起 绩 溪 各 界 人 士 以 及 旅 外 人 士 的 大 力 声 援 和 支 持。在 上 海，

为凝聚旅沪绩溪人，由胡适和汪孟邹等人发起成立了 “绩溪旅沪同乡会”。该同乡会地址是上海英租界

劳合路北居易里２０号。上海市档案馆无存档。

参见 《休宁旅沪同乡会成立大会通告》，《申报》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７日，第３版。

参见 《黟县旅沪同乡会征求会员》，《申报》１９２９年３月２０日，第２版。



者必多，兹将今日游艺项目中最有精彩者，分录如下：叠罗汉 （救国十人团）、滑稽影戏 （明星

影片公司）、武术 （启贤女子部）、拳术 （汪 禹 丞 君 及 其 高 足）、跳 舞 （勤 业 女 师）、新 剧 （卖 友

求荣） （少年演讲团）、双簧 （承天学生会）、丝竹 （少年宣讲团）等，尚有其它 游 艺，不 复 备

录。又该会筹备员事务已告终了，特于 昨 日 （七 日）下 午 假 座 聚 乐 园，举 行 聚 餐 会，并 合 摄 一

影，以留纪念云。”① 次日，《申报》又报道称徽宁旅沪同乡会 “到者甚众”。主席徐季龙在报告

中指出：“徽宁两属旅沪人士极众，向有徽宁会馆之设立，现在另行组织同乡会，亦因社会潮流

趋势使然。”②

徽州同乡会数量之多、成立之早，与徽商在上海势力之强盛相应。“沪地为通商要区，安徽

人士……无虑十余万人，若无同乡会 组 织，实 不 足 以 联 络 感 情，合 群 互 助。爰 集 乡 人，公 同 发

起安徽旅沪同乡会。”③ 安徽在上海的移民人数位居全国第四位，④ 其中大多为徽州商人。徽商

在上海的茶、木材、棉布、典当、笔墨、漆等行业都居于领先地位。徽商在上海无论定居与否，

宗族观念与乡土观念仍十分强烈。即使从事新式商业或制造业的徽州商人，也带有浓浓的宗族

观念。⑤ 因此，徽州人对比会馆功能更强大的同乡会十分支持。

同乡会与旧式会馆都是以地缘为纽带的群体组织，但同乡会现代色彩更浓，功能更强。以

歙县旅沪同乡会为例，该会是１９２２年由旅沪歙商为家乡赈灾而设立的临时机构扩充而成，⑥ 次

年通过章程，宣告正式成立。较之以往的旧式会馆，歙县等徽州同乡会体现出如下新的时代特征。
（一）人数众多，成员成分更多元

歙县会的会员１９４５年有７８４人，⑦ 到１９５０年达１３００多人，⑧ 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同乡自

治团体。参加的除商人外，还有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新乡绅。以该会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３日第二届

理监事名单 （按，系抗战后的第二届）可看出其领导层的成分 （表１）：

表１　歙县旅沪同乡会第二届理监事名单

姓　名 年　龄 职　务 学　历 职　业

洪镇康 ４３ 理事长 安徽省立第三中学毕业 统益袜厂经理

方炜平 ４８ 常务理事 安徽中学毕业 万丰染织厂总经理

王杏滋 ４６ 常务理事 私塾 义泰漆号总经理

许汉民 ４８ 常务理事 私塾 福昌参燕行经理

王志大 ４７ 理事 不详 大伦阳伞厂经理

江笑山 ４３ 理事 私塾 公益袜厂经理

徐大公 ５１ 理事兼总干事 圣约翰大学毕业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书记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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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徽宁同乡会今日开成立会》，《申报》１９２３年４月８日，第１７版。
《徽宁同乡会成立大会纪》，《申报》１９２３年４月９日，第１５版。
《安徽旅沪同乡会立案》，《申报》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９日，第１４版。

排列其前的有江苏、浙江和广东。

参见唐力行：《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以抗战前夕杭州汪王庙为例论国家、民间

社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学术月刊》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参见 《皖歙旱南乡水灾急赈会募捐启》，《申报》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１日，第３版。
《歙县旅沪同乡会会员名册》，１９４５年，上海社会局档案，Ｑ６—５—１０３４。
《社会团体调查表》，１９５０年８月４日，旅沪同乡会档案，Ｑ１１７—２７—１—６２，上海市档案馆藏。



　续表１

姓　名 年　龄 职　务 学　历 职　业

许士骐 ４９ 理事 上海美专毕业 画家

程少先 ２９ 理事 警官学校毕业 龙华警察局司法股长

章载功 ５０ 理事 私塾 长城纱布公司经理

汪渭功 ６０ 理事 私塾 黄山茶庄经理

曹述雍 ３０ 理事 育才中学毕业 曹素功墨庄总经理

孙维嵩 ３７ 理事 私塾 远东绸庄经理

朱承泽 ３９ 理事 私塾 广生漆号经理

胡子佩 ５７ 理事 私塾 永丰金铺经理

江肇周 ４９ 理事 上海美专毕业 画家

曹小霆 ２６ 理事 上海法政学院肄业 不详

叶日暄 ４４ 理事 徽州师专毕业 京沪铁路管理局稽查

程树人 ５２ 理事 私塾 太安丰保险公司襄理

姚子惠 ５７ 理事 私塾 源泰漆号经理

曹叔琴 ６９ 常务监事 龙门师范学院 不详

吴润先 ６７ 常务监事 私塾 丰泰布号经理

章南园 ７４ 常务监事 私塾 汇源漆号经理

程仁灏 ２６ 监事 上海法政学院毕业 曾任江苏高等法院书记官

方志成 ６９ 监事 私塾 义泰源号总经理

叶元龙 ５５ 监事 英国伦敦大学毕业 前任重庆大学校长现在国民大会代表

许作人 ４８ 监事 东南大学毕业 淮南铁路公司董事

许伯龙 ５８ 监事 安徽法政大学毕业 前任上海地方法院刑庭庭长

王鸿源 ５１ 候补理事 私塾 大来电机针织厂经理

方鸿儒 ４５ 候补理事 私塾 大上海茶庄经理

江一山 ４８ 候补理事 私塾 大公烟行经理

叶宝成 ４５ 候补理事 私塾 宏大茶行经理

洪寿祥 ３９ 候补理事 私塾 不详

汪德焜 ４６ 候补理事 私塾 永利百货号经理

洪良志 ２７ 候补理事 上海法政学院毕业 社会局六科科员

曹霆龙 ５２ 候补监事 安徽法政大学毕业 前任国民大会代表

潘荫庭 ５６ 候补监事 私塾 老正泰漆号经理

吴星斋 ６２ 候补监事 私塾 万源漆号经理

　　　　资料来源：《歙县旅沪同乡会理监事名单》，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３日，旅沪同乡会档案，Ｑ１１７—２７—２。

从表１可知，理监事中商人是主体，其中包括工厂业主、商业经理。此外，尚有政界的头

面人物，如国大代表、上海地方法庭庭长、大学校长、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书记官等。这

些新乡绅的加盟，增强了同乡会在上海的影响力。从理监事的学历来看，新式教育与旧式教育

基本各占其半，反映了同乡会人员构成多样化的特点。

全体会员的情况，１９４５年 《歙县旅沪同乡会会员名册》① 登记会员共７８５人，依交纳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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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歙县旅沪同乡会会员名册》，１９４５年，上海社会局档案，Ｑ６—５—１０３４。



或捐款数额的差别分为四类，即赞助会员、特别会员、普通会员和劳工会员。（见表２）

表２　１９４５年歙县旅沪同乡会会员基本情况

行业

会员类别

商　人 政界人士 学　生 工　人 农　民 总人数
国民党员

人数

国民党员

比例 （％）

赞助会员 ２１７　 ５　 １１　 ２３３　 ９２　 ３９．５

特别会员 １２２　 ５　 １０　 １　 ２　 １４０　 ３４　 ２４．３

普通会员 ２５５　 ９　 ２３　 １　 ２８８　 ３５　 １２．２

劳工会员 ５２　 ２７　 ４５　 １２４　 １７　 １３．７

总　计 ６４６ （８２．３％）１９ （２．４％）７１ （９．０４％）４７ （６．０％）２ （０．２６％）
７８５人

（１００％）
１７８　 ２２．６８

　　　　资料来源：《歙县旅沪同乡会会员名册》，１９４５年，上海社会局档案，Ｑ６—５—１０３４。

由表２可知，商人占全体会员的８２．３％，是主体。但同乡会并不是专为商人利益服务的组

织，参加同乡会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同乡。在成员中，还有政界人士与学生。劳工者主要集

中在劳工会员中，但也有极个别工人属于特别会员与普通会员，他们所交会费虽最少，但拥有

的权利却是平等的，当发生劳资纠纷或生计困难时，同乡会都会给予帮助。另外，妇女也独立

地加入，除特别会员，其他三类会员中都有妇女，其中赞助会员有１２人、普通会员６人、劳工

会员１人，共计１９人，占全体会员的２．４２％。妇女会员虽然人数不多，但在传统氛围浓烈的徽

州人群中出现，进步意义明显。

从表２还可知，歙县同乡会作为由徽州同乡自愿结合的自治团体，共有国民党员１７８人，占

总人数的２２．６８％。在赞助会员与特别会员中，国民党员的比例达３９．５％和２４．３％，比普通会

员高出２—３倍。妇女会员中，有国民党员５人，占妇女人数的２６．３２％，与同乡会国民党员的

总比例持平。经济状况与政治态度是相对应的，但是加入国民党是会员的个人行为，在同乡会

中没有国民党的组织系统。有时为维护同乡的共同利益，同乡会对国家权力会进行批评和监督。

（二）组织形式更民主

据歙县同乡会第一届报告书 《本会章程》（１９２３）可知，同乡会已采用现代党团组织的选举

法和任期法。如章程第二条规定会员资格：“本会由歙县旅沪人士组织而成，凡旅沪同乡，经本

会会员介绍，皆得为本会会员。”会员有交纳会费的义务，也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章程第七条

言明：“本会职员，除名誉会董外，概由大会选举之，任期一年，次期被选，仍得连任。”作为

领导机构，在会长、副会长下设置评议员２０人，均为义务职，一切事务由会长、副会长和评议

员集体讨论后议决。评议会下设干事员１８人，也是义务职，办理对内对外事宜，并 “执行大会

评议会议决事项”。此外还设有书记，“惟书记一员，得由本会酌予津贴”，“常年驻会，办理缮

写收发文件暨各项杂务”。

该章程还对同乡会的各项议程做出规定，如：

第九条：本会左列各项会议：一，大会。每年一月一日开全体大会一 次，举 行 报 告 会

务，宣布收支，选举职员，修改会章等事项；并议决重要事件。二，临时 大 会。议 决 临 时

发生之重要事件，由会长召集，或由会员二十人以上提议召集之。三，评议会。由本会会

长副会长评议员组成之，每月第一星期日开会一次，议决会员提议事件；会董名誉会董干

事员亦得列席与议，但不加入表决。第 十 条：本 会 各 项 会 议，非 全 体 会 员 四 分 之 一 以 上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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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不得开会，非出席会员 过 半 数 以 上 之 同 意，不 得 议 决。议 事 可 否 同 数 时，决 于 会 长。

第十一条：本会会员提议事件，须经三人以上之提议，五人以上之附议，并缮具议案，方

可送交会长提交 评 议 会 核 议，其 由 职 员 提 议 者 亦 同。第 十 二 条：本 会 会 员 提 议 重 要 事 件，

认为有经全体大会议决之必要者，得以二十人以上之提议，二十人以上之附议，并缮具议

案，送交会长提交大会议决，如非在大会期间，可临时召集之。第十三条：评议会审议事

件，认为关系重要，有移交大会议决之 必 要 者，得 商 由 会 长 移 交 大 会 议 决；或 由 会 长 召 集

临时大会议决之。①

凡此种种，体现出透明、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

歙县会的组织形式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１９２９年第七届报告书关于会员一章中有２条新

增内容：“第四条：凡旅沪同乡不分性别，经会员一人之介绍，均得为本会会员。第五条：本会

会员享有本章程第三条规定之各项利益及提案选举与被选举权，但欠缴会费之会员不得享有被

选举权。”规定妇女可以加入，进一步明确了会员权益，体现了自愿性和平等性原则。

歙县会在组织结构上，将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分立，使之互相制衡。如会章 “第九条：

本会会务由会员 大 会 议 决 之，会 员 大 会 闭 幕 时 设 执 行 委 员 会、监 察 委 员 会 分 别 处 理。第 十 条：

执行委员会额定执行委员十五人，执行会员大会议决案并办理本会一切事务。第十一条：监察

委员会额定监察委员九人，监察会务、稽核款项用途。第十二条：执行委员会设候补执行委员

九人，监察委员会设候补监察委员五人于执监委员缺额时各依名次之先后递补之”。②

１９２９年歙县会第七届选举大会在 《申报》发出公告：“本会遵照定制于十八年一月一日开选

举大会，改选执监各委票函是日寄出，仍在英租界贵州路六十七号本会事务所，当众开票，凡

我同乡祈莅临监 视 一 切，倘 有 未 接 票 函 者 届 时 仍 可 当 场 补 票 亲 投，事 关 选 举 重 要，尚 祈 勿 误，

是荷此启。”③ 自由选举的过程表明，同乡会超脱于领导层个人或商人私利之上，由为全体同乡

服务的个人自愿组成。
（三）经济实力更雄厚

同乡会开展各项活动的经费，来自会员会费和捐助。１９２３年歙县会第一届报告书 《本会章

程》第四条载：“本会会费，分为常年会费及特别捐二项。一常年会费：本会会员，每年应缴纳

常年会费一圆；于开大会时一次缴清，新入会会员于入会时缴清。二特别捐：由本会会员量力

认缴，但认定后应即缴清。会员认缴特别捐一百元以上者，推为名誉会董。”章程还严格规定会

费的使用：“第五条：本会所收会费及特别捐，除供应必要支出之用外，如每年尚有余存外，应

即作为基金，储存生息，此项基金，非有迫要用途，并经大会通过，不得动用。”由于会员积极

捐助，第一年的特别捐助达３３２９元，其中房产大王程龄孙一次就捐助１０００元，反映出处于黄金

时代的旅沪徽州人对同乡组织的热情。加上会员的会费８３３元，存息１２５．４９元，会计垫３００元，

共计４５８７．４９元。全年支出１１０８．７元，收支两抵净存洋３４７８．７９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④

此后，会费数额进一步细 化。１９２４年３月９日 的 修 正 章 程 规 定，会 员 年 会 费 分 三 个 档 次，

分１元、４元或１２元，会员可量力自行选择。会员年费收入有所增加。第二届结束时的存洋比

第一届结束时又有增加，为３８６７．７９元。这些钱被存在钱庄收息，其中协大申庄年 息３９．６元，

慎余申庄年息７４元、５１元两 笔，共 计１６４．６元。同 乡 会 将 会 费 收 入 分 存 于 两 个 钱 庄 以 降 低 风

·３５·

徽州旅沪同乡会与社会变迁 （１９２３—１９５３）

①
②
③
④

《歙县旅沪同乡会第一届报告书·章程》，１９２３年，旅沪同乡会档案，Ｑ１１７—２７—３。
《歙县旅沪同乡会第七届报告书·会章》，１９２９年，旅沪同乡会档案，Ｑ１１７—２７—３。
《歙县旅沪同乡会第七届选举大会通告》，《申报》１９２９年１月１日，第１７版。
《歙县旅沪同乡会第一届报告书·收支报告》，１９２３年，旅沪同乡会档案，Ｑ１１７—２７—３。



险。１９２５年第三届总计收入达４８７９．３９元，开支与第一届相比有所节省，为１０００．８１５元。①

资金的募集，除会费、会员捐助外，还有 商 人 根 据 营 业 额 抽 取 捐 银 的 做 法。以 产 茶 著 称 的

祁门，有按茶商的营业量 （茶箱数量）捐银的规定，《申报》对此做过报道：旅沪祁门同乡会开

会欢迎本邑茶商，“首由会长许筱甫报告开会宗旨，及本会收支账略，并致欢迎茶商诚意。次由

洪剑萍、胡芾之、程永言相继演说。大概谓祁门同乡会成立以来，承茶帮热心，按箱捐银二分，

冲本会建筑费。本会全体实深感激，惟以会所虽告落成，而根其实未稳固。旅沪同人，仍希望

茶商始终维持，保持此种热心于永久云。继由茶帮代表章慕陶致谢词毕，略谓：本帮捐助，应

宜尽力，若图永久办法，按箱只能捐银一分，请大家讨论。后经陈楚材、汪维英、争嗣邦、康

定东、王余三、了颂芬、徐受初、政书堂诸君磋商良久，结果，今年仍照旧捐银二分，将来则

按箱永久捐银一分，倘遇有特别事情，再另行设法捐助云云。议毕，遂西餐散会”。②

（四）社会功能更强大

１９２３年歙县同乡会第一届报告书 《本会章程》第三条阐明了自身的社会功能：“本会为敦睦

桑梓情谊，企图同乡公益而设，其应 行 举 行 办 事 项 如 左：一，关 于 桑 梓 之 慈 善 事 业；二，旅 沪

儿童之教育事业；三，增进公众幸福 之 事 项；四，关 于 失 业 会 员 之 救 济 事 项；五，调 解 乡 人 之

争议事项；六，援助乡人免除不正当损害事项。”除第一条是关于在家乡的慈善事业外，其余５
条都是为保护在上海的徽州人利益。

１９２９年歙县会第七届报告书在有关保护旅沪徽州人的社会功能方面没有变化。但在家乡的

慈善事业方面增添一条，“于桑梓政治经济暨治安上之建议事项”。旅沪徽州人在经济实力允许

的情况下，开始把更多的关注投向桑梓之地。

徽州六邑，歙县为首邑，其他五邑在沪也先后设有同乡会。１９２３年为整合六邑力量，以便

发挥更大的社会功能，歙县、休宁县、黟县、祁门县、婺源县、绩溪六县联合宣城县、南陵县、

旌德县、太平县、泾县、宁国县六县旅沪同乡，共同组织了徽宁同乡会。因１２县都是旧有的徽

州、宁国两府所属，故定名为徽宁两属旅沪同乡会，简称徽宁同乡会。该会宣布：“本会以联络

乡谊、维持公益、发挥自治精神、增进旅居幸福为宗旨。”徽州、宁国两府相毗邻，历史上关系

密切，在外界往往同视为徽商，虽说由１２邑共同组成，但从１９４８年的理事、监事会组成看，③

核心权力仍掌控在徽州人手上。理事２１人中，徽州府人士１８人，其中休宁８人、歙县４人、婺

源２人、绩溪２人、祁门１人、黟县１人；宁国府人士３人，其中南陵１人、宁国１人、太平１
人。监事７人中，徽州府４人，其中休宁、歙县、绩溪、婺源各１人；宁国 府３人，泾 县、宁

国、旌德各１人。候补理事９人中，俱为徽州人，其中歙县２人、休宁１人、绩溪２人、婺源３
人、祁门１人。候补监事３人中，休宁２人、泾县１人。总计理监事与候补理监事４０人，其中

徽州府３３人，占８２．５％。理监事的人数和选票，其实反映了两府属在沪人数和影响力的实际情

况。但是，徽宁两府联合，可以有更强大的功能则是无疑的。理监事会成员的社会地位，也是

同乡会强大影响力的保障。例如，该会会长曹志功曾任上海市党部商人部总干事、上海纳税华

人会常委、市商会秘书、市卫生局药品供应处处长等职；监事会中有胡适，还有原皖南行署主

任戴孝悃、中央监察委员杨啸天、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局长程海峰等，均可称之为新乡绅。

徽宁旅沪同乡会章程 （１９３６年修正）第四条列述该会的功能：“一，关于徽宁旅沪各界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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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得失，本会有调护指导之任务。二，关于徽宁旅沪同乡生计之盛衰，本会有研究扶助之任务。

三，关于徽宁旅沪同乡公益慈善诸事业，本会有提携筹维之任务。四，关于旅沪同乡生命财产、

横来之损害，本会有共同援助之任务。五，关于徽宁两属实业、教育暨其他民政事项，本会有

调查促进之任务。”与歙县会相比，徽宁同乡会更关注徽宁两府在上海同乡的生计，站在更高的

位置上宏观 “调护指导”、“研究扶助”、“提携筹维”、“共同援助”、“调查促进”。而徽宁所属各

县家乡的具体慈善事业则由各县同乡会解决。这也是由它们之间的分工所决定的。
（五）信息与网络更畅通

上海与徽州、客地与本土保持着密 切 联 系，信 息 相 通。除 往 返 于 徽、沪 之 间 的 人 员 和 信 件

传达信息外，更借助于具有近代特色的报刊。

据１９２５年９月２１日 《申报》载，徽人在沪有 “徽社上海总部”，出版 《微音月刊》，“颇得

各地同乡欢迎”。① 这本月刊由徽州人士程本海、胡梦华、许士骐等发起创办，胡适与陶行知曾

任顾问，前后办四 年，成 为 徽 州 同 乡 的 喉 舌，以 及 城 乡 信 息 交 流 的 桥 梁。１９２９年４月１７日，
《申报》还刊登 《徽报》的一则启事：“（安徽人注意）徽报召请通讯员、分销处启事：本报为宣

扬文化，启迪民智，指导社 会，扶 助 桑 梓 起 见，特 组 织 一 种 报 纸，定 名 徽 报，三 日 刊。特 聘：

吾皖文学家曹梦鱼君担任总主笔，刻已筹备就绪。定于四月二十四日出版，拟请安徽各县通讯

员数十人 （每县限定一人）报告各县地方新闻及邑中人民之种种疾苦。如愿任斯职者，请即试

稿三次，合则函约，不合恕不作复。另召请各埠分销处 （不限地址），愿担任分销处，请即投函

本馆发行部可也 （分销章程函索即寄）。本馆 地 址：上 海 北 泥 城 桥 爱 文 义 路 丹 凤 里，电 话７９８７
号。”②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０日， 《徽州日报》在屯溪创刊，是为 徽 州 最 早 的 地 方 民 营 报 纸，由 沪、

杭、宁、苏等地旅外徽商集股经营，在 上 海、杭 州、南 京、苏 州 等 大 中 商 埠 均 有 徽 州 旅 外 同 乡

会帮助设立分馆或代派处销售报纸。旅外各地徽州同乡会对这份报纸重视，就是因为它承载着

大量家乡信息。此外，徽州各旅沪同乡会多办有会刊。如１９２９年２月２６日 《申报》的 “各同乡

会消息”专栏里有关于休宁旅沪同乡会的报道。③ 抗战胜利后，各会恢复活动，更是迫切需要属

于自己的新的信息源。１９４８年徽宁同乡会创办 《徽宁导刊》，为此，他们向上海社会局提出申请

称：“窃属会为联席各地同乡，刊载会务报告及报导徽宁各县新闻、旅外同乡动态，拟发行徽宁

导刊一种，暂时出半月刊，将来逐步改出周刊或三日刊。属会总务科主任吴启民为徽宁导刊社

发行人，主持社务。社址暂设制造局路医院路３５号，理合依照出版法第九条及同法施行细则第

九条之规定，填具新闻纸登记申请书，一式五份仰祈赐予核准登记给证，实为公便。谨呈上海

市社会局局长吴，徽宁旅沪同乡会谨呈。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④ 而沪上各家报纸，尤其

《申报》，对沪徽两地信息的沟通也起了重要作用。

畅通的信息和血缘、地缘纽带，把旅沪 同 乡 会 与 桑 梓 之 地 紧 密 联 系 在 一 起，痛 痒 相 关、休

戚与共。同乡会对家乡事务的重视和救助，对徽州农村社会稳定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时在

上海的徽州人参与的组织交叉重叠，除商会之同业公会外，还有本县同乡会、徽宁同乡会、各

县会馆或徽宁会 馆，乃 至 安 徽 同 乡 会，从 而 置 身 于 一 张 庞 大 无 比 的 血 缘、地 缘、业 缘 网 络 中，

以维护其自身、家族与同乡的权益。此外，他们还可能有选择地参加一些其他党团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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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的信息还扩大了徽州旅沪同乡会的组织网络。这一网络是多层次的，远比想象的要复

杂和庞大。徽商遍 天 下，徽 州 会 的 组 织 网 络 也 伸 向 天 下。这 个 天 下 不 仅 指 国 内，还 伸 向 海 外。

本土与客地的互动就在这张网络之中进行，使互动的内容十分丰富，机制十分灵活，形成的合力

十分强大。从民国年间 《申报》的报道可看到，在沪的徽州同乡与在日本的同乡保持着联系。１９２３
年日本受灾发生粮荒，９月１１日报载，徽宁会为此于９日召开会议，讨论对策， “由郑介诚提

议，此次日灾，固应急济，惟米粮弛禁一事，关系国家民食，应函各公团注意此事，勿为利用。

结果通过各公团，并接济日灾团体，劝勿运米出口，以贻国内米荒。次由汪醒斋、曹志功提议，

对于侨日徽宁同乡，及学生应致电慰问，俟其被难来申时，由本会商同会馆，设法招待。结果

通过。推余鲁卿与会馆接洽”。① 既表达出关心侨日徽宁同乡安危的立场，又表达了爱国立场。

当然，徽州会的组织网络主要还是在国内。例如徽商较为集中的广东，１９２４年 《申报》披

露徽宁同乡会因 “广东婺源会馆，为皖人汪某朦呈公安局标价拍卖事”，于３月２４日召开 “理评

两部紧急会议。许 伯 龙 主 席。首 由 理 事 曹 志 功 报 告 此 事 经 过，继 由 李 振 亚、汪 禹 丞、詹 铭 珊、

汪维英等相继发言，均主力争”。会议议决三项办法：“（１）电请广东政府顾全公益，依法发回。
（２）函请徽宁会馆一致力争。（３）函复粤港同乡允予协助，并请其随时函告。”② 此事得到安徽

旅沪同乡会支持，“安徽旅沪同乡会，接据上海徽宁会馆、徽宁同乡会报告，广州婺源会馆被人盗

卖。特于日前开评议会，议决一直力争，分电广州孙中山氏及公安局，请其追问发还。并请本会

柏评议长就近调查实情。预备会同徽宁会馆，徽宁同乡会推派代表赴粤起诉”。３月２７日，同乡

会给孙中山发去电文，“务乞钧座俯从民意，迅饬该馆官厅赐予追回，惩治盗卖窃买者之罪”。③

又如号称 “山东之集而中国之枢”④ 的临清，自古以来就是徽商集中之地。１９２３年５月临

清发生绑匪绑架中外人士事件，其中有旅临徽商。６月１１日徽宁会开会讨论 “营救临城被拘同

乡事”。⑤ 不久，在社 会 各 界 干 预 下，外 国 人 士 被 释 放 而 中 国 商 人 仍 在 绑 匪 手 中。６月２８日，
《申报》进一步报道了徽州旅沪同乡会的救援行动：

歙县同乡会因临城华俘新票虽释，而旧票尚未放出，不胜愤慨，特开临时会，公 决 致

函各省区同乡会联席会，请迅即设法营救。原 函 云： （上 略）月 前 临 城 巨 匪，掳 掠 中 西 人

士，承大会设法营救，无任钦佩。顷闻西人业已尽释，惟华人旧票尚未放回，窃念中西新

旧被掳人士，同属难民，岂容歧视。旧票被羁已久，备受苦辛。语其情 况，尤 堪 悯 恻。刻

下既经发觉，尤应一体营救。节经本会职员提案，议决向大会提出议案，祈即用大会名义，

电请鲁省军民长官，责令新编匪军，将旧票悉行释出，以竟前功而彰公道云云。⑥

这段报道中，特别要注意的是歙县同乡会致函各省区同乡会联席会，也就是说徽州人在各

省区的同乡会都建立了联席会，各联席会之间也建立了网络联系，互通信息，互相支持，从而

覆盖了天下。

这张覆盖天下的网络以 “无徽不成 镇”的 江 南 为 中 心，这 里 是 徽 商 活 动 的 中 心 区 域。１９２６
年１２月，因徽州驻军扰民，徽州旅沪各同乡会推派代表到南京，与政府交涉。《申报》报道说：
“徽宁旅沪同乡会因徽属驻军事，特推代表曹志功赴宁，与在宁同乡及刘宝题等接洽一切，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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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业于昨晚回沪。同行者有歙，黟两同乡会代表许伯龙，许玉田，余复白等。据云刘表示尚

佳。该会特于今晚开 委 员 会，请 代 表 等 告 详 情 云。”同 时 还 报 道 了 歙 县 会 于１５日 开 会 的 情 况：
“赴宁代表许伯龙，许玉田两君报告在宁接洽情形，所有驻军在徽挪借饷粮服装等款，已允由公

款项下拨还归垫，刘谢部粤军，决不在徽屯驻，刘师长宝题，并经面允负责拨还借款，并称刘

李两部已切实整饬军纪，严禁拉夫，汲取人民财物等语。议决，据情函告歙县商会及各法团。”

可见交涉是成功的。报道还披露了在上海与南京的徽州同乡之间联络互动的机制：“徽宁旅沪同

乡会及歙县两同乡会，日前推派代表赴宁，与旅宁方面之新安同乡会，一致应付家乡兵事，设

沪宁通讯处两处。宁设新安会馆，沪设徽宁同乡会。”①

旅沪同乡会还设立了与江南各个重要城市联络的代表。１９２３年报载徽宁旅沪同乡会就 “代

表划分区域案”展开讨论，末由主席报告各处来函，宣告散会，已八时许矣”。② “主席报告各处

来函”差不多是同乡会每次会议结束前要做的事，说明各地徽州同乡会之间信函往来、互通信

息是常态的。

这张网络的核心是旅沪同乡会所在地上海。各旅沪同乡会采用各种方法尽可能多地吸收会

员。如歙县旅沪同乡会组织５０个征求会员队，各以歙县的乡村命名展开活动，务求更多的同乡

加入。《申报》称：“组织第二届征求会员队，分为五十队，公推会长程龄孙为总队长。各评议

干事担任三十八队分队长，其余 十 二 队，特 别 队 长 推 定 曹 惟 民、黄 吉 文、吴 庚 甫、胡 伯 陶、吴

秉臣、郑介诚、方文炳、吴志青、王琢芝、王云卿、吴镇周、黄载之十二人。各队以歙 县 诸 乡

村命名。定于三月二十三号开始征求。”③ 足见同乡会对征求会员的重视及组织工作的细密。

再从 “为同乡巴泽田被控羁押公庙，请求援助案”，可知徽州人在上海城乡的网络是紧密畅

通的。１９２５年４月２３日徽宁旅沪同乡会召开评议会，由南翔新安同仁堂 （徽州公所）代表吴鹏

高报告案由：“略谓：巴君系徽籍歙县人，在南翔经商四十余年，平日对于地方公益善举，无不

尽力。去秋战起，曾极力维持地方，所有店产房产先后为兵灾焚毁，事后地方感念劳绩，推任

警长。此次因甘维露发生后，被甘指 为 索 贿，由 公 堂 拘 押，饬 令 交 保，奈 巴 君 经 商 内 地，租 界

店铺不熟，迄今仍未保释。惟巴君为 人 正 直，为 同 人 深 悉，故 请 求 援 助，经 众 讨 论，决 定 据 情

转达公廨，代为声援。”④ 徽宁旅沪同乡会向租界法院提出保释巴泽田的请求称： “敝会乡谊所

关，碍难缄默，用敢据情上述，敬希钧 廨 秉 公 判 断，以 明 是 非。在 未 讯 判 之 前，可 否 赐 予 免 保

释出。”⑤ 由于徽宁同乡会在上海有很高的声誉，在其声援下，同乡巴泽田被免保释出。

同时，旅沪同乡会为加强与桑梓之地的联系与互动，还在乡居的士绅和绅商中推选名誉会

员，作为同乡会在本土的代理人。如１９２３年的 《申报》载：“歙县旅沪同乡会，昨日开评议会，

徐云松提议，由会中公推驻歙名誉会员，俾通音讯。议决公推中区叶时亭、方晴初；南区王允

时、汪觐微、吴瀚云；西区汪谦甫、汪筱溪、许恒仁、郑赞卿、方在明为名誉会员。所 有 在 西

北区俟下次开会再选。”⑥

同乡会为加强会员之间的乡谊，还经常举办同乐会、聚餐会等活动。如前揭１９２３年徽宁旅

沪同乡会成立大会举办同乐会。又如次年徽宁旅沪同乡会 “假西藏路宁波同乡会，举行征求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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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及同乐会，到者二百余人，由余鲁卿主席，奏乐开会后，即有主席致开幕词，次胡佩如报告

举行同乐大会之意义……报告毕，由该会会员相继演说，大致均深望同乡会基础巩固，为旅沪

同乡谋幸福云云，摄影后，即演余兴以助来宾兴致，其游艺节目如下： （一）曹志功滑稽演说，
（二）汪昱庭大套琵琶，（三）洪星垣幻术，（四）中华武术会武术，（五）陈道中三弦拉戏，（六）

王砥石伞记，（七）影戏，（八）少年宣讲团新剧 《谨防交涉》，（九）奏乐散会，时已七时许云”。①

在上海的徽州同乡，以同县者为小同乡，同省的则为大同乡。徽宁同乡会与各县的同乡会

虽无统属关系，但各县共同的事由徽宁同乡会协调起来更方便。此外，它们在安徽省这个大同

乡名义下，与全省各个同乡会联合起来，集合为安徽各同乡会联席会议。１９２３年徽宁旅沪同乡

会开会，“由胡佩如、汪醒斋先后报告出席各省区同乡会情形。曹志功报告出席救 国 联 合 会 情

形。复由主席报告旅沪安徽各公团，定期召集联席会议，讨论北京政变之应付办法，本会应否

加入，一致赞成加入。并推定曹志功、李振亚、汪禹丞、胡佩如四人为出席代表”。② １９３２年５
月９日旅沪安徽各同乡团体召开联席会议：

安徽、徽宁、金斗、和含、太平、婺源、休宁各同乡会 及 工 商 各 界 职 业 团 体 代 表：柏

烈武、李振亚、余朗溪、曹志功、胡佩如、罗纯夫等百余人。公推许伯龙 主 席，首 由 主 席

报告本会集会宗旨及各方来函毕，开始讨论。议决各案如 下： （１）安 徽 省 警 备 旅 团 饷 糈，

现由省府担任，应电中央及省府，上项军队应受省府指挥，否则不应由皖库供应。 （２）致

电省府请求取消陈调元主政时代之预算，恢复向有原状以资节流。 （３）电请省府维持教育

经费，并使教费独立。（４）婺源赤匪逼境，泾县匪陷城池，屯溪团警叛变，应电请省府火

速派兵堵剿，以免蔓延。（５）电请中央及省府，取消盐附加及烟苗特税八种特税。（６）请

省府组织委员会清查历年财政紊乱情形，此项委员至少须民众团体参加三分之二。 （７）电

请省府从速协助人民自卫，并筹备真正之地方自治。（８）电请中央查办皖北赈务舞弊人员。
（９）皖财厅长何其巩来沪，推员而竭，并询问皖省财政状况。（１０）电请省府各种省税，不

得由军队直接征收，以免紊乱系统。 （１１）请省府整饬吏治澄清贪污。 （１２）推举夏直钦，

许伯龙，李振亚，曹志功，胡佩如等起草建议书，呈送省府改进省政，议毕散会。③

所讨论者大多是有关全省大局的事务，而这些事务的处理又会影响到各个府、县，也包括

徽州。同乡会从全局的观念出发关心自己家乡，这种大局观是以往会馆难以看到的。会议主席

许伯龙是歙县人，起草建议书的５个执笔者中许伯龙、曹志功、胡佩如３人是徽州人。可见，在

安徽全省范围内，徽州人在上海的势力最强大。

在同乡会的网络联结上，血缘也是重要纽带。笔者曾在 《从抗战前夕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

织向血缘化的回归》④ 一文中指出，进入近代以后，尤其是２０世纪初，商会逐渐取代会馆、公

所成为商界的领导机构，但是商人的宗族组织并未消解，而是作为地缘组织同乡会的补充继续

存在。徽商在杭州的宗族组织活动是围绕着吴山汪王庙展开的。抗战前夕的１９３５年，杭州的汪

姓徽商和士绅以吴山汪王庙为中心成立了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使汪王的血缘神格突显起来，

汪王庙成为宗族团体的所在地。此外，徽州本土的宗族组织也在 《申报》刊登广告，意欲加强

与客地族人之间的联系。如绩溪旺川曹氏修谱局的广告称：“吾族自清康熙初修宗谱后，近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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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徽宁同乡会同乐会纪》，《申报》１９２４年２月２０日，第１４版。
《徽宁同乡会开会记》，《申报》１９２３年６月２５日，第１４版。
《各同乡会消息》，《申报》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０日，第９版。

唐力行：《从杭州的徽商看 商 人 组 织 向 血 缘 化 的 回 归———以 抗 战 前 夕 杭 州 汪 王 庙 为 例 论 国 家、民 间 社

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学术月刊》２００４年第５期，第５８—６７页。



年搁置既久，间因官游客贾侨寓远省外县者，谅不乏人，兼洪杨兵燹，或只身避难，或尽室偕

行，故乡鲜音讯之交通，平时凭父老之记忆，致历届建祠、升主诸大典丁谱开载实有其名而查

无其人者。兹定本年七月开局修谱，先从采访人入手，凡远迁近徙素未通问而己犹能溯本原者，

务望尽年终函告谱局，俾便邮寄章程照章办理，以免误漏，幸甚。”① 血缘与地缘在客地与本土

间的双向沟通，编织起徽州旅沪同乡会疏而不漏、庞大无比的网络。依托这张网络，旅沪同乡

会维护同乡的利益，在 具 体 事 务 中 所 表 达 的 公 众 舆 论，对 国 家 权 力 与 国 家 事 务 的 批 评 与 监 督，

展现了独立、自治的市民公共空间。

二、断裂：徽州旅沪同乡会的复兴与消亡

１９３２年 “一·二八”事变，日军登 陆 上 海，十 九 路 军 奋 起 迎 战，上 海 人 民 同 心 合 力 支 持。

当时 《申报》连续报道了徽宁同乡会等的爱国行动。２月４日，该会向旅沪同乡发布启事：“启

者沪变事起，我十九路军为国争存，奋勇杀敌，各界感于义愤，热诚犒师，我徽宁同乡会岂容

独后，兹经本会决议，自即日起，如有慰劳将士物品，无论银洋等项，可送新闸路鸿祥里本会

事务所代收转送；又本会为闸北战区，被难同乡为数不少，如有仓促逃难无处安身者可迳来本

会报告，以便代为介绍收容所安置，此启。”② 徽宁同乡会、皖同乡会分别向十九路军捐送慰劳

物品。２月９日，“徽宁旅沪同乡会，对于各界捐助慰劳前方将士物品，除曾登报代收转送外，

昨特自动捐助桅灯二百盏，派人送至真如十九路军司令部，并闻该会尚征有多数物品，不日拟

送前方，以实军用”。③ 徽宁同乡会还发动会员救助被难同乡回籍：“……又在战区逃出之被难同

乡，无力回籍者，本会已定有遣送办法，亦祈从速来会登记，好分别遣送回籍。惟各该救济赔

款孔殷，尚祈本外埠热心同乡慨解仁义踊跃输助，务希迳送新闸路鸿祥里一号，本会事务所自

当制奉收据，诸希公鉴。”④

十九路军主要将领，时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的戴戟⑤是安徽旌德 （属宁国府）人，徽宁同

乡引为骄傲。５月３日徽宁会馆举行宴会，“在该馆欢宴同乡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安徽建设厅长

程振钧、上海市土地局长金里仁 （金 局 长 因 病 未 到）。到 有 吴 荫 槐、余 阶 升、朱 智 仁、许 伯 龙、

李达字、许攸甫、程霖生、余朗溪、汪维英等一百余人。首推许伯龙致词，略谓：戴司令为国

御侮，劳苦功高，程厅长关怀家乡建 设，均 有 欢 迎 之 价 值。继 有 戴 司 令、程 厅 长 相 继 演 说，至

三时摄影，尽欢而散”。⑥

抗战期间，上海沦陷，徽州旅沪同乡会先后停止业务，拒绝登记，无一附逆顺敌，表现了

民族气节，商人也纷纷逃离上海避难。

抗战胜利后，各旅沪同乡会组织在断裂整整三年后，又恢复活动。徽宁旅沪同乡会为恢复

会务向上海市社会局递交呈文云：“本会同乡为不愿附逆顺敌，迫不得已经留沪常务委员召集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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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安徽绩溪旺川曹氏纂修宗谱广告》，《申报》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１０日，第１版。
《徽宁旅沪同乡会为代收慰劳前方将士物品并敬告避难同乡启事》，《申报》１９３２年２月４日，第４版。
《徽宁同乡捐助军用品》，《申报》１９３２年２月９日，第３版。
《徽宁旅沪同乡会为调查被害同乡征募救济捐款并遣送被难同乡回籍通告》，《申报》１９３２年３月７日，

第５版。

戴戟 （１８９５—１９７３），名光祖，字孝悃，安徽旌德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３期步科毕业。曾任皖南行

署主任、徽宁旅沪同乡会监事。１９３１年１２月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１９３２年１月参加淞沪抗战。
《徽宁会馆欢宴戴程》，《申报》１９３２年５月４日，第１０版。



急会议，议决自行宣布会务停顿。如今敌人无条件投降，国土收复，日月重光。本会为遵照政

府颁布复员命令，拟即在同孚路１０２弄６号会所原址恢复工作。理合备文呈请钧局核赐准予备

案，俾便展开工作，实为公便。”①

各县旅沪同乡会也相继向社会局递交重建同乡会的申请呈文，表达国土收复、日月重光后

的喜悦心情。战后，各地旅沪同乡会纷纷建立，前揭在上海社会局登记的１１９所同乡会中，有

９３所建立于１９４６—１９４８年间。② 商人们期待经济振兴、国家重建。得到社会局批准后，同乡会

按照规定举行理监事宣誓就职典礼，誓词称：

余恪遵国父遗嘱，奉行三民主义，服从法令，忠心努力于本职，如有 违 背，愿 受 最 严

厉之处分。

宣誓人：□□□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六月一日。③

第二次国内战争造成物资匮乏、通 货 膨 胀、物 价 飞 涨，社 会 经 济 严 重 混 乱，使 得 客 居 异 乡

者分外感受到生存的艰难，所以 “联络乡谊共谋同乡福利”更显重要。艰难时世，同乡会竭尽

所能地护侨、救乡。这里仅列举三个事例，以资说明。

１．旅沪商人争回被家乡乡长所占房子一案。

歙县旅沪同乡会会员、商人江永清在１９４８年６月３日给该同乡会会长方炜平去信，申诉其

在家乡的住房被乡长韩信挥占用，要求同乡会为其主持公道，出具公函给县政府，令乡长迅即

迁出。为了保护同乡的利益不受侵害，经过理事会的讨论，该同乡会于５天后即给歙县县政府

发去信函，称：

函歙县县政府：民国三十七年六月八日拟稿

案据本会会员江永清函称：“江永清原籍歙县金滩，即今之安定乡舟川保，因在外经商

有年，里中遗有住屋一所，现被本乡乡长韩信挥未经本人同意强行占据居住。永清曾一再

托友请其迁让，该乡长竟置之不理。而 永 清 刻 欲 为 小 儿 完 婚，该 屋 亟 须 自 用。素 闻 贵 会 本

为桑梓主持公道。为特函将县府 会 饬 该 乡 长 韩 信 挥 迅 即 迁 让，以 资 自 用”等 情。据 此，查

公务员不得占用民房，法所规定，该乡长未征得业主之同意，而强行占据，已属不当。复

经一再催促迁让，仍然置若罔闻，于情 于 理 均 似 未 合。根 据 前 情 理 应 具 函 陈 请 钧 长，赐 予

令饬该乡长韩信挥即日迁出，以重权益，是所企诸。

此致歙县县长王理事长方

同乡会在家乡享有崇高威望，这不仅在于经常捐助家乡的各项事业，还在于不受家乡政府

约束，可对其进行监督，乃至上告省府和中央。因此他们发出的公共舆论受到地方政府高度重

视。同乡会在信中理直气壮地指出：“公务员不得占用民房，法所规定！”要求县长 “赐予令饬

该乡长韩信挥即日迁出”。７月２７日歙县县长王绍沂回电说：“兹据该公所呈：以该屋主眷属均

在申经商，居住家仅老妇一人，并经向其洽租住用。如屋主需要时，当可随时迁让，并立租约，

照章纳税，不敢稍有计较等情，相应据情转请查照为荷。”④ 最终，江永清收回住房。

２．五个徽州旅沪同乡会联名发出救乡电文。

１９４９年解放前夕，国民党强化了征兵、征粮。其时，徽州农村实行一甲二兵，即十户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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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宁十二县旅沪同乡会本届会员代表候选人名单》，１９４９年４月，上海社会局档案，Ｑ６—５—９６４—７８。

参见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第４８页。
《徽宁十二县旅沪同乡会宣誓誓词》，１９４７年６月，上海社会局档案，Ｑ６—５—９６４—５３。
《歙县县政府来函为据安定公所呈以租用贵会会员江永清房屋情形由》，１９４８年７月２７日，旅沪同乡会

档案，Ｑ１１７—２７—１７—１２。



二名。一时民怨四起。３月４日，歙县、休宁、婺源、黟县、绩溪五家旅沪同乡会联名向代总统

李宗仁和行政院、国防部、立法院、皖省府发出呼吁废除征兵、征粮电文：

总统、行政院、国防部、立法院、安徽省政府钧鉴：

征兵制度所以使通国皆兵，现代英国政治学权威赖斯基 Ｈ．ｇ．Ｒａｓｋｉ，① 即谓征兵制谓招

致全世界猜忌不安之因素，而有不如募兵制之说，是在乎当时期办理征兵是否允当，已不

得谓非尚待检讨之问题。吾国在抵抗日敌时实行征兵，办理伊始，即因经办人极端荒谬而

丧失人民之信任 （其时皖接兵部队有断绝新兵衣食为勤赎之方者，致新兵死亡枕藉，地方

士绅控告有案）。人民以应征为戒，致所征者无一非以重资购代应之游民，此辈本无作战捍

国之意识，视如营业，伺机即逃，逃出又图另售，国军士气不振，此未始非原因 之 一，而

现在每人所需不下粮百石，是征兵一名即不啻破中人数家之产，政府方议停兵减额，而必

欲使人民普遍破产以供应无用之游民，自召深刻之民怨，事之矛盾宁有甚于此者。闻皖南

现议一甲二兵，人民益岌岌不可终日，本会等心所谓危难，安能缄然，是用披沥实情，仰

祈迅颁明令，彻底停止征兵以苏民 困，而 挽 人 心，并 藉 此 昭 示 共 军 以 谋 和 之 诚 意，若 虑 异

日抵御外侮，征兵制度终不可废，似不 妨 先 以 普 遍 军 训 为 准 备，一 有 必 要 时，按 籍 征 集 当

属轻而易举，至征粮亦为扰民粃政，均 在 枢 府 洞 鉴 之 中，现 虽 议 化 归 地 方，人 民 因 难 邀 实

惠，应请一并明令停征，稻粮仍照战前 折 征 办 法。赋 额 亦 易 于 征 集，田 粮 处 收 的 国 币 可 随

时向市间购取实物，无取以人民为 诛 求 对 象 也，以 上 二 事 人 民 痛 苦，若 处 倒 悬，乞 立 赐 鉴

核施行不胜。②

电文反映的公众舆论及对国家权力与国家事务的批评与监督，表达了独立、自治的市民精

神。４月５日，立法院给歙县旅沪同乡会复函，表示已将电 文 转 送 国 防 委 员 会 和 粮 政 委 员 会 参

考。而此时距上海解放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３．跨越解放前后的章氏家族家产纠纷案。

有关这场家产争夺战共有１１件档案。③ 歙县商人章氏在上海、苏州经商，章氏过世后，遗

下妻子和两个女儿章志欣、章志英及儿子章光璧。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２３日章光璧的妻子章方淑娟向

歙县旅沪同乡会求助，在同乡会留下口述记录 《为氏夫姊章志欣囊括母族资财勾串方志农诬氏

为盗，泣陈事实务 请 主 持 公 道 以 伸 奇 冤 由》。该 口 述 称，公 公 一 生 经 商，留 下 动 产２５根 金 条、

１００枚金币，另有上海与苏州的不动产房子。由于章光璧是残疾人，又是章氏唯一的儿子，所以

婆婆在世时将金条１０根、金币９０枚以及上海南市房地产赠予章光璧夫妇及孙子，其余动产、不

动产则再由三个子女分配。１９４８年婆婆死后，发生家产纠纷案。姐姐章志欣不仅夺下存在金城

银行保管柜中的１３根金条 （其余２根已被她挪用）、１０枚金币及贵重首饰、不动产房地契据等

财物，且与男友方志农设计陷害章方淑娟。这一家产争夺案跨越徽州与上海两地，且涉案人都

已迁居上海等地，非徽州本土章氏族规所能制约和处理，章方淑娟只得求助于歙县旅沪同乡会

诸乡长。同乡会接受章方淑娟的诉求，迅速为之调处。１０月２８日章氏三姐弟 “订立和解草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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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斯基 （Ｈａｒｏｌｄ　Ｊ．Ｌａｓｋｉ，１８９３－１９５０），英国理论家，政治活动家。社会 民 主 主 义 和 政 治 多 元 主 义 的 重

要思想代表。著有 《主权问题研究》、《现代国家的权力》、《政治典范》、《国家的理论与实践》、《论当

代革命》等。Ｈ．ｇ．Ｒａｓｋｉ中之ｇ为Ｊ，Ｒ为Ｌ之误。
《为呼吁废除征兵征粮由》，１９４９年３月４日，旅沪同乡会档案，Ｑ１１７—２７—１４—１８。
《章氏家族家产纠纷案》，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２３日，旅沪同乡会档案，Ｑ１１７—２７—１６，以下有关这一事件的

引文均不另注。



案”。据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８日 同 乡 会 给 章 氏 三 姐 弟 的 信 函 以 及 同 时 发 给 章 氏 宗 族 等 有 关 人 士 章 南

园、① 章荫棠、章载功、② 章佩钦、江为棠、胡哲庭的信函可知，“查该项草约所议定各款大部

分已次第实行，惟苏、申二处之房地产迄未进行分析手续，□正式分析书也无法订立，窃此事

自去年延搁至今，时逾九月尚不能予以全部解决，虽事实上容有困难，究非不能解决之焦点”。

该信附有草约有关分析房产的条款：“（第六条）上海及苏州祖遗之房地产由光璧、志欣、志英

三人平均分析自行保管。其分析方法由章南园、章佩钦、章荫棠、江为棠、章载功诸先生负责

处理之，另加请胡哲庭先生在内。”“（第九条）根据前项之规定其不动产之分析由前列诸先生负

责公平分作三组，以抽阄方法言之，惟三方面皆同意既经抽阄后，任何人不得藉口不匀而反悔

之。”要求章氏三姐弟与调解人 “细讨论为此有关房地产之分析方法，请贵当事人与各位接洽，

以便随时参加提 供 意 见。一 俟 分 析 完 毕，并 于 予 以 同 意，再 由 本 会 另 订 日 期，邀 集 各 位 抽 阄，

兹订正或分析契约”。

章氏家产纠纷案跨越两个时代。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７日上海解放。８月５日章佩钦、章南园、章

载功给同乡会回复称，“兹因章志英君离沪赴港无法处理，须至章志英君莅沪方能进行”。同乡

会回函称：“不动产部分尚未搭配分析，该项单据仍存本会保管，本会以当前时局变迁，责任重

大”，“本会认为此事关系章氏遗产，责任重大，所有存会单据，当此时局，应重推章氏亲族代

为保管，方为妥善”。

从章光璧与章方淑娟１１月７日的来信可知，房产未能析分的原因是：“虽一度经章载功面告

已将房地产住宅搭配完竣，约期抽阄，成立分析契约，并谓章志英部分已洽妥，早由志英函委

胡哲庭全权代理签字。满以从此可以成立正式契约，不料隔日代理人又复藉词反悔。”仍是姐弟

之间的矛盾。所以章氏夫妇除了坚持请同乡会调处外，别无良方：“贵会为同乡福利计，既承接

受调处于前，不应延宕推卸于后，陷乡晚全家生活于不继，只有坐以待毙而已，惶恐布陈，不

尽缕述。”

１９５０年５月２２日章光璧给歙县旅沪同乡会理事长洪镇康去一信，说明因 “本市地产税业已

开征，根据通知限于本月二十三日缴纳，逾期照章处罚滞纳金，事出迫切”。但因为房产尚未析

分，“此次税款光璧个人殊难筹措，尚幸各租户房租已有二年余迄未收过，兹拟以该项租金收取

抵介税款，但此项房产为三人所共有，自应邀集三方共同收取”，请求同乡会催促章志欣、志英

分解房产。同乡会给在香港的章志英去函，“务希于函到后速即返沪解决此项问题，或由台端迳

委派全权代表，负责来申处理，以期早日确定产权，俾完手续”。６月１３日同乡会又给章志欣、

章志英致函，“今悉双方当事人均在本市，故特函达，请于六月底以前约定日期，（日期当由本

会派员前来约定）希双方当事人来会取回尚存的一部分契约，藉以了结，如逾期不理，本会当

不负任何责任，事关贵府权益，幸希从速解决，勿再延搁为荷”。但均未见回复。１２月２９日同

乡会又致章方淑娟 （一份）、章志欣章志英 （一份）函称： “兹因本会行将结束，不能再延，为

特函通知，请即约同双方当事人来会取回前存一部分的契约，以清手续，并盼另商。贵本家章

南园、章载功先生等为之调解，以求和平解决，而了悬案，永息争端，至为企盼！”这是有关章

氏家族家产纷争所存的最后一封信。虽然不知房产最后是什么时候析分完成的，但是同乡会耐

心调解的过程，充 分 显 示 出 其 护 侨、救 乡 的 功 能。从 这 个 案 例 可 知，同 乡 会 虽 为 地 缘 性 组 织，

但其功能实为宗族组织之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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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南园，歙县旅沪同乡会常务监事，汇源漆号经理。

章载功，歙县旅沪同乡会理事，长城纱布公司经理。



更重要的是，这一封信透露了１９５０年１２月 歙 县 旅 沪 同 乡 会 已 意 识 到： “本 会 行 将 结 束！”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１日歙县旅沪同乡会致函南市救火联合会：“查本会自去冬在复兴东路四三一号募

资建筑会所，专为旅沪同乡尽义 务、谋 福 利，并 无 丝 毫 ‘谋 利’性 质。日 常 开 支，亦 以 收 取 少

数会费为来源，常 有 绌 支 之 憾。关 于 贵 会 按 月 捐 费 一 函，拟 请 赐 予 豁 免，或 以 至 少 之 数 缴 纳，

是为感盼。”① ４月２６日南市救火联合会理事长杜月笙、常务理事毛子坚复函，表示 “因火政为

商民切身利害所关，无论住户商店工厂学校及各种公会包括营利及内容充裕支绌，皆以信仰火

政之关系，一致乐输，开办数十年以来，历史悠久，从未变更。当兹时局紧张之际，物价奇昂，

火政支出同时激增。更须仰赖各界热心人士尽量捐助。应请贵会顾念火政重要，仍以收据所载

速予捐助”。历史上一直以经费充足著称的歙县同乡会，连举办火政的少量捐资也要请求豁免，

可见其财政绌支之严重了。

解放后，歙县旅沪同乡会所做的最后一次救济是在１９４９年６月３０日。② 此次救助得到的捐

款仅１３９元，救助面也仅涉及上海 （８０元）、杭 州 （５１元）两 地。在 此 之 后，同 乡 会 已 完 全 没

有能力再承担起救乡的责任。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１日歙县旅沪同乡会发出紧要通函：

查近来有许多假借失业路过流浪同乡名义，且似有组织式的，向本会请求救济，并冒

称本会介绍，分至各同乡及同乡商 号 索 求 救 济 费 用，时 有 所 闻。按 其 求 索 之 技，系 采 用 两

面介绍方式，例如在个别同乡或同乡商号时称系本会介绍，在本会方面则称系某同乡或某

商号介绍，而实际上则并无此事，不过是不肖者捏造而已。

本会近以经济困难关系，对于救济同乡回原籍川资一事，已于本年五月廿日，经第十

三次理监事联席会议通过一律暂予停止在案。同时也顾到各同乡之麻烦，绝对不将尊址告

知，此后如遇上事情发生时，务希酌予拒绝，因为本会根本未曾介绍任何一个同乡向各处

要求资助，即系本会介绍，亦必有书面证明，否则即系冒名。本会兹为避免误会计，故特

为分函声明如右，尚希贵宝号贵同乡鉴誓。

歙县旅沪同乡会启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１日③

歙县旅沪同乡会还婉拒了一位大学生同乡资助学费的请求。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６日大夏大学学

生毕惠丰给歙县同乡会理事长去信，全文如下：④

镇康理事长先生赐鉴：

敬启者学生毕惠丰，皖歙县人，小地主家庭出身，于一九四七负笈本市私立大夏大学

政治系。家中全部地租收入除维持家庭生活费用外，差可负担私校各项费用。解放后封建

地租已不容存在，舍间经济情形每况愈下，家庭生活已无法维持，对于学生在沪各项费用

实已心余力竭，不 能 作 丝 毫 接 济。学 生 在 沪 亦 曾 多 方 设 法 欲 谋 工 作 机 会，俾 能 半 工 半 读，

完成学业。但以人浮于事，几经奔走终 归 无 效。本 期 开 学 时 以 经 济 来 源 断 绝，无 力 缴 费 注

册，但又不愿因此失学，乃商得校长欧 元 怀 先 生 之 同 意，准 予 先 行 登 记 上 课，将 来 清 缴 学

费后始追认学分。在校数月以来，利用课余时间担任民教工作，藉市教局所发生活津贴费

维持伙食，同学友好鉴于学生经济 困 难，稍 有 资 助。藉 此 曾 先 后 缴 纳 学 费 三 分 之 一，其 余

百五十折实单位，至今仍毫无办法 筹 措。兹 以 本 期 瞬 将 结 束，校 方 催 缴 欠 款 万 急，失 学 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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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南市救火联合会公函》，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１日，旅沪同乡会档案，Ｑ１１７—２７—１４—３１。
《１９４９年５月份救济同乡以资收支报告单》，１９４９年６月３０日，旅沪同乡会档案，Ｑ１１７—２７—２０—１０５。
《紧要通函》，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１日，旅沪同乡会档案，Ｑ１１７—２７—２０—１１８。
《〈大夏大学之生毕惠丰来 函〉为 请 求 资 助 学 费》，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９日，旅 沪 同 乡 会 档 案，Ｑ１１７—２７—

２０—１２０。



虞，特此具函请钧会本救济同乡、奖掖 后 进 之 一 贯 立 场，给 以 补 助，藉 能 清 缴 欠 费 完 成 学

业。日后果能为乡里克尽绵薄，则获益 者 岂 止 学 生 一 人 而 已。临 书 不 胜 待 命 之 至，专 此 敬

请公安。

学生毕惠丰上十二月二十六日

毕惠丰的信于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９日转交到同乡会，２８日同乡会开会讨论并函复如下：

迳复者：本月十九日由汪君孝文移来台函，曾于同月二十八日提交本会第十二次理监

事联席会议讨 论 如 下：毕 君 所 请，理 应 资 助，惟 本 会 经 济 困 顿 异 常，形 成 爱 莫 能 助 之 势，

并希毕君能参考国立大学以轻负担，而求深造。相应录案函复即希查照为荷。

此致毕惠丰先生歙会启

同乡会本以推进同乡的教育事业为己任，如前揭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２日 《歙县旅沪同乡会公函》

称：“查本会第五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关于本会主办商业补习学校一案决议各项于下：（一）决议

该校定名为歙县旅沪同乡会商业补习学校，其经费除学费收入外由本会福利委员会按期定量补

贴。”① 但是此刻，已经 “形成爱莫能助之势”。

关于解放后同乡会短暂的历史，至今尚缺乏研究。１９５０年８月４日，歙县旅沪同乡会在新

时代作第一次登记：

社会团体调查表上海１９５０．８．４
名称：歙县旅沪同乡会所在地：复兴东路４３１号

目的：以联络乡谊谋求公益为目的

事业：关于桑梓之慈善，旅 沪 儿 童 之 教 育 事 业，同 乡 之 救 济，会 员 事 务 提 供 之 调 解，

以及旅沪同乡受不法侵害时之援助，暨施药救灾等事项。

沿革：１９２２年春家乡山洪爆发成灾，旅沪同乡集会募济，次年事毕，众以赈济会改为

同乡会，成立后对于桑梓幸福，同乡福利，甚表关怀。遇灾救济，济困扶危，是本 会 之 任

务。适抗战军兴，沪江沦陷，同乡以不愿在伪政权下有所作为，无形之中乃告停顿，胜利

后，筹备复员，于１９４６年 “七 七”复 员，对 会 务 仍 本 已 往 之 慈 善 公 益 事 业 为 中 心。１９４８
年，广征同乡之意，集 资 兴 建 会 所 于 今 址。旅 沪 同 乡 会 本 着 关 心 桑 梓 之 公 益 慈 善 的 推 进，

今后更当在新民主主义之下为人民服务。

活动地区：本市与歙县两地区

业务范围：①桑梓之慈善事项②旅沪儿童教育之措施③失业同乡之救助④同乡受不法

侵害对之援助⑤施药⑥灾区之救济⑦会员事项之调解⑧便利同乡旅探回乡，集团运输⑨设

置礼堂与会所为同乡婚丧之用⑩其它有关同乡福利事业。

主要负责人：洪镇康：男，４５岁，歙县人，住金陵东路４２３弄１６号，纯粹商人，除加

入同乡会外别无其他社会活动，毫无政治派别关系。

组织情况：①会员大会②会员代表会③理事会④监事会⑤常务理监事会

职员数目：总会４１人，分会无。会员人数：１３０９人，分会无

经济状况：动产：棺员，棹榄不动产：二层楼房一幢

主要经济来源：会费，补助费

收支概况：收入会费，不敷开支时，由理监事会各个人量力出补助费，以补不足

解放后的活动情况是否向政府申请登记：解放后因未得政府之许可，故未作任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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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致本会业商补习学校各校董公函》，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２日，旅沪同乡会档案，Ｑ１１７—２７—１—５６。



仅办理家乡施药及集团运输，救济失业同乡回乡生产的川资等工作，并未向政府申请登记，

今后当遵守政府法令，在新民主主义政府领导下为人民服务。

填表人：杜树模①

这里表达了希望在新政权领导下，为新时代服务的愿望。比对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４日徽宁旅沪

同乡会在 《人民团体总登记表》② 登记内容，可见时代变迁之快及其爱国立场之一贯性。
《人民团体总登记表》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地址：中正路云南路口７１６号

民国三十年③二月十日因不愿向伪组织登记自动停止工作

现有会员三千余人

常务理事：①曹志功：浙江公立医药学校毕业曾任上海市党部商人部总干事上海纳税

华人会常委市商会秘书卫生署科长等职

②张益斋：上海市党 务 训 练 所 毕 业 曾 任 战 前 上 海 市 纳 税 华 人 会 市 民 联 合 会 执 行 委 员，

现任上海市卫生局接管员

③黄禹鼎：安徽省立中学毕业上海黄禹记申庄经理

④邵亦群：中医师执行中医业务

⑤吴苍民：安徽省立第二师范毕业前曾任上海市纳税华人会代表及万记典会计主任

本会经济来源：赖会员会费收入以作开支

办理事务：办理旅沪同乡一切慈善救济等福利事业

本会于民国十四年发起组织，十九年重行登记

１９５３年５月７日，“会务停顿，经济断绝，无法维持”④ 的歙县旅沪同乡会结束了３０年的

历史。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延续与断裂是历史进程必有的现 象。大 至 国 家 民 族，小 至 团 体 个 人，均 难 避 免。同 乡 会 作

为乡梓之外的地缘组织，是近代中国的重要研究对象，在当代社会依然发挥着功能与作用。通

过对徽州旅沪同乡会的考察，当可映现社会变迁中延续与断裂的某些规律性变化。

〔作者唐力行，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教授。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

（责任编辑：雷家琼　责任编审：李红岩）

·５６·

徽州旅沪同乡会与社会变迁 （１９２３—１９５３）

①
②
③

④

《社会团体调查表》，１９５０年８月４日，旅沪同乡会档案，Ｑ１１７—２７—１。
《人民团体总登记表》，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４日，上海社会局档案，Ｑ６—５—９６４。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公共租界的中区、西区。徽宁旅沪同乡会在中区，今天

的延安路与云南路交界处 （按表格上的地址）。所以，停止工作当在此后。此处资料的时间当有误，应

为民国三十一年 （１９４２）。后同。
《歙县旅沪同乡会在解放日报上 刊 登 宣 告 结 束 征 求 同 乡 意 见 书》，１９５３年５月４日，旅 沪 同 乡 会 档 案，

Ｑ１１７—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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