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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代上海是公认的移民城市。与传统农业社会的移民不同，近代上海的移民有其独具特色之处。
近代上海的移民是在上海受到外力入侵，由传统中国商埠向现代化大都市转变的背景下迁沪谋生的。
与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移民迁移后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心理精神层面都不会有质的转变的情形不同，
在近代上海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现代化大机器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的城市文明都要求这些来自农
村的移民及其后代接受教育，提高素质，以实现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市民的转变。　　同乡组织在近代
上海的移民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乡组织是移居异地的同乡籍人士，以乡土地缘为纽带，在异
地自发设立的一种民间社会组织，它以会馆（公所）和同乡会命名，在移民社会中发挥着自我组织、
自我管理的功能。近代上海是同乡组织最多最强大的城市。在上海社会向近代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同
乡组织的结构和功能也逐渐向现代转变，开展移民教育成为他们的重要事业。作为移民自发设立的民
间社会组织，近代上海的同乡组织适应移民对教育的需求，以组织的力量兴学助教，不仅为移民子弟
兴办学校，还关注成人移民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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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上海同乡组织与移民教育》从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中的移民这一特殊群体的教育问题入手，选
取移民们自发设立的同乡组织所开展的移民教育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在展现近代以来同乡组织兴办上
海移民教育的历史、总结其办学特色的同时，对同乡组织这种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组织在近代上海的
移民教育中所发挥的作用、其办学所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均作了准确的评判和独到的分析，是一部具有
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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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珍　1976年生，内蒙古四子王旗人。1998年内蒙古师范大学本科毕业，2001年山西师范大学硕
士毕业，2008年华东师范大学博士毕业，获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山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主要从事教育史、教师教育与学前教育研究。参与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在《教育学报》、《
中国教师》、《外国中小学教育》、《山西师大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0多篇。其中《建国以来教
师道德标准的发展与反思——以“人类灵魂工程师”喻义在中国的变化为例》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
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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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第二章 近代上海的同乡组织第一节 近代上海同乡组织的发展历程一 会馆（公所）时期二 
会馆（公所）与同乡会并立时期第二节 近代上海同乡组织的会员制度、组织建构经济制度一 会员制
度二 组织建构三 经济制度第三章 近代上海同乡组织办学历程第一节 发轫和发展繁荣期一 发轫时期
（1898～1911年）二 发展繁荣时期（1911～1937年）第二节 艰难维持和重整旗鼓期一 艰难维持时期
（1937～1945年）二 重整旗鼓期（1945～1949年）第四章 近代上海同乡组织与移民子弟教育第一节 同
乡组织兴办移民子弟教育的实例分析一 办学的经费制度二 行政管理制度第二节 同乡组织与教育奖贷
学金制度一 教育奖贷学金制度的实施状况二 教育奖贷学金制度的实施结果及评价第三节 同乡组织兴
办移民子弟教育的特点分析一 热心服务同乡——办学不以营利为目的二 同乡组织办学力求做到专业
与规范三 办学具有灵活性第五章 近代上海同乡组织与成人移民教育第一节 同乡组织与成人移民的社
会教育一 会馆（公所）的社会教化作用二 同乡会兴办社会教育的状况第二节 同乡组织兴办成人移民
社会教育的特点一 会馆（公所）与同乡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承担了不同的成人社会教育责任二 举办
成人移民社会教育的主体数量明显减少三 社会教育贴近移民需要，形式多样，异彩纷呈四 订定有严
格的规章制度第六章 近代上海同乡组织兴办移民教育的反思与启示第一节 近代上海同乡组织办学的
成就一 同乡组织为满足近代上海移民的教育需求作出了贡献二 同乡组织办学成绩优异第二节 近代上
海同乡组织办学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一 近代上海同乡组织办学的特点分析二 近代上海同乡组织兴办
移民教育的问题及原因分析第三节 近代上海同乡组织兴办移民教育的启示一 当前城市化进程中解决
移民教育问题要重视移民自组织的力量二 当前的打工子弟学校自身要重视质量建设三 当前城市化进
程中的移民教育要兼顾儿童与成人余论本书的贡献与局限一 本书的贡献二 本书存在的不足之处附录
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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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同乡组织与移民教育》

章节摘录

　　“祀神、合乐、义举、公约”是人们对同乡组织早期形态“会馆（公所）”基本功能的概括。离
乡背井、只身在外的旅居者希望神祗能给予他们庇佑和保护，以找到精神寄托和心理安慰，并以共同
崇拜为纽带来增强他们之间的凝聚力，因此，神灵崇拜为会馆树立了集体象征，成为彼此联系的精神
纽带。“合乐”为流寓人士提供了聚会与娱乐的空间。人们会在节日期间“一堂谈笑，皆作乡音，雍
雍如也”，“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如同乡”。“义举”则不仅给死者提供暂厝、
归葬的条件，也为生者提供扶困济弱、调解纠纷、兴办教育等服务。“公约”则要求会员遵行规章制
度，维护集体利益，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　　随着时代的前进，移民需求的变化，同乡组织的
服务功能日渐广泛。对内从事丧葬公祭、疗病济贫、职业介绍、普及教育、调解纠纷等各项事务，对
外维护同乡和桑梓权益，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精心细致，服务周到。“团体中的每个成员都能从这
种同乡组织体系中获得好处”。①因此，它在移民社会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旅地人事的扰动和桑
梓社会的难局得其一言，莫不立即相安”②，扮演着“乡人保姆”的角色。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
说同乡组织是既以“家族为母体但又超越家族的一种社会组织”，它以乡土情感为纽带，以乡土神灵
（后发展为同乡哲人贤士）崇拜与景仰为精神支柱，通过组织的规章制度和为乡人提供各种可能的帮
助与便利，把乡人的情感、精神和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是一种自发性的、贴近移民生活的民间社会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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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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