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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宋仁宗皇祜元年（1049年）的一个秋日，一位六十余岁的老人，慨然买下了位于苏
州吴县和长洲县的1000亩良田。这位老人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作为
朝廷命官，他此时正任杭州知州。他为何要跑到苏州来买田？买田又是要作什么用呢？ 原来，他买田
，不是为了自己享用，而是为了周济他的族人，使宗族中的孤寡贫弱者，都能够衣食无虞，老有所养
，幼有所依。可以说，在中国的慈善史上，范仲淹也是一位先驱人物。 《宋史》记载，范仲淹“好施
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义庄田地的地租用于赡养同宗族的贫穷成员。他给义庄订立章程，规
范族人的生活，宗人在经济上便有了长远的基本保障。他去世之后，他的二儿子宰相范纯仁、三儿子
尚书右丞范纯礼又续增规条，使义庄维持下去。 宋金战争中范氏义庄遭到了一些破坏，南宋时范之柔
对义庄又加以整顿，恢复了原有规模。后世范氏子孙也对义庄屡有捐助，如明末范允临捐助田地100亩
，清前期大同知府范瑶捐助田地1000亩。范氏义庄是中国慈善史上的典范，它是最早的家族义庄，更
重要的是它是我国史料记载的第一个非宗教性民间慈善组织。它还创造了一个奇迹，虽然朝代更迭，
历经战乱，但一直到清朝宣统年间义庄依然有田5300亩，且运作良好，共持续了800多年。 范仲淹本
人出身贫寒，读书时每日只能以粥果腹。富贵以后，他依然生活简朴，只有在宴请宾客时餐桌上才会
出现多种肉食。贫寒的出身使范仲淹对平民比较关注，他的改革方略也包含着“厚农桑”、“减徭役
”等降低社会底层贫穷程度的措施。范氏义庄是范仲淹及其后人以自身力量体恤族人，以家族纽带解
决一部分人的社会福利问题的尝试。抛开巩固宗族的目的之外，是对政府济贫政策的支持。 “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儒士的人生理想，家就是国，国就是家，治国以齐家为基础，范氏建立
义庄不仅是对家族的保护，也是以服务社会、减轻国家负担为目的的。因此，义庄也受到了政府的欢
迎、支持和保护。后来很多官员效仿这一做法。如神宗朝官至参知政事的潍州北海人吴奎，曾用钱二
千万，在家乡买田建义庄，周济的对象为宗族、亲戚、朋友中的贫乏者。到了南宋，创办义庄的就更
多了。 范氏义庄以大量田地为财产基础建立，田地由范氏子孙有能力者捐助，所有权移交给义庄，也
就是不再归任何特定人所有。这样，义庄有财产基础。义庄还有义庄管理条例和专门的管理人，独立
运作，具备了财团法人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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