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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前  言 

会馆是旅居异地的同乡在寄籍地所设“聚乡人联情谊”的组织机构， 

其所建馆舍，主要供同乡寄寓或岁时聚会。明初专门设为科举士子赴京 

师会试之用，故称会馆。另有一种行馆，属于地方性的同行业组织，亦 

称公所、公会。因此，会馆大致可分为官绅士子会馆、工商会馆和移民 

会馆等多种类型。它既管理寓居同乡官员，又顾及同乡应试试子、工商 

阶层乃至一般移民，具有较强的社会功能。会馆这种基层社会组织，凝 

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映照了中国乡土社会“官民相得”的人 

文关怀，较之近代西方传入的商会组织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因而当今仍 

然在海外华人社会大量延播和发展，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软实力。 

有谓会馆可追溯至汉代的邸舍（郡邸）、唐代的集贤院，然而此等 

机构仅与会馆在形式上有共通之处。近代学者瞿兑之《湖广会馆志后记》 

云：“自明以来，遐陬日辟，贡举仕宦行商于辇毂之下者，苦于人海之 

浩瀚，情意之难通，相率买屋宣南，以为乡人税驾问津之所。”可谓道 

出了会馆的性质及其产生的真正缘由。明代以后，因应社会变迁而起的 

各种变革应运而生。会馆的大量涌现，与科举制度的全面铺开，商品经 

济的纵深发展，人口迁移的更大规模展开息息相关。明代以前，这些社 

会变迁因素虽有所显现，但不甚明显，或只是初见端倪。明代以后，商 

品经济较前取得了更充分的发展，长途贸易将商人在客地所遭遇的诸多 

不适应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远离家乡的客商对同乡性的社群组织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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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热切的期求。较商人更早走出家乡的是参加科举、应征从军的一群人， 

唐代的边塞诗中将思乡情绪作了畅快的表达。明代，科举制度进入定制 

化、常态化的时期，不断培养出更多的易籍为官者，他们的汇聚足以彰 

显地方文化的实力。明清时期，移民浪潮出现了经常化、规模化、经济 

性的特点，不同籍贯的移民自然容易产生人以群分的效应，沿海区域的 

人们有的受商业贸易的牵引，有的则因为“海禁”政策的影响滞留海外， 

成为较早一批的华侨。于是，明清会馆不仅出现在京师省城，而且广布 

于山陬海澨、天涯海角。会馆里活跃的人物，不仅有官员、试子，而且 

有商人、一般性移垦者。会馆不仅在大都市广泛分布，而且在新兴的乡 

镇乃至海外各地均多有出现。 

从会馆管窥中国社会，无疑是一个绝佳的视角。政治激进者们往往 

以对过往的否定来迎接新生的东西，而会馆则更倾向于在传承中更新， 

保持社会进步的渐进性，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会馆的基本功能在于“祀 

神、合乐、义举、公约”，实际上具备了社会自治的效果。传统的里甲、 

保甲、乡党式管理模式难以管理这庞大的流动人群，会馆却可以独展其 

长，经济而有效。会馆往往能融合寓居客地同乡中的官、绅、商等各个 

阶层，彼此调动各自的资源，形成互补的局面，有效地实现内部的自我 

整合、与外部世界的整合乃至中外文化的整合。可以说，会馆组织使民 

间智慧在复杂的社会变迁面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对社会管理的积极 

意义是显著的。 

从会馆认识地方文化，不失为一可取途径。由于会馆对社会管理的 

效果是积极的，因而逐渐由民间自发产生发展到获得政府的默许、认可 

乃至保护，会馆由此成为地域文化的展示物，甚或发射器。随着社会变 

迁的革故鼎新，会馆的社会功能还有所延伸。到近代，会馆的社会治安 

功能进一步彰显。会馆在消除黄赌毒、杜绝民间私藏枪支、禁止罪犯藏 

匿等方面都有所作为。有的会馆还汇集资金，为政府的应急军需提供实 

质性的帮助。这些都反映了会馆顺应时势的内在品格。 

会馆的思想倾向是维护儒家的伦理纲常，对维护世道人心具有积极 

的意义。于是，就职在外的同乡官员亦积极跻身于会馆的建设、维护与 

发展过程之中，以此作为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 

会馆较之由西方引入的商会更多些人文关怀，更多些对人际关系、 

人生价值乃至社会价值的追问，因而它不仅像商会那样旨在制定商业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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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而且树立家乡的文化精神，彰显地方文化建设业绩，济助贫困的同 

乡人，参与乃至主持客居地的社会事业，给同乡人以自豪感、荣誉感和 

归属感。他们将家乡的英烈奉祀为神，无疑成了最强有力的粘合剂和凝 

聚器，同时为主流、优秀的价值观延存提供了基地。因此，即使是在商 

会移植进中国并大行其道之时，会馆的生命力并未削减。正如一位著名 

学者所说，20 世纪以来，各大城市中的近代商会组织纷纷建立，但旧式 

的会馆、公所仍然是城市工商业中的重要经济组织，它能把传统的地缘 

关系与现实的行业纽带融为一体，把旧式的人际关系与职业行规与近代 

的社会契约和民主意识结合起来，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 

中国城市经济功能结构的近代化过程，既有新旧事物间的矛盾冲突，也 

有它们之间互补共进的发展。传统因素直到   1949 年仍在城市经济中起 

着重要作用。1944 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强调， 

“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 

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 

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 

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 

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习近平同志在 

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最重 

要的一点，就是讲清楚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创造的博 

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里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 

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是中华民 

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重要精神支柱，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会馆正是植根于中国自己的文化土壤并不断因应世界大势而不断焕发生 

机和活力的“中国创造”。 

由此可见，会馆是中国传统社会变迁中颇具特色又不可或缺的社会 

中间组织，它标志着社会变迁的程度，映照了社会的演进，包容了官绅、 

商人及其他各阶层人们对社会变迁的适应，意味着在传统行政体系之外 

的自立自治精神与有序社会秩序的建立，从而在推进中国社会由传统走 

向现代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由于会馆曾被视为封建落后的东西，会馆财产被没收，会馆活动被 

取缔，连会馆文献亦多遭遇散落的命运，乃至直到当下各类商会已遍地 

开花之时，我们仍难以追溯其本土文化渊源，仍多视商会为舶来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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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的成就。我以为这是近代以来“文化自卑观”下的偏识，亟待 

得到根本性的纠正。为此，我们才能形成自我之信念，确立“制度自信、 

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才能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每个会馆均有自己起、盛、衰的节律，会馆志成为一窥会馆兴衰史 

的良好窗口。在中国历史上，国有国史，地有地志，家有家谱，因此， 

会馆志至少有与国史、方志、家谱一样保存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密码的意 

义。会馆志一般记录会馆的倡始、演进过程、运行机制、管理规约、捐 

输源流及其特点各异的社会功能，有的配有人物图像、土地、房屋产权 

四至图、建筑设置图等，有的则保存了会馆各个时期的契约文书，这既 

让读者便于窥见会馆兴衰的内在机理，亦可为当下社会组织建设提供参 

照，这对于挖掘和保存中国优秀的本土文化资源，借鉴和发扬传统乡土 

社会流动人口和行会社团管理的有效经验，同样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会馆志是堪与国史、地方志并驾齐驱的重要史料，是中国流寓社会 

自组织力的实录。明清时期在北京就有约四百所的会馆，以官绅试子会 

馆为主，上海亦有近四百所的会馆公所，以商人会馆为主。其他像苏州、 

南京、杭州、武汉、洛阳、开封、天津、广州、福州、厦门、潮州、贵阳、 

昆明、重庆、成都等地都数量不等地分布着会馆组织，有的村庄都能找 

到会馆的遗址。随着中国人移居海外，海外华人会馆广布于南洋各国， 

继而扩展至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等地，至今仍呈蓬勃发展之势。 

当我们漫步美国旧金山的街头，从林立的会馆中，我们能感受到浓郁的 

中华传统文化遗存，连美国总统奥巴马都喜欢到旧金山的中国食品店购 

买食品。若干外国政要已在不同场合对华人会馆在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 

文化、丰富当地文化内涵等方面的积极意义给与肯定。我们有理由相信， 

海外华人会馆具有与时俱进的不竭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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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宣南会馆群落 

北京宣南会馆群落 

——百年文脉 文化渊薮 

一、其时为周、其名为蓟 

地处北京旧城西南一隅的宣南，曾因为士人荟萃，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京师宣南文化，著名作家袁鹰曾感慨“赖有百年文气在，京城才觉重 

宣南”，而中国著名清史学家戴逸也由衷地赞叹宣南文化是“北京历史 

文化的精华”。“宣南”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地域概念，黄宗汉先生认为： 

“清代士人所称‘宣南’，泛指宣武门迤南一带，是一个相对模糊的地 

域概念。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特定地域的泛称，在清代士人诗词 

文集以及随笔、日记中多可见到，约定俗成，逐渐得到广泛认同。” 

宣南地域虽不大，可是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早在夏商时期，北京 

地区已经存在着蓟、燕等国家，蓟国及后来兼并蓟国的燕国，都定都于 

蓟城，蓟城即在今以天安门为中心的宣武区。此后，自秦汉一直到隋唐， 

蓟城之名虽屡经变化，可是城址却一直在今宣武区一带。到辽代时，辽 

国将幽州改为陪都，称燕京。金代贞元元年（1153），金朝统治者正式 

迁都燕京，改名中都。辽之燕京和金之中都，城址依旧在宣武区。到元 

代，北京正式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代正统王朝的帝都。元至元四年（1272）， 

在金中都城东北营造新城，称大都城，宣武区此时位于大都南郊。明清 

时期，仍以元大都为王朝首都，宣武区在外城西南一带。1995   年，宣武 

区政府为纪念北京建城 3040 年，在今广安门滨河公园内修建了一座“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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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纪念柱”，上面用篆书刻着“北京城区肇始于斯地，其时为周，其名 

为蓟”。 

明清时期，宣武、崇文一带为北京外城，并形成了商业聚集区和仕 

宦聚集区的分野。《旧京琐记》中记载：“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 

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 

富西贵之说。”商业聚集区和仕宦聚集区分野的形成，概因明代大运河 

终点码头从积水潭南移至北京城东南角外的大通桥一带，于是北京的前 

门和崇文门成为商贾辐辏之地，逐渐发展成为北京的商业中心。且清朝 

定都北京之后，实行满汉分城而居的政策，汉族除非得到许可，一律只 

能住在外城，汉族官宦之家及文人墨客也不例外。官宦士人多不愿与行 

商坐贾混同居住，于是多聚集在宣武门一带。 

二、斯文一脉 

宣南是有名的士乡，早在清朝初年，文人、学者便汇聚于此，更有 

不少学界泰斗宗师游学著述其间，百年的人文荟萃使得宣南地区形成了 

浓厚的人文气息，且斯文一脉，百年不绝。 

清顺治年间，“江左三大家”中的吴伟业、龚鼎孽以诗会友，相互 

酬唱，在北京留下了他们的鸿迹。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史学家谈迁不远 

千里来到北京，他在此搜集史料、潜心著述，留下了传世之作《国榷》。 

当谈迁正登高涉水，盘桓于断壁残垣之间时，另一位史学家孙承泽则在 

《研山堂》中默默耕耘，写下了专门记述北京历史的《春明梦余录》和《天 

府广记》。稍晚一点的顺治十六年（1659），被誉为“清学开山”的顾 

炎武，则牵着两头驼满书籍的骡子，漫游于北京各地，并不时去拜谒一 

下明十三陵，以寄托其故国哀思，他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也最终凝结为《昌 

平山水记》和《京东考古录》。 

康熙年间，为了延揽山林硕儒，于康熙十七年（1678）首设“博学 

鸿儒”特科，康熙十八年（1679），清朝又重开明史馆，一时饱学硕儒、 

学界宗师更是齐聚北京，其中便有史学大家万斯同和经学大师阎若璩、 

胡渭。万斯同师从一代学宗黄宗羲，是当时一流的史学家，他力辞博学 

鸿儒科之荐。后清廷重开明史馆，大学士徐元文延聘他供职明史馆，他 

以“不署衔、不受俸”“以布衣参史局”为条件，在北京修史十九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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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史》的撰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阎若璩、胡渭也数游京师。 

阎若璩康熙元年（1662）首次游历北京，康熙十八年（1679）应博学鸿 

词科不第，但是颇受时人的礼重。徐乾学、李天馥都将他奉为座上客， 

尤其是康熙皇帝四子胤禛对其“呼先生而不名”“相待甚厚，逾于宾友”。 

阎若璩去世后，胤禛又“遣官经济其丧”，并“亲制挽联四章以悼之”。 

另一位经学大师胡渭，15 岁进京师太学，后从徐乾学修《一统志》。康 

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南巡，胡渭献《平成颂》，被召至南书房值庐。 

乾隆时期，乾嘉学派开始形成，汉学“吴派”“皖派”齐聚北京， 

极盛一时，使得北京成为全国学术中心。乾隆初年，吴派领袖惠栋治学 

于北京，被人誉为“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灿然复章”，大 

有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的意味。后王鸣盛从惠栋问学，终成一代史学 

大家，为后世留下《十七史商榷》。吴派的另一位著名学者钱大昕也曾 

治学于北京，他自乾隆十六年（1751）至四十年（1775），前后在京 

二十余年，被誉为“自开国以来，蔚为一代儒宗”，他学识广博，清史 

列传称他“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经史 

之外，如唐、宋、元、明诗文集、小说、笔记，自秦、汉及宋、元金石 

文字、皇朝典章制度，满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习尽工”。他 

的《二十二史考异》对后世影响极大。正当吴派在经、史领域开辟新的 

学术土地时，以戴震为首的皖派也应声而起，一时间形成“吴皖争流” 

的壮观景象。戴震早年问学于著名学者江永，乾隆二十年（1755），戴 

震因为躲避仇人，在北京“困于逆旅，人皆以狂生目之，几不能供饍粥”， 

但是勤学不辍。后来与纪昀、朱筠、钱大昕、王鸣盛等交游，声震京师。 

他曾参与编修四库全书，且在经籍、音韵、名物制度、古天文地理方面 

都做出重大的学术贡献。 

在京游学著述的硕儒宗师中就有不少人是寓居于宣南，文士学者的 

荟萃也使得古老的宣南成为学术渊薮，因百年文气而名重京华。 

顺治年间诗坛宗匠龚鼎孽、吴伟业寓居于宣武门左，他们在此，结 

纳海内文士，不少诗人慕名而来。因寓居宣武的吴伟业、曹溶、霍达， 

熟识明代掌故，且藏书丰富，史学家谈迁与他们过从甚密，或“借旧邸 

报若干、悉携以归”，或“以《国榷》近本就正”，有时还“饭于吴太 

史（吴伟业）所”。在宣武门外琉璃厂西南，坐落着享誉全国的“孙公园”， 

孙承泽寓居、著述于此。而从琉璃厂西门外穿过南、北柳巷，有一条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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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寺街，清初著名戏曲家孔尚任在此写就了传世之作《桃花扇》。这条 

街里还坐落着古藤书屋，中和殿大学士金之俊寓居于此。康熙二十三年 

（1684），一代著名学者朱彝尊由皇城搬到这里，正是在这座古屋中， 

朱彝尊秉烛夜书，呕心沥血，完成了《日下旧闻》。与此同时，王崇简、 

查慎行、李渔、王士祯、毛奇龄都曾寓居活动于宣南一带，在此留下了 

他们的足迹。 

宣南的百年文脉一直延续到  19世纪前半叶和晚清时期。清末思想 

家和文学家龚自珍（1792—1841）曾在宣南上斜街居住，他在上斜街的 

宅邸前为住宅，后为花园，静雅清幽，此宅后来成为北京番禺会馆。龚 

自珍还在下斜街一带居住过，他曾写诗怀念道：“难忘槐市街南宅，小 

疏群芳稿一车。”龚自珍是清末进步思想家，他对清末腐朽的政局提出 

了尖锐的批评，并提出“更法”“改图”等主张。他还研究边疆民族地 

理，撰《蒙古图志》等，并支持林则徐禁烟，主张积极抵抗列强的侵略。 

龚自珍还是清末诗歌革新的先驱，他认为诗“曰圣之时，以有用为主”， 

一洗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 

第一流”。龚自珍之后，晚清最杰出的诗人黄遵宪也曾居住在宣南香炉 

营的广东嘉应会馆。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人举起 

了“诗界革命”的大旗，反对长期笼罩在诗坛上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 

思潮。“诗界革命”虽是梁启超等首倡，但真正以作品反映出诗歌变革 

趋向，并获得创作成功的却是黄遵宪。黄遵宪的诗歌不仅将世界奇异风 

物和新的文化思想融入自己的诗歌，而且没有牺牲诗歌的艺术品质，因 

而他也被梁启超誉为“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 20世纪诗界中”，成为“诗 

界革命”的旗帜。 

清末的宣南不仅生活着中国最杰出的诗人，还有着著名的学者。 

光绪八年（1882），康有为第一次进京，入住宣武区米市胡同内的 

南海会馆，以后他数次进京都住在这里，南海会馆成为他维新变法的起 

点。为了鼓吹变法，他完成《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成为今 

文经学的殿军。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中国著名的法学家沈家本入京，居住在宣 

南金井胡同。沈家本在寓所修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藏书楼，名曰“沈碧 

楼”，里面藏书五万余卷。1910 年，沈家本被保守派攻击离职之后埋头 

著述，曾有诗云：“与世无争许自由，蠖居安稳阅春秋；小楼得书数千卷， 



  

 

·5· 北京宣南会馆群落 

闲里光阴相对酬。”并最终将其编成《沈碧楼丛书》12  种。沈家本是中 

国传统法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主持制订了《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大 

清新刑律草案》《大清现行刑律》等。与此同时，沈家本又精通西方法 

律和法学，并将其引入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律的制定之中，他主张司法独立、 

公开审判、律师辩护和陪审团制度，成为中国现代法学开风气的大师。 

进入民国之后，宣南的文化氛围更是浓厚，这里不仅活跃着众多的 

新文化运动健将，而且是众多报纸杂志馆所的所在地；与此同时，中华 

民国的戏曲大师们也多寓居于此，并在此献艺、授徒教学，而民国初年 

的众多画家们则在此成立“宣南画社”。 

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锐意进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积极延揽各色学者进入北大从事教学研究， 

使北大一时成为中国文化重镇。1917  年，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 

学长，北上的陈独秀落户东安门箭杆胡同，并常常在宣南安庆会馆居住， 

他还以徽籍身份在安徽泾县会馆里与李大钊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 

陈独秀到北京后，还把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杂志迁入北京，《新青年》 

《每周评论》成为提倡民主与科学、倡导文学革命的重要阵地。1917 年， 

陈独秀与此时远在美国的胡适首倡“文学革命”，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 

的终结和新文学的开始，一时间宣南常常可以看到新文学拓荒者的身影。 

鲁迅曾在宣南绍兴会馆从事新文学的创作。在藤花馆里他创作了《狂 

人日记》《孔乙己》《药》等著名小说，还写下了《我之节烈观》《我 

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著名杂文。当鲁迅住在绍兴会馆时，新文化运动 

的同仁如钱玄同、刘半农等常常来此聊天、交流。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来 

北京后，也在绍兴会馆里与鲁迅切夜长谈，不由让人想起苏轼、苏辙兄 

弟北窗对谈的温馨。蔡元培也曾到此看望过周氏兄弟，留下了可贵的相 

知之谊。 

1919 年和 1920 年，两个怀揣着到北京大学求学美梦的年轻人先后 

住进了宣南的潜山会馆和酉西会馆，他们就是后来的文学大家张恨水和 

沈从文。张恨水和沈从文一先一后从家乡多少有些落魄地赶到北京，由 

于根本没钱进大学，而且要为基本的生存奔忙，他们只能去北大旁听或 

在工作之余自学，但他们都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梦。正是在酉西会馆， 

沈从文开始了他向文学的进军，而张恨水则在潜山会馆创作了《春明外 

史》《金粉世家》等著名小说，成为中国通俗文学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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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鲁迅等作家在新文学王国里开疆拓土时，住在宣南芝麻街的林 

纾则正用优美的古文翻译着外国文学名著。林纾不懂外文而成为翻译大 

家，在中国可谓仅此一人。林纾古文为时人推重，他也自视甚高，称“六百 

年中，震川（归有光）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林纾翻译先由人口译，然 

后再根据口译写成古典中文，他的翻译不仅文笔优美，而且翻译时文思 

敏捷，据说往往口译者的话音刚落，他的译文就已写成，被人赞为“耳 

受手追，声落笔止”。林纾就是用这种堪称奇特的翻译法翻译了一百多 

部欧美文学作品，其中《巴黎茶花女逸事》《黑奴吁天录》尤其著名， 

有“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肠”的美誉。 

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北京的报纸杂志也繁盛 

一时，全国近九分之一的报纸和通讯社落户北京，其中《每周评论》《京 

报》《社会日报》《晨报》等著名的报纸杂志的馆址就在宣南。这里还 

聚集了像李大钊、陈独秀、邵飘萍、林白水、张恨水、成舍我等民国时 

期的著名报纸创办者。 

民国的宣南不仅是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报业杂志的天堂，还是戏曲、 

绘画等艺术的圣殿。早在清初，孔尚任就在宣南海北巷里创作了中国著 

名古典戏剧《桃花扇》。民国时期，享誉大江南北，与杨小楼、梅兰芳 

并列为京剧“三大贤”的余叔岩就住在宣南椿树上头条。“四大名旦” 

中的荀慧生、尚小云也寓居、授徒于宣南椿树诸胡同，而李万春、张君 

秋则分别居住在宣南北大吉巷和后兵马街一带。民国初年，宣南还建有 

闻名全国的《宣南画社》。1915  年，居住在宣南骡马市大街西砖胡同的 

余绍宋与司法部的同仁林宰平、梁和钧、胡子贤、杨劲苏、孟莼荪、刘 

崧生、余戟门、蒲伯英等十余人，邀请江南名画家汤定之指导，组织成 

立了“宣南画社”。后来陈师曾、梁启超、金城、林纾、萧俊贤、陈半 

丁、沈尹默等也相继参加了画社活动，有的定时，有的不定时，每次聚 

会最多时达二三十人。陈师曾、姚华被尊为“领袖”，金城则被奉为“广 

大教主”。宣南画社对于促成北京画坛形成有着直接的贡献。 

历史悠久的宣南不仅是清代前中期的士乡、晚清学术的结穴，进入 

民国时期，更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和新文学、新艺术的摇篮。百年 

的人文荟萃形成了“斯文一脉”，并绵延不绝。浓厚的文化氛围，使得 

栖身其中的众多会馆和人们濡染着、吸收着中国传统、现代文化的精华， 

并创造出优秀的文化。宣南的百年文脉，创造了宣南会馆这一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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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渊薮。 

三、北京宣南的士人会馆及其近代转型 

会馆是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 

管所，供同乡同行业集会、寄寓之用。（《辞海》）会馆兴起于明代的京师， 

明代初期至中期，是会馆的初始阶段，其特征主要是官绅阶层的聚乐场 

所。清代以后，会馆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各类会馆遍布全国各大都市和 

城镇，会馆发展进入它的鼎盛时期。与此同时，会馆功能也逐渐分化与 

明确，形成了为士人服务为主的试馆和为商人服务为主的商业会馆。 

北京作为中国明清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成为辐辏之地，来自全 

国各地士人、商人及各色人等如百川归海般涌入北京。但是，这些人口 

多为流动人口，仅在北京做或长或短的停留，为了解决自己的寄寓问题， 

在各省、府和县的绅商的领导下，北京建起了各色会馆几百所。在北京 

的大量会馆中，士人会馆占据着绝大部分。据吕作燮先生的统计，清代 

北京有会馆 387座，其中为同乡寓京人士而设的占  92%，为同乡商帮而 

设的占 6%，行业性的仅占 2%。北京大量士人会馆的产生是与科举制度 

密不可分的。中国明清时期实行科举制，每逢丑、辰、未、戌年春天在 

北京举行会试，称“春闱”。因而每逢会试之时，数千甚至上万举人进 

入北京应考，很多考生甚至提前到来，寓居北京进行攻读备考。1898  年， 

梁启超曾这样描绘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的情形：“邑聚数百童生，擢数 

十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 

而拔数百人为进士。”士人会馆的基本功能，正是为这些参加会试的举 

人提供食宿攻读之所。道光六年（1826）《山阴会稽两邑会馆记》的作 

者这样写道：“明时乡贡士及庠士之优者，皆令居太学学舍，不能尽容， 

多馆于其乡在朝者之邸第，未闻立馆以萃试士者。自举人不逮太学，而 

乡贡额加广，于是朝官各辟一馆，以止居其乡人，始有省馆。既而扩以 

郡分，以邑筑室几遍都市。”乾隆十年（1745）《休宁会馆碑文》也写道：“京 

师为万方辐辏之地，风雨和会，车书翕至，飘缨纡组之士于焉云集景从， 

遇乡会试期，则鼓箧桥门，计偕南省，恒数千计，而投牒选部需次待除 

者，月乘岁积，于是寄庑僦舍，迁徙靡常，炊珠薪桂之叹，概伊昔已然矣。 

时则有室置宇，以招徕其乡人者，大或合省，小或郡邑，名之曰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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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会馆能为那些不远千里赶到北京参加科举考试，却又居无定所 

的学子提供一个安定的住所，士人会馆一般都定有极为严格的入住条件。 

士人会馆常常会明确规定拒绝接纳商人入住，即便是商人参与投资管理 

的会馆也不例外。如乾隆六年的歙县会馆《会馆公议条规》规定：“（会 

馆）创立之意，专为公车以及应试京兆而设，其贸易客商，自有行寓， 

不得于会馆居住以及停顿货物。”此外，士人会馆一般也规定，家眷不 

得与寄寓者一起居住于会馆之中。如歙县会馆《会馆公议条规》规定：“非 

乡试之年，房屋虽空，京官有家眷者，及凡有眷人，皆不得于会馆居住。” 

若遇到乡试之年，则参加考试的士子有优先入住权，如《泾县会馆新议 

馆规》规定：“其遇乡会试之年，如本邑应试人多，凡住馆者即当搬出， 

以重考试，如有占住迟疑不让者，公同辞出。” 

北京众多的士人会馆为进京参加考试的士子提供了便利，大量名垂 

史册的人物曾在北京宣南会馆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嘉庆十六年（1811），林则徐来北京参加会试，住在宣南一带会馆 

之中。光绪七年（1881），蔡元培进京参加会试，住在浙江绍兴会馆， 

后来他入掌北京大学，使之成为中国学术文化重镇和新文化的坚实阵地， 

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校长。戊戌维新的领袖们也活动在北京的会馆中。光 

绪八年（1882），康有为第一次进京，入住米市胡同内的南海会馆，以 

后他数次进京都住在这里。南海会馆成为他陈述改良中国思想的第一站， 

也成为轰轰烈烈的戊戌维新的思想中枢。康有为的弟弟，“戊戌六君 

子”之一的康广仁也住在南海会馆，并在此被晚清政府捕获。光绪二十 

年（1894），21 岁的梁启超入京，住在粉房琉璃街的新会邑馆中院的三 

间瓦房中，并给房间取名“饮冰室”，自号“饮冰室主人”，他在饮冰 

室写的文章风靡全国，对  20世纪前后的中国文风影响颇大。另一位为 

维新变法献出生命的志士谭嗣同入京后则住在浏阳会馆，他将自己所住 

的房屋命名为“莽苍苍斋”，并题写了一幅门联，上联是“家无儋石”， 

下联是“气雄万夫”。 

1905 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士人会馆失去了原来为进京士子服务 

的功能，原来入住条件的限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士人会馆开始成为 

该籍所有旅京人士的栖息之地。学者、学子、新闻报业人士、革命团体、 

贩夫走卒都在此停留，或寓居创作求学、或办杂志报刊、或从事革命活动、 

或引浆贩卖，可谓成为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的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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