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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乡绅，是指当年农村社会里宗族元老、较有文化的财主、退

休回籍的官吏。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而又在民之

上。在“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的传统社会中，

乡绅是介于官员与民众之间的特殊群体。尤其在近代中国社会

中，乡绅阶层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阶层，既关乎社会治理，又

关乎公益和慈善之事的操办，更关乎道德和地方文化。

上海地区的乡绅，为数众多，与外地有所不同。清代晚期，

生活在浦东陈行镇上的秦荣光、秦锡田，是“上海县城隍”秦裕

伯家族后裔的杰出代表，在上海地区颇具影响。

他们既有挣不脱的功名之心，挥不去的科举情结，又饱受

仕进之路的艰辛，“社会良心”的恪守，以及生存困境中的无奈。

但他们坚持“独善其身，兼济天下”，在急剧变革的清末民初之

际成为上海地方精英。 

他们经历了辛亥前后60年的疾风骤雨，为自己的理想和地

方公益奋斗不懈，对浦东乃至上海地区的社会变革和地方建设

的贡献卓著，其影响深远，至今被乡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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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勤于笔耕，勇于思考，为近现代“浦东学派”奠定基

石，并留下了相当丰富的乡邦文献。在清末，秦荣光就能视教育

改用新法为救时良药，秦锡田善以“切实致用”为其兴学宗旨，

领时代风气之先。

秦荣光总结其一生经验时说：“学贵实践，不尚空言。”秦

锡田也说：“近世士大夫高谈性命，戈取功名，甚至侈称四万万

同胞，而兄弟手足视为陌路，见小利且下石焉。呜呼，大言不惭

之也难，空言曷足贵。”

中国古代士人以“立德、立言、立功”为最高准则。立德指

做人，立功指做事，立言指做学问，强调做人最为重要。居乡为

绅，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秦荣光具有强烈的

士人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认为：“夫士大夫者，一方之表率也，自

私自利之念不可有，畏劳畏怨之见不可存。”在他为友人撰写的

墓志铭中，阐述了其对“绅士”的理解：“一县之治，勿全系于知

县一人，而知县一人，虽甚聪明，见闻有限，更或来自远省，言语

不通，风俗亦别，一切县治中利弊益茫然矣。此古今贤令尹端

赖有贤绅士焉。单父鸣琴之治，取资父事，武城弦歌之化，收效

得人。盖绅士者，上近于官，下与民亲，绅士贤则造福桑梓焉较

易；绅士不肖，其害贻父老子弟也亦深。”

面对时局动荡、政治腐败，秦荣光之辈无回天之力。而他

们从清末所发布的关于地方自治的法令入手，致力于地方的各

项改革，尤其是在地方维权、修路铺桥、兴修水利、创办学堂、社

会治安诸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成效。秦锡田之辈还走出乡

村，闯荡上海滩，为上海地方公共管理事业效力，成为一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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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尽管无论自愿或被迫，所有人、所有事都被时代裹挟着前

行，变革也在妥协或反抗中前行，但他们造福乡里、教化民众、改

良社会的业绩已载入史册，令人难忘。

今天，我们研究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对于后人了

解历史、启迪人生都是极有意义的。

当年，乡绅是中央政令下达到地方每一角落、每一乡村的

中介要素。而当朝廷政令不合时宜时，乡绅也会发出反对的声

音。在他们主持下的地方自治，曾闪耀出新时代的光芒。因此，

拥有权力和财富、植根于土地的乡绅阶层，实现着以家庭为单位

的社会成员与国家的连接。在官方眼中，他们是值得信赖的替

代治理者；在老百姓眼里，他们是有本领、有资源、有权威的能

人。他们搭建起官方与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在帮助官方治理

乡村的同时，也作为乡村利益的代言人同官方抗衡，对内维系宗

族礼法，处理公共事务。“乡绅社会”的治理方式未必符合现代

法治理念，但应该承认，在很多时候可显示其特殊功能，效率很

高而成本较低。

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良好的社会机制，谋求国家与民族

的发展与繁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乡绅所发挥的

积极作用是不该被忽视的；即便在现代法治社会，参照“乡绅时

代”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也有一定的必要性。近年来，某些

地区又有“红色乡绅”、“新乡绅”的叫法，其定义大同小异。更

有人提出，“乡绅精神”或可重塑。

无论如何，上海乡绅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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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同榜”匾（今存上海市闵行区博物馆）

秦良颢、秦裕伯墓碑拓片（墓碑今存上海市闵行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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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公后裔“兄弟同榜”

清光绪十九年（1893）农历九月下旬的一天，上海浦东陈行

镇东街上张灯结彩，喜乐荡漾，秦氏宅院养真堂内外，更是笑声

飞扬。

52岁的秦荣光一向“温恭廉慎，端重寡言”，今日却春风满

面，笑口常开。特意在沿街仪门口设下报喜厅——九月十九日

癸巳恩科乡试放榜，他的两个儿子竟然一起考中举人，从此可被

乡人尊称为“老爷”了。

秦荣光（1841~1904），初名载瞻，字炳如，号月汀，道光

二十一年六月十七日（1841年8月3日）生于陈行镇。父亲秦

诵莪，字念生，号蓼园，太学生，38岁时才喜获爱子，因此呵护有

加。秦荣光13岁时，父亲特请家住塘口的孙海来家授课。孙

海（1791~1862），字古香，诸生，写诗作文出手快又好读，十分

器重秦荣光，时常拿出些旧稿一起推敲分析。而年幼的秦荣光

竟敢对老师旧作直接指出疵点，令孙海大为赞叹，称他日后必

有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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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荣光15岁时，被送到周浦镇上张兆熙家中就读。张兆

熙，字占泰，自号惠箊老人。咸丰六年（1856）为岁贡生，是道光

十三年（1833）岁贡生姚炜琛（字宝南，号守潜）的高足。他性

孝悌，曾囊助集资疏凿盐铁塘，并建跨河桥梁。他设馆授徒，硕

德博学，徒多成业，人称大师，颇具名望。

张兆熙对秦荣光管教甚严，令其天天潜心苦读，“足不入街

市”。17岁时，成为补县学生员。得到江苏督学李小湖（字联

琇）、松江知府袁芳瑛（字漱六）、上海知县黄芳（字荷汀）等的

青睐和指教。他好学不倦，有书必读，读书必批勘。认为“每读

一书，无论浅深，必有益我智慧者”。曾题诗自勉：“经济胥从学

问来，读书有用始奇才。”

秦荣光的勤奋，逐步得到回报。恩师张兆熙十分喜爱秦荣

光，特意将女儿张维静许配给他。

秦荣光18岁结婚。不久，就遭遇太平军兵事，天下大乱了

几年。

动乱之后江南恢复乡试，24岁的秦荣光就与同学结伴赴考。

29岁时，他又参加科试（乡试之前的预考），获得一等，补

增广生。

33岁时，科试由学使彭久余（字味之）主持，他应试获一等

第二名，补禀膳生。

34岁时，学使黄天龄（字锡三）主持岁试，他赴考又获一等

头名。

35岁时，他赴南京参加会试（省试）。归来之后，即患上

“饮症”（太阴虚所致为积饮），大病一场。待等病情稍有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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