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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修与汲县救荒公所

陈小凤
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

四川 南充

摘 要 」 年
,

豫北大旱
,

汲县及其周围数县逃荒的人很多
,

而 当局没有人 出面组织杭灾
。

李敏修等人当即发起成立

汲县救荒公所
,

并设立 了比较完备的组织机构 以领导杭灾
。

汲县救荒公所在查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救灾
,

设立
“

凿井
”

社和
“

振民
”

社等
。

这样
,

汲县不同层次的灾民施以 不同程度的救济
。

【关键词 」汲县 救荒 放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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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修
一 ,

名时灿
,

晚号暗斋
,

河南 旨
” 。

救荒公所设董事若干分任
“

调查
、

劝募
、

招待

汲县人
。

他是中州著名学者
、

教育家
、

文献研究专 事务
” ,

所长由董事会公推
,

文犊
、

会计职务也由董

家
。

年
,

豫北大旱
,

汲县及其周围数县逃荒的 事会公推数人担任
。

简章指明除了给二名门夫茶

人很多
,

而当局没有人出面组织救荒
。

李敏修约同 役酌给工资外
,

公所所有职员
“

一概义务不支薪

仁王锡彤
、

史同文
、

王荃溶等八人发起成立汲县救 水
” 。 「卿

荒公所
,

李敏修被公推为所长
,

领导抗灾
。

汲县救荒公所还设汲县灾区救济支会以保证

一
、

汲县救荒公所的成立 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
。

汲县灾区救济支会会长由

年
,

豫北大旱
,

即历史上的庚申之灾
。

李 支会会员公推产生 设监察员若干
,

由会员公推会

…份二
地方也

“

罗掘已穷
” , 「

应付于战争的统治当局根本 体和政府官员
,

为自己宣传灾情
,

比如
,

时任大总统

无暇顾及灾民的死活
。

为了自救
,

李敏修和汲县同 的徐世昌是汲县救荒公所的主要发起人王锡彤的

仁王锡彤
、

史同文
、

王荃溶等八人发起成立汲县救 朋友
,

汲县救荒公所因此得到了徐世昌
“

洋一千元
”

荒公所
,

李敏修被公推为所长
,

领导抗灾
。

的资助
。

随后
,

汲县先后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慈善

二
、

汲县救荒公所的组织与章程 团体如 北省急贩协会
、

华洋义贩会
、

卫辉基督教

汲县救荒公所在 《汲县救荒公所简章 》的第一 会
、

上海北方工贩会等
,

及个人的各种各样的贩济

条就开张名义 本公所
“

以集思广益救灾恤患为宗 物品
,

除了钱粮之外
,

还有御寒的棉衣
、

煤炭等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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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
。

此外
,

李敏修将捐助者的姓氏名称
、

捐助物

品的数量
、

捐赠物品的用途
、

所救灾民的数量
、

捐助

物品使用后的余量详细制成表格
,

这样不仅使各个

捐赠者的功德
“

生生世世永志
” , 「卿而且贩灾物资的

来与去明白无遗
,

为后人提供了依据和经验
。

四
、

汲县救荒公所的救灾措施

一 在查振的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贩灾

汲县共有四百个村庄
,

如果不区分地区受灾严

重与否
,

家境穷困或富裕与否
,

按统一标准来放贩
,

这样就使贩灾失去 了重点
,

使真正需要贩济的地区

和人民得不到有力的贩济
,

浪费了本来数量很少
,

千辛万苦筹措来的救灾物资
。

汲县救荒公所为了使有限的救灾物资真正散

发到需要贩济的地区和农民手中
,

派人深人汲县全

境四百个村庄进行了受灾情况的调查
,

并规定
“

查

振必须亲临各区
,

方可权衡轻重
” , 「

将受灾严重程

度分为
“

较重
”

和
“

次重
” ,

先后经过两次核查
,

得到

汲县受灾人 口为四五万之多的数字
。 「 。

此外为了

争分夺秒挽救处于生死线上的灾民
,

救荒公所激励

同仁查振时
“

牺牲数刻精神即可多救若干民命
”

汲县平耀局是由汲县官绅成立的
,

主要职责是

负责救灾粮食的采购并平价卖与灾民
,

以贩票作为

购粮的凭证
。

贩票分为三等 每户
“

大约八九口以

上
”

为甲等
“

四五 口以上
”

为乙等
“

四五 口以下
”

为

丙等
。 「

贩票由汲县救荒公所的调查员分发
。

汲

县救荒局调查员要认真调查家庭受灾情况
,

看其存

粮的多少
,

有无牲畜
, “

衣履被褥之完敝
,

身躯面色

之强弱
” ,

谨防以他家丁口 冒充本家丁 口
。

在平耀

局开耀的时候须本户人带着振票去领贩
,

如果
“

老

弱妇女
”

不能亲领
,

可让他人代领
,

贩票上要写明代

领人的姓名
。 「,〕

二 抚恤汲县受溃兵茶毒的地区

汲县此次有百余村除了受旱灾的苦害
,

还受到

了溃兵的茶毒
。

据调查
,

因溃兵的掠夺导致了
“

衣

物钱财牲畜损失估值六十余万元
” 。

救荒公所将受

兵灾地区的损失情况分为两种 一种为因溃兵的抢

掠而造成的损失 一种为百姓为了逃避兵灾而逃亡

造成的损失
。 「卿 对受兵灾地区进行的抚恤分两种

特别抚恤和普通抚恤
。

特别抚恤的贩款分发到受

兵灾地区严重的南北车站
、

山彪寨
、

河屯寨三地分

别得到五百元
,

四百元和四百五十元的抚恤金
,

在

这些地区抚恤金的分配分五等 三十元
,

二十元
,

十元
,

五元和三元
。

其余因兵灾造成的生命损失
,

每人抚恤三十元
,

房屋损失每间抚恤五元
,

每亩麦

苗损失抚恤三元
。

普通抚恤施行于溃兵经过的各

村
,

根据受灾情况
,

予以三元
、

两元
、

一元三等的抚

恤
。 「, “

三 贷钱法

李敏修
、

王锡彤等人认为
,

放贩只能解一时之

急
,

多施与无业游民
,

平 日有数十亩甚至百亩田地

的农民
,

在灾荒之年
,

不能得到贩济
,

就会卖牛卖

田
。

等到天降大雨
,

旱灾过去后
,

有地的农民就无

地可种
。

于是决定每户最多只能借贷二十元
,

并以

十亩地做抵押
,

设定的利息比较高
,

月息为三分
。

这样
,

非真正贫困的人就不会来贷款
,

同时也救助

了需要贩济的富农们
,

维持了他们的生机
。

四 开办
“

凿井
”

社和
“

振民
”

社

李敏修认识到给予钱粮物资只能缓解家乡人

民一时之灾
,

旱灾发生 的根本原因在于家乡没有发

达的水利系统
,

如果要从根源上抗击旱灾
,

就要兴

修水利
。

汲县全境
“

以土法凿井者
,

不过十分之

三
” ,

其余地区为沿山地带
, “

泉眼太深
” , “

黄河故

道
” ,

用土法凿井实属不易
。

于是
,

李敏修考虑用贩

灾余款开办
“

凿井
”

社
。 “

凿井
”

社
,

主要任务是贷款

资助群众以西洋凿井法开凿井渠
,

以抗御旱灾
,

发

展农业生产
,

借款在以后分期归还
。 「

李敏修认为有众多儿女的贫穷农家养育子女

很不容易
。

开办
“

振民
”

社
,

主持在受灾极重的地区

兴办贫困儿童学校
,

从有五个或三四个子女以上的

贫困家庭选出一二人人校
,

每个学校可容
“

约三十

人上下
” ,

选一些会粗浅文理和算术的人为老师
,

每

月每生给
“

粗粮数升至麦熟
”

停止供应
。 「卿

“

开办
“

振

民
”

社是不仅让穷苦农家儿童们免受饥饿之苦
,

而

且教授给他们知识
。

李敏修等人在家乡受旱灾的情况下
,

积极奔走

呼号
,

鼓动社会各界捐助救灾物资
,

以协助灾民度

过旱灾
。

虽属杯水车薪
,

但确有助于解决百姓燃眉

之急
,

拯救了不少百姓的生命
。

汲县救荒公所的组

织及救灾措施为我 国救灾制度的建设及后来的救

灾
、

减灾活动提供了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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