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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30年代北平的养老救济实践
20 世纪 30年代袁 由于养老金和

退休制度尚未普遍建立尧战争
及灾害频繁袁 北平市老年贫民的流离失
所尧孤苦无依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遥如
果说以往对于老年贫民的社会救济带着

浓厚的野施惠冶野怜民冶色彩袁那么 20世纪
30年代的养老救济则开始具备一定的政
府责任意识遥 北平市社会局救济院与民
间力量发起的各种养老院所相辅相成袁
成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福利社会转型过

程中社会养老救济实践不可或缺的参与

主体遥 尽管由于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局
限袁 这一时期的养老救济事业还存在着
种种缺陷袁但其对维持社会秩序尧保障战
乱时的民生还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遥

官办救济院成立残老组

与此前主要以民间力量兴办的善堂

善会为主的救济设施构成相比，这一时期

由北平市政府主导的救济设施有所增多，

同时面向孤寡老人和残疾人等社会弱势

群体的救济设施也开始趋于制度化。

一尧残老组及其养老设施
1934年 6月 1日，经北平市政府批

准，由原第一救济院、第二救济院、妇女

救济院、第一习艺工厂、第二习艺工厂、

乞丐收容所等处改组成立北平市社会局

救济院，院址设于宣外教子胡同前第一

救济院旧址，由龚齐振任院长。其下设工

务股、事务股、营业股，统一管理北京社

会救助事务，成为北平市政府救济机关

正式建立的标志。1934年 8月颁布的《北
平市社会局救济院章程》规定了救济院

救济对象，即市内贫苦残老及无依之男

女儿童暨不愿为娼之妓女与被虐待之妇

孺等。同时，救济院将前乞丐收容所改为

残老组和感化组，“以原来之第一救济院

改为北平市社会局救济总所，附设收容

部，收容部下之感化、残老两组，仍设燕

翅楼乞丐收容所原址”，提出“其残老者

养之”，从而与其他救济机构得以区分开

来，管理开始趋于规范。

残老组收养的老人，或无子女家人，

或身体孱弱。为充实、方便老年人的生活，

救济院内设教室、工作室、游戏场、寝室、

食堂、浴室等生活设施。衣物上，收容老人

衣着以蔽体、保暖、整洁为主。凡收容者，

每年发给单、棉衣各一套，棉鞋、棉被各一

双（套），棉袜一双；食物层面，则以能适合

老年人咀嚼、果腹的清洁食物为主，并注

意个别的营养。早餐有小米粥，午、晚两餐

为玉米面窝头，佐以菜汤、咸菜。每周一、

三、五早餐为白面馒头，逢年节增肉食一

餐。患病者可以大米、白面调摄。与此同

时，除了涵盖衣和食的“养”，“医”也是老

年救济必不可少的要素。救济院设有养病

室，“每春夏两季，为全体收容人员预防白

喉、猩红热、霍乱等病注射，其有患重病及

传染者，分别送入市立、中央、协和、传染

等医院免费诊治”。此外，《北平市社会局

救济院章程》第二十一条规定，收容人死

亡，由院通知其家属备棺承领；其无家属

者，由院棺殓抬埋。“随时电知第一股，然

后由该股函请地方法院检察处派员检验，

发给执照，购备棺木，饬役掩埋于本院墓

地，树立石碣”。

二尧收养程序
查阅北京市档案馆现存资料可以发

现，孤苦无依的老年人经由“社会局票交

收容”“各区属函送”“慈善团体介绍”“自

投请求救济”“家属送请教养”五种渠道

才可以进入社会局救济院。在救济收容

程序上已具备了现代养老机构的特征和

功能。

从北京市档案馆查阅的老年救济申

请书及批复的公函件材料来看，1938年 1
月至 12月期间，被收容的老人主要以女
性为主，年龄分布最低者是 50岁，最长者
为 80岁。“自投请求救济”者由请投者自
行填写申请书，申请内容与实际情况相符

并由社会局派出巡官核验合格后才能入

救济院。例如，巡官杨永志奉派调查崔董

氏呈请赴救济院收养一案，“遵即赴西城

成方街西口外百子胡同五号系崔董氏之

内侄董乃温之家寄居，调查该氏确系年老

贫寒无力生活，情愿入院以求生活舖（铺）

保，亦核对相符理合呈报”。“各区属函送”

则由警察局发送公函致社会局转交救济

院，“内一区警察署函送關（关）田氏年老

訉无依请安置一案到局， 据该氏供称孤身

一人，仅有外孙女婿英姓住抽屉胡同曾供

给伊生活。现其停止供给无所依附，请安

置。”其他情形在此不再赘述。

三尧野教养并施袁老有所安冶的管理
方式

一方面，“救人救彻”这一救助理念

开始在政府行动中得到一定贯彻而非局

限于以往单纯发放衣物、贷款及开设粥

厂和暖厂等此类临时性的救助行动。如

提出“救济残老，并不在提供衣食，使有

所终，就算尽了最大的义务，乃是如何使

‘残而不废’‘老有所安’”等等。

另一方面则是由过去的“重养轻教”

逐渐转向“教养并施”。救济院一般向老

年人提供有益身心健康的课程，并根据

体质情况设立操作室，实施技能调练，尽

其所能予以生产操作，所得收益用以补

助经费和改善老人生活；与此同时，注重

“因材施教”及“因人施助”；年老人员也

不用接受文化教育，仅要求每日接受管

理人员训话，给予一定精神慰藉。对于因

种种原因未能“悬镜婚配”成功的妇女，

令其学习一门技艺以便谋生：“年老、丑

陋，择配困难之妇女，现在收养者，为数

亦不少，拟使彼等学习普通技能之外，专

习某种工艺，以便将来得以糊口”。

私立养老院的补充发展

20 世纪 30 年代北平市私立养老

院类型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

清朝开设的暖厂、粥厂演变而来的养

济院，如公善养济院和利仁养济院（鉴

于二者共同的创办背景、运营风格，且

董事均为恽宝惠，故本文仅以公善养

济院为案例进行分析）等；一类是由英

美基督教教会、旅平外侨人士等开办

的私立养老院，如北平老人院、华北协

会养老院等。

一尧由暖厂沿革而来的公善养济院
北平市公善养济院可以追溯至创办

于光绪年间的公善暖厂，其于光绪三十

年改为养济院。1934年 9月，公善养济院
在社会局备案时便以“辅助官力之所不

逮以为维持久远之计”为其宗旨，以收容

老年贫民为主要事业。其主要体现为以

下几方面特征：

一是组织架构较为简单。1934年发
布的《北平市公善养济院简章》明确规定

了董事会的组织架构：董事 5人，并从 5
人中推选 1人为董事长，且须满足“在本
院捐助财产者”“在本院著有劳绩有长久

历史者”“办理慈善事业卓有成效者”其

中之一者才有资格进入董事会。董事会

内设管理员仅 1人，月薪 15 元，由管理
员“承董事长之指挥”管理全院日常事

务，监察夫役勤惰并有无虐待情形。对于

职员的绩效考核每年分别于 6 月、12月
由社会局进行。

二是养老设施以一定数量的房产和

地产为主，经费收入主要源于每月房租

或地租。养老设施层面，公善养济院当时

共有“瓦房 49间，灰房 41间”，主要区分
为办公、存储、贫民居住、厨房、养病室及

厕所等处。但由于经费短缺、战事影响等

多重因素的影响，用于收容老人的宿舍

居住条件较为简陋乃至“查该院贫民宿

舍多有不合卫生之处”。经费来源层面，

“由创办人捐款购置地 30 余亩房 80 余
间约值大洋 4000余元为该院基金。每月
收房地租金一百三十余元为该院经费。

现在工作除制鞋底一科外别无工作”。由

于不接受募捐，没有官办经费支持，每月

经费仅百余元。

三是养老救济事务主要以安老即保

障老年贫民的“衣食住”为主，“常年收养

无告残老”。居住方面，“贫民住室每间不

得过五名，时常洒扫并施消毒药水”，并

于冬季在屋内设煤火。饮食方面，《北平

市公善养济院章程》第四章第 4条明确
规定，“每名每日小米饭二餐，熬菜二碗；

逢年节日，每名馒首一觔、猪肉半觔。每

人每日用小米 1斤，每日小米饭 2餐，汤
菜 2碗”。除此之外，公善养济院也负责

孤老贫苦人员的掩埋

等善后事项，“1934 年
7月至 12月，半年内身
故者 4名，由本院借棺
葬于本院义地内”。

二尧由基督教教会
及外侨创办的私立养

老院
由其他民间力量

创办的养老院主要以

由基督教教会创办和

由外侨创办的两类养

老院为主。前者以华北

协会养老院、北平老人

院及妇女养济院为主

要代表，后者中典型的有旅平外侨妇女

创办的以收容老年妇女为主的甘雨胡同

养老院等。华北协会养老院以“收养年逾

六旬之老人生时给以衣食，死则为之棺

殓埋葬”为宗旨；北平老人院专门收容没

有妻子的鳏夫或没有子女依靠的贫穷老

年夫妇；妇女养济院则仅收容 60岁以上
的贫穷妇女。

与公善养济院依靠房租地租收入为

续的方式不同，此类养老院经费大多源

于自筹，收容人数也极为有限。华北协会

养老院既无基金又无固定收入，每年经

费悉由董事会负责捐募，自其创立至 20
世纪 30年代，一直在同福夹道及圣公会
等处借屋使用；甘雨胡同养老院创办基

金约 1 万元，此后每年经常费为 3000
元，均由外侨人士捐助；北平老人院经费

大部分要依靠教友捐助或由欧美旅平之

妇女筹集；位于东城蒋家胡同六号的妇

女养济院“其经费之来源，完全由于募

集，而美国之富斯女士，自美国募化者，

每岁亦为不少”。《华北日报》曾对妇女养

济院收容情况进行报道：“只能以百人为

限者，一是由于院内房屋数量有限，一是

经费不裕，不能再多事容纳。”

养老设施的设置依据创办宗旨、收

容对象年龄性别差异体现出不同风格：

例如由基督教徒创办的华北协会养老院

“每周一次请圣公会牧师来院讲道。星期

日，老人赴教堂礼拜，每日供给饭食，常

年供给被服衣物及洗澡剃头等项”；妇女

养济院则由于收容妇女之间易于开展互

助活动而在照顾上能够更细致，“年纪较

轻行动灵敏者与年纪高迈视听不敏者共

同居住，以便相互照料。令其各就所长，

予以相当工作，如缝衣、钠（纳）鞋、洒扫

等”；饮食上则除了每日两餐玉米面窝头

外，“每星期六日还可以吃白面馒头一

顿，每月犒劳素馅水饺一次”。

管理方式上表现为家长制的集中管

理特色。例如华北协会养老院院长由董

事会委任，且“一切日常事务统由院长一

人单独处理”；北平市老人院则由衣服

股、饮食股、收容股、医药股和调查股五

部分构成，并设院长一人进行日常事务

管理；妇女养济院设有董事部，由五位董

事共同管理院内事务，并设院长一人，常

年驻院管理被救济之妇女。

总体而言，上述私立养老机构各有

特色，在社会局立案时间较晚，单体化的

运营色彩较为浓厚；“平日缺乏联络，临

事缺少互助”是上述此类私营养老院的

主要特征，极易陷入各自为政、自说自话

的困境。 渊据叶北京档案曳冤

冶
叶华北日报曳1932年 5月 18日第 6版
刊载野北平妇女养济院冶运营情况

叶益世报曳1934年 1月 15日第 4版刊载野北平灯市口老人院冶概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