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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和平行动（YAP）等在欧洲影响较大的跨国志愿者组织，几乎都是以

主题性国际劳动营作为其主要工作形式。  

三、国外近现代志愿服务的发展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新兴商人阶

层大量兴起，资本在原始积累中导致农民大量丧失土地沦为流民和乞丐。

与此同时，欧洲各国的宗教和政治体制也逐渐变迁，社会问题日益增多。

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从之前的个人原因转变为社会需要承担部分责任，这也

就使政府将原本以教区为单位的社会救助纳入到考虑范围，不仅在政府项

目中予以适当的项目资助，同时也颁布法律，如救济法等将救助规范化。

由于政府的参与，社会救援得到了整个社会的积极响应和重视。富裕的商

人开始在城市中捐建救济院、医院、贫民习艺所等。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志愿服务精神也发生

较大变化，从之前的赈灾济贫变成了助人自立，将单纯的救济发展为建立

科学有效的公益事业。在有关社会福利方面的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的推动

下，参与服务人员的需求大大增加。在一些国家中，招募和动员志愿人员的

活动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实际上，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志愿服务的雏形。 

20 世纪以来，政府的介入显著地影响了志愿服务事业。这一时期，志

愿服务从宗教逐渐走向世俗，宗教思想逐渐内化成了道德和责任观，从个

人救助变成了“社会服务”和“社会道德”，使全民性的意义得到凸显。将

简单关注救助对象一时一地的需要深化为对整个社会结构问题、社会总体

发展需要的调整，将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关注度摆在公众面前，使志愿

服务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美志愿服务的发展中是另一个转折点，战争动员

的需要使人们广泛认可了公民为国家提供无偿服务的理念。战后，西方国

家的志愿服务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时期，对志愿服务的界定又有了

重要的发展，其中蕴含的公民精神，以及公民权利和义务观念得到强调。

志愿服务被看作公民参与社会的重要途径，其发展状况也成为“公民社会”

完善程度的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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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志愿服务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 

一、志愿服务的思想基础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情仁爱、乐善好施的民族，关于慈善的概念，自古

有之。慈善在中国具有丰富的文化含义，它既指人与人之间的关心、爱护

和帮助的行为，又指人对人的一种心态，包括同情心、怜悯心等。慈善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指整个社会、民族的一种事业，即：当人对人的关心、

爱护与同情，已经由个别人发展到全社会的共同行为和共同心理时，慈善

就具有了社会心理、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行为的意义了。  

从先秦时期开始，诸子百家就已经有了慈善的思想，奠定了中国源远

流长的传统慈善文化，在“慈善”意义上的敬老爱幼、扶贫帮困已成为中国

人民约定俗成的一种道德规范。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慈善事业的最早启蒙。 

（一）儒家的仁爱观 

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有着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尊老爱幼、扶弱助

残的传统美德，这些传统美德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慈善文化，在中华大

地上世代传扬，历久不衰。  

“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  

“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  

“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这些思想都充分体现了“爱与善”的精神，要求统治者忧国忧民，强

调百姓要与人为善。无论是善还是爱都与当今志愿精神相符，儒家思想从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影响并构建了中国的

文化主流，其仁爱观也奠定了中国慈善思想的基调。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早在孔子之前的一些古代文献（如《诗经》

《左传》）中就已有“仁”字出现，但那时的“仁”只有《说文解字》所解

释的“仁，亲也，从人从二”，即表示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基本含义。“仁”

真正具有《论语》中那样的重要性与崇高地位是自孔子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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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 ·颜渊》）这是对“仁”原有意义的

确认与继承，是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这可以说是孔子对“仁”这个概念

的浅层次定义。  

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

有之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 ·学

而》）这里把“孝弟”定义为仁之本，即作为仁的最基本含义。这是孔子对

“仁”这个概念的扩展与提升。“君子务本”就是要懂得孝敬父母，敬爱兄

长。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爱的人是不可能爱他人、爱社会的。正如孟子所

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孟子 ·离娄上》）

这就是说，不孝顺父母的人就失去了起码的做人资格。所以仁爱之心必须

从爱亲人开始培养，这就是做人的根本道理，也是“孝弟”被定义为“仁

之本”的理据所在。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

以学文。”（《论语 ·学而》）这里把“仁”的概念又一次扩展，即“仁”不仅

要做到在家孝顺父母，亲爱兄弟，而且出门在外，还要能尊敬长辈，说话

做事谨慎，对朋友讲信用；并要博爱大众和亲近有仁德的人。这个定义的

核心是，不仅要爱自己家里的亲人，还要“泛爱众”，即热爱全社会（乃至

普天下）的人民大众，要把对家庭的亲情、血缘之爱扩展为对朋友的友爱，

对全社会的博爱。表面上看，这是对“仁”这个概念的进一步扩展，实际

上是对“仁”的重新建构，使“仁”具有了极为丰富而深厚的内涵，但又

并未脱离原有的基本含义。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

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 ·雍也》）这里所谓“博施于民而

能济众”就是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能为他们带来实际的利益和好处，是

“泛爱众”的最高体现。这是连古代圣贤尧舜二帝也难以做到的，所以是只

能无限趋近，而不能完全达到的关于“仁”的最高境界，也即“圣”的境

界。  

上面四个关于“仁”的定义，层次分明，其内涵由浅入深、由低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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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递进。既不是高不可攀，也决非不经长期的刻苦学习、磨炼就能轻易

做到。上述四条是孔子关于“仁”的最本质定义。  

孔子去世后，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爱思想。他说“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 ·梁惠王上》），并进一步解释了为何要

爱人的问题，于是有了性善一说，认为人性之所以善是因为人心是善的，

我们有不忍人之心，也即有爱人、同情人之心。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是

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 ·告

子上》）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 ·尽

心上》）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不是从客观存在

着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性善论”是一套唯心主义的说法。不过，孟子以

“性善论”为人们修养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论根据，是具有现实的积极意

义的，解释了为何要爱人的问题，也是中国慈善思想理论的一大进步。  

后来，韩愈进一步充实了儒家仁爱观。在韩愈看来，儒家的基本原则

是仁义，而仁义最基本的精神是教人如何做人，以什么样的精神做人，做

什么样的人等，也就是人道。儒家的道德原则在人道中被赋予了充实的内

容。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指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

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

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正式提出博爱并用来解释“仁”，

比孔子的“仁者爱人”范围更广。到此，儒家的仁爱观已基本形成。  

儒家的仁爱观开启了中国慈善之邦的道路，是中国慈善传统的文化基

石。它要求人们不仅关心自己的家庭，慈爱自己的亲人，还要慈爱社会中

所有的人，让社会中所有的鳏寡孤独和残疾人得到社会的关怀和照料。但

是我们也要正确看待儒家仁爱观的局限性。它所倡导的仁爱是有等级和远

近亲疏之别的，而我们现在倡导不仅要关爱自己，更要关爱他人，关爱社

会，是更平等的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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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 

“兼爱”是墨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兼爱”可算是一种古老的“博

爱”思想，由儒家的“仁”和“礼运”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发

展而来。孔子将“爱人”含义的“仁”，加上了宗法等级制的内容，改造成

了“忠恕”含义的“仁”；墨子主张“使天下兼相爱”，则又抽去了宗法等

级制内容，因为庶人也是可以被举为天子的，等级制的界限已被打破了。

所以，墨家的“兼爱”是对儒家“仁”的发展。  

“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家学说的核心。墨子提出“兼爱”，首先是反

对“别相恶”的，而“兼爱”的首要含义正体现在同“别相恶”的对立之

中。“别”是指人们不相爱，只顾自己，自私自利，是天下之害；“兼”是

互相彼此的意思，即不分人我。墨子认为，“兼”是“圣王之道”，是使王

公大人的统治得以安稳，万民衣食得以丰足的根本办法。所以，必须以“兼”

易“别”，实行“兼爱”，这就是“兼爱”的第一要义，它首先反对了独知

爱己的自私自利。墨子宣扬“兼爱”，认为“兼爱”是不分亲疏、不分远近

的普遍的爱，讲究“爱无差等”，“兼爱”就是爱所有人。墨子的这种观点，

要求不分等级，无差别地爱所有人，实质上具有打破宗法等级观念的作用，

是对儒家讲“泛爱”，讲“仁者爱人”，认为“爱有差等”的一种否定。  

墨子在阐述其“兼爱”学说时，提出了“为彼犹为己”，即为别人就像

为自己的道德原则。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急人所急，与人为善，成人之

美。墨子“为彼犹为己”的原则，出发点是先“为彼”，即把为他人放在第

一位。墨子认为真正贯彻了“为彼犹为己”的原则，自己先为他人，他人

也会对等地给自己以回报：“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

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 ·兼爱》）

这种对等互报，强调相互间义务的道德原则在今天仍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后期墨家又对兼爱思想有所完善。其一，要以“义”的标准去爱人，

要没有等级之分，不仅要爱亲人，也要博爱。这种博爱也是我们志愿服务

的精神指向。其二，提出爱人也包括爱己，已经开始关注自我。提供志愿

服务的志愿者也需要进行自我完善、自我提升。  

（三）道教的“积德行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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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是善于向社会进行劝谕告诫的宗教。劝人行善积功德，这应该是

每一种正派宗教形式都具备的教义内容和人文精神。道教在这方面的教义

内容则更为丰富和充实，尤其是随着道教的发展，逐渐把“积德行善”与

自己追求的“得道成仙”联系起来，这样便使信教之人必须行善、济世、

度人。  

在早期道教中，无论是太平道，还是五斗米道，都主张把“行善”作

为修道成仙的必要条件，这在《抱朴子 ·内篇》中多有叙述。道教经典《太

平经》和《真诰》也主张积善行德，最终达到成仙的目的。《太平经》倡导

“天道无亲，唯善是与”，把能否积德向善看成人们能否得到善报并得道成

仙的重要依据之一。  

思想上，道教宣扬积德向善、得道成仙，以致后来对内要求修身养性

对外要求度人济世，而具体操作上倡导一种独具特色且简单易行的“功过

格”思想。“功过格”是道士用来记载善恶功过的一种簿册，详细记载自己

的善恶言行，便于自己自省和查看，掌握目前的修行离得道成仙还有多少

差距。道教的“功过格”可以理解为道教慈善思想落实的激励机制。  

（四）佛教的“慈悲、力行布施”思想 

“弘法是家务，利生是事业。”佛教认为“慈善”是沟通社会最好的桥

梁，开展公益慈善事业是僧团实现普度众生的崇高事业。中国佛教极度推

崇慈悲精神。唐代释道世在《法苑珠林》中就说：“菩萨兴行救济为先，诸

佛出世大悲为本。”中国佛教以诸佛、菩萨为理想人格的化身和学习修持的

榜样，也以救度一切众生为最高愿望。这正如《大乘起信论》所说：“众生

如是，甚为可悯。作此思惟，即应勇猛立大誓愿，愿令我心离分别故，遍

于十方修行一切诸善功德。尽其未来，以无量方便救拔一切苦恼众生，令

得涅槃第一义乐。”菩萨都有大悲愿，慈悲济世，救度众生，不度尽众生，

誓不证菩提，不成佛道，这也成为中国佛教的主导思想之一。  

慈悲的特色之一就在于菩萨的大慈大悲。所谓大，即慈悲的无限扩大。

这种慈悲的对象，包括亲人，也包括冤家；包括人类，也包括动物，包括

六道一切众生。换言之，只要还有一个众生是我们不愿利益的，是我们漠

视甚至敌视的，就不是佛、菩萨所成就的大慈大悲。而从另一方面来说，

佛、菩萨的慈悲又是长远的，是尽未来际永不改变的。之所以称为大，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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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一切众生，延续是为久远，就是体现出普遍性与长远性。  

慈悲的特色之二是佛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慈悲的最高境界，

就是无限的慈悲。佛之所以能成就无限的慈悲，关键就在于他们已证得空

性，已体认无我，已消除自我和众生之间的对立和隔阂，所以这种慈悲又

称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谓无缘，就是没有任何亲疏、爱憎之分，

没有哪个众生是菩萨舍弃的，是菩萨不愿施以援手的。所谓同体，就是将

众生和自己视为一体。就像你的脚扭伤时，手自然会去抚摸以减轻疼痛，

这种帮助是身体的自然反应，是不需要加以考虑的。而在疼痛没有解决之

前，这种帮助决不会半途而废，也不会去区分手是施恩者而脚是受惠者，

不会有什么感恩与报恩的需求。  

佛教大慈大悲的思想是对慈善思想的扩充和丰富。它将慈善思想的外

延扩展到一种人所能及的最大范围，不仅关注人而且将这种慈悲扩及其他

一切有生物，所以人们常说“大慈大悲的佛”。  

通过以上对中国传统慈善思想的描述，我们了解到，中国具有博大、

精深的慈善传统。志愿服务作为近现代社会的新生产物，既是在传统慈善

思想的土壤中酝酿，又是需要不断汲取营养才能发展壮大的。同时，要学

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结合现代社会志愿服务的特点，与时俱进。  

二、近代的传承与发展 

（一）概  况 

中国慈善事业的近代化发轫于晚清光绪初年民间社会兴起的大规模义

赈。晚清时期，义赈开始突破传统的地域性的赈灾模式，破除了狭隘的地

域观念。传统的慈善事业开始向近代慈善事业转化。  

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慈善事业出现在戊戌期间。在戊戌维新的影响下，

中国传统慈善机构出现了转机，慈善事业出现了新的变化和气象。一些维

新人士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慈善事业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慈善

机构的主张，进而导致了人们的思想特别是慈善界人士及慈善事业的变化，

酝酿和萌生了具有近代色彩的慈善理念。在这一时期，具有公益性质的慈

善事业也得到了初步的扩展。一些传统的善堂、善会广泛地开展了一系列

社会慈善公益活动，同时还涌现出了众多的慈善公益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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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维新运动的失败，慈善事业曾一度衰落，但在以后的自治运动和

新政的推动下，又得以恢复和发展。旧式的善堂、善会开始转变为近代新

型的慈善团体。  

进入民国以后，慈善事业开始向制度化、法制化转变。政府设置了专

门的慈善机构来管理慈善救济，并制定了相关制度，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

有关民间慈善团体的法规。民国前期还开展了比较广泛的慈善救济，特别

是灾荒和兵灾救济。  

抗日战争爆发后，数以千万计的民众流离失所，救济难民成了这一时

期慈善事业最重要的内容。国民政府和民间各慈善团体对难民，特别是难

童给予了相当多的救济和帮助，使许多难民在战火中得以幸存。这一时期

的慈善事业还包括各慈善团体掩埋尸体等善举。  

抗战胜利后，面对战争留下的千疮百孔，国民政府成立行政院善后救

济总署，接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无偿提供的各类食品、棉花、运输器材

等物质援助，以重建和平家园。中国政府从 1945 年 10 月到 1946 年 9 月进

行了急赈、难民遣送、医药救济等慈善事业；从 1946 年 9 月到 1947 年 12

月开展了“以工代赈”等方式的善后事业。  

与以济贫助困、赈灾救荒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相比，近代

慈善事业的内容要丰富得多。一方面继续重视传统型的慈善活动；另一方

面，则将范围拓展到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工商经济等方面，不断设立慈

善医院、慈善学校、慈善工厂或习艺所等，同时实施了许多“以工代赈”

的工程，让实物救济和劳务谋食相结合。  

（二）特  征 

晚清和民国时期，我国出现了近代慈善事业的萌芽。这是在继承传统

慈善文化的基础上，在西方在华慈善救济系统的影响和带动下发展起来的。

中国现代化的慈善组织以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为标志，它的前身是成立于

1904 年的万国红十字会。以西方红十字会精神为中心的现代慈善救济思想

开始大规模在中国传播，中国慈善组织也在其影响下对慈善事业进行了新

的制度性探索。  

1. 慈善观念与民族复兴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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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进入到一个忧患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

代，中国的传统慈善文化受到了西方特有的具有民主色彩的慈善文化的猛

烈冲击，如洪秀全宣传的天下太平、康有为的大同思想等。戊戌时期慈善

界代表人物的思想观念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例如，以从事赈灾著称的

江南绅商经元善就较系统地提出了新的慈善观，其主要内容包括：“救急不

如救贫”；开拓新的慈善活动内容，消除善堂等传统慈善机构的缺陷；重视

“开风气、正人心”的社会公益事业等。在维新思想的鼓荡下，对流浪儿童

的救助由重养轻教趋向教养并重，而新的慈善救济团体也更加重视教的功

能。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等思想

理论，都自然地突破了中国古代慈善文化原来意义上的乐善好施、赈灾救

民、扶贫救困、尊老爱幼、苦乐共享狭隘范围，而是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存

亡、富强和发展联系在一起，与世界发展联系在一起。  

2. 民间慈善机构发挥主要作用 

在中国，由社会团体举办慈善事业自古有之，但直至民国时期它才首

次成为中国慈善事业的主要形式。  

民国时期，灾害频发，战乱流年，中央政府为维持统治，疲于应对各

种事变，救济工作乏力。由于政府救济不力，大量的救济工作便只得由慈

善组织来承担。这一时期，无论是慈善团体的数量，还是慈善家群体，在

中国慈善事业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1920 年北方五省大旱，积极参加此次

灾荒赈济的民间慈善团体有北京民生协济会、华北救灾协会、北方工赈协

会、山西旱灾救济会、陕西义赈会、上海女界义赈会、中华慈善团、国际

统一救灾总会、华洋义赈会、中国济生会等数十个。这些独立的民间慈善

团体，无论其数量抑或其慈善资源以及社会影响，都已大大超过官办慈善

机构，成为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主力。  

3. 慈善组织围绕“救国”目标开展慈善公益工作 

鸦片战争后，慈善被赋予了民族复兴的重任，救国成为慈善组织的重

要任务。挽救民族危机是当时一些慈善界人士兴办新慈善公益事业的主要

目的。围绕这一目标，许多新式社会公益组织和团体接连诞生，并开展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