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亥革命爆发之时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武昌

起义之后．贵州立即响应．成为较早推翻清

王朝的六大省份之一．引人瞩目。或许人们

会疑 惑：一 向被认 为偏 远、落 后、闭 塞、野 蛮

的贵州，各方面的条件稚不如沿海省份．也

不如两湖地区．为何却能点燃革命的火花．

推动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这都要归功于以

周素园为代表的革命先行者们。

一、周素园为辛亥革命积极奔走

周素园( 1879一1958)，原名培艺．别号

数元 、澍元 ，贵州 毕节 县人。 他从来 都没有 在

任何学校里读过书，最初启蒙教育来自于父

亲． 后才拜 师于刘 恒山 、罗友 山。由 于他从 小

辫苦用功，晚清时考取功名。同无数的读书

人一样．周索园也力图通过读书进入仕途，

实现显名扬天下的抱负。但是随着其思想的

转变．他逐渐摆脱封建藩篱的束缚，成长为

一名真 正的革命 者。

1应志报 国。 寻求救 国良策 。1894年． 甲

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危机加深．萌发

了埋藏在他心中已久的那颗“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的爱国精神种子。此时的周素周深

感生平所学的四书五经已无用武之地，转而

开始 学习新知 识，接 触新事 物，汲取 新思想 。

即使身在交通不方便，信息不畅通，文化不

发达的黔西毕节之地，他也从不向困难低

头． 从未向 现实屈 服。 相反， 他迎难 而上， 全

身心投人其中。为了能了解天下大势，周素

园找来当时诸如《校那庐抗议书>等先进的

刊物和报纸，并一一进行精心研读。通过学

习． 周索 园对西 学有 了更加 深入的 了解 。

为早日实现拯救危亡中国的抱负，周索

园萌生了出国留学的想法。此时恰逢贵州拟

派公费留学生出日留学，当得知消息后，周

紊园喜出望外，兴致勃勃赶赴贵阳准备应

考。 不料受到 于德楷 、李宓 同的劝说 ．要他 以

“国 事为重． 牺牲小 我”． 把兴办贵 州事业 作

的贵州还是积贫积弱的清王朝已是“亡羊补

牢， 为时已 晚”。 彻底变 革制 度才是 根本。 他

为此 总结道 ：“凡公 共事业 ．类非— 手一足 之

烈． 令吾以 热诚倡 率．而 社会 冷酷报 之．次 非

社会有不足于我也．患在愚昧而无知Ⅶ I ．所

以必须 “注意教 育以开民 智”121．第 一步便是

从创报人 手。

然而，办报并非—件轻而易举之事。贵

州一穷二白，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资金问题。

经过走访打听，周素园逮着了正在准备开办

书局的唐尔镛和于德楷。他借此机会向二人

道出了自己的想法：希望他们能给予资金的

支持 。于唐 二人经 过协商 ，欣 然答应 。有了 二

人的 帮助， 周素园 翕加信 心十 足。他 说：“ 报

章之 职务， 于社会不 所不问 。而在革 新初期 ，

其需要尤迫切 ' 发行日报．举指导社会之实．

更积岁月．效果当有矣。’H于是他决定自己

动手 ．亲自 出马。 经过两 年的 精心筹 备．他 从

上海购买了一批印报设备，纳识了许多专业

技术人员．创办了t 黔报’．由周索园担任主

编． 亲自主 笔．并 于19昕年正 式发行 。

期间 ．他在《 帝国主 义瓜分中 国的普告 》

中写 道：” 夫列强之 合力经 营中国也 ．亦既 有

年于 兹矣。 举凡海 陆之险 要， 天府奥 区，大 都

布算 而乘除 之。悬 衡而轻 重之 。瓜分 之图， 均

势之论，喧阅腾播于人人之口。哀我同胞久

已续波兰之覆车，尊非洲之遗轨～．揭露了

帝国主义的虚伪面具，同时披露清政府出卖

国家主权的罪行．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一

次普遍的爱国主义教育．也唤醒了民众的觉

醒意识。

自创 刊以 来，《 黔报 )常 常以 报道和 评论

时局作为风格．颇具特色。它始终秉承非营

利和努力提高社会知识水平的宗旨，深受人

们称赞．尤其得到了许多青年的青睐。在青

年人的支持下，《黔报>发行量由300多份猛

增到1200份，成为贵州第—份报纸。青年们

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中与张百麟结识后，因二

人对革命事业都有着同一颗赤诚之心．遂成

为至交。对于周紊园办报的举措，张百瞬认

为“报馆只能算是政党的一部分．有了政党

才能发生大的力量”m。经过反恩．周素园决

定采 纳张百 麟的建 议。 他说： “吾人 欲求救 亡

之术 ，惟有一 德一心 ，组合 团体， 化除私见 ．

共谋公益。’Ⅷ

1907年，《 黔报》发表( 瓜分警告》．大肆

抨击帝国主义的野心。张百麟认为是到政党

成立的时 候了，于191) ?年11月27日正式

成立贵州自治学社。在此过程中周素园也是

功不 可没的 ，对诸 如“ 应付官 厅社会 ”等实 际

工作往往有他出面．他用他的地位和威望对

学社的发展起关键作用。

为了取得官方的批准．贵州自治学社以

推进宪政为名．向贵州当局申撒立案。得刊

了正 式批准后。 自治学 社以《黔报 》为喉 舌。

进行制造舆论活动，并深人到群众中开展各

种革 命活动： 第一， 组织演 讲圃。 为了扩大 自

治学社在群众中的影响．周素同组织演讲团

进行广泛宣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现象t 时

政分析等等。经过宣传，贵州各地都建立了

自治 学社分社。 第二， 大力举办慈 善事业 。自

治学社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也以帮扶贫

困大众为己任。周素园通过组织各种救助活

动，一方面为鳏寡孤独提供了基本的物质生

活保障，另一方面也为众多奴仆得到解放打

开方便之门，此举不但帮助了孤寡贫弱，还

成功 为自治 学社笼络 了人心 ．使“人 道之声 ．

洋溢 里妪村妇 之间～ 。第三 ，响应 全国请愿 。

1909年．全国掀起召开国会的浪潮。周豢园

也积极奔走，成功争取各界代表在<请愿书》

上联名签字，将其公开发表．有力地推动了

全国 的国 会请愿 活动 。

随着自治学社一系列革命活动的开展．

以及在周素园个人魅力的感召下，贵州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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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典当行在我国的历史发展

典当是我国最早的金融性质的机构，根

据记载，典当行的发展在我国最早可以追溯

到南北朝时期．也就是4世纪的时代。作为

最早的金融机构，典当行的生命力来自于民

问广阔的市场，典当行的发展不仅在民间市

场上受到了认可，在一些朝代它的发展也受

到统治者的鼓励和肯定。典当行的发展状

况．往往与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有着

密切的联系，政治开明经济形势稳定的时

候，典当行的发展往往也会取得重要的成

就。 例如在唐宋 时期， 由于整个大 局的稳定 。

典当业的发展呈现{f { r 繁荣的态势。在《J暂

六典 》中， 为了将典 当业进 行规范， 对当时 典

当的利率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宋朝，典

当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行业．在当

时的京师汴梁，当铺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 度．被 列人“士 农工商 ”的范畴 之内。 从

当铺的发展演变规律来看．随着时间和经验

的积累，当铺经营管理的水平也就越来越

高． 所以也渐 渐衍生 f I j r 票号、钱庄等多样

的金融机构．但是无论钱庄和票号在当时的

社会金融中扮演着何种重要的角色，当铺都

是无法被替代的．它独特的服务对象和服务

方式与社会现实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能够

满足最底层百姓的利益需求。但是在整个封

建社会．当铺的发展有过最辉煌的时期．也

经历过最惨淡的时期。并且这两种极端的变

化出现在一个特殊的朝代．也就是中国封建

社会 的最后 一—个 王朝 ——清 朝。清 朝典当 行

发展的兴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它表现在典当铺的数量、规模、进行典当的

资本额度等方面。在乾隆十八年的时候，全

国的当铺还只有1807家，但是到了嘉庆十

七年．全国的当铺已经达到了23139家，这

种数量 的剧增是前所 未有

的。但 是，到丁 清朝晚期 ．社

会格局的改变和各种政治因

素的加人．社会经济陷人困

境．随之而来的就是当铺行

的发展经历了一落千丈的危

机，这种巨大的落差是当铺

行在中国从兴盛到衰败最简

短的缩 影．本文 的主要内 容．

就是对清朝中国典当行这一

段从极盛到极衰的发展历史

进行f l -柳, J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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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晚清时期典当行的发展困境

典当作为—个古老的金融借贷行业，在

清朝前期有了膨胀式的发展，但是这种兴盛

的态势随着晚清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帝国

列强的人侵．导致整个中国社会民不聊生而

衰败。晚清时候典当行的发展面临的生存困

境主 要表 现在以 下几个 方面 。

第一， 社会局势 混乱，财产 安全危机 。典

当行的发展与任何一种金融机构的发展相

同，都受到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到了晚

清时期．社会格局的剧烈动荡

也使得典当行经历了重大的

危机，这种社会局势的混乱最

直接地就表现在由于经济发

} 是的不 稳定．使 得许多 原本通

过正 常农 作、经 商的百 姓生 活

陷人 了困 境．于 是就出 现了 一

批靠 抢掠 来维持 生计的 人群 。

r 『i i 典当 行在清朝前 期经历的

嚆世。也’止许多的人认为典当

口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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