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诞生于 19 世纪 60 年代的欧洲，19 世纪 90 年代引起中国

有识之士注意。1895 年前后，就有关于红十字运动的宣传、探讨见诸报端。1897 年

冬，中国旅日侨商孙淦呈请清政府设立红十字会。     

1904 年 3 月 10 日，中、英、美、法、德五国董事会集于上海英租界公共工商局议事，

宣告成立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 110 年历史由此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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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1
为民族寻找守护的底线 
—— 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奠基者

沈敦和 (1866 ～ 1920) 字仲礼，浙江宁波人，近代知

名社会活动家和慈善家。早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专攻

政法。回国后曾任金陵同文馆教习、江南水师学堂提

调、吴淞自强军营机处总办、上海四明公所董事、上

海总商会理事等职，署记名海关道。

沈敦和长期从事洋务局工作和国际公法的研究，著作

有《俄罗斯国际略》、《英吉利国际略》等书。

光绪三十年正月 (1904 年 3 月 )，发起成立中、英、美、

德、法五国合办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被推举为中方

办事总董，为中国红十字会的缔造者。光绪三十三年

后，历任大清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常驻上海。先后创办中国红十字会时疫

医院、红十字会总医院及医学堂、天津路分医院中国公立医院等，兼任上述各院院长。

沈氏以恤兵博爱、救死扶伤、拯难济危为己任。日俄战争期间，领导上海万国红十字

会组建医疗队，派往辽沈一带救护伤兵难胞，被救出险者数十万人；继又散放急赈，

活者甚众。宣统二年，公共租界发生鼠疫，工部局在源昌路、阿拉巴斯脱路 ( 今曲阜

路 )、北山西路等地挨户检查鼠疫，其后又公布检疫章程，引起居民强烈抗议，酿成“检

疫风潮”。沈氏亲自去疫地调查，筹款抚恤，联合各帮各业与工部局交涉修改检疫章

程，并由中国商董在闸北创办中国公立医院，收治染疫华人，保障民命，维护防疫主

权。上海光复前后 , 讨袁军与北洋军在沪南、吴淞、江湾等地激战，沈氏亲自组织救护。

民国 4 年夏，台风肆虐，浦江上覆舟甚众，沪南、闸北棚户区大批茅屋被毁，沈氏捐

巨金以为首倡，又集合医疗队治疗伤者，办理善后。还创办沪南、北市防疫医院在武

昌起义、宁沪、京津、直皖、直奉诸战役以及南北各省旱涝、风火、疫疠等灾变中，

沈氏都竭智尽力，进行救护，民众深受其益。

沈氏服务精神和卓越贡献，深为沪上中外人士所敬重，民国建立后，政府特授予三等

文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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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则敬（1855—1924），字临元，号子英，1855 年

11 月 6 日出生于江苏吴江震泽镇，后随父迁居上海，

经营商业，为上海丝业董事，上海滩著名慈善家。

施氏祖籍浙江泾溪，清初迁居吴江震泽，“历二百余年，

支派蕃衍”，成为吴江望族。施则敬就生长在这样“一

个书香门第，积学好德、急公好义的大家族中。”1875

年举人，初任知县，后因赈灾有功升任知州、知府、道员。

在他的慈善生涯中，其父施善昌对他的影响巨大。

施善昌“敦行积学”，好行善事。1849 年苏南水灾，

吴江饥民遍地，嗷嗷待哺，施善昌慷慨解囊，“倾赀

以助赈”。1876 至 1878 年，华北遭受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饿殍上千万，史

称“丁戊奇荒”。面对如此奇灾，施善昌联络江南绅商，“首轫义赈于苏、浙”，筹

集款物，全力“赴赈”。施善昌的义举，深深感染着施则敬。施善昌举办的各种义赈

活动，施则敬均积极参与，有资料说：“直、鲁、晋、豫、皖诸行省水旱偏灾，辄奔

走募赀赴赈，父子躬其役，不惮劳勤，所募金以数十百万计，义声震天下”，受到当

局肯定，施则敬“先后九次奉旨嘉奖”。这些慈善活动，同时使他赢得了巨大的社会

声望。他参与创建红十字组织，绝非无根之木。

吕海寰（1842 ～ 1927），字镜宇，山东掖县（今莱州市）

西南隅村人。清末著名外交家、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

历任驻德国、荷兰两国公使，工部尚书、钦差商约大臣、

兵部尚书、外部尚书、督办津浦铁路大臣，中国红十

字会会长、名誉会长等职。著有《奉使金鉴》60 卷，

补辑 40 卷；《庚子海外记事》4 卷。

1902 年，吕海寰、盛宣怀在上海与各国议定《商约》，

成为中国商业法律的开拓者。

1903 年，吕海寰、伍廷芳奏请推广官报获准，于是

各省纷纷创立官报。

1904 年 3 月 10 日，在他的主导下，创立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 --- 万国红十字会上海

支会，随之，红十字会分会迅速遍布全国各地战乱中，红十字会在各地冒着战火硝烟，

掩埋无数尸体，救助着灾难中的民众，当时叫做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总书记李提

摩太。经吕海寰联络，中国红十字会加入了世界红十字会组织。吕海寰一直关心和操

办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起到了中国红十字会的领导和负责人的作用，成为中国红十

字会的奠基人之一。

1909 年，吕海寰、吴重熹会奏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六条），请旨立案。

1910 年 6 月 5 日，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改名大清红十字会。

1911 年 10 月 25 日（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起，清廷派吕海寰为大清红十字会会长

兼任慈善救济会会长，并派沈敦和、福开森（美国人）为总董，将大清红十字会定名

为中国红十字会，会同办理（辛亥革命）战地救济事宜。

1912 年 9 月 30 日（民国元年），在上海召开全国第一次会员大会，制定会章并组

织常委会，选举常议员 34 人。公举中华民国大总统、副总统为中国红十字会名誉正、

副总裁。吕海寰为正会长，沈敦和为副会长兼常议会会长，江绍墀为理事长。

1920 年 9 月辞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职务，担任名誉会长。吕海寰后来担任名誉会长，

1924 年辞官到天津定居，1927 年 1 月病逝，享年 8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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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重熹（1841—1921），字仲怡、仲怿、号蓼舸、石莲、

晚号石莲老人，山东海丰县 ( 今无棣 ) 人。

吴重熹自幼聪明，好学上进，志向高远。1862 年中举，

先在工部任职，后历任河南陈州、开封知府。1900

年八国联军攻占京师，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出逃西安。

吴重熹在途中恭请圣安，深得太后欢心。加上袁世凯

的举荐，他在官场上春风得意，1900 年由江安粮台

道升任福建按察使，不久任江宁布政使、驻沪会办电

政大臣。1907 年护理直隶总督，又署理江西巡抚，

后调任邮传部侍郎、河南巡抚，1911 年回任邮传部

侍郎，直到清政府被推翻、宣统皇帝退位，吴重熹才离开京师，寓居天津。他在上海

会办商约大臣期间，与吕海寰、盛宣怀一道，按照朝廷旨意，“力挺”上海万国红十

字会的开办与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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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字杏荪，又字幼勖，号愚斋、止叟。江苏武进人。

1870 年经人引荐入李鸿章幕，深得李的信任。

1872 年，盛宣怀建议李鸿章创办中国第一个民用航

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并且受命拟定章程，从此，盛宣

怀开始了他的实业家生涯。

1880 年 , 盛宣怀创办天津电报总局 , 津沪、苏浙、湘

粤、晋冀、豫鲁、东三省等全国 20 多个省市的电线 ,

都是在他的主持下架设的。

1882 年 , 他创办了山东平度、辽宁金州金矿。

1886 年 , 他来烟台任职山东登莱青兵备道时 , 创办了

全国第一家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 , 独资经营 300 吨的“广济号”轮船运输 , 航行在烟台、

龙口、登州之间 , 后来又延伸到小清河口 , 以至整个山东沿海。

1893 年 , 盛宣怀受李鸿章委派 , 在上海成立华盛纺织总厂 , 并控制了大纯、裕春、裕

晋诸多纱厂。

1896 年 , 又接办张之洞无力再办下去的汉阳铁厂 , 并且督办全国铁路主要干线卢汉铁

路的修筑。

1897 年 , 盛宣怀创办了中国通商银行。

1908 年 , 他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 , 组成中国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

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后又创办天津北洋大学堂、上海南洋公学等。

1910 年任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

1911 年 , 任邮传部尚书 , 一品衔。

1916 年 4 月 27 日病逝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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