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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落尽未成空”: 梁启超逝世后之时评

雷 平，周 荣
( 湖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要: 梁启超逝世后，时人在报刊杂志、日记、挽联中对其作出了各种评论。其间，学界与政界之评价两

歧，学术评价与政治评价各异。但总体而言，时人对梁启超之评价仍以正面为主，肯定其学术成就和思想解放

之功绩，甚至赞赏其再造共和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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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作为维新变法的主要参与者，进步党的

党魁、学术界的要人，于 1929 年 1 月 19 日在北京

协和医院病逝，享年 56 岁。梁启超逝世后，时人

通过报刊杂志、日记、挽联等纷纷发表看法和阐明

态度，评论其是非功过。此后，梁启超只作为历史

人物进入研究者的视线，不同时代的研究者基于各

自时代主题和问题意识对梁启超学术及行事予以取

向各异的评论，梁启超形象逐渐呈现出多面看山样

态各异的情形。在既往梁氏研究、特别是相关各类

传记著作中，在涉及梁启超评价时，研究者通常会

引用个别梁启超逝世时的评论以佐证自己特定标准

的评论。笔者所见，夏晓虹教授所编 《追忆梁启

超》 ( 1991 年) 一书汇集了与梁启超有过交往者所

写的各种追忆文章，侧重对梁氏学术生涯的评论;

解玺章先生所著《梁启超传》 ( 2009 年) 最后一章

用“寂寞身后事”对梁启超逝世后时论的“沉寂”

进行了解析。此外，迄今未见对梁启超逝世时评作

细致梳理的研究。实际上，同时代人与后世研究者

不同，其对梁启超的评论不仅是盖棺定论，也融入

了同一生活境况下的复杂情感，而这种情感往往又

不易为仅仅作为研究者的后来人察觉。因此，对梁

启超的历史评价必须回到梁启超逝世时的时空场景

中，关注各界人士不同取向的评论。

一、期刊杂志所见梁启超逝世之时评

梁启超逝世后，一些著名的报纸和有影响力的

杂志都发布了其逝世的消息，或刊登相关的纪念性

文章。作为全国性的大报，《申报》对梁启超逝世

后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在梁启超逝世的

第二天，即 1929 年 1 月 20 日，《申报》就以“梁

启超昨在平病故”为标题发布了简短消息，称

“梁启超今午后二时病故于协和医院、年五十六、

遗骸运广慧寺、 ( 十九日下午八钟) ”。1 月 22 日，

《申报》又以“梁启超不起之原因”为题，论述了

梁启超是“因体内 Monelli 末乃利菌蔓延致病乃至

不起的”，而不是因肺病过世。①2 月 18 日，再次发

布了梁启超在北平举丧的相关情况，其文称: “今

日梁启超开吊、中外学者及故旧到者数百人，梁著

作未付印者，尚有三十八种，以 《辛稼轩年谱》

为绝笔。现由林宰平、丁文江、黄秋岳为之整理，

梁将葬于西山卧佛寺东坡下 ( 十七日下午八钟) ”。

3 月 25 日出版的《东方杂志》也在其《时事日志》

上发 布 了 “梁 启 超 因 病 在 北 平 逝 世”的 简 短

消息。［1］

一些纪念性的文章、诗歌等相继在期刊杂志上

出现。它们大多高度赞扬梁启超的贡献和为人。有

些人赞赏梁任公是一个有特别影响力的思想家。比

如抱一 ( 黄炎培) 的悼文称: “就文章论，戊戌讫

今三十年来，自士夫以至妇人竖子，外薄四海。惟

先生力能摄取其思想，而尽解其束缚，一其视听，

此诚诱导国人迎吸世界新潮第一步最有价值之工作

也……要之近世纪来，文章震力之大，应声之广。

谁则如之? 谁则如之?”［2］此文大力赞扬梁启超先生

第 21 卷第 2 期 五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Vol. 21 No. 2
2019 年 05 月 Journal of Wuyi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May，2019

收稿日期: 2018 － 11 － 16

作者简介: 雷 平 ( 1979—) ，男，湖北松滋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



文章之影响力、思想解放之功。与此同调的还有发

表在《长风》杂志上的悼文，其文说: “他本身性

格本来不是一个政治家，并且也不是学者”［3］1，而

是一个优秀的思想家，一个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对

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再如郑

振铎称赞道: “他在文艺上，鼓荡了一支生力军似

的散文作家，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文坛打得个

粉碎。他在政治上，也造成了一种风气，引导了一

大群的人同走。他在学问上，也有了很大的劳迹;

他的劳迹未必由于深湛的研究，却是因为他的将学

问通俗化了，普遍化了。他在新闻界上也创造了不

少模式; 至少他还是中国近代最好的，最伟大的一

位新闻记者……梁任公先生的影响与势力，却是普

遍的，无远不届的，无地不深入的，无人不受到

的”［4］。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鼓吹其师康有为之今文经

学，故论其学术影响，不可不论其对晚清今文经学

发展之影响。梁启超尝自谓: “对于‘今文学派’

为猛烈的宣传运动者，则新会梁启超也”［5］。徐庆

誉认为“梁氏既自认是今文学派的一个宣传者，我

们现在要估定梁氏的思想在中国的地位，就当首先

认清‘今文学派’”。［6］3 署名为去夏的论者说: “他

在今文学上的贡献，恐怕要比在国学考据上的贡献

为大。”［7］这些论述都说明了时人对梁启超于今文经

学所作贡献的肯定。

也有人 称 赞 梁 任 公 知 识 渊 博，誉 之 为 “通

人”。张其昀说: “梁先生学问兴趣极广，自言对

于文史哲地诸学，均所爱好，而于史学兴味犹浓，

其用力最勤，著作亦最为宏富……实近代最富于修

养之一通人也”［8］。

在对梁启超予以肯定性评价的同时，也有人颇

有微词。比如著名作家苏雪林就记载了这样一件

事: 某君仰慕梁任公先生的为人，想去参加他的葬

礼，就邀请他的朋友 ( 国民党员) 一同去，他朋

友的夫人不满地说: “梁启超是研究系的人，是腐

化的分子，你若能担保我丈夫的名誉，不发生危

险，便同他到追悼会!”［9］可见，此人对参加梁启超

的追悼会存在顾虑，害怕自己的名誉受损，其实这

与国民党对梁启超的态度相关。国民党上海市党部

宣传部长陈德征的悼文可为佐证，其文曰: “我们

现在执笔来评论梁任公时，诚所谓‘盖棺定论’。

我们觉得梁氏在从前一般人物中总算是有点成绩的

人物。梁氏少年活动颇有声色，晚节亦甚好，惟中

年颇多疵眚，一误于主义信仰，再误于投降军阀

……辛亥光复以后，梁氏回国，从事政治运动，在

熊希龄组织内阁时，一任司法总长，次年复改任币

制局长; 在段祺瑞任内阁总理时，梁亦被任财政总

长，这些都是梁氏一生失节的污点”［10］。

二、时人日记所见梁启超逝世之评论

日记作为个人私密的记载，往往能够反映一个

人的心声，流露出对他人的真实看法。梁启超逝世

之后，时人日记中的相关记载，表露出他们对梁启

超不同的态度。

吴宓在 1929 年 1 月 19 日的日记中记到: “是

日下 午 二 时 许，梁 任 公 先 生 殁 于 北 京 协 和 医

院。”［11］这短短 20 个字放在这一天内容丰富的日记

中间，不显眼，似乎也不重要。梁启超是对吴宓有

重要影响的人，他曾说: “儿时读《新民丛报》，

即于梁任公先生倾佩甚至。梁先生之行事及文章，

恒大影响我的思想精神”［12］。但在获悉梁启超逝世

后，吴宓竟然只是简单的记录事实，如与杨树达的

日记对比，则颇令人浮想。杨树达的日记十分简

短，但其在同一天悲痛地写到“今日任公病逝于协

和医院，中国学人凋零尽矣; 痛哉!”［13］此后，杨

树达又分别记其参加葬礼 ( 一月二十日) 和公祭

( 二月十七日) 之事。杨的日记都十分简短，且不

是每天都记，但是对于梁启超逝世有三天的记载，

可见其重视的程度。由此可知，杨树达先生对梁启

超的过世是很痛心的，且对梁氏的评价颇高。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与梁启超有

过比较多的接触。胡适日记提及梁启超甚多。梁逝

世之后，胡适对梁启超的评价可概括为三点。其

一，为人和蔼可爱，全无城府。胡适在 1929 年 1

月 20 日的日记中写道“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

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们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

得其反。”［14］321其二，梁启超先生是旧学者。胡适举

《墨经校释·序》一事为例来解释，他说: “以

《墨经校释·序》一事而论，我因他虚怀求序，不

敢不以诚恳的讨论报他厚意，故序中直指他的方法

之错误，但这态度非旧学者所能了解，故他当时不

免有点介意。”［14］321第三，梁氏影响甚大，而自身成

就甚微。胡适在 2 月 2 日的日记中记载了给梁任公

作的挽联: “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

国新民。”［14］322然后又解释道“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统

系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

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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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

在，颇难指名一篇一书。后来我的结论是他的《新

民说》可以算是他一生的最大贡献。《新民说》篇

篇指摘中国文化的缺点，颂扬西洋的美德可给我国

人取法的，这是他最不朽的功绩。故我的挽联指出

他‘中国之新民’的志愿。”［14］323 胡适的评价虽不

无偏颇之处，实则代表了新派学者的看法。

胡适的高足顾颉刚和鲁迅兄弟都是民国时期著

名的知识分子，都曾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

他们都有日记，却都没有关于梁启超逝世的相关记

载，这种“沉默”或许就是一种态度。鲁迅就对

梁启超颇有微词。侯桂新研究《鲁迅全集》中的

梁启超形象就发现，鲁迅对作为 “政客”、 “学

者”、“文人”的梁启超几乎进行了全面否定。［15］鲁

迅不喜梁启超或许有侯桂新认为的“傲慢的偏见和

影响的焦虑”等原因。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

1920 年代的梁启超在部分人眼中已成了落后的象

征，不再是时代潮流的引领者。

三、挽联中的梁启超评论

挽联是清末民初一种非常盛行的哀悼死者的文

学形式，通常会对逝者的生平事迹、功过是非等作

一总体评价，其中虽不乏溢美之词，但也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人们对逝者的态度与评价。

梁启超逝世之后，在北平和上海两地同时在

1929 年 2 月 17 日举行公祭。期间许多与梁启超生

前有过交往的人皆有挽联。

阎锡山、冯玉祥、何其巩为当时北方政界之闻

人。他们皆送有挽联。内政部长阎锡山联云: “著

作等身，试问当代英年，有几多私淑弟子; 澄清揽

辔，深慨同时群彦，更谁是继起人才。”军政部长

冯玉祥联云: “矢志移山亦艰苦; 大才如海更纵

横。”北平特别市市长何其巩联云: “接清光在四

载以前，说法维摩，我闻如是; 稽政史溯卅年而

上，危言同甫，士论如 ( 云) 何。”［16］364 此三联均

为应酬之作，阎锡山和冯玉祥的挽联实为他人代

笔，何其巩则应为自己所作。从联中可知，他们皆

对梁启超的才能、学术表示赞赏。

熊希龄与梁启超早年相识，交情极深。熊希龄

的挽联情真意切，联云: “十余年患难交深 ( 深

交) ，有同骨肉，舍时去何先，著书未完难瞑目;

数小时行程迟误，莫接声容，悲余来已晚，抚棺一

痛更伤心。”［16］362 －363 此联除了惋惜梁任公 “著书未

完”之外，更多的是表现彼此之间的深情厚谊。从

生平交谊出发的挽联还有丁文江，其联曰: “生我

者父母，知我者鲍子; 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星晨

( 日星) 。”［16］364丁氏为任公好友，平生极崇敬任公。

除了表达情谊之外，挽联更多的是对任公一生

政治活动、思想活动等的评价。曾任商务印书馆总

经理的高梦旦联云: “不朽在立言，独有千秋追介

甫; 自任以天下，何辞五就比阿衡。”［16］365介甫是王

安石的字，阿衡是伊尹的别称，这里把梁启超比作

领导熙宁变法的王安石和辅佐商朝五代君主的伊

尹。蔡元培的挽联云: “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

朽; 宣传欧化，宁辞五就比阿衡。”［16］365蔡氏的挽联

虽和高氏之联似有相同，但其差别十分明显，高氏

之联纯粹从政治上立意，蔡氏则兼顾了梁启超思想

上之贡献，再者王安石颇多争议，而蔡锷 ( 字松

坡) 在民国颇受赞誉。据此可见蔡元培对梁启超的

评价比高梦旦要高很多。从政治和思想解放的角度

评论梁启超的还有丁传绅、丁传琳二人，联云:

“丙辰义不帝秦，丁巳力主参战，内安外攘，毕竟

书生能救国; 著论遍传九州，声名远腾四裔，功成

身去，但开风气不为师。”［16］366他们对梁启超在民国

时期反袁称帝、力主参加欧战以及思想解放的功绩

表示肯定。

沈商耆则纯粹从思想上立意，联云: “三十年

来新事业、新智识、新思想; 是谁唤起; 百千载后

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16］366上联称

赞梁启超是近三十年新事业、新思想的发起和传播

的先驱，下联“自有公评”则反映当时对梁启超

的学术、文章、人品存在“不公评”的情况。

章太炎与梁启超相识于维新运动期间，戊戌政

变后，章梁二人皆流亡日本。章太炎主张排满革

命，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有过笔战经历，闹过许

多不愉快。梁启超逝世后，章太炎挽联云: “进退

上下，式跃在渊，以师长责言，匡复深心姑屈己;

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逮枭雄僭制，共和再造赖斯

人。”［16］367章氏巧妙地说出梁启超和康有为之间的微

妙关系，又赞扬梁氏再造共和之功。

杨度与梁启超早年相识，且都以中国青年自

命，可说是莫逆之交，然而在袁世凯称帝的过程

中，杨度为 “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极力推动袁

世凯称帝，乃至于袁世凯称帝失败，临死前发出

“杨度误我”的怨言。梁启超则是袁氏称帝的反对

者，写下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雄文。梁、

杨二人自此为陌路。梁启超逝世后，杨度的挽联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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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他“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

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16］368此时距离洪宪帝

制已有十多年，从挽联中可以看出杨度并没有完全

放下二人的恩怨，他认为梁启超的“事业本寻常”

实为不公之论，实际上梁的事业就政治方面而言，

维新变法和反袁称帝皆不同寻常。“文章久零落”

是说当时梁启超的文章不受重视，“人皆欲杀”是

指国民党方面嫉恨梁启超，确实反映了当时的实

情。最后一句 “我独怜才”为梁启超辩解，对他

的处境表示了同情。

四、梁启超逝世时评之特点

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有重大影响之人物，其逝

世后，由于亲疏有别、利害迥异，许多人或明或暗

地表达各自不同的观点与看法，其特点有二:

其一，学界反响热烈，而政界则多有保留。学

界对他的评价基本上以正面为主，都肯定他的思想

解放之功、影响力之大，但也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

时人特别喜欢将他和已故一年多的王国维相比。比

如常乃德 ( 字燕生) 的文章说: “在一切未上轨道

的国家里，社会需要思想家更甚于学者。一千个王

国维 的 出 现，抵 不 住 一 个 梁 启 超 的 死 亡 的 损

失。”［3］3认为梁启超是思想家，王国维是学者，在

飘荡中的中国，梁启超所起的作用比王国维大。又

如，署名为舜生 ( 原名左学训，左舜生亦为其笔

名) 的文章论到 “假如我们说严又陵的努力算是

近代中国人介绍西洋学术一部分较成片段的，王静

菴算是在整理国故的成绩中一部分最为精湛的，那

末，梁任公在学术上的贡献又刚刚是兼中与西而为

一个常识的传播者，一个新思想的启发者。”［17］此

论调与燕生的看法大同小异，都认为王国维是纯粹

的学者，梁启超是思想的传播者和解放者。

与学界相对应，政界对梁启超逝世反应颇为冷

淡，尤其是国民党嫡系人员更可谓是漠视。其原因

正如国民党人徐庆誉所说: “梁氏最初与其师康有

为都主张君主立宪，与同盟会立于相反的地位。入

民国后，梁氏为研究系要人，不与国民党妥协。他

死于青天白日旗帜下的北平不能引起党国重大的同

情，是很自然的现象，毫不足怪!”［6］2 实际上，梁

启超逝世之后，蔡元培和蒋梦麟认为其对于中国学

术大有贡献，曾提请国民政府下令褒奖，但遭到立

法院长胡汉民的强烈反对，他说: “梁启超不可不

谓为反革命，生前不但反对本党，且反对国民革

命，及其晚年，走入军阀段氏旗帜之下，其政治生

命全以反革命为归宿，吾人不能恕其反革命之行

为，而褒奖其学术也。”②胡汉民并不是个例，即使

到了 1943 年，对梁启超的著作有了更多了解之后

的蒋介石也曾说: “如梁专为学者，或终身从事于

教育，而不热中 ( 衷) 政治，则其有益于国家民

族必更多矣。惜乎，舍其所长而自用其短，至今犹

不免为后人所不齿。”［18］在国民党人看来，即使梁

启超在学术思想上对国家民族贡献巨大，但其政治

上的错误也是不能忽视的。

其二，对梁启超之政治评价有异议，而对其学

术则有较一致的肯定评价。从各方对梁启超之死的

评价和态度来看，当时的舆论对梁启超之死主体上

大多抱以同情。对于梁启超的学术成就及在思想上

的启蒙之功，各界也大多表示肯定。但对梁启超在

政治上的表现，因立场或个人恩怨而有不同意见。

其时新派学者掌握了话语权，梁启超这样的旧派学

者过世，新派学者及其影响下的广大青年，也不可

能对其抱有特别的好感。在梁启超逝世前，就有人

提出并发挥“梁启超魂附党国要人”之说。［19］在论

者的潜意识里显然不以梁启超为然，即使是公开称

赞梁启超的人，也往往略而不谈他在政治上的表

现，或者简单地说一句“政治的思想与功罪，社会

自有公论”［20］。

综合而言，梁启超逝世时，整个中国社会经历

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国民大革命的洗礼，属于梁启

超的繁华时代已经落幕，但梁并不凄凉，在其时的

舆论文化场域中，人们仍然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

梁启超之认知。对梁而言，可谓 “繁华落尽”未

成空。

注释:

①3 月 18 日在《申报》上又有以“梁启超不起之原因的辩

论”为题的文章反驳这种观点。梁启超的死因相当复

杂，各方说法不一。

②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一七二次

会议速记录》，转引自: 黄克武: 《近代中国的思潮与人

物 ( 修订版) 》，九州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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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s Evaluation of Liang Qichao upon His Death ( by LEI ping，ZHOU rong)
Abstract: Liang Qichao wa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People made different kinds of comments in news-

papers，magazines，diaries and elegiac couplets after his death． An analysis of these comments shows that the academia and political
circles had different opinions，and they differed widely． In general，the comments on Liang Qichao were positive，affirming his aca-
demic achievements and feats in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and even appreciating his efforts to rebuild the republic．
Key words: Liang Qichao; Death; Evaluation

On Chen Li’s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xt and New Text Five Confucian Classics ( by ZHANG Wen － hua)
Abstract: Chen Li’s rich and systematic theory of the Five Classics not only made up for the deficiencies of Guangdong scholars

before and during his lifetime in expounding the Five Classics，leaving a precious academic legacy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xt and
new text Confucian classics． What is remarkable is that he abandoned scholarly provincialism and tried to harmonize with the Han and
Song Confucianism． He becamea symbol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conclusion period of the Guangdong Confucianism study during the
Xianfeng and Tongzhi reign periods，reflecting Guangdong scholars’efforts to meet the crisis faced by Confucianism by combining the
Han and Song dynasties Confucian studies and the old and new text Confucianism．
Key words: Chen Li; Old text and new text Classics of Confucianism; Five Classics; Confucianism in modernGuangdong

A Study of the Anti － Japanese War Publicity Activities of Consular Officer Mei Jingzhou in Honolulu
( by GAO Dong － hui)

Abstract: Mei Jingzhou was a consular official posted b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 Honolulu． It was during the War of Ｒ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his main task was torespond to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support the domes-
tic Anti － Japanese War． He actively carried out international publicity，refuted Japan’s propaganda，presented a positive image of
China’s anti － Japanese war，won the sup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united the vast number of overseas Chinese to donate
to the war efforts，an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victory of the anti － Japanese war． The wartime propaganda activities dur-
ing Mei Jingzhou’s term also reflecte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policies on international propaganda and mobiliz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wartime．
Key words: Anti － Japanese War; Honolulu; Mei Jingzhou; Publicity

On Huang Jie ’s Works Included and To Be Included in the Guangzhou Encyclopedia ( by WANG Xiao － dong)
Abstract: In the Guangzhou Encyclopedia published in 2015，Huang Jie’s four books were included． His A Concis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 was mistakenly included in the history category，and should be transferred to the category of belles － lettres．
His Guangdong Provincial Geography Textbook，which once caused much controversy，missed the collection of history books． The
second phase project of theEncyclopedia should include the first edition and the revised edition of the book． It should also include
Huang Jie’s other ten books，such as An Outline of Chinese History，Chinese Historiography，On Lu Jiuyuan’s Academic Thoughts，
and Jian Jia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and Celebrated Scholars＇ Postscripts to Huang Jie’s Imperial Examination Paperand other four
important documents related to Huang Jie．
Key words: Huang Jie; Guangzhou Encyclopedia; Works

On the Causes of Tan Zongjun’s Early Death ( by XU Shi － zhong)
Abstract: Tan Zongjun was a famous parallel prose writer，poet and scholar in China’s Lingnan region in modern times． In Feb-

ruary of the 14the year of the Guangxu reign period，Tan resigned from his official post on account of illness． On March 28 of that
year，he died on a journey in Longan，Guangxi，aged 43． The causes of Tan’s premature death included disillusionment，hardship
of the journey，the tiredness arising from his administration work in Yunnan，bereavement，and excessive drinking． Tan’s early
death was a great loss for China’s modern literature and Lingnan culture．
Key words: Lingnan; Tan Zongjun; Early death; Causes

A Brief Study of Li Chengji’s Activities in Jiangmen ( by SHI Yan － qun)
Abstract: From the first year ( 1488) to the thirteenth year ( 1500) of the Hongzhi reign period，Li Chengji came from Jiayu，Hu-

bei Province，to Xinhui ( presently Xinhui District of Jiangmen ) on four occasions． He was the most valued disciple of Chen
Xianzhang who specially built a house as his residence． In the course of learning with Chen during more than ten years，his footprints
spread all over Jiangmen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Li Chengji not only had a peculiarly close friendship with Chen，but also had
close contacts with his peers and local celebrities． During his Jiangmen period，he compiled Xinhui County Chronicle and wrote a
large number of poems，biographies，stories and records．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people and events related to Li Chengji during his
stay in Jiangme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academic circle of Jiangmen School and the theoretical ba-
sis of Chen Xianzhang’s self － cultivation system．
Key words: Li Chengji; Chen Xianzhang; Jiangmen; Activities

Development of Volunteering Servicein Wuyifrom the Perspective of“Great Tradition”and“Small Tradition”
( by DENG Ning － hua)

Abstract: Since China’s reformand opening － up，volunteering service has made great strides． The“Great Traditions － Small Tra-
ditions”theory provides an important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this local phenomeno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theoretical guid-
ance，institutional supply and resource support for volunteer participation reflect the“Great Tradition”of top － down national vo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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