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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末民初的动荡岁月，造就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张謇。他忧国忧民、救亡图存，是爱国

主义的典范。为完成强国梦，他选择了“舍身饲虎”的办厂之路，百折不挠，愈挫愈勇，至死不渝。他亦政亦商，是政商

互动的楷模。他兼具官员和经商者的双重角色，凭借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深刻理解，较好地处理了政治与经济的关

系。他从事公益，发展教育，是地方治理的精英。他只手打造“中国近代第一城”，从文化建设、社会治理、生态改造等

方面全方位推进南通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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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与众不同的企业家

罗一民

谈到南通的清末状元张謇，大家都公认他是

一位企业家。张謇身上确实有一般企业家的共同

属性，包括投资创办、经营管理企业，根据市场需

要生产销售各类商品；在主观上追求自身利润最

大化的同时，为国家经济社会做贡献；以特定的经

营管理专长和能力，自成一类社会群体———企业

家。然而张謇的伟大，不在于他和一般企业家的共

同点，而在于他不同凡响的与众不同之处。正是独

特卓越的个性所为，才成就了他人生的辉煌，创造

了不朽的业绩，为后人由衷地景仰。也正因如此，

习近平总书记才把他称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与一般企业家

相比，张謇的与众不同之处在哪里？

一、一生痴迷强国梦

爱国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像张謇那样，一切

从爱国出发并将浓烈的爱国情化为对强国梦的执

着追求，并坚持终身而不渝的却十分罕见。张謇自

幼熟读四书五经，身受儒学“忠君爱国”传统思想

影响，具有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他生长在国难深

重、山河破碎的清末民初，要爱国就必须救国。而

要想救国首先必须强国。只有使国家强盛起来，才

能不受外强欺侮，救国家于沉沦中，自立于世界之

林。由爱国而救国，由救国而强国，是那个时代包

括张謇在内的爱国志士的基本心路历程和行为轨

迹。张謇是其中最执着、最痴迷的一位。
（一）为强国，“舍身饲虎”
1894 年，张謇高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他本

可以“天子第一门生”的身份，凭借亿万莘莘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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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寐以求的最高平台，博取一生的荣华富贵，甚至

走向“状元宰相”的道路。但是，考取状元的当年，

甲午战争中方的惨败，及随之而来难以忍受的割

地赔款重负和国家从未蒙受过的奇耻大辱 （与两

次鸦片战争有所不同），促使满怀浓烈的爱国心、
强国梦的张謇做出了不同凡响、惊世骇俗的抉择。

1894 年的下半年，张謇因父去世，回乡奔丧，

丁忧三年。第二年，便在家乡南通创办纱厂，开启

了他艰辛而崇高的实业报国之路。
在商人地位低下、工商业落后的国情下，以新

科状元和朝廷近臣的身份，弃官经商办厂，在当时

确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和想象。这并非意味着发财

致富，而是要在自弃仕途和尊贵社会地位的同时，

冒着巨大的风险和难言的艰辛，周旋于地方官场、
商界、各色人等之中，奔波于险象环生的风口浪尖

之中，承受“千磨百折，忍侮受讥”。确如张謇自己

所说，是“舍身饲虎”。
张謇之所以选择“舍身饲虎”的办厂之路，完

全是为了圆他的强国梦。这颇像林则徐所言：苟利

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在张謇看来，“策中

国者，首曰救贫；救贫之方，首在塞漏”，塞漏救贫，

必须兴办实业，而“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

士大夫”。要办好实业，则须奉行“棉铁主义”，形成

棉纺和钢铁业为基础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而南

通棉多质好，农村种棉纺纱成风，搞棉纺实业具有

得天独厚的条件。因而，张謇首先选择开办纱厂作

为他兴办实业以强国家的宏伟计划起始第一步。
正如他在为纱厂拟定的“厂约”中所说：在通州创

办纱厂，既是为通州本地的百姓生存考虑，也是为

中国的资源和利益考虑。
（二）为强国，百折不挠

张謇的创业，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艰辛的磨难，

并屡经挫败，但为了实现他心中的强国梦，艰苦奋

斗，百折不挠，忍常人所不忍，为常人所不为。刚开

始筹办纱厂时，张謇本想在民间集资，搞“商办”，
但通州和上海两地的商人富户，虽有资金，却不愿

轻易投入。他便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改为官商合

办，由官方提供搁置上海久未使用的纺纱机，作价

五十万元作为官股投资，另由张謇组织绅商筹五

十万元合作经营。但随后不久，发起股东和承诺入

股者，纷纷反悔退出，“商股”无法凑足。张謇不得

不再退一步，一面压缩总股本金为五十万元，一面

改为“绅领商办”，即由他自己认领官股的二十五

万元，再另外筹集二十五万元，官方只收取官利，

不参与工厂的经营管理。尽管如此，张謇所需股金

仍无法凑齐。他只得奔波沪通两地，多方集资求

助，有时不得不靠卖字来弥补旅费的短缺。面对乡

党友朋的讪笑毁阻和各方敷衍作梗，他虽“闻谤不

敢辩，受辱不敢怒”，仍坚韧不拔地往前走。
在苦心创办了五年后，1898 年，大生纱厂终于

建成投产。为了记住纱厂创办过程中的磨难和教

训，张謇特意请人画了四幅“厂儆图”（张謇亲笔题

词点题），挂在工厂的公事厅。四幅画作分别讽刺

抨击了集资办厂过程中洋行买办的反复无常、官
僚奸商的言而无信、本地官吏的阴险阻挠、上海巨

商的贪得无厌。
后来，大生纱厂虽然在开工半年后就获得了

丰厚的利润，张謇的实业和教育等民生实业随之

也不断拓展，但他还是不断遭遇波折和磨难。1922
年以后，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及自身经营管理等

方面的原因，特别是由于产品的滞销、资金链断

裂、垦牧公司的灾祸，大生企业集团濒临破产。但

即使在这时，张謇还是怀揣他的强国梦，以无比顽

强的意志奋斗拼搏，直到临去世之前，他还抱病视

察沿江水利工程。
（三）为强国，至死不渝

爱国、救国、强国，像一根光彩夺目又厚重无

比的主线，贯穿了张謇的一生。为强国，他探索了

一生，奋斗了一生，坚守了一生。直到垂暮之年，张

謇念念不忘的还是国家强盛、天下太平。在他逝世

前不久，南通南郊剑山雷神祠修建落成，他为之题

一副楹联：百里蒙休，山川大神止于此；万方多难，

云雷君子意何如？在这里，他借咏雷神，表达了他

“天佑中华，使多难的国家走向强盛”的殷切愿望。
毛泽东曾说过，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

一辈子做好事。同理，一个人爱国并不难，难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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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爱国，一辈子将爱国之心化为强国之行。张

謇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张謇以他一生痴

迷强国梦的爱国主义壮举，践行了他的人生理念：

“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

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

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

本此意。”
二、亦政亦商为中华

作为企业家的张謇，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是

既搞经济活动，又搞政治活动；既经商，又从政；既

是企业家，又是政治家。
（一）兼具官员和经商者的双重角色

纵观张謇的一生，从 22 岁任江宁法审局书

记，即涉足官场、政坛。24 岁至 32 岁，任庆军首领

吴长庆幕僚（30 岁时曾随吴赴朝鲜平乱，结识袁世

凯）。35 岁为开封知府孙云锦幕僚，并受河南巡抚

倪文蔚委托，主持黄河防灾抗洪工程计划，草拟疏

塞大纲。随后，一面赶考，一面在江宁、崇明、赣榆

等地书院任职。
42 岁高中状元后，任翰林院修撰（相当于朝廷

中枢文秘，最高官级为三品）；43 岁在家丁忧时，奉

两江总督张之洞之命，总办通海团练，并主持江宁

文正书院；46 岁（1898 年）入京销假，为翁同龢起

草《京师大学堂办法》等文稿。在戊戌变法前请假

回乡，任江苏商务局总理；52 岁任商部头等顾问

官；53 岁任江苏教育会会长；54 岁任苏省铁路公

司协理；56 岁奉旨筹备江苏咨议局，当选为议长；

58 岁任农工商大臣，东南宣慰使；59 岁任江苏两

淮盐政总理，同年 11 月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

长；61 岁任袁世凯政府农商部总长，全国水利局总

裁 （1915 年辞职）；67 岁任运河督办；68 岁任吴淞

商埠局督办。由此可见，张謇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有

官职 （尽管有的是虚职，但他的官员身份始终存

在）。
在具有官员身份的同时，张謇扮演了经商者

和企业家的角色（大大早于他 1895 年正式下海创

办纱厂）。1886 年，张謇 36 岁时，结束了幕僚生涯，

回到家乡，一面备考，一面以商业眼光帮助父亲集

资购买湖州桑苗，鼓动乡民赊购，推广植桑养蚕。
他与家长还向乡民售发柏秧、槐秧和油桐子，发展

经济林木。随后，他采用商业经营方式，集资开办

公司，推销桑秧，由乡民自定购买数量，只记账不

付现金，三年后乡民卖桑叶供公司养蚕，从付给乡

民的现金中扣取秧苗成本和两分利息。这种具有

现代气息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今天看来仍有价

值。这凸显了张謇经商创业的精明和高明。
1895 年，张謇正式办厂经商。从此以后，他尽

管仍不断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甚至还担任各种虚

虚实实的官职，但他始终没有丢弃企业，没有丢弃

企业家身份。以至于在他生前身后，人们都首先把

他看作是一位搞实业的企业家。
（二）同时开展政治和经济活动

犹如兼具官员与经商者双重身份一样，张謇

在开展经济活动的同时，积极投身于各种政治活

动，以至于无论是在早期地方政商环境的改善中，

还是在后来全国的政治舞台上，甚至包括晚年的

南通地方自治方面，他都展现了政治家的风采。
张謇早期在涉足蚕桑、林木等经商活动的同

时，还积极组织和参与了各种政治社会活动：一是

联合地方士绅，禀请两江总督免除十年丝绢，以兴

蚕利。二是动员地方官招商开行，收购蚕茧，发展

蚕丝市场。三是牵头联络通州大布庄老板和各地

花布商人，力争官府减收通海花布厘捐。四是筹办

地方武装防卫组织“滨海渔团”，维护沿海地区安

全。五是倡导建立社仓，备灾备荒，防止灾年发生

社会动荡，恢复海门慈善堂，负责办理掩埋无主野

尸等慈善事宜。
1894 年张謇大魁天下后，便积极投身于全国

性的政治活动中，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张謇以新科状元的身份，

凭借他早年赴朝平乱积累下的对朝日国情的认

知，积极支持翁同龢的主战主张，并单独上疏，痛

斥李鸿章不仅“主和误国”，而且“以庸劣而败和

局”。此举震惊朝野，使张謇名动一时。
甲午战争以后，张謇满怀悲愤，积极建言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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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以“救亡图存”。他在为张之洞所拟的《代鄂督

条阵立国自强疏》中，提出练陆军、治海军、造铁

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建讲商务、讲求工政、
多派游历人员、预备巡幸之所等九条建议，在当时

产生极大影响。
1898 年（戊戌）春，张謇因丁忧期满，入京到翰

林院销假，参与翁同龢、康有为、梁启超主导的维

新运动。但他主张稳健改良，自称与康、梁“群而不

党”。在维新派惨遭镇压、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

口前夕，他辞谢京师大学堂教习的奏派，再度向翰

林院请假，匆匆离京归乡。
1900 年（庚子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

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事件。张謇等东南绅

商名流，为避免繁华的东南一带陷入战乱，在清廷

已贸然对外宣战的情况下，力劝刘坤一等东南督

抚与英国等列强签订“东南互保”协议。这件事，在

当时保住了清朝的半壁江山，但从长远看，动摇了

朝廷的权威和统治根基，助长了地方及民间力量

的上扬，诱发了后来的政治改良及最终的共和革

命。
在随后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张謇也

积极参与。他在 1901 年 2 月写的《变法评议》，系

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强调变法必须抓

住基本的三条：一是“必先更新而后旧可涤者”；二

是“必先除旧而后新可行者”；三是“新旧相参为用

者”。实际上就是主张先立后破、先破后立、新旧融

合三种方法并用。他提出了分阶段进行政治、教
育、产业、民生等各方面的变革设想。

在看到清政府并不真心搞“变法”，“新政”亦
无实质性成效后，张謇毅然投身立宪运动，并成为

运动的实际领袖。他在立宪运动中主要做了三件

事：一是进行立宪考察研究和宣传鼓动。1903 年去

日本时，考察了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回国后便呼

吁仿照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政治改革，张謇印译了

许多立宪资料给朝廷和官绅。二是成立上海立宪

公会和江苏咨议局，直接组织推动立宪运动。三是

发起组织了三次全国性的早开国会请愿活动，迫

使清廷同意提前 3 年于 1913 年召开国会，并且预

行组织责任内阁。
立宪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精英群体与民

众互动的大规模政治运动，直接动摇了清廷的政

治基础和统治合法性，间接促成了辛亥革命的发

生和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建立。张謇晚年在为自

己编写的年谱作序时写道：“一生之忧患、学问、出
处，亦常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

1911 年辛亥革命发生后，张謇逐步由主张君

主立宪的改良主义者，转为支持革命和共和，并在

“南北议和”中充当重要角色（由“通官商之邮”变
为“通南北之邮”）。他一手托三家：首先劝清廷顺

应大势及时体面退位；其次劝革命党人适可而止，

共创太平；然后再劝袁世凯以革命形势逼迫清廷

退位，但不要扑杀革命力量，做华盛顿那样的开国

元勋。
1912 年 1 月 10 日，张謇致电袁世凯说：“甲日

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于是，清王

朝在紫禁城内安享尊荣，袁世凯当了正式大总统，

革命党人宣告革命成功，老百姓免受战乱，亚洲第

一个共和国成立。张謇在自身完成由君主立宪到

民主共和蜕变的同时，也促成了中国封建制度向

现代政治制度的转型变革。
1913 年至 1915 年，张謇任袁世凯政府农商部

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在此期间，他一方面抓

全国经济勘察、规划，一方面大搞经济立法。民国

初期 70%的经济法律、法规都是在他任上制订的。
他认为发展实业,亟须注重四个方面：一是乞灵于

法律；二是求助于金融；三是注意于税则；四是致

力于奖助。他认为，“法律犹如轨道，产业入轨道则

平坦正直，毕生无倾跌之虞”，“不入轨道，随意奔

逸，则倾跌立至”。
1915 年，张謇因不满袁世凯的内政外交举措，

辞官回到家乡南通，直到 1926 年去世。即使在这

期间，他也没有放弃政治活动和政治追求。
1918 年底，张謇为了在巴黎和会上使我国摆

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而获得关税自主，致电政府

及与会代表据理力争，并发起成立了“全国主张国

际税法平等会”，自任会长。1919 年初，巴黎和会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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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时，他针对日本政府的蛮横和北洋政府的妥协，

频频通电，严正指出：政府即使愿去自杀，可人民

难道就不希望生存？他呼吁政府代表拒绝在丧权

辱国的合约上签字。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致

电徐世昌、段祺瑞，指出：民众激愤，完全是因政府

把原来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益拱手让给日本，必

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面对 1920 年直皖战争、
1924 年直奉战争、1924 年江浙战争，张謇均奔走

呼吁，斡旋调停，劝阻交战各方以人民福祉为重，

停战讲和。1925 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南通各界组

成后援会发动募捐，张謇率先捐资，以示援助。孙

中山去世时，他代表地方主持追悼大会；蔡锷灵柩

路过南通，他组织全市人民举行公祭。一些全国性

的政治活动，依然闪现着他忙碌的身影。
更难能可贵的是，张謇晚年在家乡的十多年，

表面上看是在搞实业、办教育，实际上是在全力搞

地方政治———“地方自治”，并以地方政治的成功

（“模范县”）做示范，引领全中国（余秋雨称之为向

全世界发出了现代化的“南通宣言”）。他搞地方自

治的初衷是：“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

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然则直接

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
张謇兴办实业、热心政治，均是为了国家的强

盛、民族的兴旺、社会的进步，均出自于非同一般

的爱国主义情怀。只要能救国强国，他什么都愿意

做。他既是实业救国论者，更是政治救国论者；他

既是优秀的企业家，更是杰出的政治家。他进则搞

全国“大政治”，顾及南通；退则搞南通地方“小政

治”，影响全国。不管怎样，他从未忘记救国救民和

强国富民的政治理想，也从未停止过以政治现代

化促经济现代化的探索和开拓。
（三）政商互动创大业

张謇秉持救国强国理念，在办实业、搞经济的

同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源于他对政治与经济关

系的深刻认识。张謇认为，“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

政治”“政治能趋于轨道，则百事可为”。只有政治

清明，才能使经济蓬勃发展。他在考察日本后，对

比日本的富强与中国的贫弱，得出结论：“抉其病

根，则有权位而昏墯者当之”。因此，他主张要像日

本明治维新那样进行政治改革，为经济发展创造

良好的政治条件。
基于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辩证理解，张謇主

张除了在体制上进行政治变革以外，还要“借助实

业来变更国体，强国富民，革故鼎新”。张謇一生着

力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推动政治变革，一件是发展

实业及民生事业，最终成果则集中体现在南通地

方治理的成效上。张謇凭借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

深刻理解，在实践活动中，也较好地处理了具体的

政商关系。
一是充分利用各级政府的政策。如用足用活

中央政府地方自治政策及江苏政府扶持实业政策

等。二是妥善处理好与各级官员的关系，包括与江

苏督抚及南通州官。三是以政兴商，以商促政。以

“自治”为手段，改善政治小环境，助推经济发展；

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促政治建设。
当今，时代不同了，我们不必要也不可能像张

謇那样去搞政治和经济，但他认识和处理经济与

政治关系的思想与实践，依然对我们今天的企业

家有启发。一是企业家也应该关心政治，促进以民

主与法制为核心的政治建设。二是拥护党的领导，

改善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执行党和国

家的方针政策；积极参与民主监督、民主管理，促

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三是正

确处理与地方政府及官员的关系：亲而不俗（亲近

友好不庸俗）；敬而不远（尊敬而不疏远）；靠而不

等（不消极等、靠、要，在政策扶持、要素配置、指导

服务等方面主动争取）。
三、只手打造“第一城”
南通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打造“第一

城”，全靠张謇非凡的见识和能力。遍观全中国、全
世界，优秀的企业家比比皆是，但能够靠一己之力

建设一座现代化城市，张謇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可从三个层面看“近代第一城”的含义：一是

从城市的规划建设看；二是从城市的各种民生事

业、公共设施看；三是从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生态全面建设看。其中，最重要而又最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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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忽视的是第三层面。
笔者曾在 2003 年召开的“中国近代第一城”

学术研讨会上，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第一城”的丰

富内涵。从城市建设的主体来看，南通是第一座由

中国人自己全面规划并实施建设的具有近代意蕴

的城市；从城市的形态布局和功能来看，南通是一

座世界近代史上开风气之先的城市；从城市的发

展基础看，南通是一座各项事业全面推进的城市；

从城市建设的价值取向来看，南通是一座充满人

文关怀的城市；从城市建设与区域发展的关系来

看，南通初具区域整体发展的雏形。现在看来，这

些论述尚有道理，但对第三个层次揭示不够。
张謇在南通所有作为的初衷是“以成鄙人建

设一新世界雏形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

耻，虽牛马于社会而不辞也”。他要统筹各方面的

现代化建设，为中国打造一个能与世界先进国家

城市相媲美的现代化城市样板，以示范、引领中国

走向繁荣昌盛。
在政治建设方面，张謇充分利用中央政府关

于地方自治的政策，于 1908 年破天荒地发动民众

选举，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省以下“议会”———通州

议事会，并亲任议长。议事会及随后的地方自治会

成立后，设立了测绘局、调查户口事务所、法政讲

习所、清查公款公产事务所等一系列“准政府”机
构，干了许多“州官”应该干的事儿。他还建立了商

会、农会、慈善会、长江保坍会等各种社会团体，发

动各方共同参与地方治理。更令人称奇的是，他还

建立了维护治安的警卫队，花钱改造政府的监狱、
驻军营房，建妓女改造所和戒毒所等。

张謇的现代化政治建设之所以能走在全国前

列，主要是因为做到了“五个充分运用”：一是充分

运用地方自治政策；二是充分运用特殊的政治身

份；三是充分运用省级官僚的授权和支持；四是充

分运用当地老百姓的拥戴；五是充分运用自己的

从政经验和聪明才智。
经济建设方面，张謇从创办大生纱厂开始，由

工业到农业（盐垦、种植），到生活服务业（商业、旅
馆、房地产开发），到物流运输（大达轮船公司、汽

车公司、十六铺码头），到金融保险（淮海实业银

行、保险公司）等，甚至还与比利时合资兴办中比

航业公司及专事对外贸易的新通贸易公司。他创

立的南通绣品公司还在美国纽约第五大道设立分

公司，经营刺绣工艺品。他在逐步建立起全国最大

的产业资本集团的同时，全面地促进了南通经济

现代化建设。当时的南通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在中

小城市中首屈一指。
当年中国海关“一把手”英国人罗伯特·赫德

每十年就出一份分析中国经济状况的《海关十年

报告》，连续 3 次（30 年）仅举上海和南通两个城市

为案例。他说：“通州是一个不靠外国人帮助，全靠

中国人自力建设的城市，这是耐人寻味的典型。”
“所有愿对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将来作公正、准确估

计的外国人，理应到那里去参观游览一下。”
在社会建设方面，张謇在加强社会管理、改善

社会风气的同时，大力创办现代化的社会公共事

业和社会保障体系。1913 年办大聪电话公司，建成

南通市内电话网络。1916 年开始建唐家闸公园和

市区东、西、南、北、中五座公园，是我国最早对公

众开放的公共园林。1917 年办通明电气公司，形成

从唐家闸到中心城区的供电布局。1917 年成立南

通公共汽车公司，公共汽车在港闸、城区等多条公

路上运行。
张謇在南通创办的社会保障项目主要有：

1906 年创办的新育婴堂，1912 年创办的南通医

院，1913 年在他 60 岁生日之际，用所得寿礼之金

创办的养老院，1914 年创办的贫民工场及济良所，

1916 年创办的残废院及栖留所。
在文化建设方面，张謇致力于文化事业现代

化。1905 年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南通博

物苑。1912 年建成图书馆，将自己收藏的八万多卷

和征集采购的共 13 万卷图书置于馆内，供市民阅

览。1913 年后创办了《通海新报》等四种报刊，并创

办了翰墨林书局。1917 年在军山建气象台。1919
年创办全国第一所戏曲学校———伶工学社，并建

现代化大剧场———更俗剧场。同年还创办中国电

影（影戏）制造股份公司，拍摄多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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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应张謇之邀，中国科学社第七届年会

在南通召开。杨杏佛、马相伯、梁启超、丁文江、竺
可桢、陶行知等知名专家学者纷纷汇聚南通。张謇

在会上说道：“吾人提倡科学，当注重实效，以科学

方法应用实业经济之研究与社会心理之分析。迨

成效既著，人自求之不遑。执此道以提倡科学，未

有不发达者。此为吾数十年经验之结论，愿诸君由

此以兴科学”。科学社以新建的生物研究所作为张

謇 70 寿辰贺礼，以答谢他对科学的倡导和支持。
“文化必先教育”。张謇在教育事业上的努力

和成就更为人所津津乐道。他创办了三百七十多

所各类学校，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从普通

学校到专科学校、特种学校（聋哑人学校、职业技

校、师范学校），几乎无所不包。他还规划在农村每

八平方公里办一所小学，并成立了教育会、劝学所

等几十个现代教育研究团体和机构。他还担任江

苏教育会会长。可以说，张謇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教

育现代化先驱和集大成者。世界闻名的美国哲学

家杜威在考察南通后，由衷地赞叹道：“南通者，中

国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

也。”南通近百多年来，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绝非

偶然。
在生态建设方面，张謇在城市总体规划设计

上，就考虑到生产、生活、生态的合理布局，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生。他比世界著名的城市规划大师霍

华德还早三年提出并践行了“花园城市”的理念。
除了主城区以外，他将唐闸设定为工业和港口区，

狼山设定为风景旅游区，形成了科学合理的“一城

三镇、城乡相间”的现代城市格局，既方便了人们

的生产生活，又改善了自然环境。他还封山育林，

保护自然生态，在街道、公路两旁栽种行道树美化

自然景观。他还成立“长江保坍公会”等社团，发动

社会各方保护长江生态和水系。
总之，张謇以现代化的理念和标准，从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全方位推进南

通现代化建设，精心打造出了“中国近代第一城”。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张謇当年全面推行现代

化建设的理念和实践，虽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但

作为宝贵的探索经验，对我们当下在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征程中，实施“五个统筹”和“四个全面”的
战略方针，仍不乏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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