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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张謇（１８５３—１９２６），字季直，号啬庵，江苏通州（今南

通）海门常乐镇人。张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故南通民

间称他为“四先生”。清末民初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慈

善家。在中国历史上政治格局最为纷繁杂乱、国仇家恨接

踵而至的悲情时期，张謇从京城辞官回到家乡通州，在兴
·１·

张謇



办实业的同时大力创办教育事业，以其毕生精力在南通一

地建立了完整的教育体系。从纵向上说，有学前教育、初

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从横向上讲，有普通教育、职

业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等。所办学校之多，成效之卓

著，影响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张謇开创了南通历史上最

为光辉灿烂的黄金时代。他的“父教育、母实业”的主张和

实践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他一生创办了二十多个企业，

三百七十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

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我国民

族工业时曾说：“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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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

张謇提出的“苟欲兴工，必先兴学”、“师范为教育之

母”、“父教育而母实业”等教育思想具有深远的意义。

教育救国思想

“救亡图存、变法自强”是张謇投身教育事业的首要原

因。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许多有识之士纷纷

办学，把兴学育才、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作为奋发图强的重

要途径，张謇便是其中之一。他说：“窃惟东西各邦，其开

化后于我国，而至今以来，政举事业，且骎骎为文明之先导

矣。掸考其故，实本于教育之普及，教育之勃兴。”他认为，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强盛，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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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育发达；中国之所以落后，主要是由于教育落后，人民

文化水平低下造成的。他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

反复强调教育为立国之本。他说：“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

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

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不蓄而求，岂可幸致。”所

以“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普及国

民之教育则无与”。要使国家强盛，就必须兴学校，办教

育，开民智，“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

张謇在谈到创办通州师范学校的动机时指出：“中国

今日国势衰弱亟矣，国望亏损亟矣。国弱望亏，其害之究

竟，直中于人人之一身，”而“被所称强大文明之邦，犹是人

也”。因此，“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强。知识之本，基

于教育”。

需要指出的是，张謇“教育救国”的思想并非指只有教

育才能救国，而是从教育在社会中固有的地位和作用出

发，通过兴办近代教育，推动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达到改

造社会、振兴国家的目的。张謇的教育事业在改变社会风

气、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唤起群众觉醒和为社会培养各种

人才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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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与教育并举

张謇在办实业的过程中，深感“人才异常缺乏”，提出

了“苟欲兴工，必先兴学”的思想，实行“以实业辅助教育，

以教育改良实业”的办学方针。他在创办大生纱厂后，就

着手创办通州师范学校，并在以后的社会活动中，始终推

行办实业与办教育并举的方针。他根据教育与实业的相

互依赖性，提出了“父教育而母实业”的思想。因为“教育

必资于经费，经费惟取诸实业”，“必农工商奋兴，而后教育

能普及”。就这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张謇从理论和实

践上，正确解决了教育与实业相辅相成、彼此依存的辩证

关系，正确处理了教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也反映了张謇

对教育必须适应经济发展这一客观规律的认识。

张謇根据当地的发展需要，创办了许多职业学校。如

农业、纺织、医学等专科，并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合并为南

通学院，在通州师范学校附设农林、测绘、蚕桑、商业、土木

工程等科，创办了伶工学社和特种教育盲哑学校，以及女

工、发网、保姆、镀镍、政法、巡警、清丈等传习所。此外，他

还尽力协助外地的教育事业，参与赞助创办多所职业学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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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如江宁商业学校、苏州铁路学校、吴淞商船学校、水产

专门学校等等。张謇这种面向实业、面向社会创办多门

类、多层次、多结构的职业技术学校，在当时确是一大创

举，它充分体现了张謇教育思想和活动的社会性、多样性、

实用性、灵活性和开拓创新精神。

师范为教育之母

办学首先要解决教师来源问题。张謇首倡师范教育，

他认为，“教不可无师……师必出于师范”，“欲教育普及国

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

始”。他多次强调“兴学之本，惟有师范”，并且称“师范为

教育之母”。所以，他在创办大生纱厂后就开始创办通州

师范学校，以培养师资。他以“忠实不欺，坚苦自立”为校

训，以“严格主义”教育学生，养成严谨、踏实的学风。张謇

很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实行师范生到小学进行实

习等技能训练。他提议政府对师范生实行奖励、补助政

策，鼓舞师范生，使其乐从教育。通州师范学校成为全国

各地发展师范教育的模式。

有了师资，欲普及教育，就应广设小学。他说：“开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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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惟有力行普及教育，广设初等小学。”他认为小学教育

直接影响到中等乃至高等教育的质量。他对小学教育作

了形象而又深刻的论述：“小学生犹苗蘖也，小学校犹苗圃

也。培护茎寸之茎，使之盈尺及丈，成有用之才，苗圃之事

也。小学校亦类似。”这个形象的比喻说明小学教育是整

个教育事业的基础。

张謇在办学的实践经验中提出了“师范启其塞，小学

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的办学道

路。在普及小学的基础上，逐步推广中等学校，最后办专

科和大学，从而建立起完整的多层次的相互衔接的教育体

系。这也犹如一条大河的主流、支流，最终百川汇归一样。

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是我国最早的单设师范学

校。他以师范学校为起点，以小学教育为基础，创办了许

多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促进了本地教育事业和经济建设

的发展，也推动了全国各地师范教育的发展。

因地制宜的办学思路

张謇非常重视人才的实用性和适用性。他说：“学必

期于用，用必适于地。”坚持从实际出发办教育，是张謇教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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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思想的又一特点。

在学习国外办学经验的问题上，张謇坚持从本国本地

的实际出发，反对照搬照抄的做法。他说：“不征实事，不

特西人之新法之与中土宜否无从真知，中国旧法之与今日

宜否，亦无从真知。”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方面，既要适

应世界发展趋势，又要顾及本国的情形，反对一切规程都

摹仿欧美。张謇在《复留日王于两生》中谈到学习外国经

验时指出：“凡观察所及，皆须识得主客。我所能行与不能

行，我们宜否，皆主体也。取足以补我之知、扩我之知者，

辨别能行与不能行及适与否，皆客体也。当观其构造谨

严、计划廉平、效用切实、经济优人处，不当震于其规模宏

大、器具完美处。所谓心得者，谓我于所观合于我之得

无。”这里的“识得主客”和“合于我之得”，就是要从主客观

实际条件出发，学习和吸取适于我国所需而又能行通的东

西，不能注重其形式和外表，要求其效用而不追求宏美。

在办实业与教育的过程中，张謇始终坚持从实际出

发，因地制宜，按需办学的指导思想。创办大生纱厂后，由

于既需购买大量棉花，又需纺织专门人才，于是张謇创办

了农业学校和纺织学校。又因棉籽可制油，于是他又创立

了炼油厂。产品出来后，为了销售畅通，便设立了轮船公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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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相应地又设立了商船学校。商业发展了，商业人才出

现了短缺，于是他又设立了商业学校。张謇这种应时需创

办学校、设置专业，培养急需人才的做法至今仍有可取

之处。

张謇先办实业以立教育之基础，继办教育以培养各种

人才来改良实业，使教育与实业相得益彰。其教育与实业

的辩证关系至今仍不失为教育改革、经济改革的有益借

鉴。“科教兴国”战略是这种思想的升华，“知识经济”是这

种思想的浓缩。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创我国单设师

范学校之先河，为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提供了

蓝本。他创办的职业学校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开拓性。

他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从普及教育到职业教育的比较完

整的近代教育体系。他提出的许多教育思想和观点，推动

了近代教育的繁荣和发展。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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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创完整的教育体系

晚清光绪年间科举制度的弊端与腐朽日益显露。有

些思想先进的中国人反思中国屡战屡败，尤其是甲午惨败

的原因，发现中国战败由于国力孱弱，国力孱弱由于缺乏

人才；人才出于学校教育，而科举制度不能适应培养大批

人才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他们认定科举制度有两个根

本缺陷：一是它以培养少数当官的人为目标。这些人中的

大多数后来当官时甚至不具备普通“国民之知识”，无益于

国。因此，与其得“无意识之官”，不如得“有意识之民”。

二是它以祖述儒家经典为能事，远离现实生活，“徒供弋取

科举之资，全无当于生人之用”。基于这种认识，“废科举，

兴学校”逐渐成为先进思想家的共识，并汇聚成时代潮流。

在这股时代潮流中，张謇是一位从科举营垒中叛杀出来，

冲在最前面、最积极、最勇敢、最认真、最扎实、因而也最富

有成效的闯将。

１９０２年２月，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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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兴学之事，建先立师范中小学之议。刘赞成，而藩司吴、

巡道徐、盐道胡同词阻挠。胡曰：“中国他事不如人，何至

读书亦向人求法？此张季直过信罗叔韫，叔韫过信东人之

过也。”江督为之意沮。张謇叹息不已，乃与罗叔韫、汤寿

潜等同人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计以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

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２万元，另加劝集资助

可成。同年７月９日中国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通州

师范开工建设。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

的开端。“后之人知中国师范之自通州始，必不知自二道

一司激成之也！”

自此一发而不可收。仅张謇个人，从１９０２到１９２６年

２５年间就为兴办各种教育事业注入资金２５７万元，创办

通州各级各类学校合计３３０多所，并在宁沪等地参与创办

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

前身）、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今河海大学前身）、吴淞商

船学校等多所学校。从纵向说，有学前教育、初等小学、高

等小学、中学、中师、大学专科、大学本科；从横向说，有普

通教育、师范教育、专门教育、职业教育、特种教育，构成了

门类相对齐全、结构相对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当时南通

成为全国教育最为昌明的示范区域，学生除本省本县外，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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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名远道来学者，有浙、赣、皖、闽、湘、鄂、鲁、晋、秦、陇、

滇、黔、蜀等１３省。学校毕业生之多、学龄儿童入学率之

高，在全国同类行政区域中首屈一指。但是，张謇并不以

这样的成绩为满足，他为自己确定的目标是：“乡里学龄儿

童十七八有就学之所，儿童长成十五六有治生常识。”此

外，他还为年长力薄智绌而任重道远感到歉疚不安。在实

践中摸索，在摸索中总结，在总结中积累，张謇形成了自己

独具特色的、相对于科举制度来说是全新的教育思想体

系。这个体系具有以下九个方面的丰富内容。

教育的功能与地位

张謇认为，教育是开启民智、造就人才的光辉事业，在

促进国家富强的诸因素中居于根本的地位：“人皆知外洋

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

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窃维环球大通，

皆以经营国民生计为强国之根本。要其根本之根本在教

育”“教育所以开民智”“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强；知

识之本，基于教育”。他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教育的根本

地位：“教育者万事之母”“教育者，一切政治、法律、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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