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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之教育救国

张 华

张謇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提出了“父教育、

母实业”的思想，并成功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

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揭开了中国近代师范教育

的光辉一页。

张謇在成功创办实业的同时，又把目光投向了教

育。他把整个教育事业看作是一条源远流长的江河，“师

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

汇其归”。在这种超前的思想指导下，张謇前后共创办了

各级各类学校 400 所，形成了师范教育、学前教育、基础

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高等教育等完善的教育网

络，构筑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大教育体系，从而影响和推

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张謇在教育事业上的成

就，是同时代任何一位教育家都无法比拟的。

张謇认为，人才是立国之基，而人才出自教育，教育

之本在于师范，正所谓“师范是教育之母”。所以，在借鉴

西方师范教育思想和经验的基础上，1902 年张謇在南

通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通州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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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学校。1905 年，他又创办了我国最早的私立女子师范

学校———通州女子师范学校。这两所师范学校的建立，

在中国教育史上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的意义。

师范教育的发展，为其他教育的兴起提供了可能。

比如，通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创办，为发展幼儿和小学教

育培养了大量的师资。

1913 年，张謇在南通唐闸的育婴堂内设立了“张徐

幼稚园”，张徐幼稚园是以张謇夫人徐端的名义创办的，

后来更名为“南通第一幼稚园”，并在园里创设了一所幼

稚园传习所，专门培养从事幼儿教育的师资。1917 年，

张謇夫人杨氏捐资在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创办了“张杨幼

稚园”，后更名为“南通第二幼稚园”。1920 年，张謇之妻

吴氏又用私资开办了“张吴幼稚园”，后来改名为“南通

第三幼稚园”。在短短的 7 年当中，张謇和他的家人就创

办了 3 所幼稚园，在张氏家族这种举家办学精神的影响

下，一些工厂和社区也纷纷效仿，创办了自己的幼稚园，

南通地区的学前教育获得了普遍的发展。

1901 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下令将各省、

府、厅、州、县的书院改为学堂。但真正有目的、有计划、有

成效地普及小学教育，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应当首推张

謇。

张謇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弱，是因为教育未能普及。

“中国病不在怯弱，而在散暗，盖散则力不聚而弱见；暗

则识不足而怯见，识不足由于教育未广”。他强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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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教育之基，故兴学须从小学入手”。张謇曾以种树来比

喻育人，形象而深刻地说明了小学教育的重要性:“小学

生犹苗蘖，小学校犹苗圃也。培护径寸之基，使之盈尺及

寸，成有用之才，苗圃之事也，小学亦类似。”

1903 年，张謇到日本考察，日本人“立国之强不在

兵而在教育”的思想，引起他的强烈共鸣。张謇在日本有

选择、有重点地考察了很多学校和教育机构。所到之处，

张謇都认真地观察，详细地记录，除重点了解学校的教

学管理之外，对校舍的建设、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深

入的研究，他甚至还动手去测量日本教室的面积、门窗

设计和课桌椅的尺寸。日本人看到张謇测量时一丝不苟

的严谨作风，对他都是深感敬佩。回国以后，张謇把教育

事业的重心放在了基础教育上，认为办学应从小学入

手，从源头做起，从根本做起。

在南通，张謇原先计划每 25 平方里办一所小学，距

学校最远的儿童 2.5 里，每天上学放学来回两趟一共走

10 里路。有一次，张謇冒着小雨从久隆镇到垦牧公司，

乡间小路非常泥泞，走起来很吃力。他立刻想到 10 岁以

内的学童不能走这么远的路。于是就改为每 16 平方里

设一所初等小学，让离学校最远的学生不超过 2 里，每

天上学走路缩短为 8 里。把原计划在南通地区建设初等

小学 400 所增加到 600 所。从张謇的这样一个举动，我

们完全可以看出他办学时的那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

务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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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成这项伟大的工程，从 1904 年张謇在家乡创

办常乐第一初等小学算起，到 1926 年筹办最后一所小

学———扶海小学为止，他在南通身体力行了近 30 年，共

创办中小学校近 350 所，使南通的基础教育快速发展。

据《中国教育大事典》所载的《我国人口与学龄儿童入学

数统计表》记载，1916 年江苏省入学儿童占学龄儿童的

13.36%，而南通地区 1903 年至 1920 年入学儿童占学龄

儿童的 32%，远远超出了江苏的平均水平，并领跑全国。

小学教育的日益普及，为中学教育提供了生源。在

张謇等人创办的中学中，要数 1906 年在通州创办的五

属公立中学最为有名。“五属”是指通州、海门、崇明、如

皋、泰兴这样五个县。当年的五属中学就是如今的南通

中学的前身。

100多年前，张謇等人为南通的基础教育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南通基础教育能有今天的辉煌成就，张謇功不可

没。

张謇从开始兴办实 业 时就充分认识到职业 教育

的重要性。他提出了“实业教育富强之本”的口号，主

张“以实业 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所至即教育

所至”。

张謇一向重视发展农业生产，虽然我国以农业立

国，但是农业的科技含量很低，农民基本上没有科学种

田的意识，大多听天由命，靠天吃饭。因此，他在 1902 年

创办通海垦牧公司时就计划兴办农学堂，为农垦事业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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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专门人才。通州师范学校开办以后，他又在校内附设农

科和蚕桑科。1913 年依照教育部的要求，学校改名为

“南通农校”。

南通农校设备先进、完善，设有无机化学室、有机化

学室、定性分析室、定量分析室、植物室、动物室、植物生

理实验室，等等。学校有可容纳 1 000多人的大礼堂，能

接待中外名人来演讲。学校注重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

聘请了外籍教师任教，同时又派遣毕业生出国留学，学

成以后回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张謇还捐资在阜宁购

置垦田 11 万亩，作为农校的实验基地。学校还分别设立

了农场、林场、牧场、苗圃、测候所等，让学生进行实习和

科学研究。农校的家畜试验场还引进了加拿大、荷兰和

丹麦的乳牛进行良种繁育。农校还出版了《南通新农业》

《农光》等专业期刊，把农校教育与农业生产紧密地结

合，让科学知识直接为生产服务。

1912 年，张謇在大生纱厂里附设纺织染传习所，以

学校形式大批培养纺织、印染人才。这个传习所的课程

是参照美国费城纺织专门学校设置开设的。第二年，也

就是 1913 年，传习所改名为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张謇

为纺校题写了“忠实不欺，力求精进”的校训。学校的师

资逐渐由学校的毕业生和留学回国的校友担任。南通

纺织专门学校不仅开设了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

学、伦理学等基础学科，还设置了棉纺学、工厂管理法、

机械制图、电气工学、工厂建筑法等专业课程。学校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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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实习工场，备有配合教学和供学员实习用的各种

纺织机械。学校的教育管理也十分严格，培养的毕业生

大多成为南通纺织行业的技术骨干。在大生三厂的建

设当中，全部机器的安装均由纺织专门学校的实习生

独立完成。这不仅摆脱了对外国技术的依赖，而且还大

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效益。南通纺

织专门学校还有不少的毕业生服务于上海、汉口、天

津、无锡等地的纺织企业，为中国近代纺织业作出了巨

大的贡献。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因此被誉为“中国纺织工

程师的摇篮”。

随着南通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越来越大，环

境卫生及医疗条件的作用日益突出。1912 年，张謇、张

合资建立了南通医学专门学校，致力于培养医学人

才，这所学校 1926 年改称为“南通医科大学”。张謇亲自

为医校题写了“祈通中西，以宏慈善”的校训。校训点明

了办学的要求和目的。医校分设西医和中医两科，还附

设产科、助产护士两个传习所。医学专门学校非常重视

学生的实习训练，校区设有医化实习室、细菌实习室、组

织实习室、解剖实习室以及血清实习室，等等。此外，还

将原有的通州医院改建成学校的附属医院。医校的毕业

生除少数继续深造外，大多数都服务于社会。

中国的刺绣艺术历史悠久，享誉中外。当时欧洲人

认为中国的刺绣巧夺天工，所以都不惜重金购买收藏。

于是，张謇于 1914 年在南通开办了中国第一所刺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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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女工传习所，特邀艺术刺绣大师沈寿担任所长兼

教习。沈寿的作品多次在世博会上获得大奖，尤其是耶

稣像、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美国女优倍克像等作品，都

达到了出神入化、惟妙惟肖、炉火纯青的境界。

沈寿不但身怀绝技，而且善于教学，在她的精心培

养下，女工传习所正式结业的学员达到了 150多人。女

工传习所成立之后，第一期招收 20多人，后来由于要求

学习的人很多，又先后开设了传习所速成班、普通班、美

术班和研究班。速成班主要学习绣枕套、台布、服饰之类

的实用绣品，普通班学习绣花卉、人物、飞禽走兽，美术

班则学习一些难度较高的艺术绣品。美术班毕业以后，

成绩优秀者可以进入研究班继续深造。传习所学制高中

低齐全，教学中既注重全面提高学员的文化素质和艺术

的鉴赏力，又致力于学习和生产相结合，日常实习的优

秀作品通过南通绣织局销往国内外。

沈寿 40多岁就常年卧病在床，为了抢救一代绝艺，

张謇在沈寿病情稍有好转的情况下，就整理沈寿口述的

内容，通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编成了《雪 绣谱》，这是

我国刺绣工艺最完整、最权威的教科书。

张謇认为“改良社会，文字不及戏剧之捷；提倡美术

工艺，不及戏剧之便”。为了用戏剧改良社会风气，培养

新一代的演员，张謇于 1919 年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新型

戏剧艺术学校———伶工学社。张謇亲任董事长，梅兰芳

任名誉校长，张孝若任社长，欧阳予倩任教务主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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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当时文学、艺术方面有建树的专家和学者来担任。张

謇也亲自为学生讲修身课，那时的修身课相当于现在的

思想品德课，他还为学员批改书法作业。伶工学社的学

员成功演出了《快乐儿童》《打渔杀家》《捉放曹》等剧目，

还多次在省内外参加了赈灾义演，在社会上获得了一致

的好评。

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中回忆说，伶工学

社“是开风气之先，是国内惟一的一个训练戏剧人才的

学校，它的制度、教材方面，都采用了新的方法”。

张謇教育思想中的“专门别其派”，就是指根据地方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创办各类职业专门学校，他除

了创办以上所说的农业、纺织、医学、刺绣、戏剧专门学

校以外，还创办了商业、金融、司法、巡警、监狱等专门学

校或者是传习所，培养了各个行业的专门人才。根据

1926 年的有关史料统计，南通地区先后办起了“各类职

业学校 30余所”。仅有百万人口的南通，竟然拥有这么

多职业学校，在当时的中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学校呈

现多门类、多专业、多层次的特点：既有工业学校，又有

农业学校；既有理工性质的学校，又有文科性质的学校；

既有一般职业的学校，又有特殊职业的学校；既有初级

职业学校，又有中、高级职业学校；既有定期培训的学

校，又有临时设立的学校。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职业

教育体系，奠定了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基础。1917 年，

张謇还与黄炎培、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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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倡导“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职业教育思

想。

张謇是中国较早关注特殊教育的教育家。19世纪

末，我国的特殊教育还是一片空白。“盲哑累累，教育无

人”。残疾人的学习和就业的问题是当时一个严重的社

会问题。早在 1907 年，张謇就向江苏按察使建议，兴办

盲哑学堂，但许多清政府官员认为，不盲不哑的孩子尚

且不能接受同等教育，根本不可能顾及到盲哑的孩子。

但是，张謇并没有改变为残疾人办学的态度，继续大声

疾呼，并决心依靠自身的力量创办盲哑学校。1911 年 6

月，张謇亲自到山东烟台参观外国传教士创办的盲哑学

校，认真地学习借鉴办学管理的经验。

1915 年，张謇创办了“狼山盲哑学校师范科”，着力

培养盲哑师资。随后又在狼山风景区购置了土地，创办

了狼山盲哑学校，并亲自担任校长。1916 年 11月，学校

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张謇亲临学校主持典礼，为学校题

写了校名，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他在开校演讲中指出，“为残废盲哑学校者，期以心

思手足之有用，弥补目与口之无用，其始待人而教，其归

能不待人而自养，故斯校始在收教育之效，而终在收慈

善之效”。

盲哑学校除本地的学生外，还有来自广东、上海等

地的盲哑人。学生毕业以后，部分从事盲哑教育，更多的

学生毕业以后就到报馆、书局担任印刷打字工作，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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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狼山盲哑学校是中国人自

己创办的第一所特殊学校，它体现了张謇在教育上的人

文关怀和系统思维。

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历史上，张謇也具有十分显

赫的地位。早在 1898 年，张謇就受恩师翁同 之托撰写

《京师大学堂办法》，朝廷委任他为京师大学堂的教习，

京师大学堂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

1915 年，鉴于我国淮河、长江水域经常遭受洪水灾

害，国内又严重缺乏精通水利的专门人才，张謇在南京

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水利高等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

校，大量地培养水利人才，对我国近现代水利事业的发

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就是现在

河海大学的前身。

1903 年，张謇应两江总督张之洞邀请筹办三江师

范，以后改名为两江师范、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当年的南

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

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诸多高校的前身。

在上海，张謇创办了吴淞水产专门学校，也就是现

在上海水产大学的前身。为发展航运业和培养海军新

生力量，张謇在 1906 年创办了吴淞商船学校，聘请了

海军将领萨镇冰任校长，这所学校就是现在上海海事

大学的前身。张謇还积极地筹款支持马相伯创办震旦

学院，并任学校的董事，震旦学院就是今天的复旦大

学。张謇的高等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实践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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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性，为我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

张謇在南通的教育实践，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

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说：“南通是我国全国公认的

第一个先进的城市，南通教育会和教育体制是我国教育

界中之先进者，他们价值之高、影响之大，国人共知。”

1920 年 6月，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考察南通教

育后，在发表的演说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南通者，教

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

张謇的教育思想和办学业绩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

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一是改革了传统的教育体制。张謇是一位思想开

放、富有战略眼光的教育家，在科举制度尚未废除之前，

他就开始创办新式学校，全力投身近代化的教育实践，

相对于传统教育“读书、科举、做官”三位一体的落后思

想，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较大的进步和飞跃，并把目

光投向更多的百姓，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以

此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

二是沟通了教育与社会、经济的联系。张謇是中国

近代较早认识到实业与教育对强国富民重要性及两者

互动关系的教育家。在他看来，“实业教育二事有至亲至

密之关系”，“衣食之源，父教育而母实业”，他极力推广

“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思想，成功地开创了“以实业

辅助教育，以教育促进实业”的模式，表明了教育为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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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服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三是培养了大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张謇创

办的学校，加快了死读书式的旧教育向注重实际技能的

新式教育的转变，为我国培养出了大量具有专业知识的

优秀人才，促进了近代科学技术在我国的传播，为我国

的民族工业的兴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张謇也因此成为

我国近代教育家的杰出代表和集大成者。

在“父教育、母实业”思想的指导下，通过不懈的努

力，张謇完成了从一个实业家向教育家的转变，对南通

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稿由南通市社科联推荐）

张华，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海门市张謇

研究会名誉会长，海门市张謇纪念馆的发起

者、策划者、建设者。著有《一个伟大的背影》，

在《新华日报》、《扬子晚报》等报刊发表文章

200 多篇。在海门电视台主讲十五集系列讲座

《英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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