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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膏的慈善思想研究

孙 艳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

江苏南通 226 01 1 )

摘 要 :张容的慈善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

其思想根源具有显著的时代烙印
,

融汇古今中外
,

同时兼具

个人性格特征
,

兼容并蓄
。

弱化对救助对象的道德评判
,

体现 了张容博爱的慈善理念
,

同时也表明慈善已 内化

为其人生理想的一部分
。

张容在慈善方式上推崇教养并重
,

并将慈善的价值融入民族精神
。

张容慈善思想的

精髓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

树立文化 自信和促进当代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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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2 年
,

张誊创办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
,

并亲 自 觉路而证正果
,

其诱掖裁成之功
,

为不可思议尔
。 ” 〔3 〕( ” 54 。 )

题写校训
“

祈通中西
,

以宏慈善
” ,

医院不仅在沟通中西 传统社会的劝善书籍往往将行善与果报紧密联系在

医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

还经常减免贫病患者的医疗 一起
,

如著名的劝善书《太上感应篇 》开宗明义地写道
:

费用
,

普及卫生防疫知识等
。

然而
,

南通医学专门学校仅
“

祸福无门
,

惟人 自召
。

善恶之报
,

如影随形
” ,

其他如
“

积

是张誊创办的诸多地方慈善事业的一个缩影
,

其在南通 善余庆
、

积恶余殃
” “

欲求长生者
,

必欲积善立功
”

等传

创办的慈善机构还有如育婴堂
、

养老院
、

栖流所
、

贫民工 统慈善观念是促使人们从事慈善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

场
、

盲哑学校
、

济 良所等
,

广泛覆盖了当时社会的贫困阶 张誊处于新旧时代交替时期
,

他对传统慈善思想并未全

层
,

张誊也因此被誉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先驱
。

学术界 盘吸收
,

而是有所扬弃
,

他在第三养老院开幕演讲时说
:

关于其慈善思想和活动虽有一定论述
,

如朱英《论张誊的
`

失养老
,

慈善事也
,

迷信者谓积阴功
,

沽名者谓博虚誉
。

慈善公益思想与活动》
、

高鹏程《论南通张誊的慈善事业》 鄙人却无此意
,

不过 自己安乐
,

便想人家困苦
。

虽个人力

等
,

但并未对张誊慈善思想中的特质进行深人阐述
,

笔者 量有限
,

不能普济
,

然救得一人
,

总觉安心一点
。

,,[
` 〕 (”

508
)

认为
,

张誊慈善思想的特质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
。

除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外
,

张誊还借鉴吸收了

一
、

思想根源
:

兼容并蓄 近代西方的慈善理念
。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

张誊所处的时代是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
,

其慈善思 地区之一
,

西方教会在此经营的慈善机构也较集中
。

据

想一方面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

融汇古今中外
,

同时兼具 相关资料显示
: “

张誊在清末民初就通过各种渠道了解

其个人性格特征
,

兼容并蓄
。

教会在华东地区创办慈善机构的一些情况
,

还亲 自参观

张誊是近代儒商的典型代表
,

儒家思想是其众多实 了上海教会的慈善机构
,

并深有感触
。 ” 〔’ 〕 ( ” 2

16) 他在参

践活动的思想根源
。

张誊曾说
“

我们儒家
,

有一句扼要而 观徐家汇圣母院育婴事业后
,

说道
“

复与同人力去普通育

不可动摇的名言
`

天地之大德曰生
’ 。

这句话的解释
,

就 婴堂腐败之陋习
,

参用徐汇教会育婴之良法
,

开办一载
,

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
,

要使大多数的老百姓 活婴千余
。 ” 〔2 〕 ( ” `

05) 此外
,

张誊在南通创办的盲哑学校

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
,

没有饭吃的人
,

要他有饭 也受到了西方慈善思想的影响
,

他曾记述
: “

法兰西人于

吃 ; 生活困苦的
,

使他摆脱困苦
。 ” 〔`〕 ( 2P 86) 十八世纪始

,

创凸字以教育人
,

其后传衍于巴黎盲学校乃

此外
,

由于佛教是我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

寝广
,

西班牙人又创记号法
,

至德意志人创发语法
,

始详

在普通百姓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

张誊崇尚务实
,

善于利 于教哑
,

乃有聋哑学校
。 ” 〔̀ 〕 ( ” 53 ` )

用佛教中的慈善理念和积极因素
,

宣传慈善事业
。

在 《南 总之
,

张誊的慈善活动思想融通了古今中外
,

可谓博

通新育婴堂募捐启 》中
,

他说
“

各随愿力
,

共切助瓤
,

并恳 采众长
,

兼容并蓄
。

他曾在《谢参观南通者之启事 》中写

仁言转相劝募
,

庶几出五百道乳
,

等于佛母之慈悲
,

广七 道
: “

有所法
,

法古
,

法今
,

法中国
,

法外国 ; 亦不必古
,

不

级浮屠
,

无量救人之功德
” 〔2 〕 ( ” 1

05)
。

张誊认为
,

佛教在 必今
,

不必中国
,

不必外国
。

察地方之所宜
,

度吾兄弟思

一定程度上能够对社会秩序失范和道德衰败起到缓解作 虑之所及
,

财力之所能
,

以达吾行义之所安
。 ” 〔` 〕 ( ” `

98)

用
,

弥补法制的不足
,

即
“

故释氏者言
,

可以辅今 日圣道 二
、

慈善对象
:

弱化道德评判

国法之穷
,

使人由祸福趋避之念
,

去不善而即于善
,

以人 传统社会的慈善救助对象往往带有道德评判
,

某些

收稿日期 : 2 0 1 6一 1 1一 0 2

基金项 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指导项 目
“

地方名人资源在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中的运用—
以南通张誊为例

”

(项

目编号
: Z o l 4 SJ D 6 5 3 )

。

作者简介 孙艳 ( 1 9 8 3一 )
,

女
,

安徽芜湖人
,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讲师
,

文学硕士
。

研究方向
:

教育学
、

社会学研究
。



特定人群被贴上道德低下的标签
,

得不到应有的救助
。

如清初的一些普济堂明文不收游手好闲之人
,

就是说贱

民之属
,

及不符合主流道德规范的人
,

不能受到善堂的惠

泽 6j[ ( 5P 8 ) 。

一些救济寡妇的清洁堂也明文规定
,

只收清

白之家的寡妇
,

甚至只收儒生之寡妇
,

曾为娟妓者及奴蝉

者一概不收
,

再嫁者则被逐出〔7 〕 ( ” 33 9 ) 。

浙江嘉善的同善

会对受惠人资格这样规定
: “

善款得优先发给孝子
、

节妇

等有德行而贫困之人
,

然后为政府的养济院不收但又不

愿沦为乞丐之贫病老人 (即不作恶的贫人 ) ;善会明文规

定不救济的是
`

不孝不梯
、

赌博健讼
、

酗酒无赖
,

及年少

强壮
、

游手游食以致赤贫者
’ ,

一律不予救助
。 ”

此外
,

还举出了四种
“

宜助而不助
”

的对象
:

一是衙门中人
,

因

为这些人年轻时不劳而获
,

年老时如贫困
,

只是
“

稍偿其

孽
” ; 二是僧道

,

因为他们不耕而食
,

而且可 自行广募 ;

三是屠户
,

他们以屠宰为业
,

害命无算
, “

仁心必短
” ; 四

是败家子
,

他们游手好闲
,

败坏风俗 [ 6 〕 ( ” , 6 ) 。

相 比而言
,

张誊的慈善救助理念 中明显弱化了对救

助对象的道德评判
。

他认为
“

城市贫贱女子不耕不织
,

有可资生之所而又不习焉
,

岂其天性之果趋下乎 ?天之生

人必不如是
,

且 固不限于城市贫贱女子也
。 ’ , 〔4 〕 ( ” 34 7 )

因此
,

在张誊的观念中
,

不论是城市贫贱女子还是游手好

闲之人
,

甚至沦为乞丐
、

妓女并非是其本性
,

而是为生活

所迫
。

19 14 年
,

张誊利用通州城内原有的税务署旧址
,

并收购部分民房
,

改建为
“

南通济良所
” ,

这是一种专门

为不良妇女和娟妓而设的收容机构
,

张誊通过主动救助

而非漠视这一群体来改良社会风俗
。

甚至对于流浪狗
,

张誊也予以收容
, “

是犹诛不教之民也
,

不如别扎牡栏之
,

姑减其孽乳
” ,

于是
,

在城南郊和西南郊设栏
, `

遮藩加树
,

募糠砒碎米
,

时冬夏 日一再饲
” [ 8 〕 ( ” ` 。 ) 。

对慈善救助对象道德评判的弱化
,

一方面体现了张

誊博爱的慈善理念 ; 另一方面也表明其慈善理念跨越同

情怜悯的浅表层次
,

已深刻内化为其人生理想的一部

分
,

即
“

慈善虽与实业
、

教育有别
,

然人道之存在此
,

人格

之成在此
,

亦不可不加意
。 ” [ 9 〕 ( ” ` , 3 7 )

三
、

慈善方式
:

教养并重

传统善会善堂多重养轻教
,

近代以后
,

教育在慈善

活动中的作用逐渐被人们重视
。

张誊十分重视教育和慈

善
,

曾说
: “

属于积极之充实者
,

最要为教育 ; 属于消极之

救济者
,

最要为慈善
。

教育发展
,

则能率于以增进 ; 慈善
周遍

,

则缺憾于以弥补
。 ” [ 4 〕 ( ” 3 , , )

`

欲救其弊
,

惟有兴学
。

兴学之本
,

惟有师范
。 ” 〔2 〕 ( ” `

07)

因此
,

张誊创办师范学校
,

为平民提供教育机会
,

也为慈

善事业培养人才
。

此外
,

他还将教育融人慈善事业之中
,

倡

导教养兼施
,

他在狼山盲哑学校开幕会演说中称
: “

盲哑学

校者
,

慈善教育之事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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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归所不待人而自

养
,

故期校
,

始在收教育之效
,

而终在收慈善之效
。 ’ ,

[ 4 〕 (玛 , )

“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 ,

张誊还注重对救助对象

生活技能的传授
,

他设立贫民工场
,

传授贫民子弟手艺
,

使他们 日后能够生活自立
。

除教养并重外
,

张誊推崇以

工代贩
, “

水道不修
,

则水灾尤必有之事
,

有灾即又须贩
。

徒贩无益
,

甚且养成一般人民之依赖性
,

故以工代贩
,

为

中国向来办贩至善善策
。 ” [ 4 〕 ( ” ` 9 7 )

四
、

慈善价值
:

融入民族精神

首先
,

近代以来
,

中国天灾人祸不断
,

在西方政治
、

经

济
、

文化等的冲击和内忧外患的形势下
,

慈善作为一项济世

利民的事业被赋予了更多民族精神
。

张誊的慈善理念具有

浓厚的民族 自强精神
,

他认为
“

国家之强
,

本于自治
。

自治

之本
,

在实业教育
,

而弥缝其不及
,

惟赖慈善
。 ” 〔̀ 。 〕 ( ” 43 。 )

其次
,

慈善是体现民族自尊的一个重要方面
。

面对

灾害救济
,

张誊主张应依靠国人 自身的力量
,

这不仅事关

国体
,

更是凝聚民心的一个重要举措
, “

虽曰救灾恤邻
,

谊所应有
,

然外国贩灾不肯轻受其与国之努
,

非第以存国

体
,

亦所以固民心
” [ `。 〕 ( ” ` 2 6 ) 。

最后
,

慈善事业还能增强民族 自信心
。

张誊在《谢教

育慈善募捐启 》中这样描述
: “

自投身实业以来
,

举所岁得
,

兄弟次 (第 )经营教育
、

慈善
、

地方 自治公益事业
,

凡所当

为者
,

自无至有
,

自塞至通
,

自少至多
,

自小至大
。

既任建

设以谋始
,

复筹基本以虑终
。 ” [ 2 〕 ( ” ` 97 )

五
、

结语

从古至今
,

慈善事业一直与社会文明相伴共生
。

党

的十八大以来
, “

友善
”

作为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被列

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慈善思想是慈善事业的集中体

现
,

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

习近平曾指出
: “

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
,

植根在中国

人内心
,

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

今天
,

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必须从中汲

取丰富的营养
,

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 ” 〔“ 〕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
,

在刚刚结束的建党 95 周年

庆祝大会上
,

习总书记指出
“

中国有坚定的道路 自信
、

理

论自信
、

制度自信
,

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

础上的文化 自信
” 。

张誊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先驱
,

开近代中国风气之先
,

因此
,

汲取张誊慈善思想的精髓对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

树立文化 自信和促进当代慈善事业

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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