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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慈善公益活动是张謇人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謇之所以会对慈善公益事业高度重视,并投入大量的精力和

财力, 其思想根源主要是儒家的仁爱思想 、商人的正名愿望 、绅士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强意识。佛教只是张謇用以迎

合大众心理, 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慈善公益事业的工具, 而不是他投身慈善事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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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SourceofZhangJian' sPhilanthropic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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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hilanthropiccausesarethemaincontentsofZhangJian' sdeeds.Theywererelatedtohisindustriesandeducationfa-

cilities, whichwerepromotedoneanother.ThereasonwhyZhangJianvaluedphilanthropysohighandspendsomuchmoneyand

energyonitwasthathehadtheConfusionhumanity, thedesiretoimprovetheimagineofmerchants, thesocialresponsibilitiesas

agentlemanandtheintentiontogainnationalindependence.ThoughheusedBuddhismasatooltocaterthecommonpeople' s

mentalityandgainsupportsfromthemforhisphilanthropiccauses, hehadneverbeenarealBuddhist, andBuddhismwasnotthe

verycauseofhisthrowinghimselfintothephilanthropicc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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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 、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张謇从上世纪 80年代起受到学界的追捧和亲

睐,张謇研究几近显学,成果蔚为大观 。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宽, 一些过去不为重视的问题日益引起人们

的关注,慈善问题即是其中之一 。

慈善公益活动是张謇人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创办和维持南通地区的慈善事业, 张謇除拿出

自己的薪金和花红,让大生系统企业常年赞助,并多次向亲朋和社会募捐外,他甚至拖着羸老之躯,登报

卖字。张謇以为:“举事必先启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 、教育既相资

有成, 乃及慈善, 乃及公益 ”,
[ 1] (P468)

并自陈:“窃以为国家之强, 本于自治, 自治之本, 在实业 、教育,而弥

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 。謇自乙未以后,经始实业;辛丑以后, 经始教育;丁未以后,乃措意慈善 。”
[ 1] (P406)

慈善与实业 、教育密切相联,彼此促进 。茅家琦先生曾把它们概括为张謇的 “三元 ”思想,认为 “办实业

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办教育是提高人的素质,即社会主体的科学文化思想道德水平;办慈善

事业是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社会问题,安置 失̀教 '和失养之民,使各得其所。”
[ 2] (P35)

关于张謇的慈善公益思想和实践,学术界曾对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如朱英在 《论张謇的慈善公益

思想与活动 》一文中探讨了张謇慈善公益思想的特点以及其从事慈善公益活动的特点 。
[ 3]
高鹏程对张

謇在南通创办的慈善事业予以盘点, 条分缕析, 对其由来 、运作实态进行了研究 。
[ 4]
但对张謇何以会对

慈善公益事业如此重视 、为什么会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等问题却不甚了了。笔者认为其思想根源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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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儒家的仁爱思想 、商人的正名愿望 、绅士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强意识 。

一 、儒家的仁爱思想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 它融入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素质之中,成为民族精神的

重要内涵。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知识体系,儒学蕴涵着许多有助于慈善事业成长与完善的价值资源,正

如有学者业已指出的那样:“它在人性论 、同情心 、仁爱思想 、仁政观念 、义利价值观 、道德人格 、忧患意

识等层面可以为我国慈善事业的振兴提供精神动力 、思想支持 、自然基础 、道德权威 、价值导向 、文化规

范等”。
[ 5]
其中大同社会的蓝图和推己及人的思想更是其核心内容。

儒家学说历来对 “三代之治 ”或者说是大同社会大加颂扬,极尽美化之能事, 那么它究竟是个什么

样的状况呢 ? 《礼记·礼运 》作了描述:“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

亲,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 6]
事实上,历代贤君名

相 、志士仁人不懈追求的这种盛世自然不是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 “三代之世 ”的现实, 充其量只是早

期儒家为后世设计的理想社会蓝图。但其中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则是其最具感召力和吸引力的部分,它

为后世慈善事业指明了奋斗的目标。

“仁 ”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讲 “仁者爱人 ”, “推己及人 ”。孟子认为, 仁就是恻隐之心, 它是与

生俱来的, “恻隐之心, 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
[ 7]
“今

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觫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 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

非恶其声而然也 。”
[ 8]
恻隐之心 、同情之心是人做善事的内在动力, 是促使人产生同情冲动和引发行善

行为的根本动因 。正是有了对他人痛苦的同情和怜悯, 人才会去扶危济困 、救助弱者 。这与西方思想家

的强调的 “慈善”的含义是相一致的。休谟曾经指出:“怜悯与慈善关联,慈善借一种自然的和原始的性

质与爱发生联系 。”
[ 9] (P420)

众所周知,张謇早年接受的长期而系统的儒学教育, 对其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他身

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传统儒者的形象,其思想和行为无不打上了深深的儒学印迹。张謇的言论中, 时

常洋溢着对儒家思想的崇拜与赞赏 。因为孔子被尊为素王, 他将家乡长乐镇家宅的一个厅题名为 “尊

素堂”。他的门人曹文麟在为《张啬庵先生九录录》作序时明言:“吾师生平, 大之充絜矩而谋国计民生,

小之亲用器而画地形水道 。卷之为江澨一乡之善士,放之成瀛海万国之伟人 。而道德学问经济文章,则

皆由善读经传来也。”
[ 10]
这就明白无误地指出了张謇思想的儒学本源 。在举办慈善事业的活动中,张謇

屡次引用儒家的学说来说明他的初衷, 并藉以号召他人。他在为救济难民募捐的启事中就以儒家 “己

饥己溺 ”等主张相号召:“呜呼,视天下之饥犹己饥, 视天下之溺犹己溺, 为得位之圣人言之也;己欲立而

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为凡人之欲为仁者言之也 。昔儒谓立达者, 施乞丐一钱 、教村童一字皆是,可谓得

孔子近而取譬之旨矣 。 ……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 ,又曰 无̀恻隐之心, 非人也 ' 。此儒者之训

也 。”
[ 1] (PP363 ～ 364 )

他在第三养老院开幕演讲时说:“夫养老,慈善事也,迷信者谓积阴功, 沽名者谓博虚誉。

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 便想人家困苦 。虽个人力量有限, 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安心一

点 ”
[ 1] (P359)

他还教育其子张孝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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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需记之 。”
[ 11] (PP505 ～ 506 )

张謇曾对其好友刘厚生谈起自己办盐垦公司的目的, 说:“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

言 天̀地之大德曰生 ' 。这句话的解释, 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 要使得大多数的百姓, 都

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没有饭吃的人, 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使他能够逐渐提高 ”。他将

自己的纱厂取名为大生纱厂即本此意:“我以 `大生 ' 两字命名, 就是 `天地之大德曰生 ' 的涵

义 。”
[ 12] (PP251 ～ 252 )

另外,他之所以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于导淮事业, 目的就是要改变因黄河 、淮河水灾

导致民生困顿的现实 。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张謇办纱厂 、兴盐垦 、治淮河都具有慈善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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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人的正名愿望

慈善行为或者说慈善家的捐献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购买用于满足精神需要的服务产品 (可以被视作

一种特殊的消费品 )的行为,其目的是希望借此 “以获得良好声望 、减少负罪感 、避免社会指责及精神慰

藉等”。
[ 13]
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对慈善家心理世界的探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疏漏 。因此,对张謇的慈

善公益实践,我们也应从满足其精神需求的角度进行思考。

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商人地位低下,名声亦不太好听。为提高社会地位,改变自身的形象,商

人常常热心于慈善活动。儒商更是提倡富而乐善, 把经商谋利与好德行义结合起来。尤其是宋 、明以

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商人成为民间慈善事业的生力军。在扬州, 盐商就充

当了慈善活动的主要支柱。而他们的行善就有获得精神安慰的目的 。魏禧在为这些 “善人 ”作传时, 明

显流露出对他们 “弃儒 ”命运的同情。在 “善人 ”程文博的墓表之后,张天枢更清楚地表明了其从商的酸

楚和以行善来补偿弃儒心理的初衷:“世家子弃儒学贾, 是最难关, 是最伤心处”。
[ 14] (P87)

尽管一些知识分子早已认识到商业流通不可或缺, 但传统的轻商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仍然根深蒂

固,对抑商政策予以褒扬者也代有其人。即使在鸦片战争后,当沿海地区受西方思想影响较深的知识分

子中已经出现重商思潮,许多人仍未改变轻商的思想。 “就是商人对自己仍有某种心理上的虚弱感, 说

得明确一点,还有一定的不可摆脱的重儒轻商心理 ”。
[ 15] (P152)

“张謇可以说是近代儒商最典型的代表,也是儒商经世济民理想最杰出的奉行者。”
[ 15] ( P116)

他把自

己的下海经商看成是 “捐弃所依 、舍身喂虎 ”,并声称是 “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 ”。
[ 1] (P115)

他在弃儒从商后时常为自己的弃官经商辩解, 这说明在张謇的内心长期存在着一种 “失身 ”、自贬之感,

总觉得理不直 、气不壮,因而在内心始终存在着一种不可名状的下意识, 就是不能成为一个孜孜牟利的

普通商人,要努力改变人们对商人的偏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自己的经商并不错,并借以减轻内心

的失落感 、自卑感 。而通过从事慈善公益事业,一方面可以缓解其内心的紧张, 平衡从商以后的某种精

神失落,另一方面也可减轻社会上依然存在的对商人的一些偏见。

三 、绅士的社会责任感

慈善是张謇地方自治的三个主要内容之一 。 20世纪初,在国内兴起了地方自治热潮 。但地方自治

在清政府看来,不过是为了 “辅官治之不足 ”,因此, 规定 “凡属官治之事,自不在自治范围之中 ”, 从而使

地方自治缺失了西方民主 、独立的精神。 1908年底清政府拟定了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 》, 其规定的自

治范围只包括学务 、卫生 、道路工程 、农工商务 、善举 、公共事业 、筹集款项及向地方绅董办理的事项等八

项内容 。
[ 16] (PP726 ～ 729)

显然, 这些内容并未超过原来绅士的职责范围 。所以,有人指出:“绅士所干预之地

方公事,其范围与各国地方自治大体略同,而时过之。 ……若教育 (书院等 ) ,若慈善事业 (育婴院等 ),

若土木工程 (道路 、桥梁等 ) ,若公共财产 (所谓地方公积 )等类,属于绅士之手者不可胜数 。”
[ 17]
因此, 张

謇在南通兴办的地方自治事业也都可归入绅士在地方职责的范畴之内 。

所谓绅士,实际上是以 “以科举功名之士为主体的在野社会集团 ”。
[ 18] (P21 )

它既包括科举正途入仕

者,也包括通过其他渠道如捐纳 、保举等而获得身份和职衔者 。张謇同治七年 ( 1868年 )中秀才, 光绪十

一年 ( 1885年 )中举人,自然是本地的绅士,光绪二十年高中状元后更成了通海地区最有影响的绅士 。

绅士是官与民之间的中介, 也是地方官吏和官府统治的基础, 在地方事务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

用, “举凡地方公产,如义仓 、社仓 、育婴堂 、节妇堂等多由绅士管理;地方公益和教育事业,诸如修桥补

路 、兴修水利 、设馆授徒等由绅士操持 。此外, 如防盗 、防匪 、包揽词讼 、教化乡民也是绅士当仁不让的义

务 ”。
[ 18] (P25)

服务桑梓是士人以天下为己任 、经世济民的起点和体现,事实上, 不仅绅士本人视完善 、维持

地方和宗族组织 、造福家乡为自己应尽的职责,而且社会也对他们作这样的期待 。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

点 。 “绅士在地方福利事务中也起了主要作用 。官吏有时只是领个头,他们邀约绅士到县署磋商,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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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他们主管赈济局 。还有一些情况是官吏只是批准济贫 、义葬 、育婴堂或其它诸如此类的组织,至于

经费和管理均由绅士承担 。”“地方志中可说明绅士十分积极地发起和建立慈善组织以及个人做善事的

事例俯拾皆是。”
[ 19] (PP60 ～ 66)

绅士之所以热心慈善公益事业, 有分担政府应当由承担却因种种原因无法承担的社会保障和救助

职责的一面 。张謇就曾经说过:“惟是教养二事,在前清时代应归官办,即在欧美国家, 亦多属公立。謇

等以自治之说试于南通, 实因清季官厅之无力, 及地方之无财, 而时势急迫, 潮流汹涌, 又不容自

逸 。”
[ 1] (PP355 ～ 356 )

而更大程度上则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众所周之, “失教 ”、“失养 ”之民历来是社会的

不安定因素,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多是由于出现大灾大荒,却又得不到政府及时有力的赈济而导致的, 流

民起义尤其是如此。因此,慈善事业不仅关系到地方的形象,更维系着社会的稳定。用张謇的话来说就

是 “失教之民与失养之民, 苟悉置而不为之所, 为地方自治之缺憾小, 为国家政治之隐忧者大

也 。”
[ 1] (P406 )

绅士们惧怕社会动乱, 渴望社会稳定, 而救助鳏寡孤独 、贫而无依等社会弱势群体,减少隐

患,缓和社会矛盾,无疑有助于维护其自身的生命 、财产安全,发展自己的经济利益。这也正是绅士们何

以一向重视兴办慈善事业的重要原因 。当然, 在创立和经理这些机构时,主事的绅士能获得相当可观的

报酬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 20] (PP52 ～ 53)

1887年, (光绪十三年 )孙云锦调任开封知府, 作为幕僚的张謇随同前往。这一年, 黄河在郑州决

口,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张謇对灾民的悲惨处境十分同情,并深感赈灾与慈善事业的重要 。张謇主张

通过 “以工代赈”来解决赈灾问题,并认为这是寓治河与赈灾于一体的好方法,甚至誉之为 “一切救急之

谋 ”。因为 “为工程增一役夫,即为草野去一盗贼”, 特别是苏北 、安徽一带 “民风强悍, 夫人而知之,流离

失所, 数至百万, 其宜散而不宜聚,亦夫人而知之。”
[ 1] (vol.2.P9)

显然这一方法对苏皖地区更有针对性 。

四 、民族自强意识

张謇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 。他一方面强调 “与世界竞文明,不进则退 ”, 主张顺应历史

发展的潮流,认真向外国学习, 采用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 、管理经验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 积极开展正常

的文化交流,发展平等的国家关系;另一方面, 坚决反对列强的对华侵略和强加给我们的种种不平等条

约 。他终身不定居租界,多次领导反侵略斗争,如 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等。他对外国侵略始终保持

高度的警惕,并在学校中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强教育 。他强调爱国必先爱乡,因此大

力发展地方慈善公益事业,改变在慈善事业方面的落后局面, 增强民族凝聚力, 并防止外国势力借办慈

善之机拉拢人心 、干涉中国内政 、进行奴化教育,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

张謇亲自参观了外国传教士举办的一些慈善机构,他深有感触:“比年耶教会设安老院于上海。安

老云者,犹孔子意 。莅而观之, 养男女老者凡百七八十人。行其庭穆然, 洞其室涓然,辨其事秩然,相其

人温然 。尸其事者弗受给,而更迭募资以赡院之用;受其养者弗役人,而各任所能以尽人之宜 。退而思

之,惘惘然, 恤恤然,我中国未尝有也 。”
[ 1] (P341 )

1903年他对日本进行考察时参观了那里的盲哑院, 并感

叹说:“彼无用之民,犹养且教之使用乎!?”
[ 1] (PP497 ～ 498)

不过,在他的心目中, 始终存在着一种以列强为参

照系, 并与其进行竞争的意识, 这也成为鞭策他前进的内在动力。通过对日本的考察,张謇进一步认识

到社会福利事业与社会文明进步之间的密切关系, 而在比较中反映中出来的巨大差距则成为其在家乡

创办慈善公益事业的不竭动力 。从此以后,进入张謇兴办慈善事业的高潮时期。

张謇不仅重视为残疾人提供生活保障,还重视对其进行教育,做到了养教结合 、养教并重 。他根据

西方每千人有盲哑两人的调查结果, 估计四亿中国人口中至少有八十万盲哑人, 认为这是一个十分严重

的社会问题 。鉴于 “盲哑累累,教育无人”的实际情况, 1912年他设立了南通狼山盲哑学堂,这是国人自

办的第一所此类学堂 。他一再说明 “知师范学校之重要而建设者,殆及于中国行省十之五六, 则非残废

之儿童,不患教师之无人。惟盲哑之儿童,贫则乞食,富则逸居,除英 、美 、德教士于中国所设之二三盲哑

学校外,求之中国,绝无其所”。为此,他创办了盲哑师范传习所,培养自己的师资力量, 认为如果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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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延聘西国教师,不仅 “资重而不可以时得, 权且不操于我 ”,对列强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 1] (P406)

五 、余论

公元 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 。从此,慈善活动便与之结下不解之缘 。

张謇接触佛教的时间并不晚。早在其母金太夫人生病时, 少年张謇就曾为之诵菩萨观世音经。光

绪二十四年 ( 1898年 )其子孝若出生,因当年徐夫人曾有狼山观音院祈子之举而写经送院 。 1915年, 张

謇在《拟狼山广教禅寺佛事通告 》中,就以 “信绅 ”自居 。 1917年,为儿子赴美求学, 张謇又写心经五种

奉藏南通天宁寺支提塔。进入晚年后,张謇更是频繁地为父母亲友等的忌日 、冥寿等延设道场做佛事。

他在建造观音禅院后,又于院侧建造 “林溪精舍 ”作为待客 、休憩和读经之所 。他在同梅兰芳的诗画交

谊中也题款自称 “居士 ”。
[ 21] (P1110)

这些都说明张謇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

但张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徒。他推扬佛教活动主要是在五四运动, 这只是他在儒学受到诋

毁后的不得已的行为,何况他所推扬的只是佛教中积极于人事的那些方面, 目的是要端正世道人心 、稳

定社会秩序 、保障地方自治的顺利进行。而且,张謇也没有把佛教当成每日不可或缺的食粮, 而不过是

他为社会疾病所开具的处方中的一味而已 。
[ 22] (PP1108 ～ 1109)

在他心目中, 最为尊贵的自然还是他自幼即加

以诵读的孔孟之道。

总之,张謇不是佛教徒 。佛教只是张謇用以迎合大众心理, 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慈善公益事业的工

具,而不是他投身慈善事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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