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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笔谈
ESSAY BY PERSONAGE

一百多年前，清末状元张謇

弃官从商，在他的家乡南通兴办

实业、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

在回顾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时，曾

深情地说：提起中国民族工业，有

四个人不能忘记，其中“轻工业不

能忘记张謇”。2020年11月12日，

习近平总书记前往南通博物苑，

参观张謇生平介绍展陈，称其是

我国民族企业家的楷模。

一百多年前，张謇亲手创办

了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博物馆——

南通博物苑。如今，南通博物苑是

张謇生平展陈的重要场所。 

荷花盛开的时节，沐浴着六

月的暖风，跟随“生态大保护绿色

转型发展故事”主题创作实践活

动作家采访团，我再一次来到位

于濠南路19号的南通博物苑。以

一名环保人的视角聆听解说员的

介绍，凝视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

物的时候，猛然有一种“众里寻他

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

阑珊处”的感觉。

张謇虽然已离我们远去，但

随着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日益受到

全社会的重视，他的身影愈发变

得高大、清晰。

张謇所处的年代，虽然还没

有“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生

态文明”“循环经济”这些如今耳

熟能详的概念、词语，但张謇在南

通发展工业经济、进行城市建设

时，就已十分重视自然生态环境

保护，进行着一系列生态文明建

设的实践，从而实现了经济效益

和生态效益的双丰收。

他一百多年前的生态实践，

让人感佩不已。

在濠南别业院内，竖立着张

謇先生的半身铜像，凝望铜像，仿

佛穿越一百多年的光阴，看到张

謇站在南通这片土地上，用生态

环保的理念筹划、建设着他的实

业、建设着中国近代第一城、建设

着南通博物苑。 

南通盛产棉花。1895年3月，

张謇开始创办南通的第一个近代

工厂——大生纱厂。因纱厂必需

棉花，棉花必待农业，于是，张謇

创设通海垦牧公司为纱厂提供原

材料；垦区收获的高粱可以酿酒，

于是，张謇创办颐生酿造公司；棉

花加工后产生大量棉籽，而棉籽

可以榨油，于是，张謇创办广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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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油厂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油

脚，于是，张謇创办大隆皂厂，利

用油脚生产皂烛；纱厂生产中会

产生大量“飞花”，对空气环境造

成污染，于是，张謇兴办大昌造纸

厂，收集“飞花”作为原料生产纸

张；工厂生产的产品在满足南通

本地需求外，其余的需运销常州、

南京、上海等地，于是，张謇成立

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天生港大达

轮步公司。

本着“物尽其用”“本利相生”

的原则，张謇从创办大生纱厂艰

难起步，以此为核心，用近20年的

时间，先后创办棉纺、农垦、盐业、

食品、印刷、机械制造、冶炼、电

力通讯、交通运输、金融外贸、房

地产、文化等企业20多个。这些企

业，涉及众多行业和领域，形成了

轻重工业并举、工农业兼顾、功能

互补的地方工业体系，一度成为

全国最大的民族企业集团。

张謇创办的大生企业集团，

企业之间环环相扣，内部结构形

成了一条生态化的产业链，一个

企业产生的废弃物正好作为另一

个企业的资源。这种废物再利用

的循环经济结构，不仅充分利用

和节约了资源，而且大大减少了

工业废弃物，避免了生态环境污

染，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生态效益。

这些企业，既独立经营，又在融资

关系、人员派遣、原材料供应、产

品销售、技术支持等方面相互依

存、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形成了

一个以棉纺织业为核心的循环经

济体系。

19世纪洋务运动兴起之后，

几十年间，多地兴办了大量工业

企业，但直到张謇创办大生企业

时，从没出现过这种明显的生态

化产业链。是的，无论北方的周学

熙办的工业企业，还是南方的荣

氏集团，都没有。张謇所创办的大

生企业集团，是当时唯一出现的、

前无古人的生态化企业集团。

张謇以前瞻、科学的生态发

展理念，规划了一整套循环产业

链蓝图，并逐一变为现实。张謇的

循环经济思想及探索实践，放在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令人赞

叹。

在为企业取名时，张謇多用

“大生”“阜生”“颐生”“资生”等。

《易经》云，“天地之大德曰生”。

天地间最大的政治，是国计民生

啊。大生、大生，生生不息。企业的

名字，寄托了张謇深厚的民生情

怀。

1895年，张謇在筹办大生纱

厂之初，就对兴办实业和城市良

性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了通盘筹

划，创造性地同步开展城市建

设，谋求城市、乡镇、自然环境

的整体协调发展。考虑到工业生

产会排放烟尘给环境带来影响，

为了减轻工业生产对百姓生活

的影响，张謇在为大生纱厂选址

时，特地避开人口密集的城区，

将纱厂建在通州城外6公里空旷

的唐家闸。而且，唐家闸靠近长

江，与城区有内河相连，航运便

利，方便企业原料与产品进出，

企业就地生产，能有效地避免运

输途中造成的其他污染问题。与

此同时，将狼山作为花园及风景

区加以保护和建设。张謇建设道

路将三者连通起来，从而构成了

以老城为中心的“一城三镇”的

空间格局。三镇相对独立，分工

明确，既避免工业污染影响居民

生活，又可各自合理发展。

张謇生活在清王朝昏庸腐败

的没落年代，西方列强连番侵略，

中华民族饱受灾难，辉煌不再，尊

严难立。但张謇与志士仁人一起，

用诗人的情怀打造了南通“一城

三镇”的田园城市,营造了20世纪

初的宜居王国。

1898年，英国人霍华德提出

“花园城市”的城市建设理论，其

中心思想是，把“一切最生动活泼

的城市生活的优点和美丽与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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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乡村环境”和谐地组合在一起，

建设具有生态理念的、城乡一体

化的社会城市。而此时，张謇在南

通城市建设实践中，已完成了“一

城三镇、城乡相间”的组团式城

市空间布局，张謇开创的城市与

乡村结合的生态模式已在中国南

通成为现实。世界城市建设最先

进的霍华德“花园城市”理论，与

张謇城市建设实践可谓是不谋而

合。张謇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方

面的超前性与前瞻性，实在令人

惊叹。

对植树造林，维护生态系统，

张謇更是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如

今郁郁葱葱、古木参天的五山国

家森林公园，以及其他众多公园

中的名木古树，许多都是张謇当

年打下的基础。他组织开挖环山

河，封山育林；发动学生植树，建

学校林；在沿海垦牧时，他与佃户

相约家家户户普遍植树，成为村

规；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古树，

他千方百计加以保护。为了给社

会提供苗木，张謇还以五山森林

为主体，创建苗圃。就这样，张謇

以森林为主体创造了近代南通良

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为百年后南

通的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基

础。

1905年 ，张 謇 着 手 筹 建 博

物苑。在取名时，他不用“博物

馆”“博物院”，而名之曰“博物

苑”。“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

鸟兽草木之名”。张謇为博物苑题

写的这副对联，寄托了他对博物

苑的期许，即发挥其辅助教育、教

化民众之功用。张謇建馆的理念

与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以实物

开展生态科普教育，“资我学子，

察识物理”。建成后的南通博物

苑，独树一枝，融植物园、动物园、

公园、博物馆于一体。不仅有博物

馆的标配——建筑展馆，还包括

了花草树木、鸟禽虫鱼之类的大

千世界，露天公园也是博物馆的

组成部分。民众参观博物苑，既得

休闲，又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拉近

人与自然的距离，了解自然知识，

加深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最终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如今，南通博物苑较好地保

持了当初的样貌。这里植物丰茂，

但它又不像植物园般幽邃森严。

这里有公园之胜，假山荷池、亭台

楼阁，又不像公园般恣意飞扬。人

们走进博物苑，会以为自己不是

到了一座博物馆，而是进入了一

座公园。

位于博物苑内的濠南别业大

楼正门阶梯两侧，张謇生前亲手

种植的两株紫藤，沿着大楼的廊

柱，从一楼攀援而上直至三楼。两

株百年紫藤，如今依然枝繁叶茂，

展示着旺盛的生命力。解说员告

诉我们，春天里，东侧的紫滕开紫

花，西侧的紫藤开银花，紫色、白

色的花冠把这座漂亮的小楼装扮

得别有风情。虽早已过了紫藤花

期，但空气中仍氤氲着花香。在六

月的阳光下，两株紫藤郁郁葱葱。

抚摸着苍褐色的紫藤老干，不禁

让人更加怀念张謇先生。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

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

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当年，张謇曾这样说。

眼光，即格局。只有胸怀大格

局的人，才会有超越一城、一山、

一个时代的眼光。眼光决定高度，

正是因为张謇具有超前的眼光，

才会在工业建设、城市规划中充

分考虑环保因素，走在时代的前

列，才会使其留下的事业泽被后

世，源远流长。

在南通，有“一山一水一人”

的说法。山，是狼山；水，是濠河；

人，便是张謇。作为南通这座“中

国近代第一城”的缔造者，张謇的

印记与南通这座城市永远地烙在

了一起。在南通，几乎每个角落都

可以看见张謇时代遗留下来的事

业。他，深深地影响了这座城市的

气质。

张謇，是南通的自豪，也是中

国的骄傲。他以高瞻远瞩的科学

理念，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在给

南通带来工业文明的同时，也在

播撒着生态文明的种子，使生态

文明的曙光照彻东方大地。作为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者，张謇

虽未就生态、环保谈及自己的观

点，但他的探索实践，无不折射出

生态环保、绿色发展的理念。在我

看来，张謇本人就是一本值得细

品深读的环保书。

世事变迁，精神不灭。人们称

赞张謇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民

族企业家的楷模、民营企业家的

先贤，而我说，张謇同样也是近代

中国环保事业的先驱，是生态文

明建设的典范、楷模、先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向生

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的重要内容。”躬逢盛世，如果能乘

坐时光穿梭机，邀来张謇投身今天

的生态文明建设，那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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