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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实业家、慈善家

和社会活动家，张謇还在多年的实践中为我国近

现代德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许多努力。在对张

謇的德育思想进行研究方面，以国内研究见长，

且这些研究可谓较为丰富而深入。但却暂无张

謇德育思想述论等。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张謇的

德育思想做一较系统的述论，并兼就其在我国当

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之现实意义予以必要

的探讨。

一、“德”为学生“德智体群”
全面发展之第一要任

1. 学生应“德智体群”全面发展

早在 1902 年，张謇在《师范章程改订例言》
中即明确指出学校教育学生应在德、智、体上全

面兼顾，“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

教育之大纲。”［1］( P17) 其中，“国家思想”就是讲思

想上“必有忠君爱国之心”，［2］( P56) 要为国家利益

着想等;“实业知识”大致就是指要学习专业知

识，成为行家里手; 而“武备精神”则主要指需铸

就强壮体魄以御外侮等。1914 年，张謇为河海工

程测绘养成所制定的章程［1］( P123) 中亦明确规定了

学生德智体全面兼顾与发展的教育方针。此外，

他还借学生运动会等时机一再强调学生应德智

体全面发展: “謇所望于诸学生，有高尚之思想，

自立之志气，文明之公理，尚武之精神。”［1］( P265)

张謇坚信，按照德智体全面发展要求培养出来的

学生定能为国家做出贡献，所谓“国家人才必养

之有 素、教 之 有 道 …… 功 名 集 而 长 治 久 安

也”。［3］( P9)

1922 年，晚年的张謇进一步提出: “德、智、
体、群四育，自为社会成德之基。”［1］( P469) 此表明，

张謇对学生全面发展之认识已提高到了新的境

界与高度: 原来的“三育”并重提升为“四育”并

重，这不仅必要，而且是“社会成德之基”。“四

育”中的“群”即是要求学生“要合群、要能与别人

合作共事，要有协作意识和团队精神”［4］等。如

果能做到这样的话，在我们今天即被视为“美”。
这样说来，其“德智体群”全面发展之思想与我们

今天所言“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之思想显然已有

一定暗合之处。
2.“德智体群”中“德”为第一要任

张謇将“德”作为德育教育第一要任的具体

体现是他曾就中小学与高等教育中各自教育的

侧重点进行过明确讨论，“若初高小校所必须养

成者，惟德与行……德行为重，而艺次之。若中

学以上，则为大学分科之备。而大学分科则为社

会高等事业人才养成之备，故德行必兼艺而重，

而艺尤非德行不行。”［1］( P191) 1913 年，张謇在银行

专修科演说中也明确表明: “首重道德，次则学

术。”而“道德优美，学术纯粹”则是其对高等学校

人才培养所寄予的厚望。［1］( P109 ～ 110) 这表明，除在

日常口语表述上将“德”列于“德智体群”四育之

首位外，张 謇 已 明 确 指 出“德”为 四 育 中 第 一

要任。
张謇所倡“德”为学生“德智体群”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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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第一要任的思想难能可贵。虽然其“德”中某

些内容有一定的封建局限性，但一如有学者所指

出的一样，“张謇首次在中国历史上提出学生在

德、智、体上全面发展的思想”，［5］加上其后期还

将“群”加进变为“四育”，作为“社会成德之基”，

且张謇“首重道德”等。无疑，这些思想在当时便

具有了难能可贵的开创性和先进性。

二、“公德”上要求学生爱国与理性兼重

1. 学生应有“国家主义”
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然而近代中国“上而官

智，中而士智，开寤者复有几人?”［6］( P22) 能够清醒

认识和顾全大局的人不多。张謇认为，方今“救

亡之策”，“舍教育无由”。［7］( P64) 而教育之重任，则

在 于 使 民 众 和 广 大 学 生 珍 惜“大 好 之 河

山”，［1］( P459)“打破为我主义”，［1］( P146) 培养国家情

怀。缘于此，张謇在《中央教育会开会词》等中公

开 呼 吁，为“救 私 心，当 竭 力 提 倡 国 家 主

义”，［8］( P133) 殷切地希望每一位有志者能为国家

的救亡图强而尽力。
2. 以国耻来激发学生之爱国热情

为强化学生的“国家思想”与爱国情怀，张謇

在进行德育教育过程中注重以国耻等来激发学

生广泛的爱国热情。
但凡学生开学、毕业或集会等场合，尤其恰

逢发生丧权辱国等重大事件之时，张謇便会以

国耻等来激发莘莘学子的爱国热情。1895 年，

针对晚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事上的丧权辱国，

张謇愤而写下了《通海劝防歌》，［1］( P372 ～ 373) 痛陈

日寇侵占我领土、“淫虏抢烧”之耻行，极力主张

南通各界同仇敌忾以团结备战; 1904 年，针对日

俄战争在我国东北爆发而晚清政府竟无耻地宣

布中立一事，张謇更是义愤填膺，“盖战地在我，

本无苟安于中立之理，即不能有完全其中立之

势。”在坚决反对之余，他以这些奇辱来激励更

多的民众和青年学生“相 劝 而 勤 学，相 规 以 饬

行，相爱以合群，如是则私德修而公德进，如是

则能承。”［1］( P29)

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受忧国忧民意识和爱国

良知的驱使，像张謇这样的有识之士注重以国耻

来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应是理在情中的。
3. 理性爱国

张謇既注重以国耻激发学生之爱国热情，更

注重引导学生在爱国上保持一定的理性。1903
年，在听闻留日学生准备效仿他国人民奋起反抗

列强瓜分中国时，张謇理性地分析国情以使其冷

静面对: 学生爱国热情难能可贵，但全国“知此痛

者，以 全 国 人 比 较 分 数 不 过 千 万 之 中 一

二。”［1］( P29)“留学生虽欲为之，谁与为之?”［1］( P27)

且方今“国势蜩螗，政局日非，非群策群力不足以

挽救危亡。所谓挽救者如何，不是说几句激烈话

而已”。［1］( P190) 他主张向一战失败后的德国学习，

“愿 诸 生 志 勾 践 之 所 志，为 德 国 国 民 之 所

为”，［1］( P201) 先从救国之最要紧处———兴实业、办

教育等做起。至于每位学子，则“只需努力于学

业，将来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皆为健全之国

民。雪耻复仇，不足言也。若不此之图，而急于

自见，恐未见其有济。”［1］( P218)

张謇在“公德”上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既

要求学生要有“国家主义”，又以国耻来激发其

爱国热情，可谓结合了时代需求，有的放矢。同

时其兼重培养学生理性爱国的主张有一定的合

理性，这在我们今天也仍不过时。当然由于其

自身的局限性，晚年的张謇对五四、五卅等运动

中学生因理性爱国而进行必要罢课所表现出的

不解甚或指责，如其曾言过“假使政府永不良，

外交永失败，学生其永罢课乎?”“罢课而外交遂

不败耶?”［1］( P152 ～ 153) 等认为学生罢课无用、无效

之言论，这些都是我们应加以甄别的。

三、“私德”上注重培养学生

多方面的良好个人品德

注重“公德”的同时，张謇还在“私德”上注重

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良好个人品德。
1. 立志

张謇曾言，“人患无志”，“夫立志之权，自我

操之，虽天地不得而限也。”［1］( P113) 在他看来，是

否“有志气”与勤苦等则是“能成业与不能成业之

界也。”历史上有志气的勾践不是奴隶，而无志气

的东晋、南宋皇帝“无异于奴隶”。［1］( P27) 他为此经

常勉励学生应以古今中外的仁人志士为榜样，在

生活上“不可较最普通之今人增一毫”，在志向上

却“不可较最高等之古人减一毫也。”［1］( P114)

张謇不仅这样要求学生，而且本人还以身作

则，率先垂范。在生活上，其与常人无异; 但在志

向上，他却立大志并身体力行为国家的救亡图强

付出了心血与汗水。其人生理想与奋斗精神，时

至今日也依然是激励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梦想过程中不断开拓前进的重要精神动力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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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忠信”
张 謇 有 感 于 当 时 社 会 存 在“信 用 堕

落”［1］( P110) 等情况，谆谆告诫从小学到大学的学

生均不能重蹈覆辙，而应在为人做事上努力做到

“忠信”。体现在其所提的一些校训方面，“忠信”
是其为第一实业小学所题的校训，“忠信持之以

诚”是其为商业中学所题的校训。“忠实不欺”是

其为通州师范学校和南通大学纺织科所题的校

训。［1］( P270) 在河海工程专科学校这座我国历史上

第一所培养水利科技人才的高校学生毕业典礼

上，张謇仍是勉励毕业生要“本廉谨忠实之道以

相始终，俾本校益增荣誉”。［1］( P183)

3.“勤俭”
居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居于我国民族资

本主义工商业当时处在虚弱而百业待兴的起步

阶段，张謇极为崇尚勤俭的美德。他教导学生

“天下之美德，以勤俭为基”［1］( P672) ，学生在学习、
生活中均应注意“勤俭”。体现在校训上，“勤苦

俭朴”是他为南通大学农科所题的校训，“勤俭”
则是其为南通盲哑学校所题的校训。［1］( P270) 1913
年，张謇赴北京演讲时亦坚称: “勤勉节俭任劳耐

苦诸美德，为成功之不二法门。”［1］( P112)

4. 自重与自强

自重与自强作为传统美德，同样是张謇所推

崇的。张謇认为，人“自重则明公理、修公德也，

有礼法不苟简也，能成一业也。”［1］( P26) 而关于自

强，张謇认为真正的自强应付出实践行动，且要

从学生开始抓起。他要求学生“则凡作一事，须

专须勤，须有计划，须耐劳苦，须自强力。”［1］( P175)

只有通过对学生进行自重、自强意识的培育，才

能使学生“将来毕业后，为农者必蕲为良农，为工

者必蕲为良工，为商者必蕲为良商”，［1］( P201) 进而

真 正“为 我 国 家 争 体 统，为 我 自 身 争 人

格”。［8］( P381)

5. 科学与进取精神

科学精神方面，张謇明确提出“科学为一切

事业之母”，［1］( P428) 真切希望学生能充分认识到

“科 学 发 达 时 代，科 学 愈 进 步，则 事 业 愈 发

展”［1］( P323) 的道理，进一步弘扬科学精神，努力为

促进中国的进步而勇攀科技高峰;“进取”作为张

謇对学生的勉励语，经常出现在其的许多演讲

中①。张謇为南通私立纺织专门学校亲题的校训

“忠实不欺，力求精进”中之“精进”［1］( P270) 则是其

要求学生树立进取精神的又一具体体现。
6. 竞争意识

张謇在兴办实业等的过程中，对竞争的体会

尤为深刻。“夫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

争也。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实践责任

合群阅历能力之竞争也。”面对此必不可免的时

代趋势，他主张将竞争意识列为学生德育培养的

内容，并明确指出，竞争“皆我学生应知应行之事

也”。［1］( P157)

张謇对学生“私德”的培养呈现出传统与现

代并呈、并重之态势。在其所倡上述“私德”中，

立志、“忠信”、“勤俭”、自重、自强、进取等是我们

既有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品质。张謇将之列为学

生“私德”培养的要求之一，可谓真正承继了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之精华; 同时，在“私德”培养中，张

謇还根据时代之需，及时增进了科学、竞争等时

代内容，从而使其“私德”培养的内容更趋全面而

现代。

四、通过多种德育方式方法培养

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

1. 严格管理

张謇认为，教育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以教

育涵 养 其 德 性，而 化 其 恶 习，使 为 善 良 之 民

也”。［11］( P101) 学校既“以教为育”，则须是“干涉而

非放任。”［1］( PP25) 具体到管理中，张謇讲求对学生

管理有章、有法、有度及约束有力。以学生内务

管理为例，其曾强调“自修室、寝室皆诸生实践学

行之地，此次散学后留心考察，有扫除整洁而后

者，即有遗垢不洁而行者，一一属监起居询察，洁

者记奖，不洁记过，于修身分数上 计 算”［1］( P245)

等，注重以管理上的严格与奖惩分明等来促进学

生良好品格的养成。
2. 实践磨炼

实践磨炼方面，张謇主张学生应“当锻炼一

种耐烦劳之习惯”，［1］( P110) 并在实践中磨炼和成

长。除要求学生参加学校安排的军训课程、义务

劳动、定期到工厂和农场参加生产实习等外，张

謇还主张学生每学期应“修学旅行”［10］( P10) 一次。
通过文化与环境的熏陶，在增长见识与培育学生

爱国爱家乡情怀中进一步磨炼学生吃苦耐劳之

精神。当发现有学生热衷仕途、不愿意投身实业

551

① 可参见《张謇全集》卷四中《垦牧乡高等小学开校演说》《元旦日对南通各校学生演说》《女师范校友会演说》《通州师范学校

议》《女子师范学校市河岸新校开学演说词》等。



等实践磨炼时，张謇便予以坚决反对，“实业重实

践，生员贡举虚名耳”，且“各国科学毕业欲入仕

者，须历登庸试验六年，未有一毕业即能官者。
以是言之，断宜改革。”［1］( P93) 他坚信，无论从业从

政，都须以实践为基础，脱离实践便不可能获得

真才实学。因此，他主张对教育进行改革以强化

学生之社会实践。
3. 加强自身修养

张謇认为，要让学生养成“高尚人格”，外在

的努力是一个方面; 内在的努力方面，学生还须

加强自身修养。为此，他提出了学生应知应会

的“静 心、耐 苦、自 克、谨 慎 等 修 养 方

法”。［10］( P100) 其中，关于“静心”，张謇认为“凡学

之道，以静为轨”。［1］( P103)“静可以一心志”，“静

然后能宁心志，静然后能致思虑，静然后能蓄精

神。”［1］( P189) 而关于“耐苦”，张謇坚称，“古今学

者 之 所 以 能 成 其 学，何 一 非 从 艰 苦 中

来”。［1］( P189) “勤 学 须 有 恒，不 可 或 作 或

缀”。［1］( P639) 另外，张謇还认为，学校“欲养成优

良 之 校 风，重 在 诸 生 之 能 自 约 束，能 相 规

劝”［1］( P188) 等。这些对学生加强自身的道德修

养起着不可低估的砥砺作用。
为实现其德育培养目标，张謇注重严格管

理、实践与劳动的磨炼等，这些努力可谓对学生

良好品德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

这也体现出了他对德育教育规律及方法的深刻

领会与把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科学性。而

张謇重视加强学生自身修养方面则体现出了其

对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继承与发扬。
总之，张謇在德育方面的努力既具有重要

的历史价值，也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深

入开展中具有其现实借鉴意义。我们需要在辩

证吸取张謇德育思想精髓基础之上进一步为当

代大学 生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工 作 做 出 更 加 坚 实 的

努力。

［参考文献］

［1］曹从坡，杨桐． 张謇全集( 第 4 卷)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

社，1994．

［2］曹从坡，杨桐． 张謇全集( 第 2 卷)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

社，1994．

［3］曹从坡，杨桐． 张謇全集( 第 5 卷)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

社，1994．

［4］王敦琴． 张謇高等教育理念的历史意蕴与当代价值［J］． 南通

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双月刊) ，2012，28( 5) ．

［5］刘明智． 张謇与罗振玉教育思想的比较［J］． 龙岩学院学报，

2007，25( 5) ．

［6］曹从坡，杨桐． 张謇全集( 第 3 卷)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

社，1994．

［7］马斌． 张謇实业与教育思想概论［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

社，2006．

［8］曹从坡，杨桐． 张謇全集( 第 1 卷)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

社，1994．

［9］马斌． 张 謇 职 教 思 想 研 究 文 集［M］． 上 海: 东 华 大 学 出 版

社，2007．

［10］张謇． 南通私立纺织专门学校学则［M］． 南通: 翰墨林印书

局，1915．

Zhang Jian's Thought of Moral Education
LIU Hong-quan

( School of Business，Nantong University，Nantong，215006，Jiangsu，China)

Abstract: As a famous modern moral educator，Zhang Jian advocated virtue as the first of any requirements in students' all －
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intellectual，physical and social aspects． In public morality，he required students to pay equal at-
tention to patriotism and reason． In private morality，he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developing students' fine personal qualities of
determination，faithfulness and thriftiness． To achieve these goals and cultivate students' good moral characters，he advocated
training methods of strict management and practice． Today Zhang Jian's thought on moral education is still of great practical sig-
nificance for us to carry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Key words: Zhang Jian; thought of moral education; morality － oriented thought; public morality ; private morality; cultiva-
tio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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