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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张謇18741874年在南京年在南京
◎庄安正

1874年从海门偏僻的乡村来到南京，张謇遭遇
的最大变化是登高望远，站在了新的平台上。生活
与外部世界不再隔绝，张謇心中所系亦不再限于家
乡村落，全国各地乃至海外世界逐渐进入了视野。

19世纪70年代，在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失败
后，清政府迎来了所谓的“同光中兴”。但社会表
面的安稳遮掩不住国内经济停滞、灾害频发，以
及西方国家加快蚕食中国主权的事实，本年度诸
如“黄河水患”，以及日美联合侵犯台湾，清政府
妥协退让等信息，不时在南京官员间传播，引起
他们的担忧。

张謇作为孙云锦的身边人，几乎同步分享了
这些信息。《张謇日记》载有他与孙云锦等几次交
谈中谈及“黄河水患及海外事”的文字，字里行
间反映了张謇反对日美侵台，不满清政府“议和

之举”的爱国感情。《张謇诗集》中另载有张謇同
年所赋《咏史四首》中的诗句：“未觉长城坚故碣，
只闻苍海足明珠”“横海楼船今不远，灵旗指顾画
招摇”。联系《张謇日记》所载，“苍海明珠”显指
中国台湾。这些体现心怀天下与爱国情怀的内
容，在张謇1874年前的文字中是没有过的，这是
一个重要的变化。

无论如何，张謇1874年站在新的平台上，亦
意味着站在了人生新的起点上。距离1894年成
为科举状元，稍后又投身“实业救国”“教育救
国”还有20年时光。置身于中国“三千年未有之
变局”的大背景下，张謇20年的前路漫漫，会面
临极大的困难，同时面临许多的机遇，如何顺应
时代潮流前行，亦时时考验着张謇。所幸张謇年
方21岁，青春的华章刚刚开启。

发审局文书似乎比较闲适，张謇不时有机会
去游览北极阁、秦淮河、雨花台，观赏迎神赛会等
金陵民俗。但是，当好一个称职文书其实不易。
官场上文字颇有讲究，孙云锦将很多与同僚的函
件，以及给曾国荃、张树声、英翰、梅启照等的呈
文交由张謇草拟。而张謇凭借天赋尤其是勤奋，
每次都能形成一篇篇说理周详、文辞得体的文字
上交，颇令孙云锦满意，以致逢人赞扬，稍后竟在
公开场合表态张謇已达到荐往江苏巡抚张树声
幕府的水平。

文书实为幕主助理，不仅要擅长文字，幕主
需要即为己任。某次，淮军将领吴长庆在江阴修

建刘闻沙炮台，身边一时缺少人手，便请孙云锦
帮忙将军饷“白金五千”送往江阴，孙云锦转身又
嘱咐张謇承担。押运军饷虽非体力活，但所担责
任重大，张謇尽心尽力完成了任务，由此得与吴
长庆再次会面。

张謇稍前在南京见过吴长庆，印象颇佳。这
次在江阴再次会面，当夜即有了一次挑灯长谈，
吴长庆颇欣赏张謇，有意招聘。张謇赋诗感谢：

“明珠却聘宁无意，宝剑衔知昔所闻。骏骨从来
能得马，好收骐骥共殊勋”，表达了欲拒还迎、一
时遽难答应的复杂情感。与吴长庆交好，意味着
张謇人生路上又多了一个识才爱才的“贵人”。

张謇在南京期间时常“出差”，除江阴外，
足迹还涉及苏州、无锡等地。其中行路艰难、
目的地偏僻，给张謇留下难忘印象的一次，是6
月下旬启程，8月中旬返程，历时50余天，随孙
云锦往淮安料理“渔滨河两大姓十余年争水讼
案”之行。

张謇在淮安，除亲身感受了孙云锦最终能顺
利调解结案在于“天下事惟公乃可折人”的秘诀
外，还目睹了淮安乡村的贫瘠，与遭受黄河、淮河
水灾后，乡人“头蓬胫赤足藉苴，少者露臂长者
乳。乱后田荒莽且庑，瘠人腴田田有主”等悲惨

景象。张謇返回途中写下“苍生安石与同忧”“船
山不是一经儒”“欲问中兴宣抚使，愁云无际海潮
来”等诗句，表明深受触动，在内心进行了追求学
业究竟为什么的灵魂考问，并立下经世致用、解
民倒悬的个人志向。解决淮安贫瘠，必须重视治
理黄河、淮河水灾。

有一个细节不应忽视，张謇在淮安期间已开
始搜寻明清之际潘季驯、靳辅、冯道立、丁显等人
的水利著作进行研读，这意味着张謇一生中有关
水利的系统见解与宏大规划，已在这年盛夏淮安
的土地上悄然发端。

二、孙云锦逢人赞扬张謇

三、张謇在淮安立下经世致用解民倒悬的个人志向

四、张謇1874年站在人生的新平台新起点上

1874年4月，张謇继上年依靠
原通州知州孙云锦援助，摆脱“冒籍
事件”纠缠后，又应聘从海门乡村抵
达南京，担任发审局文书，这是张謇
第三次与南京结缘。张謇1870年、
1873年曾有两次到南京参加江南
乡试，皆因来去匆匆，南京没有给他
留下多少印象。张謇这次到南京
后，直到年末回家，长达8个月。平
台是新的，角色是新的，生活是新
的，收获也是前所未有的。

张謇到南京后第二天，就在孙
云锦劝说下决定报考钟山书院。钟
山书院因坐落在南京东郊钟山得
名，是清代南京最著名的书院之
一。孙云锦聘张謇文书，兼邀为自
己儿子授课，给予月薪白银十两
（孙本人五十两）。但文书任务尚
未交代先劝说他报考，令人颇为意
外。究其缘由，实乃孙云锦爱才心
切，切望张謇学业早日更上层楼所
致。但是，张謇第一次报考便为业
师韩弼元摒弃。张謇对自己的学
问较为自信，心中不解即“上韩某
启”“求示疵垢”，韩无以回应。孙
云锦虽然同情张謇，却不赞成这一
直来直往的举动：“少年使气，更事
少尔，须善养”。

张謇化名再去报考，被山长李
联琇以第一名录取，并约会面，对张
謇赞赏不已。李转告张謇，他报考
另一著名书院惜阴书院，又被山长
薛时雨“列第一”。薛对张颇为好
奇，亦约会面。张謇同时被南京两
所著名书院的山长视为最佳弟子，
在士林一时传为美谈。不久，张謇
又慕名前往拜访凤池书院山长张裕
钊，学习“治经读史为诗文之法”。
有幸拜南京城内李、薛、张三位大师
为师，打开了张謇日后成为国内一
流学者的路径。

一、张謇报考钟山书院
以第一名录取

张謇到南京后以第一名成绩考中
的钟山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