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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与清末南通最早的商品展览会
□庄安正

“海门”在哪里？
□黄浪

清末南通最早的商品展览会（时称通州商品陈列会)，由张謇倡导在1907
年6月举办。它不仅是张謇注重学习西方商品流通中新生事物的初步成果，
而且是展现南通实业成就与社会经济的一幅风景画。

君子德风传陈家
□苇航 小祥

张公祠匾联略记
□羌松延

今年7月是海门区建区三周年。“海门”作为一个地名从古
到今在全国各地广泛存在。而南通市海门区最终从一堆“海门”
中脱颖而出，成为知名度最大、行政区划层级最高的“海门”。

在自然地理中，河流入海处常被称为“海门”。由此，“海门”
遍布于沿海地区。明代诗人李东阳曾为天津创作《天津八景》，
其中之一便是《海门夜月》。海河是华北著名河流，穿天津城区
而过，注入渤海，海河入海处也就是大沽口即为“海门”。今天的
天津滨海新区境内的海河之上还有一座海门大桥，与历史上的
天津“海门”遥相呼应。

浙江的钱塘江口也是“海门”。《海宁县志·浙江潮说略》中
称：“浙江之口，有两山焉，其南曰龛，其北曰赭，并峙江海之会，
谓之海门。”宋代陈与义的诗作《渡江》中以“雨余吴岫立，日照海
门开”描述钱塘江景，“海门”即为钱塘江入海口。

台州的椒江算不上是著名河流，但是椒江入海口形成的“海
门”，其名声盖过了天津和杭州的“海门”。台州历史上设有海门
卫，现今城区有海门街道，甚至台州椒江区以前还被称作海门
区、海门特区。有趣的是，台州海门有“小上海”之称，而南通市
海门区则被称为“北上海”。

福建第二大河九龙江的河口也是“海门”。这里不仅有海门
岛，而且入海口之外更接近大海的金门县也因“固若金汤，雄镇
海门”而得名。其他地区如福建惠安县、广东汕头、广西合浦等
地也都存在“海门”。

甚至在江苏省沿江地区也不止一个“海门”。众所周知，长
江口周边地区成陆很晚，镇江、扬州沿江一带曾直面大海，长江
入海口长期是一个“大喇叭口”。如此，早期的“海门”比现在更
深居内陆。

唐代诗人李涉在镇江时作诗《润州听暮角》，以“惊起暮天沙
上雁，海门斜去两三行”描述号角的震撼。另一名唐代诗人韦应
物在南京送别友人，作诗《赋得暮雨送李胄》，其中有“海门深不
见，浦树远含滋”的诗句，“海门”同样是指镇江东部的开阔江面。

随着镇江以东地区不断淤涨，镇江的“海门”已名不副实。
后周显德五年海门县的设置说明“海门”已东移。但直至明清
时，文人作品中仍将镇江的江面称作“海门”。甚至明代海门探
花崔桐作品中的“海门”有时也指镇江境内。当时一些专业地图
也在镇江焦山东部的江面标注“海门”。镇江“海门”虽然不是行
政区划单位，但其名声曾一度盖过作为县域的海门县。

不仅如此，与海门区相邻的太仓市，有一座古桥周泾桥，曾
经叫做“海门第一桥”。历史上太仓靠近长江入海口，理论上可
以存在“海门第一桥”的说法。但考虑到古代海门县、海门厅就
在附近，使用“海门第一桥”的名称并不妥当，容易造成歧义，而
这也证明了历史上的“海门”一直不是唯一无二的。

随着长江口土地淤涨，今天最接近入海口的其实是崇明、启
东、浦东等地，从自然地理角度而言，这几个地区似乎更适合称

“海门”。但海门区已拥有千年建县史，“海门”二字的内涵早已
突破原始的字面意义，它诠释着“海纳百川、强毅力行”的价值
观，这正是海门区所具备的时代精神。

张公祠，位于张謇的出生地海门长乐（今称常乐），于张謇逝世
十周年之际的1936年开工兴建，次年落成后始供四方凭吊。作为
一座具有纪念祭祀功能的建筑，祠中挂有不少匾额楹联，内容多为
颂赞张謇之盛德大业，题写或撰联者亦不乏有名望的人士。

在当年祠前巍巍矗立的四柱表门之上，中嵌石刻“张公祠”三
个大字，由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写。入祠前远观或仰视表门
及题字，颇觉雄伟庄严，气象轩昂。距此约二十米处为祠门，黑漆
大门之上书有联句“大名垂宇宙，遗泽在乡邦。”进门后有一规模
较大的表坊，中书“泽留乡邦”四字，内容与祠门楹联相呼应。此
一联一匾语出何人，暂无从得知。北进不远为“会贤堂”，穿堂而
行即至“景贤堂”，西折过月门便到正厅，在宏轩宽敞、富丽矞皇的
正厅中，设有雕刻古雅的神龛一座，中供“先贤张啬庵先生讳謇神
主位”，神主牌位正上方端挂着蒋中正赐额题写的“山高水长”匾
额，左右为原江苏省省长韩国钧所题“江淮先哲”与丹徒王芾（身
份不详）所题“泽流桑梓”等匾。曾任通师校长、江苏省教育司司
长江谦题赠“天民先觉”则悬挂在大门堂的上面。

据记载，正厅内的楹联数量多于匾额，内容也多有精妙之
处：壁柱木联有济宁潘守廉（晚清学者，光绪进士，曾任南阳知
县、邓州知府）的“竭精力以济时艰，禹稷存心，共仰英灵留百代；
薄功名而崇实业，陆沉亟挽，自应俎豆壮千秋。”有武进吴稚晖
（国民党大佬）的“成教不出家，在野为大豪杰；没世堪祭社，于古
称乡先生。”有崇明王清穆（光绪进士，曾任商部右丞、直隶按察
使、江苏省财政司司长）的“文章传九录，勋绩著万般，奕奕绵绵，
光采从今昭海宇；乡里永追思，党庠咸矜式，跄跄济济，岁时来此
拜祠堂。”以及韩国钧、江谦的“此有公烈于民者；能捍大患则祀
之。”“海晏河清，导淮愿继先生志；芹香藻洁，祭社应遵戒杀文。”
此外还有费范九、谈礼成、徐鼎康、施恩溥、黄祖谦等人撰写的楹
联，无不语崇旌表，蔚为大观，惟以文字不存而觉遗憾。

由上可见，匾额字少，言简意赅。张公祠的匾额突出颂扬张
謇之德绩，其长短不一，没有定式，以四字居多。而楹联脱胎于
古诗，承袭了诗歌的诸多属性。撰联者通过简洁的文字结构，将
与张謇有关的繁复之事、时、地、物等一语道尽。楹联或长或短，
但字字句句，俱为表赞啬公。显然，张公祠匾额与楹联不仅在文
学艺术方面值得称道，书撰匾联者的身份也非同一般，由此使其
对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更具价值。同时，也因为这些匾额与楹
联的存在，扩大了张公祠的人文空间，提高了其教化效果。

可惜的是，张公祠被毁于十年浩劫，匾联几乎无存。又因资
料所限，以上所记仅为祠内的部分匾额、楹联内容，有遗漏或不
当之处，尚待方家补充、指正。

清末南通最早的商品展览会（时称通
州商品陈列会)，由张謇倡导在1907年 6
月举办。它不仅是张謇注重学习西方商品
流通中新生事物的初步成果，而且是展现
南通实业成就与社会经济的一幅风景画。

一、东渡日本考察

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后，商品经济高速
发展，商品展览会应运而生，清末又传入中
国。张謇提倡“实业救国”，主张向西方学
习，在全力发展大机器生产，推动商品经济
的同时，逐渐关注到了流通中的这一新生
事物。

张謇1903年 5月东渡日本，是走出
国门考察商品展览会的一次重要实践。
尽管此行张謇安排考察的领域与内容很
多，但行程中反复观摩，意犹未尽的还是
大阪劝业博览会。博览会场面宏大，新颖
时尚，夜晚“会场内外电灯尽张，……水帘
亭以七色镜旋转，现虹霓之色”，给张謇留
下深刻印象。但让张謇痛心的是，由于清
政府未曾很好组织参展，中国仅“六省有
陈列出品”，且“彼此不相侔，若六国然，杂
然而来，贸然而陈列，地又不足以敷施
焉。以余乡而言，通州、海门墨核鸡脚之

棉，吕四真梁之盐，皆足与五洲名产争衡，
皆不与焉”。这次东渡既让张謇看到了两
国在商品展览会上的巨大差距，也明确了
自己今后努力的方向。

二、内外两种因素

张謇回国后，1904年被清政府授予三
品衔商部头等顾问官，在实业界的地位与
影响力日愈提高。在此期间，张謇创办的
南通实业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一个以
大生纱厂为核心的地方工业体系正在逐渐
形成，企业生产的商品琳琅满目，质量上
乘。《京话日报》1905年8月12日载文称：

“江苏南通州各工厂，所办的货物都很精
致，比外洋的还好，就是扬州一带销路不
旺。有位热心商人汪功甫，由通州运了好
些货物来到扬州，在华瀛公司里开办通州
商品分销处，专为开通利源抵制外来的货
物，好事好事”！该报由北京出版，报道的
却是江苏扬州一地新闻，这充分证明了南
通的实业声名远播。立足张謇而言，举办
商品展览会的自身条件已经具备。

与此同时，国内经商环境在发生复杂
变化。一方面，在时局不断恶化的逼迫下，
清政府在筹办商品展览会上的态度开始变

得较为积极。1904年，两江总督周馥首先
“欲在南京设一商品陈列馆”。1905年，清
政府商部“通饬各督抚创办商品陈列馆”。
可见，张謇如欲在南通举办商品展览会，可
期待得到清政府的赞助。另一方面，西方
国家日益通过在中国直接举办商品展览的
方式，大力推销商品。仅以日本为例，日俄
战争后，日本不顾清政府官员抗议，在沈阳
筹建商品陈列馆。两年后，又将所谓的“大
日本商品陈列馆”办到了仅一江之隔的苏
州。上述变化中助力、压力并存，合并形成
了张謇举办南通商品展览会的外部环境。

三、特殊年份举办

1907年，无论对于张謇或南通都是一
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大生纱厂结束了
建厂十余年连一届股东大会未曾召开的历
史，连同新建的大生分厂分别召开了第一
届股东大会。张謇一手筹办两个大会并在
会上先后作长篇报告，还出台了诸如建立
通海实业总公司，统一管理协调发展大小
企业等决策。这意味着张謇甲午后投身

“实业救国”，经过十余年艰苦卓绝的奋斗，
已站在了结束初创，开启繁荣的关节点。
在两个大会召开期间举办商品展览会，显
然含有满满的回顾以往，鼓舞士气，振奋精
神再出发的寓意。

南通那时没有现成的商品展览馆，张
謇采用了将城内旧建筑改建展览馆的替代
方案。几经勘查，最终选择城西南“四面环
水，境地幽闲”的奎星楼作为馆址。该楼

“前岁因失火焚去前栋一遭”，张謇遂将遭

受火灾的房屋改建成“洋式楼房五间，上设
商品陈列馆，下为游人憩息之所”。6月初
馆成，11日商品展览会对外展陈，展品分
为“天产、工艺、美术、教育、参考”五大类，
重点是大生企业生产的各种商品，也有本
地其他绅商的商品，还有大量农民与手工
业者的农产品或手工业品，甚至包括学校
学生的手工业品参展。展品另有“外省之
物品”“数百种”，均由人往沪宁等城市采购
携通。五间“洋式楼房”，即为展品的五间
展室。由于时间短暂，人手较少，商品的征
集、审核，以及入选商品的“分门陈设”等，
比较繁重，但均如期完成。时届夏令，奎星
楼前“一枕云山如游画境”，观众前往参观，
亦可借此避暑。端午节那天，张謇等“特备
军乐、茶点以款来宾”，以致“连日士女往观
者甚众”。

四、邀请股东参观

展览会期间，正值大生纱厂、二厂股东
大会召开，张謇特别安排时间，邀请参会股
东首先参观唐家闸的大生纱厂，随后又往
城区参观商品展览会，并于奎星楼设宴招
待。张謇此举并非临时起意，这是他的企
业投资者与经营者应兼顾生产、流通主张
外化为行为的反映。两厂股东作为投资者
或经营者，平时分散各地，很多股东甚至对
纱厂与纱厂生产的各种“魁星”牌机纱商品
没有直接印象，张謇借机让股东在身临其
境中群体感受商品经济及流通中的新生事
物，以便日后形成共识与合力。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

“家风正则民风正,民风正则政风清。”
家训家风的价值，往往不囿于家族，乃至对
社会、对国家都有意义。前不久，我读过
《如皋县下驾原陈氏宗谱》（下文简称《陈氏
宗谱》），对此更是深信不疑。下驾原，即今
日如皋下原，相传乾隆皇帝于此歇驾，故有
旧名。元初莆田陈肇衡授如皋县尉，举家
移居如皋。元延祐年间，其子陈应雷结庐
于下架原东，为读书地，定居下原。嗣后，
陈氏一脉于下原瓜瓞延绵，屡修家谱。《如
皋县下驾原陈氏宗谱》修订于1938年，时
有编号，印数区区，今不多见。谱中家训、
传记、艺文诸卷，尤为精彩。

《陈氏宗谱》录有家训十则：敦孝悌、睦
宗族、正内外、豫蒙养、择交游、勤职业、息
争讼、尚朴素、崇节义、重祠祀。诸如此类
的家训，谈不上稀见，因为其他姓氏家谱中
也有相关家训。不过《陈氏宗谱》中的家训
释文较长，其中“豫蒙养、勤职业、尚朴素”
很有特点，由此铸就了下原陈氏君子德风
的特色：勤廉勤读，乐善好施。何出此言，
先来分析下家训中的部分精华语句。“豫蒙
养”中剖析道：大多数人都溺爱姑息自家小
孩，认为待到孩子稍长再教育不迟。殊不
知，要从小管教，培养好小孩的品质，是孩
子人生的第一关。教育孩子要以忠臣义士
为楷模。“勤职业”与众不同，针对具体职
业，提出各类“敬业精神、标准”，比如官员：

“在朝在官宜早夜不遑，殚心竭力。”“尚朴
素”则鼓励族人要像先辈一样，饮食服装都

来自于乡间，粗茶淡饭不忘俭朴本色。正
是在上述家训、家风的熏陶下，陈家涌现出
多位品德高尚的族人，兹将相关事迹，选录
如下，以示陈氏家风的赓续与传承。

陈应雷，字迁一，又字有奋，号南洋，少
有隽才，聪慧绝伦，博览群书，未冠能文，下
笔数千言，不增减只字，弱冠补博士弟子
员。元延祐三年中河南开封解元，初任六
合县学谕，后迁临濠路总管、平江路总管、
平洋路总管，著有《三礼条辨》《陈解元文
集》《南野人诗存》等。元代进士薛弥克惊
叹陈应雷的才学。明代廉官、戏曲家屠隆
于万历年间作《南洋先生像赞》，赞誉陈解
元“高文振古，伟绩康民”。作为一位“学者
型”的官员，家谱记载陈解元在外任职，施
行惠政。他和乡人讲解“濂洛关闽之学、儒
林宗之明”。所谓“濂学”就是周敦颐的学
术。他是千古名篇《爱莲说》的作者。“濂
学”的核心字是“诚”。因此陈解元讲解他
的学问，或多或少会述及为官操守，如廉洁
为官，诚信之人。

陈宗文，明代人，下驾原陈氏八世祖，
世居皋南官庄，祖业颇丰。他一向淡泊名
利，性格豪爽，热心公益。明嘉靖年间，江
海泛滥，连年歉收，以至于饥民相食。富人
存有余粮，不是囤积秘藏，就是高价出售，
牟取暴利。陈宗文大为感慨：积累满仓的
谷食，却不救济濒临饿死的人，就无异于一
起在沟壑中打滚的人自我残杀啊！心动不
如行动，陈宗文将家中自藏上千石粮食全

部施舍给饥民。数万饥民获救。如皋知县
黎尧臣于城郊赈灾，看见男女老少肩挑背
负着粮食，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于是询问
他们，感到惊异如皋竟有如此善人，发问：

“为何他最先懂得我心中的想法呢？”黎尧
臣赶往陈家，表彰陈宗文的功德。

陈太元是陈应雷十世孙，讳子廷，别号
元俞，明代人。其父陈北塘晚年目盲，陈太
元侍奉左右，不曾离开半步。他一度数月
不解衣带照料生病的父亲。他很乐善好
施。陈太元感叹：人生应当适意，无奈太多
人过度为子孙操心了。他家中不留余财，
财富均用于施舍：给不计其数的穷人发放
衣服与食物，给贫穷的男性族人娶妻。他
还为邻人排忧解难。乡民刘表被盗贼诬
陷，被捕入狱。陈太元知道他的冤情，向知
县力言，刘表得以洗刷冤情出狱。为报大
恩，刘表卖儿卖女，取得钱财馈赠陈太元。
陈太元问清事情原委，大怒：“我从义开始，
怎能从利结束呢？”他将钱财悉数退回刘
表，又让刘氏赎回儿女。陈太元还十分喜
爱读书。他潜心理学，热心教育。佘大美、
曹鼎臣两位进士都出自陈太元的门下。陈
太元还有名言：“有子而不能读父书，犹无
子；有孙而不能读祖父之书，犹无孙。”他以
为子孙不读书，不啻于断子绝孙。

陈湛宇，明代人，下驾原陈氏十一世
祖。他与兄弟天性友爱，闻名乡里。周遭
乡人但凡兄弟不和，听过陈氏兄弟的品德
都有悔改，并有感慨：“看中财产却伤了手

足之情，无颜面对陈氏兄弟。”明末征收民
赋，众人举荐陈湛宇负责当地征收赋税的
工作。可是许多人家因为贫困，实在无法
加纳民赋。陈湛宇不忍心逼迫穷人。作为
最基层的催收民赋的小吏，陈湛宇则将家
中大量积蓄替穷人加纳民赋。

陈以松，即陈小髯，清代人，下驾原陈
氏十四世祖，字公木，号友筠,乾隆三年
(1738)副榜，曾与清代名宦、诗人、学者沈
德潜有同年旧谊。沈德潜作有《小髯公家
传》，推介其貌其才：修髯盈尺，风雅宜人，
诗才清丽，尤长宋人小调。乾隆甲子年，他
北上抵达首都，考授直隶州同知，于京候
选。乾隆皇帝驾幸贡院，陈以松恭迎皇帝，
获赐书籍六经四子。陈以松掀开长须，高
兴地说：“一介书生得见龙颜，又幸得圣上
赐书，为米折腰的事怎能是我做的呢？”于
是，他返回如皋，于家中左边筑造拜芸轩，
作为藏书地，保存恩赐六经四子。回乡不
足一年，陈以松身患重病，临终前写下绝命
诗：一梦人间四十秋，人间惹得许多愁；红
尘隔处无烦恼，长啸一声归去休。他享年
仅有四十二岁。陈以松的遗稿著述多为人
所取。其哲嗣四处搜集，编有《尚慎集诗
词》《拜芸轩志艺》。

为官勤廉，为士勤读，为人“勤献”，陈
家人的家风美德，流传至今。近日欣闻下
原镇正在镇中心打造一处陈解元读书处的
景点，不失为弘扬、传承下原陈氏家风的一
桩美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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