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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早期现代化推进力量配置 中的矛盾性 
— — 以张謇为个案的分析 

严翅君 

(江苏省行政学院 社会学部，江苏南京 210004) 

摘 要：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配置现代化推进力量的过程 ，是一个国家、地方、民众间极为 

独特的互动过程 ，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以张謇为例 ，为了赢得进行现代化探索和 实践的自 

由，他辞官不就，以道抗势，力倡 自治，实行权力抗衡。尽管因此争得不少权力，但对于推动一 

个地 区的现代化还是显得十分“弱势”。张謇要具备“强势”，只得 另行 出路。他在 “以道抗 

势”的同时，不得不时常低下孤高的头，“以道附势”。 "-3张謇为抗势和 附势交相为用费尽心 

机 ，还不足以使 自己的力量壮大的时候 ，他并没有看到一个 巨大的动力源就在他的身边，那就 

是 民众 。从 而丢失 了 自治的民主 内核 ，闭锁 了 自治的动力机 制。 

关键词 ： 以道抗势；以道附势；动力机制；闭锁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配置现代化推进力量的过 

程 ，是一个国家、地方、民众间极为独特的互动过 

程，这种特殊性，使早期资产阶级常常陷入深深的 

矛盾 中，终至没有足够的力量 和能耐把中国早期 

现代化的航船驶向成功的彼岸。这里，我们以张 

謇为个案，展开这一方面的分析。 

张謇推进现代化的力量配置是 ：圣贤式的精 

英 +无法避开的官僚国家 +徒有“自治”之名的 

乡绅。这种力量配置使他屡屡陷于尴尬局面。他 

既没有政府权力，又没有像西方那样深厚的市民 

阶级基础，他只是一介抱有 “天下 兴亡，匹夫有 

责”的“寒士”。但是，他又必须充当启动区域现 

代化的领导者，这使他常常“仰天俯地，一筹莫 

展”，最终选择了“以道抗势”与“以道附势”交相 

为用的行为方式，以取得一种非正式权力，赢得和 

保持领导位势。同时，由于他始终认为“民智未 

开”，他认定推动他所创造的事业的 ，除 了“倔强 
一 夫”，即他 自己，只有“二三兄弟弟子”。①毋庸讳 

言，要把传统的沉舸启动起来并Jl~ 1]地驶向现代 

化 目标 ，必须要有强大的力量。张謇及其少数精 

英只是“勉为其难的早期现代化主导力量”。② 

一

、“以道抗势”和“权力颉颃” 

I、“以道抗势”：赢得现代化 实践的 自由 

张謇充 当南通 区域现代化 的启动者和领导 

人 ，是从以道抗势开始的。儒士以道抗势的价值 

依据是孔孟的“谋道 ”理论。孔孟较强调对属于 

最高理想和终极关怀的“道 ”的追求，不过多考虑 

王权的政治态度和行为准则。所谓“君子谋道不 

谋食”，④‘‘天下有道 ，以道殉身 ；天下无道 ，以身殉 

道” 。于是一批有道之儒不愿入仕 ，甘 以落泊寒 

士自居。据历史记载，儒士 以道抗势有不同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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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一种是隐遁 山林 。另一种是私立学院，私门 

授学 ，私门养士，“提供非官方意识形态话语资源 

的功能。”⑤张謇以道抗势，与这两种情况都不同。 

他的方式是辞官不就，“退避江海小邑”，搞“工业 

救国”，“教育救国”，营“地方 自治”，建“新新世 

界雏型”。 

然而 ，张謇的抗势是悲剧性的，是不得不作出 

的选择。1894年他荣中状元 ，本可以沿着翰林至 

大学士的坦途进入 国家权力 中枢 ，实现他 的政治 

抱负，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作用。但 

是 。正如他 自己所感叹的：“謇不幸而生中国，不 

幸而生今之时代”⑥，中国的政府权威使他感到失 

望。他不得不多次离开宦海而自营其志。 

众所周知，由于传统社会关系的逐步瓦解，社 

会主体从人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推动原初型 

现代化的社会力量主要包括工商资本家、新贵族、 

以及小商人和 自由民。就像马克思指 出的，“蒸 

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④。但是， 

由于后发型国家缺乏现代性因素的积累，由民间 

力量来启动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只有运用国家机 

器的强大力量来推进。因此，这些国家的现代化， 

其前提几乎无例外地都是相应的政治变革，确定 

政府的现代化取向。俄国的彼得大帝改革，日本 

的明治维新，是导致两国现代化的前提。美国的 

兰比尔．沃拉在谈到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失败时说， 

在中国，“中央政府 的权威及策略手段都极 为有 

限。⋯⋯无法使 自己发挥协调全国现代化所必要 

的统一作用。”⑧日本的富永健一认为，辛亥革命 

以后，“身居中央权力政府之要职”的袁世凯、段 

琪瑞等人“没有任何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意识”。 

孙中山也只是一个软弱的革命家，不是强有力的 

现代化推进者。中国现代化的结局可想而知。 

正因为这种特殊性 ，一心要使 中国变为“新 

新世界”的张謇，觉得国家权威“暗蔽不足与谋”， 

只能选择以道抗势的行为方式，以赢得一点现代 

化探索和实践的自由。他说：“治本维何?即各 

人抱村落主义，自治其地方之谓也。今人民痛苦 

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 

会腐败如彼。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 

岂有他哉!”∞是因为“政府腐败如彼”，所以他才 

“尤无求于政府” ，自营其志。 

2．辞官不就和试诸村落 

张謇以道抗势的直接表现就是辞官。辞官， 

是张謇生命旅程 中的一道风景线，他一生不知辞 

过多少次官。比较重要 的有三次。第一次：1894 

年 4月，张謇点中状元 当上翰林院修撰 ，到 1898 

年 6月辞职 ，扣除父丧守制的时间 ，在官 共 120 

天。张謇说 ：“謇天生野性 ，本无官情”，这不一定 

全是真话。张謇通过层层叠叠的考试 ，最终蟾宫 

折桂成为状元 ，说不想当官是不合情理的。但因 

甲午马关之辱；卷入宫廷党争，屡履险境 ；朝廷腐 

败无能，抱负难以施展，使他满腔宦海奢望顿时冷 

却，报国之志，治国之策，统统埋藏心底 。同时西 

方文明的冲击 ，经营乡里和办纱厂的实践 ，已使他 

找到了补偿 由仕途失意而带来 的价值失落的方 

式。第二次：从 1912年 1月 3日孙中山聘张謇为 

实业总长 ，到当年 2月 12日正式辞职 ，前后不过 

40天。深层次的原因是“道”不合，崇尚实用的张 

謇对孙中山“予不名一钱也 ，所带 回者革命之精 

神耳”的说法，觉得“未知涯畔”；对临时政府因财 

政困难而把汉冶萍向日本抵债借款 ，不可原谅 ；汉 

冶萍之事又纯由孙 中山、黄兴作主，作为实业总长 

的张謇未能参 与决策，感到有名无 实。 第三 次： 

1912年正月，袁世凯当临时总统。l9l3年，熊希 

龄当总理，几次电请张謇任农商总长，先辞，后于 

10月就任。1915年 11月辞职 ，前后两年，算是任 

职时间最长的。在当时 ，张謇任农商总长 ，可说是 

最佳人选。张謇锐意改革 ，颇想有所作为。但是， 

袁世凯忙于复辟帝制 ，张謇在农商总长任上 的多 

方努力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这使张謇对袁世凯政 

权极为失望 ，坚决辞职。 

张謇以道抗势 的主要方式，是把 当局不予重 

视但他认为重要的谋虑试诸村落，他 自称“村落 

主义”。实质是在地方推行 现代性试验。他说： 

“下走生平所志，十不得一施。约诸地方 ，试诸村 

落 ，以是 自娱，亦犹婪货贿者之弄兵，挠国是者之 

舞智 ，自行其心之所明而 已。” 试举几例 ：清末废 

科举 、兴学堂时，有的地方只注重办大学堂 ，张謇 

认为应从小学普及抓起 ，上书刘坤一，不予采纳。 

他就在南通办师范，为普及小学培养师资。他写 

《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览馆议》和《上学 

部请设博览馆议》，建议成立帝国博览馆，不被重 

视。他便在南通建图书馆、博物苑。他写《奖励 

植棉暨纺织业说》陈于清农工商部，结果，“略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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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三数人酒半茶余之谈助而已” 。他只得在 

通海地区兴办垦植。总之，凡是政府不予采纳、搁 

置不理但 中国的发展需要 的远谋 ，他就利用他实 

业家和士绅领袖的双重身份 ，行之于南通。 

3．权力颉颃 的跃跃欲 试 

张謇虽然公开 以道抗势 ，但是，他要办成现代 

化的事业，必须要有权力的支持，而“十不得一 

施”的状况，也都来 自权力拥有者的阻拦和暖昧。 

于是 ，通过某种合法的手段 ，实现权力抗衡 ，一度 

成了他的奋斗 目标。 

权力抗衡的前提是要建立 自身的权力。建立 

自身权力并非超越 自身身份的权力僭越，而是符 

合 自身身份的合法性权力获得 ，那就是实行 国家 

与经济社会的分离，使国家把属于经济社会本身 

的权力交还给社会。这是西方市民阶层得以壮大 

的一个重大前提。张謇也试图走这一条路。但在 

张謇那里则是地方 自治与政府治理的分离。由于 

中国处于转型的早期 ，并不存在一个市民阶层 ，张 

謇认为地方 自治的主体就是地方绅士。他谴责中 

国数百年来不准士绅干预地方公事的旧规 ，认为 

这一传统导致“行政人与社会，几几如冰炭之不 

复相人 ，以演成今 El之现象。”∞张謇所称的 “社 

会”，就是指 的绅界 ；这里的所谓“悬隔”，是指政 

府大权独揽，专制主义。他认为，“El本勃兴，其 

最初之起点 ，由社会影响所被者为多。”而中国则 

是“行政人”摧折“社会”，“反对社会”，甚至“解 

散社会”。他强烈要求“政府与社会合”，这里的 

“合”，首先是指权力的分离 ，然后才是“合”，即合 

治。他说 ，立宪制度应是“社会处立法之地位 ，地 

方官处执法之地位”，“官与绅共其责成”；@他认 

为，“今天朝廷既已宣布九年(1920年)立宪，社会 

将与政府合 ，有社会乃有政府 ”凹，政府与社会应 

处于一种既相联合又相抗衡的互动关系 ，“社会 

监察政府，政府也监察社会”，凹亦即官权与绅权， 

官治与绅治既能相颉相颃而又相辅相成。 

张謇建立 自身权力的主要途径是地方 自治。 

1908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 自治章程”之后 ， 

张謇公开举出地方 自治的大旗。就全国而言，当 

时的所谓地方自治会多数流于形式，张謇却把它 

的作用发挥到极点。以张謇为首的南通地方精英 

集团通过一些地方 自治组织来实现对南通的实际 

控制。通崇海泰商务总会与上海、南京、苏州总商 

90 

会并列为江苏四总会 ，该会成立于 1904年 ，范围 

遍及南通、海门、如皋、崇明、泰县 、泰兴 、东台等数 

县商务，会员多达数万人 。自成立直至 20年代中 

期，该会正副会长始终掌握在张謇兄弟和其他大 

生企业领导人之手 ，其职能包括联络工商 ，调查商 

情 ，受理商事纠纷 ，保护工商业利益等 ，实际独揽 

大通海地区的工商管理大权。商会虽在地位上较 

同级行政组织为低，而实际权力却足以与后者相 

颉颃。∞由于张謇的个人威信，加上地方 自治组织 

实际成长起来的权势，地方官到任之后 的第一件 

事就是拜访张謇，甚至南通警察厅厅长办案也常 

向张謇请示。 

1920年，张謇和张孝若还组织 了南通 自治 

会，张孝若任会长，其内部机构设置、职权分工与 

地方政府很相仿佛，大权掌握在上层绅商手中。 

由于张謇的实力雄厚 ，南通 自治会喊出“自存立 ， 

自生活，自保卫”的 口号，并 打算发行公债 200万 

支持地方事业的发展。曾张謇公开说 ：“地方募公 

债，非政府募公债 ；政府不还钱 ，无处讨 ，地方不还 

钱，有处讨。”表现了对政府权威的挑战。 日本人 

驹井德三曾这样描述张謇的权威 ：“今江北一带 ， 

仿佛以张公为元首之国”，“要之，张謇对于现在 

中国之政界 ，表面上虽无何等之关系 ，然以张公在 

经济上、地方政治上有坚固之基础 ，不仅大总统及 

现任内阁，即地方政府也无如之何也。张公虽甚 

持重 自下 ，然在中国政界之潜势力 ，可谓不薄。”曰 

也就是说 ，张謇在经济和地方 自治上的基础奠定 

了他在政治上的潜势力 ；这种潜势力又反过来支 

撑了他的地方 自治事业。 

当张謇的“新新世界的雏型”处于最兴旺时， 

他已不满足于仅仅在通海地区独树一帜，而希望 

把整个江苏纳人他所追求的地方 自治轨道。1919 

年 9月张謇和江苏一批绅商筹划在上海设立“中 

华模范地方自治讲习所”，当时掌握北京政府的 

皖系军阀害怕地方势力增长，断然拒绝。@1920 

年 ，张謇发起成立“苏社”，主张“苏人治苏”，“人 

人执 自治之心 ，实不必依赖省长。”固江苏省政府 

采取了软拖的方法，使其“苏人治苏”的要求被迫 

取消。 

事实上 ，当时掌握北京政权 的军阀可以利用 

张謇的模范县来装点 门面，故允许张謇在南通发 

展，但绝不允许其把范围扩大到整个江苏甚至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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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范围。其实 ，张謇和当时中国的其他民族资 

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样 ，因为没有西方那种坚实而 

深厚的市民社会基础 ，他远没有像西方的资产阶 

级那样觊觎政治权力，僭越政治权力，最后成为政 

治权力的拥有者的雄心。“张謇的地方 自治 目 

标 ，其出发点不是要在政治上建立一个与中央权 

威相抗衡的由个人主宰的地方独立王国”。∞为了 

表明这一点，致力于教育的张謇，在人才的培养 

上 ，也只注重农工商实业人才 ，而无意于法政军事 

人才。@ 

尽管张謇通过自治组织已争得不少权力，但 

对于推动一个地区的现代化还是显得十分“弱 

势”。张謇要具备“强势”，只得另寻出路。他在 

“以道抗势”的同时，不得不时常低下他孤高的 

头，“以道附势”。因此，他虽然不屑于做官 ，但似 

乎从来都没有脱离过与官府的干系，从来没有蜕 

去对 国家和官府 的依 附色调；他虽然“最恨世俗 

的见解”，∞但 时常又不得不行俗套 ，疲命周旋于 

官府之间。他似乎进入了一个迷阵，转悠了半天， 

还 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 

二、迫于无奈的“以道附势” 

1．以“通官商之邮”的方式强化 自身力量 

张謇处理与政府关系的心态是极为矛盾的。 

从内心讲，他对“政府腐败如彼”早 已深恶痛绝， 

他追踪“三代”，实际上是对当朝政府的否定。但 

是 ，现实又一步步把他逼上对 国家和官府的依附 

地位。他要推动南通区域现代化 ，就必须通过以 

道附势的方式来强化自身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最初，张謇虽受洋务派人物张 

之洞的奏派而开始走上办实业的道路，但他并没 

有照洋务派的方式去办实业 ，而是 以否定洋务派 

的全新的姿态 出现的。否定 的切人点就是反对 

“官控”，坚持以“商办 ”、“民营”的形式办企业。 

洋务派办实业，经历了官办、官督民办、官商合办 

三个阶段 ，但是 ，无论采取怎样的形式 ，清政府卷 

入各种工业 ，都带来了极大的弊端。“无事不由 

官总其成，官有权，商无权 ，势不至本集自商 ，利散 

于官不止。” ‘官僚机构 的腐败和行政效率的低 

下 ，大大地减少了某些企业的利润 ，造成了另一些 

企业的失败 。”∞张謇对洋务运动的这些缺陷早有 

觉察。早在 1879年，他就批评洋务派：“洋务之空 

谈”，“自强之无实” 。他批评李鸿章：“设机厂 、 

学堂六七处 ，历时二十年之久 ，用财数千万之多； 

一 旦有事 ，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因此张 

謇主张摆脱 官控，走 民营 的道路 。从 大生纱厂 

《章程》第一条，可以看到张謇想摆脱官控的清晰 

思路。这一条写着 ：“厂系商本 ，未领 官款 ，厂中 

诸事应请听商 自便。惟主持保护官绅 ，是求将来 

如有必须变通之事及可以扩充之时，应请官绅主 

持保护属下情达。”∞这是明确在 向官方申明要脱 

离其控制。 

但是 ，以现代工业方式搞实业 ，远非他当年经 

营乡里那么容易 ，最大的问题是资本的来源。由 

于最初集资的极端困难 ，最后不得不领 了官机 ，鼬 

折合25万两作为官股。另筹到 l9．5l万两地方 

和民间资本。国家股占大头，看来仍然逃不脱 

“官管”的命运。但是 ，机巧 的张謇与张之洞 、刘 

坤一商量，不以“官商合办”的形式而以“绅领商 

办”(绅士领导的民营)的形式。这一变动实质在 

于创造了所有权 和经营权分离的现代形式的雏 

形，张謇成了实际上的国有资产的委托代替人，否 

定了官方直接插手企业的形式。台湾中央研究院 

林明德先生说：“‘实业救国这一口号，并非只是 

借口，而是借民间企业经营的实践这一点，实为张 

謇的第一功绩。中国企业经营的方向，从官督商 

办，官商合办转到商办的背后，实有张謇的努力和 

辛苦。”@ 

尽管如此 ，终归还是没有脱掉与政府的干系。 

实践中他进一步悟出，在中国搞现代化，离开了官 

府还不行。于是 ，一方面 ，他尽可能地回避官场对 

企业的正面干预，另一方面，张謇自谓“通官商之 

邮”，对官，他是商界领袖，利用商人群体的诉求 

和支持，可以一争权益；对商，他有“状元”、“奉旨 

总理通海商务”、“农商总长”等头衔，依恃官府的 

权威 ，平抑来 自地方保守势力的阻挠 ，并尽可能利 

用来 自官方的有利因素，控制南通区域现代化进 

程中所必须的物质资源(土地、商业财富 、军事力 

量等)、社会资源 (社会影响力的关系纽带、家族 

群体、结社等)、个人资源(专长技能、领导能力 

等)、象征资源(名分、名望 、特殊生活方式等)。 

2．“以道附势”的酸甜苦辣 

张謇终于为增强自身的力量而不得不“以道 

附势”，为此他尝到了甜头 ，也吃足了苦头。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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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是利用潜在之势。张謇一生中真正任实缺 

官的时间不过三 四年的光景 ，自嘲“在官半 日”， 

也称“不愿居八命九命之官”。足见其对世俗官 

场看得 比较透彻。但是张謇为 了壮大 自身的力 

量，一面不断地辞官 ，一面又不断地接受和担任一 

些短期官职和虚衔。并把因此带来的荣誉和荣 

耀，转化为一种官场潜势力。张謇本人虽未曾直 

接进人政治权力核心 ，但先后参与和介人过清末 

民初中国所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活 

动，在张謇的头上 ，也始终闪烁着来 自官方的各种 

耀眼的桂冠，如 ：“状元张謇”、“张殿撰”、“奉 旨总 

理”、两江商务局总理、学部咨议官、商部头等顾 

问官、江苏教育会会长、江苏咨议局议长、农工商 

部大臣、两淮盐政总理、农商部总长、全国水利局 

总裁等。这些多数是虚职 ，实职的任期都极为短 

暂，但这里却潜藏着王朝和官府的势力。这种潜 

势力，不仅可以带来象征资源，如提高他在官场士 

林的声誉 ，壮大他在地方社会的声望，还可直接带 

来物质资源和其他的社会资源，为他的南通地方 

事业创造了极其有利的社会条件。在大生纱厂起 

步时，张謇就是利用这种潜势力吸引资本；利用这 

种潜势力成为士绅们的领袖，大生集团的一批精 

英，大多是他早期用“张状元”、“张殿撰”、“奉 旨 

总理”这些桂冠结集过来的地方士绅 ；他在企业 

内部的主宰地位，不是由于投资数额而是由于他 

的这些 由桂冠带来的潜势力奠定 的；他甚至利用 

这种潜势力来扩大企业的影响，推销他的产品。 

为了加强这种官场潜势力，张謇甚至会做一 

些与他平时人格相悖的事。1904年3月，清政府 

为了加强了对新兴资产阶级的拉拢，封张謇三品 

衔，作为商部头等顾问官。张謇在 1903年 5月 

15日的《东游日记》还说：“日本士大夫为官商，听 

其人之志愿 ，方为官则一意官之事 ，及为商则一意 

商之事。华士大夫则方官而有商略 ，方商而有官 

式”圆。本来 ，这种认识是十分宝贵的。中国早期 

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弊端 ，就是官商不分 ，官商结 

合，官商勾结 ，这不仅是官场腐败之源，也是中国 

发展现代工业和商业的巨大阻力。但是 ，面对现 

实环境进行实际选择时，张謇却抛却了这一金贵 

的认识 ，接受了任命 。他认为，有了这个虚衔 ，会 

抬高 自己的社 会地位，增强在商界发言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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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 日记中写道：“江海之臣，宦情久绝 ，忽被恩 

命 ，甚愧叨逾。顾官为新制 ，又系实业于经营实业 

界中，或者小有裨益，是则王命之孚为可感矣。”西 

二是依附彰显之势。张謇从办实业的第一天 

起，就与官府以及社会有关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大生纱厂是奉 旨而办 ，从起步 ，在资金、设 

备 、专利 、减税等方面，不断向张之洞 、刘坤一等封 

疆大吏寻求支持和帮助；张謇利用游学、游幕和短 

暂的仕宦之机 ，广泛地结交政 、军 、商 、学各界名流 

要人 ，织就了一张 由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的 

可依附的权势系统。这是构筑张謇地方权威的重 

要社会资源。比如 ，大豫盐垦公 司约 50万亩土 

地 ，就是张謇利用盐政总理的名义 ，移请江苏都督 

程德全委任张眢“测量绘 图”，进而逐步加 以 占 

有。1913年底，因为要创设 大生三厂，他利用农 

商总长职务之便与英国公使商定向好华特厂订购 

纱锭等 ，并委托汇丰银行代办国外汇款。固在 l9l5 

年春辞去农商总长职务之前 ，他还 曾以“南通教 

育、慈善、公益”名义 ，一次就 向北洋政府请领了 

l5万亩荒地 ，而华成盐垦公司的成立 ，主要就是 

依靠冯国璋的撑腰。江苏省长韩国钧 、通海镇守 

管云臣都曾从多方面为张謇提供便利条件。 

三是周旋斗角之势。张謇晚年 ，军 阀混战。 

张謇痛恨军阀混战，但为了苟全通海一隅之地的 

和平环境 ，当年 以道抗势的棱角似乎早 已挫钝。 

为了寻求各级政府的庇护和支持，他不但 自己接 

受不同军阀政府委任的无足轻重的官职 ，还让 

张孝若先后出任直系政府的出国考察实业专使与 

驻智利公使(未到任)，后来又让他 出任直奉两系 

联合控制的“摄政内阁”的扬子江水道委员会委 

员长。1922年，张謇利用答谢各界人士为他庆祝 

7O大寿名义 ，派张孝若先后到洛阳、奉天访 问吴 

佩孚与张作霖，同时敷衍激烈对抗的两大军阀集 

团以图委曲求全。1925年，孙传芳就任五省联军 

总司令 ，势力扩张到江苏各地。张謇又不得不加 

强与孙传芳的联络，如写信祝贺“大捷”。这年冬 

天，孙传芳到南通，张謇设晚宴欢迎，并安排上了 
一 道别 出心裁的“华盛顿汤”，借以表示对孙联帅 

的良好祝愿。 可见其用心之 良苦。 

西方资产阶级也与政府、军阀打交道 ，然而， 

他们把政府和军队看作他们的贸易对象，要从他 

们身上赚钱；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与政府和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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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交道，是把他们看作可依附的势力。前者体现 

了自身的独立权利 、平等人格 ；而后者却是依附型 

的，失去独立人格 的。像张謇这样 的早期资产阶 

级 ，也企求独立 ，但是，中国的文化环境以及其 自 

身的文化人格都决定了难以摆脱依附。好不容易 

有了一点以道抗势 的胆量，又在严酷 的环境中畏 

缩 下去 。 

三、动力机制闭锁 的所谓“自治” 

张謇试图用以道抗势和权力抗衡交相使用的 

方式来推动现代化，但最终不能摆脱 以道 附势 的 

选择。当张謇为抗势和附势交相为用费尽心机 ， 

还不足以使 自己的力量壮大的时候 ，他并没有注 

视到一个巨大的动力源就在他的身边，那就是民 

众。反过来说 ，正因为他缺乏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 

他的奋斗才显得势单力孤 ，他才不得不重新依 附 

和乞怜于官方和社会的世俗势力 。导致这种结果 

的原因是他根深蒂固的传统历史观和文化态度。 

1．两种 不 同的历 史观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指出，当西方资 

产阶级征服中世纪的野蛮，创造新的文明的时候 ， 

创造者们最能心领神会 的一个普通道理是 ：“领 

袖的任务是把他的同侪变成他的信徒；而把众多 

的人发动起来使他们朝着一个遥远的 目标前 

进”∞，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近代西方人在这方 

面用足了脑筋 ，最终他们使与工业主义比肩而立 

的独立、自由的制度发展起来，强调人的自身利益 

性 、独立性、自主性 ，于是开创 了一个“上帝为人 

人 ，人人为自己”的局面，从而 自发地将个人对于 

私利的追求转变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促进。然而 

自由竞争的盲 目性又导致周期性的危机。于是， 

西方 的制度理性应运而生。制度理性 的充分发 

育 ，是对人间权威的一种否定 ，天赋人权，生而平 

等从而得到制度的保证，使多数人的积极性得到 

更充分 的发挥。 

张謇对 当时中国社会黑 暗、民不聊生极为痛 

惜。因而矢志于改革这个社会。然而，他首先想 

到的不是怎样调动民众 ，而是想到怎样 以救世主 

的身份去救民于苦难，用圣德去感化民风，使民依 

顺。1906年，他在《记论舜为实业政治家》一文中 

说 ：人人尊敬的圣人舜做生意 、种田、打鱼、发展工 

业 ，抓住 机 会 获取 利 益 ，一 年成 “聚 ”，二 年 成 

“邑”，三年成“都”，把农工商都团聚起来 ，安居乐 

业。舜完全是出于公心 ，如果舜是一个从私利出 

发的人 ，就不可能这样。舜的伦理形象感动了各 

方民人，使 民风纯朴 ，地方丰饶 。 这里没有调动 

多数人的积极性思考 ，只有圣王个人为大家所作 

的无私贡献 ；如果说有什么多数人的思考的话 ，那 

也只是圣王的榜样 、圣德的感化所产生的征服民 

心的力量 ，而导致民风淳化的理想社会 的实现。 

这与西方精英们千方百计地要调动大多数人的积 

极性甚至潜在能力 ，共 同朝着一个 目标前进 的思 

路有很大的差异。 

正因为张謇如此思考问题 ，他是一个极其孤 

独的开拓者。首先，南通现代化进程中的千头万 

绪，基本上 由他一人 思虑设计。他说 ：“这种事 

业，我如不 做，恐怕 没 有第 二个 人肯 负此 责任 

也。” 因此，他“抱着用世 之心和创造 事业 的大 

志 ，一不求人 ，二不馁气 ，终 日终夜 ，想应付解决的 

方法。”∞其次 ，南通现代化进程中的大事小事 ，凡 

他认为重要的，都得“事必躬亲”。连南通师范开 

学，厨房和厕所都是张謇亲自连夜举着蜡烛去布 

置。∞再次 ，南通现代化进程中的慈善公 益诸事 ， 

都由他或一二兄弟奉献。他真正是一个“鞠躬尽 

瘁 ，死而后 已”的人。然而，张謇给人更深刻的形 

象是农耕社会中的“贤人”，像他一生所崇拜的 

“躬耕历山的舜”，是“孤高而全能”的圣人 ，而不 

是善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现代领导者。当然， 

他经常感到孤独 ，他说 ：“我假使有十个儿子，我 
一 定叫他们每人都学会一件技艺来帮助我”。 就 

是这样 ，他仍然是那种贵族式的思考 ，不轻易把同 

情的对象变为历史创造的动力。 

可见 ，张謇的历史观与现代西方人的历史观 

有较大的区别。在现代化进程中，西方人想尽量 

抛却人间的权威 ，从而在一种抽象的对象物面前 

(如真理、法律、制度)达到人人平等，达到人的独 

立和自由，以充分发挥多数人的积极性 ；而张謇却 

是要尽力建树一个老百姓的救世主形象 ，建立一 

个崇高的圣王式 的权威 ，这个权威就是他 自己。 

他献出自己的一切乃至“皮骨血肉”，洒 向苦难的 

人间，救助芸芸苍生。因而，在他眷顾的一方土地 

上 ，老百姓都是他 的子弟，承他的恩 泽而安居乐 

业。正因为老百姓是被动的受惠人 ，因而永远是 

依附型的。他这个人间的权威一旦消失 ，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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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就会失去依附的凭借 ，仍然 回归苦难的深渊。 

2．“民之 分层 ”和 “天赋之 阶级 ”论 

张謇的这样一种 “救星”意识 ，奠基于他对 

“民”的一种理解。在张謇所生活的 l9世纪下半 

叶和 20世纪初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市场经济 

的充分发育 ，个体独立性越来越强 ，封建“臣民” 

文化 已经被彻底打破 ，已经普遍接受 了“天赋人 

权 ，生而平等”、“平 等、自由、博爱”的 口号 。但 

是 ，由于“中体西用”思想的左右 ，张謇头脑中“顺 

天应人”的权威认 同方式没有打破 ，民主的“欧风 

美雨”很 难完全渗透进他 的人格结构。在他看 

来 ，“民”至少分成两个层次：其一，绅民。张謇在 

立宪运动中所说的“民”，指的是民间绅士和在籍 

官吏 ，“国会制度者，非尽人而参与 国政之谓也。 
⋯ ⋯ 于千万人民中，择其少数有程度者，畀以选举 

权 ；又于千百人民中，择其少数有程度者，畀以被 

选举权。⋯⋯国会将来被选之议员，其大半必系 

曾有官职、有资望者” ；其二，齐民。即广大普通 

老百姓。在张謇 的指导思想 中，百姓是没有主体 

地位 的，这是 因为 “民智 未开 ”、甚 至 “安 愚 习 

惰”凹，他们只是“教化”的对象 ，同情的对象 ，是需 

要像张謇这样的“强人”或“救星”赐于“利益”的 

对象 。所以，低层百姓不构成张謇变革社会的力 

量。黄仁宇曾经指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失败，一 

个重要的原 因，是低层社会反应 的“迟钝”，其原 

因则是精英阶层对低层社会实际上存在着一种蔑 

视。“殊不知一个国家之现代化⋯⋯无不需要我 

们在低层结构中创造一种各因素统能互相交换的 

局面 。”@ 

对低层社会的蔑视 ，突出反映在张謇晚年思 

想中的“天赋之阶级”论。他说：“智与愚、勤与 

惰、俭与奢 ，大都根于资性 ，则未富之前 ，各个人天 

赋之阶级也。” 这与西方的资产阶级判若天壤， 

当西方资产阶级高扬“天赋人权”的时候 ，张謇却 

说“天赋阶级”。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 ，他把 自 

由解释为 “干涉”和 “服从规则 ”，把平等解释为 

“虽奴隶人不可忘其为同胞 ”，并认 为这“是说平 

等之最善处”。∞从而进一步为他的“救星”意识找 

到了理论依据。 

3．自治：绅治的替代话语 

1905年，张謇就已经接受了西方“自治”的概 

念，之后不久，他就把南通早期现代化的各项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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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到“地方自治”的名义下。按理说 ，他应该可 

以通过 自治的民主理念，找到推动现代化的真正 

动力源 ，但是，由于他特有的“民之分层论”和“天 

赋之阶级论”，使他极为轻易地抛弃 了 自治中最 

宝贵的民治内核。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说到：清末 ， 

地方 自治实际是绅士之治。@张謇的地方 自治与 

费正清所说的情况有相同之处 ，即南通地方 自治 

是由张謇为首的一二绅士治理 ，说 白了就是他与 

他的哥哥张备共 同治理。他说：“窃謇抱村落主 

义 ，经营地方 自治，⋯⋯始发生于謇兄弟一二人， 

后由各朋好之赞助”@。完全没有西方 自治 中人 

民自主、自决的民主内核 ，也失去了日本地方 自治 

中人民议政、建议之权，留下的是不带民主血肉的 

地方 自治的外壳 ，从而闭锁了地方 自治应该开启 

的民众动力机制。 

1920年，从美 国留学 回来的张孝 若，一眼就 

看出了南通 自治不过是他父亲的一人致之 ，于是， 

他欲仿效西方“法治基础在议会，民治责任在议 

员 ，议会权能在多数”的做法，在南通建立一个真 

正具有人民自主、自决的 自治会。他说 ，这个 自治 

会“即代表南通全县人 民之团体 ，所 以谋南通全 

县实业教育交通各种事业之改进与发展。⋯⋯其 

责任当南通全县人民共同担负。庶南通之事业与 

日月而俱长 ，不 因我父而兴废。”固张孝若 的想法 

首先得到了主张“欲兴民权 ，宜先兴绅权”的梁启 

超的支持。他写信给张謇说 ：“昨得睹南通县 自 

治会报告书 ，颇有生子当如孙仲谋之感 ，想公当掀 

髯以笑也。”张仲仁则在给张孝若的信中说：按照 

张孝若的思路 ，“今南通之 自治 ，将 由贤人政治 ， 

而进为庶民政治矣 ；何幸如之。” 

然而 ，张謇开始不能接受张孝若的倡言，后在 

张孝若的反复陈说下 ，勉强同意一试。时过一年， 

他说：“儿子孝若 ，年少资浅，近被地方公推，组织 

南通县自治会，其范围也如謇所办之事业。但彼 

由各团体之赞助，此只发生于一二人 ；彼为二十世 

纪世界之大潮流，此为前二十五年个人之小计划。 

抚今思昔，不禁惘然。”@张謇显然认识到，儿子所 

倡导的建立于民治基础上的 自治切合 20世纪的 

世界潮流，而他本人所经营的“自治 ”，不过是个 

人意志的产物。但是，他 的疑虑依 然没有消除： 

“众人知识才力，一与否?不一有憎 与忌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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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涵覆 而救济之者否?非一 日而先后左右其行 

者，有他变他患否?是皆可虞而当计及者。吾为 

吾南通 自治会惧焉。謇颓然老矣。区区 自试之 

心，日望传人 ；而又惴惴焉 ，虑或不胜传。” 在张 

謇看来 ，民智未开 ，民众知识才力均不足以担当欧 

美式的地方 自治。他希望他的事业后继有人 ，同 

时又不相信普通民众的知识能力 ，心中甚是担忧。 

事实上，所谓的民智未开 ，正是他不能放弃“追踪 

三代圣王，救民众于水火”的“救星”意识的主要 

阻碍，也是他走向现代民主的最大阻力。这决定 

了他在中国早期现代化途程中，始终只是一个孤 

独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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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tradiction of the Disposition of the Driving Forces 

to Push Ahead M odernization of China in the Early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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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ocess of how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disposed driving forces to push ahead the modernization drive in China in 

the early period WB．8 a unique interactive process involving the state，the local places and the masses．Th is process was full of 

contradictions．Taking Zhang Jian as all example of Cl~1．$e study．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fect in the mechanism of driving forces 

f0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drive in China in the early pe riod⋯ ⋯the failure to mobihze the broad masses of the peo— 

ple． 

Key words：to counter the powerful with ethics，be attached to the po werfu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prevailing moral princi— 

ples，mechanism of the driving forces，bloc kade 

(责任编辑 ：藏 峪) 

95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