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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创办的商校始末与事业传承张謇创办的商校始末与事业传承
◎◎葛志华葛志华

虽然张謇的商校不复存在，但发展现代商
业仍是新政权的当务之急，培养商业干部与专
门人才，成为现代商业的重要保证。随着商业
的复苏与繁荣，特别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1956年，党
和政府针对商贸人才紧缺的实际，整合原商校
积淀的资源，适时开办了“江苏省南通区、市商
业职工学校”。1965年更名为“南通市商业学
校”，1978年再次更名为“江苏省南通供销学
校”，2003年又升格为“江苏省南通商贸高等职
业学校”，2013年再次升格为省属高职院校“江
苏商贸职业学院”。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与张謇创办的商校处于
不同的时代，两者的办学背景、办学规模、办学
主体不可同日而语，但两者又有割舍不了的传
承关系。除了几易校名与地址外，两者的校训、
办学性质与人才培养方向、与地方经济社会的
密切程度、专业设置等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

从校训来看，天道酬勤，商道酬信。对商业
院校的学生而言，既要有社会公德，守住做人的
底线，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更要养成职业道
德，禁得住各种诱惑，当一个诚实守信的职场
人。对商业职业院校学生而言，不仅要在认识
上悟透童叟无欺、守法诚信经营的道理，更要在
行动上践行这一理念，做到知行合一。1917
年，甲种商业学校校舍建成之际，张謇挥笔题写
了“忠信持之以恒，勤俭行之以恕”的校训。江
苏商贸职业学院也从当代商业职业教育的特点
出发，提炼了“明德励志、知行合一”的校训，倡
导守信、勤俭、敬业的校风。两者虽表述不同，
核心要义是相通的，可谓异曲同工。

从办学性质与人才培养方向来看，两所院
校都不是普通中学，更不是普通高校，而属职业
教育的范畴。除开设必要的科学文化课程外，
更多着眼于经济社会的实际需要，侧重于商业
发展的现实需要。商校主要设置商业、簿记、会
计、商品等四科，重点教授簿记、会计学、商品
学、珠算、商事要项、商事法规、体操等课程，组
织商业实习，提升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培养经济
社会急需的商业人才与专门人才。商校学生毕
业后，大多能较快地进入角色，并快速成长为企
事业单位发展的中坚骨干力量。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根据经济社会的实际需
要，及时调整专业设置，推进产教融合，培养社
会急需人才。计划经济时期，学校设立财会、统
计、棉花加工与检验、纺织针品、五金交电等专
业，为计划经济输送合格人才。改革开放以来，

学校主动适应经济体制的变化，及时调整专业
设置，增设了财会金融、信息技术、经济贸易、报
关、市场营销等35个专业，为市场经济与现代
服务业发展输送合格人才。党的十八大以来，
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增设了马克思主义学
院及物流、电子商务、艺术设计、建筑工程与管
理等专业，用先进理论武装头脑，用实用知识提
升素质，为高质量发展培养人才。

从与地方经济的密切程度来看，两所学校
都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
面，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
要求。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状元张謇创办大
生纱厂为契机，南通近代化艰难起步，由轻纺工
业到重工业，由工业到农兴，由制造业到服务
业，由实体经济到金融业，形成了赫赫有名的大
生企业集团，并产生对商贸人才的强烈需求。
在张謇的带动与影响下，南通的商会工作有声
有色，涌现了刘桂馨等代表人物，又对商业实用
人才提出了新期待。在此背景下，“甲种商业学
校”于1914年应运而生，张謇任名誉校长，商会
会长刘桂馨任校长。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商业
的恢复与发展，计划经济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商
业干部与商业专门人才，南通商业学校得以恢
复重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南通作为第一
批沿海开放城市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
是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又对商贸人才产生
了旺盛需求。在此背景下，南通商贸职业学院
得以一再升格。另一方面，院校的设立与发展
又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动力，提供了人才
支撑。张謇的大生企业集团之所以发展迅猛，
固然与张謇的企业家精神有关，与“父教育、母
实业”理念有关，也与重视职业教育、推进产教
融合有关，与商校的人才输送密不可分。

从专业设置来看，江苏商贸职业学院又增
设了合作社学院，旨在打造服务行业发展的智
库、产教融合的载体、合作经济的研究基地、培
养合作社人才的载体。设立合作社学院是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供销合作社的指示批示精
神，落实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江苏省供销合作总
社会议精神，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也是弘扬张謇企业家精神的现实需要。

虽然张謇的商校没有设置合作社专业，但重
视与发挥合作社（农会）作用是张謇的一贯主
张。早在1896年、1897年，张謇就在《农会议》
《请兴农会奏》中提出了创办农会的重要性与具
体方案。20世纪初，张謇就在《通海垦牧公司章
程》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仿泰西集资堤之”“采用
日本农会章程斟酌试办”。清末预备立宪期间，
张謇兄弟创办了南通县农会，从事农政、农事、农
推等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效。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合作社发展虽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仍与建设农
业强国的目标存有差距。因此，成立合作社学院
就成为服务行业发展、推进产教融合、促进乡村
振兴的关键抓手，成为弘扬张謇企业家精神的内
在要求，成为张謇职业教育的直接传承。

由此可见，虽然两所学校创办的历史背景、
办学规模、创办主体不同，但它们的校训、性质
与办学方向、与地方经济社会关系的密切程度、
专业设置如出一辙，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如
果说，张謇创办的商校是南通商业职业教育的
滥觞，开创了旧中国职业教育的先河，那么，江
苏商贸职业学院则是张謇职业教育的传承与光
大，谱写了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新篇章。

张謇是近代中国由传统士大夫转化为早期企业家
的代表人物，既有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传统思想，终
身保持“言商仍向儒”的本色，又有创新精神与生产要
素的整合能力，做了30多年的开路先锋，造福于一方，
影响于全局。

“父教育、母实业”“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是张謇的
一贯主张。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张謇又在南通创建了
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农校、纺校、商校是张謇创办的教
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服务地方经济的创新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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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创办的商校起步较早，其间经历曲折坎坷，呈
现出三大特征：一是校名频繁变动。早在1909年，张謇
就在通海五属公立中学附设了“银行专修科”及“初等
商业学校”。1912年，“初等商业学校”改为“乙种商业
学校”。1914年，张謇兄弟与刘桂馨等筹资款银17000
元，征收城南兴化禅寺部分庙房和附近一些民房（占地
40余亩）建造了商校校舍，并将“乙种商业学校”改名为

“南通私立甲种商业学校”。1923年，依据“壬戌学制”
的要求，又第三次易名为“通海私立商业初级中学”。
1928年前后，第四次改为“南通私立商益初级中学”，仍
设商业课程。抗日战争时期，第五次改为“南通私立商
益中学”。二是校址变化不定。先是借用通海五属公
立中学校舍，继之在城南征地新建校舍，抗日战争时期
又迁到金沙与如东潮桥办学，1946年又迁回南通城复
课，一度借用通师一附、城北小学上课。三是招生断断
续续。1927年因校风问题暂时停办商校，1941年因日
伪军“扫荡”，商校又被迫停办。

虽然校名与校址多次变动，但主要科目与课程大
致稳定。主要科目有商业、簿记、会计、商品四科。除
开设必要的文化课程外，还教授簿记、会计学、商品学、
珠算、验币、商事要项、商事法规、体操等，并组织商业
实习，重点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张謇创办的商校虽只存在了40多年，其间又数易
校名与校址，但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并在多方
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教育而言，商校开启了南通商
业职业教育的先河，壮大了南通职业教育的力量，促进
了产教融合；对地方经济而言，商校为地方自治培养了
专门人才，服务了地方工业化，发育了地方现代服务
业，提升了南通的区域地位与影响力；对人才培养而
言，抗日战争时期，商校部分学生就近参加了新四军，
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革命道路，有的学生经过军队大熔
炉的淬炼成长为革命队伍的商贸人才；对观念更新而
言，张謇重视商业职业教育、促进产教融合的理念和

“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主张深入人心，倡导的校训
校风代代相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商贸人，商校培养的
一批又一批专门人才薪火相传，有的已成为共和国的
栋梁之材。如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
教授李大潜曾就读于南通商益中学。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时代课题，在医治
战争创伤、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党和政府着手恢
复与发展教育事业。1949年，南通解放后，由王守铭、
方成德等五人组成校委员。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进
行院系调整，各地私立中学陆续改为公立，南通通师、
女师、商益、崇英4所学校的初中部联合成立公立的南
通市初级中学。至此，商业学校成为过去式。

张謇创办的商校在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传承发展了张謇创办的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