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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如灯

“你放宽心，孩子这里我来和他沟通，
但是现在孩子长大了，你也要适当给孩子一
些空间……”今年暑假期间，唐晓梅经常在
电话里劝导前来求助的学生家长。曾经在皋
南幼儿园任职了17年的她，虽然早已不在
学校工作了，但依旧长期帮助学生和家长答
疑解惑。

“都是些小事而已。”在唐晓梅看来，这
些事情都是“举手之劳”。在校时爱护学生
的“园长妈妈”、在如皋市妇联工作后关爱
孤困儿童的“爱心唐妈妈”、带领“雉水大
妈说”志愿服务团队和传承“如皋香袋”制
作技艺的“志愿者唐妈妈”……在做好人行
好事这条路上，唐晓梅虽有着百变的身份，
但始终保持着不变的初心：以小善汇大爱，
以志愿传真情。

关爱百千家庭

“园长妈妈，最近我感觉和爸妈很难沟
通，他们总是曲解我表达的意思。”“你别着
急，具体发生了哪些事情，讲给我听，我来
帮你分析分析好吗？”在如城街道孔庙社区
的唐晓梅好人工作室里，唐晓梅曾经教过的
孩子们，经常会来向她倾诉在生活中遇到的

困难。每到这时，唐晓梅就会放下手中的事
情，帮孩子们解决问题。

“2014年，我就不在学校了，但是家长
和孩子们还是和我保持着联系，孩子见到我
还是叫我‘园长妈妈’，我感觉很自豪。”唐
晓梅在皋南幼儿园担任园长时，就倡导“我
与孩子共成长”的理念，以学校“朝夕家长
学吧”负责人和家庭教育志愿者的身份，利
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助力孩子健康成长。

“幼儿园阶段是孩子启迪心智的重要时
期，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引导家长形成
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作为一园之长，当
时的唐晓梅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但是每
天她都会在孩子们上下学的时候，守候在门
口，与家长沟通交流，也正是因为她的亲切
和乐于助人，才让孩子们从小就记住了这位

“园长妈妈”。

倾力爱心帮扶

在如皋，南通泰慕士爱心基金会理事长
杨敏带领“爱心妈妈”团队帮扶百余名孤困
儿童的故事家喻户晓。在这个温暖的故事
里，也有着唐晓梅的身影。

2014年，唐晓梅到如皋市妇联工作，

尽管岗位不同了，但是她对孩子们的爱始终
都在，立足自身岗位和妇联的职能，她尽己
所能帮助孤困儿童寻找爱心资源，为困难儿
童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架起了爱的桥梁。
泰慕士爱心基金会有60多个孩子是唐晓梅
帮助牵线搭桥的。每听说一个孤儿的情况，
她就上门走访，深入了解孩子的情况，并及
时与基金会进行对接，为孤儿寻找“爱心妈
妈”，让这些缺少爱和陪伴的孩子得以更好
地成长。

在妇联的岗位上，唐晓梅不仅尽己所能
为更多人的生活带去改变。她还身体力行，
用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引领他人。“有些爱心
人士会对接好几个孤困儿童，最多的对接了
10名。他们的压力也大，我能做的就是在
他们付出的时候，也贡献一份力量，尽量给
孩子们再送去一些温暖。”

绵延热心真情

新学期伊始，唐晓梅也忙碌了起来，不
少学生家长除了找她咨询问题外，还会请她
帮忙制作一个为孩子学业祈福的香囊。于是
这段时间她总是在工作室里，不停地赶工。

小时候对香袋的情结让唐晓梅成为“唐

妈妈香囊”的品牌创始人和传承人，这不仅
是个非遗品牌，更是个爱心品牌。“其实我
对香料过敏，但是家长们的期望，促使我坚
持做下去。”唐晓梅的鼻子上戴着一个护
具，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坚持制作香
囊，先后给有需要的人捐赠了近4000个香
囊。

制作香囊的间隙，唐晓梅还会抽空参
加一些活动的排练和演出，作为“雉水大
妈说”志愿服务团队和唐晓梅好人工作室
的负责人，她的日常就是带领着团队奔波
在助人为乐的路上。“我们志愿服务的方向
主要是弘扬家庭文明、涵养家教家风，通
过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吸引更多的大妈
成为崇尚勤俭节约、倡导移风易俗、推动
家风建设的先行者、宣传者和引领者。”唐
晓梅说。

□融媒体记者许周欣
通 讯 员陈宏康

“百变妈妈”唐晓梅：

以小善汇大爱，以志愿传真情

为进一步破解新能源汽车“买车容易
充电难”的困境，南通持续加大公共充电桩
建设力度，加快补齐乡镇地区充电基础设
施短板，优化公共场所站点布局，力求全面
建成分布更广、布局更密的新能源汽车智
能充电网。

日前，随着两艘千吨级浮吊平缓松
钩，沪渝蓉高铁崇启公铁长江大桥（以下
简称崇启公铁大桥）4号主墩第三节钢围
堰精确安装到位，标志着崇启公铁长江大
桥下部结构施工取得新进展。

【上接A1版】翁同龢是光绪的帝师，也是维新
派的在朝首领。沙元炳赞同老师的维新主张。
可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沙元炳
对国事和官场均感失望，深知在京无法一展抱
负，便寻故告假回乡，另谋他图。

据项本元（沙元炳的学生）所述，“沙以
二亲年高谒告归养。”所谓“谒告”，是指官员
告假，期满后可以销假复职，有点像“停薪留
职”。实际上，沙元炳告假的真正原因，是因
为他对国事的失望和个人另有打算。他在后来
曾明确说道：“天下之惠，莫大于任事者仅居
其名而无事事之实。吾见今日之膺显职者，其
不慎审度，率然而就，稍有艰阻则谢病而去
耳。号为维新者数年，曾无毫毛加于昔，此辈
阶之历也。”所以，他再也没有回京销假复
职，而是像同科乡贤张謇那样，怀抱救国之
志，从推进家乡的现代化建设起步，为强国富
民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对于沙元炳为何要弃官回乡，大多认为他
是因为厌恶官场的腐败而想归隐颐养。实际
上，这是对沙元炳的志向和作为的不解或误
解。固然，他因国事不堪和官场腐败而绝意仕
途，但并不等于说他已放弃原有的报国志向而
消极无为。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是全力建设家乡
如皋，在造福桑梓的同时，为中国的早期现代
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最终还是为了践行强国
富民的理想。（后来如皋成为江苏“一等县”

“民国第一大县”绝非偶然。）
二、以如皋示范华夏
沙元炳认为，如皋处“长淮之委，南滨

江，东北滨海，宛然交通之会”，“水土沃衍，
半耕而倍获”，且在当时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人
口过百万、土地过千平方公里（如东县尚未分
设）的超级大县，“有天有人，安在百里之县
不能起而争天下之先耶？”本着“争天下之
先”的志愿，他决心努力促使如皋“更始自
新，强立不反，以善其群，以厚其力，以阜其
财，充之以学。而纳诸法度。”也就是说，要
通过创新创业，全面推进经济、教育、治理各
项事业，把如皋建设成早期现代化的典范，以
引领全国。这里的“争天下之先”，就是要走
在前列，起带头作用，实际上也就是“领”天
下之先。

沙元炳深知，搞现代化，“更始自新”，必
须以经济为基础，大办实业“以厚其力，以阜
其财，”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搞教育文化、社
会治理等各项现代化事业。这与张謇的想法不
谋而合，其成效也是异曲同工，十分难能可
贵。沙元炳与张謇所创办的各项现代化事业，
在中国早期现代进程中，都可列入最早、最
好、最全行列，因而最具引领性、代表性、示
范性。

在经济方面，沙元炳除了对张謇的企业积
极投资并参与谋划经营，支持张謇在南通创办
大生纱厂、垦牧公司等现代实业以外，自己还
独资或与人合资，创办了一批直接推动如皋经
济发展的早期现代企业。

沙元炳于1895年（尚未辞官回乡）就在
如皋集资创办广丰腌腊制腿公司，聘请知名技
师，运用先进工艺和现代企业管理方法，打造
了全国著名产品。由此，如皋火腿与金华火
腿、宣威火腿齐名，并称中国“三大名腿”，
荣获1915年首届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
奖，远销欧美各国。在沙元炳的带动引领下，
如皋火腿及肉制品加工产业兴旺发达。1918
年，如皋城和有关乡镇已有制腿企业二十多
家。1929年，“中国制腿公司”在如皋开办生
产基地，占地十多亩，拥有厂房七间及配套的
屠宰房、猪舍等，一时盛况空前。当时，如皋
普通农户至少养猪3—4头，富裕农民能养30
多头，全县每年新增生猪50万头，约有22万
头用于火腿、咸肉的腌制。至今，如皋的肠
衣、腌腊肉食制品等都是如皋的拳头产品，事
业兴旺，百姓受惠，与沙翁当年创办火腿厂密
不可分。

1918年，沙元炳牵头创办“皋明电灯公
司”，诞生了如皋第一个火力发电和照明厂，
使千年古城告别了蜡烛、油灯时代，跨进了现
代电力电器门槛。这在当时的中小城市中十分
罕见，就连外国人也相当惊叹。西方学者、历
史学家谢克德在英文专著《归属新途径》中，

就专门记述了如皋电气化时代的到来，并称如
皋乡绅对南通乡绅现代化事业的仿效，还是一
种追赶和竞争。当时沙元炳创办的经济实体还
有鼎丰碾坊、裕如钱庄、广生榨油公司、广生
德中药铺等，都对如皋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
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在沙元炳的带动下，
如皋本地不少富绅也纷纷投资办厂，有的还卖
掉出租的田地来建厂。由此，如皋的工业经济
兴盛一时，独领风骚。

值得一提的是，沙元炳与张謇联手合办的
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开通了如皋航线，使如皋本
地的交通运输业呈现出崭新面貌，有力地推进
了如皋各行各业的发展。当时，沙元炳是大达
内河轮船公司实际上的首任经理，江石溪（江泽
民祖父）是公司协理（沙的助手）。他们管理有
方，经营得法，使公司经营成效斐然，既造福通
州、如皋，又助推苏北航运和经济发展。

另外，沙元炳还与张謇等人合资集股上百
万元，创办现代化的大型垦牧公司——大豫盐
垦公司，在如皋东侧掘港场南滨海地区（现属如
东县），将数十万亩荒废的盐场和滩涂用来经营
食盐与垦牧，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生产、生活面
貌。沙元炳时任董事会代表，实为董事长。

难能可贵的是，沙元炳在创办实业的过程
中，紧跟时代潮流，开风气之先，推广股份
制、经理制等现代企业制度，聘请专业的管理
和技术人才，推动家族企业转型升级。同时，
还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

在教育方面，沙元炳历来秉持教育救国的
理念，认为教育是“家国运命存亡之所系，不
敢斯须去。”他对开创现代新式教育，尤为关
注，尤为热心，尤有成效。特别是首创中国第
一所地方公立示范学校——如皋公立简易师范
学堂，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当时的学校分为官立、公立、私立三种。
按照张謇的说法，“用国税者曰官立，用地方
税立者曰公立，用民人私财者曰私立。”本着
师范是教育之母的认知，1901年初，沙元炳
与张謇等人谋划，欲在通州成立公立师范学
校，并联名上书两江总督，但因种种原因而未
果。于是，张謇等办私立通州师范学校，并于
1903年4月办成。沙元炳则利用自己在如皋
的影响力，取得地方政府支持，居然在1902
年9月办成了如皋公立师范学校，开全国公立
师范学校之先河。显然，若论私立，通州师范
最早，若论公立，如皋师范最早。若公立、私
立一并比较，也是如皋师范最早。

当年的如皋师范学校借鉴日本等国经验，
采用新式教学体制和方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
青年才俊，为当时地方上的文化教育事业逐步
迈上现代化道路，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办
校一百多年以来，从五万多名毕业生中走出的
全国杰出校友有：著名语言学家、《新华字
典》主编魏建功，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
号称“中国杜威”的吴俊升，新中国教育部代
部长刘季平，被称作是“中国国际法学一代宗
师”的韩德培，美国国家卫生院顾问、著名药
物学家葛克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教授刘
冶谨，中国工程院院士韩德馨等。

1901年，在如师开办之前，沙元炳还创
办了全国第一所公立小学——如皋公立高等小
学堂。该小学堂内设师范传习所，相当于分期
培养师资的职业教育班，1905年扩充为如皋
初级师范学堂，沙元炳任校长。1916年，如
皋各地已办起了十几所以师范传习所为主体的
各种职业补习班，其业绩由江苏省省长公布为
全省“六十县以为楷模。”

沙元炳还在如皋师范学堂内附设了中学堂
与测绘专修科，并创办了工业学堂和商业学
堂。同时，在各乡镇兴学助教，从而使如皋的
现代教育事业蓬勃发展。至辛亥革命前，全县
已建有各类学校95所，入校学生3882人。这
在全国各县中极为罕见。难怪兴实业、办教育
卓有成效的状元公张謇，也由衷地赞道：“江
北学校，通、如最先而最多。如果设无健庵倡
之，焉能如此？”

在文化方面，沙元炳在积极支持张謇创办
南通图书馆并亲任馆长的同时，还积极推进其
他各项文化事业。首先，他以广博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超前进步的思想理念，成为如皋地区现
代化文化事业的领军人物，影响和引领了一代

人的文化方向和思想认知，使传统保存的千年
古邑焕发出新时代的文化气息。同时，他自身
的文化学术成果也十分突出。曾任民国大总统
的徐世昌所编选《晚清簃诗汇》，专门记述沙
元炳“留意乡邦文献，尝搜集先哲遗书，多至
百余。”

沙元炳特别重视方志“存史、教化、育
人”的功能，认为方志不但可以教化百姓，导
民向善，还可以凝聚人心，推进地方各项事业
发展。“县之有志，上以备国史志之要删，下
以击一邦之风教，而于国家变乱之后，政体改
革之时，考献征文，关系尤亟。”因而他几乎
使用了后半生（十八年）的主要精力编写如皋
县志。在编志过程中，他一方面继承中国方志
实学学问传统，一方面注重运用近代测量图
绘、数理计量等科学知识，使最终形成的二十
卷民国如皋县志，成为享誉当时、影响后世的

“名志”。
除了编修如皋县志外，沙元炳的一生还创

作了大量的诗文。可惜因战乱等原因，他的文
稿大多散失，目前能见到的，主要留存于由他
门生编印的《志颐堂文集》。这部“中华书局
聚珍仿宋版印线装”诗文集，共十八卷、六
册，是沙元炳人文思想、家国情怀以及文学才
华的真实写照，也是地方文献的难得珍品和文
化瑰宝。

在慈善和公益方面，沙元炳深知，一个国泰
民安的现代社会的构成，除了办实业、兴文教以
外，还必须有一套完备的慈善和公益体系相匹
配。因此，他在这方面也卓有建树。著名教育
家吴俊升称赞沙元炳“救灾歉，恤贫困，除强暴，
扶孤幼，凡有益民生之事，无不力为倡导。”

沙家是如皋巨族，祖上即有赈灾救贫的善
举。沙元炳继承发扬了家庭传统，除了经常施
粥舍金外，还利用自己的特殊专长造福桑梓。
他精通医术，常为人义务诊脉，并创办广生德新
记中药号，广济民生。1919年，他创立了县防
疫所，当瘟疫流行时，他用自己的配方煎汤药让
灾民服用，并救济了数百名病人。1921年，他
创建了如皋县公立医院，出任院长，为如皋的现
代医疗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医疗卫
生方面的创举，受到许多地方关注和借鉴。

从安邦利民的大局出发，沙元炳对防控疫
情的公共卫生举措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如
皋防疫公所成绩书序》中指出：古代明君治
国，十分看重大瘟疫、大饥荒的问题。大疫来
临时，将民众迁徙隔离。疫情期间，人人无
力，市场萧条，国家不征税，禁止高抬物价，
酌情减轻刑法。而现在的人只知荒灾时要救
济，而当疫情发生时，官员不能预测，大人小
孩纷纷病死，只能祈祷上天，祭祀祖先。文人
雅士们只会空发议论，讥笑他人的愚昧，别无
他法。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在1919年如皋
疫情来临时，与如皋知事刘式撰商定了严格的
防疫措施：对于道路、厕所、猪圈附近不干净
的人，进行警戒；对于吃水产、水果引起身体
不适的人，进行治疗；对于其他疫区来如皋的
人禁止入城。三个月后，疫情结束。共计染病
819人，其中616人就医，41人死亡。

1912年，为了解决境内河道淤塞、堤闸失
修等水利问题，沙元炳发起成立如皋水利会，附
设测绘局，他亲自任会长。水利会用水准仪和
地形仪分组测量县境内各大河及支流，沿河设
立“水准标”，每年春节按“标”疏浚各河道。先
后建造新陲港船闸一座，并重修李家桥利民坝
和范公堤，以及与东台县合修黄沙洋三孔石
涵。水利会所属测绘局（后改为清丈局），测量
绘成十万分之一全县整幅地形图和五万分之一
八幅合并全县地形图，并绘成县境内大、中型可
通航的河道横断面图和纵断面图。

在政治方面，沙元炳虽然是生长于旧时代
的传统儒生，但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他在探
索救国强国道路的过程中，逐步接受现代政治
文明理念，并付诸实际行动。他在考中进士后
支持维新变革，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愤然辞官
回乡，并在家乡如皋多方推进现代化事业，本
身就反映了他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回
乡后，他所表现出的进步的地方治理的理念和
实践，尤为时人和后人称道。

回到如皋后，沙元炳一面办实业、兴文
教、助民生，一面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在清末

民初，地方官员对沙元炳相当尊重，“凡来主
它县政者于先生无不敬仰，有大事均以咨先
生。故邑人之福利赖以保全者尤不胜书。”除
了以上所说的开展各种慈善公益活动以外，他
还从现代社会治理结构需要出发，组建商会、
医学会等社团组织，并积极参政助政，配合和
促进地方政府实施有利于如皋经济社会发展的
治理方针。特别是他在辛亥革命时担任了如皋
民政长等官职后，更是有力地推进了地方治理
现代化，使如皋成为了令人瞩目的治理模范地
区。

商会是工商业人士维护自身权益、促进工
商业发展的民间社团，是商品经济发展后的产
物，也是地方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1903
年，沙元炳与地方绅士及各工商行业首领筹建
了如皋商会，这在全国几乎是最早的（1904
年，清廷才颁发商会章程）。沙元炳亲任会
长。商会会长任期一年，逾年改选。由于沙元
炳德高望重，治会有方，每年都连选连任，一
直干了二十年（1923年卸任）。商会除了帮助
会员排忧解难、维护权益外，还集资办实业和
促进地方治理。1911年，商会为维持地方治
安，筹建了地方协防团。为支持孙中山的临时
政府遣送客军经费开支，如皋县商会与各有关
县商会共筹集提供了20万元。1922年，苏北
发生特大水灾，商会支持粮商赴上海采购大量
仰光米，以充民食。1924 年，苏浙军阀开
战，为保境安民，商会动员会员筹集巨资，以

“犒军程仪”安抚军队，使如皋免遭战祸。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沙元炳便

出面筹款三万元，派如皋师范教员黄家瑞（同
盟会员）赴上海购买枪支弹药，成立新军。11
月23日，如皋宣布光复，推举沙元炳为民政
长。由于他“不阿权贵，薄官不为。取功名而
不恋权，董地方事而不聚敛”。因而不仅在如
皋，在整个江苏都享有很高的声望。1913
年，他被江苏省议会选举为议长。桑梓情深的
沙元炳，时隔不久便坚辞议会议长职务，继续
一心从事如皋的地方治理和建设。

总而言之，沙元炳竭尽全力全面推进如皋
现代化，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正如如皋籍学者
吴俊升所言：“先生之德泽被于吾邑者至厚且长
也，凡邑中有井水饮处，无不知沙先生者。清末
兴学，沙先生实为首倡，一身领导士林数十年，
吾邑学风之淳朴，人才之辈出。先生实启之。”
而在造福桑梓的同时，沙元炳在如皋所开的现
代化事业，也示范引领了其他地方。

三、与张謇携手共进
沙元炳与张謇是同时代人（张年长沙十一

岁），同是江苏南通江海平原的乡贤，同为
1894年恩科进士，同在翰林院供职，同样因
为戊戌变法失败而告假辞官“经营乡里”。他
们俩有着太多的共同点，而最大的共同之处，
就是怀抱着炽热的爱国情怀和宏大的强国志
愿，全力推进地方的现代化事业，为中国的早
期现代化发挥着引领示范作用。

沙元炳与张謇最早相识于1892年科举会
试中，因赴考而“邂逅京师”。后于1894年

“再就公车，遂同应试”。之后，两人意气相
投，过从甚密，结为挚友。特别是在1898年
同时回乡创业后，更是密切合作，相帮相助。

张謇回乡不久，便从创办大生纱厂起步，
开始了他雄心勃勃而又步履艰难的现代实业振
兴之路。沙元炳认为，张謇的事业不仅会造福
南通，也将带动如皋等地，便向大生纱厂、垦
牧公司、新生面粉厂、资生铁厂、大达轮船公
司相继投资。特别是在广生油厂的创办上，更
是不遗余力。

考虑到棉籽制油，既可充分利用纺纱原料
棉花的衍生作用，又可满足民生需求，经济效
益又较为可观，1902年3月21日，沙元炳在
大生纱厂与张謇商议创办广生油厂。他们初步
测算，共需资本五万两，由双方各认五千两，
其余另行招股集资。随后，由沙元炳“帮同招
集料理”，并与张謇一道决定重要管理人员

“商酌分派”。1903年，油厂建成开车后，由
沙元炳任总理，张謇、张詧任协理。沙工作得
力，经营有方，十年后，到1914年，油厂资
本已达30万两以上。张謇曾称赞沙元炳，在
办实业中“真正的务实者应推如皋健庵。”张
謇在经营其他实业过程中也常与沙元炳一起商

议。如在 1916 年 5月，张謇致函沙元炳表
示：“欧战不停，正我国行兴染料之机。如邑
靛业有名，前谈提倡振顿，不知今何似也。”
现在有人来函说能自制颜料，不知你意如何，
可与来函者“通函一谈”。

张 謇 对 沙 元 炳 亦 给 予 了 许 多 帮 助 。
1906年，在沙的事业遇到困难时，张謇致函
勉励沙的合作伙伴许情荃：“江北唯通如差有
相依相助可说。健庵一人，实觉应付不了。全
赖足下与二三同志协力维持，方克有济。若相
率他去，健庵何以能支？”1921年3月，张謇
还专门致函江苏省省长王瑚，帮沙元炳催要如
皋师范教育经费。

沙元炳还与张謇联手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
事。例如，1904年，他们一起投入了收回与
自办苏省铁路的运动。1918年8月，沙元炳与
张謇、张詧联名致函江苏省省长齐耀林，要求
省财政拨款南通救灾修堤。颇有意思的是，
1920年2月，沙元炳还与张謇在雪后的南通
中公园，共同审定《梅欧阁诗录》，而且称赞
沙是作诗“老手”，比自己强，“足以重弟
也”。（见张謇1920年2月5日致梅兰芳函）。

沙元炳与张謇的“父教育、母实业”的理
念相同，都希望在创办现代实业的基础上兴办
现代教育。而且，他们俩都认识到，要兴办教
育，必须首先创办被看作是教育之母的师范学
校。于是，他们在1902年初，开始酝酿筹划
创办师范学校。在共同商定办校宗旨和具体方
案后，一个在如皋、一个在南通筹建，而且在
筹建过程中，相互参与对方办学的方案和选址
等事项的谋划。结果，沙元炳在如皋创建了中
国第一所公立师范学校，张謇在通州创建了中
国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两所学校在半年内相
继开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创举。两所学校以及两位学校创办人，犹如闪
烁在江海大地上空的“双子星”，光芒四射，
令人景仰。

沙元炳还与张謇合作创办了当今全国名校
南通中学的前身——通海五属中学。1905年，
为了统筹推广新式教育，沙元炳与张謇共同组
织成立了地方教育自治组织“通海五属学务公
所”，并共同出任议长。1906年，沙元炳与张謇
及地方绅士40人在学务公所共商创立南通地
区的第一所中学。当年八月，通海五属中学校
舍兴工，12月竣工；1909年2月正式开学。与
此同时，他们还借学务工所之力，在通州和如皋
等地兴办和扩建了一大批小学和中学。

除了实业、教育之外，在地方治理方面，沙
元炳与张謇也相互借鉴支持。1902年，张謇在
南通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商会——南通州商务总
会。1903年，沙元炳也在如皋创建了商会。
1913年，张謇与沙元炳等人共同筹建了南通、
如皋、海门、崇明、泰县、东台、泰兴等七县总商
会。如皋县商会还联合其他几个县商会出资
20余万元，支持建造总商会办公大楼（该建筑
后为南通市委办公楼、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南
通总商会及各县商会，对于促进企业发展和地
方治理，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沙元炳与张謇在现代化事业的开拓中，相
互支持配合，相互影响借鉴，共同谱写了江海
大地创业奇迹和时代嬗变辉煌。他们所创造的
不朽业绩，从横向看，在当时全国各市县独领
风骚；从纵向看，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异
峰突起。他们都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行者和
开拓者，是比肩而立的先贤和典范。

有学者指出：中国早期现代化具有三大基
本特征。一是以自强、救国为主要动力；二是
以官商共进为工业化的主要力量结构；三是以
为民谋利为最高目标。这三大特征，在沙元炳
与张謇所从事的早期现代化事业中都充分得以
体现。他们都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典型代表人
物，都具有深刻的历史影响。相比于张謇，沙
元炳的知名度较低。其主要原因在于他没有像
张謇那样积极参与全国性的政治、经济、文化
等各方面的活动，只是躬耕于如皋一地。但
是，沙元炳在地方上开创现代化事业之早、之
全、之深，以及示范引领性之强，丝毫不逊他
人。我们相信，随着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认识的
深化，以及对沙元炳和如皋早期现代化研究的
拓展，沙元炳的人生价值和历史地位，必将越
来越真实地显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