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NHUA GANPO

播 撒 人 文 馨 香播 撒 人 文 馨 香

副刊部主办

9 聚焦
2022年 3月 4日 星期五

Tel:0791-86849043
E-mail:jxrbzy9043@163.com

■本版主编 张 衍
■美术编辑 杨 数

热风冷眼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出生于清咸丰

三年（1853 年），是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

教育家、民族工业的开拓者之一。张謇幼

时家贫，很早便跟随父亲挑着货担走街串

巷以卖麦芽糖为生。父亲勉强供他上学，

只图他能识文断字，给家里记账。为了改

变命运，少年张謇“缚竹苦读”——他在被

中置一竹竿，以警醒自己珍惜分秒光阴；

每当夜读困倦难熬，吹灯歇息，半睡半醒

中一翻身即被竹竿硌痛，于是立即起身，

继续燃灯苦读。“腹中藏书一万卷，不肯低

头在草莽”。16 岁那年，张謇考中秀才。

但此后的路并不顺利，33 岁才考中举人，

后来连续 4 次参加进士考试皆名落孙山。

但他始终“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历

尽 艰 辛 而 从 未 自 暴 自 弃 。 苦 心 人 天 不

负。光绪二十年（1894年），张謇在 41岁那

年终于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科举史上的末

代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功成名就后，张

謇一直保存着当年卖糖用过的扁担，以告

诫子孙后代不可忘本。

正当张謇蟾宫折桂之际，北洋水师迭

遭败绩的噩耗传来。1895 年 4 月 17 日，清

政 府 与 日 本 签 订 了 丧 权 辱 国 的《马 关 条

约》。张謇在日记中痛心疾首地写道：“和

约十款，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

论矣！”

甲午战争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的一大标志，对张謇而言，也是他

人生道路改弦易辙、投身“实业救国”“教

育救国”的一大转折。

辛 亥 革 命 后 ，张 謇 接 受 孙 中 山 的 任

命，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兼江苏

两淮盐政总理。1913 年加入熊希龄“第一

流人才内阁”，任农商部总长，兼全国水利

局总裁。1915 年他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

愤然辞职，投身实业与教育救国之路；终

其一生恪守“父教育母实业”之强国理念，

先后创办过 20多个企业、370所学校，其中

包括以培养陶瓷专业人才为办学特色的

中国陶业学堂（今景德镇陶瓷大学前身），

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和教育事业

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人们称为“状

元实业家”。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原本就在

民生凋敝中日渐式微的中国瓷业雪上加

霜。彼时的景德镇，时局动荡、资源枯竭、

帮会横行、市场萎缩，“盖烟囱百余座，出

烟者不过十之一二耳”“每到年终，无活窑

户、工人，忠实者辄悬梁自尽，狡猾者辄流

为匪类；道路污秽，民多菜色，全镇之中欲

找一气色丰润之孩童而不可得”。

为了振兴民族工业，救景德镇瓷业于

衰 败 ，一 些 有 识 之 士 对 景 德 镇 进 行 了 改

良，主要包括转变陈旧观念，创新振兴政

策，规范市场秩序,拓宽市场渠道，激活人

力资源，加快技术进步与创新等。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五月，官商合

办的江西景德镇磁器公司成立。但是，该

公司厂房和窑炉竣工后，因资金短缺和人

员 变 动 ，迟 迟 未 能 投 产 。 为 了 盘 活 这 个

“烂尾工程”，在江西道台李嘉德与上海道

台瑞澂推动下，景德镇磁器公司于宣统二

年（1910 年）更名为“江西瓷业公司”，计划

筹集股本银元 20 万元，每股 5 元，共计 4 万

股，作为公司的生产资金。也就在此时，

张謇应瑞澂之邀，以毁家纾难的热情筹资

认购 1 万股，与公司一班仁人志士风雨同

舟、共克时艰。

为了创新运营机制，激活企业动力，

翌年 3 月，张謇向清政府农工商部上书，建

议“江西瓷业公司”改官商合办为商办，并

推荐曾在日本学习陶瓷工业且熟谙景德

镇瓷业生产情况的安徽祁门人氏康达担

任总经理。康达到任后，为广泛携手商界

仁人志士共同致力于景德镇瓷业的振兴，

牵头成立了景德镇商务总会，并出任首任

会 长 ，为 景 德 镇 瓷 业 的 复 兴 办 了 许 多 实

事。

江西瓷业公司步入正轨后，雇请了一

大批绘瓷名家从事艺术陶瓷创作。画师

们打破传统纹饰的窠臼，各取所需，各美

其美，瓷艺作品比起传统陶瓷绘画更富人

文气息，推动了清末民初景德镇艺术陶瓷

的创新发展，对后世陶瓷艺术家产生了深

远影响。

另一方面，江西瓷业公司在沿用传统

工艺的同时，着手进行实验改良，在技术

上中西结合，如聘请从日本窑业学校毕业

归国的张浩采用机械制瓷、试验用煤烧造

等。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公司不同程度地

采用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的加工程序，出

现了脚踏辘轳车、手摇碎釉机、石膏模型

铸坯、雾吹器施釉等技术设施和手段，从

采料、练泥、制坯、晾晒、成型等各个环节

基本上采取流水作业，大大提高了生产效

率。

新中国成立后，浮梁在江西瓷业公司

基础上成立了临时性的“试验瓷厂”，原江

西瓷业公司门市部改为试验瓷厂的办公

厂址；不久，又正式成立了“景德镇市建国

瓷业公司”，1952 年 10 月更名为景德镇建

国瓷厂。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景德镇最早

成立的地方国营陶瓷工业企业，建国瓷厂

在新中国江西陶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对景德镇的陶瓷生产

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韩 愈 云 ：“ 世 有 伯 乐 ，然 后 有 千 里

马”。江西瓷业公司如果没有张謇的解囊

相助，康达如果没有他的慧眼识珠，在景

德镇陶瓷史上都难有大作为。

17 世纪以后西方国家利用工业革命

成果，逐步以机械制瓷取代手工制瓷，以

煤窑取代柴窑，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降低了成本。此外，西方瓷业之所以能够

迅速发展，靠的是通过创办专业学校培养

出大批技术工人、开展陶学研究。

在创办江西瓷业公司的过程中，张謇

强 烈 地 意 识 到 ，“ 苟 欲 兴 工 ，必 先 兴 学 ”

“实业所到即教育所到”；要改良和振兴

陶业，须先改良人；要改良人，须先改造

环境——因为产品的创新，工艺的革新，

瓷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

的支撑。基于此，在先生

张謇等有识之士的奔走

疾呼下，经清廷农工商部

批准立案，在直隶、湖北、

江苏、安徽等地方政府的

支持下，中国历史上第一

所陶瓷专业学校——中

国陶业学堂于宣统二年

（1910 年）在江西瓷业公

司 饶 州 分 厂（今 鄱 阳 高

门）问世。

学堂创办之初，即明

确了学以致用的办学宗

旨：“养成明白学理、精进

技 术 之 人 才 ，以 改 良 陶

业。”1911 年，学堂正式招生：陶业本科班

学制 3 年，招收 15 岁以上高小毕业生；艺

徒班学制 5 年，招收 12 岁以上具有初小文

化的学生。起初，两个班都仅限于男生报

读。后来，为了培养女性人才，学校又增

设了女子班。学生入学后一律免费住宿，

不收学杂费。

学堂非常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教师和

管理者以日本回国留学生为骨干，注重以

教学实践与科研实践、生产实践相结合。

在张謇教育与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张

浩、邹如圭、舒信伟、章继南、江澐等留日

人员先后来校任教或任职，这对于一个创

办不久的职业学校来说，殊为不易。

学堂的课程设置主要有数、理、化、图

案、中国画、史论课等，体现了文理并重、

知 行 合 一 、产 学 研 融 合 的 教 育 理 念 。 后

来，学校结合陶瓷工业的人才需求，将成

瓷与饰瓷合设为一个专业，学生可根据自

己的兴趣选择未来发展方向。这种因人

施教、个性发展、“科艺结合”的办学方法，

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学堂创办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清政

府 倒 台 ，办 学 资 金 仅 江 西 省 政 府 勉 强 拨

付，其他各省先后断供。因此，中国陶业

学堂 1912 年收归省办，更名为“江西省立

饶州陶业学校”，在时局动荡中勉力支撑，

艰难前行。

为了拯救在风雨飘摇中濒临倒闭的

陶校，张謇忧心如焚，四处奔走。1915 年，

他在写给江西省巡按使戚扬的信中极其

恳切地说：“吾国政策，实业为重，江西实

业 ，瓷 为 大 宗 …… 该 校 为 改 良 瓷 业 之 津

梁，将来尚拟扩充，并希始终维持，免其作

辍。此则实业、教育俱有关系，不能不有

望于公者也。”信中，张謇把陶校喻为发展

中国瓷业之“津梁”，恳切请求政府继续拨

款支持办学，为国育才，其“教育救国”的

赤子之情溢于言表。

1926 年，张謇积劳成疾，在家乡养病。

是年八月，天太热，张謇抱病出门考察，不

料身染风寒，二十余日高热不退，救治无

效，带着事业未竟的遗憾离开了人间。

此后 2 年多，陶校的后来者继承张謇

的爱国精神，高擎“勤朴公勇”的校训苦心

经营，艰难前行。学校几易其名，先后辗

转江西靖安、萍乡、九江办学。1944 年，学

校迁回景德镇，易名为江西省立陶业专科

学校，为中国陶瓷行业培养了大批可用之

才，可谓风雨兼程踏平坎坷而薪火不灭。

千年窑火不熄、百载弦歌不绝。新中

国成立后，这所历经沧桑的陶瓷专业学校

沐浴着时代春风焕发了勃勃生机。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陶业专科学校撤销，同

时在原校址、设备和部分专业教师的基础

上成立景德镇市陶瓷试验研究所（今中国

轻工业陶瓷研究所前身）。1958 年，本科

建制的景德镇陶瓷学院成立。2016 年，学

校更名为景德镇陶瓷大学。经过数十年

建设，当年诞生于鄱湖之滨的中国陶业学

堂 如 今 已 蝶 变 为 一 所 特 色 鲜 明 、学 科 齐

全、校风优良、师资队伍强大、办学实力雄

厚、办学成果丰硕、办学影响卓越的百年

名校。

2020 年 10 月 19 日，景德镇陶瓷大学

隆重举行张謇塑像落成仪式，彰显其“父

教育母实业”的爱国奋斗精神。值得一提

的是，学校以“诚朴恕毅”为校训，正是对

当年“勤朴公勇”校训精神的赓续与弘扬。

白驹过隙，时序更迭，2023 年是张謇

诞辰 170周年。

“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

命九命可耻之官”“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

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

即不与草木同腐朽”——这是张謇的夫子

自道。他一生孜孜追求的“有用”哲学，堪

称华夏儿女担当作为、奋发图强民族精神

的生动写照。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张謇的名字是与

中 国 民 族 工 业 的 发 展 联 系 在 一 起 的 。

1956年 2月，毛泽东在接见黄炎培时说，提

起民族工业，在中国近代史上有 4 个人不

能忘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轻工业

不 能 忘 记 张 謇 ，化 学 工 业 不 能 忘 记 范 旭

东，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这是毛

泽东同志对张謇历史功绩的中肯评价。

2020 年 7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

业家座谈会上，称张謇为爱国企业家的典

范。3个多月后，总书记在视察南通时又满

怀深情地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

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帮助群众，造

福乡梓，是我国民族企业家的楷模。

水流云在，薪尽火传。张謇所处的积

贫积弱的时代，早已随着岁月风烟消失在

历史的天际。在建设“景德镇国家陶瓷文

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发展陶瓷职业教育、

振兴中华传统工艺、重筑瓷国高峰、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

张謇一百多年前提出的“父教育母实业”

的强国思想和兴业理念，连同其崇高的人

生品格和爱国情怀，犹如海上灯塔，将永

远指引着我们砥砺前行的方向、激励着我

们向前奋进。

文化脉动文化脉动

在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壮 阔 版 图 上 ，陶 瓷

文化是个标志性符号，

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

的根脉支撑之一。

景德镇，不仅以

其 灿 烂 辉 煌 的 制 瓷

历 史 成 为 全 国 首 批

24 个 中 国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之 一 ，还 以 巧 夺

天工的制瓷工艺和博

大精深的陶瓷文化，成

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

予的“世界手工艺与民间

艺术之都”。景德镇陶瓷

是世界认识中国、中国走

向世界的重要文化符号。

“ 落 其 实 者 思 其 树 ，

饮其流者怀其源”。说到

景德镇陶瓷史，不得不提

及 一 个 对 景 德 镇 近 代 瓷

业 发 展 功 不 可 没 的 重 要

人物——张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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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影片《邓小平小道》江西文艺评论家座

谈会在南昌召开，这是继在北京召开专业影评人

研讨会之后江西本土的一次集中观影研讨，电影

情节发生在江西，非江西人不能体会其中一些生

动的本土化表达，及由此引发的更多情感共鸣。

南昌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邓涛认为，“这是

近年来江西电影的代表作品，还原了一个特定的

时代”。“很东方，表达言短意长。”作家阿袁如是

说。

从评委变成观众，我省著名导演王玉锦用了

“你们不知道我当时为它叫好到什么程度”来形容

他对影片的肯定；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沈鲁则认为，“江西出品的电影应当有市场野心”，

他建议红色题材创作应多以当代视野切入社会主

义建设史及改革开放史，做出更多有意义的探索。

作为普通观众，笔者在观影的过程中，感动落

泪了好几回。

《邓小平小道》与其说是一个正能量的主旋律

人物传记片，不如说它是一滴时代的眼泪，在大时

代的长河浪花中，不仅是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邓小

平，每一个普通人的际遇都有可能是一部曲折的

年代之书。

沉下心来记录这些疾风骤雨的主创人员，尤

为值得称赞。

因此我想首先致敬影片的制片人、编剧和导

演，感谢他们选择了邓小平在江西的 3 年多时光。

这是邓小平光辉的一生中不寻常的 3 年，他在这里

的行走、沉思、忍耐，他的每一步都有可能成为“引

发台风的蝴蝶翅膀的振动”。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在这样的振动中不知不觉发生了改变。这是时代

洪流的方向，也是智者的选择。

我还要致敬邓小平的扮演者卢奇老师。这是

一个特型演员的转变。他摒弃了特型表演的模子

与套路，在表达上为邓小平注入了更多的血肉和

情感。他在无数个不眠之夜向监控人员要安眠药

助眠，每次服药后还要张嘴让其检查；他作为一个

六旬老人，还要上楼下楼起夜护理瘫痪的儿子；他

一个人，坐在楼梯的拐角处，昏黄的灯光照映着他

孤独的身影……这些镜头是无声的，安静的，于细

微处节制地表达了一个从高处“下来”的国家前领

导人的隐忍。

我还要致敬影片里的群演。笔者作为从大厂

出来的工厂子弟，我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红

色砖墙的厂房、空阔嘈杂的车间、纯朴热情的工

人、纯正顺溜的南昌话。群演们始终穿插在影片

中，在与邓小平的相处中，探究、好奇、友好，甚至

是生活中小心翼翼地互相帮助，活色生香地呈现

出老百姓生活的智慧。

红色主旋律影片该是什么样子？很长一段时

间，国内产生了一批看到开头就知结尾、看到张口

就知口号、看到名字就知空洞的宣教片，它们对电

影创作的用心程度显然是不够的，“假、大、空”的

形式下，数量众多的主旋律作品并不能真正走进

观众的心里，更别谈引发思考起到教育作用。

“爱、接纳、不放弃”，这是影片《邓小平小道》

给我的最直观感受。作为艺术作品，当然它也并

不是完美的，人物传记总是稍显沉闷，局限了很多

艺术表达。这就需要“匹配”的观众去呼应它，也

需要创作团队使用更多的电影手法增色添彩。

人物传记类型电影的叙事策略该如何把控？

很 多 人 评 论 ，《邓 小 平 小 道》是 部 以 小 见 大 的 影

片。其实，“小”不是流沙和微尘，它有可能是众多

光束中的一束，你看见它的时候，它已经点亮了更

为广阔的叙事空间。

目前，影片《邓小平小道》点映票房达到 1400
万元，今年 4月，影片将正式公映。

笔者建议，在改革开放走到 2022 年的今天，大

家都应该去影院观摩一下这部影片。

它是一部脱离了宏大叙事的艺术影片。它用

3 年的时间线大大方方、有详有略、润物无声地去

展现邓小平下放江西“劳动改造”的故事。一些年

轻人并不知道中国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

变革是何其珍贵。坐下来，安静对话历史，审视自

身，也许你对今天的生活会有更深的感触。

于光影中见真情
□ 钟秋兰

景德镇陶瓷大学一隅

（本文图片由本报记者龚艳平、

景德镇陶瓷大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