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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源于西方的近代博览会对中日两国接受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文化起过重要作

用，有力促进了两国的近代化过程。尤其张謇和涩泽荣一这两位著名的实业家和东

亚近代化的开拓者，更是深受当时风靡全球的博览会事业和思潮的影响，分别对中

日两国博览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系两国近代博览事业的最重要开拓者，也

是通过博览会这种媒介开展民间外交的积极倡导者。 
本文拟通过论述张謇与２０世纪初年博览会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探讨当时中、

日、美之间的经济、文化与民间外交的互动。 
     

１、张謇与１９０３年日本大阪博览会 
张謇对近代博览事业的认识，大致萌发于他于 1903 年（光绪二十九年）５ 

月东渡扶桑，参观日本的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即大阪博览会。 
借开博览会之机东游日本，不仅使张謇对博览会这一西方文明的产物有了切身

的了解，而且以此为契机真正了解了日本社会，见识了现代经济和现代教育的实际

发展。 
东游日本参加其内国博览会，成为张謇实业生涯的一个新起点。这次日本之行，

使他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兴起和来自西方的各种新事物有了亲身的体验，尤其对

邻国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力的迅猛发展有了深入的认识和仔细的了解，这一切都

成为他后来在中国特别是在自己的家乡南通推行各项近代化建设的源源不竭的动

力。 
十分巧合的是，尽管比张謇早了若干年，但日本近代实业之父涩泽荣一对近代

西方文明的全面认识和深入了解，也是始于对万国博览会的参观。１８６７年，时

为第十五代幕府将军的一桥庆喜，派其弟昭武作为幕府的代表出席在法国巴黎举行

的万国博览会。初露头角的涩泽荣一被选为昭武的随从跟随前往。这次长达两年的

访问，构成涩泽荣一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2、 张謇与 1906 年意大利米兰渔业赛会 
张謇根据 1903 年考察日本大阪博览会所得经验，并研究了历次渔业赛会的情况

后，对此次中国参赛提出了两点至关重要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清政府赛会

政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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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建议成立“七省渔业公司”，由中国官方和民间合作自筹展品赴会。 
其二，张謇提请清政府一定要注意此次渔业赛会所暗含的领海主权问题，主张利

用本次渔业展览，趁机宣示中国海权。 
 
 

３、 张謇与 1910 年南洋劝业会 
于 1910 年在南京召开的“南洋劝业会”是清末规模最大的首次全国性博览会。

这次劝业会持续了近五个月之久，除边疆省份外，各省均建有自己的展览馆，英、

美、德、日各国也有展品展出。全部展品估计达 10 余万件，各地前来参观的人达

20 余万人次，获奖展品共达五千余件。 
在清末这次最重要的博览会中，以张謇为首的一批东南绅商发挥了关键性的 

作用，是这次全国性博览会的实际组织者。 
 

４、博览会与中、日、美之间商人的民间交往 
南洋劝业会的举办进一步促进了中外实业家和商人之间的交流。日本和美国都

曾先后派出实业代表团前来参观考察，主要与中国商会进行了会谈和交流。 
日、美两个实业团的访华，其真正的意义和成果，除加深了中外商人之间的互

相了解外，最重要的还在于为三国商人之间以后的进一步交流与合作开辟了通道。

其最直接的成果，便是两国实业团均向中国商会发出了回访的邀请，并借此进一步

开展了“商人外交”或“国民外交”。 
中、日、美三国商人通过参加博览会和实业互访所进行的交流活动，直接促使

了“国民外交”或“商人外交”思想的产生。正是在商人们的跨文化交往过程中，

一种新的有别于政府之间正式邦交的民间外交活动应运而生，它虽然与经贸往来密

切结合，但其真正的目的却在于推动两国人民的友好，发展纯民间的友谊，做一些

政府正式外交鞭长莫及的事。这种外交方式在两国政府间存在歧见和麻烦时，往往

不可或缺，有时还能起到推动正式邦交的作用。 
当时中日最重要的实业界领袖人物张謇和涩泽荣一都是“商人外交”、“国民外交

的力倡者和践行者。日本来华实业参观团团长近藤廉平在其回国后的总结报告中便

曾提到，他们的访华系涩泽荣一“国民外交”思想直接推动的，“现在涩泽男爵赋予

我辈一个责任，充当联系中日两国的纽带，我辈纵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此次好

不容易才开始的国民交往，如被视为过眼烟云，轻易抛弃，将是两国的大不幸。”1张

謇则在中日、中美两国商人外交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不仅多次参加了两团的

接待和晤谈，而且也积极推动中国实业团的回访，一度还准备亲自率团访美。 
在同时代人当中，张謇之所以能较早注意到博览会、博览馆等新事物在推动近代

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巨大作用，并殚精竭力、身体力行地倡导之、实践之、推进之，

“做了三十年开路先锋”（胡适语），就在于他不单单是一个士绅和资本家，而且是

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事业家”，一个有着强烈公益心和社会责任感的一代“儒商”。

就此而言，可以认为，张謇之从事近代博览事业和商人外交，其着重点，亦不在于

经营和获利，而更为看重的是这一事业的巨大启蒙和教育功能，所谓“父教育而母

                                                        
1 《苏州商会档案丛编（１９０５——１９１１年）》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５２

页。 

 2



实业”。惟其如此，他才能不计功利、不计成败，愈挫愈奋，成为近代中国博览会事

业的少数开创人之一，成为能与涩泽荣一在日本一样的“近代实业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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