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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年 8 月 21 日，孙中山由

上海去北京与袁世凯商讨内政，
途经烟台，莅临烟台参观张裕酿
酒公司，特地为张弼士及张裕公
司题词“品重醴泉”，这是他一
生中唯一一次为企业题词。“醴
泉”出自《礼记》：“天降甘露，地
出醴泉”。“品重”一语双关，既
是肯定张弼士“实业兴邦”的卓
见，也表示对张弼士品格为人的
赞赏。同时，孙中山在烟台商会
发表演讲时赞扬张弼士“实业救
国”精神：“欲商业兴旺，必从制
造业下手，如本埠张裕公司设一
大造酒厂，制造葡萄酒，其工业
不亚于法国之大，将来必可获
利。”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次长
魏宸组也给予张裕酿酒公司很
高评价，他说：“本埠张裕公司，
设一大造酒厂，制造葡萄酒，其
工业不亚于法国之大厂……张
君以一人之力，而能成此大业，
可谓中国制造业之进步。”后
来，康有为也到烟台，参观了张
裕酿酒公司，并下榻烟台张裕别
墅。他在畅饮张裕葡萄酒后，写
下一首诗相赠：“浅饮张裕葡萄
酒，移植丰台芍药花。更复法华
写新句，欣于所遇即为家。”

1915 年 4 月，年逾古稀的张
弼士，应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邀
请，率团赴美签订中美银行合约
和筹备在北京、上海与美国纽
约、三藩市成立中美合资的第一
家国际金融机构。张弼士并且
带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
金山召开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
博览会”。在这次博览会上，由
于当时中国葡萄酒在国际上还
没有名望，在法国、德国等展厅
里参观人群熙熙攘攘，摩肩接
踵，而在张裕葡萄酒的展厅里却
门可罗雀，冷冷清清。有一次，
几个外国人经过展厅时，展厅工
作的一个小姐灵机一动，故意

“不小心”把一瓶葡萄酒打翻在
地，结果，酒香四溢，不但这几
位外国人留下了脚步，其他展厅
的外国人也闻香而来。小姐喜
笑颜开，请客人品尝。中国人制
造的葡萄酒，受到了外国人的一
致赞扬。就这样，张弼士所带来
的“可雅白兰地”酒（后改为“金
奖白兰地”）获得金奖，“琼瑶
浆”（后改为“味美思”）、“解百
纳”（后改为“玫瑰香”）和“雷司
令”则获最优等奖。1915 年张弼
士任游美商业报聘团团长，并率
团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
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张弼士在
出席庆祝宴会时，激动地发表演
说：“只要发愤图强，后来居上，
祖 国 的 产 品 都 要 成 为 世 界 名
牌！”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张
弼士在总结张裕创业史时写道：

“备历艰阻”、“掷无数之金钱，
耗 无 量 之 时 日 ，乃 能 不 负 初
志。”此后，张裕葡萄酒被作为
国宴或高雅国际会议用酒，销往
五大洲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至
今不衰。

19 世纪 90 年代末，张弼士
在国内和南洋的事业如日中天，
富甲一方，当时在国际上尤其是
东南亚一带影响深远。英国、荷
兰属殖民当局，看中他的影响
力，曾多次给他封官赐爵，都被
他婉言谢绝，他慷慨激昂地说：

“吾生为华人，当为中华民族效
力。”

张弼士在南洋创业成功后，
豪情满怀地对侨领说：“我要创
兴实业，为国外华侨生色，为祖
国人民增辉。”在这期间，他奔
走于中国与南洋之间。有一件
事对张弼士触动很大，更使他下
定决心要振兴民族工业，使祖国
早日富强。1898 年，张弼士要到
新加坡办理商务，嘱下属购买从
巴达维亚到新加坡的德国轮船
公司四张官舱船票。当时随行
人员有创办潮汕铁路的张耀轩
等人，还有一位德籍家庭医生。
第二天，下属买回的船票却是官
舱票一张，统舱票三张。张弼士
一看，把下属训斥了一顿。下属
深感冤枉地辩说，不是他买错了
票，而是德国轮船公司不卖给他
官舱票。原来，德国轮船公司歧
视华人，规定不准华人购买官舱
票。至于那张官舱票，还是德籍
家 庭 医 生 特 地 买 来 给 张 弼 士
的。张弼士为此感到受到了德
国人的羞辱，有损于炎黄子孙的
尊严，当即把四张船票撕得粉
碎。他还大为震怒地对张耀轩
说：“记住，以后我的轮船，凡德
国人一律不卖票！”原来，张弼
士于 1886 年就在马来亚槟城创
办了万裕兴轮船公司，购买了三
艘轮船航行于槟城、亚齐之间。
有万裕兴轮船公司航运经验，张
弼士心里有底，他要开辟新的远
洋航运事业。不久，张弼士便与
张榕轩、张耀轩昆仲创办了“裕
昌远洋航运公司”和“广福远洋
轮船公司”。他们从欧洲购买的
轮船，航行于印尼苏门答腊到中
国南部海面的远洋航运航线。
这条航线正是德国远洋航运公
司的航线。飘扬着大清龙旗的
由华侨创办的远洋轮船，跟德国
轮船不仅同走一条航线，而且轮
船设备、规格待遇等和德国的完
全相同，但票价减半。低成本的
竞争使张弼士的远洋航运公司
生意兴隆，而德国航运公司却大
亏血本，难以维继。不仅如此，
张弼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
之身”，许多德国旅客都到他公
司购票。张弼士规定：绝不卖票
给德国人！逼使德国轮船取消
歧视华人的规定。德国轮船竞
争不过张弼士的远洋轮船，不得
不认输。

张弼士在国内除了创办张
裕酿酒公司、兴建广三铁路，开
采金、银矿外，从 1910 年开始，
陆 续 以 巨 额 投 资 兴 办 农 、工 、
路、矿、机械、垦牧等实业，先后
创办了广州亚通机器织造公司、
惠州福兴玻璃公司、佛山裕兴机
器制砖公司、海丰平海幅裕盐田
公司、雷州普生机械火挈(即拖
拉机)垦牧公司等十多家企业，
大量引进美、日、意等国的先进

技术和设备，开侨商在国内创办
机械工业之先河。张弼士办的
企业名称大多冠以“裕”字，取
中华实业永远“昌裕兴隆”的意
思。当时，张弼士与清末状元张
謇 同 被 国 人 称 誉 为“ 南 北 二
张”。张謇是江苏南通人,主张

“实业救国”。他创办大生纱厂
等 20 多个企业，370 多所学校，
被称为“状元实业家”。

1898 年北洋大臣李鸿章电
召 张 弼 士 回 国 ，要 委 以 重 任 。
张弼士回到北京后，李鸿章连
忙接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
亲自接见他，光绪皇帝任命他
为粤汉铁路帮办，张弼士欣然
受命。粤汉铁路是由粤、湘、鄂
三 省 绅 商 提 出 由 他 们 自 行 集
股，修筑粤汉（广州至武昌）铁
路 。 大 臣 张 之 洞 同 意 修 建 铁
路，但不相信三省绅商有足够
财力承担此任。他仍主张官督
商办。1900 年，清廷把张弼士
升任为粤汉铁路督办。张弼士
非 常 重 视 粤 汉 铁 路 的 建 设 情
况，尤其是关心铁路的自主权
问题。他回国视察时，发生粤、
湘、鄂三省绅商绅要求废除清
政府跟美国签订关于粤汉铁路
的不平等条约风潮。早在 1896
年，光绪皇帝就下令修筑粤汉
铁路，由官方主持，粤、湘、鄂三
省绅商通力合作，以保障铁路
自主权。但是清廷大臣盛宣怀
却通过驻美公使伍廷芳，向美
国合兴公司商借 4 百万英镑。
美方在合同中强行塞入派员勘
测、筑路并“照管驶车等事”的
条款，规定直至五十年后中国
还清债款，才可以收回铁路管
理权。签约后，美方拖延执行
合同，甚至私卖三分之二股份
给比利时万国东方公司，擅自决
定粤汉路南段由美国修筑，北段
由比利时修筑。1904 年，爆发
湘、鄂、粤三省绅商士人要求废
除清政府与美国签订的出卖粤
汉铁路的合同，主张收回集股自
办。张弼士看到清廷跟美国公
司签订的合同有失国格，想起在
海外德国人歧视华人的事件，深
感愤怒，坚决站在绅商一边，向
清廷据理力争。当时的报纸记
载，张弼士在粤汉铁路“争回自
办，粤人有张弼士侍郎肩任其
事，鄂省复有南皮尚书鼎力主
持，与湘绅同德同心，方谓可破

中国向来敷衍迁就之积习，夺外
蔑视之奸胆，申正义以绝阴谋，
壮国威而保权利，在此一举。清
廷慑于群愤，收回粤汉铁路，允
许商股自力，张弼士等人功不可
没。”1911 年，清朝政府宣布铁
路国有化政策，置粤、湘、鄂商
绅的利益于不顾，严重侵犯了投
资商绅的权益。张弼士不怕丢
乌纱帽，多次上奏朝廷，力陈铁
路收归国有种种不当之处，要求
改变决策，但清廷置之不理。张
弼士大失所望，觉得清朝政府腐
败无能，不变革不行。这时，他
看到孙中山革命是推翻腐败无
能的清朝政府的大业，从失望中
看到了希望。张弼士支持唯一
的儿子张秩捃参加同盟会。张
弼士也结交了一些革命党人，并
且慷慨解囊，予以资助，他还捐
助了孙中山白银 30 万两。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张弼士又
跟张耀轩以南洋中华商会名义
发动南洋的华侨华集资，为孙中
山革命捐赠巨款。在民国初期，
张弼士欣然接受总统府顾问、立
法会议员、参政院参政、全国商
会联合会会长、南洋宣抚使等要
职。

张 弼 士 不 仅 是 大 企 业 家 ，
而且是大慈善家，对家乡和南
洋的同胞充满爱心。1900 年，
黄河大决口，黄河流域老百姓
伤亡惨重，许多人离乡背井，流
离 失 所 。 张 弼 士 听 闻 此 消 息
后，寝食难安，立刻在南洋各地
发起募银百余万两，赈济灾民，
清 廷 为 此 赐 建“ 乐 善 好 施 ”牌
坊。广东汕头是“嘉应五属”到
南洋的必经之路。有一年，他
在回国视察汕头后，看到当地
居民生活贫困，读书困难，尤其
是 嘉 应 五 属 子 女 上 学 更 为 困
难，因而特地在汕头拨款建“育
善堂”，购置堂产，为“嘉应五
属”民众作福利基金。张弼士
还 在 南 洋 和 国 内 办 过 学 堂 ，
1905 年，光绪皇帝特地赐他御
书“声教南暨”匾额一方。在受
匾 典 礼 上 ，张 弼 士 激 动 地 说 ：

“国家贫弱之故，皆由于人材不
出。人材不出，皆由于学校不
兴……我等旅居外埠，积有财
资，眼见他西国之人，在各埠设
西文学堂甚乡，反能教我华商
之子子弟，而我华商务有身家，
各有子弟，岂不可设一中文学
校，以自教其子弟乎?”张弼士
的激情讲演，在场听众无不感
动，博得了热烈掌声。张弼士
在家乡大埔时，曾经放牛种地，
没有读过什么书，深感读书的
重要。他一生热心社会福利和
教育事业，生平所捐义款达数
十万两银。在清廷任命他为海
外 商 务 大 臣 兼 槟 城 管 学 大 臣
时，首先创办华文“中华学校”
并捐资八万两银创办槟城中华
学校；在张弼士的带动下，在新
加坡创立华文“应新学校”，对
于穷困人家的子弟，甚至给予
免费读书，对优秀学生加以奖
励。他说，中华民族是世上最
优秀的民族之一，中国是我们
的根，人总是要落叶归根的，希
望 华 侨 华 人 从 国 外 回 归 故 乡
时，都能荣宗耀祖，为国添光。
在张弼士的带动下，新加坡、马
来亚两地相继兴办了八所华文
学校。

1840 年 鸦 片 战 争 后 ，香 港
沦为英国殖民地。英人只重视
英人贵族子弟的教育，对于当
地居民子弟的教育采取消极态
度，香港居民的子弟读书有困
难，尤其是上大学更是难上加
难。张弼士闻讯后，为了鼓励
华人子弟上大学，特地给香港
大学捐银十万两银，作为办学
和奖励华人学子之用。1915 年
4 月，张弼士回国途经香港时，
港英当局特地授予他“法学博
士”荣誉，他愉快地接受了，因
为这是对他办学的肯定。在港
英当局颁发荣誉证书的盛大宴
会上，张弼士许下诺言，要为中
山大学和岭南大学捐款修建校
舍。1921 年，张弼士后裔遵嘱

在 中 山 大 学 兴 建 了“ 张 弼 士
堂”。1924 年，著名学者梁绍文
在《南洋旅行漫记》中写道：“在
南洋最先肯牺牲无数金钱办学
校的，要推张弼士第一人。”

张弼士的童年是在故乡广
东大埔的山区度过的。在他创
业成功后，常常不忘哺育他的
家乡。张弼士在南洋给米店温
老板打工时，扛米搬运，起早摸
黑，异常辛苦，深得老板赞赏，
把温小姐许配给他做偏房。即
便是这样，张弼士对于老家的
糟糠之妻仍然念念不忘。少年
张弼士在家乡时，阿爸、阿妈都
是耕田人家，给他养了个童养
媳陈氏。陈氏温良贤淑，尊老
爱幼，深受乡人好评。张弼士
对陈氏也心存感激，到南洋后，
不时托水客带些牛油、面粉等
回来，后来几乎每年春节，他再
忙都要回家跟家人共度新春。
每次张弼士回家，陈氏总是亲
手制作酸芋头和酒糟粕两道大
埔 农 村 传 统 食 品 给 张 弼 士 品
尝 。 张 弼 士 体 谅 妻 子 一 片 苦
心 ，每 次 吃 罢 总 是 赞 不 绝 口 。
19 世纪 90 年代中，张弼士正忙
于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的筹建工
作，又在南洋举办学校，还忙于
粤汉铁路的建设等等，经常奔
波于南洋跟中国之间，无暇顾
及老家。这时陈氏劳累过度，
病卧不起。陈氏尽管想念着张
弼士，但却特地叮嘱公婆，不要
告知自己病况。陈氏久治无效，
抱憾离开人世。此时，张弼士正
在南洋筹建几间华文学校，噩耗
传来，悲痛欲绝，但一时苦于无
法抽身，十分焦急。况且，当时
来往南洋，都是乘坐火轮，最少
要在太平洋上漂七天七夜才能
辗转回国。张弼士知道无法一
睹结发之妻遗容，立刻急电家
人，务必停柩，以待其归后方可
安葬。过了一年，张弼士公务隙
间，专程回到大埔老家，亲自主
持葬礼，厚葬陈氏。

在 筹 办 张 裕 酿 酒 公 司 期
间，张弼士不仅失去了妻子，而
且还失去爱侄张成卿。张弼士
创办张裕酿酒公司惨淡经营的
二十年里，张成卿身兼总董、翻
译、工程师等要职。在建造储
酒地窖施工中，德国工程师两
次均告失败，张成卿挑起第三
次营建重任，久久攻关不下，也
宣告失败。由于长期积劳成疾
及屡遭失败的打击，张成卿身
心交瘁，吐血不止，但他仍不甘
罢手，亲自修改第四次设计和
施工方案。此时，他虽已病情
恶化，仍顽强地让人用手推车
推上工地巡视调查。他夜不能
寐，苦苦思索，第二天起来，头
发全白了，而他也终于想出了
解决方案。就在酒窖攻关得胜
之日，张成卿终因病入膏盲，溘
然去逝，时年仅四十岁。张弼
士闻讯，悲痛至极，除将留作自
用 的 名 贵 棺 木 赠 张 成 卿 殓 葬
外，还特地从南洋赶回烟台，为
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1916 年 ，张 弼 士 为 了 筹 措
中美银行资金，不顾年迈体弱，
前 往 南 洋 四 处 接 洽 。 当 年 9
月 ，在 印 尼 巴 城 病 逝 ，享 年 76
岁。张弼士临终遗言：“死葬家
乡。”张弼士家属遵照遗嘱，将
张弼士的灵柩从南洋巴城运回
广东大埔县安葬。据张氏家藏
《先考张弼士府君生平传略》记
载：“灵柩自巴城过槟榔屿，及
由新加坡至香港，英、荷殖民政
府皆下半旗志哀，香港英督及
香港大学监督，均亲临致祭。”

张弼士的灵柩从香港入境
后，灵舟从汕头溯韩江而上，韩
江两岸民众纷纷摆设路祭，设
牲祭奠。孙中山先生得噩耗后
不胜悲痛，特派代表到灵前敬
献花圈，挽联写道：“美酒荣获
金 奖 ，飘 香 万 国 ；怪 杰 赢 得 人
心，流芳千古。”对张弼士及其
金奖白兰地给予高度评价。张
弼士虽然离开了人世，但他的
功绩，永世长存。

(全文完)

（下）中国葡萄酒之父张弼士中国葡萄酒之父张弼士

四四、“、“吾生为华人吾生为华人，，
当为中华民族效力当为中华民族效力””

五五、、心忧天下心忧天下 乐善好施乐善好施

六六、、落叶归根话亲情落叶归根话亲情

张弼士故居张弼士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