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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商中国》

内容概要

在动荡莫测的大变局中如何在商言商
读懂中国近现代史的另一个角度
作为跨越几代政府的著名商人
如何能在起伏跌宕的时代屹立不倒？
如何在公共政治与私人商业利益之间游走？
如何左右了晚清后中国政治经济的走向？
晚清民国时期富贾层出，为何没能形成将中国带入现代社会的资产阶级？
一本有深度的书。虞洽卿同时运作多种资本：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本，也获得多种回报。其中的矛盾
，选择，利弊，可让我们看清真实的社会，看懂这个社会的商人。——吴思
在当今政商关系盘根错节，既相互依存又冲突对立，高度聚焦社会眼球并影响国家大势的情况下，这
本《政商中国》的出版可谓正逢其时。冯筱才是研究近现代中国工商经济史的专家，史料发掘及研读
堪称一流，这本书足以代表他的水平。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可以告诉读者，要了解当今种种现实
之由来与逻辑，当可回到历史中去找找原因。——杨奎松
研究二十世纪的历史脉络，政商关系问题是绝对绕不开的，本书运用新发掘的一手历史档案及公私史
料，全面重建虞洽卿这个跨越几代政府的著名商人的经历，对20 世纪中国上半期的政商问题做一贯通
性研究。
作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大约从1940 年代开始，学术界及舆论界对虞洽卿的描述、讨论
与评价就极多。大致来看，学者笔下的“虞洽卿”大致上是三幅不同的面貌：江浙财阀、买办资产阶
级、民族资产阶级。这三种概念标签，从一开始就被人选择性地贴在虞洽卿的身上，但无一例外地都
与意识形态政治有关。但是，如果全面考察虞氏的个人历史，“政商”也许是最适用于他的身份定义
。
本书共分为六部分，从1891年-1945年，对虞洽卿及其所经历的几代政府的关系逐一分析，描述这种合
作关系是如何逐渐强化和巩固，成为近代中国的“潜流”，并建立起一种隐性“政治结构”的。而这
种关系，也深深影响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读懂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另一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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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商中国》

作者简介

冯筱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史及
政治社会史。曾出版专书《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1924-1930）》、《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
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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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 言
【第一章】改革年代之政商形成（1891-1911）
晚清变局中的官僚与商人
从洋行买办到宁波帮领袖
上海租界的中外调人
“二品道台”的官场交游
近代商团之滥觞：华商体操会
捉襟见肘的“两江新政”：南洋劝业会
不同篮子里的鸡蛋：虞洽卿的早期生意
身份资本、官僚政绩与政商形成
【第二章】革命转换之关键人物（1911-1914）
革命推手：虞洽卿与江浙光复
从陈其美到程德全：协助上海财政
“二次革命”中虞洽卿的态度
“安慰”革命者：资遣党人
动荡时局中的政商经纪人
“革命”、秩序与政商
【第三章】“爱国时代”之政商生意（1915-1925）
虞洽卿与救国储金运动
段祺瑞的总商会会长：“五卅干城”
“国家主权”与虞洽卿的商业帝国
民族主义商业战略的双刃效应
【第四章】北伐前后的“ 左派资产阶级领袖”（1926-1927）
“左派资产阶级领袖”与上海第一次工人暴动
从二次暴动到三次暴动：“民众领袖”的变化
中共对联虞政策之争论与反省
意识形态、政治站队与商人选择
【第五章】委员长的代理人： 南京时期的政商模型（1927-1937）
为蒋介石募款
“商界领袖”的政治客串
虞蒋关系的政商回馈
威权政治、代理人与政商
【第六章】战争年代之政商现形记（1937-1945）
在孤岛上海
回归商人本位：虞洽卿在“大后方”的生意
条子、面子与银子
结　论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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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商中国》

精彩短评

1、树大根深，柳叶随风。阿德哥真是民国政商一完人。作者对“政商”由古鉴今，还需提炼。
2、论文的体例，可以直接看前言、结论和后记就够了。
3、史料扎实。。。
4、虽然无法通过了解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来了解中国近现代的全貌，但这种方式非常值得选择。人物
的地域、角色，折射出这个地区的时代背景，了解上海的近现代史对一个上海人也许挺重要。有空了
解一下杜月笙。
5、一个可能的不足是，冯老师的这本书太过于依赖《申报》，连梳理虞洽卿的很多私人关系也借助
《申报》，以至于冯师自己也没大把握，行文中多表述“似与某某关系密切”。
6、此书在大标题前面还有一句话：在动荡莫测的大变局中如何在商言商。在商言商，这话自然不错
，即使是长袖善舞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政商”。但在中国近现代的大变局中，除了这个标准之外
，还要考虑：第一，是否恪守“爱国”底线，卖国生意不能做；第二，是否有基本的政治底线，不能
单纯为了商人利益而附逆。从这两个标准看，虞洽卿似乎还是合格的。
此书资料非常丰富，但写作尚未能臻于化境，讲故事的能力还欠了一点点火候。

7、读了三周终于读完。本书通过梳理虞洽卿的发家和政经关系运作，以其为个案，概括了不同时期
政商的不同类型：政绩型-秩序型-民族主义-政治投机性-威权代理型-商业利益型，但其实也不能将政
商发展类型强制灌输进若干年代，只是不同年代存在侧重，上述社会政治经济资本的运作手段，在民
国政商现象中一直有所体现。作者认为政商之“政”，不在于官员政府，也包括公共政治和党派政治
，其发挥作用基础源于社会秩序动乱下，通过自己多元社会资本投资，使之可以成为各方利益冲突时
的对话者、缓冲者；对于自身，则谋取了政治寻租的利益空间，以至于可以用社会信用弥补经济信用
，因为政商的本质仍在于商人，至少对于传主，政治是作为途径，而非终点。自己不熟悉史实，本书
结论很有概括性，能否以虞洽卿反映其他政商则存疑。对于政商关系的固化，阐述简单些。
8、觉得曹树基的批评还是有些道理的，政商的概念过于庞大，似乎虞洽卿的代表性是值得怀疑。说
实在的，政商一词看下来也未见得有多少高明之处，比照作者提出的僭民政治来说，单薄了许多
9、只见时代，不见人物。颇有流水账之感。但是资料丰富，切入角度不错。
10、【黑材料学】只有目光敏锐的侦探才能嗅到历史真实的气味。
11、冯师二十年磨一剑，其毅力与热情令我等后学感慨万千。既有现实关怀，又有理论追求。可惜行
文中有个别加字与重复现象，标点也有问题，后期编辑有待加强。
12、读过开头语结尾，中间没读下去，果然对经济社会史什么的不感兴趣吗⋯⋯
13、政商是一种关系，不是一个名号。
14、学术味道浓，叙述略为平淡
15、豆瓣阅读版错字漏注释较多。评书：看完之后，传主不明。是不是反过来以蒋介石为主体来描写
两人之间的关系突出蒋的倚商更好呢？去了那么多馆使用了那么多资料，然而还是普通。
16、他把自己投射到了另一个他身上
17、非常好的历史专著，作者独辟蹊径，完全不跟风或戏说，不流于野史猎奇，而是精心完成一部学
术性非常严谨的佳作（索引资料极多），对昔日上海滩第一闻人虞洽卿的成败得失进行客观评述，信
息量充足，史料全面，可读性颇佳，恪守中立态度，不溢美不批判，完全让史实说话，同时借古讽今
，对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进行梳理与挖掘，读罢获益匪浅！
18、太枯燥
19、无吊诡,不华师.
20、厚史弱论，文不称题。
21、翻过。冯老师终于出手了。他号称是掌握虞洽卿资料最多的学人。
22、冯导的书，一如其人~~~
23、没想象中好。
24、第四章还不错，老感觉这哥们儿有点取巧，一般般，史料倒是没少翻
25、比Brett Sheehan（史瀚波）、Sherman Cochran（高家龙）这些人差远了，甚至离Man Bun Kwan（
关文斌）都差了不少

Page 5



《政商中国》

26、查資料索引
27、该书不过史料堆砌而已，观点乏善可陈
28、对政商互动的剖析细致而精到，如能再抽象点，则有望在类型学上创新
29、阴谋论集大成者
30、第四章极佳，页页黑材料，冯氏毒草书籍，研究做的很扎实，虞成功靠个人打拼以及优秀的组织
协调能力，乱世之中也经常被政府坑，五卅运动工人罢工的经费90%来自商人，连对冲突事件的抗议
活动的扩大到全行业也是通过上海总商会的同意才真正推行，从共产国际的电报，商人的发言，TG的
记录都予以证实，反而证明社会抗争运动的局限性（其扩大化来自于政治和商业力量利用），也是打
脸。从这个侧面来说，对于殖民地区的社会抗争运动，片面的赋予意识形态的意义纯粹是一厢情愿。
联合近期对岸的大选，如果培植起来自劳工阶层自己（不是什么知识分子和在校学生）的政治力量是
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另外辛亥革命发起时上海商人主动支持背景非常有趣，对于20世纪初条约港经济
金融危机很感兴趣
31、念中学时候很叛逆，总是被老师“抓典型”，长辈就常教育“枪打出头鸟”，不要太“活跃”。
老一辈的中庸之道，无疑是大部分平民的生存法则，然而气血方刚的我们怎会轻易苟同？！今读《虞
洽卿与他的时代》一书，恍然大悟：敢为人先，敢于担当，是一种领导者风范。弄潮儿“斗争”的动
机，在哪一个时代，都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
32、政治变动对虞洽卿深刻影响一览无遗，中国近现代史处处都有政治，正是冯筱才老师所言无论是
社会史，经济史，离不开“政治”，政治社会史，政治经济史。全书冯筱才老师强调政商的影响，对
于中国影响重大，但有不少地方似夸大了影响里而忽视了其他因素的重要作用。
33、中国孔飞力
34、人物类著作，写得比较流畅。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基本理论，用政商这一概念来统领全书，按照时
间段来序时描述。不过最后的结论有些夸张！
35、其实不错，只是申报申报申报申报略奇怪⋯⋯
36、唯利是图。天下熙熙，天下攘攘。陕图
37、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搜集了关于虞洽卿的各种信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有短评说“只见时代，不
见人物”，一百个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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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一本有深度的书。虞洽卿同时运作多种资本：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本，也获得多种回报。其中的
矛盾，选择，利弊，可让我们看清真实的社会，看懂这个社会的商人。——吴思
2、王绍贝 媒体人，深圳《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一书，以政商代表人物虞洽卿个人经历为
经，以政商问题为纬，从这个跨越几代政府的著名商人经历入手，对晚清到民国时期的政商问题做了
通观性的研究。此书对于我们认识民国历史具有参考价值，对于研究政商这一群体也有重要的意义，
从政商的个案分析，总结这一时期政商结构演变的脉络，得出一些普遍性结论，无疑是此书的特色和
价值所在。“政商”又被称为“官商”、“官僚资本家”、“御用商人”等，但此书作者认为这些概
念都不如“政商”一词来得准确，所谓“政商”并不是个体性的官商勾结这么简单，“而是通过一些
机制，官与商渐渐形成一种稳定的利益结构，或可称之为政商利益共构网络。”日本最早使用“政商
”一词来指称明治维新前后的“御用商人”，这些受明治政府扶持和发展的商人形成了日本最早的财
阀(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为代表的四大财阀)，政府通过扶持这些有背景的企业，从而“集中力
量办大事”，对日本的现代化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而财阀既然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商业经营的特权，
自然也要为政治家、政客提供资金回馈，日本近代的财阀政治由此形成，并仍然对日本政治的现状发
挥着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处于“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的最低地位，尽管古代商人靠商
业发家致富，但他们的子孙却不会选择继续经商，而是向往转变为大地主或官僚。然而，这种商人的
低贱地位到了近代社会忽然发生了逆转，在中国现代化的转型中，建设工商社会无疑是重要的任务和
目标。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政商代表人物是胡雪岩，他通过与官僚左宗棠的关系，在平定太平天国运
动的过程中，成为政府粮饷、军火的供应商，从而获取暴利。进入“洋务运动”时代，晚清大力开展
现代化建设，政商群体于是在中国兴起。与胡雪岩不同的是，虞洽卿从做洋行买办起家。晚清中国的
“买办”实际上是“中外交通的桥梁”，不仅是经济贸易上的交流，在地方政治与社会事项上，当时
上海的买办也在发挥这种纽带作用。虞洽卿经常扮演一种调解人的角色，协助政府与洋人(外国商人、
企业)、政府与民间商人办理交涉，从而为他个人积累了政治、商业的各种社会关系资源，也就是今天
说的“人脉”。虞洽卿早期的事业涉及金融、轮运、房地产、矿产等众多行业，从一开始就是有投机
色彩的商人。就虞洽卿投资地产的方法来看，他很早就懂今日所谓的“借壳生蛋”之法。“如他曾借
用创办公共设施的名义，援引官方力量介入征地，在兴建公共设施之后，可利用附属土地开发房地产
或抵押图利”⋯⋯“以公益之名圈地，事成之后，再划分部分土地以渔利，或变更用途以造房牟利，
此种今天很流行的官商勾结开发房地产的策略，虞洽卿当时就运用自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
民族危机加重，虞洽卿则善于利用民族主义包装自己、扩展自己的商业利益。虞洽卿用抵制日本人在
上海开办取引所的名义，游说政府建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并成为该交易所的实际控制者。但不
可思议的是，打民族主义牌创立的上海交易所从一开始就与日本股本有关。“根据协进社与日本企业
商定的办法，日资占十分之七。可见，所谓抵制日人一说，纯属对外宣传烟幕，无日人之支持，上海
证券物品交易所也许就无成立可能。”虞洽卿过去被我们看作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江浙财阀”代理
人，视之为蒋介石扶持的御用政商，但这种简单化的意识形态划分其实不符合历史真相。作为一个商
人，虞洽卿并没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政治依附对象
。1924年，虞洽卿开始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为了扩展
双方的势力，中共选择与虞洽卿合作，可见为了谋求个人权势的扩张，商人也会介入动荡的时局，尝
试与各种势力合作，这种合作对象包括了时人眼中的“赤化派”。然而，虞洽卿与中共的合作注定是
短暂的，北伐没有完全胜利，蒋介石就发动了“清党运动”，虞洽卿通过面谈与蒋介石达成了一致的
立场，完成了政治站队，此后便成为蒋介石控制上海这座中国最大城市的重要协助者。王晓籁回忆说
：“北伐军到上海，蒋要钱就找虞，虞想办法就是国库券”，虞洽卿通过向社会、商界发行国库券为
国民革命军筹集军费，帮助蒋介石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总体来说，虞洽卿的这种“政治投机”往往
是形势已经比较明朗，基于商业利益的政治选择，这种情况用一句闽南话说就是“西瓜靠大边”，意
即从自身利益出发，倒向势力强大或局势较有利的一方。商人如此，政客也是如此，对比较信奉实用
主义的人来说，只要他的权势依然存在，虞洽卿仍然具备统战的价值。1936年，毛泽东就曾询问过冯
雪峰，是否有可能与虞洽卿合作。虞洽卿为政客倾尽全力当然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1928年，虞洽卿
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经营陷入困境，由于扩张过快，虞氏资金链即将断裂，其开出的支票，上海已无
银行愿意受理，似已认定虞陷入破产边缘。但是虞洽卿动用其手中各种人脉，甚至通过蒋介石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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饬令，发行行业公债350万元，缓解了债务危机。1936年年底，虞洽卿私产在四明银行押欠款项总数达
到460余万元。官营的四明银行饬令处理三北公司债务，但最终因蒋介石的缓颊而未能实行。到了1937
年7月，抗日战争突起拯救了虞洽卿，战时环境下，“三北假外商名义航行，大获其利，同时币值贬
低，数年债务，很快都偿清了”。1928年，陈光甫在其日记中恨恨地说，虞洽卿以一个外行人办航运
，债台高筑，经营混乱，而他到处开会，作演讲，像没事人一样，对此表示不解。但其实虞氏作为一
个典型的“政商”其“高明”之处就在于此，他通过介入社会事务及政商关系经营积累社会资本。由
于他有强大的官场人脉，以及社会动员能量，所以即使其借贷期满甚至拖欠一二十年，金融机构主事
仍不能不顾“面子”而与他绝交。虞虽然经济信用极差，但是其社会信用能弥补前者不足，各方债主
迫于情面或其他幕后交易，就不能公事公办，宣布其“破产”。他能周旋于两种资本的混合状态之中
，如鱼得水，正是世人所谓的“长袖善舞”。见报链
接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3-10/20/content_1954088.htm
3、1936年10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的西藏路改名虞洽卿路，以庆祝商人虞洽卿的70大寿。《申报》的
记者目击，这一日鼓乐齐天，烟花大作，观者如堵，据估计超过30万人。马路上举行了盛大的检阅式
和游行，虞洽卿的风光荣耀，一时无两。这是他的人生鼎盛之时，9年之后，这位政商两界的要人病
逝重庆，上海的虞洽卿路已经更名，虞家亲友想要恢复命名，最终无功而返。1949年之后，这位最有
名的大商人，毫无意外地被打成“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买办资产阶级的头目”以及“镇压工人的
帮凶”。虞洽卿一生经历清末、北洋以至民国，他在上海长袖善舞时，正是动荡莫测的大变局时代。
作为可以动员庞大商界财力的商界领袖，他为各个政治势力所拉拢、倚重，又不失时机地通过政治谋
利。在冯筱才的《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中，并没有一个面无表情的“资产阶级”，而是一
个巨商的精明、狡狯，以及他在动乱时代的拼力挣扎。政商：投资商业，也投资政治政商，两个字放
在一起，便大有深意。为政以德，在商则言利，二者联姻，则不免政治沦为商人代言，商业通过政治
特权谋取非法的暴利。近代以来，政商一词便多是指与政客勾结的特权商人。在《政商中国》中，冯
筱才提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了新的政治经济现象，他称之为“政商化”。这种现象不是个体的
官商勾结，而是政客与商人形成制度化的联姻。政客需要商人支持，同时也可能将公共权力寻租，与
商人共同追逐暴利；商人则谋求权力庇护，以特权谋取利益。虞洽卿的崛起，恰是这个新现象中最具
代表性、也最引人注目的传奇。虞洽卿生于1867年，时为同治六年，清国的洋务已经搞了六年，太平
天国之后最大的内患捻军也很快就要被剿灭。开埠通商让许多城市的商业勃兴，上海则成为其中最重
要的一个。在当时，宁波人到上海闯荡已成风气。虞洽卿刚满13岁，便随亲戚到上海，在一家颜料行
做学徒。他一面努力识字，上夜学英文，一面展现出过人的商业天赋，很快就获得了颜料行的一小部
分股份。在他24岁时，便得以进入洋行，不久升为买办，两年后便成为上海的上等商人之一。在当时
，买办是沟通洋商和中国官商两界的桥梁。洋行与清国政府的业务往来，让虞洽卿逐渐建立起他与官
员的人脉关系。他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和公共事务，使这位年轻的商人迅速成为上海商人中引人注目的
新星。到1900年以后，虞洽卿已经通过不断积累的资历和名望，成为上海租界的华商领袖，1905年，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侮辱华人官员，武力抢夺嫌犯，引起华人不满，与租界当局爆发流血冲突。虞洽卿
出面调解，最终使事件和平解决。经此一事，虞洽卿俨然已是上海华洋之间的头号调停人，无论是中
国的地方政府、外交部，还是商人群体、租界当局，都对他依赖甚深。北洋时代，虞洽卿与袁世凯关
系密切，借“二十一条”的交涉时机，他策动上海商界舆论，为政府与日本交涉制造“民意”。到南
京国民政府时期，虞洽卿成为蒋介石在上海工商界的代言人。在蒋介石看来，虞洽卿无疑是他控制上
海的重要助力，能够为他的财政筹款，处理与上海各界人士的关系。而蒋介石也能够给虞洽卿实际的
回报。在蒋的政治权力庇护下，虞洽卿的航运公司可以在乱局中维持正常运营，并将生意扩张到长江
上游。作为商人，虞洽卿的每一步的成功，都与政治势力密不可分。从他步入买办阶层的时刻开始，
他就有意识地去建设自己在政商两界的关系，并将这种关系作为自己上升的阶梯。他既投资商业，也
投资政治，从两者的互动中获得丰厚回报。就这一点而论，虞洽卿无疑是成功的政商。政治站队和商
人的选择在晚清到1949年之间的大变局时代，一切秩序未能确立，国家常陷于混乱，无论政客还是商
人，都缺乏以正常手段管理和经营的现实条件。政客没有商人的财政支持，就无力维持实力；商人没
有政治权力的庇护，则举步维艰。作为上海的商界首脑，虞洽卿拥有动员上海庞大财富力量的能力，
又与各个政治势力保持联系。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他小心翼翼地选择自己的结盟对象，又时时
为自己留好后路。他曾经为清朝的政府官员所倚重，是对外和对商界交涉的中间人。武昌起义之后，
上海有革命党人活动，推动光复。但虞洽卿显然在初期保持了观望的态度，两江总督仍将他视为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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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局面的不二人选。等到商团和民军驱逐清廷官员，临时政府已成事实，虞洽卿才出面出面帮助维
持上海秩序，并推动苏州独立。二次革命失败，虞洽卿便倒向北洋，为之谋划筹措。而到北伐战争时
期，他为上海工会提供援助，协助募捐，甚至帮忙找律师处理受伤工人的法律诉讼。尽管这些合作的
原因并非意识形态的认同，而是虞洽卿希望利用共产党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力量驱逐孙传芳，但在当时
的共产党人看来，虞洽卿这样的“土著资产阶级应当是革命的，过去我们未看出”。他们将虞洽卿视
为“左派资产阶级领袖”，是革命拉拢、倚靠的对象，市面上还出现了虞洽卿加入共产党的谣言。然
而随着局势越来越不利于工人运动和共产党人，虞洽卿也适时地表现出疏远的态度。“四一二”事变
的发生，共产党的一切活动被禁止，虞洽卿便全力承担起为蒋介石在商界筹款的任务，以示效忠。对
于虞洽卿而言，在混沌时期，经商的要务是极力寻找政治势力并与之结合，这跟革命者的判断并不相
同。他的“站队”并非出于阶级意识，而是一个精明商人的投机行为。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作为一
名在乱世手握财富的商人，总要寻找到可以依靠的枪杆子提供庇护，才能谋求权势的保存和扩张。而
无论是清政府、北洋军阀还是共产党、蒋介石，他们想要在上海立足，就必须与掌握经济实权的商人
建立关系，并利用拥有强大经济动员力的工商界，为他们的政治提供财政支持。“政商勾结”的规则
，便自然而然形成。政治生意的暴利与衰败对于政商而言，政治本身也是一门生意。在北洋时期，虞
洽卿适时地打出爱国的旗帜，将自己包装成爱国商人，发起救国储金运动和劝用国货会，同时借机成
立国货工厂，发展自己的轮船航运和交易所。他宣称，中国商人要夺回中国内河的航运权利，通过在
政府的人脉，迅速扩张自己的航运公司，使之成为自己最重要的事业。他借口外国人把持中国航运业
，自己经营的民族航运企业因此岌岌可危，要求政府给予借贷资金。在天津准备拍卖原德国租界的码
头时，虞洽卿又动员自己在政府的关系，要求取消拍卖，平价购入自己的公司名下。在创立华商交易
所时，虞洽卿又反复强调，创办之原因，在于跟外人争夺主权，“现在外人谋之甚急，我不急起直追
，力筹自办，则嗣后商业实权均将操诸外人之手”。由于执照迟迟未能办下，他在交易所开幕时，特
意在前厅挂上了总统黎元洪的书赠的匾额。但反讽的是，在鼓吹民族主义的旗帜之下，虞洽卿实际上
与日本资本依然保持联系。甚至号称抵制日资的交易所，背后也有日本商界的支持。在五卅运动之时
，被视为上海工商界“排日领袖”的虞洽卿发起建立机器制纸公司，以“提倡国货”，但是股本主要
来自日本人。另一方面，由于虞洽卿在政界人脉广布，拥有过人的政治和社会资本，即便他在商业上
遇到挫折，债台高筑，贷款的银行也不敢跟他把关系搞僵，要求还款。同时，这些政治资本也能兑现
获利。在抗战期间，虞洽卿就能够动员跟蒋介石、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关系，设立公司，从缅甸倒运货
物，获利甚丰。又能打通沦陷区与国统区的阻隔，从上海、温州运货到重庆，沿途无阻。在阅读虞洽
卿的政商之路时，许多细节让今人感到熟悉。譬如1909年，虞洽卿在江湾火车站附近圈地600余亩，建
设万国体育会。他向上海道建议，仿照铁路购地办法，让各县查明时价，以免地主坐地起价。以公益
之名圈地之后，他便划占部分土地，造房牟利。在负责南洋劝业会会场建设时，他又以两江总督和江
苏当局的命令，在南京紫竹林一带低价购得土地700亩，劝业会结束后，他从中购得土地11亩，每亩仅
支付90元，而当时当地的地价已近万元。在许多当时人物的眼中，虞洽卿虽然神通广大，到底还是一
个地痞市侩。但在考察历史之时，仅仅以道德评价是不够的。近现代工商业随着时代变局而诞生、发
育，必然与政治权力的兴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如何互动，正是窥见百年来历史驱动力的一个切
口。在这本书中，冯筱才提出了一个疑问：一个谋求现代化的国家，怎么最后被政商结构所绑架而不
能自拔呢？政商的结盟，本来是在变乱时代共同求存、求进的权宜之计。在最初，它们是在公益的旗
号下进行，如维持地方、组织公共事业。但是恰恰是在无序的年代，让这种结盟缺乏限制，利益便越
来越成为主导。于是政与商，从为公共事业而进行的合作，转变为为双方谋取暴利的勾结。这种勾结
、寻租，进一步破坏了原本就脆弱不堪的社会规则，使得制度的改良无从进行。与虞洽卿同一个时代
，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熊彼得发表了他的企业家宣言，宣称企业家应该是充满胜利的热情和创造的喜
悦，以一种坚定的意志去“找到一个私人王国，常常也是一个王朝” 。 虞洽卿病故重庆，以个人人
脉和声望支撑的商业王国便颓然倾倒。属于熊彼得所谓的企业家的时代，还要很久之后才会在中国显
露曙光。（媒体稿，此为未删节版）
4、在当今政商关系盘根错节，既相互依存又冲突对立，高度聚焦社会眼球并影响国家大势的情况下
，这本《政商中国》的出版可谓正逢其时。冯筱才是研究近现代中国工商经济史的专家，史料发掘及
研读堪称一流，这本书足以代表他的水平。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可以告诉读者，要了解当今种种
现实之由来与逻辑，当可回到历史中去找找原因。——杨奎松
5、整体感觉，第四章写得最好（个人喜好哈，涉及方法论和历史认知等话题）。个别文字或许是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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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问题？比如也出现了“登出”误做“注销”的情况，以及“资料”成了“数据”。。。考虑到最近
柳传志、马云等言论，诚如杨老师的推荐语所言，此书正逢其时：“要了解当今种种现实之由来与逻
辑，当可回到历史中去找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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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政商中国》的笔记-第1页

        突然发现很赞同奈特的一句话，从现有的各种实证资料来看，人是环境的产物（至少什么1亿年以
前只有恐龙，可没活人），对环境的探索也是探寻到我们自己本性的路径之一（自己说的委婉点好）

2、《政商中国》的笔记-第四章

        豆瓣阅读版

章前（《北伐前后的“左派资产阶级领袖”（1926-1927）》）

这种定义真的是挺不专业的..

3、《政商中国》的笔记-第236页

        虞洽卿在抗战期间重操运输本行，很好的分析抗战经济的案例 

4、《政商中国》的笔记-第二章

        豆瓣阅读版
“动荡时局中的政商经纪人”

P163-164:中华捷运公司则是虞洽卿参与的另外一家有政商背景的合伙企业。

P165；中华捷运公司后来发展成民国时期中国规模最大的物流转运企业。

5、《政商中国》的笔记-结论

        豆瓣阅读版

《时代性格及其比较》
1927年后的国内政治实际上一直未曾正常化，依靠和平的选举办法来决定政治权力及利源的分配，始
终未曾真正实现过。
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认为，不明白民国风是如何盛行的（我一般将“好”追溯到晚清）。

6、《政商中国》的笔记-第一章

        豆瓣阅读版
“上海租界的中外调人”

P49：
1905年12月9日，上海商务总会在商议解决办法时，就提出“工部局且须有一华人为董事”这一条件准
备与外人谈判，同时也提出巡捕房必须明定权限，不能逾越。无论是华董设立，还是关于警权限制，
都是虞洽卿极为关注且努力推动的事项。
在华董问题上，上海商务总会召集会董商议后，决定把这一诉求呈送给英租界当局，并开始派代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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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与英租界当局接触。英租界工部局并不打算此时容纳华人董事，但愿意先就组织华人咨询委员会与
商会协商。商务总会即推派议董虞洽卿等7人组成咨询小组，筹建租界“华商公议会”。
是因为「商会」与英人重商的传统，才成功？

7、《政商中国》的笔记-后记

        豆瓣阅读版
不过，今天我已摆脱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历史，其实都是研究者对过往人事的阐述与解释，亦是作
者与外部世界交流对话的一个载体。其与文学的差别，大概在于其故事的叙述是由充分史料证据支撑
起来的，而非由虚拟情节构成。
历史是历史，史学研究是史学研究，可别搞混了。把现实等同史家笔下之叙事。

8、《政商中国》的笔记-第四章

        豆瓣阅读版

《“杯酒妇人的英雄派”与二次暴动之流产》

早知道我有多少史料也这么用啦

9、《政商中国》的笔记-第五章

        豆瓣阅读版

《威权政治、代理人与政商》

虞洽卿在这十年的商业投资，收益其实是负数状态。
不如说是账面上处于负数状态罢了。
要知道，账面和实际拥有资产不同。

10、《政商中国》的笔记-第119页

        冯筱才的书有很多惊喜，中国经济中日本资本的成分，以及日本资本与革命党的合作

11、《政商中国》的笔记-第三章

        豆瓣阅读版不记页

《民族主义商业战略的双刃效应》
，在沪日领事及日人社团经常邀请其参加宴饮，日本商业社团到沪参观，都会争取与虞洽卿见面会谈
。
正因为如此，尽管虞洽卿在一些民族主义运动中，曾经表现出对日本异常抵制，甚至曾经一度被日人
认为是中国商界最著名的“排日领袖”。然而，实际上，他的不少生意，背后都有日资的色彩，甚至
大部分股本都来源于日商。
背后日资，资金来源压力的同时，也表明虞作为通入国内的渠道的重要？

下注释的隐义真是...（同列之人名）

加一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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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政商中国》的笔记-第六章

        豆瓣阅读版

《协助上海“地下工作”》

Mark收藏方                

13、《政商中国》的笔记-第133页

        上海3次工人暴动也是搞笑，第一次 就2万活动经费，找虞洽卿要钱，虞不给，直接流产，第二
次TG找了80个“工人”（真实身份还不是工人），KMT找了几百个黑社会，联合出动，直接被巡捕
房暴打，当天失败，第三次，因为没钱动员工人，大部分时间都搞不起来，一直到北伐军都打到上海
市郊了，奉军开始撤退，然后配合暴动了两天，尼玛就这两天的活动经费还是虞洽卿和另外个商人游
走活动出来的。

现在来看412的背景很简单，两党争夺上海控制权，以此控制财源，同时两党从北伐开始关系就开始紧
张，到北伐到上海的时候，无论是武汉还是常凯申与TG在财源控制问题上最终尖锐化。KMT在上海
慢了一步，直接动手了。

14、《政商中国》的笔记-后记

        豆瓣阅读版
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最难探索的领域大概便是研究对象的内心世界。即使你掌握了无数有关他们历
史资料，其实，你仍然没有十足地把握来对历史当事人的某一言行作出准确无误的阐释。
无法掌握思、言、行，便不能知道中国人的台面下交易。

15、《政商中国》的笔记-第五章

        《“商界领袖”的政治客串》

原来老师也会这样用别的传主的资料作为本传主的论述资料啊..瞬间觉得安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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