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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大撤退全景实录》

前言

读者看到“新史学”三字，也许会联想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发动的那场史学革命。其实我们并没有梁启
超那样的雄心，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也和他那时大不相同了。昔日梁启超们痛感旧史等同于为
帝王将相作家谱，“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
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而不载”，所以他主张要写“新史学”。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以为历史只与
帝王将相有关了吧？这也是梁启超们努力的结果。    我非史学界中人，但雅好读史，对史学研究的现
状，觉得有这样几个毛病：一是对待史料，常凭个人好恶和口味而取舍。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
每置大量“不利”的史料于不顾，却把孤证当宝贝津津乐道。二是回避真问题。1949年以来，连篇累
牍讨论的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农民起义性质等等问题，几乎都成
了毫无意义的废话。反之，对日本侵华战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罪行，却很少写成历史。到了和日
本右翼较量时，历史学给我们准备的证词却是令人沮丧的单薄，拿不出扎实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实证研
究。三是忽略了宏大背景中小人物真实的生活和真切的情感。就像前辈史学家所说，哪一年发生了什
么战争，哪一年哪个大臣受到了什么赏赐，史籍上都清清楚楚，而当时老百姓用什么餐具吃饭，婚娶
的风俗是什么样的，寻绎却十分困难。在近现代史研究中，这个毛病更为凸显，小人物的史迹越来越
被一个个宏大的浪潮所淹没。至于为时风所侵袭，或躲躲闪闪，不敢直面历史，或哗众取宠，制造“
史学泡沫”，或急功近利，专以“戏说”为事，就更是等而下之的通病了。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同
于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要让普通读者有阅读的兴味；要讨论一些真问题，虽不必让所有读者都同意
你的看法和说法，但至少要引发他们的思考；当然，更不能打着史学的旗号，兜售私货。要做到这些
，我得承认，我的学养是不够的，但心是虔诚的，算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由于个人的兴趣
，我更喜欢那些以史料说话的书，因为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都可能过时，而以扎实史料说话的书，
即便“结论”过时了，但史料也许还会活着——尽管它也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且不能不受记
录人思想感情、方法手段的影响。还有，我是本丛书的策划人，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个人喜好的影
响，这些都是要向读者说明的。    钱潮汹涌，书斋寂寞。当下，有真学问的史家也许不少，可要在现
有条件下，推出一套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对当下一些真问题有所回应的史学书却并不容易。组来的书
稿，本来有十余部，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只能暂且搁置。恰好手头另有一套文史丛书，和这个
选题互有交叉，于是将二者合而为一，这套书也就成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丛书，而是一套比较开
放的丛书——无论何种写法，无论何种体裁，只要有新的材料，或是有新的见识，都拿了进来。鲁滨
孙说：“就广义说起来，所有人类自出世以来所想的，或所做的成绩同痕迹，都包括在历史里面。大
则可以追述古代民族的兴亡，小则可以描写个人的性情同动作。”据此，说这套“新史学丛书”所反
映的是广义的历史，也应该是可以的吧？    几年前编“文史年选”，我在那篇短序里说过：“绝对真
实的历史是永远无法获得的。《联共（布）党史》曾被我们奉为圣典，当斯大林走下神坛之后，才知
道那并非历史的真实。有人说‘那是用血写成的谎言’，这话确否暂且不论，但它确实只能算是布尔
什维克‘斯大林派’的历史。要是站在托洛茨基的立场上看，那当然全是颠倒黑白的。”也许可以这
样说，任何历史都是片面的。关键是：我们要学会从片面中感知全面，对历史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
并且要有个基本的底线，即使不能全说真话，但决不说没有根据的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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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大撤退全景实录》

内容概要

《长江大撤退全景实录》内容简介：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江航运肩负起战时运输的重大战略任务：兵
工单位要撤退，上海及沿海民营工厂要撤退，机关、学校以及大批人员也需要撤退。广大海员和船工
们在上有敌机、后有追兵的恶劣环境中，把一批批作战部队运赴前线，把一船船战略物资和人员撤向
大后方：160多天抢运9万吨物资，7个月赶调127万大军，迁移数百家工厂；孔祥熙的马、宋美龄的奶
牛、宴阳初的钢琴，也都不能掉以轻心；一批批伤兵和孤儿，在客轮上都必须安排有一席之地。
这是如何做到的？这当中有多少惊心动魄的牺牲与权谋？书中通过对最新档案的深度挖掘，实事求是
地还原南京政府西撤内幕，并透析此过程中政商博弈的过程细节，填补了我国长江航运史研究的一个
学术空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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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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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江海轮船撤入长江“七七”事变发生，沿海军用、民用工业的领导机关立即部署工厂西撤。兵工
署长俞大维派出制造司司长杨继曾率团赴四川、贵州两省查勘可供兵器工业迁建的地点；接着发布了
迁厂计划，要求受到敌人威胁的地区的工厂和机关，立即准备拆迁。限11月15日迁往西南地区。上海
地区的工厂，西撤行动最快的是民营厂矿企业。7月28日，资源委员会派出专员林继庸等三人到达上海
，动员民营企业迁到大后方。爱国资本家的反帝烈火被点燃了起来，并渐成燎原之势。世界战争史上
从无出现过的工厂大迁徙，在长江上迈开了他豪迈而艰难的步伐。上海航运界的应变，主要任务是把
江海大轮撤进长江.这是一项机密工作，只能悄悄地进行。7月13日，军委发出执字第870号密令，共8
项，要求交通部长兼军委后勤部长俞飞鹏核办具报。其中有一项是如何在战争期间控制船舶⋯⋯⋯⋯
⋯⋯二、招商局推动构筑江阴阻塞线江阴是毗邻上海的军事要塞所在地，它的军事地位一直受到高度
关注。7月11日下午9时，在军政部长何应钦官邸大客厅举行的“卢沟桥事件第一次汇报”会议上，决
定把已经运到的新兵器高射炮装于江阴，“限星夜赶筑”。发动淞沪会战，必须首先阻塞下游航道，
以阻止日舰上窜。对于长江阻塞线，海军方面迟至7月25日才提交“卢沟桥事件第15次汇报”会议，计
划在南通附近江面阻塞。计划详细列了各类器材数量。南通江面太宽，不利于阻塞的进行。之后，选
定在江阴城下游的长山港鹅鼻嘴下端的江面。该处江面最为狭窄。交通部长俞飞鹏接获命令协同海军
构筑江阴阻塞线后，立即通知上海航政局，租用招商局和民营航业之旧海轮备用。同时，俞部长还把
招商局副总经理沈仲毅请到南京，“密授机宜”，请他帮助完成征集旧海轮的任务。为什么邀请招商
局沈仲毅出面？因为沈是上海轮船业公会的主席，他为人忠厚、随和，与上海同业有良好的关系。征
集旧海轮沉江，是要动用资本家身家财产的大事。除依靠行政号召外，同业间说服、劝导必不可少。
而沈仲毅在招商局的职务、身份正适合于配合行政推动这一项工作。沈仲毅回到上海，首先与蔡增基
总经理研究选择本局塞江船舶，把破旧、不能远航的广利等轮安排必要的修理，使它能开航到江阴。
同时，他召集轮船同业开秘密会议，商讨应变办法，动员同业以船身较次者租给政府用以阻塞江阴水
道，其他行驶外海船舶按规定驶入长江或香港。上海航业界人士长期遭受日帝欺凌，处此国难当头，
听到俞部长对上海航业界的厚望，听了沈经理坦诚的开导，激发了大家的责任心，大家均能深明大义
，共抱同仇决心，按预定计划完成沉江船舶的集中。8月11日，军政部、海军部与交通部召开紧急会议
，研究下沉具体时间等问题，沈仲毅奉俞飞鹏令，迅即由上海赶赴南京。不意所乘火车中途在无锡改
为军用，乘客均下车。沈仲毅考虑到身负重任，乃重价雇得汽车赶往南京，列席了会议。沈在会上应
俞部长的要求向大家报告了上海商轮集中江阴之情形，大家认为海轮数量已达到要求，时机已成熟。
于是会议决定即刻下令，并由海军司令部具体实施沉船塞江计划。阻塞工程由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负
责指挥。会议结束，曾以鼎立即返回镇江。当天下午4时，各轮接获海军颁发的命令。命令规定了准
备、起锚、前进、停泊的代表旗号，并令于第二天上午六时准备好蒸汽，要求在半小时内可以动车，
但没有说明开往的目的地。12日晨6时半，“沉船塞江”命令下达，船员们才恍然大悟。17时，军舰在
前，海轮在后，一字长蛇阵由镇江向江阴前进。航行一个多小时，抵达江阴鹅鼻嘴下端江面最窄处，
即号令停泊，廿艘海轮就前后错落抛了锚。军舰派员到海轮，指示船员注意两岸停泊标志，使船横沉
于两岸标志的一直线上。下午6时平潮时，各轮开始放水，船体慢慢下沉。第一批沉下了招商局的嘉
禾、新铭、同华、遇顺、广利、泰顺等6艘；民营船沉下了华新、醒狮、回安、通利、宁静、鲲兴、
新平安、茂利二号、源长、母佑、华富、大赉、通和、瑞康等14艘；海军下沉通济、大同、自强、德
胜、武胜、威胜、辰字、宿字等8艘舰艇。由于江流下冲，水力较大，各轮无法一一横沉，与预先计
划的每艘相隔40米间距计算，漏洞甚大，深恐不能阻止日舰通过。于是，又沉下招商局的公平轮和民
营公司海轮万宰、泳吉等三轮，并将镇江、芜湖、九江、汉口、长沙的各地日商遗留的趸船28艘，陆
续凿沉，江上防线初步告成。前后两次沉船，招商局共下沉7艘，共13705吨，民营海轮沉江的共16艘
，海军舰只8艘。民用船舶占了绝大部分，民用船舶成功征集与招商局的带头作用和沈仲毅的组织与
推动有密切关系。这是招商局对国家的贡献。在海轮和军舰到达江阴沉船水域时，海军派有巡逻艇在
江面巡视，引导尚未过封锁线的航轮驶过江阴。12日早晨，有12艘江轮穿过了封锁线。民生公司的民
元轮就是其中之一。民元的二副施祖炜是刚从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毕业分配来船工作的，他驾驶的民元
轮由重庆到上海时，刚靠好码头就接到公司通知：卸客后不卸货。二副是负责理货的。施祖炜接到通
知，立即将船移泊开平码头，装妥燃煤即开重庆。下午两点，民元轮离上海。到南通港，天已黑，江
上航标已撤走，无法夜航，就在狼山锚地抛锚过夜。当天夜泊狼山的共12艘江轮。天明上驶，到江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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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台附近，见满江都是海轮，一艘巡逻艇开到民元轮附近，用话筒高喊：“民元轮，现在还可通行，
请尾随我艇前进”。民元等轮即随小艇穿过封锁线向镇江方向驶去。据原民元轮二副施祖炜回忆。封
锁线筑成后，军方继续研究。为了牢固起见，海军又奉命调去海圻、海容、海筹、海琛四舰，在封锁
线后增筑一条辅助阻塞线。将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各地征运来的石子3094立方呎、8856吨，以及
民船、盐船185艘，填补空隙，共费时两个月，动员人工近两千，才将这条封锁线全部做成。原以为这
道封锁线可以把日本在长江以内的军舰和商船全部俘获，不幸消息被行政院秘书黄秋岳知道，密告了
日本人，日军马上通知各舰船撤离侨民，逃出长江口。后来黄秋岳父子虽以汉奸罪伏法，但我们仅仅
截获到日清公司的岳阳丸(3298吨)、大贞丸(1369吨)两艘商船，算是“八一三”以后的首批战利品。那
两艘日轮由海军押回南京后交给交通部。交通部派船舶科长王洸接收。王洸即与南京招商局研究，调
集了两套船员班子，由王洸率领朱文秉船长等登轮接收。后分别将岳阳丸改名为江汉，大贞丸改名为
江襄，由招商局组织营运，参加抗日支前与后撤运输。江阴阻塞线，以及长江南岸的黄山、北岸的八
圩塘要塞炮台，构成了坚固的防守火网。后来，虽经日军疯狂轰炸，始终未被攻破。上海被攻陷后，
日军沿京沪线西犯，武进失守，并攻下江阴，经过激烈战斗，攻陷要塞炮台，才迂回到封锁线后方，
进行爆破，清除沉塞物。可是，日本大型军舰很长时间仍然未能通过。江阴阻塞线对延滞日军西犯、
让抗日部队抓紧时机调整部署起了积极作用。江阴阻塞，下游航线中断，似乎影响了上海物资西撤，
但实际上，江阴阻塞的第二天，“八一三”战争爆发，吴淞口的日本军舰根本不允许我轮自由进出黄
浦江。沉船塞江任务完成后，沈仲毅于13日晨即乘车赶返上海。下午到达上海郊区的真如车站时，“
八一三”战事已经爆发，他已能听到前方的枪炮声。“沿途逃难民众均云不可前进，本人以责任所在
，仍冒险抵达闸北，斯时通租界之桥梁均已封闭，乃要求保安队代雇一船渡过苏州河，回局与蔡增基
总经理密商应变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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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6年，《长江大撤退》（以下简称《大撤退》）出版以后，今天又出版《长江大撤退全景实录》（
简称《全景实录》），主要原因是：第一，几年来继续从各家档案馆中补充了许多重要史料，例如，
招商局运送百万大军下江东，支援京沪抗战，就是十分鼓舞人心的史实。第二，对原作留下的民生公
司的多个历史谜团，经过深入细致研究，逐个解开，呈现出全新的历史面貌，显示了卢作孚的智慧与
胆略。卢作孚的智慧浸润在民生公司的一系列史事中。因此，有必要重新撰写。    《大撤退》出版后
，读到南方都市报《读书周刊》对日本就实大学李开源教授关于复活历史的详细介绍，对我很有启发
。此后，又读了杨奎松教授的《开卷有疑》一书中诸多解开历史谜团的文稿。杨教授说：解密就像刑
警侦破刑事案。事后，我确有此感。    历史解密。我首先抓的是，卢作孚为何推迟宜昌抢运？按常理
，武汉失守前夕，为保证武汉撤到宜昌的物资安全进川，民生公司应尽快增派运力，缩短航线，组织
抢运。但是卢作孚在9月底田家镇失守后已经下令准备开辟短途航线，却一直未见下达实施命令。直
到于武汉失守前夕，10月23日到达宜昌进行了一番准备后，11月1日，短途航线才正式开始营运。这是
为什么？    经检索史料发现，10月间民生油料集中到宜昌的达3000余吨，民生油料是商货，当排列在
军公物资之后进川。按此常规办法，民生油料尚不知要积压到何时。为设法将它优先安排进川，卢作
孚将兵工器材运输分配专轮办法改为分配吨位后，重新掌握了轮船的配载权，其油料和合作厂矿器材
都可由公司首先发运。    为什么要推迟抢运？我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推断：卢作孚是交通部留守武汉的
部长，不能马上去宜昌；如果由宜昌经理童少生处理，卢担心在分配专轮改为分配吨位问题上如遭军
方阻碍，童少生恐难应付，必须由他亲自处理。这就导致卢决定推迟宜昌抢运。这一决定在军事上冒
险性大，但卢有他自己对军事形势的判断，因而大胆作此决定。    红顶商人胡雪岩谈道：“敢于冒险
，同时懂得如何冒险，是成功商人的必备素质。个中玄机，实在深矣大矣！”卢作孚与此相符。    解
密成功，心情颇为振奋，也感受到历史研究的无穷乐趣。接着我又弄清了政府任命卢作孚为交通部常
务次长的同一时间，为何又突然成立军委会水道运输管理处仍由卢担任主任这一疑问。我根据当时民
生的处境、推断出卢作孚把握住了受命承担政府机构西迁总责这一时机，以军队干扰运输，交通部难
以应付为由，大胆提出在军委会下专设水运处，以处置军队干扰，完成政府机构西迁。卢作孚这一动
议，顺理成章，一举成功。从而掌握了长江航运大权。对民生极为有利。（详见第六章第1、2节）    
这两次解密，凸显卢作孚洞察形势、把握时机、大胆决策、化解困境的经商大智慧，使我对卢作孚的
认知产生了新的飞跃。以这种新的认知，回头再审视其他的史料，发现卢作孚的这种智慧和机巧沉潜
在他每一事件的处理过程中。这使我想起，1983年我在上海访问杨成质。他谈到兴奋处说：“卢作孚
处理问题之巧妙，真使人钦佩。”我立即追问，并请他谈几个事例。他却闭口不言。杨保密的大概就
是民生公司的商业机密。像推迟抢运的深层机密，可能民生高层也未必知晓。    卢作孚研究何去何从
？是掩盖史实，还是面对史实深人开掘？以上事实已可明白。如果我们不面对历史谜团，谨慎地去追
溯深层原因，解开谜团，复原历史，那么卢作孚的精彩、卢作孚这方面的智慧将永远被埋没。而这些
卢作孚生命里的精神正是需要我们探寻、揭示的宝贵财富，使后人可以从中得到智慧的启迪。卢作孚
的历史研究者对此责无旁贷。    对新史料的发现与深入开掘，得出新的结论，必将否定旧说。这是科
学发展观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抱残守拙，固执旧见，将使卢作孚研究
进入死胡同。    被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抢运，无论是网络文本还是名家著述，都把
过程和结果搅得混乱不堪。这是由于档案的真实史料未及公开，有些回忆录不实的成分，加上引用者
疏于考证而形成。6年前，《大撤退》已如实记载了民生40天运量和两个月兵工器材还有2万吨的剩余
量。但大家仍然坚持说是两个月完成了9万吨。而当卢作孚的秘书周仁贵的回忆录说40天完成抢运任务
时，大家就一拥而上，都说40天完成9万吨，也没思考一下民生的川江小轮有多大的吨位。即使在卢作
孚1950年说那40天实际运了26000吨的史料曝光后，宣传家们仍然高唱40天运完9万吨的赞歌，让人啼
笑皆非。甚至有个别史家已知上述情况，已知有《大撤退》一书揭示的史实，依然老调再弹，著书出
版，我反复思考，仍不知其出于何考虑。    这次，《全景实录》在原有基础上查清了宜昌撤完9万吨的
时间不是两个月，更不是40天，而是160余天。（见本书193页）70年前，卢作孚不经意问开了历史一
个玩笑。卢作孚原作，本是为推动融资、发展民生事业而写，夸大之处也只是个别数据，战后去美、
加买船，造新船，还带上英译本发送。他怎么也想不到改革开放后的三四十年间，一批精英们竞闹出
这么一场笑话，而且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真是一种可悲的现象。    在查找运完9万吨这一结果的同时，
我还查找民生公司究竟如何运完这9万吨的具体过程。结果，是一个数据，必须查清。而历史发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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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是细致的、生动的、感人的，而且能看到民生经营思想的各个方面。时代的艰难、关系的复杂、史
事的曲折都反映在过程之中，许多学术结论也都潜藏在过程之中。查宜昌抢运的过程，就必须查轮船
公司最基本的活动——船舶运行动态。我按抢运时间（1938年11月至1939年），不论是武汉大学或长
航已否查过的民生档，我都重新查阅，以寻找船舶动向。我下了死功夫，不厌其烦地摘录了宜渝间各
条航线的船舶航行动态（时间、航线、货种），而后进行综合研究分析。《大撤退》凭奉节进出口记
录，断定宜奉线前20天未运1吨兵工器材。这只是宜奉的情况。这次《全景实录》根据新发掘出的宜万
、宜渝线船舶运输动向进行逐条统计、综合得出结论：该两航线几乎全部运的是兵工器材。因此可此
认定，卢作孚对兵工器材和民生油料、合作厂矿器材做了全面而妥善的安排，公私兼顾，没有因短途
航线优先发运油料而拖延兵工器材运输。40天中除了与民生合作的厂矿外，没有轮船吨位运送其他民
营厂器材。    40天后，情况大变。兵工器材重要部分已经撤离，宜昌形势稍缓，有7条船已拨交兵工署
支配使用。这配载权一收一放，显示了卢作孚的商业智慧。从此以后，民生可以自由支配其他大部分
船舶运送迁厂器材，不受兵工署牵制。    档案资料并非每一件都是真实的。民生、兵署、裕华等单位
档案中的内部通讯没发现过虚假，对外函件有假。但很难判定，必须有旁证。我发现民生有假话也是
偶然。例如，民生未按计划将民意、民福轮拨交兵工署，受到兵署指责后民生答复：民意要进厂修理
，民福无法过青滩。结果在民生小青滩站的档案发现，民福却在小青滩至万县间运送裕华、华生厂器
材，没有从小青滩运送兵工署的火砖去万县；而从裕华档案中又发现，民意在回重庆修理前后都在运
裕华器材。民生的回答有虚有实。兵工署得到民生的回复，不可能发现此中有虚情，我查了小青滩站
和裕华的案卷才明白真相。但是，我调阅这两份档案，目的不是查民生答复是否有假。查小青滩是为
弄清民生船舶动态。查裕华档的动因，是民生有一件档案资料，通知裕华按每吨300元支付运费，但来
龙去脉不清。结果在裕华档中发现有两厚本信函完整地保存了裕华宜办致重庆的全部函件原稿，其中
，每吨300元运价的议定，是卢作孚首先提出的。裕华的函件还详细记录了民生各轮运送裕华器材的全
部动态，连交涉过程中童少生表情的前后变化都有具体描述。阅裕华档后感到，民生档虽有“有文必
档”的原则，但其存件的完整性远不及裕华。民生巴东、巫山站的函件缺漏太多，只能运用其一个时
段的动向进行分析，缺乏完整性，也就失去了权威性。裕华档反映了宜昌撤退该厂器材全貌，民生收
取300元高额运费前后对裕华运力的不同安排都有具体反映。这对了解民生的经营决策有重要意义。运
送兵工器材之初，特别是运送8万吨时，民生主动向经济部提出停运迁厂器材，全力运送兵工器材。
但是，抢运40天后，进入1939年，各类物资价格飞涨，兵工器材运价还是1937年10月定下的。时值宜
昌抢运渐进尾声，民生安排兵工器材运力后，调动运力运送迁厂器材当属情理之中。民生对船舶灵活
调度，反映了其积极开辟财源，以应对战时物价飞涨、货源不足、航线缩短、收入锐减的困境。在这
里我们可以看到，民生公司战时经营的复杂和艰难，也可以大略体味到私营企业在夹缝中生存的情状
。至于如何认识民生公司为了增加收益与兵工署之间的博弈，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长航局内部
对此存严重分歧。《民生公司史》对民生战时积累资金的各种手段有详细揭示。冉德华的《创业雄略
》一书对此从正反两方面作了客观的评价。公司一点一滴积累资金，民生员工勒紧裤腰带，减少公司
支出。涓涓细流，汇人大海。战争结束，民生结余达百万美元，没有一分钱流人个人腰包。卢作孚以
此巨款到美国购买了一批海轮，开辟了近海和南洋航线，发展了民生事业。这批海轮解放后由香港驶
返内地，成为北洋航线运输主力。正如卢作孚所说：公司最终是为国家的。    卢作孚与民生公司史的
研究任重而道远。《民生公司史》于1990年出版，那只是开了个头。书中对民生撤运兵工器材只写了
一千余字，头绪也没有弄清，像水运处这一类重大事件更未提及。问题的要害在于对档案研究的功夫
太浅。卢作孚志如高山，心如大海。2012年11月，我在民生档案中发现一封资料，是卢作孚亲笔列出
一大排在世界范围内调查各种建设项目与产品的最高指标。有海陆空各兵种武器，如最大航空母舰多
少吨，最大驱逐舰、最大护卫舰多少吨，这张单子给人震撼。卢作孚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我国将来
要造世界最大的航母，最大的舰船，煤炭、石油、钢铁产量都要达到世界前列，成为现代化世界强国
。他想的这些和他要使民生旗帜飘扬在大西洋、太平洋以及他的誓言——“白种人能做到的，黄种人
也能做到”、“一步跨到世界前列去”完全一致。中国正在崛起于世界东方，卢作孚对此，在八十年
前就细细地思考了。    卢作孚的核心思想是要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就可以理
解他的一些行为，理解他的一些决策。    这次《全景实录》还纠正了对民生公司的多处错误宣传。如
周仁贵回忆：为封锁田家镇航道，军方下令把川江民生公司的船拉去沉江。可信吗？中下游有大批江
海大轮在武汉，需要把川江的船拉到中游去沉？这种荒唐事，只要稍加思索就可发现疑点而予以否定
。但是，居然有不少著作加以引用，还绘声绘色描写卢作孚如何理直气壮进行反对。实际过程是，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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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孚在一次军事会议上一言九鼎，改变了军方要沉江海大轮的初衷。之后，由王洸主持建造4艘水泥
船顶替，没有沉没一条轮船。（详见第七章）    有的史著说，当局下令并吞民生公司，卢作孚到处奔
波，托人说情。试问，蒋介石委任卢为交通部次长，怎么会并吞他的公司？事实是，卢任军委会水运
处主任后，军方向民生租船困难，顾祝同告了水运处，提出要租民生的船运军品，最后蒋介石同意卢
作孚的包运方案，根本没有下令并吞一事。（详见第六章）    许多文本都说，大撤退期间，民生被炸
了多少船，死了多少船员。事实是，民生船被炸始于大撤退结束以后的1940年8月间。大撤退期间，民
生没有一条运输船舶被炸，没有死伤一名船员。    建立在伪史料的基础上和对卢作孚大量生动事件还
处于模糊不清或空白的情况下，或依靠几条标签，“40天”“圣贤”“完人”等等，就无法形象地真
实地树立起一个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风浪中英勇搏击的卢作孚。    关于把大撤退比喻为“中国敦刻尔克
”，读者中早有议论。民生高层职员郑璧成之长子郑光复教授，读完《大撤退》后对此颇有感触。他
著有《壮阔深远于大江之外》一文，提出“长江有自己的自豪，更壮丽、更深刻、更丰富的自豪！” 
  这次根据新收集的史料，补充了“商运”、大专院校西迁和大撤退成果等专章，以求符合“全景实
录”的要求。    第十八章中记下了大批院校经长江西迁的概况，记下了许多作家、艺术家的轶闻趣事
，还介绍了南京中央大学牧场技师王酋亭，他从南京赶着一群牛羊鸡鸭，长途跋涉由南京走到宜昌才
上了船，这是西迁队伍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全景实录》的撰写经历了漫长时光，得到许多领导、
专家和朋友们支持帮助和鼓励。长航党委书记黄强在《长江大撤退》出版时，就认为这部书史料珍贵
，他还从行业文化建设高度肯定它的价值。每次见面，他都要询问情况，对我的写作倍加关注。长航
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肖汉良和香港招商局副总裁胡正以及香港水翼船公司王长宁先生，民生高
层职员邓华益之子、香港耀王投资公司总经理邓安澜等都给予帮助支持。在史料研究和写作过程中，
我常请教中南财大赵德窖教授和武大戴鲁教授。戴鲁教授是研究卢作孚的资深专家，我麻烦他特多。
他不仅在电话中给我讲述观点，还不止一次审读书稿的一些重要专题，提出意见。与思南先生多次交
流使我受益匪浅，这次在封四的短语中，他把“还原历史”视为卢作孚研究的更高层次。编审张后铨
，我们平时请教商讨最多，还给我提供了珍贵史料。副编审罗传栋写来读后的文稿，给我指出了重要
问题。《民生公司史》主编、川大凌耀伦教授，生前在我写作过程中，鼓励我：“对卢作孚研究，按
各自原则和文德进行，不理会那些偏见，‘我行我素’，历史自有结论。”在我工作开始之初，重庆
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张瑾教授就关心我：“你这是大题材，你可以申请科研经费的。
”我一直记得她对我的关注。作者赵晓玲经常和我交流查档进展和经验。所有这些口头的、文字的交
往，都使我得益良多。    采取各种方式支持帮助鼓励我的还有龙汉武、李毓坚、谢才雄、朱复胜、童
若春、李邦畿、邱树荣、樊勇等同志。    为了《全景实录》的写作，长航档案中心的领导和业务科吴
科长和鲍立萍、杨晖两小姐为我做了不少具体工作；此外，广州的林宝莲，武汉的杜晓华、彭文、朱
阳帮助我的书稿进行电脑输入，减少了我不少具体困难。    在书稿撰写过程中，读到广东人民出版社
《新史学》丛书向继东先生的《总序》，颇受鼓舞。《总序》对史学研究现状提到：“对待史料，常
凭个人好恶和口味而取舍”，“回避真问题”等，正是《大撤退》评价中碰到的问题。于是决定把书
稿投向广东；之后，得到该社副社长肖风华的热情支持，责编张小云她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值此书
稿出版之际，谨向上述同志致以深深的谢意。    长江大撤退，是长江历史上意义重大的大事件。它波
澜壮阔，撼人心魄。离休以后，我有机会整理、撰写这一段史事，实属幸事。这对于一生在长航工作
的干部来说，我也是责无旁贷，因此我用了大量时光在这部书稿上，但我毕竟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一
介草民，水平有限，难以应对这一重大任务。书稿中有一些问题尚未弄清，观点也未必正确，有许多
问题需要大家探讨，希望《长江航运研究》、特别是《卢作孚研究》对此应有所贡献。如果能与读者
和专家们敞开思想、从事实出发、平心静气、公开公正地探讨学术，那将是人生一大快事。    书稿中
错误缺点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专家给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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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长江大撤退全景实录》编辑推荐：1.深度解密最新档案，翻开抗日战争极悲壮的一页，透视七七事
变后南京政府的西撤内幕与卢作孚的经商智慧。2.长江大撤退是我国航运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迁移运
动，难度与场景远超二战的敦刻尔克大撤退。3.作者于八十多岁高龄，在各档案馆中补充了许多重要
史料，并对第一版著作留下的民生公司的多个历史谜团，经过深入细致研究，逐个解开，还原历史真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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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长江大撤退令人心潮起伏，岂止于那江那时那事！远超敦刻尔克大撤退，大西洋那海滩只是军事大撤
退，长江上流淌的却是民族危亡关头迸发的自强自信自胜的大决心，演绎的是来自大半个中国的壮烈
行动；不仅军事还是工业、文化与经济的全面紧急再布局，变原来较闭塞与相对落后的三峡以西，成
为坚持抗战到转入反攻获胜的民族复兴基地；是民族大觉醒、大奋起、大决战的人口大迁移；是以退
为进！——郑光复  民生公司高层郑璧成先生长子我想这部写实的历史著作必将以填补我国长江航运
史研究的一个学术空白点而存世。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应在求“真”的基础上求“善”求“美”，这部
史著由于对档案资料的深度开掘，展现了一个真实而睿智的卢作孚。让读者对那段历史及其历史人物
有一个完整而全面的认知，发挥读史让人明智的功效，其处处散发出“真”的学术味道，别具阅读的
价值和存世的价值。——陈国定  北京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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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实话实说实在太糟糕。书中作者个人主观意识强，有高唱赞歌之嫌，没有历史研究者的踏实和严
谨！失望至极！平白浪费四十大毛！
2、这书运用历史学自下而上研究的方式，比较细致地收集了很多史料，让读者有幸见到这些弥足珍
贵的史料。如南京中央大学农技师们将优良家禽品种等一路从南京赶养到重庆，、兵工厂李承干厂长
，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制造更优良枪炮的事业，成绩斐然，却拒绝接受蒋委员长接见的邀请，其不为
名利，只为祖国存亡而奉献自己的一切才智，乃至生命的精神，如高山不言其高一样，在那里巍然屹
立。这些有血有肉的史料，对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时期的生活细节与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提供了生动
详实的历史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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