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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商人》

内容概要

一部追溯中国近代工商业历史与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传统的著作，这不仅是对民国时代的一种追忆，更
为当下企业家、创业者提供了精神食粮。
.
继《大商人: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后，著名历史学者傅国涌关于民国商业历史的又一巨作，共同追
寻中国现代工商业文明的起源，探寻被历史洪流冲散的民族工商业背后的精神财富。
.
以编年体的方式，褪去华丽辞藻，卸下大道理，仅以平实的语言将1912-1949年间中国企业家的故事娓
娓道来，为当代人的精神世界输送了更多有价值的理念与传统。
.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追溯中国近现代工商业历史与中国企业家精神本土传统的著作。
作者以历史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角度，用平实的语言、编年史的书写方式，详细记录了自1912年至1949
年这段历史时期，中国现代工商业的萌芽、发展、辉煌与衰落，从实业家整体的角度，描绘他们在那
个复杂动荡年代中处境与命运、抗争与妥协、创新与贡献：在短短半个世纪中，他们创立了中国企业
家精神的本土传统，引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打造了一个近乎奇迹
的民族工商业繁荣时代！他们敌不过历史的洪流，最终消散，却为我们留下来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与传
统。

Page 2



《民国商人》

作者简介

傅国涌，历史学者，独立撰稿人。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主要关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特别是
百年中国言论史、知识分子的命运史、企业家的本土传统等。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1949年：中国
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百年寻梦》《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
简史》《追寻失去的传统》《主角与配角》《文人的底气》《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民国年间那人
这事》《帝国尽头是民国》《金庸传》等，编有《过去的中学》《过去的小学》《追寻律师的传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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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商人》

书籍目录

前言   万金散尽不再来——民国企业家的聚散之道
1912年：荣德生的三个提案
1913年：暧昧的工商界
1914年：“海归”登台
【年度人物】夏瑞芳：中外合资第一个样板
1915年：银行是一针见血的组织
1916年：民营企业的品牌意识
【年度人物】银行家张公权的底气
1917年：“大世界”开场
1918年：工商界推动“南北议和”
【年度人物】郭氏兄弟：永安百货的“创世记”
1919年：“爱国之心，未敢后人”
1920年：“新商人派”
【年度人物】时代浪尖上的聂云台
1921年：先开锣“跳加官”的工业救国者
1922:年：走向国际舞台的努力
1923年：昙花一现的“商人政府”
【年度人物】简氏兄弟：商场如战场
1924年：从科学管理找生机
1925年：提倡国货的天赐良机
1926年：张謇之死
1927年：卢作孚的北碚建设
【年度人物】陈光甫的服务之道
1928年：倡裁兵
1929年：“中华工业总联合会”
1930年：刘国钧的三个“一点点”
1931年：杜重远忍痛别窑
【年度人物】郭家：从商业向工业拓展
1932年：项松茂赴义
1933年：永安“富二代”接班
1934年：“申新搁浅”
1935年：“抵羊”毛线进万家
【年度人物】 宋棐卿：抵羊  抵洋
资耀华临危受命
1936年：“劳工自治”不是梦
【年度人物】  都锦生：拴铜钱的包袱布
1937年：“特别训练队”到大西迁
1938年：“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年度人物】卢作孚首倡人的现代化
1939年：西南成为企业新中心
1940年：“孤岛”繁荣昙花一现
1941年：大老板成为小伙计
1942年：“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
1943年：大后方企业界大联合
【年度人物】  创下“天”字号的吴蕴初
1944年：展望战后工业化
1945年：企业家与行政院长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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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商人》

1946年：接收! 接收!
1947年：侯德榜到日本拆机器
1948年：最后的选举
1949年：去留之间
【年度人物】 卢作孚自杀之谜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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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商人》

精彩短评

1、主要是史料编年的梳理。卢作孚、张嘉璈、陈光甫、资耀华、穆藕初，为他们的事业而动容。
2、不厚的书，读起来让你肃然起敬
3、这个实业报国的民国企业家群体，在官方历史中只是几笔带过，普通读者或许熟知张謇、卢作孚
、陈嘉庚、荣氏兄弟等几个人的名字，更多人的历史则长期被遮蔽。这本书以编年的形式，摆事实，
不“讲道理”，厘清了这个民国企业家群体的历史事实。
4、民国时期的草创史，内忧外患，时局不定的年代仍能闯出一份天地，不易！
5、喜欢~
6、「爱国之心，未敢后人」。民国商人和五四知识分子确是一珠双璧。
7、书不厚，读起来很涨知识。原来在那个时代有这么一群人，从1912年到1949年，从萌芽到兴盛，再
从兴盛到败落，起起伏伏的一部民国工商业的编年史。一个个实业救国的企业家与外资企业的对抗，
与战争的抗衡，与国民政府压制的不妥协，在感慨他们命运的同时也心生敬佩之情。看到他们那时的
一步步前进就看到了现代工商业各种形态、制度的影子，这一切都是他们打下的结结实实的基石。一
直记得陈光甫的那一句“服务社会”，他们这些实业家坚定不移的无私和爱国，是我最佩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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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商人》

精彩书评

1、以前上学时，历史课上学到民国实业家“实业救国”和公私合营这两章时，记住了张謇、卢作孚
、陈嘉庚和荣氏兄弟的名字，对他们的具体事迹并不了然。当然更不知道，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如此
庞大的一个民国实业家群体，在一百年前就取得了如此堪称辉煌的成绩，幸而读了傅国涌先生的这本
《民国商人》补回了这一课。

说他们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并非仅仅指他们积累了巨额财富，还指他们身先士卒改造社会的积极投入
，指他们散尽万金捐资助学的做派，以及他们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现代企业家公益传统。

“棉纱大王” 穆藕初在一众企业家群体中，让人印象尤为深刻。从美国留学回来后，他创办多家新式
纱厂，靠着引入超前的“科学管理法”，他的纱厂一出现，就成了样板企业，他本人也成为上海企业
界标杆式的人物。然而，他能在中国企业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靠的绝不是企业办的多成功。因
为不过短短八年之后，他的企业失败了。

穆藕初在创业成功之初，就有散尽万金、捐资助学的做派，在企业失败之后，他还做了大量公益、慈
善事业，利用自己在企业界的人脉和声望，帮助过许多优秀学子或到异国深造，或在国内继续学业。

1920年，他捐出五万银圆做奖学金，拜托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人从北大毕业生中选取对学术和社
会确有贡献的学子，不必经过考试，去西方留学。他前后资助前往欧美留学的学子共有14人，其中就
有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民俗学家江绍原、中山大学著名教授康白情等人。其余人等在学
术上也各有出色表现。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之间彼此信任、毫无隔膜，所以穆藕初才放心让知
识分子去选学生，而胡适也曾被选为天津久大盐业公司的董事长。法国学者将1911年到1937年称为中
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认为实业家与“五四”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是“一珠双璧”，不是没有道
理的。

还有名满中外的陈光甫，我是读了这本书才第一次知道民国史上还有这样一位人物。他白手起家创办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为当时民营银行的典范；还一手促成了中美“桐油借款”，为中国抗战做出了
突出贡献，被美国人誉为“中国的摩根”。我想，这个人的故事如果拍成电影，也一定精彩极了。

风云激荡的民国，不但涌现出众多的革命家和知识分子，也出现了这样一批精明干练、亦儒亦商的实
业家，他们高举实业救国的大旗，办工厂，开银行，做实业，不但成功狙击了洋货，也积累了巨额财
富。但他们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又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改造浪潮中去，为更广大的民众谋取真正的福
利。张謇、卢作孚等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至今为人感念。

傅先生的这本书，以编年体为经，将民国时期三十余位实业家的事迹一一道来，联想起今时今日企业
家们的所作所为，读来让人唏嘘不已。

Page 7



《民国商人》

章节试读

1、《民国商人》的笔记-第33页

        日本报纸和日本人的著作时有讽刺南京国民政府的话，“革命军北伐成功，得力于江浙财阀之支
持”。之所以把他们这些人叫做“江浙财阀”，因为张公权是江苏宝山（现属上海）人，陈光甫是江
苏镇江人，李馥荪是浙江绍兴人，钱永铭是浙江吴兴人。
“实则此数人者，并非如日本之三井、安田等家族之拥有实力，号称财阀可比。仅凭借各人之地位，
兼得民众之信仰而已。”

2、《民国商人》的笔记-第50页

        在营销模式上，永安公司动了很多脑筋，比如有名的“康克令小姐”——美国金笔Conklin（中文
音译为康克令）由永安公司总经销，在一楼设有专卖柜，雇用年轻、漂亮而且懂一点英语的上海小姐
站柜促销，其中一位小姐不仅相貌漂亮，而且温文尔雅、服务热情，不少文人闻风而来，报纸上都做
了报道，大家干脆称她为“康克令小姐”，以后上海人习惯把女店员统称为“康克令小姐”就是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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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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