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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都锦生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浙江十大爱国民族实业家，是杭商的杰出代表。
都锦生23岁首创丝织西湖风景画。
25岁彝教职，开办家庭作坊。
他下南洋，负笈东瀛。
他闯荡上海滩，让“四字题名”的“西湖十景”绽放在“影后”胡蝶主演的影片申。
如今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都锦生织锦，始于20年代，以他名字命名的“都锦生织锦”注册商
标成为驰名海内外的民族品牌；28岁，被誉为“东方艺术之花”的代表作《宫妃夜游图》在美国费城
国际博览会上获金奖。
在他炽烈的企业家精神激情燃烧的45年生命历程中，始终怀揣“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之梦想；
始终秉承“求是”学风和“七戒”“诚朴”校训；始终直面挑战，筚路蓝缕，诚信经营，热心公益。
⋯⋯他的精彩人生无疑是励志的完美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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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冈原，女，1961年8月7日生，浙江杭州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本科毕业于南开大学世界史专业；1991年至1994年，在杭州大学攻读英国史方向硕士研究生，获历史
学硕士学位；1985年，调入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历任助教、讲师、教授；2007年9月至2008
年2月，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做访问学者，从事北爱尔兰和平问题研究（教育部985重点课题）
；2006年9月，任杭州师范学院跨文化研究所副所长；2008年至今，为杭州师范大学文化艺术学硕士生
导师。
 研究方向：世界近现代史、英国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世界文化史、国际关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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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水乡文化之浸润    都锦生的身上体现着浓郁的江南文人色彩。
使之既有精明的经营头脑和创新意识，又有耿直不屈的传统文人个性。
都锦生的作品充溢着强烈的水乡文化特点。
特别是其主打丝织风景产品，几乎涵盖了西湖的美丽景致。
这不能不说与都锦生自小耳濡目染的地理环境和水乡文化特色有着莫大的关系。
    杭州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自古就有崇尚文化与知识的传统。
都锦生生在杭州，在西湖边长大，他的身上自然就浸润了千年古都灿烂的人文色彩。
杭州的文明史源远流长，据考古证明，早在四五千年前杭州的先民已在此繁衍生息，并创造了光辉的
“良渚文化”，显示出人类文明的曙光。
禹贡时杭州属扬州，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曾是吴越两国争霸的地方。
秦汉时已有县治，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杭州设县治，时为钱唐县，属会稽郡，治所在今灵隐一带。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曾“过丹阳，至钱唐”南巡来杭，这是钱唐之名第一次见于史
书的记载。
南北朝时改县为郡，南朝梁时将钱唐县改为临江郡，至陈时又改为钱唐郡。
隋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废除钱唐郡改称杭州，故杭州作为地名沿用至今。
公元610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京口(今江苏镇江)至杭州的江南大运河，使杭州成为贯穿中国南北运河的
终点和交通枢纽。
从此，杭州的经济文化逐渐发展，地位开始凸显，逐渐“走上大都市的发展历程”。
唐代杭州日见兴盛，唐代中期杭州已成为“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的商业
大都市。
特别是白居易管理杭州期间极力“筑堤捍钱塘湖，钟泄其水，溉田千倾”。
进一步兴修水利，治理西湖。
美丽的湖光山色、绮丽多彩的江南风光，给白居易提供了赏玩不尽的创造题材，也让他写下了大量呤
诵不绝的名诗佳作。
同时，也正是因为白居易的名声和诗作，大大宣传了西湖的知名度，西湖从此名扬天下，成为历代文
人歌咏的对象。
杭州也成了世人心中最美丽的城市，一跃成为当时的“东南名郡”。
五代十国时候吴越国定都杭州，周边战乱四起。
而杭州却保持相对稳定的局势。
杭城经济与文化持续发展，一跃成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东南第一都市”。
北宋时杭州人口激增，社会经济和文化进一步发展，已成为“东南形胜”之地。
西湖名声也进一步传播。
尤其是苏轼在杭任职期间，对西湖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并修筑了苏堤，在堤上遍植杨柳、桃树，使
西湖景致更加妩媚、多姿。
同时，不少诗人、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也都慕名来杭，留下了大量赞颂西湖人文美景的动人诗篇
，为杭州增添了迷人的色彩。
公元1138年，宋室南渡，定都杭州，杭州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给城市发展带来了
许多有利条件和机遇，杭州更加美丽、繁华，从此步入繁华鼎盛时期。
当时的杭州是国内最繁盛的商业都市，也是主要对外贸易港口，一年四季商贾云集、大小店铺林立、
舟馆旅驿遍地。
城内街市纵横，比户相连，酒肆、茶坊遍布其间，生意买卖之声不绝，顾客日夜盈门，据吴自牧《梦
粱录》卷十九载：“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
数日经行不尽。
”杭城的繁盛景象可见一斑。
南宋以后，杭州城的城市格局基本没有发生大的改变，虽历经劫难，但“自元迄清，杭州城市经济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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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得到发展，逐渐成为江南丝织业中心之一”。
元朝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赞叹杭州无可置疑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城市”，可见杭
城在世人眼中的崇高地位。
清代时统治者对杭州也比较重视，特别是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多次南巡游玩杭州，乾隆皇帝更留下了
“六下江南”的生动传说，对西湖美景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杭州城亦名扬天下。
    唯因杭州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有深厚的人文底蕴，素有“丝绸之府”、“人间天堂”之美誉
。
都锦生自小在西湖边长大。
美丽的西湖风景，文物之邦水乡的四季晨昏、风花雪月，其灵秀与通达精神，早已在他的心中深深扎
根、发芽，变成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丝绸之府”的锦绣荣光更让都锦生深以为豪，并最终指引他走向织锦之殿堂。
都锦生在他的创作题材中鲜明体现了水乡文化底蕴。
其作品中既有风景无边的西湖美景，也有文人墨客的绘画、诗词，更有中国传统的梅、兰、竹、菊条
屏画，可谓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而这正是水乡杭州，古都深厚人文色彩的外在体现。
    杭城依山傍湖，风景秀丽。
百姓口口相传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说明它不仅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更蕴涵浓郁的江南水乡情韵。
杭州的水乡文化色彩与“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是一脉相承的。
提到杭州就不能不提到西湖，西湖已成为杭州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是杭州山水风光的一种自然折射。
自小在西湖边长大，对西湖更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从孩童时期的迷恋到青年时期的挥洒激情梦想，再
到创业时的上下求索。
都锦生的创业史与西湖始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西湖旧称武林水、钱塘湖，位于杭州城西。
隋代以前西湖还是一片葑草。
经历代大力整治，初具规模，是“天成与人工相结合而产生的山水风光杰作”。
自宋代开始通称西湖。
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一》记载：“西湖，故明圣湖也，周绕三十里，三面环山，溪谷缕注，下
有渊泉百道，潴而为湖。
”早在唐宋时期，由于白居易、苏轼等人对西湖的大力建设和对西湖景色的极力赞扬，西湖名闻天下
。
宋室南渡后，西湖苏公堤一带更是“堤桥成市，歌舞丛之，走马游船，达旦不息”，沿岸建筑华丽，
成为一片繁华胜地。
西湖之美不仅在湖，也在于山。
南北高峰遥相对峙，高插云霄，峰奇石秀，林泉幽美。
众多山峦如众星拱月一般，把西湖打扮成一颗璀璨明珠。
历代文人对西湖的无边美景也是赞赏有加。
白居易在《杭州回舫》中写道：“自别钱塘山水后，不多饮酒懒吟诗。
欲将此意凭回棹，报与西湖风月知。
”充分表达了自己对西湖的无比留恋之情；苏东坡更直截了当地赞扬道：“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
好是杭州。
”其实，再美的言辞也难以表达西湖的旖旎风光。
宋代汤仲友诗“山色湖光步步随，古今难画亦难诗”就已点明这点。
尤其是苏东坡的《饮湖上初雨》传神地写出了西湖的天生丽质和动人神韵，被公认为前无古人、后无
来者的千古绝唱。
西湖之美不但在于景点众多，更在四时皆有可赏之景。
其朝夕晨昏、风雪雨雾、春夏秋冬，仪态各殊，令人倾慕不已。
杭州有句名谚“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雪湖”，意谓西湖景致“四时朝暮，阴晴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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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无在不宜”。
晴天观湖，碧水清流，山色苍翠，湖景如画；雨天观湖，但见水天连一，烟雨潆漾：月夜泛舟湖上，
山色空漾，若隐若现；雪天观湖，但见水天一色，茫茫无边。
无论什么天气，都能让人感悟到非凡的意境。
西湖是一首诗，是一幅美丽动人的天然画卷，千百年来以其独特的魅力征服了无数文人墨客，并留下
了大量歌咏西湖的诗词、文赋、绘画等艺术作品，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
西湖之景致也触动了都锦生缠绵的思绪，整日游览西湖美景、披览西湖人文传说，触发了他通过将西
湖美景与杭州悠久的丝绸工艺相结合来介绍给世人欣赏的想法。
他潜心研究，博采众长，循序渐进地不断创新，最终取得了成功。
山湖相依，色影并美。
西湖如绝世佳人风情万种，令人心醉神迷。
    后人把美丽的西湖景色选出若干景点，作为西湖的代表，是为“西湖十景”之滥觞。
南宋时，宫廷画院的画家从西湖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景观作画，并将这些画作，冠以四字题名。
这些画作流传开来后，人们遂以画作上题名指代相应的景观。
后遴选其中的10个作为代表，形成最初的西湖十景。
首批“西湖十景”分别为：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
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
这些只是西湖最具特色的景观，南宋后期正式定名。
祝穆《方舆胜览》、吴自牧《梦粱录》中对此均有记载，明张岱的《西湖梦寻》中还专门题有《西湖
十景诗》，可见西湖十景影响之深远。
而丝织风景的首创者——都锦生，则更是熟悉西湖风景之盛，深谙西湖文化之底蕴。
创业之初，他便确定以西湖十景为题材，织造丝织风景产品，淘到了“第一桶金”。
    都锦生生在千年文化浸润下的杭州，悠久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他重诗书、崇文化的传统习惯，也奠定
了他乐善好施、治国齐家的伦理思想。
都锦生自幼好学、聪颖伶俐，他“在私塾、学堂里对经纬之类诵读如流”，深得先生喜爱。
然而，都锦生生性活泼，兴趣广泛，他经常去湖畔的绿荫里垂钓，更喜欢泛舟湖上，到西湖的怀抱中
亲自感受她的温柔与呵护，西湖四季不同、春花雪月的旖旎风光更让他流连忘返。
平时，都锦生还酷爱诗书画作，尤其是收集古代山水画。
在他看来，那朦胧淡雅、皴染点泼的一幅幅水墨山水简直就是对西湖的最佳阐释。
迷人的西湖景色在都锦生的生命中留下了永恒的记忆，成了他生命中永不褪色的华美篇章，诗、书、
画、丝的大干世界，更为他以后的事业奠定了艺术与文化根基。
    快乐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经过五年初等小学堂的学习，都锦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
他渐渐变得安静、沉默，这是他心理成熟的标志。
他已不再是当初的懵懂少年。
他开始学会思考，更善于动脑筋，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问题。
    P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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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五年前，我申报了2007年度“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之“浙商文化与商界名人研究课题——《都锦生传
》”。
经专家评审与浙江省哲学社会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审批，这一研究项目被列为浙江省哲学社会规划重点
项目。
而着手这项课题研究时，资料方面的困难始料未及。
有鉴于此，我在浙江图书馆和杭州档案馆各处尘封的故纸堆中爬梳的同时，采取辅之以田野调查的办
法，并开展了口述史的工作。
其间，诸事缠身。
2008年2月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在李世安教授指导下，承担了教育部的一项重点课题的研究任务。
2009年1月起，参加杭州市重大课题“城市学”研修工作。
是年7月，我被作为高级研修学者派往伦敦格林威治大学。
自2009年12月回国以来，除从事城市学相关24个主题资料的整理翻译工作外，还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
设了五门课程。
凡此种种，造成这项课题研究工作时断时续，延误至今。
    幸运的是，五年来这个研究项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凝聚了众人的心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亦是友谊地久天长和人间美好真情
的见证！
    首先要感谢的是。
本书写作过程中。
自始至终得到了都锦生先生后裔们的理解和帮助。
特别是都先生的长子——都祖荫先生写作的《大家族》，为本书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
这五年中，老人家几乎年年来杭州，见面时总是不厌其烦地答疑解惑，并对写作予以热情的鼓励。
都先生的女儿都恒云女士不顾年事已高，更是多次亲自陪同去故居。
    写作中，荣幸地得到25位领导、学者、专家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锦生织锦技艺传承人，以
及这家“中华老字号”织锦厂领导和老员工们的指导和帮助。
在发放和回收四套问卷的过程中，得到了都锦生织锦厂工会主席范洁女士、都锦生故居的欧振民主任
、都锦生博物馆的柯道存先生、浙江工商大学吴忠良博士、夏衍中学的孙正娟校长和傅波老师，特别
是西湖博物馆的孙良馆员的友情援助。
    借此，还要表达对我供职的杭州师范大学的感谢。
从学校到科研处领导，尤其是人文学院这个温暖大家庭诸位前辈及历史系同仁们对我的帮助难以言表
。
浙商问题研究专家陶水木教授。
对本书的完成提供了学术上宝贵的建议和精神上的支持。
2008年至今，研究生刘克龙参与了资料收集和部分初稿写作；尹芳、王倩、李成江、殷优优、张姗参
与了这个项目资料的收集、口述史的采访以及问卷的发放和年谱的整理工作。
    杭州图书馆褚树青馆长和该馆历史课题组章伟良馆员在我每每陷于困顿之际，慷慨伸出援手，令我
刻骨铭心。
对于他们无私的鼎力襄助，表示最真挚的谢忱！
    还要向我的父系家族和母系家族所有爱我的和我爱的亲人们致敬！
    当然，此书能够顺利出版，最终要衷心感谢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张献忠博士。
他对全书内容予以耐心周详的审校。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希望有机会将《访谈录》作为此书的姐妹篇集结出版。
    作为首部都锦生先生的传记，难免挂一漏万。
祈望社会贤达、方家学者们批评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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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申明的是：我对书中的疏忽和错谬负全部责任。
    2011年4月8日于杭州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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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都锦生(1897—1943年)，号鲁滨，杭州人。
民国8年(1919年)毕业于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机织专业，留校任教。
在教学实践中，亲手织出我国第一幅丝织风景画“九溪十八涧”。
1922年5月15日，在杭州茅家埠家中办起都锦生丝织厂。
1943年5月在上海病逝。
李冈原编著的这本《东方丝王都锦生》为我们讲述的就是这位浙江爱国民族实业家的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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