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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商界往事》描绘了20世纪初中国颇具代表性的民族实业家如何从一无所有、普普通通，凭借个
人的才智，抓住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而成为亿万富翁的人生奋斗历程。
每个故事都充满了人情味，能让我们与成功者共同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激励我们向困难挑战，迈步
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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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爱民，安徽肥东人，1969年生。
1986年参加中学教师工作，1994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硕士专业。
现供职于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已发表学术论文、报告文学和其他文章50多篇。
其中，《走进中南海的法学教授》、《中国人世最早的倡导者》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太平天国运动后安徽土地关系的变动》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转载。
主持并参与策划出版“中华文化史专题系列”、“漩涡·文化书系”、“往事书系”、“美文欣赏丛
书”、“文化大散文系列”等160多种图书，获得中国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上海图书奖、
中国出版集团优秀图书奖、冰心文学奖、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出版资助最高资助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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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为了进行技术改革，薛寿萱逐步召集了一批技术专家，形成了一个核心集团。
他聘请的第一个专家是日本蚕丝大学毕业的邹景衡，邹景衡陪同薛寿萱赴日参观考察后，于1930年正
式担任“永泰”的工作，负责设备的装修改造；在日本留学的费达生负责女工管理及生产技术指导。
接着聘请了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毕业的薛祖康负责把坐缫车改为立缫车，并任华新制丝养成所所长；
曾在日本留学的张娴被聘为“永盛”厂长，专门负责女工培训及生产技术指导。
一些老职工中的得力人手姚梓香等也加以培养提升。
此外他还招聘有一技之长的人才，如购茧专家袁瑞甫、制种专家潘家槐和外贸能手费寿焘等，分别委
以重任。
 为了适应企业改革的需要，薛寿萱深入展开了对技术工人的培训工作。
19295，他在“永泰”开设了培训班，招收18～20岁的初中毕业生为学员。
培训班以薛祖康为班主任，兼教国文和工厂管理，邹景衡教制丝学，请人教日文、珠算等课程。
培训期满，学员就分配到各丝厂任中、下级职员，成绩在前一两名的学员派遣留学日本作为奖励。
薛寿萱还特地办了两期：“制丝指导员培训班”，专门培训管理车间女工的女职员。
 1930年，薛寿萱以“永康”的名义出资40万元，在无锡的南塘兴建“华新制丝养成所”，拥有日式立
缫丝车292台，建立了中国缫丝工业史上具有当时世界最新技术装备的第一家丝厂，薛祖康为所长，同
时培训来自无锡四乡、宜兴、江阴等县的女孩子。
到1937年，该所其培训女工3000多人。
 经过各种培训，“永泰”系统各丝厂里的职工均己能熟练掌握新的生产技术，以技术专家为主的核心
集团业已形成。
 改造设备改良蚕种 薛寿萱深知，生丝质量的好坏，跟技术有无革新关系很大。
1929年，为提高制丝效能，永泰厂从日本购进长弓煮茧机，由日方派人来无锡安装，成为无锡缫丝业
中第一家用机器煮茧的工厂。
次年，又向日商购进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千叶式煮茧机和立缫车，装备“华新制丝养成所”。
由于薛氏的企业众多，薛寿萱感到单靠购买机器无法彻底改变设备落后的面貌，为此，在购买新设备
的同时，进行仿造。
他利用永泰厂修机问的技术，仿制千叶煮茧机成功，在“永泰”、“锦记”等厂装备，成功的仿制使
薛寿萱对自制机器和装备改造信心倍增，他随即投资2万元买下了原无锡市公所办的工艺传习所，将
其改成无锡工艺机器厂，专门为薛氏各丝厂仿造新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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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原名《中国老富豪》，写作于1992年，初版于2004年，现承蒙清华大学的雅意，更名为《商界往
事》，再次出版。
作为可读性很强的经济史作品，书稿内容没有作根本改动，但我仔细校订了原文，修订充实了部分史
实材料，改与不改目的都是为了尊重大多数读者的阅读习惯。
    1991年，我从偏僻的地方来到上海师范大学攻读中国现代史硕士研究生。
那时，我如饥似渴地泡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饱览大量的历史、文学书籍，“一心只读圣贤书”的3年
，使得我从原先对于历史的一知半解，发展到对于历史特别是中国现代史的一定领悟。
作为中国民族实业家重要摇篮的上海，此时正在“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加速进行从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经济热潮逐浪滚滚，即便是很有书生气的我，耳畔也无法闻听不到这巨涛骇响。
我寻思着，“经济”一词，本源于“经世济民”之意，名副其实的“经济”应该是：“整饬乱世，拯
济贫困。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民族实业家，他们是很花一番心血来对待这
个问题的。
20世纪初的民族实业家由于历史的原因，被尘封了整整半个世纪，不大为人们所了解。
但他们的智慧，我们又如何能无视？
他们起伏跌宕的创业经历，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这笔宝贵财富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吗？
身在他们“成就光荣和梦想”的这片土地上，无论从哪个方面说我都没有理由回避这一课题。
于是，我草拟提纲，收集材料，毕业前夕，在完成毕业论文的同时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
之后，我对20世纪初的这些民族实业家代表包括工商业四大天王荣氏兄弟、南洋烟草简氏兄弟、永安
集团郭氏、刘鸿生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充实修改每一个章节，加工润色每一个字句，很快地，其中
的一些篇目，在《名人传记》、《人物》、《民国春秋》、《光彩》等著名刊物上发表了，也得到了
全国不少读者的好评。
    民族实业家这个课题除了我相当早的长期予以关注以外，其他著名学者诸如吴晓波、傅国涌也同样
给以注意。
随着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相信，会有更多的青年才俊关注这一领域。
    有人说，创业者通常具备以下特点：一是他们眼里有光彩。
他们不相信不可能，在他们眼里，成功只需要一次机会，当你准备好，机会随时都会出现。
二是创业者是个领导者。
他们敢于负责，直面最严峻的现实，不逃避，不推卸，在他们心里，比一切都重要的是责任。
三是创业者能够突破自己的瓶颈，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他们深刻认识，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永远不满
足已有的成功，把自己置于零起点。
四是对于自己梦想的无比珍惜和热爱，朝着目标不断奋力，像一匹不停脚步的野马，其动力远非利益
，而是自己的梦想。
在本书中，这些特点都得到生动和具体的诠释。
    除此，我对于20世纪初民族实业家的感觉和印象还有：他们勤奋刻苦，是社会上最能吃苦耐劳的群
体，他们往往“没有时间观念”，把工作和休息合二为一，以自己的智慧，不辞劳苦地做别人不做也
难以做到的事：他们性格刚毅，果决大胆，自信心十足，行动力极强，稍有基础便新开门户，以其独
立的姿态出现。
相信自己所做的事业绝对能成功，便是他们的信条，他们善于交往，广泛地整合资本、技术、劳力等
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财富的本领；他们在最直接地分享到勤劳致富带来的好处之外，往往
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持者和推动者，但由于中国封建传统数千年的影响，商人的地位长期得不到政
治上的最大扶持，这些民族实业家在很多时候甚至还要仰仗政治的鼻息，因而，时常表现低调，对于
政策不敢放言评论，在社会不稳定的时期其政治立场大都左右摇摆，有的在政治斗争中成为最大的牺
牲品，这也反映出他们在某些方面还不够成熟。
    2l世纪是网络信息时代，网络已经成为席卷全球的风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的管理模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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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理念都面临创新革命，时代对于企业家的知识素质特别是他们的观察力、想象力、抽象力、操作力
和评价力要求更高，他们只有创造新的需求，新的机会，新的机遇，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我同样相信，在创业已经成为时代潮流的今天，本书的再版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写作和出版本书的过程里，许多师友曾给予了大力的帮助和支持，郑存柱、阮凯丰、孙胜涛、杨
国明、杨涛、郭传火、李兵、龚洪烈先生和杨雁女士，《名人传记》、《人物》、《民国春秋》等杂
志社以及中国纺织出版社李秀英老师、清华大学出版社徐颖老师等，在此一并对于他们表示深深的谢
意。
    张爱民    2011年8月上海天通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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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商界往事》展示了一幅幅挑战自我、走向灿烂的动人传奇，是当代人追逐财富持续增长的指南。
每个故事都记述了主人翁辛酸、痛苦和遭受打击的情节，同时也贯穿着成功者的自豪和振奋人心的喜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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