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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描述了荣智健的商旅生涯，展示了从起家、辉煌到重挫的全过程。
 荣智健被誉为“商界拿破仑”，财富人生充满传奇。
本书介绍了荣智健辞去中信泰富董事长职位的原因和经过。
辞任中信泰富董事长后，荣智健并未淡出人们的视线，他的一举一动仍然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岁月辗转，如今的荣智健已是自由身，又回到30年前的独立投资家身份。
这位曾经的强势富豪将在67岁高龄面临选择：是二次创业还是退隐江湖？
重新创业对荣智健来说并非难事，但是充当资本大鳄多年，荣智健还有多少创业的勇气和豪情？
荣家第三代的故事远未终结。
     2009年4月8日，荣智健请辞中信泰富懂事长一职，商旅生涯黯然谢幕。
不管荣智健的未来如何，他的故事都不会就此完结。
    本书采用大量翔实的资料，客观地叙写了荣智健的辉煌与落寞，勾勒了商海里的荣耀浮沉，书写出
一段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轨迹中不可磨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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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显赫的家族荣智健就出生在一个名门望族世家。
其祖父荣德生是清末的“棉纱大王”，其父荣毅仁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红色资本家”，在邓小平的点
将下创办了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1.家族的奋斗“从历史上讲，你们荣家在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上是有功的，对中华民族做出了贡献。
”邓小平曾这样评价荣氏家族。
荣氏起家时和同时代的许多商人一样，出身草根阶层，白手起家，全靠求生的意志和毅力摸索。
有一种说法，荣氏家族乃是孔子72门徒之一的荣子祺的后代。
荣家的老家在无锡荣巷，位于无锡市西郊。
其祖先种稻植桑，以忠厚传家，于明代正统初年从金陵迁来，形成上荣、中荣、下荣三个自然村，直
到民国初年才正式建镇。
现在的荣巷已并入市区，但仍保留了一条约400米长的老街，沿街还有150多组青砖黛瓦的老房子。
荣智健的高祖父荣锡畴（1823—1863）当家时，开始做点长途贩运的小本生意，经常驾着小船经太湖
、吴淞江等河道往来上海，去时满载乡下的土产，回来时带回上海的日用品，一来一去，赚些蝇头小
利，贴补家用。
尽管他们日子过得仍然很艰苦，传到他的儿子荣熙泰手里的财产，只有几间旧屋，但这些原始的商业
活动，却为荣家子孙注入了最初的商业细胞。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140多年前，荣家和江南许多家庭一样，在太平军打到苏南的时候，遭到了一场空前的劫难。
那时太平天国运动已进入后期，与曾国藩的湘军在常州、无锡、苏州一带遭遇。
战乱中，荣熙泰的祖父、祖母、父亲、两位伯父、伯母、堂兄，以及他自己的兄弟，包括才3岁的小
弟弟，不幸全部遇难。
荣氏家族的男人只剩下了一个，这就是荣熙泰。
荣熙泰生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11岁时因与小伙伴们玩游戏，躲进荣巷西浜码头的信船里，竟
在船上睡着了。
船主不知道船上多了一个小孩，不久启航开往上海。
直到了浒墅关，荣熙泰一觉醒来，走出船舱，才被船主发现。
荣熙泰十脆要求船主将他带到上海玩玩。
几天后他的父亲荣锡畴赶到上海，要将他带回。
荣熙泰却死活不肯。
荣锡畴只好托人将荣熙泰送进上海某铁店当学徒。
这场意外的游戏不仅使荣熙泰躲过了太平军扫荡无锡的劫难，更使他从小在上海这个大码头上增长了
见识。
1884年，荣熙泰经人举荐，到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做事。
厘金局类似于现在的海关，一般设在交通要道的河口，对过往船只的货物收税。
厘金局总办朱仲甫官衔道台（又称观察），可见厘金局的职权是很大的。
荣熙泰在厘金局“佐理榷政”，很受朱仲甫的信任。
由于广州是对外通商口岸，荣熙泰必定会和洋商打交道，较早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有所接触，从中敏
锐地意识到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荣熙泰在广东任职12年，积聚了一些资本。
1895年他冈病离职回乡。
1896年他以1500元银洋与人合资，在上海开办了广生钱庄，来实践他“散财为益”的思想。
町惜当年他就不幸因病逝世，壮志未酬，终年仅48岁。
荣熙泰于1906年迁葬于横山北赐福堂坟西，横山、东山、浒山是无锡的来龙尽结之处。
荣家所有故世长者皆于1900年年后迁葬于此地一带，成为家族墓园，为保护坟墓，荣氏昆仲将此地的
数个山头买下，建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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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先购进东山清初进士徐殿一的“小桃园”故址建梅园；越十年，拓址浒山，后扩梅园至横山
，面积达812亩。
立意“为天下布芳馨，植梅万树；与众人同游乐，开园圃空山”。
故倚⋯饰梅、依势赋景，随机设洗心泉、梅园刻石、紫藤廊亭、太湖石奇峰、天心台、揖蠡亭、荷轩
、研泉、香海轩、诵幽堂、留月村、招鹤亭、小罗浮、秋丹阁、豁然洞等，更以建于1930年，高18米
的念劬塔为点睛之笔，俯领梅海，湖山有情；另建乐农别墅、宗敬别墅、景堂、网球场、敦厚堂等，
为同主起居及予弟读书、健身处。
合官的相地，复经人文点染，遂成江南赏梅胜地。
由于家境贫寒，荣熙泰的长予荣宗敬在14岁时就不得不离开学堂，到上海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起了学
徒，当时是1886年。
比荣宗敬小两岁的荣德生在私零学校读书，冈为父亲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他将来一定可以考科
举当大官。
但是荣德生却并不这么想，他一直以哥哥为学习的榜样，想早日为家庭分忧，三年后，15岁的荣德生
乘着小木船从闭塞的无锡郊区摇进了喧闹的大上海。
在兄长的引荐下，荣德生进入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此时的荣宗敬则在另一家钱庄做学徒。
这为几年后他们和父亲一起在上海鸿升码头开一个名叫广生的钱庄打下了业务基础。
经营上的稳妥再加上从不投机倒把，两年不到，荣氏兄弟便掘得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桶金。
就在生意蒸蒸口上之时，荣德生南下广东，留下荣宗敬一人打理钱庄。
在那里他待了整整一年，广东人思想活跃，敢于开拓，善于经营，这些都使荣德生大受启发。
他发现，从外国进口物资中，面粉的量是最大的，尤其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销路非常好，而国内面粉
厂却只有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四家。
荣德生看出了面粉行业的商机，当他把这一想法告诉荣宗敬时，兄弟俩一拍即合。
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荣氏家族事业迈出了其决定性的一步。
农历二月初八，荣德生挑了这一良辰吉日破土动工，地点是在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取名保兴，有保
证兴旺的意思，这是无锡历史上第二家近代企业。
17亩地皮，四部法国石磨，三道麦筛，两道粉筛，这是面粉厂的所有家当。
从1914年至1922年8年间，荣家的面粉产业发展迅速，其产量占到当时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9％。
这种高速度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产业史上也非常罕见。
到抗战前，荣家的面粉厂已飙升到14家，另外还衍生出了9家纺织厂。
“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这是荣熙泰留给两个儿了的遗训。
兄弟俩一直以这句话来警戒自己，并因此在商场上建立了良好的信誉，每当资金紧缺之时，沪上一些
银行老板甚至会主动上门争相要求帮忙。
孔家、宋家都是当时上海滩数一数二的金融资本家，由于跟他们关系密切，银根紧缩的时候，别人借
不到，荣家却可以借到。
荣氏兄弟性格迥异，荣德生处事慎重，考虑周密，而荣宗敬则敢于冒险，做起事来很有魄力，在兄弟
俩默契配合下，荣家企业扩张步伐在不断加快，渐渐地厂房就从华东铺向了全国各地。
2.家族的危机1934年，荣氏家族企业曾有过一段最暗淡的时期。
中国民族工商业代表之一的“棉纱大王”荣宗敬和荣德生两兄弟的头牌企业申新纺织搁浅了。
1934年7月4日，当天的上海报纸，纷纷报道了“申新搁浅”这一事件。
申新纺织拥有当时中国五分之一的纱锭，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
从191 5年创办申新纺织企业开始，荣氏兄弟在不到20年间，将一个小纱厂发展为1934年下设9个工厂
、55万只纱锭，占有全国纱锭总数的20.6％的棉纱大王，其事业发展之快、之大，完全可以当得起民
族工商业突飞猛进发展的代表。
荣氏家族企业之所以发展迅猛，既得益于无锡早年开放的通商环境，也得益于当时人们对于棉纱的需
求猛增，更得益于荣氏兄弟勤勉和努力扩大企业的作风。
这也是当时民族工商业的普遍环境和发展伦理。
荣氏兄弟从无置产、牟利和奢侈享用的思想，大部分积蓄皆用来添机建厂，更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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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宗敬更有名言“多买一只锭子赛过多得一只枪”，他还有“扩展力求其多”的发展理论。
荣家企业滚雪球一样壮大。
但在弟弟荣德生看来，大哥荣宗敬这种“靠一文钱做三文钱事”的方式并不稳妥，而乱世中的任何风
波都会让荣家因债务而破产。
荣德生的担忧，在经济不好的环境下，终于变成了现实。
1934年，世界经济危机的阴影曰益笼罩到中国。
美国颁布意在补贴白银生产商的《白银购买法案》，法案通过后，美国政府开始收购白银，世界银价
因此飞涨。
中国白银外流，直接导致了银元危机，通货紧缩，人心浮动。
之前，民国政府的赋税已经日渐增多。
1928年，南京政府开征特税，实行一物一税，如每袋面粉征统税一角，面粉袋也要另外征税。
这大大加重了民营企业的负担。
仅申新纺织一家，就被抽去特税达15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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