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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记载了1895—1925年以张謇为代表的12位大商人。
他们中有下海官员，有草根老板，有外资买办，也有爱国海归。
他们是近代中国新式工业的拓荒者，也是新型商业的奠基人，他们所创造的许多工商业模式，垂范至
今无人超越。
他们与外资在经济战争中的案例依然让人拍案叫绝。

　　令人惊叹的是，清末民初的改革开放正在当代中国重新延续，很多领域都在上演惊人相似的故事
。
因此，第一代创业者的商战谋略、危机对策、社会责任与人文情怀，对于当代中国企业家群体来说，
无疑是最为生动实用的事业与人生坐标。

　　他们的实践涵盖了经商的方方面面，读懂了他们，就读懂了中国，读懂了中国式商道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他们曾经面对的，就是当今商人正在困惑的
　　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应对国有资本、外来资本、民营资本的“三国演义”？

　　企业做大后，社会责任如何践行？
如何从野蛮生长向永续经营转变？

　　财富积累完成后，政商关系如何处理？
新的人生目标该如何设定？

　　十二个商人的创新经历：
　　张謇 创造了官督绅办的企业组织形式
　　周学熙 首创以专利买断的形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张弼士 开创以体验式营销为主导的品牌运作模式
　　荣氏兄弟 开启了以负债经营来维持企业快速扩张的发展模式
　　马应彪 创建融购物、餐饮、娱乐、宾馆为一体的综合运营形式
　　刘歆生 创造性地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进行系统获利
　　严裕棠 开创棉铁联营，实现产业结构互补
　　刘鸿生 中国第一个商业托拉斯的创立者
　　陈光甫 将客户意识升华为服务业的最高理念
　　唐星海 让泰勒式管理在中国落地开花
　　卢作孚 利用资产重组形式完成行业并购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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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冰，资深财经记者，长期从事资本与产业新闻报道，采访过近百位政界、商界和学术界人士。
著有《成长是金》《创业英雄》等书，长期关注资本市场、创业现象与企业家群体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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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张謇之状元下海
　　唯一的下海经商的状元，中国轻纺工业的奠基人，现代企业治理与公益社会的探索者。
他主张“实业救国”，被称为“状元实业家”。

周学熙之巨擘善舞
　　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实业家。
与南方实业家张謇齐名﹐有“南张北周”之说。
他的实业救国事迹已经被收入中国高中历史教科书中。

张弼士之沧浪酒魂
　　红顶商人，南洋巨富，资产曾超过清朝国库年收入，可谓富可敌国。
张裕公司创始人，中国葡萄酒行业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传奇人物。

荣氏兄弟之得道多助
　　鼎盛时期拥有21家企业，在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
成就了富过四代的传奇：哥哥的子孙在海外发展，成就骄人；弟弟的儿子荣毅仁官至国家副主席。

马应彪之拓荒射日
　　香港第一家华资公司的创始人，创立了中国第一家百货公司——先施百货，确立了中国百货业的
各种范式。
他是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最主要的捐助人之一。

刘歆生之划船跑马
　　汉口地皮大王。
有东方农民天生的坚韧，也有西方《圣经》倡导的宽容，三代赤贫，终成一代巨富。
他曾对黎元洪说过：“都督创建了民国，我则创建了汉口。
”
严裕棠之“制造”中国
　　中国机器制造业的开创者之一，创出了一条“棉铁联营”的机器自制、技术自立之路。
其子严庆龄、儿媳吴舜文在台湾创立裕隆集团，为台湾十大财团之一。

刘鸿生之红黑聚散
　　中外闻名的“火柴大王”、“水泥大王”与“煤炭大王”。
他出身草根，但他的创业轨迹，近乎完美地诠释了一段个人奋斗传奇。

范旭东之海归创业
　　梁启超的爱徒，留日海归，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
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被称作“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

陈光甫之近利远功
　　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他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是中国旅游业的创始人。

唐星海之牛车阔斧
　　MIT双料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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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引进
“泰罗制”，让庆丰纺织厂脱胎换骨，也让这个古老家族从长袍马褂走向西装革履。
港府2号人物唐英年为其后人。

卢作孚之船王悲欢
　　船王、社会活动家。
他一生中跨越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从商生涯中充满艰辛、风险和挑战，其成
就和影响远远超出了工商界。

后记：那个年代，那些传奇
大商人生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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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张謇之状元下海在中国历史上，状元出身的宰相为数不少，可状元出身的实业家却只有一位，那就是
清朝末年南通籍状元张謇。
清朝二百多年，状元共有114人，江苏一省就出了49位，但其中下海经商的，只有张謇一人。
商人经商靠钱，官员谋私靠权，状元下海靠什么？
张謇的“实业救国”之道为什么半途而废？
楔 子张謇的好运，从他41岁中状元那年开始。
那一年，正值农历甲午（1894年）。
这个中国历史上非常倒霉的年份，以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开局，以中日黄海海战北洋舰队惨败收场
。
冒籍新年刚过，朝廷特开恩科的消息传到南通。
接到这个信息后，张謇根本没放在心上。
老父张彭年却雄心勃勃，比正当壮年的张謇还要激动，因为他很早就认准儿子可以夺魁天下。
那还是张謇刚入学堂不久，有一天，老师见门外有人骑白马走过，脱口而出：“人骑白马门前过。
”但一时想不起下联，便让学生应对。
张謇的三哥张詧抢着说：“儿牵青牛堤上行。
”张謇沉吟道：“我踏金鳌海上来。
”老师一听大喜过望，逢人便夸张謇是神童，志向远大，将来肯定有出息。
从那时起，张謇就成为家族的希望之星，被父兄寄予蟾宫折桂的重望。
清朝科考与现在高考最类似的一点就是考生资格审查，不过现在高考重视的是户籍，到处查高考移民
。
而清朝重视的是家庭出身，如果三代以内没有读书应试的人，就会遭到公开的歧视。
“三辈不读书，一家赛过猪”，是之谓也。
这样的家庭，在当时称为“冷籍”，家中子弟如果要参加科举考试，经常会受到地方学官和保人的多
方刁难、勒索，稍稍应付不当，就可能误了考期。
不幸的是，张謇恰恰是出自这样的冷籍家庭，15岁那年，张謇首次参加童试就面临着这样的境况。
张彭年对儿子的才能满怀信心，他不想儿子的成绩因家庭出身而受到影响，因此，就想方设法避开这
种困难。
这时，张謇的老师宋琳出了个冒籍赴考的主意。
他多方活动，找到了如皋人张驹。
经过磋商，双方商定，张謇冒充张驹的孙子张育才，在如皋参加县试，如果县试考中，张彭年必须付
给张驹一定数额的酬金。
作为中人，宋老师当然也有提成与酬金，人家这叫教书买卖两不误。
冒籍考试就是古代的高考移民，被揭发的后果同样很严重，但为了儿子能顺利考中，张彭年甘愿冒险
。
童试分为“县试”、“府试”及“院试”三个阶段。
张謇参加这年的如皋县试，一考得中；随后参加通州州试，成绩却不理想，名列百名之外。
但同乡中与张謇同年的孩子却考中了第二名，因此，乡里人都嘲笑张謇，说神童也不过如此。
最恼火的还是张謇的老师宋琳，他本想张謇顺利考中秀才好名利双收，不料小张州试成绩就如此之差
。
恼羞成怒之余，他当众嘲笑张謇说：“如果有1 000人应试，取999名，不取的那一名一定是你！
”当众受奚落，张謇泪流满面。
从这一天起，他在自己的卧室的窗户、蚊帐顶上、床头、案头等处都写上“九百九十九”五个字，警
示自己要用功。
这年10月，张謇在院试中考取第26名，顺利获得生员也就是秀才资格。
儿子考中秀才，张彭年也信守承诺，如约向如皋张家付款，张謇也以如皋生员的身份入如皋县学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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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孰料张驹是当地的无赖，他不仅要张謇父子再交学官所派的其他费银150两，还以其他借口让张彭年再
拿200两白银作为酬谢，不然就要向官府举报。
与此同时，知道张謇冒考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以类似的理由进行敲诈。
如此下去怎么得了？
张彭年就请宋琳出面疏通，让张謇修改学籍，回家就读。
哪知宋琳也是局中人，利益攸关，哪里肯去拆骗局。
他斥责道：“归籍等金榜题名之后申请不迟。
现在申请，张謇的功名就要立即被革除，你们家出一个秀才容易吗？
”自此，张謇一家成了待宰的羔羊，谁都想来讹一把。
有一次，如皋张氏诬告张謇，如皋县衙便派人来捉。
张謇得悉后连夜逃往朋友家躲避。
出门不久，狂风暴雨就劈头而来，一不小心，他掉进了烂泥深达3尺的护城河里，险遭灭顶之灾。
张謇挣扎着爬出来，这时外雨内汗，衣服已经湿透，到朋友家的路不过３里路，他竟走了三四个时辰
才到，一双脚磨得血泡连连。
张謇一生坚忍不拔，耐力超人，这些性格品质的底色都是从冒籍风波而来。
正是这人生的第一碗苦酒，让他在未来的人生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哪怕是斯文扫地，也依然能挺
住！
为了彻底摆脱纠缠，张謇主动向学校申诉，要求革除自己的秀才，让他到南通重考。
海门书院的院长王崧畦和海门训导赵菊泉看到张謇的才学，十分同情他，他们四处为张謇说情。
后经与知州孙云锦、江苏学政彭九余等人的多方交涉，1873年，礼部终于同意让张謇重填履历，恢复
原籍。
此时，张家因为张謇冒考的事情，负债达1 000多两白银，濒临破产。
张氏昆仲原指望老四（张謇在家中排行老四）能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不料却是这样一个结果，看来
这不是什么有前途的投资项目，此时不撤更待何时？
于是，兄长们正式提出了分家，几番吵闹，大部分债务落到了张謇身上。
功名重要，吃饭更重要。
从此，为了养家糊口，张謇半工半读，再也难以一心只读圣贤书。
这也许就是张謇后来屡试不第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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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那个年代，那些传奇这本《大商传奇》，记载了创业于1895年至1925年间，特立独行的12位大商人的
故事。
在创作之初，就有人不断向笔者质询，为什么会选择这30年？
为什么偏偏是这12个人？
为什么这个时候写他们？
为什么选择这30年？
说起来话长，但归纳起来也简单，那就是1895至1925年间，正是个人创业的黄金时段。
创业所需要的宽松环境、市场空间、融资渠道，这30年全都具备。
相关统计也证明，中国现代数得上的大企业家，要么在这个时段内创业，要么在这个时段内接班，这
个时段之后开始创业而能成大功者鲜见。
文坛上那些群星璀璨的年代，之前总是有着经久的文化积淀；这30年，创业者能各领风骚，背后也有
着深层的原因。
1895年，堪称是中国新兴商业的元年。
当年4月，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颤巍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在承认中国战败的同时，也宣告了洋务运
动的破产。
事实证明，旧瓶装新酒式的努力救不了中国，体制内的折腾已走到尽头，时代在呼唤新生力量。
这一年，中国有3个人做出各自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
选择了创业，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救国。
历史证明，变法基本没戏，革命推翻了清朝，而创业则实实在在改变了中国。
洋务运动的破产，结束了新式工商业中官商独大的历史；张謇下海，则标志着新型商人群体的崛起。
这些新型商人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中有下海官员，有草根老板，有外资买办，也有爱国海归。
从1895年起，新型商人们陆续开始创业。
这一创业时段，大致延续到1925年，正处于清末民初时期。
当时，从国内看，传统的集权统治被大幅削弱，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被打乱，为创业者们提供
了难得的宽松环境；从外部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遏制了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扩张步伐，让本土新
兴企业获得宝贵的市场空间，得以顺利度过创业生存期；而股份制的引进，让创业者们找到最好的融
资方式；传统儒家文化与西方宗教的洗礼，也让当时的商业文化比较健康。
这么难得的天时地利人和，让大部分创业者演绎了自己一生中最精彩的商业传奇。
当然，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故事，没有止步于1925年。
从大的历史周期看，这个群体的成长，以1925年为分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30年。
如果说，前30年，大致充满了创业的惊喜；那么，后30年，则更多的是守业的悲壮，其间不仅充满残
酷的竞争，还有战争的磨难，有时局剧变时的艰难抉择。
1925年后，北伐战争开始，中国走向统一。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标志着新的中央集权正式形成。
乱世的结束，让各种秩序恢复正常，但也让以往自由宽松的环境逐渐收紧，让后来者失去了脱颖而出
的创业时机。
1927年后，上了规模的民营企业在激烈竞争中壮大发展，于1937年初达到顶峰；之后，在战火纷飞中
，在官僚与外来资本的夹击下，它们快速滑落，再也没有恢复昔年的辉煌。
1949年前后，国共大决战，民营企业家群体也出现大的分野，不少人去了香港、台湾，有的人飘落欧
美，这些人中不少人继续实业之旅；留在大陆的那批人，则艰难生存，只有少数人熬到了改革开放年
代。
从1895到1955，恰好一个甲子，60年一个轮回。
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命运也大致如斯。
为什么偏偏是这12个人？
1895年后，新型商人中涌现出一大批成功人士，为什么偏偏选择这1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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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当然是因为这些人的企业做得够大。
这12位大商人，全都是当时的行业翘楚，他们的企业在各自领域里基本上都是NO.1。
比如，卢作孚被称为中国船王，荣氏兄弟是面粉大王，刘歆生是地产大王。
但做得大，财富多，并不足以为世人楷模，我们最看重的，还是这些人的创新能力、理想信仰与社会
责任意识。
民国年间有钱人多的是，生意做得大的人也不少，但真正能在生产技术、公司治理与商业模式上，大
胆创新并成功实践的，其实不多，而这12位，恰恰是其中集大成者。
纵观这些人的一生，可以发现，他们不仅是中国新式工业的拓荒者，更是新型商业的奠基人，他们所
精心打造的新兴产业福泽万民，他们所创造的许多商业模式垂范至今，他们在践行社会责任上堪称楷
模。
在重大产业开拓方面，这些人是勇士。
人们都知道，关于中国的民族工业，毛泽东有“四个不能忘”的说法：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轻纺
工业不能忘了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了范旭东，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
类似的比喻，在这12个人身上，还可以有很多。
比如，机械制造业不能忘记严裕棠，葡萄酒酿造业不能忘记张弼士，百货业不能忘记马应彪，旅游业
不能忘记陈光甫⋯⋯在商业模式创新上，这些人更是精彩不断，创造了很多个第一。
马应彪推出中国第一位女售货员，第一个女模特，第一张优惠券，第一家融百货、娱乐场、餐饮街、
宾馆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陈光甫在一百年前就在上海银行大力推广零存整取、小额贷款、教育储
蓄，倡导诸如生日送鲜花、红白喜事卡等VIP服务，他发明的银行贷款业务风险调查，更是开国内银
行业先河⋯⋯而地产大王刘歆生所探索的地产开发模式，今天依然为许多开发商照搬照抄。
比如，为提升地块商业价值，不惜重金修路，甚至直接买车开通新的公交路线；为提升小区人气，与
银行、邮局、商社合作，落实配套设施；除了自建自卖，他还发明了半租半卖、只租不卖，甚至尝试
了类似BOT形式的合作开发⋯⋯至于张弼士推销张裕葡萄酒时的体验式营销，刘鸿生卖煤时的按质论
价，周学熙引进外资时的专利买断等等，今天依然被人们广为使用。
在公司治理上，这些人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
张謇打破以往“要么官办要么商办”的企业形式，独创出富有中国特色的“绅办”模式。
这一模式，由德高望重的士绅一手托官、商两家，在保证股东收益的前提下，由士绅负责企业日常经
营，这样既提高了企业管理效率，也提高了职业经理人地位。
马应彪以骨干员工持股，来提高公司向心力；荣氏兄弟则直接与管理层中的核心人物合股办厂来保证
集团最大利益；严裕棠为减少内部摩擦，曾尝试设立“中央业务会议”机构，让儿子们轮流坐庄；唐
星海为提高生产效率，坚决废除工头制，让泰勒式管理在中国落地开花⋯⋯这样或大或小的创新，在
这12个人的商业生涯中，几乎随处可见。
在践行社会责任上，这些人更是一马当先。
单从学历上看，这12个人很不均衡，有状元、有举人、有留学生，也有自学成才者。
像刘歆生、张弼士、卢作孚、荣氏兄弟充其量算是小学毕业，而刘鸿生也只是个大学辍学学生。
但这些人都有宽广的人文情怀、远大的人生理想、坚定的宗教信仰，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他们中过半数人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徒，剩下的人不是半儒半佛，就是胸怀儒家修齐治平理想。
与那些有知识没文化甚至穷得只剩下钱的所谓大款们相比，这是一群真正意义上的大商人，是全球标
准下的大企业家。
张謇是这些人中当之无愧的标杆，他开创了以一家企业建设一个地方的“南通模式”。
他在南通的建设，带有强烈的个人奋斗色彩，所谓“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
去”。
难怪南通有个说法：“一山，一水，一人。
”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是张謇。
这批人践行社会责任的形式多种多样，卢作孚在企业兼并中不让一个员工下岗，陈光甫始终保持员工
收入在同行业中居于前列，荣德生创建江南大学，周学熙出巨资捐建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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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商传奇》编辑推荐：1895-1925年中国首批现代商人的崛起与命运走向，之前你或许不曾听说，但
此刻你应该了解。
 因为他们是中国现代商业的标杆。
《全球商业经典》副总编辑李国卿和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会会长王辉耀联袂作序推荐。
中国现代商业开拓者、No.1的财富成长历程、经营之道；与权力最高层处理关系的艺术、与国外资本
竞争的战略战术。
《大商传奇》是商人版《南渡北归》，披露长期不受重视或者被刻意遗忘的顶级商人的命运沉浮。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商传奇>>

名人推荐

Page 1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商传奇>>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