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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库(2008年第3辑)》是08年第3辑，内容包括：“90展”部分展品、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那个
时代的书装艺术等著作。
《读库》是一本综合性人文社科读物，取“大型阅读仓库”之意，一般每两月推出一期。
丛书侧重对当今社会影响很大的文化事件、人物做深入报道，回忆和挖掘文化热点，对文艺类图书、
影视剧作品、流行音乐等进行趣味性分析和探究，为读者提供珍贵罕见的文字标本和趣味盎然的阅读
快感，从内容、装帧方面，被业界称为当下“Mook出版潮流”中最具含金量的一本杂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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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立宪，河北赵县人，著名出版人，作家。
因喜好数字六，以老六自称，网名见招拆招。
现居北京。
参与创办《足球之夜》、《生活资讯》等杂志。
曾任现代出版社副总编辑，策划过一些文艺类图书，如《大话西游宝典》、《独立精神》、《事关江
湖》、《家卫森林》等，并出版有个人著作《记忆碎片》，新版名字为《闪开，让我们歌唱八十年代
》。
现任《读库》主编，跨工种作业，独立完成一本书的策划、组稿、编稿、设计、印刷、宣传、发行各
环节，涉及编辑、美术、财务、公关、销售诸领域。
以一人之力，创出中国出版界持续出版一种读书品牌《读库》的奇迹。
无论从内容、版式还是到装帧，其追求完美及一丝不苟，均令许多出版界同行汗颜。
其所开设的读书博客，成了“读库”迷实现诸种交流的良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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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为其他的百分之九十设计“90展”部分展品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固执复制海波与他们幸运之轮中国学
车记关庚的生活底稿那个时代的书装艺术花花世界且说黑贱客凯文佛朗切斯卡：心之形状医海钩沉祖
逖与刘琨同居-崔莺莺“哥斯达黎加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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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　　申新搁浅　　1934年7月4日，是荣氏企业史上最暗淡的一个日子，申新
搁浅了。
　　这一年，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只有十八岁．二十多年后，他仍清晰地记得那天上海报纸上的大字
标题：“申新搁浅”。
当时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看到报纸，一下子呆住了。
他心中有个大大的问号：“申新是一个有关民生的事业，怎么会搁浅呢？
”　　荣氏申新纺织企业从1915年一个厂、一万二千九百多枚纱锭起步，发展到此时，已拥有九个厂
，纱锭总数超过五十五万，还有六万多线锭、五千多台布机，占有全国纱锭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点六，
前后不二十年时间。
申新的发展之快、事业之大，完全当得起突飞猛进四个字。
按其生产能力，每日夜可出纱一千件，出布一万四五千匹，消耗棉花三千二百担，是中国最大的纺织
企业，直接在申新工作的职工至少有三四万人，加上家属和运输、营业等间接靠申新生活的，大约在
十几万人以上，每天交税万元以上，仅三年半就已超过一千万元。
研究荣家企业的陈文源算过一笔账，1932年荣家九个纺织厂织出来的布有一亿零二百三十六万亿米，
可以绕地球赤道两圈半。
　　申新并不是一夜之间突然搁浅的，此前四年连续都有巨额亏损，主要原因当然是市面不好。
自1921年以来整个花纱市价起落极大，十六支“人钟”牌标准纱也不例外，上下落差如同波峰低谷。
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以1933年4月申新出产的二十支“人钟”牌纱为例，每件成本二百一十八点
三三元，市场价却只有二百零四元，每生产一件就要亏折十四点三三元。
荣宗敬沮丧地感叹：板贵棺材贱。
不大动笔的他写下《纺织与金融界》一文说：　　无日不在愁城惨雾之中，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织
纱成布，布价亦仅及纱价；销路不动，存货山积。
昔日市况不振之际，稍肯牺牲，犹可活动，今则纱布愈贱，愈无销路，乃至于无可牺牲。
⋯⋯盖自办纱厂以来，未有如今年之痛苦者也。
　　经济学家马寅初对“花贵纱贱”如此解释：花贵是因为国产棉花不足，纱贱是因为日本棉纱倾销
。
　　另一原因是税负太重。
1928年，南京政府开征特税，实行一物一税，荣宗敬曾一度兴奋过。
他没想到特税不但没有减轻负担，反而大大加重了民营企业的负担，便利了外国的在华厂家。
申新被抽去特税达一千五百多万元。
他写信给银行家陈光甫等人说，我国实业尚在萌芽时代，受时局影响，纺织业更是岌岌可危，希望他
们能呼吁政府减税或免税，如果再不恤商艰，多方剥削，只有停机歇业，坐以待毙。
然而，荣德生大女婿、主持汉口申四福五的李国伟记得，当上海、武汉的纱厂向财政部长孔祥熙提出
新税则加重企业困难时，孔开口就骂纱厂捣蛋：“有困难，你们为什么不想法子克服？
成本高了，你们为什么不让它降低？
”　　特税规定每袋面粉征统税一角，而未实行特税的地方，每袋只征六到七分。
特税开征后，各地仍巧立名目，加税、加捐的情况不断发生。
面粉已征了统税，面粉袋还要另外征税。
1931年2月12日，荣宗敬以福新面粉公司的名义写信给宋子文说，面粉袋用的都是华商机制布匹，这种
布袋印上彩色商标以后就是废物，所以袋皮向不征税，面粉征税，袋皮只是面粉的附属物，希望能够
免税，这样既合乎一物一税的原则，也合乎提倡国货的宗旨。
为要求小麦免税单全国划一，面粉特税全国一律平等，他多次给麦粉特税局写信，呼吁对本国民营面
粉业不要重征，对进口面粉无论如何要重征。
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此外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身为荣家企业掌舵人的荣宗敬和几个儿子投机失败，光是他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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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洋麦、洋花之类的亏损就达一千二百多万元，总公司这一项利息支出在五百万元以上，申新撑不住
了。
荣毅仁后来找到的答案也没有回避投机失败这个因素——“在前几年美国开始的国际性的不景气，影
响到了中国；日本侵占了东北，日本纱厂又利用它雄厚的资本，在我国各地展开剧烈的倾销竞争，排
挤了我们的市场；国内连年内战，交通破坏，苛捐杂税，农村破产，民不聊生；再加上申新本身的盲
目经营，出品质量不好，利用交易所进行的投机失败。
”　　不过有一个原因荣毅仁没有讲到，他的姐夫李国伟说，由于过分追求发展，荣家企业一贯通过
借债来扩大规模，所以经常陷入高利贷的债务拖累，经济基础并不稳固，一旦遇到金融变动，或市场
不景气，便会捉襟见肘，周转为难。
　　自1933年起，荣宗敬不断给国民政府有关人物写信，希望他们能体恤和支持这家民营企业，几乎
空荡荡没有回音。
　　银行、钱庄，要债的都来了，同仁储蓄部传言荣家要倒，赶紧提取存款。
荣家这次经济危机比刘鸿生企业略早一点，他们的企业扩张也差不多，都是发展得太大、太快了。
不同的是，荣家主要集中在两个行业，不像刘鸿生在许多不同行业都有投资。
　　当年，汉口申新四厂发生火灾，荣家从中国银行借款二百多万元。
荣家曾向英、美商家和银行求助，还向南京政府建议“庚款借锭”，就是用庚子赔款基金购置外国纱
锭借给各纱厂，各厂分期偿还。
　　到1934年3月，申新在上海的厂几乎已全部抵押出去，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几家关系密
切的大银行不肯再放款，只有靠十六家与荣家熟悉的往来钱庄暂时维持。
此时申新负债累计达六千三百七十五点九万元，全部资产总值不过六千八百九十八万元。
到这年6月底，到期的五百万应付款，没有头寸可以应付，申新没有什么可以给银行抵押，钱庄到这
时也不肯放款。
荣宗敬常常挂嘴边的那句“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债愈多愈风凉”再也说不出来了。
在逼得最厉害的时候，宋汉章、陈光甫两个银行家在荣家陪他一个通宵，就是怕他倒下去。
申新一倒，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光是上海银行一家贷款就有一千二百多万元，而抵押物主要是厂基、机器和货物。
　　申新搁浅前几天，陈光甫经常要在申新总公司等到深夜一两点。
十五年后他有点儿后悔地说：“荣宗敬的申新企业是全国纺织企业中最大的，为了增加银行存款，巩
固我们的地位，我们乐意与他合作；而他当时急需资金来更新扩大，自然也希望与我们合作。
结果，没有充分调查他的实际需要和个人性格，我们就提供了大笔贷款给他，导致我们资金周转困难
，甚至影响了活期存款的运行。
”　　申新系统之外，茂新面粉有四个厂，福新面粉有八个厂，一辈子要强的荣宗敬提出退职，由福
新元老之一王禹卿接替总经理，王时任福新七厂经理兼总公司面粉营业部主任，王尧臣为福新一厂、
三厂经理、六厂副经理、七厂厂务经理。
自从申新不断扩大，福新面粉系统的业务除了订购外麦、每月财务结算月报，实际上都由王禹卿掌握
，尽管福新八个厂除了一厂、三厂，荣家都有控股权。
虽然从1927年以后面粉业的扩张步伐缓下来了，但在稳健的王氏兄弟手里，面粉这一块常有盈余。
金融业的债主都希望荣家能以面粉厂来补贴纱厂的亏空，在他们眼里王禹卿有信用，申新如要再借款
，非王出面担保不可。
荣、王之间有矛盾，荣宗敬认为茂新、福新、申新都是自己创下的子孙万世之业，王禹卿则认为他纵
子投机，损害股东利益。
但这个时候，荣宗敬不得不向王求援，尽管他内心不愿放手。
荣、王会谈几次，都没谈成，两人经常大声争吵，一次会上甚至发生激烈冲突。
因此，他又想找纺织专家李升伯出来代理。
　　一天凌晨四点，在申新九厂俱乐部楼上睡觉的厂长吴昆生，睡梦中忽然听到下面礼堂有人在哭，
起来一看，原来是荣总经理。
荣对他说：“我弄勿落了，欠政府的统税付不出，政府却要来没收我几千万财产，这没有道理!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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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去通知各厂厂长和工程师来。
”　　等各厂厂长、工程师陆续到齐，天已亮了，大约六点左右，荣宗敬只讲了一句：“我现在已没
有办法，希望你们去请李升伯出来做代总经理，你们要向他提出保证，绝对服从他。
”八点多钟，他们一行到达李家，李升伯问什么事，他们说：“申新不能倒，靠它生活的有十万根烟
囱，无论如何要请你出来做代总经理，把申新维持下去，荣宗敬没有办法干了。
”李回答：“我没有考虑过，荣宗敬已同我谈过几次，譬如打仗，要靠正规军，杂牌军队是打不好的
。
”说完，即径自上楼去了。
听了他们回来的汇报，荣宗敬说：“那么还是叫王禹卿出来代理吧。
”　　当时，申新九个厂只有无锡的申新三厂情况还好，无锡还有茂新面粉厂有点儿力量。
到最紧急时，荣宗敬不断打长途电话向弟弟荣德生求援，但德生感到以无锡的几个厂去支援上海，力
量不够，没敢答应。
6月底的到期款五百万元，没有二三百万现款是没法解除的。
6月28日，荣德生长子荣伟仁被他伯伯派去和父亲面商。
到无锡已是晚上，他要父亲带上全部有价证券到上海救急，话说得很坚决：“否则有今日无明日，事
业若倒，身家亦去。
”荣德生当时正在喝茶，执壶在手，他想如果茶壶裂了，即使有半个壶在手，又有何用？
回首往事，荣家创业之艰难一一浮现眼前。
1934年并非他们第一次遇险，此前1908年、1912年、1922年曾三次遇险。
1922年冬，债务达三百万元以上，遇到上海“信交”风潮，许多交易所倒闭，各行庄纷纷紧缩银根，
向荣家催还欠款。
他们陷入创业以来的第三次危机，被迫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借款三百五十万日元（折合二百二十多万
两规银），条件非常苛刻，年利息一分一厘半，比一般高出近四倍，以申新一、二、四厂全部财产为
抵押品，以转移三个厂所有权作为设定抵押的手续。
而荣德生自述：“借款成功，签字，人人安心，喜形于色。
”然而，没有一次危机能和眼前这次相比，考虑再三，他决定到上海挽救大局。
（1939年荣伟仁早逝，荣德生痛苦地说这次挽救荣家企业是伟仁的功劳。
）　　他彻夜未眠，给上海打了十一个长途电话，托宋汉章向张公权商量，得到回话是：“有物可商
量。
”他带上家中所有的有价证券，赶凌晨四点的火车去上海，到上海只有七点多。
九点多，他将证券带到中国银行点交，立约签字，先向中国、上海两家银行押解五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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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6年，命运多舛的文化刊物《万象》、《书城》在相继经历休刊复刊后，逐渐式微，更深入的
走向精英知识分子小圈子趣味，一本由个人出资策划出版，以“有趣、有料、有种”为出发点的文化
刊丛跃入我们的视野。
《读库》就像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话语园地，它的实验性和新鲜感为读者提供珍贵罕见的文字标本和
趣味盎然的阅读快感。
内容而言，《读库》强调非学术，非虚构，追求趣味和品味的结合，探究人与事、细节与谈资，不探
讨学术问题，不发表文学作品，所选书评影评等文体则强调趣味性，通过真实的表象给读者带来阅读
快感和思想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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