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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安德鲁·卡内基，13岁来到美国的时候，他是一个苏格兰穷孩子；多年以后，他成为了美国钢铁大王
。
这是一个天方夜谭吗？
不是。
书中主要介绍了父母和童年、邓弗姆林和美国、匹兹堡和工作、安德森上校和书籍、电报公司、铁路
公司、主管、内战时期、造桥、铁厂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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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安德鲁·卡内基，1835年11月25日出生于苏格兰邓弗姆林，1848年随全家迁至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阿尔
勒格尼。
他13岁起开始打开，进过棉纺厂，当过邮电员，受教育不多，自学成才，并靠个人奋斗兴办铁路，开
采石油，建造钢铁厂，终于成为亿万富翁。
晚年他热心于慈善事业，著有《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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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钢铁大王卡内基　　1848年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山区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到了饱受经济
危机之苦的苏格兰。
顿时，整　　个苏格兰沸腾起来了。
人们趋之若鹜，纷纷举家西迁，掀起一股空前的“移民潮”。
仅在这一年，苏格兰就有　　近19万人移居美国。
他们分乘数十艘船只，远涉重洋，直奔大西洋彼岸。
　　1848年5月27日，“维斯卡塞特”号轮船驶离英国格拉斯哥港，经过福斯湾，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
西洋上。
　　船上有一个13岁的少年和他的双亲及5岁的弟弟。
他们与其他来自苏格兰的穷苦移民一起，挤在阴暗、低矮的客　　舱里，食物粗劣，空气污浊，备受
旅途的煎熬。
经过整整50天的颠簸，轮船终于抵达了目的地——美国东海岸　　的纽约港。
　　1848年7月15日清晨，这位少年与新移民们一起拥上甲板，迎着朝阳，远眺这片梦寐以求的希望之
地，心中　　充满着憧憬。
正是这个13岁少年，在来到美国后的半个世纪里，从一文不名的移民变成了美国的钢铁大王、世　　
界首富，创造了被人们称为“美国梦”的奇迹。
他就是美国十大财阀之一的安德鲁·卡内基。
　　1835年11月25日，安德鲁·卡内基出生于苏格兰古都丹弗姆林。
父亲威尔·卡内基以手工纺织亚麻格子布　　为生，母亲玛琪则以缝鞋为副业。
父母虽穷，却为人正直，始终充满着积极进取的精神。
这是一个继承了自豪　　、自立、自尊光荣传统的家族。
　　小卡内基的祖父是个性情开朗、机智幽默，而又具有不屈不挠精神的人。
小卡内基作为长孙，以祖父的名　　字——安德鲁·卡内基——命名。
他从小就以有这样的祖父为荣，同时也以终生拥有他的名字自豪。
他的外祖　　父是个天生的雄辩家，也是个富有才智的政治家，是当地颇为活跃的政治领袖。
或许是祖辈遗传基因的作用，　　卡内基自小就乐观进取，能言善辩，这对他一生的影响极大。
　　在卡内基出生的第二年，父亲用积攒的钱添置了3台纺织机，并雇佣了几名工人。
家中境况有所好转，全家　　搬进了一幢有小阁楼的平房里。
　　卡内基从小就帮家里做事。
由于没有自来水，他每天一大早就起来，挑上一副大水桶，去附近的一口井边　　排队打水。
挑了几担水后，才吃早饭、上学。
晚上回来总要帮正忙于缝鞋的母亲穿针引线，同时心里还需默诵　　着在学校学到的诗和文章。
　　1843年，卡内基8岁，英国工业革命的巨浪席卷了丹弗姆林。
这座古老的城镇上出现了第一架蒸汽带动的亚　　麻织布机。
不久，经过改良的蒸汽机就彻底改变了小镇的面貌。
丹弗姆林的手工纺织业不堪蒸汽机的冲击，日　　渐衰颓，纷纷破产。
卡内基一家的生活也每况愈下，帮工被解雇，织机被变卖。
母亲只有开一间小铺子，以维　　持生计。
然而，致命的打击又接踵而来，那就是1846年的欧洲大饥荒和1847年的英国经济危机。
卡内基一家实　　在混不下去了，不得不写信给早几年移居美国匹兹堡的两位姨妈，表示也要举家前
往美国。
两位姨妈回信说，　　眼下正是赴美的良机，就业机会很多，希望他们快去。
　　卡内基的双亲变卖了家中所有的织布机和家具，去美国的旅费还差20英镑。
幸亏母亲的一位好友帮忙，借　　给他们20英镑，一家人才有了足够的旅费，启程前往美国。
　　卡内基一家在纽约下船后辗转来到匹兹堡，在亲戚家安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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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养家糊口，父亲别无选择，又操起老本　　行，织起了桌布和餐巾，并且还得自己去沿街叫卖，挨
门兜售这些产品。
尽管如此，赚的钱远不够一家开销的　　。
母亲只好以缝鞋为副业，经常缝到深更半夜，而卡内基和弟弟汤姆呆在一旁帮忙。
就这样，一家人每周只赚5　　美元，日子过得相当清苦。
　　为了给父母分忧，卡内基进了一家纺织厂当童工，周薪只有1美元2角。
后来，他又干起了挣钱稍多一点的　　工作：烧锅炉和在油池里浸纱管。
油池里的气味令人作呕，灼热的锅炉使他汗流使背，但卡内基还是咬着牙坚　　持干下去。
当然，他并不甘心如此潦倒一生，而是奋发图强，积极进取。
　　卡内基在白天劳累一天后，晚上还参加夜校学习，课程是复式记帐法会计，每周3次。
这段时期他所学的复　　式会计知识，成了他后来建立巨大的钢铁王国并使之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
　　1849年冬天，一天晚上，卡内基上完课回家，得知姨父传来话，匹兹堡市的大卫电报公司需要一
个送电报　　的信差。
他立刻意识到，机会来了。
　　第二天一早，卡内基穿上崭新的衣服和皮鞋，与父亲一起来到电报公司门前。
他突然停下脚步，对父亲说　　：“我想一个人单独进去面试，爸爸你就在外面等我吧。
”原来，他担心自己与父亲并排面谈时，会显得个子　　矮小，同时，他也怕父亲讲话不得体，会冲
撞了大卫先生，从而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
　　于是，他单独一人上到二楼面试。
大卫先生打量了一番这个矮个头、高鼻梁的苏格兰少年，问道：“匹兹　　堡市区的街道，你熟悉吗
？
”　　卡内基语气坚定地回答：“不熟，但我保证在一个星期内熟悉匹兹堡的全部街道。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　　：“我个子虽小，但比别人跑得快，这一点请您放心。
”　　大卫先生满意地笑了：“周薪2.5美元，从现在起就开始上班吧！
”　　就这样，卡内基谋得这个差事，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这时，他年仅14岁。
　　在短短一星期内，身着绿色制服的卡内基实现了面试时许下的诺言，熟悉了匹兹堡的大街小巷。
两星期之　　后，他连郊区路径也了如指掌。
他个头小，但腿很勤，很快在公司上下获得一致好评。
一年后，他已升为管理　　信差的负责人。
　　卡内基每天都提早一小时到达公司，打扫完房间后，他就悄悄跑到电报房学习打电报。
他非常珍惜这个秘　　密学习机会，日复一日地坚持着，很快就熟练掌握了收发电报的技术。
后来他被提升，成了电报公司里首屈一　　指的优秀电报员。
　　当年的匹兹堡不仅是美国的交通枢纽，而且是物资集散中心和工业中心。
电报作为先进的通讯工具，在这　　座实业家云集的城市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每天走街串巷送电报、嘀嘀嗒嗒拍电报的生活，卡内基就像进了一　　所“商业学校”。
他熟悉每一家公司的名称和特点，了解各公司间的经济关系及业务往来。
日积月累之中，他　　熟读了这无形的“商业百科全书”，这使他在日后的事业中获益匪浅。
因此，卡内基在回顾这段时期时，称之　　为“爬上人生阶梯的第一步”。
　　由于卡内基工作勤快，颇得大卫总经理的赏识。
一个月末的一天下午，卡内基被单独留了下来。
当他跨进　　总经理办公室时，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生怕自己工作中有什么疏忽，做错了事。
但大卫总经理却拍拍他　　的肩膀说：“小伙子，你比其他人更努力、更勤勉，所以从这个月开始给
你单独加薪。
”卡内基高兴得差点晕　　倒。
他领了13.5美元，比上个月多出2.25美元。
对年仅15岁贫苦少年来说，这是笔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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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家，卡内基只是像往常一样，将11.25美元薪水交给母亲，而将增加的2.25美元暂时留了下来
，因为这　　笔钱对他来说实在太珍贵了。
晚上临睡前，他把加薪的秘密告诉了弟弟，7岁的小汤姆也感到吃惊。
于是，弟兄　　俩兴奋地谈起了未来的事业，憧憬着将来要合开一家“卡内基兄弟公司”，赚好多好
多的钱，送给母亲一辆闪　　闪发亮的马车，再也不让她老人家像现在这样缝鞋缝到深更半夜了。
他们谈了很久很久，才沉沉入睡。
　　第二天在餐桌旁，卡内基把2.25美元拿出来交给母亲，并问：“我们在丹弗姆林跟人家借的钱，
还差多少　　？
”母亲显得很吃惊：“那20英镑的债，还差一点就够还了。
你这钱是从哪里来的？
”当母亲得知这笔钱的来　　历后，眼里涌出了喜悦的泪水，而坐在一旁的父亲却流露出得意的神色
。
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儿子有出息，将　　来一定会做一番大事业的。
为寄还好友主动资助的那20英镑，这两年来母亲每天尽量节省生活开支，5角5角地　　存起来，眼看
快凑足200美元还债了；如今儿子又以增收的钱帮助还债，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呀。
这一天，全　　家每个人内心都充满着喜悦。
　　卡内基在跑腿送电报之余，很想多读点书来充实自己，可是，苦于家境贫穷，根本没有多余的钱
买书。
　　幸好有一天他在翻阅报纸时，发现了一条消息：退役的詹姆士·安德森上校愿意将家中所藏400册
图书借给　　好学的青少年们。
每逢星期六可以到他家借一本书，一星期后归还，再换借另一本。
　　于是，欣喜若狂的卡内基找到上校的家，借到了自己心爱的书。
从此每到星期六，他都能和一个崭新的知　　识世界接触了。
　　后来，上校眼看借书的少年日益增多，决计办一个私人图书馆，他到纽约添购了各种书籍，扩大
了自己的　　书斋，又向市政府借了一间房，成立了一家真正的图书馆。
　　卡内基从安德森图书馆里借到了许多好书，养成了喜爱读书的习惯，只要一天不看书，就觉得心
神不宁。
　　安德森使他在人生的黄金时期有了读书的机会。
后来卡内基事业成功时，为了报答安德森先生的帮助，在其私　　人图书馆的原址，盖了大会堂和图
书馆，并立碑纪念这位恩人。
　　1853年，宾夕法尼亚州铁路公司西部管区主任斯考特看中了有高超的电报技术的卡内基，聘他去
当私人电　　报员兼秘书，每月薪水35美元。
当时卡内基已是18岁的大小伙子了，他怀着强烈的上进心走进了这个更为广阔　　的世界。
　　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10余年中，卡内基平步青云，24岁就升任该公司西部管区主任，年
薪1500美元，　　并逐步掌握了现代化大企业的管理技巧。
这种技巧是他后来组织庞大的钢铁企业时所必不可少的。
　　与此同时，卡内基也抓住时机，初试牛刀，参与投资，而且频频得手，慢慢积累得小有资财，为
他以后开　　办钢铁企业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1856年，斯考特劝说卡内基买10股亚当斯快运公司的股票，共计600美元。
当时，卡内基的全部积蓄不过60　　美元，但他决心设法凑足这笔钱。
他与母亲商量，母亲提出以房屋作抵押来贷款。
就这样，卡内基以贷款进行　　了第一次投资。
不久，一张亚当斯公司10美元红利的支票就送到了卡内基的手里。
　　不久，卡内基又充当“伯乐”，将卧铺车的发明者伍德拉夫引荐给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建立了
一家火车　　卧铺车厢制造公司。
卡内基通过借贷投资买下该公司1/38的股份。
仅200余美元的投资，一年之间分得的股票红　　利高达5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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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又抓到一只会下金蛋的鸡。
到1863年，卡内基在股票投资上已成为行家里手。
　　1865年，卡内基果断地辞掉了铁路公司的职务，开始一门心思地干自己的事业。
他创办了匹兹堡铁轨公司　　、火车头制造厂以及铁桥制造厂，并开办了炼铁厂，开始涉足钢铁企业
。
　　19世纪60年代，美国的钢铁生产经营极为分散，从采矿、炼铁到最终制成铁轨、铁板等成品，中
间需经过　　许多厂家。
加上中间商在每个产销环节层层加码，致使最终产品的成本很高。
卡内基深知传统钢铁企业的这些　　弊病，他决心建立一个面目全新的、囊括整个生产过程的供、产
、销一体化的现代钢铁公司。
　　1872年，卡内基认为在炼钢事业上大干一场的时机业已成熟。
首先，从技术上讲，成本低廉的酸性转炉炼　　钢法已经发明，他特地亲赴英国考察了发明者贝西默
在生产中运用该法的实际情况。
其次，美国的钢铁市场十　　分广阔，供不应求。
而铁矿在美国极为丰富，密执安大铁矿已进人大规模开采阶段。
再次，就财力而言，卡内　　基已拥有数十万美元的股票及其它财产，他决定改变四处投资的老法，
将资金集中到钢铁事业中来。
最后，最　　令卡内基信心十足的，是他在钢铁公司10余年间所掌握的管理大企业的本领。
于是，到1873年底，他终于与人　　合伙创办了卡内基一麦坎德里斯钢铁公司。
公司共有资本75万美元。
卡内基投资25万美元，是最大的股东。
在　　随后的20多年间，卡内基使自己的财富增加了几十倍。
　　1881年，卡内基实现了童年的梦想，与弟弟汤姆一起成立了卡内基兄弟公司，其钢铁产量占美国
的1/37。
　　1892年，卡内基把卡内基兄弟公司与另两家公司合并，组成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钢铁帝国——
卡内基钢铁公　　司。
他终于攀上了自己事业的顶峰，成了名副其实的钢铁大亨。
他与洛克菲勒、摩根并立，是当时美国经济界　　的三大巨头之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卡内基钢铁公司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企业。
它拥有2万多员工以及世界上最先进的　　设备，它的年产量超过了英国全国的钢铁产量，它的年收
益额达4000万美元。
卡内基是公司的最大股东，但他　　并不担任董事长、总经理之类的职务。
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任用了一批懂技术、懂管理的人才。
时　　至今日，人们还常常引用他的一句名言：“如果把我的厂房设备、材料全部烧毁，但只要保住
我的全班人马，　　几年以后，我仍将是一个钢铁大王。
”　　然而，卡内基之所以受到世人的尊敬，不仅是因为他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更重要的是因为他
在事业成功　　之后，毫不犹豫地将赚得的庞大财富，几乎全部捐献给了社会公益事业。
他的后半生，主要致力于慈善事业与　　世界和平。
　　卡内基早在33岁的那一年，就在日记上写了下面的一段话：“对金钱执迷的人，是品格卑贱的人
。
如果我　　一直追求能赚钱的事业，有一天自己也一定会堕落下去。
假使将来我能够获得某种程度的财富，就要把它用在　　社会福利上面。
”　　1900年，年逾花甲的卡内基已经功成名就，他踌躇满志，决定心安理得地退休，用自己的巨额
财富去做他　　早已想做的事情。
这一年，他在《财富的福音》一书中宣布：“我不再努力挣更多的财富。
”于是，他毅然从　　他那蓬勃发展的钢铁事业中引退，以5亿美元的价格将卡内基钢铁公司卖给金
融大王摩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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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就开始实施　　他的把财富奉献给社会的伟大计划。
　　1901年，即他引退后的第一年，他首先拿出500万美元为炼钢工人设立了救济和养老基金，以向帮
助他取得　　事业成功的员工们表示感谢。
接着，为帮助有志上进而家境贫穷的年轻人，他当年在纽约市捐款建立了68座图　　书馆。
这个图书馆建设事业持续了16年，他总共捐资1200万美元，兴办图书馆3500座。
　　第二年，他捐款2500万美元，在华盛顿创立“卡内基协会”，由美国国务卿约翰任会长，主要用
来发展科　　学、文学和美术事业。
该协会曾建造一艘“卡内基号”海洋调查船，修正了世界航海图。
此外，还在加州山顶　　上建造威尔逊天文台来观察太空。
对这个协会，卡内基在随后的一些年里一再追加资金，累计捐款达7300万美　　元。
　　与此同时，卡内基在他的第二故乡匹兹堡创办了“卡内基大学”。
后来，又在美、英各地捐资创办了各种　　学校和教育机构。
这类用于建造教育设施的捐款，达9000万美元之巨。
　　在随后的几年中，卡内基又设立了若干项基金。
他捐资500万美元，设立“舍己救人者基金”，对在突发事　　件中为救助他人而牺牲或负伤的英雄及
其家属予以奖励或救济。
他捐资3900万美元，设立“大学教授退休基金　　”，以保障教育家的晚年生活。
他还设立了“总统退休基金”和“作家基金”，对美国总统或作家的晚年给予　　资助。
此外，他向11个国家提供了“卡内基名人基金”，并以1000万美元设立“卡内基国际和平财团”，专
门　　资助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的人们。
　　1911年，年迈的卡内基夫妇由于10年来一直直接参与捐献工作，身心都深感疲惫，因而，卡内基
决定再以　　仅余的1亿5千万美元设立了“卡内基公司”，让公司人员代理他们的捐献工作。
　　直至生命结束之前，卡内基都在为社会奉献着他的财富，其捐献总额高达3亿3千多万美元。
当然，在他身　　后，“卡内基公司”及各项卡内基基金依然在实施他的捐献计划，况且这笔巨款还
会不断地增加利息，或赚进　　红利，实际上他在世界上捐献的数额远大于这个数字。
　　1919年8月11日，84岁的卡内基在美国雷诺克斯市的别墅中因肺炎而谢世。
这位出生于苏格兰的伟大人物，　　从不名一文的移民到堪称世界首富的“钢铁大王”，而在功成名
就后，他又将几乎全部的财富捐献给社会。
他　　生前捐赠款额之巨大，足以与死后设立诺贝尔奖金的瑞典科学家、实业家诺贝尔相媲美。
从一个贫穷的少年变　　成乐善好施的巨富，卡内基这富有传奇性的一生，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
里的故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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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公司没有一分我被挪用去盖豪宅，或是去做股票投机，或是参与与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关系的企业
投资。
我们展示出来的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企业。
只要有一个孩子从这些图书馆中受益，我就会认为这些图书馆不是白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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