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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者看到“新史学”三字，也许会联想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发动的那场史学革命：其实我们并没有梁启
超那样的雄一心，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也和他那时大不相同了。
昔日梁启超们痛感旧史等同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
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而不载”，所以他主张要写“新史学”。
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以为历史只与帝王将相有关了吧？
这也是梁启超们努力的结果。
我非史学界中人，但雅好读史，对史学研究的现状，觉得有这样几个毛病：一是对待史料，常凭个人
好恶和口味而取舍。
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每置大量“不利”的史料于不顾，却把孤证当宝贝津津乐道。
二是回避真问题。
1949年以来，连篇累牍讨论的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农民起义性质
等等问题，几乎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废话。
反之，对日本侵华战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罪行，却很少写成历史。
到了和日本右翼较量时，历史学给我们准备的证词却是令人沮丧的单薄，拿不出扎实的具有专业水准
的实证研究。
三是忽略了宏大背景中小人物真实的生活和真切的情感。
就像前辈史学家所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年哪个大臣受到了什么赏赐，史籍上都清清楚楚
，而当时老百姓用什么餐具吃饭，婚娶的风俗是什么样的’，寻绎却十分困难。
在近现代史研究中，这个毛病更为凸显，小人物的史迹越来越被一个个宏大的浪潮所淹没。
至于为时风所侵袭，或躲躲闪闪，不敢直面历史，或哗众取宠，制造“史学泡沫”，或急功近利，专
以“戏说”为事，就更是等而下之的通病了。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卢作孚的选择>>

内容概要

中国现在虽然重新肯定了市场经济，重新肯定了企业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
但过去曾经膜拜过的历史哲学却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甚至还被当作旗帜供奉。
不进行这种清理，再度折腾的危险仍然存在。
完成这项工程，不仅需要理论的思辨，更需要史实的证明。
从这个意义上讲，《卢作孚的选择》一书所讲述的不仅仅是历史，同时为我们的民族今后少走弯路，
提供了现实的启示。
    卢作孚的命运和民生公司的历史可以说是最好的分析中国现代优秀企业在1949年后历史命运的个案
，这个选择中体现的历史眼光和学术研究智慧，反映了晓铃大姐的历史情怀和学术境界，我愿意向读
者推荐这本优秀的历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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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确立预算规程，要使今后业务损益、财务支付、按季有计划，按月有计划，即有不可避免
的临时开支，亦应有必依手续的临时预算。
”“预算不是具文，是要坚决执行的”。
三.“确立会计规程和成本会计以为今后实施经济核算制度的依据。
”那时，民生公司会计规程已经实施多年，成本会计也在这年7月份开始试办。
“希望经此次修改，据以作今后的结算，并从明年一月一日起全部的有效的实施，以会计的记录，掌
握全部的收支损益，掌握全部的资产和负债。
”四.“确立生产节约办法和奖励办法，以期增进轮船航行安全，减少海损到最低限，增进轮船保养健
全，减少修理到最低限；提高燃料的品质，节省燃料的消费；改善客运服务，以增进旅客的便利和舒
服，以减少货物的损坏和误差，坚决执行航行计划和港务计划，船上岸上人员一切照预定计划配合行
动，无时间上和事物（务）上的任何贻误。
如此必能提高运输能力.逐步减少支出，作到收支平衡，包含合理的保险和折旧，使有还本付息的余力
，逐步减轻积累太大的债务。
”五.“调整必要的机构及人事”。
总公司、分公司、办事处都要精简机构。
卢作孚说，现在“公司需要的人员，有技术的甚感不足，无技术的却有多余之苦”，因此，“准备开
技工班、会计统计班，以使无技术者有技术。
今后必须减少间接生产的人，增加直接生产的人，不再有徒负名义或不劳而获或工作不够的人”。
原来民生公司有顾问制度，其中有一些顾问是不在公司做实际工作的，只是在技术上业务上或是社会
关系上可以对公司有帮助的人，如航运专家金月石就是技术顾问，公司会付给顾问较高的舆马费。
顾问有几十人，确实是很重的负担，但在那个动荡的政府权力时常掣肘于企业的时代，民生公司广泛
的社会联系在关键时刻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计的。
现在卢作孚明确提出，顾问中没有负担实际工作的要解聘。
以后，民生公司实际上完全取消了顾问制。
除了减少企业负担以外，也因为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社会关系有很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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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9年秋天，今民生公司在职工中抽调三名大学生成立研究室，不是为研究今天的经济形势和经营策
略，而是研究1925年创办的老民生公司前总经理卢作孚生平及事业。
研究室聘了三位兼职研究员，我是其中之一，我那时是重庆作家协会主办的《红岩》文学杂志副主编
；还有两位是重庆档案馆编研处处长黄立人和重庆医科大学教授，现在已调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副院长的张瑾。
从此我在工作之余，在研究室的帮助下进行有关卢作孚的资料搜集。
2003年春寒料峭之际，我到北京看到一些民生公司和当时的其他民营企业在“公私合营”时段的档案
，便对后来那些有关“公私合营”的光明说法产生了怀疑。
在“非典”悄悄肆虐的时候，我带着一包复印资料和许多疑问离开了北京。
那时候，我已明白，以卢作孚的故事进行文学创作的难点在于，对卢作孚思想性格气质难以把握，皆
因对卢作孚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环境没有总体正确的判断。
几年过去了，现在拿出来的书稿只是卢作孚生平最后的三年发生的故事。
不论这本书与真实还有多大距离，都有今民生公司研究室和民生公司武汉分公司、宜昌分公司、上海
分公司、南京分公司及广州分公司的支持。
我忘不了和研究室主任项锦熙、副主任龙海，牟莉一起工作的情景，更忘不了卢作孚先生的亲属今民
生公司卢国纪董事长和卢国维、卢国纶、卢铿、卢晓雁、卢晓蓉以及卢子英夫人邓文媛、卢子英的子
女卢国纲和卢国模接受我的采访。
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与老民生人周吾达、陈代六、李代文、谢敏道以及老民生人的后代邓安澜、郑光
复、李邦畿、李永康、雷渝生的接触，感受到他们对卢作孚先生不变的崇敬、对老民生公司永远的怀
念。
他们不光提供珍贵的历史资料与线索，还与我反复讨论、探索历史的真相。
我曾向老一辈的研究家、四川大学经济系教授凌耀伦、熊甫，重庆市政协老干部周永林先生请教，他
们的思考和研究成果也是我写作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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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卢作孚的选择》：新史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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