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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卢作孚是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乡村建设先驱和社会改革家。
他创办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民国时期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在抗战中做出了彪炳史册的重要
贡献。
他主持的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现代化乡村建设，是“中国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时间最长、成就
最大的一个，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最完整的历史记录”。
他关于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思想理论和成功实践，对当今现代化建设仍具参考价值。
他毕生从事学校教育、职业教育、民众教育，其成果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充分肯定。
他“大公无私，为而不有”，为中国企业家赢得了良好声誉。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本书序言中指出，卢作孚的创业精神和卓有成效的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建设经
验等，值得当今企业管理者学习、借鉴。
在2005年重庆市评选的“十大文化名人”中，卢作孚名列第一，评语指出，他留下的“民生公司、北
碚实验区、《户作孚文集》，其中任一项都足以改变历史”。
《卢作孚文集》(增订本)收录了卢作孚从1916至1951年间的著述124篇，涉及工商管理、企业文化、教
育改革、乡村建设和国家现代化道路的论述等内容。

《卢作孚文集》(增订本)由凌耀伦、熊甫编写。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卢作孚文集>>

书籍目录

序
前言
各省教育厅之设立(1916年9月17日)
《教育月刊》发刊词(1922年1月)
教育经费与教育进行(1922年1月)
教育方法与暗示(1922年1月)
教育行政之要义(1922年2月1日)
教育考察团之组织(1922年4月1日)
一个根本事业怎样着手经营的一个意见(1923年L
四川的新生命(1924年)
成都市市立通俗教育馆周年报告序(1925年12月1日)
建修嘉陵江温泉峡温泉公园募捐启(1927年5月1日)
介绍《嘉陵江》(1928年3月4日)
《民国十七年峡区秋季运动会报告书》序(1928年11月)
怎么样做事--为社会做事(1929年4月20日)
四川人的大梦其醒(1930年1月)
乡村建设(1930年1月7日)
东北游记(1930年9月1日)
华东、东北考察归来在民生公司欢迎会上的讲话(1930年9月4日)
四川的问题(1931年6月2日)
游程中寄回峡的第一封信(1931年9月27日)
游程中寄回峡的第二封信(1931年10月1日)
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概况(1 932年3月)
为什么发行这小小的半月刊(1932年7月12日)
我们对于一件事情(1932年11月15日)
航业为什么要联成整个的(1933年1月15日)
为己？
为人！
(1933年3月16日)
医院募捐的方法(1933年3月23日)
《工作周刊》所贡献的和所贡献于《工作周刊》的(1933年3月23日)
要参加社会活动(1933年3月30日)
答刘同仁半日读书之请求(1933年4月1日)
必须做民众运动(1933年4月2日)
民生公司的三个运动(1933年4月16日)
公司的灵魂(1933年4月16日)
我们要与他们步伐一致(1933年5月16日)
前瞻后顾的两段论(1933年5月30日)
介绍两件好的事情(1933年6月1日)
告茶房(1933年9月1日)
促进工作的研究(1933年9月16日)
数字要准确(1933年9月16日)
中国科学社来四川开年会以后(1933年10月)
在民生公司八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开会词(1933年10月16日)
我们的要求和训练(1933年11月)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卢作孚文集>>

训练要方式与精神并进(1933年12月6日)
从四个运动做到中国统一(1934年1月29日)
比武力还厉害的占据(1934年2月10日)
整个四川的五个要求(1934年2月16日)
什么叫做自私自利(1934年2月17日)
怎么样做事--为社会做事(偶感佳言录)(1934年2月)
如何抉出问题，负起责任？
(1934年3月1日)
工作的报酬(1934年3月3日)
中国人的生活是这样的(1934年3月10日)
二十三年应该抓着的问题(1934年3月16日)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1934年3月20日)
现代的领袖与中国的领袖(1934年4月7日)
打擂与世界运动会(1934年4月21日)
为社会找出路的几种训练活动(1934年5月16日)
数目字与中国人(1934年5月19日)
社会生活与集团生活(1934年6月16日)
快乐与痛苦(1934年7月1日)
麻雀牌的哲理(1934年7月16日)
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1934年8月2日)
南洋华侨的两个工作(1934年8月12日)
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1934年10月1日)
本公司是怎样筹备起来的(1934年10月15日)
学生应如何提倡国货(1935年1月11日)
如何把握住时间啊！
(1935年1月16日)
做事要正确地做到(1935年2月16日)
二十三年本公司之营业概述(1935年3月1日)
民生公司职工为什么要穿公司的制服(1935年4月1日)
中国人并不自私自利，只看社会的影响如何(1935年4月16日)
本公司之职工教育运动(1935年5月1日)
社会的动力与青年的出路(上)(1935年10月15日)
社会的动力与青年的出路(下)(1935年10月25日)
纪念民生公司成立十周年(1935年11月1日)
广西之行(1935年11月1日)
和谐运动的具体意见(1935年11月1日)
超个人成功的事业超赚钱主义的生意(1936年1月1日)
增加股本是公司当前的最大问题(1936年3月1日)
会议为促进事业的唯一方法(1936年6月16日)
如何应付当前之国难与敌人(1936年7月3日)
四川建设施政纲领(1936年7月10日)
我们的一切都要有计划和预算(1936年8月30日)
我们要明了自身的工作(1936年10月23日)
实验区当前应努力的工作f1936年10月26日)
如何加速国家的进步(1936年10月)
一桩事业的几个要求(1936年10月)
中国应该怎样办(1936年11月1日)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卢作孚文集>>

建设的目的和方法(1936年12月5日)
大胆生产小心享用(1937年1月1日)
如何帮助旅客与提高工作技术(1937年3月1日)
《建设周讯》发刊词(1937年3月1日)
公司当前亟待解决之问题(1937年4月1日)
由整理膳务谈到今天的工商业管理方法(1937年7月)
要解决当前的问题(1938年1月17日)
这才是伟大的力量(1938年4月30日)
 附录 杜重远：由小问题讲到大问题
继续为国家为公司效力(1938年1 1月)
安全的最高要求(1939年5月20日)
精神之改造(1939年8月14日)
对训练所毕业同学临别赠言(1939年10月16日)
改良木船的四大意义(1939年10月16日)
新闻事业与社会运动(1939年12月1日)
人人应明了交通设施之实况(1939年12月11日)
怎样组织青年服务社(1939年12月)
本部同人应有的理想和抱负(1940年1月1日)
全国粮食会议开幕词(1940年5月)
一段错误的经历(1940年6月)
准备节约生产以挽救当前危机(1940年9月16日)
困难为吾人毅力之试金石(1942年8月25日)
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1943年10月)
《新世界》复刊词(1944年3月15日)
国际交往与中国建设(1944年10月1日)
中国中心的伟大基地(1945年)
工商管理(1945年2月)
卢作孚谈美国工业特质(1945年8月)
论中国战后建设(1946年2月15日)
何为物价问题?何为解决方法?(1946年3月28日)
游美观感(1947年4月18日)
如何改革小学教育(1948年4月22日)
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三十七年第廿三届决算书弁言(1949年4月7日)
在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十四届股东常会上的报告(1949年4月12日)
公司的任务(1950年7月24日)
在民生实业公司董事会第二十四届第二次董监座谈会上的讲话(1950年9月16日)
如何推行公私合营过渡办法，如何克服枯水季节业务困难(1950年11月6日)
第二次业务会议大会总结报告(1950年11月13日)
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议上的发言(1951年1月)
附录一 卢氏作孚先生哀词
附录二 卢作孚生平简介
附录三 卢作孚年谱(1893—1952)
编辑出版说明
《卢作孚文集》增订本编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卢作孚文集>>

章节摘录

　　二、测量　　我们要知道，测量工作对于农业前途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譬如农田测量，有关系于土地之整理与经营，荒地测量，有关系于荒山之开辟与利用；水利测量，有
关系于水源与水力之利用；欲使这些问题得以解决，成为科学化，这是政府方面认为重要的第二个准
备工作。
如航空测量，期以最短期间完成全川整个测量实为当今之急务。
在建设厅目前的测量工作，水利方面，分为两队，一队正在灌县测量，一队正在安县、绵竹一带测量
。
森林方面，已在天回镇测量完成作为明年的造林区域。
总之，测量关系地尽其力之利用极大，这是个人准备做四川建设之第二重大工作。
　　三、试验　　在过去的四川，每县有农业试验场，实际是没有试验，完全是有名无实的，个人到
建设厅以后，遂通令完全停止。
我们要晓得，试验工作，不但各县不能做，即省政府亦不易担任。
在四川的人力、财力困难情形之下，关于今后的试验，大都商同中央各机关合作或就近商同川大合作
。
第一，稻麦试验，是同川大合作，本年已经开始试验工作。
第二，甘蔗试验场，设于内江，已经在准备中，并将约留美的几位专家，明年回川来同川大共同工作
，彼时，一定可以充实内容。
第三，棉作试验，在遂宁一带，已设立三个指导所，是同中央棉业改造所及定县的几位朋友合作的。
第四，园艺试验，准备在成、渝两点，设立二个小规模之园艺试验场，关于这类的事业设立之地点，
与其推广区域，极有关系，如棉作试验，以涪江流域为推广区；同农业有关的蚕桑改良场，则以顺庆
为中心，川北以三台、南部、阆中、盐亭，川东以江北、巴县、璧山、合川等地为其发展与推广区域
。
再其次，关于家畜保育所方面，除防疫工作外，首先改良的从猪起，因为猪鬃为四川出口之大宗，此
为第一步。
第二步是耕牛的改良，水牛，在生时使役很大，如死后，则其皮肉都不值钱；黄牛，其种不强，其在
生时，用处较小，而在死后，用处极大，因其皮肉皆贵，所以耕牛之在四川有改良之必要。
再如羊、鸡，亦有渐次改良的计划。
如鸡蛋之在四川，无地无之，每年产量极丰，中国鸡蛋出口价值，最多一年，在六千万元以上，据此
可知家畜试验工作，实为重大。
这些事情，现在虽然是省办，以后是要普遍推广到全川各县的，希望各位要注意这一类的工作。
　　四、管理　　中国是落后国，受世界列强，尤其是日本的欺压，吃亏不小，然而今日之中国，要
如何迎头赶上，使我最落后的国家，可以马上走到最进步国家的前面去？
就物质上说，过去不经济的，不合科学的，通通不用，而用最进步的东西，如像英国的棉业，为最先
进发达之国家，因近来日本突飞猛进，发展至为神速，大有取得世界棉业第一位之形势。
我们要知道，凡物质在自由竞争之下，其牺牲极大，进步也很慢，如纺车用手，有人发明用机器时，
前者即被后者打倒，由此类推，大机器纺纱厂打倒了小机器纺纱厂，其进步之过程中，真是不知要牺
牲了许多聪明才智，和人力物力，才进步了目前科学的物质世界。
如其管理得法，一直可以走到大机器厂去，其有利益于吾人，当不可以语言形容了。
如四川蚕丝管理局之设立，就是试验管理的一种办法。
以后要蚕与桑之得以调剂，缫丝得以合法，价格得以安定，均有赖于管理之科学化。
个人看了丝业的七年成本会计，每担丝制造费变化很少，而蚕茧的变化却很大，结果是蚕丝业皆形成
极不安定状态。
如果蚕丝业管理合法，使桑价、茧价皆相当安定与缫丝业相适应，更从运销上注意国内外之丝业趋势
，以稳定丝价，这是管理第一件事。
其次，就是等级之检定，以提高品质，使其纯洁，自然可望日益恢复世界市场之优越地位，当然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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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再失败了。
因此之故，则我国木车、铁车，乃至丝业界一切劳心劳力的人，都不再失败，要如此，才算是尽了管
理之能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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