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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赵洪祝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称“文物之邦”，从史前文化到
古代文明，从近代变革到当代发展，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勤劳智慧的浙江人民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与创新，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
精华，形成了具有鲜明浙江特色、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思想内涵的地域文化，这是浙江人民共同创造
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晶，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如何更好地使这一文化瑰宝为我们所用、为时代服务，既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也是时
代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使命。
深入挖掘、整理、探究，不断丰富、发展、创新浙江地域文化，对于进一步充实浙江文化的内涵和拓
展浙江文化的外延，进一步增强浙江文化的创新能力、整体实力、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发挥文化在促
进浙江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浙江省委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早在1999年，浙江省委就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2000年，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
；2005年，作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
取得了显著成效。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地方文化
研究项目之一。
该工程旨在以浙江人文社会科学优势学科为基础，以浙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现实
课题和浙江历史文化为研究重点，着重从“今、古、人、文”四个方面，梳理浙江文明的传承脉络，
挖掘浙江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推出一批在研究浙江和宣传浙江方面具有重大
学术影响和良好社会效益的学术成果，培养一支拥有高水平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梯队，建设一批具有浙
江特色的“当代浙江学术”品牌，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升浙江的文化软实力，为浙江
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
有力的智力支持，为提升浙江文化影响力、丰富中华文化宝库作出贡献。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开展三年来，专家学者们潜心研究，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在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
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等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已设立10余个系列400余项研究课题，完成230项课题研究，出版200余部学术专著，发表大量的学术论
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这些阶段性成果，对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提供了新的支撑力和推动力。
党的十七大报告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兴起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并坚
持把建设先进文化作为推进创业创新的重要支撑。
2008年6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对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浙江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
行专题部署，制定实施了《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明确提出：今后一个
时期我省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要任务是，在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
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的同时，继续深入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
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文化建设“八项
工程”，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三大体系”，
努力使我省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文化建设方面继续走在前列。
当前，浙江文化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也面对十分严峻的挑战。
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始终保持浙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更好地发挥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是
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不断探索的重大新课题。
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
的思路、更得力的措施，大力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回答浙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
党的建设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努力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努力形成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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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
继续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我们热切地期待有更多的优秀成果问世，以展示浙江文化的实力，增强浙江文化的竞争力，扩大浙江
文化的影响力。
2008年9月10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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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企业大王刘鸿生》以解读刘鸿生深受滋润的“宁波帮”商业文化血脉为切入点，对其由外国在华公
司的“跑街”起家，继而凭借鹤立鸡群的商业才干、灵活机敏的经营技巧，纵横捭阖的开拓能力，化
敌为友的同业联合胸襟与手段，一步步登上“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水泥大王”等一个个顶
级宝座的传奇经历给予了全景式铺排和“用事实说话”式的直白描述。
同时，对刘鸿生独具特色的经营理念、出奇制胜的商战谋略和超凡脱俗的用人艺术，对其从家族企业
向社会企业艰难跨越的积极探索，及其与四大家族由周旋、借力到分道扬镳的内心波折，以及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情感认同与精神皈依的心路历程等，都有言简意赅的演绎和诠释。

《企业大王刘鸿生》由刘光永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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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刘光永，本名刘光勇，男，1956年5月出生，陕西吴起人。
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四年，1977年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师从史学家赵俪生、桂经国先生。
曾在陕西省委党校执教18年，2000年5月起，在浙江理工大学任教，现为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
士生导师，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浙江省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会副会长，省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
。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和晚清史的教学研：究，主要著述有：《大清的挽歌：清末改革管窥》、《变
革启蒙先贤》、《领袖的魅力》、《古圣先贤论兴衰治乱》、《清官梦：吴晗传》、《文史丛谈》等
。
在《中国社会科学》、《北方论丛》、《求索》等刊物上发表论文6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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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由商而官
1927年，多事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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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章 血脉传承公元1888年刘鸿生出生于公元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
此时，大清国的洋务运动进行了近三十年，办了一些军工厂、一些民用企业，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已经
步履蹒跚地行进了几小步。
就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有了上海轮船招商局（1872年创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跨国公司——这
样的民用企业；有了开平矿务局（1878年创立）这样的经营相当不俗的煤炭企业；有了电报、电话这
样的近代通信手段——刘鸿生出生前六年（1882）电话传人中国、出生前八年（1880）设立电报总局
，次年架通津沪间电线，此后十年间架通了各省城之间的电报线路；有了铁路火车这样的近代交通运
输工具——刘鸿生出生前十二年——1876年，中国土地上最早的铁路-_吴淞铁路正式通车营业。
这些在当时被称为“声光化电”的新生事物，都与刘鸿生一生的事业和人生道路息息相关——经销开
平矿务局煤炭，成为他商业生涯和辉煌人生的起点；而轮船招商局与他的关联度更大——他父亲生前
曾长期在上海轮船招商局任职；他自己则担任过轮船招商局的总经理。
就在1888年——刘鸿生出生的这一年，大清国的“国家重大项目”——北洋舰队正式组建。
这支在当时属于亚洲第一、世界第四（一说世界第六）的舰队，一度令国人扬眉，而终究由海魂变为
海葬海祭——于刘鸿生七岁那年——1895年在威海卫全军覆没，让国人蒙受巨大的耻辱，使中华民族
遭受空前的震撼。
刘鸿生出生的1888年，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康有为30周岁；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22周岁；洋务
运动的领航人物李鸿章65周岁。
与这三位历史人物密切关联的时代风云成为刘鸿生传承延续人生交响曲的历史大背景与社会大舞台。
刘鸿生出生前一年（1887），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政治领袖蒋介石出世；此后五年（1893）
，人民领袖毛泽东降生。
这两位政治领袖不同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追求与刘鸿生的人生道路、一生事业、荣辱成败，均有切近而
极其重要的关联。
甬人善贾，亦善抱团刘鸿生祖籍浙江定海。
定海在舟山群岛西南部，东南与普陀接壤，西与宁波北仑港隔海相望。
这一文化区域，既是商贸名邦，又乃佛教圣地，更是连接中西文明的重要通道——欧亚大陆桥的起点
。
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接榫”地与转换处。
舟山古称“海中洲”。
这一称谓，最早见于晋代杜预所著的《左氏经传集解》。
书中说：“甬东，越地，会稽句章县东海中洲也。
”“甬东”即指舟山诸岛。
舟山群岛是大自然的杰作，天造地设，浑然天成。
如古人所言，诸多岛屿“横见侧出，星罗棋布，不可胜诉⋯⋯灵异之气，郁勃磅礴”。
又说：“山成舟楫之形，灵秀独钟，设险有备。
揽物华于天宝，既庶且殷；占人杰与地灵，洵美且好。
诚四明之胜地，两浙之雄藩。
”舟山群岛雄踞海东，东濒大海，西控甬江，南引闽粤，北通江淮。
在东西长182公里、南北宽169公里的海域内，错落有致地散布着大小岛屿1390个。
舟山群岛所处的地理环境，在军事上，在海运上，在对外贸易和商品流通上，都有其特殊的重要地位
。
定海境域四周皆海，岸线总长410公里。
如志书所说，“众山环峙，群港四达，自古称为天险”。
定海道头的定海港古时称为舟山渡，是舟山群岛历史最久远、船只进出最频繁、使用率最高的港口。
众多的航门、水道赋予定海“舟楫之便”，海上交通四通八达。
定海港岸线绵长，前面有盘峙、大小五奎山诸岛挡风阻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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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海港地处要津，地位格外重要。
历史上有多次重大战事发生在这里。
鸦片战争期间，葛云飞、郑国鸿、王锡鹏三总兵在此筑土城、设炮台，与英国侵略者血战六昼夜而壮
烈殉国，定海港从此与三总兵一起名垂青史。
定海港还是浙东沿海最早与外国通商的港口。
清康熙年间，定海道头就曾建有“红毛馆”用以接待外商。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仅造就了定海海岛城市特殊的地理环境，还把它装扮得风光旖旎，秀丽可人。
明代定海文人陶恭作《形胜赋》说：“中华胜地，东海名洲，人杰地灵，川明山秀⋯⋯如髻之山，双
峰秀拔；如带之水，九溪交流。
”“如髻之山，双峰秀拔”，指定海城北的双髻山。
清康熙《定海县志》说双髻山“二峰如髻，矗立天表，诸山环绕，为县治之主山。
相传葛稚川炼丹处，有棋枰石磴”。
舟山岛上最高的山是黄杨尖，海拔503.6米。
登山远眺，西边的定海城、东边的普陀山及沿海各岛屿尽收眼底。
定海道头的东岳山，山虽不高，但其地处定海港要津，是定海城的门户。
明代设舟山关，隆庆元年（1567）把总李成题勒“东南第一关”于崖壁，故而东岳山又称“关山”。
古时候，交通工具落后，大海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
人们眼望着沐浴在天风海涛中的被称作“海中洲”的座座绿岛，可望而不可即，只能望洋兴叹。
《海内十洲记》中说，海上有“三山十洲”，均为仙岛，在东海的叫瀛洲，传说“上生神芝仙草，又
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为玉醴泉。
饮之数升，辄醉，令人长生”。
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在诗中一往情深地咏叹道：“传闻海水上，乃有蓬莱山。
玉树生绿叶，灵仙每登攀。
一食驻玄发，再食留红颜。
吾欲从此去，去之无时还！
”舟山的好多岛上，至今还流传着众多仙人的传说。
定海明清时均属宁波府治，宁波简称为“甬”，因此称宁波人为“甬人”。
因此，刘鸿生既是舟山人，又是宁波人。
宁波既有天然良港，又据丝绸之利，商业活动出现得最早，并渐次形成鼎盛之势。
到明朝中叶，特别是嘉靖、万历年间，宁波不仅与沿海各省及内地，就连日本与南洋各国也有了频繁
的商业往来，甚至与西亚数国也通过丝绸之路，万里迢迢地发生了活跃的贸易关系。
商贾云集，辐辏交错的商贸氛围，经久不衰，世代相续，养成了宁波人丰厚的从商经验与经营能力，
外人公认称道“甬人善贾”，宁波人也爽然认可，欣然自居。
而且世世代代，继往开来，乐此不疲。
“宁波帮”也因此而久负盛誉，名贯遐迩。
宁波商人富于进取精神。
这种强烈的进取精神首先表现为冒险、开拓、创新精神。
这种精神在近代上海宁波帮中尤为突出。
在宁波府、县志书中，像“甬人具冒险性”、“冒险之性”为“岛民所特具”之类的品评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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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首先需要特别致谢的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有关专家学者们当年为刘鸿生研究所做的意义深
远的奠基性工作，他们不仅收集整理了刘鸿生企业档案资料，而且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采访了大
量当事人和知情者，保存和梳理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口述历史”资料。
这些宝贵的史料凝结为该所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出版的《刘鸿生企业史料》（上、中、下
册）。
没有这部奠基性的著述，压根不可能有拙著。
笔者的这部著作，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进一步梳理和提炼《刘鸿生企业史料》的结晶。
真可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同时要感谢浙江省社科规划办的领导和涂尚建老师的热情支持；感谢浙江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北京
国家图书馆的有关老师的热情帮助；感谢刘鸿生家乡——舟山的孙峰先生热心提供有关资料。
感谢我校、我院所有多年来关爱、支持我工作的领导、同事和朋友！
感谢我的“马大姐”雪芹教授和她的丈夫李友英先生。
他俩特意将赵云声主编的《中国大资本家传·工商大王卷》，借给我参考。
马雪芹教授不仅平时常常与我进行学术交流，还对本书提出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在此特致谢意。
尤其要感谢本书责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宫京蕾老师，她对书稿字斟句酌认真审读，提出许多具
体的修改意见，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精力和心血。
她为人做事周到、热情、细腻，尤其值得我这个粗心人学习。
我与刘鸿生初次结缘，在1996年。
那时虽已年值不惑，却可以说是我生命周期中“激情燃烧的岁月”。
那年5至8月，我与西安交大和陕西财经学院的两位同样不安分的副教授在古城西安的凯悦饭店参与“
永安保险”公司的筹办活动。
那几年，我特别喜欢读一些企业家的传记，松下幸之助的传记曾经使我久久手不释卷。
松下“仁怀天下”的经营哲学对我颇多启迪。
七月流火之时，我买到了何况先生写的报告文学：《火柴大王刘鸿生》，在该书的扉页，我郑重写下
“永安打工仔，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二日”几个字。
何况先生的文笔挺好，刘鸿生的创业人生更曲折跌宕，读来令人一吟三叹，感慨系之。
刘鸿生敢于开拓的企业家精神，勇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只是那时压根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也会为刘鸿生写一本传记。
2000年5月，我来到刘鸿生的故乡浙江这片热土，成为我写此书的新机缘⋯⋯2007年用半年时间写了22
万字的初稿。
2008年上半年，因为教学工作特忙（每周36节课），基本上搁置了半年。
至2008年底基本完成初稿。
充实修改，又约半年。
2009年5月，交付审稿。
然后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进一步修改。
随后因身体欠安，又拖了一年，到2010年7月才开始进入出版程序。
此书与我的其他产儿一样，自知有诸多不足和缺憾。
比如审稿专家提出的对刘鸿生家庭生活层面的陈述非常欠缺，就是一例。
此外，或因资料所限，或因挖掘不够，对刘鸿生个人精神层面的触及较少；对刘鸿生新中国成立后的
事功和内心世界的波澜和心曲，也只是略有触及。
同时，由于我不懂经济，对于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只是几度到岸边略观风景，缺乏持久深入的体验。
所以许多问题可能陈述诠释得如雾里看花，很难达及透彻的洞见。
一定程度上，为了与已出版的几部刘鸿生传记在写法和内容上有所不同，此书偏重于使用“口述历史
”的史料和企业档案资料，偏重于“用史实说话”，让当事人、当时人出来现身说法，以“史实”来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企业大王刘鸿生>>

彰显刘鸿生一生事业的发展轨迹及其心路历程。
虽未必达到预期目的，但我是努力这样做的。
罗兰·巴尔特说：应当“从人身上读出书来”。
一般人身上能否读出书来，我不敢说。
但刘鸿生这样的历史人物，本身就是一本厚重的大书，他的生命与那个时代的风风雨雨喜乐悲愁息息
相关、血脉相连。
只是，要真正从他身上读出书来，要真正读懂读透这本书，绝非易事。
在比较集中地“读”刘鸿生的两年中，应该说我对自己教授20多年的近代中国社会史，增进了一些体
悟。
我还产生了在此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提炼，编写一部有关刘鸿生创业生涯的剧本的冲动——但愿
这个想法在未来的数年间能够变为现实。
如果能写成此“剧”，笔者对刘鸿生这本“书”的品读将会比目前稍微透彻一点。
我期待着那种自我提升的快感的早日到来。
2010年9月11日于杭州西城寒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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