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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们是“敢为天下先”的财富精英，他们是“实业救国”的身体力行者，他们是善于把握和利用各种
创富机遇的高手，他们是敢于并精于在经济侵略和超经济劫夺的夹缝中寻求生存发展之道的勇士；时
代的巨变铺就了他们的人生道路，他们的努力也影响了时代的发展历程⋯⋯　　本书是一本中国近代
企业家列传，介绍了他们在创业中所显现的开始创新精神和积累的经验、在经营管理中所表现出的智
慧和韬略，以及在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所运用的种种方法和手腕，更加具有了耐人寻味、发人
深思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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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从千年视角读百年财富(代序) “奉旨办厂”的状元实业家张謇  一 张謇不当“状元公”、要当实业家
的原因   二 艰苦创业，费尽心机  三 以纱厂为龙头，带动百业俱兴   四 张謇的家世渊源及其走上实业道
路的经过  五 清末主张君主立宪，民初赞成共和自治  六 张謇与袁世凯、盛宣怀等官场人物的复杂关系
 七 从创业达到鼎盛再到衰落的实业历程  八 有关“张四先生”的轶事趣闻  九 《张謇评传》之余十题
中国近代“资本教父”陈启沅  一 从穷困潦倒的教书匠到腰缠万贯的巨商  二 创办中国近代第一家机器
缫丝厂的经过  三 制定完备的工厂管理制度和生产流程   四 从原料采购到成品销售的全套策略   五 应付
乡里的手段及在困逼之下迁往澳门“永久黄”企业团体的中坚力量   一 我所知道的“永久团体”的人
和事  二 范旭东的家世及其创业奋斗的复杂经历  三 “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灵魂人物范旭东  四 我和范
旭东一起创建永利硫酸铔厂的曲折历程   五 我所经历的永利碱厂奋斗回忆   六 天津永明漆厂的创办和
发展经过   七 我的父亲李烛尘参与创建“永久黄”团体的内情   八 我在李烛尘身边十年的所见所闻   九
李烛尘一生活动记要 裕大华企业集团的头面人物  一 裕大华的创设及其主要领导者  二 “楚兴时代”
的风风雨雨  三 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的建立及其经营内幕   四 开办裕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三个工厂
的经过  五 创建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两个工厂的历程  六 关于公司所属其他企业的内部情况  七 公司
及公司负责人对其他主要企业的投资  八 抗战胜利后至新中国建立前夕的部署和安排爱国实业巍的楷
模刘国钧  一 闯荡江南致富的苏北乡童  二 “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  三 不抵外货，难以
生存  四 与时俱进，事业大成  五 抗战开始将工厂内迁  六 从举棋不定到毅然归国  七 我所知道的大成
纺织染公司与刘国钧  八 细说刘国钧的人生道路和创富经历天津东亚公司的创办人宋棐卿  一 初次创业
遭挫败，东山再起办东亚  二 巧妙应对竞争，不断增设新厂  三 运用“土洋结合”的种种经营手法  四 
新旧兼备的所谓“科学管理”  五 宋荣卿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应变手腕中国化工业的先行者吴蕴初  一 艰
苦的童年岁月和求学历程  二 试做味精，创办天厨味精厂  三 走进事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四 八年抗战期
间的种种经历  五 差一点当了“替死部长”  六 从香港返回大陆的内情财运亨通的百好炼乳厂老板吴百
亨  一 我是怎样白手起家的  二 创办百好炼乳厂的前前后后   三 建厂沙蝉，业务蒸蒸日上  四 同英瑞公
司的矛盾和斗争  五 凭借专制权与他厂竞争  六 设法与国民党当权人物建立关系  七 建立严格的企业经
营管理制度  八 新中国建立前夕濒临绝境  九 从消极经营到走向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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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奉旨办厂”的状元实业家张謇　　七 从创业达到鼎盛再到衰落的实业历程　　鼎盛时期　　张
氏办实业的黄金时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阶段。
当时，他辞掉工商部长荣归乡里。
大生一厂、大生二厂每年获利几百万两，他个人收入，除股息以外，红奖就超过1O万两。
盐垦公司继垦牧之后陆续成立，奉他为董事长。
在家庭中，张孝若已留美归国。
他的远景规划是：纱厂自一厂扩展至八厂，盐垦实行电气化，交通自内河、长江而国际；在金融方面
则自设淮海银行；教育方面则所办学校由专科改并为大学；文娱方面则自设伶工学校，改建南通剧场
。
他企图把南通建成一座新型的“模范”城市。
　　张氏七十称觞的时候，他的远景规划已基本上实现了。
新建的大生三厂已经在海门建成投入生产，大生四、五、六厂也在相地度材，分别于东台、如皋、石
港、南通各地进行筹备，后来居上的大生八厂先在南通江家桥将厂屋建成，并向美商海京洋行订购了
最新式纱机25000锭。
盐垦实行电气化。
当时适值中国对德宣战，放逐德侨回国，张电保上海南市电气公司总工程师德人高翕去南通设计电气
化。
高翕所草拟计划，内容包括在南通天生港设一大电厂，输电路线上至连云港，下至启东县；南通海门
之间通无轨电车，原有的工厂一律由南通电厂给电。
盐垦拟分期实行机械化、电气化。
关于交通运输，大达轮船公司原来只有大和、大德二艘江轮，新添了大庆、大吉、大　　豫三轮。
中比轮船公司计划购买万吨货船二艘。
淮海银行已成立，设总行于南通，上海及江苏各大城市均设有分行，张孝若任总经理，总揽南通金融
的大权。
教育方面，已成立了纺织、医学、农学三学院。
文娱则由欧阳予倩任伶工学校校长，吴我尊任教育长；南通更俗剧场也已建成。
　　张在上寿之日，检阅他半生的成就，也自觉志得意满。
寿辰前，梅兰芳率领了剧团由北京赶到，演拿手戏三天，第一天是《麻姑上寿》，第二天是《宇宙锋
》，第三天是《霸王别姬》。
欧阳予倩也有戏演出，戏目我已忘了。
张在南通建筑千龄观，自己作了千龄观的序，大江南北诗人沙元炳、刘亚卿等每日伴张饮酒赋诗，婆
娑永日。
因为梅兰芳不受报酬，张为他和欧阳予倩建了梅欧阁，诸大名士也作了不少的诗。
　　张氏至此富贵已极，渐有怠志，对于纱厂的管理，委诸其叔兄张髻，对于金融及其他工业、教育
、慈善事业的管理，则委诸其子孝若，自己以太上皇自居，每日惟考古、赏花、作诗、写字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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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千年视角角读百年财富，从创业历程打开创富密码，从时局演变探寻致富路径，从观念 个性领
悟贫富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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