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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俊之《穆藕初评传》，系由其博士论文修改而成，付梓之前，向我索序。
忝为业师，义无可辞。
前两年穆藕初先生哲嗣家修先生编订《穆藕初先生年谱》时，我已有一序，关于穆老先生的评价，尽
在其中。
翻检旧序，思之再三，难有新义添加，兹将旧序大意，撮要于后。
穆藕初去世后，董必武曾赠挽联：才是万人英，在抗战困难中，多所发明，自出机杼；功宜百代祀，
于举世混浊日，独留清白，堪作楷模。
综合穆氏一生事功道德，品味董氏的评价，我以为用一“贤”字比较合适。
品藻人物，古人有圣人、贤人、常人之分，圣人不世出，是星空中的月亮，孔子之后，除了亚圣、诗
圣之类，无人能副此盛誉。
贤人亦难得，既能且德，方能副之。
不同时代，贤之内涵自有不同。
近代贤人，有的引进西学，启迪民智；有的兴办实业，富民强国；有的复兴绝学，赓续国粹；有的奖
掖青年，为国育才。
穆藕初集引进西学、兴办实业、复兴绝学、奖掖青年于一身，识见高远，赴事果毅，襟怀旷达，乐善
好施，为社会进步、民族兴旺，是一个大写的贤人。
考其一生言论事功，我以为穆藕初难能可贵之处有五：其一，自修英文，壮岁留学。
近代中国留学西方的很多，有的出自公费官派，如严复、胡适，有的源于教会支持，如容闳、颜永京
。
出国留学时的年龄，多为少年、青年。
穆藕初在上海当学徒时，白天劳动，晚上进夜校学习英文，34岁时在友人资助下远涉重洋，留学美国
，六年中相继获得学士、硕士学位。
若非锐意上进，刻苦攻读英文，所谓穆藕初者，最多就是上海滩上一普通商人而已。
壮岁留学，并能圆满完成学业的，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并不少见，但在清末相当稀罕，非目光远大
、胸有大志、意志强毅者不能为。
穆藕初在美国专攻农学、纺织，这两方面人才均为当时中国所急需。
他之所以作此选择，是有感于中国虽为农业大国，但农学不振，“读了书不种田，种田的不读书”，
他要振兴中国农业，图强图存，御侮雪耻。
这就是大志。
英文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基础不厚实，年齿稍长，记忆力渐衰，这些都是他留学的特别困难之处。
穆藕初迎难而上，制订适合自己特点的学习计划，合理安排时间，读书、实习、考察，终于以优异成
绩完成学业。
其二，知识创业，大获成功。
穆藕初回国以后，在短短的七八年中，创办了德大纱厂、厚生纱厂、豫丰纱厂，成为名闻遐迩的大实
业家，棉业大王。
他的起家，并没有万贯资财，也没有良田百顷，更没有特别的政策倾斜，靠的是丰厚的学识、科学的
管理。
他在美国求学期间，就结识有科学管理理论之父之称的泰罗博士及其弟子，与他们讨论现代化大生产
的科学管理问题，后来将泰罗的名著《科学管理原理》译为中文。
他将科学管理方法贯彻到自己的企业中，效益大增。
他是近代中国靠知识创业的杰出代表。
其三，资助昆曲，保存国粹。
昆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由于种种原因，到清末走向衰落，濒临灭绝。
为了保存昆曲，振衰救弊，穆藕初出资成立昆曲保存社，创立昆剧传习所，培养了许多著名昆曲演员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穆藕初评传>>

传习所办了三年，他包下了全部办学费用，共计出资五万元。
他还出资为昆曲大师俞粟庐灌制唱片，使得昆曲艺术一缕不绝，薪尽火传。
昆曲现已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单，穆藕初功莫大焉。
所以，直到今天，昆曲界说到穆藕初，依然有口皆碑，称道不绝。
其四，奖掖青年，资助留学。
有鉴于中国人才匮乏，穆藕初将大量金钱投到教育事业中。
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以后，他捐助大笔资金，以后又常年捐助。
1920年，他捐赠白银五万两，资助北京大学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等5名优秀学生出国留学，以后，
又资助张纯明、方显廷、万云骏等20多人出国深造。
罗家伦等人学成归国后，饮水思源，集资设立“穆藕初先生奖学金”。
1940年首批获得该奖学金的，就有日后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在内。
其五，支持抗日，研制纺机。
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日本人侵上海，穆藕初挺身抗击，供职于上海市救济委员会，从事抗日工作
，后赴重庆，担任农产促进委员会主任，主持后方农业、手工业技术推广。
鉴于当时民生凋敝，民族纺织业衰微，穆藕初以自己的专业特长，组织专家设计、制造了著名的七七
手工棉纺织机，推广后大获成功，为发展中国棉纺织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以自己的专业为国效力解忧，正气凛然，光耀后世。
见识远谓之英，善发明谓之慧，能吃苦谓之毅，擅聚财谓之能，善散财谓之仁谓之义，抗日救国、挽
救绝学谓之勇谓之强。
一人而兼具仁、义、强、毅、英、勇、慧、能诸美德，能不谓之贤乎！
在物欲横流的商品经济时代，阅读穆藕初，感到他对于财富的通达最为难得。
他并不拒绝财富，而是热情拥抱财富，努力发财致富，能够发财致富。
盱衡古今，放眼中外，在短期内由平民而至巨富者，若不靠军功，不倚权势，其人必不寻常，必有过
人之眼光与能力。
穆藕初堪称致富能人。
这种人百不出一。
穆藕初始终是财富的主人，没有沦为财富的奴仆。
成为巨富以后，既不花天酒地，一掷千金，也不傲视群伦，不可一世，而是安之若素，自奉俭约，为
国纾难，为民散财，扶持文化，资助教育。
这就显出了他高尚的品德，博大的胸怀，深厚的学养。
颜回以安贫乐道为贤，子贡以擅聚财为贤，穆氏则致富乐道，擅聚财，亦善散财。
穆藕初贤得大气，贤得具有时代特色。
这种人万不出一。
董必武称穆藕初“才是万人英”、“功宜百代祀”，并不过誉。
穆藕初身兼士农工商，脚踏东西文化，享受过巨大成功的喜悦，也品尝过严重失败的苦恼。
动荡多变的时代风雨在他的身上留下道道印痕，上海文化中通达睿智等特点在他身上体现得彰明较著
。
这样经历曲折、富于传奇色彩、富于文化内涵的人物，正是学术研究中的上佳个案。
高俊在攻读博士学位时，选择以穆藕初作为研究对象，我极表赞成。
高俊出生陕西内地，天资聪颖而肯下功夫，眼快手快记性好，先后在西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
大学读书。
他攻读的学位属近代史范畴，但在古代史方面也下过一番功夫，参加过考古发掘，涉猎甚广，这使得
他评人论事时有比较开阔的视野，有比较好的分寸感。
在本书中，他精心梳理了关于穆氏的研究动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尽力搜集相关资料，仔细研读
穆氏著述，对穆氏家世、求学、创业、从政等方面作了综合研究，对其经济伦理思想、社会改良思想
深入剖析，对其引进科学管理方法、振兴棉纺织业、维护经济主权、实施职业教育等方面着墨尤多，
论述富己见，持论皆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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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学者曾有《为序十难》之叹，列举为人作序的种种难处苦处，包括面子难驳、众口难调、美文难
得、积习难改等，自是经验之谈。
这些年随着马齿渐长，也不时为人作序置评，深感其中之难苦不足为外人道也。
独有一难，最为微妙，即为学生作序，其评说的对象，既是他，也有我，说好有自吹之嫌，说差则“
教不严师之惰”，进退失据，左右为难，但是，难说也得说。
想到这里，对于本书的优点我就不便一一细说了，只能笼统地说：这是一部关于重要人物的重要著作
，它的问世，对于拓展上海史、近代史、留学史、管理思想史研究，都会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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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穆藕初评传》依据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穆藕初本人的著作手稿、未刊文稿、往来信函、报刊文
献、外文档案，以及近年来陆续出版的同时代人物的传记及回忆录等，叙述穆藕初的生平活动，着重
分析他的西学思想，实业与教育思想，重农、兴农思想，以及社会改良思想等的形成、实践及创获，
试图全方位梳理和分析这位具有开拓者精神的爱国实业家的时代贡献及历史影响，作为研究从传统到
现代的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一种尝试。
穆藕初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具有先驱者意义的实业家。
他毕生秉持以实业求振兴的理念，探索西学，兴办纱厂，资助教育，扶持昆曲，参与政务，做出了卓
越的社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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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俊，陕西汉中人，历史学博士。
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科研人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思想文化史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
、书评等十余篇，合作撰写《制度文明与中国社会》、《上海：一座大都市的编年史》、《圣约翰大
学史》等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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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七章 生前身后名二、时人、今人评价穆藕初毕生以振兴实业为理想，从1914年至1923年，他赤手创
业，在短短数年中，成功经营了数家企业，效益之优，质量之高，在同行业中有口皆碑。
而当个人事业达到顶峰之际，他能持满忧盈，着眼长远，博施济众，为社会进步、民族兴盛，做出杰
出的贡献。
因此，他不仅得到当时国内各界人士的好评，而且也受到国外人士的钦佩。
1922年10月，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在读者中组织了“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参与者
近两千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申报》、《时报》、《民国日报》、《新民国杂志》等报刊对此均
有报道和评论。
此次评选历时三个多月，人选前十二名的人物中，孙中山得1315票，名列第一；胡适得613票，名列十
二位。
穆藕初得123票，仅次于汪精卫（151票）、陈独秀（148票）、张伯苓（136票）、张作霖（131票），
远高于徐世昌、曹锟、卢永祥、齐燮元、蒋介石等军政要人，在得票前二百人中名列第二十九位。
1923年8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邝光林博士主编的英文著作《现代之胜利者》，在第一卷中列出了十
六位成功人士，内有爱迪生、洛克菲勒、爱因斯坦等西方人士，华人中张謇和穆藕初也名列其中。
对穆藕初的评价为：他是一位乐观向上的人物，有如惊涛骇浪中的一枚铁锚，有着坚强的意志力，从
不屈服于眼前的困境，他深信——一个强大、民主的政府，一个和平、秩序的世界将在不久的将来得
以建立。
像他这样具有非凡才能和意志的人，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真是神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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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负笈沪上，瞬逾十载。
一如穆藕初在《自述》中时时感念人生路上的知遇者，值此书稿付梓之际，回首二十余年来的求学生
涯，真可谓点滴在心头。
十年前，李学昌老师予我一晋读机会，人生境界始得上层楼。
六年前，在工作和继续学业两难之际，幸遇月之师，使我能以在职方式就学而无生计之虞。
先生向来对学生提携有加，本书从选题到立论到成书，都是在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
从先生学，实为生平之最大幸事。
本所芮传明老师、周武老师、张启民老师、吴桂龙老师、杨国强老师、马学强老师，多年以来，给了
我很多的关怀和帮助，“平生风仪兼师友”，这样的感动，于我实在太多。
感谢姜义华老师、王国平老师、戴鞍钢老师、苏智良老师、许纪霖老师、章清老师，为我的研究所做
的指导和建议。
感谢我的大学老师、现在加拿大皇后大学工作的李雪梅博士，帮助我校订了书稿中的外文资料。
感谢王敏师姐、褚晓琦师姐、张剑师兄、马军师兄、甘慧杰师兄，为书稿所提出的修订意见。
感谢市委宣传部的齐全胜老师、杨德华老师、陆祖鹤老师，以及李晓东、朱惟妙、郭荣贵、莫璟华诸
兄。
书稿人选出版项目之际，正是我工作最为忙碌的阶段，宣传部的同志给我提供了许多便利，使我能有
较为充足的时间来完成书稿的修改。
市委宣传部的工作经历，是一段值得永久珍藏的记忆。
感谢穆藕初先生的哲嗣穆家修先生。
家修先生每有新资料发现，都会在第一时间告知我，或电话，或电子邮件，或手机短信，或数码传真
，他老人家对时尚的稔熟让我敬佩不已。
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罗湘老师为编辑书稿所付出的心血，由于她的认真和负责，本书才得以顺利出
版。
由于学识有限，书稿中难免存在诸多纰漏和不足，好在近年来，有关穆藕初的论文时有佳作发表，“
未济终焉心缥缈，百事翻从缺陷好”，权当这是一部引玉之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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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穆藕初评传》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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