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袁庚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袁庚传>>

13位ISBN编号：9787506342476

10位ISBN编号：7506342472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时间：作家出版社

作者：涂俏

页数：52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袁庚传>>

内容概要

　　1978年底，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在李先念划拨的宝安县蛇口半岛（现深圳市南山
区辖内）2.14平方公里土地上。
坚持破冰之旅。
创建蛇口工韭区，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实际运作第一人。
在蛇口，他以“大不了回秦城监狱去”的大无畏精神，敢于冲破思想牢笼，在荆棘丛中杀出了—条血
路，响亮地提出“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影响了全中国。
他与鸵口广大创业者开创性地实施了工程承包、干部招聘、民主选举、同级报纸可以批评同级党委等
举措，创建了24个全国首创或第一，为中国改革开放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
　　作者穷三年之功，追访156人，翻阅大量内部档案及私人日记，进行了抢救式的记录，以重返当年
改革现场的叙述文本，重现在历史的节点上起到关键作用人物的生命印记。
从一个人的传记呈现一个时代，感受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性、必要性及艰巨性。
　　《袁庚传》共分三卷：《袁庚传·情报生涯》、《袁庚传·改革现场》、《袁庚传·蛇口试管》
。
现今推出的是《袁庚传·改革现场》，截取时间段为1978—1984年。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袁庚传>>

作者简介

　　涂俏，女，记者，作家。
先后供职于《深圳晚报》与香港《文汇报》，新闻生涯十八载。
现为深圳海天出版社编辑。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协会会员。
《新周刊》在“2000年太盘点”中将涂俏列为该年度“中国八大汉子”。
2003年涂俏被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评选为“中国最精彩女性”。
2005年《苦婚》获第四届正泰杯优秀报告文学奖。
　　出版著作：报告文学：《生存体验——中国当代底层生存状态实录》（新华出版社），《世纪之
痛——中国首份艾滋病人完全纪录》（南方日报出版社），《苦婚——“卧底女侠”60天隐性采访实
录》（作家出版社）；长篇小说：《你无法阻止》（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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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激情澎湃的改革岁月（序）第一章 临老受命挂帅香江一、“他什么都想知道！
”二、想在香港买块地三、中央批准《请示》四、跳出香港到宝安求发展五、袁庚登台亮相六、香港
第一课第二章 蛇口惊雷一、蛇口镇上的“港客”二、李先念：“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三、夜访罗青长四、让野鬼都能魂归故里五、改革开放第一声“开山炮”六、对不起，我的大鹏！
第三章 让老夫冲锋陷阵一、“荒山野岭有什么看头？
”二、都是“伊丽莎白”惹的祸三、袁庚买船抓航运四、张振声为何请辞？
五、袁庚的“试用期”六、四分钱奖金风波七、200米长的疮疤八、皇城根下舌战群儒九、江泽民帮助
蛇口解困十、胡耀邦问袁庚要多大权力第四章“蛇口方式”或“蛇口模式”一、“请问你搞什么主义
？
”二、副部长被拒“国门”外三、北欧“海盗”问：101年呢？
四、超级精明、拼命的日本人五、船王包玉刚的话题六、南景树的回访七、“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
是生命”八、坚辞深圳市长之职九、报端始见“蛇口方式”十、江泽民替蛇口小店写报告十一、“超
级富豪团”不是扶贫团十二、“大不了再回到秦城去！
”十三、“港督替你们做宣传！
”第五章 建设时代的“黄埔军校”一、有钱有地，就是没人！
二、“把内地那一边的东西统统抛弃掉！
三、“剑桥大学建造多大的桥？
”四、“问问红线女唱的是什么戏？
”五、捅开“干部私有制”六、“我把大家骗来了！
”七、“你放毒，我消毒！
”八、乍暖还寒九、大力支持不加干预十、骑着单车上清华第六章 赤湾之痒一、赤湾是幸运的二、与
梁湘的短暂“蜜月”三、“要袁庚同志用蛇口的办法搞。
”四、股份制“放飞”赤湾五、省钱，对股东负责！
六、谷牧：“到北京找国务院解决。
”七、万里说：你大胆去闯吧！
八、中央说“按袁庚的思路办”九、“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第七章 谁在动干部的“权杖”？
一、部级调查大员二、胡耀邦视察与袁庚借东风三、一场特殊的民意测验四、五湾码头塌方事件五、
许智明：“我不退位谁退呢？
”六、就职典礼第八章 桃花源里可耕田？
一、新桃花源二、凝聚人心的地方三、蛇口可以先行一步！
四、赤湾深水港梦幻成真五、“出了问题再来找我！
”六、工人们的“保护神”七、谷牧再助蛇口八、“我愿以晚年的政治生命孤注一掷！
”九、“我跟你没有共同语言！
”十、“我们到现场去！
”十一、一九八三年的年终礼物第九章 明星时代一、邓小平肯定争议性“口号”二、告他对邓大人不
敬三、王震：“你每句话都是尖锐的！
”四、请五老及家人吃饭五、黄宗英：“袁庚是米开朗琪罗！
”六、首次信任投票七、办张小报，用舆论监督干部！
八、“袁庚才是真正的霸道啊！
”九、包玉刚送十二字诀十、谷牧：“我请袁庚做顾问！
”十一、章含之：“袁庚顶着三道金牌挽留我！
”第十章 山雨欲来一、袁庚，跳那么高干什么？
二、玫瑰与猴子三、袁顾问访闽四、彩车经过天安门五、在赵紫阳面前与梁湘冷战六、“我们愿意接
受实践法庭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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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处“化缘”八、袁庚VS胡启立：“你保上半段，我保下半段！
”感谢辞（代后记）附录一 袁庚个人年表附录二 我们所走过的路附录三 本书参考的图书、资料与报
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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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临老受命挂帅香江　　要讲述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际运作第一人袁庚的故事，不能不说
到“蛇口工业开发区”这一支中国改革的“试管”，也就不能不提到主持实施“蛇口工业开发区”规
划建设任务的香港招商局。
　　在尖沙咀天星码头隔着维多利亚港眺望港岛的中环，紧靠海滨矗立着两幢一模一样的天蓝色大厦
。
大厦的顶部、腰部和底座的框架为红色。
东头一幢大厦的顶端，横着一块蓝底白字的巨大招牌，“招商局”三个白色大字在蓝天、白云、阳光
下，格外醒目。
　　这就是坐落在中环干诺道200号信德中心的招商局大厦。
1998年5月中旬，也就是袁庚从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的职务上退下来的五年后，香港招商局集团有限公
司总部迁至这座大厦的37层至40层内。
招商局大厦南望港岛，北瞰九龙，一年四季美不胜收。
　　在香港有不少中资企业，目前以中银、华润、招商局、中旅实力最为雄厚，号称四大驻港中资企
业。
　　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博士在2002年12月纪念招商局创立130周年时说：招商局在创立初期创造了第一
次辉煌，开创了近代民族航运业及诸多新兴经济领域，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
改革开放以来，招商局创造了第二次辉煌，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探索并提供了许多有益经验，并使招
商局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进入新的世纪，招商局有信心再创第三次辉煌。
　　从2004年冬季到2006年冬季，我除了在蛇口追寻改革者的足迹，还多次经罗湖、皇岗等口岸从深
圳市区进入香港，走访散居在香港各处的袁庚的战友或同事，在香港招商局、香港中央图书馆查找、
复印、抄录资料。
在头尾三年的季节轮回里，在香港，紫荆花开满了一条又一条街，接着，一树繁花变成满地落英，随
后，再一次蓄芳待来年，开满枝头。
在花开花落又花开中，在人事更迭、世事沧桑里，为了印证、补充袁庚本人的自述，我多次寻访当年
与袁庚一道创造招商局第二次辉煌，开创“蛇口模式”，提供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参与者、实践
者，那些当代改革历史的书写者及其见证人。
　　一、“他什么都想知道！
”　　二十多年前在招商局及蛇口工业区与袁庚并肩作战的同事及其员工，大多已经离休或者退休，
也有的先走了。
听说袁庚接受了我的采访并同意为他写本传记，他们一个个都表示欢迎，欣然接受我的约见和采访，
帮助我广泛搜集袁庚的素材。
　　招商局原办公室副主任朱士秀老人，在向我介绍袁庚初到招商局情况以后，还用颤抖的手写了三
页纸的材料回忆袁庚，送给我作为参考。
　　当然也有例外。
今年73岁的梁鸿坤是广东新会人，上世纪六十年代为广州铁路局干部，“文革”时期下放到基层工作
。
1973年，铁道部与交通部合并为交通部，交通部从原铁道部中抽调了梁鸿坤和另一位干部外驻香港招
商局工作，不久，任命梁为招商局办公室副主任。
这是一个和善、精明而又谨慎的小老头，我去拜访他的时候，刚说明来意，他极不信任地询问道：“
请问，你是写真实的袁庚，还是因为宣传的需要拔高他？
”　　我告诉他，我除了多次采访袁庚本人及其家人之外，在找你之前，已经采访了36个袁庚同事，
包括至今还在反对他的人，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我的“回到现场，力求真实，客观公正，有血有肉”十
六个字的为人立传方针。
我特别强调蛇口老同志都很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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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委员、总工孙绍先叮嘱我到香港找你们这些老人谈谈。
已定居上海的原《蛇口通讯》总编辑韩耀根特意飞回深圳，接受我的采访。
　　“那好，”梁鸿坤说完又沉默了一会，接着突然反问我，“他带我看三级片，你写不写？
”　　我大吃一惊，猛地站起来追问：“说什么？
”　　“他在香港看三级片。
”梁鸿坤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
　　1973年9月30日，被康生罗织罪名而关押在秦城监狱长达五年半的袁庚，终于被释放回家，总算是
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
袁庚心里清楚，如果不是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说不定会把他关押到地老天荒。
他不想回原单位中央调查部工作，在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的帮助下，他找到交通部部长叶飞，
被安排到交通部任职，先是外事局负责人，不久被正式任命为外事局副局长。
他珍惜新职位，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中英海事协定、中巴海事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关国家的11个海事协定，都是
袁庚组织签署的。
他多次陪同叶飞或者单独出国考察，善于在比较中进行鉴别，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弊端有所认识，对当
时中国经济秩序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
1976年到交通部工作的孙绍先不仅认为他思想开放，思路开阔，还认为他开明而有胆识。
　　他的胆识和开放意识，得到叶飞赏识。
　　1978年，已经61岁的袁庚，正思谋着“船到码头车到站”回家养老，突然受命被交通部党组委派
赴港参与招商局的领导工作。
　　那天，叶飞找他谈话，问他愿不愿到香港招商局去打开局面。
袁庚是个喜欢挑战的人，对“打开局面”几个字怦然心动，当即答应可以，但要先过去看看，做点调
查研究，有了发言权再说。
叶飞即派他赴港调研，要求他在招商局调查两三个月后，拿出一套让招商局走出困境的办法来，供部
党组研究定夺。
　　1978年6月，袁庚赶到香港招商局那天，没有立即走进位于香港干诺道西15号那幢14层高的大厦，
他在楼前看了看，一时默然无语。
以往，每回出国公干途经香港，他会到交通部属下的这个招商局来歇歇脚。
那时，他只是一名过客。
现在，他可能要常驻这里了。
“文革”期间，京剧《红灯记》中，李铁梅有一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的唱腔，
香港人因而把进入香港的内地干部，统称为“表叔”。
部里来的“表叔”不走了，他无法预料，这对他意味着什么？
也无法预测，他的人生在60岁以后会来一个大转折；更没有想到，他推行的众多变革竟然会对渴望革
故鼎新的当代中国产生一道道冲击波。
　　袁庚在招商局集体宿舍安顿下来之后，立即找干部谈话，一天安排两个，上午一个，下午一个。
办公室副主任梁鸿坤想不到安排谈话的第一个人竟然是他。
梁鸿坤走进袁庚的临时办公室，没有在袁庚身边的椅子坐下来，选了稍远一点的位子，半欠着身子坐
下去。
看上去，袁庚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二十岁，身板硬朗，说话中气很足，沉稳而干练。
梁鸿坤不清楚这个人的底细，更不明白他来调研的目的，也就没有多说什么。
现在“钦差大臣”满天飞，你满怀改变现状的热情对他说了一大堆情况，他也很认真地记录了一大本
笔记，然后呢，他说回去汇报、研究，拍拍屁股就走了，然后就“泥牛入海”没有下文。
更可怕的是，这种人把你反映的情况泄露出去，他走了，你只能留在原地“吃不了兜着走”。
　　袁庚浅浅一笑，看穿了他的矛盾心理，知道他有话要说，却没有催他，适时地结束了谈话。
其实，他走进来的时候，袁庚也在打量他，觉察出这位小个子干部是个精明而又谨慎的角色。
　　袁庚工作讲究效率，你愿谈，他很欢迎；你不说，他也不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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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以为你不说，他就掌握不到情况。
最让人闹不明白的是，和他相处的时间一长，你就对他心服口服，愿意把心里话通通告诉他。
　　袁庚第一次找张振声谈话的时候，快人快语的张振声就来了个“竹筒倒豆子”。
张振声是香港远洋公司总经理。
交通部在香港的益丰公司与远洋公司不属招商局，却由招商局代管，属一个党委。
张振声是党委委员。
他说，不论是招商局，还是远洋，业务都没有什么发展，基本上是看守性质。
招商局更惨，清朝洋务运动中靠船队起家的船务公司，现在连一条船都没有！
袁庚大吃一惊。
还有这等事？
真是不可思议，请你再详细说说。
张振声带点牢骚地说：国家对派来香港工作的干部限制很多，出门也必须有两个人同行。
不仅思想上限制，业务上也管得死死的，凡是业务上的事，必须报北京批准，几千元的开支都必须北
京同意才行。
部里对派驻香港企业不放心，不放权。
记得六十年代，招商局的办公室非常小，只有一座四层小木楼，旁边的房主想把自己1000平方米的房
子卖掉，招商局想买下来，但是没有自主权，必须报请部里审批，我去北京跑了两次，结果没有获批
。
我请示的时候，领导说，香港都是我们的，为什么要买呢？
好像香港就要解放似的。
眼看着香港飞速发展，我们啥事都不能做，大家都觉得非常压抑。
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干了20年，心里憋了一股气。
　　几天以后，袁庚找到梁鸿坤：“老梁，你带我到各处走走。
”　　梁鸿坤以为袁庚要到各个科室转一转，哪知道他要上街。
梁鸿坤试探着问：“还找人谈话吗？
”袁庚说：“要啊，也想实地看一看。
”　　袁庚走起路来，嗵嗵作响，步幅很大，比他矮一个头的梁鸿坤往往会跟不上。
　　袁庚一到香港，像一头灵敏的猎豹一样，翕动着鼻翼，广泛地搜集各种资讯，尽可能多地掌握香
港政治、经济、文化动态。
让朱士秀他们大吃一惊的是，总部楼底下的士多店（杂货店）、水果摊老板的姓名、经营状况、每月
盈利情况，袁庚都能一一说出来，甚至还与招商局干部的收入进行对比分析。
朱士秀在这幢楼内进出好几年了，他就不知道这些情况，对袁庚很佩服。
袁庚听人家夸他“厉害”，心里有几分得意，脸上漾出笑意，说：“你们忘了我是搞什么出身的吗？
”　　多年的情报工作，还让袁庚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报纸的字里行间获取信息。
　　香港招商局订了三份报纸，全是左翼的《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
其他报纸不是没有经费订阅，而是按照相关纪律，禁止外派干部阅读非左派报刊，以免上当、受骗、
中毒。
袁庚翻阅这三份报纸，总体印象是比北京报纸要开放、开明很多，但消息面还是比较狭窄，总觉得不
过瘾、不解渴。
他立即跑下楼去，在街头报摊上买回来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报纸，既有亲大陆的，也有右翼势力的，甚
至还有反华报纸。
在这段时期，袁庚特别重视港澳台以及外电对5月间《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文章的分析和评论，以便及时了解国内政治动向。
　　几天下来，袁庚在阅读中比较，在比较中鉴别，开始喜欢上了《信报》，觉得这家报纸的言论及
新闻，相对来说比较客观、公允，也就是维持了一个“信”字。
若要人信，实事求是是基本原则。
后来，当他正式掌控招商局以后，以及他在深圳蛇口挂帅改革甚至离休赋闲在家的时候，都是《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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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忠实读者。
　　这一天，袁庚戴着老花镜，手指头在《明报》分类广告栏内献映影片上一一划过。
在“功夫片”、“枪战片”、“喜剧片”中，最多的是起源于六十年代的“风月片”，什么《洞房趣
闻》、《金瓶双艳》、《七擒七纵七色狼》，标明“风月无边，少儿不宜”、“怨妇思春，不容错过
”等等字样。
他便放下报纸，走出办公室。
　　他找到梁鸿坤，劈头就问：“你看过风月片吗？
”　　梁鸿坤心跳骤然加快。
他想，我就像南京路上的好八连，我人在香港，不论资产阶级刮什么香风都不会让我迷失无产阶级政
治方向，我怎么会去看黄色下流影片？
这一定是有什么人乱告状，诬陷我！
　　他刚要分辩，袁庚接着说道：“老梁，你带我看看风月片好不好？
”　　原来如此！
梁鸿坤放下心来，但是，他根本不敢挪动一步。
梁鸿坤内心的恐惧立即让袁庚感觉到了，一股无名火蹿上脑门，将他训了一顿：“有什么问题？
我带你去！
”袁庚转头就走，梁鸿坤不得不跟出门去。
　　走在街上，梁鸿坤还不时回头，唯恐有人跟踪，更怕在影院内被熟人发现。
他七弯八绕领着袁庚钻进湾仔利舞台电影院坐了下来。
　　这是一部拳头加枕头的烂片，还没看到一半，袁庚拉起梁鸿坤就走，在电影院门外，冲着梁鸿坤
说：“有什么了不起的，结婚也就是这样子！
”　　在香港太古城广场五楼太平洋咖啡厅，背景音乐柔柔的、软软的，是一首谈情说爱的粤语歌曲
。
我与梁鸿坤坐在落地花架背后的僻静处。
梁鸿坤说到这里，大概回忆起袁庚走出电影院时那种“不过如此”的神态，竟然开怀大乐。
　　很快，老人收起笑容，严肃地告诉我：“袁庚后来对我说，有些东西，要敢于接触，你才敢于批
评嘛，老是说那个东西坏，你不了解，你怎么知道那个东西坏？
”　　因为暴露出老领导的一桩秘事，梁鸿坤显得有些不安甚至歉疚，紧张地注视着我，看我有什么
表情。
然后，又补充了一句：“他什么都想知道。
”　　目前，中国内地还没有电影分级制度。
党政干部因看三级片（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香港称之为“风月片”，国内笼统地定性为“黄片
”）而受到处分甚至丢官的，大有人在。
袁庚胆子也太大了！
回到深圳，我就到袁庚家核实这件事，老头子笑而不答，一副装聋作哑的样子。
被我问急了，他反问我的思维是不是还是小时候听大人所教的那样，不是好人就是坏人？
难道世间的事只有非对即错、非好即坏的两个极端？
　　袁庚走出电影院，回想电影院内的观众，发现上了年纪的人居多。
这些老人为什么想看风月片呢？
钱钟书先生说过，年轻时找对象，喜欢找年纪大一些的，是希望自己尽快地成熟；上了年纪时找对象
，喜欢找比自己年轻的，是渴望回复青春。
风月片除了迎合少部分观众不健康心理之外，也符合老年观众的生理需要，这是这类影片存在的一种
理由。
　　一年后，邵氏电影公司老板邀请袁庚去看电影，从片名上看就是三级片，袁庚不仅自己去，还带
上招商局几个老头一同去观看。
　　散场后，袁庚发现这几位老同志脸上漾起少有的红晕。
袁庚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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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家伙，是不是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了？
　　袁庚奉命到招商局调研，不仅对招商局本身的工作和人事进行调查了解，还对招商局所处的社会
环境进行了广泛而多方面的考察。
考察中，袁庚开始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
“不是革命就是反动”的理论产生了怀疑，认为这种说法绝对化了，是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
他在香港感受到，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些东西，对其他社会制度的国家来说，也是有用有益的，也是
可供借鉴的。
他不是说三级片，本着好奇心看了不到半部三级片以后，他就不喜欢这种类型的影片。
他的视觉、触觉所指向的是香港的工商贸易、典章制度，主要是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方法，还有
勤政廉政、新闻媒体的自由运作等等，兴趣十分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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