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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凤凰卫视的《纵横中国》栏目前些年巡回到重庆举办时，主持人吴小 莉问在场的嘉宾，重庆历史
上有哪些不能忘记的人，应答者众。
吴小莉却 说：“有一个重庆人，可能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很陌生了。
但毛泽东说 过，他是不能忘记的人，蒋介石对他也有过高度的评价，称他是民族英雄。
这个人是谁呢？
一个不能被忘记的重庆人，他就是卢作孚。
”看到这里，我热泪盈眶，无地自容。
卢作孚是我的祖父。
在盲从和迷信篡改了民族 正史的年代，我也曾将祖父淡忘于彼岸世界将近30年。
祖父是1952年2月8日去世的，他去世后不久，父亲就带着我们全家从 香港回到重庆，在与朝天门隔河
相望的青草坝安了家。
祖父继1925年创办 民生公司后，1928年底又在青草坝创办了民生机器厂。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生机器厂几度更名，最后叫“东风船厂”。
我们回来时，有北京、上 海、重庆的航运管理机关或研究院所邀请父亲去那里工作，他都婉言谢绝，
理由便是祖父生前希望他到工厂去，向工人学习。
我们起初住在青草坝 的山顶，家是一大两小的土墙平房。
家里挂着祖父一张放大的照片，每天 上学和放学的时候，我们都要对着祖父的照片行礼、请安。
吃饭的时候，要给祖父摆上一副碗筷，先由我说一句“请爷爷吃饭”，全家才开始吃。
每逢清明节，我们带上祭品去给祖父扫墓。
那时候我还小，并不真正懂得 这些祭祀仪式的意义，但是这些情景却连同我对祖父的记忆一起，深深
地 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可惜这一切没有持续多久，家里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一些变化。
祖父的 大照片不见了，吃饭的时候不再摆他的碗筷了，我们向祖父请安的仪式也 取消了，清明节不
再上坟扫墓了。
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把祖父从我们 身边带走了，我却浑然不觉。
我读的小学是民生机器厂子弟校。
小学老师中，有不少是随同民生机 器厂一道从民国时代过来的，他们对我的祖父和厂里的情况知根知
底，且 大多有很好的学养，使我得到了比较完善的启蒙教育。
怀抱“人人皆为园 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理想的祖父，把青草坝也建成了一个大花园，我在那
里度过了梦幻般的童年时代。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的 大风大浪没有放过美丽恬静的青草坝，接二连三突如其来的风波，
无情地 掐断了智慧树上“独立思考”的嫩芽，将我裹挟到主流意识的漩涡之中。
我与盲从迷信越走越近，与祖父的事业、精神和思想渐行渐远。
民生机器厂的主要任务是为民生公司的船队修船、造船，后发展成为 四川最大的机器厂。
大炼钢铁时，我曾和小伙伴们到民生厂的防空洞里去 掏捡废铜烂铁，拿去喂“鸡窝炉”挣表扬．却不
知道这个防空洞，是抗战 时厂里的干部工人们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开凿出来的；也不知道在这个绵 
延1英里的地下工厂里，每天都有上千的工人和技术员昼夜不停地生产零部 件，以满足战时修造船舶
的需要，从而保障了唯一连接前线和后方的水上 运输大动脉的畅通。
我在那块埋藏着无数历史遗迹，闪耀着人性与智慧光 辉的土地上足足生活往返了28年，却从未想到去
探寻珍贵的宝藏。
几十年 后，等我有了这方面的冲动时，青草坝早已变成一座荒山，民生厂也成了 一堆废墟。
小学毕业，我考上了本市很有名的巴蜀中学，这是我父亲心目中的唯 一选择。
我的父辈有不少人曾在这所中学就读。
江姐的儿子、双枪老太婆 的外孙等，都是我的同班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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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所学校里，学到了扎实的基础知识，积累了工作经验——初中我担任中队长，高中担任班长和
年级主席；却 也遭遇了人生最大的坎坷——我的祖父被扣上了“反动资本家”的帽子，我成了“打击
对象”，被剥夺了上大学的资格。
直到多年之后，我才知道 我的祖父正是这所中学的创办人之一。
巴蜀中学在庆祝70周年校庆时出了 一本《校史》，里面有这样一段话：“1932年夏，王瓒绪通过著名
实业家 卢作孚（时任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和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推荐，聘请江 苏教育界知名人
士、时任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兼附小主任的周勖成人川 办学。
”又说：卢作孚“与王瓒绪等一起创办巴蜀学校，任首届校董。
其 后多次出资支持学校建设发展，成为巴蜀学校的主要管理者之一”。
在祖 父的文章里，我才读到“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国中万事，希望若绝，寻求希望，必于教育
事业”。
而他疼爱的长孙女——我，在中学毕业即 失学以后，却带着对知识和教育的漠视，自愿上山下乡以求
脱胎换骨。
我和本校30多位同命相连的高初中毕业生一道，、去了四川最艰苦的 地区之——当年红四方面军的根
据地大巴山区万源县，在那里劳动、工作、生活了13年。
与大巴山一脉相连的嘉陵江三峡地区，曾是四县交界、土 匪出没、民不聊生之地，我祖父在1927年受
命出任该地区峡防团务局长，任务是剿匪和维持治安。
但祖父的志向却远不止于此，他“不仅要消灭土 匪，而且要消灭产生土匪的土壤”，要把以北碚为中
心的这个区域“经营 成-个灿烂美妙的乐土，影响到四周的地方，逐渐都经营起来。
都成为灿 烂美妙的乐土”，作为“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
祖父在开展经济 建设的同时，更重视文化建设，在那个地区陆续创办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图
书馆和中小学等。
“把地方所有文化、教育、经济、卫生各项 事业，不上几年，建设得应有尽有。
”1948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北碚 定为“基本教育实验区”，以表彰它对文教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
抗战期间，北碚还先后安置了众多政府机构、大专院校、科研机关，接纳了数以千 计的著名学者和文
化人，被誉为“陪都的陪都”、“东方的诺亚方舟”。
时隔加年后我去大巴山时，对祖父这些理想和业绩全然不知。
我既无 高远志向，也无明确目标；非但没有把新知识、新技术、新生活方式带给 当地农民，反而努
力向他们“看齐”，还阿O似地自慰为“接受贫下中农再 教育”。
我在乡下生活了13年，亲眼见到那里的乡亲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因为穷，他们买不起衣服，买不起线，只能买一毛多钱一尺的白布，一 毛钱一包的染料，染成黑布或
蓝布，再用自己搓的麻绳缝衣服，还都是补 丁重补丁。
他们吃的都是半年红薯半年土豆，很少见到大米小麦之类的细 粮，到了青黄不接时，家里还常常断炊
，可是却要挑选上好的粮食交公粮 ⋯⋯对这些每天都在眼前发生的苦难与不公，我居然也熟视无睹。
我父母亲保存了几封我在农村写给他们的信，其中一封是1971年得知 在长春的二姑一家连同我70岁的
祖母下放农村时写的，信中说：“知道保 保（即我二姑）一家要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消息，我非常高兴
和放心。
高兴的 是，保保和程叔叔（即二姑夫）响应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也毅然踏上了这 光荣的革命征途
，事实进一步证明了4年前，我走的这一条路走对了，越走 越宽广，越走越光明。
放心的是，他们到了农村。
到了贫下中农中间，思 想就会炼红，身体就会长好，打起仗来，就会绝对的安全了。
婆婆年纪虽 然老了，但到农村去，对她的身体还适应些。
以后，（等）他们的地点落实 后再给他们写信。
应该认识到，这还是一项伟大的战略措施，可以为将来 的共产主义建设储备一批技术力量！
”我祖母那时已年逾七十，在我写这 封信的年龄时，她的丈夫即我的祖父已经在教育、实业和乡村建
设三大领 域的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并明确提出了以“现代化”为“公共信仰”，以“新的集团生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的祖父卢作孚>>

”取代旧的家族制度，以动员全国人民投身“产业运动、交通运动、文化运动、国防运动”的方式．
“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整 套主张。
祖父绝对想不到，事隔30多年后，我除了“早请示”、“晚汇报”，唱“忠字歌”、跳“忠字舞”，
举着蜡做的芒果游行喊口号，对远在 十万八千里外的“红太阳”顶礼膜拜之外，脑子几乎一片空白。
每每想到这些，我的心仿佛在流血，为自己和祖父在人生道路上的南 辕北辙深感痛悔。
为了弥补这个难以原谅的错失，我离开职业生涯步人退 休年代以后，便开始了走向祖父那个世界的漫
漫征程。
我从自己和亲人的 记忆里去搜寻祖父的身影（请见本书第一辑《魂断天涯长相忆》），从祖父 的生
平经历和著作里去发掘他的理想和实践（请见本书第二辑《众里寻他千 百度》），从学者、作家们的
研究成果中去认识他的人格人品和精神境界（请见本书第三辑《不尽江河万古流》）。
越是这样的寻觅，我越是感到惭愧、后悔和望尘莫及。
我面对的是见不到边的海洋．望不到顶的山峰，探不 到底的富矿。
如果我早一点了解祖父，早一点学习他的著作，借鉴他的经 验，也许前半生就不会像头拉磨的驴那样
只会转圈圈；如果我能像他那样，从小就有明确的目标，并且终生信守，百折不挠，义无反顾，将生
命力 发挥到极致，也许我就能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但是，这样的机会已经 一去不复返，除非我还有来生！
这样的发现和对比，对我来说是痛彻心扉 的，我唯有把这些感悟写成文字，为读者们提供参考，才能
得到些许的安 慰。
本书中亲友的回忆和信件有不少为首次公开发表。
为此，我要感谢 我的亲人对我的大力支持！
感谢所有卢作孚研究学者多年来所做的艰苦细 致而又意义非凡的发掘研究工作！
感谢文学艺术工作者为宣传介绍卢作孚 及其同代人的丰功伟绩所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
最后还要特别感谢人民日 报出版社给予我这个了却心愿的宝贵机会！
卢晓蓉 2010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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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民日报近代中国人物追忆系列：我的祖父卢作孚》讲述了中国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 家、社
会活动家卢作孚的故事。
《人民日报近代中国人物追忆系列：我的祖父卢作孚》包括“天价地皮上的人间记忆”；“圆了大学
梦”；“卢作孚与晏阳初交往拾零”；“关于卢作孚的评价问题——再驳黄 振亚的相关观点”等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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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此岸与彼岸（代序）第一辑 魂断天涯长相忆活在我记忆中的祖父附：父亲卢作孚在香港的生活片断和
回京前后天价地皮上的人间记忆青草坝的故事祖母教我学刺绣附：卢作孚的婚姻一件毛衣红领巾情结
圆了大学梦祖父的遗产附一：父亲对子女的教育附二：父亲的教子之方父亲的座右铭第二辑 众里寻他
千百度悄然兴起的卢作孚热巴山蜀水祭忠魂——卢作孚先生11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感怀青岛寻梦点石成
金的卢作孚花园世界的追梦人东方的“诺亚方舟”附：“梦寐毋怎国家大难”——回忆父亲卢作孚在
抗战时期与长江同在附：有关卢作孚先生访谈录卢作孚与晏阳初交往拾零附一：敬怀至友作孚兄附二
：卢作孚与晏阳初1950-1951年往来书信情深义厚天有知愿你在天国与“少中”诸公相会我心目中的张
鲁第三辑 不废江河万古流奋飞的起点——卢作孚思想起源初探附：卢作孚青少年时期二三事少年当自
强——记卢作孚先生的成长之路附：父亲的自学历程“以建设的力量作破坏的前锋”——试析卢作孚
的建设观卢作孚精神的时代认同卢作孚研究的重大进展——《卢作孚年谱》增订版序开发“共生矿”
的丰硕成果——《教育开发西南——卢作孚的事业与思想》序《长江大撤退》若干史实正误关于卢作
孚的评价问题——再驳黄振亚的相关观点开发宝藏的先行者——读《小陪都传奇一抗战北碚的文化大
气象》有感岂容电视剧《卢作孚》剧本被调包用学养和心血融铸的艺术——评长篇小说《卢作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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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被派往美、加实习和监造新船的轮机、技术人员，都按计划分批 随船回国。
我和一位老轮机长所负责的玉门轮是倒数第二艘，我们经巴拿 马运河和檀香山到达香港的日期是。
1949年4月10日。
船抵香港，正好当天报纸在头版显著位置，刊栽了国民党行政院长何 应钦电邀父亲卢作孚到南京就任
交通部长的消息。
当时父亲是在重庆。
我 读了这段消息，觉得他们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这条新闻，无非是要向海内外 广为宣传，以扩大影响
，暗笑何应钦的愿望必将落空。
长时间以来，国民 党派系复杂，平日只知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只是在受到国际国内形势逼 迫时才
不得不稍有收敛，并标榜团结，标榜所谓人才内阁、和平内阁，从 形式上造成选贤任能的印象。
如西安事变、抗战初始、大规模外援到来和 这次内战连连失败以至走投无路时就正是如此。
1949年形势与抗日战争完 全不同。
抗战中期以后父亲尚且拒绝了国民党当局提出的一系列行政院部 长、主委职务，他怎会在这个时侯应
邀去南京1 4月底，我爱人训方辞去美国密执安大学实验医院的工作回到香港。
5 月5号接重庆家里电报。
知3岁小女儿晓蓉将于7日跟随爷爷自重庆飞来广州，我和训方便于当晚乘“石门”轮去广州接。
7号下午5时左右，飞机在白 云机场降落，父亲、晏阳初（乡建教育家）和蒋梦麟（原北京大学校长）
一同 走下飞机。
同父亲、女儿久别重聚，心里自是万分高兴。
因民生公司新设 广州分公司的业务正待展开，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处理，父亲要在广州住 一段时间
。
我们当晚便带着女儿先回香港。
回到香港不过十天。
又见报载，刚迁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人才孔亟．新 任行政院长阎锡山再次邀请父亲出任交通部长。
不过一二天时间，父亲却 带着通讯员小林来香港了。
听小林说，阎锡山曾于两天内两次到爱群酒家 拜访（第一次不遇，留下名片，第二次才见到），但被
父亲谢绝，随即为了 避免新的干扰，提前来到香港。
父亲客居香港期间，一直住在中国旅行社经营的新宁招待所。
该所坐 落在由市中心汇丰银行通往愉园的英皇道中的一个住宅区，是一所灰白色 四层楼房，客房都
是小间或小套间。
同中旅社在西南各省和仰光、加尔各 答设立的招待所、旅馆一样，陈设朴素大方，工作人员效率高，
服务态度 好，旅客多有“宾至如归”之感。
父亲每周大部分时间是到分公司研究、商讨业务，通过函电领导重庆 总公司的工作和上船观察、指导
客运服务，其余时间则在招待所阅读英文 书刊．每天必读《大公报》和英文报《南华早报》，偶尔也
接待或走访友 人．他还同分公司同事一起对东南亚海运经济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调查研究。
客轮开航返航时，父亲常去码头观察服务质量。
民生公司能在毫无根 基的港、穗、澳地区生存、发展和赢得好评，主要不是靠设备条件，而正 是靠
的服务质量。
初始时，其它公司轮船如佛山、航利等的竞争还是很厉 害的。
但不过一个月时间就不行了，后来民生公司为照顾到各家公司的利 益。
除不再刊登广告宣传外，还主动错开开航时间，甚至将较好的时间让 给其它公司。
停泊中的船只父亲也去视察。
上船就询问伙食和文娱生活情 况，找留守船员座谈，勉励他们随时搞好船、机保养，叮嘱他们在这样
的 环境里要注意生活纪律。
当时民生公司香港分公司所担负的业务，主要是在港船只的营运、保 养，滞港物资的保管和筹还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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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借款利息等。
办公地点在滨海的干诺道 中．介于港澳、港穗两个客运码头之闻，是一座租赁的三层楼房。
分公司 经理为杨成质，副经理林铎、顾问关铎、还有副总工程师麦乃登都是广东 人。
分公司设总务、业务、工务、财务和供应等五个课，有工作人员20余，多由重庆总公司调来。
我于1949年9月调上岸，直至。
1952年2月香港分 公司业务结束时调回重庆总公司为止，都是在分公司担任技术工作。
分公司所辖船只除上述7艘“门”字号新船外，还有从华北、华东海域 摆脱国民党差运的民众、太湖
、宁远、定远，原已在东南亚地区航行的绥 运、黄海、南海和渤海（三“海”属于民生与金城银行合
营的太平洋轮船公 司），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渍军劫持到舟山群岛后，陆续摆脱控制来港的 江轮
民俗、民本、渠江、怒江，合计为19艘轮船。
到港船只均不再悬挂国 民党旧国旗，为了防范国民党海军劫掠和特务破坏，新船继续挂用加拿大 旗
，其它营运船只则暂时改挂巴拿马旗。
小门字轮在加拿大竣工后，每两艘一批回来，到港整修后开始轮流航 行于港穗线，后来并发展到两轮
对开。
大门字轮则轮流航行港澳线（后来调 小门一艘与之对开），4艘“远”字轮和3艘“海”字轮，不定期
航行于东南 亚各港口，如西贡、曼谷、新加坡、雅加达和仰光问，最远曾到印度的加 尔各答。
1949年8月以后，因贸易不旺，运价低廉，短航客货运和海洋货运 业务虽然不错，也仅足以维持运输
成本，对支竹停泊船员工资仍感拮据，更说不上偿还加拿大借款利息了。
P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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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民日报近代中国人物追忆系列：我的祖父卢作孚》介绍了卢作孚，原名魁先，别名卢思，重
庆市合川人；中国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家境贫寒，辍学后自学成材；1925年创办
的民生公司是中国近现代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1952年在重庆服用安眠药辞世；建国
初年，毛泽东曾对黄炎培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4个人是我们万万不可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
业的张之洞；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卢作孚跨越了“
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生涯中充满艰辛、风险和挑战，并且在几个方
面都各有成就。
《我的祖父卢作孚》讲述了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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