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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穆藕初先生是引进西方科学管理第一人，被毛泽东誉为&ldquo;新兴的商人派&rdquo;代表，集创
办实业、复兴绝学、奖掖后进于一身。
　　《穆藕初先生年谱（1876-1943）》旨在全面、详实地记述谱主的生平、事迹和思想。
内容主要采集自谱主本人著述、档案史料、当时报刊图书等第一手材料；缺乏第一手书面文献的重要
事迹，酌情选录经考证属实的当事人回忆，或以当事人记述作注释。
谱主本事按公元纪年年月日顺序编列，少数则按纪事本末综合叙述。
民国元年（1912年）以前附列农历日期。
　　穆藕初先生（1876-1943）是一位了不起的企业家，因为他既办企业，又热衷于文化艺术和社会公
益事业。
穆藕初先生一生奋斗的历史，正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部活的历史。
他不仅以六十七的高龄，还尽瘁于抗战中的经建事业，而且他实施三八制，注意职工福利，培植人才
，爱护青年，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深纪念的。
穆藕初先生不及亲见抗战的胜利，民族工业的发展，而赍志以殁了，我们国内的民族工业家，应当继
承他的遗志，在筚路蓝褛之中，替我们国家建下一个工业国家的基础。
本书对未收入《穆藕初文集》的谱主撰述、演说辞、题联或函电，尽可能收录，以补缺漏。
每年谱主本事前列有&ldquo;本年大事&rdquo;若干则，采录与谱主活动相关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外
交等大事。
一些需要说明的人物、事件或补充材料，略作注释，用小字列于本条之下，便于参考。
引文内日期及其他数字，按原件汉字书写，叙文、本年大事、注释中有关日期、数字，一般用阿拉伯
数字记述。
外国人或外文书名，尽量附列原文。
本书所附照片、手迹、书影若干幅，一部分置于书前，一部分配于正文相应位置，书后附图片目录。
另附&ldquo;主要引用及参考文献&rdquo;和&ldquo;人名索引&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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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1904年(光绪三十年，甲辰)二十九岁    本年大事    2月  日俄战争爆发。
    11月  光复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为会长。
    12月  中关《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期满。
旅美华裔联合各地华侨，致电清政府，要求废除苛约。
檀香山《新中国报》正式提出抵制美货办法。
    春    返回上海江海关，任海关总会董事职。
(《自述》，《文集》第16页)5月15日(四月初一日)    长子家菁①出生。
时先生适读《史记菁华录》，故命名为“菁”，字以“华”。
(穆伯华《先德追怀录》原稿)    ①穆家菁(1904—1985)，字伯华。
交通部南洋大学毕业。
后任华商纱布交易所经纪人、位育小学校长及位育中小学校董等职。
8月(七月)    加入沪学会①。
该会宗旨为“研究学术”，“以开通风气，交换知识，图谋学界之公益”。
除邀请“名流演说各种致富图强之要旨，期增进群众知识”外，先生“更力倡武学，举办兵式体操”
，在会内成立体育会，任队长，王宝伦②为副队长。
积极提倡体育活动和军事操练，“为自强之起点”。
“广招同志，延聘教习，请领枪械，募集经费。
中间历遇诸般困难，皆力任不辞，竭诚尽智以应之，卒之一切困难迎刃而解。
自是以后，南北商团接踵而起，市民起任保卫地方之风气由此而大开。
又以城厢内外住民中贫苦之家占大多数，子弟失学，无以自存，饥寒交逼，为害地方，有不堪设想者
。
东城一隅，虽已设有义务小学便益贫民，但经费无多，学额有限，难期普及。
故会内兼办义务小学，由李君叔同主持之。
”先生又认为戏剧既能调节身心，还带有启蒙教育意义，“人间万事胥由心造，平日苟无陶冶，则偏
激之气日久郁积，一旦爆发，小之足以为害地方，大之足以遗祸国内。
求其调和心气，感人人深者，莫善于讲求音乐矣”。
而且我国“中年人之不识一丁无力求学者，当占在居住民中半数以上，一旦欲均齐开发，涤其旧染，
启厥新机，以图社会捷收改良之伟效，舍不用文字之表演教化外无以奏功”。
于是在会内附设音乐会，聘请专家指导排演文明新剧，宣传社会改良和革新，“俾一切见者闻者，于
娱乐中无意中得受绝大之感化”。
先生后言：“一小小沪学会，苟充量做去，其于社会国家间将发生无量关系，可以断言。
唯当时诸会员，以地方远隔，事业变化之关系，不克一堂长聚，宏收攻玉他山之效。
乃散归各地，类能尽其国民天职，组织各种新社团，一致作救时之运动。
种一因而获多果，是又着手组织沪学会时所意想不到之盛况也。
”(《自述》，《文集》第15页；穆伯华《先德追怀录》)    ①据上海通志馆《上海的学艺团体》(1935
年)一书记，沪学会为清末上海教育界叶永鎏、叶永锡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所发起，于旧县城内俞
家弄宅，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后借小南门外普陀禅寺余屋，设立会所。
1904年定名为沪学会。
会员每月纳会费半元。
附设义务小学、体育会及各学科补习夜课。
1906年迁移至城外赵家湾。
1908年与教育研究会合为县教育会。
    ②王宝伦，名行是，经营钱业。
先生赴美留学时，曾出资赞助。
曾任城自治公所名誉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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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穆藕初先生是引进西方科学管理第一人，被毛泽东誉为“新兴的商人派”代表，集创办实业、复兴绝
学、奖掖后进于一身。
    本书旨在全面、详实地记述谱主的生平、事迹和思想。
内容主要采集自谱主本人著述、档案史料、当时报刊图书等第一手材料；缺乏第一手书面文献的重要
事迹，酌情选录经考证属实的当事人回忆，或以当事人记述作注释。
谱主本事按公元纪年年月日顺序编列，少数则按纪事本末综合叙述。
民国元年(1912年)以前附列农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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