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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的

话

中华 民 国,从 1912 年 到 1949
年,只有短短38年的历史,新旧交

替,时局动荡,是中国的一个特定

历史时期。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要了解一

段历史,就必须了解这段历史中的

人。在中华民国短暂的38年里,各

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上演了一

出出或壮烈或滑稽、或光荣或可耻

的历史大剧。在深深影响过那个时

代、曾经也讳莫如深的 “民国那些

人”中,有金戈铁马的地方军阀,有

纵横捭阖的政治精英,有舍生取义的

志士仁人,有精忠报国的铁血将士,

有投身实业的商贾大亨,有声誉传世

的名流才子,也有卖身求荣的汉奸叛

徒……如走马灯般络绎不绝的各类人

物,组成和创造了中华民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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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历史人物的生平故事,是

了解这段历史的很好的切入点。《民

国那些人》丛书分为 《北洋枭雄》

《智囊精英》 《民主先驱》 《中华英

烈》《实业巨子》《军中翘楚》《思想

大家》《文艺巨匠》《科教大师》《千

秋罪人》等十个分册,对 “民国那

些人”进行分门别类,准确而概括

地介绍中华民国历史上各领域中的

代表性人物,并辅以相关的历史图

片和历史知识作为链接。

需要说明的是,丛书的绝大部

分分册是以人物属性为分类的依据,

有个别分册按人物所属时间段归类,

如 《北洋枭雄》,以便使读者更好地

理解人物间的相关联系。我们力求

使丛书在内容上深入浅出,在形式

上图文并茂,希望成为广大读者了

解中华民国历史的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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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葆三
 

朱葆三 (1848—1926),名佩珍,字葆三,以字行,1848

年3月11日生于浙江黄岩。3岁时他随父亲迁往浙江定海。

1861年,14岁的朱葆三去上海学艺谋生,经同乡介绍,在

“协记”五金店当学徒。他白天学做店里各项杂活,晚上便跟

账房先生补习各种有关商业知识,并利用业余时间向别人学习

英语。由于朱葆三能挤时间刻苦自学,语文、珠算、英语、记

账和商业等有关知识都学了一些,加之工作勤勉、生活节俭,

因此很快在一般职员和学徒中脱颖而出,为店东所赏识,一再

给予提拔。他到店不久即担任总账房和营业主任。三年后,年

仅20岁的朱葆三升任经理。他掌管 “协记”期间,赢利可观,

自己也分得了许多红利和额外酬劳金。其后店主去世,“协记”

闭歇。1878年,朱葆三利用这些年积蓄下来的钱作资本,在上

海新开河地方独资开设 “慎裕五金店”,专营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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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魁首

朱葆三本人学徒出身,熟知业务,精于管理并善于用人。

由于他用人得法、经营有方, “慎裕”营业渐渐发达。在业务

往来中,他曾结识了以经营五金业发家的浙籍同乡叶澄衷,两

人成为至友。朱葆三接受叶氏建议,将 “慎裕”五金店迁到地

段较好的四马路四川路口的一座大厦中,不仅增加了营业额,

而且提高了朱葆三的身价和声望。随着国内进口五金商品需求

的不断增加,进口货源的数量和品种不断增多,市场日益扩

  叶 澄 衷 (1840—
1899),宁 波 庄 市 人,
是著 名 的 宁 波 商 团 的

先驱 和 领 袖。他 做 生

意很 有 天 赋,思 维 清

晰,为 人 处 世 既 诚 且

信,宽 厚 待 人,被 称

为 “首善之人”。在宁

波商 帮 中,一 直 流 传

着这样一句话:“做人

当如叶澄衷”。

大,加上朱葆三经营有方, “慎裕”年

营业额达到10多万两,朱葆三也因商誉

日增,俨然成为 “五金魁首”。

朱葆三的发迹,不只基于经营 “慎

裕”得 法,更 得 力 于 他 的 买 办 生 涯。

1890年起,他进入英商平和洋行任买

办,经济实力随之壮大。1904年上海商

务总会成立,朱葆三便当上了协理。他

的四个儿子也步其后尘,先后进入日商

三井银行和英商平和洋行担任买办等职

务。当时,定海 《挖花调》唱词中便有

“牛头朱葆三,平和做买办”,可见其影

响之一斑。

朱葆三在五金行业中崭露头角后,

经济实力也日趋雄厚。从19世纪末,他200



开始跨越五金业,将其资本投向一些工商部门,先后创办和投

资了许多近代工商企业。投资于工矿业方面的,有上海绢丝

厂、上海华商水泥公司、柳江煤矿公司、长兴煤矿公司、大有

榨油厂、上海第一呢绒厂、中兴面粉厂、和兴铁厂、宁波和丰

纱厂以及马来亚吉邦橡胶公司等等。投资于交通运输业方面

的,则有宁绍轮船公司、长和轮船公司、永利轮船公司、永安

轮船公司、舟山轮船公司、大达轮步公司以及法商东方航业公

司。投资于公共事业方面的,有上海华商电车公司、定海电气

公司、舟山电灯公司、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汉口自来水厂以

及广州自来水厂。此外,他还与人联合举办了一些慈善、公益

和教育事业,如中国红十字会、四明公所、上海商业学校等。

朱葆三同时还投资于金融业。1897年,朱葆三等人投资创

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东多为政府

要人和买办商人。此后,他还与当时的官方或商界著名人物向

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投资,1908年投资于官商合股的浙江银行,

并一度担任该行总经理,成为江浙财团早期核心人物之一。此

外,他还投资于中华、江南等银行等,并在这些银行里担任重

要职务。

历史链接

中国通商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于1897年5月27日,是中国人自己开

办的第一家银行,也是上海最早的华资银行。银行总董有张振

勋、刘学询、叶成忠、杨文骏、杨廷杲、施则敬、严信厚、朱

佩珍、严滢。这个时候中国还没有银行的相关法令成规,一切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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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管理都是循着国外的经验,只是盛宣怀与总董们议定了一

份章程,规定股东们的权利、股份的利用以及如何经营等事

宜。

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在全国先后设立分行,中国的金融

大权便不再被外商银行所把持了。1936年,中国通商银行被改

组为官商合办,官股的加入使其逐渐被蒋、宋、孔、陈四大家

族所控制,由上海著名的青帮头子杜月笙把持。抗战时期银行

还被迁至重庆达三年之久,待迁回上海之时正逢国民党发动全

面内战,杜月笙等釜底抽薪,想方设法从银行中抽离资金,银

行逐渐衰落。1952年,中国通商银行和上海其他59家私营银

行、钱庄、信托公司等一起被改组为公私合营,资产并入社会

主义金融事业。

左图为中国通商银行,右上图为盛宣怀,右下图为杜月笙。

400



兴办保险

  李 平 书 (1854—
1927),江苏苏州人,医

业世家。幼入私塾,14
岁父亡,辍学来上海花

行、米豆行当学徒。曾

任中国通商银 行 总 董、
轮船招商局董事、江苏

铁路公司董事。此后他

主持一系列社会改良活

动,与名医陈莲舫创立

医学会,创设中西女子

医学堂等。
 

从1875年保险招商局成立以后,

中国的民族保险业开始起步。1905年,

朱葆三经曾少卿牵头,与王一亭、李平

书等人发起组织了华兴保险公司,他名

列三名总董之中,此后相继创办了华安

水火保险公司、华成经保保险公司。

1907年,他发起成立了华商火险公

会,被同业公会全部九家会员公司推举

为会长。随着水火保险业的兴盛,人寿

保险业也逐渐兴起。1912年6月,朱葆

三与徐绍桢、王人文等人筹集资金20万

两,在上海外滩30号成立华安合群人寿

保险公司,他连任多届董事,对公司业

务多方赞襄,使这家公司成为纯粹华资

的、专营人寿保险业务的、中国近代规

模最大的保险公司。

历史链接

唐廷枢与保险招商局

保险招商局是我国第一家华商保险公司,于1875年12月

在李鸿章的倡议下由官督商办。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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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

唐廷枢1873年受李鸿章的委派支

持轮船招商局时,便注意到分散风险

的重要性,并开始涉足保险。李鸿章

提出,“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

自筹保险”,于是,委托唐廷枢创办保

险招商局。唐廷枢在其得力助手徐润

的支持下,顶着种种压力,精心筹备,

于1875年11月4日在上海 《申报》

上发表了招股告白。

保险招商局开创了中国人自办船舶保险的先河。保险招商

局成立后,深受国人欢迎,华商投保积极,保险业务发展迅

速,投股者踊跃。至1875年底,投股逾额,因此,唐廷枢在

保险招商局开办仅半年的时候即扩大资本金,成立了仁和保险

公司,承保能力也随之扩大。

朱葆三对于 “信义”特别注重,因此在经商办企业中,处

处给人以守信用、讲义气的印象,每每为人排难解纷,言出立

断,深孚众望,遂被推举为宁波同乡会会长、联华总会董事、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公断处处长等社会公职。

延伸阅读

广建人缘,贵人相助

朱葆三能够白手起家,从一个五金店的小学徒发展成为享

誉上海滩的大绅商,除了自己踏实勤勉,也离不开几次关键时

刻来自朋友的帮助。有两个人,对朱葆三的发迹起到了决定性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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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这便是叶澄衷和袁树勋。

朱葆三还在 “协记”五金店当伙计的时候,就总是同客人

搞好关系,学会如何为人处世;自己经营 “慎裕”的时候,也

从不把客人分成三六九等区别对待,而是诚心对待每一个人,

他的生意宗旨是:“和气生财。”他的真诚经营引起上海五金大

王叶澄衷的注意,从而倾力扶持。

袁树勋奉朝廷之命处理 《辛丑条约》的庚子赔款时,朱葆

三将自己非常得力的账房先生顾晴川送到这位朋友身边协理财

务。袁树勋非常感动,此时已升为上海道台的他,便在上海各

大钱庄展开保管这笔庞大赔款的激烈竞争时,指定了老友朱葆

三的钱庄。朱葆三又幸得一个飞跃性的机会,成为上海钱庄界

首屈一指的大人物。

1902年,盛宣怀敦促成立近代中国第一个商会团体———上

海商业会议公所,朱葆三为五名总董之一,并兼议员。随后,

该所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他仍任董事。在1905年的 “拒美

运动”中,朱葆三出面宴请美国在沪官员和商人,促使他们支

持改订 《华工禁约》。在没有太大进展的情况下,他与丁钦斋

代表洋广五金业率先表示要抵制美货,并由中国商务总会出面

通电全国35个商埠,发起了全国性的抵制美货运动。他的这

些爱国行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誉,并在12月被推举为中国

商务总会协理。随后,他被选为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参事会

办事总董,积极推动开筑道路、修建桥梁、兴办学堂、编设警

察局等事务,促进上海各项市政建设。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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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救国

1911年5月,清政府 “皇族内阁”成立,使朱葆三谋求宪

政的希望破灭。他开始与革命党人秘密联络,并在辛亥革命前

夕,与陆维镛、虞芗山等发起组织商团联合会,以适应革命潮

流。武昌起义爆发,各地响应。11月3日,上海革命党人起

义,光复上海,成立沪军都督府,陈其美任都督,沈缦云任都

督府财政总长。一个月后,由于沈赴南洋劝募饷款去职,陈其

美会同上海各界,公举朱葆三继任财政总长。他在任职期间,

想方设法筹措军饷政费,尽力颇多。1912年2月,朱葆三辞去

财政总长职务。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他与王一亭等人以国民

党上海分部负责人身份致电袁世凯,呼吁整顿吏治、严缉凶

手。但当二次革命爆发,上海组成讨袁军时,朱葆三等人屈服

于袁世凯的压力,未予接济。1915年10月,朱葆三当选为上

海总商会总理,次年改称会长。此后连任三届会长,直到1920

年8月止。

五四运动爆发后,国内各阶层及各团体组织都不得不表明

自己的立场。时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朱葆三对于青岛问题交涉

失败、北京学生被捕,迟迟不表示态度,这就引起各方面的议

论和猜疑。5月9日,朱葆三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发出 “佳

电”,表示支持北京政府,并提出中日直接交涉归还青岛的荒

谬主张,从而激起了上海各界舆论的严厉抨击,纷纷向商业公

团质询。12日,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特地邀请上海总商会会董

参加该会发起召开的临时谈话会,讨论为当时舆论关注的追究800



“佳电”来源问题,朱葆三等人避而不出席。上海各团体再起

反对,上海总商会于13日发出 “元电”,并在国民大会上提出

罢斥上海总商会正、副会长朱葆三、沈联芳的职务,以谢国

人。在各界群众愤怒谴责和追究之下,朱葆三避居寓所不出。

随后,朱葆三虽被迫提出辞呈,但又设法恋栈不走。

历史链接

重评 “佳电风波”

上海总商会于五四运动后发往北京政府的 “佳电”,使得

上海总商会的形象和声誉受到极大的损害,激烈的谴责性舆论

迫使会长朱葆三辞职下台。而实际上在五四运动时期,年过七

旬的朱葆三已不再全权料理上海总商会的事务,商会会董会议

也常因为会董们无法全体参加而不能如期举行。这样的情况

下,上海总商会的事宜基本由副会长沈联芳和其他几位驻会董

事自行决定,一向作为 “好好先生”的朱葆三实则并非是拍发

电报的主谋。

“经此一番波折,以后办事更难措手,若仍墨守成规,必

遭各界攻击,倘竟随众附和,恐多所妨碍,上无以副国家期望

之殷,下无以报各业委托之重,个人名誉,诚何足惜,贻误大

局,责所难胜。”从朱葆三的这封辞职书中的内容不难看出,

这位白手起家的实业巨子如何顾全大局、心系群众。

18日,当上海总商会派出代表到朱葆三的寓所 “恳劝”其

到会复职时,报界又揭露上海总商会会长、会董于 “佳电”之

外,与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还有过多次接触的消息,要求朱、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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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等人明白公布会谈内容。继而学生代表又督促上海总商会倡

导上海商界抵制日货;爱国学生们则齐集朱葆三寓所,又有南

洋公学和圣约翰大学推出代表入内向朱质问。在此群情鼎沸的

情况下,朱葆三、沈联芳不得不相率引咎辞职,黯然神伤地下

台了。此后,朱葆三不再介入政治活动,甚至很少在商界中露

面,更多的是以一位慈善家的形象现身社会公益活动。

延伸阅读

沈
 

联
 

芳

沈联芳 (1870—1947),
 

浙江吴兴人,早年就读于私塾。

1893年,由其舅父荐至瑞纶缫丝厂为职员,后升为高级职员。

沈联芳以办丝厂起家,以后致力于房地产投资,先后建造恒

丰里、恒通里、恒祥里、恒康里、恒乐里等里弄住房和恒丰大

楼,出租牟利,亦投资不少工商企业和兴办一些社会公益事业。
 

在任闸北市政厅长期间,为抵制帝国主义以越界筑路手段

扩充租界的阴谋,沈联芳曾发起在闸北修筑恒丰路和恒丰路

桥。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他在闸北的房产、企业以及所主

持的各种慈善团体设施,几乎全被日机炸毁。抗战期间,日本

侵略者要其出任 “上海副市长”等伪职,沈联芳不愿事敌,后

避居英侨哈同的花园内,始得脱身。

广兴公益

朱葆三对社会公益事业始终抱有极大的热情。他曾与沈仲010



礼一起发起创办中国红十字会,由沈任会长,朱葆三出任稽核

财政出纳等职;此后他又陆续举办了华洋义赈会,以救济灾区

受灾民众。他参与创办的慈善公益事业有:济良所、广义善

堂、仁济善堂、惠众善堂、四明公所、定海会馆、四明医院、

上海公立医院、上海孤儿院、新普益堂、普益习艺所、同义慈

善会、上海时疫医院、上海商业学校、同济医工学校、尚义学

校、宁波益智学校等。

历史链接

朱葆三与中国红十字会

中国红十字会最初叫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于1904年

在上海创立。最初是因日俄战争爆发,东北人民饱受战火摧

残,工部尚书吕海寰召集上海各届社会名流和各国驻沪代表,

在英租界地商讨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机构,并取得统一意见,成

立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后改组为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

会,1912年更名为中国红十字会。朱葆三与其他上海绅商们积

极投资参与创办,成为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的11名华董之

一,但是其余的35名西董们获得了实际的领导权,华董只在

中国方面的救护事业中才起主要作用。

朱葆三把自己每年收入的约三分之二投资于慈善事业,除

中国红十字会以外,还参与创办了很多慈善组织,它们遍布上

海和浙江,这些组织有:华洋义赈会、济良所、广义善堂、仁

济善堂、惠众善堂、四明公所、定海会馆、四明医院、上海时

疫医院等。

1923年9月,日本东京和横滨发生大地震,此时的朱葆三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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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七十多岁高龄,早已离开了政界商界,但他仍作为中国红

十字会的代表前往日本,充分发扬了人道、博爱、奉献无国界

的国际红十字会精神。后来日军侵华经过定海,曾在朱葆三墓

前鸣枪祭奠。

1926年6月,上海时疫流行,朱葆三所创的上海时疫医

院,因经费短缺,急需规划。他为此连日冒着酷暑到医院巡

视,并赴各处劝募捐款,因年迈体弱而染疾不起。1926年9月

2日,朱葆三在上海寓所病故,终年七十九岁。为表彰朱葆三

对于租界市政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的突出贡献,上海法租界公

董局破例将外滩附近的一条马路命名为 “朱葆三路” (今溪口

路),以示对这位颇具争议的中国工商巨子的纪念。

(正文 董玉山 著 / 链接 胡彦双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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