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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刘国钧

刘璧如

刘国钧是我的父亲。他和他的事业在近代中国工业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

地。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父亲就以一个成熟的企业家，登上了中国民族工

业的历史舞台。以后，他在这个大舞台上，有声有色地编演了纺织印染工业光

彩耀目的场景，令世人瞩目，被誉为中国现代杰出的实业家，著名的爱国民族

工商业者。

父亲在我们子女心目中，既是一位严慈兼备的好父亲，又是一位人品高洁、

胸襟磊落、令人仰止的长者，我们永远怀念他。

他在青年时代，经营零售商店，发觉经营品种中，土纺布价贵质劣，洋布

价廉物美，销路形成强烈对比。在他细心计算下，发觉外商采购中国棉花，利用

中国劳动力，再反销中国，赚取丰厚利润，无非是凭藉他们工业技术先进，故启

发他振兴工业的决心。从 1915 年起，邀集了一些友人，试办大纶布厂，三年后

扩建为广益机器染织厂，购铁木布机、染缸等设备，五年后更新织造设备，重点

增加染色设备，因而从一个手拉木机的工厂逐步壮大成为常州最大的染织厂。

1930 年，他集资 50 万元，创办大成公司，建成了他渴望已久的纺织印染公司，

不到八年，到 1937 年，公司资本增长 8 倍，被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赞为罕见

的奇迹。父亲经营的大成公司之所以能以超常速度发展，在中国纺织界一技独

秀，除了因为父亲具有超人的胆识和魄力外，也是他能够把所学知识和经验活

学活用的结果。

代 序 一

作者简介：刘璧如，出生于 1919 年，刘国钧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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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凭他的工业家天份，已能体会到经营工厂需注重市场

需要，并能领略到人才及制度对工业的重要。他订下的管理方式，及训练人才

的成就，实为中国工业化奠下不可抹杀的根基。“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

贯穿在父亲的整个人生之中。父亲乃贫儿出身，然而他从不向命运低头屈服，

他凭着顽强、奋进的意志，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努力开拓，锐意进取，自强

不息，终于在中国民族纺织印染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同时，也完美地体现

了他自己的人生价值。

父亲是忠贞的爱国主义者。从开始创办纺织企业起，他就把企业的宗旨放

在“精制国货，与日竞争，挽回利权”的基点之上。为了知己知彼、取人之长，

补己之短，他曾先后四次东渡日本，考察纺织工业。他办实业独具开放眼光和

超前观念。他希望中国“利用我之有利条件，发挥伟大人力，刻苦耐劳，增进

生产，以与世界棉织业争王座焉”。并极有信心地认为：“故说世界棉王国，

应为中国，而不为英日也。”

记得有位哲人曾说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父亲在开创事业

的道路上就具有执着的大无畏精神、不屈不挠的气概。我的祖父曾传给我父亲

一副联语：“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父亲一直以此作为座右铭。

父亲一生经历中国近代、现代两个历史时期的交替。在数十年的变革中，

能够顺乎历史之潮流，紧跟时代之步伐，与时俱进，把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命

运结合在一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历程中，父亲作为著名的实业家，经

历了风风雨雨的严峻考验，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

2000 年 4 月 10 日于香港

附注：该文是刘璧如女士为《刘国钧自叙》在 2000 年香港出版发行时所写的《序

言》，题目为编者所加，《刘国钧研究（第二期）》2014 年 12 月刊用时略有删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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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一个真实的刘国钧

 刘学进

刘国钧是我的祖父。

我 1958 年出生时，祖父刘国钧已任江苏省副省长，住南京市北京西路 38 号。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基本上是在祖父身边度过的。

能否说本人很了解祖父刘国钧呢？实事求是地讲，我“不够了解”或曰“不

甚了解”。因为历史的原因，从我懂事起，从没听到过祖父讲述他本人当年的

创业故事；自高二开始，我就离开祖父赴外地读书了。

刘国钧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八年时间，大成资本从

40 万发展到 400 万，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都赞叹为“罕见的奇迹”。这其中肯

定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可以给后人以借鉴。遗憾的是，历史湮没了刘国钧和大成

的许多遗迹和遗存。我和大家一样，都承担着抢救刘国钧及其大成工业遗产和

研究传承刘国钧精神的历史责任。

可喜的是，多年来，许多文化学者及有关人士致力于刘国钧研究，整理出

了一些研究史料 , 出版了相关书籍，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但从总体上说，

研究工作尚缺少重点方向，缺少对史料的挖掘整理，缺少交流平台；在研究领域

还存在断章取义、闭门造车和以讹传讹等现象，这倒要引起大家重视。

历史是真实存在的过去，它的发生和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

代 序 二

作者简介：刘学进，1958 年出生，刘国钧之孙，香港豁朗股份有限公司主席，江

苏省政协委员、常州市政协常委，刘国钧文化中心理事会理事长、刘国钧教育纪念基

金理事会理事长。本文刊登在 2015 年 6 月《刘国钧研究（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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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事件的亲身经历，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历史遗迹展示出的真实存在，

这就是历史。同样，刘国钧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需要人们利用各种真实资料来

研究书写，并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

人们对历史人物的了解和研究需要各种载体，因而阅读相关的历史文本成

为认识历史人物的一条重要途径。然而，各种历史文本的作者由于文化背景、视

角和方法的不同，他们叙述出的历史人物往往和真实的历史人物并不一致。

那么，如何最大限度地还原一个真实的刘国钧呢？

一是求真。所有历史事件的叙述都应该是真实的，不容造假，不含想象，

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过程、结果，要有客观的叙述，这其中就涉及到细

密严谨的考证精神。比如《乔布斯传》一书，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用 2 年多时间，

与乔布斯 40 多次面对面倾谈，加上与乔布斯 100 多个家庭成员、朋友、同事，

甚至竞争对手的不设限的采访，才造就了这本独家传记。当然，我祖父刘国钧

早已离世，熟悉他的人士也大多离世，这更需要静下心来研读资料，全面采访，

尽量去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二是客观公正。不预设前提，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所有结论都是在充分

分析史料的基础上得到的。如“大成蓝”当年的配方，档案馆就有存档。史料

显示：当年，大成厂生产的这种染色土布，质地坚固，耐洗耐晒，不仅畅销全国，

而且在南洋一带也极受欢迎。尽管“大成蓝”不是当今时尚的布料，但从某种

意义上说，“大成蓝”就相当于现在的“牛仔布”，在我们现代人倾心“牛仔布”

时，也不要忘记历史上的“大成蓝”。

三是换位思考。随着历史的演变，人们对事物的看法、思想、行为准则等

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只有充分理解历史人物的思想，站在历史人物的角

度来考虑问题，才能够对一些历史事件做出客观公正的描述。笔者手头藏有祖

父上百万字的日记，其大部分是真实的记录，但也有违心的话，特别是“文革”

期间，日记中只记录了当时的学习与运动，算不上祖父的心迹。这就需要从当

时的背景去理解和认识历史人物。

综上所述，不要预设前提，充分占有历史资料，深入细致地研究问题，深

入历史人物内心世界，在此基础上研究得出的历史结论才比较真实客观。

让我们共同努力，去还原一个真实的刘国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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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祖，寻根，寻找一种文化
——写在刘国钧第四代回乡寻根之旅启程之际

刘杰生

刘国钧是我的曾祖父。

寻祖寻根是我们第四代人盼望已久的夙愿。

就在新年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我们旅居海外的刘国钧第四代人相约一起，

启动了寻根之旅。

寻根之旅，顾名思义就是寻找曾祖辈传奇人生的旅程。

我们第四代一行 13 人，大的 30 多岁，小的 10 多岁，来自世界不同的地方，

用的语言大多是英语。但一个人无论诞生在一个多么贫瘠的地方，也无论走到

一个多么富裕的地方，都会深深怀念我们的祖先。这也许不可思议，但每个人

都有这样的宿命。寻找不只是想念亲人，想念故园风物，更是一种绵延无期的

精神上对故乡的强烈渴望。

我们对曾祖的寻找，其意义正在于此。

我没见过曾祖，与我年纪相差无几的第四代几乎都没见过他。小时侯，我

的父亲刘学进曾与我讲过曾祖的故事，可我连曾祖是啥模样都不知道，哪里情

愿说出那个极其陌生的名字呢？于是，我常常虚构着曾祖，直到我 10 多岁以

后才第一次见到他的照片：慈祥、温和，但不乏一种坚韧和执着。从他明亮的

代 序 三

作者简介：刘杰生，1989 年生，刘国钧曾孙。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香港三屋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常州市青联委员。本文刊登在 2015 年 12 月《刘国钧研

究 ( 第四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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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神中，我分明看到了一种坚强有力的人生意志。

不知怎的，待我长大了，心中渐渐地萌发了一个强烈的意念——寻找曾祖。

其实，不仅仅是一般寻找，而且是一种自我认定，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

我的故乡，就是曾祖的故土。刘氏家族一代又一代，生息繁衍在这块热土上，

在那广袤的天地里呼吸、游走、生长。

在我们的心里，他是一位英雄。他从一个“穷小子”开始人生的创业之路，

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在他所处的时代，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民族工业的奇迹。

他是我们人生的榜样，我们渴望了解他，探寻他，传承他。

去年底，我有幸回常参加市青年联合会。张跃部长送给我一本书——《影

响中国的常州人》，并期望我能更多了解这片故土。今年上半年，我随父亲再

次回常，经特许，进入档案馆的文物保管库。在那里，我被 500 多卷记载刘国

钧及其大成企业的历史档案史料所震撼。这是一笔宝贵的历史矿藏，蕴含着无

尽的精神财富，需要我们去寻访，发掘，弘扬。

人的精神世界，无时不在四季的轮换中找寻那趣味盎然的记忆。当我在人

生的旅途中，感到郁闷、压抑、徘徊的时候，我都会感到我的精神支柱在故乡，

在以我曾祖为代表的先辈身上。

其实，寻祖寻根不单单是寻找祖先的姓氏、故居、祠堂和墓地，而是寻找

一种文化。无论是人类社会，还是家庭宗族，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正是那种

经久不息的文化滋养。由此，历史就不会消亡，人类社会就不会倒退，家庭宗

族就不会枯竭。

我们已经启程，向往着那神奇的地方，精神抖擞地踏上寻根之旅！

附注：2015 年 12 月 28 日至 12 月 30 日，刘国钧第四代回乡寻根访问团一

行 13 人，访问了南京、常州、靖江、苏州和上海。本文是作者为《刘国钧研究》

撰写的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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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钧，不仅仅是历史的

王亮伟

刘国钧，出生在 19 世纪中后叶。从我童年起，就听邻里街坊说，刘国钧

幼时卖过烧饼油条。那时的我很纳闷，资本家怎会沿街叫卖呢？后来怎会成为

大实业家呢？ 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的常州人，大凡在刘国钧创办的大成纺

织企业工作的，一般是很令人羡慕；旧中国并没有给常州这座城市留下像样的

工业遗产，唯有刘国钧的大成企业。所以，当人们聊起刘国钧的发家史，总要

给他抹上种种神秘的色彩……从童年、少年的记忆中，刘国钧的轶闻，已经深

深地烙在我的心里。

刘国钧，确实是历史的——

刘国钧年少时家境窘迫，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到 1949 年他已拥有三家

公司、十多家工厂，遍及常州、上海、武汉、重庆等地以及台湾、香港地区，

13 万枚纱锭，4000 台织机，加上厂房设备和其他产业的投资，以及海外的资产，

确实是位名副其实的大实业家。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评价刘国钧的大成企

业，在“民族工商业中实在是一个罕见的奇迹”。从贫儿到巨富，刘国钧的发

家史，充满了传奇色彩，人们总是要问：是什么造就了刘国钧？

不妨，我们循着他自己的脚步去认识刘国钧。

透过历史的云雾，沿着刘国钧曾走过的道路，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自古

作者简介：王亮伟 , 常州刘国钧文化中心主任，常州刘国钧高职校原校长。主要

研究方向，历史人物及校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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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的真谛。刘国钧七岁那年，父亲突患重病，一

家人生活无着；十岁时就贩卖水果、酒酿，十一岁时曾进私塾，因家境贫困，

8 个月后就被迫辍学，继续小贩生涯，难得温饱；十三岁后分别进道观打杂和

到糟坊作苦工；十五岁借了十块银洋到常州奔牛镇京货店当学徒。可以说，刘

国钧的童年、少年时代，充满了艰辛和困苦，这对他以后的人生产生了十分重

要的影响。

刘国钧幼年失学，识字甚少，按一般常规，似乎很难成就大事业。然而，

他聪慧过人，以开拓者的敏锐眼光和果断气魄，跻身于中国纺织实业界，展开

了艰难困苦的创业活动。他的成功首先是善于学习，他经常吸取外国先进经验，

自己四赴日本，亲赴诸国考察，将外国经营管理的先进经验融合到自己的企业

中去，并创造出独特的管理模式；他经常走访国内有名的纺织厂，吸纳全国著

名实业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集国人半个世纪经营之精华，取长补短，进

行了有益的改革创新。

刘国钧是一位民族实业家、民主人士，但他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

对祖国怀有深厚情感。他创办纺织企业，为的是“土纱救国”，发展民族工业，

抵御列强对民族工业的侵凌；他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之情，付诸于具体的实际

行动，并身体力行；他对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强烈期盼，体现在对祖国发展

前途的坚定信念，对祖国主权和尊严的坚决捍卫，对卖国求荣行径的无比鄙视，

对爱国志士无比崇敬等等。

刘国钧虽是常州首富，却崇尚简朴，慈善济世。他时常教育后辈不要忘本，

日子好过了也要勤俭朴素。他个人从不随便花钱，但对社会公益事业却慷慨捐

资。他捐助开办学校，铺路，修桥，浚港，修缮寺庙古迹，并捐钱捐物抢险救灾。

他有独特的人格，他没有后台，没有背景，甚至没有祖传遗产；他精力充沛，

心直口快，以意志坚定著称，是一位锋芒毕露、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在创业中

大刀阔斧，全力以赴，雷厉风行，毫不妥协，不管世人对他如何褒贬，依然我

行我素。他有一句口头禅：“我无其他嗜好，只爱办厂。”

刘国钧是历史的，但又不仅仅是历史的——

说刘国钧不仅仅是历史的，当然是指其精神对后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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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刘国钧，不能止于了解他大概的传奇经历，其精神的价值与作用往往

影响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甚至是一个社会，他的思想认知经历了艰难曲折或波

澜壮阔，凝聚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成为民族的、国家的精神财富，亦或是

一种无价的精神财富。

对于刘国钧，应从当时的社会视角去阅读，站在现在的社会角度去思考和

吸收。只要我们以一种端正的思想面貌，抱着正直的价值理念，不把刘国钧仅

仅视作历史，那么刘国钧的文化精神将给我们现代人提供许许多多的助益。

也许是历史原因，刘国钧并不被今天的人们了解和理解，但他是作为精神

形象存在的。这种精神形象，促使着人们向善，促使着人们有所担当，有所作为。

精神形象并不违背历史，他们引导着人们创造更好的历史。刘国钧作为一种精

神形象，是历史创造的，而精神形象又在引导历史。它们是互相依存、互相融

合的。在充满历史机遇和挑战的今天，我们更需要精神，更需要刘国钧精神。

刘国钧的女儿刘璧如女士曾说：“我父亲的创业经验，是用之不竭的宝库。

我们海外的自己企业，至今还沿用他的宝贵经验，屡用屡灵，经久不衰。”刘

国钧的创业经验，早为国内经济界学术界肯定。他的经营之道，为国内外许多

企业吸收和运用，效益显著。

有许多人读过《从乡童到富豪》、《赤子之心——爱国实业家刘国钧》和《纺

织大王刘国钧》等，从刘国钧的发家史中，可以感受他的抱负、意志、精神、手段、

处世之道，可以看到时代的缩影，可以领悟人生。中老年朋友可以从中折射自

己的踪影，重温过去的历程；青少年朋友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和借鉴。刘

国钧精神的实质和时代意义，就在于他具有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精益求精的

敬业精神，市场经济的竞争精神，热爱家乡的奉献精神，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

照的亲密朋友精神。刘国钧生活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刘国钧的精神没有过时。

他的身上汇聚了许多优秀精神，应该得到传承和发扬。

我们高兴地看到，靖江生祠镇刘国钧故居记录了刘国钧从小艰苦创业，晚

年荣归故里全过程，激励着当代人以国钧为楷模，再接再厉，勇攀高峰；刘国

钧青果巷故居扬唐氏八桂遗风，承革命先烈遗志，展爱国立业风貌，激励人们

承先启后，完成先辈们未竟的事业；在刘国钧高职校的新校区，刘国钧纪念馆

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校内外青少年学子从他的经历中汲取人生前行的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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