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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简介

《重庆工商史料》第三辑，主要介绍近代以来重庆著名

工商人物，包括驰名川汉的刘继陶父子，创办聚兴诚银行

的杨文光，杨粲三，巨商黄锡滋、汤子敬，著名航业家卢

作孚，金融界康心如、潘昌猷，商界闻人温少鹤、宁芷郎，

以及亦官亦商的刘航琛等。通过对他们生平事迹及其经营

成败的记述，为研究重庆近代经济史和探讨经营管理的得

失，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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煊赫川楚的刘继陶父子

李梦初 马绍周

刘继陶是在清朝光绪年间以经营德生义商号起家，成为

重庆最早的一个“百万富翁”。当时著名巨商，匹纱帮的杨文

光(后来聚兴诚银行的创办人)，药材帮的杨星亭和经营棉纱

而又拥有大量房地产的杨佑廷，都不及刘的资力雄厚，所以

重庆商场中有“三羊(杨)不如一牛(刘)"的传说。刘继陶死

后，其四儿刘象曦改牌德厚荣继续经营，并向省外发展，于

清朝光绪末年迁总号于汉口。辛亥革命后，在武汉接办过国

内唯一的官办纱、布、丝、麻四局(民国时代一般称为厂)，

并大量经营出口业务以及投资其他工矿企业，在它兴盛时代，

积累资金号称达六百万两银子，业务遍及数省，名噪一时。

其时汉口有四个姓刘的大资本家：即“地皮大王"、东方汇理

银行经理刘歆生，茶业巨商、俄国银行经理刘子敬，武昌震

寰纱厂经理刘季五，德厚荣老板刘象曦。而商场中却流传

着：“湖北三个刘，比不上四川的一个刘"。成了清末民初以

来四川人在汉口商场中享有声望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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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继陶的发家经过

刘继陶是巴县磁器口人，十二、三岁时，随乃父学道

士。每在深夜为死人诵哙经文，爱打瞌睡，常被师友用锣槌

敲打。他厌弃封建迷信职业，于满十六岁时，私自逃跑入重

庆城内，到同乡刘老德所开设的绸布店学生意。刘老德嫌其

迟钝而贪睡，转介去全信裕号上当学徒。

全信裕是金秀峰(外号人称“金十万”)所开设的商号，经

营的业务，上货以匹头为大宗，兼办棉花、百货}下货贩运

白腊、桐油、成都蜀锦等。刘继陶到了全信裕，再不贪睡，

勤慎从事，博得金秀峰的欢心，对他加以培养。出师以后，

当上了先生，后来又派他到外庄进货，他所经办的事，也都

处处顺手，无往不利。约在咸丰十年(一八六。年)，金秀峰派

他到成都追收客户货款，并吩咐他将款就地采购货物运渝。

当时成都市面银根吃紧，客户交不出现金，而将历年积存的

滞销品丝棉花边(俗称“阑干”)作抵。刘装船东运，途经嘉定，

遇险失吉，他把打捞起来的水渍货运回重庆，深受老板责备。

无可奈何，只好将全部水渍阑干送到染坊，染为青兰二色，

下运宜昌、汉口推销。阑干乃妇女服装和清军军服镶饰衣边

所用，贵在色彩绚烂，青兰二色，即使削价，亦难于脱手。

事有凑巧，时值咸丰皇帝逝世，全国百姓都须缟素，不能穿

红着绿，刘继陶运抵宜汉的青兰二色阑干，适逢其会，异外

地得到畅销，转祸为福，获得几倍厚利，全信裕年终结算盈

余，刘继陶也从中分得了一笔优厚的红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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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j继陶贩运阑干获利，被人们传为趣谈，他在商场中，

从此有了“福将”名声，金秀峰对刘也格外信任，逐渐将号上

重要事务委托与他。约在一八七五年，金秀峰得病瘫痪，不

能到号料理业务，就派他为大掌柜，全权主持全信裕的业务。

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年)金秀峰病死，其妻金陶氏无意继续经

营，将全信裕结束。因刘继陶对金家的发财，颇有劳绩，分

给了他一万多两银子的酬劳金，并将没有收回的水脚尾子和

客户所欠的货物尾款一并转赠与他。当时商场中一些人认为

他会做生意，都愿与之合伙经营，于是，刘继陶就将分得的

钱，加上凑集的股金共约五万商银子，组成德生义商号。

德生义创立，承袭了全信裕的全部业务往来，并以经营

山货、药材为主，加上刘继陶本人的声望和他的锐意经营，不

到两年的时间，德生义的资金，就积累到十万两银子以上。之

后，刘继陶更加放手经营，不断扩大业务，曾先后派出他的学

徒陈吉安、孙筱丛等深入滇、黔产地大量收购山货、药材。刘

继陶培养学徒，首先是派到滇、黔等省边远山区去出庄收购，

经过两三年的艰苦磨炼，再调回重庆畀以重任。他也经常亲

去这些地区视察业务，并向出庄人员传授收购物资的生意经：

他经营德生义十多年，一帆风顺，盈利越积越多。特别是光

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以后，余栋臣反清灭洋的农民起义在

川东爆发，川江木船运输，受到威胁，’重庆市场紧张，物价

大跌，一般商人害怕风险，大都停手；而刘继陶却趁此机会，

大量收进下货，同时，责成宜、汉外庄多进棉花、布匹等陆

续上运。后来余栋臣起义被清朝镇压下去，军务平息，重庆

市场缺货，物价陡涨一、二倍，德生义经营的上下货，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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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上档口，赚了二十多万两银子，连同当时德生义的资金号

称百万。刘继陶遂成为重庆最早的一个“百万富翁”。

刘继陶年近六十，精力不支，退居幕后，结束德生义，

将德生义三字拆开，先后成立了德厚荣、聚义生和同裕义三

家字号。刘继陶的全部资产，除一部分投入房、地产外，大

都由德厚荣继承下来，成为刘氏后裔独资经营的企业，而以

他的亲外侄蒋沛霖主持业务，聚义生则由他的另一亲戚黎焕

章负责经营，同裕义交由学徒李迎春等负责经营。当时刘继

陶培养的经营人材，已经分化为新旧两派，如刘华庭、陈吉

安、黎仲贤、化雨波、牟锡卿等属于旧派，一向采取稳扎稳

打的经营作风，在每年农历除夕前，常常集中生银于总号，

结算库存打八折，提出二贱作“保梢"。新派则以蒋沛霖为首，

主张“钱不落空”，把业务扩展到省外，因而颇得刘继陶的欢

心。由于新旧两派的矛盾，旧派掌管的聚义生与同裕义相继

与刘家脱离了关系，同裕义后来发展成为重庆著名盐商之

一。

刘继陶腰缠百万，正好是官府勒索的对象。他在临江门

马家巷新建漂亮楼房一幢，因其屋顶高于夫子池文唐，被巴

县知县耿士伟加以“欺圣"罪名，拘案传讯，责令他捐款培修

文庙了事。因此，他到了晚年，延请名师如资阳举人兰子方

设馆于家，严格督课他的儿子习科举之业，并筑“传经"书

室，藏书近万卷。刘继陶活了六十二岁，r于光绪二十六年

(一九oo年)死去，他的子孙曾耗费了=万两银子在磁器口

附近给他修建了一座大坟园(人称“刘家坟")，、采用峡石塑造

的人物形象，极尽精雕细刻之能事，清朝状元骆成骧还为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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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篇墓志。解放后，有人在其墓碑上题诗i兑：“翁仲都成潦

倒身，空余墓表护碑亭，状元纵是生花笔，难抹一生剥削名。”

二。子承父业，向省外扩展

刘继陶有五个儿子，大儿镇材早亡，其余镇春、镇钟、

镇伟、镇垣都是读旧书的人，没有学过生意，有的还附庸风

雅，喜爱金石书法，四儿镇伟号象曦，是个秀才，由于怕受

官府欺压，刘继陶在世时就在北京给他捐了一个“兵部郎中’’

的头衔，一度赴京候差补缺，结认了一些军政官吏j德厚荣

的伙友们，以为饱在外面蹬打得开，就一致拥戴这位四老板

出来主持企业。刘象曦深感乃父刨业维艰，又值业务兴旺，

不忍失掉牟利良机，遂子承父业，出面继续经营。

刘象曦毕竟是个书生，不懂经营管理，从一九O一年接

管德厚荣之日起，就以他的表兄蒋沛霖(是刘继陶一手培养

的掌柜人材)担任总经理，总揽经营大权，自己当跷脚老板，

听信蒋的一切措施。当时德厚荣经营的山货药材品种数量比

德生义更有增加，资金更为集中，经常拥有五、六十万两银

子作周转，堪称川帮字号的第一家。随着出口业务的发展，

德厚荣与洋商买办的贸易往来日益密切，业务重心也就逐渐

转移到省外。光绪末年，德厚荣以陈吉安担任渝号经理，将

总号迁到汉口，进一步与洋商买办直接来往．发展出口业

务，获取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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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得官办四厂的承租权

德厚荣迁到汉口以后，业务更加扩大，除山货药材外，

还兼营斗傲，以四川的米、麦、杂粮运销湖北，并在长沙收

购大豆运销沿海地区，以徐荣廷担任长沙庄经理。徐是湖北

人，住居武昌城内，和湖北新军第二十七混成协协统(相当

予旅长)黎元洪私交甚笃，曾帮助黎练军筹垫过军饷。辛亥

革命后，黎任湖北都督，即推荐徐出任湖北省官钱局总办，

徐成了汉口金融界的著名人物。黎元洪当上了窃国大盗袁世

凯的副总统后，北洋政府接管整理湖北省官办的纱、布、丝、

麻四厂，决定重新招商承租，德厚荣趁此机会通过徐荣廷拉

拢关系，夺得了官办四厂的承租权利。

湖北省官办的纱、布、丝、麻四厂，是清朝张之洞督鄂

时陆续创办的，早于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年)一并出租给

私商承办。到辛亥革命时为止，原承租商应昌公司韦紫封、

韦杰臣父子已获厚稍数百万两银子，他们为了保持这种高额

利润，曾借口武昌起义时期，四厂曾遭受兵燹损失，要求继

续承租，并一再组织股东及职工等向湖北军、民两政府呼吁

请愿。德厚荣一面利用黎元洪为其政治后台，施加压力，一

面允纳原承租久入殷，共沾剩益。经过汉口巨商欧阳惠昌、

胡启水、周星堂等多次调解，达成了协议。刘象曦、徐荣廷，

蒋沛霖等才得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顺利地用新组成的楚

兴纺织公司名义把它承租过来。

楚兴公司的股本，确定总额为七十八万两银子，计原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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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商应昌公司旧股四十三万，德厚荣新股十六万两，又汉口

有权势的绅耆富商欧阳惠昌、胡启水、周星堂等人共占新股

十九万两(实缴十一万两)，实为七十万两银子的股本。根据

协议，新股为优先股，接办头三年，新股比旧股多分红利，

年终结余按“新股分三两、旧股分一两”的比例计算。德厚荣

占新股接近三分之二，实力较厚，且有黎元洪为其政治后台，

故获得总揽公司的大权。刘象曦被推为公司总经理，徐荣廷、

蒋沛霖任协理，徐兼坐办、代表德厚荣全权主持公司业务，

并派德厚荣的苏汰余作为徐的助手。从一九一三年二月起，

纱、布、麻三厂次第复工，丝厂仃办。纱、布两厂生产14支

及16支黄鹤楼牌棉纱，各种天字官布商标粗细宽洋布。当时

纱厂拥有近四万锭子，布厂有电动织布机五百台，并有新式

纺织机五万锭子。原料系就地采用湖北棉花，成品则推销本

省和湖南、四JIf两省。楚兴开工的第二年(一九一四年)，适

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忙于互相厮杀无暇东顾，暂

时放松了对我国的经济侵略，洋货进口，大为减少。五·四

运动之后，抵翩洋货运动空前高涨，民族工业便获得发展之

机。楚兴公司接办时，利用原来厂里的工程技术力量并整顿

内部组织管理，以应昌公司旧人张松樵任布厂管事(即厂长)，

孙春波任纱厂管事．徐的大儿徐绍庶任麻厂管事，姚玉堂管秤

(即掌管银钱)。复工后，产、销均能顺利推进。原来九万锭

子每天只能生产棉纱五、六十包，后来增产到百包以上，质

量也赶上了日本产品’加以欧战期间，本国原棉由每担白银

二十余两降到十八两，16支纱价由每件白银一百五十两涨到

二百三十两’同时，楚兴公司在湖北是独家经营的企业，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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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同业竞争，于是销路颇畅。特别是他们勾结封建官僚，

以提倡国货、抵制洋货为由，因而楚兴的纱、布产品，在湖

北运销，概免税厘，转运湖南、四川，也只在江汉关完纳一

道正税。由于这些优越条件，楚兴公司年年都获得几倍的厚

利。最差的年景，纯利也在五十万两银子以上。’有一年；单

是楚兴公司提给刘、徐、蒋三个经理人的酬劳金，即共达十

万两银子之巨，可见利润之大。楚兴公司除每年按租约规定

缴纳租金十二万八千两银子外，每年分配给德厚荣所占新股

的纯利，平均约为三十万两，在约定租期十年内，1德厚荣总

共获得赚项近三百万两。这就是当时为人所传说的“德厚荣

有一股银水往内流"的由来。

四、充当洋行买办

德厚荣以楚兴公司名义接办湖北官办四厂后，。徐荣廷及

其助手苏汰余就积极扩张自己的经济势力，‘：大量收买了韦家

父子的旧股。后来楚兴租期届满解约时，他们就利用楚兴历

年所积累的二百一十万两银子在石家庄开办大兴纱厂，徐、

苏两人还和张松樵、姚玉堂等在汉口开办裕华纱厂，他们都

成为国内纺织业的有名人物。而刘象曦、蒋沛霖则一直抱着

德厚荣这块老招牌，经营他们认为看家宝的出口业务。从此，

他们与徐荣廷、苏汰余就分道扬镳了。特别是蒋沛霖十分留

恋于洋商买办所给予的甜头，使德厚荣进一步为洋商效劳。

他先后充当了英商安利英、怡和两家洋行的出口买办，并一

度插足于法商永兴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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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13英商安利英洋行，是在欧战后由德商瑞记洋行改组

而来的。原来瑞记的买办欧阳惠昌，在德厚荣总号迁到汉口

之后，就和它有着直接交易的来往关系。．约在一九一五年，

蒋沛霖就利用德厚荣的资金实力，挤垮欧阳惠昌苘当上了改

组后的安利英洋行买办。当时一般洋行买办的监务经营，主

要是靠扣取佣金或嗡盘代帽，r值德厚荣的底子垮时℃眨有楚兴

这股“银水”作后盾，它对扣佣看不上限，而热中予直接与洋

行大班订立买卖合同，无论洋行购买那种货品，只要认为有

钱可赚，不管自己手中有货无货，德厚荣都出面承售，事后

填补进来，他们以为这才是发财的途径。在一九一八年以前，

确也一年赚过二、三十万两银子。尽管说德厚荣的魄力大、

手面阔，在汉口市场上闹得乌煊煊的，然而为了赚得百分之

一的佣金、分享洋商的一些残羹，而不惜卑躬屈膝地忍受洋

气，、为洋人效劳。李梦初和刘象曦之子支IJ稻秋在上海圣约翰

大学同学，于一九一六年由：刘稻秧介绍李到德厚荣被派往安

利英洋行任翻译，就曾亲见该行大班马克在一次交易串，德

厚荣没有满足他的要求，骂蒋沛霖是“蠢货”。那时蒋沛襄曾

当过汉口总商会会长，又是汉口华商总会负责人之一，一时

受不下这口气，几天都不上班，后来马克表示歉意，他才到

行工作。

一九一八年，德厚荣继又当上了汉口怡和洋行的出口买

办。英商怡和洋行，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最早的一家洋行，

一八三二年创立于广州，以后它的分支机构，遍及于全国各

大城市，业务范围主要是航运，包括进出口贸易、机器、保险

等若干部门。当时在我国，它与太古、日清并称为“三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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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汉口怡和洋行，原由广东商人黄浩之担任该行出口部

买办。一九一八年，黄因负债关系，感到经营困难，黄的债

权人贺衡夫(油商)、张碧泉(牛羊皮商)介绍刘象曦与黄合伙，

条件是先代黄偿债二万多两银子，德厚荣当然不放掉这个机

会。为了避免德厚荣同时担任两家英商洋行买办的嫌疑和业

务上发生纠葛，刘象曦就以他的=哥刘镇春(字和阳)的名义

履行其条件，合伙不到一年，刘就取黄而代之。恰和出口部

买办虽然一直是以刘和阳的名义出面，而实际上则是由蒋沛

霖全权主持业务。

恰和洋行总大班为杜伯利，出口部大班为彼德士，出口

货物有牛羊皮、桐油、木油、槽子、青麻、芝麻、棉花等品

种。怡和对于货品规格质量，检验非常严格，一般毛货，都

要经过加工整理，才运出口。专门为它加工服务的，则有平

和、隆茂等洋行。怡和出口业务，以汉口来说，每年可做一

千万两银子的生意，德厚荣包揽怡和的生意以百分之一到百

分之二的佣金为例，一年约有十五万两的扣佣，除开缴外，

至少可稳赚十万两。这时德厚荣经营的其他事业，已经节节

失利，走向下坡，而蒋沛霖大手大脚的作风，并未因此稍有

改变，甚而大做买空卖空，从事投机活动。有一年，欧洲棉

花欠收，帝国主义者却在我国争夺这项原料，怡和洋行事先

故意制造棉花看跌的空气，然后再出手订购。蒋沛霖毫不了

解国际市场情况，只见眼前有利可图，就陆续卖给怡和棉花

二万担。在抛售之初，棉花市价每担二十八两银子左右；口估

算这笔生意，连同扣佣至少可以净赚二十多万两，不料后来

棉花逐渐上涨，最高涨到每担三十八两以上。虽然德厚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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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售的同时，’向棉花字号买了大部分预货，但因行情上涨，

那些棉花字号由于吃亏太大，纷纷倒闭，买的预货，收不进

来，而德厚荣与怡和又签订了成交合同，不得己只好派人到

处以高价收买，补进交货。这笔生意，不仅没有赚钱，反而

赔了二十多万两银子。又一年，在抛售桐油时，也因怡和踏

价收购，一笔生意就赔过十万两银子。德厚荣向怡和经营的

出口业务，从一九一九——一九=三年的五年当中，．总计亏

折二十多万两银子，为想发洋财而吃了洋亏。

五，盲目投资，终于陷进泥坑

德厚荣有了楚兴公司为其有力支柱，刘象曦便忘乎其形，

以为不论大小风险都能抵挡，有所恃而无恐。因此，对资金

的运用和企业的发展，都缺乏长期周密的计划，不断盲目投

资经营，日益陷进泥淖而无法自拔的境地，以致把楚兴公司

所积累的资金，都亏蚀殆尽。兹举其荦荦大者概述如次，

(一)接连开办三家蛋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场上

的外国士兵，多用蛋粉作为军需食品，中国的机制蛋厂便应

运而生。当时汉口仅有小型的机制蛋厂两三家，以元丰厂获

利最多。德厚荣在楚兴公司经营的头三年，由于新股分红优

厚，一时资金积累颇钜(这时德厚荣只担任安利英一家洋行

买办，经营出口业务)。它看到蛋厂供不应求，蛋粉价高，认

为大战不是三、五年可以结束，必有厚利可图(当时计算每

枚鸡蛋加上制造费用，成本只值银币：、．三分，啼4成蛋粉可

卖一角)，于是马上拨出资金三十万两银子，经过短时间的

筹划，于·九一七年在河南郾城县兴建一家机制蛋厂，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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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德和蛋厂。为了解决制蛋的技术问题，特以月薪银币四百

元的高价报酬，聘请一位美国人名叫柯托尔的担任工程师。

他却只知制蛋的过程；毫不懂得什么技术。如在安装机器过

程中，他问工人：“为什么不把烟囱安在锅炉上?"诸如此类，

闹了很多的笑话。后才发觉那位工程师原来是在美国商船上

当火侠的，当然对机械工程一窍不通。所幸在制蛋工人们的

努力下，、总算安装好了机器，制出了成品。这一年，李梦初

被派在厂内任翻译，逐渐懂得了一般的制蛋技术。第二年，

就辞退了柯托尔，由李代理工程师职务(～年以后，德厚荣

接办怡和洋行，李梦初调去怡和出口部为买办刘和阳的代理

人)。这家厂设在京汉铁路线上j所用原料，是沿铁躇线设

站收购，每天要用鸡蛋一千二百篓，每篓八百个，所出成品，

分为飞黄、水黄、伙黄粉、蛋自片数种，因系出日商品，．都

用内衬自铁皮的木箱包装。开办的第一年，确也赶上了快销

行市，安利荚、怡和等洋行都争稆收购。蒋沛霖鉴于这项生意

大有钱赚，又拨出二十多万两银子，派入到安徽蚌埠建立德

和第二蛋厂，同时在天津筹建德和第三厂。等到第二厂刚才

开工生产，：第兰厂还没有安装好机器设备，欧战就结束了；

这一来，蛋粉的销路大为减少。天津第兰厂史好毕途简废。

郾城、蚌埠两家蛋厂虽然继续生产，力图挣扎，但终无起色，

后来所制水黄，在途中变质，损失也犬。这兰家蛋厂留下来

的建筑设备，因无其他利用价值，几乎完全报废。在这短短

的兰年中，德厚荣接连开办的三家蛋厂，连本带利一共亏折

资金约达一百二十万两银子之钜。

(二)组织轮船公司，大搞黄铜生意。一九一八年歇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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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后，帝国主义作为战略物资生产过剩的黄铜，通过安利英

洋行经手大批向我国倾销。当时重庆铜元局正处在四川军阀

刘湘的控制下，大铸铜元(当时的辅币)以牟利，需用大量铜

料，德厚荣这时正因开办三家机制蛋厂损失甚重，企图抓住

这笔生意，填补亏损。适逢重庆买办军火商人罗升之路过汉

口，罗长子交际应酬，因同乡关系，一向和刘象曦、蒋沛霖

都很熟识，罗就吹嘘他和四川军阀交往密切，如果包销黄铜，

既不愁买，也不愁卖，确是一个大发洋财的好机会。其实，

罗升之这时正是重庆怡和洋行买办，对包销黄铜早想染指，双

方一拍即合，就由罗升之负责打通铜元局的关节。于是德厚

荣一面向安利英签订成交合同，一面支持罗升之在重庆成立

安利英分行并兼任分行买办。罗回重庆后，即向刘湘军部上

下行贿，先后在德厚荣动支活动费达银元三十万元。据说罗

升之送给刘湘的妻子一枚价值四、五千元钻戒。同时，罗以

川江轮运缺乏，又向德厚荣建议开设轮船公司，解决上运黄

铜和下运山货、桐油等货的运输困难问题，借以猎取长江上

游的航运业务。经过一段筹备时间，大概在一九二。年下期，

罗就拉拢重庆绅商李培之等与德厚荣合伙在重庆组成了康宁

轮船公司，由李培之任公司董事长，罗升之代表德厚荣股权

任公司总经理。公司股本暂定为银币七十万元，德厚荣投资

约近二十万元，罗升之以五十万元收买了安利英洋行订制航

行川江的中型轮船(载重约500一800吨)两艘，命名为安宁、

安康j‘并悬挂英国国旗，打起英商经营的招牌，航行汉——

宜——渝之间。初期确以承运进口黄铜为主，附带营运一些

进出日客货。但不久被罗升之利用，代其偷运枪枝军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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