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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的1953年，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
说过：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有4位实业界人士不能
忘记，其中有一位是卢作孚（其他3位是张之洞、范旭东、
张謇）；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
上提到了自清末民初以来的5位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时，又
提到了卢作孚（其他4位是张謇、陈嘉庚、荣毅仁、王光
英）。

谁能想到，时隔60多年，毛泽东和习近平两位党和国
家领导人竟不约而同，都赞誉卢作孚是不能忘记的人，是
爱国企业家的典范。这说明了卢作孚的榜样力量和典范形
象并没有因为几十年时光的流逝而削减，而是跨越时空，
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与时俱进地迸发出更加夺目的光
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一位优秀企业家，“必须对国
家、对民族怀有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
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动为国担
当，为国分忧”。而卢作孚就是这样的一位优秀企业家。

立志创业——维护航运主权

1925年，32岁的卢作孚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但他
为什么要选择在长江发展航运业呢？这要从他1914年21
岁时第一次乘轮船去上海说起。那一年，他在长江上看到
一个非常奇怪的景象：宽阔的长江上来来往往的大小轮船
几乎都悬挂着外国国旗。卢作孚稍为留心数了一下，就有
英国、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瑞典、挪威、芬兰等国的国
旗，却很不容易看见中国的国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这些外国轮船依仗着曾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取得了长江航运特权，又凭借着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
和设备，一度垄断了长江航运业，俨然成了长江的主人。他
们在长江上横冲直撞，肆无忌惮，掀起的巨浪常常把中国

的木船冲得东倒西歪，甚至船翻人亡的惨剧也时有发生。
卢作孚目睹了这一情景，心里很不平静，也许就在那

个时候，他就萌生了要发展中国自己的航运业，将中国内
河航运权从帝国主义手中夺回来，把耀武扬威、横行霸道
的外国轮船赶出长江的意愿。长江是中国的，必须由中国
人来主沉浮。

可以说，发展中国现代航运业，维护民族航运主权，是
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的最大动力，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创业宗旨——与国家共命运

卢作孚在创建民生公司之初，就把企业发展与国家的
富强、人民的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

1925年10月，民生公司成立了。当时公司只有七八
个人，租住在合川县城一座破败的药王庙狭窄而昏暗的后
殿办公，全部家当只有一艘载重仅70吨的小客轮。卢作孚
作为民生公司总经理，月薪只有30元，其他的人也只有15
元、10元不等。依卢作孚的说法，全公司人员的工资加起
来还不抵外轮一个大副的工资。

面对如此“寒酸”的境况，卢作孚竟为公司制定了让人
振聋发聩的宗旨：“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
家。”这个16字宗旨充分体现了民生公司创业的目的，不
是为了发财致富、贪图享受，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为国担
责，为民造福。

举一个小例子，当民生公司在上海建造的第一艘小客
轮“民生”号完工后，卢作孚亲自到宜昌迎接，在路过万县
时，被四川军阀、时任万县督办的杨森挽留，执意要卢作孚
留下来出任万县佐办。在不少人眼里，这是一个有职有权，
有名有利，令人垂涎欲滴的“肥差”。杨森还向卢作孚保证，
只要他肯答应，万县地区都全权交给他管理。更诱人的是，
杨森给他特别优厚的待遇：除每月薪金500大洋外，还有
一笔数目可观的舆马费，这与民生公司总经理月薪30元
相比，真的是天壤之别。但让杨森意想不到的是，面对高官
厚禄，卢作孚却婉言谢绝了。因为在卢作孚心中，他的人生
价值不是做一个位高权重的官，而是带领民生公司实现他

“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责任和使
命。

为国担责——“民生公司应该
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

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到自清末民初以来5位爱国企业
家的典范时，之所以把卢作孚划在“抗战时期”，是因为卢
作孚的爱国精神，在关系到国家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中表
现得最突出、最感人。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此时此刻，民生公
司经过卢作孚10多年的苦心经营，已成为长江上游最大
的一家民营航运企业，发展态势非常好。然而就在此时，全
面抗战爆发了。民生公司不少人感到像天塌了一般，为公
司的前途和命运担忧，甚至有些人十分悲观地说：“国家的
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生命就完结了。”

面对大家的忧心忡忡，作为公司总经理的卢作孚想的
不是一个公司的得失，而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他对大
家说：“我的感觉，却恰恰相反，国家的对外战争开始了，民
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他意识到民生公司报效国家
大显身手的时机到了。他向全公司员工发出号召：“民生公
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他决定将全公司所有轮
船快速投入到战时运输中来。

当时国民政府决定将首都从南京迁往重庆，重庆成了
大后方的中心。一时间，华北、华中、华东一带的机关、工
厂、学校、团体纷纷向大后方迁移，而整装待发出川抗日的
将士也要乘船开赴前线。作为长江上游航运主力军的民生
公司在卢作孚的带领下，冒着敌机的轰炸，全力以赴投入
到紧张、艰难的战时运输中。据统计，在整个抗战期间，民
生公司不怕牺牲，不计成本运送出川抗日将士270多万
人、武器装备30多万吨以及大量粮食、衣被、食盐等军用
物资，还将150多万难民撤往了大后方。民生公司船队被

赞誉为“一支没有武装，但却极英勇的、效率极高的运输舰
队”。

为国分忧——坚决不发国难财

抗战全面爆发不久，国民政府任命卢作孚为交通部常
务次长。一向无意仕途，对高官厚禄不感兴趣的卢作孚为
了国家民族利益没有推诿，而是临危受命，勇挑重担，承担
了战时水陆交通运输的艰巨任务。

当时中国的交通运输现状是：飞机少得可怜，杯水车
薪，无济于事；火车线路被日机炸得七零八落，无法正常运
行；而公路运输不仅运费高，且汽车少，公路也不能直接入
川。因此，长江水道自然成了进入大后方最便捷的“黄金水
道”。

然而在长江下游中游航行的轮船，到了宜昌必须“换
乘”能在三峡行驶的马力大、吃水浅的小型轮船才能直通
重庆。而民生公司恰恰是长江上游的主力船队。在船少人
多货多的情况下，这似乎正是民生公司抬高运价，大发横
财的好机会。但卢作孚与民生公司坚决以国家利益、民族
利益为重，宁肯吃亏也绝不发国难财。如在宜昌大撤退中，
与民生公司一起参与撤运的几艘外国轮船，客票每人高达
300元至360元，货物则每吨300元到400元，而民生公司
的客票价却与战前一样保持不变，只要18元。货物运价，
卢作孚要求也与战前一样：兵工器材只收30元到37元，其
他公物只收40余元，民间器材只收60余元到80余元。只
相当于外国轮船公司收取运费的十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卢
作孚为此感叹道：“即此比较，可知中国公司尤其是民生公
司牺牲之多，报效国家之大了。”

不仅如此，卢作孚对于难童、在校师生还免收运费。如
复旦大学和金陵大学1000多名师生及大量图书、实验仪
器等，都是免费从宜昌运往大后方的。又如中央大学举校
搬迁时，其农学院有一批进口的良种马、牛、羊等活牲畜也
要随校搬迁。但对轮船来说，运送这些活牲畜不仅又脏又
麻烦，关键是还必须改造船舱，这真是吃力不讨好的亏本
生意，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找到卢作孚，没想到卢作孚很
爽快地就答应了，硬是克服重重困难将这些活牲畜运到了
大后方。

对于一个民营企业来说，卢作孚为了国家民族大局，
甘愿吃亏，也绝不发国难财，难能可贵。

指挥宜昌大撤退——“民族救亡的悲壮史诗”

电视连续剧《潜伏》中有一段经典台词：“有一种胜利
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而发生在1938年10月至
11月之间40天的宜昌大撤退，就是卢作孚亲自坐镇指挥
的一场改写历史的胜利大撤退。

众所周知，宜昌素有“长江咽喉，入川门户”之称。而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距武汉仅300公里的宜昌便成
了通过长江三峡撤往大后方，关系国家存亡的关键之地。

当卢作孚10月23日赶到宜昌时，这个小城正处在极
度混乱和恐慌之中。一是滞留在此的3万多难民挤在仅2
平方公里的城区，不少难民因无房可住而露宿街头，饥寒
交迫，处境十分凄惨。须知这些难民中，有不少科学家、工
程师、企业家、艺术家、医生和在校师生；二是堆满两岸码
头的机器设备都是从上海、南通、南京、武汉等地工厂企业
拆迁转运到此的。这些机器设备的重要性，按卢作孚的说
法：“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
命，完全交付到这里了。”

然而此时的宜昌，能开往大后方的只有民生公司的
22艘轮船和其他几艘中国和外国公司的轮船。按常规，仅
凭这些船只，要运送这么多人和物资，起码要一年时间。然
而此刻日军已逼近宜昌，日机不断狂轰滥炸。更要命的是，
长江上游一年一度的40天枯水期就要到来，届时水位急
剧下降，连民生公司稍大点的轮船也难以通行了。

面对如此严峻形势，卢作孚深感责任重大，他亲自前
往码头视察，并登上各轮船，了解轮船的性能、吨位及运行
状况，同技术人员讨论。通过紧急调研和反复推演，卢作孚
果断采用民生公司过去在枯水期运输的“三段航行法”，终
于拟定出在40天内将人员、物资运出宜昌的计划。他要求
各公司、各码头、各轮船严格执行，分秒必争。

在卢作孚大智大勇、力挽狂澜、坚决果断的指挥下，奇
迹出现了：“四十天内，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三分之二。
原来南北两岸码头遍地堆满器材，两个月后，不知道到哪
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碎废铁抛在地面了。”

宜昌大撤退被卢作孚的好友、著名教育家晏阳初先生
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如今在宜昌市的宜昌大撤
退纪念园主体雕塑上刻有一段铭文：“发生在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中的宜昌大撤退，是一部民族救亡的悲壮史诗和英
雄乐章……演绎了中国大内迁最壮观的一幕……奠定了
抗战胜利的基础，勋业照人，万古流芳。”而卢作孚就是指
挥这一悲壮史诗和英雄乐章的大英雄。

救国公司——“对得起国家”

由于民生公司在战时运输中始终坚持低价或半价，甚
至免费运送上前线的军人、军用物资和撤往大后方的公务
人员、难童、在校师生等等，公司出现了从抗战之前连年赢
利到战时连年亏损的状况。更为惨烈的是，民生公司在冒
着敌机狂轰滥炸的运输中，有117名员工英勇牺牲，76名
员工伤残；有16艘轮船被炸毁炸沉，69艘轮船被炸伤，致
使民生公司受到重大损失，公司亏损也越来越严重，卢作
孚为此万分心痛和焦急。

卢作孚的好朋友、著名教育家、民生公司股东黄炎培
在1942年4月8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一件十分感人的事：那
一天上午，民生公司举行股东大会，作为民生公司总经理
的卢作孚向全体股东汇报工作，当他讲至“公司艰困，为国
牺牲，公司员工宁受薄薪，轻生命，为国冒险”时，竟当众嚎
啕大哭起来。因为他既为公司员工不怕牺牲，不怕吃苦而
感动，又深感公司的损失和亏损，是他的责任，是他对不起
公司，对不起股东，对不起公司全体员工。此时黄炎培拍案
而起，泼墨挥毫：“公司亏本，对不起股东，为抗战而亏本，
公司对得起国家，即是股东，对得起国家……没有国家，哪
有公司，中华复兴的一日，即我公司复兴的一天。”黄炎培
的这番话代表了全体民生公司员工的心声。

1943年6月23日，著名爱国将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应卢作孚之邀，到民生公司讲演。没想
到冯玉祥一开口便说：“今天到民生公司来讲演，很是光荣
啊！因为很多人称赞民生公司是救国公司。”

应该说，在整个抗战期间，有不少中国公司为抗战作
出了或大或小的贡献而被赞誉为“爱国公司”，但被赞誉为

“救国公司”的，则似乎只有民生公司这一家，而且这个赞
誉是实至名归的。

在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运送了270多万出川抗日
的将士和30多万吨武器装备以及大量军粮等战略物资，
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在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先后运送了150多万人至
大后方。须知这些人中有不少都是国家建设的精英人才，
他们成为了大后方各条战线的有生力量，也为抗战胜利发
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运送了大量机器设备，为
中国保存了军事工业、航空工业、轻重工业基础，为抗战胜
利和大后方经济建设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物质基础。

这三个“至关重要”实实在在地表明了民生公司在抗
战中为拯救国家于危亡发挥的巨大作用，这不是“救国公
司”又是什么呢？

家国情怀——一生的主旋律

1943年7月16日，爱国将领冯玉祥在给卢作孚的信
中说：“作孚先生，您是一位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
人。”历史证明，卢作孚正是这样一个人。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伟大精神的产生，都有着特定的
历史背景和形成脉络。卢作孚出身寒门，从小过着穷苦的
生活，又生长在兵荒马乱、贫穷落后、列强欺凌的年代。严
酷的现实，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救亡图存、富国强国、为民造
福、为国担当的愿望和决心。

卢作孚17岁就加入了孙中山创建的革命团体同盟
会，18岁投身辛亥革命，1919年又以极大热情参加了五
四运动。1922年，经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恽代英等人介绍，
加入了当时在国内颇有影响，其成员有毛泽东、李大钊、张
闻天、恽代英、邓中夏、萧楚女等人的进步社团——少年中
国学会。1925年他创办民生公司，又走上了“实业救国”之
路，特别是在抗战期间，他以超凡智慧，指挥了惊心动魄的
宜昌大撤退，创造了足以改变历史的奇迹。

可以说，爱国精神是卢作孚一生的主线，一生的主旋
律。卢作孚的榜样力量、典范形象，将历久弥新地发挥着更
加磅

作者：刘重来 西南大学教授

卢作孚：
一位不能忘记的爱国企业家

卢作孚是我国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

育家、社会活动家，毕生致力于探索救国

强国之路，在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

国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对于北

碚，卢作孚倾注了大量心血，创办教育、兴

办实业、进行乡村建设实验，为北碚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被誉为“北碚之父”。

2023 年是卢作孚诞辰 130 周年，为缅

怀纪念卢作孚先生，传承弘扬卢作孚企业

家精神，充分发挥榜样示范作用，本报推

出“纪念卢作孚诞辰 130 周年”专栏，围绕

卢作孚成长、创业、救国、乡村建设等经

历，推出系列文学作品，以飨读者。

编者按：

纪念卢作孚诞辰130周年

武汉第一临时保育院儿童离开武汉至宜昌武汉第一临时保育院儿童离开武汉至宜昌，，乘船入川乘船入川。。
宜昌大撤退纪念园主体雕塑宜昌大撤退纪念园主体雕塑。。

民生公司第一艘轮船民生公司第一艘轮船““民生民生””号号。。

卢作孚卢作孚（（18931893--195219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