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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王渊远等编著的《商界奇才王禹卿》是一部真实、从一个打工仔到著名实业家的人物传记。

传主王禹卿，原是太湖边的穷孩子，14岁到上海来打工，20岁进入荣家的茂新面粉厂，33岁成为福新
面粉厂的创办人之一。
进而担任了福新面粉公司的经理、总经理。
他是中国现代面粉工业的元老人物，在十里洋场摸爬滚打达半个多世纪，为民族工业的发展立下汗马
功劳。

《商界奇才王禹卿》通过王禹卿一生艰苦创业的传奇故事，再现了我国面粉工业发展的曲折历程，同
时也说明了商海行船，暗潮汹涌，无风三尺浪，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除了必要的商业智慧和毅力，还必
须建立坚实的商业信用，这对现实中的经营者，均不无启迪作用。

 王禹卿功成名就之后，1927年在家乡太湖边建造了一座著名的园林——
蠡园，这是他和儿子王亢元共同挥洒的大手笔，解放后捐献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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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笔名元媛，出生于中国上海，1987年移居美国。
出国前曾在深圳大学《世界建筑导报》社工作，现住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兼任圣
地亚哥市园源艺术设计中心主任及美术设计教师。
擅长室内艺术装饰设计和珠宝艺术设计。

山东省济南市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上海作家协会会员、近现代家族史专家。
主要研究方向：近现代家族史、上海史、洋楼文化。
主要著作《李鸿章家族》、《盛宣怀家族》、《张静江、张石铭家族》、《百年儒商南浔刘家》、《
上海的豪门旧梦》、《上海的豪门望族》、《上海望族》、《回梦上海老洋房》、《回梦上海大饭店
》，《上海顶级老洋房》、《百年收藏》、《钱币大师马定样》、《上海滩名门闺秀》、《上海滩名
门闺秀(2)》、《民国才子张乃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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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元媛
第一章　无锡农家子孤身闯荡大上海
　无锡太湖边的少年郎
　斗四岁孤身闯荡大上海
　父亲临行赠言：不混出个人样不要回来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王禹卿三过大火而大难不死
　福人得天助越烧运越旺
　
第二章　水浅舟船大北上辽沈试锋芒
　奉命北上推销油麻巧遇小老乡
　关键时刻急转身加入荣氏家族团队
　一出手将积压的面粉一销而空名声大振
　商海如大海无风三尺浪
　遭遇锦州汇兑风潮又逢橡皮股票风潮
　危急中力挽狂澜初显英雄本色
　
第三章　八年好辛苦　襄办八家面粉厂
　不甘为他人做嫁衣与浦氏私下谋自立
　荣氏得知来协商再邀尧哥来人局
　合伙办起首家福新面粉厂
　兄弟协力一鼓作气八年襄办八家面粉厂
　风调雨顺天时地利
　荣氏荣登全国面粉业大哥大
　
第四章　树大多风雨　股票交易遇豪强
　上海滩到处冒新鲜机器不转也赚钱
　王禹卿协助荣宗敬创办面粉交易所
　与日本人拉开架势比高低
　“兵船”牌面粉作标准粉
　掌控了全国的麦价与粉价
　谁知树大招风黑老大杜月笙来染指
　强手难敌地头蛇
　
第五章　金融风暴中　曾任公司总经理
　世界金融危机波及上海
　花贵纱贱价格倒挂
　申新纱厂遭遇搁浅危机全局负债上千万元
　荣老板推王禹卿代为总经理
　商之银行继续贷款
　然而船大难掉头乱世样样难
　荣家要‘以粉济纱“王禹卿坚持不允
　内部高层起波澜
　
第六章　黑道兼白道东方不亮西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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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交易所与黑老大过了招不打不成交
　好汉不吃眼前亏’委曲求全作伙伴
　王禹卿家业渐大水涨船高
　不幸遭遇绑票不得不花钱买命
　与黑势力再次妥协
　与杜月笙正式牵手——华丰面粉厂诞生
　
第七章　抗战烽火起苦心支撑度艰危
　八一三炮火连天
　福新系统损失惨重
　孤岛时租界内却产销两旺荣老板不幸病逝香港
　王禹卿为公司债务呕心沥血
　战后谋振兴　荣家第二代人执掌实权
　王家兄弟退居二线
　在上海，无锡建豪宅
　太湖边上建蠡园
　
第八章　蠡园十里柳荷风细雨一湖花
　王禹卿功成名就不忘为无锡家乡做好事
　办学校建蠡园
　颐安别墅和湖畔别墅如今已成名宅胜迹
　蒋介石、宋美龄两次来此避寿
　儿子王亢元不擅经营却在收藏和天文研究上独树一帜
　解放后数次向国家捐献文物
　
第九章　兄弟情意深十里洋场再创业
　哥哥王尧臣的段数也不低与荣老板成了老亲家
　王家兄弟合伙开办赓裕布厂、云裳绸布庄、寅丰毛纺厂
　一不留神还与洋大人沙逊为伊甸花园打起了官司
　
第十章　南下赴香港太平山上沐云霞
　岁月如梭云烟过眼万事如斯
　王禹卿夫妇南下香港
　身边一部《圣经》伴他到生命的最后
　子孙后辈代有人出
　回望夕阳中的青祁村已成一片绿地
　蠡园北的巨厦却雄姿勃发昭示着未可限量的未来
　
附录
　六十年来之自述(王禹卿)
　王亢元捐献上海博物馆文物清单
　1956年王禹卿、王亢元名下的房地产
后记　元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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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混不出个人样来，不要回来！
”王禹卿（1879—1965名尔正）离开无锡老家那年才十四岁。
　　他母亲沈氏为他打点行装，东拼西挪，想尽办法，也只有一卷打了补丁的被子和一件旧棉袄。
他按照很多前辈乡亲的样子，离乡背井，拎起一肩行李，走出老屋，挥别父母，弃岸登船——搭乘一
叶小船从太湖进入苏州河，向南，向东，经过一天的行程，来到灯红酒绿的大上海。
他去投靠一个在上海开店铺的远亲，就在这家店铺里当学徒。
　　这是当时无锡男人除了科举之外的唯一一条“正途”。
　　“人挪活，树挪死”嘛！
乡里人一代又一代，总是背朝青天脸朝地地守着几亩薄田，人多地少，生计维艰，到了青黄不接的时
候，连糊口都成了问题。
好在那时民风淳朴，时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但凡有点沾亲带故的关系，就会不失良机地
加人“农村包围城市”的打工潮。
江南数省，首选目标就是大上海。
　　都说大上海遍地是黄金，天无绝人之路。
这对一个家庭来说非同小可，生计有了新的来源。
对于一个家族，一个地区，甚至一个阶层来说，局面或许也会因之大为改观；而对大上海来说，打工
仔不断进城，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大军，其中出类拔萃者，就成了海上不断更新的弄潮儿，成了
上海滩新一代的主人。
　　在这之前，王禹卿的哥哥王尧臣（1876—1965，名尔忠）先离家到了无锡城里，在一家染坊里当
学徒，后来经人介绍到了上海，在一家估衣庄（当衣服的当铺）当伙计。
对他们兄弟来说，外出打工，闯荡上海滩，几乎是他们唯一的一条希望之路。
　　他们的家乡在距离无锡市区几十里路的太湖南岸，过去叫青祁村，属于扬名乡，就是现在竖着“
湖滨饭店”石牌的地方——现在是一片绿树连理，常年郁郁葱葱的旅游胜地。
之所以叫青祁村，据说在北宋末年天下大乱时，撤到江南的官军中有一支部队，叫青旗军，后来部队
打散了，一部分老兵来到太湖南岸安家落户，为了纪念过去的铁马生涯，按照青旗的谐音，把村庄定
名为青祁村。
　　后来这个地方一直没有兴旺起来，数百年问默默无闻。
直到一百多年前的晚清时代，这里还是一个小村庄，附近一片芦苇荡。
尽管浩淼无垠的太湖水，年复一年地滋润着这片泥土，可是地少人多，耕地缺乏，村民的日子总是吃
了上顿发愁下顿。
尤其洪杨之役（太平天国战争）之后，田亩荒芜，民不聊生，十家九户揭不开锅，外出闯荡就更成了
青壮男士们的首选之路。
近者走苏州、常州，远者到上海、南京。
与其在家里受苦受穷，还不如外出闯一闯，或许还有一条生路。
　　在王禹卿、王尧臣兄弟之前，无锡已出了不少闯荡天下的好汉。
有的是走“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的路子，这样的人家有：薛福成家族（薛福成是晚清洋务官员、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幕僚，曾任驻英、法、意、比公使，至今无锡城内还留有规模宏大的薛家花园）、
杨宗濂家族（杨宗濂、杨宗翰兄弟也是李鸿章的幕僚，曾任长芦盐运使，后代以出掌金融和实业闻达
）。
这些家族凭借了官场的“磁场”，又顺应了洋务运动的潮流，走向城市，走向上海，走向全国，走向
世界，进而由政界渗透到工商界，光宗耀祖，根深叶茂，至今不衰。
　　没有官府和科举背景的，靠单枪匹马、赤手空拳打天下的能人也很多，在无锡最著名的自然是荣
家兄弟，另外还有唐滋镇、唐殿镇兄弟。
这些家族，先后都在上海这个超级大窗口、大舞台、大天地，上演了由无锡人导演的精彩绝伦的活剧
，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注入了极大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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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禹卿、王尧臣兄弟正是顺应了这个潮流和传统，也到大上海这个大舞台上一试高低，无疑更增添了
色彩纷呈的亮点。
　　临行，王禹卿的母亲背过身去，默默地抹泪。
父亲王梅生却扔下一句话：“不混出个人样来，不要回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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