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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立足上海投身辛亥风云，
一个去往美国学习最先进的科学管
理。一个是炮火烽烟中的革命者，一
个是中国企业管理的开拓者。他们
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穆氏兄弟：
穆湘瑶、穆藕初。

穆湘瑶建立了中国人的第一套
警察制度和第一支警察队伍，他的
弟弟穆藕初则被称为“中国管理之
父”，因为他是第一位将科学管理引
进中国的企业家。

一中一西，激荡革命岁月

1874 年和 1876 年，上海川沙县
一户姓穆的人家，先后诞生了两个
男孩。兄弟俩后来一中一西，各有所
长。哥哥穆湘瑶一心致力于中学，并
鼓励弟弟穆藕初从事西学苦读英
文，因为他认为“一中一西，或可分
道扬镳致力于社会国家也”。

1900 年，穆藕初凭自学的英语
根基考进海关。第二年，穆湘瑶则考
进了精英荟萃的南洋公学特班。这
两件事改变了兄弟俩的一生。

当时南洋公学特班的录取可谓
百里挑一，其中有黄炎培、李叔同、
邵力子、谢无量等。特班总教习蔡元
培经常在课堂上讲时事政治，很快
特班就变成了“爱国班”。穆湘瑶入
学后就是班上的活跃人物之一，穆
藕初也认识了不少哥哥的同学。另
一方面，海关工作大大扩展了穆藕
初的视野和思路，为他接触外部世
界和学习西方文明开启了方便之
门。

在此期间，穆氏兄弟不仅参与
革命活动，阅读大量进步书籍，两人
还合作翻译出版西学书籍。1904 年，
穆氏兄弟与马相伯、李叔同等一起，
组织了沪学会的各项新型活动。沪
学会为贫困子弟开办义务小学，并
附设音乐会，开演文明新剧等，兴一
时之新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盛
况”。

穆湘瑶后来担任警务长，他与
李平书一起搞上海自治运动，建立
与清当局平行的民选自治政府和民
兵武装。穆湘瑶是中国第一位设立
现代警察局制度的人，他用中国人
自己的警察取代了上海街道上的
“红头阿三”。

与此同时，弟弟穆藕初似乎也
与哥哥走到了同一条路上———1907
年春，时任江苏铁路公司总协理的
张謇邀穆藕初出任苏路警察长。这
一职务使穆藕初有机会走南闯北，
他亲眼目睹了农村破败、交通梗阻、
工商凋敝、实业不振，由此决心求西
学兴实业，31 岁的穆藕初开始筹划
出国留学。

1909 年，穆藕初只身飘洋过海
自费留学。在此期间，穆湘瑶设法为
弟弟申请到了官费，使其得以完成
在威士康辛大学、伊立诺大学和塔
克塞斯农工专修学校的全部学业。

就在穆藕初出国后的第三年，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
消息传到上海，革命党人大受鼓舞。
时任县城警务长的穆湘瑶果断站到
革命一边。上海商团成为革命党人
掌握的一支武装，在上海辛亥起义
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当时的 6 个
商团中，穆湘瑶担任司令的沪学会

商团为主要力量。11月 2日，上海起
义爆发，穆湘瑶负责地方保卫事宜，
为革命起义立下汗马功劳。

1914 年，获得农科硕士学位的
穆藕初回国，穆湘瑶为之接风洗尘，
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涤和国外留学
的镀金，此时的兄弟俩决定不再分
道中西，这一次，他们要共同做一件
事：创办实业。

兴办纱厂，投身实业救国

在 1914 年的中国，归国的留洋
学生不止穆藕初一人，但他是第一
个拥有美国硕士学位并回国办厂的
实业家，从这个意义上讲，穆藕初是
中国最早的海归企业家。
穆藕初出国之时已 33 岁，按当

时来说已属高龄，因此被同学们称
为“穆老爷”。5 年间，穆藕初的留学
生涯学有所成：在威斯康星学英语、

普通知识，然后进伊利诺大学学农
业，最后到塔克塞斯农工专修学校
学纺织，研习科学管理法。从怎么种
棉花、种好棉花，到棉花怎样纺成
纱、织成布，到怎么办工厂、怎样有
效地管理工厂，穆藕初进行的是有
目的、整套、有计划地系统学习，等
他学成回国，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人
才。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商业的中

心。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民族工业发
展迅猛。国内实业建设的欣欣景象，
让穆氏兄弟踌躇满志。

棉织工业是当时中国第一大产
业，穆藕初认为，“如果本国棉织业
的产品不能供给本国人民的需要，
那么此国家必为在世界工业上落伍
之国家”。1914 年 9 月，穆藕初联合
长兄穆湘瑶，向社会招股 20 万两，
买下位于杨树浦华德路的一家纱
厂，改称德大纱厂。
经过 8 个月的筹备建设，1915

年 6月，德大纱厂落成开工。速度之
快令当时报章连连称奇，称此“足鼓
我企业家骁勇之志而开先声，是实
业界之一线光明也。”
纱厂初建时，纱锭不过 10400

枚。当时市面上进口棉纱较多，“其
纱质精良，售价高昂，以日本纱为
最”。穆藕初把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日
本棉纱逐一研究，分析优点所在，对
德大纱厂的棉花纤维的长短误差、

棉花原料质量、车间空气干湿度等
方面进行规定。德大纱厂投产月余，
所产之宝塔牌棉纱就成功占领市
场，获得“上海各纱厂之冠”的美誉。
留洋归来的穆藕初表现出了与

众不同的经营谋略，他着力改良棉
花，从原料抓起。1915 年 1 月，创立
“穆氏植棉试验场”，前后至少花了 5
年时间研究棉质，当年 10 月，穆藕
初发起“中华植棉改良社”，在江苏、
河南、河北、湖北等地买下 1500 多
亩地，开辟棉花试验场，大力推广种
植美国的脱籽棉。
经穆藕初倡议，上海华商纱厂

联合会设立植棉委员会，买美棉种
子送给各省试种，提供植棉技术咨
询，印刷改良植棉的小册子，用最通
俗易懂的文字向棉农解释改进植棉
的方法，其中有他自己写的《植棉改
良浅说》，1917 年 8 月第一次就印了
上万册，还在《申报》发布广告，任何

人都可以索要。后来成为诗人的应
修人 1919 年还是一个钱庄职员，当
时他曾写信给穆藕初，盛赞其“设棉
场，办纱厂，衣被众生，天下欢腾，先
生真实业家也”。
德大纱厂创办后，穆湘瑶担任

总经理，穆藕初任经理，兄弟俩事必
躬亲，白天监督、指挥工人安装机
器，晚上规划各车间报表的样式，建
立严格的报表统计和财务管理制
度。

当时穆藕初将亲拟的报表样本
交给各部门车间负责人参照填写，
一日一报，内容包括生产进度、原材
料消耗、成品数量等，以便及时掌握
耗材、用工、用时、数量、质量等动态
情况。这在当时都是创新，在那之
前，中国的企业没有科学的报表，穆
藕初设计的报表被各企业效仿。德
大纱厂的业绩因而蒸蒸日上。其后
创办的厚生纱厂也声誉日隆。当时
有记载这样描述：“国人欲新办纱厂
者，皆自参观先生之厚生纱厂为入
手，且多派员至纱厂实习，无形中厚
生纱厂不啻为在华美国机器之成绩
展览会及实习工厂。”
短短几年间，穆氏兄弟陆续成

功开办了多家纱厂，创办华商纱布
交易所，出版《交易所周刊》；创办上
海中华劝工银行，任职上海总商会
会董；在浦东兴办“植棉试验场”，引
进美国棉花；和黄炎培合力创办中
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位育小学、位育
中学，设奖学金资助北大学生留美。
穆氏兄弟被称为“棉纱大王”，穆藕
初凭借其卓越的科学管理方法，成
为中国第一位成功的海归企业家。

引领时代，成就管理之父

1915 年，德大纱厂开工后，穆藕
初根据科学管理的原则，结合国情、
厂情实行了一系列的新措施，一举
推动了纱厂的发展。短短 5 年间，陆
续成功开办 3 个大型纺织厂，还兴
办了其它成功的实业。当时美国一
位经济学家就这样评价他：“在自己
本身和工业这两方面的建设型进步
中，任何一个美国企业大王想超过
穆藕初的这个纪录，都是值得怀疑
的。”

这一切都得益于穆藕初的科学
管理之道，是他作为第一个中国人
将西方科学管理进行同步引进和实

践，并因此获得“中国管理之父”的
美誉。

1913 年，科学管理法创始人泰
罗的《科学管理原理》问世不久，身
在美国的穆藕初从南部的得克萨斯
赶到费城，登门向泰罗求教，他是第
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直接向泰罗求教
的中国人。

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在
1911 年出版，第一次把管理上升到
了科学的高度。穆藕初在美国看到
这本著作时，立即敏锐地发现了其
重要性，称此书是“空前的创作”。随
即，一腔热血的穆藕初就大胆提笔
给这位大师写信。居然，这样一位东
方的无名晚辈，竟真就与泰罗有了
书信往来。

1914 年，穆藕初应泰罗之邀专
程与其会晤，“参观在费城之实施科
学管理法之各工厂”，并结识了泰罗
的高足吉尔培来，“曾与泰、吉二君
反复讨论，获益甚多”。穆藕初与泰
罗的这次会晤，是他 6 年留学生涯
中的最大亮点。
留美期间的开放式跨学科式学

习，为穆藕初打下了坚实的管理学
基础。穆藕初调查研究的足迹遍及
美国的 20 余州，或是去企业做调
查，或是去现代化农场实习，在此期
间，穆藕初学习到了美国的先进管
理方法和制度建设。
归国后，穆藕初大力推广“泰罗

制”。据说他在归国航船上就开始翻
译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为
了使译作能早日与读者见面，作品
单行本问世前的一年，穆藕初即先
行通过《中华实业志》杂志分五期连
载完了该书全文，每期的连载都以
活页文选格式编排印刷，以便于读
者拆卸后即可装订成一本完整的小
书。

与此同时，穆藕初开办纱厂、大
兴实业，推广“泰罗制”，真正实践科
学管理之道。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国
家在一战后，才惊诧于美国工厂生
产的高效，开始真正学习“泰罗
制”。

穆藕初推崇科学管理，但并不
迷信教条。他根据自己的理解，结合
中国国情，将科学管理总结为“省时
间、精神、物质”三种，在办厂实践中
逐步将泰罗的科学管理法本土化。
穆藕初看重人才管理，他很注

意改善劳工条件，盖俱乐部，让工人
上夜校。他认为只有工人爱干，才能
干好工作。

穆藕初认为，“管理是比科学还
要重要的，‘科学’与‘管理’最好是
以并行不悖，相互运用为原则，如
不能同时运用时，则管理应当特别
注意”。穆藕初是公认的最早开现
代民族企业科学管理之先河的企
业家。

穆藕初“科学管理”的成功，引
得其他民族资本企业纷纷仿效。上
海和其他主要工业城市的不少企
业，按照科学管理思想的要求，对生
产、管理进行改造。在穆藕初的带动
下，中国企业界形成了一股学习科
学管理热潮，促进了华商企业的发
展。1928 年，棉纱大王穆藕初在企业
失败之后，受邀出任南京国民政府
工商次长，经手制定了 40 多个法
律、法规，都有利于当时民营企业的
成长。

1940 年，已入晚年的穆藕初曾
回忆，“当年秉持科学管理的原则去
改良、去管理，我的厂总比别的厂盈
利多些，如遇到不景气的年度，即使
亏本，也总比别人的厂亏得少些。这
不能不说是实行科学管理的结果”。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穆藕初拥
有相当惊人的知名度。据说外国人
给穆藕初写信，不用写门牌号码，只
要写 Mr援MOH Shanghai China（中国
上海穆先生），他就一定能收到。

1932 年 11 月，上海一家杂志社
邀请穆藕初在内的各界名流人士笔
谈《新年的梦想》，并结集出版，名为
《梦想中的中国》。

穆藕初这样写道：“经济上必须
保障实业（工人当然包括在内），以
促进生产事业之发展。合而言之，政
治清明，实业发达，人民可以安居乐
业，便是我个人梦想中的未来中
国”。

这也正是他哥哥穆湘瑶的梦
想。

汪静赫

穆氏兄弟的中西救国之道

民国时代，“实业救国”的情怀和抱负是那时中国企业家的共性。在那个年

代，许多投身实业的中国人把办企业看做是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穆湘瑶、

穆藕初兄弟正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马铭

上世纪初的中国，“洋烟”一手遮天。来自中国广东南
海的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不甘心“洋烟”在中国的一手遮
天，决心兴办民族烟厂，与外烟一争高下。1905年 3月，简
氏兄弟在香港注册成立了“广东南洋烟草公司”。简氏兄弟
的非凡冒险自此开始。

与英美公司争高下

1893 年，16 岁的简玉阶见到了离家很久的哥哥简照
南，时年 23岁的简照南已经是个经验丰富的商人。简照南
带弟弟去了日本，从此，弟兄俩同心协力共同创业。几年
后，在他们经营的轮船公司宣告破产后，简氏兄弟决定回
国发展香烟工业。

自简氏兄弟创办烟草公司的第一天起，战争就开始
了。他们的对手是当时垄断中国卷烟市场的英美烟草公
司。

1906年 4月，简氏兄弟的南洋公司开始生产卷烟。建
厂之初日产卷烟 30标准箱，推出“南洋”历史上的第一个
品牌———“白鹤”香烟，公然与嚣张的英美公司抗衡。

简氏兄弟敢于与外企争高下，大长民族企业的志气。英
美烟草公司很快对南洋公司施以打压，以“白鹤”牌与外烟
中的一种卷烟商标颜色相近为借口，控告“南洋”侵权。

简氏兄弟没有坐以待毙，随即推出了“双喜”、“飞马”
两种新品牌。由于物美价廉，这两种新品很快在市场上走
俏。

1908年初，英美公司以“双喜”牌与其出品的“三炮台”
装潢相似，派员到南洋发出警告，立即停售“双喜”卷烟，否
则将以仿冒商标罪起诉。同时，还派员向香港和九龙各烟
贩发警告，禁止出售南洋香烟，否则也一并控告。同年 5
月，简氏兄弟在历经 25个月的卷烟生产与经营、负债 10
余万元之后，终因资本亏蚀殆尽而忍痛宣布公司清理拍
卖。简氏兄弟在“实业救国”的道路上首遇挫折，与洋烟的
战争暂时挫败。1909年，在叔父简铭石的资助下，简氏兄弟
东山再起，将公司改组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此后的 10年里，曾两次抗拒了英美烟草公司的吞并，
展示了中华民族工业的实力，也显示了中国民族实业家的
气概。

辛亥革命成历史机遇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
涨，到处掀起了“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的运动，在“实业救
国”的口号鼓动下，各地纷纷兴办实业。

时值南洋公司遭受英美公司打压后的第二次创业时
期，简氏兄弟紧紧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再次推出“双喜”、
“飞马”、“白鹤”等国产香烟，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宣传。“中
国人请吸中国烟”的口号，大得人心。连海外烟商也纷纷来
电来函要求代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产品。简氏兄弟借此
契机，由亏转盈。南洋业务蒸蒸日上，发展迅速。

为了与外国烟草公司抗衡，1915年，南洋公司报北洋
政府“农商部”立案，调整资本为 100万元。经过 11年的发
展，员工达到 1100余人，出品 11个牌子的香烟，日产 600
万支。

1918年南洋改组为有限公司，总公司由香港迁移至上
海，改名为“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额定资本为 500 万
元，实收 270 万元。其分工厂设在香港，并有支店设在北
京、天津、青岛以及香港、新加坡、安南、暹罗等地。此外，还
在河南许昌、山东坊子、安徽刘府设烤烟厂。

至此，南洋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
的烟草企业，简氏兄弟也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华商巨贾。

曾以“十九路军”作为香烟品牌

简玉阶曾在给兄长简照南的信中这样说道：“我营业
之增进，多借国货两字为号召，故得社会人心之助力，致有
今日”。怀抱爱国理想的简氏兄弟，从创业之始，就以振兴
国货、实业救国为目标。

自从 17世纪初，烟草由菲律宾传入中国。由于腐败的
清政府对外国香烟不征收进口关税，英国和美国的烟商获
取了丰厚的利润。为了进一步垄断中国这个巨大的香烟市
场，并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烟草资源生产香烟，牟取
更高的利润。简氏兄弟目睹此种现状，决定创办中国的民
族香烟工业，抵制西方的“洋烟”，让中国人都吸中国烟。带
着这一决心，简氏兄弟投身实业救国。

1905年，简照南 35岁生日那天，“广东南洋烟草公司”
在香港正式成立。公司取名“南洋”，是为了表示要和当时
中国人在天津开设的“北洋烟草公司”共同一致对外的意
思。在公司成立大会的会场上，挂着醒目的大标语：“肥水
不落外人田，中国人吸中国烟！”简氏兄弟决心要以自己的
实力与英美公司抗衡。

面对“洋烟”的挑战，简氏兄弟在生产技术和设备等条
件都比不上外国烟草公司的情形下，一开始就鲜明提出了
“中国人请吸中国烟”的口号。抗战期间，南洋还专门研制
生产了“十九路军”、“爱国”等牌子的香烟，用实际行动声
援和支持抗日将士和鼓舞国人抗日。

南洋烟草兄弟

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是中国民族卷
烟工业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创
立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民族工
业品牌———“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
兄弟二人也被誉为“烟草大王”。

穆氏兄弟创办的华商纱布交易所

穆藕初穆湘瑶

简照南、简玉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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