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0年 6月，荣毅仁作为特别邀请

人士列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

并参加了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的

宴会。他走进颐年堂时，看见毛主席已

经站在门前热情地迎接。当潘汉年介绍

荣毅仁时，毛主席握住他的手说：“荣

先生来了，欢迎你！”并问道：“老先生

（指他的父亲荣德生） 好吗？”宴会中，

毛主席鼓励荣毅仁等人说，要为人民做

好事，一贯地做下去。做好事越多，越

有名誉。替人民做好事越多，人民的奖

励也越多，人民是不会忘怀的。荣毅仁

深以为然，默默地记在心中。

1953 年 2 月，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

议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约见了

荣毅仁和郭棣活两位纺织界巨子。郭棣

活与荣毅仁一样从事纺织工业多年，是

上 海 永 安 纺 织 公 司 负 责 人 。 谈 话 之 间 ，

离不开纺织工业建设，当时情况是内陆

地区几乎没有纺织企业，农村收获的棉

花要通过多个环节长途运输到上海，然

后送到纺织厂。毛主席说：“你们两位能

否在内地生个儿子？”荣毅仁、郭棣活心

领 神 会 ， 琢 磨 着 如 何 体 现 毛 主 席 指 示

精神。

1954 年 9 月，他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聆听了周总理在会上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增强了在内地建厂的信心

和决心。鉴于安徽省是一个拥有 3000多万

人口的省份，盛产棉花，但没有一家纺织

厂，每年要把大批棉花运往上海、青岛等

地。因此，安徽省准备兴建一家拥有 50000

纱锭和 1700 台布机的纺织厂，预计投资

3300亿元 （旧人民币）。当时，国家决定投

资 25%，荣毅仁和郭棣活商量，申新纺织

公司投资 30%，永安纺织公司投资 20%。但

是，资金缺额还有25%。

荣毅仁积极想办法，当得知上海沈元

来桐油贸易公司即将转业，便商请沈瑞洲

和他的二公子沈祖棫投资。沈瑞洲是无锡

人，荣毅仁的同乡，又是上海市工商联执

委，桐油行业的代表人物，沈祖棫毕业于

南通纺织学院，是工商青年积极分子，对

于棉纺工业有感情，沈瑞洲、沈祖棫父子

衡量再三，决定投资纺织工业。

经过几方面的努力筹办，1957 年 6 月

5 日在合肥终于建成安徽纺织一厂。荣毅

仁很圆满地完成了毛主席嘱托，在内地生

了一个纺织工业的“大胖儿子”。

毛主席让他在内地生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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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老火锅宴”的受邀者之一

荣毅仁：一代工商界骄子
王昌范

1979 年 1 月 17 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

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和古耕虞 5 位工商

界的著名人士，共同讨论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的方向和策略。

会谈为了融洽气氛，畅所欲言，以边吃火锅边交流

的方式进行，史称“五老火锅宴”，成为党的统一战线史上

的一段佳话。

45 年过去，很多人对当年受邀参加那场“火锅宴”的

“五老”，可能已经知之不详了。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他们

精彩的人生经历。

就在“五老火锅宴”那次座谈中，小平同志

说，应该把有本事的人找出来、用起来。希望荣毅

仁减少些其他工作，摆脱一些社会活动，集中力量

从事国家经济建设，创出一条新路子。

一个月后，1979 年春，荣毅仁向党中央、国

务院提出建议成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建议。6 月

27 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

司 （简称中信公司）。在中信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上，荣毅仁当选董事长兼总经理。

这是一个全新的机构。它一成立就受到海内外

人士的普遍关注，认为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

一个重要标志。荣毅仁深知中信公司的成败与否对

现代化建设事业影响甚大。他肩负的是十分沉重的

担子，但他有完成任务的决心，也有完成任务的实

力。从上任的第一天起，他就全力以赴，兢兢业

业，丝毫不敢有任何疏忽和懈怠。

中信公司成立后的第三天，荣毅仁就怀着急切

的心情，率团飞越太平洋，出访北美。通过各种形

式的演讲会和座谈会，荣毅仁与美国的银行家和企

业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向外国商界朋友介绍我

国对外进行经济合作的方针和政策，介绍中国经济

发展的形势。此次出访，荣毅仁与芝加哥国民第一

银行代表签订了中信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个中外合作

协议。芝加哥国民第一银行高管于 1981 年、1982

年数度访华，访问北京之后，来到上海，商谈合

作，上海市工商联参与接待，这是后话。

中信公司的创办，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

个窗口。公司成立第一年，荣毅仁就接待了来自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0 多客商，聘请到为中美建

交立下汗马功劳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为顾问。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为了帮助国家 22 项重点工

程之一的江苏仪征化纤工程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

中信公司成为国内第一家在西方国家发行债券的公

司。1982 年初在东京发行 100 亿元债券。从此一发

不可收拾，已在海外发行了 10 多次债券，并用发

债券筹集的资金，将触角伸进国际市场，收购香港

嘉华银行 95％的股份和国泰航空公司部分股份，

参加投资香港第二条海底隧道，购买加拿大的纸浆

厂、美国的森林，建设澳大利亚波特兰炼铝厂。

把有本事的人找出来、用起来
荣毅仁 1916 年 5 月 1 日出生于无锡荣氏家族。荣氏

家族所创办的企业，包括抗战时期内迁开设的分厂达

40 余家，涉及行业有面粉业、棉纺业、机器业、造纸

业、煤炭业、金融业等，地域遍及无锡、上海、武汉、

广州、重庆、芜湖、济南、成都、陕西、天水，成为中

国民族工业企业中规模最大的企业集团。荣家被毛主席

称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

上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荣 毅 仁 1937 年 毕 业 于 上 海 圣 约 翰 大 学 ， 此 时 正

值 日 本 全 面 侵 华 。 那 年 荣 宗 敬 自 上 海 避 居 香 港 ， 次

年 2 月不幸病逝。弱冠之年的荣毅仁从那年起开始辅

佐 父 亲 荣 德 生 经 营 庞 大 的 家 族 企 业 ， 先 后 在 无 锡 茂

新 面 粉 公 司 任 助 理 经 理 ， 上 海 合 丰 企 业 公 司 董 事 ，

上 海 三 新 银 行 董 事 、 经 理 ， 逐 渐 成 为 荣 氏 20 多 个 家

族企业的代表。

人民解放军于 1949 年 4 月 23 日解放南京，5 月 27

日解放上海。国民党政府撤离上海时曾派军队运走了大

量的黄金和美钞，并劝说工商界上层将资金和产业转移

海外。上海原有 1800 多家外资企业，到 1949 年 5 月已

减少到 910 家。金融业第一流“亨头”均已携眷离沪。

工商企业的巨头既有离也有留。

此时的荣毅仁却作出了自己的抉择，他把已在香港

的妻子儿女接回上海，迎接解放。荣毅仁生前曾回忆

说：“1949 年，共产党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挥戈南下。

我是怀着共产党政府绝不会比国民党政府更糟的信念留

在上海不走的。虽然如此，心中仍然存在两个疑虑：一

是生命安全有没有保障，二是办实业有没有希望。”

5 月 25 日清晨，公司的一个厂长急匆匆开车到荣

家，他告诉说，解放军都睡在马路上，行驶没事，荣毅

仁说“真的啊？！”就开车出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成

队解放军官兵席地而卧，分列马路两边，对近在咫尺的

店铺和民宅却不去打扰，他心头一震，解放军和国民党

的军队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他的汽车开到成都路浦东大厦时，一个解放军战

士拦住说：前面敌人还未清除，不安全，劝他不要再向

前。战士态度和气，神态庄重自信。这时使他感到第一

个疑虑可以消除了，不必担忧了。

迎接上海解放

上海解放了，但荣家企业面临种种困难，一时还未

开工，荣毅仁照常到位于江西中路的申新公司总管理处

上班。没几天，他接到通知，要他出席上海市军管会召

集的产业界人士座谈会。

他心中既兴奋又不安：兴奋的是，人民政府想到了

自己，看重自己，会上一定会有重要的事情商量；不安

的是，首次面见共产党的“大官”，应怎样应对？荣毅

仁曾回忆：那天是 6 月 2 日，也就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七

天下午，军管会请我和其他同行到外滩中国银行四楼参

加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上海市长陈

毅。他中等身材，体格魁梧，气宇轩昂，穿着一套洗得

有点发白的布军装。令人惊异的是，他脚上穿的是布袜

草鞋，同我在马路上见到的解放军战士没有什么两样。

陈毅市长讲话风趣诙谐、刚柔相济、神态可亲可

敬。他首先对上海产业界人士在国民党统治下多年来为

建立民族工业而奋斗表示慰问。接着阐述了党的经济政

策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鼓

励产业界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还说有什么事可找人民

政府商量，政府会帮助大家的。

会上，上海工商界人士胡厥文、蒉延芳、刘靖基、俞

寰澄、经叔平等 13人先后发言，大意是：上海工商界过

去受不正确宣传蒙蔽，对共产党确实抱有相当疑惧。自

从报上刊载中共各项工商政策以后，始获了解。上海解

放，证实了有这样的经济政策，改变过去疑惧心理，满

怀希望，拥护人民政府，随时随地作出贡献。发言代表

也列举了产业界遇到的原料、销路、运输、劳资问题等

困难。

荣毅仁虽然没有发言，但是他感到这次会议十分温

暖，他说：“把我心中存在的第二个疑虑开始打消了”。

他想，荣家企业在解放战争时期已是大走下坡路了，再

加上大量资金外流，解放前夕企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恢复生产有很大的必要。所以会议一结束，他就赶回公

司，对等候在那里的经理、厂长们说：“明天就开工。”

迅速恢复生产

▲荣毅仁先生在办公

1957 年 1 月 9 日下午，在第二届上

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

闭幕前夕，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

毅同志来到上海，出席会议，登上主席

台向人民代表说：“同志们，我这次赶回

来，是因为毛主席给了我一个特殊的任

务，要我和上海的同志们商量一下，请

投荣毅仁一票，把他选上副市长。”

他接着说，毛主席对我讲，荣家现

在把全部企业都拿出来和国家合营了，

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怎样把合营企业

搞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上海要创造

经验，从荣家推选出代表人物参与市政

府的领导，现在就十分必要了。

陈 毅 风 趣 地 说 ：“ 实 不 相 瞒 ，他 已

是 我 的 要 好 朋 友 之 一 ，我 要 以 老 共 产 党

的 身 份 为 这 位 红 色 资 本 家 竞 选 ，因 为 他

确实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

着 他 的 特 殊 身 份 ，在 国 内 外 资 产 阶 级 中

还 能 够 发 挥 出 我 陈 毅 起 不 到 的 作 用 哩 ！

你们不相信？听我说件事给你们听。那一

次，一个法国大资本家来访问，点名要见

荣 毅 仁 ，并 要 求 用 英 语 单 独 谈 话 ，注 意 ，

用英语，单独谈，怕别人听见有什么不方

便 哩 ！这 有 什 么 了 不 起 ，我 们 满 足 了 他 ，

他 说 谈 得 很 开 心 。我 说 这 事 新 鲜 ，就 问 ：

荣 老 板 ，你 们 谈 些 啥 子 嘛 ？荣 老 板 说 ，不

过 谈 了 些 家 常 话 ，说 现 在 荣 家 人 生 活 仍

然 很 优 裕 ，又 不 担 心 敲 诈 绑 票 ，工 作 的 、

读 书 的 都 感 到 有 奔 头 ，所 以 更 想 为 国 家

民 族 多 做 点 事 ，也 给 荣 家 多 留 下 一 点 好

名声。钞票再多，对荣家来说也不过再加

上几个圈圈，实在没啥意思了，倒宁愿把

定息拿出来，每年为国家开一个工厂。你

们 说 ，凭 荣 家 的 经 历 ，凭 荣 毅 仁 的 学 识 、

品 德 ，把 他 选 为 副 市 长 该 不 该 ？”全 场 一

片笑声，接着是热烈的掌声。

就在这届人代会上，荣毅仁当选为上

海市副市长，这年他 41岁，这是他第一次

出任政府官员。

1959 年荣毅仁调任国家纺织工业部

副部长，离开了上海，荣毅仁在上海市工商

联整整 10 年，与上海工商界结下了深深的

情缘。在赴任前，他赋诗抒怀：“一事无成

两鬓斑，似水流年不复返，龙驹乘风追日

月，挥戈卌年未为晚。”他自己对这首诗作

了这样的解释：“前面两句是讲过去，我今

年 43 岁了，自己想想却是一事无成。去年

开始两鬓斑白。‘龙驹’是快马；‘日月’是指

真理和光明；‘挥戈’是一个典故：一个大力

士挥戈把太阳挥了起来，我觉得真正的开

始，还是从今年开始。”

陈毅为荣毅仁助选

1955 年 10 月，荣毅仁赴京参加全

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毛主席利用召开这次会议的机会，

于 10 月 27 日、29 日两次邀集工商界代

表人士座谈，荣毅仁都有幸参加。在 10

月 29日的座谈会上，毛泽东就如何掌握

自己命运的问题发表讲话。荣毅仁在会

上发言时说：“我对未来是抱有无穷的

美好希望的。大家都好，我也在内，我

又何必对私有制恋恋不舍呢？人总要有

志气。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站起

来了，在国际上翻了身，还要建设成一

个富强的国家。这中间有我一份。”

大会期间，荣毅仁见到毛泽东，希

望他能抽出时间到上海去。毛泽东说，

去倒去过的，只是没有公布。

1956 年 1 月 10 日下午，荣毅仁正

在公司上班，突然接到中共上海市委打

来的电话，叫他速回家中。他匆匆赶回，

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已在那里等他。陈丕

显告诉荣毅仁，毛主席来上海了，要去申

新九厂视察。

他们到申新九厂不久，毛泽东坐一辆

黑色轿车驶进，毛泽东走出汽车，一面与

迎上前来的荣毅仁握手，一面说：“你不

是要我来吗？今天我来了。”荣毅仁连声

说：“欢迎！欢迎！”

那天，毛主席视察了 7 个车间，受到

6000 多名职工热烈欢迎，所到之处，掌

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毛主席到公私合营

申新九厂视察，这对上海的公私合营工作

有很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毛主席生前到

沪 50 多次，申新九厂是他视察过的唯一

一家公私合营工厂。

1 月 20 日，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今上

海展览中心）举行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

公私合营大会，工商界代表递交了合营申请

书，并当场获得批准。散会后，荣毅仁、胡厥

文、盛丕华等走在上海工商界人士游行队伍

前列，庆祝这一难忘的历史性时刻。

毛主席视察申新九厂
中信公司还在国内组建了第一家咨询公司——中

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被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署确

认为正式咨询机构，承担了许多像深圳大亚湾核电站

和中美合作经营山西平朔煤矿这样的大型咨询项目。

中信公司还是国内最早涉足房地产的公司之

一，造价 2500 万美元、高达 29 层的中国国际信托

投资公司的北京总部大楼，大部分以纽约价格出租

给了一些国际性公司，当年这幢大楼的顶层是一家

被称之为“世界之窗”的合资餐厅。1986 年，当

中国经济发展缓慢、国内投资机会受到限制的时

候，荣毅仁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我国的香港地区

投资约 2 亿美元。由于中国政府拨给了 1.71 亿美元

并在 1986 年底前给予免税待遇，这使中国国际信

托投资公司积累的资产超过了 12 亿美元。

中信公司还是国内最早参与经营国际通信卫星

业务的公司，他们与香港和记黄埔公司、英国大东

早报局平均投资组成亚洲卫星公司。

1986 年底，美国的 《幸福》 半月刊公布了该

刊组织专家评选出来的世界 50 名最引人注目的企

业家名单，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榜

上有名。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企业家跻身世

界知名企业家行列的第一人。

1993 年 3 月至 1998 年 3 月荣毅仁任中华人民共

和国副主席。他是第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

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

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二、三、四届执行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第五届副主席，第六届主席；中国民主

建国会第一、二、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

员等职。

2005年 10月 26日荣毅仁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

89 岁。如今，斯人已去，回望历史，更使人们觉

得，工商界历史的厚重和精彩。

（本文作者为民建上海市委会理论委副主任，

上海市工商联原调研员）

▲邓小平与荣毅仁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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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