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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初，我的父亲在半年内奇迹般地完成了川江航业的整顿工作后，即按事先与刘湘的
约定，向刘湘提出辞职。刘湘不同意，他只得将川江航务管理处的工作交给副处长何北衡
代理，自己请假，率领一个由民生公司、北碚陕防局和北川铁路公司人员组成的考察团，
到华东、东北和华北等地去考察。  

这次考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旅行。因为无论是民生公司的发展、川江航业的整顿，还是
北碚地区的建设，都到了关键时刻。如何规划，如何决策，如何更好地推动一切事业的前
进，如何更快地使祖国由贫穷变为富强，是摆在我父亲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就是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出川考察的。  

在出发之前，他为这次考察提出了一个指导方针，即“带着问题出去，求得办法回来”。也
就是说，考察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外地的经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整个考察，都
是集中在如何有计划、有目的地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上。为了推动民生公司的发展，他们
参观了轮船和造船厂；为了推动北碚地区的工业发展，他们参观了纺织厂、发电厂、煤
矿、水泥厂、印刷厂；为了推动北碚地区的农业发展，他们参观了农业试验场、病虫害研
究中心、农田灌溉和新品种的试验；为了推动科学、文教事业的发展，他们参观了科学研
究所、大学、中学和小学；为了推动北碚地方建设的发展，他们参观了青岛的建设、东北
各地的建设和故都北平的建设。  

这次考察，历时近半年，足迹遍及华东、东北、华北，收获极大。我的父亲提出的“带着问
题出去，求得办法回来”的目的，完全达到了。从江浙各地清除农业病虫害，推广养秋蚕，
使用农田灌溉机和改良棉种的工作中，他看到了科学研究，尤其是应用科学的研究对于经
济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他写道：“由学术的研究而及于社会的影响，是中华民国中间最有
希望的一点新进化：一切事业，都由学术的研究出发；一切学术，都应着眼或竟归宿于社
会的用途上。在今天的中国，尤其感着急切地需要。”  

从这里，他得到了启示，未来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应该办成这样的科学研究机关：为国家
的建设服务，为工农业的发展服务，使科学研究的成果与社会和民众的利益结合起来，起
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东北各地看到的日本人的活动中，深深感到外患已迫在眉睫，他提醒人们：“德国已成过
去，俄国尚有所未知，日本则方进取未已，为东北最可顾虑的问题，十分紧迫，尤其是我
们应该觉悟的。”  

但是，对于日本人在东北所经营的事业，他却觉得：他们不仅有其事业，而且有其精神，
值得特别注意。第一是秩序，从大连码头，沿着南满铁路，凡日本人经营的市场、车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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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都秩序井然；第二是准确、清楚，从指引方向的地图、路标，到参观时介绍情况，凡
数字都准确，凡情况都清楚；事业中的工作人员，都明了事业的全部情况。从这里，他感
到应该吸取日本人办事认真的精神。  

从上海看到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战败而失去的中国市场已经全部恢复。德国生
产的颜料塞满了全中国，机器和电料几乎取英、美而代之。凡在上海买机器和电料的人，
差不多都只找德国的洋行。甚至连美国的慎昌洋行，也经营起德国的货品来。他深深地感
到，德国人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主要原因之一是经济上实行联合。他这样写道：德国经
济事业，逐渐趋向于全国的联合，而今颜料厂统一了，化学药品厂统一了，钢铁厂统一
了，乃至于灯泡厂亦统一了。所以他们对外贸易的力量愈加伟大。  

从这里，他清楚地看到，川江航业要得到生存和发展，要与外国轮船公司相抗衡，惟一的
道路，只有实行联合，从而更加感到了联合的重要。  

从乘船去青岛、大连和由天津返回上海的经历中，他亲身尝到了普通中国人民在外国轮船
上所遭受的歧视和凌辱，深深地感到必须彻底结束这种令人不能容忍的状况，使所有的旅
客都得到良好的服务，都享有做人的尊严。  

我的父亲回到重庆后，坚决辞去了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的职务，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在
发展民族航运事业和北碚地方建设事业上，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的活动。  

当时他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长江上游民族航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在外国轮船公司的
强力排挤下，中国轮船公司不仅不能与之抗衡，而且四分五裂，极其散漫。几十只中国轮
船，便有几十个轮船公司，许多轮船公司仅有一只轮船，相互间进行残酷的竞争，其结果
是一个又一个的中国轮船公司破产倒闭，轮船不断变卖，民族航运业处于崩溃的边缘。中
国籍的轮船公司惟一的出路只能是结束各自为政的散漫局面，迅速地联合起来。我的父亲
毅然决定以民生公司为中心，联合其他中国轮船公司，使长江上游的几十个中国轮船公司
化零为整，成为一个足以与外国轮船公司相匹敌的、强大的整体。  

但是，仅仅以民生公司的力量去达到联合的目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民生公司实在太小
了，在长江上游的长航线上，不占任何地位。但是我的父亲为了挽救民族航业的生存，满
怀信心，不屈不挠地开始了行动。  

首先是准备机构。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于1931年元旦将民生公司事务所从合川迁到长江上
游航运中心的重庆，建立起强有力的指挥中心。 

第二个行动是准备资金。民生公司的股额，迅速由30万元增加到70万元，以便有足够的资
金接收必须购买的轮船。  

   第三个行动是准备人才。这是一切问题当中最核心的问题。没有人才，就不可能使将
要接收过来的轮船转到民生公司的管理轨道上来，按照民生公司“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
发产业、富强国家”的宗旨，树立起朝气蓬勃、艰苦朴素、苦干实干的精神和作风。这样的
人才，我的父亲事实上早已准备好了，就是他富有远见地在北碚训练出来的一大批学生。  

《人民政协报》2003.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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