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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期）1930年10月，重庆上游的中国轮船公司——福川公司首先与民生公司合并。
福川公司仅有的一只轮船“福全”轮转入了民生公司，改名为“民福”，成为民生公司的第四
只轮船。这只轮船在长江上游还是比较小的，只有273吨，但它已经比民生公司原有的3只
轮船的吨位总和还多40余吨。由此可见，民生公司的实力当时是多么的弱小，实现联合是
多么的不容易。  

   1931年是民生公司“化零为整”运动进展得最迅速的一年。这一年中，一共有7家中国
轮船公司先后同它合并，一共有10只轮船先后加入了民生公司。其中最大的一只轮船是通
江公司的“青江”轮，吨位是288吨，改名为“民享”。这10只轮船除了一只根本不能用只能拆
毁，另外一只轮船存在严重问题，必须送民生机器厂大修外，其余8只的总吨位为1000
吨。这样就使民生公司的轮船总数由8只一下子增加到12只，轮船吨位总和由500吨一下子
增加到1500吨。与此同时，民生公司的职工人数也由前一年的164人猛增到518人。  

   同年2月17日，我的父亲派“民福”轮首次由重庆开往宜昌，参加重庆以下航线的航行，
为进一步联合重庆下游航线的中国轮船公司打下基础。  

   1932年初即展开了与重庆下游各个中国轮船公司联合的行动，进展十分迅猛。仅仅半
年，就合并了4个中国轮船公司，接收了一个英国轮船公司，一共增加了7只轮船。其中最
大的一只轮船“蜀享”轮吨位达986号，改名为“民贵”，“永年”轮吨位为975吨，后来改名为
“民俗”，“万安”轮吨位为960吨，改名为“民宪”，“福顺”轮吨位为942吨，改名为“民主”。
这样，民生公司的轮船总数增加到19只，吨位总和增加到7000吨，职工人数翻了一番，猛
增至1071人。至此，与它刚诞生时相比，轮船总吨位增长100倍，职工人数增长80倍，在
长江上游，它已经是最大的一个航运公司了。而此时，才仅仅是它诞生后的第7年，或者
“民生”轮首次开航后的第6年。  

   就在这一年的6月2日，我父亲又派遣“民主”轮直航上海，将民生公司的航线由长江上
游延伸到了长江中、下游，直抵东海之滨。  

   整个“化零为整”运动，在我的父亲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和各个中国轮船公司积极的合作
下，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在接收那些属于四川军阀所拥有的轮船时，就远没有那样容易
了。  

   但是，任何困难也阻止不住民族航业联合的趋势。到了1934年，重庆上游至宜宾一线
的所有中国轮船公司已并入民生公司。过了一年，即1935年，重庆下游至宜昌一线的所有
中国轮船公司也都并入了民生公司。这样，整个长江上游的几十家中国轮船公司，终于以
民生公司为中心联合起来了，结成为一个整体。  
   同一时期，我的父亲也在嘉陵江三峡地区全力推进他的以建立现代集团生活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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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试验，以“在这穷僻的山间、水间点缀着几桩现代的文明事业和经济事业，描摹出
一幅现代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的轮廓图，更进而布置成功一个生产的科学的美丽的社会理
想，让人们勾引起一个现代中国的憧憬来，以推进国家现代化的经营”。为了实现这一理
想，我的父亲倾注了大量精力。  

   从1930年到1933年这一时期，是我父亲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之一，同时也是他创造令
人眼花缭乱的奇迹的重要时期之一。  

   他当时的工作重点在重庆，也经常住在重庆。但他常常抽出时间到北碚，具体部署和
指导北碚的社会改革和乡村建设工作。由于工作太繁忙，每次去北碚，都是匆匆地视察各
个事业，匆匆地开会听取汇报，匆匆地处理完问题，然后匆匆地离开。  

   人们说，他是一个永不知道疲倦的人，是一个习惯于紧张生活，并且热爱紧张生活的
人，这是一点不错的。无论什么时候，他总是充满热情，信心百倍，迎着困难前进，绝不
因为时间紧张而放慢任何一桩事业前进的步伐。  

   北碚三峡的各项事业，就是在他这一急迫的心情下迅速地向更深更广的方面发展的。  

   仅仅两三年内，新的科学事业———中国西部科学院创立起来了；新的教育事业———
兼善中学创办起来了；新的工矿事业———三峡染织工厂和天府煤矿公司建立起来了；新
的卫生事业———地方医院建设起来了。除此以外，还开辟了平民公园、新的市区和街心
花园，建立了西山坪植物园。这一批科学、文教、卫生和经济事业的建设，使整个北碚的
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  

   1931年秋，正当他致力于推进长江上游民族航运业联合，推进北碚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和推进四川各军将领结束内战、统一四川的时候，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  

   为了促使人们了解东北的状况和抗日的意义，他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个月内，重
印了自己所著的《东北游记》，分赠给各界人士。  
   他还广泛地向人们推介北大教授汤尔和著的《东三省括目论》和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
侵略我国东北、山东直至整个中国的书籍，以使人们认识和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
质，激发人们的抗日热情。除此之外，他还在北碚和民生公司内部成立了东北问题研究
会，组织各事业中的工作人员系统地揭露日本对东北的侵略史，写成文章，在《嘉陵江日
报》发表。  

   就在我的父亲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1931年12月下旬，他收到了江苏省国难
救济会（简称“救国会”）发给他的一封快邮代电，吁请共同发起组织救国会。电文如下：  

   卢作孚先生并转川省诸公均鉴：同人以国难日亟，危亡在即，欲谋救济，必须从团结
入手，先由江苏从事集合，于本月三日成立一江苏省国难救济会，发表宣言，即电南京政
府及全国父老各界，略伸救亡公意，传载报章，自荷省察，尤捻诸公热诚爱国，在此千钧
一发之际，必有良策指导国人。同人所拟分省组织国难救济会办法，倘荷贵省诸公同意发
起，提挈进行，不胜大幸。日来情势益见紧迫，锦州中立区之赞同，天津共管之提议，明
载报章，激成公愤。诸公对于当局对于国人，必更有剀切严重之表示也。伫盼赐覆。章程
宣言通电附陈以供参考。江苏省国难救济会马良冯嘉锡赵凤昌韩国钧黄以霖姚文栅王清穆
沈思孚唐文治张一麟董康庄蕴宽李根源徐鼎康黄炎培穆湘癑朱绍文冷?等叩齐。  

   收到这封电报后，我的父亲立即与重庆教育界、工商界、新闻界人士联合，组织重庆
救国会，与全国各地救国会配合一致，展开了强有力的唤醒民众，抵制日货的运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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