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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市长面对面
!"#"年初，国共两党政权易手大

局已定，荣家企业决策层对企业的去
留必须迅速做出决断。荣德生于 $月
曾派人秘密去苏北解放区，实地考察
中共对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的实施情
况，因此他拒绝工厂南迁，表示留在家
乡。%月他搬进在沪的新宅。当时荣毅
仁已兼管申新纱厂的业务。荣毅仁回
忆：“我也不愿做白华 !指反对革命政

权而逃亡国外的华人"作者注#，又受
到父亲的影响，也就在犹豫中决定留
下来了。”此外，二哥尔仁曾对四弟毅
仁说：“我们两人总要留一个”。后来荣
毅仁对二哥说：我留吧。事后他把家眷
也从香港接回上海。最终，与荣德生一
起留下来的，有四子荣毅仁和七子荣
鸿仁，显然荣毅仁的担子更重。

&"%" 年上海解放初期经济环
境极为严峻，因解放战争尚在内地
推进，交通不畅，物价混乱，币制动
荡，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以及国民
党飞机的滥施轰炸，投机活动难以
抑制，大部分企业陷于半停顿状态，
其中“二白一黑”（指大米、棉花和煤
炭）直接影响沪四百余万市民的日
常生活，而拥有全市近 '()的纺锭

的华资私营棉纺织业深陷困境。此
时，申新在沪的六家纱厂该如何摆
脱困境？荣毅仁果断作出大胆而明
智的选择：找人民政府。
为了能恢复生产，荣毅仁曾多

次走访华东纺管局、贸易部、人民银
行等机构反映企业困难，还主动提
出了不少解决困难的办法，如供应
原料、收购、定货、加工、包销、贷款
等等。“凡是我提出的办法，只要对
生产有利，能够维持生产，度过困难
的，政府总是迅速地同意照办，从没
有受到过留难。这是我过去从来没
有碰到过的事情，使我感到很快
慰”。没想到，一扇神秘的大门就此
在他眼前徐徐开启，很快他就有机
会与市政府领导人面对面地接触。

!"%"年 '月 $日，市政府在外
滩中国银行大楼召集工商界代表人
士座谈。据与会者周而复回忆，“陈毅
同志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要
打倒的只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
和官僚资本，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
要受到保护。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
业，占了现代性工业的第二位，是一
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会场上的气
氛顿时活跃起来，到会的产业界人士
接二连三地抢着发言，座谈会持续近
*个小时。大家依依不舍地向陈毅市
长握手告别，陈毅市长满面笑容，亲
切地说：你们今后有什么问题，我们

随时可以约谈。
荣毅仁也应邀参加了这次座谈

会。在会前，他经人介绍，与陈市长
曾握手寒暄，对陈毅市长留下不寻
常的第一印象，他“身穿一套褪了色
的布军装，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
徽。乍一看，与我在马路上见到的众
多普通解放军战士几无差别”。当
然，更让荣毅仁感兴趣的是陈毅市
长坦诚的讲话。晚年荣毅仁回想这
段往事，若干细节仍历历在目：“陈
市长说话带有浓重的四川口音，铿
锵有力，给人以信心和希望。他性格
豪爽而幽默，态度随和而诚恳……
这次会议使我开始了解了共产党的
政策，也开始认识了共产党人。”那
天，荣毅仁还结识了副市长潘汉年，
感到对方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没想到几天后，潘汉年就约荣

毅仁见面。那次见面不是在办公室
里进行的严肃谈话，而是一次朋友
间的私人聚会，地点在盛康年岳母
家中。大家吃着点心，喝着咖啡，随
便地聊了起来，从企业生产、市场行
情和经济状况，谈到个人的家庭、经
历和爱好，不知不觉中，荣毅仁“开
始有了对共产党人的新的认识……
以后，我同潘汉年同志的交往日渐
加深，经常互相串门，聊天谈心”。
其间，令荣毅仁难忘的还有两

件事。

&"%"年底农历岁末，因为要发
双薪，有一个工厂发不出，工人有意
见，跑到荣毅仁家里来讨要，荣毅仁
因此无法回家。结果潘汉年知道后，
亲自安排荣在上海大厦住下，然后请
市委书记刘晓同志出面，要上海市总
工会负责人向工人们做解释工作。
经过一天一夜，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另一件事是在推销 &"+(年人
民胜利折实公债的时候，荣毅仁代
表荣氏各企业认购了 &$万份公债，
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其实 &"+(

年国家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原本分配给上海推销额 *(((万份，
占华东 %+((万份的 $,*，占全国 &

亿份的 &,*弱。到 *月 *&日，全市
认购 *('-万余份。截至 %月 &*日，
共交款 $$'.万余份，其中工商界交
款 &"&%万余份。曾任市政府办公厅
副主任的梅达君后来在《在解放初
期的日子里》一文中回忆道：陈毅市
长为此曾邀请几百位工商界人士到
中国银行楼上开会，动员认购，“荣
毅仁先生当场认购了很多。哪里晓
得到交钱的时候，却交不出来。问他
为什么当时要认购那么多，他讲了
心里话：‘我荣毅仁不认购多一些，
别人还会认购多少呢？’潘汉年同志
就要我们进行调查。我们一了解，荣
毅仁所说的确是实情。潘汉年同志
就如实向陈毅同志反映，陈毅同志

又立即向毛主席报告。不久，陈云同
志来到上海调查了解情况。潘汉年
同志也如实向陈云同志反映了情
况。通过调查，陈云同志充分了解了
上海工商界的实际情况，回京以后，
就削减了上海的认购公债任务。”
短短半年，与市人民政府领导

们交往，使荣毅仁对市长们做事实
在、待人坦诚的工作作风有了切身
感受，他感到惊喜、温暖、亲切。往
后，荣毅仁与新市长们的接触、共事
机会渐多，彼此间的了解、信任、体
谅也渐渐习以为常。
随着市政府相关机构、制度的

建立，荣毅仁也参与了市政府的多
项社会活动。&"%"年 -月 *日上海
市第一届一次各界代表会议举行，
代表的名单由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
府商定，荣毅仁是工商界的代表之
一。在市一届三次各界代表会议
（&"+(年 %月/&$月）上荣毅仁成为
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当选工商组第
一召集人。在市二届一次协商委员
会（&"+(年 &(月/&"+&年 %月）中，
他担任地价评议委员会的主任委
员；在市三届一次协商委员会（&"+*
年 $月/&"++年 +月）中，他担任财
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作为工商界代
表之一，直接参与市政领导机构立
法、管理活动已渐成为荣毅仁的工
作之一。&"+(年 +月，上海申新纺
织厂总管理处成立，统一管理在沪
的申新一、二、五、六、七、九厂（后无
锡申三、广州第二纺织厂加入），荣
德生任管理委员会主席，荣毅仁任
总经理。此刻的荣毅仁也是市政协
新代表，他的会务活动地跨沪、京，
他的视野、思考、舞台日益拓宽。

从棉纺巨头到副市长!上$

———荣毅仁的沪上十年（1949~1959）
! 罗苏文

1949年5月27日是上海解放日，上海
近代城市化的百年进程从这一天转入一个新
天地。不出十年，在沪的工业企业也经受了转
变身份的洗礼。其间，荣毅仁恰似一位迎着时
代大潮而上的冲浪者，起落得当、一往无前。他

于1950年春，在上海接任近代华商最大棉纺
织家族企业（申新棉纺织公司）总经理，数年
后，他又当选上海市政府副市长，这段不寻常
经历中自然少不了些耐人寻味的往事。（本文
选自《档案春秋》201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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