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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棉纺巨头到副市长"中#

———荣毅仁的沪上十年（1949~1959）
" 罗苏文

北京之行的触动
!"#$年初春，上海私营企业为

维持继续生产，急需迅速恢复融资
渠道。在 %月下旬市一届三次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上，在沪工商界人士
就融资问题，向市政府提出种种建
议。荣毅仁也在发言中联系实际，表
现出与人民政府协商合作的诚意与
明智。

&月，荣毅仁以特邀代表身份
赴北京，代表上海工商界参加中央
税务会议并第一个发言。当时的财
政部薄一波部长，听不懂荣的口音，
几次要他讲得慢一点，以便把意见
记下来。荣毅仁一面感到有点难为
情，一面又深深地为领导干部这种
谦虚和认真的作风所感动。

会后荣毅仁还列席全国第一届
政协第二次会议。会前，毛主席宴请
参加会议的部分民主人士，潘汉年提
议并带着荣毅仁出席。这是荣毅仁第
一次见到毛主席。'月 ($日那天，当
代表们走进颐年堂时，毛主席已站在
门前热情迎候。当潘汉年把荣毅仁介
绍给毛主席时，毛主席握住了荣毅仁
的手说：“荣先生来了，欢迎你！”还问
他：“老先生（指荣德生）好吗？”此时，
荣毅仁初进中南海的拘束感顿然消
释，“仿佛站在我面前跟我说话的不
是一位大国大党的领袖，而是一位相
识已久的师长”。
北京之行给荣毅仁很大的触动，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不仅需要关心荣
家企业的利益，也应该关心国家的利
益。)"&*年，他回想这段经历时认
为：“那时（我）提意见的出发点大半
还是为了私营工商业的利益，没有考
虑到国家的利益。这两次会议给我的
教育是极为深刻的，它使我在思想上
缩短了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距离。
会后我觉得，以后光讲做生意是不行
了，还要多懂些道理。我回到上海，就
和朋友们一起，选择了‘七一’党的生
日那一天，成立了学习组织，学习国

家的政策和一些马列主义理论，想学
懂一些政策和理论，才能好好地跟
共产党走。”

)"&+年冬季，抗美援朝运动开
始。截至 !,月 )%日，上海工商界已
签订爱国公约的占全市同业公会总
数的 ,-.。荣毅仁代表申新职工提
出捐献 )$架战斗机的计划，工人与
资方签订爱国增产捐献合同，后共
捐献 ),架。),月 )'日清晨风雪交
加，天气奇冷。上海工商界组织了
)&万工商业者的队伍，举行声势浩
大的示威游行。荣毅仁作为主席团
成员之一，宣读了上海工商界《致全
国工商界电》，还高举上海工商联的
大旗，引领工商界的游行队伍。他的
左侧是胡厥文，右侧是刘鸿生。经上

海市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选举，由政务院提请中央人民政
府任命，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委员
（.$人）名单产生，荣毅仁成为市政
府委员之一。

)"&$年代初期，荣毅仁在上海
有幸结识了市长新朋友，这也是市
长们之幸、上海之幸。他在晚年回忆
与潘汉年的交往时认为，“大家一方
面是工作关系，一方面建立了个人
之间的朋友关系，成为知己。时隔多
年，我常想，潘汉年同志同我的经历
和背景有很大差别，为什么很快成
为知己，最重要的一点，应是我们相
聚在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双
方都很坦诚，心是相通的。”

运动的考验
全国范围的“三反”“五反”运动

于 )"&) 年底拉开序幕，持续到
)"&,年。
“五反”运动刚开始时，涉及了

荣毅仁掌管的部分企业，这让他内
心焦虑矛盾，一面检查自己，一面又
要安定各个企业负责人的情绪。据
薄一波回忆：“在对上海 *,家较大
的工商户定案处理的时候，遇到了
一个问题：如果都定为违法户，就谈
不到继续同他们合作，党对民族资
产阶级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也有
很大程度上落空的危险。我和陈毅
同志商量后认为，可视他们的政治
表现，适当从宽处理。”“荣毅仁先生
当时是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户，在
‘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应该
划到哪一类？我和陈毅同志反复商
量过。陈毅同志说，还是定为基本守
法户好。我同意他的意见，并报告了

周总理，周总理又转报毛主席。毛主
席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
划成完全守法户。这个‘标兵’一树，
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
大影响。”

)"&$年代前期，荣毅仁尽管以
工商界代表身份，不时在上海、北京
参加重要的会议，他的第一身份仍
是私营大企业的老板。当时工商业
公私合营的进程以搞运动的方式层
层推进，势不可挡。上海先是组织约
,$万私营工商业者学习爱国守法，
)"&.年又通过总路线的学习，使私
营工商业者初步看到国家前途和个
人命运的趋势，认识到走国家资本
主义的道路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
必要步骤。

截至 )"&%年 /月前，上海有
,$$$余户私营工厂申请公私合营。
在申新系统，广州二厂厂长在征得
荣毅仁同意后，于 )"&.年 ),月首
先向广州市委递交公私合营申请书
（)"&%年 '月正式批准）。)"&%年 .

月 )/日申新总管理处授权总经理
荣毅仁办理无锡申新三厂的合营手
续。荣毅仁当天向无锡市人民政府
提出合营的申请。)"&%年 %月申新
/'户股东开会决定由总经理荣毅
仁申请办理公私合营手续。当时，在
沪申新系统的公私合营手续虽未办
理，但荣毅仁的选择早已明确———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人心所向”。

)"&&!)"&'年城乡加快社会主
义改造的高潮急速推进。)"&&年 )$

月 ,*、,"日毛泽东主席两次约见工
商界的代表人物谈话，勉励民族资
产阶级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
自己的命运，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荣毅仁聆听了毛主席的谈话，在
发言中他讲了荣家的发家史和父辈
在旧社会办实业的坎坷经历，认为只
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光明前途。这
番话表露出荣毅仁的坚定选择。

))月 )'!,%日，根据毛主席的
提议，中共中央召开了对资本主义工
商业改造问题的工作会议，讨论《中
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
题的决议（草案）》。据薄一波回忆，在
)'日的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讲话
中谈到荣毅仁时说：“他是全国第一
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
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的
一个人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
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
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
自然的，合乎情理。”

)"&'年 )月初，就在公私合营
的大潮袭来的前夜，毛主席亲临上
海视察荣毅仁的企业。荣毅仁回忆：
“)"&& 年 )$ 月在北京的一次会议
上，我又见到毛主席，我向他表示，
希望他能抽点时间到上海去。他说，
去倒是去过，只是没有公布。)"&'

年 )月初的一天，我正在上海公司
里上班，突然接到陈丕显同志的电
话，要我速回家中。我匆匆赶回，丕
显同志已在那里等我。他说：‘毛主
席来上海了，要来视察申新九厂，我
们马上去厂里’。我们到申新不久，
毛主席坐着汽车来了。他一下车就
对我说：‘我来了’！当时我真不知道
说什么好，想不到在北京对他讲的
那句话，他竟记在心上了。”毛泽东
在车间观看女工操作、了解产品情
况，这也是毛泽东一生中视察过的
唯一一家私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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