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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他

的死，对外国人和对中国人一样，都是一个持久的

损失。”这是 116 年前，上海最早的英文报纸《北华

捷报》对一个刚刚在天津去世的广东香山 （今中山

和珠海） 人写下的感叹，这个人，就是 19 世纪中国

近代化的先驱———唐廷枢。
1881 年，中国制造的第一台火车头“龙”号机

车，出现在中国的第一条铁路“达道”上；中国第

一家大型机械采煤企业———开平矿务局出产了优质

的无烟煤；中国第一家水泥厂———唐山细棉土厂出

产的建筑水泥，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各地……机车、
铁路、煤矿、水泥厂，这一系列载入史册的“中国

第一”，都和唐廷枢这个名字紧密相连。

编撰中国首部英汉词典

当中国刚刚开始面对世界的时候，学习英语也

许只是出于谋生的手段而已。唐廷枢也许无法想像，

仅仅是一门外语的学习竟能成为百年后众多中国学

子心目中的“显学”。
虽然没有人统计过，但现在的中国父母，几乎

都曾对孩子叮嘱过“一定要学好英语”这句话。我

们已经对街头各种英语补习班的广告习以为常，通

过补习英语发展成亿万富翁的俞敏洪，成为年轻人

心目中的偶像，学习英语甚至还衍生出“疯狂李

阳”。尽管学贯中西的钱钟书早就说过，学习外语一

本词典足矣，但对于几乎人手一册英汉词典的中国

学生来说，唐廷枢这个名字似乎与此毫不相干。
唐廷枢的父亲唐宝臣当时在香港马礼逊教会学

堂打工，和许多中国父母一样，为了能让儿子免费

在这个学校读书，唐宝臣一下就与校长塞缪尔·布朗

签订了延工八年的合同。于是，1842 年，只有 10 岁

的唐廷枢进入到这座教会学校读书，在校六年时间

里，他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而在那里，“中国留

学生之父”容闳就是唐廷枢的同学。尽管唐廷枢的父

亲懂得让儿女读书，但他却坚决不同意出国留学，这

个决定对唐廷枢的影响很大，如果当时唐廷枢的父亲

再开通些，也许中国留学生中又会多了一位佼佼者。
唐廷枢的第一份工作是香港一家拍卖行的低级

职员。1851 年起，他在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当了七年

翻译。任职之余，他开了两家当铺，这是他从事商

业的开始。后又在上海海关担任了三年高级翻译。
1861 年，唐廷枢辞去海关的职务。当时他受出口棉

花的浪潮所鼓舞，自己办了一家“修华号”棉花行，

在中国各地收购棉花，再转售给外国人在中国开设

的洋行，因此与英国人开办的怡和洋行发生了联系。
怡和洋行的买办林钦正好是他的同乡，林钦请他管

理金库，后来又代理怡和洋行在长江流域各个口岸

的生意，两年后他升职当上了怡和的总买办。当一

个买办有许多条件，而英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唐廷枢从小接受的就是教会学校的英语教育，据同

时代的人说，他说起英语来，“就像一个英国人”。
怡和洋行的经理机昔曾经对他的英国同行说：“唐

景星 （唐廷枢号） 英文非常漂亮。”
因为当时买办有一半是广东人，而在洋行任职

的买办们常常到唐廷枢家中请教英语，这促使唐廷

枢下决心要为他们写一本实用英语会话书。1862 年，

唐廷枢：中国近代企业“第一 CEO”

唐廷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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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编撰的《英语集全》由广州纬经堂出版社出

版，而在该书的序言中唐廷枢就指明，此书是“一

个隶籍广东的作者用广东方言书写的”，“主要适应

广东人和外国人来往、打交道的需要”。书中第六卷

的标题就叫“买办问答”。
也许连唐廷枢自己都没有想到，仅仅出于不胜

其扰而编写的“英语实用手册”，竟成为中国第一部

汉英词典和英语教科书。

脱下“皮鞋”穿上“布鞋”

对于唐廷枢的能量，当时美国旗昌洋行的老板曾

说，“他在取得情报和兜揽中国人的生意方面……都

能把我们打得一败涂地”。因此，唐廷枢成了洋行中

最炙手可热的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唐廷枢就是

一位令所有国际企业都争相挖取的职业经理人。
唐廷枢为怡和工作的十年买办生涯中，他逐渐

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实力，他在进入怡和以后的第五

年，就获得了怡和下属的谏当保险行的股份，同时

也成为华海轮船公司中最大的股东之一。由于唐廷

枢在这么多家外国轮船公司中参股，并且是董事、
大股东，所以被视为华商的“领袖与代言人”，是当

时中国航运界威望最高、财力最富、经营管理经验

最为老到之人。
就在英商怡和洋行要对唐廷枢委以重任时，唐

廷枢却作出了一个令业界惊讶的决定：放弃高职厚

薪，脱下洋皮鞋，穿上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

递过来的布鞋。1873 年 6 月，唐廷枢应李鸿章之邀

加入了轮船招商局，出任总办，这成为唐廷枢一生中

最重要转折。它标志着唐廷枢由原来外国洋行的得力

买办，转变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人物。
招商局始建成于 1872 年 11 月，最早由朱其昂

主持，但在筹办将近一年时间里已经亏损严重。唐

廷枢甘愿放弃优厚的买办待遇，去替李鸿章收拾招

商局这个烂摊子，其实是出于“为国争利”的思想。
买办对洋行的依附是一种痛苦的经历，像唐廷枢这

样有自尊和气节的人，心里自然渴望着挺直腰板，

以平等的姿态与洋商竞争。为此，他在招商局的就

职宣言中就大声疾呼：“沿海之间的运输贸易之利

全归中国自身所在，岂非更为优越？”

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国企重组”

唐廷枢接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招商入股。他

大胆引进股份制，向全世界的华商招募资金，折合

股份，每一百股推选一名董事，再从董事会中推选

商总 （也就是现在的总裁）。企业的运营权由商总执

行，董事则参与管理。这些管理对于现代经理人再

熟悉不过，但在一百多年前，对于一个脱下西装，

转身穿上长袍马褂的人来说，他所需要的不仅仅是

勇气，还有在清王朝体制下游刃有余的智慧。
与此同时，唐廷枢自己也入股 10 万两，并把在

洋行旗下、但实际归唐廷枢自己所有的轮船归入招

商局一起经营。唐廷枢此举是向业界表明他本人对

招商局的信心，所以招商局的投资活动在社会上引

起了普遍的反响。这大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大规

模的“国有企业重组”。
而唐廷枢将另一位著名买办商人徐润拉入，则

为这次招商局的变革更增添了底气。凭借唐、徐的

威望，民间商人们踊跃入股，而唐廷枢和徐润一经

接手招商局，就立刻将资本扩大为 100 万两。招商

局的“招商”二字这才实至名归，成为中国第一家

具有明显的股份制性质的商办企业。
体制甫定，唐廷枢大刀阔斧地打开局面。这些

措施包括：对招商局进行全面改组，大减冗员，并

招聘了一批在外国洋行任职的中国买办参与管理；

用多种方式引进西方的先进轮船及设备，建立起一

支具有相当规模的商业船队；雇佣外国船主和技术

人员，同时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
唐廷枢的“西法经营”颇有成效。而他们与洋行

商战的梦想也成为现实。招商局与当时垄断中国航运

事业的太古、怡和、旗昌等洋行进行了激烈的竞争。
招商局享有政府的优惠政策，加上国人出于民族自豪

感纷纷改乘本国船只，洋行陷入了价格战的不利境

地，实力雄厚的旗昌公司因亏损过大面临破产，不得

不将所有轮船并各埠码头、栈房，由招商局议价 222
万两全盘承接。这是中国近代企业第一次通过竞争兼

并一家外国企业，在充满屈辱和失败的近代中外贸易

史，能取得如此胜利不得不让人赞叹。
对于唐廷枢带领招商局凶猛的出击，当时的外

商只得承认“中国船队管理有力，指挥精明”，并对

唐廷枢杰出的经营才能用不甘而无奈的口吻表示赞

扬：“（他） 在东方一家第一流的外国公司 （怡和洋

唐廷枢编著的《英语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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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任职时，获得了丰富而广阔的经验，他正在运

用这一经验去损伤这些外国公司。”而唐廷枢自己则

说：“枢、润不虑资本之未充，亦不虑洋商之放价，

惟盼各帮联合，共襄大举，使各口转运之利，尽归

中土……此事固创千古未有之局，亦为万世可行之

利。”大有扬眉吐气之感。
到了 1883 年，招商局的资产已从开办时的 20

万两增加到 200 万两，成为中国最大的轮船企业，

属下的轮船也由最早的 3 艘增加到 30 多艘，并在菲

律宾、泰国设立分局，其航运业务范围远至英国、
日本、新加坡、夏威夷。在唐廷枢任总办的十一年

间，招商局平均每年的运输收入近 200 万两，以吨

位计算的年产值水平甚至高于外商公司。

开创中国保险业先河

唐廷枢创办的保险招商局和“仁济和”保险行

是中国本土保险业真正意义上的起点。但中国保险

业的起源，则源自唐廷枢义愤外国保险公司对中国

轮船的刁难。
由于轮船招商局在唐廷枢等人的努力下业务大

增，从洋行手中夺走了许多客户，令洋行十分不满。

但中国当时没有本土的保险业务，因此，招商局的

轮船只能向洋行开办的保险公司投保。洋行自然不

会放过这样一个可以刁难招商局的机会，他们提出

近乎敲诈的高额保费。于是，唐廷枢和徐润开始筹

办保险招商局，并于 1875 年 12 月 28 日正式成立。
对于当时的中国船队来说，保险招商局承保能

力显得有些身单力薄，于是，1878 年 4 月唐廷枢等

人在原保险招商局基础上，又成立济和船栈保险局，

为轮船招商局的码头、栈房和货物投保。在此期间，

唐廷枢曾经推举张慎之为“江孚轮”轮船的船长，

这是华人首次担任船长，之前这个职务一直都是由

外国人担任。结果，外国保险公司以此为由拒绝接

受货物运输保险。
多年买办生涯让唐廷枢知道，面对强者的刁难

和无理只能靠实力说话，这是一条无法回避的残酷

真理！于是，唐廷枢为济和船栈保险局增资至 50 万

两，更名为济和水火险公司，专门承保仁和的溢额

部分和货物运输保险。此后几年间，仁和与济和保

险公司的业务越做越大，甚至把市场扩展到海外，

从此那些外国保险公司刁难华商的行为大为减少。
今天看来，当“中国制造”面临刁难之时，一

百多年前的唐廷枢就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答案！

开平煤矿塑造中国近代化杰作

1877 年，李鸿章委派唐廷枢主持开采河北唐山

的开平煤矿，而开平矿务局则成为唐廷枢一生所经

营的工矿企业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成效最显著

的一个。据史料记载，从 1888 年开始，开平矿务局

分付股息 6%，而反观同时期创办的众多近代企业，

能盈利就已经很少，能发放股息的更是凤毛麟角了，

因此，唐廷枢统领的开平矿务局也得到“中国有利

之矿，仅开平煤矿耳”的赞誉。
开平煤矿从勘察矿址、拟订计划、筹集资金到

正式开采，都是在唐廷枢亲自主持下进行的。在开

平煤矿正式建立之前，当时中国的煤几乎完全依靠

进口，而到了 1889 年，唐廷枢经营的开平煤矿已占

领了整个天津煤炭市场，并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家大

型机械采矿企业。而对于李鸿章来说，开平煤矿所

创造的利润则是北洋水师的重要经济来源。直至今

天，在开平矿务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开滦煤矿，

仍是我国最重要的煤炭工业基地之一。
因为开平矿务局的缘故，唐廷枢主持了中国人

自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达道”，但这条铁路的诞生

所经历的曲折，却让后人看来有些啼笑皆非，不许

修建铁路的原因则是达官显贵们认为这个“钢铁怪

物”会震断大清帝国的“龙脉”。而当这条铁路经过

多年波折最终修成时，有人曾戏谑地感叹，唐廷枢

修建的铁路，或许的确震断了千年来皇帝们所依赖

的“龙脉”，并取而代之以承载着现代器物与现代精

神的交通命脉。
对今天而言，唐廷枢的功名似乎有些遥远和陌

生，但他的成功经验放在当今依然不会过时。假如

我们在历史中更厚待唐廷枢这些中国近代化的先驱，

那么当我们遇到很多波折的时候，早在百年前唐廷

枢们已经留下了探寻的轨迹和启示。
【责任编辑 / 覃飞燕】

北洋大臣李鸿章及其幕僚参加开平铁路通车典礼。车上左四为
李鸿章,左二为唐廷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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