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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他除了兼任丝
、

茶
、

栈务等职务外
,

已获准入上堂

帮帐
,

24 岁又升任主帐
,

督理各职
。

徐润升任主帐仅数

月
,

副买办曾寄圃突然去世
,

洋行大班韦伯即让徐润接

替曾寄圃担任副买办之职
。

韦伯对他说
: “
以后行中之

事由君一手做去
,

惟老买办在行必须一一票报
。

… … 今

君乃总行中华人头 目
,

如有差错捺报
,

惟君是问
。

”

在宝顺洋行任职期间
,

徐润就开始自营生意了
。

早

在上堂帮帐的时候
,

徐润已经尝试自己经营商号
,

他先

是同其师曾寄圃等合开一家绍祥字号
,

从内地收购生

丝
、

茶叶和棉花
,

然后转卖给上海各洋行
。

这既为宝顺

洋行提供了合适的货源
,

自己又可以从中赚取差价
,

真

是一举两得
。

接着
,

徐润在温州试办了一家润立生茶

号
。

洋行出口茶叶
,

一般都是通过买办向上海的茶栈进

货
,

茶栈的茶叶来 自各地的内栈
,

内栈又是通过产地的

茶行向茶贩或茶农购买毛茶 (粗制茶 )
,

再加工后卖出
,

外商与茶农间隔着好几层环节
。

徐润接近产茶地区办

茶号
,

这即便干掌握行情和茶源
,

同时又可将上海茶栈

和内栈两个环节合二为一
,

减少层层分享赢利的状况
,

大大提高了利润
。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
,

徐润自营茶叶的

信心也大增
.

他又陆续在江西的河 口
、

宁州等地与人合

股开设了福德泉
、

永茂
、

合祥记等茶号
。

源源不断的茶

源除了满足宝顺洋行的需要外
,

还为其他洋行提供了

货源
,

徐润则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

徐润还在上海法租界开设了立顺兴
、

川汉等货号
,

除丝
、

茶外
,

还经营烟叶
、

皮油
、

白蜡
、

黄麻
、

白麻
、

桐 油

等
,

这些货都是外商所需要的品种
。

此外
,

他又在二马

路 (今九江路 )一带与人合股开设宝源丝茶土号
,

经营

丝
、

茶和鸦片
。

五 口通商之初
,

首先进入上海的一批大

洋行中有不少如宝顺
、

怡和
、

旗昌
、

琼记等是以进 口 “

洋

药
”
闻名的鸦片走私商

。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
,

通过

夭津条约的签订
,

鸦片贸易在每百斤纳税银 30 两以

后
,

就变为合法的商品
,

公开推销而畅行无阻
。

鸦片生

意可带来巨额利润
,

由上海运到苏州就能提高 4 到 5

倍的身价
,

如此厚利驱使买办们也争做毒品生意
。

徐润

在深人内地为外商组织货源的同时
,

当然也不会忘记

乘机倒卖鸦片
,

以从中牟取暴利
。

五口通商以后
,

商业的发展使得商人之间的资金

往来更加频繁
.

作为一种信贷机构
,

钱庄的作用越来越

突出
,

连外商也认识到
“

接受期票支付货款
,

远 比用卖

了货的现款再来买货要能销出更多的货物
” ,

所以洋行

也普遍接受以庄票作为中国商人交易的结算工具
。

干

是买办们不失时机地纷纷投资自设钱庄
,

徐润又不甘

示弱
,

先后和人合股开设了敦茂钱庄和协记钱庄
,

办理

存放款
、

开发庄票和兑换等业务
。

这不仅赢得不少利

润
,

也为自己生意上的资金周转提供了便利
。

自巧 岁入行以来
,

徐润从每月领取 10 元薪傣 的

学徒
,

迅速摧升为大洋行的总代理人
,

手下领导着办房

的全体职员和各分行的买办
,

经手着巨额的进口 买卖
;

同时 自己还先后经营着多家商号和钱庄
,

或独资
,

或合

股 ;此外又 购有不少地产
,

造房收租或做地产投机生

意
,

徐润已俨然一上海滩上的买办巨商
。

为了能够控制茶叶
、

生丝和鸦片贸易
,

维护 自己的

利益
,

徐润和他的同行
、

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唐廷枢等人

创办了上海茶业公所
、

丝业公所和洋药 (鸦片 )局
,

徐润

在这些同业公会中皆充任董事
。

买办巨商们首先控制

了公所的领导权
,

然后通过公所的权势对上海和周围

广大地区的丝
、

茶
、

鸦片贸易行业进行控制和垄断
,

操

纵市场
,

谋取暴利
,

各 口岸的公所
“

会同上海董事
,

互为

维持
” ,

洋行与同业公所之间则通过买办势力的中介而

得到沟通
。

虽然在洋场上徐润已是一个很有面子的大买办
,

但在科举制度仍在延续的清末
,

在官本位观念统治的

封建社会
,

布衣商人纵有万贯财富和洋人势力之依恃
,

在与官府打交道时
,

仍会有一种 自卑感
。

自投身市井
、

依附洋商后
,

在险恶的商场竞争中
,

徐润深感仅仅依靠

洋人的势力是不够的
,

还要设法结交官府
,

名义上有个

一官半职
,

对付商场中的各种势力也就有利得多
。

所

以
,

徐润在升副买办的第二年
,

就报捐了一个光禄寺署

正的官衔
,

并报捐花翎
,

在上海皖营运输分局报捐一员

外郎官衔
。

通过捐纳官衔
,

徐润在赚足了钱的同时
,

也

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
。

1 8 6 6 年李鸿章调兵到 浙江
、

福建镇压太平军余

部
,

徐润用 自己运输茶叶的船只 帮助李鸿章转运粮恫

和军械
,

从中出了不少力
,

受到李鸿章的赏识
。

经李鸿

章向朝廷保奏
,

加徐润为四品官衔
。

1 8 6 7 年
,

年近而立之年的徐润
,

已成为上海商界

的知名人士
。

他拥有雄厚的资产
,

积累了丰富的进出口

贸易经验
,

通过蛛网般的商务关系掌握了广阔的市场

和货源
,

并且和官场也有了一定的交往
。

在外商眼里
,

徐润是一位神通广大
、

能招财进宝的理想代理人
;
而在

中国商人中
,

分享洋人权势
、

领导着同业公所
、

又有着

朝廷 品官名份的徐润也有很高的威望和号召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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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李鸿章效力
,

创办招商局

1 868 年
,

徐润趁宝顺洋行股东拆股之机
,

离开了

为之效力达十多年之久的宝顺洋行
,

开始独立经营茶

叶生意
。

上海开埠之初
,

由于广东的买办纷纷随行东转移

到上海
,

一时上海买办大半为广东籍
,

尤以香山人为

多
。

后来浙江籍
、

江苏籍买办渐次跻入
,

广东买办在上

海独占鳌头的地位受到了挑战
。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

增强广东籍商人在上海商场的竞争力
,

徐润和其叔父

徐荣村
、

世交唐廷枢等联络广州
、

肇庆府籍商人
,

共同

创立了广肇公所
。

徐润被推为广肇公所的财务主管
。

洋务派自 70 年代由
“
自强

”

转向
“

求富
” ,

除了创办

近代军事工业外
,

还开始创办近代民用工矿业和交通

运输企业
。

1 8 7 2 年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筹

建官办轮船招商局
,

欲贮嗯先进的航运设备
,

发展近代

航运业
,

与外商在华航运势力分利
,

开拓财源
,

以维持

岌岌可危的大清帝国
。

招商局总局设在上海
,

李鸿章委

派经办潜运的浙江海运委员朱其昂负贵筹建
,

奏请户

部借款 20 万串制钱 (约合银 10 万两 )u 示信于众商
” ,

以期广招商股
。

筹建轮船招商局
,

成败的关键在干资金的筹集
。

但

在朱其昂的主持下
,

商人对官办轮运业难于信任
,

资本

的招徕一筹莫展
,

到 1 8 7 3 年正式开办
,

包括官款在内
,

招商局的资本尚不足 20 万两
。

迫不得 已之下
,

李鸿章

只得将招商局改为官督商办
,

提出
: “

由官总其大纲
,

察

其利弊
,

而听该商董等 自立条议
,

悦服众商
,

翼为中土

开此之风
,

渐收利权
。

”

为此
,

李鸿章选中了不仅自身拥有巨额资产
,

而且

亲朋好友中亦多为买办富商
,

并在众商人中享有威望

的唐廷枢和徐润
,

委任怡和洋行总买办唐廷枢为招商

局总办
,

徐润为会办
。

李看重徐
、

唐
,

一方面是想利用二

人在富商巨贾中的信用与号召力来召集商贾 ; 另一方

面是因为创办先进的转运业
,

在设备和技术等方面须

依赖西方国家
,

而唐
、

徐的买办经历使其在会通中西上

少有望其项背者
。

同时招商局今后的经营也需要其决

策者具备管理近代企业的头脑和知识
,

而唐
、

徐在这方

面也有着明显的优势
。

徐润此时真是左右逢源
,

因为旗昌洋行也看中了

他的才干和实力
。

美商旗昌洋行实力雄厚
,

是上海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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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洋行之一
。

旗昌洋行竭力邀请徐润入行任买办
,

许以上海总买办之位
,

这的确是有诱惑力的
。

权衡再三

之后
,

徐润婉言拒绝了旗昌的盛情
,

接受了创建中国第

一家大型轮船航运企业的重任
。

徐润的这一考虑
,

除了

顾及 自身利益外
,

也有出自希望自己国家富裕
、

强大之

意愿的一面
。

唐廷枢和徐润一进招商局
,

即着手筹集资金
,

先是

拟定招股 10 。万两
,

每股 10 0 两
。

徐润本人首先附股
,

投资 24 万两
。

他又广招众亲友入股
。

唐
、

徐的入局和投

资在商界和社会上引起普遍反响
,

入股者十分踊跃
。

10 0 万两股金招齐以后
,

唐
、

徐决定再添招 1 00 万两
。

第二次招股
,

徐润本人又认股 24 万两
,

前后共计 4 8 00

股
,

合银 48 万两
。

另外他招徕亲友入股共达五
、

六十万

两
,

也就是说
,

由徐润一人经手召集的资金就占了招商

局全部资本的一半以上
。

唐廷枢本人的投资和经手召

集的资金也在招商局占有很大比重
。

当时还是李鸿章幕僚的盛宣怀也参与了招商局的

筹办
。

盛宣怀的父亲盛康与李鸿章旧交甚厚
,

盛宣怀入

李鸿章幕僚后也颇显才干
,

深得李鸿章信任和器重
,

不

到两年他就升任知府
、

道员衔
,

获赏花翎二品顶戴
。

李

鸿章创办招商局
,

盛宣怀意识到这是他欲成大事
、

晋升

高官的良机
。

因为若将洋务企业掌握在自己手中
,

就可

以为日后的远大目标奠定雄厚的财政基础
。

故此在创

办招商局过程中
,

盛宣怀竭力强调应该委派有官衔者

主持招商局
,

并且积极展开了争取总办职位的活动
。

总办职位的选任
,

在本意上李鸿章当然是倾向于

盛宣怀的
,

但他考虑到盛在招股集资
、

经营管理诸方面

尚缺乏才干
,

难以服膺众商董
,

所以只能让其屈居会办

之职
。

但在专职的分工上
,

李鸿章颇费了一番苦心的
:

让买办出身的唐廷枢
、

徐润主管招股
、

揽载
,

让旧式商

人出身的朱其昂
、

朱其诏两会办主管潜运
,

盛宣怀的职

务虽仅为会办
,

但兼管揽载
、

潜运
,

显而易见他是要让

盛宣怀发挥官督的作用
。

唐廷枢
、

徐润强调要选在商民中威望高
、

招股多者

为商董
,

每百股选一商董
,

商总于众董中选举产生
。

结

果招商局的 6 个商董中有 3 个是买办出身
:

上海商董

徐润
、

汉 口商董刘绍宗
、

香港商董陈树棠
;
两人是官员

:

上海商董朱其纯
、

天津商董宋绪 ;另一汕头商董范世尧

身份不明
。

加上商总唐廷枢
,

买办商人在招商局中的优

势是显而易见的
。

唐廷枢
、

徐润一入局
,

就改变了朱其昂主持局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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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运潜粮
、

不揽客货的做法
,

明确规定
: “

揽载为第一

义
,

运潜为第二义
”

。

从而表明招商局的经营以揽载为

主
、

揽载重于潜运
,

这对干招商局的日后发展是非常重

要的
。

1 8 7 6 年
,

徐润与唐廷枢等人集资创办了仁和水险

公司
,

后又开办济和水火险公司
,

徐润共投资 15 万两
,

这是中国保险业的开始
。

不久他们又将这两家公司转

给招商局经营
。

1 8 7 7 年
,

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急于将一

批旧船和在上海
、

天津
、

宁波各处的栈房
、

码头拍卖
,

徐

润代表招商局以 2 20 万两全部买下
。

此举使得股票正

在下跌的旗昌公司起死回生
,

股票又迅速上扬
。

后来有

人上奏
,

说徐润解外商之急
,

使其获得大利
。

此时
,

李鸿

章出面庇护
,

称
“
利权可渐收回

” , “

大局转移
,

在此一

举
” ,

并称徐润是
“
殷实明干

”
的人才

,

才使徐润免遭厄

运
。

此后
,

在徐润等人的苦心经营下
,

招商局的事业 日

益发展壮大
,

徐润本人也受到朝廷的赏识
。

1 8 7 8 年
,

湖

广总督李瀚章以徐润办理槽粮海运出力为由
,

向清政

府保奏加二品衔 ;两年后又经李鸿章保奏以道员本班

尽先补用
。

唐廷枢
、

徐润任招商局首领期间
,

招商局的发展势

头甚旺
。

而且
,

自他们入局后
,

无论在官
、

商投资比重

上
,

还是在用人和经营内容上
,

都是买办商人的势力占

了上风
,

这使李鸿章官督商办的设想被淡化
,

后来称这

个时期的招商局为商办时期
。

与盛宣怀斗法
,

几度沉浮

李鸿章的门人盛宣怀想当督办的欲望迟迟不能实

现
,

颇有怨言
,

于是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
,

大肆低毁唐
、

徐办事无能
: “
细审任事诸人

,

并不加意刻勉
,

反觉遇事

疏忽
。

”

特别是对实际掌握局务的徐润
,

盛宣怀的积怨

日甚
,

他向李鸿章告状说
: “

职道在局除却为难之事
,

绝

无一语会商
。

职内视为无足轻重之人
。 ’ ,“
为难之事

”
当

指筹款购买旗昌轮船公司之事
。

在写给徐润的信中
,

盛

宣怀直接渲泄了其愤葱
:

他自嘲是
“

不谙商务之人空挂

虚名
” ,

抱怨
“

规并旗昌一切布置
,

均不及会商而已定
” ,

又指责
“

欲妥筹整理
,

乃彼此均不能虚心采纳
”
等等

。

糟糕的是
,

盛宣怀 想排挤唐
、

徐未成
,

自 己却在

1 88 2 年因被弹动在购买旗昌船厂时
“
扣努入己

”
和

“

侵

渔中金
”
而被迫暂离招商局

。

1 8 8 4 年
,

徐润也遭不测
,

他亏欠招商局巨款的行为东窗事发
。

徐润一向热衷于房地产买卖
,

事发之前
,

他利用管

理招商局财务之便
,

私自挪用了招商局 16 万余两巨额

款项
,

以度过他本人生意上的危机
。

偏偏这年发生了世

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经济恐慌
,

并波及到上海 ;中法两国

又发生冲突
,

法国军舰驶抵上海昊淞口
,

扬言要进攻招

商局
,

局势十分紧张
,

市民纷纷提款迁避
,

市面逮变
,

商

号店铺接踵倒闭
,

钱庄歇业
,

上海市场银根奇紧
,

形成

倒帐风潮
。

招商局的资金周转亦受到影响
,

徐润挪用公

款之事便暴露出来了
。

徐润东窗事发
,

正好给一直凯叙独掌招商局事权

的盛宣怀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机会
。

李鸿章派盛宣怀到

招商局查处整顿这件事
,

盛宣怀对此良机 自然是额首

称庆了
。

他一到招商局便乘隙大做文章
,

他不顾徐润经

营招商局 10 年来实力大增
、

赢利 10 4 万两的主要功

绩
,

而向南
、

北洋大臣报告说
:

招商局
“
根基不固

,

弊窦

滋生
,

几难收拾
”

等等
。

徐润本想以产契作为抵押
,

向亲

友多方借贷
,

将欠款照数结清
。

但要张罗齐这笔巨款是

需要时间的
,

因此他恳求盛宣怀
“

代为陈情
,

暂准宽限

期
” ,

并
“

代为乞恩… … 免其置议
” 。

然而
,

盛宣怀正是要借此机会一举将徐润逐 出招

商局
,

结果是既未等到徐润抵借款项照数结清
,

也未为

其乞恩
“
免其置议

” ,

而是根据盛宣怀个人的汇报
,

李鸿

章上奏朝廷
,

说徐润等
“
假公营私

、

驯至亏欠局款
,

实属

瞻玩
” ,

最后给予徐润革职的处分
,

令即照数抵赔亏欠

的局款
。

徐润又提出他在局 n 年间
,

仅领取薪水 2
.

5

万两
,

局中存有各项余款六
、

七十万两
,

他照章可提取

二成花红
,

但从未有所沾润
,

而其他会办历年所撮的潜

佣
、

水脚余利等均不在少数
,

据此亏欠局款之数可否酌

让
。

他的这个请求也遭到断然拒绝
。

这段时间里
,

唐廷枢恰好出国考察局务
、

船务
,

在

欧洲各国游历
,

无法替徐润开脱罪责
。

徐润在朝中又没

有强有力的靠山
,

无人庇护
,

盛宣怀又落井下石
,

他不

仅被革除了招商局会办
、

开平矿务局会办的职务
,

而且

财产方面也损失惨重
。

盛宣怀将徐润逐出招商局以后仍不放心
,

还想彻

底搞垮他以绝后患
。

徐润在十六铺一带黄金地段置有

两处地产
,

共有六
、

七亩
,

均 已建筑房屋
,

每年可租银

3 4 00 余两
。

盛宣怀担心徐润 日后东山再起
,

会在这里

设置码头
、

购置船只
,

重操航运业与他竞争
,

便借此机

会
,

采用强硬手段迫使徐润将这两段地产卖给招商局
,

并且将价格压至最低
,

只付价银 1
.

6 万两
,

而该产业的

5 5



历史与人物

实际价值达四
、

五万两
。

后经好友活动
,

补付价银 1 万

两
。

徐润被革去招商局会办之职后
,

唐廷枢仍是招商

局的总办
,

盛宣怀又通过李鸿章借故将唐廷枢调离招

商局
,

北上专营开平矿务局
。

唐廷枢干 1 8 8 5 年春夏间

离局
,

盛宣怀 8 月份就当上了多年梦想的督办职位
。

到 1 8 9 1 年
,

徐润抵赔给招商局的股票和房地产
,

赎的赎
,

卖的卖
,

亏欠局款一案了结
,

并获准解除
“

参

革
” 。

不久名为招商局会办实为总办的马建忠因故离开

招商局
,

有人便极力向盛宣怀提议让徐润担任总办
,

认

为总办一职非徐莫属
。

但盛宣怀岂能容得徐润东山再

起
,

断然拒绝道
:

我和徐润
“
两人不能再合

”
。

1 901 年李鸿章病逝
,

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

大臣
。

为发展自己的实力而谋求财源
,

他看中了盛所控

制和经营的洋务企业
,

尤其是赢利稳操胜券的轮船招

商局和电报局
,

于是便依仗权力从盛宣怀手中接管了

电报局和招商局
。

盛直
.
`

’ 一 `
力抵制

,

并在招商局保存了

很大的势力
。

1 9 0 3 年
,

袁世凯委派离开招商局已经有

2 0 年之久的徐润重新担任会办一职
。

1 9 0 6 年原招商局

总办杨士琼调京
,

袁世凯又委任徐润代理总办
。

袁世凯

的 目的
,

是想通过徐润从盛宣怀手中夺取对招商局的

控制权
,

徐润也很想替袁世凯出力
,

任职期 间
,

他积极

筹划添置轮船
,

添建和翻造栈房等等
。

但是袁世凯并不

信任他
,

不久他便遭到袁世凯的怀疑
,

最终于 1 9 0 7 年

被解除代理总办的职务
。

此后数年间
,

怀才不遇的徐润

一直赋闲在家
。

1 9 1 1 年 2 月 9 日
,

卧病在床一年有余

的徐润在上海的寓所去世
,

终年 74 岁
。

徐润在中国工商界闯荡几十年
,

其经历既十分丰

富
,

又充满坎坷
。

徐润是中国近代私人企业的首创者之

一
。

他早年曾在各处创办许多茶号
,

经营各种农副产

品 ; 70 年代初
,

他在上海创办同文书局
;
20 世纪初

,

他

在上海创办景纶衫袜厂
,

这是中国最早的近代私人企

业之一
,

该厂在民国初年还一直由徐润的子孙经营
。

徐

润还是洋务运动的马前卒
。

他应李鸿章之邀创办上海

轮船招商局
,

并为招商局的早期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
在

招商局任职期间
,

他还先后创办并经营了池州煤矿
、

永

平煤矿
、

开平煤矿等
,

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作了了很大的贡献
。

从徐润起伏跌宕的一生中
,

我们可

以看出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艰辛历程
。

1 9 3 1 年 2 月 7 日深夜
,

上海龙华的国民党淞沪警

备司令部附近的荒野里响起了口号声和枪声
,

倒在血

泊中的革命青年里就有
“

左联五烈士
”
之一

、

21 岁的诗

人殷夫
。

1 9 9 1 年 2 月 8 日早晨 8 时
,

台北三军总医院里一

位 96 岁老人病逝
,

他是国民党前国防大学校长徐培根

上将
。

徐培根正是殷夫的同胞大哥
,

兄弟俩以不同的方

式走完了人生之路
,

而他俩相隔 60 年的卒时月 日却是

如此的接近
,

令人匪夷所思
。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

殷夫的大哥徐培根的经历

曾被列为
“
禁区

” ,

现根据已有的资料
,

试叙之
。

陈独秀是他的史地老师

清光绪二十一年 ( 1 8 9 5) 十月初九
,

浙江省象山县

东乡大徐村里有一个男孩呱呱坠地
,

全家上下都好生

欢喜
,

因为在这之前已有一个女孩 (徐祝三 )
。

男孩取名

徐芝庭 (徐培根 )
,

以后又有一个妹妹 (徐素云 )
,

三个弟

弟
。

他们兄弟四人以芝
、

兰
、

松
、

柏为序命名
,

殷夫 (徐柏

庭 )最小
。

徐培根的父亲 叫徐孔甫
,

饱读四书五经
、

唐诗宋

词
,

但出身寒门
,

未能跻身仕途
。

干是他另治医学
,

擅长

妇科
、

儿科
,

颇有良医名声
。

他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
,

于是天资聪敏的徐培根进入全县最高学府— 象山县

立高等小学
。

毕业时
,

他获得全校第一届毕业生中品学

兼优的第一名
。

当时入学者年龄相差甚大
,

毕业时平均

十八九岁
,

而徐培根跨出校门年仅 14 岁
,

足见他当时

才华过人
,

成为该校的学生楷模
。

随后他考入宁波师

范
,

然而未读完一学期
,

便弃学从军
,

考入杭州陆军小

学
,

成为他的人生一个转折点
。

设于各省省会的陆军小学 (前身武备学堂 )
,

自光

绪三十二年 ( 1 906 )开始
,

共招了六期
。

招生对象是高等

小学毕业生
,

14 岁至 25 岁青年
,

各省名额 80 名至 1 20

名不等
。

学制三年
,

教育内容
:

修身
、

经
、

史
、

地
、

国文
、

法

制
、

外国语文
、

博物
、

数
、

理
、

化等
,

另外还要学习军事学

科内容
:

步兵操典
、

射击教范
、

阵中勤务
、

弹道学等
。

徐

培根在校时间应是 1 9 0 9 年底或 1 9 10 初到 1 9 n 年
,

这

期间学校来了一位以后赫赫有名的
“

五四总司令
”

—
陈独秀

。

1 9 0 9 年底
,

陈独秀从东北南下杭州
,

与高君曼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