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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振甫商海浮沉录》

内容概要

三00五年一月三日，当八十八岁高龄的辜振甫先生在台北溘然长逝。 
    也在这一天，大陆海协会致电台湾海基会，对辜振甫的不幸病逝表示了深切哀悼。 
    辜振甫是何许人也？他的病逝为何惊动祖国大陆？ 
    一九九三年以前，辜振甫在台湾早已遐迩闻名，然而在祖国大陆还鲜为人知。许多关注台湾商界的
人士，只知道辜振甫是一位善于经营、精于理财的企业界大亨，至于他如何成为威震台岛的大企业家
却所知甚少。事实上，辜振甫生前亲手创办了市值超过一点二万亿台币的和信企业集团，名列台湾商
界前茅。一九九0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将辜振甫列为全球一百八十一个总资产超过千亿美元的富
豪之一。辜振甫在商海搏击的同时，还担任了海峡两岸关注的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因“汪辜
会谈”而成为重要的历史人物。 
    新加坡《星岛日报》对辜振甫曾做过如下报道： 
    辜振甫在许久以前还不为更多人所稔知。除了台湾商界几乎很少有人知道辜振甫原来是台湾最杰出
的巨商之一。 有人称辜振甫为“红顶商人”，绝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是因为辜振甫不仅仅是台湾早期
最有势力钓五大家族之一，他的总额超过一点二万亿的巨额资产，还有辜振甫作为台湾和信集团董事
长及国民党“中常委”的特殊身份，都使人有理由认为辜振甫不仅具有雄厚的财力与其他人所无法相
比的威望，而且他也是深受蒋介石、蒋经国等青睐的商界要人。 
    还有人称辜振甫是台湾商界的“龙头老大”，政界的“不倒翁”。辜振甫为什么能够在波谲云诡的
台湾商海崭露头角，又立于政坛左右逢源呢？除辜振甫具有非凡经商才能之外，也与他特有的身份不
无关系。这就是：辜振甫从历史上就与政界有过渊源。例如历史上有名的思想家严复、宣统皇帝的老
师陈宝琛、民国学究辜鸿铭以及实业家盛宣怀等人，均与台湾的辜振甫有某种姻缘关系。特别是辜振
甫以其特有的身份置身在台湾政商两家，他与当年红遍神州的晓清巨商胡雪岩相比，亦不相上下。所
以人称辜振甫是“红顶商人”是不为过的。 
    为让读者进一步了解台湾商海中的龙头老大、“汪辜会谈”中台湾民间使者辜振甫其人，就让我们
追本溯源，从辜氏家族与辜振甫的经商发迹写起，以便从辜振甫在台湾波谲云诡的商海长达半个多世
纪的浮沉中，一窥他奋发向上、挺身进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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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经商不可没靠山    一九五四年的台湾之夏，无雨而干热。    辜振甫坐在书房中，呆望着父亲的那
帧遗像出神。    “五哥，你以为懂得了经商之道就可以经好商吗，那你就是大错而特错了，辜振甫自
从随辜伟甫由香港回到台北后，眨眼就是半年过去了，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几乎无心去过问家族
事务。有关股票的生意，还是由姚铁震代为管理，辜伟甫在香港和回台以后对他说的那些话，几乎改
变了辜振甫从青年时期养成的老实经商的作风。辜振甫直到听了六弟的开导之言，才有恍然大悟之感
。辜伟甫虽然年轻，可是说出来的话却颇有见地，“任何一个商人如果想做好生意，仅有灵活的头脑
是不够的，必须要与官家结成好朋友，那才能一顺百顺，生意兴隆，财源不竭！可是五哥你这样聪明
的人，居然到现在还不懂这个浅显的道理，我的天，你现在居然敢和官家做起对来了，你这不是在与
自己过不去吗？”    辜振甫回家以后，老是在想着六弟的这番发自肺腑的忠告。六弟的话其实也不是
什么新的立意了，早在父亲在世的时候，辜振甫就曾经不止一次听到过他老人家类似的开导，只不过
并没有重视罢了。    “公亮，我们辜氏家族为何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在台湾发展起丰厚的产业，也许你
以为全是我经商的本事所致，那你就大错而特错了！”辜振甫记得那年是在鹿港小镇过春节，在祭祖
的时候，辜显荣面对着点燃无数红蜡烛的佛堂，对跪在佛龛下的辜振甫说了一番在当时他还无法理解
的话，“咱们从祖宗那一辈上就没有发过大财，从福建省来到鹿港时也不过是个寻常百姓，哪里想到
有一天会发达到今天的地步，其实，这全是我依赖官家支持的结果！”    “哦？您不是反对官家吗？
”辜振甫困惑地望着慈爱的父亲。    “反对官家？那是指为了经商的需要为了利益就必须要做一些抗
争，可是一个商人如果反对政府，那他还能做好生意吗？”辜显荣信手将几只烛火挑亮，说道，“孩
子，经商的学问之所以深，有人说经一辈子商，学一辈子经商之道，就是指必须要学好经商之外的那
本经啊！”    辜振甫仿佛在听一个从未听过的神话。    “孩子，如果将来有一天你也学着经商，我劝
你也要设法与官家结交。”辜显荣说出来的话让年幼的儿子听来吃惊，但他还是决定把一辈子经商中
所学得的经验都告诉给儿子，“商人如果怕官，或者说你对官员们敬而远之，那你就一事无成，当然
就更不要想有大的造就了。公亮，其实我早在一九一五年就悟出这个道理了！”    “哦？”辜振甫从
佛龛前的那只绣花软垫上站了起来，随着父亲向佛堂外走去。    “那时我第一次去了北京，段祺瑞正
在执政，他的北洋政府为了笼络一些实业人物，就把一个实业顾问的头衔给了我。自然，我辜某人也
会投桃报李的。当时为了让台资进入大陆，我亲自去了一趟山西，还在张家口见到了冯玉祥将军。孩
子，你知道冯玉祥吗，他可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人物啊，连蒋介石也不敢小看他的，可是这个冯将
军不但接见了我，还让我为台湾商人进入大陆经商做一个榜样呢！”    “是吗？”辜振甫随父亲沿着
一条曲折小径向后院的书房走去，他神情专注地倾听着父亲的叙述，俨然是在听一个神奇的故事。    
“后来我在经商之余不断研究如何结交官员，其实那些官员虽然从表面上看一个个道貌岸然，其实他
们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奢告诉儿子说，“有的时候，一个商人为了做好生意，就不得不去做并不情愿
的事。那年陈铭枢和李济深在福建发动兵变反对蒋介石，闹得很凶，蒋介石虽然派了那么多的说客前
去福州游说，可是都没有见效。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东京方面派小野尊等人设法找到我，因为他们知
道我和陈铭枢都是福建同乡，所以日本人愿意出三百万日元去收买陈铭枢。可就在这时候，蒋介石也
知道在台湾有个叫辜显荣的商人，所以他派一位秘书长亲自从南京飞到台北来见我。蒋先生要我利用
这种关系，不让陈铭枢和李济深为日人所收买。当时，我就去了福建。”    辜振甫静静地听着，父亲
为他描绘了一幅闻之色变的图画：一个台湾商人只身来到重兵把守的福州，将在刀林剑树之中去经受
一个商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险境，辜振甫的心顿时收紧了。    “后来怎么样呢？”    “当然是化险为
夷了！哈哈，孩子，商人有时去做与商人的身份完全不同的事情，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辜显荣说
，“我到福州见了陈铭枢，痛陈了兵变的后果，李济深将军也同意我的观点，所以，陈铭枢与蒋介石
之间的这场内争，很快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哈哈，这就是我这个商人参政的经历，孩子，你没有想到
，商人有时也会经历那些政治家都没有经历过的惊险斗争吧？”    辜振甫正在想着往事，房门外忽然
传来一阵笃笃的皮鞋声，一个窈窕的女人身影款步走了进来，正是他的娇妻严倬云。辜振甫从沉思中
回过神来，只见严倬云甜甜地一笑，说：“公亮，明勋他们早已经到了，你怎么还一个人在这里胡思
乱想啊？”    “啊，明勋到了！”辜振甫直到这时才想起，原来今天严倬云为了让他的事业有个转机
，特意在家里安排了家宴，宴请妹夫叶明勋。辜振甫急忙站起身来，随着严倬云走出门去。                     
      P171-P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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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孩童起学唱京剧，最爱“空城计”；少年时背负汉奸骂名，既惑且累。二十风华承父业，无心从
商，东洋求学却做“打工仔”。学成归来发妻芳容当然病魔夺英年，悲中暗誓重振家族产业终如愿。
沉浮商海无心恋官场，收获新爱情相守终身。晚来名节高耀，“汪辜会谈”力推两岸和平享“民间大
使”美誉。传奇一生垂而不朽。    长久以来，台海风云变幻，风云人物层出不穷。1993年起，一个好
听的名字走进大陆公众的视线，一个陌生的人物形象频频出现在大陆的电视、报纸上。那个名字和那
个人就是辜振甫。     因为“汪辜会谈”，使海峡两岸关系出现曙光；因为“汪辜会谈”的历史意义，
使辜振甫成为大陆媒体和大众关注的焦点。从1993年狮城新加坡见证“汪辜会谈”，到2005年初辜振
甫先生辞世，12年间，辜振甫在大陆人眼里的印象就是改善海峡两岸关系的"民间大使"和"政治人物"。
至于辜振甫及其家族的背景和他传奇的人生，可谓鲜为人知。     登录“无所不知”的互联网查询，关
于“辜振甫”的条目上万，内容却是重重复复，来来回回就那么些文字，体现了互联网层层叠叠的泡
沫。你能知道的辜振甫就是片言只字。有人到书店里寻觅，失望而归：找不到辜振甫完整的人生记录
。他们不知道，大陆还没批准出版过任何辜振甫的传记。     好在，大陆的传记作家有心，早早着手辜
振甫的研究和写作。当辜振甫谢世时，马上脱稿，橄榄枝抛向了孔夫子的故乡。接过橄榄枝的山东友
谊出版社，把书稿定名为《辜振甫商海浮沉录》，并快速上报有关部门，经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审
稿并请作者和出版社反复修改后，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出版。7月下旬，这本被称为大陆第一本
辜振甫传记的书终于出世，在全国各地书店与广大读者见面。     辜振甫名扬台湾是因了他在商海的闯
荡和成功，被称为"红顶商人"。而他在商界的传奇故事却不为大陆公众所知。如此，山东友谊出版社
把书名定位在"辜振甫商海浮沉"是明智的，满足了读者阅读的心理需求。     辜振甫的家庭背景显然不
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父亲有"汉奸"骂名，又是商贾巨头，给少儿时代的辜振甫背负着沉重的心理
枷锁。他在复杂的"恨父怨父爱父"中，继承辜家大部分产业，并东渡扶桑求学，期间，隐藏富豪子弟
身份，做一个普通的打工仔，对他成就日后辉煌的事业起了锻炼和铺垫的作用。他在母亲支持下，完
成了"走出父亲阴影"的人生转变。重返台湾后，致力于重振辜家产业，团结和使用身边的优秀人才，
最终把辜氏集团的事业做到极致：规模和财力居台岛企业前5名。     仪表堂堂、身材高大的辜振甫，
在搏击商界春风得意时，同样早早收获甜蜜的爱情。严家女子芳心为辜"俘获"，两情恩爱相扶，共步
漫漫人生路，白头偕老，堪称楷模。《辜振甫商海浮沉录》，向读者细腻描绘了辜振甫的爱情故事。
因为爱的芬芳，使辜振甫纵横商场，如鱼得水，功成名遂。     同样，骨子里不愿做官的辜振甫，还是
官场中人，他的得意和失意都在官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转眼间，辜振甫先生离世已有半载。有人
说，辜先生在九泉下也是面带笑容的。因为这位一生痴迷京剧的商界名流，生前把自己的人生演绎得
完美非常：商场、情场、官场，场场如意，场场精彩。而如此幸福者，少之又少。     翻开《辜振甫商
海浮沉录》，仅目录的章节就已扣人心弦：     少年时的噩梦；早熟的商家子弟；二十岁，七家产业；
台湾来的"打工仔"；要学业，还是要产业；高才生缘何屈尊人下；"走麦城"；逃亡前夜；香江艳遇；囹
圄之灾；情定雾峰山；"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泪"；改弦更张；"经商不可没靠山"；日内瓦湖畔得初次
亮相；接力棒交给谁；薪火相传；蒋氏父子倚重的"红顶商人"；七十寿辰展望"和信"；显赫总有淡出时
；"民间大使"；孤寂的背影。⋯⋯等等。     《辜振甫商海浮沉录》一书，还配有数十幅辜振甫生前各
个时期的照片，其人风采尽在眼帘。这本书的出版，既是对辜振甫先生去世的怀念，也是给已经进入
或即将投身商海的人们提供一份可资借鉴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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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孩童起学唱京剧，最爱“空城计”；少年时背负汉奸骂名，既惑且累。二十风华承父业，无心从商，
东洋求学却做“打工仔”。学成归来发妻芳容当然病魔夺英年，悲中暗誓重振家族产业终如愿。沉浮
商海无心恋官场，收获新爱情相守终身。晚来名节高耀，“汪辜会谈”力推两岸和平享“民间大使”
美誉。传奇一生垂而不朽。他就是蒋氏父倚重的“红顶商人”——辜振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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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献媚的一本书
辜老倒是很让人佩服的
2、对于辜老的关注，可能是同姓的缘故。抱着一种敬仰的心情拜读全书，爱慕之心犹切！对于我们
这代浮躁的年轻人来说，可以让自己返璞归真，走得更加踏实、长远。
3、富二代的传奇。不平凡人的平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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