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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靖基的武康路时光追寻
●▲● 周边漫步刘靖基1902年生于江

苏常州，从普通的纺织厂
职员成长为棉纺织行业的
代表人物，是我国民族工
商业者的杰出代表、著名
爱国人士和社会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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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实业救国
刘靖基16岁时经人介绍到

上海，入宝兴长总号当练习生。

因为长期生活在旧社会的上海

滩，刘靖基立志要实业救国。

1930年，他与族侄刘国钧合作

投资，在常州创办大成纺织染

公司，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生意

做得有声有色。1934年，大成

生产出国产灯芯绒，成为民族

棉纺织工业中最早生产此类产

品的厂家。因两位老板加惠工

人，大成从未发生过工潮，社会

声誉极佳。1937年日军侵占常

州，大成被炸毁。一年之后，刘

靖基与刘国钧将重心移向上

海，创办安达纱厂，厂址选在铜

仁路中华书局印刷厂原来的厂

房，员工、设备都从常州转到上

海。当时安达纱厂生产的“飞

虎牌”棉纱，质量上乘，远销海

内外。抗战胜利后，刘靖基为

民营纱厂税收和棉花联合采购

等问题谏言，受到同业拥戴，成

为棉纺织行业的代表人物。

上海解放后，刘靖基积极

建言献策，更用行动支持建

设。1950年2月6日，上海遭到

轰炸，各行各业被迫停产，刘靖

基紧急从国外调回20万美元恢

复生产。后来，他又把当时存

放在香港的设备、物资和外汇，

陆续调回；把在瑞士定购的新

机器设备全部运沪安装，前后

共计66万美元；在浦东北蔡建

造安达纱厂新厂。

1954年，安达、大丰两个企

业经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批

准成为公私合营企业，刘靖基

表示公私合营不能只算经济

账，“我们与国家不是买卖关

系，我是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

和人民的命运连在一起了。”

创办爱建公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刘靖基的工作重点转到上海市

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工作上。

他积极响应邓小平“钱要用起

来，人要用起来”的号召，联合

1000多位海内外工商界人士，

集资创办改革开放后中国首家

民营企业——上海市工商界

爱国建设公司。1979年9月

22日，爱建公司成立，刘靖基

出任董事长和总经理。公司

筹备时间只有4个月，按预定

计划，集资目标是人民币5000

万元，而实际认款额为5300万

元，后来又增加到5720万元。

爱建公司以“拾遗补阙”为经营

理念，通过投资自办、合办等形

式在沪创办了百余家中小型

工商企业，横跨上百个行业。

工作期间，刘靖基强调要尊重

人才，尊重知识，以长远的战

略来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中

青年干部，使爱建实业后继有

人，蓬勃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刘靖

基一家住在武康路99号。喜爱

收藏书画的刘靖基经常在这里

接待重要宾客，还利用他的珍

贵书画藏品传播传统文化，开

展“书画外交”。武康路99号建

于1928年，假三层砖木结构，平

面略呈L形，中间凸出门廊，二

层为阳台，立镂花栏杆。右侧

坡檐至二层，陡坡屋面，开双坡

老虎窗。外墙为白色水泥拉毛

墙面，露红色木构架，上有齿形

装饰，砖砌锯齿平面状烟囱，局

部墙体转角及

北立面窗框处

均有红砖砌筑

屋角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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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康大楼
地址：淮海中路    号

建筑为八层钢筋混凝

土结构，平面依楔状地形布

置，楼身狭长似船。前部为

骑楼，骑楼形式为连续券

廊。立面作横三段划分，第

一、二层处理成基座，连续

半圆券廊，水泥仿石墙面。

三层挑出长阳台，四至七

层挑出小阳台。顶层由连

续的挑出阳台和女儿墙构

成双重檐部水平线脚。

武康路   号住宅

建于1928年，东南建

筑公司设计，新古典主义

风格花园住宅。建筑为三

层砖混结构，清水红砖外

墙，人字坡红瓦屋顶。主

立面三段式划分，左右结

构布局完全对称，装饰采

用欧洲古典元素。南面底

层为塔斯干柱廊，二层内

阳台为简化的爱奥尼克券

柱结构，建筑主入口门楣

也具巴洛克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