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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银行是天津“北四行”中比

较特殊的一家银行。从发起人

角度来说，中南银行是一家南洋侨商

资本发起建立的银行，与东南亚侨商

的关系甚为密切。20世纪20年代初

期，我国在东南亚一带的华侨苦心经

营，逐渐累积了巨额资本，在东南亚

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侨

商资本与国内联系日益紧密，侨商资

本的发展与国内经济、贸易、外汇市

场的发展息息相关，迫切需要建立相

应的金融体系以服务于侨商，扩大侨

商与国内经济的交往与互通，同时也

可以借助侨商资本的力量，为国内金

融发展和经济建设提供助力。正是在

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中南银行应运

而生，且由于其侨商资本的雄厚背

景，中南银行获得了当时政府的特别

关照，为其业务扩张提供了条件。

《中南银行招股宣言》（1921 年 6

月）中阐述了中南银行成立的初衷：“同

人等深以吾国凡百实业诸待发展，海

通以来，欧美银行业随进口货物络绎

输入各通商口岸，而环顾南洋诸岛，

英、荷、法、美各属地之华侨大资本

家携资回国，于国内经济社会上造成

伟大事业者，迺不免有瞠乎人后之感

也。爰是原南洋华侨资本家与祖国经

济社会之联络计，辄拟在沪上首创一

比较的资本稍厚之银行为之嚆矢……

将来成绩佳良，如操左券质言之固，

不独本银行之幸，亦我中华民国国民

个人经济、社会经济、国家经济相互

发达之大幸也。群策群力趋事赴功，

同人等实无任馨香，祷祝之至。”在《招

股宣言》后面所列的“名誉赞成员”中，

钱新之、陈光甫等金融界巨擘，黄炎

培等政治界翘楚，陈嘉庚等侨界领袖，

赫然在列。

中南银行创办人黄奕住，福建南

安县人，印度尼西亚侨商，糖业巨商，

人称“南洋糖王”，于 1919 年归国考

察，认为“我国幅员辽阔，未开辟之

利甚多……我侨商眷念祖国，极思联

袂来归，举办实业。待实业致举办，

必持资金为转输，而转输之枢纽，要

以银行为首务”。在此前后，《申报》

馆主史量才出国访问，在雅加达遇到

黄奕住，此时黄奕住正因为荷兰殖民

政府要向印尼华商征收“战时所得税”

而决定回国办银行。黄奕住与史量才

（后来也是中南银行发起人，并担任

董事）一见如故，于是将自己试图回

国创办银行的想法告知史量才，并委

托史量才为其物色管理银行的合适人

选。史量才通过上海溥益纱厂的老板

徐静仁（后为中南银行监事）接触了

刚刚从交通银行辞职赋闲在家的胡笔

江，于是一拍即合。胡笔江遂利用自

己在金融界多年累积的人脉为银行的

创办奔走筹划，黄奕住与胡笔江商定

此方便侨商之商业银行名为“中南银

行”，取“中国与南洋侨商互相联络”

之义，黄奕住任首任董事长，胡笔江

任首任总经理。胡笔江为京津分行的

成立，为中南银行获得发钞权，为早

期中南银行业务的拓展作出了很大的

贡献。

中南银行由于有侨商巨资的支

持，其资本实力比较雄厚。《中南银行

发起人关于呈请准予创立银行致财政

部公函》（1921 年 6 月）写道：“然我

侨商既抱定爱国为前提，本不以外国

阻扰之方面稍夺其志。奕住等于上年

十月间归国发起创办中南银行有限公

司，在上海英租界汉口路先设总行，

资本总额定以2000万元，每股100元，

都 20 万股，先收四分之一，合 500 万

元。”黄奕住还不失时机地向北洋政

府币制局提出希望获得发钞许可的请

求，并说明给予中南银行发钞权的利

益所在：“伏查银行发行兑换券一项，

推其作用不外节省现金，扩充通货，

而在国内之本国特种银行、外资银行

及中外合资之各银行，多享有发行之

权。今若多一发行之本国银行，则一

方面可减外券发行之力，一方可增内

国经济之资，洵一举而两得焉。奕住

等为中国人民，诚不必引外资为例，

妄有请求。然各内国特种银行及外资

银行尚蒙许可，则奕住等挈其资产，

对于祖国实业前途抱无穷之志愿，悉

属政府积久之心，期宜若可以。仰邀

钧鉴体念下忱，准予中南银行发行兑

换券，以示优异。至于他日币制统一，

则国家法令自当敬谨遵行。”币制局以

很快的速度批准了中南银行希获发钞

权的请求，在《币制局关于准予中南

银行发行纸币批文》（1921 年 7 月 11

日）中说：“查新设银行发行纸币前经

禁止有案，本难照准，惟念该侨商等

久羁国外不忘祖国，筹集巨资创办中

中

时代风浪中的中南银行（上）
■ 王丹莉  王曙光



广
角

G
U

A
N

G
JIA

O

主
持
人
：
张  

蕾

jrb
l2011@

163.co
m

26 27

文  化

南银行，于流通金融及发展实业前途

均有裨益，并殊堪嘉尚。本局为鼓励

侨商回国经营实业起见，姑予格外通

融暂准发行，俟将来政府定有统一纸

币条例颁布后，该行仍应遵守以重币

政。”应该说，当时北洋政府对于这个

以侨商资本为主的银行，极尽优待扶

持之能事，这与胡笔江等长期在交通

银行和金融界积累的人脉以及他在北

洋政府的积极游说活动不无关系。

中南银行成立后，在业务上获得

了较大的发展。在北方，胡笔江利用

在金融界和政界的关系而大力吸收京

津等地北方军阀富商的存款；在南方，

中南银行的上海总部、厦门、香港、

广州、汉口、南京等分行的业务也迅

速扩张，吸收大量的华侨游资，增强

了存款实力，其分支机构网络也在短

时间布局完毕。1924 年之后中南银行

又几次扩充资本。《中南银行天津分行

检查报告》（1951 年）之《中南银行

简史》中简略记录了中南银行的发展

历程：“中南银行创立于 1921 年，发

起人为南洋华侨黄奕住，当时任用胡

笔江为总经理，设总行于上海。并陆

续在天津、北京、汉口、厦门、南京、

苏州、杭州、香港等处设立分支行。

资本总额定为银元 2000 万元，开办时

收足 500 万元，1924 年增资 250 万元，

共计 750 万元，后即改以此数为资本

总额。1946 年改为法币 3000 万元。

解放后改为人民币 38600 万元，另有

港行资本港币 40 万元。大股东均系黄

氏后人，约占股份总额四分之三。该

行创办时董事长为黄奕住，黄于 1946

年病故，由徐静仁继任，徐病故后由

黄浴沂继任，黄辞职由黄钦书继任，

以迄于今。首任总经理为胡笔江，协

理黄浴沂。1938 年胡身故，黄浴沂任

总经理，王孟钟任副总经理（胡笔江

与王孟钟系交通银行老同事）。”

1951 年的这份带有当时浓厚的时

代背景的检查报告，对中南银行三十

年的经营虽有所肯定，但总体上评价

不高。虽然囿于当时的政治情势，对

中南银行的评价可能未尽允当，但也

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中南银行经营管理

中致命的弊端，戳中了其在用人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的要害。该报告说：“该

行创设缘由传为南洋一带侨商鉴于每

年汇回本国款项为数颇巨，一向为外

商银行垄断，饱受剥削，乃由侨商黄

奕住等发起创立，亦是中国民族资产

阶级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压迫的一种表

现。惟以资本家自有自私自利之腐朽

本质，并任用王孟钟、张重威等奸商，

盲目经营，中饱自肥，非仅对华侨未

起若何作用，反将国内资金大量逃避

于国外。”

正当中南银行创办初期事业迅猛

发展的时期，发生了一件对中南银行

影响甚大乃至对当时民国金融界影响

甚大的事件，这就是“协和倒账案”。

这一案件几乎酿成了一次较大的金融

危机。《民国十六年天津分行营业报告

书》中这样描述民国十六年（1927 年）

之危机：“（十六年）下半期开始以来

骤然发生协和贸易公司倒闭之事，中

元实业银行及华茂、中法、远东三银

行之华账房相继牵连搁浅，同业所受

损失不堪缕指，市面恐慌情形难以言

宣……十月中旬又发生志成银号倒闭

之事，连带停业者亦有数家，一时风

潮澎湃，各业交易往还尽失常态。自

七月至十月此数月中，本埠金融恐慌

实为之前未有之现象，津行幸赖向来

资力雄厚声誉昭彰，纵经骇浪之危，

获保金堤之固，惟营业方面自不得不

竭力收束，下半期盈余顿形减少。”天

津协和贸易公司由当时留美归国的祁

乃奚创办，经营进出口贸易，与各商

业均有很多业务往来。协和贸易公司

以空头仓库栈单作为抵押向商业银行

借款，各行则大多没有对这些抵押物

的真实性进行充分的调研，就盲目对

协和贸易公司放款。结果协和贸易公

司因巨额亏损宣布破产之后，各银行

受其牵连甚大，其中损失最大的当属

中南银行天津分行。在此次协和倒账

危机中，中南银行天津分行损失高达

200 多万元，而其自有资本仅有 150

万元，幸赖上海总行和各地支行的协

助才渡过灾劫，中南银行为消解此次

危机用了大概三四年时间，直到 1931

年左右才彻底渡过危机。中南银行天

津分行的巨额亏损，其根源出在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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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是我国史书对古波斯帕提亚王朝（公元前 247

年～公元 226 年）的称呼。它是古典世界的四大帝国（罗

马、安息、贵霜和汉朝）之一。公元前 247 年，帕勒—达

依人的部落领袖阿萨克斯（Arsaces，约前 247 年～前 211

年在位）取代了刚从塞琉古王朝独立不久的安德拉戈拉斯

（Andragoras），建立帕提亚王朝。公元前 2世纪初，塞琉古

王朝在罗马打击下日薄西山，帕提亚却日渐强盛，米特拉

达特斯一世（Mithradates I，公元前 171 年～公元前 138 年

在位）统治时期，帕提亚先后击败了东部巴克特里亚和西

边的塞琉古，他的继承者弗拉特斯二世（Fraates II，公元前

138 年～公元前 128 年在位）将塞琉古王国的大部分领土，

包括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在内，都纳入帝国版图。

自此，帕提亚帝国的疆域大致确定，东抵巴克特里亚，西

达幼发拉底河，北到里海，南濒波斯湾，成为雄踞西亚、

中亚的大帝国。

公元前 128 年，张骞通西域到达安息时，正值王朝的

鼎盛时期。《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安息在大月氏西可

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

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

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除了安息的一些基本

情况外，史书中还专门有关于此地货币的记载：“以银为钱，

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意即安息使用的银

钱，正面为国王的头像，国王死后钱币也跟着换，还是以

国王头像作为图案。司马迁是张骞同时代的人物，《史记》

中关于西域的记载主要来自于张骞。

东汉班固的《汉书·西域传》中，也有关于安息差不

古史上的钱币疑云

分行经理王孟钟身上。王孟钟是胡笔

江的亲信，此人交游广泛，好投机，

协和贸易公司的祁乃奚即利用其弱点

设下假仓库抵押栈单的骗局，王孟钟

并未进行详细核查即一再向其大量放

款，致使事发之后中南银行天津分行

损失惨重，全部存款拿来都填不了亏

空。而天津分行这份营业报告，对自

己在协和贸易公司业务往来中的严重

失察行为轻描淡写，对招致的巨额损

失全然没有检讨悔过之意，令人颇感

惊诧。由此也可以看出，1951 年的那

份《中南银行天津分行检查报告》所

说不虚，对中南银行的批评真可谓一

针见血。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大陆

银行表现最佳。大陆银行谈荔孙在觉

察协和贸易公司的抵押仓库栈单可能

有问题之后，就即刻事先追回贷款。

而其他银行如金城、盐业等都不同程

度地遭受了较大的损失。

中南在四行联营中占有特殊的地

位。第一，出资最多。1921 年中南、

盐业、金城成立“联合营业事务所”时，

在 200 万元联营资金中，中南出资 100

万元，盐业和金城各出资 50 万元。第

二，四行中唯有中南银行拥有货币发行

权。但是当时中南银行刚刚成立不久，

信用还不是很坚固，与交通银行等国

有背景的银行无法相比。因此，当盐

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从海外游历归来

在上海与胡笔江会见时，乃向胡笔江

提出联营战略，即中南、金城、盐业（以

及后来加入的大陆银行）联合起来作

为中南银行发行钞票的后盾，以增强

中南银行的信用；同时，几家银行借

助中南银行的发钞权，也可以相互扶

持，相互受益。这一提议得到胡笔江

的极大赞同。中南银行于 1922 年与金

城、大陆、盐业等筹组四行准备库，

以现金准备六成，公债准备四成发行

纸币。津区共发行 1256.8 万元，其中

中南津行 421 万元，占三分之一左右，

至 1935 年政府才取消中南的货币发行

权，移交交通银行接管。由于四行准

备库为中南银行发行钞票提供了充足

的准备金，因此中南银行发行之钞票

一直信用卓著，在频发的挤兑风潮中

一直保持稳定，发行量居全国第三位。

中南银行被称为民国时期八大发行商

业银行之一，其发行的“五族妇女图”

钞票非常有特色，素为收藏家所关注。

□

（王丹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

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曙光为北京

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丁骋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