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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甫传稿》

内容概要

《陈光甫传稿》主要内容：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对外关系上，1894年
的中日战争以《马关条约》而告终，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20世纪刚刚来临，八国联军、《辛丑
条约》又使中国陷入更深的民族危机之中；政治上，虽然清政府依然坚持封建专制统治，但改革的思
潮已在中国大地广为传布，一批批青年走向世界去探寻新的救国方法与道路，戊戌维新运动开启了思
想启蒙的先河，民主革命的潮流也已悄然兴起；经济上，机器、银行、铁路⋯⋯古老的农业社会增添
了新的经济因子，近代工商业在缓慢而顽强地成长。新的社会背景造就了一批新型的年轻人：他们既
拥有传统的中国文化背景，又掌握了西方语言、知识和技能；他们挚爱灾难深重的祖国，既具有强烈
的民族意识，又具有开放的观念、世界性的视野。他们是中国社会新的代表人物。陈光甫，就是其中
一个杰出的典范。
陈光甫（1881-1976），原名辉祖，后改名辉德，字光甫，又字行世，人们习惯称其为光甫先生，是中
国现代著名的金融家、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陈光甫先生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中国现代最大、
经营最成功的民营银行，为此他被国内外金融界人士誉为“中国的摩根”、“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
；陈光甫先生亲手创办的中国第一家近代旅行社不仅在中国旅游界独占鳌头达数十年之久，并曾跻身
于世界大旅游企业之列，因而他被誉为“中国近代旅游业的创始者”；陈光甫先后担任过江苏兼上海
财政委员会主任、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国际商会中国分会会长、上海银行工会会长、金陵大学校董
事会董事等社会职务；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他曾几度赴美借款并获得成功，因而人们又称他是一位
杰出的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由于陈光甫在社会各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蒋介石、张群等国民党要人先
后邀请他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顾问、国民政府参议员、国府委员等要职；而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
领袖则早在1940年就把陈光甫列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人物，1949年又多次力邀他北上参加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为新中华努力”。之后，陈光甫先后定居香港、台湾，继续经营其金融事业
，于1976年7月1日在台湾逝世，有《陈光甫先生言论集》等文集存世。
作为杰出的金融家、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陈光甫先生对现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这样
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多年来却很少受到大陆史学研究者的关注。为此，本传稿力图对陈光甫先生一
生的主要活动及其社会影响作一全面系统的陈述与评价，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一不该忘却的历史人物的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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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焱，长沙大学教授、湖南师范大学中近现代史博士生导师、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省旅
游学会副会长、省旅游首席专家团专家，曾出版《近代湖湘文化概论》、《中国旅游发展史》等多部
专著，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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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早年经历　　第一节从镇江到汉口　　1881年12月17日，陈光甫出生于江苏镇江一个小
商人家庭。父亲陈仲衡从事进口火油生意，母亲是位传统的持家妇女。他们共养育了8个子女，陈光
甫排行第四。幼年时的陈光甫体质很弱，经常生病，直到七八岁才渐渐学会说话。因此，父母亲并没
期望他今后能有什么大出息，只盼着这个柔弱的孩子能够平安长大。外公倒是特别钟爱他，认为自己
的外孙一定会成就一番大事业。　　陈光甫的家乡镇江位于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处，自古是一个繁华
的商业城市，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又成为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区中设立了租界。童年时的陈光
甫常常喜欢跑到英租界去游玩。租界中高大、整洁的西式建筑和街道，与城市里其他狭窄、肮脏的街
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外国人舒适、有秩序的生活和热爱体育运动的习惯，都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正是这种最初的印象，使陈光甫始终相信开放口岸对中国来说是件幸事。　　当陈光
甫12岁时，父亲陈仲衡经营的小商号已难以维持下去。经一位在汉口从事桐油贸易的堂兄介绍，原先
就略通英文的陈仲衡决定到汉口的祥源报关行去当职员。汉口是“九省通衢”、长江中游对外贸易的
中心，报关行就是为进出口商人向海关申办报税手续的机关。由于当时海关的负责人大都是外籍人员
，所以报关过程中主要使用英文。陈仲衡依凭原先的英文基础在这里站稳了脚，收入也比原先在家做
小本生意要好得多。之后，他更发现一些精通英文的买办们，工作清闲但收入却很高。为此陈仲衡考
虑：如果自己身体虚弱的儿子能熟练地掌握英语，那么今后就不会有生计问题了。于是，他很快就把
陈光甫接到了汉口也进入报关行谋职。原先在家乡镇江，小商人家的孩子大都会在十四五岁进入丝绸
店或小银行做学徒。三年学徒生活结束后，他们便结婚成家，由此度过平淡的一生，而父亲的决定，
使陈光甫离开了这个惯常的生活轨迹，从此走上了和小伙伴们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1892年的一
天，从未离开过家门的陈光甫乘船溯江而上，感受到家乡以外的广阔天地。抵达汉口后，陈光甫先进
入祥源报关行当学徒。在当时，做一个报关行的学徒是非常辛苦的：除学习和处理业务外，还要开闭
门户、打扫厅堂、端茶倒水等，从早到晚总是忙个不停，夜里也只能睡在地板上。40年后，已是著名
银行家的陈光甫在一次对青年人的谈话中，这样回忆自己的早年经历：“鄙人年幼时，亦为学徒，凡
添饭斟茶，以及早晚上卸排门之役，皆归鄙人任之。为煤栈学徒时，且须任打包之事，夜间卧于地板
之上，热天则露宿晒台，饭时常不得饱，苟不与厨役联络，则枵腹之时，欲向厨役求一饭而不可得。
”对习惯了父母爱抚、兄姊照顾的陈光甫来说，这是生活中一个很大的变化。但不管有多劳累，每天
清晨6点汉阳铁厂的汽笛声一响，他便起床读书，处理业务时更是处处用心，不懂就问，所以逐渐积
累了不少贸易、金融、信贷等方面的知识与经验，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也越来越成熟。这一时期，陈
光甫还阅读了大量中国古典名著。其中，以揭露腐败官吏、宣扬英雄主义为主题的《水浒传》和《七
侠五义》是他最喜欢的小说。大量的阅读，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陈光甫没有接受过学校基础教育
的缺陷，一些作品中扶助弱势群体、安良除暴的朴素思想，也对他今后的行为准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在父亲的安排下，陈光甫白天在报关行工作，晚上则跟着比利时人地赉学习英语。地赉曾当过
租界巡捕，在汉口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祥源报关行就是借用他的名义开办的。他的英语十分地道，教
学也挺认真，是个严格的好老师。地赉住在汉口的一栋西式楼房中，每到上课的时候，陈光甫就和其
他七八个同学一起来到这里，在油灯下跟着老师专心地学习英语。地赉的中国妻子，则不时给他们添
上茶水。由于陈光甫勤勉好学，并对英语有着一种领悟的天性，所以进步很快。虽然是从ABC开始学
起，但几年后已能用英语流利地听说读写。　　1898年，汉口海关招聘下属员工。陈光甫依凭良好的
外语基础顺利通过了考试，被录用在海关直属的汉口邮政局工作。在新的环境里．陈光甫牢记“因而
知之”、“勉而行之”的古训兢兢业业地工作，逐渐精通了业务并熟悉了邮局的各项管理制度。他对
西方企业恪守规章，用人屏弃个人关系，职位升降基于能力与表现，新进人员先加训练等管理方法十
分赞赏，并因此明白了西方人工作效率高、发展快的原因。陈光甫后来曾谈到：“这段邮政服务的经
历就像进入了一所学校，使我近距离地看到外国人和他们的做事方式，使我对新企业有了更大的兴趣
。因此，这段经历为日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立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陈光甫还深深感受到了
邮局中洋人与华人员工之间待遇的巨大差异，从而极大地刺激了他的爱国心理，这也深深地影响了他
以后的人生历程。所以后来学者们称陈光甫是通商口岸环境中培育出的新一代银行家。　　在海关邮
政局工作时期，陈光甫遇到了他的终身好友杨敦甫。由于思想观念极为相近，他们经常在一起吃饭娱
乐，一起阅读报刊文章，一起探讨工作业务。朴素的实业救国理念是联结两人最重要的纽带。十余年
后，他们共同发起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陈光甫在武汉的时候，恰好是中国的多事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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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的甲午战争、1898年的戊戌维新、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等重大事件先后发生。它们相
继对陈光甫产生了影响：甲午战争后日本在汉口设立了租界，大力扩大了在长江流域的商务活动，使
陈光甫认识到这个邻国在军事、教育等方面的长足进步；戊戌维新时期，陈光甫大量阅读梁启超在《
时务报》上的文章，对变革图强思想留下了深刻印象；《辛丑条约》则使陈光甫完全失去了对清王朝
的尊重，开始确信中国需要新的理念、新的领导。　　由于工作出色，陈光甫多次受到上司的嘉奖
。1900年，清政府决定参加1904年在美国圣路易斯举行的万国博览会，并将出展物品的征集等事项都
委托海关总税务司交各地海关承办，武汉江汉关税务司即派陈光甫负责汉口海关征集展品的登记工作
。陈光甫高兴地承接了这个委派，觉得这是个接触外部世界的好机会。但不久他就气愤地发现税务司
的一些外籍职员态度傲慢，往往歧视中国人。一天，一位英籍职员又以蛮横无理的态度对待他，他便
愤而辞职。　　辞职后，陈光甫经过考核在汉阳兵工厂担任了英文翻译。由于忠于职守，勤奋工作，
得到了该厂经理景维行的赏识。景维行见陈光甫机敏干练，诚实可信，而且长相也颇令人好感，断定
他今后一定能够有所作为，便将他选为自己的女婿。1903年，陈光甫和景维行的女儿景云芳举行了订
婚仪式。不久，景维行便利用自己和湖广总督端方的私交关系，由端方委派陈光甫为湖北省赴美参加
博览会的办事员。1904年5月，满怀对新世界的向往，陈光甫踏上了赴美的行程。　　第二节　圣路易
斯万国博览会　　1803年，美国联邦政府仅用1500万美金就收购到法国在北美的大片殖民地，这是一
片西起密西西比河、东抵洛矶山脉、北临加拿大、南至墨西哥，总计逾5．29亿英亩的广阔土地。为庆
祝获得这片领土100周年，美国投资几千万美元于1904年在圣路易斯举办了规模宏大的国际博览会。此
次博览会占地约500公顷，建筑约1500栋，会期长达7个月，参观者近2000万人次，在博览会期间还同
时举办了第三届奥运会。全世界共有60个国家接受邀请参加了圣路易斯博览会，中国也是其中之一。
　　同以前历届万国博览会相比，清政府对参加这次圣路易斯博览会显得较为重视，特别拨给了专项
经费，并委派贝子溥伦为赴会正监督。中国士商的热情也很高涨，纷纷集资购物参加。全国共有25个
省份和地区、47家公司和个人选送的1万多件物品参展。陈光甫就是湖北省参展团的成员之一。　　参
加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的经历，给年轻的陈光甫带来许多新的感受：茫茫的大海使他感受到天地的浩
渺与自身的渺小，美洲大陆展现的异国风情，又让他充分领略到世界的多彩与奇妙。万国博览会展示
的现象更引起了他的许多思考：博览会上西方先进国家送来了许多既新奇又实用的展品，电子管收音
机、自动交换电话、福特T型汽车以及电动公共汽车等代表了当时世界最高的科技与生产水平。全世
界的智慧和物产精华似乎都一下子推到了陈光甫的眼前，“殊足炫耀游人之耳目，”他深受震撼。而
中国的送展物品则以农产品为主体，再附带陈列一些衣饰器具的模型，虽然也有茶叶、刺绣等参展物
品获得奖项，但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工业、科技展品形成强烈的反差。例如，在这届博览会占重要地位
的教育馆，各国展品精彩纷呈，中国却没有参展；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送展的农产品却“
杂置于杂艺院偏厄阴暗之一隅，颠倒错乱，不列细表”；中国展品中甚至有烟具、小脚妇人像等。这
一切都使陈光甫深感羞惭，促使他开始思考祖国的命运与自己的前途，深感要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
状，只有学习西方，强国富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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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封面设计看着挺有好感，翻开来，纸质之差简直不敢相信。一本200页的书，定价32元，就当前图
书市场横向比较来说，已经算贵的了。没有道理在用纸上这样“严格控制成本”吧？！不管内容精彩
与否，这样的纸张质量肯定吓退一堆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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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还是老问题，硬伤太多，怎么这么不仔细呢？前后看到人名不一致的地方至少有三处，连沃顿商
学院都能搞错，什么呀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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