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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
江。”申城拂晓在即，分布在上海金融业
3个组织系统的地下党员共有163人，
他们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里应外合，同
舟共济，短时间内筹组人民保安队银钱
业中队，全力开展护行、护产、反迁移、
反逃跑的斗争，肩负起维护安定、迎接
解放的任务。
一些银行、钱庄职员虽然没有机会

加入人民保安队，但也配合上街张贴宣
传标语，向前来银行的客户及过往路人
分发传单。当时部分市区已获解放，苏
州河北岸仍有国民党军队负隅顽抗，枪
炮声不绝于耳，流弹横飞。中国企业银
行的员工正在江西路上张贴标语，恰巧
一颗子弹袭来，头顶上一根
电车线被击断，从空中掉下，
近在咫尺，险象环生，但他们
保持镇定，坚守阵地。

智擒“冒牌货”，守护银行家当
由于军事形势的急剧转变，国民党抛出所

谓“反共应变计划”，妄图阻止解放军的前进脚

步和人民政权的建立，打算在上海作最后的挣

扎。银行业党组织顺势而为，发动群众，众志成

城，守护财产。1949年5月24日，人民解放军

以摧枯拉朽之势挺进部分市区，当晚，不少银

行、钱庄的党员和群众纷纷赶到各自单位通宵

值班，开始执行起人民保安队护行、护产的庄严

职责，确保网点建筑、仓储物资、账册档案等免

遭破坏。浙江兴业银行的叶德煌利用在统计股

工作的有利条件，负责收集若干行庄的情况，将

资产、经营范围及管理人员姓名等写成书面材

料，递交给党组织。

稳民心，保核心，银行的“核心”就是资产。

地下党通过应变互助会，号召职工竭力保全档

案资料。对于银行大楼内部的“硬核”部位，诸

如储存金银外币的库房、档案部门、财会部门、

水电机房等，均布置骨干分子各守其岗，各司其

职，并随时掌握电话总机的对外通话记录，提防

国民党残兵暗中转移破坏。每到夜间，互助会

安排人员轮值夜班，二三人一组，手持电筒，四

处察看，确保银行财产无虞。在互助会日以继

夜的不懈努力下，绝大部分银行的财产、账册、

档案、库存现金等毫发未损，得到妥善保护。

应变互助会的另一职能，就是安定职工的

衣食住行。金城银行筹备了大米、食油、面粉等

民生必需品，准备在必要时分发给职工；中国银

行在职工集中居住的十余处宿舍区，组织职工

与家属通宵巡逻，以防不法分子滋生事端，趁机

抢劫。沪西林肯路（今武夷路）的“中行西业”职

工宿舍，位于西郊铁路沿线，正处国民党军队构

筑工事地段，住在那边的职工面

临被无端迁出而流离失所，互助

会火速联络行方腾出仓库大楼

等闲置房屋，作为员工的临时安

顿之处。

战火纷飞，一些银行流动资

金无法周转，职工领不到薪水，

家里嗷嗷待哺。四明银行上海

分行经理陈宜生以自家房地产

为抵押，出面向中央合作金库获

得一笔贷款，购买了一批银元，

给每位职工发放3块银元，聊补

无米之炊。

天亮前后，局势纷乱，鱼龙

混杂，不少金融机构陆续碰到来

历不明的组织前往“接管”的状

况。据报告，中国农民银行、中

央合作金库等处遇有冒称“上海

市人民自卫军中共上海市政工

作队”登门，经人民保安队及时

纠偏，相关部门方明白“中国人

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

会”才是唯一的正式接管机构，

阻止了数起非法“接管”事件的

发生。聚兴诚银行人民保安队

队员在中央信托局巡逻时发现，

有自称“华东军区司令部政工

队”的一伙人进驻该局，暗中叮

嘱其负责人看管好自家财产，火

速派员告知军管会，将不法分子

擒拿法办。

票据“打埋伏”，巧送秘密刊物
上海票据交换所因其职能特点，汇集各大银

行、钱庄业务精英，人来人往，信息潮涌，可谓绝佳

的宣传阵地。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党发行了《上海

人民》秘密刊物，通篇登载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

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报道，发行地点设在浙江路

孟渊旅馆门口的报摊上。金城银行交换员陆志

藩、郑鸿琪承担起这份刊物在金融业的发行任

务。当时金城银行在永安公司内设有收款点，他

俩每天去收取票据时会途经该报摊，每遇《上海人

民》发行日，便去报摊领取100份左右刊物，放在

大皮包底层，上面覆盖银行交换票据，然后分送给

多家行庄的交换员，由他们趁着夜色把刊物悄悄

地塞进银行信箱或大门里。次日，有关申城即将

迎来黎明的消息在银行白领中流传开来……

此时，在银行群众运动中拥趸无数的《银钱报》

编辑部也迁入新华银行总行2楼，报纸趁热打铁连

出3期号外，及时报道解放军进入市区的动态，并刊

登了市军管会的布告和金融机构开展护行、护产斗

争的情况，极大地振奋了业内员工的士气。

变局当前，人心浮躁，有些职员不了

解党的政策，各种谣言甚嚣尘上。尤其是

服务银行多时的中老年员工，家累繁重，

顾虑较多，当听到华北新解放的城市对50

岁以上的员工统统“扫地出门”的传言后，

情绪相当低落。这时，《银钱报》及时开辟

“南北西东”专栏，摘登了

天津、济南等地中国银行

经人民解放军接管后，当

地同仁来函反映的真实情

况。有位来自天津邮政储

汇局的襄理在接受采访时

说：“天津解放后，共产党

军队纪律严明，对市民秋

毫无犯”，他还说到“为人

民”是共产党的三字经。

同时，又请来刚办妥移交

手续返回上海的原中行济

南支行经理周寿民“现身

说法”，宣传了被接管单位

均实行“留者欢迎，去者欢

送”的政策，让许多银行老

法师顿时吃了一颗“定心

丸”，谣传不攻自破。

难舍“母亲河”，冀望金融报国
共和国成立刚过一个月，在中南海怀仁堂，

周恩来总理握着金城银行总经理徐国懋的手

说：“徐先生，你从香港回来了，这很好，我们非

常欢迎你。章士钊先生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

了，新中国非常需要金融家。”1949年3月，徐国

懋面对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共赴台

湾的“规劝”，以公务缠身为由婉拒，后为处理香

港金城银行的事务离开上海，但当他从外媒上

悉知共和国百废待兴的建设现状时，冒着性命

危险毅然决然迅速返回大陆。受到周总理亲切

接见后，他又将亲身经历写信告知身在港岛的

金城银行创始人周作民，促成他翌年重归祖国

的怀抱。

作为中国第一位博士银行家，徐国懋的仁

义之心，同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从

中南海回到黄浦江，他继续掌舵上海金城银行，

后又担任公私合营银行副总经理，暇余编著了

《上海钱庄史料》和《金城银行史料》。他表示，

写这两本书的动因是：“新中国成立后，金融业

的未来肯定会有难以限量的发展，把我们经历

过的辉煌和坎坷如实记下来，让后来者在任何

情况下，都坚守一条‘为国家民族办金融’的底

线，守好人民的钱柜。”

无独有偶，当一些银行界人士在去留问题

上举棋不定之际，浙江实业银行经理陈朵如却不

惧风雨，坚决主张留在上海。他非但不安常守

故、绯徊观望，还加快了位于汉口路的浙江第一

商业银行大厦的建造进度，亲自监工督促，并于

1951年9月竣工，成为上海解放后第一幢新建

筑。在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他又主动向人民

银行呈交浙江实业银行暗账资金500万美元。

“人生急转弯，命运两重天。”当年离沪的绝

大多数银行家，之后在异国他乡落寞沉寂，事业

戛然终止。解放后先后出任公私合营银行副董

事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的陈朵

如时常感慨：幸亏共产党的指引，让我有了事业

上的第二个春天。

打响“闪电战”，迅速恢复营业
1949年5月26日凌晨，苏州河南岸已经迎

来胜利的曙光，而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仍在

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枪炮射程之内。浙江兴业银

行的仓库坐落在苏州河以北，国民党军队有一

个连的人马仍在仓库屋顶平台上架设机枪，朝

着西藏路桥和浙江路桥射击，企图垂死一搏。

人民保安队队部打电话找到浙兴银行仓库副经

理姚孝曾，让他通过适当方式向国民党部队宣

传党的政策，动员他们投降。人民解放军的意

见传达后，除连长一人在屋顶顽抗被击毙外，所

有官兵均不愿再为国民党卖命，向解放军投诚。

天际露出鱼肚白，外滩23号中国银行大楼

外墙，倏然亮出“庆祝大上海解放”“欢迎人民解

放军”两条巨幅标语，长约30米，令过往市民欣

喜不已，拍手称快。这也许是外滩出现最早、悬

挂最高的迎接上海解放的标语。

知情人都晓得，眼前这一切，是由潜伏在中

国银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悄悄策划的。挥毫者

叶子圣，也是党支部培养的积极分子，他一大清

早就赶到了银行，匆忙间找不到红布，即在同事

搬来的两匹白布上书写标语。

中行地下党支部成立于上海“孤岛”时期，

首任书记江春泽，便是在银行岗位的斗争磨砺

中逐步培养发展起来的。5月27日，上海全面

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代表阔步走进外滩中

行大楼，员工自发赶来列队欢迎，掌声笑声欢呼

声，响彻走道与大堂。两天后，中行大楼4楼食

堂人声鼎沸，坐得挤挤挨挨，许多员工破天荒地

和中高级经理坐在一道参加会议。会场里的老

职工有感而发：“共产党召开的会，就是不同寻

常啊！”

众人期待的目光中，军代表冀朝鼎高度肯

定了全行上下群威群胆保护行产的壮举，宣布

了9条接管政策，特别强调了“自上而下，按照

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方针，这16个字

犹如定海神针，迅速平定了全行不同阶层员工

的忐忑心态，原本还有些惴惴不安的中高级职

员，也放下瞻前顾后的思想包袱，热情高涨地和

其他员工一起放开手脚，投入到资产账册的编

制交接和繁重的复业准备工作中去。

仅花了10天时间的调整准备，新政权阳光

沐浴下的中国银行大楼，于1949年6月6日再

次对八方来客张开了臂膀。

▲ 上世纪  年代外滩金融街（油画，上海市银行博物馆藏）

▲ 苏州河畔浙江兴业银行仓库

▲ 新华银行员工参加庆祝上海解放游行

▲ 接管银行业的军管会代表在外滩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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