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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买办"# 是 !"世纪下半叶外商

企业聘请的经纪人$ !#$%年汇

丰银行香港总行与上海分行同

时开业$那时#国人对银行还非常

陌生#汇丰银行也因

语言不

便 #急

需 !沟通中外金融之居间人"#!招请华

人共主张"#这是汇丰买办产生的背景$

上海汇丰第一任买办是李渍卿$

他为人处事小心谨慎# 那时有一个汇

丰的年轻职员麦克利#喜欢喝酒赌博#

输钱后向李渍卿借钱# 李借故推托#

结果由跑楼王槐山拿出银款借给了

麦克利$ 后麦克利升任要职#李渍卿

无颜容身# 买办一职遂由王槐山接

替$ 买办不仅佣金丰厚#而且居间谋

取利润# 王槐山做了六年 !买办大

人"#就积累起几十万两的银子&获赐

四品顶戴#赏戴花翎$

!'()年席正甫接任买办$江苏吴

县洞庭席氏乃当地望族# 很早开始来

上海发展$席正甫办事老练#当上买办

后拉拢清政府官员# 与上海道换帖结

拜兄弟# 并代表汇丰与清廷官员接洽

借款事宜#谈成了 !'"$年的!英德借

款"和 !'"'年的!英德续借款"#得到

清廷和汇丰两方面的赏识# 因而被赐

二品顶戴#并赏穿黄马褂#成了!红顶

买办"$ 席正甫还在上海与人合开钱

庄#拉拢华商银钱业中的同乡结成东

山洞庭帮$ !"*+年席正甫去世#长子

席立功继任买办# 除办理汇丰业务

外#还投资六家钱庄#经营银楼%金号

和绸缎庄等$ !",-年席立功去世#其

子席鹿笙接任父职#但他喜欢玩乐不

务正业# 业务交由跑楼龚子渔掌管$

抗战爆发后# 其子龚星五当上买办#

解放前夕离开上海去南美# 买办业务

由其侄龚振方代理$ 龚振方也成为汇

丰的末代买办$

席正甫在汇丰当买办三十年#不

但自身成为上海乃至全中国财政金融

界的显赫人物# 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

金融世家$直到民国时期#席家后人席

德懋被誉为中国银行海外业务第一

人#曾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经理%中国

银行总经理$ 席德懋的弟弟席德柄曾

任中央造币厂厂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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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开埠后! 英商丽如银行捷足先登!稍
后英"法"德"日"俄"美"比等国金融势力纷纷
涉足上海!但长期处于龙头老大地位!获利最
丰!实力最强者!非汇丰银行莫属!因为大量借
款给中国政府!汇丰银行就牢牢控制着中国政
府的盐税和关税!中国政府如要动用!须经汇
丰准许# 这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巨
大!连汇丰银行的买办也高人一等!因为经常
替清政府中介借款!它的买办甚至被赐二品顶
戴!赏穿黄马褂!成了$红顶买办%#

! ! ! !汇丰银行开办后，一改在华外商银
行只重汇兑不重存款的做法，将存款业
务列为银行主要业务之一，近代国人没
有什么存款概念，普通百姓也没有什么
钱储蓄，因此达官显要的存款才是汇丰
银行关注的重点。为了吸引他们，汇丰
一面做广告宣传储蓄的种种好处，一面
规定存户资料绝对保密，中英两套账目
从不示人，这一招果然有效，《北华捷
报》说，汇丰成为“获得中国人信任的一
个重要标志”。实际上，汇丰银行的举措
获得了当时不少权贵的芳心，清廷官吏、
民国政要宁愿少取利息，也要将贪污、搜
括所得的巨额资财存入汇丰银行，以保
证安全。

清末皇室亲贵、掌握中枢的庆亲王
奕劻就是汇丰银行的大客户。据清人胡
思敬《国闻备乘》记载，庆亲王奕劻曾
将 !"# 万两黄金送往东郊民巷英商汇
丰银行存放。汇丰银行很清楚奕劻巨额
资财来路不正，于是摆足架子，多方刁
难，数四往返，始允收存，月息仅给二
厘。事情为清末御史蒋式瑆得知后，上
奏朝廷，认定奕劻所存必是赃款，务须
从汇丰银行中提出此款，充公入股官立
银行。

慈禧太后得报，派尚书鹿传霖、清
锐与汇丰银行交涉，“确查具奏”。鹿传
霖、清锐到银行后，当日是星期天，没有
人营业，吃了闭门羹。隔日再去，仍是无
功而返，据清锐等人的奏折称，“银行向
规，何人存款，不准告人；复询以与庆亲
王有无往来，彼答以庆亲王则未经见
过，询其账目，则谓华洋字各一份，从不
准以示人”。
很显然，奕劻已经得知风声提前做

了手脚。《国闻备乘》一书对此有详细记
载：“道员吴懋鼎为汇丰司会计，私以告
御史蒋式瑆。式瑆劾之。事下尚书鹿传
霖、左都御史薄良查办。奕劻大惧，遣使
现与吴约，愿割其半借券还之，请勿宣。
吴许诺。翌日，传霖等至，呈其簿据观之，
凡巨室所存母金皆隐其名曰某堂某会。
传霖不能辩，亦不愿穷竟其事结怨于王，
遂以查无实据入告。”（胡思敬《国闻备
乘》，北京中华书局 "##$ 年版，第 %&

页。）
结果被撤职查办的不是奕劻，而是

百口莫辩的蒋式瑆。此事发生后，等于为
汇丰银行作了一次义务宣传，中国官吏
和工商业者都将汇丰视作安全的避风
港，纷纷到汇丰银行开立账户，将巨额资
产和金银古玩存入银行，一时间汇丰存
款大增。

! ! ! !奕劻的钱自然存进了汇丰银行。
奕劻贪赃枉法，在清末几乎路人皆
知，惹得御史谏官蒋式瑆等人弹劾不
止。除蒋式瑆外，清末著名的三御史
“台谏三霖”，即广西全州御史赵炳
麟、福建莆田御史江春霖和湖南湘潭
御史赵启霖，也多次冒死弹劾奕劻，
结果也像蒋式瑆一样，倒下的不是奕
劻，而是“三霖”，可见奕劻的势力之
大一手遮天，也可见清朝腐败不堪气
数已尽，得益的正是汇丰银行这样不

受中国政府监督，又标榜保守客户秘
密的外商银行。
“台谏三霖”，到了上海人嘴里，

就被称为“三菱公司”，因为恰好有一
家日本洋行叫“三菱公司”，比“台谏
三霖”更易琅琅上口。“三菱公司”弹
劾奕劻，朝廷派员去汇丰查账的故
事，在清末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中
就有生动描写。作者李伯元只是把地
点改到了上海，笔法曲折传神，不仅
揭示了汇丰银行的“生意经”，而且把
当年外商银行的霸气和傲慢写得活
灵活现。

! ! ! !小说中，厘金局总办余荩臣'奕劻
的原型(卖官鬻爵，收了人家五十多万
两的银子，除了在上海买了一些地皮
产业外，剩下的一并存在一家外国银
行里。事情被御史参劾后，清廷命制台
大人查办，制台又命藩台办理此案。
次日藩台坐轮船到了上海，先去

拜访上海道。见面之后，叙及要到银
行查账之事。上海道问：“但不知余某
人的银子是放在哪一爿银行里的？”
藩台大惊道：“难道银行还有两家
吗？”真正昏聩到了极点，令人发噱。
上海道毕竟与洋人多打交道，熟

悉情况，介绍说：“但只英国就有麦加
利、汇丰两爿银行。此外俄国有道胜
银行，日本有正金银行，以及荷兰国、
法兰西统通有银行，共有几十家呢。”

藩台听后，愣了半天，说：“我们
在省里只晓得有汇丰银行汇丰洋票，
几年里，兄弟在上海的时候也曾使过
几张，却不晓得有许多的银行。依兄
弟想来，只有汇丰同我们中国人来
往，余某人的这银子大约是放在汇
丰，我们只消到汇丰去查就是了。”上
海道无话可说。
第二天一早，藩台就想到汇丰家

去查账。未曾上车的时候，车夫说，今
天礼拜日，外国人是不办公事的，去
了也是白去。藩台要面子，说：“管他
妈的礼拜不礼拜！我到他门口飞张片
子，我总算到过的了。”

一霎时走到三层楼的汇丰银行
门口，当时在外滩还算是数一数二的
大房子，果见两扇大门紧紧闭着。投
帖的人叫唤了半天，亦没有一个人答
应。投帖的无奈，只得走到马车跟前，
据实回复。藩台叫他把片子留下就是
了。投帖的又跑回去，拿张片子塞了

半天亦没有塞进，只好蘸了点唾沫，
拿片子贴在门上走了。
第二天藩台仍旧坐了马车赶去。

上了台阶，投帖的就挺着嗓子喊“接
帖”。一个工役连忙挥手叫他出去，又
指引他叫他走后门到后头去。藩台心
上很不高兴，自想：“我是客，我来拜
他，怎么叫我走后门？”
原来汇丰银行开业后，有一条奇

怪的规定，凡中国人与汇丰的业务往
来均须从后门进出，所以有人指引他
到后边去。当下藩台无奈，只得跟了
投帖的跟班走到后面。

其时柜台上收付洋钱，查对支
票，正在忙个不停，也没有人去招呼
他。跟班拿了名片，叫唤了几声“接
帖”，没有人理他；正在走投无路的时
候，忽见里面走出一个中国人来，也
不晓得是行里的什么人。藩台便亲自
上前向他询问，自称是江南藩司，奉
了朝廷的差使，要找外国人说一句
话，看一笔账。那人听说他是藩台，便
把两只眼拿他上下估量了一番，回报
了一声：“外国人忙着，在楼上，你要
找他，他也没工夫会你的。”

书中描写，“其时来支洋钱取银
子的人越聚越多，看洋钱的叮呤当
啷，都灌到藩台耳朵里去。洋钱都用
大箩筐盛着，豁琅一掼，不晓得几千
几万似的。整包的钞票，一沓一沓的
数给人看，花花绿绿，都耀到藩台眼
睛里去”。
藩台看此情形，知道再也无人理

会他，于是打道回府。藩台的查账以
失败而告终。堂堂清朝政府的大员，
昏聩无知自不去说他，而面对一家财
大气粗的外国银行毫无办法，其情可
哀，其形可叹也。小说讽刺清末官场
各色腐败情形，却也为我们留下了近
代外商银行在中国成长的最初印记。

“绝对保密”避风港壹 “台谏三霖”均失败贰

“官场现形”小说版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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