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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 $月 $%日，在不断弥
散着的春节气氛中，浦东小陆家嘴
金融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大厅
座无虚席，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
地的金融界人士 &""人齐聚一堂，
参加在此隆重举行的颁奖大会，刘
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将 !"$$年度
中国金融科学终身成就奖，授给了
'$岁高龄的洪葭管先生。

我很欣慰，但没有丝毫意外，
仿佛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一
我俩亦师亦友的这份情谊始

于 !&年之前，东亚饭店为拙作举
行的《大上海沉没》研讨会上。此
前，我只知道他是中央决定恢复交
通银行营运，并将总部从北京迁到
上海操作过程中，一系列文件的主
要起草人。按时任交通银行上海分
行办公室主任李坚平的介绍，这是
被国际誉为“中国一场静悄悄的革
命”，就要像他这样的“金融元老”
来参与。我这部第一次写到中国金
融改革的长篇小说的研讨会，是不
能没有他这样的人物参与的。不知
什么原因，说起“元老”，我总会想
到那些曾经改天换地、今天手握生
死予夺大权的风云人物。但他给我
的印象，却气质儒雅，而他的儒雅
里，蕴藏着长者特有的那种敦厚、
温恭和乐于俯视人生洞察世态的
潇洒，给了我一份继续深入交往的
亲切感。事实证明，他确是一位与
众不同的学者和长者；筹组交通银
行的领导人趁这次合作机会，诚邀
他“入盟”交通银行，这种“挖人”
“揽才”之举，待遇自然优厚，职位
也自然看涨，却被洪先生断然婉拒
了，理由就是一条：他长期工作的
人民银行拥有更全面、丰富的金融
史料资源。

见利而不“忘义”，绝对是胸怀
大目标者之所为！

这就是今天我不觉得任何意
外的最初心理铺垫。

随着交往的增加，他所走过的
道路在我眼前也逐渐清晰起来。他
每一步仿佛都在透露他心里那个
大目标。始于 $'((年的那场浩劫，
对于文化建设与学术研究者都是
一场灾难，多少人从此一蹶不振。
洪先生却利用一切条件和机会，阅
读当时能够阅读的文献与资料，
“四人帮”一倒，即 $'))年初春，他
就带了两名助手，迫不及待地直奔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民
国时期财政部、四联总处、中央银
行、中国银行等单位有关档案。这
里原始档案浩如烟海，他如进宝
山，日以继夜地阅读、挑选、摘录，
一位助手累倒回上海了，他就废寝
忘食来填补人手的缺失。人民银行
江苏省分行的朋友被感动了，特地
去请了十几名尚未参加高考的学
生来帮他摘抄，每千字报酬三角人
民币，他感动不已，更加忘我地披
阅，到感觉该查阅的都查阅了，该
摘录的也都摘录了，堆积如山的资
料已达 &"" 多万字，他才突然发
现，春早尽了，花早谢了；炎夏也不
知在什么时候在他身边消逝了，几
张枯黄的梧桐树叶，像来提醒他似
的，从行道树上飘落下来，轻叩他
的窗玻璃，他这才掐指一算，离家
整整七个月了！

心中没有大目标的人，能够这
样忘我吗？拿洪葭管的语言来表
述，这是只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
薄发”者之所能为！

正因为他对历史事实的忠诚
与孜孜以求，才有国内金融教育界
的高度信任。上世纪 '"年代末，人
民银行总行教育司受国家教委的
委托，组织编写一部高等院校金融
类专业的统编教材。教育树人，这
是严谨而又严谨的工程，主管者认
为非洪葭管莫属，请他担任《中国
金融史》主编和总纂*他欣然接受。
从中国古代到当代的金融的沿革
与发展，共 +" 万言，出版后，金融
本科生采用的是它，硕士生采用的
也是它，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先后

重印了五次，远销海内外，有些部
门将它列为财经类考试必备教材。
也因为他对历史事实的忠诚与孜
孜以求，才蜚声海外，获得“世界
级”评价。那是 $''!年春天，他应
邀到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作学术
交流，他的题为《民国时期上海金
融机构在社会变化中的作用》长达
三万字，他的发言，获得了与会专家
学者的高度评价，最让他感动的是
罗兹·墨菲的热烈肯定。罗兹·墨菲
是美国密歇根大学地理学教授，美
国亚洲研究协会秘书长，《亚洲研究
杂志》的编辑，是一位世界著名的历
史人文学者，很了不起的“上海学”
专家，是了解上海的必读书《上海：
现代中国的钥匙》的作者，他的发言
很诚挚：“真的，我的《上海：现代中

国的钥匙》的缺陷，就是没有写到金
融这一块！您不仅弥补了我的不足，
而且比我想象的更为精彩！”嗣后，
在英国牛津大学举行的“民国时期
的银行和金融研讨会”上，他提交的
《$'+$年前的上海银行业》，同样获
得一片喝彩声……

可以说，作为史学家，他应该
获得的赞美都获得了。

然而，我突然发现，这些绝不
是他胸中那个“大目标”的全部。

二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夏日，

一位女士迫切地要和我见面。她叫
杜华，中国金融出版社负责人之
一。她要我给他们出版社写一本有
关上海金融改革的纪实性的作品，

并郑重地说明是洪老特地推荐的，
希望我不要推辞。说实在的，这种
上门要我稿子的编辑太多了，与文
学不相干的出版社，我真无力应
酬。但这一次却被她打动了，不，准
确地说，是提醒了我洪先生的另一
面而急于纠错了。洪先生绝不是一
位掩埋在古纸堆里的史学家，过去
不是，今天不是，今后也不是。不
错，他曾经说过，只有掌握大量史
料，透彻了解历史事件、人物、机构
等相关问题，才能正确记叙历史事
实，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我却
忽略了他另外一番言论：现实问题
引发历史的思考；历史研究启迪解
决现实问题的智慧是普遍真理。所
谓博古通今，就是从古与今整体角
度加以考察中找到事物的内在联
系和规律性的认识，简言之，研究
历史是为了在现实中把握主动权，
真正成为现实的主人。

我这才注意到，洪先生不仅是
一位埋头书斋的金融史学家，更是

活跃于上海乃至
全国金融领域改
革的“出谋划策”
者和金融改革的
实践者。而且，他
的参与度，是与上
海以至全国的经
济改革同步的。改
革开放的方针经
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 会 确 定 后 的
$')' 年 $! 月，他
就意识到，仍以过
去的《货币与信
用》、《货币银行
学》或《货币银行
和金融市场学》为
教材是适应不了
时代发展的需要
了，开始呼吁重视
《金融学》的研究
和金融学科的重
建。不久，他参加
无锡有关中央银
行制度的座谈会，
并牵头执笔整理
成座谈会综合记
录，编成了《中央
银行制度座谈会
资料汇编》，成为
改革开放以后中
国第一本研究中

央银行制度问题的专著。以此为开
端，他连续发表《关于建立国内资
金市场的设想》《外资银行经营范
围的研究》等理论文章，和参与交
通银行恢复营运一样，直接参与了
金融改革，直到以金融学者的身份
被聘为上海市市政府参事，连着为
两届政府出谋划策，上海经济金融
的改革和发展的每一步，都倾注进
了他的心血，仅浦东开发开放，他
就写出了《为争取设立浦东发展
银行的建议》《关于借好、用好开
发浦东的政策性资金的建议》《加
快外高桥保税区功能开发》等十
多篇，博得了“急市长之所急、想
市长尚没有想到的一名老参谋”
的美称。但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将
人文关怀精神贯穿在他的所有行

动中。就是说，名为向市长献计献
策的参事，双眼却不是对上面负责，
而是对人民大众负责，心里装的是
普通的平民大众的痛痒。最典型的
是他对下岗职工生活的关爱。$'''

年 $!月 !,日，以他牵头，和杨小
佛、郭忠言等学者专家一起，针对下
岗职工生活水平下降以致陷入困难
状态给徐匡迪市长写了题为《关于
进一步搞好社会保障，提高下岗职
工补助标准的建议》，直言不讳地指
出：“对国企下岗工人的问题，已不
是一个单纯的救助问题，而是关系
到社会主义性质、我们民族的凝聚
力和解决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矛盾焦
点问题”，然后提出一系列具体的强
化社会保障的建议。他对社会现实
是如此之专注，对于自己的生活，却
始终那样清俭、简单、质朴。几十年
来，他始终住在天平路、淮海中路口
那幢新式里弄房子的三楼，兼着会
客室的书房，被书籍、报纸杂志和资
料占据了能够利用的所有空间。朋
友们，其中包括市政府参事室工作
人员和他所带的研究生，送给他“仁
者、智者、长者”和“清俭温恭学问
家”之类的评语。

我被他的精神所感动，更为他
的智慧所召唤，尤其是由他担任执
行主编的煌煌六大卷二百余万字
的《中国金融通史》上马以后，他自
己承担第四卷的撰写，即 $'!)—
$'+' 年中国金融发展演变过程中
最为重要的这个 !!年，他竟忘记
了自己已达 %"高龄，只为如何把
它写出特色、写出新意来而不惜呕
心沥血再添白发的精神，让我忽然
想到，如果说，金融改革是上海的
一道亮丽风景线，那么，洪先生就
是这道风景线上最耀眼的黄金点！
我被这一神圣的使命所驱动，奋笔
疾书，根据我对洪先生的了解，一
篇超过万言的长篇报告文学一气
呵成，这样一个题目，突然从字里
行间飞出，经丹田而冲向笔端：《中
国金融史学的奠基人》。

文章很快于《上海滩》杂志发
表，标题赫然凸现于封面。对于“奠
基人、开拓者”的评价，他却始终不
安，一定要加一个“之一”。直到为
他授终身成就奖这一天，趁上台致
“获奖感言”的机会，面对来自中国
金融高端的 &""余名嘉宾，再一次
解释：“!""& 年上海老作家俞天白
写了一篇对我采访的文章，登在
《上海滩》上，称我为中国金融史学
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当然用‘之一’
更恰当些……”

他的感言获得了热烈掌声。我
知道，依然是因为他的谦让。历史
是镜子，镜子里有天意———事物发
生发展的规律。全新的未来只能诞
生在历史与现实的科学融通之中，
正如他在“获奖感言”中再一次为
适合当代经济现实、为维护金融安
全所作的建立“金融学”的呼吁。所
以，我对奠基人、开拓者的概括，其
实只概括了他成就的一半。他是一
位努力将历史融进现实的耕耘者，
他希望播种出全新的未来。这才是
他胸怀的真正大目标。正因为如
此，在“成就”前用了“终身”一个定
语，确是完整的、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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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义乌!作家"编审!曾任

#萌芽$ 杂志社副主编%#沪

港经济$杂志总编辑! 著有

长篇小说" 中篇小说四十余

部"小说选两卷%长篇报告文

学" 散文随笔集及通信集等

多部! 长篇小说 #大上海沉

没$ 获上海市%"&"'!"("年

&)年优秀小说奖"人民文学

出版社人民文学奖"国家新

闻出版总署与中国作协八

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

奖%#大上海漂浮$获上海市

!""*+!"",年优秀作品奖!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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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葭管先生在颁奖大会上作&获奖感言'

"

右起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人民

银行前副行长刘鸿儒"领奖者洪葭管先生"中国人民银

行副行长杜金富

" 洪葭管先生近照

"

洪葭管部分著作

" 洪葭管 %"&-年抗日战

争胜利时摄于重庆

" 洪葭管先生(右二)在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作学术交流时与该校东亚研

究所所长魏斐德教授(右三)等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