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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银行作为“北四行”之一，

在我国近代金融史上占据重要

地位。从1919年成立到1952年公私合

营，大陆银行在33年的风雨历程中，

秉持稳健审慎的经营作风和细密严

谨、着重长远的经营谋略，在时代的

惊涛骇浪中顺时择机，避险趋利，一

次次化险为夷，成为中国近代银行业

中的佼佼者。长期执掌大陆银行核心

权力的谈荔孙，在大陆银行发展过程

中对该行经营哲学的奠定和塑造，起

到极为关键的作用。

1919 年 3 月 16 日大陆银行股东

在天津特别一区十三号张宅召开创立

会，公推创办人谈荔孙为主席，在当

日的创立会决议录中记载着谈荔孙创

立大陆银行的初衷：“今日为创立会开

会之期，全体股东聚集一堂，谨将成

立各事为诸君略述之。窃维一国实业

之振兴与夫国民经济之发达，胥赖银

行调济期间，而后金融始能活动。矧

兹国际息争，国内安谧，世界大势群

趋实业，不于此时确立基础，国民经

济从何发展？荔孙等有鉴于此，爰联

合同志组织大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拟以总行设于天津分行，先从京津入

手，次及沪汉，再逐渐推至各大商埠”

（《大陆银行档案史料选编》，第 2页，

以下简称《陆档》）。4月 1日大陆银行

在天津开业，之所以取名“大陆银行”，

有“发展其业于东亚大陆之意”。

与金城银行等近代私营银行一

样，大陆银行的创建，实际上是当时

的军阀官僚资本与受过良好现代金融

教育的银行家相结合的结果。从银行

家角度来说，谈荔孙是留日学生，在

日本接受了现代商科和金融的教育，

回国后又先后供职于大清银行（中国

银行前身）、中国银行，曾任北京中

国银行行长，积累了大量的商业银行

运作经验。从官僚资本的角度来说，

当时代理大总统冯国璋、辫子军首领

张勋、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财政部

次长李思浩、中国银行经理吴荣燮等

均纷纷认股，其中冯国璋认股 20 万

元，成为大陆银行的主要政治靠山之

一。在冯国璋的带动下，一批军阀官

僚如江苏督军李纯、江苏省长齐耀林、

江宁镇守使齐燮元、江苏省财政厅厅

长俞仲韩、扬州盐商贾颂平等都成为

大股东。股东中还包括当时跟政界有

着密切关联的银行业头面人物如吴鼎

昌、钱新之、吴震修，著名京剧大师

梅兰芳，以及后来入股的政界著名人

士傅作义、颜惠庆、周学熙等。拥有

如此显赫的官僚资本背景，有如此丰

厚的政商人脉资源，大陆银行在创立

注册、开展国债买卖、进军实业等方

面如鱼得水，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在

银行业站稳了脚跟。大陆银行的创始

股东大多为军阀和官僚，因此在银行

界有“督军银行”的称呼。纵观中国

近代银行业的发展史，这种官僚资本

和银行家的结合，实际上是通例，是

一种普遍现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中国近代产业资本发育的不成熟性

和滞后性，反映了中国金融资本发育

的先天不足。而官僚资本和金融资本

的对接，对于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必然起到一定的消极作用，使中国近

代金融业一开始就难以作为独立的金

融资本而存在，从而天然与官僚和政

府存在深刻的内在共生关系。

大陆银行在其经营过程中，历经

国内之风云变化和国际局势之嬗变，

如 1927 ～ 1928 年之间的国内战争

和局势动荡、1931 年的东北变局、

1936 ～ 1937 年的华北变局以及此后

的长期对日抗战，这些对大陆银行的

经营造成巨大影响。大陆银行当然对

经济与政治的纠结关系体会甚深，在

1936 年第十七届股东常务会议议事录

中，在回顾了当时的内外交困，“人心

岌岌可危、苦不可终日”的情状后，

这样写道：“惟是外察国际之军备竞

争，与内审我国之社会情状，仍属未

容乐观，此中外有识之士所以劳心焦

思于一九三六年之危机也。虽然经济

不能不附庸政治以求进展，但商业亦

未尝不可远离政治以求自存。本行商

业银行也当此狂风骤雨侵袭，将来之

时不能不作事先绸缪之计。是以对于

本行业务暂时一切收缩，支行分处等

大

谈荔孙与大陆银行经营谋略（上）

■ 王丹莉　王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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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增设，日惟兢兢业业，以牢固行

基、稳健发展为宗旨。譬之用兵之道

处，兹对方虚实变化未能预知之际，

只有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务求万全之

策，不贪侥幸之功，以副股东诸君委

托之盛心。”（《陆档》，27 ～ 28 页）

这段记录，将大陆银行在政治经济之

间审时度势、腾挪驾驭的经营哲学说

得很透彻。大陆银行在三十多年的经

营中，正是在经济和政治间找到一个

合理的均衡，其商业活动虽然不能不

依附于政治势力，但仍追求一定的自

主性、预见性，认识到商业要与政治

保持一定的距离，在那个国内外政治

情势风云变化复杂诡谲的时代，有这

种未雨绸缪的预见性和独立意识是非

常可贵的。这种经营哲学使得大陆银

行往往不为厚利所惑，不为危机所迫，

从而能够在艰危之际屹立不倒。

谈荔孙等创建者倡导大陆银行执

行稳健审慎之经营哲学，时时强调，

时时提醒同人只有居安思危，方能在

惊涛骇浪中保持银行的稳定和声誉。

1928 年 4 月 2 日，谈荔孙在行务会议

上指示：“我行向抱稳健主义，故屡

经风潮，皆能平安度过。凡百事业，

无一非人力而成，人之学识、才力在

平常无事之秋优劣尚难立判，独于惊

涛骇浪之中，优胜劣败显见易明，在

金融界者尤有莫大之关系。凡经一次

风浪得以保持如常，则社会上声誉更

必加增。我同人同心协力妥慎措施，

且能团结内部一致对外，处此乱世，

有此成绩，不仅为行庆幸，抑亦同人

之幸也。但安不思危，古有明训……

银行经营业务犹之逆水行舟，不进则

退，若坐待时机，则业务缩减，前途

又难预料。我辈既负此重责，惟有脚

踏实地，从稳健方面步步为营，努力

去做……惟有对内则竭力整饬以注意

办事之精神，对外则留心观察以期得

确实之消息，卧薪尝胆，兼顾并筹，

并各就当地情形，妥酌进行，总期于

经营业务之中，仍不背稳健主旨。”（《陆

档》，94 ～ 95 页）这段内部行务会议

上的推心置腹的指示，透露了谈荔孙

在危乱之时卧薪尝胆、兢兢业业、如

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境，同时也特

别强调了稳健妥慎、脚踏实地的企业

哲学。

大陆银行在经营中比较重视人才

的培养和员工的行为塑造，从而形成

了严谨稳健的企业文化。在 1924 年

的《大陆银行内部规程》（《陆档》，

45 ～ 55 页）中，第十一章《戒约》

对员工的行为做了如下规定 ：“本行员

工对待顾客应谦和周到，不得有傲慢

之言语及态度，并于接待时须留意顾

客之行为及信用”，“本行员工均须崇

尚节俭，敦励品行，不得有坠失信用

之行为”，这些戒约对员工行为操守的

培养起到重要的作用。1934 年 8 月继

谈荔孙任大陆银行总经理的许福昞发

布《大陆银行忠告同人书》，对员工的

做人规范、节操品德等进行了更加细

致的规定，是一篇研究近代银行人力

资源培育的重要文献。在这篇忠告中

许福昞提出了几条重要的员工操守原

则 ：

第一是“勿存侥幸”。《大陆银行

忠告同人书》说：“现今世界经济紧缩，

谋生极难。欧美各国大企业家咸有支

持不易之忧，大学毕业生亦感无糊口

之所。况我国素为贫弱，困苦更何待

言？吾人服务于行，虽未能丰衣美食，

而履安居适，已胜常人。允当常存知

足不辱之心，善保长乐无忧之境。须

知个人处世，悉赖社会之公共信仰，

方能立于有进无退之场，偶尔行险侥

幸，终至求荣反辱。”

第二是“勿染习俗”。《大陆银行

忠告同人书》说 ：“近来社会道德日

趋沦丧，凡足以引人堕落之事，奇巧

百出，稍一不慎，大之则倾覆身家，

小之则妨害事业。身居银行界，外人

每目为有资阶级，往往不恤趋承，多

方诱惑，更易利用青年弱点，动以声

色货利，坠其术中，迷惘不悟。”这

是告诫员工要在小处知道自我约束，

不要被世俗所染，不要被声色货利所

诱惑。

第三是“尽心职务”。《大陆银行

忠告同人书》说：“我辈服务社会，责

任甚重，在治公时固宜矢勤矢慎，时

时以尽职为志。即散值以后，亦应将

一日所办事件，详加省思，有无错误、

遗忘，庶使即小有错失，不难检点纠

正。”这里提出“矢勤矢慎”、“尽职”、

“省思”等规范，促使员工知责任之

重，不断反省，勤慎检点。

第四是“修养身心”。《大陆银行

忠告同人书》说：“每日治事之余，应

或浏览新旧书籍，或共同研究经济，

勿看无益之书，勿为无益之事。倘闻

同人中有行为失检者，则须随时规劝，

期其改勉。须知同人与本行本为一体，

同人与同人不啻一家，故一人之名誉

即关系全行同人之名誉，既不可同流

合污，尤不可视如秦越。”

这篇《忠告同人书》，不仅对银行

员工行为操守的训练有莫大帮助，其

对于一般青年的修身养性、敦品立德，

都有超越时空的启示意义，今日读来

仍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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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