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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的“钱袋子"宋子文(上)

民国是中国最有特色的时期．那时候的世界很奇特，一

边是没落的封建余韵．一边是新鲜的西洋风味。这种奇特的

组合．不仅体现在人们的衣着饮食上，也体现在人们的吐

谈、打扮上．更体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

闭上眼．浮现在脑中的有：花花绿绿的钞票．破败不堪

的街道，穿着旗袍、身姿妙曼的歌舞妓，西装革履．风度偏

偏的留洋生，还有挥汗如雨的黄包车夫⋯⋯往事如烟．最引

人关注的莫过于四大家族的故事。下面我们扒一扒四大家族

之一的Soong fami Iy的主人——宋子文。我们无意探讨宋子文

有多少财富(据可靠资料说．并不是特别多)．也不关心他

与女人们的故事，我们希望透过历史迷雾了解一下一种特殊

的生活状态。

出生名门学业显赫
1 894年1 2月4日(清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八)宋子文诞生

在上海的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即是大名鼎鼎的宋耀如先

生，他的二姐是著名革命家宋庆龄．他的妹妹便是时人敬畏

的蒋夫人。宋耀如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曾在上海做传教

士，后从事商业。通过艰苦创业，宋耀如积累了可观的财

富，所以说宋子文的家庭在物质上是很优厚的。但这个富裕

的家庭不同于其他富豪之家．它有民主的家庭氛围和积极健康的

家庭关系。宋耀如先生具有革命思想．曾出资支持孙中山领导的

民主革命活动。宋耀如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在辛苦工作之余，

常常和孩子们讨论各种问题．对孩子们言传身教。

在这样良好的家庭熏陶下．宋家的孩子们愉快成长，个

个学业出众。宋子文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然后进入美国

哈佛大学经济系深造并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于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然而这样一位出身不凡．毕业名校的公子，人生道路并

不平坦。下面我们将时间切换到1 944年。

临危受命
1 944年的中国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点，它正是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的前夕，中国的抗日战争已进行到最后关键时

间。这一年对宋子文来讲．也是一个不平常的时间点。

1 944年1 2月4日．他刚在重庆被委任为国民政府行政院代

理院长。两周后．宋子文成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封面上的宋子文

远眺前方，意气风

发。封面的标题为

“中国的宋子文——

通往胜利的路在峭壁

之上”．封面文章称

宋子文的出任， ”将

给中国人民，乃至世

界带来希望”。

出现在《时代》

作为周刊的封面人物

的人，大多是对历史

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

人．宋子文出现在

《时代》作为周刊的封面人物，体现出国外媒体对宋子文的

抬举，但抬举归抬举，宋子文的历史作用到底有多大，恐十白

只有让历史去评说了。

被排斥在中央权力核心之外整整1 0年后．宋子文再～次

重返政坛。这一次．他到达了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身兼

行政院代院长、外交部长两职．并实际掌控了财政、金融和

经济大权。

再次复出的宋子文踌躇满志。当时的局面～片光明——

经过8年浴血奋战，抗战终于取得了关键性胜利：还有他不辞

辛苦争取来的大量“美援”．其中包括一笔高达5亿美元的

长期无息借款——这将为中国战后的恢复和重建输入充足的

“血液“。

宋子文的“万分努力，万分忍耐”，连美国人都被深深打

动了——称他是“那个时代最不知难堪、不十白疲倦的游说家”。

”通往胜利的路“确实在峭壁之上——他的大姐夫、政

；ft．上的竞争对手孔祥熙刚刚被赶下台．留下了一个“烂摊

子”——经济被战火摧残．物价上涨如脱缰野马。据《剑

桥中华民国史》的数据：从1 942年到1 944年，物价每年上涨

约237％；1 945年仅1月到8月．价格就上涨了251％。在大学

里．营养不良成为普遍现象，教员和学生都生活在“饿死的

边缘”，疟疾和肺结核随处可见。

不同于民生凋敝的场景，官场则是普遍的贪污腐化。独

立的报纸上充斥着各种黑幕的消息，这些故事或流言虚虚实

实．其中不少有夸张和捕风捉影的成分．但足以令民怨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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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尤其是知识分子们，他们可以承受

清贫． ”共赴国难”，但不能容忍政府

的腐败猖獗到这个地步。

“美元公债丑闻”， “黄金舞弊

案”，接二连三地爆出和孑L家有涉的丑

闻，也令美国非常不满——他们不能忍

受对华援助”肥”了中国贪官的腰包。

这使得孔祥熙的处境很是艰难．可以

说，孔祥熙已经失宠了。

相反地，宋子文给英、美的政府高

层都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总统罗斯福

很欣赏宋子文的率直的性格和独立的人

格特质，曾亲口对宋子文说，他很愿意

与宋子文打交道，但是对孑L祥熙不敢恭

维。为中国货币制度改革当顾问的英国

首席经济学家李滋罗斯也非常信任宋子

文的能力，他认为：如果中国继续执行

孔祥熙的财政政策，市场非垮掉不可。

所以，必须有一个新的人选来顶替．最

合适的人选莫过于宋子文。

“还是让宋出来吧。”他们对蒋介

石说。对宋子文持保留态度的蒋介石．终

于还是妥协了，妥协于时事，妥协于自己

的政治需要。于是．官运坎坷的宋子文又

一次走上了掌管蒋家王朝钱粮的路途，这

一次他又能在这条路上走多久呢7

两度手攥“钱袋子”
这是宋子文踏入政坛以来第3次掌

控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与经济大权。

他第一次所效力的．是孙中山建立的广

东革命政权；第二次和蒋介石合作，效

力于南京国民政府。

前一个是他的亲姐夫，后一个是

他的亲妹夫。两朝”国舅”，两任“财

长”，复杂的姻亲关系与个人的政治命

运．使他和他的家族成为各种小说、传

奇、电影的主角．任人们谈论、猜测、

想象。

把宋子文引入政界的．正是他的二

陈炯明被赶出

成立陆海军大

第3次在广州建

难题，尤其让孙

氏焦头烂额的是财政问题——为了筹款

征税事宜，新政权和当地金融工商界的

关系十分紧张。于是，已成为孙夫人的

宋庆龄把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

学经济学系的弟弟引荐给了孙中山。从情

感上来说，在宋家兄妹中．他和庆龄最为

亲近，两人都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

而此时的宋子文正为情所困。留美

归来后．他几度投身实业，后在晚清著

名大官商盛宣怀家的汉j台萍公司上海

办事处担任秘书。他常常出入盛府，成

为盛家七小姐谨如的英文老师，郎才女

貌．两人很快坠入情网。然而，在看重

门第的盛家看来．这位堂堂哈佛毕业生

比不上有来路的世家子弟，不过是“教

堂里拉琴的“的儿子。

在盛家”棒打鸳鸯”下．宋子文

走了之。走之前．他曾恳求盛七小姐和

他一起南下私奔。然而．盛小姐终于

没有勇气成为”出走的娜拉”。若干年

后．已是政坛新贵的宋子文对年轻貌美

的江西商人之女张乐怡一见钟情，后结

为夫妻。

在广州．宋子文很快在财税事务方

面显露了干才。孙中山也不断地对他委

以重任．起初，委任他为其大本营秘

书；同年5月委托他筹备中央银行j同

年1 0．,EJ委任他为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

]924年8月中央银行成立．宋子文正式

出任行长。1 925年．年仅3]岁的宋子文

出任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

宋子文不负所望．将他所学的现代

西方经济知识一付诸实践，筹建中央

银行，统一广东财政，对财政机构和

征税体制进行整理，使得广东革命政权

渐渐摆脱了财政困境．并为北伐提供了

有力的财政支持，他也因在北伐中所起

的关键作用．被人称作“中国的汉密尔

顿” (汉密尔顿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

财政部长)。

随着北伐的不断推进，身为军事首

脑的蒋介石控制了江浙的军事局面。孙

中山去世后，他和胡汉民、汪精卫的分

歧日益加深。蒋介石竭力想把宋子文拉

拢进他的阵营．在他眼中，宋子文的理

财与筹措军费的才干“决非他人所能望

其项背的”。

1 927年3月27日，坐上英商太吉公

司“重庆”号的宋子文．奉武汉国民政

府之命前往上海，执行统一江浙财政的

使命——他希望借助富裕的江浙地区，

以满足新政权的急需。同日，国民政府

也致电上海当局和各方．要求他们服

从．配合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全权管理财

政事宜。

早年混迹上海滩、熟悉地头的蒋介

石早已抢在宋子文之前．和虞洽卿。荣

宗敬等上海金融实业头面人物商谈过，

很快成立了和宋子文对抗的江苏财政委员

会．声称将由该委员会来实行财政统一。

1 927年4月1 2日，蒋介石与中共及

国民党左派公开决裂，随即成立南京国

民政府．宁汉之间出现了两个对峙的政

权。蒋介石随即以武力”清共”，一夜

之间，把本来属于国民党中间派的宋子

文推到了做出抉择的境地。

滞留在上海的宋子文处境颇不理

想。他没有公开斥责过蒋介石．但对蒋

的作为是不满的，他曾对美国记者文森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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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希恩谈到．尽管他讨厌诸如劳工煽

动和罢工等群众运动．但他认为南京政

府只是一种改头换面的个人独裁政权。

武汉尽管有共产党人，但是仍然代表了

国民党纯洁的正统。

在和哈佛法学院教授赫贞的谈话

中，他表达了自己的悲观论调：国民革

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国，就是以文人制裁

武人。现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

面全都被推翻了1

1 927年5月，蒋介石任命其特务处

长杨虎为上海警备司令，陈群为各军政

治部主任兼特别军法处长。据汉口的报

纸报道：杨．陈时常在宋子文的宅第附

近布置暗探．窥测动静。宋子文亦曾收

到过匿名恐吓信，每日只能深居简出，

避免社交。

我们在美国记者希恩的回忆中看

到： “他的住宅一直受到特务的监视

(这幢住宅从建造以来，白天黑夜每时

每刻都在监视之下)．这使他心情十分

紧张，他不敢走出法租界和公共租界．

因为这个城市无处没有蒋介石的士兵．

他们转眼就能把他抓走。如果被他们抓

走．那就只有两条路：当财政部长，要

不坐牢。“

宋子文从来就不是一个肯轻易就范

的人，他的个性更使得他对蒋介石近乎

胁迫的方式异常反感，然而，他的天秤

开始一点一点地倾向了蒋介石。

武汉国民政府的无助于抑制通货膨

胀的政策，令宋子文不安。更令他不安

的，是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奉行的劳工政

策和北伐时期农会的种种过激行为。在

武汉，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此起彼伏，

使得工厂大面积停业倒闭．生产停顿，

经济和金融形势变得十分严峻。

作为专注经济建设的专业人士，宋

子文厌恶暴力，对社会失序有天然的恐

惧和反感。他缺乏他的父亲所具有的革

命精神，他曾对希恩说： “我其实不是

社会革命家。我不喜欢革命，也不相信

革命。如果劳工政策吓得所有的商人和

工厂主都闭店关门，我怎么能平衡预算

或保持货币流通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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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宁汉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

宋、蒋之间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7

月上句，宋子文返汉，给宋庆龄带来一

封蒋介石的信，称： ”务请与子文、

庸之(孔祥熙)兄即日回沪．所有党务纠

纷．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也。”

让他心情更为复杂的，是蒋介石对

他妹妹的追求。斯特林·西格雷夫在

《宋家王朝》里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宋子

文当初如何竭力反对蒋追求宋美龄的故

事，几乎闹得兄妹决裂。

政坛元老谭延闯充当了调节这桩家

庭矛盾的“和事佬”。他在日记里记载

道： ”因宋美龄电邀西摩路赴宋母之

约．抵彼．美龄迎于梯口．称有事奉

托。入室，宋母以美龄将嫁介石事见

告．并称不料子文反对，托为劝解。继

呼子文来．同至另室详询经过．当婉劝

以儿女婚事尚不应多管，何况兄妹，徒

伤感情，且贻口实，再四譬解，始得完

成使命而归。”

8月．蒋介石迫于党内压力下野，

随即东渡日本，全力向宋美龄展开求

婚。9月，宋子文以探望母亲的名义离

开上海去日本。临行前，他向新闻界表

示：希望“国民党内从前对峙及不兼容

之分子”统一起来， “产生团结及有秩

序之党和政府”。等到10月2]日，宋子

文携新婚夫人乘“长崎丸”号轮返回上

海时，消息灵通的《申报》已放出消

息：宋子文来沪．是专为11月的蒋宋婚

礼做筹备的。

1 2月1日．在上海大华饭店里举办

的结婚仪式上．众宾客中．作为女方主

婚人的宋子文挽着美丽的新娘，把宋美

龄的手交给了蒋介石。在操办这桩轰动

上海滩乃至当时中国政坛的婚事时，宋

子文是出了大力的。

这次婚姻再一次让宋子文成了人们

眼中炙手可热的当朝”国舅”。

和蒋的姻亲关系，使得人们对宋子

文之后的政治前途做出各种猜测。有些

人认为．正是因为蒋宋联姻，使得宋

子文得到蒋的认同，请他出任南京政府

财长一职；另有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

认为正是因为当初对”中美合璧”的反

对．使得兄妹交恶，宋子文也始终难以

得到蒋的好感和信任。

“离开了宋子文本人的诸多条件．

他决计成不了+宋子文’．而只会是他

的弟弟宋子良，甚至是从未涉足政坛的

宋子安。”

1 928年1月3日．宋子文被南京国民

政府任命为财政部长．原部长孙科调任

为新设立的建设部部长。4天后．他在

就职通电中称 “子文自国民政府成

立．奉命承乏财政．期竭所学．服务党

国。去岁四月宁汉分立．暂卸任肩．于

党国纠纷，民生疾苦，徒懔匹夫之责，

愧乏涓埃之助。今承政府之命，续长财

政．重以北伐正值进行，又际旧历年

关．筹饷安民．两不容缓．财政自不可

一日无人主持。各方及各同志复再三敦

促，万不获己．只得暂时担任，勉力维

持，以期毋负党国。”

对宋子文而言，加入南京国民政府

之后．如何处理好同蒋介石的关系．日

益成为他无法回避的难题。他把自己的

个人前程与命运，和蒋介石紧紧绑在了

一起。

宋子文的命运将何去何从7我们下

期文章再做交代。

网Za,J览，请登录中国总会计师网(www ccfo．Corn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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