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三 2019.11.278 编辑 / 张雯岚
芳草地

诗歌

有过伤痕累累 /

经历发愤图强 /

终于迎来新时代 /

———电光源系 2017 级

吴疆博

我把你藏于心室跳动的

一脉 /

那里矢志不渝流淌着 /

土地与旗帜的颜色 /

———中文系 2018 级

王姿雁

天地静默 /

山河之中自有好曲千万 /

每一首都铿锵满怀 /

———信息学院 2017 级

宗子钰

我和我的祖国

曦园，缘分开始的地方
张延亮 束梦照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07 级本科

主办：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 主编：陆 柳 电话：65642617 Email：xiaokan@fudan.edu.cn

曦园是我们的缘分开始的

地方。

大一暑假的时候，他通过转

专业，我们成为了同班同学。大

三的时候，我们不约而同选择了

同一个课题组，跟着导师一起在

周末和暑假跑了上海、杭州的几

个公园做研究。他作为队伍里的

劳动力，一手包办了所有重的仪

器设备，让大家对这个男生的绅

士风度印象深刻。大四的时候，

我们两个宿舍通过抽签成为了

联谊寝室，在课业之余，两个寝

室时不时一起组织饭局、桌游、

外出骑行。本部校园、南区一条

街、北区羽毛球场、本北高速、东

区以及后面的五角场，都留下我

们大部队的身影。在“博学而笃

志 切问而近思”的浸润中，我们

都要慢慢成为了复旦人，一起准

备学业，一起参加校园活动。期

间我们也有各自的初恋，随着认

识的深入，我们也会因为失恋而

互相开导，然后一起准备毕业。

毕业后，我直接去了美国读

研究生，而他则在上海成为了一

名朝九晚六的上班族。初到异乡

的一年，一切都是陌生的，我思

念国内熟悉的环境，偶尔也会同

旧日老友在 MSN 上聊聊天。本

以为随着毕业和他会渐渐淡去

的友谊，却在偶尔的聊天中又慢

慢深入。终于在毕业后的第一年

暑假中，我们牵手成为了男女朋

友。这一年的暑假，成为了我们

整个恋爱期间最长的同城时间。

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相约吃

饭、看电影、轧马路，偶尔也会安

排旅游。两个月以后，我返美继

续学业，他也继续在上海上班。

接下去的两年多，一直在常年 12

个小 时 时 差 的 情 况 下 ， 通 过

Facetime 保持联系，而曦园记忆，

就是我们联系的背景板。

他工作了近三年后选择到

美国读研究生，我们通过各自努

力，选择学校抑或变换工作地

点，一点一点地，我们各自落脚

的城市越来越近了。从 12 小时

的时差，到开车 3 小时的距离，

最后在隔壁州，最后在一个城

市。恋爱三年，是母校赋予了我

们一路以来坚守的信心，让我们

最终选择携手一生。2015 年 1 月

底，我们在美国领证，2015 年 12

月底，我们邀请了亲朋好友举办

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2017 年 7

月，我们可爱的孩子出生。一切

都是在最好的时间、最合适的场

合，我们选择了对方。这个选择

的起点，是美丽的曦园。

回忆我们相识、相知的这十

多年，不得不感慨缘分的奇妙，

以及那份坚持的重要性。当 2018

年大二转专业成为同学的时候，

谁又会想到，我们会成为彼此携

手一生的那个人。感谢母校，让

我们有机会认识彼此，留下最美

好的青春回忆。

如今，回到上海的我们，也

从原来的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

每年春秋季节，我们都会回到曦

园，带着小小复二代，一起漫步

在那些熟悉而亲切的角落：东

区、光华楼、光草、四幢老宿舍

楼、本食、光华大道、三教、四教、

环科楼、南区、南区小花园……

我们会在孩子耳边，慢慢诉说那

些过往的故事，并且希望随着孩

子的成长，慢慢了解复旦所包含

的意义。

认识十一年，恋爱七年，结

婚四年，孩子两岁。曦园，始终是

我们缘分开始的地方，纵使生活

经历诸多，那份初心会永驻心

间、伴随前行。

复旦爱情故事

在近代中国金融中心的区

域变迁中，上海始终是中心。

近代中国的各个时期，各

地区都有自己的金融中心，地

区性 的 金 融 中 心 也 会 发 生 变

迁，如 20 世纪 30 年代东北的

金融中心从大连北移至长春。

但梳理 20 世纪上半叶全国性

金融中心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变

迁，会看到这一变迁的基本轨

迹是：上海→北京与天津→上

海→重庆→上海。这种变迁在

世界近现代金融发展史上是极

为罕见的。世界主要资本主义

国家的金融中心既有位于首都

的 （如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

黎、日本的东京等），也有位于

其他城市的（如美国的纽约、德

国的法兰克福、瑞士的苏黎世

等），但一经形成、确立后，便不

复有重大的区域间变迁。

北京的金融历程：清末明

初，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北京

一度是金融中心。1905 年户部

银行设立，独享国家银行的基

本特权。户部银行开办之初，股

本为库平银 400 万两。1908 年

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后，股

本总额增至 1000 万两 (官商各

半)，居国内各华资银行之首。

同年，清政府邮传部所办的交

通银行在北京正式开业。该行

股本为 500 万两(其中官股 200

万两)，除经办轮、路、电、邮四

政所属各局所的存款、汇兑、拆

借等业务外，还承做普通商业

银行的各项业务。在资力和业

务总额方面，交通银行是仅次

于 大 清 银 行 的 第 二 大 银 行 。

1910 年，官办北洋保商银行成

立开业。1912 年 8 月，中国银行

总行开业 （上海中国银行则改

称分行），次年 4 月经参议院议

决通过的《中国银行则例》明确

规定：“中国银行设总行于中央

政府所在地。”1912 年 5 月，辛

亥革命爆发后一度停业的交通

银行经整理后复业，总行设于

北京。1918 年 6 月，正式开业的

北京证券交易所是中国第一家

经中央政府批准的华资证券交

易所，起初主要买卖中国、交通

两行的京钞。至 1923 年，有 23

家华资银行的总行设在北京，

天津则有 40 家华资银行。

上 海 的 金 融 历 程 ： 上 海

1843 年开埠后，很快取代广州，

成为全国最大的外贸口岸，进

而又成 为 全 国 最 大 的 内 贸 口

岸。贸易地位的上升，直接导致

了 19 世纪下半叶上海金融地

位的崛起。

1847 年，英商丽如银行在

上海设分行，上海外商银行迅

速增加。1891 年中国最早的证

券交易所西商上海股份公所成

立。1897 年 5 月，第一家由中国

人自办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

上海开业，此后几年里，又有信

成、四明、裕商等银行设立。至

1911 年，外商银行达 27 家。上

海虽然不是全国政治中心，但

随着社会变迁成为了近代中国

最大最重要的金融中心。

1927 年 4 月初，当宋子文

以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身

份来上海接收江浙财政，确定

在上海筹设中央银行，选定外

滩 15 号原道胜银行旧址为中

央银行行址。1927 年底，最终决

定把中央银行设于上海。1928

年，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总管

理处和总行从北京移至上海，

并增加官股，指派官股董事监

事，分别改组为国民政府特许

之国际汇兑银行和发展全国实

业之银行。1928 年 10 月，交通

银行宣布：该行“总管理处，原

在北平，兹因国都设宁后，内务

公务，诸多不便，特将北平总管

理处迁入沪行。此后对外一应

公务 ， 均 由 沪 行 总 管 理 处 办

理。”1928 年 10 月 5 日，重新颁

布的《中央银行条例》规定：“中

央银行为国家银行，由国民政

府设置经营之”；“中央银行设

于上海，其分支行得于各地设

置之”。1928 年 11 月 1 日，中央

银行在上海正式设立。17 日，中

国银行、交通银行分别召开股

东大会，修订章程，将总行设于

上海。1930 年，中孚银行和中国

实业银行自津移沪。1931 年，新

华商业银行与中国农工银行由

北平迁往上海。1933 年，东莱银

行从 天 津 搬 至 上 海， 该 行 系

1926 年自青岛迁天津。1935 和

1936 年，北四行中影响甚巨、在

北方根基颇深的盐业、金城二

行的总行，也分别从北平、天津

移至上海。20 世纪 20 年代末

起，南京国民政府还陆续在上

海设立了一些重要的非银行性

金融中枢机构，如中央造币厂、

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国建设银

公司、中央信托局、中央储蓄

会。这类机构的设立，也加强了

上海在全国的金融中心地位。

至 1937 年，上海有 54 家银行总

行（全国共 164 家）、128 家分支

行（全国共 1627 家），均居全国

各大城市之首。另外，当时国内

5 家跨地区性的储蓄会（局），即

中央、四行、四明、万国和邮储，

其总会、总局都设在上海。国内

12 家信托公司，有 10 家设总公

司于上海。国内最著名的保险

公司也大多设总公司于上海。

其间，重庆也占据重要地

位。至 1935 年，重庆有 15 家银

行，其中四川省银行、重庆银行

和聚兴诚、四川商业、川盐、川

康殖业等 9 家为总行，其业务

辐射范围遍及四川全省，有的

银行与外省也有较多的业务往

来。1938 年 7 月底，金融界公

认：“西南之金融中心为重庆。”

1944 年 4 月，根据国民政府财

政部的规定，金城银行总经理处

宣布在重庆成立，下设西南、西

北、东南三个管辖行，形成了与

在上海的金城银行总管理处对

峙的局面。至 1945 年 8 月底，重

庆有政府金融机构、地方银行和

商业银行共 94 家，另有银公司、

银号、钱庄及信托公司等 24 家，

外商银行 2 家。毫无疑问，重庆

是国统区资金融通与划拨的中

心，是最大、最重要的金融中心。

1937 年八一三战事起，上海

银钱业不得不于8 月 13 日至 16

日连续休业四天，这在民元以

来上海金融史上还是第一次。

中日战争爆发后，英商丽如银

行在上海设分行后上海外商银

行迅速增加。1937 年 11 月，上

海失守，国民政府旋即迁往重

庆，作为政府金融机构的中中

交农四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

央信托局随政府西迁，各机构

的总行、总管理处和总局，以及

四联办事处(后改为实体性的四

联总处)，均辗转迁往重庆，中

中交农四行在上海的各分支机

构只能勉强维持市面。1941 年

1 月，伪中央储备银行设立后，

重庆方面与汪伪在上海的“金

融恐怖战”越演越烈，上海的四

行职员一度人人自危。各行一

度暂停营业。在此情况下，在重

庆的四联总处决定对上海四行

机构和业务采取收缩方针四联

总处理事会决议。

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中

国政治和经济中心自西南向东

南地区的复归，上海作为全国

最大、最重要的金融中心的地

位，也迅速得以恢复和发展。除

了日伪各金融机构被接收外，

193 家华商银行经过整肃，不久

便有 73 家被允准继续复业。原

先西迁的官方金融机构和其他

商业银行，纷纷迁回上海复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业的英美

等外资银行，也陆续重返上海。

1946 年 11 月底，上海共有 507

家金融机构，居全国各城市之

首。1946 年 9 月，当时全国唯一

公开的证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

所开业。从 1946 年起，上海还

是国内唯一的黄金公开市场和

最大的外汇公开市场。

（本文由陈沛雪据《近代中

国金融中心的区域变迁》摘编）

上海！又是上海！！还是上海！！！
吴景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