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先生�海派文化典藏（纪念著名作家程乃珊
。男人在上海讨生活不容易，要做一个标准的上海
先生就更难；先生情怀已成上海人文精神的精髓）

》

书籍信息

版 次：1
页 数：
字 数：
印刷时间：2014年05月01日
开 本：大32开
纸 张：胶版纸
包 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49611072
丛书名：海派文化典藏



编辑推荐

纪念著名作家程乃珊。男人在上海讨生活不容易，要做一个标准的上海先生就更难；先
生情怀已成上海人文精神的精髓。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人物故事集，作者笔下的"上海先生"，有银行家、医生、美食家、运动员、侍
者等，他们的出身、职业、境遇各不相同，但都有老派上海先生的特点：温文有礼，处
世有方，生活节制而有情趣，接受传统教育，又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在历经多次运动洗
礼后，这些"上海先生"特点在后人身上不多见，于是作者搜集资料，采访本人，向读者
讲述他们的故事，也展示老上海的神韵。

作者简介

程乃珊，擅长写上海题材的著名作家，1979年开始发表小说，作品多次被改编为电影、
电视剧，并被译成多种语言。1990年开始穿梭沪、港两地写作。出版有《蓝屋》《穷街
》《上海Lady》《上海探戈》等上海系列小说及纪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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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男人的世界--银行
--我所知道的中国银行
我可谓银行世家出身。我祖父和外公都是服务中国银行一辈子。这里的"世家"，绝无半
点奢贵之意，只是那早在我出生前已注入我血液中的浓浓中行情。在我牙牙学语时，外
公已抱着我对着压在写字台玻璃板下的中行古钱币行徽轻轻吟诵"事繁勿慌，事闲勿荒，
取象于钱，外圆内方"的中行行训。我还背得出八十年前中行宿舍社区的铭句：筑室百诸
，爱居爱处；殖殖其庭，君子悠宁。
两位长辈一世只打中国银行的工，经手资产上万上亿，最后带着一身清白两袖清风骑鹤
而去，留给我们小辈最宝贵的遗产是他们的两本自传。
银行作为西方引入的一种金融运作模式在中国尚属很年轻，作为中国有史以来首家国家
银行（中行前身为户部银行，后为大清银行）的中行还未满百岁，据中行行史档案馆所
存资料记载：1912年1月24日，孙中山授权财政总长陈锦涛对大清银行作停业清理。1912
年1月28日，大清银行股东联合会召开大会，宣读孙中山总统谕，宣布中国银行成立。即
时群情激昂，全场高呼："中国银行万岁！"这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以来，首次对皇帝之
外称"万岁"。可见中行成立是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的一个里程碑的标志。中国银行对中
国近代的贡献和在近代史上的地位，自有专家学者为之定位，轮不上我这个既不懂金融
也不懂政治的财政外行说三道四。然自小耳闻目睹，再加上二位老人的自传，对中行自
有一番感性认识，恐怕是现今众多中行现职员工都体会不到的，在此写写点滴体会，俗
话说，以温故而知新！
长衫帮和洋装帮
中行员工历来分长衫帮和洋装帮。
祖父程慕灏（1898-1990）是典型长衫帮，即无学历从练习生做起。祖父自小家境贫寒，
小学辍学但仍能以优异成绩考上杭州省立簿记学校主修了两年会计，1913年2月经人介绍
进上海中国银行做练习生。他的背景与近年犯事的原建行董事长张恩照很相似，都是从
基层一级级上去。祖父十五岁入中行做练习生，从包银元做起，还要学点钞票、译电报
、打算盘，三年后由练习生升为助员，再升办事员，然后是初级文员⋯⋯直至八十六岁
离行荣休，仍兼任香港中银集团顾问、中国银行总行常务董事之职，直至九十三岁过世
，以廉正的工作态度为自己赢得七十八年光明磊落、贡献重重的金融生涯，从而成为中



行有史以来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在职工龄最长的唯一一名员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
史》对他作出如此评述："程慕灏终身服务中国银行凡七十八年，这在全国金融界中是罕
见的。" 男人的世界--银行 --我所知道的中国银行 我可谓银行世家出身。我祖父和外公都
是服务中国银行一辈子。这里的"世家"，绝无半点奢贵之意，只是那早在我出生前已注
入我血液中的浓浓中行情。在我牙牙学语时，外公已抱着我对着压在写字台玻璃板下的
中行古钱币行徽轻轻吟诵"事繁勿慌，事闲勿荒，取象于钱，外圆内方"的中行行训。我
还背得出八十年前中行宿舍社区的铭句：筑室百诸，爱居爱处；殖殖其庭，君子悠宁。 
两位长辈一世只打中国银行的工，经手资产上万上亿，最后带着一身清白两袖清风骑鹤
而去，留给我们小辈最宝贵的遗产是他们的两本自传。 银行作为西方引入的一种金融运
作模式在中国尚属很年轻，作为中国有史以来首家国家银行（中行前身为户部银行，后
为大清银行）的中行还未满百岁，据中行行史档案馆所存资料记载：1912年1月24日，孙
中山授权财政总长陈锦涛对大清银行作停业清理。1912年1月28日，大清银行股东联合会
召开大会，宣读孙中山总统谕，宣布中国银行成立。即时群情激昂，全场高呼："中国银
行万岁！"这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以来，首次对皇帝之外称"万岁"。可见中行成立是中国
从帝制走向共和的一个里程碑的标志。中国银行对中国近代的贡献和在近代史上的地位
，自有专家学者为之定位，轮不上我这个既不懂金融也不懂政治的财政外行说三道四。
然自小耳闻目睹，再加上二位老人的自传，对中行自有一番感性认识，恐怕是现今众多
中行现职员工都体会不到的，在此写写点滴体会，俗话说，以温故而知新！
长衫帮和洋装帮 中行员工历来分长衫帮和洋装帮。 祖父程慕灏（1898-1990）是典型长
衫帮，即无学历从练习生做起。祖父自小家境贫寒，小学辍学但仍能以优异成绩考上杭
州省立簿记学校主修了两年会计，1913年2月经人介绍进上海中国银行做练习生。他的背
景与近年犯事的原建行董事长张恩照很相似，都是从基层一级级上去。祖父十五岁入中
行做练习生，从包银元做起，还要学点钞票、译电报、打算盘，三年后由练习生升为助
员，再升办事员，然后是初级文员⋯⋯直至八十六岁离行荣休，仍兼任香港中银集团顾
问、中国银行总行常务董事之职，直至九十三岁过世，以廉正的工作态度为自己赢得七
十八年光明磊落、贡献重重的金融生涯，从而成为中行有史以来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在
职工龄最长的唯一一名员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史》对他作出如此评述："程慕灏终
身服务中国银行凡七十八年，这在全国金融界中是罕见的。" 祖父回忆，包银元属银钱
业的基本功。银元圆滚滚的，要包得服帖紧扎，这项技巧很难学。此外，作为练习生的
基本功，还要学会听银元以辨真伪。为了苦练基本功，祖父小小年纪每天清早守在水缸
边，寒冬腊月也不例外，双手都生满了冻疮，坚持逐个用银元敲击水缸边，如果声音锵
锵清亮，就是真的。假的，会发出闷闷的哑声。还有种识别方法，是用手指分别夹在两
块银元之间，再轻轻一吹，真的声响如银笛⋯⋯祖父还有个习惯，就是站着吃饭，特别
吃早饭，为此祖母向他提了几次："皇天不打吃饭人，啥事连吃顿饭也坐不太平！"祖父
说这是做练习生时留下的习惯。祖父自小乖巧精灵，手脚勤快，随时应师兄上级客户之
召，吃饭时也作好应召之准备，故习惯站着吃饭，以方便随时放下饭碗做事⋯⋯对传统
的学徒（银行称为练习生）训练方式，祖父认为有其合理处：苦学基本功，去尽家中带
来的娇骄二气，学会谦虚全力为客人服务！ 外祖父则为典型的洋装帮。外公潘德民（18
98-1978）圣约翰大学毕业，是从英资亚细亚石油公司跳槽至中行，可见当时中行在白领
心目中地位高过外企。外公从八仙桥中行分理处主任做起直至广州中国银行副行长，并
在1949年配合人民政府做好移交手续后回到上海，共计服务中行二十八年！再经人民政
府分配仍在外滩23号的中国畜土产出口公司重新上岗，直至退休。无论如何，总算是在



中国银行大楼里上了一辈子班！ 中行对两派一视同仁，并让其各展所长。外公英文好不
久就被派往加尔各答、仰光、海防、香港等海外中行任职直至广州中行副行长。祖父熟
谙由下至上各工作环节及人事，再加人脉广通，一直重责在身，并在二十九岁上婉拒宋
子文所邀任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之职，在陈光甫建议下，由贝祖诒（贝聿铭之父）将
他直接由国库主任升任上海中国银行副行长（当时最高管理层只一个经理兼行长，四个
副行长），是中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经理，也是首个没经过襄理直接由主任跳到经理级
，更是首个没有学位而能晋身高级管理⋯⋯所谓君子群而不党，两派私下或有亲疏之分
，也不可避免会有人事纠葛，但公务上绝不互拆台脚拉党结派。外公祖父还成亲家，做
了一世的朋友。 "想发财的，不要进中行⋯⋯"
"想发财的，不要进中行，但只要勤勤恳恳，行方应承一定会给你一世小康的生活⋯⋯" 
今日年近九旬仍健在的老中行员工，一定会记住新员工入行上层管理的这第一句训话。
此话版权属何人，已无从考实。但1913年祖父入行做实习生时，当时的行长丁道津亲自
召见他，如对自己小辈般对他讲了这句话。 今香港著名银行家八十多岁的原南洋商业银
行总裁舒慈煌仍记得，他当年进中行，我祖父对新员工训话的开场白，也还是这句话！ 
中行惯例，新员工一入行即发一把沉甸甸的全红木（连盘珠都是红木）长二尺宽七寸的
算盘，从此就跟住你一辈子，除非离行才交出。我外公不论是抗战期间孤身一人在大后
方重庆中国银行，还是身负行务在海外中国银行，直至与人民政府办好移交手续带着两
袖清风回上海，始终没丢弃这把红木算盘。小时候在外婆家过暑假，常常见外公在书桌
前滴滴笃笃地打算盘，真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很诧异早已退休的外公哪还有这么多账
要算？细看他的账本，记的无非是"鸡毛菜三分，三轮车资二角⋯⋯"！这把逃过八年抗
战三年内战烽火的算盘却逃不过十年浩劫，在抄家中不知去向！ 员工结婚，不论职务高
低，行方必送贺礼二十大洋。在当时低级文员月入只十几大洋（相当一个西厨月薪），
这份礼算很有分量。如夫妇双方都是同事，就有四十大洋，那算一笔数目了！当然，更
重要的是其中一份对下属的厚爱和情意。 现今电视电影中出现的银行家，都为红酒雪茄
高尔夫杆不离手，手挽红舞女交际花百乐门出出进进⋯⋯或者我辈目光浅陋，在现实中
没碰上过这样的银行家，但我自小至大耳闻目睹的银行家，完全不是这样的。 中行首任
老总，在位时日最长达近四十年的，一生都奉献给中行的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堪属头一块
牌子的银行家宋汉章，一贯生活俭朴。曾见过他一张照片，皮鞋尖都磨得发花了。听外
公讲，某日中行工友去他家送文件，远远看见他自己用一根筷子串了几根油条从外面走
过来--原来这位银行家自己去买早餐。其实他家中有佣人，但一些简便小事他尽量不麻
烦下人。说出来读者不会相信，这样一位大银行家六十年代在香港去世，身后遗产仅十
来万美元！他一世都没有私人物业，一辈子住的银行提供的住宅。祖父亲口向我说过，
六十年代，宋汉章从南美回香港定居，租住北角二房一厅没有冷气的住宅。六十年代日
本电器开始大举抢滩香港，冷气机已不属特别奢华之物。香港闷热，实在热得吃不消，
他就到楼下一家理发店去吹吹冷气！也有传说他常去中国银行的营业厅吹冷气，因他衣
着朴素，行员谁都没认出他是中国银行的"老祖宗"。一个偶然的机会被一个老行员认出
，众人大为感叹。又说，后来中国银行为他装了一台冷气机，但对此说我有质疑。因为
，宋公生前在港居住时，我祖父常去看望他。祖父曾传达香港中行之意，邀请宋汉章搬
入香港中行的高层宿舍，宋公婉拒，理由是无功不受禄。他说："我现在已不是中行的人
了，没有理由再享受中行的福利。"由此考证，他一定不会接受银行为他装这只冷气机。
其实，中国银行的老高层，清廉的何止他一人，张公权（老中国银行总行副总，徐志摩
前妻张幼仪之兄），晚年在美国时，也受困于居无定所，他一世在金融界拼搏，毫无私



心，最后连房子都买不起，后来还是银行界的旧同仁集资为他解决此事。 就是这两位中
国金融巨头，在1916年联手江浙财团调拨资金，并与外资商行订立两百万元的透支合同
，以对抗北洋政府的停兑令，令中行创造了一个金融神话，信誉猛增，宋汉章本人也成
为金融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他的才干与魄力由此可见一斑。但他在位的三十来年总经理
生涯竟从未为自己谋过一丁点私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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