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黄金秘档>>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黄金秘档>>

13位ISBN编号：9787214060785

10位ISBN编号：7214060787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时间：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吴兴镛

页数：40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黄金秘档>>

前言

　　2008年，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阅读蒋介石日记，来了位清癯的高龄华人，也在阅读日
记。
相谈之下，得知他原是国民党联勤总部预算财务署长吴嵩庆的公子，他的父亲原是国民党撤离大陆时
为蒋介石押运国库黄金去台湾的经手人。
这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于是相偕到附近的镇上，找了家中国餐馆，把酒续谈，了解到更多情况。
　　早在1948年，蒋介石鉴于在和中共的军事较量中频频失败，即在做迁移台湾的准备。
当年11月底，蒋介石制定下月《大事预定表》，其第15条即为“中央存款”之处理。
同年12月1日午夜，在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主持下，第一批260万两黄金、400万块银圆自上海运往台湾
。
1949年1月，蒋介石在中共的军事进攻和桂系逼宫的困境中下野。
下野前，蒋介石为避免“代总统”李宗仁和立法院、财政部的“干扰”，继续指挥军队，密令吴嵩庆
与财政部及中央银行订立“军费草约”，将原来作为金圆券准备金的国库资金全部转运到财务署，以
“预支军费”的名义“保管”。
此后，吴嵩庆曾奉令分两批将约值1.5亿至2亿美元的黄金、银圆、外汇运往台湾。
当年5月18日，又由汤恩伯经手将第四批黄金19.5万两运离大陆。
据估计，前后四批，总值约黄金700万两。
这笔资金对国民党迁台初期的财政和新台币的稳定显然具有重要作用。
　　吴兴镛先生习医，在医学方面卓有成就，但他对历史有强烈的爱好。
2007年，他曾利用其父留下的日记和对当事人的访问等珍贵数据，写成《黄金档案》一书，在台湾出
版，详述1949年蒋介石将国库资金运台的经过。
其后，兴镛先生又利用刚刚开放的《蒋介石日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国史馆”等处
收藏的数据，检验并更新自己的观点，写成《黄金密档·1949》一书，交大陆出版。
其热情和精神均极为可嘉。
　　中国近代史虽然是昨天的历史，但是，其中歪曲、讹误之说颇多，模糊影响之说更多，只有像吴
先生这样勤勉不懈，务求真相不止，才有可能逐渐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为我们的民族提供一部真实
可信的中国近代史。
将吴先生的前后两书加以比较，也可以发现，后书较前书更准确、更全面，数据更详备，考证更精细
，堪称迄今为止关于此一专题最好的学术著作。
在历史研究中，我们也必须具有这种精进不已，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的精神。
　　吴先生书成，从大洋彼岸来电来函，并且寄来打印稿，希望我为本书写一篇小序，我对于黄金运
台事件缺乏研究，各事丛杂，但为吴先生的精神感动，因乐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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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在父亲逝世多年后无意间发现其留下的绝密“军费日志”，于是开始了十余年探寻真相的历程，其
间他发现了惊人的“秘中密”——蒋介石隐藏的军费黄金，深锁在厦门城外风光秀丽的鼓浪屿上的一
个地下金库里，用来支撑内战后期国民党军队在东南沿海、西南地区、新疆与兰州的作战。
而深获蒋介石信任、负责经手管理这秘密黄金的人，不是黄埔的嫡系，而是作者的父亲——一位有抱
负、有操守的法国巴黎大学留学生吴嵩庆，当时担任中将财务署署长，管理军费。
作者以细腻剖析的笔法，让证据说话，把1949年上海国库黄金分四批运台湾事件的来龙去脉首次忠实
完整地还原在读者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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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兴镛，系“蒋介石的总账房”、亲历黄金运台重要人物吴嵩庆之子。
1939年生于四川，原籍浙江镇海。
196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
1969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72年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
自1991年升任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医学院正教授至今。
从事甲状腺素代谢研究36年，有专著、专利及论文多项。
2007年著有《黄金档案——国府黄金运台·一九四九年》一书，颇受好评，被称为有关黄金运台“最
详尽客观的著作，是近代史必备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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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8年12月2日凌晨，也就是1日夜晚，外滩全面戒严。
英国记者乔治·瓦因（George Vine）住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靠中国银行一边的客房。
午夜之后，他向东望，虽在全面戒严下，从昏暗的路灯下依然可以见到岸边的“海星号”，甚至护航
军舰；他向西望，可望到中国银行的侧门（今滇池路74号）及圆明园路口，挑夫或两人挑一箱，或一
人挑两箱，从滇池路走向海边，一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舰（图3.1）停靠在黄浦江边上。
做新闻记者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凭着专业的直觉，就断定所挑体积小而沉重的担子里，必定是贵重
的黄金，便立刻从黄埔滩20号的华懋饭店内，把中国银行内运出黄金的目击情况，向伦敦、向世界发
出以下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用苦力运走”【The Soong Dynasty（《宋
氏王朝》），Sterling Seagrave著，Harper Perennial，1986，第441页。
】　　外滩中国银行金库　　2006至2008年，笔者四次飞越太平洋来到上海，查找上海档案及实地勘
察外滩，首先为解一个谜：为什么从旧黄浦滩路23号的中国银行里，运出24号中央银行的国库黄金？
　　由中国银行与和平饭店之间小路（今滇池路）步入中国银行之后院，答案就浮现出来了。
原来中央银行的国库黄金及银元存在中国银行后院地下室的金库里，现在有武警在外站岗，当然无法
进去一探究竟。
但其中有一部分，开放给一般民众，我们沿着一个螺旋梯向下走去，下面豁然开朗，有存户在查看自
己的贵重存物，玻璃门上写着“远东第一大库”，“始建于一九三七年”，即是日寇全面侵华的那一
年。
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应该是在同一层附近。
就像旧时修机场，一部分作“军用”，另一部分作“民用”。
我们所能看到的大概是“民用”部分。
　　图3.2 中为中国银行（黄浦滩路23号，中间平顶），左侧为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与中国
银行有滇池路相隔，右侧白色六层楼即原中央银行（24号）　　登上和平饭店楼顶，向东面望，就可
看到黄浦江，现在是游客云集的外滩江边公园，当年（1948年）12月1日的午夜，缉私舰“海星号”就
停泊在岸边，不远处还有一艘军舰，美盛号（或美朋号），在巡航监视。
从江边往西看，23号（中国银行，17层）与24号（中央银行，6层，第二次大战时的日本正金银行）之
间只有一条小巷子，从和平饭店北楼上面是看不见的。
所以，那晚挑夫应该是由中国银行与和平饭店之间的小路（今滇池路）走向江边的。
　　图3.3 由中国银行北旁门（今滇池路）进入银行地下室，即原中央银行的国库所在　　乔治·瓦因
发出电讯的次日，英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新闻，路透社也发布以下新闻：“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
”。
香港左派的《华商报》（1948年12月3日）及其他报纸也转载了这条消息。
　　另据《中央银行档案》，几天以后，宋子文又命上海央行运广州银圆1000万元（共2500箱，每
箱4000枚），也是从“金圆券”准备金里提出的，于12月8日利用淞沪警备部（司令陈大庆）夜间戒严
时，以招商局的“海沪轮”运去广州［《民国档案季刊》1989年第1期，第53页）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
前向台北厦门密运现金一组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但没被媒体、社会及一般民众注意到。
　　12月1日深夜的运金行动，不只轰动上海，也震惊了全中国，长沙的湖南省参议会首先通电全国：
“这些金子都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是三个半月前（1948年8月19日）以发行金圆券强迫收购来的，来自
民间，作为金圆券的准备金，随意移动会影响老百姓对金圆券的信心。
”云云。
上海人心惶惶，没过几天就在中国银行门前发生了震撼世界的黄金挤兑（Gold Rush）。
国民党政府在中国银行以远比黑市价格低的纯金，有十百倍的利润及保值，让市民拿1000金圆券（每
日牌价上调）换兑黄金1市两，但每天限售1000两，先来先购，于是成千上万的市民都到银行外面去排
队。
　　黄金挤兑惨剧　　据上海《大公报》12月9日记载：“⋯⋯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于11
月21日起开始办理存兑至12月6日，（天里）共兑出黄金15617两（合金圆券10551万元），兑出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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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941341（合金圆券9413100元）⋯⋯”上海《申报》12月27日刊登：各地“国行所兑出金银，仅占库
存廿分之一”，如以库存黄金400万两计，则兑出黄金全国为20万两。
外滩拥挤成人海，让举世看国民政府的笑话，最后以挤死挤伤多人告终。
　　现在要从以下各点来试着还原历史的真相：首先是12月1日深夜，究竟有没有黄金由上海外滩运出
？
英国路透社于1948年12月2日向全世界发表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的新闻是否可靠？
若是事实，这一次到底运出了多少两金子？
由何人决定运出？
其次，究竟由哪些种方式运出？
从上海运到哪里？
　　国民政府从大陆撤退到台湾之最初二三十年，对于黄金运台的事都噤口不言，而主持其事的人，
包括先父在内，也绝口不提，因黄金运台的事情，从大陆民众观点来看是民怨极大的。
为拥护政府，许多老百姓排队兑换，据正式资料，由中央银行在上海一地就收兑了美钞3400万，取得
黄金110万两及银圆500万块，占全国70%左右。
事实上，在以后第九章第五节中会提到，此显然低报的黄金量占全国估计私人拥有总量的比例还是很
小。
　　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失败，金圆券（最高面值国币为金圆券500万元）快速贬值。
以银圆与金圆券的兑换率来看，到1949年1月，银元从开始的2元金圆券换一块银圆涨到1000元兑一块
，到4月23日解放军攻进南京，已经超过1000万元兑一块银圆。
8个月来，通货膨胀超过500万倍，也就是说，如果家有100万美金，换为金圆券后，8个月后，这400万
金圆券，只能换回美金2角！
而且，再过三个月，就不到美金一分钱了。
这样国民党政府如何还能不失掉民心？
　　广东省（浙江、新疆、海南等地也曾印出地方银圆兑换券）于1949年6月6日发行大洋票，以银圆
十足做准备金，用到10月12日解放军进广州。
当时国民党政府在穗都使用银圆发薪水。
但是100块银圆就重达27公斤，不是很方便。
广东省银行发行大洋票填补这个空白。
实际上使用不到一个月，因为7月2日国民党政府又发行了国币银圆券，大洋票就失去了流通的价值，
剩余的就运去台湾，到2007年才在高雄销毁，但这些大洋票先早已充斥于旧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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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近代史虽然是昨天的历史，但是，其中歪曲讹误之说颇多，只有像吴先生这样勤勉不懈务求
真相不止，才有可能逐渐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为我们的民族提供一部真实可信的中国近代史。
吴先生此书堪称迄今为止关于此一专题最好的学术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杨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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