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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借款。王常年游走钱庄与洋行之间，颇有信用，

也很讲义气。因麦克林言明回国筹款时间少则半

年，多则九月，届时本利归还，绝不食言。王槐

山便从钱庄客户的存款中挪用一千多两白银借

给麦克林。然而，麦克林启程回国后杳无音信，

眼看还款期限愈来愈近，年终钱庄结账，挪用庄

款一事暴露，王槐山被开除了，只得灰溜溜地回

到老家余姚。

1865 年 2 月的一天，麦克林带着从英国筹

来的 500 万巨款回到上海。原来他回国筹资不顺

利而耽误了还款的约定时间，为此他十分内疚，

派人把王槐山从乡下找回。3 月，这家名为“香

港上海汇丰银行”的新银行在香港正式成立。发

起人为宝顺洋行、琼记洋行、大英轮船公司、沙

逊洋行等 14 家洋行。“汇丰”这个名称在 1881

年该行发行的钞票上开始出现。行名由曾国藩之

子曾纪泽所题。    

1865 年 4 月，亦即汇丰银行总行开业一个

月后，由麦克林投资入伙的上海分行，租用位于

外滩的中央饭店底层也对外营业。麦克林担任分

行大班，王槐山则被委任为买办。这两个中外冒

险家的结合拉开了汇丰征战中国金融市场的序

幕。上海的金融开始由洋行时代的商业资本进入

汇丰所主导的金融资本时代。首任大班麦克林一

干便是 20 年，业务发展顺风顺水，资本雪球也

越滚越大。

1874 年对于“汇丰”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就在这年，它告别了租用的中央饭店，在外滩

12 号建造了属于自己的三层分行大楼；就在这

年，它做成了一件大事：在香港与伦敦两地为

清政府成功代理发行 200 万两“福建台防借款公

债”，首开中国外债发行之先河。令中国政府刮

目相看，并由此建立了与中国政府的深厚关系。

彼时，隶属福建的台湾海防吃紧，亟待加

强海防建设，但清政府国库空虚，只得派天津海

关道孙竹堂筹措海防款。这时，另一“跑街”先

1864 年 2 月的一天，冬日的暖阳洒满了黄

浦滩（外滩）大道，一群“上海先生们”正在“上

海总会”进行定期聚会。今天洋行大班们正在谈

论一家正在筹办中的“自己的银行”。此时上海

刚从一场战乱与危机中恢复平静，知名的丽如银

行等在危机中受重创，大家对是否参与这家银行

意见不一。宝顺洋行与沙逊洋行已确定参与新银

行的创办。但龙头老大怡和洋行不屑一顾，美国

旗昌洋行似乎也不感兴趣。

此时，一家很早就来上海“淘金”，从事

航运业的英商会德丰洋行的大班麦克林（David 

McLean）看好这家新银行，个人准备转行 “入

伙”。钱从何来？且不说“入伙”资金没有，眼

下就连回国筹资所需的 2000 两白银也无着落。

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向三余钱庄的“跑街”王槐

外滩12号的义气传奇
有了这栋“从苏伊士运河至白令海峡间最考究的建筑”，
汇丰银行在上海银行界的领袖地位更加稳固，并成为远东
金融中心的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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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债和赔款的主要经受银行。它是高达 4.5 亿两

白银辛丑赔款第一托管行，另外，汇丰银行还是

“四国借款”与“善后借款”等银行团的“带头

大哥”。 1894~1913 年的 20 年间，汇丰银行承

贷 42 笔近 2.9 亿两，占同期列强资本输出总额

的 26.38%。1916 年起，它又取得代理总税务司

收存保管中国内债的权利。

这一切与第二任买办席正甫的“长袖善舞”

不无关系，他是晚清权贵们李鸿章、沈葆桢、盛

宣怀、左宗棠等的座上客。正是由于他超人的沟

通能力与关系资源，汇丰在中国本土业务如虎添

翼。汇丰银行发行的钞票，“流通最广、信用最著”。

中国的权贵与富商也纷纷将巨额现款存放汇丰。

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营业额，不但居各地分行之

首，甚至超过了香港总行。当时的报纸称：“在

东方的全体企业中……很少有几家能赶上汇丰

银行……它的成功，在银行史上是空前的。”1932

年汇丰的存款余额高达 9.3 亿港元，接近中国各

行存款总数的半数。

是时候建造与其身份相匹配的大楼了。后

来，汇丰银行把邻近的 10、11 号也买了过来。

1923 年 6 月 23 日，上海租界万人空巷，数以

十万计的上海市民潮水般地涌向外滩 12 号，争

睹耗资千万银元、新建成的世界上面积第二大的

银行大楼—汇丰银行大厦的风采：精雕细刻的外

表美轮美奂，希腊式圆形穹顶直插云霄，两尊青

铜狮子分踞大门外左右两侧，被称为“镇行之宝”。

有了这栋“从苏伊士运河至白令海峡间最考究的

建筑”，汇丰银行在上海银行界的领袖地位更加

稳固，并成为远东金融中心的新地标。外滩 12

号的地下金库里存满了黄金、白银，每天早上 9

点半汇丰挂出的外汇牌价，是全中国各种金融、

投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基准价格，整个上海滩，

甚至整个中国都为之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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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来自苏州洞庭的席正甫登场。此前他自己开

办钱庄，汇丰开业后便来当“跑街”。他在中国

钱庄积累下来的人脉关系此时派上了用场，他自

告奋勇远赴天津，与清政府洽谈借款事宜。并最

终促成清廷以盐税为担保，以年息 8 厘的高利息，

获得汇丰银行 200 万两 10 年期借款，这就是“福

建台防借款”。此举让汇丰银行在中国的影响倍

增，也让席正甫一举成名，不久他就顶替了王槐

山，成为汇丰的第二任买办。

除了商业汇兑等业务，凭籍与中国政府的

关系，汇丰银行一跃成为中国政府的大金主，并

逐步取代丽如银行，成为英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工

具。淞沪铁路、左宗棠西征借款、“同治中兴”、

筹办洋务、建设北洋舰队、筹措甲午战争军费，

都有汇丰的影子，至甲战争前，清政府向汇丰银

行的 17 笔借款中，绝大多数是由席正甫“操刀”

的。甲午战争以后，汇丰银行成为中国政府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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