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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法精神·道德观念·经济常识

郭先生刚才演说“自强不息”道理，极中肯綮，

希望诸君能充分领略。我已多年未到汉口，极想与

诸位谈谈。中国版图幅员之广，人口之众，几甲于

世界。前岁我在大连，适逢九一八事变，东三省陷

于混乱状态，尚未全失，近则长城以外，几全部失陷，

沦为异域。我最近住在医院内，有一看护侍役告我：

若照此情势，以满洲、热河失陷之时日计之，不到

一年，恐怕敌踪即可到长江流域，深入堂奥，言之

愤慨！究其所以致失之原因，实不能仅仅归咎于飞

机少，海军弱，根本问题，还是在国家无组织。所

以日本对外宣传，说我国是一无组织之国家，真是

确论。今试问国家之有组织、无组织，究竞作何解

说？而其组织之基础安在？简单言之：所谓组织者，

国家无论何事，均有一定之轨道，大家照这个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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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行动进展，等于日月之在轨道上循环往复。郭先

生所谓“自强不息”，亦是在轨道内自强不息。

一、守法的精神  一国之内，必须有法制。不论

高下贫贱，人人必须守法。犹之造屋之打图样，必须

有尺寸方圆，而一定之尺寸比例，任何高明之建筑师，

必须遵守，否则必不能免于动摇倾圮。可是我国怎样？

只须占据高位，即可任意横行，上无道揆，下无法守。

于是驯良者偷安巧取，桀骜者跳梁思乱。试问社会到

这个地步，尚复有何赏罚是非、善恶黑白？而尚复有

何人肯勤慎努力、洁己奉公、为公牺牲？

二、道德的观念  有了法律，没有道德观念，法

律是不能行使的。所以道德是辅助法律之不足。中

国情形，先则在上者目无法纪，于是人人玩法毁法。

一般人民以为法律既可不守，则道德更可不讲。因

之道德观念，日益薄弱，弄得公德、私德，一概荡然。

中国银行之基础安在
—— 《张公权金融言论集》（马学斌编著）摘登（10）

◎张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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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做人”都不晓得，更哪里谈到“救国”？

因为做人爱国，皆从道德精神里发出来的。

三、经济的常识  不开化民族的经济常识，较

之开化者相去天壤。比如生番不知数字，不知以货

币交易；又如南洋马来土人不能为稍稍复杂之计算。

所以这种民族水远不能振作。由此看来，设无经济

常识，在一家，必至家计不给；在一国必至财政破产，

人民穷困颠连。

诸君试想，中国银行在这种环境之下，所以

能有二十余年之光荣悠久历史，至今发达滋长，究

为何故？吾敢说就是因为将行基筑于“法治”“道

德”“经济”三个元素上。有了这三个元素，方能

有强固之组织。当初我行厘定则例，我即认为是本

行宪法，所以聘请外国经济法律专家，共同研讨，

成一部永垂久远的中行条例。既定之后，务期一体

遵守，不容破坏。中间曾经有股东要修改章程，吾

们就要求必须遵照章程规定，将提议案通过议决，

方可修改，不能随便。中间不知经多少争执，后来

安福派议员要提议修改则例，破坏我们的根本法，

我们拼命力争，卒因政府之援助，得以安然无恙。

我们的力争，并不是为个人把持地位起见。因为中

国社会是依赖势力来扶持地位，不是依赖法律来保

障地位，所以一旦条例动摇，则本行时时随政治为

转移，时时随个人好恶而变化。全行永无安定，即

行员精神，永不安定。所以我们一定要维持条例章

程。而这个章程之遵守，先从我个人及上级行员起，

庶几上行下效，而立守法的精神。我时时听到一个

批评：说中行行员比较的守法，这是很可喜的消息。

可惜尚有“比较”二字，这是美中不足。

中国银行的道德观念在哪里呢？举一二件来

说：如洪宪的停兑令，当时沪行未尝不可遵行；因

为就是停兑，亦是服从政府命令，无亏职守。但是

我们一定要反对这个命令，为的是银行对于社会的

一种责任；这个责任心，就是道德观念。还有好几

个行长，为了反抗督军省长强借款项而被拘留，其

实各行行长，又何尝不可服从敷衍？既可保身家的

安全，还可得官厅之欢心。但是他们想到对于存户

持票人及股东的责任，就发生了反抗的意旨。这个

责任心，当然发生于道德的观念。再如我们的报告

书，并不要侈言成绩，我当他如同内阁对于国会的

报告一样，希望大众的批评与裁判，并不能说因为

一个人资深望中，就可以所作所为，不顾一切的，

这是我个人的道德观念。全行的行员，果能充满了

道德精神，决不会有一笔舞弊的事，而社会看我们

中国银行，真坚如磐石一样了。

我们中国银行，从前曾发过一分四五厘股息，

但是鄙人到总行后，力主逐渐减低股利，以固根本，

遂减到七厘官利。当然股东虽是很不满意，但是外

国报纸上曾赞为中国银行稳健政策之第一步。假使

我们年年发了一分二三厘，这十几年多要牺牲一千

数百万的现金，变成一个虚本实利的行，恐怕我行

早已不能存在了 ; 即使存在，亦为被视为一个虚空

亏累的行。我们为什么要减低股利？为的是要使现

金收入与支出相抵，并且可以稍有暗藏，以抵呆帐，

并以备营业不好的年代，可以保持股利的平均。这

个比如一家人家，必须使它出入相抵，略为积蓄，

以备不虞，岂不是极普通的经济常识？现在我们要

极力节省开支，亦是因为生意难做，不可再使开支

膨胀。假定全行行员，人人具有经济常识，知道收

支适合之需要，知道浪费之错误，知道节省之重要，

则全行营业，何患不发达？

现在就谈谈汉行。汉行之致有今日，虽说是环

境造成，但是人为亦半。汉行果于惊涛骇浪之中，主

持的人，应付悉协机宜，及全体行员富有法律、道

德、经济的观念，未尝不可转移全局。吾敢说汉行

地位之失坠，与夫汉口金融之破坏，我汉行未产生

一可当领袖之经理，实为一大原因。所谓领袖的资格，

即须其人有确定不移守法的精神，有深厚的道德观

念，有远锐的经济眼光，即资格具备矣。汉行经此

创巨痛深之后，恢复自属不易，其一切复兴的责任，

全在诸君仔肩上。诸君却不可自暴自弃，赚几十块

钱度过生活就算了事。个个应抱有升做高级行员的

自信力，个个应有恢复汉行名誉的决心，我对于汉

行实有说不出的特殊的感想，和深切的希望。

此次请赵经理由蚌来汉，因其操守廉洁，肯负

责任；并冀诸位黾勉一心，共相策励，作更进一步

之努力，俾汉行业务蒸蒸日上。此是我最恳切期望

的，愿诸君勉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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