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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銀行”的前世今生 

 

作者：夢晨 

 

每當身邊的親朋好友問起我目前在哪家銀行工作這個問題時，我的一句簡單

回答“上海商業銀行”似乎總是不夠，總是讓提問者搞不明白，他們總是誤認為

是國有銀行或中資銀行。前不久，去年(二〇一九年)在上海市虹口區圖書館采虹

書房參加讀書會認識的“上海情愫”微信群群主“一葉知秋”阿姨亦曾問起過

我同樣的問題和產生同樣的誤解。 

 

今年的六月二日正好是我供職的銀行母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成立一〇五年

紀念日，借此機會，我就同各位讀者網友講講目前我所服務逾五年的“百年老

店”銀行的前世今生。 

 

《牡丹亭》裡，杜麗娘一夢驚醒，來到“春色如許”的庭園，哪知她一眼望

去，一邊是“姹紫嫣紅開遍”，一邊卻是“斷井頹垣”，真正是物是人非的無奈。

對於上海市寧波路 50 號來說，亦複如是——一百多年前的輝煌恍然若夢，“錦

屏人忒看得這韶光賤”。 

 

上海外灘背後的寧波路，東起四川中路，西至六合路，長 1,226米，俗稱“後

馬路”。其東段是老上海錢莊及小型銀行主要集中地，新中國成立前，這一地區

的錢莊、銀行多達九十餘家，堪稱上海的金融街，類似於現在的浦東陸家嘴地區。 

 

民國四年（西元一九一五年）六月三日，上海《申報》本埠新聞欄內有一則

報導:“昨日午後為本埠寧波路 9 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正式開幕之期，各界領袖

前往參與盛典者，絡繹不

絕，由董事長莊得之先生、

總經理陳光甫先生一一延入

接待室，款以茶點。” 

 

寧波路 9 號，這就是上

海商業儲蓄銀行（簡稱“上

海銀行”）開業時臨時租用

的辦公場所。直到民國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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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西元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上海銀行新樓落成。新樓由通和洋行設計，

位於今上海市黃浦區寧波路 50號（江西中路口）。開業時對外不發一張請柬，不

舉行揭牌儀式，然而，中外金融巨頭都來捧場。 

 

上海銀行大樓是一幢高 6層、平面呈 A 字形的現代派風格建築，正好佔據了

寧波路與江西中路的轉彎角，有興趣的朋友有機會可以親自去看一看。不僅這幢

大樓有名，該行創始人之一及當家人陳光甫先生亦很出名，他是舊中國金融界頗

有影響力的銀行家之一，被外國人稱之為“中國的摩根”。 

 

陳光甫本名陳輝德，字光

甫，一八八一年十二月出生在江

蘇省鎮江丹徒。幼時在湖北漢口

洋行當學徒，業餘自學英語，一

九〇四年由在漢口正金銀行任

買辦的岳父推薦，去美國聖路易

博覽會中國館當工作人員。不

久，獲得官費進入聖路易商業學

校肄業後，轉入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就讀，獲商學士學位，畢業後在美國銀行實

習。一九〇九年回國後，曾在南洋勸業會、江蘇都督府財政司、江蘇省銀行、中

國銀行等處任職。 

 

陳光甫一生最大的亮點，就是與洋行買辦、中國紅十字會理事長莊得之等人

創辦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陳光甫經營管理銀行獨有一套，他奉行“服務社會”

的宗旨，經營作風是“誠信、穩健、創新”。他主張“人爭近利，我囑遠功。人

嫌細微，我寧繁冗”，認為“若不出新制新，必有落伍之虞”。 

 

當時，一般銀行的資本均在 50 萬－100 萬元以上，上海銀行開辦時資本還

不到 10 萬元(實際 7 萬元)，員工只有 7 名，是名副其實的小銀行。然而，開辦

僅半年，資本就翻了一番。經過二十多年的艱苦創業，到民國二十六年(西元一

九三七年)，上海銀行存款總額近 2億元，機構多達 111處，員工 2775 人，成為

中資銀行的翹楚。宋慶齡的母親倪桂珍都成為了上海銀行的股東。 

 

上海銀行在業務上不斷創新，開辦了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定活

兩便等儲蓄品種，還於民國十三年(西元一九二四年)七月發行了“禮券”。這種

“禮券”分一元、二元、四元、十元四種，印製精美，可在上海銀行各分支機搆



“上海銀行”的前世今生（作者：夢晨） 

 3 

發行收兌。因為送禮券比直接送錢更體面，所以受到市民青睞，盛極一時。 

 

以陳光甫的眼光，之所以選擇寧波路開業辦公，以己揣度，寧波路東向不遠

即是外灘，彼時聚集了多家實力雄厚的中外資銀行，而寧波路本身又是眾多錢莊

和小銀行的集聚地，一邊倚著大銀行，一邊挨著錢莊，地理位置頗佳。而我現在

所供職的上海分行位於浦東陸家嘴金融城，香港總行辦公地址亦位於港島中環黃

金地段，銀行的選址很重要，而且港臺同胞不都信“風水”之說嘛！ 

 

特別值得說明的是，我現在所供職的是上海商業銀行、而上文提及的是上海

商業儲蓄銀行，兩家銀行的簡稱皆是“上海銀行”，千萬不要和上海本地的上海

銀行搞起來哦！如果你去過臺灣，當地人所說的“上海銀行”指的就是“上海商

業儲蓄銀行”；如果你去過香港，當地人所說的“上海銀行”指的是“上海商業

銀行”。那麼，兩岸三地的“上海銀行”有什麼歷史淵源呢？ 

 

為便於讀者網友理解台港兩地的“上海銀行”之間的關係，我一直用比喻的

修辭手法形象地來解釋。我把臺灣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比成“爺爺”，香港的上

海商業銀行說成“兒子”，內地深圳和上海兩家分行說成為“孫子”。是不是通

俗易懂吧？ 

 

下面就用書面語具體來說說。民國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

後，國民政府播遷臺灣。同年十二月美國政府凍結上海銀行資產，十二月底上海

銀行將香港分行以上海商業銀行之名在英屬香港殖民地註冊，脫離本行；惟仍以

特殊的控制股東身份，持有香港“上海銀行”約 60%的流通股票。 

 

民國四十三年（西元一九五四年），“上海銀行”于臺北市仁愛路二段設立

總管理處；民國五十三年（西元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九日經當時的臺灣地區“財

政部”核准複業，民國五十四

年（西元一九六五年）年六月

十六日在臺北市正式複業，成

為唯一自中國大陸遷台複業

的民營銀行。 

 

“上海銀行”在台複業

初期，總行設於臺北市館前

路，經營作風保守，至民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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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西元一九八二年）時僅有營業部、國外部、儲蓄部、高雄分行、城中分

行等五處營業據點。目前除臺灣省內六十五個分行據點外，于香港及越南同奈各

有一處海外分行。 

 

民國六十九年（西元一九八〇年）十月，“上海銀行”原總管理處拆除改建

的總行大樓啟用；民國八〇年（西元一九九一年），“上海銀行”總行遷往臺北

市民權東路一段“上海銀行大樓”，原總行大樓改設仁愛分行。民國九十六年（西

元二〇〇七年）一月，“上海銀行”原總行大樓拆除改建“上海銀行仁愛大

廈”。民國九十八年（西元二〇〇九年），“上海銀行”仁愛大廈落成。 

 

“上海銀行”其實還與榮氏家族有聯繫。榮德生之兄榮宗敬，早年經營過錢

莊業，從一九〇一年起，與榮德生等人先後在無錫、上海、漢口、濟南等地創辦

保興麵粉廠，福興麵粉公司（一、二、三廠），申新紡織廠（一至九廠），被譽為

中國的“麵粉大王”、“棉紗大王”。其幼子榮鴻慶，畢業于上海滬江大學，目

前定居臺灣，曾擔任“上海銀行”董事長。二〇一五年二月一日，我所在的上海

商業銀行自貿試驗區支行正式對外營業，九十多歲高齡的榮鴻慶先生專程從臺北

來滬出席開業典禮。 

 

現在從臺灣轉到香港，在香港的上海商業

銀行大股東為臺灣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香

港本港共有四十二間分行，亦在紐約、倫敦、

三藩市、洛杉磯、深圳及上海設有分行。 

 

二〇〇八年八月十四日上海商業銀行以

港幣 13.88 億元成功投得港島中環皇后大道

中十號中航集團大廈物業。二〇一〇年七月二

十三日，皇后大道中十號中航集團大廈及十二

號號上海商業銀行大廈獲准合併重建一幢二

十六層新大廈。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上海商業銀行新總部舉行平頂儀式，二〇一六年

中剪綵啟用入夥。當時聽我的香港同事說，時任香港特區政府“三號人物”財政

司司長曾俊華先生曾受邀出席新大廈剪綵儀式。 

 

去年六月中旬，我利用休年假的機會陪同從未去過香港的父親參觀了位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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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金融區的香港總行新大樓，受到了我行常務董事兼行政總裁郭錫志（David 

Kwok）先生的親切接待並合影留念。 

 

每年初春，我都會飛往香

港公幹參加總行在香港國際會

展中心（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

儀式舉辦地）舉辦的兩岸三地

“上海銀行”年會。遺憾的

是，今年由於疫情的關係，年會取消了，香港也沒去成。 

 

從上海到臺灣，再到香港，兩岸三地的“上海銀行”見證了歷史的變遷，而

上海寧波路 50 號的建築已經結束了其作為上海儲蓄銀行總部大樓的歷史使命。

儘管短暫，但它的一磚一瓦都已深深融入了這家舊中國最大民營銀行的輝煌與頹

敗。動盪變遷的時代，讓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如同耀眼的流星，璀璨令人驚豔，隕

落令人扼腕。 

 

“良辰美景奈何天”的感喟已屬過去，今天，當我們面向未來時，應回望歷

史，以史鑒今，不讓這些雄圖壯舉被時代淹沒，努力將上海早日建設成國際金融

中心。(完) 

 

作者寫于二〇二〇年六月六日下午 

 

【作者簡介】 

王冬，筆名夢晨，八〇後回滬知青子女，目前在上海浦東陸家嘴金融城某外資金

融機構從事財務工作，中國總會計師協會管理會計分會會員。工作閒暇愛好寫

作、攝影，部分作品曾在《金融時報》、《上海金融報》等國內外媒體發表過。欲

閱讀作者更多作品，歡迎登陸夢晨個人網站：www.dragontv.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