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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个城市是完全相同的.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个性。
上海，无论是城市的形成过程、发展道路，还是外观风貌、人文内蕴，抑或是民间风俗习惯等，都有
鲜明的特点和个性，有些方面还颇具奇光异彩！
　　如果要我用一个字来形容上海这座城市，我以为唯独一个“海”字，别无选择。
　　上海是海。
据研究表明，今上海市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市中心地区，在六千多年以前，尚是汪洋一片。
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的奔流不息，大海的潮涨潮落，渐渐淤积成了新的陆地，以打鱼为生的先民们
开始来这一带活动。
滩涂湿地渐长，围海造地渐移，渔民顺势东进，于是出现了叫上海浦、下海浦的两个小渔村，由此迅
速发展起来。
到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在今小东门十六铺岸边形成集镇，称上海镇。
后于1292年正式设置上海县，县署就在今老城厢内的旧校场路上。
一个新兴的中国滨海城市就这样开始崛起。
所以我认为，上海可以说是一座水城，上海是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水是上海的血脉，水是上海的精
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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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是走进中国的钥匙；金融是走进上海的钥匙。
    没有独一无二的个性，钥匙就不成其为钥匙。
“海派金融”就是上海个性化的金融。
上海是中国最早向西方开放金融业的口岸之一，也是最早按西方银行模式克隆现代银行的都市，但是
当袁世凯为了称帝筹款，勒令京沪银行停兑的时候，为什么唯有上海银行家们公然予以抵制，并大获
全胜?蒋介石为了篡夺革命成果，为什么必须软硬兼施地制伏上海银行家?改革开放中，为彻底打破大
一统的经济体制，中央何以选择上海的金融作为突破口?当全国都以“摸着石头过河”作为时尚的时候
，独独对上海下达了一个硬指标：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领导班子中，必须配备一名具有相当金融理论
素养的副行长?还有⋯⋯　  驾驭，必先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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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俞天白，专业作家，1937年8月生于浙江义乌，1956年考进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中学任教。
1980年8月到《萌芽》杂志社工作，曾任《萌芽》副主编、《沪港经济》杂志总编。

　  俞先生18岁就开始创作。
早期主要关注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创作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半个世纪以来苦难历程的长篇系列。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关注都市生活，著有“大上海人”长篇系列《大上海沉没》、《大上海漂
浮》、《大都会》、《金环套》、《大赢家》等。
共出版长、中篇小说、报告文学集等30多部，许多作品获奖并搬上荧屏或被翻译成英、曰等外文。
1993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现是上海作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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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甫，  “优秀”在什么地方　“接近政治如玩火”，火来了却逃不了火，这岂止是个人悲剧　
蒋介石不是袁世凯，他终于使上海成了他的“银弹”制造厂第二部分　从大一统格局中勇猛地突破，
再突破　CD：轰开条块界墙的爆破筒　合久必分：条块分割金融体系的形成与破裂　　能量水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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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　领头羊：寓意深远期望殷切的礼物　上海需要这样一位具有相当理论素养的行长　跨越江东第
一家　非同寻常的区域性银行：浦东发展银行　他展示的，是海派金融深层次的内涵第四部分　从间
接金融向直接金融的再突破　　打印在禁区闸门上的前几个手模　1989年12月2日，上海市市长罕见的
一个决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回归　他，体现中国证券市场正在走向成熟第五部分　金融大格局，必
然是多元并存、互补与联动的　投资信托：为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有效配置“探险”　外汇调剂：他
们把世界拉近　资产管理公司：为沪港金融的对接、联动、互补添砖加瓦第六部分　这一副副金手铐
，给予世人的是什么警示?　是他心里的那个“体系”，把他送上了审判台　　吹落“皇冠”的，是自
我膨胀的那股飓风第七部分　金融意识，正在走进上海千家万户　　他激活了沉睡多年的上海人特有
的冒险精神　一个被纽约华尔街郑重收录的姓名　借助金融，他使中华老字号重新焕发异彩　他们以
金融为舟筏，向比尔·盖茨驶近　“银行虽好，却不是我们依傍的唯一大树”第八部分　他们这样应
对2008金融海啸　金融精英的责任与尊严，借此获得充分展现与升华　严格的规章、制度与自觉的自
我约束　水，生命的原点，也是海派文化、海派金融的原点跋郑家尧后记　2008金融海啸：寻求新哲
学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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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1916～1935：代价惨重的寻求　　美国记者马丁·迈耶所著《银行家》一书是这样开
头的：“当旅客走近几乎任何一个美国城市时，他在地平线上可能看到的第一所建筑物，就是当地银
行的总管理处”。
银行，是黄金梦的温床，它意味着财富，意味着敛聚。
如果拿这一描述来衡量，上海的确是近代中国最早给西方冒险家按照他们的价值标准和审美要求克隆
出来的城市。
正是这种象征财富象征敛聚的效应，引发了各式各样的淘金者的兴奋点，更给了中外各式各样的冒险
家无限的想象，演绎出一场场有声有色的大梦，表现各异，但所有的梦，都是金色的。
　　这就是外滩，中国的华尔街。
　　这种感觉，最初，我是从内子曾祖父的经历中获得印证的。
曾祖父家族一向在镇江开钱庄，　“长毛”洗劫，几近破产。
为防战乱，他把目光从南京城下移开。
听说上海有租界，租界中的“洋鬼子”虽然不好交往，但祸乱降临时却有洋枪队的保护。
于是他作了一次探险。
当他乘船从黄浦江水道进入的那一刻，还是雏形的外滩给他的第一个印象，不由得不使他兴奋地惊呼
：我来迟了！
他相信迁移到这里，一定能够使他的黄金梦圆得更加灿烂。
钱庄很快迁到上海。
无奈，这个外滩不属于他。
外滩银行林立，汇丰、麦加利、有利、俄华道胜、花旗、东方汇理⋯⋯被人以“外滩银行”来统称的
全部是外商银行，是外国银行家的乐园，不是像他这种来自中国内地的票号、钱庄老板所能染指。
与外滩一箭之遥的宁波路，则是钱庄业汇聚的地方。
久负盛名的永丰、福源、福康、顺康等钱庄也都在此落脚。
曾祖父“认命”了。
希望有朝一日能用自己积聚的黄金，铺设起一条道路，走进外滩，与外滩银行平起平坐。
　　他不知道，宁波路离开外滩虽然只有一步之遥，那一幢幢高楼，却无疑是用花岗岩与钢筋水泥构
筑成的高山峻岭，任凭中国人黄金作梯，珠宝架桥，也难以逾越。
果然，　“白银风潮”刮到了上海，　“外滩银行”推波助澜，只几天工夫，钱庄宣告破产，他绝望
得差一点去跳黄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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