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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此書的出版，主要是為中國近代史留下一個國府國庫資金（包括黃金、純銀及外匯）運台的真實記錄
，希望這本小「磚著」的拋出、能引來「寶玉」（新的實證和探討）。

其中最可確定的記錄，應是有關於筆者父親吳嵩慶所牽聯的部份，因為一九九一年他去逝後，得機會
看了他國共內戰時的一些記載，是少數紀錄金銀外匯運台的第一手資料，尤其是一九四七年到五年，
從內戰開始到結束的記錄。
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也是一位很本份的中國傳統讀書人。
所以不只是因為是親人，而認為他留下的資料是極為珍貴而真實的歷史見證。

一九四七年底他出任一個職位並不高的（聯勤總部）預算財務署長（中將級），掌管國軍預算及財務
（即餉金及軍費，內戰高峰時，佔全國總預算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由於曾追隨當時國民政府的蔣總
統多年，深受信任（有別於「親信」，因為他有讀書人的良知，如實在看不過去，曾「頂撞」過蔣，
但這也限制他一生摒除在國府高層權力圈外），那年在蔣下野前夕把上海中央銀行大部的資金，包括
黃金（九十九萬兩）、白銀（一億三千萬兩）、外匯（七千萬美元），一古腦兒都交給他做為「預支
軍費」，把他攪進中華民國國庫資金運臺（第二批）的漩渦，這是一九四九年的一月十日，在上海，
參與的還有徐堪（財政部長）、蔣經國、俞鴻鈞（央行總裁）、劉攻芸（央行副總裁），據估計是當
時國庫基金的大部，先由軍艦、民船或軍機送到廈門的鼓浪嶼上的倉庫後，再轉運台灣。
做為「預支軍費」，是有別於俞鴻鈞在四八年的十二月前後，把二百六十萬兩黃金「轉移」到台北（
那是第一批），但還是屬于中央銀行國庫的，依舊是「國幣」的發行準備金。
這第二批是做為「軍費」，就等於把「國幣」金圓券的準備金的大部份給抽走，用做為軍費。

這筆準備金，一移出上海作為軍費，金圓券就像當時國軍一樣，「兵敗如山倒」如雪崩似地狂貶，從
四八年八月到四九年六月，前後十個月，貶值約兩萬萬倍。
一個新幣如此快速貶值，影響如此眾多人民的生活，是世界所罕見的。
一枚價值美金五角的銀圓，金圓券發行初是兩元一枚，到另一新幣（銀圓券）上場前一日，就要五億
元一枚。
老百姓生活怎麼過得下去？
多少人飢寒而亡？
因此，運臺的金銀美鈔上是沾有中國人民的斑斑血淚。
一位大陸的醫學教授在二　　四年的來信中，是這樣寫的：「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時，我已年近三十
，利用金圓券收刮民間硬通貨，強運台灣的情況，幌如昨日，多少小康人家傾家蕩產，十分痛恨。
⋯」
筆者父親的記載，與最近海峽兩岸所公佈的資料對照，更增加了可信度，例如二六年年初人民日報公
佈、央行總裁俞鴻鈞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的祕密作業，把二百萬兩黃金以海關緝私艦「海星號」運
台灣（第一批裡的第一船次）與湯恩伯在四九年五月下手條把上海國庫僅賸餘的黃金，銀元移上升火
待發的船艦（第三批也是作為軍費），以及最近蔣的機要秘書，家父多年老友周宏濤的回憶錄的記載
等等，都讓人有信心把當年黃金運台的真象更上層樓、看得更清晰。
由於戰亂，由於意外（部份檔案沉沒在海底的覆舟裡），中共地下黨員的阻撓，及內部有心人的遮掩
，中央銀行檔案至今殘缺不全，現在此書，讓它像拼圖一樣慢慢地各就各位，讓一張「鳥瞰全圖」（
見附表一）呈現在讀者面前，殘缺之處，仍存疑，讓將來有更多檔案解密後，能把殘缺空白處補全，
例如第三批上海臨撤退時，在四、五月之間的金銀數目，無法追蹤得絲絲如扣，例如湯恩伯說移出二
十萬兩，而台北《中央日報》說蔣經國當時搬走了四十萬兩，據不全的資料估計，連四十萬兩這數字
都是低估，還有「中國其他的公私銀行及金融機構的錢」。
另可能又沾上了人性的弱點：一個「貪」字，央行在轉筆者父親的「軍費」黃金，起初帳上是九十萬
兩（第二批），經過他與財務署同仁一細點，就多出百分之十（九萬兩、約三噸），那前一批的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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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萬兩及第三批的數字，就很難不讓人感覺有可能以多報少。
有的經手人，似乎沾了好處，更不願把詳情公諸於世了。
這就是筆者寫此書的另一目的。
把尚未確定的可能變數，凸顯出來，大夥群策群力來鞭策兩岸，把「人民血汗錢」的真象還原。
一個可喜的現象就是近年來網上的資料慢慢浮現，但水平差次不齊，有些是筆者早年，九五、九六年
在台灣《傳記文學》上陸續發表的資料，曾被大陸《參考資料》轉載後，現在又「回鍋」到網上，好
的像「南京市政協」把我的資料，照實引用。
差的就胡說八道，不知所云了。
如何去蕪存菁，就需要好好地分辨。

國府退到台灣，在一九四九年底與次年的上半年，幸而有這批金、銀、美鈔外匯，其中八十萬兩黃金
及一千萬美金就做為剛發行的新台幣的準備金，另外更大部分（約二百多萬兩黃金）則用來支撐新台
幣，就是把它換為新台幣，做為薪餉，發給七十萬大軍來保衛尚未站穩腳步的「自由中國」台灣。
這一筆黃金款，換為新台幣後，遠超出四九、五　兩年的整個台省歲入，這些黃金就經由台灣銀行，
及指定的銀樓，讓購買「黃金儲蓄」的台省民眾，只要有台幣就可兌得比市價低的金子（還可兌美金
），於是就大量流入民間，或進了國內外投機人士的口袋（見附表二及第九章第一節），但新台幣很
穩定。
由現已公開的《美國國家檔案紀錄局文件》，美國國務院在一九五　年三月也收到「台灣情勢趨穩定
的好消息」。
一個人口只有六百萬的小島，突然承擔七十萬的軍隊和一百多萬的公務員及家屬與難民，而社會經濟
仍然安和平靜，這應該主要是上海國庫資金起的重要作用。
等韓戰爆發（五　年六月廿五日），以後美援來了，更穩定了局勢。

否則沒有這筆金銀外匯，新台幣也會像金圓券一樣眨值，不容置疑地會引起動亂，發生像在上海外灘
的那種「黃金擠兌」，成千上萬群眾包圍中國銀行，急于把紙鈔換回黃金，互相踐踏而造成許多傷亡
，震驚中外。
美國或會趁機扶植親美軍人（見第十二章第八節。
老美專會搞這一套雪上加霜的勾當，像七　年代在越南及今日的伊拉克）發動政變，那中共一定會告
訴北韓金日成，多忍耐半年，優先「解放」台灣，那「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嬰兒早就夭折了（見第
九章第二節），早就變成像海南島一樣的人民共和國「台灣省」。
中國戰場上的海峽之戰，在一九五　年初或業以中共武力統一台灣告終，已「塵埃落定」，即使以後
有再多的美援，中華民國也回天乏術了。

究竟國府當年帶了多少金銀美鈔到台灣？
回答此問題就先要知道當時國庫總共有多少資金。
大家都引用監察院在一九四九年的數字：「⋯中央銀行在二月底有三百九十萬兩黃金，此外尚有七千
萬美元外匯，及足夠鑄造七千萬美元之銀子。
」但是《紐約時報》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六日提到：「⋯據受訪的一些（國府）運輸方面官員表示，
已運出上海的現金恐還不只監察院的數字。
據消息靈通方面人士深信，中央銀行所公佈的金銀及外匯並未包括中國其他的公私銀行及金融機構⋯
。
（按：此處僅算存於中央銀行，未計入中國、交通及農民三家國家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
）」
這篇紐約時報的新聞報導顯然認為運到台灣及廈門的現金比監察院所報告數目更高了。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還有「其他公私銀行及金融機構的錢未算在監察院的帳上」。
（這也是拼圖裡的空白處需要將來補上）「公私銀行及金融機構」的錢，可能連央行高階人員，都不
希望「外人」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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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圓券發行，蔣經國到上海「打虎」出任「經濟管制督導員」，一項主要任務可能就是去摸清「公私
銀行及金融機構」的底，他的任務最後也未必完全達成。
直到今天，這些財經界人士或其子弟（既得利益者），包括那些在海外開銀行住豪宅的，更不希望他
們經手的或父兄的秘密漏出去。
帳越糊塗越好，這些人最討厭筆者寫這書，最不想把這筆帳算清楚，將來批評此書，除了「買辦型的
學者（賣文媚上）」以外，最嚴厲地可能就是這批人了。
當然建設性的批評是十分需要的，因會帶來新的史實證據與理性的探討，使帳目更清楚、真相更明晰
，是本書的主旨，為筆者所期待的。
如果僅是政客黨棍的囈語，或基于意識形態，或出于某些小集團利益，與真相無關，恕筆者將無暇周
旋。

寫完這書，查了許多資料，包括父親遺檔及他同僚們的口述及著作。
如以黃金做單位，純金運臺約四百萬兩，另有約各相等於二百萬兩金子的純銀及美金，所以總值應相
當於八百萬兩的黃金。
其中做軍費用的黃金在四九年內戰時，由先父經手向大陸運去了約八十萬兩，但後來國府又從美國日
本等地補回大約同等數量，再加中央銀行以外的「其他公私銀行及金融機構」的黃金，最後留在台灣
的全部黃金，極可能超出監察院所提到的三百九十萬兩。
在五　年前後、兩百多萬兩黃金流入台灣民間。
但央行還謄餘一百多萬兩黃金及相當於一百多萬兩黃金的白銀，銀是通常被忽略的，大家眼睛都盯著
金子，而忘記了中國幾千年來都是銀本位，那一億多兩的純銀（不是銀元，沒鑄成硬幣就不能用，其
中一部（最多二千多萬兩）可能運美國鑄成三千萬枚新的「民國二十三年的孫大頭」及少量「袁大頭
」，見第二，九章的圖2-2及9-4 ），其中另一小部份在新台幣發行時鑄成每個五克重的五角銀幣，其
他大部銀子仍在國庫，價值相當于一百多萬兩黃金。

其實今天中華民國國庫到底有多少大陸帶過來的金銀並不重要（就像不用去細估故宮博物院的珍藏、
那是無價的），重要的是這些金銀外匯奠定了新台幣的發行時的幣信，使台灣最不能亂的時候，（就
是韓戰爆發前的一年中），即使當年台灣負擔了如此龐大的軍隊及公教人員、家屬和難民，都安靜如
謐，使潛伏的台灣共產黨（「匪諜」）及美國中情局人員都無法顛覆這個政權，國際共黨就只好把注
意力移向東北亞、放到戰略上已形「突出」的朝鮮半島上，發動韓戰了。
中華民國就在這千鈞一髮的危境裡，浴火重生。
其實、當年國際共黨在史達林的領導下，攻台灣應比打韓戰勝算遠高些，「解放」台灣在一九五　年
初是不致于遭到美國干涉的，《白皮書》中等待「塵埃落定」的不涉入中國內戰的立場，是表明得太
清楚了。
終究為什麼韓戰先發生，當然因素很多。
但台灣當時社會金融的穩定不能不算是主要因素之一（見第九章第二節及第十二章第一節）。

以後的許多年裡，在蔣父子的領導下，勤勞的台灣民眾與許多大陸來的菁英如蔣夢麟農復會的同仁們
，及其他工程，教育，行政等等各方面的人才（如胡適、沈宗瀚、梁實秋、許世鉅、尹仲容、孫運璿
、李國鼎等位），辛勤努力，創造了台灣奇蹟。
這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同舟共濟的苦幹成果，不必提誰養了誰（這是市井無賴，無見識人說的話，是
政客們為得選票在製造無謂的分裂與紛爭）。
難道說、這些「難民」做教員，教學生的；做工程，把電力恢復供應與建公路、水壩、橋樑的；做行
政，實施「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的，及辦加工區的。
做士兵，拿槍抵抗國際共產侵略的；拉三輪車，清垃圾，做工友以自己勞力謀生的，就不應該拿份微
薄的薪酬養家，活下去嗎？
是坐著不幹事，被人供養的嗎？
就像先父，他去唐榮公司十一年（一九六四 一 七五年），使虧損累累的公司起死回生，高雄一地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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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萬人受惠，他除了當年公務員的薄薪外，比起今天大公司的董事長，動輒都有上千萬的年薪，紅
利與股票。
那十多年就都等於幹低酬的活（初去幾年，都沒拿薪水，為表與員工共患難，把軍中退休金一次「拿
斷」，總數是十萬元新台幣）。
在那十一年中，我個人在美國做一個窮學生打拼，就沒家裡一個錢的接濟，連出國旅費都是自己出的
。

至於早先在父親管軍費黃金銀元美金時，由蔣「犒賞」的銀元美鈔他只取一部份做必需的生活費，其
他捐掉、送掉，去幫助別人，辦學校，辦老人福利，也不要在台，在美子女沾上這「人民血汗錢」的
邊。
我個人靠自己在國外奮鬥，走了十多年的崎嶇道路，才完成習醫的志願（見第十章第二節）。
回首看來路，可以心中坦然來還原這國府黃金運台的歷史真象了。

當然謬誤在所難免，筆者並非歷史家，書中有些資料，或缺細註出處，但決無杜撰（如有缺注所參考
的原件，再版時一定補上），或未做交互考證，例如，所引用的報載之個人回憶或可能有記錯的，將
來如有新的資料，在再版時也可做更正。
其他像搬運的銀塊，總數約一億多兩，三千噸。
有人回憶時，當年沒看箱子裡的東西，就以為是金塊，價值就相差很遠了。

這裡要特別感謝，台灣「傳記文學社」的創始社長劉紹唐、王愛生夫婦，他倆對中國近代史的真象保
存是不遺餘力，也是他倆的鼓勵，做為一個醫學教授的筆者，還能在近十年作臨床，教學與研究之餘
，來鞭策自己，不斷的記下和整理所尋覓到的資料。
也謝謝眾多朋友的幫忙：像天津的馬泰教授，爾灣的汪燮先生，西雅圖的陳士翰教授，洛杉磯的郝亦
塵先生，台灣的老同學，鄭治明與汪榮祖兩位教授，幾位父親的老同事包括董德成，趙志華與已逝的
葉良光、李光烈等位老先生，及無錫的張滿達兄。
劉社長在世時常說：「不容青史盡成灰」。
中國近代史上充滿了政客黨棍（各黨派）的謊言，我們要把那些層遮羞布剝去，讓青史不成灰，把真
象露出來，這是海峽兩岸，有心人應一齊來奮鬥：「真象尚末完整，百姓仍須努力」，我們這些無官
無職，無黨無派的小老百姓，應該有些發言權，把事實真象呈現給世人。

國府當年把央行「金圓券」的準備金，這共值約黃金八百萬兩的金、銀、美金，它的流向本書也向讀
者詳述（其中可能包括聯合報創辦時拿去的數千兩黃金及未知數的外匯、附表二）。
如本書所述，這筆準備金所佔中國大陸金銀的總數，實在有限（見本書第九章第五節）。
但這筆錢終究還是「人民血汗錢」，如剩餘僅以二百萬兩黃金計（包括銀子），今日價值在美金十二
億左右。
最後，本書提出一個「華人世紀黃金教育基金」的建議。
以十億美金所生利息，每年五、六千萬美元（約十七、八億新台幣、或四億人民幣，做兩岸交流的「
教育基金」，台灣主動釋出善意，讓那些窮鄉僻壤，偏遠的大陸窮苦學生來台灣唸大、中學（現在台
灣大學甚多，需要學生，也可讓他們親身體驗民主社會的生活）；或在大陸的大、中學設「台灣獎學
金」；發動志工在各大城市為流動民工加以「成人」教育等等，從此若還有中共窮兵黷武的任何飛彈
威脅，潛艦圍困，都將大失民心。
這是兩岸互補互助，百年樹人、台灣爭取主動、免于邊緣化、長治久安的上策，望台灣當政者三思！

著者吳興鏞多年來曾先後在《傳記文學》雜誌上發表過一些他此生中所接觸過的值得紀念與回憶的重
大事件和幾位傑出人物的事蹟。
其中最具有歷史價值的就是敘述有關於他父親吳嵩慶將軍當年負責國府第二批的金銀運台之來龍去脈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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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府從大陸撤退來台灣最大的貢獻就是數量鉅大的黃金銀圓外匯，以及由清宮故宮中運來台灣其中最
珍貴精華的無數國寶。
黃金外匯做了發行新台幣的準備基金，故宮寶物則保存在故宮博物院供長年展覽，又是當今世界著名
的博物館之一。
如果當年台灣沒有得到從大陸即時運來的那批資金的大量補助，恐怕此後四、五十年來的台灣各方面
光靠政府和人民的積極努力，經濟的發展也不可能會有日後傲人的成績表現。

另外他在本書中增添了許多前所未見的新資料。
例如如何從中國銀行裡運出中央銀行國庫的黃金，查證出第一批的黃金運臺數量及與第二批軍費用的
黃金的區別，運送第一批金銀的海關緝私艦「海星號」的型號、載重量等，並首次提出純銀的重要性
及在舊金山新鑄的大量銀圓運補前線國軍，並附許多幀珍藏及有趣圖片如他父親的手劄，中國近代最
高面值的紙幣及當時大量使用的銀幣，有些可供讀者未來參考，甚至有收藏的價值。
這些畫面也帶領讀者一起走進時光隧道，回到內戰時的上海外灘。

其中最珍貴的資料當然是吳教授父親親筆紀錄所經管的第二批國庫資金，包括近百萬兩的黃金、近億
的美金外匯及億兩以上的純銀，總數佔當年國庫的大部。
由吳嵩慶將軍的紀錄，仔細告訴讀者，蔣介石總裁以在野之身、如何有效運用軍費而實際控制當時國
府的軍政。
主導將國府重心向台灣推移，創造中華民國在臺澎金馬的事實。
在作者筆下、吳將軍的一生行誼、也展現在讀者面前。
一位出版界知名人士讀後，有這樣幾句感想：『公私之際的分寸，對不論任何工作崗位上的人都是極
為嚴格的考驗，何況是在亂世之中。
從大處言，看他的「違旨」運金等堅持固然可佩，從小處言，他連自己來台後的居處都堅持不肯佔公
家的便宜，更可見其原則。
』
吳醫師除了其父的手札、還蒐集許多資料，例如從上海「字林西報」找到第二批黃金啟運臺灣的時間
，從「紐約時報」知道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之前已運到台灣的金銀數量，也與國府監察院的報告互相印
證。
除了這許多圖書館裡的資料外，更實地訪問了他父親財務署的同僚們，親手提調軍費金銀的歷史證人
群，使上海黃金運臺的史實再難以被少數別有用心人士所歪曲。
另外吳醫師本「醫國醫人」的素願，提出「中華世紀黃金教育基金」的構想，雖然今日台灣的政治氣
氛或會有曲高和寡的顧慮，當政者應體念其為降低兩岸敵意，為黎民百姓謀一長治久安之前瞻遠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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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蔣介石的親信如何打軍費黃金外匯的主意
第四節　第三批運離上海的黃金純銀
第五節　一九四九年後，大陸還有多少黃金純銀﹖
第六節　「中華世紀黃金教育基金」的構想如何釋出海峽兩岸間善意
下篇　自述與回憶
第十章　筆者自述
第一節　幼年與教育
第二節　我的學醫歷程在台大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黄金档案-国府黄金运台1949年>>

記台大畢聯會（一九六二?三）
「湖口事件」親歷記
出國
美國的治安，一個迷你驚險鏡頭
終於達成學醫素願
第三節　　甲狀腺學研究卅三載﹕W複合物的發現
做華大內分泌科研究員，七三?七五年一九七五年的國建會與洛杉磯加大
第一、二次國際甲狀腺素代謝會議加州長堤W複合物與第三次國際甲狀腺素代謝會議回顧
第四節　吳嵩慶先生「老人學基金」的設立
第五節　寫這書的經緯
第十一章　追思親友前賢
第一節　記母親吳林　與三舅林國珪（圍棋名人林海峰的父親）
第二節　記父親老友陳舜
第三節　記父親老友葉良光
第四節　記王東原將軍
附：王東原腳部運動之一
王東原腳部運動之二
第五節　記父親留法同學黎東方
第六節　記王尚義
第十二章　「市說新語」記高人逸事
第一節　記邵毓麟　「促成」韓戰救台灣﹖（聽李承晚總統的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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