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仲恺辛亥革命时期的理财活动

周 兴 裸

在����年��月—����年 �月的近一年多时间里
，
序仲恺几乎一直担任广东军政府财政司的领导工 作

，

为恢复
、

改革
、

稳定广东财政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 初步显解出他的高超理财本领及其向往社会 主 义

的高尚品质
。

����年��月 ，日广东宜告独立后
，
成立了以胡汉民

、

陈炯民为正副都督
，
以朱执信为总参议的广东 军 政

府
。
不久

，
留学 日本专攻财政科的廖仲恺从吉林返至广州

，
便担任了军政府财政部 �旋改为司�副 部 长等

职
，
从此

，
开始了他实际从政的理财活动

。

廖仲恺在担任军政府财政司两司长的近五个月里
，
主要是协助财政司长李煌堂致力于恢复广东 材 政

、

筹措新生革命政权急需的军政费用
。

广东独立后
，
财政奢困是最突出的难题

。
当时

，
广东财政极度困难的原因和表现

，
主要有以 下三个 方

面
�
一是库储如洗

。
清 末

，
广 东 每 年上解朝廷的款银在一千三百六十万两以上

，
居各省之首

，
省 库 早已

空盛， 独立前
，
粤任张鸣歧又有意破坏

，
他

“
时发龙济光部双晌

’ �潜逃时
，
又与属吏挟巨欲面去

。
张 鸣 歧

还班言
， ‘
革命党即得广东

，
不能守三 日也

， 。 ①省城独立后 ，
广东财政部派人查点前 大 清银 行 存 欲

，
仅 得

‘
现银一万四千六百八十四两

，
银纸一万一千二百八十元

， ， ‘
统交财政部

’ 。 ②二是收 入 锐减 ，
清末广东 岁 入

约三千七百多万两
，
主要来砚为关税

、

赌偏
、

盐课
、
田斌

、
厘金

，
广东独立后

，
关税为帝国 主 义 分 子 把

持
，
用于抵偿前清外侦

，
赌债则早已废除

，
其余三项收入

，
也因独立之初社会不安定

，
商务受形 响

，
各 属

“ 反正， 后又多自行截留税收等原因而锐减于前
。

如
�

从����年��月至����年 �月
，

广东财政司仅收 得 番

禺
、

甫海
、

电白
、

三水
、

广宁
、

恩平
、

香山
、

文昌等十余县交来丁米税契欲十二万六千二百四十九元， 同期

厘金共收入款八十一万九千九百一十二元
。 ⑧前清田斌

、
厘金半年的收入

，
分别约为一百余万两和一 百 数

十万两
，
广东独立后七个月的收入同苗清半年的收入比较

，
田赎约为其十分之一

，
厘金只有其二分 之 一

。

三是支出浩萦
、

广东独立后
，
新政初立

，
在在公款

，
尤其是反正军替急俪偏精

，
各属民 军 至 省 城者

，
人 数

最多时
“
几至二十万

� ，
军政府仅军费一项支出

， ‘
不音加以前清一借

， 。 ④李姐堂后来谈到军政府财政司 入 不

徽出的困状时谓
，“
我粤东财政收入

，
除搁借救

、
纸银币等各活进外

，
实收入不过三百九十八万余元

，
而 支 出

除购生银
、

偏银
，

借支补水等活支外
，
实支已达二千七百九十二万余元

，
出入比较不效支者

，
已遨二千三百

九十三万余元
。 �⑥

为了尽快地恢复广东财政
，
稼定政局和建设新生的民主共和政权

，
廖仲恺积极协助司长李 姐堂开 展筹

借军政费用的各项工作
， �
常入都份府议事

，
至深夜而出

’ �⑥在征得都借府同意后，
广东财政司采取了 劝 葬

国民捐
、

发行债券借偏
、

流通前清纸币等有效措施
。
据统计

，
序仲恺出任翻司长的五个月里

，
广东财政 司 在

广州总商会等认可和支持下
，
先后从前清落库

、
银行等处

，
提取大清旧纸币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二千九百 三 十

余元
，
加盖财政司大印

，
逐月流通于市面

。
同时

，
广东财政司又成立薄晌局

，
向海内 外发 行有 息 债 券 借

晌
，
独立后头五个月共借偏达三百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余元

。
这期间

，
广东财政司还广泛开展功捐活动

，
五个

月时间共收到各属各界捐款一百二十六万一千四百二十多元
。
�这些财政指施实施后

，
广东军政府的 军 政

两费基本上得以维持
，
广东财政也得到一定恢复

。
而序仲恺的努力和贡献

，
亦受到人 们的 称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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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下旬
，
廖仲恺一度辞去财政副司长职务

。
�月刘 日

，
刚满三十五岁的廖仲恺出任 广东 财政司

司 长
。

接任司长后
，
他

“
精神奕奕

，
奋斗不绝

，
对于政治深感兴味

。 ” ⑧他从建设新生革命 政 权 的 高 度 若
眼

，
励精图治

，
进行整顿财政司机关的工作

，
使广东财政司的面貌为之一新

。

前任财政司长李煌堂是老同盟会员
，
又是一位与广州商界有密切关系的香港药铺 老 板

。

广 东 独 立 初

期
，
他

“
在港一夕而筹钠 八 十余 万

， ’
终使

“
所在 哗嗓， 之各民军

“
就抚听命

’ �在担任财政司长半 年 多时

间里
，
他对恢复广东财政

，
维持军政府初期的军政开支等

，
曾作出过重要贡献

。

但 他 理财
“
只 知 持筹 握

算
，
绝不明了国家之财政大计

。 ” ⑨故在一些问题上，
与序仲恺往往意见相左

。
特别是他缺乏从政 经 验

，
对

部属管束乏术
，
且喜欢

“
位置私人

’ 。
如黄秉新等人即公开指贵李姐堂在财政司内安�了

“ 亲子及 侄孙 二十

余人
， ，
而其同乡故旧

“
更不可胜算

， ，
以致财政司有

“
李家祠新宁会馆之称�李的一些 亲 属 多 舞 弊 御私

，

其中谭敦五
、

卢季槐等人
， “
最失商场之信用

’ ，李星衡把持下的宫钱局
，
不少职员乘机 套 购 生 银

， �
居 奇 射

利
，
日获三千余金

’ 。

对此
“
外间均啧喷有烦言

� 。
�有鉴于此

，
在整顿财政司的过程中

，
序仲恺坚持任 人 唯

贤
、

按才录用的原则
，
在他司长任内

， �
署中无一私人

， 。

为了革除财政司工作人员迟到
、
工作拖杳等积弊

，
廖仲恺在财政司建立了 每 日签到的制度

。
不久

， “
到

署不依时的常例
，
为之一扫

” 。

在上班期间
，
廖仲恺时常深入各科

“ 巡视 ” 工作
，
听取 意 见

，
这还能使

“ 下

情均能 七达
’ 。
�

廖仲恺在财政司长任上
，

廉洁自守
， ‘
收受无一私财

， ，
而且严格财经制度和纪律

，
尽力防止司内职 员 舞

弊渔利
。

一些在广东财政司长期任职的人员曾称烦他说
�“
供职财政司十余年

，
所见长官不少

，
然无一 能 及

赓之精勤廉沽者�
’
�

廖仲恺在财政司长任上
，
还提出了一项极为重要的经济改革新措施—推行地价税契法案

。

廖仲恺的广东地价税契法案
，
是在孙中山的提倡和支持下提出来的

。
进行社会革命

，
实行平均地 权 的

民生主义纲领
，
是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前后孜孜以求之事

。
当时

，
孙中山认为

， “
今 后晋人所当致力的

’ ，
即在

“
推行平均地权之法

’ ，
开办时

， “
必将各地主契约换过

， ，
将从前照田地面积分

“
上中下三等 ” 纳税 的办 法

，

改为
“
照价收税

� ， “
不但收地税

，
尚当收印契税

， ， ‘
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

，
那么社会革命已成 七八 分了

’ 。

�

在视察武昌
、
上海等地及南下广州途中

， ‘
每往欢迎会

，
俱为民生主义演讲

， ，
略谓

“
当今变革之际

，
推行 平

均地权政策
， ，
乃能

“
为真正之国利民福

。 ’
�回广州后

，
则强调中华民国

“
革新伊始

，
在在需财

，
现 在国 家

岁入
，
比之亡清尚少

，

欲救其弊
，
必须实行税契及平均地权之法

，�� “ 民生间题
，
须 从 税 契 入 手

， ，
一 旦

“
税契实行

，
各税皆免

，
外债不举

，
息款不需

� ， ‘
一举而数备

， ， ‘
国利民福

，
莫大乎是

� 。
�

早在日本留学时
，

廖仲恺就极为赞同并大力宜传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纲领
，
他曾在

《 民报， 第 �号

上
，
评介了作为该理论主要依据的

、

美国亨利
·

乔治所著 《进步与贫困
》 一书的有关章节

。
孙中山正 式 解

职后
，
他多次聆听其关于 目前必须致力于实施民生主义纲领的教海

，
对于实行平均地权这一纲领的现 实 利

益与长远意义
，
有更多的新认识

。
廖仲恺担任财政司长后不久

，
就拟定出一份地价税契法案

，
请都督 府 咨

转当时的省临时议会付审
，

广东是当时全国独立各省中
，
唯一提出实施同盟会平均地权这一民生主义纲领具体方案的省 份

。
广 东

地价税契法案拟定提出后
，
廖仲恺在孙中山等人支持下

，
为争取法案的通过与实行

，
进行了新的 奋 斗

。

�月 �日
，
廖仲恺出席了孙中山召集的茶话会

。

会上
，
孙中山肯定地价税契案

“
实为平均地权之 第 一

法也
’ �‘
现时中央税法未定

，
吾粤首先行此地价抽税良法

，
收入必丰于前

，
可为各省模范

。 ’
他 指 出

“
若 省

会能达此案 目的
，
众代议士为不朽也

’ �廖仲恺保证说
�“
此案为政府交议

，
若省会通过

，
无不 举 办

’ ，
� 以坚

定省临时议会通过这一法案的信心
。

从 �月中旬到 �月中旬
，
广东省临时议会几次开会审议地价税契法案

，
赓仲恺每次都到会作必 要 的说

明
。
�月��日

，
廖仲恺在省议会审查地价税契法案会上指出

，
这一地价税契法案

，
不仅沿用中国历史 上朝 代

更换
“
必改税契

”
之先例

，
且是改革广东地租

、
以实现孙中山平地权主张的序幕

，
他要求全省的土 地所 有

户仲恺辛亥革命时期的理财活动



者
，
应在两个月内

，
将前清政府所发的

“ 三联印契
’ ，
交广东军政府登记验讫

，
再行换发新契

。

换 契 时
，
业

主可以
“
自由呈报

” 地价数 日
，
政府按地价抽税

，
税率

“
卖契定为值百抽二

，
典契收百分之一五

， ，以后政 府

欲购此地
，
也照业主

“
所报数目” 给价

，
政府准备着手丈量土地

，
使人民不敢玩视此事

。

他还规定
�

遨两个

月不办换契者
，
加倍征税

， 过四个月不办者
，
再倍之

，
如过六个月还不换契

，
政府则没收其地

。
�在 同 月

�� 日省议会审议地价税契会上
，
廖仲恺对这一法案的九条内容及议员们提出的质疑逐一 加 以 解 释

。

他 说

明
� “
第一条的不动产

，
是指土地和建筑物

， ’ ‘
两项全征收税契金

，
以税据为明证

’ ，
第二条换契

“
定 抽百 分

之二
’ ，
虽 “ 似觉过重

� ，
但这次广东税额之整顿

，
关系到社会泊安和商民的生计

， “
税率不能 不 定 一 律 之 标

准
，
那见以为值百抽二

，
一次征收

，
当不为重

，
但政府规定价格

，
尚可商榷

” 。

他还指出
，
在外国

，
地 价 有

“
据人民申报者

，
有政府派员调查者

，
有用折衷办法者

，
广东仅能采取第一义

’ 。
至于

“
期限令以六 个月

，
实

为不长不短
，
适合予政府与人民两方面

” 。 ⑩

廖仲恺场力争取地价税契法案的通行施行
，
其近期目标是试瞬从征收地价税入手整顿广东 税 收

，
筹集

巨款以济当时军政府财政短细之急
，
进而稳定广东政局

。

廖仲恺接任财政司长后
，
广东财 政 十分困难

，
�月

中旬
，

他在一次省议会审议地价税契的会议上说过
��

广东岁入比以岁出
，
不及一半

，
今欲两者适 合

，
自不

能不将各种税率提出研究
，
查广东自反正后

，
所入赛寥

，
近 日财政困难更达极点

，
而行政之经 费及一切偏需

应付
，
不容稍缓

’ ，
�承认 “ 目的在筹款

， 。 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确实是一个救急的筹款案

。

因为整 顿 原

先一切租税
， “
级不济急

，
再四筹思唯有先从换契一层着手

，
见效较速

’ 。 。 赓仲恺还指出
，
以推行地价 税 契

案来筹款
，
不仅快捷数颇大

，
有利于目前广东�如仔财政状况之改善

，
从长远看

，
亦将减 轻 人民 之 无 形 负

担
。

他说
�
��下广东

“
纸币已发行千余万

，
人民之无形负担匪轻

，
若果实行值百抽二之征收

，
预算得 二 千

余万
，
以为墓本金之用

，
则人民之无形负担可以解决矣

。

有形之负担似觉其重
，
无形之负担其痛 苦

、

其 危

险
，
更有甚焉

，
此不可不审

’ 。
�

廖仲恺推行地价税契法案
，
更有深远的政治目标

，
这就是在广东首先实现孙中山和同盟会 平均 地权的

社会革命纲领
，
消除社会贫富不均的弊病

。
对此

，
弃仲恺多次强调

�“
目前孙先生发起土地国有间题

，
亦宜先

从租税着手
， 而欲整顿租税

，
又必以换契为前提，�并申明�

它 “ 直是一筹款案
，
亦为改正地税 之 前提

’ �勿

“
中国税契陋习

，
常以二三百年之地价相沿

，
不改则税项之负担

，
未免不平

，
今欲改正地税

，

不能不 从 地

价着手
，
此案实为改正地租之前提也

， 。 ⑧地价税契法案虽不能从根本上造福于民 ，
消 除社会贫富不 均 的 弊

病
，
但它却可以带来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
是一个

�
纯粹资本主义的

、

十足资本主义 的
”

和 “
能够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发展的土地纲领

” 。 ⑧这在当时 ，
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 和有进步意义

的
。

地价税契法案在议会审议的过程中受到了非难和阻挠
。
而争论最大的是税率和地价以 何 为 准 两 个 问

题
。

因为
，
当时的省议会广州绅商占有很大的势力

，
这部分议员大都有地产

、

房产
。

出于私利之 考 虑
，
大

多数议员虽赞成实施这一法案
，
但提出对税率进行修正—有的提议值千抽六

，
有的提议值千抽 二 ， 并 几

乎一致主张以旧契地价为抽税之基准
。
少数议员则公然反对这一法案付诸实施

，
如议员任采芹 竟 谓

�‘
现在

各属秩序未复
，
人民常怀咦怨

，
政府既不能设法抚治

，
而且行换契重收之政

，

致蹈满清劣政
，
民国岂 宜 有

此乎�
” �月�� 日的审议会上

，
议长黄锡全提出折衷办法

�“
由财政司及本会财政审查股 各拟一章程

，
比较择善

而从
� 。

�

不久
，
省议会财政审查股草拟出地价税契章程十一条

，
送交军政府

。
为了争取换契法案的通 过

，
廖 忡

恺在税率方面作出了必要的让步
�

同意按重新核定的市价值千抽十换契
。
�月始 日

，
胡汉民以省府名 义 咨

转省议会复议审
。

当天会上
，
当议长以地契

“ 照市价收换契金
，
付决时

，
九十八名与会议员仅十八人 起 立

赞成
，
通不过

。

事后
，
会 议又将地价契税法案之第三条作如下修订

� “
凡发新契须照性列定额征收换 契 金

，

但以元为单位
� ，
其原契价以两或以钱定价者

，
以银七钱二分或钱千文折算一元

， “
一律通用广东纸币不 得 折

扣
�
�甲�

、

断卖契照原契价值千抽十之断卖契抽契金
�
�乙�

、
典按契照原契价值千抽六之典按契抽 契 金

” � “
本

会对于价值一层
，
仍照原案表决

，
主张照原契价值办理可也

。 ”
修订条文再付表决

，
一致赞成

。

�省议 会 所

修正通过的议案
，
与廖仲恺当初的提案

，
有很大的差距

，
根本的一条

，
就是重新核定地价被取消了

。

税契法案的实施
，
收效也并不很理想，‘ 广州市内之换契

，
颇见活跃， 惟各乡间之业户

，
于换契一 事 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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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观望迟疑
。 ，
廖仲恺为加速各属换契工作的进行

，
以济

“
需款孔急

” 之时艰
，
于�月拟出

《 乡村换契 简 便

办法， 六条
，
规定在离城较远的乡镇

，

准许公举
“
有财产信用

，
且办事能千者若千人

，
为该乡村之换契经 理

。 ’

经理人有义务劝说乡民换契
，
负贵代政府征收

、

保管换契金
，
经理人有权从换契金内扣取

“
百分 之 三

，
以

资办公
， ，

有权借公共地房办换契之用等
。 ⑩该办法经都督核准后 ，

财政司即印发给各县县长
，
着一 体 遵照

执行
。

序仲恺多方设法推行的地价税契法案
，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实施到底

。

首先
，
广东反正各 属 秩

‘

序尚未走上正轨
，
全省商务不景气

。

政府换契无异增加各地绅商居民的经济负担
�
革命党人对民生主 义 纲

领宣传不够
，
缺乏必要的群众基础

，
各属商民对换契一事并不热心

。

财政司虽一砚延长换契的期 限
，
但 收

效仍不大
，
税契收入仅得预期的一小部分

，
于全省财政并无多大补益

。

其次
，
全国的形势正在逆 转

，
广 东

一隅要实施同盟会的社会革命纲领
，
缺乏坚实政治墓础

，
故廖仲恺在广东进行地税改革的社会革命 尝 试被

迫半途而废
。

廖仲恺推行孙中山平均地权的地价税契法案
，
虽未竞全功

，
但极力试行单税社会主义 的 地 价 税 契 法

案本身
，
无疑表现出他对于封建剥削者与压迫者的僧恨

，
对劳动群众生活状况的真攀同情和对于社会 主 义

的向往
。

三

整顿广东纸币
，
维持流通信用以稳定金融市场

，
这是廖仲恺在广东财政司长任上为巩固民主共和 政 权

所进行的一项艰巨而重要的工作
。
从中亦表现其为革命事业呕心沥血的忘我工作精神

，
以及出色的理 财 才

能
。

广东初立之初
，
收入无着

，
政晌浩繁

， “
省垣银根奇细

，
现银转输甚难

” ，⑩对此 ，
军政府财政部不 得 已

大量地启用和发行纸币
。
据李煌堂的报告

�
军政府启用前清纸币加印流通

，
数达一千三百八十三万二 千 一

百七十五元一毫一分
，
另印行新纸币六百二十万元

。

一时间
，
流通市面之纸币在二千万元以上

，
成为 广 东

财政的主要支柱

广东军政府在流通纸币之始
，
曾布告安民

，
承诺所有广东官钱局

“
从前所发银票

，
以后仍由本军 政 府

担任兑换
，
各商民等自可照常行使

，
不必疑虑

。 ’

�未久
，
就出现了挤兑风潮

，
广东纸币面 值 随 之 日 趋 低

折
� ����年 �月间

， ‘
纸币每百元低水五元

” ，⑩到五月下旬廖仲恺接任财政司长后， �
省城纸币仅值 七 折

，
市

面摇动
’ 。⑧据广东官钱局总办邹鲁忆述，

广东纸币景象最坏时
， ‘
使用价值只面值五成

，
而 官 钱 局 无 法 开

门
。 ，
�

为稳定市场金融
，
廖仲恺废寝忘食

、

想方设法维持纸币的信用
。
他以财政司长名义向广东都督与 省 临

时议会提出采取必要的行政与经济措施来维持纸币流通
。
�月间

，
他呈请都督胡汉民

，
向各属重 申

�

广 东

纸币
“
均准交纳钱粮

、
厘税

” ，
并将原先照

“
九九七率式通用

，
与毫子现银无异

” 之定章
，
改为

�

广纸 交 纳

钱粮
、

厘税
“
均以每百的口二核收

’ ，
伤各属

· “
一切出纳

，
均须行用纸币

，
于征收之款

，
并遵加水核 收

。 ’

函与 此

同时
，
廖仲恺又向省临时议会提出永久维持广东纸币的两项办法

�

一是从外埠寡借资金
，幽
首设银 行

， ‘

以 为

总换机关
， ’ “

使广东有新增之款
，
则纸币之信用 自坚

’ ，二是
“
拟发行有奖公债，，

用于
“
生利 之 法万

—如

开辟大沙头为商埠码头
，
整顿士敏土厂

，
开发英德县森林资源

，
改造旧堤

、

落官衙为市街房 屋
，
等 等

。 �

如

此
，
则 “ 兰年必得收入之巨款

” ，
而

“
从前纸币可一律收回矣

。 ’
他还表示

� “
规划大致若此

， ‘
惟有竭力 傲 去

，

期能达其目的
。 ”
�

�月间
，
廖仲恺呈请都公胡汉民任命邹鲁为官钱局总办后

，
赓

、

邹即商定官钱局专门解决纸币兑 换 风

潮采取的三种办法
� �一�要军政府

“
严令各县征收机关一律只收纸币

，
不准索取现洋 ，� �二�

“
由 造 币

厂加工铸造现洋
，
同时秘密在城内各处设立兑换钱庄

，
暗中提高纸币价格若干成份

’ ， �三�加强舆论 宜 传

工作
，
召集报界记者会议

，
要求他们大力鼓吹政府稳定纸币之决心与办法

，
安定人心

。

�同时
，
赓仲 恺 还

以政府名义召集绅商会议
，
劝说与要求广州商界带头维持纸币十足流通

，
财政司又对纸币兑换现洋作 出 若

千规定
，
并限制出省所携银币不得超过五十元

。
为了吸收一些纸币

，
这期间广东政府向香港等地再次 芬 借

弃仲恺辛亥革命时期的理财活动



禽息贷献
，
至该年 �月底止

，
先后葬债欲

‘
共约四百零三万元……以 两 年 为 期

，

每借一 元 还 银 一 元五

龙
。 ’
�

以上措施实施后
，
广州金融市场之纸币价值大有起色

。
�月中句

，
广东纸币价值已达面值八 成 多

。
当

时
，
广州总商会在军政府和财政石督促下

，
集会议定

�

各行商一律不许拒收纸币
，
广东纸币

“
自中秋 节 起

担任十足流通
，
低则议罚

。 ’
�随后

，

财政司将
“
罚则

”
印出十万份

，
发往各地张贴

， “
伸知普戒

’ 。

胡都 督 又

连日
“
派出军队多人

，
手持木牌

，
书明奉都督令

，
如有低折纸币

，
查出惩罚字样

，
四处游 行

。 ’
甸到 。 月��

日
，
广州市面纸币价格升至面值八成九

，
佛山等地州升至九成

，
各商号门前通贴出

“
本号遵例

，
通用广纸

”

请宇样的字条
。
�至�� 已时

，
广东纸币在

“
城厢内外均一律十足通用

� 。

随着纸币升值
，
炯仙也由原来 的 一

百二三十枚折为一元
，
升为一�四枚折值一元

� 以致各属拼银来省城兑纸币者
�
纷纷不绝

， ， “
计日来 省 中

纸币被各属换去者有数十万元
’ 。
�

在广州金敲市场好转的情势下
，
为从根本上稳定和维持纸币

，
廖仲恺开始实施其向省议会提出的 第 一

项计划—拟借外俊设立银行
。

��月中下旬
，
他与都仔胡汉民商量

，
由胡出面向美商借款五百万 美 金

，
为

设立广东银行之用
。
对此

，
省议会先持反对态度

，
后经硫通始同意借入

。

但要求政府必须做到以下 各 点
�

面倾以五百万美金为限
，
抵押品不得以土地主权

，
债权不得干涉广东财政

，
折扣之数不超过百分之三

，
周息

不过六厚
，

借债为开银行之用
，
不得他娜

。
�这期间

，
胡汉民曾两次电告袁世凯

，
望中央支持

。
��月 � 日

，

赓仲恺离广州赴港
，
次日与梁季典 等 人登轮北上

，
前往北京与中央政府商�广东

“
债欲五百万

” 开设地方

银行事
。
此事终因

“
参议院不同意 以 地丁钱粮抵押

’ ， “
改后而借约又不成

， ，
�只好作罢

。

设立兑换机关银行的规划落空后
。

序仲恺又实施他向省议会提出的第二项规划—发行公债吸收纸 币
。

��月��日
，
广东官钱局发行有奖公债一千万元

，‘
以振兴实业

，
开辟生利之途为要旨

。 ”
该项公债券面板 分 为

二元
、

五元
、

十元三种
，
月息八厘

，
以十年为期还本

�
它设�六等奖励办法

�
头奖一个

，
奖倾三 万 元

，
二

奖二个
，
奖倾每个万元

，
三奖三个

，
奖饭每个五千元

，
四奖一百个

，

奖倾每个八十元
，
五奖五百 个

，
奖 撅

每个三十元
，
六奖五千个

，
奖顿每个二十元

。
�这项有奖公债发行后

，
很快认购一 空

，
它 对哲时称定市面

金橄
，
起了一定作用

。

进入����年
，
广东纸币因上年底 日本人伪造粤币案发

，
�加上无筹备金为兑换手段

，
旋起旋跌

，

金破 市

场本极不艳定
，
而该年度广东预算

“
不敷二千三百余万” 元的差倾

。
�更增加了维持纸币十足流通 和称定金

触的困难
。
面对这种情况

，
一方面

，
为进一步维持广东纸币

，
廖仲凯及广东财政司采取了一些 得 力 的 措

施
�

其一
，
当日本人 伪造粤币案泄露后

，
人心惶惶

，
纸币面值大跌时

，
为安定人心

，

赓仲凯与当时广东 带 察

厅长陈景华
，
多次参与这一案件的审理

，
及时向人民公布伪纸币并未流入市面的真相

，
从而迅速遏制 了 由

此案而引起的纸币
“
低折恶潮

。 ”
�其二

，
����年�月间

，
赓仲恺皇请胡汉民通伤各地方长官迅速查实属内各

埠之般商银号
，
由

“
政府与之订立章程

，
提高利率

，
托该处代理政府吸收纸币

�
由财司通知各属设 立 储蓄

机关
，
以济人民视低纸币之困

。 ” 。 同时着各属商会等自行立议办法
，
在文到

“
十日之内须一 律 将纸币十足

通用
’ ，
以使纸币

“
可渐臻原价

。 ”
�其三

，
赓仲恺粉官钱局大�购生银铸现洋

。
据 �月底 《 民 立 报，

载
��
遭

币厂每 日出银毫八万元解交财政司
，
均汇存司库及官钱局

，
所存银毫已有五六百万

，
限拟存至一千万即行分

设兑换处
，
以吸收纸币

。 ”
�消息传出

，
市面立即出现用银劝银毫 �以前乃用纸币�的现象

，
金触情 况大有好

转
。

�

另方面
，
赓仲恺在军政府支持下

，
设法幼收节支

，
尽力解决广东财政预算入不徽出的难题

，
试图 力 争

广东财政收入的根本好转
。
����年 �月

，

序仲恺与都怪胡汉民经反复研究后
，
订出广东财 政 节支增收的补

救措施四条
，
即

�
�一�减缩行政官厅

，

扩大职务范围， �二�裁汰各署冗员， �三�增加 斌课 收入
�
甲

地税
，
乙营业税

，
丙所得税

，
丁印花税， �四�扩充官营事业

。 。 上述第一
、
二条

“
节流

”
措施

，
举 办 后潜

力不大
。
因为广东反正后

，
行政费用已省至无可省

。
于是

，
在此后一段时间里

，
赓仲恺遂将整理省内 斌 课

旧税和提兴实业
，

作为
“
以求岁计均衡

” 的主要途径
。
他与都督商定

，
将全省酒税调查整理

，
收 归官 办

，

减轻税率
，
防止洋酒搀入

，
组织商界承投

，
并订出严惩偷翻税之办法

。 。 他拟试办所得税和 整 顿盐课
、

渔

业
、

海关等税收
。
他还致函北京财政部

，
指出印花税在广东为

“ 民间习见
、

举办较易措手
” ， “

能早办一 日
，

即早收一 日实益
， ，
请求 “ 将各种印花税分 先行在粤

“
开办

，
以期早收实效

。 ’
�在振兴 实 业方面

，
廖仲恺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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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振兴土货活跃市场交易
。

他强调
“
振兴之道

，
尤以减轻厘税为先

， ，

并着财政司与厘厂商盈
，
减轻 土 火梁

之厘税一半
。
�同时

，
在廖仲恺积极建议下

，
广东军政府大力支持香港商人集资开辟 黄 埔港

，

并拟由各殷

商集资一千万元
，
筹办南华邮政公司

，
航行往来中国与南洋各埠

。

可借由于不久
“
二次革命” 爆 发

，
序 仲

恺的这些措施未能一一付诸实施
。

尽管如此
，
廖仲恺在逆境与顿挫中为稳定广东金歌

，
争取财政好转作出的努力

，

仍然 建 树了卓著的业

绩
。
到����年 �月广东 “ 二次革命

” 的失败时
，
省

“
库中存现洋七百余万

，
另纸币数百 万

，
此为民国以来

财政当局所未见之现象
’ 。

�这足于证明他是具有
“
高深经济学识和敏捷手腕

” 的理财 能 手
，
这位民主革命

的斗士在广东财政舞台中
， ‘
一姗头角

，
便有如许成绩

，
同志们都为惊叹不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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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军政府在雄庆将伪造广东纸币的日本人六名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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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消息传出

，
金融市场大受影响

，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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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康之际吴三桂平定云贵土司
·

述论

左 书 仔

顺康之际
，
吴三桂适时地剿抚云贵土司势力

，
其作用无论在当时对稳定西南局势

，

巩固

统一大业 ， 还是对后来雍正
、

乾隆年间的改土归流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

遗憾的是
，
史学

界对此少有评述
。

笔者虽学识浅陋
，
然补史阅义不容辞

，
故作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

在清朝代明朝而一统天下的进程中
，
西南请少数民族地区真正归属清中央王朝

，
是在永

历政权覆灭前后
。

其间
，
主要有如下战役

�

一
、

平定马乃土司
。

顺治十五年 �����年�经略洪承畴
、

平西大将军吴三桂等统军进抵贵

州
，
贵州各土司迎风而降

。 “
云贵既平

，
各土司俱奉贡斌

，
遵约束

。 ” ①唯有马乃土 目龙吉兆表

面归附
，
暗中却

“
收养亡命

，
私造军器

，
奸民文元

、

胡世昌
、

况荣还等俱党附之
，
遥结李定

国为声援
，
纠合鼠场营龙吉佐

、

楼下营龙吉祥敌血盟
。 ” ② 土兵先后攻掠广西捆城州之土寨

，

贵州安南卫之阿计
、

屯水桥
、

麻衣冲
、

下三阿
、

白屯等处
。

此时已移镇云南的吴三桂会同总

督赵廷臣
、

巡抚卞三元等共商征讨大计
，
议定了先抚后剿之策

。

因为龙吉兆
“
招谕不服

’ ，
吴

三桂与督抚遂
“
合疏请讨

” ，
得到清廷谕允后

，
进绷随之展开

。

总督赵廷臣率师出击
，
果母寨

一战大获全胜
。

吴三桂又遣马宝
、

启隆及游击赵良栋等统兵
“
攻七十余 日

，
破 其 寨

，
斩 吉

兆
” ，③ 顺治十八年 �����年�

，
吴三桂向清廷琉报

�“
摘获龙吉兆

，
克平马乃土司

。 ” ④ 马乃土司

遂改设为普安县
。

二
、

平定水西土司
。

顺治十五年 �����年�清军进征贵州之际
，
水西土司酋长安坤献印

归附
，
听命于清廷

。

不久
，
自云为大明开平王常遇春之后的常金印

，
奉命自广东来

“
与坤谋

不轨
” ，又有刘庆宁

、

倪生龙
、

丁调鼎
、

李化龙等至水西阿堵牛场
，
扬言

“
海上已立新君

，
国

号平顺
，
晋王李定国尚在

，
谕令起兵

。 ” 。 于是
，
本来就不稳定的安坤更加紧了他 的 反 清 活

动
。

早在顺治十七年 ����。年�
，
吴三桂就向清廷报告

�“
贵州水西土司安坤

，
久蓄异谋

，
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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