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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原意只是留给子孙后代的。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因病从香港回到北京，治病期间，经常回忆过去，想到自己这一生的种种遭遇，
以后孩子们再也无法了解，也难以理解了。
要讲给他们听，他们也没时间听，都各忙各的工作去了。
这时，我妹妹康昭也退休了，她对我走过的道路很有感慨，认为应该写出来，留给孩子们。
以前，康昭是个思想很“正统”的人，跟我完全不同。
我跟她同年高中毕业，同年到北京考上大学。
我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挨整。
她从北京大学外语系法语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外交学会做翻译。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调换过两个单位，最后到了社会科学院。
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紧跟社会“主旋律”，积极表现，唯恐落后，但她却始终因“家庭出身”而被
视为另类，再怎样努力工作，忘我工作，也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多年
，她已经临近退休了，才在社科院获准加入了共产党。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折腾，康昭终于清醒了，对那套“左”倾路线的危害深恶痛绝，对我以前那些
被她视为“落后”的表现有了理解。
她曾感叹说：你做的那些事我都做不出来。
她积极鼓励我把这一生经历写下来，留给后人。
而且，她还自愿帮我记录。
于是，我就从头给她口述，由她记录下来，打印成册，有了一个初稿。
从1998年开始，前后断断续续用了一年多时间。
完成后不久，康昭就被查出癌症，虽经治疗，仍不幸病逝。
最初要不是有了她的鼓励和帮助，我这个回忆录是很难写出来的。
这本书的出版，也有她一份心血，也算是对她的一个纪念。
我这个口述回忆录初稿写出来后，给几位朋友看过，都觉得很有意思。
还有个朋友曾打算把其中我与蒋介石相识那一段内容重新整理出来，拿到杂志上去发表。
但是因种种原因，也没有完成。
2002年秋，我作为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的幸存者，应邀到重庆去参加一个有关的纪念活动。
行前，已退休的《炎黄春秋》杂志原执行主编刘家驹（我当年在重庆巴蜀中学的同学），建议我去重
庆后找一个他交往多年的作者何蜀。
我拿着刘家驹写的信，按照他给的电话，到重庆后就与何先生联系上了。
见面后，相谈甚欢。
我回北京后，与何先生继续保持着联系。
我一直有个打算，希望能有人写我父亲康心如的历史，听了刘家驹的介绍，我本想请何先生来做这个
工作，当我向他提出时，他表示对我父亲的情况虽有些了解，但对写我父亲的历史则感到为难，说是
对金融方面的情况太陌生，而且主要兴趣在作“文革”历史方面的研究，无法再深入到另一个领域。
不过，他愿意为我介绍另外更合适的人来写我父亲的历史。
在这期间，他先读到了另一位朋友整理出来的我与蒋介石相识和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在重庆参加反蒋学
生运动那段回忆，并从他所了解的重庆有关历史、地理情况，指出了一些背景和细节方面的差错，提
出了一些修订意见。
这使我对他在这方面的学识和能力有了进一步了解。
当他知道我的回忆录中包括“文革”时期的内容时，很感兴趣，提出想看一看，我便把全部文稿寄给
了他。
他看后，提议将此稿重新整理加工，争取出版，并且愿意承担整理工作。
何先生的提议使我很高兴，但我又有些疑惑，这本写给自己子女、后代的回忆录，是否有出版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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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复向何先生提出这个问题，请他好好斟酌一下。
他毫不含糊地答复我说：肯定有价值，可以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反映一个大时代的变迁。
而且，据他判断，这个回忆录很有可读性。
于是，我与何先生就开始了对这部书稿的重新整理工作。
一方面，我重新对他进行口述，并提供给他一些相关资料；另一方面，他向我提出各种问题，要我重
新回忆和解答。
他还查阅了一些资料，找了另外的有关人士了解情况，把了解到的情况和查到的资料向我介绍，特别
是与我的回忆不相吻合的内容，与我探讨、斟酌，考虑如何表达更准确⋯⋯他的认真负责精神使我十
分佩服，也增强了我写好这部书稿的信心。
2004年5月，他把整理完成的书稿全部传给我后，我再详细提出了修订补充意见，他又再作修改，其间
，又建议我补充了一些内容⋯⋯这样反复多次。
总算有了一个我们都较为满意的稿子。
现在，这个口述回忆录摆在读者诸君面前了。
它是否真有价值？
是否真如何先生所说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反映了一个大时代的变迁？
有待读者诸君的评判。
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我的回忆是真诚的，也许有个别因记忆不确而造成失误的地方，但我没有说
一句假话。
康国雄2004年8月25日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孤舟独树>>

内容概要

　　本书是八旬老人康国雄先生的口述回忆录，记述了传主及其父辈两代人坎坷而传奇的经历。
康心如，祖籍陕西城固，民国著名金融家、四川美丰银行总经理、陪都参议会议长。
康国雄，是康心如最小的儿子。
1941年，在陪都重庆的汪山，12岁的康国雄，因举止大方、对答得体而获得偶遇的蒋介石夫妇的喜爱
。
然而这段偶然而短暂的交往，却在日后数十年中，以“蒋介石的干儿子”的罪名，紧紧束缚着这位“
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
直到花甲之年，几乎全部精力都用于帮家人“活下去”⋯⋯
　　这段人生，虽被裹挟、被荒废，却也积极奋斗，令人惊叹于个体生命的坚韧；这段历史，是个人
史、家族史，但可见微知著，从中窥见整个大时代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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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康国雄，男，1929年9月生，民国著名民族企业家、金融家康心如之子。
1951年从重庆巴蜀中学毕业，考入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1955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机械学院任教。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因所谓“蒋介石的干儿子”罪名遭受审查和打击。
改革开放后，参与创办北京朝阳区职工大学，任系主任、副教授。
后兼北京黄埔大学副校长。
20世纪80年代中期，康国雄只身闯香港，打拼一片新天地。
1987年赴香港定居。
1991年因病返回北京治疗。

　　何蜀，1948年6月生于重庆，祖籍河南。
曾在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红岩春秋》杂志社任副主编，职称编审。
已出版作品有：《雾城血》(重庆出版社)、《雾都明灯》(中央文献出版社)、《从中共高干到国军将
领：文强传》(广东人民出版社)、《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香港三联书店)等。
撰写并发表了若干文革历史研究文章。
退休后致力于文革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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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第一章 “干儿子”罪名的由来
　与蒋介石初次见面
　同宪兵赌气，蒋介石以为我病了
　“哦，你是康心如的儿子！
”
　到黄山官邸做客
　我成了“汪山要人”
　与蒋介石的最后一次交往
　蒋介石最后一次问起我
第二章 父亲被指定为陪都参议长
　从反清革命到实业救国
　重庆城里康公馆
　不愿从政的陪都参议长
　康家哪个最大
　关于父亲的“豪赌”
　刘航琛想收我做干儿子
　捐助教育二三事
第三章 少年也识愁滋味
　我有一个“妈”一个“娘”
　战争环境使“小先生”厌学
　父亲对我教育的唯一失误
　恨铁不成钢
第四章 我成了反蒋急先锋
　活跃在校园演艺圈
　自由结社埋下祸根
　罢考英语风波
　我的同学王泽远
　炮轰“漆家班”
　想要组织“第三党”
　在军警包围中组织营火晚会
第五章 满怀希望迎接新生活
　杨森的部下亮出手枪
　意外遭到政治打击
　我怎么会成了“特嫌”
　到北京考大学
　我差点进了电影学校
　时代风浪中的家庭变故
第六章 困惑的大学生
　被迫改学政治经济学
　我扮演美国资本家
　我成了专案调查对象
　“马列主义”专门人才
　“肃反”中我被隔离审查　
第七章 坎坷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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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上讲台
　我们学校的几位“右派”教师
　我侥幸过关，父亲中“阳谋”
　“革命虫”与“大粪香”
　不让我再上讲台
　搞“理论研究”也行不通
　把父母接到北京
　周恩来关照我父亲
　刘文辉为我给吴晗写信
第八章 恐怖的日子
　风暴来了还在想调动工作
　揪出了“蒋介石的干儿子”
　劳改队里“牛兄牛弟”
　半夜转移财产遇险
　父亲遭到三次抄家
　父母失去了自己的房子
　“主任大人”发威风
　几十个人没有抄出我的秘密
　父亲的遗嘱吓我一跳
　我想出对付灾祸的计划
第九章 罪名的来历原来如此
　章士钊、邵力子、沈醉为我写历史证明
　群众组织给我“平反”
　为造反派跑“动态”材料
　派性斗争结下不解之仇
　我偷看了查档案的记录本
　来自亲属的诬陷
　父亲愤然立下“断绝关系”遗嘱
　造反派组织跟我“划清界限”
第十章 乱世苟活也很难
　提心吊胆兑换公债券
　我发起的居民自保救了我自己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
　我又成为“专案审查”对象
　挖“活思想”
　父亲拒不诬陷邓小平
　父亲含冤病逝
第十一章 周恩来保护我的三次指示
　周恩来第一次指示
　“准备打仗”大搬迁
　我被宣布有“严重三反罪行”
　农民帮我偷寄家信
　与“专案组”较量
　周恩来第二次指示之后
　我又成了“五一六”
　“帮促会”闹剧
　“五一六分子”的命运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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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的第三次指示
第十二章 章士钊恩重如山
　特殊身份的章士钊
　“刘少奇的贡献更大”
　致信周恩来“为友呼吁”
　“生死攸关之急迫重案”
　章老的遗憾
第十三章 重新创业
　为何北衡之死大哭一场
　向邓颖超求助
　工宣队帮助我调回北京
　第一次给共产党员上政治课
　从无到有办“职大”
　得到社会最好的肯定
　书记让我提工资
第十四章 父亲平反一波三折
　屈武支持我为父亲申诉
　重庆通知“不予改正”
　屈武在中央统战部慷慨陈词
　承认“改正”又留尾巴
　原来他们本不想“改正”
　中央同意召开康心如追悼会
　感慨万千回重庆
　戚继光的传家宝哪里去了
　令人困惑的“发还抄家物资”
　居然说我想“捞一把”
第十五章 总是不安分
　想当“诤友”
　初次“下海”不成功
　动起了出国念头
　给胡耀邦的信批下来了
　好事多磨
　再找中央统战部
第十六章 年近花甲闯香港
　独自拖两口箱子过海关
　一事无成
　开办“美丰行”
　遭遇打劫与彩票中奖
　乘“专机”回北京
　文件可作两种理解
第十七章 宝岛行
　联系上台湾老友
　蒋纬国邀请我到台湾访问
　独自来到蒋介石陵园
　陈立夫还记得我们重庆的家
　在医院里会见蒋纬国
　浮光掠影看宝岛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孤舟独树>>

尾声
附录一 忆心孚兄（康心如）
附录二 我与报（康心如）
附录三 对联（康心如）
后记（何蜀）
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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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章“干儿子”罪名的由来与蒋介石初次见面我那个“蒋介石的干儿子”的罪名
，是怎么来的？
说来话长。
1941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陪都重庆不断遭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
我父亲为了全家人的安全，在重庆南岸汪山上买了一块地（一个小山包），盖了别墅，挖了防空洞。
为了躲避大轰炸，家里很多人都搬到那里居住，我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也搬到了那里，我们兄妹俩进了
汪山一所私立小学读书。
那年我12岁。
从重庆老城南边的望龙门渡口摆渡过江，就到了长江南岸，一条崎岖的公路，从江边蜿蜒而上，经过
南岸山上的重要乡场黄葛垭（又作“黄桷垭”），再往前到达黄山——蒋介石和他夫人的别墅就建在
这里。
再往前到汪山，我家别墅就在汪山马路边上。
蒋介石当时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总裁，无论是在一般老百
姓心目中，还是在国际上看来，他当时都是领导中国进行抗日战争的最高领袖。
他在黄山有一处官邸——当时可能有汉奸告密，日本飞机曾经轰炸黄山，但炸弹丢到了汪山。
人们都知道那是冲着蒋委员长来的。
那次轰炸中，著名经济学家何廉的双胞胎儿子大宝、二宝（我的小学同学）就被炸死了一个。
他们一个姓韩的老师也被炸断了腿。
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经常在周六或周日下午从黄山乘车到汪山，到了汪山，离我家别墅前不远，就
双双下车，沿公路散步。
有一天，蒋介石夫妇二人在我家后山坡野餐，我家有仆人看到了，说：“看，那是蒋委员长！
”幼年的我和妹妹大人们站得远远地仰着头观看，我和妹妹出于好奇，悄悄爬到后山树林边去偷看。
有几只警犬冲我们叫，被蒋介石的侍卫官制止了，蒋介石夫妇见到是两个小孩，也觉得好玩，便亲热
地招呼我们过去。
并叫侍卫官把警犬牵走。
我从小就不怕陌生人，大大方方地迎上前去，妹妹跟在我身后。
蒋介石和宋美龄席地而坐，地上铺了一块白桌布，放了点心、饮料之类。
蒋介石很和蔼地问我姓名，住在哪里，在哪里上学等，还给我们兄妹二人各一块点心，临别时，他还
说：“小朋友，我们下次来，再找你们玩。
”这就是我和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
同宪兵赌气，蒋介石以为我病了从这次之后，蒋介石每次来汪山散步，经我家门口时都要叫上我，蒋
夫人同来时，也会叫上我妹妹，让我们陪他们散步、聊天。
我妹妹第一次被宋美龄牵着手散步后，发现手上留下了很好闻的香水味，到处给别人闻：“蒋夫人的
手好香啊！
”后来，蒋介石来汪山叫上我陪他散步，几乎成为惯例。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每次散步到我家门口时，都用很重的浙江地方口音叫我“国雄，国雄”，侍卫官
马上跑进我家里，叫我去陪蒋委员长散步。
从此，只要看到有宪兵在马路两旁开始站岗放哨，我就知道他们要出来了，我就会主动站在我家前面
的花园里等着。
有一次，我和几个小伙伴在我家花园玩，看见宪兵又开始在马路上站岗放哨了，我就对他们说：“一
会儿蒋委员长就要出来了。
”过去在这一带站岗的宪兵都认识我，也都知道蒋委员长和我的关系。
对我也很友好，不巧这次在我家花园前站岗的宪兵是新换的，他不认识我，他听我和别的孩子说蒋委
员长要出来了，就很粗暴地向我说，等一会儿委员长出来时你们不许乱叫。
我听了之后很生气，我想你知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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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委员长是老熟人了！
我也没理他。
那次正巧蒋介石和蒋夫人不是来散步，只是坐着一辆敞篷车经过我家门前，我照例大叫了一声“委员
长”，蒋介石抬头一看是我，笑眯眯地把帽子摘下来向我挥动。
车很快就开过去了。
可是这一下惹恼了那位宪兵，等蒋介石的车一过去，这位宪兵就对我嚷嚷道：“我刚才跟你招呼了，
委员长来时不许向他乱叫，你还敢乱叫，下次你再这样，我开枪打死你！
”我当然不敢做声，扭头回到家里。
可是我心里并没有服气，我想报复他。
从那天起，我只要看到宪兵站岗，估计蒋委员长又要出来了，就有意躲在家里不出去。
接连两三次，我都没主动出去。
终于，有一天，一位侍卫官到我家来找我，说委员长来了，在马路上等我，问我为什么不出去，是不
是生病了等。
我就把那个宪兵威胁我的事说了。
这位侍卫官说，我去告诉他们。
以后这批宪兵就换成了熟面孔。
从此，蒋介石又跟过去一样，叫我和他们一起散步、闲聊。
“哦，你是康心如的儿子！
”在和我闲聊中，蒋介石最喜欢提的问题是老百姓生活方面的，我虽然只是个小孩子，但是平时听大
人们讲得多，家里有仆人，有厨师，在汪山还专门请有两个“大班”（轿夫，除抬轿外，还做些杂活
），他们的家一般都在乡下，有时家里人还要到乡下去赶场，因此对老百姓的生活情况我多少有些了
解，居然能答得上来，这使他很满意。
他还经常让侍卫官给我送一些从印度加尔各答空运来的水果和糖块。
有一次，蒋介石听我说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就关心地问我平时找什么医生看病。
我告诉他，家里主要是找一个叫周伦的医生给我看病，周伦是留德博士，因失恋曾经自杀未遂，留下
残疾，但医术很好。
不久以后，有一次周伦对我说：“国雄，你还把委员长的孙儿给我介绍来了！
”原来，有一天，有人带了两个外国人模样的小孩到他的诊所看病，他一看是两个洋娃娃，有些奇怪
，一问，才知道是蒋经国的儿子，他问他们怎么知道他的诊所，回答说是听康国雄介绍的。
就这样一起散步许多次以后，蒋介石偶然想起问我，你姓康，你们家与康心如什么关系？
我答道，康心如是我的父亲。
他这才恍然大悟地说，“哦，你是康心如的儿子！
”那时，我父亲在重庆独立经营美丰银行，对发展繁荣西南金融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影响很大。
1939年，蒋介石指定我父亲担任了重庆市第一届临时参议会议长，任期四年。
父亲一直不愿参政，因为蒋介石的指定，他才出于无奈连任了两届。
在任初期，我父亲曾上书蒋介石，提出建议：为了领导全国抗日，应设重庆为陪都。
蒋介石非常欣赏，曾两次召见我父亲和他面谈。
1940年9月，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命令，定重庆为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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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2年9月，重庆刚摆脱了漫长的高温酷暑，有了一些令人舒适的凉意。
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康国雄先生打来的，他从北京来重庆开会，下榻于离我家很近的市政协招
待所，他说，是刘家驹向他介绍了我。
刘家驹先生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时，曾发表过我几篇稿子，相互有些了解，对现代史有些共
同的兴趣和认识，以后经常通信通电话。
加上刘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从重庆参军的，算是老乡。
有了他的介绍，我跟康国雄先生见面就自然很亲切了。
跟康先生相识后，他谈到了他的一个心事：希望有人能写他的父亲康心如。
康心如是重庆的历史名人，大金融家，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临时参议会议长。
当年他经营的美丰银行，在重庆可谓家喻户晓。
我从小就知道雄踞于朝天门码头上方的那幢黑色建筑是美丰银行大楼（即使现在重庆城中高楼林立，
那幢大楼也并不显得逊色），而且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那大楼异常坚固，日本飞机轰炸只炸坏了顶
上一层，1949年的“九二”大火灾也是烧到大楼前就被挡住了⋯⋯总之，对美丰银行，对康心如，以
及他和两个同样驰骋商场的弟弟康心之、康心远，重庆人的“龙门阵”是不少的。
加上我从事党史研究多年，对康氏兄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时有所知。
在我几年前所写的《雾都明灯》一书中，还专门写到了周恩来在陪都时期与康氏兄弟的关系。
但要专门写康心如这样一个大金融家的历史，我自觉缺乏条件，因为我对商业、金融这方面的知识太
贫乏，太外行了。
因此我无法满足康国雄先生的这个愿望，十分抱歉。
在与康国雄先生交谈中，我得知他因为那样的家庭出身，还有过许多独特的经历，并且写有一个口述
回忆录稿子。
这引起了我很大兴趣。
后来，我先看到了一个朋友整理的康先生少年时代与蒋介石相识和中学时期参加反蒋学生运动的回忆
，因为整理者不了解重庆的历史情况和地理环境，我便提出了一些修订意见。
过后，我向康先生提出，想看看他回忆录中的“文革”部分，这是我最感兴趣的内容。
康先生便把全部口述记录稿交给我了。
我读完后，凭着十几年编辑党史期刊的经验，感觉这是很有价值的一个题材，完全应该好好加工整理
出来正式出版。
我自认为整理康先生这个回忆录还是能够胜任的。
我提出这个建议后，康先生自然很高兴地同意了。
我做了一些准备，看了一些资料，又把手里赶写的两篇“文革”历史研究文章完成后，就开始了这个
工作。
康先生在北京，我在重庆，相距虽远，好在有现代通信手段，又已经有了一个他口述记录的初稿。
于是，在初稿的基础上，我提出若干问题，他通过电话向我作补充口述或重新口述，特别是我向他提
出许多初稿中讲得不明确或未展开讲述的地方，一些我感到有疑问的地方，他都作出进一步的解答和
回忆。
期间，我查了不少资料，询问了一些重庆的老人，并就一些问题请教了几位对重庆市地方史和党史有
研究的专家。
至于回忆录中涉及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相关背景，我也都逐一查阅了能够找到的相关
资料，对有的细节还找过一些朋友（甚至远在海外的朋友）帮忙查证了解。
有时，为一个细节的核实，我与康先生也会发生争论，但是我们都明白，我们的共同目的是力求还原
历史的真相，因此我们的争论是目标一致的，也是相互理解的。
在这个整理工作中，我进一步体会到，对于口述历史的整理，仅有记录确实是不够的，因为人的记忆
毕竟有限，完全依靠记忆难免不出差错。
对于这个回忆录中涉及的人和事，我都尽量找到相关的旁证资料，力求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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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仍然不敢保证就没有一点问题。
毕竟涉及的历史时期长，地域广，人物、事件多，只求这方面的差错尽可能少一点。
通过这个回忆录的整理，我对康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的坦诚、执著、乐观、直率，都给人很深的
印象。
他的独特经历，不仅有趣，有可读性（在整理中，我经常会为其中的某个内容发笑或发出由衷的感叹
），而且，他的经历从一个独特角度反映出了过去时代天翻地覆的历史性变迁，在他这个特定小人物
的一生中，贯穿着令人感慨不已的大时代的悲喜剧。
我认为，对于任何一个不愿意虚度一生，而希望生活得更有价值，更有尊严，更有意义的人来说，本
书都会有相当的启迪作用。
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吴江先生对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心血；刘家驹先生一直对此书的写作和出版给予
积极鼓励和关照；陈敏先生无私提供了他记录的另一份康先生口述回忆稿以供参照；王叔渠先生的公
司多次为打印书稿帮忙；还有康先生的一些老朋友、老同学如赵文滔、高粤江等一直关心本书的写作
；老同事郑启昌先生对本书提供了详细的修订意见及一些背景资料；康先生的妹夫赵亢、老同学王鸿
伟，巴蜀中学的老师黄清华、张士鲁等都热心为本书提供照片⋯⋯在此谨向他们和所有关心本书写作
与出版的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
何蜀2004年8月27日于重庆再版后记我这一生有两个特点：第一，始终记住父亲的谆谆告诫——“不要
人云亦云”。
不论何时遇到何事，我都会用自己的头脑想一想，不因“教导”、“号召”而盲从，所以常显得不合
潮流，被视为异类。
第二，做人应该说真话。
但这块土地上不容易做到，我就尽量少说话；可性格使然，又忍不住要说些真话，往往就会惹祸；为
了自保，又不得不说些“假话”。
我本非名人，没想到12岁时我与蒋介石夫妇在重庆汪山的不期而遇，会在二十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
”中使我成了“名人”——“蒋介石的干儿子”，并因此饱受批斗折磨之苦。
在那之前的十几年中，我就因这尚未公开的“罪名”而受到反复审查和暗中监控，被“运动”过来“
运动”过去，一事无成。
直到改革开放前夕，我的智慧、精力、时间，都用在为我和家人争取“生存权”上⋯⋯1940年，我的
父亲康心如（原美丰银行总经理）以重庆临时参议会名义上书蒋介石委员长：“建议政府明令，定重
庆为中华民国永远之陪都。
”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面临突然涌入的100万人和无休止的日机轰炸，美丰银行成为支撑这座城市的
坚强后盾之一⋯⋯2005年再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称我的父亲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周恩来
的朋友”。
2002年，重庆的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大轰炸幸存者在重庆组织了联谊会，邀请我去参加纪念活动。
我去后，住在重庆市政协招待所，有一天突然有两位老先生来看我，他们都是原美丰银行的行员。
一位叫陈代六，一位叫陈亚雄，都是九十多岁。
他们是从报纸上看到我来重庆参加活动的消息，才特意来找我的。
我当时非常兴奋，没想到这些老人对我父亲的感情如此之深。
当年我没在美丰银行工作过一天（美丰银行1950年停业时，我还在上高中），可当他们得知康心如的
儿子来重庆时，会千方百计来找我。
他们告诉我，虽然美丰银行已经停业五十多年了（1950年4月停业），但他们还一直有一个美丰银行和
丰字号同仁联谊会（也就是原美丰银行的行员，和美丰银行下设的丰字号子公司的职员，共同组织的
联谊会），每年聚会两次，一次是4月，一次是11月。
他们邀请我也参加美丰联谊会，我自然答应。
2006年4月，我接到请我参加4月17日的第41届联谊会的通知，非常兴奋，带着我的大儿子宏通，于4
月15日飞抵重庆。
陈亚雄老先生亲自带着他儿子来飞机场接我，送我们到和平宾馆住下。
16日，我们参加了他们在人民公园的联谊会预备会议。

Page 1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孤舟独树>>

19日，我第一次正式参加美丰联谊会。
进入会场时，他们介绍，康总经理的幺儿康国雄和他的儿子康宏通来参加联谊会了！
大家都热烈鼓掌。
到会的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还有一些陪伴他们的年轻家属。
我确实非常激动，由他们一一介绍，我分别和这些老人握手。
正式开会后，先由主持人尹登甫（他原是美丰的练习生，现为深圳大学的教授，每年从深圳赶来参加
联谊会）宣布了大会的内容，并特别介绍我，安排我发言。
我主要谈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美丰银行从1950年停业到现在五十多年了，大家还会以美丰的名义举
行聚会，这是一种什么力量？
从2002年见到两位陈老之后，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
《中国大资本家传》第四卷介绍康心如的传记中谈到，美丰的行训叫“一诺千金”，也就是现在所说
的“诚信”。
会上有人提到，这是一种“美丰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大家几十年来友谊不衰，都愿聚在一起。
我说，我没有进过美丰，是晚辈，我只有向你们学习这种精神。
如果现在的企业，在停业几十年后，也能以企业的名义来组织职工聚会，我想这个社会也就是和谐的
社会了。
我不知道国外的企业有没有这样的联谊会，起码在中国恐怕是唯一的了。
这次，我认识了好多美丰银行的行员和丰字号的职员，他们当中还有当时正担任重庆市市长的王鸿举
的父亲王文华（95岁）和母亲王惠善（91岁），他们都曾是美丰的练习生。
最有意思的是，大家在聊天中都说自己是美丰第几届练习生（当年我父亲每年都在高中生中招考一批
练习生，经过严格的口试笔试，从上千人中间挑选二三十人，成为一批练习生，都是当时的精英。
到美丰停业前，一共招过27届练习生）。
自那以后，他们每次联谊会召开之前都盛情邀请我，我也都尽可能参加。
每次参加，都能向他们学到不少东西，也听到不少美丰银行以前的故事。
这样一次次回到重庆，使我了解了很多的往事。
我去过重庆档案馆，得知他们有两千多卷的美丰档案，从1922年美国人成立美丰银行开始，到1927年
我父亲用中资接手美丰银行，一直到1950年4月美丰银行停业。
还有停业后由重庆人民银行成立美丰银行清理处，由周见三、康心如和康心远组成清理处，负责开始
清理，到1960年清理完成，以及1964年美丰银行剩余财产分给股东为止（据说有150万人民币），所有
的档案都存在档案馆。
另外，抗战时期重庆临时参议会八年中的活动，和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市参议会的档案，也都存在档
案馆，共计八百多卷。
我现在想做两件事，第一，请美丰银行的行员回忆我父亲和美丰银行的实事；第二，道重庆抗战时期
，我父亲领导重庆参议会为抗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做了很多实际的工作，例如救济伤员、难童和难
民，但在有关史书上什么记载都没有，所以我和档案馆的人商量，请他们写写重庆参议会对抗战时期
的贡献，也包括我父亲在重庆参议会当了八年参议长所起的作用。
这段时间，我也思考，20世纪50年代初期，共产党就提出要对民族资本家进行改造，将私人投资的企
业变成公私合营的企业，并提出了赎买政策，也就是把每个资本家的财产估定一个价值，按每年的5%
付给定息，定息从1956年发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就停止了，也就是说国家欠资本家的钱还没
有还完。
我曾和猪鬃大王古耕虞聊过关于公私合营的问题，我问古老，公私合营时，中国资本家的定产是多少
？
他说：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才定22个亿，十分之一都不够。
后来我查到一份资料，1969年5月14日，周恩来在国务院所属单位传达“九大”大会上，传达毛主席九
大期间的讲话，有这么一段话：进城以后对资产阶级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
盾处理，给他们定息，股息。
（全国股金有22万万元，每年给5%的利息，一千万元，实际上许多人是不拿的，每年五元，十元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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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拿了，发了十年，发出了七八亿人民币，还不是用在中国增加购买力，但是他们工会不允许进，这
样就把工人和资本家分开了，因为你拿定息嘛。
）我想了想，美丰清理是在公私合营之后，美丰银行投资实业单位有八九十家，1964年分给大家的都
是各个企业付给的定息，从历史来看，也就是领到了一半的投资的财产。
国家现在已经承认了私有制的合法地位，过去的民族资本家，把用毕生精力创造的企业、所有的资产
都交给了政府，政府用赎买政策收为国有，也应该让子孙后代知道，他们曾为这个民族做出了怎样的
贡献，他们经历的是怎样的历史。
本书2004年出版后，引起了许多反响，不少报纸杂志摘登了其中一些片断，互联网上也发表了一些书
评，香港凤凰卫视、阳光卫视等媒体还播出了对我的专访。
这一次再版中，我们还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修订，尽量使本书在“还原历史真相”方面做得更好，并
增配了一些相关照片。
希望读者对我这个“蒋介石的干儿子”的坎坷人生有更详细的了解，希望更多的读者能从我们康家两
代人的命运中多少了解一些过去的历史，总结一些教训，得到一些启发。
康国雄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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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本非名人，没想到12岁时我与蒋介石夫妇在重庆汪山的不期而遇，会在二十几年后的“文化大
革命”中使我成了“名人”“蒋介石的干儿子”，饱受批斗折磨之苦。
直到改革开放前夕，我的智慧、精力、时间，都用在为我和家人争取“生存权”上⋯⋯　　现在我才
八十多岁，假如上帝多给我些时间，我想还能为家庭和祖国做些事情，虽然已是老年，身体又有了些
病，但我始终觉得自己还可以干点事，还可以拼搏一番。
干到哪天实在于不动了再说。
我一辈子都是这个不服输的性格。
　　我希望能让更多的读者从我们康家两代人的命运中多少了解一些过去的历史，总结一些教训，得
到一些启发。
　　——康国雄　　　　康心如是重庆的历史名人，当年他经营的美丰银行，在重庆可谓家喻户晓。
我从小就知道雄踞于朝天门码头上方的那幢黑色建筑是美丰银行大楼（即使现在重庆城中高楼林立，
那幢大楼也并不显得逊色），从小就听老人们说，那大楼异常坚固，日本飞机轰炸只炸坏了顶上一层
⋯⋯　　康国雄，是康心如最小的儿子，他的坦诚、执著、乐观、直率，都给人很深的印象。
我认为，对于任何一个不愿虚度一生，而希望生活得更有价值、更有尊严、更有意义的人来说，本书
都会有相当的启迪作用。
　　——何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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