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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金融史集刊第5辑：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金融业》是《中国金融史集刊》的第五辑，主题
为“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金融业”。
组织这一辑相关栏目稿源的初衷，就是想推进研究基础较为薄弱时段的中国金融史研究，内容主要集
中于“专题研究”、“档案史料”和“旧文新刊”三个栏目；同时在“学术动态”栏刊登了关于“辛
亥革命前后中国金融档案史料及研究”学术讨论会的综述。
在“专题研究”栏目收入的各篇文章，均选自2011年12月12日召开的“辛亥革命前后中国金融档案史
料及研究”学术讨论会的交流论文，会议之后经作者修改补充。
这组论文既涉及票号、钱庄等本土传统金融业，也包括了华资新式银行业，以及辛亥后地方政权所办
银行；既以金融业者群体为主，也有对特定人物的专门研究。
对于辛亥革命与中国金融变迁的关系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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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景平，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导师，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
长期从事中国金融史研究，主编中国金融史专刊多本。
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核心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并出版《上海金融
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等学术专著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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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前言【专题研究】辛亥革命时期四川银行发行的军用银票清末民初的中国西部金融业辛亥革命前
后山西票号的兴盛与衰败辛亥革命时期的银行家沈缦云辛亥革命前后的上海道库存款光复前后的上海
银钱业札记民国初年临时政府两笔对外借款述评外债与近代华资银行业互动关系的初步研究——以资
本市场为中心辛亥前后的中国民间资本银行业【学位论文】《银行周报》研究（1925—1937）【档案
史料】辛亥革命前后华资银行业档案史料选编【旧文新刊】《申报》关于辛亥革命后金融业和金融市
况的报道民初“宋汉章案件”资料汇编【书评】中国金融史学术研究的重大成果——评六卷本《中国
金融通史》【学术动态】“辛亥革命前后中国金融档案史料及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资料架】中国
金融史论文资料目录（2010～2011年）近年来中国金融史研究生学位论文题录（五）2010—2011年中国
金融大事记2010—2011年国际金融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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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辛亥革命时期四川银行发行的军用银票　　潘连贵　　一百多年前的农历辛亥年，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的枪声响彻湖北武昌，各地纷纷响应，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
体。
辛亥革命时期，四川成都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设立四川银行，发行大汉四川军政府军用银票。
作为辛亥革命货币之一，四川军用银票是四川军政府成立后为筹措饷需采取的首要经济措施，但因发
行过滥，迅速贬值，造成金融秩序紊乱，遂有“恶币”之名，为人所诟病。
笔者试对四川军用银票的历史背景、发行经过以及收兑等情况作有关简述，并对四川银行的沿革进行
辨析。
由于水平有限，拙文粗疏讹误之外，敬请方家批评指教。
　　1911年，以四川省成都为中心的保路运动为武昌首义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这年5月，清政府宣布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又以借款将铁路权出卖给英、法、德
、美四国银行团，广东、湖南、湖北、四川人民奋起反对，兴起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
在这场保路运动中，四川的斗争尤为炽烈，参加保路同志会者达数十万之众。
9月？
日，向有“赵屠户”之称的四川总督赵尔丰滥杀集会请愿群众，制造死伤数百人的成都血案，激起四
川人民更大的愤怒和反抗。
9月25日，主持四川同盟会工作的吴玉章等革命党人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当时最早的地方革命政权。
清政府急忙调集湖北军队前往镇压，武汉三镇防务空虚，从而为武昌起义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川省反清起义如火如荼。
11月22日重庆宣告独立，建立以同盟会会员张培爵为都督的蜀军政府，传檄附近各州县，一律建立新
政府。
但四川全省独立、建立统一的新政权却比各省要晚，这与川省交通不便有关。
　　重庆光复后，成都的革命党人曾计划火烧总督署，发动起义，但因偶然的意外而未能实现。
结果，立宪派领袖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及官绅周善培、邵从恩等同赵尔丰以妥协谈判
的方式，谋划实现成都和整个四川的独立。
谈判妥协条件共三十条，主要内容是：四川政权转交谘议局；军队统一交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指挥；
赵尔丰交出政权后，仍带边兵办理藏边事务，但暂不离成都，以备顾问等。
协定还以蒲殿俊为军政府都督，朱庆澜为副都督。
根据这个协定，11月27日由赵尔丰宣告四川地方自治，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
　　在妥协基础上接管政权的军政府执政准备不足，蒲殿俊都督毫无行政经验，又无勇于任事的魄力
；副都督朱庆澜是浙江人，在客籍与本省军官有矛盾的情况下，指挥亦不能如意。
12月8日，蒲殿俊与朱庆澜正在东校场阅兵，军队中的巡防营突然哗变，蒲潜逃回老家广安，朱逃到重
庆，城中秩序大乱。
各银号、当铺及商店多遭洗劫，尤其是四川藩库的损失最为惨重。
清末四川藩库名为广济库，内分恒字库、丰字库、萃字库、益字库四个库，每库可贮银一百万两，到
兵变时，四库共存有三百五六十万两现银，全部被抢掠一空①。
当天，军政部长尹昌衡脱身出城，急找六十三标标统周骏及营长宋学皋率领新军入城平乱。
次日，暴乱平定后，推尹昌衡为都督，罗纶为副都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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