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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一年春天，莊世平降生在
廣東普寧，其家族世代書香，文人輩
出。到莊世平出生時，家族更是擁有
一個主營錢莊和僑批業務的繁榮金融
集團— 「協裕」 ， 「協裕」 的分號
遍布泰國、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和
地區。受家族影響，年少勤奮的莊世
平已經諳知各類金融經營知識，為他
一生的事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如果
安於富貴，莊世平完全可以接手家
業。但中學畢業後，他考入了孫中山
創立的中國大學主修經濟，看到彼時
中國積貧積弱，莊世平深感無法獨善
其身。時局的動盪更讓他意識到，個
人的富裕生活不能代替國家的獨立強
盛。

奔走東南亞籌集抗日物資
大學畢業後，莊世平先到泰國曼

谷，於當地中學任教，培養華僑子
弟，並在學校裏傳播愛國救亡的思
想。抗日戰爭爆發後，莊世平擔任
「泰國華僑抗日聯合會」 常委，積極
號召華僑捐錢捐物，支持祖國抗日；
在新加坡，他宣傳抗日思想，號召華
僑為抗日貢獻力量；在馬來西亞，他
聯繫愛國僑領陳嘉庚，為支持抗戰尋
求幫助。陳嘉庚說，馬來西亞發動起
來，泰國也發動起來，各方面一起支
持抗戰，大家要互相幫助。莊世平還
以曼谷《中原日報》記者身份前往緬
北高原、滇西峽谷考察滇緬公路，撰
寫《滇緬公路考察報告》和《中國得
道多助，抗戰必勝》等通訊，激發華
僑的抗日救亡熱情。在莊世平的組織
下，華僑力籌的抗日物資，源源不絕
地運送到中國前線的抗日戰士手中。

當時，華僑在泰國的抗日行動受
到嚴密監控。泰國奉行親日政策的頌
堪內閣上台後，莊世平曾一次被捕，
兩度逃亡。他沒有屈服，在履險如夷
中堅持抗日活動。二○○五年，在紀
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之
時，莊世平收到了中國政府和軍隊頒
發的勳章，以表彰他為抗戰作出的貢
獻。

在銀行界支援經濟建設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等十多家銀行
的最終歸屬，成為國共雙方爭奪的焦
點，宋子文策動將資金轉至台灣。時
任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行長鄭鐵如聽從
莊世平勸告，在英國政府宣布承認新
中國後，即通電全國接受北京管理，
香港十幾家中資銀行紛紛效法，印
度、新加坡及英國等海外金融機構也
陸續響應。

周恩來總理曾評價說： 「潮汕為

中國革命貢獻了兩個經濟人才，一個
是理論的許滌新，一個是實踐的莊世
平。」 身處金融業一線，莊世平對新
中國金融業的創建發展，對內地改革
開放後金融業的轉型突破和對外開
放，做出了巨大貢獻。一九四九年十
二月十四日，由他創辦的南洋商業銀
行在香港開業。當天，銀行的上空升
起了全港第一面五星紅旗，在尚處英
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這需要極大的
勇氣和膽識！

南洋商業銀行成立後第二年，莊
世平又在澳門開辦了南通銀行。苦心
經營多年後，南通銀行發展成為澳門
最主要的商業銀行，資產規模達到一
百億澳門元，而一九八三年澳門的
GDP僅為八十三億澳門元。一九八七
年莊世平將他在澳門創辦的南通銀
行，無償交給了國家，以協助中國銀
行成為澳門的發鈔行。二○○一年，
他又捐出在南洋商業銀行的股份，以
促成香港中銀集團的重組上市。

將「小我」融入「大我」
改革開放以來，莊世平為經濟特

區創辦、發展和引進資金、項目做了
大量工作。一九七九年，他為廣東創
辦經濟特區提供了世界經濟動向和經
濟特區案例的大量資料，並參與特區
政策法規的制訂。深圳特區設立後，
他立即跟進設立南洋商業銀行深圳分
行，成為第一家在深圳特區設立分行
的外資銀行，並推動在內地首次發行
港澳通用的信用卡—發達卡，促進
內地銀行信用業務的興起和發展。為
了表彰莊世平的貢獻，一九八八年深
圳市政府授予他 「深圳市榮譽市民」
稱號，一九九七年香港特區政府授予
他大紫荊勳銜。

二○○七年六月二日凌晨，莊世
平在香港去世，享年九十七歲。國學
大師饒宗頤以 「一老功勳邦國重，萬
人追仰惠澤深」 評價緬懷莊世平的一
生功業。在百年人生路上，莊世平將
「小我」 匯入祖國的命運、時代的洪
流，以畢生辛勞踐行了奉獻祖國，奉
獻人民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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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二月是著名的社會活
動家，香港知名銀行家，僑界愛國領
袖莊世平誕辰一百一十周年。我們懷
着崇敬的心情，深切緬懷他為祖國獨
立富強，為新中國建設發展及改革開
放事業做出的巨大貢獻，並立志弘揚
他熱愛祖國無私奉獻的崇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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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莊世平領導香港南洋
商業銀行在深圳設立分行，成為深圳
經濟特區首間海外註冊銀行的分行。

圖片來源：《紫荊》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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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希」法帖回歸路

一七四六年，乾
隆帝下令在養心殿西
暖閣裏添加了一間不
足八平方米的書房，

這就是著名的三希堂。 「三希」 得名於
三件珍貴的書法作品，即王羲之《快雪
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和王珣
《伯遠帖》。在康乾盛世的歲月靜好
中，代表中國文化頂級藝術成就的 「三
希」 法帖散發着翰墨書香。

「三希」聚首又分別
「三希」 都是晉人書法作品。晉人

風神灑脫，化書為藝， 「晉人之韻」 也
成為中國書法的核心審美要素。隨着歲
月更迭，晉人傳世的作品稀少而珍貴。
「三希」 中，《快雪時晴帖》曾被認為
是 「書聖」 王羲之創作的行書書法作
品。《中秋帖》又名《十二月帖》，傳
為王羲之之子王獻之創作的草書書法作
品。王珣是王羲之的侄兒，其《伯遠
帖》是現今學術界公認唯一傳世的東晉
王氏家族法書真跡。

「三希」 聚首百多年後即告分別。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末代皇帝溥
儀遜位。一九二四年溥儀被逼遷出紫禁
城時，企圖將《快雪時晴帖》夾入行李
帶出，不想在神武門被查扣，日後此帖
隨同故宮其他文物南遷，幾經輾轉後被
運往台灣，現存於台北故宮博物院。而
「中秋」 「伯遠」 的命運則更加顛沛流
離。

張伯駒刊文護法帖
「中秋」 「伯遠」 兩帖被敬懿皇貴

妃帶出宮，後經其娘家侄孫售賣給品古
齋，收藏巨擘郭葆昌在品古齋發現二帖
後欣喜若狂，立刻購入收藏。 「二希」
暫告平安，與郭葆昌的專業和風骨大有
關係。郭葆昌是著名瓷器鑒賞專家，景
德鎮御窰廠末任督陶官，也是故宮博物
院瓷器鑒定委員。一九四二年郭氏作
古，後人遵其遺志，將其畢生收藏瓷器
全部捐給故宮，獨 「中秋」 「伯遠」 二
帖，備受郭葆昌獨子郭昭俊喜愛，仍留
作私人收藏。

此後，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宋
子文到北平視察，幾乎已將二帖據為己
有。收藏大家張伯駒獲知此事後義憤填

膺，一氣呵成《故宮散失書畫見聞記》
刊登於《新民晚報》，曝光 「二希」 法
帖的不幸遭遇，引起民眾嘩然，各界賢
達紛紛譴責。迫於壓力，宋子文不得不
將 「二希」 法帖退還郭昭俊。

一九四八年，郭昭俊一家攜帶 「二
希」 至香港、台灣。郭昭俊原擬將 「二
希」 售予台北故宮博物院，但台北故宮
因經費不足無力收購，不久後郭昭俊又
將其抵押給香港滙豐銀行。至抵押即將
到期之時，郭昭俊無力贖回，心急如
焚。

莊世平傳話救國寶
恰在此時，滙豐銀行經理在一次聚

會中透露了 「二希」 法帖抵押之事，在
座的莊世平聞聽後大吃一驚。莊世平深
知 「二希」 的價值，一方面，他擔心即
將抵押到期的 「二希」 被外國銀行收
購，國之瑰寶從此流落異國他鄉；同
時，又囿於無法辨別二帖真偽，難以確
認信息。仔細思忖之後，他即刻聯繫了
正在香港公務的鄭振鐸，將這一重要訊
息傳回北京。

很快，周恩來總理獲知事情原委。
不久後，總理辦公室傳來通知：周總理
認為國家未便辦理交涉，擬請著名收藏
家、原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胡惠
春出面洽商，惟須保證其非贋品及安全
送至國內。同時，派時任文化部文物局
副局長王冶秋奉命偕同上海文管會主任
徐森玉、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兼程南
下，主持鑒別收購事宜。

時至今日，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總理
函件的全貌。函件用繁體字寫着 「同意
購買王獻之中秋帖及王珣伯遠帖，唯須
派責任人員前往鑒別真偽，並須經過我
方現在香港的可靠銀行，查明物主郭昭
俊有無訛騙或高抬壓價之事，以保證兩
貼能夠順利購買。」 函件顯示簽發日期
為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六日，落款和簽發
人都是周恩來。

最終，郭家以除押款在內另付三
萬港元，合計四十八萬八千三百餘港
元的價格，將 「二希」 法帖出售給故
宮博物院。至此， 「二希」 法帖終於
回歸故里，結束了長達數十年的漂泊
流離。

王韻迪

國寶命運

▼

王獻之《中秋帖》卷（局部），現藏於故宮博物院。

▼

王珣《伯遠帖》（局部），現藏於故宮博物院。

二○二一年是著名的《中秋帖》《伯遠帖》回歸故宮博物院
七十周年。七十年前，正是愛國僑領莊世平向祖國大陸傳回此
「二希」 法帖流落香港的訊息，得周恩來總理親筆批款購買，國
寶才踏上回家之路。 「二希」 法帖回歸背後，是一段曲折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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