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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商賬簿的史料價值近年漸被重視，不少研究利用賬簿去重建不同的經濟

數據。本文的目的主要是通過香港金山莊華英昌的賬簿，包括《各伴工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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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轉，如何成功建立一個包括支付、撥付、轉移支付的財務系統，為客戶提

供存款、借款、購物、貨幣兌換、匯款、投資等多元信託服務，此其二；華英

昌如何以免收手續費和提供類似旅行社的服務，招徠更多的客戶，鞏固不斷發

展的匯款業務，此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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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隨著中轉貿易和航運交通的發達，從 19世紀末起，香港逐漸成為亞洲

重要的商貿和金融中心，扮演人、財、物、資訊流通的樞紐角色。在地理位

置上，台山位於廣東珠三角西部，並非最靠近香港，而且台山經濟的崛起比

順德、南海、香山都要遲，特別是順德商人在省會廣州經營大部分的銀號，

形成主要的金融勢力，台山商人只可望其項背。不過，到了 19世紀末，隨

著台山海外移民大量增加所帶來的商業機會，台山商人利用香港在亞太地區

金融、商業的樞紐地位，成功架設香港與廣州、台山和香港與北美、澳洲、

東南亞的商業網絡，逐漸形成一股新興的商業勢力。

在締結台山商人海外商業網絡的過程中，經營出入口貿易、華僑匯款和

代辦移民手續的金山莊可謂是主要的推手。利用由移民、貿易和匯款交織而

成的商業網絡，大大鞏固了台山商人的商業勢力，正如學者濱下武志（2015）

所指，海外華僑匯款包含了以下的三個歷史作用：𡛼維持了華僑與僑鄉的往

來；𥕛促進了包括語言、文化、傳統因素的地方文化跨區域的交往；𥐥推動

了跨區域商業、金融網的形成。

本文討論的商號華英昌，是香港最早開設和辦得最為成功的金山莊之

一，由台山六村陳氏家族經營。華英昌利用同族和同鄉關係，通過海外移民、

貿易和交通，成功將零散的資金流轉，緊緊把握住由人、財、物交織而成的

交易網。這種資金的流轉最容易從華英昌的賬簿中見到。過去學界對賬簿的

研究，多集中在會計史的討論，把賬簿看成是商號的重要財務會計記錄，或

了解商號組織形態的依據（山岡由佳，1995；許紫芬，2015；劉秋根、謝秀

麗，2005；劉秋根、楊帆，2015；沈力行、董建波主編，2017；馬勇虎，

2017）。也有學者利用賬簿作為重要史料，把利率、物價、工資、貨幣兌換等

資料整理出來，賬簿被視為經濟發展的一個數字性指標（numerical index）（袁

為鵬、馬德斌，2010；彭凱翔，2010；蔣勤、曹樹基，2016）。以上兩種方向

的研究，對我們了解華英昌賬簿的內容和史料價值都很有幫助。不過，本文

的目的並不在於整理指標性的資料，也非討論會計史所強調的賬目結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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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討論支持整個跨國交易網的一個支付、撥付和轉移支付的資金流動系統，

如何可以滿足客戶於股、債、息、匯，甚至貨幣兌換等各種信託服務之需求。

目前學界對香港台山商人的研究，多著重由李煜堂領導的商人組織及其

參與孫中山革命運動的關係（Sinn, 1990; Chung, 1998; 1999），對台山商人的

海外商業網絡注意不多，而專門研究金山莊的成果更少，更遑論利用賬簿來

進行分析（Hsu, 2000a; 2000b; 2006; Fok, 2001; Sinn, 2013; Shiroyama, 2014; 

2019; Benton and Liu, 2018），可以說賬簿的史料價值被低估了。

貳、台山商人的海外擴張和香港金山莊

一、海外移民和香港的台山商人

相對於香山而言，台山並非最接近港澳，但台山人移民海外和香山相比，

只有過之而無不及，目的地多集中在北美和澳洲，多次發現金礦成為海外移

民的主要推動力。首先是 1848年美國加州發現金礦，其次是 1851年澳大利

亞的墨爾本，再其次是 1858年加拿大菲沙河，淘金潮刺激了台山人大批移民

海外（梅偉強，2010: 2–3）。台山人稱三藩市為「舊金山」，墨爾本為「新金

山」，便是這個道理。據學者的統計，到 19世紀下半葉，遠赴美國的中國移

民大部分是廣東人，其中以四邑人（即新會、台山、開平、恩平）最多，香

山人次之，三邑人（南海、番禺、順德）再次之，他們多居住於以三藩市、

洛杉磯為中心的加利福尼亞州，次為紐約、芝加哥、夏威夷（龔伯洪編著，

2003: 87, 167）。造成大量廣東人移民海外有著多種原因，但為「經濟厚利」

和「生活所逼」相信是最主要的（盧森，1941）。從表 1可見，美國的中國

移民人數一直在增加，由最初的數百人逐年遞增，到了 1880年，已超過 10

萬人。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中國移民絕大部分是台山人。據 1876年美國寧

陽會館登記的數字，在美台山人已有 75,000人。這種以台山人為主導的中國

移民潮同樣可在澳大利亞見到，1857年時全澳華人有 25,424人，台山人佔

88%（廣東台山華僑誌編纂委員會編，2005: 41）。

台山人在海外多組織寧陽會館，根據資料所示，依設立年份先後，分別

為：1822年新加坡，1833年馬來亞，1854年三藩市，1864年仰光，18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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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美國華僑人口統計

年份 華僑人數 年份 華僑人數

1849 771 1855 38,687

1850 4,050 1866 58,300

1851 12,000 1868 61,000

1852 25,000 1880 105,465

資料來源：廣東台山華僑誌編纂委員會編，2005: 41。

墨爾本，1889年維多利亞，1890年紐約，1903年溫哥華（廣東台山華僑誌編

纂委員會編，2005: 68–69）。香港的寧陽會館設於 1876年，1909年改稱「香

港寧陽商務公所」，1914年再改稱為「香港台山商會」（香港台山商會誌編纂

委員會編，2000）。台山人於海外設立寧陽會館，目的為團結同鄉，其功能

等同商會。當金山莊還未正式出現前，台山人移民北美和與中國的商貿活動

概由統稱為「六合公司」（Six Companies）的組織來管理。1值得一提的是，

六合公司的經營者多有宗族背景，由不同的大姓宗族聯合經營（Qin, 2003; 

2009; Hansen, 2006）。

因移民而催生的連帶商業活動，包括辦理移民手續、安排交通、出入口

貿易、匯款等，成為早期金山莊的主要業務。台山商人在香港培植勢力，金

山莊並非是唯一的對象，在不同的行業都可見到台山商人的影子，二戰前就

包括：𡛼參茸藥材、出入口辦莊，著名的商號有金利源、廣合源、永協成、

南中、廣安昌、新利安、瑞和祥；𥕛酒家和旅館，如廣州酒家、彌敦酒店、

六國飯店、陸海通旅館、容龍別墅、佐敦酒店；𥐥銀行銀號，如康年儲蓄銀

行、廣東銀行、陸海通銀業、發昌、大源；磮保險，有康年人壽、陸海通人

壽、聯益、聯泰、上海聯保；𣄃金鋪，有麗源、恒盛、天福、大元、大恆；

𡠪船運，有四邑輪船公司、僑運船務、華僑航業、文星輪船等（協羣公司編

輯部編，1940: 13–15）。早期著名的香港台山商人除了前文提到的李煜堂外，

1  包括：永用、合和、廣州、勇和、三邑、恩和，辦理出入口貨物、僑匯，處理華僑之間的
糾紛和扮演仲裁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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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伍學晃、李海雲、陸覺生、黃耀東、余道生、李星衢、伍耀雲、伍華、

馬敘朝、馬持隆、譚煥堂等（伍潤三，1958b）。

香港的金山莊，最早設於 1880年代，著名商號有廣裕泰、廣永生、泰興

隆等；到了1890年代，數目增加至一百多家，多集中於港島皇后大道中、皇后

大道西、德輔道中、德輔道西、文咸街、永樂街、干諾道一帶（鄭寶鴻編著，

2016: 50–51）。由台山六村人陳孔欽創辦的華英昌，設立於1899年，時間上雖

然不是最早，但是香港辦得最成功和規模最大的金山莊之一。正如論者所說：

「金山莊三字，顧名思義，是專以新舊金山及海外各埠之辦莊，輸出中國及香

港一般產品，供應海外華僑需求。⋯⋯每字號是備有本舖一幢，三層樓或四

層樓不等，地下是貨倉及裝箱打包之處，二樓是辦公用場，三樓乃是專供海

外歸來華僑居停之所，四樓是海味及一般貨物存倉，及揀選貨色準備外輸之

處。」（李紹僑，1972）這裡雖然沒有提及僑匯，但已把金山莊其他的重要業

務都一一指出來了。首先，是從事出入口的辦莊，從香港輸出華僑需要的家

鄉物品，主要為海味等食材，而且數量不少，所謂「以辦海味而論，冬菇、

香信、蠔豉、京菓之類，每款三四十箱，是很平常，尤大宗者，則以綠豆、

紅豆、白米、生油、糖、薑、涼菓、咸料等等，甚至藥材、荔枝乾、咸魚、

臘腸，均為各莊所採購者」（李紹僑，1972）。其次，是為華僑準備居停之所。

到了 1920年代，台山商人在香港已經積累了相當的資本，在香港的金

融、轉口貿易、航運交通、旅館等各行業植根，特別是金融方面的實力，甚

至可以對外輸出，影響力延伸至廣東台山。舉例來說，於 1923年成立的台

山嶺海銀行，籌集資本 500,000元，分行遍設江門、香港、廣州、新昌，股

東和主要職員包括黃鏡波、譚夏特、陳漸逵、黃華堯、黃鳴迪、黃浩如、黃

笏南；其他如 1922年成立的五華實業信託銀行、1932年成立的南中銀行、

1946年開業的台山縣銀行，多有香港台山商人的參與（台山縣金融誌編寫組

編，1988: 21–26）。香港台山商人資本力的提高，令他們在商界更為活躍，由

以下兩例足以說明：𡛼 1910年參與開發岡州新商埠，集資 240,000元，分 120

股，每股 2,000元，當時反應踴躍，超額認股 300,000元；𥕛同年，新寧鐵

路公司在港招股，短短數月間台山商人即認股 52,775元，佔外埠認股的最大

多數（霍啟昌，2019: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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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山莊的崛起和經營特色

金山莊是香港華商最早興起的行業之一，在 19世紀中國海外移民的高潮

中乘機崛起，逐漸成為台山人移民海外的「中轉站」（梅偉強，2010: 347）。

如學者所指，香港是中國華僑匯款的重要「轉匯中心」，有八成以上的海外華

僑匯款經過香港流入中國（吳承禧，1937）。金山莊於 1920至 30年代發展最

為興盛，每年每號運銷海外貨物少則百餘萬元，多則七八百萬元，吸引不少

新加入的經營者（雷熙傳，1956）。

華英昌成立於 1899年，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金山莊之一，於 1936年註

冊為有限公司。正如表 2所示，21世紀初，包括南北行、秘魯莊、星嘉坡莊

等，金山莊是香港眾辦莊中數目最多的。1908年時，全港有 183家，到了 1915

年增加至 239家，比出現於 1860年代的南北行還要多。到了 1924年，數字

雖然有所回落，但依然是全港數目最多的出入口辦莊，有 212家。據學者的

估計，1912年時，香港的南北行和金山莊，為香港華商帶來巨額的財富，整

個行業每年可有兩百萬元的盈利（蔡榮芳，2001: 92）。不可不提的是，進入

廣東的海外華僑匯款，大概有七成是通過金山莊轉匯內地的，可見金山莊的

重要地位（劉佐人，1959: 21）。

在香港的金山莊主要為合夥組織，規模不大，最多不過十數人，一般為

四至五人，經營方式多為土產雜貨辦莊或蔘茸藥行。一些較大規模的金山莊，

最大資本可高達三百萬元，不過資本並非來自個人，而是宗族姓氏團體，一

些缺乏流動資金的金山莊，亦可由宗族姓氏團體提供，以撥贍家費用的存儲

匯款，這種情況出現於美國紐約和三藩市較多（劉佐人，1959: 21）。本文討

論的華英昌，成立時並沒有這樣大的資本，成立後的 12年間也未見有以上提

及的大批贍家費用的存入。如黃蔭普所指，香港的金山莊多數為合夥組織，

由不同股東集股而成，一般來說，每份 1,000元，共 120份，資本總額 120,000

元。金山莊的合股股東，年中可獲分派一定股息（稱「老本息」），以週息一

分計算。當有盈利時，撥入公積金（稱「漲股」），在適當時候再分派給股東

（黃蔭普編，1934: 111）。專門與加拿大溫哥華輔行公司有業務來往的香港輔

行金山莊，定息為週息 8厘，比以上所說的略低，但紅利分配則較靈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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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香港華商出入口辦莊數目統計

各類辦莊 1908年 1915年 1924年

南北行及九八行 61 84 69

金山莊 183 239 212

秘魯莊 2 4 6

星嘉坡莊 45 73 71

安南莊 20 36 47

暹羅莊 16 19 27

天津幫 4 7 14

漢口幫 2 8 3

山東幫 4 3 14

上海莊 25 58 66

福州幫 4 11 13

廈門幫 14 22 5

潮州汕頭幫 10 12 20

雲南幫 8 24 34

日本莊 19 30 18

小呂宋莊 18 31 44

其他 8 35 144

總 數 443 696 807

資料出處：單華封編，1908；鄭紫燦總編，1915: 1–106；香港中華編述公司編，1924: 64–95。

分（10%）給司事花紅，5厘（5%）給創辦人獎勵。創辦四年後在盈利公積

內提四成（40%）為股東紅利，另外四成五（45%）撥入盈利公積滾動（香

港輔行金山莊，1922）。

值得指出的是，遞解僑匯是金山莊的主要業務，與同類型機構民信局存

有競爭關係。不過，正如表 3所羅列的，金山莊有固定的服務對象，即為本

鄉同姓宗族服務，加上有附帶代購出洋船票、發寄信件電報、安排住宿、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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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金山莊和民信局的比較

民信局 金山莊

主要業務 匯兌僑匯 遞解僑匯

服務對象 範圍廣泛，具公開性 以本族姓氏或同鄉異姓為主，具封閉性

經營模式
商號兼營，例如茶莊、

雜貨鋪
商號兼營，例如參茸藥材店、海味鋪、金鋪

兼營旅行社
無旅行社業務，但幫助

匯款者傳送家書

提供類似旅行社的服務，包括安排住宿、代購

船票、與使館接洽、檢查身體、辦理出入境手

續、接待華僑、安排回鄉、提供僑鄉資訊等

資料來源：劉佐人，1959: 21；Hsu, 2000b: 39；李培德，2019: 112。

美國使館接洽、提供船上用品如食物、床上用品、蓆、肥皂等，類似旅行社

的功能，對於台山同鄉來說，始終較民信局具吸引力（Hsu, 2000b: 39; 2006: 

24）。金山莊和民信局最大的分別，就是能夠向華僑提供有如旅行社的服務。

這種細心照顧和確保出國機會不失的服務，很受台山華僑歡迎，如論者所指，

「過去出國赴美國、加拿大、南美及澳洲等地的華僑，以一般未知進出口及

旅途等手續，多託由金山莊代辦進出口護照及船票飛機票等，而從中收取佣

金，甚至有設床位招待旅客伙食住宿，因此金山莊一般的收益，招待旅客所

得亦頗大宗」（若程，1952）。

三、台山六村陳姓家族

台山六村範圍涵蓋：槎洲村、秀墪村、大灣村、沙喬村、上閣仁厚村和

五福村、大平里（又稱瓦窯，由大灣分居遷此）、朗美村（靄堂，1972）。華

英昌便是由六村陳姓家族於 1899年創立，地點設於香港上環德輔道中 290

號。正如前文所述，由於美國的淘金熱潮，大批鄉人移民海外，香港受惠於

有利的地理位置、良好的海港和交通設施，吸引了大批來自台山和廣東其他

各處的中國勞工為到「金山」尋金做出國準備。金山莊可謂應運而生，為這

些出國鄉民提供所需要的家鄉物品、傳遞家書、辦理匯款等，並且一度興旺

起來，到了 1915年已增加至超過兩百家了。華英昌的業務涵蓋美洲各大重

要商埠，包括大埠（三藩市）、洛杉磯、西雅圖、鳥約（紐約）、波士頓、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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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咭（芝加哥）、維多利亞、滿地可、秘魯、墨西哥等，2扮演了連接香港、

廣東台山和南北美洲的角色，為三地架設商業網絡，促進了海外台山人社區

於人、財、物、資訊的流通（Hsu, 2000a）。

從廣義來說，成立金山莊的目的，並不僅限於為華僑採辦土產及遞解僑

匯，更大的意義在於為鄉族社團服務。這裡所指的鄉族，也不只限台山，而

是指合稱「四邑」的大族，包括新會、台山、開平、恩平。舉例來說，金山

莊裕南隆商號便由黃氏江夏堂所經營，本文討論的華英昌則由陳餘慶堂開

設，同為該族經營的還有陸海通，都是香港有名的金山莊。具規模的金山莊，

在廣州及四邑各縣均設有業務相互往來的商號或銀號，於抗戰前這類聯號的

數量高達百餘家，資金多由美國各宗族姓氏團體組織湊合，或由金山莊自己

設立（劉佐人，1959: 22）。被譽為「廣東陳」的台山六村陳氏宗族，可謂經

營得法，不僅以金山莊為商，更以此來團結鄉人，從某個意義上說，金山莊

和台山陳氏宗族可互為表裡，例如在香港成立台山陳氏家族聯合會，論者謂：

「我陳氏先祖，定居台山已數百年於茲矣，家族繁衍，久為人所樂道—廣

東陳。⋯⋯我先進族長，有高瞻遠矚之眼光，紛紛在港創辦金山莊及其他商

行，彼此互為相應，守望相助，迨至民國十一年，旅港族紳月亭翁，有見本

姓昆仲在港經商者日眾，為聯絡感情及促進互助精神起見，乃倡議組織旅港

台山陳氏家族聯合會。」（亮明，1972）該會的創辦人如陳月亭、陳符祥、陳

雨田、陳孔惠、陳孔森、陳靄堂，無一不是金山莊的主要經營者。

金山莊由陳氏宗族經營，當然對之大力支持，但反過來說，這宗族亦成

為金山莊主要客戶和勞工的來源。這種與商業捆綁的宗族團結精神在台山社

團刊物上被廣泛鼓吹，例如：「我陳氏家族，瓜瓞綿綿，子孫繁衍，世界上

任何的角落無不有我華僑群眾，而華僑群眾中亦無不有我陳氏昆仲，⋯⋯我

們亟宜劍及履及，團結海內外昆仲，發揮高度團結力量，弘揚我家族傳統的

美德；繼往開來，光前裕後，為家族盡孝，為國族盡忠。要負起這個重責大

任，端賴我們的團結和我們的努力。」（伍潤三，1958a；魁梧，1972）

2  這裡的地名、城市名全部用中文注音來表達，但絕大部分是粵語。華英昌賬簿的其中一個
特色，就是不用英語，在筆者查閱的所有華英昌賬簿資料中，不管是人名、地名、公司名

等任何名稱，沒有發現一句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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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英昌不僅僅是一家金山莊，它對於團結台山同姓宗族子弟，出力甚多。 

1922年，組織旅港台山陳氏家族聯合會，其規模不比一般的同鄉會或同族商

會小，而正副會長、理事、顧問等，多是華英昌的夥友（旅港台山陳氏家族

聯合會編，1972: 4–5）。到了 1941年，為了加強台山治安，又成立香港台山

六村自治協會，華英昌無不出錢出力。3華英昌由陳孔欽創立，屬陳氏家族

的「孔」字輩，傳到下一代的「國」字輩，同姓宗族的團結力量不僅沒有因

時移世易而有所減退，反而有進一步的加強。舉例來說，華英昌的第二代主

事者陳國平，在三藩市就讀中學及大學，畢業後參加美軍；1947年返港接任

華英昌董事總經理，1951年加入旅港台山陳氏家族聯合會，1963年任該會

會長，1968年任香港台山商會理事長，後被推選為會長，同時又為金山莊同

業商會（即華安商會）的主事人，可見他對台山的血緣、地緣、業緣性團結

是何等重視（旅港台山陳氏家族聯合會編，1972: 27）。

與陳國平有類似背景和經歷的陳伯宏，台山水南水圍村人，為另一著名

的金山莊陸海通的董事長，同樣活躍於香港商界，為團結香港的台山商會、

宗親會、同鄉會賣力，他們的角色可謂是雙重的，既以金山莊來支持台山宗

族，也以台山宗族的力量來支持金山莊。據學者所指，在香港的台山商會、

宗親會、同鄉會都扮演著導向海外台山僑胞捐款和匯款的角色，金山莊有時

會被指責為壟斷匯款，最後導致團體之間出現糾紛（黃海娟，2016）。

參、金山莊的匯款業務和賬簿

一、香港作為匯兌和僑匯轉匯中心

香港是中國的轉口貿易中心，對外交通發達，中外商業活動頻繁，加上

金融機構數目繁多，從大資本的外資銀行，到中資本的華資銀行，小資本的

民間機構如錢莊、銀號，層層相疊，為香港成為亞太地區的國際金融中心打

下了基礎（姚啟勳，1940）。港幣發行的最大特色，在於具大比數的貨幣非在

3  詳細可參考香港大學圖書館藏《旅港六村自治協會經費捐款簿》（見香港台山六村自治協會，
年份不明）、《香港台山六村自治協會進支數部》（見香港台山六村自治協會，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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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流通，其中華南廣東和東南亞幾佔半數或以上，這表示一則華南廣東、

東南亞一帶對港幣信心十足，樂於接受港幣，二則對港幣需求巨大，不僅以

港幣為區際貿易的清算貨幣，還以港幣來作為保存資產和海外資本逃避的工

具（銀屋義，1942: 169–170）。1910年時，港幣發行額 3,158萬元，在本地的

流通量只有 1,020萬元，流入廣東的約為 1,474萬元，幾乎佔總數的一半（歐

陽衛民主編，2015: 747）。此外，香港金融市場發達，投資渠道和工具繁多，

吸引外來資金進行各種各樣的投資活動，為僑匯進入香港造成了吸力。

相較於香港，中國內地金融行業的經營條件略嫌遜色。首先，內地政局

動盪，中國幣值不穩，造成高風險，反而香港可以成為緩衝中心，內地貨幣

可以在港預先吸納，套取利潤。其次，內地的新式銀行業方興未艾，首家現

代化模式的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成立於 1897年，緊隨其後的是分別於 1905年

和 1908年成立的大清銀行、交通銀行，到了辛亥革命後，中國的新式銀行

數目始終有限，海外華僑對之信心未足（姚曾廕，1943: 28）。在以上的情況

底下，造成了僑匯在進入中國內地前必須經過香港的推力。

正如前文所說，進入廣東的僑匯絕大部分經過香港，這為金山莊的僑匯

業務創造了所謂的大環境。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包括金山莊在內的民間金

融機構所發揮的對拆或抵賬功能，令僑匯資金的流轉更為活躍。當金山莊收

到華僑匯款的要求時，會把匯款先匯到廣州，再由廣州轉匯台山，或直接由

香港匯到台山。無論是哪一種方法，都需要經過轉匯，如學者所指，「僑款的

匯撥，或採比對方式，或用賣出港單或省單之法，或運貨抵賬，或送現接濟。

廣州及香港的銀號商號對內地往來號，或彼此代理各不取佣，或按收款人所

在地的遠近付以相當的佣金，付佣標準均在千分之三至千分之五之間。」（姚

曾廕，1943: 12）這裡提到的「抵賬」，主要是指商號與商號之間的對拆，這

種方法最常見於有貿易往來關係的商號上。華英昌除匯款外，還經營出入口

辦莊，匯款大大有利於資金周轉，增大華英昌的信用能力。附加一提的是，

廣州、台山縣城都是比較大的城市，商號較為集中，但對於一些偏遠的地方，

以上所說的對拆或抵賬方法則未必奏效，這可說明為何香港成為僑匯的轉匯

中心，所謂「倘甲地對乙地及丙地皆有貿易往來，而乙丙兩地無直接貿易，

或其貿易量甚微，則乙丙間之匯兌，有時須通過甲地」（姚曾廕，194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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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說，以上提到的甲地猶如香港，所有不能直接匯出或以抵賬清算的僑

匯，都可轉移香港，再由香港匯出，這樣具有多方轉匯功能的香港，成為僑

匯的轉匯中心自然是理所應當。

二、華英昌賬簿的特色

據黃蔭普於 1930年代的說法，金山莊屬出入口莊，其主要業務為進出

口、買賣糖麵、置業、代購船位。金山莊的賬簿，主要分兩大類別，即總賬

類和證據參考類。在總賬類下分：分類進數簿、分類支數簿、各號各友付項

簿、各號各友來往貯項簿、交銀簿、圍數簿、客賬簿；在證據參考類下分：

找各號貨項簿、各號來往抄單簿、計貨本簿、簽據簿、給認簿、付船簿、定

貨簿（黃蔭普編，1934: 111–112）。

現存華英昌的賬簿從 1899年開始，直到 1952年止，正如表 4所示，在

表 4：香港大學圖書館藏華英昌賬簿

年　份 名稱（編號） 冊數

1899至 1935年 各客附寄部（YN） 26

1900至 1933年 各伴工金部（YD）（1909年起改稱各伴酧金總部） 34

1903至 1935年 內埠各號來往部（YJ） 22

1910至 1935年 交銀部（YG） 9

1914至 1935年 雜項交銀部（YH） 10

1916至 1935年 進支總部（YE） 4

1923至 1935年 各號附揭總部（YM） 4

1934年 各號附揭來往數部（YI） 1

1936至 1941年 本港來貨部（YB） 5

1937至 1940年 各江來貨部（YF） 4

1941年 各客窩位部（YL） 1

1941年 各號給戳總部（YK） 1

1949至 1952年 各客船位總部（YL） 2

不明 不詳（YA） 1

總　　數 124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圖書館特藏部目錄（香港大學圖書館，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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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圖書館收藏的 124冊華英昌賬簿中，只有少數符合黃蔭普的分類。

筆者認為華英昌在最初成立的 12年，主要業務集中於匯款和利用零散的資

金進行包括股、債、息、匯、貨幣找換等不同的資本「增值」活動。筆者挑

選了其中《各客附寄部》、《各伴工金部》、《內埠各號來往部》來進行分析。

挑選的原因，不僅在於賬簿數量最多，更在於內容也最為完整。以上提到的

三種賬簿都不屬於月結、年結，或總結算類的賬簿，純粹是收入、支付、撥

付、轉移支付的流水式資金移動記錄。此外，這些賬簿都沒有轉錄或謄抄，

全屬原始賬，和上文提到黃蔭普的分類有所不同。也許香港的金山莊自有其

特色，不一定和廣州的相同。

以上表 4所開列的各種賬簿，以《各客附寄部》、《各伴工金部》、《內埠

各號來往部》最能反映華英昌的匯款業務。《各客附寄部》長 25.3釐米，橫

寬 18.4釐米，厚 5釐米，記錄了每年客戶對華英昌匯款的委託，其中有來自

個人的，也有商號的，通常是以一組為單位，每組包含一定的轉付數目，由

數筆（稱「柱」）到十數筆不等，個別例外的可多至二、三十筆。在眾多委

託人中以陳姓和曾姓人士最多。一般在賬簿上都會記上委託人的姓名、日

期、匯款金額、收款人或轉交人的姓名，有時會夾雜匯款的附加用途，包括

購買船票、藥材及各種物品、辦貨、繳付商號入股股款、應試、存款、償還

借款、手支用（指拿現款）等。值得指出的是，華英昌收到的款項形式多樣，

計有：來銀、來貯銀、來赤銀、渣打赤、中赤、上赤（滙豐銀行匯票）、銀紙

（指現鈔）等。非匯款性質的記入雖然數目有限，但對我們了解華英昌於融資

方面發揮的多樣功能，都很有幫助。例如鄉人陳樹薌於光緒 27年 5月 13日

以五穎川堂名義存入 517元；陳恒英於同年 6月 14日貯 17元，以年息 4.5%

計算；商號華昌麥祚記於光緒 25年 10月 13日借 28元，於光緒 27年 6月

25日清還。4在下表 5見到的陳孔滿，顯然是華英昌的經常客戶，僅前一年

的結存便有六千多元。陳孔滿最大筆的資金流動來自陳賢榮前後兩筆「來

銀」，共 5,814元，「支銀」主要為自己在和昌揭的 3,000元存款，再加上陳賢

4  見香港大學圖書館藏華英昌賬簿（華英昌有限公司，1899–1952），《各客附寄部》，光緒 27
年（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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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902年以陳孔滿名義記入的「來銀」和「支銀」

日期 來銀 日期 支銀

接上年結存 6,417.92元 1月  9日 貯和昌揭 3,000元

4月 25日 自來 150元 1月 25日 使用共 100元

4月 23日 陳孔大由廣蘭英來 25元 1月 26日 孔滿手支 100元

7月 17日 陳孔湛付來 20元 2月 27日 均同昌收廷偉 521.5元

7月 27日 廣蘭英由陳孔大來 28元 3月 15日 孔欽轉致 2,000元

10月  7日 來找金 436元 6月  6日 富興裙兩條 11.05元

9月 26日 陳賢榮付來 3,000元 6月  6日 孔滿手支 100元

9月 26日 陳賢榮付來 2,814元 6月  7日 陳聖元船位 300元

11月 26日 孔滿手來 260元 7月 28日 交裕豐米 19.76元

12月  2日 由積業堂來息 80元 7月 28日 掛借部買物 184.14元

合共 13,230.92元

11月 20日 附貯瑞昌息 3,000元

11月 20日 陳賢榮附貯小店 3,000元

11月 28日 孔滿手支 300元

合共 12,636.45元

資料來源： 香港大學圖書館藏華英昌賬簿（華英昌有限公司，1899–1952），《各客附寄部》，
光緒 28年（1902）。

榮的存款，還有其他的零星支出，包括買船票和三次支取現金。

總而言之，一筆款項進來，能產生少則數十筆，多則一百多筆的支付、

撥付、轉移支付的流轉資金。簡單地說，匯出款項的人可以按他的意思支付、

轉交給任何一個收款人，而且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華英昌猶如一個龐大的

支付系統，能讓資金發揮多樣的功能，最普通不過的是購物，包括參茸藥材、

白米、油桶、料條布、衣服，甚至澳門彩票都可幫忙代購，5而儲蓄（稱「附

貯小店」）、賒借（稱「入小店揭項」）則最為常見。6最值得注意的是投資，

5  同註 4，光緒 27年（1901）。
6  同註 4，光緒 28年（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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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以合股形式出現，其次為購買保險（稱「燕梳」）。其他私人用途還包括嫁

女、運父棺木、捐祖嘗、買船位（主要為「回唐」，下文會進一步討論）。7

值得注意的是 1911年出現的華洋公司，在華英昌賬簿所顯示的兩批入股股

東中，第一批有23人，幾乎全部姓陳，入股金額共4,056元；第二批42人，

其中一人用合記商號的名義入股，總股本 7,878元。不僅是入股款項得經過

華英昌之手，就連退股所得的股款 780元，亦由華英昌來代轉。8

《內埠各號來往部》顧名思義，是華英昌與中國內地商號來往的賬簿，

有以下幾方面的特點：𡛼以商號為記入單位，沒有個人；𥕛存入款項只記上

一個日期，但同賬目下的每筆支出都有個別的支出日期，筆者對「存」理解

為內地商號委託華英昌業務，「支」為華英昌委託內地商號業務；𥐥存入金額

分「元」和「兩」兩種不同貨幣，支出時既有元和兩，也有只有兩沒有元；9

磮皆為流水賬，即逐筆按先後次序記入；𣄃交易筆數特別多，少則十數筆，

多則八十多筆；𡠪交易時間短則數天，長則三個月，最常見的是一個月。要

為內地商號專門設立賬簿，可見華英昌對內地業務的重視，一方面是美洲資

金流入香港，經香港再流往內地，另一方面是內地資金流出香港，流出的目

的簡單，一般為資金增值。顯然，華英昌就是一個典型的投資中介。

三、華英昌的匯款業務

根據學者的研究（劉佐人，1959；濱下武志，2013），自清末以來，絕大

部分流入廣東的僑匯都是經過香港的，而且都由金山莊經手。到了 1930年

代，這個情況並沒有改變，只有在數額上不斷增加，少則一億多元，多則兩

億或以上。從表 6可見，有大概六至七成的僑匯是流入廣東的，為金山莊的

匯款業務帶來了黃金的發展機會。

華英昌的匯款業務，依賴者主要分個人和商號兩種。一般而言，先由個

人或商號收集匯款至一定的數量，然後委託香港的華英昌匯寄，再由與華英

昌有業務往來的商號撥交。根據劉佐人的說法，遞解僑匯的意思可包含：𡛼

7  同註 4，光緒 32年（1906）。
8  同註 4，宣統 3年（1911）。
9  依筆者所見，在華英昌賬簿上出現的元、兩換算皆一律定為 1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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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廣東省佔全國僑匯比例（單位：億元國幣）

年份 全國僑匯金額 廣東省所佔金額（%）

1931 4.212 2.50（59.4）

1932 3.235 2.00（61.8）

1933 3.057 1.90（62.2）

1934 2.320 1.37（59.1）

1935 3.160 2.12（67.1）

資料來源：吳承禧，1937。

行船帶款，多屬義務性質；𥕛水客帶款，一般收 5%佣金；𥐥按自己要求的

兌換帶款（劉佐人，1959: 22）。從華英昌的賬簿可見，與其來往的商號甚多，

例如瑞英昌、華興隆、廣孚昌、萬興隆、誠源、和昌隆、廣聯泰、10廣萬昌、

寶華昌、廣福祥、公和昌、廣聯和、怡昌、源盛、裕隆、麗隆、益昌、新華

隆、廣同泰、美璋隆、宏利、春和匯、廣德榮、錦綸、金利源、合盛和、茂

祥押、廣益米鋪、曾昌隆等。11以上羅列的商號既有金山莊同業，也有銀號、

質押、雜貨辦莊和參茸藥行等。

由華英昌收到的僑匯，可以通過一度、二度，甚至三、四度的轉匯，最

後送達收款人的手上，轉匯次數的多寡要視乎華英昌的聯號網，意思是說，

聯號越多，越容易把匯款送出。一般而言，匯款與貿易關係不可分，凡不能

直接貿易的地方，通常不容易直接匯款，兩地貿易關係越緊密，則匯兌業務

也越頻繁（姚曾廕，1943: 12）。綜合來看，華英昌和台山之間的匯款業務，

有以下三種途徑：𡛼經香港匯至廣州再轉匯台山；𥕛經香港匯至廣州後直接

分發台山各地；𥐥經香港匯至台山轉撥各地。由此可見，廣州是華英昌最重

要的轉匯中介。

10   同註 4，光緒 25年（1899）。
11   同註 4，光緒 27年（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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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伴工金部》和華英昌夥友

《各伴工金部》是華英昌各夥友領取酬金（稱「出店」）、茶錢（指打

賞）、工資（稱「工金」）、存入款項和支出零用、賒借的記錄。華英昌基本

是由台山六村陳姓和上閣村曾姓兩大宗族經營（Hsu, 2000b: 198），12管理結

構上並不複雜，沒有明確分開如總理、司理、司庫、司賬、管店、打雜、夥

頭、後生等各職別（黃蔭普編，1934: 111）。13不過，從領取酬金的高低，還

是可以判別他們各自在華英昌的地位。根據賬簿顯示，酬金最高為200元（後

來提高至 550元），領取者有陳孔欽、陳孔和，還有後來加入的陳孔惠，其次

為 104元，領取者陳孔扳。14陳姓宗族分宜贊房、宜健房、宜敏房、宜獻房

四房，陳孔和便是屬於宜健房的。筆者認為陳孔欽、陳孔和、陳孔惠、陳孔

扳四人都是同族兄弟，各自代表自己的房來管理華英昌（陳樹華、陳龍鉅編，

1949）。15華英昌的夥友數目不多，如表 7所示，1900年時只有 10人，後來

陸續增加，到 1904年時增加至 18人，但不過兩年便開始回落，最少為 12

人。可以清楚見到，陳姓的夥友數目一直壓倒性地多，只有 1907年例外。值

得一提的是，賬簿上記錄的有兩和元兩種不同貨幣，最後仍以兩來總結算，

表示夥友們與內地有緊密的經濟往來。

不可不提的是在《各伴工金部》上記錄的「來茶」，以陳孔惠為例，他於

光緒 28年領到的茶錢來自 25人，金額少至 0.36兩，多至 10兩。此後，給

與陳孔惠茶錢的人數不斷增加，到了光緒 29年，增加至 62人，光緒 30年，

再增至 69人，在短短三年間茶錢總額積累高達數千兩之多。有關茶錢可否

等同手續費，學者對此有不同的意見（劉進，2011）。筆者認為，在華英昌最

初創辦的 12年，並沒有要求委託業務者（客戶）繳付任何手續費，在賬簿

12   可惜目前沒有找到有關上閣村曾姓一族更詳細的資料。
13   參看黃蔭普對金山莊組織的描述（黃蔭普編，1934）。
14   見香港大學圖書館藏華英昌賬簿（華英昌有限公司，1899–1952），《各伴工金部》，光緒 26
年（1900）、光緒 28年（1902）。

15   此外，根據香港大學圖書館收藏的香港台山六村自治協會的書信記錄，陳姓宗族移居美國
的另有灣溪房、秀溪房、崇禮房、禾田房（香港台山六村自治協會，1947–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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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900至 1912年華英昌夥友數目及組成

年份 夥 友 組 成 總數

1900 陳姓 5人、曾姓 4人、黃姓 1人 10

1901 陳姓 6人、曾姓 4人、黃姓 1人 11

1902 陳姓 8人、曾姓 4人、黃姓 1人 13

1903 陳姓 9人、曾姓 7人、黃姓 1人 17

1904 陳姓 9人、曾姓 7人、黃姓 2人 18

1905 陳姓 10人、曾姓 7人、黃姓 1人 18

1906 陳姓 6人、曾姓 6人、黃姓 1人 13

1907 陳姓 6人、曾姓 8人、黃姓 1人 15

1908 陳姓 6人、曾姓 5人、黃姓 1人 12

1909 陳姓 6人、曾姓 5人、黃姓 1人 12

1910 陳姓 8人、曾姓 5人、黃姓 1人、李姓 1人 15

1911 陳姓 7人、曾姓 5人、黃姓 1人、李姓 1人、鍾姓 1人 15

1912 陳姓 6人、曾姓 4人、李姓 1人、鍾姓 1人、盧姓 1人 13

資料來源： 香港大學圖書館藏華英昌賬簿（華英昌有限公司，1899–1952），《各伴工金部》，光
緒 26年（1900）至宣統 4年（1912）。

上所顯示的亦有不少人是沒有給茶錢的。那麼，給與茶錢的人是何目的？除

純屬出於對華英昌所提供的服務表示滿意或欣慰外，是否亦表示對宗族的支

持？由於早期的茶錢金額大，給與的人數多，這種非正式的收入對華英昌的

發展產生甚麼重要的影響，筆者認為該歸結於對華英昌的支持，而華英昌的

成功和宗族的團結有不可分之關係。換句話說，華英昌和宗族可謂互為表

裡，在同姓族人的支持下，華英昌乃得以茁壯成長。

肆、從賬簿所見的華英昌匯款業務

一、金山客「回唐」

按一般習慣，北美的華僑每隔一、二個月便有匯款到中國的需求，他們

會選擇熟識的金山莊辦理，以確保匯款能送到收款人手上。因此，與客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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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緊密關係，取得信任，將有助於推廣匯款業務。正如論者所指，「海外華僑

返國，是必經香港，每水船多至一、二十人，少也有六、七名，⋯⋯歸僑祇

住三、五天，辦妥各事後，便聯隊返內地去，因為歸僑出入之故，時有匯款

代收及存下，可以互相利用，有信譽之字號，是不虞資金短絀，大可運用此

筆附櫃銀也。」（李紹僑，1972）筆者認為這裡提及的「附櫃銀」應指託寄的

匯款。

在華英昌的《各客附寄部》上，對每一名匯款客戶都會登記存支數目，

如果是兩數相抵，便會寫上「兩訖」，如仍有存數，會注明實數金額，並在

數額前加上「實」字，以表示是實存之意。華英昌對於這批「回唐」的金山

客有另外的處理方法，不僅在賬簿上特別加注「回唐」字樣，還標上他們回

鄉的目的地，這樣可有助華英昌掌握對方的地緣背景。金山莊通過安排回鄉

交通和其他輔助服務來協助僑胞回國，建立更緊密的關係，這樣會更容易招

徠生意。不要小看這個類似旅行社的特別服務，它很可能成為金山莊與南北

行和民信局競爭過程中穩操勝券的關鍵因素。

如表 8所顯示，能夠確認回鄉地點的人數大概佔總數的四分之一，經過

清算後以「兩訖」的人佔大多數。這裡要說明的是，在台山華僑的生命歷程

中，除終極離開移居地外，還有多種原因需要回鄉，包括：自己或子女的婚

娶、祭祖、投資、治病等，一般是每五、六年一次。如學者所說，「四邑美

洲僑民平均每五六年返國一次。他們在返國時多把多年積蓄，以現金鈔票或

昃紙方式帶回，主要用途在於在鄉間建屋購田，為子女婚嫁，當事情辦妥完

畢時，他們再度出國，另開創其新生命。如是周而復始，往返不斷，直至其

告老還鄉時止。」（姚曾廕，1943: 16）站在華英昌的立場來說，能夠盡力爭

取「回唐」的金山客繼續使用他們的匯款服務是最大的目標。根據表 8所列

的數字，1902年每一名金山客為華英昌平均提供的流轉資金為 2,659.87元，

比沒有回唐的客戶高。換句話說，如果能夠擴大這個資金池，讓更多的金山

客使用華英昌的服務，原則上可以增大華英昌的資金流動量。不過，也不得

不注意到了 1905年，回唐的金山客在數目上雖然有增加，但是流轉資金量

並沒有相應增大，反而有所回落，下調至 2,060.92元。因此，目標金山客的

質和量都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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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回唐」金山客經華英昌流轉的資金 （單位：國幣）

1902年 1905年

姓名 回鄉地 存支金額 結算 姓名 回鄉地 存支金額 結算

陳　錫 墪元村 4,000 兩訖 陳宜晃 金塘村 4,183.4 實 768.6

陳錦昌 瑞英昌* 900 兩訖 陳英護 田美村 1,000 兩訖

陳標良 田美村 2,831.4 兩訖 陳宏宜 大灣村 1,200 兩訖

陳恒英 冲禮村 1,996.9 兩訖 陳宗燦 冲禮村 600 兩訖

陳神邦 秀墪村 1,310 實 50 陳象宜 秀墪村 3,378.82 兩訖

陳長業 冲禮村 3,000 兩訖 陳宗緒 均安村 1,600 實 500

陳宗洽 大灣村 1,600 實 400 陳孔楨 天年村 260 兩訖

陳文堯 唐　海 1,257 兩訖 陳孔材 天年村 1,320 兩訖

陳來長 朝洋村 1,700 實 300 陳伯渠 曾邊村 2,959.8 實 60.2

陳早學 秀墪村 2,000 兩訖 陳添保 朝中村 2,000 兩訖

陳　九 田美村 700 實 100 陳自廣 秀墪村 4,000 兩訖

陳宜茂 蓮洲村 1,500 實 400 陳谷榮 朝中村 1,125.2 兩訖

陳文欽 上閣山 4,042.22 實 809.78 陳宗森 冲禮村 2,400 兩訖

陳治秉 大灣村 1,200 實 800 陳壽元 東坑村 3,400 實 1,000

陳義穩 大灣村 4,340 兩訖 陳相堯 冲禮村 3,620 實 1,000

曾傳光 上閣山 1,751.3 實 248.7 曾松彩 稔　坪 2,848 兩訖

曾發裘 山後村 1,700 實 300 曾明生 北洋村 1,400 兩訖

袁傳燕 元　村 2,500 實 600 曾羣宗 大三村 2,400 實 200

伍學球 生古豚 1,244 兩訖 曾傳雲 山後村 2,486 兩訖

曾德貴 曾邊村 700 兩訖

曾錫毓 山後村 2,998.8 實 451.2

劉均保 廣海冲 1,220 兩訖

高龍光 上　小 1,000 兩訖

小計 19人 39,572.82 4,008.48 小計 23人 48,100.02 3,980

無標明

回鄉地
53人 131,570.05 16,359.23 無標明

回鄉地
70人 130,664.99 8,920.98

總數 72人 171,142.87 20,367.71 總數 93人 178,765.01 12,900.98

資料來源： 香港大學圖書館藏華英昌賬簿（華英昌有限公司，1899–1952），《各客附寄部》，光
緒 28年（1902）、光緒 31年（1905）。

註：*表示店名；「兩訖」表示存支金額相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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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靈活的撥付方法

金山莊以服務周到見稱，只要有款項進來，都可以按客戶的要求做適當

的處理，以撥付、轉撥的方法辦理存款、放款、入股、投資、購物等不同信

託業務。一般以為金山莊在收到匯款後，按照匯款人要求馬上把匯款交到收

款人手中，收款人再確認收到款項，整個匯款過程便完結；不過，實際情況

並非如此。由華英昌經手的匯款業務，採用的是靈活的撥付方法，分整批匯

港、零星匯港、墊借三種，均由香港的金山莊代收代墊。屬整批匯寄的，金

額可高達數千至一萬美元，匯寄者因為擔心在家鄉的兒孫不善理財，遂依賴

金山莊來提供信託的服務，先將一筆固定金額存於該莊，代為運用生息，每

月以定額匯寄家鄉親屬，而該莊除按期以定額代為匯寄外，餘款可成為該莊

的流動資金。據學者所說，這種性質的匯款最終會變成存款，甚至是一筆投

資，用於購置股份和房產（劉進、李文照，2011: 62）。

屬零星匯寄者，多為「美昃」（即美金匯票），當收到信件後，將美昃取

出，在香港兌成港幣，然後設法匯寄，或由在台山相熟的銀號或商號暫時墊

支，撥交領款人。這種方法，在美往往結合數戶，由宗族社團或辦莊匯寄港

莊（如華英昌），收到後再由香港辦莊分別匯付。

屬墊借者，在需要匯款至家鄉時，不會因為手中無款而不能匯寄，辦法

是向在美之宗族團體申請借貸，再通知香港該宗族所辦的金山莊代為墊付，

定期償還，並付以利息，這一再顯示宗族和金山莊有密切的關係（劉佐人，

1959: 22）。

怡昌和麗隆是華英昌在內地業務聯繫最為緊密的兩家銀號。如表 9所示， 

1903年的交易由幾筆到八十多筆不等，不僅筆數多，金額也大，由一千餘兩

到七千餘兩不等。這一年間華英昌與怡昌的交易金額累計超過 120,000兩，

若併合麗隆及表 10所開列的其他 11家商號，交易金額更高達 361,130兩。

這筆鉅款經過總數 2,502次的流轉，平均一次是 144.3兩，所產生的連帶效

應，即資本連環增值後的價值，遠遠不止 144.3兩。從轉收、轉交匯款的手

續費和各種貸款、信託投資，再加上因出售外幣匯票所得的收入，華英昌的

利潤可謂相當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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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光緒 29年（1903）華英昌與其他商號交易數額
（單位：兩，點數後為錢、分、厘）

商號 來銀 筆數 支銀 筆數

源盛 6,127.172 70 6,405.973 29

裕和 15,269.221 105 14,119.507 56

益昌 2,668.409 20 2,409.188 21

順成 1,425.166 20 1,598.205 32

新隆 6,050.623 83 6,362.854 49

華昌 5,130.603 28 4,149.522 20

裕隆 7,390.221 46 7,016.886 79

廣昌隆 35,295.918 71 30,363.664 37

廣興 2,760.004 51 2,607.840 12

貞源 794.000 9 794.000 5

春和堂 43.200 2 43.200 3

總數 82,954.537 505 75,870.839 343

資料來源： 香港大學圖書館藏華英昌賬簿（華英昌有限公司，1899–1952），《內埠各號來往部》，
光緒 29年（1903）。

華英昌和內地銀號、商號的往來，主要取決於海外匯款量的多寡，而匯

款又取決於當地的經濟發展和世界的銀價上落。從下表 11可見，華英昌與內

地銀號、商號的總交易量可謂逐年遞減，由前述 1903年的 361,130兩，到了

1905年便減至 205,343兩，減幅超過四成，一年後再減四成；到 1910年，又

再減約四成。造成匯款市道蕭條的原因很可能與銀價自 1906年高位回落，

至 1909年開始回升有關。銀價高企會令華僑匯款意願減少。值得一提的是，

麗隆銀號與華英昌的交易額下跌得最快和最為激烈，到了 1910年，在華英

昌的賬簿上已經再看不到麗隆的名字了。筆者認為，麗隆和華英昌停止交易

的原因不是因為麗隆倒閉，而是麗隆是華英昌的競爭對手；當華英昌逐漸察

覺麗隆是自己的競爭對手時，交易自然會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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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905、1906及 1910年華英昌與怡昌、麗隆及內地其他商號交易數額
（單位：兩，點數後為錢、分、厘）

商號 1905年（筆數） 1906年（筆數） 1910年（筆數）

怡昌 89,292.945（685） 70,825.380（598） 63,297.369（558）

麗隆 40,658.761（547） 3,719.210（89） —

其他 75,391.313（701） 50,106.632（602） 15,543.348（158）

總數 205,343.019（1,933） 124,651.222（1,289） 78,840.717（716）

資料來源： 香港大學圖書館藏華英昌賬簿（華英昌有限公司，1899–1952），《內埠各號來往部》，
光緒 31年（1905）、32年（1906）、宣統 2年（1910）。

三、可以投機的「昃紙」

金山莊的創始源起，可以說是在宗族社團為僑民服務的過程中產生出來

的。除信匯以外，美國的華僑匯款多使用票匯的形式，方法是在美國購入「美

昃」，然後再寄到中國。台山僑胞在美洲目不識丁，對銀行辦理的匯票手續又

不熟悉，多依賴至親好友為之代辦，把「昃紙」（即英語 cheque的粵語諧音）

匯寄家鄉，但在遙遠家鄉的親屬接到「美昃」後，亦不能直接使用，遂有金

山莊這樣的辦莊，為台山僑胞解決接收匯款的困難（劉佐人，1959: 21）。

台山僑胞在海外辛勞工作，把積蓄寄回家鄉，有意思的是，他們購買的

外匯匯票並不是國際匯票，原則上只可以在美國國內流通，但金山莊懂得如

何充分利用這稱為「通天昃」的外國銀行匯票，把資金靈活流轉。「通天昃」

是指原為美國國內匯款時用的匯票，但權充為國際票據，是以美元計算，付

款地點不在國內而在美國。為何美國華僑要使用這種票據？主要為維持僑匯

價值，因為如果使用國際匯票，收款人若在中國則必須按官方匯價兌換國幣，

同樣，國際匯票到了香港，也須按官價兌換港幣（李龍，1947；袁丁，2017: 

185–188；2019: 229–231）。面對動盪的外匯市場，華僑懂得如何回避風險，

把這種票匯的方式交給金山莊操作，同時也拓寬了金山莊的業務範圍。

金山莊收到的各種各樣的「昃紙」，包括美國大通銀行、惠通銀行、萬國

寶通銀行，也有夾雜滙豐銀行、渣打銀行、有利銀行、華俄道勝銀行、荷蘭

銀行、安達銀行的「昃紙」，有效期是六個月（姚曾廕，1943: 3–5），換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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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金山莊必須在期限內，因應外匯市場兌換價的高低，適當地將「昃紙」

售出，以獲得最高的利潤。需要注意的是，「昃紙」的終極付款地點在美國，

如果與美國沒有商貿往來可以對拆清算，這些昃紙只能另尋脫手的途徑。在

香港和廣州這些大城市，金融機構林立，持昃紙者只要有商號擔保和在昃紙

背後背書，便可把昃紙轉手，況且，匯率也較優惠。不過，在偏遠地區，昃

紙脫手就不這麼容易，通常都會賣給當地的金融機構。出售昃紙要繳付佣

金，分價內抽佣和價外抽佣兩種，比率大概是在千分之二至千分之十之間，

不一而足（姚曾廕，1943: 6）。

一般來說，「昃紙」多集中香港，除了香港金融機構數目較多外，更在

於香港有一個比較成熟的投資市場，可以為資金增值，這也是香港金山莊行

業發達的原因。由於匯款最終要送達台山各地，資金先集中香港，再由香港

流入廣東，最可能是流經廣州。除外幣兌換港幣成為投機的對象外，港幣兌

換國幣亦同樣引起包括金山莊在內的其他金融機構的關注。例如在廣州的銀

錢業，早已形成炒賣港元的習慣，參與者被稱為「做倉銀號」。在一般情況

下，買賣港幣每千元可得佣銀四元，省內匯單每百元可得匯水五六毫（區季

鸞編，1932: 88, 185）。當買入港幣的「好友」和賣出港幣的「淡友」相逢，

交易便可進行（歐陽衛民主編，2015: 207）。當然，亦可進行屯倉等投機活

動，利潤也會有所不同。

華英昌利用同鄉和同族的網絡，把業務延伸至美洲各大重要商埠，包括

紐約、舊金山、洛杉磯、波士頓、西雅圖、波特蘭、咸水埠（溫哥華）、滿

地可，甚至東南亞的馬尼拉、星加坡、仰光。華英昌通常從美洲收集到各地

匯單後，便會要求在廣州和台山的聯號發送匯款。華英昌的收入可謂多元，

絕非只局限於匯款的手續費，還應包括根據匯價變動而出售「昃紙」，攬做

存款、貸款、託管資產等，說華英昌是一家「民間銀行」，絕不為過（Li and 

Dymski, 2007）。正如劉佐人於 1940年代所分析的，「香港因為多年在國際

貿易上地位與匯兌上習慣，造成僑匯主要的清算中心⋯⋯」（劉佐人，1947: 

56），華英昌可謂充分利用了香港於這一方面的優勢，以一個成熟和活躍的

金融市場來支撐一個龐大的民間資金流動和支付系統。無可否認，「昃紙」

是一個被認為可以投機的對象。根據研究台山銀信的學者所說，有不少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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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投機的炒家一直盯著這個變幻莫測的昃紙市場：

昃紙的有效期是六個月，急需用款的僑眷在收到後立即售脫，兌

取現金；而不急需現款者可以暫時保存昃紙，待價而沽，⋯⋯因

為存在著較為激烈的市場競爭，昃紙的價格會因而大漲，發生貼

水（premium）的現象，即昃紙的實際市場價格高於其票面價

值，⋯⋯一位名譚宗傑的港單持有者的原幣金額為 3,200元，按

照兌換的時價貼水 1,443.8元，僅扣除佣金 9元多，沒有扣士膽

（stamp，即稅票）費，實際支付 4,633.92元，說明了這張港單是

在市場價上漲時賣出的。（劉進、李文照，2011: 70）

本來這一張昃紙只值 3,200元，在獲得貼水後，總值 4,633.92元，回報率超過

40%。可以這樣說，匯款的轉手次數越多，資本的增值或投資機率越高。此

外，出售昃紙不僅可得利潤，同時可與長期有外匯交易的外資銀行建立信用

關係，因而獲得額外信貸融資的好處。出身於台山白沙的香港商人馬敘朝，

經營和華英昌性質接近的金山莊業務，因為長期與滙豐銀行有外匯（昃紙）

的交易，建立了獲取融資的信用關係（Lee, 2015；李培德，2016）。

伍、結論

香港號稱國際金融中心，關注點無不集中於擁有巨大資本的外商金融機

構，往往忽略華商在民間金融領域以微型資本來操作的資金流動，影響足可

跨越太平洋，由台山至香港，再由香港至北美；反過來說，亦可由北美至香

港，再由香港經廣州至台山。香港雖然是中西文化交匯的國際都市，但華商

並未完全模仿西方，自有其使用中式賬簿的習慣。如濱下武志所指，中式賬

簿有以下幾方面的特點，有助我們了解華商獨有的文化：𡛼呈現對合股、集

資、投資、利潤、破產等概念，而這些概念未必和西方相同；𥕛華商造賬的

目的不一定是為了計算盈虧，而是希望掌握由商品、顧客、聯號等交織而成

的商業網絡；𥐥華商的資本形態是流通而非積累性的，對資本流轉自有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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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磮華商視聯號、分號關係為平衡的，互不從屬，與西方商人認為的垂

直關係不同（Hamashita, 1993）。

香港金山莊華英昌的賬簿包括《各伴工金部》、《各客附寄部》、《內埠各

號來往部》，能夠充分反映華商獨有的商業習慣。首先，關係網越大，資本

越容易積聚，匯款越容易送出。憑著同族、同姓、同鄉關係，華英昌成功爭

取台山六村同姓宗族的支持，不僅有利於集資合股，更可確保僑匯的客源，

穩佔台山華僑匯款市場。其次，關係等同信用，華商重視人際關係，視之為

籌集資本的基本、建立信用的基礎，通過血緣、地緣、業緣關係延伸商業網

絡，有助進行集資、合股、借款、投資等各種資本活動。第三，在緊密的聯

號網絡下，能夠超越空間的限制，以對拆和相抵的方式，將北美的僑匯，經

香港遞解台山。第四，通過匯款、商品的交易、兌換貨幣、投資等各種資本

增值服務，形成一個支付、撥付、轉移支付的系統，讓資金不斷流轉。

華英昌是香港著名的金山莊，雖然得到台山同姓宗族的支持，但它的成

功並非必然。如果沒有採用獨到靈活的手段，為僑胞提供多元化的服務，相

信並不容易與實力雄厚的民信局競爭，甚至應付同業中的對手如麗隆金鋪16。

提供類似旅行社的細心和周到的服務，相信是華英昌成功的關鍵要素。華英

昌從 1899年創立，經歷辛亥革命、軍閥混戰、省港大罷工、抗日戰爭等多

次的社會動盪而不衰，加上自 1912年後中國現代銀行業的發達，一家又一

家的商業銀行陸續開業，令金山莊行業面臨更大的挑戰。除了發展多元化業

務，採取及時和適當的策略，亦有助華英昌應付競爭激烈的僑匯市場，例如

免收手續費，以非正式的「茶資」取而代之。此外，爭取更多的「回唐」金

山客繼續使用華英昌的多元服務，並不以回唐為中止服務的界限，方令華英

昌屹立不倒，最後成為廣東僑匯市場的中堅。

16  於內地聯號為麗隆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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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account books has gained attention because 
of the availability of new sources. Focusing on the account books of an importer 
and exporter firm, Wah Ying Cheong Co., Ltd. in Hong Kong, this paper traces 
the growth of the company’s transnational business network across the Pacific. 
The study is based on three premises: First, it examines how the company 
expanded its business network spanning from Guangdong through Hong Kong to 
North America,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competition in the overseas Cantonese 
remittance market. Second, it examines how Wah Ying Cheong formed a finan-
cial system to provide additional banking services to its customers including 
deposits and loans, payment for shopping, currency exchange and purchase of 
stocks. Third, it examines how and why Wah Ying Cheong set up a side business 
of a travel agency and used it to attract more customers and finally diversified 
itself in a wide range of services to overseas Cantonese other than remit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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