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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曾推行所谓“战
时所得税” ,规定商人
从1914年起获利3000看
以上者,必须缴纳30%
的所得税,但如果加入
荷兰籍,则可减免。当
局劝黄奕住加入荷籍,
而 日 本 人 则 劝 他 加 入
日 籍 , 黄 奕 住 对 荷 、
日两方的拉拢,一概拒
绝 。 他 认 为 自 己 生 是
中国人,就一辈子是中
国人。

为 了 避 免 殖 民 当
局的缠扰, 1919年4月,
他干脆离开三宝垄,返
回 厦 门 居 住 。 当 时 中
国不少地方局势动荡,
烽鼓不息,四方云扰,曾
有华侨劝黄奕住:“中
原多变乱,不如这里闲
乐。你坐拥金山,哪里
不是好地方?在此养老,
不亦快哉? ”黄奕住一
笑说: "我身为中国人,
怎么能忍辱受人盘剥,
寄人篱下,隶人国籍呢?
天 下 事 主 要 还 是 靠 人
为。

黄 奕 住 虽 然 回 到
了国内,但仍然非常关
心 华 侨 在 海 外 的 生 存
与 发 展 。 也 许 是 因 为
在 印 尼 曾 受 到 荷 兰 银
行的掣肘,吃尽苦头,他
因 此 对 金 融 业 格 外 关
注。

1919年12月1日,他
到 菲 律 宾 及 日 本 等 地
考察,听说马尼拉有很
多泉州籍华侨,但金融
之权被外国银行控制,
华商的发展困难重重,
黄 奕 住 马 上 和 菲 律 宾
著 名 侨 商 李 清 泉 、 薛
敏 老 等 人 在 中 华 总 商

会聚议,决定组建中兴
银行,以挽回利权。

中 兴 银 行 初 定 注
册资本1000万元(菲币),
先招股500万元。该行
初创时,实缴资本为200
万元,而黄奕住一人就
认股100万元,占了该行
50%的股份,被推举为
中 兴 银 行 董 事 。 在 黄
奕 住 等 人 的 倾 力 支 持
和指导下,中兴银行稳
步发展,到1933年时,资
本已实增至600万元,资
产总额达2470多万元,
成 为 菲 律 宾 最 主 要 的
侨营银行之一。

黄 奕 住 在 印 尼 取
得了巨大成就,在家乡
早 就 成 了 家 喻 户 晓 的
传 奇 。 闽 南 有 一 句 流
行语: “若要富,要学黄
奕 住 。 ” 他 在 家 乡 的
名气之大,由此可窥一
斑。

他返回厦门后,果
然不负众望。1921年8
月,黄奕住在厦门创办
日兴银号,专为海外华
侨服务,从事华侨的侨
汇 、 融 资 等 业 务 。 由
于信誉良好,因此东南

亚华侨汇钱回家,都愿
意 通 过 日 兴 银 号 。 其
资本的雄厚,在厦门各
银号中数一数二。

在 筹 办 日 兴 银 号
的同时,黄奕住又风尘
仆仆前往上海,拜会了
上 海 《 申 报 》 董 事 长
史 量 才 、 银 行 家 胡 笔
江等著名人士,共商“
谋设中南银行于上海" , 
"中南之者,示南洋侨民
不忘中国也”。1921年
7月,黄奕住、胡笔江、
徐静仁、史量才等人,
共同创办中南银行,总
行 设 在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汉 口 路 。 中 南 银 行 创
办之初预定招股2000万
元,第一期缴足资本500
万元,黄奕住认股350万
元,占70%。

中 南 银 行 是 当 时
全 国 最 大 的 侨 资 金 融
企业,经营商业银行的
一切业务和外汇业务,
还 从 北 京 政 府 取 得 了
与 中 国 银 行 、 交 通 银
行 相 同 的 银 行 券 发 行
权,是北京政府治下三
家发钞银行之一, “订
十 足 现 金 准 备 及 准 备

公开制度"。中南银行
与 盐 业 银 行 、 大 陆 银
行 和 金 城 银 行 合 称 “
北四行”,“于四银行
之外,另设四行准备仓
库,专为保管准备现金,
发行钞票"。

在 中 南 银 行 举 行
的 第 一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上,黄奕住当选为董
事长,胡笔江任总经理,
史 量 才 、 韩 君 玉 等 任
常 务 董 事 。 黄 奕 住 还
把 自 己 的 儿 子 黄 浴 沂
召回国内,就任中南银
行协理,代表黄奕住经
营该行业务。

中 南 银 行 积 极 投
资国内各项民族工业,
荤 荤 大 者 包 括 上 海 新
裕纺织公司(占有65%
的 股 份 ) 、 益 中 磁 电
厂 、 诚 孚 工 厂 、 天 津
北 洋 纺 织 公 司 ( 占 有
50%的股份)、天津永
利 化 学 工 业 公 司 、 天
津 启 新 洋 灰 公 司 、 广
州 矿 务 公 司 等 , 对 扶
植 民 族 工 商 业 功 莫 大
焉。

全 面 抗 日 战 争 爆
发后,重庆成为中国战
时陪都。1939年,中南
银 行 总 经 理 胡 笔 江 在
一 次 从 香 港 飞 赴 重 庆
途中,遭到三架日本战
机截击,不幸遇难身亡,
被 国 民 政 府 追 认 为 烈
士。胡笔江去世后,黄
浴 沂 接 任 了 中 南 银 行
总经理之职。

黄 浴 沂 在 当 时 已
有 了 自 己 的 事 业 。 他
在 1 9 3 1 年 创 办 的 一 家
制 瓷 公 司 和 一 家 电 器
设备制造厂,已走上正

轨 。 黄 奕 住 的 另 一 位
儿 子 黄 钦 书 在 南 京 暨
南学堂,业,1911年回到
印尼,在三宝垒的日兴
行当营业主任,后升为
经理。1920年,他回到
厦门鼓浪屿,协助父亲
在 厦 门 创 办 公 用 事 业
公 司 和 在 上 海 创 办 中
南银行,先后任中南银
行 董 事 、 董 事 长 兼 总
经理,黄聚德堂有限公
司 董 事 长 和 厦 门 自 来
水公司董事长。

说 起 厦 门 的 自 来
水,黄奕住的贡献,应该
大书一笔。千百年来,
厦 门 人 都 是 以 井 水 为
主要的饮用水,还有就
是 购 买 水 贩 用 小 船 从
海 澄 县 九 龙 江 淡 水 区
运 送 来 的 淡 水 。 人 们
每 天 都 要 用 桶 挑 水 回
家,用水缸储存起来,既
不方便,也不卫生。黄
奕住在鼓浪屿定居后,
发 现 这 严 重 影 响 民 众
的健康,便下决心建设
自来水厂,彻底解决民
众的饮用水问题。

1920年,黄奕住发
起 筹 办 厦 门 市 自 来 水
公司。1923年5月,公司
经 北 京 政 府 农 商 部 批
准 定 名 为 “ 商 办 厦 门
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初定资本为100
万元,黄奕住认股40万
元。1925年自来水公司
的 蓄 水 池 、 过 滤 池 、
水 塔 等 建 筑 工 程 在 上
海招标,最终由德国西
门 子 公 司 以 9 2 万 元 中
标承建。1926年7月第
一期工程竣工,开始供
水, 1927年全部工程完

剃头匠出身的巨商
黄奕住（三）

印尼坤甸的黄氏宗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