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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捷成抵达瑞金后，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进入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在中
央苏区历任宣传队长、教育科长、会计科
长等职，他长期协助中华苏维埃国家银
行行长毛泽民工作，首创了全军会计制
度，多次受到嘉奖。

但高捷成离家没几天，一个“吓死
人”的消息就来了——“在钱庄的两三
年中，捷成欠了 2万多银元的债……现
在他走了，家里要想办法还债。”

随后，到高家来讨债的人挤破了门，
家里可以卖的东西都被讨钱人拿光，甚至
有人还提出要拿刚出生的孩子顶债，吓得
高蔡宝只好抱着儿子东躲西藏。

高蔡宝想不通，平时生活节俭，不是
蓝布长衫，就是一套学生装的丈夫，为何
会欠下巨债？直到有一天晚上，高捷成
的堂弟上门，真相才大白。原来，早在红
军攻克漳州以前，高捷成就和当地的一
支红军游击队有联系。看着缺医少弹的
游击队员，高捷成多次从钱庄借钱，把钱
送到游击队手中，帮了游击队的大忙。

为
党
经
手
亿
万
钱
财

只
留
亲
人
一
封
家
书

1943年5月14日，河北省内丘县白鹿角村，天正下着小雨，冀南
银行的行长高捷成一行人遭遇日寇合围。受伤的高捷成，本有机会
突围，但为了保护挎包里的重要秘密文件，他强令部下带上挎包突
围，自己却倒在了敌人的刺刀下，年仅34岁。

冀南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之一，被誉为“新中国金融的
摇篮”。首任行长高捷成，被称为“我党金融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从23岁参加红军，到血洒太行山，这位“红色金融家”为我党我军
掌管、经营的钱财何止亿万，但他留给漳州老家亲人的只有一笔两万
多银元的巨债和一封立志牺牲救国的家书。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
后，高捷成随八路军129师奔赴
华北敌后，开辟晋冀鲁豫抗日
根据地。

为了应对敌人的金融战，
发展根据地经济建设，八路军
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作出决
定，筹建冀南银行。1939年 10
月 15日，冀南银行在山西省黎
城县小寨村正式成立，代号“伦
敦”，高捷成任行长，代号“7
号”。同日发行冀南银行钞（又
称“冀钞”）。

冀南银行属于党中央绝对
机密，对外号称八路军工作
团。开办之初，一无房屋，二无
设备，三无业务，会计和技术人
才，更是缺乏。但高捷成带领
冀南银行的全体人员，克服种
种艰难险阻，自力更生，奋力拼
搏，保障军需民用。因为经常
把现金、账簿等装入票箱子或

麻袋，驮在马背上，遇日寇扫荡
时，以便迅速转移，抗日根据地
的老百姓称它为“马背上的银
行”。

在高捷成的带领下，冀钞
很快成为根据地流通最广泛的
一种货币，供200个县市4000多
万人口使用。据说连敌伪军营
中的士兵都乐意保存冀钞，有
的甚至还将它作为投降八路军
的“通行证”。

更重要的是，冀南银行还
培养了一大批政治理论强、思
想觉悟高、金融业务精的金融
人才，形成了一套较完善的财
务和金融管理制度，在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被赞誉为“新中国
金融的摇篮”。

高捷成牺牲后，邓小平说：
“捷成同志牺牲了，这是一个很
大的损失。”

1934年 5月下旬，还是漳州“百川银
庄”出纳的高捷成，给年迈多病的父母、新
婚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留下一封短信
后，便仓促离家。信中写道：“我要和你们
离别了，或者是永远离别了，我不挂念家
庭，希望家庭也无须挂念于我！”

对丈夫高捷成参加红军的选择，妻子
高蔡宝已有察觉。

高蔡宝出生第二天，便被抱到高家当
童养媳，和长四岁的高捷成从小一起长
大。公公高添木是漳州城里做爆竹的小
手工业者，一家人生活清苦，但没有什么
文化的高添木，却从牙缝里省下钱来，送
长子高捷成去上学。

读书用功的高捷成，1928年考入厦
大经济系，后因家庭困难被迫停学，经人
介绍到上海的中南银行工作。在上海，
他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的活动，白天在
银行上班，晚上上街贴标语、刷传单，被
捕入狱后，经党组织营救又回到漳州。
之后，他在宗叔高开国经营的“百川银
庄”谋到了一份出纳的工作。

在银庄做事，每月20元的收入，让高
家的生活好过了一些，但工作回家后，高
捷成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早在大
革命时期，高捷成便积极投身学运，他痛
恨社会的不公，一心要为穷人找出路，却
苦于找不到革命的道路。

1932年4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攻克
漳州，高捷成的内心一下子就被点燃了。
在红军驻漳的40多天里，他很少回家，忙
着帮红军理财算账、协助处理筹集了 100
余万银元的公款。红军离漳时，高捷成毅
然决定弃商当红军。

高蔡宝没有想到，丈夫这一走，从此
再也没有回来。

高蔡宝说，为了还债，家里变卖了祖产，而她拼命干
活，替人缝衣做衫常常做到半夜三更，有时一天还吃不
上两顿饭。

1937年4月10日，在陕北延安，刚走完万里长征的高
捷成，给漳州老家的宗叔高开国，写了一封迟到整整五年
的家书。信中，他解释了当年离家的原因：“我自从‘九一
八’东北事变、‘一·二八’上海抗战之后，悲愤交集，誓不求
中华民族之解放，当不为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之一人！……
历尽一切千辛万苦，雪山草地，万里长征，在所不辞！无非
为的是挽救国家的危亡！救国才能顾家，国亡家安在！”

对那笔巨债，高捷成也时刻记在心里，“我所欠挂百
川银庄二万多元的债，时刻记念在心，本利至今当在三
万余。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当不短欠分文”。

“在外并未建置家庭，个人独身精神上尚可安
乐！……我的内室弃庭改嫁否？我的小儿活泼否？”看
着丈夫对家人的牵挂，和随信寄来的照片，一股暖流滋
润了高蔡宝的心。

高蔡宝的养女、今年 76岁的高淑兰说，从那时候
起，母亲把照片藏在枕头底下，不知道看过多少遍，她相
信总有一天，父亲会胜利归来。而这封家书，也是父亲
留给家人的唯一一封书信。

1949 年 9 月 19 日，漳州解
放。许多和高捷成一起参加红
军的战友都有了音讯，但唯独高
捷成还是没有一点消息。1951
年，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
长的谢觉哉到漳州找到高蔡宝，
告知“捷成同志，已在1943年5月
牺牲了”。听到这个噩耗，高蔡宝

“感到天旋地转，倏地昏了过去”。
高淑兰说，1951年，国家给母

亲高蔡宝发了一笔4000元的烈
属抚恤金，但母亲说，她生活勤
俭，虽然没有读过书，连普通话也
不会讲，但她知道共产党好，当时
新中国刚成立，国家还很穷，到处

都要用钱，而且正是抗美援朝期
间，母亲又把这笔钱捐给了国家。

1950年11月，左权将军、高
捷成等七位烈士遗骸移葬邯郸
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2009年 11月，97岁的高蔡
宝老人在漳州去世。生前，她
多次带家人到邯郸扫墓。

2015 年，民政部公布第一
批 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
群体名录，高捷成名列其中。

2021年 1月 1日，漳州推出
的首部红色历史题材电影——
《红色金融家高捷成》，正式在
院线上映。

N

周
德
庆

别父母妻儿
要为穷人找出路

为帮红军游击队
给家人留下两万多元巨债

国家得救，民族得存，
清债还利当不短欠分文

捷成同志牺牲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烈士的抚恤金 家人捐给了国家

高
蔡
宝
（
前
排
右
二
）
和
家
人

高捷成

本
版
图
片
由
高
淑
兰
提
供

漳
州
人
高
捷
成
是
我
党
金
融
事
业
奠
基

人
之
一
，被
称
为
﹃
红
色
金
融
家
﹄
，他
牺
牲
后
，

邓
小
平
说
﹃
这
是
一
个
很
大
的
损
失
﹄

“

“

高
捷
成
致
叔
父
书
（
复
印
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