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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
台北病逝，今年是其去世 30 周
年。蒋经国与邓小平曾是苏联
中山大学的同窗，1973年两人几
乎同时掌管大事。之后数年间，
在台湾回归和国共合作等重大
问题上，两人多次展开较量。

蒋经国认为
邓小平“更厉害”
1973年，蒋介石把许多事情

都交给儿子蒋经国。也是在
1973年，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复
出。

邓小平和蒋经国相识较早。
1926年1月，邓小平从法国巴黎
到苏联，与蒋经国同在莫斯科中
山大学学习。那时，蒋经国把邓
小平看成“大哥”和“学长”。当邓
小平与国民党右派同学谷正鼎和
谷正纲等人辩论时，蒋经国往往
站在邓小平一边。1927年，邓小
平离开苏联回国，两人就再也未
曾谋面。

1973 年 2 月，邓小平走出江西回北京，恢复在国
务院的工作。周恩来首先把大部分涉外事务交给了
他。邓小平立刻宣布：北京已经准备好，可以跟台北
直接谈判统一的问题。他说，在现阶段，“优先考虑用
和平方式……（统一 )”。但是，卧病在床的蒋介石顾
不了这些，负责台湾党政军大事的蒋经国，同样不予
理会。1975年，蒋介石死了。1978年3月11日，蒋经
国被选举为“总统”。同年，邓小平复出后全面主持工
作，蒋经国为此召开了一次紧急高级情报首长会议。
与会者都认为，邓小平比毛泽东温和，两岸关系将趋
于缓和。蒋经国却表示：“你们的评估都太乐观，因为
你们不认识邓小平，但我认识他，我们在苏联一起学
习过，他其实比毛泽东更为厉害，未来两岸的情势将
比你们想象更为复杂。”

邓小平给蒋经国重重一击
毛泽东在北京迎接尼克松，给了蒋介石重重一

击。邓小平同样给了蒋经国重重一击；蒋经国在美
国很多部门都安插了“亲台朋友”，可是，卡特总统

和邓小平的建交秘密磋商，蒋经国竟毫不知情。
1978 年 12 月 15 日晚 10 时，即中美建交消息公布之
前 12 小时，美国驻“中华民国”的大使安克志忽然
接到华盛顿的电话。这位特命全权大使于是奉命
在凌晨三点的时候，拨通蒋经国助手宋楚瑜的电
话，说必须立即面见“总统”。蒋经国只得在半夜爬
起来会见安大使，得知了中美建交的消息。

1979年1月1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发布消息，称金
门炮击正式停止。同一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

《告台湾同胞书》示好。廖承志也发表了致蒋经国的
一封公开信，提议国共第三次合作，并表示愿意访问
台湾。对邓小平的这一波“和平攻势”，蒋经国的反应
敏锐而谨慎。在当时“三不”占据主流的政策环境下，
他一方面谢绝廖承志的来访，与大陆保持一定距离，
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北京现在热切鼓励两岸之间扩大
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从长远来看，对台湾必然是利
大于弊。因此可以这样说：早在20世80年代即将开
始的时候，两岸修好的舞台，已经由邓小平和蒋经国

“联手搭建”完毕。
进人1981年后，邓小平进一步向蒋经国“示好”。

中共中央下达指令给浙江溪口地方党委，修缮蒋氏故
居丰镐房以及蒋经国母亲、祖母的坟墓。邓小平还就
他的“一国两制”统一模式，提供法理架构，赋予台湾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

蒋经国挑选李光耀做“中间人”
随着时间推移，蒋经国认为两岸

谈判的时机已经慢慢成熟。但在台
北和北京之间进行正式对话之际，

“中间人”是不能缺少的。蒋经国把
这个敏感角色托付给了新加坡总理
李光耀。1980 年，李光耀二度访问
中国。翌年，邓小平派出中国总理
率领大批官员访问新加坡。李光耀
试图让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高级官员
了解台湾的情势。邓小平透过李光
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
致以问候。

到了1983年，蒋经国私下指出：
由于邓小平推动经济改革和务实外

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日渐茁壮强
大。如果台湾和大陆能够结合，“中国

的未来，必定会有伟大的前途”。1984年9
月26日，中、英达成了关于香港未来的协议。在这种
大背景下，1986年夏天，李光耀又在台湾访问了三天，
与蒋经国私下长谈。这一次，蒋经国明确告诉李光
耀，对于改造台湾的政治体制，他已经有了全盘的计
划和最新的想法。

邓小平感叹“经国死得太早了”
1987年，台湾发生多种变化。最富戏剧性的当推

1987年10月14日，国民党继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再
全面开放岛内民众前往大陆旅行。1988年1月13日，
蒋经国去世。邓小平听到消息，立刻召集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中共中央发了唁电：“惊悉中国国民党主
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
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蒋经国死后，台湾局势日益演变，邓小平曾感慨：
“如果蒋经国还健在，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
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
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摘自《今晚报》）

清代“养廉银”制度实际上设立在雍正、乾
隆两朝，分为外官和京官两个阶段进行。清代
外官“养廉银”发放在雍正朝财政改革后，已为
学者所论证明晰。清代京官“养廉银”问题则是
在乾隆朝解决的，学界关注较少。

雍正即位之初，各地官吏征收钱粮火耗日
渐增加，按惯例地方官向户部交纳钱粮，每一千
两税银，加送余平银二十五两，饭银七两。雍正
帝进行财政改革实行耗羡归公。通过耗羡归
公，清政府将原分散在各地方的耗羡收入的所
有权、支配权收归国有。同时将其中的一部分
拨出通过“养廉银”的方式补贴外官的私人生活
或一些公务开支。此次财政改革对各级官吏来
讲是变暗收为明补，革除了地方私征滥派的弊
端。耗羡归公与养廉银的发放既是清代雍正财
政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清王朝加强中央集权
在财政上的一个表现。

外官经过雍正朝养廉银制度的实施解
决了后顾之忧，京官的养廉问题也逐渐被提
出。雍正六年（1728）开始给礼部以外的五
部尚书、侍郎多发一份俸禄，称“恩俸”，但是
标准远远低于外官的“养廉银”。乾隆帝即
位后，体恤京官的艰辛，特意在户部余银中
拨款养廉，通常以饭银的名义从地方征收并
发放，如有剩余兼做办公之用。“朕临御以
来，洞知京员俸禄所入，未足供其日用，深为
厪念。以量入为出，国有常经，必须筹划周
详，始可施行久远。今查得户部有平余银
两，系各省与正供随解之项，每年约有十六
七万金不等。此项银两，在内在外，原存贮
以备公事之用者，若即以分给部院办事之
人，作为养廉，于情理亦为允协。着总理事
务王大臣等，查明部院各衙门事务之繁简、
官员之多寡。其原有饭银，已足敷用者，无
庸赏给。其不敷者，酌量加添。其向来并无
饭银者，酌量给与。至翰詹京堂等衙门，虽
事务不繁，而淡薄较部院更甚，均当令其一
体沾恩，可按数分派。”

当然京官因所在部门不同，饭银的收入
会有很大的区别。乾隆七年（1742）故刑部
尚书刘吴龙遗疏内称：“在京部院衙门，皆有
饭银，而户部银库养廉，尤为丰厚。惟内阁、
吏部、礼部等衙门，未获一体邀恩。”

乾隆帝解决京官的“养廉银”问题最后的
落实情况如何？京官“养廉银”的发放标准、
时间、数额等如何？清代乾隆朝户部尚书王
际华自撰的《王文庄日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难得的视角和资料。

王际华，字秋瑞，号白斋，别号梦舫居士，
浙江钱塘人。生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七月
二十五日，卒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十
六日。他是乾隆十年（1745）一甲第三名进
士，随授编修，三年后升侍读学士。乾隆十四
年（1749），奉命入值南书房。后充湖北考官，
擢内阁学士、礼部侍郎，辗转任职，乾隆三十
四 年（1769）升 礼 部 尚 书 ，乾 隆 三 十 八 年
（1773）充《四库全书》正总裁，后迁户部尚
书。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卒，赠太子太
保，祀贤良祠，谥文庄。

《王文庄日记》为王际华乾隆三十五年（时
为礼部尚书，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王际华以户
部左侍郎擢为礼部尚书）。和乾隆三十九年（时
为户部尚书，乾隆三十八年八月，调礼部尚书王
际华为户部尚书）。所记日记，国家图书馆藏有
手稿本，影印版收录于《历代日记丛抄》。该日
记逐日记录，通常依次记录，包括时间、天气、工
作、交际等情况和重要家庭事务。当然，其中还
记录有每日生活的经济状况，包括收入、支出的
情况。关于经济方面的记录，在乾隆三十五年
日记中记录较少，在乾隆三十九年日记中较
多。王际华身为户部尚书，亲笔记录收支情况
的经济资料非常难得。

清代官员的俸禄，清初承袭明制实行低
俸制度。京官正从一品俸银 180 两，禄米 90
石，依照品级而递减。王际华当时除俸禄之
外的主要收入是饭银。饭银，是清代京官俸

禄之外的补贴，各部之间并不一致，名目也有
区别。王际华日记中出现了各种“饭银”的记
载，如“正月廿八，收铜批银二百三十二两。”

“二月十二，收正月开印后八日捐纳库平银三
十六两一钱一分零。”

以上各种“饭银”，名目多样。铜批银，也
称为铜批饭银，是“饭银”的一种，时间较为固
定，基本每两个月记录一次，全年共6次，每次
二百余两，总计约一千三百两。其余的饭银
总计约七千六百两，其中以头卯、二卯等饭银
为最多。头卯、二卯、三卯等饭银，从其字面
意义上理解，似乎就是因当差而发放的津
贴。各类饭银总数约近九千两，这些“饭银”
即是以不同名目发放的“养廉银”。王际华收
到的各种补贴收入数额远远高于自身品级所
应得的俸禄。除饭银外，京官还会有一些地
方官员孝敬以及其他的灰色收入。应该说，
王际华身为户部尚书要职，所得待遇比其他
京官更加丰厚、优渥。

《王文庄日记》中所记录的经济资料比较真
实可信，尤其是日记私密性使其中记录的数据
很真实、鲜活和具体，同时弥补了正史中有关京
官“养廉银”资料的匮乏，并且可以让我们在一
位户部尚书整年家庭经济情况的背景下考察

“养廉银”的数额和作用。王际华每年饭银大约
在万两左右，这与经过规范过的外官“养廉银”
大体相当，足以让其过上安逸体面的生活。“养
廉银”是其家庭基本生活消费之外进行社会应
酬和经济往来的强大经济后盾，这与雍正帝进
行财政改革设立“养廉银”是为了防止官员腐
败，补贴官员的俸禄不足的初衷是契合的。

《王文庄日记》对清代京官“养廉银”进
行了印证，京官“养廉银”从乾隆元年的“酌
量加添”“酌量给予”到后来逐步形成惯
例。从这些真实的、具体的记录中，我们也
可以看到清代统治者雍正帝和乾隆帝在财
政改革和政治治理方面的轨迹。

（摘自《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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