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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皇华馆小史

钱雇用

编者按z 福建主华馆作为全省财政枢纽之地，为时达二十余

年之九(1909一-1932) 。本文作者钱是周自 1917年至1931年历

任福建省财政厅科员、股长、秘书，福建财政特派员公署棋书等

职，以亲身经历与克用于1964年撰成本文，反映了自清末至十穴，

珞军入阔前夕省级财政管理札构的沿革、人事吏替及重大的财政

措施，与活动，写人权事，奇特翔实，特载于此，以资福建地方财

政支研完的参考。

清末至一九一三年

一、沿革

皇华馆原是清季接待钦差大员、主考官员和地方官吏的场

所，类似现今的宾语或招待弱，取《小挂>) "皇皇者华 η 为语

名。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周季豌〈星胎) <<蔬扩臼记》七

月二十六日载"夜半闻皇华语金鼓鸣炮，人i吾喧杂，讯之，知

侯梧于亥子问莞也。"侯相去p左宗棠。清廷因中法战事，派他以

必钦差大臣"的名义来闰彗办军务。他住在皇华锚，也死在馆里。

他死的这间屋，就是后来的时政厅长室。

皇华t宫坐落在福州、i的城北，屋不多，不过三开阔两进。门前

两株大树，门上画了门神，对门一道大照墙，东西南暖门，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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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街署无异。其地点主巨总督、藩、县等痛署不远，便子公事来

往z 和首府〈福州费〉衙署更近，便于知府采馆停候，是个适宜

之地。

馆的近邻是一个叫做"理事闰知"的信署。这理事同知仅是

相当于知县的一个文官，其耳其务是专营驻窃旗人的诉讼，必须旗

籍才能充任。清代满、?叉的界限极严，所以要另设宫员审理旗人

打官司。到清末，这宫裁撒了，其需署就成为庭署了。

清末筹备立宪，根据"清理财政办法'门各省设清理财政

蜀，这是新浅的 l届时住机梅〈规定"于宣统五年试办全国预算

案成立之日，再行酌量裁改" ) ，所以拨皇华馆为局所。原有馆

屋不敷使用，就打开隔墙，把己裁的理事同知署合并过来。自此

皇华情接待大官{素的使命告终，成为省财政枢纽之地。

二、清理财政局

福建设清理财政局是一九0九年的事。清廷认为清理财政，

为预备立宪第一要政，各省〈财政〉监理宫，又为清理财政第一

关键。所有正监理宫，出度支部〈财政〉吕墨、参以下开单奏

请简源，其mu监理宫，即出该部奏源。福建的正监理宫是严复的

长子严穰 (fi白玉) , mu的是安徽人许汝菜，这两人分给了二、四

品的何理衔" (叫{故 U京堂"，是一种虚衔，无吕定职务，站在

职级〉。任期是二年〈任满可以留在) ，不得兼充省内也项甲、

务。清割地方宫吏除学宫〈府的"教援"，县的 μ敦造"、 "古1I

导"，可以本省人充任，但须囡避本商藉〉外，严格回避本籍，

非外省人不可。到了此时，才打破了国避本籍的限制，严臻本人

就是侯官〈今阁侯县〉人，编辑科长王先啻〈善于填词〉和编辑

科员王王先模〈举人〉、胡铭盘〈优贡〉也都是本省人。当对的宫场

就把这个j写称为必主客参半"的机关。昂的组织s 有恙办，以藩

台〈度支使〉兼充E 有会办，以盐运使〈盐道〉、督粮道、海关

道兼任，监理宫负撞察督握之责。还设置"议绅"，由昂辖i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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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本省财政情形之公正绅士充任，以备咨询。如确知各宙门局所

出入款项情弊，议绅得随时指陈。关于用人，则科员须"曾习法

政人员'勺书记"不得参用膏吏〈宙门中 i日用的书办) " ，这些

规定在当时宫署中是没有的。清理财政局因系中央度支部报驻各

省的机枪〈在部的总主TLt与叫做"清理财政娃" ) ，故有"穰按全

省出入确数，改良收支方法及调查该省财政一切沿革、和弊之

权纱。它须撒下歹IJ这些事z

1.开办时，在总督或逃挠的~~督同"下，盘查司、道、局、

痒的存款实数p

表z

送E

2. 编造一九O八年全省收支存储银稳的报告册和盈亏比较

3.从一九0九年起，造送全省每一季度的出入款项提告册，

4.造送全省预决算F

5.编开各项出入款项由式，呈由督抚发交各捂门昂店{在式填

6.制定各种簿记表式F

7.调查各项军收惯饵，拟订了、酒、盐课、美挠、厘金及其

他杂税事项的改良征收章程F

8.调查各窍门窍所公费及规费2

9. 编订财政沿革和弊说明书。

为使各省的清理财政渴能做好这些事，中央度支部授给监理

宫一个特殊的职权，即 s 各机关造报不实，布总办等〈蕾台以

下〉扶闰欺悔，或应遵限造报事件，而任意迟廷，准予监理宫经

禀度支部核办。

福建的清理财政局在它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只做了三件事z

L调查了一九O八年福建全省岁入岁出的总数。岁入银六百

七十二万多雨，岁出六百九十四万多两。白每两一元四角七分

〈所谓"一四七岸子" ) 1牙含大洋，岁出入总数各有一千万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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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
2.编了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一二年的福建省预算。在编造过程

中，清理财政局和所有机关截然对立。收入部分，机关编得少，

而清理财政局要增加F 支出部分，机关罗'!j得多，而局里要减少。

那时的总督松寿、兼清理对政局总办的度支使肖其亨、兼会办的

督粮道张星孀〈后来督患道裁撒归并于度支使〉和盐法道杨正颐

都是不懂得何渭财政强算的老官憬，他们始终是站在旧的一边。

尽管他们对于预算都有彗程或编造的责任，事实上仍是阳奉阔

违。他们为的是散官，只要有了预算，就对中央有了交代。所以

预算只是一个具文，并没有严格拉行。

3.编即了一部《福建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清理财政局章

程规定设编辑、审核、庶务三科，这一部说明书，就是编辑苍的

产品。编辑时，涂捷抄《大清会典>>， ((省倒>> ，省、府、县志

外，也在编辑之先，做一些调查，就"陋娃"、 "侄收方法"、

"洋价〈银两与大洋的提合率) "等等，:ff，l定条款〈中央有"调

查财政条款纱〉、表式、问答等交给各机关查报。可是摇规、洋

价等等，一向是官吏在人的矛IJ漂，叫他们自己和盘托出，岂非与

虎谋皮?所以不是以多报少，就是干脆以有律无。编辑科百分

之九十五以上的成员是籍隶本省的书生，一向给自避本籍这→国

盾牌屏琼于实际政洁之外，单凭一些书本知识和道听途说，来~j

醋贪吏奸晋研供给的、与也们自身有生死利害关系的资料，如何

能辨别真的?所以这薄薄凡册后有光纸印瑞的线装本说萌书，虽

然分了十大类，有章、有节，有些议论，也有些揭露， í旦实在没

有什么渍量。它在财政上起重大作用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这是

当时编辑诸公始料不及的事。

辛亥福建光复后，清理财政局随着清王朝统治在福建的覆灭

而不复存在，局里人员星散，器具被人搬走一空，皇华馆只莉下

一个空亮和门前两株大辖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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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部、财政司、属税斥寿备是

福建光复以后，军政大权集中子都誓菇。府中分设司令、参

谋、军务、民政、外交、财政、交通、司法等部。财政部仍设在

皇华语，经过了一番人事安排和器材补充，于十一月十五吕开始

办公。不久，南北统一，各部一律改司，财政部也改为财政司。

辛亥的主包声一停止，革命军掘出接收 i日机关的人员傲的第一

件事就是饶裆案。当时藩台布督粮道的街署都在现在的鼓屏路。

我亲跟着晃在这两个街署n前的广场上，案卷堆积如山，被浇上

煤油，发火大烧。这两个总汇一省财政〈一个管镜、一千管按〉

的主rt关所有档案都付之一起。者在督府成立不到一星期，就出告示

裁免全省一切厘金。烧档案和裁兔噩金这两件事，给财政司带来

了很大的医难。案卷烧尽了，一切收支的数字和规章部无从查

考。噩金裁了，仅次于钱粮的可靠收入没有了。每天大门一开，

各机关伸手要钱，财政司无可应付。那时司长是陈之麟， 次宫

〈副司长〉是蔡凤祝，我的老师称西园做了一个对子的上联 z

"陈荼绝壤，麟悲凤泣妙，登报汪对，一直没人对上。

为克服焚毁案卷造成的困难，财政司强大量起用旧时的书办

一一彗辗 c总督衙门〉书办、藩岸书办手口接库书办，这些人不仅

懂得文楼，也知道地丁、粮米、杂涓、杂税等各称及额征数吕。

他们从做佳弟时起，就有抄本或技簿，有的还是他们的父、师世

代传下来的。公家的文献毁灭了，私人的记载便成了福建财政的

秘复。旧政权垮台之后，晋吏自以为生计无着了，去口不料绝处逢

生，皆弹冠梧庚，这和清理财政局"不得参清青吏"的规定，恰成

一个强烈的对比。当时报纸带着说讽的口吻说这是"礼失而求诸

野"。另一方面，财政沿革和弊说明书尽管不够详尽，但多少有

些资料可以参考，所以也成了革命后对政措施的依握。为了挠救

裁兔噩金的损失，首先在华侨身上扛主意。华侨同情革命并热，心

资助，是众所患知的事实p 革命政府财政有居难，侨隐自无坐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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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救之理，是以有 U南洋公费纱的募集。由都督亮、道仁报员去甫

洋各埠，募得三十多万元，约定一九一三年丸月偿还，每还本一

元，付息五角，这是福建第一次募集公费。到了还期，只担票面

五十元以下的还本四万六千元，付息二万三干元，其余一再延期

或换票，一直没有偿还分文。这笔临时的收入，济急币不能救

穷，一下子就用光了。于是只得再征厘金，但换了一个名称，叫

做"商捐"。其征段方法和以前征厘金相同，是一项经营的收

入，给福建财政打了一点基础。各县钱粮的征收也渐复18样，有

款解省了。但是收支仍不能平佬，从辛亥光复到→九一二年十月

底不及一年，时政司欠发之款就有二百七十六万余元之多。

"二次革命η 失欺之后，袁世凯高唱中央集权，强干弱枝，

尽量割碍地方政府的权力，以巩固北京政权的统治。财政方面，

以如分吕家税与地方混为幌子，把重要的税源如因琪〈钱粮〉、

星金都如作国家税。每省设一国税厅，在程、源未刻清之前，先设

国税厅筹备处，将京有的财政司裁撤，由号称善于理财的对鸿寿

〈步溪〉侄筹备处处长。他接受了财政司的全盘患菇，引进了一

挠地认为懂得财政的人，马光祯便是其中的一个。她还拉进了一

些旧时的钱谷幕友如史襄士(赞清〉、侯补住杂如刘权和(~) , 

作为处里的骨干，用他们的旧经验，为新机关制订对政方针。不

到一年，连星金的名称都恢复了.EE鼠5袁定了汪额外，还随粮南

征铁路捐〈每赎元二角) ，尽管未修一寸铁路。其余如当税、牙

税、炉税、坐贾捐、铺f吕……凡是前清清有的，没有一样不复

征。一九一一年设立百元复后一度停业的"福建宫银号P 也重整

开张了，无摄制地发行纸币，以吸取财富，应传开支。在袁世凯

及李厚基的眼中，尧Ijl.埠寿确是"理财能手"，对他频藏"嘉奖"。

JJj和财政部膜税司长李石乏〈各景铭、福州人〉关系很深。当对，

国在厅筹备处给辩政部的呈文由JJj亲自报酶J JJl甚至还在i好部复

的底稿，用快信寄给李照纱发出。有时与李事先商定，上面先批

§ 



驳，下国再呈洁，以此获得批准z 或故意要取得部里驳斥的指示，

作为-00盾牌，以应付别方面。如Ij-向以善写辩论文出名，一九

一二年写的和岑春煌辩洽闺事的文章曾传诵一碍。佳还曾为林熊

祥家打过争夺遗产的官司，所以办对政时，也善于舞文弄法。

此时的皇华馆已改变"黯悲凤泣"的昂面，房子修揣一新，

桌椅也全是新剖，其气派与其他机关截然不同。办公桌上的墨盒

也自定样子，在北京定剖，刻上"福建国税办公厅"等字和代表

各科的数字〈当时不称某科，而以数字那之〉。信纸、信封和一

切需籍，样样精束，自盐道前的蒋绍主号承刻承印。这家刻字店

不再接受另IJ人的生意，就这样起了家。处里职工薪水优辱，标榜

所谓"重禄养廉纱 z 但禄是重了，廉却未必养，嫌外快的还不

少。钱多了就讲享受，段主任〈股长〉以上走路的偎少，各机关

以皇华馆门前停轿为最多，两株大树下，便是轿夫聚赌打架之

地。这一机关阔绰的排场，只有盐运使署还勉强比得上，各为一

省最高行政机关的巡按使〈省长〉署，反显得黯谈无光了。

一九一三年福建省收支总数都在五百万窝左右，第二年增至

五百二十余万雨。老百姓的负担加重了，公家的收支却平衡了，

还略有盈余。皇华馆里的人们使自夸"整理用之有成绩了。一九

一三年十一月十日，郑鸿寿满克福建盐运使〈党复后，刘本充盐

政处科长，懂得盐务，所以盐务署长张强自袁世凯保他做盐运使，

叫他"整理F 盐务) ，袁世凯派了他在山东时的幕镣朱照来当处

长。一九一四年五月，各省国税厅筹备处改为财政厅，朱照转而为

福建财政厅长〈五月二十五臼署) ，皇华馆又换了一番场菌了。

一九一四年至→九二六年

一、未照、王家{金时期

朱照是一个典型的前清幕友。他公挟畏认真，但对财政实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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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知，对福建的地方情形更不了解，只知一味吝啬。如当时对于

下级来文的指示叫做"批'F ，写挠的稿纸有五行、九行两种。有

时科员办短批，因纸不凑手币用九行的纸时，朱就我"短批不必

JiH乏坛"，如此等等。省些支出，多刮些收入，解款给北京，做

自己的"成绩纱。所以拖到任后，极力"整顿收入9 。如=

1.大办契税。契税是前洁的!日税种，辛亥以后没有征收。一

九一四年北京财政部颁布"契税条例"，定了最大辐度的提成奖

金，以剌激征收官吏担主力搜刮，福建也雷后风行地办契税。凡是

前清己税之契均重新盖印，日月散"验契"。不动产的产价在三十

元以上，每契收验契费一元。员国以后，新契未税的，每契命一

百元，收税囚元，典契减半。以后改为"契六典三9 ，就是契份

一百元收六元，典契臼减半。到一九一五年六月止，验契费收到

二百万元以上，契税也超过十万元。还有契纸每张故纸费五角，

捡查费一角，为数赤不少。一九一六年底验契结束，就专办契挠

了。办契混的官员在公牍中说"契程取请有产的富户，穷人无

产即无契，既无冀，哪有税?所以契程是良税的一种。"说得何

等起冕堂皇!但事实是怎样的呢?真揭有大量田产、房产的大地

主和大房东无不交宫结吏，一切征收科源从来不到他的的头上，

契本远是 u白"的〈己税之契盖过官司的，一般是"红契η) , 

税一文也不出。次一号的雄主房东势力较弱，不能一毛不拨了，

但也有减轻契税员担的窍门，如另写新契，短报产价〈一千元

的，只写几百无F 几百无的，只写几十元) ;或明是卖契，暗地

另换典契等等。财政厅按黑颈算所列契税总额〈这本是不合情理

的事，国不动产的移转是无从定额的〉分v丢给各县，各丢耳转派

结各乡〈摄下的数额比省涯的为大，以备各乡收额不足时，全县

的总额不致短少) ，各乡则不间有无理地房产移转，援户硬法。

既然有产的人不是少出就是干跪不出，这一项负担便大部分落到

无产的穷人身上，于是收挺人追呼吊打，穷人卖JL蕾女的事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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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z 高经办契挠的大小官吏和书差从乡到罢，从甚至IJ省，主F安

稳地坐享契税的提成奖金。

2.开办娼酒税。还在一九一四年二月，国税厅筹备处就的设

了一个"全省烟摆摆总局纱〈筹备处改为财政厅后，归 JT 管

辖) ，局长是郭焕〈字合诗，抗战时沦为汉奸〉。民年七月阂，

在各县设了十三个分蜀，不论是本省自酿的土酒或省外来的客

悟，亦不论是土姻、客烟，一律都在拮捐之列。税率或从量，或

从价，极不一致。在一九一六年岁入预算里全省收数为四十四万

元。至一九一七年，此税始移归"烟潭公卖局" (中央派驻i写省

专收烟酒公卖费的扭辑，一九二0年改称"娼酒事务局纱〉接

收，烟酒税就由省税变为国税了。

3.卖官产。所谓官产，包括屯固、沙臣、旗地、营产、.m:

署、官房、*-坞、垦荒等项。屯困、沙田、垦荒三项福建没有，

其余都有， f8起初f古计数目较少，所以财政部令时政厅兼办，朱

照任内就大做调查册摄的工作。一九一五年报部的产值是四十六

万余元，撞续处理，得价缴部。后来对政部派员 JIJ隔重查，单就

i萄侯、思明、甫平、建霞、晋江凡县，估计己有一百万元左右。

所以一九一五年八月官产事务由财政厅如出，成立"清理宫产

处"，作为主属于财政部的机关。宫产的估价并无科学根据，只

比照前近的固地房产，由调查者佑价呈报，就算定案。有钱的人

就钻这个空子，勾结调查官员，在结价时少报产值，然后以廉价

领买，再以高价卖出，转手之间即获得暴利。这里附记一事s 云

霄县都司〈前清的武宫〉襄署，据说是全县城"风水"最好的地

方，县中方、吴商姓争要领买建祠堂。他的花了不少的钱，托了

不少的人霄，从县署市财政厅市巡按使署，一路运动上去。今天

批给吴娃，方姓不服s 萌天换给方娃，吴姓又不服，宫司打不

完。最Z方家花了一大笔运动费〈传说一万元〉贿赂巡按使署某

科长，得以承买定案。吴姓绝望之余，便蹈袭闰南地方的恶习，

9 



和方姓来了一场战斗。两姓子弟斗了个把月，县官无法能止，直

至李厚基出动一营陆军，自团长辛桂芳带去弹压，才得平息下

来，豆豆方死伤在一吾人以上。那位科长把这笔收入买了大崖，将

其翻新修缮，公余之暇亲自督工，兴趣甚高。不料油漆未干，新

房子的大ff载放上了他的稳坊。

一九一四年袁世凯在财政、内务、陆军三部呈报核定这一年

福建省军事、行政各费〈经常费与临时费共五，百二十余万元〉案

内，令贵各省 α支甩无复节制，收入听其短结F 或将原供国用之

款，划归地方，以致肉有之京〈解中央〉、协〈中央指定~7:耳他

省的〉、 i羊〈还外债〉、黯〈解中央付庚子黯款的〉各款，概不

报解。遇有急用，即反求济中央……"，要求"必须从节省支

出，整旗收入，远厉着手……" ，还棋布"各省财政厅解款考成

条例纱，以解款的多少抉慢来考定对财政厅长的奖葱。朱既是与袁

有关系的人，当然百分之百地执行袁的命令了。那时的制度，财

政F于是受中央财政部和省这按使双重领导的，巡按使受中央的委

任， a监督本省的财务行政" (此外尚有 μ监督司法行政"的任

务〉。当时的巡按使许世英看到福建没有公臣、马路、码头等，

就编造计划，大兴土木，伸手向财政厅要钱。朱黑死抱着中央核

定的读算，凡预算所无的支出，不是不结，就是少给或缓给，和

许发生了多次摩擦。一九一四年年终考绩时，许世英在朱照的名

下轻描淡写地写上"诚笃君子，不善理财P 八个字的考语，另电

给财政总长周自齐，保举巡按使署政务厅长〈相当于后来的省政

府秘书长〉王家俭。弱自齐知道朱和袁世凯的关系，把许保王的

电和许对朱的考语送给袁吾。袁说， 46傲藩台的要是和督挠阔别

扭，一天也不能做的，怎么容斋〈朱照字〉老糊涂了，调他吕京

吧纱。这样，王家俭就在这年十二月十七吕带了总务科长张仁甫

从巡按使署造了皇华馆。

王家俭安徽人，是许世英的同乡，一向跟许做宫。当了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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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长之后，一切"率由 18 章"。只是巡按使要钱，有求必豆豆，许

世英可以放手做事。福州的第一条马路〈从东街口经过水部门王若

离台坞尾〉于一九一五年底通了车，福州人第一次坐上了人力车

和马车。在西湖和歌主庄建了苗、南两个公园，拓宽改建了西、

南两门域内的大街。工程由福州市政局负责，主持的人是林炳

章。经费由财政Jf拨付，福建银行发行的台伏票〈当时福州的适

用货币〉也帮了不少的f亡。

一九一五年下半年，袁世凯为快复帝制，仿古制分文官为

辉、大夫、士三等，每等再分上、中、少三级。这件事使宫场中

万头攒动，增加了不少能必众生指纱，皇华信里自然也如火如

荼。王家俭在前清的宫附仅一个佐杂，还没有知县大，以现在厅

长只叙了一个"少大夫妙。科长以下，都在 α士"这一等分离

下。最高的是必上士"，最伍的是比"少士"更低一级的"同少

士纱，当时有人笑说"皇华馆里，都是‘士'林欺类。"等jIJ

上面喊一声必动进"，这一群"士"就争先恐后边签名称"臣"

了。搓着帝制的取消，财政厅里前这事祠剧也就收了场。

二、林纳章时期

林炳章字惠亭，是林黯徐的曾孙，又是薄仪师傅黠宝琛的大

女婿。当过前清的翰林、四品京瓣，辛亥后做过一在福建盐运

使，因惨了几条马路、两个公园得到许世英的赏识。一九一六年

王家俭去北京开会得了重病，在京休养。四月十六日许世英就用

林娟章接替王家俭。自对鸿寿去后，福建财政机关操于外省人之

手已两三年了，林之接长财政厅使本省人有"还我只油"之惑。

朱熙、时代，从秘书〈霹时还是编制外〉、科长jIJ辛辛员，全厅仅二

十八人，厅中人自吹"云台二十八将炒。朱去主来， 1日 i窍不动，

新的添了凡个，又有人吹是《水浒》里的"三十六天里"。林是

大绅士，身边的弟侄、亲戚、清客、蔑片〈林有声色之好，夏夜

常携妾在西湖泛舟赏月，善唱闰菌的张某高歌助兴，也委充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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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科员〉本已不少，再加上盐运使、市政局的 i吾人就更多了，于是

装了一口袋的雇历片来做ff长。也是汩的不动添新的，而且人数

比较多，几乎是"七十二地煞纱了。同时在编制上也做了变动，

成立蘑核肢，该股名义上属于古IJ用科〈会计) ，事实上亘黑子厅

长，不论收入支出，都可过间，有担大的权限E 敬股主任(股

长〉的是能吹能拍、倚势凌人的典型小官僚，是皇华馆里炙手可

热的人物。林带进来的交代最主任是前清讼!原出身，连县知事的

交代般都看不大懂， {旦长于挑剔，在一些县知事身上大敲竹杠，

分得不少赃。他自恃是林炳章的乡榜同年，在办公厅上拍桌骂佳

的科长"一无所‘长'，如何能做一科之‘长 '7 "厅里同事

给他起了个绰号叫 a第一怪" (本是福州"上天伯F 京班一个五

壳的艺名〉。总的说来，林的班底不比前任好，甚至更差些。可

是林、满不在乎，他自信J t:A员强，独揽大权而算盘又打得最精，在

任上〈一九一六年四月至一九一八年十月〉留下了不少的"史

料纱 S

1.厘金改包办。当时，捐税的种类繁多，有牙税〈如大猪、

小猪、鲜鱼、咸鱼、霸蛙蛤、香菇、花生、7]<果、纸笋、11'木、

米、油、柴炭、烟pt、7]<fI白花等吕) ，当税〈当店开业时宫发

α当怯"有税，以后每年缴在一次) ，炉程〈开炉铸造锅、翠、

刀、酷的，其收税办法与当税同) ，嚣宰税〈财政厅内设一个局

管此税) ，茶在〈厅内也没一局) ，题酒牌照税，坐贾捐〈即开

商店的营业程，一年缴四次，一季一次) ，铺捐〈即商店房屋的

租金税，一年收一个月租额) ，砖机提〈按营业额收提) ，木排

捐〈木材编排由闺江水运，沿途设点拮 f酌，糖捐，莱莉珠

兰花捐等等，而最大的是厘金。在林炳章以前，踪当税、炉税、

烟语牌00、税是发拉照特许营业的，无研i冒包办外，其他捐税都是

包办的。包办的具体办法，公文上也定了一套，如承包者必绩是

必本途纱 〈一自欺这一项买卖的〉殷实商人，搞税〈捐〉须照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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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承包时须缴保还金若干，缴款三员本期，包办期满遇有薪商加

额时翼先征询 i日高愿否如额续包等等。此外尚有不准额外浮枚，

不准拖延缴税等一串消极的规定〈若真按这些规定去做，包离不

特无利可图，就连馁也没得吃，因为包离既不是宫也不是童工，

规定不给薪水或工资的〉。唯有噩金，其数字之大，除关税、盐

税外，仅次于国贱，这样大的一块肥肉，却是"委办"一一就是

委员征收，为的是给大小官攘留一个捞油水的机会。林炳章本是

开钱店〈和拣礼院、林居J诙、蔬和吉、吴继籍、潘润生合段开源

泉钱店，每股一万元，又在南台开新隆钱菇〉高兼包盐信〈当

时，包尤溪、龙岩、长泰的称"溪岩泰帮"，林和叶、召E两家亲

戚合股包建安、应宁、建陆、崇安、南平，称"建睬陆崇平

帮" )的绅士，一旦走进皇华馆，看见大利所在的厘金没有包

掉，岂吉罢休?厘金在委办时期的征收年额， 11~1告文"比较"，在

Jlt额内，视离货运输情况再定"EtE月纱、 "淡月" J 短征的撤差

或不连任，长征的继续任职〈噩金局长任期一年〉。因此，会打

算盘的人第一年少赚些，多解库，做成绩，可以连办一年雯少去

多来。林娟章改包办的第一眼就看中水臼厘金昂，市这正是全省

解库最多的一个昂，局长任期情满一年，本应连办均。林只在给

局长的公文上亲笔加"事出极宜，情非得已"八个字，算是表示

道歉。承包的是一个现任的道尹〈原前清翰林) ，擅自己不使公

开，就叫他的儿子出名z 市儿子才五、六岁，又叫他的雇弟顶替

儿子的名，出苗和野政厅接洽。这个睦弟每月在家中赚匮定的薪

水，其余好处?昌i离归元。既以弟为子，又以叔1英侄z 在名片上，

名是侄儿的，字是叔叔的，这样做是非常别扭的。这公开的秘密

全省皆知，但依照绰士包盐信从来不用真姓名的先例，也就不以

为奇了。握说这个厘局每年赚两万元以上，那位翰林从一九一六

年包到一九二二年李厚基垮台为止，收入颇为可观〈有人说林炳

章也有段分，翰林没有独吞〉。从此开始，不上半年，全省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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