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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绪章：为党经营的广大华行“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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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卢绪章：为党经营的广大华行“老板”

卢绪章曾长期在隐蔽战线从事党的秘密联络和地下经济工作，是我国对外贸

易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在长期的斗争过程中，卢绪章洁身自好、廉洁自

律，忠于自己的理想信念，体现出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

　　从社会童子军团到广大华行

　　卢绪章（1911—1995年），曾用名卢植之，1911年6月出生于浙江宁波鄞县

一家经营米行的小商人家庭。1925年春，14岁的卢绪章辍学离开家乡，到上海工

作。

　　卢绪章从小就有很强的求知欲，人也聪明，念书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的

老师、共产党员王任叔原是浙江宁波第四师范的学生，后到卢绪章就学的鄞县第

一小学讲课，经常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使卢绪章从小就接受了革命启蒙教育。

因此到上海后，除了在轮船公司兢兢业业上班、熟悉业务，他还参加了上海市商

会商业补习夜校，学习商业知识，提高业务水平。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上海局势更加紧张。在目睹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种种黑暗和腐败后，卢

绪章更加坚定了追求进步和光明、反抗旧制度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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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秋，卢绪章等补习夜校的爱国青年倡议发起“上海市商会商业补习夜

校社会童子军团”，积极投入救济难民、抢救运送伤员、参加战地服务、募集捐

款等救亡运动中。1932年，因不满团内腐败，卢绪章等人愤然退出社会童子军

团，组织了进步社团兰社。兰社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座谈交流心得体

会，开展体育活动，吸引了不少爱国职业青年参加。但由于没有制定社团纲领和

规划目标，缺乏固定经费来源，最后还是宣告停办。

　　卢绪章等人对兰社的停办并不甘心。他们从兰社的教训中明白，要办成一件

事，除了顽强的意志和明确的方向目标，更需要稳固的经济基础。为了解决资金

问题，早在1932年秋，卢绪章、田鸣皋、钱兴中3人合资创办了一家小企业——

光大行，为外地教会医院、客户办理医药用品邮购业务。由于资金微薄、营业额

低，加上钱兴中半途撤资，经营不到半年就出现亏损，最终夭折。

　　1933年3月，卢绪章、田鸣皋、杨延修等经过反复商量，决定在原光大行的基

础上成立广大华行，卢绪章主管财务。广大华行在继续进行药品和医疗器械邮购

的基础上广泛招揽邮寄业务，其宗旨是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取得可靠的经济来

源，并作为进步社团的活动阵地。

　　在大家同心协力下，广大华行的发展非常顺利，业务不断拓展。到1935年下

半年，已经拥有了“广大华行”“海思洋行”“友宁行”3块牌子，有了一大批稳

定客户，业务蒸蒸日上。1935年底，卢绪章等人在浙江嘉兴南湖召开广大华行创

始人会议兼庆功会。会议决定了企业发展方向和人事调整，确定了广大华行的主

要目标：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读书活动和爱国活动，争取早日建立进步的有

影响的青年社团。

　　1935年的“南湖会议”，对广大华行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第

三线秘密组织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抗日救亡中入党

　　20世纪30年代，卢绪章积极活跃在上海，每天阅读进步书刊、出入进步社

团，一心追求光明。除了参加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的活动，

他还参加了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

　　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的前身是洋行华员救国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

洋行职员成立了洋行华员救国会，拥有会员1700多人，开展了诸如募集捐款、支



援抗日义勇军、慰问伤员难民等抗日救国活动和宣传。1936年，上海地下党组织

派人到救国会工作，于1936年10月将其成功重建为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上海

洋行华员联谊会。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成立后，经常组织时事讨论会、专题报告

会，开办读书会、军事训练班，吸引了大量洋行华员参加。作为骨干，卢绪章不

仅在前期积极推动联谊会的筹建，还认真参加联谊会和战时服务团的各项活动，

奔走在抗日救亡的浪潮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萌生了投身革命、参加中国共

产党的想法。

　　1937年，卢绪章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举办的抗日救亡干部培训班。这

个训练班由上海地下党组织直接领导，卢绪章在培训班接受到了系统的马列主义

革命理论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还认识了介绍他入党的共产党员杨浩庐。

　　杨浩庐是四川宜宾人，1928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入党。彼时，杨浩庐奉地

下党派遣在训练班工作。经过考察，他认为卢绪章的表现符合积极分子的条件，

可以吸收到地下党组织中。1937年10月的一天晚上，卢绪章和杨浩庐进行了一场

开诚布公的谈话。当杨浩庐询问卢绪章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卢绪章坚定

地回答：“当然愿意，我已经找了很久了，我要参加的是胜利到达延安的毛泽东

领导的共产党。”那天夜里的谈话和即将入党的消息，让卢绪章十分激动，久久

不能入睡。1937年10月，在杨浩庐的介绍下，由地下党上海市职委领导陆志仁主

持宣誓，卢绪章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时，淞沪抗战形势发生变化，中国军队被迫后撤，上海苏州河以南的公共

租界和法租界处于日本侵略军包围中，上海沦为“孤岛”。为此，上海地下党组

织决定将洋行华员联谊会改建为完全公开合法的群众联谊团体——华联同乐会，

并将此任务交给包括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等在内的10人核心小组。面对组织的

信任，卢绪章明确表示：“绝不辜负党的信任，一定要尽全力将公开合法的华联

同乐会建成建好。”

　　为完成任务，卢绪章等人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努力扩大上层联系面，寻求

支持。1938年4月，华联同乐会取得了公共租界工部局颁发的核准登记证和社会团

体许可证。华联同乐会成立后，工作计划和活动由卢绪章、杨延修、陈鹤与理事

会主席商议，再提交常务理事会通过并付诸实行。卢绪章还亲自发展广大华行同

事杨延修、张平等加入中国共产党，使广大华行成为地下党的一个重要阵地，也



增强了华联同乐会的组织力量。

　　1938年秋，为加强党对华联同乐会的组织领导，考虑到卢绪章在筹建华联同

乐会中表现出的组织才能和重大贡献，经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批准，地下党职

委决定卢绪章担任华联同乐会党团书记、党总支书记。在卢绪章领导下，华联同

乐会继续开展吸收会员、组织募捐、支援抗战、参加义演等活动。1939年夏，华

联同乐会已拥有会员1万多人，成为上海地下党外围组织中人数最多的公开合法团

体。

　　赴重庆接受周恩来直接领导

　　1940年夏季的一个清晨，两个身影借着黎明前天色的掩护，悄悄离开茂密树

木掩映中的红岩村。这两个人正是刚与周恩来结束会面的卢绪章和刘晓。此时，

卢绪章心潮澎湃，耳边仿佛还回响着周恩来的叮嘱：“卢绪章同志，工作环境是

险恶的，你这个‘资本家’一定要当得像样，但又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

染，同流而不合污。”

　　这是卢绪章跟周恩来的第一次会面，也是卢绪章从上海转重庆、正式负责党

的地下经济等隐蔽战线工作的转折点。

　　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周恩来决定在上海物色干部到西南大后方建

立党的秘密机构，执行党的交通、情报和经济任务。在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和副书

记刘长胜的推荐下，最终选定了卢绪章。彼时，卢绪章在华联同乐会的活动已有

被敌特注意的迹象。为了隐蔽，他决定转移至苏南、参加入党介绍人杨浩庐所在

的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地下党组织也同意了这个请求。当知晓组织要派遣自

己去重庆当“资本家”时，卢绪章的第一反应是仍希望参加新四军。联络人紧接

着告诉他，“党组织要将广大华行改作地下党掩护据点，改作党的特殊秘密工作

机构，去重庆是直接受周恩来副主席领导”，卢绪章才恍然大悟。他服从安排，

于1940年7月只身赶往重庆。

　　到重庆后，为开展党的工作，卢绪章一面把重庆等地原有的广大华行改建为

党的机构，派人去昆明、贵阳、成都、西安经营西药、医疗器械、运输等业务；

一面广交朋友，吸引各方资金，合股建企业、做投资。他牢记周恩来定下的铁的

纪律，“对任何人不允许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包括对自己的父母妻子也不能暴

露”，即使面对亲人的怀疑，也守口如瓶。



　　在重庆的一天晚上，卢绪章让妻子毛梅影帮忙将一批支援八路军前方部队的

药品搬上车。望着汽车在黑暗中消失，回到房间后，妻子望着满头大汗的丈夫，

迟疑地问：“你卖药做生意，为什么非要半夜三更？还要你总经理亲自动手装

车，你……你……你莫非是共产党吧！”卢绪章望着妻子涨红的脸，压下心底的冲

动，严肃道：“八路军抗日出大价钱买我的药，我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卖呢？你

千万不要对别人说，说了是很危险的。”毛梅影听他说的斩钉截铁，也就不再追

问。1948年下半年，因身份逐渐暴露，卢绪章等人被紧急转到香港。直到这个时

候，家人才意识到卢绪章可能从事着一项十分崇高的事业，以前误会了他。长子

更是因为自己对父亲的误解，愧疚地向他道歉：“爸爸！我错了，我以前错怪你

了。”

　　1941年下半年，为加强党的地下工作，广大华行党组织和行政业务机构进行

了改组，大家一致推选卢绪章任总经理。是年底，改组完成，卢绪章也在党组织

的同意下，全面负责广大华行的党和行政工作。

　　化名送经费

　　作为广大华行的负责人，卢绪章严格遵照党的指示，领导广大华行支部同

志，通过业务往来和投资、交友等活动，同国民党的党、政、军、特都建立了联

系，如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军统局少将梁若节、军统局少将兼航空检查所

所长严少白、国民党政府四大家族之一当家人陈果夫、国民党中央银行的卢孟

野、飞行电报员盛棣华、蒋介石妻弟毛庆祥等，并成功利用这些关系取得了掩护

党的机构和干部、调节资金和交通运输等便利。

　　为掩护党的领导干部和工作，广大华行设法打通国民党水陆空运输和有关关

卡的关系，先后掩护刘长胜往返于沦陷区和大后方、马纯古在昆明和重庆等地活

动，为龚饮冰等人购买车船票以方便他们安全地开展活动，也曾安排地下党员如

刘宁一等在广大华行就业，给他们提供作掩护的社会职业。还成功利用飞行电报

员盛棣华、电台台长等人关系，用飞机运送西药、医疗器械、黄金、美钞等来往

于香港、重庆、昆明、成都、上海等地，用电台给广大华行分支传递金融和商品

行情。

　　在解决党的经费需求上，从1937年至1948年8月的11年中，广大华行为党组

织筹集经费、赚取利润近400万美元。每逢组织上收到华侨捐赠但无法在市面上使



用的黄金、美元，就交由卢绪章联系兑换成市面上流行的本票、法币（或将美

元、金条送到银行中，以做生意为由换成法币），装在麻袋中，待夜半三更时再

用汽车或竹筏送到接头地点，由组织派人取走。有时遇到大额的资金，则由卢绪

章亲自送达。

　　1942年春，韶关地下党急需活动经费8.5万元法币，但支票汇票转账容易出问

题，很不安全。南方局指示，让卢绪章化名重庆老孟，到韶关将经费交给地下联

络员。卢绪章完成任务回到重庆不久，就得知那个联络员被敌人逮捕且叛变了。

为了抓捕交款人老孟，敌人特意带着那个叛徒在特务的监视下到重庆寻找。地下

党组织经过慎重讨论，决定卢绪章先暂离重庆躲避。当时是战争环境，一般商人

不允许买机票，只有军政界要人才能乘坐飞机。关键时刻，卢绪章果断凭着1942

年施公猛赠送的“第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证明买到了去昆明的机票，又

在“朋友”严少白的放行下，平安到了昆明、成都，成功躲过了特务和叛徒的追

踪。过了约2个月，卢绪章才安全回到重庆。

　　抗战胜利后，广大华行也于1945年下半年从重庆迁回上海，卢绪章继续负

责。1946年是广大华行发展的鼎盛时期，截至年底，广大华行及其分支机构的营

业额已达到119亿元法币，净利润达39亿元，形成了一个涉及银行、金融、保险、

运输、钢铁、化工、医药等领域的企业集团。为更好地掩护地下党的秘密活动，

经党中央、周恩来同意批准，由卢绪章继续打通与宋子文、陈果夫、施公猛等人

的关系。1947年下半年，全国形势发生变化，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

攻，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战场形势一片大好。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

维持统治，加紧了上海的白色恐怖，取缔学联、镇压革命活动、搜捕地下党人，

势要将国统区的共产党组织一网打尽。广大华行也常被人上门盘查、扣押货物，

相关人员也经常被审讯，局势变得越发紧张。

　　1948年6月，因与广大华行有联系的同志被逮捕（其妻叛变），党组织紧急决

定将广大华行全部党员干部和资金迅速转移到香港。1948年底，在解放战争捷报

频传的同时，经党中央批准，决定除香港外，广大华行所有国内机构一律结束，

并清理资产。卢绪章也正式结束“资本家”工作，随龚饮冰、王一知等人到河北

学习。

　　“为党赚钱而同流不合污”



　　卢绪章作为“资本家”，为开展业务，在觥筹交错、酒酣耳热间，结识了多

个阶层、不同类型的权势“朋友”。但他作为中共党员，尽管常常往返于资本阵

营，在一个又一个或贪婪或残暴的“友人”间虚与委蛇，却一直牢牢坚守周恩

来“出污泥而不染”的叮嘱，严格要求身边人，坚持“为党赚钱而同流不合

污”。

　　在外人看来，卢绪章出入有汽车，赴宴是西装革履，过的十分潇洒奢侈。然

而，谁也不会想到，这位家财万贯的大老板，贴身衬衣却打着补丁。为避免引人

怀疑，卢绪章不能把衣服拿到洗染店，也不敢请人代洗，只能由他夫人亲自处

理。每次衣服洗后，再将马铃薯磨成浆，抹在领子上，熨烫平齐，以使衣领保持

硬挺。

　　卢绪章从不允许员工和家人浪费一文钱。他常常告诫自己：这些钱都是党

的，共产党员赚的钱都要上缴组织。根据1948年底统一核算，广大华行资产合计

为158.1万美元，减去美国分行应缴未缴的15.1万美元，除已上缴党组织的经费，

净值143万美元。1948年至1949年，广大华行上缴党组织315万美元、20万港币

以及一些金条、法币和其他物资。按照政策，卢绪章还拿出40万美元发还了非党

职工的股份。妻子毛梅影（非中共党员）曾提出希望退还自己在广大华行的股

金，以补贴家用。但卢绪章认为，毛梅影作为自己的家属，退还股金并不妥当，

因而直接将自己和妻子在广大华行的全部股金和红利都作为党费上缴给了党组

织。

　　毛泽东曾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接见卢绪章，并对他和广大华行的工作进行

了鼓励和肯定。为党赚钱，也成为卢绪章工作的信念和动力。事实上，从1942年

至1949年，除小额经费的多次周转，广大华行还向党组织提供了5次较大资金。在

领导广大华行近10年的时间里，卢绪章为调节党的地下组织经费问题作出很大贡

献，他自己也真正做到了“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革命战争年代，卢绪章身处艰苦的特殊环境，与资本家打交道，跟国民党人

周旋，冒着风险为党工作，取得了巨大的工作成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先后在中国进出口公司、外贸部、国务

院侨办、华侨旅行社、国家旅游总局、国家进出口委、外国投资委和对外经济贸

易部等担任领导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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