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1月30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傅欣迎

电话:(0531)85193021 Email:wsfxqlrw@163 .com 6

□ 本报通讯员 李福源
本报记者 陈巨慧

1936年7月1日，经过长时期的准备与酝
酿，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所得税暂行条
例》，以所得税为标志的直接税开始正式实
行。抗战时期，所得税的征收为增加国家财政
收入立了大功，为嘉奖所得税署的重大贡献，
国民政府规定，每年的 7月 1日为“直接税
节”。以一个专业税类命名节日并举办庆祝活
动，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而创办、推行
这一税制的博山人高秉坊，也因此被冠以“民
国财税神人”“直接税之父”的称号。

推税制改革 创直接税
高秉坊（1890年-1970年），字春如，号纯

愚，博山县（现淄博市博山区）大李家村人。
1909年，高秉坊考入设于济南的山东农林学
堂，学习成绩优异，一直担任班长。1912年—
1914年，因父亲生病，高秉坊回家侍疾，先后
担任博山县第一、第四高等小学教员。1916
年，高秉坊得到山东省政府资助，进入南京金
陵大学森林科学习。1918年，金陵大学自治会
成立，他被选为第一任自治会会长。

1919年，高秉坊从金陵大学毕业，被任命
为济南模范森林局局长。他克服气候干旱、缺
少水源的难题，在泰山北麓长城岭一带开辟林
场，将其设置为第一林场。因工作勤勉，注重
民生，高秉坊与农民的关系处得很融洽，历
城、泰安两县的农民曾联合建造了一座“造福
无疆”的牌坊，以示赞扬和纪念。这一时期，
工作之余，高秉坊还撰写了《中国森林学概
论》，由商务印书馆刊行。

一战后，北洋政府根据巴黎和会公约，要
求日本将占领的青岛归还中国。为此，政府专
门成立“中日鲁案督办公署”，专司接收善后
事宜。孔祥熙任督办公署实业处长。1922年，
经森林学专家凌道扬介绍，高秉坊以森林局局
长资格调任公署实业处技术员兼公产委员会委
员，由此结识孔祥熙。

高秉坊办事干练，且极为负责，深受孔祥
熙赏识。工作中，他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掌握
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提出了《日本在太平洋会
议议决交还青岛后，滥伐之森林价值应退还中
国》一案，力争国权。该案统计数字翔实，理
论事实清楚，孔祥熙对此极为赞赏。这一提案
后来在《青岛之森林》中刊出。

1924年，张宗昌到山东做督军。此时的山
东，军阀混战，到处硝烟弥漫。高秉坊被迫离
开青岛，任察哈尔省实业厅科长兼该省农业试
验场场长，后赴广州，投奔孔祥熙，任广东革
命政府财政部秘书。北伐战争后，国民政府迁
都南京，孔祥熙任工商部长，后改任实业部部
长，高秉坊任总务司司长，掌管全部事务。

任职期间，高秉坊兢兢业业，在推行国货
展览、工业实验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生活
上，他精明干练，与孔祥熙关系极为融洽，不
仅机关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连孔家的家务也
大多由他处理。孔祥熙将其视为心腹，事无巨
细，全部交由高秉坊处理。但是孔家其他人却
对高秉坊没有多少好感。高秉坊每天都要接送
孔令侃、孔令俊上学放学，两个孩子自小受
宠，蛮横无理，稍有不如意即大哭大闹。一
天，高秉坊照常送孔令侃上学，孔令侃又在无
理取闹，迟迟不肯上车。高秉坊怕耽误上学，
就抱起孔令侃往车里走，结果孔令侃又抓又
踢，高喊救命。事情惊动了宋蔼龄，宋蔼龄本
就对高秉坊不大待见，看到这一出闹剧后，十
分不满，厉声指责高秉坊。后来，孔祥熙任财
政部长，想让高秉坊任财政部总务司司长，宋
蔼龄从中阻挠，孔祥熙没办法，只好安置高秉
坊任赋税司司长。

在财政部内，赋税司名义上是管理全国赋
税，但有职无权，实际上并不征收赋税。因为
在财政部内，各税制都有相应部门征收，盐税
由盐政司和盐务总局主管，关税由关务署负
责，货物税由货物署掌管，田赋及其他地方财
政由各省各自为政，赋税管理极为混乱。

1934年5月，财政部召开以整理地方财政
为目的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会上，高秉坊
及他所在的赋税司认为，地方捐税名目繁多，
弊端重重，有损国体，提出整理地捐税的方
案，并获一致通过。会后，财政部成立了整理
地方捐税委员会，高秉坊兼任主任秘书一职。

为将税制改革进行到底，高秉坊找到了在
财税方面颇有研究的宁承恩商议。宁承恩提
出，把各种捐税统一为所得税，由赋税司统一
开征。高秉坊认为可行，上报孔祥熙同意后，
召开各省财政厅厅长大会进行安排部署。

1936年7月1日，财政部设立直接税筹备
处，高秉坊担任直接税筹备处主任、直接税署
署长。直接税筹备处负责拟定《所得税实施细
则》。《所得税实施细则》履行立法程序，报
由国民政府、行政院明令公布全国，与《所得
税暂行条例》同日施行。实施当日，直接税筹
备处即改为所得税事务处，以名实相符。此
后，各省逐步设立了所得税办事机构，筹备开
征。经过一段时期的筹备，所得税于1937年1月
1日正式开征，从而迈开了中国直接税开办第一
步。

高秉坊对旧税制的种种弊端和旧税从业人
员的劣行了然于胸，所以所得税创办伊始，他
就倡导“新税新人新精神”，实行考试用人，
招收大学、高中毕业的青年学生，建立新的稽
征队伍。招录工作中，他杜绝任人唯亲，非具
有专门知识的人坚决不用。

为提高从业人员专业素质，高秉坊还主持
开办了直接税人员训练班，培训高级税务人
员。他经常教导要坚持学术第一，主张把教育
和工作合而为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新税
阵营中培养学术之风，规定税务人员经过一定
的服务年限，可以向上一级考升。

为做到有规可依，高秉坊在工作中边干边
摸索，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工作制度。
最初，只有一个《税务人员考试暂行条例》制
度，他陆续补充增添，最后形成15个相关文
件，为工作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严格工作程序，高秉坊提出“廉、能、
勤、毅”四字税训，作为税务人员的工作与生
活规范。“廉”就是要律己严法，一尘不染；
“能”就是要具备胜任工作的才能；“勤”就

是要保持勤能补拙的古训，永不自满，勤于本
职工作；“毅”就是工作上不怕艰苦，刚毅不
拔，坚持到底。

直接税署还订有“四风”：学校之风———
税务人员要永远保持学校读书的风气；军队之
风——— 要像军队那样，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
性，步调一致，共同奋斗；宗教之风——— 要像
牧师传教那样，宣传税法，使社会理解；家庭
之风——— 税务人员要发扬互助友爱精神，亲如
兄弟姐妹。

高秉坊认为，税制、税训、税风为直接税
的三大基础，缺一不可。

在具体征税过程中，他实行税务稽征和税款
经收绝对分开的制度，由税局负责核定纳税额、
填发通知单，纳税人持单直接向征收税款的银行
或邮局交纳，当天转入账户。这样，不但统一了国
家库藏收支的稽核，而且减少了税务员中饱私囊
等舞弊行为，国家税收明显提高。

直接税的预算，自1937年开征起，第一年
为500万元，以后逐年增加，至1943年达42 . 5亿
元(主管各税合计)，占国家岁入的四分之一。

触“家族”利益 结怨高层
随着税制的日臻完善及税收的稳步增长，

直接税署由原来的有名无实逐渐成为财政部最
重要的部门，高秉坊为孔祥熙的财政江山立下
了汗马功劳，也成为孔祥熙最倚重的干将。但
他的举止却引起了其他国民党高层的嫉妒和不
满。

抗战爆发后，陈立夫、陈果夫的CC系势力
急剧膨胀，全面把持了国民党中高级干部的晋
升大权，他们所操控的中央政治大学及其附属
学校负责培训国民党高级干部，不经过这些学
校培训的干部要想正常晋升是十分困难的。所
得税开办之初，采用考试用人的政策。在筹办
税务人员训练班时，陈果夫即向孔祥熙建议取
消办税训班之议，所得税需要干部，可由中央
政治学校负责输送，必要时，也可交由“中政
校”代办。话说得冠冕堂皇，实质却是想抓人
事权，培植自己的力量。

孔祥熙征求高秉坊的意见。高秉坊从业务
方面汇报说，如果业务干部不归业务机关自己
训练，则新税、新人、新精神的目标就不会实
现。在孔、陈两大家族争夺财政的斗争中，孔
祥熙自然也不会放手。因此，孔祥熙拒绝了陈
果夫的建议，仍由财政部自行办理税训班。高
秉坊为防止陈果夫继续破坏，又建议孔祥熙向
蒋介石提请，派当时担任全国学生军训的教导

总队队长桂永清充任税训班的训育主任。
桂永清是黄埔系的骨干，此时正带着蒋介

石的警卫军教导总队驻在南京孝陵卫，拱卫首
都。他接手税训班的训育主任后，对工作非常
热心，并特别借出孝陵卫总队部一个教室、一
间营房为税训班使用，给税训班解决了实际困
难。因高秉坊的建议，蒋介石同意由财政部自
行办税务培训班，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插手财
政大权的希望落空，对孔祥熙的不满和对高秉
坊的仇恨也就随之而生。

1942年，直接税署统一征收营业税，各省
市营业局、营业所的一切关系都由直接税署管
理。当时四川的营业税分局中，有六个分局长
是CC系的中统分子。中统那些年靠收营业税得
到了不少好处。

中统局长徐恩曾派人到直接税署找高秉
坊，称四川省营业税各分局中有六个分局长担
任着中统局的任务，商请予以保留。高秉坊毫
不给情面，直接拒绝，他给的理由是，直接税
的税务人员必须有一定的资历，合格的一律留
用，不合格的就无法通融。一个税务机关的工
作人员，不能分担另一个不同机关的任务，并
且税务员按规定是要经常调动的，不能固定在
一个职位和一个地方。不久，这六个分局长被
高秉坊撤换了五个，留任的一个也由江津调到
永川去了。

同年人事考核，全国营业税人员经审核调
训，前后裁汰了800多人，大多是兼差的、挂名
的，或者是控案累累的，其中有不少是CC系分
子。此举使CC系对其更加恨之入骨，发誓要进
行报复。

高秉坊对CC系和中统不给面子，对中统的
对头军统同样也不留情面。军统头子戴笠曾一
直兼任财政部缉私署署长，财政部所辖各地缉
私机构都由军统人员把持。他们往往借直接税
名义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以致怨声载道，各
分局时有反映。高秉坊常常在原件上批注:“请
雨农(戴的别号)兄阅”或“送戴署长”，日久天
长，戴笠对其颇多积怨。某次部务会议上，高
秉坊建议各地部属机关牌子上只写机关名称，
不冠以“财政部”三字，并常说财政部的名誉
就是被缉私署弄坏了，这令戴笠十分尴尬。后
来缉私署终被撤销，戴笠断了一大财源，也对
高秉坊怀恨在心。

背负冤案 锒铛入狱
1944年夏天，审计部派两位专员到直接税

署检查“一丙保证金”的账簿。大家感觉此事
来得很蹊跷，为什么别的不查，单单指定“一
丙保证金”部分？高秉坊认为，账簿俱在，无
事不可公开，思想上并未重视。审计部来人断
断续续查了好几次，检查完毕，也没提什么意
见。署里认为事情就结束了，直到年底也没听
到任何消息。

1945年2月3日，直接税署接到军事委员会
命令，说将高秉坊撤职，交法院查办。2月15
日，财政部派秘书石振玉解送高秉坊到重庆实
验地方法院投案，遂被拘押候审。

高秉坊的妻子唐蕴为救丈夫，专赴汪山恭
请章士钊先生为辩护人。章士钊在重庆陕西街
设有律师事务所，对外接受诉讼案件，他与高
秉坊素来相识，深知其为人，自告奋勇出任高
秉坊的辩护人，并亲自撰写了辩护词。

5月3日，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中列举了
种种提用“一丙保证金”的事实均有贪污舞弊
嫌疑，另附有多个部门和会计师的审计材料，
证明高秉坊在直接税署署长任内迭次利用职
权，假借各种如买米、米代金、建筑费等，提
用“一丙保证金”，实际则移以经商图利。

5月25日，法院公开审理高秉坊案，章士钊
先生亲自出庭辩护，针对起诉书中所列举的被
告人罪证，逐一剖析，进行辩护。社会贤达沈

钧儒等人到堂旁听。
6月23日，法院第二次公开庭审，仍就起诉

书内容反复讯问，多次提出中统、军统的调查
材料作证，而对被告所提供的材料熟视无睹。
未几，宣告辩论终结，将于6月30日宣判。

6月30日9时，法院开庭，刑庭庭长李懋宣
举起判决书，高声宣读：“高秉坊意图得利，
截留公款，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念到尾
句，哑不成声，快速退庭。后高秉坊回忆此事
笑称，李懋宣给人当刽子手，也不是一件心安
理得的事。

此案一宣判，庭下众人哗然，不仅出乎普通
群众意料，律师们也感到愕然。高秉坊连呼冤枉，
章士钊当场表示要继续上诉，他拍着桌子大骂：

“如此暗无天日，六法大全尚有何用？只有撕毁
了！”

宣判当晚，司法院院长居正召见司法行政部
部长谢冠生及重庆实验地方法院院长查良鉴，怒
斥二人说：“你们上下其手，对高秉坊案如此处
理，司法之尊严安在？须知人非机器，死了就不能
复生。”说完回东山寓所，次日即飞往兰州，直至
高秉坊案发还重审，才肯回重庆。

一审判决后，高秉坊的山东同乡丁惟汾、孔
德成等人及19个团体相继具呈最高法院，要求司
法公正，呼吁保障人权。各地报纸也纷纷以头号
醒目大字标题巨幅登载，认为量刑不当。时在美
国的孔祥熙也托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向蒋介石
说情。

迫于多方压力，1945年7月20日，重庆实验地
方法院将全案卷宗转送最高法院。8月21日，最高
法院第一分院将全案发还重庆实验地方法院重
审。

法院院长查良鉴不属于任何党派，当初他不
愿卷入党派之争，所以将案件转给李懋宣处理。
后来看到李懋宣判高秉坊死刑，深感不安，所以
在重审时让同样不属任何派系的李坚夫担任审
判长。

李坚夫接手后，发现指控材料皆为伪造，对
高秉坊亦极为同情。但如果宣判其无罪，那便是
和CC系，尤其是和蒋介石过不去。后来他想为高
秉坊列一二罪名，判七八年有期徒刑交差。但CC
系坚持要判最高徒刑。迫于CC系的淫威，李坚夫
最终屈服。1946年1月29日，法院作出判决：“高秉
坊连续对主管事务图利，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
终身，其余部分无罪。”

二审判决后，高秉坊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法院受理后，维持重庆法院原判。4月，最高
法院核准通过判决。

1946年5月10日，高秉坊由法院看守所转送重
庆石板坡四川省第二监狱，关押服刑。

历时一年、轰动山城的高秉坊“贪污案”就这
样定案结束。

6月20日，《国民日报》刊发记者田茂德采写
的《访高秉坊》一文，文中写到，记者没有进监时，
先看到高秉坊手书对联一副“世乱年荒何为乐
土，人间地狱反是天堂”，横批是“自求多
福”。短短二十个字，表露了他对世态炎凉的
无奈与失望。

1949年11月下旬，重庆即将解放时，国民党
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狄君武到高秉坊家，对他
的妻子唐蕴说，高秉坊可以出来了。隔了几天，狄
君武又来告知唐蕴，居院长(指司法院院长居正)
已来重庆，住在林森路10号，可以去看他。唐蕴立
即前往谒见。见面后，居正对唐蕴说，高秉坊马上
可以出狱。唐蕴问是否还有政治压力？居正说：

“到了现在，还有什么压力呢？这几年来辛苦了你
和高先生。”说罢老泪夺眶而出。

过了几天，法院正式通知高秉坊出狱。11
月25日下午，高秉坊回到康宁路原居宿舍，从
此才真正恢复了自由。5天后，重庆解放。

1950年6月，高秉坊接到中南区财经委员会
电令，派他为中南税务专员，7月去汉口到职，
在中南税务管理局办公。

同月，税管局在内部公报《中南税务》创
刊号首页公开宣告：“高秉坊先生系中国直接
税创办人，提倡新税新人新精神，而遭国民党
反动派陷害，直到解放，始行出狱，退居湘
省。此次受中南财委特聘，于7月1日来本局襄
助税收。”高秉坊“贪污”案终被新中国定为
冤案。据传，高秉坊拿着《中南税务》，目光
久久停留在公告上，半晌，才用激动颤抖的话
语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乃共产党啊！”

1954年9月，高秉坊改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
参事兼税务专员等职，直至退休。1970年7月1
日，高秉坊病逝，与夫人唐蕴合葬于武汉郊区
十门公墓，享年80岁。

■ 齐鲁名士

他对旧税制的种种弊端和旧税从业人员的劣行了然于胸，他倡导“新税新人新精神”，

实行考试用人，招收大学、高中毕业的青年学生，建立新的稽征队伍。

高秉坊：中国所得税创始人

□ 祝桂兰

在北宋仁宗末，出了这样一位循吏：他刚正
不阿、为官清廉，他是苏轼学习的榜样；他终结了

“八仙过海”的悲剧，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皇后
马秀英是他的后代。他就是成武人马默。

以直言报答知遇之恩
马默，字处厚，青年时代因为家贫，步行

近四百里路，到泰安徂徕山跟从当时的名士石
介学习。马默很快就崭露头角。学业结束后，
石介对其他的学生说：“马默以后一定会成为
名臣，大家要把他相送到山下。”石介的学生
很多，能够受到石介垂青的很少，马默是其中
一个。

宋仁宗末年，马默考中进士后，到须城县
任知县。该县是郓州的治所，马默到任前，郓
州的小吏犯法按惯例不能捉拿。马默到任后，
抓住犯法的小吏就施以廷杖，府衙里的人都震

惊了。那时曹佾当郓州知州，这个曹佾也就是
后世传说的“八仙”之一“曹国舅”的原型。
曹佾的行事作风不好，经常压制马默，马默也
不为之屈服。张方平继任知州后，下属前来汇
报工作，他经常闭着眼睛不答话。马默来的时
候，张方平忽然睁开眼看了马默很久，对他的
建议都采纳了，以后，很多事情都让马默来
办。治平年间，张方平调回京城任职，推荐马
默担任监察御史，从此，马默遇到事情都直接
上书，从不顾及私情。张方平知道后，就派遣
身边的人告诫马默：你说话太直，不怕连累推
荐你的人吗？马默说：正是因为您非常了解
我，我才不敢为个人打算，这也正是为了报答
您的知遇之恩。

终结“八仙过海”的悲剧
八仙是中国民间传说中广为流传的道教神

仙，而“八仙过海”的故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
晓。据说，八仙过海的地方有多处，如今烟台

市长岛县的庙岛即是一处。庙岛在北宋时期称
为沙门岛，四面皆海，是官府关押犯人的地
方。沙门岛上的囚徒很多，但只有三百人的粮
食配额。每当囚犯超过三百人，寨主李庆就把
多余的人扔到海里淹死，两年的时间就淹死了
七百人。因此，有不少囚犯为了活命，就偷偷
自己跳到海里逃跑。但因为距离海岸有六十
里，逃跑的人游不到岸边就力竭身死。但有一
次，有七男一女八个逃跑的犯人靠着一些葫
芦、树干等漂浮物，奇迹般地在蓬莱城北登陆
了，并躲到了丹崖山下的狮子洞中。这几个衣
着破烂的人被发现后，人们惊奇万分，认为他
们是跨海而来的仙人，就这样，传来传去，演
绎成了人们口口相传的“八仙过海”的故事。

宋神宗时期，马默到登州任知府，他知道沙
门岛的事情后，责问李庆说：人命至重，国家既然
赦免了这些囚犯的死罪，你又杀死了他们，如果
这样，还不如当初判他们的死刑。你为什么不把
缺粮的事情上报呢？却为此擅自杀害囚犯？

马默准备查处李庆的罪行，李庆害怕，上

吊自杀了。于是，马默上奏，重新制定了《配
岛法》二十条，对超过定额、且多年没有犯错
的囚犯，转移到大陆上的登州府关押，从那开
始，有很多囚犯保全了性命。自此，登州再也
没有发生“八仙过海”的事情。

马默离任登州后，接替他的是著名大文豪
苏轼。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十月十五日，
苏轼到任的当天，登州的老百姓在路上拦住他
问：大人为政爱民，能和马使君一样吗？见贤思
齐，苏轼虽然在登州只当了五天知州，却为百姓
办了不少好事，留下了“五天登州府，千年苏公
祠”的佳话。这里面，除了苏轼本人是一个好官以
外，大概也是受到了前任马默的影响吧！后来，登
州百姓专门建立了“三贤祠”，来纪念马默。

马默性格刚严，疾恶如仇。在他提点京东
刑狱的时候，听说他来任职，有不法的部吏就
提前辞职了。金乡县的知县大肆收受贿赂，恶
名昭著。知县的父亲在听说马默任职后，给其
子去信说：马默是个刚直的人，你有过失，将
来肯定会被治罪。知县害怕了，把所有收受的

财物都烧掉退掉了。马默曾经写过一首《题华
山图》的诗，其中有“华山北面始披图，万壑
千峰一一殊。长记真人言向我，曾登山顶看寰
区”。从中可以看到他高洁的思想。宋元符三
年，马默以八十岁高龄去世。去世后，皇帝追
赠其太子太保衔。

清严宽厚传家，后代母仪天下
北宋晚期，随着金国入侵，北方的官宦士

族纷纷跟随宋室南渡。在成武县的马默后代子
孙为躲避战乱，南迁至今天的安徽省宿州市。
到了元末，天下大乱，一个叫马二公的人流离
失所，就把他12岁的女儿马秀英托付给了好
友、定远豪杰郭子兴当义女，这个郭子兴是后
来的反元红巾军领袖、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投
军之初的上级。因为朱元璋战功卓著，郭子兴
就把义女马秀英许配给了这个年轻的将领。朱
元璋建立明朝后，就把马秀英立为了皇后，她
就是民间广为流传和称赞的“大脚皇后”。而
且，因为马皇后贤良宽厚，辅佐朱元璋管理后
宫，纠正了朱元璋的许多错误做法，深得朱元
璋的信任，宫嫔们都把她比作东汉时的明德皇
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八月，马皇后
去世，此后朱元璋再也没有立皇后，由此可见
他对马皇后的感情之深。《明实录》147卷中记
载：“丙戌，皇后马氏崩。后之先，自宋太保
默家，子宿州闵子乡新丰里。”这里记载的宋
太保默，就是马默。应该说，正是马默家族良
好的家风熏陶，才培养出了马皇后这样一个贤
良宽厚的国母。

■ 政德镜鉴┩おさだ

在北宋仁宗末，出了这样一位循吏：他刚正不阿、为官清廉，他是苏轼学习的榜样；

他终结了“八仙过海”的悲剧，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皇后马秀英是他的后代。

马默：“万壑千峰一一殊”

高秉坊与夫人唐蕴1965年在天心阁留影


	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