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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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里! 关税是美国获取
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 ! 开征
国内税只是权宜之计 " 受汉
密尔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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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启发 ! 被一系列重大事
件触动 ! 建国之后不久美国
即选择了高关税率政策 ! 并
在一战之前

1#

多年里成为西
方保护主义的坚固堡垒 " 在
参 % 众两院政治过程中 ! 政
党 % 产业和地区利益诉求相
互牵扯 ! 投票博弈成为关税
率的主要决定机制 & 自由理
念 % 基本功能和利益诉求是
理解美国关税史演进的三个
视角&

查尔斯'亚当斯指出 ! 从

王朝兴替和政权更迭来看 !

一切历史都是税收史 & 对于
美国崛起和守成 ! 从关税史
演进角度进行解读应该可以
得到一些新的启示 ! 以往论
述中某些含混之处有望得以
澄清 & 这就需要重新理解美
国关税史的演进 & 为此 ! 选
择之一是从某些可行视角出
发 ! 根据观念和事实的发展
留意其转折之处 ! 通过分析
关键事件发现重要作用机制 &

针对美国关税史演进 ! 至少
可从如下视角进行分析 ( 一
是从国内税演变的角度 ! 反
观美国为什么选择关税作为
获取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 "

二是从关税的基本功能出发 !

说明美国在崛起过程中为什
么变成了西方保护主义的坚
固堡垒 " 三是从地区 % 产业
和党派的利益诉求出发 ! 根
据美国政治构架对关税率之
决定进行考察&

国内税!

从恐惧到接受

税收可大别为国内税与关
税 & 看重自由权利的美国人 !

对税收是相当敏感的&

先看第一个例子! 它涉及
美国独立& )七年战争* 结束
之后! 英国已经面临严重的财

政压力 & 于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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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英国
议会通过 +食糖法案 ,! 这对
北美殖民地许多企业构成了威
胁 &

!214

年 英 国 议 会 通 过
+印花税法案,! 要求殖民地人
民在法律文书 % 报纸 % 小册
子% 执照甚至扑克牌和骰子上
附加印花税& 这些征税招致殖
民地人民激烈的反对! 他们喊
出了 )无代表不征税 * 的口
号! 并在 )拒绝进口协会* 号
召下抵制英国商品 &

!212

年
英国议会通过 +汤森法案 ,

并在殖民地设立相应机构 !

引发了 )波士顿惨案*& 此后!

这个法案虽得到了修改! 但是
到

!22#

年依然保留了茶叶税!

以此作为象征申明英国对殖

民地拥有征税权 &

!225

年英
国议会通过 +茶叶法案 ,! 允
许东印度公司在殖民地以新
的方式买卖茶叶 ! 以至于在
年底导致了 )波士顿倾茶事
件 *! 进而引起了更加激烈的
争执 & 在北美殖民地人民看
来! 开征税收没有取得他们
或 其 代 表 的 同 意 ! 是 专 制
英国强加给他们的负担 " 这
样的征税先例一开 ! 在未来
类似政策将会接踵而至---

那才是最可怕的 " 这样的征
税剥夺了经济机会 ! 间接贬
损或直接夺走了财产 ! 实在
是对殖民地人民最珍爱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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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富商借款! 以缓解拮据的财
政状况& 这是中山先生莅临赵
家花园的真正原因& 事后广潮
商人作了慷慨回应! 联合借资
3#

万元! 在关键时刻支持了孙
中山先生&一年后!即

!6!5

年
3

月! 孙中山先生第三次造访赵
园! 出席全国铁道协会成立一
周年大会! 就铁路建设发表讲
话!并与会议代表在花园合影&

与
这座园子活动的报道
相比 !它的主人即 )赵

姓粤商* 的历史对不少人来说
是个迷! 其实这是一个并不难
解的迷&事实上!赵家花园的建
造者赵灼臣是沪上著名的粤
商 !只是时间湮没了一切& 这
里我们综合部分记载! 就赵岐
峰% 赵灼臣父子的生平作一粗
浅介绍&

赵岐峰!广东南海佛山人!

出生时间应在
!75#

-

!73#

年
间&早年从香港来沪经商!积有
成资后与人合伙开设同昌利字
号! 代客运输货物% 汇兑等业
务!是粤商中颇有实力的商号!

曾投资质号.典当$!开设书局!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致富后!

赵岐峰热衷于同乡公益事业 !

!772

年与其他粤商发起成立
元善堂!系董事之一&元善堂初
设于虹口宝顺里!房屋系租赁!

!76#

年购地一方 ! 计
3

亩
2

分!起造善堂 !位于北四川路 &

元善堂的主要慈善服务有施
材%施茶 %施诊给药 !救助对象
并不受地域限制! 但粤民仍占
多数&

!776

年的申报上刊登过
由其署名的劝捐公告&

!776

年上半年!赵岐峰经
营失利 !欠下巨额债务 ! 债主
上门索债无果! 向上海县衙投
诉! 赵岐峰的合伙人罗某一时
无力偿还 ! 被县衙拘入大牢 !

赵岐峰从未经历如此磨难! 一
病不起!死于

!776

年
!"

月
!"

日&父债子还!赵灼臣遭受了罗
某同样的命运!被押入大牢!但
因其系太古洋行雇员! 经洋人
交涉! 关押赵灼臣的改为会审
公廨的西牢&

赵岐峰育有三子! 赵灼臣
是其长子!次子赵甫臣!三子赵
梓臣 & 赵灼臣生于

!71#

或
!71!

年 !

!654

年
5

月去世 !享
年

24

岁&父亲在世时他已有自
己独立的商号! 并在太古洋行
任职&赵岐峰去世后!赵灼臣背
负着巨额债务! 他如何清偿这
些债务我们已无法知道& 令人
惊奇的是! 父亲遗下的债务没
有把他击垮! 同昌利不仅还在
运营 ! 十余年后又有所发展 &

!6#"

年前后!该号开始经营美
国面粉批发!

!6#2

年赵灼臣的
业务有了更进一步发展! 成立
了同记轮船公司! 拥有自己的
轮船!从事沿江航运& 此后!赵
灼臣又向地产业发展!在

!65#

年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商人
征信录中! 赵灼臣被归入地产
商!设有赵同记地产公司&

有
资料称赵家花园建于
"#

世纪初 ! 该园首次
见于报道的时间为

!6#4

年!据
此推断! 赵岐峰与赵家花园没
有关系!它是赵灼臣建造的&

!6!7

年
5

月!赵灼臣由粤
商劳敬修及上海商界领袖沈联
芳介绍加入上海总商会! 数年
后因持有英国护照! 不合总商
会对会员身份的规定! 主动宣
告退会& 赵灼臣是中国寰球学
生会的永久会员! 这是他作为
上海社会精英的另一身份&

受父亲赵岐峰的影响 !赵
灼臣热衷于慈善事业! 在上海
社会以慈善家示人! 得到广泛
赞誉&

岐峰义学的创办是赵灼臣
第一项重要的慈善救助项目 &

该校创办于
!6!7

年!是年旅沪
广东教育家陈鸿璧兴办的广东
小学因无力续租! 限入关闭绝
境!不得不向广东社会求助&在
广肇公所召集在一次集会上 !

赵灼臣表达了对陈鸿璧的由衷
敬佩! 同时表示决心独资建立
一所义学 ! 以造福贫民儿童 &

!6!7

年他购入闸北新广东街
一块

5

亩
!

分
6

毫的土地 !建
造了一所四层新式洋楼! 能容
纳

4##

名学生的义学! 学校不
仅免收学费! 还免费发给课本

和学习用品& 岐峰义学的购地
和造楼经费

2

万余两! 是唯一
的一所旅沪粤商独立捐资开办
的学校&岐峰义学落成后!申报
评论员发表了简短的评论 !将
赵灼臣与叶澄衷%杨斯盛并列!

盛赞(

以独力捐巨资兴学! 自叶

澄衷" 杨斯盛而后久焉渺焉寡

俦#不图于今日金融枯窘之顷!

乃有赵灼臣氏继起而与之鼎足

而三也$夫叶%杨皆手自创业而

身自誉之以办学者! 今赵君继

承先志!于实也则自任之!于名

也则以归之于先人! 此天性笃

挚也$

!6"7

年!赵灼臣将岐峰义
学全部转交粤侨商业联合会管
理!同时将

"3

幢房子的产权赠
予该会! 另送业广地产公司股
票

!##

股 !约值
4###

两 !南洋
烟草公司股票

4##

股 ! 约值
!####

元! 使粤侨商业联合会
得以每年房租收入和股票收益
充作办学经费& 在粤侨商业联
合会的有效管理下! 岐峰义学
一直维持了多年 ! 至

!65#

年
代! 已是一所有

3##

名学生的
知名义学&

赵灼臣在慈善救助方面的
第二项重要贡献是忠实履行闸
北慈善团董事的职责& 上海开
埠后!闸北虽有一定的发展!但
落后于其他地方& 加之每有战
争和灾害! 北方的灾民成群结
队南下!他们无法进入租界!大

量麇集于境内! 滋生了大量慈
善救助的工作!如尸体的掩埋%

饥民的施舍%病人的医治%孤儿
的收养等&

!6!"

年!闸北慈善
团成立后作了大量充满人道主
义的救助工作! 是上海著名的
慈善团体之一&经济上!该团主
要依靠旅沪粤商及江浙丝商 !

尤其是前者!经常慷慨解囊!组
织同乡商人!热情捐款捐物&赵
灼臣曾出资为慈善团建造了两
层楼的医院!以收养病人&曾捐
地

!4

亩!供慈善团开办工艺学
校! 专门教授所收养的孤儿以
谋生能力& 赵灼臣的慈善救助
不限于闸北及同乡社群! 每当
各地闹灾! 总能看到受助机构
在收到大善士赵灼臣的捐款后
在报端发表的感谢公启&

!655

年!赵灼臣去世前两
年立下遗嘱! 再次捐出一部分
资产!兴办社会公益事业!其中
包括面积

"7

亩的赵庄花园及
价值十万元的地产&

赵家花园不仅记载着近代
上海的历史片段! 还是一位慈
善家生活了

5#

余年的寓所&保
护好这座历经沧桑的私人宅
院!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有益
于弘扬仁爱精神&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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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理解美国关税史演进
伍山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关税一直是美国获取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

!"#$

年!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关
税法案推出!其中已显现保护主义的萌芽!此后美国关税率波动上升" 不过!此间关税率的上升并非
单纯为了保护产业发展!在不少时候增加联邦财政收入仍是其主要目的" 在关税法案形成过程中!

党派#地区和产业利益也起重要的作用!由于利益相互纠缠!美国关税率的决定往往既诡异又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