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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自古以来，一个家族之所以人才辈出、枝繁叶茂，一定少不了其家训、家风文化等的薪火相传。

中国人讲究家国情怀，谈的是爱国爱家，说的是对国家和人民所表现出的深情大爱，诉的是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展现出来的理想追求。

生动讲述家族故事，以一个个家族之传奇，诠释树立良好家风对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感受家族之美，品味中华之韵。

合肥“龚氏”家族：璀璨数百载，辉煌誉四方

在安徽合肥，有这样一个赓续数百年长盛不衰，饮誉四方的名门望族——

“龚氏”。这个家族始自明初辗转到合肥、繁盛于清，进入近现代以来，更以一场

场壮观的人才“井喷”，孕育了一大批各领域的名家。

合肥的“老地标”稻香楼，曾是龚家的别业，由龚家后人建造。如今的永红路曾

叫龚湾巷，出自龚家。光绪年间，逍遥津也一度“姓龚”。清朝末年，庐州城里流传

一首民谣：“一世二世孤苦伶仃，三世四世渐有书生，五世出一高僧，六世车马盈门

……十三十四两代翰林……”生动形象地传达了龚氏于古庐州默默耕耘，从一贫如

洗到辉耀四方的精彩历程。今天，我们走近龚氏家族的几位代表性人物，探寻他们

不同寻常的人生履历。 ■ 记者 吴承江/文 高斌 张倩莹 冷子璇/图

“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首任

行长就是龚意农，龚意农自1939年3

月参加革命后，即一直从事财政经济

工作，肩负着人民金融事业的开拓重

任。”龚意农的女婿金其恒老人说道。

今年已88岁的金其恒曾撰写过

一本名为《一壶浊酒》的书，其中有一

篇清晰地记录了龚意农如何走上革命

道路以及为了安徽金融事业所做的种

种贡献。2022年4月，繁花正盛，我们

从他的讲述中，仿佛又跟随龚意农走

过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龚意农于1900年出生在合肥，父

亲龚彦师是清末的知县，大哥龚积柄

是清末举人，参加过同盟会，民国初年

曾任山东省省长。

1925年龚意农毕业于北京中国大

学财经系。他在大学读书时，正是上

20世纪二十年代社会激烈变革时期，

各种思潮包括马列主义对他都有影

响。龚意农接受了新的思潮，努力追

求真理，寻找救国救民之道。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

寇大举侵华。12月11日，南京沦陷，

1938年初，合肥遭到日寇狂轰滥炸，

陷落只在旦夕。龚意农不愿做亡国

奴，率全家逃难到妻子的娘家合肥北

乡陈家圩子，后又避往妻妹的夫家青

龙厂褚老圩子，并在这里以自己对中

国共产党的认识和当前抗日救国的新

形势，向圩子的主人、当地的知名人士

褚峻斋、褚逮云、褚让三做宣传，使他

们乐意接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住

到圩子里来。

1939年5月，叶挺、张云逸、郑位

三、邓子恢等新四军将领来到青龙厂，

住进了褚家圩子。张云逸、邓子恢曾多

次同龚意农彻夜交谈。在这些领导同

志的教育、鼓励下，已届不惑之年的龚

意农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政策有了新的认识，革命立场和革

命意志更加坚定。此时已出任抗日民

主政权——淮南铁路北段军政民联合

办事处主任的龚意农想方设法为部队

筹粮筹款，他的特长逐渐得以发挥。

1942年1月淮南行政公署成立后，龚意

农先后任行署会计局长、审计处长、财

政处长。为了培养财政干部，他亲自为

财会训练班编写教材、授课、设计报表

账册、建立正规的财经制度，为淮南抗

日根据地的财经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

南事变”及日寇对抗日根据地实施军

事围剿的情况下，淮南抗日根据地的

财政供给陷入困境，部队的供给极度

困难。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在龚

意农的带领下，1942年2月，淮南抗日

根据地人民自己的银行——淮南银行

成立了，淮南抗日根据地人民自己的

货币——淮南币诞生了，这对于打破

敌人的经济封锁，开展对日伪的贸易斗

争，扶持人民生产、繁荣市场、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龚意农还为淮南银行建

立了一整套管理制度，培养出一批训

练有素的银行管理人才，这批人后来

绝大多数都成了人民银行的骨干。

1942年 2月，龚意农由淮南行署

秘书长张恺帆和郭浩介绍，经华中局

批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胜利后，苏皖边区政府成

立，各根据地银行在边区政府领导下，

改组成立华中银行，龚意农任华中银行

总行副行长。此后又相继担任华中局

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等职。1949年5

月皖北人民行政公署成立，龚意农任行

署财政处长，并兼任皖北人民银行的首

任行长，身负财政金融工作的重任。

1952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皖北分

行和皖南分行合并成立安徽省分行，龚

意农被任命为行长。1952 年11月，龚

意农调到治淮委员会工作，历任财务部

副部长、部长、副秘书长，中共治淮委员

会党委副书记，安徽水利学院院长。

1958年9月至1983年，又先后在安徽

省厅（委）等部门任职，先后当选为：中

共安徽省第一、二届委员会候补委员，

安徽省第一、二、三届人民委员会委员

和安徽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晚年时，龚意农兼任安徽省委党

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及淮南苏皖

边区党史领导小组组长，其主持编纂

的《淮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已在

1991 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9年 1月 3日，龚意农因病在合肥

逝世，享年89岁。

“龚家第七代世孙龚鼎孳任顺治、康熙

朝的左都御史及刑、兵、礼部尚书之后，龚

氏家族名人荟萃，在政治、文学、外交、水

利、医学等领域皆有建树，可谓群星闪耀、

俊才辈出。尤其是‘外交代有才人出’。”金

其恒介绍说，清末的龚照瑗曾任驻英法意

比等国公使，儿子龚心钊于1909年被任命

为驻英属加拿大总领事；龚安庆先后任驻

旧金山总领事、伊尔库茨克总领事，他的侄

辈龚镇洲曾被孙中山派往南洋诸国宣慰侨

胞，筹集款项。龚镇洲的3个女儿均十分优

秀，被称为“龚氏三姐妹”。长女龚普生，曾

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她从燕京大学和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新中国成立后出

任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副司长、司长，1979年

被任命为中国驻爱尔兰大使，是新中国150

余位首任大使中的第一位女性，也是第二

位驻外女大使。

相对于姐姐龚普生来说，“龚氏三姐

妹”中的老二龚澎更为大家所熟知。她曾

做过毛泽东主席的英文翻译，担任过周恩

来总理的秘书兼英文翻译，丈夫乔冠华是

大家所熟悉的外交家。新中国成立后出任

外交部情报司 ( 新闻司) 司长、部长助理，

是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而且在情报司（后

改为新闻司）任上一干就是14年，而在这

些年中，龚澎参加了多项重要外事活动。

1954年随周恩来总理出席第一次日内瓦会

议时，她与黄华同任中国代表团发言人；

1960年参加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时，她被周

恩来总理亲自提名担任中国代表团首席发

言人；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率中国友好代

表团出访亚非拉十四国时，龚澎又是访问

团主要发言人……她多次随国家领导人出

访或参加国际会议，在许多国家主持记者

招待会，受到了各国人民普遍赞誉。

徐畹球是“龚氏三姐妹”中的三妹。关

于她为什么姓徐？相关记载是因为徐畹球

有一个姨娘是上海著名的启秀女中校长，

姨娘为了办学一辈子没有结婚，就把姐姐

的小孩抱过去了并取名徐畹球。1946年徐

畹球出面积极为上海中共代表团寻租办公

住宿地点（周公馆），后又在上海当过家庭

教师，1956年1月她离开上海到香港，随后

又赴美国定居，其间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

了许多贡献。 ■ 据《安徽画报》

家族传奇·开栏语

龚意农：安徽金融事业的开拓者

龚氏三姐妹：载入史册的巾帼英豪

龚普生、龚镇洲、徐畹球、龚澎、龚禹生、徐文（左起）

章汉夫、龚普生夫妇 龚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