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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洛克菲勒的意义人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刘元玲

1915 年 6 月 12 日，大卫·洛克菲勒作为全球首位亿万富翁约翰·洛克菲勒

的孙子呱呱落地，出生在当时纽约横跨 3个街区的最大私人住宅，成为这个以财

富、权势和慈善而举世闻名的显赫家族一员。100 年后，大卫在相同的地方举行

了自己盛大隆重的百岁寿宴，其出生地已在其母亲的帮助下华丽变身为美国著名

的现代艺术博物馆。2017 年 3 月 20 日，作为世界上最长寿的亿万富豪，大卫·洛

克菲勒在家里于睡眠中辞世。

在大卫漫长而丰富的一生中，他有一位伴随他生活了 57 年的妻子，两人共

育有 6名子女。银行家和慈善家是他的两个主要身份标签，拥有数以亿计的美元

财富和艺术收藏，以及遍布全球不同领域的慈善事业。有生之年他的航程累计相

当于环绕地球 200 圈，在大通银行工作的 35 年间，他走访过 103 个国家，99 岁

的时候成功移植第六颗别人的心脏，他还打破爷爷遗训，2002 年出版了唯一一

部洛氏家族的自传——《洛克菲勒回忆录》，结尾处写到“这真是惬意的一生”。

石油&银行：聚财有道

大卫在出生的那一刻就拥有多项超高水准的“人生标配”，其中最为突出的

就是财富，这为他“惬意的一生”奠定了雄厚基础。这源于家族的缔造者——“心

智超群和事业心超强”的约翰·洛克菲勒。1864年，24岁的约翰·洛克菲勒用辛

苦积攒的4000美元建成首家炼油厂，30岁组建美孚石油公司，40岁时控制全美95%

的石油产出。时任美国第30任总统柯立芝宣称：“美国是一个搞实业的国家，需

要一个为实业界服务的政府！建一个工厂就是盖一座圣殿，进工厂工作就是在那

里做礼拜！”约翰用实际行动将这一口号发挥到极致，疯狂的垄断不仅破坏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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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公平，成为自由市场的障碍，由此引发的兄弟反目、家庭失和、政府制裁、国

民争议，至今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约翰·洛克菲勒只有小洛克菲勒一个儿子，大卫则是小洛克菲勒的小儿子。

和他的祖父不同，大卫并未专注于石油行业，而是凭借个人兴趣选择金融业；与

此同时，他又积极投入洛氏家族所热衷的慈善业。

大卫早年在哈佛大学师从经济学家熊彼特钻研经济，1945年进入曼哈顿银行，

10年后有16亿美元资产的曼哈顿银行吸收了有60亿美元资产的大通银行，新成立

的大通曼哈顿银行（简称大通银行）成为全美最大的银行。在新成立的机构中，

大卫担任副总经理的职务，并主管银行的发展部。46岁时，大卫成为大通银行的

董事长。当时，纽约法律限制银行的经营地域范围，大通银行只能在纽约开展业

务。但大卫借助家族关系，最终在1960年打破这一法律限制，将业务拓展至外州。

他的野心也不仅限于美国，他积极进行海外拓展，曾推动大通银行成为进入中国、

苏联、埃及等地区的首家美国银行。截至1976年，大通银行的海外利润已经占到

该行运营利润的80%。曾任美国商务部长的皮特·皮特森说:“大卫能突破他所在

时代以及美国业务的局限，让大通真正成为一家全球性的金融机构。”

尽管大卫积极拓展海外业务的做法引来质疑，有许多人认为这些外部活动与

银行职责有冲突，大卫却不以为然，在其自传中指出“这些活动不仅转化为银行

财务收入，而且有利于让该行在世界各地建立声望”。在大卫担任大通银行董事

长期间，该行的资产从48亿美元上涨至762亿美元，并一度成为全球第三大银行。

大卫晚年的一个重要举措是保护洛克菲勒家族在纽约市的影响力，一定程度

上起到维持和增进美国全球影响力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日本人收购大部分洛

克菲勒中心的所有权，引发美国种种议论。而大卫晚年时重新组织团队购回45%

的所有权，该举动不但重振洛氏家族声望，也赚得巨额利润。曾任大通银行主席

的约翰·麦克洛伊评价大卫说：“他不会作为一个伟大的银行家而名垂青史，他

将作为一个真正有个性、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且忠诚的人载入史册。”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E%8E%E5%85%83%E8%B5%84%E4%BA%A7/6978869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B%BC%E5%93%88%E9%A1%BF/635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7%E9%80%9A%E6%9B%BC%E5%93%88%E9%A1%BF%E9%93%B6%E8%A1%8C/10896737
http://law.hexun.com/
http://news.hexun.com/egypt/index.html
http://news.hexun.com/2013/japa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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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基金：散财有方

约翰·洛克菲勒通过建立洛克菲勒慈善基金可谓散财有方，该基金会自1913

年成立起，就对美国以及整个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成为很多学科研究的经

典案例。究竟洛氏家族为何如此乐善好施，各种观点异彩纷呈。在约翰·洛克菲

勒1918年写给儿子小洛克菲勒的信中则这样说：“我坚信上帝奖罚分明，我的钱

是上帝赐予。而我所以能一直财源滚滚，犹如天助，这是因为上帝知道我会把钱

返回给社会，造福我的同胞。”

大卫的父亲小洛克菲勒是基金会的第一届主席，基金会宗旨最初只有一句话

——“促进全人类的安康”。之后随着社会的变迁，为积极响应当今世界各个领

域的重大问题，虽措辞上有所变化，但基本精神仍保持原状。100多年来，洛克

菲勒慈善基金在全球各地各个行业和领域开展了大量的慈善事业。近年来，随着

气候变化问题在国内外升温，基金会在2010年参与加州在交通领域实施的减排倡

议；2012年，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向政府媒

体公众阐明了女性在解决气候变化方面的角色。

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哲学影响了一代美国富人阶层。受家庭的影响，大卫也

早早开启慈善事业。大卫给美国富豪盖茨、巴菲特等人提供了私密讨论慈善问题

的场所，在后续的一系列由他组织的闭门晚宴活动中，“捐赠誓言”诞生，即倡

导全球富豪在生前或死后，捐出至少一半身家，其影响已经在当下美国很多地方

得到体现。

大卫对家族相关慈善项目的捐赠都十分慷慨大方：2005年，大卫向现代艺术

博物馆和洛克菲勒大学分别捐助1亿美元；同年又向母校哈佛大学捐赠1000万美

元；2008年，大卫再向母校捐出1000万美元……类似情况在他的一生中非常普遍。

生于纽约的大卫对这座城市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曾谢绝包括美国财政部长在

内的多个政府职务，却长期担任年薪1美元的纽约市政府顾问，在涉及纽约发展

的很多事情上都是亲力亲为、随叫随到。前纽约市长彭博曾说：“大卫·洛克菲

勒对纽约市的贡献无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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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院：受益者众

洛克菲勒家族不仅在美国近现代历史，而且在中美外交整个历史卷轴中，都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世纪前半期的一大创举就是建立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

医院，中国成为从该基金会中获得资金仅次于美国本土的受捐方。1916～1947年

间，该基金会用于创建、维持和发展协和的拨款总额为4465万美元。

巨额数字背后的故事也令人感慨，他们为开展“协和项目”反复召开高规格

讨论会，几次三番远涉重洋来华实地调研，其认真专注的程度、持之以恒的态度

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至今透过文献给人温暖和力量。例如，为更好了解中国国情

及所需，1932年基金会负责人之一冈恩再访中国，在华居留15个月，完成97页的

调查报告，提出：“基金会今后对华任何计划都应该根据中国人民的急切需求而

设……协和医学院只是在您本人（洛克菲勒）的范围显得重要，就全国来说却只

是极有限的功效。”

更引人深思的则体现在很多细节上。例如，为保证生源质量，基金会决定协

和的学生在正式入学前需先读三年预科，这一要求比同时期的美国还多一年，并

且范围也广，协和的医学预科生必须用三年的工夫坐在燕京大学的课堂里听梁启

雄讲《史记》，听聂崇岐讲《中国通史》，听沈乃璋讲《普通心理学》，听赵承

信讲《社会学基础》……协和如此注重人文科学，源于这样的认知：培养一个好

医生，首先要培养一个“完整的人”，而人文科学正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严苛

的高标准教育最终使协和成为中国最早、最现代化的医学院和医院。培养了如林

巧稚、吴阶平、诸福堂等一批顶尖名医，为日后中国医学发展提供了种子和骨干，

科研方面亦成绩斐然。这一时期，协和成为亚洲医学和研讨方法的最高标准，对

日本和印度的高等医学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使中国的西医

从高起点出发，而不是跟着一些单以治病为目的的教会医院缓慢前进。

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后，大卫次年6月就来到北京拜会周恩

来总理和其他中国官员。此后15年间，大卫先后5次来到中国。除了第一次面见



5

周恩来之外，他还两次与邓小平会面。1995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赴纽约

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期间也曾与大卫和基辛格会面。

宗教信仰：心灵结构

信仰在形塑人类心灵结构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深远影响，信仰不同则心灵结

构不同，这种心灵结构进而影响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最终完成对命运

的安排。洛克菲勒这一庞大家族虽然共享一姓，但相互之间差异巨大，各色人等

一应俱全。不过有个突出现象，即几乎所有在洛氏家族中发挥重要影响的人物，

都具有深厚的基督教信仰背景，大卫也不例外。基督教信仰为他们的聚财之道和

散财有方提供强有力的闭环式合法性解释，也有人说是他们保持“富到六代仍未

衰”的精神性根源。

因担心墓地被毁，大卫爷爷的棺木被放在一座炸药无法炸开的墓穴中，上面

还铺着厚石板。这一点足以让我们深深好奇，长眠于此的老人，他一生的爱和怕

是什么？尽管存有争议，但约翰·洛克菲勒自称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一生就是

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基督教经济伦理观的经典脚注。

约翰·洛克菲勒所处的时代正值美国“第二次大觉醒”时期，原生家庭施加于他

的影响之一来自虔诚的基督徒母亲，他个人自小恪守《圣经》要求的十一奉献，

在世俗生活层面严于律己到让人吃惊的程度，自称对上帝拥有坚定的信仰。大卫

所处的时代与爷爷的时代差异甚大，他一生所做的事情也与其父、其祖父略有不

同。如今他也辞世而去，那么，按照他们所信所求的，大卫究竟能否进得天堂呢？

《圣经》有言：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这既体现神对穷人的鼓励，

也看出神对富人的同情。因为财富就是有这样的魔力，不仅能让人甘愿为之受奴

役，而且还使人变形为守财奴。大卫虽度过了自己“惬意的一生”，但死后魂安

何处，这一点在美国大有争论，的确也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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