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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山西政区图

选自王尚义《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



清代山西政区图

选自王尚义《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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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正明研究员写了一部《晋商兴衰史》，要我写一篇序文。我没有系统读

过这方面的史料，也没有来得及阅读本书全文，只能就本书的有关内容说几

句话，以表示对这一学术研究的支持。

明清晋商是我省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现象， 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

的课题。 比如，他们为什么能够称雄商界五个多世纪，他们何以兴、何以盛、

何以衰，他们经商的成功之道是什么？ 其历史作用如何？ 在中国商业史上的

地位怎样？ 对我们有什么历史启示等等，都需要探研。 我省历史学者张正明

经过多年的研究，写出了这部《晋商兴衰史》，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张正明的

研究虽是一家之言，但其研究成果是有价值的。鉴往知来，古为今用。深入客

观地分析研究明清晋商的历史，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无疑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看这本书，使我想到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明清时期的山西能有那么多

人外出经商？ 当时的交通条件远非今日可比，但他们却能“足迹遍天下”。 他

们不畏艰辛，横波万里浪，千里走沙漠，曾到阿拉伯国家贩运货物，到莫斯

科、彼得堡开办商号，最先到朝鲜、日本开办银行。 这在当时来讲，他们是何

等有魄力，有开拓进取精神！ 晋商的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经营之

道，乃是其长处。 在商业竞争中，他们以地域为纽带，形成了松散的商人群

体，如山西会馆就几乎遍布全国各商埠。 还有，他们通过经理负责制和学徒

选拔制培育人才，通过号规加强企业管理，通过推行伙计制、股份制解决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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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分配问题，调动员工积极性等。 这些历史经验都是宝贵的财富，有借鉴作

用。

党的十四大明确地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伟业，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具有

划时代的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所大学校，在这所大学校里，我们需

要学习研究的东西很多，其中包括学习研究中外历史上创造的成功经验。晋

商所创造的经商经验，是我们山西人尤其应该珍惜的历史遗产。结合我们当

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应很好地研究借鉴山西商人的经商之道，

学习他们的敬业精神，发掘他们的开拓进取精神，为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步伐，为实现兴晋富民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胡富国

1995年 9月 3日



晋商是明清时代最大的商帮之一， 他们曾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起过

重要的作用。

明清时代的中国封建经济是以地主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 地主制经济是

以地主、佃农、个体农民以及其他小生产者家庭为独立经济单位进行经济活动

的。佃农向地主缴纳品种单一的实物地租———粮食。在经济上相对独立的佃农

和众多小农收获的粮食也罢，地主得到的租谷也罢，假若没有交换，没有流通，

就难以进行再生产，也难以满足消费的需要，当然也谈不上整体的社会经济的

顺利运转。 有了交换，有了流通，问题迎刃而解。 归根到底，地主制经济制度乃

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经济制度下，商

人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使地主经济壮大和繁荣。

明清社会中国地主制经济已经发展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社会经济的繁

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山西商人和全国其他商人一道，为数百年封建经

济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们在全国相当大的范围内，沟通

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发展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经济关系，扩大了

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在诸如粮、棉、布、盐、铁、木等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

生活资料的地区性的买卖以及全国性运销中，他们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旧式金融方面，票号是山西商人的创造性发明。 票号的产生，标志着中国

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了新的水平， 也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

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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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山西商人资本的运转方式和它本身的经营方式，都与地主制经

济的结构是完全协调的。 他们用“货币—商品—货币”的活动方式，以交换为

手段，将其触角所及的人和物，统统装到商品经济的车子上来，推动他们在

传统的经济模式下不断前进。 山西商人及其资本，和其他商帮一样，是中国

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反过来又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经济

的发展。 他们在封建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经济链条的转动中起着推动

和润滑的作用。

明清山西的官商，或称之为“大商”，还满足了政府在军事上的物质供应

和财政上的需要，就此而言，山西商人中的“大商”比民商（或称之为“小商”）

多了一种功能———封建政府的工具。 这类活动中，他们在赚取大量财富的同

时，也为巩固封建政权做出了贡献。

明清时代山西商人资本的利润实现方式主要是贱买贵卖， 即不等价交

换。 当时不等价交换得以实现，主要是由于地区间存在商品差价和某些商品

存在垄断价格。山西商人的利润来自所有与之发生经济关系的对象———小生

产者、消费者、债务人，乃至包括官僚和政府（财政），最终当然来自小生产

者。 明清山西商人的存在条件反映了小商品经济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生

产力水平仍然相当低下，也反映了全国性的生产力地区性不平衡，以及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存在。

所以，如果给山西商人定性的话，是封建性的。 在地主制经济体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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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山西商人集团及其资本有多么巨大的发展， 都不是必然导向资本主义

的，相反，这个集团及其资本越是巨大，其地主制经济的属性，即封建性，就

越明显。

山西商人在省内外活跃的经济活动中获利颇丰，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缓

和了山西某些州县人多地少的矛盾，减少了本省因地瘠而民贫的现象。 正如

这本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山西商人的足迹东南到台湾、海南岛，西南到云南、

贵州、打箭炉，西北到达塔尔巴哈台、伊犁，东北则到了黑龙江，北向内蒙、外

蒙，南下少数民族地区，有力地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发展。 他们由北面西，直达

俄国彼得堡、莫斯科，同时东渡大海，前往朝鲜、日本，甚至远到伊朗，在对外

贸易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山西商人的店铺字号中， 内部东伙之间依靠一定的原则组成适当的关

系，在商业、金融方面积累了整套的经营方法。 历史证明，在当时的条件下，

这些原则和方法是极为有效的，否则不可能活跃长达五百余年之久。 其中有

些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合理的，应该被当作文化遗产，认真分析研究，吸收利用。

由此可见，不论对于研究明清时代的全国经济史还是山西经济史，研究

地主制经济还是财政、金融、商业等部门经济，研究民族经济还是对外经济，

研究商业经营方法还是研究成果，既能大大丰富中国经济史学，也能对今天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高商业企业的经营水平有所启迪。 由于山西商人

在国外的经济活动，有关的研究成果，当然对研究中外经济关系史和各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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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经济史，有着特殊的意义。

张正明教授多年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山西经济史尤为专长。 他的学术

资料积累相当丰富。对山西的土地关系、农业、手工业、金融业、商业，以及阶

级关系等方面，都曾涉及，并都达到了较高的研究水平。《晋商兴衰史》一书

正是他在如此广博的学术基础上，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写成的，书中披露了

许多新的史料。 例如合盛元票号在日本神户、横滨开办银行的日文资料，对

清档中有关史料做了有力的补充和印证。 书中对山西商人的兴起、活动、特

点、性质、经营方式、成功经验、衰落原因以及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等方面，

一一进行详尽的叙述和剖析。书中把山西商人和安徽商人进行比较，指出山

西商人资本的实力在明代时已超过徽帮，其活跃的年代也超过后者，作者还

指出晋商与徽商的另一不同，即晋商以商为本，学而优则商，而不是学而优

则仕。 这都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晋商兴衰史》一书的出版，是有其特定的学术价值的。 这本书丰富了山

西经济史和明清经济史的内容，同时，也正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其中关于

晋商成功之道的研究， 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商业文化建设也会有很大

的帮助。

谨此祝贺正明教授取得这一硕果

经君健

1995年 8月



三版（增订本）前言

拙著《晋商兴衰史》（《明清晋商研究》） 为 199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995年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2001年再版一次，并先后印刷四次。 这次应

山西经济出版社之约，增订改版后作为第三版出版。

近年来，社会上对明清晋商的历史比较关注。 晋商旅游点的开发、文化

媒体的宣传与推动，使明清晋商的历史更多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而明清晋

商受到人们的关注， 最重要的是这一历史现象有着它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

义，即明清晋商的历史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新的经济因素与社会变化。因

此，人们对明清晋商历史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很多。 例如：明清晋商为什么

能够称雄商界五个多世纪？ 他们何以兴、何以衰？ 他们的经商成功之道是什

么？其历史作用如何？其经验教训有哪些？在中国和世界商业史上的地位怎

样？ 对现代商业企业的发展有何启示和借鉴之处？ 等等。

对于明清晋商历史的研究，中外学者一直比较关注。清末晋商李宏龄等

就将自身经历与对晋商发展的意见撰写为著作，如《山西票商成败记》、《同

舟忠告》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历史学者卫聚贤的《山西票号史》、陈其田

的《山西票庄考略》等可谓有关晋商研究的代表作。 海外学者对明清晋商的

研究涉猎也较早，近年来更是多有关注，并整理了很有价值的史料和发表出

版了许多有见地的论文及著作。 国内学者从 20世纪 60年代着手对山西票

号资料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80 年代明清晋商史的研究已渐趋

热，90年代与新世纪初，明清晋商史的研究已经硕果累累。 2005年 8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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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晋商文化研究中心组织召开了“晋商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英国、美

国、新加坡及国内包括香港、台湾学者 70余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是对近

年来明清晋商史研究成果的一次检阅， 并且使明清晋商史的研究进一步走

向了世界。 目前，明清晋商史的研究已经形成新的格局，正在向纵深发展。

拙著 1995年初版，蒙胡富国、经君健先生作序，并得到了国内学者秦佩

珩、张文彬、吴慧、郭松义、王春瑜、张海瀛、郭正忠、周绍泉、刘重日、宋元强、

阎守诚、刘式如与海外学者小野和子、松浦章、山根幸夫、袁清教授、居蜜女

士等大力支持，谨在此表示诚挚谢意。

张正明 张 舒

2009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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