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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发合第八代传人李铁顺

李铁顺简介：

李铁顺，百年商号東發合董事长，仙客来幼教集团董事长，长春市俄语专

修学院副院长。现任吉林省政协经科委副主任委员，省直科企联合三支部主委，

吉林省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2012年荣获吉林省长春市“第33届劳动模范”称号、2013年荣获吉林省

“五一劳动奖章”、2014年荣获“民进中央全国优秀会员”和“吉林省劳动模

范”称号，2014年又被评为“全球冀商十大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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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笑天为东发合题字“百年商号东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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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笑天简介：

张笑天，国内外著名作家，国家一级编剧。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
员、中国文联全委委员、吉林省文联主席、吉林省作家协会主席、长春电影制片
厂副厂长，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代表。现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主席、吉林省文
联名誉主席等职。

他创作的电影《开国大典》获大众电影百花奖、第十届金鸡奖、金鸡奖最
佳编剧奖、首届中国电影节奖、奥斯卡金像奖入围奖；电影《末代皇后》获第
四届巴西国际电影节评委特别奖；电影《重庆谈判》获政府优秀影片奖、中宣
部“五个一”工程奖、第十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电影《世纪之梦》获2001年度
中国电影华表奖及华表奖优秀编剧奖；长篇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获2001年度
中国电视飞天奖、第四届东北文学奖、第七届长白山文艺奖；电影剧本《白山黑
水》获第一届中国电影夏衍文学奖；2005年同谢晋、张艺谋、王心刚、王晓堂等
一起被国家授予“优秀电影艺术家”称号。

中篇小说《前市委书记的白昼和夜晚》获第四届中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长
篇小说《沉沦与觉醒》获2009年“盛大文学”30省作协主席小说大赛第一名。

此外，还创作《佩剑将军》、《抗日战争》、《雁鸣湖畔》等60多部电
影，拍摄放映了30部；《孙中山》、《传奇皇帝朱元璋》、《台湾巡抚刘铭传》
等电视连续剧600多部集，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永宁碑》、《戚继光》等长
篇小说28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张笑天文集》40卷，近3000万字。

目前投资近3000万元的张笑天文学馆正在敦化市建设。

东发合第八代传人李铁顺与张笑天（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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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保明简介：

吉林省著名文化学者、民俗学专家，现任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民间
故事》杂志主编、省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几十年来，
他致力于抢救挖掘东北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到目前，他相继整理著述出版了《松
花江河灯》、《最后的渔猎部落》、《最后一个猎鹰人》等书籍80余本，2000多
万字。

1988年，由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东北土匪》，印数10万册。
1994年，台湾又将其列入“历史剪影系列丛书”改名《东北马贼史》再次

推出。再版后，国内外反响强烈。
2004年以来，曹保明出任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申报委员会专家

组组长。
2008年，他获得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十大杰出人物”和“感动吉林十大

人物”荣誉。



真实的历史  形象的表达（代序）

曹保明

由笑天主席题词，耀旗所著的《百年商号東發合》读起来非常亲切和振

奋，亲切自然不用说，此书的作者耀旗和书中的主人公之一的李铁顺都是我的最

好朋友。我这些年来养成一个习惯，每每得到自己熟悉又要好的人的书或字必读

之。因这仿佛是在与亲朋和文友叙话，每一字，每一音都是亲切的，仿佛耀旗的

冷静的思考的样子和铁顺平静的微笑都渗杂进字里行间了。振奋的是，该书本来

是我所熟悉的总想去写而没有写出的题材，而且以耀旗的才华此书散发出清新，

流畅又充满了实证与分析的文化读本，是一部上乘的地域文化史，民族工商业纪

实文学的典范读本，民间文化的传奇读本，近代地域文化的典型读本，特别是中

国历史上人类迁徙史和生存史的闯荡与创业的精彩读本。读起来很是过瘾。

古今的滦河，千百年来穿越巴彦古尔图的群山和谷地向远方流去了，在它

所流经的滦县、承德、辽西、昌黎一带，自古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最著名的

就是其红山文化，这里与中原文化区和东南沿海文化区并立为史前三大东方古文

化区系之一。近万年以来，西辽河地区历史文化的兴衰更替，与这里的气候环境

变化密切相关，这里的文明发展较早，在距今3000至8000年前这里就进入了早期

的农耕时代，此间正值中国新世大暖期，这里的原始农业在这一带得到了全面的

发展，以发达的原始农业为特征的晚期红山文化代表了当时中国北方地区早期农

耕文明的最高水平。到了红山文化晚期，辽西地区的社会发展走到了文明社会的

边缘，成为东北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区域，并确定了与中原、东南沿海并峙的先进

思想文化区域，成为“最复杂、最具典型性的民族大熔炉”（《中国东北汉文化

史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页）这时候，人类和历史已明显地

感觉到：从北纬40°—42°的这几个地区，是中华民族脊梁骨，所有历史事件，

重要人物都由这里产生，这个地区问题的解决意义，远远地超出了本地区，人类

文明的历史一步步在这里积淀。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雨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呔商曾

站在渤海之滨回悟着中华文明的演绎岁月，也曾从冀东进军关东，成为主宰东北

商界一百多年的精英。他们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资财富，而且也创造了丰厚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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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帮文化。他们的精神血脉从悄然流入北土的白山黑水，松辽大地，到此后的

百余年间大张旗鼓地参与了北方民族的新生和解放。

在呔商众多的商号中，东发合是一个代表，传承到今天，走过了艰难曲折

的道路。铁顺作为“東發合”第八代传承人，在他的身上传承了滦汉后裔的骨血

和灵秀，模子般地刻下了历史的印记。耀旗的文才一下子把这个地域独特的商帮

文化铺展开来，让人们再也不会忘这个百年商号。东发合这个商号是生命的辉

煌，是历史的符号。这本纪实文学以朴实、简洁的语言记录了世间惊心动魄的传

奇，记录了主人公们的种种磨难、死亡，也记录了他们高尚的品格和不屈的意

志。刘门“三杰”中爹对儿子的企盼，刘坦见慈禧时的惊喜，刘次玄为李大钊收

尸的胆略，刘益旺弃学北行的坚定，孙秀三拒绝关东军入股的气节……主人公们

的鲜明形象，就在这些情节和细节中呈现出来。呔商讲究中华之礼仪，此书把

“商”高尚化了，情感化了，传奇化了，具体化了，生动化了。这是一部生动的

奇书。

这本书虽然是文学作品，不乏形象性，但是这种形象性是建造在历史真实

的基础之上的。书中的许多人物和故事都有史料作根据。但是，此书并不是史料

的罗列，而是根据主题的需要进行了再创作。使之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再

现了历史，又提升了历史。

此书还富有传奇色彩，故事跌宕起伏，有着评书和电视剧的文化品格。但

是，传奇并不是无止境的渲染与夸张，有时要靠文化的内涵，靠海量的知识去达

到，此书就是这样。有时只寥寥数笔就把诸多从前史实不焉的东西活生生的勾勒

出来，如东发合大车店。开始我以为东发合只是茶庄，现在才知道从前的大车店

是个综合的商号，是各种“店”的根。大车店是北方人的民俗场，是生活的最佳

演绎地，是商业竞争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一批商人竟能和左右历史的大人物

如“老佛爷”慈禧、李莲英、震贝子、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张作

霖、杨雨霆、李大钊、翁同龢、溥仪、张学良、本庄繁等发生联系和纠葛。从这

个角度看，这本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史。

本书的作者和策划者，也显示了他们的文化胸怀和远大目光。他们不仅仅

是为几个商人和商号作传，更是为保存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再作贡献，这是

有历史功绩和意义的。

匆匆写下以上的话，算为《百年商号東發合》的序言吧。

2015年10月19日 于长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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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富可敌国的家族和冀东商帮
DIYIZHANG FUKEDIGUODEJIAZUHEYIDONGSHANGBANG

第一章　富可敌国的家族和冀东商帮

1、名震皇都的京东第一家

话说清朝咸丰末年一个数九寒天的冬日，在河北省乐亭县刘石各庄通

向关东的乡道上，一队百余辆的马车队蜿蜒而行，势如游龙，在茫茫雪野

上显得特别壮观。每一辆车上都装着布、棉花、锄头等物资。有的车老板

来了兴致，还甩几个响鞭，犹如年终岁尾送灶的爆竹。跟随第一辆马车的

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坚毅的目光不时地眺望着远方的道路。也许是坐在

车上太冷，他在地上趋步而行，脚上的牛皮靰鞡踩在雪上有节奏地“嘎吱

嘎吱”响着。他就是乐亭县“双发合”、“成发合”等商号的掌柜，叫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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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年。他率领车帮商队的去向是关东的龙湾（今吉林省农安县）一带，批

售车上京东出产的货物。

提起刘兆年和他的家族，那可是财震京师，富可敌国的大户，被称为

“京东第一家“。从他的爷爷刘新亭做小本买卖、经商自振开始，经过父

亲刘如珴的发展，到他这一代已经隆然成势，如日中天，成为富甲一方的

巨商。到了刘坦等第四代，刘家的商号遍及长江以北，特别是京东、东北

和内蒙。刘家在汀流河镇开设了“双发铁”、“成发合”、“森发合”等

商号；在乐亭县城城关开设了“会发合”、“同发合”等铺面；同时在滦

县开设了“万发合”商号；在倴城开设了“德发合”商号以及“裕发合”

钱庄；在丰南稻地开设了“西德发合”商号；在北京、天津开设了“振发

合”、“裕发合”、“成发合”等商号，在吉林的龙湾开设了“泰发合”

杂货铺；在长春的万宝山开设了“东发合”大车店；在开原、通辽、营

口、大连、哈尔滨等地还有“合”字号、“发”字号商铺，这时刘家的商

号有110多处。商号还扩展到青岛、上海等地，日本也有刘家商业的足迹。

据刘家的后人回忆，每年从东北汇往乐亭总号的利润金银就有五万两。

中国早期的商人，一般都兼有地主的身份，重农积谷。在中国封建

乐亭县府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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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富可敌国的家族和冀东商帮
DIYIZHANG FUKEDIGUODEJIAZUHEYIDONGSHANGBANG

社会里，土地被看作真正的财富，同时，拥有大量的土地不仅成为可靠的

本钱，也给生意带来信誉。因此，刘家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也大量地积累

土地。到光绪末年，刘兆京、刘兆年、刘兆熊老三股分家前，刘家已有土

地54垧，每家分得18垧。据李荣亭先生在《京东第一家》中介绍，刘家分

家后，各堂在发展商业的同时，也在家乡和外地购置土地，使土地的数量

发酵般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合德堂”250垧、“仁合堂”40垧、“中

合堂”65垧、“保合堂”12垧、“会合堂”15垧、“元合堂”20垧、“亨

合堂”20垧、“利合堂”50垧、“贞合堂”12垧、“庆合堂”12垧，总计

496垧。这些土地主要分布在乐亭、滦县、滦南、昌黎、古冶、开平、通辽

等地。有个笑话说，一个乞丐对刘家不以为然，在野外要拉屎，一打听是

刘家的土地，就说我才不在这儿拉屎呢，不给老刘家肥田。他跑出老远才

拉。乞丐解手完了，一打听，这儿还是刘家的土地。这虽然是一则传说，

意在说明刘家土地之广。

刘家除耕地、沙坨地和荒地外，还有海地和山地。民国初年，孙中

山先生计划在乐亭县沿海修建北方大港，信息灵通的刘家立刻感到商机来

了。如果修了海港，乐亭就会成为繁荣的通都大邑，港口附近的土地将是

寸土寸金。因此，刘家“利合堂”的刘炬便捷足先登，抢先买下大港附近

的大苗庄一带的海滩地，并立契交税。除此之外，“利合堂”、“庆合

堂”在昌黎县买下了凤凰山，被当地人称为“刘家山”，在山上修了凤阁

龙楼般的避暑别墅和占尽风水的坟茔地。

在中国封建社会，房屋与庄园犹如军人肩章上的星豆，代表着品轶的

高低和富贵的程度。像陕西的乔家大院和扬州的个园，代表着晋商和淮商

的富豪程度。刘家也不例外，在故乡大兴土木，广建豪宅。刘家庄园坐落

在刘石各庄正街路北，南北长500米，东西宽500米，整个庄园呈正方形。李

荣亭先生在《京东第一家》引用“旧志”中的话说：“庄中居处，甲第连

云，园亭绕水，连阡越境，画成地图，世称京东第一家，或非虚语……”

这座诺大的庄园前后经过几十年的扩建装修，到刘家第六代蔚成大观。按

其建筑风格来分，有中国传统的京都宫殿式、江南的园林式和西洋式。就

其宫殿式也非千篇一律，而是形态各异，多有变化。用杜牧《阿房宫》中

的语言形容，可谓：“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曼回，檐牙高啄，各抱

地势，勾心斗角。盘盘然，囷囷然……”

刘家庄园由城堡区、住宅区和西楼区三部分构成。城堡区是刘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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