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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帮、广东帮、福建帮、洞庭帮、浙江帮、江右帮和龙

游帮。 晋商活跃在海内外商界长达 500 年之久。 他们的

店铺和票号足迹遍天下，不仅分布在北京、天津、上

海、汉口、广州、沈阳、太原、长沙、包头、济南、呼

和浩特等大城市，而且横波万里浪，驼队走沙漠，把商

幌挂到莫斯科、恰克图、伦敦、东京、大阪、横滨、神

户以及东南亚等地。

在当时来说，晋帮的财富是何等的雄厚，其敬业和

开拓进取精神是何等的令人钦佩!晋帮的经营之道是:

奉公守法、精打细算、品行端正、守信不欺、货真价

实。 正如他们薪火相传的商谚"买卖赔与赚，仁义占

一半。 "

当年在晋帮理财致富的幕后，不知付出了多少人的

勤劳血汗、辛酸苦楚和悲欢离合。 甚至有的晋帮商人，

在长途贩运奔波中不幸客死他乡，身后留下了多少孤儿

寡母和荒芜的田园 ..

黄河东去大江不息，浪淘尽商海风流人物。

他们那背剪双手、憨厚高大的身影，早已在漫长的

历史古道上消失了，而在三晋大地、京城老巷，以至大

江南北至今还留下他们那深深的"足迹即他们当年

经营的绸缎庄、食品店、票号、客械、钱铺、典当庄。

有的已经是百年老店，甚至是几百年老店了，至今买卖

兴隆;有的则因天灾人祸，生意早已停歇，但建筑尚保

存完好，古意盎然;有的已被岁月的风雨侵蚀得斑驳古

旧，然而同样能够让人想起他们当年生意兴隆、顾客盈

门的盛景。

本书从一个侧面，形象地、直观地反映出过去几个

世纪的晋商商业文化生活，犹如一曲古老的乐章，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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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感受到山西一代巨贾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商业和金融业

做出的惊人贡献。 细细品味，令人惊叹。

领略三晋大财东百年老店，好像在三晋商业世界里踏

迹探幽，不禁引出几许遐想和慨叹。 当年他们从一贫如洗

到创建了一个时代的辉煌业绩，称雄亚欧，声势;喧赫。 这

不能不使我们惊服那些身穿蓝布长衫的山西商人的创业魄

力和称绝的经营智慧。 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百折不挠、发

愤图强、富国强民的民族精神。

本书图文并茂，集知识性、可读性、真实性和收藏性

于一体，用直观形象的图片和抒情叙事的文字，生动地描

绘出三晋大财东百年老店的旧貌新颜，反映出晋商几百年

来波澜壮阔的兴衰史。

-



目录

雷履泰首刨票号 日升吕包打天下一-1

骆驼队重征丝绸路 长裕川荼销莫斯科一-24

晋商镖局威震华夏 道光皇帝御赐匾旗一-39

赎年赎月赎日赎时金银珠宝过期难赎一-53

酒逢知己千杯少玉楼人醉杏花衬一- 68

协同庆同庆发财 大财东日进斗金一-100

百川通财通四海渠半城富压三江一-121

侯百万运来黄金铺地五联号财尽房无片瓦-一-144

大德通喜迎御驾 大德恒招财进宝一-168

鱼虾虽然味美可口 陈醋叫你夜梦能惊一-200

嘉靖帝御赐"龟龄" 老佛爷病服"定坤"一-209

西太后赐一个字 老酒店进八方财一-219

懵山题匾"请和元" "头脑"入膳最佳肴一-229

饮酒但求三分醉 即在还是一品香一-235

熙攘闹市无人顾 明清古街有远亲 243 

梦断空云无处觅世无富贵长久家(代后记 )一-257

? 



宙履泰首创票号
日升吕包打天F

这是开天辟地以来，中国金融史上开刨的第一家票号，成

主于请道光三年 (1823) ，专管银两汇兑、存放现款业务 。 从

此，中国结束了商界镖银长途押运的历史。

其创始人是中国情代金融巨于雷履泰。 此后中国票号业如

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 ...

-



清乾隆年间，山西平遥西达蒲村李大全财东在平遥城里开

设了一家西裕成颜料庄。 铺子里雇有一个小伙计叫雷履泰，因

他在站柜小伙计中排行第三，所以人都叫他‘"‘小三泰"

这个小三泰是平遥细窑村人，说一口乡士话，年少早熟，

不露声色，英目锐气，比他同龄人都机灵聪明。 他到店里不久

就精通了业务，深受财东和掌柜们的赏识。 有一次， 一位姓宋

的掌柜为店里到南方去采贩一批颜料， 叫小三泰一路跟随照

应 ， 一来是叫他学学"跑外 二来是让他见见世面。

小三泰不仅为人正派，而且还是一个有心人，满脑子生意

经。 那几年，他发现平遥市面上，有些当地商贩从1路安(即今

山西长治)贩来一种叫璐安参(即党参) 的中药材。 此物是圆

柱形，茎细柔软，折断见白色乳汁，像人体形，据说还有雄雌

之分，是一种山西特产的中药材，能补中益气，主治中气虚

弱、脾虚泄泻、血虚萎黄等症。 不少南方商客在平遥购货 ， 后

贩运到江南，批零销售，获利不薄。 小三泰心想，此次跟随掌

柜到南方去采购颜料，如能顺手贩些党参卖，岂不是一举两

得。 于是， 他用自己私攒下的劳金 ， 买了 50 斤党参上路。 到

了南方，趁掌柜采购颜料之时， 他抽空带着新鲜党参，来到市

场上探探行情，很快就出手了， 一举净赚 18 两银子，相当于

他两年的劳金。

回到平遥铺号里，他将这次采货远行意外赚得银子，说明

原委，如数交给了柜上。 宋掌柜哪肯收下，直说小三泰 ，

这是你用自己的劳金贩货赚下的银子，即使交柜，也该存入你

名下的账股上才是。 "

小三泰执意不肯， 把自己的道理说得头头是道公差获

利，理应存柜归公，作为咱西裕成今后的底本 。 我吃在西裕

成，住在西裕成，咱铺号生意的兴隆与我息息相关，我不能借

机沾铺号的光。 这笔银子人在铺号的账上，虽然不多，但能增

-



另，]家票号将金库设在铺院内 O 这

家票号首户却将会库才在在掌柜火炕前 ，

日间有专人护守，夜晚与枕头相伴，

万元一失。

封建保守经营的那种慎重、严谨、

小心的理财守财特色，集于晋商一身 。

E酣睡涵酬圃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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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西向人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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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碑 ， 尚没有立传。

自树碑之日起，日升昌一举打破

了歇业后的冷清局面 。 来此观光的国

内外游人络绎不绝，仿佛又回到了那

门庭若市的 200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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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升昌票号铺院正斤横匾书有

"紫垣枢板左右板联为"轻重权衡

千金日利，中西汇兑一纸风行" 。 这

是对新兴票号业的赞词，因日升昌票

号素有"汇通天下"之称。

日升昌的财东是平遥西达蒲村李

大会，创业时总经理为雷履泰，协理

毛鸿拥、程大培。 日升昌从盛到衰，

经营达 130 年，在全国大城市设分号

达 35 处之多， 1932 年改"中浮银

号"。

加一点资金，来日水涨船高，东伙相得益彰，

对我对东家岂不都是好事一桩?"

宋掌欣赏他的精明，被小三泰说服了 。

小伙计此举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其行动

的本身，致使宋掌柜对他由衷地欣赏。 18 两

银子存入东家的账号，对于西达蒲村李大财

东来说，连九牛一毛之梢儿也不如，然而小

三泰以店为家，与西裕成鱼水交融之情，令

人感动，令人佩服。 消息很快就传到财东李

大全的耳朵里。

李氏祖籍为陕西汉中 ， 元朝有先祖李实

在三晋任官，其子孙后代落户于平遥西达蒲

村，后代孙辈于清雍正年间开始经商。 这家

西裕成颜料庄乃是李府发迹的源头 。 经后来

的乾隆、嘉庆两朝，商号经营红火，赢利倍

增，总庄设在山西平遥，北京崇文门外和天

津码头均设有分庄。 嘉道年间，小三泰已经

在商海的搏击中日渐成熟，且仪表堂堂，洒

脱英俊。 此时，再也无人叫他"小三泰他

已经晋升为精明能干、独当一面的雷掌柜了 。

在他的出色策划下，西裕成颜料庄改为日升

昌票号 ， 是中国几千年商业史上首创的第一

家"银行这是后话。

当财东李大全听说一个小不点儿店伙有

此惊人义举时，高兴得一夜未寐。 有一天傍

晚，他由西达蒲村赶到西裕成，叫来了小三

泰 ， 劈头就问雷履泰，你怎么知道那璐

安参赚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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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升昌素有;青规"三不即"不赚不劳之财，不赚不义之

财，不赚不法之财"。 旁院正厅高悬"急公好义"匾额 。

日升昌历届掌柜均为精明干练之才，他们顺应时势，灵活

经营，广结同业，攀交官僚。 无论是商友还是官府，只要有难，

日升昌均能开库汇解，现银资助，备受赞誉。 这种义商的品德，

非一般唯利是图的俗商所能及。

小三泰回答道我从前常见那些南方贩子来此

地采购二于1路安参 。 财东你想想，他们不直接去捕

安，宁可在平遥贩二手货，还不是南方行情看好?"

"嗯李财东了然地点点头你赚得那 18 两

银子，柜上收了 。 我看今后宋掌柜去南方采购，都由

你跟着吧 。 每次由柜上出银， )1顶脚带上 500 斤 1路安

参，到南方看好行情出手，回头脚采购颜料。 至于贩

参所赚得银子，按一成红利归你的名下。 "

"财东，我没股本，怎么能从中取利呢?"

"唉，那 18 两银子就是你的股本嘛。"李财东的

嘴角漾出笑容雷履泰，今后每日你就跟着店掌柜

们一起用小灶吧，不必与小伙计们吃粗粮喝菜汤了 。 "

"财东，我……我不是掌柜呀!"雷履泰一时间窘

得面红耳赤。

李财东嘿嘿-笑你现在还不是，可谁敢说来

日你不是西裕成的大掌柜?"

时来运转。一个小伙计倏忽间身价百倍。 他今日

大财东定期由西达蒲村前来号里巡

视，不外乎是了解账务汇算、吸纳存银、

幸且根松紧和市场等信息。 掌柜无不详细汇

报，遇有难点，立即相议应急措施，采断

决策。



之所虑，当是来日之所得。 雷履泰此后不遗余力，事无巨细，把自己全部的

聪明一股脑儿融入西裕成的经营之中 O 虽然他还是一个小伙计，可是由于他

独具特色的本事和心细如发的思维，俨然一个小掌柜了 。 此后，李财东在经

营上遇到难题，时常派一顶花呢小轿，把他请到西达蒲村的住宅，与他侃侃

交谈并请教。 李大财东慧眼识才，雷履泰确实是商海中的能人。 他不仅满脑

子是生意经，而且给人以信任感，使他最终寻到了自己的位置和权力 。

李大财东的祖上曾经训诫子孙商贾用人，不必拘泥于资履，有才就

行，以才获利就行。"后辈的子孙二直以祖训为铭。 几年后，因雷履泰火借风

势，经营有术，一跃晋升为西裕成的大掌柜了 。



在长期的贩运和采办中，雷履泰在征尘漫漫的路途上

发现 ， 来往的大小商贩们肩上背的，口袋里装的，辑、马身

上驮的，车上载的，除了商货之外，就是钱币 。 当时的钱

币主要是银两和铜钱，异常沉重。 凡是外出采办者，无论

是小商小贩还是富商大贾，没有不带银钱的o 小贩将银钱

随身携带，巨贾雇有镖车护送，途中盘贼路匪不断，不幸

的商旅遭劫和杀害者时有发生。 银钱货币不时给商贩带来

灾难，轻者倾家荡产，重者人头落地。 这无疑是商界的一

大隐患。

到了清嘉庆末年，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乡间货币

流通量剧增，不要说随身携银，即使是起镖运银也赶不上

经济的发展。 雷履泰日间忙完了店务，晚上常常秉烛夜读，

想从先圣和诸子百家的文章中找到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

但是令他大失所望n 他日夜绞尽脑汁地思索 ， 想个什么诀

窍，能叫商人既能用一种简便方法钱货交换 ， 同时又免于

银钱露市的诸多风险。 他几乎用尽全部的精力，琢磨这一

当务之急的"课题"。

有一次，他无意中发现，本柜西裕成欠一家商号一笔

数额不大的银两，而那家商号又欠另一家小商户一笔银两。

有一天，那家小商户持那家商号的一个便条 ， 前来西裕成

辗转过账取款。 只凭一张小小的便条，就免了银子的周转，

雷履泰一见即心窍大开。 他心想，既然当地可以如此操作，

那么全国城埠间，只要建立经营信用，到处都可以凭票取

款结账。 雷履泰一下子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他想可以开一

个专门经营银钱汇兑，兼营存放款业务的字号。 他清楚，

这是一件大事，必须亲自去见财东。 于是，连夜奔向西达

蒲村。 等来到李府门前时 ， 天已经微露晨曦了 。 李大财东

见他这么早登门，猜到必有大事相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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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履泰见了李财东，急不可

耐，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谈。 财东昕

罢，非常震惊: "雷掌柜，照你这

么说，我们可以把颜料经营改为钱

业经营了 。 可我担心的是，这种经

营前无古人，来日必有很大的风

险，你说说看，这有获利的把握

吗?"

雷履泰回答道这叫做‘钱

行在现今大清国也是独一无二

的首创 。 只要我们先声夺人，择吉

开业，我保你财东一本万利，常盈

不亏，名扬海内 。 古人说‘物有本

末 ， 事有终始，知所先后 ，则尽道

矣' 。 就是这个道理 ， 请财东当机

立断吧。"

"那么这个钱行该起个什么雅

号呢?"

"想它如朝日东升，经营昌隆 。

东家，我看就叫它‘日升昌'吧。"

"好!"

李大全财东见雷履泰多谋善

断，睿智超人，有一身非凡的理财

能力，顿开茅塞，两人立即共谋大

业，开创前程。 将西裕成颜料庄改

弦更张，新起字号为日升昌票号，

北京和天津的分庄也同时改为日升

昌票号分庄，遥相呼应，同时经

.. 



营，开中国金融之先锋。

这一年是道光三年(1823) ，李大

全投资白银 30 万两，创办日升昌票号。

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华夏大地上第一家

经营汇兑的"银行"在中国山西赫然出

世。 这元疑是中国金融史上一件惊天动

地的大事。

雷履泰一举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能

手强人、金融泰斗 。 至今在他宅院遗址

的厅堂前，还高挂着当年同业馈赠的书

有"拔乎其萃"的匾额，以兹百世颂

扬，千古流芳。

财东李大全非常赏识雷履泰的开创

精神，当即委任他为日升昌总号的大掌

柜。 中国第一家大银行，在上海成立的

中国通商银行，创建于光绪二十三年

(1 897) 。 雷履泰的日升昌票号早于它 74

年。 山西帮非同凡响。

票号的创立，结束了商界货币周转

自身携带现银和镖银押运的历史，实现

了便捷快速的金融流通，推动了当时整

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中国金融业的发

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雷履泰前无古人

的独创，功不可没。

当年雷履泰经营的日升昌， 一贯坚

持"酌盈济虚，抽疲转快，信誉第一 ，

客户至上"的原则，用真诚赢得信誉，

用信誉日益聚财。 于是，汇兑业务一增

.. 



回眸富贵，财势尽豆。

升昌不仅仅是昔商财富

象征，更是中国金融史

的一庄里程碑。

"银绽元宝与东伙

夕相伴，度年年岁岁 。

黯圃

掌柜起居间里的礼品筐

篓 、 古瓶瓷盘、 搪瓷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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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增。 此后，李府从日升

昌获利多达 200 万两 。 在

先行者日升昌的带动下，

山西票号业如雨后春笋，

有蔚泰厚、蔚盛长、蔚丰

厚、新泰厚、协同庆、百

川通、协和信、天成享

等，占全国票号半数以

上， 三晋各路大财东尽显

风骚。 李府也随之以日升

昌票号为中心，扩大投

资，新增票号、商号多

处。 仅在平遥县城就有日

升裕、日升厚、日升达、

日升通，在北京和天津还

增设了有"日升"字号的

几处钱业 。 汇南北英才，

聚天下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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