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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说"今联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

著者盖寡。"

一一一《清实录》康熙二十八年二月乙卵条

e … 8 1/1" 

山西巡抚刘于义上奏说"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

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青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

帝在其奏疏上"朱批" "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

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联所悉知。"

一一 《雍正朱批谕肘 ，第四十七册，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朱批

…., .. e 

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有历

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一一梁启超《在山西票商欢迎会演说词~ , 1912年

…., .. tli 

平阳、泽、路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一一王士性 《广志绎》

• .. e 8 1/1 "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

一一-谢肇湖 《五杂组》

…·唱 11 • 

山右巨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

一一- {清朝文献通考~ ，卷十八



1888年，英国汇丰银行一位经理甫将离开中国时，对山西票号、钱庄经

营人有过这样一段评论"我不知道我能相信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像我相信中

国商人或钱庄经营人那样快……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作了大宗

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臣，但我们从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

一一渠绍森《晋商兴盛溯源》

• • • • • • 

中国商贾鼠称山陕，山陕人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

而世守商贾之业，唯其心朴而实也。

一一清代外交家、首任驻英公使郭篱焘

@…… 
型自龄坐在一顶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里，孔祥熙则骑着马，但是，使这

位新娘更为吃惊的是，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

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常被称为"中国的

华尔街"。

一一罗比·尤恩森《宋氏三姐妹》

……. iI> 

在上一世纪 (19世纪一一编者注)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

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

(20世纪一一编者注)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

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

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

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一一一余秋雨《抱愧山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未曾消逝的风华

(代序)

三晋大地是孕育中华民族的热土。 距今180余万年前，山西匿河西侯

度出现了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许家窑、丁村、峙峪、北

撒……山西几乎保留了旧 、 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的所有遗存。 从那时起，

山西曾一度是中华文明的代表。

隋代，雄踞太原的李渊成为天朝大国新的主宰，太原也因此成为大唐

帝国的北都。 唐代的三晋是一个文化昌达、名人辈出的地方，王维、柳宗

元、狄仁杰、河东裴氏……一个个镜刻在青史上的名字，推动着唐代文化

登峰造极。当鼎盛的铅华在四起的狼烟中'悄然褪尽，宋太宗的铁骑踏过黄

河，刘汉王朝灰飞烟灭之后，连年的战火、无休止的争斗，李唐盛极一时

的河东文化似乎真的随着太原城那场人为的大火飘零没落了。

有人说，唐代以后的山西乏善可陈，科考不利、文化名人匮乏，山西

的文化凋落了，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时代变革、文化演进的浪潮中，山

西扬弃旧腐、推陈出新的地域文化特征和独特的文化变迁方式。 17世纪

以降，在风云诡诵的世界形势中，经济实力成为决定国家兴衰至为重要的

因素。当西方凭借坚船利炮不断开拓世界市场、中国依然沉浸在义利之辩

中无法自拔时，被梁启超先生"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的那些"胡服辫

发"的山西商人又一次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群体……时任德国柏林大学校

长的李希霍芬男爵曾评价说，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

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发达的数字意识和金融才华"因此"中国人好

比犹太人，而山西人更像犹太人" 。

晋商从默默无闻的引车卖浆者逐渐发展成为"非数十万不称富"的

豪商巨贾，纵横搏闺五百余载，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他们凭着敢为天下

001 



先的精神，利用国家政策，抓住历史机遇。他们柑风沐雨，远渡重洋，

北至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南抵香港、加尔各答，东到神户、大阪、

横滨、仁川，西涉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业务涉及盐、茶、粮食、布

匹、典当、票号等诸多行业，以独具特色的经商理念与经营艺术，创造

了一个个令世人瞩目的商业奇迹。我们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同仁曾循

着晋商的足迹赴东癫，到欧美，北上恰克图、海参威收集相关史料。大

家无不为昔日晋商"劈开万顷波涛，踏破千里荒漠"的那种艰苦创业、

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折服。尽管晋商在清末战乱中逐步走向衰败，商业和

金融业态的转变使之无法承担起信用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庞大交易费用，

但他们并没有化作历史的尘埃随风飘逝，其遗留下来的丰富的物质和精

神遗产，至今依然影响着我们。

站在平遥、太谷、祁县等古老县城的街道，放眼望去，掩映在夕阳余

晖中的是一座座明清晋商的豪宅大院、孕育着郁郁生机的老街，还有那商

号店铺的门帘随着进进出出的人们不停地摆动，像少女头饰上随风摇曳的

流苏。熙攘而恬静，喧嚣而自然，建筑和人交相融合，很容易让人产生时

间上的错觉。思绪的穿越，把我们带回到清代，街面上此起彼伏的吆喝

声、票号柜台上眼镜戴在鼻尖上的掌柜、镶满铁钉的大门、被缰绳磨得发

亮的花岗石拴马桩·…..使我们抑制不住钩沉旧事的冲动。

每处遗存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每件古物都有着鲜为人知的传说。发现

故事讲给世人听，是三晋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我们会集山西大学

晋商学研究所以及经济、历史、教育、体育等学科从事晋商研究的多位学

者，擂撩多年研究成果，从晋商盐帮、茶商、典当、票号、镖局、会馆、

家族、大院、教育，以及走西口、粮油故道、保晋公司等入手，通过点滴

历史事件，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向读者展示明清晋商的不同侧面，以期

雅俗共赏，弘扬中国传统商业文化。

~J步合
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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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味浓凝乡愁，楼宇高望故乡。晋商在各地修建会馆，用"仁、义、

礼、智、信、忠、勇"的精神激励着漂泊在外的游子，是对丝丝乡愁的点

滴慰藉，也体现了传统文化，体现了晋商的创业精神。透过如今已混迹于

寻常巷陌的晋商会馆，我们能感受到晋商曾经的辉煌与荣耀，也能深切地

体会到他们的无奈与凄凉。那些历经百年沧桑依然屹立的建筑，尽管残

破，尽管落寞，却依然散发着一种魅力，让人情不自禁地向往、追寻。

随着岁月的流逝，虽然昔日晋商匆忙的身影和车马的喧嚣声渐渐远

去，但晋商会馆的殿宇楼阁，雕梁画栋，庭院花木，仍在默默倾诉着昔

日晋商的传奇故事。流连于古朴厚重而又不失宏伟的晋商会馆，感受宫

廷建筑与民间建筑融为一体的风格，对先辈们的景仰之情便会从内心深

处升起。

回望历史，我们不得不感叹晋商史诗般的寻财之路，他们告别难舍难

分的故土，割舍下哀怨缠绵的儿女之情，走西口，出关外，心怀"天下一

家，信义为本"的新理念，开创了天下第一商帮，留下了许多商界美谈，

也成就了那些精美的会馆建筑及会馆文化。"会馆之设，所以答神麻，睦

乡谊也。"由于共同的语言、风格、趋近的心理文化，晋商们在这里一起

聚会议事，沟通信息，维护集团利益，观戏娱乐，举办庆典。会馆是一个

流动的"文化站它体现和传播了地域文化，促进了技术与文化的发展

和共融，就连山西的汾酒也是被晋商传到了山东、甘肃、东北等地，才

慢慢地享有盛名 O 无论古今，人与人是要交流的，行业内部也是需要交流

00才



的 。 会馆建筑是一定历史演进的产物，是民间商行为了促进交流而产生

的，其内含的交流与共荣的潜质也是现代商会所应该遵循的。

会馆是中国古代城市中一种独特的公共建筑，其同祠堂一起并称为我

国具有特殊功能和特殊性格的两类古建筑，其形制和艺术表现都具有强烈

的地方性和民俗性。

"晋商会馆"是明清时期晋商在异地为了互帮互助，寻求共同发展而

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晋商在异地建立会馆，最早始于明朝隆庆、万历年

间( 1567-1620) 0 入清以后，晋商会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江南北，

分布于国内繁华商埠。晋商会馆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大量新会馆的建立，

还表现在其宏伟的建筑规模上。

如今，在几百年前古人创建的晋商会馆里，忙碍的身影不见了 。 但是

留印在晋商会馆里的先人业绩以及对历史的记忆，却己幻化成山西人民一

种崇高的创业精神。这种生生不息的拼搏奋斗精神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

上熔铸成一座永恒的丰碑，记载着三晋人民的荣耀与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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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会馆产生同乡组织

会馆是同乡人士在京师和其他异乡城市所建立，专为同乡停留聚会或推进业

务的场所。狭义的会馆指同乡所公立的建筑，广义的会馆指同乡组织。

社会影响商品经济同乡组织BF 关键词:

:;:~声唱宇:;;-:.~.
:‘:~~~惊.~=~f::f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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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馆产主妹l 药、考

彭泽益在《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提到会馆、公所之设立 ， 果起于

何时乎?今难知其确据 ， 然设立之初 ， 不外保商务谋公益为目的。 夫以清国

之大 ， 南北东西 ， 言语不同 ， 风俗各异 ， 且古来客商，以交通不便之故 ， 羁

留于他乡数十年而不返者 ， 比比皆是。 然人人各安其业 ， 各得其所 ， 非藉会馆、

( 

、

公所以为保护 ， 能如是乎?故有会馆、公所 ， 不独免异地人民逼迫之苦 ， 又

/
会
馆
浮
沉

。托运货物准备启程的骆驼和老少赶驼人



鲜官吏压制之忧 ， 然则会馆、公所之利益，诚

非浅鲜也。 "

会馆是同乡人士在京师和其他异乡城市所

建立 ， 专为同乡停留聚会或推进业务的场所。

狭义的会馆指同乡所公立的建筑， 广义的会馆

指同乡组织。 何炳根在《中国会馆史论》 中 曾

提及会馆在京师者设置较早 ， 据现存史料可溯

至明永乐年间( 1403一1424 )， 较前此一般学者

认为的草创时期要早 1 40 年 。 京师郡邑会馆最

初是同乡仕宦公余聚会之所 ， 逐渐演变成试馆 ，

但始终不免同乡商人参加的痕迹。 京师以外的

会馆多属同乡工商组合性质 ， 但亦往往有仕宦

参加的痕迹。

明中叶以后，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较快 ， 出

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界竞争日趋激烈。 在激烈

的竞争中，旅外同乡深刻认识到"无论旧识新知，

莫不休戚与共 ， 痛痒相关必须团结同乡仕商 ，

"广其业于朝市间 o ( 参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

刻资料选集))于是他们通过会馆这一组织形式，

利用传统的地域观念，把商埠中同乡之人联合起

来 ， 互相支持 ， 互相帮助，共同与异域商人竞争。

根据现有典籍，除知芜湖会馆成立于 15 世

纪 20 年代 ， 福州会馆最迟建于 16 世纪初外 ， 其

他能够确定创建于明万历元年 ( 1573 年 )以前

的只有北京的敏县会馆、绍兴的稽山会馆和江西

的新城会馆。 1943 年刊印的 《闽中会馆志》列

举在北京的福建府、 州、 县新旧会馆 22 个(这

并非该省在京会馆的全部 )。 这里面除福州旧馆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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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阳7会史料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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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创建最早外，汀川、|会馆创于 1 587 年，邵武会馆

创于 1 606 年 ， 延平会馆大约也同时建立。 另有

延平郡馆为该府纸商所建 ， 虽创建年代不i羊，但

在JI即台圭辰年 ( 1 652 年 )已经重修过一次，故

能确定其初建于明朝。 此外福清会馆为明天启

年间( 1 62 1-1 627) 大学士叶向高倡建。 同安

及青阳二馆也是创建于明朝。

江西在京会馆最多，方志中所见最早的为

新城会馆，创于明嘉靖后期 。 南昌会馆创建于

明隆庆、万历年间 ( 1 5 67一1620 )。 新建会馆

不口吉安府因奉祀文天祥而得名的怀忠会馆 ，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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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明万历前半期。 上高和新昌两县在明万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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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

朱允炊

朱楝

朱高炽

朱瞻基

朱祁镇

朱祁任

朱祁镇

朱见深

朱枯橙

朱厚照

朱厚熄

朱载屋

朱翔钧

朱常洛

朱由校

朱由检

丁未年 ( 1607 年 )就己因"旧馆揪陷"而重购

新址另建。 乐平县于 1608 年 "买余干 ‘ 会馆 '

旧址"创建乐平会馆 ， 由此可见余干会馆创建

更早。 此外袁州府属萍乡县等四邑合建之府馆 ，

鄙阳、德化、高安等县的会馆，也都创建于明

季。雍正朝大学士高安朱轼说的"前朝吾乡在

京会馆最多必有相当事实根据。 此外他省

郡邑在北京创建会馆于万历朝者，计有浙江嘉

兴、湖南常德和山西湖安等府和湖北麻城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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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县、 浙江金华和陕西三原等县。

以上何炳楝在《 中国会馆史论》 中的记载

足以说明，在 1 6 世纪末和 17 世纪初 ， 南方几

省在北京建立会馆的郡邑已经不少 ， 北方则山

西、陕西郡邑亦开始在京建立会馆。 不过就总

理2国

数而言，大约过半数的北京郡邑会馆似仍创建

于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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