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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山西省政协主席 刘泽民

. 全面深入挖掘晋商史料，编篡出版《晋商史料全览》是第九届山西省

太|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从 2003 年列入计划以来，经过全省各级政协特别

:1 是各级政协文史委的共同努力，这套系列丛书将要陆续问世了 。应该说
这是一件总结前贤、惠泽后人的事情，也是体现政协特点、塑造政协形象

的工作。

大凡征编出版史料，是以研究历史、总结经验和教训11 ，警示后人为目

的的 。晋商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清时期，山西人多地

少，土地贫婿，虽有盐铁煤炭等资源优势，却由于生产力条件所限，长期

得不到开发利用。 明代山西商人抓住朝廷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实行

2 1"纳粮中盐"的开中制的历史机遇，走出口外，走向全国，一步步把生意做

大，占据和分割了全国市场，甚至走向海外，形成了海内最大的商帮，居

徽商、粤商等十大商人集团之首。晋商现象是山西乃至中国特定历史时

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发展的一个综合反映。在经济方面，晋商

开辟商路，促进了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推动了各地城市集镇的兴起及

国内外贸易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所谓"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 "先有

复盛号，后有包头城" "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市"等民谚都足以说明这

一点。它首创票号，开异地汇兑、转账结算之先河，汇通天下，促进了商品

经济的发展，为近代银行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它积累了丰富的商贸经

验，创新了经营体制，如"酌盈济虚、抽疲转快如两权分立、掌柜负责

制、设立人身股等，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在

文化方面，它创建了灿烂的晋商文明，以其开拓意识、敬业精神、诚信理

念、经营策略、管理方法等晋商精神和与之相适应而形成的建筑风格、戏

曲艺术、饮食文化、道德伦理、社会风尚等，丰富了民族文化，成为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广泛影响着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

生活。

晋商研究首先是经济研究，但又不完全是经济研究。晋商文化的内 |序

涵非常丰富，具有多学科、多角度、多领域的研究价值和审美意义。综观

国内外晋商研究历程，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以前，晋| 川

商的创新业绩就引起了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关注，一些赞成实业救国的学

者开始整理晋商文化遗产，并出版了相关学术专著。由此可见其重要性

和必要性。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对历史事件和现象的探究和分析，可以

为我们提供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思想。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挖掘晋商史

料，编篡出版《晋商史料全览》目的之所在。归纳起来，我想其重要意义大

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存史，抢救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明清晋商已消亡近百年，民国

晋商也过去了 50 多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当事人的离世，直接反映晋商

商人和家族的史料如族谱家乘、墓志碑文、传记家训、店规行规、会计账

簿、当票汇票等文献和实物在不断流失;随着城市的改造和建设，晋商在

全省及全国各地留下的遗址遗迹如商号店铺、作坊宅院、庙宇会馆、碑刻 1 3
撞联等在不断被拆除或损坏;随着各地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历史上晋商

活动过的商业城镇、商品集散地、商业口岸、商路要地、渡口 、驿站所在地

等在不断消失;随着晋商后人的去世，一些口碑史料也在不断被带走，留

下无法挽回的遗憾。鉴于这种情况，我们组织搜集整理晋商史料，就带有

抢救历史文化遗产的性质。这项工作不但很重要，而且很紧迫。

二是资政，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

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实施"十一五"规划，坚持改革，扩大开放，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发展旅游业，调整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我们要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要培育新晋商，促进多种经济共同

发展·…..这些都需要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晋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

成的经营哲学和理念，晋商积累的经营管理策略和技巧，晋商创立的组

织制度如行会制度、企业制度、财务会计与核算制度等，都有可资借鉴的

丰富内容。特别对山西来说，晋商史料的搜集整理，可以促进景点景区的



开发和建设，促进旅游文化产品的开发和档次的提升，为进一步丰富文

化旅游资源，促进山西人文资源向旅游资源转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服务。

三是育人，弘扬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晋商

500 年的兴衰史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教种书，晋商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晋商精神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是山西宝贵的文化遗

奎| 产。晋商精神中勤劳俭朴、团结互助、诚信敬业、开拓进取等思想理念是
卷| 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魂。如晋商以诚信闯市场，以诚信创大业"诚

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的大生意经，对我们今天发展信用经济，构建信

用社会，建设信用政府，争做信用公民，就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我们可

以从晋商史料中发现晋商精神的这些亮点，加以总结推广，使之发扬光

大，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同时我们还可以从晋商的兴衰成败

中获得思想的启迪。

四是为晋商研究提供史料基础，促进晋商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晋

商研究目前已成为受到省内外相当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但就目前晋商

4 1 史料的发掘来看，却相对滞后。历史上晋商遍布全省全国，但晋商史料的

发掘却主要集中在晋中一带，远远不能反映晋商的群体历史。在研究方

面，有关专家虽然已经作了较深层次的开拓，著作论文也很多，但许多著

作所引用的史料却大同小异，缺乏新的历史资料"炒冷饭"的现象和问

题比较突出 。史料征集工作如果不能有大的突破，晋商研究就很难再有

大的发展。因此，现在迫切需要广泛、全面、深入地搜集晋商史料，以促进

对晋商文化内涵的进一步挖掘，将晋商研究引向深入。

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对政协文史

资料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搜集整理晋商史料，编辑出版《晋商史料全

览~ ，就是一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符合山西政协工作实际的举措。

首先是省市两级政协和多数县区政协都有文史资料委员会，有专职或兼

职干部，其主要业务就是征集和利用文史资料。其次，各级政协有广泛联

系社会各界的优势，只要充分发挥广大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的作用，就



可以动员一支很大的力量。第三，各级政协相对于政府来说，位置比较超

脱，具体事务性工作少，三级政协上下联动可以取得很好的协作效果。从

上述几层意义上讲，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政协的一项使命，也是我们履行| 序

职能的具体体现。因此，我们把这项工作列人工作计划，集中了上下三级

政协一定的人力财力共同来完成这一庞大的系统工程。

晋商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兴衰成败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具有

连续性和继承性，到明清时期达到极盛。当时晋商的足迹遍布于全国以

至海外许多地方，特别是在省内，无论大小城镇，甚至偏远山区，都有规

模不等的晋商产生，当时就形成了平阳帮、蒲州帮、璐州帮、泽州帮、汾州

帮、太原帮、大同帮、忻州帮、代州帮、哼县帮等商帮。像临县这样

的贫困大县，都曾有繁华的磺口镇;像右玉这样的穷县，也曾有兴盛的杀

虎口……可见史料十分丰富。但如前所述，目前晋商史料的征集大多仍

局限于文字资料，局限于明清时期，局限于晋中地区，这是很不够的。因

此，我们希望进一步拓宽晋商史料收集的视野和范围，力求收集得更广

泛一些，全面一些。因而也把书名定为《晋商史料全览~o ~晋商史料全览》

是一套大型系列丛书，分专题卷和地方卷。地方卷为综合卷， 11 个市各 I 5 

成一卷，按专题编排。《晋商史料全览》的所谓"全"是相对而言，是尽力

而为，事实上也不可能这一次就把晋商史料全部搜罗殆尽。我们力求做

到"全" 一是指在时间上重点突出，主要收编明清和民国时期的晋商史

料;二是指在地域上全方位，尽可能把全省各个市县及外省市有关地区

的晋商史料收编进来;三是指在角度上多侧面，包括晋商的人物、家族、

行业、字号、商埠、码头、宅院、店铺、商路、文献、碑刻、传闻、风俗和其他

社会活动史迹等内容。

史料工作，是史学范畴最基础的工作。就像盖楼一样，基础必须扎实

牢固，否则楼房就会明塌。史料工作这个基础打不好，就会给史学研究造

成错误。因此，我们在搜集整理晋商史料工作中，坚持了一个总的精神，

就是重在存史，贵在挖掘，急在抢救。重在存史，就是强调严肃对待历史，

竖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证史料的真实'性。对所搜集到的史料，我们都加

以认真细致的整理、鉴别和考证，力求做到求实存真，一丝不苟，以真实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地记录历史、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 。贵在挖掘，就是要求我们的文史工作

者深入下去，发现和搜集各地具体的史迹、史料，像考古学家一样，从历

史文献、文物古迹和民间口碑口述中深入细致地发掘学术界尚未公布的

A唱 史料。这像采矿淘金一样，是很艰苦细致的工作。急在抢救，就是要抓紧

时间，特别是对那些年事已高、有"三亲"(亲历、亲见、亲闻)资料的老人，

|抓紧进行访问;对一些很容易失传的老照片、票据账簿、手抄家谱和残碑

奎 |碑文，抓紧搜集回来;对一些正在损坏的晋商店铺、宅院、码头遗址，抓紧
卷 !拍摄下来。这样，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史料征集工作，征集

到上千万字的晋商史料。

在《晋商史料全览》编篡过程中，我们要求所有编篡人员要树立责任

意识、使命意识和精品意识，力求做到"三个体现"体现史料性，体现晋

商精神，体现完整性;力求做到"三个突出"突出晋商名人，突出名老商

号，突出地域特点;力求把好"三关"把好政治关，把好史实关，把好文字

关。一句话，我们力求向社会提供一套内穹丰富，史料价值高，实用性强，

好看可读的精品图书。我们尽力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现在这套书就

6 I 要陆续出版了，我们期待着读者的评判。

编篡出版《晋商史料全览》的基础工作是搜集整理史料，而搜集整理

史料的大量工作在市县。在几年的工作过程中，各级政协领导和文史工

作者都做出了艰辛的努力 。特别是基层政协文史委的同志，在人员少、经

费紧、工作条件差的情况下，不辞劳苦，甘于寂寞，付出了许多心血。借

此，我以编委会的名义，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谢意，并向支持我们编

篡出版这套图书的各级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朋友及山西人民出版社编

审人员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再加上我们工作水平还不高，本套图书一定有不足

和疏漏之处，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是为序。

2006 年 5 月



本卷序

太原市政协主席 姬和平

在中华商业文明的历史长廊中，晋商独树一帜，写下了恢宏的篇章。

山西省政协组织全省政协系统文史资料工作者，统一步骤，三级联动，征

集、编辑、出版《晋商史料全览~，全面系统地整理总结晋商发展的轨迹，

是一件功在当代，造福千秋的工作。

太原作为晋省首府，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商贸经济占

有重要地位。 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灿烂的历史文化，为商业的发展提供

了深厚的基础，创造了适宜的条件。随着晋商整体势力的壮大，太原商业

也蓬勃发展，成为晋中商帮的辐轴中心。

太原商人的活动早在汉唐时代就有记载。当时太原所产的铜器等商

品，即通过"丝绸之路"输往西域，甚至远及罗马帝国。北朝时期，随着佛

教的东渐，中亚甚至更远的西亚及南欧与我们的交往也日益频繁，商业

往来日盛一日，太原商人与外界的交往也水涨船高，商贸活动非常活跃。

宋代则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 当时朝廷在太原先后设置了河东监、永

利监、大通监，并州成为南北东西商品交流集散的重地 ，许多著名的商业

街巷就是在那时形成的。 有记载显示，太原当时的商税额达到了 3 万至

5 万贯，为河东各州府之首。 到了金代，商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太原设立

市令司管理市场运作，商业的繁荣昌盛足见一斑。从明到清，晋商的发展

进入鼎盛，声名显赫于世。太原府包括阳曲、清源、徐沟、祁县、平遥、太谷

等地的商帮在清代成为晋商之首。太原城的商业在这一时期也得到进一

步发展，成为全国 33 个商业城市之一。近代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

由于受到外来列强的人侵，太原的经济及商业活动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商业进入一个低迷期，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迎来了新的春天。

本书提要钩弦地记述了自春秋战国时期晋阳商业的雏形，秦汉魏晋

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等各代太原商业的发展起落，迄明清时太原商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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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兴起与商业繁荣等内容。 重点介绍了清末、民国以及新中国成立以

后太原商业的发展脉络，生动记录了太原商业发展的历程和历史足迹;

分别介绍了各个行业类别产生、发展的情况，展现了太原商业门类繁富、

独具特色的基本轮廓;介绍了民国年间各主要商业街道和商业类别的店

铺分布情况，依稀再现了当年古城并州处处商机、步步为市的繁华景象;

|介绍了各类名老字号创建、发展和其时代传承的独特工艺或经营特色，

主 |让我们品味到其间凝结着的浸透骨髓的奋斗精神和历史文化;介绍了太

卷 |原历史上有影响的商镇的发展情况，让我们感受到了太原商业在发展过

程中表现出的地域特征和不断向周边区域辐射的文化脉冲;介绍了太原

历史上一些有影响的商业家族和人物的创业经历及其经营发展情况，诉

说着当年晋商开疆拓土

创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独特的商业文化，展示了晋商文化的深厚底

蕴和文化内涵;介绍了太原解放前后商会组织的发展'情况，为我们研究

商会组织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料。

综观太原商业的发展，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

8 1 一是商业发展门类齐全，且分类集聚。 太原商业的发展门类比较齐

全，从日用百货，到金银首饰、五交化、粮油副食、肉蛋禽、粮食蔬菜、煤碳

石油、土产日杂等等应有尽有。老太原的商业店铺大多以街巷分类聚集，

许多街道即以行业命名，如帽儿巷、柴市巷、酱园巷、牛肉巷、剪子巷等。

当时太原商业这种独特的经营格局，增强了商业活动的生命力，促使其

逐步发展，成为在商界称雄百年的晋商的辐轴中心。

二是商业发展的外向型特点明显，其规模呈网状分布，不断向周边

辐射。太原商业的发展从城市中心地段开始，不断带动周边地带的发展，

形成太原商贸沿中轴地带呈网状分布的特点，进而形成以太原为中心的

盆地经济网 。 到明清时期，很多商家都是总号设在太原府，分号遍布周

边，近及清源、徐沟、阳曲、榆次、祁县、太谷、平遥，乃至汾阳、平阳、泽州、

满州、大同等地区，远及河北、河南及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 可以说太

原经济和商业的繁荣，对中国中西部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带动作用。

三是工商结合，以工育商，以商促工，全面发展。 太原商业是建立在



工业制造业的基础之上的，其商业的根基是工业，如机器制造、纺织产

品、生活日用品、农用品等，不但带有本地特点，有些还具有一定的影响

力。商业的繁荣又反哺了工业，使其进一步发展壮大，形成了良好的循环| 序

互补局面。

四是商业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 商业文化是商业竞争的一个手 r

段，其表现在商家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中。 太原商业文化有着悠久的历

史和鲜明的特点。其主要内容是:节俭勤奋、明礼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

拓。具体的表现则是有较完善的经营文化，特色明显的铺规俗尚、生意经

验、字号牌匾、隐语密码、商幌市声、商品方言等等。 太原商人艰苦创业、

勤俭节约、械实守信、童吏无欺、礼貌待客、头脑灵活、信息灵通、精打细

算、薄利多销、管理严谨、赏罚分明等等，这些都是太原人引以为荣、世代

传承的精神遗产和财富，是一笔经商创业的宝贵资源，对于现代晋商的

发展，仍具有一定借鉴。

五是太原商人不屈不挠、奋力抗争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 近代以

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当时的政府腐败元能，

任人宰割。 太原商人在此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面对外来商品潮水般的 I 9 

流人，面对外来列强的人侵，面对烧杀掳掠，面对炮火硝烟，同亿万中华

儿女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抵御外货，同仇敌'民抗击强

敌。他们以保护振兴民族经济为己任，在维护和争取工商企业的权益，抵

御外国经济侵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做出的可歌可泣的壮举，是值得

称道的。

太原商人在历史上的辉煌，是永彪史册的。多少年来，他们以先进的

经营方略，诚信的商业理念，独有的智慧和才能，乘势崛起，形成了极具

地域特征的群体，为晋商的昌盛，为近代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也为我们今天发展经济，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太原商

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商业文化，凝聚和折射出了晋商文化的精神实

质，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认真发掘、整理、研究太原商

业的发展历史，传承优秀的晋商文化精神，抢救日渐缺失的人类文化遗

产，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是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一项新的重要



内容。 做了这项工作，发挥其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对于我们弘

扬民族精神，对于发展我市文化事业，对于实现我市建设新型城市的战

略目标，实现全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都有着不可或缺的现实

A唱 意义。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风云变幻，太原既充满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

l 着巨大的挑战。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晋商精神的光荣传统，不断融入具有

茎 |时代精神的进步思想、进步文化，以广纳百川的胸怀，迎接当代世界激烈
卷 |竞争的挑战，努力把太原建设成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环境

优美、人民富裕的新兴工业基地和集三晋文脉与现代气息为一体的特色

文化名城。 我相信《晋商史料全览 ·太原卷》的推出，对晋商史料研究工

作，对太原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对晋商精神的发扬光大，对建设

服务全省、影响全国 、吸引世界的新太原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200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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