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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晋商经营之道》重点研究晋商这支活跃在明清两代的强劲商旅，作为兼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群
体，在鸦片战争之后，满清政府一蹶不振之时，能够顽强的生存还有所发展，甚至将五百年晋商的辉
煌发挥到极致，看晋商别具一格的经营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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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山西由商致富并且成为一个富省，严格地说是清康熙、乾隆以来的事。
在康熙前期，皇帝曾两次巡幸山西北部和南部地区，所得印象是北部贫寒，南部稍为充裕。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五月，康熙帝“由大同，历山西、陕西边境，以至宁夏，观山陕民生，甚是
艰难”，才改变了他巡幸直隶、山东、江南、浙江时“见地方人民，皆各安生业”，“以为他省类皆
如此”的印象。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正月，康熙帝巡幸畿南四府（徐州、淮安、凤阳、颍州）、河南、山西、陕
西后说：“惟秦晋两地民稍充裕，畿南四府及河南一路，殊觉生计艰难。
”这就是山西南部和北部社会经济和商人发展的差别。
也正由于南部民稍充裕，康熙六十年（1721年）五月，为广仓储，曾派官员各带25万银两，赴山西平
阳府和陕西渭南、西安府向富户劝谕照市价粜粮食给国家。
 清康熙后半期和雍正、乾隆执政期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种变化，首先是清王朝实行“休养生息”和“通商裕民”的政策，整顿关卡、公布税负、严惩税吏
，为商人长途贩运创造了宽松的环境。
其次，随着关外、内外蒙古、新疆地区的统一，允许汉民出口外（即走西口）谋生经商，又为山西人
经商提供了广阔的地域条件。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山西汾州、太原、平朔、大同府和忻州、代州等府州商民大量涌向黑龙江、吉
林、内外蒙古、新疆地区，而且山西一些州县的商业也有了很快的发展。
雍正九年（1731年），山西全省106个州县共征商税12.3196万两，其中35个州县征税在千两以上。
在35个州县中，征税2000两以上的有太平、曲沃、绛州、长治、平遥、交城、太谷、太原、阳曲、忻
州10个州县，征税3000两以上的有凤台（今晋城）、高平、介休、汾阳、榆次、代州6个州县。
这16个州县占全省商税的47％。
这些州县也可以说是到全国各地经商人最多的州县。
 所以，到雍正三年（1725年），山西学政刘於义说：“平（阳）汾（州）为山右殷富之乡，百姓颇多
积蓄。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又有人说：“查晋省人多系出外贸易。
”乾隆六十年（1796年）仍为“汾平两郡，多以贸易为生”。
道光时，山西就成为一个富省。
如说：“伏思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过广东、山西为最。
⋯‘近复细加访询，实缘晋省富饶，全资商贾”。
比如，“太谷县之孙姓富约二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
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
榆次县之许姓、王姓，聚族而居。
计阖族家资约各千万。
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
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
 又过30年，至光绪初叶，山西富户主要集中汾州、太原两府。
一说“徐沟、祁县、榆次、平遥、介休、太谷、太平等处，向多巨富之家”，一说“惟晋中富饶之区
，仅榆次、平遥、太谷、祁县、介休等处”。
按照徐珂的调查，介休、祁县、太谷、榆次四县有富户14家，拥有资产三四十万至二千七百万不等，
计介休侯姓和冀姓，祁县乔姓和渠姓。
太谷曹姓、刘姓、武姓、孟姓和杨姓，榆次常姓、侯姓、王姓、何姓和郝姓。
这些确实是清末山西富户所在州、县。
比如太平县（民国时期改为汾城县，今为襄汾县），清末有四大商人家族，计师庄（今赵康村）尉家
、北柴王家、南高刘家、西贾仪家。
刘家后代刘笃敬是承办山西商务局和开设太原电灯公司的有名士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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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平遥、祁县、太谷、榆次等县城，一座座高楼大院、一排排店铺建筑，宏伟富丽，显示着主人的
富有，现已成为当今的文化名城和旅游景点。
像平遥城和祁县城皆为明清建筑，是国家批准的文化名城。
祁县乔家堡乔家大院、太谷北洗曹家大院、榆次车辋常家的一条街等都被开发为旅游景点。
建筑是一个城镇和乡村的外观，即使不了解山西情况的外省人，只要他途经此地，也会得出那些州县
富裕的印象。
如贵州省一位官吏进京述职，由贵人川，经陕西，渡黄河入晋，沿官道行走，当光绪十三年（1887年
）行至介休县义棠镇和介休县城时，在日记中写道：“街市极繁盛精整，渡河后至此始见富实气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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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晋商经营之道》是很有意义的晋商史料。
晋商岀发迹于十五世纪末，衰落于二十世纪初，称雄华夏商界近五百年，从金融组织到货币制度都表
示出它鲜明的时代特征，此书深入探讨了晋商的经营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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