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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以還徽州的歷史文獻可謂浩繁無數。近年

來，新史料的陸續發現、整理、出版和利用，為徽

州學的進一步拓展，展示了廣闊的前景。所謂新史

料，舉其犖犖大端，我以為應有三個較大的來源：

一是隨著大型叢書（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

庫禁毀書叢刊》、《四庫未收書叢刊》和《續修四

庫全書》等）的出版，以往分散各地的諸多善本、

孤本均能方便地得以利用。其中的明清文集，仍然

是今後研究中重要的資料寶庫。二是族譜資料的進

一步利用。如上海圖書館譜牒研究中心收藏的大批

徽州族譜，為研究徽商在蘇、浙、皖各地的移徙、

定居、入籍，徽州商業網絡及民俗、文化等諸多方

面，均提供了豐富的史料。隨著《上海圖書館館藏

家譜提要》（2000年5月）的出版，這批新史料必將

引起海內外學者的關注和興趣。三是為數可觀的民

間檔案文書所揭示出的地域社會實態，更是令人矚

目。以往對徽州文書的收集和研究，比較重視租

佃、訴訟、宗法關係等問題，目前已出版的各類文

書資料彙編基本上都是這方面的史料。商業文書雖

然備受重視，但卻所見有限。此前，已被學界利

用、有重要史料價值且較具規模的商業文書群，大

概首推歙縣芳坑江氏茶商史料。不過，這批資料除

了在安徽師大學者主編、發表的《徽商研究》、《富

甲一方的徽商》以及《徽商與經營文化》等論著中

零星地得到徵引外，其全貌迄今尚無從窺見。

　　近年來，筆者留心於徽州新史料的收集、整理

和研究，頗多意外之收穫。茲舉其中較為稀見的商

業文書十種，略加解題，以饗同好。

1、康熙年間徽州鹽商訴訟案卷——《屯溪基地契

白議約地圖書信投詞帖》：一冊，版幅 13.3cm×

25cm，計41頁81面。1其內容是婺源商人詹伯華

因負欠浙江鹺商王臣鹽課本銀而引發的一樁官司。

書中收入了來往書信、議單、租約和稟詞等，還有

一張康熙年間屯溪老街部分店鋪的示意圖，此圖頗

為罕見。

稀見清代徽州商業文書抄本十種
王振忠

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

2、嘉道年間徽州糧商信函——《往來書柬》：一

冊，版幅約14cm×21.5cm，計54頁108面。封面

題作“嘉慶丁丑年冬月/來往書柬”，“嘉慶丁丑”

即嘉慶二十二年（1817），是指始立“信底”的年

份。內容涉及項氏糧商父子、兄弟、翁婿及戚友的

商業經營、彼此之間的財務來往和糾紛等，對於我

們瞭解徽商在安徽境內長江沿岸平原（特別是徽州

糧商在巢湖流域）的活動頗有助益。

3、晚清歙縣生員方啟訓書柬——《魚雁留痕》：

兩冊，尺幅13.2cm×24.3cm，第一冊計48頁95

面，第二冊計66頁132面。該書收錄了光緒年間歙

縣北岸鄉方村生員方啟訓的來往書信約120封。方

氏為一蘇州商號的東家，商號聘有經理負責商務運

營。《魚雁留痕》為人們揭示了晚清僻遠山鄉一個

生員的生活世界，對於研究徽商、徽州村落、宗族

徽州鹽商訴訟案卷

（抄本《屯溪基地契白議約地圖書信投詞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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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婚喪禮俗、社交應酬和訴訟糾紛等諸多方

面，均提供了翔實的第一手史料。

4、晚清糧商文書——《商賈便覽》的另一版本：

關於《商賈便覽》，此前學界所知的版本有三種：

其中的兩種藏日本東北大學圖書館和東京大學東洋

文化研究所“大木文庫”，另一種是安徽省圖書館

古籍部藏本。作者系乾隆時代江西人吳中孚。但筆

者手頭的這個抄本，與此前所知者不同。其版幅為

13.5cm×24.1cm，計36頁72面，封面題作“辛卯

春月鄭紫琳氏錄識”。其要目如下：逐日風暴日

期、天時占驗、各路地頭產米糧列後、臨近各處糧

食規例（運漕鎮規）、各處糧食開列於後、商賈十

則要言和士商十則要言。其中的“運漕鎮規”，似

乎反映了該書內容系以運漕鎮為中心加以編排。2

據此推斷，《商賈便覽》當為鄭姓商人根據自己的

需要編制的一冊商務指南。

5、《徽墨、煙規則》：徽墨是“文房四寶”之一，

現存的徽墨文獻較為豐富，但有關徽州墨業及墨商

的史料卻極為罕見。《徽墨、煙規則》抄本一冊，

尺幅13cm×18.4cm，折頁86頁計172面。封面除

書名外，題作“壽山洪記抄”。要目有“歲時酒醴”

（據內容暫定）、內作老規、禁規、填字老規、修

刻印板價目、修板價目、研香老規、用料規矩、湖

南彥文墨業規則（其中有“煙房由來序”及光緒二

十五年煙業同人十五條議）、煙房規則（黔江城、

金溪壩兩處煙房章程24條）、平常菜蔬歲時酒醴、

押煙條規（光緒甲辰黔江城、金溪壩兩號仝訂）、

櫃上小伙章程、煙房規制考略、桐子油考、煙房瑣

記、岳池縣苗家場採辦燈草略、湖南墨店條規（計

34條）、做墨工課、湖筆、羅經、硯池和戊辰年詹

瑞蘭棧議定堪做暫行規則等。詹彥文墨局在四川黔

江開有煙房，並與當地的徽商一起，建立了徽州會

館。對此，《煙房由來序（四川黔江徽州會館煙業

會規同序）》，曰：

　　四海升平，萬商雲貿，斯生意之道行

也。竊我油 一行，肇始宋熙寧間，爰及

後世，以徽、黔為最。至明正統時，齊魯

間亦制焉，然無我徽人為盛，蓋其得易水

之真傳也。國初多貿於貴州，而荊楚施宣

一帶，亦漸次開點。白蓮亂後，乾隆五十

四年，有（婺源）虹關麻珠詹公者，由

荊施而來西蜀，為黔江開創之領袖。繼

之，利川、石▓、酉陽、咸豐踵續而興。

無為蠅頭少遂，章程鮮善。其時雖有同

義、繼新先後規模，厘明內則，臻疏外

侮，不無人心懈慢，遇事踟躊。於是協和

會興，咸嘉美善，同行義氣，望重當時，

輪流做會，十有餘載。至光緒卄三年，眾

以會項，始買黔邑屋基，創翌會館。初議

輸款成巨，尚未得其人歟。此為重訂桂秋

聚會，敦聯桑梓之情。屆期典禮，鄭重行

規之約。通明煙額，共議油條。更為我徽

人親洽意氣，重見於蠶叢鳥道之遠方也

哉！因為之敘。　光緒▓五年季秋月梓里

宋祚安叔唐氏謹撰

　　該序所透露的諸多訊息為此前所未知，彌足珍

貴。此外，《徽墨、煙規則》對徽州墨局中的司

事、司作、做墨司、填做司、櫃夥、做墨學生、填

字學生、櫃上學生、司作、刻印和修坯各色人等，

均訂有詳細、嚴格的規章制度。內容涉及其人的職

責、操守、薪俸及待遇，甚至對歲時節俗三餐的飲

食酒醴，均有極為詳盡的記載，生動地反映了墨業

中人的社會生活。

6、晚清婺源詹氏墨商信底——《詹標亭書柬》：一

冊，尺幅23.5cm×25cm，計64頁128面，與上述

的《徽墨、煙規則》同屬婺源墨商文書。內容共分

四個部分：（1）湘潭規例：記載從湘潭發貨往各地

的運輸成本、厘金稅收，每年各種捐輸、善事需要

交納的費用，以及各地銅錢與長沙、湘潭等地兌換

的比價。（2）甲午書柬（甲午即光緒二十年，1894

年），標題下注明：“接登信底，閑即抄錄省號來

函，三月初三接登”。意即在湘潭的詹標亭於經商

餘閑，將來自長沙的信函抄錄成冊。“三月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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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是抄錄的時間。信中附有碼單，通報長沙的錢

市、茶油、足典及米價等行情。（3）付省號信：系

抄謄詹標亭寄給長沙總號的信函，內容是提出補貨

清單、湘潭錢市行情等。（4）各往來信底，即抄謄

詹標亭與朋友、同事的來往信件。綜上所述，《詹

標亭書柬》即徽州商業文書中常見的“信底”。不

過，它除了抄錄來往信函內容外，還將信封上的內

容（如寄收信人名址、信局、酒資等）也照抄下

來。筆者寓目的徽商信底不在少數，但此種做法則

為目前所僅見。

　　從《詹標亭書柬》來看，詹彥文墨局總店（亦

稱老店）位於長沙坡子街，它在中湘（即湘潭）十

封面略殘，內容則為全璧。全書紙張泛黃，楷體墨

。序文主要講三層意思：一是從商之艱苦，盈虧

乃生意之常事；二是從商者須調度有方，進退有

節；三是告誡後學者應當仔細揣摩前人的從商經

驗。接著是“油坊備要”（原書無題，據此內容而

定），指出從事油坊業的基本要求，涉及榨油業商

人聘請雇員的規範。其後要目有：黃豆總論、菜子

總論、芝麻總論、蒸餅司、管磨司、燒火、炒菜

子、打雜、油箍、蘱草、茭草、稻草、相牛法、論

牛身體、論牛齒法、豆磨石性、豆磨款式論、菜子

磨、芝麻磨、洋碾、洋碾二磨、洋碾尺寸、洋碾木

器傢伙、壓榨傢伙尺寸、打榨傢伙尺寸、壓榨傢

伙、打榨傢伙和油坊通用傢伙等。其中，對牛、草

類、各種榨油原料及工具的狀摹，均細緻入微。

8、徽州文書中的山西票號史料——《籌劃指南》：

一冊，黟縣史氏家族文書之一種。版幅15.2cm×

26.5cm，計45頁89面。墨 書於梯雲閣制“萬新

錢號”朱絲欄帳簿上。封面除書名外，另有“癸卯/

綠蔭軒立”字樣。要目有“山西票號各省會兌約

式”、“漢口會兌合上海規錢格式”、“各號票平”、

“補錄外國全【金？】銀先令通行合砝”、“各國所

鑄小洋名目分兩”、“票號放外省期款算法”、“地

理摘要”、“覆墳經”和“定向制煞文”等。其中，

有關會兌方面的內容頗為詳細，管見所及，這是徽

商文書中發現的第一份山西票號史料，為研究徽州

錢莊與山西票號的關係，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貴史

料。

徽州墨商文書（抄本《詹標亭書柬》）

四總、寶慶府正街、永州府、廣州及佛山鎮，均設

有分店（亦稱詹彥文墨局，或墨店、墨莊）。並與

湖北省漢口、廣西省城後庫街詹書祥墨店有業務聯

繫。湘潭等地墨局的從業人員，均由長沙總店調

度。經營的商品主要為徽墨、湖筆、硯池和羅經

等。

　　上述二冊詹氏文書的發現，為研究徽州商業

書、婺源墨商、徽墨的技術工藝以及徽商在湖南、

四川等地的活動，均提供了難得的史料。

7、徽州油商的史料——《油坊備要》：一冊，版

幅11.7cm×20.3cm，計29頁57面。年代不詳，
錢庄商人文書（抄本《籌劃指南》，黟縣史氏家族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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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歙縣茶商路程——《萬里雲程》：此前筆者已

作有《新近發現的徽商路程原件五種箋證》（載《歷

史地理》第十六輯），隨後續獲三種路程，其中之

一為《萬里雲程》，一冊，版幅12.9cm×20cm，

計45頁90面，墨 書寫於“隆盛”帳冊上。其要

目有：徽州府歙縣至廣東省路程、廣東潮信長退日

期、晨下孖肩（即merchant，粵語中以為洋人買辦

者曰“孖肩”）有名色者、各處平頭較准本號司碼、

各處錢串、一路則例便覽、一路行口、回南便覽、

韶關稅例、贛關稅例和風暴日期。“一路行口”記

載了屯溪、漁亭、祁門、饒州及贛州等地十數家從

事茶葉貿易的商行。筆者根據書中提及的人名判

斷，此抄本似為歙縣芳坑江氏茶商家族文書之一

種。

徽州歙縣茶商文書（抄本《萬里雲程》）

手繪的水程圖頗為精美，“鹽船艙口”等記載，亦

為此前《士商要覽》各版本所未見。

10、兩淮鹽商路程——《士商要覽》的另一版本：

1冊，版幅16.5cm×22.5cm。《士商要覽》為“西

陵憺漪子”所編，關於其人的生平，學界說法歷來

不一：一說為明人，另一說為清人。其生平亦難確

知。今據新近寓目的《分類尺牘新語》等書考證，

我的初步看法是——其人叫汪淇，字憺漪，明末

人，是僑寓杭州的徽州書商（祖籍休寧）。該書在

清代曾一再重版，各種版本的內容也不盡相同。筆

者手頭的此冊抄本計85頁170面，其要目為：各省

路程、京口驛起至湖廣水程圖、湘潭至京口水程

歌、逐月風暴日期、鹽船艙口、論靛大略、輪六十

花甲子出行吉凶之日、楊救貧先生每年忌十三日、

截路空亡時歌和諸葛臥龍先生定出行萬年圖。其中

　　成冊乃至成套3的抄本較之以往習見的單張文

書抄件，顯然更加讓人興奮。上述的十種商業文書

僅是眾多徽州民間檔案中的一小部分，利用這批史

料，可以較為深入地研究清代長江中下游乃至整個

南中國徽州商人的活動。而利用徽州新史料從事的

微觀研究，可能會讓我們對徽州區域社會、“無徽

不成鎮”以及相關的社會文化現象，獲致諸多新的

認識。

註釋：

1 此處僅統計有文字的頁面，下同。

2運漕鎮位於安徽含山縣南，地臨大河，上通巢

湖，下接大江，是長江沿岸的一個重要商業市

鎮。同時收集到的一冊晚清徽州佚名無題抄本及

另一冊商業文書《便抄》，均包含有反映該鎮徽

商活動的內容，可知清代運漕鎮有新安公所。

3 關於成套、更具研究價值的徽商家族文書擬另文

介紹。

《士商要覽》的另一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