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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商研究在學界已呈方興未艾之勢，各界學

人為此付出了極大的熱情和心血，研究碩果令人

矚目。但就內容所及，基本上止於對晉商本身的

研究，對於「晉商與地方社會」這一主題，學者

們還缺乏廣泛的關注和研究。因此，我們需要放

寬歷史的視野，關注「晉商與地方社會」這一具

有豐富內涵的歷史圖景，盡可能瞭解和再現地方

社會生活的多維層面，重構昔日地方社會社群生

活「實態」，揭示清代晉商與地方社會的關聯與

互動，以進一步拓展和深化晉商研究。

　　要實現這一旨趣，除了利用既有文獻外，更

有待於新史料援手。

　　筆者在晉中田野調查時，承蒙當地友人幫

助，發現了一部晉商無名抄本，其內容多樣，涉

及當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呈現出一幅晉商與

地方社會生活的多維圖景。此抄本長22釐米，寬

13釐米，有66頁，132面，每面8行，抄本作者是

高順理。高順理，祁縣穀戀（也作「圐圙」）村

人，道光至民國年間人。從作者之後裔處得知，

高順理祖上以經商起家，在陝西郿縣齊家寨購有

大量土地。高順理本人以經商為業，來往於祁

縣、沁州、歸化等地。抄本中自述道：「道光

二十三年六月出門，到沁州前賬莊後錢鋪，同治

六年至光緒五年生意歇業，分散賣賬，八年冬又

去一回，其間往來回數甚多。」

　　抄本內容多樣，大略言之，有以下幾方面：

一、識別天氣法 

　　記有太陽出入時、太陰出入時、預知晴雨

法、預知風暴法等。如預知風暴法記曰：

凡見天色昏淡，禽鳥翻空，或雲腳黃，

日色赤，或雲行急，日月暈，或太白晝

見，或西南參星動搖，或燈火焰明作

爆，或石脈潤，或樹枝流水，作魚腥土

氣，或魚跳蛇暴，蚓過路，蟻出穴，或

黑白雲起，悠忽變作片片相逐，聚散不

常，皆主風暴。 

　　外出是商人生活中的平常事，風雲之變也自

會不約而至。因此，如何預測可能的風險就成為

商人非常關心的問題。想必是此番緣故，商人高

順理在抄本篇首記錄的就是識別天氣的常識。

二、國家大事 

　　國家和地方的時局變動，直接關係著商業的

繁榮與否。因此，商人除了縈懷於自己的商業運

作外，對國家大事也表現出了特別的關注。

　　在商人高順理的雜記抄本中，朝廷權力變

動、地方動亂和水旱災害等重大事件都進入了他

的視野。如雜記中記錄有太平天國起義，咸豐年

間河南賊亂，同治七、八年山西大旱，光緒七、

八年西口外大旱，光緒九年山東水災，咸豐初年

國家造鐵錢，咸豐二、三年祁縣過官兵，咸豐三

年清兵鎮壓太平天國，咸豐十一年西人進京，慈

禧太后聽政、肅順事件，同治年宋錦思叛亂至祁

縣等。這些事件的記述，表現出普通人對國家大

事的關注，也反映了國家異常變動對商業市場的

巨大影響。在筆者見到的諸多商人書信中，也有

對國家時局變動的記載和擔憂。如祁縣武氏的諸

多家書中，在外經商的父子之間的書信中談及甲

午戰爭、日俄戰爭、義和團等國家大事，並表現

出對戰爭造成的時局動蕩，商業蕭條的憂慮。此

外，還專附一紙，對甲午戰爭及《馬關條約》作

了較為詳盡的記載，1反映了商業經營者對時局的

普遍關注。

晉商與地方社會生活的一幅多維圖景

　　一部晉商無名抄本介紹和研究

殷俊玲

太原師範學院社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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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祁縣商業情況

　　雜記抄本中記錄有咸豐、同治、光緒年間祁

縣銀錢比價、谷米價格、棉花價格，還記錄了同

治十一年各行公議禁止使用鐵錢一事。這是與經

商者密切相關的問題，因而為高順理所關注，並

作了記錄。

　　此外，雜記抄本中還記錄了咸豐年間祁縣的

商號數目：

咸豐年間，祁縣城裏關外，上、中字型

大小二百三十餘家。現成錢行五十餘

家，書鋪四家，遲期（？）錢盤行六十

餘家，花店三家，城鄉當鋪六十餘家，

在城九家，茶裝（莊）二十三家，大布

裝（莊）二十三家，南京綢緞十二家，

雜貨鋪十六家，會（彙）兌京帳局十四

家，油店七家。

　　從上述記載可知，祁縣在咸豐年間僅中上等

規模的商號就有230餘家，可見當時祁縣商業的繁

榮盛況。從商號的類別來看，金融類字型大小數

量可觀，反映出當地金融業相當活躍的事實。

雜記抄本又記曰：

咸豐年間，粟賤銀貴，又兼南路反叛，

買賣不行，平、介、祁、太各行生意不

好交代（「不好交代」，本地方言，此

處即「不好做」之意。），歇業者甚

多。

　　於此，也可看出地方動亂對商業的巨大影

響，這顯然印證了商人對時局的關注不為無因。

四、路程

　　走南闖北是商人生活的普遍經歷。因此，對

於經常出行的線路，商人總是要爛熟於心，以保

證旅途的順利，這成了經商者的必須之功。正因

如此，商人高順理的抄本中就記錄有他本人經商

常走的路程，有祁縣穀戀村至沁州路程，祁縣至

歸化城路程，祁縣至陝西郿縣齊家寨路程等。

　　如沁州路程，記錄從祁縣穀戀村至沁州所經

地點及里程數，還記錄從沁州到太原府、祁縣

城、太谷、祁縣子洪鎮、澤州府、潞安府、長子

鮑店鎮、襄垣城、武鄉城的里程數。

　　祁縣至歸化城路程，記錄從祁縣到歸化城路

經地及里程數。其中還記錄了歸化城內的街道和

景觀，如歸化城內的各街巷名稱，如小西街、大

南街、小北街等，廟宇有玉皇閣、關帝廟、文

昌廟、財神廟、費公祠、地藏寺、火神廟、三

官廟、魯班廟、觀音寺、娘娘廟、龍王廟、城隍

廟、菩薩廟、河神廟、真武樓等，其中還記有戲

樓外貌、牌坊及官府各衙門所在方位等，這對瞭

解當時歸化城的地方風貌是一個重要的參考。

　　昔日的經商路程，由於商人的經意和留心，

現今留下的很多，這對於研究昔日地方社會經

濟、歷史地理、人文自然和交通都有著重要的參

考價值。

五、光緒三、四年山西災荒及祁縣救災實況

　　光緒三、四年的山西大旱被稱為「丁戊奇

荒」，其被災之嚴重為山西歷史所罕見。對於這

一奇荒，抄本記載云：「以山西地言之，自同治

七年以至光緒四年，其間屢遭旱災，惟光緒三年

闔省全旱，荒及汾、平、蒲、降（絳）、遼、

沁、潞、霍等處勝（甚）重，黎民殘傷，困苦無

比，饑者難為食，渴者難為飲。」

　　抄本還記錄了當時祁縣糧價、銀價情況及地

方社會實態：

夏田有大半收成，秋禾一概枯槁，糧價

漸大，祁縣谷米每鬥價值錢一千七百有

零，白麵每斤價錢七十上下，寶銀每兩

價值錢一千一百上下。此時家有田房物

器賣之，從無受主；親戚里党，揭借不

能。窮困無奈，拆毀房屋，零賣燒柴。

如此致使老者坐于塗炭，壯者散而之四

方以及各村堡寨。殺食耕牛犬馬之肉，

至於草根、樹皮、沙蓬、苦苣之類，據

以為人食，暫充其饑，難以度日。民有

饑色，野有餓孚。當此之際，男不以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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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室，徒利己者，全無恩愛之情；女不

以男為家，直從人者，何有相敬之意。 

　　鑒於當時的荒旱災害，山西省巡撫曾國荃協

同兩司奏聞朝廷，全力協同賑濟災民。當時的賑

災實況到底如何呢？高順理對自己家鄉穀戀（圐

圙）村的救濟情況做了非常詳細的記載：

光緒三年旱災年荒，圐圙村設立救荒

社，舍粥賑濟。本縣衙內倉谷與濟貧

銀，知縣蕭官一概不與，教本村自護。

求本村關帝廟助白銀一千三百兩，村中

富戶共捐谷米九十石有零，在縣捐輸

過，家村中不捐，共計吃（赤）貧人

二百三十餘家，男女大小人口四百八十

餘口。大口三百二十口，每日一口，領

粥四碗，用米一合六勺；小口一百六十

餘口，每日領粥三碗，用米一合二勺。

巡夜打更人共八十名，兩班輪流，每夜

一人，工錢三十文，占窩鋪四座。……

各鋪所用火藥、燈油、燒煤，每日上社

各領。分四路巡查，每夜巡二十回，輪

流轉牌。村中每日巡街人四名，一人工

錢三十文，俱是以工代賑。自三年十一

月初一日舍粥起，至四年四月二十日舍

粥止，以後減去人口男人傭工挖東西二

渠，每人一日工錢八十文代賑。下餘老

少婦口二百有零，大口每日領錢二十

文，小口每日領錢十五文。又至六月

十五日舍錢止，吃（赤）貧巡夜人起止

同日，每日用熬粥人六名，一人工錢

三十文，每日熬粥十二鍋，每一鍋用

水兩擔，下谷米六官升，通共用谷米

一百二十石有零，每斗均價錢一千八百

有零。

又記曰：

自三年冬奉旨，各處開倉放谷，賑濟貧

民。祁縣各村莊按貧民人口領谷，惟圐

圙村等，知縣蕭官不與，（令）本村自

護。……貧民大口每日官給銀一分，小

口每日給銀五厘。四年，朝廷從京又發

來老米與麥，散之各村貧民。以上數

宗，圐圙村一概未領。

　　這些載述，勾勒出大災之年圐圙村的自救情

狀。為什麽大災之年各村普遍領得救濟，而「知

縣蕭官不與」圐圙村呢？究其緣由，當然是由於

圐圙村享有富裕之名，以至有「銀圐圙」之美

譽，而圐圙村的富裕，就是因為經商者衆多的緣

故。且由於「富者樂輸其財」，因而本村得以自

救。高順理的這一歷史記載，為我們描摹了一幅

商人救災的歷史原貌，也為我們瞭解當時商人救

災實況提供了可信的依據，而這種救災情形，我

們以前可能未知其詳。

　　此外，高順理還記載了光緒旱災時，糧價騰

貴，祁縣米谷斗價值錢二千七百上下，致使當地

「結党成群，執刀逞刁者；傷人行兇，劫掠財

物，無所不為，放火搶奪者，爭分財糧，不奪不

厭」。面對此情此景，百姓食糧靠商賈運販：

「賴外省來粟繼之，太、汾、潞、沁等處，由直

隸、邯鄲、獲鹿、張家口數路，商賈販來米麵，

……如此糧價漸小，厥後存民略有生機。」可

見，大旱之年祁縣糧食靠商人從外地販運，從而

解決了當地民衆的糧食問題，也極大地減緩了地

方盜賊四起，搶食大戶的激烈行動，有利於地方

的平安和穩定。

六、谷戀村廟宇及周邊渠灌的修建

　　作為地方上的特殊群體，晉商非常普遍參與

了地方的公共建設。祁縣穀戀村各廟宇的修建，

商人成為重要的出資者。光緒元年，谷村重修文

昌廟、五道廟、玉皇閣等，商人出力頗多。對此

詳細情形，商人高順理記載道： 

文昌廟光緒元年重修，擇二月初七日動

工拆廟，十七日移神像於關帝廟正殿，

八月十七日請回本廟金妝，擇十月初七

日午時開光獻戲，永福壽班在廟後地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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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台。又修南門外五道廟，……同日開

光獻戲三出，修蓋一應費銀一千五百兩

有零，開光費銀四百餘，前後寶銀錢數

一千七百文。……（光緒）四年十月初

八日立碑兩通，……玉皇閣光緒元年重

修，二月動工，九月開光獻戲雙梨園，

修蓋連開光共費銀二千兩上下……關帝

廟光緒八年重修，……開光獻戲聚梨園

上班，……共費銀一萬兩有零。

　　佈施不僅來自本村，更多的是來自村外。

「四外佈施銀一千六百零五兩，佈施錢二十一千

文；四鄉佈施銀六十七兩，佈施錢九十九千文；

本村佈施銀八百二十二兩，佈施錢一百二十千

文。」 穀戀（圐圙）村以經商者衆多出名，除

了在外商人之外，僅村中商鋪光緒十八年就有40

個，可見村中消費之巨。本村在外商人也很多，

因而家給人足，有「銀圐圙」之美稱。因此，據

當地實際情況來看，商人無疑是捐資的主力，於

此也可看出商人對地方建設的貢獻。

　　的確，晉中各地無論城鎮還是鄉村，其人文

景觀都在商人的資助中修建或翻新，並走向華

麗，這是一種普遍情形。商家之力為地方公共建

設平添了堅實的保障，也為地方民衆提供了共用

的愉悅。商人高順理的記載就是這種情形的具體

再現。

　　高順理還記載了穀戀村及周邊渠灌的修建、

使用情形及用水糾紛等詳細規例。如記述谷戀與

賈令等村的渠訟情形云：

光緒三年，賈令鎮與豐固村、楊羽村等

三村合而為一，開五道渠，三村人等衆

口言明，定要挑穀戀堰，他在當河開渠

三道，將本村堰上挑口三個，己村未

支，到邑成訟。知縣蕭太爺親自去采

驗，審穀戀堰舊有，當此河水漲發之

時，暫且將堰補足。賈令等村忿氣不

遵，去省上告知府、道台及撫台案下。

巡撫委同知銜張元鼎親來采驗，審過

數堂，斷如大水，穀戀村使水一晝夜，

挑堰放水。穀戀村不允，（事）未結，

張委員亦走。延至四年春，本村又遞訴

呈。巡撫委周委員來縣斷結，如遇有

水，穀戀村澆灌一晝夜，（澆）完，開

堰放水；澆灌不完，再等二輪水來澆；

如若澆完，急速開堰放水。

　　記載顯示，用水糾紛成訟，有的由本縣解

決，有的不服本縣判決，還上訴到省府，經由省

府才得以解決。雜記還記載了穀戀村、塔寺村、

羌家堡、長頭村、范公村爭水的大致情形，反映

了當地爭水普遍而激烈的事實。

　　所有這些記載，對於研究當地水資源變遷、

水利建設及民間用水習俗有著重要的史料價值。

七、民俗事項

　　民衆的日常生活，處處包含著豐富多彩的民

俗儀禮。高順理的記載中就涉及當地多樣的民俗

事項和儀禮，如謝土祭文及對聯，婚姻總論，包

括上等婚、中等婚、下等婚、男女婚姻禁忌、新

娘下轎方向、新娘下轎歌、娶親拜天地歌、選擇

吉日等。

　　土地之神歷來是中國民衆敬畏的神靈。舉凡

任何修建等事，都要向土地神祭祀，以求得平安

和護佑。所以，商人高順理記下了兩篇完整的謝

土祭文，其中一篇如下：

大清光緒幾年，歲在干支幾月幾日某

時，太原府祁縣某都甲某姓某名，僅以

清酌庶饈之儀，敢昭告於土府之神曰：

竊念某等生逢盛世，辛（幸）處中華，

承荷生成之德，常蒙覆載之恩，每切感

戴，恒懷報答。茲因居處不便，修飾屋

閭，其間興工動土，不無觸犯神祗。茲

值太歲在普照之日，土居中宮之辰，闔

家齊戒，供秉虔誠，稍申獻芹之忱，微

報靡涯之德，伏願祥雲瑞日，家道盛而

長幼泰；和風美景，吉祥生而福壽長。

不勝感激敬謹之至。尚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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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土所用供品也記錄如斯：

用土處取土一碗，用水處取水一碗，俱

供桌上，三牲一設，面蒸供五支、素供

菜五碗、爐食五碟、地果二個（即葫蘿

蔔、白蘿蔔）、堂鬥一支、五色表旗各

二杆、弓箭五支、腰刀銅鏡一面、黃表

牌位五尊、木宅土神、值年太歲、值年

三煞、太陽星君、太陰星君、二十八宿

星君、金神大將軍。

　　同時，在另一篇祭文後還附有祭祀對聯：

土府龍身降道場，消災免難福無疆；吉

日安謝諸神位，合家老幼保康寧。

九宮八卦來臨佑，朱雀元武鎮四方；一

時虔誠蒙神佑，千載安寧賴聖扶。

　　對於祭祀的記錄，說明它在當地存在的普遍

性。筆者在晉中鄉間也看到過昔日民衆祭祀的儀

禮程式文本，並聽到當地老者有關祭祀儀禮的生

動記憶，反映了祭祀儀禮在昔日晉中民間被廣泛

遵循。

　　對於婚姻大事，民間有男女是否適合婚配的

說法，在商人高順理的記錄中就有上等婚、中等

婚、下等婚的分類，還有男女婚姻禁忌、新娘下

轎方向、新娘下轎歌、娶親拜天地歌，表達了民

衆對美好婚姻的企盼和追求。

　　對於生活中的重要事宜，人們總要選擇吉

日，以便事情順利進行。此抄本就記錄有選擇黃

道吉日的種種方法，其中還有安床吉日、修廚房

吉日的選擇。

　　上述種種民俗事項和儀禮，展現了晉中豐富

的民俗事項和儀禮，對瞭解和研究地方民俗提供

了重要的文獻佐證。

八、歷史地理知識

　　雜記抄本記載了各朝代紀年、清朝皇帝的年

號、名字及在位年數。對清朝皇帝名字的記錄，

事關商人日常書信往來的避諱，因而記錄在冊。

　　雜記抄本中記錄了與中國接壤的國家的方

位，如「日本國居海，近閩浙」，「鄂羅斯國在

盛京北邊城外」，「扶桑、高麗國居東海，近山

東、江南」等。此外，雜記還記錄了國內的名山

江湖及其地理區位。

　　這類記載，想必與商人階層的特性有關。較

固守一地的鄉民來說，商人則足迹遍佈，交際廣

泛，視野也更開闊，平日裏可資談論的內容也是

天南地北，包羅萬象。也許正因如此，商人高順

理的記載中就對歷史、地理等內容特別留意。除

了經商貿易的需要外，對一定歷史地理知識的知

曉，也許是商人提高身價，擴大交際的有效途徑

呢。

九、民間藥方及生活妙法

　　雜記抄本記錄了一些民間藥方。有趣的是，

其中記錄最多的是美容之方，有面部增白法、面

部生光法、雀斑去除法、嬌容嫩面方、面部去皺

方、面部疤痕去除法、去面部粉刺方、去面部粉

痣黑痣方、頭上生髮方、治脫髮方、乾洗頭方

等。

　　這種美容之方的記錄，想必與商界注重儀錶

有著一定的關係。晉商在錄用學徒時，特別注重

儀錶，要求身材適中，容貌端正，舉止大方。在

商業日常事務中，要求夥計衣著整潔。大商號為

講究體面，都付給夥計衣資。小一點的商號，夥

計衣服的面子由自己出錢，裏子由商號出。為了

讓夥計精神體面，商號都有固定的理髮師傅定時

上門理髮。總之，商號的夥計們個個都是衣著整

潔，舉止有度。如祁縣大德通商號由於夥計容貌

清秀，被人稱為「畫兒棚」，意思是商號的人個

個像畫中人一樣美。商人高順理對美容妙方的特

別記錄，也許正是這種現實的另一種注腳和表

達。

　　此外，還記有一些日常生活妙方，都是涉及

寫字畫畫類的內容，如去除書畫油穢法、接紙無

痕法、裱褙字畫法、除去字畫誤筆法、扇上金箋

上寫畫不滑法、小字寫大法、曬書法等。

　　這樣的記載，應該是當時商界普遍重視文化

裝飾，極力附庸風雅的文化氛圍的投射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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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曬書法」云：「伏日，天晴將書早晨展開，至

午翻覆再曬，到晚收起，冷透入櫃，但有熱氣不

可收。翻曬一切字畫以及衣帽等物，皆用此法，

妙。」這條「曬書法」，也許透露出翻曬書畫在

當地已是平常之事。

　　的確，當地富商大都喜好收藏，書籍字畫，

古董玩物，都在他們的視野之中。連平日裏所用

之物，也都有名家題寫字畫。筆者在晉中鄉間調

查時，曾經看到晉商後裔家中留存的一把絲綢摺

扇，扇面上是當地文人的墨寶，還配有詩文。看

著熟悉的題字和詩文，老人禁不住喜形於色，嘖

嘖稱道。當年商業繁盛，商賈如雲的晉中，無論

是喧鬧的市井，還是安靜的民居，並不缺失人文

書畫氣息。許多商人都極力附庸風雅，如商界人

士郝登鼇，經商於蔚豐厚票號，工書善畫，多畫

著色蘭草、松石，不失畫家風格；2王慶昌，曾任

日升昌帳薄先生，素善丹青，善著色花卉。3清

末舉人劉大鵬在日記中就記述了商賈中有飽學之

士：

商賈之中，深於學問者亦不乏人，余于

近日晉接周旋遇了幾個商人，勝余十

倍，如所謂魚鹽中有大隱，貨殖內有高

賢，信非虛也。自今以往，愈不敢輕視

天下人矣。4 

　　能讓舉人劉大鵬感歎「勝余十倍」的商人，

其識見可謂高矣。這種情形的出現，一方面是晉

商「賈而好儒」的表現，同時也包含著明顯的商

業動機。因為商業的發展，市場的擴大，使交易

更形複雜，交際越來越廣，這就對商人的素質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處於極盛時期的晉商，由於視

野的日益擴大，已經清醒地意識到商人素質的

重要性，因而比較注重自身知識修養的積累和提

高。

    除了上述內容外，雜記中還有一些記錄，似

可折射出當時人的某種心態。如有一種快速招財

法：

泥大門招財法：密取大富人家地下土來

家，用淨水和，泥大門上，主富。

此處的「泥」字，是動詞，意思是「把泥抹於

……上」。有的人羡慕別人致富，竟想此法來求

財。這種招財法在當地的流行，也許透露出一個

資訊：當地民衆思富之心是何等的迫切。可以推

想，處於晉中繁華城鎮的人們，穿梭於錦衣玉繡

的人群，仰看眼前林立的高樓，想到囊中羞澀的

自己，一夜發財的夢想也許時常在一些人腦際縈

繞，難以自抑。怎樣才能有可以盡情享用的錢財

呢？何時才能像那些富商一樣生活呢？如何一夜

之間從社會的谷底飛升至青雲之巔呢？泥大門招

財法的出現，或許正是這種急迫心理的溢顯。

　　總之，此抄本對商業、災荒、賑濟、商路等

記錄，成為非常珍貴的歷史資料，為考察歷史時

期的當地商業狀況及當時地方社會情狀開啓了新

的窗口。其中涉及民衆日常生活豐富的民俗事

項，對於研究一地的風俗習慣也有著重要的參考

價值。可以說，它是至今所知晉商商人書中彌足

珍貴的文本。

　　除此而外，各種商人書和商業書抄本在民間

相信必還有珍藏，有的已為學界所知，更多的尚

待進一步發掘， 以便進入研究者的視野。相信這

對於拓展和深化晉商研究有著不言而喻的重要意

義。

註釋：

1 祁縣《武氏家書》。

2 石生泉等著，《古陶書畫家小傳》（油印本）。

3 同上。

4 劉大鵬著，喬志強標注，《退想齋日記》(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1990年)，頁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