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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洁

兴于明、盛于清的晋商，纵
横欧亚，连通南北，驰骋商场
500年，其影响是巨大的。

晋商的历史渊源颇早

春秋早期，公元前8世纪，河
东的池盐已经在商品交换中充
当重要角色，地处淮河流域的楚
国已经开始食用河东之盐。公元
前 585 年，晋国准备迁都，在今
晋南物色合适的建都地点。许多
人都建议把河东盐池西北的“郇
瑕之地”作为新都城，说这里靠
近盐池，有盐利可资。但韩献子
等大臣持反对意见，担心靠近盐
池，百姓会弃本逐末，以盐池之
利崛起的商人势力对国家的统
治不利，这样才把国都迁到了新
田（今临汾侯马市）。猗顿因为从
事畜牧业和经销河东之盐，成为
富比王侯的大商人，是先秦时期
山西商人的代表，享誉全国。

秦汉以来，山西的地理位置
特殊，北部处于农牧过渡带，汉
民族和游牧民族很早就在边境
地区开始了物品交易，西汉初年
就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匈奴“尚
贪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关市
不绝，以中其意”。北魏时，今蒲州
一带多商贾，“河东俗多商贾，罕
事农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识耒
耜”，河东太守元淑劝民农桑。山
西北部作为边塞重地，长期有军
队驻防，军粮供应问题一直是一
大难题。北宋庆历、嘉祐年间，范
祥在河东进行盐政改革，实行

“钞引法”，将官营、官运食盐改由
商人交钱领钞券，凭钞券到河东
盐池领盐，运到有关地区自行销
售，就是给商人提供食盐销售的
特许，以解决当时巨大的边防开
支。范祥的“钞引法”实行后，每年
可节省数百万缗的运输费用，增
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催生了一
批从河东盐池起家的山西商人。

明朝建立后百余年间，退居
漠北的元朝残余势力伺机南下，
成为明代的严重边患。明朝统治
者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
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
宣府、蓟州、大同、太原、延绥、宁
夏、固原、甘肃9个边防重镇，史
称“九边重镇”。由于要防御北边
的元朝残余势力南下，明朝政府
在长城沿线驻扎了庞大的军队，
为了解决长城沿线驻军的军粮
运输问题，借鉴宋代的“钞引法”
实施了“开中法”，军队守边，商
人供饷、以盐为中介，故曰“开
中”，就是把食盐的专卖权授给

商人，条件是由商人承担运粮任
务，由此产生了不少粮商、盐商。
山西是传统的产盐地，又靠近北
京，紧邻内蒙古草原，其北边驻
守的军队较多，明代的“九边重
镇”中山西有两处——驻防大同
的“大同镇”和驻防宁武的“山西
镇”。在这样的背景下，晋商应运
而起，很快就在南北贸易中占据
重要地位。

由于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和地理优势，明代的晋商主要指
今运城、临汾、晋城、长治等地区
的商人，他们充分发挥了运城的
食盐、粮食和长治上党的丝绸、铁
器的商业价值。最出名的要数蒲
州的王家和张家，明代重臣王崇
古和张四维都是出身于蒲州的
盐商世家。王家和张家联姻，王崇
古是张四维的舅舅。他们两家联
合起来，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商户。

作为朝廷重臣，张四维和王
崇古共同促成了明代政府改变
国策，开放北部边疆贸易，促进
了更大范围的商业经营活动。史
称：“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
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
用兵革。”到了清代，山西中部的
晋商开始崛起。晋商把山西富有
的盐、铁、麦、棉、旱烟等特产销
售到全国各地，又把南方的丝
绸、茶、米转销蒙、俄等地。至清
乾隆、嘉庆时期，晋商发展到鼎
盛。

优化各地市场经营秩序

明清时期，各地的晋商会
馆，承担着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的
职责。如河南社旗山陕会馆中保
存着《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
概》《公议杂货行规》《过载行差
务》3块碑刻。

立于雍正二年的《同行商贾
公议戥秤定规概》碑，内容涉及
制约不法商家在秤上面做文章、
坑害顾客，杜绝缺斤短两之弊，
制定了对触犯者的处罚办法，并
上报官府备案。立于乾隆五十年
的《公议杂货行规》碑，内容涉及
不得搞虚假包装、不得卖劣质产
品、不得诱惑顾客、不得打价格
战、不得冒用别人的招牌做生意
等。这些经全镇的杂货商家集体
讨论制定的商业道德规范“十八
不准”，是18世纪的工商管理条
例，具有强制性，如有触犯，要予
以处罚。立于道光二十三年的《过
载行差务》碑，是赊旗镇（今社旗
县城）的过载行为了抵制官府“屡
经加增”的摊派而定的合约。当时
刻立这几块碑的目的，是为了加
强商家行为规范、优化市场经营

秩序。有关的会议都由晋商牵头，
在山陕会馆召开，说明山陕会馆
实际上具有赊旗商会的作用，山
陕会馆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市
场管理的职能。河南舞阳北舞渡
山陕会馆中也有类似的碑刻。

乾隆年间，由于易州的牙行
作梗，致使北京的烟行长期无法
正常交易，在河东烟行会馆的交
涉下，问题得以解决。晋商依靠
会馆的力量，维护了自身的利
益。嘉庆年间，在河南洛阳的潞
泽商人，以潞泽会馆为依托，向
当地税收部门交涉减少梭布税
收。晋商会馆在维护同乡商人利
益的同时，所在地的同行业商人
都随着受益。

促进明清时期关帝信仰传播

关帝崇拜是晋商一个独有
的现象。籍贯晋南的关帝是晋商
心目中诚信、忠义的化身，晋商尊
关帝为武财神。各地的晋商会馆、
都建有关帝庙，各地会馆中最引
人注目的建筑往往是关帝庙。

河南舞阳北舞渡山陕会馆
有一块《创建戏楼碑记》，说出了
山西商人敬奉关帝的原因：“山
左有孔子，道德高于万山，世人
重其文也。然有文以为之经，必
有武以为之纬。惟我关羽生于山
右，仕于汉朝，功略盖天地，神武
冠三军，尤可称秉烛达旦，大节
垂于史册，洵足媲美孔子，躬当
武夫子称。护国佑民，由中达外，
至今普天有血气者，莫不尊亲。
三晋商贾贸易……夙托神庇，无
往不利，思仰答于万一。”

汉口的山陕会馆，光一座春
秋楼，就花费数万两白银。有许
多会馆，往往是先有庙后建馆。
外地人识别山西会馆，只需看有
没有关帝庙。湖北老河口人说山
陕会馆：“上会馆赛如金銮殿，下
会馆门前铁旗杆。”所谓“赛如金
銮殿”，指的就是关帝庙。

晋商对关帝信仰的贡献还
表现在对关公戏的传播上。各地
的晋商会馆都有戏台，每逢关帝
诞辰和传统节日，都要演戏酬
神、娱乐，所演剧目多与关帝有
关。明万历《江都县志》记载：扬
州城内有一座关帝庙，建于嘉靖
年间，每年农历五月十三，山西
蒲州迁居扬州的盐商，都要举行
盛大的祭典。

晋商把关帝信仰带到经商
之地，促进了关公文化的传播。
晋商以关帝的忠义来约束同乡、
团结同行，随着晋商的足迹，明
清时期的关帝信仰到达了前所
未有的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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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振远

盐湖是大自然赐予运城
的瑰宝，自古就是重要的战
略资源，关乎国计民生，在中
华文明诞生、成长过程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盐湖是中国
盐文化的渊薮，运城地域文
化中的根祖文化、关公文化、
德孝文化、晋文化、晋商文化
都与盐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从名震史册的河东世家
成长过程中还可以看出，运
城盐湖对河东世家的财富积
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谓河东世家，主要指
以裴秀、裴度为代表的闻喜
裴氏家族，以柳宗元为代表
的解县柳氏家族，以薛稷、薛
仁贵为代表的汾阴薛氏家
族。这三大世家也被称为“河
东三著姓”，之所以能成为豪
门著姓，与盐湖关系极大。可
以这么说，他们的财富积累
相当一部分来自盐湖。

汉代以来，中央政府实
行盐铁专卖，盐池能成为“河
东三著姓”的财源，源于北魏
献文帝拓跋弘诏令“弛山泽
之禁”，罢除食盐专卖，但罢
除后并没有使百姓得利，而
是“民有富强者，专擅其用，
贫弱者不得资益”。

当时，三著姓之中，柳氏
居住在盐池旁，最先得盐池
之利，裴、薛二氏也想分一杯
羹。孝文帝罢除食盐专卖，本
不想与细民争利，盐利却流
向大户人家。孝文帝不得已
再次下诏，设立盐司，恢复食
盐专卖。孝文帝晚年又“开盐
池之禁，与民共之”，理由仍
是“不苟与细民竞兹赢利”。
但是食盐“利起天池，取用无
法，或豪强封护，或近者吝
守”，盐利再次被地方豪强瓜
分。而其他民众，“卑贱远来，
超然绝望”。

北魏世宗宣武帝即位
后，于景明四年“还收盐池利
以入公”。不久，宣武帝又接
受群臣意见，再度放开盐禁，

“与民共之”。这一开，又是
“豪贵之家乘势占夺，近池之
民又辄障吝，强弱相陵，闻于
远近”。

从春秋时期管仲“官山
海”在齐国实行食盐专卖，到
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已陆
续推行上千年。北魏如此反
复禁开，是因为实行食盐专
卖需要强大的执行力，不然

会私盐泛滥。交给私人经营，
国家收税，反倒是一种较为
轻松的办法。这样，盐池就如
同一块令人馋涎欲滴的肥
肉，地方豪族欲罢不能。

在这种情况下，柳氏因
居住地在盐池旁，将盐利视
为囊中之物，闻喜裴氏也不
甘其后。裴氏是老牌世家，势
力早已向南延伸。魏晋之后，
裴氏五眷之一洗马裴就居住
在盐池旁，几乎与柳氏同处
一地。裴氏西眷裴返回河东
后，住在今临猗县一带，距盐
池也不远，面对近在眼前的
巨大盐利，裴柳二氏“强弱相
陵”，结果是平分盐池之利。

薛氏虽距盐池最远，面
对盐利的巨大诱惑，也十分
心动。北魏中期，柳氏受崔浩

“国史案”牵连势力萎缩，薛
氏开始向盐池渗透。北魏末
年，南齐大都督萧宝夤率军
进攻关中，汾阴人薛风贤趁
机在正平县（今新绛县）发动
叛乱，同宗薛修义策应，“屯
聚河东，分据盐池，攻围蒲
坂，东西连结，以应宝夤”。

薛修义占据河东盐池，
说明薛氏已涉足盐池。北周
时期，薛氏另一族人薛善任
盐池都将，守卫盐池。这时，
薛氏对盐池的控制力超过
裴、柳二氏，在盐池附近已站
稳脚跟，成为盐利集团中的
一员。

北魏之后，东西两魏争
夺焦点在河东，目的是争夺
盐池。“玉壁之战”后，东魏损
兵折将丢了河东，等于丢掉
了盐池，迅速由强变弱。河东
大族对两魏的态度也与盐利
有关。东魏地盘在中原，西魏
地盘在关中，河东食盐主要
有两大销售区域，向东销往
中原，向西销往关中。向东销
售要经过弘农（今河南三门
峡市灵宝市），东西两魏对峙
时，河东食盐的销售区域分
别被两魏控制，后来，西魏宇
文泰占领弘农，河东食盐向
东销售线路被切断，西魏等
于掌控了河东食盐的所有销
售线路。为维护家族利益，河
东大族基本都投靠了西魏。

河东世家大族之间对盐
池的争夺也是如此，哪家拥
有盐池，哪家势力就会变强。

获取盐利，为家族积累
了大量财富，这才有了隋唐
时期影响巨大的“河东三著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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