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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牛卧地历沧桑雄牛卧地历沧桑
——介休张兰古镇的历史变迁

陈全

张兰古镇位于介休市东北20公里，是

介休的东大门，也是一座千年古镇。

说起张兰镇，熟悉的人们就会自然而然

地想起古玩，想起驴肉，想起农历九月古庙

会……这里有着全国最大的乡村古玩市场，

有着原生态的牛驴肉生产工艺，还有着许多

美丽动人的传说和故事。

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分享张兰古镇的

历史文化、人物古玩，把我所知道的张兰讲

述给大家。

历史长河中“执牛耳”的张兰古镇

为什么叫张兰？在张兰的口音里，“难”

“南”还有“兰”基本上是一个口音，介休属于

古代晋语的一种，入声重。隋代末年，群雄

并起，太原留守李渊拥兵反隋，从太原一直

往西安攻打，途经张兰，在此留下一哨人马

驻守，继续向西而去。在李渊往西用兵的同

时，定杨可汗刘武周依靠突厥的力量，很快

占领了并州和汾河谷地一带，建立起自己的

政权。3年后，李渊为平定天下，命秦王李

世民率兵渡过黄河，收复曾经的根据地山

西。经过雀鼠谷大战后，与在张兰的驻军里

应外合，在张难堡将刘武周部与宋金刚一举

歼灭。这件事在《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中

有详细记载。为什么李世民会在张难堡留

下一支驻军呢？因为这里是山西南北通衢

的要地，也就是说扼守张难堡后，如同在刘

武周兵团的中央部位安装了一颗炸弹，兵源

的配给和粮草的供应也无法实现，刘武周自

此战兵败后一蹶不振。

在《后唐书》中记载“秦王大败宋金刚于

张难堡”，张难堡具体位置在“去城东四十

里”，后来清代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顾炎武

考证此地正是张兰古镇。这个在顾炎武写

的《肇城志》中有记载。随着时间的变迁，张

难堡逐步演变，被人称为“张兰”。

因此我们知道，张兰古镇早在隋唐以前

就已经存在，并且张兰很早以前就修筑有城

墙用以备战。据《介休县志》嘉庆版艺文记

载，乾隆年间刘尔聪写的《重修张兰城碑记》

中有：“镇向有城，不知

建自何时。”早于刘尔

聪 100 多年的明代弘

治年间户部尚书石玠

曾经在张兰驻留，作诗

道：“迢递张南驿，萧然

动客容。天风吹木叶，

落日尽城头。”说明早

在弘治年间，张兰古镇有城墙，而且有很多

人居住。

在明清后500多年间，山西没有过大的

战役，这段时间正好是晋商发展最为辉煌的

阶段，张兰开始由一个战略名镇转化为一个

商业重镇。刘尔聪在《重修张兰城碑记》里

记述：“张兰周五里，屋舍鳞次，不下万家，盖

藏者十之三，商贾复四方辐辏，俨如大邑。”

也就是说，张兰方圆五里，房屋一间挨着一

间，有钱的、有资产的占十分之三，做生意的

聚集于此，就像一个大城市。当然，万家绝

对是一个夸张的语法，但也说明了其繁华程

度之巨。刘尔聪还写道：“地处要冲，商贾辐

辏，五方杂处，百货云集，素称富庶，为晋省

第一大镇。”这说明了两个特点，一个是融

合，五方杂处，什么人、什么生意来了张兰都

可以，另一个就是晋省第一大镇，也就是说

在清代早期，张兰就是山西的第一大镇。从

以上这些记载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张兰在

很早以前就是一个战略名镇和商业重镇。

古代张兰古镇“卧牛形制”和建筑特点

张兰镇是一座有着先进理念和优秀规

划的城池。张兰镇建设的布局素称“锯齿獠

牙街，二十八宿闹昆阳，三千门弟子，七十二

贤人，十八罗汉伞盖”的倒坐卧牛城。这是

说俯瞰全城其状如雄牛卧地，头踞西门，尾

在东门。传说是取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故事：

“昆阳即南阳，刘秀起事之地也，盖象征汉光

武帝耳。”镇中央建有一座两层十丈高的昆

央楼，俗称“市楼”，总辖四街通衢。镇周围

的城墙巍峨坚固，最窄处可4辆马车并行，

宽一丈有余；城墙由土夯实，里外均用砖灰

砌成陡峭的梯形，高险处足有七八丈。城墙

女儿墙上的垛口有3000个，72个瞭望台，

还建有28个箭楼。连同城里的文昌阁、魁

兴楼，这些大概是象征孔夫子的业绩抑或张

兰人对文治武功人才的期盼。“十八罗汉”指

的是8株汉槐和10株唐槐。直到1948年，

张兰镇街头还有十来株古槐树，翠绿葱茏、

亭亭如盖。张兰人爱绿色、爱自然可见一

斑。东西大街商铺建筑一家比一家突出四

五米，以便于悬挂字号招牌或广告之类，煞

是醒目，不难看出张兰人的聪明才智和商业

意识。镇内居民住宅不少是带楼房的四合

院，而四合院又大有北京前门地区建筑的风

骨，时谚“张兰城，就像小北京”。

相传“锯齿獠牙街、二十八宿

闹昆阳”的建筑布局，彰显着先民

经商的睿智，传承着28位干臣助

力光武帝刘秀创立“东

汉中兴”的辉煌故

事。昆阳楼，张兰人称“市

楼”，位于镇中心，始建于隋唐，清乾隆年间

重修，下为卷窑式结构，通衢四方；上为二层

土木结构楼，层高两丈，连顶端琉璃瓶塔，总

高七丈有余，于1978年拆毁。

晋商翘楚“牛掰”的张兰商人

说到晋商，很多人都会想到乔家大院、

王家大院，想起常家庄园，其实在清代最为

有名的晋商范家出自张兰古镇张原村，最为

厉害的票号“蔚字五联号”的东家侯家出自

于张兰古镇的北贾村，这些名商巨贾的祖先

都出身毫末，胆略过人，诚信经营，历时数百

年雄踞晋商高端。下面讲一下张原村的清

代皇商——介休范家。

介休地处南北通行孔道，而介休的风气

是“重徙服商贾”，历来是出外经商者多，因

经营边疆贸易致富者多。张兰镇张原村地

势平坦，交通便利，现有居民2200 余人，其

中范姓300 余人。张原范氏家族中，最先

去塞上经商的是第六世范明。据《范氏家

谱》记载，范明是范良相前妻之子，性格刚

烈，因不讨继母喜欢，远走长城独石口，12

年后回家，用所赚钱财买下60 亩枣园，后

携长子范永魁到塞上。范永魁子承父业，收

入颇丰。范永斗系范明的第三子，字肖山，

后继承父亲范明和长兄范永魁的事业，常年

在张家口经商。

《范氏家谱》记载：“顺治元年（1644

年），斗爷（范永斗）带领侄孙范毓栋到独石

口，将买卖尽行收拾，带往张家口，设立‘永

兴寰记’货房一座。”后来，范永斗成为明末

清初活跃在张家口地区对满蒙贸易的著名

汉族大富商。范永斗在长期经营对满蒙的

贸易过程中，与当时的满族上层统治者建立

密切关系，并深受信任。清朝建立后，特赐

范永斗为皇商，《清史稿》记载：“诏赐张家口

房地，隶内务府籍，仍互市塞上。”范永斗是

范氏家族承充内务府皇商的第一代。在为

皇宫采购皮张的同时，向国内各地扩展他原

有的绸、布、茶、粮、铁等生意，为其家族后来

的鼎盛发展奠定了基础，50 多岁时回家，内

务府职差由其子范三拔接任。

由于对皇宫屡有贡献，范三拔曾多次

获得奖赏。在他主持家族生意期间，其经营

范围亦有了扩充，即一方面继续保持经营一

些对边贸易，另一方面又受委托经营大规模

的铜、盐运销，还从事对外贸易和其他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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