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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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7版）

范毓馪接任内务府职差，成为范氏家

族的第三代掌门人，他与其兄曾在平定回

部叛乱和青海罗布藏丹津的叛乱中为清王

朝运送军粮而获得重大功勋，因而大大提

高了范氏家族的社会政治地位。介休范家

作为封建社会的豪商巨贾无疑是极其成功

的。清廷欣赏的是他义薄云天的忠勇精神

和运筹帷幄的商务气度，而老百姓看到的

是范家得到前后四任皇帝的赏识和经营商

贸能得到二品待遇的地位。然而，晋商作

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像介休范家这样带有

明显半官方色彩的大手笔买卖人毕竟是凤

毛麟角，更多的则是萍飘蓬转、命运多舛的

普通生意人，他们跌宕起伏的商旅人生，才

是晋商的历史底色。范家的重大军功，为

范氏与清王朝的进一步结合、涉足官场的

更高层，开辟了一条坦途，使范氏一族成为

一门朱紫、炙手可热的豪贵之家。作为家

族最重要的皇商本业，巨大财富为本家族

的商业发展提供了保障和后盾，走上一条

与封建政府紧密结合的道路。在之后的60

多年里，范家开始经营对日本的黄铜贸

易。据说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铜钱里每10个

就有6个出自范家从日本买回来的铜。

著名红学家清史研究学者商鸿逵在

1984年红学研究会上发表论文《清代皇商

介休范家》中引经据典阐述范家优秀的经

营理念和巨大的财富积累后，得出结论：

“《红楼梦》中薛家的原型就是范家。基于

财富、地位、对国家统一的贡献和在《清史

稿》中唯一记述的商人来说，我们毫不夸张

地认为，张兰范家就是晋商在清代的先驱

和典范。”

张兰镇北贾村的侯家原籍陕西，1163

年（南宋孝宗隆兴元年）迁入介休北贾村。

从一世传到十九世的侯兴域，已经是著名

商人，乾隆时号称“侯百万”。侯氏店铺，除

介休、平遥外，远设京师等地，原来主要经

营绸布、杂货、药店、染坊以及钱铺、账局

等，大小字号50余处。1823年前后，平遥

达蒲村李大全兄弟的西裕成颜料庄开创为

日昇昌票号，总经理是雷履泰，第一副经理

是毛鸿翙。在1826年之前，毛鸿翙被雷履

泰挤出日昇昌后，被侯家聘为大掌柜，随后

侯家“蔚字五联号”很快也改组为票号。五

联号为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天

成亨。侯氏开设5家票号，是票号资本家中

独一无二的。据晚清徐珂编撰的《清稗类

钞》记载：“山西富商，多以经商起家。”光绪

年间，山西14家“资产之七八百万两至三十

万两者”中，介休、祁县、太谷、榆次的晋商

资产加起来可以达到2300万两至2700万

两白银。而介休侯氏就有资产七八百万

两，是晋商中仅次于首富亢氏的大户，其资

产超过了赫赫有名的灵石王家、祁县乔家

和榆次常家等晋商大族。这些在很多文献

上都可以看到，还有石生泉撰写的《平遥票

号史》中都可以看到。所以说，研究晋商历

史离不开张兰，研究晋商文化离不开张兰。

晋商最大的特点就是相互提携，范家

发家后，对将附近的北贾村侯家、北辛武村

冀家、西北里村刘家、张兰镇杨家等都有所

提携。这是因为在晋商中有严格的用人制

度，用人有联保，做事有辅助，有中人作为

保人，相互连带既可以解决财务问题，也可

以相互照应。这些晋商在生意飞黄腾达

后，不忘报效家乡，无论是范家还是侯家，

在生意发达后，无不在张兰设立分号，这样

更加带动了张兰一带商业的兴盛，使得这

座千年古镇一直到民国中期都保持着旺盛

的商业氛围。

文化熏陶的张兰“牛人”

经济基础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文化

也必然会复兴。张兰古镇商业的兴隆带来

了文化的兴盛，这些精明的商人在经商的

同时，从外面带回来的不仅有物质财富，还

有精神食粮。富裕的商人对教育的投资也

是一掷千金。清代著名政治家徐继畬的父

亲徐润第（1761-1827），字德夫，号广轩，曾

担任湖北施南府同知。1826年春，徐润第

与五台东冶、槐荫的几个亲朋相伴，到了四

五百里之外的介休，设教于胡龙村。北贾

村侯家掌门人侯培余，字笃斋，富而好礼，

仰慕徐先生品学，多次邀请徐润第到侯家

私塾，为其子辈讲学。期间，徐继畬在丙戌

年被点翰林、成朝元，更加深了侯家对广轩

先生才学人品的良好印象。1827年春，徐

润第移馆于介休北贾村。同年秋，徐润第

偶感时疫，卧病三日，后卒于侯家馆舍。侯

家兄弟用给母亲准备的上好棺木将徐润第

收敛，并扶棺北上送至五台县徐家。徐继

畲在年谱中记录：“余顷年设帐绵田，与其

昆仲游。晚岁归田，馆平遥，又交其群从子

孙。累世通家，过从无间，故其家事，知之

为最悉。”1827年起，徐继畬丁父

忧，在籍守制27个月，期间接手

父亲教席，在介休北贾村教书，

与侯氏六兄弟交游。其时

介休东湖龙白堡一位

勤奋好学的年轻

人白恩佑得到了徐先生的认真指导，继而

在道光27年（1847年）中进士。由此可见，

张兰人对文化的向往几乎为膜拜。至今我

们在张兰侯家古宅里还可以随处看到以

“三娘教子”“琴棋书画”等为题材的砖雕、

木雕、石雕，张兰古镇的晋商用财富带动文

化，用文化改变命运的事例举不胜举。

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张兰镇西北里村

有位名叫罗可桓的青年，幼时好学，其父曾

送其到介休绵山书院读书。光绪二十八年

（1902 年）中举人，与山西著名学者常赞

春、常旭春为同科，他工于诗文，尤以书法

享誉一时。至今山西省博物馆还存有他的

书画手迹、真品。在《中国图画史》中，收

录了介休7位名人，罗可桓位列其中。同

时期张兰镇涧里村还有一位学者张景良，

他曾经在1908年入山西预备大学堂，后公

费留学英国学习矿业，回国后参加了近代

山西“保矿运动”，曾任阳泉煤矿第一任总

经理。正是由于千百年来对文化的学习和

膜拜，张兰古镇教育兴旺、人才辈出。大革

命时期，很多优秀的张兰儿女投身革命，都

是由于早期接收到了先进的革命教育。原

任呼和浩特政协副主席的曹云，16岁时在

革命家李长路的带领下参加牺盟会；最高

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徐平（原名张崇生）和原

铁道部副部长贾琳，在介休第一任宣传部

长马邦原的引领下参加革命，他们就是在

张兰特有的文化氛围中学习、成长，并最终

走上革命道路的。

在哈佛大学汉学图书馆里收藏的《山

西介休张兰马氏族谱》中记载，马家在清代

康熙至嘉庆年间共出现了5位进士，从康

熙年间山西名宦鱼台公马德祯到解放后民

主士绅马鑫，一个历经600年的家族用文

化教育族人，为今天的我们树立了光辉的

教育榜样。

“牛气冲天”的中国古玩第一村

在张兰镇每年举行的古玩交易会上，

一句简介“历史上的张兰，户户藏宝，家家

古玩”，客观地说明了张兰人对古玩艺术品

的品鉴和对精神财富的

不断追求。

（下转第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