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人文读本参考

书籍有《晋商文化旅游区

志》，及晋中市史志研究

室资料，文章内容有增

减，由本报记者张颖整

理，图片由本报记者程婧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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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县乔氏家族素有尊师重教的传

统，特别是“在中堂”的乔映霞，积极

倡导兴办新学，破除迷信陋习，并身

体力行，亲自带人在乔家堡村改庙宇

为学堂，创办小学堂一所，采取新式

教学法，使乡村子弟就近上学，并择

其中优秀者送入太谷铭贤学校及天津

南开中学、大学继续深造，甚至还送

到美国留学。

1907 年，时任榆次凤鸣学堂堂长的

常麟书为了解决新式学堂师资困难，又

创办了榆次速成师范学校，并亲任校长

兼总教，挑选凤鸣学堂毕业生中年龄较

大、学习成绩较优者入校学习。这是榆

次最早的一所师范学校，为普及国民教

育培养了一批师资力量。常氏家族之常

赞春，看到榆次高等小学堂设备简陋，校

无存书，便毅然将家藏珍贵书籍捐赠。

榆次知县沈继焱申禀山西巡抚及提学

使，由巡抚恩寿题赠“士诵清芳”、提学使

锡嘏题赠“分惠士林”、知县沈继焱题赠

“教人务本”三块奖匾，一时誉满晋中。

榆次大张义村宋氏家族，致力于发

展职业教育。1931 年，时任山西省商业

联合会主席的宋启秀和时任山西省教育

会常务理事、太原阳兴中学校长的教育

界名人张聘珍，鉴于工商界急需人才之

现状，创办山西私立魏榆商业学校，从省

内外择优聘请学有专长的大专以上毕业

生任教。学校开设课程有簿记学、会计

学、审计学、货币学、商业、算术、语文、英

语、珠算、地理、历史、公民、体育（包括武

术、军训）。魏榆商业学校创办之初，宋

启秀自愿承担筹建资金及日常经费。魏

榆商业学校办校6年，毕业生100多人，培

养出一批商业人才。

晋商家族中培养了不少学识渊博的

鸿儒硕学之士和留学生。其中有不少人

在清末和民国年间被聘为学董、校长、总

教和教授、教师，为新学的兴起提供了高

素质的教育管理人才和师资力量，促进

了近代教育的发展。

晋商家族长期尊师重教，培养子弟，

自然人才辈出。最直接的成效是培养了

大批商业、金融人才，创造了商业和金融

上的辉煌。同时，在清代，特别是晚清，

科举及第者逐渐增多。在清末和进入民

国之后，又为社会培养出一批文化科技

和实业人才。

晋商家族中，商业、金融人才层出

不穷。其中出类拔萃者，有一个共同特

点，就是其幼年之时曾受到过良好的儒

学教育。首创票号的财东李大全，1794

年出生于平遥县达蒲村一个颜料商人

之家。幼年之时，天资聪颖，读书过目

不忘，在家塾中受到了儒学先生的正规

教育。平时常随父亲左右，耳濡目染，

小小年纪便对商业之事颇多了解。20

岁时，接任李家西裕成颜料庄财东，以

知人善任而名噪一时。西裕成颜料庄

北京分庄的掌柜雷履泰就是他发现和

选拔的人。此人精明能干、勇于创新，

又精于世故，提出了创办票号的建议。

李大全审时度势，采纳了这一建议，将

西裕成颜料庄改为日昇昌票号，开创了

中国金融史上的新纪元。

山西商界领袖曹润堂，1853 年出身

于太谷北洸村巨商之家，曾在家塾中接

受了系统的儒学教育，为人精明干练，富

有经商才能。在曹润堂主持家政时，曹

家商业字号发展到640个，一手创立了锦

丰泰、锦丰焕、锦泰亨等“锦”字商号。其

中尤以锦生润票号最为著名。1904 年，

山西成立商会，曹润堂被推为总办，成为

商界的领袖人物。光绪末年，山西发生

保矿运动，他坚定地站在渠本翘等赎矿

派一边，主张从外国商人手里争回矿权，

由国人开矿、筑路、兴办工商，以振兴山

西经济。祁县乔家乔致庸青年时期曾中

秀才，因其兄乔致广早丧，家政无人主

持，便弃文从商，且很快在经商中显示出

卓越的才华，在祁县创办了中国票号史

上著名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这两大

票号的分号遍及全国各地，不仅使乔家

财源滚滚，商业达到鼎盛，而且使乔家走

出了山西，在全国商界占了一席之地，成

为开创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先驱之一。

晋商家庭尊师重教，科举及第者逐

渐增多。榆次车辋村常氏家族从入贡第

一人八世常吉开始，到十五世，先后入邑

庠生达78人。太谷曹氏家族子弟考取功

名者也不少，先后中举者凡八人之多。

祁县乔家堡村乔氏家族，保元堂主

人乔超五，为咸丰年间举人。其子乔佑

谦、乔尚谦、其孙乔晋，在光绪甲午科、丁

酉科先后中举，外甥渠本翘壬辰科中进

士，因而有“父子”“叔侄”“爷孙”“兄弟”

“男甥”同举的佳话，一时誉满三晋。

晋商还培养了一批文化和实业人

才。如榆次车辋村常氏家族，从事著书

立说的人很多。主要有常麟书、常赞春、

常旭春、常乃惠、常望春、常立教等。据

现有资料统计，著作多达100多部。

清末民初提倡兴办实业，有不少受

过良好教育的晋商子弟投身其间。祁县

渠家的渠本翘、太谷曹家的曹中裕、介休

冀家的冀以和、榆次常家的常望春和常

旭春及宋家实业人才宋启秀，都是其中

的佼佼者。以渠本翘为例，他接手原属

官办的火柴局后，与亲戚乔雨亭合办双

福火柴公司，为山西省第一家民族资本

主义性质的工业企业。渠本翘还领导了

山西保矿运动，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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