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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的商贸路线很大程度

上是沿着水路驿站的干道迅速

拓展，遍及全国，直达国外。但

是，经商的成本约束使晋商必须

修正、改变已有的驿道或开辟某

些新的运输路线。如山西帮开

辟了由南到北经西伯利亚直达

欧洲的茶叶之路，以及“三义堂”

开辟的独特的宁夏之路等。事

实上，晋商凭借地利之便和多年

苦心经营，通过控制北部地区的

主要交通工具，基本上控制了通

往蒙古、西北地区（包括宁夏、甘

肃、青海等地区）和俄罗斯的商

运路线，从而垄断了西北以及恰

克图等市场。

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通过

委托个人或本地商号，沿着开辟

的商路，把搜集到的市场信息源

源不断地递送到总号或其他分

支机构。出外经商做工的人，或

者工商业总分号之间，要与家

庭、店铺相互通信或传递市场信

息，只能靠回乡亲朋捎信和自己

伙计送信，才能沟通联系，或者

自己亲自传递信息。如山西商

人高銮曾经由新疆阿克苏贩运

几车玉石去苏州转卖，购其货物

的当地山西商人没有现银支付，

便将这笔交易行为的结算信息

记录在其开出的汇票上，由高銮

本人亲自带回山西老号兑现。

其实晋商送信之人并不固定，有

时是办事之人，如清道光二十四

年（1844 年）蔚泰厚北京分号寄

苏州分号信称：“启者于初八日，

仲祥兄逢吉功程，带去九次之

信”，“无极县一些商家在天镇、

大同、朔县、宁武……平遥等地

设有‘分庄’（代办处），有若干名

无极籍店员长年累月往返于各

处与无极之间，常为山西商民捎

信带物，甚是称便”；有时是商号

投递，如祁县乔家堡王庭林创立

的王元成商号，就“经常为商人

投递家书”，1844年，蔚泰厚北京

分号“于初二日托广泉泰捎去五

十次之信”至苏州分号。

晋商通过民间渠道传递信息

的另一种方式是民信局投递。民

信局的产生，便利了各地商号之

间相互通报市场行情、商议经营

决策，促进了封建社会商品经济

的发展。据1841年金应麟《预计

度支折》估计，仅北京、苏州、汉阳

三个城市共计有商铺百余万户，

资金额从几千两到几万两不等。

从营业额来看，“生意之大者，不

下数千百万，次则数十万，最小之

地方亦必有数万金”。这些商铺，

商业往来，货物运输，银钱、票据

往来，处处离不开民信局互通信

息、传递银钱票据。

晋商利用民信局互通信息

的优势在于节省成本，包括时间

成本和货币成本。时间的节约

缘于民信局投递信件的先进技

术。民信局总是在轮船还未抛

锚停泊时，就已先乘小驳船等候

在那里，在轮船抛锚停泊之际，

驳船已将信件接运下来并且做

好分检工作，一靠岸，立即开始

投递。在投递时，重点先投主要

客户的信件。除此之外，民信局

还创立了“奖励快递制”，如现存

日本的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七月二十八日蔚泰厚北京分

号寄苏州分号第38 次信称：“此

信定于八月初十晚间一准到苏，

早到一天，加银二两，迟到一天，

罚银四两。迟早到苏，寄信题

明。”显然，民信局专业的投递技

术和合理的投递制度有利于晋

商迅速、及时地传递各地商业信

息。利用民信局传递信息，需要

支付一定的货币额，“京中先付

伊脚力纹银十八两，下短银四两

在苏找结”。但考虑到商号自身

叫伙计送信的机会成本（在商号

内干活的收益）和其必须消耗的

货币成本（送信过程中的花费），

以及如果商号用私人渠道传递

信息不慎丢失，一切后果只能自

负，而利用民信局传递，商号能

保留损失赔偿要求权，其中追查

费用也由民信局承担。

商号选择民信局传递信息

可以使信息传递成本最小化，因

此，民信局传递信息的渠道便成

为山西商人之间交流信息的必

要渠道之一。

“凡轮船、火车所通之处，来

往递送包封信件，均应交邮政局

代寄，不准民局私带，违者罚

协。”面对政府实施的强制性政

策以及邮局的严格稽查，李宏龄

曾致信在京各票号商讨，建议各

票号改拟民信局由邮政局传递

信件；开封票号与开封邮政公司

订立合同，规定“所有汇兑要件

均交邮政”；汉口票号与湖广邮

政公司签订合同，票号所有发往

全国20个行省的50个重要城市

的信件，“仿汉口专差投收信件

办法”，全交邮政局办理。

（三）传递工具

当晋商选择了某种特定传

播渠道，就决定了为其传递信息

的工具——选择了官方邮驿渠

道，传递工具通常就是马匹；选

择了邮政局渠道，传递工具可能

就是火车、轮船或电缆等。在这

一渠道中，晋商拥有信息传递工

具的选择权，选择的标准是最大

最小原理。

晋商曾经利用过的传递信

息的工具，除了用最原始的徒步

方式外，还利用过骡马（车）、牛

（车）以及狗来传递信息。如山

西老号为解除无极县众商民的

后顾之忧，每年“三节”前后，有

专人负责组织从大同、忻县、汾

阳、蒲县等地分头发出“三套股”

（指三匹骡马）大车数辆到无极，

送来亲人捎给的衣被、信件等物

品，返回时带上……祁县乔家堡

王庭林创办的牛车队“共有80多

人、600 多头牛”，除了运输货物

外，“还经常为商人投递家书”。

晋商曾经利用狗来传递信息，是

源于大盛魁设立“狗股”的传

说。所有关于它的传说均和信

息相关，结合大盛魁商号的现实

境况（各号养狗数目众多，经常

养狗 800 条至 1000 条）、历史背

景（元朝，官方邮驿专门设立狗

驿，用狗来传递信息），可以得出

大盛魁养狗除了保卫在贩运途

中货物的安全外，另一重要作用

就是传递信息。

信息传递
晋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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