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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势便利
崇商重业

祁县商帮的形成有两个十

分重要的原因。

一是地当要冲、交通便利。

祁县地处山西省腹地，太原盆地

南部，汾河东岸，历来为山西省

交通枢纽之一。古时有两条驿

路通过：一条是秦陇等地北上必

由之路，有“川陕通衢”之称；另

一条是由晋中通往晋东南的孔

道。除县城外，县境内设贾令、

盘陀两个驿站和丰泽、左墩、白

圭、团柏、于洪、来远等十几个

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版

《祁县志》载：“祁西南道河东，通

秦陇；东南逾上党，达中州；北当

直省孔道。固四达之衢也。”四

通八达的地理位置，为商旅活动

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是崇商观念的影响。自

明代起，政府开始改变“重农抑

商”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

提高。祁县地处要道，信息传播

很快，人们观念的变化尤为显

著，经商蔚然成风。当时的乡

俗，是把最有才能的子弟送去经

商，次一等的才令其读书求仕，

以致连一些秀才也不再求仕进，

而投笔从商。到后来竟然出现

了连参加科举考试的额定人数

都凑不够的尴尬局面。新中国

成立初期，有人曾做过调查，清

末民初，祁县总户数中，60%以

上的家庭都有过经商史。据此

推算，仅仅十几万人口的小县，

就有1.5万多人在外从事商业活

动。当时的民谣“家有万两银，

不如票号上有个人”，亦可印证

祁县崇商观念之盛。

经营广泛
商誉流芳

祁县商帮的经营范围，可以

说是应有尽有、无所不包。其总

的目的是满足社会各个阶层不

同的物质需求。择其主要经营

项目，可以分为茶、票、斗、典、

布、杂六行。其中，开设最早的

要数茶庄。

茶庄是祁县人外出经商时

间最早、规模最大的行业，并且

结成了声势浩大的“祁县帮”。

据《清季外交史料》记述，当年张

家口市有西帮茶商百余家，与俄

商在恰克图易货，在这百余家茶

商中，有四大茶庄最为出名：长

裕川、长盛川、大玉川、大昌玉，

即所谓“两长”“两大”。这四大

茶庄中前三家皆由祁县人开

设。开设茶庄资金需求极大，茶

行中人谓“需三副本钱”。因此，

资本不足者不敢染指茶行。

山西茶商以明代经营边镇

马市茶市的茶货贸易为发端，清

代开始进入关东、蒙古、新疆和

川西广大地区，进而成为中俄恰

克图贸易的主要承担者。中国

产茶之区集中在汉水与长江以

南，主要分布于陕西汉中、四川、

湖北、湖南、安徽、福建等地。茶

叶消费区为西北陕、甘、青、宁、

新疆和内、外蒙古地区及俄罗斯

和欧洲。山西茶商为了沟通茶

叶产区与消费区的渠道，几乎跑

遍了各个茶叶产区。由明至清，

大致分为三个过程。第一，明至

清初，山西茶商贩运汉中和四川

的茶叶运销至西域地区和俄罗

斯。第二，清初以来山西茶商去

福建武夷、湖南安化、浙江建德、

安徽霍山一带采购茶叶，运销至

各茶叶消费区。第三，清乾隆、

嘉庆以后，山西茶商主要去湖

北、湖南两省之蒲圻、临湘、咸

宁、安化一带采购茶叶。

祁县商人办的茶庄，属于

收购、加工、贩运、批发一条龙

流水作业性质。即从两湖（湖

南、湖北）、安徽等茶叶产地大

量收购茶叶，就地加工，然后长

途运输，经东、西两口（张家口，

杀虎口）行销蒙古和俄国，远至

欧洲。大盛魁是清代北方最大

的“通事行”（即外贸企业），茶

叶为其主要经营项目，它的东

家便是祁县的张家、史家和太

谷的王家。清代中期以后，茶

叶贸易极盛。当时祁县有长裕

川、巨贞川、永聚祥、大玉川、大

德诚、大德川等 20 家茶庄，资

本都在 10 万两白银左右，获利

极丰。由于质量可靠、信誉卓

著，俄国商人和蒙古牧民一见

印有大盛魁、长裕川等字样的

茶叶便争相购买。这些茶叶甚

至可以代替货币在市面上流

通，可谓名闻中华、声震海外。

清道光以后，票号业大盛，

祁县许多茶庄因势而上，纷纷改

组为票号。祁县历史上一共出

现过12家票号。其中，合盛元、

大德兴、大德恒、长盛川、大德

通、大德源6家票号系由茶庄改

组而成，其余6家也有原先经营

茶业的资本成分。上述茶庄由

于资本雄厚、多财善贾，改营票

号后依然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成为票号业中的佼佼者。

祁县商业资本家投资最多、

规模最大、对国计民生最有影响

的行业，当数票号。票号是晋商

的杰作，是银行的雏形。其创办

初期，是为了便利商人资金周

转、汇兑、存放。有据可查的祁

县最早的票号是合盛元，成立于

清道光十年（1830年）。后来又

相继成立了大德兴、大德通、元

丰久、三晋源、存义公、大德恒等

十余家票号。祁帮票号在创立

时间上虽略晚于平遥帮，但在经

营范围、资本规模、社会影响等

方面却毫不逊色。清光绪二十

三年（1897 年），祁帮合盛元票

号创办了山西票号最早的国外

分庄，在朝鲜新义州设置了代办

所，开始经营国际汇兑业务，进

入国际金融市场。清光绪三十

三年（1907 年），合盛元票号又

在日本东京、神户、大阪、横滨等

地陆续设立分庄，其开拓精神令

人敬佩。乔家的大德恒、大德

通，渠家的三晋源，都是全国闻

名的大票号。其资本之雄厚，业

务范围之广，其他票号无法比

拟。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权覆

亡，官僚贵族丧失了偿还借款能

力，山西票号遭受毁灭性打击，

放出的款收不回来，同时存款逼

提，无法应付，相继倒闭。在此

形势下，生命力、应变力最强的

还是祁县乔、渠两家的票号，三

晋源1934年才歇业，大德恒、大

德通则一直延续到1953年才最

后清理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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