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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保定共有 8 家银号，

由灵石人经营的就有 6 家，其余两

家分别由祁县人、太谷人经营。这6

家银号分别为益泰、本立源、本生

源、汇记、汇源永、瑞生联，职员90%

为灵石人，共计200余人。

益泰银号股东为灵石县荡荡岭

村人杨子明（二股）、陕西省督军阎

相文（八股），经理由杨子明兼任，后

由张锡文接任，在正定、石家庄、天

津、北京设有分号，从业人员约百

人，大部分为灵石人，少数为高阳

人。“七七事变”后，阎相文赴渝，加

之货币贬值、股东撤股，因而停业。

继而由察哈尔省蔚县（今属河北省）

武介昌集股 40 万元，重开业务，更

银号名为“益恒昌”，经理由灵石县

靳村人王家宾担任，副经理由灵石

县苗旺村人郭明轩担任。除原设分

号外，还在上海设立分号。后来将

总号迁往天津，原保定总号遂降为

分号。本立源银号东家为河北省祁

州镇蒋氏，经理由灵石县延安村人

杨浩卿担任，在天津设有分号。杨

浩卿经营有方、生意兴隆，成为巨

富，遂在天津落户。本生源银号东

家为河北省祁州镇蒋氏，经理由灵

石县梁家圪塔村人李锡畲担任，后

由灵石县夏门村人梁如山担任，在

天津设有分号。汇记银号东家为河

北省祁州镇蒋氏，从业人员大部分

为灵石人。汇源永银号东家为河北

省祁州镇蒋氏，经理由灵石县北庄

村人张某担任。瑞生联银号资本为

集股，其中有灵石县南村人张海楼

股份，董事长为灵石县王家沟底村

人王英如，经理由灵石县蒜峪村人

陈子文担任（后曾任民国时期山西

省银行经理）。当时，号称“保定三

轩”的灵石人，在保定银号享有盛

名：苗旺村人郭明轩在益泰银号担

任过会计员、副经理，以及益恒昌银

号副经理（“七七事变”后）；水头村

人刘朝轩在裕丰银号担任过副经

理；城内人师乃轩在裕源祥银号供

过职。此外，保定还有灵石人经营

的元生当、义和当等4家当铺。

在天津，由灵石人经营的知名

银号有 7 家。隆盛银号东家为灵石

县静升村人杨少全，经理由灵石县

苏溪村人张世鸿担任。该银号在

天津极负盛名。鸿记银号东家为

陕西人张氏，经理由灵石县张家庄

村人曹子厚担任，在保定设有分

号。鸿记银号开设较早，业务兴

旺。曹子厚因经营该银号成为巨

富，在天津落户。鸿记银号、益恒

昌银号在天津占有主要地位，与隆

盛银号并称为“天津三大银号”。

恒源益银号东家为河北省博野县

蒋氏，经理由灵石县西河底村人李

和清担任。汇记银号东家为河北

省博野县蒋氏，经理由灵石县城内

人张凯如之兄担任。

（下转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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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作为纵横全国、

活跃于海外多国的“商

帮”，其群体构成呈现鲜

明的地域特色。从晋中

到晋南、从晋北至晋东

南，各区域商人以地域为

纽带形成商帮，其中灵石

商人以经营金融业著称，

在典当铺、放账铺、印子

铺等行业形成显著优势，

成为晋商群体中不可忽

视的力量。

在晋商文化版图中，

灵石商人以独特的经营

智慧与家国情怀，书写了

跨越明清两代的商业传

奇。在这片晋中与晋南

交界的土地上，孕育了以

静升王家、蒜峪陈家、夏

门梁家、两渡何家等为代

表的商业精英，民间更有

“四大家、八小家、七十二

个毛毛户”之说，虽非精

确统计，却折射出灵石商

业的繁荣景象。从边境

贸易到盐茶专卖、从金融

创新到乡梓建设，灵石商

人用跨越两个世纪的商

业实践，在中国商业史留

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明朝中叶，灵石人已开始外出

经商，至明朝末年，已初具规模。

正如《静升村王氏源流碑记》（大明

天启五年立）载：“商者，逐利湖海，

居资万千。”

到了清朝中叶，灵石县外出经商

者不断增加，分成北、南两帮。

北路东出娘子关，到石家庄、保

定、北京、天津等城市开办银号、当

铺、货栈等，这些商号的资本大多为

当地财东所出，灵石商人受聘担任经

理，职员、徒工大都由灵石亲朋引

荐。据清光绪初年统计，灵石商人在

上述城市的 109 家银号供职。他们

身居要职、薪水丰厚，为灵石县商业

贸易、汇兑、借贷提供了方便，为灵石

的药材等土特产的销售创造了条件。

南路通过天井关（在今晋城市）

伸向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

省，经营放账铺、印子铺等行业。至

1933年灵石人在这些省份开设放账

铺200余户、印子铺40余户，从业人

员总共 200 余人。灵石商帮的经营

活动从清朝中叶至民国初年，一直兴

盛不衰。民国初年，两路经商人数发

展到 5000 余人，每年汇入灵石县的

薪水均在 10 万元（银币）以上，大大

超过该县境内经商者的收入。

灵石在外经商者众

北路商帮主营银号当铺

晋剧《王家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