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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雁门今日雁门
俗话说：“有麻雀的地方就

有山西商人。”山西人经商虽以
营利为目的，但有其独特的思
想理解和行为规范，历来主张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和气生
财”“诚信至上”“买卖公平”“童
叟无欺”。因了符合民众心理价值需求和社会文明
的进步轨道，故成就了晋商文化，以致在漫长的岁
月中各地百姓购买商品时，只认“晋商”商标。虽然
晋商文化里也有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内容，但其主体
文化中的创业奋斗历程、管理制度革新等在当今社
会仍具有重要的传承意义和价值，只是视听内容需
与当下公众喜欢的接受方式有机相融。晋商文化
有尊师重道的教导有方，也有悲壮激烈的义薄云
天，更有兼济天下的为民请命，从而，经典演绎了晋
商在中国商界称雄达500年之久的不朽史话。

一、晋商文化在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中
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晋商的足迹随着汇通天下遍及全国乃至世界，
在中国经济发展史和社会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篇章。他们或坐或行，没有因时代的变迁和商
业形式的留变停滞不前，而是与时俱进，本着共谋
发展、合作共赢的经营格局，以自己独有的诚信品
质、经营谋略、文化创新等理念，攫取市场份额，站
稳自己的脚跟，最终固化成中华民族所需求的敬业
奉献、自强不息、睦邻友好的晋商精神。经调查、研
究发现，晋商的血脉里流淌着开拓创新、不懈奋进
的民族基因，经营的骨子里隐藏着谨言慎行、重视
教育的家风美德，同时晋商的书卷里流露着拥政爱
民、和合发展的中国精神。这些作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典藏内容，浓缩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至
今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子孙。作为山西独有的
文化标识，晋商许多先进文化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稳合，对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发挥着
启承转合的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能提供可借
鉴的经验成果，同时晋商文化也是中外友好桥梁的
友谊见证，向世界迎风招展地树起了中国精神、中
国价值、中国力量。

二、晋商文化有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
同理念表达

纵观晋商的辉煌历史，不难发现晋商身上有着
许多的独特文化特征：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
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是在漫长的过程中打磨、
历练而成的，这是晋商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也正
是由于这些独特的思想品质厚积了山西民族的靓
丽文化，擦亮了晋商的金字招牌。其原本独具的文
化特色孕育了晋商的基本内涵、核心价值观，并且
这种特质一直在传承、延续，并以强大的历史穿透
力、文化感染力、精神感召力、思想引领力，形成中
华文明的连续性。比如，作为中国古代通商前沿阵
地的代州（今代县），就涌现出了王廷相、梁大汉等
为代表的杰出商人。王廷相（1815-1898年）在归绥
（今呼和浩特市）大盛魁商号任大掌柜近半个世纪，
经商有方，生财有道，使商号名声大振，买卖日益兴
隆，尽致将生意做遍大半个中国，并与外蒙、俄罗斯
等国家的许多城市通商，使大盛魁成为当时归绥一
带的特大商号，甚至家乡也是商号、商铺、作坊很
多，从而成就了古老代州的繁荣和辉煌。王廷相为
代州人搭起沟通塞内塞外的桥梁，对促进中原农耕
文化与漠北游牧草原文化的相互交流发挥过相当
重要的作用。令代州东章村自豪的是，有三位商人
（王廷相、籍万方、王芝）进入代州文庙乡贤名籍。
王廷相死后，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六之墓碑碑文是
这样叙述的：“……即以扶危济困为己任，见人有客
塞外而落魄者，必给资斧以遣之；亡故者必施棺衾
以敛之；欲归荐而无路费者，必助路费以归葬之。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盖数十年如一日也。……至于
修祠堂，茸庙宇，遇灾荒而赈饥，值困乏而济急，又
其未节余行不足为先生异也……崞邑优禀生 狄焕
斗撰”他们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美德，成为代州人
的荣耀和自豪，并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
人。特别是王廷相的经商历程，在光绪版《代州志》
和现在的《代县志》中均有记载，作为晋商中的佼佼
者，他完全可与我省晋中一代的巨商媲美。王廷相
一生救助贫民，捐赠十分慷慨，对社会公共事业时
常解囊相助。有一年清政府造通往俄罗斯的公路，
他向政府捐献白银数万两，受到社会各界及政府的

赞扬，被誉为“护国商人”。告老还乡，还继续做善
事，捐钱修建了王家祠堂和东章大庙（东章观音庙
有布施碑记）。

晋商吃苦耐劳、崇尚信义，在其重商立业的创
业思想指导下，在“义”和“利”抉择问题上，有自己
的道德水准。咸丰年间，山西代州上曲人梁大汉16
岁随叔父梁茂来到包头，进复义兴从学徒始，先后
做了司账、总管、经理。梁大汉经营复义兴有严格
的规章制度，每逢冬季卧市宰羊只能喝羊杂。旅蒙
商的资金不大，全靠精打细算，吃苦耐劳，他们多向
包头殷实商号赊买标期货物，向皮毛牲畜店借款，
向钱庄贷款，或向蒙古老乡拖欠，总是以诚信来维
持生意，而且是以厚成的公积金，来抵御天灾人祸，
达到了防患于未然之目的。同治年间，复义兴达到
鼎盛时期，店内有店员120余人。公众的美誉度使
其换取了官方的信任，同治九年(1870年)修包头城
垣时任总管。光绪初年，梁大汉与财东意见相左辞
职回老家，临行出东城门下车还不忘向城门跪下磕
一个头。不矜不伐，这就是晋商的感恩行动。

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
本国情，注定了晋商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
道路。籍万方（1848-1929年），勤劳一生忠厚一世，
助人为乐不卑不亢，做了大量善事，颇受人们尊
敬。1920 年代州直隶州为其赠送“品德兼优”巨
匾。还有比其年少的王芝（1886-1972年），少年丧
父母，家境贫寒，便外出内蒙一带耍把戏、做生意，
吃尽苦头维持生计，后赚了钱返乡置地建房。他一
生救助无数困难百姓，捐款捐物。人们为其仁爱精
神敬重有加，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籍利仁、王正
坤、籍生茂、王景春等145人集资为其送了一块长2
米、宽0.6 米的大匾。现在东章人们还在传颂他的
事迹。

美美与共，爱拼才会赢。可见讲仁爱、重民本、
守诚信、求大同是晋商文化的底蕴所在，亦是晋商
群体赖以兴旺发展的精神支柱。王廷相重视乡亲
友谊，他们组成一帮，逐渐形成一个商团组织，期间
竭力打造自己的凡是“相与”，必须善始善终，同舟
共济的团队文化，以致在异域才可能立于不败之
地。按照中国传统观念，一般俊秀之士皆以科举及
第、入仕当官最为荣耀，但明清山西地方风俗却却
重于经商。显而易见，晋商道路的开辟不是偶然
的，是中国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

三、代州晋商的历史渊源及形成发展过程不可
歪曲

晋商是中国较早的商人队伍之一支，其历史可
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代州晋商活动轨迹始见于

《北史》《隋书》，其中代县的雁门关就是当时东部的
通商出入口。隋唐之际，在代州常驻的有西域、粟
特等胡商，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商人有200户以上。
代州晋商历史在《唐书》中得到证实，特别是太原虞
弘墓志铭的出土，证明了虞弘(外籍人)任过代州萨
保，代州也曾开过对外的管理机构萨保府，还有墓
志铭证实了代州在唐代还筑外域人氏专门居住的
城——宇文城。据考证，萨保府的最高行政长官萨
保若由外域人担任，其条件是本州常驻的外来胡商
必须达到200户以上规模。既然虞弘在隋唐时任代
州萨保，足见代州常驻的胡商至少在 200 户以上。
到唐朝，世道太平，更加开放。代州同其他城市设
计一样，有坊有里，井然有序。至今代县还有古堡
遗址枣户城、宇文村。到明朝时，代州又是茶马古
道上的一个重镇，其出关管理方法是在太原缴款领

“引”（出关证），故晋南晋商循规矩到代州的雁门关
勘验后，方能出关。这从途径代州五台、雁门寺庙
的许多碑记中可见到各地的晋商捐赠银两记载得
到印证。清朝时期代州的阜戈坪、南口村晋商熙来
攘往，与此同时，代州前后腰铺村车马大店灯火通
明，権场雁门寨护关人披星戴月，有序当值。康熙
年间，山西代州阎村人张贵过雁门关，来到包头的
博托河东岸，向蒙古族巴氏家族租户种地务农。随
后代州人走西口投靠相与，先后在此定居，形成村
落，取名代州营。据张贵的第十代张六六透露：

1949 年，东河村已有人口 213
户，清水地 500 亩、旱地 900
亩、洪水地 800 亩，可耕地达
2200 多亩。这是代州晋商功
劳薄上的厚重一笔。要了解这
段历史，不仅要读要看，还要走

近它、触碰它，才能领略它真正的意义。
特别是至清代，代州更是走西口的一个大豁

口，与东口张家口齐名天下。山西承接东西，连接
南北，保存至今的雁门关分道碑、张家口布施碑、重
修雁门关道路碑记、西包头布施碑便是见证。其
实，在古代州、今雁门关于晋商“丝绸之路”的节点
上还有一位近代的代表性人物——李威。山西代
州人李威走出雁门关来到包头，住河路店三元合学
徒。1913 年，李威投资 3000 两白银创办河路社复
新和。河路店主要是将五原、临河、陕坝等地的粮
食通过黄河运到包头，同时兼营吉兰泰食盐、伊克
昭盟天然碱、河北行唐的土布、河南清化的水烟
等。复新和不到短短十年功夫，经艰苦创业便使铺
产达 10 万两。1919 年，李威的弟弟李彦又投资
8000 元开设复新久杂货店。截止 1930 年，复新和
库存粮食已达5万石、盐碱百万斤，糖、布、水烟、茶
达3000顿，店员上岗250人。李彦因经营有方，还
留下“无喜色不开店”“卖下丢账柜不赔”的谚语。
1934年，复新和仓库失火，烧了6万元的货，复新和
如数赔偿。复新和商号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
晋商史料中有很多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企业信
誉的记载，代州雁门关走廊就是晋商的通关出入
口，就是山西晋商们包括代州晋商走出去的专用通
道。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在代州晋商身上演绎
得淋漓尽致，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
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

四、代州晋商文化的时代价值、社会价值及国际
价值

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商业烙印的
特征是其家族的身份标签。经商如作战，而晋商的
贡献也触目可及，为社会创造出无法估量的经济价
值，所以社会影响颇广。就拿包头的万水泉来说，
曾为包头八景之一，被誉为珍珠纷涌，而最早开发
万水的依然是代州人戴姓。代州晋商知地取胜，择
地生财，明辨祸福。顺治五年（1648年），清政府将
乌拉特部从呼伦贝尔草原迁到黄河北阴山南，此时
戴姓夫妇走口外（俗称走西口）来到这里，见有许多
水泉，毫不犹豫地向乌拉特东公旗租地务农。经过
几代人的艰苦耕耘，万水泉麦垄成行，植柳成园。
清末，万水泉已开八条大渠，造福一方。1933年《包
宁铁路建设与计划》记载：“由万水村至包头，沿途
多柳树，村落相望，风景不殊内地。村内道旁有泉
一眼，澄清澈底，泉味甚佳。风俗语言，颇似山陕乡
农，朴实有礼，尚未改旧国风度也”。梁启超称赞晋
商是中国古代民营经济的代表，足见晋商的地位逐
渐得到社会特别是士人的认可。

代州阳明堡四世祖刘显因生活所逼拖家带口，
出雁门关来到归化城的土默川。初来乍到的刘显，
人生地不熟，做生意没本钱，只好靠苦力开垦荒地
种高粱。一年正赶上风调雨顺，刘显所种高粱喜获
丰收，堆积如山，卖高粱赚了钱使一家不再愁吃
穿。与其压库变不了现，何不用所产高粱酿酒卖
呢？于是，刘显就从家乡王里道把刘氏家族有造酒
手艺的亲戚们都叫了去帮忙，正式开办了“刘缸坊”
字号，一开就是数百年。据老人们回忆，刘氏族人
从阳明堡镇南关王里道起身到土默川的“刘缸
坊”，近五百公里的路程用不着住别人家的店铺，因
为沿途都有“刘缸坊”的字号。刘缸坊占领了整个
内蒙古大草原市场，究竟赚了多少雪花白银谁也说
不清，反正在家乡还修建了豪宅院落，供子孙们读
书科举及第。刘显高瞻远瞩，劝族人从商举仕，深
受大家爱戴。老包头旅蒙行代州人最多，商号最
大，经营年代亦最长。包头的旅蒙行和衷共济，几
乎将包头变成了代州人独霸的天下，当时包头的旅
蒙商至库伦约3000里， （下转第四版）

代 州 晋 商 在 新 时 代 的 价 值 体 现

人人都是人人都是家乡家乡代言人专栏代言人专栏

◆原雪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