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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发迹于15世纪末的晋商，到16世纪70年代进入它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
19世纪20年代，山西票号诞生，晋商从商贸领域挺进金融领域，其资本之雄厚，覆盖面之广大，执全
国金融业之牛耳。
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晋商最为辉煌的时期，晋商稳固地占据中国金融市场，名震中外，汇通天下
，显赫异常。
从19世纪80年代全国性金融风潮起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随着票号的消亡，晋
商也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由兴到盛，盛极而衰，晋商纵横捭阖，称雄华夏商界近500年。
在中国商贸金融史上涂下重重的一笔！
　　19世纪以前，中国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堪称世界经济的中心。
繁荣发达的经济使封建皇权制得以巩固和延续。
在西方产业革命先后开始、现代技术飞速发展的1700—1820年的120年间，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
由23．1%上升到32．4%，GDP年增长率是欧洲的4倍。
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不仅在绝对规模，而且在增长幅度上，仍雄居世界各大经济地区之
首。
在西方世界处处涌动着产业革命的浪潮，世界格局即将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刻。
古老的华夏大地回光返照，呈现一派“落日的辉煌”，但紧接着就走向黑暗，长夜无歌而一蹶不振。
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　　清王朝的迅速瓦解，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根源。
　　17世纪中叶后，西方世界爆发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伟大革命，历史的车轮突然间加速前进。
而处于全球变局中的中国，此时正陶醉在康乾盛世的古老文明之中。
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封建统治者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封建君主妄自尊大，拒绝开放，
墨守成规，反对变革，最终使中华民族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由世界经济中心沦为任人宰割的弱国。
　　广阔的中国市场和巨额的对华贸易逆差，使中国成为贪婪的西方列强的必夺之地。
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的清王朝毕竟抵挡不住先进大工业生产的“坚船利炮”的攻击，两次鸦片战争使
西方列强夺走了中国市场，也夺去了中国人的尊严，使中国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社会中挣扎
了近一个世纪。
中国近代金融就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诞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下的中国近代金融，它不仅屈从于封建势力的统治和盘剥，而
且受制于西方列强的挤压和掠夺。
　　中国近代金融是中国近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外化，从金融组织到货币制度都标识出它鲜明的时代特
征。
在金融组织上，中国银行业起步很晚，如果将具备现代银行要素的票号作为中国早期的银行业，那么
，它的诞生虽然比中国第一家以“银行”命名的金融机构——中国通商银行早70多年，也比在中国设
立的第一家外国银行——丽如银行早20多年，但是，它比西方的威尼斯银行晚了240多年，比世界上首
家股份制银行——英格兰银行晚120多年。
　　多年，比世界上首家股份制银行——英格兰银行晚120多年。
在货币制度和形态上，中国长期实行银两和制钱并用的复本位币制，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19世
纪中叶前，世界各国先后都放弃根本位制，实行金本位制。
到20世纪30年代，世界上只有中国、西班牙、墨西哥实行银本位制。
本位币制直接影响到商品贸易，落后的本位币制，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旧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落后的银本位制下，流通中的货币也十分混乱，有制钱、银两、自铸银元、外国银元，还有纸
元（钞票），既有钱庄、银号发行的钱票、银票，又有清政府一度发行的官票和宝钞，以及在华外国
银行发行的兑换券。
1900年起，又流通铜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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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制及货币发行的落后与混乱加上金融管理的无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19世纪中叶震动全国的金融风
潮。
在近代，晋商作为兼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群体，面对如此芜杂的金融环境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恶
劣社会环境，能够顽强生存还有所发展，甚至将500年晋商的辉煌发挥到极致。
简直匪夷所思。
　　（二）　　“大清帝国”在嘉庆以后就渐显衰象，到道光年间特别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便江河
日下，气数殆尽。
　　然而，晋商这支活跃于明清两代的强劲商旅却没有因为清政府的衰微而一蹶不振，反而在道光初
年创建了票亏，井在此后的七八十年间，奇迹般地创建出晋商史上的又一个辉煌，IIl盛时期。
　　票号诞生后，特别到咸丰以后，晋商（贸易商和票商）上通清廷，下结官绅，商路遥达数万里，
款项汇通天下。
南至香港、加尔各答，北上莫斯科、彼得堡，东延东京、神户、大阪，西到阿拉伯国家，到处都有晋
商的踪迹。
在国内，虽然外国银行早在19世纪40年代末就已建立，且规模和覆盖面在不断扩展，但一直到19世纪
六七十年代，山西票号仍稳固地占据着中国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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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的着力点是探索晋商在中国近代金融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同时，对
晋商的产生、发展与衰落也做了一定程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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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票号产生之后，曾称雄中国经济社会半个多世纪，持续存在达100年之久，对当时中国经济的运行
发生过重要影响。
但关于它的起源，却一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将这些不同的说法归结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种：　　一种是隋末唐初起源说。
这种说法将票号的产生，与晋商的盐铁经营直接联系起来，认为是盐铁经营的发展需要，促进了票号
的产生。
这一说法，由一位英国传教士首先提出于20世纪初年，他的具体说辞是：“山西票号的命运基础是盐
和铁，这两种有价值的产品大量从山西输出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山西商人要到所有远远近近的城
市去接受订货，他们就从这样的交易中发展成为票号⋯⋯一直到公元600年唐朝的时候，由于山西商人
的财富增多和纸张用处的扩大，才使他们发展为票号。
”也就是说，将唐代的飞钱当做了票号的发明。
　　其附和者甚而进一步发挥说：“到十一世纪，山西票庄从实际上看来，很像国家银行了这显然是
把宋代的官营会子，视为票号发展中的一个阶段。
该说实际是将山西票号看做唐代飞钱，宋代交子、会子的一脉相承，遂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但历史事实是，唐代的飞钱固然是一种汇兑，却只是商家的兼营，与票号专门经营汇兑，毕竟不
可同日而语。
而且，飞钱、会子、票号三者，也无任何史实能证明其相互间的继承关系。
所以，这一说法，只是一种武断的推演，缺乏任何有力的科学论证。
　　另一种为明末清初起源说。
该说同样起源于20世纪初年，较前说流传更为广泛，也正因为如此，被掺杂进不少传奇的色彩，成为
一篇情节生动的故事。
该说认为，当明末清初，闯王李自成被清军击败，在败走山西途中，为减轻行军负担，将所携金银掩
埋于一康姓院内。
闯王大军走后，康氏便用这笔财富创办了票号。
而票号的规则，则是出于反清志士顾炎武之手，故极为严密，是为反清复明预做经济与联络方面的准
备。
经过多位专家考证。
此说存在重大漏洞：首先，经营山西票号者，并无康姓富豪，即使票号同仁中，也从无康氏创办票号
的传说；其次，关于顾炎武制订票号规则，至今未曾发现证据，虽遍查顾氏著作，却无丝毫踪迹可寻
；再次，如果票号创建于清初，经康、雍、乾数朝之发展，不会毫无痕迹可寻。
而事实却是，直到清代中期，历史记载中并无票号的踪影。
因此，此说仍是一种臆说，于史无凭，于实无据，只是当时社会情绪的一种反映。
　　再一种为平遥人雷履泰首创票号说。
随着研究与调查的深入，研究者们逐渐发现，平遥人雷履泰为票号的首创者。
这一结论的得出，大多得益于实地调查。
但是，以这一结论为依据，却又有乾隆年间（1736—1796年）、嘉庆年间，（1796—1829年）以及道光
年间（1821—1850年）几种起源说，孰是孰非，仍然莫衷一是。
1992年8月，黄鉴晖先生在其《山西票号史》一书中以专门的章节，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尽研究，该研
究在雷履泰创办票号说的基础上，详细考证了相关记载，确认了山西票号起源于道光初年的说法。
该研究的理由大致如下：　　第一，汇票的专营，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即通信系统的出现。
中国的驿递制度虽早已产生。
但一直只被官方专有，民间无法利用。
直到嘉庆年间，民间通信系统，即民信局才开始出现．才可能被汇兑业利用。
因此，票号的产生，不会早于嘉庆年间。
　　第二，根据当时记载，道光七年（1827），苏州市场已出现大量现，说明汇兑机构已不是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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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此时距其最初的创立。
_码已有几年时间。
故票号的首创，必然早于道光七年（1827）数年。
　　第三，雷履泰所创票号日升昌，是由颜料庄西裕成改组而来从碑刻记载可知，嘉庆二十四年
（1819），西裕成仍作为颜料庄出现在同业碑刻上，那么，其改组为日升昌的时间，只能在嘉庆二十
四年（1819）以后。
　　第四，从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和二掌柜毛鸿岁的年龄来看氏出生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道光
元年（1821）为5l岁；毛氏生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道光元年（1821）为34岁。
当道光年，一位正当壮年，另一位初人中年，正是既有阅历，又年富力开创事业之时。
　　_　　因此，黄先生将山西票号的创立时间，确定为道光三年（1823）前后，我们认为这一结论的
得出，有着科学的根据，是值得采信二、票号产生的历史背景　专营汇兑的票号，产生于道光初年，
如果仅就汇兑而言，在中国则早已出现。
　　早在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中国的一些商人曾使用过一种被称为飞钱的票据，这就是最
早的汇票。
当时市场上铜贵钱贱，同样重量的钱币，铸为铜器拿来销售，可获得3倍于钱币的价值。
　　因此，大量钱币被用来铸造铜器，造成严重的钱币短缺。
这种情况下，各地或禁止钱币出境，或以铁币代替铜币，来维持着货币的流通。
铜币禁止出境，铁币则质重值轻，遂给长途贩运的商人带来不便，于是，一些商人便与地方派驻京城
的机构，或家在京城的地方大员相联系，将购货之钱交给这些机构或大员家中，用做机构的经费，或
大员家人的消费及积蓄，只身前往机构或大员所在之地，凭所签票券就地取钱，用来采购货物，转贩
销售。
这种票券，就是所谓的飞钱。
《新唐书》中那段著名的记载，即“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
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
　　飞钱，是特殊经济环境下的产物，而不是正常经济运行的结果，因此，只断续地存在了十余年而
已。
之后，宋王朝效仿飞钱之法，“置便钱务，令商人人钱诣务陈牒，即辇致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
凡商人赍券至，当日给付，违者科罚”①。
　　即是说，宋廷要求人京贸易的商人，将售货之钱交付京城便钱务，由便钱务出给凭券，然后以凭
券回各州取钱。
宋王朝所以使用这种方法，是为了满足京师供给，实际是以商人输钱，来代替地方政府上缴税收，省
去了地方政府向京师运输钱币的劳务，也省去了商人携带现钱往来的麻烦。
但这纯属政府行为，缺乏自然成长的基础，故虽然实行达100余年，却并未真正促进中国金融事业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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