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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明清两代，晋商大族崛起，始自河东、上党，终至晋中平川，由南而北，此伏彼起。
清代，康乾盛世已有灵石王氏、介休范氏等豪富出现，晋中富商资产达数十万两白银者，以数十家计
；资产逾百万两、富可敌国者，约十余家。
咸丰初年，御史章嗣衡奏折中所称太谷孙氏，有资产二千万两白银，曾为海内首富，惜倏忽败落，史
料难觅；另称贾氏，竟至鲜有所闻。
光绪末年，徐珂《清稗类钞》一书所列山西富商中，平阳(今临汾市)亢家位居榜首，“号称数千万两
”，其余十四家皆在晋中介、平、祁、太、榆五县，其中太谷刘、武、孟、杨，榆次侯、何、郝诸家
俱史料匮乏，难成篇章。
清代富商资产，均处于此消彼长状态。
本书所列十大家族，未必是同一时期资产最雄厚者，也未必是至今都有宅院尚存者，只能从现有资料
加以缀补整理，略见部分富商史实。
受资料和水平所限，本书恐不乏谬误和缺遗之处，敬希指教。
编著者2008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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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晋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帮，一个历经五百年商业辉煌的传奇故事。
山西人为什么对经商做生意情有独钟呢？
在山西民间广泛流传的“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的谚语的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而又是什么会让显赫尊贵的慈禧太后对晋商能够另眼相待呢？
辉煌五百年的晋商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巅峰，又是如何最终走向没落的？
 　　明清两代，晋商大族崛起，始自河东、上党，终至晋中平川，由南而北，此伏彼起。
    清代，康乾盛世已有灵石王氏、介休范氏等豪富出现，晋中富商资产达数十万两白银者，以数十家
计；资产逾百万两、富可敌国者，约十余家。
    本书带你走进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帮——晋商，告诉你“晋商十大家族”兴衰成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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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光，原名李晨光，山西临西人，1941年生。
高级工程师，晋商家族史和茶路文化的探讨者。
曾与梅生合著《儒商常家》，另著《皇商范家》，《明末清初的交山义军》等。
于2001年和2007年两次单身考察晋商万里茶路，已在报刊上发表有关文章数篇。
盖强山西浮山人，1961年生，1982年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山西太岳山国有林管理局副局长。
高级工程师，晋商家族史和茶路文化的探讨者，“南茶北移”的倡导者之一，晋茶“太岳云雾”引种
培育的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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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古堡古寨古茔一、张原村堡张原村的堡墙至今大部完好，从遗存的堡墙来看，清代张原村堡的规模是
东西宽600米、南北长550米的近正方形，其西南角又有向南延伸50米的半圆形突出，整体形状据村人
说像个“官帽”。
堡墙为夯p_筑成，高达7米，共有36个垛口。
据说顶宽有5米，两辆马车可交错而过，堡墙内外均有“马道”。
堡墙仅有南、北二门，都是二层门楼，堡门均为砖砌，中线偏东（距西墙约400米、东墙约200米）。
至民国时，张原村堡内外还有好几座寺庙。
最大的是堡内东南角的安化寺，寺内原有古佛殿、菩萨殿和关公殿，还有戏台。
南门内西侧有龙王庙，庙里也有戏台。
堡内西北角有文昌阁，阁东有座“姑姑庵”。
北门外西侧有真武庙，堡外东北角有财神庙。
村堡内由北门至南门是一条“正街”，东侧仅有一条“东街”，西侧自北向南并列“西街”、“范街
”和“龙王街”。
当时的“范街”，东西长350余米。
自正街向西，直抵西堡墙下的“小庙”东侧。
“范街”共有20几个高门人院，南北峙立。
据人们回忆，每个院的前院都是大门大院，里面并列三个宅院（有的两个），宅院大都是两进，有的
有内院门，有的以过庭相隔。
有的宅院，现在还能看出那时“天罗地网”安全设施的痕迹。
据村人回忆，“范街”正中，坐北曾有一座被称为“小金銮殿”的建筑，实际很可能是范家的中心大
院，东西宽45米，南北长80米。
民圈年问，范家曾将此院以千元现洋典给赵家，后不知于何年被烧毁。
1972年在此修戏台时，村民曾在遗址地基上挖出石墩、石条和烧过的木桩（已成木炭）。
它的对面曾是七彩琉璃的“麒麟照壁”，金碧灿烂，耀眼夺目；麒麟照壁左侧还曾有一“九龙捧‘福
’照壁，金色的‘福’字，据说是康熙皇帝御笔所题。
这个“福”字，究竟是赠给谁的？
没有记载，但“福”字匾现存于范益昌、范益庆兄弟家中，他们是诰授昭勇将军、例授骠骑将军的二
品总兵范毓香奇（范三拔第五子）之后裔，那么很可能就是皇帝赠给范总兵的。
这家还曾存有“九龙捧‘福’赤金牌位”，还曾有御赐的“金龛玉佛”。
现存的残破院落中，还能N-到两个宅院，门匾犹在，一个上书“慎厥修”，另一个上书“恒谦”；前
者是乾隆庚辰年（1760）题，后者是乾隆戊子年（1768）题。
这两处相邻的宅院是第十一世范楷、范樨兄弟二人的。
其父范清淳，其祖范毓馥。
己故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商鸿逵教授在其《清代皇商·介休范家》一文中提出，山西介休范家
为《红楼梦》里“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薛家提供了历史见证。
各个宅院的人家都有堂号，但现在仅从家谱上见到一个“纯一堂”，还有人记得一个“德鉴堂”。
据村人说，“范街”的大院和房屋，从清末和民国时期就开始拆毁，历经抗日和解放战争，到土改时
就已经破烂不堪了。
范氏家族从乾、嘉年间之后，除少数人家还算“小康”外，大都日渐穷困。
总兵的后代到了清末就依靠变卖祖产度日了。
20世纪初，第十四世范泰让为了供儿子上学，被迫将御赐的“金龛玉佛”卖了36吊钱，而高4尺、宽2
尺5寸的“九龙捧‘福’赤金牌位的框架才卖了3吊钱！
二、范家祠堂张原堡东南角外，原有一座颇具规模的范家祠堂。
《家谱·范氏祠堂序》记：“祖宗之功德，有以庇荫乎后人。
其所以贻厥子孙，谋昭兹来许者，虽百世不可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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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九传都督公毓香奇同武显公清济曾请商于参政公毓香覃，并阖族欲建立家庙，卜其地于村东，相其
基址，度其方位，而工未即兴，未几而参政公与都督公相继而辞世矣。
至乾隆十七年（1752），清济公协同国昌、国朝、国鸿、清溶、清模等等，纠合族人，各捐分资，即
前所卜地，庀材鸠工，经营缔造，阅一岁而落成焉。
范氏之有家庙，盖始于此。
”第十世范清济是修建祠堂的主要策划人。
他是范氏家族中一个颇有能力的人物，他自己虽然是个贡生，不曾考取举人，但是一个出色的中级官
员（从五品）。
他先后娶刘氏、袁氏、魏氏、杨氏、彭氏5位夫人，生有8个儿子。
可谓官运亨通、春风得意。
他的前4个儿子都有所作为。
长子范棣，出任四川温江县知县；次子范杜，字仲甫，似乎其父想让他继“诗圣”之才，结果他考中
了武举，后来还又考上了武进士；第三子范李，字叔白，显然其父希望出现一位超世奇才，此子想必
有才，但品行大概不端，经营盐业受到家族内外的指斥；第四子范懋，后来当上了三品武官，战死疆
场。
在家族中，范清济是个有凝聚力的角色，能发挥纠合族众的作用。
祠堂坐北朝南，南北长约100米，东西宽约20米，占地3亩（2000平方米）。
祠堂院大门前左右有两根两丈多高的斗杆，门两侧各有一个石狮。
进门之后，坐南朝北有一戏台。
外院的厢房里置放着暖轿和许多喜庆器具。
由过庭向北进入里院，里院的正面是5间大厅，大厅前有玉石栏杆，上面雕刻着石狮和45猴，还有其他
动物和花果。
厅堂正面，列置张原范氏家族的祖宗牌位和祭奠的供案。
《家谱·范氏祠堂序》记：“工既告竣，而业祀不给。
国昌复又捐银一千二百两，经清济手入天锡盐店作为押本，每年生息供业祀之费，自是春秋岁时处修
祀典，以尊祖考，以睦宗族，彬彬乎有礼意焉。
”但自范清济家的商铺和家产被抄后，对范氏家族的打击太大了。
“沿（乾隆）四十八年（1783）天锡号赔累，承办无力，遂告退。
家庙押本银两从此化为鸟有，遂致数年频繁不备，祀典几废。
”7年后，族人才又有所振作，“庚戌（1790）春，清明之期，清滋等二十一位复聚族捐助，补点修葺
，重整祀典。
瞻拜之下，庶无愧矣。
”祠堂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毁坏，至70年代成为碎砖破瓦的一片残迹。
三、范家堡（仁和堡）张原村东1千米是南贾村，全村现有800余人，其中范姓约260余人，都与张原范
氏是一族。
南贾村西的仁和堡是一座以夯土围筑的村堡，堡墙高达7米，南北长250米，东西宽300米，堡内面
积110余亩（73300余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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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1-2003年，我与梅生先生合作编撰《儒商常家》一书时，即开始走访搜集晋商其他家族的史料。
2005年写出《皇商范家》后，另外8家陆续开笔，至2008年初，与盖强先生合作共完稿10家，姑且以《
晋商十大家族》名之。
《晋商十大家族》在实地采访和编撰过程中得到多方面的支持和协助：“灵石静升王氏家族”一文，
得到王氏族人王儒杰先生的指教；“介休张原范氏家族”一文，承蒙范氏族人提供《范氏家谱》和范
春义先生等人的具体协助；“介休北贾侯氏家族”一文，承蒙侯氏族人侯清柏先生提供《侯氏族谱》
，并得到北贾村民的多番帮助；“介休北辛武冀氏家族”一文，承蒙华中师范大学付海晏博士提供宝
贵资料，并受到冀氏族人冀广海先生和北辛武村民的热忱支持；“平遥西达蒲李氏家族”一文，参考
了张中伟、先生的有关文章，并得到西达蒲村民的具体协助；“祁县城内渠氏家族”一文，参考了张
辉先生的有关文章；“榆次聂店王氏家族”一文，参阅了侯尊五先生的有关文章。
值此《晋商十大家族》付梓之际，谨向上述各位先生和照片提供者致以真诚的谢意！
程光2008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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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代，康乾盛世已有灵石王氏、介休范氏等豪富出现，晋中富商资产达数十万两白银者，以数十家计
；资产逾百万两、富可敌国者，约十余家。
《晋商十大家族》带你走进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帮——晋商，告诉你"晋商十大家族"兴衰成败的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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