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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明代末年凌潆初的《拍案惊奇》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主人公姓文，名实，字若虚，苏州人。
他做生意总是亏本，而且其他人如果跟他合伙做生意，也会跟着亏本，连伙计都会学坏了。
因此，大家给他起了一个诨名，叫做“倒运汉”。
这一天，他的朋友要到海外去做生意，文实觉得自己反正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干，还不如跟着到海外去
见见世面。
他想借点本钱，也好顺带着做点生意。
但他亏本的名声太响了，竟没有人愿意借钱给他。
好不容易弄到了一两银子，能买什么呢？
文实在街上逛了半天，看到满街都在卖橘子。
文实见橘子“红如喷火，巨若悬星；皮未皲，尚有余酸”，他想干脆就买上点橘子放在船上，也可以
解解渴。
于是他不顾别人的嘲笑，买了百来斤橘子装在篓子里，叫人挑到了船上。
说来也怪，那橘子在海外竟非常走俏，文实不仅大大赚了一把，而且从此以后他的命运也发生了逆转
，逐渐成了一个富翁。
　　当然这只是明代人凌漾初写的小说，不是事实。
但为文实赚得“第一桶金”的橘子却是真的。
此橘生长在位于太湖中的洞庭东西两山上。
　　洞庭东西两山，在苏州市西南，现今属于江苏苏州市吴中区。
洞庭东西两山原是太湖中面积最大的两座岛屿，南于泥沙淤积，东山的东北现在已与陆地相连。
东山一名莫厘山，相传隋朝莫厘将军在这里居住过，因而得名；又名胥母山，传说春秋时期伍子胥曾
在此迎接母亲；又因在洞庭山的东面，故明代时开始称东洞庭。
西山古称林屋山，因山上有林屋洞而得名；又称包山，因四面皆水包之而得名，或称因包公居此而得
名；还称禹迹山，相传夏禹治水，曾在那里约期会合诸侯；至于称洞庭山，则是因为湖中有金庭玉柱
。
　　然而使得洞庭两山名闻全国的，却并不只是当地诸如橘子之类的特产，而是被人称做“钻天洞庭
”的洞庭商帮。
洞庭商帮最晚兴起于明中期。
明成化六年（1470），刑部主事苏州人周碹在《秦公祚墓志碣铭》中就说过，洞庭西山货殖者多，不
到楚南，则之冀北。
弘治、正德时的大学士湖广茶陵人李东阳在其《怀麓堂集》卷三十二中称，洞庭东、西山人“散而商
于四方，踪迹所至，殆遍天下”。
嘉靖、隆庆时的昆山人归有光在其《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一中甚至说，洞庭人“好为贾，往往天下所
至，多有洞庭人”。
天启时，著名文学家苏州人冯梦龙的《醒世恒言》卷七《钱秀才错占凤凰俦》称：‘‘话说两山之人
，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
”从四出经商到江湖上盛传口号名声大起，应该有一个过程，可见到明代中后期，一支引人注目的地
域商人集团——洞庭商帮就已经形成了，从此而跻身于著名的徽州商帮、山西商帮、句容商帮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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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果我们考察洞庭东西两山的范围，可以看到洞庭东西两山的实际面积并不大，分别只有96和82平方
公里，耕地果园林木面积不到10万亩。
那么，在这种蕞尔一隅，是怎么形成一个全国有名的商人集团——洞庭商帮的呢？
本书就是为你解答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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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至于鱼虾之利，橘柚李梅果实之珍，莲芡粟菰莼之富，甲于三吴，为商贾所辐辏，舻衔肩负，络
绎不绝。
　　品类繁多的经济作物，极为兴盛的副业生产，为洞庭山人从事商业活动提供了必要而又十分有利
的条件。
五、经济发达的纵深腹地　　洞庭商人所处的太湖流域，自唐代以来就是著名的重赋区。
《明史》说，苏松常镇嘉湖杭，供输甲天下。
明初这七府田土约为40万顷，约占全国总面积850万顷的5％，而税粮为600余万担，约占全国税粮2
，944．万石的20％。
七府中，尤以苏松嘉湖四府的赋税负担为重。
为了上纳重赋，下赡家室，当地人民充分利用地力，广泛种植经济作物，以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商
业性农业的程度普遍较高。
因此，除了粮食作物外，苏松嘉湖大体上形成了棉花和桑树两大经济作物种植区，不少地方出现了桑
树或棉花压倒稻作的现象。
　　在濒江沿海的冈身沙土地带，基本上是棉花种植区，主要集中在松江府和苏州府毗邻松江府及沿
江的大部分地区。
如松江府多数属县及太仓州属全部地区，由于逼近海滨，沙涨之地适宜种植棉花，因而种棉花者多。
嘉定县、昆山县因田土高仰，不宜栽稻，也多种棉花。
常熟县沿江一带，田高土松，只适宜棉花和豆类种植。
　　在太湖周边及其东南地势高爽而近水的浙西杭嘉湖平原，基本上以种桑养蚕为主。
吴县环太湖诸山，与之相邻的吴江、震泽等县濒湖地带，大多种植桑树。
嘉兴府的石门（崇德），桐乡等县田和地面积相等，田一般种稻，地用来种桑树，因此桑地与稻田面
积几乎相等。
该府嘉兴、秀水、海盐等县都普遍种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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