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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历史的面纱一层层褪去，山西商人在历史上制造的辉煌与奇迹慢慢在世人面前展现，时至如今，他
们留给后人的财富依然很多。
这些财富中，无形的，是山西商人的经商理念与诸多人文启示；有形的，是晋派建筑艺术，当越来越
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了山西老宅院时，山西商人留在洛阳的两处建筑——山陕会馆和潞泽会馆，自然也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明清的山西商人已风云不再，这两座会馆却以无声的形式，凝固的音乐，弹奏着
山西商人曾经的辉煌，走进这些建筑，发现山西商人的生活点滴与商业足迹，体会山西商人的商业理
念与地方人文，感受山西商人的文化之脉与建筑风格，触摸中国古代建筑的文化底蕴与价值伦理，并
遗过它们，看中西建筑之文化差异与路径依赖，以期对现实社会有所启迪与借鉴，实在是人生的一大
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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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洛阳商业与商业地位起巨大促进作用的当是隋炀帝，这也叫无心办好事吧。
炀帝准备迁都洛阳时，除了大力营造洛阳，迁富户于洛阳之外，还有一项重大的举措：开凿运河。
第一步，开通济渠，引涧水、洛水到黄河，再引黄河到淮河。
然后修通邗沟，引淮河到长江，沟通江淮。
第二步开永济渠，引沁水南到黄河，北到涿郡（今北京附近）。
第三步，开江南运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到余杭（今浙江杭州），纵贯八百余里。
三步工作完成后，洛阳成为天下中心枢纽，南到杭州，北抵北京，东至海，加上原先的陆路交通，使
得洛阳交通更加方便，经济更加繁荣，市内商业区有丰都、大同、通远三市。
丰都市称为东市，周八里。
据《大业杂记》载：&ldquo; 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hellip;&hellip;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
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
&rdquo;大同市称为南市，周四里。
通远市称为北市，（（大业杂记》载：此市&ldquo;东合漕渠，周六里。
其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rdquo; 。
　　到了唐代，洛阳的商业依旧兴旺。
这里需要提示的是，河南洛阳与陕西西安曾有过打&ldquo;群架&rdquo;的倾向，围绕的焦点就是：西
安与洛阳到底谁是丝绸之路东端的起点？
西安那边说，这个还用争论？
国际上都承认西安是起点呢。
洛阳这边，包括众多河南学者，在写书的时候至少会把唐代的洛阳当作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
这个争论至今尚无定论，不过，隋唐时洛阳商业兴盛，却是不争的事实。
而且在洛阳做生意的，除了晋商之外，还有不少的胡商，洛阳至少是个国际性商业大都市了。
　　宋时，虽然赵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与他的同胞弟弟赵匡义就出生于洛阳，但赵宋的都城并没有建
在洛阳，而是改在了开封。
据说哥俩意见不一致，哥哥想衣锦还乡，迁都洛阳，提出的理由是&ldquo;欲据河山之固&rdquo;。
弟弟的回复是&ldquo;在德不在险&rdquo;，意思是，以德治国。
虽说弟弟的意见占了上风，大宋也没有定都洛阳，但这并不妨碍洛阳的商业发展。
开个玩笑，《清明上河图》中的晋商，至少要路过洛阳。
　　宋以后，洛阳地位衰弱，降为陪都。
特别是宋元时期，洛阳战乱频频，徭役赋税繁多，水旱蝗灾严重，人口大量死亡和外迁。
没有办法，从明政府开始实行移民政策。
山西百姓年景较好，人口富裕，政府便给予其耕牛、种子、路费等各种优惠措施，鼓励他们移民中原
，于是大量山西移民来到洛阳。
史书记载：洛阳接受的第一批移民乃是在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 年），这批移民乃山西泽州、潞州的
无业者。
后又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 、正统九年（1444年）、正统十年（1445年）接收大量移民。
仅正统十年的这次移民就达20余万人。
由于当时办理移民手续的官府机构设在洪洞县广盛寺外的大槐树下，后来迁到各地的移民就把当年办
理移民手续的大槐树作为自己的故乡，据说连大槐树上的老鸹窝也给移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民间有关移民的版本可没有如此温情脉脉，也许是中国乡民不愿背土离乡的缘故，所以中国民
间口头相传的移民史都是血泪斑斑的。
我小时候，母亲也常逗我们，让我们看脚上的小指，说：如果是复甲，那么老家就是老槐树底下。
民间传说，当时的明政府骗人，说：凡集合在大槐树底下的，便不用移民。
可等大家高高兴兴地集合好后，却发现被军队包围了，当场押解大家走向移民路，遂导致这些移民遗
传下三个标志性烙印：第一，看小脚指指甲，如果是复甲，定是大槐树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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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时为了做标记，防止大家逃跑，每个移民的小脚指指甲上挨了一刀。
第二，背着手走路。
在路上习惯挨捆了，解了绳子，俩手还在背后背着，做挨捆状。
第三，把上厕所叫做解手。
在押解的路上要大小便，得叫解差：长官，请解手，俺要方便！
时间长了，语境有了，大家就直接喊：解手，解手！
 民间传说非常有意思，且不论其真假，山西移民大量来到中原，而洛阳地处中原之中吸收不少山西移
民却是事实。
明末清初的战乱，使得洛阳人口再次减少，清初移民，移入洛阳的还是山西人最多。
这些移民一到，既能繁荣洛阳农业，又能带动洛阳商业，何况洛阳的坐地商、居间商与行商中又有很
多是晋商呢？
《隋书&middot;地理志》中云：&ldquo;其俗尚商贾，机巧成俗 &rdquo;，说的虽是洛阳人，但是洛阳
的这种商俗，却显然是晋商与洛阳土著们之间的&ldquo;交叉感染&rdquo;所致。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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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会馆文化丛书（第1辑）》试图从会馆入手，在呈现我国明清商业文明繁盛的同时，发掘中华
民族精神的生命力，梳理中华会馆、特别是商业会馆成长发展的脉络，展现其缤纷流华、富有启迪作
用的文化内涵，勾勒贯通中原的悠悠商路，描述当年群雄逐鹿的商战烟云，再现山陕甘商人诚信为本
、自律恭行、取财有道、天下为公等理念，以期有助于当下和谐社会的繁荣与发展。
丛书图文结合，字蕴深厚，是了解中国古代商业会馆的通俗读本，也是研究会馆文化的珍贵文献。
本书为丛书的其中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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