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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明清商人的 自我管理组织
—会馆

王 日 根

明清商人以易籍经商为主要特色
,

这是
明清市场初步爱育

、

贩运业成为商业发展的

主流时出现的必然现象
。

然而
,

这越来越多

的长期处于流动中的人们也逐渐地打破了传

统的安土重迁 的户籍制度 的管理体制
,

有人

就感叹“
惟是四方 日至

,

不可以户编而数凡之

也
。 ”

①对此封建政府深感苦恼
,

希望有一种

新的有效的社会组织加 以管理
。

而从商人 自

身言
,

他们更面临着许多新 的挑战
。

他们流

往客地
,

首先便面 临土著 的排拒
,

在有些地

区
,

土客矛盾十分尖锐
,

在河南舞阳因外商众

多
,

土人有
“

银钱全被他人赚去 、地土全被他

人买去
”

②的极端说法
,

在江西吴城
,

流寓的

广东商人想建立 自己 的营舍竟无法买到 当地

的木材积砖瓦
。

③在四川
, “

湖广人川之人每

与四川人争讼
,

所以四川人深怨
” 。

④外出营

商的人们还会遇到牙行 的敲诈
,

康熙五十二

年
,

苏州织造李煦 曾给康熙皇帝上 了

一份密奏说 有陕西商人在苏松地区散卖凉

帽
,

却不要现钱
,

肯赊与本地商人
,

江苏巡抚

因他们是外省人
,

竟怀疑他们
“

结党 聚众
,

谋

为不轨
” ,

过了两个月
,

李煦在另一份密折里
,

对前案做了进一步的报告
,

他发现 问题是 因

陕西商人和本地牙商发生 口 角争执而起
,

以

致牙商造谣陷害
,

事实上
,

这些陕西商人是一

群规规矩矩的商人
。

⑤牙商是当时区间贸易

必须经过的法定 中介人
,

牙商对陕西客商的

诬陷
,

虽然经由清官李煦调查清楚
,

可同时也

说明陕西客商若得不到牙商的合作
,

他们在

江南地区的贸易活动势必很难继续下去
,

这

就迫切需要有代表商人利益的团体组织来处

理土客矛盾
,

抵制牙商的刁难和剥削
,

甚至还

有随时可能遇到的不测之险
,

在北京
、

苏州
、

湘潭
、

吴城等地的广东商人便较早地建立起

了同乡商人的联合组织 —会馆
。

⑥

会馆成为同籍乡人的联合组织实有其必

然性
。

从心理上言
,

中国民众一 向有依恃团

体的属性
,

对于 同乡井人
, “

在家尚不觉其可

贵
” ,

是因为他们有家族
、

乡土可以依恃
,

而外

出犹感亲切
,

则表 明他们仍然甚至更加需要

有一个 团体作为彼此 的依恃力 量
,

俗语云
“
异乡遇老 乡

,

两眼泪汪汪 ” ,

其根据在
“

藉同

里井者
,

其情较洽
,

藉同里井
,

而于他乡遇之

则尤洽
。 ”

⑦于是同乡商人于客地建立一个基

地
,

于节 日中操乡音
,

食乡味
,

祀乡土神
,

甚至

建筑富有家乡特色 的集会馆舍
,

就成了招徕

同乡流寓的精神凝聚力量
,

会馆亦 由此应运

而生
。

像上海豫章会馆即力求
“

稗春秋佳 日
,

宴集谈心
,

不时聚首
,

虽处异 乡
,

情 同故里
。 ”

⑧从而在异乡营造起一个乡土的氛围
。

反之
,

在传统的中国民众看来
,

乡井是人

们体现 自己人生价值的重要基地
,

即如俗语

所云“

富贵不回故乡
,

如衣锦夜行
” ,

作为乡井

的复制物的会馆则正好提供了寓外人士这样

的舞台
。

称得上富贵的主要是两种人
,

一种

是官绅
,

一种是富商
,

官绅经常成为会馆中的

领导力量
,

而商人大多 以 捐助财物建立起 自

己的社会地位
,

官绅与商人的结合使会馆既

获得了政治的庇护
,

也表明了彼此的相互取

予与相互依赖
,

如苏州的陕西会馆迟到乾隆
·



二十六年 才建立是 因为当时的苏州知

府赵学山
、

苏州府同知陈如飞
、

吴县知县王式

之三位陕西同乡官员的护持
。

⑨创于康熙四

十七年 的苏州汀州会馆是上杭县纸商

的联合组织
,

咸丰十年 太平军进 占苏

州时
,

会馆被毁
,

会馆所拥有的房地产也大半

被毁
,

其后一直不振
,

可到同乡罗少耕观察奉

调来苏州之后
,

这 种情形便很 快有 了转机
。

罗少耕在会馆商人张正益
、

傅慕连的请求下

出面解决会馆问题
。

他请吴县知县高立夔立

专案
,

追赎已经售押出去的馆产
,

终于把失去

的馆产陆续赎 回
,

其时
,

上杭纸业仍无起色
,

纸商罕至
,

刚好汀州府属永定县皮
、

丝
、

烟帮

商人正筹备建立本县 的会馆
,

罗少耕召集了

两县在苏商人
,

以同府之谊
,

说服他们合组会

馆
,

并 沿 用 汀 州 会 馆 旧 名
。

光 绪 十 三 年

新会馆成立
,

经费 由两县商人分任
,

不

幸
,

新馆成立不久
,

同乡商人又因馆务发生争

执
,

几乎酿成事端
,

罗少耕为避免会馆分裂
,

利用 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

援 当时金 陵会馆和

福建会馆成例
,

把汀州会馆的管理权交 由在

江苏的同乡官员来督率
,

并获江苏巡抚批准
,

通令遵行
。

光绪 三 十 一 年 罗 少耕去

世
,

其子罗笃甫观察继任其事
,

他倡修会馆大

殿
,

捐资五百元
。

⑩这样
,

官绅势力不仅拯救

了濒于崩溃 的会馆
,

而且使之聚合力更强
。

湖北的新安会馆在雍正时
“

欲扩充径路
,

额 曰

‘

新安巷
’ ,

开辟码头
,

以便坐贾行商之出人
,

土人阻之
,

兴讼六载
,

破资巨万
,

不能成事
,

以

致力竭资耗
,

而祭典缺然
” ,

癸丑 岁 款

人许登流出守邵陵
, “

公首创捐输
,

得一万五

千金
,

置买店房
,

扩充径路
,

石镌
‘

新安巷
’

额
,

开辟新安码头
”

⑧商人经常必须得到 同乡官

僚的有力佐助才能取得发展
,

同籍官僚之佐

助会馆的建设与发展
,

同时亦 引导 了会馆的

发展方向
,

使商人会馆成为有效地实行 自我

管理的社会组织
。

刘侗
、

于奕正认为 建立会

馆有利于使
“

人 出都门者
,

籍有稽
,

游有业
,

困

有为也
,

不至作奸
,

作奸未形
,

责让先及
,

不至
· ·

抵罪
,

抵于罪则籍得之耳
。 ”

⑩在封建官僚的

积极倡导与参与下
,

在政治 中心与工商城市
,

“

士商云集
,

或游宦
,

或服贾
,

群然杂处
”

之地
,

“

周不设立会馆
,

为同乡汇叙之所
,

各直省 皆

然
。 ”

⑩有人说
“

圣朝景运 日隆
,

都会名区
,

五

方士商辐揍
,

于是有会馆之设
,

迁神麻
,

联嘉

会
,

襄义举
,

笃乡情
,

甚盛典也
” 。

⑩会馆的设

立意味着基层又一套 自我管理 系统 的建立
,

故被人们看作是封建 国家繁荣 与稳定 的标

志
,

因而各级政府纷纷发布飞会馆的保护文

告
,

体现了会馆的 自我管理 目标与封建政治

统治的 目标相吻合
,

同治时潮州《汀龙会馆志
·

馆志序 》便说
“
或 曰会馆非古制也

,

而王律

不之禁者何耶 予 曰 圣人治天下
,

使民兴于

善而已
,

会馆之设
,

有 四善焉
,

以联乡谊明有

亲也
,

以崇 神祀 明有敬 也
,

往来 有 主 以 明礼

也
,

期会有时以明信也
,

使禾下人相亲相敬而

持之礼信
,

天下可大治
,

如之何其禁耶
”

⑩

商人会馆在实施 自我管理方面做了如下

积极的工作
。

首先
,

它注重传统优 良道德修

养的维持
。

有 的会馆碑记 中提 出要
“

脱近市

之习
,

敦本里之淳
” , “

于贸易往来之地
,

敦里

党洽 比之情 当丰亨豫顺之时
,

务蹲节爱养之

道
,

公平处事则大小咸宜
。 ”

⑩佛 山的会馆把
“
劝诱德业

,

纠绳惫过
,

所以风励流俗
,

维持世

教
”

作为 自己的宗 旨
,

北京的仙城会馆提出经

商
“

盖必有忠信诚喜之行
,

淳谨节俭之风
,

以

修于 己而孚于人
,

故能长享其利
,

阅数十百年

不衰
。 ”

他们还引证史例
, “

若鲍叔之分金
,

弦

高之稿师
,

陶朱之三致千金
,

白圭之为治生

祖
,

皆卓然有过人之行
,

而后能拟千户之封
,

此岂有今古之殊者哉
。

昔斯馆之设
,

以为岁

时祀神祈报
,

退而与父兄子弟燕饮谈论
,

敦乡

情崇信行而为此也
” 。

心纸行会馆亦
“

推睦娴

任恤之意
,

以敦乡谊
,

稗旅客生者有所聚欢
,

而没者有所安借
,

不至寥落而无倚
,

暴露而无

归
” 。

⑩会馆的初建者把对传统美德 的继承

放在首位
,

而会馆的后继者亦抱有 同样的信

念
,

而且信之弥坚
,

有的提 出
“ 以光前人之志

,



禧后人好善 向义之端
” 。

⑩有的提出
“
是 以继

续先贤遗志
,

兢兢业业
,

励精图治
,

以报天麻
,

而树后人之模型
” 。

④众多商人会馆奉祀 的

关帝
、

妈祖
、

许真君
、

六祖等神灵大体皆为传

统美德的化身
。

⑧因此
,

明清商人会馆培育

了一代儒商的品格
。

其次
,

商人会馆培养了商人们的团体精

神与协作精神
,

有效地克服 了商业活动 中的

矛盾与纠纷
。

人们认识到会馆
“
匪仅为祀神

宴会之所
,

实 以敦睦谊
,

联感情
,

本互相而谋

福利
” ,

像苏州的常熟宁绍会馆碑记说
“

吾两

郡人士之经营斯土
,

或同而辗转流寓者
,

更时

既久
,

数难楼指
,

有识者以散漫无团结为憾
”

④人们逐渐明白
“

惟思泉贝之流通
,

每与人情

之萃涣相表里
,

人情聚则财亦聚
,

此不易之理

也
,

知桑梓之情
,

在家 尚不觉其可贵
,

出外则

愈见其相亲 ⋯⋯无论 旧识新知
,

莫不休戚与

共
,

痛痒相关
。 ”

函正是依靠这种联系纽带
,

各

区域商帮才得 以不断拓展 自己 的活动区间
。

在近代上海 的 山东会馆更提 出了
“

联涣散之

情
,

生合群之力
”
的 口 号

。

商人会馆还致力于

协调商人关系的工作
,

如上海的潮惠会馆
‘

亦
以惫迁货居

,

受崖列肆云合星聚
,

群萃一方
,

讴免眶毗
,

致生报复
,

非赖着 旧
,

易 由排解

重以时势交迫
,

津梁多故
,

横征私敛
,

吹毛索

瘫
,

隐倚神丛
,

动成疮痛
,

虽与全局无预
,

而偶

遭株累
,

皇皇若有大害
,

踵乎厥后
,

既同井邑
,

宜援陷阱
,

凡此皆当优其所优者也
,

纵他族好

行其德者
,

亦能代为捍卫
,

而终不若 出于会

馆
,

事从公论
,

众有 同心
,

临以 明神
,

盟 之息

壤
,

傅消衅隙
,

用济艰难
,

保全实多
,

关系殊

重
,

推之拯乏给贫
,

散财发粟
,

寻常善举
,

均可

余力及之
,

无烦类数
,

此会馆之建
,

所不容缓

也
。 ”

匆会馆成为同乡人谋求安全与发展的可

靠基地
。

因此有人说
“

夫会馆公所之设
,

原

为团结商人
、

保全信义之一大关键
。

故有会

馆公所
,

则凡受国家法律有不完全之处
,

或贪

婪官吏对于人民有苛酷之事件
,

则会馆公所

对于此皆有保全生命财产
、

判断曲直之权利
,

得以主张公平而裁判之
” , “

凡所以联乡情
,

敦

友谊
,

求 自治
,

谋公益者
,

皆不能不于会馆公

所是赖
。 ”

⑧

再次
,

商人会馆还注重建立 良好的经商

规范
。

像京师的参药业
“
京 师商贾云集

,

贸

易药材者
,

亦水陆舟车
,

辐揍而至
,

奈人杂五

方
,

莫相统摄
,

欲使之萃涣合离
,

非立会馆不

为功
。 ”

又如颜料业
“
而今人心不古

,

诚恐以后

失义
,

前因行 中往来交易
,

秤祛之说
,

多 有扰

古
,

因此公立行秤四杆
,

俱以交准
,

彼时未置

银祛
,

后来人心屡有不顾
,

因而公议新置银祛

四块
,

每块重五拾两分
,

派四城公用
。 ”

①在佛

山的参药行会馆
“

皆相期以济世活人
,

以共垂

为久远之业
” 。

凭籍会馆来
“
明其约

,

释其疑
,

主客交孚
,

民物允赖
,

是 自有会馆
,

其有裨于

用参药之人也甚大
,

而其所裨于执参药之业

者又岂泽鲜矣
”

④在 同行业经营中
,

有些不

正当的竞争也可能渗人其中
,

以致引起 同行

矛盾
,

而会馆的设立意在
“

明约
” , “

释疑
” ,

这

自然也能缓解相互的矛盾
,

而且在确保产 品

的质量上起到重要作用
。

在汉 口 的江西会馆

公议 甲
、

凡新开店者
,

当出钱一 串二 百文

乙
、

新来汉 口 为店员者
,

当出人帮钱四百文

丙
、

自他帮雇人之徒弟
,

当出钱五百文 丁
、

徒

弟人会者
,

当出钱五百文 戊
、

新来汉 口 贸易

者
,

一年之 内届 出于会馆
,

若人帮延迟 一 月

者
,

公同处罚 己
、

目下在汉 口 之商人不分明

者
,

查出后 当遵规约人帮
。

天津 闽粤会馆规

约
“

盖闻立事者既有其始
,

继事者贵其有终
,

然则志之不忘
,

乃能行之于久
,

天津建设闽粤

会馆
,

凡闽粤商船货物运于天津
,

所纳海关之

税
,

征收原品七分六厘
,

故闽粤商人以纳税半

价纳于会馆
,

即按海关银两计算
,

充春秋二祭

之用
,

历有年所云云 ” 。

⑧各个会馆都竭力完

善 自己的规章
,

会馆的经费或 由抽厘
,

或 由摊

捐
,

虽包含了保持垄断和独 占地位的意义
,

但

也有利于商业秩序的稳定和维持
。

像潮州的

汀龙会馆
,

台湾鹿港 的泉郊会馆都有详密的

规约
。

正是凭借这些规约
,

商人们形成较富
·



凝聚力的集团
,

以致长期主宰一定 区域 的商

品市场
,

建立起 良好的商业信誉
。

总之
,

我们觉得会馆作为明清商人的 自

我管理组织
,

其产生与发展有其必然性
,

也发

挥了继承优 良传统
、

凝聚团体意识与建立商

业秩序等作用
,

其积极意义是不可否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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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历 史系

上接第 页 中国大幅度降低关税
,

减少进

口 限制
,

这将有利于香港对内地转 口 和香港

产品对中国内地的出口
。

第二
,

中国将加快大陆中西部的发展
,

促

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

中西部地区和内地中

心城市有望成为吸引香港资金的新热点
。

中

西部资源丰富
,

劳动力价格低
,

拥有巨大的发

展潜力
,

这对香港商人大为有利
,

也为香港服

务贸易发展提供了拓展 的有利条件
。

同时
,

大陆正加强对国有企业的改革
。

中国的国有

企业具有 比较雄厚的科技力量
,

因此为有实

力的港商参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提供了机

会
,

为双方大规模发展高科技
、

高附加值产

品
,

促进产品升级
,

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创造了

有利条件
。

第三
,

从 年起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进人了新的历史阶段
,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为基本框架
,

推进财政体制
、

金融体制
、

投资

体制
、

外 贸体制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
。

随着这些改革的不断深人和实现
,

中国将要

实行统一的对外贸易制度
,

建立公平 的 自由

的对外贸易秩序
,

向国际市场靠拢和衔接
,

使

中国经济逐步同世界经济接轨
。

而中国经济

与世界市场经济的接轨
,

首先是与香港的市

场经济接轨
。

同时
,

中国正争取早 日成为国

际上最大的多边经贸组织 世界贸易组

织 的成员
,

这些都为两地经贸关系发展创造

了更好的条件
。

双方的经贸关系一定会在新

的更好的基础上发展
,

必将 以更新更好的面

貌出现在国际经济舞台上
。

作者单位 云南对贫学院贫经 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