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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 曾称雄国内商界

500 年之久，其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明清

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尤其在清代，全国排名

前 16 位的大财团都在山西。 据史料统计，仅仅把

山西几个县域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

一亿两白银，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可谓“富可

敌国”。 晋商通过自己的勤劳努力做到了货通天

下，汇通天下，成为全国当时资本最雄厚、势力最

大的商帮,堪称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然

而，到底是什么成就了这一奇迹呢？ 是怎样的历

史契机、文化背景对晋商的兴盛起到了真正的作

用呢？

1 外部条件给晋商兴盛提供了最佳的现实基础

1.1 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地理特征的复杂性对明清晋商的兴起有着

至关重要的基础意义。 首先，山西省地处华北西

部的黄土高原东翼，东邻河北 ,西界陕西,南接河

南,北连内蒙古。 山西省作为全国的中部地带，对

外交通方便, 可以“向四周辐射”，外向性经济联

系特征明显。 明清时期，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西

安作为西北地区最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它们在

政治、军 事、文 化、经 济 上 都 要 保 持 着 重 要 的 联

系。 而从北京到西安的大路，经山西的太原，沿汾

河后到达。 从西安还可以通向西部省份甘肃、西

藏、青海、新疆，向西南方向穿越秦岭还可以到达

四川、云南、贵州。 也就是说，从首都北京到西北、
西南方向必然要经过山西。 同时山西北部处于少

数民族交错地带，与沿边民族可以进行频繁的贸

易往来。 第二，山西地形较为复杂，境内有山地、

丘陵、高原、盆地、台地等多种地貌类型。 山区、丘

陵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人均土地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素有 “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说。 北部地

区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南部和中部汾河

地区虽有一部分沃土, 但相对于众多的人口来说

也远远不够。这些都从客观上迫使人们脱离土地，

重新寻找维持生计的办法。

1.2 历史机遇千载难逢

明清晋商适时抓住了允许合法垄断经营生

活必需品的良机。 山西南部“沃饶而近盐”，跨秦、

晋、豫三省边界的河东盐池以丰富的湖盐资源恩

泽当地的百姓。 不过，盐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

商品，盐业一直是由官府垄断经营。 直到北宋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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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年开始才有商人介入盐业经营，但其范围和程

度都有限。 到明代洪武时期，为了防卫瓦剌和鞑

靼对中原的袭扰，设立九边进行防御，但因九边

距离统治中心遥远，后勤补给困难重重，为了减

少这种负担，洪武帝（洪武三年）才与山西商人达

成了一个协议，允许山西商人向大同、居庸关等

几大边关要塞输送粮食，同时山西商人还获得了

合法贩卖“官盐”的资格。 贩盐要用盐引，商人通

过输粮换引，赚取差价，这种方法史称“开中制”，

“开中制” 的执行使山西商人成功地实现了盐业

垄断。 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迅速帮助山西商人完

成原始积累，为晋商兴盛奠定了基础。

1.3 其他行业推波助澜

其他行业的推波助澜对晋商兴起有极大的

推动作用。 从农业上看，虽然山西农业在明清时

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富

足，而只有少数大地主得到了机会，他们兼并土

地，促使更多的人从事了商业。 从畜牧业上看，唐

宋时期由于国家政策的支持与频繁的北部战争

使其有了比较好的发展， 但是到了宋末和明清，

由于内地牧养条件的恶化以及政府政策的不利

影响，都使得畜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

制约，也从客观上促使山西人被迫经商。 从手工

业上看，盐、铁等作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一

直是山西商人的重要贩运物资。 到了明代，山西

煤窑几乎遍及各州县，潞绸(包括泽州所产泽绸)
织造也发展到了高峰，丝织棉花等手工业也有了

很大的进步, 大量的产品需要商人作为桥梁使其

得以行销天下。 也就是说，由于明清生产力发展

水平的提高， 各地区出现了足够多的剩余产品，

并随之产生较大规模的交换需求。

1.4 政策导向的重商倾向

明清政府的重商倾向被晋商有效利用。 首

先，自明代起，政府“重农抑商”的政策发生改变，

社会上不再用鄙夷的眼光看待商人，商人的社会

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 明清两代，山西才子们对

读书应仕、夺取功名并无兴趣，更多的选择“弃仕

从商”。 “学而优则贾”的思想成为主导，民间当时

流行着 “生子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有儿开

商店,强如坐知县”的谚语。 因此，山西当时有 “以

商为本”之说。

其次，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中国近代社

会的自然经济在明代中叶以后得到了明显的发

展，特别是在对外交流贸易过程中，国外白银流

入带来的冲击，使得国内的商品经济有了比较充

分的发展。 到了清代，晋商与政府关系十分紧密，

他们代替政府收解银两、汇兑，开创性地成立了

票号，还吸收了很多王公贵族大笔的存款。 富商

大贾与封建官僚资本的紧密结合, 使商人们获得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特 殊 经 营 权 。 尤 其 在 1894 年 至

1911 年期间，晋商票号业务延伸到国外，进入到

发展的黄金期直至鼎盛期，并最终实现了货通天

下，汇通天下的宏伟目标。

2 人文因素是晋商兴盛最有力的内在保证

2.1 文化根源

三晋地域文化的充分传承和发扬光大成为

明清晋商致胜的法宝。 三晋大地是中华民族和中

国古代文明的策源地，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

曾经长期被迫流浪在外， 途经很多国家和地方，

对华夏和夷狄的文化有广泛的接触， 他即位以

后，加以融汇贯通，形成了三晋文化的基础。 刘伟

毅先生将三晋文化的特点归纳为民族融合性、兼

容并包性、地域差异性和黜华尚实性。 而事实上，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山西就成为战国法家、纵横

家、名辩家和兵家的发源地，也是先秦早期儒家

的重要支脉。

更重要的是， 三晋根祖文化受到儒家推崇，

儒家经典《诗经》的“十五国风”中，晋地就占有其

二。 同时，晋商也受到儒家“仁、义、礼、智、信”等

核心价值观思想的深刻影响，以儒家文化和道德

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方式、 价值取向和经营之道。

他们讲“仁”，倡导“和为贵”，发展以地域乡人为

纽带的“商帮”，对待伙伴皆用一颗仁爱之心,互相

扶持。 他们讲“义”，提倡“义利相济相通”，所谓

“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 每遇天灾

人遇,均会开仓放粮,支锅施粥。 他们讲“礼”，在几

百年的经营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对店规、铺规、

号规以及东家、掌柜、伙计、学徒的行为职责都有

非常严明完善的规定。 他们讲“智”，经营策略和

手法上不断创新。 他们讲“信”，视商誉为命根，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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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信誉第一。 著名晋商范永斗就是由于久著信义

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后来当上了皇商。 也就是

说，受儒学思想深刻影响的三晋文化为明清时期

的晋商提供了潜移默化的经营指导思想，成为晋

商成功的保证。

2.2 性格特征

外向开拓与内敛自守的双重思维定势必然使

晋商能够创造经济史上的奇迹。有人说，山西人大

气，婚丧嫁娶，大摆宴席，人际交往，大包送礼。 也

有人说，山西人小气，穿戴“土气”，不合时尚，饮

食简单，不离面食，而且调料有限。 其实，山西人

的性格始终是个矛盾的统一体。 在漫长的历史过

程中和独特的地理环境下，山西商人对万里行贾

习以为常，常常远走他乡，勤俭吃苦，坚忍不拔，

不拘一格，敢为人先，具有开拓精神。 他们在企业

制度上初步完成了从合伙制向股份制的跨越, 发

明了银股、身股和经营权、所有权两权分离；经营

范围上实现了从商业向金融业的拓展, 创造发明

了中国金融业的组织形式———票号。 同时，山西

人内 敛 持 重、细 致 精 明，能 够 很 好 地 处 理“义 和

利”的关系，内务经营管理井然有序，职责分明。

可见，山西人天生就有经商的素质。

3 结 语

从外部条件上讲，明清山西商人之所以能够

风生水起， 一方面因其地处土地贫瘠的山区，土

地起源匮乏，农业不发达；另一方面又恰逢军事

政治政策倾斜，行业发展有利的大好时机。 从内

部因素上说，古老的三晋地域文化和儒家思想的

结合以及山西人外向开拓与内敛自守的双重性

格使他们在明清时期天生具备豪商资质，其实现

商业传奇也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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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Origin for the Prosperity of the Jin Merchant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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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s the films and television programs of jin merchants heats up, the study
about the rise of jin merchants especially the reason of the richest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s concerned by
experts and scholars. Review the history,and look into the deeper reasons from the geographical position,
policy, culture background,historical opportunity.It will still have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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