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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宁国商人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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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宁国商人的经营足迹遍及省内外，在促进农副产品商品化、加速经商地区商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宁国商人与徽商并称“徽宁商帮”，是明清时期安徽境内知名商帮。二者有

着相似的兴衰历程，经营中存在既合作又竞争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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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中期起，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以

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 “商帮”相继在国内兴

起。其中，宁国商人是兴起于皖南地区的一支重

要商帮，常与徽商并称为 “徽宁商帮”。一般认

为，宁国商人是指明清时期宁国府所辖的泾县、
旌德、太平、宣城、宁国及南陵六县商人或商人

集团之总称。它兴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形

成于嘉靖、万历年间，鼎盛于清康熙、乾隆至嘉

庆之际，衰败于清咸同年间。揆诸明清商帮史论

著，宁国商人研究虽有部分 成 果，例 如：戴 玉、
范金民 《宁国商 人 初 探》， 《中 国 社 会 经 济 史 研

究》１９９８年第３期；李甜 《“徽宁商帮”初探》，
载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编 《亚洲：文化交流与

价值阐释》，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沈喜彭

等 《清代宁国商 人 与 社 会 公 益 事 业》， 《兰 台 世

界》２０１２年第６期；拙 文 《清 代 宁 国 商 人 的 经

营策略》，《大庆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但其兴衰历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

与徽州商人之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仍较为薄弱。本

文对此问题试作探讨，就教于方家学者。

　　一、宁国商人的兴衰

宁国商人兴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形成

于嘉靖、万历之际。成化以前，宁国府县之人多

以务农为本，仅有少数人经商，他们 “力 耕 织，
薄商贩，敦 俭 朴”［１］卷９《风 俗》，过 着 勤 劳 简 朴、自

给自足的生活。然而到明弘治年间，宁国府人纷

纷走上商 贾 之 路。如 旌 德 “弘 治 以 前，人 心 甚

古，乡里 之 老 有 垂 白 不 识 县 官 者；以 后 渐 变 渐

靡，舍本而务末”。［１］卷９《风 俗》泾县在弘治以 前 “男

勤于耕，女勤于织，鲜事商贾，尤 贱 工 作”，嘉

靖时 则 “商 贾 亦 远 出 他 境”，［２］卷２《风 俗》此 后 更 是

“操奇赢，走四方者多 矣”［３］卷４《风 俗》。嘉 靖、万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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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张瀚说，“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

利，舍 本 逐 末，唱 棹 转 毂，以 游 帝 王 之 所

都。”［４］卷４《商 贾 纪》时人章潢在 其 所 辑 《图 书 编》中，
更称宣、歙之间 “其民尽仰机利，行贾四方，唱

棹 转 毂， 以 游 万 货 之 所 都 而 握 其 奇

赢”［５］卷３６《南 直 隶 图 叙》。由 此 可 知，明 嘉 靖、万 历 时

期，宁国府人结伙外出经商已蔚成风气，成为继

徽州商帮之后的皖南第二支商帮。
宁国商人的兴起与形成，是由多种因素综合

作用的结果。其一，商品经济的发展。宁国商人

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影响而兴起，《宁

国府志》将此情形称为 “势”， “百工技艺之人，
商贩行游之徒，皆衣食于外郡，逐利于绝徼，亦

势使 然 也”［１］卷９《风 俗》。此 时，商 业 的 重 要 性 日 益

凸显，“今夫天下之人不为商者寡矣，士之读书

将以商禄，农之力作将以商食，而工而隶而释氏

而 老 子 之 徒，孰 非 商 乎！”［６］卷１０《江 湖 胜 游 诗 序》其 二，
迫于生计。明 成 化 年 间，受 人 多 田 少、自 然 灾

害、人口激增等因素影响，宁国府所辖六县人地

矛盾骤然加剧。据当地文献记载，“民食朝夕饘

粥不免于饥，红女终岁纺织不免于寒”［７］１０２，“人

皆欲有生，以贾为生 意，不 贾 则 无 望”［８］。可 以

说，经商成 为 当 时 宁 国 府 人 谋 求 生 存 的 唯 一 出

路。其三，受利益驱使。经商不仅可以谋生，还

可以获得 “机利”，正 如 前 文 所 述 “自 安 太 至 宣

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宣歙之间，其

民尽仰机利，行贾四方”。上述三种因素促成宁

国商人的崛起。
清康熙、乾隆至嘉庆年间，宁国商人迎来了

发展的黄金时期，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

营地域广阔。宁国商人或坐贾或行商，他们除了

在省内经商外，更多的是在省外从事商贾活动，
“走贸四方，或远入黔 滇 间”［１］卷９《风 俗》。江 苏、浙

江、湖南、湖北、江西等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宁国

商人的商贸福地。“居民谋生拮据，往往经营贸

易，散之四方。自京师以及各行省，而以大江南

北最多。”［９］第２１册《艺 文 三》二是经营行业多样。宁国商

人涉足诸多经营领域，他们从初期主要贩卖本地

的土特产品，“客则以兴贩木材为上，下则携纸

刀、花剪、漆扇、绒伞诸物走贸四方。”［１］卷１８《物 产》

到后来随着经商范围不断扩大，宁国商人的经营

行业 涉 及 食 盐、典 当、茶 叶、竹 木、粮 食、纸

张、雨伞、烟 草、丝 绸、医 药、油、漆 等 方 面。
三是社会影响较大。鼎盛时期，宁国商人同徽商

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他们或合作或竞争，常被

并称为 “徽宁商人”、“徽宣商人”。宁国商人虽

然在总体实力上尚不如执商界之牛耳的徽商，但

是在不同地域及行业，宁国商人有时并不逊色于

徽商。譬如，在 芜 湖、苏 州、松 江 等 地，泾 县、
太平两县的烟草商人十分强势；在宣纸、雨伞等

行业，宁国 商 人 有 着 徽 州 商 人 不 可 比 拟 的 资 源

优势。
清咸丰年间，宁国商人开始衰微。宁国商人

逐渐衰败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 “天灾”，二是

“人祸”。天灾方面，清咸丰元年 （１８５１）开 始，
宁国府境内自然灾害频发，洪水、蝗虫、瘟疫等

交相肆虐。如 咸 丰 年 间，宣 城 县 境 内 “水 灾 相

继、疫病大起，以致境东南一带，十室九空、人

少烟稀，土地荒芜、满目疮痍。”［１０］２又 如 当 时 的

宁国县， “瘟 疫 后，宁 国 土 著 人 幸 存 者 十 不 及

一。”［１１］７４３人 祸 方 面，咸 丰、同 治 年 间，清 军 与

太平天国军在宁国府境内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战

争，宁国商人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均受到

了致命摧残。以旌德县为例，咸丰六年 （１８５６）
始，旌德初遇旱涝瘟疫，复遭清军围剿太平军的

兵燹洗劫，结果 “壮丁存者不及十分之二，老弱

妇女百不存一”［７］８７。从 “咸丰十年，突遭兵 燹，
郡人流寓，苦无公所”［１２］３８３等材料来看，宁国府

其他各县的情况也大体与旌德类似。宁国商人的

衰 微 可 以 从 旌 德 江 氏 商 人 的 命 运 中 略 见 一 斑，
“吾旌自设县以来，元明曾遭兵燹，而蹂躏不深

……道光末年，予族设质库外埠者六十余家，商

店 则 如 恒 河 沙 数。辛 酉 之 难，百 无 一 存

矣。”［９］第２１册《艺 文 三》当 然，随 着 清 末 通 商 口 岸 的 开

辟，商业竞 争 加 剧 等 因 素 也 加 速 了 宁 国 商 人 的

衰败。

二、宁国商人的贡献

商人是商业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积极推动者。明清时期，宁国商人同

徽商一 样 活 跃 于 商 业 界，其 经 商 足 迹 遍 及 省 内

外。他们在促进农副产品商品化，加速经商地区

商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

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转销货物，促进农副产品商品化

农副产品转化为商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

表现，这自然离不开商人的推动。宁国府地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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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特殊，这 里 盛 产 大 米、茶 叶 和 竹 木 等 农 副 产

品。宁国商人无论是在本地区收购产品以出售，
还是远贾他乡从事长途贩运贸易，其结果都起到

了转销货物，促进农副产品商品化的作用。早在

明代刘洪谟所撰 《芜关榷志》中就有记载：

新庄河 （属宣城县，距庙埠四十里，庙埠亦

属宣城交界）总甲壹名，查庙埠斧号。旧例，竹

木从旌德、宁国二县西津渡出路，由双桥东溪过

宁国府，而乌盆沿，而竹丝沟，而庙埠，而油榨

沟，而陈村湾，方至新庄河。此河一通水阳、塘

沟、黄池，一通建平南湖。凡竹木至此，验有工

部斧号，方准过关，如无斧号，即系走水。商人

竹木泊庙埠上，即投单请斧号，本厂差二役查点

行号，报 厂 定 税。如 往 芜 湖、高 淳 卖，过 新 庄

河，过水阳，过塘沟，总甲照前斧号放行。万历

二十六年，主事钱竖庙埠课旗一面。万历二十九

年，主事茅给告示严查。［１３］卷 上《管 辖 事 宜 考》

这段资料说明，宁国商人将本地区的竹木贩运出

去，沿途要交纳关税。又据史料记载：“厘金局

多设于货物流 通 要 津 之 地，因 旌、泾、太、石、
黟、歙诸县，盛产竹木茶炭等山货，大部分经青

弋江水道运出，当时便在青弋江中游之马头镇设

一厘金局，榷征竹木茶炭等货税收。”［１４］５３这也从

侧面告诉我们，宁国商人抑或是徽州商人，把皖

南的旌德、泾县、太平等地的特产竹木、茶叶贩

运到外地，并转化为商品销售出去。
具体来看，泾县的 榔 桥 镇，早 在 明 代 中 叶，

已成为泾县东南乡商贾和徽商运销木材、茶叶、
蚕丝等商品的集散地。在把本地丰富的农副产品

转化为商品过程中，商人尤其是本地的宁国商人

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泾县商人徐辉堂就是个

典型，他于清道光年间，经常在泾县、太平山区

一带收购茶叶贩运到南京销售。泾县、太平的茶

叶味香 色 美，深 受 南 京 人 欢 迎，他 生 意 愈 做 愈

大。后来又在南京三坊巷口租赁一处三进店房，
于同治三年 （１８６４）开设 “徐源记茶栈”。经营

茶叶零售业务，并吸引泾县、太平的临时茶叶客

商和茶农存放茶叶，还介绍推销茶叶，提取—定

的栈厘。由于对顾客和茶商、茶农服务周到，生

意日益兴 隆。［１５］３３－３４这 为 泾 县 的 茶 叶 外 销 做 出 了

贡献。旌 德 县 的 货 物 转 销 情 况，据 该 县 方 志 记

载，道光、咸丰年间，本县人口 发 展 到 最 高 峰，

“人有余而土不胜”，半数以上的粮食均由商贾从

芜湖、湾 沚 等 地 筏 运 以 济，旌 德 米 市 也 应 时 而

兴。［７］１０２清末民 初，工 业 品 和 南 北 杂 货 分 别 从 绩

溪县临溪、歙 县 深 渡 和 泾 县、芜 湖 输 入。［７］３６０这

些商品 的 购 销，主 要 依 靠 本 地 商 人 来 完 成。另

外，商品运输线路 “旌绩驿道”也可得到启示，
自唐至清，此道为徽宁二府经济贸易、官员往来

的主要 通 道 之 一，公 文 传 递 频 繁，货 物 运 输 不

息。［１６］８０这其中 必 然 有 宁 国 商 人 的 积 极 参 与。宁

国县的首镇河沥溪，商业比较发达，这里既有泾

县人经 营 的 各 类 商 号，又 有 绩 溪 商 人 开 设 的 店

铺。那时的河沥溪正街可谓商贾林立，是皖南山

区重要的商贸 集 散 地。当 地 的 竹、木、柴、炭、
茶叶和土特产品要运出去，日用百货、布匹等要

从外地运进来，都需要有宁国商人的经营活动。
清代，宁国县商业市场形成，宁国商人把本地所

产竹木、柴炭、桐油、表芯纸等特产外销，换进

食盐、布匹等所需商品。如宁国县商人 叶 德 松，
光绪六年 （１８８０）在 江 苏 溧 阳 南 门 河 沿 “德 丰”
木行 当 学 徒。三 年 满 师 升 为 水 客 （即 采 购 员），
前往江 西、汉 口 等 地 采 购 木 材。数 年 后 升 为 经

理，经常赴 江 西、湖 南、湖 北 采 购 木 材 远 销 上

海、南京一 带。［１７］７７这 些 商 业 上 的 举 措，无 不 促

进了各地农副产品向商品转化。
（二）开拓市场，加速经商地区商业发展

商人是市场活动的主体，无论是坐贾还是行

商，其经营活动都是为了开拓市场，从而加速经

商地区的商业化发展。宁国商人一部分在本府境

内经商，一部分到外地经营，推动了经商地区的

商业发展。

１．坐贾家 乡，推 动 本 地 商 业 发 展。在 南 陵

县，清道光 二 十 二 年 （１８４２），南 北 商 贾 渐 多，
城关经商的多为泾县、旌德、太平、徽州等地商

人。贸易物 资 大 都 是 地 产 的 稻 米、木 材、竹 器

等。至光绪十四年 （１８８８），该县城关有 大 小 商

铺３００多家。［１８］３０５清末民初，徽帮、泾帮商人来

南陵经商，江北各地手工业者亦到此谋生，故商

业逐渐兴 盛，手 工 业 匠 铺 日 益 增 多。［１９］８４在 宣 城

县，清末始有来自毗邻的泾县、旌德、太平、南

陵各县以及安庆、庐州、徽州等地的客籍商帮入

境，在县城和 水 阳、湾 沚、孙 埠、水 东、沈 村、
周王、寒 亭 等 集 镇 定 居 经 商，促 使 商 业 重 新 兴

起。至民国初年，宣城县城区商业活跃，店铺鳞

次栉比，成为宁国、泾县、郎溪、广德等县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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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之 区，也 是 粮 食、茶 叶、竹 木、山 货 集 散

地。当时，独资经营以 “徽州帮”、“泾县帮”居

多。民国六年 （１９１７），泾籍商户成立 “旅 宣 泾

帮商业公所”。［１０］３３６在 旌 德 县，明 末 清 初 已 有 很

多人外出经商，自乾隆以后，掀起经商热，经商

成为时髦的职业。当时本县北乡通泾县之徽水货

运十分繁忙，仅三溪古渡就有筏户八百，竹木土

产水运至芜湖，县内贸易由此兴盛。旌阳、三溪

的布店、货 栈、钱 庄、当 铺 盛 如 都 市，商 号 满

目，店旗交错。庙首、杨墅、朱旺村、大礼村等

都是繁华的集镇，“穷乡僻壤之区，均成市廛林

立之 所”。旌 德 人 “因 商 致 富”，特 别 是 巨 商 大

贾，以其雄厚的资本投资家乡。［７］４在宁国县，清

末民初，县内的经商者大多为徽州、旌德、泾县

等外地商人。商户多集中于县城和交通便利、人

口密集的港口、宁墩、胡乐、东 岸 等 较 大 集 镇。
县城的河沥溪、城里、西街是主要商业区。［１１］３７３

据 《宁国县商业志》记载，光绪年间先后在河沥

溪兴办的大型 综 合 商 店 有： “德 隆 新” “春 和”
“吴义成”“吴同亨”“吴同春”，计五家。在城经

商者五方杂处，其中以徽商及旌德、泾县商人居

多，故有 “无徽不成镇”，“无泾不成集”之说。
以上所述反映，宁国商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

是在本府所辖县境内从事商业经营，他们与徽商

等一起发掘本地的商机，共同开发家乡的市场，
为推动本地区的商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２．行商他 乡，促 进 外 地 商 业 发 展。大 量 的

史料记载，宁国商人在外地开辟了很多的商业市

场，取得了一定的业绩，为经商所在地区的商业

化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中又以泾县、旌德

和太平三县的商人表现突出。
如泾县商人，自明成化、弘治始，已是远出

他境，赢走四方。清代至民国中期，泾人外出经

商者足迹遍 及 十 八 行 省，宁、沪、苏、浙、赣、
鄂、湘、粤及沿江各地商埠，均有泾商开设的宣

纸栈、发 行 所、丝 茶 行、烟 行、竹 木 行 乃 至 盐

号、钱庄、典当行业，且有转而兴办纱厂、面粉

厂等民族工业者，形成 “泾帮”商系。［２０］３０６胡朴

安撰 《泾县乡土记》云：“泾人在外经商者约计

比居本 邑 经 商 者 多 三 分 之 二，是 泾 邑 商 界 特 色

也。”［２１］ 《安 徽 第 九 区 风 土 志 略》也 载：泾 县 人

“长于 经 商， （南）京、镇 （江）、沪、汉 （口）
诸大埠，无不有泾帮之称”。这些都反映了泾县

商人在外地商业发展中的影响和地位。旌德商人

除了在本省境内从事商业活动，更多的则是远贾

他乡，在 江 苏、浙 江、湖 北、湖 南、江 西、福

建、河南等地区经商，这必然促进外地商业的发

展。据 《江氏宗谱》节录江希曾 《旌川杂志》记

载：“吾旌自设县以来，元明曾遭兵燹，而蹂躏

不深。故生齿繁，而谷不足食，每年必由湾沚运

米以济。居民谋生拮据，往往经营贸易，散之四

方。自京师以及各行省，而以大江南北最多。道

光末年，予族设质库外埠者六十余家，商店则如

恒河沙数。”［９］第２１册 这段材料反映旌德江氏商人在

外地经商的地域之广，并取得较大成功。太平商

人在外地经商者很多，如谢余庆，咸丰间 “设米

肆于 新 安”，同 治 初 又 “贸 易 和 州”。清 人 谢 燮

敬，“开设衣服庄于江苏之高淳县”。林之楙服贾

汉皋，“今汉镇得有花布、茶叶两帮，亦楙首倡

之功也。”还有光绪年间的苏国华，未弱 冠 助 其

父怀之公经营商务，以振兴实业为己任。他感慨

中国瓷茶业之不振，于是倡议创办有江西瓷业公

司、江宁 茶 业 研 究 所 等 组 织。［２２］《人 物 类》这 些 都 说

明太平商人在开拓外地市场、推动经商地区的商

业发展中，做出过积极的贡献。
（三）热心公益，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商人作为社会中一个重要阶层，不仅要推动

经济发展，还应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他们不仅拥有丰富的商业资本，还有热心公

益事业的善行懿德。宁国商人在经商过程中或经

商致富后，积极投资和参与地方公益事业，为社

会的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１．修桥铺 路，方 便 行 人 商 旅。宁 国 商 人 在

遇到桥断路毁等道路不通畅之时，便主动投资修

桥铺路。泾县商人的善行，如查冠群 “修村口大

路及狮子山栈道，并建石桥”；查崇禧 “在含山

修路建桥”。［２３］卷２５４《人 物 志》查维吉 “尝倡修青邑山路

河桥，客无为州又独建周家硚。”［２４］卷５《人 物》铜陵县

的大通镇是商旅抵达宣、歙的必经之地，“然中

隔 山 溪，逢 骤 涨，病 涉 维 均。”乾 隆 十 七 年

（１７５２），泾县朱氏商人独资建桥，曰紫阳桥。后

来，此桥毁于洪水。嘉庆初年，泾县众商又相谋

集资，“得白金七千有奇”，重建了桥梁，修葺了

道路。［２５］卷１８《大 通 镇 重 建 紫 阳 桥 并 修 路 碑 记》此外，宁国商人还

设立义渡，方便和帮助行人商旅通行。如泾县曾

有五位商人 共 同 出 资 在 县 内 设 立 了 “上 坊 渡”。
旌德商人 的 义 举，如 江 一 廉 “牵 车 服 贾，方 起

家，慨捐银 二 千 金 造 黑 溪 长 春 桥。”［２６］卷８《人 物 志》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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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五十七年 （１７１８），旌德县三溪石壁大路被洪

水冲坍，舆马负贩阻塞不前者数月。朱文焕 “倡
首 捐 资 千 五 百 金，坚 砌 坦 夷，至 今 行 旅 称

便”。［２７］卷８《人 物》还有汪秉璧 “贾汉阳积赀，喜行善

举，归里独力造聚金桥，并构殿阁凉亭，以为村

之北障，沿溪筑堤砌路，计费千数百金”；汪 上

裕 “在江右 独 立 建 大 塘 桥，费 千 余 金，毫 无 吝

色”。［２８］卷７《人 物》太平商人在修桥铺路方面也有很多

作为。如林贵懋迁江右， “平治路、修桥梁，凡

二十年前后所费共二千金有余。”［１］卷 末《补 遗》胡国理

曾 “出千金修通徽州太平路十数里”［２３］卷２５４《人 物 志》。
又如杜伯端尝贸易徽州，对歙县岩寺等处桥梁亭

路，倡捐募修；李绍祖道光时侨居贵池 之 唐 田，
倡建永济石桥三洞，费数万金；李志发同治初年

营业湖北董滩口，“独资重建距董市十里之龙灯

桥，行人 称 便”。［２２］《人 物 类》宁 国 商 人 的 善 行 义 举，
不仅方便了行人和商旅，也有利于社会的有序正

常发展。

２．赈灾济 民，维 持 社 会 秩 序。宁 国 商 人 在

遇到天灾民饥之时，往往会慷慨捐资，以解救灾

民；或者不顾自己的商业利益，积极转 运 粮 食，
减价出售，以赈济灾民。如泾县商人中代表性的

有，朱时庆 “雍正间游楚，适汉口大荒，输粟数

千石”。［２９］卷１９下《人 物》王全以服贾致饶， “康熙 癸 酉

饥，输谷二千石以赈。”［２３］卷２５２《人 物 志》潘景彰道光初

年经商芜湖湾沚镇，值水灾，与同乡潘周达、潘

周 云 “倡 赈 难 民 数 万，三 月 之 久，全 活 实

众”。［２３］卷２５４《人 物 志》旌德商人在灾害面前的义举，如

江璐 “乾隆癸亥春，雨雪联绵，米价腾涌，璐遵

母命，出所藏谷，减价平粜，不足则之山溪太邑

贸 易 以 济，全 活 实 多，至 今 乡 邑 犹 称 颂

之。”［２７］卷８《人 物》吕积 厚 贸 易 于 江 北， “乾 隆 丙 午、
嘉庆 甲 戌，岁 大 祲，叠 赈 里 党 及 江 北 费 万 余

缗。”［２８］卷７《人 物》太平商人在赈灾济民方面也表现突

出。如胡国理 “咸丰中在汉口资送乡人避难者数

千人”［２３］卷２５４《人 物 志》。刘 时 可 “尝 贾 于 浙，积 有 余

资，辄行 善 举。乾 隆 六 十 年，县 境 旱 灾，人 苦

饥，与弟际可、行可、仕可、圣可，由浙运米六

百石助赈。”李成勲 “习贾荆 沙，好 行 善。道 光

二十八年岁大祲，捐资购谷数千担平粜，全活甚

众。”赵希圣经商汉口，“咸丰间，县人避难于汉

者几万人，希圣会同黄景星等捐巨款，筑屋百十

间以居，日给 粥 两 餐，全 活 甚 众。”［２２］《人 物 类》宁 国

商人在灾害面前，自觉维护了社会秩序，有助于

社会稳定发展。

三、宁国商帮及其与徽商的关系

宁国商人与徽商是明清时期并存于安徽境内

的两支重要商帮，宁国商人又并非附属于徽商的

商人群体。就探讨宁国商人的商业地位而言，澄

清宁国商人具备商帮属性实属必要。根据商帮史

研究专家张海鹏等人的观点：“商帮，是以地域

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 ‘相亲 相 助’
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

之所的一种既 ‘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

人群体。”［３０］前 言

宁国商人完全具备上述商帮的各项特征。首

先，在宁 国 府 六 县 中，除 南 陵 县 “农 事 最 勤”
外，［１］卷１８《物 产》其余 五 县 多 以 经 商 为 业，逐 渐 兴 起

了宣城商人、旌德商人、泾县商人、太平商人及

宁国县商人，他们共同构成了宁国商人这一区域

性商人群体。其次，宁国商人多以血缘为 “粘合

剂”，以家族、乡谊为纽带外出经商。宁 国 府 人

举族经商的现象有很多，他们或 “合资经商”或

“合伙经商”。举族经商的结果最终形成了许多经

商世家，如泾县朱氏、胡氏、洪氏、郑氏和汪氏

五大经商家族，旌德汪氏家族等。宁国商人以乡

谊为基础合作经商的情况也为数不少，如旌德商

人张廷泰尝与同乡俞大邼合业常州，还有旌德戴

氏与赵氏也是家族联合经商的典型。再次，宁国

商人广建 会 馆、公 所，作 为 异 地 联 络、计 议 之

所。如泾县商人在苏州吴县建立的 “宛陵会馆”；
太平商人在汉口创建的 “太平会馆”；旌德商人、
泾县商人在南京分别创建的 “旌德会馆”和 “泾
县会馆”；宁国商人联 合 在 常 州 创 建 的 “泾 旌 太

会馆”等。当然，宁国商人也是一个既亲密又松

散的商人群体。
受地缘、风俗等因素的影响，宁国商人在许

多方面同徽商极为相似，关系十分密 切。首 先，
地理环境相似，二者在商界齐名而并称。宁国府

与徽州府同处皖南山区，山水相邻，地理特征类

似，“吾乡徽宁两郡，地处万山，田之可耕者少，
人 多 轻 去 其 乡，往 往 经 商 操 业，毕 世 驰

驱。”［３１］《劝 捐 思 恭 堂 添 建 西 厅 及 筹 备 善 后 经 费 序》人 多 地 少，经 商

谋生成为两府人的首选，“宣歙多山，荦确而少

田，商贾于外者什七八……沪邑濒海，五方贸易

所聚，宣 歙 人 尤 多。”［３２］２３２－２３３宁 国 商 人 与 徽 商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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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的史料屡见不鲜，在碑刻和方志等文献中皆有

记载。如 《新建安徽会馆碑记》曰：“隶皖者郡，
夹江跨淮，迤原而包山，江以南土率瘠，宣歙尤

多商。”［１２］３８１江苏 吴 江 县 南 的 盛 泽 镇， “商 贾 辐

辏，虽弹丸地，而繁华过他郡邑。皖省徽州、宁

国二郡之人，服贾于外者，所在多有，而盛镇尤

汇集之 处 也。”［１２］４４６又 如，安 徽 桐 城 县 南 的 枞 阳

镇，濒临长江，“为桐城首镇，鱼虾蕃衍，罛罶

相望，舟船来往，百货俱集，民 多 以 贸 易 为 业，
徽宁商贾最多。”［３３］卷１《乡 镇》可见，在明清商界宁国

商人与徽商齐名而并称，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又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

其次，生存地域毗 邻，商 贸 活 动 相 互 交 叉。
明清时期，宁国府与徽州府毗邻，其中太平县与

黟县相交，旌德县与绩溪县相连。宁国商人与徽

商在对 方 府 县 经 营 的 现 象 很 多。以 太 平 商 人 为

例，如陈时撰、盛善继皆 “服贾徽州”；杜 伯 端

“贸易徽州”；道光时，曹天肇 “商于徽之溪口，
年十六往 江 西 贩 夏 布，赢 千 余 金。”咸 丰 年 间，
谢余庆 “设米肆于 新 安”。又 如 谢 春 晖 “与 族 人

合力设商号于徽州府，治越 五 年，业 大 振。”程

嘉宾 “贸于黟，与人共事有管鲍遗风。”刘 鸣 善

“与兄鸣涟贸于婺源。”苏华勲 “侨居绩溪，年既

久，人知其 刚 直，推 为 该 县 商 会 会 长，一 任 八

年，群 情 悦 服。”［２２］《人 物 类》明 清 徽 商 的 经 营 足 迹

“几遍宇内”，故徽商在宁国府境内从商者也为数

甚众，此不赘述。
再次，商业资本雄 厚，双 方 既 是 商 业 对 手，

又是合作伙伴。宁国商人由于勤俭经营，勇于开

拓，后来物力既充，因商致富者所在多有。
一方面，宁国商人在许多领域扮演着徽商竞

争对手的角色。如泾县商人朱华，曾在江南经商

地与徽州棉商竞争，“夙夜研剖，遂悉窳要，来

者山积，顷刻竟，不爽铢黍，新安人膺服，自后

群从 藉 师 资 焉。”［３４］卷２７《岳 西 公 事 略》太 平 商 人 陈 仁 统

“懋迁徽地”，在徽州以经营酒业致富，“咸谓其

富裕 压 全 徽”［３５］卷３９《懿 行 传》。对 于 徽 商 擅 长 经 营 的

典当业、盐业，宁国商人也竭力涉足，且有不俗

表 现。如 旌 德 商 人 朱 德 沛 “经 商 于 皖，习 典

业”［２０］卷 末《德 沛 公 传》，其弟朱德澍被委任管理上江盐

业和扬州典业，经过大力整顿，“于是江宁、江

浦、六 合 三 岸 销 数 日 增， 又 作 《典 业 四

箴》。”［３６］卷 末《德 澍 公 传》道光末年，仅旌德县江村江氏

一族设当铺于外埠者就有六十余家。泾县学者胡

朴安在 《泾县乡土记》中描述：“朱氏族大，散

居于县之东乡，纵横十余里，户口数万……世业

盐，财富甲于一邑。”［２１］

另一方面，宁国商人与徽商 又 有 合 作 关 系。
如方家仕在芜湖经商时，“徽属人之议建会馆于

芜湖也，亦翁赞成之，其址邻 翁 业，翁 让 便 之，
而为之度划，规模制度皆出翁手，迄今徽属人犹

称述云。”［３７］卷２０《安 田 方 翁 暨 周 程 两 孺 人 合 传》方启于康熙十五

年 （１６７６），遇一商人： “口称徽商，途顾 （雇）
担夫遭拐逃，行李无存，因乞盘费，翁延归，为

之饮食，送 钱 一 千”［３８］卷６《皇 恩 宠 锡 耆 士 方 启 公 先 生 实 录》，帮

助徽商解决了燃眉之急。又如太平商人陈务烈，
“年十九为徽商经理茶叶”［３５］卷３９《懿 行 传》，后亦发家

致富。此外，宁国商人与徽商在异乡共建同乡会

馆的现象较为显著，这应是徽宁商人通力合作的

重要表现。如乾隆十九年 （１７５５），宁国 商 人 与

徽商在上海小南门外合资创建了徽宁会馆———思

恭堂；嘉庆十四年 （１８０９），徽州府六县 和 宁 国

府旌德县的商人在吴江县盛泽镇共建会馆，即所

谓 “徽 宁 会 馆，两 郡 七 邑 所 建 也。”［３９］３５５另 有 记

载：“徽宁两郡，本属同省，今又同邑经营……

合成徽 宁 会 馆，谁 曰 不 宜。”［１２］４４９会 馆 在 清 代 较

为盛行，一般以同乡或同业为基础在京都或大商

埠设立 机 构，以 馆 址 房 屋 供 同 乡 寄 寓 或 同 业 聚

会。徽宁商人在经商之地合建会馆，起到了商帮

纽带的作用，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商业经营环境。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宁国商人与徽商有着

相似的兴衰历程。宁国商人的足迹遍及省内外各

地，他们 的 经 营 活 动，促 进 了 农 副 产 品 的 商 品

化，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加速了经商地区商

业发展，有助于经商地区的城镇化乃至城市化进

程；并自 觉 维 护 社 会 秩 序，有 助 于 社 会 稳 定 发

展。值得注意的是，宁国商人具备 “商帮”的诸

多特征，而且从大量的文献资料可知，宁国商人

与徽商之间存在既竞争又合作的商业关系。随着

徽宁二府的方志、家谱、文书、信札等地方文献

的不断公布与发掘，徽宁商人在地方教育兴办、
传播发展文化、社会公益事业、基层社会建设诸

方面，也存在一定的相互关系。这有待于进一步

思考探索与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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