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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世满、李萍编写的《晋商五百年(粮油故道)》 按照时空顺序向读者描述了一条清代前期至民国早期 
存在于山西北中部与内蒙古中西部之间的水陆衔接的 重要商道。首先从总体上审视了晋蒙粮油故道这
一历 史现象，探讨了商道兴起的背景与原因；之后各章分 别以一座沿途商镇码头为坐标，引出故道
上的商品种 类、风土人情及城镇兴衰；最后分析商路衰落的原因 ，论述了粮油故道的深远影响及其
应有的历史地位。
“粮油故道”是晋商研究中的一个大课题，本书系统 阐明了这条商道历时两百多年兴起、发展、繁荣
和衰 落的全过程，是一部填补晋商研究空白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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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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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铁路、公路后来居
二、天灾：货源地农业哀难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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