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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旅蒙商述略》

内容概要

《清代旅蒙商述略》的主角“清代旅蒙商”其实是中国传统社会最著名的商帮集团——晋商。谈及中
国传统社会的商贾之道和商人集团，晋商都是绕不开的重头戏。明清两朝，特别是清朝，既是中国传
统社会体制下商业模式和商业体系达到最成熟的时代，也是晋商从事经营活动最广泛，获取商业成就
最辉煌的时代。
作者秋原是一位编剧，因自己的血统和职业的敏感，又凭兴趣阅读历史，留意搜集相关资料，写就此
书。他说，历史其实是鲜亮且细致的，历史中的人和事也是生动活泼的，他们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联系
。把这些联系尽可能多地找出来，才能品味出其中的乐趣。所以他用三十余万字钩沉商贸往事，追溯
家国痛史，从前期依附清廷的家族式皇商范氏，讲到后期采取外聘职业经理人经营模式的“大盛魁”
，在史料爬梳中揭开了晋商异军突起的奥秘；复盘晚清晋商新贵乔致庸的“复盛公”与百年老字号“
大盛魁”长达半个世纪的商战，重现了一代巨贾的辉煌与落寞；探讨商号之兴衰演变史与清朝国运节
奏的关系⋯⋯视野宏大，细节丰富，努力还原晋商的真实面目，将晋商群体置于当时的社会阶层流动
，以及清帝国的扩张与收缩的大历史之中，试图揭示那段历史中的感时伤怀之思与刻骨锥心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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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编剧，历史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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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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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旅蒙商述略》

精彩书评

1、从读库1600六哥自语中得知这书卖的不好，或者说不如想象中好，说实话自己买之前也是踌躇了很
久，被这名字吓住了，怕内容太学术，读起来太费劲，今日读完不禁大赞，这书可以列为今年读过的
最赞的一本书了，这书立意很好，角度独特，内容有血有肉，可能如作者所说，其非历史学家，反而
能逃出史书写作框架，让人感觉没那么高冷，具体内容不再评述，自己看书吧，感谢作者奉献的这本
好书！
2、这是我用了大约七年时间，在京、晋、冀、辽和内外蒙古等地走访，收集资料后编撰的一本书。
我自己并非历史学科出身，所以不想把书弄成太过于正规格调的专业著作，也没有在书末尾附录资料
数据出处，尽量用自己最生活化的语言平铺直述，让书尽量定位在适合大众品位的通俗读物。至于写
他的目的，也很简单：当我积累过一些资料，采访过一些人士后，突然发现，关于旅蒙商这一块的研
究，在相关学科内并不受重视，很多方面几如空白，旧事故人已然在厚厚封尘之下无人问津了。那么
我就有了两种出于“功利”目的的考量——于“功”而言，我写这本书就是一件爆冷门的事，会让人
发现若干鲜有人知的往事；于“利”而言，既然以前少有人关注这个领域，我的文字就具有高度原创
性、独家性，使这本书作为个人过去数年某种付出的证明与奠基。拙作在豆瓣上得到的评论和这个分
数，再一次让我感受到当初“读库”张立宪主编的慧眼识珠、杨雪编辑的耐心负责，以及众多库娃和
更多读者们的热情鼓励。太多感谢的话说了意义其实并不大，就用“再接再厉”这四个字吧，我个人
感觉这是个让人听着很舒服的词，有一种承前启后、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往前走的冲劲。
3、我曾在乌兰巴托工作两年多，也曾坐着车往返过中蒙间那条贯穿戈壁瀚海的南北动脉，也曾西去
巴彦乌列盖。当时还听过朋友讲，在乌里雅苏台遇到一个蒙人女人，汉语说得非常好，她的曾祖就是
当年的伙计，在库伦做生意杳无音信，她曾祖母就让她只有十来岁的爷爷一路寻到蒙古，在蒙古找到
之后，却因为战乱回不去国，就只能成家扎下根来，再也没回去过。当时仅限于唏嘘，但是对于曾经
的旅蒙商一无所知。作者是有蒙古血统的满族，所以虽非历史学家，却用了数年时间考据撰写了这部
介于学术和随笔之间的书。因为笔下有感情，可读性强于一般的历史类著作，所以我一周就看完了这
本近500页的大书。很难去想象，过去的几百年，就有多达二十余万的中国商人赶着牛车、驼队络绎不
绝地往来于张家口和库伦间，并且兴建了库伦、科布多、乌里雅苏台、恰克图多个买卖城，熙熙攘攘
。正如作者所述，旅蒙商的兴起是为了配合清朝平准战争的军需，旅蒙商的回光返照是为了配合徐树
铮稳定蒙古的最后努力，旅蒙商的覆灭是因为中国军阀混战而被俄国趁虚而入。个人与国家、经济和
军事的密不可分在这里得以充分体现。数百年间，旅蒙商冒着生命危险满足了广袤草原的物资需求，
巩固了边陲，赚得了庞大的家业，也因其唯利是图和文化隔阂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留下了诸如“胡
杂”（伙计）这个带有贬义的称呼中国人的蒙语词汇。无论其功与过，早都湮灭在蒙古的沙漠瀚海之
中。如今在蒙的中资企业商人，虽无往日的数量规模，但却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以更大的经济体量
和更多元化的产业投资推动着中蒙经济合作，续写新的故事。
4、这是一本让我欲罢不能的书。在今年接近尾声的时候，得以慢慢展开细读，竟然将这些年的轨迹
串联起来。我是太谷人，本来就关注晋商，上大学之后，甚至还做一些专门的功课，搜集相关的书刊
影音，回溯前辈之路。无形中对于九边重镇，竟产生了许多认同和好感。据我祖父回忆，我曾祖父青
年时在天津为商，至倭寇衅兵卢沟，乃返回山西老家，业农为生。曾叔祖父则在包头做买卖，其事不
详。祖父少时，只能在县上做学徒了，后来山西人生意多不景气，日占时期亦不得已避居乡里。因之
，对于满蒙藏等边地，也就有了特殊的兴趣。后转学建筑，以辽代建筑切入，更得观北边之俗。今年
，幸得各种机缘，能够反复踏足义县、宣化、大同、榆林各边，心意满足，感受河山壮丽，叹先民之
智与力。观是书，粗砺中透着温婉，豪迈中隐着无奈，有悬镜自照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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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旅蒙商述略》

章节试读

1、《清代旅蒙商述略》的笔记-第365页

        两位“教主”处事态度也是天壤之别：李教主是个江湖混混儿，鼓动别人入教，自己却不信，纯
粹就为骗钱，他发展的信徒也都是动机不纯的首鼠两端之辈。但是武圣门靠传销方式传教，信徒发展
下线叫“渡化”，每渡化一人可以得着六吊酬谢钱，经济诱惑力太大，信徒入教踊跃，发展迅速；杨
教主很像洪秀全，自己也走火入魔了，坚信只要潜心修炼到“入定”程度，就能从老道传给他的六经
里学会“真大法”，他发展的信徒都是一根筋式的顽固分子。杨教主不大看得起李教主，觉得这个人
肤浅、市侩，但很欣赏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尤其看重武圣门的传教方式，就和李国珍起香誓结拜，结
成教盟，从建昌、朝阳两县开始发展势力。

2、《清代旅蒙商述略》的笔记-第232页

        旧俗，原本叫“猫食”，就是两家斗心眼的产物。当时每到三节、年关腊月和正月，大盛魁都要
给复盛公在归化城的分号和小号送去食盒，里面七碟八碗全是美味佳肴，说是两家关系一向和睦，看
着友号同仁忙着打理生意实在太辛苦，特备下酒菜慰劳友号。食盒送到大德恒，大德恒掌柜满面堆笑
地收下，千恩万谢把对方送走，当晚打烊关门，再让伙计把铺里养的花猫抱来试吃，怕对方使坏往菜
里下巴豆。猫吃完就算没事，依然一口不动，让小伙计都扒拉到一块堆，烩锅“折箩”，端出去分给
叫花子吃。来而不往非礼也，复盛公对大盛魁同样是殷勤回礼，经常登门送去各种时令果品和点心匣
子，也全都便宜大盛魁养的狗了。事情逐渐传开后，归化城商界中有好事者编出一句专门讥讽此事的
歇后语一“复盛公的猫，大盛魁的狗，三辈子积德不短口。？

3、《清代旅蒙商述略》的笔记-第333页

         乾隆先介绍喇嘛教的起源，简述喇嘛教在清代以前的历史，活佛转世宗俗的形成；再通通过讲述
元朝过分纵容喇嘛僧人造成的危害，凸显清朝严加管束该教的必要性，告诫世人对喇嘛教不可曲庇谄
敬；继而表明明清朝统治者对黄教本身既不信奉也没有好感的政治态度，“为赡养黄教者，无非如怀
柔远人”，阐明“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根本宗旨，这才是“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
的长久国策，最后强调“我朝虽护黄教，正合于王制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而惑众
乱法者仍以王法治之，与内地齐民无异

4、《清代旅蒙商述略》的笔记-第12页

        

Page 6



《清代旅蒙商述略》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