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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西票庄的兴起，一面因为交通不便，运现麻烦，一面因为国内商业发达，各地商人需要汇款结账，
和各省地方官吏与中央政府，常有款项来往，没有适当机关可以代办，所以形成票庄独占的局面。
票庄专靠旧式的组织，重人的关系，以信用相号召。
这种办法对付当时的环境，可以支持一时，享受繁荣。
然而时过境迁，自五口通商以后，国内的社会、经济、金融、财政和交通的工具剧烈变动，山西票庄
墨守绳法，不能应付新时代的要求，它的失败是必然的。
一般人常谓山西票庄受辛亥革命的打击，一蹶不振，不久就衰落，这是片面的真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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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山西票号史》一、历史一种事业的产生与消灭，不是凭空出来的，是从环境需要而形成的。
山西票号，产生于道光初年，失败于民国初年，兹将其产生与失败因果的关系，列举如下。
（一）票号的前身票号的产生固在道光初年，但其产生的原因，则与中国历代货币制度有关；而近因
则系戴顾等人为民族革命，创设标局，为票号的前身。
远因固有货币史，不宜细载，而近因无直接史料，亦不能详述，兹为简略说明如下：1.货币的演变古
代以物易物，不用货币，后来为交换便利起见，则有硬货币的产生。
硬货币因用贝壳做饮器，而有“贝币”；由贝币用仿造的则名“蚁鼻钱”。
因用石铲为农具而有“铲币”；后仿造的名“布”。
因用刀割物，则亦以刀为货币。
因用石的或铜的纺织轮变成环钱，先是内外皆圆，后因币面摩擦，减少其分量，改为方孔，用方木棍
穿入其中，古币至秦始皇而废（王莽时，曾一度用过），惟方孔的环钱，通行至清末。
古货币多铸地名，后加法定价值，至秦汉纯用法定价值，如半两、五铢之类，至刘宋始铸年号，后世
的也只铸年号，惟清末铜元上则有将铸地、年号、法定价值三者均列出的，此皆为铜币。
虽其间有铁铸、铝铸，但皆名之为钱。
若金之用，始自战国，状如饼形，上盖铸地之印。
银之使用，较金为后，而形状亦如饼，但为长圆形。
宋名为铤，至元代始铸成“元宝式”，约重五十两，清初在新疆铸币约重一两，清中叶，东南沿海多
用外国银币，清廷亦自铸，重为七钱一分，广东并铸有二角、一角的辅币。
民国以来，铸有袁世凯像、孙中山像等银币，也有一角等辅币。
民国二十五年，改用法币，白银收为国有，另铸二角、一角、五分的镍币，一分、半分的辅币。
交易日繁，因硬币产生不易而用软币，春秋战国时有“皮币”，形不可考，惟汉武帝时以鹿皮为之，
其性质等于现在的划条。
东汉用布为之，六朝则有“枋柜”于大寺院中，存放现款，由寺院开一收条，存款者持此收条交易，
交付货款，其性质等于现在的支票。
唐时政府于长安东西市设枋柜，存入现钱。
而收保管费，又商人从各地至京师时，将现钱交各道进奏院或诸军使，领取合券，到京师取现，名为
飞钱，其性质如现在汇兑。
宋时四川商人王昌懿等十六家，设交子铺，凡商人以现钱交给交子铺，交子铺用同一色纸上印树木人
物，以无记名式填入钱数，押字盖章，交给付钱人，远近使用，称为纸币。
后由宫廷收回自印，因纸张不良，每届三年，以新钞换旧钞。
元明两代，甚为通行，清在顺治及咸丰时曾一度使用，至清末，大清、交通银行成立，发行纸币。
民国以来，发行纸币之银行甚多，民国二十五年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的纸币为法币。
山西票号的成立，就是因标局转运硬币不便，改为软币的会票，其方法当有采取飞钱交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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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晋商研究经典文库(套装全5册)》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
票庄以汇兑冒业、固也、而其所以大获胜利者，不仅在汇兑而在存款，存款多则汇兑灵通，汇兑灵通
则汇水利息源源而来矣。
票庄存款之收储，动辄数百万，且多不计予息，各庄借此以营生业．而获利息；既本少而利多，复长
袖之善舞，此票庄之所以极盛，非他行之所能及也。
吾晋票庄祁太平三帮，共二十余家，自光绪甲午后，为增盛时代，自庚子至辛亥，为极盛时代⋯⋯存
款既多，所以获利自广也。
自票庄信用大著后，勿论官商士庶，积有金钱，皆愿存储票庄，冀图保重，上而公款，如税项军饷边
远各省丁漕等，下而私款。
如官场之积蓄绅富之储藏等，无一不存票庄之内。
所以每家存款至七八百万二三百万之多。
且公款皆不要利息私款虽有利息不过二厘三厘耳，而票庄以此无息之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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