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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阅读《山西票号史料》，人们惊叹世人对于财富永远而执著的追求，惊叹明清商人的经营智慧，惊叹
山西作为民族悠久传统文化与经济摇篮之一曾经有的辉煌。
《山西票号资料》1990年出版至今已11年有余，原书早已告罄。
十多年来，原主要编者之一、山西票号史专家黄鉴晖先生一直收集有关山西票号方面的资料。
这次汇集出版的本书下部《山西票号史料（续编）》就是黄先生十多年收集整理的成果，这些资料极
为珍贵，弥补了1990年版资料的不足。
这些资料有四个来源：一是平遥县中国票号博物馆新发掘并收藏的；二是流失到日本的；三是辽宁省
档案馆收藏的奉天商会档案；四是票号创办人后裔和民间收藏者收藏的。
内容主要是新发现的日升昌、蔚泰厚、宝丰隆票号的资料，也有其他票号的一些综合情况或倒闭时期
的资料。
为便于读者全面地阅读和利用票号资料，我社以增订本的形式将1990年版修订后作为上部，将黄鉴晖
先生1990年以后收集整理的《山西票号史料（续编）》作为下部汇集出版。
1990年版的《山西票号史料》成书仓促，有一些错讹，本次修订对个别有误的内容尽量做了一些纠正
，本次修订还从体例上、文字上进行了修改，但基本内容保留了原貌。
《山西票号史料（续编）》是1990年至1999年发现的山西票号资料的编辑整理。
上部共分3编11章约119万字。
第一编为票号的历史沿革；第二编为票号的组织与制度等；第三编为附录，包括大事记和征引资料目
录。
第一编按票号发展兴衰的史实，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
上部为了使问题能集中反映出来，避免因时期划分出现的分散和割裂，有几个节题收录资料的时间，
有推后和移前的情况。
上部各章辑录的资料，编者按其内在联系，分专题形式处理，对过去人们误认的票号及票号家数，做
了考证和说明。
上部所辑官府档案资料，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只选录了一部分以能说明问题为主，被舍弃的有关
汇兑或支垫公款资料，均做了数字统计。
下部共分四编15章，约65万字。
第一编为日升昌票号资料；第二编为蔚泰厚票号资料；第三编为宝丰隆票号资料；第四编为其他票号
资料。
本书以山西商人创办的、分布于全国主要城镇的票号（包括历史上被称为号商、银号或汇兑庄）为范
围。
清末沿海一些城市出现的小汇兑庄，则不在本书搜集之例。
本书资料内容涉及的时间跨度近100年，即1823年到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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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是研究票号史和经济金融史的一部重要的资料性史书。
《山西票号史料》分别阐述并研究了山西票号的产生与发展、山西票号的汇兑制度、山西票号的存放
款等业务及经营作风，以及山西票号的衰败。
《山西票号史料》共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共分3编11章约119万字。
第一编为票号的历史沿革；第二编为票号的组织与制度等；第三编为附录，包括大事记和征引资料目
录。
下部共分四编15章，约65万字。
第一编为日升昌票号资料；第二编为蔚泰厚票号资料；第三编为宝丰隆票号资料；第四编为其他票号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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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增订本出版说明增订本凡例1990年版编辑说明增订本下部编辑说明上部第一编 山西票号的历史沿革第
一章 山西票号的产生与发展（1823年前后至1861年）第一节 票号产生前国内金融业概况第二节 票号的
产生与三帮的出现第三节 票号与银号、钱庄、民信局的关系第四节 票号与商业第五节 1860年前后的
票号第二章 山西票号的发展（上）（1862年至1893年）第一节 票号营业地域和家数的发展及其在对外
贸易中的作用第二节 票号开始汇兑公款并成为一些省关的财政支柱第三章 山西票号的发展（下）
（1862年前后至1893年）第一节 票号与官吏的关系第二节 关于票号汇兑京饷的争议第三节 国内第一次
金融风潮中的票号第四节 票号家数与业务统计第四章 山西票号发展的极盛与危机（上）（1894年
至1911年9月）第一节 甲午庚子事变对票号的影响第二节 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第三节 山西票号在
国内外商业中作用的加强第四节 山西票号与近代工业交通的关系第五节 清末清政府整顿与管理银钱
行号下的票号第五章 山西票号发展的极盛与危机（下）（1894年至1911年9月）第一节 国内外银钱行
号发展及对票号的影响第二节 票号合组银行未成第三节 清末金融危机中票号倒账倒闭风潮第四节 从
统计数字看票号发展的极盛与危机第六章 山西票号的衰败（1911年10月至1921年）第七章 从票号经理
人传记看若干票号历史发展的特点第二编 山西票号的组织与各项制度第八章 山西票号的组织与制度
第九章 山西票号的汇兑制度第十章 山西票号的存放款等业务及经营作风第十一章 若干票号资本家及
其他投资人的类型第三编 附录一、山西票号大事记二、征引资料目录下部第一编 日升昌票号资料第
一章 道光中后期信稿（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至三十年(1850年)）第二章 咸丰年间信稿（咸丰元
年(1851年)、十年（1860年）十二月至十一年（1861年）十月）第三章 同治年间信稿（同治十年（1871
年）至十一年（1872年））第四章 光绪前期信稿（光绪十五年(1889年)至十九年（1893年））第五章 
光绪中期信稿（光绪二十年(1894年)至二十五年(1899年)）第六章 庚子事变前后信稿（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年）前后）第七章 账册与统计第二编 蔚泰厚票号资料第八章 苏州与京师往来信稿（道光二十
四年（1844年）三月至二十五年(1845年)十二月）第九章 苏州与京师往来信稿（成丰元年（1851年）
八月至二年（1852年）四月）第十章 蔚字五联号庚子后条规及赢利与分红第三编 宝丰隆票号资料第十
一章 汇票信汇格式、密押及其他第十二章 职工花名及分号职工姓名第十三章 民国初年总号给陕西分
号信（1914年8月至1916年6月）第四编 其他票号资料第十四章 票号家数及其他第十五章 其他附录：山
西票号各时期开业、关闭、实存家数整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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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概述【明万历三十五年六月】丁酉，河南巡抚沈季文言：商贾之中，有开设典当者，但取子母
，无赋役之烦、舟车之榷、江湖之险，此宜重税，反以厚赂而得轻之。
⋯⋯今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资数千金，课无十两。
见在河南者，计汪克等二百十三家，量派银二千六百余两。
（《神宗万历实录》卷四三四）【明天启五年三月壬申】典铺之分征有难易。
盖冲大邑铺多而本饶，即百千亦不为难。
僻壤下县，徽商裹足，数金犹难取赢。
故不独酌其轻重，而且定其有无，庶输者无难，而征者自易。
此不平而平之法也。
（《熹宗天启实录》卷五二）其次则设典肆。
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
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
吾辈八口嗷嗷，点金乏术，不得不倾箱倒箧，尽付质库。
伊乘其窘迫也，而鱼肉之，物价值十者，给二焉。
其书券也，金必曰淡，珠必曰米，裘必曰蛀，衣必曰破，恶其物所以贱其值也。
金珠三年、衣裘二年不赎，则物非已有矣。
赎物加利三分，锱铢必较，名曰便民，实阊阎之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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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山西票号史料》倾注众多专家40余年的研究心血，汇集公私档案190万字的珍贵史料，再现“乡下祖
父”100余年的兴衰荣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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