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据新修《凤翔县志》记载，明清

时期，“以商致富的县籍商户主要有

县城的周家、邓家，王堡村的张三仲

家，刘淡村的马长泰家”。“花布庄有

20余家。西安、兴平、渭北各县和河南

洛阳、漯河的土白布，多运集凤翔落

庄，经染色加工后，过载行店利用骆驼

回脚，转销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规

模大的永兴荣花布庄，有时一笔生意

可达20万两白银。其他如王堡村张三

仲家的义成福，郑家堡郑恒家的永顺

郑，岐山郭家的德顺生等布店都小有

名气。”

凤翔周氏从明朝中期以经营工商

业发家致富，在县城东大街和东关，

以及陈村、千阳，甘肃的秦州（今天水

市）、阶州（今武都区），四川重庆等

地建有数十家商号和住宅，周家还在凤

翔陈村镇料地村和五曲湾村周家庄子拥

有田产、山庄、养马场。周家在周家门

前村也有庞大的四合院住宅和花园。凤

翔周家商业兴起于16世纪初，没落于20

世纪初。

旧版本《凤翔县志》有明嘉靖、

万历年间周恕、周冕、周易祖孙三代的

传记：“周恕，字推己，文昌里人，少

业儒，以家计弗赡，遂商于维扬数年，

获利万金，乃叹曰：‘富已！而无济于

物，奚贵于富耶？’值关中饥，邻里亲

友有不能自存者，遂出所蓄以周之。”

周家商业在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咸

丰年间周建丰父子时达到鼎盛。咸丰年

间形成陕西最大的糖庄，每年四川糖商

简论明清凤翔商人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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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货至凤翔，均下榻于周家商号，然后

批发销售至西安和关中地区，远销于

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凤翔县志》

载：周家门前人周鼎，慷慨好施，以救

济贫苦为乐事，冬季施舍棉衣，荒年施

舍粥饼，上门求贷者甚众，皆予救济。

创立“正谊书院”，筹经费，刊印名流

著作多种，督学以“扬光彰懿”匾额相

赠。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关中

遭灾，州县筹集救济资金，周鼎带头捐

银五千两、小麦数百石，乡里饥饿者皆

得救。第二年，州县救济已停，秋田作

物未熟，他又拿出三千两银子，散给本

里及府城附近各户，乡里感悦，郡守赠

以“恩济乡闾”匾额。凤翔周氏从咸丰

年间的周宗钊到光绪年间的周鼎、周

铎、周彝弟兄，五十多年时间里以“凤

翔周正谊堂藏板”不间断刊印道光二年

（1822年）陕西解元郑士范的学术著作

达十余种之多，大多还存世至今，是珍

贵的明清地方史史料和关学史料。

凤翔周家、邓家和郑家，在清代中

期互为姻亲。邓氏中，由于邓怡亭的父

亲做生意亏本欠债，他无钱攻读举业，

因此下四川重庆，走陕北、甘肃，贩卖

贸易，十年赚取万金。邓家住在县城东

南边的邓家堡，在县城里也有四合院，

还有花园。

二

凤翔王堡村张家，家谱排序为“三

凤翔周氏宅院门楼石雕 ◇

凤翔周氏宅院 ◇

凤翔刘淡村马家大院门楼 ◇

｜ 129 ｜



树继耀，万世其昌”，始祖张三仲，发

迹于清代道光年间，以弹棉花起家，辛

苦经营，后来积攒资金，雇佣工人，扩

大经营。第二代张鸿烈，生于道光十七

（1837年）年，卒于民国6年。在凤翔陈

村镇创立“义成生”水烟房，以自制水

烟、烧酒行销西北甘陇、青藏、新疆、

蒙古，获利甚丰，人称“张百万”。张

云卿名鸿烈，世居凤翔西乡王堡村。善

经商，创“义成生”水烟房于陈村镇。

年老居乡，治家有方，订立家规。曾任

里民局绅，历革积弊。创按粮公摊税款

之法，铲除浮派。张家生意主要在工商

业，尤其是烧酒和水烟，生意遍布在

陈村镇，眉县齐镇，千阳，宁夏，陇东

镇远等地，还有商行锦和铺花布庄、药

铺、客栈等，凤翔县西大街天主堂所在

地原来也是张家的商铺，传闻“西安往

西看，都说张百万”。

三

凤翔县虢王镇刘淡村马家是清代巨

商，其家族商号“金盛号”自乾隆十二

年（1747年）创立布庄起，至1949年，共

延续二百年之久，资产越来越大，生意

自始至终兴隆不替，因而马氏家族在家

乡修建了精美的四合院豪宅。马家大院

的石雕、砖雕、木雕和脊兽精美绝伦，

很能代表陕西关中西部地区古建筑风

格。其中一座倒坐厅房内部粉壁墙上还

留存有解放战争时期扶眉战役前夕第

一野战军驻扎学习和整训时留下的“课

堂”以及“革命到底”“保卫祖国”等

标语和革命宣传壁画图案。这里还是革

命烈士马子实的故居，据《凤翔文史资

料》所载《刘淡村马家的发家史略》一

凤翔周氏曾收藏的周 ◇ 鼎及其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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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记述：马家祖先在清康熙末年同人合

伙，买一骡子，在县境内代人运输商品，

充当脚户，挣钱度日。后来生意日有起

色，遂又添一驮骡。他见川陕之间，往来

贸易甚多，便承接运输凤翔至汉中的来

往客货，继而又承接了汉中至广元一代

的商品运输。乾隆初年，马家发展成一

个小型的驮运队，不但代客运输，还兼

营川陕之间的信件邮包，也来回自购川

陕的土产品出售。乾隆七年（1742年），

马家祖先在四川彭县一客店偶遇一落魄

焦姓乡人，出于怜悯和同乡之谊，慨然

赠银十两，让他先做些小本生意，权且

度日，等他下趟来川时再从长计议。一

年后见面时，焦某已由十两银子的本钱

背负土布翻山串乡叫卖赚来了二三百两

银子，他建议马家在四川做土布生意，

认为不但大有赚头，而且十拿九稳。最

后商定由马家出资本，焦家出人力，合

伙在当地先摆摊设

点做土布生意。由

于焦某老成练达，

经营有方，于乾隆

十二年（1747年），

在彭县创设了“万盛

布店”，后来又在成

都购买街房，开创了

第二号生意“万盛

布庄”。由于生意兴

隆，第二代马家和焦

家人便凭借自己商号

的实力，将布庄一变而为钱庄，将字号

从“万盛”改为“金盛”，清道光十三

年（1833年），“金盛元钱庄”在成都府

开张营业，随着业务开展，又在成都周

围开设了什邡的金盛太号、新都的金盛

贞号、崇宁的金盛丰号、温江的金盛和

号、广汉的金盛惠号，还有最早在彭县

的金盛同号，共为七大号，以成都金盛

元为总号，居中调度，发号施令，管辖其

他分号。后来为了传递川陕商情，又在

西安西大街开设金盛荣钱庄一处。金盛

号钱庄的主要业务是贷款。清光绪年间

是金盛号昌盛时期，除不动产外，仅流

动的现金就有两千三百多万两白银，刘

淡村马家也就被誉为“马金盛家”。

四

郑士范《绿猗寮集》中的《皇清议

叙修职佐郎太学生清郊田翁墓志铭》

郑士范画像及其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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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了一则凤翔东关田姓市场管理员

受封八品官的史实：“翁讳茂，姓田

氏，清郊字也，凤翔人……翁故家贫，

读书未能卒业。凤翔东关，亦关西一

都会也。豫晋贾商辐辏，翁梃持其中，

忠信与人，称为公直。同事有过，即面

斥之，后生率惮翁严重，罂粟烟流毒以

来，惟翁所管，无虑数十百人未有染

焉！客商推重，豫星阶、武芝田二太守

先后闻其名，任以办公。翁实心任事，

蒙恩议叙八品职衔，亦异数也！平生早

起晏眠，无间暑寒风雨，七八十年如一

日，九十二卒，咸丰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也。”文中豫星阶和武芝田分别指清代

道光年间凤翔知府豫泰和武访畴。田

茂老人严格市场管理，“忠信与人，称

为公直”，市场中严厉禁绝鸦片毒害，

因“实心任事”竟然获得八品官职衔，

在当时也算是特例。文中还说：凤翔东

关是关西都会，河南、山西商人辐辏云

集，是我国西北地区

商业贸易中心之一。

五

郑士范《绿猗寮

集》有《李韶九墓志

铭》：“君讳万成，字

韶九，秋圃号也，家世

凤翔人也……以乾隆

五十三年（1788年）四

月十九日生。君幼嗜

书，贫不能卒读，樵牧养亲，长而远服

贾，往来陇蜀都会之交，山川之奇秀，

民物之殷蕃，牖心目矣！而复试之以险

滩，历之以危栈，戒之以畏途。艰辛数

十年，不惟致富而识日益超，而材日益

坚，处骨肉之间，推之族党，友睦慈和。

余尝自命为读书人而视君内行，有退然

逊谢弗如者矣……庚子之冬，余还黔

省，道出渝州，君行商地也，为余授餐

适馆，雇力买舟，勤勤恳恳。握别而南，

泄江水之深深，莫罄余怀之渺渺，故忆

君诗有‘曾记渡泸回首望，故人沙岸立

多时’之句。余既归田，君亦还乡坐肆，

方喜岁时相见，乐与笑言，而君竟以咸

丰五年（1855年）二月十四日卒矣！”这

里详述了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凤翔人李

韶九在甘肃、四川、重庆等地经商致富

的事迹。

——————————————————————

作者单位：长安大学

周恕、周易祖孙二人的传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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