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图书馆收藏有两部家谱 : 明刊 《三原焦吴里梁

氏家乘》和清刊 《三原梁氏旧谱》 ( 复制本 ) , 记载的是

明代盐业大贾陕西三原梁氏的世系资料。关于明清陕西商

人的私人史料很少 , 从这两部家谱中 , 发现了一些颇有价

值的记载 , 可以有补于陕西商人的研究。

一、两部馆藏家谱简介

《三原梁氏旧谱》一册, ( 清) 梁嵀等修, 清嘉庆九年

(1804) 刻 本 复 印 本 。 收 有 梁 家 三 个 支 系 十 六 世 的 世 系 图

表。分为 《三原梁氏重修本支世系自叙》、 《家传第三》、

《世系》、 《三原梁氏旧谱世系全图 一山、一仓、一贯支

派世系》、 《世系安葬地土界趾》、 《世系》 (两部为内容

不同的同名之作) 等六个部分。

《三原焦吴里梁氏家乘》一册 , ( 明 ) 梁希贽辑 , 明

刊本。其实是一部梁氏族人的墓志、行状文集 , 收有梁家

六世到八世祖孙三代人的墓志行状等 17 篇文字 , 其中 温

纯撰 2 篇 , 乔因阜 1 篇 , 李维桢 1 篇 , 来俨然 1 篇 , 来复

4 篇 , 陆君弼 1 篇 , 薛大中 1 篇 , 王希烈 1 篇 , 其余为九

世 族 人 所 撰 : 梁 尔 升 3 篇 、 梁 希 贽 1 篇 。 这 些 撰 述 的 作

者 , 都称得上是名人名家 , 如温纯、乔因阜、薛大中、来

俨 然 、 来 复 , 都 是 明 代 陕 西 名 士 大 族 , 其 中 温 纯 、 来 俨

然、来复同是出身盐商世家的进士 , 温纯更是明代重臣。

其他如大学士李维桢、侍郎王希烈 , 扬州名士陆君弼等 ,

也都名重一时 , 史册有载。

虽说请名人撰写墓志行状是一时风气 , 但这些人多与

梁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 是亲朋至交。温纯与梁家第八代

人梁文焕为同辈同乡 , 梁文焕诗酒高节 , 温恭毅 ( 温纯 ,

字恭毅) 为御史大夫时 , 曾想推荐他做官 , 被婉辞了 , 晚

年归里后又与梁文烨共同发起 “耆英社”, 诗文唱和, 引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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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 , 可见与梁家兄弟交谊深厚。梁文焕之子梁尔升与来

复是同乡密友 , 也是共结诗社 , 往来唱和。这些撰述者之

间 , 也是同僚同好 , 李维桢、王希烈同修过 《穆宗实录》,

李维桢在陕为官多年 , 做过提学副使。明季直到清末 , 陕

甘督学署都设于三原 , 李维桢应该是常驻三原。七十多岁

家居时 , 三原人薛大中任给事中 , 还特意上疏推荐他参与

修撰 《神宗实录》, 陆君弼曾是李维桢主持的淮南社的成员

⋯⋯作为亲朋同好所请写的墓志 , 往往少应景溢美之虚 ,

而有眼见身历之实 , 信史的成分更大些。有关梁家业盐事

迹 , 主要根据这些墓志行状的记述 , 梁家家世、人物关系

的梳理, 则有赖于 《三原梁氏旧谱》中的世系图表。

二、明代陕西盐商基本情况

中国历史上 , 两淮是全国最大的盐区 , 额产多 , 品质

好 , 盐价高 , 水运发达 , 商人获利最厚 , 明中叶全国发行

的盐引中淮盐占三分之一。陕西盐商成为明中前期两淮盐

商的主要力量 , 原因是明王朝在陕西、山西等边陲省份实

行的 “食盐开中”的特殊经济政策。

陕西地处西北边陲 , 明朝廷将边防建设的重点放在陕

西 , 陕西三边驻守兵力占全部内陆边防军的二分之一。为

给养这二十余万军队的兵饷粮草 , 明朝廷召民输粟给引 :

即令商民运送米粮到边关各仓 , 然后以粮价、运费折换盐

引 ( 相当于现在的食盐经营许可证 ) , 领引贩盐。陕西输

粟距边防线最近 , 成本较外省低廉 , 加之农业经济发展较

快 , 地理气候也易于 “深挖洞 , 广积粮”, 关中各地多有

仓 储 丰 盈 、 储 量 千 石 的 富 裕 农 户 , 陕 西 商 人 得 具 天 时 地

利 , 从而率先受益于食盐开中政策 , 在明代前中期的几百

年里 , 位列两淮和两浙盐场各盐商之首。宋应星在 《盐铁

论》中说 , 在两淮盐场 “商之有本者 , 大抵属秦、晋与徽

郡三方之人”, 陕商位列诸商邦之首。

陕 西 盐 商 主 要 集 中 在 泾 阳 、 三 原 、 富 平 、 临 潼 、 渭

南、朝邑 ( 今属陕西大荔县) 等渭北川道的产粮大县 , 明

中叶在扬州经商的陕西商人有 500 多名。成化年间叶淇变

法后 , 徽商跳跃式发展 , 陕西盐商也是仅次于他们的第二

大盐业资本集团 , 正德之后 , 在扬州的陕西商人财力称雄

服众望者 , 有三原县的梁家、泾阳县的张家、郭家、西安

的申家、临潼的张家等。每家都有自己的商号 , 以此为据

点 , 吸引了大量亲属、宗族来扬州从事盐业贸易。陕西盐

商在入清后逐渐弃淮入川。

在 陕 商 中 , 三 原 商 人 优 势 很 突 出 , 明 人 张 瀚 认 为 ,

“盐 业 之 利 尤 巨 , 非 巨 商 贾 不 能 任 。” 西 北 盐 贾 多 是 陕 西

人 , “然皆聚于沂、雍以东至河、华沃野千里间 , 而三原

为最”。温纯也说 : “陕以西称壮县 , 曰泾阳、三原 , 而

三 原 为 最 , 沃 野 千 里 , 多 盐 筴 高 赀 贾 人 。” 三 原 多 商 贾 ,

除物产丰盈外 , 更有地少人多、自昔多贾的特殊原因。上

面提到的温纯家族、来复家族都是三原有名的盐商大户。

此外三原盐商大贾还有 “家世耕商”、 “用盐筴起赀淮上”

的石象 , “祖业淮盐”的秦四器、 “罢学就贾”的王绩、

胡汝宽 , 辞官为商的张恂 ( 清初扬州著名画家 ) 、 “不学

而贾”的王一鹤三兄弟以及刘志学、贾云山、赵裕、刘信

轩、师从政、孙枝蔚 ( 清初著名诗人) 等等。

三、三原梁氏发家史

考三原梁氏家谱 , 梁家业盐事业是由五世至八世四代

人所经营开创的 , 主要在明成化至万历的一百年间 , 处在

徽商快速发展、陕西盐商整体从发展高峰逐渐走向衰退的

时期。据统计 , 自明嘉靖至清乾隆年间 , 在扬州的著名客

籍 盐 商 80 名 , 其 中 徽 商 60 名 , 山 西 、 陕 西 商 人 各 占 10

名 , 梁家是其中之一。

1. 农贾起家 , 富冠乡里

温纯所撰 《明寿官仁庄梁公配王氏继李氏墓志铭》记

录了梁家从事盐业的发端 : “野庵公命之 ( 仁庄公 ) 贾 ,

公遂贾 , 贾罢归 , 命之农。贾大都以勤胜 , 而又善择人 ,

人 有 治 生 才 , 即 与 之 千 金 不 勒 , 其 人 服 公 , 亦 不 敢 怀 二

心。以是三十年之间 , 自输粟甘凉 , 以至守支两淮 , 所致

赀里中人莫能右。”

据清刊 《三原梁氏旧谱》, 野庵公即梁家第五世梁汉 ,

育有三子 , 以此分为三个支系。仁庄公即梁汉之长子梁一

山。

[五 世 ] 梁 汉 , 生 成 化 元 年 ( 1465) , 卒 嘉 靖 十 八 年

( 1539) 。

[ 六 世 ] 梁 一 山 , 号 仁 庄 , 汉 长 子 。 生 弘 治 二 年

( 1489) , 卒隆庆元年 ( 1567) 。

[ 六 世 ] 梁 一 仓 , 号 义 庄 , 汉 次 子 。 生 弘 治 六 年

( 1493) , 卒隆庆五年 ( 1571) 。

[六世] 梁一贯 , 汉三子。

当时盐商从事盐业大致分三个环节 , 首先是报中 , 即

商人按规定将粮食运到边区指定仓储 , 取得盐引 , 接着再

到特定盐场守候支盐 , 即守支 , 再运到规定的地区 (行盐

区) 贩卖。上文所说 “输粟甘凉”、 “守支两淮”三十年 ,

是梁家业盐过程的真实写照。

野庵公次子梁一仓 , 也 “以父命倾赀结客游淮扬两浙

间。公重信义 , 得客力 , 遂以赀雄里中。”梁一仓的 “得

客力”, 同长兄梁一山的 “善择人”一样 , 都表明梁家经

营盐业采取的是当时通行的合伙经营方式。梁家在用人上

颇具眼光 , 又重信义 , 所以能在众多生意人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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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一山在父亲年老时 , 谢贾归家 , 替父治农 , “城内外设

耕读二园 , 建屋数十间 , 置水陆田百余亩 , 延师教孙 , 督

僮仆 , 力农作 , 竟日不休 , 农又精缮 , 虽乡里老农亦自引

以为不及”。温纯总结说 : “农贾者流以勤与择人故 , 遂

致富冠里中。”清刊 《三原梁氏旧谱》也记 : 梁一山 “治

农积赀万金 , 起建大舍。”

该谱还记 :

一世祖梁福 “自山西迁于陕西”, “作饧粉酤业”。

五世祖梁汉 “业至汉稍充矣 , 为乡饮宾。”

陆君弼 《明太学梁君汝实外传》记 : “吾家自乡饮宾

公 , 世业贾”。

乡饮宾是乡里举行饮酒礼会典时荐举的乡贤 , 一般是

乡里年高有德、有威望地位的人 , 梁家第五代汉作了乡饮

宾 , 反映出梁家在乡里地位的上升。以上种种记载结合在

一起 , 大致可勾勒出梁家的发家史 : 始祖做小生意 , 积财

买地 , 治农为业 , 到第五代、第六代遂以粮换引、经营盐

业发家 , 富冠乡里。可见梁家是典型的耕商之家 , 走的是

明代大多数陕西商人 “力农服贾的发家模式”。

2. 寓籍扬州 , 资雄广陵

到了七世梁选櫲 , 梁家的盐业发展迅速 , 已不仅仅是

乡里的富户 , 梁家后代已寓籍扬州 , “赀雄广陵”。

据清刊 《三原梁氏旧谱》, 梁一山生有二子三女 :

[七 世] 梁 选 楩 , 一 山 长 子 , 字 楚 才 。 生 正 德 十 一 年

( 1516) , 卒万历十三年 ( 1585) 。

[七世] 梁选櫲 , 一山次子 , 字美材 , 号槐轩。生正德

十四年 ( 1519) , 万历十八年 ( 1590) 卒扬州。

梁 家 与 三 原 另 一 盐 商 大 户 、 明 代 重 臣 王 恕 家 结 为 姻

亲 , 梁一山小女嫁与王恕的玄孙 , 后来梁一山之孙、选櫲

次子梁文烨又娶王恕五世孙女为妻 , 居扬州。

李 维 桢 《征 士 郎 梁 公 配 李 儒 人 墓 志 铭 》 记 梁 选 櫲 :

“祖、父皆贾淮海间 , 师承南方之学 , 得其精华焉久之”,

因父亲一山年老 , 长兄梁选楩又志在儒学 , 遂自动请缨替

父经商, “居广陵, 言利事, 析秋毫而善任人, 资相其质,

足以比成, 事立而授之, 无不贾三倍, 遂以赀雄广陵。”

成化到万历年间 , 陕西盐商出现 “边商”与 “内 商 ”

的分化 , 前者负责输粮换引 , 后者买引配盐。主要是因为

“叶淇变法”, 纳银于运司 , 花钱可直接买引 , 不必纳粮 ,

切断了农业生产与食盐贸易的内在联系。陕西盐商中一部

分资金雄厚的大商贾 , 放弃了纳中粮盐 , 成为常驻扬州、

专买边引输银运司的专业盐商即 “内商”。在梁选櫲这一

代, 梁家已逐渐转化为寓籍扬州贩盐的专业盐商。 《淮盐

备要》载 : “明中盐法行 , 山陕之商糜至 , 三原之梁、泾

阳 之 张 、 郭 、 西 安 之 申 、 临 潼 之 张 , 兼 籍 故 土 , 实 皆 居

扬 , 往往儿子兄弟分居两地。”

梁家经营盐业依然采取的是合资合伙经营模式。来俨

然 《明太学竹亭梁君墓志铭》记 : “先世主计者为君叔父

征士公”, 征士公即梁选櫲 , 也称槐轩公。所谓 “主计”,

就是指在委托经营伙计制下 , 必择一主要委托人 , 负责全

盘经营业务 , 称 “主计”, “客商同财共聚者名伙计”, 就

是说 , 商人之合资合力共同经营者 , 互称伙计。善经营、

善任人是梁家一贯的经商之道。作为主计的梁选櫲 , 家谱

这样记载 : “征士公贾 , 善心计”、 “征士公于贾 , 筴利

无 遗 , 袖 然 魁 师 。” 梁 家 盐 业 在 梁 选 櫲 手 中 , 稳 固 壮 大 ,

除了以智求财 , 以仁取信、节俭聚财也是梁家资本积累迅

速的一个原因。

李维桢 《征士郎梁公配李儒人墓志铭》记载了梁选櫲

业 贾 淮 扬 时 一 件 为 众 人 称 道 的 事 迹 。 当 时 盐 业 交 易 中 ,

“守支”是很关键的一环 , 守支盐场历来有制 , “按资次

支给”, 从明初到明后叶 , 两淮盐商的守支时间 , 少则几

年 , 多则十年 , 甚至十几年 , 以致有时候在扣除守支费用

之后无利可图。有人就别创一法名曰 “超掣”, 即通过贿

赂上下而超越原定顺序率先支盐 , 因其获利非比寻常 , 乡

人纷纷效法。 “贪贾规利 , 用超掣法以邀公 , 公谢不可”,

认 为 “利 如 布 帛 之 有 幅 焉 ⋯⋯ 过 则 必 败 ⋯⋯ 若 属 恬 不 知

惧 , 祸不旋踵矣。”后事发 , “诸为奸利者伏法”, 梁选櫲

喟然而叹 : “吾不幸言中 , 然小惩大戒 , 安知非福。”

秦人吃苦耐劳、服食俭啬的民风习俗 , 也是多数陕西

商人秉承的积财之道。梁家产业在梁选櫲这一代 , 已不仅

仅是 “富冠乡里”, 在广陵也算得上富甲一方。当时的陕

西盐商 “富者辄饰宫室 , 蓄姬媵 , 盛仆御”, 视广陵为别

业。此种奢靡风气 , 还被盐商从南方带回陕西。县志记三

原 “富 商 大 贾 , 履 厚 席 丰 , 甚 至 践 曳 绫 绮 , 狼 藉 膏 粱 ”。

梁 选 櫲 在 广 陵 这 样 “歌 舞 之 娱 不 绝 于 耳 ” 的 商 人 聚 居 之

地 , 生活俭朴 , 富而不奢。终日 “衣褐宽博 , 正緳系履 ,

食赤米盐豉蔬果 , 或时进薄脯醇卤而已。”但在赈济乡邻、

修城抗贼等事上 , 梁选櫲毫无吝啬 , 有求必应 , 曾 “焚负

债者券至千金”, 甚至被乡里少年认为懦弱可欺。

在梁选櫲身上 , 具有很多儒商讲求智仁信义的特 点 。

顾炎武总结 : “关中多豪杰之士 , 其起家商贾为权利者 ,

大抵崇孝义 , 尚节概 , 有古君子之风。”温纯之子、三原

学 者 温 自 知 说 “吾 里 风 俗 近 古 , 人 尚 耕 读 , 晚 近 牵 牛 服

贾 , 贸易江淮。”梁选櫲 “罢儒服贾 , 用盐筴起 , 先垂四

十 年 ”, 前 述 在 其 经 商 中 表 现 出 的 诚 信 待 人 , 以 智 取 财 ,

不贪不奢 , 无不体现出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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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选櫲恪守孝道 , 身在广陵 , 每月必派人回乡探 亲 ,

年底必亲自回家为父母双亲做寿。晚年训子孙 : “仓廪足

而知礼义 , 礼义之行舍儒安归乎? 子孙两用之。”前面梁

一山事迹里就提到 “延师教孙”, 梁选櫲大哥梁选楩一心

向儒 , 却因 “家赀故累巨万 , 旦夕勤身 , 无能图诸生业”

而 “郁郁不自得”。梁家 “儒与贾冠秦楚间”, 后代多有进

士高官 , 后文将专述。

3. 累资巨万 , 家道中落

梁 选 櫲 年 老 后 , 将 “主 计 ” 重 任 授 权 梁 炜 。 据 清 刊

《三原梁氏旧谱》, 梁选櫲生有五子五女 , 长兄梁选楩有二

子 , 梁炜是其长子 :

[八世] 梁炜 , 选楩长子 , 字汝实 , 号竹亭。生嘉靖二

十五 ( 1546) 年 , 卒万历十九 ( 1591) 年。

[八世] 梁文烨 , 选櫲长子 , 字汝质 , 号鹤亭。从幼随

槐轩公业商 , 葬扬州。

[八世] 梁文焕 , 选櫲次子 , 字有章 , 号松亭。生嘉靖

二十五 ( 1546) 年 , 卒万历四十六 ( 1618) 年。

[八世] 梁文炳 , 选櫲三子 , 字有孚 , 号梅亭 , 生嘉靖

二十六 ( 1547) 年 , 卒万历三十八 ( 1610) 年。

梁炜本来依父亲意进太学 , 众家人却推他承办梁家号

称巨万的鱼盐故业 , 于是 “谢儒为贾”, 跟着叔父梁选櫲

经商 , 梁家这种继绍祖业的家族式经营 , 也是陕西商帮的

显著特点。商之子恒为商 , 后代从事商业经营潜移默化 ,

不教而成 , 不学而能。梁炜继承叔父的经营经验 , “筹画

征遂 , 悉守条规 , 利益归积益厚 , 然所入悉以输于公 , 未

尝私一缗箧中 , 以故群从亡不心服爱慕之者”。除了遵守

条规、公正无私 , 梁炜在盐业经营上 , 每一决策 “罔不奇

中 , 用是赀亦积累巨万万”。

梁炜也同叔父梁选櫲一样勤俭。 “广陵富贾鳞集 , 俗

辄 侈 物 , 以 衣 食 居 室 相 高 , 又 最 荡 好 狎 游 娼 家 , 君 在 广

陵 , 促屋居隘 , 仅容膝身 , 常衣浣濯衣 , 日食具一鲑 , 菜

无重味也。客有惑君者 , 言欲以尤物荐君欢”, 被梁炜斥

退 , 耻于跟那些出入欢场的商人子弟为伍 , 来俨然赞梁炜

“谢儒之迹 , 而笃儒之实。”

梁选櫲将生意交给侄子 , 他自己的两个儿子梁文 烨 、

梁文焕都以文名著称。长子梁文烨从小跟父亲寓居扬州 :

“从 父 以 盐 筴 寓 广 陵 , 为 江 都 诸 生 ”, 与 四 方 贤 豪 缔 交 ,

“雅负隽声”。然 “不乐仕进”, 替父管理梁家家业, 公正得

当。温纯倡议修三原石桥 ( 龙桥) , 梁文烨带头出资 “三百

金”响应。治家之暇 “即披览经史稗官小说”, 延名士为师

教其子侄, 晚年结 “耆英社”, 月一宴集, 被广陵乡先生尊

为 祭 酒 。 训 子 孙 “以 肆 力 学 问 而 取 , 宁 人 负 我 , 毋 我 负

人”。其妻王氏即名臣王恕的五世孙女。身处扬州繁华通衢

之地, “女巫女僧歌姬游伎敕不入门。”次子梁文焕, 少时

随父在扬州求学, “足迹经燕赵周郑齐鲁之墟”, 后回陕西

应明经选 , 为贡士。通志载 : “居峩阜闢园筑舍 , 种树蓄

鱼 , 不远室庐而具丘壑之致 , 温恭毅 ( 温纯 , 字恭毅) 为

御史大夫, 欲鉴于朝, 固辞之。寄情诗酒, 人高其节。”

可惜梁炜 45 岁英年早逝 , 梁家事业 到 了 梁 选 櫲 三 子

梁文炳手上时 , 突遭变故而中落。来复 《明儒官梅亭梁公

暨 配 硕 人 王 氏 张 氏 合 葬 墓 志 铭 》 记 : “父 征 仕 公 ( 梁 选

櫲) 、伯鸿胪公 ( 梁选楩) 盐筴居扬 , 屡书招公经纪不获 ,

已赴至则督约诸客 , 益励俭素⋯⋯洞晰奇赢 , 孳息屡倍。”

后因母丧驰归 , “持筹心腹客以拥重而纵 , 有才僈胠箧之

事矣。世积巨万不保镪缗 , 五支皆中落。.”梁家精于用人

任人 , 最终却被管理财务的心腹之人偷盗、暗算 , 巨万产

业突然中落。虽是毁于人祸 , 却跟陕商在淮扬整体的衰退

趋势暗合。离开了土地和粮食 , 陕商业盐的风险增大 , 优

势大不如前。

4. 世业贾而饰之儒

贾为厚利 , 儒为名高 , 作为盐商巨贾 , 梁家非常重视

将生意赚取的钱投资子弟教育 , 从六世发家 , 就 “延师教

孙”, 八世梁文烨更是广资财 , “延名士为师”, 八世梁炜

总结说 : “吾家自乡饮宾公 , 世业贾而饰之儒 , 贾何害儒

也! ”梁家以贾养儒 , 从而 “儒与贾冠秦楚间”。这与陕人

重视文化教育 , 讲究耕读传家的历史传统有关。宋以前 ,

陕西是全国文化中心 , 积淀了丰厚的文化遗存 , 宋以后 ,

又有宋明关学的滋润、影响 , 作为盐商后代 , 王恕、温纯

成为明代重臣、学者 , 李因笃成为关中三李之一的关学大

家 , 就是陕人致富后重视教育的明证。

梁家在八世以后虽然繁华稍落 , 但还是衣食无忧的殷

实大家。从其后代的发展来看 , 梁家生意发达时 , 子弟已

多 有 文 名 , 到 梁 家 第 八 代 开 始 , 终 于 出 了 进 士 。 据 清 刊

《三原梁氏旧谱》:

八世高祖考讳文煌 , 字筠亭⋯⋯赐进士第。自陕西迁

于扬州 , 入江都籍 , 在两淮办运旗名经纶日升。

九 世 四 伯 曾 祖 考 讳 应 昌 , 号 太 华 公 ( 筠 亭 公 四 子 )

⋯⋯进士第。

九世曾祖考讳应禄 , 字君锡 , 号华宇公⋯⋯筠亭公五

子 , 任山东巡抚 , 未序由何出身。

梁文煌是梁一仓之孙, 根据家谱的记载, 是梁家第一个

进士, 文煌四子梁应昌也是进士, 五子梁应禄任山东巡抚 ,

文煌一门, 可说是实现了梁家以儒致身、光耀门楣的理想。

梁文焕一门, 也出了一个进士, 梁文焕之孙、十世梁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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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焕本人是贡士 , 前文说过 , 梁选櫲将生意交给侄

子 , 他自己的两个儿子梁文烨、梁文焕都以文名著称。文

焕长子梁尔升 , 字君旭 , 号玄扈 , 廪例太学生 , 与进士来

复 为 同 乡 挚 友 , 县 志 载 : 尔 升 “美 髯 修 干 , 隐 居 元 扈 山

房 , 时 游 吴 越 , 与 知 名 士 相 唱 和 。” 除 著 有 《元 扈 山 房

集》, 还参与了 《周雅续》十六卷的编纂。该书堪称明代

陕西诗歌总集 , 收录关中 81 人的 2300 余首诗 , 每一作者

都附有小传。明崇祯五年 ( 1632) 陕西官刻本 , 由陕西学

政贾鸿洙主编 , 三水人 ( 今陕西彬县) 文翔凤裁定 , 三原

人梁尔升、来恒、温自知、孙兰同纂。这其中 , 温自知是

温 纯 之 子 , 知 名 学 者 , 来 恒 可 能 也 是 来 复 族 人 ( 未 考 ) ,

同 为 盐 商 世 家 子 弟 。 梁 家 有 著 述 的 还 有 梁 文 炳 三 子 梁 应

圻 , 著 有 《诗 韵 释 略 》 五 卷 、 《文 心 堂 集 》 等 , 继 室 方

氏 , 入江都志节妇传。梁文焕次子梁尔壮 , 以孝义名列三

原县志 , 进士第就落在梁尔壮三子 , 十世梁鋐的身上。

梁鋐 , 在梁氏旧谱世系图表中仅记其名 , 未记字 号 、

功名事迹。光绪 《三原县志》载梁鋐 , 字子远 , 号仲琳 ,

顺治十二年 ( 1655) 进士 , 士骏胞弟。在同治 《两淮盐法

志》卷四十八人物之科第表中 , 记三原人梁鋐 , 字子常 ,

顺治十二年 ( 1655) 进士 , 任户部侍郎。子远、子常应有

一误 , 又考 《三原梁氏旧谱》, 梁尔壮有三子 , 梁镣 ( 士

骏 ) 、梁锼、梁鋐。梁镣 , 即梁士骏 , 梁鋐长兄 , 与县志

记载相符。虽然家谱未记梁鋐为进士 , 但据以上推论 , 县

志和 《两淮盐法志》所记进士梁鋐 , 与梁尔壮之子梁鋐同

指一人 , 应可定论。

同治 《两淮盐法志》科第表中 , 除梁鋐外 , 梁家还有

三人有列:

梁应基 , 明万历二十二年 ( 1594) 举人

梁文熙 , 明万历四十三年 ( 1615) 举人

梁士骏 , 清顺治八年 ( 1651) 举人

考家谱 , 梁文熙为梁一仓之孙。家谱还记载了梁家其

他人的科第功名 :

[九世] 希贽 , 本名应坤 , 炜长子 , 廪贡生 , 授武英殿

纂修。

[九世] 应奎 , 文烨长子 , 陕西辛卯科乡试第七名 , 生

嘉靖壬戌年 , 卒万历辛亥年。

[九世] 应基 , 文烨三子 , 甲午科乡试第二名,举人。生

万历元年 , 卒万历四十年。

梁应奎也是举人 , 《两淮盐法志》只记应基 , 是因为应

奎参加的是陕西的乡试 , 可见梁家子弟既可在祖籍科举中

式 , 又因明代流寓淮扬的陕西盐商有专门的商籍 , 还可以

参加当地的科举考试。据家谱记载 , 梁家第十二世梁嵀仍

然在扬州参加 “商籍童子试”, 未中又 “由海陵试后返棹”

归里。商人后代多有文化人和学者 , 由于盐商广资财 , 延

名师 , 设私塾 , 其子弟在科举考试中入考的人数大大超过

当地人。据嘉庆 《两淮盐法志》卷四十九科举志统计 , 明

代两淮进士中 , 陕西人有 30 名 , 这些出身盐商后代的 陕

西进士中 , 大部分为三原泾阳人 , 包括前面提到的来复 ,

来俨然 , 以及影响较大的王恕、王承裕、温纯等。

比较两本家谱发现一个有意味的现象 , 墓志行状 中 ,

反映了大量梁家业盐行贾相关业绩 , 清刊家传中 , 对此却

只字未提 , 而对科举功名的记载尤为重视 , 清代 , 进士、

举人属于科甲出身 , 科甲人员和贡生出仕是正途 , 倍受社

会尊重 , 家谱中除记载梁家进士、举人、贡生外 , 众多诸

生也都一一记录 , 这里不作列举。陕西商人以商起家 , 以

儒传名, 耕读传家一直是传统陕西商人心目中的理想模式。

四、结语

在李刚所著 《陕西商帮史》、 《陕西商人研究》 和 田

培 栋 著 《明 清 时 代 陕 西 社 会 经 济 史 》 中 , 都 有 提 到 梁 选

櫲、梁槐轩、梁竹亭事迹 , 所据资料是来俨然撰 《明太学

竹亭梁君墓志铭》、 《明征士郎槐轩梁公行状》, 和温纯撰

《明寿官仁庄梁公配王氏继李氏墓志铭》三篇 , 分别被收

入各自的文集 《自愉堂集》和 《温恭毅公文集》中 , 所以

被研究学者注意到。梁选櫲、梁槐轩实为同一人 , 选櫲是

名 , 槐轩是号。梁竹亭即梁炜 , 竹亭也是号。地方经济史

料多来自地方志和地方名人文集 , 其实家谱也是一个重要

的地方史料来源 , 可补充个案研究资料。本文抛砖引玉 ,

试图根据馆藏这两部家谱中的零星记述 , 初步理出明代盐

业大贾三原梁氏的业盐发家的相关家世 , 力有不逮 , 错谬

之处 , 还祈方家校正。目的是期望家谱中有价值的史料能

被专家学者注意到 , 从而得到充分的研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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