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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晋中奢靡之风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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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
,

晋 中奢风 甚炽
,

弥漫 于 日常生 活的方 方面面
。

这一风 尚的 形成是商人 直接导引的结果 ; 同

时
,

它又进 一步驱人于商途
,

促进 了晋 中社会 区域性商 业繁荣和 区域商帮

—
晋 商的发展

,

从而 使 清代晋 中奢

靡之风愈演愈烈
,

流风久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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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 K2 4 9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2 00 2 一 5 5 5 7 (2 0 0 5 ) 一 0 1 一 0 0 7 5 一 1 1

T he H a b it o f E x tra
v a g a n ce o f C en tra l Sha n x i P

rov
in ce in the

Qing Dy
n as ty

In th e
Q i眼 d yn as ty , th e h ab it o f e x tr a v a g a n ee w as p r e v alen t in Ce n t r a l S h an x i p e n e t r a tin g in to allas pec ts o f d a ily

life
.

T h is fas h io n w a s a d ir ee t p r
od

u e t o f m e r e ha n t le ad
e rs h ip a n d the h a bit o f e x tra v

眼
an ee drov

e p eo p le to e n g a g e in

com
-

m e r eia l a etiv ities
.

T his im Pro v e d r e g io n al Pros Pe rity a n d fu r th e r
ed th e d e v e fo Pm en t o f a r e g io n a lm e rc ha n t eliq u e 一 S ha n x i

m e r eh an t s 一 w ho
,
in t u r n ,

fu r the r pro mo
te d the h a bit o f e x tra v ag an e e

.

有清一代
,

晋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区域社

会
,

国内最大的商帮晋商就活跃于其间
。

时至

今 日
,

许多学者对成长于斯的晋商投入 了极大

的研究热情
,

而对晋商成长的地方社会却未予

应有的关注
。

事实上
,

晋商作为一个称雄数百

年的商帮
,

必然与其所在地发生广泛而密切的

联系
,

并对当地社会生活产生诸多影响
。

有鉴

于此
,

本文拟对清代晋 中奢靡之风作一析论
,

以期从一个侧面揭示晋商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

系
。

在正式展开本文之前
,

有必要对
“

奢靡
”

作一界定
。

本文的
“

奢靡
”

是明清时期传统观

念所指
,

与
“

奢侈
” 、 “

奢华
” 、 “

侈靡
”

同义
。

依据钞晓鸿对明清方志的考察
,

它至少有以下

含义
:

1
、

某事项的花费超过该事项的基本需

要 ; 2
、

不正当
、

不应有 的消费项 目与活动 ;

3
、

某消费与个人的收入不相称 ; 4
、

消费者攀

比浮夸或某事项仪式诡异繁琐 ; 5
、

违背伦理

纲常与等级秩序 ; 6
、

从事或过分从事工商业

和服务业
。

凡此种种
,

普遍存在于清代晋中社

会生活 中
,

无 一例外
,

且愈演愈烈
,

流 风久

远
。

社会风尚的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

清代

晋中奢靡之风的形成也不例外
。

在明初
,

晋中仍然是传统的农耕社会
,

其

民固守田畴
,

其俗勤俭淳厚
。

旧志载
:

太原府
: “

其风勤俭
,

不好词讼
。 ” ¹

太谷县
: “

土痔 民贫
,

俗尚勤俭
,

慕学力

田
,

淳厚不奢
。 ’,

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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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州府
: “

其民重厚知义
,

尚信好文
。 ” »

从明中叶开始
,

随着晋商的悄然兴起
,

晋

中习俗 开始 发生变 化
。

方 志中论 及风 俗时
,

“

勤俭
”

之词少见
, “

奢侈
” 、 “

侈靡
”

等词则所

在多有
:

太原府
: “

省会男子不务蓄积
,

数金之家

尽炫耀服饰之间
,

妇人尽白髻而妖服
,

不蚕不

织⋯⋯遇庙会则男妇并肩而骄集⋯⋯而竞装宴

会
,

而崇侈
,

物力耗矣
。 ” ¼

榆次县
: “

嘉隆以来
,

士风险薄
,

民俗奢

侈
。 ” ½

太谷县
: “

尚气好讼
,

斗丽夸多
。 ”¾

平遥县
: “

婚丧大奢
。 ”¿

介休县
: “

隆于祀先
,

虽费而不惜
。 ” À

汾州府
: “

惟是宗室繁衍
,

渐流估侈
,

民

间效尤
,

竞务奢靡
。 ” Á

及至清代
,

晋 中商人富 甲天下
,

纸 醉金

迷
,

他们的生活方式对当地消费习尚产生了很

大的示范性
。

因此
,

奢靡之风迅速弥漫
,

有关

当地风俗奢靡的记载频频出现
:

太原
: “

近世以来渐及于奢
。 ”  

平遥
: “

俗尚浮华
,

奢风竟致靡极也
。 ”。

太谷
: “

宽裕之家
,

踵事奢华
,

用度青流

于侈靡
。 ”  

榆次
: “

习于浮薄
,

竞于奢靡
,

日新 月异
,

竟不知返朴
。 ”
。

汾阳
: “

民物浩攘
,

俗用侈靡
。 ”  

灵石
: “

自晚清季年
,

渐习奢靡
,

迄于今

兹
,

此风尤炽
。 ”¾

’

介休
: “

四 方 商 贾辐 揍
,

服物 日就奢

靡
。 ”  

一般 说来
,

凡是大的社会变迁才会在史籍

中留下记载
,

变迁不十分明显的则易被 忽略
。

关于民间风俗奢靡的记载
,

在清代晋中各县志

中俯拾即是
,

这充分说 明当地奢靡之风强劲有

力
,

已经成为非常突出的社会现象
。

可以肯定
,

这股奢靡之风的 日渐弥漫
,

与

晋中商人兴起的时间表是一致的
。

由此也可断

言
,

作为晋中民众引颈 以望的群体
,

晋商引领

着当地民众习尚的趋向
。

晚清太原乡绅刘大鹏

在 日记中写道
: “

太谷为晋 川第一大富 区也
,

大商大贾多荟萃于此 间
,

城镇村庄亦多富室
,

故风俗奢侈为诸 邑最
。 ”  民国时刘夭成在 《汾

76

阳遗事》中也有详述
: “

农村生活
,

理应简单
,

惟商家服饰
,

多由省外购销 (在何处经商
,

即

由何处购销 )
,

遂渐渐流为绮靡
。

东 乡在平津

鲁豫经商者颇多
,

故服装仅能稍次城镇
,

乃一

般农家妇女
,

久被濡染
,

亦相 习为纷华
。 ”  此

种情形与各地风俗变化是一致的
。

如在 山西大

同
,

民风 由
“

俗 尚勤俭
”

变为
“

以浮靡相炫

耀
” ,

再变为奢侈无度
, “

其端始于富商
,

嫁娶

衣饰一切务期华丽
。 ”。在扬州

, “

扬人俗尚侈
,

蠢之 自商始
。 ’,

 乾隆 《山阳县志》也 云
: “

淮

俗从来俭朴
,

近则奢侈之习
,

不在荐绅
,

而在

商贾
。 ”

这种变化绝非偶然
,

它是居于四民之末的

商人要求摆脱 自卑心理
,

追求和体现 自身价值

的结果
。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
,

人在基本的生

存需要得到满足后
,

就会 产生心理 自尊的需

要
,

并通过一定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来体现

自己的存在价值
,

以获得群体的好感
。

在晋中
,

无数曹三喜
、

乔贵发式的经商者

囊丰筐盈
、

志得意满地返 乡
,

向他们的乡邻展

示了他们的富有
:
从锦衣玉食到高楼大院

,

从

面容的谦卑无神到 自信有神⋯⋯ 由穷变富者的

扬眉吐气
,

在他们身上溢显
。

这种改变是必然

的
。

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

衣食住行等物质

行为
,

总是与尊卑贵贱密切相连
,

人们总是通

过一定的物质生活来实现 自身价值并向世人展

示自己 ; 统治者也从衣着服饰和居住婚丧等方

面作了种种规定和限制
,

以使尊卑有等
,

财用

有度
,

人人依礼行事
。

但是
,

随着商人们日渐

丰盈
,

他们必然会打破旧有的礼法束缚
,

追求

衣食物用方面的华美
,

以体现 自身价值
,

改变

他们原来在众人心中卑下的形象
。

日积渐久
,

欣羡者增多
,

经商者 日众
,

商人便成为晋中地

方社会的凸显群体
,

他们流光溢彩的生活以广

大而耀眼的存在熏染了整个社会
,

浸浸然衍成

风气
,

从而形成 了普遍的奢靡之风
。

这种情形

就是社会群体间风 尚的互 动
。

社会心理学 认

为
, “

群体存在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它的一致

性
,

这种一致性表现为群体成员在行为
、

情绪

和态度上的统一
,

在群体成员彼此相互作用 下

会发生一种类化过程
,

即彼此接近和趋同的过

程
。 ’, À 这种趋同的过程就是互动

,

也即通俗用

语中的
“

流行
” 。

这种互动发生的规律是
:
人



们的价值取向
、

生活观和审美标准总是向社会

上层不断趋进
。

换言之
,

上层社会群体之间的

流行风 尚会不断地影响着下层 民众的风尚趋

向
。

晋中商人作为当地民众引颈以望的上层群

体
,

他们奢华的生活方式自然会潜移默化地影

响当地民众
,

并被悉心效仿
,

他们追求享乐的

消费观念也为民众无声无息地接受
,

终蔚成一

时风尚
。

物质生活是社会风 尚变化的晴雨表
,

因为

任何社会风尚变化的信息总是以物质生活为载

体而传递 的
。

晋 中奢靡之风首先在衣食住行
、

婚丧嫁娶等日常物质生活中弥漫开来
。

衣着服饰的华丽是人们极力追求的
。

刘大

鹏在其 日记中记当地演戏
, “

妇女满场
,

衣服

无不华丽
。 ”¾又云

: “

太原一郡 风俗奢靡
,

太

谷
、

祁县为最
,

此间左近各村庄奢靡特甚焉
,

妇女之衣其工费有十数千者
。 ”。刘大鹏因为衣

着朴素
,

在太谷每有人讥笑
。

流风所延
,

至民

国间仍未止息
,

如 日本人所著 ( 山西学术探险

记》中就记述 了太谷民众的服装之
“

优雅
’

心
。

(太谷妇女运动史》中述及太谷妇女时
,

说她

们
“

一般的都很讲究表面
,

家里再穷
,

出来也

有一套衣 服
。 ”。 民 国时刘文炳所 著 《徐沟县

志 ) 中也述及当地特别注重衣着
: “

一有喜庆
,

则服藏衣
,

妇女尤无不珠玉丰饰
” ; “

平 日所衣

一以外购
,

而外布之光怪 陆离 足以炫愚者之

目
” 。 “

商人惯 用外货
,

故市之 所有 与人之所

衣
,

多为外物
。

而 倾筐倒筒
,

无家不空
。 ” ¹ 。

当地歌谣 《看来》中对当地时髦装扮有如此状

摹
: “

看来
,

洋凉袜子缎鞋
,

裤儿抽得半腿
,

两元钱的裤带 ; 身上穿的西法绸
,

头上抹的生

发油
。 ”。由此 观之

,

衣着服饰 追求 华丽 与新

潮
,

在当地 已然成风
。

刘天成记述汾阳世事时

也描述了
“

红男绿女
,

摩登习尚
,

时露一种侈

靡之风
”

的情形
。
。 晋中流传的识字范本 (俗

言杂字) 中对当地所见衣饰有如下描述
:

绸缎缓绢锦缎裁绒
,

哗叽哈喇毯毯洗绒
。

大呢小呢 羽毛峨吩
,

山梭布还葛夏罗文
。

细毛皮皮貂 鼠银针
,

如今衣服俱要时行
。

辫绳腆带绣花云金
,

丝线绦子妇人所用
。

栏杆衣服袖挽织金
,

金珠玉石翡草玲珑
。 0

凡此种种
,

今人听来也觉繁复华艳
。

总

之
,

去朴从艳
,

已成为晋中人的普遍追求
。

饮食也极尽所能
,

追新逐异
。

于此
,

商家

率先导引
。

刘大鹏对此屡有慨叹
: “

此间生意

奢华太甚
,

凡诸客商
,

名 曰便饭
,

其实山珍海

错
、

巨鳖鲜鱼
,

诸美味也
。

习俗使然
,

并无以

此为 非 者
,

间 有 一二 不 欲如 此
,

亦 不 得 行

矣
” 。

。又云
: “

侈靡之风
,

太谷为甚
,

各铺 户

待客酒撰华美
,

率 皆过分
,

其尤甚者
,

殆如官

常之 自奉也
。

间有俭约者
,

群焉琳之
,

以为不

合时宜⋯⋯
’,

À “

间有俭约者
,

群焉琳之
”

! 商

人欣欣然以奢华为美
、

竞相攀比之态
,

跃然纸

上
。

从流传至今的晋中商贾宴席也可窥昔 日商

家之奢靡
。

(河东筵席 ) 中记述了晋中著名的

商贾筵席一百单八将席
、

八十八件海碗席
、

四

四到底席
、

/ 又八六十四席
、

八碟八碗席
。

一百

单八将席是 108 个荤
、

素
、

主
、

辅各菜肴的件

数
,

因
“

件
”

和
“

将
”

音近
,

故名
“

一百单八

将席
” 。

兹录如下
:

八果碟
:
温冬 瓜条 佛手片 白葡干

橘子 香燕 菠萝 苹果

八酒碟
:
大虾米 仁莱 海垫 凤 爪 松

花蛋 火腿 熏鸡 糟羊 肉

四蜜饯
:
蜜枣 金糕 糖梨 杨梅

四利 口 :
水 萝 卜 黄瓜 莲藕 心里美

八海碗
:
八仙过海 全家福 鸡汤燕菜

过油 肉 三鲜鱼翅 葱烧海参

八宝莲子 酿鱼肚

八热炒
:
笑蓉鸡片 虾子 玉兰 爆炒三 鲜

鱼米菜花 蒜苔肉丝 青椒肉片

菠菜豆腐 香菇 油菜

八清烩
:

清汤鱼骨 奶汤银耳 黄耳甜 羹

冰糖百合 鸡油四 宝 鸳鸯鸽蛋

清烩腐干 白烩苔蘑

八衬饭
:
燕窝酥 罗丝合子 萝 卜饼 玫

瑰饼 稍梅 锅条 菜角 水饺

四 鱼件
:
红烧鱼 五柳鱼 沙锅鱼头 炖

鱼块

四野味
:
烤卧龙 卤野鸭 酱山羊 恨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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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四颈莱
:

猪蹄颈 牛蹄颈 鹿蹄颈 羊蹄

颈

四海味
:

海螺 鲍鱼 鸟参 蟋子

四道汤
:

状元小饺汤 紫菜鸡蛋汤 杏仁

奶酪 梨丝甜羹

八压桌
:

清蒸鱼 爽羊 肉 清炖鸡 喇嘛

肉 黄炯丸子 香酥 肉 滑溜里

脊 雪花鲜贝

四小 菜
:

糖醋蒜苔 腌滴溜儿 腌蒜头

韭花小黄瓜

八蒸食
:

糖包 花卷 寿桃 佛手 石 榴

斗天地 蒸懊 马蹄卷

四油饼
:

葱花饼 脂油饼 千层饼 菊花

饼

四面 条
:

削面 搓面 拉面 别尖

四清汤
:
鱼骨汤 排骨汤 萝 卜汤 白菜

汤 @

上述 一百单八将席真是花样百出
,

规模宏

大 ! 水果中有南方的橘子
、

香蕉
、

菠萝
,

在过

去交通不便的情况下
,

竟有此等稀罕物 ! 还有

许多产于外地的珍稀吃食
,

如海蛰
、

虾米
、

火

腿
、

鱼翅
、

海 参
、

海螺
、

鲍鱼
、

乌参
、

蛙 子

等
。

最普通的交际应酬宴八碟八碗席也是十六

道菜
,

再加一汤四主食
:

四素碟
:

其干银耳 松花蛋 金针腐干

葱油黄瓜

四荤碟
:

五 香鸡块 五香熏鸡 海米香菇

白肉片

热菜八大碗
:

喇嘛 肉 八宝莲子 金银宝

红烧 鱼 清蒸鸡 樱桃肉

羊肉萝 卜 水晶肘子

一 汤
:

八 宝 粥

四 主食
:

花卷 豆 包 酥饼 佛手。

商家之奢
,

并不仅仅在于宴请之时
。

即使

平日里也 是
“

食 则包鳖鳞 鱼
,

山珍 海错
”匆

,

并集全国各地风味
。

如祁县乔家的食谱 中集中

了京
、

川
、

鲁
、

粤
、

苏
、

扬
、

浙
、

湘各地菜肴

之精华
。

乔家的正餐
,

每顿都有山珍海味
,

用

料也十分讲究
,

如酱瓜要扬州正宗所产
,

榨丝

香菜要来 自四 川
,

腐乳
、

豆豉需购 自京
、

津
。

无论天 上 飞的
,

还是水中游的
,

抑或是地上走

7 8

的
,

举凡所有动物禽鸟和各种瓜果蔬菜都能摆

上乔家的餐桌
。

由于讲究吃食
,

乔家平常每桌

饭都要花上五六十块大洋
。

。

由于商家极力追求美食
,

故而当地产生 了

迎合这种需求的诸多特色食品
,

如祁县东观镇

的熏肉
、

太谷的汤褪驴 肉就因专供乔家而名声

在外
。

太谷饼的产生
,

据说也是由于太谷沟子

村员家富商夫人喜欢吃饼
,

但吃腻了当地的各

色饼类
。

有一制饼 师傅 听闻此事
,

便绞 尽脑

计
,

将 白面
、

雪花白糖
、

胡麻油
、

芝麻
、

苏打

等精心配伍烤制 而成
,

它香 甜酥软
,

甜而 不

腻
。

员家夫人食后赞不绝 口
,

从此 广为流布
,

成为馈亲赠友的佳品而流传至今
。

笔者听太谷

沟子村巨商之后人员文绣先生讲
,

当时太谷的

许多食品确是做工十分精细
,

既费时间
,

又讲

究用料
,

且品种多样
,

名 目各异
。

比如糕点
,

有专门给孩子做满月送 的月饼
,

有孩子种痘用

的剥痴饼
,

有专看病 人用的养胃糕
、

蜂糕 ; 有

人去世后送 的瓦雨糕
、

百子 糕
。

且数量惊 人
,

如给孩子做满月送月饼
,

大户人家要送 5 00 到

6 0 0 斤
,

拉一大车
。

他述及 自己开的点心铺有

一年竟卖出月饼 12 万斤 ; 因他的月饼质量好
,

竟有榆社等外地人也来购买
。

过去的许多食品

由于用料考究
,

做工费时
,

今天己失传 了
。

回

想起早 已失传的的各种美味
,

老人啧啧称好
,

慨叹 良久 ⋯⋯制做考究的平遥牛肉又何尝不是

适应当地食不厌精的食风而产生并广为民众喜

爱 ?

摇情度理
,

只有当地民众饮食讲究
,

追求

精美
,

才可能有饮食制作上的精心考究和不断

推陈出新
,

再 由商家衍播
,

进而形成 了广大民

众普遍的奢侈食风
。

刘天成记述汾阳生活时写

道
: “

汾俗对于饮食
,

向好讲 究
,

家庭 妇女
,

且精于烹饪 做作
。

城 市多殷实住 户
,

濡染 正

深
,

每逢令节
,

或小有宴会
,

动辄 杯盘 罗列
,

酒肉而外
,

时鲜嘉果
,

件件毕陈
。 ”¹ 民国 《灵

石县志》也云
: “

昔灵俗男耕女织⋯⋯ 宴会时

器用瓦磁
,

食无异品⋯⋯ 尔来渐习奢靡
,

无论

绅矜士庶⋯⋯ 食不登异味者耻
。 ” @ 的确

,

在这

样的氛围中
,

家家趋奢
,

人人不免
。

否则
,

便

会被人耻笑
。

刘大鹏就记述 r 自己不随俗的尴

尬
: “

今 日请邻里数 人
、

宗族数 人办理婚 事
,

饮食 全 行 俭约
,

而 窃 然议 我 铿 吝 者 十之 八



九
。 ’,

. 又言
: “

余办理婚事
,

全行俭约
,

力去

奢侈⋯ ⋯鄙意如此
,

而人皆谓我俭不中礼
,

铿

吝太甚
,

我则云何
。 ’,

0 可见
,

以奢为荣
,

已成

风气
。

衣食之外
,

居所也是人们悉心营造的立体

风采
,

它以无言的倾诉显示着主人的财势和地

位
。

因此
,

随着一批又一批商家的发迹
,

一幢

幢高楼大院也拔地而起
。

主人以充溢的财物穷

极土木
,

使幢幢大院俨然矗立
,

宛如城郭
。

如

祁县乔家大院
,

远看俨然一座古堡
:

四周矗然

挺立的高墙厚实而坚 固 ; 墙顶 建有女墙
、

垛

口
、

更楼
、

眺阁
,

气势非凡
。

整个院落有 6 个

大院
,

2 0 个小院
,

3 13 间房屋
,

占地 8 7 00 多

平方米
,

每个大院由三五个小院组成
,

有体现

尊卑长幼的正院和偏院之分
,

形成院中有院的

格局
。

院 内结构有 四合 院
、

穿 心院
、

偏正套

院
、

过庭 院等
。

屋顶造型变化 多端
,

有悬 山

顶
、

歇 山顶
、

硬山顶
、

卷棚顶
、

平屋顶等不同

样式
。

院门也是造型各异
,

有双翅角门
、

芜栏

半出檐门
、

硬山顶间山门
、

砖雕跨门等
。

窗户

也是风格多样
,

有仿照明权月窗
、

条栅窗
、

通

天隔权窗
、

双开扇窗
、

挑启窗等 ; 连烟囱都是

花样百出
: 1 40 个烟囱无一雷 同

,

风采各异
。

整个院落满 目都是精雕细刻
,

到处皆是造化天

成
。

难怪中国建筑学大师梁思成称之为
“

清代

民居建筑艺术的一颗明珠
” 。

榆次常家庄园更是冠绝三晋
。

它始建于明

末清初
,

乾隆中期不断营造
,

占地达 60 万平

方米
,

房屋达 4 0 00 余间
,

仅楼房就有 50 余

处
。

现存常家庄园部分仍然令人心动神往
,

它

简直就是一个建筑艺术博览园
。

以门式而言
,

1 4 3 个院门
,

样式各异
,

风采有别
:

集南北风

格于一体的静园正檐挑角卷棚式大门
、

洋溢书

卷之气的书院大门
、

彩绘门神凸显的养和堂大

门
、

气势非凡的双柱飞檐挑角式贵和堂大门
、

精致的硬山式谦和堂街门
、

别有风情的出厦游

廊式人和堂大门
、

匠心独运的二柱挑角带边廊

的贵和堂新院大门等等
,

各具风采的大门数不

胜数
。

大门之中又有许多样式各异 的内院门
。

如歇山门
、

卷棚门
、

挑角门
、

仪 门
、

石柱门
、

园顶 门
、

梳背门
、

月亮 门
、

瓶形 门
、

六 角门

等
,

每一门上都有精雕细琢的各种装饰
。

门之

外
,

窗户也是极尽 神思
,

花样百出
。

有 寿字

形
、

喜字形
、

万字形
、

灯笼锦
、

步步锦
、

冰裂

纹
、

云纹
、

回纹等
,

并配以动物花 鸟或人物

等
。

真是一窗一景致
,

满 目皆风情
。

常家庄园

还建有北方最大的私家园林
—

静园
,

它占地

13 0 余亩
,

兼融中国南北园林艺术之精华
,

到

处都是精美的雕刻
,

或 人物
,

或花鸟
,

或楹

联
,

无不赏心悦目
。

举 目可见游廊亭榭
,

花木

摇曳
,

曲径通幽
,

再加上 湖光映画
,

清泉欢

唱
,

真乃绮丽灵秀
,

醉心怡神 ! 如此华美绝伦

的庄园
,

在建筑时自然是一砖一瓦总关情
,

不

容半点马虎
。

据说 当时一个瓦匠一天只准砌

20 0 块砖
,

全部磨棱对缝 ; 每个木工一天只准

开 10 个铆
,

超过限量就辞退
。

以这样的精工

细作
,

仅北祠堂的修建就用了三年
,

耗银达 2

万余两
,

商家之豪富与奢华臻于极致 !

除此而外
,

太谷曹家三多堂
、

祁县渠家大

院
,

灵石王家大院
,

太谷 孔家宅园
,

杜 家花

园
,

青龙寨山庄
,

平遥冀家花园等等
,

同样是

美仑美矣
,

令人叹绝
。

徐继舍曾以写实的手法

作诗述及游冀氏花园时
“

顿抛愁万解
”

的赏心

悦 目
:

入门扶仗行
,

清冷如入浴
。

园约三 亩余
,

花树纵横簇
。

桃杏 已 凋残
,

白橙正芳捷
。

丁香紫白分
,

寿丹黄似菊
。

桃梅逗嫣红
,

玫瑰香扰蓄
。

藤 更郁虫L龙
,

构祀双蟠曲
。

余树不知名
,

枝干或 已先
。

平地草如菌
,

马兰 兼首着
。

又有诸 葛采
,

采之不盈掬
。

环坐 小亭中
,

天 籁生空 谷
。

吸茗当春风
,

萧然远尘浊
。

西 南有鱼池
,

冀可 灌吾足
。

同游适我愿
,

顿抛愁万解
。

。

真是一个绚丽缤纷的乐园 ! 而徐继舍诗中

所摄的冀氏花园景致 只是当时无数巨商豪宅风

情之一二
。

在这些巨商大贾广筑豪宅的影响下
,

芸芸

众生也竭 尽所能建楼修屋
,

尽显华 丽
。

民国

《徐沟县 志》称当地
“

比户连瓷
,

望衡对宇
” ,

“

楼观争矗
”。

。

在平遥
,

仅城内富于明清风格

和地方特色的民居
,

至今 尚存 3 7 97 处
,

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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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当年的繁 华气 象
。

平遥 如此
,

号 称
“

金祁县银太谷
”

的祁太两县当有过之无不及
。

如太谷阳 邑
“

里五外三隔过厅
”

的宅院很多
,

皆是画栋雕梁
,

十分讲究 ; 里美庄同样是深宅

大院尽显风 采
,

因而有 谚云
: “

阳邑里美庄
,

真正好地方
,

一连三进院
,

梯儿套平房
。 ” @ 日

本人在民国时称太谷的建筑是
“

极其漂亮的
,

它使人想到 欧洲的田 园城市
”。

。

穿行于今 日

太谷
、

祁县
、

平遥的许多街巷
,

依然可见许多

高深大院
。

步入院内
,

访其主人
,

知道这是其

祖上的产业
,

而其祖父辈竟 只是 普通的小商

人 ; 有的只是农民
,

农闲时做点买卖
,

用他们

的话说是
“

穷 人
” 。 “

穷人
”

竟有如此好 的院

落
,

真让人咋舌不 已
。

1 92 3 年出生的柳子俊

解放前一直在太谷药铺 当伙计
,

他告诉笔者
,

太谷城 内 8 0 年代以 前几乎没盖新房
,

人 们住

的都是其祖上的房子
。

民国时刘天成所著 (汾

阳遗事》中对当地民居概况这样描述道
:

大厦高楼
,

每见于城市
,

外观既 已辉

煌
,

内容 又 复 多方粉 饰
,

几 席也
,

古 玩

也
,

凡百陈设
,

均极炫 目
。

其次亦裱题 完

整
,

庭堂稚洁
,

向 少颓垣破屋 见于 其间
。

究之徒事铺张
,

无稗实用
,

殊堪浩叹
。
公

确实如此
。

当地人不仅在建房盖屋上穷极

物力
,

争相攀 比
,

而且在室内布置上也是尽显

阔绰
,

或 强 饰 华 丽
,

诸 如 箱
、

柜
、

阁
、

几
、

桌
、

椅
、

案
、

衣 架
、

衣 镜
、

撑筒
、

帽 筒
、

茶

具
、

烟具
、

字画
、

古董等都尽力陈设
,

不惜钱

财
〕

日常生活之外
,

婚丧之 事上表现得更是奢

侈无度
。

刘大鹏记述南席村武家嫁女的妆仓
“

十分

奢华
,

首饰 皆赤金
、

玉翠
、

玉宝石
、

珍珠 等

物
,

衣服皆花缎
、

湖绸
、

锦绣
、

绮纵等件
,

约

值五
、

六千金 ⋯⋯ 目见之者莫 不哗然夸之 曰
,

如此嫁 女
,

方不虚生于天地 间矣
”  。

众人对

武家妆仓丰厚的欣羡
,

反映了奢华之风已深入

人心
_

平遥城内蔚丰厚掌柜马中选和 日升昌三掌

柜尹光铎
“

斗富
”
一事

,

也显示 了当地的奢靡

之风
。

马氏嫁女时仅嫁妆一 项就 费银 4 万多

两
,

送嫁妆队伍 5 00 多人
,

用轿杆抬着数十只

衣箱和各式用品
,

浩浩荡荡开向其亲家尹光铎

8 {)

家
。

尹家在 迎娶时 更显阔气
:
雇有鼓 乐队三

班
,

玻璃花轿十余顶
,

放鞭炮
、

抬礼品等人员

排了足有二里长
,

礼单写了有二十多页
,

让过

目礼单的礼房先生心中叫苦不迭
。

在设宴敬酒

时
,

马中选面对尹家上门迎娶的数百人
,

累得

腿都几乎抬不动了
,

心中禁不住感叹
: “

爹爹

跑断 腿
,

比不 上 尹 家拐 ( 尹 光 铎 之 父 是拐

腿 )
。 , ,

.

民国 (徐沟县志》对 当地婚事奢华也有详

述
:

如婚事
,

康乾旧 志所载
: “

士 大夫肩

舆一乘
,

鼓乐六队
,

至 于庶人止 用彩车一

辆
,

鼓 乐二对
。 ”

乃咸 同至 令
,

寻常人 家

不但鄙 车不 用
,

且 以 一 肩舆而 增 为二肩

舆
,

今则无一 家不 为四肩舆 矣
。

乾嘉之

间
,

富家陪嫁花瓶 高数 寸
,

咸同之间 不及

一 尺
,

光 宣至今皆高三尺
,

而 资财则与为

反比例
,

其他一 切无不如此
。
。

上述所言值得注意的是
,

一

百姓资财已渐不

如前
,

但婚嫁所用却更行阔绰
,

这 充分说明当

地奢侈之风 已然愈演愈烈
。

又云
:

男女新服
,

陪嫁妆奋
,

在乾嘉时富家

之奢
,

实而 且华
,

珠玉 币帛
,

绮纲皮服
,

冬夏礼衣
,

无 一 不具
· · ,

⋯ 咸同 以 后之奢
,

华而 不实
,

金革首饰
,

绸缎时衣
,

有 苟皆

满
。  

从
“

实而且华
”

发展到
“

华而不实
” ,

足

以显示当地 民众 日盛一 日的崇奢倾 向
:
华美绚

丽为主
,

实用与否似乎倒在其次
。

刘大鹏记述当地风俗时有言
: “

近来风俗
,

婚姻丧事
,

宗宗件件
,

只是夸其富有
,

并不惜

钱
。 ”。即使是农家百姓

, “

却亦不甚俭 约
,

俗

已奢华
,

不得不随俗而行也
’,  。

丧葬也是讲排场
,

摆阔气
,

奢靡无度
。

史

载介休
“

丧仗繁重
,

至数里有者
,

祭筵或至数

十桌
,

远近观者堵墙
,

富贵之家奢相尚
,

千金

所弗恤 ; 倘财用不 足
,

或致停丧
。

而商 贾好

侈
,

亦复相沿
,

且饭僧忏佛
,

虽守礼之家在所

不免
”。

。

平遥 丧礼
‘ ·

侈丽相 高
,

富厚恃 贝
,

动备华细蟠纸数 百余杆
,

妆 饰象驮
,

仪
_

I三引

路
,

显神等类繁竖盈街
,

鲜然耀 目
,

甚至扮戏

杂剧
,

毛 女撒 盖 之 饰
,

只供 观 娱
,

哀 戚 荡

然
” º 。 “

只供观娱
,

衰戚荡然
” ,

正是丧礼奢



靡的典型反映
。

徐沟在 明万历时
“

用度知节

省
”。 ; 康熙时

, “

庶 民供作佛事
,

每至迎经
,

通街以张夸美
”

熟 至光绪时丧礼
“

附身务极

美
” ,

墓葬
“

求深固
,

有穿地至数丈者
”。

。

汾

阳
“

无分红 白事件
,

相 沿浩繁
,

徒事纷华
” ;

“

有妇女病故
,

死者亲属俗名娘家人多方刁难
,

衣食不 由俭约
,

棺撑务极丰隆
’,

。
,

以至屡酿

事端
,

县府不得不下令禁止
。

在榆次
,

因丧礼

隆重热闹
,

观者如潮
,

而有
“

徐沟的铁棍太谷

的灯
,

不如柳堡埋死人
”。 的民谚流 传

。

它说

的是榆次柳堡镇富商贾继英之父的丧礼
。

贾父

出殡前
,

由四方能工巧匠按高级仪仗队形式制

作了纸质人马
。

出殡时
,

巨形白色纸质哼哈二

将领先
,

白衣骑兵大队随后
,

楼台殿阁
、

童仆

使女
、

家俱陈设一应俱全
,

三十六人抬着金漆

棺材
,

各路乐队竞技吹打
,

头戴白帽送殡亲友

排成白色的长龙大队
,

挽嶂挽联遮夭蔽 日
,

长

达十数里
,

形成空前的豪侈场事
,

当地成千上

万民众从四面八方涌入柳堡
,

填衙溢巷
,

道路

为之堵塞
。

这种状况直至民国间仍然余波不止
。

交城

段村富商马子玉的葬礼仍是盛况空前
,

令人叹

为观止
。

马子玉葬礼时的礼赞人员岳子权先生

对此有难忘的回忆
,

兹节录几组镜头如下
:

为了择 日发引
,

单在灵棚祭莫时间
,

长达一个多月
。

邀请僧侣多人
,

逐 日诵经

念佛
,

超度亡魂
。

又请道士 多位
,

亦是啤

经惑化
。

僧 家五 日一 次
,

坐 法 台
,

奏鼓

乐
,

念往 生咒
。

道 家七 日 一 次
,

设 坛打

蘸
,

奏着笙管稚乐
,

诵金刚 经
,

这是僧道

两家的祷祝情况
。

还有每 日 家祭和亲友前

来致 吊时
,

都须奏乐
,

是从交 城
、

清源
、

徐沟
、

祁县
、

太 谷等地雇来的乐工队
,

共

八班
,

每班粗 细 乐工十六人
,

昼 夜轮替
,

分别奏着锣
、

鼓
、

擦
、

旋
、

笙
、

管
、

笛与

丝弦
、

喷呐等乐器配合成的多种 多样的哀

乐
。

发丧出殡那 天⋯⋯ 用从太 谷县货来的

深绿色呢 围
、

金镶玉项双龙杠棺罩
。

抬杠

人 员四 十 八名
,

都 着绿呢 制服
,

戴红 毡

帽
,

另外还有领班人
,

亦是身穿礼服
,

敲

着小铜锣为指导之暗号
。

抬杠人 员听从锣

示
,

将棺木抬入 龙杠
,

一 言不发
,

而抬行

过街
,

又是步法整齐
,

举止一致
,

双 目直

视
,

形 同步兵列阵出操
, “

威而 不 猛恭而

安
” ,

人皆叹为观止
。

发丧启程⋯ ⋯前头有放铁炮的人
,

骑

着 自行车为前驱
,

燃放铁炮三声
,

即先走

去
,

随着是燃放纸麻鞭炮和发散纸钱的一

些人
,

跟着粗乐工队吹号
、

击鼓
,

吹奏喷

呐锣擦等乐器
。

两边打着开道锣
,

为大 形

铜锣
,

每段都有两面随时敲着
。

乐队之后

是
“

打道鬼
” ,

紧接 着是一些人抬着引路

菩萨佛金
,

抬着死者铭旅
,

跟着骑红马身

背拜 帖盒
,

投 递冥帖 的报 冥官申得 英学

士
。

其后为打着牌拱 职司
,

旗
、

锣
、

伞
、

扇及各种赛 驾
,

如金 瓜
、

钱斧
、

朝天 锉
、

拳头
、

巴掌
、

干 帜 棍
,

及 多种 多样 的香

蟠
、

纸蟠和各色各样的纸扎祭品
,

许多幅

挽言
、

挽悻
、

挽联执者数百人
。

接着又是

题主 官人 的 前 程职 司
,

龙 旗
、

凤旗
、

红

旗
、

黄旗
、

飞虎旗及 国旗各 一 对
。

又 有

大
、

中
、

小 形开道锣
,

大 伞
、

小伞
、

日革

伞各 一 柄
。

有 大 芭燕扇上书写着官 人 头

衔
、

两旁打着
“

肃静
” 、 “

回避
”

之大方形

木牌
。

跟着一班 乐工队伍
,

奏着笙
、

黄
、

管
、

弦乐曲
,

后面抬着题主官解茶田 举人

乘坐之大轿
。

随着又是祀后土官人的牌拱

职司人和 吹 奏着笙簧 管弦乐器的 乐工队

伍
。

有大 芭燕扇书 写着祀 后 土 官人的 头

衔
。

后 面抬着祀后土 官商运全拔贡乘坐之

大轿
,

又跟着马拉轿车四辆
,

乘坐着十二

位赞礼人 员
,

其中有十位是老 秀才
,

又有

头戴孝帽
,

手执祭香的送丧 男宾数百人随

行
。

再后 为打着引魂惜
、

穿着各种不 同规

格的 孝服
、

拄 着 哭 杖的 孝子
、

孝孙
、

才

侄
、

侄孙等
,

拉着御车 白布带的 十 余人
,

弯腰曲背
,

哭行 于灵杠之前
。

还有身穿幸

衫搀扶孝子们 的 女婿
、

外甥 等多人随行
,

为扶丧者
。

此后 即为堂皇威武的丧杠
,

由

专职抬杠人 员四十 八名抬着
,

缓 步随行
。

丧杠后面 为送丧之孝妇
、

幸女
、

孝孙及侄

女
、

侄 孙
、

甥女等数十 名
,

女戚百余 人
,

乘坐着 马车近 百辆
。

前 为明车
,

后 为轿

车
,

依亲疏次序
,

排列随行
,

哭送于灵框

抬杠之后
,

如长蛇阵然
。

最后 为迎神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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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粗细乐工两班
,

连续吹奏哀乐⋯ ⋯ 发

丧队伍浩浩荡荡
,

前呼后 拥
,

已近 千 人
,

而 围观者本外各村赶来
,

约有万人
。

故一

日之间
,

整个村 中
,

途为之塞
,

绕行全村

街道
,

约有四五里长
。

距离坟奎尚有二 三

里路
,

队 头 已 入鉴地
,

而 队尾 尚 未 离村

⋯ ⋯ 。

如此张扬的场面在晋中并不少见
,

它吸引

了无数人欣赏的目光
,

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

题
。

在啧啧称羡的交谈 中
,

无数人悉心效仿
,

不惜钱财
,

以博时人艳羡
,

以逞一时之荣 ; 即

使力有未逮 者
,

也得强装 门面
,

不惜 债务缠

身
。

否则
,

就会被人耻笑
,

遭 人鄙视
。

晋中奢侈之风还表现在娱乐消费上
。

许 多

富商大贾在自家建有戏台
,

常请戏班演戏
,

或

干脆 自办戏班
,

如祁县岳彩光创办云生班
,

渠

源淦创办聚梨园
,

愉次王锻的四喜班
,

崔玉峰

的二保和娃娃班
、

清源时成盘办的小梨园
,

平

遥尹光禄创办的祝丰园等等
。

他们之所为
,

不

仅仅是为 了商业和娱乐
,

同时更有 自我夸显的

冲动
。

在富商大贾的带动下
,

晋中戏班林 立
,

仅平遥出现过的戏剧班社至少有
:

协同班
、

春

和园
、

昌盛源
、

永福社班
、

众 义园
、

永梨 园
、

丰仙园
、

同春园
、

祝庆 园
、

天乐园
、

双盛园
、

祝丰园
、

同梨园
、

金仁园
、

伍梨园等 3 0 多个

晋剧班社
。

寿阳至少有西福庆
、

新梨园
、

庆梨

园
、

三鸿班
、

义梨园
、

宏庆园
、

锦宜园
、

乐义

园
、

福顺班
、

忠梨园
、

三宏班
、

义乐园
、

中福

庆
、

顺梨园
、

喜顺园
、

景义园
、

宏福庆
、

三义

园
、

锦翠园
、

忠义园
、

和盛园
、

太平班
、

喜梨

园
、

吉庆园
、

双胜园
、

万顺园
、

翠梨园
、

英雄

班
、

小红梨园
、

富梨园
、

成梨园
、

双梨园
、

鸿

梨园
、

喜梨园
、

小锦梨 园
、

锦 义园
、

仁 义园
、

福胜园
、

自成 园
、

天庆园
、

三梨 园
、

福 义园
、

喜盛园
、

公义园
、

兴义园
、

义春 园
、

万春 园
、

四合班
、

新盛园
、

景宜 园
、

十股班
、

武艺园
、

爱梨园
、

贵梨园
、

红义 园
、

双鸿班
、

金梨园
、

四喜园等 5 8 个戏班
。

晋 中其它各县也不在少

数
。

虽然晋中各县旧有戏剧班 社实数难以确

计
,

但仅从上述所知之数
,

仍可遥想昔 日晋中

戏班林立
,

弦鼓不绝的盛况之一斑
。

这风采各

异的无数戏班整 日笙歌不断
,

活跃于各种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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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时
,

诸如开业庆典
、

周年庆典
、

婚娶庆典
、

科考庆典等
。

榆次车惘村常氏家族在光绪时因

有兄弟二人同时中举
,

便
“

优筋贺喜
,

奎星神

前两班戏
,

其宗祠 前一台
,

不惜银 钱
” 。

。

在

城 乡无数庙会之时
,

商家也不惜财力请最好的

戏班以助声威
,

尽显气派 ; 乡民也趋之若 鹜
,

争相观看
。

相传
,

聚梨园有一次在祁县城内财

神庙演出
,

观者如堵
,

许 多人被挤得吐了血
。

有的商家在家祭时也要请戏班唱戏
,

如太谷任

村富商贾 氏在其家庙至诚宫每年至少演 九台

戏
。

乡间遂有
“

要看好戏到任村
,

任村有个至

诚宫
”

的说法
。

由于任村经商者众
,

故而家给

人足
,

好戏连台
。

笔者听 1 9 1 1 年出生的武保

德先生讲
,

任村 一年中约有九十台戏
。

每台戏

至少三天
,

总计约有近三百场戏
。

真是 日日戏

声震天
,

天天人声鼎沸
。

在商家的推崇和导引下
,

普通 乡民也对唱

戏娱乐倾心万分
。

于是
,

每一村
,

每一 镇都不

惜财力
,

相互攀比
,

争相延请戏班唱戏
,

或自

行组织秧歌表演
,

或组织各种社火游艺
,

形成

了晋中社会红红火火的娱乐盛况
。

无数 人沉缅

其中
,

竟至弃了本业
:

—
此村有傀儡之戏

,

弟子 因而 不来

读书
。  

—
晋祠 翌 日赛会

,

令 日演剧
,

农工

皆歇肩看戏
,

不愿做工
。 @

—
本县城 陛 庙 今 日赛 会

,

人 多息

工
,

前往城 中观 剧
。

麦 收 之 时
,

人优 若

此
。 @

即使生活拮据
,

娱乐也照行不误
:

—
晋祠等五 六村庄抬阁 酬神⋯ ⋯骤

而观之
,

似乎家给人足
,

贺年 岁之丰
,

却

不知农皆困顿也
,

习俗奢华于此见 矣
。
汤

—
里 中之人 ⋯⋯生 活程度之艰 难 已

臻极点
,

乃都不怕
,

仍然妄作妄为
,

奢侈

无度
。

令 日闹秧歌
,

明 日唱女戏
,

以 行其

乐
。
。

演剧行乐之事在刘大鹏笔端反复涌动
,

几

难计数
。

虽然我们不能复见昔 日笙歌震天的热

闹场面
,

但也可以悬想当年人头攒动
,

观者如

堵的盛况
。

晋中社会奢风甚炽
,

此 又 一证也



晋中社会奢侈之风为有识者深恶
,

遂有各

县府禁奢 示俭
,

以绝陋俗的举措
,

如平遥有
“

崇俭
”

之记载
,

以后又屡有 申伤。 ; 汾 阳县

西陈家庄于民国十二年制定了 (改良本村社会

暂行简章》
,

其中禁奢是其重要内容
,

涉及衣
、

食
、

住
、

婚
、

丧
、

娱乐等方面
:

—
演剧通年 只要一次

,

袂歌等戏
,

一概禁绝
。

—
丧事应禁延僧道诵经

、

糊用种种

纸扎及各项 浪 费
,

婚嫁庆祝
,

尤 宜节俭
,

至非分之仅仗鼓吹
,

均须限制
,

藉免奢侈

成风
,

民生困难
。

—
衣取国货

,

食重 获粟 ; 住房切 勿

过率华丽
,

室内不宜多放陈设⋯⋯ 家家宜

朴素为主
,

注意积蓄
,

以防荒旱灾
。¼

禁奢之约的出现
,

直白无误地说明奢风之

盛已成为当地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

崇奢之风一旦形成
,

就不是一纸禁令所能

改变的
。

因为社会风 尚是一个时期 内群体的绝

大多数人对某种生活方式的喜好和追求
,

它具

有社会性和流行性的特征 ; 它通过从众行为发

生作用
,

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的社会时尚
。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
,

个体在

群体中会不知不觉受到群体压力 (或是个人臆

想的压力 )
,

而在知觉
、

判断和信仰上表现 出

盲目追随群体中多数人的心理和行为
,

这就是

从众行为
。

在商者如云
、

奢风如 潮的氛围中
,

人们争相夸富显阔 ; 即使心有不愿者
,

但为免

于被耻笑被鄙视
,

也不得不
“

打肿脸充胖子
” ,

所谓
“

俗 已奢华
,

不得不随俗而行
”。

,

这 正

是从众行为的典型表现
。

这股到处弥漫的奢靡之风使晋中芸芸众生

对经商更加心向往之
,

走利如鹜
,

以致从 男儿

一出世
,

母亲就在摇篮曲的呢喃吟唱中倾情诱

导
:

俺娃娃亲
,

俺娃娃蛋
,

掩娃娃 大 了捏蓝炭
,

捏不下 蓝炭吃不上饭
。

俺娃娃蛋
,

俺娃娃亲
,

掩娃娃大 了走关东
,

深 蓝 布
,

佛 头 青
,

虾 米 海 菜 吃 不

清
。

。

“

蓝炭
”

是指煤炭中未燃尽 的炭
, “

捏 蓝

炭
”

是指过去穷人去富家倒出去的煤渣中捡蓝

炭以作燃料
,

捡炭的孩子们经常从头至脚一身

煤灰
。 “

吃不清
”

是晋 中方言
,

即吃不完之意
。

这首摇篮曲广泛流行于晋中社会
,

今 日各县志

仍有记载
。

在夏夜的纳凉和冬 日的消磨中
,

母

亲把灰暗与明艳强烈对比的贫富两种生活以轻

歌慢吟的形式呈现给孩子
,

它饱含了长辈对儿

孙择业上的无限期望和殷殷嘱托
。

对男儿的期望是
“

俺娃大了走关东
” ,

对

女儿虽不能有如此指望
,

但却可以通过婚姻的

手段使她同样享有
“

虾米海菜吃不清
”

的富裕

生活
,

因而对女儿的教育中有歌曰
:

咚咚喳
,

姿 来啦
,

俺女儿 不嫁啦
。

不嫁你那拘粪的
,

不嫁你那砍地的
,

掩要嫁的是字号里的 掌拒的 !。

这是一种弥漫于整个晋 中社 会的重商气

息
,

它潜移默 化
,

润物无声
; 可却 又 所 向披

靡
,

无孔不入
。

待到男婚女嫁之时
,

又有为新人祝福的颂

词
,

也表达 了相同的期盼
:

先拜天地后拜祖
,

荣华富贵翠翠有
。

买卖开到北京城
,

生意做到张家口
。 ¹

可以说
,

对子女的教育从小到大
,

无处不

有
,

时刻都洋溢着晋中民众对商人生活的无限

向往
,

究其实
,

是商家生活的流光溢彩牵动和

吸引了他们
。

在荣华富贵诱人的召唤下
,

家家户户都想

尽办法托亲靠友
,

不惧千里万里
,

把 自己的儿

子送到商号当学徒
,

学做事
,

当地语叫
“

住地

方
” 。

虽然当学徒所受的磨难并不比种 田郎稍

逊分毫
。

除了
“

住地方
”

学商外
,

还有无数人或是

摆摊设 点
,

或是走街 串村
,

加 入了
“

做 小买

卖
”

的行列
。

太谷秧歌 (卖元宵) 中唱道
:

我小子今年二十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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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而

家住太 谷在城西
,

别的营生咱 不会
,

就会做个小 生意
。
@

此外
,

《卖绒花》
、

《卖高底》
、

(打冻漓》
、

《卖胭脂》等源于现实生活的许多祁太秧歌都

描绘了小商人的生活
,

反映了小商人存在的普

遍性
。

在这股无往不至的重商洪流冲刷下
,

传统

的
“

士农工 商
”

的尊卑秩序被 冲出了原有轨

道
: “

士
”

高高在上的地位不再如昔
, “

农
”

固

守本业也不再被人赞赏
, “

商
”

逐利于市却让

人心存艳羡
。

于是有谚云
: “

买卖兴隆把钱赚
,

给个县官也不换
。 ”
又有谚云

: “

良田万顷
,

不

抵 日进分文
。 ”

当地广为传唱的秧歌中就直白

地反映了民众对商人的看法
,

如
“

人份的丈夫

会做买卖
,

咱的丈夫就会受苦
” ; “

我小子生来

有福气
,

有福住在票庄上
,

日每吃的猪羊 肉
,

白面都吃得不稀罕
”

前者反映的是村妇对买

卖人的欣羡和对受苦人的抱怨
,

后者则呈现出

乡民眼中住票庄的买卖人的优裕生活和骄 儿如

意态
。

平遥县还有谚云
: “

人养好 儿子
,

只要

有三人
,

大子雷履泰
,

次子毛鸿翔
,

三子无出

息
,

也是程清伴
。 ”

雷
、

毛
、

程是 日升 昌票号

的掌柜
,

人们对富商的艳羡之情
,

溢于言表
。

流传于晋中的识字范本 《俗言杂字》中记

述 了士
、

农
、

商三种 不同的生存方式
。

其中
“

士
”

与
“

农
”

的记述仅占很小 比例
,

且认 为
“

士
”

即使熬到
“

鸭红顶戴 当朝 一品
” ,

也是
“

侍奉君 五难以到头
” , “

想在期间有些滥心
” ,

终归是
“

辞王别驾要回故土
,

不愿坐官在家养

亲
’,

。
。

对
一

于农民
,

《俗言杂字》慨叹道
: “

说

起庄稼受苦营生
,

天旱雨涝收成不定
。

钱粮差

务吃穿逼 人
,

巴 巴结结且度光阴
。 ” 0 字里行间

充满了对农耕生活的无奈
。

而对于商人生活
,

《俗言杂字》 则用了大量笔墨予 以详述细说
:

从出门行路须知到贸易要诀
,

从建屋捐官到衣

食住行
、

婚丧娱乐都有详尽 的叙述
,

一桩桩
,

一件件
,

描绘出一幅幅令人炫 目的动态生活画

面
。

乡村少年在摇头晃脑的识字过程中
,

这样

的生活画面自然会先入为主
,

铭刻于心
,

为 日

后择业奠定牢固的情感基础
。

《俗言杂字》对

士
、

农
、

商三种不同生活方式的状描及笔墨轻

重的差异
,

真实地反映了晋中民众对商人生活

的情有独钟
。

晋中商风 日盛
,

以致竟出现开科

考生不足额
,

县府不得不到商号挑选考生以充

数的咄咄怪事 !

此种情 形 之发 生
,

一 如 明代 陆揖 所 言
:

“

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
。 ” “

是有见于市易之利
,

而不知所以 市易者正起 于奢
。 ”。张翰在 《松窗

梦语》中也表达过同样的看法
: “

今也
,

散敦

朴之风
,

成侈靡之俗
,

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趋末

者众
” 。
。 介 休嘉 庆版 县 志 中对 此也 有 阐释

:

“

今物价 日腾
,

而婚丧之用或 至十倍于昔
,

岂

操赢居奇者多而相竟为奢软
,

抑风会所趋因而

用之者 ?
”  

一

言中之意
,

正揭示了商 业与地方风

尚的互动关系
。

概而言之
,

清代晋中奢靡之风的形成
,

一个渐进的过程
,

是商人直接导引的结果 ;

追求生活享受
,

必然要求有更多的财富 累积
,

这就使越来越多的人对经商致富表现出由衷的

认可和欣羡
,

从而趋之若鹜
。

这种连续而持久

的互动
,

无疑进一步加速了晋中区域商帮的发

展和壮大
,

也造就了本地区的商业繁荣
,

形成

了门类齐全
、

品种多样
、

服务周全的城 乡消费

市场
,

而众多商人及其家庭则成为广大而强劲

的消费主体
。

二者相辅相成
,

共同营造 出晋中

浓郁的享乐氛围
,

无数人浸淫其中
,

终使 当地

奢风弥漫
,

几于不可遏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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