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人经商有着悠久的历史。清代
以来特别是近代以降，随着实业之风兴
盛、交通条件改变，冀商穿梭于京沈铁
路往返于张家口至库伦（今蒙古乌兰巴
托）商道，活跃于京津，奔走于武汉三
镇、长江两岸，驰骋于新疆南北，为发展
民族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经商实践中，冀商创造出了一套
与众不同的经营方针、管理方法、营业手
段和经营理念；在艰苦创业中，涌现出了
武百祥、孙秀三等闻名东北的实业家以
及孙殿起、陈杭等古旧书业巨贾；在经营
地方特色中，出现了闻名遐迩的安国药
商、辛集皮毛商、高阳布商等群体，他们
活跃在清末民初的商业经济舞台上，在
中国近代商业史上书写了辉煌的篇章。

在冀商中，影响较大的商帮主要有：
“老呔儿帮”：清初，乐亭人开始“闯

关东”经商，清末民初达到鼎盛时期，仅
在东北经商、习商人数就达10万之众。
东北的沈阳、长春、哈尔滨成为乐亭商
人的发迹地和聚集地，并形成了一个经
商群体“老呔儿帮”。更为难得的是，由
武百祥率先提倡的言无二价、职工入股
等经商方略，在同业中被广为效仿。

“冀州帮”：冀州一带人多地少，到
清朝中晚期，已出现了经商有道的“冀
州帮”，多聚集在京津等地。在北京的冀
州商人主要活跃于琉璃厂，从事图书的
修补和装裱，或者经营小本图书生意。
他们在与书的接触中，逐渐熟悉了书的
版本、源流，不少人成为版本目录学专

家。据统计，北京琉璃厂、隆福寺等处共
有书肆 300 余家，其中冀商开办的有
237家，而在这237家中，由“冀州帮”开
办的就有111家之多。古籍版本学家郭
纪森认为，是河北人奠定了北京琉璃厂
的基础。此外，冀州人在天津经商的也
很多，有人把冀州人在津的聚居地称为

“天津卫里小冀州”。
辛集皮毛商：明清以来，束鹿（今辛

集）人在全国各地经商的颇多，故有“钻
天的束鹿，遍地的老西”的古谚。束鹿人
的商业经营中最成功的是皮毛业，到清
朝中叶，辛集已成为中国著名的皮毛集
散中心。从1880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
前，是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专营皮
毛转运批发业务的皮庄、皮店有123家，

从事皮毛制革业者11640人，占辛集镇
工商业人口的2/3。辛集的皮毛、皮革产
品质地优良，不仅畅销国内，而且为德、
英、法、意、日等国家的商人所青睐。

安国药商：安国药商源自祁州（今
安国）发达的药业。祁州药业发端于宋
代，至清雍正年间，祁州已成为药材拆
兑的总汇市场、长江以北最大的药材集
散地。清末民初是其鼎盛时期，药市内
驻有“十三帮”及本地药材经营商家的
坐商及行商 4480余家。抗日战争爆发
后，商户大部分就近迁往天津，对天津
的医药事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如
今，安国药商依然积极活跃在国内中医
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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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以来的商业

史上，世人言及商帮，多

为晋、徽、浙、闽、粤等十

大商帮，其传奇故事通

过电视剧、书籍等形式

亦广为传扬。

事实上，在燕赵大

地上存在过的冀商影响

深远、成就辉煌，与晋

商、徽商等相比，不但毫

不逊色，而且别具风

采。其中，作为冀商三

大帮派之一的呔儿商，

创造了“东北三个省，无

商不乐亭”的历史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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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冀商发展的渊源与脉络百善学校旧校门。

呔儿商商号老照片。

▲武百祥在哈尔滨创办的大罗新寰球货店旧影。

▶乐亭县百年呔儿商馆内部展陈。

从清中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100
多年时间，乐亭及周边地区的呔儿商不
仅在东北地区设立了数以千计的商号，
创造了“东北三个省，无商不乐亭”的历
史传奇，其贸易范围还远达俄罗斯、日
本、法国、英国、比利时等多个国家和地
区，蜚声海外。

一代商帮，如今虽已消失在历史的
烟云中，但呔儿商精神已经融入冀商的
血脉和骨髓。当我们追溯那段历史，呔儿
商的创业精神和远见卓识，对后世仍不
乏启迪。

兴起：为谋生存勇闯关东

从吉林省长春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出
发，沿着长春大街一直往东北方向走上
一段，就会看到一个路牌，写着“乐亭街”
三个字。

将相距八百多公里的乐亭县和长春
市联系到一起的，正是呔儿商。溯源呔儿
商的兴起，要从乐亭县所处的地理位置
和当时的社会背景说起。

明代以前，乐亭还是渤海湾内的荒
芜之地，遍地盐碱滩涂，经济并不发达。
直到明代施行移民政策，才使得乐亭汇
聚了山西、北京、江苏、安徽等地的移
民，本地人接触到了种地以外的生存
方式。

后来随着海、河运输的开发，乐亭更
是成为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据《乐亭县
志》记载，明代滦河上起承德下板城、下
至海口，航运河道长247公里，重点码头
21 个，并可由河通海，南抵烟台、江浙，
东达辽宁大连、营口，西至塘沽、天津，可
谓是四通八达。水运畅通，使百姓的视野
愈加宽广，思想逐步开化。

如果说以上为呔儿商兴起的历史背
景，那么乐亭人大举出关经商的直接原
因还有三：一是清军入关后，八旗子弟跑
马圈地，成千上万的冀东百姓失去了大
量土地；二是自然灾害频繁，滦河水患时
有发生，百姓生活困苦；三是清乾隆晚期
开始，逐步解禁东北，允许放垦，多方因
素促动下，许多乐亭农家子弟踏上了求
索之路。

在乐亭县的百年呔儿商馆内，一组
名为“闯”的雕塑重现了当年的景象：人
们拖家带口推着独轮车，挑着扁担，筚路
蓝缕。

其中，刘石各庄的刘新亭就是第一
批拓荒者中的代表人物。

刘新亭约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
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成家后，他将
妻子纺线织的布拿到集市上售卖，虽是
蝇头小利，日积月累竟也有所盈余。

逐渐，他不再满足于只在家门口的
集市上售卖，改为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
他越走越远，直到一座漫漫雄关横亘在
眼前。

“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
关”，他来到了巍峨的山海关。

这关，是一条地域分界线，出了关，
背井离乡；也是一条人生分界线，出了
关，前途莫测。

但刘新亭心里明白，只要自己踏踏
实实做买卖，不坑不骗，公平交易，就不
会有大的闪失。他毅然前行，但在这一过
程中吃了多少苦，只有他自己清楚。

刘新亭从家乡购置锄板、镐、犁等农
具和土布、棉花等生活用品运往东北，回
程时又运回东北的土烟、大豆、麻等土特

产品，以他的务实坚韧和经商智慧，赚
得了“第一桶金”。

在刘新亭等的带动下，一批又一批
乐亭人踏上了关外经商之旅，开创了日
后的“老呔儿帮”。

“呔儿商”的“呔儿”，意思是“说话
带外地口音”。据乐亭县政协教科卫体
和文化文史委员会主任刘凤敏介绍，乐
亭及周边一带口音二声少、三声多，末
尾往往还拐上一个小小的弯儿扬起来，
听起来犹如说唱般婉转。这样的口音在
东北人听来别有意趣，他们把“老呔儿”
作为对昌（昌黎）、滦（滦州）、乐（乐亭）
一带人的特殊称呼。

呔儿商能在东北立足，在日俄战争
和“一战”爆发之际，帝国主义无暇他
顾，是为天时；而随着 1894 年京沈铁路
的开通，冀东与东北之间的交通便利，
是为地利；而老呔儿们的团结互助，则
成就了人和。

《京东第一家》的作者、乐亭县文史
专家李荣亭调查后发现，在“老呔儿帮”
闯关东之前，东北本地人几乎没有经商
的传统。正是呔儿商等的大量涌入，才
使得东北近代工商业逐步建立并发展
起来。

鼎盛：引领东北近代工商
业发展潮流

在李荣亭看来，“呔儿商”兴盛恰逢
其时。因为彼时，之前的“商业霸主”晋
商走向衰落。

明、清两代，晋商位列全国三大商
帮之首，几乎遍及全国。但到 19世纪末
期，由于列强的入侵和清政府的压榨，
加之现代交通的发展、海上贸易的扩
大，原经山西的陆路贸易逐渐被冷落。

如果一定要选一位取代晋商、兴盛
呔儿商的灵魂人物，当属乐亭县商人武
百祥，他被世人称为“北方商魂”。

武百祥，清光绪五年（1879年）出生
于乐亭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13岁便随
其舅父到长春的杂货铺当学徒，后来自
己摆地摊，做提筐叫卖的小生意，历尽
坎坷。直到他与人合资经营起“同记”百
货铺，生意才有起色。

1920年 5月，武百祥购置了哈尔滨
正阳北大街一处旧门市，吸收欧、美、日

等资本主义国家办百货店的经验，建设
了大罗新寰球货店。从外部看，这是一
幢欧式四层小楼，雕梁画栋；从室内看，
设有电梯和陈列橱，100 多名店员着统
一制服分列栏柜旁。特别是店里“明码
实价”的销售方式，一改旧商贩坐地起
价的陋习，开启了文明经商的先河。这
首创之举，在商界引发一场“地震”。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1926 年，武百
祥在正阳南四道街建成了同记商场，在
门口匾额下两侧镶嵌一副楹联：采办寰
球货物，搜罗国内产品。1929年，他又创
办大同百货店，和同记商场、大罗新寰
球货店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几乎垄断了
哈尔滨的百货业。当时仅有23万人的哈
尔滨，每年光顾这三家商店的人数就达
600万人次，“不到同记、大罗新，等于没
到哈尔滨”一时传为顺口溜。

除了百货商场，“同记”还在哈尔
滨、上海、日本等建有工厂，形成产、供、
销一条龙联合企业，总资本近 200万两

（上海规银），年利润超过 32万两（上海
规银）。

武百祥仅仅是呔儿商走向鼎盛的
一个缩影。据统计，到 1931年“九一八”
事变前，呔儿商在东北创建的知名商号
多达千家，按照当时行政区划，东三省
90%的县市都有乐亭人经商，乐亭全县
也几乎村村有人驻东北经商。

“白山黑水千里路，十万呔儿商闯
关东”“东北三个省，无商不乐亭”……
这些当时流传的顺口溜，印证了呔儿商
引领东北近代工商业发展潮流并输送
大批商业人才的辉煌。除了在东北，呔
儿商还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设有商
号，有的还把商号开到了国外。

一时间，乐亭一带形成风气：老百
姓家境不论穷富，都千方百计供子女念
书，孩子小学毕业后，多半托人靠关系
到关东习商当学徒。三年期满后，就可
以挣钱，甚至当掌柜的。

个人的荣辱兴衰与国家民族的命
运紧密相连。“九一八”事变成为呔儿商
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尤其是1937年日本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伪政权对东北
经济加强控制，民族工商业全面萧条，

“老呔儿帮”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在这期间及此后，尽管经营艰难，

呔儿商依然表现出了民族大义和侠肝

义胆。他们积极参与爱国运动，支持革
命，投身国家建设：1924年，著名呔儿商
杨焕亭之子杨扶青资助并护送李大钊
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第五次代
表大会；“五卅”惨案后，武百祥与哈尔
滨青年会支持上海的工人罢工斗争；抗
美援朝中，武百祥以“同记”名义带头捐
献了足以购置一架飞机的巨款……一
桩桩义举彰显了他们的社会责任。

直至新中国成立，呔儿商才迎来了
新的春天，和其他民族企业一样，走向
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道路。曾经的一
代商帮，也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传承：挖掘呔儿商精神的
时代价值

这样的群体，缘何创造了一个多世
纪 的 财 富 传 奇 ？又 给 后 世 留 下 什 么
启迪？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刘凤敏
认为，敢为人先，是呔儿商最鲜明的胆
识特质。

呔儿商“闯关东”突破了农耕意识
的束缚，勇于先行先试从商，并且在民
族商业的体制结构、经营管理、利益分
配以及精神道德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
相当大胆的改革。

例如，在清末时期，呔儿商就提出
了商业改革要“随时代以相演进”的观
点，这在当时历史环境下，颇具前瞻性。
为适应时代变迁，呔儿商在经营企业中
又实行“经理制”，分离所有权和经营
权，祛除管理效率低下、运营成本高昂
的弊病；实行“股份制”，引进资金，吸纳
闲散资金，实现互利共赢，使员工精神
面貌为之一新；实行“联号经营”，打破
地域限制，应对由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
风险……“勇立时代潮头、善开风气之
先，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具时代
意义。”乐亭县副县长王云祥说。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重义守
信，是呔儿商在东北得以扎根的基础。

有一次武百祥在商场巡视，遇见一
位顾客买了一摞碗后抱着孩子走出商
场大门时，孩子用脚一蹬，碗散落在地
打碎了。武百祥让售货员如数重新取了
碗，用纸绳打包后拎起以手撞击，见碗
毫无松动才交给顾客。这时，顾客想要

付款，武百祥却说不用再付了，先前买
的碗打碎是售货员打包不结实的责任。
随即，武百祥要求售货员苦练打包技
术，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故。

商场损失了一摞碗，收获的却是一
传十、十传百的诚信经营口碑。“呔儿商
身上，折射出了我国民族企业在漫长发
展中的高光。现在继续打响‘呔儿商’品
牌，不仅对于宣传乐亭投资环境、招商
引资和对外开放具有积极影响，还将增
强本地人的自豪感。”王云祥在挖掘呔
儿商精神的现实意义时说。

百年商帮传奇已经消逝在历史的
尘埃之中。但是在乐亭，依然能够感受
到呔儿商印记背后蕴藏的无声力量，鼓
舞着一代新人。

“岁月的脚步踏石留痕，时代的车
轮滚滚向前。百年呔儿商的辉煌成就铭
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呔儿商精神永远融
入乐亭人的血脉中……”时值暑假，清
脆的童声在百年呔儿商馆内回响。正在
进行的“小小讲解员”大赛，培养孩子们
从小学习重义守信、务实坚韧、自强不
息、敢为人先、爱国爱家的精神。

在距离百年呔儿商馆 30 分钟车程
的何新庄村百善学校，武百祥亲自谱写
的校歌仍旧被传唱：“渤海之北，燕冀之
东，海洋沃野，我校百善设其中。好研
究，喜创造，开发智识才能。重礼义、亲
师友，爱群、爱国，道本大同……”

百善学校校长宋玉金介绍起校史
滔滔不绝：呔儿商在东北的活跃时期，
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受资
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教育救国思想的影
响，众多呔儿商纷纷在家乡开办私立
学校。

其中，百善学校就是1928年由武百
祥与好友赵禅唐共同投资 10万现大洋
建设的，是当时乐亭最好的学校。学校
建有礼堂、图书馆、餐厅、医务室等一百
余间校舍，还高薪聘请了知名教师授
课，尊师重教蔚然成风。

据不完全统计，在民国时期，乐亭
全县有私立学校 146所，其中一半以上
是呔儿商出资兴办的，使整体人文素质
得到提升。“新中国成立后，从乐亭县走
出了 10 位两院院士和 25 名授衔将军，
这与呔儿商早年办学、文化发达有很大
关系。”宋玉金骄傲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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