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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碑刻集里的苏州商会

郭宇辰 

苏州大学　江苏　苏州　215000

摘　要： 苏州商会作为苏州大运河畔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的载体，在《苏州明清工商业碑刻集》中留下了较多的石碑等文化资源。

从石碑文化进行分析，苏州各个同乡商会的信仰、慈善事业等篆刻记载从中分析现代商会的传承与进步。苏州商会与苏州段大

运河的互动关系同样成为历史长河中重要的一环，透过繁荣的市井展现了商会发展以及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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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苏州商会自古以来就是苏州经济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之际商会逐渐兴起，清末到民国初年，苏州还有 50

所会馆、公所。明清时期交通的便捷、生产力的发展为贩运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商会作为商人组织的

依靠团体进行活动的重要形式，以会馆、公所作为活动场地，明清时期的会馆大体按照作用分为同乡官僚、缙绅

和科举之士居停聚会之处的试馆，以工商业者、行帮为主体的同乡会馆，客民建立的同乡移民会馆三种。明清之际，

会馆制度开始从单纯的同乡组织向工商业组织发展。但是工商性质的会馆虽占很大比重，但这些工商业会馆仍保

持着浓厚的地域观念，绝大多数仍然是工商业者的同乡行帮会馆，目的是照应，保护同乡、同行的利益，以避免

受到外界势力的欺凌。文字记载的碑刻集成为了后世探索商会建制、捐款等的重要史料来源。

一、苏州商会中的信仰

石碑作为过去承载着记录者希望名留青史的愿望

的重要载体，由于书写文字的纸张、布绢以及早期的竹

简、木简都没有石材坚实，所以尽管石碑文字不可能长

而全，但它仍具有印证和补充历史的重要作用。重要碑

石上的文字还会请书法家撰写，还留下了历代不少书法

家的真迹，日常生活中的临帖也大多缘由石碑。苏州商

会的重要资料就是在石碑上进行记载的，在《明清苏州

工商业碑刻集》的会馆建置这一子目中，从碑刻的记录

中略览苏州各大会馆的建馆过程。商会碑刻主要分为两

种类型，一种完全介绍商会本身，一种则以纪念出力者、

歌颂地方为主，后者占碑刻集的主要部分。首篇《倡修

江西会馆碑记》1 就是较为典型的商会碑刻类型，“商

贾辐辏之地，必有会馆”引出全文基本介绍情况，同时

碑刻中还会介绍会馆的修缮情况，会馆在康熙四十六年

建筑遭受虫蛀，所以摇摇欲坠亟待解决，此碑设立于康

熙四十九年，号召同乡募捐也是契合标题“倡修”一词，

在当时期望对于江西会馆进行重新修缮。碑刻中具体描

述了修缮的过程，同时歌颂了神仙的作用，也是石碑的

重要作用之一。石碑的最后就是各个官员的姓名，可能

是管理时间内的官员督办，也算作是留名的一种方式。

《岭南会馆广业堂碑记》2 碑刻以介绍苏州的整体风貌

作为背景开始，“姑苏江左名区也，声名文物，为国朝

所推。而闻门外商贾鳞集，货贝辐镂，襟带于山塘间，

久成都会。岭南会馆之建，始于有明万历年间”3，会

馆诞生于苏州的繁荣之中，姑苏、山塘等仍活跃在现代

苏州建设的地域名词同样在那个时代也是熙熙攘攘，这

也是会馆所在地的优势，“但傍仅数宇，以为栖息。凡

岁时伏腊及接见宾客，皆于神殿宴会”4，虽然房屋并

不算多，作为栖息之所，会馆内面见宾客的场所处于神

殿之中，碑刻中描绘宴会场景“酒酣耳热，歌呼欢笑”，

同时会馆内堂屋情形诉诸碑刻。而碑刻的主体部分则是

各大商号和个人捐助的题名，“助金题名：山东武定州

正堂何多学。江南金山卫正堂蔡国玖。锦昌号六十六两

三钱、彩昌号五十四两八钱……”5 最终形成了一个完

整的商会碑刻。与此类似的还有全晋会馆、东齐会馆、

江西会馆等，较多商会碑刻承担着记录对会馆建置有贡

献的商号和人名的作用。而像武安会馆及陕西会馆等基

本省去了建置过程，将内容放在对于会馆的介绍以及在

会馆内进行的活动，比如说拜神、追忆乡俗“加以岁时

伏腊，临之以神明，重之以香火”6。

这几篇碑刻略览下来，最不能忽视其中神灵对于

会馆的作用。在当今社会，商人对于神灵的信仰仍作为

一种传统，尤其是福建一些地区对于神灵崇拜流传并且

成为当地的特色风俗。碑刻中较多展现的神灵主要是作

为祭拜的作用，会馆中神灵的作用是寄托了同乡属性下

的会馆对于家乡的一种思念。商人拜神的传统十分悠久，

古代生产力落后，人类对自然产生了畏惧和崇拜，便有

了神袛信仰，各行各业的商人都有自己的神袛崇拜，而

且这种信仰大多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经营工商业是一

项十分复杂的活动，涉及到商品的生产、运输、销售、

纳税等环节，环环相扣并且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财运

亨通是商人追求的目标，经商目标往往会与经商过程形

成较大的反差，商人便会产生失落感，为了弥补这种心

灵上的缺憾，商人神袛信仰便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一种传

统。7 清代以来，关羽成为城市各个行业，特别是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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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神和保护神，被称为武财神，其是传统忠孝节义的

化身，商人经商期望发财，并希望财德两全，关羽成为

保家财而又有德行的代表。关羽之所以能成为人们普遍

尊奉的财神，有其深刻的原因。一方面，关羽具有“对

国以忠，待人以义，处世以仁，待人以勇”的人格魅

力，在官方和民间的美化、神话下，至宋元明清之际，

成为万民崇拜的神圣偶像，商人作为其中的崇拜者也对

其尊敬。另一方面，工商业近代转型的困惑使商人感到

精神上要有所寄托，明清之际所遇到的工商业的困难是

商人面临的巨大挑战，精神支柱也十分重要，关羽这种

保护神的作用也在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免受外界经济

力量的侵害。“对于工商业者来说，关公与其说是一位

能够招财进宝的神人，毋宁说是一位集团文化的象征，

对内它强调忠诚，对外它强调信义，对事业它强调勇敢

地进取，在关公身上所体现的传统文化与道德精神，现

在被用来服务于新的发展目标，这是我们民族企图用传

统的道德秩序来规范近代经济行为的心理意识的公开表

现 8”，对于关公财神信仰的这样的评论似乎契合了民

众心理和心态。

二、苏州商会的慈善作用

《昭文县为梅园公所卜建存仁堂给示勒石碑》中

“卜建房屋，额曰存仁堂，以为徽人寄栖医病之所……”

虽然本篇中仅仅提到了为徽人提供医病场所，并且取名

存仁堂，但仍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商会已经有一定承担

社会责任的意识，存仁堂由众人捐赠而成。商人通过救

济维持自己的名声，商会也成为了他们塑造个人形象的

一种普遍的方式。近代商会沿袭了传统，虽然不如清末

作为一方势力维护一方安宁那么重要，但其对于慈善事

业与地方商业等贡献仍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近代商会

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环节，是

连接政府与商人、商人与商人、商人与社会之间的重要

纽带。自清末新政以来，商会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

举足轻重的角色，不仅推动了近代中国经济的繁荣，也

促进了政治、社会的和谐发展。在清末地方自治背景下，

兴办的商会在慈善活动中特别注重与地方其他自治组织

开展协作和分工。9 近代商会作为工商界的主要代言机

关，在促进本业、本地、本国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商会通过制定商规、调解矛盾、协调关系等手段，

维护了市场秩序，推动了工商业的繁荣。同时，商会还

积极参与国家经济建设，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和资金支

持，成为推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近代商会

也成为政治领域的参与者，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历

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参与政治活动、调解社

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等方式，商会为国家的政治进步

和社会和谐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

事业，通过捐款捐物、兴办学堂、办杂志等方式，为社

会的文化教育事业和公共福利事业做出了贡献。商会的

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和形象，也促进了

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和谐发展。近代中国商会慈善公益活

动主要借助三种方式，会馆的慈善事业的延续与发展、

与地方自治机构协作进行公共设施的维护和与其他慈善

组织的联系。商会的慈善公益事业，一方面体现了工商

群体的自律性和他律性，推动了工商群体自身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充裕了慈善公益组织形式，是我国近代慈

善公益事业的有益组成。追溯既往的目的在于汲取经验

和教训。发挥商会在慈善公益事业中的作用，提高社会

治理能力，应是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

系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之一。慈善制度层面

的引导和规范至关重要，商会应重视与其他社会组织的

联动，从制度改革到机制创新，需要全社会凝聚共识，

协力推进，开创社会组织公益慈善时代新篇章。

三、潮州会馆—同乡性的典范

《潮州会馆碑记》是碑刻集中较为特殊的一篇，

潮州会馆的旧址目前也是现代苏州城保存较为完好的会

馆建筑群。碑刻通过华丽的词藻铺垫了潮州会馆的诞生

“五方士商辐辏，于是有会馆之设”，同时附有皇帝的

赏识记录“乾隆十六年，恭逢皇上南巡……诸商跪迎于

门外，天颜温霁，赏赐彩缎二十匹”，对于商人来讲，

已经是莫大的荣耀，同时刻诸石碑以纪念，也是作为一

种对于皇权的依靠，前言最后部分团结同乡，宣扬美德，

表达美好愿景。而主体部分则以年份的形式记录了潮州

会馆的产业，“康熙四十七年，契买周长庚市房一所，

价银四千八百五十两……”基本以年份、所买物品以及

价钱所处方位的方式记录，在苏州府内购置的房屋租金

等都厘清，作为一种契约。同时有后序和后跋作为补充，

作为潮州会馆内人员的体会，补充了其作为同乡会馆等

进行管理的惶恐和期许未来发展。苏州地处南北交通转

运点上，康熙到乾隆年间广东潮州府海阳、澄海、潮阳、

绕平、惠来、普宁、揭阳等县商人在经营潮州会馆中仅

购置房地就值银 30665 两，潮州会馆在全国各地皆有，

苏州潮州会馆是国内现存潮州会馆中保存最完善与富丽

堂皇者。当然各会馆碑刻的侧重点有所不同，随着时间

的推移，市镇间经济上的频繁往来沟通，苏州地区自明

中叶以来发展出了繁荣的商品经济。在以地方命名的商

会碑刻中，同乡性属性达到极致，可谓出门在外同乡成

为了凝聚的一种形式，并且为同乡提供便利，感受家乡

温暖。这在现代社会同样可以窥伺到一些脉络，虽然现

在的家乡界限并没有过去那么的分明，但来自同一个地

方仍共享家乡记忆和地方声誉。

四、苏州商会与大运河

苏州商会的繁荣离不开大运河的作用，碑刻集中

繁荣的水道、桥梁也正正印证了水在苏州城交通的顶梁

柱作用。清代前期，运河沿岸城镇的商业亦呈繁荣景象。

在商业都会，会馆集中分布在商业区内，像苏州有半数

以上的会馆分布在阊门外一带，可见会馆集中区域正是

商业发达之区。可以说大商帮的发达依赖于托足在商业

发达之区的会馆，这又推进了商业的更加发展。上海、

汉口是晚近兴起的商业都会，因为会馆多为商人设置，

古代碑刻集里的苏州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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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多为商人服务，故更集中于商业区。即使在江南新兴

的商业城镇，商业会馆亦成为商业发展水平的标志。大

运河苏州段稳定而畅通，苏州西部地区亦围绕大运河兴

修了更多的水道及配套基础设施，建成了成熟的水网交

通体系，促进了沿岸市镇与域内其他市镇以及周边广阔

区域的联系。河道交汇处，成为货物转运集散的绝佳场

所，商旅、民居汇集。10 在大运河水网交通的便利之下，

对苏州市镇的影响，则通过加剧市镇流通，繁荣市镇经

济，潜移默化地体现在许多方面。苏州商会的发展脱离

不了大运河的影响，大运河作为重要交通枢纽成为苏州

商会沟通的重要一环。明清交通运输以及运输线成为经

济繁荣与苏州商会成型的重要一环。“吴之土风习俗，

隋志详矣。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

业。虽无蓄积之资，然亦无饥馁。”11 封建时期的交通

以水运为主，陆运辅之。明清时期的水路交通日见发达，

无论是船只的进步还是水路交通线的发展，都为商会的

贩运提供了充足的条件，这种运营机制和大运河的关系

也密不可分。京杭大运河在明清时期成为封建政府从江

南经济区吸取养分的“输血管”，大批量的河道因为漕

运等经济命脉的运输而受到重视，因而频频得到修浚、

整治，从而使临清、通州、苏州、扬州等各城市彼此连

接进而与外界取得了更广泛的联系，成为了江南有名的

市镇，直到今日也受到水乡文化的影响。无疑运河水运

的便利使明清运河经济带成为明清政治、经济、文化的

中心地带，同时海运的发展同样不可忽视，尽管有封建

政府长期推行“海禁”政策，但技术的积累，经济力的

推动都使沿海乃至内地的商人跨越法律的禁限，这也使

得清朝明清陆上交通因为社会秩序的相对安定、国力与

民力的增强而更显发达。水运与陆运相互配合，明清赋

役制度的改革又不断地增加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度，使

农村过剩劳动力能从农业中、从田地中走出来，走向市

镇与工商业都市，从事手工业的或商业的活动，这已经

说明了商业对农业的侵蚀以及农业与商业的互补共进发

展。无疑，市场的发育与成长势必把越来越多的人牵扯

进来，以致每个人都无法生活在市场之外。运河的流淌

也造就了苏州一大批市镇。

总　结：

碑刻集作为古人认为最能流传千古的方式，在商

会碑刻中其撰写姓名居多，纪念捐赠的人名、商号等，

可以说被后人看到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碑刻的目

的，石碑也完成了其使命。通过现代商会的组织架构在

碑刻集中摸索，在明清之际的商会中传承，现代商会同

样起着规范市场的作用。引导行业协会商会加强自身建

设，提高收费透明度。鼓励行政机关向行业协会商会购

买服务，支持行业协会商会更好发挥作用。在如今的社

会环境下，商会没有失去原来的色彩，而是焕发出新的

光辉。这也是透过商会历史形成经验带来的好处，商会

中商人的优秀精神内核也值得大家铭记。悠悠历史长河，

透过碑刻集窥见苏州商会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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