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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近代旅京冀州商帮所营之万和成及其联号五金商铺账簿为中心

卢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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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民间商业账簿对经济史研究的史料价值巨大，深入对账簿的研究可扩大对经

济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本文以北京档案馆馆藏旅京冀州商帮所营之万和成五金商铺及其

联号账簿为中心，主要在账簿作用与真实性，账簿分类、记账方法与账务处理，账簿史料价值

( 股份合伙与人力股制度、京津联号经营管理模式、职工生活与消费水平) 等方面展开，以期

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账簿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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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政府以商业为末业，贱商轻商的习俗在中国长期沿袭难改，即使到民国后重商风气大开

之际，对于社会经济史尤其是商业活动方面的资料人们却常感珍稀散见，流传至今的资料无非就是一

些开业歇业统计，而关于商铺日常经营管理及变迁的微观记载则尤为稀少。并且仅有的相关商铺资

料极为琐碎、庞杂，直接的数据史料更为少见。正因为如此，研究的薄弱点和空白点才比较多，才更显

示出其学术价值。因此，详实可靠的经济数据成为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计量分析

长期滞后，主要原因也是数据资料的不足。一些官方文书虽留有某些数据，但由于被怀疑可能受到

“人为地加工或者歪曲”，其真实性还有待探讨，并且有关民间经济社会生活的数据则尤为缺乏。② 这

样，现存的民间商业账簿史料则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价值巨大的数据资源。不过，受史料的限

制，海内外学界迄今有关中国商业账簿方面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尚不多见。学者袁为鹏、马德斌的《商

业账簿与经济史研究———以统泰升号商业账簿为中心( 1798—1850 ) 》及彭凯翔的《近代北京货币行

用与价格变化管窥———兼读火神会账本 ( 1835—1926 ) 》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 年第 2、3 期上相

继发表后，笔者感触颇深，对商业账簿于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的认识也向前跨进一大步，稍早阮明道、
范金民、刘秋根、汪崇筼等学者也有相关成果问世③。然而，由于上述成果所涉账簿史料的地域、数量

限制，成果分布极不均衡，有关北京商铺账簿研究方面更是几为空白。本文拟衔接以上同仁的思路，

以近代旅京冀州商帮所营之万和成及其联号五金商铺账簿为中心进行研究，以深化商业账簿对中国

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价值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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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 2011 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 青年课题，课题编号: 201104035) “近代冀州商帮与京津社会经济发展研究”

阶段性成果。本文在写作过程中，一些与账簿有关的疑难问题已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史专家郭道扬教授请教，有些与账本相关

的用词与表述亦参考了郭道扬先生的《会计史研究: 历史·现时·未来》( 第 3 卷)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 年) 一书的相关内容，

特此致谢。此外，关于北京的称谓，在清朝和北洋政府时期，“北京”与“京师”互通，1928 年后的国民政府时期一度改称“北平”，日伪

时期又称北京，为行文便，除引文外，本文按习惯相沿一般统称北京。本文北京地域范围仅指现今二环以内的城区部分。冀州商帮之

来源并非只指冀县，还包括清代冀州所辖的衡水、武邑、枣强、南宫、新河等县。北京五金商铺多由冀州商帮经营。感谢匿名审稿专家

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袁为鹏、马德斌: 《商业账簿与经济史研究———以统泰升号商业账簿为中心 ( 1798—1850) 》，《中 国 经 济 史 研 究》2010 年 第 2

期。

阮明道: 《吴氏经商账簿研究》，《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6 年第 6 期; 范金民: 《明代徽商染店的一个实例》，《安徽史学》2001

年第 3 期; 刘秋根: 《明代徽商合伙制店铺融资形态分析———以万历程氏染店帐本为例》，《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3 年

第 3 期; 刘秋根: 《明清徽商工商业铺店合伙制形态———三种徽商账簿的表面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 年第 3 期; 汪崇筼: 《清代

徽商布茶经营数据分析各一例》，《学术界》( 增刊) 2008 年。



一、商业账簿之重要性及其真实性

何谓商业账簿? 据 1936 年出版由舒新城等主编的《辞海》载，乃“商人备置之账簿，所以记载日

常交易及关于财产出入之各种事项者也。商业账簿为商业上之主要凭证，在法律上自账簿终结之日

起，应留存十年。”①这是 20 世纪 30 年代关于商业账簿较为全面的概括。这表明，商铺账簿对某个商

铺的正常经营至关重要，如遇纠纷，则尤其如此，因据北京“商惯习法，普通均以账簿为证。”②并且账

簿设立之初衷，“原所以记载一店之营业活动，会计报告之编制，原所以表示在一定期间内之财政状

况，及营业成绩。具对内对外之作用，”③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商业的进步及国家对商业的重

视。账簿对一个商铺的重要性，民国时期就曾有学者指出“北京有不少的老铺店虽然经理更换多次，

仍然保存已往的老账，不把他们当废纸出售。”由于“许多铺店看借用账目是一件无礼的要求，就连东

家要看账目也必须先得经理的许可，”④所以一般店内人员更不易看到，这就使账簿带有某种神秘性。

账簿的这种重要性与神秘性主要源于其对商铺管理及商铺本身发展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

在以下五方面⑤: 其一，通过各类账簿的设置与记录，对商铺合理地使用资金、指导与改善商铺经营管

理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二，账簿制度利于保守商铺商业秘密，加强店员的岗位责任感，培养店员

对商铺的忠诚度。其三，有些账簿对店内全体人员具有某种约束与激励作用。合伙契约中对经理或

掌柜的要求及东掌、伙友共同遵守的纪律等也被硬性地载入万金账内，违反者按规处罚，甚至被开除

出店; 当然，对商铺有功者，其功绩亦被载入其中，并且是永久性保留。此外，万金账的约束作用不只

针对店员，对股东也起作用。其四，账簿有时成为维护股东合法权益的主要依据，具有保护私有产权

的作用。最后，账簿作为商铺正当经营的证据，还具有保护商铺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作用。

如此多的作用决定了商铺账簿作为百姓日常工作生活所实际使用而无意中存留下来的重要史料

的真实性，同时也为我们保留了当时民间商业活动中更为全面、系统的经济信息。⑥ 现存于北京档案

馆的北京五金商铺的账本即体现了这种信息优势，主要有万和成、万庆成、万庆和、万庆泰、万丰泰、三
益泰、万丰顺、万丰德、万丰永、天津益和公司、益泰号、广聚兴、协升号、福和恒馨记等，约1 480多册，

成账时间大致是 1859—1956 年，这当中又以近代旅京冀州商帮所营之万和成及其联号的账簿类别最

全，共1 200多册。那么这些档案是否真实可靠呢? 笔者认为北京档案馆现存的这些商铺的账本档案

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理由如下:

首先，店内万金账等账簿内容与股东私人所藏用于备查的账簿之内容和数据基本相同。例如万

和成《万年聚金账》主要记载自民国三年正月初九至 1950 年正月万和成的存货、分红、本号及各分号

存货分红情况，而万和成股东金氏之《金宅底账》⑦主要记载自光绪二十八年正月至 1950 年正月万和

成的存货、分红、本号及各分号存货分红情况。经笔者核对，两个账本时间段重叠的部分即民国三年

至 1950 年的内容与数据是相同的。由于金氏股东私人所藏账本主要是供自己存底并于平时查看所

用，是历年账期分红的记录，也是能否分红和是否有权利参与分红的书面证据，所以无须做假，也不能

造假，其与万和成《万年聚金账》的内容相符，这恰证明《万年聚金账》的内容也应该是真实的。

其次，尽管有的书上讲，过去商铺有两三套账本，纯为应付政府税收查账所用，但这并不能说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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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新城等主编: 《辞海》( 据 1936 年版缩印)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602 页。

北京市档案馆: 《万和成五金行》档号 J86-1-12，《行所事项底册》，民国八年。

于怀仁: 《改进旧式商店簿记捷径》，《商友季刊》1940 年第 2 期。

孟天培、甘博著，李景汉译: 《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 1926 年版，第 2 页。

参见卢忠民《民国北京五金商铺账簿研究》( 未刊稿) 。

袁为鹏、马德斌: 《商业账簿与经济史研究———以统泰升号商业账簿为中心 ( 1798—1850) 》，《中 国 经 济 史 研 究》2010 年 第 2

期。

北京市档案馆: 《万和成五金行》档号 J86-1-6，《万年聚金账》，中华民国三年。



在北京档案馆所藏近代商铺的账本内容是不真实的。相反，由于建国后的“三反”、“五反”运动，及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鞭策，资本家所上交的账本应该是真实的。如果这些商铺有假账的

话，也不可能交给人民政府，他们应该早就销毁了，因为他们深知共产党是不易被骗的。而且，如果商

铺造假账的话，为了不让政府的查账人员查出漏洞，那么，这个商铺所做的假账也应该是各个账本之

间有一定的必然联系，起码各类数据增减的比例应该是同步、同比例的。所以，退一步讲，即使我们今

天拿到的账本是假账，其中的内容也应该能反映当时商铺发展的基本走势。
最后，民国及建国 初 的 一 些 专 家 学 者 特 别 看 重 商 铺 账 本 对 研 究 近 代 经 济 史 的 巨 大 作 用①。如

1958 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的专家、学者们在研

究瑞蚨祥时，就特别提到“瑞蚨祥解放前的情况，因为企业的文卷和账册大都丢失，基本上是根据老

年职工和资方人员的记忆和口述记录的。有许多问题，还无法去核证。解放后的材料虽然不少，但十

分零星，许多重要问题，也多半是根据有关方面口述记录的。在记录之中，也不免有失实之处。”②这

表明，当时的专家们十分看中账本的历史价值，如果有账本的话，他们不会去用口述史料。当然这些

学者并不是要否认口述史料的价值，而是说账簿史料比口述史料更有价值，更能说明问题。
总之，笔者认为北京档案馆现存的这些商铺账本的内容应该是真实的，其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

作用亦应受到重视，对研究经济史、商业史的人员来说尤其如此。

二、万和成及其联号账簿简介

( 一) 万和成五金行及其联号体系( 见图 1)

图 1 万和成五金行联号网络示意图

资料来源: 北京市档案馆: 《万和成沿革》档号 J86-1-299，1950 年。

万和成，旅京冀州商帮所营，据其《万年账》所含信息，初称铁铺，由杨星桥、金容轩、闻茂斋三家

合资开设于咸丰九年( 1859 ) ，地址在京都崇文门外瓜市大街路东，共成本京九八钱一万吊整，后改五

金行，1917 年前后和 1940 年前 后 是 其 发 展 的 两 个 黄 金 期，建 国 后 参 加 公 私 合 营 与 资 本 主 义 商 业 改

造，其店名遂被取消③。万和成于同治四年 ( 1865 ) 独资开设万庆成，又于光绪二十二年 ( 1896 ) 万和

成、万庆成合资开设万庆和。再者，万和成还与他铺合伙投资开设新铺。万和成与三益泰、张恒丰、李
德和合伙，于光绪十二年 ( 1886 ) 开 设 北 京 万 丰 泰。万 和 成 又 与 三 益 泰、万 丰 泰、闻 姓 于 光 绪 十 四 年

( 1888 ) 合资开设北京万丰顺，光绪三十二年( 1906 ) 万丰顺又与江姓合资开设北京万丰德。另外，万

和成还与三益泰合资于光绪三十二年( 1906 ) ，开设天津三益泰铁庄; 并于 1934—1935 年间出资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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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天培、甘博著，李景汉译: 《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 资 及 生 活 程 度》，国 立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部 1926 年 版; 何 廉 著，朱 佑 慈 等

译: 《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8 年版。以上学者曾利用商铺账簿进行过相关社会经济问题研究。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 《北京瑞蚨祥》，三联书店 1959 年版，序言第 2 页。

北京市档案馆: 《万和成五金行》档号 J086-001-00001，《万年账》，咸丰九年三月初六日。



元，投资于天津亨通贸易公司等。以上是万和成独资或合伙投资开设的商铺情况，这当中又包括各分

支联号也组织联 号 的 情 形。如 万 庆 成、万 庆 和 二 家 于 光 绪 三 十 四 年 ( 1908 ) 合 资 开 设 天 津 万 庆 泰。
1921 年后，万庆泰独资开设天津庆记五金行，后万庆泰、庆记同天津益大铁行三家合资开设天津大兴

铁厂。又如，北京万丰泰独资开设天津万丰泰，天津万丰泰以后又开设天津益和公司。又北京万丰泰

独资开设张家口万丰永，以后万丰永独资开设西包头益泰铁庄。北京万丰泰还与万庆成合伙于光绪

十七年( 1891 ) 开设万丰成铜铺等。可见，总号联着分号，分号又开分号，总号或分号又与他号合伙另

开新号，从总体上讲，各商号与万和成之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所以统称联号。
万和成作为北京五金业中的老字号，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联号及同业的共同发展。自

1923 年五金同业公会成立之日起，万和成的经理邸占江即“总董其劳，藉谋团体业务之发展，”①并长

期担任该业公会会长，同时还担任北京市商会常务委员及商事公断处处长等职。由于万和成实力雄

厚、信誉颇佳，又因由冀州商帮所营，所以这不仅造成了五金同业公会中的要员多是冀州人，且多为万

和成联号经理担任，而且整个五金业的会员也多为冀州商帮所营商号。
上述有关万和成及其联号商铺的信息，除能在《万和成沿革》中获得外，还可在各自的《万金账》

账簿中获得，因为此种账簿的首页一般都详载该铺的成立合约，合约内容完备，一般投资、人事、铺址、
利润分成等信息基本俱全。如此庞大复杂的总分号体系，如何使其有效而正常地运营，各自间关系如

何，利润如何分配等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皆可从其账簿中得到一些信息。因此，有必要将万和成

的账簿进行介绍。
( 二) 万和成及其联号账簿介绍

万和成及其联号账簿成账时间大致是 1859—1956 年，共 1 200 多册，是北京档案馆所藏各行业

账簿中类别最全、册数最多的，其中万和成总号 304 册，万庆成 233 册，万丰泰 646 册，其他各联号一

般在 50 册以下。
1. 账簿分类。万和成五金商铺账簿分为流水账、謄清账、备查账、损益账四大类。流水账，是记

录全店银钱出入、货物进销金额，按照经济业务的发生顺序依次登记的原始账。流水账下可细分为若

干种，如万丰泰五金行有津来货流水、浮记存洋流水、银洋流水、浮记流水、国币流水账②等等，名目繁

多。謄清账，又称总清账，是具有分类账性质的账簿，是由专人以日流水账为基础分门别类地整理成

为分清账，如浮记账、支使账、日用杂项费用开支等各项总清。謄清账由于关涉商铺年终红账编制与

盈余分配，所以其较比其他账簿地位重要。备查账，指对与商铺业务相关的各类经营活动进行留底，

以备日后查验的买( 租) 房留底、通信留底等账簿，如万和成民国十三年《租房底账》( 档号 J86-1-15 ) 。
损益账，是记录商铺的各项收入、费用支出、经营盈亏的账簿，并据此进行红利分配。损益账主要有月

总、年总、万金账三种。此外，还有一种分号账，指专门记载分支商铺的盈亏、分红、股权变动情况的账

目。如万和成五金行的《收众号余利帐》( 档号 J86-1-10) 、《三号来往底帐》( 档号 J86-1-21 ) 等。
万和成五金商铺的账本组织较为完备，账簿种类多至几十种，为更清晰地了解其账目设置情况，

兹以万和成与万丰泰五金行为例进行对比介绍( 表 1 ) 。
表 1 显示，万和成与万丰泰五金行的账目设置大体相同，都包括损益账，流水账，货物账、外欠账、

支使账，来往、川换、杂项、辛金账、分号账等分类謄清账，租房、通信、事项等留底账等。由于万丰泰既

是万和成的分号，同时又是天津万丰泰、张家口万丰泰、包头万丰永的总号，所以万丰泰的账目设置有

的年份比万和成还要细、全、严密。就拿外欠账来说，万丰泰就有旧年外欠账、铁厂外欠账、什件外欠

账、恒大、神山外欠账、电料、电镀外欠账、首饰外欠账、洋行外欠账、杂记外欠账、零碎外欠账、东路外

欠走账、西路外欠走账、城内外欠走账等 12 种。如此细致的账目设置是其他行业所不多见的，这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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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 《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第 188 页。

北京市档案馆: 《万丰泰五金行》档号 J88-1。



表 1 万和成与万丰泰五金行账目设置比较表

分 类 万和成五金行 万丰泰五金行

流水账
日记流水帐
出入流水钱帐

津来货流水
浮记存洋流水
银洋流水
钱流水
浮记流水
国币流水账
铜元流水账

謄清账

货物账 现售货帐

定货账
津来货账
取货账
同业取货账
现售卖货账
堆房存货账
东号存货账
盘货账
盘货底账

外欠账

历年外欠帐
四城旧外欠帐
四郊各县外欠帐
南城东路外欠帐
内城西路外欠帐
内城东路外欠帐

旧年外欠账
铁厂外欠账
什件外欠账
恒大、神山外欠账
电料、电镀外欠账
首饰外欠账
洋行外欠账
杂记外欠账
零碎外欠账
东路外欠走账
西路外欠走账
城内外欠走账

支使账 支使账

支使账
支使老账
银洋支出细底账
杂项老账

来往、川换、
杂项、辛金账

来往帐
杂项分类底帐
开销总帐
辛金帐

川换账
银号往来账
油漆房、木厂、栈房、煤厂往来账
同业往来账

损益账

月总、年总、
账期总账

聚金帐
盘货聚金帐
货物银钱总老帐

月总账
年总账
聚金账( 只一年的)

万金账
万年帐
万年聚金帐
金宅底帐

万金账( 京总号、各分号)
余金老账
得利老账
旧年老账

租房、通信事项等备查账
租房底帐
筑屋落成会计簿
行所事项底册

联号通信账
通信留底
丁宅取租账

分号账

收众号余利帐
三号来往底帐
天津进货底帐
天津万金帐

包头万丰永万金账
津万金老账
张家口万金老账

资料来源: 北京档案馆: 《万和成五金行》档号 J86-1，《万丰泰五金行》档号 J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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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该业账簿间筑起了纵横交错的账簿网络，且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的社会经济史料信息，对京津商业

史、社会史的研究将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2. 记账方法。从各账簿看，万和成及其各联号对账目书写的要求皆比较严格和规范，注重数码

记录的准确性、正确性，并使其具有防伪的效果。汉字数码( 一、二、三…… ) ，由于笔画简单，易被伪

篡涂改，所以多数五金商铺的账本上的数字都采用会计体数码( 壹、贰、叁、肆、伍、陆等) 。这些数码

本身笔画比较复杂，大大增加了涂改账本的难度，如“ 1 234. 56 两”一般写作“壹仟贰佰叁拾肆两伍

钱陆分”。同时，这些商铺账本还多使用草码记账( 〇、〡、〢、〣、ㄨ、〥、〦、〧、〨、〩，分别对应 0、1、
2、3、4、5、6、7、8、9 ) 与省略字记账，这样书写简便快捷，由于比较紧凑，也不宜涂改; 并且这种写法属于

账房专用，业外人员不易识别，一定程度上利于保守商业数据的秘密。

万和成的记账方法多沿用中国传统民间会计的记账法，到民国时期在记账习惯方面已有某些统

一规定，一般以现金为记账主体，以“入( 或: 存、收) ”、“出( 或: 欠、付) ”为记账模式，如万和成五金行

民国十八年《出入流水钱账》即采用此记账法，按日来计，上栏记“入”，下栏记“出”，例如 1929 年 10
月 29 日“( 上) 入卖钱五十六千八百文，入兑换钱九十五千二百文; ( 下) 出杂项钱七十四千文; 除使现

存钱七十八千文。”①这样，在账本中规范使用入、出记账符号，既方便查账，又能随时知悉每日的盈亏

情况，有利于商铺管理人员对商铺经营业务情况的了解与预测。

在记账时因账本内容不同，五金商铺也灵活使用一些标志性的戳记，便于商铺管理人员与记账人

员有针对性的对账务进行查对，从而起到督促员工谨慎工作及唤起员工责任感的作用。例如，凡由原

始簿转记于謄清簿之账项，其已经转记者，则盖“过”字之戳; 经查对无误，则盖“覆”字，或“对”字之

戳。这被郭道扬先生称为“转记戳记”与“复核、查对戳记”。“转记戳 记”表 示 过 账 结 束; “覆”字 戳

记，表示账目复核无误，以此明示账目的正确性和复核工作的完成; “对”字戳记，则表示查对账目无

误，以此明示账目查对工作完成。② 在五金行账本中还出现一种与“对”字意义相同的“兑”字戳记，

如万和成五金行《历年外欠帐》的每一笔“收”洋数据上盖一“兑”字，③也表示核对无误之意。这种做

法，既能促使账房人员少出错误或故意造假账情况的发生，以保账目之真实，又能以此博得东家的信

任，因为这些账目是以后编造红账的原始依据，也是能否正确实现分红的依据。
此外，还有很多其他戳记，如主要在一些《外欠账》上运用的表示上下两栏收付之数相等时所盖

“销”字或“对销”字戳，“清”、“结”字戳记等。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万和成作为新兴行业商铺，其账

簿亦多沿袭京城其他传统行业商铺的账本格式与记账方法，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有所改变，远落后于

其在天津的联号，这对于理解京城商人普遍存在的账簿革新意识的保守与欠缺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总之，对各铺账簿多种记账符号与戳记的整理与研究，既可使我们明晰当时商铺对会计人员的工作效

率与对商业秘密保护等管理方面的信息，又可为我们深入了解账簿史料的价值与真实性奠定基础。
3. 账务处理。账簿种类杂多，如何进行系统而高效地账务处理，对商铺管理账簿与商铺经营至

关重要。其中账簿结账方法与账薄报告的作用较为突出。万和成的账务处理程序大致是: 以流水账

为基础，将每天由商铺进出的现金、商品及赊销欠款、对外借款等经营业务，皆按次序记入流水账中;

接着又将流水账里各种原始数据逐笔往分类账内摘抄; 结算一般是一年分端午、中秋、年终三节进行，

年终还要进行总结账，计算盈亏; 最后是将上述结果写在红纸上，即写“红账”。例如，万和成 1929 年

10 月 29 日—1930 年 7 月 31 日的《出入流水钱账》( 档号 J86-1-17 ) 记载每日的收支流水，每天晚上结

算当天存多少钱，这是最原始、最详细的账目; 然后将流水账的各账目登入各分类账，合成如卷 23《杂

项分类底账》( 档号 J86-1-23 ) 、卷 26《南城东路外欠账》( 档号 J86-1-26 ) 等分类总账; 每到年终或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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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档案馆: 《万和成五金行》档号 J86-1-17，《出入流水钱账》，中华民国十八年。

郭道扬: 《会计史研究: 历史·现时·未来》( 第 3 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 年，第 76 页。

北京档案馆: 《万和成五金行》档号 J086-001-00005，《民国三年历年外欠帐》，中华民国三年。



时作总，再计算当年盈亏，写出红账，如卷 19《盘货聚金账》( 档号 J86-1-19 ) 。写红账一般于每年的阴

历正月初四至初十之间进行，三年账期时算总账计算盈亏，并据此进行红利分配，最后将结果抄入卷

6《万年聚金账》( 档号 J86-1-6 ) ，如 1929 年部分，即由红账抄存。①

总之，万和成及其联号账簿从总体上看是较为完备的，这在账簿分类、记账方法及账务处理等方

面可得到充分印证。账簿的完备不仅为账簿所蕴含的经济及其他方面信息的丰富与可靠性奠定了基

础，而且也使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并利用这些账簿有了底气与信心。

三、账簿之史料价值

万和成五金商铺账簿包括了除普通日常用品商铺( 如食品、粮油、服装鞋帽等) 的价格或银钱比

价等信息之外的其他诸多信息，如合伙、合股与人力股( 身股) 制度，学徒制度，货物购销方式、方法与

策略，联号经营模式，资本积累与运行 方 式，利 润、利 润 率 与 利 润 分 配，厚 成②的 提 取 与 积 累，职 工 薪

金、生活与消费水平，房租、税捐，京津间购销网络与联号间关系，当然也包括品种繁多的五金商品物

价、银钱比价等。限于篇幅，下面我们从商铺管理、经营及职工生活等角度，选取有典型代表性的股份

合伙与人力股制度、京津联号经营管理模式、职工生活与消费水平三个方面来管窥账簿所蕴含的巨大

的经济史料价值。
( 一) 股份合伙与人力股( 身股) 制度

所谓股份合伙制，是合伙制的高级形态，即指东家各出资若干折成若干股，伙友人力折成股份若

干，共同经营或聘请经理人经营管理店务的合伙制度。③ 五金商铺股份合伙情况主要在万金账、万年

账或万年老账等账簿中有详细记载，主要体现在这类账簿首页所载的合伙合同、合约中，最早是 1859
年的，最晚是 1953 年的，如万和成五金行股份合伙合同，摘如下:

立领本合同人闻茂斋，协同尹晏庆、孙福长，领到杨星桥、金容轩原出，闻茂斋自代，共成本京

九八钱一万吊整。同心议定，在京都崇文门外瓜市大街路东开设万和成铁铺生理，言明二年清算

账，得利按八股均分。计开: 杨星桥原本京钱四千吊整，作为二股。金容轩本京钱四千吊整，作为

二股。闻茂斋自带本京钱二千吊整，并人力作为二股。尹晏庆人力作为一股，孙福长人力作为一

股。闻茂斋、尹晏庆、孙福长三人经理铺事，每人按年预提得利京九八钱一百吊整。东伙均按四

年后提用得利，支八存二，各存余厚，概不准长支短借。各遵铺规，如有不遵者，不论东伙将原立

合同撤回，辞帖存柜，永不准甘与铺事。裕后有凭，立此存照。
咸丰九年三月初六日 立④

合同中已明确指出经理人是谁，意味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已经明确分离，并规定经理人预支钱数、
分红后存柜护本、护身及相关铺址、原始投资、账期、人力股、铺规等情况，内容较完备。如果我们对所

有商铺合约进行整理，则不仅会对商铺地理分布、原投资本、经营权、利润分配等情况有基本的了解，

且对股份合伙情况也会有基本了解，至于深入了解股份合伙情况，还有待对账簿的其他内容进行细致

整理与研究之后方可达到。可惜的是，这些合约对退股、后续入股等相关情形未做规定，并且这些店

铺由于种种原因并未真正实行过现代公司制。
以上合约只涉及了人力股制度的部分信息，如要深入研究此制度，就应对万金账、月总账、年总

账、支使账、分号账等进行详细研读。兹将万丰成五金行 1922—1938 年间人力股份的变动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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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档案馆: 《万和成五金行》档号 J86-1-17、J86-1-23、J86-1-26、86-1-19、J86-1-6。

厚成，是商铺经过一定时期经营后，随着业务扩大对运营资本的需求，特别是为了防御风险，东掌为巩固资源起见，在年终或

账期结账时，将应收( 外欠) 账款及现存资产( 主要包括存货、现款、存款、铺底、修盖房用款、财神股、投在分号的原 本 护 本 等 ) 予 以 一

定折扣，以达到实际资产额超过账面资产额的隐藏利润之目的。

可参考张忠民《略论明清时期“合伙”经济中的两种不同实现形式》，《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 年第 4 期。

北京市档案馆: 《万和成五金行》档号 J086-001-00001，《万年账》，咸丰九年三月初六日。



于下( 表 2 ) :

表 2 北京万丰成五金行 1922—1938 年间人力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 分

年份 王玉庄 刘庄成 马子和 张广俊 贺书森 郭德俊 郭起信 孟继炳 齐明身 冯长豹 王纯淼

1922 1. 2 * 0. 4 0

1924 1. 2 1 0. 6 0 0

1926 1. 2 1 0. 6 0. 4 0. 4

1928 1. 2 1 0. 8 0. 6 0. 6

1930 1. 5 1. 2 0. 8 0. 6 0. 6

1932 1. 5 1. 2 ＊＊ 0. 9 0. 8 0. 8

1934 1. 5 0 0. 9 0. 8 ＊＊＊ 0. 8 0 ＊＊＊＊ 0 0 0 0 0

1936 1. 5 0. 9 0 0. 8 0. 4 0. 4 0. 4 0. 4 0. 4 0. 4

1938 1. 5 1 0. 9 0. 5 0. 5 0. 5 0. 5 0. 5 0. 5

资料来源: 北京市档案馆: 《万庆成五金行》，档号 J85-1-209，万丰 成《万 金 老 账》。 ( 说 明: 万 丰 成 五 金 店 的 档 案 被 错 放 在 了 万 庆

成五金行的档案里。为便于查阅，还以原档案名和档号标注。)

注: * 王玉庄于光绪十七年( 1891 ) 获得人力股 0. 8 分，光绪二十( 1894 ) 、二十三年( 1897 ) 分 别 续 人 力 股 2 厘，即 分 别 达 到 1 分、

1. 2 分。

＊＊刘庄成于光绪三十二年( 1906 ) 获得人力股 0. 4 分。1932 年刘庄成账下出 号，将 身 股 一 分 二 厘 完 全 退 出，找 出 厚 成 银 二 百 一

十六两整，永断葛籐，无干柜事，立有退字一张存照。下账天赐余利按九股批分。

＊＊＊张广俊自辞。

＊＊＊＊现放浮股，郭德俊、郭起信、孟继炳、齐明身、冯长豹、王纯淼各身力股 4 厘。

据万丰成账簿与上表所示信 息，16 年 间 万 丰 成 各 职 工 人 力 股 份 的 增 减、新 开、退 出 情 形 变 化 较

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其一，各职工人力股的份额一般都有增加，只是增减幅度不同。其二，从总

体上看，人力股份的增幅有下降之势。其三，职工人力股的新入、退出变化情形逐步增大。当然，各铺

账簿所含人力股之信息远非这些，如果将各账簿有关信息按时间序列进行详细整理，再结合万金账中

的合约、股份变更合同等文字资料，并能与山西票号的人力股情况进行对比研究，将既能更深入地在

此领域取得进展，又能拓展对账簿这种社会经济史资料价值的认识。
( 二) 京津联号经营管理模式

通信留底账簿是万和成及其联号所设立的较为特殊的用文字记录的往来信函抄件留底，包含着

非常丰富的商铺购销方式、方法、策略等信息，尤其是京津联号间的商业信件往来更为频繁，其所含信

息也更为丰富。下以 1935 年 10—12 月北京万丰泰五金行与天津联号通信频率 情 况 为 例 进 行 说 明

( 表 3 ) 。

表 3 显示，京号自 10—12 月共给津号发信 27 封，而津号给京号则共发信 44 封。京号一般每 2—
4 天给津号发信一封，多是在接到津号来信后再给予回复。另外，在本月末与下月初这一时段内，京

号给津号发信间隔一般长于其他时间，上表中 10 月末至 11 月初、11 月末至 12 月初的发信间隔分别

是 10 天与 9 天。估计是当时业内有月末或月初结算当月货款的习惯，业务较忙，所以互发信较少。
经笔者统计，10—12 月三个月平均，京号发津号每月平均 9 封信，平均不到三天半发信一封; 而津号

发京号每月平均不到 15 封信，平均两天多发信一封。这说明天津联号给北京总号写信非常频繁，这

一方面表明总号、联号间业务的繁忙，另一方面也说明联号对总号的负责，能够及时向北京总号提供

天津最新五金行市、货源、订货、货款收付及其他相关业务情况，这为北京总号对五金市场预测的正确

性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其实，在当时瞬息万变的商业竞争环境下，互通信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在联号间建立起了信息传递与反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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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935 年 10—12 月北京万丰泰与天津万丰泰通信情况统计表( 一)

日期
京号收津号信

( 第 × × × 号)

京号发往津号信

( 第 × × × 号)
日期

京号收津号信

( 第 × × × 号)

京号发往津号信

( 第 × × × 号)

10 月 1 日 132、133 101 11 月 16 日 158 115

10 月 5 日 134 102 11 月 17 日 159 116

10 月 6 日 135 103 11 月 20 日 160、161 117

10 月 9 日 136、137 104 11 月 26 日 162 118

10 月 12 日 138、139 105 12 月 4 日 163、164 119

10 月 14 日 140、141 106 12 月 7 日 165 120

10 月 17 日 142、143、144 107 12 月 10 日 166 121

10 月 19 日 145、146 108 12 月 16 日 167、168、169 122

10 月 21 日 147 109 12 月 18 日 未收到信 123

10 月 26 日 148、149 110 12 月 20 日 170、171 124

11 月 5 日 150、151 111 12 月 23 日 172 125

11 月 8 日 152、153 112 12 月 26 日 173、174 126

11 月 10 日 154、155 113 12 月 28 日 175 127

11 月 14 日 156、157 114 合计( 封) 44 27

资料来源: 北京市档案馆: 《万丰泰五金行》档号 J88-1-63，《通信留底》，中华民国二十四年。

联号间通信频率情况只是让我们研究联号经营管理模式的正常运行找到了切入点，至于其具体

运行情况、特点、作用等，还应具体地研读这些通信留底账簿，如果能对各个时期各联号间通信内容按

时间序列分门别类地进行整理，如最新五金行市、货源、订货、货款收付及其他相关业务情况等，则会

对联号模式有更深入地了解，笔者正在做这一努力。
( 三) 职工生活与消费水平

根据万和成的万金账与薪金账、支使账等我们还可探讨有人力股的职工的收支情况，进而探讨其

生活与消费水平。据账簿信息，五金商铺有人力股店员的分红数额较为可观，又配以应支制度满足日

常消费，那么他们的收入与日常支出的大致情况如何呢? 下面我们仅以万和成店员吕文杰为例来考

察。吕文杰于 1926 年开始有人力股 2 厘，在万和成五金行内所占人力股最少。1935 年吕文杰分红

1 120两白银，支出 1 118. 15 两，①那么，吕文杰从店内支取这么多钱是如何花费的呢( 表 4 ) ?

表 4 包含信息十分丰富，大致情况是吕文杰平时需钱时除在铺内支取外，还向同事借钱，到年底

时要还清债务，实在还不清的就要等到春节过后用分红所得再为偿还; 他除向同事借钱用外，有时还

借给其他同事钱，这借入、借出款共占支出总数的 74% 强; 其他支出花费共占总支出的不到 26% ，包

括交际费、衣帽鞋被等基本生活用品费、捎家及其他几部分; 吕文杰交际费用( 请人吃饭、看戏，送礼、
随幛子钱、份子钱) 较高，日常穿戴费用( 共 33. 2 元，比捎家的钱还多，只 11 月初做棉袍两件就花去

大洋 13. 7 元，可见吕的穿戴应该是不错的) 要高于捎家支出费用，用于养家的费用偏低，养家可能不

是其挣钱的主要原因。如果将这些信息与无人力股店员的收支情况，或与其他行业店员、人员的收支

情况进行对比研究，则会对北京商人的生活及消费水平有个大致的认识。当然，除此之外，账簿还包

含着更为广泛的社会史信息，限于篇幅，笔者对此将另文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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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京市档案馆: 《万和成万年聚金账》档号 J86-1-6，中华民国三年甲寅新正月。注: 原账簿中吕文杰的收支以元计，笔者已按

当时 1 元 = 0. 7 两的比率将“元”换算成了“两”。



表 4 1935 年 2 月—1936 年 1 月万和成店员吕文杰支出明细

日 期 支洋( 元) 占支洋总数的% 用途
1935 年 2 月 25 日 6 1. 34 砚科借 5 元，捎家 1 元
2 月 27 日 1 0. 22 帽子、袜子等
3 月 7 日 2 0. 45 振煜礼
3 月 8 日 200 44. 53 还邸掌柜
3 月 20 日 2. 5 0. 56 绸裤料一件
3 月 23 日 1 0. 22 成衣手工
3 月 30 日 10 2. 23 还裕兴成
4 月 1 日 3 0. 67 砚科用 2 元，□子 1 元
4 月 4 日 0. 6 0. 13 大米 30 斤
4 月 10 日 1. 2 0. 27 金宅幛子
4 月 12 日 5 1. 11 颐和园 2 元，单裤手工等 3
4 月 12 日 0. 9 0. 20 照相
4 月 21 日 1. 1 0. 24 买袜子
4 月 24 日 2 0. 45 王云甫、张云鹤幛子
5 月 6 日 10 2. 23 买布捎家
5 月 6 日 30 6. 68 乔借
5 月 22 日 5 1. 11 请李用 4，惠迁用 1 元
5 月 28 日 0. 9 0. 20 陈慧卿幛子
5 月 30 日 10 2. 23 还裕兴成
6 月 3 日 6 1. 34 砚科借
6 月 3 日 0. 8 0. 18 张二朋份子
6 月 4 日 1. 5 0. 33 鞋钱
6 月 14 日 4 0. 89 请张礼用
7 月 2 日 1 0. 22 三益太( 泰) 幛子
7 月 4 日 5 1. 11 还恒茂
7 月 7 日 1 0. 22 邸宅幛子
7 月 8 日 5 1. 11 买布捎家
8 月 28 日 1 0. 22 手工钱
9 月 13 日 1. 9 0. 42 鞋钱
9 月 18 日 0. 3 0. 07 王善臣幛子
9 月 23 日 1. 2 0. 27 纪森礼
9 月 23 日 0. 8 0. 18 纪森礼
9 月 24 日 6 1. 34 高伯安礼 1，还裕兴成 5
9 月 25 日 5 1. 11 请听戏
9 月 30 日 3 0. 67 做棉被
10 月 2 日 0. 3 0. 07 王晋英幛子
10 月 4 日 1. 6 0. 36 刘逊斋公议
10 月 9 日 1 0. 22 桑掌柜幛子
11 月 4 日 13. 7 3. 05 裕兴成做棉袍二件
11 月 7 日 12 2. 67 买布捎家
11 月 16 日 8. 3 1. 85 谦用 7 元，茂亭礼 1. 3
11 月 20 日 1 0. 22 老杨手工
11 月 26 日 5 1. 11 □用
11 月 30 日 5 1. 11 王宅听戏代
12 月 3 日 3 0. 67 请李恩远
12 月 25 日 50 11. 13 还从仁
1936 年 1 月 3 日 5 1. 11 席票 4，假帽 1
1 月 9 日 1 0. 22 乔宅份子
1 月 19 日 3 0. 67 砚科借
1 月 19 日 1. 5 0. 33 做大褂
1 月 22 日 2 0. 45 付兴隆斋

一年支洋总数 449. 1 100. 00

资料来源: 北京市档案馆: 《万和成五金行》档号 J86-1-39，《辛金账》，中华民国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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