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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借助于社会流动的分析维度，可 以 进 一 步 揭 示 特 定 历 史 时 期 牙 商 群 体 的 动 态 特 征 和 一 般 趋 向，

为牙商群体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视 角。民 国 时 期，华 北 牙 商 形 成 了 上 下 流 动、职 业 流 动 和 区 位 流 动 的 现 象。

从本质上讲，牙商的社会流动是牙商群体社会作用日益凸显的必然结果，并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牙商阶层在

近代发展演化的历史趋势。

关键词：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社会流动

中图分类号：Ｋ　２５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５８７（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２３－０５

　　牙商是中国传统的商业中介，指的是在近代化

以前的城乡市场中，从中说合构成交易、代客买卖或

为买卖双方执掌度量衡器而从中收取佣金的居间商

人。在历史 上，牙 商 也 被 称 为 驵 侩、牙 人、牙 郎、牙

侩、牙纪、经纪等。民国时期，政府改变了压抑商业、
歧视 商 贾 的 态 度，提 倡 实 业、鼓 励 商 战。在 此 背 景

下，牙商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指示器，社会流动是社会

结构自我调节的机制之一。社会流动指的是社会个

体或群体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的转移，包括身

份、职业、地理位置、阶级、阶层关系等的变动。以牙

商的社会流动作为本文的研究基点，主要有两方面

的原因。
其一，长期以来，对牙商群体的地位、作 用 及 其

历史评价始终是一个饱受争议的焦点问题。在文献

史料和学者的著述中，既有对牙商的褒奖和赞赏（为
减少费用而出现的市场分工、促进市场交易有效率

的进行、中外贸易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也不乏对牙

商的指责和诟病（阻碍商品经济发展、不必要存在的

中间环节、无罪也该杀的社会群体）。因此，对这一

问题所“纠结“的任何方面有所突破，都有一定的理

论价值和学术意义。其二，牙商群体的研究成果颇

多，但研究内容多以该群体的固态研究为主（即牙商

的数量和种类、社会职能、经营纠纷、历史地位及在

不同历史时期牙商的法律法规等），尚未有从社会流

动角度进行学术研究的。借助于社会流动的分析维

度，可以进一步揭示特定历史时期牙商群体的动态

特征和一般趋向，从而为牙商群体的深入研究提供

新的视角。

一、华北牙商的上下流动

社会流动有着不同的类型。按照社会流动的方

向，社会流动可以分为：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向上

流动的基本形式一般有两种：社会群体进入一个较

高的社会阶层或成为与这个阶层的原有群体相平行

的群体；个体从较低的社会阶层渗透进入较高阶层。



牙商个体的向上流动。牙商所体现的向上流动

表现为从一贫如洗的农民、学徒或小商人发财后成

为大资本家或大富豪。华北地区各省中不乏这样的

案例。如天津牙商朱德禄、高鋆堂、王云贵等人的佣

金额都在４００万元以上。山东掖县沙河镇杜家开设

的牙行资本总额达２００万元。寿光巨商孙元高开设

的牙行资本总额达１００余万元。借助于典型个案的

实例分析，有助于更直观地了解牙商向上流动的过

程和速度。
高 必 明 是 山 西 省 粮 食 牙 商 个 体 向 上 流 动 的 代

表。高 必 明，家 境 贫 寒，十 几 岁 时 是 个 店 铺 的 小 伙

计。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年间，高 开 设 一 家 粮 食 牙 行，由 于

善于经营，便又在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 间，增 开 了 两 家 粮

食牙行。高必明服务态度好，除了代客经营本地杂

粮外，还为晋南、石家庄、邯郸等地的多个客商代卖

粮食。经过十几年的经营，高必明从一贫如洗一跃

成为逐鹿商界的富贾，他在太谷县城有７座院落、仓
库３００间，并在祁县东观、太原开分店数家，拥有了

“太谷粮王”的称号。
孙东园是河北省牙商中由一个学徒向大富豪流

动的典型案例。孙东园，直隶（今河北省）丰润县人，
因家贫，在某货栈学徒。１９０６年他与朋友等三人用

３万元开始从事牙商业，以代销唐山一带的白条 猪

肉和代客办理转运为主要业务。１９１２年以后，改进

经营管理办法，开拓代客销售山干货、棉花、粮食、皮
张等多项业务。孙东园所经营的同和兴股份有限公

司到１９３０年以后，已发展成为各业俱全的综合性大

牙行，利润已高达１００万元之巨，客户遍及全国。
綦官晟是山东省牙商中从贫农到百万大富豪的

代表。綦官晟，世代务农，因靠种地致富毫无前途，
便弃农经商。从成为牙商开始，綦便向百万巨商迈

进。１９２２年綦主持的牙行，开业 “资产总额仅在１
万元左右”［１］（Ｐ２９），以替客商代办货物 以 赚 取 佣 金 的

现货交易和经营期货交易为主。在１９３０年代，綦成

为了青岛的百万巨商。
从高必明、孙东园、綦官晟身上，我们可 以 发 现

牙商个体向上流动的历史轨迹。他们白手起家，励

志进取，由贫贱而富贵。
牙商群体的向上流动。牙商群体社会地位的向

上流动体 现 在 其 在 商 界 占 据 的 领 导 地 位。民 国 时

期，在山东省济南商务分会中，牙商朱璧斋、王协三

分别担任第二届商会会长；牙商王协三、穆伯仁分别

担任第三届商会会长；孙郛五担任第六届商会副会

长。一般而言，只有经济实力雄厚、品行方正的商界

头面人物才有资格当选为会长或副会长。牙商能够

当选为济南商务会长或副会长，恰恰体现了牙商在

商界的领导地位。牙商在商界举足轻重的地位还体

现在其担任商会会董的职务。在１９２０年山东济南

商埠商务分会２７位当选的会董中，便有１５位牙商

（其中一位牙商还担任了特别会董）。［２］

牙商在天津市商会中当选会长和会董数量和比

例的增长，进一步体现了牙商群体社会地位的上升。
民国初期牙商的实力薄弱，在商界的地位低下，这体

现在１９１２年１０月和１９１６年３月天津商务总会会

董名单中没有一位牙商。１９１８年天津商会改选，发

放选票统计表中，选票总数１　５７０张，牙商总共分得

３２张，占２％。此时，牙商已经开始参与商 会 事 务，
地位逐渐上 升。１９２０年６月３０日，总 商 会 公 布 了

新一任的会 长、会 董 名 单，牙 商 展 文 炘 成 为 商 会 会

董。１９２４年５月１３日和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１７日，天津

总商会两次公布新的会长会董名单（６０人），牙商各

有３名。１９２９年，天 津 干 鲜 果 品 业 同 业 公 会 成 立，
牙商孙东园 当 选 为 同 业 公 会 的 会 长。［３］（Ｐ４５～４６）１９３４
年１月，１７位 牙 商 组 成 了 天 津 市“货 栈 业 同 业 公

会”，此时的牙商群体已经作为一支独立自卫的社会

力量出现了。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日，天 津 牙 商 在 商 会

中所占比 例 是１２．５％，并 由 牙 商 刘 静 山 担 任 商 会

会长。
牙商群体在商界中由地位低下到担任商会会长

职务，体现了该群体整体向上流动的动态过程。这

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如民国初年，山东省羊角沟成立

商会，商会总董和分董分别由益隆西等１０家牙行担

任。１９２０年 代 中 期，烟 台 总 商 会 正 副 会 长 由 恒 祥

和、洪泰号两家牙行经理分任，另外４３家会董中有

近２０家 为 牙 商。１９４８年 被 推 举 为“安 阳 商 会 会

长”［４］（Ｐ２２８０—２２８１）的朱 绍 清 便 是 开 设 和 记 棉 花 行 的 牙

商。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烟台的牙商孙蚨亭是全兴

义鱼行的经 理，而 且 兼 任 捷 敏 冰 厂 经 理、鸿 成 兴 协

理、协成义协理、蚨春兴名誉经理，还任鱼业公会会

长、红十字会名誉会长、恤养院董事长、日中水产组

合董事长等职务。
牙商的向下流动。牙商所体现的向下流动表现

为从百万巨商衰败为小商人或一贫如洗。首先关注

一下上文提到的高必明和綦官晟两位牙商向下流动

的过程。高必明在山西省太谷县粮行独霸一方，名

声远播，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四大家族”之一的孔

祥熙和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十分眼红，先后插足粮行

和高必明竞争。粮行牙商高必明一挫于孔家，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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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阎氏，终至万劫不复。高必明的衰败史说明了牙

商向下流动的原因之一，是在与官僚夺利的过程中，
牙商是占据劣势的，而綦官晟的向下流动则反映了

另外一种情况。正当綦官晟生意兴隆之际，抗日战

争爆发，战争期间，綦遭横祸，瞬息破产。１９３８年１
月，日军侵占青岛后，便霸占了綦的大仓库，做为海

军军用仓库，使 其 失 去 存 货 之 地。１９３９年 春，日 伪

青岛政权找借口将綦姓的主要办事人员全部逮捕入

狱，并向綦勒 索 巨 资，很 快 綦 的 主 要 资 本 便 耗 费 殆

尽，这一场横 祸 给 了 綦 以 致 命 打 击。１９４０年 初，綦

官晟彻底破产。
接下来是关于爱国牙商尚广霖主动将生意兴隆

的牙行关闭的案例。抗战前夕，尚广霖的生意发展

到了繁荣昌盛的顶峰，他代客买卖货物的数量和种

类较多，诸如把晋城的铁货、剪刀、琉璃、蚕丝、红果

和瓜子等土货通过“鲁豫通”货栈的驮队、担脚源源

不断地销往河南省、河北省、山东省、北京市、天津市

等地，又运回来大批的洋货或京货诸如土布、洋油、
火柴、红枣和大米等，成为轰动一时的泽州古道上的

靓丽景观。山西省沦陷后，日军侵犯晋城，对尚广霖

的生意影响颇大。１９４０年，日军强迫尚广霖为其运

送铁板，尚广霖气愤难耐，毅然将生意兴隆的牙行停

业，发誓不为日本运货。
战争的因素导致牙商瞬间向下流动的情况，不

仅仅体现在綦官晟、尚广霖两位牙商个体身上。实

际上民国时期，是中国战火连天的时代，军阀混战、
国共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会使牙商迅速向

下流动。如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国内军 阀 混 战，皮 行 牙

商被肆意掠夺和敲诈勒索，邢台皮行牙商元气大伤，
一蹶不振。

二、华北牙商的职业流动

与静态的、具有很大凝固性的传统社会不同，中
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民国

以来，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动，社会

阶层之间的职业流动加剧。职业流动指个体或家族

由一个职业转移到另一个职业。牙商的职业流动包

括牙商向工业企业家、银行家、批发商、实体商或牙

商兼实体商等职业流动。
向企业 家 流 动。牙 商 对 近 代 市 场 经 济 下 的 流

通、生产与消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
牙商资本向工业领域扩展，成为近代工业化进程中

的重要资本来源。牙商穆伯仁和苗氏家族便是牙商

向企业家流动的杰出代表。

抗日战争前，穆伯仁开设较大的牙行包括：山东

博山县的同和泰粮栈、济南同聚和粮栈、济南德兴和

粮栈、济南德兴昌粮油店等。在积累了充足的牙商

资本后，穆向工业领域扩展，由他创办的工业企业不

下十几个，总资本达２００余万元。苗氏家族先后在

济南创办的牙行业包括４个粮栈，１个炭栈，并以济

南为中心，在津 浦、胶 济 两 条 铁 路 沿 线 设 立 分 庄３０
余处，为全国各地客商代购代销各种粮食，当时苗家

牙行内经常汇聚各地客商２００余家。靠着牙行业的

资本积累，苗氏家族累至千金，富甲济南。其后，由

商转工，向工 业 领 域 进 军，先 后 创 办 大 型 企 业 数 十

个，并伸展到西安、南京等地。
除了穆伯仁和苗氏家族以外，还有很多牙商在

具备了充足的资本后，向工业企业扩展。天津首家

轧钢厂———天兴制铁所（现在的天津市轧钢四厂）的
资本，主要来源于牙商。山东济南粮食牙商张采丞

创办了济南最早的机器榨油厂和面粉厂。１９１９年，
天津的张良谟、张星樵、张兰舫、于华庭、刘壬三五位

牙商联合刘鹤龄等集资３０万元成立了天津福星面

粉公司等［５］（Ｐ４８０）。
向银行家流动。除了向企业家流动外，还 有 个

别的牙商向银行家流动。如：刘子山，一个曾经多年

蝉联青岛首富的掖县籍（今莱州）商人，从商早期他

以代客买卖草帽辫为业，在有了充足资本后，便由一

贫寒农民转 变 成 了 一 位 大 银 行 家。１９１８年 发 起 创

办了青岛东莱银行，随即在济南、天津、大连等地设

立了分行，在上海设立了汇兑所。
向批发商、实体商或牙商兼实体商转 变。早 期

牙商的主要职能是介绍买卖，保持着代客买卖的中

间商性质。但不少在城市营业的牙商很快就突破了

这种经营范围，有的直接经手办货，自营大宗买卖，
开始转化为批发商、实体商或牙商兼实体商。１９２０
年代以后，牙商自营批发业务在山东省所占比重呈

上升之势，这一趋势在粮食、杂货等行业表现尤为突

出。事实上，山东牙商自营批发业务的拓展，已使牙

商集中介代理与批发经营业务于一身。

三、华北牙商的区位流动

“区位流动是整个社会流动过程中的一个组成

部分”，许多商人“如果没有在地域上流动，他们在事

业上就不可能 会 有 如 此 远 大 的 发 展”［６］（Ｐ２６９）。牙 商

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一个不畏艰难的群体。他

们除了在本地代客买卖，促进商品流通外，还穿越省

界，在人地生疏的地域落地生根，将生意慢慢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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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在异域富甲一方的商业群体。牙商的区位流动

既有利于牙商本身的发展，也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

展和商品流通，更有利于促使统一大市场（包括国内

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形成。
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汀流河的刘家有“京东第

一家”的称号。民国时期，刘家在关外开设的益发合

商号，掌控着整个东北黑、吉、辽三省的代客买卖和

运销粮食的业务。另外，刘家还在整个东北境内有

益发合分支机构一百余处。
河北省祁州（今安国县）僻处内地，交通不便，而

药材经手（牙商），“信用之佳，在国内药材界堪称第

一”［７］。从１９１７年开始，先后来山东 省 济 南 市 经 营

中药的牙商，绝大部分是来自祁州的。即便有一二

户并非祁州人，但在经营方式上，也都是属于祁州人

的方式。在济南的中药业中，逐步形成了祁州帮。
解放前，在甘肃经商的山西商帮令人 瞩 目。兰

州开设的代客买卖的各大行店，晋商称胜。在兰州

经商的山西人主要分为上府帮、路南帮和绛太帮三

大帮。其中，上府帮主要指榆次、太谷、平遥、介休等

县的商人；路南帮主要指临津、稷山等县的商人；绛

太帮则是指运城地区的新绛县和临汾地区襄汾县的

商人。在这三大帮中以绛太帮为最。解放前，绛太

人在兰州最多时达到一万余人。兰州的牙商业基本

上为绛太人所把持。
华北牙商的区位流动是一个渐进的历程。在这

一进程中，无数牙商打破了狭隘的时空限制，参与到

浩荡的外流大军中。这使得当地商风盛烈，职业呈

现多样化的鲜明特点，有助于形成自由竞争、优胜劣

汰的开放型经济。

四、牙商社会流动的意义

民国以降，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的

变动，“士农工商”的金字塔状的社会等级结构被逐

渐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加剧。在这样的历史

背景下，牙商群体形成了新的社会流动现象，尽管在

当时，这种社会流动现象极为有限。从本质上讲，牙
商的社会流动是牙商群体社会作用日益凸显的必然

结果，并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牙商阶层在近代发展

演化的历史趋势。华北牙商的社会流动对于个人和

社会都有积极的意义。
牙商的社会流动可以激发牙商个人积极进取、

努力开拓。在社会结构中，如果社会成员的流动机

会非常少，社会成员即使付出了努力也难以改变自

身的社会地位，那么社会成员便容易形成安于现状、

不思进取的性格，整个社会也便会变成一潭不流动

的死水。从牙商个人来讲，社会流动加强了其个人

才能、成就与社会地位的直接联系，使华北牙商可以

通过自己的经营活动改变自身的命运和社会地位。
牙商的社会流动还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奋发向上的

精神，有利于激发牙商的积极性，充分实现牙商的聪

明才智。
牙商的社 会 流 动 有 利 于 社 会 从“身 份 社 会”向

“契约社会”的变革。华北牙商的社会流动在很大程

度上解构了传统身份社会及其观念模式，特别是牙

商的上下流动和职业流动促进了身份社会向契约社

会的转变。在传统社会中，身份等级是社会对个人

既有地位和财富合法性的认证，强调先赋性和社会

习惯。而近代出现的契约社会则是按照利益关系和

理性原则订立规范个人和社会行为的协议。在社会

发展中，用契约社会取代身份等级社会的实质是人

性的解放，用自由流动取代身份限制，用后天的努力

取代先赋资格。
牙商的社会流动有利于社会协调发展。像生物

体一样，如果社会不能正常地新陈代谢，其发展便会

停滞甚至后退。社会新陈代谢的途径之一便是社会

流动。牙商的社会流动有利于在社会上形成合理竞

争的机制，优胜劣汰，促使社会更快、更健康、更协调

的向前发展。
牙商的社会流动有助于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

流动首先具体表现为社会成员的个体流动，然而分

散的个体流动并不能反映社会流动的整体状况，只

有当个体流动扩大化为个体所依属的社会阶层的流

动、以阶层流动的形式代表社会整体流动状况时，才
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结构变迁的规律性，以及相应政

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变化的情况。民国时期，华北

牙商个体的社会流动带动牙商整个群体跃居社会上

层、执商界之牛耳的历史进程，无疑是近代社会结构

嬗变的一项重要内容。
牙商的社会流动有利于缓解社会差异所造成的

社会矛盾，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由于一些先赋因素

（如家庭背景）的差异等，加之后天许多人为或非人

为因素的制约，各社会群体成员之间总是有差异的，
甚至是不平等的，这就或多或少地会造成人们在心

理上的失衡。当人们的抱怨日积月累而又没有适当

的发泄渠道和调整措施时，就会产生社会矛盾，甚至

上升为社会冲突。华北牙商通过主观努力，通过社

会流动寻求到了一种相对的平等。因而，可以说牙

商的社会流动机制是缓解社会矛盾的安全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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