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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代聊城山陕会馆保留下来的十九通石碑中，详细记载了会馆修缮过程中的收 支 情 况，收 入 包 括 各 家 店 铺

的捐献，支出包括物料、工匠费用等。其中的变化反映出当时经济社会问题的某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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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工商会馆作

为行业、同乡联络乡谊，洽谈工作，业务往来接待

的场所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这类会馆的建筑不同于

一般民居，又 与 官 式 建 筑 存 在 差 异，① 具 有 较 强 的

地方特色。会馆建筑选材用料大多较为奢华，从留

存下来的会馆建筑中可以看到当时建筑业的发展情

况。工匠的身份地位以及所获得的报酬也随着建筑

业的发展以及其他相关政策的变化而有所改变。本

文利用聊城山陕会馆碑阴的碑文资料对上述两个方

面进行研究。另外，会馆多是由商人、商号出资修

建，由商人捐银 （钱）作为会馆修建、修缮费用，
这部分的变化情况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经济方

面的相关问题。

一、山陕会馆建筑特色及历次花费

聊城借京杭大运河的漕运之利，在清代逐渐成

长为中国闻名的九大商埠之一。在当地经商的商人

中，山陕商人占了很大的比重，他们借运河之便，
将南方的丝绸、竹器、茶叶、食 糖，北 方 的 松 木、
皮货、煤炭、杂品运输到聊城东关附近的码头。或

者将聊城附近地方生产的商品集中运往他处获利。
聊城当地至 少 建 立 了 八 个 地 方 会 馆，② 现 在 保 存 最

完整的为山陕会馆，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建筑群，耗

时六十余年修建完成，花费白银六万余两。聊城山

陕会馆总体风格为秦晋之地的风格，木料从陕西终

南山运来，木匠聘请自山西汾阳府，充满浓郁的西

北建筑风格。
山陕会馆东西长７７米，南北宽４３米，占地面

积３３１１平方米。坐西朝东，按中国传统宫 殿 式 建

筑的基本格局排列各组建筑，强调中轴线两侧均衡

对称，突出中轴线上建筑，通过屋顶的形式、面阔

进深的大小、艺术构件雕刻的繁简等来区分建筑的

主次级别。沿中轴线由东到西依次为山门、戏楼、
钟鼓楼、南北看楼、碑亭、中献殿、关帝殿、春秋

阁，共计１６０余间。从山门到春秋阁三个院落逐渐

增高，错 落 有 致，各 单 体 建 筑 互 相 连 接，布 局 紧

凑。会馆建 筑 使 用 大 量 的 砖、石、木 雕 构 件，山

门、戏楼、大 殿 屋 顶 使 用 黄 绿 二 色 的 琉 璃 瓦，戏

楼、大殿 等 建 筑 的 藻 井、梁 檩 通 体 彩 绘。它 的 石

雕、木雕、砖雕和绘画工艺更是中国建筑艺术的精

品。
聊城山陕会馆始建于乾隆八年，乾隆 十 二 年，

山门、正殿等主体工程竣工之后又逐渐进行扩建，
至嘉庆十四年才具备现在的规模，在道光、同治、
光绪朝均进 行 过 修 缮，先 后 进 行 过８次 扩 建 和 维

修，在现在保留下来的十九通石碑中，详细地记载

了会馆修缮过程中的收支情况，收入包括各家店铺

的捐献，支出包括物料、工匠费用等。表１中列出

了历次修缮情况及相关费用。山陕会馆置买园地花

费白银８１２两，画字银２４两。③ 乾隆三十一年重修

戏台、建 立 看 楼，工 匠 料 物 等 项 共 使 银９９９．３８
两。④ 其中第４次 维 修 从 嘉 庆 八 年 （１８０３）到 嘉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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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 （１８０９），历时７载，用银４９６４３．４３两。第

５次维修在道光二十五年 （１８４５），用 银１８０２８．７８
两。同治六年重修旗杆大门，油匠、铁匠、木匠工

钱花费制钱９２２８０文，按照当时的银钱比 价 折 算，
大概花费不到１００两。

表１　聊城山陕会馆历次修缮物料、工价等花费　　　　　单位：两⑤

时间 项目 购地 物料费 工价费 其他 总计

乾隆八年 ８１２ 画字银 ２４
乾隆三十

一年
重 修 戏 台
建立看楼 ９９９．３８

嘉庆
十四年

修理北院
及春秋阁 １２３．３４

嘉庆
十五年

历年进出
银两

２８．３３ 木料 １０８６７．２５ 木匠工价 ９０９３．１３ 杂项 ３３３．６０
砖 ６８２６．６７ 铁匠工价 ７８４．０２ 苏州捎物带 １５００．００

石头 ２３６２．０８ 石匠工价 ２１０１．５７ 伙食并劈柴麦秸 ９９８．８８
石灰 １７３４．６５ 油匠工价 １７０９．０６ 谢仪 ９０５．００

颜料金箔 ２００８．９６
小伙并裁缝

工价 ２４８．２３
敬神布施厘头并

开光年节出利 ２２０３．４８

油木石铁 １４．５５
买木料石头等物

脚力盘费 ９０９．９４

麻绳苇席 ２３７．４３ 张罗誊房钱 １７１．７１
做灯并买绸缎纱布 ２１５．１２ 匠人零用物件 ６４２．９２

家具零物 ９４４．７１
匠人来回费用辞

行伙食 ４７１．９

做铁罩 ３６．２２ 匠人谢礼 ４２．５
立木花红 １４４．２５ 煤炭 ８１０．６０

磨石头佃河涯 ５０．００

道光二
十五年

重 建 山 门
戏 台 左 右
二 门 南 北
殿 小 鼓 棚
重 修 春 秋
楼 墨 摩 油
洗各处

大小木料杉桥板片 １９９０．３９ 泥木匠工 ５５５８．２ 跐台酬客一应杂项 ５６５．０５
琉璃砖瓦脊兽 ９２２．５９ 石匠工 ５１４．０２ 匠人来往骡脚盘费 ４０８．６８

石料石灰 ５７１．４７ 铁匠工 ４４４．４７ 煤炭砟子灯油盐烟 ８１０．３４
铁货钢 ２０４．８４ 油匠工 １００９．０６

颜料油漆 ６６３．８
毡被席绳应用物件 ３０９．０７

立木花红 ５５．７８

道光二
十五年

建 立 旗 杆
狮子碑

旗杆木料 ５６．５８ 石匠工 ４２９．８８ 石匠路费 ４１

石料 １６３．６１
桐油颜料
木土油工 ４８．７８ 立旗杆狮子碑杂项 １０．４６

铁箍铁器等物 １８．６８ 炭烟油盐杂项 ５４．１

同治六年
重 修 旗 杆
大门

落旗杆立旗杆 １１２００
油匠铁匠
木匠工钱 ９２７８０ 煤伍佰斤粉柒斤半 １３５００

板铁广铁钉子 ２７１１８ 板片耗钱散工酒钱 １２７８８
秀油桐油漆 ９９０８４

银朱黄丹茶叶茶牌 ８１４０
石黄洋录鳔以及零星 １４６２４

重果金水锡金夏布 ３１８８６
石碑 ２５０００

光绪
二十年

重 建 山 门
外石栏杆 １９９．２９

　　从表１来看，嘉庆十五年的碑刻中记载的山陕

会馆历年进出银两，物料费包括木料、砖、石 头、
石灰、颜料金箔、油木石铁、麻绳苇席、做灯并买

绸缎纱布、家具零物、做铁罩、立木花红等。木料

花费１０８６７．２５两，占最大 宗。由 于 木 料 是 从 陕 西

终南山购置，所以买木料石头等物运输花销较大，
达到九百余两。砖的花销达到六千余两，砖瓦是清

代建造 房 屋 上 等 的 建 筑 材 料，⑥ 石 灰、油 木 石 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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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罩的花费也较大，由于砖瓦、石灰主要作为商品

来生产，当时建筑对其的需求说明这类公共业有了

较大程度的发展。颜料、金箔等装饰性材料花费更

是达到两千余两，可以说，从建筑的物料来看，在

清代民间建筑中是较为奢侈的。
道光二十五年的修建在物料中加入了琉璃砖瓦

脊兽，花费银９２２．５９两，明清琉璃 瓦 的 生 产 无 论

数量或质量都超过以往任何朝代，贴面材料的琉璃

砖多使 用 于 牌 坊、照 壁、门、墙 等 处。⑦ 而 中 国 琉

璃瓦的繁盛地区在山西，从晋东南、晋中等地延伸

到了河南、陕 西 等 地。⑧ 在 该 次 的 修 缮 中，铁 货 钢

的花费达到二百余两，铁的使用比之前有所增加。
道光 二 十 五 年 建 立 旗 杆 狮 子 碑 共 花 费 白 银

８２３．０９两，物料花费达２３８．８７两，据记载，石狮

从山西选料精凿细刻而成，耗银６３３两。同治六年

重修旗杆大门，此次修建商家捐助为制钱，说明当

时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山陕商人在聊城的业务也大

不如前，收入锐减。到光绪二十五年，重建山门外

石栏杆时商户的捐献达不到修缮所需的资金，“余

欠款由铅元会拨入银叁拾伍两贰钱玖分”。⑨

二、修建过程中支付给工匠的工资

手工业的发展，和手工业者身份的转变与待遇

的提高等都有关系。在清代，顺治二年废除了工匠

的匠籍制度，但是在工匠编为民籍后，将班匠银摊

入地亩。到 乾 隆 年 间，匠 级 制 度 和 班 匠 银 全 部 废

除，在法律上获得了一般民户的地位，由之前的单

纯受征服徭役的手工业劳动者转化为作坊主和工场

主，独立的手 工 业 者 以 及 手 工 业 雇 工。瑏瑠 随 着 区 域

贸易与经济的发展，手工业逐渐开始实现与农业、
商业的分离，又反过来刺激着区域间贸易的扩展及

经济的发展。在聊城山陕会馆的碑文中也记载了建

设会馆过程中支付给工匠的报酬，这部分资料可以

直接反映专门的手工业工匠身份、报酬的变化等。
嘉庆十五年会馆竣工，碑文中记载了物料及工

匠报酬 等 支 出 情 况，其 中 总 支 出 为４９６４３．４１两，
工匠的 报 酬 包 括：木 匠 工 价 共 出 干 白 银９０９３．１３
两，铁匠工价共出干白银７８４．０２两，石 匠 工 价 共

出 干 白 银 ２１０１．５７ 两，油 匠 工 价 共 出 干 白 银

１７０９．０６两，…… 小 伙 并 裁 缝 工 价 共 出 干 白 银

２４８．２３两，工 匠 所 得 的 报 酬 占 总 支 出 的 近３０％，
除此 之 外，匠 人 来 回 费 用 辞 行 伙 食 共 出 干 白 银

４７１．９两，匠 人 零 用 物 件 共 出 干 白 银６４２．９２两，
匠人谢礼共出干白银４２．５两。

道光二十五年重修山门、戏台左右二门、南北

殿小鼓棚，重修春秋楼、墨摩、油洗各处，石碑上

记 载 了 各 项 费 用 支 出 情 况，总 支 出 为 干 白 银

１４０２８．７６两，其中泥木匠工使银５５５８．２两，石匠

工使银５１４．０２两，铁匠工使银４４４．４７两，油匠工

使银１００９．０６两，工 匠 获 得 的 报 酬 超 过 总 支 出 的

５０％，匠人来往骡脚 盘 费４０８．６８两 另 外 支 付。建

立旗杆狮子碑，总支出为８２３．０９两，石 匠 获 得 报

酬银４２９．８８两，占到总支出的一 半 以 上，石 匠 路

费４１两另外支付。
同治六年重修旗杆大门，油匠、铁匠、木匠工

钱花费制钱９２２８０文，总 支 出 为３４３７２２文，整 体

上工匠酬劳 在 总 支 出 中 的 比 重 接 近３０％。同 治 六

年，河南省舞阳县山陕会馆 《重修关帝庙正殿并补

修各殿碑记》中记载，十四项支出中木匠、泥匠的

工钱超过总支出的２０％。瑏瑡上述碑刻中的记载说明，
油匠、木匠等专门的手工业工匠由于掌握较为独特

的技艺而获得较高的报酬，聊城山陕会馆总体风格

为秦晋之地的风格，工匠多是来自于山西省，说明

这类工匠成为自由的劳动者，不必再服劳役，可以

在其他地方进行劳作并获得相应的报酬。
同时，工匠自身的价值实现，参与会馆建设的捐

献，嘉庆朝油工张清镜捐纹银四两五钱，木工赵聚捐

银十二两，瑏瑢 说明收入和社会认知都有一定的提升。
在传统社会，手工业是仅次于农业的一个生产

部门，手工业的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经济是否

有所发 展 的 重 要 指 标。清 代，官 营 手 工 业 走 向 衰

落，民间手工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手工业逐渐实

现了与农业、商业的分离，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清代

废除了工匠的匠籍制使之成为自由人，以及工匠地

位的提升和自我意识的彰显有关，不论是转化为手

工业作坊的工匠，还是手工业工厂的雇工，随着清

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其报酬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另外，专门的手工艺人如石匠等不必服劳役，可以

在地域之间流动，其所获得的收入也得到了提升。

三、建馆的资金来源

山陕会馆的管理和使用由山陕商人负责，建设

和维修均由两省商人集资进行。表２中列出了历次

修缮捐银 （或钱）的商号数及捐款总数，由此计算

出每户商家所捐的银 （或钱）数。乾隆十一年，会

馆初建成功时捐资超过百两的商号就有２０家，而

到光绪二十年重修石栏杆时，捐资商号只有２８家，
所捐银１６４两尚不敷使用。瑏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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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山陕会馆历年修建商号捐献情况

年代 来源 商号个数 捐银 （钱）总数 平均每家商户捐款

乾隆八年 乾隆八年契碑 ８３６
乾隆十一年 山陕会馆碑记 ３８９　 ８１９７．４９　 ２１．０７
乾隆三十一年 山陕会馆重修戏台建立看楼碑记 １４０　 １０９７．８８　 ７．８４
乾隆三十七年 重修山陕会馆碑记 １４２　 ３８０．５　 ２．６８

乾隆四十二年
山陕会馆建 修 南 北 亭 厦 并 两 楼 游 廊 及 补 修 各 处
碑 １５５　 ４９９．４　 ３．２２

嘉庆十四年
山陕会馆众商重修 关 帝 君 大 殿、财 神 大 王 北 殿、
文昌火神 南 殿 暨 戏 台、看 楼 并 新 建 飨 亭、钟 鼓
楼序碑

４５０　 ４２７１８　 ９４．９３

嘉庆十四年 春秋阁碑 ３９１　 ６３６８．４８　 １６．２９
嘉庆十四年 会馆大工告竣碑记序 ２４７　 ２４６．７５　 １．００
嘉庆十五年 会馆功竣历年进出银两开列碑 ５０３３３．１２

嘉庆二十二年 山陕会馆接拨厘头碑记 ３６３ ７４６６．７７
１２４．５千文

２０．５７
３４３文

道光三年 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众号厘金开列碑 ２６１ １７６１．０４
３５．６千文

６．７５
１３６文

道光二十五年 重修山陕会馆戏台、大门、钟鼓亭子记 ３６６ １４７３８．２９
５４千文

４０．２７
１４８文

同治四年 山陕众商会馆续拨厘金碑记序 ９５３　 ８２９２．５　 ８．７０

同治六年
重修旗杆大 门 一 切 使 费 与 司 事 之 家 暨 众 号 乐 输
银两咸列碑 ８７　 ４７６　 ５．４７

光绪二十年 重修山门外石栏杆序碑 ２８　 １６４　 ５．８６

　　会馆经费主要依照各商号的经营额以抽厘的方

式筹集，抽厘比例嘉庆十六年之前为四厘，十六年

起减为一厘，每年夏秋两季抽厘，五年之期一满，
降为三毫。瑏瑤 会 馆 商 号 捐 银 的 变 化 也 反 映 了 其 所 经

营业务的变化。从碑刻中可见，山陕商人在当地不

下３００家。主要经营铁器、煤炭、棉布、茶叶、皮

货、烟草、纸张、海味、日用杂货。而从当时聊城

的物产情况与商户经营的品类来说，聊城农业并不

发达，当地具有特色的是枣业加工，棉花种植在周

围地区 也 较 为 繁 盛，山 陕 等 地 的 商 人，或 收 购 转

卖，或加工销售。明清时期的许多山陕商人汇集于

聊城，在东馆设立行栈，收买茌平、博平、东平等

地出产的乌枣，远销天津、镇江等地。布店则是山

陕商人代为收购、加工本地所产土布而开的，山陕

商人在当地设立布庄、布店收购棉布，然后销往西

北口外及东北各地。除了收取乡村的土特产，在夏

秋两季，通过运河分散到全国各地外，山陕商人们

还从外地运来货物，在集市上进行零售，聊城市场

上的西货、铁货、茶叶、海味、食盐等都是外来商

品，由山陕商人从外地贩运。
就山陕商人在聊城的经营品种而言，随 着 盐、

铁等完全开放民营，山西本地生产的铁器、潞油、
木材、西丝、皮革等物品，由商人从产地运到聊城

销售，实现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分离。山陕商人经营

的布店原料由当地采购，在当地生产，手工业和商

业之间存在结合。随着煤炭业的发展，山陕商号中

经营煤炭的商家增多。

另外，从山陕会馆碑刻中可见，聊城山陕商号

经营的商品类型经历了一定的变化。乾隆年间从事

布、铁货等业务的商号较少，在嘉庆朝得到了较好

的发展。道光朝以后，从事金融业的商号如当铺、

钱铺、票号开始出现并增加。

碑刻资料显示，山陕商人在乾隆三十七年到道

光二十 四 年，开 设 的 布 铺 主 要 有 丰 泰、信 成、文

盛、永 元、景 泰、天 章、师 元、德 和、重 盛、新

丰、复泰、魁泰、双和成等商号。他们在城镇设立

布庄、布店，通过集市或者其他方式收购当地的棉

花，加工之后，将布帛就地销售，或销往西北、东

北等地区，以此获得丰厚的利润。咸丰年间以后，

外国布匹大量充斥在中国市场，并渗透到乡村的各

个角落。棉花加工盈利锐减，以此获利的山陕布业

商人受到了很大冲击。同治、光绪年间的碑刻里，

再也没有出现这些商号的影子。

清代中期以前，山陕商人在聊城典当业中不占

优势。中期以后，随着临清地位的衰落，聊城的商

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契机。典当店铺数量增多，山陕

商人逐渐在典当业中站稳了脚跟，票号的业务范围

也扩展到了聊城，但当时一方面道光朝起由运河北

上的商品转而改用低廉的海运，运河商税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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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不足额的现象。随着东部沿海贸易的发展，山东

的经济 重 心 开 始 东 移。运 河 不 通 畅，没 有 货 物 流

通，各省商人纷纷撤退，聊城山陕商人的经营受到

了很大 的 影 响。另 一 方 面，清 朝 后 期 经 济 整 体 凋

敝，工商业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到民国时期，据民国 《聊城县乡土志》记 载，

当时工商业凋敝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殷商大贾

晋省人为最多，昔年河运通时水陆云集，利益悉归

外省，土 著 无 与 焉，迄 今 地 面 萧 疏，西 商 俱 各 歇

业，本地人之谋生为倍艰矣。”瑏瑥

四、结论

清代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对建筑的要求也有所

提高，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刺激着建筑业的发展，从

聊城山 陕 会 馆 的 建 筑 形 制、建 筑 特 色 来 看，其 用

料、人工等都花费较大，建筑业的发展不仅体现了

当时的经 济 情 况，同 时 也 能 带 动 部 分 手 工 业 如 砖

瓦、石灰 业 的 发 展。但 是 清 代 后 期 随 着 经 济 的 萧

条，建筑面临着修缮费用不足的情况。
在会馆修建过程中，工匠报酬的支付占到了支

出的３０％左右，建 筑 业 的 发 展 也 使 得 建 筑 工 匠 的

收入有所提升，部分工匠不仅参加修建，同时还在

修建的过程中捐银，体现出其身份、地位、收入均

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会馆运营来自商人的捐献，前期为捐银，后来

逐渐规范，按照一定的比例收取厘金，从碑阴的相

关记载来看，前期山陕商人在聊城的经营收到了较

大的利益，经营的品类也较多，后期随着东部沿海

贸易的发展，再加上经济整体上萧条，聊城山陕商

人风光不再，其捐输甚至不能维持会馆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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