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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大象古镇地处文水东部，连接着祁
县、平遥、太谷等晋中平原，这里地处晋商的发
源地。民国期间，大象古镇流通着许多字号的
兑换券，信合堂、天德厚、云集号、大盛长、裕丰
源粮庄等等，足以说明这里商贾云集，操奇逐
赢。大象镇的成恩就是这么一位大财东，他娶
了交城义望村历任六省总兵乔冲杓之孙女，生
了三个儿子，廷祥、廷璧、廷杰。虽然同生在这
样一个富裕的家庭，但每个人的命运却迥然不
同。让我们看看这份保存在文水县丽彬文化
园内的光绪三十四年立的分家契约吧：

立分关约人成恩，情因世道难处，人口众
多，皆不能勉俭持家，思虑艰苦，吾年近七旬，
实不能劳心劳力矣。吾所生三子，俱各成室。
长子廷祥，辞世数年；惟有次子廷璧，现在东口
茶庄生理，每年赚薪金伍拾两所有；三子廷杰，
成家室而无事业，在家不尽孝悌，不守本分，实
无法可处。吾于是邀请本族家长议处，分炊酌
量。次子廷璧所赚薪金，帮贴长子妻子银每年

拾伍两，迨至铁牛子长大成人。此银不帮青

春力健的三子廷杰。但能务其正事，亦可保家
养生，帮贴银伍两，不灭同胞之亲。所有物件，
按股均分。住院一所，东房六间分与长子妻
子，至院中心为界；正房伍间分与次子廷璧，至
东西房山墙底为界；西房六间分与三子廷杰，
院中心为界。住院街门 伙行；住院南基放柴
煤毛厮，亦按三股均分。街西头路南空基一
块，西南堰外地肆亩，作为还债之业，刻下该

（欠）外伍佰余吊钱，俱着廷璧任还。日后各守
各业，不许反悔，恐口无凭，以为永远存照。

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立
光绪 34 年（1908 年）至今已经过去 111 年

了。一份百年前的分炊契约，写出了一个家庭
的喜怒哀乐，写出了一个家庭的沧桑变迁，写
出了前人的恩威并重、爱憎与奖惩分明，也写
出了长者的期盼和无奈。

契约中提到的“次子廷璧现在东口茶庄生
理每年赚辛金五十两”，而这所赚五十两中，根
据契约要每年帮贴长子（已去世）妻子二十五
两至其儿铁牛长大成人。对于青春力健的三
子廷杰，此银不帮。当时三子廷杰因染上抽大
烟等恶习，让家人陷入痛苦的深渊。契约中提
到，“但能务其正事，亦可保家养生，帮贴银伍
两，不灭同胞之亲。”这体现着成恩对儿子恨铁
不成钢的痛苦和爱子心无尽的惜子之情。从
这份契约中，我们仿佛穿越时空，看到一部浩
瀚的历史大戏。而这部戏剧将告诉我们许许
多多生活的艰辛和人生的启迪……

这份百年契约告诉我们一个老字号在一百
多年前的昌盛景象，让我们认识一下成廷璧
吧。说到成廷璧，要先从东口说起。历史上，张
家口是个浓墨重彩的地方，除了曾硝烟烽火弥
漫、边城号角长鸣的古战场，它还是个名播四海
的内陆商埠、旱码头，人们俗称东口。走东口，
不仅让商人们走出万贯家财，也让张家口成了
繁盛一时的贸易都会。由于张家口处于华北平
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等地理单元的交汇点，

“具有陆地商埠之天然形势”，从张家口大境门
外延伸出去的“张库大道”，更是一条曾经载金
驮银的国际商埠。张库大道是从张家口出发，
通往蒙古草原腹地城市库伦(今乌兰巴托)的一
条贸易运销路线，它曾被称为“北方丝绸之路”
或“草原茶叶之路”。正是通过张库大道，我国
内地的茶叶、丝绸、布匹以及细货等源源不断地
运销到蒙古草原甚至俄罗斯，而蒙古草原的马
匹、牛羊、皮革也随之进入我国。

成廷璧就是在这个贸易都会发迹的，在这
里建起了他的“诒远堂”。而那时候晋商做生
意分为走西口和东口，西口就是杀虎口，而东
口就是张家口。当时成廷璧就瞄准了张家口
的“张库大道”，于是他几下湖北茶山，登上茶
山，望着漫山遍野的茶树，开始了他收购茶叶
的历程。成廷璧用诚信赢得了茶农的信赖，从
此，便垄断了茶山几十年，让这里成为“诒远
堂”的茶叶基地，并通过“张库大道”源源不断
地运销到蒙古草原甚至俄罗斯。

成廷璧生意越来越兴隆，所生两子成泰、
成广都继承父业，让“诒远堂”的生意更加红红
火火。“诒远堂”还在老家广购土地房产，丽彬
文化园仍保存有数份购置耕地和舍基地的契
约。从这些契约可以看出诒远堂逐渐壮大的
轨迹……

诒远堂出资一百九十千文，购得张立本土
地拾亩零三分；

出资八十五元大洋，购得石桂麟土地七亩
三分；

出资二百五十五元大洋，购得陈春会的土
地二十三亩；

出资四十千文，购得耿元舍基地一处；
……
民国二十六年，另外一份分家契约诞生

了：
立分关约人成廷璧，所生二子，长曰成泰，

次曰成广。因己年近古稀精力渐衰，家务田地
难以经理，所以父子商议妥协，邀请族长邻谊，
酌量分配所有柴房院田地。除拨养老产、长孙
地外，按二股均分。毛厕伙行，街门、大门伙行
伙走，至于各号股本及红利官息等以三股均
分。自分之后，各守各业。应分之产开列于
后，一样两张，各执一张，以为永远存照，恐口
无凭，立分关约为据。计开：

成泰分到住院正房东叁间，南至明堂；东
房连二街门；五间南房至柁子贰间，北至明堂
院心东一半分中为界。外院正房贰间半，东房
五间，南卡两间半。东院正房五间，南至明
堂。老骡子一头，犁耧，砣把。西头粪场北一
半内有小柳树叁株。村西大渠地四亩七分五
厘；村东堰外地壹拾壹亩（内有柳树四株）；村
西北羊狐子地壹拾亩；闯道北东边地七亩；村
西沙圪塘地五亩；村西卖香坟地四亩；村西沙
圪塘地五亩五分七厘五毫，共地四拾七亩三分
二厘五毫。

成广分到住院正房西贰间，南至明堂；西
房五间，南房西三间，北至明堂院中心分中西
一半为界。外院南北分中西一半，正房两间

半，南卡两间半，住院南房后地基一块。东院
西房六间应外院东房五间，西边无房屋贴补好
骡子一头。大车一辆，车上家俱在内。西头粪
场南一半。村南刘家长畛地壹拾亩零三分；村
北吕家坟地四亩七分五厘；村西卖香坟地五亩
八分；村西麻汉子坟地八亩七分五厘；村北闯
道西边七亩；村北伙地四亩五分；村西沙圪塘
地五亩五分七厘五毫，共地四拾六亩六分七厘
五毫。

养老地：村西南七亩二分；村西道人地壹
拾三亩四分；村北闯道北半畛地九亩。

长孙地：村西贵监生地六亩。
场院内照壁作为公中之业。大小碌碡两

根，扇车一架，切草刀一口，以上三宗之物作为
伙用。

中人：成廷俊、成希圣、石广华、成节、成廷
玉、武德润。

书人：石昭麟
中华民国贰拾六年夏历正月二十日
在民国 26年（1937年）这份契约上我们看

到的是一个祥和幸福的家庭，看到的是富裕昌
盛的家庭。“诒远堂”用其诚信的经营理念和人
格魅力，在东口打造了一座晋商丰碑。

算起来从 1908年已经把“诒远堂”搞得风
生水起，到 1937 年又整整发展了近 30 年了。
从这份契约我们感受到“诒远堂”的生机和活
力。1937年后“诒远堂”的命运和全国一样，经
受了历史和战火的考验，成廷璧和他的“诒远
堂”在抗日的烽火中百折不挠，继续前行。

值得一提的是成廷璧所经营的百年“诒远
堂”，与北京陈忠甫经营的“通三益”有了一番
姻缘联系。北京“通三益”大掌柜陈忠甫以其
聪明才智，赢得“通三益”的兴隆，用他的智慧，
在北京建立了一座晋商的丰碑。陈忠甫也是
大象村人，他娶了保贤村的韩静蓉，生了两男
六女八个孩子。最小的女儿陈淑梅和“诒远
堂”的后人成广的儿子成景州结为夫妻，这就
是成永平先生的父亲母亲。这也是“通三益”

“诒远堂”和“丽彬文化园”的渊源所在。

我国民歌浩如烟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各地民歌产生的背景与一定的地理环境有关，
而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所以专家分为多种区
域。有的地方将流行于本地区的民歌搜集整
理成册，冠以《某某县民歌》。我的朋友白树成
前些年也整理了一本《临县民歌选》，在讨论会
上有人提出:“这些民歌是否是临县民歌呢？
没有根据怎么能说是临县民歌呢？”我当时说:

“民歌源远流长，流行区域不受行政区划的限
制，陕北与临县一水相隔，常常结为秦晋之好，
两岸不仅通婚，风俗习惯也并非大相径庭，民
歌自然也相互传播。只要长期流行于临县的
民歌曲调，而又被临县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所认可，就可以说是临县民歌。据我研究临县
家谱文化，全县有 226 个姓氏，集中居住的 42
个村庄写有家谱，其姓氏渊源有的来自陕西，
有的来自洪洞大槐树，有的来自其他地方或不
知渊源，现在无论是从哪里来的，都承认是临
县人。同样的道理，有的民歌长期扎根于临
县，让临县广大群众反复使用，妇孺皆唱，也可
以说是临县民歌。”

我的这些奇谈怪论是否能够站得住脚，近
日我又深究这一问题，看了不少专家的有关论
文，其中“陕北民歌还是山西民歌”一文中讲
道:“民歌的产生与地理环境中的语言因素最
为重要。我们这方土地学术界称为晋语区，其
包括晋北、陕北、鄂尔多斯、包头、后套、呼和浩

特、乌兰察布，还包括河北张家口的部分地
区。晋语的最大特点是都读入声字。民歌是
依附语言的，不是依附行政区划的。这些晋语
区的民歌为什么叫陕北民歌呢？因为陕北是
最早的革命根据地，延安革命文艺工作者在陕
甘宁边区、晋绥边区，挖掘了大量的民歌，填入
新词来歌颂革命歌颂党，命名为陕北民歌，后
来推而广之，被全国人民所认识。”包括临县道
情，经郭兰英一唱，也成为陕北道情。

为什么晋语区的民歌有许多相似呢？因
为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人口在全国相对流动
很小很小，而在一个地域环境中却相对流动较
多，晋语区域内有晋人走西口，晋商频繁活动，
晋剧到处演出，特别是晋剧，陕北不演秦腔演
晋剧，内蒙无剧而被晋剧占领，张家口少演河
北梆子而演晋剧，所以晋语区不仅语言相似，
还将民歌、民俗文化也在互相传播。再比方临
县伞头秧歌与榆林地区的伞头秧歌基本相同，
与柳林、石楼、永和、蒲县等地的伞头秧歌也风
格相似。然而谁家是祖师爷呢？是谁第一个

挑起伞唱秧歌呢？我看谁也无法弄清。可我
们临县抢先申报为“非遗”，自然临县伞头秧歌
就名列前茅，芳名远扬。

后来好像有个不成文的惯例，这些民歌在
哪里扎下了根，人们将这些曲调填进了本地的
内容，年长日久，就说是本地的民歌，确也无法
深究其渊源。

还有古代识谱的人几乎没有，只凭口口相
传，传来传去将同一首曲调，唱成多种多样，这
就是说民歌是群众创作的，没有具体作者，也
没有固定的曲谱，明代冯梦龙说得好，“有假诗
而无假民歌。”就是说杜甫诗可造假，民歌怎么
唱都行，即同样一首民歌曲调，有各种不同的
唱法，有的甚至有几十种。《大红果子剥了皮》
我就会哼好几种，其中碛口马继连唱的最为激
昂而动听。《牡丹花串枣林》，乍听就有祁太秧
歌的味道，可临县人唱歪了，像而不是，又填了
临县内容的词，就成了地地道道的临县民歌。

有人将本地流传的民歌收拾起来，编辑成
册，就说是某地民歌，这也并不奇怪，如果都叫

晋语民歌，那又很不全面，只能说是晋语民歌
在某地流传的一部分。可是人家可出《陕北民
歌》《左权民歌》《河曲民歌》，临县何尝不可出

《临县民歌》呢？实际都是流行在这些地方的
晋语民歌。然而晋语民歌这种叫法倒无人知
晓与认可。唉，难得糊涂！怎么能表述得更为
清楚，请爱好者继续争鸣去吧！

流行歌曲毕竟是流行，流行一股风，风过
去就风平浪静。民歌扎根于民间，流传千古，
坚如磐石，一直久传不衰，特别是近几年来，年
轻人喜欢在手机上唱曲子，自唱自录自传，自
我娱乐。然而苦于歌词贫乏，到处寻求。我的
老友白树成，一者为爱好者提供素材；二者为
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县文化局的支持下，
又积极收集临县民歌。他的前一本以曲调为
主，这一本歌曲与歌词同时搜集整理，有的传
统好唱词，不惜占空之多，全部录用，编辑成
书，这是临县已印发的临县民歌中最为全面，
最为内容丰富的一本临县民歌大全，其功匪
浅，可喜可贺！

百年“诒远堂”
□ 梁大智

““诒远堂诒远堂””照片照片

左为成广左为成广

湖北茶山

论民歌的区域性
□ 王洪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