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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行业叫做“津货业”，如今听起来也
还是让人一头雾水。民国时，山西省的商业
分类26个行业，其中竟有“津货”一业。何
为“津货”？是指从“天津”舶来之“货”吗？
不是的。中国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后，殖
民化日益严重，洋货舶来品日见增多。但山
西太原作为内陆省份的省城，有太行山阻
隔，虽出现商品殖民现象，却还没有到“化”
的程度。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太铁路通
车后，外埠商品迅速涌入，洋货如流水冲进，
洋火，洋油，洋蜡，洋袜子，洋胰子，洋旱烟，
洋布，洋灯……真可谓洋货横行无阻，仅是
洋货牌子的针纺织品“市布”就有：人艳牌市
布、花鸟牌市布、双龙戏市布、喇叭花市布，
花色品种，繁不胜举。仅是日产自行车，便
有富士、掘井、僧帽、铁僧帽、工僧帽、花僧帽
等。这些洋货以及更多的外埠货，多以上
海、青岛、天津为流入主渠道。而且，日用杂
货商品多由天津流入，这些种类繁多的日用
杂货品，却被统称为“津货”，日久天长便被
称之为“津货业”。本来是可以称为“百货
业”，也更准确点，但当时还没有“百货”这个
名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津货业”就是
后来的“百货业”。

钟楼街百年商市，占商货比例最大的物
货就是“津货业”。据民国二十年前后的资
料载，当时经营津货的店铺，称太原市商铺
之最，多达202家，钟楼街百年商市就多达
105家。再细分一下，钟楼街之百年商市，
105家津货业店铺，又以开化市为最多，达41
家；大中市次之，16家；钟楼街再次之，12家；
通顺巷名列第四，其余零零散散不在序列。

截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全太原市商
贸业26个行业，大大小小，强强弱弱，零零
总总，共1003家店铺字号，分布在全市的大
街小巷，城关，城厢。其中，不少都是前店后
场形式的作坊式商家。钟楼街百年商市，便
有其300余家，几占全市商铺总数的三分之
一，成为太原市商界名葩，进入百年商市的
全盛时期。

从清王朝的嘉庆、道光间，再稍准确一
点说，从道光十年(1830)前后，打钟寺，开化
寺，从古老的佛门净土嬗变为繁华的商贸之
市，在这个拐点上，钟楼街百年商市启幕初
开。到民国二十年前后，进入它的全盛，屈
指算来，正是百年之颐，按一般的规律讲，钟
楼街百年商市，原本应该进入一个平稳发展
的巩固时期，但是，民国初年的“南北之
争”——北洋军阀与国民党南京政府之争；
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上海的“四一
二”反革命大屠杀；国民党军阀大混战——

“蒋桂之战”“蒋阎冯大战”；日本军国主义侵
华战争——辽宁沈阳“九一八”事变……一
波又一波的倒行逆施，葬送了“国共合作”的
北伐战争，葬送了清王朝覆灭之后强国富民
的大好时机。在这种“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的颓势之下，太原方才进入兴盛之期的钟楼
街百年商市前景将会如何？令人堪忧。

太原是内陆省
城，专售洋钟洋表的
商行凤毛麟角，当时
仅为钟楼街商市所
独有。比如钟楼街
钟表业，光绪三十三
年(1907)正太铁路通
车后，上海“亨得利”
钟表店于民国六年
(1917)，开埠太原钟
楼街。许多年后太
原仍仅此一家，别无
分店。据说个中还
有一个小故事。当
年“亨得利”商行派
员来太原作“开埠调
查”，来者在当时已
成为商贸业麇集之
地的钟楼街、按司
街、桥头街、柳巷进
行考察，一时主意难
定。于是在这几条
相互衔连的街市转
来转去，当他再转到
钟楼街上的“钟楼
底”时，忽然眼前一
亮，随即问同行的雇
员：“那个花楼是干
什么用的？”顾员告
他：“是钟楼，是打钟
报时辰的。”这个亨
得利商行特派员闻
听此言，哈哈大笑拍
着这个雇员的肩膀
说：“就选在这里，这
是上天的安排。”于
是亨得利钟表店太
原分店，便选址在钟
楼街与桥头街、柳巷
成丁字口的坐南向
北之地，一直到后来
钟楼拆除，一直到太
原解放，也没有挪动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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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年(宣统三年，1911 年)10 月 10 日，“武昌首义”，震惊华夏，很快波及全
国。黄河之北，山西率先响应，时隔仅19天，即10月29日，太原新军在狄村打响全
省反清第一枪，半日之内“奇袭承恩门”“炮轰新满城”“攻占巡抚衙”“击毙陆巡抚”

“成立军政府”，清王朝山西政权覆灭，两千年封建帝制在太原破产。

﹃﹃
两
寺
一
庙

两
寺
一
庙
﹄﹄
鼎
力
鼎
力
﹃﹃
百
年
商
市

百
年
商
市
﹄﹄

在太原辛亥起义告胜、山西军政府成立的当天，极少
数异行新军、85标3营管代熊国斌的追随者，与城中清军
巡防队对抗革命，骚扰省城，趁机抢掠商家，疯抢珠宝行、
金货行，为制造混乱，毁灭证据，乱兵火烧打钟寺，祸及通
顺巷、帽儿巷金银首饰行、钱庄、古董行。一时间钟楼街百
年商市之西部火光冲天，溃兵越货横行，如入无人之境。
最为繁华、铺货高档的打钟寺毁于一旦。据目睹打钟寺劫
难的亲历者说，前来弹压之军士人少势弱，面对抢烧红眼
的乱兵持枪束手，不敢阻拦，乖乖放行，可见乱兵之众、之
势之嚣张。

民国二年(1913)，阳曲县商人刘占元为首事，召不少
商家集资合股成立房产股份有限公司，清理火灾创伤，在
打钟寺废墟上，起建两层楼群商市，扩大经营面积。原打
钟寺仅存最北之“千佛阁”，其余均辟建为“中西合式”两层
楼商市，当年新旧参半、寺市混同的打钟寺在兵劫火灾后，
因祸得福，辟建为新的“大中市场”，成为钟楼街百年商市
的新地标。

大中市场以崭新之貌问世后，不仅保持了商家资金丰
厚、货物高档的品质，而且引进和摹仿京津商市，西洋模
式、新潮气息，饮誉太原，时称省城一流，可谓风头出足。
东边的开化寺也不甘落伍，紧随其后，在寺庙之北部劈后
墙，卖庙产，商家蜂来，贩夫沓至，有的僧人干脆还俗，摇身
一变，成为贾人。民国二年(1913)，官家商户一拍即合，学
习大中市场，整顿店铺，规范管理，辟建商市，为纪念“辛亥
太原义举”“晋省实现共和”，遂定名为“共和市场”，但因小
商、小贩、小业主居多，形成百货杂陈、门类万千、吃喝用玩
无所不具之特色。

当年太原城钟楼街上的古庙泰山庙，虽早已建成“中
和市场”，但眼见“打钟寺”变为“大中市场”，开化寺变为

“共和市场”，也紧步“两寺”后尘，拿出庙产“后厢房”“西
厢房”“双耳院”，让道童们贩卖本地山货、土货，找来商家
做营生。不过因为泰山庙院有限，外边空间不大，而且当
时“酱园巷”还是柳巷的死胡同，向西不通，所以，引进泰山
庙两院和沿街的买卖家，以餐饮业为主，而且大多数是小
铺子、小摊子，诸如“炒灌肠”“蒸包子”“煎饺子”“炸麻叶”

“卖丸子”。只有两三家大些的饭铺在路东租赁泰山庙的
后厢房，临街再劈墙开窗开门，主要卖面食、蒸碗菜，虽没
有什么大的名堂，但是，钟楼街商号一家连一家，顾客、游
客整日满满当当的，这些小饭店卖的家常便饭，价格不高，
为商家、顾客提供了饮食方便，所以，常常是食客盈门，来
去不断，生意非常红火。

这“两寺一庙”转化为市场后，一寺在钟楼街之西，一
寺在钟楼街之中，一庙在钟楼街之东。如果把钟楼街比作
一条河，这三个市场犹如与河连通的三个湖泊，平日河水、
湖水融为一个既潴流又流动的水系，旺季时容纳水量极
大，淡季时取长补短，互相供给，细水长流，使得百年商市
钟楼街无论商贸之淡季还是旺季，互辅互补，平衡发展，创
造了良好的经营环境。

整个民国的前20年，不长的钟楼街百年商市，按民国
时山西省的26个商市行业分类而计，除“典当业”“汽车
业”“木业”等3个行业外，其他23个行业应有尽有，其中，
又以“金珠业”“绸缎业”“津货业”“古玩业”为最。据民国
二十三年(1934)的统计资料：民国二十年(1931)大原市金
珠业商号共15家，在钟楼街商市范围内的帽儿巷便达13
家；绸缎业全市共8家，钟楼街上便有5家；津货业全市
202家，钟楼街商市便有105家；古玩业全市共19家，钟楼
街商市便独有15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