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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与演进
:

清末民初广东

香山县商人社会流动的两个方向

何佩然

19 世纪下半期
,

中 国因对外开放而兴起 的沿海经济重镇与地方势力 的互动关系
,

一直是学者关注的课题
。

90 年代有关中 国民 间会社 ( iC v il S O c i et y ) 兴起与中国政治制

度现代化的讨论
,

至今一直未能定案
。 ①到底在传统政治

、

经济体制面临调整
、

改革的

环境下
,

新兴地方势力如何在传统社会结构中 自我调适
,

进而引发社会的 转变 ? 西方经

济体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构的影响
,

及传统政治
、

经济
、

社会组织面对新经济力量所

产生的正面及负 面反响如何 ? 都与中 国社会的现代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

因此
,

观察

新兴社会力 量形成的原因
、

过程
,

认识新权力组织的 动力
、

活动的特质
、

常规
、

接受西

方文化的历程
、

其在地方社会所扮演 的角色
,

以至其与经济
、

国家
、

社会
、

文化间的整

合与互动等问题
,

成为要了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所不可忽略的重点
。

本文透过清末民初广东香山县 6 个著名商人家族
,

观察商人群体凝聚 力量产生的成

因
,

团结的形式
、

性质
,

团体的活动范围等问题
,

尝试探讨 19 世纪末至 2O 世纪初
,

商

人家族权力形成
、

转化以至延续或瓦解的原因
。

利用商人群体作研究对象
,

是因为在清

末民初经济势力崛起的过程中
,

商人们代表了新兴的社会力量
,

他 订]的活动形态
,

可反

映晚清中 国社会演变的特色
。

一
、

19 世纪下半期广东香山县三大买办家族的团结特色

(一 ) 晚清经济发展的 客观条件

从客观经济环境来看
,

晚清贸易的 开放政策
,

造就了一班协助洋商来华贸 易的中介

人
—

买办
。

自鸦片战争以后
,

中国废除公行制度
,

买办取代了行商而成为对外贸易 的

关键人物
,

随着通商 口 岸的开放
,

外贸频仍
,

买办 的数量亦愈来愈多
。

据统计
,

1 8 50

年全国买办人数只有 25 0 人
,

1 8 7 0 年增至 70 0 人
,

至 20 世纪初期
,

全国买办人数多达

二万
, ②其中又以 广东省买办的数量增加得最快

。

广东买办的兴起
,

可以 说是 因应时势

需要而产生的
,

19 世纪下半期
,

中 国对外贸易主要货品以 丝
、

茶为大宗
,

③盛产丝
、

茶

的南中国
,

在对外贸易方面
,

自然扮演较重要角色
。

因此
,

作为外国洋行与中国出 口行

商中介人的买办
,

在 19 世纪下半期仍以南方人较多
,

而广东买办中 又 以香 山县的买办

人数为多
,

香 山县之能成为买办之乡
,

与其地理位置不无关系
,

它位于广州与香港之

间
,

是对外交通要道
,

占尽了地利优势
。

除了客观的经济和地理条件外
,

华南地 区 自 19 世纪下半期以后
,

所受西方文化的

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
。

18 世纪中 叶
,

夭主教耶稣会在华东
、

华北一带传教一度被禁
,

因此 19 世纪初基督教 (新教 ) 再东来传教
,

便改以华南地 区的澳门
、

广州及香港作为

主要的地区
。

当时基督教在华的宣教事业
,

大力 倡导宗教本地化
。

教育宣教因而担当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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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角色
,

新办的的教会学校
,

除提供免费教育夕卜 更尽量融汇中西文化
,

使宗教信仰

能溶入本地文化
,

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

基督教伦敦传道会在来华传教之前
,

1 81 8 年

在马六甲创办的 免费中文学校— 英华书院 ( T he A ng ol 一 C hi ne se oC ll eg e)
,

就结合 了

西方宗教和中 国传统文化
,

该校于 1 8 4 3 年迁往香港
,

为 20 世纪初的南中国
,

培育了不

少年青俊彦
,

著名香山县买办唐廷枢亦为该校学生
。 ④ 1 8 3 9 年 n 月 4 日伦敦传道会于澳

门成立马里逊学堂 ( M or ir so n

co u eg
e
)

。 。
该校课程 中西文化兼备

,

除教授传统的四 书
、

五经外
,

更 由英人以 英语教 授天 文
、

地理
、

历史
、

算术
、

代数
、

几何
、

初等机械
、

生

物
、

物理
、

化学
、

音乐等
,

⑥使贫穷的农民子弟有机会涉猎 中西文化
。

学生由于接受西

式教育
,

精通外语且又得到传教士的帮助及引荐
,

很容易便打进外国人的社交圈子
。

在

19 世纪下半期
,

经济因对外贸易兴盛而逢勃发展
,

教会学校的学生
,

很 自然地成 了外

人进入半封闭式的中国贸易市场的中介人
。

教会学校因 引进西方宗教
、

文化而带动对外

经济开放地区的社会转型
,

香 山县的农民子弟亦藉此晋身为买办
,

19 世纪下半期广东

香山县买办人数迅速增加
,

与当 时的 经济
、

文化发展的客观条件
,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
。

(二 ) 买办的世袭性

最初任职买办的香山 县商人
,

可以 说是 因应客观的地理
、

经济及文化条件而产生

的
,

在 19 世纪末期
,

新任职的买办累积了不少财富
,

为保持家族的经济实力
,

第一代

买办更刻意地培育 自己的下一代作为接班人
,

使一些大洋行的买办职位几乎由某几个家

族垄断
,

甚至形成世袭的形式
。

以下要观察的唐廷枢
、

徐润与莫仕开
、

莫仕扬三大买办

家族
,

就是曲型的例子
。

(参阅附表一 )

表一
、

广东香山县买办家族人数统计
:

唐廷枢家族买办成员

姓名

唐廷枢

唐廷植

唐廷庚

唐杰臣

唐玉 田

唐季常

与唐廷枢的关系

( 唐廷枢之兄 )

( 唐廷枢之弟 )

( 唐廷枢之侄
,

( 唐廷枢之子 )

( 唐廷植之孙

生卒年
( 1 8 3 2 一 ? )

( 1 8 2 8 一 ? )

( 1 8 3 5 一 ? )

唐廷植之子

唐廷枢之侄孙 )

任职洋行
上海怡和洋行

上海怡和洋行

轮船招商局总办

上海怡和洋行

上海怡和洋行

上海怡和洋行

资料来源
:
汪敬虞著

徐润家族买办成员

姓名

(唐廷枢研究 )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 983 年版
。

与徐润的关系

徐荣村
徐芸轩
徐兰大
徐渭南
徐少之
徐元生
徐叔平

(徐润伯父 )

(徐润伯父 )

(徐润之堂兄弟 )

(徐润之堂兄弟 )

(徐润之堂兄弟 )

(徐润之子 )

(徐润之子 )

(徐润之子 )

生卒年

( 1 8 3 8 一 1 9 1 1 )

( 1 8 0 4 一 1 8 7 0 )

( 1 8 2 2 一 1 8 7 3 )

( 1 8 2 7 一 1 8 6 5 )

( ? 一 1 8 5 6 )

( 1 8 6 7 一 ? )

( 1 8 7 0 一 ? )

( 1 8 7 4 一 ? )

任职洋行
上海宝顺洋行
上海宝顺洋行
上海宝顺洋行
上海宝顺洋行
上海礼和洋行
九江宝顺洋行

九江宝顺洋行
上海宝顺洋行
上海宝顺洋行

润徐徐 亭

资料来源
:

徐润著 (徐愚斋 自叙年谱 )
,

台北 (食货 ) 197 8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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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仕扬
、

姓名

莫仕开

莫仕扬

莫协隆

莫藻泉

莫芝轩

莫襄甫

莫泳如

莫久畅

莫干生

莫应 穿桂

莫季樵

莫文畅

莫寿南

莫庆荣

莫庆锵

莫仕开家族买办成员

资料来源
:

与莫仕开的关系 生卒年 任职的洋行
一

—
一

—
一

— 一一一——
一

一下王藏豪花弃若
-

一
( 1 8 2 0 一 ?) 香港太古洋行 一

(莫仕开之子 ) 汉 口琼记洋行 {

(莫仕扬之子 ) ( 1 875 一 ?) 香港太古洋行 }

(莫仕扬之子 ) 上海太古洋行 }

(莫仕扬之子 ) 广州太古洋行 }

(莫之裳之子
,

莫仕扬之孙 ) 香港太古洋行燕梳局 }

(莫之裳之子
,

莫仕扬之孙 ) 香港太古洋行 }

(莫藻泉之子
,

莫仕扬之孙 ) ( 18 81 一
?) 香港太古洋行 l

(莫藻泉之子
,

莫仕扬之孙 ) ( 19 01 一
?) 香港太古洋行 }

(莫仕扬之孙 ) 青岛太古洋行 }

`莫仕扬之孙 ,
一

黑烟通轮船公司 一
(莫仕扬之孙 ) 黑烟通轮船公司

(莫干生之子
,

莫仕扬之曾孙 ) ( 191 0 一 ?) 香港太古洋行华经理

(莫仕扬之曾孙 ) 香港太古洋行华经理

莫应 淮著 <英商太古洋行在华南的业务与莫 氏家族 )
,

《文史资料选辑》 第

十 四辑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 8 9 年版 ; ( 珠海人物志》
,

广东人民出 版社

1 9 9 3 年版
。

买办能成功地在所任职洋行将新增空缺留给子侄
,

保荐制度可以说是血缘网络得以

建立的主因
,

由于买办入职需人事及庞大现金担保
,
⑦新入职的买办必须 由洋行内职员

提供人事担保
,

这种招募制度使买办行业不能对外开放
。

其实招聘买办不对外开放
,

与

当时的贸易环境有一定关系
,

在通商 口岸刚开放 时
,

洋行要做生意
,

需透过既熟悉市

场
,

又可信任的中国人打开门路
,

1 8 9 5 年 以前
,

外资如要直接在 中 国投资
,

还需借助

中国人的名 义
,
⑧ 18 80 年

,

太古洋行买办莫藻泉以个人名义替太古洋行以低价购入香港

喇鱼涌荒地兴建太古糖厂
,

便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
。
。 受到中国政府禁止外人在华投资政

策的阻挠
,

信用因而变成任职买办的先决条件
,

在这种封闭的商业政策下
,

买办职位不

但 由某几个家族垄断
,

且有强烈的世袭性
,

这使买办网络成纵向发展
。

而买办家族的活

动范围
,

就只局限于某几间洋行
,

如太古洋行由莫仁开
、

莫仕扬家族所垄断
,

徐润家族

服务于宝顺洋行
,

唐廷枢家族则 服务于怡和洋行
。
。 洋行是买办家族的势力根据地

,

家

族成员因而视洋行的成败为家族成败
,

洋行的利益为家族的利益
,

像这种以家族为凝结

力量的 团结形式
,

排他性亦特别 强烈
,

买办家族在某些行业有极大影响力
。
。 但他们的

生活圈子及经验亦因此局限于与洋行贸易活动有关的事务上
。

例如上海怡和洋行买办唐

廷枢和宝顺洋行买办徐润分别与其所属洋行的 同事合办了茶栈和钱庄
,

专为洋行在内地

收购茶叶
,
0 买办虽藉洋行得到许多经 济利益

,

但亦造成买办极端依赖所属洋行
。

在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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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 的市场中
,

由于人际关系 是从事贸 易 的必要条件
,

因此买办能以小 圈子形式垄断了

19 世纪下半期中国的对外贸 易
。

这种以 买办家族作经济核心的动力
,

讲求人际关系及

情义
,

有时流于保守及非理性
; 在市场全面开放后

,

以亲缘结合的非理性组织
,

将因不

合乎完全竞争原则
,

被市场淘汰
。

(三 ) 以地缘为权力扩张的基础

19 世纪下半期
,

当三大买办家族因经济实力增加而 向外扩张实力
,

主要以 地缘关

系作为连结的基础
。

最明显的例子是香山县买办群入资中国官督商办企业—
轮船招商

局
,

香山县商人投资轮船招商局主要受上海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影响
,

而唐廷枢与徐润

二人因同乡关系而建立的 经济缔盟更加明显
。

以下从轮船招商局香 山县会董及商董的人

数
,

可印证此说法
。

(参阅附表二 )

表二
、

轮船招商局香山县会蓝及商蓝名单 ( 18 7 2一 18 8 4)

姓姓名 在局职位 在局年限 其他职务务

唐唐廷枢 招商局总办 1 8 7 3一 188 4 怡和洋行买办办

唐唐廷庚 广东分局商董 1 8 7 3一 1 8 8 444

唐唐静庵 福州分局商董 187 333

徐徐 润 招商局会办
、

上海总局商董 1 8 7 3一 1 8 8 4 宝顺洋行买办办

郑郑观应 招商局会办 1 8 7 3一 18 84 宝顺
、

怡和洋行买办办

叶叶廷眷 会办 1 8 7 8一 1 8 7 9 买办办

张张鸿录 会办 1 8 8 2一 1 8 8 444

吴吴左仪 镇江分局商董董

资料来源
:

月 b
e r t F e u e r w e r

k
e r : C h i

n a ` a E a r l y I n d
u s t r ia li

z a t io n : S h
e n g H u sa n 一 h

u a i a n
d M a n d a r in E n t e r -

P r ise
,

P 1 0 9
.

张后锉著 (如商局史》 近代部分
,

页 4 5一 47
; 张国辉著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 》

,

页

1 4 6一 1 4 9
0

在市场未进入完全开放的局面下
,

广东香山县商人拓展权力
,

仍根据相同的地缘及

依附中国政府为权力扩张的基础
,

这种以群体的取向为个人权力拓展的基础
,

以地缘关

系作为互相信任的根据
,

是相信相同的地缘
、

相 同的文化背景是相同利益的根据
,

如彼

此的 意愿相同
,

又能均分利益
,

地缘 团结力量变成扩张势力 的最佳途径
,

可惜这股地方

势力 的兴起
,

因晚清政府的
“

实业救国
”

的商务政策
,

而遭受挫败
。

官督商办企业附属

于官僚体制
,

商人无法以市场导向作为业务发展的方向
,

当市场对外开放后
,

官督商办

企业无论是价格
、

品质
、

服务及技术等均无法在完全开放的 市场下与外资竞争
,

加上官

督商办企业所设的报效制度
,

直接限制商业利益
, 。轮船招商局的 非理性经营方法

,

及

报效制度的存在
,

都是其失败的主 因
。

当政府停办轮船招商局后
,

官督商办政 策亦告

终
,

而广东香山县买办家族依赖政策保护作为发 展权力的依据亦相继告吹
。

香山买办家族以地缘为权力扩张的方式
,

反映了他们在个人经济实力增强后
,

希望

进一步扩大实力
。

以股份形式参予大型企业
,

本可使买办们的经济力量藉着现代企业的

经营规模而扩大
,

但晚清官督商办企业
,

仍以依附政府为权力发展 的依据
,

使企业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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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制于官方
,

买办家族并未能藉家族经济实力雄厚而 向外扩张权力
,

改变本身社会角

色
。

三大买办家族后人
,

继续以经营外贸作为主要职业的数量亦逐渐减少
,

其中莫氏第

三代后人莫干生于 1 9 2 9 年因被太古洋行指控失职
,

需赔债该行 25 万元
, 。 1 9 31 年莫干

生辞职离开太古洋行
,

而太古洋行亦取消买办制
,

代之以经理制 ; 徐润之子
,

徐超侯以

律师为职业
,

徐元生则任职开平矿务局
,

孙辈徐雨孙
、

徐华则从事工业
,

任职上海景纶

衫袜厂
; 唐廷枢之子孙

,

亦不再任职买办
,

儿子唐介安
,

任职开平矿务局
,

孙儿唐桂芬

则为美国建筑师
,

基本上脱离买力
、

行列
。
. 大部份的香 山买力

、

家族的第四代可以说 已脱

离买办行业
,

而广东买办的地位
,

亦因丝
、

茶贸易 在 2 0 世纪初期失去优势而被江苏买

办取代 ; 。 1 9 20 年
,

上海 90 个著名 的买办中
,

广东省 只有 7 个
,

而浙江省则有 43 人
。

⑥另一方面
,

外商亦开始学习中 国语言
,

直接与本地商人交易
。

买办亦渐渐失去了昔 日

的地位
。

从上述例子可见 19 世纪下半期
,

香山县买办群的 团结仍有很浓厚的 传统特质
,

以

强调血缘为家族核心和强调地缘为凝聚的依据
,

利用血缘关系
、

相同语言
、

文化为团体

团结力量扩张的基础
,

这种凝结力量主要受客观环境支配
,

当客观环境转变
,

买办群无

法利用家族甚至地缘团体的经济实力
,

改变形势
,

团体动力无法持续甚而瓦解
。

这种利

用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结合
,

曾在市场半开放的情形下
,

与外商抗衡
。

但当市场开

放
,

竟争力增加时
,

传统关系网络不能再左右局势发展
,

传统的凝聚方式
,

如要继续保

留势力
,

必须以另一种形态存在
,

当西方政治经济势力不断渗入中 国市场时
,

地方势力

如何调整 内部机制
,

进而扩张小圈子的实力 ? 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

以下我们尝试以

2 0 世纪初期香山县商人团结力量 的另 一种模式
,

探讨当时广东商人团结 的形态及其社

会流动的特色
。

二
、

2 0 世纪上半期香山商人团结形式

(一 ) 客观政治
、

经济因素
1 8 9 5 年中国对外开放长江流域

,

使贸 易发展多元化
,

大量外资流入沿海
、

沿江各

商埠
,

沿海城市的金融体系及市场变得异常复杂
。

官督商办政策失败后
,

清朝政府提出

振兴实业政策
,

奖励工商
,

除了 1 9 0 3 年设立商部
,

制定商律外
,

更用 爵赏鼓励民间资

本加入工商行列
,

其中规定投资在 20 0 0 万
,

180 0 万
,

160 0 万元以上者
,

可获颁授一
、

二
、

三等子爵
,

14 00 万
,

12 00 万
,

10 00 万元以上者
,

可获颁授一
、

二
、

三等男 爵
,

投

资 自 l 万至 8 万元者亦可获 7 至 9 品 顶戴
。 。 但另一方面

,

在 20 世纪初期
,

华侨在国外

却遭受歧视
,

以澳洲为例
,

当地政府实施白澳政策
,

排斥有色人种
,

以英语为入籍的先

决条件
,

限制 中国侨民家属入籍
,

更规定非澳洲公民 不得入境
,

除限制华人入籍澳洲

外
,

对华侨企业征收高额利得税
。 0 因此

,

清朝政府的奖励政 策
,

吸引 不少华侨的回流

资金
。

以下要考察的香山县商人
:

马应彪家族
、

郭泉
、

郭乐 家族
、

蔡兴家族
,

都是回流

的澳洲华侨
,

他们对 20 世纪初期中国 百货业的发展
,

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

他们的 团结

形式
,

以至权力扩张的方法
,

是观察这一时期社会精英崛起的好例子
。

(二 ) 相同社会背景及业缘关系

三大家族在回 国投资以前
,

凭藉血缘及地缘关系
,

集合家族成员的积蓄
,

在澳洲悉

尼合伙兴办生安泰公司
,

经营香蕉贸易
,

以廉宜的价格
,

在公开竞争的市场上击败外国

对手
,

垄断了斐济群岛及澳洲新南威尔斯的 香蕉贸易
,

取得了第一次胜利
,
0 由于该公

司时常面对外国商人及政府压力
,

靠浓厚的亲情及乡情维系的 内凝力量亦特别强
。

三大家族于 20 世纪回 国投资
,

可以说是澳洲生安泰果栏的延续
。

三个家族利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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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的投资经验及亲身观察澳州
“

英地海登百货公司
”

的营业方法及管理制度
,

而兴起

在华开办百货公司 的念头
。
0 马 氏

、

蔡氏
、

郭氏三个家族的成员
,

因在澳洲 曾合作营商

及对市场的相同看法
,

加上彼此在工作及经济方面又能互相支持
,

遂展开了经营百货的

第一步
,

1 9 0 0 年合股在香港创立了先施百货公司
。

他们 的联系
,

与买办家族 间的联系

不同
,

并不是因个人或家族经济实力壮大后才出现
,

个人的工作能力及对市场的认识
,

反而较个体的经济实力来得重要
,

这点可从三大家族成员的背景资料得到印证
。

表三
、

郭氏
、

为氏
、

蔡氏家族成员背景资料

姓姓名名 出生年年 原籍籍 教育背景景 巨国工作地点点 出洋时期期 宗教教

郭郭 乐乐 1 8 7 444 香山山 没有接受正规教育育 澳洲洲 18 9 000 基督教教

郭郭 泉泉 1 8 7 999 香山山 没有接受正规教育育 澳洲洲 1 8 9 444 基督教教

郭郭 葵葵葵 香山山 没有接受正规教育育 澳洲洲 1 8 9 888 基督教教

郭郭 浩浩浩 香山山 没有接受正规教育育 澳洲洲 1 8 9 888 基督教教

郭郭 顺顺 1 8 8 555 香山山 没有接受正规教育育 澳洲洲 1 8 9 888 基督教教

郭郭 标标 1 8 6 888 香山山 没有接受正规教育育 澳洲洲 1 8 9 888 基督教教

马马应彪彪 1 8 6 000 香山山 私塾三年年 澳洲洲 1 8 8 000 基督教教

马马祖亮亮亮 香山山 没有接受正规教育育 澳洲洲洲 基督教教

马马永灿灿灿 香山山 没有接受正规教育育 澳洲洲洲 基督教教

蔡蔡 兴兴 1 8 7 000 香山山 小学一上海英华书院院 澳洲洲 1 8 9 111 基督教教

蔡蔡 昌昌 1 8 7 777 香山山 私塾三年年 澳洲洲 1 8 9 111 基督教教

蔡蔡 弼弼弼 香山山山 澳洲洲洲 基督教教

蔡蔡慧民民民 香山山山 澳洲洲洲 基督教教

蔡蔡慧明明明 香山山山 澳洲洲洲 基督教教

资料来源
:

何文翔著 (香港家族史》
,

页 16 1一 18 ;8 《香港华人名人史略》
,

页 20 一2 ;4

《苦辣酸甜一中国著名民族资本家的路 )
,

页 31 1一31 ;7 及有关三大家族成员的私人访问

同属广东香 山县
,

来 自贫穷的家庭
,

因家境困难在 19 世纪 9O 年代往澳洲谋生
; 起

初彼此都是干粗活维生
。

相同的 留外地点
,

工作经验
、

学历及宗教信仰
,

使他们所形成

的团结力量有许多相同的元素
,

与单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小圈子相较
,

不但网络较广
,

且本质上亦较理性
。

(三 ) 资金集结形式

与买办家族不同
,

2 0 世纪初 回 国投资的香 山华侨
,

所拥有的 资金并非十分雄厚
,

先施公司 在 19 00 年 创办时 资本 只 有 25
,

00 0 元
,

只 占 皇后大道 中 的 几个铺面
。 0 而

2 5
,

0 0 0元
,

亦是 由马应彪
、

蔡兴
、

郭乐及郭泉等人 以个人或亲属的名 义集资筹得
,

具

有传统的集合积蓄
,

以小本创业的特 色
。

1 90 7 年
,

鉴于先施公司 的业绩理想
,

三大家

族再于香港合办永安百货公司
,

这次筹集公司 创办资金
,

更将集 资网 络推广至国外华

侨
。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期
,

国外华侨与故乡的联系十分隔膜
,

即使要将辛苦赚来的血

汗钱寄返家乡亦不容易
。

生安泰果栏 自在悉尼成立以后
,

由于生意关系与 中国有密切联

系
,

成了澳洲华侨与乡间传递讯息的桥梁
,

华侨更借助生安泰转寄款项与乡 间亲友
,

生

安泰遂开展了侨汇业务
, 0 华侨资金愿意投入近代 中国 的百货业

,

与三大家族在澳营商

的信誉有直接的关系
,

这些游资不但透过直接投资成了广东百货业资金的主要来源
,

而

且侨汇业务亦为百货公司提供不少流动资金
。

1 9 18 年上海永安百货公 司更广集华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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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的小额投资
,

作为公司 的主要资金来源
。

表四
、

上海永安百货公司资金分布 【19 19 年统计 )

投投资者者 投资金额额 投资总额 (元 ))) 占全部股份 ( % )))

郭郭 家家 1 4 0
,

50 000 1 4 0
,

5 0 000 5
.

666

香香港永安百货公司司 5 0 0
,

00 000 5 0 0
,

0 0 000 2 0
...

小小股东 ( 1 9 户 ))) 1 0
,

0 0 0 以上上 2 9 5
,

0 0 000 1 1
.

888

小小股东 ( 2 8 1 户 ))) 1 0 0 0一 1 0
,

0 0 000 7 1 7
,

5 0 000 2 8
.

777

小小股东 ( 1
,

1 7 5 户 ))) 1 0 0 0 以下下 8 4 7
,

0 0 000 3 3
.

999

总总 数数数 2
,

5 0 0
,

0 0 000 1 0 0
...

资料来源
: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

:

《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
、

发展和改变》
,

页 1 1
。

由于公司资金大都来 自小股东
,

而小股东又大多身在海外
,

公司的经营权及管理权

自然落在创办家族手里
。

以上海永安百货公司为例
,

公司 最大股东为香港永安百货公

司
,

占全部资本的 2 0 %
,

香港永安百货公 司 由郭氏家族经营
,

郭氏家族在上海永安百

货公司则占总投资额 5
.

6 %
,

以个别股东的投资比例来看
,

郭氏亦属最大股东
。

从上述公司集资的形式
,

可看到当时永安百货的公司经营权 与公司的拥有权分离
,

经营权属拥有 5
.

6 % 公司 股份的郭氏家族
,

及拥有 2 0 % 的公 司股份的香港永安百货公

司
, 。而公司 的资金则来 自社会

。

若再进 一步观 察
,

不难发现小股 东均为来 自广东华

侨
, 0 依靠地缘基础作集结市场零散资金 的形式

,

既不能脱离传统 的地缘关系
,

又具有

现代企业经营权与拥有权分立的特色
,

股份制的 出现象征了中 国企业迈向西方经营模式

的第一步
,

但股份公司的集资形式可说既封闭又开放 ! 也是中 国 2 0 世纪初期股份制的

一大特色
。

(四 ) 地缘
、

姻亲网络

以家族为群体凝聚基础
,

再以相 同地缘汇集起来的小 团体
,

最初并未包含姻亲关

系
,

相同的社会背景
、

相同的工作经验及相同的经历才是早期团结的动力
。

但这三个香

山县商人家族的网络
,

却逐渐由朋友
、

乡里同事关系演变成姻亲关系
,

他们的姻亲网络

是由 同业关系衍生的
,

后来演变成为团体扩充实力的主要依据
。

三大家族的关系更藉着

姻亲关系得以强化
。

表五
、

三大百货公司盆 , 间的姻亲关系

大大新公司董事蔡兴五弟蔡慧民娶永安公司郭泉之长女郭华章为妻妻

大大新公司董事蔡兴四弟蔡弼与先施公司董事唐氏缔结姻亲关系系

大大新公司董事蔡兴二子蔡东生娶大新公司董事刘天成四女为妻妻

大大新公司 董事蔡兴四子蔡天福娶大新公司董事刘天成七女为妻妻

永永安公司董事郭葵与先施公司董事马应彪为襟兄弟
,

马应彪娶霍静山次女霍云裳
,,

马马永灿娶霍氏三女
,

郭葵娶霍氏幼女女

永永安公司董事郭顺之孙女郭志清与先施公司董事马景华通婚婚

永永安公司董事郭葵之子郭棣活与先施公司董事马应彪之女马锦超联婚婚

资料来源
: 1 9 97 年 12 月蔡氏家族后人访问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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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关系是三大家族最早联结的基础
。

在三大百货公司成立以后
,

地缘网络不但局

限于公司决策阶层
,

更伸延至公司 的员工
。

在聘用 员工方面
,

先施公司 在香港创立时
,

雇用 了 2 5 名员工
,

多为广东省香山县人士
。

根据统计
,

三大百货公司早期聘用 的广东

籍员工更高达 80 %
。 . 永安公司的高级职员

,

多为澳洲或美 国檀香 山的香山县归 侨
。

他

们有些因购入永安公司股票
,

作直接资本投资而被委为管理人员
,

有些则为郭氏家族亲

属
,

藉亲属关系入公司担任要职
,

。 以地缘或亲属关系加入公司 管理行列
。

为强化公司

与员工间之关系
,

三大公司在 1 9 2 0 年代每逢星期 日都在商场顶楼举行礼拜
,

召集公司

员工参与
。

1 9 3 0 年代始
,

三大百货公 司更集合华侨捐款
,

于上海虹 口 区 的真光学校盖

建
“

合一堂
” ,

召集三间公司员工出席星期 日的礼拜
。 。 “

合一堂
”

的成立
,

不但增强了

员工对公司的归属感
,

更使三大公司的成员的工作圈子由一间百货公司扩充至三间百货

公司
,

而员工的工作圈子更与社交生活结合
,

可见三 间公司十分注重人际关系
,

而其庞

大的团结力量亦因而建立
。

(五 ) 传统与现代企业管理方法结合是权力扩张的动力来源

单以地缘及姻亲关系所凝聚的实力
,

并不足以使香山县商人在百货业的影响力一直

维持至 2 0 世纪下半期
。

三大家族积极的业务扩张及一致对外的态度
,

才是他们雄据百

货业的最大动力
。

三大百货公司 分别在 当时的商业重镇香港
、

广州及上海建立生意网

络
,

以强大的广东香 山网络打破了地域及宗族的界限
。

而业务经营的范围
,

除零售百货

外
,

附属母公司 的业务更包括了保险
、

旅游
、

航运
、

饮食
、

侨汇
、

纺织
、

酒店
、

货仓
、

电影院
、

舞厅及化妆品业务等
。

下表有关三大公司 的附属业务可见三大公司业务多元化

的状况
。

表六
、

三大百货公司联号业务范围

1
,

先施公司的附属业务
:

公公司名称 创办年份 公司地点 业务范围围

永永 昌泰金山庄 1 8 9 4 香港 出入 口货物物

东东亚大酒店 1 91 4 广州 旅馆馆

先先施保险置业有限公司 19 15 香港

段黔
买卖

~
产业

~~~
制制鞋 厂

、

饼干 厂
、

汽水 厂
、

皮革革

附附属先施的十大工厂 1 9 1 5 广州 厂
、

五金厂
、

机器厂
、

木厂
、

玻璃璃

厂厂
、

化妆品厂等等

东东亚酒店 1 9 1 7 上海 旅馆馆

先先施乐园 1 91 7 上海 游乐场场

附附属先施的工厂 1 9 1 7 上海 木工
、

铁工
、

家私
、

油漆漆

先先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9 22 香港 人寿保险险

先先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1 92 6 香港 化妆品
、

日用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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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永安公司的联号业务
:

公公司名称 创办年份 公司地点 业务范 围围

进进出入 口 贸易
、

代办华侨出入境手手
永永安公司 附属金山庄 1 9 07 香港 续续

永永安银号 19 10 中 山 储蓄
、

侨汇汇

大大东酒店 1 9 1 4 广州 旅馆馆

永永安水火保险公司 19 15 香港 水
、

火保险业务务

永永安货仓 191 6 香港 货物寄存存

大大东旅社 191 8 上海 旅馆馆

大大东酒店 19 18 香港 旅馆馆

天天颜楼游乐场 1 9 1 8 上海 餐饮
、

娱乐乐

维维新织造厂 1 9 1 9 香港 织造造

大大南酒店 1 91 9 悟州 旅馆馆

永永安纺织印染公司 1 9 2 1 上海 纺织
、

印染厂厂

永永安人寿保险公司 1 9 2 5 香港 人寿保险业务务

3
,

大新公司的联号业务
:

公公司名称 业务范围围

亚亚洲旅馆馆 旅馆馆

大大新酒家家 饮食食

大大新乐园园 娱乐乐

大大新舞厅厅 娱乐乐

大大新电影院院 娱乐乐

公司业务多元化
,

一方面有利于百货业的业务发展及资金周转
。

另一方面
,

亦藉此

不断扩张经济势力
。

以百货公司为基础的经济网络
,

逐渐伸展至其他新兴行业
,

公司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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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及聘请的员工数量一直不断上升
,

而百货公司 产品多元化
,

着重货品质量
、

款式
、

合理价格的新消费模式
, 0 由于得到附属公司 如工 厂生产部

、

餐饮
、

娱乐等业务上的配

合
,

能衍生成多间同类型的分公司
,

三大公司分公司 的规模及经营方针十分相似
,

他们

本身业务的不断扩张
,

使香 山县商人的社会网络愈趋庞大
。

以下一些有关三大百货公司

资本额与业务扩张的资料
,

可见三大百货业家族的经济势力 日渐雄厚
。

表七
、

三大百货公司资本额及规模

先施百货公司资本额及规模

创立年份 创立地点 资本额 规模

1 9 0 0 香港 0 0 0 元 一间铺位

1 9 0 9 香港 0 0 0 元 五间铺位

1 9 1 2 广州 0 0 0 元 五层高洋楼

00

,

无)l00
丘)0)00(0(22(4(

1 9 16 香港
,

0 0 0 元 六层高洋楼

1 9 1 7 上海
,

0 0 0 元 面积十余亩七层高洋楼

永安百货公司资本额及规模

创创立年份 创立地点 资本额 规模模

1119 0 7 香港 1 6 0
,

0 0 0 元 -IL 间铺位位

111 9 1 2 香港 6 0 0
,

0 0 0 元元

111 9 1 6 香港 2
,

0 0 0
,

0 0 0 元元

111 9 1 8 上海 2
,

5 0 0
,

0 0 0 元 七层高洋楼楼

111 9 3 0 香港 4
,

0 0 0
,

0 0 0 元 三十间铺位位

大新百货公司资本额及规模

创创立年份 创立地点 资本额 规模模

111 9 1 2 香港 4
,

0 0 0
,

0 0 0 元元

111 9 18 广州 八层高洋楼楼

111 9 3 6 上海 6
,

0 0 0
,

0 0 0 元 十层高洋楼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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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家族 的百货公司无论在公司 的规模
、

营运方式及发展方向均十分相似
。

在经营

管理方面
,

三大百货公司均以董事局为最高权力架构
,

主管公司业务
、

财务
、

人事等事

务
,

下设帐房
、

庶务管理订购货物及推销
,

另设监察部
,

审查各部门工作
。

三大公司的

管理相当制度化
,

除经营管理具现代规模外
,

三大公 司引 用不少西方的零售业管理方

式
,

如 由先施百货公司最先建立的
“

不二价
”

方法
,

对所有出售货品订定实价
,

及发出

收据的售货规则
;
聘请女性任售货员等

. ,

这些崭新的 经营方式均在三大家族所经营 的

百货公司 内沿用
。

三大百货公司 不但管理现代化
,

且彼此互相模仿
,

互相抄袭
,

构成三

者互相竞争的关系
,

@其实这种看似敌对及竟争的关系
,

是一种互相依存的方法
,

当遇

的外来竞争者时
,

三大家族会联手抗外
,

永安与先施联手
,

打败上海人经营的新新公司

的例子
, 。 反映他们对外团结一致

。

三大家族百货业深谙当时市场 的消费能力可容纳几

间大百货公司
,

他们对内虽互相竞争
,

但却能携手一致排外
,

使 20 世纪上半期的百货

零售业几乎全 由广东香山县人主导
,

其他籍贯商人根本不能涉足
,

达到全面占有零售业

市场的局面
。

在接受西方经营管理模式的 同时
,

三大家族并未完全放弃传统的企业管理方法
,

最

明显的例子是三大百货公司的最高决策权仍 由家族掌管
,

从各公司的董事局名单可见家

族成员担任公司决策人的情况相当普遍
。

表八
、

三大家族甘任创办公司盆事名单

曾任先施公司董事的马氏家族成员

马马应彪 马焕彪 马祖金 马祖容 马永灿灿

马马轩昂 马鸿侣 马惠林 马惠弼 马华添 马略斌斌

马马文忠 马文兴 马文辉 马健启 马少聪聪

曾任永安公司董事的郭氏家族成员
:

郭标 郭乐 郭泉 郭葵

郭悦文 郭琳爽 郭琳弼

自芳 郭棣超

郭志安 郭志权 郭志匡

志衍 郭志标 郭志一

郭活 郭顺

郭琳褒 郭琳孩 郭琳珊 郭惠珍 郭棣活 郭植芳 郭

郭志彬 郭志壁 郭志仁 郭志勇 郭志豪 郭志梁 郭

郭志雄

曾任大新公司董事的蔡氏家族成员
:

蔡 兴 蔡 昌 蔡慧民 蔡慧明 蔡凯元 蔡伯森

蔡惠霖 蔡东生 蔡天福 蔡乃诚 蔡威林

10 5



用人唯亲
,

以 家族成员掌握公司行政实权的管理方法
,

有冗员太多
、

决策者过份主

观等缺点
,

也是晚清民营企业现代化的 主要障碍
,

在广东百货业的 例子仍存在这种现

象
,

与公司成立之初
,

首先确立了西方经营管理机制的理想相矛盾
,

三大公司百货不断

引进西方新产品
、

消费模式
:

如不二价
、

折扣
、

抽奖
、

大特卖等市场推广手法
,

但另一

方面
,

却以家族成员为公司管理阶层
,

使人怀疑企业管理能否达到专业水平
。

第一代的

创业者亦深明不断更新技术
,

及 了解市场讯息
,

才能改善业务
。

因此
,

他们不断遣送子

弟 出洋深造
,

学习专门知识
,

新的科技
,

培育接管公司接班人
。

例如永安公司
,

郭家看

准中国 日后的经济发展多走工业化道路
,

而工业之中纺织业是中国工业化的关键
,

遂选

派郭棣活出国学习纺织工程
。

郭植芳
、

郭琳褒
、

郭棣超等出 国攻读纺织印染各专科
,

成

为公司 日后掌管印染技术的领导层
。 。 使以家族经营管理的机制

,

能配合市场需要
,

转

趋理性化
。

由于市场的需要
,

公司的管理机制必须为经济利益着想而有所调整
,

在行政管理愈

来愈严格
,

愈来愈制度化及阶级化的 同时
,

以血缘
、

亲属为领导阶层的企业管理方法依

然不变
,

看来与现代的企业管理模式格格不入
。

以三大百货公司为例
,

公司不断引进新

技术
,

但技术操作仍可由
r

亲属统领
,

是因为家族成员可不断提高自己 的知识
。

这种讲求

提高产品的质素
、

服务效率
,

产品多元化的现代行政管理的模式
,

始终是服膺于传统家

族管治企业的机制
。

弥补了民营企业的新旧体制交替时所面临的困惑
,

使传统与西方的

企业管理方法得以结合
。

总 结

19 世纪下半期兴起的香山县买办家族
,

因应客观经济环境
,

获得对外开放外贸的

利益
,

个别的家族实力因而壮大
,

家族势力再进而以地缘方式连结起来
,

构成香山买办

的实业网络
,

这种群体的力量
,

是顺应潮流所需
,

且纯粹依循传统的价值观而团结起

来
,

由血缘扩张至地缘
,

以亲至疏的权力扩张方法扩充实力
。

但在客观环境不利于群体

增长的情况下
,

这股团结力量被迫瓦解
。

相反
,

2O 世纪的香 山县百货业商人的团结实

力
,

是以业缘
、

地缘为基础
,

再进一步发展姻亲关系
,

彼此关系不断藉血缘
、

姻亲关系

加强
。

团体实力的扩张
,

除了因应时势需要外
,

更主动地以相同的工作经验
、

教育
、

宗

教背景为团结基础
,

以相同的经济需要凝聚成力量
,

影响着 2o 世纪中 国百货业的发展
。

广东香山县商人百货业的 网络不断扩大
、

增强
,

而且变得多元化
。

香山百货业商人势力的增加
,

并非完全摒弃了传统的价值观念
,

传统的家族治理企

业的机制
,

依旧在百货业存在
,

而传统的 地缘结盟
,

反而有助香 山商人的 经济势力 扩

大
。

在晚清社会结构转变的过程中
,

传统的价值观并没有完全扮演负面的角色
,

相反更

增加华资企业抵抗庞大的外国资金的竞争力
。

2 0 世纪香 山县百货业商人的例子
,

使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不但没有成为现代化的 障

碍
。

相反
,

当市场愈来愈开放
,

传统的家族关系
,

地缘联系所造成的力量
,

变成了百货

业企业家现实生活的缓冲地带
,

成为对抗工业化给社会带来冲击的避难所
。

中国政府对

三大百货公司 的发展既不支持也不干预
,

企业的积极进取精神
,

表示了商人群体没有因

循传统的商业规则
,

抗拒新的经商概念
,

相反
,

洞悉市场的讯息而不断调适
,

是商人成

功的主因
,

2 0 世纪初期香山百货业商人经济力 量冒升
,

亦充分表现 了商人随机应变的

能力
,

也带动中国社会的 转变
。

20 世纪香山县百货业商人兴起的 经济力量
,

蕴含着既传统又 现代的特质
,

是因应

当 时特有的历史背景而产生的
,

其中不少营运的机制和价值观念保留了传统的规则
,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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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时代的冲击
,

对西方文化引进吸收时
,

也不是贸 然全盘接纳
,

而是经过筛选
,

吸收

后所产生的新元素
,

新的元素不一定完全源自西方的 体制
,

也不一定是坚守传统价值观

念
。

我们在探讨社会转变的特质时
,

如单以西方的现代 化经验来观察中国社会演变的过

程
,

。 会使分析过于狭 隘
。

因为历史在特有时空所产生的变化
,

未必与西方的经历相同
。

在我们仍以资本主义与传统儒家思想的冲 突与融和这个主调
,

作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转

变的关键时
,

。 甚或简单地以现代与传统作为划分古代中 国
、

现代西方的 同 时
, 。 19 世纪

末 2 0 世纪初广东商人群体的经历是值得我们再三思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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