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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商 州

（六）

商洛文史●
在商洛，提到会馆，大家想到的便是位于丹凤县城丹

江岸边的船帮会馆，其建筑雄伟、造型精巧，兼具南秀北
雄，堪称一绝。此外，商洛还有丹凤县盐帮会馆、马帮会馆
及山阳县漫川关镇武昌会馆、骡帮会馆等建筑遗存。然
而，人们不知道的是，在清末民初的北京城里，也有一座我
们商洛人自己的会馆——商山会馆。

商山会馆位于今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老墙根胡同
41号院，现为一大杂院，居民杂处，破败不堪，唯其标准的
金柱大门彰显着四合院不凡的过往。

会馆，是客居异地的同乡或同业人士基于乡土情
谊而联手在京师、省城或大的商埠建立的民间组织
及其馆舍建筑，主要以馆内房屋供同乡、同业聚会或
寄寓，具有浓厚的自卫、自律、自治色彩。它既不是
汉唐时的官邸，也不同于现代意义的各级政府驻京
办事处。会馆按其性质及作用，可分为试馆及行馆，
其中试馆又称士人会馆，其初期的功能是为科举学
子及地方官员等人提供必要的生活需求，随着不同
时期的发展，其功能和用途逐渐扩大，到后期基本成
为地方与京城、省城等联系的纽带，带有联谊性质，
无论官民均可参加，商山会馆即属此类。而行馆就
是商业会馆，是工商业者或劳工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防止同业竞争而创建，实际上是一种“行会”“行帮”
组织，如保留至今的丹凤县船帮会馆、盐帮会馆、马
帮会馆建筑遗存等。

明清时期，朝廷实行开科取士制度，最高等级的科
举考试是在京师由礼部主持的会试和由皇帝主持的殿
试。会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各省的举人皆可应考。据
统计，从明永乐十三年(1415)恢复科举考试，到清光绪
三十年(1904)结束科举考试，两朝先后在北京举行科举
考试201科，取中进士51624人。每次考试期间，全国
各地数以千计的应考举子涌入京师，许多居民特别是
试场周围的居民腾出住房，挂出“状元店”或“状元吉
寓”的招牌，供举子们居住。这类“状元店”租金昂贵，
一般贫寒举子是负担不起的，所以举子们迫切盼望能
够有一个初次来京即能找到、凭借乡谊能相互照应的

住处，于是会馆便应运而生了。
兴建会馆一般由本乡有名望的民吏发起，联络在朝的

文武官员、在京的地方士绅和商号等，共同捐资建造，也有
一些会馆是买下原有的建筑加以整修而成。会馆是一个
地区同乡的公产，带有社团性质，分为县馆、州(府)馆、省
馆三级，其经营管理由旅京同乡共同负责，但管理大权实
际由同乡中在京居官地位高、有声望的人掌握。清末民初
之际，北京的会馆各色人物竞相出入，见证了历史的风云
变幻，如康有为在南海会馆居住期间发起了“公车上书”，
孙中山在湖广会馆开会改组同盟会，鲁迅在绍兴会馆创作
了《狂人日记》《孔乙己》等大量的经典作品。

清末，科举废除后，会馆作为试馆服务应试学子的功
能丧失，但是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仍有大批各
地的中小官吏及其家属，在京商人、学生等，借会馆以居
住、集会。

商山会馆便创建于清末废除科举前的动荡之
际。据《宣南文脉》一书记载，商山会馆建于清光绪
二十四年(1898)，占地 2.5 亩，两进院落，有房 46 间，
是陕西商州的府馆。自 1894 年盘下这处宅院，开始
修建会馆，期间屡逢变故，历时 4年才建成。会馆见
证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废除科举、辛亥革命等近
代重要的历史事件。

光阴荏苒，时代变迁，如今只有会馆旧址大门过道西
墙上镶嵌的《创建商山会馆记》石碑尚保存完好，如同一位
老人，穿越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尘烟，从时光深处走来，无声
地诉说着昔日的故事。

《创建商山会馆记》石碑为青石材质，其内芯高0.43
米，宽1.19米，正文49行，每行20字，连同碑题、落款共
1000余字，碑文曰：

京师为海内人文仕宦所萃，各直省及郡邑多建会馆以
栖行李、联梓谊，其来旧矣。即以吾秦论，为省馆二，曰关
中，曰关中南。郡馆七，曰汉中，曰延安，曰榆林；若凤翔，
若兴安，各有二。兴安近鬻其一。州县馆十有九，曰华，曰
富平，曰大荔，曰合阳；若咸长，若朝邑，若蒲城，若韩城，各
有二；若三原，若渭南，各有三。渭南则一毁一鬻，今仅存
一矣。若泾阳，则典偿夙负矣。一会馆之微，其兴废靡常
若此，讵不在人哉？

吾商於旧制为直隶州，辖雒南、镇安、山阳、商南四邑，
地非甚僻瘠。第以无久宦京朝及贤牧令相与主持筹措其
间，故自北京建都五百余年，会馆尚阙如。凡计偕入都，率
寓省馆，否则赁舍居于寒酸，殊不便。

光绪甲午，合属公车上春官者九，至稍后，两省馆

无容足地。时晏海澄院丞久官农
曹，余亦厕词垣五载，相与咨嗟太
息，愧弗若人。爰公函致告州直牧
保山李少白先生，乞筹三千金为建
设资。先生贤有司也，以经始，故
亦未敢多请。余于先生居弟子列，
特上一笺，陈乞如前。五阅月，复
书偕三千金至。盖先生首输五百
金以为绅民倡，遂得六千金，而留
其半建两省试馆于贡院之东西，并
亲为篆额。亦何嘉惠商人士，周至
若此，伊可感也。

值中日战起，院丞参戎幕出
关 。 都 下 汹 汹 ，因 不 暇 及 买 宅
事。明年院丞还，余又乞假归觐，
迄丁酉入都，乃购得老屋一区于
宣南老墙根炭机库之右，直罄所
筹之数，而以修葺之役畀余。秋
九月，始克鸠工，迫寒冬，费又绌，
仅改作前七楹，余略事补苴，兼备
器用，已耗六七百金，而设法弥其
不足，劳无可言。独以拙直，视公
犹已，不少假，几与售主构讼，工

头又被唆使，肆刁难，送城坊惩创乃已。及今回忆，
殊滋惭悔。

次年春闱，陈筱坞大令寓此获隽，是为有商山馆之
始。嗣礼闱借汴，旋停科举，公车不复至。

甲辰，院丞及余先后忧去。比院丞服阕来寓，其间复
以己资二千数百金，改作中后各六楹，前院东西各四楹，馆
前隙地增厩室五。宣统庚戌，余至都，又增后院平房四，遂
改前观。

辛亥，武昌变起，都中秩序乱。凡会馆基金多为乡人
攫去，甚且鬻而分其直，吁可慨已，而商山馆如故。固由无
积金，抑非属人士念前徽重公益不至此？

保山先生即世在丁酉八月，惜不及见此馆之成。今院
丞云亡又将十稔，余亦衰落。大惧昔贤勇义之盛美弗彰，
缕述缘起，勒诸贞珉，庶来□(原碑此字不清，当为“者”)有
考焉。抑又闻之“有功德于民则祀”，保山先生遗爱在商，
固已家家尸祝，政绩今列《清史·循吏传》，无俟赘述。惟筹
建会馆一端，其大庇旅京人士者，功亦不可没。前已建龛
设主馆前院，于每岁六月十九先生诞日集而致祭。兹复采
众议，以院丞并祀，盖前劳不可忘，兼为后起劝也。虑始
难，图终亦不易。

自丁酉迄今，瞬历卅载，馆事悉付余经理，及时修缮，
先后筹垫亦逾千金，幸未倾圮。今老矣，无能为役，有举莫
废，是所望后来诸君子。

时襄同立石者杨诗浙、马骧、晏树昌、刘佩瑢、阮大
振、刘汉文、阎应奎、强玉杰、王维乾、陈柏顺，皆商人，
例得备书。

丁卯秋九月，山阳吴怀清撰并书，年六十有七。
大兴陈云亭双钩刻石。
碑文大意是，北京是全国人文荟萃之地，各省、府、县

大多在这里修有会馆，供进京的本籍人士住宿休息、联络
感情等，这已经是一个传统了。就拿我们陕西来说吧，有
关中、关中南二个省一级的会馆。府一级的会馆有七个，
汉中、延安、榆林各一，凤翔、安康各二。其中，安康最近卖
掉一处。州县一级的会馆有十九个，华州、富平、大荔、合
阳各一，咸宁长安、朝邑、蒲城、韩城各二，三原、渭南各
三。其中，渭南一处焚毁，一处卖掉，现在只剩一处。而泾
阳县馆变卖资产后，用于偿还过去的债务。一个小小的会
馆兴废无常，难道不在于人吗？

我们商於之地过去曾经设州，由省管理，下辖洛南、镇
安、山阳、商南四县，并不是荒僻贫瘠之地，但是因为很长
时间没有人在京里做官，也没有地方官谋划筹办这个事
情，以至于北京已经建都500多年了，商州在这里还没有

会馆。凡官员、学子进京，
大多住在省会馆，或者租房，住宿条件差，很不方便。
1894年，商州有9位举人来京城参加会试，因为来

得迟，省馆已经住不下了。当时，晏海澄做农商民政方
面的官已经好些年了，而我也进翰林院5年了，听说这件
事后，我俩很感慨也很惭愧，于是写信给商州知州李少
白，希望他能筹拨3000两银子用于修会馆。李知州是
个好官，因为才开始筹建，所以我们也没有多要款。我
是李知州的学生，故而也给他写了一封信，诉说此事。5
个月后，收到了回信及3000两银子。原来，李知州带头
捐了500两银子，倡导士绅、民众捐款，共筹集了6000两
银子，留了3000两用于修省城的会馆，并题写了馆名。
他给予了商州人多么大的恩惠呀，安排这样周全，真是
让人感动。

当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晏海澄奉命督师辽东前
线军事。京城动荡，人心惶惶，来不及买房置地办会
馆。第二年，晏海澄回京了，但我又请假回老家探亲，直
到1897年才回京，他便先在宣南老墙根炭机库附近买了
一处旧房，钱也用完了，把修缮的事托付给我。1897年
农历九月，我召集工匠动工整修，但天气慢慢冷了，钱也
不够，只改了前边7间房。其余房子简单收拾了一下，又
置办了点家具，已经花了六七百两银子，还要筹钱弥补
不足，操劳得没法说。我这人比较憨直，把大家的事当
自家的事来办，没有私心。为此，差点与原房主打起官
司，工头又被人教唆，经常给我出难题，后来经过街坊惩
治才停歇了。现在想起来，我还感到羞愧。

1898年会试，陈筱坞知县住在这里考中进士，是有商
山会馆以来的第一人。此后，因北京贡院在1900年被八
国联军焚毁，会试改在河南开封举行。不久，朝廷正式废
除科举，从此再也没有考生进京了。

1904年，晏海澄和我先后因回乡奔丧而离职。等到
他守丧期满回京，又自己拿出2000多两银子，整修了中
院、后院各6间房，前院东、西各4间房，会馆前的空地上
也盖了5间牲口棚。1910年，我回到北京，又在后院盖了
4间平房，至此，旧貌换新颜，会馆才初具规模。

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京城大乱。很多会馆的财产
都被老百姓抢占了，甚至卖了分钱，世事变迁，让人感慨，
而商山会馆得以幸免，固然是因为会馆里没有什么值钱的
东西，但难道不是因为当地人念及前贤的公德之心才没有
抢占吗？

1897 年农历八月，李知州去世，没能等到会馆次
年落成。现在，晏海澄去世将近10年了，而我也垂垂
老矣，很担心先贤修筑会馆的义举不为人知，于是把
事情的由来详细记述，并刻石立碑，让后人知道这些
事。古人说，给老百姓办了好事的人应该要祭奠他，
李知州在商州留下了让人追怀的德行和恩惠，大家
都在纪念他，他的政绩也载入了《清史稿·循吏传》，
在这不用多说。只是筹建商山会馆一事，给商州来
京的人士提供了很多方便，功劳很大，不能被埋没。
之前已经在会馆前院设小阁供奉他的牌位，在每年
农历六月十九李知州诞辰时，大家一起举行仪式祭
祀他。现在又采纳大家的意见，把晏海澄和李知州
一起祭祀。前人的功绩不能忘，也要激励后人，修会
馆这件事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最终能修成实在很
不容易。

从1897年到现在，转眼间30年过去了，这期间会馆
的事都是我在负责，有问题及时修补，前后筹集垫付了
1000多两银子，所幸会馆保存尚好。现在，我也老了，再
也无能为力了，会馆既然修好了就不能再荒废，这件事情
以后还要靠大家呀。

同时相助刻石立碑的有杨诗浙、马骧、晏树昌、刘佩
瑢、阮大振、刘汉文、阎应奎、强玉杰、王维乾、陈柏顺，都是
商州人，也都记录在此。

1927年农历九月，山阳县人吴怀清撰文并书写，时年
67岁。北京大兴人陈云亭描摹并刻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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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 绳 农家小院 夜间缝补

《创建商山会馆记》碑刻拓片（国家图书馆 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