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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 “欠约”的猜想

董亚飞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旅蒙商在近两百年的草原贸易中，遗留下了众多的原始文献。在搜集整理文献中，发现很

多因各种原因被打散的单一文书难以识读。本文以一张百字左右的“欠约”，分析在面对单一文书而无

其他证据或背景资料的情况下，如何做到从文书本身出发，回归到它产生的时代背景中，对其进行识读

和归户，了解这一文书的特殊性，并理解它背后的故事。进一步了解旅蒙商的草原贸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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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契约文书搜集整理和研究，是一项繁杂非

常的工作。搜集、整理、研究每一项都工作量巨大，

进展缓慢。其中，在搜集时会存在零散契约文书现

象，或是因为商号留存较少，或是因为时间久远而

遗失，或是因为牟利而造成契约文书的被迫散乱不

堪等等一些原因造成了很多契约文书以单一的形式

出现。在收藏界，单一文书大多一文不值，这也造

成了很多单一契约文书的遗失，加大了我们搜集民

间契约文书的难度。而单一的契约文书，因为没有

背景资料，没有史料支撑，使得我们在进行民间契

约文书整理和研究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困难。

一、文书内容

“欠约”出自刘建民先生《晋商史料集成》，

全文仅 107 个字，但是其中所蕴含的内容丰富，可

以商榷的地方也众多。

以下为录文：

立欠约人陈永泰，今欠到

万盛玉记 名下係收过家居货物银两，净欠债纹

银壹佰元五两贰钱壹分，全中言明五年后，十年拨

还，恐口无凭，立约存照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廿二日 

陈永泰立 +

保正：李士漂 +  任兆熊 +  贾兆麟 +  魏育贤 +

中人：吕德元 +  闫世富 +  杜斗珏 +

根据“欠约”内容，首先可以获得到几点信息：

欠约、陈永泰、万盛玉、欠银、五年、十年拨还、

乾隆五十四年、保正、中人。我们可以确定这是乾

隆五十四年，也即己酉 1789 年的一张“欠约”，

内容中说明了还钱的事情，最后除了立约人，还有

保正和中人画押。这其中似乎存在着一丝打官司的

味道。根据这些信息，做一简单整合，大概意思为：

陈永泰欠万盛玉钱，除去家居货物外，还欠下纹银

壹佰元五两贰钱壹分，在五年之后，分成十年归还，

有四位保正与三位中人共同证明。根据孟伟教授的

步骤，我们知道了时间、主客体、简单的定性以及

部分要素。不过，其中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释清楚。

诸如，这张“欠约”出自何处？“万盛玉”字号、

陈永泰是什么情况？“家居货物”是什么意思，是

家具吗？为何出现“元”这一单位？还款一共需要

十五年时间合理吗？是“拔还”还是“拨还”？为

什么会有四个“保正”？这张“欠约”的背后会有

什么故事？这些问题都需要再进行分析。

二、“欠约”识读问题

在“欠约”的识读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字或者

词的意思不甚明了，或是一些字、词不易识别的情

况。比如，“欠约”中到底是“拔账”还是“拨账”，

从此页的墨书书写上是比较难以确认的。根据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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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研读过的其他文书看，一般认为这两个字在“欠

约”中是一个意思。

此外，“欠约”中的“家居”、“元”该如何理解？

家居可能大体相当于家具，但不完全等同，包括家

具和各种用品用具。“家居物货”是指“不动产的

院子和铺面”，也可以理解为店铺里面的固定财产。

这里便可以做思考，在什么情况下会将一个商号的

“家居货物”收了，还欠下对方钱，并且该商号还

会容许欠款人在几年后分期偿还。可以做一个推测，

在乾隆五十四年十日二十二日，陈永泰接收了万盛

玉记的商铺中家居和货物了，在付了一部分后，还

欠下一部分，进行分期偿还。

三、”欠约”出处

对于各种契约文书来说，出处的确定，是研究

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因为一旦可以确定一张

文书的出处，便意味着可以根据它的出处地，缩小

范围，寻找当时在此地的商业活动和商业习惯，从

而看出这些在文书内容中的体现。此外，还可能根

据出处地，查找到文书内容中所提到的字号、人物、

事件等相关的记载或者研究成果。最后，解读出文

书中不能够理解的部分。前述中所提到的：这张”

欠约”出自何处？“万盛玉”字号、陈永泰是什么

情况？还款一共需要十五年时间合理吗？为什么会

有四个“保正”？这四个问题，则是确定本文所谈”

欠约”出处的重要问题点。同时，这些问题的解读

也基本上解决了”欠约”识读中存在的最重要的几

个问题。

万盛玉商号留存材料极为稀少。根据张家口轮

才书院顾问常忠义先生所言，在其对张家口老城（张

家口堡外北侧）“草厂巷街区”的商贸业历史进行

考证中，发现以“万升玉”字号铺址冠名的两条巷名，

断定此字号应当是有着一定的历史地位，但是由于

街巷名称的多次改动，已不能确定是否为原有用字，

并查证到清嘉道之后没有“万升玉”或“万升裕”

等字号的出现。而这条“草厂巷街区”是清康乾时

期形成的半封闭式商家街区，其中的房屋建筑与晋

中地区类似，山西茶商与运输的驼队集中于此，最

早在清康熙前期已有祁县商人的“茶栈”设于西侧。

这样的街区处在“万里茶路”沿途的重要节点城镇

上，是一个集茶店（栈）、驼号、草厂、面铺、万

升（盛）玉等等商家字号而冠名在一起的历史街区。

“欠约”内容中，最值得怀疑的地方之一是”

欠约”的还款时间“五年后，十年拨还”，前后共

历经十五年的时间，这意味着可能会是”欠约”人

经营存在着十年合伙大帐的情形，并且存在着“转

账”，在此情形下边经营边还款，因此“十年拨还”

是非常重要的细节之一。另一份北京万盛皮局的”

欠约”，还款方式是“三年后履年归还”，这说明

存在着这种”欠约”还款的形式。另外还存在着长

达十九年的”欠约”，这是一份很正常的契约，因

为长支太多，要离职了还不上，所以立一个”欠约”

分期偿还，其中的花押什么都很正规。在当时的商

业经营中，大多数商号几年时间会有一个账期，在

当时的商业经营中，大多数商号几年时间会有一个

账期，在账期结束时，商号都要进行分红和重新订

立合同。并且账期制度除用于分红之外，更重要的

是通过重新订立合同以便调节商号和商号股东之间

的利益问题。[3] 比如，著名的旅蒙商行——大盛魁，

三年一结账，为一个账期。[4]

相比较其他地区的合伙账期，由于路途遥远，

一次贸易时间偏长，且对于牧民等贸易对象存在长

期赊贷现象等等原因，草原贸易合伙账期中通常存

在着十年以上进行一次“大帐”的现象，这使得每

个账期有着较长的时间间隔。根据孟伟教授所言，

草原买卖城在进行转让活动时，会通过”欠约”中

的类似做法，那里的房屋院子，没有人购买，如果

一个商号进行转让，一般都是盘给商人，如果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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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盘给商人，可能一分钱都不会得到。这点同时也

可以结合本文有关“家居”部分所言。由此我们可

以作出推测，这份”欠约”的诞生地可能是在草原

上的“买卖城”，并且草原贸易中合伙账期在十年

左右的字号，可能是与陈永泰有关的字号，而了解

此字号，便可能知道具体时间草原上哪座买卖城。

四、结束语

至此，我们可以大概了解”欠约”背后的故事。

即，万盛玉商号因为某种未知的原因不能继续经营，

所以连家居带货物全部转让给陈永泰，陈永泰付过

一部分钱后，陈还需要支付纹银 105 两 2 钱 1 分，

并请了四个人做保，三个人做见证，约定五年之后

分十年偿还。

这张契约没有任何信息说明它是哪里的，是不

是草原贸易，因为什么原因发生这个情况。我们则

是从契约本身，基于文本进行较为合理的解读。但

有些原始文献比较复杂，并不是希望知道的信息都

能够获得。就如此”欠约”，如果知道地点和商号

情况，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现在面临这很多

的孤立的、单一的文书，可能还有错别字，这就造

成了识读信息困难的情况。本文则是希望启发我们，

在面对只有单一文书而无其他佐证或背景材料时，

如何做好是从文书本身出发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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