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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真价实，童叟无欺”

周莹深知，要在经营中立于不败之
地，把自己的商业大厦做大做强，诚信决
定了一切。

吴家的高陵南糖商号食盐专卖店误
将海盐当晋大青盐卖出，被一个老人购盐
时发现了。老人找到商号总理给出了严
厉的批评。周莹知道此事后，非常重视，
立即命盐店贴出告示，承认错误，以三倍
价格赔偿给老人，受到高陵县百姓一致好
评。她的盐店销售额，几乎在一夜间提高
了四倍，占到全县盐销售量的七成多。事
后，周莹命商店在门口挂了一块“诚实无
诈自律自戒”的木匾作警示，这块牌匾在
她死后毁于南糖店的一场大火。

当百姓遭遇灾害时，正是缺衣少粮之
时，许多商家纷纷涨粮价，而周莹却千里
贩粟也不加价，为民解困，获得民众一致
赞扬。但此举却引起一些粮商的痛恨，骂
她砸了他们的饭碗。周莹听到后笑道：

“民以食为天，你若为牟取暴利无所顾忌，
真正砸破碗的人就是自己了。”

“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是周莹终生
坚持的经商原则。对于下属的粮行经营，
她常常亲自检查质量，亲自动手拣杂挑沙
过土；对于布行，她常常卖布亲自复尺；对
于茶行，她同样亲自品尝新陈。吴家的商
品在她的严格管理下，经得起消费者检
验，更经得起货比三家。

与此同时，周莹坚持打造自己的品
牌，边民喜欢块茶，她就高薪聘请茶叶专
家，创造出名传西部边陲的“泾砖”茶，成
为陕西知名产品；对于当地的特产三原大
布，她不惜工本，精益求精，对原布加工工
艺多次改进，使三原大布质量不断提升，
信誉日增。

一品诰命
先后两次获得慈禧封诰

周莹掌权的 25 年间，揽到旗下的人
才成百上千，仅财会人员就多达260多名，
这些人都是誉领各地的拔尖能手。

对于那些她家的佃户，也都是她的邻
居，她也很是关心，千方百计解决他们的
实际问题。后来，周莹干脆把自己的土地
放权给佃户经营，佃户自负盈亏，纳税之
后每亩地每年象征性缴纳斗粮做租金。
如遇歉收或灾祸当年租金免收，在双方自
愿基础上一经签约，即日生效，20年不变，
赢得了当地百姓的爱戴。

由于战乱和天灾，关中地区涌现出饥
民大潮。周莹经过商量后，决定开仓放
粮，设置粥厂，赈济灾民。让泾阳、淳化、
三原、蒲城、富平等自家米粮店开仓放粮，
在安吴堡外辟出 5 亩地设立日夜粥厂，将
库存粮食分给周边揭不开锅的穷苦人
家。此外，她还捐助银子兴水利、办教育、
建文庙、助军饷，使她成为关中地区远近
闻名的侠义“女商人”。在国家危难时，周
莹还能慷慨解囊，更是难能可贵。慈禧西
安避难时，周莹向慈禧太后提供了10万两
白银的支持，慈禧亲手题写“护国夫人”牌
匾赐给她。《辛丑条约》签订后，她又向国
家进交白银，同赴国难。慈禧感于她的义
举，封她为“一品诰命夫人”。

宣统二年（1910 年），周莹去世，终年
42岁。临终前，她将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巨
额财产分给所有下人，土地归村人共有。
给周莹出殡的当天，四邻乡亲八万多人自
发给她送葬，真是空前绝后。

吴氏庄园

吴氏陵园

周莹 谁说女子不如男
《那年花开月正圆》中的清代商业界奇女子

奉婚冲喜
婚后不久，周莹就成了寡妇

清同治七年（1868），周莹出生在陕西三
原县鲁桥镇孟店村。周莹的曾祖父周梅村，
经营盐业，是清朝嘉庆时期三原的富商大户，
为人疏财仗义，在当地被称为“周八爷活财
神”。周莹出生时，周家早已家道中落，并且
她父母早逝，由兄嫂抚养长大。哥嫂把她许
配给了安吴堡大富豪吴尉文的儿子吴聘。

吴氏发家，主要是由于吴尉文得了办理
淮盐盐务，就是在户部注册，承办江苏、江西、
安徽等省盐业的专卖权。他凭借手中掌握的
几百万盐引，就是政府发给的专卖盐业执照，
一引为四百万斤，在扬州设立“裕隆全”盐务
总号，各地设立分号，一年就有几百万两银子
的收入，盐商在当时是最有权势的官商。

吴尉文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吴聘，这孩子
十六岁时得了不治之症，已经奄奄一息。当
时民间有个迷信的说法，把带病结婚叫“冲
喜”。因此吴家决定提前结婚。举行婚礼这
天，吴聘已经病势垂危，卧床不起，只得让他
的妹妹扮男装，代替哥哥行礼。婚后不久，吴
聘就去世了。周莹从此就变成了寡妇。

一年后，吴尉文在外出途中遇难，据说
是讨账途中坠入黄河溺亡，许多账簿都丢
失。时局的动乱，影响了百姓的生活，也影
响了各类生意，吴家当然不能幸免。此后，
吴家的商业逐渐衰落，收不敷出，已濒临瓦
解之势。但好在吴家仍有不少商号、店铺和
资本。失去了公公这个靠山，周莹并没有退
缩，她冷静地处理了家中大事。此时的周莹
仅仅只有18岁。

“垂帘听政”
吴家家业在她手中起死回生

当时，周莹一个年纪轻轻的寡妇，尤其
是封建时代，男女授受不亲，如何抛头露面，
她想出了一个办法。周莹就效仿历史上的
女皇搞起了“垂帘听政”。

当年年终，周莹将吴家在外地的总领
（商号经理）召集回来，由总管家代替主人设
宴款待，以示东家对伙计们的关怀。吃喝完
毕，周莹在大厅一间屋外挂上一道竹帘，听
取各地生意情况的汇报。之后，分别提出了
她对下一年度的安排意见。

当时参加宴会的总领，很不以为然，认
为“一个年轻寡妇，懂得什么”，都抱着姑妄听
之的态度。谁知第二年年底，结算账目时，凡
是按照周莹主意办事的商号，都赚了大钱，相
反不执行周莹意见的都赔了本。由此之后，
周莹在总领伙计中间树立了威信，大家无不
佩服她在商业经营上的独具慧眼、善于理财
的本领，从此声名大起，打开了局面。

周莹接管家事后，用她的智慧和辛勤，
用好管家和账房人等，在她的悉心料理下，
吴家原有商号个个重新兴盛起来，后来还增
设了不少分号。除了继续经营江苏、江西、
安徽等省的淮盐引又先后在湖北、上海、四
川、重庆、甘肃、陕西等地设了总号、分店，甘
肃主要经营药材，湖北主要经营布匹。各大
商埠、码头都有吴家的生意。南通北达，联
成一气，呼吸可通全国。

民间曾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吴家的伙
计走州过县，不吃别家的饭，不住别家的
店。”其经营范围之大，资本之雄厚，可以想
见。之后，周莹又在关中各地开设当铺，药
铺以“仁寿堂”为字号，并在淳化、口镇等地
开设了油坊、烧酒坊、粮店、米号；泾阳县城
内山门角以西两边都是吴家的房产，共二十
几院，足足占了半条街道。这时吴家的家业
已经达到了鼎盛时期，周莹为吴家挣下了几
百万两银子的巨额财富。

对簿公堂
继子承嗣后竟然企图独掌家产

周莹在管理上毫不手软，对于背叛吴家的人，她也是
快刀斩乱麻及时处理，体现了她的雷厉风行的风格。

在吴氏商业占半壁江山的成都山货药材店——川花
总号总理（即经理）和扬州“裕隆全”盐务总号总理想趁原
东家去世将商号据为己有，周莹获悉后，对此展开了暗中
调查，在掌握了大量证据后，迅速撤换了两位总理。随
后，周莹提拔诚实守信的伙计进入商号管理层。

在生意经营上，周莹入行不久，很多门道都没搞懂，
但是她靠着淳朴的信念，一切以经营为上，百姓需求为
上。对于陷入困境的渭北吴家运载业，她果断改革，采取
统一管理、统一运价、利益均得、共担风险的方针，一举将
陷入困境的渭北运载行业引出了泥沼，保证了西部物流
在风雨中畅通。

周莹继承了吴家的家业，但没有儿子继承却是憾
事。为了吴家的传宗接代，不得不在本族中院要了孩子
承祧过继，过继的儿子起名叫吴怀先（后人称安吴大

少）。据说，按宗族关系，南院和东院的亲系最近，按理应
该在南院中选子承嗣，但是周莹不喜欢南院的孩子，为此
事和南院打了多年的官司，周莹最后以“择贤立爱”为由，
赢了南院。她给了中院一万两银子，收吴怀先入门承祧。

然而，吴怀先承嗣后，竟然企图独掌家产、取得掌家
大权，与其母周莹发生了矛盾，常闹家务纠纷。

周莹深知吴家的今天，来之不易，不能轻易放弃权
力，一怒之下，到西安道台衙门越级告状。当时的府台兼
布政使是樊增祥，吃了双方的贿赂，用釜底抽薪之计，把
周莹娘家叔父周十一、周十二传来申斥说吴家母子不和，
都是他们从中挑起，“解铃还须系铃人”，要他们去解疙
瘩。周莹听说后很是生气，决心要到兰州总督衙门上告。

樊增祥闻此消息，很是紧张，就将吴怀先叫来说：“你
母亲要到总督那里上告，告你个忤逆不孝之罪，就要杀
头。”他一面恐吓吴怀先，一面又委托咸、长知县（即咸阳

和长安县）出面调解，他们领上吴怀先来到三原山西街周
莹的公馆，隔帘长跪请罪，从早上跪到下午，周莹才开恩
叫吴怀先起来，一场家务官司就此了结。

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以泾阳县安吴堡吴氏
家族的史实为背景，讲述清末陕西女首富周莹苦心
经营打造吴氏商业帝国的故事。剧中周莹是一个有
着浓厚江湖习气的女子，跟着养父舞枪弄棒打把式
卖艺。周莹被输光钱财的养父卖掉，逃跑时因缘际
会来到了吴家，开始了跌宕起伏的一生。历史上的周
莹（1868-1910）果真如此吗？ ▋据《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