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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润非均到照本分利:徽州婺源“寄小伙”
———以汪养佳嘉庆八年至二十五年流水账为中心

程泽时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ꎬ 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清嘉庆年间徽州婺源商业存在一种“寄小伙”的合伙过渡形式ꎮ 大商号所雇用的店官ꎬ既携带主

家资本贩卖货物ꎬ又通过“寄小伙”的形式在婺源亲友同事中募集银钱资本从事生意ꎬ并可能向主家转嫁成本ꎮ
寄小伙银钱的合伙人ꎬ不参与经营ꎬ其利润由直接经营的合伙人决定ꎬ并非按照出资比例分配利润ꎮ 而寄小伙银

钱较多的合伙人ꎬ开始主张算账并照本均分利润的权利ꎬ这是“寄小伙”向照本分利的典型合伙过渡的反映ꎮ 婺

源有亲友为商人饯行接风的习俗ꎬ但它对“寄小伙”的利润分配没有直接影响ꎮ
〔关键词〕“寄小伙”ꎻ合伙ꎻ利润ꎻ照本分利ꎻ饯行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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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徽商合伙从来是照本分利的吗

有学者述评明清合伙研究时指出ꎬ关于合伙

利润分配“基本仅是简单介绍与描述ꎬ未见有深

入的背景分析、古今及各地异同比较等更有意义

的探讨”ꎮ〔１〕既有的明清徽商合伙研究ꎬ聚焦于徽

商合伙的资本来源与组合ꎬ而较少关注利润分

配ꎮ
日本学者藤井宏最早提出徽商资本的七种

来源方式ꎬ分别是共同资本、委托资本、婚姻资

本、援助资本、遗产资本(继承资本)、官僚资本、
劳动资本ꎬ〔２〕但是他没有回答不同种资本是否按

资均分利润的问题ꎮ

张海鹏、王廷元认为ꎬ“附本经营”是徽商资

本的重要组合形式之一ꎮ 受托人是财力较强、善
于经商的人ꎬ接受至亲好友的委托资金只占很小

的一部分ꎮ 委托人获得的利润率ꎬ“大概与受委

托人的商业利润率是一致的”ꎮ〔３〕 因为所依据的

主要材料是方志、谱牒、笔记等含混、约略的文

字ꎬ诸如«孝义传»«笃行传»«义行传»之类ꎬ一般

记载粗疏简略ꎬ难以准确地说明合股经营或委托

经营方式的真正面貌ꎬ〔４〕 所以ꎬ他们关于利润分

配的结论只是推断ꎬ需要更为细致、精准的资料

来实证ꎮ
孙强认为晚明时代徽州商业合伙的史料中ꎬ

虽然没有“有限合伙”和“隐名合伙”之名ꎬ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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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两类合伙之实ꎬ即出资者将资金委托给其所属

经济单位之外的商人代为经营ꎬ属于附于商人的

经营资本中藉以取利ꎬ在史料记载中常常被称为

“附本”或“附金”ꎮ 且依据徽州地方文献«太函

集»三则简略的记载ꎬ并认为“虽然材料中对经

营亏损及负债情况下的责任问题没有显示ꎬ但可

以判断ꎬ在这种情况下ꎬ作为主要出资人的商人

当负有无限连带责任ꎬ而附本者的责任应以其所

投入的资本额为限度”ꎮ〔５〕 在没有账簿材料的情

况下ꎬ所谓“判断”似乎只能是推断ꎮ
马勇虎提出晚清徽商合伙的利润分配方式

以是否二次分配为标准ꎬ可以分为利润均分和正

余利制两种ꎮ〔６〕这里的利润均分和正余利制ꎬ均
假定和隐含着“照本分利”的共同前提ꎮ

以上研究ꎬ除马勇虎使用账簿、账单外ꎬ其余

均使用方志、谱牒、笔记等简约文字材料ꎬ故而无

法深究徽商合伙的利润分配问题ꎮ 张海鹏、王廷

元和孙强的推断ꎬ马勇虎的实证ꎬ似乎表明徽商

合伙从来是照本分配利润的ꎮ 下文拟利用嘉庆

八年至二十五年婺源江村的汪养佳所记录的 １９
页流水账为材料ꎬ对合伙利润分配原则以及合伙

人权利义务的变迁等作深入的个案分析ꎬ以揭示

徽商合伙利润分配原则历史变迁的“拐点”ꎮ

二、材料的说明:汪养佳流水账包括

礼单和寄小伙银账

　 　 该流水账簿包括封面和空白扉页ꎬ共计 １９
页ꎮ 封面手书“汪养佳 吉旦”ꎮ

第 ３—４ 页最右边竖行抄写了“五年八月十

六日”标题ꎬ然后从右到左竖行抄录了汪养佳 １１
笔收礼与回礼的清单ꎬ以及“接入寄小伙银底”
账单ꎮ 汪养佳所收的礼物有糕、手巾、绒领、荷
包、鞋等ꎬ所还礼物有(青)柴、碟器、烟、猪肉(记
作“亥”)、九江纸等ꎮ 该账单记录了 ６ 笔“入寄

小伙银”的姓名、银两数目以及还银数目ꎬ且每笔

盖有戳记“讫”字ꎮ
第 ５—６ 页最右边竖行抄写了“嘉庆八年十

一月往楚”的标题ꎮ 然后从右到左竖行抄录了 ９

笔汪养佳收礼与回礼清单ꎬ以及“入寄小伙银

账”ꎮ 礼物种类基本同前ꎮ 该账单记录了 ４ 笔

“入寄小伙银”的姓名、银两数目以及还银数目ꎬ
且每笔盖有戳记“讫”字ꎮ

第 ７—８ 页最右边竖行抄写了“嘉庆十年十

月初四日往楚”的标题ꎮ 从右到左竖行抄录了 ６
笔汪养佳收礼与回礼清单ꎬ以及“入寄小伙银

账”ꎮ 该账单记录了 １ 笔“入寄小伙银”的姓名、
银两数目以及还银数目ꎬ且每笔盖有戳记“讫”
字ꎮ

第 ９—１０ 页最右边竖行抄写了“嘉庆十三年

四月廿五日往楚”的标题ꎮ 从右到左竖行抄录了

６ 笔汪养佳收礼与回礼ꎬ以及汪养佳送礼的 ６ 笔

清单ꎮ
第 １１ 页最右边竖行抄写了“□记小伙银底

账”的标题ꎮ 从右到左竖行抄录了 ６ 笔“入寄小

伙银”的姓名、银两数目以及还银数目ꎬ且每笔盖

有戳记“讫”字ꎮ 此外ꎬ汪养佳记录了嘉庆十九

年六月二十六日其与德元叔的利润分配的纠葛

以及在他人调解下当面算账ꎬ并增付利润五两的

简要情况ꎮ
第 １２ 页最右边竖行抄写了“嘉庆乙亥年八

月廿八日往楚”的标题ꎮ 从右到左竖行抄录了 ６
笔汪养佳收礼与回礼的清单ꎮ 该页笔迹与第 １１
页、第 １３ 页的笔迹稍有不同ꎬ字体稍大ꎬ且潦草

些ꎮ 当是后来插补空白页记录的嘉庆二十年八

月二十八日往楚ꎮ
第 １３—１４ 页最右边竖行抄写了“嘉庆十六

年二月廿八日往楚”的标题ꎮ 从右到左竖行抄录

了 １２ 笔汪养佳收礼与回礼的清单ꎮ
第 １５—１６ 页最右边竖行抄写了“嘉庆二十

三年三月初三日往楚”的标题ꎮ 从右到左竖行抄

录了 ９ 笔汪养佳收礼与回礼的清单ꎮ
第 １７—１９ 页最右边竖行抄写了“嘉庆二十

五年八月贰十七日往楚”的标题ꎮ 从右到左竖行

抄录了 １１ 笔汪养佳收礼的清单ꎬ以及 ７ 笔“入寄

小伙银”的姓名、银两数目ꎮ 但是既没有回礼的

记录ꎬ也没有还银数目的记录ꎮ 这份“嘉庆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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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八月贰十七日往楚”流水账非常特别ꎬ是送

礼与入寄小伙银钱一起记录ꎮ 据此可以推断ꎬ汪
养佳于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启程往楚做

生意ꎬ亲友们多赠送礼物ꎬ有的还接酒饭饯行ꎮ
有的亲友既赠送礼物ꎬ又入寄小伙银钱ꎮ 有亲友

没有赠送礼物ꎬ仅入寄小伙银钱ꎮ
综上ꎬ汪养佳于嘉庆五年、八年、十年、十三

年、十六年、二十年、二十三年、二十五年 ８ 次往

楚做生意ꎮ 前后两次间隔最短的时间不足两年ꎮ
前后两次间隔最长的时间超过四年ꎮ 这里就提

示一个问题:送礼回礼的礼俗与寄小伙的商业之

间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

三、流水账所见汪养佳地缘、血缘、姻缘、
业缘交织的人际网络

　 　 流水账中ꎬ汪养佳记录姓名一般都保留了

表明人伦关系的称谓ꎬ有尊称的翁、公、伯、兄ꎬ有
体现姻缘关系的舅、嫂ꎬ有体现师徒关系的“先
生”“师”ꎬ有体现主客关系的“主家”ꎬ还有需要

辨析其与汪养佳伦理关系的“官”ꎮ 当然ꎬ称兄

道弟未必都是血缘关系ꎬ还可能是商业伦理关系

中的称呼ꎮ «学徒称呼须知»载:“子弟投师学贸

易ꎬ先分尊卑称呼ꎮ 行铺正主为师ꎬ并有总管及

正店官ꎬ带徒者ꎬ此皆专管教之师ꎬ本称老师ꎮ 同

事中有年长过我二十以上者ꎬ均当以老师、老伯ꎮ
年长十岁以上者ꎬ以老叔称之ꎮ 年长数岁及先后

学徒年长者ꎬ皆以老兄称之ꎮ 惟后来学徒年小于

我者ꎬ可以老弟呼之”ꎮ〔７〕这里重点讨论业缘关系ꎮ
(一)业缘关系之一:商号中主客雇佣关系

据流水账中的礼单记载ꎬ嘉庆五年 “俞鲁

宗”送汪养佳鞋一双、糕二包ꎬ八年“主家”送汪

养佳鞋一双、糕二包ꎬ十三年“鲁宗主家”送汪养

佳鞋袜一副、糕四包ꎬ十六年“俞鲁” 〔８〕 送汪养佳

缎鞋袜一副、糕四包ꎬ二十(乙亥)年“主家”送汪

养佳鞋一双、糕四包ꎬ二十三年“主家”送汪养佳

缎鞋袜一副、糕四包ꎬ二十五年“主家”送汪养佳

缎鞋二双、放伸袜一双、糕四包ꎮ 唯有嘉庆十年

没有出现“主家”或“俞鲁宗”送礼的记录ꎮ 主家

自然不会向汪养佳入寄小伙银ꎬ只会在雇员启程

前赠送礼物ꎬ以示慰问鼓励ꎮ 据此可以推断ꎬ汪
养佳应是俞鲁宗所雇佣的店员ꎮ 俞鲁宗出资开

设商号ꎬ汪养佳受雇于俞鲁宗ꎮ
(二)业缘关系之二:商号中的店官同事关系

据流水账中的礼单记载ꎬ嘉庆五年ꎬ“太宁

官”送汪养佳糕二包ꎻ八年ꎬ“潘太官”送绒领一

条ꎬ“戴岩生官”送手巾二条、领一条ꎻ十年ꎬ“太
宁官”送绒领一条、糕二包ꎬ“戴高官”送缎鞋一

双、糕二包ꎻ十三年ꎬ“太宁官”送领一条、糕二

包ꎻ十六年ꎬ“太宁官”送领一条、手巾一条ꎬ“天
音官”送脚布二双ꎬ汪养佳没有回礼ꎬ“定祥官”
送包肚一只、手巾一条、秋领一条和扇一把ꎻ二十

三年ꎬ“天音官”送手巾二条、脚布二双ꎻ二十五

年ꎬ“吴颖官”送手巾二条、平口一只、糕二包ꎬ寄
小伙工银二十两ꎮ 显然ꎬ这些记录中一般省略了

姓氏ꎬ单独保留名字和称谓ꎬ“官”字应不是名字

的组成部分ꎬ而是称谓ꎮ
清代«江湖必读»中就有“店官”的概念ꎮ 星

江大和堂藏版、同治元年春镌刻的«增订见心集

大全»ꎬ收录了星源朱文轩辑的«江湖必读»ꎬ婺
源江湾镇晓起岭下村裘烈坤抄录了«江湖必读»
全文ꎮ〔９〕«江湖必读»应是婺源商人普遍阅读的

教科书ꎬ它在广义、中义和狭义上使用了 “店

官”ꎮ
广义的店官指行主以外的商号员工ꎮ «学徒

任事切要»载:“初入门数日ꎬ当侍立众店官之

侧ꎬ或立久方许坐从低末之处ꎮ 行主、老师

及店官渐有逐事吩咐ꎬ授执跟学”ꎮ〔１０〕 中义的店

官应包括掌总、掌局ꎮ 狭义的店官与行主之间是

主客雇佣关系ꎬ行主有权考核、奖罚众店官ꎮ «立
规模以壮观ꎬ定章程而不易»又载:“掌总、掌局

管钱管银ꎬ重设副正ꎬ繁有帮人ꎬ收进发出ꎬ内查

外寻ꎬ访探行情ꎬ办货贵真ꎬ走水采买ꎬ脱陈留新ꎬ
经手赊账ꎬ责成取身ꎮ 司厨、司杂、粗工、学生ꎬ熟
识接客ꎮ 主人待宾ꎬ敬公罚私ꎬ强去和留ꎬ奖勤责

怠ꎬ褒智教愚ꎬ始终如一ꎬ店可兴”ꎮ〔１１〕 狭义的店

官ꎬ既不包括管总、统事、库房等高级商号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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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ꎬ又不包括杂务、粗工、炊爨等杂役人员ꎬ一般

指充当买卖水客、访市办货、接待客友、查收各

账ꎬ以及寻船起货、下货管栈、出入收拾货物的中

层业务人员ꎮ «因人授事量能论俸»又载:“第一

在管总、统事、库房ꎬ次则内外店官ꎬ买卖水客ꎬ访
市办货ꎬ接对客友ꎬ查收各账ꎮ 又次则寻船起货ꎬ
下货管栈ꎬ出入收拾货物ꎮ 又次则杂务、粗工、炊
爨等事ꎬ授事论俸”ꎮ〔１２〕

据此可推断ꎬ汪养佳的身份也属于俞鲁宗行

主所雇佣的中层业务人员ꎬ与太宁、潘太、天音、
戴岩生、戴高、定祥、吴颖具有同样的商号身份ꎮ
可能基于商号内部章程的规定或竞业禁止的要

求ꎬ他们一般未向汪养佳入寄小伙银钱ꎮ 唯一的

例外是嘉庆二十五年吴颖入了寄小伙银二十两ꎮ
(三)为婺源商人外出经商饯程及接风的礼俗

婺源商人每出门和返乡ꎬ亲友常常为其饯行

和接风ꎮ 汪养佳所记的流水账中ꎬ大部分篇幅就

是其接礼与回礼的礼单ꎮ «江湖必读»中的«出
门恳辞饯程ꎬ归家莫令接风»载:“饯程及接风ꎬ
乃族人亲友之厚礼ꎮ 惟文人乡会之行ꎬ前辈长者

之回ꎬ领之无愧ꎮ 若少年子弟出外商贾ꎬ时往时

返ꎬ何必作饯? 既受饯行ꎬ回家必送物还礼ꎬ又备

接风ꎮ 此种风俗ꎬ彼此多费ꎬ不过悦人耳目ꎬ子人

情意而已ꎮ 且送饯者ꎬ皆作吉兆之言ꎬ称其必定

发财而回ꎮ 但受饯者未必皆是得意还乡ꎬ或有折

本而归者ꎮ 当之岂能无惭ꎬ不若彼此两相心照ꎬ
临别托以家事ꎮ 而送者一诺千金ꎬ各嘱保重ꎮ 及

归时果不负其所托ꎬ足见厚情美意ꎬ存心图报ꎬ此
则谢者ꎬ理所当然ꎮ 而受者亦可无歉矣”ꎮ〔１３〕

为了统计和分析便利ꎬ笔者把为汪养佳往楚

贸易送礼或接风的人次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是

与汪养佳具有地缘、血缘、姻缘关系的人ꎮ 汪养

佳 ８ 次往楚ꎬ有 ２ 次饯行送礼接风达到 ９ 人次ꎬ
最少的一次也有 ３ 人为其饯行送礼ꎮ 第二类是

与汪养佳具有业缘关系的人ꎬ又细分为三种:
(１)主雇关系ꎮ ８ 次往楚ꎬ主家俞鲁宗饯行送礼 ７
次ꎬ唯有嘉庆八年没有饯行送礼ꎮ (２)同事(店
官)关系ꎮ ８ 次往楚ꎬ有 ５ 次店官为其饯行送礼ꎮ
账簿出现的店官有 ８ 人ꎬ分别为太宁官(４ 次)、
潘太官、戴岩生官、戴高官、天音官(２ 次)、定祥

官、吴颖官和胡四宝官ꎮ (３)师生关系ꎮ ８ 次往

楚ꎬ有 ４ 次是先生或师为其饯行送礼的ꎮ

图 １　 为汪养佳往楚贸易饯行送礼或接酒饭的人次分类统计

　 　 汪养佳的回礼中ꎬ最常见的是“柴”或“青
柴”ꎬ可能是一种类似柴胡的湘黔苗疆特有的中

草药ꎮ 据婺源木商汪立昌的«嘉庆廿三年往苗账

底»补记:“用钱六十文ꎬ承士耀送篁柴廿捆ꎮ 用

钱七十八文ꎬ还装篁柴一百〇三捆ꎬ内有廿三捆

送礼”ꎮ 又记:“九月初五ꎬ用钱九百六十文ꎬ买篁

柴四十捆ꎮ 用钱六十文ꎬ承洪三德送廿捆”ꎮ〔１４〕

该年九月在托口、岗上多次大批量接收赠送或购

买“篁柴”ꎮ 承士耀、洪三德应是与汪立昌交易的

商号ꎮ 汪立昌返程时ꎬ他们赠送篁柴ꎬ汪立昌三

次所付的数十文应是力夫钱ꎮ １ 捆“篁柴”价值

制钱 ２４ 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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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寄小伙”的特征

从汪养佳的流水账分析可以得出ꎬ清嘉庆年

间的“寄小伙”ꎬ具有兼业经营、礼俗与业商渐分、
利润并非均分、合伙人股权意识渐兴四个特征ꎮ

(一)“寄小伙”的经营资本合伙人是兼业经

营的

汪养佳是受雇于主家俞鲁宗的商号之店官ꎬ
充当买卖水客ꎬ往楚办货ꎮ 但汪养佳所记流水账

并没有反映出主家俞鲁宗的所出资本、所获利润

的数量ꎬ以及其自身有无出资ꎬ与主家是否共担

盈亏等情况ꎮ 由于汪养佳在礼单中一直称呼俞

鲁宗为主家ꎬ因此ꎬ汪养佳极可能没有与俞鲁宗

一起共同出资而构成合伙关系ꎮ 由于无资料据

以分析ꎬ只能存而不论ꎮ 但按照汪士信的分类和

界定ꎬ即使汪养佳没有出资ꎬ仅仅是俞鲁宗的资

本经营者ꎬ也与俞鲁宗构成一种合伙关系ꎮ 即所

谓一个资本所有者和多个资本经营者(汪养佳只

是众店官之一)之间的合作ꎮ〔１５〕 此种情形中ꎬ汪
养佳不持有合伙资本意义的股份ꎮ 如果汪养佳

既不持有资本意义的股份ꎬ又不持有收益分配意

义的股份ꎬ〔１６〕 就认定汪养佳与俞鲁宗是合伙关

系ꎬ显然是没有道理的ꎮ 由于没有资料依据ꎬ无
法判断汪养佳是否持有山西票商那样的 “身

股”———一种收益分配意义的股份ꎬ因此无法展

开分析ꎮ 不过ꎬ张海鹏、王廷元认为ꎬ徽商资料尚

未发现“身股”的证据ꎮ〔１７〕

汪养佳虽然受雇于主家俞鲁宗ꎬ受委托携带

资本去往湖北、湖南办货ꎬ但是ꎬ并不影响其携带

自己的资本ꎬ并接收亲朋好友的“入寄小伙银”资
本ꎬ贩卖货物ꎬ赚取利润ꎮ 虽然其流水账没有反

映出其自身出资和盈利情况ꎬ但是其赚取利润应

当是事实ꎮ 否则ꎬ亲朋好友不会向其“入寄小伙

银”ꎮ 这样看来ꎬ汪养佳不但是俞鲁宗的资本经

营者ꎬ而且是其自身的资本经营者ꎬ还是众位入

寄小伙银亲友的资本经营者ꎮ 于是ꎬ在“入寄小

伙银”中ꎬ就出现了汪士信所谓的“合股”ꎬ〔１８〕 即

一个资本经营者和多个资本所有者ꎮ
(二)“寄小伙”礼俗与业商渐分

“寄小伙”与饯行接风礼俗最初可能是联系

在一起的ꎬ但是逐渐地礼俗与业商分离开来ꎮ 从

下图 ２ 可以看出ꎬ汪养佳 ８ 次往楚商贸ꎬ每次都

有亲友为其饯行送礼或接酒饭的ꎬ最多 １２ 人次ꎬ
最少 ６ 人次ꎮ 嘉庆十六年、二十年、二十三年三

次ꎬ竟然没有人寄小伙银钱ꎮ 嘉庆八年、十年、十
三年三次中ꎬ送礼并寄小伙银的只有 １ 人次ꎮ 可

见ꎬ婺源为商人外出商贸饯行接风的礼俗与寄小

伙银钱之间关联性不大ꎮ

图 ２　 为汪养佳往楚商贸饯行送礼、寄小伙银人次统计

　 　 (三)寄小伙银钱资本的利润并非均分

汪养佳 ８ 次赴楚ꎬ只有 ５ 次接入寄小伙银

钱ꎮ 其中ꎬ有 ４ 次对寄小伙银钱资本的利润分配

有清晰记录ꎮ

１. 嘉庆五年八月十六日 “接入寄小伙银

底” 〔１９〕

整理账簿如下页表 １、图 ３ꎮ 汪养佳接收了 ６
位的合伙资本共计 ２０. ５ 两ꎮ 其中ꎬ黄治叔、黄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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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嘉庆五年入寄小伙银账

图 ３　 嘉庆五年“寄小伙银”利润率

青、天佑弟 ３ 位ꎬ也是送礼给汪养佳的 １１ 位亲朋

好友中的 ３ 位ꎮ 汪养佳“接入寄小伙银底”ꎬ从合

伙资本来源看ꎬ应是藤井宏所说的“援助资本”类
型ꎬ也是张海鹏、王廷元所讲的委托经营中的“附
本经营”ꎮ

从账单看不出汪养佳自己的资本、利润情

况ꎬ只能看到 ６ 个入寄银本的合伙人的资本、利
润情况ꎮ 江伉华师的资本利润率是最高的ꎬ为

１００％ ꎮ 江伉华既可能是汪养佳的蒙童学业的老

师ꎬ又可能是汪养佳的商业老师ꎮ 德元叔的资本

利润 率 是 最 低 的ꎬ 为 ３０％ ꎮ 平 均 利 润 率 为

４０. ３％ ꎮ 但不知道汪养佳什么时间接收银本ꎬ无
法折算年利润率或月利润率ꎮ

从合伙资本的利润分成来看ꎬ至少入寄小伙

银的 ６ 位并不是利润均分的ꎮ 那么ꎬ是什么因素

影响着汪养佳对入寄小伙银者的利润分配? 向

汪养佳赠送礼物并得到回礼的黄万青ꎬ其利润率

为 ４０％ ꎮ 向汪养佳赠送礼物并未得到回礼的黄

治叔、天佑弟ꎬ其利润率分别为 ３０. ２％和３７. ５％ ꎮ
三位均低于平均利润率 ４０. ３％ ꎮ

２. 嘉庆八年十一月“入寄小伙银账” 〔２０〕

整理账簿如下页表 ２ꎮ 比较表 １、表 ２ 可知ꎬ
较之嘉庆五年ꎬ嘉庆八年有元、万青均增加了本

银ꎮ 汪养佳的入寄小伙银本也增加了ꎮ 或许有

元对嘉庆五年 ５０％的利润率满意ꎬ万青对于嘉庆

五年 ４０％的利润率也满意ꎬ因此继续向汪养佳

“入寄小伙银”ꎮ 嘉庆八年的利润分成中ꎬ有元的

利润率继续维持在 ５０％ ꎮ 万青的利润率又分两

种情 况: 第 一 种 是 入 寄 银 股 本 的 利 润 率 为

４２. ８６％ ꎮ 第二种是入寄钱股本的利润率为

１００％ ꎮ 略高于嘉庆五年的利润率ꎮ 据此似乎可

以推断ꎬ汪养佳嘉庆八年的往楚生意所赚取的利

润要高于嘉庆五年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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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嘉庆八年入寄小伙银账表

　 　 根据杨端六的研究ꎬ从乾隆元年至嘉庆十二

年ꎬ银钱比价基本稳定ꎬ一两银维持在千文以下ꎮ
从嘉庆十三年到咸丰六年 ４９ 年间ꎬ银贵钱贱ꎬ一
两银总在千文以上ꎬ银钱比价由一千二三百文涨

到二千文ꎮ〔２１〕具体在婺源县ꎬ银钱比价应与变化

趋势基本相同ꎮ 嘉庆五年、嘉庆八年ꎬ汪养佳接

收制钱的ꎬ还以制钱ꎬ没有进行银钱的兑换ꎬ这可

能与当时银贱钱贵有关ꎬ一般人心理都愿意持有

涨价升值的财货ꎮ
３. 嘉庆十年十月初四日寄小伙银底账

账载: “万青兄寄钱壹千文ꎬ讫ꎬ还钱贰千

文ꎮ” 〔２２〕嘉庆十年ꎬ只有黄万青向汪养佳入寄小

伙钱ꎮ 嘉庆十年黄万青的利润率为 １００％ ꎮ 该年

有 ７ 位向汪养佳赠送礼物ꎬ只有黄万青 １ 人入寄

小伙银ꎮ
４. 嘉庆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寄小伙银底账〔２３〕

整理账簿如下表 ３ꎮ 嘉庆十三年ꎬ汪养佳接

收万青嫂制钱 ２０００ 文ꎬ还以九五半银 ４ 两ꎮ 根

据当时银钱比价ꎬ２０００ 文制钱不值 ２ 两银ꎬ因此ꎬ
万青嫂的利润超过 １００％ ꎬ即超过一本一利ꎮ

表 ３　 嘉庆十三年寄小伙银底账

　 　 ４ 次分配利润中ꎬ每次分配利润都是由汪养

佳决定的ꎮ 每个寄小伙银钱的合伙人的利润率

都是不同的ꎮ 利润率最高的超过 １００％ ꎬ最低的

为 １３. ５％ ꎮ 嘉庆五年的平均利润率为 ４０. ３％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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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寄小伙银”资本利润率的最高与最低值的四年统计

　 　 (四)寄小伙银钱的合伙人的股权意识渐

兴———照本均分

嘉庆年间ꎬ寄小伙银钱的方式在婺源逐渐流

行起来ꎮ 在汪养佳的流水账中出现了 ８ 位店官

的姓名ꎬ他们也应和汪养佳一样会携带主家资

本ꎬ外出充当水客ꎬ贩卖商品ꎬ为主家赚取利润ꎬ
同时也希望接收亲朋好友的寄小伙银钱ꎬ兼营商

业ꎬ为自己和其他合伙人赚取利润ꎮ 这也意味着

为试图寄小伙银钱的亲朋好友提供了选择入伙

对象的机会ꎮ 众店官之间是相互竞争的ꎮ 合伙

人在追逐利润过程中ꎬ迫切希望知道经营资本的

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情况ꎬ尤其是成本和利润

情况ꎮ 而外出经营、执行合伙事务的店官(合伙

人)ꎬ往往不会向入寄小伙银钱的合伙人透露、公
开流水账簿ꎬ更不会齐集全体合伙人当面算账ꎬ
核计成本利润ꎮ 如果说主家与店官之间ꎬ主家居

于支配地位ꎬ那么寄小伙中ꎬ寄小伙银钱的合伙

人与经营资本的合伙人之间ꎬ经营资本的合伙人

常常居于支配地位ꎮ 寄小伙银钱微薄的合伙人

即使内心希望有算账、监督核算成本利润的权

利ꎬ也不敢出声主张ꎮ 而敢于向经营资本的合伙

人主张算账并且均分利润的股权ꎬ只能是出资较

多的合伙人ꎮ
嘉庆十三年的寄小伙银钱的合伙人中ꎬ德元

叔是入寄小伙银最多的一位ꎮ 据汪养佳记录:
“后三月初十日入德元叔寄工银叁拾肆两五钱五

分ꎬ系代收戴高兄还银五十贰两ꎬ内除过ꎮ 此项

总共还九五半银肆拾两零二钱三分ꎬ内寄利银柒

两八钱六分ꎮ 至十九年六月念(廿)六日ꎬ蒙胡功

臣翁、胡四宝官、黄楷公当面又算ꎬ劝身屈付九五

半银五两正ꎮ 共还九五半银肆拾五两一钱三分ꎮ
清记ꎬ切记ꎬ切记”ꎮ〔２４〕 汪养佳是嘉庆十三年闰三

月接收德元叔的入寄小伙银 ３４. ５５ 两ꎬ但是ꎬ并
非德元叔现实交付的ꎬ而是“戴高兄”应还德元叔

银 ５２ 两ꎬ由汪养佳代收的ꎬ其中过账 １７. ４５ 两ꎬ
可能是德元叔先前欠了汪立昌 １７. ４５ 两的钱债ꎮ
这里的“戴高兄”应是“戴高官”ꎬ即嘉庆十年为

汪养佳饯行送礼的“戴高官”ꎮ 戴高官也应当是

俞鲁宗所雇用的、年龄长于汪养佳的一位店官ꎮ
所以ꎬ账簿中有时汪养佳称“戴高官”ꎬ有时称“戴
高兄”ꎮ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猜测ꎬ德元叔也曾向

戴高官入寄了一笔小伙银ꎬ而戴高官所还的 ５２
两也是银本及利润ꎮ

汪养佳嘉庆十三年往楚生意的返回及分配

利润时间不详ꎮ 但这次汪养佳只还德元叔银本

及利润一共 ４０. ２３ 两ꎬ利润率才 １６. ４４％ ꎬ远远低

于嘉庆五年入寄小伙银时 ３０％ 的利润率ꎮ 德元

叔应是不满意的ꎮ
嘉庆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汪养佳又往楚贸

易ꎮ 流水账并未见记录有人入寄小伙银ꎮ 此后

二十年、二十三年汪养佳往楚贸易ꎬ流水账均未

见记录有入寄小伙银ꎮ 没有人向汪养佳入寄小

伙银ꎬ或许也与德元叔被分配较低利润有关ꎮ 直

到二十五年ꎬ汪养佳往楚ꎬ又有人入寄小伙银钱ꎮ
德元叔一直不甘心ꎮ 嘉庆十九年闰三月初

十日ꎬ汪养佳往楚贸易后返回婺源ꎮ 德元叔邀请

胡功臣翁、胡四宝官、黄楷公三人出面调解ꎬ要求

汪养佳增补利润ꎮ 其中ꎬ胡功臣翁于嘉庆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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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向汪养佳入寄小伙银 ５ 钱ꎬ汪养佳还本利 １
两ꎬ利润率 １００％ ꎮ 胡功臣翁应是乡里的长老ꎬ嘉
庆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汪养佳启程往楚ꎬ胡功臣

翁并未赠送礼物饯行ꎬ但汪养佳却送烟一包ꎮ 胡

四宝官应是俞鲁宗所雇用的店官之一ꎮ 黄楷公应

是乡里长老ꎮ 此二人在账簿其他地方没有出现过ꎮ
汪养佳记述“当面又算”颇耐人寻味ꎮ 据此

推断ꎬ此前汪养佳与德元叔曾当面算账ꎮ 这证

明ꎬ德元叔有核算利润的习惯权利ꎬ有要求分配

利润的习惯权利ꎬ这是股东的核心的习惯权利内

容ꎮ 由于不清楚汪养佳在此次寄小伙银钱总资本

中出资多少ꎬ因此无法知道德元叔是否是第一大

出资的股东ꎮ 但在 ６ 个入寄小伙银钱的股东中ꎬ
德元叔是出资最多的ꎬ超过其他人出资的总和ꎮ

表 ４　 德元叔的银本利润二次分配表

　 　 汪养佳自称“屈付”５ 两ꎬ是汪养佳向德元叔

“让渡”合伙利润ꎬ也是执行合伙事务并“独裁”
决定分配利润的主要合伙人向出资较多的合伙

人“被迫”均分利润的过程的典型反映ꎬ也是合伙

利润向按照资本平均化转变过程的典型反映ꎬ更
是合伙人之间权利“极化”向“平权”方向调整的

过程的典型反映ꎮ

四、结论与余论

西方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往往建立预测

的理论模型ꎬ使用函数曲线ꎬ来追寻某些经济指

标变化的拐点ꎮ 笔者不是经济学出身ꎬ而是法学

出身ꎬ不会建立经济模型ꎬ使用函数曲线ꎬ但是基

于社会法学、历史法学的思维ꎬ也会追问:制度变

迁、转折的历史过程中的拐点在哪里? 为什么会

转折? 此前ꎬ学者往往把照本分利看作合伙的典

型特征ꎬ本文找到婺源汪养佳账簿中的寄小伙这

种合伙的过渡形态的样本(利润非均)ꎬ并发现了

从利润非均向照本分利的转折过程中的拐点ꎮ
(一)结论:从利润非均到照本分利的“寄小

伙”
婺源“寄小伙”中ꎬ出资合伙人和经营资本合

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在不断的博弈中逐渐明确、

定型ꎬ按照出资比例分配利润的原则也是逐步形

成的ꎮ 最初ꎬ众多的出资合伙人不能参与算账ꎬ
其利润也不是按资均分ꎬ而是由经营资本的合伙

人“独裁”决定ꎮ 慢慢地ꎬ出资较多的合伙人要求

算账ꎬ并按资均分合理利润ꎮ 最后ꎬ众多合伙人ꎬ
无论出资多少ꎬ均有算账、监督、按照资本平均分

配利润的权利ꎮ 同治元年的«合伙合同文契»是
一种徽州通行的契式ꎬ是一种成文的民间合伙规

范ꎬ其将众合伙人算账均分的权利定型化、常态

化ꎮ 其曰:“立商议约某人ꎬ窃以财从力生ꎬ事在

人为ꎬ某等知心有素ꎬ义可断金ꎮ 今各出本银若

干ꎬ开张某铺ꎬ生理如作客ꎬ则云贩卖某货生理ꎬ
协力同心ꎬ刻苦营运ꎬ每年月日算账一次ꎬ除房伙

水脚伙食杂费之外ꎬ所得利息平半均分ꎮ 自合伙

之后ꎬ凡事忍耐和气ꎬ至公无私ꎬ不得任性争忿ꎬ
私心肥己ꎮ 倘有等情ꎬ神明鉴察ꎬ见一罚十ꎬ以惩

欺弊ꎮ 所有支用议规条列于后ꎬ今欲有凭ꎬ立此

商议约ꎬ一样几张ꎬ各执一纸存照”ꎮ〔２５〕

但本文的研究仍没有阐释合伙人按照出资

额分担亏损原则(“照本担亏”)的确立过程ꎮ
(二)余论:寄小伙的法律责任与兼业关系仍

不清楚

１. 婺源“寄小伙”中ꎬ如果经营资本的合伙

—１９１—

从利润非均到照本分利:徽州婺源“寄小伙”



人ꎬ将众寄的小伙银钱资本亏蚀ꎬ出资的合伙人

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承担责任ꎬ又承担多大

的法律责任? 至少有三种可能:第一种是不承

担ꎮ 即使亏蚀ꎬ出资的合伙人须得到经营资本的

合伙人还本付息ꎬ此时他们之间是一种还本计息

的借贷关系ꎻ第二种是承担有限责任ꎬ即以所寄

小伙银钱为限ꎬ最多赔完小伙银钱资本ꎮ 此时类

似“隐名合伙”ꎮ 第三种是无限责任ꎬ即与经营资

本的合伙人一起承担连带责任ꎮ 这些都是预设ꎬ
需要新的账簿资料来历史实证ꎮ

２. 婺源的“寄小伙”是店官在经营主家大规

模资本之余ꎬ兼营寄小伙银钱资本ꎬ二者之间成

本是否分开计算? 如果主家要求分开ꎬ是如何分

开计算的? 事实上ꎬ店官雇用船只和木簰贩运主

家的货物ꎬ会顺便携带为“寄小伙”所采买的货

物ꎬ主家无法进行过程监督ꎮ 这是“寄小伙”的

“转嫁”成本、赚取利润的空间之一ꎮ 这是汪养佳

４ 次经营寄小伙银钱资本、分配利润率高于 ３０％
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这也是后世商法确立的竞业

禁止原则的由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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