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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徽州茶商李训典出身于商贾世家ꎬ精于茶叶制作ꎬ多次代表徽州参加国内外的博览会ꎬ为徽州名

茶国际化作出重要贡献ꎮ 在近代转型时期ꎬ李训典家族将商业经营、实业救国理念和从事基层教育活动有机结

合起来ꎬ实现了经济与教育的良性互动ꎬ充分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ꎮ 徽州茶商家族的这种文化自觉既是徽商

对自身历史传统的延续与超越ꎬ更是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新思潮不断涌现的近代社会剧变背景下ꎬ徽商以自

身方式所展现的浓厚爱国情怀与时代担当ꎮ
〔关键词〕近代ꎻ徽州茶商ꎻ李训典家族ꎻ茶叶经营ꎻ振兴瓷业ꎻ基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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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时期ꎬ徽州茶商面对“千年未有之变

局”ꎬ努力抓住世界茶叶市场发展新趋势ꎬ借助以

博览会为代表的近代物质交流新窗口推广优质

新产品ꎬ〔１〕从而赢得商机与利润ꎬ成为推动近代

徽商群体发展转型的支柱性力量ꎮ 近代徽州茶

商家族在获利并显赫的同时ꎬ其子弟大多陆续投

身其他行业ꎬ表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向ꎬ在承续明

清传统徽商发展路径的同时也体现出近代社会

的典型时代特征ꎮ 以往学界对徽州茶商家族与

近代世界博览会事业之关系、茶商家族多元化发

展路径及其时代特色等问题缺少具体考察ꎮ〔２〕有

鉴于此ꎬ笔者以近代徽州著名茶商李训典家族为

例ꎬ利用族谱、报刊和民间文书等资料ꎬ对李训典

家族的茶叶经营、家族子弟振兴瓷业与投身新式

教育等方面内容进行论述ꎬ以期从不同侧面呈现

徽州茶商家族发展与近代社会剧变之复杂关系ꎮ

一、茶叶经营

李训典家族世居祁门南乡景石村ꎬ属于祁门

景石李氏ꎮ 从大的支派来说ꎬ其宗族属于三田李

氏中的界田派ꎮ〔３〕李训典高祖父为 ３０ 世钟兴公ꎬ
因族谱残缺ꎬ其生平事迹无从知晓ꎮ 钟兴公生志

祥和志禋两公ꎬ后者承钟雷公祧ꎮ 曾祖志祥公

(１７８９—１８６９)ꎬ官名延裕ꎬ字德昭ꎬ号简轩ꎬ国学

生ꎮ 幼习儒业ꎬ屡试未售ꎬ加之因家事繁多ꎬ遂弃

儒治家ꎮ 他重视家族子弟教育ꎬ以朱子«家礼»
为治家范本ꎬ热心宗族事务ꎬ“更新祠宇ꎬ创立启

采公祀业”ꎬ〔４〕 为家族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ꎮ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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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生有二子:联琎、联芳ꎮ 联琎(１８０８—１８６２)为

李训典祖父ꎬ官名文煌ꎬ字和璧ꎬ号玉斋ꎬ例贡生ꎮ
联琎开启家族经商传统ꎬ同时热衷于宗族事务ꎬ
积极维持族约ꎬ为亲族排难解纷ꎬ办事秉公执正ꎬ
在乡里很有声望ꎮ 联琎去世后ꎬ其妻胡氏继承崇

文重教的传统ꎬ“择地陈家山ꎬ建立挹元书屋”ꎬ
教诲儿孙ꎬ成就斐然ꎮ 其八十寿时ꎬ翰林院庶吉

士婺源宗昭炜和当涂县训导、祁门汪村的汪光烈

均撰有骈散寿序ꎮ 九十寿时ꎬ安徽督学部院钱某

题有“北春堂永”四字额ꎬ邻村严潭岁贡生王殿

臣撰有寿序ꎮ〔５〕李训典叔祖联芳生教诚、教灼和

教育三子ꎮ 其中ꎬ李教育继承家族经商传统ꎬ并
“精于茶务ꎬ深得陆庐之秘ꎬ善于治生ꎬ广置田园ꎬ
工于营谋ꎬ建造华屋ꎬ羡慕书香ꎬ教子成名”ꎬ〔６〕不

仅经营贸易较为成功ꎬ而且教子有方ꎮ
训典祖父联琎生二子:教道、教理ꎮ 训典伯

父教道(１８３４—１８８６)ꎬ字宗圣ꎬ一字丽生ꎬ号华

山ꎮ 教道生训诰、训则和训常(幼殇)三子ꎮ 训

典之父教理(１８４０—１９０２)ꎬ官名登鳌ꎬ字仰贤ꎬ号
衡山ꎬ增贡生ꎮ 教理生七子:训谟、训典、训伦、训
英、训维、训正、训吉ꎮ 其中仅有训谟、训典和训

英长大成人ꎬ其他均殇亡ꎮ 训典(１８６５—１９３１)ꎬ
字旭寅ꎬ号徽五ꎬ附贡生ꎮ 娶贵溪十甲胡氏名秀ꎬ
生四子:家騄、家駬、家馯、家騤ꎮ〔７〕训典自幼有大

志ꎬ“习举子业ꎬ年甫弱冠ꎬ补博士弟子员ꎬ自是朝

乾夕惕ꎬ益求上进”ꎬ〔８〕后因生计问题ꎬ被迫从商ꎮ
李训典曾先后充任安徽巡按使公署、巴拿马博览

会筹备会劝导、徽属红绿茶出品专员、祁门县茶

商公会会长ꎬ〔９〕是其家族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重

要人物ꎬ不仅推进其家族的商业发展走向鼎盛ꎬ
对徽州茶业与茶商之整体发展亦功不可没ꎮ

教道、教理一同打理家庭的茶叶生意ꎮ 但因

教道中年去世ꎬ当时“家中茶业生理正盛ꎬ助理需

人”ꎬ训典的堂兄训诰(即教道长子)又受聘到外

地担任塾师ꎬ训典两弟训英、训则尚幼ꎮ 在这种

境况下ꎬ家中缺少茶叶贸易的人手ꎬ于是训典遵

守“有事弟子服其劳之训”的族规家训ꎬ“舍学就

商”ꎬ佐助父亲和兄长训谟一起“经营德隆安茶

号、鼎和红茶号”ꎬ〔１０〕 从此走上茶叶经营之路ꎮ
李训典长子家騄(１８９２—?)ꎬ字越凡ꎬ号攀月ꎬ别
号饮雪嚼冰者ꎮ 毕业于祁门县立高等小学堂ꎬ后
为增生ꎬ先后在南京茶务讲习所和皖江法律学校

进修ꎬ学有所成后帮衬其父经营茶叶ꎮ〔１１〕

李训典家族从事安茶和红茶两种茶叶贸易ꎬ
在长期的经营中互有盈亏ꎮ 关于安茶ꎬ民国«祁
门之茶业»记载ꎬ“红茶之外ꎬ尚有少数安茶之制

造ꎬ此茶则概销于两广ꎬ以制法与六安茶相仿佛ꎬ
故名为安茶ꎮ 严格比较ꎬ则稍觉粗放ꎮ 如其南乡

孙义顺之出品ꎬ有百余年之历史ꎬ在粤东颇负盛

名ꎬ与‘徽六名茶’并驾齐驱ꎮ 岭南医士诊方ꎬ常
有以孙义顺茶叶为引者ꎬ亦可见其珍贵与价值

也”ꎮ〔１２〕民国著名学者洪素野到皖南旅行时也谈

及祁门安茶:“红茶以外ꎬ尚有少数仿六安茶制

法ꎬ名为‘安茶’的ꎬ在两广一带负盛名ꎬ产于南

乡ꎮ” 〔１３〕由此可见ꎬ安茶主要以祁门南乡出产最

为著名ꎮ 李训典就是祁门南乡景石人ꎬ其家族从

事安茶贸易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ꎮ
李训典开始接管家中的茶叶生意之时ꎬ安茶

贸易“胜算常操”ꎬ但因家中人口众多ꎬ房屋不够

居住ꎬ于是李训典的父亲李教理准备添建新居ꎬ
但很快茶叶贸易遭受巨大挫折ꎬ“光绪五年红、安
两茶ꎬ均遭亏折ꎬ继开景隆茶号又蒙钜创ꎬ元气因

此大伤”ꎮ〔１４〕这次茶叶贸易的损失ꎬ使得李训典

家族的茶叶生意元气大伤ꎮ 但李训典并未灰心ꎬ
而是秉承徽商创业“一贾不利再贾ꎬ再贾不利三

贾ꎬ三贾不利犹未厌焉” 〔１５〕 的“徽骆驼”精神ꎬ继
续经营茶叶贸易ꎮ 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ꎬ他在南乡

奇口村开设德和隆茶号ꎬ终于“稍获赢余”ꎬ家族

的商业贸易开始有所转机ꎮ
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ꎬ李训典将一部分商业利

润用于建造新房ꎬ花费甚大ꎬ新居落成之时ꎬ已背

负一定债务ꎮ 此后的茶叶贸易时好时坏ꎬ造成

“前偿未清ꎬ新债又起ꎬ继长增高”ꎬ沉重的债务

负担使得李训典长期背负沉重的思想包袱ꎮ 光

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ꎬ李训典协助父亲经理三公

祠ꎬ建造享祠ꎬ并利用祠堂租设鼎和茶号ꎬ兼营杂

—１７１—

业茶、兴瓷与从教:近代徽州茶商李训典家族考论



货、药材生意ꎮ 当时其兄长训谟去世、父亲又双

目失明ꎬ加之ꎬ当年红茶行情虽然尚好ꎬ但安茶却

严重滞销ꎬ造成生意亏折ꎬ致使“家计债务ꎬ丛集

一身ꎬ其困窘宴ꎬ难以言状”ꎮ〔１６〕 此后ꎬ李训典的

红茶生意一蹶不振ꎬ债台高筑ꎬ终身受累ꎮ 光绪

二十八年(１９０２)ꎬ李训典又遭丧父之痛ꎬ从此家

庭负担落在他一人身上ꎬ苦苦支撑茶叶贸易ꎮ 光

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ꎬ李训典母亲去世ꎬ他精神受

到沉重打击ꎬ对茶叶生意不免灰心ꎬ转而潜心研

究«茶经»ꎬ探寻优良的制茶之法ꎬ力求精益求

精ꎬ出产的红茶“制法之善ꎬ出品之良ꎬ久已脍炙

人口”ꎮ〔１７〕

作为徽州茶商巨擘ꎬ李训典先后多次作为徽

州茶叶专员参加博览会ꎬ藉机推动徽茶迈向国际

市场ꎮ 族谱中历数其任职和获奖情况如下:
训典ꎬ附贡生ꎮ 乳名新贵ꎬ字旭寅ꎬ号徽

五ꎮ 曾充安徽巡按使公署、巴拿马博览

会筹备会劝导、徽属红绿茶出品专员、祁门县

茶商公会会长ꎬ迭获南洋劝业会、巴拿马博览

会、意大利都朗博览会头等奖凭、奖图、商标

等ꎬ华茶推销美国自此始ꎮ〔１８〕

从上引内容来看ꎬ李训典不仅仅是一位普通

的商人ꎬ而且具有社会担当精神ꎬ带领祁门红茶

走向世界ꎬ赢得国际声誉ꎮ
因李训典在祁门红茶贸易中的重要地位ꎬ宣

统二年(１９１０)ꎬ他被“安徽实业厅委为办理南洋

劝业会祁门茶叶出品专员ꎬ亲赴南京与会”ꎮ 南

洋劝业会设奏奖(一等奖)６６ 名ꎬ茶业共获得 ８
名一等奖ꎬ其中徽州茶商在上海开设的洪昌隆茶

栈出品的祁门乌龙茶、天保祥茶栈出品的祁门贡

尖茶名列一等奖ꎮ〔１９〕李训典生产的两款红茶、康
达(字特章)出品的一款红茶、胡啸琴出产的一

款红茶和胡元龙出品的一款仙茗茶均获得银牌

奖ꎮ〔２０〕在南洋劝业会中ꎬ祁门红茶“博取一等褒

奖ꎬ祁红声价因此日高”ꎮ〔２１〕 李训典作为祁门茶

业专员参加南洋劝业会可谓不辱使命ꎬ为祁门红

茶赢得了巨大国际声誉ꎮ 除了红茶外ꎬ由李训典

挑选出来的祁门南乡康伊侨、康绍文、康景侣出

品的安茶也获得银牌奖ꎮ〔２２〕

迨至民国ꎬ李训典又被安徽实业厅委任为办

理巴拿马赛会〔２３〕 徽属茶叶出品专员ꎬ负责组织

挑选徽州红茶、绿茶参加本次博览会ꎮ 李训典曾

在安徽巡按使公署任职ꎬ他精挑细选出毛尖、安
茶二百件ꎬ并向该公署申请载运茶叶的船只减税

获得批准ꎬ顺利将这些茶叶运美参赛ꎮ〔２４〕 为了参

会茶叶在会后能顺利出售ꎬ李训典以安徽出品协

会的名义向安徽巡按使公署呈请ꎬ在巴拿马赛会

结束后ꎬ由农商部改组中国茶行ꎬ专门代中国茶

商出售各种名茶ꎬ并附设中国茶楼以卖茶营业ꎬ
其资金由“农商部裁拨ꎬ或在出茶省份酌提茶

税”ꎮ 安徽巡按使公署和农商部最终同意李训典

的提议ꎬ同意闭会后改组中国茶行ꎬ并设茶楼ꎬ具
体事务由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负责ꎮ〔２５〕 李训

典此举为参展的华茶打开了销路ꎬ扩大了华茶的

国际影响力ꎮ
李训典以数十年的从商经验ꎬ挑选出的徽州

红、绿茶大多数“博得优等金质奖牌”ꎮ〔２６〕在巴拿

马万国博览会上ꎬ祁门红茶商品获得大丰收ꎬ“祁
门红茶”以整体身份获得最高奖章“大奖章”一

枚ꎬ祁门商人出品各种牌号的祁门红茶获得金奖

多枚ꎬ其中就有西乡桃源的忠信昌茶号、南乡平

里程村碣茶商胡云霞的春馨茶号、胡元龙的日顺

茶号等ꎮ〔２７〕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使祁门红茶誉满

天下ꎮ
民国五年(１９１６)ꎬ李训典又被委任为意大利

都郎博览会徽属茶叶出品专员ꎬ再次负责组织徽

州各地茶叶参展ꎮ 在这次博览会中ꎬ“我邑(祁
门) 之红茶、休婺之绿茶与赛者ꎬ均得优等奖

凭”ꎬ“自是徽茶名誉ꎬ洋溢环球”ꎮ〔２８〕

李训典在担任祁门茶商公会会长期间ꎬ积极

为茶商群体的利益奔走ꎬ突出表现在据理交涉姑

塘捐税局强征茶税一事ꎮ １９２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ꎬ祁
门茶商乾大等商号将箱茶运经江西姑塘境内ꎬ被
当地捐税局强行加征二成茶税ꎬ茶商恐耽误售茶

时机ꎬ被迫缴纳此税ꎬ才得以顺利通行ꎮ 祁门茶

商回程后向李训典反映此事ꎬ于是李训典以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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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商公会的名义向安徽省省长吴炳湘提出诉求ꎬ
要求省政府“电咨赣省省长ꎬ饬令取销并将已收

二成税款按票退还ꎬ不得仍由该省军阀勒令重征

以重皖商担负”ꎮ 其实ꎬ民国伊始ꎬ皖赣两省就曾

达成“议定皖茶皖征ꎬ赣茶赣征ꎬ两不侵涉”的共

识ꎬ姑塘捐税局强加茶税的行径显然有悖于此ꎮ
李训典据理力争ꎬ经过多方协商ꎬ最后终于迫使

江西省政府作出让步ꎬ要求姑塘捐税局“如遇皖

省出洋箱茶经过ꎬ查验货照相符ꎬ立即放行ꎬ不得

再收二成附加税ꎮ 其已收之款ꎬ均经提填票报

解ꎬ应请免于发还”ꎬ〔２９〕 有力地维护了徽州茶商

的合法利益ꎬ李训典也赢得茶商高度赞扬ꎮ
总而言之ꎬ李训典一生的安茶、红茶贸易大

起大落ꎬ步履维艰ꎬ但他以丰富的茶叶经营经验

和高深的造诣ꎬ先后担任南洋劝业会、巴拿马万

国博览会和意大利都郎博览会的专员ꎬ负责组织

徽州红、绿茶参展ꎬ屡获佳绩ꎬ为徽州茶叶尤其是

祁门红茶享誉世界作出巨大贡献ꎮ “半生苦心孤

诣ꎬ得此佳果ꎬ利虽未就ꎬ志稍申矣”ꎬ〔３０〕 算是对

李训典为茶业而奋斗的切实评价ꎮ

二、振兴瓷业

晚清以来ꎬ随着西方列强经济侵略的不断深

入ꎬ不少爱国志士热忱于倡导实业救国ꎬ大力发

展民族经济ꎬ以此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途径ꎮ
１９１９ 年ꎬ包括李训典家族成员在内的祁门南乡

学界人士组织实业教育研究社ꎬ认为“余等皆国

民分子ꎬ救国义务宜各自尽其天职ꎮ 今余等有惴

于国势之不振ꎬ思救国必以实业为前提ꎬ以教育

为归宿”ꎬ〔３１〕力争实业救国ꎮ 徽州茶商李训典家

族成员积极兴办瓷业公司ꎬ并提出很有见地的经

济理念ꎮ
众所周知ꎬ景德镇在宋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瓷

器制造业的重镇ꎮ 瓷器制造的重要原料是高岭

土ꎬ而景德镇瓷器制造所需的高岭土很大部分就

来自与其毗邻的祁门县ꎮ 据梁淼泰先生的研究ꎬ
晚明祁门就向景德镇供应瓷土ꎮ〔３２〕 清末徽州知

府刘汝骥在举办徽州物产会的公文中就指出:

“伏思徽州为皖南望郡ꎬ图书之富ꎬ甲于东南ꎬ天
产之饶ꎬ数难更仆ꎮ 如祁门之磁土ꎬ岁可供

全国陶业之用ꎮ” 〔３３〕这里也自然包括祁门继续向

景德镇供应瓷土ꎮ
祁门的瓷土具有色白质细、性极腻密的特

点ꎬ尤以东乡的庄岭脚、上下陈、吴坑口、龙凤璧、
大北港等为优ꎮ〔３４〕明清时期ꎬ祁门“土瘠民贫ꎬ岁
入无几ꎬ多取给于水碓、磁土”ꎬ〔３５〕可见经营瓷土

成为民众生活得以维系的重要途径ꎮ 随着中国

传统的瓷器外销受到西方严重冲击ꎬ以祁门籍著

名实业家康达为首的爱国商人倡议改良瓷器制

作ꎬ创建江西瓷业公司ꎬ为实现中国瓷业现代化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３６〕 在实业救国思潮的推动

下ꎬ光绪末年ꎬ江宁人娄国华向清廷提议创设祁

门县瓷土公司ꎬ由藩库出资 ３ 万两白银ꎬ建设房

屋ꎬ购买机器制瓷ꎮ 但因制法不精ꎬ产品销路不

佳ꎬ造成公司亏损严重ꎬ很快停办ꎮ 在民国以后ꎬ
安徽省政府为振兴实业ꎬ下令对祁门瓷土公司以

前的生产情况进行调查ꎬ搜集该公司的档案卷

宗ꎬ力图改良祁门瓷土生产制造ꎮ〔３７〕

李训典堂侄李家骧在基于历史传统和地方

现实经济危机下思索实业救国之路ꎬ系统提出创

办祁门瓷业公司的新理念ꎮ 李家骧 (１８８４—
１９３０)ꎬ清邑庠生ꎬ字蛰凡ꎬ号竹舫ꎬ为李训典堂兄

李训诰次子ꎮ 他出身商人家庭ꎬ自幼受到良好的

新式教育ꎬ毕业于安徽高等学堂预科ꎬ优贡本科

第一类甲等ꎮ １９１８ 年ꎬ从安徽高等学堂毕业的

李家骧结合自己所学知识和实地考察ꎬ在向安徽

省政府呈请的«创办祁门瓷业意见书»中系统阐

述其振兴瓷业的理念ꎮ
在该文中ꎬ李家骧开宗明义地提出创办祁门

瓷业公司的必要性和可行性ꎮ 具体内容如下:
富民之道ꎬ首在振兴实业ꎮ 实业之兴ꎬ贵

于因地制宜ꎬ艺谷于山ꎬ共知不获ꎬ缘木求鱼ꎬ
其何能得ꎮ 此孔子所以有因利而利之说也ꎮ
吾皖土沃物丰ꎬ林矿丝茶ꎬ美利所在ꎬ成效昭

彰ꎬ独工艺品少著名者ꎮ 兹有一种天然美利

之工业蕴藏埋没ꎬ从未经人道及者ꎮ 其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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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ꎬ瓷业是也ꎮ 江西景德镇僻处内地ꎬ交通梗

阻ꎬ所以昔时能为四大镇之一ꎬ至今犹不失为

江西内地唯一之市场者ꎬ无非以瓷业为之本ꎬ
而其他各业ꎬ皆由瓷业因缘而生ꎮ 吾皖祁门

县毗连景德镇ꎬ瓷业原料亦产祁门ꎬ然但知卖

原料ꎬ获蝇头微利ꎬ坐视景德镇之富庶ꎬ而不

知奋然兴起ꎬ殊堪洁叹ꎮ 鄙人宅处祁门ꎬ居邻

景镇ꎬ谨就平时考察所及ꎬ研研所得ꎬ用特分

条缕ꎬ述一贡其愚ꎮ〔３８〕

从上引文字可以看出ꎬ李家骧认为振兴实业

乃富民之前提ꎬ而祁门的瓷土是景德镇瓷器制造

的绝佳原料ꎬ但长期未能在祁门当地实现充分利

用ꎮ 随后ꎬ他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实地考察提

出创办祁门瓷业公司的具体方案ꎮ
李家骧立足祁门瓷土资源丰富的固有优势ꎬ

以及与浮梁县、星子县和景德镇等邻近地区进行

切实对比并概括总结的基础上ꎬ从瓷料精美、燃
料丰富、原料低廉、销场便利、资本易筹和人才易

得六个方面ꎬ系统阐述创办瓷业公司的设想ꎮ 他

认为在祁门创办瓷业公司并非首创ꎬ而是接续前

人事业的“中兴之举”ꎬ颇有见地ꎮ 针对有些人

认为祁门附近的景德镇瓷业制造历史悠久ꎬ闻名

海内外ꎬ会对祁门瓷业造成重大影响的疑虑ꎬ李
家骧提出:“至于毗连景镇ꎬ不但不能为我阻力ꎬ
且为他山之助ꎮ 彼数百年之经验ꎬ我可以仿而行

之ꎻ彼造成之人才ꎬ我可以选而用之ꎮ 故密迩景

镇ꎬ正可事半功倍ꎬ但能出货优良ꎬ何至受其迫

压ꎬ而致遭失败ꎮ 萍乡、醴陵瓷业ꎬ近已蒸蒸日

上ꎬ渐有超过景镇瓷之势ꎬ可为明证ꎮ” 〔３９〕 用事实

说明完全不用顾虑景德镇瓷器产销的 “压迫

感”ꎬ相反能扬长避短ꎬ互相借鉴ꎬ以此来推动祁

门瓷业的发展ꎮ
在撰写意见书之后ꎬ李家骧向安徽省实业厅

递呈创办祁门瓷业公司的条例、章程、资本筹集

和公司内部组织大纲等具体计划ꎬ得到安徽省实

业厅和省政府的认可ꎮ 该公司章程分为资本之

计划、进行之筹备和内部组织大纲三个方面ꎬ每
个方面又由若干部分组成ꎬ内容十分完备ꎮ〔４０〕

在资本方面ꎬ李家骧提出公司资本拟为 １０
万洋元ꎬ其中优先股定为 ５ 万元ꎬ以 １. ５ 万元为

购置建筑设备之本ꎬ其他资本则作为制造营业之

用ꎮ 他认为若能以此进行生产营业的话ꎬ虽然谈

不上资本雄厚ꎬ但正常运作则游刃有余ꎮ 在建造

方面共需 １１８４０ 元ꎮ 在场址的选择方面ꎬ李家骧

认为购买场地花费太大ꎬ只需租用厂址即可ꎬ地
租为 ２００ 元左右ꎮ 厂内设办事处、客厅、陈列所、
贩卖处各一所ꎬ烧成窑、试验窑、石膏窑各一座ꎬ
锦窑三所ꎬ窑屋二所ꎬ厨房二所ꎮ 在置备方面共

需 ３１６０ 元ꎮ 设有办事处器具用品、客厅器具用

品、材料室器具用品、坯房各项置备、机械辘轳十

幅、烧窑用具、邮电并杂费等 ２２ 个类别ꎮ
在筹备方面ꎬ李家骧提出公司资本分官商两

部分来源ꎬ前者仰仗省政府拨款ꎬ后者则向资本

家招股集资ꎮ 为保障经费来源ꎬ他建议在教育经

费下每年拨款若干元ꎬ创办瓷业职工养成所ꎬ目
的是消除景德镇瓷业中不良习惯ꎬ并每年派遣具

有瓷业知识的人士和中学生三四人到日本瓷业

产地留学ꎬ学习研究成瓷烧成和绘画新法ꎮ 他坚

信如此三五年后ꎬ经过改良的瓷器成品必能有广

阔的销场ꎮ 他认为安徽实业不发达的原因并不

在于皖人实业观念薄弱和皖省物力贫瘠ꎬ而是此

前兴办实业的实践中缺乏信用ꎬ造成资本家有所

顾虑ꎬ畏首畏尾ꎬ不愿意出资ꎮ 他立足祁门瓷土

资源的优势ꎬ提出“兹之创办瓷业ꎬ乃利用当地天

然特有之原料ꎬ而经营普通适用之制造ꎬ获利既

速且大ꎬ又有确实之把握ꎮ 决非茫无依据ꎬ绵远

莫期者之所可比拟ꎬ且资本不甚巨大ꎬ易于招集ꎮ
设备亦较简单ꎬ易于开办ꎬ不至有中止迟缓之失ꎬ
足以担保其信用”ꎬ以此来打消资本家的忧虑ꎬ鼓
励他们入股投资ꎮ

在公司内部组织方面ꎬ李家骧认为应分为

甲、乙、丙三组ꎮ “甲组办事人ꎬ系专就制造处本

店计划ꎻ乙组工人系根据烧成窑一座支配ꎻ丙组

夫役之组”ꎮ 具体来说ꎬ办事人之部若干人ꎬ分别

由董事、检察人、总经理、副经理、总会计、副会

计、总技师、副技师、售瓷、庶务、书记等组成ꎮ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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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部共 １９６ 人ꎬ分别由淘土、拉坯、利坯、上釉、
装坯、造模、造坯、利坯、下釉、铸坯、碾料、青画、
彩书、烧炉、大器匣、小器匣、烧窑总管、烧工、运
柴、杂工、选瓷、磨瓷和菱草等组成ꎮ 杂役之部共

２９ 人ꎬ分别为夫役 ２０ 人、守门 ２ 人、茶房 ３ 人、厨
役 ４ 人ꎮ 此外ꎬ李家骧还对瓷业公司的生产制造

情况、年销售量和售价收入等进行估算ꎮ 按照他

的估算ꎬ瓷业公司每月可烧窑 ４ 次ꎬ每年可烧窑

５０ 次ꎮ 每次生产的瓷器分为白胎瓷和上色的彩

瓷ꎬ以每次 １４００ 元的平均价计算ꎬ每年出产瓷品

价值为 ７ 万元ꎮ 他认为瓷业公司每年销售 ２ 万

元的产品就能保本ꎬ高出此数则可获利ꎬ售出越

多ꎬ获利越厚ꎮ
安徽省实业厅和安徽省政府经过研究ꎬ认为

祁门以前仅为景德镇提供制瓷原料ꎬ如果自行生

产瓷器的话ꎬ就能为安徽经济发展开辟新的利

源ꎮ 于是ꎬ安徽省公署赞同李家骧的建议ꎬ并下

达批文“据陈意见尚属核实ꎬ所拟公司简章亦多

可采ꎬ具见研究瓷业ꎬ殊堪嘉许ꎮ 该生果能集股

试验ꎬ官厅必乐予维持ꎮ 若请由公家先行垫款ꎬ
应俟财力充裕时ꎬ再行核夺可也”ꎮ 盛赞李家骧

此举ꎬ鼓励李家骧集资兴办ꎬ待省府经费宽裕时

再给予支持ꎮ
虽然因资料缺乏ꎬ李家骧提议创建的祁门瓷

业公司后续情况缺少记载ꎬ然从上述内容能清晰

地看出ꎬ李家骧具有强烈的振兴实业和发展地方

经济的先进理念ꎬ同时又立足于详细调查和综合

评估ꎮ
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ꎬ官府多少受到李家骧

建议的影响ꎬ并采取维护祁门瓷土产销的行动ꎮ
１９２２ 年ꎬ祁门瓷土运销量比以往增加一倍ꎬ其中

一半左右运销景德镇ꎬ其他瓷土则由祁门商人章

信记等人自行推广销路ꎮ〔４１〕 面对这样的形势ꎬ景
德镇瓷商却想垄断瓷土市场ꎬ勒索祁门商人ꎬ遂
使祁门商人向安徽省政府禀告此事ꎮ 于是ꎬ当年

安徽省省长许世英与江西省政府协商ꎬ要求景德

镇瓷商自行整顿ꎬ摒除积弊ꎬ将运销的祁门瓷土

制定公允的标准ꎬ以此维持瓷业ꎮ〔４２〕 １９２３ 年ꎬ上

海总商会给安徽吕省长发函称ꎬ景德镇瓷业公司

禁止祁门瓷土外运到上海益中机器公司ꎬ造成该

公司无法配置电气瓷料ꎬ请求安徽省政府与景德

镇瓷业界交涉ꎮ〔４３〕从中可以看出ꎬ祁门瓷土市场

已突破景德镇一地ꎬ销售渠道不断扩展ꎮ １９３０
年左右ꎬ祁门瓷土运销景德镇可获得四五十万元

的收入ꎮ〔４４〕１９３６ 年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地质

研究所专门派遣喻德渊到祁门调查瓷土ꎮ〔４５〕 据

同年«徽声日报»调查ꎬ祁门每年有 １ 万多人依赖

瓷土为生ꎮ 祁门东乡瓷土最优ꎬ“专门做磁砖的

水碓ꎬ共计十六家ꎬ每家有工人五十余名ꎬ或百余

名不等ꎬ挑夫百余人ꎬ成本每万斤约一百三十七

元ꎬ售价约一百四五十元之间ꎮ” 〔４６〕

李训典家族还有其他人投身实业活动ꎮ 李

训诰第三子李家骝(１８８９—?)ꎬ字笑凡ꎬ号致远ꎬ
毕业于实业中等学堂ꎬ接受的就是实业教育ꎮ 他

学有所成后也积极走上实业救国之路ꎬ先后担任

安徽省立第二工厂染织科主任、安徽工业学校职

教员、祁门县党部工人部干事、安徽省立第二茶

业试验场管理员ꎮ〔４７〕 他长期在这些企业担任中

层管理人员ꎬ对推动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所

裨益ꎮ

三、从教地方

明清徽商“贾而好儒”ꎬ重视家族子弟教育ꎮ
伴随近代西方新式教育理念与形式的传入并普

及ꎬ徽商重视教育的传统得以延续的同时也由时

代注入大量新元素ꎮ 阎广芬认为ꎬ“近代商人本

身的受教育过程也是推动近代商人捐资教育事

业的重要因素”ꎮ〔４８〕 李训典家族在经商发家后ꎬ
不断捐助子弟入学ꎬ让他们接受新式教育ꎬ其中

不少人学有所成之后ꎬ又积极投入新式教育事业

中ꎬ有力地促进了近代徽州教育的发展ꎮ
前文已提及ꎬ李训典的曾祖父志祥公就十分

重视对子弟的教育ꎮ 这种优秀家风一直被后世

子孙继承下去ꎬ并不断发扬光大ꎮ 李训典之侄李

家骢等人在«李训典行状»中也说:“吾家自太高

祖以来ꎬ世代业商ꎬ至先曾祖考ꎬ始以书课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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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ꎬ〔４９〕 即为明证ꎮ 李训典自幼就受到良好教

育ꎬ但因父亲英年早逝ꎬ家中茶叶贸易需要有人

继承ꎬ于是弃儒就商ꎮ 虽然长期在商海闯荡ꎬ但
李训典具有“富而教不可缓”的教育理念ꎬ不惜

以重金延师课子ꎮ 其家族中多人毕业于祁门县

高等小学和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ꎮ 如李训典

堂兄李训诰ꎬ“光绪丙午科正贡士ꎬ候选训导”ꎮ
李训典长子家騄ꎬ“祁门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ꎬ增
生ꎬ南京茶务讲习所肄业ꎬ皖江法律学校修业”ꎻ
次子家駬ꎬ先后毕业于祁门县立高等小学校、安
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第一部本科ꎮ〔５０〕 现将李训

典家族受教育和从业情况列表如下:
表 １　 李训典家族成员受教育和从业情况一览

注:“—”表示缺记载ꎮ
资料来源:«世系凤田派起龙支»ꎬ«祁门李氏宗谱»卷四ꎬ民国刻本ꎮ

　 　 从表 １ 可以看出ꎬ李训典家族虽是经营茶叶

起家ꎬ但其家族后人大多放弃商业经营ꎬ转而投

入教育事业ꎮ 这和明清时期徽商发家致富后ꎬ其
子弟转而进入其他非商业领域的情况颇为相似ꎮ
李训典堂兄李训诰、李训则ꎬ兄长李训谟ꎬ李训典

三个家族的子弟都受到良好的教育ꎬ从细部来看

又各有区别ꎮ 李家骧、李家駬、李家骢等子弟还

在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实业中等学堂、紫阳

师范学堂接受中高等教育ꎻ甚至如李家骍等少数

族人就读于军事学校ꎬ由此参军入伍ꎬ成为国民

革命军军官ꎮ 而且不少族人学有所成后ꎬ继续投

身祁门县的基层教育事业ꎬ积极培育新式人才ꎮ
例如ꎬ李训诰先后担任祁门县立高等小学校教

员、梅南小学校校长、祁门县教育会会长ꎻ李家骧

先后担任祁门县县视学教育会会长、县立高等小

学校教员、南乡乡立小学校长ꎬ安徽省立第一中

学、第三中学职教ꎻ李家骢先后担任梅南高等小

学校、祁门县立高等小学校教员、祁门县督学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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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训典家族这些从事基层教育事业的族人对祁

门教育秩序的维护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

贡献ꎮ
１９０５ 年ꎬ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ꎬ兴办新学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祁门各地也积极筹办新式学校ꎮ
茶业经济是近代祁门的经济支柱ꎬ因此ꎬ祁门城

乡各处新式学校的兴建与茶业经济有着密切关

系ꎮ 梅南高等小学堂就是由祁门南乡茶商康达、
胡元龙、李训诰等人于 １９０５ 年在平里镇创办ꎮ
校舍由康达捐献的“会同康”茶号改建ꎬ经费报请

县政府附征茶厘ꎬ茶叶每斤抽取 ２ 文ꎬ由茶号经

收再转交学校ꎮ 经过认真筹办ꎬ当年秋季招生开

学ꎬ首任校长即为谢庆余ꎬ开设三个班级授课ꎬ学
生 ６０ 多人ꎬ生源多来自南乡各村ꎮ 由于有着充

足的教育经费ꎬ该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ꎬ培养了

大批新式人才ꎮ 作为祁门县第一所新式学堂ꎬ梅
南高等小学开启了祁门近代教育的先河ꎮ 而在

李训典家族中ꎬ李家骢、李家骏、李家駬学有所成

后均曾任梅南高等小学校教员ꎬ李训诰还曾担任

该校校长ꎮ
在李训典家族众多成员中ꎬ李家駬、李家骥、

李家骧、李家骢、李家骍等人对祁门地方教育的

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ꎮ 李家駬(１８９４—?)ꎬ字轶

凡ꎬ号逸舫ꎬ李训典次子ꎮ 就读于当时徽州颇有

名气的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ꎬ学习优异ꎮ 李家

駬以本科二年级时学校布置的课程作业为契机ꎬ
完成«祁门全境乡土地理调查报告»和«动植物对

于人生之关系»两篇文章ꎬ先后发表于该学校的

校刊«安徽省立第二师范杂志»上ꎮ〔５１〕 前者是立

足于家乡祁门自然环境ꎬ在充分调查之后完成的

调查报告ꎮ 该文分山脉、河流、交通、人民职业与

生计、实业等内容ꎬ对祁门县自然地理和历史人

文、风俗习惯等进行全景式的展现ꎬ显示出李家

駬浓郁的乡土地理观念ꎮ 后者则是对动植物与

人生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考察ꎬ体现出朴素的动

植物观念和人与自然界和谐共处的生态理念ꎮ
１９２１ 年 ６ 月 ７ 日ꎬ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向

徽属六县知事发布通知ꎬ主张利用暑假时间开设

暑假讲习会ꎬ“以推行国语ꎬ增进小学教员学识ꎬ
兼便学生补习为宗旨”ꎬ分为国语、教育、英文、数
学、补习等课程ꎬ每个学员任选一科学习ꎬ学时为

四个星期ꎮ 该讲习活动面向徽州六县的小学教

员、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毕业生和在校学生ꎬ
活动不收学费ꎬ仅收伙食费 ２ 元和灯油茶水等杂

费 １ 元ꎮ〔５２〕李训典家族的李家骧、李家駬等参加

这次培训活动ꎮ 这次讲习会对于提高包括祁门

在内的徽州县域教师教育水平具有很大的作用ꎮ
李家骥(１８８２—１９２８)ꎬ字锡番ꎬ号铁舫ꎬ又号

仞千ꎬ别号凤山太郎ꎬ为李训诰长子、李训典堂

侄ꎮ 自幼业儒ꎬ为国学生ꎬ后毕业于广州市民大

学ꎬ曾供职于广东省长公署科员ꎮ 他有浓厚的乡

土情结ꎬ撰写有«祁门县乡土地理志稿本»ꎮ〔５３〕 该

书采用新式章节体ꎬ分疆域、山脉、河流、交通、险
要、田赋、物产、人物和古迹九章内容ꎬ对祁门自

然地理环境和清末民初的社会经济、风俗物产、
教育文化、地理交通等进行考察ꎬ是清末以来乡

土地理研究热潮的延续ꎬ带有鲜明的近代化特

征ꎮ〔５４〕李家骥尤为关注祁门各乡的学校教育情

况ꎮ 关于梅南高等小学堂ꎬ他说ꎬ“吾邑以此学堂

开办为最早ꎬ成迹以较优ꎬ头班生已于去年卒业

矣”ꎮ〔５５〕对于东乡各地学校ꎬ他亦云“凫溪口等地

有初等小学堂数所”ꎮ〔５６〕 李家骥第四子李修柏

(１９０９—１９６８)ꎬ字希狄ꎬ又名李可福、李可夫、李
式一ꎬ１９３０ 年考入安庆圣保罗中学ꎬ后转入南京

东方中学ꎮ １９３４ 年 ５ 月在江西浮梁程家上参加

工农红军ꎬ投身革命事业ꎬ后任梅南小学教员ꎮ
１９３７ 年重回革命队伍ꎬ被派回祁门开展革命活

动ꎬ建立中共祁门支部ꎬ先后担任皖南特委组织

员、泾县区委书记、华东局民政部科长ꎮ 解放后ꎬ
历任皖南革命干校第四部主任、中国茶叶公司皖

南分公司副经理、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秘书处

处长、最高人民法院华南分院司法行政处处长、
中央政法干校刑法教研室副主任和主任、武汉师

范学院 (湖北大学前身) 法律系副主任和主

任ꎮ〔５７〕

李家骧(１８８４—１９３０)ꎬ字蛰凡ꎬ号竹舫ꎬ为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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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诰次子ꎮ １９０８ 年ꎬ被藩署裁革的书吏戴起洪等

人阻扰茶捐征收ꎬ并勾结王基大、胡文伟到梅南

小学堂滋事ꎬ造成学校停课ꎬ学生被遣散回家ꎮ
但祁门赵知县不仅不认真处理此事ꎬ而且还推波

助澜ꎬ由此激起南乡士绅和学生不满ꎬ他们要求

将此事禀呈安徽提学公署ꎮ〔５８〕 胡文伟、戴起洪等

人还自充南乡梅南小学堂长ꎬ“擅立章程ꎬ私派正

账”ꎬ破坏学校学务ꎮ 当时身为祁门县学生的李

家骧和该校堂长谢庆余一起禀呈安徽提学官ꎬ请
求严惩胡文伟等人的非法行为ꎬ获得批准ꎮ〔５９〕 李

家骧的行为有力地维护了学校的教学秩序ꎬ保证

了茶捐正常征收ꎬ保障了学校办学经费来源ꎬ促
进了梅南小学堂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ꎮ １９０９ 年ꎬ
祁门县官绅公举胡耀华为该校堂长ꎬ兼任国文、
历史教员ꎮ 他聘任一些很有学识的人员来任教ꎬ
如留学日本师范学校的胡维周教授生物、物理、
化学、算术ꎬ促进学校“形式精神均有进步”ꎮ〔６０〕

１９１０ 年ꎬ开办五年的梅南高等小学堂迎来首届的

甲班学生毕业ꎮ〔６１〕当时知县孔令庆、劝学总董谢

庆余一同会考ꎬ并举行毕业典礼ꎮ 梅南小学堂的

这些发展与李家骧等人的贡献密不可分ꎮ
１９１９ 年ꎬ安徽省教育部门委任李家骧为祁门

县视学ꎬ负责督查祁门县教育事业ꎮ〔６２〕 他先后担

任祁门县县视学教育会会长、县立高等小学校教

员、南乡乡立小学校长ꎬ安徽省立第一中学、第三

中学职教员ꎮ １９３０ 年担任南乡乡立小学校长时ꎬ
该校有教员 ６ 人ꎬ学生 ８２ 人ꎬ常年教育经费 ２０００
元ꎮ〔６３〕李家骧长期在祁门担任教育官员和教员ꎬ
对祁门县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

用ꎮ〔６４〕

李家骢(１８９８—?)ꎬ字醒凡ꎬ号星防ꎬ为李训

诰第五子ꎮ 他先后就读于祁门县立高等小学堂、
安徽省立第三中学ꎬ受到良好的教育ꎮ 学有所成

后ꎬ他全身心投入祁门县的教育事业ꎬ先后在梅

南高等小学校和祁门县立高等小学校担任教员ꎬ
造福桑梓ꎮ １９２８ 年春ꎬ他投笔从戎ꎬ加入国民革

命军ꎬ“奉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第三师委充师部

参谋处中尉办事员ꎬ随军北伐ꎬ参与鱼台、济宁、

黄巢寨、济南诸役”ꎬ当年 ７ 月他奉命退伍ꎮ〔６５〕 复

原回乡之后ꎬ他继续投身祁门县的教育事业ꎮ
１９３０ 年ꎬ祁门县督学胡凌云改任县立小学校长ꎬ
教育局长郑文、县长谭声丙向安徽省教育厅保荐

李家骢担任县督学ꎮ 安徽省教育厅十分认可李

家骢的教育能力ꎬ“查该员在省立第三中学校毕

业ꎬ曾任该县县立小学教员四年以上ꎬ学识经验

亦尚丰富ꎬ核与县督学暂行规程所定资格相符ꎮ
本厅即予委任ꎬ除将委状发由该县长转给具领

外ꎬ仍仰随时督饬ꎬ认真视察ꎬ以重职责”ꎬ〔６６〕 正

式委任其为祁门县督学ꎬ并要求李家骢认真履行

视察祁门教育的职责ꎮ １９３０ 年ꎬ安徽省督学周元

吉视察祁门教育状况ꎬ对该县教育局工作颇为满

意ꎬ并称赞 “ 县督学李 家 骢ꎬ 任 事 亦 颇 都 称

职”ꎬ〔６７〕 肯定李家骢的督学管理工作ꎮ １９３１ 年

１２ 月ꎬ督学王德玺视察祁门地方教育时也说ꎬ
“县督学李家骢ꎬ亦堪任事”ꎮ〔６８〕 由此可见ꎬ李家

骢督学工作得到了安徽省教育厅督学员的认可ꎮ
李家骍(１８８９—?)ꎬ字啸风ꎬ李训诰胞弟李训

则次子ꎮ 自幼习武ꎬ先后就读于安徽陆军小学

校、北京清河镇军官第一预备学校ꎬ在保定军官

学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ꎬ陆军中校军衔ꎮ 北伐中

先后担任参战军第二师排长、西北军第四混成旅

排长、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第三师少校团副、
第三十五军少校副官、第十军军官教导团中校大

队长等职ꎮ〔６９〕 北伐结束之后ꎬ返乡投入教育事

业ꎮ １９２９ 年ꎬ督学叶明辉视察祁门县教育状况

时ꎬ李家骍任祁门县立小学校长ꎮ 当时该校常年

经费 ２２００ 元ꎬ有四个班级学生ꎬ在校学生 ９８ 人ꎬ
教员 ７ 人ꎮ 叶氏视察该校之后ꎬ对李家骍赞赏有

加ꎬ称他“任事勤恳而切实”ꎬ对他治校的校务颇

为满意ꎬ“校务取分担主义ꎬ计分教务ꎬ训育ꎬ文
书ꎬ揭示ꎬ成绩ꎬ书报ꎬ园艺ꎬ卫生ꎬ事务ꎬ体育十

部ꎬ每部设主任一人ꎬ均由教师兼任ꎬ会议亦能按

时举行ꎬ各种设备据云尚足敷用ꎮ” 〔７０〕１９３０ 年ꎬ督
学吴亮夫视察祁门县教育情况时ꎬ也注意到该校

教育有所发展ꎮ 当时学校有学生 １１０ 人ꎬ教学分

六级四班ꎮ 他对学校的印象是“校长李家骍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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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切实ꎮ 教职员亦能尽职ꎮ 各种会议ꎬ均能按期

举行ꎮ” 〔７１〕可见ꎬ李家骍虽为行伍出身ꎬ但治校有

方ꎬ有力地促进了祁门县立小学教育发展ꎮ

四、结　 语

在近代转型时期ꎬ徽州茶商把握住时代的脉

搏ꎬ紧跟世界茶叶市场走势ꎬ创立“黄山毛峰”“祁
门红茶”两个新的品牌ꎬ通过参加各地博览会等

新形式推广优质产品ꎬ迎来新的发展契机ꎮ 茶商

力量迅速崛起ꎬ成为推动近代徽商群体发展转型

的核心力量ꎮ
自明清至近代以来ꎬ家族性经营始终为徽州

茶商经营管理的重要模式之一ꎮ 因此ꎬ家族史视

角为考察近代徽商尤其是徽州茶商可行且重要

的切入点ꎮ 以往关于近代徽州茶商家族史的研

究在资料、方法和视角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局限ꎬ
未能将商业经营传统与诸多近代新变化有机结

合起来考察ꎮ 本文对徽州茶商李训典家族的发

展进行个案考察ꎬ对于深入认识近代徽州茶商的

文化自觉、实业救国理念和投身基层教育实践等

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ꎮ
与明清徽商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ꎬ近代徽商

面对的是“千年未有之变局”ꎮ 在西方主导的近

代化浪潮刺激下ꎬ近代徽商也积极将西方的新思

想、新观念等引入徽州ꎬ促使穷乡僻壤的徽州在

商业、教育等方面也积极融入近代化进程ꎮ 李训

典家族以经商起家ꎬ并传承数代ꎬ但从李训典子

侄辈开始ꎬ大多数人受到良好的教育ꎬ且多不再

经商ꎬ而是投身实业和祁门地方基层教育事

业ꎮ〔７２〕李训典家族的发展轨迹并非特例ꎮ 例如ꎬ
绩溪茶商汪裕泰家族、茶商胡适家族ꎬ歙县茶商

昌溪吴氏家族等都较为典型ꎬ可以进行比较研究ꎮ
正是由于徽商崇文重教之风绵延不绝ꎬ而后

续徽商子弟又不断投入地方基层教育事业ꎬ形成

经济与教育两者的良性循环ꎬ有力地推动明清以

来徽州社会经济的发展ꎮ 近代徽州茶商家族的

这种文化自觉是徽商对自身历史传统的延续与

超越ꎬ更是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新思潮不断

涌现的近代社会剧变背景下ꎬ徽商以自身方式所

展现的浓厚爱国情怀与时代担当ꎮ

注释:
〔１〕武堉干:«近代博览会事业与中国»ꎬ«东方杂志»第 ２６

卷第 １０ 号ꎬ１９２９ 年ꎻ马敏:«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

品赛会活动述评»ꎬ«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８ 年第 １ 期ꎻ马敏:«中国近

代博览会事业与科技、文化传播»ꎬ«历史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ꎻ
马敏主编:«博览会与近代中国»ꎬ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ꎮ

〔２〕周晓光、周语玲:«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与徽州

茶商之兴衰»ꎬ«江海学刊»１９９８ 年第 ６ 期ꎻ梁仁志:«近代徽州茶

商的崛起与新变———兼论徽商的衰落问题»ꎬ«安徽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ꎻ黄茜:«近代徽州茶商研究»ꎬ安
徽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ꎬ２０１７ 年ꎻ张小坡:«近代徽州茶商的同

业组织及劳资关系处理»ꎬ«中国农史»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ꎻ等等ꎮ
〔３〕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景石李氏与界田派四房合修«祁门李

氏宗谱»ꎮ 笔者前几年去该村考察时ꎬ得见该族谱中有关徽州茶

商李训典家族五六代人的世系资料ꎬ为了解其家族世系传承、商
业活动和教育活动等提供重要线索ꎮ

〔４〕〔５〕〔６〕〔７〕〔９〕〔１１〕〔１８〕〔４７〕〔５０〕 〔６５〕 〔６９〕 «世系
凤田派起龙支»ꎬ«祁门李氏宗谱»卷四ꎬ民国刻本ꎬ第 ３３、３３ －
３４、５０、４１ － ４２、４２、４２、４１ － ４２、３５、４２、３７、３８ － ３９ 页ꎮ

〔８〕〔１０〕〔１４〕〔１６〕〔１７〕〔２１〕〔２６〕〔２８〕 〔３０〕 〔４９〕 «李训典

行状»１ 册ꎬ民国写本ꎮ
〔１２〕安徽省立茶业改良场编:«祁门之茶业»ꎬ上海:中国纺

织印务有限公司ꎬ１９３３ 年ꎬ第 １ 页ꎮ
〔１３〕洪素野:«皖南旅行记»ꎬ上海:中国旅行社ꎬ１９４４ 年ꎬ第

１４３ 页ꎮ
〔１５〕光绪«祁门倪氏族谱»卷下«诰封淑人胡太淑人行状»ꎬ

光绪二年刻本ꎮ
〔１９〕鲍永安主编、苏克勤校注:«南洋劝业会文汇»ꎬ上海:上

海交通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１７８ 页ꎮ
〔２０〕〔２２〕«南洋劝业会审查得奖名册»ꎬ上海: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１０ 年ꎬ第 ７１ 页ꎬ北京图书馆藏ꎮ
〔２３〕关于该博览会的具体研究ꎬ可参阅吴伟:«中国参加巴

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之研究»ꎬ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ꎬ
２０１２ 年ꎮ

〔２４〕«安徽巡按使批祁门县详据茶商代表李旭寅请借轮船

减费执照文»ꎬ«安徽筹办巴拿马赛会出品协会报告书»ꎬ１９１４
年ꎮ

〔２５〕«安徽巡按使署饬准农商部咨复李旭寅请拨款组织中

国茶行一案转行知照文»ꎬ«安徽筹办巴拿马赛会出品协会报告

书»ꎬ１９１４ 年ꎮ
〔２７〕陈琪:«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纪实»ꎬ１９１６ 年ꎬ

国家图书馆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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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安徽省长公署训令第 ３１３ 号»ꎬ«安徽实业杂志»１９２５
年第 ６ 卷第 ２ 号ꎮ

〔３１〕«祁门设立实业教育研究社»ꎬ«安徽实业杂志»１９１９ 年

续刊第 ２６ 期ꎮ
〔３２〕梁淼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ꎬ南昌:江西人民

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年ꎬ第 ３７３ 页ꎮ
〔３３〕〔清〕刘汝骥:«批判户科祁门县孔令庆尧申送物

产表批»ꎬ«陶甓公牍»卷三ꎬ«官箴书集成»第 １０ 册ꎬ合肥:黄山

书社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５６３ 页ꎮ
〔３４〕«研究安徽祁门县东乡村龙凤璧、大北港三处磁土原料

成色单三项»ꎬ«华商联合报»１９１０ 年第 ３ － ４ 期ꎻ侯德封:«祁门

县之陶土»ꎬ«中国矿业纪要»１９２９ 年地质专报丙种 ３ꎬ第 １２４ 页ꎮ
〔３５〕«舆地志风俗»ꎬ同治«祁门县志»卷五ꎬ同治十三年

刻本ꎮ
〔３６〕郑志锡:«民族实业家康达»ꎬ«祁门文史»第 １ 辑ꎬ徽州

新华印刷厂ꎬ１９８５ 年ꎬ第 ４ 页ꎻ景德镇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景德镇徽帮»(景德镇文史资料第九辑)ꎬ１９９３ 年ꎮ
〔３７〕«令委调查祁门县瓷土公司各情形由»ꎬ«安徽实业杂

志»１９１３ 年第 ４ 期ꎮ
〔３８〕〔３９〕李家骧:«创办祁门瓷业意见书»ꎬ«安徽实业杂

志»１９１８ 年续刊第 １６ 期ꎮ
〔４０〕«批高等学校毕业生李家骧拟创办安徽瓷业公司由»ꎬ

«安徽实业杂志»１９１９ 年续刊第 ２１ 期ꎮ 以下谈论李家骧创建祁

门瓷业公司章程的内容所用资料均出自该文ꎬ不再逐一标注ꎬ特
此说明ꎮ

〔４１〕«安徽省站公署指令第三千三百七十六号:令祁门县知

事呈一件呈送瓷土出产数目及销售价值比较表祈核示遵由»ꎬ
«安徽公报»１９２２ 年第 １１１２ 期ꎮ

〔４２〕«安徽省长公署批令第七百零九号:电恳严禁祁门磁土

外运以维磁业由»ꎬ«安徽公报»１９２２ 年第 １１４３ 期ꎮ
〔４３〕«祁门白土外运与景镇瓷业无妨上安徽省长请弛禁

电»ꎬ«上海总商会月报»１９２３ 年第 ３ 卷第 １１ 期ꎻ«祁门白土请准

益中外运事致江西瓷业公司缄»ꎬ«上海总商会月报»１９２３ 年第 ３
卷第 ６ 期ꎮ

〔４４〕〔６７〕周元吉:«视察祁门县教育报告»ꎬ«安徽教育行政

周刊»１９３１ 年第 ４ 卷第 １９ 期ꎮ
〔４５〕«中央研究院派员来皖调查皖南地质及祁门磁土»ꎬ

«学风»１９３６ 年第 ６ 卷第 ３ 期ꎮ
〔４６〕«祁门县磁土调查»ꎬ«皖事江报»１９３６ 年第 ６ 期ꎮ
〔４８〕阎广芬:«经商与办学———近代商人教育活动研究»ꎬ石

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６５ 页ꎮ
〔５１〕李家駬:«祁门全境乡土地理调查报告»ꎬ«安徽省立第

二师范杂志» １９１７ 年第 ４ 期ꎻ李家駬:«动植物对于人生之关

系»ꎬ«安徽省立第二师范杂志»１９１７ 年第 ４ 期ꎮ
〔５２〕«令为呈报暑假期内开办讲习会并送简章请饬本学区

县分选送学员由»ꎬ«安徽教育月刊»１９２１ 年第 ４２ 期ꎮ
〔５３〕李家骥:«祁门县乡土地理志稿本»ꎬ１９１８ 年铅印本ꎬ国

家图书馆藏ꎮ
〔５４〕关于近代徽州乡土志的专门考察ꎬ可参阅刘猛:«近代

徽州乡土志研究»ꎬ王振忠、邹怡主编:«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
第四辑ꎬ上海:中西书局ꎬ２０２２ 年ꎬ第 ２９２ － ３１０ 页ꎮ

〔５５〕〔５６〕李家骥:«祁门县乡土地理志稿本»ꎬ第 ３、２ 页ꎮ
〔５７〕李修柏事迹ꎬ笔者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ꎬ在祁门县景石

村考察时ꎬ在该村中历史名人展示墙壁察看所得ꎮ 笔者选取一

部分内容ꎬ稍加整理而成ꎮ
〔５８〕«革命胥阻扰学务»ꎬ«安徽白话报»１９０８ 年第 １ 期ꎮ
〔５９〕«又批祁门县学生李家骧等禀挟私闹学破坏定章恳恩

澈究文»ꎬ«安徽官报»１９０８ 年第 ２４ 期ꎮ
〔６０〕«小学翘楚»ꎬ«安徽白话报»１９０９ 年第 ２ 期ꎮ
〔６１〕«祁门高等小学堂毕业»ꎬ«教育杂志»１９１０ 年第 ４ 期ꎮ
〔６２〕«委任李家骧为祁门县县视学此令»ꎬ«安徽教育月刊»

１９１９ 年第 １５ 期ꎮ
〔６３〕«祁门县全县公私立学校概况表»ꎬ«安徽教育行政周

刊»１９３０ 年第 １１ 期ꎮ
〔６４〕除了担任教职外ꎬ李家骧还在安徽、江西各级政府任

职ꎬ即督办安徽赈抚事宜处抚务科教养干事、安徽财政厅总务科

登记科员、征榷科厘税科员、江西财政厅科员、实业厅咨询、安徽

政务委员会秘书处员、安徽省政府秘书处科员ꎬ对安徽和江西财

政税收管理和经济秩序的维系产生积极作用ꎮ («世系凤田派

起龙支»ꎬ«祁门李氏宗谱»卷四ꎬ民国刻本ꎬ第 ３４ － ３５ 页ꎮ)
〔６６〕«祁门县督学暨桐城县立中学校长之委任»ꎬ«安徽教

育行政周刊»１９３０ 年第 ３ 卷第 ３１ 期ꎮ
〔６８〕王德玺:«视察祁门县地方教育报告»ꎬ«安徽教育行政

周刊»１９３２ 年第 ５ 卷第 １４ 期ꎮ
〔７０〕叶明辉:«视察祁门县教育报告»ꎬ«安徽教育行政周

刊»１９３０ 年第 ３ 卷第 ８ 期ꎮ
〔７１〕吴亮夫:«祁门县教育视察报告书»ꎬ«安徽教育行政周

刊»１９３０ 年第 ３ 卷第 ５０ 期ꎮ
〔７２〕这种优良的家风传承一直延续至今ꎮ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ꎬ笔者在该村考察采访李训诰曾孙女李艳琴(１９４４ 年生ꎬ李家

骝第四子李修植之女)ꎬ她说其伯父李修桢之子李闰生(１９５７ 年

出生于安徽省祁门县ꎬ自幼过继给母舅家赵氏为子ꎬ故改名为赵

新生)为北京大学教授ꎬ每年还回来扫墓ꎮ 笔者查阅百度百科和

北京大学官网得知ꎬ赵新生的信息和她说的完全相符ꎮ 赵新生

本科、硕士皆就读于北京大学化学系ꎬ博士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化学系ꎮ １９８４ 年进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工作ꎬ现为北京大

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ꎬ研究方向为生物物理化学ꎮ

〔责任编辑:陶婷婷〕

—０８１—

　 ２０２３. ７学术史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