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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赐大清银行太原分行” 
 
 

清后期，山西设立了大清银行太原分行。在正史中，大清银行太原
分行的情况可能源无史料，少见有文字记载，只见有戴建兵《中国近代
纸币》（218页）中“因山西藩库在起义时已被劫，军费无法开支，阎
锡山将原大清银行山西分行改为大汉银行”，和最近江苏钱币学会印制
的《中国近代纸币史》（459页）中 “山西晋胜银行是由前大清银行
山西（太原）分行总办贾继英发起创办”的几个字。但是在野史里，在
当年的山西票行和钱庄中，在当时的社会上一直流传着“五百年必有王
者兴．一千年才出了个贾俊臣（贾继英）”；“慈禧太后，曾特诏贾继
英进京，御赐他成立了大清银行”的遗闻轶事。 

相传，清光绪廿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
等一班文武大臣仓皇出逃，到达太原时手头拮据，不得不向省城金融界
人士借银30万两(有说40万两的)，与会者一时面面相觑，各票号都不
愿承担此巨借款。在场的祁县乔家(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乔家大
院)“大德恒”票号驻太原分号的主事贾继英（字俊巨）认为大清江山
此时断不会亡，他知晓咸丰年间曾国荃扶晋时，也有过向祁县乔家借银
30万两赈灾的先例。于是，他当众慨然承诺下这笔巨款。事后，贾继英
立即向“大德恒”总号总理阎维藩作了汇报，并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总
理赏识这位年轻人的远见卓识和胆略，并将此事交给他处理。慈禧和光
绪一行路过祁县时，行宫就设在乔家，受到该票号隆重接待，慈禧甚为
满意。贾继英也与随驾的皇亲大臣们等交往甚密。慈禧因感在落难之中
得到大德恒票号的支持和款待，于是将沿路搜刮银钱和传谕各地补交京
饷陆续存入该票号，使其获利颇多。1904年，清政府决定试办银行。
慈禧太后特诏贾继英进京，亲自接见并御赐其筹办户部银行，（还有一
说：太后面谕：在太原费心资助，甚感宽慰。给你银还本付息，另外给
你银子回山西开办座银行，命名‘大清银行’，派你当任总理、赏赐二
品顶戴．职称与巡抚级别相同，以后有事免用奏折）。 

实情是否如此？慈禧太后回銮后，光绪廿八年(1902)年七月成
立的山西晋泰官钱局没有发生“御赐”的情况，光绪廿九年(1903)
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曾经邀请山西票号参股投资天津官银号．也为山西
票号拒绝。光绪卅年(1904年)，当时的清廷户部尚书鹿钟霖，奉谕组
建大清户部银行，因国厍空虚．鹿曾邀请票号加入股份，山西总号经理
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这也
是后来江浙财团兴起的缘故①），这时也没见“御赐”的情况发生。大
清户部银行总行于光绪卅一年（1905）在北京成立。是中国第二家现
代化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为第一家），也是我国的第一家国家中央银
行，试办资本银400万两，分为4万股，每股100两，户部筹款认购2万
股，其余2万股无论官民等均可购买。光绪卅二年(1906)户部改名为度
支部(即财政部)。光绪卅四年(1908)大清户部银行易名为大清银行，
增资至1000万两，还是官商各半。这时已有山西票号认清形势，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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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股大清银行。从史料上看，确曾发生过贾继英借银之事（至1949年
土改时，大德恒票号东家祁县乔家大院女主人还保存着慈禧驻时随手所
赠金钗），但“御赐”大清银行没见资料，也不太可能，因74岁的慈禧
太后，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二日，光绪帝含恨死于瀛
台的次日，也死于西苑仪鸾殿。也就是这时（光绪卅四年（1908）十
一月）贾继英才任大清银行太原分行经理②，总办为乐平（按大清银行
的人事制度，分行经理是由太原分行的总办延订的③）。这样看来与其
说是“御赐”，到不如可认为是大德恒与时俱进，入股大清银行，另外
找了个生财之道，与皇亲官吏们共同安排贾在新的“大票号”为他们理
财。 

辛亥革命时阎锡山让骑兵营长马开崧抢了晋泰官钱局和藩库的银
钱，又派三营张瑜抢了方山府的三晋源米粮店(承担供应军队食粮)④。
还未见有抢大清银行的报道，后不管是将其改设“大汉银行”、“晋胜
银行”，还是转为“大清银行山西清理处”也好，大清银行的官股去向
不见有报道，不由得让人想到现也有某些头带各种光环之人，在变革之
时，借改制之机，吞并国有资产之事时有发生，历史往往会有惊人相似
之处。笔者认为“御赐”的故事，应是贾的新主子阎锡山为掩盖吞并大
清银行官股所编造的。阎统治山西三十多年，许多罪证都已毁尸灭迹
了，由于缺少史料，时间久远难以考证，大清银行太原分行的真实情
况，让后来的学者们都无从写起，所以才造成现在这样只见野史无正史
的情形。 

除了经营失策和大环境的因素以外，阎锡山在金融领域里的明吞
暗抢，能在阎锡山手里活下来的山西的票号，“到一九二一年倒闭改组
殆尽,唯有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三家票号仍继续存在⑤”，其中就
有贾继英老东家的两家（大德通、大德恒），不能不让人认为是贾为报
答老东家之举，让阎手下留了情。但大德通、大德恒后也离晋转到北平
发展。 

大清银行“太原”地名的钞票暂不见，现只见有大清银行“上
海”地名，改大汉银行暂行军用手票“太原”地名，壹、伍元券⑥。 

 
 

①晋商与经营文化 
②《大清银行行史》147页 
③《大清银行行史》128页 
④《阎锡山与山西省银行》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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