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天下之中

一、中州河南

河南省位于我国中部偏东，属黄河中下游地区，因省域大部分在黄河以南而得名。

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华夏文明的摇篮。远古之时，黄河中下游地处亚热

带气候区 ①，温暖湿润，土壤肥沃，水系纵横，动植物资源丰富，是原始人类理想的聚

居地。河南境内拥有大量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存。新石器时代相继繁荣的裴李

岗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则使这一地区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核心。

① 竺可桢 .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M] // 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 . 北京：科学普及

出版社，1980：95-96.

巩义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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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系辞上》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相传上古之时，龙马从洛阳

东北的黄河中浮出，献“河图”给伏羲氏；神龟从洛阳西的洛河中浮出，献“洛书”

于大禹，助他治之水成功，划定九州。《史记·货殖列传》载：“昔唐人都河东，殷人

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

土地狭小，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唐人”是唐尧的后裔，河东郡治所在安邑，

今山西夏县；“殷人”指殷商部落，河内郡治所在怀县，今河南武陟；“周人”为周武

一族，河南郡治所在雒阳，今河南洛阳。“三河”即河南、陕西、山西三省交界的黄

河中下游地带，是王者所居的“天下之中”。

历史上定都在河南的朝代众多。夏、商两朝在河南境内几次迁都，郑州的二里

岗文化遗存、洛阳偃师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安阳殷墟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都是在

这一时期留下的遗迹。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朝都曾定都洛阳，大唐

以洛阳为东都，五代各朝都城在洛阳、开封，北宋以汴梁城开封为都，直至宋室南迁、

偏安江南，以长安、洛阳二都为代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才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河南是我国的传统农业大省。地理上，河南省处于我国地形第二阶梯和第三阶

梯的过渡地带，地势西高东低，山地、丘陵、平原各种地貌类型均有分布；气候上，

河南处于温暖带—亚热带与湿润—半湿润季风气候的过渡地带。这样的环境使南北

方的作物均可在河南种植。多样的作物种类利于抵挡荒灾的侵袭，旱涝保收。直到

今天，河南仍是我国三大粮食主产区之一。

河南还有储量丰富的地下煤炭资源，自北宋时已大量开采。相州（今安阳）、禹

州等地盛产煤炭，巩县“有石炭坑，相传有炭精时出惊扰人” ①。当时的怀州九鼎渡

是一个专业的煤炭集散市场。京师开封是当时最大的煤炭消费城市，有“昔汴都数

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②的记载。明清时河南的煤矿开采依然兴盛。至民

国年间，随着铁路运输的普及和近代工业的发展，煤矿生意更是方兴未艾，柏茂张

家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展壮大起来的。

《尚书·禹贡》载：“禹别九州”，“荆河惟豫州③”。今之河南，即是古之豫州。因

① （宋）马纯 . 陶朱新录 [M] // 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陶朱新录，第 22 页。
② （宋）庄绰 . 鸡肋篇 . 上海：上海书店，1983: 77.
③ 荆山与黄河之间是豫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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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州位于九州之中，故又有“中州”、“中原”之称。河南省域东接安徽、山东，北

界河北、山西，西连陕西，南临湖北。陆路交通承东启西、通南达北。境内河流纵横，

遍布湖泊陂泽。河南水系古时分属长江、淮河、黄河、济水四渎。后河道几经变 

迁，古水系消失、新的河流形成，演变为今日分属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流域的 

状况。

发达的农业养活了庞大的人口。河南一直是我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人口多，

则带来了旺盛的消费需求。而便利的陆路和水路交通，又使河南古时即为驿、漕运

必经之地，商贾云集之所。先秦时期的大商人多出自河南。《荀子·王制》中说：“北

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

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 、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

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① 荀况所说的“中国”即指中原之国，各地物产汇集，

正是其商业中心地位的体现。

凡事一体两面，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也往往伴随着频繁的战乱。“河南

古城四战之地也，当纠纷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及大势即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

焉有必亡之势矣。”② 作为古代帝国的政治中心，每逢国内动乱、朝代更替，中原地

区必有大战、恶战。安史之乱后，“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

人烟断绝，潜力萧条。”③ 南宋时赵构迁都临安，这里又成为汉人与北方少数民族对

抗的前线。元朝末年的杀伐，使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④。经过明末天

灾与农民起义的洗礼，顺治时“荒地以河南、山东为最多”⑤。据统计，我国历史上的

内部战争次数以河南为最多，占全国总数的 1/6，平均每 25 年即爆发一次较大规模

的战役。⑥

① 荀况：《荀子·王制》。
② 潘铎：《方舆纪要简略·河南考略》。
③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郭子仪传》。郑，今河南郑州；汴，今河南开封；徐方，今江苏徐

州一带；覃怀，今河南沁阳；相土，今河南安阳。
④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
⑤ 《清史稿》，卷二百四十四，《王命岳传》。
⑥ 程民生 . 河南经济简史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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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的河流湖泊带来的也不只是便捷的水路交通，还有时常发生的洪灾。过早、

过度的开垦与滥伐，使黄河中上游地区水土流失严重，河水中裹挟着大量泥沙。宋

代以后，黄河泛滥愈加严重，河南境内屡次决口，河水几经改道，不但夺取万千百

姓的生命和财产，也改变了沿岸的地形地貌，还使土壤肥力下降，沙化、盐碱化严重。

河道治理消耗了大量人力财力，但大难仍可能随时临头。水患仿佛一把悬在头上的

利剑，给人们造成了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

人祸加上天灾，常使靠天吃饭的农民难以维生。于是就有一些人铤而走险，做

起了梁山好汉。更有人揭竿而起，汇入了农民起义的滚滚洪流。隋末瓦岗寨起义、

明末李自成起义和清代的太平军、捻军起义，都曾在河南轰轰烈烈地开展。清末民初，

豫西的洛宁、伊川、嵩县一带更成为土匪的王国。万贯家财易得，却不免贼人环伺。

二、东都锁钥

巩义市旧称巩县，位于河南省中部，中岳嵩山北麓，黄河的南岸，属豫西地区。

市域东临荥阳市，西接偃师市，南靠登封市。东距郑州市 82 公里，西距洛阳市 76 公里，

隶属郑州市管辖。地势南高北低，东部、南部为山地，中部、北部为丘陵，黄河与

伊洛河沿岸则是冲积平原。境内黄河与伊洛河通航，铁路、公路发达，交通十分便利。

1964 年 9 月巩县县政府驻地由站街迁至孝义。1991 年撤销巩县，取巩县孝义之意设

立巩义市。

巩县始建于秦庄襄王元年（前 249 年），历史悠久，西周时曾为巩伯国的治所。

巩义历史风物颇多，比如世称“七帝八陵”的北宋皇陵和巩县石窟寺，寺内有国内

现存最精美的一对帝后礼佛图浮雕，堪称国宝。诗圣杜甫也是在这里出生的。

巩义地势险要，南依中岳嵩山，北濒黄河天堑，东临虎牢关，西据黑石关，南

有 辕关，以“山河四塞、巩固不拔”而得名。《左传·昭公十五年》中即有“阙巩

之甲，武所以克商也”的记载，当为“巩”名之始。① 因地扼古都洛阳，战略位置重要，

史有“东都锁钥”之称。隋末瓦岗军农民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和清咸丰年间的

① 巩县志编纂委员会 . 巩县志 [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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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捻军，都曾在此地活动。

巩义位于黄土高原东南侧的边缘地带，黄土岭上沟壑纵横，以“沟”结尾的地

名数不胜数，如张沟、薄沟、寺沟、龙窝沟、琉璃庙沟等。巩义民居以“靠山筑窑洞，

临街建楼房”的形式建造，窑洞冬暖夏凉，居住舒适，又可节省耕地，是劳动人民

智慧的结晶。

巩县石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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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康百万庄园

“康百万”是对以康应魁为代表的康店康氏家族的代称。康百万家族发迹于清代，

主营航运及商业贸易，同时拥有大量土地。相较于柏茂庄园与刘镇华庄园，康百万

庄园发展时间更长，资金更雄厚，建设规模更大，庄园的最终形态也更为成熟，集

居住、生产、经营、配套服务设施于一体，自给自足，俨然一个小王国。

一、桥西康家店

康百万庄园所在的康店镇康店村，位于巩义市区以西 3 公里的伊洛河西岸。庄

园背依邙山，面临洛水，规模庞大，防御坚固，建筑类型多样。康店村中七成以上

人口姓康，他们全都是始祖康守信的后代。

康店村历史上还曾有过“桥西村”和“西孝义村”两个名字。桥西的叫法来自

于村东一座横跨伊洛河的桥梁，是往来两岸的必经之处，过桥向东不远便是孝义镇。

清代时，岸边有一处专往孝义的渡口，村北另有一处大些的洛河渡口。顺伊洛河水

下行，向北向东，约 30 余里航程可进入黄河；溯流而上，向南行约 5 里到达古称“黑

石渡”的黑石关，这里地势险要，是一处重要的关隘。

村中耕地不多，分布于村西的邙岭之上，主要种植玉米、小麦、红薯，及绿豆、豇豆、

芝麻等物。村民若老实种粮，可得温饱；要想发家致富，还需寻找其他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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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百万庄园现状图

zw.indd   7 2013.6.6   4:52:48 PM



巩
义
三
庄
园

8

二、康氏家族①

按照导游的说法，“康百万”的称呼来源于西行至此的慈禧太后对康家“百万之富”

的感叹。在 1949 年解放以前，当地百姓更习惯以“康崇公”或“崇公家”来称呼村

① 关于康氏家族的历史，主要参考了《康氏宗谱》（1998 年版）、《罪恶世家康百万》（文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走进康百万庄园》（王振和、李春晓编著，学苑出版社，2007），同时采

访了傅永魁、孙宪周、康崇鑫、康贡锡等人。

康家世系

（根据康百万庄园编纂委

员会所编《康百万庄园》

表格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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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大户。康家自明代迁来巩县，兴起于清初，乾隆时达到全盛，咸丰以后渐趋没落，

民国中期衰败。康家凭借洛河与黄河的航运发家，主营粮食、棉花、布匹生意，并

在省内外大量购置土地。极盛时康家有土地千顷，生意遍及河南、山东、陕西及苏、杭、

京、津、兰州等地，被百姓称为“康百万”、“活财神”。

（一）扎根

元朝末年，兵乱频仍，黄河流域灾害不断，河南境内民生凋敝、人口锐减。明

朝建立之初，为了恢复人口和经济，朱元璋推出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并组织

了大规模的移民运动，重新分配人口资源。“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根据族谱与相关墓志的记载，明洪武年间，康氏始祖公守信与母亲两人从山西洪洞

县出发，来到背依邙山、伊洛河西岸的巩县桥西村落脚。

康守信在村中一条山沟（寺沟）内择一处崖壁挖土窑定居下来。守信生有两个

儿子，长子名贵，次子名祥。祥生四子美、茂、端、正，次子一支沿黄河顺流而下，

邙山土岭中的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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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祥符县① 扫头街上岸定居。贵生四子俊、英、安、雄，长子一脉留在桥西繁衍生息。

康贵的后代众多，以至后来村子改名为“康家店”。康店康氏族谱将俊、英、安、雄

四人分列为长门、次门、三门、四门。闻名遐迩的康百万一支是三门康安的后裔。

儒家正统教人以耕读传家，康氏一族也不例外。长门四世康伟考取了明成化戊

子年（1468 年）的举人。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巩县志》收录了明宪宗褒奖康

伟及其亲属的圣旨② ，晋升其为儒林郎（从六品），这是康家子孙在仕途上取得的最高

成就。圣旨中提到，伟父康俊“诗礼传家，丘园养素，居乡乐善，夙敦仁厚之风”。

五世康龄与康世臣两位贡生任县学训导③ 。六世堂兄弟十八人中七个有功名：绍光、绍

先两人做过知县（正七品），绍光是嘉靖乙酉年的举人，绍先为贡监生；秀才有三人，

其中绍第是嘉靖三十四年版《巩县志》的“主笔领袖”，绍敬先做洧川驿丞 ④，后升任

山东东昌府大使 ⑤。七世出了两位秀才，八世有两个秀才、四个小吏。至此已到了明

末的崇祯年间，康氏子弟在仕途上一直小有成绩，但远不算突出。

康绍敬在山东为官期间做的是个与国计民生相关的职位。后人推测，他由此看

到了无限商机，于是开始把山东的盐运回河南，再把河南的粮食贩到山东 ⑥，从此开

启了康家人的经商头脑。

民国《巩县志》中提到：康店是洛河码头；船户、榜人多，商船七八百艘；铁路

未通之前很重要。⑦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除去种地，一部分康家人靠紧

邻的洛水谋起了营生。比如，生活在明朝末年的九世康流来便是以撑船为业的，他

因失足坠河而溺死后，妻子亦投河殉情（事见附录《旌表明故康公流来赵烈妇神道

碑》）。康流来因妻子节烈而在县志中留名，族中其他的航运先驱则就不为后人所知了。

① 祥符县，今河南省开封县旧称。
② 圣旨全文见附录。
③ 相当于县内最高学府的副校长，不入流。
④ 洧川，今河南长葛。驿丞，驿站长官，掌管仪仗、车马迎送之事，相当于现在的招待所所长，

不入流。
⑤ 明代官制十三布政史司设“库大使 1 人（从九品）、副使 1 人，仓大使 1 人（从九品）、副使 1 人。

杂造局、军器局、宝泉局、织染局，各大使 1 人（从九品）、副使 1 人”。山东东昌府大使大概是个

管理民生用品的职位。
⑥ 王振和，李春晓 . 走进康百万庄园 [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85.
⑦ 刘连青，张仲友纂辑 .（民国）巩县志 [M]. 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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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兴

清朝的二百多年间，康家命运跌宕起伏。康氏后人从航运业转战商场，闯出了

一片天地。三门由十一世至十七世，先后出了康大勇 ①、康应魁 ②、康鸿猷 ③几位代

表性人物。

康家的第一桶金从何而来？村里有个“康朱联姻”的传说。明崇祯十四年（1641 年）

正月，李自成部攻破洛阳城，福王朱常洵遇难。传说世子之妻李妃并非如正史所载

的殉难，而是装扮成贫民、带着孩子逃出了洛阳城，她顺洛河漂流而下，最终在康

店隐居下来。李妃虽是避难而出，随身携带的金银细软也是一份颇大的家产。几年

过去，李妃的女儿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李妃舍不得女儿远嫁，看中了家住康店

寺沟的康复吉 ④做女婿。他一表人才，读书识礼，家底殷实，在同龄人中颇为出众。

① 康大勇，又名大茂，字集义，生卒年不详。康惠长子，十二世。
② 康应魁，乳名老木，字斗方，1773—1850。士路独子，十四世。
③ 康鸿猷，名建德，字伯宣，号竹溪，生卒年不详。康无逸长子，十七世，举人。
④ 康复吉，生卒年不详，十世。

康百万庄园主宅区与高墙下的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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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成亲之后，夫唱妇随，家业兴旺，子孙繁盛。有顺口溜道，“有糠（康），猪（朱）

得以茁壮；有猪（朱），糠（康）得以尽其用。”① 这个故事听来好听，但真实性是不

可靠的。根据《康氏宗谱》的记载，康复吉只有一位姓王的妻子。

① 王振和，李春晓 . 走进康百万庄园 [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104-105.

家具陈设

主宅窑洞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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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推测，康家第十一世的康惠，已经依靠在洛河流域贩卖棉花、布匹和京广杂

货而挣下不菲家产。到十二世康大勇，利用康熙皇帝重视漕运的机会，改变了康家

只在洛河流域经商的状况，将生意扩展至黄河两岸。此时的康家在山东兰水开设栈房，

使兰水成为康家在河南以外的重要基地。黄河浪急滩险，非大船不能进入，为此康

大勇不惜重金，请来造船师傅修造大船。光绪乙酉年（1885 年），乡贤合赠康家“伟

略堪钦”匾额一块，赞颂先人康大勇大胆开展商业经营的谋略。

（三）全盛

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十三世康云从① 得到朝廷颁发的“良田千顷”匾额

一块，这是大地主身份的标志。一个月后，康家另一位代表人物——十四世康应魁

诞生。②

嘉庆元年（1796 年）兴起的川楚白莲教起义，历时九年多，波及四川、湖北、

陕西、河南、甘肃五省。清政府采取“坚壁清野”、“寨堡团练”之策，切断起义军

与民间的联系，最终剿灭起义军。这场斗争旷日持久，耗费巨额军费，造成严重伤亡，

大大损耗了清廷元气。不过，这也成为商人千载难逢的发财良机。据说当时仅二十

岁出头的康应魁通过地方官员的关系，取得了一份长达十年的军需品供应合同，为

官军提供棉花、布料等物资，将家族事业推向了顶峰。

在康应魁时期，康家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在各地经营棉花、布匹生意的盈

利，二是黄河船队运输的酬劳，三是大量田产的地租收入。

陕西泾阳周边是重要的棉花产区，泾阳布市雄霸西北诸省。康应魁在陕西泾阳

及三元、富平等地开辟棉花基地，此举一来降低了布匹生产的成本，二来分散了投

资风险，以防备荒年乱世。康应魁极为看重泾阳的布市，据说他临终时曾叮嘱后代：

① 康云从，名士路，字乾五，生卒年不详。大勇独子，十三世。太学生，礼赠文林郎。
② 按照《罪恶世家康百万》一书的说法，生活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的康云从是康家的发家祖先。

未发家前，康云从、康应魁父子以洛水为生，往返于洛阳至巩县的码头，贩卖些粮食布匹、土产药

材，或从豫西山区的卢氏、栾川采买些木料、竹竿，顺水放筏。按照书中的说法，嘉庆年间一场暴雨，

父子俩到伊洛河边碰运气，捡拾上游冲下来的财物。他们杀掉一位带着金元宝漂来的老人，靠谋财

害命发了家，这显然是个为阶级斗争而编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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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舍巩县，不失泾阳。”

康家船队由特制的大货船“太平船”组成。相传康家的太平船“可容数百人，

载货十几万斤，锚重三百多斤，上下船舱都要攀扶长梯。其规模之大，为当时黄河

航运船只中所少见”①。康家船队庞大，威武风光，船队每次出航都运回大量银子，

有“富甲三省，船行六河”②之说。康百万主宅内有一副“耜耕三省当思创业艰难，船

行六河须防不世风浪”的对联，既描绘了家族事业的胜景，又提醒人们须有居安思

危的忧患意识。

遍布各省的土地、商号及庞大的船队，需要及时有效的管理才能顺利运转。康

应魁手下有“四大朝臣、八大金刚、三十二护卫”，即四个老相公 ③、八个大相公、

三十二个相公和若干小相公组成的管理系统，帮助他准确、高效地掌控庞大的家族

生意。

按《罪恶世家康百万》的说法，在偃师东部和巩县的西部，无论邙山岭还是洛

河滩上的肥沃土地，都是康家的耕田。④ 康家在巩县、偃师、孟津、登封、荥阳等县

的重要集镇和洛阳、开封、郑州等地，开设了许多粮行、布店、钱庄、当铺、烟

馆、酒店、杂货店、百货店、酱园、煤场、药铺，同时派遣数十个相公、伙计，长

年奔走于四方城镇。⑤甚至山东济南也有康家“魁记”、“顺记”的店铺。⑥康百万以

康店为中心，在巩县、偃师两县的焦湾、张岭、柏坡、山头、油店、黑石关、孙

家湾、和义沟、芝田、南北山口、站街、回郭镇等方圆百里的村镇，设置了上百个 

栈房。⑦

康家的富裕人所共知。巩义民间有顺口溜：“河里行的康家船，岸上种的康家田，

路上跑的康家马，栈房里借的康家钱。”也有“头枕泾阳、西安，脚蹬临沂、济南，

① 文众 . 罪恶世家康百万 [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 11.
② “三省”指河南、山东、陕西，“六河”为洛河、黄河、运河、泾河、渭河、沂河。
③ “相公”是旧时对男子的敬称，这里可理解为现在的职业经理人。
④ ⑥ 文众 . 罪恶世家康百万 [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 5.
⑤ 文众 . 罪恶世家康百万 [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 12.
⑦ 文众 . 罪恶世家康百万 [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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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行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的说法。几年前，有人从山东日照收

集到一幅清末潍坊的年画，其上将沈万三 ①、康百万、元子兰② 并列，称为“三大家

活财神”。乐善好施是旧时中国乡绅的优良传统。从各种文字记载看，康应魁算得上

是其中翘楚。道光戊子年（1828 年），他独资修建圣庙③ ，又捐资修筑被大水冲毁的

黄河祥符、中牟段堤防。道光丙午年（1845 年）、丁未年（1846 年）大饥荒，“人相

食”，他出粮赈济灾民，救活者甚众。地方政府为褒奖康应魁的善行，“奉旨加公直

隶州分州衔，议叙其长嗣廪膳生子龙裱 遂平县教谕，后议晋山东试用知县。次嗣

道平，都阃府职。三道兴，入武庠。郡太守萧□亲赐匾额曰‘义 仁里’。”④ 康应魁

七十五岁时，乡邻合赠康家“良田千顷”金字匾额一块。

① 沈万三（1330—1379），名富，字仲荣，俗称万三，浙江湖州南浔镇人。元末明初巨富。朱

元璋定都南京后，助筑都城三分之一。民间传说沈万三家得聚宝盆而发家致富。
② 元子兰，疑为“袁紫兰”的讹传。袁景芳，字兰馥，号紫兰，山东长山县人，生于康熙年间，

曾任地方高官，至孙辈家中极富有，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庞大的庄园。
③ 推测为圣寿寺。
④ 《皇清例授征仕郎斗方康公墓表》，见附录。

三大家活财神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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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渐落

鸦片战争之后，外国殖民者敲开了中国市场紧闭的大门。清政府割地赔款，大

量外国廉价商品涌入，使中国的封建制度加速崩溃，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国内矛盾

激化，局势动荡，颇不太平。

咸丰三年（1853 年）太平军占领巩县城。咸丰辛酉年（1861 年）巩县城又被捻军攻 

克，起义军到达康店以南五里外的黑石关，一时人心惶惶。十五世康道平 ①自备军

器粮饷，训练百余名壮丁参加邻近几村的联合防御行动。经与村中父老商议，他出

资购地数十亩，在村南地势险要的金谷峰上建起一座寨堡，壮丁团练于此，以保乡亲

不受捻军侵扰。置地、修寨、购置军器火药再加上人员费用，前后出资七千余缗。②

① 康道平，字子履，号坦园，康应魁次子。十五世。
② 《诰授昭武都尉都阃府坦园康公德泽碑》，见附录。缗，一千钱称缗，同贯。

庭院深深，俯瞰康百万庄园主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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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道平请人题写一块“留馀”匾悬于厅堂之上，训示子孙凡事“留馀忌尽”的

昌家之道。匾额采用展开的书卷造型，新颖别致，地施金漆，匾文引用先贤名句：“若

辈知昌家之道乎？留馀忌尽而已。”①

1900 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与光绪出逃至西安。次年，西行队伍回京途

中路经巩县，在此停歇一或两晚。由于河南连年遭灾，官府无钱接待，于是巩县知

县史宜咏召集十县府知县，在康家南大院商议接待事宜。此时当家的康鸿猷答应出资，

征集大量工匠民夫，帮助衙门修筑御道、浮桥，并建起黑石关行宫。② 而根据康鸿猷

孙女康素婵的说法，“盖行宫是县里硬派的，捐钱并非出于自愿。自那之后，家里就

不行了。”③《庚子西狩丛谈》记载：“（九月）二十五日，辰刻自偃师县启銮，申刻抵巩

① 匾文题于 1871 年，全文见附录。
② 王振和，李春晓 . 走进康百万庄园 [M]. 北京 ：学苑出版社，2007: 94-95.
③ 陈义初 . 康百万兴盛四百年的奥秘 [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 27.

金谷寨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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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驻跸。……至黑石关。大驾即于此处渡洛河。……行宫即在河畔。两岸绿树阴浓，

群峰环巩，是一幅绝好图画。又三十五里，乃至巩县。大驾不久亦至；遂在宫门侍

班。……二十六日，巳刻自巩县启銮，未刻抵汜水县驻跸。”① 传说康鸿猷向慈禧及

随行人员奉上了精心准备的礼品，并捐出一百万两银票。慈禧见后大悦，传旨召见

康鸿猷，感叹：“不知此地还有百万之富！”这便是如今广为流传的钦赐“康百万”

故事。

康云从、康应魁父子均是家中独苗，自康应魁生三子道顺② 、道平、道兴，开枝

散叶，家中人口渐多。分家析产后，虽仍住在一处，却是各自经营管理自家的产业、

商号。比如，道兴之子无晏分到的是山东的产业，包括济南市内的百货绸缎庄、花行、

布行，分布在黄河、运河两岸的栈房及以兰水为根据地的大量土地、栈房等。

国势渐微之际，传统商人的生意虽不如从前，但仍有发展。光绪十一至十八年

（1885—1892 年），主宅东侧修建了由五座院落构成的栈房区。

此时的乡绅阶层，造福乡里的情怀依旧。十五世康道顺，见“亳匪窜扰，哀鸿

① 吴永，述 . 庚子西狩丛谈 [M]. 长沙：岳麓书社，1985: 104.
② 康道顺，又名霖三，字子龙，别号敬斋，生卒年不详。康应魁长子。十五世。

《留馀》匾

zw.indd   18 2013.6.6   4:52:59 PM



19
第二章  康百万庄园

遍野”，便买粮发放给乡民。1878 年，河南大旱，康鸿猷捐银三千两救济灾民，

乡人合赠他“谊重桑梓”匾额一块。他又捐地数十亩给村中的义塾，以供请师办

学之用。民国成立后，兵燮不断，连年荒歉。① 光绪十四年（1888 年）、十五年（1889

年），山东遭遇大灾荒，十七世康建壁捐巨资救济饥民，由赈捐局保荐，授予户

部主事钦加知府衔。② 1913 年春，“民间十室九空”，康鸿猷捐粮赈济灾民，“于是

闻风兴起者项背相望，闾阎之间人庆更生，县知事嵇旨美以‘情深施济’额其门，

纪实也。”③

（五）衰败

十七世康建壁④ 错手杀死不长进的小弟，吃了十年的官司。为重获自由，他卖地

① ③ 《清诰授奉政大夫 赏戴蓝翎汝阳教谕 癸巳恩科举人伯宣康公德泽碑》，见附录。
② 《清户部主事钦加知府康公玉如墓表》，见附录。
④ 康建壁，1862—1915，十七世，字玉如，号唐高。

碑额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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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款，疏通衙门，“山东卖地数千亩，河洛挥金十万缗”① ，使家中元气大伤。民国五

年（1916 年），他终于获释回到家中。

清朝中后期，鸦片在中国大肆流行，不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有条件的都要

吸上一口。鸦片不但摧残了中国人的身体，也毁坏了人们的意志。据说康鸿猷时，

康家有三十多杆大烟枪，为吸食鸦片，每天花费的银子就有二百多两。②

民国年间，随着近代工业和铁路运输的发展，以黄河航运为中心的康家传统生

意一落千丈。十八世康庭兰③ 力图扭转颓势，一度以郑州为基地，利用铁路、水路做

起以棉花、布匹为主的巨额买卖，并将生意扩大到上海、天津等地。20 世纪 30 年代，

日寇入侵，国内形势急转直下。康庭兰在上海的棉花工厂被焚，加上店铺内讧，生

意无法继续，中兴的努力宣告失败。十八世康子昭④ 投笔从戎，见“九一八”变故，

① 题壁诗，康百万庄园文史编纂委员会 . 康百万庄园 [M]. 香港：香港国际出版社，2002: 60. 
② 文众 . 罪恶世家康百万 [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 58.
③ 康庭兰，生卒年不详，康建忠独子。
④ 康庭煜，1903—1939，十八世，字子昭。1921 年被时任陕西督军刘镇华保荐送入讲武堂学习，

后在军中任职。

南院“如是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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