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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的乔家大院闻名四海，但大家不知道的是，
在咱洛阳老城也有一座乔家大院，并有家谱为证——
洛阳乔家与山西乔家为同宗。洛阳乔家也多以经商
为业，在百年风雨中曾盛极一时，也曾变卖家产。在
家族大起大落的曲折故事里，洛阳乔家与山西乔家有
如出一辙的生意经。

在乔家大院的小阁楼上，我们见到
了乔家家谱。

乔氏始祖，原为轩辕黄帝的守陵者，
因黄帝陵位处桥山，所以乔氏先人便以

“桥”为姓，到了东汉时期，改“桥”为
“乔”。随着时间的推移，乔氏又转移到
山西，其中一支进而辗转到武陟，后再次
分家来到洛阳。

山西乔家是以票号（一种专门经营
货币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闻名四海，洛
阳乔家也有所长，而且颇带文化色彩，那
就是戏衣。

乔家刚到洛阳时，靠卖糯米酒为生，
并靠此掘得第一桶金，后来生意越做越
大，买了宅子，又开了戏衣店。

“我们在洛阳发家后，生意如日中
天。当时家里年轻人多，在不多的娱乐
项目里，听戏算是最受欢迎的了。后
来，乔家人听着听着干脆自己做起了戏
衣生意。”乔志高为我们讲述了乔家戏
衣店的起源。

乔家戏衣店的创始人叫乔成功，早
年在清朝任五品官，清末弃官返乡，在
洛阳东大街鼓楼一带领家人专营戏
衣。这是洛阳自古以来开设的第一个
戏衣店，距今已有百年历史。经营范围
由原来的洛阳周边发展到焦作、济源甚
至湖北、陕西、山西、青海等地。著名豫
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和曾广兰，都是乔
家戏衣店的常客。

别看洛阳和山西相隔甚远，但乔
成功的为人处事、性情脾气和乔致庸
颇为相似，不但谦恭耿直，而且乐善
好施。

乔成功为官一任，清廉不阿，离任时
百姓给他送了“万民伞”。他弃政从商
后，在洛阳老城东大街董公祠堂里用米
面周济贫民，朝廷还赐给他“勤俭好善”
的匾额。 （下转A21版）

历代经商者，往往有自己的传统。
洛阳乔家有没有什么鲜明的传统呢？

乔志高从兜里掏出一方玉石印。玉
石材质温润通透，长约20厘米，顶雕雄
狮卧柱，底撰阳文篆体“乔志高”三字，

“这方印是我爸给我刻的。我们家有个
传统，父辈都要为自己的儿子刻一方印，
但材质不同，我爸的印是我爷爷用象牙
刻的”。

至于这种“刻印”的传统由何时开
始，乔志高也不甚清楚，“时间太久了，我
只知道家里有这么个传统，我琢磨着应
该还是和‘信誉’有关，‘印’是身份的凭
证和象征，或许这是先祖在提醒后人，要
珍视自己的名誉”。

“我也是做生意的，这么多年下来，
我不敢说我攒下多少资产，但我敢说，我
很好地继承了祖训，为自己攒下了好信
誉。我以前做观赏鱼生意，现在做玻璃、
鱼缸之类的，有次我去郑州进货没带钱，
那儿的老板见是我，直接交代说让我先
拿货。”乔志高笑着说。

《乔家大院》这部电视剧，用了
相当长的篇幅，生动讲述了乔致庸
带领乔家商队疏通“万里茶路”的冒
险历程。“万里茶路”与“丝绸之路”
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两条最负盛名的
国际贸易黄金通道，在万里茶路中，
洛阳是很重要的一站。

乔致庸做生意，以德为先，他反
复告诫子孙，经商处世要以“信”为
重，其次是“义”，第三才是“利”，以
信誉徕客，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利
取正途。这与洛阳乔家的生意经如
出一辙。

“过去做生意主要靠信誉、名
声，我们乔家人对这一点看得更

重。比如说我爸爸乔谦善，曾经帮
洛阳一家姓刘的打理过烟草生意，
刘家生意也不算小，业务能到达陕
西汉中。因为我爸为人仗义，所以
在汉中那一带，你提‘洛阳刘家’没
人知道，但都认识‘洛阳谦善’。”乔
志高说。

乔致庸待人随和，广结好友，
善于建立各种人脉关系帮他打通
生意关节，这一点，洛阳乔家也不
遑多让。

“我爸经营烟草生意时，正逢战
争年代，世道不太平。运货不像现
在这么方便快捷，是用人赶着车运
送，而且路途遥远，途中路过偏僻的

地方，遇到车匪路霸是常事，但只要
一提‘洛阳谦善’，保你畅通无阻。
这一路上的方方面面，从地方政府
到绿林草莽，都被我爸打点好了。
后来他们干脆在货物上贴上‘谦善’
标识，劫道的一看是‘谦善’的货，就
直接放行了。”说起这个，乔志高很
是得意。

“您父亲后来怎样了呢？”我
们问。

“我爸在做生意前，曾经在蒋经
国的青年军里担任过军需官。新中
国成立后，因为这段经历，我爸被送
进了五二农场，名字也改成了乔佰
良。”乔志高说。

根据史实改编的电视剧《乔
家大院》曾红极一时，剧中掌管乔
家生意、富可敌国的乔致庸，给人
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您知道吗，
在咱洛阳也有一座乔家大院，至
今还住着乔家的人。从洛阳乔家
的家谱上看，他们和山西乔家属于
同宗血亲。

洛阳老城本身就是个存满故
事的匣子，如果您经过东大街，路
过鼓楼时，不妨留心一下路北侧
的一座庭院，青砖木门，尽显古
朴。门柱上的裂痕里，满是尘土，
如同时间的封条。只有一块“东
大街186号”的门牌在提醒人们，
这座宅子中还有生活气息，这儿，

就是洛阳的乔家大院，虽不及山
西乔家大院恢宏大气，但从里面
透出的炊烟，让这里有着另一种
味道。

洛阳乔家大院的继承人之
一——48岁的乔志高，推开斑驳
的木门，带我们走进了这座百年
老宅。

家族靠做生意也曾风光一时，与山西乔家有如出一辙的生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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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也有乔家大院，族人与山西乔家同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