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山西祁邑“义隆号”商号钱票
——山西最早的清代石印纸币

■ 张或定 高永雨 张哨峰

2012年 12月。笔者集得一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祁邑西街“义隆号”商号钱票，拍自国外。
该票图案精美，印刷精湛，是清代较早出现的一种民间石印钱票，系首次发现。

在我国，可称作“祁邑”的城市较多，因此，“祁邑”在何处？该票属于何省、何地商号发行？

应当分析考证。

研究表明，该票是一种十分少见的山西早期民间石印钱票。就山西而言，我国最早的清代民间

钱票实物，就出现在山西，然而，它是传统的木刻版钱票。  
山西清代民间钱票中，大多为木刻版印刷。其中，石版印刷的民间钱票，尤其少见，可以说，

屈指可数。

在我国，由本国商人采用石印技术印刷纸币的出现，十分重要，它标志着我国纸币印刷技术，

从手工木刻版、牛角版印刷阶段，向一个

新的采用近代印刷技术阶段发展，是中国

纸币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在中国

纸币印刷史上以及中国纸币发行史上，具

有重要意义，并占有重要的地位。

因此，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祁邑
西街“义隆号”商号钱票，在山西民间石

印钱票中，具有何种地位、价值和意义，

值得分析与讨论。

一、光绪祁邑“义隆号”商号钱票

光绪祁邑西街“义隆号”商号钱票，

为竖式票，单色石印，道林纸，高 245
毫米，宽 105毫米（图 1）。

该票正面图案和文字，均为黑色。图

案分上、下两部分：

上部，为一幅“巧遇图”，描绘一位

英俊公子骑马巧遇一大户人家秀美小姐

彼此动心的情景（图 2），情感刻画细腻，
人物栩栩如生。

图 1 山西祁县西街“义隆号”商号钱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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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巧遇图”，与光绪三十四年制版的湖北崇阳县蔡家墩“浴源”商号当拾铜元壹佰枚钱票（图 3）
上的“巧遇图”（图 4），基本相似，只是后者绘制的图案，更加细腻逼真。①②

下部，为一幅长方形多层框格图，其上端为一幅“回乡省亲图”，描绘一位贵夫人坐车回乡省亲

问路情景。

外框格内，绘制的是“仕女图”，绘制有多位漂亮美丽的小姐、夫人、妇女形象，形态逼真动人。

外框格上端，有“祁邑，西街”诸字，即商家地址，也就是钱票的发行地。“祁邑西街”，在何省，

何地，将专门考证和确认。（见后述）

内框格中，书写的是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与韩荆州书》文章，系李白初见韩荆州时写的一封

自荐书。韩荆州，即韩朝宗，时任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使。该文称：

“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

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

该文末端注明钱票的发行时间和印刷厂家名称：

“戊戌春月义隆主人识，汉镇景庆义石印。”

“汉镇景庆义石印”，即该票由湖北汉阳县汉口镇“景庆义石印局”采用石版印刷技术印刷。

“景庆义石印局”，是清代汉口较早引进石印技术的印刷局，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之前就已设立，

图 2“巧遇图”

图 4 湖北崇阳县蔡家墩“浴源”商好当拾铜元

壹佰枚钱票“巧遇图”

图 3 湖北崇阳县蔡家墩“浴源”商好当拾铜元

壹佰枚钱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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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较大，颇有名气，是我国较早印刷石印纸币的重要商家之一。其地址，

在汉口黄陂街。辛亥革命后，更名为“景信义石印局”。

“戊戌年春月”，系制版时间或印刷时间，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春月。

“春月”：

在我国古代书籍中，常常有“春月”这种说法，但是，在我国农历

月份的通俗称呼中，还没有“春月”这种名称。直到目前，也没有见到

有关“春月”的确切或明确的解释。因此，必须确认。

从冬季的第二个月被称作“冬月”来看，“春月”有可能指“二月”；此外，

我国古代，也常常将“夏天”，“夏季”，称作“夏月”，由此分析，将“春

月”解释为“春季”或“春天”，也不会大错。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汉镇景庆义石印局”
为湖南平江县“广盛福”商号印刷的钱票上（图 5，湖南罗征涛藏），其
“长方形多层框格图”内的图案和文字，与祁邑西街“义隆号”商号钱票，

完全相同。也就是说，两者采用相同的“长方形多层框格图”石印版。只

是内框格中的文字和颜色，稍有不同，由黑色改为蓝色。其文字中，仅将“戊

戌春月义隆主人识汉镇景庆义石印”中，抹去“义隆”二字，留下空白，

而成为“戊戌春月□□主人识汉镇景庆义石印”。

这一现象说明，湖南平江县“广盛福”商号钱票印刷在后。但是，该票的发行时间，明确标明为“光

绪贰拾肆年三月”。

在这里，该票将“春月”与“三月”联系在一起。

由此可知，将“春月”理解为“二月”，或者“三月”，均有可能。

为了更加稳妥，此处还是将“春月”看作“三月”。

也就是说，祁邑西街“义隆号”商号钱票的印刷时间，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
框格图内中间空白处，分为上下两部分：

上部，通常称作“天格”，其内有“义隆号”三字，即商号名称；

下部：通常称作“地格”，又分左、中、右三部分：

右侧，书写“憑帖来取”四字；

中部，为“编号和面额位置”，印有“字、号、九九钱”诸字。编号和面额数字均未填，说明该

票还未发行。

“九九”，为旧时商用数字写法钱，“九九钱”，系兑付率，即壹千文对付九百九十文之意。

左侧，为“发行时间和加盖落地章位置”，印有“光绪、年、月、日、帖”诸字。未填年月日时间，

也未加盖落地章，也说明此票还未发行。

钱票背面的图案与文字，均为绿色。图案亦分为上、下两部分：

上部，为一幅湖北著名历史古迹“黄鹤楼与晴川阁图”（图 6）。 其右侧，为同治时期武昌黄鹤楼；

图 5 湖南平江县“广

盛福”商号钱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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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为长江对岸的汉阳晴川阁与龟山；

下部，亦有一幅 `“长方形多层框格图”，
其内、外层框格中，绘制的是牡丹花卉图及几

何图案。

框格图中部空间内，上部书写的是一篇有

关钞票（纸币）的议论短文，值得一读：

“一纸天边远，多金地上浮，名堪垂百代，

字是著千秋，有客寻子去，无人不尔？投，青

蚨飞在此，白马赠当头，坐贾於斯得，行商可

自由，毫端真富贵，操券任其求。义隆号主人识。”

文中的“青蚨”二字，稍作解释。

在我国古代社会里，“青蚨”专门比作钱，来源于古代“青蚨还钱”的传说。因此，旧时，每逢

春节贴对联，一些商号、银号的钱柜上，大都用红色的方纸写着“青蚨飞入”四个大字，希望花去的钱，

能自己飞回来，花去多少，飞回多少，源源不断，即“财源茂盛，生意兴隆”之意。

其下方，为一幅花鸟画，描绘的是，一只白脖雀鸟在花枝之上尽情鸣唱的情景。花鸟画在清代

早期石印钱票中，颇为少见。

综上所述可知，光绪祁邑西街“义隆号”商号钱票，是一张历史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的纸币，不

仅图案精美，人物刻画细腻生动，而且，印刷技术，亦十分精湛。

此外，该票的发行地祁邑西街的具体位置，也应分析确认。

二、祁邑西街地址的确认

“祁邑”名称中，“邑”为城市、都城、县城之意，如城邑、都邑等。清代和民国时期时，主要指“县”。 
因此，“祁邑”指名称中含有“祁”的县城。

在国内，县城名称中含有“祁”字的县城很多，因此，“祁邑”在何处？属何省份？必须分析与考证。

1、从图案特征与风格分析

由于祁邑西街“义隆号”商号钱票由汉口印刷厂家印刷，因此，从其图案特征和风格来看，明

显具有湖北汉口印刷之民间钱票的典型特征。

清代，汉口印刷的石印纸币，多出现于湖北、湖南和江西诸省，少部分出现于山西和陕西等地。

在这些省份的县城中，与“祁”字有关的县城，湖南省有“祁阳县”和“祁东县”。其中，湖南

地区通常将祁阳县习惯称作“祁邑”。山西省有“祁县”，通常亦习惯被称作“祁邑”。

因此，该票发行地是在湖南祁阳县，还是在山西祁县，还需进一步分析与确认。

2、从地格中文字特点及布局格式分析

清代民间钱票中，地格中文字分布格式，因地区不同，其文字内容和文字分布格式，亦往往有

所差别，其地域特征十分明显。

南方的湖北、湖南和江西地区，与北方的山西地区比较，常常有较大的不同。

例如，湖北、湖南和江西等地清代民间竖式钱票地格中常见文字及其分布格式为：

图 6 “黄鹤楼与晴川阁图”

近代货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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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为“编号”位置；中部为“面额’”位置；

左侧为“发行时间和加盖落地章”的位置。

其习惯用语是，面额部分的典型前缀文字为“憑

票发”，以及将钱票称作“票”等。其特征如下

例如，一张祁邑“镜寿堂”商号花边壹元钱票（图

7），有人将它看作山西祁邑票，实际上，该票不是
山西票，而是湖南祁邑票，其主要理由有三：

其一，地格中文字分布格式，为清代江南诸省

常见，具有江南风格；

其二，“花边”，是清代和民国时期湖南地区特

有的对银元的习惯称呼或俗称，而山西却不是，通

常称作“银洋”、“大洋”或“白洋”。

其三，清代湖南祁阳县有大兴街，而山西祁县却没有。

对于山西民间钱票而言，其竖式票地格中文字分布格式较多，

其中之一的典型格式是：

地格右侧为“憑帖来取”；中部为“编号和面额’”位置；左侧为“发

行时间和加盖落地章”的位置。

其习惯用语是，面额部分典型前缀文字为“憑帖来取”，或者“憑

帖取”，以及将钱票称作“帖”等。其特征如下：

以上两种地格中文字分布格式比较，有较大的差别。

目前所见，自咸丰时期到民国时期，山西民间钱票中常有这种

文字分布格式，它是山西民间钱票中的常见典型格式，如咸丰十一

年（1861年）山西平邑（平遥）南街“丰裕庆”商号票（图 8），光
绪二十四年山西襄城“同协永”票（图 9）以及民国二年（1914年）
山西离石县“长盛德”钱票（图 10）等。

图 7 湖南祁邑“镜寿堂”商号花边壹元钱票

图 8 咸丰十一年山西平邑

南街“丰裕庆”商号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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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从竖式钱票地格文字特点及

分布格式分析，该票的发行地祁邑，不会在

湖南等南方地区，而应在北方的山西 `，即
山西祁邑（祁县）。

也就是说，祁邑西街“义隆号”商号票

发行地，在山西省祁县。然而，祁县是否有

名字叫作“西街”的街道，以及是否有此可

能性等，还需进一步确认

3、从印刷厂家分析

如前所述，祁邑西街“义隆号”商号票，

由汉口景庆义石印局印刷。实际上，汉口景

庆义石印局一直是为山西商家印刷石印钱票

的重要商家之一。

据《中国山西民间票帖》一书介绍：

“所谓新版民间票贴，就是采用当时最

新式的，由外国传入的石印、铜版或胶版印

刷新工艺印制的竖版民间钱帖。⋯⋯自传世

票贴上看，有上海的点石斋石印馆、华聚玉

石印馆、天津的东华石印局、北马路华东石

印局、汉口的景庆义石印花票局、大郑家巷

采新祥石印馆、太原的撷华石印馆等。”③

其中提到，为山西印刷钱票的汉口印

刷厂家中，有“景庆义石印花票局”。例如，

该厂家印刷的山西钱票有，清代光绪三十二

年（1906年）太邑（太谷县）“复盛永”商
号钱票（图 11）以及清末光绪宣统年间制版
的祁县西街“万盛源记”钱票（图 12）等。

由此可知，清代汉口景庆义石印局，不

仅为山西太谷县商家印制钱票，也为地处祁

县同一条西街的另一家“万盛源记”商号印

制钱票，而且，山西祁县，也确实有一条名

叫“西街”的街道，至今仍在。

因此，如上所述，将祁邑西街“义隆号”

商号票发行地，确认为山西祁县西街，完全

符合历史。

图 9 光绪二十四年山西

襄城“同协永”壹仟文票

图 10 民国二年离石县

“长盛德”钱票 

图 11 光绪三十二年山西

太邑复盛永票

图 12 清末光宣年间祁县

西街“万盛源记”钱票

近代货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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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祁县西街——晋商古街

祁县，位于山西省中部，太岳山北麓，太原盆地南部，汾河

东岸。东与太谷县相邻，西与平遥县接壤，南与武乡县交界，北

与清徐县毗连，东南与榆社县峰峦相依，西北与文水县隔河相望。

隶属于山西省晋中市。因古时有昭馀祁泽薮而得名。（图 13）
祁县，历史悠久，西汉初置祁县，因古时有“昭余祁泽薮”

（长杂草的积水地带）而得名。祁县，是全国最早称“县”的地方。

在全国 2000多个县中，祁县可算得上“县龄”最长的“老资格”。
祁县古城，始建于北魏孝义帝太和年间（477-499年），距今

已有 1600多年历史。祁县古城，以其严谨、周密的布局设计，精
巧细致的建筑工艺，而名誉于世。祁县古城的特点，概括起来，

为“一城四街，二十八巷，六十个圪道，四十个大院，万余间房室”。 
其中，乔家大院已早为大家所称赞。与乔家大院相媲美的还有渠家、

何家、马家等十二处之多。 
祁县古城，东西长 850米，南北 700米，周长三公里，整个城

池形状，为偏正方形，在城池的东南方向缺一直角，如同古代官吏

所戴的纱帽，故有“纱帽城”之说。旧时，城墙砖砌到顶，外筑护

城河，设四道城门，门顶筑有匾额，东曰“瞻凤”，西曰“挹汾”，

南曰“凭麓”，北曰“拱辰”，十分雄壮。虽然因战争的破坏和风雨

沧桑，城墙不复存在，但城内建筑保存完好，其风韵格局，依旧引

人注目。

祁县古城的布局，以十字口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

垂直交叉，南正北直，东西对应。以十字交叉为主轴架的 28条街巷，
与之纵横贯通。古城的东、南、西、北四条大街，目前被誉为“晋

商老街”。

其中，作为晋商老街，横贯东西的东街（图 14）和西街（图 15），为名城文化遗产的精华部分。
其建筑，多为二层砖木结构，明柱出檐，木雕装饰，油漆彩画，古色古香。 

如今，街道两侧，明清时代的茶庄、烟店、票号、钱庄、斗行、当铺等数百家商业铺旧址和巨

商大贾千余处豪宅大院，保存完好。建筑古朴雄浑、飞檐挑角、梁枋交错、鳞次栉比。被建筑专家

称之为，“集江南河北之大成，汇宋元明清之法式”，是研究我国古代县城建制、街道规划、民宅建

筑和商业布局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也是反映明清时代晋商辉煌的历史见证。

1994年 1月，作为中国商业金融古城和北方汉民族历史、建筑、文化、艺术的重要载体和杰出典范，
祁县古城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2011年 6月，山西祁县晋商老街，以名列榜
首的骄人成绩成功入选第三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图 13 清代山西祁县位置图

图 14 山西祁县东街

图 15 山西祁县西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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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县，交通位置，十分优越，素有“川陕通衢”之称，是山西省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明清时期，

祁县商业繁荣，茶、票、斗、典、布、杂等百业，闻名遐迩。作为晋商故里，祁县是明清时期全国

的商业金融中心。

祁县有合盛元、大德恒、大德通、三晋源等 12家有影响力的票号，展现了祁县执全国金融牛耳
的辉煌；以“长裕川茶庄”为代表的晋商茶庄，几乎垄断了我国华中和华北地区的茶叶生产和贸易，

辉煌一时。

祁县商帮、票号，遍布国内通都大邑，水旱码头，甚至，远至俄国的西伯利亚、莫斯科，日本的东京、

神户、大板，朝鲜的平壤、仁川、汉城，以及南洋各地，号称“汇通天下”。故有“金祁县”之称。

 如上所述，光绪年间的“义隆号”商号和“万盛源记”商号，就设在祁县的一条商业发达、经
济繁荣的西街之上，并发行钱票，流通于市面，显然，不无原因。

四、山西祁邑与湖北汉口的渊源关系

山西祁县“义隆号”商号钱票，由千里之外的汉口景庆义石印局印刷，显然，不无原因。

实际上，山西祁县与湖北汉口之间的关系，颇为密切。

明清时期，汉口是国内的重要商埠，商业、贸易、经济、金融，十分发达。清末民初时，其国

内贸易总额和国外贸易总额之和，稳居国内商埠之首，有“九省通衢”之称。

山西票号、遍布全国各地，大都在汉口设有分号，当年几乎控制了汉口的金融业。其中，我国

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票号，就是首先在汉口由颜料商改制成票号的。④⑤

在汉口的典当业和钱庄业中，山西帮数量众多，而且，占有重要的地位。

可见，山西与汉口之间的商业、经济、金融关系，十分密切。

就山西祁县而言，也是如此。

祁县票号中，合盛元、元丰玖、三晋源、存义公、大德恒、大德通、长盛川和大盛川等票号，

均在汉口设有分号。尤其是大德恒票号，其总号就设在祁县西街 14号和 16号，与“义隆号”商
号和“万盛源记”商号为邻，在同一条大街之上，显然，彼此定有往来。

此外，就茶叶贸易而言，清代民国时期，汉口是国内茶叶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其出口量占汉口

出口货物中的重要部分，贸易额甚高。其中，山西祁县的茶商，就占有重要地位。

例如，祁县“长裕川茶庄”，“清末至民国时期，由渠源潮及其孙渠晋山主持，总号设在祁县城

内段家巷，在汉口、长沙、南昌、扬州、十二圩、张家口、绥远、天津等地设分号十余处。在湖北

占有三座茶山，共有店员一百多人，资本三万两。”⑥

祁县“大玉川茶庄”，“总号设在城内财神庙街。在湖南、湖北占有茶山。在汉口设有中转站，

办理运茶及收交款项。”⑦

此外，清代及民国时期，湖北著名的蒲圻县（今赤壁市）羊楼洞镇“长盛川”茶场，其“长盛

川砖茶”，享誉国内，名扬国外，曾在宣统元年武汉第一次劝业奖进会上，获得了三等奖，也是三等

奖中仅有的一项茶叶类产品。而“长盛川”茶场，就是由山西祁县号称“旺财东”的渠源祯，于光

绪初年投资 20万两创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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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祁县众多商号与汉口有着密切的商业经济联系，甚至“义隆号”商号老板也有可能常来湖

北汉口做生意。当他们在汉时，顺便让高度发达的汉口印刷业为其印制钱票，颇为便利，可以说是

举手之劳。

五、重要价值与意义

光绪山西祁邑“义隆号”商号钱票，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山西最早的石印纸币

山西，是引进国外石印技术时间较早的地区之一。据《中华印刷通史》记载：

“1882 年，祁县“文和斋”，山西最早石印机构。⋯⋯1906年，晋新书社址在山西太原，铅、石印”。⑧

《山西出版史话》又载： 

“光绪九年（1883）上海同文书局在太原设立分局，开始用石印书报。”⑨

现存最早的山西石印印刷品，为光绪二十年（1894年）榆次常氏印刷的《半可集》四卷等。
尽管山西省引进石印技术的时间较早，大约在光绪八年（1882年），其出现地就在祁县，但是，

石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却十分缓慢，其石印印刷业与南方其他省份，

如汉口和上海等地相比，一直处于落后状态。

山西石印纸币的出现，也比较晚，其最早的石印纸币，也不是出

自本省印刷厂家，而是由外省印刷厂家印刷的，由民间商号所发行。

据《中国山西民间票帖》介绍：

“目前见到的，用石印技术印制的山西民间票帖，时代在光绪年间。

光绪甲辰（光绪三十年）年制版印刷的山西太谷‘庆泰隆钱帖’，是上海

点石斋石印的，质地为道林纸，版式仍为传统的竖式，红、兰、绿三色套印，

双面印刷，制版、印刷都十分精湛。”⑩

由此得知，山西省最早的民间石印纸币，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
由英商安内斯特 ·美查 (Ernest Major)创办上海“点石斋石印局”为山
西太谷县“庆泰隆”商号印刷的一种空白钱票（图 16）。

然而，光绪三十年（1904年）时，南方的湖北、湖南及江西等省，
其民间钱票已普遍采用石印技术。

由我国商人印刷的山西最早的石印纸币，就是前面已经介绍的，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汉口景庆义石印局”印刷的山西太邑（太
谷县）“复盛永”商号钱票（见图 10），此票系一种行用流通票。

由此可知，由汉口景庆义石印局于”光绪二十四年（1889年）三
月印刷的山西祁邑西街“义隆号”商号钱票，就成为山西最早的石印纸币，同时，又将山西最早的

石印纸币的出现时间，大大提前有六年之多。因而，该票在山西纸币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的里程

碑意义，而且，数量极少，目前仅见此一张，因而更显珍贵。

因此，山西祁邑西街“义隆号”商号钱票，在山西纸币印刷史上和山西纸币发行史上，具有重

要地位和重要价值。

图 16 光绪三十年山西太

谷县庆泰隆商号壹串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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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代石印纸币上最早出现的湖北地方特征图案

“义隆号”商号钱票中绘制的“黄鹤楼与晴川阁图”，系湖北独有的古代历史建筑图案，是具有

鲜明湖北地方特征的图案，它是清代和民国时期湖北地区印刷厂印制民间钱票时的常用图案，已成

为湖北地区印制钱票上的重要图案特征之一，即典型的湖北印刷纸币的特色图案，直到民国时期，

也常常被外省一些印刷厂家所采用，具有一定影响。加之，图案简洁精美，因此，深受民间钱票爱

好者的喜爱。

此前所知，最早出现在清代石印纸币上的湖北地方特征图案，是前面介绍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山西太邑（太谷县）“复盛永”商号钱票上的“黄鹤楼与晴川阁图”（图 17 ）。

因此，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印刷的“义隆号”
商号钱票中绘制的“黄鹤楼与晴川阁图”，就成为清代

石印纸币上最早出现的湖北地方特征图案。

由此可知，该票在湖北纸币印刷史上具有典型性

和代表性，在湖北印刷发展史上，也同样具有代表性。

3、晋商与湖北商业密切关系的见证

如前所述，山西祁县与湖北汉口，历史上有密切

的商业经济联系，因此，“义隆号”商号钱票，就成为

这种密切关系的十分难得的见证之物。

4、数量极少，仅见此一张

综上所述可知，山西祁县“义隆号”商号钱票，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

是一张十分罕见的山西最早的清代石印纸币，值得收藏与鉴赏。

（ 作者：湖北省钱币学会常务理事     责任编辑：赵人民）

注释：

① 张或定、张劲峰、张哨峰：“湖北崇阳县裕源商号的三种民间钱票”，《江苏钱币》，2007 年 1 期；

② 张或定、张劲峰、张哨峰：“湖北民间钱票初露真容”，《中国收藏 ·钱币》总第 6期；
③⑩ 王学农、刘建民：《中国山西民间票帖》，中华书局，2001 年 11 月，第 96 页；第 34 页；

④ 张或定、张哨峰、张劲峰：“湖北票号起源时间考”，《中国钱币》2010 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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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黄鹤楼与晴川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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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山西祁邑“义隆号”商号钱票

山西祁县西街“义隆号”商号钱票

湖南祁邑“镜寿堂”商号花边壹元钱票

湖北崇阳县蔡家墩“浴源”
商好当拾铜元壹佰枚钱票

咸丰十一年山西平邑南街
“丰裕庆”商号票

清末光宣年间祁县西街
“万盛源记”钱票

光绪三十二年山西太邑复
盛永票

民国二年离石县“长盛德”
钱票

湖南平江县“广盛福”
商号钱票

光绪二十四年山西襄城
“同协永”壹仟文票

光绪三十年山西太谷县庆
泰隆商号壹串文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