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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港城，诚信营口”。
2025年是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

年行动的决胜之年，是实现“十四五”信用规划
目标任务的重要一年，是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

为普及诚信知识，提升社会诚信意识，营口
新闻传媒中心专刊部特推出“诚信百年”系列报

道。从回顾百余年前营口商埠依靠诚信力量打造
出兴旺繁华的“关外上海”的往事，到讲述如今
社会各界不断涌现的讲诚信、守诚信的新鲜事
例，意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诚信观，培养正确的
社会道德观念，从而推动全社会形成懂信用、讲
信用、守信用的良好氛围，激活信用基因，打造
信用建设新高地，为营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时光回溯一百多年，要形容那时营口的营商
环境，可谓驰名全国。那时，全国的客商都有个
共识——去营口做生意，那叫一个舒服。营口能让
客商们舒服的最根本原因，就是“诚信”。当时，在
从事商业交易的“大屋子”内，营口商界秉承诚信
原则，打造出“请公盘”、“过炉银”等行规、制
度，在为千里迢迢来此的客商们提供极大便利和保
障的同时，也造就了营口昔日的商业辉煌。

“诚信”，是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和交往、维护
每个人正当利益的基本道德规范，对人们尤其是
商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营口做买卖的商人们
早就领悟到了诚信的真谛。

公平交易的平台——营口“大屋子”

提到营口近代商业发展，就不得不提到其重
要的载体——“大屋子”。过去的老营口，有“大
屋子”这样一种独特的商业贸易经营方式。“大屋
子”即批发代理商，类似现在的仓贮运输公司，
有代理、批发、转运，兼办租车、租船、货物发
送及交易中介、代管来往客商住宿饮食诸多功
能，通过帮助别人的货物进行买卖，以收取佣金
为其生存之道。由于此类商号大多备有大量仓库
和大面积堆放积存货物的场地，故称“大屋子”。

营口自古就是通郡渡津，依靠辽河这条黄金
水道，再有滨临渤海辽东湾的位置优势，营口逐
渐成为东北与关内贸易的主要港口。随着往来贸
易人员逐年增多，繁忙的航运业培育出营口码头
商埠的繁华，正所谓港兴、城兴。

清代，营口已经是中外闻名的货物集散地，
在关东地区是一座响当当的大码头。当时的营口
港是南北客商趋之若鹜的理想之所，航线连接中
外许多口岸，大量南来北往的货物到了营口口岸
就得有个地方存放，这就给营口“大屋子”提供
了施展的平台。营口最早的“大屋子”始于清光
绪二年（1822年），最繁盛时营口的“大屋子”多
达 140 余家，主营业务有粮豆、布行、颜料、杂
货、洋货、茶叶等。

“大屋子”以自己的名义和信誉，帮助他人将货
物进行买卖，获取佣金。但收取佣金并不是简单的
抽头行为，而是有一种实实在在的为买卖双方提供
上佳服务的保障在里面，是营口开办“大屋子”的
所有商家对买卖双方的一个庄严承诺：只要货物放

到“大屋子”里，货主只等拿钱即可，出售收款由
“大屋子”里的人来完成。他们会像对待自己的物品
一样对待这些待售货物，保证公平交易，对买主和
卖主一视同仁。

“大屋子”依靠笃实的信誉，为营口的买卖双方
进行货物交易，从中获得佣金，扣佣率为百分之
五，即买三卖二。在每单交易中，买主拿出交易额
的百分之三给大屋子做佣金，卖家则出交易额的百
分之二。“大屋子”收取的佣金为何要分成二、三不
等呢？其一，营口是货物的集散地，各地的物品统
统集中到营口埠内，然后再卖出，说明这个市场属
于卖方市场，也就是说有货不愁卖，而买主要到各
家“大屋子”才能买到需要的货物，所以，“大屋
子”要多收一成买主的佣金；其二，卖主把货物放
到“大屋子”里，要付给“大屋子”一定的栈佣，
虽然有商议的余地，但大多数卖家还是会付给这笔
佣金的，何况其中还有吃住等一些消费开支，所
以，“大屋子”考虑到在卖主身上会有其他的佣钱，
少收一成佣金也是一种平衡的商业营销手段；其
三，“大屋子”是赚取买卖双方成交后的佣金，如果
没有卖主将货物事先存放在“大屋子”，“大屋子”
也就没有生意可做，表面上收卖主二成佣金，其
实，所差的那成佣金，与能有大量的生意可做相
比，已经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何况，常来常往的
卖主也不会亏待“大屋子”，少收一成佣金只是一种
形式罢了，面子上很好看，实际上对大屋子没有多
大的影响，还能讨到卖家的欢心，把货物心甘情愿
交予“大屋子”进行交易。长此以往，只要有足够
经销的货物，获得的佣金肯定少不了，这就是“大
屋子”业主的精明之处，因为只要有了货物，想不
赚钱都难。

营口贸易额度巨大，“大屋子”利润相当可
观，这种具有服务性质的“大屋子”建筑在街上
随处可见。正是因为有“大屋子”纵横营口商场
数十载，保证了这个东北第一开埠港口的吞吐量
逐年走高，形成了闻名中外的商品集散地。

应该说，百余年前的营口“大屋子”商业，非
常准确地把握了“诚信”本质。“诚”是内心真实的
反映，必须做到表里如一，“大屋子”在营口是实实
在在存在的一座座商号铺面，“大屋子”业主心里想
的是以真诚对待到来的客商，诚心实意为客商尽到

“地主之谊”；“信”是言语真实的体现，“大屋子”

做生意讲究言必信，对待生意童叟无欺。任何一家
“大屋子”老商号能够长期存在并被认可，绝对不是
单靠人们需求而生存。只要有经营的条件，生意人
人可做，但只要有商品市场，就会产生竞争，最终
适者生存，所以坚持下来并被人们接受的老字号，
都能正确认识“义利观”，必定是“以人为本”的诚
信商家，绝不会做投机取巧的蠢事。宝和堂、咸春
堂、兴茂福、瑞昌成、泰顺祥、协盛丰、义生利等
人们耳熟能详的众多老字号的存在，使营口“诚信
之都”的美誉当之无愧。

诚和信在近代营口商人群体里有四个方面表
现：首先是诚实无欺，指“大屋子”业主对自己内
心所持信仰的遵循，是他们的自我约束。其次是相
互信任，既是指“大屋子”业主的自我信任，更多
的时候是指信任他人或被人信任，是他们基于对客
商的诚心、诚言、诚行的主观判断基础上认可的肯
定性心理趋向。再次是信守承诺，是一种自我承诺
的履行，能够对他人承诺“言而有信”。最后是遵守
规则，其特征是“大屋子”主在实现个体利益时，
不以损害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为代价。可以说，就
是这种刻在骨子里的诚信品格，让百年营商繁荣兴
盛，并对今天营口的商业环境产生深刻影响。

（未完待续）

在 华 夏 大 地
上，七座政府投资
兴建的雷锋主题展
馆 如 星 辰 般 璀 璨
四方，而营口市雷
锋文化博物馆，以
其独特的魅力独树
一帜。它不仅仅是
展示雷锋生平事迹
的展馆，更是雷锋
文化的传承地、发
扬地，它开创性地
以 “ 弘 扬 雷 锋 文
化”为己任，是全
国首个以“雷锋文
化”命名的政府投
资的博物馆。

在这里，你能
了解到一些在其他
场馆未曾听闻的故
事：在这里，你能
够听到雷锋在营口
的 二 十 个 “ 第 一
次”的故事，如同
珍珠串联，闪耀着

“无私奉献”的光
辉；你能够了解到
雷锋一生工资收入
情况，映照出“勤俭节约”的形象。这里
展示了多年来社会各界为弘扬雷锋文化所
做的诸多工作。

该馆藏品中，有大量珍贵的雷锋主题
宣传画、节目单、剧本、幻灯片、电影拷
贝、书籍，以及全国各地历年学雷锋活动
的照片、奖章、奖状等。通过对雷锋主题
藏品的挖掘整理，“特别的荣誉”“画说雷
锋”“榜样的力量”“搪瓷盘里的党史故
事”等专题展览如同一幅幅流动的画卷，
让我们在参观中感受雷锋文化的魅力，学
习雷锋的精神境界。

雷锋生平捐了多少次款？雷锋到底
是什么学历？雷锋有哪些文艺特长……
这些疑问，随着讲解员的讲述，如同春
风化雨，滋润着我们的心田，让我们得
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那个有血有肉的雷
锋，那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
的事业无私奉献的雷锋。

这里，是雷锋文化的宝库，是雷锋精
神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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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起，评书大师袁阔成先生在营口工作生活
了近三十年，这段岁月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
是他艺术成就中最华丽的乐章。可以说，袁阔成评书
艺术的黄金时代是在营口度过的。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袁阔成先生在营口的那段往
事，领略其是如何从一位说书人一步步成长为风靡全
国的评书大家的。

关外魅力之都营口 大师度过黄金三十年

作为民族艺术，评书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清末

到民国初年，则是评书发展的繁盛时期。在京城评书
界，袁派评书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代表人物是袁杰
亭、袁杰英、袁杰武三兄弟。他们的父亲袁蔼棠就是
京城有名的说书人，袁派评书薪火相传到了三兄弟这
一代，更是被发扬光大。他们潜心演绎的代表作《五
女七贞》，以风格迥异、各有千秋的艺术表现形式活跃
在京城各大书馆，被京城人誉为“袁氏三杰”。

袁阔成出身评书世家，受到父亲袁杰武及伯父们
的言传身教，从小就显示出惊人的评书天赋。17岁那
年，袁阔成只身赴沈阳，成功在东雅轩书场实现“挑
帘红”。所谓的“挑帘红”，指的是评书艺人出师后演
出成功，一举成名。

之后的解放战争期间，袁阔成辗转于锦州、秦皇
岛、山海关、唐山等地说书，一路顺风顺水，所到之
处，书场皆火爆异常。

袁阔成是1956年经朋友举荐，从北京来营口发展
并落户的。袁阔成为啥要远赴关外的营口？俗话说凤
凰不落无宝地，从1860年起，营口不仅成为关外水陆
码头，商贸重镇，而且曲艺也相当繁荣。当时的艺人
们有着来营口“打炮”的传统，即某位名角想到关外
演出，第一站大多选择到营口亮相试演。营口的观众
不仅懂书、懂戏，欣赏口味还很“刁”，角儿们只有在
营口演红了，才有信心去东北其他城市巡演。可以说
当时的营口，就是关外一座具备相当文化欣赏品味的
魅力之都。

袁阔成偏不信这个邪，非要来营口碰碰硬，闯出
一番名气来，结果一待就是三十年，直到1984年他
离开营口时，已经是两鬓霜染。他将人生中最宝贵的
年华都留在了营口，也与营口结下了不解之缘。

书场老板“三顾茅庐” 袁阔成决心闯荡营口

1956年，机缘巧合之下，营口某书场的杨经理与
袁阔成相识后，数次请袁阔成来营口说书。而当时，
袁阔成正是当红之际，他在唐山书场播讲的评书《十
二金钱镖》，因为观众太多最后不得不靠警察来维持
秩序；他在武汉三楼书场播讲的评书《水浒传》，以

“漂、俏、脆、帅”的表演风格，彻底征服了南方观
众；他在北京的日坛书社播讲的评书《吕四娘》，百
场演出场场爆满。因此，风头正劲的袁阔成并不愁说
书的地方，但杨经理屡次三番的热情邀约，让袁阔成
有了前往营口的打算。结束了北京的演出后，袁阔成
终于决定前往关外的营口发展，在此开启了他评书艺
术中最灿烂辉煌的篇章。

营口这块宝地，是靠什么吸引袁阔成前来的呢？
袁阔成晚年曾这样回忆道：“营口是辽宁省非常

有名的鱼米之乡，也是一块人杰地灵、文化艺术底蕴
非常深厚的宝地，尤其在演艺圈儿，更有‘在艺术表
演事业上，要想在东北搞出名堂，必须在营口排上
号’之说。”

这话说得一点儿不假，京剧界四大名旦的荀慧
生、尚小云都曾来营口献过艺，此外还有毛世来、吴素
秋、历慧良、张云溪等；曲艺界有顾桐成、李庆溪、赵
玉峰、丁正洪等。不仅来营口演出的名角儿多，观众中
也不乏行家里手，因此在营口，拿不出真格的本事来，
还真站不住脚。有抱负的中青年演员个个跃跃欲试，想
来营口一试身手，以此验证自己的水平。年轻的袁阔成
也属于不服输的性格，因此，营口对他来说，是个不得
不去闯荡一番的地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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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书大师袁阔成在营口的黄金时代（一）

韩晓东 王辉 本报记者 丁海林

百年营口商埠
靠诚信打造美誉的典范（（一一））

本报记者 丁海林

19岁的袁阔成（左一）与同行合影。

“大屋子”繁忙的运输场景。 “大屋子”的仓库。
雷锋题材的电影拷贝和剧本。

雷锋题材的书籍。

全国第一个雷锋纪念馆复原场景。

雷锋雕塑。

开栏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