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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包头的杂货铺与忻定帮

新中国成立前包头杂货铺大都是由

雁门关南的忻县、定襄人把持，他们经营

的是“上至布匹杂货，下至铁柳圪榄棍

棒”，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

的。形成了早期在包头商界很有影响的忻

定帮。在将近三百年的西口移民文化中，

忻县、定襄人又是走西口队伍中的主要成

员。他们背井离乡，一代一代走出口里，

来到口外，在包头地区苦心经营、仔细盘

算，把买卖做好、做强，形成了包头有名

的六大老杂货铺，创造出了西口商业文化

中另一奇葩。

一、 如月号与梁如月

如月号在过去是老包头人们家喻户

晓的老字号，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嘉庆九年

（1804年），包头财神庙建庙碑记中众多

布施商号中亦有如月号，现存民国商会档

案中同业公会调查表，记载如月号是乾隆

年间开业的，按此推算如月号到1949年歇

业在包头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如月号坐落于后街34号（现包头市

东河区民生街）、早年山西定襄人梁如月

走西口来到包头凭着打造铁器的好手艺，

□   冯  源

颇受蒙汉人民的欢迎。蒙民多以山羊皮、

羔子皮、狐皮、鹿茸等换取他们所需的铁

制品，梁如月回乡时在口内出售换下的兽

皮，这样一来获利颇丰。几年后改成杂货

铺，出售日用百货，还购来紫檀轿杆的花

轿，开设如月鼓杠房，租赁花轿鼓杠。

民国时期如月号的经理李培密，山

西定襄人，担任过忻定社的会首。杂货铺

主要经营的是日用百货，人们都愿意买如

月号的东西，买卖十分兴隆，成为包头最

大的杂货店。忻县人连展恒任经理时，抗

战开始，如月号杂货铺生意衰落。

二、天合永巷与天合永

包头东河区财神庙街，有条南北方

向的小巷叫天合永，儿时每每路过都要

看看巷口的路牌，觉得奇怪为啥叫个天合

永，后来才知道是一家杂货铺。三十多年

前父亲说起过财神庙街草市街的杂货铺大

都是忻州定襄班子。

天合永是道光年间的老买卖字号，

经理赵护国，忻县淤泥村人，该店经营的

物品都是由山西各州府县贩运，包头本地

大都是晋省移民，所以走西口的山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