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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包头并未觉得衣食住行和口里有多大

区别，到天合永购买生活用品就如在口

里，所以天合永买卖兴隆，在包头经营的

时间也比较长，在财神庙街路北有三间铺

面带小院，坐落天合永巷口路西，巷子因

商号得名。

三、南恒盛源与北恒盛源

草市街路西84号有一家叫恒盛源的

字号，东前街路南81号也有一家叫恒盛

源的买卖，其实是一家的买卖，是定襄班

子。清代宣统三年一月，山西太原府寿阳

县东河村人常佩文、定襄县的阎敬修垫

资，由定襄人梁明德领了资本并任经理，

在包头草市街开设杂货铺，因该号讲信

誉，童叟无欺，又开设了一家分号，老包

头人称其为恒盛源南柜、恒盛源北柜。民

国贺昱功任经理，他曾出任过包头商会理

事。恒盛源南北西柜买卖兴隆与包头市民

及各行业都有业务往来，在包头当地很有

名望，有店员22名。

四、永顺恒杂货铺

永顺恒杂货铺是归化城（呼和浩特

市）永顺合来包头投资开设的，坐落在包

头财神庙街22号。财东是山西忻州东时延

村杨姓，领资本的是赵护国，是忻州淤泥

村人。他原本是天合永的成员，天合永歇

业后，财东聘请赵护国担任永顺恒杂货铺

经理，赵护国生意做得很有起色，店伙有

五十余人。在该号任过经理的有忻州新路

村连龙山、连德厚，末任经理赵恒年忻州

解村人。由于生意兴隆，看到相与代州帮

的草地买卖很赚钱，也在乌兰脑包开设永

义恒，用杂货换取皮毛。民国二十年办柜

事，东伙协商将永义恒撤庄。

五、源顺泰

清同治年间源顺泰开业，也是一家

杂货业，旧址位于包头东河区胜利路义盛

山货庄。主要经营糖业烟酒、砖茶布匹，

掌柜子郝连成，老家是忻县董村的。这家

杂货铺在包头的知名度也颇深，但店员生

活水平不高，每天糜米捞饭烩番瓜，只在

初一、十五及年节改善生活。

以上介绍了五家在包头经营杂货铺

的忻定班子，其实其他杂货铺还有好多

家，如民生街信和源也是一家有名的杂货

铺，它一边经营杂货一边自编柳笆出售。

忻州、定襄人远离故土出走口外，历经

二百多年，或农或商，艰辛创业诚信待

人，成为包头三大帮之一。岁月如梭历经

几代，忻定班子在包头经营杂货铺的翔实

历史原貌，已无法从现存的史料及老者口

碑中全面地反映出来，只能浮光掠影地来

介绍一下，当年走口外来包头住杂货铺的

店员已寥寥无几，健在的也是只知一二，

很难一窥全貌。

（本文作者系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
究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