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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折，又称经摺，旧时指折叠式
的狭长小簿本，经折多用以记录备忘
事宜，又特指记账的小折子。当然，
经折原系指书的一种装帧，历史上的
奏折、碑帖、册页等多有经折装，不
在本文阐述范围。

经折的使用历史悠久。元末明初
章回体小说 《水浒传》 第十八回中就
有描述：“只见何清去身边招文袋内摸
出一个经摺儿来，指道：‘这伙贼人都
在上面。’”清代长篇小说 《儒林外
史》 中关于经折的表述略多，主要发
生在商业活动中。如第二十回：“只见
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厮，右手拿著一本
经摺，左手拿著一本书。”第二十一
回 ：“ 每 日 叫 我 拿 这 经 摺 去 讨 些 赊
账。”第二十九回：“季恬逸这三个人
在寺门口聚昇楼起了一个经摺，每日
赊米买菜和酒吃，一日要吃四五钱银
子。”这里的经折则是指记账 （赊账）。

宁波作为早期商业发达的城市，
商业领域的经折使用由来已久。特别
是在明中期以后，甬上商品的交易和
流通逐渐活跃，日常贸易中金属货币
使用不甚方便，再加上赊欠制度流
行，这种能及时记录收支情况又可随
身携带的小册子便应时而生。

从商业角度分析，经折在宁波的
使用主要有三大领域：一是民间商贸
交易中的信用赊记账；二是民信局邮
递中的重要业务品种；三是钱庄业经
营活动中作为存款、过账的载体。

历史上，宁波的很多行业使用过
经折。由于长期且广泛的使用，经折
在清末民初的宁波，已演化成一种时
尚的文化用品，市面上有专门销售经
折的商肆，即各色经折成为供人们选
购（定制）的商品。宁波商业行会中已有

“经折同业行”的存在，说明主营或者兼
营经折的商肆已成为一个行业。1917
年，宁波“经折同行议单”载：“……唯我
经 折 一 行 ， 誊 传 数 百 年 …… 众 行 公
决，以各货方本深重，照原码酌增一
倍……”

由此推断，在 1917 年之前，经折
在宁波已存在数百年之久，在明清两
代已广为使用。

宁波素以商贸发达闻名，明、清至民国时期，
兴盛的商贸活动催生了商业经营活动中超前的支付
结算方式——赊款记账，载体是用于记账结算的经
折。

经折有外套，外套用硬纸板糊成，正面一般用
木刻印有“经折”字样，正面或折下方有发折店家
名称或商号名，内有用于记账的折叠式页面，供填
写日期、货名、数量、单价、金额、签名等信息。
据甬上年长者回忆，起初经折外套分为紫绛红色和
毛蓝色两种，后来一些店家图方便，外套颜色逐渐
变多，又省略了“经折”两字，但其功能不变。

经折多由店家自行发放，有定制、自制两种。
持经折的客户到商肆购物，只要写上日期、货物名
称、数量、价值等，并由当事人签字即可。不会写
字的当事人，可委托账房先生“记账”，俗称“上
账”。

商肆也会留存一份相应的底账，待到年中或者
年底，商肆老板就会派出账房先生，上门逐户收回
赊账。而地处农村集镇的商肆，会在秋收时节或年
底收入汇总时，派出账房先生收回赊账，赊账除了
现金支付外，也可用新收的农产品如稻谷、番薯
干、秋茶等，议价后抵款，相应的实物则由店铺老
板出钱雇人挑回。特殊情况下，顾客也可提供自制
的经折，只要商肆认可，可在一定范围内流通。这

种顾客一般属当地大户，主人或用人均可持折购
物，通常是认折不认人。

经折发放的对象，多是殷实之家，所以持有经
折，也代表着一种身份。倘若有人手头一时紧张，
或遇上家里红白之事，需要上街采办，就可向关系
好的大户人家借用经折。实际上这是一种“信用转
让”，到年底时，店家向经折持有人结账，即认折
不认人。经折持有人再与借用人自行结清。

发放经折，实际上是精明商家的“生意经”，
它让“有条件之人”合理赊账，既挽留了客户，又
做大了生意。经折，算得上是早期商品贸易活动中
的“准信用卡”。

清代至民国时，宁波城区的绸布庄、广货店等
商肆，经折记账结算颇为流行。据 1917 年宁波地区
的“经折同行议单”所述并推断，当时宁波城内有
5000 余家商业企业，其中的绸布业如源康、凤苞、云
章、大纶等，南北货业如怡和、董生阳、大有等，糖业
如德和、益和等，油酱业如恒康成、楼茂记等，还有一
些中医馆发放、使用过各自的经折。有实物可证的
是，相对僻远的奉化萧王庙三生号闽广铺，以经营福
建、广东一带的南货为主，曾发放、使用过考究的硬
面经折。由此可证明经折使用的广泛性。

离宁波城区更远的柴桥古镇，在明清时也盛行
经折。柴桥是浙东最早的商埠之一，史称“小宁
波”。柴桥在明代时已形成集市，至清乾隆年间，
已 形 成 了 众 所 周 知 的 逢 农 历 “ 一 、 六 ” 大 市 和

“三、八”小市的赶集商贸文化现象。方圆几十里
乃至隔海相望的舟山地区如沈家门、六横、佛渡等
地的客商和百姓，也前来赶集，柴桥经折使用一直
延续到民国末年。父亲生前曾提及经折之事，他说
北仑白峰小门村里徐家大户就持有经折，他年少时
在柴桥老街还亲眼见过有人使用经折购物、记账的
场景。这已经是民国后期了。

宁波城镇商肆向顾客发放经折，又称为“货
折”。如“乾丰货折”（商肆所在地址不详） 的折首
虽无具体内容记载，但通过它能了解当时货折使用
的大概内容，折首写有“承蒙赐顾，逢节清账，煤
油锡箔，概不登账”。上有“民国廿二年”，下有钤
印“乾丰货折”四字，货折的编号为第 163 号。这种货
折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最为盛行，当时市面上流通的辅
币奇缺，为了解决日常零星购物的需要，遂以这种货
折记录代替辅币的收付，货折在当时城乡使用很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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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折，也是民信局邮递中的重要业务品种。民
信局使用的经折分硬折和软折两种，为客户服务实
施记账制。

民信局是由私人经营的营利机构，业务包括寄
递信件和物品、经办汇兑。在宁波，民信局是随着
经济的发展应运而生的，宁波商人在清代就创办了
民间邮递机构，是当时的一个重要行业。“五口通
商”之后，宁波的民信局一度成为全国“之最”。
能在民信局办理此项业务者，多是有身份的达官贵
人。宁波人开办的“全泰盛”，是当时国内影响较
大的一家民信局。

20 世纪 90 年代初，镇海西水门桥竺家祖传老
屋被拆迁时，发现了民信局的四件经折。老一辈集
邮史学家居洽群 （1928 年加入中国最早的三大邮
票会之一的新光邮票研究会），在获知消息后专门
致信有关人士。他在信中说：“能保存一百多年前
与民信局有关的折子，颇为不易，它是具有历史价
值的，特别是对民信局历史而言。”

四件经折实物的主人是清代镇海人竺钜封师爷
（又名竺修尧、竺巨峰），他遗留下来一个旧木箱，内存
有一堆老式信封、函件、单据、经折、药方等。其中四件
经折的时间跨度有三十年，始于竺钜封 1885 年去江
西吉安府上任师爷。据甬上邮史专家郑挥先生研究，
这四件经折是我国现存民信局经折中年代最早的。它
们分别是“上海全泰盛长江轮船局”经折、“上海
全泰盛长江轮船局”红色碑形双格戳经折、“上海
正和协记轮船□局”经折和竺钜封从上海可炽铁栈
寄至宁波镇海的银信经折。

“上海全泰盛长江轮船局”经折原件无套，尽
管经折内页的下部遭受了蛀蚀，但折内记录的十四

项按路程收取的信件和汇银资费仍十分清晰，是记
录账目最多也是信息量最大的一件。此经折共六
页，首页书“己丑端午、中秋、年底共三节无算”

（指赊账），开户竺先生。中间盖有“上海全泰盛长
江轮船局”戳，且经折正面用商码 （我国表示数目
的符号，自左向右的算筹码子，亦称“草码”） 记
账十三款。背面记账一项：外年终结算。

我在拜访郑挥先生时，见过“上海全泰盛长江
轮船局”（民信局） 邮寄的经折原件。蓝色布面硬
折正面贴有黄纸条，上书“竺师老爷”，硬套内另
用红色和绿色两张硬纸板相夹，红纸板中央手书

“全泰盛折”，左右两侧盖“岳州全泰盛信局”戳两
枚。因盖于红色纸板上，显示不太清晰。

这些实物表明：一、民信局每逢节日如端午、
中秋或年关，实行清账制度 （与商贸交易清账时间
基本吻合）。而现代邮政必须先付费后寄递，实行
预付邮资制，两者有区别；二、民信局是依靠收取
邮资生存的，按路程计费。以竺钜封经折遗物为
例，清时，江西吉安府到上海的信件，每件收费一
百文，汇鹰洋每块加收二十文。而江北扬州仙女庙
到上海的水路较近，信件收费七十文，汇鹰洋每块
加收十五文。经折背面书“十二月三十日作讫”，
意思是到当年的大年三十才会结清；三、民信局收
费计程不计重，信外另可附带轻便物件，如见信外
另加“并件”“烟袋一梗”等；四、民信局用经折
方式为钱庄、商号及官方递送银信包裹等服务 （相
当于当代银行的联行邮件），每件按规定记账或收
费，收费形式可以由发信方付讫，或书“酒资照
例”（民信局的收费戳记，相当于当代邮资印戳）
由收信方付费，也见有双方付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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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折，还是当年宁波钱庄业存款、过账业务的
载体。宁波是钱庄的发源地之一，宁波钱庄业存款
业务中首用经折，清咸丰年间推行过账制度后，经
折过账成为钱庄业结算业务的创新之举。

过账就是将日记账中的金额转列到相应的分类
账的账户中，其主要类型有传票、单据。过账方法
有簿册过账、经折过账、庄票过账、信札过账等。
那么，什么是经折过账？经折过账就是存款人从自
己在钱庄的储蓄存款账户中而不是往来账户中转账
支付对方。对于储蓄存款，钱庄都会发给存款人一
个存折 （业内谓之经折），存折上没有钱庄和客户
的名字，只在存折首页有一个记号，相当于密码，
只有客户与钱庄知道，目的是在被盗或遗失时，能
最大限度地保护存款人利益，而不被他人支取。经
折 （存折） 过账的方法与簿册过账相同，也就是在
双方的收付栏中，各记上收付方向、往来钱庄和金
额，就算完成业务办理。但经折 （存折） 持有人，
应将发生过账业务记录的经折送开户钱庄做记录，
否则钱庄无法知道发生的交易。

因此，宁波钱庄业使用两种经折：一是经常性
发生收付的“过账经折”；二是长期存款户使用的

“存款经折”。历史上，宁波钱庄业分大同行、小同
行和现兑庄三种，至 1929 年，宁波钱庄业达到鼎
盛期，其中大同行 36 家、小同行 25 家、现兑庄 30
家，总计 91 家。大同行在经办与同业的结算业务
中，可自行使用经折过账，而小同行及现兑庄须通
过大同行以此过账。

把钱庄业的存折、过账存折称为经折，笔者认
为，这不仅是因为它们的形状相似，更在于内页所
记录的项目也颇为接近，加上宁波商贸业经折的使
用又早于钱庄业的存折，故先入为主，亦有经折存
款、经折过账之称谓。

宁波历史上还有其他类型的经折，如房屋租赁
经折。长期租赁的房屋，租金须每月支付，房东
与房客之间经常性发生货币收付行为，收付款时
现场又无第三人，为了避免出错减少纠纷，双方
会使用经折，每次交易都详细登记在册。此外，
还有记录家庭开支的日记经折，古人行事，特别
在经济方面，奉行节约、慎重原则，把家庭中每
日 资 金 的 收 支 情 况 及 时 登 记 入 册 ， 也 会 用 到 经
折。

经折，在当时宁波人的日常生活中似乎随处可
见，但时代变迁，留存至今的经折实物已可遇而不
可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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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经折同行议单”。 （张介人供图）

钱庄“过账经折”，原件单页6厘米×11.8厘米。
（张介人供图）

钱庄“存款经折”，原件单页 6 厘米×11.8 厘米。
（张介人供图）

“全泰盛”民信局结算邮费的经折。（郑挥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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