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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徽商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在学界同人的共同努力下，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的内容不断深入，研究的方法不断更新，不
同观点的交锋也日趋活跃，引入注目。
徽商研究热潮的兴起不是偶然的。
自明朝中叶至清末、民初的数百年间，徽商一直是活跃于全国商界的一支劲旅。
徽商的活动对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无不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而徽商活动的方式及其势力
的消长又无不受到当时社会条件多方面的制约，因而透过徽商兴衰演变之迹可以从一个侧面窥探当时
整个社会的全貌。
因此，无论是研究明清史的学者还是研究徽州学的学者都不能不关心徽商的研究。
尤其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学术界过去那种重视研究生产而较少研究交换
的倾向，已与现实的需要不相适应。
为了更好地认识国情，寻求历史的借鉴，人们对我国商业发展的历史自然特别注意。
在这种形势下，徽商研究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我们相信，在改革不断深入的大好形势下，随着史学研究的发展，徽商研究的热潮必将更加高涨。
我们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几位同好，深感徽商研究的重要，于80年代初即成立了明清史研究室（现
改称徽商研究中心），发挥集体的力量开展徽商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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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徽州既以“东南邹鲁”驰誉遐迩，又以“商贾之乡”闻名海内。
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或是“先儒后贾”，或是“先贾后儒”，或是“亦贾亦懦”，从而形成了“贾
而好儒”的重要特色。
徽商之所以能够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不断发展壮大，乃至成为称雄商界的劲旅，是与这一重要特色分
不开的。
徽商之所以在经营中重视商业道德，讲求经营之道，也无不是这一特色的体现。
“贾为厚利，儒为名高”。
徽商虽孜孜追逐“厚利”，但他们更念念不忘“名高”。
在儒贾观上，与其说徽商“右贾”而“左儒”，毋宁说他们“右贾”更“右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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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三）“徽”、“商”（或“徽”、“贾”）二字已经相连成词，成为表达一个特定概念的名
词而被时人广泛应用。
明中叶以来，“徽商”、“徽贾”等词已屡见于记载。
从许多例句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使用“徽商”一词时，徽商单个人的特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
的共同特征；而徽商的共同特征又与其他商人不同，他们是一群特殊类型的商人。
就是说“徽商”既是从许多单个人的徽州商人特性中抽象出来的普遍概念，又是从“商人”这个属概
念中划分出来的种概念。
尽管在当时“徽商”一词还没有被当作表达单独概念的专有名词使用，但由于徽商有其共同利害，共
同特征，他们又往往结伙经商，共同行动，所以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早已把徽商视为一个群体了。
万历《嘉定县志》载：南翔镇“往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他镇，比为无赖吞食，稍稍徙避，而
镇遂衰落”，在这里，徽商的去留是采取统一行动的；南翔镇的无赖们则专门“蚕食”徽商，而不殃
及其他商人，对于徽商则统统加以“蚕食”，而不区别对待；《嘉定县志》的作者则把南翔镇盛衰的
原因归结为徽商的聚散。
他们都是把徽商作为一个群体对待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徽商”一词的出现乃是徽州商人群体的形成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成化年间，“徽商”一词就已在松江一带流行了。
《云间杂识》载：“成化末，有显宦满载归，一老人踵门拜不已。
官骇问故。
对日：‘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今赖君返之，敢不称谢。
’”松江是徽商早年最活跃的地方，徽商一词首先在这里流行是合乎情理的。
（四）作为徽商骨干力量的徽州盐商已在两淮盐业中取得优势地位。
明初行开中法，那时徽人虽有赴边纳粮、办引行盐者，但毕竟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竞争不过山、陕
商人。
及至成化末弘治初，开中折色法逐渐推行，使盐商得免赴边纳粮之苦，从而为徽商经营盐业提供了便
利条件。
所以开中折色法推行之初，徽人便乘地利之便，大批涌向扬州，把持盐利。
这时山陕商人虽也纷纷南下与徽人争利，但他们远离故土，力不从心，其势力也不得不屈居徽人之下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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