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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小小的拨浪鼓到国际性小商品贸易中心，从小商品交易市场的繁荣到其他产业集群的联动，从
商品经济的腾飞到和谐社会的全面建设，迅速崛起、蓬勃兴盛的义乌，为我们创造了和谐发展的义乌
模式。
为什么义乌会有如此快速的发展？
是什么使义乌这样一个没有资源和区位优势的地方创造了发展奇迹？
《发现义乌》以报告文学的方式，以流畅的文笔，通过实地采访和搜集第一手资料，追踪和解剖义乌
发展奇迹形成的奥秘，还原历史真相，揭示了义乌模式背后的文化基因。
这是第一本全景式深度解读义乌的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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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悄然改行的“末代货郎”　　从“练摊”到创办企业，由商贸而实业，对义乌的“末代货郎”而
言，尽管是一个水到渠成的“悄然之变”，但也决非“驾轻就熟”。
　　结识那些如今应该称得上功成名就的“末代货郎”，你会发现，他们的发迹、发家，几乎与父辈
、祖辈如出一辙。
事实上，义乌的生意人基本上都是从“鸡毛换糖”这个小生意开始的，依托小商品市场经商积累原始
资本后，最终转向办厂的企业家比比皆是。
这成了义乌民间贸易的“草根基础”。
　　比如说陶海弟，17岁那年，他就学着父亲的样子，用稚嫩的肩膀挑起50多公斤重的货郎担，摇着
拨浪鼓走在江西的乡间小道。
每天鸡鸣而起，日落而息，一天要奔波60多公里。
在陶海弟看来，谋生是人生最好的老师，苦难是生命中最大的财富。
当19岁的他独自一人在异乡手捧只有两块白切肉下菜的年夜饭，寄居在昏黑的小屋，望着飘雪想象未
来的时候，坚毅不屈的目光已经隐隐浮现脸上。
　　楼仲平也是这样。
家里有6个兄弟姐妹，童年留给他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饥饿。
“一切都是被‘肚子’逼出来的”。
谈起往事，楼仲平这样自嘲。
因为家里穷，他读完初二就去江西一带“鸡毛换糖’’。
“好在小时候吃过苦，所以做事很踏实。
小商品虽然利薄，但做好了照样可以赚钱。
”楼仲平说。
　　与陶海弟、楼仲平相比，宗承英的经历显得“略微复杂”。
1970年，他从“鸡毛换糖”开始学做生意，“练摊”一直“练”到了广西。
其问，还偷偷地找到苏南的一些社队企业，找关系批点纽扣之类的日用品来本地的小店卖。
除了“练摊”，他还“偷偷摸摸”地跑过“单帮”：前一天，在生产队里请好假，夜里就出发，走到
义乌车站坐晚上的汽车。
到嘉兴是早上，换到苏州的车，中午到苏州，下午到厂里拿货立即返回。
晚上到嘉兴，坐夜车回义乌正好是凌晨，直接下地干活，收工了以后再把回来就藏在家里的货拿到要
货的小店里。
　　“这样辛苦两天的收入，大概就可以相当于在生产队里一两个月的工分值。
”宗承英这样回忆道。
按他的描述，当时的生活虽然艰辛，但有时也不乏“兴奋与刺激”。
　　对于“末代货郎”的坎坷经历，义乌本地的“理论家”、老资格的退休干部冯志来评价为“义乌
小商品市场的根源”。
如果没有这些老百姓被生活逼着走出这条路，义乌接下来的小商品市场“就是开起来了也不会兴旺”
。
他们在一条条贸易线路上来回闯荡，摸熟了每条线路的货源、下家，才有了市场的根基。
　　1984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开放之后，远在广西摆地摊、做生意的宗承英很快“叶落归根”，在小
商品市场上拥有了自己的摊位。
从飘摇不定的走街生活到守着摊位“捡银子”，“末代货郎”们感受到了一阵从未有过的轻松。
　　然而，轻松很快消逝。
“依托于别人的产业之上，总归是靠不住的，今天给你代理了，没准明天你生意不好，他马上可以转
给别的经销商。
”摆摊卖了几年别人生产的拉链之后，陶海弟感到“前途渺茫”。
而楼仲平也碰到相似的难题：产品都差不多，你卖什么产品有钱赚，大家都会一哄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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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义乌的市场开始扩建，逐渐划分出好几个市场，篁园市场也开始上马建设，小商品市
场的生意“好得不能再好”。
宗承英兄弟的摊位因为买得早，位置好，生意自然更为火暴。
但是，烦恼也接踵而来：上家的货经常跟不上。
宗承英开始尝到了受制于人的苦头。
从表面上看，他和众多的义乌商人一样，做的是扩大这个小商品市场的经营范围，从经营品种上进一
步巩固这个市场的地位。
如果说价格低使义乌的小商品崭露头角的话，品种的逐步齐全则使它的磁吸力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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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和谐发展的官方样本，义乌经验的深度解读，《发现义乌》是第一本全景式深度解读义乌的报告
文学。
以流畅的文笔，通过实地采访和搜集第一手资料，追踪和解剖义乌发展奇迹形成的奥秘，还原历史真
相，揭示了义乌模式背后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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