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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他们曾执两淮盐业之牛耳，是乾隆的衣食口袋。
　　他们亦儒亦商亦官，是明清时期的超红商帮。
　　他们历经300余年的辉煌，谱写了“富可敌国”的神话。
　　他们就是徽商。
徽商的本质是儒商。
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配课题，向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
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
首屈一指。
　　徽商形成于明朝中叶，他们最早以经营盐业为中心，直至获“管接江南”之美誉。
　　随着徽州商帮逐渐成为明清商界一支劲旅，徽州从商人员也越来越多。
　　作为商帮优良传统之一的拼搏精神，也进一步发扬光大。
他们不仅与自然界的恶劣环境顽强斗争，而且同商场的惊涛骇浪进行拼搏，涌现了一批在逆境中崛起
的商界巨贾。
　　一时间的暴富，也许只需要一点小聪明，而几百年的辉煌则源于一种智慧。
几百年后的今天，安徽人仍然在上演着一个个财富故事：2010年，胡润百富发布了第二份以省份和城
市为单位的财富报告。
该报告显示，在历经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安徽省亿万富豪的人数在去年进一步上升。
其中，截至去年底，安徽省千万富豪人数已上升至7100人，上年这一数字是6700人。
　　其中，安徽省亿万富豪的增长速度更为明显。
去年，安徽省亿万富豪数量达到了760人，较2008年的680人增加了80人，增幅超过10％。
　　这就是安徽人，富有的安徽人，可怕的安徽人，富有得近乎于可怕的安徽人！
　　他们是凭借什么资本取得如此的辉煌和成功的呢，历史是这样总结的：　　百折不挠，积极进取
　　穷困的生存环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门，他们一般以小本起家，闯荡商海。
　　商海浪涛汹涌，凶险异常，一不小心就会搁浅甚至是沉没。
然而徽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从此便销声匿迹，而是义无反顾、百
折不挠，不成功决不罢休。
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
　　度势趋时，领先他人　　市场风云变幻莫测，活跃于市场的徽商必须时时细心预测市场，观察市
场动向，分析市场行情，审时度势，根据市场商品种类的盈虚和供求情况，对目标市场进行细分，去
选择所经销的商品，并且能够使经营时间、地点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灵活机变。
他们所从事的五大行业：食盐、粮食、木材、茶叶、典当无不是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而随机经营的。
正是由于他们能够随时观察市场，根据市场变化审时度势，因此面对同行业的竞争，他们时时能走在
同行业的前面，能够出奇制胜。
　　以众帮众，团结致胜　　徽商的团结精神不仅表现在家族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
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
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
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富不得意，永念勤俭　　大多徽商是从小本起家，不畏艰难，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经过了一番
奋斗拼搏，最后才建立了自己的基业，成为富商大贾的。
“致富思源”，他们大多数人特别珍惜得来不易的财富。
因此，他们虽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旧保持在家时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教育子孙。
　　以义制利，以予为得　　这突出表现在大量徽商发财致富后，以种种“义行”、“义举”来奉献
社会。
徽商由于“贾而好儒”，因而绝大多数人在经商活动中比较重视人文精神、讲求理性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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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致富，但他们依然自奉俭约，克勤克俭。
不过一旦当他们面对国难民困或旱荒水灾时，却又会慷慨解囊，将财富奉献给社会。
　　贾而好儒，以儒助己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著特点。
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
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
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
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
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同样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由_于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
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陛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
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
　　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徽商精神，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
商帮。
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
“徽骆驼”和“绩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
本书不似一般的学术论著，而是以义理为纲，以生动的史实、故事、商战实例为目，对福建人进行了
入浅入微的细节探究。
　　读了此书，你会感叹徽商的鸿大智慧；　　读了此书，你会领略经商的至高境界；　　读了此书
，你会掌握徽商成功的可怕密码；　　读了此书，彻底改观自己的经商理念，然后避开创业、经商中
的误区，下一个经商传奇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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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可怕的安徽人》不似一般的学术论著，而是以义理为纲，以生动的史实、帮带、商战实例为目
，对福建人进行了入浅入微的细节探究。
读了此书，你会感叹徽商的鸿大智慧；你会领略经商的至高境界；你会掌握徽商成功的可怕密码；你
彻底改观自己的经商理念，然后避开创业、经商中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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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学识，儒商的无形资产　　明清时期，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已发展到高峰阶段，即将与近代商品
市场接轨。
此时的市场更为扩大，交易更为复杂。
这种瞬息万变的情况是较难预测的。
商人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有助于在商业活动中分析市场形势，分析自然和社会诸因素对供求关系的
影响，从而在取予进退之间不失时机地作出正确的判断，以获得厚利。
同时，随着商业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同行业之间的交往联系日益密切，这又需要一定的管理和组织
才能。
有不少人正是具备这些经商才能，所以能在商业活动中大显身手。
可以说，徽商对知识的储备是其在日益激烈的商场竞争中积累的无形资产。
　　一些有文化的徽商，因善于操持生财之道，竟成为众商赖以经营的智囊。
明万历时，在两淮经营盐业的歙商吴彦先，“有暇辄浏览史书，与客纵谈古今得失”，即便宿儒也自
以为不及，因而博得群商的拥戴，一切营运必奉其筹划。
他既膺众望，便能“权货物之轻重，揣四方之缓急，察天时之消长，而又知人善任，故受指而出贾者
利必倍”，吴彦先这种运筹分析的才能，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他的文化修养。
　　再如汪尚信，早年“刻意经史”，后斟科场失意而弃儒从商，“有商于四方者亦奉公筹画，为时
良贾，以是家益振”。
歙商潘汀洲，“家世用陶，公独与时逐，或用盐髓，或用檀布，或用质剂，用游江淮吴越，务协地宜
。
　　邑中宿贾若诸汪、诸吴悉从公决策受成，皆累巨万”。
潘汀洲早年习贾，从商之后，“虽托于贵人而儒学益治”。
他曾自矜：“吾能事无虑累百，其可市者三：以儒则市甲第，以贾则市素封，以奕则市国手。
”除去自我夸张的成分之外，表现在他身上儒、贾、奕三方面的才能是相得益彰的。
　　盐业是徽商经营行业中的“龙头”行业，徽商能执两淮诸盐商之牛耳，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凭
借其文化知识的优势。
　　盐业从汉代以来都是政府垄断经营的行业，自唐宋到明清，政府财政收入，几乎是“半出盐赋”
。
因此，政府对于这个特殊的行业往往设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统一管理，掌管盐课。
而盐政衙门的官员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盐运司的最高长官盐运使，在明清时期大多是进士出身，有
的乃是饱学之士。
　　其时，“行盐之法”主要是“官督商办”，“商”与“官”交往甚密。
盐商特别是总商、大贾，经常出入于盐政衙门，没有一定的学识是无法胜任的。
正是由于盐业官营，所以，政府对盐的生产、贩运、销售、课税，都有较完备的政策规定，这就是盐
法。
而且随着朝代的更替，形势的变化，盐法亦常随之变化。
而经营食盐的盐商，就必须熟悉盐法。
不仅要熟悉“本朝”的，而且还要熟悉历代的。
然而盐法并非任何人都能读懂的，只有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商人，才能读懂盐法，依法行盐。
有时盐官要和盐商讨论历朝盐法的利弊得失，盐商还要提出合乎事实的见解来。
　　如明代歙县盐商黄崇德，在“盐司下询”时，往往能旁征博引，侃侃而谈；在“条陈利弊”时，
也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
当时管理盐务的官僚，每每因他的认识而修改盐法，黄崇德亦可从中得利。
他之所以能在两淮商界中拥有如此高的地位，想来与年少时“有志举业”，即准备参加科举考试是分
不开的，如果没有文化，不能“博览多通”，又怎能“旁征博引”？
又怎能让那些盐务官僚听从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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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在政府与盐商间有个充当媒介的角色，明代称之为“盐祭酒”，清代则称之“盐务总
商”。
日本学者藤井宏先生在《新安商人的研究》一文中认为：“祭酒者，盖由于古礼大飨宴时，宾中年长
者一人首先举酒祭酒。
由此就成为对同列中年品望较高之人的专称。
”“但同业中的最富裕者不一定成为祭酒。
考虑祭酒人选时，才略、人格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　　“祭酒”与“总商”虽不是官衔，但推举产生不单是盐商内部的事，更重要的是官府的影响。
因此，要当上总商或坐稳总商的椅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强大的政治靠山，二是学识。
歙商吴光升，太学生，好《左传》、《国语》诸书，最初其父以经营盐业客居淮扬时，他就从之，后
父母过早去世，他就单独立户。
因水平高，为人好，“即诸贾人委心归计，奔走唯诺如不及”，于是人们对他很尊重，“虽少而为祭
酒”。
　　当祭酒除社会地位能得到进一步提高外，更主要的是，他们可以直接参与商政大事的咨议，参与
行业势态的定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无形资产，从而直接有利于商业经营，有利于市场的拓展，甚至
有利于市场的垄断。
这也是徽商之所以能够长期霸领中国商界的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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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徽商，中国天下第一商帮，中国明清时期最杰出的商帮，中国历史上最独特的“儒”商帮。
他们为何会有如此光辉成就？
且看伍豪主编的这本《可怕的安徽人》。
它将深入解读徽商成功的可怕密码。
或许，下一个“传奇”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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