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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发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的商业活动，出现在中国的明清时期：徽（州）商、晋（山西）商、洞庭
（苏州）商、宁绍（宁波、绍兴）商、龙游（浙江衢州）商、江右（江西）商、泉漳（福建）商、临
清（山东）商、粤（广东）商等商人集团相继出现和崛起，称雄于当时，形成了影响近现代社会的中
国十大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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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勇，1953年生，籍贯四川。
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78级，获学士、硕士学位。
曾就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巴蜀书社；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客座教授，四川大学博物馆客座研
究员，天地出版社编审。

一生经历丰富，工、农、兵、学、商全当过；学术兴趣广泛，发表文物考古学、历史学、人口学、文
化学、商学、民俗学等论文四十余篇。
专著与译著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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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 晋商的致富之道　　晋商自明代至清代，财富得到迅速增加和积聚。
他们的致富之道有哪些呢？
　　晋商的致富之道有六个途径。
　　首先是全面介入商业领域，追逐利润。
　　晋商经营的项目很多，盐米、棉布、铁器、丝绸、木材、瓜果、金融典当、牛马牲畜、香药草料
、陶瓷器皿等应有尽有，形成种类繁多的各色商人。
　　其中主要的经营行业有盐、粮、丝绸、棉布、木材、冶铸和金融行业。
　　明代开中法施行后，商人们通过纳粟中盐，可以从政府控制的食盐专卖权中获得一少部分利益。
当时许多山西商人通过运粮到边镇换取盐引进而销售食盐，河东盐区的平阳府商人王玺、长芦盐区的
蒲州商人展玉泉，皆是经营盐业的商贾。
而在淮安、扬州的山西盐商更多，史称：“扬州流寓人籍者甚多，明中盐法行，山陕商人蜂拥而至。
”因此，明人王世贞才说：“晋多大鹾贾。
”追逐丰厚盐利，是晋商第一战略目标。
　　明初为了解决北边地区的粮饷供给，实行了以盐引召诱商人运粮到边的办法，导致了晋帮商人兴
起，他们从北方边镇市场向距离山西较近的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诸边镇大量贩运粮食。
当时参与开中法活动的晋商，两种生意同时做，都是盐商兼粮商。
　　到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边饷由纳实物转向了纳银，在北边兴起了大宗粮食交易市场，晋
商更为活跃，他们采用各种办法廉价买进粮食，当政府购买粮食时，即将粮食贩运到北边，从中获利
。
　　他们经营粮食，大多采用窖藏的方法来保管。
明人谢肇涮在《五杂俎》书中说：“三晋富宝藏米百万石，都埋窖后封存起来，到开市则买者纷至，
如同赶集似的，常有贮藏十几年不腐坏的。
”黄土高原的地理环境，为晋商粮食的囤积居奇提供了天赐之便，他们贱买贵卖，从中获得厚利。
此外，他们又将南方的粮食买到山西贩卖，将归化城的粮食买来运到北京、山西出售，利用各地粮食
的价差，转运倒卖以获利。
　　山西商人多从江南贩运棉布，输送到北方边地。
当时由山西商人运往宣府、大同两镇的棉布数额相当庞大，正统元年六月1个月，光是运往宣府的棉
布就有25万匹之多。
晋商的棉布还销往秦、晋、冀、鲁等省。
到清代，晋商还转向湖北开展棉布业务，同时也收售河北正定府所生产的棉布。
　　晋商对丝绸业的经营也有兴趣，江南苏杭等许多市镇和山西潞安府都是当时有名的丝织业中心，
许多晋商从浙东一带购买丝绸，然后运到各地去卖。
　　木材商，晋商也是不乏其人。
嘉靖年问北直隶真定府官员将采伐皇木之事转给山西巨商采办，所采木材约为30余万方。
　　晋商经营矿冶业致富之人也不乏其例，典型的有张守清。
张守清，少年贫困去了五台山，当时各矿贼铲利交争，经常互相杀伤，守清每每为他们剖析评决，片
言服众，后在山中鼓铸贩卖，分利给矿工，并请教师教育矿工的子弟，还时常周济僧侣穷人，被众人
拥戴。
晋中有宗室向他借贷的，有和他缔结姻亲的，他都以礼相待。
由于他处事得体，又讲义气，最终成了一个大冶铸商人。
　　晋商天生对数字和计量感兴趣，他们经营金融典当业在明清两代是颇负盛名的。
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是晋商兼用的手段，他们对经营这些行业得心应手。
　　清代，晋帮商人所经营的金融典当业发展到顶峰，尤其是金融业，晋商所经营的票号长期执中国
金融界的牛耳，对中国金融业影响巨大。
经营茶叶、洋铜、烟、皮毛、中药、玉石、书籍的晋商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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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扩大经营规模是晋商致富的又一个重要途径。
　　晋帮商人扩大经营规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积聚商业资本，不断扩大规模，比较迅速地完成从
小商贩到大粮商、大盐商的过渡；一是扩大和拓展经营势力范围，将自己的势力不断扩大。
在运司纳银制实行之前，他们主要在黄河流域的北方地区活动，到明中叶开中法改为折色制后，晋商
大量地向淮浙地区移居，逐步进入了全国范围的流通领域，活动范围大为扩大，他们由一个具有地方
影响的商帮变成了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商帮。
　　晋帮致富的第三个途径是长途贩运，贱买贵卖。
　　长距离的贩运转售贸易是晋帮商人获利的重要手段。
从事长距离贩运转售贸易的多是晋商中的大商人，如山西富商亢百万，他在北京开的粮店规模最大，
资本最多。
晋帮根据全国各地所出的物产，如粮食、盐、布、茶叶等百姓日用必需品的价格差，然后寻求最佳买
卖路线，即买卖可以作双边贸易。
对于只能跑单边的贸易，晋商通常兴趣不大，一般留给其他商帮去做了，比如甘肃、宁夏、青海等省
区，山西商人一般不太去做生意而是让给陕西商人去做。
山西商人对富裕的江南地区和华中、华南、北方华北比较感兴趣，对长途远距离的对俄贸易也有兴趣
。
这些双边贸易，给晋商提供了主要的商机。
艰苦创业，珍惜信誉，是晋帮致富的第四个途径。
　　山西人从小就养成了艰苦创业的精神。
他们十来岁就外出贸易，等到蓄积到资产时，才回来娶亲。
山西习俗又很节俭，山西人也不怕吃苦，长年累月在外经商，反觉生活比在家乡还好。
　　晋商还十分珍视商业信誉。
在商帮如林的明清时代，晋商并没有特别的优势，因此他们对于商业信誉这种安身立命的东西看得特
别重。
　　清人郭松焘说：“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之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
守商贾之业，惟其心朴而心实也。
”近人梁启超也说“晋商笃守信用”。
由于晋商珍惜信誉，因此在当时的社会中能以讲信用而立足商界，并得以发展壮大。
　　重视信息，预测行市，垄断市场，这是晋商致富的第五个途径。
做生意，要讲信：息，尤其是贱买贵卖为主要手段的晋商，他们对商品信息十分重视。
他们虽无徽商那种族谱“联络网”，但也尽量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市场行情，掌握各地物资余缺及影响
商业经营因素的情报。
在商业总号和分号之间，一般是五天一信，三日一函，互通情报。
这种经济情报对晋商寻求商机和下决心起了很大的作用。
晋帮商人获取高额利润的手段除低买贵卖外，还有把持行市、囤积居奇、垄断市场、高利盘剥，做赊
销生意。
如太谷曹氏在沈阳的富生俊商号，一次获悉当地高粱收成因虫害减产，立即大量收购包括陈粮在内的
粮食，秋收后粮价暴涨，富生俊商号因而大获其利。
　　放高利贷是晋商致富的第六个途径。
　　晋帮商人普遍都放高利贷。
汾州一带商人更是专做高利贷生意，其活动范围往往遍布天下。
正因为晋商普遍放高利贷，《津门杂记》有专门记载，说：“印子钱，晋人放债之名目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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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盈利的最高境界--让消费者心甘情愿地打开钱包赚钱有妙招，师法不可少；生财各有道，理念最
重要。
盈利不一道，条条大路通罗马；多钱应善贾，以小博大乃奇招。
不审势即投资，无论多少皆失误；能攻心化挫折，柳暗花明逢转机。
盈利者的愉悦都是相似的，亏钱者的烦恼却各不相同。
　　--商悟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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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幻化成亘古不变的永恒中，中国商帮留给后人许多有滋有味的精神食粮，给历史留下了他们的
惊险而又刺激的人生场景，同时又留下了辉煌后面难言的隐痛与忧伤。
这些隐痛与忧伤刻写在饱经沧桑的节女牌坊、断垣残壁的商号和古老的商人宅院上，让后人去回味，
去咀嚼，去想象当年商帮的依稀风貌。
　　范勇编著的《商悟——中国商界的盈利》介绍了中国十大商帮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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