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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商业推动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商界英才层出不穷，很多人企盼跃身商海激流，成为时代的
弄潮儿。
这时，胡雪岩成为他们在商业领域发展的最佳楷模．以至社会上曾一度流行过这样一句话：“做官要
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
”这就道出了胡雪岩在投身商海的人们心目之中的崇高地位。
    胡雪岩所从事的职业，乃是以充分发挥个人才智为特征的商业活动。
成败得失，全在一念之间。
个人发挥的余地很大，客观受到掣肘的概率较小，而且表现的方式也大为不同。
所以，胡雪岩能以贫寒的出身，最后发展出支撑清朝经济半壁江山的钱庄业，并以自己的商事活动对
近代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走向发挥影响，充分展现了一个人对自身、对外界的把握和应对。
    胡雪岩确实有着让人佩服不已的过人的智慧和胆识．不然．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子弟，怎么能在商
海中得心应手？
怎么能在官场中游刃有余？
怎么能在乱世之中左右逢源？
把他称为一代奇才一点都不为过。
    然而，胡雪岩毕竟是一个人，他也有自身局限。
这个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为何会在一夜之间倾家荡产？
由他苦心经营的商业大厦为何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我们先不去回答这些问题，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在胡雪岩大智大勇的背后，肯定存在某些足以致其于
死地的缺陷。
    本书之所以拿胡雪岩说事，无非是想为今人提供一些借鉴。
那么，我们要“借”的是什么？
而要“鉴”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曼“借”胡一岩什么    胡雪岩在乱世之际由一个穷小子变为商业巨擘，其成功之道主要基于两
点：首先是他优秀的人品，其次是他圆通的做事风格。
    一、“借”做人之道    胡雪岩的人品很好，贫寒的家境造就了他勤劳的品格，而小时候所遭受的困
苦又使他很节俭。
胡雪岩的节俭不是吝啬，该花的钱他从不吝惜，不该花的钱则一文不花。
中国有句古训叫“当省不用，当用不省”，正是这个道理。
    胡雪岩为人大度，不记仇，而且善于忍耐。
如果没有这样的性格，他是没有办法面对一生所遭遇的种种挫折的。
一个人要么不做大事，只要做大事，就要面对困难和挫折。
挫折越大，我们就越知道自己是要做大事的人，只有这样激励自己，才能成功。
    胡雪岩善良、热心，经常帮助别人，而且从来不求回报。
同时，他也是一个诚实、讲信用的人。
胡雪岩常说，信誉就是钱。
不管公私事务，他都诚信守诺，所以，听到他讲的话，大家从不质疑。
钱庄不消说，就是偶然下海玩出来的胡庆余堂，也成为与同仁堂南北辉映的百年老店．其用料之精、
用工之细享誉海内。
我们现在知道的“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就是胡庆余堂的经营宗旨。
    胡雪岩从小就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没有因为自己出身低微而自卑。
而且他很上进，喜欢读书，勤学好问。
胡雪岩到哪里都知道自己要学什么，要听什么，要做什么。
他的母亲无法教导这些，他的妻子也没有什么学识，他能够自己闯出一番事业，就是靠自己这种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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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
    二、“借”做事风格    胡雪岩善于做事。
他有眼光，能够识人，因人成事。
先是结交王有龄起家，后来又得到左宗棠这棵大树的庇护，结交漕帮成了小爷叔，得到了漕运的便利
，而开钱庄、当铺、药店、丝坊，做军火生意，联合商界与洋人抗衡，无一不是因人成事。
令人敬佩的是，胡雪岩那么大的生意基本上是靠朋友做的。
自家子女并没有介入，在清朝那样的封建时代居然没有让生意变成家族式的企业，可见胡雪岩的眼光
及见识的不凡。
此外，胡雪岩识人之高、用人之长，简直叫人叹为观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有时连自己都不知道，但胡雪岩知道，而且叫你心服口服、死心塌地发挥自
己的特长。
    胡雪岩人情世故通达，这一点为人所不及。
他善于思考，而且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
他能够通过各方面的分析，知道对方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知道对方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不需
要，而且总让对方觉得他确实够朋友、够义气，他是真心地在拿对方当朋友，把对方的利益当做自己
的利益来做，并且往往在做好之后，却不要求什么回报。
胡雪岩之所以处处遇贵人，是因为他处处为人着想的缘故，在他处理与漕帮、沙船帮、左宗棠的关系
时，还有招揽人才的时候，处处可见他对人情世故的通达。
    胡雪岩性格坚决果敢，在能力范围之内绝不说不行的话。
世事只有两种情况，一日做，二日不做。
分析好之后，胡雪岩不会再浪费时间去考虑成败，做就努力做，朝着成功的方向走。
    我们要“鉴”胡一岩什么    一、  “鉴”用人    胡雪岩得以成功，在于其识人、用人高人一筹，是以
智驭人；其失败，在于其始终坚守“用人不疑”的观点。
通俗来讲，就是对部属充分授权但却失去了监督。
使得像典当行唐子韶、潘茂承等，钱庄朱福年、宓本常等得以兴风作浪。
    胡雪岩在全国共开典当铺二十三家，每个月应有四万五千两银子盈余，一年下来约为五十万两，但
事实是每年典当部分的盈余从未超过二十万两。
每年至少有三十多万两银子被“伙计”私吞掉了。
    上海阜康钱庄档手朱福年眼见胡雪岩一片“花团锦簇”的事业，不免起了“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想
法。
他虽蒙重用，但毕竟是做伙计。
假如辞掉阜康的职务去创业，胡雪岩一定会帮忙的，只是不做大寺庙的知客而去做一个小茅庵的住持
，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
因此，朱福年便利用权力调度钱庄的资本做自己的生意，致使八十万两银子葬身海底。
    胡雪岩曾委托古应春和尤五出面收买新式缫丝厂，但由于宓本常明处掣肘、暗处破坏而未成。
最后，资金周转不灵，造成上海阜康钱庄发生挤兑而无回天之力。
    二、  “鉴”用事    “这是同外国人打仗，不过不是真刀真枪而已。
明晓得打不过。
我还是要打，我要给中国人争口气，让朝廷那些先生、大人难为情！
”怒气冲冲的胡雪岩恨恨地盯着十里洋场高声说道。
面对国外丝商的联手封杀和外国政府的频施重压，以一己之力与其抗争，并要时刻应对来自国内官场
和商界的冷箭，这位清朝的红顶商人，既是为自己的生意，更是为身后数万丝农与土法缫丝作坊主的
利益，义无反顾地打响了一场凶险异常的“生丝保卫战”。
    在我们看来，胡雪岩此举说好听一点是有节气，敢于“螳臂当车”，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自不量力、
不识时务、以卵击石。
    在生丝贸易上的中外对抗，随着清朝平定太平天国战事的平稳而愈演愈烈，左宗棠与李鸿章的陆防
、海防之争也扩大到双方的羽翼。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向胡雪岩借智慧>>

认定“倒左必倒胡”的李氏势力扣押了海关本应及时兑付给胡雪岩的还款官银，为收复国土而向国外
借款由政府行为变为胡雪岩阜康钱庄的个人事件；在生丝商战上誓不低头的胡雪岩无力承受双重重压
，而一次借款中暗盘回扣的黑箱操作终于成了胡雪岩事业上的定时炸弹。
    无疑，结局是惨烈的！
    李鸿章的人采取了多种手段，将胡雪岩一步步逼入困境。
同时又设法把胡雪岩向外国银行贷款时多加利息的事情抖搂出来．慈禧太后得知后大怒，立刻下旨封
杀胡雪岩，一座商业大厦轰然倒塌，胡雪岩毕生积累的万贯家财在顷刻间烟消云散。
    胡雪岩成就事业的过程充满传奇色彩：有平坦的大道。
亦有崎岖的山路；有知人善任的美誉，亦有用人失察的过失；有穷致当衣的故事，也有一掷千金的逸
闻。
不管怎样，胡雪岩思想的亮点，他的价值观、处世哲学，对后人一定会有所裨益，如善加借鉴，一定
能少走弯路。
    由于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错讹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编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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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向胡雪岩借智慧》融故事和论述于一体，生动讲述了一代奇商胡雪岩的创业史，从经商智慧、
处世手腕等方面，集中解读了他独特的人生阅历与高瞻远瞩的商业眼光，展示了大商人所特有的人格
魅力。
《向胡雪岩借智慧》内容丰富，论述细致，颇具启发意义，有助于读者对自己人生中各种人际关系、
各种选择与得失作出新的审视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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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燕君男，从事编辑工作多年，喜爱文字工作，从识字开始，阅读就成为他最大的兴趣爱好。
古今中外名著典籍，多所涉猎。
阅读之余常写随笔，陆续见诸报刊。
出版有《处世三不》、《三分制作七分执行》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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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胡雪岩经商智慧
　第一章　大清出了个胡雪岩
　　一　胡雪岩的那些事儿
　　　1．先辈们开创了“仁义经商”之路
　　　2．胡雪岩的侠义经商之路
　　二　胡雪岩的那个时代
　　　1．纵看历史：经济发展势不可挡
　　　2．横看世界：西方势力蛮横入侵
　　　3．审视大清：赢弱之躯高烧不退
　　三 胡雪岩对时事的特殊驾驭
　　　1．时势剧变，官老爷们焦头烂额
　　　2．助剿内乱，胡雪岩建立大秩序
　　　3．利用洋人，胡雪岩纵横捭阖
　第二章　财富生命远胜于伦理纲常
　　一　官老爷尽入我彀中
　　　1．资助王有龄，第一棵树靠得很“有才”
　　　2．笼络何桂清，经营得便利
　　　3．结识蒋益澧，迎来人生转折点
　　　4．依附左宗棠，攀登人生最高峰
　　　5．是官就有用，入彀者多多益善
　⋯⋯
第二篇　胡雪岩处世手腕
第三篇　胡雪岩成功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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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规律：特殊时期容易造就特殊人物，而特殊人物
又能在历史画卷上涂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清朝发展到道、成年间，旧的格局突然受到冲击。
洋人的坚船利炮。
让一个自以为至尊无上的帝国大吃苦头，随之而来的是长达十几年的内乱。
这个时候，胡雪岩粉墨登场，他驾驭时势的能力堪称绝代，因而能够先人一着，从容应对。
和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
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
 一 胡雪岩的那些事儿 在一个重农轻商的国度，在大清这座大厦即将倾颓的时候，胡雪岩却如霹雳一
样横空出世！
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成功商人”寥若晨星，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在于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经商是“贱业”！
 中国过去是个重农轻商的国度，古代的四大行业，士农工商，商业是排在最后的。
一提起商人，人们便会想到“无商不奸”、“为富不仁”之类，从对商业和商人的歧视这个侧面，也
说明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极不发达。
 《史记·货殖列传》是古代唯一一篇专门为商贾立传的作品，这在当时和之后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可
谓惊世骇俗。
虽然司马迁的思想是先进的，但迫于世俗的压力，他特意将《史记·货殖列传》放到全书的最后。
以示商人地位连算卦、看相的都不如。
即使这样，他仍为一些“正人君子”所不容。
如班彪、班固父子便认为司马迁为商贾立传是“轻仁义而羞贫穷”、“崇势利而羞贱贫”。
 然而有趣的是。
尽管古时的统治者都重农轻商，商贾在社会上的地位很低，商业却仍是致富最快、富有吸引力的一个
行业。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引用了一句当时的俗语：“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
不如倚市门。
”这句商谚所总结的规律，可以说亘古不变，直到今天也不过时。
 根深蒂固的“贱商”思想导致了中国商业活动的长期停滞，但在艰难的环境中。
中国商人顽强地生存着，那几颗“晨星”至今仍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芒。
回顾一下他们的经商历程，总结一下他们的商业经验，对今天应当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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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向胡雪岩借智慧》讲述了一代奇商胡雪岩的经商之道与为人处世之道。
“小商要做事，中商要做势，大商要做人”，胡雪岩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原因便是会做人，懂得识
人、用人的智慧。
书中以胡雪岩一生的经历为线索，剖析其经商谋略，挖掘其因人成事的智慧，并以他的失败为前车之
鉴，为读者揭示出“月满则亏”的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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