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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历史曾经出过数十位财富多到几把火都烧不完的人物，比尔·盖茨之类的人的财物和他们比起来
，也只是牛之一毛，豹之一斑。
远的不说，仅是元、明、清三个朝代，这样的财富巨人就有六位——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
、沈万三和胡雪岩。
    众所周知，成吉思汗、忽必烈都是元朝的帝王，是靠抢钱抢粮抢地盘发家致富的。
刘瑾、和珅是明清时期的大贪官，是靠贪污腐败压榨百姓发家致富的。
只有明朝的沈万三和清朝的胡雪岩是出身贫寒之家，靠头脑和努力经商致富的。
    在物质文明空前发达的今天，大家都想做一个富有的人。
靠贪污腐败发家致富这种遗臭万年的事儿，我们也干不来。
这六位富豪中值得我们学习的，就只有沈万三和胡雪岩。
    民间有句俗话，叫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
可是当你真的把目光聚焦在胡雪岩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很多手段你学不来，比如依靠军队、权
势发展自己的企业，利用女人为自己打通关系，等等。
虽然他不偷不抢，但也不够光明磊落。
再者现在女人的地位已经和男人平等甚至超越男人了，想把女人当成商品来做买卖几乎不可能了。
    这样对比下来，千年来值得我们学习的财富榜样就只剩下沈万三了，他一不靠政府、军队，二不靠
女人，完全凭智慧摆平一切。
甚至有时候还会跟帝王作对，做一些利国利民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事儿。
沈万三的取财之道可以解决我们求富时的迷茫，告诉我们怎样致富。
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富了之后怎么办，怎么让这些财富产生更大的价值。
    在帝王掌控一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时代，富可敌国通常不是什么好事
。
那时候虽然没有福布斯排行榜，但沈万三是公认的天下第一富豪。
他的财富大都来源于海上贸易，这个在今天看来非常正当的生意，在当时却是通番的死罪。
事实上在古代，任何一个通过国家规划之外的方法产生的，掌握在老百姓手中的财富，都会被视为是
危险的。
拥有这些财富的人都会成为帝王的眼中钉、肉中刺。
刘瑾、和珅、沈万三、胡雪岩这四个人富可敌国之后有一个共同的遭遇，那就是被帝王抄家。
    但是除了沈万三之外，剩下的那三位被抄家之后就死了，只有沈万三是例外。
周庄的家被抄了之后，又在大理弄了个更富有更有情调的家，大理被抄之后，他又把子孙后代安排到
了贵州。
搞得朱元璋的后半生都是在抄沈万三的家，抄到死也没抄完。
这就是沈万三的过人之处，他善于利用财富来转危为安，让自己成为财富的主人，而不是被财富所束
缚，这是刘瑾、和珅、胡雪岩等为了追求财富不择手段的富豪所不能比的。
    沈万三不是帝王却胜过帝王，出身贫寒却创造了百亿财富。
直到现在，南京的城墙、苏州的观前街、周庄的一草一木、云南的茶马古道上，还都闪耀着他的智慧
之光。
    胡雪岩临死前曾对家人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超越他的精神导师沈万三，他们同样出身
贫寒，同样靠经商起家，沈万三失败的次数远远超过他，失败之后又爬起来的次数也超过他。
最终他只赚到了两千万身家，不及沈万三的百分之一，就是这百分之一，还被慈禧太后抄得一干二净
。
    刘伯温死后被后人比作诸葛亮，朱元璋多次称他为：“吾之子房也。
”(子房即张良，军事家，刘邦统一天下的第一智囊)而刘伯温生前最敬仰的人却并非诸葛亮或者子房
，而是一心为民不恋权贵的沈万三。
他还拜沈万三为大哥，多次在朱元璋面前冒死为沈万三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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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张三丰，这个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伟大人物，在金庸笔下和各种古装电视剧中被简化成了一个
武林高手，他活了上百岁，朱元璋两次下诏书请他，他都避而不见。
朱棣在武当山花了十年给他建造宫殿，才得以见他一面。
而沈万三在世的时候，不但能经常见到张三丰，张三丰还收他为弟子，想让沈万三帮他弘扬道家文化
。
    沈万三几次被定死罪，都有无数人求情，除了陪在朱元璋身边帮他打天下的马皇后、刘伯温和太子
朱标，更多是那些手无寸铁却有一颗良心的平民百姓。
    对于平民百姓来说，谁当皇帝谁坐天下不要紧，只要能让他们过上富足的生活就可以了。
可是在重农抑商的明朝，老百姓打拼一生也难以摆脱穷苦的生活。
国家对财富的垄断常常会造成国富民穷的局面。
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像沈万三这样可以带领百姓走上致富之路的人。
这样的人百姓拼死也会拥戴。
这样的人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的奋斗史就是一本写满智慧秘诀的羊皮卷，他的经历就
像一盏明灯，在指引成功方向的同时，照亮你的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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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讲述了沈万三一生的经历，他出生于元朝末年一个农民家庭，年少时和朱元璋一起杀过元兵，
长大后和刘伯温一起探讨过天下格局，最终遇上奇人张三丰，归了道教。
他一掷千金，和皇帝打赌，赢了个“白衣天子”的称号。
他一生大起大落，体验过富可敌国，也体验 过门可罗雀。
他的招牌武器聚宝盆至今被仍被无数商家仿制，并置于店铺之中每日焚香膜拜。
临死之时他效仿曹操和成吉思汗，设假墓于银子浜，暗藏重重机关，让无数盗墓者有去无回。
他是传说中的“活财神”，是千年第一财富榜样；他是红顶商人胡雪岩一生无法超越的精神导师；他
是古代最大的民族资本家，是中国国际贸易的卓越先驱；他是周庄的灵魂、南京城的缔造者以及茶马
古道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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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叛，河南宝丰人，出生于商贾之家，祖辈常以范蠡、吕不韦、沈万三、胡雪岩等中国古代巨商的故
事励其志，个人尤喜沈万三，曾数次游历沈氏故居，周庄、苏州、南京、云南、贵州等沈万三涉足之
地均有到访，费七年之功搜集素材，花十六个月写就此书。
曾用笔名天涯蝴蝶浪子，在各类期刊杂志发表作品计一百二十余万字。
已出版《秦乱》《三国无双》等书，即将出版新书《被时光追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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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人脉很重要 沈万三在狱中无意问结识了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听张士信分析了一番天下局
势之后，沈万三意识到了人脉的重要性。
元朝的天下已经要完蛋了，新的皇帝还没有多少实力，如果这时候能和这些未来的皇帝搭上关系，那
以后做起生意来就方便多了。
也只有这乱世之中，这些未来的皇帝们才会愿意结识他这么一个小商人，等这些皇帝坐稳了江山，那
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
 沈万三决定出了监牢之后就继续北上，要认识下占着湖北和江西的陈友谅，还要认识下安徽的郭子兴
，再加上苏北的张士诚，据张士信分析，未来的天下就在这三人手中，要么像三国时期那样三足鼎立
，要么一人独大。
 一般人人狱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性命问题。
即便有人跟他说会有大军来救，他身在牢里，也不可能不担心。
而沈万三呢，虽然还在牢里，心却早飘到了生意场上，他想着认识了这些义军之后，能和他们做点什
么生意呢？
 这次沈万三入狱就是因为去了药材店，那些劫匪也在抢药材，义军终日操练行军打仗，难免会有损伤
，肯定需要药材。
想到这里，沈万三决定出了监牢就做药材生意。
 可惜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很大距离。
张士诚没过几天，确实来救张士信了，可是沈万三不愿意随着人家去打仗，人家出了监牢就跟他道别
了。
剩下自己孤身一人的时候沈万三才想起来，自己随身带的钱财早在入狱的时候就被元兵搜刮去了，现
在他是身无分文，别说做生意了，连吃饭都成问题。
 因为战乱的缘故，此刻城中无论店铺还是普通人家都紧闭房门，街上也罕见行人，沈万三想要饭，都
不知道向谁张口。
好在肚子并不是很饿，沈万三想先离开这地方，到别处去看看，兴许会有收获。
 走到城郊一处破庙的时候，沈万三看到庙门开着，就走了进去。
进去才发现里面墙壁损坏，佛像倒塌，早已断了香火。
不过远远的，他闻到大殿里传出烤肉的香味。
没闻到这味道的时候他还觉得不饿，一闻见肉味，他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进到大殿里一看，原来是一个小和尚在烤一只野鸡。
沈万三又想起小时候骗邻居小孩的事儿来，他想，眼下饥饿难忍，就再骗一次吧。
于是他对那小和尚说： “你一个出家人，怎么能杀生？
杀生也就罢了，还把这生灵脱了毛放火上烤，而且还当着佛祖的面儿烤，你也不怕下地狱。
依我看⋯⋯” 沈万三还没把话说完，就看到那小和尚回头恶狠狠地瞪了沈万三一眼，那目光像是在说
，别在那里唧唧歪歪了，再哕嗦，我把你也脱了毛一块儿放火上烤了。
 这是小和尚第一次瞪沈万三，这一次是嫌沈万三话多。
许多年后，当小和尚蓄起头发，当上皇帝之后，他又瞪了沈万三一次，那也是最后一次，那一次之后
，沈万三就被发配到云南去了。
那一次是因为嫌沈万三事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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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金瓶梅》里面潘金莲说：“南京的沈万三，北京的枯树湾；人的名儿，树的影儿。
”到现在江浙一带还是有许多人把沈万三当作富豪的代名词，可见他在世时的影响力有多么的大。
可是一转眼，他已经去世六百多年了。
    六百年后的今天，世界大富豪的位置已经被能源大亨和通信大亨们占据，靠买进卖出赚取差价这种
方法做生意已经很难跻身世界顶级富豪的行列。
不过沈万三的精神依旧值得我们学习，而他那些做生意的方法，对想做一个亚洲首富、国内首富的现
代人来说，还是不无帮助的。
他曾经生活过的周庄，如今也已经成为日纳万金的旅游观光景点。
    郑和也去世五百多年了，沈万三死在岛上，郑和死后被葬于明朝的皇陵，虽然遭遇不同，后人对他
们的肯定却是相同的。
在他们死后的数百年里，各地也纷纷修寺庙纪念他们。
沈万三留下了万三蹄等食物，郑和也留下了三宝姜和三宝茶。
这对父子可以说是为明朝初年的繁盛做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如果不是后来的帝王闭关锁国的话，那么从明朝开始，我们中国都会一直处于世界第一强国的位置，
就不会有后来的鸦片战争，更不会有小日本的侵略。
    “南京的沈万三，北京的枯树湾，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这句话在明朝的流行程度不亚于当下的那
句“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一个传说。
”，然而“神马都是浮云”，在明朝红极一时，作为天下首富家喻户晓的沈万三，到了近代，竟鲜为
人知了。
    首先，连他的名字都搞不清楚，余秋雨说他叫沈万山，《明史》说他叫沈万三，我们是该相信当代
大师，还是古代的史官？
读完这本书之后你可能就会发现，信谁也不如信自己，正史也有忽悠人的时候，大师也会相信传说。
    还有他财富的来源，也是众说纷坛。
流传最广的是关于聚宝盆的传说，说沈万三贫时，见一农夫携蛙百余，他便好心买来放生。
哪知到了第二天，众蛙聚在一瓦盆附近不散。
沈万三于是将瓦盆带回家，用来洗手。
有一次他妻子洗手时不慎将一支银钗掉进盆中，不料银钗一变二、二变四，不一会儿就变出满满一盆
，不计其数，沈万三于是富甲天下。
    还有人说是因为元代吴江一带有一个名叫陆德源的大富翁，沈万三为他管账治财。
后来陆德源看破红尘出家了，将万贯家财拱手送给沈万三，沈万三由此一跃成为“江南巨富”。
    不过更接近现实，更让人容易接受的是，沈万三是靠捡雨花石，卖儿童玩具，勤劳致富的。
虽然有陆先生的资助，但其富甲天下靠的却是海上贸易和开遍全国的连锁店。
    沈万三在历史上最有名的壮举是修筑南京城，修完南京城之后又替皇帝犒军，一个士兵一两银子，
犒赏了朱元璋的百万雄师之后，沈万三竟像逛街遇到乞丐随便丢五毛钱一样不当回事。
然而他不当回事，朱元璋却心里不平衡了，他担心沈万三富可敌国，同时又想吞了沈万三的财产，于
是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把沈万三发配到云南去了。
    然而这段来源于《明史》的记载，却被许多人当做笑话。
因为在沈万三的儿女亲家莫旦撰的《吴江志》里清楚的写道：“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逝世，二子茂、
旺秘从海道运米至燕京”。
    张士诚占据东吴的时间是元朝末年，那时候离朱元璋建立明朝还有十多年年头。
沈万三不可能从坟墓里爬出来去给朱元璋修城墙。
而且在沈荣(沈万三的儿子)的墓志铭上，写着他逝世于明朝洪武九年(1376年)八月，享年七十一岁。
由此推算，朱元璋建立明朝(1368年)的时候，沈荣已经六十二岁了。
就算这时候沈万三还活着，作为沈荣的老爹，起码也得八十多岁了。
    朱元璋解放云南是在建立明朝十多年后了，这时候沈万三已经一百多岁的人了，可以说是一推就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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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倒就爬不起了，就算得罪了朱元璋，也没有必要将他远远的流放到云南了。
    如果我们相信莫旦的记载，相信墓志铭上的数据的话，那沈万三生是元朝的人，死是元朝的死人。
根本不可能帮朱元璋修城墙犒赏军队，甚至压根就不认识朱元璋。
    不过我们也不能就此下定论，因为《明史》上还记载了另外一个传奇人物张三丰，这人在宋朝的时
候创建了武当派，一直活到元朝灭亡了还在行侠仗义，朱元璋和朱棣都跟他打过交道。
如果张三丰历经宋元明三朝是真的，那沈万三只不过是从元末活到了明初，八成也是真的。
    历史就是这样真假难辨，但你若带着轻松的心态去看待，这又是一件好玩的事儿。
为什么千百年来，人们更愿意相信那些看上去很美的传说，而不愿意去触碰真相呢？
    莫说古人如此，就是在民国时期，政府部门还去南京城墙下挖过聚宝盆，挖出了一个可以装一个连
队的大洞也没挖到。
在解放初年，沈井村的魏某在平整土地时，一镢揭开一眼神秘的井。
井深12米，直径1.5米，水位2.1米，石砌结构完整，表层风化变黄，经过调查研究，专家发现这眼古井
就是当年沈万三用过的水井。
    啰嗦了这么多，其实只是想说一句话，那就是正史可能是假的，传说可能是真的。
我等凡夫俗子，没有火眼金睛，辨不出真假。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智慧，看到趣味。
    在这本书里，我力图讲尽沈万三的一生，从出身贫寒，到少小离家，从大难不死贵人相助，到飞黄
腾达富可敌国。
别的故事讲到主人公通过不懈努力终于成功也就完了，可是对沈万三来说，这才是故事的开始，也是
悲剧的开始。
    因为朱元璋觉得财富是原罪，导致明朝所有的富人都要遭殃，排在首位的沈万三自然不能幸免，之
后去云南到贵州漂流海上，张三丰、郑和、建文帝都和沈万三的命运密不可分。
但人必有一死，沈万三还是死了。
不过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沈万三就属于后者，他死了，他的精神还在，受他精神影响的不仅仅是他的弟弟沈万四，以及他们沈
家的放牛娃胡雪岩。
还有我这个作者和广大的读者。
    从二零一一年四月开始到现在，我的生活就和沈万三密不可分了，导致我女朋友甚至开玩笑说你对
沈万三比对我都亲，每天都在研究他讨论他。
不过无论如何，现在终于是写完了。
每次到写后记的时候，我都很开心，就像爬山一样，终于登顶了，这一刻的快乐可以抵消途中付出的
所有艰辛。
    从秦舞阳到吕布，再到沈万三。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言行和写作内容都在从玩世不恭变得一本正经。
用一本正经也许有些不妥，应该说是成熟沉稳，或者说是从不靠谱变得渐渐靠谱了。
    在元史、明史和一些杂记演义中，沈万三有时是个机警有趣的人，有时又是一个满身铜臭的人，有
时贪生怕死，有时重利轻义。
有时候在同一本书里，他的价值观和做事方法都是颠三倒四的像一个精神病人，作者叙述的逻辑也常
常是混乱的。
    所以这本书的诞生除了我个人的兴趣所在，更重要的意义是还原历史人物的全貌，帮助人更了解那
个时代，了解沈万三这个已远去千年的人物。
他能够在那个时代呼风唤雨，必然有太多的过人之处，他的魅力应该不仅仅在经商上，看他的故事的
时候，我总会忍不住想起两本外国小说，一本叫《教父》，另外一本叫《百年孤独》。
沈万三的做事手法很像中国版的教父，而他的性格又像《百年孤独》里的奥雷里亚诺上校。
    ⋯⋯    以前别人问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说的是云游世界。
等写完这本书之后，我的愿望已经变成把沈万三或者郑和曾经走过的路再走上一遍，虽然没有一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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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但也足够用一生去经历了。
希望你读完这本书后，也会有这样的愿望。
    ⋯⋯    天涯蝴蝶浪子    2011年初稿于成都    2012年定稿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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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金帝国:沈万三传》记录了农民出身的明朝首富沈万三从乞丐到首富的传奇过程。
他的人生大起大落，最终遇到了张三丰，让他的人生归于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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