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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说起四川，人们自然会想到&ldquo;天府之国&rdquo;、&ldquo;物产丰富&rdquo;
、&ldquo;人口众多&rdquo;。
可是说起四川人，要形容起来，大多数中国人往往会与&ldquo;盆地意识&rdquo;、&ldquo;蜀犬吠
日&rdquo;，以及&ldquo;川耗子&rdquo;这些带有贬义的词联系起来，甚至一些四川本土学者和官员也
自觉不自觉地把小农意识、小富辄安、目光短浅之类的观念统统戴上一个&ldquo;盆地意识&rdquo;的
帽子，作为四川人的普遍心态来给四川的不发达做注脚。
局促一方，目光狭窄，这种观念不消说和主张积极进取的现代商业观念是相互抵触的。
如果用这种观念来理解产生川商的川人群体，川商也就变得无足轻重，遑论&ldquo;话说川商&rdquo;
。
这样的观念长久流传，于是在四川之外，提起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各地商业，即使是有学养之人，脑
海里有两淮盐商、有徽州大贾、有唐廷枢、有荣德生，但问及四川商人，搜肠刮肚亦不得鳞爪鸿泥。
　　将川人以&ldquo;盆地意识&rdquo;一语而蔽之，既对，也不对。
　　从地理上看，四川地处西南，北通关中，南连云贵，西接青、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西高东低。
这里大河川流，沃野千里，物产丰富，人口稠密。
四周高山环抱，道路皆曲折险峻，进出困难。
故李太白云：&ldquo;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rdquo;长江自青藏高原奔流而下，流经四川，又自三峡夺门而出，直下江汉平原。
然而这条水路自古就被著名的夔门滟灏堆的阴影所笼罩，一样的险峻难行。
因此自西汉末白帝公孙述起，千百年来每逢中原变乱，总有豪杰割据四川，希冀凭借这里的物产人口
和险要地势，进可攻，窥视中原大宝；退可守，保子孙荣华富贵。
而于普通人的心态而言，本地的丰饶和出行的不便，自然让人眷留故土不愿远行。
如此看来，所谓&ldquo;盆地意识&rdquo;，正该是这样的地理环境所施加在川民思想上的约束。
　　然而，历史却和这样让人不时产生&ldquo;桃花源&rdquo;式的错觉的地理环境开了玩笑。
　　翻开中国历史，2000年来，虽然不乏四川于乱局中维持一方平安的时代，但总体而言，四川仍然
是多灾多难的。
盘踞四川的割据势力，其结局无一例外地背离了创立者的初衷，改不了一世创业二世而亡，稍微稳固
点的也难逃被中原统治者取而代之的最终下场。
而这种政权的更迭经常给普通民众带来死亡与灾难。
至于到了外族意图夺取中国的宋末和清初，四川更成了汉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相互拉锯争夺的战场
，沃野千里变成&ldquo;白骨蔽平原&rdquo;，高城深巷为虎狼盘踞，千里无人烟乃是常有之事。
此时的四川，就像圈门洞开的羊栏，昔日阻挡狼群入侵的围栏反而阻挡了羊群的逃离，虎狼在这里尽
情厮杀争夺，民众像羊羔一样被噬食。
而当狼群离去，盆地所能带来的唯一&ldquo;好处&rdquo;，只是让人方便计算人口的损失!例如，经过
明末清初的各方混战，清初四川全省男丁竟只剩不足八万!　　地理环境影响川民性格，不是一朝一夕
的。
由此说来，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大部分民众，500年前还生活在中国的其他地方。
而今天的所谓&ldquo;四川人&rdquo;，其实是一个包容的概念，他们来自湖北湖南，江西广东，来自
五湖四海。
富饶的四川盆地给各省移民提供了一个生活、融合和发展的环境。
所以，所谓四川盆地，实际上是个包容与开放的环境，如同低洼之地聚集各方流水一般，四川盆地也
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移民。
　　四川盆地四川人，会合各方民众，共创一番大业。
　　在这片独特的人文和自然土壤上，四川商人筚路蓝缕，艰辛起步，创造了许多享誉海内外的产品
，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留给后人慢慢咀嚼。
 　　本书所要展示给读者的，就是在四川这片土地上交通货物、联结居民、繁荣社会的商人及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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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时间上来说，我们把目光聚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近、现代，着重反映自晚清以来&ldquo;三千年未
有之大变局&rdquo;中兴衰起伏的四川商人。
从区域上来说，我们没有局限在四川本地人身上。
事实上，四川的许多著名商业都离不开外省人的贡献，如陕西商人之于自贡盐业、宜宾酒业；我们也
不局限于在四川境内的商业活动，著名的民生公司以及&ldquo;猪鬃大王&rdquo;古耕虞都把自己的商
业脚步踏向了全国乃至国外。
我们聚焦于以四川为活动基地的商人。
他们的许多活动和思想一直影响到了今天，了解他们生活的时代环境以及随之产生的经营理念、管理
结构、公共关系、竞争战略等，对在今天的中国了解和从事商业经营也不无裨益。
 　　第一章&ldquo;川土川水育川商&rdquo;，呈现了川商所成长的四川的地理人文环境，并概述了近
、现代变乱环境中川商的兴衰和川商的自身特点与局限。
在第二章&ldquo;行成于思毁于随&rdquo;里，读者可以慢慢体会到一些著名川商的独特经营思想，如
卢作孚创办民生航运公司，以孙中山&ldquo;三民主义&rdquo;为经营指导思想。
著名的宝元通百货公司、&ldquo;太和号&rdquo;酱油、聚兴诚银行则坚持中国传统文化，对顾客恪守
诚信，内部努力营造上下和谐气氛，建立雇佣关系之外的私人感情联系，笼络员工，降低工资成本。
 　　第三章&ldquo;名正意深行自远&rdquo;，用案例剖析了川商的广告战略。
在媒体不够发达的旧中国，产品取名对于产品的经销有着重要影响。
笔者将全兴大曲、剑南春、五粮液、桐君阁、泸州老窖、治德号牛肉这些享誉中国乃至世界的名牌的
创立经过细细道来，相信能引君入胜。
第四章&ldquo;师夷长技，此长彼消&rdquo;，总结了四川商场中的竞争策略。
美孚公司收购桐树，打击竞争对手的釜底抽薪和英美烟公司广告战、价格战和知识产权保护战三管齐
下的竞争战略，鲜明体现了外国大公司的商战特征，时至今日仍不断上演。
&ldquo;猪鬃大王&rdquo;古耕虞巧设埋伏，从洋人手上获得直接出口权；沉着冷静，以小博大，化解
了庞大的美国杜邦公司生产人造鬃进行竞争的危机。
聚兴诚银行创始人杨三粲精心设计广告和宣传策略，建立信誉，吸引储户。
这些都昭示了川商在商业竞争中的智慧与远见。
 　　第五章&ldquo;猫和老鼠&rdquo;，描绘了一幅旧中国四川官商之间相互利用而共生共存的图画。
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背景下，商人要发展，必须依靠一定的政治势力，军阀恶势力既需要商人
的贡献，其行动也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读者既可以看到川康银行的刘航琛借为军阀刘湘铸币之机大发横财，而后投靠宋子文升至民国政府经
济部长的亦官亦商、官运亨通，也可以看到古耕虞合纵联横、智斗孔氏家族的胜利，当然更多看到的
是&ldquo;太和号&rdquo;老板为避骚扰花钱加入帮会组织，富翁&ldquo;汤百万&rdquo;、&ldquo;林汤
圆&rdquo;企图依附军阀，反被军阀算计，遭过河拆桥、元气大伤的悲惨经历。
 　　第六章&ldquo;百业百态，厚德生财&rdquo;，以四川商业中的稗官野史为依托，生动描述了古玩
、茶楼、医药、旅馆、典当、印刷、棺木、理发和粪便回收九个行业的故事与特色，相信读者读来会
兴趣盎然。
第七章&ldquo;天下无人不知&lsquo;君&rdquo;&rsquo;，笔锋直指著名的川菜，从商业经营、广告宣传
、质量控制、顾客定位等方面讲述了麻婆豆腐等六种四川名菜和&ldquo;努力餐&rdquo;等三个四川著
名餐馆创立与兴起的故事。
 　　第八章&ldquo;行走江湖&lsquo;麻乡约一，以小见大，描绘了一个以帮会组织形式建立经营的家
族企业&mdash;&mdash;西南规模最大的民间运输行业&ldquo;麻乡约大帮信轿行&rdquo;的百年兴衰史
，以此为典型剖析了旧中国川商的兴衰荣辱。
第九章&ldquo;因业生商，因商成市&rdquo;，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出发，用案例分析了商业与城市之间
的互动关系，例如，因盐业而成就商业，最后形成城市的自贡；因桐油贸易而生的港口城市万县；因
蜜饯业发展而从&ldquo;糖城&rdquo;变&ldquo;甜城&rdquo;的内江。
这些蜀中名城至今仍屹立在四川盆地，读者从中可以观察到贸易兴盛导致的商业集聚和城市形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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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旧中国川商对今日生活的持续影响。
 　　笔者非川人，但久居四川，对这片雄奇秀丽的山川和丰富独特的乡土文化有深深的挚爱。
更兼曾经长期从事相关研究工作，这一年多来更深入探究，从故纸堆和现实生活中提炼了川商的典型
生活状态，辅之个人心得，百般锤炼，精心炮制，得此九九八十一节川商故事。
成语云&ldquo;曲径通幽&rdquo;，欲知其详，请读者慢慢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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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今中外的商业竞爭，归根结底是人的竞爭，是文化的较量，是精神的博弈。
本丛书讲述近代中国(有的商帮上溯到明清时期)各地商人的传奇故事，展现丰富多彩的经营之道、处
世之理。
旨在对中华商业文化的内容和精神做深入发掘总结。
为当今商人群体的成长和成功提供历史借鉴。
历史有传承，文化有根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中国商人和消费吝，中国特色经营模式和消费方式，都与我们的前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都与我们
的国情乡情密不可分。
弘扬各商帮和各地域商业文化的特色，对于当今打造名省名市名街名企名店名商。
实施特色竞爭、差异定位。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十几省市专家学者精心打造，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商业史学会指导支持。
本丛书视野开阔，气势雄浑。
史论结合，深入浅出，图文并茂，赏心悦目。
既是政府官员的历史读本，又是商界人士的经营指南。
还是文化爱好各的收藏佳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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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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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 &ldquo;天府之国&rdquo;的形成　　四川东低西高，东部是四周山地环绕、中间低陷的四川
盆地，西部是大幅隆起、地域辽阔的川西山地和高原。
四川地域辽阔，地形复杂起伏大，气候复杂多样。
长江自青藏高原一泻万丈，在四川境内汇集南北两方的雅砻江、岷江、沱江、赤水、嘉陵江、乌江诸
水，东出三峡，横越江汉三吴，直达东海。
　　四川有复杂的地形结构、气候类型和充裕的雨水资源，热、温、寒三带共处，形成了特异的生态
环境，为多种生物的生长繁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集华中、西南和青藏高原三大动植物区为一体
，物种格外丰富，有&ldquo;中国植物缩影&rdquo;和&ldquo;物种富乡&rdquo;之誉。
四川中药材资源具有种类多、分布广、蕴藏量大、南北兼备的特点。
四川是我国油料植物的主产区之一，主要油料植物有乌桕、油茶、胡桃、花生、大豆、油橄榄、花椒
、红花等，而以油桐栽培历史最为悠久。
达川、南充、绵阳等地的桐油在国际市场上久负盛名。
四川果树栽培历史悠久，分布广泛，著名的有红橘、甜橙、柚、梨、枇杷等。
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小麦、玉米、薯类，其中薯类、水稻产量分别居全国前列。
四川众多的河流、湖泊、水渠、池塘和水库等，为水生经济植物的生长、繁殖提供了广泛的自然生态
环境。
　　四川东部和西部的地貌、气候、物产等的明显差异，为多种农作物和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条件，形成东部农业区域和西部游牧区域的差别。
自古以来四川的经济文化中心在四川盆地。
这里被秦岭、大巴山、乌蒙山、巫山、大雪山等崇山峻岭环抱，属湿润温暖的东南季风气候，降水充
沛，千百年来的&ldquo;西蜀天漏&rdquo;、&ldquo;巴山夜雨&rdquo;、&ldquo;蜀犬吠日&rdquo;等成语
是对其多雨气候的形象刻画。
河流纵横，沃野千里，物产丰富的四川盆地自古就有&ldquo;天府之国&rdquo;的美誉，老百姓则通俗
地说&ldquo;插根筷子都可以长出大树&rdquo;。
秦始皇赢政、汉高祖刘邦都以这里丰富的物产为依托，夺取天下。
《隆中对》中诸葛亮称&ldquo;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以成帝业&rdquo;，引导刘备据
一州之地与曹操、孙权三足鼎立。
　　四川盆地得享&ldquo;天府之国&rdquo;，既有赖于优越的自然条件，更有赖于川人千百年来的不
懈奋斗。
战国时期，秦蜀郡太守李冰兴建都江堰工程，消除岷江水患，自流灌溉成都平原，使农业生产迅速发
展，2000多年来沿用至今。
　　四川纺织业自古发达。
早在秦汉时代，蜀布、蜀锦等就通过著名的&ldquo;南方丝绸之路&rdquo;销往国外。
四川的茶叶和酒业历史源远流长，长盛不衰。
汉时茶叶已成为重要商品，宋代种茶遍及20余州县，产量居全国之首，已有雇工百人的茶园。
汉区茶叶换藏区马匹的&ldquo;茶马互市&rdquo;逐渐成为内地与西藏边陲商业贸易的重要手段，朝廷
在雅安设置了&ldquo;茶马司&rdquo;，康定成了茶叶和马匹交易的集散地，汉藏商人走出了闻名
的&ldquo;茶马古道&rdquo;。
蜀酒在西汉已具特色，&ldquo;文君当炉&rdquo;的佳话流传至今。
&ldquo;国窖1573&rdquo;记述了明代四川酒业的繁盛，时至今日，以&ldquo;六朵金花&rdquo;为代表的
川酒更是名扬天下，占据了中国酒业的半壁江山。
　　四川的盐业地位更为重要。
井盐历来是中原与西南少数民族贸易的主要物资。
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王朝更替频繁，战乱不已，不断有人人蜀避难，带来了技术和资财，于是在制
盐方面发明了利用天然气的&ldquo;火井煮盐&rdquo;，出现了有名的富世盐井和大公盐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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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井盐生产遍及川中60多个县，仁寿、荣县一带已出现小口径深井&mdash;&mdash;&ldquo;卓筒
井&rdquo;，深井钻凿技术领先世界。
清末和民国时期，每逢战乱，川盐便行销全国各地。
盐业的兴旺还引发了盐都自贡的建立。
　　四川还在金融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唐宋数百年间，四川盆地战乱较少，政治局势相对稳定，成都平原成为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手工业闻名海内，农工商繁荣，时称&ldquo;扬（州）一益（州）二&rdquo;。
兴旺的交通运输和商业需要更加便利的资金融通，四川的金融业有了初始的发展。
公元11世纪初，成都16户富商开始发行&ldquo;交子&rdquo;，这是全世界发行最早的纸币。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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