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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古以来，广东人就有经商的传统。
广东濒临大海，是我国海岸线最漫长的省份，特殊的地理环境蕴育了广东发达的海洋贸易。
早在汉代，广东沿海已形成多个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其中雷州半岛的徐闻因商货云集而成为天下最
富庶的地方，民谚有“欲拔贫，诣徐闻”之说。
南北朝时期，广州的富裕又引出“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的民谣，唐宋以降，广州因外
贸的发达，素有“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之称。
官府对进驻广州的海外商人专门设立市舶司加以管理，外商居住的“番坊”在广州大量涌现。
　　广东经商的传统绵延不断。
明清时期，广东商帮作为一个群体崛起于商界，与闻名天下的徽商、晋商等齐头并进，位居中国十大
商帮之列。
与其他商帮不同的是，广东商帮对利益的追逐一直与海洋相伴，名副其实地在商业的海洋大潮中搏击
，成为中国成功海商的代名词。
通过浩瀚无际的海洋，广东商人把中国和世界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促进了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零距
离接触。
　　明清以来，广东商人充分发挥临海的“地利”优势，架起中国与西方商业文明之间的桥梁，带动
了广东境内商品经济的大发展。
广东的经商之风吹遍大江南北，也促成了广东社会观念的转变。
在广东，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趋于淡化，重商轻农的商业主义倾向日益明显。
广东的富庶与开放产生了“孔雀东南飞”的连带效应，全国各地的商人纷纷南下广东安营扎寨，商界
“走广”蔚然成风，一些外地商人因此落籍广州，并在日后成为商界领袖。
清代广州十三行的著名大行商，同文行的潘家、怡和行的伍家、义丰行的蔡家、东裕行的谢家等人粤
开山祖，都是由福建占籍广东的商人，所谓“洋行领袖闽商占”，就是对这种现象的生动描述。
　　17世纪以后，面对日趋激烈的海洋贸易竞争，清王朝不但没有主动参与，反而把国门关闭起来。
令人稍感庆幸的是，在关闭国门的时候，清王朝留下了一丝缝隙。
1757年，乾隆皇帝选择广州实行对外一口通商，规定中外贸易只能集中于广州一口进行交易，并在广
州专设商馆，作为外商食宿、交易的重要场所。
到广州贸易的主要国家都有自己的商馆，各国商人都在其商馆的建筑物上装饰着各自国籍的明显标识
，广州成为中国官府设立的唯一对外贸易特区。
　　广州一口通商期间，十三行商人成为官方的代表，负责对外贸易，可谓是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
”。
他们身家殷实，握有官府颁发的交易许可证，垄断所有中外商人在广州的买卖。
他们独享中外商贸交流的特权，赚取大量的财富，得以跃升世界顶级商人的行列，“五丝八丝广缎好
，银钱堆满十三行”、“粤东十三家洋行，家家金珠论斗量”，诸如此类的诗句，无不彰显着广州“
金山珠海”的繁盛形象。
　　与广州繁荣的商业贸易相伴，中西文化也在这里互动交融。
在中国的史书中，广州的名商大贾，特别是伍家、潘家等行商领袖，总是以儒商形象出现。
而在西方人的著述中，广州商人却如浴西风，凡是参加过中国大行商家宴的外国客商，无不为那豪华
的西式宴会所折服。
在行商家中，他们满目所见，除了精致的玻璃器皿、银刀银叉，还有望远镜、显微镜、洋酒，以及摆
放在家中的蒸汽轮船模型等西洋器物。
大行商潘启更是经常翻开一幅又一幅的世界地图，用不太流利的英语向外国朋友询问国外的风土人情
。
这些行商大多具备一门甚至多门外语的交际能力，正是在行商们的推动下，“广州英语”风靡一时，
成为上海“洋泾浜英语”的先驱。
　　近代西学东渐，广东商人一马当先，西方的医学、绘画、教育等最早在广东落户，并逐渐向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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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
西方的牛痘接种和西医诊所在广州颇受欢迎，林则徐、孙中山都是在广州最先接受西医的历史伟人。
广东商人学习西洋画法创作的外销画，成为旅游工艺品的先声，深受外商的青睐。
广东商人还积极兴办新式学校和医院，投身社会救济等慈善事业，既体现了自身实力，也尝试了对社
会生活的干预。
在广州的近代化进程中，处处留下商人的足迹。
广州能够成为中国最早与国际接轨的大都市，与当地商人的努力密不可分。
　　广州的一口通商特权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在近百年的中西经贸往来中，广州成为世界
贸易体系中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广州的英文书写Canton传遍世界各地，Canton的贸易与消费都体
现了国际性特色。
　　鸦片战争后，实行五口通商，行商大多转向买办商人，成为洋商的代理。
早期的买办几乎由广东商人独揽，西方商人在各通商口岸登陆，广东买办亦步亦趋，如影随形。
广东买办重视血缘与地缘的组合，著名大买办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都以家族式买办而著称。
他们率先接受西方近代商业文明的洗礼，相互提携，共同发展，成为中国近代保险、矿务、轮船等新
式企业的创办人，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先行者。
买办在中西贸易交流中居中通融，不仅是商业中介，同时也是政治和文化中介。
　　广东商人是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的启动者。
在长期与外商交往的过程中，他们形成开放的心态，努力学习西方商业运作的经验，“先行一步”，
创办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工矿业、交通运输业、百货销售业、金融保险业，扮演领头羊的角色。
广东商人的足迹遍布海内外，“各行省无不有粤商行店，五大洲无不有粤人足迹”，粤商因此了解外
面的世界，得风气之先，也敢开风气之先。
他们不仅在营销策略、文化教育、社会救济等领域屡有创新，而且勇于参与地方政治事务，投身爱国
运动，将商业发展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
这在其他省份较为罕见，显示了粤商的强大势力与社会关怀。
　　晚清以来，面对国家的危难，广东商人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时代激流中。
他们热心海防建设，甘献巨资购买或研制西方的“坚船利炮”，广东巨商徐润、唐廷枢等对中国近代
军事工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些广东商人倾资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倡言实业救国，创办工商企业，赢得官民的一致好评
。
与此同时，众多的海外华商怀着振兴实业的理念，满腔热情地回国投资铁路、航运、百货、银行、矿
业，至今仍享誉海内外的张裕葡萄美酒，就是广东侨商张弼士创办的张裕酿酒公司开始生产的。
近代以来，广东商人有意识地与西方开展“商战”，郑观应将商战实践提升到理论层面，所著《盛世
危言》振聋发聩，系统地阐述了商战理念。
广东商人在近代中国独树一帜，无论就政治还是经济而言，均属最有实力的商帮，引导着早期中国工
业化的走向。
　　广东商人对新式企业的投资不仅立足于本土，而且逐渐向上海、天津等大都市挺进。
从陈启沅在广东南海创办继昌隆机器缫丝厂开始，广东商人在家乡陆续投资缫丝、造纸、卷烟、碾米
、船舶修造、造币等新式机器工业。
使用机器作为动力，又一次体现了敢开风气之先的勇气。
20世纪初，广东的潮汕铁路、新宁铁路以及粤汉铁路等均由粤商筹资修建，并投入运营。
我国第一代铁路——京张铁路和唐胥铁路，也由广东人主持建设，前者由广东茶商后代詹天佑设计修
建，后者则由大商人唐廷枢鼎力完成。
中国早期以机器为动力的航运业，也几乎都是广东商人主持。
　　广东侨商最早投资新式百货公司，他们由海外经香港，再到广州、上海，逐步创建了一套百货销
售的新理念，先施、永安、大新等百货公司，成为中国人追赶新式消费的最早场所，引发了中国近代
的“商业革命”。
　　在新型经营潮流的裹挟下，一些旧有行业不得不改变原有经营方式，采用新式公司制度，追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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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商业发展步伐。
粤商引导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潮流，为中国商业早期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正是在广东商人的影响下，沿海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成为近代工商业的发祥地，而且是中国经
济发展最迅速的区域。
　　明清以来，广东商人在商业经营中十分重视组织的凝聚力，遍布海内外的广东会馆将粤商紧密地
团结起来，以团体的力量参与商业竞争。
在异地经营的粤商常常以家乡为招牌，通过会馆整合各种政治资源，增强商业竞争实力。
　　广东商人具有开放、包容的心态，以灵活善变而著称，在官商关系处理上，表现尤其突出。
为了保护自身利益，粤商针对不同的历史条件，采取不同的策略，处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他们处理官商关系既不曲意逢迎，也不一味抗拒，为了商业利益，他们总能抱作一团，一荣俱荣，有
钱大家赚，利己但不损人，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无论是清朝特许的行商，还是民国时期的四
大百货公司都是如此。
这决定了他们能够在对外对内的开放中求新求变，不断输入新鲜血液，最终财源滚滚。
　　晚清以后，广东商人的势力愈益雄厚，在时局巨变中维护自己经济、政治利益的要求也日益迫切
。
他们通过成立具有强烈政治性的商人组织——粤商自治会，追求“拓财货，扩商权，进而参与新政”
，达到兴商富国的宏愿；又通过建立军事性组织——广州商团，致力于商人自卫，抵制政治力量的钳
制。
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广东商人的自觉水平，表达了其强化自身管理、积极参政议政的愿望。
广东是近代维新变革思想的发源地，民主革命的活动中心。
广东商界曾创办《广州总商会报》、《七十二行商报》，为商人及其商业发展制造舆论，成为广东商
界的喉舌。
商人踊跃参政议政，是广东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引人注目的现象。
粤商组织勇于表达商界愿望，敢于向政府叫板，甚至不惜公开对抗与冲突，成为中国商界的一道风景
线。
　　在近600年的历史长河中，也有不少广东商人投身于高风险的商业活动、亦盗亦商的海盗式贸易，
还有他们在鸦片贩卖中的不光彩行为，都体现了粤商经营的另类角色。
　　广东商人从汉代特别是明清以来持续不衰，不断发展壮大，从广东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广东商人所从事的工商业活动，改变了广东以及粤商在海内外的形象，时至今日，遍布世界各地的著
名华商，许多是广东人的后裔，广东也因此而成为中国著名的侨乡，正如谚语所云：有海水的地方就
有广东人。
他们将中国商人的经营谋略以及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形象代言人
。
　　徽商从明中叶到晚清，活跃商界300年左右；晋商大约从明初到清末，称雄商界500佘年。
唯独广东，千百年来一直保持着昌盛的商业经济发展势头，吸引中外商贾趋之若鹜。
较之国内大多数地区的商人，广东商人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世界，获取新知，采用从外国学来的经营方
式，在内地再创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欧风美雨多先从广东吹入中华大地，广东商人不仅引领近代工商发展潮流，而且是
思想政治革命的领军人物。
粤商至今仍保持着高昂的态势，全力推动着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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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今中外的商业竞争。
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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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商人和消费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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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特色竞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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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文化爱好春的收藏佳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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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4　小行商的艰难发家史　　广州十三行固然有潘家、伍家这样的大商号，但更多的是一些小行
商，他们的发家史也颇耐人寻味。
天宝行就是一个例证。
其创始人梁经国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家徒四壁，一贫如洗。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自古英雄出少年。
梁经国是这些俗语的最好注脚。
梁经国六岁时就每天往返60里到广州做小买卖，晚上则和母亲一起纺织。
长大后外出打工，“尺累寸积，渐获赢余”，最终脱贫致富。
　　梁经国18岁时进入广州的冯氏洋行打工，23岁娶了能干的凌氏为妻，夫妻合力，十年后，积蓄已
达60多万两。
　　就在梁经国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中英关系恶化，1807年8月，英军强行进入澳门，广东官府命令
英军退出，并下令行商停止和英商做生意。
英军反而乘势闯入虎门，中英武装冲突一触即发。
后在行商和外商的调解下，英军于12月撤出虎门和澳门。
在这场较量中，行商损失惨重，破产事件屡有发生。
据统计，1808年仅存行商十家，连总商同文行潘振承也宣布暂告歇业。
　　自幼在逆境中成长的梁经国却偏要迎着困难上。
1808年，47岁的他就在行商处于内外交困之际，毅然创立了天宝行。
　　其实，创业时的梁经国已有了近20年和外商打交道的经历。
他勤学、诚实、实干而灵活。
据族谱记载，他在冯氏洋行打工期间，深得行主信任和重用，在行主外出时，独立代理洋行事务十余
年，“颇获赢余”。
行主十分感动，决心资助他开设天宝行。
　　天宝行成立后，很快就得到了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毛织品贸易额中的一份。
而当时总商也只占有二三份的额度，一般行商只有一份或半份。
说明天宝行的信誉一开始就赢得了尊重，1818年天宝行的额度升至二份。
　　天宝行的另一大宗生意是茶叶，1811年其经营的出口茶叶量为8000箱，1815年达1万箱，以后不断
递增，基本上维持在1万箱以上，1820年一度达到3.2万多箱，占当时各行商茶叶贸易额的10％左右。
　　天宝行还根据行商必须充当保商的规定，从1811年开始，承充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的保商，截
至1833年，每年承保的商船多在两艘，说明天宝行的信誉有了切实的保障，外商愿意和他做生意。
　　为了天宝行能更好地发展，梁经国踊跃向各级政府捐输，以得到朝廷的眷顾。
1811年，捐资修建广州文澜书院，1819年，捐资治理黄河支流武陟河。
同年，逢嘉庆皇帝60大寿，梁经国又上贡2万多两银子，“为各行之冠”，引起朝廷的注意。
　　这些钱当然没有白花，嘉庆帝颁下圣旨，建立牌坊旌表梁经国，并给梁经国加官进爵，由同知衔
累加到通奉大夫，相当于文职从二品官衔。
虽然这些官衔有名无实，但对天宝行的发展无疑是一把尚方宝剑。
　　不过，勇于和逆境较量的梁经国，无法和一个没落的时代相抗争。
正当天宝行发展壮大之时，鸦片走私贸易在广东沿海日渐猖獗。
与此同时，英国人开始在印度推广种植茶叶，广州的茶叶出口量逐渐减少。
天宝行在劫难逃。
　　1822年，天宝行就出现了危机，不仅欠有外商债务，而且还欠缴粤海关税饷近10万两。
在内外交困下，天宝行债台高筑，举步维艰。
1824年，与其有具结联保关系的同泰行破产，几乎把梁家拖倒。
　　1827年10月，67岁的梁经国以年老多病为由，呈报粤海关以其子梁纶枢接办行务，天宝行进入经
官二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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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经国则于1837年去世。
　　为了重振天宝行，1828年（清道光八年），梁纶枢捐输河南修河费银9.5万两，但困境并没有解除
。
1839年2月，天宝行欠饷银近21万两，占所有行商欠饷银总数的50％，清廷限令一年内缴清欠饷。
虽多方筹措，但一年后仍欠饷7万多两，天宝行面临破产危险。
此时，鸦片战争的炮声已响，梁纶枢捐输海疆2万两，天宝行遂化险为夷，得以继续运行。
　　《南京条约》签订后，十三行没有了贸易特权，天宝行自然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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