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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徽商即徽州商人，一般指徽州府所属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和婺源六县经商之人。
多数学者认为，徽商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清代乾隆时期达到鼎
盛，至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四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清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
在清朝最鼎盛时期，国库存银仅约7000万两，而在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就有四五千万两。
一时间的暴富，也许只需要一点小聪明，而几百年的辉煌则源于一种智慧。
那么源自于深山僻壤的徽商是如何流寓四方，扎根于天南地北，站稳商埠、立于不败之地的呢？
源自于程朱理学鼎盛之地的徽商又是如何克服“尊儒重仕、重农抑商”的封建思想而一跃成为经济大
潮中的弄潮儿，引领中国商界的呢？
徽商的血管里，到底流着溶有什么样精神的血？
很多海内外的学者都投入了很大精力进行研究。
从徽商的形成、发展、到其资本的积累、经营领域、经营地域、经营理念与经营文化，再到其与封建
政治势力、与宗族的关系、其资本的出路、甚至其衰落的原因等等，都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
了极为丰硕的成果。
而《徽商的智慧》一书，尝试着以徽商的由儒入贾至贾儒结合、儒为贾用为主线，通过对徽商的思想
变通、经营理念、培育人才等各个方面进行解析，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讲述徽商是如何利用智谋
为自己的商业发展营造更加有利于自身的条件；如何把对文化知识的学习和尊崇运用到结交文人士子
、官府权贵，以便为自己的经商事业打开方便之门；如何把儒家的仁义之道转化为经商之道，以义取
利、谋取大利；如何依靠宗族乡党的力量打造经商网络、形成天下第一商帮的大智慧。
以期能够从思想的层面上来剖析徽商的成功。
众所周知，古今中外的商业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是文化的较量，是精神的博弈。
而徽商之所以能在中国商界叱咤风云，辉煌300余年，与其思想、文化和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徽商的变通能力、对知识的学习以及对当时局势的运用、对传统道德和新思想的融合，以及依靠血缘
、地缘关系团结宗族同乡等等智慧，成就了明清第一商帮的辉煌。
而这些智慧的运用对现代商人也许会有一定程度的启发。
本书对于徽商的做人、经商的智慧的挖掘，已不单单是一种对历史的回望，而是对于一种智慧的痴迷
。
辉煌已属于过去，而智慧则可以传承到未来。
因此，我们这本书不但是要为人们解开徽商致富并称雄商界的谜底，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我们弘扬并运
用前人留下的丰厚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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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尝试着以徽商的由儒入贾至贾儒结合、儒为贾用为主线，通过对徽商的思想变通、经营理念、培
育人才等各个方面进行解析，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讲述徽商是如何利用智谋为自己的商业发展营
造更加有利于自身的条件；如何把对文化知识的学习和尊崇运用到结交文人士子、官府权贵，以便为
自己的经商事业打开方便之门；如何把儒家的仁义之道转化为经商之道，以义取利、谋取大利；如何
依靠宗族乡党的力量打造经商网络、形成天下第一商帮的大智慧。
以期能够从思想的层面上来剖析徽商的成功。
    徽商的变通能力、对知识的学习以及对当时局势的运用、对传统道德和新思想的融合，以及依靠血
缘、地缘关系团结宗族同乡等等智慧，成就了明清第一商帮的辉煌。
而这些智慧的运用对现代商人也许会有一定程度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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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穷山恶水出商人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
——徽州民谚徽商，俗称“徽帮”，又称“新安商人”，狭义上是指以新安江流域为中心的徽州府（
现安徽省黄山市一带）的商人，主要包括徽州地区的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和婺源六县经商
之人。
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300余年的辉煌。
他们曾谱写了“富可敌国”的神话。
在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在清朝最鼎盛时期，国库
存银也不过7000万两，而在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就有四五千万两银子，乾隆末年，中国对外贸易
有巨额顺差，关税盈余每年达到85万两，在所有的出口商品中，茶叶位居第一，而当时的茶叶是由徽
商垄断经营的。
徽商活动区域非常广泛，他们东进杭州入上海，渗透苏浙全境；抢滩芜湖，控制长江流域，淮河两岸
；北占大运河，往来于京、晋、冀、鲁、豫，并远涉西北、东北；西进江西，沿东南进闽粤，进而扬
帆入海，远至日本、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可谓“其地无所不至”。
可以说无论是从业人数、经营行业还是资本规模，均为当时商界之冠。
时有“无徽不成商”、“无徽不成镇”、“钻天洞庭遍地徽”之说，足见徽商在我国商界的地位。
徽商的发迹和辉煌的原因一直都为人们所关注。
一位著名社会学家在谈论文明的起源时，也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结论：环境的挑战导致文明的产生。
我们可以就此大胆推测：徽商所取得的成就与他们所处特定环境的影响应该是分不开的。
走进浩瀚的徽商史料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矛盾：养育徽商集团的故土——徽州，是一片由崇山峻
岭环绕的闭塞山地，与商业活动形成与发展所必备的地域的开放性、交通的便利性形成强烈的反差。
这的确是一个矛盾而饶有趣味的现象。
是什么使徽州商人萌发了外出经商的念头呢？
他们又是怎样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种出财富之花的呢？
出生于徽州的汪道昆在他的《太函集》里分析徽州人经商的原因说：今新安大族，而其在山谷之间，
无平原旷野可为耕田。
故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
可见徽州土地不适于耕种、不能满足其日常生活的需要是他们外出经商的首要原因。
徽州“山多田少”，俗称“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即便是丰收之年，因自然条件恶劣
，“一亩所入不及吴中饥年之半”。
但是由于中国古代战乱频繁，所以处在崇山万岭中的徽州仍是一个躲避战乱的好去处。
中原的世家大族和平民百姓为了躲避战乱，就把徽州作为了他们的选择之一。
在晋末、唐末和北宋末期徽州都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潮，随着外来移民的持续大规模迁入，再加上人
口的自然增殖，徽州人多地少的矛盾愈来愈突出，所需的大部分粮食就靠从外地输入。
这样的环境严重地影响到徽州人的生存。
于是，生存问题成为徽州人必须面对的最现实的问题。
那么，如何“治生”？
在那时候的中国，要想摆脱贫困，要么出仕，要么经商。
但是出仕要经历寒窗苦读，才能一跃龙门，贫寒的徽州人是难以支撑的，更何况那个“独木桥”上要
经过的是中国千千万万的读书人，能做官的人毕竟有限。
于是外出经商成了徽州人唯一的选择。
徽州俗例，人到十五六岁，就要出门学做生意。
徽州民间流传的一句谚语概括得更生动形象，叫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
要经商必先有商品。
徽州虽然“粮不足”，但由于它地处亚热带地区，因此物产非常丰富。
其万山丛中盛产树木，尤其是杉木，质地坚硬，可为栋梁之才；竹子更是漫山遍野，茶更是堪称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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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祁门茶和松萝茶。
陶土也是徽州的一大财富，瓷都景德镇的制陶原料白土，就产于徽州婺源、祁门的两座山；另外它的
手工业也比较发达，如制墨业、制砚业等，徽州所产文房四宝早在明朝时就已经闻名全国。
于是，徽商开始将境内丰富的土特产运出去销售，将本地需要的商品从外地输来。
江浙、长江中下游、南北大运河沿线，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都遍布了徽州商人的脚印，他们
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把生意越做越好。
随着商业的扩大，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在中国之内发展自己的商业了，而是开始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
有些徽商甚至大胆到冲破当时的海禁，私下从事海上贸易。
明清两朝都曾实行海禁，明朝法令规定：“敢于私下诸蕃互市者，必置之重法。
”但由于往来于大海之间的贸易，获利最丰厚，不少徽商就铤而走险，远扬大海。
　　　智慧点评从明代中叶开始，徽商的富有就已经让人们羡慕不已了，可是谁能想到他们富有身影
的背后是那样一片贫瘠的土地。
徽州人没有屈服于外在恶劣的环境，相反他们又找到了环境中有利的因素来成就自己。
俗话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
”一点儿不错，徽州人外出经商可谓是绝处逢生，他们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变不利为有利，终于走出
了一条自己的“治生”之路。
养儿不读书，等于养头猪养儿不读书，等于养头猪；一家不读书，一家一窝猪。
——徽州民谚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但其中的文明仅是指“农耕文明”，商业一直被定义为末业。
《吕氏春秋》上讲：“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产约，产
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
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这里说如果人民弃农经商就会变得不好管制，而且经商需要各地奔走，那他们就很可能会在国家危
难时远徙他方；另外，经商者多狡诈，会违反法令，颠倒是非。
韩非子更是把商人归为“五蠹”，说他们是国家蛀虫。
而作为古代中国文化主导的儒家学派的代表孟子就更狠，他对商人就用了一个字：“贱”，孟子管商
人叫“贱丈夫”。
所以尊儒重仕、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
明朝初年，朱元璋就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绸衫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
贾者，亦不许穿绸衫。
这一规定到后来虽然有所改变，但是历代的抑商政策仍然没有较大改观。
清朝的雍正皇帝也曾明确指出：“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
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
”在封建政府抑商政策的长期影响下，商贱、商轻的传统价值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从事商
业经营被认为是市井小人之事，为人所不屑。
这样的价值观念给时人从商带来了无形的心理压力，使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
而徽州号称“东南邹鲁”，又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故里，作为“文公道学”之邦，宋代以来，这里
就形成了“户诵有弦”、“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的儒风昌盛的局面，儒家的学说思想在徽州
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读书做官不仅在文化伦理上具有最高的价值，而且在世俗中也成为最具体的终
极人生目标。
那么，在儒家思想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教条的徽州，经商势必让徽州人觉得低人一等。
从现存的徽商传记资料来看，很多徽商似乎都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被迫走上了商业一途。
休宁商人朱就之“因家贫无以养亲，退而挟策游江湖，权牟拮据，获赢余以奉庭闱欢志”。
经商只为奉养双亲，他的经商动机似乎充满了对家境的无奈。
而且在徽州，只有“毕事儒不效”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弛儒而张贾”。
即便因贾而富，也往往“由贾入儒”，或者是“延师课子”，为后代业儒入仕大费心力。
明歙商汪才生就曾告诫儿子要奋发业儒，“毋效贾竖子为也”。
清婺源木商洪庭梅致富后也慨然说：“今庶几惟所欲为，奚仆仆风尘以商贾自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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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作为商人，竟然以经商为“耻”、以经商为自惭形秽，甚至还有在儿子面前自贬为“贾竖子”的
，可见其自卑感是何等的强烈。
自卑感已经成为徽州人从商道路上的巨大思想障碍，如果不扫清这个障碍，徽州人在经商道路上势必
越走越窄，最终消殁在历史的洪流中，那么精明而又务实的徽州人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调适自己的
心理，平衡自己的生存取向与社会的价值取向呢？
要从求学、致仕、为官之道转到经商上，势必要经历一场痛苦的思想裂变过程。
智慧点评身处重农轻商的封建社会，徽商的心理无可厚非，但是凡事如果不能得到世人、尤其是政府
肯定是无法在社会中站稳脚跟的，凡事如果违背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也是肯定无法长久的，徽商清楚
地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用尽各种各样的借口为自已的经商找到一条被社会、被当时的价值观所认
可的途径，以孝、以义作为自己经商的目的，既迎合了自已的心理需求，又能让时人接受，虽是一时
之计，但也不乏其可取之处。
从“贱丈夫”的樊笼中挣脱出来士农工商，所业虽别，是皆本职，惰则职惰。
——徽商箴言徽州以“程朱故乡”自居，宋明新儒中的程朱一派对其影响可想而知，徽商自然希望能
从朱子的学说中找到维护自己的理论。
“存天理，灭人欲”是朱熹理学的核心部分，但是朱熹对于人欲的理解，却似乎有两种涵义。
他曾经提出“学者需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
又说“人之一心天理存而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
但是他同时对此又做出解释说：“人欲中自有天理。
”朱熹对人欲的二重解释，为徽州商人将理学融入商业文化提供了可能。
此外朱熹也曾明确地表达过自己对商贾的看法。
有一次学生问朱熹：“吾辈之贫者，令不学子弟经营，莫不妨否？
”朱熹回答：“止经营衣食亦无害，陆家亦作铺买卖。
”明代先哲李贽也大胆宣称“商贾亦何鄙之有？
”更是直接把商贾与其他各阶层人士画上等号。
理论上的支持让徽人入贾变得合理化，朱熹的亲为更让他们觉得经商理直气壮。
朱熹的亲属及其本人都从事过商业，其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
”。
而朱熹本人虽然坚持“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但是他也不反对获取正当利益。
他自己就曾经办过书坊，刻书卖书。
他的以儒者身份亲营商业，对徽商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行为榜样和精神安慰。
于是他们自觉的以朱熹理学思想与传统道德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指南，将商和儒两者妥善的结合起来
。
沿朱熹的思路，他们更是把理欲相通引申到士绅关系的解释中提出了贾儒相通的观念，徽州民间有所
谓的左贾右儒，明朝以左上右下，这说明在徽州人心目中，甚至把贾放到了比儒更重要的位置上。
婺源商人李惟诚曾经立有这样的誓言：“丈夫志四方，何者非吾所为？
即不能拾朱紫以显父母，创业立家亦足以垂裕后昆。
”徽商吴良儒认为：“儒者直孜孜为名高，名亦利也。
籍令承亲之志，无庸显身扬名，利亦名也。
不顾则不可以为子，尚要事儒？
”这两人都认为无论是业儒还是从商，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显亲扬名，光宗耀祖，这二者在儒家的伦理
中是完全统一的。
更有一些文人也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著名文人李东阳就提出“士商异术而同志”的看法，徽州籍文人汪道昆也在他的文章中提出：“其俗
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口儒，则其躬行彰彰矣”。
相关链接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南宋时期的思想家，祖籍徽州婺源。
于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进士，历仕商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
在理宗宝庆三年，被赠太师，追封为信国公，后改为徽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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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成为巩固封建势力的强有力的支柱，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到了阻碍作用。
这些话固然有着自我安慰，自我调适的作用，但却都是对传统文化的极大突破，徽商以此减轻了思想
上的束缚。
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产品的流通更加需要商业的支持。
当朝宰相张居正就说过“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他认为商
农是互利互惠的。
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了商业的重要性，商人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有所提高。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徽州人更加积极探索，最后聪明而务实地发现了一条“儒商合一”的道路，在
思想上作了如下变通：（1）面对士贵商贱的传统意识，徽商竭力否认士、商之间的尊卑差异，他们
开始从不同的角度论证“士商异术而同志”。
经商、业儒只是各人的志向不同而已，二者并无实质性区别，不论走哪一条路都是“丈夫”所为，都
是人生的有为之途。
再者一个人的品质是否高尚，重要的是他的儒学修行，而并不在为儒、为贾。
如果从商的人能做到“贾名而儒行”，按儒家的道德规范行事，把儒家思想贯彻到商业经营当中，那
么“贾何负于儒”！
因此儒、贾二者并无尊卑贵贱之别。
（2）从追求的目标来说，徽商认为儒、贾亦是相通的。
表面看来，“儒为名高，贾为厚利”，似乎追求的目标不一，但实质上“名高”与“厚利”却是一致
的。
业儒入仕固然可以“拾朱紫以显父母”，光耀门庭，而经商创业也同样可以养父母，亦能“大振其家
声”。
因而“名亦利也”、“利亦名也”，二者亦是相通的。
 。
（3）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徽商认为商人的作用更是一点也不比儒者逊色。
儒者入仕，治国平天下，而商人可以贸迁有无，“兴废补弊”，亦有益于社会。
除了分工不同，对社会的贡献都是相同的。
明嘉靖年间的休宁商人汪弘甚至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商人对社会的作用远胜于那些整天纵情山水
，无所事事的儒士。
至此，徽商以“儒术饰贾事”，奉行“以儒为体，以贾为用”的信条，把“贾”与“儒”、“文”与
“商”近乎完美地结合在自己的商业生涯中。
只有冲破思想上的束缚方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徽商的观念在古板而传统的儒士看来也许是离经叛道的
，但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破“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冲破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
徽商最终不仅赢得了天时，垄断了两淮盐务，积累了其他商帮难以匹敌的巨额资金和大部分地区的茶
、木经营，而且占据了地利，享用着黄金水道和南北运河的便捷交通，使中国的商界为之震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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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古今中外的商业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是文化的较量，是精神的博弈。
而徽商之所以能在中国商界叱咤风云，辉煌300余年，与其思想、文化和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徽商的智慧》对于徽商的做人、经商的智慧的挖掘，已不单单是一种对历史的回望，而是对于一种
智慧的痴迷。
辉煌已属于过去，而智慧则可以传承到未来。
因此，《徽商的智慧》不但是要为人们解开徽商致富并称雄商界的谜底，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我们弘扬
并运用前人留下的丰厚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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