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话说滇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话说滇商>>

13位ISBN编号：9787802490642

10位ISBN编号：7802490642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时间：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作者：罗群 等 著

页数：31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话说滇商>>

前言

　　接受本书的编写工作后，我便像徜徉在一条时光的河流，或通达，或曲折，向着往日的云南回溯
；我更像一个久别家乡的游子，或兴奋，或悲怀，朝着已经逝去或正在逝去的故园重返。
对于那些似乎已经久远并逐渐淡去的历史和人物，很多人其实已做过大量的研究和描述，可是，就在
回溯和重返之中，再次发现的过程，仍然使我充满了惊奇和愉悦。
翻开尘封已久的历史，我被汩汩流淌的往事所环绕。
昔日云南的繁华与贫困、喧嚣与宁静、蹉跎与奋争⋯⋯一起向我迎面扑来。
　　千百年来，云南这个特殊的地域，只是与朝廷的发配充军、民问的逃荒流浪、百姓的躲避战乱相
联系。
在人们眼里，云南始终是“瘴疠之区”、“蛮荒之地”。
这半是事实半是虚幻的误解，这人云亦云的传闻，使云南一直笼罩着一层神秘的、永不消散的迷雾。
　　的确，云南没有王者气势的帝都风采，没有繁华鼎沸的十里洋场，没有曲折离奇的津门旧事，没
有婀娜多姿的秦淮倩影。
然而，云南是丰富多彩的。
滇云文化的源远流长，边疆民族的人杰地灵，民族商贸的丰富多姿，无不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云南这块边远的土地上，在云南大山的皱褶里，隐藏着滇商历史演进的兴衰荣辱，隐藏着时代更迭
的悲欢离合。
　　于是，我一遍遍梳理那些堆积如山的历史资料，同时，也一次次地问自己：滇商最打动我的、最
富有魅力与个性的色彩是什么？
怎样才能穿越这漫长的时空隧道，解读云南历史的独特性格？
随着写作的逐渐深人，答案也在我的心中一点一点地显现，那就是长久以来，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及
复杂的历史原因，云南经济因各地区、各民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性以及民族
性。
唯其如此，滇商便在历史演进的发展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异彩纷呈的多样性，并在各民族、各地区
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中介和桥梁作用。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和剩余产品的出现，原始社会后期，即新石器时代中后期，云南出
现了早期的商品贸易。
此后，云南各民族的商业贸易活动日渐发展起来，成为各民族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各民族的商贸活动又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对统一多民族国
家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外，由于云南是祖国内地联系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桥梁和枢纽，云南各民族的商贸活动对加强
我国与东南亚及南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流通领域中作为交换的执行者、起中介作用的云南商人与商人资本，在近代云南地区商品经济
的发展过程中，在生产者和市场中间构建起一座桥梁，使小生产者的产品变为流通的商品，逐步扩大
了生产的内容和范围，进而连接起云南地方市场与国内市场乃至世界大市场的流通，并日益改变着云
南地方经济闭塞落后的状态，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云南地方经济的发展。
　　适应于这种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近代云南商人与商人资本的势力迅速膨胀，规模不断扩大，活
动范围遍及全省各地乃至全国，远及东南亚、南亚的广大地区，有的甚至远及欧美等地。
商人通过自身的经营活动，促进了云南经济的对外联系和交往。
　　首先，商人的贸易活动促使传统的商品消费范围扩大和加深，诱发了新的消费需求，从而诱发了
新兴行业和新工艺技术的出现；也引起社会财富、货币资金、市场条件等的变动。
　　长期以来，云南商人构成中一直以外贸商人为主体的情况表明：经营进出口贸易和与此相关的商
人，大都能在较快较短的时间内积累起一定量的资本，业务发展较快。
这主要是由于外贸联系的是世界性市场，在刺激经营、积累财富上更有活力，由此带动了当时以洋货
进口和原料、土特产品出口为主的相关行业的发展，并出现了大量商人资本渗入生产领域，对各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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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土特产品进行加工生产的现象。
生丝和茶叶的出口加工便是典型。
　　其次，商人的贸易活动，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以来云南地区的资源开发与利用，进而增强了以矿业
为主导的经济联进功能，促进了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
　　云南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之美称。
但直至清代，资源沉睡的状态依然故我。
除了明清两代滇铜的开采主要是服从于政府的财政需要外，其余大都未被列上开发日程，有的甚至还
鲜为人知。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以世界市场为目标的矿产品，由于需求增大才有较多和较快的开发。
以大锡、石磺、铅等为代表的矿产品成为近代云南商人经营的大宗商品，刺激了生产技术的改进、生
产规模的扩大。
商人资本也较多地投入到矿业开发中，成为近代产业资本的一个主要来源，并由此带动了矿产地经济
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商人的经济活动促进了市场结构向近代化的转化过程。
　　伴随着云南地区旧经济结构的分解和新经济因素的生长，云南的市场结构由较封闭的地方区域性
市场，逐渐转向开放，成为全国统一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
通过来自各地的各类大小商人的经营活动，云南省内的区域性中小市场已相互开放，构成了以昆明为
中心的市场网络，全省统一市场逐步形成；此外，市场的开放度更为扩大，与外部（包括省外、国外
）的联系日趋紧密。
　　第四，近代商人及商人资本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云南社会旧经济结构的解体和民族经济的
发展。
　　自近代商业贸易，尤其是对外贸易开展以后，云南地区涌现出了一批积累了较大货币财富的商人
。
其中一部分商人将货币财富投向出口加工业，进而参与投资兴办云南近代工交事业，涉及的生产部门
有电力、机械、纺织、造纸、印刷、矿冶、化工，等等。
　　与此同时，有别于旧式的封建金融组织，适应于近代经济活动要求的商业银行开始出现，以经营
汇兑、存放、贴现、储蓄等为主要业务，使新经济因素不断渗入和扩大。
这种商人资本向产业资本的渗透转移，正日益改变着近代云南省的社会经济结构，由过去落后的、单
纯的小农经营类型，向以近代工商业为主的经济类型转变。
　　除此之外，云南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
通过商人的经营活动，若干原来较落后的少数民族，改变了过去的相对隔绝状态，自觉不自觉地投人
到商品经济发展的洪流中，开始更快地同新经济因素发生联系。
例如在德宏一带的傣族地区，便不断游离出兼营性、季节性或贩运性的小商贩，甚至出现了专业性的
商品经营者。
　　在各民族商品经济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变化。
同时，一些原来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民族，如白族、回族、纳西族等，也通过商业经营积累起较大的
商人资本，有的甚至跨入了近代企业经营的行列。
　　滇商的发展是丰富多彩的。
这种多样性包含在云南工矿业、交通业、商业、金融业等的发展中，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由滇商所
支撑起的一片硕大的天空；这种多样性也蕴涵在独具魅力的滇云文化沃土中，在那里，人们同样可以
看到滇商的社会地位、商人精神、商业思想乃至商人文化的演进历程。
在滇商数不胜数的故事中，既有宏伟气派、众声喧腾的壮观场面，更有摇曳多姿、血肉丰满的人生细
节，还有发人深省、从容睿智的经营谋略。
于是，本书就有了自己的特点和重点：在“史”的框架内尽可能地把上述多姿多彩的画卷呈现给广大
读者。
　　昨天折射着今天，今天又预示着明天。
再匆忙的人也会稍事歇息，驻足回望所经之途，在沉思之余，又从容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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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并不意味着厚古薄今，它使人们在新的生活感受中唤醒旧日的情愫，同时又在无限温暖的怀
念中增添对新生活的热爱。
这是笔者写作此书的动力所在，也希望能以此书带给读者随意翻检后的片刻回味与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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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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商人和消费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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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皂无是政府官员的历史读本，又是商界人士的经营指南，还是文化爱好者的收藏佳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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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白族的三道茶是云南茶文化的一个代表，它是白族接待贵宾的佳品，制作方法和使用器具都十分
考究。
　　第一道茶是苦茶：用铜炉在火盆铁三角上把水烧开，同时在炭火上放小罐烤热到灰白色，然后把
茶叶放入，手执罐耳不断抖动。
待茶叶发热色变微黄可闻到茶香味时，注入少许开水，此时只听“噗”的一声，罐内立刻水泡上冒，
待泡沫稍落后再注满开水，就可把茶水倒人杯中献客了。
这一杯茶水澄黄透亮，香味缕缕，略带苦味。
　　第二道茶是甜茶：在杯中放入用推刨削成的薄薄的核桃仁片、切细的红糖屑、雪白的爆米花，再
用如前所述方法制成的茶水注人杯中，这道茶喝起来十分香甜可口。
　　第三道茶是回味茶：将茶水注入杯中后，加放花椒粒、生姜片、桂皮屑和少许蜂蜜。
这道茶是将茶之苦、姜桂之辛辣、花椒之麻、蜂蜜之甜各种不同的味道融为一体，融合成一种辛辣麻
甜俱备又微苦的难以言状的复杂口感，给人回味无穷的感受。
　　三道茶不仅体现了白族人民热情好客的性格，还包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
传说过去有个白族木匠带了个徒弟，徒弟干活时口渴难耐，师傅就随手抓了把茶叶叫他嚼，他感到满
口苦涩。
随后师傅给他斟上一碗甜茶，并告之生活就应该先苦后甜。
两年后徒弟满师，师傅又递给他一碗又甜又苦又麻又辣的茶，徒弟喝后问其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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