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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不是研究晋商的专家，只是因为写晋商题材的小说，从 1986年开始，即搜罗一切与晋商有关的
史料、史迹以及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及今已 20多年。
这期间创作、出版过几部反映晋商历史的长篇小说，如《真迹》、《白银谷》、《茶道青红》等，字
数在 150万以上。
所以，自以为对晋商历史还算是熟知的。
但读过曹培红先生所著的这本《忠义的资本》，却深感自已疏漏了晋商历史中多么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就是本书重点论述的晋商有关“会馆”的制度建设。
在我所涉猎到的有关晋商研究的学术论著中，对晋商会馆制度的研究，也同样被遗漏了。
　　曹培红先生的这部著作向我们表明，晋商之所以能成为明清之际的中国第一商帮，它的会馆制度
是不能或缺的。
　　我一向以为，晋商之所以能成为历史上的中国第一商帮，是因为它具有制度创新的大智慧，而不
是仅仅靠个人的商业奇才、商战中的机巧智谋之类。
我在小说《白银谷》中，第一章的题目便是“莫学胡雪岩”。
胡雪岩可谓是一位难得的商业奇才。
但他在爆发式做大后，为眼前一桩能获厚利的生丝生意，而不惜伤及商号的立身之本，结果落得一个
速盛速衰，还未及计议承传大事，就破产了。
正如本书列举的聊城“山陕会馆”中一碑记的铭文所言：“从来可大而不可久者，非良法也。
”晋商的成功，即在它既能做大，更能做久，一代创业，代代承传，百年不衰。
也就是说，晋商在它的发展历程中，创建了一套“可大而又可久”　　的“良法”，靠制度创新，而
不是靠个人智慧，解决了可持续发展的大　　课题。
比如说，它的“伙东制”的创建，即今所谓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　　的分离，很有效地解决了家族企
业的承传难题，靠选择贤能的经理层，　　弥补子孙不肖。
这一制度，即使在现代的企业管理中，也不落后。
再比　　如，它的股份制的创建，特别是其中“身股制”的独创，在经理层中建　　立了很好的激励
机制，留住了最优秀的人才。
这些都是近年被屡屡论及　　的。
而本书所论及的会馆制度，亦当是晋商之所以能做大做久的一大“良法”。
可惜过去论述不多，今曹先生弥补此缺失，甚为可贵。
　　历史上的会馆，不独晋省设置，也不独晋商倚重。
而祭拜关帝武圣　　之风气，在明清之际，已然炽烈有加。
尤其到清代，已列入官祭，隆重　　程度，仅次于祭孔。
晋商的智慧，正是借助了这一现成的社会良俗，创　　作性地转化为自己的商业良法。
　　首先，晋商借助在遍布全国的山西会馆中，祭拜关帝，不着痕迹地　　将商业诚信信仰化了。
商业诚信，并不是晋商所独有，也并不是因山西　　人善良、厚道，才经商诚信。
不良的山西商人也有的是，只是行之不　　远，早已倒在历史的尘埃中，不为后人所知罢了。
我看到的史料中，即　　有卷款潜逃的山西小票号，被官府查办的记载。
我以为诚信不过是商业　　成熟的一种标志，因为诚信是商家最能获利、最能获厚利的资本。
这是　　那些做大做久的商家，才能取到的商道真经。
晋商也好，当今的那些　　国际大品牌也好，莫不视诚信如生命。
晋商在自己的会馆，借助供奉关　　帝，将诚信上升为忠义，其实也就是在守护自己的立身之本。
关老爷是　　晋人的乡贤，本就多了天生的亲近感，又逢当时社会将武圣高度神化，　　晋商顺势将
商道真经融入忠义信仰，实在是巧妙地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现成资源，构建了自己的免疫系统
。
诚信本应该是商家的自律，晋商　　就这样通过会馆制度，将其变成了一种“神律”，虽有迷信色彩
，但在　　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语境中，为保晋商的长盛不衰，起到的作用实在是别　　的良法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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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拟。
马克斯·韦伯将清教传统与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相联系，而犹太商人也与它的宗教信仰不可分。
晋商的忠义信仰，其内核也还是儒教精神，是它深层的文化密码。
　　其次，晋商的会馆制度，也是能使其成为强势商帮的重要依托。
与晋商同时，在中国存在着不少大的商帮，如徽商，浙商等等。
晋商之所以能强于其他商帮，与它有较为完善的会馆制度密不可分。
据我所知，晋商在内部，在同业间，也存在充分的竞争，因此而保有活力。
但有帮规、行规，使相互间的竞争不至沦为恶性相残。
如票号的利率，多是经公议后，定一个合理的尺度，共同遵守。
而遇外部危机时，又能同舟互济，合力对外。
做这种落实帮规行规，聚议协调的常设机构，便是各地的会馆。
这就使同业真正成为有凝聚力的“帮”，即现代意义上的商业集团。
可见会馆的职能，相当于今日的行业协会，本书在这方面有精到的论述。
如洛阳山西会馆一碑文所言：“一人智慧无多，纵能争利无几何，不务其大者而为之。
若能时时相聚议，各抒所见，必能得巧机关，以获厚利。
”一个商帮的力量，远胜于一家商号，即使是同业中的巨擘。
而一个商帮的业绩和声誉，也更容易产生强势的辐射力。
这也是晋商以仁义治商的表现。
　　再者，晋商的会馆制度，也是将其的慈善义举制度化了，这对维持商帮的良好社会信誉，亦是良
法。
会馆还是当时同乡、同帮、同业的商业驿站，自济组织，等等。
在当时那种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条件下，晋商将生意做遍天下，没有这种会馆制度的支持，那也是不
可想象的。
　　以上几层意思，只是我读过本书后的粗浅感受，书中所表达的不止于此。
　　特别想提及的，还有本书的文体。
本书不似一般的学术论著，而是以义理为纲，以生动的史实、故事、商战实例为目，行文简洁生动，
读来趣味盎然，尤其于当今的为商者，办企业者，有很强的针对性。
且配有荣浪先生踏遍全国，所拍摄的晋商会馆的历史遗存，与论述文字互为印证，图文并茂，更使本
书的文体，别具一格。
　　曹培红先生及荣浪先生为本书所付出的一切，我以为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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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曹培红先生的这部著作向我们表明，晋商之所以能成为明清之际的中国第一商帮，它的会馆制度是不
能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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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尊敬你们的这一位大神，他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敬。
他的仁、义、智、勇直到现在仍有意义，仁就是爱心，义就是信誉，智就是文化，勇就是不怕困难。
上帝的子民如果都像你们的关公一样，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　　——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 David Jordan　　山东
聊城山陕会馆关圣帝君圣像　　晋商会馆中皆供“义薄云天，精忠贯日”的“武圣”关公，以其为山
西人，义行天下，最受乡人崇敬，成为晋商之精神偶像。
　　从 1656年到 1888年的 200多年间，山西商　　人在全国各地建设了一座又一座的会馆，这些会　
　馆，无一例外的，中心建筑都是关公殿。
　　第一章　　关公：商人的精神偶像（1）　　从来可大而不可久者，非良法也；　　从来能暂而
不能常者，非美意也。
 ——1807年聊城《山陕会馆接拔厘头碑记》　　杀虎口祭起“财神股”　　【忠】　　忠义的资本从
何而来？
　　一个普通的晋商，开天辟地设立财神股，在无意之间为此前没有地位的中国商人找到了一个信仰
依托，当财神成为股东，忠义之神的神位就虚席以待了。
　　大约 1190年前后，康熙派兵出征葛尔丹，在当时右玉的杀虎口地区，走西口的山西人已经聚集了
一批又一批。
　　这一年，三个奔走在杀虎口的货郎——从山西太谷来的王相卿、从山西祁县来的张杰和史大学，
因为常常交叉相遇，脾气相投，走在了一起：常年行走卖货的三个人，为了能够在杀虎口获得稳定的
生意，决定联手开一家杂货铺。
　　为了准备铺子的开张，他们三人省吃俭用。
开业头天晚上，三个人坐在一起，看着满铺子的货物，三个人开心地笑了。
　　时近深夜，史大学说，“啊呀，饿了啊。
 ”　　张杰一听，起身就找吃的，一看，“嗨，甚吃的也没了。
就剩点小米。
 ”　　“小米就小米，垫吧垫吧。
”王相卿说。
　　是，三个人一边喝着小米粥，一边给铺子起了个名字——吉盛堂，取吉祥昌盛的意思。
　　铺子是开了，但是，本钱都投进去了，而且本钱本来就少、位置也不好，吉盛堂的生意很一般。
于是，三个人一边经营铺子，一边轮流着继续挑着货担出去卖货，就这样，日子在艰难中一天天度过
。
　　眼看着铺子生意没什么特别起色，张杰和史大学决定先回老家看看，走之前，两人按照先前的投
资，分别变卖了一些货物，带着钱回去了。
　　王相卿想留下他们，可是，看看每天的生意，他也理杀虎口的晋商古道。
　　当年，所有走西口的山西商人，在穿越杀虎口之前必走的一条道路。
当然，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的脚步也曾在这条古道上往返过不知多少次。
　　解地点点头，自己一个人挑起了吉盛堂的担子。
　　张杰和史大学回老家了，吉盛堂可还开着，看着稀少的货物，拨拉着手上剩下的一点本钱，孤单
一人的王相卿，陷入了沉思：当初三个人，本来是因为生意难做，决定联手的话，互相之间可以有个
照应，没想到，没多长时间，另外两人就撤走了。
货倒是多了一点，可周转的本钱是实在的变少了。
　　没办法，王相卿只好时而外出卖货，时而守家经营。
外出的时候他就请旁边的人帮忙照顾一下，回来了再自己打理，就这样，在这个跑进跑出的过程中，
王相卿认识了一个兵营的小头目，这个小头目介绍了一些兵营的生意给他，还给他讲了好多口外发财
的方法和故事。
就这样，王相卿坚持了一年多，生意稍微有点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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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意一好转，一个人就有点张罗不过来了，王相卿觉着，生意要想做大，还真不能是一个人，可
就自己手头这点货物和本钱，还是在没到了能请得起伙计的份。
　　一方面，是扩大生意的想法；一方面，则是缺人、少本钱的困境。
怎么办？
看看周围的人，人家从老家出来的时候本来就搭着伴的；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张杰和史大学投缘。
　　于是，他就托人给张杰和史大学带了口信，说自己现在生意好了，需要更多的人手，还是希望他
们能够过来和自己一起干。
　　半年以后，张杰和史大学再次来到杀虎口。
　　当天晚上，王相卿买了酒、买了肉，做了一大锅卤面为张杰和史大学二人接风。
　　张杰说：“王哥，看来你这是真发了啊。
 ”　　史大学说，“人家王哥发了财还不忘记咱们弟兄，要不是王哥，咱们还不知道还来不来这里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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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2009年2月2日温家宝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的讲演，面对全球经济衰
退，他一针见血指出：“道德缺失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一些人见利忘义，损害公众利益，丧失了道德底线。
我们应该倡导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用一颗道德的心，以一种发展的眼光，经世谋利，晋商的“忠义”信仰，是中华道德文明一份“忠
义的资本”，现在，是到了将其投入经营活动的时候了。
　　　　——本书缘起：美国华尔街向中国平遥取经　　如今，伴随起源于美国银行业危机的全球经
济衰退，中国经济的爆炸式增长开始放缓，平遥的兴衰恰恰可以当作一个值得警醒的故事来解读。
　　那是一个神话，那个时代，商业往来似乎与欺诈和诡计绝缘。
　　　　——《纽约时报》2009年3月18日“平遥专刊”文章　　马克斯韦伯将清教传统与西方资本主
义精神相联系，而犹太商人也与它的宗教信仰不可分。
晋商在自己的会馆，借助供奉关帝，将诚信上升为患义，实在是巧妙地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成资
源，构建了自己的免疫系统。
　　晋商之所以能成为历史上的中国第一商帮，是因为它具有制度创新的大智慧，而不是仅仅靠个人
的商业奇才、商战中的机巧智谋之类。
　　　　——著名作家、电影《白银帝国》原著作者成一为本书作序　　上个世纪之前数百年间，山
西商人胸怀万里，心思如丝，以其汇通天下之果敢、诚信与创新，辟商道于三朝，开财路于百世，布
商誉于万邦，奠就中华商业文明的近世典范，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晋商文化和深刻的晋商精神。
　　　　——富土康集团、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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