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2版

2010年6月21日 星期一
编辑沈艳 组版 阮怀霞 校对 吴巧薇

三百年浩荡足迹到过葡萄牙
据说，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

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

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

帮集团。明嘉靖以后至清乾隆、嘉庆

时期，徽商经营达到极盛。从清道光、

咸丰时期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

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

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至日本、

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

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

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

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

界称雄数百年。徽州素称“东南邹

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鲜明

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

徽商的本质是儒商。

每年的徽商大会，我们都会习惯性回顾一下徽商的来源

和经历。何为徽商？徽商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它是旧

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

或商人集团之总称。 顾佳 记者 樊立慧

打破“重农抑商”
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

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

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

指。徽商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

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事业的辉煌，成

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

奇迹。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究其原因，

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与日俱增的

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观环境压力，这

正如明嘉靖年间徽州一村妇所说的：

“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

贾何待。”

其次，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

通刺激徽人经商。此外，徽人思变精

神的内部动力加上当时我国经济重心

南移的外部契机。

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

的是徽人的思变精神。正是因为他们

敢于打破“重农抑商”，冲破世俗偏见，

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正是这种转

变才产生了徽商的鼎盛。

徽商大都是儒商

植根于厚实的新安文化土壤之上

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

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

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

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得

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

价实。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

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他们大多在

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

藏书，修方志，邀讲学，培养子弟读书

入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促

进了地方论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

家的杰出人才。

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

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

和文化的成就，同时形成了一种儒商

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徽商的兴

衰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儒商”作为

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却仍然值得我们

总结回味，它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借

鉴意义。

徽商是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

人集团的总称，又称“新安商人”，俗

称“徽帮”。从东晋到清末，徽商都在

做些啥，他们以何营生？

成长期

从笔墨纸砚入主盐业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

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

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

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

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

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

动了徽商的发展。

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

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

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

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

界。

黄金期

成为第一商帮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

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

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

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

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

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

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

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

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

以及葡萄牙等地。

没落期

外资瓦解徽商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

落，课税、捐赋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

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

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

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

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

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

年亏损。尤其是随着帝国主义入侵，

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

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

顾佳 记者 樊立慧

悠悠数百年

历数古徽商的那些事儿

萌于东晋，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古徽商雄踞历史三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