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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徽商要继承发扬儒商精神

□ 詹剑锋

徽商富不忘本的
奉献精神及其当代启示

□ 张小坡

徽商精神是
经营观更是价值观
□ 田广林

从皖南低山丘陵间走出的徽州商人群体引领中
国商业发展潮流三百余年，谱写了中国商业的神话。
随着徽商财力的如日中天，徽州人文郁起，文化空前
辉煌，在这方水土上，孕育出了新安理学、新安医学、
新安画派、徽州朴学、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派盆景、
徽派建筑和徽剧、徽菜等诸多文化流派，在中华千姿
百态的地域文化中独树一帜，徽州也因此被称为“东
南邹鲁”、“文物之邦”。这缘于徽商富不忘本的奉献
精神指引下的经济反哺，徽商的财力支持是徽州文化
发展繁荣的物质基础。无论徽商在何地经营，取得多
大的成功，他们都无一例外地与桑梓故里保持着紧密
联系，把在商界所获利润源源不断地输送回故土，回
报家乡，从而推动了徽州社会的发展。徽商对徽州社
会的财力资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宗族制度建构的支持。明清时期，徽州
宗族组织发达，所谓“士夫巨室，多处于乡，每一村
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徽州宗族的强盛有三大
支柱：祠堂、族田、族谱，这都离不开徽商资本的捐
输。据族谱资料记载，歙县郑村郑家宗祠、棠樾孝慈
祠、唐模许氏宗祠等祠堂，都是在徽商的支持下修建
起来的，如潜口汪氏，永乐初族人汪善登科，明成祖
朱棣于永乐四年亲笔敕谕，汪善衣锦还乡之际，族人
苦于财力不济，接待比较简单，弘治年间，汪氏后人
因经商暴富，便单独为汪善修建了“奉政大夫汪公
祠”，建筑宏大。此外，一些富商巨贾还营造园林，为
族人游玩休憩，歙县西溪南的“老屋角”便是一例。
据地方志不完全记载，明清时期祁门共有宗祠173
座，绩溪共有宗祠192座，绝大多数宗祠都是由从家
族走出的商人捐资修建。

徽商除通过尊祖敬宗在精神上强化宗族血缘纽带
之外，还不惜以重金购置族产，为宗族聚居提供物质基
础。徽商对撰修族谱同样高度重视，所谓“千载之谱系，
丝毫不紊”即是明证。如棠樾鲍氏家族的鲍肯园“由困

而亨，顾恒思于物有济，修宗祠、纂家牒、置田赡族人之不
能婚者，举苦节之不能请旌者，则有关于伦纪”。

二是捐资兴办教育和文化事业。徽商的支持
成为很多学校赖以维持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资金来
源。致富后的徽商的办学热情十分高昂，他们广设
塾学、社学，开办初等教育。出于教育子弟的强烈
愿望，徽商大多把设置家塾、延师课子列在头等重
要的位置。明清时期，徽州的义学遍设于城乡各
地。对官办的府学、县学，徽商也不吝资财，时常倡
修。在徽商的捐助下，清代前期的徽州府学屡次重
修，康熙五十四年（1715），歙县商人项宪捐资重修
明伦堂；乾隆三十四年（1769），众商捐资重修学
宫；嘉庆十二年（1807），歙县盐商鲍漱芳等人又加
以 重 修 ，用 去 白 银 14000 余 两 ；嘉 庆 十 六 年

（1811），鲍漱芳之子鲍均又捐资重建尊经阁及教
授、训导两衙署。

三是对修桥筑路等公益事业和赈济灾荒等慈善
事业的支持。徽州地处山区，山高水急，筑桥修路是
一件积德行善、造福于家乡人民的义举。至今仍横跨
于歙县练江之上的安徽省最长的石拱桥——16 孔太
平桥，是徽商捐助建造和修缮的杰作，清代黟县西递
徽商胡元熙即是捐助太平桥建设和维修的巨贾之一。

到了近代，徽商还积极利用现代传媒筹款赈
灾，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徽州暴发特大水
灾，休宁、屯溪、歙县、黟县等地受灾严重。在上海
的徽商从《申报》、《中外日报》等报纸上得知家乡的
灾情后，立即行动起来，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旅
沪徽州水灾劝赈所负责筹款赈灾。

今天从安徽大地走向海内外的江淮儿女搏击商
海，精研学术，在各条战线上涌现出一批令世人侧目的
精英。当安徽正处于奋力崛起的发展阶段，需要各方
支持，应当弘扬徽商富不忘本的奉献精神，吸引安徽籍
的各界精英反哺安徽，推动安徽社会经济迈上新台阶。

明清徽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有“无徽不成镇”
之誉，其商业资本之巨、从商人数之众、活动地域之
广、经营行业之多、开拓能力之强，海内无出其右
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徽商历时数百年精心筑建
的商业帝国，对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
变迁影响深远，对徽文化的发育和成长居功至伟。

古徽商，凭借什么能够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
帮，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很多学者都在总结提
炼徽商精神，概括起来无外乎吃苦耐劳、诚实守信、
坚忍不拔、和衷共济、开拓进取、薄利生财、克勤克
俭、贾而好儒、虽富犹朴等等，这些精神植根于中国
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它
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也是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古徽商的这些精神，新徽商如何吸收并发扬光
大，汲取哪些精神内核，并与时俱进，这是问题的关
键和核心。

安徽位于华东腹地，襟江近海，虽为内陆省份，
但积极融入长三角经济发展带，承接产业转移，加
快建设创新型经济强省、文化强省、生态强省，建设
美好安徽，现正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在加速崛
起、兴皖富民的新时期，我认为新徽商要坚持儒商
风范，继承发扬重商崇学、坚毅进取、以义为利、敏
以成事的儒商精神。

重商崇学是为商之要。古徽州居民大多深受中
国儒家文化影响，这里社学林立，文风昌盛、教育发
达、人才辈出，“十户之村，无废诵读”，被称为“东南邹
鲁”。西递村至今还保留这样的对联：“几百年人家无
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读书好经营好效好
便好、创业难守业难知难不难。”徽商“贾而好儒”，徽
商文化素质普遍比较高，他们“擅握算、工心计、堪廉
贾、慎取予”，在激烈的商海搏击中赢得先机。

坚毅进取是创业之基。徽商创业伊始，走了一
条十分艰难的道路，他们筚路蓝缕，艰苦奋斗，他们
怀有远大志向，充满着奋发进取的精神，立志改变
贫穷的现状。多少人正是在这样的精神鼓舞下，走
出深山去闯荡四海的，“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
四岁，往外一丢”是历代徽商的真实写照。所以胡
适先生曾把徽商比作“徽骆驼”，成为徽州商人吃苦
耐劳、执着拼搏、坚韧顽强、开拓进取的精神象征。

以义为利是成事之道。徽商不以利为利，以诚为
利。生财有大道，重义轻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
下攘攘，皆为利往”，但以儒学为本的徽商始终把“薄
利生财、甘为廉贾”，“仁中取利、义中求财”原则作为
经营道德的基本准则之一。强调钱财要“取之有道”，
不贪心、不盘剥，不做“一锤子买卖”，商家与顾客相互
依存、互惠互利，在任何时候都胸怀善心和良知。

敏以成事是经商之本。徽商有较敏锐的商业
眼光，善于把握时机，权衡大道，成就事业，获得利
润。徽商善于掌握信息、察地昂、权时宜，细心预测
市场，观察市场动向，分析市场行情，做到审时度
势，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徽商还重视选择合作
伙伴，利用同族同乡、亲朋好友等血缘和地缘关系，
采取合伙制、股份合作制等灵活多样的经营形式，
迅速筹集资本，壮大自身力量，战胜竞争对手。

总之，对于经济发展，徽商的兴衰已成为历史，
却仍然值得总结和回味，今天如果我们把诚、信、
义、利之类的儒商准则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将儒商
身上体现的重商崇学的人文精神、坚毅进取的创业
精神、以义为利的担当精神、敏以成事的竞争精神
等作为商业精神文明的重要资源，从中汲取营养，
培养新时代的儒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健康有
序发展，安徽的明天会更好！

众所周知，有“沙漠之舟”美誉的骆驼，因为它
的吃苦耐劳、勤恳努力而为人称颂；而在我们生活
的这片土地上，也有这样的一类人，他们拼搏进取、
富于开拓，不以见利为利，和衷能共济，他们就是被
誉为“徽骆驼”的徽商。徽商至今经历了数百年的
发展，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财富，有形的物质
财富固然珍贵，但无形的精神财富更应该得到珍
视，徽商精神就是让我们世代受益的财富之源。

在我看来，学习徽商精神，要学习它重仁重义
的诚信精神。

讲求商业道德，建立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徽
商举起“诚信”的旗帜，本着先义后利、义中取利的
心态走进市场，恪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奉公守
法、互惠互利等基本道德，自然博得广大生产者和
消费者的欢迎，使他们在生意场上左右逢源，处处
受益。

经商如此，做人做事更当如此。“人无信不立，
家无信不睦，商无信不兴，友无信不真，国无信不
强。”无论对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企业还是一个
民族、一个国家来说，诚信都至关重要。我们要从
自我做起，始终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作为国家机
关单位，只有忠诚地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相信群
众，依靠群众，建立和保持与群众的鱼水关系，祖国
才能安定、繁荣。要想赢得百姓的拥护，一定要以
诚信为本，要取信于民，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今天，政府必须转变职能、提高效率，树立政府诚
信，打造诚信政府。

学习徽商精神，要学习它以众帮众的协作
精神。

“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
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率先经商的徽商，往往帮
助家人或族人经商，从而共同走上经商致富之路。
徽商及所在宗族常把互助合作条款写入族谱等宗
族文献中，以族规家法的名义要求族人遵守执行，
将家族内部互助合作制度化、规范化。

学习徽商精神，要学习它虽富犹朴的节俭
精神。

徽商多以小本起家，经过奋斗拼搏，最后成就
基业，成为富商大贾。徽商致富思源，大多能珍惜
来之不易的财富，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艰苦朴素的节
俭作风，并谆谆教育子孙后代。节俭有利于维护和
扩大徽商的资本规模，有助于徽商事业的可持续发
展。因骆驼能负重、肯吃苦，胡适先生曾把徽商形
象地比喻成“徽骆驼”。

学习徽商精神，要学习它通权达变的创新
精神。

徽商富于创新，勇于创新。在重农抑商的封建
社会，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徽州人敢于冲破世俗
偏见，勇于选择商业，并以商业为第一等生业，这是
思想观念解放与创新的表现。徽商勇于拓展商业
经营领域，突破传统商业经营方式，从经营土特产
品，扩展到盐业、典当、纺织印染、图书等行业并采
取多种方式并用的策略，相机行事。

学习徽商精神，要学习它“徽人好讼”的法治
精神。

在频繁的社会活动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徽商
依靠“约”和“法”来维护权益、协调关系的意识慢慢
觉醒，并逐渐形成了凡事“立字为据”的习惯。长期
为外人所责难的“徽人好讼”，实际上正是徽州人致
力于构建法治社会的一种民间尝试。

舟楫相配,得水而行。让改革红利惠及每个百
姓,离不开法治信仰和法治精神。认识新常态、适
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离不开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我们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不断提高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
维护稳定的能力。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行使权力、履
行职责，让依法决策成为自觉、依法办事成为常态。
徽商精神是徽州文化的内涵和灵魂，对于当前安徽
经济社会发展和“三个强省”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
和启迪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