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3版

2010年6月21日 星期一
编辑沈艳 组版 阮怀霞 校对 吴巧薇

爱国：赴国急难、民族自立
徽商有着赴国急难、民族自立的

爱国精神。不少徽州人千里迢迢不辞

劳苦，运粮输边，早期的徽商就是这样

发展起来的。他们能够将个人逐利与

赴国急难结合起来，正体现了一种爱

国精神。

徽商的爱国精神，还突出表现在

明中叶的抗倭斗争中，他们或者捐资

筑城，募勇抗倭；或者出谋划策，领导

抗倭；或者弃商从戎，直接深入杀敌战

场。到了近代，为了抵御外国入侵，徽

商也踊跃捐资。

什么是“徽商精神”？胡适曾把徽商比喻成“徽骆驼”，因

此有人把徽商精神概括为“骆驼精神”，这当然是对的。但“徽

商精神”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就经营理念而言，讲道义、重诚

信，显然是最核心的因素。 顾佳 记者 樊立慧

进取：不畏艰难、诚信守义

徽商在营商活动中，历来看重“财

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

事”。徽商吴南坡表示，“宁奉法而折

阅，不饰智以求赢”，“人宁贸诈，吾宁

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主

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是徽商一

贯的儒商品格，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

市场信誉。从根本意义上说，将诚信

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正是徽商

获得成功的要诀所在。

竞争：审时度势、明辨义利
徽商善于趋利逐时，即根据市场

特点，采取最好的经营方式；也善观时

变，即在把握市场信息的基础上，调整

自己的经营项目；还能揣度时宜，即根

据各地不同的经济情况，因地制宜，做

出种种决策，往往能够出奇制胜。

和协：同舟共济、以众帮众
“和协”是指处理人际关系所应达

到的境界。这种精神不仅表现在一家

人或同族人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

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

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像

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

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

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

勤俭：不辞劳苦、虽富犹朴
翻开明清小说，常常见到关于徽

商的描写。但在封建文人的笔下，徽

商个个是吝啬鬼，实际上这都是封建

文人的偏见，这正反映了徽商虽富犹

朴的勤俭精神。

值得指出的是，徽商能节俭，徽

商妇更能节俭。康熙《徽州府志》卷

二就记述她们“居乡数月，不沾鱼肉，

日挫针治缝纫绽……徽商能蓄积，不

至卮漏者，盖亦由内德矣。”

宗族：血缘地缘、人情契约
徽商的宗族观念很重，外出经商

总是按血缘、地缘聚居，往往是父带

子，兄带弟，叔带侄，舅舅带外甥。徽

州人外出经商，在城镇落脚之后，宗

族中的人马上就会随之而来，其后乡

党也会随之而来。这种以亲情血缘

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参与市场竞

争，在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及统一行

动方面占有很强优势。不过徽商也

并非一味讲究人情，他们注意用契约

的方式来限定这种人情的关系，所以

徽州地区留下的契约文书特别多。

探秘徽商纵横史

他们都有“徽骆驼”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