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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系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总称，俗称“徽

帮”。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

叶，盛于清代中前期，至清中晚期日趋衰败，前后

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徽州商人在长期的创业经商活动中

形成了独特的徽商精神，徽商精神可以集中概括

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曰创新。明代中叶以来，随着徽州社会经

济的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剧增，徽州人多地少的矛

盾日益突出，迫使徽州人向外寻求生机，他们寄

命于商，足迹遍布全国乃至海外。徽商审时度

势，从事食盐、粮食、木材、茶叶、典当等经营，不

断因时因地变革，始终走在同行业的前面，并成

为明代海外贸易的先行者。

二曰诚信。诚信不仅是为人之本，亦是为商

之本。对徽商而言，诚信贯穿进货、加工、销售、

售后服务整个经营过程的始终。清代休宁商人

吴鹏翔，在一起贩卖胡椒的业务中，发现胡椒中

有毒，断然将800斤胡椒付之一炬。清代婺源商

人朱文炽贩新茶去珠江，每当新茶过期后，必自

书“陈茶”二字，以示不欺。胡开文召回有瑕疵的

墨锭，胡雪岩坚守真不二价。所有这些无不是徽

商诚信的表征。

三曰崇文。徽州自宋以来，祟儒重教，“远山

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

徽州教育造就了高文化素养的徽商队伍，他们

“贾而好儒”，致富以后反哺教育文化事业。清代

盐商棠樾鲍志道及其长子鲍漱芳先后捐银两万

五千多两资助教育。徽商崇文还表现在经商过

程中注重学习，结交文人，提高自身文化品位。

四曰尚法。徽商特别重视商业合同和契约

文书的作用，在有关徽商的史料中，经常可以看

到诸如《分家阄书》、《分界合同》、《盐典合同》和

《租议文约》及买卖田宅等合同契约文书。这些

涉及经营活动方方面面的契约文书，表明徽州商

人依靠“约”和“法”来维护权益、协调关系，形成

了凡事“立字为据”的习惯，实际上是徽商致力于

构建法治社会的一种民间尝试。

五曰敬业。商海凶险，常会遭遇灭顶之灾，

徽商们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而是义无

反顾，“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

犹未厌焉。”许多徽州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

败，终获成功，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敬业精神。徽

商的敬业精神，不仅仅表现在徽商个人无悔投身

商业，更体现在商人家族对商业世代不懈、前赴

后继的执著和追求。

六曰和协。徽商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结

成的商帮团体，有着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认同意

识。他们善于处理同宗人士的关系，同舟共济、

以众帮众。徽商的和协精神不仅表现在家族中，

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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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

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七曰节俭。徽州“贾之名擅海内，然其家居

也，为俭啬而务畜积。贫者日再食，富者三食，

食惟饘粥。”很多徽商致富以后仍然和贫穷时一

样精打细算，吃着粗粮，穿着布衣。徽商的精神

影响了留守在家的妇女，她们有的几个月也不

沾鱼肉。商人后代也能以廉守业，使节俭之风

代代相传。

八曰奉献。从早期徽商长途跋涉，运粮输

边，到明中后期徽商积极抵抗倭寇侵略，乃至近

代徽商为抵御外国入侵，踊跃捐资捐物，处处体

现爱国奉献精神。徽商致富也不忘回馈社会，他

们或赈灾恤难，或筑桥修路，或捐资助学，慷慨解

囊，将财富奉献给社会。

徽商不仅在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也给后人留下来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徽商精

神集中概括的创新、诚信、崇文、尚法、敬业、和

协、节俭、奉献精神，对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建设美好安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用徽商精神
指导青年创业
□刘存磊

当前，创新创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青年的共同选择，

但团省委通过一系列的调研工作了解到，我省青年初始

创业企业的平均寿命仅有约2.7年，约有8成以上的大学

生初始创业企业活不过3年。青年敢于创业，但往往由于

缺乏精神指导，难以克服创业途中遇到的困难、瓶颈。在

此背景下，为充分保障青年创业权益，大力助推青年创新

创业，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环境，推动以创新、务实、

诚信为内涵的徽商精神作为青年创业的指导思想具有重

大意义。

一、徽商精神的创业内涵
徽商起家于微末，生活在土地贫瘠的山区，面临着巨

大的生存和发展压力，白手起家的背景给徽商本身打上

了深深的创业烙印，也使得徽商精神具有深刻的穷则思

变、奋发进取的创业内涵。这种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正

是值得青年创业者学习的宝贵财富，对于培养创业青年

不怕吃苦、顽强拼搏的创业精神至关重要。

二、徽商精神对青年创业的具体指导作用
（一）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

创业是一种求新、求变、求发展的不断创新和开拓进

取的过程。徽商精神的创新之处，在于善于思考、观察分

析和判断经济形势，发现商机，把握事物的本质，摸清市

场运行的基本规律，积极主动去寻找和创造商业机会。

宣城大学生村官江山菊通过调研市场，将当地随处可见

的“竹壳”，通过工艺加工转化为价值不菲的原生态艺术

餐具，远销日本等海外市场，这正是徽商精神开拓进取，

勇于创新的具体表现。

（二）吃苦耐劳的务实精神

徽商有“ 徽骆驼”、“ 绩溪牛”之称，以勤奋和吃苦耐

劳而出名，这也是徽商精神中最广为人知的内涵。然而

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使得吃苦耐劳的精神对现而今的

青年来说十分缺乏。黄山学院学生陈志虎在校期间成立

彩绘公司，创业之初长期没有客户，只能通过上街手发传

单、上门宣传等方式进行推广。陈志虎坦言，长期的起早

贪黑和艰苦的环境曾让他一度想要放弃，正是吃苦耐劳

的徽商精神让他咬牙坚持了下来，最终创业成功。

（三）以德治商的诚信精神

仁义、诚信是徽商的立业之本。徽商重义轻利、以德

治商，注重建立良好的商业信誉，秉承“一切治生家智巧 机

利悉屏不用，惟以至诚待人”的经商原则，使得诚实守信成

为徽商精神中最重要的品质。青年创业者应该知道，诚信

经商是创业资金、人脉积累的基础，是企业的信誉名片和

第一生命力。近两年，安徽团省委坚持开展将诚信精神的

宣传嵌入青年创业工作，通过推出青年创业引导资金的方

式，为诚信经营的创业青年提供金融支持，以这种变相激

励的形式推进以德治商的诚信精神在青年中传播学习。

三、如何运用徽商精神助推青年创业
（一）建设教育服务体系，激发青年创新创业意识。

发挥团系统优势，通过举办“我的中国梦”青年创业典型

报告会、青年企业家进校园、青年创业事迹报告会、组织

开展安徽青年创业大讲堂活动等形式，推动青年学习徽

商创新精神，鼓励青年踊跃创新创业，激发青年创新意

识。

（二）评选树立创业典型，提升创业青年作为“新徽

商”的荣誉感。每年开展“安徽青年创业奖”、“安徽优秀

青年企业家”等青年创业典型评选工作，通过优秀典型等

创业正能量的宣传，提高青年创业积极性，提升青年作为

“新徽商”的荣誉感与归属感。

（三）搭建创新创业平台，优化青年创业环境。充分

发挥省青联、省青企协、省大创会、省青创协等团属社会

团体优势，依托各级青年企业家协会会员单位、青联委员

所在单位、青年文明号创建集体等资源，为青年创业企业

打造宣传促进的平台，为青年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

民族文化基因是中国梦的魂与根。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既要有雄厚的物质财富作保证，更

要有强大的精神财富作支撑。建设美好安徽，必

须秉承和发扬“徽商精神”，积极融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推动全面建设创新发展。

“知深行切”——建设美好安徽，“徽商精神”

至关重要。符合时代要求、紧贴实际的“微商精

神”，是推动安徽经济建设的精神支撑、社会发展

的动力源泉。经历 30 多年改革开放，安徽现代

化建设飞速发展，同时社会进入了思想、文化、利

益多元多变时代，尤其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转

折期、攻坚期，机遇与风险并存。作为改革开放

的“前沿阵地”，安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弘扬

“徽商精神”，重走当年雄踞华夏商界的辉煌路，

重振当年引领改革潮流的风采，激发江淮儿女投

身创业创新的豪情、激情。

“水涨船高”——新的历史时期，“徽商精神”

也要与时俱进、更新升级。时代在发展、社会在

进步。古时徽商的辉煌史已成过去，但“徽商精

神”依然是文化瑰宝。建设美好安徽，亟待“徽商

精神”的支撑助力。要更加坚持“善贾好儒”的文

化追求。儒道历来是徽商成功的经营之道。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善于将徽商代代相传

的儒商精神精髓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端正

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追求，让尚德成为安徽

的良好社会风尚，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有序。要

更加坚定“义中取利”的经营理念。如今，经济社

会更加规范成熟、公平竞争的环境更加开放,已

经成为新常态。诚信守法是赢得市场的基础，经

商、办厂只有依法取财、先义后利，才能实现长期

经营、做大做强。治商尚如此，持家乃至治国亦

应推崇重法崇信的契约精神，不断增强凝聚力，

才能持续保证家盛国盛。要更加坚强“困中求

成”的意志品质。“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

三贾不利犹未焉”的“徽骆驼”精神，历来是徽商

的取胜法宝。信息化时代，社会形势复杂多变，

机遇与挑战并存，低头赶路的“徽骆驼”也需顺势

而为，抬头看路择道，以坚持谋发展、以创新求突

破。要更加坚定“同创共享”的思想理念。互联

网时代的社会是高度融合的世界，合作、共赢是

主旋律。必须积极倡导“合作同创、共建共享”理

念，架设社会资源全民共用、共享的直通道，激发

更广泛人群的社会责任感，引导更多有志之士协

手开创美好安徽建设新局面。

“土厚根深”——弘扬“徽商精神”有赖于厚

重的文化底蕴。必须顺应社会发展转型和使命

任务转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

传统文化的新思想，大力宣扬“徽商精神”，引导

广大安徽人民凝聚思想共识，自觉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广泛选树一批海内外徽商精英代

表，以事迹报告、媒体报道、商会活动等形式营造

氛围、扩大影响力，让“徽商精神”在江淮大地遍

地开花，激励更多的安徽儿女继承传统、发扬传

统，为美好安徽建设添砖加瓦。

抬高站位准确定位
在弘扬“徽商精神”中引领美好安徽建设 □王厚莲

创新和协，崇文重德
——谈徽商精神

□王传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