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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十月茄，饿死郎中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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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精神的时代意义
□ 吴忱

传百年家风
弘徽商大义

□ 王运慧

古代徽商精神
及其当代价值
□ 张绪

一条蜿蜒曲折的石板路，走出一条长长的岁
月，也走出了一片傲然的天空。祖辈的时光从这
里出发，走出了禁锢，走出了贫瘠，终于走向了一
个时代的辉煌与荣耀。从此，徽商成为了这片土
地被铭记的烙印，徽商精神成为了古老文明薪火
相传的又一真理。

徽商精神的第一内涵便是“诚信”。《论语·为
政》有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
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意思是说人要是失去了
信用或不讲信用，不知道他还可以做什么，（就像）

大车没有车辕与轭相连接的木销子，小车没有车
辕与轭相连接的木销子，它靠什么行走呢？自古
以来，商人常常给人以重利轻义的形象感受。但
徽商则注重以“诚信”伦理准则。清末胡开文墨店
发现有批墨锭不符质量要求，老板胡余德发现后
立即下令停止制售，并将卖出的墨锭高价收回、销
毁。徽商讲究以诚信树立品牌价值，胡开文墨业、
张小泉剪刀、谢裕大茶行……都是徽商传承百年
的老字号，因为诚信，赢得百年口碑，传承百年家
业。时至今日，“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内涵之一，作为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是每个公民
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也帮助着我们调节着
人与人、人与事之间的关系，建立起和谐的社会关
系。

徽 商 精 神 的 第 二 个 内 涵 可 以 认 为 是“ 吃
苦”。 勤劳的徽商四海为家，足迹遍布神州。他
们大多数以小本生意起家，逐渐把产业做大做强，
其中的辛劳不言而喻。胡适先生在给同乡会的题
词中多次用“努力做徽骆驼”来激励绩溪同乡。意

为不畏艰难，不怕牺牲，任劳任怨，跋涉不止的精
神。骆驼吃苦耐劳的精神与徽商相类似，后便成
了徽商的著名代名词。绩溪徽商亦有“绩溪牛”的
美称，长期以来一直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
境中的秀美小城，面对着农耕环境恶劣的情况，逐
渐闯出一片世界，靠的就是吃苦耐劳。《孟子》曾
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
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有
成大事者，都会有一段很长的辛苦的路要走。要
能“吃得苦中苦”，才能为“人上人”。于所有人而
言，所有的收获，都需要耕耘来成就。人人、事事，
莫不如此。

徽商精神的第三个内涵是“重教”。儒家
思想是徽商的文化基因。身为徽商，莫不崇
文、重视教育。在商业浪潮的一次次决策中，
商人们往往都以商业经验和智慧作为判断依
据。而徽商凭借着爱读书的传统，增强了理性
认知，所以运筹帷幄，把握住了一次又一次的
商机。在外经商的徽州商人返乡后，致力于修
建私塾、学堂，让他们的后代得以接受教育。

“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是他们所
秉承的人生态度，因此，徽商与其他商人相比，
有着更为深刻的文化烙印。教育，时至今日也
是个人、家庭和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一个国家
的繁荣需要依靠教育的发展。现如今，党和国家
越来越重视教育，我们也期待着国家的教育机制
越来越完善，国民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而依靠
着教育，国家有着更加矫健的前进步伐，从而走
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安徽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千百年来孜孜以
求的古徽州人，以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
神，创造了雄厚的徽商业绩，独特的徽商文化。成
为安徽最厚重的人文历史，丰富的精神遗产。

徽商作为明清一支商业劲旅活跃于大江南
北，黄河两岸，乃至南洋东瀛，“无徽不成镇”曾引
领着中国商业潮流，保持了三四百年的鼎盛辉煌
时期。徽商成功经营的大道是什么？如何传承与
弘扬徽商精神，增强建设美好安徽的百倍信心与
动力，今天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横看成岭侧成峰”，锻造和弘扬现代徽商精
神，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道得明的。徽商的独特
魅力应集中体现在：诚信守义、敬业以恒、传承重
教、勤俭仁和。

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徽商精神哺育了一代又一
代徽州商人，徽商精神的价值取向是造就徽商辉
煌业绩的根本动力。

敬业以恒，诚信守义。胡适先生曾称古徽州
商人为绩溪牛、徽骆驼。从僻远山乡走出，古云：

“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从少年开始就知道并深
深体会经商之艰辛。离乡背井，励精图治,艰难孕
育汝成。不是靠山吃山，而是穷则变，变则通。
他们肩负父兄、家族发展的重任，义无反顾地别
其亲爱之家庭，近者岁一视齐家，远着不能三四
岁计。许多人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尤未
厌焉。正是他们这种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百折
不挠的勇气和经历，为徽州人树起了不朽的徽骆
驼丰碑。可鉴的是在几百年前古徽州深入人心
的商业指南商训:“斯商，不以见利为利，以诚为
利；斯业，不以富贵为贵，以和为贵；斯买，不以
压价为价，以衡为价；斯卖，不以赚赢为赢，以信
为赢。”人们以此作为做人行事的指南，今天看来

仍然是我们应坚守的信条, 昭示着人们如何建立
和谐守法的市场经济。

徽商吴南坡宁奉法而折阅，人宁贸诈，我宁贸
信的表示。胡仁之大灾之年不为斗米千钱所动，
平价售粮的举动，都使徽商诚信的风格得以彰显。

传承重教，勤俭仁和。家风传承，是徽商的突
出特征，也是徽商成功的最大秘诀。以乡族关系
为纽带的商帮，讲求伦理纲常，道德规范。尤其是
他们时刻表现出来的儒家风范，贾而好儒。他们
尊儒重德，知书达理，坚持和为贵，礼为先，奉行温
良恭俭让的处事哲学，并以此规范自身行为。徽
州的一些宗族明确规定，对族中聪颖好学的弟子，
无力从师者，必然给予资助，并列入族规，世代遵
行。徽商不遗余力投资办学，广建书院。这应是
最早提倡教育均衡的理念。

史书记载明清时期，“天下书院最盛者，无
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徽商人中几百年来，
人才辈出，徽州历史上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
翰林”“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
者”，重视教育的结果，极大地提升了徽商自身
的文化品位和人文素养，反过来又促使徽商更
加重视教育。清代歙县商人吴炳辉留给子孙的
是十二个字：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
可见对和谐的人际的执着。

一代又一代徽商矢志不渝地翻山越岭，以
徽骆驼精神搭起了传承的桥梁，完成了由形而
下之形而上的转换。时光荏苒，走进徽州各县,
家风家训的楹联、牌匾家家可见, 这种家风的传
承不是一人之家，而是大家；徽商之义，也不是
小恩小义，更是家国情怀。何为大家之道？能
够将义行之天下，铸就辉煌，启迪后人未来的是
为大家。

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徽商主要是指明代中叶以后
从徽州走出去并在当时全国的商业舞台上产生重要
影响的一个商人集团。他们在铸就商业辉煌的同
时，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虽然徽
商的事迹已经成为百余年的历史，但是他们的精神
却历久弥新，时常会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关于古代徽商精神，概括来讲，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敢为人先、顺势而为的思变精神。

“穷则变，变则通”，对于古代徽商而言，思变精
神是促使他们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徽商的
家乡地处皖南山区，当地山多地少，自给能力不足，
生存环境恶劣。面对此种困境，徽人并没有坐以待
毙，不思进取，而是敢于冲破传统“四民观”的束缚，
提出“能贾名而儒行，贾何负于儒”的新见，这不仅
彰显出徽人的自信，更体现了他们的思变精神，弃
读经商、以儒助商的事例屡见不鲜。另外，徽商在
商业经营活动中，也能根据时势需要，灵活地加以
应变，在经营的行业、地区、方式等方面不断变化，
及时地改变和调整自身的经营策略，以适应瞬息万
变的商业竞争的需要。

二是开拓进取、锲而不舍的创业精神。
如前所说，历史上，徽人因生计所迫，多外出经

商。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功，离不开他们自身优秀的
精神品质，勇于开拓、积极进取、锲而不舍的创业精
神就是其中之一。在明清商业市场上，徽商的足迹
无远弗届，“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他
们不畏艰辛，跋山涉水，四处射利。富有开拓进取精
神的徽商不仅促进了国内市镇商业的繁兴，而且还
推动了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为明清商业经济的发
展与繁荣注入了巨大活力。在古代徽商的商业文化
基因中，还有着一种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执着精神。

三是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的职业精神。
徽商“贾而好儒”，素称“儒商”，先“儒”后“贾”

是他们许多人共同的人生经历。在儒家文化的强
烈熏陶下，他们踏入商界后，除了喜读诗书，乐与文
人墨客结交游会以外，还会自觉地以儒家思想来指
导自己的商业经营活动，遵循着儒家所倡导的义利
观，强调以“义”取“利”，并将之贯彻于具体的商业
实践中去。“义”本自于心，见之于行，在逐利的过程
中，诚信的商人能以“义”来规范和引导自己的行，
并由此建立与顾客的信任与互动，从而形成一种良
性的商业关系。

四是富而有德、积而能散的仁爱精神。
由于深受儒家仁义思想影响，徽商还具有宽厚的

仁爱精神。他们在追逐商业利润的同时，还不忘回
报社会，经常会用自己所积累的财富，广施善举，积
极参与地方公益事业建设，成为明清时期中国义商
的典型代表，正所谓：“我江南言乐善好施者必曰徽
人，言多财善贾者必曰徽人，徽人遂好施善贾名天
下。”修桥铺路、助赈灾民、扶危济困、伸张正义等等，
都是他们广行善举的重要表现。

五是贾而好儒、富而重教的尚智精神。
在明清徽州地区，重教之风向来兴盛，素有“十户

之村，不废诵读”的美誉，生长于斯的徽商也在此种
风气的长期浸染下，形成了“贾而好儒”、“富而重教”
的尚智精神。不少徽商在经历由士而商的转变后，
仍然持守着儒士的精神和品质，不仅能自觉地以儒
家的义利观来指导和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而且在
经商之暇，依然持之以恒，手不释卷。与此同时，徽
商在子弟的培养和教育上，也常常是不遗余力，全力
以赴，积极捐资兴学，延师教子。

以上所谈论的古代徽商精神，对于当前社会来说，
仍有很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值得指出的是，徽商精神
不仅属于安徽优秀地方文化，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一个典型代表，它秉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求变、坚韧、诚信、仁爱、尚智，这些精神特质对于重构
现代中国社会文化价值理念、培育现代中国社会公民
道德观念，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