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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乐周刊

深呼吸不利老年健康。

”
FUKAN副刊

我观徽商之善与义

□ 卢先社

徽商精神——诚信

□ 曹丽

徽商精神研释

□ 林鑫德

徽商精神是徽州商人在数百年的经商实践中逐步
形成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而徽州商人在
经商方面之所以经久不衰，名震国内外，我觉得最重要
的一点就是商业道德——诚信。

在经营中，徽商尤其注重商业道德，讲究“以诚待
人，以信接物”；另外，徽商奉行“以儒为体，以贾为用”的
信条，就是说把经商跟儒家思想结合起来。

以德治商、讲求信誉的诚信精神。有研究表明，徽
商的商业道德体现在：一是以义为先，重义轻利；二是重
承诺，崇信誉；三是诚实经商，童叟无欺；四是货真价实，
讲求质量；五是团结互济。而这五个方面归结到一点就
是诚信两字，具体到经营策略上，就是以德治商。徽商
不惑于眼前利益，他们认为商家与顾客的关系是互惠互
利、相互依存的，将商业信誉看作商品价值的重要组成
部分。因此，徽商具有很强烈的品牌意识，注重积累商
业信誉这一无形资产，大都通过长期艰苦努力去建立良
好的商业信誉，并极力维护这种信誉，视之比金钱更宝
贵，从而在徽商中涌现出一大批“老字号”。绝大多数徽
商秉承的经商原则是“一切治生家智巧机利悉屏不用，
惟以至诚待人”。徽商之所以形成这种商业道德主要得
益于他们的“贾而好儒”。“贾而好儒”使徽商有较高的文
化素质，比其他商帮更善于从历史上汲取经验，因而善
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

可是今天在我们的身边却有许多诚信缺失的事例，
比如有些同学经常不完成作业，老师催要时，总是说：忘
了带。就连没有做完作业这一事实都不敢承认，久而久
之，老师、同学都不信任他，就算他真的没带作业，老师
同学也认为他没做。这是一种不诚实的表现，也是一种
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表现。抄袭作业更是愚昧之举，欺骗
老师，欺骗家长，自己却是最大的受害者。一篇漂亮的
抄来之作，也许会换来老师的好评，会赢得家长的微
笑。但是，实际上自己并没学到该学的知识，一到考试
时，便暴露了自己无知的本质，再美好的机会也会成为

泡影，这种人是可怜的人。
现在总是听到人们说吃什么都不安全，什么都假，

根本买不到货真价实的东西。一些商家为了高利润，生
产一些以次充好的商品，特别在一些食品方面，大量使
用对人体有害的食品添加剂，根本不考虑广大消费者的
利益。早把我们几百年的徽商精神——诚信抛到九霄
云外。虽然他们一时获得巨大的利润，但好景不长最终
自食恶果。

生活中也有可信的人，一个诚信的人，也是可敬的
人。曾经有这样一则报道，在淮北市的福利彩票店：有
一位普普通通卖彩票的妇女，经过三次的寻找，终于把
为顾客代买的，中了几百万大奖的彩票交给顾客，得到
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与赞扬。并且，从此以后她的这
个彩票投注站的生意越来越好，我想这就是诚信的价值
所在。相信听到这个事例的大家，也会被她这种诚实守
信的品德所感动。虽然，她把大奖送给买主后失去的是
金钱，但她得到的却是无论用多少金钱也换不回的诚
信。面对诱惑，不怦然心动，不为其所惑，虽平淡如行
云，质朴如流水，却让人领略到一种山高海深。诚信
——拥有这种闪光品格的人，是可敬的人。

社会在发展，更加需要我们讲诚信，重拾徽商精
神——诚信。社会由个体组成，每个人都以诚信要求
自己，社会就会成为一个诚信社会。自己的诚信与赢
得他人的诚信成正比，自己越诚信，就越会赢得他人
的诚信回报。人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诚信无欺的环
境中，诚信环境的形成取决于每个人对诚信所持的态
度。让人与人之间多一份信赖，人与人之间少一些尔
虞我诈；让我们更健康地享受美味，让我们的下一代
生活在纯洁明媚的文明社会之中。诚信建设是每个
人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这就需要大家积极参与，
添砖加瓦，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具体的事情做
起。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人人有责，人人有利，个
个出力，个个受惠。

有人曾说，三千汉字差不多都能简化，唯独“徽”字
不能。“徽”字减之一笔则无味，增之一笔则无趣，此言不
虚。观一“徽”字，山川河岳，囊括其中，甚至飞禽走兽、
人类活动也不出其辙；书一“徽”字，山水相间，左饰具象
之人、右敷抽象之文，抽丝剥茧，善义仁爱绵延不绝；品
一“徽”字，汤汤徽商血脉，奔腾汹涌其间；察一“徽”字，
闪烁徽商精神，璀璨如日月光华。

“徽”字有山耸立，徽商之善与义故有山之坚毅果敢
之精神。徽商大都从小背井离乡，外出创业。他们常常

“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食”、“离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
之家庭”。更有徽商“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
贾不利扰未厌焉”，一路创业坚毅果敢，百折不挠。歙县
商人许荆南“浮游四方，取什百之利”；许尚质“负担东走
吴门，浮越江南，至于荆，遂西入蜀”终成大业。凡此种
种，不胜枚举。正是他们这种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百折
不回的勇气和经历，为徽商赢得“徽骆驼”称号。

“徽”字有水流淌，又以文化之，因此，徽商之善与义
亦有水之向善之拓印。古人谓水有七德：居善地，心善
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现今吾人
却道徽商恒贵修养水之德性，谓之上善若水，景修善义
仁爱一也。

徽商自古遵奉“诚”、“信”、“仁”、“义”、“礼”，坚持以
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仁为质、以义为利、以爱赢天下的
商德贾道。徽商追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
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儒家修养。徽商为商
之仁，常相亲相爱，不霸气凌人，尊崇诚信经营，童叟无
欺。至于义，徽商“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虽利而

不污”。徽商鄙夷投机钻研，贵仁义中取利，追求为顾客
创造价值。明代休宁粮商汪平山在民间饥馑当道、粮价
暴涨之际，能够“不困人于厄”，将自己蓄储的谷粟，“悉
贷诸贫，不责其息，远近德之”，不愧徽商仁义典范。

“徽”字有春蚕吐丝，徽商之善与义更有恒念物力维
艰之俭朴。

明末清初顾炎武也说：“徽商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
天下”，徽商常“勤昧旦，忍嗜欲”，“易衣而出，数米而
炊”，“非勤俭无以治生”。明代休宁商人汪氏兄弟俩经
商在外，常以“居安逸而志在辛勤，处盈余而身甘淡泊”
作为座右铭；金文海经营其伯叔的一家商栈，“以勤持
己，以俭率诸人，以和联日来相贸易者。厉气作力，资遂
日起，生意日隆。”徽商节俭，徽商妇更能节俭。她们持
家“居乡数月，不沾鱼肉，日挫针治缝纫绽……”内德何
其隆也！

当然，徽商行走山河之间，亦深昧无国难以有家，因
此，徽商之善与义也包含强烈的爱国之情。

明初，北境未安，漠北蒙古势力时时入侵。为解决
军粮问题，不少徽商千里迢迢不辞劳苦，运粮输边。在
明中叶的抗倭斗争中，徽商也功不可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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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身战场，捐躯国难。近代，为了抵御外国入
侵，徽商也慷慨解囊，踊跃捐资。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
徽商的爱国精神。

而今，徽商精神更得到发扬光大。可谓是：秀丽
安徽，扬善修义，山伟河壮；尊儒爱国，崇仁尚礼，富甲
徽商！

明清之际，徽商曾经雄踞一方，独执商界牛
耳三百余年，成为当时实力最为雄厚的商帮，系
中国十大商帮之领头羊。徽商之所以能如此辉
煌，是因为其拥有独特的徽商精神为其生存、发
展提供了深厚土壤和良好滋养。胡适曾将徽商
比作“徽骆驼”，后人也因此称徽商精神为“骆驼
精神”，细而察之，它集中体现为诚信开明、为富
且仁、负重奋进、善作善成这四个方面。今天，
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建设

“三个强省”的征程中，仍需要继续挖掘、光大这
种精神，这既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
需要，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
设美好安徽的热切呼唤。

诚信开明，即诚实做人，守信从业，与时俱
进不保守，敢于突破善开拓。徽商也是商人，追
逐利益天经地义。但徽商是诚信的商人，能以

“义利”来规范和引导自己的行为，并由此建立
与顾客的相互信任关系。胡雪岩作为徽商的精
英和代表，将诚实做人作了生动的诠释。胡庆
馀堂“采办务真、修制务精”的承诺和秉持，“戒
欺”、“真不二价”的商道和家规，至今无不闪烁
着徽商诚信的光辉。家道中落时的他尽管一贫
如洗，但不恋外财、将拾到的满满银两包裹归还
失主；飞黄腾达时的他尽管溜须拍马者前呼后
拥，但他一直慧眼识珠、善用贤才；不幸落魄时
的他尽管一生积蓄殆尽，但没有怨天尤人。同
时，徽商通达明智，能够审时度势，不断拓展经
营领域，持续变革经营方式，是其纵横驰骋、屹
立商界三百年而不倒的真谛。在传统观念上，
徽商“流寓四方，轻本重末”的实践与“读书好，
营商好，效好便好”的理念，颠覆了封建正统的
农本商末观念；在经营方式上，徽商从最初经营
土特产品，发展到盐业、茶叶、典当等各行各业；
在经营范围上，从国内经营扩展到海外贸易；在
经营方式上，从单一经营到走贩、囤积、开张、质
剂、回易五管齐下；在经营机制上，独资、合伙、
股份、合作、经理委任等多种经营形式和机制灵
活利用、相得益彰。

为富且仁，即能理性看待自己与国家与人
民群众的鱼水关系，爱家与爱国爱人民相一致，
深谙“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河有水小
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的道理，树立正确的财
富观，勇于担当社会责任。尽管俗称“无商不
奸”，但由于徽州“儒风独茂”，因此贾而好儒、心
地厚道是徽商的重要特点。徽商大多古道热
肠、倾心公益事业，经常会用自己所累积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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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既有乐
善好施的优良品行，也有博大深厚的爱民报国
情怀。胡雪岩协助官方设立粥厂、善堂，修复名
寺古刹；恢复牛车，方便百姓；向官绅大户劝捐，
被称为“胡大善人”。洋务运动中，他聘洋匠、引
设备，协办福州船政局和甘肃织呢总局；左宗棠
出关西征，他筹粮械、借洋款，俨如半商半官。
尽管其中不乏讨好权贵之嫌，但他的确为当时
的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

负重奋进，即面对困难，不畏艰辛，负重拼
搏，勇往前行。“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
往外一丢”，既是徽商为改变家庭和人生命运的
真实写照，也是徽商吃苦耐劳、坚韧顽强精神的
生动体现。在明清商业市场上，徽商的足迹“诡
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可谓锲而不
舍、驰而不息。忍辱负重、韧性十足的徽商把负
重奋进的徽骆驼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当前中
国正处于关键的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时
代特别需要这种负重奋进的精神，它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对当代公民的重要召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