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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 远

老徽商就如同一个传奇。从明代中叶开始，他

们便名声大噪，成为全国商帮的执牛耳者。如今的

人们只能在他们遗留下的残缺文书和契约中发现他

们创富的真正密码。

如今，封存的历史还没有被全然解开，新一代徽

商又悄无声息地“卷土重来”。张桂平、史玉柱、王传

福、祝义才、陈光标……也许大部分人还没来得及洞

悉他们的安徽籍身份，就已经被他们光芒四射的商业

宏图所折服。人们惊羡于新徽商的崛起，揣测他们血

液里是否遗存老徽商的致富基因，感叹财富如何能跨

越时代，在两代徽商间传递……安徽国际徽商协会会

长周本立在研究老徽商、结识新徽商数年后，发现了两

代徽商间的精神联系，也熟稔徽商精神的现代嬗变，对

他的采访让我们直入徽商创富的核心。

精神纽带联系新老徽商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传统徽商的？

周本立：徽商是在明朝中叶形成商帮的，在清朝

前期达到事业的巅峰。这期间，徽商不仅创造了富

可敌国的巨大物质财富，也孵化了光彩夺目的精神

文化。这种精神简而言之就是吃苦耐劳、自强不息

的艰苦创业精神，以利取义、以信接物的诚实从业精

神，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群体发展精神，以儒育商、

以商载道的文化养成精神。

记者：传 统 徽 商 精 神 在 当 代 是 否 还 有 现 实 意

义？新徽商是否继承了其中有益的商业文化？

周本立：古代徽商的衰微到现在已经有 100 余

年，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农业和手工

业让位于现代化的工业经济，商品经济取代了自给

自足的自然经济，经济全球化取代了过去封闭的经

济体制。风云际会、世事变迁，联系新老两代徽商之

间的纽带更多的是精神的纽带。在全新的土壤里诞

生的新徽商，既继承了老徽商的商业文化传统，并使

之在新时代重新焕发生机，同时也开创出一片具有

新时代特色的商业文化天地。

记者：在您看来，新徽商精神主要有哪些？

周本立：在我看来，新徽商精神有四点内核。首

先是市场意识、科学精神。新徽商跳出了简单的物

物交换、互通有无，单纯赚取流通环节利润的经营模

式，开始运用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产权市场，进行资

本的快速扩张和非常规增值，做大做强。如今被称

为“雨润王国”领袖的祝义才，创业伊始的资本仅 200

万元。为了尽快逼近“肉食王国”的梦想，他于 2004

年 对 南 京 中 商 流 通 股 发 起 了 收 购 ，持 股 比 例 达

23.17 %，成为南京中商的实际控制人。接着，公司在

全国范围内重组了 30 多家国企，并在香港联交所上

市。短短的几年时间，公司走完了别的企业许多年

才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步入了良性增值、连续

倍增之路。

还有一部分年轻的 70后、80后高学历创业者，具备

很强的创新精神。他们不断超越现有产业和社会需

求。科大讯飞总裁刘夜峰带领团队，在语音合成、语音

识别领域都站到了世界前沿，建立了中国的语音平台，

实现了语音技术的产业化。

其次是世界眼光、战略思维。老徽商的思想和眼

界受到封建社会封闭性、守旧性的束缚，没有条件，也不

可能放开眼界去扫视大千世界，从对世界未来的思虑中

判定自己的方位和走向。新徽商则完全不同。王传福

便是以“为人类解决油的问题”为己任，他所创立的比亚

迪公司，从充电电池着手，不仅使自己的镍镉电池很快

成为国际品牌，而且掌握了镍氢电池和锂电池的核心技

术，并占据了镍氢电池和锂电池全球市场份额的 15%。

接着，这位“技术狂人”义无返顾地闯入了新能源汽车的

行列，使自己的充电电池与电动汽车成功嫁接，建成了

电动汽车研发、测试中心和生产基地。

创新、慈善是徽商本色

记者：创新文化是否也是新一代徽商特有的精

神财富？

周本立：文化是徽商的特色。在明清时期的十

大商帮中，惟徽商以“亦贾亦儒”著称于世。儒学的

浸润，使徽商较之其他商帮，眼界稍宽，“识量过人”，

“练达明敏”，权衡轻重。尤其是在商业道德上，能

“以义为利”，“以信接物”，“惟诚待人”，童叟无欺。

新时代的徽商传承了古徽商的道德诚信，而在观念

形态上则完全是革故鼎新的。其最显著的特征，就

是创新。环顾成功的徽商，无不是借助现代科技的

利器，在技术和产品上标新立异；破除陈规陋习，面

向世界，面向未来；活化先进的管理模式，融入企业

内核，激发群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正如正威集团

董事局主席王文银所说：“ 创新是企业创造力的源

泉，而创造力是企业成功的灵魂。”

与创新文化相依相伴的是团队精神。它既是老

徽商“以众帮众”精神的衍生，更是这种精神在新时

代的再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发挥团队精神，其表

象是一种管理方式的转型，其背后则植根于财富观

的深刻变革。身为苏宁电器董事长的张近东，在财

富急剧增长的时候，断然实行了股权大派送，通过个

人股权的稀释，达到职业经理人的“团队致富”。他

的理念就是：“只有采取社会化管理的方式，将企业

转化为所有员工和社会共有的资产，才能真正成长

为巨型的长寿型公司。”

记者：徽商陈光标因为慈善吸引了大量“眼球”，

慈善精神是否也是徽商本色呢？

周本立：帮扶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是企业家表

达人文关怀、履行社会责任的集中体现。在徽商的

历史传承中，这是一条延绵不绝的红线。只是新时

代的徽商比起自己的先辈，具有更透彻的理念和更

宽广的胸襟。其中的代表人物当数陈光标。关于财

富，他说：“我们每赚一分钱都有国家的无形股份，我

们应该与政府共同承担责任。”关于幸福，他说：“一

个人活着，能使更多的人幸福、快乐，这样的人生才

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

新徽商须承担历史使命

记者：老徽商是否也有他们的集体性弱点？这

些弱点是否也在新徽商身上有所体现？

周本立：老徽商由于受历史局限性影响，生活的

时代很封闭，经营行业非常单一，主要是“盐、木、典、

茶”与“丝棉粮食”等，都关乎国家经济命脉。但由于

与 各 级 政 权 关 系 密 切，依 附 性 和 攀 附 性 也 就 特 别

强。有些徽商当年起家，就有官商勾结的因素。依

附权贵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徽商既享受到“政策”的

优待，但也可能受到政治风浪较大的冲击。

另外，拖着很长封建尾巴的徽商，赚了钱之后不

是用于资本扩大再生产，而是买田置地，享受起奢华

的生活。生活在明嘉靖、万历时期的汪道昆曾形容

说，徽商“入则击钟，出则连骑，暇则招客高会，侍越

女，拥吴姬，四座尽欢，夜以继日，世所谓芳华盛丽非

不足也”。

一些现代徽商当然也免不了沾染“结交权贵”的

旧习，但更多的是通过公开、公平的竞争，分享政府

掌握的土地、资金等公共资源和税收优惠政策，为自

己的企业发展创造条件。

记者：古代徽商的商会组织，行使什么样的职

能？现在的徽商交流协会又承担什么样的历史使命？

周本立：过去，一个徽商出去经商、闯荡，往往会

把同乡、亲友都带出来，人数达到一定的规模就建起

一个会馆，这就是早期的商会组织。会馆里的徽商

之间以乡亲为纽带，互相抱团取暖，既维护徽商在当

地的合法权益，也会在他们困难的时候，提供资金和

人力的支持。

而现代的徽商交流协会仍然是以安徽商人的乡

情、友情为纽带，广泛联络海内外安徽商人，进行文

化经济交流的非盈利性联谊社会团体，也同样具备

让会员在一起抱团取暖、克服困难的现实价值。

目前，全国共有 65 家徽商的商会组织，几乎遍布

所有的省会城市和一部分中心城市。全国共有 2 万

至 3 万名会员。我们的会员以民营企业家为主，当这

些民营企业家遇到困难时，各地徽商商会还负责协

调会员企业和当地政府的关系，为会员创造有利的

创业环境，就如同徽商们的“娘家”。2008 年金融危

机之后，我们的安徽国际徽商协会还对很多企业进

行了调查、走访，帮助他们走上转危为机的道路。很

多异地徽商商会还建立起一定规模的中小企业融资

平台，为我们的中小企业会员提供资金支持。

历史传承造就新老徽商财富传奇
——专访安徽国际徽商协会会长周本立

徽商是指明清时期由徽州一府六县商人所组

成 的 地 域 性 商 人 集 团 。 明 清 时 代 的 徽 商，叱 咤 商

界 300 余 年 ，他 们 在 与 其 他 地 域 性 商 帮 的 竞 争 中

驾轻就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那么，徽商取得成

功的奥秘何在？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卞利

在 接 受 本 报 记 者 专 访 时，分 析 了 古 代 徽 商 特 有 的

商业智慧。

徽商的公关艺术

在公关艺术方面，徽商们首先是团结互助，以形

成凝聚力。徽商重视群体力量的发挥，注重团结互

助、以众帮众。在异国他乡，徽商们大量建立属于自

己的组织——会馆，并以此为据点，团结同乡之人，

互相帮助，协力并进。

其次是结交官府，以获取最大利益。徽商不仅

注意内部的团结，发挥群体力量，而且还重视同官府

中的徽州籍官员以及经商地官府和地方势力打交

道，徽商在经营盐业的过程中，为了取得垄断占地

位，甚至不惜和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交往。

最后是捐助公益事业，以树立形象。徽商之所

以称为儒商，主要是在于他们抛弃了奸商为富不仁

的传统，在公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他们把经商

获得的利润回报给社会，兴办公益事业，架桥、修路、

办学、救灾等等。通过捐助，徽商不仅树立了良好的

形象，还赢得了顾客的好感与信任，从而获得了更大

的利润空间。

徽商的用人之道

徽商十分重视人才的职业培训，在职业道德方

面的培训，徽商更是舍得投入。为了使自己的子女

养成吃苦耐劳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徽商往往会把他

们送进别人的店铺里锻炼。

卞利对记者谈到《客商规略》的对经商人才培训

制定的 10 条具体要求：

第一要勤苦。“晨起不必要人呼唤，自觉早起打

扫店铺，随及开张做生意。”

第二要诚实。“ 亲友买卖，客人总以诚实待人。

言语必信，举动至诚，如逐宗逐件，须要来清去白，不

可因无人看见，即爱小私积分毫。”明代歙县岩寺商

人吴南坡有一句经典名言，那就是“人宁贸诈，我宁

贸信”，不以五尺童子为欺，真正做到了诚信经营，最

后发了大财。

第三要谦和。明代歙县竦塘盐商黄崇敬，虽富

甲一方，资产雄厚，但为人十分低调谦和，以老子“深

藏若虚，盛德若愚”为座右铭，襟怀冲淡，远避名势，

清心寡欲。

第四要忍耐。“忍是含忍，惟有忍才是最高境界。”

第五要变通。“变者，不执一；通者，达也。

第六要心有主宰。面对诱惑，须要心中有主宰，

总以不贪外财为心。

第七要俭朴。俭是省俭，朴是凡出门作客之人，

银钱艰难，凡做生意之人，总以朴实俭约为本。

第八要重身命。

第九要知义理。

第十要不可忘本。

就是通过这样一些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培

训，徽商才能够在做人与经商方面，一代一代持久

地继承和延续下去，积累着巨额财富，传播着商业

文明。

徽商谆谆告诫自己的子弟，不要掺杂使假、不

要 坑 蒙 拐 骗、不 要 见 利 忘 义，要 择 地 趋 时、开 拓 进

取，方 才 能 获 大 利 。 明 代 婺 源 盐 商 李 大 皓 在 传 授

自 己 的 经 验 给 伙 计 时 说 ，“ 财 自 道 生 ，利 缘 义

取”。 闻 者 无 不 为 之 而 折 服 。 休 宁 商 人 张 洲 就 是

依 靠“ 忠 诚 立 质，长 厚 摄 心，以 礼 接 人，以 义 应 事”

的 处 世 准 则，才 最 终 获 得 大 利 的 。 这 些 都 是 徽 商

成功的宝贵经验。

徽商的诚信经营

卞利指出，诚信不仅是为人之本，而且是为商之

本，更是徽商获利之源。对商人而言，诚信包含着从

进货、销售、售后服务和价格、质量、信誉等一系列综

合的素质和修养。徽商依靠吃苦耐劳、拼搏进取、善

观时变的精神艰辛开拓市场，凭借诚实无欺、以义为

利、信誉至上的诚实经营理念打开局面，赢得利润，

这是其他地域商人集团所不具备的素质。它对当代

商人们如何寻求正当的合法途径获取利润，也是极

富启发意义的。

老徽商的商业智慧书
■ 本报记者 慢 舟

商帮传奇系列之新老徽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