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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健

〔 内容摘要 〕 明清时期执 中 国 商界牛耳的徽商造就 了
“

无徽不成镇
”

的格局 。 但是 ，
随着

时代的 变迁
，
此谚语所描述的现象与徽商的历 史事 实 并不 完全

一

致 。 清代道光以前
，
徽商处于

兴盛时期 ，
这时的徽商在江 南各大市镇 经济 中 占有主要地位

，
因此

，

“

无徽不成镇
”

所描述的现

象与徽商的 实际情况相
一致 。 然而 ，

在近代
，
无论是在传统市镇

，
还是在一些新兴市镇 ，

抑或在

上海 、
汉 口这样的大城市中 ，

徽商都普遍衰落下去 ，
徽商 的 角 色发生 了 逆转

，
从昔 日 市镇经济力

量的主角
，
退居为 配角 。

此时期 内
，

“

无徽不成镇
”

谚语所描述的现 象与徽商的历 史事 实之间 有

很大的差距 。 准确理解该谚语
，
对我们 全面认识徽商 尤其是处于近代转型时期的徽商有着积极

的 意义 。

〔 关键词 〕 徽商 无徽不成镇 现象描述 历 史事 实

一

、问题的提出

徽商是明清时期最为著名 的商帮之
一 其资本之巨

，
活动范围之广 ，从业人员之多

，
为其他

商帮所不及 。 徽商对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尤其是对长江中下游地

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 正如许承尧在 民国 《歙县志 》中所说
“

田少民稠 ，

商贾居十之七
，
虽滇 、齡 、闽 、粤 、秦 、燕 、晋 、豫 ，贸迁无不至焉 。 淮 、浙 、楚 、汉其迩焉者矣 。 沿江

区域向有
‘

无徽不成镇
’

之谚 。

” “

无徽不成镇
”

这个谚语就是对徽商在长江中下游市镇活动的

①许承亮 《歙县志》卷 《舆地志 风土》 ，
民国二十六年刻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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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概括 。

如众所知
，
近代以来 由 于各种因素所致 徽商的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 。 因此 ，

近代徽商无

论是整体的经济实力 、经营的各种行业
，
还是在 当时全国商帮中 的地位 ，

都不可与 明清时期

年前 的徽商相媲美 。 然而 ，
学者们在从事徽商研究时 总是 自 觉或不 自 觉地将

“

无徽

不成镇
”

之谤语用于明清以来的徽商的研究中 。 近年来 ，伴随着近代徽商研究的兴起 ，更有一些

学者指出 ：

“

近代徽商足迹遍及全国 ，

‘

无徽不成镇
’

之谚起于近代 ，
实非偶然 。 作为徽商对中国

市镇经济发展作用的绝佳形容 ，
而这个谚语恰恰是近代才流传开来的 。

”

③这些现象就妨碍了人

们对
“

无徽不成镇
”

这一该语的正确理解 ，
也误导了人们对近代徽商真实状况的认识 。 因此 ，

对

这
一

问题 ，
很有必要加以澄清 。 由 此就引发了笔者对以下两个问题的思考 ：其一

，

“

无徽不成

镇
”

这个谚语所描述的现象 ，
能否如实地反映徽商真实面貌 ？ 其二

，
如果说明清时期徽商确实在

“

成镇
”

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
那么

，
近代徽商对市镇经济是否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

近来 ，
笔者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 ，搜集了有关这个谚语的相关记载

，
现就明清以来

，

“

无徽不

成镇
”

这个谚语描述的现象与徽商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作一考证 。 不当之处
，
尚祈专家指正 。

二
、

“

无徽不成镇
”

是对明清时期徽商的绝佳描述

明代中叶以后 ，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人力量的崛起 ，
江南市镇经济开始勃兴。 对此

，
学

者们研究成果甚丰 。 范金民教授《 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市镇经济》
一文

，
从商人与江南市镇的

视角
，
对明清时期包括徽商在 内的地域商人在江南市镇发展中的作用做了深人 的研究 。 他认

为 ：

“

商人活动促使市镇兴起 ，商人活动促使市镇规模不断扩大 ，商人活动推动了市镇商品生产 ，

商人活动直接影响市镇盛衰 。

”

④从该文中 ，我们能够看到徽商作为江南各地市镇经济中的
一支

①对于
“

无徽不成镇
”

的内涵 ，胡适先生是这样描述的 ：

“
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 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

徽州人住进来了 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 然后逐渐扩张 ，就把个小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 。

”

唐德刚译注 ： 《胡适 口述自

传》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年

，第 页 胡适先生的话 未能全面概括此谚语的内涵 。 目前 ，关于该谚语的

内涵 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 学术界普遍认为其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个原本是平淡偏僻的小乡村 ，
如果有了

徽商 则它很可能就会发展成为
一个有影响的市镇 ；

一个原本是市镇的地方 如果有 了徽商 则它的经济与文化社会

的发展就会走向昌盛 、繁荣 ；

一个市镇 如果它没有徽商或者说过去曾有徽商发展以至十分繁荣 后 由于徽商撤出或

徽商衰落了 则这个市镇也就跟着衰落 了 。 具体内容可参见刘伯山 《
无徽不成镇》 ， 《安徽经济报》 ， 年 月

日第 版 。

②本文所指的明清时期 一概指 年之前历史 特此说明 。

③冯剑辉 《近代徽商
“

解体
”

辩》 《经济史》 年第 期 ，第 页 原文载《黄山学院学报》 年第 期 第

页 。

④范金民 《 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市镇经济》 ， 《中国社会经济研究》
年第 期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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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旅
，
对江南市镇的盛衰起到的关键作用① 。

最近 卞利教授从徽商与明清城市发展 的角度 ， 对
“

无徽不成镇
”

的现象进行了细致的研

究
，
指出

“

徽商有力地推动了明清时代我国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 、丰富了城市多元的文化生活 ，

在促进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谱写了多彩的城市经济文化生活画卷。

”

②另 外 ，

在明代 江南嘉定县的罗店镇
，

“

徽商凑集 贸易之盛
，
几埒南翔

”

③
。 在南翔镇

，
明代万历以前 ，

“

往多徽商侨寓 ，百货填集 ，
甲 于诸镇

”

。 说明万历 以前 ，
徽商在南翔镇的盛况 。 万历以后

，
因

“

无赖蚕食 ，稍稍徙避 ，而镇遂衰落
”

④
。 万历以后 ， 由于受到无赖的侵扰 ，徽商被迫撤出 而南翔

镇也因此衰落下去了 。 由此可见 南翔镇的兴衰系 于徽商的经营 。 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
在此

不一一叙述 。

应该指出
，

“

无徽不成镇
”

虽然主要是针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徽商而言的 但是 明清时期

徽商活动的范围是很广的 ，
正所谓

“

诡而海岛 罙而沙漠 ，
足迹几半禹 内

”

⑤
。

“

钻天洞庭遍地徽
”

的俗谚就是对徽商活动范围的绝佳描述 。 因此
，
徽商对江南之外侨寓地经济的发展同样起着重

要的作用 。 王振忠教授利用家谱资料 ，通过对明清时期休宁方氏徽商在皖北定远炉桥镇土著化

过程的考察 ，
进而探讨了徽商在皖北市镇建设和区域市场经济的地位和作用 。 这正为明清时代

“

无徽不成镇
”

的谤语
，
提供了一个具体而生的例证 。 此外

，
王振忠教授还利用 明代徽人文集

资料
，
通过对以往较少涉及的徽州鱼商在苏北链湖经营活动的深人研究

，
进而阐述了徽州鱼商

对苏北新安镇发展的影响 。 从而也为
“

无徽不成镇
”

的俗谚增添了
一

个生动的范例 。

从上述这些言论我们可以看出
，
在明清时期

，
徽商的经营活动与长江 中下游地区的市镇兴

衰密切相关 。 明清时期 ，徽商在江南市镇经济 中的商品的生产 、加工 、流通 、销售等领域都起到

重要作用 在江南市镇商业网络中 ，徽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换句话说
，

“

无徽不成镇
”

的重

点在一个
“

成
”

字上面
， 这最为恰当的说明了徽商对市镇社会经济兴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

正是徽商的四处活动 ，造就了
“

无徽不成镇
”

的格局
，
因此 ， 这时 无徽不成镇

”

谚语所描述 的现

象正与徽商的真实情形相互吻合。 对此 ，
以往学者着墨较多 ，

无需赘言 。

①另外 关于徽商在明清江南市镇的活动情况 还可参见陈忠平 《 明清徽商在江南市镇的活动 》 ， 《
江淮论坛》

年第 期 第 页 。

②卞利
： 《无徽不成镇

——

明清时期的徽商与城市发展》 ， 《社会科学》 年第 期 第 页 。

③万历《嘉定县志 》卷 《市镇 》 万历三十三年刻本 。

④万历《嘉定县志 》卷 《市镇 》 万历三十三年刻本 。

⑤万历《休宁县志 舆地志 风俗》 转引 自张海鹏主编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合肥 ： 黄山书社 年 第

页 。

⑥王振忠 《

“

无徽不成镇
”

图说
一

一休宁方氏与定远炉桥镇》 《 寻根》 年第 期 第 页 。

⑦王振忠 《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 至 世纪 民间档案文书研究》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年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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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

无徽不成镇
”

不是对近代徽商历史事实的真实反映

如众所知
，
自道光年间盐法改纲为票后 ，徽商的中坚力量盐商 自此一败涂地 无可挽 回的衰

败下去 。 鸦片战争和咸同兵燹又对徽商活动的 中心区域江南地区和徽州本土造成了前所未有

的破坏
，
徽商失去了 良好的经营环境和必要的资金及从商人员 ，

从而加速了徽商的衰落① 。 徽

商在长江中下游市镇 中的经济实力受到严重削弱 徽商在江南传统市镇普遍衰落下去 。 在江阴

县各市镇 ，典业 ，

“

乾隆以前皆徽商
”

，到了光绪初年 ，

“

则本地商人矣
”

。 这说明 ，近代江阴县的

典业多为本地商人多垄断 ，
徽商丧失了昔 日 的商业

“

独尊
”

地位 。 在嘉定县的外 冈镇 ， 明清时

期
，

“

因徽商僦居钱鸣塘收买 ，
遂名钱鸣塘市

”

而到了光绪年间 ， 因
“

水姓曾设织巾厂 市况兴

旺
”

④
，伴随着徽商衰落的是 ，

在江南各市镇 中 ，本地商人掌握了 当地经济命脉 ，
如在丝绸业巨镇

南浔镇 ，上海开埠通商后 ，
湖丝大量出 口

，
当时俗该称

“

湖州整个城 不及南浔半个镇
”

⑤
，南浔人

多以经营丝绸业起家 ，
以丝商起家者有

“

四象
”

、

“

八牛
”

、

“

七十二狗
”

之称 。 在遂安县各地 ，
近

代以前 ，

“

经商以徽人居多
‘

近 （ 民 国 则乡 村多本地人
”

⑦
。 宝山县的大场镇 ，

“

从前陕布客 、

徽商等来此坐贾
，
市面极为繁盛 ， 收买花布 ， 非至深夜不散 。 粤难以后 ，

客商至者渐少
，
市况减

色
”
⑧

。 典业作为宝山县的主要行业之
一

，近代以前多 由徽商经营
，
到 了近代 ，

“

业 当铺者 ，
率邑

中富室 。 同 、光之际 ，
罗店最盛 ，

且有投资外埠者
”

。 到了 民国时期 ，

“

上海 、 甬 、广各商 ，
以其本

轻利重
，
争相影戤闸北

，
邑境尤多

”

。 从宝山县各市镇典业经营商人籍贯的变换中 ，我们知道 ，

非徽州籍的商人 日益 占据主要地位 。 上海地区金山县的干巷镇和朱泾镇 ，
明清时期

，
是徽商丛

集之地 。 两地的乡镇志 《干巷志 》和《朱泾志》的编撰者皆为徽商的后裔朱栋 乾隆嘉庆年间 ） ，

①关于咸同兵燹对徽商的影响 可参阅周晓光 ： 《 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战乱与徽州 商帮 的衰

落》 赵华富编 《首届 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文集 》 ，合肥 ： 黄山书社 年 第 页 。

②光绪《江阴县志》卷 《风俗 四民 》 中 国方志从书
”

华中地方第 号 台北 ：成文出版社 年 第

页 。

③崇祯《外冈镇志 》卷 《市镇》 转 引 自 樊树志 ： 《 明清江南市镇探微 》
，
上海 ： 复旦大学出 版社 年 第

页 。

④民 国《嘉定县续志》卷 《疆域志 市镇》
，

“

中国方志丛书
”

华中地方第 号 台北 成文 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⑤刘大钧 《吴兴农村经济》 ，
上海 ：上海文瑞印书馆 ，

年
，
第 页 。

⑥有关近代南浔丝商中
“

四象
”

、

“

八牛
”

、

“

七十二狗
”

的具体情况 可参见樊树志 ： 《明清江南市镇探微》 第

页 、 页 。

⑦民国《遂安县志 》卷 《方舆志 商业 》 中国方志从书
”

华中地方第 号 台北 ：成文出 版社 年
，
第

页 。

⑧民国《宝山县续志》卷 《舆地志 市镇》 中国方志丛书
”

华中地方第 号 台北 ： 成文 出版社 年 第

页 。

⑨民国《 宝山县续志》卷 《实业志 商业》 ，第 页 。



徽学 第八卷

能在定居地编修方志 ，说明 了徽州人在当地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 干巷镇有 四大望族
，
即曹 、

陆 、夏 、朱四姓 。 朱氏始迁祖朱元大在清初迁居该镇 ，
从事典当业的经营 此后朱氏在经营商业

的同时 ，注重与当望族曹 、陆等姓的交往和联姻 ，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 ，
到嘉庆年间的朱栋时 ，

取

得了修当地志书的资格 完成了土著化过程 ，
也获得了当地望族的认可 。 朱氏利用强大的社会

网络 ，
从事商业经营 ，

对干巷镇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 而在近代
，
作为传统棉布业的朱泾

镇未能完成近代工业化转型 ， 徽商在该镇也衰落下去①。 会馆 、商会等组织作为商人在侨寓地

沟通信息的机构 ，
在商人们经营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 因此 这些组织能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该

商帮在侨寓的经济情况 。 作为徽商廣集之地的南翔镇
，
到 了光绪年间 ， 由

“

镇人王维泰 、李树勋

等 ， 以南翔为嘉定首镇
，
商业繁盛

，
组织商务分会 。

……第
一届总理王维泰

”

。 从商会由本地

商人组织设立和总理亦由当地人担任 ，
我们知道南翔镇的经济命脉主要掌握在当地人手中 。

近代 ，
随着西方经济侵略的深入 ，

中国逐步进人近代化阶段
，
新兴工业兴起

，
中 国的经济中

心逐步转移到上海
，
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贸易经济圈 。 在这一转变过程 中 ，

近代江南市镇的

社会 、经济和市场结构都发生了近代化的嬗变 ，
逐步进人近代工业化的阶段 江南市镇也出现分

化③ 。 有些市镇衰落下去
，

一些适应这种转变的市镇继续繁荣 还有一些新市镇兴起 。 而在这

些新兴市镇中 ，徽商未能起到
“

成镇
”

作用 。 相反 ，是其他一些地域商人促进了新市镇的兴起 。

如嘉定县在娄塘镇 ，
光绪十九年 ，

“

里人陈思忠始设一杂货铺。 嗣后 ，
茶酒肆 、药肆 、 肉铺 、花行相

继开设
，
巳成市集

”

。 南汇县黄家楼下镇
，

“

高行人黄云师得华氏凤梧堂
，
添建楼房 、廛舍

，
遂成

市镇
”

⑤
。 万祥镇

“

昔本无市
，
自光绪初元 里人闵姓设肆于此 曰万祥 。 厥后

，
店旋易姓

，
而市

面 日渐繁盛
，
即以万祥名其镇 。

”

到了 民国时期 ，

“

商业为塘东诸镇冠 南甲界有花米 、榨油等工

厂 。

……

廓然大规模之市镇焉
”

。 可见 ，南汇县的万巷镇主要是由本地的闵姓开设店铺 ， 商业

兴起
，
终成市镇的 。 在近代

，
在因避免战乱移民江南而兴起的市镇中 徽商亦未能发挥作用 。 如

老港镇 ，
光绪二十八年后 ，

“

建筑市廛
，
贸易渐盛 惟往来多崇沙客民

，
故又名大沙店

”

⑦
。 南汇县

①关于明清以来金山县朱泾镇和干巷镇的经济兴衰及徽商在这两个市镇中消 长的具体情况 可参阅唐力行 ：

《徽商在上海市镇的迁徙与定居活动》 《史林 》 年第 期 第 页 安涛 《 中心与边缘
：
明清 以来江南市镇

经济社会转型研究 ： 以金山县市镇为中心的考察》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年 。 另外 有关近代上海地区市镇的

兴衰情况 ， 可参见陈可畏 《 近代上海地区的市镇兴衰》 《探索与争鸣 》 年第 期 第 页 。

②民国《嘉定县续志 》卷 《营建志 会所》 第 页 。

③关于近代江南市镇社会结构的嬗变及其近代命运的论述 请参 阅包伟民主编 《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 ：

》 ，北京 ：知识出版社 年
；
陈国灿 《论江南农村市镇的近代转型 》 《 浙江学刊 》 年第 期 第 ％

页 ；陈亚平 《近代江南城市化市镇的社会结构》 《河北学刊 》 年第 期 ，
第 页 。

④民国《嘉定县续志 》卷 《疆域志 市镇》 第 页 。

⑤光绪《南汇县志 》卷 《疆域志 邑镇》 中国方志从书
”

华中地方第 号 ， 台北 ： 成文 出版社 年 第

页 。

⑥民 国《南汇县续志 》卷 《疆域志 邑镇 市镇》

“

中国方志从书
”

华 中地方第 号
，
台北 成文 出版社 ，

年 第 页 。

⑦民国 《南汇县续志 》卷 《疆域志 邑镇 市镇》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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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桥镇 ，

“

辛酉 、壬戌间
，
避贼者辄徙此

，
商贾稍集 ，

遂成小镇
”

①
。

一

团镇
，
即大团镇

，

“

匪踞

扰
，
焚毁几空

，
今渐复旧 。

……沿海一带沙土开拓
，
居民稠密 市中贸易 日 兴

，
大户亦多殷实 以

盛氏为巨擘 ，
称雄镇焉

”

②
。 可见 ，在南汇县几个新兴的市镇中 ，

客民和沿海地区的民众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 ，
乃至出现了以客民原籍贯命名市镇的现象

，
如老港镇

，
又名大沙店 。 在嘉兴地区的

新社市
，

“

洪杨以后
，
市塵渐多

，近年进步益速 ，
俨为一小市集 。

……客民 日增月 盛
，
以绍兴籍为

多 强壮勤恳 ，故生计较优。

”

在凤階余镇 ，

“

洪杨以后 ，镇人死亡过多 ， 田地荒芜 ， 客民乃群来开

垦
，
其数凌驾土著

，
以绍兴 、温州 、 台州 、河南 、宁波等居民为最多 ，

而绍兴人最为富饶
” ③

。 可见 ，

近代嘉兴地区的市镇中
，
浙江等地的商人是主角 。

综上所述
，
我们得出结论 ：在近代

，
随着近代工业和交通业的兴起

，
徽商传统的经营理念没

有得到更新 ，
未能适应近代中国的发展潮流

，
使得徽商普遍衰落下去 。 无论是在传统的市镇 ，

还

是在一些新兴的市镇
，
徽商不但未能发挥

“

成镇
”

作用 而且全面衰落
，
取而代之的是江南本地

商人或外来移民 。

近代徽商不仅在江南市镇全面衰落 ，
而且在一些大城市中也失去了昔 日 的辉煌

，
经济实力

江河 日下
，
逐步走向衰落 。 近代以降 ，汉 口和上海成为中国最为繁盛的两个城市 ，

全国各大商帮

都活跃其间 。 因此 ，我们选择汉 口和上海这两个在近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来说明近代徽商

相关情形
，
从中我们能够窥见近代转型时期徽商的整体面貌 。

五口通商后 ，
上海很快成为近代中国经济最为繁荣的城市 ， 当时诸如宁波商帮 、广东商帮 、

晋商和徽商等全国各大商帮均麇集于此 。 那么
，
徽商在上海又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 清末杨荫杭

在对上海各大商帮做了全面调查 ，
当论及徽商时指出 ：

徽宁商帮
， 即安徽帮 ，

或言上海此帮 商人之数约 万 内 外
，
此 虽非确数

，
然其数之 多

，

固无可疑 。
此帮 中在上海为 下等生 活者极 多

，
据徽宁会馆调查

，
其确数盖四五万 。 安徽帮

所营之业 ，

以茶为大宗
，
安徽茶商久居上海营业者 固 不 少

，
然其 多数 皆 于五 月 间 运茶至上

海 ，
宿 于行栈中 卖之

，
至九 月 间 乃 归 。 安徽之茶 ，

类 皆输 出 外 国
，
每年运至上海

，
合红茶 、绿

茶约六七万担 。
此外

，
则墨 商亦 为安徽人 所谓徽墨也 。 墨之 买卖

， 有即在上海行之者 ，
亦

有通过上海运至各地者
，
而要皆 由安徽运至上海 。

此外 ，
徽人更开设饭馆

，
馆名 曰徽馆

，
更

有 当典 、棺木等典 ，
皆此帮之商业也 。

④

①光绪《 南汇县志》卷 《疆域志 邑镇》 第 页 。

②光绪《 南汇县志》卷 《疆域志 邑镇》 第 页 。

③民国《嘉兴新志》第
一章《地理 市镇》 ，

“

中国方志从书
”

华中地方第 号 ， 台北 成文出版社 ， 年 第

页 、第 页 。

④杨荫杭 ： 《论上海商帮贸易之大势》 《官务商报》 （ 年 ） ，
台北 台湾

“

国立故宫博物院
”

年影印 ，第

册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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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记载
，
我们得出这样的认识 ：虽然徽商在上海的人数很多 ，

并且从事茶业 、墨业和徽

馆等众多行业的经营 但此时徽商在上海商界并不 占主导地位
，
而是处于

“

为下等生活者极多
”

的次要地位 。 此时的徽商已不可能和明清时期的徽商一样在上海占有统率地位 ，
而是角 色发生

了逆转 即从昔 日上海商界的
“

霸主
”

，
转变为上海商业的次要角色 。 之所以 出现这样的局面 ，

是因为近代徽商未能抓住机遇 ，没有完成近代转型 。 而与此同时 ，
如宁波商帮 、广东商帮等积极

从事近代新式企业的经营 从而成功完成了近代转型 ， 因而成为近代上海商界的重要经济力量 。

对此
，
杨荫杭在《论上海商帮之大势 》

一

文的最后
，
对当时上海 个主要的商帮有一个概括性的

结论 ：

要之上海本 国 商人之势力 ，
当 以 宁波商人居主位 ，

而广 东人则 占宾客之上席 。
此外 ， 若

绍兴商人之钱庄业
，
山 西商人之汇兑业 要亦 于上海之隆盛 ，

加以助 力 者也 。
①

以上这段文字 ，是对清末上海各大商帮在上海商界地位的总结性概括 。 从中我们不难看

出
，
当时宁波商帮和广东商帮经济实力最强盛 ，

他们牢牢占据着上海商业界的最为主要的地位 ，

而徽商由 于经济实力 的下降 ，被迫从昔 日 上海商界的
“

霸主地位
”

退出 。 这些反映了近代转型

时期商业竞争的优胜劣汰性质 。

汉 口也是徽商云集之地 ，
所谓

“

徽州人买断汉 口 的腰
”

， 就是对武汉徽商强大经济力量的最

好检释 。 近代徽商在上海的地位一落千丈
，那么 ，徽商在汉 口 的情形又如何呢 ？ 杨荫杭在《论汉

口商帮之大势》
一

文中 列举了武汉主要的商帮有 个 ，其中 徽商仍占有
一

席之地 ，
但他指出 ：

徽州 、 太平帮 。
此帮 商人所贩者

，
乃徽 州各种土货 ，其运归者为各种油类 、 片麻 、 丝麻等

货
，
其贸 易额均不甚大 。

又徽 帮 业饭馆者甚 多 。 太 平帮每 由上海输入棉纱 、棉布
，
此项 贸

易 ， 每年约五六万两 。
②

从中我们知道 ，徽商在汉 口的经营行业主要以茶叶等各种土货为主
，
贸易额并不大 。 而此

时汉口 的其他商帮 如宁波帮 、广东商帮和晋商的势力却是十分强大 ，
他们 已经成为近代汉 口最

为主要的商帮 ，
控制着汉 口的经济命脉 。 正如杨荫杭所总结的那样 ：

在汉 口 市场
，
要以 潮帮之势 力 为 大

，
所谓 广 （ 东 ） 帮者 ，

亦 称岭南 帮 ， 在 中 国 商人 中饶

有进取 冒 险之性质 。
他帮 商人 ，

除坚 忍不拔之宁 （ 波 ） 帮
，
与 规模 法 大之 山 西 帮

，
要 皆 莫

①杨荫杭 《论上海商帮贸易之大势》 《官务商报》 （ 年 ） 第 册 第 页 。

②杨荫杭 ： 《论汉口商帮之大势》 《官务商报》 （ 年 ） ，第 册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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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敌也 。
①

以上
，
我们通过对近代中国经济最为繁荣的两个城市上海和汉 口 的各大商帮势力消长的分

析后 ，可以清晰地看到 ：徽商已不再是上海和汉口等大城市中的主要商业力量 ，
而是在很大程度

上已经被迫从这些大城市商界的主要角色中退出 ，扮演了次要的角色 。 取而代之成为这些大城

市主要经济力量的则是宁波商帮和广东商帮 。 由此可见 近代徽商非但未在
“

成镇
”

方面发挥

作用 ，
相对于古代徽商而言 ，

在近代 ，
徽商的角色发生了逆转 ，

从昔 日市镇经济力量的主角 ，退居

为配角 。 因此
，

“

无徽不成镇
”

这个读语不是用对晚清徽商的真实反映 ，其更多的则是对古代徽

商活动情形的描述。

如果说 上述分析只是对晚清徽商活动情形的概括 ，
这还不足以说明整个近代徽商活动整体

情况的话 ，那么 ，下面我们再对民国时期徽商的活动情况进行分析 以期对近代撤商有更为全面的

认识。

在近代
，
茶 、木两业成为徽商经营的主导性行业 ，

正如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所云 ：

“

茶 、木两

大宗 ，实阖属人民命脉所寄 。

”

②因此
，茶 、木两业的兴衰直接关系到近代徽商整体力量的消长 。

然而 ，
近代徽州茶业和木材业的具体情况如何呢 ？ 五 口通商后 ，西方国家对中国茶叶的需求 曰

增
，
从而使得徽茶贸易盛极

一

时
，
然而好景不长 ，

世纪末 ， 随着印度 、锡兰和 日本茶业的兴起
，

严重打击了徽茶的外销 ，
徽州茶商顿时陷人困境 。 进入民国之后 徽茶贸易进一步衰落 ，

年 ， 身为徽商的章仲云在《茶木与徽属 民生之关系 》
一文中 对 民国时期徽州茶 、木两业衰败的

状况现身说法
，
他指出 ：

徽属农业副产
，

以茶 、木为 大宗 。 在茶业未发展之前 ，
以木为特产 ，

而婺源 为 尤 著 。 究

镇江一地而言 ，婺源 同 乡 以木为 业留居于新河一带者 ，
至今有木行 余家 。 大都为 三四代

以前之创业 ，今则 守成而 已 。 询其所输运之木 ，
无一家有婺源所产之木。 推其原 因 ， 当 为婺

源县境 内 产木之减少 。 祁 门 除以茶著称外
，
亦颇产木 盖婺祁 为徽属山 区 最 多之县也 。 数

十年前之老农 ，往往为子孙计 ， 多 种树木 ，
其寿 高者

，
尚 能及时享受 。 民国 以来

，
风气渐开 ，

士农工商 ， 皆 日 趋于虚浮 ， 鲜有能顾其本 。 故农人对于先人遗留之树木 ，
只知政伐 ，

以 求得

利 ，不知再种 ，
以 图其本 。

……

茶 、木为徽属农业副产 大 宗 ，
竟均 以 忽略

，

而 皆趁于衰败 ！ 实非徽属民生之福 。 徽属社

①杨荫杭 《论汉 口商帮之大势》 ，
《官务商报》 （ 年 ） ，第 册 第 页 。

② 清 刘汝骧 ： 《陶甓公赎》卷 《禀详 详报物产会文》 《官蔵书集成》 ，合肥 ：黄山书社 年 ，
第 页 。

③关于鸦片战争以降 ，
徽茶贸易 的兴衰 可参阅张燕华 、周晓光 《论道光中叶以后上海在徽茶贸易 中的地位》 ，

《 历史档案》 年第 期
，
第 页 周晓光 、周语玲 《近代外 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人侵与徽州茶商之兴衰》 ，

《江海学刊》 年第 期 第 页 周晓光 ： 《清代徽商与茶叶贸易 》 ，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 年第 期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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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现状 ，
既如前段所述 ，

吾人欲求救济 ，
必须充 实农村 ，

振兴农业 。 而农田地亩不 多
， 米麦不

足 自给
，
恃商业获利 以挹注者

，
商 业 已 衰敗 ， 恃副产

——茶 、木以补助者 ，
而茶、木又失败。

吾徽人决 不可视失败而不 自 救 。
欲救济

，
非从速努力 于茶 、木之建设不可 。

在章仲云的言语中 我们知道 ，作为近代徽商支柱产业的茶业和木材业的衰败情况于此可

见一斑 。 因此 ，章仲云正是出于对这两大产业衰落现实状况的焦虑
，
才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

囊昔徽人之恃为 邑注者
，
因旅外商业兴盛

，
获利颇丰

，
但 自 海通以来

，
广 东 、 宁波两帮 ，

日 渐发展 ，取得徽商市场 ，
故近来各埠之徽商事业 ，

无不 江河 日 下 。 有店 业者闭歇 ，
为店伙

者失业
，

“

无徽不成镇
”

几成虚语 ！ 是其所恃于商者 ，
已失凭依 。

①

我们在这段言及徽商经济势力今昔对比的文字中 ， 能够清晰地看到 民国时期徽商江河 日

下 ，衰败成定局的现实情况 。 这一衰败的现实 ，
也使得

“

无徽不成镇
”

之谚在 民国时期
“

成为虚

语
”

，
其更多则是对鼎盛时期的徽商作用的一种追溯 。

另外
，
近代著名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芜湖 《工商 日报 》上发表的讲话中也谈到

“

无徽不成

镇
”

问题 ：

吾徽以历 史上的 习 惯
，

人民是很注重商业的 ，
大约 十余岁就要送出 外面 习 商业 了

，
在各

通商码头 实在很多
，
所谓

“

无徽不成镇
”

。
②

在这里 ，
陶行知先生在提及

“

无徽不成镇
”

这个谙语时 ，用的是
“

历史上
”

的字眼 。 从中我们

知道
，
这当是指明清时期的徽商 。 陶先生的这种认识是很正确的 。 因此

，
近代徽商在各大通商

城市衰落就已成事实 ，故而
“

无徽不成镇
”

自然也就不是对近代徽商活动状况的描述
，
而是对古

代徽商的陈述 。

虽然徽商在近代仍然较为活跃
，
如徽州茶商在近代上海商界也 占有相当 主要 的地位

，
徽商

当中也不乏因投资近代新式企业而起家的商业巨贾 ，
如程霖生投资上海的房地产业 ， 拥有资产

超过千万
，
被人冠以的

“

房地产大王
”

的称号 。 但是 ，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束缚 徽商大多依旧

从事传统行业的经营
，
经营理念 尚未完成近代化转变③。 因此

，
徽商整体上仍旧是一个封建性

①章仲云 《茶木与徽属民生之关系 》 《新安月 刊 》第 卷第 期 】 年 丨 月 日 。

②转引 自杨辛 ： 《陶行知关心徽杭公路建设 》 《安徽史志通讯》 年第 期 第 页 。

③关于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与徽商衰落的关系 可参见栾成显
：
《经济与文化互动——徽商兴衰的一个重要启

示 》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年第 期 第 页 。



现象描述与历史事实 ：

“

无徽不成镇
”

俗语学考证

商帮
，未能完成近代转型① 。 在近代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 ，

徽商在江南市镇经济 中的地位下降

了 。 而与此同时 ，
江浙商人和广东商人审时夺度 ，

及时更新经营理念 ，顺应时代潮流的需要 兴

办新式企业
，
从事造船 、铁路 、公路 、银行 、证券 、西药和保险等新兴行业的经营 ，

从而完成了近代

化的转型② 。 他们活跃于江南各地 ，
成为江南市镇经济的主体力量。

结 语

唯物史观认为 ，世间万物都有一个产生 、发展和衰亡的 自然过程 而在这一极为复杂的过程

中
，
在其不同的时间段 会呈现不同态势

，
针对不同的发展阶段 ，我们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不

可一概并论 。 明清以来徽商的发展状况与
“

无徽不成镇
”

描述现象之间的动态关系同样如此。

在不同的时期 ，

“

无徽不成镇
”

谚语所描述的现象与徽商的历史事实并不完全一致 。 明清时期 ，

徽商处于兴盛时期 ，
徽商遍及全国各地 ，

尤其集中与长江中下游地区 ，这时的徽商在各大市镇经

济中 占有主要地位 ，
对各个市镇经济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

其
“

成镇
”

的作用充分显示 出来 。 因

此 ，这时
“

无徽不成镇
”

这个谚语拥有的 内涵和徽商的卖际情况是相吻合 。 然而
，
在近代 ，

在各

种因素相互作用下 ，徽商无可挽回的衰落下去 。 此一时期 ，
无论是在传统市镇 还是在一些新兴

市镇
，
抑或在上海 、汉口这样的大城市中

，
徽商都普遍衰落 江浙等地的商人取而代之地成为这

些市镇中的主角 。 近代徽商非但未在
“

成镇
”

方面发挥作用 ，
而且

， 相对于古代徽商而言 ，徽商

的角色发生了逆转 ，从昔 日市镇经济力量的主角 ，退居为配角 。 此时期内
，

“

无徽不成镇
”

谙语

所描述的现象与徽商的历史事实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 准确把握该谚语 ，
对我们全面认识徽商尤

其是处于近代转型时期的徽商有着积极的意义 。

作者单位 ： 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

①关于徽商的近代转型 问题的研究 请参阅梁仁志 ： 《徽商近代转型及其困境》 ，安徽师范大学 年博士论

文 。

②关于浙江商人投资近代新式行业的具体状况 ，
请参见张海鹏 、张海瀛主编 ： 《 中 国十大商帮 》

一

书中 的第三章

《宁波商帮 》 合肥 ：黄山书社 ， 年 ，第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