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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家风的当代价值 ＊

王世华，朱小阳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２４１０００）

摘　要：徽商作为明清时期闻名全国的著名商帮，之所以能延续数百年之久，良好的家风传承

是重要因素之一。徽商家风主要表现在孝悌为本的家庭观、立品为先的读书观、利以义取的商

业观、聚而能散的财富观等方面。徽商家风在家庭、教育、经商、公益等方面的精神是我们今天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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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商 作 为 明 清 时 期 执 全 国 商 界 牛 耳 的 大 商

帮，而且能够延续六百年之久，能够一代一代地传

承下去，其奥秘何在？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与他

们具有良好的家风绝对分不开的。徽商极其重视

家风的建设，他们的一言一行和种种事迹，也是留

给我们今天社会的一份宝贵遗产。

一、孝悌为本的家庭观

孝是指孝敬上辈，悌是指友 爱 同 辈。孝 悌 是

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说过：“孝弟也者，其为仁之

本与”。就是说孝和 悌 是“仁”的 根 本。所 以 几 千

年来，孝悌成为维护家庭稳定的基石，也是家庭成

员必须遵循的准则。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徽商也

十分重视孝悌的培养。在徽商的家谱、家训中反

复强调“孝”的思想。如休宁洪氏《洪氏家谱·继

述堂记》就写道：“夫孝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
孝是天经地义的要求。人子为什么要孝？道理很

简单：“为人子者，当念身从何来？无父母则无此

身。又当念身从何长？非父母则谁乳之，谁抱之，
必不能长此身。故父母有子则谓其身有托，是以

子为代老也，子有父母则谓其身有依，是以父母为

荫庇也。”［１］怎样才算孝？决不是对父母“丰其衣，

美其食”，就是孝了，“夫孝顺，德也，使徒有衣食而

无诚意以将之，亦未必能得父 母 之 心。”［１］孝 顺 是

一种“德”，更 多 体 现 在 诚 心 诚 意 上，如 果 没 有 诚

意，再好 的 衣 食，父 母 也 未 必 开 心。这 话 说 的 真

好。徽商正是按照这样的家训去教育子弟的，所

以绝大多数徽商子弟都是堪称孝子。徽商踏上商

途，决不是一路凯歌，而是充满艰难险阻，有的长

期赚不到钱，无颜归乡，甚至有的在外病死、被人

害死，尸骨难归。家中如遇到这种情况，那儿子一

天心也不安，所以在徽州就出现不少儿子长大后

万里寻父的故事。黟县王康泰在江西经商，太平

天国战争爆发后，他回到故乡。咸丰五年春，太平

军占领黟县，康泰“负母出走”，为太平军所逮，欲

杀母。“康泰泣请代死，其母亦求杀己以免泰”，后
来太平军“并释之”［２］卷 六。这样的事例不止一起，
是非常感人的。

悌，也是徽商家庭特别强调 的。友 爱 兄 弟 是

悌道的根本要求。古代都是崇尚多子多福，因此

大多家庭都是兄弟好几个。兄弟之间产生矛盾的

原因多为两个：一是父母年老后的赡养责任，一是

兄弟分家析户时的财产分割。当今社会不少家庭

就因为这两个问题酿成多少人间悲剧。可徽商怎

么对待这个问题的呢？绩溪《坦川汪氏家训》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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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道：“人家兄弟胸中常要把两个念头退一步想：
当养生送死时，譬如父母少生一个儿子；当分家受

产时，譬如父母多生一个儿子。如此想念，则忿气

争心自然瓦解。”就是说，为父母养生送死时，譬如

父母少生一个儿子，那自己就要多负一份责任；分
家析产时，譬如父母多生一个儿子，那自己就要少

分一点财产。这种“退一步想”的说法真值得我们

今天深思。在这个问题上，很多徽商是做得非常

好的。歙县 徽 商 许 氏 时 清 公 就 说 过：“分 产 不 足

羞，可羞 是 分 而 争 产。兄 弟 间 只 可 论 情，不 可 论

理。论理则争比，侮慢日起；论情则和，和 则 乖 戾

不生。”［３］卷 之 八 兄弟间各家贫富不同，人口不等，论

理那就是平分家产，势必分家后贫富更不均；这时

就应论情，论什么情？一是手足之情，一是各家贫

富之情。只要心中有这两种情，那还会斤斤计较

你多我少吗？难怪当时人们把这句话当作至理名

言。由于徽商非常注意这样的教育，故形成了很

好的家风，明代徽商阮弼在芜湖创业，历尽千辛万

苦，终于创下一份基业，两个弟弟在家陪伴父母，
阮弼打算把父母接到芜湖来住，并提出给两个弟

弟完婚。他拿出自己所有的资产一定要和两个弟

弟三人均分，父母不同意，两个弟弟也不同意，认

为哥哥“独劳”，他们哪能“享其逸”？但阮弼还是

坚持了三人均分。后来两个弟弟不幸早逝，小弟

遗一女，阮弼将其父的资产全部给了她，并帮他嫁

了一个好人家。大弟留下两个儿子，阮弼将他们

全部抚 养 成 人［４］卷 三 十 五。清 代 黟 县 商 人 程 尚 隆 年

十四即去经商，兄程尚升在家读书，尚隆经过艰苦

拼搏，终于使家庭致富。母亲提出分家，尚隆认为

兄家人口多，这时分家，对他不利，所以希望不分。
母亲也知道尚隆苦心也就答应了。直到母亲去世

十年，兄子女都已婚嫁，老屋实在住不下了，这才

分了家［２］卷 一 百 五 十 四。歙 县 商 人 程 肇 都 也 是 孝 悌 典

型。“父母殁，既葬，每朔望必往墓祭，寒暑无间。”
他弟弟程开周夫妇早逝，留下五岁孤儿，肇都把他

抚养成人。等到分家时，肇都拿出自己的全部资

产，给侄子一半，自己两个儿子共分一半，并对自

己儿子说，之所以这样做，“非我于汝等薄也，所以

慰先灵也。”［５］５６３这种精神多么难能可贵啊！

二、立品为先的教育观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极其推崇的

人生理想。修身是基础，徽商人家无不重视修身。

《新安王氏家范十条》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

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修身在于养正，即教之以正

性。徽商在致富后，以“富而教不可缓也”的迫切

心情，极其重视子弟的教育。教育当然离不开读

书，他们在家训中写道：“世间物可以益人神智者，
书。故凡子孙不可不使读书，惟知读书则识义理，
凡事之来，处置得宜，如游刃解牛，自有 余 地。其

上焉者可以致身云霄，卷舒六合，下焉者亦能保身

保家。”［６］读书为了什么？晚清婺源商人程执中在

教育子弟读书时说得好：“读圣贤书，非徒学文章

掇科名已也。”［７］读书绝不是仅仅 为 了 入 仕 做 官。
黟县商人余光徽的儿子在外读书，余光徽写信给

他，特 别 强 调：“为 学 当 修 养 身 心，艺 术 为

次。”［８］卷 十 四 修养身 心 是 读 书 的 主 要 目 的，具 体 的

知识还 是 次 要 的。清 代 歙 县 商 人 许 浩 说 的 更 清

楚，他在教子弟作文之法时说：“作文以读书为主，
读书以立品为主……勤读书而不知立品，譬之敝

箧败簏亦尝贮典籍其中，人能使敝箧败簏不沦于

粪壤芜秽者 哉？”意 思 是 说，读 书 不 知 立 品，就 像

破筐败篓即使装上典籍也免不了将来沦为“粪壤

芜秽”的下场。《黄山迁源王氏族约家规》则写道：
“立身 一 败，万 事 瓦 裂。”“立 身 之 要，在 先 立 志”。
可见徽商是极其重视人品的培养。清代康熙、乾

隆间歙县盐商吴鈵，平生仁心为质，晚年谆谆教育

儿子：“我祖宗七世温饱，惟食此心田之报。今遗

汝十二字：存 好 心，行 好 事，说 好 话，亲 好 人。”又

说：“人生学与年俱进，我觉‘厚’之一字，一生学不

尽亦做不 尽 也。”［９］卷 六 这 十 二 字“箴 言”可 谓 他 一

辈子的 人 生 体 悟。他 的 儿 子 们 后 来 虽 然 中 了 进

士，做了大官，但仍然牢记父亲的教诲，身体力行。
在人生的各个环节，立品同样被徽商 看 得 很

重。嫁女是大事吧，在当今就发生了七千万嫁女

的怪现状。而徽商是如何嫁女的呢？歙县商人吴

廷枚在女儿出阁时，他没有大操大办，作为商人，
他不是没钱，但他并没有为女儿准备丰厚的嫁妆

大摆阔气，而是写了一首《嫁女诗》赠送女儿：
年刚十七便从夫，几句衷肠要听吾；只当弟兄

和妯娌，譬如父母事翁姑；
重重姻娅厚非泛，薄薄妆奁胜似无；一个人家

好媳妇，黄金难买此称呼。［１０］卷 三 十

一个普通的商人能有这样的境界，当 今 某 些

人能不羞愧吗？在这样家风的薰陶下，我相信这

位姑娘一定会是好媳妇的。
儿子做官了，这当然是家中 的 大 喜 事。一 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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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要庆幸祖坟冒烟或大摆盛宴了，但徽商却表

现出一种忧虑。清代歙县徽商许仁有四个儿子，
第三子许文深曾为海南巡检（从九品官，负责地方

治安，相当于公安局长），赴任之际，许仁特意写了

一首《示儿》长诗，诗云：

昨读尔叔书，云尔赴广东。交亲为尔喜，我心

殊忡忡。
此邦多宝玉，侈靡成乡风。须知微末吏，服用

何可丰。
需次在省垣，笔墨闲研攻。懔慎事上官，同侪

互寅恭。
巡检辖地方，捕盗才著功。锄恶扶善良，振作

毋疲窿。
用刑慎勿滥，严酷多招凶。勿以尔是官，而敢

凌愚蒙。
勿以尔官卑，而敢如聩聋。我游湘汉间，声息

频相通。
闻尔为好官，欢胜列鼎供。况承钜公知，宜副

期望衷。
勉尔以篇章，言尽心无穷［１１］卷 七。

父亲的教导，儿子铭记在心。史载许文深“官
佛山时，常（将此诗）悬座右，故能廉洁自守，民情

爱戴”。显然没辜负父亲的期望。
做小官是这样，做大官也是 如 此。清 代 歙 县

盐商吴鈵儿子吴绍澯成进士后，授武英殿总校官，
吴鈵得到消息后立即写信戒曰：“汝膺是职，人以

为喜，我以为忧。古云校书如扫落叶，汝宜竭心力

图之。未求邀功，先求免过。”［１０］卷 六

由上可知，徽商对子弟的教育，在人生的各个

阶段，始终把立品做人放在第一位，这对我们今天

仍然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三、利以义取的商业观

徽州地少 人 多，为 了 生 存，他 们 大 多 弃 农 就

贾、弃学就贾，走上经商之路。经商当然 要 赚 钱，
不同的价值观有不同的赚法。如今赚黑心钱、昧

心钱的人太多了，什么地沟油、三聚氰胺奶粉、毒

大米等等，只要能赚到钱，什么丧尽天良的事都敢

干，他们已经没有道德底线了。可是几百年前的

徽商可不是这样。明代嘉靖年间歙县商人汪忠富

在长子将出经商时，对他说：“职虽为利，非义不可

取也。”［１２］卷 三 和他同宗的汪忠浩把商业交给儿子

们时也说：“汝曹职虽为利，然利不可罔也，罔则弃

义，将焉用之。”［１２］意思是说你们的职业就是为了

赚钱，但利是不能不择手段去获得的。不择手段

就会背弃义，这样赚来的钱怎能用呢！明婺源人

李大暠对子弟传授的经商秘诀是：“财自道生，利

缘义取。”道光时黟县人舒遵刚更是如此，他曾对

家人说：“圣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

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１３］可知那时的徽商

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是按儒道经商，并形成

家风一代代传下去的。
正是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下，徽商大多 能 坚 持

良好的商业道德，形成一种高度的职业自觉。徽

商吴鹏翔某年从四川运来数万石至汉阳，正值此

地大饥，米价飞涨。别人劝他涨价，他没有乘机大

捞一把，而是“减 价 平 粜，民 赖 以 安。”［１４］卷 十 五 婺 源

商人詹元甲在外地经营粮食，某年大荒，当地太守

给他二十余万两银，请他到外地采办米粮。既至

其地，旅馆主人对他说：“此地买米，例有抽息，自

数百两至千万两，息之数，视金之数。今君挟巨赀

可得数千金，此故例，无伤廉。”元甲却说：“今饥鸿

载途，嗷 嗷 待 哺，予 取 一 钱，彼 即 少 一 勺，瘠 人 肥

己，吾 不 忍 为。”［１５］卷 三 十 四 像 这 样 的 事 例，不 胜

枚举。
利以义取的重要原则之一是诚信。当今社会

诚信出现了严重危机，各行各业造假成风，乃至我

们对任何商品宣传也不敢相信。在一些人的心目

中，已经毫无诚信可言。这是多么可怕的社会危

机啊！历史上的徽商之所以能一代代传承下去，
就是把诚信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歙县鲍雯经商，
“一切治生家智巧机利悉屏不用，惟以至诚待人，
人亦不君欺，久之渐致盈余。”［１６］卷 二 清初婺源人潘

元达经商吴楚间，“以信义著”。绩溪章必焕壮年

随父经商，往来吴越间，“以诚信见重于时”。大盐

商郑鉴元，“居恒以诚训其子弟，于孝义之事，恒乐

为之。”清黟县人胡荣命贾于江西吴城五十年，以

诚信为本，名重吴城。晚年他回乡，别人要出重金

买其店肆名，他断然拒绝，谓：“彼果诚实，何藉吾

名？欲藉吾 名，彼 先 不 诚，终 必 累 吾 名 也。”［２］卷 六

胡庆余堂大厅里悬挂着一块“戒欺”匾额，上面有

一段胡雪岩亲自起草的文字：“凡是贸易均着不得

欺字，药 业 关 系 性 命，尤 为 万 不 可 欺。余 存 心 济

世，誓不以劣品巧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
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余以欺世人。是则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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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

亦可。”这显然不是什么商业广告，完全是胡雪岩

发自肺腑的心声。在清代崇明岛上有一徽人经营

的典铺，主人要回徽州探亲，就交给婺源人詹谷代

管，言定少则三个月，长则半年即回。谁知主人回

去后恰遇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一打就是十年，音讯

完全断绝。这十年，詹谷一直兢兢业业经营着典

铺，没有像今天某些人“跑路”，也没有贪污，十年

后主人老了，派儿子寻来，詹谷将十年账簿加上典

铺完璧归赵，被当地人称为奇迹。黟县商人孙启

祥善于经商，有查姓朋友以数千两银子交给他经

营，并嘱咐启祥不要告诉他家人，怕家人乱用，启

祥拿出簿本，让他把本息一一记载清楚。谁知，不
久查 姓 突 然 病 死，而 他 家 人 确 实 不 知 这 笔 银 两。
但启 祥 却“呼 其 家 人 至，计 本 若 息，出 旧 账 簿 付

之。”［１７］卷７时人传为美谈。
值得指出的是，徽商以义取利的思想 不 是 表

现在少数人身上，而是一个普遍现象，也不是表现

在某一代的现象，而是世世代代如此，否则，徽商

能够延续六百年吗？

四、聚而能散的财富观

闯荡商海不是平湖荡舟，经常会遇到 惊 涛 骇

浪。尽管有少数徽商被吞没沉沦，但大多数徽商

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拼搏和奋斗，还

是能致富的。徽商是如何使用这些钱财的呢？一

个极普遍的现象就是：他们致富后，都愿意拿出钱

财投向社会公益事业，几百年来，徽商架桥铺路、
扶贫济困、赈灾救荒、兴教助学等等各种义举，在

众多方志、家谱中的记载比比皆是。他们有的在

大年三十那天，怀揣很多包碎银，见到贫穷人家就

甩上一包，不让人知；有的儿子要为母亲做寿，母

亲命儿子将寿金拿去修路；有的自己粗衣粝食，对
急难者却慷慨解囊等等，这些事迹确实十分感人。

徽商为什么能够这样？难道是他们的恻隐偶

动吗？当然不是。这固然是家风所致，但 家 风 又

源自于何呢？实际上，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源

自某些思想观念，具体来说，有下几点：
积而能散。《礼记·曲礼》明确写道：“积而能

散，安安而能迁。临财毋茍得，临难毋茍免。”儒家

的这一思想，对徽商的影响极大，可以说徽商的热

心公益、回报社会的行为就是来源于儒家的这一

思想。明代 歙 商 黄 崇 敬 在 扬 州 业 盐 致 富 后 就 说

过：“积而能散，礼经明训。”所以他就做了大最的

公益事业。
婺源商人汪拱乾，极善经商，赚了很多钱，“而

自奉菲恶，无异穷约时。”“并诫诸子，不得鲜衣美

食，诸子亦能守成。”但只要别人有急告借，他一定

援手相助。在他的影响下，诸子也都念念不忘助

人为乐。当他晚年时，诸子在一起商议，希望劝说

父亲“积而能散”，谁知父亲听后大喜，说：“吾有是

念久矣，恐汝辈不克体吾志耳，是以蓄而不发。今

既能会吾意，真吾子也！”于是拿出箧中借券数千

张，共计八千多两银，然后尽召所有借款人前来，
当众焚之。家风的影响力是巨大而长远的，“自此

以后，诸子亦能自经营，家家丰裕，传其 孙 曾。今

大江南北开质库或木商、布商，汪姓最多，大半皆

其后人，当为本朝（清朝）货殖之冠。”［１８］卷 三 十 一

儒家天 命 观。儒 家 讲 天 命，徽 商 也 信 天 命。
徽商鲍士臣就认为：“傥来之物，侈用之是谓暴天，
吝用之亦为违天，惟其当而已矣。”在他看来，浪费

奢侈就是“暴天”，吝啬、舍不得帮助别人就是“违

天”，“暴天”和“违天”都要得罪天，所以他不仅“终
其身衣服饮食之奉无所加其旧”，而且大力帮助别

人，从事社 会 公 益 事 业。绩 溪 章 策“精 管（仲）刘

（晏）术，所臆辄中，家日以裕。”但他慷慨好义，力

行善举。他曾说：“造物之厚人也，使贵者治贱，贤
者教愚，富者赡贫，不然则私其所厚而自绝于天，
天必夺之。”［１９］卷 二 十 六 他 认 为，赚 了 钱 是“天”之 厚

我，如 果 不 能 接 济 他 人，只 顾 自 己 享 受，“天 必 夺

之”。可以说徽商之所以那么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正是出于对“天”的敬畏心理。在这一家风的影响

下，徽 商 的 后 代 成 了 家 风 的 传 人，并 自 觉 付 于 实

践。如歙县商人吴寰，生平见义必为。其子应达、
应泰也是如此。“其好义与父同，父有义举先意敬

承。”某年吴寰在家赈灾，资金不够，应达 时 在 外，
听说后立即筹措寄银相助［２０］卷 十 二。程晋芳的父亲

是个盐商，长年累月资助家乡贫困者七十家，他去

世后，其子程志铨（程晋芳兄）“踵而行之，二十年

不倦。”［２１］卷 六

儒家义 利 观。儒 家 强 调“见 利 思 义，见 危 授

命”。在义 利 关 系 上，徽 商 是 能 够 遵 循 儒 家 原 则

的。清代道光年间的黟县商人舒遵刚，他深受儒

家义利观的影响，曾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
钱，泉也，如流泉然。有 源 斯 有 流，今 之 以 狡

诈求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财

者，与夫奢侈而滥于用财者，皆自竭其流也。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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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奢侈者之过，而不知吝惜者之为过，皆不明于源

流之说也。圣 人 言，以 义 为 利，又 言 见 义 不 为 无

勇。则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

裕其源，即所谓大道也。［２］卷 十 五

他把“吝惜而不肯用财者”和“奢侈而滥于用

财者”，都认为是自竭财源之流，而“因义而用财”
正是所谓生财之“大道”。正是本着这样的认识，
他才见义勇为，散财助人。

害怕“满招损”。满招损，也是儒家思想。《尚
书·大 禹 谟》就 说 道：" 满 招 损，谦 受 益，时 乃 天

道。" 这实际上含有朴素辩证法思想，指出了满和

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徽商认为，为了避免满招

损，就必须在满的时候要拿出财富帮助别人，这是

天道。被誉为 “大 善 人”的 徽 商 闵 象 南 就 深 刻 领

会了这一思想。当他大力行善时，有人劝他留些

财富给后代，他说：“扑满有入无出，吾惧其扑，故

不敢满，且吾子孙固未尝贫也，使至于扑，欲求为

中人产得乎？”［２２］卷 十 扑满，为我国古代百姓储钱的

一种陶制盛具，类似于今天的储蓄罐，有入口无出

口。古人将钱装满后，则将其敲碎取之。“满则扑

之”，故名“扑满”。闵象南致富后，就是“惧其扑，
故不敢满”，所以他要大力行善。同时他也认为，
留给子孙财富多了，不是好事，也怕他们“满则扑

之”，应该说很多徽商也都是这样想的。
徽商已成为历史了，但徽商所表现出 来 的 精

神，所折射出来的家风却永远不会成为历史，它们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在当今社会仍然有着

巨大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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