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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修德达济天下
——徽商精神拙见

□ 徐玉松

弘扬徽商精神提升环保意识

□ 周明亮 “徽商精神”
中的“两严三实”

□ 朱亚夫

徽州山水，现时看来是山清水秀，满目的心旷神
怡。可是对于几百年前的徽州人而言，这大自然的“恩
宠”却是穷山恶水，是阻碍人们走出去的天然屏障。

徽州自古就有“八山一水半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
的说法，农业文明的匮乏致使一批又一批的人们走了出
去，走出了“商”这一条历史无法忽略的道路。

徽商这个曾在明清时期中国最强大的商帮，一度在
商界称雄二百余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同时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永存的——徽商精神。胡适
曾把徽商比喻成“徽骆驼”，徽商精神还不仅仅是“骆驼
精神”，“徽商精神”有着更丰富的内涵。概括而言，徽商
精神涵盖了以下五个方面：一是赴国急难、民族自立的
爱国精神；二是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三是审
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四是同舟共济、以众帮众
的和谐精神；五是不辞劳苦、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

弘扬徽商精神，传承徽商文化不仅仅要从继承的角
度去理解，更要以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眼光去看待。我们
固然要去弘扬爱国精神、进取精神、竞争精神、和谐精神
以及勤俭精神，也要对徽商精神进行新的解读。为商之
道，在于可持续，不仅包括资金、人力、技术的可持续，更
是包含了环境的可持续，任何企业的成长与发展都不可
避免地对环境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和破坏，若不注重对
生态环境的保护，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在弘扬
徽商精神的同时更要以现代的发展思维去提炼和提升
环保意识。

自古以来，在以物易物的时代便有了“涸泽而渔，焚

林而猎”“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等环保故
事，这些故事表明古代中国人就有着质朴的环保意识。
明清时期，徽商均来自山清水秀的美丽徽州，徽州人不
论走到哪里都对造福人类的大自然抱有敬畏之情。徽
州人每每在外飞黄腾达、荣归故里之时定会在家乡造物
设堂，建设水口，这种对山水自然的尊敬与爱护更是深
深融入到每一个徽商的意识当中，形成一种潜在的环保
意识。

当下社会，科学技术、经济生活正发生着日新月异
的变化。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全球
性问题之一，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等环境问题已经成
为悬在人类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都会对人
类的生存产生威胁。因此，现今企业的发展必须不断地
提升环境保护意识；成功的徽商企业都有很强的质量意
识、安全意识、环保意识，都会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自身的受益与大众的普惠较好地结合起来。现代徽商
的发展，一方面要秉承古代徽商的精神，另一方面需要
加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断提升环保意识。

随着国务院《生态文明总体改革方案》的出台，生
态、环保将会成为时代发展的新主题之一。经济发展
与环境保护并不是矛盾体，只要我们科学统筹，定可在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中找出一条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如今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掘徽商精神，进一步提高环保、
安全、质量意识，建立现代化企业模式，做当今时代的
新徽商。

在皖南山区东至县东南部的崇山峻岭
间，蜿蜒着 30 多华里的古徽道。冬日里，独
自踏上通往徽州的青石板路，肩挑背驮的徽
州商人仿佛正从眼前穿过，俯身贴耳青石
板，似乎听到了来自历史深处的脚步声。

书籍，是徽商行囊中必不可少之物。据
《旌阳程氏宗谱》记载，旌阳程淇美“年十六
而外贸，……然雅好诗书，善笔丸，虽在客
中，手不释卷。”《中国十大商帮》记载，族中
弟子有“贫而不能学者”，徽商往往招入家
塾，“悉力扶持之”。在徽商的大力扶持下，
徽属各县书院林立，仅歙县“书院凡数十”，

“十户之村，无废诵读。”正应了“读书好，营
商好，效好便好”那句话。崇文修德，贾而好
儒，徽商正是以其独特的生存理念在众多商
帮中异军突起，称雄300年。

饱读诗书的徽商，具有浓郁的家国情怀。《安徽通
志》记载，祁门人胡天禄经商致富，“族人失火焚居，天禄
新之。又建新宅于城中，与其同祖者居焉。输田三百亩
为义田，以备祭祀及族中婚葬丧嫁及族中贫无依者之
资。”虽然富可敌国，但富裕的徽商克勤克俭，然一旦国
难民困或旱荒水灾时，他们又会慷慨解囊。

从运粮输边，到明中后期抵抗倭寇侵略，乃至近代
抵御外敌入侵，踊跃捐资捐物，处处都有他们的身影。
他们还建义仓、办义学、设义渡、置义山、立义田等等，见
义必为，唯恐不及。他们将国家的安定统一与个人事业
的兴旺发达紧密相连。

诚信经营，以义为利。徽商中有不少大贾就是凭着
信誉起家的。据载,墨商胡余德曾造出一种在水中可久
浸不散的墨,某日有先生慕名前来购买,返途中墨袋不慎
掉入河中,捞起后发现此墨已开始溶化。先生去见胡,经
查,发现该批墨锭未按规定生产,胡余德边道歉边以一袋

“苍佩室”名墨相赠。同时告诫所属各店各坊,立即停售
此墨,并高价收回已售出的墨锭予以销毁。商人吴鹏翔

有一次购买胡椒八百斛，在付款之前发现此胡椒有
毒，虽然买主表示愿意全部收回，但吴还是决定购买，
然后付之一炬。他考虑到，如果退了胡椒，卖主就有
可能转售他人，这样就会坑害更多的人。在徽商心
中，义就是利。

吃苦耐劳，敢为人先。徽商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
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故常。从小离
乡，不畏风霜，许多“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
贾不利犹未厌焉”，历经无数次的挫折与失败而奋起，
最终将生意做大做强。因骆驼能负重、肯吃苦，胡适先
生曾把徽商形象地比喻成“徽骆驼”。吃苦耐劳精神，
不仅孕育了商业领域的成功实践者，也诞生了像王茂
荫这样敢为人先的经济学家，王是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在清末曾两度富有创见地提出
改革币制等主张。

徽商兴于文化，徽商文化中的崇文修德、家国情怀、
以义为利、敢为人先等精神，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如
今，虽然古徽道上匆忙脚步声已渐行渐远，但他们洒下
的精神，值得我们追寻。

大道行思，取则行远。萌芽于东
晋、成长于唐宋、兴盛于明清的徽商，以
其长达近六百年的荜路蓝缕，志于道，
立于恒，据于德，依于仁，成于信，终于
凝成誉满天下的“徽商精神”，成为中国
商业文化和文化商业中的宝贵遗产，成
为至今谋商兴商仍然足资鉴用的精神
财富。

“三严三实”作为全面从严治党一
项十分严肃极其重要的思想遵循和实
践活动，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非常的现
实意义，已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共识并
坚持。不仅如此，除“严以用权”的“笼
子”功效之外，其中的“两严三实”亦为
我们弘扬“徽商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全新的智慧支
撑，指明了薪火相传的新路径。实可谓

“继往圣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
严以修身是“徽商精神”的人格基

础。无论是家怀猗顿之富，官至二品之
尊，还是旧衫还乡，苍颜叹归，无不以持
节修身为要。勤劳，节俭，朴实、重礼
义，讲忠孝，好读书，怀家国。柔亦不
茹，刚亦不吐，均以楷模立世。

严以律己是“徽商精神”的养成习
惯。他们既不纯粹衣钵墨家的极端理
想而临空蹈虚，亦不全盘承袭法家的功
利现实而争名逐利，而是典范恪守儒家
进退自如的入世之道。处处以律人之
心律己，恕己之心恕人，从而创造了中
国儒学道统在商业建树上的一大奇迹。

谋事要实是“徽商精神”的崛起之
道。古徽州交通闭塞，资源十分有限。
即便在农耕社会，仍然自给不足。但他
们谋生求远，谋事求实，谋财以智。做
一样成一样，做一样精一样。一双脚板
走天下，一双苦手打天下。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终于做出了名满天下的文
房四宝，做出了别具一格的徽派民居，
做出了光耀天下的锦绣文章。

创业要实是“徽商精神”的成功所
在。出吴会，尽松江，走扬谁，抵幽蓟，
一路攻坚拔寨，一路安营扎寨。商人到
哪商机到哪，商机到哪商品到哪，商品
到哪商行到哪。脚踏实地，抓铁留痕。
从一斤茶叶一担表纸做起，继而做大，
再而做强，一直做到“无商不徽”。不竞
芳华，首创“约、法”。宁奉法而折阅，不
饰智以求赢，终于成就了芳名远播的

“徽骆驼”。
做人要实是“徽商精神”的不朽品

牌。任何一个叫得响的商品品牌，任
何 一 个 立 得 稳 的 商 界 形 象 ，任 何 一
种 足 以 引 领 商 业 的 精 神 ，尽 管 其 经
营 打 造 的 形 式 不 一 ，但 实 质 都 在于
人的品格塑造。俗话说得好，手中无
米，呼鸡不灵。人品离人心最近的地
方，便是商务靠利益最近的地方。徽
商的辉煌，应该是对诚实的徽商人最
好的回报。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们以“三严三
实”的新视角，又一次认真讨论并深入
研究“徽商精神”，必将获得更为清新而
充沛的创新和创业的动力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