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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晋商和徽商是明清时期中国最大的两大商帮。
晋商在中国历史上称雄500年而不弱；徽商在中国历史上历经300年而不衰。
山西“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唯以垦种上岭下阪，汗牛痛仆，仰
天续命。
”这种地理情况上的先天不足，致使很多山西人走西口去创业，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晋商。
徽州“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
”这种地少人多的矛盾使得徽州人不得不跋山涉水走出徽州去谋生，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徽商。
晋商兴起于明初，即14世纪中叶，因当时北方边塞大量驻军，朱元璋实施“开中法”。
所谓开中法，即商人运输粮食供边塞军士食用，与朝廷提供的盐引作为交换，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盐场
和指定地区贩盐。
由于当时的盐是专卖品，因此获利颇丰。
晋商抓住这一商机，凭借山西靠近边塞的地缘优势，借“开中法”捷足先登而兴盛起来。
徽商则兴起于15世纪末，在晋商兴起后的一百多年。
由于明初时期的“开中法”逐渐出现了种种弊端，明王朝为了增加财政收人，便改“开中”为“折色
”，商人不再用粮食换取盐引，而是以银两换取盐引后才能贩盐，这种变化十分有利于接近盐场集散
地的徽商，于是徽商以地缘近两淮盐场集散地——扬州而大显身手，从此兴起于商界。
“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晋商所到之处，均设庄贸易，逐渐由小村镇发展为城市。
无怪乎东北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内蒙有“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青海有“先有晋
益老，后有西宁城”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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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晋商和徽商是明清时期叱咤在，商场上的两大赫赫商帮，他们凭借高人一筹的生意手腕、运筹帷幄的
权略谋术获得了生意场上的巨大成功，取得了富比王侯的财富，使之在商界风光无限，从而成为后人
争相学习和敬仰，的楷模。
本书以晋商和徽商驰骋商海的经验为材料，向后人展示了他们成功的风采，并指出了要达到成功所必
须遵循的路径，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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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晋商吃苦进取的创业精神迫不得已走西口哥哥我走西口，小妹妹呀实在难留；手拉着我哥哥的
手，送我送到大门口。
哥哥我出村口，小妹妹也有句话儿留；走路要走大路口，人马多来解忧愁。
紧紧地拉住哥哥的袖，汪汪的泪水止不住地流。
只恨哥哥我不能带你一起走，只盼哥哥我早回到家门口。
这是山西的民歌《走西口》中的歌词，歌词内容描述的是山西人走西口时，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别
情郎的依依不舍场面。
《走西口》是一首音调悲凉的民歌，哭诉出了山西人不得已走西口的艰辛和辛酸，它让唱者感伤，听
者流泪。
走西口是山西人的一段厚重历史，起始于明朝中期，截止于清朝末年。
它既承载了山西人的成长与艰辛，也铭刻了山西人移民谋生的血泪悲情和山西商人的光荣和辉煌。
走西口是明清时期山西历史的缩影，是中国近代金融贸易兴衰的实证。
明清时期，山西地区走西口创业的人多如牛毛。
他们走西口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发财致富、光宗耀祖，更多的是因为山西是个“穷山恶水”之地。
清朝有一个读书人在谈到山西时曾痛心疾首地说：“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
之利，乡民唯以垦种上岭F阪，汗牛痈仆，仰天续命”。
“汗牛痛仆”的意思就是说牛已经累得浑身大汗了．主人仍要使劲抽赶。
而耕牛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耕作的主力军，不到万不得已，农民是不会拼命使唤耕叶：的。
但山西的农民即使如此拼命地在田地里耕种，到头来辛苦耕作出的粮食也不够糊口。
清朝一个名叫任启运的人说：“江南二百四十步为亩，山西千步为亩，而田之岁人，不及江南什一”
。
不仅如此，更要命的是山西还频频发生灾害。
在清政府统治的三百多年里，山西省面临的灾害达一百多次，也就是说平均三年山西的百姓就要遭遇
一次灾害。
据历史资料记载，山西最长的一次旱灾竟然长达11年。
土地贫瘠，加之频频不断的自然灾害，百姓们穷困到了极点，苦到了极点。
当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也只能另想谋生的出路了。
于是，很多山西人开始孤身一人或“携男挈女”，背井离乡，冒禁私越长城，走西口创业。
(西口，位于山西、内蒙交界处的右玉县，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真正的名字叫杀虎口。
在明代，为了防止蒙古骑兵南下，这里驻扎了大量军队。
明朝和蒙古部族关系缓和之后，又被开辟为双方贸易的市场。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乱，杀虎口又成了供应大军粮草的后勤基地。
战争结束后，这里成为山西人进入西北地区的门户。
由于来往的客商很多，造成这个地方一度的商业繁荣。
)康熙年间，山西祁县人在口外已经形成了较大势力。
归化城的三大旅蒙商号中，就有两个是祁县人刨办的，当掌柜的也多是祁县人。
祁县南社村人段泰从拉骆驼起家，后来在归化城中创立了一家大旅蒙商号“元盛德”，成了元盛德的
财东；祁县城内人张杰和祁城人史大学则是走西口后，靠着做小买卖起家，后与太谷人王相卿创设了
大商号“大盛魁”，并发展成为归化城最大的旅蒙商号。
看着乡邻一个个在口外发了财．成了巨贾富商，更激起了许多山西人走西口，到外面去闯荡的欲望和
信心。
晋商对于学徒的考察和要求有三个阶段：第一，入门前要仔细考察。
学徒想进入商号习商并不容易。
人商号之前，他要找一位有名望、有信誉的保举人给自己做保举，这便是俗称的学徒保举制。
保举人必须是商号熟悉的人，只有这样被保人才有可能得到商号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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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保举人在保举的时候，要立下保证书，这样做的目的是，如果日后学徒有营私舞弊、盗弄钱银
及私自逃走等事，保举人要负连带责任甚至全责。
由于保举人承担着很大的风险，所以想要找到一位得力的保举人并不是件简单的事。
找到保举人后，商号还要对学徒的家庭背景、年龄、才学、智力等进行考察。
商号对学徒要求的标准是：（1）家世清白，父母必须是老实可靠的。
（2）年龄不能太大，以15-20岁为宜，而且要求五官端正，仪态大方，身材俊秀为好。
（3）懂礼貌，善珠算，精楷书。
（4）能吃得了苦。
上述种种考察，是晋商挑选学徒至关重要的环节，也是十分严格且不可逾越的。
只有符合这些条件的学徒才有资格入号。
第二。
学徒“请进”后的培养。
如果商号对学徒的考察满意后，会挑选一个好日子让其人号，名日“请进”，表示人才请人，前途不
可估量。
“请进”这天，东家和掌柜会准备好一顿饭菜款待学徒，以示对学徒的尊重和欢迎，以后便开始了更
为严格的考察与磨炼。
入号的新学徒，每天都要做烧水、扫地、铺床叠被、冲茶、侍候掌柜等事务。
同时，为了考察学徒的品行，掌柜还会在阴暗的死角或是偏僻的角落放少数银两，如果学徒在打扫的
过程中，发现了全部银两并如数交上，掌柜会给学徒记上“优等”的成绩，表示这个学徒的品行很好
，可以继续考察和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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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左手晋商右手徽商》：汇集徽商驰骋天下的智慧宝典，领略晋商纵横商海的权略谋术。
徽商“学而优则传仕”，徽商凭“奢”开道，徽商崇倘儒雅，徽育“公关”，晋商“关，公”，晋商
崇尚信义，晋商靠“俭”节流，晋商“学而优则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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