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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
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
”如果你想成就一番事业，那就应该多读历史。
对普通人来说，读史会产生智慧的人生；对商业人士来说，读史有助于有效的完善经营管理。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不少富商巨贾和商人政治家，如辅佐武王开周朝八百年天下的姜
子牙；先商后官助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的管仲；矫托君命犒劳秦军以救郑国的大商人弦高；名垂后世
的商业理论家白圭；奇货可居助立一国之君、权倾天下的商人政治家吕不韦等等。
在群星灿烂的名商大贾中，范蠡被尊为商圣——陶朱公，这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自身的聪明才智、
长期的商业经营、成功的致富要术是分不开的。
    从古至今，成功的生意人无不具有自己长期奉行的商经，他们有相同之处，也有独到之处。
正是这种商经，造就了他们不同寻常的大手笔，成就了他们伟大的事业。
在今天，经商成功与否，不只取决于一个人的智商，还直接受制于他的情商、财商。
只有具有过硬的综合能力和经验，才能笑傲商场，立于不败之地。
    经商是一门很深的学问，经商不仅需要精明的头脑，更需要丰富的经验。
用智慧经商不是耍手腕，而是一种正确的思维方式、操作技巧和办事方法。
    商场是浓缩的社会，商人也必然是社会中的人。
    不管什么时候，生意人，首先是为人，然后才有生意。
小生意在得利，大生意在得人。
不了解人，不理解人，就无法与人交往，就不能同人做生意，也就做不好生意。
所以说，做生意，其实是做人；生意场，其实是人场。
    一流商人是精明加厚道，二流商人是精明加精明，三流商人是厚道加厚道。
经商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活动，还是一门复杂深奥的为人处世的学问。
做生意必须先做好人，两者不可截然分开。
商场上驰骋拼搏、屡战屡胜的能手，也必然是人情练达的行家。
    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民族，中国财富观念源远流长，“华人生意经”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精品。
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有“财富观念”等专有名词，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经商思
想、军事思想中却都蕴藏着财富观念的精辟论述。
    总之，中国古代财富观念是精辟的，有独创性的，但均散见于各种史籍掌故之中，需要我们去努力
发掘。
因此，熟读历史，从中汲取智慧和营养非常重要。
    知商规，识商性，通商路；认清商道，提升商智，敢做商人。
本书从内涵到外在，从实力到技巧，从理论到实战，多层次、多方位、多侧面地阐述了古代富商巨贾
的经验和技巧，通过翔实的分析、精辟的论述、经典的实例给当代商人以智慧的启迪。
不管你是久经商场，还是初入商界，或者尚未涉足，只要你有志于做一个成功商人，读完本书都会让
你受益匪浅。
    编者    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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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商人也要知道点历史》由马银春编著：经商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活动，还是一门复杂深奥的为
人处世的学问。
傲生意必须先做好人，两者不可截然分开。
商场上驰骋拼搏，屡战屡胜的能手，也必然是人情练达的行家。

经商不仅需要精明的头脑，更需要丰富的经验。
用智慧经商不是耍手腕，而是一种正确的思维方式、操作技巧和办事方法。

一个人经商成功与否，不只取决于他的智商，还直接受制于他的情商、财商。
只有具有过硬的综合能力和经验，才能笑傲商场，立于不败之地。

《商人也要知道点历史》适合大众阅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商人也要知道点历史>>

书籍目录

第一章  读史学自强之道——勤劳务实，百折不挠
  1. 克勤于邦，克俭于家
  2. 艰苦奋斗，不畏艰险
  3. 独立自强，承担大任
  4. 薄利经营，小本起家
  5. 勇往直前，大业有成
  6. 欲望强烈，忍辱负重
  7. 勤奋进取，稳操胜券
  8. 稳扎稳打，求实务实
  9. 独立自强，从不低头
第二章  读史学义利之道——以义为利，趋义避财
  1. 崇信尚义，严守信誉
  2. 爱国济民，回报社会
  3. 财自道生，利缘义取
  4. 先义后利，重合作而轻利润
  5. 乐善好施，投资公益
  6. 移家为国，利国利己
  7. 捐资教育，科技兴国
  8. 悬壶济世，扶资医疗
  9. 奉行公平，不欺不诈
第三章  读史学经营之道——经营有术，管理有方
  1. 独特经营，有效管理
  2. 得人则兴，失人则衰
  3. 重视人才，技不外传
  4. 礼贤下士，不拘一格
  5. 化繁为简，简单制胜
  6. 忠诚是一种财富
  7. 挖掘人才，赢取人心
  8. 革新技术，降低成本
  9. 卖老招牌，开新连锁
  10. 爱护下属，投资感情
第四章  读史学进退之道——目光长远，进退有度
  1. 见端知末，预测生财
  2. 目光长远，营造融洽的气氛
  3. 未雨绸缪，把握时机
  4. 以退为进，进退自如
  5. 博大宽厚，胸怀宽广
  6. 吃亏是福，舍小求大
  7. 将欲夺之，必先予之
  8. 借机推销，名震八方
第五章  读史学应变之道——审时度势，顺势而为
  1. 出奇制胜，独领风骚
  2. 善于应变、精于应变
  3. 以己之长，攻人之短
  4. 创新者生，墨守者死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商人也要知道点历史>>

  5. 转移撤退，以退求进
  6. 居安思危，力求发展
  7. 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8. 灵活机动，服务周到
  9. 重视宣传，广而告之
第六章  读史学合作之道——同舟共济，以众帮众
  1. 不作内耗，团结协作
  2. 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3. 歃血为盟，共创大业
  4. 同舟共济，所向披靡
  5. 与人分享，双方赢利
  6. 合资经营，抱团打拼
  7. 人心齐，泰山移
  8. 忍耐相让，和衷为贵
  9. 联号经营，汇通天下
  10. 利用会馆广聚乡谊
第七章  读史学营销之道——工于炒作，广告高悬
  1. 酒香也怕巷子深
  2. 国货宣传，振奋人心
  3. 踏破万里觅鞋处
  4. 广告开辟成功路
  5. 绿竹商标招人来
  6. “名人代言”效益多
  7. 影院“活”广告
  8. 上乘质量铸造良好口碑
  9. 大力宣传，家喻户晓
第八章  读史学慈善之道——心系故土，福泽乡里
  1. 独善其身，兼济天下
  2. 恋祖爱乡，回报家邦
  3. 情系民生，饮水思源
  4. 富而有德，回报家邦
  5. 建造善堂，扶弱济贫
  6. 跻身科研，为国争光
  7. “慈善”是一项事业
  8. 桃李满天下，发展教育事业
  9. 集资“山庄”，凝聚乡情
第九章  读史学借势之道——背靠大树，官商合一
  1. 做官商保护自己
  2. 官商合一，畅通无阻
  3. 百万富翁，红顶商人
  4. 审时度势，抱势经营
  5. 背靠大树，借势经营
  6. 取得官方许可，实行垄断经营
  7. 官生意是天下最大的生意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商人也要知道点历史>>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乔致庸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王朝日渐衰落的时代。
由于朝廷腐败，国库空虚，为了抵御外国列强，加强海上防务，清政府向全国各地摊派捐款。
 山西商人众多，号称饶富，因此派给山西省的海防捐占全国的1/3；而山西的1/3，又作为大头派给了
祁县、太谷、平遥三县，且不是按家捐，而是按商铺捐，每个商铺捐款不得少于50两银子。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山西商人打算联络乔家一起抗捐。
重病在床的乔致庸并没有像其他商人那样弃国家安危于不顾，在他看来，农民种地是为了供天下人吃
粮，匠人做工是要供给天下人使用器具，读书人做官是为了治理天下，商人做生意则是为天下流通财
物。
在外侮犯境、国难当头之际，天下所有的士农工商都应以民族利益为重，报效国家。
同时，他认为万里海防系国家安危，山河破碎则百姓受苦，捐50两银子太少，因此决定捐1000两。
为了给其他商人做出榜样，乔家敲锣打鼓，把银子送到县衙。
在乔致庸的带动下，其他商人不再抗捐，也捐了大量银两。
 乔致庸一生经商，一生都挂念民族荣辱，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同治十三年，乔致庸已经46岁了，这一年阿古柏在新疆勾结外敌，自立为王，发动叛乱。
朝廷派陕甘总督左季高出兵征讨，却筹措不到粮草。
左季高与乔致庸有过数面之缘，知道乔致庸心存民族大义，因此亲自到乔家堡求乔致庸筹措粮草。
乔致庸义无反顾地接下了为朝廷三路大军筹措粮草的重任，一半用乔家的银子，一半从表妹雪瑛那里
借贷，然后亲带辎重队随左大帅出征，为平息新疆叛乱做出了巨大贡献。
 乔致庸晚年时期，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丧尽天良的山西巡抚与英商福公司秘密签订了由英国人包办
山西平定、盂县、潞安、泽州、平阳的煤铁矿的开采合同。
名为包办，实为出卖。
 山西百姓认为这是一个丧权辱国、背叛民众的耻辱合同。
平定州民首先起来反抗，接着省城士绅、学会集会反抗，群情激愤。
在山西人民迅速觉醒，要求废止福公司合同，维护省民权利的同时，山西商人也积极行动起来，向清
政府提出招商筹集股本，设立保晋矿务公司的意见。
清政府终于迫于民众的压力同意撤销同英商福公司的合同，赎回自办。
但福公司坚持要山西赔偿福公司275万两银子的损失。
 年迈的乔致庸听到这个消息后，积极响应，与其他商人共同出资，终于赎回英国人所据晋矿。
山西保晋矿务公司的成立，挫败了帝国主义的阴谋，乔致庸等山西商人的名字也永载史册。
 企业是社会的一分子，永远不可能离开社会环境而单独生存发展。
对于个人来说，做个有钱的老板不是目的，只有心忧天下、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才能为社会所接受
和认同。
对于企业来说，追求经济效益是企业发展的第一目的，但不是惟一目的。
企业只要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点，并适当地回馈社会，就能得到社会的认同甚至支持。
而这些支持，将进一步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
晋商是深知这一点的，不少晋商发财以后，乐善好施，对于公益事业，他们或出资周济邻里、关心孤
老、扶助贫病，以仁爱之心，救人于水火，送炭于雪中；或修桥铺路，兴修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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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商人也要知道点历史》教你领悟中国式经商智慧，活学活用经商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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