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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主人公，我的曾祖父汪宽也，出生于晚清时期徽州休宁县。
我过去对曾祖父的身事知道得很少，只是小时候听父亲说，曾祖父少年时便由徽州到了上海，在祥泰
布庄当学徒，后来当了上海布业公所总董，后人为他立了纪念碑。
    2000年初，我在北京市任副市长时，率北京市城建系统有关部门和部分区县主管领导去上海学习城
市建设经验，在上海豫园市政府接待处小憩时，听时任上海豫园管理处主任刘群介绍，这里原名绮藻
堂，曾是上海布业公所（亦称上海布业公会或上海土布公所）旧址。
我十分惊喜，便请他帮助收集有关上海布业公所的档案资料。
刘群不负嘱托。
数日之后便给我寄来一些上海布业公所档案资料复印件。
令人喜出望外的是。
其中一份是存于上海档案馆的上海布业公所署名胡方锷、李庆熙暨全体同业为汪前总董宽也先生所立
纪念碑的缩影复印件，文中载明“乙丑（1925年）四月十一日行落成札，影印原碑分赠，用留纪念。
上海布业公所附记”。
    碑文对曾祖父汪宽也的生平作了扼要介绍，称颂“汪公为人直爽，严于律己，勇于承担公益事业，
以布业非减轻负担不能发展，创议免除厘金税，争取布业生存发展权益”。
赞扬“汪公任总董十余年，先后如一日，事无巨细，都要亲力亲为，所采取的兴利除弊措施，皆关乎
布业前途命运。
哀悼汪公不幸病逝，追思往绩，令人怜怀不已”。
我仔细研读碑文，细看了上海档案馆的复印材料，无论清朝末年，还是民国初年战乱时期，多处记录
“免征厘金及营业税，实因土布位农家赖以生存独有之织业，且为劳苦贫民采用之衣料，行销愈广产
量愈增，则农家之副业愈益发达，农家所沾之实惠愈多，即用土布之劳苦阶层可得价廉质坚之衣料，
其间接受益匪浅”这节文字，并在致当时上海社会局局长的文稿边上空白处批注了“发展农业。
土布免税”八个字，这个批注代表了汪宽也先生的毕生心愿。
我对曾祖父汪宽也做人做事的精神肃然起敬，萌生了希望更多地了解他的生平往事，从而为他写一本
传记的念头。
    我开始注意收集资料，同时也接触了几位热心徽商文化的人士。
2011年初夏，在一次与我的好友、北京市丰台区区长冀岩和徽商文化研究者沈基前等的会面交谈中，
了解到安徽每年都在举办徽商大会，他们很想在大会开幕之际编撰出版在历史上有影响的徽商人物的
传记。
我随即请他们看了汪宽也生平简介和上海布业公所纪念碑缩影复印件，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提出
请马鞍山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兴无策划，由传记作家言行一执笔，赶在徽商大会前完成汪宽也先生
的传记。
这正是我多年的心愿！
    本书作者言行一，本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尊重历史的精神，以极大的热情，对汪宽也先生的生平进
行了广泛的史料考证和多方面采访。
其闻得到了安徽省休宁县地志办主任汪顺生和汪宽也先生后代汪光炜、庞乾椿的支持、帮助，历经寒
署，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
作者夜以继日，勤奋写作，使这部史料翔实、脉络清晰、描写细腻、人物栩栩如生的传记《近代徽商
汪宽也》如期出炉，真实记录了一位一生恪守诚信，具有卓越人格魅力，信奉乐善好施。
坚持以义取利的近代儒商形象。
通过对汪宽也先生一生故事的叙述，读者也可以仔细寻觅清末民初时代的徽商踪迹，感受到一段难以
忘怀的近代中国城市和乡村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
    汪宽也先生，生于公元1866年，卒干1924年（农历甲子年腊月，公历1925年1月）。
他出身于读书人家，父亲是当地公推的“学长”。
十四岁时，他远离父母去上海祥泰布庄学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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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勤劳、善学、执著、诚信，无论是当学徒，任经理，还是在任布业公所总董期间，对土布行业
倾尽心力，为民族工业奔走呼号，为农民谋生计。
至今对人们仍有许多教益。
    一是为“发展农业，土布免税”而努力奋斗。
清朝末年革命烽火四起。
民国初年战乱不断，苛捐杂税奇多，官员责令布商出运输费名日津贴。
汪宽也先生视津贴为苛政，为之抗争，最终迫使清廷和民国政府撤销积年弊政。
他创议免除厘金税，坚持布业非减轻负担不能发展，全国布商闻风响应，他案头相关的公文、信函累
积有一尺多高，终使免税成功，后又延长免税期限多年。
浙奉战争期间，当地百姓房屋倒，纺车毁，田地荒芜，民不聊生。
在这种情况下，汪宽也先生提议提高布匹收购价格，呈文为百姓请免布税，以赈恤灾民。
为发展农业，他决定在同业中集资补贴给织布的乡民，“俾使回里，仍事耕织”，这些措施，不但让
百姓得以喘息，布业经营也相对稳定下来。
    二是坚持质量标准和优质品牌理念。
汪宽也先生任上海样泰布庄经理后。
便开始推行合同销布模式，规范了祥泰土布标准，严格了技术和质量标准，无论是经纬纱、支数、幅
度、长度、紧密度，还是外观和包装，都有统一规定。
他还创意打造出专属于本号商标的“祥泰牌”毛蓝布及头巾、被单、青花蓝布帐等系列产品，不仅以
质优价廉行销全国，还将市场拓展到东南亚和欧洲。
担任上海布业公所总董后，汪宽也先生的这些经营管理理念，在上海土布行业进一步发扬光大，从而
对土布行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是具有爱国爱业的宽广胸襟。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向中国的挑战和侵入，汪宽也先生除了自身调整产业以应对外，对其他民族工
业企业无不给予关怀和支持。
在汪宽也经营祥泰布庄所属的两座钱庄期间，偶遇无锡工商界巨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因开办面粉加
工厂资金匮乏遍寻资金无着，出于爱国热忱，他毫不犹豫地为荣氏兄弟奔走、斡旋，从祥泰的两座钱
庄贷出十万银元，贷期三年，立解荣氏兄弟燃眉之急。
后贷款到期无力偿还。
汪宽也又放宽贷款期限至十年，使荣氏兄弟的企业得以宏图大展。
这一情节，充分表现出汪宽也先生的宽广胸襟。
    《近代徽商汪宽也》一书即将付梓出版，通过这部人物传记，读者可以了解到这位近代儒商身上所
展现的崇高思想、品德和人格，从中得到共享，这也是我的希望。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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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真实记录了一位一生恪守诚信,具有卓越人格魅力,信奉乐善好施，坚持以义取利的近代儒
商形象。
通过对清末民初上海布业巨子汪宽也先生一生故事的叙述，读者可以仔细寻觅清末民初时代的徽商踪
迹，感受到一段难以忘记的近代中国城市和乡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历史。

　　汪宽也先生，安徽休宁人，生于1866年，卒于1924年（农历甲子年腊月，公历1925年1月）。
他出身于读书人家，父亲是当地县里公推的“学长”。
十四岁时，他远离父母去上海祥泰布庄学生意。
他一生勤劳、善学、执著、诚信，无论是当学徒，任经理，还是在任上海布业公所总董期间，对土布
行业倾尽心力，为民族工业奔走呼号，为农民谋生计，至今对人们仍有许多教益。

　　寻找渐行渐远的百年背影，再现一代商汪宽也一生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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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言行一，本名颜行一，1950年生于山东临沂。
1970年毕业于青岛冶金建筑学校，先后任马鞍山日报副刊编辑、安徽日报记者和马鞍山市团委秘书；
1980年至2010年供职于马鞍山市人大常委会，长期从事教科文卫工作。
1997年出版散文集《我的星辰》；2009年至2011年先后出版人物传记《咱村的赵树理》、音乐人物传
记《王洛宾》（与王海成合著）、国内首部孤残儿童养育纪实《我妈我爸我的家》。
《近代徽商汪宽也》是作者的第四部纪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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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祖孙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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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泪别学塾
贰 上海，一位土布商人的故事
五 布庄来了个汪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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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打掉津贴和厘金
十四 绝处逢生难
叁 甲子悲情
十五 作别沪上
十六 重返故里
十七 再做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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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地大物博，各路商人众多，为什么独独皖南的徽州会出现贾儒结合的“徽商”，并发展成为明清
时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商帮呢？
    古徽州所属六县，地形地貌几乎如出一辙：放眼望去，青山茫茫，无数溪流于青山中奔腾而出，天
下最著名的黄山也在其中。
从旅游的角度看，山清水秀，云雾缭绕，是个很不错的地方，历史上有多少诗人和画家在徽州流连忘
返，从而创作出无数传世佳作。
    徽州的黎民百姓不是偶然路过的诗人或书画家，他们的第一需要是吃饭穿衣。
可是徽州山多田少，“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
即使其中的“一分田”，也多是山地，土质差，面积大小不一，长长短短、高高低低，水利灌溉无保
障，不适合耕种庄稼，尤其是不宜种稻米。
农民种的玉米，丰收之年，亩产一两百斤算好的了，收成抵不上苏浙荒年产量的一半。
碰上几个月不下雨，或山洪暴发，颗粒无收不足为奇。
    然而，就是这样的不利生存条件，也没能阻止诸多外来人口源源不绝地移居徽州。
    处于江南绵绵大山中的徽州，在战乱频繁的古代中国，竟然成了躲避战乱的“避难所”。
中原历来为政治和军事是非之地，违抗君主旨意的叛逆者、宫廷政变失利或军事政变失利者，面对诛
连九族的灾难，被迫拖儿带女逃亡避难。
逃亡者自中原向南方逃跑，越过长江天险后再行十天半月，便进入犹如迷宫般的徽州群山。
这样的迁徙，每次中原战事、动乱之后都会出现，西晋的“永嘉之乱”、唐末的“安史之乱”和北宋
的“靖康之变”，其后均引来移民高潮。
一拨拨面容憔悴的中原世家大族扶老携幼，从北方匆匆忙忙地走进群山环抱中的徽州。
徽州人对于落难者以诚相待，帮他们解决米和柴，还帮他们开荒种田，一代又一代，流亡者慢慢成了
“老徽州”。
    外来人口数次大规模迁入，再加上本地人口自然增殖，使徽州的总人口急剧增长。
徽州本地粮食只能维持所需的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要靠粮贩从外地运人。
明清交替之际，缺粮问题更加严重，运米的船只一天不到徽州，有人家中无米可煮；三天不到运米船
，路边会有饿死的人；要是七八天米船不到，街头就会发生抢夺食物的事情。
即使粮商的运米船能够及时运到，米价十有八九暴涨，百姓买不起。
缺钱，成了众多徽州人生存的症结。
    清人洪玉图在《歙问》中说：“歙山多田少，况其地瘠，其土骍刚，其产薄，其种不宜稷粱，是以
其粟不支，而转输于他郡，则是无常业而多商贾，亦其势然也。
”在这种情况下，徽州人开始反思：与其一窝蜂地挤在徽州山中坐以待毙，还不如走出徽州，去寻找
经商之路。
同时，明代中期，毗邻徽州的苏浙已经逐渐成为中国最富裕、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方。
徽州山地多产良材，又是重要的产茶区，漆、纸、墨、砚等土特产也名声在外，为什么不去利用这些
有效的资源呢？
于是，徽州人开始脱离“农桑”，走上“以贾代耕”的道路。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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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书的写作，偶然之间，让我完成了一次历史穿越，回溯到清末民初，去寻找汪宽也的童年和少年
，寻找他在上海土布业努力打拼的时光。
    2011年初夏的霏霏梅雨中，我一次次地踏进休宁县府驻地海阳镇的齐宁街采风。
齐宁街原名西街。
因为它保存了许多明清时代建筑的原因吧，现在的人们仍然习惯称它作老西街。
老西街东起城中心陪郭头，西至城西夹溪桥头，宽一丈二尺，全长一里有余。
老西街历史悠久，明清几百年间，它是休宁的商业街，年头到年尾，熙熙攘攘挤满各路商贾。
老西街两旁保留着许多明清风格的店铺式建筑，一色青砖黛瓦马头墙。
整条路面为长条石板铺就，石板衔接严丝合缝，路面平整，与两旁的青砖黛瓦马头墙搭配得十分和谐
。
汪宽也祖居的北街。
在陪郭头与西街垂直相接，相距不过二里路。
相邻不远，建有金碧辉煌的中国第一状元县博物馆，还有颇具现代色彩的徽商步行街和女人街。
休宁人的商业意识依然浓重，联想到古代老西街，一定是休宁女人们的购物天堂。
而在孩子们眼中，老西街则是学余饭后尽情玩耍的好去处。
恍惚中，仿佛感觉到石板路上还留有童年汪宽也的脚印呢。
从陪郭头进入西街，穿行而过，抵达夹溪河畔，踱上长长的夹溪桥。
夹溪桥为明嘉靖四年（1525）休宁知县李升荐邑人程一募建，10墩11孔，是休宁县境内最大的一座古
石拱桥，古代为黟祁二县赴郡必经之桥。
崇祯元年（1628）重修，清代多次修缮。
民国初期曾遭大洪水冲垮。
时任上海样泰布庄经理和上海土布公所总董的汪宽也，为修复此桥捐助、募集两万元银两。
夹溪桥体为青石板铺成，宽约两丈，长近190米，两旁装有近1米高的青石护栏，1O座粗拙坚实的桥墩
下半部布满青苔和藤萝，桥面现仍供人行走。
沿着一级级石阶走下河岸，漫步河床浅滩。
踩着软软的沙粒，远远观看这座横在两岸间的夹溪桥，我觉得它依然雄伟壮观，不显衰败和苍凉，因
为古老的桥体能够保存下来，它自身就已经凝成了休宁的历史。
    我也喜欢休宁城的古巷，无论是西街的水碓巷、东青巷、里仁巷、大门里巷和桂花树巷，还是弯弯
曲曲又细又长的万宁街万秀巷，走在里面，都会使我产生扑朔迷离的感觉，疑心自己已经身处清末的
体宁。
休宁的古巷，与徽州各地诸多地方的古巷状况大致相似，窄小幽长的青条石路，两旁一色粉墙青瓦的
马头墙巍然矗立，墙体膏苔密布，色彩斑驳。
弄堂内的老屋，梁柱斑迹累累，白墙黛瓦均显陈旧沧桑之感——这些象征徽州悠久人文历史的古巷，
最初砌筑时，一定十分鲜亮和醒目，经过百年甚至数百年风雨的洗礼，才慢慢变成如今的模样。
这种变化在悄然中进行，不着一丝痕迹，犹如一瞬间。
我相信，在这些墨绿色的青瓦房顶下，在这些古色古香的天井里，已经发生过许多凄婉、无奈或美丽
、动人的故事。
古巷伸向哪里，古老的故事就延展到哪里。
庭院深深，小巷悠悠。
走出小巷即闹市，步入庭院寂无声，闹中有静，居家、安息、读书、治学，真是个好环境。
休宁历史上许多有名的读书人，就是从这些曲折幽深、朦胧如迷宫般的小巷里走出去的。
现在，在夜晚小巷昏黄的路灯下，我打着伞慢慢地行走，享受听雨滴细密地落在伞面上沙沙响的那种
感觉。
行走在古巷中的人们，无论久居还是路过，都是步履匆匆。
一代人繁衍出下一代人，下一代人又被他们的后人所取代。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代徽商汪宽也>>

质地坚硬的石板路，让一代又一代人的脚步揉搓得滋润、光滑，在路灯下闪烁着幽幽的光芒。
瞧，这需要多大的耐心和多么漫长的时间？
    与汪宽也同时代的人，几乎踪影全无。
但可以断定的是，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汪宽也，也会像今天的我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在这些老街和古巷
穿越。
老街和古巷如果有生命，它们就一定能够记住汪宽也，记住这位曾经远去上海的卖布人，一定能够忆
起他匆匆来去的脚步声。
    汪宽也生命的最后一年，是在休宁度过的，有喜也有悲，悲多喜少，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但我相信在汪宽也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只要他还有力气出门，就一定要到古老的西街走走，到那些幽
深如梦的小巷走走，向那些明暗相间的粉壁青瓦马头墙告别，向那些滋润光滑的石条路诀别。
而在那个甲子年寒冬，汪宽也的葬礼也一定会成为休宁人街谈巷议的话题。
    汪宽也生命的四分之三都奉献给了上海。
正如汪宽也的后人汪光焘先生在这部书的代序中所说，汪宽也“对土布行业倾尽心力，为民族工业奔
走呼号，为农民谋生计”。
汪宽也主持的祥泰布庄创出了上海土布品牌“祥泰毛蓝”，汪宽也任总董的上海土布公所促使政府革
除了不合理的布税，并对上海土布品牌秩序进行了彻底整顿。
同样，汪宽也对刚刚兴起的中国民族工业给予了热情扶持。
汪宽也并不是只知道埋头做生意的布业商人，更是一位精于棉种植和棉纺织方面管理才能的专家，他
积极促进上海农村植棉和土布纺织业的发展，推出诸多有利于棉种植和纺织业发展的措施，而且开办
钱庄和当铺，为乡村织户和土布商提供生产、经营方面流动资金的强力支持。
毫无疑问，汪宽也在上海做出的这些重要贡献，是普通的土布商人所无法企及的。
    根据资料记载，清末民初上海祥泰布庄位置在大东门大街朝宗路22号（中华路西），现在应为人民
路复兴东路豆市街一带；清末民初上海布业公所的位置是城内邑庙香雪堂458号（与福佑路相近），已
有汪光焘先生的序为证：上海豫园的绮藻堂，曾是上海布业公所（亦称上海布业公会或上海土布公所
）旧址。
漫长的时光，已让当年的大东门景象面目全非；当年上海布业公所旧址绮藻堂所在的豫园，建国后经
数度修葺，已成为上海著名游览景点。
自然，上海布业公所旧迹也难寻觅。
虽然这些地方的方位可以考证，但对于一个世纪前的汪宽也、祥泰布庄和布业公所，对于这些已定格
于历史档案的陌生名称，老人们均是满脸愕然，不知道采访者所言为何人、何物。
毕竟是一个世纪前的故事了，今天的上海，已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除了老城区还有少量里弄保存外
，绝大部分建筑和道路，别说与百年前比，就是与三四十年前比，已完全是两个模样。
    采访过程十分艰难，偶尔获得凤毛麟角的资料，实属来之不易。
然而，这并不妨碍我通过自己喜欢的写作方式，将历史慢慢融入思维之中，努力通过想象去领悟和寻
找布业巨子汪宽也的生命轨迹，努力复原那个时代的风景。
    在上海采访期间，我曾安步当车，边走边想象清末民初客流如梭的大东门祥泰布庄，想象土布公所
内人来人往的热闹，想象南汇、松江、青浦一带乡村广泛植棉和纺织的盛景，甚至想象“布都”三林
塘各地布商趋之若鹜的繁荣景象。
植棉区必产土布、产土布之地必会留下汪宽也的足迹。
于是，汪宽也的形象在我心中渐渐清晰和明朗起来，思路和灵感经过我的手在键盘上游走，一段段、
一节节，将汪宽也一生的故事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本书不但细致勾勒出上海布业巨子汪宽也的生命轨迹，而且对上海土布的背景和历史，以及土布织作
、印染、鉴定、行销的过程，认真作了介绍，使读者通过这部书，不但大致了解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
商业的状况，而且可以粗略通晓中国土布制造和经销常识。
    励志。
是当代人生活与思想的主题之一。
《近代徽商汪宽也》又是一部教人如何做人和行事的励志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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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宽也一生固守的原则是“诚信”，无论做人做事，皆是如此。
写作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设想：即使汪宽也当年不去经商，而是继续读书，或者从事其他的职业，“
诚信”二字依然会是他矢志不移的座右铬。
    《近代微商汪宽也》由王兴无、沈基前、邓微策划。
作者在采访、创作过程中，得到汪宽也后人汪光焘、庞乾椿、汪光炜、汪桂馨、汪宽也胞弟汪声潮后
人汪光忠、祥泰布庄东家汪厚庄后人汪少兰、休宁县地方志专家汪顺生的鼎力相助，同时得到赵庆国
、谷传树、许美、熊鹰、石冬怡、何源、李洪建、颜彦等各界学者和朋友的热情关注与支持。
在此，向各位一并表示衷心谢意。
    本书部分图片来源于互联网，由于无法与这些图片作者联系并取得授权，希望图片作者及时联系我
，我会奉薄酬并寄赠样书。
    言行一    二○一二年七月十六日于马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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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言行一编著的《近代徽商汪宽也》以上海著名布业巨头汪宽也为引线，讲叙汪宽也为上海祥泰布庄和
上海布业界奋力打拼的四十余年。
这时期恰是中国土布在洋纱、洋布和机制布双重压迫和挤兑下逐步衰落的时代，也是明清时期五百年
徽商走向尾声的时代。
让我们看到徽商的些许踪迹，从而真实地感知到这段不可忘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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