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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话说徽商（图文商谚本）》是《中国商人谋略坊》系列之一，本丛书内容丰富，深入浅出，史
论结合，风格活泼，体现了商业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兼容并蓄，包含着经济与文化的联姻、
历史对现实的观照。
希望包括商人、学生、教师、学者在内的各类读者，能够从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营养。
　　古今中外的商业竞争，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是文化的较量，是精神的博弈。
本丛书讲述近代中国（有的商帮上溯到明清日寸期）各地商人的传奇故事，展现丰富多彩的经营之道
、处世之理。
旨在对中华商业文化的内容和精神做深入发掘怠结，为当今商人群体的成长和成功提供历史借鉴。
　　历史有传承，文化有根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中国商人和消费者，中国特色经营模式和消费方式，都与我们的前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都与我
们的国情乡情密不可分。
弘扬各商帮和各地域商业文化的特色，对于当今打造名省名市名街名企名店名商，实施特色竞争、差
异定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京津晋皖四地专家学者精心打造，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商业史学会指导支持。
本丛书视野开阔，气势雄浑，史论结合，深入浅出，图文并茂，赏心悦目。
既是政府官员的历史读本，又是商界人士的经营指南，还是文化爱好者的收藏佳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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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质量、质量，还是质量　　“质量就是效益”，“质量就是信誉”，“质量就是生命”
，“嘴硬不　　如货硬”，“只要货赢人，不愁客不来”。
这些现代商业谚语都说明了质量　　在商业经营中的重要地位，反映了货真价实是经营商业的重要前
提。
　　其实，讲究商品质量是我国商业史上的优良传统。
春秋末年的大商人范　　蠡就已经注意到商品质量问题的重要性。
他强调贮藏货物要完好，并具体提　　出不易保存、容易腐败的食物不要久留。
同时，他还注意到选择从产品质量　　好的生产者那里去进货，以保证所经销商品的质量。
正因为范蠡能选择质量　　好的商品来经营，所以在商品售出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历代经营有方的商人都能遵守质高货真这一基本法则。
为了保障买者的　　权益，维护买者的利益，历代官府也都在市场管理法规中规定了工商业者出　　
售商品时质量必须符合标准，违者惩处。
　　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继承并发展了前辈商人讲究商品质量的优良传统，　　严格按照政府规定办
事。
他们在经商过程中，牢守质量观念，不销售假冒伪　　劣产品，不为眼前的利益掺假坑害顾客，有的
商人甚至不惜自己蒙受损失而　　将发现的伪劣产品付之一炬。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食盐和铁一样，都实行官营，属于封建官府的专卖　　商品。
到了明清时期，食盐经营虽然采用了官督商销的形式，但盐商仍属官　　商性质。
　　由于食盐属垄断经营，所以利润特别高，清代甚至出现过一石粮食换不　　到一小包食盐的情况
。
　　正因为如此，明清时期经营食盐极易获利，如果商人再在食盐中掺假的　　话，其获利更是不可
限量了。
当时有些盐商为了牟取暴利，往往在食盐里掺　　假，而许多徽州盐商则不与之同流合污。
当时在两淮的徽州盐商，绝大多数　　都能保持食盐的质量，因此老百姓都爱吃淮盐。
　　粮食是明清时期商业流通中的大宗商品，徽商经营粮食的人数也很多。
　　然而，徽州粮商也大多能注重质量，从而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
　　如明代歙县人胡仁之经营粮食，某年大饥，斗米千钱。
与他合伙的人想　　在米中掺假以牟取暴利，但他坚持不肯，表示自己绝不能昧着良心赚这违背　　
天理的黑心钱，损坏信誉。
　　明代歙县入黄玄赐在经营粮食过程中绝不干短斤少丽的事。
他因讲究质　　量而赢得了百姓的信任，结果富比王侯。
　　大部分徽商都本着依法经营，讲究质量的原则，绝不为一己私利而干违　　法乱纪、坑害百姓的
事。
有的商人宁愿一时亏本，也不愿坑骗买者来获取不　　义之利。
这样的事例还可以举出许多，后面的有关章节中也还要陆续提到，　　在此不再赘述。
P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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