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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E_BD_E6_97_85_E6_c34_44867.htm 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

期的徽州，既是一个徽民"以贾代耕"、"寄命于商"的商贾活跃

之区，又是一个"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文风昌盛之乡。在

历史上，贾与儒密切联结，成为徽州商帮的一大特色。传统

世代的儒化徽商，一方面促进了徽州故地的儒学繁荣，另一

方面反过来又借助于儒学对徽商的商业经营活动产生了深刻

的历史影响。 徽商之所以"贾而好儒"，一则因为商业自身发

展的需要。由于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商品与货币的运动错

综交织，商品供求关系变化万端，作为商品经营者须有相关

的商业知识和社会知识，才能正确分析和把握市场形势，当

机立断以获厚利。同时，随着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同行业

之间以及各行业之间的交往关系日益密切，这又需要商人具

备一定的组织管理才干，方能在商海中大显身手。如此从贾

就要与业儒结下不解之缘。二则因为商人自我完善人性品格

的追求。徽州素称"礼让之国"，尤其在宋代新安理学兴盛之

后，崇儒重学的风气日益炽烈，这样的社会环境致使徽商潜

移默化地受到熏染和影响，加上徽商中许多人自幼就接受比

较良好的儒学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说教、伦理道德，自然

就成为他们立身行事、从商业贾奉守不渝的指南。 明代歙商

郑孔曼，出门必携书籍，供做生意间隙时阅读。他每到一个

地方，商务余暇当即拜会该地文人学士，与其结伴游山玩水

、唱和应对，留下了大量篇章。同乡人郑作，也嗜书成癖，

他在四处经商时，人们时常见他"挟束书，而弄舟"。所以认



识郑作的人，背后议论说：他虽然是个商人，但实在不象商

人的样子。 还有同县西溪南的吴养春，是明代万历年间雄资

两淮的显赫巨贾，祖宗三代书香袅袅，家筑藏书阁，终岁苦

读。日本侵入高丽(朝鲜)时，朝廷出兵援助，其祖父吴守礼

输银三十万两，皇赐"徵任郎光禄寺署正"；其父吴时俸，皇

赐"文华殿中书舍人"；他和兄弟三人也同被赐赠，史书曾有"

一日五中书"之称。 他们有的是在实践中雅好诗书，好儒重学

，"贾名而儒行"，抑或老而归儒，甚而至于在从贾致富使"家

业隆起"之后弃贾就儒。有的在从贾之前就曾知晓诗书，粗通

翰墨，从贾之后尚好学不倦，蔼然有儒者气象。如旌阳程淇

美"年十六而外贸，⋯⋯然雅好诗书，善笔丸，虽在客中，手

不释卷。"（《旌阳程氏宗谱》）再如休宁商人江遂志行贾四

方时，"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

兴亡之迹。" （《济阳江氏族谱》）有的则劝令子弟"业儒"攻

读，以期张儒亢宗。于是徽商之家，多以"富而教不可缓也，

徒积资财何益乎"的识见和态度，往往是"延名师购书籍不惜

多金。"（歙县《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盼望子弟能够"擢

高第，登仕籍"，从而振家声，光门楣。正是"世族繁衍，名

流代出。"与此同时，不少徽商还毫不吝惜地输金捐银，资助

建书院兴私塾办义学，以"振兴文教"。 徽商以"贾者力生，儒

者力学"为基点，竭力发挥"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社会功能

，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而集于一身，迭相为用，张贾以获利，

张儒以求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