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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也可以这样来写    开场的锣鼓响起来了，说一说抓住机遇的徽州人吧。
    所谓抓住机遇的徽州人，就是指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他们又被称为徽商。
    举个例子来说吧。
明清时期我国有十大盐种，按照明朝洪武年间的统计，淮盐（即今江苏北部沿海地区所生产的盐）和
浙盐（即今上海和浙江沿海地区所生产的盐），大约占全国盐产量的一半，而在明清时期的数百年间
，徽商一直是经营淮盐和浙盐的主要力量。
    这就怪了，徽州只是一个府（管辖歙、休宁、绩溪、祁门、黟、婺源六个县），怎么有那么大的能
耐？
    有红头文件吗？
没有。
    有官僚庇护吗？
也没有。
    历史事实是，明朝实行开中盐法，谁把粮食送到指定的地方，谁就获得一份盐的经营权，并且是以
“引”来计算的；清朝是谁购买了盐引，谁就获得了相应数量的盐的经营权。
    盐引就像今天的股票那样，是可以自由买卖的。
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通过购买盐引的方式，去做盐的生意。
    明清时期，徽商作为一个大的商业群体做盐的生意，可以从洪武初年算起，并一直延续到太平天国
战争对徽州本土的蹂躏之时，共约500年的样子。
    在这期间，只有徽州人充当淮、浙盐经营主力的事实，却没有朝廷把行盐权利赐给徽州人的事实，
也没有徽州人依靠政治庇护而排斥其他地方人行盐的事实。
    考察的结果是，这个时期商品经济快速发展，需要有众多的商人出现，但旧观念并不把经商看作好
职业；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使有经商习俗的徽州人抓住了机遇。
    徽州人做生意是从小本开始，成功的就发起来了，失败的就倒下去。
只是因为其他地方很少有人愿意经商，所以看起来，好像都是徽州人在商业舞台上转来转去。
所谓的“无徽不成镇”，大概就是这样地被喊出来的吧。
同一时期，还有另一个大的商业群体，即西北商人，他们是由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构成的，这里从略
。
    当今无论是中央领导还是地方官员，都在为三农问题（农村、农民和农业）开动脑筋。
经验已经表明，农村脱贫的唯一出路是发展商品经济，也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传统农业的束缚，
以加入到新兴的商品经济的行列中来。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明清时期的徽州已经实践过一次了。
按照明朝万历年间的史料，当时徽州人70％是靠在外地经商的收入过日子，只有30％是靠在本地务农
的收入过日子。
徽州社会的发展，也就因此而走在全国的前列。
    朋友，机遇是等来的吗？
    不是。
机遇是属于那些孜孜不倦地寻求机遇的人们。
    机遇更是属于那些不避艰险，不畏牺牲，勇于实践的人们。
    所以，就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徽州人怎样抓住机遇的问题，并把这本书的题目，定为《徽商密码》。
    我国每年有大量的史学研究成果发表。
这些成果的表述强调专业化，文字刻板，形式僵化，社会大众都不感兴趣，只能被束之高阁。
但是，历史又必须让更多的人知道。
所以，如何把历史写得既不违背史料的记载，又为大众所喜爱，实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插科打诨”的办法。
    在我国的古典戏曲中，主角的唱腔都是很优美的，但是听多了也容易打瞌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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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有“插科打诨”情节的安排。
那是在戏演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有意安排一两个角色出台，让他们说一些有趣的话，或者做一些有趣
的动作，以调剂观众的精神。
    曲艺中的说书人，也是通过穿插“噱头”的方式，来提高观众的兴趣。
    我在叙述徽州人抓住机遇的问题时，所有的内容都是以史料为基础，不敢胡编乱造，最多也只是把
它们表述得活泼一些。
但这样的叙述，又往往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完成的。
在许多情况下，是先虚拟一个当代讲故事的环境，再虚拟一个或几个当代的人物，其中还有一位来去
无踪、料事如神的张老板，以让他们听我讲故事，并有一些离奇幽默的情节发生。
    到后来，我又尝试让这些虚拟的人物参加讨论，发表见解，甚至讲故事给大家听，以便使气氛能够
活跃一些。
    这就叫做“正史杂谈”吧（史料是正儿八经的，谈论的方式则比较杂）。
如果可行的话，它表明历史也可以这样来写。
    现在就请大家对我的探讨多多地给予支持，并对其中一些离奇的（甚至是不符合逻辑、前言不对后
语的）文字不要当真——那都是调剂精神用的，大可一笑了之。
我不是作家，既不善于编织故事，也不善于运用文学的语言。
这一点，也请大家多多地原谅。
    另外，我国古代的纪年，是以皇帝的年号来表示的。
这些纪年与公元纪年之间的对照，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为了便于查对，这里便把明、清两个朝代，不同皇帝年号的纪年与公元纪年之间的对照情况，用表格
的形式表示出来（见附表1、2）。
    好了，丑媳妇见公婆，就先说到这里吧。
下面转入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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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宋代徽州山区，有女孩子的人家，为什么会种很多树？
男人不在家的住宅，外人（即便是警察）强行进屋，会遭遇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明代徽州府，为什么有70％的家庭能摆脱对土地的依赖？
“无徽不成镇”的俗语，说明了什么？
徽商最富有的家族，到底有多少钱？
现代社会的“合同”名称是怎么来的？
徽商当铺怎样计算本银的利息？
著名文人郑板桥靠徽商子弟资助娶了女粉丝当老婆，可他为何对徽商没好感？
⋯⋯答案尽在《徽商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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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崇筼，男，1942年生，安徽歙县人，四川理工学院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高级工程
师。
十多年前开始对明清淮盐经营与徽商等问题进行探讨，已在各类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累计六十万字，有
七篇代表性论文被《经济史》或《明清史》全文转载，著有《明清徽商经营淮盐考略》、《明清徽州
盐商研究》。
首次尝试以通俗笔法全面介绍徽商故事，写作、修改历时近五年，完成《徽商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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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利益格局出现调整
　　五、人的思想观念也发生变化
　　六、引起一定的社会矛盾与问题
　第三部分结语
　　一、社会结构开始变动
　　三、资本在一定范围内对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四、“萌芽”的出现应是一个有机的系统
主要参考文献
著者文稿目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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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汪道昆的祖父汪玄仪    汪道昆说，他的祖先是住在歙县一个名叫松山的小旮旯里，世世代代过着贫
困的生活（这个地方，在民国《歙县志》的地图上，是被标明为松明山，并是在歙西潜口与西溪南之
间。
在这部《歙县志》的第六卷《宦绩》中，也是写明汪道昆为松明山人）。
    他们这个家族历经三百来年，虽然枝叶茂盛，却无艳丽的花朵。
    一直到汪道昆的祖父这一辈，家族中有七个兄弟（称“七穆”），他们都开始经商，并且都相继做
起盐的生意，生活才渐渐地宽裕起来。
    汪道昆的祖父，即汪玄仪，字守义，家族中就是他最先开始做盐的生意的。
    汪道昆说，徽州田地太少，都是以经商来代替耕作。
他的祖父最初也没有什么资本，就是带些粮食，到今天的河北、山西去，后来就在浙江一带做起了盐
的生意。
    通过这些记载，我估计汪玄仪就是去参与开中。
    浙江与徽州的地理关系，说得夸张一点，也就是那么一山之隔吧。
    徽州处在新安江的上游，浙江处在新安江的下游，交通相对比较便利。
    这样，一家兄弟都渐渐地跟着汪玄仪做起了浙盐的生意。
凡是进出上的事情，都是由汪玄仪先做决策，然后兄弟们一起去行动。
    汪玄仪是个语言不多的人，但事情一说出口，又必定要取信于人。
    即使是天塌下来了，他也愿意去顶。
    因此，随着生意渐渐地做大，当地官府便推举汪玄仪为盐策祭酒（即盐商中的头面人物）。
    当户部派使者下到浙江，巡视那里的盐业经营情况，并召集一些盐商去商量对策时，汪玄仪也必定
是要参加的。
    另据汪道昆记载，汪玄仪在充当盐策祭酒以后，不敢以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他只是兢兢业业地
做事。
    举个例子来说。
当时朝廷有个宦官，名叫刘景。
他一来到浙江，便胡说盐商不守法，要大大地勒索他们的钱财，凡是不服从的人，就要被打死，结果
弄得众盐商纷纷逃亡。
    刘景也把汪玄仪写进了“黑名单”，并暗地里告诉捕吏说：“这是一个领头的，要先抓到他，其他
的可以暂时不管。
”    当时，汪玄仪已经逃跑了，他们就抓了汪道昆的叔祖父汪守信去顶替。
    汪玄仪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急得直跳脚，说：“老二被抓，必定要死于虎口。
那不等于是我杀了他吗？
”于是，他只好去找那些抓人的捕吏，要把汪守信换回来。
    见面时，刘景正在拷问囚犯们，他见汪玄仪长得很魁伟，倒也和气地问：“什么事？
”    汪玄仪说：“我就是歙县商人汪玄仪，听说贵人来到这里巡视，日夜备了1000两银子为您祝寿。
”    刘景错愕地说：“我只抓汪守义，不管汪玄仪的事情。
”    汪玄仪说：“汪守义是我的字。
大家对我都很客气，一般不喊我的名，只叫我的字。
”    到这时，刘景也弄清楚了，他让汪玄仪去取银子。
    其实，汪玄仪拿不出这1000两银子。
跟从他的家人，也贴着耳朵对他说：“现在人都跑光了，到哪儿去找这1000两银子？
”    只是汪玄仪很清楚，如果没有这1000两银子先稳住刘景的心，不但自己的弟弟回不来，而且还要
波及更多的商人。
    他没有办法，只好把所有的盐引，都拿到杭州府去作抵押，请求杭州府借贷1000两银子。
这时杭州府的知府姓梁，他知道汪玄仪为人不错，便答应了汪玄仪的请求。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徽商密码>>

    直到后来，刘景事败，才把银子退了回来。
    汪玄仪在60岁后，便从上海谢宾客，回到歙县故里。
    他因为经营浙盐，客居上海的时间最久（当时上海一带属浙盐产区），但是，他从不进倡家的门。
临离开的那天，客人们把汪玄仪灌得醉醺醺的，并强授一位女子给汪玄仪。
汪玄仪便命她点起蜡烛，通宵抄书写字，一直到天亮。
    也就是在这一年，汪玄仪的长孙汪道昆有3岁了。
后来，当汪道昆中了进士，被安排在浙江义乌做县令时，汪玄仪高兴得不得了。
    汪玄仪直到80多岁时，还一日三餐都喝酒。
他有一名老家人，能唱秦腔。
每到酒酣的时候，老家人便唱着秦腔，为汪玄仪助兴。
    嘉靖二十七年（1548）八月初二日，汪玄仪对汪道昆的父亲汪良彬说：“良彬啊，我要归天去了。
但是，你的弟弟汪良植还在做生意，你的儿子又在做官，我都希望你们好好地过日子，千万不要糟蹋
先人留下的事业。
”    说着，汪玄仪渐渐地合上了眼睛。
    P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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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是一名工程技术人员，探讨徽商问题已有10年的时间。
    最初便曾得到时任《徽州社会科学》主编刘伯山先生的支持。
当我说出，我所在的地方，既不是徽商故里，又不属于当年的淮盐销售区域，资料十分缺乏的时候，
刘老师当即决定，把他使用着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寄来。
从此以后，刘老师对我的扶持一直未断。
    1999年9月，曾因拙稿《乾隆朝徽商在淮盐业经营中的获利估算》，向时任《盐业史研究》副主编的
林建宇先生请教，林副主编在电话里即给予热情的鼓励，从此结下友谊。
后来，又得到《盐业史研究》主编黄健先生、副主编程龙刚先生，以及周聪等编辑老师的大力支持。
    《清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安徽大学学报》、《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安徽史
学》、《徽学丛刊》、《徽学》、《史学月刊》、《黄山学院学报》、《安徽日报》，以及《四川理
工学院学报》、《盐文化研究论丛》的编辑老师们，都在不同的时候伸出热情的手，支持我向前探索
。
    2006年，四川理工学院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后，主任曾凡英教授即聘我做客座研究员，并承担
了中心2006年招标项目“明清时期徽州盐商与淮盐经营”的研究。
在该项目的最终成果《明清徽商经营淮盐考略》一书收入曾教授主编的中国盐文化研究丛书出版后，
我便对曾教授，以及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兼《盐业史研究》副主编程龙刚先生、安徽大学徽
学研究中心刘伯山研究员、广西师范大学宾长初教授表示，希望在成果的通俗化方面做一点探讨，并
把最初的拙稿传去向他们请教，他们都表示热情的支持。
后来，在本书的写作过程当中，又得到了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的支持与帮助。
    本书从最初的写作阶段，便幸运地得到中华书局和责任编辑徐卫东先生的支持。
    现在可以报告大家，书中所写的那位“北京的徐先生”，就是中华书局的徐卫东先生。
    我们的认识始于2008年的国庆前夕。
徐老师对本书提出的要求是，既然面对社会，那就“要考虑本书的读者对象是普通读者，所以要有一
定的故事性，表达上尽量轻松，本书主题对当今的意义最好也有一定的揭示”。
    为了尽量轻松，为了在没有故事情节的条件下编出个故事来，张老板这个人物就被设计出来了，插
科打诨的艺术手法也开始被采用，并在最后总结出一个办法，那就是用虚拟的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去
推动对历史故事的讲述。
这些都得到了徐老师的肯定与支持。
他还在北京为我搜集资料，然后寄来供我参考。
    不知不觉地，时间又过去两年多，丑媳妇终于要见公婆了。
在这样的时刻，最不能忘记要说一声谢谢，谢谢那一路来支持着我的人们。
当然，要谢的人还很多。
例如，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曾参考或者引用过不少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些都是应当谢谢的。
借此机会，也想请学界给一个谅解。
那是因为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当的地方，只能留待以后去改正。
    对于广大的读者女士、先生们，则感谢大家都来看这本书，并希望多提宝贵的意见，以便把它修改
得更好。
    汪崇贫谨识    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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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千多年来，我们徽州人都是以善于经商而闻名全国的。
    ——思想家 胡适    徽商创造的财富神话，他们在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推动城市多元文化建设
以及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做出的卓越贡献，都是不可磨灭的。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教授 卞利    徽商是时代的产物，徽商是历史的一环。
它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涉及当年徽州府内的家家户户。
研究徽商，应具备正确的群众观点——人民创造历史。
    ——《徽州文书》主编、研究员 刘伯山    徽商的崛起除了他们具有吃苦耐劳和开拓创新这些创业精
神外，还得益于他们背后沉淀着的独特的人文精神。
    ——青年学者 胡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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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汪崇筼编著的《徽商密码》是全国第一部讲述徽商故事的非虚构作品，看看我们老祖宗驰骋商场，到
底依仗什么经营秘密？
    书中贡献大量跟徽商、徽州有关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和人物故事，不一样的旅游手册，赴徽州
寻梦的驴友必备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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