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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胡雪岩是晚清时期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在中国近代商业史上的地位，堪
与中国古代“商神”陶朱公范蠡相媲美，因此后人誉胡为“亚商神”。
他白手起家，从一个钱庄小伙计开始，通过结交权贵显要而走上发家之路；洋务运动中，他引进设备
，聘请洋人，大发横财；左宗棠西征时期，他筹粮筹饷，借外债，大发引资财。
几番周折，他便由一个钱庄伙计一跃成为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
鲁迅先生评价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商人”。
胡雪岩的一生跌宕起伏，既精彩，又惊险。
但从商人的角度来看，胡雪岩无疑是商业奇才，他创造了一个神话。
胡雪岩是第一个获清廷特赐二品顶戴、赏黄马褂、准紫禁城骑马殊荣的商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
外国银行开展金融业务往来的商人。
他的成功之路终结了传统商人的旧式经营模式，开启了中国新式商人的先路，被人们尊为商场中的楷
模，更被人们视为做事的榜样。
胡雪岩之所以能成功，关键就在于他深谙中国的传统文化，十分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和技巧。
一个人如果过于方方正正、有棱有角了，那他在生活中肯定会处处碰壁、时时受压。
但一个人如果过于圆滑世故、八面玲珑，总想着让别人吃亏而自己得便宜，久而久之这种人肯定就要
承受众叛亲离之苦。
因此，做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外圆内方，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如鱼得水。
但在胡雪岩看来，做事要越圆越好，只有讲求“圆”，各种关系才能打理得井井有条、恰如其分，这
样做起事来才会事半功倍、无往而不利。
胡雪岩能成为商场中的风云人物，拥有富可敌国的资产，这与他善于用人有很大的关系。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作为领导者和管理者，在用人时不能只求“完人”，得学会去运用每个人
的优点，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正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胡雪岩正是紧紧把握住了“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精髓，他先借助王有龄
开钱庄，后又以左宗棠为靠山创办胡庆余堂，从而一步一步走向事业的巅峰。
胡雪岩一生做事以圆融为要，经商以变通为重，关系以交贵为主，借力以他人为梯，谋划以长远为略
，用人以合适为准，处世以诚信为本，宽心以完美为终。
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所以在孔子的哲学里，讲求“仁”、“义”的人就是道德高尚的人。
胡雪岩虽身为一名商人，但以“仁”、“义”二字作为经商的核心，善于随机应变，绝不投机取巧。
他富而不忘本，经商不忘忧国，在赚了钱以后大行义举，获得人们的高度赞扬。
他协助左宗棠西征，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在救亡图强的洋务运动中，他也贡献了自己的一分力量
。
当然，胡雪岩也未能跳出商人的圈子，所以他身上也就自然带有商人的劣根性，富裕了就在生活方面
极尽奢华。
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胡雪岩的身上，更多的是值得大家学习的东西。
编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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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志向、德行、人脉、借势、用人、冒险、眼光、处世等多角度，对胡雪岩经商处世之道的
智慧做了详尽的总结和剖析。
他的为人处世，他的奋斗，他对商业独特的见解，依然可以成为当今正在茫然摸索的后人一盏指路明
灯。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胡雪岩>>

书籍目录

第一篇　　胡雪岩万里鲲鹏之志:　商道之高度，取决于志向之远大
　有多大的志向就能做多大的事
　成大事者必有开疆拓土的气魄
　为自己的志向而进行抉择
　磨炼定力，驾驭时机
第二篇　　胡雪岩完善自我之法:　做上乘之人，德行是一切的开始
　德行是一切的开始
　心向着天，眼睛盯着地面
　“仁义”当头，乐善好施
　赚钱要走正道，成功才能长久
　有信用的人才会值得别人去相信
第三篇　　胡雪岩结交贵人之谋:　找到好靠山，大树底下才好乘凉
　做生意不能没有靠山
　结交官场须烧冷灶
　舍得投资对自己有用的人
　结交朋友，赞美很重要
第四篇　　　胡雪岩规划人脉之道:　以情义交友，得人心大于得金矿
　以情义结交朋友、贵人
　结交有学识之人，取长补短
　保住别人的面子就是给自己加分
　为人分忧，化无尽感恩为无尽忠诚
第五篇　　　胡雪岩借势起势之策:　让关系畅通，顺势而为实现共赢
　借桥借路，实现共赢
　把握时势，成就英雄
　巧借东风，实现自己的目的
　借力生财，一劳永逸
　借他人之口做大市面
　利用形势变化来赚钱
第六篇　　　胡雪岩知人善任之智:　善识人用人，把住人才把住财脉
　做大事就要唯才是举
　用非常眼光识破奇才
　给别人一个合适的位置
　给一个人多大的责任，就该给一个人多大的权力
　用人不疑，不随便干预对方
　因势利导，对人才进行改造
第七篇　　胡雪岩创新大胆之慧:　敢承担风险，抢在人前才能获利
　生意场上敢为人先
　冒险，也要想清楚再做
　胜败在于“敢”与“不敢”之间
　做生意要灵活才能化解风险
第八篇　　胡雪岩慧眼识机之能：　眼光精准远，留心则处处是商机
　眼光要看得准、看得远
　处处留心，处处都是商机
　善于变通，发现新财路
　机会转瞬即逝，要善于发现和把握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胡雪岩>>

第九篇　　胡雪岩谋划定夺之绝：　做长远规划，绝不打无准备之仗
　要想取之，必先予之
　生意头脑要活络
　舍小利趋大利，放长线钓大鱼
　不抢同行的饭碗
第十篇　胡雪岩扬名立腕之举：把名气打响，生意就会越做越大
　做生意要讲文化品位
　商人要学会舍财扬名
招牌叫响，黄金万两
　守住面子和招牌
第十一篇　　胡雪岩圆融处世之术:　处世要圆通，刚柔相济皆为利
　做事以“圆融”为要义
　谨小慎微防人妒
　得饶人处且饶人
　吃亏也是占便宜
第十二篇　　胡雪岩掌控全局之要:　着眼于大局，未雨绸缪控制全局
　用连环计锁定全局
　控制全局需要合适的人
　忍一时能稳住局面
　有全局眼光才能未雨绸缪
第十三篇　　胡雪岩经商济世之德:　为富必要仁，商人更要有责任感
　为富且仁是赚钱的根本
　做好事和赚钱是相照应的
　为别人打伞就是为自己打伞
　有了钱就要多做好事
　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胡雪岩>>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早晚有一天，我要自立门户，闯出一条通天路来，这样才算得上是个大男人。
 胡雪岩幼年丧父，家庭贫困。
为了养家糊口，胡雪岩从小就到杭州信和钱庄当学徒。
那时候，杭州人称学徒为“学生子”，干的是又累又脏的粗杂活。
但是胡雪岩并没有“人穷志短”，他聪明好学，勤快又善解人意，并且能言善辩，很快就博得了钱庄
老板的赏识。
三年满师之后，胡雪岩顺利地成了这家钱庄的伙计。
 上天把胡雪岩“读书做官”这条道路给堵死了，却为胡雪岩开启了另一扇门——商之门。
在信和钱庄，胡雪岩经常单独负责催款收账，从未出过任何纰漏，因此很快又被提升分管“外场”，
从事联络客户、放款和兜揽存款的业务。
这期间，胡雪岩果然不负东家所望，不仅将“外场”打理得妥妥帖帖，并且把钱庄里里外外、上上下
下的关系也处理得十分融洽。
 但是，素来就胸怀大志的胡雪岩，此时已经不安于做“外场”的现状了。
胡雪岩还未出道的时候，就曾经说：“早晚有一天，我要自立门户，闯出一条通天路来，这样才算得
上是个大男人。
”这个志向正胡雪岩在商界不断开拓、走向辉煌的原始动力。
虽然他自幼就怀有建立不世之功的抱负，但是由于自己身份卑贱、没有本钱而壮志难酬。
因此，尽管他平常在众人面前总是嬉笑无忧，内心深处却总是郁郁寡欢。
多年的“外场”工作总算让胡雪岩日渐成熟起来了，他深知要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就必须依靠官吏
的支持，正所谓“背靠大树好乘凉”，而自己仅凭一个钱庄小伙计的身份，要想与在任的官吏拉上关
系简直比登天还难。
 当时正是咸丰初年，正赶上了太平军席卷全国，需要用兵的时候。
然而，中央财政尴尬得一点腾挪的余地也没有，即使新开苛捐杂税，也难以解救这燃眉之急。
 面对危局，在大臣的策划下，朝廷出台了一项“筹饷上策”，也就是“奏令各省，劝谕绅商士民，捐
助军饷”。
当然，这个“捐”字就是出钱买官的意思。
而胡雪岩的机遇也正是“捐官”带来的。
 当时的王有龄郁郁不得志，在父亲死后，举目无亲，潦倒落魄，由于无所营生，所以常来泡茶馆，以
解烦闷。
胡雪岩早就对王有龄这人有些了解，知道他祖籍福州，为人正直，满腹经纶，却一直怀才不遇，处境
异常艰难。
出于怜悯，胡雪岩经常请王有龄喝酒。
酒至半酣，王有龄趁着酒兴把自己的困窘告诉了胡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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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胡雪岩:经商处世之道》编辑推荐：胡雪岩生逢乱世，在晚清官府腐朽，动荡不安的年代，他以自己
的智慧、胆识、精准的识人眼光，从一个钱庄的小伙计一跃成为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
其经营某路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其中必然有其过人的智慧与技巧，值得我们细心考察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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