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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商就学胡雪岩胡雪岩这个人是被后人硬“架”出来的，成为商人们学习的模子。
他原本安安静静地死了，不知为什么后世人写了一部小说，还拍了无数部关于他的戏，硬把他弄得“
活”了过来，之后就是纷纷扰扰，争议不断。
其实大家都知道，小说中的人物是不真实的。
那真实的胡雪岩到底是什么样儿？
一代名臣左宗棠这样评论胡雪岩：“商贾奇男子也，人虽出于商贾，却有豪侠气概。
”胡雪岩不但是个冷静、精细、圆熟的生意人，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杭铁头”，固执，有冲劲，勇
气过人。
他的生意是干净的，他这个人，是有信誉的。
现代仍有很多人在误解胡雪岩。
因为中国社会自古重农抑商，谈起商人口中就骂奸商，这个根子在中国人脑子里扎得太深了，直到今
天，我们仍然不肯相信商人的道德和节操。
也正是这种对商人道德操守的不理解和不信任，使我们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之下，不懂商业的原则，更
不遵守商业的规矩。
说起胡雪岩最让人误会的地方，就是他做生意的时候“勾结官府、贪赃枉法”。
可话说回来，也许到今天还没有人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胡雪岩之前，江南那么多精明的大商
人一个个对官府全都敬而远之，只有胡雪岩一个人愿意去“勾结官府”？
难道这么一条发财之路，全天下只有胡雪岩一个人想到了吗？
在晚清那个时代，如果说胡雪岩特别聪明，发现了别人都没发现的商机，倒有可能；但他成功了，发
达了，却仍然没有一个大商家随后跟进，清朝也就在列强瓜分中瓦解，那么多洋务派和改革派提出商
业救国的方案一个都没有实现，只说明了一件事：环境！
环境塑造人，也能毁灭人。
要是弄不懂这一点，就肯定会误读胡雪岩。
我们今天重新解读胡雪岩这个人，用最明晰通俗的方式解释和还原他的经商之道与商业信条，尤其重
要。
胡雪岩也用自己的人生证明：商格就是人格。
从一个没爹被故意抛弃的孩子，到晚清首富，胡雪岩到底是怎样发迹的？
他经商有什么诀窍？
在与官府和朝廷打交道中是如何“走钢丝绳”的？
他发了财后又做了哪些善事？
在商场三十年的摸爬滚打中，胡雪岩从中究竟获得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胡雪岩黑白通吃，都说他是晚清首富，红顶商人，可他真的富可敌国吗？
他的身家财产到底有多少？
这么一个强人又怎么会一夜之间全面破产，获罪抄家？
胡雪岩到底是病死，还是自杀了？
这一切谜团，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答案。
在本书把所有谜团全部解开之后，读者们会发现，胡雪岩这个人真是值得现代人学习。
一个牛×商人最初是如何偷师磨技的；他对商业运作独到的理解；他在分析业务时奇妙的思维；他对
朝廷政策精准的把握；他对资金和人脉圆熟的运作；他的诚信，他的“善”战之术，他死里求活的高
明手腕儿⋯⋯可以说，胡雪岩一个人，就是一部商业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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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商就学胡雪岩》是第一部全面讲解胡雪岩商业智慧和人生信条的历史通俗读物。
胡雪岩是一个商业的传奇，一个最不想当官的人却在官商界游刃有余，并做到了富可敌国，朝廷倚重
，简直就是一个贫民窟里出来的亿万富豪的经典神话。
他的人生如何起步的？
他怎么经商和发财的？
胡雪岩真的富可敌国吗？
他又怎么会一夜之间全面破产，获罪抄家？
这一切谜团，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答案。
本书以轻松幽默的笔法和通俗易懂的文字，把胡雪岩的人生经历逐一理顺，把这位“红顶商人”最真
实的本性呈现出来，非常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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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南浦云，本名许葆云，知名历史学者，资深作家，致力于晚清近代史和人物的研究，并很快成为
该领域的专家，有多篇文章发表，影响很大。
代表作有《大明平倭传》、《沉沦的舰队》。
其作品最大的特点是史料扎实，文笔流畅，擅长刻画人物，极富感染力，故事非常好读。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商就学胡雪岩>>

书籍目录

前言：经商就学胡雪岩
第一章　从小就爱钱
　1．“命大福大”的顺官儿
　2．不学却有术
　3．见钱眼开的学徒
　4．从站柜到跑街
第二章　第一笔大生意
　1．“跑街小胡”失业了
　2．撞南墙
　3．王有龄回来了
　4．小菜一碟
　5．你信不信我
第三章　起步第一桶“金”
　1．空手套白狼
　2．玩转官票
　3．湖州的响牌
　4．价格联盟
第四章　钱庄做大了
　1．买命胜过买心
　2．北上取经
　3．给官府帮“血忙”
　4．官老爷的“私钱”
第五章　商场就是战场
　1．欺生
　2．结仇
　3．疯狂地挤兑
第六章　权力的暗战
　1．索贿者
　2．连环套
　3．军机处
　4．曾国藩
第七章　江南“丝王”
　1．小刀会和大涨价
　2．内奸拆台
　3．往死里整
　4．开钱庄和当铺
第八章　商人与战争
　1．身不由己
　2．乱糟糟的存款
　3．奇怪的攻势
　4．江南大营崩溃
第九章　舍了命豁出去
　1．冲出围城
　2．上海筹粮
　3．船帮与漕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商就学胡雪岩>>

　4．无望的航程
　5．隔江相望泪眼
第十章　胡雪岩和左宗棠
　1．粮食，就是命啊
　2．商人跟上官人
　3．“粮台官”的生意经
　4．克复杭州
第十一章　重建杭州城
　1．杭州赈抚局
　2．“劝捐”
　3．火轮船
　4．殷殷故人情
第十二章　胡大善人倒霉了
　1．灵丹妙药
　2．谣言疯起
　3．好事儿办砸
　4．灰溜溜“红顶子”
第十三章　奔向福州船政局
　1．左宗棠的大手笔
　2．法国人的花活
　3．政局定址
　4．事多磨
　5．洋“贪污”
　6．福州船政局
第十四章　洋债是个无底洞
　1．“弄”钱儿
　2．无底洞
　3．借了又借
　4．捐了又捐
第十五章　一场撬米恶斗
　1．撬米行
　2．反撬
　3．非常手段
第十六章　坚定收复新疆
　1．五十岁开药铺
　2．新疆出事
　3．举债进兵
　4．平定新疆
　5．“玩儿”机器
第十七章　胡庆余堂
　1．华丽亮相
　2．货真价实
　3．广告效应
　4．“善”战
第十八章　商人的本质
　1．又见洋债
　2．回扣风波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商就学胡雪岩>>

　3．电报之争
　4．“狗”和“主子”
第十九章　湖丝“扼”喉
　1．开始囤丝
　2．江郎才尽
　3．陷入困境
　4．风云突变
第二十章　最后的失败
　1．压垮骆驼的稻草
　2．疯狂大挤兑
　3．全军覆没
　4．惨烈的“打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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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商就学胡雪岩>>

章节摘录

版权页:商场常欺生上海、北京两处分号搞定之后，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已经在全国有了一定的影响，开
出去的银票有了信誉。
但要想在全国各地实现通存通兑，眼下阜康钱庄还做不到，胡雪岩必须抓紧时间在重要城市多开分号
。
于是胡雪岩再次挑选了一批精干的伙计，从杭州阜康钱庄本号的银库里拨出十万两银子，带着这笔钱
直奔福州而来。
福州，是福建省府，闽浙总督衙门所在地，又是最早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另外四个城市分
别为上海、广州、宁波、厦门，这些地方很快都有了阜康钱庄的分号），所以福州是清末中国东南重
要的商贸门户之一，地理位置比杭州还要重要。
胡雪岩对这座城市也是格外地看重，这次他亲自跑到福州来开设阜康钱庄分号，就是要尽快抢占这块
风水宝地。
和杭州、上海一样，福州这个通商口岸也是商贾云集，华洋杂处，繁荣热闹，大大小小的钱庄开得满
街都是。
在那个年代，做生意实在太不容易，所以各行各业都自动地结成了一个个“行会”，由大商家担任“
会首”，各地区自行定出一些“土规矩”，大家一起遵守，抱起团儿来做生意，互相也好有个照应。
钱庄这一行当然也有“行会”。
所以胡雪岩一到福州，赶紧打听“钱庄同业行会”的事，很快就弄明白了，福州钱庄同业行会的“会
首”是元昌盛钱庄的卢老板。
于是小胡备下礼物跑去“拜码头”。
结果卢老板找了个借口，不见。
对这个胡雪岩倒不觉得意外，只是有点儿扫兴。
初到贵宝地，上门来拜望当地有势力的人物，迎面先吃个闭门羹，一点儿也不奇怪——行里的规矩管
这叫“摆谱儿”。
或者说得再直白点儿，就是给这个初来乍到的外地人来个“下马威”。
不过这都是对待那些没名没号的“小字辈儿”的态度，胡雪岩在杭州那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混得
相当成功，本以为自己这家阜康钱庄的名号已经打响了，在全国“各大码头”多少应该有几分面子。
可是现实永远比幻想残酷得多，刚进福州城，还是直接吃了人家的一个“闭门羹”。
这说明胡雪岩把自己的成绩估计得有点太高了。
说实话，元昌盛钱庄的这位卢老板还真有点儿看不起胡雪岩。
这一年小胡才三十二岁，太年轻了。
加上他以前只是个跑街伙计，自己办起钱庄总共才一年多，虽然在浙江、上海办了几件大事情，做了
几笔大买卖，杭州城里公认胡雪岩是个能手。
可在福建这边儿，“阜康钱庄”这四个字根本就上不得台面。
所以卢老板是真没拿胡雪岩当回事儿。
不过这也没关系，商人嘛，就得有一股子坚定执著“没羞没臊”的硬劲儿。
第一次人家不见，小胡就二次登门。
结果第二次人家还是不见⋯⋯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商就学胡雪岩>>

后记

“杭铁头”的口碑    胡雪岩，生在一个特殊年代，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开设钱庄，替官府管理公库
，经理汇兑，前后三十多年，没出过一笔差错。
其后主持上海“采办转运局”，经手钱粮银两从无错漏，借洋债一千七百多万两白银，除应得回扣，
一两白银也没多取。
代管公库、执行转运期间，以钱庄资本垫付公款百余万两白银，从无怨言。
    前有浙江巡抚王有龄；再有陕甘总督左宗棠；最后是两江总督曾国荃，他们全都这样说。
    到后来胡雪岩集巨资收购蚕丝，与洋商斗法，偏在此时遭遇危机，钱庄破产，荡尽家财清还欠账，
硬是将身边财物一分一文全部缴出，可到最后，终于无力尽数清偿，于是在还债期限到期的这一天，
自杀身亡。
    胡雪岩的失败，不是缘于生意上的失败，事实上，他是毁于一次“意外事故”。
还有传统意义上的，“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老胡本人是个精干的商人，一个非常出色的运作高手。
纵观胡雪岩一生的经营之道，他的每一个计划，每一笔买卖，都做到了稳妥而精确，以最小的风险追
求利润的最大化。
    可以说，胡雪岩是他那个时代的“经营之神”。
胡雪岩一生尊商重道，操守谨严。
坚忍顽强。
有胆有识，不诈不欺，他的人品，有“胡庆余堂”的“戒欺”牌匾为他作证。
    活得信义，死得坦白，欠人钱财，以命相抵。
后人说胡雪岩是个“杭铁头”，名不虚传。
    “杭铁头”三个字，把上面总结的这一堆东西都装进去了。
    ——这就是老胡的个性。
    没有个性的人，不能成大事。
这是天下至理，放之四海皆准。
    其实对胡雪岩这个人物的评价，在清代早就有了定论。
    左宗棠大帅是这么说的：“胡雪岩，商贾奇男子也，人虽出于商贾，却有豪侠气概。
”    晚清文史大家，越缦老人李慈铭以四字计之：“光墉者，江南大侠。
”    那些认为胡雪岩“官商勾结、吹牛拍马、专靠卑鄙伎俩发财、后院养着一百多个姨太太”的说法
，真不知是从何而来。
    所以说胡雪岩这个人，也真可怜。
    他本是个严谨、讲信誉、有正义感的商人，可只因为他是商人，社会不理解他，老百姓不信任他，
从他活着的时候，就有人一盆一盆往他身上泼脏水，后来人死了，可这脏水仍然泼个不停。
过了一百年，好不容易才消停了，却不知怎么搞的，忽然又被人从坟墓里“架”了出来，接着往他身
上泼脏水，而且越泼越脏，越泼越臭！
    要是胡雪岩在天有灵，他一定会气得从坟墓里蹦出来，把那帮写文字诬蔑他、羞辱他的家伙一个个
掐死。
    当然，胡雪岩并没蹦出来掐人，这又一次向我们证明了一个真理：历史不用人评说，自有公理。
    ——很多事儿都可以有传说，唯独生意场上，不能有传说。
    很多人可以是传说。
但唯有百姓的“口碑”不是传说。
所幸，胡雪岩到今天还给世人留下了两笔真正的财富——“胡庆余堂”和用良心做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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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胡雪岩，商贾中奇男子也。
人虽出于商贾，却有豪侠之概。
”    ——左宗棠    “贫穷不是罪恶，富贵也并不可耻。
哪个穷家子弟不想改善自己的家境？
但是贫富的事情我们很难做主，往往无能为力。
连孔子都承认，富贵不是人所能够控制的。
因此，胡雪岩能够走出贫困，获得大好前程，绝非偶然，其中有很多道理，值得我们好好仿效和学习
。
”    ——曾仕强    “游刃于官与商之间，追逐于时与势之中，品够了盛衰荣辱之味，尝尽了生死情义
之道。
”    ——陈代卿    “做大生意的眼光，一定要看大局，你的眼光看得到一省，就能做一省的生意，看
得到天下，就能做天下的生意，看得到外国，就能做外国的生意。
”    ——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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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商就学胡雪岩》编辑推荐：“跑街”如何炼成富可敌国，胡雪岩最邪门的赚钱之道！
作为孤儿寡母被人扫地出门，却能从小立志经商，他的商业法则是，经营人脉和关系，信誉比赚钱更
重要。
一本年轻人最应该看的商道书，胡雪岩说，人的一生其实就是在经营自己！
钱这么要紧，胡雪岩当然喜欢“钱”，就是喜欢！
喜欢得干干脆脆，不折不扣，不遮不掩——读书就是为了挣钱，目的相当明确。
对一个商人（或者想成为商人的人）来说，个性很重要，但个性不是拿来张扬的，对与错，也不一定
要当面理论清楚。
自己的立场，自己心中有数就行了。
这叫心计，也称之为“术”。
世间本没有路，所有路都是那些勤奋的人自己趟出来的。
平时不做准备的人，绝对有不了“机会”，可只要做了准备，机会一定会来，而且永远比想像中来得
更快。
生意场上，场面没有战场那么血腥，可商场比战场要冷酷得多。
在这里，大家伙儿全都笑脸迎人，整天把“人情儿”挂在嘴上，其实却是个最不讲人情的地方。
做生意嘛，就是这样。
烦乱琐碎，受气受累，什么人都要接触，什么事都能遇上。
所以做生意做到最后，很多人都会变得麻木。
在成群僵硬麻木的职员中，那个一直不肯“麻木”，始终保持着兴趣与活力的，就会升职。
在社会上做事，往往都有这么个特点：那些看起来最辛苦最忙碌的人，其实并不是最苦的。
真正苦的，反倒是那些看起来比较“清闲”的家伙们，而且往往是表面越“闲”的，内里越辛苦⋯⋯
当然，商家和官府搭关系做买卖不是不行，行！
可是做这个生意，要有大胆量，大魄力，大后台，大头寸，大包大揽，大进大出，大赚大赔⋯⋯一切
都在一个“大”字上做文章，最后归结为三个字：大风险！
受到挫折之后，先从自己身上寻找问题。
如果找到了问题，把它改了，就好了。
如果受到挫折之后，在自己身上死活找不到错误，那就说明你没错，只是机会还不到，你大可以坚持
下去。
人这辈子要想做大事，一定得学会先从“事儿”里走出来，然后回头再看。
这样才能看破危机，别开生面。
因为胡雪岩这个人太善于“换个角度看问题”了！
他一生的成就，大半儿都是靠着“换个角度看问题”的绝招儿赚回来的。
一根筋的人不适合做生意，也不适合与人打交道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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