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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常言道：“古有先秦陶朱公，近有晚清胡雪岩。
”一代红顶商人胡雪岩在中国近代商业史上的地位，堪与中国古代“商圣”陶朱公范蠡相媲美，后人
誉之为“亚商圣”。
他由钱庄白手起家，以金融为龙头，设典当，倒生丝，开药铺，财源广进；贩军火，筹军饷，借洋款
，办船厂，周旋于官府势力、江湖漕帮、洋商买办、三教九流之间，层层托靠，坐收渔利；他生逢乱
世，结缘权贵，纳粟助赈，左右逢源；他敢于孤注一掷，善于官商结合，精于商战谋略，巧于笼络人
心，精于做人之道，官居二品，财色双收，留下无尽风流情话。
    然而，这一切都只是胡雪岩风光的一面。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天从人愿，赌博一生，看似风光无尽，实则如履薄冰。
当我们把胡雪岩放到清末那个特定的舞台上来考察，不难发现他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
    胡雪岩出身贫寒，他发迹于官场，也败垮于官场。
从他有意结识王有龄开始，就意味着他必然与官场、与清末政治时局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早期依靠王有龄的关系和势力，投机钻营，以精细的连环计算，收买人心、网罗赌棍、拉拢富商，
混迹于勾栏赌场，迅速发迹。
后来，战乱中两次机智的应变使他得到了左宗棠的赏识，顺势依附于左宗棠麾下，一面为左宗棠筹粮
，一面利用过手的官银扩办私人钱庄，继而独揽替左宗棠代购洋枪洋炮的生意，并为左宗棠计划在福
建创建的马尾造船厂筹集资金，后又创举外债之先河。
胡雪岩对左宗棠军务的支持引起了慈禧的注意。
御封其为四省税务代理总管，后又御赐黄马褂，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红顶商人。
此后，胡雪岩又凭借其卓越的商业头脑，在全国各地设立“阜康”钱庄分号，在杭州创立“胡庆余堂
”中药店，其事业如日中天。
为了打破洋商的垄断，他还办起了民族工业缫丝厂，迫使贪婪的英商不得不求助于左宗棠的政敌李鸿
章。
经过李鸿章等人的幕后谋划，胡雪岩被摘去“红顶”，加上对手的煽动，钱庄突然发生挤兑，近3000
万两银子的家业也顷刻贻尽，一代商业奇才在困惑悲叹中死去。
    胡雪岩的一生，既是一个商人在兵荒马乱中，苦寻机遇、冒险打拼的鲜明写照，又是清末官场尔虞
我诈、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一面镜子，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内外交困中走向末路的一个缩
影。
100多年过去了，人们之所以仍记得胡雪岩，不仅是因为他创办的胡庆余堂还在，他修建的大宅子还在
，更因为他传奇的一生，给人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启示和思考。
    胡雪岩的一生，为什么会如此大起大落？
他成功的经验是什么，他失败的教训又有哪些？
    由于胡雪岩死前被抄家，留下的资料很少，现有小说中关于胡雪岩的传奇故事，多半取材于民间口
耳相传、流传甚广的传说。
本书尽可能搜集考证更多资料，用铺陈事实的写实手法，再现胡雪岩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一生。
既重史实，又不乏细腻的细节描写，也有对其成败得失的概括总结，使读者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一
个真实的胡雪岩。
    为政要看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
不论历史上的胡雪岩人品到底如何，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能给现代人以启示，能从中悟出点什么
，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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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看胡雪岩，品其“戒欺”与“真不二价”之经商绝学；观其“成了官场，拜也官场”的历史宿命！
感悟经商要深谙生存安全的边界；从政要熟知权力的雷区。
本书讲述了胡雪岩精于商战谋略，巧于笼络人心，从一名社会最低层的店伙计做到了居于庙堂的红顶
商人，又从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到倾家荡产只用了三天的传奇人生。
全面揭示了晚清官场的诡秘与政治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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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路见不平，行仗义安葬徐疯子
胡雪岩作为信和钱庄的“出店”，奉命去找借贷捐官未成、欠下多个债主一屁股债的徐疯子，催讨一
笔老债，正遇到另一债主在威逼徐疯子。
徐疯子羞愤难当，于当晚投河自尽。
胡雪岩感慨万端，行仗义安葬了孤苦伶仃的徐疯子。

第二章 慧眼识珠，烧冷灶倾囊助书生
胡雪岩每忙完一天，都会到“十里香”茶楼歇歇脚。
他在那里遇到一个叫王有龄的落魄书生，交谈中，得知他捐过官但一直未能补实缺，胡雪岩慧眼识英
雄，将收回的死账五百两银子擅自给了他，让他进京补缺，而自己却因此被钱庄开除。

第三章 意外重逢，出奇谋化解漕运难
王有龄进京求官，遇上了自己的“总角之交”、吏部侍郎何桂清。
因着这层关系，王有龄很快得到了浙江海运局坐办之职。
刚上任就要处理积弊已久的漕运问题，王有龄为此头痛不已，最终还是胡雪岩想出了一条妙计。

第四章 结交漕帮，讲情义利人更利己
为解漕运之难，胡雪岩靠“情”、“义”二字，与江湖上闻名的漕帮结交。
他站在双方的立场上筹划安排，左右周旋，上下打点，终于帮王有龄化解了漕运之急。

第五章 孤注一掷，借东风全力办钱庄
王有龄因圆满地解决了漕运问题而获得“能吏”之称，胡雪岩也因此得到巡抚的夸奖。
借此良机，胡雪岩极力装点门面，空手套白狼，风光地创办了自己的阜康钱庄。

第六章 挑动芳心，装糊涂无意解风情
王有龄很快升任湖州知府，在陪王有龄赴任的船上，胡雪岩与暗恋他的翠环姑娘倾情交谈，但就是不
将这层纸捅破。
王有龄也恋着梨花春的芸香，于是，胡雪岩把这位与自己交情不浅的芸香姑娘赎出来，送给王有龄为
妾。

第七章 远攻近交，办丝行左右卖人情
胡雪岩得知湖州的蚕丝闻名天下，决定进入生丝行业。
为了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行当中站稳脚跟，他讲“义”让“利”，广交各路朋友，左右逢源，一举成为
行业领头羊。

第八章 平叛定乱，施援手求贤助功成
王有龄接任湖州知府正春风得意之时，遇到辖内新城暴乱，他急召候补道员嵇鹤龄剿匪平乱，但对方
坚辞不出。
胡雪岩主动出面，帮嵇鹤龄解决经济困难和后顾之忧，情理相加，恩威并重，使嵇鹤龄义无反顾，顺
利平乱。

第九章 急流勇进，情加理缄劝王坐办
官场上的潜规则令王有龄穷于应付，在省级官员调整前夕，他产生了激流勇退的念头。
胡雪岩为其详细分析利弊得失，力劝他急流勇进，并将官场上的各种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天衣无缝
，最终各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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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借师助剿，巧谈判软与硬兼施
胡雪岩一介商人，却时时关注官场之事。
地方办团练之议，让他窥见了巨大的商机。
他打通上下关节，结交洋场朋友，名正言顺地做起了军火生意。

第十一章 烽烟洋场，巧施恩合力斗洋商
胡雪岩有感于洋商控制中国的生丝生意，盘剥桑农，挺身而出，想方设法，把各自为阵的沪、杭、湖
等地的丝商联合起来，垄断生丝，抗击洋商，一举成为华商勇斗洋人的一面旗帜。

第十二章 私贩军火，让寸利争得好名声
胡雪岩的军火生意原本一帆风顺，不料突然被人插了一脚，甚至还被匪帮打了劫。
他判断形势，权衡利弊，对商场之争，让利；对匪帮之劫，收抚。
最终使自己插上了红黑两面旗帜，各种军火运输均畅通无阻。

第十三章 纳妾续房，争名分平地起风波
胡雪岩生性风流，对于喜欢的女人总是想方设法弄到手，如此一来，妻妾成群，也就有了纷争。
尤其是娶与自己相恋已久的翠环姑娘，颇费了一番周折，最后只能以“两头大”的方式处理。

第十四章 察言观色，舍阿巧割爱贿贪官
为了劝说江苏学政何桂清出任浙江巡抚，胡雪岩携小妾巧云前往苏州拜访何桂清。
何桂清在回访时，对巧云一见钟情，并向胡雪岩暗示要讨一个像巧云一样的小妾。
胡雪岩在情感上苦苦挣扎了一番，最后忍痛割爱，将巧云拱手相送。

第十五 章顺势而上，扩门面竭诚办银庄
胡雪岩一心想要扩大钱庄的业务范围，恰好遇上了两件难事，一是正在打仗的湘军要借贷发饷，二是
户部分发官票要各钱庄认购。
胡雪岩分析时局，把两件事情都办得非常漂亮，令阜康钱庄名声鹊起。
他乘势而上，扩办分行和票号。

第十六章 得理饶人，查假账看破不点破
胡雪岩与生丝巨商庞二合作已久，庞二发现手下朱福年有挪用公款之嫌，便拜托胡雪岩去查账。
胡雪岩见朱福年精明能干，是可用之人，于是对其账面漏洞不予点破。
朱福年心知肚明，对胡雪岩既佩服又感激，随后归顺到他的门下。

第十七章 略施小计，并泰康再征元昌盛
胡雪岩胸怀天下，目光长远，决心在全国各地设立钱庄、票号、当铺，不料却遇到了“泰康”、“元
昌盛”这些老字号对手。
他当机立断，玩弄手腕，将它们一一兼并，迅速把钱庄、票号开到上海、福州、北京等地。

第十八章 急购军粮，出杭城倾力救粮荒
王有龄升任浙江巡抚后，胡雪岩又花钱买了省粮台虚衔，并补上了粮台坐办实缺。
因太平军进扰浙江，杭州城大闹饥荒。
胡雪岩受王有龄重托，出城急购军粮，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满载而归。

第十九章 回天无力，王巡抚守城终殒命
在胡雪岩出城购粮的同时，太平军围攻杭州城，形势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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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龄所率的饥兵饿将，抵挡不住强悍的太平军，眼睁睁看着胡雪岩将粮食运到护城河心，也无力抢
运入城。
王有龄坚持到破城一刻，上吊自杀。

第二十章 福祸相依，见大帅重获新机遇
胡雪岩万分悲痛，与王有龄遥遥诀别后，将粮食运往宁波藏储。
绝望之时，他听说左宗棠率部反击太平军，已攻至杭城南面，于是将粮食重新装船，冒死拜见左宗棠
，献上2万担军粮。
左宗棠对其大加赞赏，并委以重任。

第二十一章 戒欺治业，建药堂施药救苦难
左宗棠所部在胡雪岩的后勤保障下，光复杭州，横扫浙赣闽太平军残余。
左宗棠因功高升，胡雪岩也倍受重用，受左宗棠委托，参与杭州的战后复建工作。
在向军民施药救苦的过程中，他感到人们对医药的需求甚大，商机无限，于是以治病救人为宗旨，以
戒欺为准则，创办了首屈一指的胡庆余药堂。

第二十二章 双雄争锋，办船厂无意树强敌
湘军攻陷天京后，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坐镇福州。
胡雪岩随他来到福州，大力协助他兴办洋务，创办福州船政局。
购买工料，聘请洋匠，雇用本国技工，开设工艺局，都由胡雪岩一手经理。

第二十三章 长袖善舞，筹巨款力挺西征军
左宗棠正准备在闽浙大干一番事业，不料朝廷因新疆叛乱下诏，将他从大东南调往大西北平叛。
为几十万军队筹措粮饷的重任又落在了胡雪岩身上。
胡雪岩发挥自身特长，周旋于官场商场洋场，顺利筹集饷银千万两。

第二十四章 贪色中计，吃暗亏难解当铺套
胡雪岩热衷于官场事务之时，各地钱庄、当铺的管理都出现了不少问题。
他听从郭庆春的建议，准备把各个管总大调换。
宁波当铺因问题很大，管总便以色相诱，胡雪岩因迷恋美色，果然心慈手软。

第二十五章 风光楼台，贪声色处处藏危机
官场商场都很得意的胡雪岩，在情场上更是摧花折柳，风流韵事不断。
罗四太太从大局出发，主动为其纳妾，并欲将所有妻妾聚于一堂，于是耗巨资大建楼阁庭院，极尽奢
华，胡家出尽风头，也引来了嫉恨的目光。

第二十六章 西征功成，蒙圣恩走马紫禁城
历经十年平叛，左宗棠终于功成凯旋，封侯赐爵。
他饮水思源，向朝廷历陈胡雪岩功劳。
慈禧太后眷宠优隆，特赏二品红珊瑚顶戴和黄马褂，并封胡母金氏为一品夫人。
胡雪岩势倾一时，进京可骑马行走于紫禁城。

第二十七章 明争暗算，连环套官场龙虎斗
左、胡荣耀至极，引起了政敌的嫉恨。
倒左先倒胡，李鸿章一党设下连环陷阱，令胡雪岩防不胜防，漏洞百出，穷于应付，二十几年建立起
来的金融大厦顿时风雨飘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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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对抗洋商，亏血本硬争一口气
胡雪岩数年来囤积生丝，垄断洋场，大长国人志气。
而今政治风向骤转，他呼风不应，呼雨不来，只有死抗洋商，输钱不输一口气。
官府趁机拆台，让他无戏可唱，赔尽血本。

第二十九章 挤兑突发，倾家产杯水救车薪
胡雪岩苦苦支撑着他的金融大厦，而他的政敌却制造阜康钱庄挤兑，给了他最后的致命一击。
尽管他倾尽家产，紧急救市，无奈只是杯水车薪，只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金融大厦轰然坍塌。

第三十章 夕阳残照，烟云散英魂西归去
胡雪岩的所有生意倒闭以后，其政敌和嫉恨者并没有就此罢手，他们落井下石，查抄了他的全部家产
，欲置其于死地。
回想自己波澜起伏的一生，空手来，空手去，胡雪岩露出了最后一丝微笑，撒手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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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钱庄资本大部分来自客户存款，而放款都是信用放款，全凭“出店”口头约定，做活生意，人称“赊
账码头”。
由此可见“出店”的权力有多大，所以担任“出店”的人选是极为重要的。
胡雪岩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他担任“出店”后，很快对原有“死账”一一核查，弄清原委，再酌情
采取不同的方式催讨。
徐疯子的欠债不是他放贷出去的，但既然当了“出店”，这账便不能不尽力去收。
    徐疯子是杭城本地的一个书生，原本有些家底，因多年苦读，屡试不第，家底越来越薄。
有志于仕途的人大都发奋读书，但像徐疯子这样的读书人却很少见，他先变卖掉一些家产读书，到无
家产可卖时，就一边做工一边读书，据说还在漕帮干过一些冒险的事情。
由于一边做工一边读书实在太辛苦，后来他工也不做了，到处借债，继续读书。
可惜他读了20多年也没能搏得功名，反倒越读越迂腐、越来越痴呆，人们早对他失去了信心，称他为
疯子。
徐疯子见实在无路可走，下定决心，托人向信和钱庄借了500两银子，想捐个官做做，也不枉费半生光
阴。
也许是他运气太差，钱是捐出去了，但仍然没能捞到一个实缺，只留下一身债务，不知猴年马月才能
还得起。
    为什么徐疯子对读书那么痴迷呢？
这不能不提当时的科举制度。
清朝的科举考试，其正式考试分四级进行，即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
院试是科举考试的最低一级考试，取中者为“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
“秀才”作为最低一级的考试录取者，是进入下一级考试“乡试”的资格凭证，有了这个凭证，秀才
上县衙门诉事，见县官可以不下跪、免差役、免赋税。
乡试得中者，头名称解元，其他为举人，也就是所谓的中举。
乡试之后还有会试，头名为会元，其余为贡士。
会试之后就是最高一级的殿试，皇帝亲自主试，分三甲录取。
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第一甲录取3名，第一名就是传说中的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
举人以上都有了做官的资格。
人越穷越想读书，因为读书做官是让穷人咸鱼翻身的唯一途径。
    一路上，胡雪岩都在考虑怎样处理徐疯子的这笔老账。
他了解徐疯子眼前的经济状况，肯定拿不出这笔钱。
胡雪岩一向尊重读书人，他想，如果徐疯子真有做官的才能，有值得一帮的地方，那就继续帮帮他；
万一他有时来运转发迹的一天，不仅可解决钱庄的债务问题，自己也可多交一个朋友。
    胡雪岩正想着，突然听到前面传来一阵嚷嚷声，一大群人在围观。
他连忙跑过去看个究竟。
他拨开人群，一眼就看到徐疯子跪在一棵树边，3个莽汉正气势汹汹地对他大声呵斥，其中一个嚷道
：“限你3天之内将70两银还清，分毫不能少，否则，一把火烧了你那间破房子！
”    原来是另一帮债主在逼债。
胡雪岩一个箭步上前，一把扶起徐疯子，对那3个莽汉说：“徐先生是个读书人，你们这样做实在有
辱斯文。
”    “你算老几？
竟敢在此多管闲事！
”另一个汉子冲他叫道。
    “几位大哥，得罪了。
我只是觉得徐先生很可怜，大家有话好好说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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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对他们拱拱手。
    “有什么话好说，他这笔欠账已经整整3年了，难道你还想帮他赖账不成？
”对方轻蔑地看着胡雪岩。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胡雪岩说，“但你们看他眼下的情形，哪有钱还你们呢？
你们再怎么逼他也没用啊。
”    “逼他又怎么样？
不逼他难道你帮他还钱吗？
”债主不耐烦了，似乎要把矛头直接指向胡雪岩。
    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他是“信和”的伙计，也是来讨账的。
那3个莽汉一听，顿时火起：“你小子耍阴，叫我们不要逼债，好让他把钱都还给你是吧！
”说着，他们便一哄而上，对胡雪岩拳脚相加。
胡雪岩一边说“误会，误会”，一边忙着躲避。
但他们并没住手，反而越打越凶。
胡雪岩见势不妙，转身朝小河边跑。
他见一只船靠在石墩边，忙跳上船去，对船家说：“快开船！
”    “胡大哥，怎么回事啊？
”这位船家是胡雪岩的老朋友罗大叔，说话的正是罗大叔的女儿翠环(人们习惯叫她罗四)。
    “原来是你们。
”胡雪岩有些惊喜，“有几个恶棍在追我。
”现在上了船，安全了，他将事情的经过跟他们讲述了一遍。
    罗大叔叹道：“现在这个世道，哪一行都不好做啊。
”他们从小河转到运河，将胡雪岩送回钱庄。
    “徐疯子死了！
”这是胡雪岩去讨债的第二天清早发生的事情。
消息不到半天就通过关帝庙前说大书的邬先生的快嘴传遍了半个杭州城，茶肆酒店，认识不认识他的
人都纷纷猜测他的死因；有人说他是自己不小心喝醉了掉到河里淹死的，可马上有人反驳说他穷得连
鞋也没有，哪里还有钱买酒喝？
于是有人断言他是自杀，原因是无钱补缺，空顶了一个“官老爷”的帽子，实际上活得连叫花子都不
如！
整日疯疯癫癫地吹牛说梦话，真到了吃喝无着的时候，只好一头扎进小直河，将一把老骨头喂鱼，实
在无脸去见做过官的祖宗，辱没家门！
还有些好奇的人赶去看个究竟，徐疯子毕竟是这一地方的“知名人士”。
    胡雪岩和邬先生常有来往，在关帝庙这个“情报中心”，他自然很快得知了消息。
原来，徐疯子头天受到几个讨债恶棍当众罚跪的羞辱，觉得颜面顿失，又感世态炎凉，前途无望，一
身的债务只有一了百了，当天晚上便投河自尽了。
第二天一大早，有人发现了他的尸体。
    胡雪岩对此有些感慨，也有些伤心。
人死了，账也就死了。
当然，胡雪岩并不是因为死账而感慨，而是想到徐疯子惨淡的一生。
读书做官是读书人心中的一个死结，似乎读书后不能做官就是最大的失败。
也许不只是为了功名，也是为了生存。
如果徐疯子中举，甚至中进士，他的一生也会重新改写。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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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于胡雪岩死前被抄家，留下的资料很少，现有小说中关于胡雪岩的传奇故事，多半取材于民间口耳
相传、流传甚广的传说。
金泽灿编著的这本《胡雪岩全传》尽可能搜集考证更多资料，用铺陈事实的写实手法，再现胡雪岩波
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一生。
既重史实，又不乏细腻的细节描写，也有对其成败得失的概括总结，使读者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一
个真实的胡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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