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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集了大量的当年曾富甲一方的外贸商行同文（孚）行潘启、潘有度、潘正炜三代行商的真
实史料，客观地反映了当年行商创业、守业的艰辛，应对官府、外商的技巧，承担破产同行债务及贪
官勒索财物的重压，以及他们在对外贸易中所体现的中国商人诚信经营及拒绝非法鸦片贸易的商业道
德，在中外冲突中所体现的与国家共进退的民族精神、爱国精神，以及对社会公益事业和文化事业所
作出的贡献。
从中也可以看到作为清代粤商所特有的对中外文化的包容、吸纳，勇于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开放性
、开拓性、进取性。
从这一典型的商行、家族的历史变迁中，人们同时可以看到当时十三行运作的各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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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同文行洋商潘启第一章 潘启(潘启官一世)：同文行创办人一 根扎广州创立同文商行二 善于经
营成为洋商首富三 公行首领与公行设裁四 经商致胜之道——务实进取五 环境造就的特殊心态与涵养
六 儒商家族与家园第二章 潘启史料及学者评述一 潘启传略二 同文行的商务拓展三 走向世界的商人四 
贾而好儒与乐善好施五 肩挑外事重担六 潘启与“天子南库”七 潘启与中西文化交流八 家世及家族人
文风尚第二编 周文(孚)行洋商潘有度第一章 潘有度(潘启官二世)：一位成功的洋行商人一 潘有度及其
家族二 个性与生活态度三 经商的时代背景四 潘有度的事业经营五 成功的其他因素第二章 潘有度史料
及学者评述一 同文(孚)行商务二 承办税饷与繁重的外事交涉三 海关监督的婪索四 退商的波折五 中西
文化交流中的潘有度作为六 潘有度与“天子南库”七 造福乡梓八 商馆与居宅第三编 周孚行洋商潘正
炜第一章 潘正炜(潘启官三世)：经历鸦片战争时代洋行商人一 疲乏的商业二 鸦片战争中奋起三 商贾
名门与书香家风四 传承与发扬国粹五 家居与家庭第二章 潘正炜史料及学者评述一 潘正炜传略二 同孚
行商务及营商环境三 战前洋商参与的中外交涉四 鸦片战争与潘正炜五 潘正炜的文化业绩六 家居的讹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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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保商(均是富裕的洋商)除了接待洋船外，还要疲于奔命去应付南洋各国　　贡船贸易。
而洋商只想专办西洋货税，以减轻负担。
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并　　不如意。
这时，清政府意识到通过控制公行既可以在与西洋贸易中获取巨大　　利益，又能强化控制商贾手中
的商业资本，使商人终生服务于皇朝的政治和　　经济。
为此，政府为了充实已建立的保商制度，乘机将“公行”制度化，完　　善了封建王朝对外贸的管理
体系。
　　“公行”复设，需要有领导才能的富商充任商总(行首)，清政府通过控　　制行首，以达到洋商
间相互制约的目的。
清政府选择潘启充任首任商总，主　　要是他的资金充裕，从他身上可挤出丰厚的钱财，他的办事能
力强，不至于　　“仰外国人鼻息行事”，“为夷人所挟持”，减轻对内外商人勾结导致损害　　皇
朝政权的稳定的忧虑。
潘启人缘关系好，处事有分寸，政府寄望他能成为　　皇廷手中的驯服工具。
　　另一方面，“公行”也是出于为适应清政府的封建外交体制需要而产生　　的。
为维护天朝尊严和体面，清政府限制官员与外商直接接触，然而，政府　　官员又不能不与夷商交往
。
这种矛盾，不得不通过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办　　法来解决，通过“公行”去完成这样的使命是最
合适的。
于是，以潘启为首　　的广州十三行“公行”洋商充当政府与外商对话的传话人，在商务上他们既　
　是外国商人的对手，在外交上又是中国政府与外商之间的中介人。
洋商既是　　外商在华期间遵守中国法律的担保人，又是监管人。
“公行”实际上充当了　　“闭关政策”的工具。
它阻隔了中外政治、经济的联系。
这里，“闭关”是　　指范畴而言，而非指具体的表面的海关“开”与“闭”。
对西方商人来说，　　“公行”隔断了他们同官方、中国内地商人和其他商人的联系，自然引起外　
　国商人的愤懑。
他们抱怨说“公行”是“一个有限制的交易媒介，毫无效率　　可言”。
[40]“公行”组织并无商人的合资经营，洋行均是以经济实力有限　　的单个家族经营，“公行”中
的各洋商仍是各顾各业，资本分散，众多的洋　　商资金明显短缺。
而西方各国组建的东印度公司的建制采用股份制则迥然不　　同，股份制企业具有商业资本充裕的优
势。
“公行”制度建立以保障海关税　　饷征收为前提，海关制订的条款规定了商品的进出口税必须于满
关后三个月　　由洋商完纳，即使洋货滞销的情况下，仍要按期缴纳货税；条款规定洋商不　　许拖
欠夷人银两，倘有洋商因欠夷债而破产时，同业有义务为其代偿债务的　　连带无限责任，这就确保
了外商的利益。
然而，却缺少确保洋商利益的有效　　措施，洋商难以筹措资金，这就潜藏日后他们因“商欠”而频
频破产的隐患　　。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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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记录了清代广州一口通商对外开放时期潘同文（孚）行三代商人的百年外贸史
，这些史料见证了以潘氏商人为代表的粤商参与全球贸易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他们从商的艰辛与
坎坷。
　　读者从中可窥见广州十三行由盛转衰的历程、因由，通过对商人历史的回眸与思考，启迪读者，
借鉴古人，放眼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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