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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胡雪岩，晚清“红顶商人”，富甲天下。
这是众人都知道的历史事实。
但关于胡雪岩成功商道，要么知之者甚少，要么知之者浮泛，并不能摸清其真正的底细、其真正的要
诀。
本书试图在这一方面做一点努力。
　　每个时代都离不开经济，自然每个时代也都有生意人。
如果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所谓生意人是指为生计而谋生者。
显然，这些人地位并不高，处于低层。
但是如果生意人凭着自己机灵的头脑、长远的眼光、多样的手段，一下把生意盘大、盘活了，这就上
升到经商者的行列了。
　　经商是一门智能性很强的活动，凡无头脑、无眼光、无手段者，均不能人其列。
因此，商道就显得尤为重要。
胡雪岩身处晚清大格局中，凭着自己敏锐的眼光、精明的判断，自然练就了一套套掌握和运用商道的
真功夫，所以尽管遭遇生意场上的是是非非，曲曲折折，高高低低，仍然能按照自己大商人的计划行
进，并且取得惊动天下的成果，实属不易。
但细细想来，对胡雪岩又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他明白身在“圈”中，就必须按“圈”中的规则办事，
绝不能自以为聪明绝顶，摆弄违背诚信的小技巧。
在胡雪岩看来，所谓商道，即人道也。
主要包括操纵商道的做人技巧、办事套路、局势判断、盘活钱财等一系列的商业难题。
胡雪岩最擅长的商道有22种，摘其要者，如下：　　亮出招牌：做大生意的基本功——胡雪岩最擅长
的商道之一应为打造“金字招牌”法。
这个道理很简单，没有亮招牌，就没有大名声，也就没有大局面。
理解这一点，即是做大生意的基本功。
　　捏住机遇：拿出自己的绝活——机遇就是财富。
胡雪岩商道之一是随时随地都要凭自己的本领，捏住机遇，因为他明白一次机遇里面总是隐藏着无数
金银。
　　善于用人：让“突击手”出面——胡雪岩善于找可用之人，目的是做大商业局面。
不善用人者，必败无疑。
胡雪岩力求有能用人的好名声。
　　营造局面：绝不丢掉“造势”两字——胡雪岩强调一个“势”字，这是为营造局面而做准备。
他以为离开“乘势”法，难以成大事。
　　精于较量：不比蛮力。
比智力——人与人的较量可以有两种力：磨力与智力。
胡雪岩以智力为上，以察力为下。
　　暗中盘算：碰到难题开动脑筋——胡雪岩是解题高手，总是能在最棘手的问题上，豁然开朗，这
与其经验有关，更与其盘算有关。
　　眼光犀利：察人之所未察——胡雪岩心明眼亮，亮在何处？
亮就亮在察人之所未察。
没有这点功夫，难与人匹敌。
因此“眼光犀利”是胡雪岩时刻提醒自己必须具备的一种功夫。
　　不结私仇：避开鹬蚌相争——“争”什么？
胡雪岩以为争利是商人本性，但不可结私仇，要懂得留退路之道，才为大商人。
　　不图小利：小心眼干不了大事——胡雪岩以为，在“钱眼里翻跟头”是经商的一种方法，但心眼
不能少，否则就会被蝇头小利所惑。
　　变化手法：施展多种套路——胡雪岩认为，套路越多，生意越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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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可死守一法，应该多路经营，多面术取。
　　出手果断：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胡雪岩看来，“闯”字是商人成大事的精神之所在，没有
这点劲头，就会误大事。
因此他主张索性大胆去闯。
　　让人三分：退一步最明智——胡雪岩认为，退则可安全。
如果什么事都求一个“进”字，可能就会给自己造成很大的杀伤力，更何况，为人须以宽大身心为怀
。
　　诚信待人：信誉是一张通行证——胡雪岩认为，做人无非要讲个信誉，不讲信誉，难以作长久之
生意。
　　令人点头：让大家背后说好——胡雪岩认为，当面称好不为好，背后点头才为好，这叫人生致胜
术。
　　保护自己：绝不到处显威风——胡雪岩懂得“护”法，护什么？
护名声，这就不像有些赚了一点小钱的人，容易在大家面前失态。
　　舍近谋远：磨练大商人的能耐——胡雪岩从小到大，终于戴上“红顶商人”之冠，与其图谋远大
的志向、盘大生意的目标紧密相关。
　　可见，胡雪岩商道的丰富和睿智。
众所周知，胡雪岩平生嗜好两件事：一、精通“把冷灶烧热”；二、善在“钱眼里翻跟头”。
前者摆开架势，后者盘活钱财，所以左宗堂赞叹这位“红顶商人”是“旷世不遇的商贾奇人”！
如果我们能批判地理解胡雪岩商道，会从中有所借鉴。
最后用下面四句话来概括全书：　　察胡雪岩之商道，可察生意之多途；　　学胡雪岩之商道，可悟
经商之玄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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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能立于商与官的纵横点，善驾驭时与势的汇流处，真感悟情与义的畅达味，尽品尝盛与衰的
极致意。
他从一个店倌暴发成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红顶商人”。
之后，他从容流转于红顶子、黄马褂、生意经之间，架构起了以钱庄、当铺为网点，覆盖全国的金融
行当，同时还营造出了一家享誉全国的金字招牌药店——“胡庆余堂”。
他就是红顶商人胡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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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01.立志做第一流的人　　胡雪岩相信就凭自己钱庄学徒的经验。
凭自己对于世事人情的了解，凭自己精到的眼光和过人的手腕。
当然也凭借己有势利的王有龄的帮助。
他足以支撑起一个第一流的、可以与山西票号分庭抗礼的钱庄。
　　在今天，胡雪岩的“红顶商人”之名，恐怕中国经商者莫不知也。
当然，这是一件好事，说明人们对中国古代传统经商模式产生了兴趣，至少是了解历史吧！
现在假如我们要讨论胡雪岩的商道，也应该是大家关注的重点。
的确，胡雪岩能成为名震天下的一代商贾，与其最擅长的商道密不可分。
显然，一个缺乏精深商道的人，充其量只能玩一些小本生意，难以有大作为，胡雪岩最擅长的商道是
什么呢？
在此我们先把目光盯在本书的第一点，即他变弱为强的立志精神和自信态度。
真可谓成大事者必有大自信！
胡雪岩有句名言：“立志在我，成事在人”。
这跟带有宿命论色彩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本质的差别。
一个成功的商人必然有“立志在我，成事在人”的大自信，胡雪岩正是具备了这种非凡的自信。
　　胡雪岩创办阜康钱庄，从外部环境来说，当时由于太平天国起义，国家正处于战乱之中，而且太
平天国活动的主要区域，也正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东南一带。
而当时国内的金融业主要还是山西“票号”天下，在东南地区后起的宁绍帮、镇江帮经营的钱庄业，
无论业务经营范围，还是在商界的影响，都远逊于山西票号。
　　从自身条件看，胡雪岩此时除了在钱庄学徒的经验外，实际上是一无所有。
但他踏入商界之初第一件为自己考虑的事情就是创办自己的钱庄——即使此时还是两手空空，也要热
热闹闹先把招牌打出去。
此时的胡雪岩所凭据的也就是他的那份大自信。
他相信就凭自己钱庄学徒的经验，凭自己对于世事人情的了解，凭自己精到的眼光和过人的手腕，当
然也凭借已入官场可做靠山的王有龄的帮助，他足以支撑起一个第一流的、可以与山西票号分庭抗礼
的钱庄。
就凭着这股子自信，他的阜康钱庄说办就办起来了。
　　再比如在他的生意面临全面倒闭的最危急的时刻，他也决不肯做坑害客户隐匿私产“拆烂污”的
事情。
他相信自己虽败不倒。
用他的话说，是要输得起，“我是一双空手起来的，到头来仍旧一双空手，不输啥！
不仅不输，吃过、用过、阔过，都是赚头。
只要我不死，我照样一双空手再翻过来。
”这更是一种能成大事者的大自信！
　　一个有大成就者必须具有这样的大自信，才能成大事。
　　当然，我们并不能以为只要有了自信就一定能够成功，有大自信就必定有大成功。
能不能真正获得成功，确实还需要许多方面的条件，比如主体是否真正具备能成就大功的能力，比如
是否具备某种必不可少的成就一番事业的客观情势，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地利、天时或时势、机遇
。
但是，不可否认，有没有相信自己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自信，无论如何也是一个人能否成就一番事业
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古往今来，凡是想成大事、能成大事者，都有大自信。
所谓“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所谓“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
所谓“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些名言展示的都是有大成就者的豪迈胸怀。
　　常言道，自信方能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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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信，才能有知难而进的斗士勇气，才能有临渊不惊、临危不惧的英雄本色。
说到底，一个人的自信心，实际上是他能为某个高远的人生目标发奋忘食、奋力拼搏的内在支撑。
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胡雪岩当初没有我们已经看到的那份自信，他也许根本就不会想到自己也
能开钱庄，那他哪里还会有后来的巨大成功呢？
　　02.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青年胡雪岩对于钱财看得开、看得准。
胆识过人。
后来始能成就为清代第一富商。
“自己做不得自己的主，算得了什么好汉？
”胡雪岩要的就是自己做主。
　　自己要做自己的主，讲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就是自立门户自做老板的意识，其实这也是一种不甘受制于人的强烈的自主意识。
这种自主意识，体现着一种不肯甘居人后的强烈的进取精神，也是一个人敢于冒险开拓的超人魄力的
具体体现。
这种自主意识，也正是一个要取得大成就的商人必不可少的素质。
　　红顶商人胡雪岩幼年即人钱庄，从倒便壶提马桶干起，仗着脑袋灵光，没几年就爬到“档手”位
置，相当于现在的银行办事员。
少年得志、风流倜傥，日子过起来也好不逍遥自在。
　　然而，青年胡雪岩对于钱财看得开、看得准，逻辑异于常人，胸襟开阔，手笔恢弘，胆识过人，
后来始能发光发热，成就清代第一富商。
要是胡某也和其他钱庄档手一般小家子气，恐怕下半辈子也不过继续在钱庄里，每日在孔方兄间打转
，一辈子没啥起色。
　　要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正是胡雪岩立足商界，不断地开疆拓土，最终走向辉煌的巨大内在动
力。
　　胡雪岩的起家过程非常艰辛，其父死家贫，便自小到钱庄当学徒，开始扫地、倒便壶。
由于他勤快灵敏，熬到满师，便成了信和的一名伙计，专理跑街收账。
当时不过二十来岁的胡雪岩实在是有些胆大妄为，居然自作主张。
挪用钱庄银子资助潦倒落魄的王有龄进京捐官，不仅自己在信和的饭碗丢掉了，且因此一举，还使自
己在同行中“坏”了名声，再没有钱庄敢雇佣他，终至落魄到靠打零工糊口的地步。
　　世上的事，有时非常奇妙，尽管死路，但幸好天无绝人之路，王有龄得胡雪岩资助进京捐官，一
切顺利，回到杭州，很快便得了浙江海运局坐办的肥缺。
王有龄知恩思报，一回到杭州就四下里寻访胡雪岩的下落，即便自己力量有限，也要尽力帮他。
　　重逢王有龄，因资助王有龄留下的恶名自然消除，这时的胡雪岩起码有两个在一般人看来相当不
错的选择：一是留在王有龄身边帮王有龄的忙，而且，此时的王有龄确实需要帮手，也特别希望胡雪
岩能够留在衙门里帮帮自己。
依王有龄的想法，适当的时候，胡雪岩自己也可以捐个功名，以他的能力，肯定会有腾达的时候。
胡雪岩的另一个选择是回他做过伙计的信和钱庄，以他此时的条件，回信和必将被重用。
实际上，信和“大伙”张胖子收到王有龄听从胡雪岩的安排还回的五百两银子之后，已经做好了拉回
胡雪岩，让出自己的位子的打算，他找到胡雪岩的家里，恳请胡雪岩重回信和，甚至将胡雪岩离开信
和期间的薪水都给他带去了。
　　这两条路胡雪岩都没有走。
混迹官场本来就不是胡雪岩的兴趣所在，他当然不会走前一条路；帮王有龄他自然不会推辞，但最终
还是要干出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
而回到信和，也就是胡雪岩说的“回汤豆腐”，他自然更不会去做。
这里其实也不仅仅是“好马不吃回头草”的问题。
关键在于，这“回汤豆腐”做得再好也不过做到“大伙”为止，终归不过是一个“二老板”，并不能
事事由自己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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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做不得自己的主，算得了什么好汉？
”胡雪岩要的就是自己做主，所以他一上手就要开办自己的钱庄——事实是，这时的胡雪岩连一两银
子的本钱都还没有，他不过是料定王有龄还会外放州县，以他自己的打算，现在有个几千两银子把钱
庄的架子撑起来，到时可以代理官库银钱往来，凭他的本事，定能发达。
　　这就是气魄，一种强烈地要在商场上自立门户、纵横捭阖、开疆拓土、驰骋一方的气魄。
　　这种强烈的自主意识，还是胡雪岩能够不断开拓自己事业的基础。
如果一个人根本没有想过自立门户，这个人只能永远原地踏步而无一事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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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风靡二百多年的生意经 做大生意最实用的商战兵法　　胡雪岩平生嗜好两件事：一、精通“把冷
灶烧热”；二、善在“钱眼里翻跟头”。
前者拉开关系，后者盘活钱财。
　　左宗堂明言旷世不遇的商贾奇人！
　　胡雪岩最擅长的2种商道　　察胡雪岩之商道，可察生意之多途　　学胡雪岩之商道，可悟经商
之玄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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