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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明清绩溪商人研究回述

明清时期，传统 社 会 商 品 经 济 进 一 步 发 展，封 建

国家的经济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从金花银的征收到一

条鞭法的 推 行，都 对 商 业 活 动 的 开 展 产 生 了 积 极 影

响。徽州商人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成长发展起来，并

成为雄霸商 界、实 力 雄 厚 的 商 帮。明 清 时 期，徽 州 下

辖一府六县，歙县、休宁、祁门、婺源、黟县、绩溪，徽商

中歙休两帮商人 名 声 最 显，歙 县 商 人 的 盐 业，休 宁 商

人的典业更是名扬天下。相较之下，“邑小士多”的绩

溪人在徽州商帮中起步较晚，在后期则成为一支强有

力的队伍。绩溪 古 有 岩 邑 之 称，位 于 徽 州 之 北，境 内

崇岩峻岭，重峦叠 嶂，又 称“宣 歙 之 瘠”，山 势 陡 峭，良

田甚少，土地贫瘠，“读书力田，间事商贾”就成为绩溪

人的生存之道。绩溪商帮是徽商中重要的一支，绩商

从本府的生意做 起，后 向 邻 近 省 市 扩 展，逐 步 走 向 全

国，书写了“无绩不 成 街”的 壮 举，并 产 生 了 一 批 著 名

商人，如徽墨大家胡开文，“红顶商人”胡雪岩，三泰茶

商胡沇源等。学界在研究徽商时也多提及绩溪商人。

徽商研究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掀起了一股热潮，成

果不断涌现，相关 的 著 作 论 文 数 量 增 多，对 绩 溪 商 人

的研究大有裨益。

（一）研究资料的整合

对于绩溪商人的研究，原始性的资料主要是明清

时期编修的《徽州府志》中有关绩溪的记述，明清时期

的《绩溪县志》，以 及 绩 溪 商 人 旅 外 地 区 的 地 方 县 志，

绩溪当地家族家谱与明清时期的契约文书。自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兴起的徽商研究热潮促成了一批原始资料

的整理与出 版，其 中 多 涉 及 绩 溪 商 人。张 海 鹏，王 廷

元的《明清 徽 商 资 料 选 编》［１］１收 录 明 朝 及 清 朝 前 期

（公元１３６８－１８４０年）有 关 徽 商 的 记 载，间 或 涉 及 明

以前和公元１８４０年 以 后 记 载，其 中 关 于 绩 溪 风 俗 及

绩溪商人的记述多达百处，对研究绩溪商人有很高的

价值。新编《绩溪县志》［２］的出版，对历史人物的收集

上增加了有关绩溪徽商的内容，注重“大绩溪”对本土

的影响，对研究清后期的绩溪商人有着积极意义。刘

伯山主编的《徽州文书》［３］共四辑，其中涉及绩溪的佃

租契约文书，房屋 土 地 买 卖 文 书，对 研 究 明 清 时 期 绩

溪的社会经济有 积 极 作 用。中 国 社 科 院 历 史 研 究 所

编的《徽州千 年 契 约 文 书》［４］收 录 了 安 徽 省 徽 州 清 代

和民国时期 的 租 佃 文 约、田 土 契 约、合 同 文 书、卖 身

契、典当文约、税契凭证、赋税票据等的契约文书。宋

元明编（１－２０册），清 民 国 编（１－２０册），共４０册。

上述资料 的 出 现，为 研 究 者 充 分 利 用 史 料 提 供 了 方

便。

（二）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随着徽商研究热潮的不断升温，有关绩溪商人的

研究也产 生 了 一 系 列 成 果。邵 之 惠 主 编 的《绩 溪 徽

商》，《绩 溪 徽 商》（续 一）［５］，《绩 溪 徽 商》（续２、续

３）［６］，收集了绩溪本土人士对绩溪商人研究的论文百

余篇，对绩溪人明 清 以 来 的 从 商 情 况 进 行 了 梳 理，其

中对汪近圣、张仲芳、路文彬、胡天注、胡雪岩等５０余

位徽商人物进行 了 重 点 介 绍。《绩 溪 徽 商》（续２、３）

中注重绩溪商人的经营行业与经营理念、旅外商人经

营范围的研究。《名 人 故 里 绩 溪》（徽 商 卷）［７］对 绩 溪

的环境风俗、经商 范 围、经 营 理 念 和 重 要 的 商 人 进 行

了论述。张海鹏、王 廷 元 主 编 的《徽 商 研 究》［８］，朱 世

良的《徽商史话》［９］，周晓光、李琳琦的《徽商与经营文

化》［１０］，张海鹏等的《中国十大商帮》［１１］，王世华的《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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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一方的徽商》［１２］等 著 作 值 得 注 意。此 外，对 于 绩 溪

商人中的代表胡雪岩的研究论著则有余丽芬的《胡雪

岩与经营文化》［１３］。

关于绩溪人经商的行业、经营范围及经营文化的

论文成果在近年来也不断涌现。胡维平的《绩溪商帮

－徽商的 一 支 劲 旅》［３７］，徐 子 超 的《绩 溪 盐 商 述 略》、

《遵义胡经 商 概 述》［１４］，邵 之 惠、胡 乐 丰 的《上 海 汪 裕

泰茶叶店创 业 史 略》［１５］，郑 毅 的《徽 商 胡 沇 源 和 他 的

“茶庄世家”》［１６］，郑毅的《三泰茶 商 胡 沇 源》［１７］。胡 懋

恺的《胡咸春药店在淳 安》［１８］，余 少 彬 的《胡 光 墉 的 破

产及其影响》［１９］，祝 碧 衡 的《论 明 清 徽 商 在 浙 江 衢 严

二府的活 动》［２０］，徐 明 德 的《论 清 代“红 顶 商 人”胡 雪

岩的 历 史 功 绩》［２１］，汪 雷 的《徽 商－民 族 商 业 的 骄

子》［２２］，胡成业的《徽州会馆辑览》［２３］，赵敏生的《论徽

商的“绩 溪 牛”精 神》［２４］。陈 希 的《胡 开 文 墨 业 史 略》

（上、中、下）［２５］，翟屯建的《徽 商 与 明 清 时 期 江 南 经 济

的发展》［２６］，邵之 惠 的《绩 溪 旅 外 徽 馆 业 简 介》［２７］，张

海鹏的《论 徽 商 经 营 文 化》［２８］，吴 仁 安、唐 力 行 的《明

清徽州茶 商 述 论》，王 廷 元 的《论 明 清 时 期 的 徽 州 牙

商》［２９］，李琳琦、王世华的《明清徽商与儒学教育》［３０］，

关于绩溪 墨 商 胡 开 文 的 论 文 亦 有 黄 秀 英、汪 庆 元 的

《胡开文墨业考》［３１］，鲍杰 的《安 徽 屯 溪 胡 开 文 墨 店 史

记》［３２］等５０余 篇，兹 不 赘 述。上 述 论 文 从 不 同 角 度

阐述了对绩溪商人的认识，且研究方向较广。

二、关于明清绩溪商人的若干问题

（一）绩溪人从商风气的形成时间

绩溪商人的兴起在徽州商帮中稍晚，这一点已得

到学界普遍认可。一般认为，绩溪商人在清代才形成

一定的势力，如张海 鹏，王 廷 元 主 编 的《徽 商 研 究》中

认为：清 代 的 徽 州 不 但 休、歙、祁 门、婺 源 从 商 风 习 更

盛，而且黟县、绩 溪 两 县 人 也 已 经 从 商 成 风 了。绩 溪

人直到乾隆初还是“惟守农业，罔事商贾”。但自乾隆

中叶以后，其外出 经 商 者 日 益 增 多，他 们 的 足 迹 遍 于

全国。［８］１１－１２。邵之惠在《绩 溪 旅 外 徽 商 概 览》中 提 出，

“明代，随着江苏、浙 江 一 带 商 品 经 济 繁 兴，固 守 于 山

陬的绩溪 县 民 相 率 奔 营 四 方，贸 易 他 乡，藉 以 资 生。

清迄民国，从商作贾者日多，足迹遍及大江南北。”［６］２１

赵敏生则认为：绩溪徽商的兴起因比徽州其它县要晚

些，所以，当徽属他县之徽商日趋没落之际，绩溪徽商

却方兴未艾。史载大约在明代中叶，绩溪徽商方始发

端。经 过 有 清 一 代 的 不 断 发 展，至 清 末 蔚 成 大

观。［２４］３３作为绩溪 人 的 胡 适 则 认 为，绩 溪 是 徽 州 府 六

县之中最北的一县，也可能是人口最少的一县。经商

一行，我们绩溪人也是比较落后的。［３３］４

（二）绩溪商人经营的行业

绩溪商人经营的行业主要有墨业，茶业，徽馆业，

木业，国药业等。邵之 惠 在《绩 溪 旅 外 徽 商 概 览》中，

将绩溪商人经营的行业概括为墨业、茶业、菜馆业、国

药业、土杂百货业、粮 油 酱 酒 业、绸 布 服 装 业 等。［６］２２－３４

《徽商研究》中在提到盐业经营时也有：清代的两淮除

歙县商人 外，徽 州 其 他 各 县 都 有 商 人 在 这 里 经 营 盐

业，绩溪的章姓商人即 在 其 中。［８］１５７许 观 明 认 为，绩 溪

徽商，因居住地地 域 和 人 际 关 系 的 不 同，其 商 路 和 经

营业也有所不同。上海一路，以伏岭一带的徽菜馆和

上庄一 带 的 徽 墨、茶 庄、布 庄 为 主；磡 头、胡 家 等 地 多

数徽商向浙北一 带 发 展 面 业，城 区、瀛 洲 的 在 浙 西 一

带发展南货，药业为主。［５］６２

绩溪商人经营 墨 业 主 要 是 康 熙 六 十 年 由 汪 近 圣

创设于歙城的鉴古斋墨店，胡天柱于乾隆年间创立的

胡开文墨业［６］４７。对茶业的经营，邵之惠总结：康熙年

间，上庄胡氏在上海创办胡万盛茶号，历时近２００年，

光绪年间歇业。道光初至民国，先人在外埠经营茶庄

有１２６家，分布上海、杭州、武汉、芜湖、泰兴、溧阳、淳

安、驻马店及台湾等地，以上海居多，较著名的有上海

汪裕泰、程裕和、程裕新、瑞生和，武汉瑞馨泰，泰县胡

源泰，杭州福茂 等 茶 号。［６］２４绩 溪 徽 馆 业，清 初 多 经 营

于徽州府、屯溪。咸 丰、同 治 年 间 进 入 杭、嘉、湖、苏、

沪、宁一带城镇 码 头，清 末 扩 展 至 武 汉 三 镇。［６］２５胡 维

平在论文中总结：“与 主 要 经 营 盐 业、典 当 业、木 业 及

茶业的 歙 县、休 宁、黟 县、祁 门 人 不 同，绩 溪 人 旅 外 经

营主要 是 徽 墨、菜 馆、国 药、茶 叶、钱 庄 及 粮 油 酱 酒

业。”［３７］２１《徽商研究》中 提 到 的 徽 商 经 营 的 盐、典、茶、

木、粮食贸易等徽 商 经 营 的 主 要 行 业 中，绩 溪 商 人 也

均有涉及，在某些行业中绩溪商人展现了“绩溪牛”的

精神，使我们对明清时期绩溪商人经营行业有了清晰

的认识。

（三）绩溪商人经营的范围

邵之惠指出，明 代 已 在 京、沪、汉 及 江 苏 扬 州、湖

州至浙江金华、衢州一线城镇形成商帮。清代以江南

大中城市为依托，向全国及江南小城镇发展。道光年

间，江南运河流域已称“无绩不成街”。［６］４５王廷元在文

章中提到，商 业 活 动 起 步 较 晚 的 绩 溪 人 大 批 涌 向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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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徽人之经商上 海 者 更 多 了，胡 适 曾 说，编 纂《绩 溪

县志》“应注重邑人移徙经商 的分布与 历 史。……新

志应列大绩溪一 门，由 各 都 画 出 路 线，可 看 各 都 移 植

的方向 及 经 营 之 种 类，如 金 华、兰 谿 为 一 路；孝 丰、湖

州为一路，杭州为一路，上海为一路，自绩溪至长江为

一路。就是说，绩 溪 人 经 商 在 外 者，主 要 分 布 于 五 个

地区，上海即是其中 之 一。”［３４］３６章 锡 辉、黄 来 生 则 称，

自清康熙至建国 初，县 人 在 全 国２２个 省 市 一 百 多 个

县开设的店坊，可数者有１２００余家，巨商大贾不乏其

人。店、坊、馆、行 分 布 皖、浙、苏、沪、鄂、川、桂、赣、

滇、豫、贵、湘、津。京、粤、辽、甘、晋、鲁、闽、台、港 等

地，远到国外，但 主 要 集 中 于 沪、浙、皖、苏、鄂 五 省 市

城镇，约 占９０％以 上。［７］２０胡 维 平《绩 溪 商 帮，徽 商 的

一支劲旅》一文中考证：绩溪商人的经商路线“一路沿

新安江流域扩展 至 杭 州、上 海，与 歙 县 毗 邻 的 淳 安 是

大本营，以此延伸 到 浙 江 城 镇；一 路 沿 水 阳 江 以 宁 国

府为基地，向芜湖、南京及江苏其他县市发展；一路沿

徽水（青 弋 江）流 域 前 进，以 旌 德 为 起 点，在 芜 湖 会

和。”［３７］２０－２１

（四）绩溪商人的经营理念与文化

作为徽州商帮的一支，绩溪商人的经营理念多体

现了徽商整体上 的 理 念。张 海 鹏 系 统 地 论 述 了 徽 商

的经营文化，主要表 现 在：１．“儒 商”风 度 和“徽 骆 驼”

精神；２．经营观念与道德观念。经营观念是指效益观

念（地缘效益、行 业 效 益、集 约 效 益）、质 量 观 念、名 牌

观念、信 誉 观 念、法 律 观 念、途 程 观 念 等，徽 商 在 这 些

方面都有突 出 的 表 现。３．社 交 文 化 与 店 堂 文 化。徽

商社交文化的特点既 是“立 体”的，又 是“全 方 位”的。

所谓“立体”，是因徽州的一些富商巨贾与上自达官显

贵、当朝天子，下至野叟村夫、贫困羸弱，都能交往；而

“全方位”，则指徽 商 与 士 农 工 贾 都 相 与 结 交，尤 以 与

文士交往为乐事。徽 商 在 营 造 店 堂 文 化 时 也 独 具 匠

心。如在店肆命 名、店 堂 装 饰、厅 内 陈 设 等 方 面 颇 为

讲究，对外是对顾 客 的 宣 传，对 内 又 是 对 店 员 的 告 诫

与期望。此外，徽 商 营 造 店 堂 文 化 的 独 特 之 处，还 在

于他们善于 发 挥 名 人 效 应［２８］２７３－２７４。赵 敏 生 论 述 了 绩

溪徽商熟 习 儒 学 和 朱 熹 理 学 典 籍，热 心 宣 扬 朱 熹 理

学，绩溪商的经商之道，“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绩溪

徽商 重 儒 而 不 轻 贾，贾 儒 并 重，左 贾 右 儒，右 儒 左 贾，

以义为利，义利结合，以贾达儒以显家耀祖，以儒促贾

以扩大贾势。［２４］２４－２５

（五）绩溪商人的精神

绩溪商人虽在徽商中崛起时间较晚，但其秉承着

徽商 精 神，坚 持 诚 信 原 则，以 义 为 利，提 升 自 身 实 力。

王世华将徽商精神概括为：（１）赴国急难、民族自立的

爱国精神；（２）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３）审

时度势、出奇制胜的 竞 争 精 神；（４）同 舟 共 济、以 众 帮

众的 和 谐 精 神；（５）不 辞 劳 苦、虽 富 犹 朴 的 勤 俭 精

神。［１２］赵敏生则概况为：艰苦创业、诚实守信的精 神；

团结互助、贾儒结合的精神；乐善好施、造福桑梓的精

神。［２４］２４－２５汪昌益认为，徽商的精神是：１．眼光向外，经

营向外的开放精 神；２．以 德 治 商，讲 求 信 誉 的 诚 信 精

神；３．勇 于 探 索，敢 为 人 先 的 创 新 精 神；４．不 畏 艰 难，

百折不挠的进取 精 神；５．同 舟 共 济，相 互 扶 植 的 和 谐

精神。［３８］１－２

（六）绩溪商人与教育

绩溪商人在对 待 教 育 上 的 态 度 体 现 了 徽 商 的 一

贯态度。李琳琦在《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一书中说：

“徽商在‘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思想指导下，除致力

于徽州本 土 的 文 教 事 业，还 纷 纷 在 侨 寓 之 地 创 办 书

院，以为相从 旅 邸 的 子 孙 就 学 成 名 计。”［３６］２４９章 锡 辉、

黄来生则指出：绩溪素有“人文昌盛，邑小士多”之称。

教育的振兴，赖于 经 济 的 支 持，离 不 开 外 出 绩 溪 商 人

的大力支助。绩溪商人捐资修建了东山书院，并为学

子应科举提供盘缠，建义仓，置院产。［７］３８

三、明清绩溪商人研究前瞻

（一）大力挖掘新资料

目前对绩溪商 人 的 研 究 多 基 于 徽 州 府 志 中 的 绩

溪部分，各版本的 绩 溪 县 志，及 徽 州 文 书 中 涉 及 到 的

绩溪商人部分。而 对 于 绩 溪 商 人 家 族 的 家 谱 研 究 不

够深入，其中一些 家 谱 与 文 集 的 资 料 还 未 解 读，加 深

研究会发现更多有关绩溪商人的新资料，为相关问题

的论述提供 支 撑，从 新 资 料 中 启 发 新 观 点。同 时，要

加强对于明代的绩溪徽商资料的收集，注意绩溪商人

旅外经营地区的方志与明清时期文人文集的整理，从

中发现有关绩溪 商 人 的 材 料，提 出 新 问 题，扩 展 研 究

视角。

（二）以综合视角对绩溪商人进行长期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 绩 溪 商 人 的 研 究 多 为 单 一 的 个 案

研究，如胡开文墨业发展历史，胡雪岩的经商之道等；

关于绩溪商人经 营 行 业 的 研 究 多 集 中 于 墨 业，茶 业，

徽馆业者几个影响力大的行业。应该注意到，绩溪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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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明清这个较长时期内的出外经营的时间问题，经

营行业的种类，经 营 范 围 的 逐 步 扩 大，经 营 文 化 与 经

商精神的集中体 现，将 上 述 问 题 进 行 综 合 考 察，以 此

展现明清时期绩溪商人的全貌；将绩溪商帮的发展与

徽商中的歙休商帮的发展历程进行对比，展现绩溪商

帮的不同之处，以加深对绩溪商帮的整体认识。

研究绩溪商人 的 经 营 理 念 与 精 神 可 以 为 当 今 的

商业经营者提供 宝 贵 的 历 史 经 验 与 教 训。绩 溪 作 为

徽菜的重要发源地之一，通过对过去徽菜馆经营的研

究，可以对当今的 徽 菜 的 工 业 化 生 产，徽 菜 原 料 基 地

建设等提供助力，促进绩溪现今餐馆业的发展。对于

绩溪墨业经营的研 究 也 对 现 在 绩 溪 以 徽 墨 作 为 自 身

文化品牌建设，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有着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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