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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鲁商与徽商价值取向的相似性及原因探究
王海洋

（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明清史料和今人著作记载着明清鲁商与徽商一些内容，

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梳理，在探究两大商帮兴起与发展过程中，发

现两大商帮的价值取向存在着相似之处：都呈现出“崇儒重仕”“贾

而儒行”“好儒轻贾”等共同点。同时探究其相似性原因：都受

到浓厚儒家思想、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家限制商人政策的放松等

方面的影响，希望对其他商帮价值取向领域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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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商业社会繁荣，各地

商人活跃，形成了各地商人群体。其中，鲁商和徽商是较出名的

两个商人群体，虽然两大商帮崛起的地域不同，但是他们在价值

取向方面存在着相似之处。

一、明清时期鲁商与徽商价值取向的相似之处

明清时期鲁商和徽商在实现谋生获利的基础上，还有着很强

的道德追求和精神向往。他们依然坚持以封建儒家思想观念作为

自己价值取向中的一个主要的衡量标准和道德尺度，以“儒商”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崇儒重仕”的价值取向深深印染在他们内

心深处。

绝大多数鲁商和徽商在经商中贾而儒行，贾而好儒，勤勤恳恳，

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养，以求改变自身形象。事实上，许多鲁商

和徽商大都有过业儒的经历或愿望，如果不是家境贫困无法继续

学业，那么业儒将仍然是他们的首选。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对不能“业

儒”，是带有深深遗憾的。因而当他们致富后，普遍期望其子弟“业

儒”，进而能够走上官宦的道路。鲁商和徽商重儒的表现形式多样，

不仅自己重儒，对其子女以儒学教之，甚至影响其他人重儒治学。

（一）儒德为范，重儒好儒的鲁商

鲁商坚持用儒家思想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要求自己和其子

孙。“侯燕怡，字萼亭，太学生，初业儒，后弃而就贾，句稽之

暇则看四子书，若有所会。人曰：‘市肆中安用此？’笑而不答。

为人仁厚诚笃，善解纷，乡里有争讼者，则出财以平之，无吝色，

人有急难求济”。这表明弃儒就贾的鲁商侯燕怡在经商过程中，

仍然坚持用儒家思想规范其经商行为，为人排忧解难，为人诚笃，

可以说是明清儒商的典范。“萧瑶，字篠庄，中前所人……幼业

儒，以家贫去而治生，仍嗜学不辍，出入往来，偱循儒者，少年

好为义举，尤多隐德，不使人知。明季曾于宁海州设典铺一，……

每训其后人曰：‘吾少贫，不得已废学去为商贾，未尝作一欺罔

事。往来南北都会，谨饬自好，从未屈膝公庭。尔等一志读书循

理，好自为之，他日凭藉有基，当不在此余产之几微也。勉之，

勉之。’”这反映了有的鲁商幼业儒，后因家贫经营典当业，常

常告诫子孙应该业儒，学做人，在鲁商眼里读书重儒是第一位的，

经商是被迫的，不得已而为之。“贾延龄，宇九，九岁而孤，母

马氏抚以成立。警才骏发，每思以文学继家声。授室后食指日繁，

乃弃儒就商。虽改业，而上承母训，课子读书，未尝宽假。……

平居肆力学问，精医卜，善堪舆，著有《地理切要》《阳宅知要》

若干卷，藏于家”。可见，鲁商贾延龄的愿望是以文学显家声，

但是由于成家后贫困故弃儒就商，继承母训，教育子孙读书，非

常严格；同时鲁商自己也带好榜样，非常好儒，著书藏于家中。

兴办义学，学校、书院等也是鲁商重儒的重要表现之一。如“许

树德，字心吾，少孤，……弃儒从贾，家道遂隆隆起。……置义

学城西，延师训乡党子弟，择其佳者厚恤以成就之”。 284 反映

出弃儒从贾的鲁商许树德在致富后，兴义学，延请儒师培育乡中

子弟，并重点培养优秀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鲁商的好儒。

（二）贾而好儒、重儒求仕的徽商

“贾而好儒”是明清时期徽商的主要特色。明清徽商不仅是

对自己还是对其他人都始终彰显这一特色。如“鲍尚志（歙县人）

曾云：吾有三愿：一为二代建坊表，一认引地为配商，一子孙读

书入学能成。”69-70 这反映了徽商鲍尚志的愿望之一是希望子

孙读书功成名就，这也是徽商重儒的表现。“公讳镶，字公辅，

严泉其别号也，姓程氏（休宁人）。……商游吴越……易篑之日，

呼厥子若孙语之曰：‘吾少业儒有志未就，弃而为贾，籍籍有声，

汝曹当明经修行，以善继述。’”88“公讳海，字伯容，（姓许氏，

歙县人）。……去儒即商。……即商游乃心好儒术，隆师课子，

冀功见当世”。“程文傅，字仲熙，（明歙县）东关人。……至

扬州，徙业盐旬。……年八十将卒，……诫子谦等曰：‘继志莫

如读书，荣名之来，听之而已。’”66 以上三则材料反映了徽商

对其子孙的要求，让其子孙把“业儒”定为第一目标，甚至有些

徽商死前告诫子女不要继承其经商的行业，应该是读书求取功名，

也是徽商价值观重儒轻贾的具体表现。

“青麓（许）公讳太明，字学甫，别号青麓居士（明成化正

德间歙县人）。……幼而聪慧，槐公（太明之父）初欲其习举子

业，恐其神体弗胜，命之以商，公则顺父志，带赀江湖，苦辛远涉，

击楫而言，曰：‘人在天地间，不立身扬名，忠君济世，以显父母，

即当庸绩商务，兴废补弊。如厥考既田，嗣当稼穑；厥考既构，

嗣当栋隆，弗可改也。而况我辈，承先人之固有乎。’”这表明

徽商许学甫幼年聪慧，随父经商，当时人的价值观，有两种选择：

第一是业儒，业儒是扬名，第二才是经商，经商是回报社会；子

承父业。徽商汪才生晚年告诫儿子要奋发图强，全心从儒，“毋

效贾竖子为也”。 这些反映了徽商自认为商人地位的低下的现象，

告诫儿子应该从儒，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重儒。目前，研究徽商

的学者们认为：两淮盐商中的富商之家，经过一两代后，其子孙

大多不是加入儒林，就是荣膺仕宦。他们所追求的不再是“财源

茂盛”，而是显名于时，甚至是扬名后世。可见，徽商在经商前

后都以“崇儒重仕”为价值取向，走的是以求“利”开始，以求“名”

为终结之路。

兴办义学、书院等教育机构是徽商投资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

方面，也是徽商重儒的一个重要体现。如徽商汪应庚，曾捐五百

金重修学宫，并以二千金购置祭田、祭器，以一万金购置学田。

康熙《徽州府志·凡例》云：“新安讲学书院较他郡为多”。 研

究徽州教育的学者通过对徽州方志较为全面的考察，得出徽州地

区共存在书院 93 所。明清时期徽州如此众多书院的经费大部分依

靠民间捐输，而徽商就是最为主要的民间捐输力量。也可以说，

徽州教育事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离不开徽商的贡献，徽商经商

积累的巨额财富推动了徽州教育事业发展。徽州地区继承了“崇

文重教”的优良传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士大夫阶层的人员

众多，至今还流传着许多了科举故事；“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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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同胞翰林”“一榜九进士”“兄弟九进士，四尚书”“一

科同郡两元”。这些官僚士大夫们大多数是徽商的后代或徽商扶

植起来的。

综上所述，鲁商和徽商在价值取向方面都呈现出“重儒求

仕”“贾而好儒”“重儒轻贾”的共同点。当然，鲁商和徽商在

价值趋向的影响下，还有其他共同点如都在会馆内供奉“文圣人”

孔子，都具备不畏艰难、吃苦耐劳的精神等。

二、明清时期鲁商与徽商价值取向相似的原因探究

（一） 浓厚的儒家思想的影响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是正统，占据

主导地位。明清时期儒家思想依然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可是，

随着明清时期封建社会商业的发展，发源于“周公遗风”的鲁商

和“东南邹鲁”的徽商对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传统价值观采取了扬

弃态度。明清鲁商和徽商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儒家“义利观”中

的“重义观”，并巧妙和成功地将“诚信经商、缘义取利”等伦

理道德规范引入商业领域，构成了基本的商业道德。另一方面，

又对儒家思想中的“轻利观”，加以改造，摒弃传统与教条，创

立新的理念观，认为经商获利是正当之事，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

可见，明清时期鲁商和徽商成功地将“儒”的伦理道德、价

值观念与“商”的经营实践、合理地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地继承、

发展、改造和创新，并创立了新的“商贾观”“儒贾观”，巧妙

地利用了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使社会出现了一大批综合文

化素质较高、善经营、懂管理的“儒商”，推动了社会经济进一

步发展。我们不能忽视两大商帮们对社会功不可没的贡献，长远

来看，对今天乃至后世商业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众多宝贵的经验。

（二）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传统生存方式不能满足其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条件下，明

清时期的鲁商和徽商做出了新的抉择：踏上从贾之路。如山东虽

然在历史上是主要的农业粮食产地，但是明清山东地区，尤其是

胶东地区，山多地少，人口的增长率远远大于土地的增长率，造

成了人多田少的生存危机，人民为了谋生，好多人都赴外经商。

与此类似，同时期具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

徽州府，一府六县是典型的山多地少，人口密集，粮食即使是在

丰收年也不能自给，要靠从江西、浙江等外省输入，许多人如不

选择赴外经商就无法生存。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

现了逐利之风，并且逐利成为经商的重要目的之一。可见，明清

鲁商和徽商最初经商是含有谋生逐利的目的。

可以说，明清时期的鲁商和徽商不需要再以经商而感到耻辱，

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增强，给予鲁商和徽商比前

代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经验“扬弃”地发展儒家传统文化，融入

儒家伦理之中，建立顺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鲁商商业文化和徽商商

业文化。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和改造后的商业文化发展造就了

大多数鲁商和徽商。

（三）国家放松对商人的限制

明清两朝全国的政治形势，商业政策的变化对商人影响很大。

虽然整个明清时期统治者实行的政策依旧主要是“重农抑商”政

策，但是明清政府“银禁，边禁，海禁”三禁政策的开放，促进

了明清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商人队伍的壮大。

明中后期商人队伍的壮大，最突出的特点是形成了“商帮”。明

清时期众多的商帮大多数是由明朝中后期兴起的沿海商人、内地

商人和边地商人中分化组合而成，当时已经成为传统商人群体中

的一支劲旅。明中叶以前，鲁商和徽商都是有“商”无“帮”，

处于分散经营状态；随着明中后期徽商崛起和明末鲁商崛起，徽

商和鲁商群体力量逐渐壮大，商人地位得到了提高，商业竞争日

趋激烈。

明清封建政府对商人限制的放松对鲁商的崛起与发展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清朝嘉庆以后，朝廷对东北地区封禁政策开始

松弛，特别是后来咸丰兵燹之后，边疆危机加剧，清政府开始认

识到东北的边疆危机，实行各种优惠政策鼓励移民到东北进行垦

荒、经商。当时的鲁商们及早抓住机遇，积极踊跃到关东贸易。

咸丰十年，烟台、营口开埠后，“每年去东省贸易之人有五千余

人”，其中，鲁商是众多外出赴东三省经商人员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此材料可以看出是政府对商业限制的放松，加快了山东人赴东北

经商步伐。

弘治五年，“开中折色”是盐业政策的重大调整，也是银禁

开放的标志之一。明清徽商紧紧抓住银禁和边禁政策改革的机遇，

充分利用货币白银化政策，成功的由边地商人转为了内地商人和

沿海商人、沿江商人，从事各种商品的贸易。清朝时期的关东开放，

海禁松弛到开放等政策变化，徽商都利用此机遇展现了自己的商

业才华。

总之，明清时期全国商业政策的变化成为明清鲁商和徽商崛

起的客观条件和重要契机。而明清鲁商和徽商主观上都能够突破

全国“重农抑商”政策，充分抓住政策松弛的缺口，并紧抓“银禁”“海

禁”“边禁”政策开放的机遇，脱颖而出，发展成为明清时期商

业界两支劲旅。鲁商和徽商在经商致富后会把大批商业资金用于

买田置地、攀附封建权贵，培养子孙考取功名等，维护了明清时

期封建社会秩序，巩固了当时的封建统治，使其成为明清时期两

大封建性商帮的典型代表。

三、结语

综上，明清时期鲁商与徽商的价值取向都呈现出“重儒求

仕”“贾而好儒”“重儒轻贾”的共同点。在价值取向的影响下，

明清时期鲁商与徽商的发展对当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最后形成

了现在分布在全国不同地区的齐鲁银行、济宁银行、徽商银行等

银行。明清时期鲁商与徽商极其相似的价值取向，对当代精神文

明建设、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

意义，给新时代商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商之道和精神财富，为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践行新时代的

商业思想也提供了一些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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