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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策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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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经商史上，晋商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晋

商文化也成为一种独特的传统文化。作为山西地区独有的地域文

化，其不仅蕴含着丰富的德育要素，而且对学生的三观建设有着

重要的引导作用。在高校思政教育建设中，教师可以将晋商文化

融入其中，实现文化强国的目标，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本文即

在此背景下展开研究，通过分析晋商文化的内涵要素，从而提出

晋商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策略与途径。

关键词：晋商文化；高校思政教育；路径

晋商文化是山西地区一个时代的缩影，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思

想精髓与时代价值，因此在思政教育中，尤其在山西地区的高校

之中，晋商文化值得当代大学生进行深入思考、理解与应用，从

而能够将其精华提取而出，成为引领当代大学生思想观念与道德

修养成长的重要内容。

一、晋商文化的内涵要素

（一）诚实守信

诚信为经商之本，这是我国传统文化遗留的重要思想，而晋

商更是以诚信作为人本基础。自晋商诞生以来，大多数商人都将

信誉作为经商之道，在经商方面坚持以信誉立牌坊，既要严格控

制经商过程中缺斤短两、投机取巧、假冒伪劣的问题，又要保证

客户的利益，在遇到问题时一般都采取自主承担风险与亏损的方

式，以此保证品牌在群众中的影响力。

在做人方面，晋商也一直将诚信作为本分，不仅在商业合作

上追求共赢，而且在晋商秤杆上都刻印着“寿”字，将信誉视为

与自身寿命等同的重要性，彰显了晋商的优良品格。

（二）以义取利

孔孟思想是晋商崇尚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晋商对于自身的

信誉形象极为注重，在日常行为与商业活动中一直树立和保持自

身的形象。另一方面，在涉及设计义利问题时，晋商总表现出独

特的理解，通过特殊的行为规范约束晋商团队的行为。

晋商将“先义后利，舍利取义”作为商业准则，因此在商业

竞争中，晋商也往往表现出相互合作与扶持的经商之道。例如在

晋商中享誉盛名的天亨玉和大盛魁两家，本身具有竞争的关系，

但在天亨玉濒临破产时，大盛魁慷慨解囊，并改名为天亨永后继

续经营；而后当大盛魁遇到经济困难时，天亨永则回馈恩情，使

得两家商号共同发展，相互成就。

（三）勤劳节俭

在中华文明绵延生长五千年来，勤俭节约就一直是我们血脉

中相传的美德，而这一美德在晋商之中也有显著的展现，不仅制

造了丰盛的物质财富，而且将其品格浓缩为精神财富，留给后人

传承与发扬。

首先，多数晋商的发家致富过程中都以勤俭为基本路径，通

过一代又一代的艰苦奋斗，而将品牌树立起来。

其次，晋商在达到一定成就或拥有大量财富后，也很少出现

大肆挥霍的现象，仍然保持勤劳与节约的品行，并在传承中将其

品质通过家庭教育赋予后辈。

其三，晋商还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晋商大多以行商为致富

道路，他们不仅要克服各种恶劣的气候与路况，而且还面临着劫匪、

强盗等危险，正是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支撑他们

走过五百余年。

（四）心怀天下

晋商注重团队精神，同行、同乡之间具有深厚的情谊，能够

快速建立合作，并共同扩大经营范围。同时，晋商也有心怀天下

的社会担当，随着晋商的不断发展，他们的商业规模不断向全国

范围扩张，一方面以建立商会、会馆等方式联系同行同乡，以增

进了解与促进合作。另一方面则以崇拜关圣为基础，展现出重视

人性、乐善好施、乐于帮助的品行特点。因而在捐赠藏书、放粮

赈灾、捐资善后等社会公益方面，总能看到晋商的身影，这种文

化背景与道德环境下，一代代晋商逐步形成了心怀天下的大胸怀

与大气魄。

（五）开拓创新

翻开晋商的发展史，其成功的原因不仅包括勤俭节约的美德，

还在于其勇于开拓与创新的追求。晋商的票号业务首先开通了异

地汇兑与存贷业务，提出了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制度，并且

提出银股人股制，这些制度与经营方式的变革，大大推动了晋商

发展的动力，从而一举成为驰名全国的商业巨擘。

二、晋商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策略与途径

（一）在课程建设中融入

在现代社会发展与进步的过程中，晋商文化逐步退出了历史

舞台，但其作为山西地区独有的、具有高度思想价值与影响力的

传统文化内容，应当进一步挖掘其教育价值和引导功能。因此，

在高校思政课程建设中，教师应挖掘晋商文化中具有深刻内涵、

思想价值与美好品格的内容，以此扩展和丰富当前的思政课程内

容。

其一，可以将晋商文化理论内容与思政课程相结合，以古今

对比的方式提高学生对思想、价值观、品格的认知，引领学生建

立正确的三观；

其二，可以将晋商文化作为思政课程的实际案例，通过选择

晋商发展历程中的真实故事，为学生解释和呈现课本中的内容，

帮助学生理解与把握，发现人性与品格传承中联系性与共同点，

并将晋商文化在当前社会中再次发扬与传承下来。

其三，还可以开设晋商文化选修课。通过展示晋商文化的发

展历程、深刻内涵以及精神品质，不仅可以让学生了解山西地区

古代商人的行商态度与能力，而且能从中品味中华文化的深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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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大，在获得启迪的同时建立文化自信。

（二）在文化创新中结合

文化不仅是民族传承的血脉，也是国家崛起的象征，在全面

推动文化自信建设的进程中，通过校园文化实施思政教育则成为

高校的重要发展路径，而在此过程中，晋商文化作为山西地区重

要的文化遗产，就成为丰富校园文化，引领学生思想的关键内容。

对此，高校应以晋商文化为依托，通过多元化的途径与方式

加强校园文化的创建与发展，将晋商文化与当前各种校园活动相

融合，以此构建并营造充满晋商文化的校园环境，让学生在耳濡

目染中接纳、理解，并从中接受启发，获得思政教育的效果。

首先，学校可以主导学生举办晋商文化节，通过组织学生团

队，打造各式各样的晋商文化活动。比如针对学生群体，可以开

展知识竞赛、板报展览、演讲比赛等活动，将晋商文化作为主题，

挖掘其中更深层次的内涵与价值，让学生了解晋商文化的历史、

内涵与精神象征，并建立传承与发展的意识。对于师生共同体，

则要开展更具文化内涵的活动形式，比如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编

排关于晋商文化的话剧。

一方面可以根据历史故事进行创编，将其艺术处理后改变成

为话剧剧本，由教师作为导演进行指导，由学生共同合作，完成

剧本创作、改编、表演、场景服装设计、灯光音乐控制等工作内容，

进而为全校师生献上展现晋商文化本质精神的话剧剧目。

另一方面还可以改编现有的展现晋商文化的影视剧，比如可

以选取《乔家大院》的片段进行二创，通过学生的艺术加工处理

以及台词、表演等，普及晋商文化的影响力，并让学生能够从中

学习晋商诚信、勤俭、奋斗的精神品质。

其次，学校可以开展晋商文化大讲坛，通过邀请研究晋商文

化的专家、教授等在学校举办文化讲座活动，由此进一步将晋商

文化的形成过程、原因以及社会背景进行详细讲解，帮助学生从

历史时空观的角度分析晋商文化的形成过程，进一步深化思政学

习水平，并为学生提供重要的晋商文化学习平台。

此外，还可以组织学生在娱乐生活中学习晋商文化。比如在

学校多媒体教室播放《乔家大院》《无晋源票号》《一代大商孟

洛川》等展现晋商文化的经典影视剧，让学生在业余时间也能品

味晋商的文化价值与人格魅力，并引导学生从中树立学习的榜样。

教师也可以推荐学生去看大型人文纪录片《晋商》，其中详细、

真实地记录了晋商的发展史，同样为学生提供了学习晋商创业历

史的重要途径，并能够让学生在其中品味晋商的敬业与创新精神。

（三）在实践活动中运用

在现代教育思想指引下，大学生思政教育也要强调知行合一，

既要让学生在理论知识上建立认知基础，也要在实践生活中进行

运用，将理论的功能与价值投影在现实生活之中。因此，在推动

晋商文化与思政教育融合的过程中，也要将晋商文化的内涵透过

课程与实践活动两种路径展现出来，实现理论深化与身体力行。

首先，走出校园是学生实践的重要窗口，为了进一步强化学

生对晋商文化的理解，应当开展以社会活动为主的实践形式。对

于山西地区的高校而言，其具有丰富的本土资源可以运用，学生

在周末、小长假、寒暑假等假期，都可以根据时间的长短选择合

适的“晋商文化游”活动，既可以单独出行，游览晋商遗址，透

过晋商曾经居住的院落、使用过的物品、店铺遗址等，感受曾经

晋商的崛起过程，品味晋商的人文品格。

其次，校园文化节也是学生参与实践的重要途径，学生可以

在校园文化节举办过程中积极融入其中，一方面可以参加学校举

办的竞赛、演讲等活动，另一方面可以由学生自发组织团队，比

如爱好表演的学生可以编排小品展现晋商文化中的历史故事；爱

好摄影的学生可以举办摄影展，展示用相机记录的经商文化遗址

或物品；喜欢戏曲的同学可以开展戏曲表演活动，演出与晋商文

化有关的戏曲节目；对于新兴技术有兴趣的同学，还可以利用 VR

还原晋商的重要遗址，比如乔家大院等，给学生不同的文化体验。

（四）在宣传推广中引导

在网络与新媒体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宣传与推广途径落

实思政教育已经成为高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方向。

首先，学校可以在官方网站中建立晋商文化宣传栏，一方面

可以及时宣传本校的晋商文化活动，呼吁更多的学生积极参与，

另一方面可以与晋商文化研究机构建立合作，为学生展示最新的

晋商文化研究动态与成果。其

次，学校可以建立晋商文化交流平台，通过新媒体等平台为

学生提供相互探讨与讨论的途径，增进学生对晋商文化的理解。

其三，学校也可以组织新媒体运营账号运营团队，将思政课

程内容与晋商文化进行融合，通过短视频、动画制作、影视剪辑

等方式，让学生在感受晋商文化魅力的同时，学习晋商的精神与

思想，实现个人思想与道德品行的有效发展。

此外，对于山西地区的高校学生来说，还可以积极投身区域

内的晋商文化传承活动，通过担当志愿者的方式投身晋商文化传

承与发展的队伍之中。

三、结语

综上所述，晋商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

其在山西地区展现出极高的教育价值。高校应深入挖掘晋商文化

中诚实守信、以义取利、勤俭节约、心怀天下、开拓创新等内涵，

并以此为基础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之中。教师不仅可以在课程建

设中充分融入晋商文化，还能在校园文化建设、实践活动组织以

及校园宣传推广等途径中展示与呈现，由此让学生真正理解并能

够运用晋商文化，在学习与生活中保持良好的思想品格与文化修

养，开辟新的高校思政教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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