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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公元前 1066 年, 有一位叫姬昌的周人被商纣

王捉来关在羑里。 他就是后来的周文王。 据说此时的姬昌

已经是一位耄耋老者, 却不气馁。 他利用在商朝国家监狱

的七年时间, 以心忧天下之志潜心研究, 在伏羲先天八卦

的基础上, 用蓍草推演出后天八卦, 初步形成尔后影响中

国文化三千年的 《周易》 之 《经》 部。 到了公元前 500
年左右, 孔子被这部奇书吸引而日夜苦读 (遂有 “韦编

三绝” 美谈传世), 并为此发出 “加我数年, 五十以学

易, 可以无大过矣” 的由衷感叹。 孔子把他的学习心得连

同前人对 《易经》 的看法汇编成书, 这就是 《周易》 之

《传》 部的雏形。 一般认为, 《周易》 的最后定型当在春

秋战国甚或秦汉之际。 后世将它列为 “群经之首”、 “大

道之源”, 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 现代分析心理

学的创立者、 瑞士人荣格对其推崇备至, 誉为 “人类唯一

的智慧宝典”。
东汉郑玄注 《易》, 提出 “三易” 之说, 即简易、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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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与变易, 以变易 (变通、 变化) 为核心要义。 《周易》
就是讲变通、 变化的哲学, 观照人的生命和生活, 关怀人

的生存发展。 《周易·系辞上传》 所谓 “一阴一阳之谓

道”, 讲的就是生命、 生活中的辩证法, 生存、 发展中的

对立与统一。 《周易》 合 《经》、 《传》 两大部分之力, 讲

“自强不息”, 善待自己, 修身养性, “乐天知命”; 讲

“厚德载物”, 善待他人, 察微知著, “变通趋时”。 《周

易》 六十四卦以环环相扣、 相互作用、 相生相克、 相辅相

成的圆状循环之象, 教人如何对待人生, 走好人生, 圆满

人生; 如何处理好人与人、 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的关系。
《周易》 乃是用醍醐之浆, 提振人的思想、 人的面貌; 用

智慧之泉, 浇灌生命之树、 生活之树。 大哉 《周易》! 美

哉 《周易》!
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不少成语, 如 “自强不息”、

“居安思危”、 “韬光养晦”、 “否极泰来”、 “三阳开泰”、
“革故鼎新”、 “洗心革面”、 “义结金兰”、 “殊途同归”、
“求同存异” 等, 都出自 《周易》。 汉代有学者说过, 《周

易》 是让人一辈子享用不尽的大书———仅 《谦》 一卦,
就大可以保国, 小可以保身。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享用好

这部大书, 进而得以与人和谐, 与自然和谐, 我们特约请

一批易学专家, 以平视的角度、 平易的手法、 平实的语

言, 来讲易说易———既讲古人的故事, 也说今人的故事;
既讲中国人的故事, 也说外国人的故事; 既讲社会上的故

事, 也说身边人 (包括父母妻儿、 同事朋友) 的故事,
从而形成这套学易讲易小丛书。 丛书细分为 《 〈周易〉 与养

生之道》、 《 〈周易〉 与夫妻之道》、 《 〈周易〉 与经营之

道》、 《 〈周易〉 与人生之道》、 《 〈周易〉 与处世之道》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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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 多侧面多层次地娓娓道来, 期以金针度人, 澡雪精

神。
参加本丛书编撰工作的, 除各书作者外, 吴进、 王晓

琳、 何俊华、 干永昌、 李君惠、 朱小农、 雷英、 李霜琪、
李蕾等同志也帮助搜集资料, 或参与审校, 以不同的方式

对本书的编辑出版提供了帮助, 特对他们的辛勤工作予以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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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 中的命运掌握论

一、 离, 丽也, 化成天下———借势依附, 人际关系就是

财富

“离, 丽也, 化成天下” 出自 《周易》 离卦的 《彖传》。
原文是: “离, 丽也。 日月丽乎天, 百谷草木丽乎土。 重明

以丽乎正, 乃化成天下。 柔丽乎中正, 故亨。 是以 ‘畜牝

牛, 吉’ 也。” 即是说, “离卦” 就是附丽, 也就是附着的

意思; 譬如日月附着于天宇, 百谷草木附着于大地。 日月生

辉而又依附正道, 从而造化万物。 柔顺居正位, 并且坚守正

道, 当然能亨通。 因此卦辞说: 像母牛一样温顺, 吉祥。
《周易》 的离卦是中间的一个阴爻, 附着于两个阳爻的

形象, 因而命名为离卦。 离卦与坎卦是阴阳爻附, 攀附才能

脱险, 两卦交互为用。 离卦, 离上离下, 离为日, 太阳反复

升起, 周而不息。 离卦的 “离” 是 “丽”, 附着的意思, 这

与 “离” 字通常的意义似乎相反; 但附着的两物, 必然不是

一体而是分离的, 所以 “离” 也有 “附、 偶、 合” 的含义。
天地间的物体, 必定附着在某种物体上, 始得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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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附着的对象必须正当。 人依附的对象, 如夫妻、 朋友、 工

作、 理想等, 也无不如此。
离卦有两重意义, 一是光明, 一是附着。 日月光明依附

于天, 象征政治清明; 草木附着于地就是文采, 就是文明。
离卦旨在鼓励大家修身养德, 依附道德高尚之士, 以推进文

明进程。
日附丽于天, 草木附丽于大地, 喻人依附正道, 可获吉

祥。 尤其是在险难中, 必然需要攀附, 找到依托才能安全。
在人生、 商战、 职场等事业的经营中, 依附是非常重要

的而且是十分有效的一种手段。
封建时代的商人要想成功经营, 赚取大利润, 最佳选择

就是 “官商勾结”, 这就是依附, 也就是 《周易》 离卦所说

的 “离, 丽也”。
因为, 在封建社会, 政府掌管着一切资源和政策, 对整

个国家有绝对的支配权, 可以呼风唤雨。 政府想资助谁, 谁

就可以发达。 比如茶叶贸易, 当年要领取龙票, 也就是贸易

许可证, 才能从事贸易。 晋商能够一直垄断茶叶贸易, 是因

为他们很容易从政府那里领到龙票。
晋商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帮。 晋商的成功, 在一定

程度上得益于 “官商勾结”。 官商勾结, 实现各自的愿望与

利益。 由此, 官商勾结相互获益成为晋商发展兴衰史的一个

最大特色, 贯穿了晋商的百年兴衰史。
历经五百年的辉煌, 晋商在明清两代如鱼得水, 一步步

走向巅峰; 而清朝灭亡之后, 晋商迅速没落。 回顾晋商的兴

衰史, 无论其发家致富和最后的衰落, 都离不开 “官商勾

结”。
山西人经商的历史很早, 晋商作为一个商帮, 是在明代

初年形成的。 晋商的形成是因为山西商人得到明朝政府的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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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经营盐业贸易, 由此发展起来。
明朝初立, 蒙古人不断侵犯北部边疆, 明政府就在北部

边疆建立了八个军区。 其中, 最重要的军区就在山西大同一

带, 当年驻兵的人数有 80 多万, 战马就有 30 多万匹。 如此

庞大的军队, 最需要的就是粮草。
明代初年, 交通不便, 粮食运输非常困难。 有一个山西

官员上书给朱元璋, 提出了一个建议: 让政府以盐业经营权

为奖励, 让民间商人把粮草运到北部边疆, 解决北部军队的

粮食问题。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 盐一直是由政府垄断经营

的, 而盐赋之利, 约占天下流动财富的一半, 利润丰厚。
这位山西官员的具体方案是: 让民间商人把粮草运到北

部边疆的军区, 然后, 按照交粮草的数量发给商人 “盐引”。
盐引是当时进行盐业贸易的凭证, 用盐引就可以到采盐地去

换成盐, 再拿着盐到指定的地区进行零售。
朱元璋批准了这位官员的建议, 于是, 在明代初期形成

了一项叫 “开中制” 的制度。
由于山西南部有盐池, 卖盐、 取盐都非常方便。 同时,

那里也是主要的粮食产区。 山西商人早就有做粮食贸易的传

统, 因此, 山西人借着明政府奖励盐引的机会, 迅速地壮大

起来, 形成了晋商。
到了明代中期, 晋商的盐业经营遇到了困难。 因为, 盐

业制度由 “开中制” 改为了 “折色制”。 “开中制” 是把粮

食运到北部去换成盐引才能做盐的买卖; 而 “折色制” 又将

盐业经营权给了另一批商人, 商人在内地就可以拿钱买盐,
然后运到各地去卖。

这时候, 盐商就分为内商和边商, 留在边疆运粮食换盐

引的叫边商, 在内地用钱换盐的叫内商。
内商其实就是徽商。 明政府之所以把盐业制度由 “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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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改为 “折色制”, 是因为当时的徽商长袖善舞, 在吟诗

作对、 歌舞游戏之间, 博得了官府的欢心, 政府就把盐业贸

易的经营权交给了徽商。
徽商就是在这个时期通过官商结合迅速致富而兴起的。

徽商的一斤盐卖到三钱银子, 相当于 160 斤大米的价格。
内地的盐业贸易被徽商垄断, 其势力渐渐超越了晋商。
然而, 晋商后来由于得到王崇古和张四维这两个大官的

支持, 又慢慢找到了新的机会。 王崇古和张四维这两个朝廷

官员积极支持朝廷开放贸易, 允许中国人和俄国等其他国家

做贸易。 晋商的盐业贸易受困之后, 逐渐转向对外贸易, 也

有了长足发展。
事实上, 王崇古代表的王家和张四维代表的张家本身就

是明代最有名的晋商。
明中叶时, 蒙古地区是单一的游牧区, 非常需要中原的

粮食、 绸布、 铁锅、 药材、 茶叶等商品。 但蒙明处于敌对状

态, 明政府对蒙古采取防范态度, 限制中原的商品流入蒙

境。 这样, 蒙古所产的牛羊及畜产品就难以流入中原, 即便

有时进行贸易也是朝贡式贸易, 远远不能满足蒙古对中原物

资的需要。
正常交易满足不了怎么办? 抢! 蒙古军擅长的就是纵马

抢劫, 来去迅速。 在土地里劳作了千年的汉人军队在马背上

纵横自然不如蒙古军。 你抢我打, 打不过自然生气, 生气就

讨伐, 讨伐不过, 双方的仇恨就越积越深。 这样, 明蒙双方

就长期处于敌对状态。
历史往往充满戏剧性。 明隆庆四年 (1570), 蒙古首领

俺答的孙子把那汉吉与俺答发生矛盾, 把那汉吉盛怒之下出

走而投降明朝。 破天荒地出现这等事情, 如何办? 就此引发

了在处理把那汉吉问题上的朝政之争。 饶仁侃、 武尚贤、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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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熊、 赵贞吉等主张采取强硬军事手段, 王崇古、 张四维、
张居正等主张议和、 开马市。

王崇古是议和的主要推动者, 所以 《明史》 记载说

“崇古独成之”。 王崇古的外甥吏部尚书张四维也是议和的积

极推动者。 张四维为了实现议和及开马市, 曾设法联络内阁

大臣高拱。 《明史》 载: “俺答封贡议起, 朝右持不决。 四

维为交关于拱, 款事遂成。”
由此可见, 张四维联络高拱, 形成张、 高的联合行动。

王崇古与张居正之间书简也很多, 这样王崇古、 张四维的

“议和” 主张就得到了身居中央要职的高拱、 张居正的强有

力支持。
到隆庆五年 (1571) 三月, 议和派终于占了上风。 明朝

政府决定与蒙古议和, 封俺答为顺义王, 允许与蒙古通商贸

易, 即每年一次在大同、 宣府、 山西 (偏关) 三镇的长城以

外开设马市。 后来发展到在陕西、 宁夏二镇也开马市, 每月

一次在长城的各关口也开设小市场。 其交易商品除布帛、 菽

粟、 皮货外, 还有服装、 针、 线等杂货。
不难看出, 王崇古、 张四维等在议和开马市问题上发挥

了重要作用。 但更应该看到, 推动这一政策甚至影响朝中权

位之争的背后, 还有以晋商为代表的商人。
王、 张均为晋商家族。 王崇古之父王瑶、 伯父王现、 长

兄王崇义、 从弟王崇勋、 舅父沈廷珍、 姐夫沈江等都是商

人。 张四维之母是王崇古的二姐, 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 叔

父张遐龄、 弟张四教、 岳父王恩、 妻兄王海等也是晋商。
王氏、 张氏均为大商, 主要在沿边进行粮食、 绸布、 盐

业等贸易, 扩大与蒙古地区的贸易, 将会给他们带来巨额商

业利润。 因此, 他们通过在朝中做官的亲人影响朝中政策的

制定, 最终达到明蒙议和与开马市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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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清后, 晋商也是借了官府的 “东风” 再次得到大发展

的机会。
明末, 山西商人就和满洲商人进行贸易。 据说, 在做买

卖的过程中还给满族人提供一些情报, 所以, 在满洲贵族入

主中原以后, 就把八家与满族人做买卖的山西商人封为 “皇
商”, 专门替皇家采买物品, 同时把山西视作 “商贾之途”,
是 “财赋有出” 之地, 另眼看待。

清王朝许多大规模的军事活动都得力于晋商的赞助。
1720 年西北准噶尔叛乱, 清政府调集重兵征剿, 当时因路途

遥远, 运输粮秣成为最突出的问题。 晋商得知后积极地随军

进剿, 代运军粮。 据 《清史稿》 记载: “介休范氏随师征准

噶尔, 输米馈军, 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 六十年再出师。 以

家财转饷; 计谷多寡, 程道路远近, 以次受值, 凡石米自十

一两五一至二十五两有差。 累年运米百余万担。 世宗特赐太

仆寺卿衔, 用二品服……”
除平定三藩之乱、 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之外, 平定

大小金川叛乱, 及在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 太平天国、
捻军起义等的军事行动中, 都得到了晋商在财力物力上的支

持。 有个叫王绳中的晋商一次赠给乾隆皇帝白银 100 万两作

为报效, 被称为 “百万绳中”, 清王朝则用 “赐产”、 “入
籍”、 “赐职” 以及特许经营和贷给资本等办法, 给晋商提

供种种经济和政治特权, 如特许晋商经营盐业以及对日本的

铜贸易等。
例如: 康熙年间, 康熙皇帝镇压蒙古叛乱, 山西的范家

负责运送粮草到前线, 帮清政府节省了 600 万两白银。 作为

报酬, 经过皇帝批准, 范家就从清政府手中获得了对日贸易

权。
当年这项贸易利润最高。 1000 两银子在中国买的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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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 运到日本可以卖到 1 万两银子。 然后, 再用这 1 万两

银子从日本买铜, 运回国内, 这样就可以赚到 5 万两银子。
一趟日本贸易, 1000 两银子就变成了 5 万两银子, 利润竟然

达到了 50 倍, 不发大财才是怪事。
后来在晋商中崛起的乔家、 曹家, 虽然在创业的时候没

有官方背景, 但是在有了一定基础和实力后也知道必须运用

官方背景, 要 “官商勾结” 才能发大财。
乔家、 曹家的创业者都有两个特点, 第一是穷, 第二是

没有文化。 乔贵发是 “走西口” 去内蒙古闯荡, 而曹家是闯

东北。 他们靠着辛苦闯荡, 有了一些经济基础。 但是, 在封

建社会, 真正要把买卖做大, 还要靠官方的关系。 这时候,
官商结合就不是靠亲戚关系了, 而是用行贿等卑劣手法。

张之洞当过山西巡抚, 他在职时, 晋商就觉得他前途无

量, 想巴结他。 晋商们调查了张之洞的爱好, 发现他喜欢嫖

妓, 不是嫖妓女而是嫖男妓。 于是, 晋商就给张之洞送去了

他所需要的。 张之洞什么都没说, 就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所

以, 张之洞对晋商特别好。
后来, 张之洞想离开山西, 去做两广总督。 可是, 升官

是要花钱的。 晋商知道了, 当即就给了张之洞 10 万两银子。
结果, 张之洞果然做了两广总督。 他不忘晋商的恩, 让晋商

的票号在广东开分号, 让两广财政的银子都通过晋商的票号

来汇兑。
清末, 晋商很想巴结慈禧太后, 但是, 一直没办法接近

她。 最后靠着大德通票号的大掌柜高钰, 才得以成功。 这个

高钰是一个公关高手, 善搞官场关系。 他与许多在山西做过

官的大臣私交都很好, 经常鞍前马后地侍奉他们, 包括编写

《清史稿》 的赵尔巽。 同时, 他与很多王爷、 贝勒、 贝子关

系也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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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 八国联军进了北京, 慈禧太后要逃跑, 由内务府

大臣桂春安排路线, 而高钰和桂春私交甚笃。 桂春把路线安

排好之后, 就写了一封信告诉高钰, 说慈禧太后某月某号到

山西, 准备住在祁县, 你们作好准备。 高钰知道这是巴结慈

禧太后的绝好机会。
到了那天, 慈禧太后就住在乔家, 乔家给了慈禧太后非

常好的招待。 由于慈禧太后当时手头很紧, 乔家又送了她 20
万两银子。 从这以后, 慈禧太后改变了对晋商的印象。

回到北京后, 慈禧太后作了一个决定, 根据 《辛丑条

约》 规定, 中国向西方国家赔款 10 亿两银子, 清政府将这

10 亿两银子交由晋商票号经管。
事实上, 当年赔款的操作是由清政府分配到各省的。 慈

禧太后回去后规定, 每个省交赔款的时候不用交给清政府

了, 直接交给当地晋商票号的分号。 然后, 由票号把这笔钱

汇到英国的汇丰银行, 再由汇丰银行交给各国政府。
10 亿两银子的汇费就相当可观了。 而且, 有的省没钱,

交不上来, 晋商就借钱给省政府完成朝廷的任务。
所以, 晋商通过这笔买卖实际上挣了两笔钱: 一笔钱是

汇费, 另一笔是借款利息。
晋商在 1900 ~ 1910 年间达到辉煌的顶点。 这是因为是

慈禧太后给了他们赚钱的机会。 慈禧太后对晋商一直念念不

忘, 还想成立大清银行并准备让晋商来办。 可是, 晋商并没

有理解慈禧太后的好意, 错过了这次机会。
清王朝的迅速垮台, 使晋商特别是票号业受到毁灭性打

击。 晋商长期与清廷结托, 致使票号中大量存放官银, 处于

风雨飘摇中的清廷官员, 对票号 “存款立提, 毫不通融; 贷

款不还, 人去楼空”。 山西票号因此倒闭者不在少数, 晋商

从此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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