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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为指导 ，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 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

物主义 ， 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 以服务发展、有益后

世为宗旨 ， 力求融思想性 、 资料性 、 学术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为一

体 ， 力争成为对外宣传河南 、 宣传豫商的一方平台 ， 成为外界了解河

南、了解豫商的一扇窗户 ， 力争使豫商精英的成长史成为鼓励人们创

业的典范 。

二 、 收录范围

本志收录在全省乃至海内外有重大影响的豫商代表人物 ， 同时兼

顾在一定地域范围和某些方面有突出贡献的豫商精英

1. 公有制企业任期较长、贡献较大的代表人物 ;

2. 贡献 、 影响较大且奉公守法的非公有制企业代表人物 ;

3. 在环保、节能、社会公益、科技创新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

或其他个性特点鲜明 ， 对今人后世具有较大启迪作用的豫商人物 。

4. 在省外(海外)发展的豫商代表人物 。

三、时空界限

入志人物的事迹均在 1978 年至 2010 年底之间 ; 本籍人物以祖居

河南或出生于河南为准，客籍人物以在河南工作生活为准 3

四 、 编排体例

1. 坚持严谨的志书体例 ， 入志人物均以条目形式反映 ， 一人一

条 ， 以人系事 以史家之笔全面记述豫商发展历程及个人成长奋斗

史 同时 ， 以附录的形式 ， 简介入志人物所在企业的基本情况

2. 排序方法以入志人物的姓氏拼音先后为序 ， 后附所在企业简

介 若同一企业有多个人物入志 ， 其所在企业的简介附在志书中该企

业最后一个出现的人物之后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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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人为主 ， 事随人出 个人及企业资料以事实、数据为支撑 c

4. 以文为主 ， 直图则图 ， 力求图文并茂 ， 相得益彰 3

五、编写规范

l 使用规范的记述体语体文 ， 不用文言或半文言 】

2. 使用 1986 年 10 月由国务院批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重新发布的《简化字总表》所收录的简化字

3. 凡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和时刻、记数与计量用阿拉

伯数字 ， 定型的词、词组、成语、惯用语、缩略语或具有修辞色彩的

词语中作为语素的数字用汉字 -

4. 标点符号以 1990 年 3 月国家语委和新闻出版署重新发布修订

后的《标点符号用法~ ， 即以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国家标准

( CB/T15834一1995 )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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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全书，现任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

任，河南省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会长，河南省

豫商联合会名誉会长 早年任职于河南省经济研究

所，省计经委，平顶山市委、市政府 1993 年后

历任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 、 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

席等职 著有 《感悟中原} (上 、 下册，中央文献

出版社出版) 、《论简政放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出版)、 《 中国历代荐贤纳贤} (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 《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与机构设置》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红旗渠精神的时代

价值} (红旗出版社出版) 、《与时俱进的哲学思

考}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等书

19 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李希在芬说过 : 世界上 " 有两个公认的最聪明的民族 ， 同时也是最善于经商的

民族 ， 一个是犹大民族 ， 一个是 中 华民族 " 河南地处 " 中国之中河南人号称 " 中国人中的中国人 "

著名作家路遥也曾把在西北部奔走谋生的河南人比作 " 中国的吉普赛人 " 据考证 ， 商人名称缘起于河

南 ， 商业活动发祥于河南 ， 华商文化根植于河南 ， 商业都市兴盛于河南 。 用一句话概括 ， 就是 : 商 由 豫

兴 ， 播迁致远u

河南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 因辖境大部在黄河以南而得名 C 据载 ， 再划九州 ， 河南属九州之中的豫

州 ， 所以简称 "豫又谓 " 中州又因其东半部为广阔平坦大平原 ， 而得 " 中原 " 美名 历史上 ， 先

后有 20 多个朝代 200 多位帝王在此建都立业 ， 中国八大古都 ， 河南独占其四 : 洛阳 、 开封 、 郑州 、 安阳

这里 " 结费南北、枢纽东西关乎天 下兴亡 ; 这里开发最早 、 经济发展 ， 关乎国 计 民生 ; 这里历史厚

重 、 '文明久远 ， 关乎文化传承 L

‘ 三皇五帝 " 时期 ， 炎帝 " 都于陈 ( 今淮阳) ， 作五弦之琴始教天下种谷日中为市 ， 致

天下之民 ， 聚天下之货 ， 交易而退 ， 各得其所说明此时已有原始商业活动 c 黄帝 " 居轩辗之丘

(今新郑 ) ， 而娶于西陵 ( 地望在今西平 ) 之女披山通道 ， 未尝宁居可见修路通渠更利于远距

离交换 帝誉之时冲农作市 ， 高阳氏衰 ， 市官不修 ， 祝融修市祝融时任 "火正郑 ， 祝融之

墟也 " 此时 ， 交换活功不仅有固定时间和场所 ， 而且还设有管理人员 ， 可视为商业雏形 《管子 · 接

度篇》曰 " 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 ， 北用禹氏之玉 ， 南贵江汉之珠大夫散其邑粟 ， 与其财物 ， 以

市虎豹之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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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满阳徐镇)、迁居负夏(又名瑕丘 ， 今蝶阳五里乡瑕丘村)的帝舜 ， 曾 " 贩于顿丘(今泼县) " 、

" 债于传虚(今山西解虞 ， 当地盛产食盐) " ， 据此 ， 河南大学古代史教授朱绍侯认为舜在成为尧的

接班人之前 ， 是一位勤奋的劳动者和商人 。 " 舜继尧位后 ， 宣布 " 同律，度量衡并极其重视食盐生

产 因此 ， 可以说 ， 舜既是一位有作为的帝王 ， 又是一位精明的商人 ; 不仅是 " 豫商 " 之祖 ， 而且是

华商之祖，更是盐商之祖

夏商用时期 ， 河南是全国政治核心区、经济繁盛区、文化繁荣区 ， 同样是商业勃兴、商人得名的专属

区 《史记 · 货殖列传》称 ， 居住在颖 )1/ (今属州、/)、南阳一带的夏人"俗杂好事，业多贾" 。 居于商

(即今之商丘 ; 另说 : 其地在滴水 ， 即今之漳水流域 ， 以豫北之漳、卫地区为主)的商族人 ， 善耕能牧 ，

长于经商 史载 " 相土作乘马 " 、 " 亥作服牛 " 、 " 殷人服象此时的马、牛、象被驯服后 ， 主要是役力

牵拉 ， 更便于长途贩运货物 王亥 " 服牛乘马 ， 引重致远 ， 以利天下一次与有易部落 ( 今河北省境

内)交易时，王亥被杀，牛羊被夺u 后来 ， 王亥之子上甲微出兵灭掉有易 ， 夺回大量财产和奴隶 据此

判断 ， 王亥是史书中有明确记载的最早豫商 ， 也可视作中国商人的始祖

据说 ， 后世称 " 贩卖商品并从中获得利润的人" 为商人 ， 始自西周灭殷之后 ， 原本是周族人对殷商

遗民略带轻蔑的专称 周武王伐纣灭殷后 ， 为便于统治管辖 ， 将部分商族人迁往洛阳以东地区居住各

居其室 ， 田其田并给以自由民身份。 这些殷商遗民中 ， 原本过惯奢华生活的奴隶主贵族 ， 因长期脱离

生产活动而身无所长 ， 不会也不愿从事繁重农工生产 ， 因久受 " 殷人重贾 " 风气熏染 ， 谙熟贩运获利和

买卖生财之道 ， 于是便听从周公告诫重操旧业奔走各地，贩卖货物 ， 在为周朝贵族服务中 ， 赚取

差价以补贴家用 。 当时由于做买卖的殷商遗民很多 ， 以至于造成周族人的误解 ， 他们认为凡是做买卖的都

是商族人 ， 因此 " 商人" 便成了买卖人的代名词 后来，尽管族群界限淡化 ， 非商族人做买卖的也多了

起来 ， 但是人们仍然将 " 商人" 作为买卖人的通称 。

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迁都洛邑 ， 中国历史进入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 。 这一时期 ，中原大地变成了

精彩纷呈的大舞台 : 春秋五霸纵横捍间 ， 战国七雄牧马逐鹿 ; 诸子百家各争春秋，十家九流才俊辈出 ; 生

产关系重新整合 ， 生产要素活力迸发 同样 ， 豫商群体空前活跃 ， 彪炳千秋 。 春秋前期 ， 郑国商人弦高，

贩牛去周(今洛阳) ， 途遇秦师，断其袭郑 ， 遂以 12 头牛和 4 张熟牛皮精赏秦将 ， 秦师放弃袭郑计划 ，

郑国得以保全 ， 郑君 " 以存国之功赏弦高，弦高辞之大体与弦高同期 ， 河南民权人计然被认为是中国

最早的商业理论家计然之策用之于国则国富，用之于家则家殷ι 范盏正因师法计然而 " 计定天下、

策富商海功成名就后的范蠢汲取计然思想之精华 ， 著成《范子计然》一书 ， 这本书和《孙子兵法》一

样 ， 既是一本兵法奇书 ， 又是一本商业宝典 ， 被历代商家当做秘而不宣、用而不言的传家宝物 ， 据说胡雪

岩就是凭借此书而富甲天下的 。 春秋战国时期 ， 名气最大的豫商是儒商子贡和 " 商圣" 范菇 ， 二人分别

成就了 "端木生涯 " 、 " 陶朱事业后世商人将二者合并书写成联 ， 悬于店铺厅堂 ; 生意最大的是吕不

韦 ， 他不仅依靠贩贱卖贵而家累千金 ， 而且敢于做"货天下 " 的买卖 ， 最终集商、官、学于一身 ， 成就

千古伟业 ; 最为纯正(正统)的豫商是 " 治生鼻祖" 白圭

春秋战国时期 ， 豫商的向外播迁已成趋势，豫商的"国际 " 影响力已经显现 爱国商人弦高 ， 家在

郑固 ， 却 " 西市于周辞赏不受后 ， 弦高 " 以其属徙东夷 ， 终身不返" 儒商子贡曾追随孔子周游列国，

并在财力上予以资助 ， 他是"不受命于官，而自以其财市贱辑贵" 的自由商子贡既学于仲尼 ， 退而仕

于卫 ， 废举(贮)曹财于苔鲁之间 " {史记》还说 ， 子贡 " 束吊之币以聘享诸侯意思是经常与各国

权贵往来交接 ， 并能与国君 "分庭抗礼最后子贡死在商业发达的齐固 。 "商圣"范盏更是拜师于计然，

用 " 计然之计" 成名于越国 ， 辞官后至齐国经商 ， 最后隐居于定陶 。 吕不韦生于卫国 ， 经商致富在阳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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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迹遍布越、韩、魏、秦、楚诸国 ， 长期在甘ß 郭经营 ， 在咸阳为政 ， 罢相后秦王政曾下令迁他到蜀郡 ， 自

杀后方归葬洛阳 。

秦汉时期 ， 是中国古代商品生产和商业大发展的时期 。 " 天下熙熙 ， 皆为利来 ; 天下攘攘 ， 皆为利

往 。 " 这是司马迁对当时众生求富逐利情形的生动描述 ， 也从社会文化层面展现了当时交易的兴盛和商业

的繁荣 。 这一时期 ， 河南的商业得到长足发展 。 秦汉时期河南商业繁荣的表现之一是商业队伍庞大 ， 闻名

全国 ， <盐铁论 · 力耕》说宛、周、齐、鲁 ， 商遍天下 ， 富冠海内 。 " 表现之二是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商

业都市 ， <史记 · 货殖列传》列 19 个商业城市 ， 河南有 7 个 : 温、权、洛阳、颖川、宛、陈、睦阳 ; <盐

铁论 · 通有》所举 12 座商业城市 ， 河南有 8 个 ， 占 66.6% 。 表现之三是以洛阳为中心的对外贸易发达 ，

《后汉书 · 西域传》云立屯田于膏肤之野 ， 列邮置于要害之路。 驰命走驿 ， 不绝于时月 ， 胡商贩客 ，

日款于塞下 。 " 表现之四是货、币俱丰 ， 现代考古发掘出土大量这一时期的商品和货币 。

秦汉时期 ， 河南人发挥着主导经济政策、主宰经济命脉的作用 。 秦代 ， 继吕不韦之后 ， 上蔡人李

斯是制定和实施 " 国策 " 的重要参与者 。 西汉 ， 政论上有贾谊(洛阳人 )， <过秦论》、《治安策》、

《论积贮疏》影响广泛而深远 ; 桓宽(上蔡人 ) <盐铁论》、晃错(禹州人) <论贵粟疏》也在 中 国商

业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东汉洛阳帝都多近臣 ， 南阳帝乡多近亲上至光武皇帝 ， 中至文臣武

将 ， 下至庄主商贾 ， 几乎是河南人的天下 。 这一时期 ， 著名 " 豫商 " 代表人物有大贩运商师史、大冶

铁商孔仅、大爱国商卡式、大理财家桑弘羊、大庄园主樊重 。

魏晋南北朝时期 ， 中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 。 大体说来 ， 这一时期 ， 河南地区的商业发展经历了 " 三

起三落即魏晋时期的恢复与发展 ， 十六国时期的破坏与重新恢复 ， 北朝时期的恢复与发展。 西晋的短

期统一 ， 打破各地的交通阻隔，商业贩运活动日趋频繁。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 ， 洛阳不仅成为北方最大

的商业城市 ， 并且是国际性的商业大城市 ， 还带动了中原其他城市商品贸易的兴盛 。 不少人走上了经商之

路 ， 有弃农经商的小商贩 ， 也有囤积居奇的大商人 ， 就连皇室宗亲也投入了经商行列 。 如西晋义阳王司马

望之子司马齐利用其宗室身份和地位遣三部使到交广商货" 。 再如北魏时相州、I ( 今安阳 ) 刺史李世哲 ，

在邮城、洛阳等地的市场上贩卖各种货物 。 当时的民间商人刘宝 ， 最为富有 ， 在各地设立商业网点 ， 掌握

各地价格信息 ， 并配备车船马匹等交通工具舟车所通 ， 足迹所履 ， 莫不商贩焉 。 是以海内之货 ， 咸萃

其庭 ， 产匹铜山，家藏金穴" 。

这一时期 ， 上承秦汉文明 ， 下启隋唐盛世 ， 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动荡、民族融合时期 。 北方屡

遭战乱 ， 社会经济破坏严重 ， 而江南地区受到战乱影响较小 ， 加上北方人口大量南迁 ， 并带去先进生

产技术 ， 长期以来形成的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局面逐渐倒置 ， 以中原经济区和江南经济区为标志的两

大经济区域初步形成 。 南迁的中原人包括诸多商贾富户 ， 在促进民族融合和区域经济发展 中 发挥了巨

大作'用 。 其 中， 随司马氏 ( 温县籍 ) 政权迁徙转移的河南士绅和财富，无法估计 ， 这也是豫商播迁的

一个重要时期 。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盛世 ， 河南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当时 ， 河南

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主要有 : 一是大一统局面的形成 ， 打破了区域壁垒和人为障碍 ， 为货畅其流

创造了条件 ; 二是交易网络的恢复和发展 ， 联通各地物流、人流 ， 为商贸活动提供了基础 ; 三是全国重大

工程建设促进了商业发展 ， 其间关乎河南发展的大项目有三个 ( 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开凿贯通南北的大

运河、大规模营建东都洛阳 ， 以及唐前期对大运河的重修和扩建 ) ; 四是货币的统一，为交易交流创造了

条件 ， 唐高祖李渊废五妹钱 ， 行开元通宝钱 ; 五是农业、手工业的恢复发展 ， 推动商业贸易走 向繁盛 ; 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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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整个社会思想观念发生变化，越来越把商业当做一个重要行业 ， 尤其在唐代 ， 政治开明 ， 社会开放 ，

"弃本逐末" 现象十分普遍 ， 商人队伍不断壮大。 有一首诗 ， 生动反映了河南地区商业的盛况客行野

田间 ， 比屋皆闭户 。 借问屋中人 ， 尽去做商贾 。 "

隋唐时期 ， 河南地区商业兴盛集中体现在洛阳、泞州等中心城市的繁荣上。 城市里有固定的交易场

所一一市 ， 市中有邸店和柜坊 ， 拒坊是中国银行的雏形，还出现了 " 飞钱更有利于大宗商品的安全交

易和异地交易 。 到唐代后期突破"日中为市"的传统，出现了 "夜市" 。 洛阳不仅是全国的贸易中心 ， 同

时也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城市 。 洛阳有丰都、大同、通远三市 ， 通远市|脑通济渠 ， 周围 6 里 ， 20 门分路入

市 ， 商旅云集 ， 市内存放着各地来交易的舟船、舶妒等 ， 往往数以万计 ; 丰都市周围有 8 里 ， 通 12 门 ，

市内有 120 行 ， 3000 多店肆市四壁有四百余店 " 。 隋唐时期 ， 拥有 E 资的商人很多 ， 例如洛阳商人李

秀生一次捐资数万 ， 在南市附近的洛水上架起一座长 200 步的石桥。 唐后期 ， 洛阳商人捐献钱粮给军队 ，

可满足数月之用 。

北宋时期 ， 河南地区是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交通中 I~' ， 称得上是河南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

期 ， 各项事业发展达到鼎盛 ， 因此 ， 也可以说北宋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是时的河南历史 。 北宋时

期 ， 河南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 ， 也是商业兴盛的最大优势 ， 是全国中心地位的确立和进一步加强 。 北宋设

立四京 ， 除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 ) 外 ， 东京开封府(今开封)、南京应天府(今商丘 ) 、西京河南府

(今洛阳)均在河南境内 。 据吴涛等宋史专家估算 ， 开封城人口约有 150 万 ， 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

市 ， 即使在今天也堪称大都市 。 河南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 ， 也是商业兴盛的根本原因 ， 是农业的迅速恢复

和发展 。 政府所采取的减免田税、奖励耕垦、兴修水利、引种水稻等措施，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农产品

商品化程度较高的 ， 首推城市及周边地带的蔬菜业和林木业 ， . 1f京四郊有很多菜园 ， 西京洛阳所种牡丹号

称"天下第一" 。 河南地区商品经济发达的重要原因 ， 也是商业兴盛的重要体现 ， 是手工业的高水平发

展 。 京师开封绞锦院工匠最多时达 1034 人 ， 有锦绪机 400 余张。 " 钧、汝、官、哥、定 " 宋代五大名窑

中 ， 有三处在河南 。 河南地区商业兴盛的重要表现之一 ， 是商税收入居全国三甲 。 东京都商税院的商税收

入最高 ， 达 402379 贯 ， 占全国商税总收入的 5 . 19% ， 占河南商税的 38.5% 。 河南地区商业兴盛的重要表

现之二 ， 是镇市稠密繁荣。 据《元丰九域志》记载 ， 全国总镇数为 1871 个 ， 其中河南拥有 175 镇 ， 占全

国总镇数的 9.35% 。 河南地区商业兴盛的重要表现之三，是行会组织的健全和重商思想的盛行。 河南地

区商业兴盛的重要表现之四 ， 富商大贾成批涌现。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 ， 十万

而上 ， 比比皆是。 "

宋金对峙过程中 ， 中原居民大批南迁 ( 包括绝大部分的官宦、地主、商贾) ， 河南地区纳入金朝版

图 ， 尽管金朝曾两次以开封为都 ， 河南在全国的地位仍迅速下降。 1279 年，元灭南宋 ， 开启 中 国多民族

统一国家空前发展壮大时期 ， 由于政治经济 中 心的转移 ， 河南地位与此前历朝已不可同日而语。 宋代以

前 ， 作为全国中心的中原地区 ， 又是动乱频率最高的地区 。 据专家考证 ， 徽商的始祖 ， 大多是(西)晋

末、唐末、北宋南迁的中原名族，徽州 56 姓，其中 49 姓是由中原迁去的 。 中原地区的物资、宗教、门

闽、婚姻、丧祭、伦理、建筑诸文化基因也传到了那里 。 地狭人稠、被逼从商的徽州商人 ， 亦带有浓重的

中原文化气息 。 从后来的浙商、潮汕、闽台诸商帮形成过程及其经商文化元素中 ， 或多或少都能看到中原

人的影子 ， 尤其是"客家人" 、 " 河洛郎他们一直信奉"根在河洛 ， 祖在中原 " 。 有专家考证 ， 现在的

固始是客家人南迁的中原出发地固始" 已成为族群记忆符号 。

元代 " 贾鲁治河" 为明清河南商业发展创造了新优势 ， 朱仙镇、周家口的异军突起完全可归功于以

贾鲁之名命名的那条新河。 至正四年 ( 1344 年) ， 黄河决 口， 河道北移 。 八年 ( 1348 年) ， 贾鲁拟定治河

策略 。 十一年 (1 351 年) ， 任工部尚书、充总治河防使 ， 征发民工 15 万、军士 2 万 ， 疏泼 140 公里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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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河复故道 ， 南流合淮入海。 治河过程中 ， 贾鲁还开挖疏通了一条新河一一贾鲁河。 这条河不仅发挥了

" 治河减灾" 的基本功用 ， 而且成为了沟通州县、外联江淮的水运干线 。

随着全国政治经济重心的转移 ， 河南不仅失去了北宋以前"聚人气、得地利"的传统优势 ， 而且随

人口迁走的还有财富和技艺 。 在改朝换代的战乱中 ， 河南被毁的不仅是城池和关隘 ， 而且遭殃的是生命和

财产 ， 财富和技艺拥有者(按现在的标准来衡量 ， 可谓"社会精英" )或者外逃或者被杀，固守本地的也

日渐衰微。 再加上战乱时期的政事荒疏和黄河泛滥 ， 中原地区的繁荣已成明日黄花。 但是 ， 河南的特殊地

理位置 ， 决定了新生政权不可能对其置之不理(清朝视河南为关系社辍安危的 "腹心之地" ) 。 明代的移

民垦荒政策和清朝的 "耕者有其田 " 措施 ， 对河南地区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促进作用 ， 相应地

为商品经济的缓慢发展创造了条件。

元未战乱和黄河泛滥 ， 造成河南人口减少、土地荒芜，而与河南毗邻的山西则人多地狭、衣食不足

(这也是晋商形成的原因之一) 。 从洪武二年 ( J369 年)开始的 50 多年间 ， 户部组织大原、平阳所属近

70 县的山西人分批迁入河南定居 ， 主要集中在怀庆、卫辉、彰德、开封、归德、汝宁(今汝南)、南阳、

河南(今洛阳)等 8 府 12 州 88 县 。 这次大规模有组织的移民被称为"洪洞移民 " 。 洪洞移民 ， 给中原地

区增添了劳动力和生机 ， 同时山西的风俗文化也随之传入河南 ， 其 " 重商 " 传统在怀庆帮、彰德帮和康

百万等商人群体身上也可觅得些许影子。 随着大批移民的落户 ， 1394 年明朝颁布了 " 额外垦荒 ， 永不起

科"的诏令 ， 规定河南、山东等 4 省农民除纳税土地外 ， 如有余力继续垦荒 ， 垦地听其自有 ， 永不征税。

同年政府下令 ， 河南、山东地区的农民，凡洪武二十六年( L393 年)以后栽种桑枣果树的土地 ， 不论多

寡 ， 俱不起科。 一系列措施的颁行，对河南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 。 到万历年间 ， 河南

人口增加到 519 万 ， 有耕地 74 万顷(约占全国的 10.5% ， 居第三位) ，在粮食产量逐步提高的同时 ， 经

济作物产量也不断增加，在满足生活需要的同时，为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 进而也

促进了河南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初 ， 经过明末农民起义军对官宦贵戚和地主豪绅的打击 ， 河南地区许多原本无地的但农获得了土

地 ， 成为自耕农。 清王朝把这些土地叫 "更名田承认属于耕者所有 ， 并宣布以明代一条鞭法征派赋

役，免除一切杂派和"三饷 " 。 康熙治河 ， 历时 10 年 ， 动用民工千万 ， 终使"淮黄故道 ， 次第修复 ， 而

潜运大通淹没之地也随之变成良田 。 随着奖励垦荒、组织屯田等政策的实施 ， 河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

展逐步恢复到明末战乱前的水平，并有所提高 。 康熙时河南耕地面积比顺治时增加了 200 余万顷 ， 乾隆三

十二年 ( 1767 年)河南人口达到 1650 多万 。

明清时期 ， 进入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最为繁荣的阶段 ， 也是地域性商帮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 明代中

期以后 ， 以徽商和晋商为代表的各地商人更多地以群体的力量活跃在商业舞台和社会生活领域 ， 开始了 中

国商业历史上的商帮时代。 地处天下之 中 的河南 ， 以其深厚的商业文化底蕴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水

陆交通网络 ， 不仅成为国内商业交通线路的必经之地和各个商帮经营活动的重要区域 ， 而且为商业的发展

提供了有利条件 ， 为豫商的活动提供了广阔舞台 。 这一时期形成了怀 )11 、彰德等商人群体。 当时的怀庆府

包括河内、济源、温县、孟县、修武、武防、阳武、原武 8 县(即现在的济源、沁阳、原阳等地) ， 以该

地区商人为核心建立起来的集团统称为怀帮 。 他们立足于本地资源 ， 如四大怀药、棉花、棉布、粮食、竹

器、矿石等 ， 积极在全国各地开拓市场。 在辉县百泉药材市场上 ， 怀帮商人占据主导地位 ， 禹州药材大会

上有这样一个俗语十三帮一大片，不如怀帮一个殿。"开封、南阳、信阳、周家口、朱仙镇等地都有

怀帮的组织和经营机构 ， 他们以药材为龙头 ， 把本地农产品销往各地市场 ， 再贩卖各地货物 。 怀庆商人的

行踪遍及京、津、山、陕、甘等北方市场和江南各省，并在许多地方建有怀商会馆。 他们在长期的商业经

营过程中 ， 积累了巨额家资 ， 如河内药商 " 千金之家比屋可数 ， 善封殖者 ， 家累巨万，不止十数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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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原地区城镇繁荣和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 ，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 即 : 国内其他省区的商贾纷

纷前来中原 ， 开店设铺，投资经营 。 明中期以后 ， 水陆商路有了很大扩展 ， 全国各地的商帮和商人 ， 纷纷

通过四通八达的商路来到河南从事商业经营或进行转口贸易八方风雨汇中州长袖善舞，多钱善

贾仁 计有山陕商、徽商、河北商、金陵商、山东商、江西商、湖北商、湖南商等 。 为方便在河南经营 ，

客商广建会馆。 客商在中原商业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并与本地商人即豫商竞争、合作、互动、共

赢 ， 为中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贡献力量。 部分客商落籍河南 ， 逐渐融入豫商之中 。

鸦片战争以后 ， 和全国一样 ， 河南社会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期 。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背景下 ， 资本主义

因素缓慢发展 ， 自然经济日渐衰弱 。 京汉、泞洛、道清等铁路的开通促进了豫商队伍的扩大 ， 也使豫商在

整体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近代豫商是河南民族资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近代河南社会发展的进步

因素之一 ， 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

记述豫商历史 ， 提炼豫商精神，不能不写纵跨明、清、民国三个时期 ， 累富 12 代人、持续 400 余年

的巩义康百万家族。 康家从明朝中期开始 ， 以经营店铺起家 ， 以利用清运发家 ， 以收购土地兴家 ， 以儒家

文化传家。 到清代中期，康百万家族富甲豫、鲁、陕三省 ， 船行洛、黄、运、泾、渭、沂六河 ， 两次悬挂

"良田千顷"金字招牌 ， 土地达 18 万亩 ， 财富无以数计。 民谚称其 " 头枕泾河、西安 ， 脚踏临沂、济南 ;

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 ， 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 " 0 1900 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期间 ， 康家曾为慈禧太后、光绪

皇帝在黑石关修建行宫、架设浮桥、铺设御道 ， 还向朝廷奉献百万银两 ， 被慈禧太后御封"康百万名

扬天下。 中 国人常言"富不过三代而康百万家族却连续兴盛十二代 ， 堪称一代儒商典范、豫商楷模。

康家世代相传的家训《留余》富含哲理留有余 ， 不尽之巧以还造化 ; 留有余 ， 不尽之禄以还朝廷 ; 留

有余 ， 不尽之财以还百姓 ; 留有余 ， 不尽之福以还子孙……若辈知昌家之道乎?留余忌尽而已 。 留余"

体现的"尚 中庸、积荫德、重家教" 思想正是传统豫商精神的浓缩。 我认为 ， 从康百万家族身上可以总

结借鉴的传统豫商精神包含四个方面 : 第一 ， 崇尚中庸 ， 低调内敛。 "致中和 " 、 " 居贵敬" 、"行贵简 " 、

" 端洁退让" 等匾额在康家随处可见 ， 不是那种暴发户的得志猖狂、飞扬跋鹿 ， 而是一种大风大浪之后的

处变不惊、博大宽容。 第二 ， 勤俭为本 ， 耕读传家。 康百万家族克勤于邦 ， 克俭于家处世无他莫若为

善 ， 传家有道还是读书康家重视读书和教育是其长盛不衰的动力源泉。 第三 ， 乐善好施 ， 欲取先予 。

康百万修河堤、建学校 、 赈灾民 ， 灾荒之年烧毁契约 ， 仗义疏财，被老百姓称为 "大善人经商中 ， 康

家坚持 " 以义制利 ， 以义为 上 依靠先进实用的管理方法 ， 把家族企业变为企业家族。 第四 ， 审时度

势 ， 敢为人先 。 第六代庄园主康大勇突破"仕不经商 " 思想 ， 截然开辟大河行船 ; 他们突破地域限制，

长距离搞运输贸易 ; 他们沉着老练、稳扎稳打 ， 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创业、立业、守业 ， 绘就了一桩财富

神话 。

历史上传统豫商的贡献 ， 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 : 第一 ， 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必要原料和

各种用品 ; 第二 ， 将农业和手工业部门生产出的各类产品带进流通领域 ， 实现了产品的使用价值 ， 促进了

农业和手工业部门不断的再生产 ; 第三 ， 将各种商品销往城乡各地 ， 丰富各地的商品种类 ， 繁荣了城镇经

济 ， 也带动了城镇的兴起和发展 ; 第四 ， 将本省商品运至外地 ， 又将外地商品运回本省 ， 加强了地域间、

省域间的商品交换和互通有无 ; 第五 ， 开辟出许多水陆商品通道 ， 这些通道成为连接省内各地和省际之间

的重要纽带 ， 对加强各地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 第六 ， 创造出许多有价值的经营方法和经营

理念 ， 这些成果凝炼成为厚重精深的豫商文化 ， 丰富了中原文明的内容。

"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 我们深入研究豫商发展史 ， 是为了继承豫商传统、弘扬豫商精神、学习豫

商品格 ， 激励引导新豫商在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大显身手。 首先 ， 要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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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豫商的"两大传统一是宽阔的政治视野 ， 集中体现在爱国爱乡爱家上 ， 弦高精劳秦师以救国护家

的义举 ， 先被白主、吕不韦、卡式等提炼成为政治智慧 ， 后发展成重祖根、恋故土的爱乡情怀 ; 二是深厚

的文化底蕴，源起于"端木生涯、陶朱事业主流是 " 商道从儒表现为"仁中取利 ， 义内求财" 。

其次 ， 要体悟传统豫商的"两大商道一是"薄利范蠢逐 "什一之利"而能十九年中"三致千金

个中奥妙耐人寻味，后来豫商多义商，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深受"薄利"之影响 ; 二是"深藏兼具商儒

和儒商特征的子贡 ， 虽"家累千金且能与国君"分庭抗礼却坚守 " 为富当仁"信条，做到"良贾

深藏若虚" 。 康百万家族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在其"留余说明康家真正体悟出了"薄利"、"深藏"之

大道。 再次，要弘扬传统豫商的"四点精神集中体现在康氏家族身上(详见前文) 。 最后 ， 要学习传

统豫商的"四种品格一是"诚信为本豫商多诚商 ， 根源在儒家 " 诚、信 " 道德影响 ; 二是 " 以义

取利在商不唯商 ， 求利不唯利无论在国家民族的大义上 ， 还是在持家奉亲的情义上 ， 抑或在处世

交往的道义上 ， 传统豫商都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感 ; 三是"乐群贵和居 中 的位置、和缓的地势 、 厚重的

文化 ， 养成了河南人中庸、平和、乐群、好施的禀性，传统豫商讲究和气生财 ， 外出经商讲究 "老乡帮

老乡四是 "勤勉尚俭师史"薄饮食 ， 忍嗜欲 ， 节衣服 ， 与用事童仆同苦乐豫商正是靠着吃苦耐

劳而发家 ， 借着勤俭节约而传家，凭着自强不息而旺家。

建设中原经济区 ， 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这是新豫商的新机遇、大舞台 。 新豫商应当在中原经济区

建设中唱主角 ; 学会用好传统豫商的精神实质 ， 新豫商必会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唱好主角 。 这是我们研究

传统豫商的根本目的 。 建设中原经济区 ， 需要强力的文化支撑 ; 发挥新豫商的主力军作用 ， 也需要建设适

应新形势的豫商文化。 在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战略中华夏历史文明传承核心区 " 定位准确 ， 必然要求突

出中原文化的传承弘扬 ， 提高中原文化的影响力 。 当然 ， 商业发展史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 而豫商

发展史也是中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个角度上讲 ， 研究豫商发展史，不仅具有激发新豫商活力、提

升现实生产力的作用 ， 而且可以在建设中原经济区过程中发挥强大的文化支撑作用 。

豫商历史源远流长 ， 豫商精英世代迭出 ， 豫商文化传承有脉。 为了凝聚豫商力量、树立豫商形象、弘

扬豫商精神、传播豫商文化、促进豫商合作、团结豫商精英，河南省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与河南省豫商

联合会组织编寨了《当代豫商人物志》一书 ， 这是一件大好事。 在编篡过程中 ， 省工商联、省国资委、

省政协经济委等部 门 协同配合，做了大量工作 ， 义初、还平诸同志亲自抓、具体做，付出了大量心血。 付

梓之时 ， 邀我作序 。 欣喜之余，唯希望出好用好此书 ， 尤其是崛起于改革开放时代的"新豫商一定要

抓住建设中原经济区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 不断发展壮大自身实力 ， 为中原崛起、河南振兴贡献更大

力量 !

Z 
20门年 9 月 16 日



序二
新豫商新特征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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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义初，男，汉族，浙江镇海人， 1945 年 8

月生于上海市。 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 现任中国河

洛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 河南省豫商联合会会

长 。 1968 年 7 月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先后任

职于开封拖拉机电器厂、河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

1 992 年 6 月调郑州市人民政府工作，历任副市长 、

代市长 、 市长等职; 2003 年 l 月任政协河南省第

九届委员会副主席 、 党组副书记。 曾任第九届、十

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七届河南省委委员 。 2004

年以来，致力于推动各地成立河南商会，并组织创

办了豫商大会，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 。 出版有专著

《感悟城市一一我做市长》 、 《有感而发》 、 《案例与

原则一一现代城市规划建设与 管理~ ，主编有 《豫

商发展史与豫商案例研究》 丛书和河洛文化研究

系列丛书 。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开放的扩大以及河南经济实力的增强 ， 以河

南籍企业家为骨干的新豫商迅速崛起 ， 在全国新的经济版图中占据一席之地 ， 并取得相应的话语权。 新豫

商从萌生肇始到发展壮大、再到聚集成势的华丽蝶变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1979 年至 1 992 年 ， 探索 中 前

进 ， 争论(姓社姓资)中发展 ， 农民进城不再是"盲流打工族成为新豫商的奠基人 1992 年至 2000

年 ， 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不争论大胆试大胆闯投机倒把" 不再入刑 ， 新豫商大批涌现 ;

进入新世纪后 ， 新豫商群体崛起井聚集成势 。 2004 年 7 月，国内第一家豫商组织一一上海市河南商会成

立 ; 同年举办 " 中原崛起与企业家责任" 高峰论坛 ， 首次提出 " 河南人经济"的命题 ; 2006 年首届豫商

大会召开 ， 有人将该年称为新豫商崛起元年 ， 而首届豫商大会的举办被看做豫商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 ， 本土豫商已经成为河南经济发展的 中坚力量。 作为新

豫商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 河南民营经济对财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 50% ， 对全省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

60% 。 他们从无到有 ， 从小到大 ， 扬长避短，在农产品加工、服装、机械制造等行业屡创奇迹。 河南双汇

集团的年销售额已经超过 200 亿元 ， 河南速冻食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达 60% ， 郑州生产的女裤 已 经占

全国市场的半壁江山 ， 宇通客车纵横天下 ， 白象方便面、金星啤酒已成为同行业 的佼佼者……他们是新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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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主力，支撑着河南经济总量跻身并连年稳居全国前五名 。

在省境之外，数以千万计的河南人抢滩上海、登陆广东、勇闯新疆、奉献首都……他们借别人的

"地"种自己的"粮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财富传奇 。 在北京，一批懂市场、善经营的河南人，在市

场竞争的前沿阵地上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 成为餐饮、房地产、美容等行业的佼佼者，河南人创办的企业占

据北京建筑物拆除市场 70% 以上份额 。 在上海，河南人有 80 多万 ， 创办企业达 6000 多家，资产在 10 亿

元以上的不下 10 家，河南人经营的运输业已占到上海整个运输业的 114; 上海滩 60% 至 70% 的海鲜生意，

由许昌人掌控着。 在广东，新豫商大多是白手起家，从干杂活、零工开始，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并从市

场的夹缝中寻找到商机 ， 靠着灵活头脑和拼搏精神打出一片天地 ， 据统计，在广东的河南人有 400 多万，

自主创办的企业有 9200 多家，其中超亿元的有 10 多家。 在新疆，有人说"新疆 5 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河南

人 360 多万河南人创办 2 万多家企业，注册资金 50 万元以上的有 7000 多家，注册资金 300 万元以上

的有 120 多家。 在山西，经商的河南人有 10 万之众，资产在 l 亿元以上的不下 50 家，河南人在山西从事

建筑工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就有 1000 多家。 在湖北，河南人约有 200 万，其中投资经商办企业的有 10

万人，资产规模超过 100 万的有 300 多家。 在重庆，河南人约有 2 万多，创办的企业有 1000 多家 。 在江

苏，河南人有 10 多万，创办的企业也有 1000 多家，资产上亿的企业有近 10 家 。 在天津，河南人一直保

持在 10 万以上 。 在甘肃，资产亿元以上的豫商企业有数十家。 在山东，豫商虽然规模不大，却十分"抱

团" 。 在港、澳、台，也有一些河南人活跃在不同经济领域。 除此以外，在国内的银行、证券、保险领域

涌现出一个庞大的河南人群体，不仅在著名金融机构担任领导职务 ， 而且还输出大批中高层经营管理人

员，有人甚至称之为金融界的"河南现象" 。

在国境之外 ，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新豫商的脚步也越走越远，力量越来越大 。 有的已经成为

所在领域的翘楚 ， 有的通过努力在所在地区的某些行业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有的仍在创业，但前景无

限 。 分布在全球各地的豫商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涉及的行业十分广泛。 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海外的河南人

超过 45 万人，遍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西亚等地区 ;在美国、英

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罗马尼亚、新西兰等地，新豫商已组建了完善的海外河南同乡联谊会，人数

最为庞大的是下设 7 个分会的美国河南同乡会。 在罗马尼亚， 70% 的华侨都是河南人，而其中又以开封人

和郑州人居多 。

新豫商群体形成后，乡缘、乡谊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建立并加强了联系，各地的河南商会也应运而生 。

国内第一家河南商会于 2004 年 7 月在上海诞生，此后，山西、新疆、广东等地的河南商会相继成立 ， 目

前，除西藏和黑龙江外，各主要省区都有豫商组织在活跃 。 为满足广大豫商"联桑梓之谊、合群聚而笃、

致宗奉之诚"的愿望， 2006 年成功举办首届豫商大会。 以后每年办会一次，已成为新豫商共谋合作繁荣

的平台，成为凝聚发展力量的号角，成为助推中原崛起的引擎 。 从参会人员的数量看，第一届 600 多人，

第二届 800 多人 ， 第三届突破 1000 人，此后年年都有新增长 。 从参会人员的分布看，第一届参会代表大

部分是河南本地人，第二届基本上是国内各地豫商，从第三届开始不仅有国内豫商，还有海外豫商、华

商，甚至外商 ; 不仅有全国各地的河南商会，还有在河南的外地商会 ; 不仅有企业家，还有科学家。 从会

议影响看，参加第一届豫商大会的只有 14 个商会，第二届增加到 27 个，而第三、第四、第五届则达 30

多个。 从会议成效看，第一届豫商大会签约金额 48 亿元 ; 第二届 335 亿元;第三届 229.2 亿 ; 第四届 138

亿元，另签融资意向金额 312 亿元 ; 第五届 201.7 亿 。

新豫商以自己的实力宣告了群体崛起，以自己的组织凝聚了群体力量。 然而新豫商之"新不仅在

于新时代 ， 而且在于新概念，更加在于新特征。 "新豫商"是一个超越地域和乡谊等传统观念的广义概

念 ， 包括当代所有河南企业家，无论创业于河南本土，还是创业在省外海外，或是在河南经商的非豫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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