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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大戏曲家汤黑祖有一首与安徽和微商有关的诗"欲

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微州。"并序"有

友人怜予是二绝，劝为黄山白岳之游，不果。"汤显祖为江西 1)各川

人，这首诗的序中说有朋友可怜他"乏钝"也就是穷困潦倒的

意思，劝他到黄山、白岳山走一走。白岳山即现今安徽休宁县

内的齐云山，旧称白岳。汤诗巧妙地将黄山、白岳捏合在一

起，黄白之物也就是黄金白银，以和首句中的"金银"二字对

仗。当时为明中叶，徽州商业已盛板，商贫富甲天下。但作为

文人的汤显租很清高，说典想脱贫农时，茹然要去黄山、白岳

山，但他只是痴地向往那里如画的山水，也就不去做那个富贵

梦了，所以"不果"。

今天，我们可以不去评说汤显祖当年的心态是否酸涩遗

憾，但要感谢他给微小"1 大地留下了一首好诗，他一句"欲识金

银气，多从黄白游"就淋漓尽致的迸出了徽州山水的神奇魅

力，和他那个时代撤商的兴盛。他的诗也融入了源远-液，长、博

大精深的徽文化之中。

作为华夏文化重要的一支，孕育生长在古老安徽大地上

的徽文化，内容极其丰富，包含了诸如老庄哲学、建安文学、新

安理学、桐域文派、微派戏曲、绘画、建筑、雕割、徽菜等等。徽

商正是得益于强大的徽文化的滋润和精神支撑，才能得以生

生不息，兴盛繁荣，萤声中外，饮誉古今。

人世间，流逝的是年华，传承的是文化。作为安徽人，我

常以徽文化自豪。但我又久在湖北工作，对灵秀多情的荆楚

大地也很有感情。为弘扬徽文化，促进微楚文化的交融发展，

理应为在鄂学习、工作、生活的广大家乡人做点事情，贡献一

份力堂。自我被聘任为湖北省安徽商会的名誉会长后，在社

会各方支持马努力之下，于 2012 年 10 月成立了湖北省徽文

化研究中心。研究中心成立后，我们就拟从研究徽商在湖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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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起，计划用两到五年时间，分上下两册编辑出版徽商在湖北的发展历

史。由于缺少中华民国以前微商在湖北的历史资料，我们试图从挖掘、整

理微商在汉口的历史文化遗存、遗迹和文献资料中，来管窥徽商在湖北的

生存发展状况。这样上下两册就成了《汉口微商》和《荆楚微商》两部书

间，并分别约请两位作家撰写 O 如今《汉口徽商》出版了，对此，我们表示

祝贺，也作为向广大在鄂徽商和皖籍人士的见面礼!

《汉口微商》均《荆楚徽商~，以及尔后陆续出版的荆楚微商企业篇、人

物篇都是湖北徽商丛书的姊妹篇。《汉口徽商》侧重反映明清至中华民国

时期徽商在汉口的主要事件、人物和文化脉络;{荆楚微商》侧重反映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徽商在湖北的主要事件、人物和文化动向;荆楚徽商

企业篇、人物篇侧重记录改革开放后徽商在湖北出现的典型企业和人生

传奇。我们试想通过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侧面，集中反映湖

北徽商的创业事峰、精神风貌和文化延脉。

说到《汉口徽商~，不能不捉到汉口的历史，以及它所处"天下之中"的

优越地理位置。现存的考古与文献资料证实，汉口的历史悠久沉甸，其城

镇(城堡、城邑)的源头可以追溯到 3500 多年前的盘龙时代。但汉口作为

行政地名在史籍上出现，其实只有 500 余年的历史，始于明代成化年间的

汉水改道。汉水改道后的低洼荒洲地带，至清代嘉庆年间发展成为与河

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并称四大名镇之盛誉的汉口。鸦片战

争后，汉口也是我国内河最大的开埠通商口岸。 品盛时期的汉口、汉阳、

武昌二镇，其经济实力、繁华程度、国际影响，仅次于上海。自明清及至近

代被誉为华中第一繁盛处，东方的芝加哥。而今的汉口则是中罔内陆最

大城市武汉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大武汉的金融、商业和贸易中心。

i教商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唐末，鼎盛于明清。无微不成商，无微不成

镇，微商足迹遍布全国，远播海外。依据明清微商黄汗《天下水陆路程》、

程春宇《士商类要》、 i王洪《天下水陆路程图引》等编慕、选辑的文献资料

看，微商发展的主要路线图在东西两线:即东进苏(江苏)、沪(上海)、杭

(浙江)，西出鄂湘(湖北、湖南)、陕甘(陕西、甘肃)、云贵)11 (云南、贵州、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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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徽商》卷首语

川)。 而汉口不仅是微商西出的桥头堡，也是诸商承东启西 、连接南北、水

陆兼容的物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 。 所谓"九省通衡"、 "八达之会" 、 "七省

要道"等之称谓，就得益于它的区位优势。 也正是由于汉口"得中独厚"的

地理位置，而成为"天下四聚之首"(北京师、南佛山 、 东苏州 、 西汉口)，吸

引着徽商和各地商人湖水般的涌入，成为商家必争、商人答萃之地。 那时

的汉口"四方商旅，八方游客，热闹繁华，盛极一时" 。 明未清初诗人吴琪

"十里帆椿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 就是最好的写照。

文字记载徽商最早进入汉口，是在明代成化年间(其实在唐宋时期，

就有微州商人在汉阳 、 武昌两地经商 )。 明成化二十二年 ( 1487 年)第一

批徽州盐商从江苏扬州 、仪征出友，沿长江经湖北武穴到达汉口的龙王庙

上岸布点，开拓市场 。 今日汉口最繁华的中山大道，曾是微商的集结地

区 。 从长江西进至汉水晴川桥附近，开辟有新安码头，专供微商船只停

泊;新安码头向北一线，有新安街，沿街建有微商会馆、书院、 学堂，以及高

大雄伟的魁星楼，为汉口巨观。 现今的武汉市新安派出所、安徽小学等，

就坐落在新安街之中 。

汉口是一

座典型的移民

城市，明清时期

的 j敖商占了半

壁河山 。 徽商在

汉口，主要以经

营食盐 、 粮食、

布匹 、 茶叶 、 药

材、竹木、文房

四宝等为主干，

丝织、杂货 、 典

当、酒楼、 银庄 、

珠宝，行商坐贾
}叉口旧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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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兼而有之。 兴盛时期的汉口，微商从业人员达数十万之众，大型店、铺、

馆、所、庄、厂(场)等 35000 多家(个)，汉正街的商人一半是微商，黄肢城

内的人众一半是安徽人。 自明代成化二十三年( 1487 年)至中华民国 ( 1949 

年 )450 多年间，数百万微商入驻汉口 。 现湖北省楚商促进会秘书长程爱

芬家族，清代同治年间从微州举家到汉口经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其家

族在汉丁口达百余人，遍布武汉三镇。 民间曾流传"微商造就大汉口"一

说，并非妄言 。

4 

从汉口溯长江、汉水而上，徽商入荆州、宜昌、襄阳、那阳，进而至湘

姚露墨迹

豫、 ) 11 渝、云贵、陕甘者也很多 。 微 ~'1'1 商人

王友操、王景先、王社友、王正广 、吴鼎、吴

结、吴珊、吴肖甫、许伴先、许登域、周先、

方禅师、方其相等，都是见于记载活跃在

荆楚之间的名商巨贾 。 江陵、耕归 、万州、

朝天门 、樊城、安康、汉中等码头成为徽商

重要水上驿站，京山 、襄城日用所需惟由

徽商操纵缓急。 明代嘉靖至清代康熙年

间，一批微商先后从汉口西入湖广、巴蜀、

陕甘、云贵等地，成为当地首富 。 如胡廷

仕行贾湖南，精于奇赢，居积致富 ;王子承

在蜀经营四十年，成为众商首领，蜀人蚁

附，宗族子弟纷至投奔;许尚质越荆楚、入

巴蜀、涉云贵，成为名震退边的 巨贾;周广

晚年弃儒经商，游汉中、历大同、闯甘肃，

从事输边贸易，聚金累万成巨商。 这些微

商和各地商帮大都以汉口为据点，充分利

用长江、汉水舟梓之利和清末民国时期京

汉、粤汉铁路、公路之便转输货物，从而使

汉口成为内陆特大型市镇和全国性的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汉口徽商》卷首语

品市场 。 正如康熙时著名学者刘献廷所说"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

贵、 四川l 、 湖南 、广西、陕西 、河南 、 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 。

汉口的经济繁荣，也带来了教育 、文化的昌盛。 仅设立在新安街上的

学堂、私塾、书院等，求学子弟爆满，往来仕绅盈门 O 微商子弟吴正治、叶

名琛，先后拜武英殿和体仁阁大学士，被称为武汉的两相国;出身汉口微

商世家、清未授予进士钦点翰林的周话春，竿路蓝缕，潜心治学，成为中国

清华大学的奠基人;汉口微商会馆、书院，也成为历代微派名人雅士驻足、

会友 、讲学 、献艺的场所。 乾隆嘉庆年间，徽班几次进京，汉口微商踊跃捐

资助行;京剧鼻祖程长庚到汉演出，徽商万人拥戴，旬月不息;桐城派文学

集大成者姚窍，在汉口以文会友，留下千古不朽之作;新文化运动发起人

之一的国学泰斗胡适，在汉口驻足期间颂赞徽商的 "徽骆驼"精神;书法金

石大家邓石如 、 书画大师黄宾虹，来汉讲学献艺，武汉三镇一时"洛阳纸

贵" 。 正是徽商具有"族为贾而隽为儒"亦贾亦儒，亦儒亦贾的素质，经商

助学，捐资办学，兴教育才，慈善公益，蔚然成风，从而为汉口的经济、文化

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我们编辑出版《汉口徽商》这部书，其目的

就是要从挖掘微商在湖北的历史遗存、遗迹中，找回失去的记忆;从整理

微商在湖北发展的事迹、史迹中，不忘先辈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从明

晰徽商在湖北的文化延脉、发展中，弘扬徽商文化，提升微商品质，促进徽

商永续发展。

这部书稿的撰写与出版，得到了湖北省安徽商会的大力支持，武汉出

版社的同志也付出了许多心血。 这里谨向他们表示谢意。

周也 P

注:本文参阅了徽州府志、汉口史志等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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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朋友对写作者的人生，概括为三个阶段 : 青年赋诗，中年治学，老年修

志。 按这个意思，到了老年，激情没了，荷尔蒙枯竭了，就别再创作吧，老老实实

做点研究整理乡邦文献的事情。 此言出自山西作家韩石山。 我却要反其道而行

之，偏偏意欲再兴创作之举。然而，我的计划被打破了，决定写一部《汉口徽商~，

又是乡邦文献。 而且，我觉得这是当务之急，是一项抢救性的工程，如果我现在

不去做，等到将来什么人来做，困难就更大了。

提议我做这件事情的，是周晓山将军，一位安徽籍人士，原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事经济学院副院长，他在赋闲之后受聘为湖北省安徽商会名誉会长。

我与晓山是战友。 说是战友，都没上过战场，都没有打仗的经历 ，只是在同

一部队机关呆过。 周将军请我出山，我不能不尽战友的情谊。 再说，我对汉口徽

商，确实做过一点研究 ，对早些年的研究成果，有难以割舍的浓厚兴趣。

这就要顺便说段光荣历史。 2000 年 4 月 4 日，我干干净净干干脆脆地离任

了，宣布我离任之后，我再没有回过坐了 14 年之久的那间办公室。 此前一年时

间里，我已将自己的书籍物品 ，陆陆续续捎回家。 第二天 ， 4 月 5 日清晨，我背着

挂包，搭上公共汽车，到了图书馆。我用"算了吧"三个字，婉谢了离任的旅游和

美餐，甘愿坐在图书馆里 ， 享受久违的宁静和寂寞。一年以后， 2001 年 4 月，完

成书稿《天下第一街 · 武汉汉正街~，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同年 10 月出版 ，列入

中华名街系列丛书。 这部书后由湖北崇文书局再出版修订版 ，获第四届湖北文

学奖，还成为武汉图书馆 2012 年读者票选的十佳图书之一。

就在这本书里 ，涉及徽商的文字 ，所占比重相当大。我在《范锚为何偏爱款

人》一节 ，开列了《汉口丛谈》一书中写到的 25 位数县籍人士，这在徽商研究中是

一个独到的发现。

周晓山先生也许正是从这本书里 ，欣赏我又于傲商研究的成果，才有兴趣聘请

我来写《汉口徽商》。 他亲自拟定这个书名 ，并被我欣然接受。

我的《天下第一街 · 武汉汉正街~，被学界认为尝试了一种新的文体，就是史

志、散文、小说的结合体。 本书将承接这样的风格，写成一部文史与文学融汇的

长篇传记。本书不同于一般史志，将竭尽全力摒弃那种枯燥无味的叙述，而以人

物故事来支撑文本。编故事本来是我们的基本功，在此我郑重声明，本书全部人

物故事，都能在史籍中找到依据，绝非柑罢之作。

一般年轻读者 ，拒绝接受古籍，因为有太多的阅读阻碍。 我的《天下第一街

· 武汉汉正街~，其中没少引经据典的篇幅 ，为什么依然受到读者青睐，并获得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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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机会，还在再版几年后被读者票选为十佳读物之一呢?究其原因 ，是我的叙

述方式 ，我的引经据典 ，不仅不让读者感觉沉闷，而且带来一种阅读的快感。 有

时候，我会有意保留古籍原文，因为原文所蕴含的文学美感 ，今人文字无法企及

无法传递。 即使其中有些字不认识，有些词不解其意，经过我稍加阐释，稍加点

拨，就可以领会了。这么说来，我所做的文字演绎工作 ，其目的是让尘封的史籍，

由小众研读走到大众面前。

还有一种阅读方法，我也毫无顾忌地，非常坦率地向读者交底。如果遇到阅

读障碍，或者一些资料性的文字 ，完全可以跳过去。 因为有些资料 ， 虽然不能引

起读者阅读兴趣，但在一本书里又不可或缺。而从读者角度看，跳过去则是明智

的选搏。最早告诉读者"跳过去"读书法的作家，是我的前辈同事徐迟先生，他的

萤声海内外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请想}，写的是摘取数学皇冠的数学家陈景润 ，

陈景润研究的课题简称为 1+2 ，徐迟的文本一上来，就是一道叠床架屋的数学方

程式。 那是能叫人头皮发娶的方程式呀，徐公支招说 ，请读者跳过去。 既然可以

跳过去，又何必要写出来呢?这就是写作的学问。因为读者从这道方程式上 ，直

观地感悟到陈氏摘取的皇冠，是何等的高贵和难得。

还有，我为写作本书 ，阅读了大量古籍，有些是今人的校释本。 我发现今人

有诸多马虎之处。 譬如甲子纪年方式，戊戌这两个字，就经常颠倒混淆出错。 加

上还有一个形近字戍边的戍字搅在一起 ，就更错得一塌糊涂了。 至于哪些书上

出错了 ，恕我为那些校释者保全面子。这里 ，我班门弄斧 ，编出一个口诀 ，让读者

谨慎区别这三个字 ，并帮我对照书稿 ，找找是不是也有这样常识性的错误 :

戊戌年号戊在前 天干戊字元横点

有横是戌属地支有点便要去戍边

好玩吧?

不枯燥了吧?

这个专利是我开篇的无偿奉献。

i青跟我来，你将获得一个接一个的阅读惊喜。

4 



汉
口

.. 

一
个
典
型
的
移
民
城
市

武
议
人
不
…r
j武
汉
…
切
也

尔
内
h
M学
人
沁
皮
行
议
川

成
化
，
‘
个
历
史
巧
人
川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