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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看商帮》

内容概要

梁小民是著名经济学家，籍贯山西，多年来关注山西商帮研究。这本书是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用通俗
笔法写的山西商帮研究文章，兼具学术与阅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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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小民，1943年生，山西省人，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现任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曾任清华大
学、南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被评为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特邀监察员，民盟中央经济与地区发展委员会委员。近期著作
有：《经济学原理》(译著)、《宏观经济学》(译著)、《哈耶克经济思想述评》、《经济学的开放》
、《微观经济学纵横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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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看商帮》

书籍目录

自序：票友下海什么是商帮国退民进才有了商帮晋商为什么被称为“天下第一商帮”家族文化与徽商
夹缝中的粤商亦盗亦商的闽商成功转型的宁波商帮钻天洞庭小而强人口流动与江右商帮晋商的同盟军
陕西商帮儒家文化与鲁商遍地龙游成一帮商帮作道场的螺蛳壳商帮是封建商人自古经商一条路：官商
勾结商帮中的家庭、家族与宗族商帮与行会商帮与会馆商帮如何构建诚信从商与做人商帮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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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他们的失败也由于儒家文化中不适于现代经济的因素。各商帮都是封建商人，不同于现代企
业家。我们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理解商帮的特征，也才能知道，我们要继承历史上商帮的什么传
统，要超越商帮的哪些局限性。商帮既然是以“地”为名，自然是以地域为中心，以乡谊为纽带的。
商帮就是某地的商人群体。这里要说明的是：第一，商帮中的某个企业或集团以血缘为纽带，是家族
企业，但联系各个家族企业的商帮的纽带不是血缘，而是同乡之谊。第二，商帮以地域为中心是指某
个商帮由某地的人组成。这个地域可以是省，如山西人的晋商，可以是州，如徽州人的徽商，也可以
是县，如浙江龙游县的龙游商，甚至可以小到镇，如江苏吴县东山镇与西山镇的洞庭商。各个商帮的
活动中心可以在本地，但主要经商活动在其他地方。如晋商的中心在山西，但经商活动在全国，甚至
国外。也可以活动中心不在本地，经营也不在本地。如徽商的活动中心在扬州，经营则在全国。我们
说某个商帮，指的还是某地人所形成的商业群体。商帮的核心在“帮”字上。“帮”字的含义是为政
治或经济目的而结成的集团。“商帮”就是为商业目的而结成的集团。有“商”，并结为集团才能称
为“商帮”。这种集团主要是以正式组织的形式出现的。在本地可以称为行会，如粤商的十三行行会
。在外地则有会馆或公所，如遍及全国的山西会馆。作为一个正式的组织，内部有各自的行规。加入
这种组织的商人要严格遵守，如若违反，会有相应的惩罚措施。一些地域性商人出于同乡之谊也会有
互相帮助，但没有正式组织，即不能称为“帮”。如河南、北京、天津等地的商人就是这样。除了正
式的组织之外，一个商帮的不同商人之间还有一些非正式的联系，如不同商人家族之间的姻亲关系。
商帮的目的就是通过这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联系实现共存共荣。其作用主要是，规范帮内各商人的
行为，制止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并实现相互帮助。对外则是利用集团的力量为本帮的经商创造一个
有利的环境。所以，也可以把“帮”理解为相互帮助之“帮”。商帮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商人群体
有其不同于国外商人组织的共同特点。但各个商帮在经营范围、制度、文化等方面都有自己鲜明的特
征。这些特征与各地的地域文化和历史传统相关，体现出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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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马看商帮》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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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看商帮》

精彩短评

1、看起来轻松。
2、看了几本商帮的书，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觉得好奇。
3、1，故事性与逻辑性不强。2，过于散漫的笔法。
4、小小的册子里，是过往的商帮经济历史。
5、蛮有意思的 。。
6、盛总说是老师写的书。
7、这是大家写的小书，举重若轻。这是经济学家写的有关经济的历史书，一般的这类书史的成分多
，经济学分析少，本书似乎不是这样。本书的通俗性与趣味性好，这类书大多枯燥无味，本书不是这
样。本书作者是经济学者，写的这类文章很好看，本书是好书。
8、一句话 当小贩儿听组织的
9、一本了解马帮的好书
10、商帮历史分析，简单明了
11、对商帮历史和派系的简要讲述。
12、非常喜欢，谢谢，下次还会继续购买
13、梁小民的书值得一读
14、内容比较浅，也算符合名字了，走马观花
15、我觉得写得挺深入浅出的，至少对于不是经济学专业的人来说，可以当历史读，也可以当社科读
。
16、好读，开阔眼界！
17、《走马看商帮》看商帮走马，历尽艰辛锤练成功之道
18、一本小书，看完可以对商帮有粗略了解
19、凝结了梁老师对商帮的研究成果，很有意思。
20、从中可以了解中国各个商帮的发展历程以及各自的特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商帮的出现是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步骤，没有各个商帮，就没有现代中国的经济大发展~~~
21、经济观察报上的专栏合辑，郎咸平也讲过商帮，并有相关视频，内容跟梁小民的这本书差不多，
偷懒的同学可以去看郎咸平的视频。泛泛而谈，闲暇时候可以一看。
22、娓娓道来，深入浅出
23、梳理明清几大商帮，可以衍生出许多子题，比如文化对商业的影响，极权政治对中国资本主义发
展的制约，等等。作者文笔流畅，逻辑清晰，值得一看。
24、比较小比较精致的一本书
25、报纸文章结集，略微简单些。
26、中国的商帮不应该仅仅局限在明清时代的十大商帮，这本书只能说是简单通俗的介绍了明清两代
的商帮的基本情况，作为入门级的读物还不错，但是作为研究商帮的文献，恐怕价值就十分有限了。
27、干货就那么一些，其余诸多反复之语，顶多是缩句弄成了扩句。
28、阅读起来比较轻松，适合作为知识拓展来读。
29、大师的小作品
30、走马看商帮,讲了中国至今很多商帮的起源,特别是晋商.
31、还没读，屯书中。。。
32、透过历史上的上榜，可能到中国商业发展历程看到中国商人的风采。不单单有经商成功的秘诀，
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让我重新认识了商人。“穷规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正是这样的理念让
商人时刻注重自身修为，有兼济天下的大情怀。成功的是商人真正可以将物质与精神高度统一的人，
是心怀天下的大仁大义者。感谢这本书，让我重新认识了“商”，认识到自己所在的商学院其更光明
神圣光荣的一面，让我更加尊重商。
33、走马观花。
最晚兴起的宁波商帮在不依附政府的情况下，成功转型近代民族金融资本；
垄断盐业的徽商失去政府依靠后创新乏力，失去竞争能力；
比较可惜的是晋商，已有一些类似现代企业制度的管理创新，还是没能完成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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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看商帮》

34、小民的治学功力是不庸致疑的，对商帮的研究也很深，里面有很多闪光的思想，
不足之处，就是篇幅所限，讲的过于概括，很多内容与《话晋商》里雷同
推荐一看
35、还没仔细看，应该不错，喜欢梁小民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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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对历史和经济真不是很感兴趣，公交车上无聊，也可以打发时间。现在社会有很多协会，在古代
叫商帮，还从来不知道古代，在明清时代就已有了这种商帮，书中的内容能很好的弥补这一知识的缺
乏，现在说山西陕西只想到煤老板，没想到晋商竟然是十大商帮之首，尤其讲到乔家大院，更是让人
佩服。但是本书篇幅原因，只泛泛而谈，且没有深入，讲的历史，所以读起来难免觉得无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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