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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

内容概要

《胡雪岩:红顶商圣》主要讲述了红顶商人胡雪岩一生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传奇故事。胡雪岩以捡拾
一笔丢失的金银，归还失主蒋老板而得到赏识，离开家乡胡里去大阜当学徒而开始自己的商业生涯。
由大阜而金华，由金华而杭州，每一次获得晋身之阶，都是因为他的优良品德和卓越才华相结合，最
终获得杭州阜康钱庄于老板赏识，将钱庄赠给他，淘得第一桶金。 
此后胡雪岩结识王有龄、结交左宗棠，步入人生的黄金时代，事业亦风生水起。他帮助左宗棠造轮船
、办船政，以自己的个人资产作担保，代其西征借款。无偿向左宗棠提供治疗瘟疫的“诸葛行军散”
，并且得逢机缘，创办了胡庆余堂。而胡雪岩邂逅一生的至爱罗四姑娘，并且和罗四一道进军蚕丝业
，为了控制生丝的“定价权”而和洋商针锋相对，甚至最后不惜投入一千五百万两银子进行“豪赌”
，更堪称中国商业史上一大奇观。胡雪岩最终在左宗棠帮助下获得从二品的官衔，和只有军功在身才
能获得的御赐“黄马褂”，从而轰动一时，成为商人之绝唱。他以数百万两银子修筑豪宅，娶有十二
房姨太太，亦成为人们羡慕的一大艳事。 
但胡雪岩亦因豪奢淫靡而败。他的财富帝国被另一个商业奇才盛宣怀一夜击溃，宣告轰然坍塌。从事
军火生意获得的丰厚利息成为他的致命伤。这也许在他为胡庆余堂题写“戒欺”匾额的时候就已经预
见到了自己的最后结局。胡雪岩最后死去的时候，家产全无，凄凉之极，只有罗四一个红颜知己，陪
伴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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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安之忠，著名企业家，文学爱好者。贵州双龙集团创始人。现任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
营企业家协会副会长、贵州省商会副会长等。
林锋，作家。曾就读鲁迅文学院文学创作专业。作品以长篇历史小说为主。代表作有《苍狼秘史》（
全三部）、《曹雪芹家族》（上中下）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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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商有“道”，亦有“时”。 “道”，就是不可违背的最基本的规律。离开了“道”，商就
无法生存。 同样，“时”也是对每个商人来说，是职业生涯里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常言说：时来运转
。“时”，就是你作为一个商人来说，获得的最佳的发展机会。错过或者强求“时”，都不会成功。 
胡雪岩深深懂得“待时”。因此，他在人生的最初几年里，并没有急于去想自己究竟如何才能赚大钱
，而是做着一件最基本的工作：苦练经商的基本功：一是“算”，二是“静”。算，就是计算。商人
一定要精于计算，斤斤计较，对数字有着超乎超人的敏感。这是商人的安身立命之本。静，就是静功
，是忍耐。最老练的商人，一定是如同最有耐心的狐狸一样，静候猎物上钩。唯静能大，只有在纷纭
复杂的乱局中保持内心的绝对安静，才能捕捉到最上佳的“时”⋯⋯ 胡雪岩在最初的人生阶段，每一
步都走得很顺，就得益于他对“时”的灵光一闪般的敏锐捕捉⋯⋯ 从大阜到金华，胡光墉迈出了坚实
的一步，对于一心图谋发展的他来说，局面一下子开朗了许多。 金华的商业繁荣，与大阜自不可同日
而语。金华最有名的就是金华火腿。据说，宋代有一位大将军，叫做宗泽。宗泽是抗金名将，他的家
乡就是当时的金华府。为了抗击金人，他组织义军8000人，北上请战。并且人人脸上刺上了“赤心报
国、誓杀金贼”八个大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八字军”。在宗泽的带领下，“八字军”连连痛击
金人，收复失地无数。凯旋而归之后，乡亲们纷纷献上精制的、由当地特产的“二乌头”猪的猪腿做
成的“火腿”，让宗泽带到开封去慰问家乡子弟兵。吃着“家乡肉”的子弟兵，打起仗来自然更加勇
猛。“家乡肉”的美名一传十，十传百，最后传到皇帝耳朵里。皇帝命令宗泽献“家乡肉”进宫，一
吃之下，香嫩无比，加之颜色如火焰般夺目，因赐名“火腿”。从此金华火腿的名声就传遍天下了。 
当胡光墉来到金华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家家户户的火腿行里，都悬挂着宗泽祖师爷的画像呢！ 火腿行
的生意规模，比起杂粮店来那可是大多了。胡光墉在大阜，觉得蒋老板的生意已经不小了。到了金华
才知道，任何一家不起眼的火腿行，每天的进进出出的银子，都抵得上杂粮行一个月甚至半年的流水
。在这里，胡光墉算是第一次见了世面，懂得了什么叫做“生意”。 张彪的张记火腿行，经营刚刚一
年多，本钱并不大，知名度也不高，不过，尽管如此，也分别开设有一家养猪场和一家火腿加工厂。
再加上火腿行，这一摊子事情杂七杂八，也很不少。 胡光墉一到金华，立即将全副身心投入到火腿行
业的经营中去。他是杂粮行出身，对于收购来的各种杂粮，价格如何，品质如何，分门别类，那是烂
熟于心。但这些杂粮如何用来搭配喂猪，如何能够用最低的成本喂出最肥壮的猪，这倒是门外汉了。
而不懂得养猪，不了解猪的各种生活习性，那么养出来的猪，肉的品质就会大不相同，这就会影响火
腿的最基本味道。 本来，按照张彪的意思，胡光墉一来就做店中的二掌柜，负责整体上的经营，管好
那十多个伙计就可以了。但胡光墉却坚持仍然将自己当做一个学徒来看待，亲自要求到养猪场去养猪
。 整整半年的时间，从小猪仔的出生，到第一批猪喂大出圈，了解了猪的各种生活习性后，这一工作
方告完成。 从养猪场出来，胡光墉又一头扎入了火腿加工厂。因为他的身份特殊，所以负责火腿加工
的师傅也不瞒他，详细地告诉他关于火腿的选料、腌制、风干、上色⋯⋯等一系列工艺的窍门。 这么
又过了半年，胡光墉已经从一个门外汉成为行家里手，他才从火腿加工厂回到了火腿行。 在火腿行，
胡光墉仍然干自己的老本行，负责账目管理。他人聪明，又肯用工，一把算盘打起来，手指上下翻飞
，珠子撞击的清脆声练成一片，真称得上是大珠小珠落玉盘。手上计算，口中报数，凡是来到店里的
客人，无不对这位小掌柜刮目相看，称他是天生的生意奇才。 但胡光墉还是有出糗的时候。一天，店
里来了一个杭州老板，一进门就要选购一大批上好的火腿。 这样的大客户，照例是胡光墉亲自来接待
。他从火腿的肉质精良，讲到火腿的工艺超群，头头是道。那客人听了，非常满意，当即下了一笔大
订单，一下子要了五百两银子的货，当场交款。 可是，这么大一笔银子，他却没有随身携带装银子的
褡裢。胡光墉正在奇怪，只见他从怀里掏出来一张薄纸。 “这是五百两银票，请收好。” “哦？” 
胡光墉从来没有见过这玩意儿，真难以相信，这么随便一张薄纸，能抵得上五百两白花花的银子？ 他
接过银票，只见上面清清楚楚地印着“仁和钱庄”四个大字，下面写着一行墨字：“凭此票付纹银五
百两整”。旁边是龙飞凤舞的押记，除了钱庄自己人，外人根本认不清写的是什么。 “这⋯⋯” 胡
光墉面有难色。他曾经听人说起过银票，说那东西只是一张薄纸，却上面写多少数字，就能抵多少银
子。将银票拿到票号去，人家就会给你付真金白银。可是直到今天，他才第一次见到。 见胡光墉一副
犹犹豫豫的样子，似乎不敢收银票，对方不由地脸上露出轻蔑的神色：“怎么，不敢收？” “对不起
，我们这里一向只收现银⋯⋯” “这么说，你是怀疑我这张银票是假的？”对方恼怒起来，将银票拍
在案桌上。“你看清楚了，这可是杭州‘仁和钱庄’的总号开出来的票子，你瞧，上面有人家掌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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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章和亲笔画押。如果不信，你这就跟我去这里的‘仁和’分号，看能不能从里面兑出来银子，哼，
小乡巴佬！” 惹顾客发这么大的火，这在胡光墉步入生意场上以来，还是第一次。好在他当伙计早锻
炼出来了，因此任凭对方怎么言语粗暴，他依旧和颜悦色。“这位客人，您别见怪。我的确是从乡下
来的，没见过银票。您稍微坐一下，喝口茶润润嗓子。我请我们的掌柜张先生出来，好吗？” “哼！
”对方气咻咻地坐下了，对递上来的茶水连看都不看。 这边，胡光墉早派人去后面请出了张彪。张彪
一听对方是大客户，接过对方的银票，看都不看： “既然是‘仁和钱庄’的票子，哪还有假？全国二
十一家联号，通存通兑，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听他对“仁和钱庄”这么清楚，对方才颜色和悦了一
些。自然，生意成交之后，张彪为了巴结对方，少不得又添了一些彩头。本来一单很大的生意，最后
算下来也就没有多少赚头了。 客人走后，胡光墉还在一个人坐在那里生闷气，越想越气，忍不住又向
张彪将那张银票要过来： “大哥，你说这玩意儿，真的不会有假？” “兄弟，你放心。”张彪知道
他没有见过银票，不懂得里面的学问，耐心给他解释道。“人家钱庄既然敢开出这票子，自然在上面
不知道费了多少心思。想要在这上面动手脚，比登天还难。”“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胡光墉指
着银票上面的“五百两纹银”的数字，疑惑地道：“这里填上多少，就是多少。这岂非⋯⋯岂非太神
奇了吗？如果这里不是五百两，而是写上五千两，甚至五万两，那么这边的‘仁和’分号不也得照样
给付？” “那自然。” “他们真有那么多银子？” “哈，连这点银子都拿不出来，还开什么钱庄？
”张彪哈哈一笑，“再说了，他们自己哪里有银子？还不都是储户存在那里的钱。他们一边吸收储户
去存款，一边向外面等待用钱的人放款，靠的就是把一个人手中的钱倒到另外一个人手中去，从中赚
取差额利润。这叫做‘钱生钱’。” “钱生钱？”胡光墉喃喃地道，“那倒的确比我们起早贪黑，卖
力气挣钱容易多了！对了，张大哥，为什么你不去开钱庄？” “小胡，你说什么？要我去开钱庄？你
以为人人都是那块料？”张彪摇了摇头，“做人最重要的是要有自知之明。我这个人，对自己了解得
很清楚。花点力气，赚点小钱，是没问题的。可是，如果要我去经营钱庄，那就是天天和‘白老虎’
睡在一起，早晚非被吃得骨头渣都不剩。” “什么叫‘白老虎’？” “就是银子哪！”张彪给他解
释，“银子这玩意儿，白花花的，没有人不喜欢。因为它是好东西，对不对？有了它，想吃什么吃什
么，想穿什么穿什么，想住什么房子都可以住，想办身事情，都可以办。天底下的人，有谁不喜欢银
子的吗？可是这家伙吃起人来，也真是不吐骨头。小则倾家荡产，大则丢了性命，尸骨无存。为什么
？你想想，有了钱，难免财大气粗，招摇起来，结果不是被盗贼盯上，就是被官府盯上。得罪了哪一
方，都教你吃不了兜着走。盗贼还好，要抢夺你的钱财，直接下手即可；官府要抢夺你的钱财，就必
然找个罪名办你，抄家杀头，都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再说了，就是哄走了盗贼，喂饱了官府，你就能
太平度日吗？钱有来时，也有去时。一旦两手空空，富贵不再，你会觉得以前的穷日子一天都过不了
。不用别人来杀死你，逼死你，你自己就会主动选择走到绝路上去。你说，钱不是‘白老虎’是什么
？” 张彪这一通话，是胡光墉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他心里有些不以为然，脸上也露出将信将疑的神
色。 “唉，兄弟，我也知道以你现在的年龄、阅历，很难相信我说的话，不过以后你自然会明白的。
” 这天晚上，胡光墉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白天那个客商嘲笑他为“乡巴佬”的轻蔑神态，一直
在眼前晃动。 “哼，神气什么？不就是仗着有几个钱，见过的世面多一些么？我将来一定比你强十倍
百倍！” 胡光墉在心里道。 如果说在离开胡里村以前，他在心里一直有一个暗暗比较的对象，就是
父亲胡鹿泉。他一心想的，是自己将来如何超过父亲，如何比父亲更有出息。那么，到了大阜以后，
他便有了一个新的目标，这个目标便是蒋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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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生逢其时，财色双收，官居二品，商界知名。    ——左宗棠    游刃于官与商之间，追逐于时与势之中
，品够了盛衰荣辱之味，尝尽了生死情义之道。    ——陈代卿    纵观历史，中国从未为商人而战，西
方的战争有不少是为商人而战。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胡雪岩想建立自己的经济王朝，他的经商理想是
中国商人的最高境界。    ——二月河    任何机会都可能是危机，也可能是转机。冷静。随机应变加上
当机立断，成为胡雪岩创业的三个基础条件。    ——曾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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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胡雪岩:红顶商圣》编著者安之忠。 官商？豪商？奸商？儒商？ 草根？天才？知己？情种？ 官商两
界长袖善舞，恨海情天游刃有余， 写不尽的跌宕起伏，和不完的苍凉史诗， 胡雪岩倾世人生最有血
有肉的一次全景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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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感觉主观成份太重，历史人物生平描述的越细，似乎虚拟的越多。
2、胡雪岩此人，为人讲义，经商讲信，才华横溢，胆魄过人。但是作者以一个商圣加冕于他，未免
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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