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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陽著「胡雪巖」讀後感 

 方竟曉 

(臺北縣林口鄉麗園國小 會計主任) 

壹、前言 

中國自古把社會分成「士農工商」四個階層，認為「士致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

，未足與議也」，士人有學問，是孔孟聖賢門生，恥談己利，所以道德清高，受社

會尊敬；至於農、工兩個階層，則是以勞力換取金錢營謀生計的大眾階層，所以居

次；商人所營無不在利，故層次最低，甚受貶抑，由「無商不奸」、「商人重利輕義

」之罵名可見一斑，縱其可以賺再多的錢，享有帝王般的生活，一個破落書生的社

會地位還是遠比商人為高。中國古來社會風氣如此，代表儒家一種理想，但在近代

歐美工業革命發生、重商主義盛行及經濟發達之後，便產生了諸多問題，而近代中

國的苦難亦正肇因於此。 

在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之前，歐美各國交通不發達，貨無法暢其流，為商者亦

無從成其大。但自從英國人瓦特發明蒸汽機，引發工業革命之後，機器取代人工，

科技持續進步，交通愈見發達，又加上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不

朽鉅著國富論的推波助瀾下，不僅大企業、大商人應運而生，還發展成資本主義，

並演變為後來的帝國主義，工業化浪潮席捲整個世界，讓世人始料未及。 

十九世紀的中國積弱不振，內有太平天國之亂，外則列強侵逼日甚，閉關自守局

面已勢不可為，在一連串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之下，於是門戶大開，西方商人挾帝國

主義餘威叩關而來，亂世之中，中國竟也因勢崛起一位傳奇人物胡雪巖，由一介商

人，破格賞加二品布政使銜，戴紅頂子，成為絕無僅有官商兩棲的紅頂商人，澈底

顛覆中國傳統社會階層順序，究竟他是如何辦到的？ 

 

貳、胡雪巖的發跡 

胡雪巖，字光墉（公元一八二三年至一八八五年），出身貧寒，年輕時曾在錢

莊當學徒。在他的鼎盛時期，生意範圍幾乎涵括他所能涉足的所有行業，如錢莊、

生絲、茶葉、典當、房產、藥號、軍火、糧食，而以上的這些行業，在當時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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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均是能發大財的生意。綜觀胡雪巖成功之處，本文歸納如下： 

一、政商關係，經營良好 

胡雪巖在當學徒的時候結識了落魄的王有齡，將錢莊原本以為收不回來的一

筆呆帳，送給了他進京捐官，王有齡登上仕途後，知恩圖報，將浙江公庫交由胡雪

巖創立的「阜康錢莊」代理，根據清朝律法，州縣知府的錢稅徵收、各種賑災公款

與錢莊往來無須計付利息，只要解送期限不耽誤，錢莊可以自由運用，由於公款金

額龐大，錢莊只要在到期之前週轉放貸一二次，就可以賺進大筆利潤，從此胡雪巖

札下了雄厚的事業根基。 

太平天國亂時，胡雪巖受王有齡的倚重，不僅委辦糧械，又綜理漕運，在他

「素敢任事，不避嫌怨」的做事態度下，使得王有齡愈加信任，「凡解糧餉，必由

胡某匯兌」，胡雪巖一時炙手可熱，財富也大量累積，印證了他「大樹底下好乘涼

」的理論。 

除了王有齡，左宗棠是胡雪巖在政治上的第二個靠山。左宗棠在任浙江總督

時與太平軍作戰，以及在任陜甘總督西征新疆，均仰賴胡雪巖調度籌款軍餉及採辦

軍械，遇有缺乏時，還須他想辦法籌措，但他均能完成任務。左宗棠日後向清廷保

舉胡雪巖賞穿黃馬褂、戴二品頂戴，胡雪巖的母親七十大壽，不僅左宗棠的政敵李

鴻章送禮致賀，連慈禧太后也加以頒旨加封。胡雪巖靠著精心經營的政商關係，使

他成為有清以來第一富商以及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紅頂商人。 

二、重視商譽，童叟無欺 

胡雪巖系列書中敘述，一位綠營軍的軍官羅尚德在上戰場之前，將其全部的

積蓄一萬一千兩銀子存入阜康錢莊，並向錢莊表示，因為他就要出征打太平軍了，

他不要利息也不要存摺，但是胡雪巖卻堅持「一切照規矩來」，後來羅尚德在戰場

上陣亡，在死之前囑託二位同袍將存在錢莊的錢轉給四川老家親戚，錢莊檔手劉慶

生經查證屬實後，沒有任何刁難就把銀兩悉數交出。後來這件事於綠營傳開後，官

兵們紛紛將積蓄存入阜康錢莊，胡雪巖事後也稱讚劉慶生做得高明之極，誠實不欺

且讓顧客口耳相傳，打響了錢莊的知名度，果真應驗胡雪巖說的一句話：「信用有

了，哪怕存摺都不給人家，只憑一句話，照樣會有人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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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阜康錢莊恪守誠信原則外，胡雪巖在他旗下的藥店胡慶餘堂亦一本宗旨

，於其上的營業廳掛有二塊巨匾，一塊朝著顧客，上書「真不貳價」四字，另有一

塊面對櫃台，而是給在藥店工作的人看的，上刻胡雪巖親筆手書「戒欺」二字，旁

邊另有跋：「凡百貿易，均著不得欺字，藥業關係性命，尤為萬不可欺。余存心濟

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願諸君心於之心，採辦務真，修治務精，不至欺余以

欺世人﹔是則造福冥冥，謂諸君之善為余謀也可，謂諸君之善為自謀也可。」他要

求賣出去的藥是真材實料，甚至派專人依藥材的產季到產地收購道地的藥材，嚴守

「採辦務真，修治務精」的誠實原則。胡慶餘堂創店的第四年就開始轉虧為盈，到

了第六年就與北方的老字號「同仁堂」齊名，享有「北有同仁堂，南有胡慶餘堂」

的美譽。 

三、知人善任、收攬人心 

獨木難以成林，縱有三頭六臂，到底也有分身不過來的時候，胡雪巖聽從朋

友稽鶴齡的忠告：「你少讀書，不知道怎麼把場面拉開來？有錢沒有用，要有人；

自己不懂不要緊，只要敬重懂的人；用的人沒本事不妨，只要肯用人的名聲傳出去

，自會有本事好的人，投到門下。」所用錢莊檔手皆少年明幹，精於會計者，辦胡

慶餘堂藥號，依據史源著商經記載，重金聘請長期從事藥業經營，熟悉藥材業務，

又懂經營管理的人擔任經理，聘任熟悉藥材產地，生產季節，質量真偽優劣的人當

協理，作為經理的副手，負責進貨業務，選熟悉的人擔任帳房，以上三種人被列為

頭檔僱員，稱先生，他們屬於穿長衫的的腦力工作者，因而一切待遇從優﹔先生以

下，是二檔僱員師傅，他們略懂藥物知識，會切藥、熬藥、製藥，實踐經驗豐富，

是穿短衣，在工場勞動的熟練工人，工資待遇低於先生﹔師傅以下是幫工，他們是

臨時雇來的，主要從事搓丸藥等簡單勞動，計件付酬。由於分工明確，職能相稱，

酬勞合理，故胡雪巖的錢莊、藥號週轉靈活，相互協調。 

此外，胡雪巖對員工相當慷慨，每回雇用錢莊的員工時，「必詢其家衣若干，

需用幾何」，然後先預支員工一年薪俸，使其無後顧之憂。開設的胡慶餘堂設有「

養俸」和「陰俸」，「養俸」相當於退休金，只要是胡慶餘堂的員工年老無法工作，

胡慶堂仍然發給原薪直到去世為止；至於「陰俸」，則是針對有卓越貢獻的員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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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後發給家屬的薪津，直到家屬有能力回復員工在世時的生活水準。 

「做事總要為人著想」、「人要靠著住，薪水不妨多送一些﹔一分錢一分貨，

人也是一樣。」是胡雪巖待人接物的原則，也是他延攬人才，使跟著他做事的人都

能心甘情願為他拼命的秘訣。他人情練達，處事周到，善於察言觀色，更擅長揣摩

對方心理，因而與人交往中不僅能禮數周到足以滿足對方心理需要，更以從物質上

滿足對方的需要為其根本。是以，胡雪巖的事業在短短十年之間，能夠跨足錢莊、

生絲、茶葉、典當、房產、藥號、軍火、糧食等行業，財富如滾雪球般愈滾愈大，

被人恭為「活財神」。 

四、審時度勢，刀口舔血 

亂世出英雄，亂世有商機。太平天國亂時，江浙仕紳逃難到上海避亂的不少

，這些在祖籍靠田產收租的人，日子一久，坐吃山空，不得不舉債度日，而清軍於

攻下太平天國的重要據點杭州後，太平軍已成強弩之末，許多太平軍的軍官正盤算

日後如何營生，胡雪巖估計，他們必然想找一個穩當的地方存放身上的銀兩，根本

不會去計較利息。胡雪巖盤算，這些江浙仕紳眼下雖然沒錢，但家鄉田產仍在，未

來戰亂結束回到家鄉後仍有還款能力，於是他打算把從太平軍吸納過來的存款，放

款給上海避亂的江浙仕紳。 

胡雪巖的合夥人、信和錢莊的大夥張胖子卻心存顧慮，他認為吸收逆賊的財

產，已然違反大清律，是一件犯法的事，不過胡雪巖道：「隱匿罪犯的財產，固然

犯法；但要論法，我們也有一句話說：人家來存款的時候，額頭上沒有寫著字：我

是長毛（註：太平軍不綁辮子，故人稱長毛）。化名來存，那個曉得他的身分？」

張胖子利害相權，心想作生意原來就要靠眼光，有膽氣，又想到胡雪巖當初放那五

百兩銀子給王有齡進京捐官，還不是眼光獨到，甚至把在錢莊工作的飯票都賠進去

了，揹了多大的風險，如今看來，這筆生意他是做對了。因此，張胖子最後也同意

了胡雪巖的想法。 

這件事十足印證了胡雪巖：「商人圖利，只要划得來，刀頭上的血也要去舔。

」的勇於冒險性格，惟其高風險，所以高利潤，對其太平天國亂後的生意復甦以及

資金的活絡，產生了莫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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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八六○至一八七○年間，據統計胡雪巖於全國各地擁有數十家當舖、錢

莊、一家衣莊以及胡慶餘堂藥號，架構了一個以錢莊、當舖為網點，覆蓋全國的金

融事業，成就著實不凡。 

 

參、燈火樓台 

胡雪巖本係商人，在辦公事時，並未脫離在商言商的本色，不過，他講求的

是利己利人，而非利己不利人。他深諳「商人榮枯，繫於國運。國泰則民安，民安

則市盛，市盛則商旺也。」的道理，「做小生意遷就局勢，做大生意先要幫公家拿

局勢扭過來。大局好轉，我們的生意就自然有辦法。」為其從商哲學。他重實際，

處理事情公私兼營，面面俱到，相輔相成。連自視甚高的左宗棠也如此評價他：「

胡雪巖，商賈中之奇男子也，人雖出於商賈，卻有豪俠之概。」這在守舊的中國社

會，尚屬破天荒頭一次。 

故左宗棠率清軍「打太平軍」，要餉、要糧、要軍械、甚至借洋債「西征」，胡雪

巖無不即刻辦理，從無延遲，向來被左宗棠視為左右手。李鴻章與左宗棠因政治上

的歧見而素有嫌隙，李鴻章一派早有翦除左派羽翼的打算，法國侵略安南（即越南

），以李鴻章為首的主和派與以左宗棠為首的主戰派更是互別苗頭，主和派為了削

弱主戰派實力，於是發出了「倒左必先倒胡」的密令。李鴻章門下的盛宣懷、邵友

濂派人四出造謠，說胡雪巖旗下的阜康錢莊內部虛空，信用不足，傳言一起，阜康

在上海的分號即遭爭先恐後擠兌，不到一天就宣佈關門歇業，隨即牽動杭州、寧波

等其他分號。 

外銷生絲是當時賺錢的大買賣，胡雪巖是此中大戶，但是他注意到當時在上海的

外商，已日益掌握絲價收購主動權。於是集結散戶，合力對付洋人，想爭回絲價主

動權，俾讓絲農受益，也為中國人爭一口氣。不料中法戰爭爆發，法國軍艦開進吳

淞口，攔檢各種船隻，一時人心惶惶，造成金融恐慌，銀根大為吃緊。而胡雪巖又

絲貨堆山，洋商得訊後，揚言停做今年絲生意，以致絲價無量下跌。此時胡雪巖想

削價求現，向素來熟識的洋商如怡和洋行求救，奈何洋商沆瀣一氣，一味壓價，由

於絲存久要變色，所以胡雪巖只有忍痛蝕本出售，幾天之內，損失二百萬兩。恰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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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又有人落井下石，參了胡雪巖一本，於是朝廷諭令抄家產，歸還公款，私人

債主紛紛上門，導致他所有的錢莊相繼倒閉。 

胡雪巖畢生經營的事業，就這樣在極短的時間內盡付東流，換來的，只是富

貴榮華化為南柯一夢的嘆息。商借洋債，固然為胡雪巖賺進不少利潤，如無法還款

，胡雪巖為了自己的信用，也必定盡力籌措還款﹔而在局勢已經變化，李鴻章一派

人馬要整掉胡雪巖的端倪已現，他又接受為左宗棠籌措近五十萬兩糧餉任務，更是

沒有為自己留下一條退路。而聰明如胡雪巖者，亦未料到，工業革命後手工業之沒

落已是時間之問題，為了維持廣大江南農村養蠶人家數百萬人的生計，不願改弦易

轍，亦不甘屈服於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雄厚的經濟力量之下，決心在絲生意上跟洋人

一拼到底，已然超出在商言商的範圍，從而在反壟斷的孤軍奮鬥之下，導致了周轉

不靈的困境。在那樣的華洋不平等時代，無論他多麼精明強幹，怎能與在中國享有

條約特權並資本雄厚的洋商抗衡？更何況當時內有黨派之爭，禍起蕭牆，又怎能與

團結牟利的洋商一較長短？他曾說做大生意得先幫公家將局勢扭過來，大局好轉，

做生意自然就會有辦法，但在清廷面對列強步步進侵腐敗無能的政局下，憑他一己

之力，如何使頹傾的局勢好轉？ 

 

肆、結語 

胡雪巖憑藉著滿清中衰、良好綿密的政商關係、靈活的頭腦、交通海運大開

、敢於刀口舔血的氣魄，短短二十年間，財富迅速累積至三千多萬，相當於當時中

國財政收入的半數，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最後卻成為歐美帝國主義、李鴻

章與左宗棠政治權力鬥爭下的犧牲者，從富可敵國到轉眼間煙消雲散，他八十歲的

老母吞金自殺，連自己也死得不明不白，下場令人不勝欷歔。 

高陽膾炙人口的胡雪巖系列，首部曲胡雪巖描寫胡雪嚴白手起家，成為一代

巨賈的傳奇故事；二部曲紅頂商人訴說胡雪巖縱橫商場政壇，獲慈禧太后賜紅頂、

賞黃馬褂，再攀事業巔峰；末部曲燈火樓台則道盡清末危機四伏的年代，胡雪巖畢

生建立的輝煌事業與政商關係，終至傾倒一無所有的悲哀。高陽根據胡雪巖的生平

事蹟、傳奇經歷，參考晚清歷史背景、民間傳說，透過通俗小說的筆調，寫盡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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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代風雲、胡雪巖一生的起伏轉折，內容高潮迭起，情節豐富萬千，讀之令人愛

不釋手。喜歡人情事故、權謀及商業經營之道的讀者們，這套書更值得加以細細品

嚐。 

據說胡雪巖臨終時嘗言：「我死不足惜，可惜的是我沒有把我最寶貴的生意經理

成冊。」雖然他沒有把自己的生意經驗系統性地編輯成書，但是他身後留下了許多

值得人們品味、深思的生意經驗及智語，高陽先生著作此書，正可一解胡雪巖之遺

憾也。其二，在資本主義依舊是主流思想、一切以經濟掛帥的今日，胡雪巖的經商

思想，仍然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被許多有志從商之人奉為圭臬，甚而有人譽為「

亞商神」，認為其在中國商業史中的地位可與「商神」陶朱公﹝范蠡﹞相媲美。其

三，台灣商人跨足政治界早已不足為奇，「商而優則仕」，政、商界兩棲者大有人在

，紅頂商人何其多也！胡雪巖的示範效果亦不無其功。相信胡雪巖於九泉之下，看

到他的徒子徒孫繁衍眾多，將其商道發揮的淋漓盡致，亦足堪瞑目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