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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贾并重的儒贾并重的

晋商在长期的商业金融活动中，形成颇具特色的商贸文化、

建筑文化和民俗文化。不仅如此，晋商在经商致富之后，也非常

重视文化教育，他们对教育的投资甚至超过一些书香门第。但

他们的教育观却有别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学而优则仕”的观

念，而是推崇“学而优则商”与“学而优则仕”兼顾，是一种儒贾并

重、儒贾结合的教育观。

从晋商家族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晋

商家族中最初的创业者很多并未受过正规

教育，有些甚至目不识丁。如祁县乔家的

创业人乔贵发，因父母早亡，无依无靠，常

为人帮佣。因不识字，乔贵发经商遇到很

多困难。因此家境一好转，他便令子孙读

书，学习文化。再如太谷曹家的创业人曹

三喜，曾因不识字与人打官司时吃过亏。

因此，在凭着艰辛、机敏和机遇开创了经商

的基业之后，他便给其子弟创造读书的条

件，开办家塾。榆次常家的常威因少年时

代曾读书识字，对其经商活动中书写单据、

账目，在边境地带通关过卡，与客户打交

道，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与官

府的来往中，他更加意识到文化知识对商

贸事业至关重要。因此，经商立业之后，晋

商普遍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把子弟读书、

识字、明理当成家族大事来抓。

这些商业世家为了把子弟培养成商

界英才，在提高他们文化素养的同时，十

分注重经商所需的专业知识和实用技能

的培养。晋商教育子弟，除了研习各种传

统的启蒙教材和儒家典籍外，还传授诸如

算学、书法、语言等实用知识、技能，并注

重在实际商战中向子弟传授各种经商谋

略、操作能力，这对晋商家族子弟最终成

为商界的才俊、使祖业持盈保泰，是非常

重要的。

晋商大贾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但要进

一步提高整个家族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

位，还需要教育、读书，去博取功名。

晋商大院许多匾额楹联、治家格言

都反映出晋商对后代读书教育的重视。

如乔家祠堂联“ 百年燕翼惟修德，万里鹏

程在读书”、曹家大院西院后联“万卷藏

书宜子弟，诸峰罗列似儿孙”等。许多类

似的楹联都寄托着晋商对儿孙成才的期

望。以乔家为例，祁县乔家十分重视教

育，对子弟学业上要求严格，在其宅第

中，“读书滋味长”“百年树人”的字幅至

今仍清晰可见。

在近代风云变幻时期，乔家子弟乔映

霞是乔家教育中的新式人物。他思想开

明，曾不畏众议，率先剪辫子、穿西装，还动

员家中妇女革除缠足陋习。乔映霞所代表

的是清末民初一大批接受新式教育的晋商

子弟，他们积极推广新观念，对于其家族由

封建家长式的教育向近代新式教育的转变

起到重要作用。

任何一位成功的晋商，在扩展其商业

资本的同时，也要为整个家族的发展传承

培育一套完整的家族文化，其中包含读书

教育与伦理道德，还有其本行业的文化教

育——商业文化教育。

以乔家乔致庸为例，乔致庸的商业哲

学是信、义、利。三者之中信为先，次讲义，

最后才是利。其治家以《朱子家训》为本，

对子孙督责甚严，子孙若有过失，必令其跪

诵“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

物力维艰”。为了让子孙牢记祖先创业的

艰难，他亲拟一副对联挂在内宅门上，“求

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

缘惜福”，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乔氏家族的

家族文化。悬挂在乔宅庭堂的楹联“读书

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尤难知

难不难”也反映出宅院主人告诫子孙，要学

会读书和经商，要懂得家业来之不易，要树

立知难而进的奋斗精神。

其他晋商大院也处处反映着主人对于

信、义的强调。王家大院敦厚宅正厅联，

“铭先祖大恩大德恒以礼义传家风，训后辈

务实务本但求清白在人间”。中国票号创

始人雷履泰故居晋元楼联，“矢公矢正追管

晏治政之遗范，志持志筹超端陶经济之风

流”等许多楹联都寄托着宅院主人对信、义

的追求，以此教育子孙，传承其商业帝国。

晋商在子孙的教育上，关于商业的教育，始

终强调诚信第一，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晋

商可以驰骋明清500年的历史。诚信教育

不仅对于晋商的做人有重要意义，对于家

族商业帝国的传承也很有帮助。一代又一

代晋商所秉持的诚信精神不仅促进了其商

业的开拓与发展，也促进了其家族的兴盛

和繁荣。

晋商大家族对子弟的基础教育，主

要通过在家族内设立私塾和书院等方式

完成，其中有一些私塾在清末民初逐渐

演变为中小学堂，可以说形成了一个能

够与国家和社会教育体系接轨的家族式

教育体系。

家庭教育

明清时期的晋商，特别是巨商大贾，

除以其凭借雄厚的财力为子孙设私塾、延

名师、勤课读、使其知书达理外，还继承了

中国传统的教子法，注重家庭教育，用严

格的祖训、家规来加强对子孙的培养、教

育，约束家族成员不做有损于家族利益的

事。对其子弟们来说，遵从家教、家训、家

规就成了从小接受教育、修身正己的重要

途径。

（下转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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