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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7版）如祁县乔家第一代创业人

乔贵发，从创业合作伙伴秦家的后人因

染上恶习而败家的严酷事实中吸取教

训，特别注重后代的家庭教育，形成了乔

家家训。传到乔致庸时，为了更好地约

束子孙，维护家族利益，乔致庸遵从祖训

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了乔家家规，订立了

家规家法的具体条文。这些家规，订起

来容易，做起来却很不容易，更难能可贵

的是乔家子弟多数能够遵从。乔致庸以

身作则，以治家严格得名。其孙映字辈

兄弟11人，长孙乔映霞执掌家政后，让兄

弟们一成家就另立门户，使其自立，并亲

自为兄弟们选拟斋名，如退思补过斋、一

日三省斋、自强不息斋等，勉励他们奋发

图强。

乔家除去“十勿”“六不准”家规外，

还有一条“和睦乡里、扶危济困”的祖

训。乔贵发出身贫寒，饱受歧视，因而立

下遗训：不可以势压人，更不准歧视穷

人。乔家后代谨遵祖命，从不歧视穷人，

把和睦乡里、扶危济困作为一种传统。

太谷曹氏家族深感吸毒与赌博对人

身体和家族事业的损害，镌刻《戒赌碑》

和《戒烟碑》砌于墙上，让子孙每日诵读，

以示警戒。碑文中将烟、赌对人造成的

各种危害作了触目惊心的描写，认为“天

下之恶，莫过于赌”。

大多数豪商大贾之家，都把祖先的

创业史当作教育子孙的绝好教材，把祖

先创业时用过的实物供奉起来。如太谷

“四隆堂”王家供奉祖先的阁楼上摆放着

先祖创业时用的驴驮鞍具，太谷曹家一

直供着始祖曹邦彦贩运砂锅的小推车和

曹三喜用过的豆腐磨等。

常氏家族十二世常龄曾作过一篇关

于禁吸鸦片的家训《洋烟四戒》，虽然直

接针对的是吸毒的危害，但全篇的纲领

却全在于进行“创业难，守业更难”的教

育。这篇家训“既为其子立训等示惩，又

戒族中子侄辈之不安分者”，真可谓煞费

苦心。贯穿全文的精神，是常思祖辈创

业之艰难，爱惜祖宗之遗产，保持家族家

业家声之传承。告诫子弟：“后世子孙宜

谨遵先人成法”，借鉴滥服鸦片败产短命

之教训，时刻想到绝不能“令先人之财产

从此耗散”“败先人名节”，使整个家族败

亡。这篇《洋烟四戒》的家训，是一篇结

合实际进行“创业难守业更难”的晋商传

统教育的杰作。

晋商也很重视培育家族团结。祁县

乔家神祖阁上嵌着一副锃光瓦亮的铜楹

联：“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

寓意鲜明。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治家颇

严。为了维护家族的繁盛，有一次家中

弟兄聚餐时，映霞对其九弟映庚说：“听

说你的武功可以，你能用四个指头把这

双筷子折断吗？”映庚说：“这有何难？”果

然毫不费力将一双筷子折为两截，乔映

霞连声称赞。然后又把众兄弟的筷子集

中起来，让映庚再用手折，结果折不断

了。大家都明白了兄长的意思，这是让

兄弟们抱成一团，拧成一股劲。乔家商

业在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有了新的发展，

这与族人团结和睦有着直接的关系。

榆次常家也十分重视族人的和睦团

结。十世常怀珮兄弟三人，“子孙百余口

矣，虽以生齿日繁，分居各所，而生业固

未分也，有事聚而商之，合众口如一口

矣，合众心如一心也，实合众人如一人

也。且其宅舍如一也，其饮食衣服如一

也，其出入起居礼数如一也”（赵朝论撰

《十世怀珮公配孙宜人九十二寿序》）。

“南常”内贸集团称雄全国商界，“北常”

外贸集团居于恰克图对俄贸易之首，族

中“众心如一心”“众人如一人”，是一个

十分重要的原因。

俗话有云：“富不过三代。”然而晋

商中不少巨商大贾却打破了这一常规，

子孙承业一二百年而不衰，其中缘由之

一正是他们始终坚持的家庭教育和严

格的祖训家规，使其子孙在接受各种知

识教育的同时，培养其承继祖业所必备

的自律、自尊、自爱、自信的素质，再加

上严谨的家法制约，起到了支柱作用。

这些祖训家规，贯穿着晋商对传统文化

的继承与认同。它真切地告诉人们，晋

商精神不仅体现在创业时的艰苦奋斗

中，也体现在他们成功后的经营管理和

家族文化中。

私塾教育

私塾是一般士子接受启蒙教育和基

础教育的场所。清代晚期，仅太谷一县

有名可记的私塾就有68处。晋商私塾教

育主要有两种：一是家塾，即富商大贾以

家庭独自设立；二是族塾，以家族联合设

立，延师教育本族子弟。如太谷曹家十

六世曹兆远也曾设立专馆家塾，聘用塾

师，专门教授曹氏子孙。私塾教育以儒

学为主，主张读经、尊孔、尊亲。启蒙教

材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朱子

治家格言》等，继而学习“四书五经”。由

于当时私塾的设立带有普遍性，因而对

发展文化教育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在

晋商家族中占有重要地位。

（下转第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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