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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义仁勇：晋商伦理与关公文化研究
□张丽娜

古时的虎牢关是洛阳以东的重要关隘。
《读史方舆纪要》等古籍记载，周穆王打猎

时，看见老虎在芦苇丛中出没，“七萃之士擒之
以献，命蓄之东虢，因曰虎牢”。“七萃之士”是王
室的禁卫军，有勇有谋，随侍天子左右。他们抓
住老虎，献给天子。天子命人把老虎圈养在了东
虢，关老虎的地方遂得名“虎牢”。

虎牢关旧址，就位于东虢——洛阳东边的
虢国故地，今河南省荥阳市一带。

“虢”，本义是双手搏虎，虢国的存在是为了
统领锐师，拱卫王城。周武王伐纣灭商后，把国
土分封给各诸侯王管辖，虢国被分封给了周武
王的二叔和三叔。古代兄弟间以“伯、仲、叔、季”
排大小。周武王的二叔被封在东虢，人们因此称
他为“虢仲”，周武王的三叔被封在了西虢（今陕
西省宝鸡市一带），他因此被后人称为“虢叔”。

周公姬旦在“天下之中”营建洛邑，东虢、西
虢像两道屏障，把守着洛邑的东、西大门。虎牢关
所在的东虢，不但屯有重兵，还养了不少猛兽。

《周易》记载：“云从龙，风从虎。”虎乃百兽
之王，是力量的象征，有“龙飞于天，虎行于地”
之说。在五行八卦中，虎也占有一席，与青龙、朱
雀、玄武并称四大神兽，“左青龙，右白虎”。

古代帝王喜欢豢养猛兽。夏商时期，河洛地
区有“豢龙氏”，专门给君王养“龙”。周代有“兽
人”，专门为天子围猎，圈养猛兽。魏明帝曹叡曾
让人把猛虎的爪牙都拔了，关在笼子里，让京都
洛阳的老百姓参观。

西周灭亡后，周平王把都城从镐京（今陕西
省西安市）迁到洛邑，拉开了东周的序幕。此后，
又有许多王朝在洛阳建都。虎牢关南连嵩岳，北
据黄河，自成天险，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关名
随着朝代更迭多次变换，鏖战纷繁，时闻杀声。

如今，虎牢关旧址已成游客游览、凭吊的景
点。 （《洛阳晚报》）

虎牢关有老虎吗

□赵建永

袁了凡为官清正廉明、节支简政、崇尚俭
朴，营造出良好的修身和团结氛围。他强调“民
间风俗，自当官府敦之”，以良好的官风来引导
民风。他深知“善政必简”，要求各部门厘清职
责，以便民为要务，简化工作流程。他将讼案按
类分工，随来随审，随审随结，公堂无积案。百姓
犯罪后，他一定会敦劝其悔过自新。他还取消摊
派给百姓的苛捐杂税，对各级职员订立赏罚分
明的措施，确保政务的清明、简便、流畅。

袁了凡出行轻车简从，不用仪仗，每当巡视
乡间，遇到百姓生产生活的各种难题，当即“现
场办公”解决。他体恤民生，休养生息，为百姓脱
厄解困，实施拯民于水火的“千般善政”，并为民
请命，力争免除了“车运皇木”“进贡银鱼”等繁
重差役。在具体行政过程中，袁了凡展示出非凡
的协调能力。如，皇亲国戚在宝坻的庄田是县政
一大难题，管庄太监飞扬跋扈，强取豪夺，横行
不法，他努力保证行政事权的统一，使县民得免
横征暴敛之苦。他还努力搞活经济，重视教育，
亲自讲学，使农工商和文化协同繁荣发展。

袁了凡常说“为善最乐”，一直以仁爱善心
滋润着百姓，用不断行善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
作为官员，他的爱自然最多地表现在亲民爱民
上，深受宝坻人民的爱戴。在袁了凡身上体现出
真善美的高尚品德，达到了古代官员道德境界
的顶峰。他的善政使宝坻积弊消除、仓库充盈、
文教盛行、百废俱兴，成为县治和教化的典范。

袁了凡在知县经历中所接触的民生疾苦使
其劝善思想更加深刻并发展成熟，成为他后来
在江南倡导善书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袁了凡
善政善学对于社会良好风尚的培育起到积极作
用，对今日党政干部强化自我修养、提升治理能
力和水平也有很多启益。 （《天津日报》）

袁了凡:向善立身

□王晋丽

明清时期晋商在商界叱咤风
云，雄踞一方，“富室之称雄者，江南
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在物质
富足的同时，晋商创造了辉煌的商
业文明，形成了晋商伦理。晋商伦理
与关公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结，其首
要体现在晋商与关公有着天然的地
域联结特点。在封建社会，商人地位
低下，享受不到一丝政策红利。晋商
在创业初期，历经磨难，依附于关
公，借助关公神格地位提高了自身
人格地位，使商人职业有了归属。在
商业发展兴盛期间，关公忠义仁勇
的伦理品质与晋商的精诚团结、诚
信经商、以义制利、自强不息、开拓
进取精神密切相关，关公伦理与晋
商精神严丝合缝，两者有着天然的
联结。

关公“忠仁”伦理

忠，即忠诚、忠良，在封建社会
意指对君王忠心不二，而皇帝即是
国家的象征，忠君即忠于国家。这种
忠是发自内心的不离不弃。关公追
随刘备南征北战，桃园三结义体现
的是对君主的“忠仁”，“寝则同床，
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
随先主周旋进退，不避艰险”。直至
临沮殉难，关公的忠从未改变。这种

“专一”的精神一直被后人传颂。关
公的“忠仁”伦理品质对晋商伦理精
神影响极大。

（1）激励晋商爱商敬业
明清时期重农抑商，士农工商，

商人地位极其低下，一般民众如有
其他出路是不愿意经商的，即便经
商，也是一条曲线发展之路，待商业
获取利润后便投身“士”的行列。但
晋商不同，晋商从始至终就把商业

“做纯粹”了，颠覆了“学而优则仕”
的观念，主张“学而优则商”。这种对
商业的执着追求折射出对商业的

“忠”的敬业精神。在创业之初，晋商
历经艰难险阻，通过自身的努力，在
商场上有了一席之地。晋商深知经
商不易，即便经商成功，积累了大量
物质财富，他们也没有放弃商人职
业，本着对商业的深厚感情，晋商一
丝不苟地恪尽职守，即便商业辉煌，
仍以扁担、麻绳、框子等创业初始的
遗物告诫后人不忘初心，要保持艰
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这本
身就是对职业的“忠”的体现。除此
之外，晋商在员工选拔和培训中特
别注重“忠”的内容，把关公的“忠
义”品质灌输给员工，培养员工敬
业、爱业的精神。

（2）鞭策晋商商帮精诚团结
自明清以降，商业贸易发达，单

靠个人或家庭维持商业的局面难以
为继，为了进一步拓展商业，在激烈
的竞争中取胜，明代开始以地域为
标形成了商帮。在众多商帮中，晋商
最为团结。这种团结精神同时表现
为一种不离不弃的相互忠诚，这亦
得益于关公的影响。晋商选人的第
一条原则是只用山西人。天南海北
遍布山西商人，但其形散神不散，晋
商每到一处就会筹建山西会馆，以
共同的信仰（关公信仰）把各地的晋
商凝聚在会馆，共商经商大事，为有
困难的晋商出谋划策，排忧解难。他
们相互之间结交，“笃信义，崇正直，
不欺所事，不负所托”，犹如“桃园三
结义”，荣辱与共。晋商把关公“忠”

的伦理品质渗透到商帮，成为商帮团
结的粘合剂。

（3）引导晋商宽厚仁慈
仁，爱人，是一种处世哲学。关公

宽厚仁慈，曹操的谋臣程昱说：“云长
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人有患
难，必须救之，仁义播于天下。”关公对
敌、对友和下属都表现出宽厚仁爱之
心，不谋己利。晋商在平时的人际交往
中，往往秉持“和气生财”的理念，特别
是相互之间相处过程中，互相扶持，不
追名逐利。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
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和关照。晋商票
号业务广，在全国居于首位，但晋商并
没有因为票号实力强大而欺市霸行，
排斥异己，晋商间通常都力求在行业
竞争中同舟共济、利益均沾，对一些小
规模的钱庄、钱铺、典当、账局常常从
资金上给予帮助。

关公“义”伦理

“义利之说乃儒家第一要义。”历
史上，与被描述成“奸绝”的曹操不同，
关公是“义绝”，关公感恩刘备的知遇
之恩，对刘备忠义一生，同时对于有恩
于自己的曹操，甘愿冒着杀头的危险
放行，表现出大义。正因为关公把义做
绝了，关公“义不负心”，作为商人崇拜
的“财神”，关公诠释了财富与信义的
关系。“利，只在义之和”，在任何时候

“义”都是第一位的，为了践行“义”，晋
商表现出大义凛然的气度。在关公文
化中，“义”的伦理观对晋商影响是第
一位的，真正践行了“何必曰利，亦有
仁义而已矣”的誓言。

（1）凝结异地晋商最好的精神纽
带

晋商足迹遍及全国大江南北，经
营范围几乎渗透了全国主要行业。在
创业守业期间，晋商能够精诚团结，互
助协作，成为商帮之首。遇政府危急时
刻，晋商也显示出其“义”，如在康熙征
讨准格尔时，山西范氏兄弟“辗转沙漠
万里，不劳官吏……省国费以亿万
计”。除了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天资聪慧
的经商智慧外，关公精神中的“义”也
不容忽视。关公一生身体力行一个

“义”字，“义秉春秋”“义参天地”“义正
乾坤”“义不苟取”“信义昭著”等关帝
庙碑记、匾额、楹联中的赞誉之词足以
证明关公是忠义的化身。晋商在集体
性的定期祭祀中接受了关公优秀品质
的潜移默化的教育。晋商在各地商行
建立会馆，从维护本馆商人的共同利
益出发，公议行规约束商人，更重要的
是利用关公神祇的威慑力量，增强晋
商的自我约束能力。晋商无论是经商
还是处事，“义”字当头，始终把“义薄
云天”的关公作为行事的精神领袖，从
而建立起一条颠扑不破的精神纽带，
使晋商义行天下。

（2）晋商义利观的集中体现
晋商在商业实践中遵循“以义制

利”，在追求利的同时不忘义，坚决杜
绝任何有损于义的事情。如复字商号
胡麻油掺假事件充分体现了晋商以义
制利的伦理精神。晋商的“义”也为晋
商赢得了信誉，在票号经营期间，只有
晋商开办的票号可以无门槛汇兑，这
充分证明晋商的“义”已经为晋商赢得
了信誉。晋商深知“售货无诀窍，信誉
第一条”，这是儒家“义利观”的体现，
与关公的“义”相融合，在商业买卖中
不掺假，童叟无欺，讲求诚信。这种诚
信在很长时间里使晋商在商战中立于
不败之地。晋商“以义制利”的义举还
表现在担当社会责任。明清时期，灾荒

连年，民不聊生。晋商不做“守财奴”，
更不在国难时取不义之财，倾资帮助
国家人民渡过难关。如光绪初年山西
遭灾，饿殍遍地，乔家率先开仓放粮，
资助乡民，被当地人称其为“义士”。

（3）催生出晋商诚信经营的商业
信用

关公“义”含义丰富，意蕴深远，其
关键词即“不辜负”。晋商深知诚信在
商业经营中的重要性，认为诚信不欺
是经商取胜的关键，晋商把商业信誉
看得高于一切，凡事都以关公的“忠
义”为标准，绝不辜负顾客对自己的信
任。晋商对顾客以诚相待，商品质量过
关才会卖给顾客，“宁叫赔折腰，不让
客吃亏”“秤平、斗满、尺满足”是其必
须遵守的原则。晋商典型代表乔致庸
把经商之道总结为：“一是守信，二是
讲义，三是取利。”晋商票号在国内享
有盛誉，国外也名声大振，这无不得益
于“诚信”，诚信就如同信用卡，诚信更
是道德品格投资，诚信经商，一生受
益。在对蒙贸易中，晋商与蒙人贸易基
本靠信用，这得益于关公的“义”伦理。

关公“勇”伦理

关公勇猛人尽皆知，关公给人的
外表形象即手拿青龙刀，胯下赤兔马，
勇猛神威。关公的勇猛不是鲁莽，而是
蕴藏着大智慧，是一种有胆有识的智
者之勇，关公大义凛然、勇猛神武的形
象深入人心。晋商有着关公般聪颖智
慧，在商场勇闯天下，开拓进取，即是
对关公“勇”的伦理品质的发扬光大。

（1）晋商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大
无畏精神传承

封建社会对商人的排斥已使许多
立志于从商的人望而却步，但晋商却
义无反顾，在商业道路上勇往直前，这
本身就需要勇气。创业初期，晋商在关
外从事贸易活动，走西口的路上险象
丛生，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无以复加的
困境之中，但晋商凭着坚韧的毅力，走
西口，过关与外族做生意，没有智勇之
人很难闯关成功，而晋商做到了。在关
外晋商只身跋涉于商海，风餐露宿，凭
借着毅力及心中的关公信仰，晋商克
服重重困难，坚持经商并且成功了。与
满蒙人做生意，晋商更是智勇双全，最
终赢得信任，淘得第一桶金。这些充分
体现出晋商自强不息、有勇有谋的良
好道德品质。

（2）晋商承担风险、开拓创新的伦
理精神实践

山西票号远近闻名，这不仅是一
种信用关系的体现，在票号创办之始，
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如果晋商没有足
够的勇气和谋略，票号是不可能创办
的，这种勇气在某种程度上是种创新。
创新是需要承担一定风险的，承担风
险是需要勇气和谋略的，关公的勇谋
与晋商不谋而合。

关公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任
何行业都可以借鉴。晋商作为关公同
乡，从心理层面分析，与关公的感情更
进一步，而关公文化中“忠义仁勇”的
伦理品质在重农抑商的特定社会环境
下，给予商人一丝尊严，凭此雅俗共通
文化，晋商找到了自身价值，并将其发
扬光大。关公文化对晋商有深刻的影
响。以关公文化为依托，晋商形成了其
伦理思想中最基本的内核，即与商帮
精诚团结、以义取利、以诚取胜相联
系，凭着智勇精神创造了晋商的辉煌
和特有的商业伦理精神。晋商伦理是
关公伦理在商业实践中的典范。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