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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

内容概要

为为便于使读者了解徽商的全貌，本书力图对徽商发生、发展及其衰落的全过程作一系统的论述。书
中着重阐明微商兴起的条件，徽商发展的几个阶段，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徽商的经营方式及其特点
，徽商资本的积累，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宗族势力以及儒家传统文化的关系，徽商的历史作用，徽
商衰落的原因和过程等问题。同时，对徽商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也作了具体的分析与介绍；对于
在徽商研究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我们也不揣固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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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

书籍目录

总序前言第一章 徽商兴起的自然条件与历史背景  第一节 徽商兴起的自然条件  第二节 徽商兴起的历
史背景第二章 徽州商帮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徽州商帮的形成  第二节 徽州商帮的发展与兴盛  第三节 
徽州商帮内部的乡族关系第三章 徽商经营的行为（上）  第一节 盐业  第二节 典当业第四章 徽商经营
的行业（中）  第一节 茶叶业  第二节 木材业第五章 徽商经营的行为（下）  第一节 粮食业  第二节 绸
布业  第三节 海上贸易第六章 徽商的经营方式  第一节 商业资本的组合方式  第二节 营业人员的组合方
式第七章 徽商的资本积累  第一节 徽州商人的小本起家  第二节 商品贩运与徽商的商业利润  第三节 商
品囤积与徽商的商业利润  第四节 垄断贸易与徽商的商业利润第八章 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  第一节 贾
而好儒  第二节 维护封建统治  第三节 对封建政治势力的抗争妥协第九章 徽商的婚姻和家庭  第一节 徽
商的婚姻  第二节 徽商的家庭第十章 徽商人物举例  第一节 两淮总商鲍志道  第二节 徽墨老店胡开文  
第三节 身系两淮盛衰的盐商江春  第四节 歙县芳坑江氏茶商第十一章 徽商的历史作用第十二章 徽商的
衰落主要参考文献《徽州文化全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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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徽州文化全书》由20部专著和千幅以上彩色黑白照（图）片构成，总字数达600多万字，是建国
以来安徽省规模最大的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一部系统总结和展示徽州文化和徽州居民生活的百科全书
。该书将徽州文化体系中那些最具特点、在全国乃至在国际上颇具影响的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分
门别类为20个子课题，形成20部研究专著。这些卷目是：《徽州土地制度》、《徽商》、《徽州宗族
社会》、《新安理学》、《徽州教育》、《徽州建筑》、《徽州村落》、《徽州科技》、《徽州民俗
》、《徽派篆刻》、《徽州方言》、《徽派版画》、《徽派朴学》、《新安画派》、《徽州文书档案
》、《徽州刻书》、《新安医学》、《徽州戏曲》、《徽州工艺》、《徽菜》。　　《全书》从历史
文化学的角度，全面而系统地探索了各类徽州文化观象，研究这些观象与徽州自然地理、社会经济、
政治以及居民生活的关系，把徽州文化放在全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来审视，并站在世纪之交的
历史高度，对20世纪初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徽州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地回顾和总结，在此基础
上进行了更高层次的理性思考和学术探讨。就《全书》整体而言，是我省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部原
创性学术著作，也是迄今为止徽州文化研究最全面、最系统、最权威的学术著作。　　《徽州文化全
书》的出版，是我省地方文化建设和人文社科研究的一件盛事。综观《全书》20卷，可以说具有以下
四个基本特征：一是时代性。《全书》首次宽视野、多层次地研究徽州的文化现象，内容广泛，几乎
囊括徽州文化的方方面面，总体上体现了最新的学术成果，反映了新时期徽学研究的学术特点，代表
了时代的学术水平；二是权威性。参加各卷写作的作者，均为目前活跃于国内徽学研究领域著名专家
，是相关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他们成果颇丰，饮誉学界，基本上代表了国内徽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应
该说，《全书》的学术权威性是不容置疑。三是系统性。《全书》20卷专著，既是有机的整体，又独
立成书；既注意到徽州文化的整体性和普遍性，又照顾其典型性和内在逻辑性，是迄今为止最具系统
性的徽学研究著作。四是创新性。《全书》深入研究徽州文化各种现象形成、演进情况以及彼此的互
动关系。书中许多资料与图书都是首次面世，许多理论方法也都站在学科前沿，无论是资料、观点和
方法，均体现出很高的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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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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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安徽省规模最大的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一部系统总结和展示徽州文化和徽州居民生活的百科全书
。该书将徽州文化体系中那些最具特点、在全国乃至在国际上颇具影响的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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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派篆刻》、《徽州方言》、《徽派版画》、《徽派朴学》、《新安画派》、《徽州文书档案
》、《徽州刻书》、《新安医学》、《徽州戏曲》、《徽州工艺》、《徽菜》。　　《全书》从历史
文化学的角度，全面而系统地探索了各类徽州文化观象，研究这些观象与徽州自然地理、社会经济、
政治以及居民生活的关系，把徽州文化放在全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来审视，并站在世纪之交的
历史高度，对20世纪初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徽州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地回顾和总结，在此基础
上进行了更高层次的理性思考和学术探讨。就《全书》整体而言，是我省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部原
创性学术著作，也是迄今为止徽州文化研究最全面、最系统、最权威的学术著作。　　《徽州文化全
书》的出版，是我省地方文化建设和人文社科研究的一件盛事。综观《全书》20卷，可以说具有以下
四个基本特征：一是时代性。《全书》首次宽视野、多层次地研究徽州的文化现象，内容广泛，几乎
囊括徽州文化的方方面面，总体上体现了最新的学术成果，反映了新时期徽学研究的学术特点，代表
了时代的学术水平；二是权威性。参加各卷写作的作者，均为目前活跃于国内徽学研究领域著名专家
，是相关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他们成果颇丰，饮誉学界，基本上代表了国内徽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应
该说，《全书》的学术权威性是不容置疑。三是系统性。《全书》20卷专著，既是有机的整体，又独
立成书；既注意到徽州文化的整体性和普遍性，又照顾其典型性和内在逻辑性，是迄今为止最具系统
性的徽学研究著作。四是创新性。《全书》深入研究徽州文化各种现象形成、演进情况以及彼此的互
动关系。书中许多资料与图书都是首次面世，许多理论方法也都站在学科前沿，无论是资料、观点和
方法，均体现出很高的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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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

精彩短评

1、很好，正版书~
2、书不错⋯⋯
3、书的资料性强。
4、我有很深的徽文化情结~这本书当资料使用起来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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