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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
商城钟鼓

书人书话

豫商的郑州看点□赵富海

心灵的窗户

春秋时，晋国的文子逃亡，经过一个
县城。侍从走累了，对文子说，这里的啬
夫（掌管诉讼、租税的小官吏）是大人的
老朋友，为什么不休息一下，等待后面的
车子呢？文子说，亏你想得出，跑都来不
及，还敢去自投罗网？侍从问其原因。
答曰，我爱好音乐，这个朋友就送我名
琴；我喜爱美玉，这个朋友就送我玉环。
我的所有要求他都答应，从不指出我的
过错，可见这是个非常会巴结权贵的
人。现在我失势了，他会用以前对我的
方法去向新权贵求取好处。赶紧逃吧。
说完，主仆二人慌慌张张地离开。果然，
这个“朋友”大义凛然地扣下文子后面的
两部马车，献给了新主子。

文子的眼光够毒辣。其实他也不是
什么好东西。你想啊，明明看透了对方
的品质，还大大咧咧接受对方馈赠，和对
方勾搭连环，单等自己落魄后才揭示对
方，以显示高明，岂不混账？

与此类似的还有五代时的周世宗柴
荣。他做澶州刺史时，跟掌管中央财政
大权的张美打得火热。两人私
下里小动作不断，你来我往，像
亲兄弟一样。自然，柴荣提出
的各种要求，张美总会设法满
足。无论公事私事，柴荣都没
少捞好处。后来，柴荣当了皇
帝，非但没有对当年的哥们儿
给予特殊照顾，反而不咸不淡，
从不把重要工作交给他。柴荣
的意见很明确，当年你既然敢
损公肥私，让利给我，今天你就敢损公肥
私，让利给别人。但现在天下是我的，你
拿我的财产结交你自己的朋友，我怎么
会信任你？

啬夫和张美的见风使舵诚然可悲可
耻可恨，他们落下坏名声也是自作自
受。其实文子和柴荣等，更是破坏制度
的重要一环。他们把所谓原则扔到一
边，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原则之上。设
想，如果他们的处境后来没有变化，我们
看到的不就是一幅狼狈为奸、盘根错节
的官场现形记吗？忽一日，时空轮转，其
中一个或升了官，或下了狱，就立刻摆出
大彻大悟的样子，对别人重新定位，更正
评价。其实，那些人根本没什么变化，变
的只是他们自己。

觅寻豫商的文字和影子，我们看到了一个
又一个令人高山仰止的豫商，是他们打造了中
国传统商业文化、传统商业精神和理念，是他
们的人格魅力、气魄、地位、贡献，至今影响着
现代人和现代生活。

伊尹、弦高：商业鼻祖与爱国商人
其时夏代出了两个最著名的商人：一个是

商丘的王亥；另一个是郑州的伊尹。
郑州的伊尹出身奴隶，被卖进商王宫后，凭

他善煲汤炒菜接近商王，“以滋味说汤，致于王
道”，而成为宰相。商汤征得天下，伊尹功不可
没。在他几进几出夏王朝“摸底”、“采点”之后，
认为打败夏桀最好的办法是将夏的国库粮食弄
空，办法却是商业活动。伊尹组织人力、织帛与
绸缎，动用大批牛车将绸缎运到夏换粮食，国库
无粮，军中恐慌，兵将失去战斗力，夏败于商。这
可谓是华夏大地的第一场“商战”。伊尹是“两栖
明星”，中国第一位贤相、烹饪祖师，这样的光芒，
遮挡了他作为商人的经商活动。

公元前 627 年，弦高牵 12 头肥牛自郑国
（现新郑）出发到洛阳贩卖，途中发现秦国军队
要偷袭郑国，他一方面派人回国报告，一方面用
计应付秦军，称自己是奉了郑国国君之命，以12
头牛和4张熟牛皮前来犒赏秦军。秦军以为郑
国已经有了准备，遂放弃了偷袭郑国的打算，郑
国得以保全。事后郑国君要用存国之金奖赏弦

高，弦高不受而去，继续他的贩牛生涯。
郑桓公、子产：商业法典与商市

郑桓公由陕西迁都新郑，“桓公东迁，并与
商人俱”。建郑国都城商人们是出了大力的，
于是郑桓公与商人们订立了一个盟约，约束和
规范政府与商界。“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
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意思是说：
商人不损害国家利益，政府不干涉商贾的生
意，任其自由经营；商人有价钱的货品，政府不
索要也不过问。为此，《左传》记载：“持此质
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令。”所谓“质誓”的“质”
即盟信。郑桓公与商人们的盟约“质誓”可谓
中国的第一部商业法典。

有法必依，宰相子产是“质誓”的执行与监
督者。子产对待南来北往的客商“宾至如归”，
商人们“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市场进一步规
范，城内一日三市，分朝市，大市和夕市。“大
市，日晷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
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流传至
今的《郑人买履》《买椟还珠》等寓言，正说明这
里商业空前繁荣。

经济繁荣，文化兴盛，《诗经·郑风》诞生在这块
热土上。“出其东门，有女如云”，一派祥和景象。

康百万、德化街：“留余”与生意经
康百万家族纵跨明、清、民国三个时代，依

靠农、官、商一体发家，“留余”家训创造了不败

神话。晋商乔致庸亲临拜望康百万应魁，赠送
葡萄树一株，这株情系晋豫商家之谊的葡萄
树，现在仍旺生旺长在康百万庄园。

康百万前后富裕了 12 代，兴旺达 400 年，
要比晋商乔家大院早 100多年，大 19倍。它的
奥秘所在就是“留余”。康家信奉“财不可散
尽，势不可使尽”的中庸思想。在康家客厅正
上方高悬一块康家教育子弟的家训匾，上书：

“留耕道人四留铭云：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
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
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德化街是郑州的百年老商街，是中华32条
名商街之一，有两大特点：其一是街名德化是

“以德育人，以德教化人”。其二是传承了数千年
豫商的商文化、经营之道、商人魅力和生意经。
经营上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薄利多销，多
中求利”，“人无我有，人有我好，人好我多，人多
我早”，“要想多卖钱，就得商品全”等经营原则均
是对先辈豫商经营之道的传承。而在商业道德
上，德化街以诚信为本，坚持“货真价实，童叟无
欺”，“和气能招千里客”，“美言成交易，信誉招千
金”，“三分生意，七分仁义”，尤其强调的是“做
生意三件宝，伙计、门面、信誉好”。

这样的商街曾在 20世纪 30年代吸引了华
侨巨商陈嘉庚来此办公司，中国最大的国货公
司在这条街上安营扎寨。

孙超英旅居法国近二十
年，长期致力 于 中 法 文 化 交
流学术研究和翻译。《龙吟九
章·中国的想象世界》是她近年

出版的一部研究中国与西方神话及形象思维
的专著，共收入法语论文九篇。该书的第一章
从论述编撰中国神话辞典的意义和困难入手,
探讨了作为表意文字的汉语中“话语”与“事
物”之间得天独厚的亲缘关系，以及其所固有
的拥抱接纳宇宙万物之开放包容性，中国语言
尽显神灵天龙的恩惠,如同中国的万里长城一
般具有博大的容纳、保护双重作用。

阅读孙超英这部独特的充满东方智慧的
论著，读者们在发现中国形象思维之奥妙的同
时，还会大大提升对自己本国文化之现状的辨
析能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学术论著不
仅仅局限于满足西方人对异国风光的猎奇心,
而且以鲜明的主题、严谨的立论和透彻的分析,
使原本僵硬枯燥的理论概念能够冲破牢笼的
禁锢,变得有血有肉、生动活泼，就像汉字中的

“鸟”，展翅就能飞翔。作者以她的传神之笔，
将读者引进一个可望可即的形象思维天地，缩
短了不同文化间的距离，使彼此变得更加亲
近，让冷冰冰的哲学概念变成新鲜活泼的真情
实感，此书真可谓是一部“言之有物”的佳作。
龙吟九章就像九扇心灵之窗，吸引人们去发现
一个可感知的神话中国。

据说第一次去外国旅行的游客眼里所看
到的，只是他对这个国家已知的事物，如果他
想对这个地域有更多了解，就必须求助于一本
详实的导游手册。孙超英的论著正是这样一
部中国文化探险者所必备的实用指南。一个
对中国一无所知或所知甚少的西方读者不仅
可以从中了解到中国形象思维系统的真实面
貌，并可澄清自己的看法，丰富扩大自己的知
识和判断能力，在了解彼国文化的同时还可以
加深对自己本国文化的理解。读者在其中既
能发现作者主动迅捷表达的信息内容和充满
诗情画意的动态表意文字之奥妙，并且能享受
来往穿梭于两种文化之间的旅行，一箭双雕,向

导的功劳可谓不小。因为对意义的渴望正是
渴望了解的动力，就如同人口渴了才更会想到
水的重要。正如孙超英所述西方人对东方之
旅的向往，是与其内心世界里对被乔治·斯泰
尔(G.Steiner)称之为“真正的现实”的企盼分不
开的，况且西方语言只是拼音文字，还从未接
受过他们自己的表意文字的指令。而具有普
遍动态整体性的中国文字则绝然不同，不论是
诗人或是画家，振笔挥毫就可以写出凸现山水
的符号“山”、“水”，或绘出传统风景画中的山
水，中国画里的风景画即山水画，是一幅变幻
无穷的图画，是晶莹剔透的水和深藏不露、神
秘叵测的山所进行的一场永恒的对话。

总之,这些“神龙之吟”，既有作者渊博扎实
的文化人类学功底，又有其本人丰富的研究翻
译阅历，使读者可以在作者的两个不同的想象
世界里尽情地作逍遥游。崇尚理性的西方与
钟情感悟的东方之间的对话，就像是永恒的与
短暂的在娓娓交谈，孙超英的“龙吟九章”的确
让我们感受到跨文化之旅的由衷喜悦！

忽然正义

□王健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