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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运而生

二十世纪初，清廷为“振兴商务”，在1903

年设立“商部”，颁布了一系列振兴商务、奖励

实业的章程法令。1904年初，清政府颁布《商

会简明章程》，谕令各地设立商会，1905年，以

王同愈、尤先甲为首的苏州绅商向商部递交“说

帖”，呈请创设苏州商务总会。

1905年10月，苏州商会应运而生。其时间仅

次于上海和天津，而且执照是由中央政府商部直

接颁发。商部在批复里说，苏州自古以来贸易繁

盛，加上沪宁铁路即将开通，扼守交通要冲，生

意一定更加昌盛。商部规定苏州商务总会统辖苏

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和太仓直隶州各商务

分会，与上海、江宁两地商会共管江苏商务。

随意翻开一卷泛黄的商会档案。这是一张

“赏礼奖项”，它清楚记录了当初苏州商会创办

时，呈送给乾清门、南书房、御膳房、御前、禀

事处的银两数目。这仅仅是商会有案可稽的3800

多卷档案材料中的一卷，作为苏州档案馆“镇馆

之宝”的商会档案，内容浩瀚、数量惊人、实属

罕见。它是苏州商会近半个世纪从事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原始记录，

是历史积淀留下的珍贵财富。

苏 州 商 会 曾 两 度 更 名 ， 即 苏 州 总 商 会

（1916～1931）和吴县县商会（1931～1949），

直到1949年苏州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

立。

苏州商会与全国各大商会往来密切，又与南

洋各埠华侨所创的中华商务总会乃至日本、美国

实业团体频繁接触。其自身组织系统严密，领导

层比较稳定，又直接控制着一支拥有千余条枪支

百年商会传承苏商精神

斗转星移，世事浮沉，苏州商会成就了百年传奇。一卷卷商会

档案，一页页泛黄文件，一张张陈旧的老图片，凸现的是苏州商会

百年厚重的历史和一脉相承的苏商文化。

让我们翻开岁月尘封已久的历史，追踪它来时走过的足迹。

的准武装组织——商团，建立了一种遍布全市的

基层街道组织——市民公社，把自己的势力影响

渗透到社会生活、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

一百多年来，苏州商会始终以振兴实业发展

经济为己任，在维护工商权益，反对列强入侵，

加强国际交流，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在苏州近现代历史上书写了绚丽多

彩的篇章。

四大精神

苏州在明清时期已是江南重要的商业中心。

作为中国五大商帮之一，苏商与徽商、晋商、浙

商、潮商齐名。苏商发扬“实业富国、产业报

国”传统，绵延百年的苏商文化集中体现了爱国

尚德、尊商惠民、开放包容和务实创新的精神。

爱国尚德。苏州商务总会成立初期，就相

继投入了抵制美货和维护路权的反帝爱国运动。

1905年，当上海商务总会发起反对《中美会订

华工条约》、抵制美货运动时，苏州各界立即响

应，6月初即成立了拒约机构——苏省争约处。在

其领导下，以工商界为主体的群众性反美爱国运

动蓬勃掀起。紧接着，苏州商会又开始了长达5年

之久的维护路权斗争，强烈要求废除清政府督办

铁路大臣盛宣怀与英国签订的草约，收回苏杭甬

铁路的修筑权。并召集各业筹集30万元底股，筹

备成立苏省商办铁路公司，迫使清政府同意苏商

铁路自办。在收回江苏铁路主权的斗争中，苏州

商会发挥了主导作用。

此 外 ， 从 “ 五 四 ” 运 动 、 五 卅 惨 案 到

“九一八”事变，当中华民族屡次受到列强的欺

压和凌辱的时候，苏州商会总是满怀爱国热情，

苏州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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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领导着苏州各界人民演绎

了一个个生动而又精彩的抗争故事，留下了丰富

而又真实的历史记录。

解放后，苏州工商界的爱国激情更是得到了

极大的激发，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上海时，苏

州工商界发起献粮献草支援前线的活动；当抗美

援朝的时候，它举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游行，

踊跃捐献飞机大炮。当时苏州市共捐献飞机18

架，其中17架是工商界捐献的。	

尊商惠民。苏州商会从成立之初起，就以联

商情，开商智，扩商权为其宗旨。它振兴实业，

扶持众多近代工业，在苏纶苏经两厂收回自办的

过程中，一次次与商部交涉，取得了最后的胜

利；它提倡国货，开设商品陈列所和国货商场，

如今的苏州人民商场其前身就是由苏州商会发起

筹设的国货商场；它鼓动商号参加各类赛会，参

加实业考察团赴海外了解商情，加强国际间商务

交流，成为苏商走出国门的先行者；它反对苛

捐，极大程度维护商人利益；它调息纷争，解决

矛盾，营造和谐的工商业发展环境；它参与治安

消防、市容卫生，维护社会秩序；它兴办公益事

业，捐款救济，铺路修桥，兴办商学、设立贫民

工厂，赢得了市民的拥护和支持。

解放初，当国家百废待兴时，苏州商会组

织各行各业参加省内外城乡物资交流大会，促进

商贸流通；当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

义改造之时，它积极响应，掀起了公私合营的高

潮。

80年代后，苏州商会根据党和政府的需要，

充分利用原工商业者的经营管理经验和专业技

能，大力开展咨询服务。在新的历史时期，它作

为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企业的桥梁、纽带，政

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成为苏州民营经济

腾飞的助推器。

开放包容。苏州人历来有包容的心态，不保

守，不封闭。苏州曾是拥有工商会馆最多的城市

之一，明清两代苏州的会馆多达60余所。这些会

馆最初的作用是“联乡语，叙乡情”，随着工商

业的发展，会馆逐步成为外籍商人们存货、居住

和议事的重要场所。在山塘街上，就有一条会馆

弄，苏州商会博物馆就选址在原泉州会馆（汀州

会馆）。这说明，苏州很早就成为外地商贾的云

集之地。

苏州商会成立后，还与全国各大商会往来密

切，互通情报、商讨对策，又与南洋各埠华侨所

创的中华商会乃至日本、美国实业团体有着频繁

的接触。苏州商会对发展国际商务也至为重视，

各项国际商务活动，莫不力求参加。先后参加了

巴拿马、菲律宾、德国、智利、美国、法国等国

际赛会，将苏州的食品、丝绸、茶叶、工艺品等

介绍给世界各地。苏州的王济美酒号、吴世美茶

庄等商号在德国卫生博览会、巴拿马博览会、美

国费城博览会上获奖。

时至今日，经济腾飞的苏州积极应对全球化

的机遇和挑战，用古典园林的精巧，布局了现代

经济的版图，继续巩固和强化开放型经济的领先

优势，使之转变成新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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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创新。在苏州商务总会成立以前，苏州

地方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工业企业屈指可数。

商会成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扶持创办实业。

首先是在全国各大商会中率先允许工业加入商

会，以激励各界人士兴办实业，讲求改进，发展

事业。他们认为，在工、商之间，是“工以商为

尾闾，商以工为源头”，奖励工业方能振兴商

务。其次，为改良物品、推广贸易，设立商品陈

列所。苏州商会认为“商品陈列专为工商提倡营

业之发达，商会有赞助之责”。

1909年开始筹设，1911年正式开办的商品陈

列所，为江苏省，更多地是为苏州工商界提供了

一个研究改良、学习先进的好场所，为工商业的

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三是扶持创办近代企业。据档案记载，从

1905年至1911年，经由苏州商务总会代呈立案的

工厂企业颇多，影响较大的有瑞丰轮船公司、裕

新纺纱公司、农业肥料公司、振兴电灯公司、太

湖煤矿、三友垦牧公司等等，这些企业大多以因

地制宜而颇具地方特色。与此同时，苏州府属常

熟、太仓、昆山也先后创办了大小布厂70多家。

由此说明，在苏州商务总会的积极扶持下，苏州

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同时也

说明，在近代社会变革中，苏州工商界能适应时

代要求，不断开拓创新。

在传承中创新

从大明朝首富沈万三到清末民国首富张謇、

荣氏家族，到以新首富荣智健、施正荣为代表的

新苏商，在波澜壮阔的商业史里，苏商群体在中

国经济上的发展力量已经不容小觑。

苏商更多的是儒商。苏商的民营企业多数是

从乡镇企业改制而成。苏商以工业为主，一般都

是做实业起家，诚信规范是苏商的特质，也是国

内企业乐意与苏商做生意的一个重要原因。由这

样一个群体打造出的苏南商业氛围，是众多跨国

公司看中苏南的软条件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苏州企业家秉承苏商精神，

伴随着民营经济发展的大潮，“苏商”作为一种

新的群体受到世人瞩目，也赢得了社会口碑。比

如，在国内民营钢铁企业执牛耳者、产业规模连

国内钢铁巨无霸的宝钢也无法小视的沙钢集团董

事长沈文荣，他用低调演绎财富传奇。

不仅如此，一代又一代苏商在创造物质财富

的同时，更是在实业搏击中形成了不屈不挠的创

业与创新精神。这笔可贵的精神财富正成为推动

苏州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从根本上说，一种文化的形成、演化、传

承及其进步必定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

程。人们有理由相信，“苏商”扎根于源远流长

的中国文化传统之中，实际上是极富文化修养的

我国儒商的一种表现形式和一个分支流派，从

“草根”到“殿堂”，从边缘到主流，从个案到

经典，从一种朴素的商业文化到浑厚凝重的“苏

商”精神，这笔精神财富如今已成为苏州经济社

会发展中一种不可或缺的思想文化的优秀因子。

业内专家认为，优秀的文化在历史的传承中

需要不断创新。如今迅猛发展的苏州经济造就了

一大批新苏商，他们将在继承和弘扬苏商精神的

基础上，开拓创新，为苏州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

献。

（海青编辑）

苏州商会博物馆简介

链接

苏州商会博物馆设在山塘街原泉州

会馆，是继山西平遥中国商会博物馆后

的全国第二家商会博物馆。

作为苏州商会百年历史的缩影，

苏州商会博物馆以苏州商会成立一百年

的发展史为主线，以苏商爱国、敬业、

诚信、守法的优良传统和苏州商业的繁

荣为主题，凭借其丰富、珍贵的档案史

料，形象地介绍了苏州商会诞生以来的

风雨历程，展现了苏州民间商会在创新

中转型和开拓求发展的历史脉络，是百

年来苏州商会和广大工商业者致力于发

展苏州的一个缩影，也是苏州近现代商

文化的一次集中展示，更是苏州近现代

史发展的一个缩影。

苏州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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