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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猗縣於臨猗縣於19541954年由臨晉縣和猗氏縣合併而成年由臨晉縣和猗氏縣合併而成。。
據據《《猗氏縣誌猗氏縣誌》》記載記載，，猗頓出生於約公元前猗頓出生於約公元前480480
年年。。這一時期的魯國這一時期的魯國，，私學在孔子私學在孔子（（公元前公元前479479
年去世年去世））及其弟子傳播下及其弟子傳播下，，已蔚然成風已蔚然成風。。結合猗結合猗
頓身份為頓身份為 「「士士」」來看來看，，他很有可能上過私學他很有可能上過私學，，有有
着一定文化基礎着一定文化基礎，，或者說文化水平並不低或者說文化水平並不低。。而這而這
對於其放牧和經商必然有着很大幫助對於其放牧和經商必然有着很大幫助。。

據王寮村一帶傳說據王寮村一帶傳說，，猗頓其人猗頓其人，，無論做什麼無論做什麼，，
都比常人用心都比常人用心，，特別善於觀察特別善於觀察、、學習和創新學習和創新。。

如養殖方面如養殖方面，，猗頓發明了猗頓發明了 「「斗米養千雞斗米養千雞」」。。即即
將一斗米煮熟將一斗米煮熟，，埋於地下埋於地下，，待發酵生出大量富含待發酵生出大量富含
蛋白質的蟲子蛋白質的蟲子，，然後用蟲餵雞然後用蟲餵雞，，從而大大降低了從而大大降低了
養雞成本養雞成本。。

放牧方面放牧方面，，為了讓牲畜增肥長膘為了讓牲畜增肥長膘，，抑制雄畜之抑制雄畜之
間撕咬打鬥間撕咬打鬥，，猗頓創新了去勢法猗頓創新了去勢法。。民間傳說民間傳說，，猗猗
頓為雄畜閹割祖師爺頓為雄畜閹割祖師爺。。

開發鹽池方面開發鹽池方面，，猗頓改良了過去天日澆曬的傳猗頓改良了過去天日澆曬的傳
統產鹽方式統產鹽方式，，而採用懇畦法而採用懇畦法，，即在鹽池邊懇地為即在鹽池邊懇地為
畦畦，，然後將池水引入畦內然後將池水引入畦內，，大大提高了池鹽產量大大提高了池鹽產量。。

販鹽過程中販鹽過程中，，如果遇到優種牛馬等如果遇到優種牛馬等，，猗頓還會猗頓還會
買回來買回來，，通過與本地牲畜雜交通過與本地牲畜雜交，，優勝劣汰優勝劣汰，，從而從而
改良其品種改良其品種。。至今至今，，人們還傳說人們還傳說，，運城一帶的大運城一帶的大
黃牛黃牛、、高個驢高個驢，，均是猗頓改良的結果均是猗頓改良的結果。。

販珠寶販珠寶，，猗頓竟開起猗頓竟開起 「「連鎖店連鎖店」」，，可謂是中國可謂是中國
連鎖開店第一人連鎖開店第一人。。

隨着產業進一步擴大隨着產業進一步擴大，，猗頓還在王寮村一帶興猗頓還在王寮村一帶興
辦辦 「「三園三園」」，，即桃即桃、、杏杏、、桑園桑園。。並從魯國引回優並從魯國引回優
良樹種良樹種。。王寮村至今還有一個古老傳說王寮村至今還有一個古老傳說，，即即 「「東東
桃西杏南桑園桃西杏南桑園」」，，意指意指 「「三園三園」」位置位置。。

之後之後，，猗頓又在桑園辦起繅絲加工廠猗頓又在桑園辦起繅絲加工廠，，人稱人稱
「「綉花園綉花園」」。。據說當年據說當年，，猗地出產的絲綢猗地出產的絲綢，，一度一度

與魯帛齊名與魯帛齊名。。只是不知道只是不知道，，猗頓販鹽至西域時猗頓販鹽至西域時，，
是否也把自家產的絲綢帶過去是否也把自家產的絲綢帶過去，，如果有的話如果有的話，，猗猗
頓可算是中國絲綢之路開創者之一頓可算是中國絲綢之路開創者之一。。不過不過，，以猗以猗
頓的聰明才智和經商頭腦頓的聰明才智和經商頭腦，，販運絲綢至西域販運絲綢至西域，，極極
有可能有可能。。畢竟畢竟，，絲綢可比鹽分量輕絲綢可比鹽分量輕，，且便於攜且便於攜
帶帶，，鹽能過去鹽能過去，，絲綢當然也能過去絲綢當然也能過去。。

由於猗頓勇於開拓由於猗頓勇於開拓、、善於創新善於創新，，在其經營領域在其經營領域，，
無論從事哪個行業無論從事哪個行業，，他都能成為本行業翹楚他都能成為本行業翹楚。。

據說據說，，晚年時晚年時，，猗頓還編寫了一本猗頓還編寫了一本《《箴言箴言
集集》，》，以便將自己的經營理念傳於後世以便將自己的經營理念傳於後世，，內容分內容分
別為別為：：畜牸篇畜牸篇、、畜禽篇畜禽篇、、三園篇三園篇、、製鹽篇製鹽篇、、交易交易
篇篇、、養生篇共六部分養生篇共六部分。。王寮村村民說王寮村村民說，，這本書這本書，，
老一輩人還讀過老一輩人還讀過，，可惜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期間被可惜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期間被
毀毀。。

春秋戰國時期，隨着社會變革及生產力提升，中國商貿事業蓬勃發展起來，社會上開
始出現一些富可敵國的商人。他們或先官後商，如陶朱公范蠡、白圭，或亦官亦商，如孔
子得意門生子貢。

這其中，有這麽一位寒士，憑着聰明才智和勇於開拓的創新精神，僅用十年時間，便完成人
生逆襲。他便是被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稱為 「與王者埒富」 的一代巨商猗頓。

在民間，猗頓被譽為中國商業之祖、晉商鼻祖等。11月19日，山西省運城市臨猗縣線上召
開 「中國·臨猗猗頓文化研討會」 ，來自中國先秦史學會、山西省社科院（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
院等單位的逾40位專家學者一致認定猗頓為 「中華布衣商聖、中華實業商祖、中華晉商鼻祖」 ，是中國古代商業文明的
典型代表。

那麼，猗頓到底是通過何種手段致富的？他對中國商業史有何貢獻？為何除司馬遷外，先秦名家韓非子，西漢初年著
名政論家、文學家賈誼，以及編寫《幼學瓊林》的明代人程登吉等，也都曾在其著作中提到他的富有？ 林宇 楊亮

從王寮村往東，走不多遠，有一座 「猗氏故城」
遺址，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據《晉書·地理
誌》記載， 「猗氏故城」古稱 「猗頓城」。當地傳
說，該城為猗頓所建，可謂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座商
貿城。

猗頓為何要建這樣一座城呢？《重修周逸民猗頓
氏墓記》碑文記載：猗頓 「急公奉餉，上有利於
國」 「憫孤憐貧，下有濟於民」。周逸民，是說猗
頓是周王朝時一位節行超逸之人。對上，當國家遇
到災難或緊要事時，他拿出錢財 「利於國」；對
下，遇到孤貧之人，他慷慨解囊 「濟於民」。

猗氏之地，時屬晉國魏氏封地。猗頓創業前期，
適逢晉國劇變，魏韓趙三家共滅智家，分其地，三
家分晉之勢形成。之後，魏氏進入修養生息階段，
這也為猗頓創業提供了良好的營商環境。後來，魏
氏大力伐秦，幾乎滅掉整個秦國。這時候，猗頓已
富甲一方。作為晉國或者說當時的華夏 「首富」，
戰爭期間，猗頓肯定少不了 「急公奉餉」。

當地傳說，猗頓為人豪爽、仗義，對於錢財，與
范蠡一致，能聚能散。隨着商貿事業逐步擴大，前
來投奔他的人越來越多，這其中，自然少不了大量
流民。遇到災荒之年，他扶危濟困、憫孤憐貧。至
今，王寮村還有一條 「飯家巷」，傳說就是猗頓當
年舍飯賑災之地。加之四面八方前來找他進行貿易
的人逐年增多，其居住的地方，已成為一個超級大
的居民點。種種因素疊加在一起，猗頓遂以一己之
財建起了一座城池，可謂是空前絕後、亘古未有。

傳說，猗頓在臨去世前，比他的 「老師」范蠡做
得更絕。范蠡雖曾 「三致千金」，但晚年時，還是
將產業交由子孫經營。而猗頓則全部散盡，僅留下
三個居民點，交給自己三個兒子，這就是如今的王
寮、王景、王鑒村。當地人都知道，由於猗頓教導
有方，三個兒子關係特別和睦。至今，王景村和王
鑒村如果有人要去王寮村辦事，當別人問 「去哪兒
時」？還有人會答道： 「去大哥村裏呀！」

幸福是奮鬥出來的。猗頓一生，通過自我不斷努
力、奮鬥，不僅收獲了海量財富，實現了自己的人
生價值，而且還給華夏商業史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
筆，難怪其能世世代代受到後人的尊崇和敬仰。

求教范蠡 十年巨富

勇於開拓 善於創新

急公奉餉急公奉餉
廣施仁義廣施仁義

在臨猗縣王寮村西，有一座陵園，名猗頓園。
園內幽雅清靜、古樸肅穆，蒼松翠柏如守護神般
遍布陵園各個角落。沿着園內甬道往前走，不一
會兒，可見一座磚砌的大墳冢，這便是猗頓的墓
地。

據《孔從子·陳士義》記載：猗頓原本是魯國
一介寒士， 「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聽聞陶朱
公范蠡經商致富故事後，遂 「往而問術」，朱公
告之曰： 「子欲速富，當畜五牸。」 「五牸」，
即五種雌性牲畜，這裏泛指母畜。之後，他便來
到王寮村一帶，以放牧牛羊起家， 「十年之間，
其息不可計，貲比王公，名馳天下」。因其興富
於猗氏（夏代時，當地有猗國），故曰猗頓。

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猗頓並非姓猗。關於其
姓氏，今王寮村附近，還有兩個村子：王景村和
王鑒村。傳說，這三個村名，是猗頓三個兒子的
名字。如果傳說為真，那麼，猗頓應姓王。至於
其名是否為 「頓」，已無從考證。

放牧本是極為平常之事，華夏大地幾乎處處皆
可為之。作為一名魯國人，在古代交通不便情況
下，猗頓為何要千里迢迢來到猗地放牧？

關於這一點，在王寮村東不遠處，還有一村，
名太范。據說，范蠡晚年雲遊四方，曾在太范村
隱居過一段時間。如今的王寮、太范一帶，人口
稠密、繁華富庶，但在當時，這一帶位於涑水之
南，地廣人稀、水草豐茂，的確是個放牧的好地
方。

此外，猗地屬晉國地盤，早在晉文公時期，晉
國即施行了 「輕關、易道、寬賈、通商」等惠商
政策。

同時，晉國還有着良好的法治環境。晉頃公
時，晉卿趙鞅、荀寅將 「范宣子刑書」鑄於鐵鼎
上，公之於眾。晉國在 「成文法」方面遠遠走在
了各諸侯國前列。

還有就是，晉國猗地東南有一天然大鹽湖，即

今運城鹽湖，也叫運城鹽池。當地所產之鹽與海
鹽不同，不用煉煮，只需將池水澆於地面，風
吹日晒後遂可結晶成鹽。司馬遷在《史記·貨
殖列傳》也提到，猗頓正是 「用盬鹽起」，
才與王者同等富貴。 「盬」，即今運城鹽
池。

作為春秋末年著名政治家、軍事家及經濟學
家，范蠡對晉國以上情況應該有所了解，並極有
可能在晚年時來過猗地。而猗頓很有可能是受到
范蠡指點，才挈婦將雛，遷居至此。

先秦時的運城鹽池，政府並不壟斷，而是任由
民眾開發經營，政府只需抽稅即可。也就是說，
猗頓很有可能是通過養殖放牧，有一定經濟基礎
後，才涉足鹽業的。也有可能是邊放牧邊採鹽販
鹽。畢竟放牧不是什麼難事，其家人完全可以勝
任。

為獲取最大利潤，據說，猗頓販鹽之路最遠至
西域一帶。同時，他還將西域出產的各種珠寶帶
回中原，且沿途開了數十家珠寶店。久而久之，
猗頓也成為鑒賞珠寶的行家裏手。

《屍子·治天下篇》記載： 「智之道，莫如
因賢。譬之相馬而借伯樂也，相玉而借猗
頓也，亦必不過矣。」《抱朴子·擢才》也
記載： 「結綠、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前
者將猗頓相玉與伯樂相馬相提並論，後者則指
出，像 「結綠、玄黎」這樣的珠寶，非陶朱公范
蠡和猗頓，則無法交易。可見猗頓鑒賞珠寶水平
之高。

養殖放牧、採鹽販鹽、販賣珠寶，短短十年
間，猗頓通過白手起家，一躍而成為傾國巨富，
而他也是中國史載最早的大鹽商。

據說，猗頓產業最盛時，方圓數百里， 「西抵
桑泉、東跨鹽池，南條北嵋，皆其所有」，儼然
一個小諸侯國。難怪韓非子在《解老》篇中感
嘆： 「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陶

朱、卜祝之富……」
在這裏，韓非子將猗頓與天子諸侯並提，並將

猗頓排在范蠡前面。要知道，韓非子與猗頓的生
活年代並不久遠，他很有可能知道，猗頓之財
富，其實已遠遠超過自己的 「老師」范蠡。

河東池鹽博物館
猗頓塑像。

猗頓受益於運城池鹽猗頓受益於運城池鹽，，興興
時與王侯同等富貴時與王侯同等富貴。。圖為運圖為運
城七彩鹽池城七彩鹽池。。

猗頓陵園
內猗頓墓。

孟文虎攝

猗頓誕辰猗頓誕辰 24942494
周年祭祀碑記周年祭祀碑記。。

孟文虎攝孟文虎攝

猗頓富可敵國的商業版圖在今山西省臨猗縣。 孟文虎攝

猗頓陵園內猗頓文化長廊猗頓陵園內猗頓文化長廊。。 臨猗縣文旅局供圖臨猗縣文旅局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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