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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江南民族工商业的率先崛起，带来“习业”之风兴盛。江南工商实业家大都

以学徒习业而非科考制起家，成为工商文化史上一种特别现象。江南习业兴盛的支撑要素主要有

三：“四业皆本”的新伦理观、宗族义庄的经济支持和实业家推动的实训教育。习业现象在教育

落后、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缺失的近代，为区域工商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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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崛起，“习业”之风兴盛于江南，成为民族工商业发展史上一种文化符号，而江南工

商实业家几乎都是通过学徒习业而非科考之路走向成功的特色现象，更具有研究的价值。

南宋理学家朱熹曰：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谓学；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谓习。所谓“习业”，即

指近代学徒实地训练工商或其他技艺提高行为能力，如习艺、习商、习医、习官等，以此作为谋生或成才

之路。

一、近代习业现象与传统艺徒制

习业源自传统的艺徒制。相比较“习业”，艺徒制更多表现为“习艺”的意义，如木工、鞋匠、中医等，

因为手艺简单，学徒不需要太多的知识，边看边习即可掌握。另外，传统艺徒制中，学徒的过程就是为东

家创造价值的过程，徒弟所赚全归师傅所有，师傅把技艺全交给徒弟，师徒利益完全一致，所以，师徒关

系犹如父子，故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师傅”亦称“师父”。

近代习业制，是工商业发展之后艺徒制的制度化，即把学徒行为纳入行会、工厂或家族的管理制度中

来实施，师徒间原本私人的亲密关系转化成个体与厂商的雇佣关系，这种关系虽然有了利益的冲突性，但

体现了责、权、利分明的管理先进性。

1563 年，英国最早颁布实施了《工匠学徒法》，之后欧洲各国相续出台了相关法令，以法的形式保护

厂商与学徒双方利益。民国 17 年(1928 年)12 月 8 日，上海特别市政府出台了《上海特别市学徒暂行规则》，

但基本没有执行。民国 18年 12 月 30日，国民政府将学徒制度与用工制度合并，形成《工厂法》。

根据上海《工厂法》，学徒要忠实、勤勉、服从教导，在学徒期内不得中途离厂；发现学徒反抗正当教

导，犯有偷窃行为屡戒不悛者，工厂可终止契约；对学徒其他违纪行为，可处以一定罚金；对导致重大事

故、暴力妨害厂务、损毁器物、胁迫他人罢工等行为，送官依法惩办。

《工厂法》对工厂行为也有规定，严禁工厂将招收的学徒作为廉价劳动力；要求工厂必须尽力传授学

徒职业技术，并规定学习年限。学徒期限基本为 3年制，视技术需要可以 4-5 年，最短为 2年，因事、病、

伤而停工的，一律要补足学徒期，甚至因业务清淡而停工的也要补工。其实，很多工厂在学徒期满后，还

规定继续为本厂服务年限，俗称学 3年帮 3年，之后才允许离开工厂。



《工厂法》中对学徒习业的制度要求，加上中国传统艺徒制根深蒂固的师门仪规，合力将江南习业引

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二、江南工商实业家的“习业”起家

上海开埠以后，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崛起，行业分工和机器的大量使用，突显了技术工人和管理人才的

缺失，传统艺徒制变成了更高层次的习业教育，习业学徒工成为各行各业人才的主要来源。

由于地缘情感深厚，也由于成长空间大，江南人家习惯将子女送到上海习业做学徒。史料记载，上海

滩无锡籍七大工商巨贾，无一例外都是赴沪学徒习业出身，最终成就功名的。

民族资本家荣敬宗于 1887 年到上海源豫钱庄习业，3年后，弟弟荣德生进上海通顺钱庄习业，而他们

的父亲荣熙泰早年更是奉父命入上海铁肆习业，最终成就了荣氏商业帝国。上海滩煤铁大王周舜卿、电气

大王祝大椿、呢绒大王陈梅芳、桐油大王沈瑞洲、电池大王丁熊和上海商界奇才王禹卿，无不是年少家贫，

离开无锡赴上海做学徒而起步人生。

除了无锡，祖籍苏州洞庭东山的穆藕初，出生在上海，13 岁进入棉花行学徒，发明了“七七纺棉机”，

成为中国棉纱大王；常州人刘国钧 13 岁到槽坊做学徒，15 岁随同邻居到常州西门外奔牛镇杂货店学徒，

后来开了常州最大的布厂，成为中国近代杰出的实业家、著名的爱国民族工商业者。

江南习业学徒的成功，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素：一是勤劳吃苦的精神。据上海地方志记载，旧上

海学徒工作非常辛苦，一般每日工作 10—13 小时，一些小厂小店甚至长达 18—19小时；学徒不仅要习业

内之技术，还要做各种杂活和家务，遭受打骂和体罚之事常有，江南学徒们都能忍之。二是精细诚信的品

格。这一品格，一方面随着机械工业的发展，与机器的精密性自然融为一体；另一方面，为其融入银行等

诚信度要求高的商业提供了信誉保障。三是地域同乡的携助。根据上海《工厂法》，凡进厂习业做学徒都需

要寻觅保证人，订立《徒工保证书》，保证人通常是请有一定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人担当。大量无锡籍 14-16

岁孩童能够进上海工厂或商行做学徒，与同乡的提携有着重要的关系。四是良好的教育基础。习业制对学

徒工的健康状况及文化程度有一定的要求。得益于江南家族义庄所提供的免费教育，即使家境贫穷的孩童，

也都有基本的识字能力和智力基础，使习业学徒之路更加顺畅。

三、江南习业兴盛的要素支撑

近代习业现象兴盛于江南，有着伦理价值观先发、宗族义庄支持和习业教育推动等要素造就。

1.“四业皆本”的新理念前提

江南是我国民族工商业和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地方。

明代中期，发端于江南无锡的东林学派，主张发展工商业以求富，形成一种实学思潮。而与东林学派

遥相应的在朝官员赵南星、李应升等人就发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之呼声，无锡东林书院与朝廷进

步力量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社会舆论场，为国家发展工商业而辩护。其后，东林学者黄尊素之子黄宗羲更

是明确提出“工商皆本”思想，其因挑战传统重农抑商思想、顺因工商业发展，具有时代启蒙意义。

清代洋务运动时期，曾国藩幕僚、无锡籍思想家薛福成的“工为商基，振兴百工”理论，则奠定了中



国民族工商业的战略模式，而与其差不多时代的洋务运动核心人物常州人盛宣怀，则把薛福成的理论落地

变成了现实，兴办工厂、煤矿和银行，成为“中国实业之父”。

工商潮流聚集之下，恰遇甲午战争的惨败，更是激发了国人变革图强、兴办实业之决心。于是，无锡

杨宗濂、杨宗瀚兄弟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工厂———业勤纱厂。一夜间，工业的种子四处发芽，众

多工厂起步成长，江南各城市的发展格局发生了变化,城市工业的背景开始萌芽。

工商亦本，工业兴起，造就了许多新经济要素，如机器、管理、技术、人才、创新、惠工等理念兴起，

其中，关乎人才要素的便是技术工人和操作工人的培养，一时间，工厂、商行开始兴办各种习业场所以培

训工人，普通人家为了生计也纷纷做学徒、习百业，习业风大盛。

2.家族义庄的经济文化支持

江南义庄作为宗族内救济组织，从经济和观念上给予人们习业行为最直接的支持。近代江南习业学徒

除了苦力和勤力，还要有一定的经济支撑，如上海的不少工厂就规定，学徒工进厂须缴纳押金。而习业学

徒大部分都是来自乡下穷人家庭，无论是路费和学费，对他们来说都是难以应付的，支撑江南习业正常运

行的经济要素是江南义庄文化。

江南家族义庄不仅资助考学之子，同时也补贴习业之学徒，各义庄资助名目不一、多少不等，大概包

括行李费、路费、学费、生活补贴等。有清代“苏州第一望族”之称的长洲县彭氏谊庄规定，族内子弟的

习业资助费包括：铺程钱 4 千文，关书钱 10 千文，习成 4 千文（长洲《彭氏宗谱》卷 12）；无锡杨氏道南

书塾规定的习业资助费是：三年习成钱 3千文（无锡《江陂杨氏宗谱》卷 1）。除此之外，汪氏耕荫义庄、

潘氏松麟义庄、唯亭顾氏义庄、元和杨氏弘农义庄、叶氏义庄等，赡族规条中皆有对习业资助的具体事项。

由此可以看出，江南各大小宗族对族内那些应举无望子女在习业谋生方面的支持和资助，满足了“人人皆

可习业做学徒”的经济条件。

除了宗族内经济支持，自南宋开始，江南许多大家族的家训也在传统重视齐家教子的内容上，增加了

许多涉及工商本业的训诫，经世致用的新思想就这样通过家庭文化而落地。

无锡《荣氏家训十二条》中就有“职业当勤。士农工商，所业虽不同，皆为本职”的表述。常州菱溪

钱氏族谱有“士农工商，各有职业。诚各按本分，各勤己业，则上之可以光前裕后，次之亦可饱食暖衣”

的教导。苏州潘家松鳞义庄规条则有“习业谋生足以自立，与读书无异，亦应推广成就”和“读书……宜

留心经济，读有用之书”的家训。

常州武进盛宣怀家族的龙溪盛氏家训，非常强调经营谋生的“治生”之道，要求子孙“能远虑，能耐

烦，能吃苦，晏眠早起，则勤矣；勿使气，勿求胜，勿轻称贷，量入为出，则俭矣。务本业，惜福命，保

身家，胥是道也”。

所以，龙溪盛氏从十一世盛洪仁和盛洪林开始便从业商界，族人养成务实、能干、精明之个性，盛宣

怀深受家族家训影响，一生都致力于有用之学，最终成就了晚清民族工商界的一代领袖。

苏州吴县叶氏家族叶梦得的著名家训《石林治生家训要略》，则是一篇谋生专论。家训首先提出治生的

重要：“人不治生，是苦其生也，是拂其生也。”然后解释何为治生：“出作入息，农之治生也；居肆成事，

工之治生也；贸迁有无，商之治生也；膏油继晷，士之治生也。”又提出四种治生之方法：要勤、要俭、要



耐久、要和气。同时，家训中还表达了一些不同流俗的观点，如反对“为仁不富”的传统偏见，赞同取财

有道的利己致富，提倡节俭但反对吝啬等。

江南家族四业皆本和实学实用的价值趋向及价值行为，是江南习业兴盛的直接贡献力。

3.实业家创办实训教育的推动

近代江南地区工厂群起、商行林立，带来对人力资源的大量需求。于是，一批实业家开始热衷创办习

业类实训学校，或提供习业养成所等学习场所，培育所需人才和技术工人。

实业家的积极参与，给江南习业提供了最终的可能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荣氏家族。这个起步

于习业学徒、发家于习业成才的家族，成功之后也不忘办学校或习业场所，以利学徒的成长，习业教育成

为荣氏家族创办新式企业的重要内容。

1919 年，荣德生兄弟出资 10万银元购地约 40 亩，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这是一所专门供少年学技习

艺之用的职业类学校，1923 年更名无锡公益商业学校，是我国较早的习业实训学校，荣毅仁、钱伟长、孙

冶方、厉无咎等人都曾在此学校就读过。公益商业学校设工、商二科，工科内设锻工场、精制工场、翻砂

工场、木工场四个实训工场，以备工本科学生之实习；商科设立银行、商店等，以备商本科学生之实习，

课程形式为边学边训。学校为家族企业在最需要的时候培养出一批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很多优秀毕业生

被派往上海总公司，一般人才则留在工厂或商行任职员。

相比较正规实训学校培养中高端人才，普通工人的习业大多是由工厂办“养成所”类的职员训练班来

完成，这些学徒大多来自农村和城镇贫寒家庭。如荣家汉口申新四厂养成所就有规定，学徒“第一月授课

三小时,工作九小时；第二月授课二小时，工作十小时；第三月授课一小时，工作十一小时”。

不论是正规学校还是工厂养成所，学徒习业的内容不外两类：一为工人的基本素质，一为工厂所需专

业知识技能。基本素质包括守时的习惯、合作的精神、遵守的纲纪、坚定的恒心等，正如荣德生所说：“欲

劳其形者，必安其心；欲乐其业者，必一其志；欲用其力者，必健其身；欲改其恶者，必修其德。”专业知

识技能由基本知识和实训操作两部分组成，普通工人还有识字和算术课程，高层次人才则要学绘图或机械

原理。

总之，近代江南盛行的习业之风，对后世有着无形的影响，留给城市宝贵的文化遗产。习业使江南人

能够在失去正式学习机会下获得技术，找到读书外的另外一条谋生甚至成功之道；习业的工学结合、实学

实用教学方式，培养了人们重技尚能的务实理念和办厂能力；习业在技艺身传中，培育了师徒双方对技艺

的专注钻研、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习业对学徒近乎苛刻的纪律要求，养成人们刻苦勤勉和遵规守纪之作

风；习业所形成的“工学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至今还在产业发达的江南地区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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