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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如何构建诚信营商环境古代如何构建诚信营商环境 □钱国宏

在21世纪的今天，知识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而大学则是传授知识的地方。大学通过培养人才来推
动着各行各业的发展和进步。重视教育不是现代的新
鲜事，中国古代便已有了政府开办的国立大学——太
学。

太学是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太学之名早在西周
时期就已经存在，直到汉武帝时期太学才在京师设立。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长安建立太学。太学由博
士任教授，最早由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

《书》《礼》《易》《春秋》。太学中的学生被称为“博士弟
子”或“太学弟子”。历代的太学都有所发展，博士、学生
人数都有所增加，学生人数在王莽时期达到上万。太学
中学生在长安内由专门负责此事的太常选择产生，外
则由郡国察举。

西汉时设立的太学如今已无迹可寻，现有遗址留
存的是东汉时期设立的太学。东汉太学遗址位于洛阳
市偃师区佃庄镇太学村（原东汉洛阳城东南部开阳门
外）。它始建于建武五年，于建武二十七年建造太学讲
堂，至汉顺帝时达到空前规模。有史料记载显示，东汉
太学建有240房，共1850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的考古勘察中发现太学遗址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可见
当时太学的规模之大。东汉太学学生人数也超过西汉
时期，曾达3万余人。东汉时著名的人物，像王充、张衡
等都在这里读过书。

太学在东汉时期达到鼎盛，经魏晋南北朝后，逐渐
衰落。先后历时六七百年，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
立中央大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代统治者设立太学的首要目的是要培养封建官
僚。太学的课程以通经致用为主，学生经学习考试合
格，就可以为官。另外，太学除培养封建官僚外，还具有
培养人才、促进文化的传播和繁荣的积极作用。

（《山东工人报》）

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

1.二桃杀三士

出自《晏子春秋·内篇谏下》载：春秋时，公孙接、田
开疆、古冶子三人是齐景公的臣子，勇武骄横。齐相晏
婴想要除去这三人，便请景公将两个桃子赐予他们，让
其论功取桃，结果三人都弃桃自杀。

释义：比喻用计谋杀人。

2.鹿死不择音

出自先秦·左丘明《左传·文公十七年》：“‘鹿死不
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
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

释义：音，通“荫”。指庇荫的地方。鹿到了快要死的
时候，不选择庇荫的地方。比喻只求能够安身，并不选
择地方，亦比喻情况危急，无法慎重考虑。

3.一报还一报

出自《隋唐演义》四十回：“一报到头还一报，始知
天网不曾疏。”

释义：指做一件坏事后必受一次报复，也指以其人
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4.驽马恋栈豆

出自《晋书·宣帝纪》：“爽与范内疏而智不及，驽马
恋栈豆，必不能用也。”

释义：劣马贪恋马厩里的豆料。比喻平庸的人目光
短浅，贪恋禄位、家室等眼前利益。

5.千里送鹅毛

出自欧阳修《梅圣俞寄银杏》诗：“鹅毛赠千里，所
重以其人。”

释义：比喻礼物虽然微薄，却含有深厚的情谊。

6.司马牛之叹

出自《论语·颜渊》：“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
独亡。’”

释义：比喻对孑然一身、孤立无援的感叹。
（《科教新报》）

五字成语有故事

□张玉玲

近日，各地纷纷出台关于
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措施，
意在优化发展环境，加大营商
环境优化力度，吸引商人投资
兴商，推动个体工商户持续健
康发展，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一项
传统美德，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是联系各个市场交易主体
的纽带，从经济学上讲，诚信
可以减少交易费用，从法律上
讲，诚信也是法律的一项基本
要求。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中高
速增长、结构优化的“新常
态”，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因素，是
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
键所在。回溯中国古代的商
业道德和相关的法律规定，或
许可以对当下诚信营商环境
的建构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古代商人以义为利

我国古代很多典籍中，都记载
了对商业道德的要求。如《盐铁
论》中就提出了“古者通商物不
豫”，《周礼·地官·司市》中规定“以
贾民禁伪而除诈”，《史记·货殖列
传》记载“贪贾三之，廉贾五之”，都
说明货真价实、不弄虚作假、不欺
骗顾客等是商人的基本行为准则。

我国古代诚实无欺、买卖公
平、守义谋利的商业道德与儒家文
化的熏陶密不可分。清道光年间
的商人舒遵刚曾说：“人皆读四子
书，及长习为商贾，置不复问，有暇
辄观演义说部，不惟玩物丧志，且
阴坏其心术，施之贸易，遂多狡
诈。不知财之大小，视乎生财之大
小也，狡诈何裨焉。吾有少暇，必
观‘四书’‘五经’，每夜必熟诵之，
漏三下始已。句解字释，恨不能专
习儒业，其中义蕴深厚，恐终身索
之不尽也，何遐他书哉！”这样一位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商人对于财
富是这样看的：“钱，泉也，如流泉
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求生
财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
肯用财者，与夫奢侈而滥用财者，
皆自竭其流也。人但知奢侈者之
过，而不知吝惜者之为过，皆不明
于源流之说也。圣人言，以义为
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
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
以裕其源，即所谓大道也。”这正是
儒家思想在商业领域的运用。

笃守信用的徽商和晋商

到了明清时期，商业开始有了
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全国各地形成
了大大小小的商帮，尤以徽商和晋
商最为有名。徽商和晋商的成功
也与儒家诚信的商业道德密不可
分。一位徽商曾说：“利者人所同
欲，必使彼无所图，虽招之将不来

矣。缓急无所恃，所失滋多，非善
贾之道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
是人人都追逐利益，如果经商一味
抬高市价，追逐短期利益，那么长
久就会失去顾客，失去市场，这是
不善于经商的人会用的方法。这
也是徽州商人从长期的经商实践
中所得出的经验之谈，同时也符合
现代商业中商人和顾客互惠互利、
彼此依存的常理。

尽管徽商秉持诚信经营的理
念，但也不可避免会遇到伪劣商
品。徽商对于伪劣商品的处理态
度甚至超出了一般的道德标准。
据清嘉庆本《休宁县志》记载，该县
商人吴鹏翔在一起胡椒买卖中发
现对方提供的800斛胡椒有毒，卖
主担心银、货两亏，要求吴鹏翔退
换有毒胡椒。然而，吴鹏翔为了防
止卖主再次转卖他人，害人性命，
竟不惜重金向卖主支付了货款，随
后又将 800 斛有毒胡椒付之一
炬。吴氏的举动，不仅表明徽商在
杜绝伪劣商品方面态度十分坚决，
也体现了徽商的社会责任担当。

无独有偶，晋商的诚实不欺，
利以义制也是享誉中外。梁启超
曾评价晋商“笃守信用”，甚至来华
经商的外国人也对此印象深刻。
1888年，上海英国汇丰银行一位经
理即将离开中国时，对山西票号、
钱庄经营人有过这样一段评论：

“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
国人作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
之巨，但我们从没有遇到一个骗人
的中国（山西）人。”1888年正值清
末动荡之际，晋商没有趁乱取财，
仍坚持修身正己，不能不令人赞
叹！

关于商业秩序的法律规定

中国古代除了商人的道德自
觉，也需要借助法律来维护公平正
义的商业环境。

根据已有的文献记载，最晚到
唐代，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调整商
事活动的法律规范。《唐律疏议·杂
律》中就有“校斛斗秤度不平”“器
用绢布行滥”“市司评物价不平”

“私作斛斗秤度”“买卖不和较固”
五条律文用于规范当时的市场秩
序。试举其中“器用绢布行滥”一
条：“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
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不牢
谓之行，不真谓之滥。即造横刀及
箭镞用柔铁者，亦为滥。”用今天的

话来说，“行滥”指的是商品质量太
差，“短狭”是商品数量短缺，都是
不符合法律标准的假冒伪劣商品，
一旦发现，要各打六十大板。这里
还举了一个例子，即用柔铁锻造横
刀及箭镞，属于“不真”，为何如此
规定？这是因为在唐代，“横刀”是
兵士佩刀，“箭镞”是箭头上的金属
尖物，都必须十分锋利才行，如果
用柔铁，就属于以次充好的伪劣产
品，难怪唐律要做出特别的规定。

唐律的上述规定基本上为明
清律所继承，不同的是，明律在此
基础上将有关商业活动管理的五
条 律 文 单 独 编 目 为“ 市 廛

（chán）”，并对原有的条文进行删
改，制定出新五条：“私充牙行埠
头”“市司评物价”“把持行市”“私
造斛斗秤尺”“器用布绢不如法”。
概而言之，“私充牙行埠头”即禁止
冒充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并进行注
册才能取得资格的“牙行埠头”；

“市司评物价”即规定具有评估物
价的“市司”必须公平合理地定价，
不得任意出入；“把持行市”即严禁
垄断市场、扰乱市场等行为；“私造
斛斗秤尺”是关于统一度量衡的规
定，规定民间不得私自制造用于度
量的工具；“器用布绢不如法”是对
商品质量的规定。不难看出，这五
条律文的规定在于维护市场秩序，
保护交易安全及防止欺诈。以“市
廛五条”为核心的上述律文亦为清
代所继承。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规定只是
成文法中有关商事活动规范的主
要条文，还有一些散见于日常的商
事习惯，在此不一一赘述。

道德与法律
是构建诚信营商环境的双翼

孟子曾说，“徒善不足以为政，
徒法不足以自行。”道德和法律作
为实现善治的两翼相辅相成，缺一
不可。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商业
环境，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伦理精
神和以“市廛五条”为核心的法律
规范对于构建诚信、公平的古代商
业环境同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不过，考虑到古代社会厌讼的社会
环境，儒家伦理对于商人的日常行
为可能影响更深。

这也再次启发我们，在商业活
动日益频繁的今天，构建诚信的营
商环境，道德和法律的角色缺一不
可。 （《上海法治报》）

▲河东成语典故园“猗顿之富”雕塑 记者 刘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