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晓波

春秋有五霸，两百多年出现了五个霸王。第一个霸
王是齐国的齐桓公，辅佐齐桓公实施霸业的叫管仲，齐
桓公和管仲搞的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
上的大改革。商人出身的管仲，怎么来管理这个国家？
管仲讲两句话，第一句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
知荣辱”，第二句是“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
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所
以说，第一代改革的思想家就有企业家精神。

具体来说，管仲又有五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叫“四
民分业，士农工商”，这八个字造成了两个后果，第一个
后果是造成中国变成全球所有国家里面专业化程度最
高的国家，第二个后果是“士农工商”就把人分阶层了，
商就变成了末流。

管仲干的第二件事叫“放活微观，管制宏观”，管仲
那个时候已经很有经济思想了。他让齐国变成一个自
由贸易区，让交易成本变得非常低，所以管仲当年搞的
叫单一税制，商品进入齐国只收一次税。但是他又管制
宏观，他非常明确地说农业要征税。同时国家囤粮，避
免饥荒时期有人恶意囤粮造成物价波动。他是中国历
史上第一个建立国储粮制度的人。

管仲的第三个有意思的思想是“鼓励消费，扩大内
需”，他认为，只有富有的人拼命花钱，那些穷人才有工
作，才有人给他发工资。如果哪天发生大饥荒，君主除
了开仓赈饥，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宫殿，修宫殿以后会
用很多工，让很多人可以吃上饭。

管仲第四个思想是“以商止战”，商人出身的管仲
比较保守，不喜欢打仗。所以他要让齐国强大，就要通
过商业竞争来防止战争。第五个管仲治国的办法，到今
天也是影响深远，就是“盐铁专营”。为了实施盐铁专
营，管仲对盐铁实行“资产国有、民间生产、统购统销”。

如果从历代经济得失来看的话，管仲留给我们三
个很重要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是管仲通过财税改革，第
一次形成了系统性管理国家经济的思路；第二个是他
所形成的盐铁专营的思想影响到今天；第三个是管仲
所形成的齐国经济制度，是中国古典市场经济体制。

很长时间里，西方以及国内经济学界基本上一直
认为，中国搞的市场经济是古典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
管仲那时候慢慢形成的。 （《三湘都市报》）

管仲改革的五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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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词 里 的“ 劳 动 ”赞 歌
□魏益君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热爱劳动
的传统美德，劳动之美更是让古代
文人大加赞誉，创作了不少脍炙人
口的诗篇。通过诗词古韵，我们可
以真切感受古代诗人对乡村生活
和劳动人民的歌颂。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
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
插田。”宋代翁卷的《乡村四月》，给
我们呈现山坡田野间草木茂盛、稻
田里的水色与天光相辉映的景象。
乡村的四月正是最忙的时候，刚刚
结束了蚕桑的事又要插秧了。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
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唐代李绅
的《悯农》，生动形象地刻画出烈日
当空，农民在田中辛勤劳作的情景。

文人的笔下不仅仅是农业农

民，而且延伸到各行各业。有赞美
冶炼工人的，如唐代李白的《秋浦
歌》：“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
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炼铜工人
在明月之夜，一边唱歌一边劳动，
他们的歌声打破幽寂的黑夜，震荡
着寒天河流。

有写蚕农养蚕的。宋代方岳的
《农谣》：“雨过一村桑柘烟，林梢日
暮鸟声妍。青裙老姥遥相语，今岁春
寒蚕未眠。”因为蚕未眠而担心，养
过蚕的人才知道，蚕不眠就无法蜕
皮长大，无法吐丝结茧，就像庄稼不
能收获一样。农人相见当然谈农事。

有写渔民打鱼的。宋代范仲淹
的《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
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
里。”江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只喜爱
味道鲜美的鲈鱼。你看那一叶小小
渔船，时隐时现在滔滔风浪里。

许多诗人赞美劳动。魏晋陶渊
明的《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
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
荷锄归。”诗人在南山下种植豆子，
清晨早起下地铲除杂草，夜幕降临
披着月光才回家。宋代陆游的《小
园》：“小园烟草接邻家，桑柘阴阴
一径斜。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
雨去锄瓜。”诗人隐居在小园之中，
在卧读陶诗之后，又乘着微雨参加
锄瓜劳动。

宋词里的劳动更是充满美好
境界。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
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
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
赖，溪头卧剥莲蓬。”此词把美好的
农家生活描写得有声有色，表现出
诗人对农村和平宁静生活的喜爱。

（《团结报》）

□王月华

沿着古代海上丝路的轨迹，从交趾古国（今越南北
部，传说因当地百姓走路脚趾相叠而得名）到三佛齐

（今苏门答腊）到天竺（今印度），乃至北非一带，不少地
方都有宋瓷的痕迹。不过，除了瓷器与丝绸，大宋还有
一样宝贝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一带特别受欢迎，这就
是铜钱。

假如你我回到一千多年前，带着一口袋铜钱在东
南亚某个岛国登陆，很可能受到贵宾一样的对待，本地
人会拿着一大堆香料、珠宝，来交换这一口袋铜钱，咱
俩一下子就能发大财。

根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国家置舶于泉、广，招
徕岛夷，阜通货贿……今积习既熟，来往频繁，金银铜
钱，铜器之类，皆以充斥外国。”一艘艘“形如山岳”的商
船，载着铜钱从广州出港，抵达古代海上丝路沿线的各
个地方。如今，近至东南亚，远至西亚、北非，很多地方
有宋代铜钱出土，许多在考古发掘下重见天日的宋钱，
被各国博物馆收藏，成为当年铜钱走红海外的证据。

不当吃、不当喝的铜钱走红海外，只有一个可能：
诸古国老百姓喜欢把它当钱用。换言之，宋代铜钱已成
了“区域国际货币”。

宋钱为何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一带如此受欢迎
呢？当然是因为宋钱成色足、信用好。要知道，从秦始皇
统一钱币开始，直到宋代，古代中国统一铸币，往少说
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铸币技术之精良，是周边的诸多
古国不能比的。此外，学界公认，宋代商品经济发达，老
百姓已普遍享受到做生意帮补生计的好处。在广州这
样的外贸大港，靠经商发财的人更是不知凡几。商业的
顺利运转，必然要求货币有良好的信用。所以，朝廷有
一套完整的监管制度，保证铸造出来的铜钱质量好、成
色足，老百姓用得放心。 （《广州日报》）

宋代铜钱海外大受欢迎

□熊建

一场关乎国家政策走向的辩
论会，开始了。

那是距今2100多年的汉昭帝
始元六年（公元前 81 年）二月。正
方为御史大夫桑弘羊等政府官员，
反方为各地选派的贤良、文学 60
多人。所谓贤良，出身都是各地豪
富之民；文学，则是底层的儒家知
识分子。辩论主题之一是汉武帝时
实行的盐铁酒国营专卖政策是否
还要继续下去。

汉昭帝之前的汉武帝，连年用
兵征讨匈奴，逐渐导致财政亏空，
入不敷出。于是，国家推出了一系
列开辟财源的活动，比如盐铁酒的
国营专卖、均输平准、货币改革等，
逐步改善了财政状况。但同时因搜
刮过多，也给民间带来了极大困
苦。这是辩论会的时代背景。

正方首先立论，盐铁官营一方
面有助于筹集军费，用于对匈奴的
作战，既保边境平安，又扩大了疆
土，还获得了匈奴的牛羊等资源；
一方面有利于加强中央的实力，防
止“七国之乱”那样的地方叛乱再
次发生。

反方认为，对于匈奴这样的蛮
夷，动武没用，得用道德感化他们。
而盐铁官营之下，全国铁器规格一
致，但是各地土质不同，农具无法
因地制宜地制造，农民用不上趁手
的家伙，导致农业生产受损。

正方反驳，官营铁器的规格、质
量都是统一的话，对务农是有益的。
有些人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那是
懒惰或者追求奢侈的结果。而且盐
铁官营还有利于瓦解地方上的豪强
势力，让社会风清气正起来。

反方再驳回去，世易时移，汉
武帝时期出台的政策是为了当时
救急，今时不同往日，老百姓因为
战争的破坏和贪官污吏的压榨，早
已疲惫不堪，必须尽快改弦更张，
安定人心。

就这样，双方针锋相对，唇枪
舌剑，你来我往，甚至还展开了人
身攻击。

桑弘羊贵为国家重臣，在论辩
到激烈处，放弃风度，多次放言威

胁贤良、文学不要乱说话，不然会
像建言削藩的晁错那样被斩杀在
东市。

贤良、文学也不示弱，指责桑
弘羊等大臣执掌天下大事已经十
多年了，不光没有造福社会，还让
百姓困苦不堪，家徒四壁，而自己
却积累下巨额财富。

桑弘羊很生气，说你们这些来
自穷乡僻壤的陋儒，衣冠不整，不
知冰水之寒，好像喝得酩酊大醉后
刚醒一样，哪里配讨论国家大事？

这次辩论会，后来被称为“盐
铁会议”。汉宣帝时，庐江太守丞桓
宽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加以润
色、增广，写成《盐铁论》一书，共60
篇。我们今天能读到这些充满火药
味的论辩场景，要感谢桓宽。

需要注意的是，桓宽不是中
立、客观地加以编写，而是倾向性
明显，站在贤良、文学的立场上进
行记述。看书中的表达，虽然双方
都引用“五经”，都以孔孟为凭依，
但贤良、文学都是口若悬河，雄辩
滔滔；而政府官员动不动就默然
了，就答不上话了，要不就面有愧
色。而且，每篇一上来，往往先是官
员来一段，然后贤良、文学大段大
段地驳斥。

这么一来，虽然“盐铁会议”的
结果只是取消了酒类专卖，汉武帝
时的政策大多还是保留了下来。但
贤良、文学表达出来的经济思想却
借助《盐铁论》一书，牢牢站稳了此

后2000多年经济思想的C位。
此外，虽然辩论主题是盐铁官

营，但是，双方的论争范围突破了
财政经济领域，扩及司法吏治、民
族关系、社会风俗、学术思想等方
面，可谓一场大百科全书式的辩
论，映照出西汉社会经济的方方面
面。

有学者做过统计，发现该书谈
论经济问题的篇数只占 12%。因
此，清初藏书家黄虞稷的《千顷堂
书目》将其列入史部食货类中后，
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里提出批评，认为还是应该列在子
部儒家类更合适。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的正史不
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意思是大部
分史书缺乏对广阔丰富的社会生
活的记录。而《盐铁论》在不经意间
保存了大量了解汉代民间社会风
俗的史料，对正史记载的缺失进行
了一定程度的补足。

比如在《散不足》篇中，贤良、文
学提出社会风俗在近来发生了由俭
入奢的情况，广泛涉及衣食住行、婚
丧嫁娶各个领域。举例时引用了大
量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器物、食物、衣
物、玩物等诸多好物，让人们看到了
汉代民间日常的五彩斑斓。

若将《散不足》篇的这些社会
史资料与近年出土的汉代文献相
结合，相信能更进一步揭示出汉代
社会的生动面貌。

（《人民日报》）

《盐铁论》中的经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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