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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宪堂

群众监督是防治各种腐败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方
面古人很早就进行了各种尝试。据记载，早在传说中的
尧舜时代，就有了考察民意、征集舆情的制度和设施：

“立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政有缺失，民得书于木。”
西汉时政府设立专门访察民意舆情的“风俗使”。

据记载，汉宣帝时曾遣使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鳏寡，
览观风俗，察吏得失”。

两晋时期的“风闻言事”也是利用舆情纠举官员不
法行为的一种机制。“风闻言事”也称“风闻奏事”“风闻
弹人”“风闻访知”等，即监察人员无须持有真凭实据，
只要依传闻便可立案纠劾。

西汉时期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举报箱”，称为“缿
筒”，是汉宣帝时的名臣赵广汉创立。“缿筒”是一个类
似于瓶子的竹筒，上面有小孔，可入不可出，用于收集
各种投诉与检举密信。唐朝时期，又发明了“铜匦”，是
一个方形铜匣，类似于今天的意见箱。

（《老年生活报》）

古代如何用民意反腐

□王文

“共享经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其实早在
汉代，古人就已经有了“共享”的理念。比如，汉光武帝
刘秀在当皇帝之前，就曾与朋友合资养驴来出租。当了
皇帝后，刘秀专门出台政策，鼓励老百姓将驴出租。

刘秀还让百姓在驴身上用烙铁烙出花色各异的图
案，作为驴的“身份证”。而后，他又推出“簿籍制度”，要
求所有供出租的牲畜都要注册登记，从而一举规范了
汉代的“共享交通”。

到了南宋，人们推出了升级款“共享车”，当时叫
“街车”或“长车”，其外部一般用绸幔装饰，车顶有盖，
可以容纳6个人同时乘坐。使用“长车”，通常分为按时
段收费与按天收费两种模式，客户往往都是那些有钱
人家出门游乐的公子和小姐。

收入一般的中产阶层使用的“共享车”则是一种用
毛毡做篷的毡车。比如，《婚礼新编校注》中就记载了人
们用毡车迎亲的场面。不过，古代的毡车没有减震系
统，新娘这一路颠簸过来，怕是都要晕车了。于是，“共
享轿”应运而生。炎热的夏天，“共享轿”就以“凉轿”为
主，到了冬天则以“暖轿”为主，可以说是相当人性化
了。除了“共享轿”，古代的“共享船”也十分流行。唐代
的“共享船”业务就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就连大诗人
白居易也凑热闹租“共享船”游了一次西湖，留下了“谁
留使君饮，红烛在舟中”的诗句。

除了上述项目，古人还会共享园林（私人园林对外
开放）、共享图书（书籍租赁）、共享农具……

（《大同晚报》）

古人的“共享”很超前

□戚风

提起齐鲁文化，人们首先想起
的往往是最有影响的儒家文化。其
实，多年来大家忽视了齐鲁文化中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发端
于2600多年前春秋时期齐国名相
管仲的市场经济思想。

首创盐铁专卖制度

齐国财力之富，富在资产国有
化和垄断经营上。

齐桓公问管仲富国之策，并建
议对房屋楼台、树木、六畜、人口征
税，管仲一一否定之后，郑重提出
了自己的富国策：“唯官山海为可
耳。”管仲由此首次在中国历史上
提出了盐铁专卖制度。

“官海”即齐国政府明确规定
食盐属于国有，但在生产上实行官
督民产，规定百姓在特定时间、特
定地域煮盐；最后齐国政府设置盐
官，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销
售。“官山”与此类似，国家把铁矿
开采交给百姓承包，并根据产值按
三七比例分取利润。

《管子·海王》记载，“官山海”
让财富迅速积累到齐国君主手中，
为桓公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
础。仅食盐专卖一项，管仲为齐桓
公算了一笔账：一个具有万辆兵车
的大国，1000 万的总人口中应纳
税的人约100万，每人每月征收30
钱，一个月也就3000万钱；但只要
每升盐加价2钱，因为食盐销售严
格按照户籍实行“计口售盐”，每月
即可多得 6000 万钱，远超过每月
30钱高额人头税带来的收入。

“官山海”在管仲之后备受各
朝重视，特别是宋元明清这千余年
间，盐课收入成为朝廷仅次于田赋
的第二大财政来源。

管仲的盐铁专卖思想传承至
今，影响深远，成为春秋以后长达
两千余年的中国食盐专卖制度的
滥觞，后世因此尊管仲为“盐宗”。

最早倡导专业分工

齐国制造业之发达，我国第一
部有关制造科技的著作《考工记》
可以为证，该书主要记载的就是齐
国手工业作坊的生产情况。

管仲富国策之二正是齐国制
造业赖以兴旺发达的“专业分工”
制度。《管子·小匡》中管仲与齐桓
公关于“四民分业”的一段问答开
创了我国思想史上社会分工理论
的先河，也奠定了齐国争霸春秋的
国力基础，为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沿
用。管仲将齐国人民划分为士、农、
工、商四类，明确规定，四者分类集
中居住，世代承袭自己的本职且不
能自由迁徙。

分工可以提高效率，世袭可以
积累经验。人民一经分工，则士农
工商分别“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
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
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这就是说，同行业的人聚集一
起，彼此易于交流生产经验，提高
技术水平。以齐国的丝绸为例，我
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可以追溯
到春秋时期的临淄。当时，齐国生
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
织品，不仅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
畅销到周边各国，乃至“天下之人

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对分工带来的贫富差别，管仲

特别关注，特意制定颁布多项抑富
扶贫措施，其中包括下令不准富豪
之家从事手工编织和种菜之类的
工作，以确保此类从业者稳定的收
入来源不受冲击。

优惠政策刺激商贸

管仲富国策之三，当推重视国
际贸易和商业流通。

齐国是最早进行对外开放的
国家，管仲在吸引外商方面做足了
文章，极具特色。

“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
者，勿征于关”，可见齐国当时不重
复征税；税率则低至“五十而取一”

“关赋百取一”；甚至在某个时期，
对某些商品干脆免税，《管子·霸
形》所载“关几而不征，市书而不
赋”，意思就是关卡只检查而不收
税、市场只登记而不收税。

齐国还以人为本，处处优待外
商，承诺凡不按照规定对外商服务
的官员，将受到法律的惩处，与当
今我国各地注重招商引资简直有
异曲同工之妙。

有趣的是，管仲将外商货物多
寡与服务档次相挂钩，从而激励外
商增加贸易量。《管子·轻重乙》记
载：“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
五乘者有伍养。”这就是说，拉一车
货到齐国的外商免费提供饮食；拉
三车货到齐国的外商另外免费提
供马的饲料；拉五车货到齐国的外
商则由政府专门配备可以自由调
遣的人员。诸如此类的规定，对吸
引外商来齐国贸易起了很大的促
进作用。

奢侈消费拉动内需

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对拉动
宏观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

“消费”颇为重视，这可列为其富国
策之四。

管仲任齐国相国时，居所富丽
堂皇极尽奢华。但司马迁著《管晏
列传》时却说，尽管管仲比国君都
富裕，生活标准也超过了他的行政
级别，齐国人民却不认为管仲奢
侈。

究其根本，在于管仲倡导的奢
侈消费观念。管仲奢侈的生活不过

是他身体力行为实践自己的理念
做出表率罢了。

《管子·乘马数》有“故修宫室
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的
语句，由此可见，管仲认为修筑华
丽的台榭楼阁是调整经济的一项
对策。《管子·事语》中“非高其台
榭，美其宫室，则郡材不散”的意思
是指，不建筑高台亭榭，各种木材
就没有销路。《管子·侈靡》篇更是
将管仲的奢侈消费论推到极致，他
建议“鸡蛋要在上面画上图案再煮
了吃，柴火要先雕成美丽的艺术品
再用以烧火”。

实际上，管仲对消费问题有不
同于传统节俭观点的独到分析。他
的真实主张是奢俭并重，即不一味
强调节用，也明确提出“高消费”的
主体是君主、统治阶级上层和巨商
富贾。以现代观点看来，管仲所倡
导的奢侈消费，只是让“富者散资
于民”的一种手段，根本目的还是
以消费促生产。

妙用“无形之手”调控

齐国西部某年因涝灾发生饥
荒，粮食短缺，粮价上涨，每釜达百
钱；而齐国东部又因丰收而谷贱，
每釜仅十钱。

两地价格不同，管仲据此建议
桓公向全体国民每人征收三十钱
的税，但要换算成当地的粮食缴
纳。

这样，东部齐民要缴三釜，而西
部齐民只缴三分之一釜，东部的粮
食就大量集中到了齐国政府手里。
政府将粮食平价散售于齐西之后，
齐东因有国家的大量收储，粮价上
扬，解决了粮贱伤农之害；而齐西又
因有国家的平价粮食售卖，最终使

“齐西之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
由此可见，早在公元前七世纪

的春秋时期，中国就出现了“政府
管制下的市场经济”模式。管仲深
明“用价格配置资源”这个市场经
济的关键，巧妙地利用“价格”完成
了一次事关社稷并颇为棘手的宏
观调控。

一个平稳的宏观经济奠定齐
国富国强兵的基础，管仲富国策之
五可总结为将国家宏观政策与市
场价格巧妙结合的宏观调控艺术。

经济战降服邻国

鲁梁两国的老百姓喜欢织一种
既厚又平滑的绸子“绨”。管仲就劝
说齐桓公穿绨，并命令大臣穿绨，如
此引领百姓也都穿绨，于是齐国的
绨价格大涨。鲁梁两国的国君见有
利可图，就要求举国织绨。所有百姓
都织绨，农业生产因此荒弃。

一年之后，管仲见时机成熟就
劝齐桓公改穿帛，命令举国不许穿
绨，同时闭关锁国，既不许进口绨
也不许出口粮食给鲁梁两国。

鲁梁两国很快闹起饥荒，有钱
买不到粮，农业荒弃已久短时间难
以恢复，饥饿难耐的国民十之有六
归顺齐国。

短短三年，管仲通过经济战降
服了鲁梁两个国家，这就是管仲

“服帛降鲁梁”的故事。如是还有买
鹿制楚、买狐降代等。

上至君王，下至黎民，举国设
“局”，管仲“经济战”运用之妙可谓
其富国策之六。 （《上海法治报》）

管仲与他的富国策略

□张允 王慧霞

汉代，自敦煌西至盐泽（罗布泊），往往起亭，为过
往使者商旅提供保障。商人群体是民间贸易的主力
军。唐代诗人张籍《凉州词三首》云：“无数铃声遥过
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生动描绘了运载丝绸货物的骆
驼商队穿越沙漠，到西域进行商品贸易的场景。使者
除了承担政治使命，也会私下进行民间贸易。商人、使
者跨区域流动，有效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
与互动。

在中原与西域的民间贸易中，丝织品贸易最为常
见，古代西域各国所拥有的丝绸除自用外，剩余部分通
过驿站等进行转手贸易。

茶叶贸易也较为常见，清代方士淦《东归日记》记
载：“口外茶商，自归化城出来，到此销售，即将米面各
物贩回北路，以济乌里雅苏台等处，关系最重。茶叶又
运至南路回疆八城，获利尤重。”

牲畜贸易主要是牲畜以及牲畜皮毛等畜产品与茶
叶、铁器等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交换。通过古代西域驿
站前往中原进行贸易的各民族，带来牲畜以及各种皮
货，带回粮食、纺织品等中原特产。

清代，许多驿站附近出现了小型集贸市场，有的驿
站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商贸城镇。以古代西域驿
站为载体开展的民间贸易活动，推动了各民族生产生
活的互补与经济生活的共同发展。 （《中国民族报》）

古代西域驿站

▲管仲雕像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