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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几千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历代都出现过二些在经济

领域中有所建树或影响的著名人物。尽管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

他们大多教人的出发点不过是调和阶级关系、缓和社会矛盾．以求

封建统治的长固久安；但从客观实际效果来考察．却无不在一定程

度上对当时的生产发展和经济繁荣产生了深刻影响‘并起到了二

定的推动作用。．、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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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著名人物中?其绝大多数虽是历代的将相重臣．甚至有‘

．的本身就是帝王统治者．但由于整个统治阶级的需要，他们往往也
‘

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宏观角度出发．：权衡利弊得失，励精图治．改

革进取．有的并取得一定成绩。例如j他们有的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和安定人民生活，或兴修水利。或改革工具，或调整赋税。或设珐改

‘善农民地位；有的积极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或创办均输、酒

榷．或实行食盐官卖．或设立常平仓．以调剂供求，平稳物价．抑制

豪强．稳定社会秩序；有的反对横征暴敛和增加赋税．采取在发展

经济的基础上稳步增加财税收人的政策；有的重视发展商品流通．、

’积极推行进步的货币改革，等等。尽管由于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

不同朝代实行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不能不存在巨大的变化和差异．

也尽管他们的种种措施不一定全部得当，有的甚至屡遭失败．但

是．社会的发展．实’践的检验．他们景终还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占有

了-应得的地位。因此．虽然有的人也做过一些错事或坏事．有的人，

甚至在个人品格上为后人所不齿，但对于他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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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树或影响，后人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或重视。这是本书为之

写志的绝大部分。少数著名人物则长期置身民间．没有参与过统治

阶级的宏观管理．但由于他们或拥有一颗赤子报国之心。或熟黯管

理生财之道．或具备一定的科技专长并为发展生产服务，因而也给

祖国丰富多采的经济发展史增添了不朽的内容。他们是祖国古老

经济的骄傲．是东方经济天地中的奇葩’也是世界经济史上的瑰

宝。正象有的外国企业家所说的：“不研究中国古代的管理，就不了

解管理的必然。”极少敬人虽从反面给后人以教训，但他们同样也

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丰富宝库中的重要内容。深入分析他们的成功

或失败．既有其普遍的共性。也各有其不同的特点：不同的时代，迥

异的背景。特殊的经历，鲜明的个性。以及各具特征的思想、情感．、

素质等．都是导致他们成功或失败的重要因素。研究他们的业绩。

借鉴他们的经验．不能不具体了解和透彻分析他们之所以成功或

失败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和条件．也就是说．必须要逐个深入地解剖

·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并细致辨析他们生活、工作的环境、条件及

其家族、身世、社交、个性等等。可惜一般经济史册对此辑录得是过

于分散或简略了．远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故编此人物志．以

飨广大爱好者。 。

、

．在编选原则方面，我们主要是按照我国经济史的发展线索和

顺序，从古到今，由远及近．逐朝逐代地遴选有实际建树的经济名

人，并为其写志。对人物的选取，一般以在发展生产、促进流通、管

＼理财政、富国利民诸方面有所成就或有所影响、史料又有据可查的

实践家(包括有关科学家)为主。至于众多的经济思想家．因在各种

经济思想史专著中多有记述，故不再选入本书。在具体人物的史料

取舍上．则兼顾身世、经历、业绩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诸方面，但以其

参与的经济活动为主．不要求面面俱到。． ．

‘

本书是一本历史人物志，对所写人物．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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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评述。对史料的取舍处理，一是根据历史的真实面貌，力求

不要失实；遇有争议的问题，一般选取影响较大、读者易于接受的

．说法。二是根据突现人物主要特点的需要，力求妥善安排材料的主

次详略，防止事无巨细．平均罗列．把人物志写成历史资料参考书。

在写法上，力求通过具体翔实的情节．生动地显现人物的主要特

征。文字力求精炼简明。适合中等文化程度的干部、职工、师生阅读

参考。

本书由山东经济学院古籍整理研究室和写作教研室的部分教

，一师参加编写。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办公

室曾给予大力支持和资助。没有他们的资助．这本书是很难出版

的。在完稿、印刷、发行中．山东人民出版社和山东经济学院经济研

究所、科研处也给予热情帮助和支持。原院党委书记张子平同志为

本书封面题字。 ．

谨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由于编写者水平所限．本书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有关专家

．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 编者

199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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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

中国历史上

首位卓越理财大师

距今2700多年以前．在中国东方的大地上．出现了一颗放射

异彩的巨星。他．就是辅佐齐桓公．秉政理财．富民强国．以成霸业

·的齐国宰相、中国历史上的首位卓越理财家管仲。 ‘

一 管仲．名夷吾，字伸或敬仲，春秋前期(约公元前730年——前

645年)．颖上人(今安徽省颖上县)。出身寒微．早年曾同好友鲍叔

牙一起，在南阳(今山东邹县)一带合伙经商。并“尝为圉人”(《管子

·小问》)，当过马夫。由于他家境困苦．常常欺骗鲍叔．想多占些便

宜，鲍叔从不同他计较；他还曾。三辱于市”．三战三走．保全自己，

鲍叔牙也从未因此瞧不起他．由此，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长成后，

他们先后踏入政界．鲍叔牙侍奉公子小白．管仲侍奉公子纠。公子

．纠与小白均为齐襄公之弟．由于襄公荒淫无道．民心怨愤．都先后

出奔他国。管仲随公子纠出奔于鲁，鲍叔牙随小白出奔于莒。襄公

12年，公孙无知杀了襄公．不久，他又被人击杀。这时，齐国政局动

l



荡，国内无君。公子纠与小白都想急速回国，夺取君位。小自得信

较早．率先起程；鲁公听说无知已死，也派兵护送公子纠回齐．并让

管钞El夜兼程堵截小白。半途遭遇，管仲曾一箭射中小白带钩．幸

亏小白诈死．麻痹鲁君，先期到齐，立为桓公。鲁兵攻齐失利。桓公

便迫使鲁君杀死公子纠，并将管仲囚送还齐。岂知当管仲被押入齐

时．鲍叔牙却早已在国境等候．桓公也出郊亲迎。原来，鲍叔牙已将

他的超人才能介绍于桓公．并力荐他代替自己为齐相。桓公听从鲍

叔牙的建议，决定不记前怨，重用管仲，擢为上卿，尊为“仲父”．放

手让其发挥自己的才能。

管仲深知，国家的兴衰，关键在于民心得失。。政之所兴．在颇

民心；政之所变．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l民恶贫贱，我富贵

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牧民》)因此，爱

民、顺民，从民所欲．予民所需．以使之为君所用，为国效力．就成为

他制定_切政策的出发点和指导原则。他辅佐桓公．整修国政．。卞

仅十分重视发展农业，实行“相地衰征”．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业

生产力，而且首创盐铁专卖，实行“利出一孔”“取人不怨”的政策，

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不苛扰于百姓。同时，提倡取用“有度有

止”，反对大兴土木，因而．大大增强了齐国的经济实力。他还先后

向桓公推荐隰朋、宁戚、王子城父、宾胥无、东郭牙等杰出人才．修

旧法．立新法。创建新的地方行政区划；“制国I郊以内)以为二十～

乡”．“制鄙(．郊以外农村)五”。乡设良人．属有大夫。“武政听属．文

政听乡”(《小匡》)。实行：‘作内政而寄军令”的策略，以寓兵于民．兵

属于国．使军事编制与行政组织合一。这种寄兵于政的首创作法，

不仅加强了国君的集权统治．开以后封建集权国家国君任免地方

官吏的先河，而且大大扩充了齐国的武装力量。在此基础上．他又

建议桓公高举。尊王攘夷”大旗．。诛无道j屏周室”(《齐语》)，使齐

国先后并国三十五，版图“东至海、西至河(隔津河)．南至穆陵(今

临朐县东南)．北至无棣”(《史记·齐太公世家》)，真正占有了当年



周成王所指封给齐太公的侯国疆界，从而建树起齐桓公的赫赫武

功．使之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中原霸主。

’为了酬答他的不世之功，齐桓公不仅“委国以听之”(《新序》)．

而且从经济上给予前无先例的重谢．夺伯氏骈邑三百转封给他，把

市场税收的一部分也赐绘他，使他“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史

记·货殖列传》)，而且“镂簋朱绒．旅树反坫，山节藻榄”(《孔子家

．语》)。穿、用、陈设都极尽奢华。这在当时．如果是别人，那是要犯

“．厝越”之罪的，但齐国上下对他却毫无怨言，足见臣民百姓对他的

拥戴和尊敬。桓公4 1年．管仲病卒。桓公使上卿高氏主办其丧事．

殡葬丰厚．生前食邑全部给其子，并令世为大夫i史学家评论，作为

一个经济改革家，象他这种半生名利福禄．老年善终，并使子孙受

7其余荫的。在中国历史上尚属罕见。

管仲。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卓越理财家．他采取的一系列措

施。部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经济生活的改善的。不仅

为当时齐桓公成就霸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而且对后世也具

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一、调整政策．改良农具，发展农业
’

’

管仲十分重视农业发展。他认为“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

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权修》)而要尽+其民力．就必须充分发

挥其生产积极性。因此，他从当时生产关系的实际出发．首先在农

业上实行了“均地分力”和“与之分货”。
。

在此之前实行的井田制．主要分公田和私田两部分。在一个

“井”字的几块土地中j八户农民各有一份私田．收入归己；中间一

块为公田．收入归领主。每年耕种时，农民必先耕完公田，然后才能

自种私田。公田越来越多．农民不堪其苦．纷纷逃离．农业生产日益

陷入危机。管仲实行的“均地分力”．就是把井田中的公田分给农户

自己耕种．这实际上就是扩大农户所占有的耕地面积，增加农民的

3

h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收入。而“与之分货’，．则是按照土地质量好坏测定粮食平均年产

量．再根据产量分成固定比例．每年按比例分一部分收获物给领

主，其余一部分由生产农户自己支配。收成愈好，农民收入就愈多，

因而也大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他还大力推广铁铸农具。当时．铸铁刚刚发明．用它造成的农

具．质地坚硬．价钱便宜．特别是经过火卒火处理的展性铸铁，坚而

不脆，远远胜过原用的。海绵铁”农具。管钟深知此物之用途．便制

定一项政策，规定凡犯罪而不入于五刑者．皆可用金赎罪。当时，金

有美金恶金之分．美金指铜．可以铸造兵器；恶金指铁．即用以铸造

锄、夷、斤等农具。
’ ’

铸铁农具的推广使用．大大开拓了可耕地面积。对齐国的农业

发展极其有利，使它从一个单纯的鱼盐之邦，变化兼营农业的国 ．

家。对此．郭沫若说：“齐恒公之所以能够划时代地成为五霸之苜，

在诸侯中持出一头地。在这儿可以找到它的物质根据。煮海为盐积

累了资金．铸铁为工具提高了农业生产．所以桓公称霸不仅仪由于

产生了一位特殊的政治家管仲．而且是由于特殊的政治家找到了

使国家富强的基本要素。铸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中国较之西欧早两

千余年．这与管仲的提倡推广是分不开的。”(郭沫若：《希望有更多

的古代铁器出土》)
‘

‘+

二、盐铁专卖，以予为取，轻徭多收

管仲出身商贾．对商品贸易有丰富的实际知识．加之齐囤历史

上又有重商的传统．．并有发展工商的地理环境，因此．他火力主张

发展工商业．以作为增强齐国经济实力的重要途径。其中．推行盐

铁专卖最为重要。 、

‘

相传齐桓公曾问管仲收税之法说：。吾欲藉于台雉何如?”管仲

答道：--此毁成也”!。吾欲藉于树木。”管仲答：。此伐生也。””吾欲藉

于介畜。”答日：t此杀生也”。。吾欲藉于人．何如?’’管仲说‘：”此隐情

4
’

‘



也。”桓公又问：。然则，吾何以为国?”管仲答：。唯官山海为可耳；”

(《国语·齐语》)其中心意思就是说．只有由国家经营山海矿藏之

利，才是开辟财源的最好办法。他为齐桓公具体算了一笔经济帐．

指出“十13之家，十13食盐I百口之家，百口食盐”。(《海王》)即使每

升盐价加收半钱．即可相当于两倍的人头税。他又说：“一女必有一

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铣．若，其事立。行服连，

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未之

有也。”(同上)如果一根针上加一钱，_把剪刀加六钱．一个铁末加

十钱，卖三十根针或五把剪刀或三个铁耒．就相当于征收一个人一

个月的人头税。这丰厚的利润．自然深深吸引了齐桓公．更何况强

行征税，人必反对。这样通过买卖．百姓既不感到增加负担，又能把

收入集中到官府手中．所谓“取人不怨”．。利出一孔”．岂不是一种

无形的最好税收方式吗?
’

+．

4

管仲的以盐铁专卖为主体的。官山海”收入，基本上都是通过

交换方式得来的商业利润．其基本做法是民制、官收、官运、官销，

国家只掌握流通环节．而不直接管理生产。这样．既可发挥生产者

的积极性。用以提高生产}又可保障人民生活、生产的需要．避免商

．人中．问敲榨．并且又富足了国家。这就是管仲常说的“见子之形．不

见夺之理”!“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废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

也。”(《国蓄》)’ ，

三、掌握货币．平衡物价．调剂供求
’

●

～
‘

管仲认为“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

，人君只有“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见《国蓄》)．即善于运用货币以

控制生活必需品价格．百姓才能富足．国家才能稳定。 ．

-富有经商和理财经验的管仲，对商品与货币的关系非常洞悉．

也十分重视。首先．他主张“人君铸钱立币”(《国蓄》)．货币的铸权

必须属于国家．由官府控制好这个流通手段，而不能分散在私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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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其次．又主张官府铸造的货币．一不要铸得数量过多．二不要铸

得质量太差．即要按照一定的标准来铸造。否则，过滥、过轻、‘人民

不愿使用，就起不到“通旖”的作用。同时．他并深刻认识到“国币之

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

在上，万物重十倍。”(《山国轨》)按照这一规律，当物价平稳时。首

先由国家以货币购买粮食布帛等物资；等物价上涨到一定高度时，

国家又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物资．。这样，由国家掌握货币，干预商业，

贱时购进，贵时售出，调剂供求形势，不仅平衡了物价．保障了人民

生活。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在当时的齐国官营商业中。除盐铁外，粮食是一个较大的行

业!直接关系着国计民生。因此，管仲上述做法，就主要用在对粮食

的经营工作中。他认为“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

轻重”(《汉书》)，丰收之年．农民收获增多，粮价低贱。农民往往愁

粮之难售，这时，国家就适当提高粮价，收购民粮以保护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遇到荒歉年景。粮食减产，粮价飞腾，国，家又以稍低于市

价的价格供应百姓口粮，以保证人民生活一。这样．表面看来似乎只

是保障了农民生活。稳定了国家局势．其实，国家在这一购一售之

中．却也获得了相当大的一笔差价．增加了收入．充实了国库。

后人把这种学问·．总结成为轻重学。所谓的轻重学家．大都是

历代对经济生活深有研究．对理财颇有建树的经济家、理财家，而

管仲实可说是中国轻重学派的鼻祖。
●

。四、鼓励外贸，吸引外资．以富本国

管仲十分重视境外贸易的开展和活跃。他曾不止一次地利用

齐国与诸侯国会盟的机会j把便利商旅和减轻商税列入议事日程．

主张齐国对外来商人少收甚至不收关税，也要求其他诸侯国对齐

商不要加重税收。在他的倡议下，曾一度协议“田租百取五，市赋百
，

取二，关赋百取一”(!”恕官》)．即关税只收取1％，而且统一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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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称数．这些都有利于商品在诸侯国之间的顺利流通。÷．．

他为了借助外人之手来推销本国用不完的鱼盐．曾特准鱼盐

商人自由出口而不上税I他为了吸引外国商人来齐买卖，又曾特别

规定对外商的优惠政策：“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

养”(《轻重乙》)，即外商来车一乘者免费供应伙食i来车三乘者更

供给马的饲料，来车五乘者还另外有股役人员招待。因此使得。天

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轻重》)从而．繁荣了齐国经济。
‘

当然!治国有方的管仲并不是无限制地鼓励出IZl．而是以有利

于齐国为条件。如对盐的出口，由于他国无盐，齐国可以垄断市场．

他就一方面以免税为手段，鼓励商人大量出国销售，多赚外资I而

另一方面又在国内限制盐的产量，使盐在外国市场上始终保持求

过于供的稍紧状态，以便盐价经常处于较高的水平。另外。在物价

方面他也采取灵活的手段，对本国急于出口而又不能垄断市场的

商品．采取“天下高我独下’：的办法，有意识地使这些商品的外销价

，格稍低于其他国家，以利竞争l而对于本国不足的物品，又采取“天

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见《轻重工》)的办法．不遗余

力地设法提高其收购价格。以便吸引外国物资输入齐国i ．‘

另外，他还借助“商战”，出奇制胜地帮助桓公降眼了许多国

家。这些。也都在客观上适应了逐步实现统一的历史要求，表现出

他治国理财的卓越才能。 ．

五、取民有度．量民之力，以顺民心 ．

j

，

f

“富民而足下”(《小问》)．是管仲在经济利益上处理国与民的

关系的重要指导原则。因此，他除采取上述种种措旋以利民富民

外．还极力主张对人民的征收要适度，有节制，要注意数量的界限。

他说：“不知量，不知节．不可谓有道。”(《乘马》)办事不能失度，失

了度，“虽满必涸”。“虽安必危”(《形势》)。他又说：。地之生财有时，

民之用力有倦．而入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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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

小必安l诹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权修》)可见他把

“度”的‘问题是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来认识的。， ·‘

‘

取民有度．用之有止．目的就是要爱惜人民的生产成果。对此，

在财政上．他竭力主张节支俭用，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大兴土木；同

时，在民力上．他述特别强调凡事要量民之力．不为民力之所不可

成之事。
’

其他．诸如在四民分业、举贤荐能等等方面．管仲也做了大量

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果．对当代及后世都起到了巨大作用，产生了

深远影响。
’

’

’

总之．管仲相齐40年．他的一系列理财措施．对于利民富民，

发展生产．增加财政收入．振兴齐国经济，都是收到了前所未有的

成效的．不仅使当时的齐国由中衰变为富强．而且对后世历代封建

帝国的统一发展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

审视．对后人也有一定的启发。历代许多有成就、有见地的理财家·、

改革家。都借鉴管仲。从他那里受益匪浅。他不愧是中国历．史上第

一位卓越的理财大师。他的首创性的见解和实践’．是我们民族文化

宝库中的一份瑰宝。·‘ ． ．

’

(李香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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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

擅长管理的一代名相

子产(?——公元前·522年)姓国．名侨．字子产。因是郑国国

君的后裔．也被称为公孙侨。

子产聪敏好学，博学多才．具有超凡的见识和卓越的管理才

能。因此；在他还未被任命为宰相的时候，郑国的有知之士们就已

经认为．只有子产出来管理郑国，郑国的政治才能纳’入轨道。但子

产总是竭力推辞别人的举荐．他说：“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

也”(《左传·襄公三十年》)。事实证明．子产的话是有道理的。

子产大约晚于管仲一百多年。此时，曾经不可一世的齐国，国

力已经日益衰退．而位于郑国北方的晋国，与位于郑国南面的楚国

渐渐强大起来．取代了齐国的地位。两个强国为了争夺霸主的地位

各不相让．连年发动战争．据史书记载．著名的大战役就有好几场。

先是晋文公在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中，打败了渐已抬头的楚

国；继而“三年不飞不鸣．一呜惊人”的楚庄王又于公元前597年的

必}之战中，打败了晋国；接着晋国又予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中

大破楚军．o总之．从公元前7世纪中叶到6世纪中叶．两国南北对

抗．磨擦不已．经常不断地燃起战火。然而．这却苦了沦为战场附近

的一些弱小国家。’郑国夹在两个大国之阔．听从晋国的。会触怒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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