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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壁华!给欧阳志高的信〈代序〉

敬爱的歌自志高同志=

读到《湖南财政史提纲》之后，我这个九十岁均老残，感到

深刻均体会与共鸣 i 题各是《湖南娟政史)， ，实际是中国财政

史的模括，而以期甫的具体史实，却以充实、论证，更显得"史

实"确茵毛 必史识"深刻、 "史断纱有力:阅后为之款跃!

姜维壮老友告我，欧阳志高同志要我为《襟甫财政史》写

个药序，离审厚i宜，感期五衷，以云作序，馆不敢当 i 但是读

到《提纲》后，也就是芜笼开头的几句话:请子审阅鉴核后，

酌量采用。

志高同志!你我虽未晤雨，雨，心神契合i 借用唐代诗人梆

子厚的诗句E "浩然离言说，晤'BLEp 自足! "我很盼望，在您

的主持下，写出这部《湖南财政史》藉供同好的学人们参考、

酌鉴!

回忆→九四八年，应当时的湖南大学三位老友李达、李祖

荫、江之泳之约，到过长栓的黯大，捏任经济系《期政学》的

教课任务。深瑕经常到j岳麓茶崖和老友们座谈。辑隙韶光，转

瞬经过了三十六年 1 "念昔同踪者，黯今有几多 I " (刘民蹄

诗句) "传部智勇人，惊，辛串鞭影。搓黯复搓蹬，黄金满虚

!Jt! " (龚定庵诗句〉我九十之残年，深愧贡献之少:

我虽生长在监l菇，有幸在湖衡之长沙，居住窝年，也算是

" 11胡富人"了，对湖南这个"边灵人杰"之省，念念不忘，亦
应有之必人情"白:祝

键i

i崔敬锦i谨肃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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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海南由清康熙三年( 1664年〉设宫分治以来，已有三百二

十多年拍时间了。去自同样经历了自封建社会逐步为半沦疆民地

半封建社会，然活跃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用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看来任何现实都是历史的发展，都需要研究历

史。从财政来漠，它是国家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一种特定的分配

关系。"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婿政支持下才会产

生纱。因此，在历史上任何除在部社会变革中，都有其不同的

理财思想、布盟主政经济措施。当然在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但

是，无论是成功的，]E是失败的，都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租方法，去认真地如以总结，剔除其封建住的槽粒，股枝其民

主性的清华，为今天正在进仔的注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服务。跨出，我们搞写了这本《前离财政史》努力想把

"两混分治"后湖南财政的沿革兴废和跌者起快，介绍给读

者，作为大家在研究湖南财政历史和进行两个文葫建设的借

鉴。

经济决定射歧，财政又反作用于经济。所议，我们在介结期

南各个历史时期的财政结况时，都谈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彭势

特点，对有些与财政关系也较密切或影嘀较大的事件，还作了

-些较为详细始记述，目的在子{吏读者能善全亩地了解当时的

具体情况z 能联系当时政治经济等社会历史环境来了解湖南财

政的历史，探寻立的发展过程手fl埋律。

关于历支分;坦问题，我归根据财政是成国家为主体对社会

产品和虽民收入进行分配再分配的分配关系，哥政权是政治经

济的代衰，所以我们按照各个历支时期不同古专政权性晨，将湖

1 



南财政主5分清代穹民固和新中国三个时期采编写，没有采用技

社会性或分期的办法。这样傲，有三大好处z 一是把财政和政

权性庭联系在一起，可以充分反映有什么样的政枝，就有什么

样的财政F 二是可以揭示对政与政治经济形势的内在联系，说

明在不i司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历采取的不目前财政措蝠，及其对

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p 三是眉目清楚，既使于编写，也挺于

阅读。

至于各篇内容的分期，我们从湖南均具体房支情况出发，也

没有按照史学家以1840年为分期如线的办法。我们认为， <<海南

妇联史》是-JF地方的专业虫。立虽然是伟大祖国历史的一部

分，但毕竟是一个地方专业虫，应该反映自己的特殊性。从全

国来说，中英鸦片战争是历史的转折点，但对湖南特黯是潜薛

财政亲说，在清代真正发生直接作用的，还是太平天国革命运

动以及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等历支事件。因此，我{门将清代的

湖南财政，划分为咸丰元年( 1851年〉以lYû、咸丰元年至光绪

二十年( 1894年〉和光绪二十年~后三个时期F 民国时期，划

分为南北军阀混战、国民政府统治和国民政府全民崩溃三个时

期。新中国时期，划分经济'反复和必一五纱时期、开始大规模

进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t，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建

设新时期四个时期。

这本书是在编筹《湖南省志·财成志》以后编写的。我们

鉴于志书的"志条其目"，在"全面反映，错幸it备征"方面，

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功用，但由于必述商不律"，卫士妇政历史

上的一些问题，没有充分地展开议论，事费因果，揭示规律5

同时，又有很多综合材料，不能完全入志，丽史书魏可以 u支

论结合"，纵横撑闺，尽其作者之能事。蔚以，史书与志书是

"各异其趣"，不仅没有重复，百旦还可目互相补充，相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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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这本书，立意在全理地系统越反映海离财政历史，彰费经

济决定财政，财政反作用于经济的基踏上，辑录了比较可靠的

史料和进行了实事求是地立论分析。

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财政部科研所、据南省财政厅

厅长墨宝元窍志、省财政科研野的捂导和支持，特别是财政史
• 
专家老前辈i崔敬信寄来热情溢的信，给我幻教益良深。在此一

并表示谢'比:并由衷地忌请读者主lt评、指按合

境者

198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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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湖南设宫分治以前的财政经济概况

模富是伟大祖国的应f毡，古代文明的盹远。在上古时属于

三茧圈，称蛮夷之地。三1t分天下为九步1-1 ，湖南属于茹冽的一

部分。春秩战国时期，属于楚国。秦代分天下为切都。湖南分

属子长沙、黔中二君1~ 0 汉代所设置部武陵、桂阳、零霞、苍梧

等都及长沙国，除苍梧部〈今?王华、江永工县仍在湖南〉外，其

f也原郡嚣的主要属地饲是湖南地方。此后，历代行政机构的设

官分治各有不同。唐代分全因为十道，湖南地区属江南这管

辖。唐代宗广德二年( 7&4年〉没里湖南混察使，先驻衡阳，

后移长沙。宋代改造为路，在分离;湖(湖南、湖北〉地区设

置湖南路和翻北路。元1-t设濡广行臂，明代仍按元代的区划，

设置翻广布政皮。清代裙年，沿袭明艇，设锦沉巡抚，在员

到〈今芷江 λ 兼程锦桥豆。康熙，三年( 1654 年) ~两捞分

沽，才将今湖南地方从湖广行告中划出，将偏52巡括移镇长

沙，设置湖南布政使，正式%成湖南省的模念，一直相沿至

今。

湖南这块地方在祖国的摇蓝里，也同兄弟省、区一样，都

经Z写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到了明、清时代才缓

程远发展到封建社会末期。众所周知，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有

分配问题，只是在民族社会里没有爵政分配。正如恩格斯说

的，捐程是民族社会所完全不知道曲。只有在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人们的劳动产品得以维持劳动者的生存之外还有剩余，劳

萄击现了分工，社会出现了黯级分化，出现了国家之后，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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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上产生了运用财政手段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需要。也只有

在这个时候，才从社会产品分配中分离和独立击时政这个分配

范畴。因此，财政分配关系是社会产品分盟关系中一个特定的

分配关系。在封建社会里，虽然一切财政收支权限都集中在中

央政权，实行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财政只是中央财

政的蹄霜，但作为地方一级政权和财政收支管道部门，在贯彻

执行中央政权的财政方针、政策、制度等方面，又有自己的特

殊性。恩格斯提出z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

素妇提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①财政分配这个范

畴是因嚣家政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但决不是说虽家可以凭主

观意志来随意进行分配。既然分配是社会产品的分理。它就不

能脱离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而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关

系是受一定的生产力水平蔚制约，归根到底是受 G现实生活的

生产和再生产"所制约。这是财政分配关系盾的规定位。因

此，国家究竟从各阶级手中分享多少剩余产品，在国家租各阶

级之间应当彭成怎样一种财政分配结构，不决定于统治者的意

志， W决定于各该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和分配关系，以及随之

雨来的阶级力量的对比情况。也正因为如此，湖南财政虽然是

国家勤政的一部分，但出于各个历史时期"现实生活的生产和

再生产"以及前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又不同于其也地区，所以

在时政分配上也有它自己的个性。历史事实告诉我们，野政分

配关系是一种客观关系。湖南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的兴衰起

伏，无不在它们所制定的财政政策和财政制度方面反挟出来。

当它幻的财政政策和财政制度符合当时财政分配的客观关系

时，就能有房成就，有历前道，反之，巧取豪夺，为所欲为就

要受到挫茹，甚至导致整个政权的培台。

①《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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