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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文史知识文库》之前

这套书本来是以“文史知识丛书"的名义出版的，现在改

成“文史知识文库一。“丛书’’改成“文库珍，目的是使这套j弓容

量大一些。把这套书编得更充实、更丰富，不仅容纳《文史知

识'已经刊发过的较好的内容，还要容纳t文史知识，朱能刊发

的好内容。我们的计划是潦入浅出地，重点而又系统地介绍

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丰硕成果。

我们的时代日新月异。科学技术革命迅速而又深刻地改

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国人民重振雄风，面向世界，面向来

来。在祖餍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酝酿着新的蛔起，新

的振兴。

在这一巨大变革中，在计算机、人造卫星、宇宙飞船、超导

体、遗传工程等纷至沓来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潆深感觉到

茫所不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传统文化的历史积

掂是如此的丰哼，以至十我们伴随着一项现代化下程的伟大

胜利，几乎部要想起我们的池人。想起为我们编写了中华民

接灿烂篇章的人们。我们的前人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灿烂文

q：。春秋战因的诸r哲学、汉瓤六朝的事解巨制、韩御欧苏的

大块文章、明清之际的人书画卷，无不表现了对社会国家的

债怀，对字宙世界的j砚待。这千古风漩人物的搏斗，相互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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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交融，造成了光华灿烂的中国，博大久远的中华民族传

统。这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民族凝聚、发展、强盛的

力量。

面向吐界，面向未来，总离不开我们站立的祖国大地。最

们都是伟大祖国的儿女，对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对我们祖

先繁衍发展的土地，怀有深切的挚爱之情。爱她，了解她，同

时研究她；在了解她、研究她的过程中渗透着我们对现在和未

来的信念。夸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以重新掘起的决

心．把祖国的传统文化放到整个世界文明的背景之中，我们一

定会更准确地找出精华，区分糟粕，在看来杂乱无章，盲目被

动的历史表象中，寻找出规律性的糸西，为我帆今天的创造活

动腚务，为我们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服务。

我们热’诚地欢迎广大作者和我们一起编好这套文库，共

同去完成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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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知讽文库已出书目

与青年朋友谈治学

古代礼黼风俗漫谈(一)

古代札制风俗漫谈L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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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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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学名词释义

中国文学史百逝

盎石丛话

中国古代科技漫话

漫话明清小说

中国古代官制讲座

佛教基本知识

中国字典是略

汉语音韵

中国古代韵书

奄样学习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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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家管仲

夏子贤

管仲(约公元前730年——公元前645年)，字夷吾，春秋

时期颖上人。少时家贫，曾以经营小商为生，长期活动在社会

下层．比较了解群众。后来囡鲍叔牙的推荐，得到齐桓公的重

用．“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宪

问，)。他为了齐国的富强，以大半生的精力，从事改革。在历

史『：”!Uj了杰出的贡献。

春秋酣期的齐同．虽与晋，楚、秦同属强盛诸侯，但在管仲

任政以前，危机四伏，公室腐跛无能，情况十分严重。为了改变

逮种混乱的局面，使齐国转危为安，齐桓公不记私仇，唯才是

任，在他继位后不久就“三璺j浴’，(《国语·齐语'，以下引文来

浊音均见E芝书)．恭迎管仲干郊外，“厚札以为大夫弋《史记·

齐k公世家》)。任政“使相弋《左传·庄公九年》)：进行了一系

列改革，首先是经济改革，同时也相应地注意到改治与军事。

管仲蠢经济改革，污先着眼于农业税制，调整分配关系，

以调动农氏的生广：积极性。

我国古代的土地制霞，自夏、商，周i代以来，名义上为国

有制．“普天之下，莫-l乍王j：”；实际上是农村公社集体所有制，

土地不准买卖，个人没有处置权。农村公社土地的存在形式，

是井。邑、社以压书社等。公社的规模大小不等。土地由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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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分配，即所谓g以颁田里。(《周礼·地官·遂人》)。当时

的税制是：村社农民4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刀(《孟

子·隙文公上》)，集体为国家提供劳役税。然而到了春秋时

期，随着铁器，牛耕的普遍使用，这种势役税制度受到发展了

的生产力的猛烈冲击，一家一户的分敌生产，不仅有了可能，

而且成为必须。“公田夺治∞、“田在草间。的现象，在各个诸侯

国与日俱增地蔓延开来。而襄公统治的齐国，情况尤为严重，

垒部耕地，杂草丛生。据《诗·齐风·甫田》揭露：“无田甫田，

雏莠骄骄t“无田甫田，维莠桀桀9。农业生产严重凋敝。

针对这种现实，管仲果断地改革了分配形式，实行“相地

而袁征芦。这种制度的核心，是废除集体无偿地耕种“公田p的

劳役税制，不论“公田势或8份地”，一律“相壤定籍。①，按土质

好坏，面积大小，征收不同等级的实物税。这是封建地税制度

阶段性的大变革，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相地而衰征”，首先是分“公田净为“份地。，改集体耕作为

个体生产。这叫作“均地分力。。管仲说：“均地分力，使民知

时也，民乃知时El之早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

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势苦。丑

一(《管子-乘马》)这就是说，分地以耕，农民深知产量多少，直

接关系到自己家庭生活的好坏，故能自觉劳动。

“相地而衰征”的结果，实物税取代了劳役税。劳役税第

体交纳，耕作时，相互观望，徒具形式，无甚实际效果，庄稼荒

2

o k管手·乘马，。t管子，并非警仲所作．史学界公认成书于战图．

但是。其中保存不少警伸恩童资辩也是毫安．因此．奉土也参酌着引用了

一些《管子》材料．



亮，国家税源涸竭，农民生活困苦。公私两不利。实物税，一

家一户分别交纳，税额相对稳定，多收多得。这叫作“与之分

货芦。管仲说：d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征)矣。审其分，则民

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同上)这是在公有

制没有完全取代私有翩的漫长历史时期内，普遍存在的不可

抗拒的客观经济法则。所以直到战国后期，人们还在重温这

个法则。他们指出：“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

所匿迟也。X《吕氏春秋·审分览》)

管仲对农业经济的改革，仅限税制，并束触动村社集俸土

地所有制。他认为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坚持届相地衰征。、“并

田畴均。、R无夺民时刀三者并行。战国后期的商鞅变法，提出

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买卖合法化就是明证。这是继管仲

改革之后的又一次历史性大变革。

管仲经济改革的第二个重要内容，是“本束并重力，多种经

营。重农抑工商，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共同国策。他们“重农J

是假，贵其“志朴”、“易使力，则“主位尊”也；抑工商是真，患其

簟有远志弦、。无居心。、“巧法令。也(《吕氏春秋·上农》)。他们

誉农为“本业。，贬工商为“来业力，处处歧视．打击工商业者。

管仲第一个将工商与士农并列，肯定士农工商四民同属

“国之石L硕)民”(《管子·小匡》)，把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提

到跟农民和统治者的后备军——士同等高度。这在封建社会

是十分罕见的。在此基础上，他主张发展工商业与发展农业并

举，提出“簿本肇末力的著名观点。什么是“薄本肇束’“薅，

等也；肇，正也。谓先等其本，以正其束。X《国语·齐语》韦昭

注)即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商业；本末有主次，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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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同等看重。管仲在强调粮食是峦王者之本w民之所归乃的同

时，充分认识到“无市则民乏。(《管子·乘马》)，发展工商业，

同样是社会所必需。因此，他坚持“与俗同好恶”。俗，实际上

就是客观经济规律。“浴之所欲，因而与之；俗之所否，因而去

之。”是以“贵轻重，慎权衡。．“通货积财。(《史记·管晏列

传》)。可见，管仲改革经济，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

“末业”生财，远胜r叫‘”。诚丑n司马迁所说：“用贫求富，

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史记·货殖列

传》)这是又一客规经济法贝Ⅱ。如阿调节两者间的不平衡性，

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当政者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

理。对此，有人主张“杀巨商之利而益农夫之事”，即压低工商

业者的合法收益，以就平于农。管仲的意见相反。他主张提

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的经济收益，以缩小本末间的差距。

大体说来，当时“末。一日作而五日食，矗本。一Et作而自食不

足。管仲认为只要使农民收益提高三至五倍，则农民安心劳

作，工商不遭压抑，本末便可一并发展。

因地制宜，大兴鱼盐、山林，川泽之利。这是管仲“本未并

重力的经济思想，在多方面发展生产的具体运用。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同上)，自然资源丰富。春秋有三

大“阴王之国”(资源丰富之国)，齐居其一。齐国渠展(渤海)

之盐．乃大宗特产，管仲主张放手让群众生产，国家收购，投入

国内外市场出售。结果年收购量逃十万八千钟①，于盐业生

①《管子·轻重甲》。十月始征，至于正月，血盐三万六千钟。”平均锰

月征九千钟，全年则为此教。据一左f々j盛公=十九年“虼围人粟．户一钟”．

牡洼“大斛四斗日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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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淡季，运销晋．宋、卫等内陆缺盐地区的a国际芦市场，“得成

金万壹千余斤舅(《管子·轻重甲》)。

滨海产鱼，水产富饶，发展捕捞业，是开发财源，繁荣市场

的另一个重要途径。管仲把国内销售之余的海味，亦运往国

外出卖，通之“于东莱芦。为使货畅其流．便利商品转运，他规

定“关市几(讥)而不征芦。

管仲还认为山泽、沟渎所出。桑麻．百果、六畜等经济作物

和农民的家庭副业，也都是“国之富也刀。应鼓励群众经营，

“使民鬻之四方刀。齐国向有“冠带衣履天下。之称，茹其后

中衰。管子修之芦(《史记·货殖列传))，收到了致富的良好

效果。

重视技术学习，实行各类人员专业化。这是管仲经济改

革的第三个重要内容。

他将全体居民按士农工商分成四大类，4勿使杂处。，以防

止见异思迁。这是我国古代史上亘古未有的创见。他认为

“成民之事力，须根据不同专业特点，安排特定工作环境，“处士

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

四民分处，就是强调专业分工。社会分工，是历史进步的

表现。分]：愈细．技术愈精，劳动效果愈好。关键是技术。因

此，要求每一个专业工作者，学习和提高技术，是头等重要的。

如何有效地学习专业知识和技术?管仲主张从少年时代

开始，由专业化家庭培养。他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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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由之一，从小学习，易于培养热爱专业的思想感

情；其理由之二，在专业化家庭学习，可以发挥环境影响的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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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家人朝夕相处，旦暮从事，耳濡Et染，感受殊深，父兄教

授，耳提面命，可以收到显著成效。

管仲从事经济改革的行动，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坚实的思

想理论基础的。这就是朴素的唯物论。他有两句千古名言：

“仓麋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芦在他看来，纲常名教，

伦理道德，“国之四维。等意识形态，都是由经济条件的优劣

抉定的。

管仲更深刻地认识剜，物质条件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

人们致力追求，是社会的普遍现象。g夫人之情，见剁葵能勿

就，见害奠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

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人海，海深万仞，就渡逆流，乘危百

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

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刀当政者应正视这个客观存在的事

实，因势利导，满足人们的合理要求，为民“圈之以害，牵之以

利∞(《管子·蔡藏》)。

管仲这一唯物论的经挠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如司马

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不仅引用他的原话，并且发展了他

的观点，更明确地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

利往。茹匹夫犏民是这样，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何

尝不是如此。

管仲在政治与军事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主要内容

是：“参其国而五其郢芦。

“参其国。，是将国都士工商三大部分居民，分类组织起

来，置工商各三乡。士乡十五。从而隹作内政而寄军令”，寓兵

于民，军队组织地方化。他认为伍之人“世同居，少同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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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了解，富有邻里感情，“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

相见，足以相识弟，“守则圊固，战则同强。，会提高部队的战

斗力。

“五其鄙力，是把郊外居民划分五属，下设县、乡，率、邑。

邑领三十家。严密地方各级行政组织，强化统治。

征国芦与球鄙。除各自特殊职能外，还有两项共同的政治任

务，即“荐贤报不肖∞，执行官吏“三选法。。

管仲规定：“乡芦与“属力的长吏，必须注意发现三种人：一。

居住好学，孝于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乡里者；二、有拳勇股肱

之力，秀出于众者：三，不孝双亲，不长悌于乡里，骄躁淫暴，不

用上令者。有司没有发现，或发现而不上报，即是“蔽明。．“蔽

贤。与“下比”。“其罪五”，根据情节，量以不等的五种刑罚。

管仲制定官吏“三选祛。。首先由乡长和属大夫荐举贤才，

再经中央长盲进行为期一年的考察，最后，国君面试，“普相

其质力，确认“足以比成事，诚可立而授之”官者，“升以为上卿

之赞刀(助理)。此法实施的结果是“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匹

夫有不善，可得而诛也。。“民皆勉为善力。从而逐渐形成了安

定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乡不越长，朝不越爵，罢

士无伍，罢女无家。刀人们不贪“一朝之便。，而世有终岁之计芦，

务．芝“终身之功。。

意义尤为深远者，管仲的政治改革，导致了我国古代国家

．政体的变化。他对“五鄙。行政组织的建设，与西周分封诸侯，

各自为政的统治形式，明显不同。而与商鞅变法以后的县，

乡、邑、什、伍，却颇有类似之处。

首先，通过“三选法。摧用长吏，“禄贤能盥，与西周“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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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宗Ji‘左传·桓公弹)．-
的宗法制度是强然奇别的。

其次，五鄙之内，从属到邑，逐级隶属，层层对上恭职，最

终统于国籍。国君责令属大夫碰备保治尔所，毋或淫怠而不听

治Ⅳ。丰功者赏，寡功者罚。这种考核，实乃战国时代“岁终奉

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刚可，不当鲥否”(《苟子·王霸，)的官吏

考绩制度的滥觞。管仲规定．属大夫必须年初向国君“复事。

(即述职)。这又酋开战国时代官吏“上计9制度之先河，管仲

实是我国古代中央集权政体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管仲的改革，旨在使国家富强。史实表明，目的确已达

到。从此以后，齐国“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出现“大国之君，

莫之能御”的强盛局面，司马迁在评论管仲政绩时指出：“其为

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芦桓公以霸，“管仲之谋也”。

(《史I己·管晏列传》)所论颇为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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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予的幸运与不幸

杨牧之

说到晏予，几乎可以说他是我们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第一，人们都知道他个子矮，“长不满六尺芦。那时候的一尺，大

约相当十现在的七寸，不满六尺也就合四尺多一点，一米四十

左右；第二，他机智，善于随机应变。4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

者熊丝贤王，不肖卉使使不肖王。婴最不肖，故直使楚矣。一

(《晏r．春秋·l^j篇杂下九t、)这是“晏子使楚”的故事。“桔生

准I妇州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hd，所以然

者何?水土异也。令民生长干齐不盗，入楚劓盗，得无楚之水

土使民善盗耶?”(《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十》)这是晏子与楚王

的论辩。谈笑风生，挥洒自如，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既不

长对方的志气，又利用对方无礼的玩笑以遇为进，使辱人者自

辱，这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机智。伟人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

说过这样的话：“假争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蒜焉。刀

(《史记·管晏列传》)司马迁对晏子如此忻慕，甚至甘心情愿

为他做“执鞭”的奴仆，可以想见晏子的为人。

。口LJ马迁忻慕晏予什么呢?在晏子的传记中，司马迁讲述

了两件事：其一是“赎救越石父。。越石父是当时的一个贤者，

不幸沦为奴仆。一次，晏子外出，在路上碰到了正给主人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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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越石父。晏子卖掉了驾车的马，为他赎了身。到了家门口，晏

子“弗谢，入囤弟，招呼也没打一个，就自己进去了。越石父见晏．

子对他无礼，立刻要走。晏子很奇怪，问道：矗我和你素不相识，

你给别人敞了三年奴仆，是我把你赎出来的，你为什么耍离

开我呢?”越石父说：“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干知己者。方

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面赎我，是知己。知

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缀鲤之中。。晏子很虚心地接受他的批评，

4延人为上客力。其二是“御者改过刀。晏子车夫的妻子从门阔

窥视共夫，只见其夫“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

不久，车夫回家，刚一进家门，她便要求离婚。车夫十分奇怪，

她说：“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

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r

之意自以为足，妾是吼求去也。’车夫听了妻子的批评，深深自

责，井认真改正。晏子见车夫前后判若两人，便问是怎么目

事。车夫据实以对，晏子认为车夫勇于改过，为人诚实，就推

荐他傲了大夫。很清楚，第一个故事，讲的是晏子能接受批

评，重视贤才：第二个故事，讲的是车夫，实际上还是说的晏

子。说晏子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说晏子在人们心日中的崇高

地位。

但，这些还仅仅是讲了晏子的一个方面，而且还不能说

是主要方面，，司马迁说：4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沦其逸

事。力原来司马迁认为有关晏子的事迹，“世多有之”，所以在晏

子列传中也就不再多谈。这也可以见出在司马迁的时代，晏

子的事迹还是广为人知的。那么．晏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要知道晏子，必须把他重新放到他所演出过的历史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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