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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管仲是奇才 
 

从西方文化来讲，宏观经济理论的创始人是凯恩斯(或说是马克思)，而从东方文
化来讲，则宏观经济理论的创始人应是中国的法家，代表人应是管仲，主要文献应
是《管子》。这是中西文化的不同所决定的。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的内容不同于西方
而高于西方，中国的宏观调控也不同于西方而高于西方。 



    管仲是两千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奇才。所谓奇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对
中国的贡献重大，影响深远；二是管学体现祖国的文化传统；三是以他的理论、政
策对外接轨对比，有独到的优势，在今后的世界经济事务中仍然具有西方传统经济
理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本书编写的依据是《管子》，采用比较的方法，从文化发展的实际出发，结合
国情、人情看待管仲学派发展的脉络和贡献。它与西方古典经济学路数不同，它可
以古为今用。今天研究《管子》的成果，主要是重温他们的思考方法和学术特点，
希望对当前处理国内外经济问题会有切实的参考价值。 
    (一)本书的编写，不是注解，不是教科书，也不是写经济思想史，只是想把一
位不被重视、几近湮没，但确有卓越贡献的历史人物管仲(约公元前730—前645年)
推到前台，把他的学派的代表作《管子》的精华公布出来，并且与古代和近、现代
世界著名的经济理论和通常的经济管理进行对比，以显示管仲学派的风范。至于
《管子》中哪些是管仲的思想，哪些是本学派的追加，当前难以分清。后人的追
记，不一定不是管仲的思想。虽说《管子》中的《轻重篇》成书在后，但主导思想
与前半部还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这里用管仲学派一词，基本作为管仲的思想和它
的发展看待。 
    (二)本书的编写，不要求面面俱到，不重复学术界已有的论证，而是研究人之
所略。在写法上，本书不滥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管子》，不采用传统经济学的
理论看待《管子》，也不相信欧洲中心论。同时力求节约篇幅，剪削枝蔓，文字从
简，说理通俗，不搞玄虚，不模棱两可，不玩弄名词术语。在论述时，讲事实，摆
根据，力求把管子的实际贡献和盘托出。由于本书旨在研究问题，解剖问题，所
以，一方面直逼问题，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求篇幅协调；而另一方面，又因为
按问题分章，各章分别独立，在各章之间，虽已力免重复，但为了每章说理的完整
性，加之众多问题之间又有广泛地联系和交叉，所以有些简短重复还是不能避免
的。一时还没有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以“德”为例，在法治有它，霸业有它，价
格政策还有它，都不能漏掉，这也是管学的特点。似乎可以说这种交叉应是今后经
济学的发展趋势。 
    (三)研究的依据。现在研究管仲，实际是研究管仲学派，主要依据就是反映管
仲学派思想的《管子》。这虽不是管仲所作，也不是一人一时之作，但经历代研
究，认为这还是一部可信的史册，它保存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具有极为重要的价
值。《管子》前六十篇是通论，大部分讲经济理论；后十六篇是轻重篇，是贯彻通
论的农业经济政策和农业经济管理，前后是一致的。现在是把二者合并起来，研究
有关轻重篇的理论与政策，姑名之为“轻重论”，实际就是管仲学派的经济理论，
而且也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始。 
    (四)本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是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管学，中篇是从先秦学
术看管学，下篇是从轻重论的基本内容看管学。 
    (五)学术界在过去的学术论述中，经常给古人划阶级，定成分，穿靴戴帽，不
免导致错误的结论。给管仲定阶级成分也是不妥的。举例说，学术界常说先秦的地
主阶级如何，新兴地主阶级如何，破落地主阶级如何，这些“如何”完全是作者想
象出来的。而且学术水平的是非、高低并不决定于此；试想，用当今的阶级模式给
古人划阶级，定成分，削足适履，怎么能够准确无误。况且出身不等于思想，思想
不等于行动。而且一个人可以既唯心，又唯物；一个人的主张既可有利于帝王，也
可同时有利于百姓。今天能把古人说的话弄明白，做的事弄清楚，不扑风捉影，不
牵强附会，不哗众取宠，就是极大的成就。宋庆龄姐妹三人，出身自一个家庭，却
是三种性格，三种结局。今人尚且如此，给古人定性，其危险系数之大可想而知。 
    (六)把经济形态作为划分问题的标准，或给问题定性，也很有局限。举例说，
“小农经济狭隘论”已盛行几十年，这是一个古今长存的经济形态。从实际看，也
确实有待商榷。中国的封建制度，先秦不同于两汉，中国不同于欧洲，中国的小农
经济也不同于欧洲。说小农经济狭隘，可能符合欧洲的情况，比如说，西方有的国
家，时至今日，已经是弹丸之地，还在四分五裂，搞独立，闹纷争，确是狭隘。但
这与中国并无可比之处。 
    在中国，先秦很多政治家和思想家所表现的是宽容而不是狭隘，他们笃信天地
无私，宽厚待人，严于律己。比如说管仲不是齐人，而且曾经箭射齐桓公，仍得到
桓公的重用，并尊称为“仲父”。秦国的名相，如商鞅、李斯等人，并不是秦国
人，却很得秦王的信任。齐国的稷下学宫所优厚俸养的大学者，也不必是齐人。还



有，苏秦只是一个贫困的普通老百姓，没有人事背景，却可以佩六国相印。这些事
例在今日工业发达的英美就办不到。从大处说，也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国的《礼记
·大同书》，它所号召的“天下为公”思想，肯定不是狭隘思想，肯定也不是乌托
邦，后面再交代。但它却产生于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二是从民族看，从宗教
关系看，中国虽说是多民族、多宗教国家，但从历史主流说，没有欧美那样严重的
宗教冲突和种族冲突。再看西方，已是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国家，却牢牢抓住歧视不
放。其宗教歧视势同水火，种族歧视甚至灭绝人种，可见是否狭隘，是否承认“天
下为公”，实是十分复杂的问题，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演变、文化传统、自然环境，
外部影响等等都有十分复杂的交互影响，只想用大小生产作为惟一标尺，是不能解
决问题的。 
    (七)历史的发展与阶级斗争。和则治。从中国先秦的历史看，真正推动经济发
展和文化繁荣的力量首先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而稳定的基础是和而不是斗。
所谓和，它包括人际(包括诸侯各国)的合作和交流；社会整体的安定和团结；生产
技术的发展和改进以及资源条件的合理分配等。这些才是构成经济发展的不可替代
的根本力量。管仲的“寝武事，行文道”的政策，从另一角度正确无误地证明了这
一论点。再从稷下文化的蓬勃发展看，它既不是产生于战火交加的武斗，也不是源
于唯心、唯物两家的文斗。因为：唯心与唯物是今人的概念，对古人不可硬套。文
化的成长变化，自有其本身的规律；文化的发展，既有相互批判斗争，也有相互渗
透合作，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从文化的斗争看，既不能单纯用鱼死网破的斗争关系看待，也不能承认阶级斗
争万能论的存在。新中国在1950—1980年，也曾一度盛行阶级斗争决定论，把文化
的发展完全归功于阶级斗争，结果发展到“文革”，把国家斗得一团糟。说明这种
简单化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如果阶级斗争必然推动历史前
进，就没有理由反对战争了，也就无所谓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了。而且还要注
意，有的战争虽可影响历史潮流，却不一定是阶级斗争，也不一定能够推动历史前
进。 
    此外，历史中还有第三类关系，这就是毗邻地区，人与人之间互不干扰，各自
发展，既不合作，也不斗争的关系。他们是各自独立发展，平行前进的。他们或者
虽有来往，但接触不多，影响不大，各不相扰，各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比如中印两
大古国，累世毗邻，各有特点，但相互来往很少，也很晚，这就是各自独立发展的
样板。 
    (八)在研究管仲或《管子》时，人们总想弄清他是为谁服务的，因而有不少说
法，这里存而不论。但从历史看，环境可以改变人，由环境铸就人的思想。人也可
以改变环境，人们的认识可以具有多式多样的超前性，可以把人的救世济人的思想
变为现实，并成为推动历史的基本动力。大致说，第一流的思想家、教育家、宗教
家、政治家，他们站得高，看得远，他们的影响力具有超时空的跨幅，源远流长，
甚至长盛不衰。他们很难缩小到为某一阶级或阶层服务。管仲就属于这样一个人。
通过他的改革，东周王室受其惠，维持了他们的尊严，巩固了政治秩序。齐桓公受
其惠，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霸主。诸侯各国，特别是诸侯小国受其惠，他们不受侵
犯，平稳生活，怡然自立。各国农民受其惠，且不说少服役，少纳税。只说不打
仗，老百姓就少死人，就可以长期安居乐业。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说“民到
于今受其赐”，他说的民，并不限于哪一个阶层。更为重要的是包括齐国和诸侯各
国在内的文化受其惠(并不限于某一阶级或阶层的文化)，也就是说中国历史受其
惠。这是最大的收获。可以说，没有齐国政治经济的大气候做基础，就不会有历史
上的百家争鸣的盛世，而且至今已时隔两千年，依然光彩夺目。但是，不能用今日
的标准衡量古人，稷下文化不仅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甚至连一些人的阶级属性也
不易判断；它不仅不是唯心唯物两军对垒的产物，甚至谁是唯心，谁是唯物也难以
说清。研究古代问题，用今日的标准，定古人的阶级立场，很难，不宜简单化，以
免发生悖谬。如果一定要说清管仲学派为谁服务，看来最为恰当的就是为历史服
务。他们为先秦文化发展的大环境有铺垫之功，为综合发展农业走出了一条可行的
大道，为中央集权(不限于封建统治)的管理模式积累了可贵的经验，为中国的政治
经济管理开创了综合研究和综合管理的先河。 
    (九)关于《管子》中所反映的儒、道、法、墨、农、兵等家的学说，以及反映
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制、等等问题，可说明管学是各学派的融合，对这一现象
应该作为各家相互渗透看待，作为当时学术交融的结果看待，而不应作为混进管学



的“杂拌”看待。也不应看作抄写的误入。《管子》的成书不同于《吕氏春秋》。
从经济理论看，《管子》是长期从政的经验总结，其内部各种理论的组合，都是有
机构成，自成套路。可简称管学；而《吕氏春秋》则只是一些学者的学术汇编。二
者基础不同，作用也不同。 
    《管子》所说的主要内容是否都是事实，现在还难以证实，但从齐国的繁荣富
强来看，从霸业的成功来看，从后人的反映来看，都有根有据，不会有很大的水
分。 
    《管子》的编辑成书也存在一些细小问题，比如《揆度》篇说：“自言能为司
马不能为司马者，杀其身，以衅其鼓。”这与齐国的任用制度和法治精神都不一
致。《轻重甲》所谓“高杠柴池”之谋等，脱离实际，也不可信。这些问题显然是
好事者在编辑中加入的，这些内容都是孤立的，缺乏本证，难以成立。因此，瑕不
掩瑜，无伤大局。虽说有人对管仲其人和其书有些非议之词，可存而不议。 

(十)经济学是比较的科学。在编写上，要用比较的方法，综合的资料，求实的态
度进行讨论。应该总览全局，但不宜繁琐。为此，宏观与微观相比，以宏观为主；
实证与规范相比，以规范为主；静态与动态相比，以动态为主；舆论与实际相比，
以尊重事实为主。这一系列主从关系如果颠倒过来，就变成了古典经济学的观点，
笔者是不赞成的。在此要求下，避免不了参与必要的讨论，这正是科学的发展所需
要的。战国时期的稷下文化，就是争鸣的样板。当时的稷下，群英荟萃，人杰地
灵，热火朝天的学术交流，促成了“百家争鸣”的光辉历史，它不仅使先秦文化盛
传两千年而不衰，而且其中精华至今不失为世界级的瑰宝，相反，如果像“文革”
那样，万马齐喑，哪有学术可言! 

研究经济理论，必须与国情、人情相结合；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社会相结
合；与大众的生活水平和思想水平相结合；使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局部利
益与整体利益相结合；这些虽然都是古典经济学视野之外的问题，但又是21世纪不
可回避的经济问题。中国的发展，要严防坠入拉美的厄运，据说拉美4．6亿人口中
有两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整日在穷困动荡之中过活。要谨防坠入日本模式，像
人们所说，美国打个喷嚏，日本就要感冒。也要谨防坠入英国模式，迈着绅士的步
子，颐指气使地跟在大国的后面，亦步亦趋，甘当仆从，简直是一个政治经济舞台
上的小丑。 
    (十一)本书取名为“史话”，有三层意思： 
    一是以史为鉴，以史为师，正本溯源，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这也是编写本书的
初衷。古今市场经济总有共同或相似之处。两千年前的管仲学派的经济理论，对当
今的市场经济仍有可以借鉴之处。比如说《管子·牧民》主张“不为不可成”，今
天谁也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只为不可成，专找钉子碰。《管子·形势》说得好：
“疑今者察之古，知来者视之往，万物之生也，异趣而后同归，古今一也。”这话
很有道理。，为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就要承认历史事实的来龙去脉是客观存在，
既不能割断历史另起炉灶，也不能无中生有以假乱真。当然更反对以想当然的推论
或“文革”式的上纲上线代替历史。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有根
有据地对待历史。 
    二是因为今人也有不足之处。常见有些说法和作法，还远远没有达到管仲学派
的水平，因而有时会造成不应发生的巨大而又不可弥补的损失。比如今人一度批判
“求稳怕乱”思想，就是违反历史经验的严重错误。今天研究经济、政治、社会等
方面的问题，应力戒单纯就事论事，应力戒公式化，教条化，和不顾现实的西化；
应力求从文化的角度，综合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和功过得失，吸取经验教训。 

三是古为今用。研究《管子》，可以在世界水平中找它应有的位置；可了解到
《管子》在历史长河中的真正贡献；可以知道欧洲中心论只能是欧洲的中心，其光
芒照不到亚洲而且已逐渐萎缩。为此，简要地对比国外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的状
况是必要的。我们应该尊重历史，鉴古知今。既不能用现在的理论模式衡量古人，
特别是不能按西方的理论模式要求中国的古人，也不能邯郸学步，中西的差异不容
忽视；同时也不能盲目尊古信古，认为今天有的古代都已存在。 

 
二、《管子》对历史的贡献 

 
    管学不是可有可无的一种学说，也不是博物馆的古董。不论对管学是赞成或是
反对，它对今后国内、国际经济理论的发展，应是不可缺少的宝贵财富，今后要发



展经济就绕不开管学，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管子》的贡献多多，现在举例说明： 
    第一项：与天下同利。 
    “与天下同利”是今后国际经济发展战略的灵魂。后面要详细说明，这里只简
单提出，国际间合作的基础就在于同利。《版法解》明确指出：“与天下同利者，
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天下所谋，虽立必坠，天下所持，虽高不
危。故日安高在乎同利。”(《管子》引文，重要的只写出篇名，一般的只用“  ”
号。下同)同利就可得到和平共处，这是历史证明了的真理。现在，资本主义全球化
已风卷各大洲，与此同时，反全球化运动也在欧美后院起火，这一大的趋势，说明
了这样一个道理：跨国资本主义势不可挡，而它的对立面，则包括了不同文化、不
同国别、不同种族、不同政治色彩的人群，也正在坚定不移地团结一致，并斗志昂
扬地对全球化群起而攻之。据报导，2002年12月上旬，在文艺复兴发祥地佛罗伦萨
召开“欧洲社会论坛”大会，开会之际，有来自欧洲的上百万人，组成长达九公里
的游行队伍，举行了反全球化运动的空前规模的大示威。他们反对美国称霸世界，
反对对伊战争，反对新种族主义，反对资本全球化，他们批判“新自由主义”。他
们揭露跨国资本主义向全球自由扩张，反对野蛮地掠夺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反对
加剧贫困化，反对发达国家对于取消其国内农业补贴的遥遥无期等等。(《光明日
报》2002年11月29日)这只是一个侧面。而在另一方，一些国家的自愿结合，以不同
形式，不同程度地结成形形色色的国家集团，目的在于协力抵挡大国资本主义的入
侵。这已是今后发展的大趋势，也就是说，贪婪无厌的大国，已处在人们共谋的旋
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处在大国对立面的各集团化的国家，就应当求同存异，倡
导和谐，要互利而不要互斗。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处于弱势的联合者，今后如果不
靠“同利”的大旗，他们的集团化就化不起来。大势所趋，不得有违。至于被围攻
的大国，如不改弦易辙，仍然“擅天下之利”，就无异作茧自缚，就不免为世人唾
弃而难以自救。 
    第二项：管学重视农业的政策没有过时。 

管仲学派重视农业，一是因为粮食是人们的司命，不能马虎，二是粮食是稳定市
场，控制诸侯的有力工具，因而是最为重要的财物。管仲为了霸业，提倡“用非其
有，使非其人”，靠的就是粮食。这两大作用的本质至今未变。粮食不能自给的国
家，就不会有真正的独立。从春秋战国到今天，不论工业如何发达，农业依然是立
国的基础，且不说以农立国的中国，即以今日的欧美而论，虽说它们已经是科技发
达、工业先进、民富国强、窃居世界前列的大国，而且农业人口很少，但是，他们
依然抓紧农业不放。欧洲经济共同体就有自己的农业政策(CAP)，美国重农的做法早
就写进了法律条文(AAA)，它们有些做法与《管子》是近似的，后面还要交代。 

 
三、求治求稳不可动摇 

 
    管仲深信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求治必须求稳。 
    我国在20世纪60—80年代，经常有人站出来，在媒体上以英雄无畏的气概批判
“求稳怕乱”的思想，结果导致全社会秩序紊乱，生产凋零，消费呆滞，精神涣
散，犯罪增多，而且一发而不可收。乃至发展到杀人越货，入室抢掠，劫火车，砸
银行，屡见不鲜。再从世界看，就更为严重。不仅贫富分明，动荡不安，而且导致
百年来战火连天，哀鸿遍野，灾难沉重，民不聊生，至今不见曙光。对这种情况，
有人忧心如焚，有人窃自庆幸。是治是乱，是今后世界人民的头等大事。对于乱，
管仲学派研究很细，治理也见功夫。《管子·八观》说：“入州里，观习俗，听民
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关于乱的原因，据《管子》分析。有以下几
个方面： 

(一)政治、社会、道德方面，乱起于上。 
《五辅》说：“上下无义则乱。” 
《禁藏》说：“故凡治乱之情，皆道上始。” 
《形势解》把不量民力的君主叫做“乱主”。 
《权修》进一步说：“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

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不可得也。” 
    (二)政治经济方面，乱起于兼并。 

《国蓄》也指出：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齐，贫富不齐的原因在于“兼并”，而兼
并的形成和结果就是分配不均。总之，控制动乱要稳步前进，这才是发展经济的基



本条件。 
 

四、管仲学派的求实的学风 
 

    《管子》是管仲学派融会先秦各家理论的总汇，堪称政治、经济、管理的精
华。单纯从学风文风说，它具有极为可贵的五大特点： 
    一是重视道德规范，以道为统率，以德为标准，以法为绳墨，以礼为衡器，有
浓厚的社会责任感。 
    二是虚怀好学，善取各家之长，巧避各家之短。孜孜向善，没有帮派霸气。 
    三是顺从民心，真正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 
    四是高效易行，重计划，求实效，政易民利，慎始善终。 
    五是量力而行，认真减轻农民负荷，反对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哗众取宠。 

人文科学的学术理论能符合这五项，就是在今天看，也实在可贵。一个国家的改
革，在方法上可因时因势而变，但是，如因学风不正，导致所信奉的理论或政策有
误，使政治经济发生悖谬，社会发生动乱，则其后果的严重性和改正错误的艰巨
性，就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因为它会直接降低政府的威信，涣散人民的斗志，
影响国家的凝聚力，败坏社会的风气。无数史实证明，一旦砸了锅再来治理，往往
是千辛万苦，累世身受其祸。 

当今媒体所谈的经济学，多以西方传统经济学为蓝本，主要依靠美国事例，处处
以利贯之，还有些人贩卖“新自由主义”。如果从实际考察，微观经济学虽有可取
之处，但忽视社会责任感则是致命的错误；忽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则是严重
的内伤。本文则深以为戒，另辟蹊径， 

 
五、评史论事，大节小情并重 

 
研究历史人物，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常有“看大节”的论点。这一看法可用，但有

后遗症。《管子》则另有看法：它说“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
无伤国，不可得也”。因此，礼、义、廉、耻都要从小处抓起。这个观点，今天仍
有用处。比如说，今日的改革成绩固然喜人，但缺点也不可忽视，社会风气不可不
顾。且不说触目惊心的大案要案，仅以不起眼的“跑、冒、滴、漏”来看，也值得
警惕。这些钱如果用于救济贫困学生应该多好! 

 
六、致谢 

 
本书只是力所能及地对《管子》的经济理论和管理艺术作点专题研究，本书在编

写过程中除阅读了有关古籍(包括注释)、西方经济理论书籍和报纸杂志，在此不及
一一列出外，还认真参考了： 

郭沫若：《管子集解》；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 
钟肇鹏：《管子注解》；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 
巫宝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高亨：《商君书注译》。 
在编写过程中，反复推敲以上名著和资料，获益匪浅，深致谢意；尊书论点中，

对的，决不掠美。但是，编写中虽说广采博收，慎重思考，而且长期揣度近20年，
力求观点公允，失误最少。但《管子》素称难读，再加原有的评史标准，确有可商
榷之处，情况复杂，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如有错误，文责自负。由于笔者已是垂
暮之年，时不我待，只好现在就把管子的形象，按照本人的理解竖立起来，是否有
当，还有待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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