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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我国古代流通经济法制分做古代流通经济思想、古代交通运输管理法制、古代粮食管理法制、
古代专卖法制、古代市场管理法制和古代对外贸易管理法制六个专题，并分阶段阐述了中国历代流通
经济法制的发展脉络，叙述和总结了一些涉及流通经济的重要思想成果、重要法律制度和政策，对中
国古代流通经济法制进行了综合性的开拓性的研究，并得出一些中国古代国家力量和流通经济兴衰之
关系的规律性的认识和结论，以期为今天法制如何促进和保护商品流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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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宋代叶适的理财论叶适（1150—1223年）是南宋时期一个重要的儒家思想家，是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
。
他提倡功利之学，他的流通经济思想是主张国家应重视理财，但在理财活动中应当区别于聚敛。
他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政策，他认为王安石不懂周公理财的真谛，走错了方向。
他主张国家应扶植商贾，鼓励工商业发展。
他指出理财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夫聚天下之人，则不可以无衣食之具，此有而彼亡，或
此多而彼寡，或不求则伏而不见，或无节则散而莫收，或消削而侵微，或少竭而不断，或以其源虽在
而浚导之无法，则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
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
”可见叶适主张国家重视理财，但他也指出理财者绝不应当仅仅是国家，他提出“天下之财与天下共
理之”的主张。
这种理财绝不是为君王聚敛，他将理财和聚敛作了严格的区分，他说：“理财与聚敛异。
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
非独今之言理财者也，自周衰而其义失，以为取诸民而供上用，故谓之理财。
而其善者，则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斯其为理财而已矣。
”他还批判了传统的“抑末”思想，他认为工商流通业为社会分工所需要，为国家兴衰和社会安定所
必需，“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
他认为古时国家均鼓励工商流通业的政策符合古义，他说：“按《书》‘懋迁有无化居’”周‘讥而
不征’，《春秋》‘通商惠公’，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故子产拒韩宣子一环不与，
今其词尚存也。
”他反对打击富人，他一再强调“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损”，指责封建国家在“抑兼并”的旗号下，对
工商业者的横征暴敛，他斥责说：“先以破坏富人为事⋯⋯此非善为治者也。
”叶适认为古时国家一般主张理财要探究财用的根本，不能一味地只顾求多。
他指出：“财用，今日大事也，必尽究其本末而后可以措于政事。
欲尽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财用之本末。
盖考古虽若无益，而不能知古则不能知今故也。
夫财之多少有无，非古人为国之所患。
”他指出理财的根本不在财之取得的多少，他说：“隋最富而亡，唐最贫而兴⋯⋯致唐之治，有唐之
胜，其不待多财而能之也决矣。
然而其所以不若唐者，非以财少为患也。
故财之多少有无，非古人为国之所患，所患者，谋虑取舍，定计数，必治功之间耳。
非今日以一财之不足而百虑尽废，奉头竭足以较锱铢，譬若惰夫浅人，劫劫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也。
”因此，以此为论，他指责王安石并不懂得周公理财之真谛，如果周公居于现在也不会行当今之法：
“当熙宁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财，为市易之司以夺商贾之赢，分天下以债而取其什二之息”是不合乎
时宜的。
他说三代之时，“天下号为齐民，未有特富者也。
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一出于上”，而“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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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从人类诞生之际，就伴随着追逐利益的本能。
记得有个民间故事讲清代康熙皇帝下江南来到扬州，与一个老和尚有段对话。
他问运河上那么多来来往往的船只，到底有多少条船经过呢？
这个老和尚回答说：“运河上只有两条船，一条是名船，一条是利船。
”康熙皇帝听了大加赞赏。
这个故事与司马迁的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异曲同工之效。
对于这个老生常谈的故事，本书关注的并不在于探讨人生的目的或者意义，而是关注引起康熙皇帝问
题的在运河上川流不息从事运输的河船，这些河船可能是官府组织的运送粮食的漕船，也可能是从事
贸易的商船，或者是客船。
这些河船是本书主题商品流通的重要载体。
商品流通正是本书关注之所在，本书探讨和梳理的是调整流通经济的古代国家的法制。
本书时间跨度较长，从先秦到清代的鸦片战争以前，绵延几千年。
所以分作六章予以阐述，即古代流通思想概述、古代交通运输物流管理法制、古代粮食流通管理法制
、古代专卖法制、古代市场管理法制、古代对外贸易法制。
每一章都是针对一个专题具体分朝代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的概括和阐述，总结和分析了中国古代流通
经济法制中的经验和教训，因此最后定名为《中国古代流通经济法制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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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流通经济法制史论》是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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