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思想史 《财经研究》1994年第12期 总笫157期

口范淑存

墨子的消费经济思趣及其借鉴价值

墨子的消费经济思想，在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上独具一格．墨子的消费经济思想以节用论为核

心． 他提出打破等级界限的普迵的消费标准；主张以发展生产保证消费，警告统治者要全面实行节

用以保汪多数人的长远消费，阐明应忙强消费品的积累而应时之急．因此，墨子提出 “三患论 ”，揭露

战争频仍的战国年间，人民没有起码消费保证．墨子的消费经济思想，带有小生产者的理想色彩．墨

子提出的节用论，在今天仍有启发意义与借鉴价值，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自上而下地实行节

俭，反对铺张浪费．

一、抸出打破等级界仅的消费标准

在消费问题上，墨子主张打破等级界限，以满足社会多数人的消费需求．为此，他提出 一个普遍

的消费标准 I

1．饮食． “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肚，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

物 ”
气只要能够充饥补气，强壮手脚，耳聪目明就行了，不讲究五味调和、气味芳香，不招致远国珍

贵奇怪的食物．
2. 衣服．“冬以翌寒，夏以圉暑．凡为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清心，“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

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心． 凡是缝制衣服的原则，冬天增加温暖，夏天增加凉爽，身体合适，肌肤舒服就

够了，井不是夸耀耳目，炫动愚民．
3．房尽． “冬以圉风寒，夏以圉暑雨，有盗贼加固者心，“其中蠲洁可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

别心．房屋， 冬天用来抵御风寒，夏天用来防暑热和风雨，有盗贼侵略能够增加防守的坚固，室内清

洁卫生，可以进行祭祀，壁墙足以使男女分别生活，就可以了．
4．交通．“车以行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为舟车之道，加轻以利 心 ，可以，

“
任重致

远
”
气车用来走陆地，船用来行水路，使各地沟通交流．制造车船的原则，就是坚固轻快，可以运重

物，行远路．

5．用品．“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鞍钓，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 曰｀凡足以李给民用则止心．

即 一切器彴用品应由该业工匠尽其能予以制造，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即可．

总之，“凡其为此物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气在衣、食、住、行、用诸方面的消费，总的原则是有益

于实用．墨子还把这些衣、食、住、行、用方面的消费标准说成
“
圣王之法气并把它同当今之主的穷奢

极侈的生活相对比，说明这一标准是对所有人的适度消费标准．墨子提出的消费标准，同儒家
“
用之

以礼“严格等级消费标准，是大相径庭的．从当时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看，对统治阶级，这一 消费标

准是低水平，他们是不愿、也从未遵循的，对广大民众，在生产力发展有限、社会分裂动乱的形势下，

又是高水平，是难以企及的．

二、主怅以发展生产保证消费、找高消赍水平

墨子强调社会消费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要求消费水平必须与生产发展状况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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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和
“
食

”
即生产和消费两者的关系，如果”为者疾，食者众，则岁无丰“气生产的人少，吃饭的人

多，就不可能有丰裕年景． 因此，要保证和提高消费，必须努力发展生产． 墨子帘常
＂

昭昭然为天下

忧不足心，怕生产满足不了消费而忧心忡仲．他强调应积极加强社会主要消费品的生产，指出：“凡

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 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 ． 故食不可不务也，地

不可不力也”气五谷是人民所赖以生存的，也是国君维护统治地位的物质基础。 人民一 旦没有吃

的，就不可役使．所以，田地不能不尽力耕作，粮食不能不加紧生产．

为了实现理想的社会经济状况，保证民众的消费，墨子抬出古代圣王贤君的治绩加以称颂，以

为榜祥：
“

(尧）乃名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阵典，哲民维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权硅播种，农殖嘉谷．

三后成功，维假于民 ＇，气尧令伯夷、禹、稷三君，忧虑勤劳百姓之事：伯夷制定法典，用刑律约束百

姓；大禹治水土，确定山川的名称；稷教导百姓播种，努力生产粮食。他们的成功，大大造福人民 ． 使
“万民被其利，终身无己 “气这就是说给统治者：必以此为务I

墨子同时主张，消费水平对随行生产发畏而不断提高：“饮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

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 ＇，气生活诸方面应力求从俭，待生产发展，富裕之后，是可以逐步提高生活水

平的． 只是因为统治者的奢侈淫靡，将社会财宫消耗殆尽，百姓欲求维持仅能生存的消费标准而不

能，所以这一 提高消费的主张就难以实现。

三、抸出节用以保证多数人的长远消费

节用论在墨子经济思想中占有极其垂要的地位。 “圣人为政 一 国， 一 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

天下可倍也． 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 (16)。 墨子认为，圣人治国、

理天下，财利可以加倍增长．加倍增长的办法不是对外掠夺土地，而是根据社会经济情况，节约不必

要的费用。 节用即可使财宫
”一 国倍之 “、勹天下倍之 “，从而保证社会多数人的长远消费。

崇俭或节用是先秦各学旅普迾的主张，但各派对此主张在性质和特点方面却互不相同。儒家的

崇俭或节用思想投突出的特点是它的等级性，而且侧顶点在反对较低等级的人于消费方面的僭越

即超过等级消费标准的行为。与之相反，墨子把节用作为对 一切等级人的共同要求，既反对
“

奢侈之

君气也谴责
＂

淫僻之民 ”气既劝告圣王人君应当
“

用财节，自养俭
＇
，气也要求一 般民众不可

“
恶恭

俭"、“贪饮食',0。但主要锋芒，还是指向上层统治阶级，指向他们挥霍无度的寄生消费。 墨子认为，

上层统治阶段的奢侈消费，会使
“
左右象之 “3，上行下效，造成淫侈的社会风气，其后果就是

“
厚作

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 ＇，也使广大人民更加贫困 ． ＂饥寒并至 “气何谈维持适度的消费标准I因

此，他要求上层统治阶级天子、诸侯、王公大人，在消费方面实行全面的节俭：
“

为宫室不可不节 ” ,

”为衣服不可不节“ ,”为饮食不可不节 ” ,”为舟车不可不节 ”气平时注意消费方面的节用，发生灾荒

时，统治阶段上层应首先降低消费标准 。

.
“

节俭则倡，淫佚则亡 ＇，3，墨子把节用看作是有关国家存亡的大事，反复菩告统治者，如果在宫

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诸方面
”
不节 ＇勹让｀ 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俀

＇，
叶的消费状况继续向两极分

化，那么，他们将如杰、纣国破身亡，自食恶果．

四、褐完 “三患 “，使百姓没有起码的消贷保让

墨子的理论不会为统治者所接受，不会改变统治者的治政、行事、生活J “ 以其极赏，以赐无功；

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衣裘、奇怪；苦于徒役，以治宫室观乐1死又厚为棺淳，多为衣裘。 生时治台树，

死又修坟墓 ． 故民苦于外，府库单（弹）于内，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 ＇，气用最高的奖赏赐给无功之

人，耗尽国库的储备置办车马、衣裘和稀奇物；拿役卒和奴隶的血汗、生命去建造宫室和游观之所。

活着时修造台树，死后又做厚重的棺桴，制很多衣服，修造坟墓 ． 民力用尽，民财耗竭，使得百姓没有

起码的消费保证：
＂
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 “，三者真“民之巨患也 ”气为此，墨子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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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呼，“必使讥者得食，寒者衍衣，劳者得息 ”�.

为了解决“ 三患“，员子主张：其一 ，”以尚贤使能为政“，实行贤人政治，使贤者治国为官，则 “ 国

家治而刑法正 ＇勹
“

官府实而财不散 “ , °“
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

者 ”0 。 其二，统治者应节约费用，减少浪费，短丧薄葬，停止乐舞 ， 遇有灾荒，当削减官俸，梢简国家

机构，加强社会救济．这样，则可“ 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 ＇，0，保证社会多数人的起码消费，保证普通

百姓的生存．其三，社会各阶段、各阶层，按照尽其能、平均互补的模式进行消费： “有力者疾以助人，

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气墨子认为，此说得行，”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 ＇，，社会

安定，百灶乐业气

巠子的 “ 三患论 “，反映了战国时期广大人民在战乱中遭受的深重灾难，表现了墨子深味时艰、

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以及关心人民疾苦 、 以托救百姓 、 兼利众生为己任的人道主义精神 ．

五、加强消斤品的积累而应时之急

墨子主张，一个国家应加强消费品的积累，即有 “ 国备 “，作到有备无患 ． 这是因为：自然灾害 、 战

争动乱，“此无世而不常有之“气因此，要
“

备粟 ＇，、＂备兵 ” 。 上世圣王也并非无水旱之灾，永是丰年，

却 “无冻饿之民 ”，是因为他们务耕种，而自奉俭朴，有剩余积累，禹、汤迶受特大水旱灾害，却
“

民不

冻饿 “ ，是因为他们生产的财用多，而使用很节俭，有充足的储备。

有备无患，无备则亡。 墨子以历史事实印证了这个论点：杰、纣
“

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却 ＂灭亡

于百里之君气只是因为他们
｀
有宫贵而不为备 ＂。结论是：＂备者，国之重也 ” ,＂且无三年之食者，国非

其国也1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 ”3 。 消费品的积累，各项物资的储备，是治国要务。 如果没有

一定数量的积累、储备，一旦有战乱或灾荒，国将不国，家将不堪 ．

六、带有小生产者的双怒色彩

在先秦诸子中，墨子的消费经济思想是较为进步的，然而统治阶段井不欣赏． 楚惠王只称赞墨

子书为 “ 良书 “，却不采用，只是出千礼貌，深穆贺婉言辞谢，这说明墨子的主张不合于统治者的需

要，不大受统治者的欢迎．

奢侈淫靡的生活方式，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老百姓，这是统治阶级的本性． 墨子纵“户说以砂论，

终不能化”气

其次，春秋、战国时期的动乱、纷争，是新旧生产关系替代的决战，是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奴

隶主阶级与新兴地主阶级不可能兼相爱而停止争战攻伐．频繁的争战攻伐破坏了生产，给人民带来

深重灾难： “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 ,“百姓饥寒冻俀而死者，不可胜数...…与其涂道之

修远，粮食辍绝而不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饮）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

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 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失尽不可胜计......"气战争是残酷的，然而，在

当时历史条件下，统一是必然趋势，而实现统一，就不可避免兼并战争．所以，才有齐、晋、楚、越这些

“天下好战之国 “间无休止的争夺厮杀。

其三，墨子理想的消费模式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免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气而统治者

却
“
赏不当贤 ＇勹

＂
罚不当暴 ＇＇，致使

“
百姓皆攸心解体，沮以为善：垂其股眩之力，而不相劳来也；腐臭

余财，而不相分资也”$。 因此，墨子理想的消费模式，是难以贯彻于社会消费生活的．

总之，墨子的消费主张，带有小生产者的理想色彩，在那个时代，以致整个阶级社会，都是不可

能实现的．

七、启发愈义与传鉴价值

在今天，墨子的消费经济思想，对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仍有启发意义

与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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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遏制消费的两极分化

墨子提出打破等级界限的消费际准，意在满足社会多数人的消费需求；也只有如此，才能保持

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发展。”宫贵者音侈，孤寡者冻俀，虽欲无乱，不可得也 ” ．试想，一个贫宫有

夭渊巨悬的社会，一 部分人挥金如土以填欲壑，而另 一 部分人却求温饱而难得，怎么会有安定的社

会秩序？况且，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昂大限度的解放生产力，堤供尽可能丰宫的物质和精神财宫，使

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宫裕起来．当然，消费的高低是由分配的多少决定的，要解决消费的不合理现象，

遏制消费的两极分化，必须先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

（二）消费水平的提商要以生产发展为基础

巠子认识到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主张以发展生产保证消费、提吓消费水平。 消费经济学向我们

表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耍生存，就要消费生活资料；而要取得供

人类消费的生活资料，就要从韦彴质资科的生产。生产和消费是矛盾的对立统 一 ，两者互相依赖，又

互相制约。因此，消费水平必须与生产发展状况相适应。近几年，在我国涌起一股
“

高消费 “热，酒店、

歌舞厅遍地开花，精品屈染汉祁比，高档次商品雄踞要津。这种清况，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在物欲的

享受和满足上，造成 一 部分人，尤其是 一 部分育少年
“

不讲奉献，先要索取 ＂ 的心态；同时，还引发了

钱权交易的腐败现象。诚然，高档次的消费也是一 种自然正当的带耍，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产物．

但应认识到，我们国家还不怎么宫裕；如果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超前地倡导享受型、奢侈型的高消

费，就会产生反作用，发生负效应，严重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自上而下地实行节俭，反对浪费

墨子节用论的锋芒主要是向上的而不是向下的，是以限制上层统治阶级的寄生消费为主要要

求的。 他认为，奢侈无度，暴珍资财，统治者是始作佣者，淫侈的社会风气是由上层统治者 一手造成

的。 上有好者，下必有效之． 上层的示范、影响，即是有力的导向。 因此，墨子要求天子、诸侯、王公

大人
”

节于身，诲千民 ”0，以身作则，教育民众，全面实行节用．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富国

利民．

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勤俭节约作为 一种经济法则和道德规范，仍然是必要的． 在此，仅以

两个简单的例子印证． 一曰公款吃喝．据国家统计局泊算，全国大中型酒店60％至80％的营业收

入来自公款，达1000亿元．二曰集团消费．1993年达800亿元．一些党政机关和企业追求高消费，

竞相购置高级轿车、电话、空调、彩电．据统计，1993年1至10月份，我国集团非生产消费按最保守

估计，仅党政机关和各类企业更新、购置轿车达500亿元；空调总销世的88.2％为渠比购买改名烟

名酒集团消费在200亿元．如此巨额奢侈型集团消费，不但加重了财政和企业的负担，而且成为触

发物价上涨的强劲引擎，如不纠正，将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鉴此，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要以身

作则，自上而下地实行节俭，反对铺张浪费。

注， 0＠＠（墨子·节用中）．

©@＠＠＠（墨子·节用上）．

@0@＠@＠＠＠＠©《墨子·辞过）．

＠＠今8令（墨子·七息）．

@（荀子·富国）．

8@今3@（吕子·尚贤中）．

O刘向（说苑·反质）．

，3( 是子·非命中》．

@（荀子·天论）．

e《岳子·非乐上）．

＠（墨子·非命下）．

＠（星子·尚贤下）．

＄《史记·货殖列传＞．

令《玉子·非攻中）．

＠《岳子·兼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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