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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先秦儒家经济思想

不久前上海有一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到新加坡去访问讲学， 新加坡的一位政府官员在
接见时谈到该国这十几年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是信仰中国儒家思想，并用以指导国家的建
设， 而不盲从西方的经济理论。 从这段介绍中， 值得我们思考几个问题： 1、中国儒家思想
及其经济思想是怎样的？ 2、 它为什么能有如此深远影响？要回答这些问题还得深入去研究
先秦儒家的经济思想。

先秦儒家的杰出代表人物是孔丘、 孟柯和荀况 ， 他们的代表作是＜＜论语＞＞、＜＜孟子＞＞、
«大学汃＜＜中庸＞）和＜＜荀子沁本文所引用的资料都出自这些书籍， 不另行注明出处。

儒家所追求的目标是s “修身、 齐家、治国、 平天下 ” 。 对哲学、伦理规范、政治和社
会经济问题的学说都成为各有系统而又相互联系的思想体系 ， 不仅在中国有巨大而深远的影
响， 而且也对西方国家产生过探刻的影响， 特别是对欧洲重农学派的影响， 早已为世人所公
认。 就先秦儒家经济思想而言， 如以下的内容和次序。

1、 自然秩序观
孔丘说＄ “天何言哉 ， 四时行焉 ， 百物生焉。 ” 盂柯说： “ 不违农时 ， 谷不可胜食也。 ”

强调财富来自大自然 ，
一切要受自然规律所决定。 人们应遵守自然规律去获取财富 ， 从而推

理出人们的一切活动， 包括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都要适应自然秩序而制订各项准则 ， 要
“顺天应人“ 才能治理好国家。 先秦儒家的自然秩序观， 到西汉时期董仲舒发展成为“天人

感应 ” 说。 欧洲重农学派所谓 “ 重农主义” 其法文原文为 “ Physiocratie", 含有自然的统
治或主宰之意 ， 其创始人魁奈被称为 “ 欧洲的孔夫子 ” 。

从自然秩序观的要求顺天应人出发 ， 形成了先秦儒家的 “人本 ” 和 “ 农本”思想以及类
似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 儒家学说以 “ 仁” 为核心， “仁者， 人也” 、 “仁者、 爱人”

， 反
映在经济思想上是 “ 国以民为本、 民以食为天” 、 “ 不与民争利 ” 等等。

2、 伦理的经济思想
孔丘特别强调伦理道德规范对人们经济活动的制约作用。 他说： “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

也， 不以其道得之 ， 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 不以其道得之 ， 不去也。 ” 又说 ＄ “不
义而富且贵， 千我如浮云。 ” 有着明显的重义轻利倾向。 如何认识和处理好 “ 义”和“利”
的关系 ， 在先秦各学派中有不同的看法 ， 后世对此问题也不断有争议， 成为“义利之辨” 。

孔丘的伦理的经济思想， 对不同阶级的人有不同的标准和要求。 他说＄ “君子喻于义 ，

小人喻千利。 ” 有人以为这是美化封建统治阶级和丑化劳动群众， 其实 ， 孔丘是要求封建士
大夫知识分子重视伦理规范， 对劳动人民应重视他们的生产技能和作用以及他们的物质利
益。 因为孔丘还说过＄ “君子谋道不谋食” 、 “ 所重民（小人）、 食、 丧、 祭”、 “足食、
足兵、民信之矣” 。 孔丘用伦理规范为剥削阶级脱离劳动辩护， 为剥削阶级早已脱离生产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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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事实制造了理论根据， 但是， 孔丘并无轻视劳动之意， 只不过认为生产劳动应该由 “ 小
人” 去干罢了。

孟何的伦理纾济观点也是很突出的， 他说过： “仁义而矣， 何必曰利。 ” 把孔丘的君子
喻千义、 小人喻于利的观点进 一步发展成 “ 故曰， 或劳心， 或劳力， 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
千人。 治于人者仗人， 治人者食于人， 天下之通义也。”于是， 伦理的经济观点又发展成关
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不同社会分工的论点了。

3. “ 农本” 思想
孔丘经常赞颂先王之道， 推崇周代体制， 他说： “ 郁郁乎义哉， 吾从周。”周代的祖先

就开始重视农业生产， 认为 “ 民之大事在农” 。 所以， 先秦儒家从人本、 民本思想出发， 产
生重 “ 农本 ” 的思想。 孔丘和孟柯都再三告诫统治者要 “ 使民以时 ” 、 “ 不违农时 ” ， 主张
薄赋敛， 发展农业生产， 实行富民政策。 孔丘说： “百姓足， 君孰与不足。 百姓不足， 君孰
与足。＂

怎样去贯彻重农本的思想呢？孟柯主张 “ 制民之产 ” ， 并且提出 一种 “ 井地 ” 方案， 想
让农民能够都有 “ 五亩之宅” 和 “ 百亩之田 ” 。 他认为这样做还可以形成良好的民风使社会
安定， 所以孟柯说过： “民之为道也， 有恒产者有恒心， 无恒产者无恒心。 若民荀无恒心，
放辟邪侈， 无不为己。 ” 关于 “ 井地” 方案， 几乎成了后世的理想的土地制度， 凡是讨论土
地问题的人， 往往都援引孟柯的 “ 井地 ” 之说。 其实连盂柯本人也讲不清楚， 实质上是一种
小农经济模式， 它正是封建地主经济的经济基础， 能够与当时的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

必须指出， 先秦儒家虽然重农本， 却不轻视工商。 受到孔丘推崇的西周， 规定以 “ 九职
任订民 ” ， 其中的 一 至四职屈于农业范围，第五职是 “ 百工， 饬化八材 ＇＇ ；接下去 “ 六曰商
贾， 阜通财贿。”工商的地位仅次千农， 孔丘曾称赞学生子路善于经商 “ 亿则屡中 ” ， 孔丘
甚至把自己也比喻为商品说＄ ｀｀沽之哉， 沽之哉， 吾待贾而沽者也。”孟柯说： “然则治天
下， 独可耕且为与！ …… 且一 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 如必自为而后用之， 是率天下而路
也。 ” 、 “ 子不通功易事， 以羡补不足， 则农有余栗， 女有余布。 子为通之， 则梓匠轮舆皆
得仅于子” 。 也肯定了工商的必要性。 荀况之时小农经济有了相当发展， 他觉察到商业虽属
必要， 若过度发展， 对自然经济不利， 所以提出要求 “ 省商贾之数” 。 “省 “ 不是 “ 废” ,
荀况并没有完全否定商的作用。 在生产与流通之间， 客观上要求有一 定的比例关系， 商的发
展凶过了生产发展所需要的规模， 并非好事。

4、 “均” 和 “ 明分” 的分配思想
孔丘认为贫富悬殊是社会动乱之源， 提出了对财富 “ 均” 的分配原则。 “ 丘闻有国有家

者， 不患寡而怂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 盖均无贫、 和无寡、 安无倾。”他认为贫和富是相
对们， 不怕社会总财富少， 若能比较均匀地分配便无所谓贫富， 人们也就能够和睦相处， 社
会安定就不会发生破家倾国的危险了。 由于孔丘特别强调 “ 义 ” 对 “ 利 ” 的制约作用和有严
格守级区分的 “ 礼” 制， 当然不会要求对不同阶级的人实行无差别的平均分配， 只是为了不
要使贫富过份总殊。

荀况认为： “ 人之生不能无群， 群而无分则争， 争则乱， 乱则穷矣。 ” 社会上穷和乱的
问题都是由千人叫的尤分所造成的， “分 ” 是身份、区分，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 ” ， 若无
贞贱之分则人们 “ 势位齐面恶欲同， 物不能赡， 则必争。”只有 “ 明分 ” 之后， 才能使人们
遵照 一 定的1夺级制以和社会秋序生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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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决定分配， 在封建生产方式下， 要彻底馅决分配矛盾是不可能的。 先秦儒家的分配

思想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着想， 也是为阶级差别进行辩护。 但是， “ 不患寡而患不

七 均” 的思想， 为后世许多进步思想京反对啖门地主的兼并提供了理论根据， 在一 定的历史条

件下有着进步的作用。

5、 “ 黜奢崇俭 ” 和 “ 导欲” 的消费思想

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消费思想， 基本上都是崇俭的。 孔丘的消费思思是在伦理的前提下倾

向于俭， 他认为 一 切消费要符合 “ 礼” 的规定， 批评管仲的过奢与晏婴的过俭都不合理。 孔

丘说： “ 礼与其奢也， 宁俭。奢则不逊， 俭则固。”

荀况认为 “ 人生而有欲” 不仅有满足生理需要的欲望， 还有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 而且

是 “ 禹桀之所同也。”他不同意孟柯的 “ 清心寡欲 ” 主张， 更反对道家的 “ 去欲 ” 、 “ 无

欲” 之说， 认为这些说法都是不现实的。 所以荀况又说： “人之所以为人者， 以其有辨也。

．．．…辨莫大于分， 分莫大于礼。 ” 换句话说， 荀况要求人们在追求欲望的满足时， 考虑一下

是否符合自己的身份和 “ 礼” 的规定， “欲虽不可尽， …… 求可节也。”用 “ 礼” 去 “导欲',

使人们只追求合理的需要。

6、 关于 “ 大同 ” 、 “ 小康 ” 的思想

关于大同、 小康的思想见于＜＜礼记＞＞ “ 礼运篇 ＇＇ ， 有人认为是早期儒家子游氏之作， 也

有人认为是秦汉之际的作品。 在＜＜论语＞＞中也可以找到符合大同与小康思想的说法， 如：

“老者安之， 少者怀之 ” 、 “齐一 变至于鲁， 鲁一 变至于道 ” 。

大同社会是一 种 “ 天下为公 ” 的美好社会理想， 实行公有制、没有剥削、有着亲如一家

的人际关系。 但是， 它只有在 “ 大道 ” 当行的时候才能实现。 而现实的情况是“大道既隐，

天下为家 ” ， 在私有制和存在阶级差别的社会里， 只能以礼义为纲纪去约束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 以求得社会安定繁荣， 人们生活比较美好。 孔丘认为素称礼乐之邦的鲁国， 有可能进一

步推向实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鲁一变至于道）， 而齐国则有可能达到鲁国的小

康社会境地（齐 一 变至于鲁）。

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 随着社会主义思想的开始流行， 许多人对早期儒家的大同

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例如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孙中山的 “ 民生主义 ” 学说中， 均称

“大同 ” 是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思想。 但是， 也有人怀疑在重视社会等级秩序的儒家思想

中， 怎么能够产生不分尊卑贵贱、废除私有财产的大同理想呢？其实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

看， 在剥削制度的社会里， 总是会产生一些与这一 制度相反的理想。 与中国古代出现大同思

想的同时， 在古希腊有过 “理想国 ” 的主张， 两千多年以后的欧洲也产生过空想社会主义。

从以上阐述中， 可以看出先秦儒家的经济思想从自然秩序观出发， 强调伦理的制约作

用， 对财富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方面都提出了见解和主张， 而且有系统性，与其哲

学、政治思想体系是一 致的 b 所谓 “ 子罕言利 “ 本是俗儒所见， 也与上面所分析的事实不

符。 ＜＜论语)>中队整句话是“子罕言利、 与命、 与仁” 。 是说孔丘更多的称道 ” 命 分 和 “ 仁飞

相对的就较少言 “ 利 ” 了， 这倒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因为儒家的经济思想毕竟比其大星的政

治思想要少些。 唐、宋以后的大儒们， 如刘晏、 韩愈和王安石等， 就公开言利了。 儒家思想

能 “ 因时化而变” 不断汲取各家之长， 所以， 有人认为中国的后世儒家是 “ 外倘而内法 ” 或

“外儒而内杂 ＂ ， 随着社会的发展， 给儒家思想不勘赋以新的内涵， 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 继续发挥很大的作用。 总之， 研究先秦倘家经济思想， 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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