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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的輕重術與輕重商人

杜正勝

「租車』闢臨貨幣，也於五穀也具有交劫功能，故廣義的經 m亦包指之﹒操縱貨幣車租食以
謀取財富的手段謂之「輕甜育 J .從事迫種作業的人古書稱為「輕愛家」﹒本文認民輕重是戰間社
會經濟史非常重要的課題，艘軍術是當待最主要的經商手段，輯、電家娃當待最有勢力的商人﹒

關於戰國的艘軍商人目前尚缺乏足夠的直接質料. ((越給香>>和《骨子目的輕章說雖然都從政
府立揭立言，但它f仰F以民間商人民其打擊對象 .tF謀對策，故亦可撥以被封輕重商人﹒本文五章
除序與騙自外，第二章「范數計然與商貿輕重 ~IiJ .分析(計倪內經)、(此中)、(貨項頁峭)
以至《史記﹒天宮，會b和《被南予﹒天文由11)) 的歲星占年法﹒建槽其自簡單到街草鞋的發展過程，作
者以為成星占年之街在蒞義時已具基本規模，到自圭而大 fIl;完備﹒商人利用星占知識，預 ill'，戶F成，
買賣物品，以謀厚利﹒第三1世 r ((管子﹒輕m>> 的理論與政策」﹒討論今存十六篇所述盤斯物資的
理論﹒較畫家主張政府挾其政治成散和政令的方便，利用市場經濟物多則賤、物少 lIiJ貴的ÐJ'J里，調
節五級'，fjl貨幣的進出，政府便可以m斷高切與財貨﹒《越絕書》尚有政府平鑼物價的周章. <<輕重
》諸篇直把政府變成也斷的大兩人﹒
戰國前期體重商人買賣的物質以農作衣食產品為大宗，中期以下加入鹽鐵，本文第四軍乃論這

兩種新時 f切甘致富企業﹒本文根據文獻和考古資料說明鹽鐵之進入歷史舞台﹒再從山林川澤東l用的
傳統闡述鹽鐵的經營自給 RP官私並存﹒最後敘述《管子 B鹽鐵附加殺的主張，與桑弘羊國營的意見
截然不同﹒
不論衣食農產品或鹽錢，都是齊民的民生必需物質﹒故輕重商人 P.!i取都是偏戶齊民之利，他們

既擁有絕大財富，變腳上會家強，役使平民，是集權政府主要的打擊對象﹒

一、序
封建城邦時代個人的財富 E享有是按身分階級而有等差的，也就是以政治 l\綱領，

來分配經濟利益。誼會所述外服毒者侯五等爵，內服公卿大夫土之封地、采色及衣食住

行的各種排揚，緣與此理念互相配合﹒對於的既不下的庶人﹒財富分配則力求均等，

井田制度一夫百敞的設計，或者按上、中、下三等田地而分別授予百五十、二百與三

百敵( ((周串連﹒遂人)}).皆應均平的街求﹒在那個貧即是富的時代，工商活動乃封

建政治的附屬品，沒有獨立地位;政治秩序未變，其附生的財富分配是可能穩定地存

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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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容秋以來，商業貿易逐漸 lli 躍，尤其中晚翔之後，社會上慢俊形成±滴新 1i{
阱級。他們與封建貨族的政治控制不悶，蔣經濟方式謀取利益，而享有與貴族相似的

蝴。的元前六世紀中葉，管大撒向已感慨「鱗泊爾能金玉賄，珊珊，一

行諸侯之賄 J ( ((國青1t .督請人))).這種富商即是戰國新富的先聲﹒
商周初期殷商逍民已「肇主任車牛遠服 :n J (目尚i!，t ﹒沼詩))).春秋時代也有少

數的國際貿易商人記入封建貴族的史冊(校正勝 1988a) .長程貿易感早已存在，

但既販質的物質並無明確記載 I • p耳元前 637年晉公予重耳答謝楚成王之越過說: r羽
毛背革，君地生寫﹒其波及管國者君之餘也 J ( ((左傳))倍公二十三年).)L十年後

楚大夫聾子使仔返國，亦對令尹子木說「把梓反革自楚往也﹒雄 1直有材﹒晉食用之
J ( ((左傳》漿公二十六年) .從這兩 JlIJ記言來看，封建時代國際貿易的主要內作大

概不外反革齒牙、骨角毛羽之類﹒都是封建貴族製造身分表徵之被指的原料﹒

然而春秋戰國之際新興商人則與封建時代概不相同﹒他們經咎的大宗貿易物質以

五殼、絲市、食鹽和鐵路馮主，都是編戶齊民生活的必需品。他們可以分成兩種類型

，一是商業的，一是工業的，前者販賣積食衣料等農產品，後者版賀鹽鐵等工業 JmI
產品。其經營方式，前者版有易無，後者兼營驗主島、作坊與貿易﹒以今日的概念來說

﹒後者兼具工商業﹒一貫經營， 3避這與販質同屬一個主人﹒《史記﹒貨殖列傳》總述
戰國奈漠的貨 F直大家，最先登上歷史舞蠱的是從事農產品貿易的大商人，稍後才是鹽
鐵商人，這可反映古代社會自封建制縛為那縣制的過程中財富重新分配的現象﹒

貿易商人主要的經營手段是版有易無，以低價倍 E推進大宗物品，再乘價格高時告

《左傳》記載兩位國際貿易商人，一起鄭國的弦~.{島公三十三年去，奈何~郎.r入咐，鄭向
人弦商將市-'*用，迪之，以乘章先牛十二拍師﹒」社預t注>>:r乘，凶毒，先意乃入牛，古者
將獻盟於人，必4可以先之﹒」抗寂達《疏)}PFr調「遭人之鈞必以軒兵:軍後」也﹒弦商做f咄賞，
《左傳目未言;<<自民春秋﹒悔過》也只說「鄭u:人弦商、美施將西市於周，逝且奈何......臆
以十二牛 J .與《左傳》同﹒以上是先奏的傳述，但到漢代就有既增益了.<<推南于》曰r弦
商將西服牛，逍過奈何Ii~周鄭之間」云云. r販牛」為當說所無﹒從今H的新鄭j1J洛陽，路途妓
蝦遙遠，趕牛服實﹒顧不合情理，可是卻1/..\司馬遷E河源用﹒4史記﹒奈本紀》曰: r郎服資買人
弦商持十二牛將資之則，見農兵，恐死虜，因獻其牛臼﹒使區以牛十三勞ljl:士﹒ JAIß車前不但蛙
牛蔽，于里迢迢﹒廚有的貨物也只區區十二頭牛而已.主JlJlt局面豈能為命充當國家使節乎?((盤
鐵諭.i且有》曰:r弦高飯牛於用，五投貨車入秦﹒」古代商貿誼牛車以戰駒. r飯牛」、「貨
車」同義，皆指貿易而言，彼得者不達﹒寬據目史記>>((權南子P改「飯」扇「服 J (主:，fiJ器《
控織論校注》引烘敵越說卜~矣﹒另刊立國際貿易商亦鄭國人，名氏不傳﹒閥元前 579年佇楚
必之戰，背苟發故俘，攝留於楚將近十年，後來有位鄭國商人販賀於楚，學備偷渡他出境﹒t 注:
傳)}成公三年曰:r鄭買人有將實諸褚中以出，既隸之﹒未行，而楚A的之﹒」椅.((左傳)}iJ:
疏皆不言瓜何鉤，主引之《經義述間》卷卡人「實訪褚中」條考滋潤結論是布棠，與衷公六年4
公羊傅》陳乞以巨囊載公子陷g;尋時晶質﹒則這位商人貿易的物品泊領弦甫一樣，史無吵i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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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1闋的暫 l!.!f(街w輕重商人
血，戰國時代稱作「輕重家」﹒((管子)) (乘馬教)日「輕重之家相奪 J'(lll 至數

)日「輕重之家彼游其間 J ' (體重甲)亦云: r 以令經靈之家」﹒這些「輕重之家
1皆指以 1i!:JH程、販有易無的貿易商人﹒
經葷的本義大概指貨幣﹒《閥語﹒周 ff雪下》云，周;依王二十一年鑄火錢，單穆公

揀曰:

古者天災降庚，於是乎量貨幣、構體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作重幣以行之﹒於

是乎有母槍子而行，民皆很焉﹒若不堪重，間 j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

乎有子做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玉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區乎?

「經」顯然指小錢. r 靈」搞大錢﹒以戰國貨幣來說，早期明定幣值仍不普遍﹒當時
使用恐怕還是要以秤來衡鼠的 2 .貨幣名日「輕重 J '蓋鱉因於此，後來漢唐史傳注

疏之家遂多解釋「輕重」作錢幣﹒司馬貞《史記索隱)) (齊太公世家)、(管妥列傳

)都說過「輕重飼錢也」﹒張守節《史記正義)) (貨m列傳)亦曰: r ((管子》云經
!壺，訴自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有大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

、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放云九的也。」太史公說他讀「管氏(牧民) (山高

)(乘馬) (輕重) <7L 府) J ( (管晏列傳) )，司馬貞曰: r 九府盡錢之府戚，
Jt存論鑄錢之經靈，故云輕重九府﹒」把「輕重」與「九府」迎讀，輕重之為貨幣赴
很明確的﹒

然而「輕重」還有更廣泣的意義。((史記﹒守主準書》說「齊但公用管仲之諜，通

重經之機﹒徽山祖母之業，以朝諸侯，用區侃之齊顯 I屁幫5名。 J ((漢書﹒食貨志下))引

!tJ ((管子﹒國主n諭五穀的散斂來解釋( ，!'-司長香)r 通輕重之權」的遐思，也就是閩

2 朱清目有錢新探 D著銀戰周時代各級錢幣，不論布或刀，注明1f(殼的錢文1r.不多，一般只鑄地名
而已，朱語花且認為平首布錢的「訢」字是布錢的名稱，不是標激幣材的實際內容(其51 ) ，所
以迷少數注明盡量文字的貨幣Jt;ft沈咦重量無關﹒考古發鍵一地同出之錢幣不祖刀布拉存，式樣
不悶，製造地件fl:包含幾十處(王世民(*照時期金屬鑄幣的發攻) )，可見當時各種貨幣的童
電不等﹒代表的幣值不一，卻可以互相流通﹒研拉動甘芳法恐伯~~秤來單衡價值，不間產地貨幣
之競爭也許取法於其成色﹒王獻唐《中關古代貨幣通;lj ))日回「鏟刀以銅製者，大11吋l'i!童不等，
偵雖不等，權其銅量，計偵fIf'合oi宜鑄~幣，由II{!!相闊，所不同者﹒其榜笨重 I~ 輕便 .U靈
無定，須隨時梓鼠﹒幣章有定，不須再秤﹒其以詞之特!1IfJ司價格之標準則一也﹒久而各地~~鑄﹒
重世質量汗，或偷就鋼章，以少為多，鑄者乃於幣上明署鋼重﹒使易辨別J (頁257-259) .如
主氏昕說在其刀具布之後，幣文注明重量之前，作為貨幣的刀布是不必砰楚說司等領交放的﹒然
而不懂刃幣布幣JB制不一﹒同一級貨幣畫還必頗懸殊，恐發jfr偵﹒研謂「幣靈有定，不須再秤」
﹒前提l主要!J(站一定，齊雖有閥形11孔的「越化」﹒軍十二錄(主獻唐前引番，頁7-9) •((漢
書﹒食貨志下))Jj時說rj(公A 周立111U悶法，錢國函1J.輕重以錄 J '當指此而言，但已在戚關
晚期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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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一一主一-.Mi
積 &t食.r 以m:M輕，以賤泄 'f-J(((管子﹒國當)) ).或「輕則見泄，重則見射」

(((管子﹒乘馬數目)的經商街﹒((鹽織論 D的(輕重)結引述桑弘羊，則專門發揮

「徽山海之業 J .論「總一盤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 J • Jifr以輕重衛在 r;耕東農業
」之外還包括鹽鐵，都是利用「物多則~、少 JlIJ貨」的原則{牟取商在貝利潤的方法﹒
古人相信，個人的才智能力差別不大，有的人能累積大最財寓，多半是利用經濟

優勢剝削別人生度的結果，謂之 rj何在」﹒輕重即是并澈的手段。經重商人以經濟優

勢取得崇高的社會地位，定由富而貴的路子，和封建民族之因貴而富者 B反其道而行
• l:ìIJ收異曲同工之紗，只是缺乏政治身分的標籤而已﹒就政治意發而言，經濟的剝削

者典故剝削者地位是平等的，都屬於「齊民」﹒但就祉會意義論，他們卻是不濟的。

誠如((商君香﹒銬法))說的: r 同列而街臣妾者，貧富之謂也;同貫而相并兼者，強
弱之詞也﹒」經濟是一笠翁不見的芋，它剝削壓榨人於無形，統御方式卻頗合乎「人

情」﹒於是「凡編戶之民，首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仰之，于則役，萬則僕 J .連太

史公也不待不承認這是「物之理也 J ( ((史記﹒貨殖列傳)))‧

并隸的結果，同列的齊民社會於是少數人有餘，而多數人不足﹒如何平衡有餘和

不足的差異，便成為戰國時代主政者的一大課題﹒《管子﹒輕重》諦篇是研討追問題

的基本文獻﹒(國當)篇說:人君要「非能散積聚，鈞談不足，分餅財利而調民事」

﹒則不能「以為治」﹒有餘與不足之懸殊聲，沒有隨著列國的統一而結束，反而愈演愈

烈，直到漢昭帝年間的鹽鐵辯論，如何克服「聚不足」遠赴朝野關心的大問題( ((盟

鐵論﹒散不足論)) )‧

關於戰國教還術與極重商人除((史記﹒貨殖列傳》外，基本資料保留在《越絕會

)}(計倪內經)和(枕中)兩篇以反((管子﹒輕重))十九街(亡{失三結} .這兩批文

獻的民偽與年代頗具有爭議性，這裡不能不先有別說明﹒

《越絡會》的計倪，或即((史記))的計然，亦即是《吳越眷秋》的計碗( (句踐

陰謀外傳) ).古來就有密名或人名之爭，至今尚懸而未決 J .說成書名，蓋指范蠢

3 ((史記﹒貨殖列傳))云﹒「普者趙主句踐因於會帶之上.}~用范數計然﹒計然日云云J ﹒從文句
上無法斯定「吉i然 J是典范蠢並7'，比人或是蒞益1斤著之脊﹒4越絕早早﹒計倪內經))云「句踐既得
反闕，欲陰謀吳﹒乃召計倪而問馬」﹒計倪封回去云﹒當為人名無疑﹒ <<t單:每﹒古今人表》有計
然，列在第四等﹒《史黃頭主解》和《索賠))引鐘徐h輯、#昭以及至是騙、司馬貞自袋也都認為計然
是與他重Hr.世的人，司馬貞~r.否定然吉亞「彙Jifr著書時」的看法﹒可見比較早的意見備句It:人 :r. ﹒
名之說至晚近乃為人既愉揚﹒以錢穆先生《先秦緒于~年考辨 b易代表(卷二、第三十四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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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圓的輕重衡與輕重商人

的著作;說成人名，則是范蠢的老師﹒((越總書))這兩篇的主旨與(貨殖列傳)基本

相遇，在哥兒們沒有變得明罐證據之前，太史公把它們放在范畫畫的時代是不宜輕易否定

的﹒(計倪內經)的主角是計倪. (枕巾)主角則為范子，我們姑且取其表示范數時

代的見解，對香或人的爭議暫時存而不論，尚不至於妨礙我們既要進行的是上會經濟分

析﹒雖然((越純白》到東漢初年才結集成杏，但其內容與(貨姐列傳)相近，似應屬

於先漠的作品. ‧((吳越春秋))也是晚也之齒. (旬踐陰謀外傳)引述故宮較之《越

給香))街時，然大旨不背，亦可互相發明﹒

t 管于..輕重 b 篇討論的人更多，對其著成年代意見紛歧，莫衷一是﹒近人多半
抱持懷疑的態度，而將這些論文的寫作年代移後。管如郭沫若認為是因漢文、景時同

一學派的文臨(郭沫若 1956 .頁23) .耀很漂斷作武開時理財學家所作(羅根澤

1931 ﹒頁122) .為非百更推遇到王莽時代(馬非百 1956 、1979 ) .相對的，也有

少數人主張《輕重》諸箱是戰國之著作，他們分別對西漠視(尤其是馬氏之論)提出

駁正(容 m祖 1958 ;胡家聰 1981 ) .這些論辯我曾撰文評議，並撿《輕重 b諸篇

無意流銬的 1ft史制度越明它們是齊闋的作品，可以早到戰國中期(仕正勝 1988b )

.其主r ((經鞏b觸及的買菜、盤鐵和均輸等重大問題，雄與西漢人無異，提出的對策
卻大相徑庭，這是戰國社會經濟史的一大寶庫﹒我們結 :11 r 經宣」以論當時的兼并現

胡寄自前從之(<<中閥經濟思想史》上﹒頁189一190) .這派立論的理由雖然不少，真正持之有
聞者還是蔡殼的質疑﹒范畫畫既能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r J刮風淤范益，而主揹不見其
名，艾滋不述其傳 j .質不合理(可|肉4按年考辨))，頁103)﹒唯從人名說之立場來考慮﹒(
貨短列傳)微哥Ir 計然日 J那-大段文字，並非完全「耳、述jt包﹒根JJH越絕書目和《吳延存秋
》訢記，計倪乃一獻策之士，無甚學獄﹒本沒公不為立傅，亦3向主合理﹒不過，會名說還有兩條
來漠的過總﹒比較有力﹒胡寄窗引王充《諭街﹒明等 b云「拖蠹計然曰: r).指罐子(于)水
﹒毀;袋，擻，木，饑;火，早」﹒車的于文俏例，r吉|然」可以是帶名﹒另外一線兒必今本(越
絕鋪敘刺耳記) ‧r 其范黨行~.持危救何地，莫j(n倒過頓天，寫邦安民，故v.:<< 計倪))j ﹒這
是裳康的敘悴，可以代表他的意見﹒衷 111以「計倪 jJ軒然是會名，略與箱中敘事不甚吻合，研以
遠無法有最後的結論﹒

4 <<越總會》哲思端木賜攘'1ft因末篇(敘傳}云: r句踐以來至乎JI!始之元，五百餘年」﹒如l成
會於來t真切11'﹒(敘傳)又曰:r以2皆為姓，待衣乃成，厥名有米，被之以庚」凶句字迷，射「
袁康」二字﹒「禹來東征﹒死葬 Jt姐(總) j ﹒表示會稽人﹒「文腦辭定，自于科5賢，邦賢以口
為姓 .ffs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間名﹒」潤色者乃同郡吳平，也是猜字過~﹒既以歷來請家多
以1萬4越總會且是眾康研作( ((偽嘗過考》頁638-640 )﹒但(敘傳)明云「記陳厭說，時具
有人 j .即告名《校識》乃疑袋、吳非《越給目之原作者﹒而從陳振孫《師學解題》去﹒「益~
國人所瓜，而漢人附益之」﹒其實比較衷康(敘傳)與今本日v.: ﹒漠本《越絕)H萬次、街目和今
本有苦大的山入﹒今本恐亦非衷央給1拒之辭貌﹒有些符其~M固然是換代的作品﹒如{記奧地傳第三
)多言m祟.(眷Jjl君第十七) r讀卸車~j ﹒是漢人諦，非戰間之盲﹒但像{計倪內經)fifr
論，與{貨殖列傳)、(天宮會)相近﹒而自日本文注6 ( 1{490 )研盲﹒有些地方顯示{貨姐列
傳)抄錄(計倪內經) .廠領用必甘為先漠之作(間引自胡會窗1962.頁19日).應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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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也可以為黨仲舒批判商漠前期立在并研詢「漠興循而未改 J ( ((漢白﹒食貨志上》

)的詞找到很~﹒

二、范蠢計然與商買輕重術

新興商人以飯食農產品登上歷史舞台，時間大概在春秋戰國之隙，像 t 史記﹒主E
R直列{專))f!ff載的巨吉爾泡鼓、子賞和自主三家，都屬於戰國中期以前﹒常然不意味中期

以後沒有這類商人，只不過表示因此而致富是戰闊前翔的絕大特色罷了﹒他們泄經射

靈，版有易無﹒在民貫之間謀取 j享利﹒由於農產品貿易和年成好壞息息相關，萬人於

是憑藉一種特殊的占星知識預測收成，以使國積或出售﹒然而級軍商人這種經營方式

是始發於民間，還是如(貨 f1ï列傳 )f!ff 說，首先為越國的財經政策，後飽范重量推廣到
商人階層，目前尚缺乏絕對越據.本丈暫從((史記》﹒也肯定范蠶的記穢，認為輕重

術在春秋戰闢之際已經萌芽﹒

仲裁星占年

根據《間語﹒越認下)).范畫畫過曉天文星占，且用之於政治軍事﹒(越語下)云

，句踐ftP位三年而欲 fJG吳，范重量諜曰:r星星人隨時以行，是論守時﹒天時不作，弗為
人客，人事不起，弗昂之始﹒」後來范畫畫又謂越王曰: r古之聲用兵者，嬴縮以為常
.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恨，究數而 JI: ﹒」所謂嬴縮﹒《漢書﹒天文志》曰: r凡五星
早出1萬戚，鼠扇，各;曉由民縮，結為主人﹒J ((史記﹒天宮會))I\IJ專指歲屋，曰: r
其趨會而前日瓶，退舍目縮﹒嬴﹒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愛將亡，因傾敗﹒」嬴

縮2萬常之常，按長沙子彈陣[楚吊番ftP r當」之意(饒宗頤 1985 '頁37 ) .范車里認為

戰爭之發動與否當觀察星象，尤其是歲星﹒那麼. ((越飽嘗﹒計倪內經》詳述那位可

能是范盡量之師的計倪為越王勾踐軍事措糧食的方法，其基礎藉助Jñ歲是占星銜的知識，
大概是有所本的﹒

歲星即太防系九大行星的木屋，中國人很早就注意觀說 IJ它速行的軌跡﹒快回臨 r&t
新山的利益銘文有「鐵貞」二字，有人釋作祭耙歲星，貞間成敗(于省吾 1971 、徐

中舒 1980) • ((尚會‧t品吉普))曰:r玉在新色 .?ß.﹒祭歲J .可能是祭把直是星﹒據

說武王伐股，歲在路火( ((閥語﹒周語下))).晉之始封，直撞在大火(((國語﹒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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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歲星走到大火心星的位置標識年代﹒我們現在雖不能肯定這是記賞，但《

左傳))、《國語目也經常有以歲星紀年的記瑜，歲星紀年法大概在春秋時代就已通行

，唯尚屬初期，文獻紀年資料與實際天象差距仍達三 1x之多，到戰國早期(約 400
B.c. - 360 B.C. )紀年資料與歲星實際位置才相符合(陳久金 1978 ) .從組疏而精密

乃軍陣知識 :lJil展的正常過程，人民既早知 fD.屋，在范蠢時代有人利用歲星占洲人世現
象是很可能的﹒《史記﹒天官番﹒正義》哥 I((天官占》曰:r直是星農官﹒主五殼﹒J
木星運轉和五穀收成關係的建立，自前雖難溯 lJi'j，﹒從范章里計然的故事看，可能不會晚

於眷秋末年。

(計倪內經)和(貨m列傳)都說到以歲星運行占測年成盟歉的 11法，其中可以

分出簡易和按摩量的兩套系統﹒簡易的系統是「別陰陽之明」﹒木星環鐵太陽速行一周

，大約等於十二個地球年，此十二之數奧地支配合，故用子丑表示歲星 E丹在的位置﹒
十二年吧~Ì'J&陰晦兩部分，六年陽，六年陰﹒(計倪內經)曰:

從實至末，陽也﹒太陰在陽，歲德在陰，歲美在正是﹒

歲星之東þ竄日成陰，亦稱太歲或太陰(陳道路 1982 .頁411 )﹒《史記﹒天官會》

說﹒成陰左行，歲星右時，背道而馳，十二年再回到相對的位置，歲陰在行，從寅至

未即包含草r .卯、辰、巴、午、未六文，屬於盼;同時成星右行，宜、子、亥、戌、
函、申六文屬陰，這樣的年頭收成「美 J ﹒如果直是陰行於丑至串的陰位，而歲農行於

寅至未的防位，收成則「惡 J .放日「天下六歲一破，六歲一膜，凡十二歲一饑﹒」

{貨殖列傳)云「六歲薇，六歲旱，十二成一大錢」﹒意思相同﹒康﹒血荒也﹒(計

倪內經)之「康 J • (貸斑列傳)皆作「饑 J .意近，.因為十二年內分作陰陽，農

作物的收成美惡相對，故日「歲星之所居，五穀捏昌;其對為銜，歲乃有殃 J ( ((誰

南子﹒天文凱 I))、《史記﹒天官香))).當然後來歲星古屋街的發展日益精細，陰陽

分判就不會與l故地以六年作一個單位了﹒
另外比較複雜的方法是「審金木水火」之五行﹒這裡五行不合土，只有四行，恐

怕是配合四芳方位的術誨，與五大元素的五行不徊于﹒(計倪內經)說，炎帶有天下

5 (計倪內經)云:r六歲一康J • (貨殖列傳)作「六歲早J ; (計倪內經)云﹒「三濃濃木則
陳」﹒(貨殖ýJJ傳)與(，天官會)皆作「木，饑」﹒康或作「宵」﹒《周脊﹒越法》曰:r 1過年
無穀白白」﹒《殼榮傳))農公二十四年:r一般不升謂之嗽，二殺不升謂之線，王級不升憫之經
﹒閻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制之大侵﹒J <<注>>:r尿，虛﹒J ((疏b ﹒「虛荒之名」﹒因為
康有空I誼之義，如《詩﹒賞之初鐘))r~ 敞康的 J • <<爾雅﹒釋~>>去「康懿謂之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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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傳貨帝﹒黃帝上學天，下治地﹒而傳少吳治西方，主金;玄其治北方，主求，大笑

治東方，主木;祝融治南方，主火;后土泊中央，主土﹒馬王堆三說漢墓出土《五星

占))也就﹒東方木，西方金，南方火，中央土，北方 J.k ( ((中闊天文學史文集3 頁 1

-2 ) •(計倪內經)按著說:

太陰三歲處金則嚷，三成處水則毀，三成處木 Jl'J康，三歲處火則早-
"J見這煌的金、水、木、火即是函、北、東、南四方的代名詞﹒(貨殖列傳)亦云:

「歲在金，讓;本，毀;木，饑，火，平﹒ J (天官l1n 同. ((史記索隱》臼:r五
行不說土者，土，被也 J ( (貨殖列傳) ).恐怕是誤解。因為五行也有方位﹒中央

土，其他四行配四方﹒歲星在天上雖無地面 11位可苔，但星象家也將一周天分作問區
.再繞創十二支的位宜﹒居於中央的土在木星速行軌道上，無法安排適當位宜﹒其餘

囚行，金屬西，佑你商戌三文之位;水屬北，佔亥子丑;木屬來，估寅卯辰;水屬商

，仿巳午未 (0 住兩子﹒天文詞11))、伊世同 1981 • (說明)).各依太陰之既在古

測收成之盟歉美惡﹒《港商子﹒天文訓》亦曰: r三且是而改節，六直是而易常﹒故三歲
而一饑﹒六成而一衰，十二成一處﹒」從六歲一變的 r J]'J陰陽之明」到三歲一幣的「
審金木水火 J .似乎顯示占星術的精密化﹒大概到春秋破國之際，發展到此階段，范

籤當熟習於此道﹒

自主時代的古屋銜預測純閩仍以三年為一單位﹒但不像范藥時之機械式地三歲磁

三歲竿，而在三年內亦有豐歉變化﹒占星知織比起以前更加精進﹒(貨姐列傳)記載

他昕連別的歲星占年法曰:

太陰在卯，被;研歲衰惡﹒至午，早;明歲美﹒至菌，磁;明威衰惑﹒至于，

大旱，明鐵笑，有水﹒

卯、午、商、子，皆隔三年﹒太陰在卯之歲，盟收，明年在辰，略差;再過兩年，太

陰在午，旱，明年在末，又盟收，依次起伏循環﹒太史公序列自主於魏文侯( 445

B.c.- 396 B.C.)時，毯，戰國前期﹒與《戰國策))及子會所載自主事蹟不符，梁玉繩《

ìJ!害人表致))乃疑戰國前後兩白圭﹒一當魏文侯時，一位魏惠王﹒錢穆《先吾吾諸子繫
年考辨))JlU推斷自主只有一人，活動時代大概在戰國中期(頁 251 )﹒以太成占星術

的發展看，錢說可從-

t 史記﹒天官會))還以直是星也現其位之早晚推斷當年的水平，凡有J.k早當然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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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作物的收成; ((港商子﹒天文訓))更精密地分別各種農作的美惡，茲合二脅，列

表如下:

店里生出現 胞 作 民食
紋里紀年 成陰位 處星位 (升) 其 他

早 現 竊 禾 z 寂 書

攝提格 實 E 水 平 疾 不安 昌 四

單間 卯 子 大水 昌 昌 昌 五

說徐 辰 ;;. 早 水 開 熱 '1、饋

大荒酪 巴 戌 疾 昌 小兵
4著

教祥 午 百 早 * 族
不

登 昌

為

卅洽 未 申 自 登 不見 小兵

滄海 申 未 發 呂 - '1、兩
作那 百 午 1許 熱 過 不 不為 五 大兵、民族

間茂 戌 巳 水
不

昌
不

七
4、機、有兵﹒

發 萬 水

大淵 亥 展 蟲 開 不 2萬 大兵﹒大總

國教 子 卯 大水 昌 自 昌
三斗

(Jj- ? )

亦幫若 丑 資 * 族
不 不

昌 小兵
出 扇

成星出現太早或太脆 I\IJ有水旱， (天官書)的記錄只有攝提梅、說徐、數將三年﹒其

餘 ï{l.閥云大水，悶茂云水; (天文詞1\ )的記錄攝挺粉、執徐與(天官脊)悶，而游草草

云小商行、困敦云大水，亦奮若成星早山則水﹒這些資料大概說歲星運行未按時出現

在適當的位置( r失 lX J ) ，則風雨不詢服﹒但十二年周期只三年有歲屋出現早晚的

影響，五年籠統育水旱，可能只是白說 IJ年成的給助位知議，逐漸衍義充實﹒並不能取

代陰陽、五行或三鼓美惡的系統﹒胡寄窗把這些系統及輔助知被完全歸作范數時代的

產物(胡寄窗 1962 '頁178 ) ，恐怕是錯誤的﹒

臼占星術具輕重衛

隨 ZR:歲星統在而年成有美惡，上文說過歲陰在行，歲星右騁，一周天規創十二文
的位覽，同年之內二者是相對的﹒ J早先陰陽二分， r歲屋所在，五穀逢品，其對馬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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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乃有殃 J ( (天官會))的原則，後來更加細密化，庭作收成的美惡也不一致﹒

(天文訓)將農作物分為稻、禾、蠶、哀、~五麓，同歲各有疾昌﹒再加 l上戰亂、饑

3克之預測與民食的多寡，各種因家配合考慮，運用占星術從事貨幼的民進賣出以{牟厚
利的方法就逐漸專業化、複綠化了﹒

直是星影響年成，自然關係到物偵， ((越絕會﹒枕巾))去「人殼j't錢之法必要其天之
三表即ìÆJ 是也﹒三表者. (枕中)曰:

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稱大盛，水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放大敗 .1\穀

皆貸﹒金之勢勝木，晦氣蓄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成大笑

，八穀皆踐﹒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我者也﹒

和上哥I(計倪內島亞)一樣，五行缺土﹒而金木水火與五行相生、相剋之過說亦不鼓符
合﹒應該也是表示歲星 JiJi在方位的意思﹒基本含義在求陰晦二氣的盛衰，與(計倪內

經)昕謂「審金木水火﹒別陰陽之明」的道理相通﹒所以(枕中)說﹒「其胡也請癖

，察陰陽消息，觀市之反噩，雌雄之相逐，天道乃舉﹒」雌雄即是陰陽﹒

陰陽消息反映於四時的秩序上﹒(枕中)說，冬三月晦氣避之下肢﹒夏三月陰氣

避之下踐，然後 l/!;物親而信之，若 J1.月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冬月地不內藏則被 3若
不成，來春無生﹒又說: r I湯者主食﹒陰者主賤，故常寒而不寒者，穀 .1$之暴貴;當

溫而不溫者，穀為之暴民量J '當「陰陽俱會」時， Jlljr 八穀大成，其放大賤，來年大
饑」﹒因為陽氣主生，陰氣主殺. r死凌王(生)者逆. (人殼〕大食;生凌死者順

‧(八穀〕大賤」﹒此之謂「八殼貨路相勝」﹒(枕中)云此陰盼消息關係天門地戶

，其說且在不可益晚，但當與天象街故有闕，不正是氣候溫寒而已﹒

上文研述直星星占年系統雖有繁簡之分，但美惑相間，監教交替的基本原則是不變

的﹒(枕中)所說陰陽變化，八穀貧踐相勝的道理，基本上也是一貸一錢的模式﹒所

以(計倪內經)去太陰在閣，直是德在陰，歲美﹒陰陽之義與(枕'/')JiJi述同， r察陰
盼消息」而可以「觀市之反 MJ '星占便成為積斂或散發貨物的憑藉. (計倪內經)

據此以論政府財經社會政策曰:

聖人動而應之，制其峽發﹒前，以太陰在陰而發，陰且盡之炭，亞賢六畜貨財﹒

以益收五紋，以應飽之至也﹒閥且豈宜之歲，益發釋，以蚊回宅牛鴿，積直生貨財

，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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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闊的經常街與輕車商人

收者積斂，發者散放﹒太陰在寅至朱的陽位，成美﹒相反的.在申至宜的陰位則直是惑

，人民收成不好，政府應該散發積存的糧食﹒等太陰行至丑，陰且盞，將進入陽位盟

收之年﹒政府要趕緊出賣六畜生貴財以收脂民間餘糧﹒同樣，官太陰行至采，陽且鐘，

將轉入陰位歉收時，政府趕快發放 lt1'存的樹食，而收買回宅牛馬、貨物﹒《吳越春秋
﹒旬~J:陰謀外傳})日:r 仰觀天文，集型語絲宿，曆象四時，以下者上，虛設人倉，從
陰收著，望踢出經儘 J '也是觀察直是是之陰佼陷位而收、發五毅、財物的政策﹒

這種主張以市易經濟為前提﹒政府並且墮斯大部分的民生物資， I准怕供需失調，

物價抑揚太甚，由政府也來調擠，以舒民國﹒既然站在政府的立尉，不論農商﹒無新

備生且，皆宜煦擲，(計倪內經)放曰:

鑼，石二十則傷鹿，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草木不辟﹒末病則貨不出﹒故草草高不

過八十，下不過三十，鹿三拉俱利矣﹒

政府收脫五殼，平均一石二十錢，廷頓賤之債，市喝價格亦自然 1M低，農民無利可間
，於是廢耕﹒相反的，如果以一石平均九十錢之高價收蹄，市揭伯倫昂揚，但紛紛流

入政府手中﹒又會打擊到商人，商因 JlIJ貨物反而不流通，昕以穀價一般訂在一石八十
至三十錢之間，殷商才 {H蒙其手IJ ﹒五殼貧賤不一，每石價格只是大略的估計，該篇說

甲貨日棠，乙貨日奈，丙貨日亦豆 'T 貨臼稻、菜，戊貨日夢，己貨日大豆﹒從甲貨

石七十錢，每差一等遞減十錢，以至石二十錢﹒庚貨的繳利辛貨的某無償，比照疏食

，總日「八貨 J '亦日「人穀 J ﹒五鍛價格ftPfE上述的原則內﹒政府若真能勵行調節
政策，自然「眾人容容，盡欲官貴」﹒這樣， (貨殖列傳)制之「平縣(經) .齊物

，關市不乏，治閥之道也」﹒

﹒(計倪內經)的「制其收發」即是「于耀」 政策，也於站在超乎農商利益的立場

，而以全民為考慮， (貨頰列傳)放日「無散居貴」。物價之;與股隨物資之多~而浮

動， r 質上恨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貪 J '是自然之理﹒但政府既負有調節吻價以濟民

生的責任，便不能受市場經濟擺布，反而哥哥堅守違背市場經濟的原則， r 貴也如糞土

(計倪內經)的棍，(貨過Y!J傳)作「釋J ，;It餘文字皆同﹒但一字之差﹒意義~~.凡﹒(計倪內
經)J~超乎殷商而以全民路考慮的政策，得者政府之縫，紋照本文正文的解釋，r二十病艘，九
十病末 l ﹒皆能通達.~I操是施，政府以一石二十錄之股價寶山五教給農民，怎能說病處呢?以
一石九十錢之民價出賣五教給農民﹒商人也隨著水漲船高﹒捌u斑病末呢?這裡一字之差可以越
明是((史記))fI; (計倪內經卜絕非(計倪內經)妙《史記))﹒此亦~們相信(計倪內經)為先
秦著作的一項經據﹒

一491 一



生一且一一盤

，其量取如~玉J ( (貨殖列傳) ).也說是常物質缺乏、價格昂貨時，政府要散發積

存，以如糞土般的低賤價格的會;而物資 2皇宮、價格低廉時，政府要以珠玉般的高價
收斂市面過剩貨物﹒政府的政策是物賤則頁，物質則買﹒司馬貞《索隱》卻講成商人

賤貸資質的貨殖行為，質不了解范蠢計然之論 7 ﹒政府既然平興，於是乎沒有腐敗廢

棄的餘物，也不會有停滯不流的貨幣， (貨斑列傳)制之「敲著之頭，務完吻，無息

幣﹒」這是「讀著」的最高境界﹒有人以為「積著」是閱讀居奇，胡脊窗婿正這種草

率的意見，是可取的;但他提山「待乏」之論，說蒞蠢的政策預 Ä 收儲以待時機(前

脊窗 1962 .頁183 ) .也和司馬貞犯同樣的誤解﹒

然而平抑物價以裕民生的國家財經政策時入商人手中，內容、方法 E4E苔，意羲與

功能則彌新﹒太史公說﹒范童車既雪會稽之恥，歎曰: r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
﹒既已施於圓，吾欲用之*﹒ J於是棄官浮海適齊，之陶從商，

乃f台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贊(偵)於人( (貨殖列傳) )‧

(越主句踐世家)亦曰:

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

「積居 J • (貨ffl 列傳)引計然日作 r;讀著 J •m居﹒(貨 ffl列傳)別述子貢經商日
「廢著」﹒(仲尼弟子列傳)作「廢學 J .意思皆相近﹒廢，疑當讀作「發 J .指出

;居、茗、舉，皆防積之意. .單從宇宙意義看. r廢居」分別指發質與收買. r
積居」專指收藏，不過「計然之策」講究的是「收發 J .有貴有賀，史公 E牙膏必放合
二義﹒

商R在一貫一賞之間， r乘時射手 IJJ((( 史記﹒平誰會. j起解》引徐 Jti.臼) ‧r

7 ((史認封電路》間釋這段r"街叫嘴土，路糊口珠玉」的文字曰: r夫物督民必錢，極馳必費..rt
出如糞土者，既恆n後，恐:~~，幟，故為特出之卸磷土﹒賤取如珠玉者﹒既樹轍，恐)Ç.~，、錢，
故乘時取之如珠玉﹒此所以為貨屁也﹒元注誓錯﹒」當貨蟬，而制駒，趕快貿出.ft時市場原則
，當是真賀，怎會說rtm:認土 J ?如不守市蜴原貝'lilii.賤贊﹒糊糊才實有何不悶，何必哥蜻而的
之?隨制日gj1玉亦同理﹒司馬貞從商人立街來研事，他忘了這毆引「計然日 J '是政府的平總政
策，不是商人「貨姐」﹒鍛守節《正義)}日﹒「夫物貴也對之，而收財頁，吉如糞土不f告也﹒物
賤而只居1fT之，吉 ftn珠玉1<，物也﹒」只就字面鋪隙，無既助益﹒((索路))、4正聽目皆不足取，
唯司馬貞研鍵的「元注」不知啊錯，今本《史記 b未見，當與他的說誰不同﹒但也無從多鐘y.

8 <<史記﹒平學會﹒袋解》哥|徐m臼﹒「綴居者，即畜(~ )之名也，有研潑，有研畜(當)﹒」
t索賠》引劉氏曰: r艘，出資;居﹒停當也﹒ J (仲尼弟子7'J傳)r殷舉 J ﹒舉同居﹒《索路
》引主瀚日:r謂貴賤寶貴也 J ;哥l劉氏臼﹒「廢謂鈞貴而實之，學調物賤而收買之﹒ J當解意
義11/嗽，也非常一致，唯祖JII貪官《史記會注考證》從中并積德『臉，屁也;舉，發也」之說，
適得其反，將全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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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的輕重街與ti 商人

時 J ~P天時，也就是上文研述，根線歲星占星街對於來年殷作物收成的預測，占星術
一般只能挺供祖略的原則，事實變化多端，從事買質的商人積貨要符時，出貨要適宜

，才有利可間，太史公乃用「興時逐 J ' r 候時轉物」來形容范蠢的經商手跤，用「
與時轉 }'t'iiJ來描述子貢( (仲尼弟子列傳) ).而稱「白圭樂觀時 fi!J(( 貨m列
傳) ).所以戰國前期的商業資本家，白花錢以下，基本上是一脈相傳的，他們的經

營方法則脫胎於「計然之策 J ﹒

與時追逐的民質耍能成功，必須著於掌握物 at與地區兩大要素﹒物產 1J函，同一
品類型收之時，市竭價緒低廉，大量買入回綴，乘歉收之時也會以謀利;而不同品類

物資的也入流通，連用旦司齒，也是致M之道。戰國時代他們轉賣的貨色主要是衣、食
兩類民生用品，如(貨 m列傳)述臼圭「歲就(熟)取殼，子之絲漆;胸山取吊車足，
予之食 J •~見年成之盟歉﹒進出五穀或絲市﹒《孝經肉吉己))臼:r歲星生氣為 w讀者
，明日大寒小雨，見此者魚 l盤大賞，不出三旬皆可再俗，鼠不過二十日止;研見之國

做苗少質﹒天下有一直是才饑，見者不出其竿，當民從(從? )其故鄉，王者不安，大

臣坐車;不 w二年，天下無布，絲良緣家四倍，萬民大 ~J((( 庸關元占經 b卷二十
三) ..íI! 曲直星星古溺11魚鹽物價，禾苗成長反布雨絲絮﹒這是漢代或更晚的占當﹒比 1古

代歲是占年 3的日發展。上面引述的 4 准南子﹒天文訓 b ﹒同年內稻、禾、蠶、毅、多
之收11多寡不一，而「天道自然，八穀亦一賤一貴 J ( ((越絕脊﹒枕中))).可以互

相為用﹒至 It:地區.!的王堆漢墓自上《五星占))曰:直是反嚴處一闊，正月與管室展出

來方，名 1萬揖提格，明年二月與東壁良出來芳，名為單闕，依次每年加三十日與行、
學、東并、柳、張、妙、亢﹒心、斗、~展出于東方﹒所謂鼓處一園，常指二十八宿

的分野. (天文凱I )湖之『星郁地名 J .即角、亢之鄭﹒氏、房、心之宋﹒尾、冥之

于策，斗、學牛之鏈，須女之吳，忠、危之齊，串串室、m壁之街，奎、 !Jl;之魯，腎、昂
、學之魏.~亨、崗、參之趙.)f[}þ 、與鬼之奈，柳、七豆、張之周，其、診之楚﹒(

天文首11 )說「歲星之昕盾，五穀盟員 J ﹒大概是指地 t分野所在國家而言。如果換用

干文，則「甲齊，乙來夷，肉楚，丁南夷，戊魏，己碎，民奈，辛商夷，圭街，癸越

﹒子周，丑程﹒寅楚﹒卯鄭﹒辰晉，已衛，午奈，未來﹒申齊，商魯，戌趙﹒亥 J!m ﹒

」商人無國界，利用占星街推由 IJ各地物康的~歉，版有易無，比(計倪內經 )JIl.J:\ 一

國政策設計者更誼活。他們在時變中. r 人棄我取，人取~~耳J '故能處處佔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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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地區問轉賣貨物，增 F直覺財﹒

觀察星象，推占年成，因 fIi; 預測;與時逐物，何者當頁，何者當質﹒也錄音翱 IJ﹒

孔子調子貢「踢不受命而貨殖誨，億則屢中 j (目論語﹒先進)) )﹒億就是預測﹒孔

子對于賞的評論歷來頗多其解，﹒皆不及主充平質雅正而符合於(貨撞列傳)﹒《論

衡﹒知 l實》曰: r罪于貢營房績，意貧賤之期﹒數符其時，放貸殖多，當比陶朱﹒」
俞憾《君主經平議))釋「不受命而 1tfflj曰: r 不受命於官，而自以其財市賤駕賞，逐
什一之利 j (卷三十一) .非官命之高賀，也就是私有的商人﹒他們借用計然的財經

手段從事版有易無的貿易事業，但沒有政府以整個國家作後盾的有利條件，臆測得中

必須配合其他才能﹒自圭自述經商之街. r猶伊尹、自尚之謀. I系吳用兵，商量央行法

」﹒生兵之智足以權變，剪足以決斷，仁能以取予，讀能有 J!fi守﹒看得準、 w手狼，
所剩「趨時若猛獸摯烏之發」﹒於是走在時變之前，不落人後﹒到戰園中期，歲星占

術巴比先前精密，而自主可能也是箔畫畫、子責以來將「候時轉物」之衡發揮到極致而

能說出其中訣竅的人，故「天下吉治生，祖白圭 j ( (貨殖列傳) ).然而推溯他經

商方法的本滋則出自(計倪內經) r 時斷則循，智斷則備」的「時 j r 智 J 二字，知

此二者，則「萬物之俏，短長逆 j頤，可觀而已」。在戰國末年，希寫詢趙國建信君曰

: r 良商不典人事買賣之頁，而言革司時﹒時賤而頁，雖 .tll:己踐矣;時食而賀 'MIE賤巴
貨矣 j ( ((戰國策﹒越三))).((盟鐵諭﹒遇有))文學批評「葳司羽鴻」致富者，當

亦指 E譴司時」的商人 10 •

范數、子賞、自主「候時轉吻」之街亦叫作輕重街，是戰國以下商貿累積財富的

重耍手段，故又可稱作輕重商人﹒輕重商人的積聚可以追溯到封建時代的老傳統﹒封

建貴族往往儲藏穀誼. r于斯倉 .71f，斯箱 j ( ((大雅.1首回 ))).r 亦有高膜. 7.R;億

9 <<吉爾語b何晏((集解》日﹒「且且不受故令，唯財貨定殖﹒億皮JM~﹒」那閑《疏》曰:r不受夫
于礎教之命，唯務使貨均由時息﹒又 j呵，吋服人事之是~~﹒陶淵「師帽判，分局 Jì'J旬，
但還承認貿易經商;~述如翅iï'L!古也否定﹒((誅泌考{吉餘錄))曰:r古者令Jill皆謂之賀，姐猶生
也，研摘貨殖云者，不過留心9吾家人生笠，酌趣劑血，便不至悶乏身﹒~~緯賤限責，若商nffr屁
也 J (卷一).他舉證孔子斥欲學1車間的樂退為小人，若子買身~r商頁，型人不知當車nM斥之，
既以(貨店 Oý'縣)的記我乃「司馬氏償激之言﹒不可以不辨」﹒崔氏「考信」方法每以他心目中
的型人之i宜為依據﹒此亦，-J;品，不的街細辨﹒

10 <<左傳﹒用公十七年b曰: r鳳鳥氏﹒歷正也，玄為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宵。為
氏﹒司敢者也;丹鳥氏，旬開者也﹒」社《詮)):玄烏以眷分來秋分去，伯勞(伯趙)以反至
崎冬至止，銷為(背烏)以交粉身立夏 I上，驚維(丹鳥)以立秋來立冬去﹒四鳥皆歷正之屬官
﹒{遇有)之「羽姆」蓋指詞時之間鳥，亦參見王利?H鹽皺起自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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