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旦旦旦輕鼓術與輕重賓主

1Jr.秘 J ( ((周頌.~童年)));泰稜堆積﹒「其宗如揹，其比如榔 J ( ((周頌﹒良祐))

).人民一旦缺趟，採取借貸的方式以濟急，食而不必還者便是總政，可以收買人心

H ﹒像(計倪內經)的收發政策，因為封建政機所未悶，而范懿「不偵於人」卻能致

富的營生 1J式對封建貴族而盲﹒也是嶄新的經驗﹒
春秋戰國之際新興的輕重商人不從事封建貴族的積聚，卻說時而「居」﹒乘時而

「廢」﹒也就是說，他們的經營方式以儲存和出賀並重﹒市面某種物質盟盛，價絡{屁

股，大量收購財歲，對商人而言固能以少量金錢獲得大量貨物;但在市面疏通的貨物

既然減少，對生產者來說，也能維持一定的偵緒，不至於太滑落﹒相對的，當市面某

種物質歉缺時，價絡抬高，商人賞自置于激之貨，間能謀取大利;由於物品得到論充，

市面不那麼?渴求，自然而然也會壓抑價格上揚的趨勢，對於消費大眾而育，也是有利

的。這就是白主「人棄我取，人取我與 J ( (貨殖列傳) )的妙用，亦計然「以物相

貿易 .ffjf敗而食之貨勿函，無敢居貧 J ( (貨殖列傳) )的道意﹒

三、《管子﹒輕重》的理論與政策

輕重商人「與時逐」﹒「興時轉貨貸」和「樂觀時變」之「時」嘗不限於上述占

星衡的時﹒每年收成前夕﹒農家幫穀既壺，新穀未發，是背質不接之時﹒向來耕幸五百

飲之間的小農戶，一般生活都接近眩界里自﹒一旦 7Ì(早﹒便衣食不續，非舉債無法度日

，這是饑飽之時﹒戰閣編戶齊民的賦役負扮 m童緊迫，人民路上之急，削價售物以求
現款﹒這是急徵暴斂之時﹒富商當買於是守「時」觀變，乘民之急，農民乃飽受政治

11 ((左傳﹒文公才四年b曰:r子叔姬妃(配也)齊昭公，生舍﹒放姬無髓，舍無威心汗商人
據施於閥，而多眾士，益其家﹒貸淤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秋七月乙
卯﹒夜，奸商人殺舍﹒ J界公子高.~於閻人，即以穀漿貸給國人，作為收攬民心的手段﹒因
為國人屬於諸侯統轄，卿大夫不能施予恩息，有身心若干lllJ多以借貸形式來掩飾﹒如來么已再也乘
宋健之時﹒「竭其票而食之」於民﹒祖母「農夫人紛且之而不可，乃助之施 J ( <<左傳﹒文公
十六年)))﹒百元前544年「鄭機而未及多，民病，于反以子展之命 f祖國人3喔，戶→壘﹒是以
得鄭國之民，故平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來司城子罕閑之. ......梟亦饑，請於平公，出公果
以貸，制;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番，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 J ( <<左傳﹒藥公二十九年
)))﹒貸而不會，賞際即是路舍﹒即使是因君﹒一般也是貸的，並辦哺給予﹒西元前 564年
晉楚爭取鄭圓， r晉人不符志ñt郎，以諸侯復仇之.......晉候歸，謀J!Ii以息民，魏絆論施舍﹒
給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益出之﹒閻無滯讀，亦無困人 J ( <<左傳﹒襲公九年)))‧~ñt，守國問氏家量大於公妞，r以家最食而以公處收之」﹒「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 J ( ((左傳﹒
昭公三年)))﹒也都脫離不了借貸的方式﹒又《國椅﹒脊諸八))‧i以向調樂缸子「驕~奢侈，
貪慾無華~I 略則行志，假貸居賄 J .故及於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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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經濟性的「雙重聚斂」之苦(位正勝 1990 .頁405 ) •

這種情況之下，政府廊 t*取對策﹒((管子﹒七座七主》臼:
彼時有卷秋，或有敗凶，政有急緩﹒故有急綴，放物有輕重;歲有敗凶，故民

有羨 12不足;時有眷秋，故穀有貧賤﹒而上不調淫，故曲?商得以什伯其本也。

百姓之不問﹒貪官之不會，皆用此作;城那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

青黃不接，年成歉收，急徵暴斂，小鹿的困厄很容易顯露出來;但盟年農民雖有餘駒

，亦不見得可以過舒適的日子，真正能獲取百倍、十倍之利的是商賞，其中道理亦見

於《管子﹒小間》﹒曰: r製風暴雨，不見人害，潤旱，不為民怠，百川道﹒年穀熟
，級貸路，禽獸典人聚食民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 íif且騎﹒教民者厚收普直是(
藏) .以充倉膜，樂章H事，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敏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此消
先之以政﹒」先寧、先政. (小間)認為是牧民者的急弱，也就是預防物產充斥市弱

而激商人壓低價格，農民該得的利潤才能兔於溶入商貫之手，政府對過樹物資「厚收

普成」的措施叫做「振淫」或「調淫」﹒在自由市場的經濟狀態下，商人對於農人永

遠居優勢，如果圓家不平興，人口仿最大多數、而且是政府財貌與兵激之所出的小農

必定貧困，國家使注定非衰弱峨亡不可。故《管子﹒七值七主》日﹒「夫亡闢躇家者

，非無線土也，其昕辜者，非其功也﹒」當時有一派士人針對這些現象，發掘悶題﹒

籌謀對策，他們的觀察和議論主要保存在 t 管子﹒輕重》諸箱。
(-)貨幣與玉對互為輕重

戰國時期「春秋」和「敗凶 J 之時會對齊民小農產生那皮大的 1M除作用，主要由
於政令的「急緩 J ﹒《管子﹒輕重申》曰:

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也其財﹒無有者責其衣履，農夫躍其五穀三分 n(價)
而去。

為何政府微集人民服役，人民不但提供勞力，還遭到經濟的剝削呢?因為戰間時期，

不論兵、佑，也門服役都要自軍事裝備，瞥如雲夢腿虎地問 Yb~秦墓的土的兩件木臉( ((

雲夢睡虎地秦基》頁 25 ) .是戰地士卒寫給親人的家番，要求家人趕快寄給他們金錢

和絲市衣物 13 .這是兵役方面﹒至於緒役，人民不但要自軍事裝備，甚至還要自農餃糧

12 設﹒今本誤作rj接」﹒此從主念孫、精飼彥博說﹒兒((f;'予榮彼》頁8
3 睡虎地四號鑫11號木胺寫仿人叫作;\ll夫，會曰:r~夫寄益就會日 r遺E曉夫錢，母傑夏衣來
』﹒令當節(即)到﹒母說.'li:.陸絲布賤﹒可以為何做補者，母必A之，令與錢獨來.)1;絲布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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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的輕靈衡與經lIl:耐人

‧((竹子﹒山國軌 b 曰: r~卷功布日，春綠衣 'li.單衣， 1平、龍、景、草草、勝(勝
)、ji 、屑(筒)糗﹒.....無賞之家皆假之﹒城器、勝(勝)、撞車、屑(筒)糗、公

衣，功己而歸公，衣(衍文)折券 J l' ﹒政府貸給無賞之家勞動工具、衣服和乾位，

借貸既然登記在券，役畢篩選﹒若有損毀，照泰國的例子，亦須賠償 l' ﹒無賞者向政

府借貸，有賞之家亦須靠朋友濟助，如劉邦，秦時「常藍藍成陽 J ( ((史記﹒商租本紀

)} } . r 吏皆送奉錢三， (瓣〕何獨以五 J ( <<史認﹒吉爾總國世家)}).所送學錢即

為草草辦裝備及消費之用﹒隊虎地問號墓的兩件書信大概在業主政統一中國前夕，而且 ~J
邦之赴成協服德役在統一以後﹒時間雖然時晚，亦能反映戰國的制度或習慣﹒

《管子﹒山國軌})日春友秋冬四時，民皆有「功德」﹒每狄德役﹒

令之所此，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且時以約

::ìt隸之時也﹒
政府徵袋，齊民迫切需要現金以佐行役，於是脫售糧食財物，上引(輕重甲)說，此

時價指可能被迫壓低到正常的三分之一，積居時蓄之家乃藉機謀取厚利。「昕以時守

」、「所以相 3間長」之民當指*民官商﹒(按度)篇說得更明白，日.
今天下起兵加戰﹒民棄其來祠 'tU 持戈於外，然則國不為耕﹒此非天凶也，此

人凶也﹒君朝令而少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齡(包) .厭[分) 16而去

.典人受而東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貿人﹒飾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靈，~

，徒[以〕錢來 .m夫自以布此﹒ JI:\\夫秦卒 'Jl時「宜 4主權陷﹒攻反滅久」﹒推陽風楚，報
告者提即秦王政二十三年(西元前 224 }滅楚的戰爭-Z曉夫先與益就→吉﹒請家人寄錢和夏衣
來，按著在二月辛巳又寫此俏，位促母親買絲布裁衣裙，與錢一間送來，若放鄉布貴﹒只寄錢
，由他在當地質﹒黑夫提jI卜4立涼，可能是f的甘兄弟，間就墓閃出的6號木臘即是依給衷的家
﹒木臉做有曰: r (上缺)鯽，願辟逍虹、舟，街布捕者毋下二姐尺﹒(捏)
用坦#1錢矣，室弗遺，即死矣﹒急急J會'，0 J向母親要五、六百錢及二丈五尺好布﹒戰地危險，
隨時有生命之憂，放請家人急速傾:n供給﹒見《雲擠重虎地泰華>>頁25-26 •
假們改字參見《管子集校))既引諦，來說，頁1081-1082.

的時虎地秦筒{金布律)曰: r百姓設(假)公器及有資(債)來賞{償} ，其日以收責(偵)
之，而弗收責(債} .其人死亡......兮其宮喬夫及吏主者代賞(償)之J ( <<隱虎地泰~\竹ilíl
H(60) • (工律)日﹒「邦中之m及公事宮舍﹒其霞(假)公，而有死亡者﹒亦令其徒，、舍
人任其段，直雌興戌然 J ( ((瞬虎地業主Wr筒》頁 70 )﹒又曰:r其或按(假)公器﹒歸之﹒
久(記也}，å}~受之﹒⋯ ...jI;久路不可智(知I)者，令xlf賞(償} .反器者，其事己及兔，官
純收其侵﹒弗亟蚊者有罪﹒其毆者死亡，有罪毋貴(債)也，吏 Jt賞﹒毋攪炭公務，者(前)
她民公器者有罪，毀悔公器及口有令質(償} J ( ((路虎地秦廷4計líj))其72) ﹒政府器物不可
他在{if給人民，當只自阱1{串、公事之類可以假借﹒鼠毀賠償﹒官吏負連帶責任﹒

16 今本無「分」字. ((管子第佼)}郭沫若案，古木、劉本、朱來光木均作「廠分而去」﹒分1時半
﹒洞滿半個而去﹒參看《集校)}頁11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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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其財物，國幣之少分燦於買人﹒若此則幣靈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人

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豈宜在貿人，而若無策為;民更相制，君無有耳 u哥，此
經軍之大准也﹒

誠如上文的引述，戰事一起，徵~之令朝發夕兵，農民於是拋售財物五殼，換取金錢

以治行裝﹒厭分即半價﹒也給日「急政(征)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存改﹒當

具有者，半賈(價)而賀，亡者取倍稱之息 J ( ((漢密﹒食貨志上))).即是這種情形

﹒商貿利用「令之昕發 J .以少斂貨幣 2畫得大量民生物質﹒等到戰爭結束，士卒解甲
歸庭，食之者眾，物偵於是升高，商貿又乘「令之所止」﹒高價出售閩積的五穀財物

，在市面上流通的貨幣約十分之五弱(少分)遂流入他們的囊中﹒市面貨幣供應鼓減

少，錢乃章，而小民 ~nlli管財物，因為物多錢少，賣得的金錢愴然少﹒由於錢重三分
，物價之差亦三分﹒但對齊民小農而宮，持有的貨幣不多，能藉幣重增強贈質力的機

會也有限，結果這三分之間的利潤自然為商賈昕奪﹒(毅軍甲)曰: r貿人乘其弊以
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蠶食也;農夫失其五殼，是軍海也﹒」產物與貨幣一進一

也間的操縱，齊民小庭宣食宣渴，因之財物畫在貨人，他們便無法逃出積餘減至是之家

的建立心﹒

自春秋中晚期以下，隨著紛戶齊民階級之逐漸形成﹒微兵與技因是政府相輔並行

的雙軌政策(杜正勝 1990 .頁174一186) .凡國家公民，大概多能得到一份耕地 11

.戰國初年勵行改革的國家也相繼間草萊、盡地力，然而齊民小農並不能發得混飽，

《管子))多處指搞這種嚴重的危機﹒(國蓄)篇悶曰:

tt哥|飯盒用(因) 18 .耕間發萃，上得其數矣，民人 Øi食，人有若干步做之 f.{
矣﹒計本盤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

17 (魏戶律)曰:r段(假﹒買也)門逆臼{旅)、贊姆後父，勿令1萬戶，勿鼠{予)因宇J (
《睡虎地~鑫竹筒》頁293 )﹒質門逆旅、贊婿後父耳q早受囚﹒4商君會.~事民》曰:三晉「
其寡萌n息民，上無通名，下無間宅，而恃奸務末作以處﹒ J!軍扮演云:寡萌當是賞萌(參見
兩字《府君當注釋>>)﹒上無道名UPtll文之「勿令1萬戶J • r下無悶宅」即「勿予閏宅」﹒除
這些人之外，凡國家的成年男子大概多可受凹的﹒

18 鈕，尹知章《注》云:言學也.tt((( 椅子 '11"道》曰: r探t事故鉤者既以為公也，上好曲私.JliJ
竄下百史乘是而後偏﹒」王先謙 ((j把解)}，}I郝甜 7日回探盟軍﹒蓋如今之!li!!籤，投鉤，未知其常
﹒古有藏蘊，今有拈闢﹒疑皆非是﹒然而郝氏引 t慎子》則近是﹒《價子﹒君人))日﹒「分馬
者之用策，分困者之用鉤. JF以針J策A 過於人智也 .ffr以去私;JX怨也﹒ J 鉤是最間的器具，故
苟、做三家皆以為能得公平﹒疑《竹子﹒闢蓄))之「鍍J ap r 鉤 J .而「量用J 之「用 J 蓋起
「凶」字之草鞋﹒

- 498 -



團圓的輕重衡與輕頂高人

政府測量土地，授予人民耕種，估計收成以當文出，然而人民卻有飢色，原因安在?

(輕重申)也發出同樣的疑問﹒總結其因是「穀有且可減 J .尹知章云「人乏於食者，

家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正得其解﹒因此這派人發現法治之士所講的「強本節用」

並不能真正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輕重乙)云，紀氏之圈，厲行強本節用，五穀雖

盟澈，卻間流而歸於天下，民穀豈宜為天下虜，而其間亡﹒(地數)亦主張政府不能只

謀求「官本而盟五穀」之道，因為

本當前財物來，不能守，則說(說)於天下，五殼輿盤，巨(吾)錢(~ )而

天下賞. lliJ說(說)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下廚矣" ‧

五毅愈盟收，若無善守之策，物個必怠便宜，利潤為天下家官所掠奪﹒結果齊民 np:!l日
((~醫﹒貨斑傳 3所說，成為法律身分同列的官商蓄貫之僕虜. (國蓄)綜制之穀有

所藏﹒利有所并，乃使民下相役﹒如此一來﹒輕則以當役貧，重 lliJ亡國躇家.

這種富商蓄質就是《管子})所 fI1l的「輕重之家」﹒他作當提承施盡量以來「說居典詩

逐」的傳統，轉貿貨貨而不固守財幣，以「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原則來經營貿易

.fl 貿取與，戰國商人是以貨幣、五穀和其他物~相對待而調節運用的，後者總軒 5日
「萬物 J • ((管子﹒乘馬數》曰: r 布織財物皆立其贅，財物之質與幣高下﹒ J(lU

至數)曰: r幣重而當物輕，幣輕而萬物畫﹒」財物質買以金錢為准，既以商買得以
貨幣飯縱萬物﹒同時因為「五穀食米，民之司命 J ( (國蓄) ).於民生物質最居重

要，可「獨貴獨賤 J ( (乘篤數) ).妨以五般也具有貨幣的功能﹒(乘馬數)故曰

: r 穀靈則萬物妞，殼糧則高物璽﹒」這顯然是自(計倪內經)的收發和自主的取興
，長期發展下來的傳統﹒當然，經重家首要之務是要控制民之司命的五毅和民之過施

的貨幣，如《墨子﹒經說下之上))所說 r :刀緣相為質(價) J ﹒操縱五穀與貨幣，互

為體重血，以壟斷天下的財富﹒

19 ((管于告時)).王3桐去﹒「說」當局「我 J .說者奪之飯字也，多其1151' 巨錢，俞崗云，
『吾賤1之訣，頁 1156 •

20 <<墨子?經說下之上b曰: r 刃縛賴為買﹒刀特別親不賞，刃軍則認不易﹒王刃無變﹒罐有變
﹒成變繆則緩變刃﹒若驚子﹒」刀是貨幣，耀指五斂，二者互相為偵﹒照物質供需原理﹒貨幣
多則幣值降低，必這頁持多錢才能~J~j嗤之殼，故刃輕則權必 .jt .反之，刀重.JlIJ經必經(易)
.故梁斂起《設經彼釋目將二「不」字皆以意校改作「必 J (頁71 )﹒胡寄窗不改字，而有進
一步的辦事﹒他說，貨幣價制嗨，從價格上看是錯賞了，但二相關反映其做位﹒故無所謂
﹒反之，貨幣偵位大時，從似情看娃得踐了，也因三者\w須反映其價值，故仍無所改變( ({

中間經濟思想史 b上 J{I32 )﹒巫ff三(管子串串車學說的淵盟軍、拉本思想和基本概念)說同
.這是墨者著限於交換雙方總價值鼠的論辯﹒雖合乎詭辯的;僻t. 卻不符合經驗世界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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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富商蓄了主經營謀利的方式且在缺乏直接史料，但目管子﹒疆軍》諸篇既然針對

他們立論，我們可以利用這批紛料反映商人的輕重街，他們的華水手段 flD (乘馬鍛)
所謂

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

泄是拋出，射是吸入﹒此一進一出之「物」包指五殼奧貨幣，二者相互為用。故(山

植數)日: r請立幣國鋼，以二年之 }j\[顧(雇也)之，立堅守落，力靈與天下調，很重

則見射，輕則兒泄﹒」五毅和貨幣互為經葷的道理， (山至數)說得很明白，曰:

直是些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價)去上產量之分﹒以幣據之，穀~君(上) 21

，幣寫下，國幣登在下，幣經穀蠶﹒

收成好，五穀市領跌 j1J去年的一半，擁有錢幣的商人乃以此低股價給大量 E諾貝五斂，
於是五穀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大量的貨幣流入市竭，一般人民自然感受幣多而賤、穀

少而貴的壓力﹒(國當)也說: r成適笑，則市經無予(與) 22 ，而狗串起食人食;歲

適凶，則市經益十純而道有餓民 o •••...物適賤則半力(分)而無予(與)，民事不償

其本;物適貴則什仿而不可得，民失其用﹒ J因為五穀盟收，人民有餘，雖半價血管

亦無人問津，領絡必輯，商貿「斂獄之以輕 J '而凶年人民不足，倒絡必賞，商貿則

高價販賣他們所研素的糧食，此謂「散行之以重」﹒商貿既以半價只入，又以十借貸

此，利潤之高自可想見，這就是(國當)既謂「以重 M輕，以賤泄平」的「輕重之大
干1) J ﹒
口政府與會裔的競爭一一平權與輕重

商人以輕重術操縱市梅，齊民小星星終直是勤勞而不得襄腹，遂受家民趨役﹒政府站

在統治的立扇，為維護其基本勞動力，自然不顧見到這種「門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

J ( (乘馬教) )的現象，於是設法使齊民小農能維持最基本的溫飽生指﹒他們採取

的方法是不抑物價﹒上節說過(計倪內經)主張政府利用收發買賣，維持物偵穩定，

盛辯也承認法定貨幣(王刀)之值雖不變，殼偵則是浮動的;直暉毅物價fi'I~f年變動，長期下
來也會影響法定貨幣的償債(多用胡民說卜墨辯說貨幣和穀物之相互為飯前像大小錢之于呀
?總(蠍阻力|香) .頓然也和伸手))一樣，捕五制有貨幣的撇﹒

l 誼ZiE常斜拉月2:山間軌)作「上J ':l! 、土鈍，糊糊﹒珊

22 (困苦)有「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吊賤)11)以幣予衣J '予.<<道具》引作「與J .尹知章《注
b臼﹒「易也J (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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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五穀賤不傷農，質不病末﹒(貨斑列傳)亦述計然之論曰: r 股末俱利，平經(原
作總)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越王勾踐採行的情形今不可考，但戰國初期

魏文侯的計臣李惶則承 !ll1此法，推行過平權政策的﹒
《漢書﹒食貨志上 b 說，李體主張政府干與市海﹒說年 j此之盟歉，或耀或嗨，以

兔物價波動過且自l﹒嗨，年百飲之間收成如為五十石，估計上熟間佑，收六百石，扣除什
一之稅和一家五口食糧，尚餘四百石﹒中熟收成三倍，餘三百石﹒下熟收成二倍，餘

二百石 23 .市面上剩餘的五穀則由政府收路，

放大孰則上級三而舍一，中孰則經二，下孰則縫一，使民適足，質平貝 1]止﹒

土熟餘四百石，政府收購三百石，農家留存一百石供衣物、社祭、疾病之用﹒中下熟

依次類稚。相反的，小飢收成只有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比常年各少五十

、八十和一百二十石﹒政府乃各發小熟、中熟和大熟之昕斂而懼之﹒有人認為按照這

種辦法，愈飢餒，市因供應之糧食愈多﹒反而是常年最缺糧﹒殊不合理(胡寄窗

1962 .頁276 )﹒然而平經政策的精神是「價平 J .一撥一蟬，於是

接過饑餒水旱﹒纏不貴而民不散，取有 t~以禍不足也，
最終目的在於「使民適足」﹒(食貨志)所述三熟三飢固然是約略的估計，小飢發小

熟之斂，大飢發大熟之斂也不能機械式地排比對應﹒

《管子﹒報章 b 諸第保存一些比較接近戰國早期 'f-經法的主張﹒(按皮)曰:
耕農之數曰:一穀不登. ì成一殼，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滅二殼，殺之法再/

什倍。其i疏漏之，無食者予之練，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 1i1之頁，無 fff稱之民
.

一種穀減產，糧價可漲十倍;兩種穀減產，位價再漲十倍，政府也面千典，既可壓抑

物價，又可使小農兔於高利貸的剝削。干與之法，是「夷疏漏之 J 。此話頗難解，唯

《管子目別篇有「紛京淪之 J .意涵相近。(學語)曰: r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
藏二，五年而十也﹒毅十而守五，紛京 1箭之﹒」這是講儲藏五殼，與(輕重申)的「
爽放而積累」切合﹒夷疏、紡索、夾競多家注釋《管子》錐認為三語拍通﹒但訓諧的

意義則南轅北轍﹒自上下文意推之，特沫若說是李惶于經法之衍變，齒，較正確( ((管

23 lI:實做算﹒上熟餘450石，中熟M;315石，下熟餘180石﹒(食貨志)去下熟餘百石，股當作「
餘二百石J .與下文『下說l\lj研斗 J才不矛盾﹒師古注引張晏曰:下熟.r官想)1;五十石，云
下說耀一，詞中分百石之一J .不但粥盒，也奧中熱之權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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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榮校})頁1190 一1 19 J )。英者'r:其價緒，疏者過其有無﹒五穀以平鑽在市面疏通
，21J赴平綴﹒

(事語)曰: r視歲而藏縣，時積鼠，因有十年之當﹒ Jt14究儲藏穀菜，因為平
經浩的先，tk;嗨{牛在於政府有JjFi積減﹒能藏則滿， (事語) r爽疏漏之」之「滿 J 21J是
積居."為﹒生Bt十分穀而守戴五分﹒才能在欠收時拋出積樹，平穩物價﹒( IU橫數)也

說﹒「引十之半而藏問，以五操箏，在翁之決塞﹒」決密者收發輕重之道也 2九基本

原則是

軌守其斂，准平其流( (山植監控))‧

「軌守其數」即守政一定數量之穀物， r准平其流」是散發穀物使動筒子准﹒國智能
行平罐，用(乘為數)的話說，謂之「持流 J '此乃專門對付官商蓄賢以兔「鬥國相

泄，輕重之家相奪」的政策﹒大商人運用輕重之街相奪齊民小農之財，間接也是政府

之財，這是鬥國的商 L政﹒「至于王國，則持流而止矣 J ( (乘馬數)).政府持況如

何阻止商貫之奪民財呢? (按皮)曰: r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
國無游頁.~賤柏拉﹒此調國衡﹒」當政府能流散積穀時，家民便無浩盤魔高價不下

，國內的物個才得以平衡，不會激他們操縱。

戰國時代深切經軍之澀的計 êJjFi 建設的財經政策不限於平嗨，他們進而以「子之

道還治子之身 J '摸做商人致富的輕盒子設來打擊商人，終於使政府變成最大的間讀

者和剝削者﹒他們還是和自主一樣，企間掌鎧衣食兩大宗的民生物資﹒(國當}曰:

夫物多則路，寡則賞，散則經，聚則靈﹒人君知其然，故視圖誤不足而御 :K財
物:穀賤則以幣予(與)食，布市民制。以幣予(與)衣，說物之輕重而御之以

准﹒故貧賤可調而君符其利﹒

予悶典，易也﹒殼賤民殼，布賤貿布，以政府的龐大財力干與自由市場;然而 m價低
攘，生產者受害，這裡政府並不是抱著平榷的態度來好解民因，反而利用白山市海價

格而謀取利潤﹒{間直言)又說: r穀貪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賞，兩者為紋，則

24 <<骨子目「法是基J一詞首見m(經育>>‧(七法)為七種治衡，決是蓋其一，曰:r予奪也﹒險
易也，~J客也.m易也﹒閥閉也﹒殺生也，謂之莎磁﹒......不明於決傘，而欲敵眾移民，猶使
水逆流﹒」但《輕重))請符的決舉純I團較傘，(地數)日﹒「伊尹普通移程建，開局決塞，通
~商下徐疚之策﹒」限必買賣收發而已﹒(山值數)解釋改進也就:r J甘敢冒商經﹒乘輕而守之
以爽，lllJ十之五有tL上，連五行虹的事﹒如日月之終彼﹒此長有天下越宜，憫之准道﹒」准RP
准平之准﹒計區相仿輕重之俯是治國的軍!ll'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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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的輕重稿與輕重商人

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謀事於兵不平之間﹒」政府 RP利用不同物資問伯
格的差距來賺錢，和經誼商人毫無二致﹒充斥市場的物質經過政府的收餓﹒價絡雖然

提升(散則輕 .m 則靈) .但齊民小腿已無餘續可以自僧，既斜「財之械(價也)可

得而平」的調整伯格，只有固積才能獲利，而政府由於大量收購物質，正是最大的倒

在言者，故計臣說「君必有什倫之和I J ( (國當))。當然在此俏說，政府也不能禁絕

積JtT商人乘高價謀利，最後便形成政府與民間財富團體競爭的局面﹒
政府與私人財閥競哥 ?t. '有其方便之處，第一，憑借稅收傳統，政府可以控制具備

貨幣功能的穀物;第二，自戰閩中期以後，有些國家的中央政府能更有效地控制貨幣

.這兩件輕重利器操持在芋，理論上講，應該可以無往而不幸 IJ ﹒誠如(山至數)昕說

國策出於殼，軌國之策，貨幣乘馬者也﹒今刀布戒於官府，巧幣 1fj;物輕重皆在
貫之，彼幣靈而萬物輕，幣體而萬物重;彼毅軍前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

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術)也﹒

彼殼重而穀輕，當即「彼穀靈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之省文，義見於(困苦) 0

計區認為政府只要掌鎧五穀和貨幣便不怕官向當買、經蜜之家興風作浪，治關之術 RIJ

在於此﹒

以 'ß'f國來說，至還當「齊法化」通行後，刃布必也於宮，府，故《輕重》很少討論
管制鑄幣的問題﹒但五殺則不同，其生產散在民間，尤其封建貴族苗育的家家還占有

大量土地，算是第二種貨幣的製造者，政府乃想運用他管削的第一種貨幣來操縱民間

的第二種貨幣. (llJ 闢軌)謂之「調立環乘之幣 J 0原則是

因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證置公幣焉，大家泉，小家寡，山田間田，曰:終放

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 lllJf{公幣2慧，以滿其准﹒
政府挾其強制構成把自錄之貨幣貸給人民(宜公幣) .高向人民收取五斂，發揮五殼

的貨幣作用﹒於是貨幣與主穀互為循環，請之「環乘之幣 J ﹒循環的辦法﹒計臣有相

當細密的設計，一是以幣收殼，常 rm 直是盟年五穀登」峙，對上M!高因之民說: r:吾
昕寄幣於乎者若干，鄉(研)穀之微若干，請扇子什減三。」政府只收貸款之什七，

豈非仁政?但~年市街價倍賤，政府以幣折殼，於是「穀扇上，幣為下 J .低廉的1i
穀大最流入官府因倉，而貨幣充斥民間，穀做「坐長加十」﹒二是以穀收舟. r 女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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絨吊苟合於國舉者，皆宜而券之﹒以鄉被市准曰:上無幣有殼，以穀准幣﹒」市街穀

價已綴，政府用收藏的五殺按市價 m民民間的布舟，於是五穀以收鵰峙的十估價椅(
穀庭宣布.加十)再度流入市場，放日「環穀」﹒三是以官蔽之穀收民間之錢﹒中央政

府對放高利貸的 r:大家委貸家」宣佈，國君出游，每人須由借錢幣若干﹒又對地方政
府宣仰﹒國君隨從大隊人馬就食於縣，不可讓其左右民乏﹒地 1f政府乃積聚糧殺﹒市
場穀價於是「坐長而十倍」﹒出游之後，國君下令曰: r 貨家做幣皆以穀准幣，直幣
而庚(償也)之﹒」政府向委貸家借貸的錢幣改以昂真的主穀償還，於是原先控制的

穀物也筒，而民閥的貨幣又田德﹒這時「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 .m殺而應假幣﹒
悶幣之九在上 .-;(f.下﹒」市而上貨幣既少，

幣藍而萬劫輕. (於是政府)斂7.t物惚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吻蠶
十倍，府官以市搬出萬物，降而止﹒

可見政府雖有權鑄幣，計陸知道通貨膨脹的利害，並不主張無限鑄幣，而是利用貨幣

與五穀在政府與民間循環的手段﹒一進一出，乘其經章，而墓斯民間資源﹒以上( llJ

國軌)所論「環乘之幣」政策的基礎是政府的絕對權威，果真徹底實施，必定政府當

而社會貧﹒

五殺和貨幣循環運用，對政府而言，還是比敏看重兼其實用與價值兩種功能的五

穀﹒故((輕重))論之甚詳，或許也典范齒的傳統有關﹒(山至數)說﹒「守國者守穀

而已 J .在治街上謂之「穀~J ﹒辦法是收成後乘機紙偵收賄，日:

縣州里受公錢﹒泰秋，國殼去參之一。君下令調部縣屬大夫，墨色皆籍梁入若

干，穀童一也，以藏於上者，國殼參分，則二分在上矣﹒

秋收﹒市面穀物供應充足，價檢降 f民三分之一，地方政府以公款收戀之﹒而地方，登記

的特別繳納(籍菜入)和常歲賦稅則准予以穀代幣，於是農業收成多半流入政府倉庫

﹒政府放其積殼，在其他季節課利. (山至數)曰:

泰眷，國穀倚重數也﹒泰夏，賦殺以市微﹒民皆受上殼，以治自土﹒

到眷天，民間存梅漸少，穀偵閑始上漲，以至加倍 .J1夭亦然，人民皆以市面伯格向
政府購買糧食﹒這就是政府「以重射輕，以賤泄平」的手段，輕重的原理和穀幣循環

是一致的。這辦法如果徹底就行，地方政府儲般大量的五穀和貨幣，小胞生 lfí所需莫
不受制於君;他們最大的債權人是政府，而非官商家民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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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闊的輕訂I衡與輕重商人

絕對經濟優勢再加上絕對政治槌威，如虎添翼，萬夫不能敵。(臣乘馬)也論政

府借貸予農民，收穀祇幣之妙用日﹒

扇子之春箏，賀子之幣﹒春(泰)自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辦農夫曰

: r幣之在子者以為毅，而成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閻穀之重再十倍﹒論
述近之縣里色百官，皆當奉符械備，日「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穢，

一切什 1L ﹒還穀而應殼，國器皆貨，無為於民﹒
春天閱始插徑，農民背貨不援，政府借貸給人民，等到秋天收成，穀價減半，政府以

幣折殼，大眾的收成乃流入政府困倉。政府既然:掌控大半的糧食，市面極少，穀傲自

然再漲.這時政府均工庇材，管作器械，以穀准幣來支付工資，因為穀貴﹒政府從中

獲得大利﹒這一來，政府不但可以控制市坊的穀償，而且以幣准殼﹒再以穀准幣，相

眾也納，表面上不向人民譜敘﹒卻可以收到更高的利益﹒所以我們說政府果真推展輕

重政策，它便成為最大的剝削者﹒

小腹經濟最易?賞臨生活臨界點，背質不按時總不兔要借貸，現在政府來做債權人

‧(國當)說「春賦以斂絢閉，夏貸以收秋賀，是故民無麼事而闊無失和 l﹒」五月蠶
功納卷賦，人月秋收完夏貸，長年累月，用而彼始地循環，農民豈不變成政府的農奴

了嗎?

前文說過程重商人乘「時有春秋，鐵有敗凶，政有緩急 J ( (七昆七主))而謀

厚利. ((車里軍》的計區常然也深明「時之義大矣哉」﹒上述(山至數)的穀策和(區

乘馬)以穀准幣所憑依的春秋，正是恰當謀利之時. (輕重T)甚且認為四時皆有國
利的機會﹒曰:

孟春旦歪，幣 1真阮(陀)而不遂，給谷報(部)品土之 /j( .不安於藏，內毀室

屋，壞牆垣，外侮田野，殘禾緣，故君遐守泉金之謝(射) .物且為之$'大

夏帳蓋衣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射) .物且為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

弩求弦，證絲麻之謝(射) .物且為之巨響。大冬任甲兵，經食不紛，黃金之質

不足，證守五穀資金之謝 (g.j") .物且為之舉。己守其謝(射) .富商蓄質不

得如故，此之詞「國學」﹒

「存」常是「黎」之椒，互己念孫、'J<并衡、闖一多及林間吉吾家就悶，多《甘于嘴巴校b頁1023.
26 阮、報二字從王引之故作取‘絡，參《管于集校回頁12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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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秋整治甲宵弓弩'孟冬庭開 1It賞，絲麻、五穀和 I黃金皆路時之苦苦，以此類-推，主\;:ðl

的「布」當指布取﹒「謝」同「射」﹒政府證守各季節的必需物資，運用「以軍射輕

」的經營手段，自然可以取代向來的富商蓄賀。政府成為最大的商人，夏天控制布旬

，秋天控制絲麻，冬天控制五穀'春天控制貨幣，因應時需可以瘦得更大的利潤，這

種財經政策叫做「國準」﹒( UJ國軌)也說，春夏秋冬. r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
之且可以相并隸之時也，君守諾四務 J .使「民之且巨作用者君已靡之」。這不是政府負

其照顧人民的生活﹒而是人民成為政府的顧客﹒

商n利用人民的緩急而謀利，一般多乘列國政府為戰爭而發布政令之時，但在《
輕重})計巨看來，政令緩急也是政府聚斂財物的一種手段﹒(按皮)曰: r號令者徐
疾也」﹒(山儲 \'t{) 臼: r令之徐疚，歐屏萬物，守之以*﹒」又日﹒「物一也而十
.是九為舟，徐疾之斂，輕重之策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亨 l十之半而藏凹，
以五操箏，在君之決鑫﹒」一宮十舟，政府如何能操縱盈餘之九呢? (地數)曰: r
普通移植室，開闊決墓，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郭 w若云﹒贅. r弗
背」二字誤合(目管子集校》頁 1145) ﹒坐起弗背時.RjJ- 進一也不違背時機﹒像齊

國這種「衛處之本，通達所出，游子勝商之研道」的地方，貿易發達，政府能乘「令

有徐疾，幼有經靈」之勢. r然後天下之貫宣為我所 J ( (地數)).即以說「王者

乘時，聖人乘易(發易也) .彼善為國者乘時徐疾而己，謂之閉會 J ( (山至數))

" .
總而言之，政府不論控制五教與通貨，假借政令徐疾，射泄輕重﹒操縱物價﹒最

主要目的在打擊吉爾首賈家傑之家﹒(簡當)說:一旦「教有研藏」﹒「利有研并 J

貝IJ君雄51!本趣耕而自 1萬鑄幣而無己，乃今(令)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 At台乎
?

為防備輕重之家相奪相泄以兔國家論 3萬「鬥闢」的混亂狀態( (乘為數)).計臣認

為政府應「以軍射程，以賤泄平 J ( (國草草)).守住「天術」與「國準」﹒(山權
ft()日:

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策也﹒不備天槽，下相求; (不〕28佈准，下陰相隸-

27: 糊糊者」至「謂之間會」搬棚移此. ((們做》頁11
「不」從間一多楠，多(('r'ì'予榮佼》頁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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