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戰闋的經重衡與輕重荷人

此刑罰之研起，而 i1iL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于不如民貧，委積則處矣﹒
計臣以為商人射重泄車里，經濟敬他們控制，政府喪失構衡的學繩 .ff，:是人民互相剝削

(下相求) .結果弱看必為強者所驅使(下陰相隸)。富商蓄買運用其經濟優勢，行

輕重之法，既然役隸齊民，必出現「中一國而二君二王」的局面( (經重甲) ).這

才是刑罰暴亂的根盟軍﹒站在統治者的立場，寧廠人民食而且喜命，不顧富而犯法﹒故政

府行經章 .h!自財經政策出發. r~民之夜扭，隘其利途 J ( (國蓄)).終拯目的

則是政治﹒只有社會上不再存在著可與政府領瓶的經濟勢力，對於人民之予奪貧寓才

能真正操於閥君，保證一國之中只有一君一王﹒此之斜「利也於一孔 J ( (困苦)}

.所以說:

凡將為圓，不通於輕盞，不 nn:\能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詣削弱上治
((國當))‧

這才是極重街的大用﹒就此觀點而言. ((管子})計臣倡議輕重雖為謀利，更深一層的

目的貝1J1萬著強化閥家的統治，打擊對象是社會上當可赦國的家商蓄貿﹒

((管子﹒輕重)}昕述的財經政策恐怕亦如諸子百家的建言，沒有多少付諸施行﹒

即使以此理論研出的齊回來說，民間仍多談防大戶，據說 rT 氏之家票，可食三軍之

師，行五月 J ( (山權9t，()).而市場也常見新築儲藏五殼的因倉((輕重了) )‧
貸族與商貿皆因戳，故(輕重甲)將「選主持古巴」與「富商 IZ買」並稱，日「積餘藏
談時苦之家」﹒或「圈之家」﹒韓非稱這些「蓄積待時而伴農夫之和 IJ J 的人為「邦蠶

J ( ((韓非子﹒五蠶})).輕重之家或富商蓄質是列國相常普遍的現象，丁氏常是有

封旦的貴族，政府不得藉其斗升抽;而近年安徽出土的那君眉立節也證明楚國貴族經商

29 r羨」﹒吾有本作「養」﹒間-多疑為「羨」之誤，可1((鹽鐵論﹒錯幣))r努滋訣，厄利塗」為
證﹒郭沫若從之﹒見《管子集絞》頁1052一1053. 按(闢蓄)下文曰:r均羨不足J .當以「

自為是-
30 ((香子﹒體乙個「飾、腳 .T~之功，世吾棚，寡人不得諮斗將﹒」何鯽云

:雞蔣二家無可考，了當是了公之後.~當是1';公之後﹒張佩給云「崇弟蔣弟」四字全誤，
以《管子﹒輕重T))蔽之，乃「宗區守臣」之，指商、國也﹒按《左傳})東郭僱曰:r君自
自TJ ﹒調控氏也﹒蔥乃恆公之子﹒安并衡日采將二芭名，恆公二弟封焉﹒總之.<<輕章))
乃戰閻托古之作，這些名氏恐怕難考﹒~佳女井去，貨族專其色，世收國看歲錢!斤網取之說﹒頗
f耳其旨﹒(輕工盯)云「稱貸之家，丁惠高闕，多者五刊喔，少者三千鈞﹒」若依4管子﹒治
國>>r 中年臥二石」和僻山f禍惘制「中間 IJ、做臥廿斗J ( ((文物))1985年4期)計，
百臥與歐二百石，一髓的呵‧IJ、越劇收三鍾強;Illj五刊輸是一千六百多戶小膜的生產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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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給予兔貌特權和種種方便 1I ﹒東方列闋的質商蓄貿既與家鬥槍貧往往合一﹒《

輕重》計區那套強化中央政府、削弱祉會力量的財經政策不能實行也就可以理解了﹒

反觀大約同時西 11之奈，商峽頒布選革之令. r 使商無得絡，反無得總 o •••...商

不得躍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 2日樂則飢直是無裕利 J ( ((商君會﹒墾令))).這大概就

是蔡海 l!Ji說的「調輕重」吧( ((史記﹒范雄蔡海列傳)}).商較長於貿易發達的衛間

，必了解商人輕 1fr謀利的巧妙，但他的政策和王軍。論比起來方的計臣卻簡陋得不可以道
理計﹒他在秦皇建法，令山必行，走軍政改革的路子，亦練裸地輕渡重 E宮﹒壓抑商頁，
目標雄亦強化中央，但手段 11固和《輕鞏》以商人之道整泊爾人之身的態度是截然不
同的﹒

四、新時代致富的企業一鹽和鐵

在戰國時期，鹽乃舊物，鐵則是新資源;但它們同樣成為新時代編戶齊民的生活

必需品，這就了煮鹽和治鐵的大商人﹒盟鐵商人販賣之物固與種商不悶，經營方式也

不必鐘守「乘時 J 之輕重;然而由於生產鹽鐵的成本更為雄厚﹒一且經營成功，便形

成壟斷的局面，昕以漢人並稱「鹽鐵」與「輕重」﹒他們既賺齊民小麗的錢，同時也

變成役使齊民的 ãt富﹒
(→鹽鐵與編戶齊畏的社會

中國人食鹽歷史的起源今難查考﹒傳說遠古夙沙氏煮鹽，蓋吉食鹽之早 32; 被錄

先秦能誨，周人生泊中聽己佔居村當重要的地位，尤為貴族不可或缺的佐路之物" ‧

31 那君敢節資料之發表首見~ ((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4期，兩篇論文:郭沫若(關於那若敢節
的研究) .和殷游非、經長銘(壽縣山土的那君敢節)﹒爾佐論述頗多，考釋有于省吾(那君
敢節考釋)‘商承祥(那看敢節考) .這是楚俊王發給那之封看名敢者的兔稅與通行道，分陸
行的車節和水行的舟節兩濁，車節說: r車五十乘，歲能返﹒毋我金革思箭﹒如篤，如牛，如
德(特) .屯十以當一車;直叫苦徒，屯廿格以當一車，以毀於五十乘之中﹒」舟節說﹒「屯三
舟為一瓣，五十孵歲能返﹒」郭君的高隊至少五十輛車和五十級大船﹒一粗大船由三條小船組
成，蘭隊若不用車，一事訢紅十匹姓口或二十個鈍夫﹒

32 ((太平御覺仰的引《世本》臼﹒「夙，tþ作 ;ff:盟」﹒又﹒來忠曰: r夙tþ、衛.，可靈公眩，持續
海﹒放以為魚型之利 J (參見海嘉誤輪椅本《世本﹒作篇))}﹒齊益公(581 B.C.-554 B.c. )
在春秋中院期之間，宋您老指夙 tþ衛局《世本》之夙沙，顯然太晚，不可信﹒《日氏春秋 .JIJ
民》曰: r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肺農﹒ JÎ有誘《注》﹒「夙沙﹒大庭氏之末世也﹒ J ((說
文解字﹒十二上鹽部 B曰: r古者夙沙初作煮海覽」﹒漢人堆稱用鹽之古，基本觀念是正確的

33 << l/ij禮﹒勝夫》日﹒主饋，用u百二十草草﹒鄭玄《注》去，緝諧迪、種﹒六十響起，六十響極
508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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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闊的體質前與輕軍商人

這種普遍必需的東西生產地區卻相當局限﹒遂成為少數人致富的媒介﹒

中闊地區出產的巨型有四種:海鹽、池鹽、岩鹽和并鹽﹒東周人常捉到東海岸的海

軍盟與山西解池的池里直﹒《周禮﹒班人))有苦盟和散鹽，位于春言自苦為攏，即池鹽，鄭

玄消散盟乃煮水為鹽，也就是海覺﹒據張守節說，池 E聾可分作眩，鹽、花盟臣和并鹽，皆

豆豆天雨，曝乾德鹽，池若主蛙者臼時鹽，池中 iìiJ!'者日并鹽，兩下池中，其滴高起若
塔子形者一日花艷。河東池鹽屬於雌鹽( ((史記﹒貨殖列傳﹒正義)) ).至於承兩而生

之井里哩，雖然和四川的井里亞同名.~質是不同的﹒巴蜀未通中國之前﹒當地人已發現

鹽泉，汲泉煎煮，即今之并且盟(任乃強 1986 .頁281 )﹒另外商北地區開採的~曠

日岩鹽﹒但四川并鹽和西北岩盤先秦文蜘且少提到﹒

﹒鄭t 注 b本1ft({周禮})(值人)和(隨人)﹒越是戳，以酒或酒精發酵而製成的調味﹒種是
肉償的通名，細分之﹒有骨日鷹，無 vl日茵﹒鄭玄說﹒作肉醬，先將肉拍扇使乾﹒然後 ft\IJ碎，
「線以l'Iè姐反鹽潰，以美泊塗皇軍中」﹒經百日前成((僅人﹒注)).可見作單是常用蝕的﹒
(值人}曰:王舉昕共六十輯之函. r 以五濟、七函、七濫、三雋貫之」﹒齊當作賀，遠些食
品的內容，五責是昌本{且精根) .脾析{牛百葉).屑、豚拍{豬脅或肩)和1深誦，七值是
隘(肉汁)、嬴(蛻蛤)、螢( IJ、蛤)、眼(蛾子)、魚、兔、腐等之趟，七逝者婪、普(!Ii
背)、茹(~葵)、婪、芹、絡、筍等之渣，三儕乃康、鹿、腿之情一包指肉類、對菜和水
產﹒七蒞大約丘於今日之鹹業﹒水產之隘台灣摘遺蝦、蚵、小魚之作法，肉誼或閱朝鮮尚存﹒
以上醋、值、1宜、厲的製作都使用大量的食蟬攔﹒ 4起記﹒曲直))談飲會禮節，有→申曰:
「毋R緬.......滑油﹒主人辭以黨」﹒賽者，無線也﹒客人飲趣是失禮，主人須先謝罪﹒因
為「作盛淡而無鹽，自主可獻也J ( (樹種﹒疏)).可見起用鹽甚多﹒
古代食品之極猶不限於(組人)昕述. ((龍記﹒內則》記栽上大夫食趣的成羞二十豆，值

五、芥錯一，笛，是作為牛、羊﹒緒肉~、牛、羊、家炙和，制由、維兔、為鐵等的佐料﹒(內則
)云人君燕食二十六品，其巾蝸趙、維獎、蹄獎、雞獎、犬獎、兔宮是‘浦豚、清雞、清魚、1宿
毯.~調肉汁，浦調烹之以汁制和﹒于[x(謎《疏》引皇氏日﹒「誼之與留皆和調 1前演越豚之扇
.為他物而設立，故不為數」﹒也說是說以上那些~I箭在烹芳過程已加入Mí醬調味了﹒另外有
眼趙、兔趣、魚值、酸儕分別配脈絡、 mn~、處府(切肉)、農腹而食，如(陸人)的七聞之
燭，單獨為豆﹒作佐料泊周﹒二十六曰:還有挑諸.1:每諸配卵鹽﹒鄭《注》云: r卵鹽，大鹽也
」﹒誦，孔《疏))哥l王肅說是道，大概說乾、街乾之頰，食用時以大鹽和之﹒
堪稱古代輔音最精美制級的八珍同樣商量不了極﹒(內Jlij}既記八珍用值者五﹒稻飯法裔加

Mí煎熬成胸飯自海熬，君主食訣.，煎鐘日海毋;牛肉薄切潰以美酒，佐以鐘或瞳JIl!而食;牛羊鹿
肉火上熬之，再對u撞打.t~洞佳府與重「耐型之 J .欲和汁則「煎之以館」﹒最後還有一珍，
以叫化醋跡法處理豚，再用俊火緻三日三夜. r而后調之以隨盛」﹒
總而言之，封建貴族之 l1f.溢，不論百二十輯、二十六品或八珍，錢乎都庸置不開食鹽﹒貴族

肉食，所周密敵既如上述;至 1ft疏食的庶民除湛D忙餒外，大概就是當菜了，也要用li ﹒孔《疏
》放曰:r凡人所食，獎飯馮主，助以雜物，愣是眾食昕須﹒ J fl也引《禮記﹒曲直u食物擺放
的位置說: r臉炙處外，頂帽處內」﹒處外者敵人逸，不容易取食，處內者才是主食﹒所以即
使是貴族日食，最主要的下飯佐物還是盛揖﹒王莽說:鹽是「食看越梅 J ( <<漢密﹒食貨志下
))).正道自古人飲帥惜點﹒
《周禮B專設(盤人)一官. r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船叫苦鹽﹒散鹽，賓客共

其形鹽、散鹽，主之路羞共的盟﹒后 2是世子亦如之﹒凡齊事認星星以待戒令﹒」又有(適人)‧
掌「訊事之鐘，其實形鹽」﹒比二戰官供學之鹽，儀式性的意義較大﹒其最遠不&消費性的食
鹽﹒論古人用鹽不能只注意儀式性的形鹽而忽略撞在古食篇中既占的重要分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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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i 正勝

盟之生產既受天然環境限制，非所有封建貴族可能擁有﹒周天子雖可利用賦賞的

方式獲得，如海岱背州貢盟軍(((尚喬﹒禹貢)));岡列諸侯和各個邦關內的大小貴族

則無傲力措命封域外的國家進頁，他們食聾的來滋大概只有結貿易了﹒但今存文獻寥

寥可數，只 t史記》講到齊太公「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 J ( (齊太公世家) )，

((左傳》說河東傳瑕故國「汶饒而近監 J (成六)，顯見春秋以前仿HJ地利的諸侯或

采色領主之從事食鹽貿易，數拉大概仍相當有限，顧客或多是貸族，至於庶民的食鹽

，更難考益。不過，傳世文獻透露的歷史現象則是，盟成為重要的商品乃春秋晚期以

後的事。如果以 l!佐食的飲食習慣非周代新創，那麼封建時代的庶民，甚或 fJ:族的食
鹽從何而來呢? ((禮記﹒樹種》有一點線索可循。(的觀)去，凡供祭宗廟的祭品皆

有特定的 fl:稿，如牛日一元大武，雞日翰音，盟則稱作絨能﹒「鹹 J r位 J '字皆從

函，商者斥 flij也﹒古代斥崗之地所在多有，春秋楚圓其掩書土田，其中有一項臼「裘

淳商 J ( ((在傳))褻公三十五年);魏國史起「決海 /KiM鄰旁，終古斥廚生之稻 ~J

(((呂氏春秋﹒樂成)))，則都附近原有不少不能耕作的鹹地﹒鄰國為秦~架， r 用
注路1閥之水，溉海涵之地四萬餘頃」云云( ((史記﹒河裝書)))，可見關中鄭園，渠四

周原來是斥函。此類「鹹崗斥海 J ( ((管子﹒經重乙)))在古代似甚普通﹒斥商之地

積淺水經過曝曬﹒地面便結一周游鹽;有的地方則「芳、土成鹽 J ( ((水經注﹒漾水注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九云:r 天生日函，人生日鹽」﹒即指此﹒《史記﹒貨

殖列傳》曰: r人民謠俗:山東食海班，山西食鹽函﹒領南、沙北因往往出鹽，大體

如此矣﹒ J封建時代中原不~海鹽和池鹽，飲食既需之盤查多也於鹹地之函﹒

盟取代函，償然是一種進步，這過程今日也同樣難以追尋﹒我們只知道這種轉變

似和總戶齊民的 tU現並行。一旦盟的製造趨於普遍，隨著商業之發達，食鹽人口不斷
增加，以嫂代齒的現象從上層社會逐漸往下延伸，傳統飲食用聾的習偵遂更加強 0'此

時已到春秋戰國之際，新時代揭幕了﹒

和民生相闋的鐵也在此時登上歷史舞台﹒

鐵m極青銅而起，其歷史意義和背銅大不相同。最早的青銅鐘製造刀、鑫等工具
，進入國家時代以後，主要卻作為封建統治象微的禮苦苦和兵器﹒青銅工具岡然持緻存

在，依附於封建體制，以製造車輛宮室，唯其本身似無大進展。至於背鍋農兵，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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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的經璽衛與經1It商人

考古山土仍非常有限﹒學者雖不乏主張中國有過背鋼農具之人".一般相信中國古代

農業生產工具轉變的主要趨勢是由鐵線直接取代木石骨蚱之器的﹒鐵苦苦以農具姿態也

現於歷史舞台上，其特徵是經濟性的，而與背銅之政治社會性不岡﹒

鐵器初現的年代目前學者尚有爭議. 1稚可信的考古資料仍限於卷秋脆期，數據不

多，也不以農兵為主(黃展品 1976 )﹒根鐵近年考古的綜合觀黎，戰國早期鐵製農

具不但數量少，器類簡單，也土地當有限，而且多周小型器件，額示鐵棍闊的投入農

業生產行列不久﹒但戰函中期以後，鐵農具出土的情況便與以前截然不同，件敢多，

比例高. j/~類雜'的土地點廣敏，工藝技藝也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當從雲 1980a )

.以件敏和比例而言，遼寧撫順 l!l!花堡燕國遺址不及三百平方米的探坑中出土鐵器八
十餘件，農具便佔七十餘件.這是戰國現期遺址，也可以遲至漠初(王增新 1964 )

.河北石家莊戰國中或晚期趙國遺址，出土農兵四十七件，佔生產工具之 65% (目考

古學報))1975 年 1期) .河南鄉縣固關村五座戰國晚期魏基也土鐵器九十三件，農具

也仿鐵苦苦的六成以上( ((鄉縣發掘報告))頁108 )﹒雷從雲( 1980a )統計熱河敘漠放

老虎山、山閻長治分水嶺、?可北興隆詩王玟、河南輝縣固岡村、湖南長沙、衡陽六十

一座墓、廣商平樂銀山嶺等處戰國墓葬山土之生產工具，鐵農兵既 f古比例高者超過 97
%.低者亦有 53% 以上，六處平均數約 70.5 %"﹒這些墓葬多屬戰國晚期，可見此時

鐵農兵已經相當普遍﹒考古家約略估計，直到近年為止，山土上千件的先秦鐵務種類

繁多，包括手工業、農業生產工具、兵器和生活用兵，絕大部分屬於戰閩中院期，分

34 ((詩﹒周頌》多篇育及處事，頗有農?~.(臣工)r痔乃錢縛，奄觀鉅艾 J之錢、錯、經‘文
-(教斐) r有略其紹」與(良組) r j援農良箱」之紹，學者多認昆這是金屬農具﹒較早主張
殷 I~J農具使用育銅製品最力者當推廚蘭 (1960)- 績之而起者是陳振中( 1980 、1981 、1982
)﹒他們討論的組昌包含博鉤的的收藏品和新出土的考古文物，賠氏所認定者有些可能是兵器
.陳氏*)jIJ~述殷周之宋紹、錢銬和經艾，至 1980為止-J級的單閩比早他三十年的唐氏統計資
料為夥﹒結論是殷和商店持學代的農具生產曹大量使用背#質產﹒陳良佐也是主張我岡使用背網服
兵的人 (1984). 不過他法語商至商周末，中國北方的農甜甜以石﹒蚱、骨肉主- jlJ春秋時代
，也許是中期，背銅農具才增加﹒按照他的訟法，即在鐵鹿器出現以前，中國;有過短暫的背鉤
農具時代﹒我們固然不否定殷周有些青銅農兵，但同時也土的骨蚱石在考官遺址中刷品絕對優
勢的比例﹒終住區討論二里頭文化以來金屬器取代石骨蚱器的過程( 1983) .以農具而言﹒直
到西周﹒石骨蚱~仍的主導地位﹒雖然背銅農具之種類和數最有 i劉斬增加的趨勢，要等到春秋
戰國鐵路出來，金屬農 Jl-才次m排斥石骨蚱製諸器﹒終氏採用比較先﹒法以發現農具質地的發展
趨勢，當比窮學考可言賢料而縛的結論較為可靠﹒

3S 據 u軍縣發紹報告目，因岡村五座魏墓出土鐵U93 件，話從'.1t(戰國鐵農具的考古發現及其意
義)一文正文紡車則說鐵器的件，而同文統計表又說約 69件，織農具 581牛﹒仿百分比84.1% •
此比率可他將 69設計作96 .本文數據則根據原報告93件，鐵即 H古所有做製生產工具的62.4%
.當氏之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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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

盤正扯

﹒大凡農事程序﹒先起土墜地，然後擂蘊，作物前長期間要中耕除萃，最後才是故發

﹒每個階段都有相應的農具，起土盤地使用裂、霞、續﹒中耕墜地使用錢、傳、鏟、

錫、銳、耨，收位用錄刀(參看 ~J仙洲 1963 )﹒據傷寬的觀察，戰國早期的餓反正主
只有嫂、徽、錫、鏟(空首布式錫) (錫寬 1980) .但自中期以下，考古出士的鐵

農諮便有盡早鋒、竣、饒、錫、鍊、耙、鐵和爪鏡等類別了(省從雲 1980b) .如果

引經文獻來比說. ((骨子》述農慕之立.(海王)曰: r耕者必有一宋、-，ffl 、一銳
」﹒當屬戰國早期的情形; (極íIt乙)曰: r一處之事必有一箱、一銳、一練、一直辱
、一位、一經 J .那就是戰園中晚期的寫照了﹒器類的發展顯示戰國中晚期以後，屁

事重要過程，來凡起主盤地、中都除草以灰收獲，大概有 ß1尋仰仗鐵製農兵﹒足見鐵拇

布地區遍反，當時的齊、哥哥、哥哥、韓、趙、殼、楚、越等地(殷I1ø.璋 1984) .戰國遺

址雖有少數個~仍然也土石製生廣工具，如上學撫順蓮花盤有七件右路，一般說來﹒

前時庭作大概逐漸改以木把鐵刃的工具了﹒

從鐵製農兵器類方面考查，也可發現鐵器在整個農業生產過程中佔居的重要地位

負撿了農業生產的主要-任務﹒

殼~具﹒新的土地開發政策也不可能成功﹒

霄從雲( 1980. )χ 分析上述老虎山、分水嶺、帶王放、囡囡村、長沙衡陽且是銀

111嶺等處報告的錢殷揍，拼盤~具古新有餓反具，的 70% .若廣西平樂銀111績一項不計
，則高達84揖.這些敏被證質封建制崩解以後，都縣關家椎動的「盈地力之教 J å<J確
不是徒託空言﹒反過來說，如果沒有錢器投入農業生產行列，仍然治聽傳統的木石蚱

也土地點 生產工 織農
織農具/生產工具 耕 m 處 耕雙良具/鐵農具具總數 其數 具數

1&漠旗龜鹿 111 36 31 927% 20 57.1%
長治分水嶺 31 21 67.7萬 18 的 7%
興隆縛主攻 85 52 61.2% 47 9位3到
師縣罔聞村 約 69 58 84.1% 54 93.1%
提前注重陷 21 17 80.9% 16 94.1%
平樂銀III續 約 170 91 53.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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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31 •

里醋的暫的曲曲 i

然而蜘改變錯形態的功伽利上此，它使惋能夠阿瓦叫人

.而f.\獨立操作的個體農戶﹒街見特別指出到戰園中期，緯然有的童聲農兵只有鐵製刃
郁，如 V字形鐵口量臣、一字形和凹字形鐵口吉、以及凹字形侈刃鐵口鉤，這種故刃式

鐵~刃部提仍單薄﹒但取竟使得起共的鋒刃堅固銳利，使﹒於推廣牛耕，使於精， m.細作
(街寬 19叫﹒而秦漢以降的問細作農業(棚雲 l川貨際上是和綺戶酬

的個體小農戶互為表裡的﹒傳統社會個體農戶的生產形態男耕女織是人民衣食的主要

來誼臣，上引《管子且，農兵之外也述女紅﹒(海王)云「一女必有一鐵、一刀，若其

事立 J ; (體重乙)去「一女必有一刀、一鐘、一錢、一餘，然後成 1\女」﹒女紅 ~!fZ?一樣，都是鐵叫器尾隨紛戶齊民進入歷史舞台，和糊糊農戶韌不

《管子》的直覺宮之街這捉到車輔助需配備的工具﹒(海王)臼﹒

行 DfI迎 Ul'i) ，.輯推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
(體重乙)臼:

一車必有一斤、一錯、一紅(組)、一鑽、一鑿、 -u、一輛(何) ，然後成
斤鋸鑽擊通常歸類於手工業生產工具，其青銅製晶淵源基古，等到製鐵技銜逐漸消良

後，鐵器可能也取代背劍，而成為車蚵作坊的利器﹒不過就先泰文獻來看﹒成車之事

並非專指作坊的製車工業，也與齊民小股息息相關﹒(海王)~說「行股毅、輯、發

J ，~費者蛻車，輸者小車，宜生者大車;何是座車，其餘兩種都是平民行役且但他的車楠

，.拙作別文討論鞍園時期編戶齊民德役負搶之沉重(位正勝 1990 '頁405) ，故

知l齊民小處不但農寧生產離不開鐵掠， R武役應徵同樣要具備努斤等童聲製工具﹒

:61學 iE當jEJJ?錦﹒鄭司股云:連線雕段玉我做僻控能述對
;星空;第iJtiiF;EFFiiJ語言;572詩:擺
闊哥哥拉教扭扭捕 31

- 513 一



社正勝

f世、1世或何也 JïT作為貿易連輸之用﹒《史記﹒貨殖列傳》述通部大旦有「翱 Jli百
乘，牛車千兩」者，可比干乘之家，係指商販敘述貨物的車輛﹒上述安徵詩縣山土的

那君欣節，主拉節云楚國貴族那君敢袋楚王之踢，獲得「車五十乘 J 的兔稅優待，足見

戰國時代商業愈發達，童車愈盛﹒車輛遠行，或消除道路障礙，或中途修捕，每輛車

都要準備乎乎斤鋸擊等工具，也是消話鐵器之一宗﹒

兵器當然也有鐵製品，唯不宜 ofQ們想像的軍耍﹒戰關鐵兵吉普種類雖然不少，包拓
長兵之矛、誠、偉、艾、錯、杖、鉤距，短兵之劍、刀、匕首，速射之鐵矢，以反防

身之間、幕、鎧甲;然而當時新興的鐵兵尚不能取代擁有兩千年悠久歷史的鋼兵﹒考

古音賢明戰國鐵兵旅之出土還是比較零星的，許多摸摸宏大的治鐵作坊根本不鑄兵器，

墓葬的銅兵比例猶比鐵兵為 FZ?" ﹒有人認為直到戰閩中晚期，鐵兵縛在戰爭中使用的
程度遠不反鐵農兵在農業中普遍(何消谷 1985) .大很可信﹒

總而言之，鐵這項新資波、在春秋曉期開始使用，戰閩中期以下急迷推廣，成為耕

織合一的家庭及遇都大包商販不可或缺的東西﹒它和編戶齊民並存，與宵銅器相形比

較之下，尤其顯現它的平民性﹒故消耗量日益增大﹒

口鹽銬的經營利鹽童車商人

雖是日常的必須食品，而鐵乃生產勞動不可或缺的工具，這兩項資源開係民生如

此之章，進入家庭如此之深，散仰民間如此之庚，戰國的政府有設有好好掌鎧控制，

是值得探索的問題﹒以捏造極舊 ftl1i;(來說，政府怎樣介入巨型的生產，至今仍然是難解
之謎﹒《史記﹒齊太史公世家》日: r太公至圓，倫政，因其俗，簡其趣，通商工之
業﹒便魚盟之利，而人民多歸齊﹒ J'齊圓的商工之業與魚皇軍之利是否可以維早到畫畫圈

之初，並非毫無可疑(勞絲 1984 )。即使當時濟領先吉普候，因 J煩地利，發展商工，

或是後世通路特殊地理環境而發展出獨特的經濟政策，政府如何「通 J .如何「便」

?是設關卡抽說，或直接經營?由吉普俟獨占?或貴族、平民亦可指染?這些問題都不

易回答，而且恐怕也存在著多靈的分歧情古巴﹒至於產盟之膏. ((史記﹒秦本紀》曰:

39 何消谷云 .u陳酬J'f因故城發現煉鐵遺址六處，因被逮九十餘甫平方米，未見斗牛兵 ðN或鑄
過兵器的遺遊﹒河南輝縣魏闢品質也址$處，的土大躍鐵扭扭手工業工具﹒只在固間村發現
一柄鐵刀，尚不能完全肯定是兵器﹒許多遺址雖發現鐵兵器﹒ f且比並存之銅兵器仍少﹒如長沙
清澀的戰國楚基 209座，出土兵器 1821，牛，銅兵173件、鐵兵只有9件﹒常德總山消理 44座城國
基﹒出土兵器 14件，鋼兵 13件﹒鐵兵只 l件﹒鄭韓故絨發現韓闢兵器會裁，全是鋼兵報﹒參看
何氏(草爛鐵兵器管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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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關的輕重衡與種電商人

附褻王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哥哥，至鹽氏而還﹒《正義))曰:

「掌鹽池之官﹒因稱氏﹒」則安且何東盟似乎是官營﹒其他則難考﹒

鐵是新資源，教uJ!l於封建崩潰之際，盛行於都縣制集搞政府擴張之時﹒當使用之
初﹒在背飼文化的 p.lt跑下，可能不太顯眼;既蓋在進入封建祖制的體系(考古發現做少
數的鐵鼎) ，政府也許比較不關切，故相關的史料並不多﹒有人傾向於宮營﹒主要設

據有二:一是興隆黨國鑄鐵遺址出土的鐵箔'線、嫂、乎乎、星星四種箔皆有相間的銘文

(鄭紹宗 1956) ，早先史樹背、傷宗榮釋作「右禽 J ( 1954 ) ，近年李學動釋作「

右 lli J ( 1984 '頁268 )﹒史氏說﹒右者右工師，表示錄鐵工匠的職位，會者其名，

此也例曾見於戰闢兵~題銘﹒書長氏右處無說﹒蓋指掌管飯食的官府﹒唯不論工師或經

官，都足政府的機憎﹒顯見我握國遠處鑄造農具的作坊是官串串的﹒其次是泰國的證據-

4史記﹒太史公自序 b 述其祖先昌「為裂主鐵官，當始皇之時﹒」同時代的書長律記給
評定官吏「采山」的敏等曰: r大(或:)官、右府、左府、右采鐵、左采鐵課殿﹒貨
喬夫一盾 J ( ((睡虎地秦基竹筒》﹒頁138 ) .左右采鐵當屬鐵官的部門，李學勤還

徵守|傳世r;右治鐵官」秦印來越明。然而戰國時期的治鐵業是否如某些人所主張的主
要由國家掌管(殷 f1/-璋 1984 ) ，現有資料尚不足以下此判斷﹒

對於聾亦然﹒若 t畫《史記﹒貨殖列傳)}，戰國時代倒也了不少煮鹽和治餓的大商

人﹒不但財力峻厚，也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力﹒太史公首舉

椅頓用鹽起﹒而你那郭縱以鐵治成業，與王者均富﹒

狗血痕，((孔叢子﹒陳士義})云:狗頓魯之窮士，問致富之術於陶朱公，r 乃迪西洞，
大畜牛羊于狗氏之南 J '十年， r 貨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與當於猜氏﹒故日猜頓﹒
J ((孔叢子)}學者向來認作偽咎，不敢輕倍(張心激 1957 '頁744-751 )﹒唯椅

氏縣潤來鹽池昕在，自春秋以來既已馳名( ((在傳)}成六址((注目)，猜頓以此起家

，亦合倫理﹒太史公繼范藍、子貢、自主等穀輕重商人之後，首述狗頓，其生存年代可

能在戰國前期﹒《孔叢子》傳說亦不可完全抹設﹒較之後來齊國鹽商刁間，猜頓販賣

的是池鹽，刁間則煮海鹽﹒猜頓私營鹽業，上述鹽氏有公營盟弱，那 Jt~p使悶在洞 Z草

地區，陸鹽之業可能是公私營並存的。

T台錢的協哥那郭縱，其人無考，據史遺序列，似亦較早的人物﹒(貨殖列傳)既述

的鐵大 fl 多在書長減六國之際﹒如f<)卓氏﹒祖先越人，用鐵冶富，西元前 228年秦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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趟，還卓氏。不爭鄰近中原的漠中，連致獨南臨路. r!!n鐵 111鼓鑄﹒迷軍事策，傾滋蜀

之民，富至償千人﹒ J I部耶還有程鄭，其先人亦山東還成甜. r 的鑄，買椎替之民，
富與卓氏均等﹒」第三家治鐵大商人是南盼孔氏，原本梁人. r 用鐵治為業」﹒西元
前 225 年秦伐魏﹒還於首 J陽，大鼓鑄，通向買之利，致富數千金 o -F，t 、程、孔三家，

至少卓氏與孔氏. ((史記》明育在遷徙之前都已經營治鐵，販賣鐵路而致富﹒據今日

考古資料 .;It先之興或不早於戰國中期﹒然而眾世之笛，隱隱然形成一般社會力量，
故道還徙(參馬非百 1982 .頁916 ) .這些冶織資本家的祖先在六國國可私人經營

冶鐵，入秦之後 .f!秦有鐵官，亡國遷虜的身分並不妨害他們的事業﹒可見冶鐵和煮
盤一樣，官營私營並存﹒

曬鐵「撥利之處」﹒誠如乘弘羊視的. r 必在深山窮海之中 J ( ((鹽鐵諭﹒禁耕

))).這是農田以外的土地，古書通稱作「山林川澤」﹒譜、鹽消鐵之經營，還要從山

林川灣的占有使用來考察﹒

古代 llJ林川海最後既有機是腐於聚落公有或統治者私有﹒難溯其原，目前的研究

假設性仍高於實越性﹒ IljË街有撥牽涉統治慎，間不可能單獨存在，亦不可能一成不變

，它和統治權力之伸縮消長相綸而行﹒妨以也有地區性的差異﹒至少到了周代，人民

仍然有享用 liJ林川海的純利，不過須受季節的限制，謂之「時錄」﹒((周起)} (山tt
)曰:

掌 llJ林之政令，物~之腐而為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幸 H析季
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

另外(材街) ()II衡) (海農) (~卡人)亦就其研職掌的資源設時開放，按時禁止﹒

《周的》誰是一部爭議的瞥，但關於山林川海資海的享用翎 l與((逸周醫》、《孟子》

、《筒子》、 t 國語》、((禮記》和新出秦律不謀而合".應當可信﹒關於絨娥. ((

40 (貨殖列傳)曰:r程鄭﹒山東避虜也﹒ JfÇ.(程鄭伯樂政統一六國之時從 III來還於臨耶者﹒然
考 4史記﹒司馬相如 ?lJ傳》曰: r會梁孝王卒，相~n鉤，而家貧，無以自業﹒索與路耶令主育
相普﹒⋯...臨耶多富人，而~:E孫家使人百人，程鄭必項重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食客﹒為
具召之.:l!'召令﹒ J;程那當與相如同時﹒《史記﹒梁孝王世家》云，文帝三年立，孝王三十五
年崩﹒即孝景中元六年(西元前 144) .上距~政統一(西元的221 )已七卡七年﹒故本文的程
鄭先人從山東遁於蜀﹒

刮目逸周密﹒大聚》述夏禹之祭曰:
眷三月，山林不受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陣不入網暑﹒以成魚龍之長﹒

遷至戰國末年嬴奈(因律)猶臼﹒
卷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反斑(車)腿水﹒不夏月. !JJ敢放(按? )草A灰，取生茲(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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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的輕重街與純重商人

周磁))亦有說﹒(什人)曰:

掌金玉錫石之地而昂之風 ZE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因而技之，巡其錄令

礦產亦有開放民採之時，與山林川海的「時禁」類似﹒

隨著政治發展﹒君惚升高，山林人民公有的慣例逐漸遭到剝奪，統治者企閻明占

，雖名「闢有」﹒其質是 ti主私有﹒皆知齊圓在景公時( 547 B.C.-490 B.C.) ，山林

之木，衡鹿守，之;ì罩之在苦苦，舟餃守之;較之薪燕，處候守之;海之鹽潰，祈塑守之

(((左傳b 昭二十) ‧

原來人民可以享用的權利都「關有化」了，人民詛咒景公，接嬰乃勵之「去禁」

而施是~(((左傳》昭二十).所謂「去禁 J ' ~Pr LII林敵潭，不專其利 J ( ((姜子春

秋﹒ i閉上)))，與民共之﹒也許恢復古代的時榮傳統，也許進而開放給人民開發，長
期利用﹒據說孔子向魯衷公建議「廢澤梁之禁 J ( ((說苑﹒指武)))，孟子則明白主

張「深梁無禁 J ( (梁恩主下) )﹒廢32. 無禁似乎都比時禁更進一步，有如「梁恩
王廢遂忌之蓋在以賜民J ( ((古本竹會紀年)))之意﹒古書也稱作「祂苑圓」﹒不論廢

或施，都不是全面性的﹒早在 :a公去禁之前六十六年，~頃公曾經「祂苑閩 J ( ((史

記﹒齊太公世家)))，他所她的先固常然也不全國﹒戰國時期人民享有山林川澤使用

權利的過程是被雜而曲折的，即使如此，這種轉變仍然造就了「陸地牧馬二百蹄，牛

蹄角千，于足羊，潭中千足糙， ;.k屑于石魚、眩，111屑于章之材 J ( ((史記.lt~Ïî列傳
)))等等無數的索封之士﹒同時綠草草之家變得繼承l之地，便可煮鹽冶鐵﹒成為鹽鎖商

人﹒
戰國承接封建餘緒，還殘紹一些老傳統﹒先的封建貴族采且內的山林川海 ~P某一

端﹒到戰國時代他們的于 1系如何利用傳統權益，須從采色的 111林川海說起﹒

) 'W!卵殼，g;口口口口口口毒魚，匠，豈非罔(網)，到七月而縱之(<<隊虎地秦基4甘冒))
頁26) •
《周種目(迪人)日「禁鹿卵者與其毒矢射者」﹒(雍氏)日r:第海之前;者」﹒鄭司展云:tt
者的哥哥魚及;}:虫之扇﹒律文前全F真(禹禁)相通﹒後半積1蝕，多J!J<< 周禮》才易理解﹒七月解
除網跨入於川海之禁﹒孟子再言敷皆不入持池，努斤以時入111林((梁思主上)).即秉r ß.\'
禁，的俾統;苟子亦自「網暑早在東不入痺，滯池淵油詩兵時禁......斬伐長養不失其時，故111林
不重 I ( (王制))‧((禮記﹒月令))設計的禁忌，恐亦由時祭傳統衍生出來﹒從眷秋中葉魯
大夫訪宜公之網苦來看(<<闢語﹒魯吉頁上))).時勢所絮者並不關押民，即使貴為國君，也
不1911外﹒軒樹的﹒不在禁止的季節，山林州海人民應該有權利用.((禮記﹒互制》故日「林
越 )11澤﹒以時入而不樂﹒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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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鐘時代諸侯的封疆有他們直轄的土地，也有再分封給貴族的采皂，大采色便可

能包含山林川潭，西周和春秋的文獻皆可越明﹒近年恢西董家村新出九年衛封 i去，矩

伯以其采包林官盟與裘街交換車馬飾﹒該虫在顏林中，顏林是顏氏貴族的林地﹒主人

叫顏睞，其妻顏似﹒有~臣自帶雨﹒旦有四封，則顏林的純間必不小(龐線消 1976

)﹒傳世翎生獲記錄裕伯典給伽生三十間的回界，白菜谷仕木經某谷桑林，抄來 l可(
《大系))頁64 ) .比三十回只是精伯呆地的一部分 'Øi 鄰接的川谷林木，擋在格伯全

部采色的純國內﹒春秋時期，如魯閥孟張家區謝息向正卿季乎予要求 111林地，季係「

與之萊、作 J二山( ((左傳))時七)﹒齊間大族回民取伐人民.r 山木如市，弗加於
Úl; 魚聾底始，旁，加於海J ( ((左傳))阿三).平價tU質的林木魚鹽當然是因氏采色
內山林川海的產物。封越貴族采地內的山川林海是否在非時禁的季節也肉放給領民，

共享其天然資辦、?史事喜罐然無徵，但從因氏討好人民的方式，吻塵不加傲，領民己感

莫大恩息，當然不敢指望享用﹒采已經過分封之後，到底是貴族私有的財產﹒非人民

之公物﹒而且封 ~j是放運用封域內的地利發展工商，春秋時代頗多且可開﹒因氏之外，

齊闊的 .w氏也是一例﹒西元前 545年的政爭中. r慶氏之木百草於莊」為人既奪( ((

左傳》襄二十八) .莊是六軌大道，也是交易的「遠市 J (仕正勝 1980 )﹒此百草

之木當是廣氏山林之 1I1而販售於臨泊者﹒

齊國草草誨，產海鹽，妥嬰說國君使祈望監句，海邊之鹽窟，是齊侯從事魚鹽貿易，

但非完全盤斷，貴族凡有語言海之封且可以煮盟者，大概都不會放棄發財的機會，唯回

民以平價收買民心，故傳諸史冊﹒同時在盛產池盟的河東地區，晉國貴族領有鹽池者

也以此致 '&1..商元前585 年，

晉人隸去放鱗，諾大夫皆曰: r必層有J1I瑕氏之地，法饒而近監 J ( ((左傳》成

/、)‧

杜預《注)):郁殺，古關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鄒城，其地近於椅氏縣的鹽池﹒貴族爭

相主張還都郁城，忽必可以封山占海，專享其利，站﹒持公室趨弱，無 Øi得益，故新任
中軍將的韓獻子站在中央政府立楊反對，終於還到農業區新問﹒鹽池之地遷都不成﹒

仍為 i皇大貴族Øi封估，當時勢如中天之日的郤氏可能是其中之一﹒晉國三郤氏的郤憊
. r食來於苦，臣是贊成技J ( ((潛夫論﹒志氏姓))).哥哥嘉談《世本輯捕》曰:r苦
成氏，晉郤學食采 'Itf成，因氏瀉。贊成，城名，在鹽池東北﹒」盤盤之聲，位子眷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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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闊的經重衡與輕軍商人

作「苦 J ( ((周融!﹒班人﹒注目).妨以有人考證郤空空領有鹽池﹒採鹽販贅，勢力於

是壯大(增淵龍夫 1960 .頁307 ) .其多財自在意料巾，雖不必卸封於溢的郤至「

其官半公室，其家李三 1f[ J 1JI\P，藍「官認J ( ((國語﹒晉語A)) ) •

古代從封速轉為 w縣制的過程中，一方面固然是平民的蹦起，另一方面也是某些
貴族取代另外一些貴族的地位;投句話說，是封建貴族的轉化，而非全盤的沒落。在

轉變的過程中，貴族後資仍然享有傳統采色的利益，即使喪失政治權力、逐漸夷為平

民者. JI創立失昂地主。采色若有山林川潭，更能因緣地利，發展工商，成為新的財富
階級﹒(貨斑列傳)的鹽鐵大買雖無從推溯其家世，然當時鼓鑄煞費之 '1(l當不限於此

阪區數家﹒傳統貴族後商既先擁有地利 .)l.可能具有比較官貴的資本，發展鹽鐵企業

應比純粹從平民 tt升者容易﹒王夫之《續通鑑論 b 便有很敏銳的觀察﹒他說:
當家大族之 FJf以強者，因其地也。諸因非湖海魚、體之利，不足以強;旭、昭

、jjl;非雲夢澤蔽之 E蟹，不足以強(卷二) ‧

秦漢時代指斥的家弦或豪民很多是佔有山林川澤之利的貴族後裔﹒其大利所在則是鹽

和鐵﹒

臼《管子》的鹽童車政策

綜合考古山土資料、先秦文獻關於鹽鐵大質的記載，以>>..山林川津等土地的權屬

和利用，戰國時代鹽鐵之經營可能是政府與民間並存的，以控制比較 liJ.格的泰國來說
，闋營治錢的撥撥比較多，商軟變法主張「宣川澤 J ( ((商君書﹒墾令)));董仲舒

說他「擷川海之利，管山林之饒 J ( ((漢書﹒食貨志上))).但所調查、專或管，據

桑弘羊說是採取收稅的方式( ((鹽鐵論﹒非峽))).而非政府完全盤斯經營﹒所以山

東冶錢大質被遷徙後﹒仍能在新地操舊業。至於列闕.~存資料不多. (貨殖列傳)

的盟鐵商人多出於山東地區﹒六國政府對他們似乎採取更寬容的放任政策﹒

鹽鐵商人雖然不具獨占性. p住其生產品為廣大人民群眾所不可或缺，而開發生產

必m庸大 n 本﹒所以事實仁具有相常的 M斷性."為，時只有政府能與之類旗，但官府經
營工業效率多不彰，故月盟國計巨乃軍事J恩壓抑鹽鐵商人的對策﹒《管子﹒輕重 b 諸純保
存一些鹽織政策的議論，實行的程度不明，但基本態度與漢武帝大相徑庭﹒這是我們

反對把《輕重》諸篇定在商漠的原因之一﹒

列國財經之士發現種商操縱物價‧ J'J運用各種輕 :m手設以胚抑之﹒鹽鐵之罪 IJ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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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所認識. (按度)曰:

勁左右，以 1fi:相因，二十，國之策也﹒鹽鐵二十，國之策也;錫金二十，國之
策也﹒五官之敏，不錯於民﹒

郭沫若云. r動左右，以軍相因 J .謂衡(天秤)也，以衡喻輕重之街( ((管子榮校

》頁1169 ) .即普操輕重，國有二十 fíf之利 .j!鐵政策亦納入畫畫個輕重系統考慮，計
厄認為最好的辦法是 t早期附加說﹒附加說徵收盤利. (海王)制之「正(征)鹽策」

﹒其論曰:

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日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 2/". 大女食
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兵大曆也﹒

吾子，尹知章((注》云:小男小女﹒上節論古人食物多醬趟，馬非百哥 I ((ìJ!í!f﹒趙充
圓傳》臼「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鹽三百人倒 J ﹒計每人每月舟盟二升九合 f虫，比
(海王)的吾子稍多﹒比大女少，相差大男更遠( J馬非百 1979 .頁195 ) .五升少

半云云的確太多，唯(海王)下文的總估計只取三升，與趙充圓的核算吻合，頗能準

確地反映社會的責備﹒日常食聽消耗益既然這廣大，政府乃以附加稅的方式增加 l收入

‧(海王)曰:

盟百升而益﹒令盟之章，升加分弦，笠五十也;升加-~置，益百也;升加二 5置
，益二百也﹒鍾二干，十鍾二寓，百鎚二十萬﹒于領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

閉口千萬也﹒向(偶)策之，高(適)日二百萬，十日二干萬，一月六千萬 H

.
「分頭 J .分，半也;~臣，或讀為鱗，錢也，或曰附加之價日 ~:i(((管子榮校))頁
1041 ) .絃以一升鹽加價二錢計，平均每月每人食鹽三升，萬乘大國的政府可得附加

說六千萬錢﹒有了附加稅，便不必直接向人民征斂﹒(海主)說: r萬乘之間，正(
征)人(原作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菇，為錢三于萬﹒今吾非藉之諸君吾子，而

有二國之藉者六千萬﹒」於是可以兔於人民之「符號」抱怨，計臣認為這是最高明的

說制﹒

另一種盟策是 ZE止私人輝、鹽，國家統褲管制，再以研產之盛行輕重之術﹒(地數

42 昂，尹知章云改為偶﹒安并衡云﹒合也﹒郭沫若認為偶然之偶﹒「偶策之J .猶嘗試算之﹒商
﹒于省吾云「商」應作「商」﹒適也﹒參《管子集役》頁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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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的輕重街與輕重商人

)曰:

若伐誼(誼)薪，煮沸水為鹽，正而讀之三萬鍾﹒......(令〕北海之乘勢待聚

府而是1:鹽，然鹽之賈(偵)必問什{音﹒君以四什之賈(領)倫(循)河濟之流
，南輸梁﹒赴宋衛潑陽﹒......君伐直至幸存豆~:~/j(以篇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
禁北海之眾 5鞋廠煮鹽，目的在維持一定的生產量，使國鹽倍以長享優厚的利潤﹒由於
日常「惡食無 !1則腫 J ( (地數)).產迪之國便可以聽賺取外國金錢﹒國君如何 tJi;
直至薪煮鹽呢?(輕重申)有類似於(地數)的記錄，今據《冊府元龜》卷四九三引《

管子))絞正，意思~明白﹒曰:

今齊有藥展之鹽﹒諸君伐濫(誼)薪. [使國人〕煮水為鹽，正而積之﹒

《冊J{.f元龜》多「使國人」三字，正說明政府對雖皇室的管如m非直接經營，而是以山
林川串串之專利組給人民開發，政府不征錢而征鹽，再累積大蠶食聽從事貿易﹒為保證

關家貿易必定獲利，大概主耍的盟產多流入政府的 J械﹒但這種管制方式是否如 'T'
亦不無可疑;否則，齊國那能產生刁閒 ìll\極大鼓商?貨際情形恐怕還是人民「聚府 ;{f.

E盟 J 的吧，

關於治鐵. (地數)有封山之令，見 111上有結者，下必有鐵，於是故封之 I r:有
動封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在足入在足斷，右足入右足斷﹒」政府封占鐵山，

因為M:=ï資派，出政府開採或採取某種管制方式，但這是建議，而非公仰的伴令﹒我
們在別爾看到計昆明白反對政府直接經營消鐵工業﹒(輕重乙)曰:

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境有兵則健宿怨而不戰

﹒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盡其盒，計其贏，民 1G:.lt七(原作
十) .君得其三;有隸之以輕重，苟，之以高下，若此，則民族作而為上廚矣﹒

政府如果直接經營冶鐵，以刑徒為主要勞動力，採白質連串宙空事作業過程中都有流亡的可

能;若微發民絡服此苦役，人民怨恨，一旦戰爭便不質力，對國家皆無好處﹒赦計庭

主張冷鐵民營，政府課說，鐵器製品十分之七存股民間商人，十分之三副政府掌握﹒

政府昕占者少，民間流逝者多，餃經霞的原理，是很難重射輕泄、守崗準下的﹒此議

的俑. i眉之挨﹒參《太平御覽))865 引，反王念t華、俞總裁﹒「天下不減矣J .張佩給目，當依
( I\J至數)篇作「天下不吾泌矣J ﹒參((管予榮校》頁1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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笙 iE 一盤

恐怕也成為空談﹒對政府比較有利的還是(海王)的附加彼方式﹒(海王)曰:

今誠之重加一也，三十鐵一人之藉也;刀之敢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詩

也;湖鐵之重對11十(原作七) .三租鐵一人之藉也﹒

一針加說一錢﹒按正常征斂，人藉三十錢，則三十針的附加說等於一人的征藉。刀、

和準此，女工不庸置針刀，處事不敵祐銳，行役商旅之車輛不離刀銘.編戶齊民既然和

鐵器分不闕，計臣認為對民生必需品開徵附加稅，是佐助國家財潔的妙方﹒

然而附加稅要切質有效，政府必須先徹底掌握貨物的流通，事實上這也是不可能

的﹒以附加駝的辦法最後還是空論﹒即使這種早控制實施了，高 n轉嫁，羊毛出在羊身
上，受害最深的還是消費者，也就是廣大的齊民小農﹒誠如上論，鹽鐵欄係編戶齊民

的生語和生產，一日不可或轍，富 J'lät民既能佔有天然資源，經營現鐵，於是控制民

生必需物質﹒剝削齊民小農僅餘的 4月j潤。他們擁有很大的活動空間，政府 Ufi!睜睜看他
們獨享大利而無可奈何﹒這是戰國經濟繁榮的本質﹒也埋下統一帝閻時期政治力量打

商人的因索﹒

五、結語

((史記﹒越王旬錢世家》云，越既破吳，范畫畫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游山齊﹒「變

姓名，耕于海畔，苦身毅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十萬﹒」他可以稱得上是

一位農業資本家。後來去海潰. r 1l: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過，為生

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調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一舍，廠房. fi英時，專物，逐什一之利。居
無何，則致贊累巨吉t 0 J 唯范益先前在海泊是丹田時，想必巳t罪行股居候時的經童街，
才可能在短暫時間內致富。當然，輕重街道用巧妙要到天下貿易中心的定陶(史念海

1963 .頁110 )才發揮極致，但他們仍過著「父子務省」的刻苦生活﹒

(貨m列傳)特別稱述范畫畫散財，而不及其自勵。事實上輕靈商人躬與苦役者 1的
大有人在，如去自主「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 ffi僕同苦樂，越時主主猛獸
烏之發 J .暫的消鐵巨富郁氏「家自父兄子係約，倪有拾. f.中有取 J .宣凶極商任

氏的家約「非田菌研出 91:衣食，公事不主體則身不得飲滴食肉 J .皆可以互相媲美﹒他

們治家的精神也和治產的手段一樣，都是范蠢的遺傳，可惜欠缺散財的觀念與品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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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闊的將重論與輕重裔人

早期另一位輕重商人子賞. r結耳目連騎，采用之幣以聘享諸侯，既歪，國君無不
分鋒與之抗串連J ( (貨殖列傳) ).據說有一次造訪「空室蓬戶 J ( (游俠列傳) )

的同學原竅，子貢「乘大馬，中約而表絮，軒 w:不容巷 J ( ((莊子﹒讓王))).可見

他習慣於饒直在貧麗的生f后，本文閱爾說，戰國的新當俏商而賞，有錢自可苦苦~而處侵

.(1空殖列傳)JiJf述冶鐵商人孔氏最稱典型﹒他們「大鼓銬，規肢池，連車駒，游諸
侯，因通商貫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踢典名. J當政治腐化時，商人藉家奢的排場更方

便作生意，故「其贏得過常，愈於纖會 J .不必n細碎的儉的方式累積財富﹒孔氏作
風在當時頗為普遍，太史公說 r j有防行質量控法孔氏之雍容」﹒

然而不論豪華于或儉裔，那只是經靈商人個人的作風，對整個搧戶齊民的社會而盲

.他們運用輕重之街，操縱市場，壓榨廣大農民的剩餘利潤卻無二致﹒據黨仲舒說，

輕重商人有的從事土地兼并，回迫降陌，食品甚遂無立錐之地;有的「顛川澤之 1月i﹒管
山林之饒」 'ftE聾的鐵﹒自眷秋中院期以降逐漸形成的齊民社會不斷遭受這些經濟力
的腐蝕，結呆是「且有人君之尊，旦有公侯之窗 J ( ((漢書﹒食貨志上))).法律

身分齊等的平民，社會經濟地位卻大大不齊﹒

~~仲舒在商ii!前期觀察到的祉會弊病﹒其實多是戰國社會的延綴，近代有些人不
查，只知有漠﹒不知有先奈，把戰間社會遺傳給西漠的流弊統統歸作商漠的現象，於

是也將先秦著作創入漢代. ((管子﹒輕重))諸í1草就是典型的例子.這 t差不但疏忽仲好
「漠興循而未改」的詣，對西漠的期社會的總結也技不到合理的解答﹒本文以《史記

.貸殖列傳》為骨幹，從歲星占年分訢《越總會》和((管子﹒輕重))的輕重術，並輔

以今日考古知識，指出「輕重」﹒希望可以說明戰閥二百多年社會經濟的一些關鍵問

題﹒

一九八七年夏初稿

一九八九年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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