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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代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

唐任伍

　　按照现代经济学的界定, 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这三者中又包含着一
定的科学技术、信息等含量。因此, 科学技术、信息含量也是生产力。而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又
是发展商品经济的重要前提。因此, 唐代思想家有关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 是唐代商品经
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陆贽重视和保护劳动力的思想

发展生产力的思想, 首先表现在保护劳动力、重视人才的作用上。包含一定科学技术含量
的人, 是生产力的主要要素, 特别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古代, 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
作用显得更加重要。唐代的思想家们意识到这一点, 故把人的作用强调到了相当的高度。唐初
的政治家魏征以舟、水相比, 把老百姓比作水, 把君主比作舟, 说“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①

其中就包含着重视劳动力的成分。陆贽从民本论出发, 把人作为立国的根本。他说:“民者邦之
本, 财者民之心。心伤则本伤, 本伤则枝干凋粹而根柢蹶拔矣。”②因此, 他认为, “理乱之本,
系于人心”。③像魏征一样, 他也把君比作舟, 民比作水,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舟顺水之
道乃浮, 违则没; 君得人之情乃固, 失则危。”④把人的作用上升到这样的高度, 这是对人的价
值尊重的表现。虽然“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是战国时荀子提出的, 但真正认识人的重要性的,

还只有唐代思想家最为深刻。
他们为什么把“人”的重要性提到这样的高度呢?原来他们发现了“人”是社会财富的创

造者, 人的劳动是世间一切财富的源泉。因此, 陆贽引《大学》中言认为: “有人必有土, 有
土必有财”。⑤“夫财之所生, 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 拙而兼惰则窭空。”既然如此, 应当
“以人为本, 以财为末”。⑥用本末来表达人与财的关系, 这是陆贽重视劳动力在物质财富生产
中的作用的一个独特的杰出的观点, 是陆贽的创见。

既然“人”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因此, 就要保护“人”, 重视“人”在生产发展中的作
用。所以, 陆贽把“养人”, 即把劳动力的生存和发展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说: “建官立国,

所以养人也”,“故立国而不先养人, 国固不立矣。养人而不先足食, 人固不养矣。”⑦“养人”即
“养民”, 这是先秦以来儒家一直主张的传统思想, 只是表述的方式不同, 有的称“养民”, 有
的称“富民”, 但其宗旨相同。唐代玄宗以后, 民生问题再次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改革家刘
晏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时, 就首先强调了养民, 主张理财“常以养民为先”⑧。陆贽的思想是和
刘晏的这个“理财以养民为先”的原则相一致的。但是, 陆贽的“养人”学说同早期儒家的
“养民”学说是有区别的, 他把儒家“民为邦本”的古老命题, 从浓厚的伦理规范的笼罩中还
原成被一定的物质经济条件决定的人, 主张明君赋人取财, 不能害百姓所养, 而应当“恤人
所乏”,“敛必以时”, 这样才能使得“人力不殚”。⑨把人和一定的社会经济生活联系起来考虑,
并不是抽象地去谈“民为邦本”。这是陆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儒家思想的有选择的继承。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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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重视“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所以, 他对劳动人民遭受的封建地租的残酷剥
削非常同情, 对摧残“人”这种生产力要素的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二、白居易重视和保护“人力”与“地力”的思想

白居易像《管子》作者一样, 非常重视人与地这两个生产力要素。在古代, 人与地恰恰是
生产力的主要内容, 它们代表着“人力”和“自然力”两个方面。白居易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
应当说是抓住了问题的中心内容。当然, 他对人与地的重视, 并非完全是从社会生产的发展这
个角度去思考的, 他更多的是强调人与地对封建国家的重要作用。但是, 尽管如此, 这种考虑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不仅体现在对生产力关系方面, 也体现在对上层建
筑上。他说: “王者之贵, 生于人焉。王者之富, 生于地焉。”因此, 他要求“知人之数”, “知
地之数”, 才能“使地利足以食人, 人力足以辟土”, βκ使社会生产协调的发展。因此, 白居易对
土地生产力所受到的自然条件的限制感到忧虑和担心。他常常叹息似地说道: “地生财有
限”, βλ“地之生财有常力”。βµ但是, 在他看来, 人的消费欲望是无止境的, 土地生产力是有条
件限制的, 这就需要保护土地生产力。至于具体保护生产力的措施, 他并未系统进行讨论。但
从他的整个思想来看, 可以归纳出几点: 一是“养人”, 减轻对劳动力的摧残。白居易对当时
“厨有臭败肉, 库有贾朽钱”,“幼者形不蔽, 老者体无温”βν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是比较了解的。
因此, 他对当时劳动力的状况表示焦虑, 他的《秦中吟》、《杜陵叟》、《卖炭翁》等许多诗篇,
都表现了他对当时劳动力遭受摧残的愤怒。在他看来, 要保护劳动者这种生产力, 就要“均贫
富”, 要“不夺人利”, βο要禁兼并, 诫厚敛及杂税。二是要充分利用地力。在他看来, 就是要采
取一种合适的土地制度, 充分利用土地, 养动植之物, 使“地无遗力, 财产丰足”。βπ他对山林
川泽产品的生产, 主张加以发展和保护, 主张“养之以时, 取之以道”。βθ这种重视和保护生产
力的思想, 可能受到先秦思想家荀子的影响。荀卿对劳动力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十分重视, 强
调对劳动力的使用必须恰当, 认为不适当地使用劳动力, 摧残劳动力, “劳力而不当民务, 谓
之奸事”。βρ同时, 他也非常注意对地力的充分利用以及改善生产方法以提高劳动生产率。βσ

三、刘晏重视人才和信息、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

刘晏对生产力的重视和保护, 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他重视人才。人才是含有一定科学技
术的劳动力, 在古代, 这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他之所以重视人才, 是与他推行改革有关的。
在他看来, 要想改革获得成功, 就必须要有一批素质优良的人才, 否则将一事无成。刘晏选拔
人才的标准是“通敏、精悍、廉勤”。βτ刘晏理财, 办事效率高, 经济效益显著, 与他任用了一
批懂业务、廉洁勤政的人才是分不开的。刘晏重视知识分子, 注重优质管理, 在某种程度上,

也证明了科学技术和管理也是生产力这一真理。
刘晏重视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表现之二是: 重视信息情报。现代经济学对信息的研究非常

重视,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信息是生产力诸要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刘晏以改革家的战略眼
光, 似乎懂得了信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在经济改革中, 加强了信息情报工作, 重
点是及时掌握生产、灾情和市场的动态, 作为及时采取对策的根据。为了能充分掌握各地的信
息, 他改革驿递制度, 在各道巡院设置信息情报网络, 按旬按月上报经济动态。为快速传递信
息, 他将原先由地方富户办理的派徭役传送的“捉驿”改为官办, “吏立驿事”, 高薪招雇
“疾足”, 接力传送信息, 使得边远地区的信息情报几天内能送达。由于他能够迅速而准确地掌
握市场、灾情方面的信息动态, 所以能应变自如。对于市场, 他能及时掌握各地物价变化以及
商品余缺情况, 以便收购或出售, 利用物价变化调节供求。“四方物价之上下, 虽极远不四五
日知。故食货之轻重, 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χκ“能权万货重轻,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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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χλ对于救灾, 他能根据获得的信息, 防荒歉于未时, 及时采取对策救
灾, 能做到“四方丰凶贵贱, 知之未尝逾时”, “不待其困弊流为饿殍, 然后赈之。”χµ“民未及
困, 而奏报已行矣。”χν刘晏这种重视信息情报的思想, 是中国古代非常杰出的思想, 在世界经
济思想史中也是第一人。

刘晏重视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表现之三是: 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在
中国源远流长。《吕氏春秋õ上农》中记载有周朝保护自然资源的《野禁》和《四时之禁》,
《睡虎地秦基竹简》中记载《秦律õ田律》中有保护生态环境的条文。孟子、荀子等思想家都很
重视保护生态环境。到了唐代, 由于人口增多, 开荒造地、围湖造田相当普遍, 使得毁林、毁
草严重, 湖泊缩小, 自然平衡遭到破坏。关于毁林毁草造田的记载, 唐代相当多, 不必赘述。
由此造成的森林被滥伐, 植被遭破坏, 水土严重流失的后果, 自然是可想而知。唐代围湖造田
在江南一带非常严重, 许多湖泊被消灭, 营造了围田或圩田, 甚至决湖以为田, 从而使湖泊
的调节作用丧失, 自然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位于今江苏丹阳的练湖被隔断造田就是显著一
例。刘晏为此上奏禁止隔断练湖造田。他对围湖造田的危害性观察得非常清楚, 指出虽然围湖
造出了一些田, 但由于湖泊变小, 雨季洪水泛滥, 淹没了大片农田, 而旱季又无水灌田, 同
时还造成航运阻隔, 因此实际上失去的土地更多。χο在他及人民群众的坚决斗争下, 被毁90多
年的练湖竟又被恢复了起来。有人还作了《复练唐颂》。χπ刘晏的这种保护生态环境平衡的思想
是非常珍贵的。

四、唐太宗、唐玄宗重视兴修水利、保护农业生产力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古代尤其如此。唐太宗、唐玄宗作为一
代明君, 深知水利对农业生产的重要, 因此, 非常关心兴修水利, 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力, 以
促进农业的发展。

唐太宗、唐玄宗重视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力, 首先反映在重视水利工程的保护和兴修上。
贞观一代, 太宗倡议和主持修建了20多处水利工程, 效果非常明显。唐太宗还设立了治水的专
门机构与官员, 工部尚书下设水部郎中和员外郎的治水官员, 规定其职责是“掌天下川渎陂
池之政令, 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 凡舟楫灌溉之利, 咸总而举之。”又说: “凡水有灌溉
者, 碾石岂不得与争其利。”χθ显然, 这些水令条文都带有充分、合理使用水利资源、以利春耕
的目的。除此以外, 唐自开国以来还设有都水监机构, 置有都水使者, 其职责是“掌川泽津梁
之政令, 总舟楫、河渠三署之官属⋯⋯及京畿之内, 渠堰陂池之坏决, 则下于所由而后修之。
每渠及斗门置长各一人, 至溉田时, 乃令节其水之多少, 均其灌溉焉。”χρ可见, 唐前期对基层
水官的择用是很慎重的, 目的在于节约用水与均匀灌溉。再者, 斗门为灌溉渠与河流间的闸门,

启闭闸门可以控制与调节水渠与河水的流量, 利于排蓄, 这说明唐太宗时管理水利工程已日
趋严密。不仅如此, 唐太宗还制定了保持水流与水利工程的法令, 以法律的形式保证水利工程
的兴建和保护, 以达到贵农的目的。《唐律》里有“诸盗决堤防者杖一百”的律文,《疏议》中
云: “有人盗决堤防, 取水供用, 无问公私, 各杖一百”。χσ同卷又有“失时不修堤防”条云:
“诸不修堤防, 及修而失时者, 主同杖七十。毁害人家, 漂失财物者, 坐赃论”。这些都体现了
唐太宗运用法律手段保护水利的合理使用。唐太宗甚至还制定了有关水利与水运的专门立法
《水部式》。《水部式》具体规定了灌溉用水的时间、用水的量及用水的方法, 还详细地阐明了
灌溉渠的管理办法, 灌溉渠上的堰及斗门的安装等。

唐太宗在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方面, 不但重视保护和兴修水利, 而且还重视保护和发
展其他农业生产力。耕牛是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唐太宗为了贯彻重农思想, 以便人尽其力于
陇亩, 深知需有足够的耕牛以助人力, 于是革除了汉魏以来皇帝逢有庆典杀牛“赐酉甫”的陋
习。贞观十七年太宗颁诏云:“牛之为用, 耕稼所资, 多有宰杀, 深乖恻隐。其男子年七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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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给酒米面”。χτ牛之为用, 耕稼所资, 禁杀耕牛, 意在保护农业生产力, 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玄宗在继承太宗重农的基础上, 又有新的建树, 其兴修水利的成就比太宗更显著, 据

《新唐书õ地理志》所载, 玄宗年间兴修水利工程46处, 为唐前期的最高数字。他兴修水利工作
的重点地区, 都是农业发展的重点地区, 为河北蚕绵之乡和关中平原的重点经济区, 特别是
他在前人导引黄河灌溉工程的基础上, 予以修复与扩大, 形成了关中平原的灌溉系统, 在确
保关中的水土保护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使一些旱地变为稻田: “繇来榛棘之所, 遍为粳稻
之川”。δκ开元诗人李华歌咏: “咸阳古城下, 万顷稻田新”, δλ描绘了古老的关中平原渠水潺潺、
稻苗油然的肥绿生态。这种生机勃勃的景象, 无疑是玄宗改善水利设施的经济繁荣的写照。由
于水利设施的修筑和维护, 灌溉条件的改善, 使得开元、天宝年间的实际耕地面积剧增, 据
汪　先生估计, 约在800万顷至850万顷, 相当于今天的61288亿亩至61681亿亩, 超过了西汉
的最高垦田面积。这些都奠定了盛唐经济繁荣的基础, 一方面“百姓殷富”, 另一方面政府
“左右藏库, 财物山积, 不可胜数”, δµ奏出了盛唐繁荣、富实的最强音。

注释:
①见《贞观政要》。
②《陆宣公集》卷二四《唐陆宣公庙记》。
③同上文集, 卷一二《奉天论当今所切务状》。
④同上文集, 卷一二《奉天论前所答未实行状》。
⑤同上文集, 卷二一《论裴延龄奸蛀书》。
⑥同上文集, 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
⑦⑨同上文集, 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四条, 第五条。
⑧βτ χµ《资治通鉴》卷二二六。
βκβπ《白香山集》卷四七《策林三õ议井田阡陌》。
βλβθ同上文集, 卷四五《策林一õ养动植之物》。
βµ同上文集, 卷四六《策林二õ主制度》。《策林十八》说: “地之利有限, 故物有盈必有缩”。《策林二十

二》说: “地之生财, 多少有限”。
βν同上文集, 卷二《秦中吟》十首, 《伤宅》, 《重赋》。
βο同上文集, 卷四六《策林二》。
βρ《荀子õ非十二子》。
βσ《荀子õ王制》。
χκ《旧唐书õ刘晏传》。
χλχν《新唐书õ刘晏传》。
χο《全唐文õ奏禁隔断练湖状》。
χπ《唐文粹》卷二一, 李华: 《润州丹阳县夏练唐颂》。
χθ《唐六典õ工部尚书》。
χρ《唐六典õ将作õ都水监》。
χσ《唐律疏议》卷二七《杂律》。
χτ 《唐太诏令集》卷六八。
δκ《册府元龟》卷四九七《邦计部õ河渠二》。
δλ《全唐诗》卷六, 李华: 《泳史》。
δµ《开元传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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