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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淄博市人民政府、中国孔子基金会、山东理工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主办，临淄区人民政府和淄博

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具体承办的淄博市第五届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2年8月6日至8月10日在古代齐国故地、

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当代工业重镇淄博市隆重举行。  

这次齐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所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及提出的一些有益的积极见解是：  

一.齐国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  

相当多数的学者在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中和大会交流及分组讨论时的发言中，都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了齐国的经济理

论和经济政策等方面，展示了自己研究的新成果。有的学者指出：  

"管仲学派对发展经济、富国强兵高度重视。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两句话充分表明管仲及其学派对

发展社会经济的极端重视，是《管子》的基本治国方略。"  

"《管子》认为，只有国家拥有大量的财富，才能给人民以物质利益，从而得到他们的拥戴，为天下所归附，‘国多

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国家富足，统治者能给人民创造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条件，政权才能巩固，

‘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国

家要给百姓物质上的利益，就必须府库充裕。要做到这些就必须重视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生产"  

发展社会经济与社会生产，必须十分重视经济管理。这是《管子》经济思想中十分可宝贵的重要成份和重要内容。

《管子》充分重视国家政权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调控和指导作用。它一方面强调运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国家遵照经

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在客观上对经济的发展予以调控。如："治民有道，而生财有常法。""治而未必富也，必知富之

事，然后能富。 "还强调指出：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行为是"妄举"，而"妄举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另一方面，

《管子》又强调国家要制定一系列具有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采取一些鼓励生产的措施，以便搞活微观领域的经济。

微观搞活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有利于经济发展；而宏观调控又有利于国家牢牢把握住经济命脉。这两方面协调运行，

就可以达到发展经济、富国强民、巩固统治权力的目的。  

here 有学者对《管子》的经济思想理论中的"侈靡"观作了些梳理工作。他们指出：《管子》反复强调务本禁末，开

源节流。《管子》说："圣人之制事也，能节宫宝，适车舆，以实藏， 则国必富，位必重矣；能适衣服，去玩好以奉

本，而用必赡，身必安矣。""适身行义，俭约恭敬，其虽无福，祸亦不来矣；骄傲侈泰，离度绝理，其虽无祸，福亦

不至矣。"这种尚节俭、重本抑末思想当是《管子》富国强民的一贯治国理念。但是，《管子》又主张，在一 定历史

时期、一定的客观条件下，侈靡的消费观和实践，对于刺激经济发展、对于促进生产力的提高，进而推动国家发展、

经济振兴、稳定民心，也是有积极作用的。《管子》中记载 ：桓公问管仲："兴时化若何?"管仲十分干脆和肯定地回

答说："莫善于侈靡。"他还接上去解释道："贱有实，敬无用，则人可刑也。故贱粟而如敬珠玉，好礼乐而如贱事

业，本之始也。"还说："天子藏珠玉，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马，百姓藏布帛。不然，则强者能守之，智者能收之，

贱所贵，而贵所贱。不然，鳏寡孤老不与得焉，均之始也"等等，这些都构成了《管子》经济思想理论中独具特色

的、旨在促进消费、刺激经济发展的"侈靡"观。  

有学者对《管子》的"侈靡"观提出批评说：中国古代墨家学派的几近禁欲主义的"节俭" 观和《管子》的"侈靡"观都

是不可取的两种消费观，我们应当坚持"中庸"的消费观，" 中庸"的消费观具有普遍性的品格。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

外，也不论在什么时候，在经济发展中都应当坚持适度的消费观，既不过，也无不及。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管子》提出"侈靡"的经济主张虽然距今已有两千余年，这种观点与它揭示的客观经济规律，仍

然还有其旺盛的生命力量，与当今西方经济学派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具有相似之处。这两种观点与经济理论，虽然古今



相隔、地域悬远，却是不谋而合。所以 ，《管子》"侈靡"观无疑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一份珍贵遗产。而借古鉴今，

取其精华，" 乘时进退"，并从当今的实际出发赋予新的内容与新的诠释，仍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迪。  

这次学术讨论会着笔墨较多的另一个问题是《管子》的政治观。 

 

二、《管子》和齐文化中的政治观。  

(一)《管子》和齐文化中的法制思想。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早期的法制思想宝库中，《管子》是一颗璀璨夺目的耀眼的明珠。《韩非子·五蠹篇》说："今

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在家有之。"这是战国时期的记载 ，实际上管仲之法早商鞅之法甚矣!《管子》对中

国法制思想理论的贡献是巨大的。例如， 《管子》对法作了比较系统论述，指出："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

所以定分止争也 ；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这是对于法、律、令三者不同的社会功

能与社会作用，作了前所没有的清楚明确的阐释，至今对于这种阐释也还难以说" 非"。另外，《管子》主张在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它说?quot;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上亦 法，臣亦法，法断名决，无诽誉。故君法则主安位，臣法

则货赂止，而民无奸。"《管子》 还主张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它说："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是以官无私

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胸以听于上，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管子》还强调用法

讲求适度。法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规范，用法必须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之内。  

有的学者对田齐政权"德法兼治"治国思想的形成作了实事求是的系统研究，提出了一些独 到的新见解。  

在研究《管子》的法治理论时，还有学者对《管子》与《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作了比较研究，阐发了一些颇有新意和

深度的观点，进而深化了对《管子》关于"法"的理论的认识。还有学者对《管子》的"君臣贵贱皆从法"和《管子》的

执法观进行了专门研究，对《管子》 的法制思想的认识也有所深化。  

(二)在研究《管子》的政治观时，有学者对《管子》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作了些积极有益 的探讨。有的学者指

出：《管子》关于利、信、武相结合的谋略，避免了单纯以武力征服的做法。这对于保存齐国的国力，团结各诸侯，

巩固齐国的霸业，均有重要意义。正是这种外交路线、外交政策与《管子》的其他治国思想与实践相结合，管仲才能

相桓公，不以兵车，霸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齐国的霸业，使人民一度免于战乱，有休养生息和发展的机会与客观条

件。   

还有学者对"尊王攘夷"的对外政策作了探究。认为齐国领导人在"尊王攘夷"旗帜下"霸诸侯，一匡天下"，对周边攘伐

四夷而安中国，于中国则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形式上维护了中华大地一统天下的局面，在民族特征上维护了华夏文化

在中原的主体地位，并促进与融合了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为春秋特定时期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对《管子》和晏婴等人的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这次讨论有关《管子》的政治观时，有的学者将《管子》与晏婴

的政治观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有的学者对《晏子春秋》的"版筑"理论进行了政治层面上的分析，对晏婴的治国思想进

行了深入研究，为人们认识齐文化和《 管子》的政治观指出了一个新角度，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积极思想。  

三、《管子》的人才观和教育观。  

不少学者在大会和分组讨论中，积极研究了《管子》的人才观。认为《管子》重视人才，重视教育在人才培养和人才

成长中有重大的积极作用。  

有的学者说，齐国的政治是"贤人政治"。齐国尊贤重士，当时确实有一些士能与王侯分庭 抗礼、直言敢谏的民主风

气，也确实有些国君能保持谦恭下士、尊重人才，从谏如流的开明作风。进而指出：今天我们研究和总结两千多年前

齐国的"贤人政治"，对我国在21世纪参 与世界的和平竞争可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有的学者指出，齐国重视人才的经验和齐国兴衰的历史告诫我们，国君的素质是最重要的。只有任用贤俊，才能保证

国君有清醒的头脑，做出正确的决策，才能维持良好的社会统治秩序，得到百姓的拥护，才能使国家处在良好的发展

状态。  

与齐国重视人才的治国方略一致，齐国重视教育的历史悠久，影响深远。有的学者指出，《 管子》中的"弟子职"是

优秀的教育理论和认真的教育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齐国的稷下学宫有博士70余人，在兴盛时期拥有博士数量还多。稷

下学宫与齐国的政治密切联系。齐国的博士制度一直经过秦、汉而至清朝。但是齐国的博士可以议论国事，为国君出

谋划策，到秦朝时博士失去了议国事的资格。因此，中国的博士制度应当始于齐国。  



四、对齐国史官史的研究问题。 

 

有的学者透过对齐国史官制度的认真考察研究，充分肯定了史官制度和史官在中国历史发展 中的重要地位和抑恶扬

美、保存历史文化等方面所起的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史官，似乎有某种凌驾于当时?

quot;政治"之上的特点，他们只对事实负责；史官视域宽广，从自然，到社会人事，无所不记，史官在保存我国历史

文化中起了不可取代的 重大作用；史官秉笔直书，刚正不阿，在弘扬民族气节和民族骨气方面起了重要的历史作

用 。  

五、齐国"因俗"国策与齐文化的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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