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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论谭
! ! ! !唐初反思曹魏以来国家优先的
重税政策的得失，特别是隋朝失败
的历史教训，发现在财政经济方面
最突出的问题是国家与民争利，把
老百姓剥夺到挣扎于生死线上的地
步。这样做有什么危险性呢？
危险在于百姓毫无积蓄，就完

全失去自救的能力。生存危机一旦
点燃，就会快速演变为社会危机。
从曹操确立社会军事化管理的政策
以来，在国家优先发展和重税政策
下，没有出现一个强大的王朝，长
的数十年，短的二十来年，吹起一
个水泡，马上破灭，下一个人接着
再吹，越使劲吹破得越快，真是一
个巨大的讽刺。可是竟然就没有人
想到已经到了必须改弦更张的关头
了。锅炉要爆炸了，下面还在拼命
加柴火，魏征批评这些统治者是抱
薪救火，非常形象。

改弦更张就是要反其道而行
之，要彻底转变观念，轻徭薄赋，
减税让利，放水养鱼，共同富裕首
先是讲国家和老百姓同步发展。如
果朝廷税收不断增加，老百姓收入
不断减少，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
脚，甚至是自掘坟墓。这些道理说
到底，就四个字“藏富于民”。什
么叫以民为本，这才是真正的以民
为本。那么，唐朝是怎么做的呢？
从统一官员思想到具体政策措施，
唐朝着重抓了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正本清源! 树立正
确的治国思想
说到如何治国，其实并不是什

么玄而又玄的理论，放之四海而皆
准的道理从来都是朴实而易懂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首先必须
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
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在
中国，春秋时代也有相同的思想。
齐国有个著名的政治家名叫管仲，
就是大家熟悉的管子，是春秋时代
最早的改革家。国王齐桓公向他请
教如何治国，他的办法很简单，就
是先让老百姓富起来。管仲说了一
句经典名言，那就是“仓廪实而知
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齐桓公
听从管仲的意见，结果齐国很快就
强大起来，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
这个事例告诉后人什么道理呢？那
就是治国要从经济基础做起，其关
键在于要让老百姓先富裕起来，实
行富民政策。
唐朝在隋朝苛政和动乱摧残的

废墟上重建国家，当务之急只能是
与民休息，只有让老百姓活下去、
富起来，才谈得上国家的建设和发
展。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最直接也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不要去骚扰他。
宋朝的历史学家在记述唐朝社会经
济状况的时候，说道：“古之善治
其国而爱养斯民者，必立经常简易
之法”。（《新唐书·食货志》序）其
中的要点有两条：第一是要爱民，
没有以民为本的思想，就不会有富
民政策。第二条是要采用简明易懂
的政策，更重要的是必须坚持一
贯，成为“经常”之法，而不能朝
令夕改，一看到百姓稍微有点钱，
马上变脸加重税收。
什么是简易之法呢？中国的古

代国家形成很早，几千年来一直在
探讨如何治理好国家，早在西汉，
也就是中国统一国家形成后不太
久，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就对古
代以来的治国思想作了精辟而深刻
的总结，他说治国之道，“善者因
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
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
记·货殖列传》）。什么意思呢？就
是说最高明的治国者，懂得遵循社
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次一级的治国
者则懂得因势利导，再次一级的会
去教导百姓，再次一级的则建立制
度去规范经济，最差劲的治国者就
是与民争利。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善

于治理国家的领导人深深懂得社会
经济有其自己的规律，要去发现规
律，遵循规律，哪怕是因势利导都

比自作聪明去人为地驾驭经济要好
得多。因为我们对社会经济的规律
并没有完全的认识，却以为认识
了，做了许多人为设定的事情，结
果往往违背经济规律而瞎折腾一
番，甚至招致失败。所以，这个道
理一定要讲深讲透，时刻不忘。以
隋为鉴，唐太宗坚持以静制动，不
扰民，不折腾，让遭受严重摧残的
社会经济慢慢恢复。

第二! 坚持藏富于民不动摇
静养不是放任不管，听任病人

自生自灭，而是要调治。怎么调治
呢？《新唐书·食货志》说：“量
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产而取以
给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为用度之
数”。这个药方看似简单，却包含
了最基本的经济原理，那就是量力
而行的三个相适应：第一是个人占
有自然资源要和劳动能力相适应；
第二是税收要和生产量相适应；第
三是国家开支要和财政收入相适
应。这三条基本原则是一个联动的
有机整体，三者之间必须相互平
衡，哪一个原则破坏了，另外的两
条也跟着破坏，这就是“三者常相
须以济而不可失，失其一则不能守
其二”的意思。做到这三条，就能
够实现“上爱物以养其下，下勉力
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也就
是郡主朝廷节俭爱民，百姓努力耕
作奉献国家，官府富足而老百姓不
贫困，上下互利，社会繁荣。
唐朝怎么贯彻着三条基本原则

呢？
农业之本是土地。唐朝实行均

田制度，按照每个青壮年劳力的耕
作能力，分配给他土地。法令上规
定一夫一妻可以分得 !"#亩地，其
中 !##亩是国家给的，用来种粮食。
这个标准有什么根据呢，那就是西
周以来古老的传统观念“一夫百
亩”。另外的 "#亩地用来种桑树，用
于养蚕织布。每户再分配宅基地，房
前屋后，种瓜种豆。这也是有根据
的，那就是传统的“男耕女织”，好一
幅田园风光。显然，唐朝想建立以
自给自足的自耕农为广泛基础的社
会，换成今天的思维，就是要培育
广大的中产阶层。古人早就认识到
“有恒产者有恒心”，想要社会稳定，
靠国家强力约束是缘木求鱼，贫富
悬殊是南辕北辙，最大限度地扩大
自耕农才是唯一正道。一夫百亩，
男耕女织，如诗如画般的田园乡村，
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墨家，三
教九流，直到近代农民希望有二十
亩地，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几千
年来中国传统社会的梦想。
唐朝均田令的规定，其实是国

家分配土地的最高标准，或者是以
此为限，在现实中国家没有这么多
土地可以分配。但是，设立这样的
标准却有利于限制大土地占有，防
止贫富不均。现实中，农民拥有的
土地也就是几十亩，虽然比法令规
定的少，却是自耕农能力所能达到

的限度，体现了上述第一条原则：
“量人之力而授之田”，力所能及。

在此基础上，国家向每户农民
征收赋税，大致上是每户缴纳粮食
"石，布帛 "丈多一点，还要为国
家服劳役 "#天。如果一亩田打两
担粮食，!##亩就是 "##担，上交
的粮食税为 "$。加上其他两项，
总的税率在 %$左右。这是官府计
算的税率。考虑到农民实际拥有的
土地达不到 !##亩，所以，实际税
率应该是 "、&倍。即使如此，这
个税率还是比较低的，符合唐朝
“量地之产而取以给公上”，也就是
以产量确定税率的第二条原则，体
现了富民的思想。
有人要问，隋朝也差不多是这

个税率，为什么你就光说唐朝好呢？
从表面上看，隋唐两朝的税率确实
差不多。如同前面曾经说过的，唐
太宗读隋炀帝的文集后大惑不解，
隋炀帝什么大道理都懂，说的净是
圣贤的话，做的却完全相反，典型
的说一套做一套，虚伪透顶。这个
问题后面的对比会看得更清楚。

第三! 轻徭薄赋
如果以民为本作为国策，那么

富民政策就不应该是短期行为，不
是让病人恢复了好抽血，而是要他
变成一个健康的人。因此，富民政
策必须长期坚持。怎么坚持呢？
大家知道唐太宗手下第一号宰

相是房玄龄，他和杜如晦两个人号
称“房杜”，是古代贤相的代表。
房玄龄以多谋善断和知人善任著
称，唐朝许多栋梁之才都是他发现
并提携起来的。但是，人们往往没
有注意到，房玄龄把很多权力交给
其他大臣们，唯独紧紧抓牢财政大
权。或许有人会说这是个肥缺，难
怪他不肯撒手。那就大错特错。为
什么呢？唐朝那个时代，事务繁忙
的机构是高官贵人不愿意干的苦差
事，其官职被人看不起，财政官就
是其中之一。房玄龄以他首相的身
份兼管财政，真是委屈他了。可他
一干就是十几年，那又是为什么
呢？因为房玄龄认识到财政税收乃
朝廷利害所在，不能随便交给其他
官员处理。那么，他担心什么呢？
是担心税收不足，不足以应付国家
开支吗？不是的。房玄龄知道收税
最能表现政绩，毕竟是钱帛财富，
官员难免越收越上瘾。到了财政税
收官员一门心思想要增加税收的时
候，藏富于民的政策就变成伪善的
口号，朝廷背离了百姓，隋朝灭亡
的覆辙就在眼前。所以，他一定要
自己亲自管理，把朝廷以民为本的
政策真正落到实处，而决不能交给
聚敛之人。
我这里再讲一件事。前面说到

隋朝为了增加国税而雷厉风行地查
验户籍，实现人口的快速增长。隋
末动乱，唐朝崛起，这期间只有短短
的几年而已。但是，到唐朝统一全
国的时候，户籍一下子掉到 "##万
户，唐太宗即位时也不过 &##万户，
比隋朝初年还少。按照古代平均每
户 '口来计算，隋末几年的动乱竟
然损失 &###多万人口，这可信吗？
&###多万人，几乎等于第二次世界
大战损失的人口，可能吗？实际上
还是老问题，大量的百姓趁着动乱

之机从官府户籍上挣脱了，也就是
说人还在，但是官府掌握不了了。
对于这个问题，隋朝怎么做呢？全
国上下全力以赴查验户口，把人都
给找出来。唐太宗怎么做呢？他首
先想到的是大乱之后，老百姓怪可
怜的，这时候大动干戈查户抽税，
不得人心。于是唐太宗接下这笔糊
涂账，且算是放水养鱼吧。没有查
户籍，不是做不到，而是不做。什
么叫做难得糊涂，这就是一个范
例。糊涂的人到处可见，难得糊涂
的人凤毛麟角，那是大智慧。

我们来看看唐朝户籍的情况，
从唐太宗即位的 &##万户，要到唐
玄宗鼎盛时期户口才增长到 !!##

多万户，人口从 "###万人增长到
%### 万人。这期间户籍人口的增
长率是 !&('!，属于人口的自然增
长。如果同隋朝作比较，大致相同
的人口数值，隋朝仅仅用了 "#多
年就实现了，哪怕全民动员拼命生
孩子也生不出来，毫无疑问属于非
自然增长型。

隋朝用 "#年办到的事情，唐
朝用了一百年。这说明什么呢？说
明隋朝嘴上说的圣贤话不过是一种
欺骗，而唐朝却是真正去做的，其
藏富于民的政策坚定不移，不管有
过多少政治风浪，一百年不曾动
摇。要算账的话，光是户籍这笔
账，唐太宗就让出了三分之二的赋
税，不能说不多吧。以德治国不但
要花大气力，而且要付出真金白
银，真抓实干，而不是不要本钱地
空喊。历史上有许多统治者仿佛也
懂得以德治国的道理，你看他们发
布的诏书，常常都说得煞有介事，
到了真正实行的时候，却都缩了回
去，成了叶公好龙。为什么呢？最
大的原因就是割舍不了利益，都不
用说减税让利，隋文帝在大灾荒发
生时竟然连老百姓平日储存的义仓
都舍不得打开来赈灾，就是非常说
明问题的事例。说到底，还是私心
物欲在作怪。所以，贯彻以德治国
必须有最大的公心和胆魄胸怀。
光算经济账，实在是太小家子

气了。精明人从来不聪明。你说唐
太宗不会算账吗？他算的是最大的
账。百姓安则天下安，国家的长治
久安和繁荣昌盛，光靠钱买得来
吗？隋朝末年，有人振臂一呼，王
朝迅速崩溃。唐朝呢？“安史之乱”
以后，发生了多次动乱和变故，首
都几次陷落，但是，和造反者相
比，老百姓觉得还是唐朝好，他们
感念唐太宗，这才让唐朝屡屡死里
逃生，有惊无险，最后东山再起。
道理何在？恩在人心呐。
唐太宗身边聚集着一大批清明

宽厚的政治家，其中有一位负责监
察部门的名臣名叫马周，他专门上
书唐太宗，指出只有“广施德化，
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代之基”。
什么叫积德，帮助老百姓自力更
生，让他们不受战乱之苦，摆脱贫
困，安居乐业。唐太宗听从魏征等
大臣的意见，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
事情，马周还要经常提醒他，说陛
下统一国家，功勋卓著，但是，积
德还很浅，还要坚持不懈，成为像
尧舜禹一样的伟人，要做到“节俭
於身、恩加於人”，也就是自己要
简朴，待人要厚道，恩泽百姓，才

能让天下万民“爱之如父母，仰之
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
霆”，社稷当然稳如泰山，唐朝三
百年的基业就是这样打下来的。

第四! 减轻税! 管住费
唐太宗认识到，国家的力量在

于民众，百姓富了，国家才能真正
强大。所以，唐朝大幅度减税让
利，休养生息，藏富于民。
然而，光是减税还不够。为什

么呢？因为真正对社会经济发展杀
伤力最大的是税外加征，换今天的
话说就是费。唐朝非常注重法制，
依法治国。所以，朝廷的税收是法
定的，无法不收税，这是收税的基
本原则。问题就从这里产生的。当
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时候，就可
以随随便便开征法外之税。一切没
有法定的征收，可以说都是恶税。
然而，这种恶税往往打着各种旗号
强加于社会，因为没有法定，我们
只能把它们统统归入“费”这一
类。官吏钻法律的空子，就是以费
的形式强征暴敛，结果往往费大于
税，而且种类多如牛毛，数额极其
惊人。隋朝盘剥百姓到了敲骨吸髓
的地步，但是，直到灭亡，它的税
率还是比较低的，是用低税来掩盖
天文数字的费，其税收制度是真正
的披着羊皮的狼。
唐太宗亲身经历隋朝，这一切

历历在目。所以，唐朝要坚决管住
税外滥收，不给官吏上下其手的机
会。怎么做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
一切征收都必须有法律的依据，要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要把
收税严格纳入法律的框架内。
我们还是接着讲隋朝设立义仓

的老故事吧。隋文帝用防备灾荒的
名义让农民交纳粮食，再把它转变
为国库收入，一件好事被搞得臭名
远扬，老百姓再也不相信朝廷的所
谓善举了。但是，储存粮食防备灾
荒现实中不可或缺，直接关系到民
众的生死和社会的稳定。所以，唐
朝建立之后，当政者不能不重新提
出建立义仓。唐太宗对此作了明确
的表态，说道：“百姓储存粮食，
官府负责管理，用来防备灾荒，这
是利国利民的事情，值得提倡。但
是这笔财物不是朝廷所要的，不能
成为一笔横财，平添百姓负担。因
此，这件事必须由有关部门讨论，
制定法规，才可执行。”

隋唐两朝对于义仓的不同处
理，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怎样设立义
仓这样一个孤立的问题，其背后体
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唐太
宗所坚持的是“税收法定”和“无
法不征税”的根本原则，这同今日
的税收理论不谋而合，虽然在中国
还没能完全做到，但是这是大势所
趋的必由之路。必须把一切税费纳
入法制的框架之内，才能避开古代
税收不断膨胀直至财政破产、王朝
倾覆的陷阱。
税收法定是非常重要的，为什

么会有乱收费，甚至费高于税的乱
象呢？那就是因为开征杂费不需要
立法，所以哪个官府，哪个官员可
以拍脑门收费，今天收这个，明天
收那个，你也收，我也收，岂能不
天下大乱？所以，收税要立法是对
于朝廷任意扩张权力的制约，权力
关进法制的笼子里，官府不为政绩
而躁进，社会才能获得安定。魏征
曾经对隋唐做过对比，说道：“隋
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
穷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
之则乱”。隋朝尽管国家富强，却
国家丧亡，原因就在于朝廷好大喜
功，躁进妄动。唐朝虽然贫穷，却
十分安宁，就因为朝廷使社会静下
来。静则安，动则乱。
如何不轻举妄动呢？在经济上

就要堵住乱收费的缺口。与其重税
刺激官吏急功近利，花钱做政绩，
不如藏富于民。用唐太宗的话说，
那就是“凡理国者，务积于人”。
藏富于民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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