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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靓的经济伦理思想’

郭宏荣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7(X)715)

    [摘要〕作为北宋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和具有进步倾向的思想家，李靓的

思想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他提出的调和义利的经济伦理思想，对当时

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联系到两宋时期正值理学兴起，对义的过分强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从而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李靓的经济伦理思想

就显得更为可贵。他的经济思想主要反映在“理财乃所谓义”的义利观和包含平土均田等内

容的财富生产、分配和消费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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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靓(公元1009一1059年)，字泰伯，是我国

北宋中期一位具有进步倾向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亦

是“庆历新政”理论上的支持者。他关心时政，处

处以“康国济民为意”，有大量著作、政论问世。他

把从唐代杨炎、白居易等人进步经济思想中所呈现

的新趋向加以集中、扩展，并给予论证，成为我国古

代社会后期第一位对经济问题作比较全面探讨的

思想家，在中国经济伦理思想上起到了重要的承先

启后作用。

    关于李靓经济思想的研究，以往学界一般从经

济管理、经济法制等视角进行研究，对其经济伦理

思想的研究仍有很大的空间。加之如今学界倡导

学科方法之间的相互借鉴，本文将借鉴经济伦理学

等学科的方法，试图对李靓经济伦理思想进行全面

的论述。

    一、“理财乃所谓义”的义利观

    从“道德本质上是社会经济关系”这个角度来

看，义利之辨理所当然成为经济伦理学范畴体系的

统帅。义指道义，指人类社会活动及人际关系中应

当遵循的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利指

利益，即能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物质利益或功利。

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对国家的政治、经济、伦理

及社会风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几千年

来对义理取向问题作了反复的讨论。从孔子的“君

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①孟子的“何为日利?亦仁
义而已矣’，，②到董仲舒的“正其谊不应谋其利，明其
道不计其功”③，重义轻利的思想一脉相承。
    北宋之初，反传统先锋李靓在当时积贫积弱的

社会局面下，总结和吸收了前人关于义利之辨的思

想，首先公开置疑不言利(西汉中叶以后，逐渐成

为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主轴)的观点，提出了义

利双行的义利观。

    任何关于社会经济伦理的学说，都必须建立在

人性论的基础之上，李靓的义利观是以他的《礼

论》为思想基础的。李靓认为:“礼”是人的一切行

动和全部生活的最高准则。从“礼”的起源和产生

出发，“夫礼之初，顺人之性欲而为之节文者也。

人之始生，饥渴存乎内，寒暑交乎外。饥渴寒暑，生

民之大患也。⋯⋯”④李靓认为“礼”是顺应人们物
质欲望，解决人的物质要求而产生的“节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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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礼”赋予了实质的物质内容，把礼归还到实在

的物质生活中去，告诉人们，人的物质欲求，不仅不

是过错与恶的表现，而且是合乎礼的规定，是“礼

之大本”。

    李靓注重功利，提倡乐利，认为“饮食男女”是

“人之大欲”。他指名批驳儒家“亚圣”孟柯的“何

必言利”的论调，认为“人非利不生”，“欲者人之

情”，⑤把利和欲看作是违反仁、义的恶事，不许人
们“言利”、“言欲”，这完全是“贼之人生，反人之

情’，⑥。李靓认为，言利求欲，只要符合礼的规定，
就不是贪与淫。义和利两者是可以统一的。他明

确指出:“夫礼之初，顺人之性欲而为之节文者

也。”此“性欲”指的是人的发自内在本性的各种欲

求。礼与人的本性欲求之间是可以统一的，两者之

间是可以调和的，礼是能满足人性的要求，而不是

只对它加以限定。这里需要注意，李靓虽批驳孔孟

等人的论调，但指出孔孟并非不求利、不言欲，他们

求的是大利、争的是大欲。

    李靓提倡利欲，讲求功利，但并未否认、排斥道

义。他认为义是礼的别名，而礼是“为而节之之谓

也”。因此义也具有相同的功能。他认为不论是

国家还是个人，都应该节用，量人以为出。特别是

统治者，更不能利欲过度，“与众同利则利良民。

不与众同利则凶人。凶人嗜利，盗之所由兴也。’，⑦
李靓反对扬雄在《法言》中所说的“大人之学为道

也，小人之学为利也。”并进一步指出，众人之所以

多欲，是统治者剥削造成的。所以，他主张利欲不

能过度，不可无节制的追求，特别是统治者，切不可

贪得无厌，这样必然会因欲得祸，其宗旨在于“损

上益下，与百姓偕乐”(.

    李靓基于义利双行的观点，认为传统儒家奉行

的“贵义贱利”是本末倒置。他指出“儒者之论，鲜

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

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是故贤圣之君，经

济之士，比先富其国焉。”⑧于此提出“治国之实，必
本于财用”，把义利观引申到治理国家上，为后来

的“庆历新政”提供了理论准备。李靓认识到社会

物质财富对国家的政治礼教、人们的道德风貌起到

的决定作用。要使国家富强，不是通过增加赋税，

加重人民负担来实现的，而是要强本节用!如何强

本，基于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他积极吸收借

鉴儒法两家思想的精华，渴望能为当时的状况找到

一个有效的药方。他认为应该在实行王道的前提

下运用法的手段来治理国家，譬如帝王应率民以法

令等等，以求达到强本富国的目的。

    二、有关财富生产、分配与消费等的经

济伦理思想

    李靓是一个注重生民实际利益的思想家，对人

民的衣食生计极为关心，因此，他特别注意研究经

济领域的各种问题。

    (一)关于财富生产的伦理思想

    北宋中期，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已经三位一

体，肆无忌惮地兼并农民土地，极端凶残地压榨农

民，剥削农民。针对这种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

“以农为本”的李靓专门写了《平土书》和《潜书》

等著作。他提出平土均田，主张恢复《周礼》的井

田制，抑制大官僚、大商人兼并中小地主和农民的

土地，这也是李靓关于财富生产的经济伦理思想的

重要内容。

    李靓认为“生民只道食为大，有国者未始不闻

此论也，顾罕知其本焉。不知其本而求其末，虽尽

智力弗可为已。是故，土地，本也;耕获，末也。”⑨
认为解决土地问题才是治国安民的根本之策。为

了解决土地这个根本问题，李靓反复强调他的平土

均田、抑制土地兼并、制止两极分化的主张。“法

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曰长，贫者日削，虽有来相，

谷不可得而食也。食不足，心不常，岁有礼仪，民不

可得而教也。尧舜复起，末如之何矣!故平土之

法，圣人先之。”。
    在平土均田的基础上、李靓认为产生贫富不

均、阶级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土地所有制，初步看到

了产生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要解决贫富不均、从

而富国的根本办法是平土均田;提出“人无遗力，

地无遗利’，@和“人各有事，事各有功’，。的“民富国
强”的主张。另外，李靓还强调人力的作用，主张

不违农时，适时耕种;反复强调恢复井田制，强本抑

末，后本薄末，这里李靓的重农轻商、强本抑末的主

张是对商贾兼并土地的限制。

    《二)关于财富分配、消费的伦理思想

    关于财富分配，李靓主要主张抑制豪强兼并的

思想和行为。宋代以来，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地发

展。地主阶级中兼营商业的人日益增多，出现了许

多新的矛盾。

    李靓在《富国策》中，把“同轻重之权”作为重

要的富国之策，一方面主张对富而强的大商人和不

富不强的小商贩采取抑制的政策;另一方面，在

《周礼致太平论》又主张对那些只富不强的“富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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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子”采取“平起摇役，不专取以安之”。这种抑商

和安商并重的思想和政策，是当时商人资本和地主

经济既矛盾又结合的反映。同时，李靓极力反对大

地主集团毫无节制的榨取。

    在财富消费方面，李靓以肯定“利”、“义”出

发，提出了“奢侈有制”的主俭论，李靓根据当时社

会上分配不均严重影响消费的情况，提出“上下有

等”的分配消费管理原则，即在官僚统治集团内部

实行“上下有等，奢侈有制，在势则尊，无列则

贱”⑩;对于一般人民，他提出“富不得独文，贫不得
独质，万金之居，与下户为伍，则饱食之余，无所复

用”，⑧“民虽有富者衣服不得异，皆深衣而已;则贫
者安也。”可见，他虽然提出了“奢侈有制”的主俭

论，但仅仅是在反对富者在消费上的豪奢浪费，而

不是反对富者本身。

    三、李靓思想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
宋代是一个尊崇儒学的时代，传统的贵义践利论具

有广泛的思想基础。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义利争辩

逐渐深人，本来“明义利”之争辩的目的是为了重

申义利关系，以便在价值取向和舆论导向上正确引

导民众，以消饵或减轻商品经济大潮中的拜金主义

趋向。但在思想争辩过程中，理学家们却矫枉过

正，走人极端，不仅反对不顾公利只讲求私利的行

为，甚至于对所有的求利行为都一概否定。他们认

为天理、人欲是完全对立的，所以应该克服人欲、摒

弃对利的追求，保持以天理为内容的本性。理学家

们要求淡化功利意识与追求，固然有其积极的社会

价值和作用，但若在经济思想上视义为公、贬利为

私，一盖摒弃功利意识则又让原本客观的义利关系

走向曲高和寡的道德教条处，这不仅形成了理学

家空谈性命、不务实际的学风，也使理学的义利观

失去了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于国于民皆为不利。

    在这样的思想和学术背景下，李靓作为一位

“愤吊世故，警宪邦国”的思想家认识到理学派在

义利观上“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张属误国误民之

论，坚持提出自己的独特主张，比如李靓所提倡的

义利观，在当时就有着重要的思想解放意义。他大

胆指名批判孟子，公然同历来儒家奉为神圣不可侵

犯的“何必言利”的“圣训”唱反调，这尤其是非比

寻常的，在儒家的“贵义贱利”论已成为封建正统

经济思想之后，敢于以这种方式对它进行批判的，

当以李靓为第一人。他的思想，为当时的思想界

带来一股清风，亦为后世陈亮。叶适等的经济伦理

思想提供了一定的学习及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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