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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财富，从来就是人们竟相追逐的“猎物”，无论在精神上抑或在物质上，它都充满了再生和毁灭的强
大力量。
本书精选了西方思想史上有关财富的经典篇章，将西方财富观大致经历的3个阶段囊括其中，集中展
示了西方主流思想家财富观念的演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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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贺力平，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金融系主任。
1996年获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89—1991年剑桥大学访问学者，2002—2003年哥伦比亚
大学商学院富布莱特访问学者。
著有《经济增长  席卷全球的二十廿纪进程》、《融入世界经济：中国与国际发展经验》等，译著有
《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罗斯托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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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财富来自职业分工并引起国际冲突　　财富来自职业分工并引起国际冲突　　[古希腊]柏
拉图　　【编者按：在以下选文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指出一个城邦的财富来自其工作人口的职
业分工，并说明城邦之间的冲突缘因于对财富的追求。
】　　（苏指苏格拉底，阿指阿里斯同，格指格劳孔）　　苏：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
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
你们还能想到什么别的建立城邦的理由吗？
　　阿：没有。
　　苏：因此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招来各种各样的人。
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它作城邦
。
这样说对吗？
　　阿：当然对。
　　苏：那么一个人分一点东西给别的人，或者从别的人那里拿来一点东西，每个人却觉得这样有进
有出对自己有好处。
　　阿：是的。
　　苏：那就让我们从头设想，来建立一个城邦，看看一个城邦的创建人需要些什么。
　　阿：好的。
　　苏：首先，最重要的是粮食，有了它才能生存。
　　阿：毫无疑问。
　　苏：第二是住房，第三是衣服，以及其他等等。
　　阿：理所当然。
　　苏：接着要问的是：我们的城邦怎么才能充分供应这些东西？
那里要不要有一个农夫、一个瓦匠、一个纺织工人？
要不要再加一个鞋匠或者别的照料身体需要的人？
　　阿：当然。
　　苏：那么最小的城邦起码要有四到五个人。
　　阿：显然是的。
　　苏：按下来怎么样呢？
是不是每一个成员要把各自的工作贡献给公众——我的意见是说，农夫要为四个人准备粮食，他要花
四倍的时间和劳力准备粮食来跟其他的人共享呢？
还是不管别人，只为他自己准备粮食——花四分之一的时间，生产自己的一份粮食，把其余四分之三
的时间，一份花在造房子上，一份花在做衣服上，一份花在做鞋子上，免得同人家交换，各自为我．
只顾自己的需要呢？
　　阿：恐怕第一种办法便当，苏格拉底。
　　苏：上天作证，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你刚说这话，我就想到我们大家并不是生下来都一样的。
各人性格不同，适合于不同的工作。
你说是不是？
　　阿：是的。
　　苏：那么是一个人干几种手艺好呢，还是一个人单搞一种手艺好呢？
　　阿：一人单搞一种手艺好。
　　苏：其次，我认为有一点很清楚——一个人不论干什么事，失掉恰当的时节有利的时机就会全功
尽弃。
　　阿：不错，这点很清楚。
　　苏：我想，一件工作不是等工人有空了再慢慢去搞的，相反，是工人应该全心全意当作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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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抓的，是不能随随便便，马虎从事的。
　　阿：必须这样。
　　苏：这样，只要每个人在恰当的时候干适合他性格的工作，放弃其他的事情，专搞一行，这样就
会每种东西都生产得又多又好。
　　阿：对极了。
　　苏：那么，阿得曼托斯，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公民，要超过四个人来供应我们所说的一切了。
农夫似乎造不出他用的犁头一如果要的是一张好犁的话，也不能制造他的锄头和其他耕田的工具。
建筑工人也是这样，他也需要许多其他的人。
织布工人、鞋匠都不例外。
　　阿：是的。
　　苏：那么木匠铁匠和许多别的匠人就要成为我们小城邦的成员，小城邦就更扩大起来了。
　　阿：当然。
　　苏：但这样也不能算很大。
就说我们再加上放牛的、牧羊的和养其他牲口的人吧。
这样可使农夫有牛拉犁，建筑工人和农夫有牲口替他们运输东西，纺织工人和鞋匠有羊毛和皮革可用
。
　　阿：假定这些都有了，这个城邦这不能算很小啦！
　　苏：还有一点，把城邦建立在不需要进口货物的地方，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阿：确实不可能。
　　苏：那么它就还得有人到别的城邦去，进口所需要的东西呀。
　　阿：是的。
　　苏：但是有一点，如果我们派出的人空手而去，不带去人家所需要的东西换人家所能给的东西，
那么，使者回来不也会两手空空吗？
　　阿：我看会是这样的。
　　苏：那么他们就必需不仅为本城邦生产足够的东西，还得生产在质量、数量方面，能满足为他们
提供东西的外邦人需要的东西。
　　阿：应当如此。
　　苏：所以我们的城邦需要更多的农夫和更多其他的技工了。
　　阿：是的。
　　苏：我想，还需要别种助手做进出口的买卖，这就是商人。
是不是？
　　阿：是的。
　　苏：因此，我们还需要商人。
　　阿：当然。
　　苏：如果这个生意要到海外进行，那就还得需要另外许多懂得海外贸易的人。
　　阿：确实还需要许多别的人。
　　苏：在城邦内部，我们是如何彼此交换各人所制造的东西呢？
须知这种交换产品正是我们合作建立城邦的本来目的呀。
　　阿：交换显然是用买和卖的办法。
　　苏：于是我们就会有市场，有货币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
　　阿：当然。
　　苏：如果一个农夫或者随便哪个匠人拿着他的产品上市场去，可是想换取他产品的人还没到，那
么他不是就得闲坐在市场上耽误他自己的工作吗？
　　阿：不会的。
市场那里有人看到这种情况，就会出来专门为他服务的。
在管理有方的城邦里，这是些身体最弱不能干其他工作的人干的。
他们就等在市场上，拿钱来跟愿意卖的人换货，再拿货来跟愿意买的人换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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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在我们的城邦里，这种需要产生了一批店老板。
那些常住在市场上做买卖的人，我们叫他店老板，或者小商人。
那些往来于城邦之间做买卖的人，我们称之为大商人。
是不是？
　　阿：是的。
　　苏：此外我认为还有别的为我们服务的人，这种人有足够的力气可以干体力劳动，但在智力方面
就没有什么长处值得当我们的伙伴。
这些人按一定的价格出卖劳力，这个价格就叫工资。
因此毫无疑问，他们是靠工资为生的人。
不知你意下如何？
　　阿：我同意。
　　苏：那么靠工资为生的人，似乎也补充到我们城邦里来了。
　　阿：是的。
　　苏：阿得曼托斯，那么我们的城邦已经成长完备了吗？
　　阿：也许。
　　苏：那么在我们城邦里，何处可以找到正义和不正义呢？
在我们上面所列述的那些种人里，正义和不正义是被哪些人带进城邦来的呢？
　　阿：我可说不清，苏格拉底！
　要么那是因为各种人彼此都有某种需要。
　　苏：也许你的提法很对。
我们必须考虑这个问题，不能退缩。
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在做好上面种种安排以后，人们的生活方式将会是什么样子。
他们不要烧饭，酿酒，缝衣，制鞋吗？
他们还要造屋，一般说，夏天干活赤膊光脚，冬天穿很多衣服，着很厚的鞋子。
他们用大麦片，小麦粉当粮食，煮粥，做成糕点，烙成薄饼，放在苇叶或者干净的叶子上。
他们斜躺在铺着紫杉和桃金娘叶子的小床上，跟儿女们欢宴畅饮，头戴花冠，高唱颂神的赞美诗。
满门团聚，其乐融融，一家数口儿女不多，免受贫困与战争。
　　格：不要别的东西了吗？
好像宴会上连一点调味品也不要了。
　　苏：真的，我把这点给忘了。
他们会有调味品的，当然要有盐、橄榄、乳酪，还有乡间常煮吃的洋葱，蔬菜。
我们还会给他们甜食——无花果、鹰嘴豆、豌豆，还会让他们在火上烤爱神木果、橡子吃，适可而止
地喝上一点酒，就这样让他们身体健康，太太平平度过一生，然后无病而终，并把这种同样的生活再
传给他们的下一代。
　　格：如果你是在建立一个猪的城邦，除了上面这些东西而外，你还给点什么别的饲料吗？
　　苏：格劳孔，你还想要什么？
　　格：还要一些能使生活稍微舒服一点的东西。
我想，他们要有让人斜靠的睡椅，免得太累，还要有几张餐桌几个碟子和甜食等等。
就像现在大家都有的那些。
　　苏：哦，我明白了。
看来我们正在考虑的不单是一个城邦的成长，而且是一个繁华城邦的成长。
这倒不见得是个坏主意。
我们观察这种城邦，也许就可以看到在一个国家里，正义和不正义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我认为真正的国家，乃是我们前面所讲述的那样——可以叫做健康的国家。
如果你想研究一个发高烧的城邦也未尝不可。
不少人看来对刚才这个菜单或者这个生活方式并不满意。
睡椅毕竟是要添置的，还要桌子和其他的家俱，还要调味品、香料、香水、歌妓、蜜饯、糕饼——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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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类的东西。
我们开头所讲的那些必需的东西：房屋、衣服、鞋子，是不够了；我们还得花时间去绘画、刺绣，想
方设法寻找金子、象牙以及种种诸如此类的装饰品，是不是？
　　格：是的。
　　苏：那么我们需要不需要再扩大这个城邦呢？
因为那个健康的城邦还是不够，我们势必要使它再扩大一点，加进许多必要的人和物——例如各种猎
人、模仿形象与色彩的艺术家，一大群搞音乐的，诗人和一大群助手——朗诵者、演员、合唱队、舞
蹈队、管理员以及制造各种家具和用品的人，特别是做妇女装饰品的那些人，我们需要更多的佣人。
你以为我们不需要家庭教师、奶妈、保姆，理发师、厨师吗？
我们还需要牧猪奴。
在我们早期的城邦里，这些人一概没有，因为用不着他们。
不过，在目前这个城邦里，就有这个需要了。
我们还需要大量别的牲畜作为肉食品。
你说对不对？
　　格：对！
　　苏：在这样的生活方式里，我们不是比以前更需要医生吗？
　　格：是更需要。
　　苏：说起土地上的农产品来，它们以前足够供应那时所有的居民。
现在不够了，太少了。
你说对不对？
　　格：对！
　　苏：如果我们想要有足够大的耕地和牧场，我们势必要从邻居那儿抢一块来；而邻居如果不以所
得为满足，也无限制地追求财富的话，他们势必也要夺一块我们的土地。
　　格：必然如此。
苏格拉底。
　　苏：格劳孔呀！
　下一步，我们就要走向战争了，否则你说怎么办？
　　格：就是这样，要战争了。
　　苏：我们且不说战争造成好的或坏的结果，只说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战争的起源。
战争使城邦在公私两方面遭到极大的灾难。
　　格：当然。
　　苏：那么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城邦，不是稍微大一点，而是要加上全部军队那么大，才可以抵抗
和驱逐入侵之敌，保卫我们所列举的那些人民的生命和我们所有的一切财产。
　　（选自[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
）　　第二讲 建立城邦的财富管理学　　建立城邦的财富管理学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编者按
：亚里士多德在其代表作《政治学》中探讨如何在一个城邦社会中建立起一整套政治管理体制，以及
其中关于管理财富的问题。
与柏拉图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主张“自上而下”地进行财富和社会管理。
]　　政治学　　每一个城市国家都是某一种社会团体，每一个社会团体的建立都以一种善为目的，因
为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其本意总是在于求取他们自己所认为的善果。
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为目的，那么国家，即政治社团，就是一切社团中最高的和包含最广的一种
，它所求的也一定是最高度的善。
　　现在有一种错误见解，认为政治家、君王、家长和奴隶主都一样，其区别不是在于性质上的不同
，只是在于受其管辖者人数之多寡。
例如只管辖几个人的叫做奴隶主，管辖人数较多的叫做家长，管辖人数更多的叫做政治家或君王，这
样看来，一个大家庭和小国家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差别。
在君王和政治家之间所作出的差别是这样的：个人掌握国家全权的称君王；当按照政治学原理，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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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统治者而又转过来受统治，这时的统治者称政治家。
　　所有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
任何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如果按照我们一贯所应用的方法就可以看出，政府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政治学跟别的学科一样，应该把组合物分解为单纯的组成部分，分解为整体中的最小分子。
因此，我们对国家所由组成的各个部分必须加以考察，以便看出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看一看
，在不同性质的统治之间，是否可以找到科学上的区别。
　　对任何事物，不论是国家还是别的什么，只要能追本穷源，就可以获得对它最明确的认识。
首先，凡是互相依靠不能独自存在的就必须结合，例如男性和女性互相结合，种族就得以延续下去，
这并不是人们蓄意要这样做，人类跟其他动物以及植物一样，具有要在他们身后留下自己的形象的自
然愿望。
其次，还有统治者与庶民之间的结合，使双方得以保存。
凡是有卓识远见者，就天生会成为君王和主人，凡是凭体力从事劳动的，就自然成为庶民，成为一个
奴隶，结果主奴双方的利害关系是相同的。
但是，大自然在女子与奴隶之间作出了区别。
大自然并不是那样吝啬的，像铁匠铸造德尔斐小刀那样，使一把刀具有多种用途，它使每一事物只具
有～种用途。
当事物各有专用而不是一物多用时，就最能推行尽利。
可是在野蛮民族中，对待女子和奴隶并无区别，因为在那里并没有天生的统治者，只是一群包括男性
和女性的奴隶。
所以有些诗人说，“野蛮人归希腊人统治是天经地义”。
　在他们看来，就好像野蛮人和奴隶生来是没有区别的。
　　出于男性和女性、主人和奴隶这两种关系，首先产生的是家庭。
赫西奥德说得很对，他说：　　先营家室，以安其妻，爱畜牡牛，以曳其犁。
　　这里牛指的是这个苦恼人的奴隶。
家庭是出于自然的一种结合，用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要，因此其成员被卡龙达斯称为“食橱的伴侣”
，被埃皮门尼迪称为“当家人的伴侣”。
当若干家庭联合起来，其目的不止于满足日常需要时，这就出现了村落。
村落的最自然形态是由家庭繁殖而衍生的殖民都市，同居者都是出于一个家族的子孙，都是所谓同怀
共乳的。
这就是希腊城邦为什么最初都是由君王统治的原因，因为希腊人在聚合以前就是由君王统治的，与野
蛮民族现在所处情况相同。
希腊人每个家庭都是由最年长的主持，因此由家族集合而成的殖民都市通行的是君主政体，这是由于
他们是属于同一血统的。
荷马说：每个人对他的儿女和妻子发号施令。
　　因为如古代通行的情况那样，他们是分散居住的。
有些人认为群神也得由一位大神统率，因此人类自己，无论在现代或者古代，都得归君王管辖。
人类的设想是，神不仅在形象上与人相似，而且在生活方式上也与人无大差别。
　　当若干村庄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社团时，其规模已经大到足以完全或相近于完全自给自足，于是产
生了城市国家，这只是出于生活上的需要，至于所以能持续存在，则是出于享受美好生活的愿望。
因此，处于早期阶段的社团体制，固然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城市国家的形成也是这样，这就是它发
展的终点，发展的目的就是达到这个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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