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旨 

管仲是中国春秋时期有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管子》这本书，是后人托管子之名，结合法

家、道家、儒家思想，记述政治、经济、伦理、社会等内容的书。《管子》思想内容丰富、作

者不详、学术流派多样的特点提高了研究的价值。古往今来，管子的研究者可谓捷报频传，研

究《管子》的文献、著作也层出不穷。 

本研究在在阐述《管子》这本书的构成、内容的基础上，通过对《管子》中的“币”的分析，

具体解释了“币”的含义以及对《管子》中“币”字职能的认识。从货币流通和经济调节两个

方向，明确论述了《管子》的货币思想。大致分为以下五章。 

第一章介绍管仲的生涯、《管子》一书的构成及其有关注释书。以司马迁所著的《史记》里

的《管晏列传》对管仲的介绍为主，简单地介绍了管仲的生平事迹以及“管鲍之交”的由来。

前汉中期的学者刘向整理、编成的《管子》一书把《管子》分为八类共八十六篇。其中<经言>

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九篇、<短语>十八篇、<区言>五篇、<杂篇>十三篇、<管子解>五篇、

<轻重>十九篇。但是到了唐代遗矢十篇，现存七十六篇。《管子》的注释书主要有日本猪饲敬

所的《管子补正》和安井息轩的《管子诂经》，中国古代尹知章的《管子注》，民国时代罗根

泽的《管子探源》，近现代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共同研究整理的《管子集校》和黎翔凤撰、

梁运华整理的《管子校注》。本研究就是以《管子校注》为蓝本，对《管子》中的“币”字进

行分析。 

第二章介绍《管子》的思想。《管子》一书思想内容丰富，既包含了道家、法家、儒家等思

想，同时也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思想。其中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为主要内容。管

仲虽说不是一位唯物主义者，但是从《管子》中可以看到站在唯物立场上讲述的文章。《管子》

的经济政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对农业的保护和奖励措施，二是对盐、铁、金等重要资源

的生产和管理，三是维持均衡的财政收支，四是对商品的流通和物价的高低进行调控，五是制

定税收制度整备兵役。同时《管子》的思想也对君权的确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强调统治者对

人民的管理。与此同时，《管子》把百姓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每个阶层各司其职，

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 

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对《管子》中的“币”字进行分析。《管子》一书中，



“币”字一共在二十五篇文章中出现了 144处。本章节就是从这二十五篇文章里，按先后顺序，

以原文、意思解释、“币”字分析的方式，逐句、逐段地分析其中“币”字的用法。然后与货

币的职能相结合，从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世界货币这五个方面，更加

详细、具体地说明了对《管子》中“币”的职能的认识。进而从货币的流通量论和货币调控思

想这两个方面，明确论述了《管子》的货币思想。 

第五章阐述了《管子》货币思想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管子》中所表现出的货币思想，不

仅对当时社会经济管理和齐国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对如今加强商品货币经济的管理，

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管子》的货币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

历史的局限性。总之，《管子》的货币思想其思想价值和实际意义是很重要的，在以自然经济

为主的早期封建时代，能够有这样发展商品货币经济的思想，的确是我国历史上很可宝贵的精

神财富，值得我们分析研究并加以继承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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