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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的理财思想和王熙凤

赵 铭 扬

《财政》1982年第7 期，刊登谢伟伦同志

写的《 曹雪芹的理财思想》一文后，在我们这

里引起 了不 少同志的兴趣。多数同志认为，曹

雪芹在《 红 楼梦》这一文学巨著里，通过典型

人物（包括王熙凤）、典型事例，显示 了他的

杰出的理财思想，这一点即使在今天，仍值得

借鉴。但，有的同志，不是着眼于研 究曹雪芹

的理财思想，比 古喻今，加深我们 对 勤 俭 节

约，合理利用资源，注重经营管理 的认识，却

由此 而引申出要向王熙凤学习，这就不对 了。
关于王熙凤其人，在谢伟伦同志的文章里

是作过交代的：她的性格具有两重性，既 有好

的一面，也 有坏的一面。好的一面 就是办事果

断、精明能干；坏的一面 就是“嘴甜 心苦，两

面三刀”。同时指 出，尽管王熙凤在管理 荣宁

两府 大事中大展了才能，但一旦 触及她个人利

益，涉 及她个人的恩怨时，她“也只是开一只

眼，闭一只 眼，明知 不合理，也不敢改”，要

求她坚持原 则，正人先正 己，“是办不到的”。
文章作者对王熙凤的分析，当 然是以 曹雪

芹对王 熙凤这一典型形 象的描述 为依据的。曹

雪芹赞扬什 么，反对什 么，是很清楚的，他对

王熙凤的褒也 好，贬也好，都代表了他的理 财思

想的倾向性。所以，我们研 究和借鉴的只 能是

曹雪芹的理 财思想，而不应把王熙凤这样一个

具有反面 色彩的小说中的人物，作为 学习的对

象。
对我们财政、财 务干部来说，学习理财方

法是重要的，但 更要重视道德品 行，树立廉洁

奉公、以 身作则的优良作风。在曹雪芹笔下，

王熙凤在这方 面的表现如 何 呢？读 过《 红 楼

梦》的人，对该 书第十五 回 “王熙凤弄权铁槛

寺”的情节，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王熙凤采

取 逢迎、献 殷勤的手法，在取得王 夫人的信任

后，就利用 手中的权力，伙同铁槛寺的尼姑，
瞒过丈 夫贾琏，以 贾府名 义 出 面，包揽 了一起

官司，一下子就从中索贿白银 三 千 两。自 此

“胆识愈壮，以 后所作所 为，诸如此 类，不可

胜数”。难道这样一个贪赃 索贿的封建家族的

管家，值得我们学习吗？

坚持原 则，兴 利除弊，是我们 所 要 提 倡

的。而在曹雪芹笔下 的王熙凤，又是什 么样子

呢？王熙凤总揽“财政大权”以 后 的 功 绩 如

何，我们不能要求曹雪芹有一张数 字表或百分

比 的统 计，但有一点是可以 肯定的，即在王熙

凤掌权数年以 后，到五十五回 “敏探春兴利除

宿弊”时，仍 有许多宿弊。而这些宿弊，王熙

凤是明明知 道的，她不 敢碰，也不 愿碰，而是

装聋作哑，落得卖个人情。如果我们将五十五

回 与十三回 “王熙凤协理 宁国府”前后对照，
便 不难看 出，曹雪芹正 是通过这种 对 比 的 手

法，一方 面赞扬了探春的正 直无私，敢 于向宿

弊斗争的精神，一方 面也 未尝不是对王 熙凤的

否定和批判。
我们不要忘记，探春、李纨和宝钗临时代

理“财政大臣”职 务，是在王熙凤生病以 后，
由王夫人临时指 定的。探春一接手，首先就要

对财政开支上的三种宿弊开 刀，第一刀砍的是

自己舅舅不合理的丧葬补贴；第二 刀砍的是宝

玉和也 包括她自 己在内公 子小姐们重复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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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钱；第三 刀 则是改革大观园的管理 办法和副

业收 入分配办法，以 调动园中众婆 子 的 积 极

性，做到增收 节支。我们不难看 出，探春的思

想作风与王 熙风是明显不同的。
从曹雪芹围绕经营大观园，对王熙凤和探

春等人的深刻描 写，我们不难看 出，这一褒一

贬之间，曹雪芹的理财思想究竟倾向于谁 了。
该不该向王 熙凤学习不 就一目 了然 了吗？在现

实生活 中，王熙凤这样的人也是有的，他们可

能做 了一些工 作，也 可能有一定的成绩，但对

自 己周围经 济领域中的流弊和不正 之风，不敢

碰，也不愿去触动，甚至自己也去插手，进而

暗中捞一把。特别是在深入 进行打击经济领域

中严重犯罪活 动的现实情况下，在 这 个 问 题

上，如果我们的旗帜不鲜明，不 采取抵制的态

度，势必造成不良的影响。这一点不也是很清

楚的吗！

税务专管纵横谈

浅谈对促产的认识

武汉 车站路税 务所

促、查、管、收是我们税务专管员的基本职责，

它是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促、查、管、收

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这四 个方面存在

着两个结合、两个为主，即：促收结合，以促为主，

前者下了苦功，后者则轻而易举；查管结合，以管为

主，查是为了更好地管，通过检查，提高管理水平。

一般说来，促的难度较大，需要多方面的知识。下面

就促产工作谈几点体会：

一、开展促产活动，应以提高经 济 效 益 为出发

点。如果我们不讲 经 济 效 益，生产成果小于生产消

耗，不仅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而且连简单再生产也

无法维持。我们辖区有一个企业生产轮胎，由于注意

经济效果不够，产品质量低，成本高，仅这一种产品一

年就亏损 38万元，还照样生产。针对这种情况，专管

员下厂协助企业加强经济核算，找出降 低成本的关

键，使该厂轮 胎产品的质量得到提高。经过近三年的

努力，该厂轮胎产品质量达到了部管标准，降低了成

本，扭转了连续几 年的亏损局面，年利润达到40万元

的水平，三年中增加税收 100 万元，保证了税收计划

的超额完成。

二、搞好促产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要在促产

中取得成就，关键在于依靠企业领导和职工群众，搞

好调查研究，揭露矛盾，明确促产方向。去年，我们

根据交通运输行业的特点，选了一个起重运输单位为

促产点。专管员通过参加企业有关会议，与企业领导

和职工个别交谈，到生产班、队了解情况，走访有关

业务单位和主管部门，看历史资料分析对比，充分运

用听、问、看、访、查的形式，深入调查研究，在获

得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了五个有数据、有情况、

有分析、有建议的调查报告，受到企业及其主管部门

的欢迎。他们将专管员写的材料作为对职工 进行经济

形势教育的内容，发动职工 献 计 献 策，加强经营管

理。企业领导还经常与专管员一道研究生产管理等有

关问题。通过半年的努力，收到了一些效果。1982年

上半年与上年同期比，增加营运收入27万元，增加利

润13万元，增收工商税和所得税 8 万元。

三、促产应结合本职工作进行。经济核算工作，

是企业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也是税务管理的基础工

作， 专管员应当协助企业加强 经济核算，改进经营管

理。 1981年我 们组织了一个促产小组，在某厂协助改

善经济核算工作，从培训企业管理人员入手，帮助企

业推行资金券结算、两级核算、三级管理，做了大量

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1981年 8 月至12月工商税

收了2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8 万元，实现利润45万

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15万元。有的专管员还被企业聘

为企业管理顾问，车间整顿领导小组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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