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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 敬 伯

古籍“大学”中有这样一句话：“生财有大

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

舒，则财恒足矣。”

这是我国古代奴隶社会流传下来的老话。
财政是为政治服务的，那时有那时的政治，那

时有那时的理解，我们不是考古学家，姑置勿

论，只是根据古为今用的观点取其精华。
这段古籍的文字，可以说是我国财政思想

的起源，其影响深远。现分六点，加以说明。
第一、“生财有大道”，是说：生殖财富，

要有广阔的正确的道路。这个道路，也可以说

是正确的方向、路线、方针和政策。有了正确

的道路和合理的办法，就会有光明的前途。
第二、“生之者众”，是说从事生产的人

很多，而游手好闲的人很少，这是一方面；另

一方面还要求很好地安置待业和失业的人们，
各得其所，不使社会上有游荡的流民。更进一

步，要使社会上人人有工作，人尽其才，物尽

其利，做到社会上无废人、无废材、无废时、

无废料。
第三、“食之者寡”，主要的意思就是节约，

首先要限制非生产人员，并做到没有“白吃饭”

的人。《诗经·魏风》，有两句精辟的名句：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意思是说：你们那些

所谓君子的大人先生们，可不要白白地吃闲饭

啊！其次的意义是说：不要大吃大喝，筵宴请

客，要尽量节省。不要乱撒大米粒，不要浪费

酱、油、醋。其事虽小，积少成多。
第四、“为之者疾”，这里的“疾”字，是

“迅速”之意，从事生产的人，要养成迅速的

习惯，力戒拖拖拉拉。抓得紧、搞得快、做得

精，换句话说，就是提高效率，争取时间，力

争上游，为祖国加速生产。
第五、“用之者舒”，这里的“舒”字，是从

容舒缓之意。我们无论在生活方面，在生产方

面，使用物资，必须力求节约，力戒浪费。可

不用的不用，需要用的少用，做到精打细算，力

戒大手大脚！积水成渊，积土成山，个人浪费

虽微，积少成多可惊，所以说必须“用之者舒”。
最后，只要能够坚持：生众、食寡、为疾、

用舒这四条，那么国家的财富，就能常常够用

的了。

义、理直气壮，而国家财税部门要他那个单位

纳税交利，就满不高兴，消极拖拉，甚至说你

是“竭泽而渔”，这就未免不合情理了。何况当

前国家财政很困难，前两年还有大量赤字，大

力组织收入，增收节支，平衡财政收支，以利

调整经济、稳定经济，更是大家的共同任务。

因此，按照国家规定应该交纳的税收和利

润，必须及时足额地收缴入库。“竭泽而渔”

当然不对，“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也不

行。鱼总是要钓的，不钓鱼，不组织国家财政

收入，我们的四化建设又怎么进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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