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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理财家刘晏

交通，将江淮的粮食运至长安，当时漕

运废弛，造成关中粮食困难，饥荒四伏。

他上任后，首先组织人力疏浚河道，打

造了二千艘坚固的漕船，训练军士运

粮，每十船为一队，军官负责押运。他

不再征发沿河壮丁服役，而是用政府的

盐税收入雇用船夫。并将全程分成四个

运输段，使江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黄

河，河船不入渭水。为此又在扬州、汴

口、河阴、渭口等河道的交界处设仓贮

粮，以备转运。这样比过去用江南民工

直运的方法提高了效率，减少了损耗，

降低了运费，免除了南方人民旷日持久

而又十分艰辛的劳役。江淮的粮食因此

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长安，每年运量达40

万石。

其次，改革盐政。在整顿盐监、盐

场等盐务机构的基础上，对食盐官运官

卖专卖制度作了改革。规定盐官统一收

购亭户（产盐专业户）所产的盐，然后加

价卖给盐商，由他们贩运到各地销售。

国家只通过掌握统购、批发两个环节来

控制盐政。政府收取的盐利，原来每年

只有60万缗，到大历末年增至600多万

缗，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50%。 

再次，推行“常平法”。为了均衡全

国物价，互通有无，他在地方各道设置

巡院，选择勤廉干练的士人作知院官，

负责收集本道各州县雨雪多少、庄稼好

坏的情况。每旬、每月都申报转运使司，

同时刘晏还召募善走之人“包打听”，将

各地物价及时申报。由于建立了可靠的

经济情报网，政府及时准确地掌握了全

国经济和市场动态，便能据此“丰则贵

取，饥则贱与”，通过多购谷物菽粟运往

歉收地区，贱价出售，换取农民的土产

杂物转卖丰处，达到既救灾，又不损国

用，还刺激了生产的目的。为了“应民

之急”，他还在其所辖各州县储粮300万

石，以作备荒之用。避免谷贱伤农、水

旱民散。

第四，改革户税管理。一是加重了

官僚的户税。若一户数处任官，每处都

要依品纳税。二是加重寄庄户和寄住户

的户税。他们多是官僚上层阶级，原来

和普通百姓交纳一样的户税，为了使户

税达到合理负担，对他们递加一等税

收。三是整顿各种浮客户的户税。流亡

他乡的一般民众按最低的八等和九等征

户税。四是减轻商贾的户税。废除了商

贾在原来户等上再加二等征收的规定，

不再在本户上加等。从而使户税既合理

负担又扩大了征收面，还促进了商业经

济的发展。

由于落实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唐王

朝的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763

年，刘晏受命为转运使时，全国只有200

万纳税户，每年财政收入只有400万缗。

到了779年，纳税户增加到300万，全国

年财政收入达1300万缗，真正做到了

“敛不及民而用度足”。

功高震主，廉洁遭妒，刘晏没有逃

脱这一劫难。779年随着唐代宗的去世，

他被性情急躁、猜忌无情、轻举妄动、

刚愎自用的唐德宗所不容。再加上心胸

狭隘的新任宰相杨炎为了替被唐代宗所

杀的元载报仇，便进谗言，于780年将

曾审理过元载一案的刘晏贬出京师，并

设计让唐德宗下诏杀死刘晏。刘晏无罪

被杀，朝野不满，唐德宗迫于情势，一

年后不得不杀死杨炎，昭雪了刘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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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礼华

“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

彼虽幼，身己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

者，亦若是”。人们熟知的《三字经》中

的刘晏是历史上著名的神童，其实比神

童更了不起的是他是唐代著名的经济改

革家和理财家。

出生于曹州南华（今山东省东明县）

的刘晏（公元718—780）少年勤学，才

华横溢，名噪当时。七岁时被地方上选

拔为“神童”；八岁时逢唐玄宗封泰山，

请神童作文，因献《颂》得官，授太子正

字，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官员。十

岁时被唐玄宗诏于勤政楼，问刘晏作为

“太子正字”已有二年，“正得几字？” 

刘晏答道：“天下字皆正，唯有朋字未

有正得。”此话一语双关，不仅说出了

“朋”字的字形结构特点，还寓意深刻地

指出了当时朝廷朋党相互勾结的时弊，

成了饶有风趣的字谏。接着杨贵妃让刘

晏针对勤政楼下百戏争新和王大娘头戴

百尺竹竿的表演作诗。刘晏应声吟道：

“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

谓绮罗翻有力，尤自嫌轻更着人。”当即

博得了唐玄宗、杨贵妃的赞赏。

成人后，刘晏正式进入官场，担任

过太守、刺史等地方官。762年进入中央

政府后长期主持财政工作，任过京兆尹

（首都市长）、户部侍郎（相当于今财政

部副部长）领度支铸钱、盐铁等使，直

至吏部尚书（中央组织、人事部长）、门

下平章（宰相）兼任转运使，为安史之乱

后的唐王朝财政状况的逐步好转做出了

突出的贡献。

首先，改革漕运。漕运是通过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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