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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史》教学中的财商教育
马兴波

山东工商学院，烟台

摘  要｜财商教育是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应该全民普及的教育。财商教育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种种财富

现象的认知和理解，无论是在对文学作品和文学流派的分析上，还是在个人价值观的塑造和借鉴历史经验教

训上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过程中，涉及国家、社会和个人等多方面的财商教育，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有意识地融合和普及财商教育，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深入教学有着积极的促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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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是作为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的历史”［1］，文学史的研究当然应该立足于文学的本位上，

但正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与文学本位研究紧密相关的外围层面，也就是背景知识，诸如经

济财富、政治法律、军事外交、社会思潮、作家生平心态等往往对作品的理解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中，经济是社会运行的基础，本文以古代文学史教学中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价值观与财商教育相

互融合作为论述的主题。

1  古代文学作品、古代文学现象与财富现象和财富知识的了
解息息相关，财商教育对于理解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有背景知识
的价值

神话传说的后羿射日与《弹歌》中所记载的“断竹、续竹、飞土、逐肉”［2］反映了弓箭在狩猎中

的巨大作用，《诗经·芣苡》《诗经·卷耳》等篇章则反映了采集的劳动场景。

《诗经·周颂》中的《噫嘻》《臣工》《丰年》《载芟》《良耜》和《国风》中的《豳风·七月》《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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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芣苡》《伐檀》以及《诗经·小雅》中的《信南山》《楚茨》《甫田》《大田》等文学作品反映了周

朝时期中华民族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规模和水平。以上这些作品对于理解华夏族文明的农业经济底色有着

直接的帮助。

西汉时期司马迁所著《史记》中《货殖列传》和《平准书》则反映了西汉商品经济水平和国家宏观

控制财政管理的水平。东晋时期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记载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

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3］则反映了在长期战乱之下，

人们对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向往。与此同时的北方民歌《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4］则反映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游牧经济。

唐代诗人杜甫笔下的《忆昔》中所记载：“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5］反映

了唐代开元年间农业丰收、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经济也迅速发

展起来，《琵琶行》中的身在长安的琵琶女在歌舞场中成为众多少年的宠儿：“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

红绡不知数。”［6］不仅仅是京师一地繁华，扬州也成为当时的经济重镇，正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

下扬州”［7］。与此同时，统治者已经忘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警告，不断盘剥百姓，“半匹

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6］，过着“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

刀缕切空纷纶”［8］的奢靡生活，导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9］，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

逮至宋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繁荣景象，店肆林立，游人如织，

极为繁华。北宋词人柳永因未考中进士，曾长期放浪形骸于青楼歌妓之中，靠“倚声填词”获得了巨大

的声誉，其作品描写了大量青楼女子的心态和爱情。

至于元代，混一宇内，疆土辽阔，马可·波罗游历中国，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写下了 

《马可·波罗游记》，极大地刺激了西方冒险家对东方财富的狂热追求，成为大航海时代的动力。生活

在元代的儒士文人，因科举制基本被废除，社会地位低下，不得已靠编写元曲和杂剧来维持生存，但当

时的商品经济确实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关汉卿所记杭州的景象：“水秀山奇，都市繁阜，人烟辏集，

勾栏瓦舍星罗棋布，艺伎伶人大显身手。看了这壁觑了那壁，纵有丹青下不得笔。”［10］显示出江南苏

杭的繁华。

至于明清时代，城市经济繁荣，市民大量出现，有了良好的受众基础。大量说书人出现在勾栏瓦肆

中，讲历史兴亡、英雄传奇、神仙鬼怪、饮食男女，为中国白话短篇如《三言二拍》和长篇小说如《三

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大量商人开始以正面形象跻身于文学的殿堂。与

此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文学的传播速度急速加快，大量书商开始出现，在全国经济发达的地区，

刻版、印刷、贩卖的数量越来越大，书籍的流通也越来越顺畅，出现了像凌濛初这样集撰写、刻版、售

卖于一体的文人，也出现了像天一阁、海源阁、传是楼等私人藏书楼的出现。因为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

导致了明清时期的小说和戏曲中出现了明显的市民气息，如男女婚恋、牟利获利、探险得宝等，还出现

了《金瓶梅》这样专门写商人兴衰史的作品。

总之，古代文学史以时间为顺序讲述古代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这其中反映了从狩猎采集、农业经

济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过程。没有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升级，就没有文学作品的千姿百态和日益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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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有明清小说中大量为市井细民写心、曲尽人情的作品。

2  古代文学作品中涉及的作家生平、义利之辩对于个人正确
财商观念的塑造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唐代李商隐在《咏史》诗中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11］

北宋词人晏几道，身处名门，为神童宰相晏殊之第七子，自小锦衣玉食，优游富贵之间。晏殊去世

之后，他的生活条件一落千丈，但又有四痴：“仕途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

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

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12］晏几道的第一痴是不知道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其父已去世，

自然不能像原来一样，但他放不下架子；第二痴是不肯写可以谋生做官的文章，只肯写与生计无关的

情感之文；第三痴是花钱大手大脚，毫无计划；第四痴是众多青楼歌女知其痴情，欺骗其感情与钱财。

在此“四痴”裹挟之下，晏几道后半生贫困潦倒也就不足为怪了。

南宋词人刘过，一生未第，流落江湖，谋生乏术，生活颇为贫寒，然而为人极其清狂。他把才情上

的自负、身份上的自卑、经济上的寒酸融为一体。无钱时家徒四壁，有钱时肆意挥霍。辛弃疾曾多次接济他，

多则至于万缗，然均旋踵而散尽，清贫一生。

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对毫无见识的守财奴往往是一种极尽讽刺挖苦之事。

《世说新语》中单列“俭吝”一类，其中王戎给侄子婚礼仅送了一件单衣，后来想想心疼，居然

又追要了回去。对自己的女儿也是一样：“王戎女适裴頠，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

乃释然。”［13］他“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13］。

《三言二拍》中也刻画了许多吝啬鬼形象，比如《喻世明言》中的“禁魂张员外”、《警世通言》

中的“翁金钟”、《初刻拍案惊奇》中的“贾仁”等。其中对“禁魂张员外”的刻画十分形象：“这员

外有件毛病，要去那虱子背上抽筋，鹭鸶腿上割股，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痰唾留着点灯，捋

松将来炒菜。这员外平日发下四条大愿：一愿衣裳不破，二愿吃食不消，三愿拾得物事，四愿夜梦鬼交。

是个一文不使的真苦人。他还地上拾得一文钱，把来磨做镜儿，捍做磐儿，掐做锯儿，叫声‘我儿’，

做个嘴儿，放入箧儿。人见他一文不使，起他一个异名，唤做‘禁魂张员外’。”［14］

其余如徐复祚杂剧《一文钱》中的卢员外捡了一文钱买芝麻一粒一粒数着吃；《儒林外史》里的严

监生，临死之前，伸着两根手指头不肯咽气，居然是因为油灯有两根灯草。以上都是吝啬的典型。

中国古代的财商理念，既反对奢侈浪费、挥霍无度，也反对拜金主义，一毛不拔，更反对见利忘义，

而是要义利双行，特殊时刻，比如国家危亡之际，要能舍生取义。

《三国演义》中吕布是典型见利忘义的人。第一次是因董卓派李肃用珠宝和赤兔马收买了吕布，吕

布背叛且杀害了他的“义父”丁原，转而拜董卓为“义父”；第二次是因王允用美人计反间董卓和吕布，

吕布又背叛且杀害了他的“义父”董卓；第三次是吕布兵败下邳，吕布又想归附曹操。见小利而忘大义，

反复无常，被人骂作“三姓家奴”，成为笑柄。

而南宋最后一位宰相文天祥放弃可以在元朝当宰相的机会，向南再拜，甘愿就死，这种伟大的人格

受到后来人的无限景仰。文天祥的事迹和作品被后人口口相传，在文学中也有许多赞美文天祥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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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西台哭所思》《书文山卷后》等诗文中就以沉痛的笔触来追思文天祥。在

《书文山卷后》一诗中，他写到：“魂飞万里程，天地隔幽明。死不从公死，生如无此生。丹心浑未化，

碧血已先成。无处堪挥泪，吾今变姓名。”［15］

以上所举例子中透露出来的就是财商伦理上的“义利之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柴米油盐、衣食住行，

国家也需要考虑收入与开支之间的平衡。这其中，对后人影响最大的是儒家的义利观。孔子在《论语》

中说：“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6］又说：“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16］称赞颜回说：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6］孟子云：“生，

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17］生是人最大的利了，但在理想

面前，还要有更高的追求，不能破坏自己的原则和理想。正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这种志存高远的理念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候，发挥了强大的精神作用。如谭嗣同戊戌变法失败后，临死

之前掷地有声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

有之，请自嗣同始！”他用自己的鲜血来警醒世人，在救亡图存的民族责任之下，为后来无数的有志之

士和革命烈士指明了义与利的取舍关系。

3  古代文学史分期、历史上升期文学、遗民文学等文学现象
对于理解历代王朝兴亡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与衰败有着令人警醒的
借鉴作用

中国古代文学史与中国历史息息相关，所有的文学史版本中，基本上以历代王朝的国号为分期，将

文学史分为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伴此而生，文学史中文学作品的介绍、文学现象

的描述都是在这种大的框架下进行的，也伴随了很多相关的文学现象。如前文所述的农业经济的底色、

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民文学的兴起和传播等。历代王朝的兴亡体现在文学上的现象如王朝在上升期

出现的歌功颂德派、在王朝覆灭后的遗民文学现象、咏史怀古类文学作品、感慨战争对百姓的伤害和对

经济的破坏等。

秦始皇嬴政“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

威震四海”［18］，巡游天下，封禅泰山，李斯遂有《泰山刻文》。汉武帝刘彻西辟河西四郡，南收交趾，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徙豪强以实边，对垒匈奴五十余年，四海一统，皇权至尊，遂有司马相如《上

林赋》《天子游猎赋》《大人赋》，遂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

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唐太宗削平四方，北击突厥。李靖阴山一战定天下，唐朝疆土极大拓展，国力强盛，

国际声威赫赫，盛唐边塞诗派、山水田园诗派此时涌现，代表盛唐之音的天才诗人李白同时出现。此后

宋代诗歌以杨亿代表的西昆体、明代诗歌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清代诗人沈

德潜、清代浙西词派等也可从属此类。

王朝覆灭，遗民乃出。最早可追溯至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下。宋亡于元，元建国之后，

谢枋得、谢翱、郑所南等或隐居山林，或奋起斗争，或以笔抒亡国之痛，做杜鹃啼血之作。明亡于清，

清建国后，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反思明亡国之训，终身不仕，迨至孔尚任所作《桃花扇》仍

有遗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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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合合，盛衰兴亡，其勃也兴焉，其亡也忽焉。秦亡而汉人哀之，汉亡而晋人哀之，晋隋亡而

唐人哀之。如刘禹锡《蜀先主庙》咏叹三国蜀国中云：“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凄凉蜀故妓，来

舞魏宫前。”［8］如在《乌衣巷》咏叹东晋贵族所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

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8］如杜牧《泊秦淮》中所云：“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

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8］然而正如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所云：“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19］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历代王朝改朝换代之际，给社会带来了极为巨大的伤害。在很多人津津乐道的《三国志演义》中的

智谋和英雄背后是无数生命的逝去和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根据《中国税收制度史》一书中所载数据：

东汉桓帝永寿年间有人口 5600 余万人，至西晋平吴后，人口为 1600 余万，损失人口 4000 万。［20］曹操

《蒿里行》中所言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并非夸张之言。明清易代之际，人口从明朝天启三年

的 5100 余万降低到清朝顺治三年的 1390 万，短短 23 年中，人口竟减少了 3900 万，［20］城郭化丘墟，

田园变茂草，白骨遍地，人踪沓绝。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略》中所记清军种

种恶行，如人间地狱，惨不忍睹。明清易代之际，诗人吴嘉纪大量的诗歌记载了战争对社会的破坏，

如《李家娘》《挽饶母》《过兵行》等诗，《李家娘》一诗中云：“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

杀人一百四十万，新城旧城内有几人活。”［21］又如在《过兵行》一诗中写到：“扬州城外遗民哭，遗

民一半无手足。”这些诗歌，就是文学，也是历史，反映了当时战争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

4  深刻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种种现象与国家宏观层面的
财商普及相得益彰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诸多古代文学现象与王朝兴替有着紧密的关系，而王朝的兴替又与国家财

政息息相关。表面上看起来，秦、隋亡于暴政，汉唐亡于割据，晋宋亡于入侵，明亡于农民起义，清亡

于西方入侵，但背后都与统治者奢欲无度、横征暴敛、官僚集团、地方利益集团结党营私，比而不周有

着极大的关系。

以明代为例，据《中国税收制度史》所统计：洪武永乐年间，国家掌握土地为 850 万顷，其中十分

之一用于军队屯田，军队可以自给自足，再加上盐引、茶引、商税、钞关税、门税、海关税等，国库充

盈，直追汉唐。但正德以后，随着皇庄的建立、宗藩的掠夺、各级官僚的兼并，国家控制的土地锐减至

400 万顷。万历二十八年，国家岁入 400 万两，岁出 450 万两，入不敷出。与此同时，军队屯田制度被

破坏，只能靠募兵来维持和平，正德年间募兵费用为 43 万两，嘉靖时为 270 万两，万历年为 380 万两。

万历三大征中，辽夏用兵费用为 180 余万两，朝鲜之役费用为 780 余万两，播州之役为 200 余万两，这

就是 1160 万两白银。［20］皇室开支不断膨胀，据王世德《崇祯遗录》记载：“自神宗以来，膳羞日费万

余金”［22］，万历皇帝一人一月费用即为 30 万两，一年开支 360 万两，再加上后宫将近万人的规模，帝

陵的修建，国力不堪承受。与此同时明代宗藩的人口也在不断增加，隆庆时，宗藩人口已增长了 500 多倍，

如果全额发放，全国的总收入还差一半。到了崇祯时期，西北连年干旱，百姓揭竿而起，东北后金兴起，

不得已加派三饷，其中辽饷一共加了 900 万两，剿饷一共加了 330 万两，练饷一共加了 730 万两，共计

1960 万两。［20］这些白银并不是从最富裕的阶层中得到的，因为代表江浙最富裕阶层的东林党控制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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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的舆论与政策，崇祯只能从小民百姓口中夺食。李自成的起义军，即将带兵入京，崇祯不得已下定决

心放弃关外土地，调吴三桂“关东铁骑”入关拱卫京师。但因缺少调兵的 100 万两白银军费而不得不停

止。崇祯皇帝曾试图用带头捐款的方式凑齐军费，但诸多王公贵族隔岸观火，作壁上观，只凑了 20 多

万两就不了了之。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派出刘宗敏进行拷掠，各级官员无奈，以钱赎命，最终拷掠之

刑，竟然得银 7000 万两之多。据毛奇龄的《后鉴录》中记载：“王侯之家得十分之三，宦官得十分之四，

宫眷十分之二，商人十分之一。”［23］在明代亡国的背后，是正德以来的统治阶层穷奢极欲、挥金如土，

是官僚阶层的贪墨成风和极度膨胀，是党派之间打着道德旗帜的自私自利和相互倾轧，是财政上的寅吃

卯粮，入不敷出。

5  余论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不能仅仅把教学停留在作品字词上的赏析、叙事结构的变化、人物形象的

塑造、艺术手法的使用、文学流派和文学现象的出现等文学本体的研究上，还要从财商的角度去理解经

济的发展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理解国家兴亡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理解古人在个人财商伦理观念上的

义利之辩，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家、作品和文学流派字里行间所蕴藏的深厚的时代特征，思想特点。

由财商教育角度而观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财商知识的普及，对理解古代“士农工商”的四分法

以及由此衍生的中国古代科举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对理解北方、西北方、东北方向少数民族因游牧经济

的脆弱性，会在极端天气之后发动一系列针对中原地区的战争的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边塞文学；对因

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导致的王朝不超越 300 年国祚的魔咒，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文学的盛衰和咏史、战

争文学现象；对理解大一统王朝对陆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财富渴求，以及由此带来的西域文化

交流和沿海港口城市的繁荣及商业文化作品的出现；对理解汉代桑弘羊以及后世采用举国体制来实行盐

铁酒茶专卖的现象；对理解历代的党争诸如唐新旧党争、宋新旧党争、明阉党与东林党争以及由此派生

的小说、戏曲等文学现象有直接的帮助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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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and Business Education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Ma Xingbo

Shando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Yantai

Abstract: Financial quotient education is an education that should be popularized by the whole peopl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temporary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Financial quotient education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various wealth phenomena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works, not only in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works and literary schools, but also in the shaping 
of personal values and drawing lessons from historical experience.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history involves many aspects of financial quotient education, such as the state,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we can consciously integrate and popularize financial quotient 
education, which also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epening of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history.
Key words: Financial Quotient Education;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Teac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