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蘇軾的量入為出 

 

理財自古有之，儒家提倡勤儉節約，樹立正確的理財觀念，《易經•繫辭》

又云“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使用正確的方法管理財物，禁止不合理的

開支及鋪張浪費。在疫情的衝擊下，普通老百姓應如何理財呢？ 

理財的最佳方法在蘇軾身上得以體現，且適用於經濟不景氣的今天，《答秦

太虛七首》之四：“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

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樑蔔，平日用

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

也。”詩詞中提及到蘇軾被貶黃州團練副使後薪俸大幅減少，人口不少只能開

源節流，將固定收入薪金分成三十份，每日開銷不超過 150 文，量入為出杜絕

任何不必要的開支，猶如現代人追求“斷舍離”的概念。斷，不買、不囤積許

需要的東西；舍，捨棄沒用的東西；離，放棄物質的迷戀。理財的規劃應捨棄

壞的消費習慣，物盡其用，用最少的成本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益。 

“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什麼意思呢？用今天的話說，如果

每日有剩餘則儲存起來，積少成多，作為日後發生突發事件造成的暫時性經濟

貧苦的開支。儲蓄是一種低風險、量入為出的理財觀念非常適用於普通老百姓。

但只是儲蓄並不足夠，最重要是開源。據史料記載蘇軾當時也向當地衙門申請

數十畝廢棄的土地開荒種植食用及經濟價值的作物，增加收入。在處於經濟低

迷的我們應該怎樣開源呢？最好的方法莫過於對自身的投資，善用政府提供的

資源，報考課程學習知識，增值自己。例如考證書：導遊證、會計證、電腦證

書、碩士證書等比較有技術含量的證書。當機會來臨我們才有能力牢牢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