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世纪的历史上发挥了多么重大的仵用,它

始终是侍立在封建所有制身旁的一个附庸。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小农经济虽然不

能构成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但它却是封建

社会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 (物质基础)。 封

建社会的生产力是由无数分散的小农经济构

成的,不仅全部的农民经济由耕种小块土地

的、使用简陋生产工具的小农户来经营,而

且地主的土地,包括所谓 “太地产
”和 “大

庄园”,也都由以一家-户 为单位的小农来

耕作,实际上 “大地产
”、 “太庄园”

仍是

许多个体生产的简单组合。所以正如经典作

家所说的,在封建社会的条件下, “几乎全

部财富都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小 业 主 生 产

的”
(《 列宁全集》第二卷,了 3页 )。 “犭、农民经济

与独立手工业经营二者,在某程度内,是封

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
”

(《 资本论》第-^卷 ,401

页)。 以至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没有小农经济

就没有农业生产,就没有古代的物质文明”

从而也就没有灿烂绚丽的古代文化。然而我

们万不可把物质基础与经济△础混为一谈。

19硅 9年 毛主席在分析我冂土地改革后的经济

“首鼠两端”试释

王树功

《雨无正》中
“
鼠思泣血”,郑笺谓: “

鼠,忧也”, /

` 
作如下解 : 

“
首鼠两端也作首施两岩,∶L奇进退元捂,  η思也就是忧思。《江有汜》中

“
其后也处

”
的处,亦 卢

` 
瞻前顾后,迟疑不决。首鼠,首施都是首黾的意:。

”   当读七唇,讠。∶∶t。 他还认为,造成这种通假 的原 因是 /

1   据旧《辞源》注 : “
首鼠,一前一却也,” 并引汪   “

病有匿义,处亦有匿义·⋯⋯故病亦谓之处。处鼠音 扌

` 
宋陆佃撰《埤雅》一书云: “

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敢   同,因 之处又或假鼠为之 ,以其为疒名,又加疒作瀛。
” f

廴 持两端者,谓之首鼠。
”
这大概是解释

“
首鼠

”
的最早    由此可见。处、鼠、唇三字相通假,互训为病,为 扌

、 依据。但该书又在另一处写道: f按后汉书邓训传作首   忧。 “
首鼠两端

”
即

“
首处两端△ 亦即

“
首忧两端

”
。 :

` 

施两端,又西羌传作首尾两端,然 则 首 鼠者,当 时方   准此, 《辞源冫以为
“
首鼠

”
为

“
当时方言

”
也就有着 f

、 言,不尽如 《埤雅》之说也。”             落了。此外,还必须指出, “
首鼠

”
即首处,首忧,是 亻

、   我认为
“
首鼠两端

”
中关键是对

“
鼠

”
字的训释。   主观上的心理状态。这里的

“
鼠

”
与老鼠不发生直接譬 〈

` 
对于这个问题闻一多先生在 《诗经新义——二南》中同  喻关系。 “

两端
”
是

“
忧

”
的 对 象,而 不 是

“
首

”和 t

∶ 意王引之的看法,认为《正月》中的
“
珉忧以痒

”,痒   “
尾

”
的两个头。所以

“
首鼠

”
与

“
首施

” “
首尾

”
也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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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况时说: “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

在被我们废除了⋯⋯怛是,在今天,在今后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9我们的农 业 和 手 工

业,就其基本形态来说,还是和将是分散的

个体的。
″ “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

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

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 大 区别 的”

(《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1硅 32页 )。 就是说,废除

了封建的土地制度,我国的经济基础完全变

了,而 “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

济
”,这些古代社会的物质基础却可以继承

下来。这就说明,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是不

同的两回事。这是不能混淆的。如果混淆两

者的区别,就可能在探讨某些问题时不自觉

地偏离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难以得出正确

的结论。也许这是我们过去把小农经济看作

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原因所在。

(注 )《 诗经 ·魏风 ·十亩之间》说
“
十亩之间 兮,

桑者闲闲兮
”。《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谓

“一大一妇 受

田百亩
”。《周礼 ·大司徒 ·职文》说

“
不易之田,家 百

亩
”。这是农业奴隶经营小块土地的说明。所谓

“
月人 百

亩而彻”
、 “

公事唯然后治私革
”(《 盂了 ·滕文公 L》 ),

也反映了这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