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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郭沫若的《西周也是奴隶社会》

兼及 《科图法》
,

《中图法》

皮 高 品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第二版 ) 和《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都以春秋时代为中

国奴隶社会的下限
,

以战国时代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上限
。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

《武汉大学图书分类法》
, 《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一

版都没有明确的划定某时代为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
,

但都以世界古代史为奴隶制

度时期
,

中世纪史为封建制度时期
。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

《武汉大学图书分类

法》 以西周为中国中世纪史的开始
,

无异于说西周是封建社会
。

《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以

隋代为中古史的开始是说中国封建社会始于隋代
。

中国社会制度时代划分的问题
,

我在《关于 <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的一些问题》

谈了自己的一点看法
。
《科图法》第二版
、
《中图法》以战国为我 国封建社会的开始

,

和 《人大

法》
、

《武图法》以西周为我国中世纪史时代一样都有所依据
,

似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

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

序言》说
: “

大体说来
,

亚细亚的
,

古代的
,

封建的和现代资

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 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 。

他说的
“

亚细亚的
”

或
“

东方的
”

是为了要纠正 巴枯宁辈的谬见的
。

他说
: “

近来流传一种可笑的偏见
,

认为原始公社所有制是

斯拉夫族特有的形式
,

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
” 。

亚细亚的或东方的生产方式是原始时代的公

社所有制
, “

从印度起到爱尔兰止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
”

(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 1 8 8 8 年英文

版加的附注 )是部落公有制
。 “

在古代罗马有贵族
、

骑士
、

平民和奴隶
;
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
、

陪臣
、

行东
、

帮工和农奴
”

(《共产党宣言》 )
。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也说
: “

在古代… …劳动

者是主人的奴隶
,

在中世纪
,

劳动者是土地 占有者贵族的农奴
” 。

马克思
、

恩格斯明确的指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时代是
: “

亚细亚的
”

是原始社会的生产

方式
,

古代的是奴隶社会的生产方式
,

中 古 的 是 封 建 社 会 的 生 产 方 式

。

范 文 澜 在
《 中 国 通 史 简

编 》说
:

西 周 是 初 期 封 建 社 会

。

《 人 大 法 》
、

《武 图 法 》硬 套 把 从 公 元 前 1 1 2 2 年 开 国 的 周 王 朝 列

入 中 国 中 世 纪 史 是 错 误 的
。

关 于 这 个 问 题 我 在
《 关 于 <中小 型 图 书馆 图 书分 类 表 草 案 ) 的 一 些

问 题 》 谈 了 我 个 人 的 看 法
,

请 参 阅

。

《 科 图 法 》 第 二 版 和 《 中 图 法 》 以 战 国 时 代 为 我 国 封 建 社 会 的 开 始 是 以 郭 沫 若 的 观 点 为 依 据

的
。

关 于 我 国 社 会 奴 隶 制 的 下 限

,

郭 沫 若 在
《 中 国 古 代 史 的 分 期 间 题 —
代序》说 他 前 后 有 过

三 种 不 同 的 说 法
,

最 后 才

“

把 奴 隶 制 的 下 限 划 在 春 秋 与 战 国 之 交

” ,

并 引 用 毛 主 席 说 的

“

自 周

秦 以 来

,

中 国 是 一 个 封 建 社 会

”
((( 奴隶制 时代 )}) 以证
“

中 国 古 代 奴 隶 社 会 与 封 建 社 会 的 交 替

,

是 在 春 秋 与 战 国 之 交

”

的 正 确 性

,

还 把 斯 大 林 在
《 辩 证 唯 物 主 义 与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 中 所 规 定 的



:

“

在 奴 隶 制 度 下

,

生 产 关 系 底 基 础 是 奴 隶 主 占 有 生 产 资 料 和 生 产 工 作 者

,

这 生 产 工 作 者 便

是 奴 隶 主 所 能 当 作 牲 畜 来 买 卖 屠 杀 的 奴 隶

” 。

“

在 封 建 制 度 下

,

生 产 关 系 底 基 础 是 封 建 主 占 有 生 产 资 料 和 不 完 全 占 有 生 产 工 作 者

,

这 生

产 工 作 者 便 是 封 建 主 虽 已 不 能 屠 杀

,

但 仍 可 以 买 卖 的 农 奴

。 ”

这 和 马 克 思

、

恩 格 斯 关 于 奴 隶 制 和 封 建 制 性 质 的 划 分 是 一 致 的

。

马 克 思 在
《工 资
、

价 格 和

利 润
》 说

: “

奴 隶 的 全 部 劳 动

” ,

除

“

一 部 分 就 得 用 来 抵 偿 他 自
己 维 持 生 活 的 价 值

”

外

, “

都 是 无

报 酬 的

” 。 “

农 奴 一 星 期 内 大 约 有 三 日 在 自 己 私 有 或 租 让 给 他 的 田 地 上 为 自 己 工 作

,

而 另 外 的

三 日 则 在 自 己 主 人 的 田 地 上 从 事 于 强 迫 的 和 无 偿 的 劳 动

” 。

又 在
《 雇 庸 劳 动 与 资 本 》说

: “

奴 隶

连 同 他 自 己 的 劳 动 力 一 劳 永 逸 地 卖 给 自
己 的 主 人

” , “

奴 隶 本 身 是 商 品

,

但 劳 动 力 却 不 是 他 的

商 品

。

农 奴 只 出 卖 自 己 劳 动 力 中 的 一 部 分

” 。

恩 格 斯 在
《马 克 思 著 的 资 本 论 》说

: “

农 奴 制

” ,

就

是

“

农 民 劳 役 租 制

” 。

解 放 以 来

,

我 国 史 学 界 对 于 我 国 社 会 制 度 时 代 的 分 界 一 致 认 为 应 以 马 克 思

、

恩 格 斯

、

斯

大 林 的 划 分 为 准 则

。

但 由 于 对 经 典 作 家 划 分 的 准 则 彼 此 理 解 的 不 同

,

除 郭 沫 若 把

“

中 国 奴 隶

社 会 的 下 限 定 在 春 秋 战 国 之 交

”

外

,

还 有 定 在 商 代 的

,

说

:

西 周 是 封 建 社 会

。

还 有 以 西 周 的 井

田 制 就 是 马 克 思

、

恩 格 斯 说 的

“

马 尔 克

”

或

“

农 村 公 社

”

的

,

这 无 于 说 西 周 仍 处 在 原 始 社 会 阶 段

,

但 又 认 为 井
田 制 是 属 于

“

古 代 东 方 型

”

奴 隶 社 会 的 一 个 特 征

,

把 奴 隶 社 会 的 下 限 定 在 战 国

,

说

:

“

秦 也 者

,

古 今 之 界 也

” ,

以 秦 王 朝 为 奴 隶 制 和 封 建 制 的 分 界

。

概 括 起 来 大 体 是

,

西 周 为

: 1
.

封 建
社

会

, 2
.

奴 隶
社

会

, 3
.

原
始 社

会

。

我 认 为
2
、

3 两 种 划 分 所 提 理 由是 不 能 成 立 的
。

下 面

谈 谈 我 的 看 法

。

马 克 思 在 《 不 列 颠 在 印 度 的 统 治 》 所 说 的
“

农 村 公 社

” ,

在
《给 维
、

伊

、

查 苏 利 奇 的 复 信 草

稿

—
三稿》 所 说 的 俄 国 的 “ 农 业 公 社 ” 和 恩 格 斯 的 《马 尔 克 》 所 说 的 “ 日 耳 曼 人 , 即 苏 维 汇 部 落

”

的

“

农 户 公 社

”

都 处 于

“

各 氏 族 血 缘 亲 属 联 合 之 间 原 生 的 社 会 形 态 的 最 后 阶 段

” 。 “

马 尔 克 制 度 是

在 日 耳 曼 人 定 居 日 耳 曼 尼 亚 时 候 产 生 的

” , “

把 土 地 分 给 单 个 家 庭 并 定 期 实 行 重 新 分 配

” 。

怎 可

因

“

中 国 古 书 上 所 记 述 的 井
田
制

”

如 《 周 礼
、

地 官 遂 人
》 :
“

以 岁 时 稽 其 人 民 而 授 之 田 野

” , 《 汉 书
、

地 理 志
》 : “ 周 制 三 年 一 易

,

以 同 美 恶

” , “

三 年 爱 土 易 居

,

古 制 也

”

和

“

马 尔 克

”

公 社 有 相 似 处

据 以 断 定 西 周 井 田 制 就 是 马 克 思

、

恩 格 斯 说 的

“

马 尔 克

”

公 社 制 或

“

农 村 公 社

”

制
? 那 是 不 符 合

马 克 思 主 义 观 点
,

因 而 是 不 正 确 的

。

恩 格 斯 在
《 马 尔 克 》 说 过

: “

我 们 今 天 还 可 以 在 摩 塞 尔 河 畔 和 霍 赫 瓦 尔 特 山 脉 的 所 谓 农 户 公

社 中 看 得 出 来

。

在 那 里

,

虽 然 不 再 一 年 分 配 一 次

,

但 是 每 隔
3 年
、

6 年
、

9 年 或 12 年
,

总 要

把 全 部 开 垦 的 土 地
(耕 地和草地 )合 在一起

,

按 照 位 置 和 土 质

,

分 成 若 干

`

大 块

, 。

每 一 大 块

,

再 划 分 成 若 干 大 小 相 等 的 狭 长 带 状 地 块

,

块 数 多 少

,

根 据 公 社 中 有 权 分 地 者 的 人 数 而 定

,
这

些 地 块

,

采 用 抽 签 的 办 法

,

分 配 给 有 权 分 地 的 人

” 。

我 们 不 否 认 这 和
《 地 官
、

遂 人
》 : “
以 土 均 平

政

,

辨 其 野 之 土

:

上 地

、

中 地

、

下 地 以 颁

” , “

三 年 一 易

”

是 相 类 似 的

。

但 是

,

恩 格 斯 在
《 家 庭 私 有 制 和 国 家 的 起 源 》 所 说 的
“

德 意 志 的 马 尔 克 制 度 是 一 种 纯 粹 社

会 的 制 度

,

虽 然 它 以 后 大 部 分 成 了 国 家 的 基 础

,

但 在 本 质 上 它 是 和 国 家 不 同 的

” 。

而 西 周 则

“

是 贵 族 用 来 镇 压 农 奴 和 依 附 农 的

”

封 建 国 家

: “

天 子 有 田 以 处 其 子 孙

,

大 夫 有 采 以 处 其 子 孙

”

((( 礼记
、

礼 运
》 )
。
《鲁 颂
、

阿 宫
》 : “ 王 日 叔 父

,

建 尔 元 子

,

稗 侯 于 鲁
,
大 启 尔 宇

,

为 周 室 辅

。

乃 命 鲁 公

,

像 侯 于 东

,

锡 之 山 川

,

土 田 附 庸

” 。

把 在 本 质 上 不 相 同 的

“

马 尔 克

”

纯 粹 社 会 制 度 和



。

恩 格 斯 说 的 苏 维 汇 部 落 马 尔 克 公 社 只 能 和

西 周 以 前 古 公 宜 父 时 代 类 比

。

周 的 发 源 地 在 渭 河 流 域

,

陕 甘 高 原 一 带

,

由 于 戎 狄 侵 扰

,

几 经

迁 徙

,

公 刘 迁 幽

,

到 古 公 宜 父 迁 岐

,

才 定 居 下 来

,

和 苏 维 汇 部 落 一 样 处 于 原 始 时 代 阶 段

。

还 把 中 国 古 书 上 一 般 称 为

“

庶 人

”

的 说 成 是 马 克 思 叫 做 的

“

普 遍 奴 隶

” ,

据 以 论 证 西 周 是 奴

隶 社 会

,

不 是 封 建 社 会

。

并 援 引
《 礼 记
、

曲 礼 上
》 : “
礼 不 下 庶 人

” , “

今 人 而 无 礼

,

不 亦 禽 兽 之

心 乎
?
”

说
: “
无 礼 的 是 禽 兽

” 。 “

礼 不 下 庶 人

”

的

“

庶 人

”

是 无 礼 的

,

就 是 禽 兽 了

。 “

具 有 禽 兽 身

分 的 人

,

不 是 奴 隶

,

又 是 什 么 呢 ?
”

这 确 是 一 种 奇 妙 的 逻 辑

。 “

今 人 而 无 礼

”

的

“

人

” ,

怎 样 知 道

是 专 指

“

庶 人

” ,

而 不 是 泛 指 所 有 阶 级

、

阶 层 的 人
? 按 照 这 个 逻 辑 推 论

,

不 仅 被 孟 子 骂 为

“

禽

兽

”

的 杨 朱

、

墨 翟 是 奴 隶

,

甚 至 胡 适

、

陈 独 秀 等 提 倡 白 话 文 被 林 纤 低 毁 为

“

禽 兽 自 语

” , “

人 头

畜 鸣

”

也 都 是 奴 隶 了

,

岂 不 可 笑
? 这 不 是 一 种 论 证

,

而 是 根 据 自 己 的 需 要 企 图 把 西 周 时 代 的

“

庶 人

”

解 释 成 马 克 思 说 的

“

普 遍 奴 隶

” ,

这 是 不 对 的

。

那 么

, 箔

从 经 济 基 础 和 上 层 建 筑 来 考 察

” ,

秦 是 法 治

、

私 有 制 和 郡 县 制 的 转 折 点

,

以 秦 为

中 国 奴 隶 社 会 和 封 建 社 会 的 分 界 之

“

符 合 中 国 的 历 史 实 际

”

对 不 对 呢
? 不 对
。

法 治

、

私 有 制 和

郡 县 制 并 不 始 于 秦 王 朝

。

周 公 告 诫 康 叔 的
《酒 浩 》

: “

厥 或 浩
日
群 饮

,

汝 勿 佚

,

尽 执 拘 以 归 于

周

,

予 其 杀

” 。

以 及 《 尚 书
·

吕 刑
》 :
`石

折 民 惟 刑

” 。
《 礼 记
·

月 令 》
: “

戮 有 罪

,

严 断 刑

” 。 《史 记
·

廉 颇 蔺 相 如 列 传
》 : 赵 括

“

日 视 便 利
田 宅

,

可 买 者 买 之

” 。 《 汉 书
·

食 货 志
》 :

秦

“

用 商 鞍 之 法

,

改 帝 之 制

,

除 井 田

,

民 得 买 卖

” 。

商 较 废 除 分 封 制

,

建 立 分 县 制

: “

集 小 都 乡 邑 为 县

,

置 令 垂

,

凡 三 十 一 县 ,’( 《 史 记
·

商 君 列 传
》 ) 。 这 都 足 以 否 定 秦 王 朝 是
“

以 井 田 制

,

分 封 制 和 礼 治 向 土 地

私 有 制

,

郡 县 制 和 法 治 的 转 变

”

的 论 点

。

周 的 分 封 制 是 地 方 分 权 制

,

秦 的 郡 县 制 是 中 央 集 权

制

,

这 只 能 说 明 国 家 政 权 的 转 变

,

不 能 作 为 社 会 形 态 划 分 的 标 志

,

那 是 要 根 据 经 济 形 态 象 马

克 思

、

恩 格 斯

、

斯 大 林 说 的

: “

生 产 工 作 者

”

是 不 是

“

只 出 卖 自 己 劳 动 力 中 的 一 部 分

” ,

有 没 有

自 己 的 经 济

,

是 奴 隶

,

还 是 农 奴

。

因 此

,

把 秦 王 朝 定 为 封 建 社 会 的 上 限 是 不 妥 当 的

,

必 然 不

会 为 人 所 接 受

。

郭 沫 若 的
《 奴 隶 制 时 代 》提 出 中 国 奴 隶 社 会 以 春 秋 时 代 为 下 限 的 主 张

”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广 泛

流 行

,

并 为 多 数 人 所 接 受

” 。 《科 图 法 》
、
《 中 图 法 》 把 西 周 列 为 奴 隶 制 社 会 就 是 以 郭 沫 若 的 主

张 为 依 据 的
。

郭 沫 若 说

“

西 周 也 是 奴 隶 社 会

” ,

理 由 有 五

:

一

、

西 周 时 代

“

众 人

” 、 “

庶 人

”

是 奴 隶

他 说

: “

周 初 耕 田 的 人 也 叫 作

`

众 人

’ , 《 周 颂
·

臣 工 》
: `

命 我 众 人

,

痔 乃 钱 搏

,

奄 观 钾 艾

’

可 证

” 。

这 里 说 的

“

众 人

” ,

他 认 为 其 身 分 可 以 从
《 曾 鼎 》
“

用 众 一 夫
曰 益

,

用 臣 曰 嘉

、

〔日 〕 础
、

日
奠

”

的

“

众

”

看 出

。 “ `

臣

’

向 来 是 奴 隶 的 称 谓

” , “

与

`

臣

’

同 其 身 分 的

`

众

’

可 见 也 是 奴 隶 了

。 ”

并

举
《商 书
·

盘 庚
》 中 篇
“

奉 畜 汝 众

”

的

“

众

” : “

身 分 是 和 牲 畜 一 样 的

” , “

假 使 不 听 话
,

就

“

当 作 牲

畜 来 屠 杀

” ,

自 然 是 奴 隶

,

作 为 佐 证

。

“

可

” ,

是 不 定 词

。 “

臣

” 、 “

众

” “

可 见 也 是 奴 隶

” ,

亦 可 说

,

事 实 也 是

,

可 见 并 不 是 奴 隶

。

以 下 可 证

。

《 盘 庚 》三 篇
:

上 篇 是

“

众 感 出 矢 言

” ,

反 对 迁 都

,

盘 庚 于 是 召 集

“

众

”

训 话

,

中 篇 是 盘 庚 说

服

“

众

” ,

下 篇 是 迁 殷 后 盘 庚 对

“

众

”

训 诫

。

盘 庚 要 迁 都

, “

众 感 出 矢 言

” ,

反 对 迁 都

,

所 以 盘 庚

召 集

“

众

”

训 话

。

从 训 话 中

“

由 乃 在 位

” , “

齐 乃 位

”

来 看

, “

众

”

是

“

在 位

”

的

,

是 属 于 统 治 集 团

,



。

说 反 对 迁 都 的

“

众

”

是 奴 隶

,

是 难 以 理 解 的

。

在 当 时 历 史 条 件 下

,

跟 牲 畜 一 样 用 作

祭 祀 和 殉 葬 的 奴 隶

,

都 敢 于 公 开 反 对 最 高 统 治 者 迁 都

,

这 怎 样 来 理 解
?

说
“ `

臣

’

向 来 是 奴 隶 的 称 谓

” ,

也 有 问 题

。 “

臣

”

在
《矢 令 篡 》

, 《大 盂 鼎 》
, 《曾 (谭 戒 甫 作 舀 )

鼎 》 的 身 分 是 奴 隶
。

但
《卿 鼎 》 铭 文 中 的
“

臣 卿 锡 金

”

的

“

臣

” , 《献 彝 》铭 文 中
“

令 厥 臣 献 金

”

的

“

厥

臣

”

就 不 能 说 是 奴 隶

。

在 西 周

“

臣

”

的 身 分 和

“

众

”

一 样 在 转 化

。

“

庶 人

”

的 身 分 在 西 周 也 在 转 化

。

《大 盂 鼎 》铭 文
: “

易 (锡 ) 女 (汝 ) 邦嗣 (司 ) 呈 (四 ) 白 (百 )
,

人 属 自 骏
(驭 即 御 ) 至 于 庶 人
” 。 “

人 扁

”

是 包 括

“

御

”

至

“

庶 人

”

的

,

他 们 的 身 分 一 般 认 为 是 奴 隶

。

但

“

庶

”

在 周 初 有 众 多 的 意 义

,

是 一 个 泛 称

。

《 易
·

晋 卦
》 : “
锡 马 蕃 庶

” 。 《 书
·

周 浩
》 : “ 庶 邦
” 、

“

庶 国

” 。 《大 雅
·

卷 阿
》 :
“

君 子 之 车

,

既 庶 且 多

” , “

庶

”

都 作 众 多 解

,

反 映 庶 人 是 众 多 的

。

再 看

《 牧 篡 》
: “

王 若
曰
牧

.1
· ·

…不 用 先 王 乍 (作 ) 型
,

亦 多 虐 庶 民

” 。 《 毛 公 鼎 》
: “

王 若
日

:

膺 !
· ,

一

汝 推 于
政

,

勿 奎 律 庶 民

” 。

很 清 楚

,

对 待 庶 人 不 要 擅 自 用 刑

,

不 但 不 要 擅 自 用 刑

,

还 把 他 们 和

哲 人

、

朋 友

,

甚 至 天 子 同 比

,

要 施 爱 于 他 们

。

《 大 雅
·

抑
》 :
“

庶 人 之 愚

,

亦 职 维 疾

,
哲 人 之

愚
,

亦 维 斯 庚
! … …惠 于 朋 友

,

庶 人 小 子

” 。 《 大 雅
·

卷 阿
》 : “
媚 于 天 子

” , “

媚 于 庶 人

” 。

而 且

还 向 他 们 和 向 卿 士 一 样 咨 询

: “

谋 及 卿 士

,

谋 及 庶 人

”
((( 尚书
·

洪 范
)))
。

奴 隶 制 商 王 朝 把 奴 隶

当 作 牲 畜

,

甚 至 比 牲 畜 都 不 如

。

对 比 之 下

,

说

“

庶 人

”

是 奴 隶 就 显 然 说 不 通 了

。

《左 传 》 襄 公 九 年
: “

庶 人 力 于 农 墙

” 。 《管 子
·

五 辅
》 : “ 《庶 人 耕 农 树 艺 》

,

《 管 子
·

君 臣 上
》 :

“

务 四 支 之 力

,

修 耕 农 之 业 以 待 令 者

,

庶 人 也

” 。

郭 沫 若 说

:

这 些

“

庶 人

” “

也 就 是 众 人

” , “

事 实

上 只 是 一 些 耕 种 奴 隶

” 。 “

众 人

”

或

“

庶 人

” “

这 些 人 民 并 且 还 可
以
`

当 成 牲 畜 来 买 卖

” 。 “ 《 周 礼 》 地

官 有 质 人 一 职 便 掌 管 着 贩 卖 人 口 牲 畜 等 事 项
” 。

“

质 人 掌 成 市 之 货 贿

:

人 民

、

牛 马

、

兵 器

、

珍 异

、

凡 卖 读 者

,

质 剂 焉

” 。

这 里 暂 且 不 问
《周 礼 》 地 官 所 说 的
“

人 民

”

是 否 专 指

“

力 于 农 措

”

的

“

庶 人

” ,

即 使

“

人 民

”

指 的

是

“

众 人

”

或

“

庶 人

” “

可 以

`

当 成 牲 畜 来 买 卖

’ ” ,

也 得 不 出 他 们 的 身 分 是 奴 隶 的 结 论

。

根 据 在 前

所 引 斯 大 林 关 于

“

奴 隶 制 与 封 建 制 的 性 质 和 区 别

”

的 划 分

, “

众 人

”

或

“

庶 人

”

虽

“

可 以
`

当 成 牲 畜

来 买 卖

’ ” ,

但 是

,

他 们 的 身 分 不 是 奴 隶

,

而 是 农 奴

。

为 什 么 这 样 说 呢
? 是 根 据 经 济 形 态 的 性

质 才 这 样 说 的
。

我 们 知 道 一 个 社 会 形 态 的 性 质 决 定 于 它 的 生 产 关 系

,

而 生 产 资 料 的 所 有 制 又

对 生 产 关 系 起 决 定 性 的 作 用

。

在 奴 隶 制 度 下

,

生 产 关 系 的 基 础 是 奴 隶 主 占 有 生 产 资 料
(土 地 和 生 产 工 具 ) 以及生产 劳动

者
。

奴 隶 的 劳 动 力 是 他 人 私 有 制

。

奴 隶 从 事 劳 动 并 把 劳 动 果 实 交 给 奴 隶 主

,

奴 隶 没 有 自
己 的

经 济

。 “

在 封 建 制 度 下

” ,

斯 大 林 说

, “

生 产 关 系 的 基 础 是 封 建 主 占 有 生 产 资 料 和 不 完 全 占 有 生

产 工 作 者

” 。

这 是 说

:

在 封 建 制 度 下 的 劳 动 力 是 部 分 他 人 私 有 和 部 分 本 人 私 有

。

西 周 社 会 形 态 的 性 质 是 怎 样 的 呢
? 那就 要 看 它 的直 接 生 产 者 是 属 于 那 一 种 生 产 劳 动 者

。

《小 雅
·

大 田
》 : “
雨 我 公 田

,

遂 及 我 私

” 。 “

以 我 覃 耙

,

椒 载 南 亩

,

播 厥 百 谷

” 。 《 幽 风
·

七 月
》 :

“

三 之 日 于 相

,

四 之 日 举 趾

,

同 我 妇 子

,

谧 彼 南 亩

,

田 峻 至 喜

。 ” “

言 私 其 裂

,

献 蒋 于 公

” 。 《唐

风
·

鸭 羽
》 : “
王 事 靡 鉴

,

不 能 艺 黍 梗

,

父 母 何 食
? ” 《大 雅
·

崇 高
》 : “
王 命 召 伯

,

彻 申 伯 土 僵

,

以 峙 其 粮

” 。 《大 雅
·

公 刘
》 : “
彻 田 为 粮

” 。 《 毛 公 鼎 》 铭 文
: “

小 大 楚 赋

” 。 《 国 语
·

周 语
》 :
“

宣

王 不 措 千 亩

” 。

《周 礼
·

王 制
》 : “
古 者 公 田

,

借 而 不 税

” 。

以 上 所 引 文 献 都 说 明 了 西 周 直 接 生 产 者 有 自 己 的 室

,

有 自
己 家

,

还 有 自 己 的 生 产 工 具

,

即 有 自 己 的 经 济

。

他 们 的 劳 动 力 是 部 分 他 人 私 有 和 部 分 本 人 私 有

,

他 们 的 身 分 不 能 不 说 是 农

奴

。 “

古 者 公 田

,

借 而 不 税

” , “

借

”

是 助 的 意 思

。

贵 族 借 农 奴 以 力
(即郑玄说的

: “

借 民 力 而 耕 公



m 之谓也
”
)

,

或 者 说 农 奴 助 贵 族 以 力 耕 种

,

就 是 劳 役 地 租

。 “

彻

”

是 按 亩 征 税

,

是 实 物 地 租

。

助

、

借

、

彻 是 西 周 封 建 制 剥 削 的 实 际 形 式

,

是 相 通 结 合 在 一 起 的

。

可 知 西 周 农 奴 被 剥 削 的 形

态 和 马 克 思 说 的 封 建 社 会 直 接 生 产 者 被 剥 削 的 形 态 是 相 同 的

。

马 克 思 在
《 资 本 论 》第 一 卷 说

:

“

摇 役 劳 动 是 和 农 奴 制 度 下 的 实 物 地 租 和 他 种 课 赋 结 合 在 一 起

” 。

西 周 农 奴 被 剥 削 的 形 态 并 不 止 于 劳 役 地 租

,

实 物 地 租
,
还 要 把 大 猪 (自己留小的 )

,

织 成

的 布

,

制 好 的 裳

,

猎 取 的 狐 制 或 裘

,

酿 好 的 美 酒 献 给 贵 族

;
还 要 带 着 酒 肉 到 贵 族 的 公 堂 举 杯

祝 他

“

万 寿 无 疆

” , “

十 月 获 稻

,

为 此 春 酒

,

以 介 眉 寿

” 。

能 说 这 是 一 幅 奴 隶 而 不 是 农 奴 的 画 图

吗
?

二
、 “

殷 民 六 族

” 、 “

殷 民 七 族

” 、 “

怀 性 九 宗

”

都 是

“
种 族 奴 隶

”

“

周 人 把 殷 覆 灭 了

,

把 殷 族 的 遗 民 大 批 地 化 为 奴 隶

。

《 左 传 》定 公 四 年 ……
:

分 鲁 公 ……

殷 民六 族
,

一
·

…分 康 叔 ……殷 民 七 族
,

…… 分唐 叔 ……怀 姓 九 宗
,

职 官 五 正

” 。 “

这 所 谓

`

殷 民

六 族

’ , `

殷 民 七 族

,

及

`

怀 姓 九 宗

, ,

都 是 殷 之 遗 民 或 原 属 于 殷 人 的 种 族 奴 隶

,

现 在 一 转 手 又 成

为 周 人 的 种 族 奴 隶 了

”
((( 奴隶 制时代 )})
。

“

在 这 些 种 族 奴 隶 之 外 还 有 大 批 的

`

顽 民

’

留 在 洛 邑

,

替 周 人 从 事 生 产

。

周 人 对 待 这 些 种 族

奴 隶 是 比 较 自 由 的

, ……让 他 们 耕 种 着 原 有 的 土 地 而 征 取 地 租
,

征 取 力 役

,

很 有 类 似 农 奴

。

例 如
《 周 书
·

多 方 篇
》 周 公 对 殷 之 遗 民 说

: `

今 尔 尚 宅 尔 宅

,

政 尔 田

’ ,

仿 佛 殷 人 的 田 宅 都 没 有

被 没 收 的 一 样

。

其 实 这 只 是 统 治 农 业 奴 隶 的 一 种 更 省 事 而 有 效 的 方 术

”
(同上 )
。

这 两 段 话 的 用 意 无 非 是 为 了 证 实

“

西 周 也 是 奴 隶 社 会

” 。

但 与 事 实 是 否 相 符

,

观 点 是 否 正

确

,

我 看 不 无 问 题

,

也 反 映 了 他 思 想 上 的 矛 盾 性

、

软 弱 性

。
《 尚 书
·

大 传
》 :

成 王 二 年 周 公 克

殷

,

三 年 东 征 淮 夷

,

践 奄 后

,

迁 殷 抵 抗 周 人 最 顽 强 的 遗 民 于 洛 邑

。 “

毖 殷 顽 民

,

迁 于 洛 邑

,

密

迩 王 室

,

式 化 厥 训

”
((( 周 书
·

毕 命
》 )
。

周 公 告 诫 四 国 多 方

,

说

: “

今 尔 尚 宅 尔 宅

,

败 尔 田

”
((( 周

书
·

多 方
))) ;

告 诫 殷 多 士
,

说

: “

今 尔 维 时

,

宅 尔 邑

,

继 尔 居

”

((( 周 书
·

多 士
》 )
。

从 周 公 告 诫

文 义 来 看

,

把 殷 顽 民 迁 来 洛 邑 不 是 当 作 奴 隶 来

“

替 周 人 从 事 生 产

” ,

而 是 为 了 就 近 加 以 管 制

、

训 化

。

他 们 有 邑 有 宅 继 居

,

有 田 耕 种
田

猎

。

而 且 他 们 自 己 管 理 自 己 的 事

, “

自 作 不 和 尔 维 和 哉

。

尔 室 不 睦

,

尔 维 和 哉

。

尔 邑 克 明

,

尔 惟 克 勤 乃 事

” 。

把 有 自 己 的 经 济

,

自 己 的 政 事 的 殷 民 说 成

是 奴 隶 不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观 点

。

成 王 四 年 周 公 建 侯 卫

。

卫 祝 佗 追 述 分 封 的 事

,

说

: “

分 鲁 公
(伯禽 ) 以… …殷 民 六 族

,

……

使 帅 其 宗 氏
,

辑 其 分 族

,

将 其 类 丑

,

以
法 则 周

; …… 分 康 叔 以 ……殷 民 七 族
, ……分 唐 叔 以

……怀 姓 九 宗
,

职 官 五 正

”

({( 左传 》 定 公 四 年 )
。

根 据
《左 传 》 隐 公 六 年 的 记 载

: “

翼 九 宗 五 正 顷

父 之 子 嘉 父 逆 晋 侯 于 隋

,

纳 诸 鄂

,

晋 人 谓 之 鄂 侯

” 。 “

九 宗 五 正

”

是 贵 族 官 吏

,

那 么

, “

怀 姓 九

宗

,

职 官 五 正

”

就 不 能 说

: “

原 属 于 殷 人 的 种 族 奴 隶

” ,

他 们 是 殷 的 贵 族 官 吏

。 “

殷 民 六 族

”

被 分

到 鲁 国 是 帅 领 其 原 有 宗 族

、

分 族 及 类 丑
(奴隶 ) 去 的

,

是 一 族 族 聚 族 而 居

,

按 周 的 法 则 由 周 人

监 视 来 管 理 自 己 的 政 事

, “

启 以 商 政

,

疆 以 周 索

” 。

二 百 多 年 后 西 周 晚 期 宣 王 分 封 郑 国 也 以 商 人 分 给 桓 公

,

郑 子 产 对 晋 韩 宣 子 说

: “

昔 我 先 君

桓 公 与 商 人 皆 出 自 周

。

庸 次 比 藕

,

以 艾 杀 此 地

。

斩 之 蓬 篙 黎 蕾 而 共 处 之

。

世 有 盟 誓

,

以 相 信

也

”
((( 左传 》 昭 公 十 六 年 )
。

周 人 和 商 人
己
是 比 祸 共 同 垦 荒 从 事 农 业 生 产 劳 动 了

。

从 卫 祝 佗 和 郑

子 产 的 追 述 来 看

,

看 不 出

“

这 只 是 统 治 农 业 奴 隶 的 一 种 更 省 事 而 有 效 的 方 术

” 。

说

“

周 人 对 待 这



” ,

只 能 说 这 是 按 照 自 己 的 需 要 而 又 知 其 所 穷 的 一 种 遁 辞

,

正 反 映 出

在 思 想 上 的 矛 盾 性

。 “

让 他 们 耕 种 着 原 有 的 土 地 而 征 取 地 租

,

征 取 力 役

” ,

正 是 马 克 思 说 的 一

种 农 奴 制 度

,

不 是

“

很 有 点 类 似 农 奴

” 。

三

、

土 地 和 农 业 劳 动 都 是 王 者 所 有

“

古 代 中 国 的 土 地 所 有 制

,

在 殷

、

周 时 代 是 土 地 国 有 制

” 。 “

周 代 的 诗 所 说 的

`

普 天 之 下

,

莫 非 王 土
;

率 土 之 滨
,

莫 非 王 臣

’ ,

所 表 明 的 就 是 这 种 上 地 国 有 的 实 际

”

((( 代序 》 )
。

“

周 代 的 特 征 是 一 切 生 产 资 料 均 为 王 室 所 有
(殷 代 也 应 该 是 这 样 )

,

所 谓

`

普 天 之 下

,

莫 非

王 上

,

率 土 之 滨

,

莫 非 王 臣

’ ,

一 切 农 业 土 地 和 农 业 劳 动 都 是 王 者 所 有

”

((( 奴隶 制时代 》 )
。

《小 雅
·

北 山
》
“

溥 天 之 下

” , 《孟 子
·

万 章
》 作
“

普 天 之 下

” 。

这 首 诗 颂 扬 周 王 朝 王 权
(土地

所有权
、

政 权
)至 高 无 上

,

全 国 土 地

、

人 民 都 属 周 王

。

不 知 怎 样 据
以 得 出 这 样 的 结 论

: “

一 切

农 业 土 地 和 农 业 劳 动 都 是 王 者 所 有

” ,

和

“

一 切 生 产 资 料 均 为 王 室 所 有

” 。 “

普 天 之 下

,

莫 非 王

土

”

指 的 是 全 国 土 地

,

不 限 于

“

农 业 土 地

” 。 “

率 土 之 滨

,

莫 非 王 臣

” ,

不 单 指 农 业 劳 动 者

。
《小

雅
·

北 山
》 的 诗 并 不 含 有
“
农 业 土 地

” 、 “

农 业 劳 动

” 、 “

一 切 生 产 资 料 均 为 王 室 所 有

”

这 样 的 意

思

。

它 不 是 一 个 偏 称 而 是 全 称 概 念

。

引 证 这 首 诗 的 意 思

,

是 说 西 周 只 有 土 地 王 有 制

,

没 有 土 地 私 有 制

,

直 接 生 产 者 是 奴 隶

,

也 就 是 说 西 周 不 是 封 建 社 会

,

是 奴 隶 社 会

。

但 是

, 《小 雅
·

大 田
》 , 《 幽 风
·

七 月
》 等 诗 否 定 了

西 周 是 奴 隶 社 会
。

马 克 思 在
《 资 本 论 》第 三 卷 说

: “

国 家 是 最 高 的 地 主

” 。 “

王 权 就 是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集 中 的 土 地 所 有 权

。

但 在 这 里

,

因 此 也 就 没 有 土 地 私 有 权

,

虽 然 对 于 土 地

,

既 有 私 人 的 也

有 共 同 的 占 有 权 和 使 用 权

。 “

在 封 建 制 度 中 正 好 显 示 出 王 权 就 是 私 有 财 产 的 权 力

” 。 《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论 国 家 》 说
: “

土 地 占 有 制 的 教 阶 式 的 结 构 以 及 同 它 联 系 着 的 武 装 侍 卫 制 度

,

提 供 了 贵 族

以 统 治 农 奴 的 权 力

” 。

西 周 正 是 这 种 性 质 的 封 建 制 社 会

。

西 周 政 权 组 织 正 体 现 出 马 克 思 说 的 封 建 制 度 形 态

:

上

地 所 有 权

,

王 有

;
共 同 (封建领 主 ) 占有 权 和 私 人 (农 奴 ) 使 用 权

。

周 天 子 (
“

联 即 国 家

”
) 是最 高

的地主
,

对 已 分 封 给 封 建 领 主 的 土 地 有 最 后 的 所 有 权

。

《大 殷 》铭 文 记 载 周 天 子 把 原 来 分 封 给

超 睽 的 封 地 赏 赐 给 大
,

就 是 例 证

。

《 左 传 》襄 公 十 四 年
: “

天 子 有 公

,

诸 侯 有 卿

,

卿 置 侧 室

,

大 夫 有 贰 宗

,

士 有 朋 友

” 。

《 左 传 》

桓 公 二 年
: “

天 子 建 国

,

诸 侯 立 家
(采 邑 )

,

卿 置 侧 室 (众子官 名 )
,

大 夫 有 贰 宗
(庶弟 官名 )

,

士

有 隶 子 弟 (低级官 名 )
” 。 《国 语
·

周 语 》也 记 载 周 襄 王 对 晋 文 公 说
: “

昔 我 先 王 之 有 天 下 也

,

规 方

千 里 以 为 甸 服

,

其 余 以 均 分 公

、

侯

、

伯

、

子

、

男

,

使 各 有 宁 宇

” 。

周 天 子 把 土 地 分 封 给 他 的 子

弟 臣 属 (封建领主
:

公

、

侯

、

伯

、

子

、

男 )建 国
。

封 建 领 主 把 受 封 的 领 地 再 分 给 各 自 的 子 弟 臣

属 (卿
、

大 夫
) 立 家
。

《 贤 麟 》
: “

公 叔 … …亩 贤 百 亩
” ,

就 是 周 天 子 的 臣 属 公 叔 把 受 封 的 土 地 分

封 给 他 的 臣 属 的 一 个 例 证

。

卿

、

大 夫

、

士 又 把 所 受 采 邑

、

圭 田 置 侧 室

、

贰 宗

、

隶 子 弟 等 属 官

。

这 种 分 封 制 就 形 成 了 各 级 封 建 贵 族 的 等 级 剥 削 制 度

。 “

公 食 贡

,

大 夫 食 邑

,

士 食 田

”
((( 国语
·

晋 语
》 )
。

周 天 子 把 土 地 分 封 给 封 建 领 主 — 各
国诸侯。 各 国 诸 侯 把 受 封 的 领 地 分 封 给 自 己 的 子 弟

臣 属 这 一 事 实 说 明 了 各 国 诸 侯 在 经 济 上

、

政 治 上

、

军 事 上 有 相 对 的 独 立 性

,

土 地

、

军 队 实 际

上 都 是 私 有 的

,

都 有 自 己 的 政 权 组 织

,

宗 法 系 统

,

血 缘 关 系

,

是 属 于 封 建 制 形 态 的 社 会

。



、

井 田 制

关 于 西 周 井 田 制 的 问 题

,

他 有 如 下 的 观 点

:

“

殷 代 有 井 田

” , “

周 代 同 样 施 行 着 井 田 制

” 。 “

井 田 耕 作 时 规 模 是 很 宏 大 的

,

动 辄 就 是 两 千

人 (
`

千 祸 其 耘

’
)或 两万人 (
`

十 千 维 祸

’
) 同 时 耕 作
” 。 “

殷

、

周 两 代 的 农 夫

,

即 所 谓

`

众 人

,

或

`

庶

人

’ ,

事 实 上 只 是 一 些 耕 种 奴 隶

” 。 “

井 田 制

” “

并 不 是 如 象 孟 子 所 说 的 八 家 共 井

,

以 中 央 的 百 亩

作 为 公 家 的 田

,

周 围 的 八 个 百 亩 作 为 给 予 八 家 老 百 姓 的 田

,

那 完 全 是 孟 子 的 乌 托 邦 式 的 理 想

化

” 。

《 小 雅
·

大 田
》 : “ 雨 我 公 田

,

遂 及 我 私

” 。 《夏 小 正 》
: “

古 有 公 田 焉 者

。

古 者 先 服 公
田

,

然

后 服 其 田 也

” 。 “

遂 及 我 私

”

的

“

私

” , “

服 其 田

”

的

“

田

”

是 私 田

。

但 没 有 明 言 是 否 为 井 田 内 的 私
田

,

欢 孟 子

·

滕 文 公
》 才 明 言 井 田 包 括 私 田

: “

方 里 为 井

,

井 九 百 亩

,

其 中 为 公 田

,

八 家 皆 私 百 亩

,

同 养 公 田

,

公 事 毕 然 后 敢 治 私 事

” 。

他 否 定 孟 子 的 说 法

,

认 为

: “

井 田 只 是 公 家 的 体 田

,

这 是 土 地 国 有 制 的 骨 干

。

公 家 把 土 地

划 成 方 块 授 予 臣 工

,

同 时 更 分 予 些

`

说 话 的 工 具

’

为 他 们 耕 种

。

臣 工 们 有 了 这 样 的 便 宜

,

便 尽

量 榨 取 奴 隶 们 的 剩 余 劳 动 以 开 辟 方 田 外 的 荒 地

。

散 外 的 诸 侯 在 采 取 这 种 步 骤 上 是 有 更 多 的 自

由 的

。

公 家 所 授 的 方 田 一 律 都 是 公 田

,

在 方 田 外 所 垦 辟 出 的 土 地 便 是 所 谓 私 田

。

… …土 地 国
,

有 制 遭 受 着
削

弱

,

诸 侯 和 百 官 们 逐 渐 豪 富 起 来 了

。

私 田 的 亩 积 逐 渐 超 过 公 田

,

因 而 私 家 的 财

富 也 逐 渐 超 过 公 家

” 。

在
《 关 于 目 前 历 史 研 究 中 的 几 个 间 题 —答

<新 建 设 ) 编 辑 部 间

—
》 ((( 新建设 》 1 9 5 9 年 4

月 号 ) 他说
: “

如 果 肯 定
《周 礼 》 是 西 周 的 典 礼

,

那 就 把 西 周 说 成 为 已 进 入 封 建 社 会 了

” 。 “

西 周

也 是 奴 隶 社 会

,

据 今 天 所 有 的 资 料 看 来

,

我 认 为 是 不 成 问 题 的

”
((( 奴隶 制时代 }))
。

但 在 我 看

来

,

他 的 这 些 观 点 颇 成 问 题

。

“

公 家 把 土 地 划 成 方 块 授 予 臣 工

” ,

不 能 说 不 是 出 于 臆 测

,

有 人 已 指 出

。

这 里 要 间

: “

公 家

”

指 谁
?
“

私 家

”

指 谁
? “
土 地 国 有

”

包 不 包 括

“

方 田 以 外 的 荒 地

”
? 从 前 段 的 文 义 来 看

, “

公 家

”

指

的 只 能 是 周 天 子

,

也 只 能 说 就 有 那 么 笨 的 周 天 子

“

把 土 地 划 成 方 块 授 予 臣 工

” 。 “

私 家

”

指 的 也

包 括 有 他 说 的

“

开 辟 方 田 外 的 荒 地

”

的 所 谓 奴 隶

。 “

私 家 的 财 富 也 逐 渐 超 过 公 家

” ,

这 怎 样 来 理

解
? “
土 地 国 有

”

指 的 是

“

方 田

” 、 “

公 田

” ,

显 然 不 包 括 垦 荒 出 来 的

“

私 田

” 。

这 岂 不 和

“

普 天 之 下

,

莫 非 王 土

”

的 内 涵 相 抵 触 吗
? 能 说 是
“

土 地 国 有 制 的 实 际

”

吗
?

至 于 《周 礼 》
,

他 在
《 奴 隶 制 时 代 》说

: “

虽 然 是 有 问 题 的 书

,

但 那 些 问 题 是 在 刘 欲 利 用 了 许

多 先 秦 的 原 始 材 料 而 加 以 改 编

,

并 搀 杂 了 一 些 杜 撰 进 去

,

故
《 周 礼 》 仍 然 有 丰 富 的 先 秦 资 料 存

在
” 。

《周 礼
·

司 徒
》有
“

九 夫 为 井

” , 《 周 礼
·

遂 人 》有
“

十 夫 有 沟

”

的 记 载

,

想 或 非 刘 欲 伪 造

。

否

则

,

所 谓

“

井 田

”

就 无 从 谈 起 了

。

他 也 说 过

: “

在 中 国 的 井
田
制 中

,

有 吠

、

沟

、

恤

、

侩 等

” 。

《 周

礼
·

考 工 巳
》 : “
匠 人 为 沟

、

恤

,

耙 广 五 寸

,

二 粗 为 藕

。

一 祸 之 伐

,

广 尺 深 尺

,

谓 之 刚

” 。

藕 耕

就 是 两 人 共 作 一 条 m1[ (吠 )
。

一 般 的 说

,

荒 地 长 满 了 草 木

,

垦 荒

“

杀 草

” 、 “

攻 木

”

成 为 耕 地

,

就 需

“

千

祸 其 耘

” , “

十 千 维 祸

”

共 同 开 垦 了

。

这 样 象
《 周 颂
`

载 荃
》 开 垦 出 来 的 耕 地 是 公 田 ? 还 是 私 田 ?

是 不 是 说 那 是 公 田 ? 但 郑 子 产 追 述 郑桓 公 和 商 人 比 祸 垦 辟 的 土 地
,

当 然 是

“

在 方 田 外 所 垦 辟 出

的 土 地

”

就 是 私 田

,

不 能 说 是 公 田

,

否 定 了 西 周 只 有 土 地 王 有 制

,

没 有 土 地 私 有 的 论 点

,

也 即

否 定 了

“

西 周 也 是 奴 隶 社 会

” 。



、

西 周 没 有 铁 制 耕
器

他 说

: “

铁 的 发 现 大 约 是 在 西 周 末 年

。
《 秦 风 》 有
`

驰 铁 孔 阜

’ , ……这 怕 是 铁 字 的 第 一 次 使

用 ”
。 “

铁 的 作 为 耕 器 而 使 用

,

出 现 在 周 室 东 迁 前 后

。

这 一 重 大 因 素 提 高 了 农 业 生 产 力

,

逐 渐

促 进 了 井 田 制 的 崩 溃

,

因 而 也 就 招 致 了 奴 隶 制 的 崩 溃

” 。

这 是 从 生 产 力 的 角 度 立 论 的

,

而 生 产 力 的 重 要 因 素 之 一 就 是 生 产 工 具

。

根 据 先 秦 文 献
以

及 出 土 的 农 具 来 说

,

西 周 农 业 生 产 工 具 有 用 金 属 制 的

。
《 周 颂
·

臣 工
》 的
“

痔 乃 钱 搏

,

奄 观 铎

艾

” ; 《小 雅
·

大 田 》 的
“

以 我 覃 耗

” ; 《周 颂
·

载 艾
》 的
“

有 略 其 相

” ;
都 可 作 为 西 周 农 具 是 有 用 金

属 制 的 证 据

。 “

钱

” ,

大 锄
, “
搏

” ,

锄 田 用 具
, “
末 旷

,

锹

; “
锉

” ,

镰 刀
;

等 农 具 从 金
; “
覃

” 、

“

略

”

有 刃 利 意 思

。

从 已 经 出 土 的 器 物 中

,

有 属 于 商 代 的 铜 铿

、

铜 铲

,

有 属 于 西 周 的 铜 镰

,

都

是 物 证

。

有 没 有 用 铁 制 的 呢
? 虽 不 能 作 结 论

,

或 有 可 能

。

成 王 时 的
《 班 毁 》铭 文

: “

王 令 毛 公 以 邦 家

君

,

土 驭

、

线 人 伐 东 国 瘩 戎

” 。 “

践

”

是 铁 的 初 文

,

以 线 人 参 加 战 役

,

足 以 证 明 周 初 已
有 铁 了

。

没 有 铁

,

那 会 有 铁 人

。
《逸 周 书
·

克 殷
》 : “
王 又 射 之 三 发

,

乃 右 击 之 以 轻 吕

,

斩 之 以 玄 钱

” 。

“

玄 械

”

就 是 用 铁 制 的 黑 斧

。

周 初 有 铁

,

更 有 实 物 作 证

: 19 3 1 年在 河 南 溶 县 辛 村 出 土 的一 批 兵

器 中有 铁 刃 铜 钱
,

铁 援 铜 戈 (已流入 美国
,

见
1 9 4 6 年 《 弗 利 尔 美 术 馆 中 国 铜 器 图 录 》 ) 等兵 器

,

一 件 铸 有

“

康 侯

”

铭 文

。

铁 刃 铜 俄 反 映 了 周 初 已 知 铁 的 性 能 比 铜 犀 利

。

《秦 风
.

骊 戮
》 : “
驯 戮 孔

阜

” ,

以 铁 名 马 色 说 明 了 西 周 末 期 铁 已 是 普 遍 存 在 习 见 之 物

。

但 是

,

有 了 铁

, “

铁 的 作 为 耕 器 而 使 用

” ,

只 能 说 明

“

提 高 了 农 业 的 生 产 力

” ,

不 能 作 为

“

井

田 制 的 崩 溃

” , “

奴 隶 制 的 崩 溃

”

的

“

促 进

”

物

。 “

希 腊

、

罗 马 在 奴 隶 社 会 中 已 有 铁 器

,

而 且 是 重

要 的 工 具

” ,

奴 隶 制 并 没 有 因 之 而 崩 溃

。

马 克 思 主 义 认 为 决 定 社 会 形 态 的 是 生 产 关 系 而 不 是 生

产 工 具

。

即 是 说 对 社 会 形 态 的 变 更 起 直 接 作 用 的 是 生 产 关 系

,

不 是 铁 器 农 具

。

综 上 所 述

,

可 以 清 楚 的 看 出 所 提

“

西 周 也 是 奴 隶 社 会

”

的 五 点 理 由 都 软 弱 无 力

,

不 足 以 否

定 西 周 之 为 封 建 社 会

,

而 《科 图 法 》
、

《 中 图 法 》不 加 分 析 骤 然 接 受 采 用
,

我 认 为 是 欠 妥 当 的

。

学 术 上 的 是 非 间 题 是 一 个 实 事 求 是 的 问 题

,

不 能 因 为 郭 沫 若 在 许 多 方 面 都 有 独 到 的 见 解

,

对

他 的 任 何 观 点 就 不 作 慎 密 的 研 究

,

不 问 对 错 全 盘 予 以 肯 定

。

这 种 照 搬 的 作 法 在 先 出 现 过

,

给

我 们 图 书 馆 事 业 已 经 造 成 了 不 良 的 影 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