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削和掠夺中国人民的一种工具。当时盐税的名

目繁多，除了由旧税捐局直接征收的 税款 之

外，运盐路线所经地区，地方政府还对食盐征

收附加和各种苛捐杂税。层层设卡征收的结果，

造成离盐场越远的地区，盐税越重，盐价也越

高。特别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一般不

产盐，他们吃盐更加困难，不少地区是“担谷

斤盐”、“斗米斤盐”。有这样一个 故 事：

1928年冬天，湘鄂西红军处于初创时期，贺龙

同志带着部队，出没于湘鄂边界的崇山峻岭之

中。当时条件十分艰苦，经常吃不上一口粥，

吃不上一粒盐。有一次炊事员想方设法弄到手

指头大小的一点盐巴，给贺龙同志炒了一碗有

盐的辣子。贺龙同志尝了一口，发现菜中有盐，

便将那碗辣子倒进大锅中，让大家一块吃。炊

事员向前劝阻，贺龙同志笑着说：“红军嘛，

官兵一样，有盐同咸嘛”。

边远山区，有的劳动人民买不起食盐，有

时吃“象形盐”，即以白石头当作食盐的样子，
放在菜锅里，转几圈再拿出来，以表示菜里放

了盐巴。穷苦劳动人民不得不吃淡食，严重地

影响了他们的身体健康。

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吃淡食的生活，
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废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

时期的苛重扰民的盐务办法，建立了人民的盐

务制度。贯彻执行了“从量核定，就场征收，

税不重征”的原则。我们大大减轻了盐税，降

低了盐价，各地食盐零售价低廉，地区之间，

基本一致。国家一贯实行“边远地区税轻”的

原则，保证了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的人民，也

能得到廉价食盐的充分供应。我们的盐税和其

他税收一样，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是分

配国民收入，积累社会主义建设资金的 手 段

之一，是与旧社会的盐税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

的。

鱼 与 熊 掌

蔡 边 文

《孟子》中有这样一段话：“鱼我所欲也，
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

掌者也。”意思是说，鱼是人们爱吃的美味，熊

掌更是珍贵的佳肴。但是，当二者不能兼而有

之的时候，就只能选择熊掌放弃鱼了。接下去

《孟子》还讲了“舍生取义”的事。孟子的这

段话，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干任何

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有取有舍，
绝不能贪多。

拿经济工作来说，由于林彪、“四人帮”

的长期破坏，我们面临的情况是百废待兴，百

业待举，要办的事情很多。比如，人民生活的

欠帐要还，煤、电、油、运要搞，引进的许多

大项目要上，这些都是好事，都是人民所喜好

的“鱼”和“熊掌”。但是我们的国家大，底

子薄，人口多，财力、物力都有限，如果要在

一个短时间里把所有的好事都 办 完，百废俱

兴，齐头并进，那是不可能的。该怎么办呢？
就要“舍鱼而取熊掌”，舍得割爱。有所不为

而后才能有所为。要 把 煤、电、油、运 搞上

去，就不能不停建、缓建一些其他项目。要多

发展轻工业，就不能不挤一挤重工业。不然，
贪多嚼不烂。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是什么也

搞不成的。

毛泽东同志在指挥辽沈战役中，确定置长、

沈两敌于不顾，而专顾锦、榆、唐一头。在建

国初期，他又提出不要四面出击。从战略思想

上来说，都是从实际出发，分别轻重缓急，有

所取舍。从当前调整经济，缩短基建战线的情

况来看，这个道理并没有被所有的同志所完全

接受。不然，在这一方面我们是应该取得更大

的成绩的。难道我们不应该再多琢磨一下鱼和

熊掌这个故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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