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茎麟鬻从分析商品开始。磅擞X l阂
商品首先是一个存在嘲5}受I誓

于人们自身之外的客观存嚼≯一鞫鬣
在的物，是一个能够满足人。5 r≥2

的

作

足

物

资

的

2．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有质和量两个方面
的规定。使用价值的质指物品的不同属性，各

种物品有不同的属性，同一种物品也有不同的

属性。人们发现有用物品的不同属性，并利用

这些属性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一个历史的

过程。从使用价值的量的方面来看，不同的使

用价值按照它们的不同属性具有不同的尺度，

如小麦的尺度是公

斤。纸的尺度是刀，麻

布的尺度是码等等。

这些物品之所以具有
不同的尺度，一方面

是由于它们的属性不

同，另一方面是由于

约定俗成。

3．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这种使用

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因此，使用价值总是存

在于一定的物质形式上，即存在于一定的商品体

上。任何一种使用价值，总是以一定的量为前提，

用

物

种

值

这

不

定

篓黼型照：
以换得x量鞋油，或y量绸缎，fi复塞淡
或z量金等等。在这种不同使翻淑’髦；邀。
用价值的交换中，存在着一种谶■隰』Z黝酗
等量的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霹E霪黢飞≮誊-

馨蓄嚣鬻她f磊鎏曼主≯镰价值的内容。 |缝k—J 在夏季燃
5．不同使用价值在交换中存在的共同的东

西，不可能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因为质上存在差

别的东西在量上是不可能加以比较的。撇开了

商品的使用价值，劳动产品中与使用价值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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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物

消

品

包

的

动

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

都化为相同的、抽象的人类劳动，即化为与人

特

般

耗

就

象

量是由

．劳动

持续时

可能有

值由所

日来决

越不熟

练，他的商品不就越有价值了吗?解决这个问

题的关键在于要弄清楚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

念。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

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

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

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

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8．在同一社会经济

关系中，影响劳动生产

力变动的各方面因素，

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作

用决定了劳动生产力的

水平。因此，劳动生产力

越高，在一定时间内所

生产的同一种商品量就

多，而其中每一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也就越

少，因而单个商品的价值量也就越小；相反，劳

动生产力越低，在一定时间内所生产的同一种

商品量就越少，其中每一

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也

就越多，单个商品的价值
量也就越大。因此，商品的

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

劳动量成正比，与这一劳

动的生产力成反比。

9．任何商品都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

一。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如空
气、野生林，这些物有使用价值但不是商品；一

个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是，它

只用来满足生产者自己的需要，这个物也不是

商品。劳动产品要成为商品，必须通过交换转

92科技文萃2004．6

力。既可以用一定劳动时间内所生

产的商品数量来表示，也可以用生

产每件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来表

示。影响劳动生产力变动的因素很

多，主要有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

科学的发展水平及其在工艺上应

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

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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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值和价

商品中

和抽象

理解政

解了劳

重性，才能理解商品的价值、价值量的规定，才

能建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具体劳动是在一定具体形式下进行的劳

动，由其目的、操作方式、对象、手段和结果决

定。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它是不以
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反映了
人与物之间的自然关系。

n．抽象劳动是撇开

了具体形式的一般人类劳

动的耗费，即人的脑、肌肉、

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
当然，人类劳动力本身必须

已有一定的发展，才能以这

种或那种形式耗费。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

12．体现在商品价值中的人类劳动只是一

般人类劳动的耗费，是每个设有任何专长的普

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这

种简单平均劳动就是简单劳动，它在不同的国

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社

会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则是

既定的。复杂劳动是那种需要

经过培养、训练，具有一定劳

动技能的劳动者所从事的劳

动。复杂劳动是多倍的简单劳

动，即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
量的简单劳动。复杂劳动简化

为简单劳动的过程，是在生产
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

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l；塑i9。88”l
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 一Z厂一一

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丢壤熟

徽豢誓蓁甏添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ibk j遴i—纛匿黔殍上的耗’弼獬矽”’瓣毳骚蕊
。瓿自p西荔s黼二因素形成的根源。

不包含一个自然物质的原子，无论你怎样颠来倒

去，总是不可捉摸的。商品的价值形式是在商品同

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商品具有共同的价

值形式，这种共同的价值形式就是货币形式。在价

值形式的发展过程中，货币形式只是最后形态。要

理解货币形式的性质，要理解货币的本质，就必须

从对最简单的价值形式的研究出发，分析价值形式

发展的过程，从而揭示货币形式的神秘性。

15．简单的价值形式是一个商品同另一个商

品的交换关系，例如20码麻布=1件上衣。一切价
值形式的秘密都隐藏在这个简单的价值形式中。在

20码麻布=1件上衣的等式中，麻布起着主动的作

用．通过上衣表现自己的价值，上衣起着被动的作

用．成为麻布价值表现的材料。因而麻布处于相对
价值形式，上衣处于等价形式。相对价值形式和等

价形式是互相依赖、互为条件的两极。没有等价形
式就没有相对价值形式，没有相对价值形式也就没

有等价形式。同时，它们又是互

相排斥、互相对立的两极。在同

纛篇淼蒙费品不能同时取得两种形式，巧I
它处于何种形式上，完全取

席布是通过

上衷表现自
6"值∞．±

值∞袁现材

料。

决于它当时在价值表现中 20码牛布=l件士表
’ T

所处的地位。 (相时价值彤式)(等价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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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衣

式具

，使

介值

l

要糕雠倒 §
17．价值形式不只是要表现价值，而

且要表现一定量的价值，即价值量。劳动

生产力的变化会对价值量的相对表现发

生以下四种影响：

I、麻布的价值量起了变化，上衣的 }?划蒜“}霁瞿黧器望
价值量不变，如果生产麻布的必要劳动时

间由于种植亚麻的土地肥力下降而增加

一倍，那么麻布的价值也就增大一倍。这 ，髀茎瓣鬻霎时不是20码麻布=1件上衣，而是20码

““。
成熟的价值形式。

麻布=2件上衣。反之亦然。

Ⅱ、麻布的价值量不变，上衣的价值
量起了变化。如果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

间由于羊毛歉收而增加一倍，等式就是

20码麻布=1／2件上衣，在相反的情况

下，等式就是20码麻布=2件上衣。

Ⅲ、在生产麻布和上衣的必要劳动量

按照同一方向和同一比例同时发生变化

时，等式依旧是20码麻布=1件上衣。只

有把它们同价值量不变的第三种商品比

较才会发现它们的价值量的变化。

Ⅳ、如果生产麻布和上衣的必要劳动

滔||戮嚣||时间和它们的价值量按同一方向但以不

同程度同时发生变化，或按照相反方向发

生变化，那么，这类情况的一切可能的组

合，对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的影响很容易

用I、Ⅱ、Ⅲ类的情况推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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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在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

中，上衣、小麦、茶叶、铁等等都在麻布

的价值表现中充当等价物。它们的自然

形式现在都成为特殊的等价形式。同

样，缝上衣、种小麦、制茶叶、冶炼铁的

有用劳动，都只是麻布所包含的人类劳

动的各种特殊的实现形式或表现形

式。麻布的价值表现可以是一个无穷无

尽的系列。处在等

价形式上的可以是

一切商品，等价形

式缺少形式和表现

的统一性，其中每

一个特殊等价形式

都排斥另一个特殊

等价形式。

22．如果我们1件上袁=

把20码麻布=1件器薯墓某：

寺亨冀委箍霎萎臻。!叶，或=其他等等ii蠢篡A：
这个系列倒转过其他商品=

誉
码
麻
布

来，就得到一般价值形式：

现在，商品的价值表现是简单的、

统一的。它们的价值形式是简单的和

共同的，因而是一般的。

23．在一般价值形式中，价值形式

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一般相对价值表

现来看，上衣、咖啡、铁等等都具有同一

的等价形式——麻布形式。因此，上衣、
咖啡、铁等商品在同共同等价物麻布发

生的交换关系中，不仅表现为质上是等

同的，而且还表现为价值量上是可以互

相比较的。麻布不

再是一种特殊等价

物，而是一般等价

物，麻布能够同其
他一切商品直接交

换。织，这种生产麻

布的私人劳动．就
获得了社会劳动的

性质。

24．等价形式的发展程度是同相对价值形式的发

展程度相适应的。在简单价值形式例如20码麻布=

l件上衣中，麻布使用上衣成为偶然的等价物；在扩大

的价值形式中，麻布使上衣、茶叶、咖啡以及其他商品

成为特殊的等价物；在一般价值形式中，麻布成了一

般等价物，处于能和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换的形式。

在简单价值形式中，两极

的对立很难固定下来；在

扩大的价值形式中，两极

的对立已经固定；在一般

价值形式中，对立不仅固

定下来，而且不可倒转。

25．在一般价值形式中，作为一般等价形式的商品可

以是任何一种商品。只要一种商品被其他一切商品排挤出

来作为等价物，这种商品也就成了一般等价物，随着商品

交换的发展，最后有一种特殊的商品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

物。这种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就成了货币商
品，执行着货币的职能。一旦金取代其他商品，固定地充当

一般等价物，一般价值形式也就过渡到货币形式了。

26在货币形式中，金固定地充

当了一般等价物。金充当一般等价

物是人们的社会习惯和金本身所具

有的自然形式相结合的结果。金能

够作为货币与其他商品相对立，只
是因为它早就起过等价物的作用。

金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使商品
世界的一切商品都在金上表现出它

们各自的相对价值量。一种商品在已经执行货币商品职
能的金上所表现出的相对价值量，就是这一商品的价格

形式。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

27．商品作为产品是～种

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但是，产

品作为商品却是非常复杂的

东西，充满着形而上学的微妙

和神学的怪诞。商品的神秘性

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

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因为商品在实质上都是

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在数量上都是生产

上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或劳动量；一旦人们以某种方式彼

此为对方劳动，他们的劳动也就取得了社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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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商品形式的神秘性在于，人们在

商品形式面前，把劳动的特殊社会性质看

成了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把生产者

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看成了存在于生产

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

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

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人们自己的

一定的社会关系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

虚幻形式。这种情况很像人们在宗教迷信

方面的偶像崇拜，

劳动产品一旦作

为商品来生产，就

带上拜物教性

质。商品拜物教来

源于生产商品的

劳动所特有的社

会性质。

世

私

之

物

方

方

式中，私人劳动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产

品才发生社会接触，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

会性质首先也只有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

来。另一方面，只有在生产者的私人劳动

同其他一切种类的私人劳动相交换或被

看作与它们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

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为此，生

产者的私人劳动要还原为抽象劳动，而这

种还原也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完成。

31．在十分发

达的商品生产中，

彼此独立进行、互

相依赖的私人劳

动构成一个社会

分工体系。在这一

体系中，各种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它们的社会

的比例尺度，因为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

变动的交换关系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

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
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因此，只有在十分

发达的商品生产中，人们才能从经验本身认识到

他们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社会比例尺度的

道理。

32．如果我们考察其他的生产形式，在商品

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神秘性就

会消失。我们先来看看孤岛上的鲁滨逊吧。不管

鲁滨逊如何简朴，他终究要满足各种需要。他要

从事各种有用劳动，如制家具，做工具，驯动物，

30．价值量由劳动的持续时间

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价值的表

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

现表明，价值量并不像表面上可以

看到的那样是偶然决定的。但是这

一发现并没有消除那种把价值量

表现为劳动产品本身之间的量的

关系的形式。交换者实际关心的问

96科技文萃2004 6

题首先是他们在交换中用自己的产品

能换多少，产品在他们之间按什么样

的比例交换。这些价值量在交换过程

中不断地变动，不以生产者的意志和

设想为转移。在这些生产者看来，他们

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
他们不是控制这一运动，而是受这一

运动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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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现在我们转到欧洲昏暗的

中世纪。在这里，人都是互相依赖

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
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
其他一切生活领域，都以人身依附

为特征。所以。一切社会关系表现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劳动及

其产品用不着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

在不同的虚幻的形式，而以劳役、实

物税和实物贡赋的形式出现。在这
里，劳动的自然形式也就是劳动的

直接社会形式。徭役劳动同样用时

间来计量，但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

他们

之间

人的

．没

即劳

间的

的外

34．在

农村家长制
生产中。人

与人之间的

关系也是一

目了然的。

农民家庭为

了自身的需要而生产粮食、牲畜、

麻布、衣服等等，这些产品不是互

相交换的商品。在这个家庭中，每
个成员做什么工作和劳动多长时
间，根据季节的不同以及性别、年

龄上的差异来决定。每个成员的个
人劳动力作为家庭共同劳动力的

器官发挥作用。

因此，在这里，用

劳动时间来计量

个人劳动的耗

费，直接表现为

劳动本身的社会

性质。

譬

35．最后，我们设想有一

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

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

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

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

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
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一

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

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另一

部分作为生活资料，要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我们假
定，每个生产者得到的生活资料的份额同他的劳动时
间成正比。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一方面，劳

动时间在社会中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职能同各

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每

个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以及共同产品的消费部分中所占
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以及他

们与产品的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

单明了的。

36．只有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

的关系极明白而合理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
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

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
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
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

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
史发展的产物。

37．商品形式是劳动产

品的最普遍的、最简单的经
济形式，因而它的拜物教性

质显得还比较容易看穿。但

是在货币形式上，人们就产

生了幻觉。重商主义就是这

样，货币形式赋予贵金属的

拜物教性质引起了它的幻

觉。嘲笑

重商主义拜物教的现代政治经济
学，在资本面前同样受到了假象的

欺骗，认为物按其本性就是资本，
认为地租是土地赠予所有者的礼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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