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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5资本论6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不仅站在关系的立场阐述了劳动范畴, 而且从社会关系出发对经济学的重

要范畴 ) ) ) 商品和资本 ) ) ) 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物性, 而是在于以物的形式承载

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资本也不是一种物, 它也是一种关系,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而且只能是一定历

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因此 ,从关系出发厘定劳动、商品和资本等几个重要范畴,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立足点,也

是理解5资本论6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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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 在巴黎的写作是经济学批判的开端, 在布鲁塞

尔的写作是经济学批判的延展,那么, 在伦敦 5资本论6及其

准备笔记和草稿的写作, 则是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全面展

开, 是马克思哲学批判的深化。从经济学视角看, 马克思不

仅指明了经济学研究方法, 而且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创立

了剩余价值学说, 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

机不是商品生产, 而是剩余价值生产。恩格斯对此高度评

价: /这个问题 (即剩余价值从何而来 ) ) ) 引者注 )的解决是

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像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

学领域, 而在这个领域中, 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0 [ 1]从存在论视角看, 通

过对科学方法论和唯物史观一般原理的运用,马克思从关系

出发对劳动、商品和资本等范畴进行了阐述。犹如邓晓芒教

授在5马克思论 /存在与时间06一文中所认为, 像黑格尔的

5精神现象学6、萨特的5辩证理性批判6和海德格尔的5存在

与时间6都是哲学著作一样,马克思的5资本论6也是真正的

哲学著作, 5资本论 6就是马克思的 5存在与时间6 [ 2]。正因

如此, 我们认为从关系出发厘定劳动、商品和资本等几个重

要范畴, 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立足点, 也是理解5资

本论6的钥匙。

一  劳动: 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和人与人的关系形成

在5资本论6中, 从关系的理解出发, 马克思不仅揭示了

劳动既是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过程,也是人与人的关系形成

过程, 而且立足于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社会形态, 对雇佣劳动

进行了现实分析。在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6中, 马克思

站在自由自觉的劳动基础上, 完成了对异化劳动的全面阐

述。 /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对人来说不过

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生产生

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

特征、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 而自由的有意识

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0 [ 3]但是, 随着思想的不断深

化, 5德意志意识形态6之后, 马克思对劳动的理解已不再立

足于人的类特性,而是转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分析之

中。

在马克思看来, 撇开每一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

察,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 是人以自身的活动为

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即为了在

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 人就使他身上的自

然力 (臂和腿、头和手等 )运动起来, 这种运动作用改变自然

的同时,也改变了人的自身。可见,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

劳动既体现着人对自然的改造 (不仅改变自然物的形式, 而

且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 也包含着自然向人的生成

(自然的丰富属性内化为人的本质力量 )。或者说, 在劳动

过程中既实现了社会主体的客体化, 又实现了自然客体的主

体化。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为: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

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方式共同活动和

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 人们相互

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

关系的范围内, 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 才会有生

产0 [4] 344。也就是说, 在人对自然 (包括自身 )进行改造的

/第一刻0起,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必定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



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关系。换句话说,劳动在创造物质财富的

同时, 也生产着社会关系。

在对一般劳动全面阐释之后,马克思又根据特定社会关

系把劳动分为: 原始劳动、奴隶劳动、农奴劳动、雇佣劳动和

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劳动。他还立足于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社

会形态, 对雇佣劳动进行了现实分析。劳动并不天生就是雇

佣劳动, 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物质生产条件掌握在非劳

动者手中, 而人民大众虽然获得了人身自由却失去了一切生

产资料而变得一无所有, 他们不得不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

继。劳动对于工人来说成为了一种谋生的手段,而资本家却

通过雇佣工人劳动而获取剩余价值来实现资本的扩张。显

然, 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特定历史时期, /劳动是工人本身的

生命活动, 是工人本身的生命表现。工人正是把这种生命活

动出卖给别人, 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可见,工人

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不过是使他能够生存的一种手段而已。

他是为生活而工作的。他甚至不认为劳动是自己生活的一

部分; 相反, 对于 他 来说, 劳动 就是 牺牲 自 己的 生

活。0 [4] 335- 336但是, 出卖劳动力是工人收入的 /惟一来源0,

如果他不想饿死, 就不能离开资产阶级。可见, 工人不是属

于某一个资本家, 而是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最后, 马克思

指出, 只有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0, /在随着个人的

全面发展, 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0之后 ,劳动才不再是谋

生的手段, 才会成为吸引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0 [ 5]。

二  商品: 以物的形式承载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不仅站在关系的立场阐述了劳动范畴,而且从社

会关系出发对经济学的重要范畴 ) ) ) 商品 ) ) ) 进行了全面

深刻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物性, 而

是在于以物的形式承载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

/庞大的商品堆积0, 因此,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就应当从

这种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 ) ) ) 单个的商品开始。马克思不

仅认为商品具有两个因素, 即使用价值和价值, 二者缺一不

可, 而且明确指出 / -商品 .这个词 (德文的 G�ter[财富 ]不同

于 W are[商品 ], 也许类似法文的 denr�e [消费品 ]不同于

m archandise[商品 ]? )包含着关系。0 [ 6] 223

人通过自身活动按照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

态用以满足某种需要,因而,商品首先是一个靠自身属性来

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 这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可见, 使

用价值是商品的有用性对人的某种需求的满足。不管这个

物是满足直接的、必要的需要, 还是给人类生活带来方便; 是

作为生活资料即消费品来直接满足,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来间

接满足。商品使用价值只能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 它是

一种关系性的品质, 即物与人的满足与被满足关系。但商品

之所以是商品, 是因为它们既是使用物品又是价值承担者。

因此, /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么也就是把

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体的组成部分和形式抽

去。它们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它们的

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 ,它们剩下的只是同

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

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

些物现在只是表示, 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 积

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

晶,就是价值 ) ) ) 商品价值。0 [ 7] 51同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同,

商品的价值中 /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 0。商品的价值

不在于它的物的效用性,而在于以物的形式负载着的人与人

的社会关系。它是商品的另一种关系性品质, 只能在商品同

商品的交换关系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 商品的价值就是通

过它表现为交换价值而得到表现的。由于交换是表现和实

现商品价值的基本形式, 这样一来, 每个人的生产都依赖于

其他一切人的生产, 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 也必须

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所以说, 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

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

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 它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社会

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虚幻形式。 /可

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

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 反映

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

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

系。0 [ 7] 179

在这种普遍物化的社会关系中, 个人往往依附听命于外

在的物,而不是人自身, 由此而衍生了 /拜物教 0。正因如

此,马克思指出: /最初一看, 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

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 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 充满

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0 [ 7] 88

三  资本: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不仅认为商品是以物的形式承载的人与人的社

会关系,他还指出资本也不是一种物,它也是一种关系, 是一

种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而且只能是一定历

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以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认为, 资本是由用于

生产新的原料、新的劳动工具和新的生活资料的各种原料、

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组成的,资本的所有这些组成部分都是

劳动的创造物、劳动的产品和积累起来的劳动。换句话说,

作为进行新生产手段积累起来的劳动就是资本。针对这种

把资本仅仅当成物来理解的错误做法, 马克思有过直接的批

判性分析:

如果这样抽掉资本的特定形式, 只强调内容, 而资本作

为这种内容是一切劳动的一种必要要素,那么, 要证明资本

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 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

了。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的历史阶段

的要素的那些特殊规定,恰好就得出这一证明。要害在于:

如果说一切资本都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物化劳动,那

么,并非所有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物化劳动都是资本。

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 [ 6] 211- 212。

因此,马克思指出: 资本不是一种物, 不能仅仅理解为物

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总和,它是一种关系, 是一种以

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而且只能是一定历史社

会形态的生产关系。这是因为, 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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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和原料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一定社会关系内生产出来

和积累起来的, 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一定社会关系内被用

来进行新生产的。具体说来, 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

下, 只有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 过去积累起来

的物化劳动才能支配直接的活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能变

成资本。可见,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生产商品, 不仅生

产剩余价值, 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 一方面是

资本家, 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所以说, 资本是资产阶级的

生产关系, 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 是一种历史性的社

会生产关系。 /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 也不是一

切历史时期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

的结果, 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

产形式灭亡的产物。0 [ 7] 179

此后, 立足于关系思维马克思不仅以生产关系, 以劳动、

交往、分工所表现出的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作为标准, 而且

还依据社会关系的历史变迁, 站在社会主体 /现实的人0立

场上, 对社会形态进行了划分: 人的依赖关系 ) 以物的依赖

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

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

性。在马克思看来, 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作如上形态的划

分, 其根源在于历史总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

中的人的实践活动中不断生成的过程之中,处于社会关系的

历史变迁之中。

总之,正是通过对劳动、商品和资本等范畴进行关系性

的理解和分析,马克思发现了 /剩余价值理论0, 从而真正揭

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关系的本质所在, 并以此探讨了资本

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论证了人类社会形态的未来

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从关系出发是马克思厘

定劳动、商品和资本等几个重要范畴的立足点,也是理解5资

本论6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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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fin ition ofR elational Categories: TheKey to Understanding Capital

HUANG Q iu- 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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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In Cap ital and the relevance books, based on the re lationsh ip M arx not on ly expounded labo r, but a lso comprehen-

sive ly and profoundly ana lyzed tw o im po rtant econom ic ca tego ries- goods and cap ita .l M arx thought that value o f goods is no t its prop-

e rty, but the soc ia l relationship appear ing through the ob jec t. C ap ital is not a th ing, but a k ind of re la tion, a k ind o fm ed ia in the so-

cial re la tions be tw een peop le, a certa in histo rical so cial re la tions o f production. So the defin ition o f re lationa l categor ies includ ing la-

bor, goods and cap ital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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