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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１８６１年８月至１８６３年７月所写的《政治

经济学批判》手稿的一部分。这个手稿共有二十三个笔记本，用

罗马数字编号。其中第Ⅵ—ⅩⅤ本、第ⅩⅤⅢ本是对经济学说史

的批判部分，第ⅩⅩ—ⅩⅩⅢ本有一些历史性评论和札记，这些

部分已以《剩余价值理论》为题，收入本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二、

三册。其余部分则收在本卷及其续卷第四十八卷中。

本卷包括第Ⅰ—Ⅴ本、第ⅩⅠⅩ本以及第ⅩⅩ本的一部分。在

前五个笔记本中，马克思考察了《货币转化为资本》（Ⅰ—Ⅲ）、

《绝对剩余价值》（Ⅲ）、《相对剩余价值》（Ⅲ—Ⅴ）。马克思在写

作关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第Ⅴ本）时，中断了该节的叙述，转

而写作《剩余价值理论》，在第ⅩⅠⅩ本、第ⅩⅩ本中又回过来继

续完成《机器》这一节，还在第ⅩⅩ本中写了《相对剩余价值和

绝对剩余价值》。

马克思根据他从四十年代初起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结果，写下

了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在这个基础上，于１８５９

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其中包括《商品》和

《货币或商品流通》两章，原计划写的第三章是《资本一般》。１８６１—

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开始就是根据这个计划写的，这个手稿有一

个小标题：《第三章，资本一般》。后来，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

决定以《资本论》为书名单独出版。虽然本卷的基本内容已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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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８６７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但这部分手稿反映了马克

思研究经济学说的过程，包含了他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的许多

重要提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所作的许多评注，以及他得出科学

结论所依据的大量原始资料，对于完整地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基本原理具有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以他在五十年代所研究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

依据，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中继续分析了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详

细地考察了有关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的各方面问题。

马克思从社会关系出发，从商品货币关系出发阐明资本的概

念。他分析了商品货币关系同资本主义关系的联系和区别。在研

究剩余价值形成时，他着重论证了剩余价值生产同价值规律即等

价交换规律的一致性。在这里，他全面剖析了劳动力这种商品的

特点，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

一，揭露了资本剥削的秘密，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掩盖资本

剥削的种种谬论。此外，他还详尽地考察了劳动力的价值及其价

格形式——工资。

马克思从英国工厂视察员的报告中引用大量材料，揭露资本

主义社会中劳动和资本对立的状况：资本主义生产最节约物化劳

动，但比任何其他生产方式更浪费活劳动，不仅浪费人的血和肉，

也浪费人的智慧和神经。他在手稿中用大量材料说明资本所固有

的无限扩大剩余劳动的趋势，并分析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

价值这两种形式，指出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和实质是丧失生产资

料，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据工人生活可能得到的某种改善

来否定剩余价值的性质和规律的荒谬观点。

马克思在这部分手稿中以他制定的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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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总的导线，具体地分析了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指明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

他在这一手稿中第一次详细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

产力发展、劳动生产力提高的三个相继的阶段：协作、分工和机

器。马克思研究的出发点是：“正象各种不同的地质层系相继更迭

一样……不应该相信各个时期是突然出现的，相互截然分开的

…… 普遍规律在于：后一个 ［生产］形式的物质可能性——不

论是工艺条件，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都是在前一

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见本卷第４７２页）为此，马克思

在手稿中研究和总结了从古代到十九世纪中叶的极其丰富的技术

史资料，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生产力的发展，论述了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产生的过程。

马克思特别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早在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年手稿中，他已经指出科学转变为直接生产力的趋势，

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中对这一原理又作了详细的论述。马

克思指出：只有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才第一次使自然力

即风、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

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而自然力的应用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

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

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

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因此，他对这一部分加的标题是《机

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马克思还研究了有关十九世纪中叶纺

织、造纸、制针、机器制造等主要工业部门工艺过程的大量资料，

指出机器生产的特点是自动化和联合化，并把工厂制度看作是和

机器生产相适应的劳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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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从生产力的变化研究生产关系的变化。他指出：“随着

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

系的革命。”（见本卷第４７３页）

马克思高度评价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对瓦解封建制

度所起的革命作用。他指出：“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

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科学复兴的手

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见本卷第

４２７页）

马克思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的阶

段性，即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他

认为，在以前的手工生产方式下，劳动只是形式上从属于资本。随

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对原来的手工生产方式进行改造，通过协

作、分工和机器的应用，创造出自己特有的生产方式，使劳动不仅

形式上从属于自己，而且实际上从属于自己。同劳动对资本的形式

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相适应的是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

值的生产。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协作、分工和机器这种劳动的生产力，在

资本主义制度下，却变成资本的生产力。特别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

用，使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日益加深。机器这种过去劳动的

产物，似乎是独立的，不依赖于活劳动的，它不受活劳动支配，而是

活劳动受资本支配，机器这种铁人起来反对有血有肉的工人。同

样，科学表现为同劳动相异化的、敌对的并统治劳动的权力。在资

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处于对抗性的矛盾之中。工人阶

级终将从机器的奴隶变为机器的主人，成为科学技术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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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四十七卷为依据，

其中第Ⅰ—Ⅴ本笔记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

（ＭＥＧＡ）第二部分第三卷第一册原文并参照俄译文翻译的。在本

卷中，马克思手稿中原有的方括号改用花括号｛ ｝。马克思在引文

中所加的词句或标点符号，放入尖括号〈 〉内。编者加的标题和插

入的文字用方括号［ ］标出。马克思手稿的原稿本编号和页码用

方括号标出，括号中的罗马数字表示稿本编号，阿拉伯数字表示页

码。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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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经 济 学 手 稿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

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 一 篇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１

第 一 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

（ａ）Ｇ—Ｗ—Ｇ。资本的最一般形式

［Ⅰ—１］货币怎样会成为资本？或者说，货币所有者（即商品所

有者）怎样会成为资本家？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Ｇ—Ｗ—Ｇ这种形式——货币换成商

品，是为了商品再换成货币，即为卖而买。我们在过去就已看到２，

在Ｗ—Ｇ—Ｗ 的流通形式中，两极Ｗ 和Ｗ 虽然是相同的价值量，

但是它们的质不同，因而在这个形式中发生了实际的物质变换（不

同的使用价值互相交换），所以，Ｗ—Ｗ 的结果——商品交换商

品，事实上是各种使用价值的互相交换——具有不言自明的目的。

相反，在Ｇ—Ｗ—Ｇ（为卖而买）这种形式中，两极Ｇ和Ｇ在质上相

同，都是货币。我用Ｇ（货币）交换Ｗ（商品），是为了再用Ｗ（商品）

交换Ｇ（货币），即为卖而买，其结果是用货币交换货币。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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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Ｗ—Ｇ这个流通（为卖而买）分解为下列行为：第一，Ｇ—Ｗ，用

货币交换商品，买；第二，Ｗ—Ｇ，用商品交换货币，卖；最后，这两

个行为的统一，或者说这两个阶段的完成，Ｇ—Ｗ—Ｇ，用货币交换

商品，是为了用商品交换货币，即为卖而买。这一过程的结果是

Ｇ—Ｇ，货币交换货币。如果我用１００塔勒买进棉花，又把这棉花按

１００塔勒卖出，那么，在过程结束时我得到的是和开始时一样的

１００塔勒；整个运动在于，我通过买，付出了１００塔勒，通过卖，又

收入了１００塔勒。因此，结果是Ｇ—Ｇ，我实际上是用１００塔勒交

换了１００塔勒。但是，这样的行为显得毫无目的，因而是荒唐的。①

在过程终了时，和在这一过程开始时一样，我得到的货币，在质上

是相同的商品，在量上是相等的价值量。过程（运动）的起点和终点

都是货币。同一个人作为买者付出货币，是为了作为卖者再收回货

币。在这个运动中货币的出发点同它的复归点是一样的。因为在

Ｇ—Ｗ—Ｇ这一为了再卖而买的过程中，两极Ｇ和Ｇ在质上是相

同的，所以只有当它们在量上是不相等的时候，这一过程才有内容

和目的。如果我用１００塔勒买进棉花，又把这些棉花按１１０塔勒卖

出，那么，实际上我是用１００塔勒交换了１１０塔勒，或者说，用１００

塔勒买了１１０塔勒。因而，流通形式［Ⅰ—２〕Ｇ—Ｗ—Ｇ，为卖而买，

就有了内容，因为两极Ｇ和Ｇ虽然在质上相同，都是（货币），但是

它们在量上不相等，第二个Ｇ是比第一个Ｇ更大的价值量，更大

的价值额。购买商品是为了更贵地把它出售，或者说，商品买进时

比出售时便宜。

４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① 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样的交换形式还是有的（这时它的目的是无关紧要

的），例如：一个商品卖的价钱可能不如买的价钱贵，甚至不得不比买的价钱还

要便宜。在这两种场合，行为的结果同目的是相矛盾的。但是，这并不妨碍这

种行为和那种同目的相符合的行为都具有共同的形式：Ｇ—Ｗ—Ｇ。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Ｇ—Ｗ—Ｇ（为卖而买）的形式，并且把

这种形式同我们前面考察过的流通形式Ｗ—Ｇ—Ｗ（为买而卖）比

较一下。首先，Ｇ—Ｗ—Ｇ的流通，和Ｗ—Ｇ—Ｗ 的流通一样，分为

两个不同的交换行为，流通是这两个交换行为的统一。第一个交换

行为Ｇ—Ｗ，货币交换商品，即买。在这个交换行为中有一个买者

和一个卖者相对立。第二个交换行为Ｗ—Ｇ，卖，商品交换货币。在

这个行为中同样是两个人，买者和卖者相对立。买者从一个人那里

买来，又卖给另一个人。作为运动出发点的买者完成了两个行为。

他先买后卖。或者说，他的货币经历了两个阶段。货币在第一个阶

段中是起点，在第二个阶段中是结果。相反，与他交换的两个人每

人只完成了一次交换行为。先和他交换的一个人卖出商品。后和

他交换的另一个人购买商品。可见，一个人卖出的商品以及另一个

人用来购买的货币不是经历流通的两个对立的阶段，而是其中每

一个人只完成一个行为。这两个人所进行的卖和买这两个单方面

的行为，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新的现象，然而，作为这一过程的起点

的买者所完成的总过程却是新的现象。因此，我们来研究一下再进

行卖的买者所完成的总运动，或者说，他开始全部行为时使用的货

币所完成的总运动。

Ｇ—Ｗ—Ｇ。这里的起点是货币，即商品的转化形式，这种形式

的商品永远可以交换，它所包含的劳动具有一般社会劳动的形式，

或者说，它是独立的交换价值。可见，这种流通形式即这种运动的

起点本身就是商品流通的产物，也就是说，是从流通中产生的，因

为，只有在流通中而且只有通过流通，商品才获得货币的形态，才

转化为货币，或者说，才发展自己的交换价值，即一定的独立形式，

这种形式表现为货币的各种形式规定。其次，这样从流通中产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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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以货币形式独立的价值又进入流通，变成商品，但是又从商品形

式回到它的货币形式，同时它的价值量增加了。

实现这种运动的货币就是资本，或者说，作为货币而独立的并

实现这一过程的价值，是资本最初的表现形式。

我们可以这样解释Ｇ—Ｗ—Ｇ这一形式：作为货币而独立的

价值（如果我们在应用“价值”这个词时没有直接的定语，那么，总

是指“交换价值”３），即从流通中产生的价值，又进入流通，在流通

中保存自己并且增大后又从流通中返回（作为增大的价值量从流

通中返回）。只要货币周而复始地不断进行这一循环，它就是从流

通中产生、又进入流通的，在流通中永远存在（保存）并增大的价

值。

［Ⅰ—３］在这个过程的第一个阶段，货币变成商品，在第二个

阶段，商品又变成货币。过程开始的一极，即货币，——它本身就已

经是从流通中产生的商品形式，这种形式的商品已具有独立的交

换价值的性质，——是出发点，同时也是复归点。因此，价值在它所

完成的过程中保存自己，并且在过程结束时又返回它的独立形式。

虽然这一运动丝毫也不改变价值的货币形式，但运动的结果却是

价值量增加了。可见，在这个运动中，价值不仅作为价值保存了自

己，同时还作为价值量而增长、增大、增加了。

“资本……是不断增大的价值。”（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１８２７年

巴黎版第１卷第８９页）

在Ｇ—Ｗ—Ｇ形式中，交换价值既是流通的前提，又是流通的

结果。

资本是一种作为适当的交换价值（货币）从流通中产生和独

立，但又重新进入流通、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而使自己保存并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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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的价值（货币）。

在Ｇ—Ｗ—Ｇ形式中，交换价值成了流通的内容和目的本身。

为买而卖，其目的是使用价值；为卖而买，其目的是价值本身。

这里必须强调两点。第一，Ｇ—Ｗ—Ｇ这一形式是处于过程中

的价值，就是说，交换价值作为一个过程经过不同的交换行为或流

通阶段，同时又支配着它们。第二，在这个过程中，价值不仅自己保

存了，而且增加了价值量，自己增大了，增加了，或者说，价值在这

个运动中创造了剩余价值。因此，价值不仅是自行保存的，而且是

自行增殖的价值，是生出价值的价值。

第一：

我们首先从形式上来考察Ｇ—Ｗ—Ｇ，且不谈第二个Ｇ是大

于第一个Ｇ的价值量。价值最初作为货币，然后作为商品，随后又

作为货币而存在。价值在这些形式变换中保存了自己，此后又返回

到它原来的形式。价值经过了形式变化，但在这些变化的过程中保

存了自己，因而表现为这些形式变化的主体。因而这些形式变换表

现为价值本身的过程，换言之，这里表现出来的价值是处于过程中

的价值，是过程的主体。货币和商品只是表现为价值的特殊存在形

式，价值从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并且总是以它独立的货币

形式返回它本身，从而保存了自己。因此，货币和商品表现为处于

过程中的价值或资本的存在形式。于是就产生了资本的各种定义。

一方面，是上面引用过的西斯蒙第所下的定义。资本是自行保存的

价值。

“构成资本的不是物质，而是这些物质的价值。”（让·巴·萨伊《论政治

经济学》１８１７年巴黎第３版第２卷第４２９页）

另一方面，如果把资本不是看作运动的整体，而是看作它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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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的一种存在形式，那么就会认为，资本就是货币，资本就是商

品。

“资本就是商品。”（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７４

页）

“用于生产目的的流通手段就是资本。”（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

践》１８５５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１章第５５页）

在Ｗ—Ｇ—Ｗ 流通形式中，商品经历了两次形态变化，结果，

商品仍然是使用价值。完成这个过程的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

值的统一，或者说是使用价值，对于这种使用价值来说，交换价值

仅仅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形式。然而，在Ｇ—Ｗ—Ｇ形式中，货币和

商品是交换价值不同的存在形式，交换价值一次以它的一般形式

即货币出现，另一次以它的特殊形式即商品出现，同时，交换价值

是这两种形式中占支配地位的和始终得到保持的东西。［Ⅰ—４］货

币本身是交换价值独立的存在形式，商品在这里也只是交换价值

的承担者或化身。［Ⅰ—４］

          

［Ⅰ—１６］｛对第一篇第一章ａ节第４页第２行的补充。不难理

解，如果存在这样一些阶级，他们不参加商品生产，却占有着商品

或货币（货币只是商品的形式），那么，这就意味着，他们不通过交

换，而依靠法律的或强制的权利（在这里无须作进一步的说明），就

能占有一部分商品。商品所有者或商品生产者——我们暂且可以

把商品所有者只理解为商品生产者——必须把他的一部分商品或

他出售自己的商品所得的一部分货币交给这些阶级。这些阶级依

靠这些无偿得到的货币，从来不必当卖者，就成了消费者和买者。

但是，这些买者只能被解释成卖者的一部分商品的分享者（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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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这部分商品是这些买者通过一个这里尚未说明的过程获得

的。因此，如果说他们购买商品，那么，他们就只是把一部分商品还

给商品所有者和生产者，以换取另一些商品，即他们没有经过交换

而已经从商品所有者那里获得的商品。

显然，如果所有的商品生产者都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那

么，他们从这些商品的买者那里所收回的就多于他们所给予买者

的，但是，他们所多收回的也只是本来就属于他们的价值额中的一

部分而已。如果有人偷了我１００塔勒，而我把只值９０塔勒的商品

以１００塔勒卖给他，这样，我就从他那里获得了１０塔勒的利润。这

种方法不过是通过交易从买者（是消费者，不是生产者）那里拿回

本来就属于我的１００塔勒价值额的一部分。如果他每年拿走我

１００塔勒，我也每年用值９０塔勒的商品以１００塔勒卖给他，那么，

虽然我每年赚他１０塔勒，但这是因为我每年赔他１００塔勒。如果

说他拿走我１００塔勒是一种制度，那么，此后进行的交易是部分地

（这里是１
１０）又取消这种制度的手段。但是，这样是不会产生任何剩

余价值的，并且买者可能受我欺骗的程度，即我把值９０塔勒的商

品以１００塔勒卖给他的交易次数，完全取决于他拿走我１００塔勒

而不给任何等价物这种行为的次数。因此，这样一种交易不能说明

资本，即在流通中保存并且增殖的价值，更不能说明资本的剩余价

值。但是，不仅托伦斯，而且甚至马尔萨斯也完成了这样的飞跃，这

种情况引起了有愤懑情绪的李嘉图学派对马尔萨斯的抨击４。例

如，马尔萨斯认为——在一定的前提下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单

纯的消费者即单纯的买者的收入，必须有所增加，这样，生产者才

能从他们那里获得利润，才能促进生产。

“‘鼓励消费’看来对于一般商业来说是必要的，对鼓励消费的热情，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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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它对零售商的实际利益而产生的。”（《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

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６０页）“‘我们需要的是

购买我们商品的人’…… 但是，他们除了你先给他们的东西以外，根本没有

任何东西可以给你，来换取你的商品。在他们手中不可能产生财产，它必定是

从你手里得来的。地主、官吏、股东、仆人，不管是谁，他们买你商品所用的全

部资金都曾一度是你的资金，是你给他们的。”（第６１—６２页）“你出售自己的

商品，目的是要得到一笔钱；如果你把这笔钱白送给另一个人，让他买你的商

品，从而把这笔钱还给你，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你还不如马上把你的商品烧

掉，这样，你的情况也会是一样的。”（第６３页）［Ⅰ—１６］

［Ⅰ—１７］｛“马尔萨斯先生有时说什么存在着两类不同的基金：资本和收

入，供给和需求，生产和消费，它们必须保持步调一致，不要互相超越。好象在

生产出来的商品的总量之外还要有另外一个想必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总量，以

便去购买这些生产出来的商品…… 马尔萨斯所要求的这种消费基金，只有

牺牲生产才能取得。”（同上，第４９—５０页）“假如有人感到需求不足，那么马

尔萨斯先生是否会劝他把钱付给别人，让别人用这笔钱购买他的商品呢？”

（第５５页）｝［Ⅰ—１７］

          

［Ⅰ—４］在作为商品的总形态变化来考察的流通形式Ｗ—

Ｇ—Ｗ 中，诚然也存在着价值，——起初是商品的价格，其次是货

币即已实现的价格，最后又是商品的价格（或者说，商品的交换价

值），——但是，它在这里只是转瞬即逝的。通过货币换来的商品成

为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作为对商品无关紧要的形式而消失，它完全

退出了流通。

在简单商品流通Ｗ—Ｇ—Ｗ 中，货币在它的所有形式上始终

只是流通的结果。在Ｇ—Ｗ—Ｇ这一形式中，货币既是流通的起

点，又是流通的结果，所以，交换价值不象在第一种流通形式中那

样只是商品流通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即在商品交换中形成而又消

失的商品本身的形式），而是流通的目的、内容和活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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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是这个流通的起点，是独立化的交换价值。在历史上资本

都是从货币财产中形成的。资本的第一个解释就是：它是货币，然

而是完成了一定过程的货币。

流通形式Ｇ—Ｗ—Ｇ，或者说，处于过程中的货币、自行增殖

的价值，以货币即简单流通Ｗ—Ｇ—Ｗ 的产物为起点。因此，货币

的前提不仅仅是商品流通，而且是使所有货币形式都发展了的商

品流通。只有在商品流通（产品作为商品进行交换）以及交换价值

在货币和货币的各种不同的形式上的独立已经发达的时候，资本

才有可能形成。要完成以交换价值为起点和结果的过程，交换价值

必须在此以前就在货币上取得它的独立的抽象的形态。

Ｇ—Ｗ—Ｇ这个形式的第一个行为Ｇ—Ｗ 即买，是Ｗ—Ｇ—

Ｗ 这个形式的最后一个行为，也是Ｇ—Ｗ。但是，在最后一个行为

中，购买商品，货币转化为商品，是为了把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来消

费。货币被花掉了。相反，在作为Ｇ—Ｗ—Ｇ的第一阶段的Ｇ—Ｗ

中，货币转化为商品，与商品相交换，只是为了把商品重新转化为

货币，也就是收回货币，通过商品从流通中再次取出货币。因此，支

出货币只不过是为了收回货币，把货币投入流通的唯一目的就是

借助于商品重新从流通中取回货币。所以，货币在这里只是被预付

出去。

“如果购买一物是为了再卖出去，这样用掉的钱叫做预付货币；如果购买

一物不是为了再卖出去，这样用掉的钱可以说是花掉了。”（《詹姆斯·斯图亚

特著作集》，由其子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将军汇编，１８０５年伦敦版第１卷

第２７４页）５

当我们考察Ｗ—Ｇ—Ｗ 形式时，在它的第一个行为Ｗ—Ｇ

中，商品对于卖者来说，只是交换价值的化身，因而只是交换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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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使用价值，不是对他本人即卖者的使用价值，而是对第三者

即买者的使用价值。因此，卖者出售商品，把商品转化为货币，是为

了用这些货币去购买那些对他自己是使用价值的商品。他购买的

商品的价格对他来说所以会具有价值，只是因为这个商品是尺度

——用他的货币得到的使用价值的尺度。因此，在购买中，商品的

交换价值——就象交换价值在货币形式上的独立一样——表现为

只是商品的转瞬即逝的形式。［Ⅰ—５］相反地，在Ｇ—Ｗ—Ｇ的形

式中，买是流通或交换过程的第一个行为，而不是第二个行为，货

币转化成的商品，对于买者来说，也只是交换价值的化身，可以说

是货币的伪装形式。在这里货币和商品，都只是表现为交换价值交

替采取的特殊形式即存在方式；货币是交换价值的一般形式，商品

是交换价值的特殊形式。交换价值在从一种存在方式转化为另一

种存在方式时不会消失，仅仅是变换形式，因此总是不断地以它的

一般形式返回到它自身。交换价值包括着它的两个存在方式：货币

和商品。正因为如此，它表现为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时而

表现为这一个东西，时而又表现为另一个东西，正因为如此，它表

现为处于过程中的货币或处于过程中的价值。

第二：①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如果Ｇ—Ｗ—Ｇ在质上相同的两

极Ｇ和Ｇ，在量上也没有区别，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把一定价

值额的货币投入流通，是为了从这个流通中再取出同一价值额的

货币，从而，通过两次相反的交换行为，一切仍然照旧，还是与运动

的起点一样，那么，Ｇ—Ｗ—Ｇ就是毫无内容的运动。相反地，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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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特征在于，两极Ｇ和Ｇ虽然在质上相同，但是在量上不同，

而且量的差别是交换价值本身——存在于货币中的交换价值本身

——按其本性所能有的唯一差别。通过买和卖这两个行为，即货币

转化为商品和商品再转化为货币，在运动结束时从流通中得到了

更多的货币，即一个增大了的货币额，从而得到的价值比最初投入

流通的价值增大了若干倍。

例如，货币最初在运动开始时是１００塔勒，在运动结束时是

１１０塔勒。因而，价值不仅保存了，而且在流通中产生了新的价值

即我们要称作的剩余价值。价值生产出价值。或者说，这里价值在

我们面前第一次表现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因此，在Ｇ—Ｗ—Ｇ这一

运动中出现的价值，是从流通中产生，进入流通，在流通中保存自

己并且自行增殖的价值，是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这样的价值就是

资本。

在这里可以回想一下，在货币贮藏过程中价值是不会增殖的。

商品转化为货币，被出售，并以货币的形式退出流通，被搁置一旁。

同一个价值量过去存在于商品形式中，现在存在于货币形式中。商

品并没有增加它的价值量，它只是采取了交换价值的一般形式即

货币形式。这只是质的改变，不是量的改变。

但是，在这里［在Ｇ—Ｗ—Ｇ形式中］，商品事先就以货币的形

式作为过程的起点。它宁可暂时放弃这种形式，是为了最终作为增

殖了的价值量重新采取这一形式。与此相反，货币作为贮藏货币停

留在它的独立的交换价值形式上，它没有被利用，以至可以说是脱

离了流通。货币作为交换价值发生作用的力量被潜在地保存下来，

以待将来，而暂时则闲置起来。问题不仅在于：只要货币仍然是贮

藏货币，货币的价值量就保持不变，货币就失去自己的职能，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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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作为交换价值的质，因为它没有执行货币的职能，它既不是购买

手段，也不是支付手段。除此以外，因为它现在作为货币，没有直接

的使用价值，所以也就失去了这样一种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是

它作为商品所具有的，并且是只有［Ⅰ—６］当它作为货币发生作

用，投入流通，从而抛弃了它的交换价值的存在形式时才能重新得

到的。在货币贮藏中所发生的唯一的事情是：由于商品按其价格出

售而使商品具有货币的形式，即交换价值的最适当形式。但是，价

值没有增殖，也就是说，原来的价值没有增加，只在可能性上具有

价值而实际上没有价值的、凝固为贮藏货币的货币根本没有被使

用。所以，自行增殖的价值或资本的这种关系和货币贮藏，除了两

者都与交换价值有关（虽然货币贮藏是采取幻想的手段来增加交

换价值的）外，毫无共同之处。

在Ｗ—Ｇ—Ｗ（为买而卖）的形式中，使用价值，也就是说，满

足需要，是最终目的，这一形式本身并不直接包含着它在过程完成

以后更新的条件。商品通过货币同另一种商品相交换，换来的商品

现在作为使用价值退出了流通。这样，运动也就结束了。Ｇ—Ｗ—

Ｇ的形式则相反，仅仅是它的运动的形式就意味着：运动是无止境

的，运动的终结已包含着它更新的原理和动力。货币，抽象的财富，

交换价值是运动的起点，而交换价值的增加是目的；结果和起点在

质上相同，都是一定的货币额或价值额，在货币额或价值额上，如

同在过程开始时一样，它的量的界限重新表现为它的一般概念的

界限，因为交换价值或货币的量越大，它就越和它的概念相一致

（货币本身可以用来交换任何财富，任何商品。但是，货币所能交换

的东西的数量取决于货币本身的量或价值量）；由于以上原因，自

行增殖对于从过程中出来的货币来说，同对于开始这一过程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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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来说一样，始终是不可缺少的活动。因此，当运动结束时，运动重

新开始的原理就已经存在了。在运动开始时就已作为这一形式的

运动的前提而存在的东西，在运动结束时又重新出现。这种绝对致

富欲，即占有一般形式的财富的欲望，是这种运动和货币贮藏所共

有的。

｛在这一方面应当较详细地研究一下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

第一册第九章中论述的观点６。｝

正是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因为货币只是商品的转化形

式）使他的货币，或者他在货币形式上所占有的价值完成Ｇ—Ｗ—

Ｇ的过程。这种运动是他活动的内容，因此，他不过表现为这样规

定的资本的人格化，表现为资本家。他这个人（或者不如说是他的

钱袋），是Ｇ的出发点，而且也是复归点。资本家是这个过程的有

意识的承担者。价值的保存和增殖（价值的自行增殖）是过程的结

果，运动的内容就是资本家的有意识的目的。由此可见，他唯一的

目的是使他所占有的价值增殖，也就是不断地越来越多地占有一

般形式的财富，占有交换价值，而只有当这一点是他唯一的动机

时，他才是资本家或Ｇ—Ｗ—Ｇ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主体。因此，

他的直接目的，不是使用价值，而只是交换价值。他要满足的需要

是发财致富本身的需要。但是，不言而喻，他要不断地扩大对现实

财富，对使用价值世界的统治。因为不管劳动生产率怎样，在一定

的生产阶段上，一个较大的交换价值与较小的交换价值相比，总是

表现为较大的使用价值的量。［Ⅰ—６］

          

［Ⅰ—１４］对ａ节的补充。为了阐明资本的概念，必须从价值出

发，并且从已经在流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出发，而不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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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出发。正象不可能从不同的人种直接过渡到银行家，或者从自

然直接过渡到蒸汽机一样，从劳动直接过渡到资本也是不可能

的７。

一旦货币表现为不仅与流通相独立（在货币贮藏的情况下）而

且在流通中保存自己的交换价值，它就不再是货币，——因为货币

作为货币不能超越消极的规定，——而是资本了。因此，货币也是

交换价值达到资本的规定的最初形式，是历史上资本的最初的表

现形式，因而在历史上也和资本本身相混同。流通对于资本来说不

仅象在货币的场合那样是交换价值消失的运动，而且是这样一种

运动，在这种运动中，交换价值得以保存，并且交换价值本身是货

币和商品这两种规定的交替。相反，在简单流通中，交换价值不会

实现为交换价值。它总是只在它消失的时候得到实现。如果商品

变成货币，货币又重新变成商品，那么，商品的交换价值规定就消

失了，它只是使第一种商品获得了第二种商品的相应量（相应量的

第二种商品），其结果是，第二种商品作为使用价值进入消费。商品

同这一形式毫不相干，而只是直接的需要对象。如果商品同货币相

交换，那么，交换价值形式即货币，只有在它处于交换之外，对流通

采取否定态度的时候才能保存下来。货币由于对流通采取否定态

度，才达到了永存的状态，而资本之所以达到这种状态，恰恰是由

于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流通，从而保存了自己。［Ⅰ—１４］

（ｂ）由价值的本性产生的困难等等

［Ⅰ—７］我们首先对资本在它能被直接看到的或表现出来的

形式上作了考察。但是不难看出，Ｇ—Ｗ—Ｇ这一形式——重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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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流通，在流通中自行保存和增殖的价值的形式——似乎与货币、

商品、价值以及流通本身的性质是完全不相容的。

在流通中，商品时而表现为商品，时而表现为货币，这种流通

过程显示出商品的形式变换；商品的交换价值借以表现的形式在

变换，但是，这个交换价值本身仍然不变。商品的价值量没有变化，

并没有受到这种形式变换的影响。商品（比如１吨铁）的交换价值，

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以商品的价格来表示，例如是３镑。如果

现在把它出售，它就转化为３镑，即转化为由它的价格所表示的货

币量，这个货币量包含着同样多的劳动时间。它现在不再作为商品

而是作为货币即独立的交换价值而存在。无论在哪种形式上，价值

量都保持不变。改变了的只是同一个交换价值的存在形式。形成

流通过程的商品形式变换即买和卖，其本身与商品的价值量没有

任何关系。相反，商品的价值量在流通以前就是既定的量。货币形

式只是商品本身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在这种形式中，商品的交换价

值所发生的变化，只是它现在以它的独立形式出现。

但是，在Ｗ—Ｇ—Ｗ（为买而卖）的流通中彼此对立的只是商

品所有者，其中一个商品所有者占有原来形态的商品，另一个商品

所有者占有已经转化为货币形态的商品。如同Ｗ—Ｇ—Ｗ 的流通

一样，Ｇ—Ｗ—Ｇ的流通也只包含卖和买这两个行为。前一种流通

由卖开始，以买结束；后一种流通由买开始，以卖结束。只要单独考

察一下这两个交换行为中的任何一个行为，就能够看到，这种顺序

丝毫也不会改变这个行为的性质。我们所称的资本，在第一个行为

（Ｇ—Ｗ）中作为货币而存在，在第二个行为（Ｗ—Ｇ）中作为商品而

存在，因而它在这两个行为中只起着货币和商品的作用。资本在前

一行为中是作为买者即货币所有者与另一个商品所有者相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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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后一行为中是作为卖者即商品所有者。假定由于某种无法说

明的情况，买者有可能买得比较便宜，也就是说，他低于商品的价

值买进，而按照商品的价值或者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那么，虽然

我们的资本家在第一个行为（Ｇ—Ｗ）中是买者，因此他低于商品

的价值购买，但是在第二个行为（Ｗ—Ｇ）中他是卖者，又有另一个

商品所有者作为买者与他相对立，这个买者也享有这种特权，可以

低于商品的价值向他购买商品。资本家一只手得到的，又从另一只

手里失掉了。另一方面，假定资本家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这是卖

者享有的特权，那么，在第一个行为中，也就是在自己为了再次卖

出商品而得到商品之前，与他相对立的另一个卖者已经把商品以

高价卖给他了。如果大家都把商品贵卖１０％，也就是超过商品价

值１０％，——这里只有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不论他们是以商品

形式还是以货币形式占有他们的商品；更确切地说，他们每人都是

交替地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占有商品，——那么，这与他们互相把商

品按其实际价值出售完全一样。如果大家比如都低于１０％的商品

价值购买商品，结果也是这样。

单纯从商品的使用价值来看，显然，双方通过交换都能得到好

处。［Ⅰ—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交换是双方都得到好处的交易”。（见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思想的要

素》，第４、５部分《论意志及其作用》１８２６年巴黎版第６８页，书中说道：“交换

是一种奇妙的交易，交换双方总是得到好处。”）

如果整个流通只是商品与商品相交换的中介运动，那么，每一

方让渡的商品是他不需要的使用价值，而得到的商品是他需要的

使用价值。因此，双方在这个过程中都得到好处，并且正是因为他

们双方都能在其中得到好处，他们才参加这一过程。此外，出售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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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买谷物的Ａ，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生产的铁，可能要比农民Ｂ

生产的铁更多，而农民Ｂ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可能要比Ａ生产

出更多的谷物。可见，通过交换（不管交换是否通过货币来进行），

与不通过交换相比，用同样的交换价值，Ａ能得到更多的谷物，Ｂ

能得到更多的铁。因此，就铁和谷物作为使用价值来看，双方通过

交换都得到了好处。从这两个交换行为即买和卖中的任何一个行

为本身来看，就使用价值而言，双方也有好处。把他的商品转化为

货币的卖者所以得到好处，是由于他现在才占有了具有一般交换

形式的商品，因而商品对他来说才成了一般的交换手段。把他的货

币转化为商品的买者所以得到好处，是由于他已把货币由这种只

为流通所需要而无其他用处的形式转化为他自己的使用价值。因

此，一点也不难理解，就使用价值而言，双方在交换中都能得到好

处。

但是，交换价值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里正好相反：

“在平等的地方，没有利益可言。”（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

《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１８０３年米兰版第４卷第２４４页）

很明显，如果Ａ和Ｂ交换等价物，交换等量的交换价值或物

化劳动时间，那么，无论等价物是货币形式还是商品形式，Ａ和Ｂ

双方从交换中得到的交换价值与他们投入的交换价值相等。如果

Ａ按商品的价值出售他的商品，那么，他现在以货币形式所占有的

就是他过去以商品形式占有的同量物化劳动时间（或者是一个支

取同量物化劳动时间的凭证，实际上，对他来说，这是一样的），也

就是同一个交换价值。至于用货币购买商品的Ｂ，反过来说也是这

样。他现在以商品形式所占有的就是他过去以货币形式所占有的

同一个交换价值。这两个交换价值的总额仍然不变，同样，它们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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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所具有的交换价值也不变。Ａ不可能同时以低于商品的价值向

Ｂ购买商品，从而以商品收回大于他以货币付给Ｂ的交换价值，Ｂ

也不可能同时以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从而以货币形式从

Ａ那里得到大于他以商品形式给予Ａ的交换价值。

（“在Ｂ以同一数量的谷物从Ａ那里得到更多麻布的时候，Ａ不可能以

同一数量的麻布从Ｂ那里得到更多的谷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

的批判研究》１８２５年伦敦版［第６５页］）

这部匿名著作的作者是贝利。）①

诚然，有可能一个人所失去的是另一个人所得到的，因而两个

交换者交换的是非等价物；也就是说，一个人从交换中取得的交换

价值比他投入的交换价值大，而且大的程度正好是另一个人从交

换中取得的交换价值比他投入的交换价值小的程度。假定１００磅

棉花的价值是１００先令。如果现在Ａ把１５０磅棉花以１００先令卖

给Ｂ，这样，Ｂ就赚了５０先令，但这只是因为Ａ失去了５０先令。

［Ⅰ—９］如果价格是１５０先令的１５０磅棉花（价格在这里只是

用货币表示或衡量的棉花的价值）按１００先令出售，那么，这两个

价值的总额在出售前后都是２５０先令。所以存在于流通中的价值

的总额没有增加，没有增殖，没有创造出剩余价值，而是仍然不变。

在交换中或者说通过卖，只是在作为交换的前提、先于交换并且不

依赖于交换而存在的价值的分配上发生了变化。５０先令由一方转

到了另一方。因此，很显然，不论是这一方或另一方，是买者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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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卖者一方，进行了欺诈，处于流通中的交换价值（不论它是以

商品形式还是以货币形式存在）的总额没有增加，而只是交换价值

在不同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分配发生了变化。假定在上述例子中，Ａ

把价值１５０先令的１５０磅棉花以１００先令卖给Ｂ，Ｂ又把这些棉

花以１５０先令卖给Ｃ，这样，Ｂ就赚了５０先令，或者说，似乎他的

１００先令的价值创造了１５０先令的价值。但实际上交易后同交易

前的情况是一样的：Ａ具有１００先令，Ｂ具有１５０先令，Ｃ具有价

值１５０先令的商品，共计４００先令。原来的情况是：Ａ具有价值

１５０先令的商品，Ｂ具有１００先令，Ｃ具有１５０先令，共计４００先

令。只是４００先令在Ａ、Ｂ和Ｄ之间的分配上发生了变化，５０先令

从Ａ的钱袋转到了Ｂ的钱袋里，因此Ａ所亏损的正好等于Ｂ所

赢得的。凡是适用于一次卖和一次买的情况，也适用于所有卖和买

的总和，简言之，也适用于在某一时期内一切商品所有者之间所发

生的一切商品的总流通。一个或一部分商品所有者通过欺骗另一

部分人而从流通中取得的剩余价值，可以准确地用另一部分人从

流通中所取得的不足价值来计算。一些人从流通中取得比他投入

的价值较大的价值，只是由于另一些人取得了较小的价值，也就是

说，他们最初投入的价值丧失了一部分。由于这个原因，现有的价

值总额并没有改变，只是价值的分配改变了。

（“两个相等的价值相交换，既不增大也不减少社会上现有价值的量。两

个不相等的价值相交换……同样也改变不了社会上的价值总额，因为它给这

一个人增添的财富，是它从另一个人手中取走的财富。”（让·巴·萨伊《论政

治经济学》１８１７年巴黎第３版第２卷第４４３—４４４页））

我们就拿某个国家的所有资本家和他们在一年内所进行的买

和卖的总和来说，虽然某一个人可能欺骗了另一个人，因而从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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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取得了比他投入的价值更大的价值，但是，流通中的资本价值总

额不会因这一活动而有丝毫增加。换句话说，整个资本家阶级作为

一个阶级不可能因为一个人得到了另一个人所失去的东西而发财

致富，使他们的总资本增大，或者说，产生出剩余价值。整个阶级是

不能自己欺骗自己的。流通中的资本的总额不可能因资本的个别

组成部分在其所有者中间进行不同的分配而增大。由此可见，这类

活动不管你打算进行多少次，也绝不会使价值总额增大，不会产生

新的价值或剩余价值，或者说，不会使流通中的全部资本产生利

润。

等价物相交换，实际上无非就是商品按它们的交换价值进行

交换，按它们的交换价值购买，出售和重新购买。

“等价物实际上就是在别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上表现出来的某种商品的交

换价值。”（第１册第１５页）８

但交换一发展成为流通的形式，商品就在价格上表示它的货

币（充当价值尺度从而充当货币的商品的材料）形式的交换价值。

商品的价格就是以货币表现的它的交换价值。因此，商品出售而取

得货币形式的等价物，这无非就是说，商品是按它的价格即按它的

价值出售的。同样，购买时的情况也是这样，货币是按商品的价格

即用相应的货币额来购买商品的。

［Ⅰ—１０］商品和等价物相交换这一前提，也就是商品按照它

们的价值相交换，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买和卖。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如果商品按它们的价值购买和出售，那么，这就是等

价物相交换。从一个人手里投入流通的价值，又从流通中返回到

同一个人手里。因而，价值没有增大，它根本没有受交换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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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所以，只要商品是按它的价值买卖的，资本这一在流通中

并通过流通增殖的即增大的价值，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就不可

能产生。    

第二，但如果商品不是按它们的价值买卖的，那么，这只有在

这个时候才有可能——非等价物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交

换：一方欺骗另一方，即一方在交换中比他投入的价值多得到的，

正好是另一方比他投入的价值少得到的。因此，所交换的价值总额

仍然不变，从而交换的结果并没有产生任何新的价值。Ａ有１００磅

棉花价值１００先令，Ｂ用５０先令买了这些棉花。Ｂ所以得到５０先

令的好处，是因为Ａ损失了５０先令。价值额在交换以前是１５０先

令。在交换以后它还是这么多。只是Ｂ在交换前占有这个总额的

１
３，在交换后占有

２
３，而Ａ在交换前占有

２
３，交换后却只占

１
３了。

可见，只是在１５０先令价值额的分配上发生了变化。价值额本身仍

然不变。

照这样看来，资本这个自行增殖的价值，作为财富的一般形

式，如同在第一种情况下一样，仍然不可能产生。因为，一方的价值

增大，另一方的价值相应地减少了，因此价值本身并没有增大。一

方的价值所以在流通中增大，只是因为另一方的价值在流通中减

少了，也就是说，在流通中连自身都没有保存下来。

因此，很明显，交换本身无论是直接的物物交换形式还是流通

形式，都没有使投入流通的价值发生变化，没有添加任何价值。

“交换不会给产品以任何价值。”（弗·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４３年

波士顿版第１６９页）

然而，甚至在某些著名的现代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

剩余价值竟被荒谬地解释成是由贵卖贱买产生的。例如托伦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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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说：

“有效的需求在于，消费者通过直接的或间接的交换能够和愿意付给商

品的部分，大于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资本的一切组成部分。”（托伦斯《论财富

的生产》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３４９页）

这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有卖者和买者。至于说只有商品所

有者（卖者）生产商品，而另一个人即买者（可是他的货币也必然是

通过出售商品而取得的，是商品的转化形式）是为了消费而取得商

品的，是作为消费者取得商品的，这也丝毫不会改变这样的关系。

买者总是代表使用价值。如果把这句话归结到它的本质的内容，抛

开它的偶然的外衣，那么，它无非是说，所有的买者都高于商品的

价值购买商品，因而所有的卖者都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而买

者总是低于他的货币的价值购买的。把生产者和消费者扯进来也

不会改变问题的本质，因为，在交换行为中他们不是作为消费者和

生产者互相对立，而是作为卖者和买者互相对立。但是，在各个人

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进行交换时，每一个人必须既是生产者，又是

消费者，只有当彼者时，才能当此者，每一个人作为买者都会失去

他作为卖者所赢得的东西。

由此可见，一方面如果说剩余价值（这里我们还可以把任何一

种形式的盈利都称为剩余价值）应该来自交换，那么，另一方面，剩

余价值必定是通过某种行为在交换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虽然，这种

行为在Ｇ—Ｗ—Ｇ公式中不可能看到，不可能了解。

“在通常的市场条件下，利润〈这是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形式〉不是由交

换产生的。如果利润不是先前就已存在，那么，在这种交易以后也不会有。”

（乔·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丁堡版第１８４页）

拉姆赛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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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由消费者支付这种想法显然是十分荒谬的。消费者又是谁呢？”等

等。（第１８３页）

这里互相对立的只有商品所有者，其中每一个人既是消费者，

又是生产者，只有当彼者时，才能当此者。但是，如果我们先设想有

这样一些阶级，他们只消费［Ⅰ—１１］而不生产，那么，他们的财富

只能是生产者的一部分商品。因此，价值所以增大的原因不可能

是：有白白地得到价值的阶级，他们在这些价值的再交换中受了骗

（见马尔萨斯的论述）９。剩余价值或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会从交换

中、从流通中产生。另一方面，本身产生价值的价值只能是交换的

产物，流通的产物，因为，价值只有在交换中才能起交换价值的作

用。如果价值本身被孤立起来，那么，它就成了贮藏货币，而它作为

贮藏货币，既没有充当使用价值，同样也没有增殖。

或者也许有人会说，货币所有者购买商品，但对它进行了加

工，即生产地应用它，从而在它上面追加了价值，然后重新把它出

售，所以，剩余价值完全是由他的劳动产生的。价值似乎本身并没

有发挥作用，没有增殖。货币所有者所以获得更大的价值，并不是

因为他有价值；而是由于他追加了劳动，使价值增加了。

因此，研究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的问题，从重农学派直到现代都

是政治经济学上的最重要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货币（或

者商品，因为货币就是商品的转化形式）即某一价值额是怎样转化

为资本的，资本是怎样产生的。

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资本是财富的特殊形式，是价值的指数，

那么，这种形式就必须在等价物相交换，也就是说商品按其价值即

按其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出售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另一方面，这看来

是不可能的。如果在Ｇ—Ｗ—Ｇ过程中，Ｇ—Ｗ 的行为和Ｗ—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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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等价物相交换，那么，从交换过程中出来的货币怎么会多于进入

这个过程的货币呢？

这个问题即问题的条件中所包含的显而易见的矛盾促使富兰

克林这样说道：

“只有三种方法可使国家财富增长。第一种是通过战争，这是掠夺；第二

种是通过商业，这是欺骗；而第三种是通过农业，这才是唯一正当体面的方

法。”（斯巴克斯编《富兰克林全集》１８３６年波士顿版第２卷《关于国民财富的

有待研究的几个问题》第３７６页）１０

这里已经可以看出，为什么在这里谈到资本本身时根本没有

考虑到资本的两种形式①，——两种职能的资本，根据它在这种或

那种形式中执行职能，它就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资本，——这两种形

式虽然最符合于资本的普通观念，而且也是历史上最古老的资本

存在形式，但相反地却必须放到以后作为资本的派生形式来加以

阐述。

Ｇ—Ｗ—Ｇ的运动在真正的商业资本中表现得最明显。因此，

很早以来，人们就注意到，投入流通的价值或货币的增殖是这种资

本的目的，而“为了再卖而买”是这种资本用以达到这一目的的形

式。

“所有的商人都具有普遍的特性：他们为转卖而买。”（《关于财富的形成

和分配的考察》，载于１７６６年欧·德尔新编《杜尔哥全集》１８４４年巴黎版第１

卷第４３页）

另一方面，剩余价值在这里似乎纯粹是在流通中产生的，因为

商人卖的价钱比买的价钱贵，或者他买的价钱比卖的价钱便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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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商品的价值购买，并按商品的价值或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或

者是他按商品的价值购买，但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买者向某一

个人购买商品，再把它卖给另一个人，对于这一个人来说他代表货

币，对于另一个人来说他代表商品，并且，当他重新开始运动时，他

同样是为买而卖，但是他购买商品，从来不是把商品本身作为他的

目的，所以后一个运动只替他充当［Ⅰ—１２］前一个运动的中介。他

在买者和卖者面前交替地代表着流通的不同方面（阶段），他的全

部运动是在流通中进行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运动的承担者，

是货币的代表，就象在简单商品流通中完全一样，全部运动似乎是

从流通手段即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出发的。商人只是商品在流通

中必须经过的各不同阶段之间的中介人，因而也只在现有的两端

之间，即代表现有商品和货币的现有卖者和买者之间起中介作用。

因为这里没有任何其他的过程加入流通过程，所以，商人交替地通

过卖和买（因为他的全部活动都可归结为卖和买）得到的剩余价值

（利润），即他投入流通的货币或价值的增殖，似乎纯然是由于欺骗

了轮流同他打交道的对方，是由于非等价物的交换，因此，他从流

通中取出的价值总是大于他投入的价值。可见，他的利润，即他投

入交换的价值为他生产的剩余价值，似乎纯然来自流通，因而只是

由与他打交道的当事人所受的损失构成的。

实际上商人财产完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产生，在工业不发达

国家之间从事转运贸易的商业民族，大多是通过这种方法发财致

富的。商人资本能够在那些处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极不

相同阶段上的国家之间起作用。这就是说，它能在没有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国家之间起作用，可见，在资本的主要形式得到发展以

前，商业资本早就已经发生作用了。但是，如果商人获得的利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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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商人财产的自行增殖，不能单纯由商品所有者的欺诈行为来

说明，也就是说，如果发生的不只是以前存在的价值额的另一种分

配，那么，这种自行增殖显然只能由那些并不是在这种财产的运动

中，不是在它的特殊的职能中出现的先决条件来说明，而这种财产

的利润即这种财产的自行增殖只表现为一种派生的形式，必须到

别处去寻找它的来源。相反地，当孤立地考察这种财产的特殊形式

时，正如富兰克林所说的，商业必然表现为纯粹的欺骗，如果是等

价物相交换，也就是说商品按其交换价值进行卖和买，商业看来是

根本不可能的。

“在不变的等价物支配下，贸易是不可能的。”（乔·奥普戴克《论政治经

济学》１８５１年纽约版第６７页）

（因此，恩格斯在《德法年鉴》（１８４４年巴黎版）上所刊载的《政

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试图说明交换价值和价格的区别时，也用

了与此相似的见解：只要商品按照它的价值进行交换，商业是不可

能的１１。）

资本的另一种形式同样是古老的，这种形式形成了关于资本

的普遍的概念，这就是放债取息的形式，即生息的货币资本形式。

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Ｇ—Ｗ—Ｇ的运动，即先用货币交换商品，再

用商品交换更多的货币，而只是Ｇ—Ｇ这一运动的结果。货币交换

更多的货币。货币返回到它的起点，但是数量增加了。如果本来是

１００塔勒，那么，现在就是１１０塔勒了。以１００塔勒表现的价值保

存下来而且增殖了，也就是说，创造了１０塔勒的剩余价值。几乎在

所有国家和任何历史时期，不管社会生产方式多么低级，社会经济

结构多么不发达，我们都会看到生息货币，产生货币的货币，即形

式上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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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这一方面，在这里比在商人财产上更清楚地表现了资

本的概念。［Ⅰ—１３］（希腊人的 φαααι 在词源上也就是我们

的资本１２。）这就是说，价值本身所以会自行增殖，创造剩余价值，

是由于它作为价值，作为独立的价值（货币）预先就已经存在（进入

流通），也就是说，价值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它所以会保存并增殖只

是因为价值是预先存在的，价值作为价值，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发

生作用。这里只要指出下面几点就够了（这几点在别的地方还要回

过来再谈）１３：

第一，如果货币作为资本在现代词意上被贷出，那么，这就意

味着：货币即一定的价值额潜在地是资本，也就是说，借到货币的

人能够或者将要把货币作为生产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来使

用，而且必须把由此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付给那个把货币作为

资本借给他的人。可见，在这里生息的货币资本显然不仅仅是资本

的派生形式，一种特殊职能的资本，而且意味着资本已经得到了充

分的发展，因此，现在一定的价值额——不论它是货币形式还是商

品形式——可以不作为货币和商品贷出，而作为资本贷出，从而资

本本身能够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投入流通。在这里资本已经事先

并且完全成为货币或商品的指数，总之成为价值的指数，所以，资

本能够作为这种自乘的价值投入流通。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生息

的货币资本已经是以资本的发展为前提的。资本关系在它能够以

它的特殊形式出现之前必须已经完全形成。在这里，价值自行增殖

的本性作为同价值连生在一起的东西事先就已存在了，因而一定

的价值额能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以一定的条件出售即出让给第

三者。同样，这时利息也就只是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形式和

分支，剩余价值后来分为构成各种不同收入的不同形式，如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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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利息。因而，关于利息大小等等的一切问题，也就是现有的剩

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类的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在这里，一般

形式的剩余价值的存在是前提。

要使货币或商品，使一定的价值额能作为资本贷出，资本必须

在下面这种程度上事先成为特殊的自乘的价值形式：就象货币和

商品对于资本来说是物质要素一样，在这里，资本的价值形式事先

就是货币和商品共同的固有属性，因而货币或商品能够作为资本

转交给第三者，因为商品或货币作为资本不是在流通中发展起来

的，而是作为现成的资本，可能的资本，作为也具有特殊的转让形

式的特殊商品，才能投入流通的。

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基础上，生息资本表现为派生

的、第二级的形式。

第二，就象一般货币表现为资本形成的起点一样，生息货币表

现为生息资本的最初的形式，因为价值首先在货币中获得独立的

存在，因而，货币的增加首先表现为价值本身的增加，而货币是一

种尺度，最初用以衡量所有商品的价值，后来用以衡量价值的自行

增殖。这样，货币能够为生产的目的而贷出，也就是说，在形式上作

为资本贷出，虽然资本还没有支配生产，还并不存在资本主义生

产，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不论是奴隶制基础

上的生产，还是超额收益归地主所有（如在亚洲和封建时期），还是

手工业或农民经济等等。可见，这种生息货币资本形式，如同商人

财产一样，并不取决于生产阶段的发展（唯一的前提是商品流通已

发展到货币的形成），因此，在历史上，这种资本形式在资本主义生

产发展以前就出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它只构成派生的

形式。就象商人财产一样，生息资本只需要是形式上的资本，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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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种职能的资本，它在资本支配生产以前就能以这种职能

存在，而只有支配生产的资本才是历史上特殊社会生产方式的基

础。

［Ⅰ—１４］第三，货币（正如商品一样）也可以为了买而被贷出，

但不是为了生产地使用它们，而是为了消费，花掉。在这种情况下，

不会形成剩余价值，只会发生现有价值的重新分配，转移。

第四，货币可以为了支付而被贷出，可以作为支付手段而被贷

出。如果货币用于偿还消费债务，那么，这就同第三点所说的一样，

所不同的只是，在第三点，借入货币是为了购买使用价值，而在这

里是用来支付消费了的使用价值。

但是支付也可以是资本流通过程所需要的行为。贴现。对这

种情况的考察属于信用学说。

说了这些题外话后，再回到本题。

在研究资本时重要的是要牢牢地记住：作为我们出发点的唯

一的前提，即唯一的材料，是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是商品和货币，

而个人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相对立。第二个前提是，商品在流通过

程中所经历的形式变换只是形式上的，这就是说，任何形式的价值

始终不变，商品一次作为使用价值存在，另一次作为货币存在，但

它的价值量没有改变，因而，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按照它所包含

的劳动时间来买卖的，换句话说，只是等价物相交换。

诚然，如果考察一下Ｗ—Ｇ—Ｗ 形式，那么，价值在这种形式

中也保存了自己。价值先以商品形式存在，然后以货币形式存在，

最后又以商品形式存在。例如，一吨铁的价格３镑，然后这３镑就

作为货币存在，最后又作为价格３镑的小麦存在。３镑的价值量在

这个过程中被保存下来，但是小麦现在作为使用价值却脱离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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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进入消费，从而这个价值就消失了。虽然在这里，当商品处于流

通中时，价值被保存下来，但这只是形式上的表现而已。［Ⅰ—１４］

（ｃ）资本与劳动力１４之间的交换

［Ⅰ—１５］在Ｇ—Ｗ—Ｇ过程中，当价值（某一价值额）处于流

通中时，也就是当它交替地采取商品和货币形式时，它必定保存自

己并且有所增加。流通不应当只是形式变换，而应当提高价值量，

给现有的价值追加新的价值或剩余价值。价值作为资本应当好象

是二次幂的价值，是自乘的价值。

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物化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中的无差别的社会

劳动量，即商品中体现的、消耗的劳动量。这个劳动量的大小由时

间来计量，即由生产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因而物化在使用价值中的

劳动时间来计量。

货币和商品的区别只是这种物化劳动所表现的形式。在货币

上，物化劳动表现为社会（一般）劳动，因此它可以直接同包含同样

多的劳动的任何商品相交换。包含在商品中的交换价值或物化在

其中的劳动只表现在商品的价格上，即同货币的等式上；只是观念

地表现在货币上（货币材料和价值尺度）。但是，这两种形式都是同

一个价值量的形式，而按其实体来看，它们是同一个物化劳动量的

形式，也就是说都是物化劳动。（我们已经知道１５，货币在国内流通

中，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都可用价值符号即货币本身的符号

来代替。这丝毫不会改变问题的本质，因为这个符号代表同一个价

值，代表货币中所包含的同量劳动时间。）

在Ｇ—Ｗ—Ｇ运动中，在资本的概念上，是从货币出发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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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非是说，是从商品中包含的价值或劳动所采取的独立形式出发

的；是从劳动时间作为一般劳动时间的存在（与它最初所体现的使

用价值无关的）形式出发的。价值，不论是货币形式还是商品形式，

都是物化的劳动量。在货币转化为商品或者商品转化为货币时，价

值只是改变自己的形式，但既不改变自己的实体（物化劳动），也不

改变自己的量，即一定量的物化劳动。因此，一切商品都只是在形

式上不同于货币，货币只是商品在流通中和为了流通而采取的特

殊存在形式。作为物化劳动，货币和商品是同一个东西，都是价值，

而形式变换——即这一价值时而作为货币，时而作为商品存在

——按照前提对于资本是无关紧要的；这个前提就是，资本是以这

任何一种形式保存自己的价值；没有这个前提，货币和价值就根本

不能成为资本。这必然只是同一内容的形式变换。

唯一与物化劳动相对立的是非物化劳动，活劳动。前者是存在

于空间的劳动，后者是存在于时间中的劳动；前者是过去的劳动，

后者是现在的劳动；前者体现在使用价值中，后者作为人的活动进

行着，因而还只处于它物化的过程中；前者是价值，后者创造价值。

如果现有的价值与创造价值的活动，即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简言

之，货币与劳动相交换，那么，看来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可以通过这

一交换过程，使现有的价值保存或者增大。我们假定货币所有者购

买劳动，就是说，卖者出售的不是商品，而是劳动。用以上考察过的

只有商品所有者彼此对立的商品流通的关系，是不能说明［Ⅰ—

１６］活劳动与物化劳动之间的关系的。我们暂且不提关于后面这种

关系的存在条件的问题，而干脆假定这种存在是事实。我们的货币

所有者的目的，只是要通过购买劳动来增大属于他的价值。因而，

购买什么样的特殊劳动，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他只是必须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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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特殊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也就是说，一种特殊的劳动，例如

麻布织工的劳动。而关于这种劳动的价值，或者说，这种劳动的价

值究竟如何确定，我们还一无所知。［Ⅰ—１６］

［Ⅰ—１７］因此很清楚，一定的劳动量通过它一次以货币形式

存在（货币是衡量其他一切商品价值的商品），另一次以任何别的

使用价值存在，换句话说，通过它一次以货币形式，另一次以商品

形式存在，并不能改变、更不能增加它的价值。甚至不能想象，一定

的价值额即一定量的物化劳动本身怎样会通过这种形式变换来保

存自己。在货币形式上，商品的价值，或者说商品本身（就它是交换

价值，是一定量的物化劳动而言），存在于它的不变形式中。货币形

式正是保存，保藏作为价值或作为一定量的物化劳动的商品价值

的形式。如果我把货币转变成商品，那么我就是把价值从它被保存

的形式转化为它不被保存的形式，因而在为卖而买的运动中价值

由它的不变形式转化为它不被保存的形式，以便后来再重新转化

为货币，即转化为不变的形式——这种转化在流通中可能成功，也

可能失败。但是，其结果将会是：不论在这一过程后还是在这一过

程前，我所拥有的价值额即物化劳动，作为一定的货币额，仍存在

于不变形式中。这完全是一种毫无用处甚至毫无意义的行为。如

果我把货币本身抓住不放，那么，货币就成了贮藏货币，就没有使

用价值，并且只是因为不作为交换价值起作用，才作为交换价值被

保存下来，硬化为交换价值；这是由于交换价值在流通之外被保

存，它对流通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另一方面，在商品形式中，价值同

包含着价值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使用价值是暂时的东西，它本身

仅仅通过自然的物质变换就会被消灭。但是，如果价值真正被作为

使用价值来使用，来消费，那么，其中包含的交换价值也将同使用

４３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价值一起消失。

价值的增加无非就是物化劳动的增加，但是，只有通过活劳

动，才能保存或增加物化劳动。［Ⅰ—１７］

［Ⅰ—１８］价值，即存在于货币形式中的物化劳动，只有通过同

这样一种商品相交换才能增大：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在于增

加交换价值，这种商品的消费就等于价值的创造或劳动的物化。

（总之，对于应当增殖的价值来说，除了商品的使用本身是创造价

值，能用来增加价值外，任何商品都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而只有

活的劳动能力具有这样的使用价值。因此，价值即货币只有同活的

劳动能力相交换才能转化为资本。货币转化为资本，一方面需要它

同劳动能力交换，另一方面需要它同作为劳动能力物化的前提的

物的条件相交换。

在这里，我们是以商品流通的原理为依据的，按照这个原理，

在彼此只有买者和卖者差别的交换者中间，除了流通过程本身所

产生的关系外，完全没有任何从属关系。由此看来，只有在劳动能

力本身作为商品出售，也就是被它的所有者，即活的劳动能力的所

有者出售时，货币才能购买劳动能力。条件是，劳动能力的所有者

首先要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能力，能够把它作为商品来支配。为

此，他必须是自由的劳动能力所有者。否则，他就不能把劳动能力

作为商品出售。第二个条件（已包含在第一个条件中）是，他必须亲

自把他的劳动能力作为商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因为他的劳动已

不能再以任何其他的商品形式，以物化（存在于他的主体之外的）

劳动的普通使用价值的形式来进行交换，而他应提供出售的唯一

商品，就是他的活的、存在于他的活的机体中的劳动能力［Ａｒ

ｂｅｉｔｓｖｅｒｍｏｇｅｎ］。（“Ｖｅｒｍｏｇｅｎ”一词在这里决不能理解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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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应当理解为“能力”。）

要劳动能力的所有者不得不出卖他的劳动能力这种与所有其

他商品（不论它们是以商品形式还是以货币形式存在）不同的特殊

商品，而不是出卖物化着他的劳动的商品，就必须具有这样的前

提：他没有，即丧失了实现他劳动能力的物的条件，相反地，这些条

件，作为财富世界，作为物质财富世界，隶属于他人的意志，在流通

中作为商品所有者的财产，作为别人的财产，异化地与劳动能力所

有者相对立。什么是他实现其劳动能力的条件，或者说，作为实现

在某一使用价值中的活动的劳动即劳动过程的物的条件是什么，

这一点以后将详细地阐明。

因此，如果用货币交换活的劳动能力，或者说，向劳动能力所

有者购买活的劳动能力，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那么，只有在

货币所有者在商品市场上，在流通内部找到自由的工人时，货币才

能转化为资本，或者说，货币所有者才能转化为资本家。这里所谓

自由，一方面，是指工人支配他作为商品的劳动能力，另一方面是

指他不支配任何别的商品，一贫如洗，没有任何实现他劳动能力所

必需的物的条件，因而，正如货币所有者作为物化劳动、自行保存

的价值的主体和承担者是资本家一样，工人同样也只是他本身劳

动能力的主体、人格化。

但是这种自由的工人本身——从而货币所有者和劳动能力所

有者之间，资本和劳动之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显然是

已往历史发展的产物，结果，是许多经济变革的总结，要以其他社

会生产关系的灭亡和社会劳动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前提。与这

种关系的前提同时［Ⅰ—１９］产生的一定的历史条件，在下面分析

这种关系时自然会说清楚。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是：在流通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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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找到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的自由的工人或卖者。因此，

资本关系的形成从一开始就表示，资本关系只有在社会的经济发

展即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的历史阶段上才能出

现。它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历史上一定的经济关系，表现为属于经济

发展即社会生产的一定的历史时期的关系。

作为我们出发点的，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上出现的商品，

它表现为最简单的经济关系，资产阶级财富的要素。对商品的分析

也说明了它的存在包含着一定的历史条件。例如，如果生产者把产

品只作为使用价值来生产，那么，使用价值就不会成为商品。这是

以社会成员之间历史上的一定的关系为前提的。如果我们现在进

一步研究，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产品才普遍作为商品来生产，或者

说，究竟在什么条件下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才表现为一切产品的

一般的、必然的形式，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只有在历史上特定的

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但是这样的考

察就超出了对商品本身分析的范围，因为我们在分析商品时所研

究的只是产品，即以商品形式出现的使用价值，而不是关于每一个

产品必须在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基础上才表现为商品的问题。更确

切些说，我们是从这一事实出发的：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商

品是财富的这种一般的、基本的形式。但是，商品生产从而商品流

通也能够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产生，或者在同一个共同体的不同

机构之间产生，虽然绝大部分产品是为了直接满足自身的需要，即

作为使用价值来生产的，因而从来不采取商品的形式。另一方面，

货币流通从而货币在其不同的基本职能和形式上的发展，也只能

以商品流通本身（即使以不太发展的商品流通）为前提。诚然，这也

是一个历史的前提，但是由于商品的本性，这个前提可以在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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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过程的极不相同的阶段上得到实现。对某些货币形式，例如对货

币作为贮藏货币和作为支付手段的发展作进一步的考察，就会表

明社会生产过程的极不相同的历史阶段，表明只是由于货币的这

些不同的职能形式而产生的历史差别；仅仅贮藏货币形式或支付

手段形式的货币的存在，也同样表明它们属于任何稍微发达的商

品流通阶段，因而不只局限于某个一定的生产时期，而是资产阶级

以前的生产过程阶段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所固有的。但是，资本一开

始就作为这样一种关系出现的：它只能是某一历史过程的结果，是

社会生产方式中某一时期的基础。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劳动能力本身和与它相对立的货币

形式的商品的不同之处，或者说和物化劳动即价值的不同之处，这

种价值已人格化为货币所有者或资本家，在这种人格上已成为自

我意志，成为自为的存在１６、有意识的目的本身。

一方面，劳动能力表现为绝对的贫困，因为整个物质财富世界

以及物质财富的一般形式即交换价值，都作为别人的商品和别人

的货币与它相对立，而劳动能力本身只是工人活的机体中存在的

和具有的从事劳动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却与实现劳动能力

的一切物的条件，即同它本身的现实性完全分离了，失去了这些条

件而独立地存在着。既然从事劳动，完成实际的劳动过程，真正实

现劳动所必需的一切物的条件，也就是说，使劳动物化的一切条

件，形成了劳动能力和实际劳动之间的中介，那么，可以把它们都

称为劳动资料。劳动能力要作为特殊的因素［Ⅰ—２０］与货币所有

者和商品所有者所代表的物化劳动相对立，即要与和它相对的人

格化为资本家的价值相对立，要以一个必须把自己的劳动能力本

身作为商品来出售的独立的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它就必须是被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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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了劳动资料的劳动能力。既然实际劳动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而占有自然因素，是促成人和自然间的物质变换的活动，那么，劳

动能力由于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即被剥夺了通过劳动占有自然因素

所需的物的条件，它也就被剥夺了生活资料。因为，正如以前我们

所已经知道的１７，商品的使用价值一般可以指生活资料。因此，被

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困本身，工人作

为只是劳动能力的人格化，他有实际的需要，但他为满足他的需要

进行的活动却只是丧失了物的条件的，仅仅包含在他自己的主体

中的能力（可能性）。工人本身，按其概念是贫民，是这种单独存在

的、与物的条件相脱离的能力的化身和承担者。

另一方面，因为物质财富，使用价值世界只是由自然物质构成

的，这些自然物质通过劳动改变了形态，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劳动

才被占有，而这种财富的社会形式即交换价值，无非是包含在使用

价值中的物化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形式；又因为劳动能力的使用价

值，它的实际使用，是劳动本身，也就是媒介使用价值和创造交换

价值的活动；所以，劳动能力也是物质财富的一般可能性，是具有

交换价值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的财富的唯一源泉。价值作为物化

劳动，其实只是劳动能力的物化的活动。因此，如果作为资本关系

出发点的前提是，货币或商品所有者在流通中总是能找到这样一

部分人，他们只是劳动能力的人格化，是劳动者，因而不断地把自

己的劳动能力作为商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因而使物化劳动得以

保存并增大，也就是使价值得以保存并增大，那么，这个似乎是现

代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的怪论，是从事物的本性得出来的。一方

面，现代政治经济学宣扬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不论是在财富的物质

内容上还是在它的社会形式上，也就是说，不论它是作为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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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作为交换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又宣扬工人的绝对贫困的必然

性，这种贫困无非是说，劳动能力是工人唯一能出售的商品，工人

只是作为劳动能力与物质的、实际的财富相对立。这个矛盾之所以

产生，是由于价值，不论它表现为商品形式或货币形式，都与作为

特殊商品的劳动能力本身相对立。

另一个对立是，与作为物化劳动的货币（或价值）相反，劳动能

力表现为活的主体的能力，前者是过去的、以前进行的劳动，后者

是将来的劳动，它的存在只能是活的活动，是活的主体本身在一定

时期内现有的活动。

在资本家看来，价值本身作为物化劳动，在货币上具有社会

的、普遍有效的即一般的存在，对于价值来说，任何特殊的存在形

式，也就是任何特殊商品在使用价值上的存在，都只是特殊的、无

关紧要的体现，因而，价值是抽象的财富，同样，在只作为劳动能力

人格化的工人身上与资本家相对立的，是劳动一般即财富的一般

可能性、创造价值的活动（作为一种能力），而不论资本购买的是哪

种特殊的实际劳动。劳动能力的这种特殊方式只有在它的使用价

值是一般劳动的物化，即创造价值的活动的时候，才有意义。工人

只是作为劳动能力，只是作为工人同代表价值本身的资本家相对

立，因而自行增殖的价值，即自行增殖的物化劳动与创造价值的活

的劳动能力之间的对立，［Ⅰ—２１］是这种关系的实质和真正的内

容。两者作为资本和劳动，作为资本家和工人互相对立着。这种抽

象的对立可以在例如行会工业中看到，在那里，师傅和帮工之间的

关系具有完全不同的规定。｛这一点，也许整个这一节，只应在《资

本和雇佣劳动》这一篇中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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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劳动能力的价值。最低限度的

工资或平均工资    

  劳动能力作为使用价值，与其他一切商品的使用价值有特殊

的区别。这个区别首先在于，它作为单纯的能力存在于卖者即工人

的活的机体中；其次在于，它不同于其他一切使用价值的根本特征

是，它的使用价值——它作为使用价值的真正实现，即它的消费

——是劳动本身，即交换价值的实体；劳动能力是创造交换价值本

身的实体，劳动能力的实际使用，即消费，就是交换价值的设定。创

造交换价值就是它特有的使用价值。

但是，劳动能力本身作为商品具有交换价值。这个价值是怎么

确定的呢？如果从交换价值的观点来考察商品，那么，商品总是被

看作创造其使用价值所需要的生产活动的结果。商品的交换价值

等于商品中所消耗的、物化的劳动量，后者的尺度是劳动时间本

身。任何商品同其他商品作为交换价值只有量的差别，而按它们实

体则都是一定量的社会平均劳动，是在既定的一般生产条件下生

产或再生产这一定的使用价值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可见，劳动能

力的价值，如同其他任何使用价值的价值一样，也等于耗费在劳动

能力上的劳动量，即（在既定的一般生产条件下）生产劳动能力所

必需的劳动时间。劳动能力只作为劳动者活的机体的能力而存在。

一旦劳动能力作为既定的前提而存在，它的生产就同一切有生命

的东西一样，归结为再生产，归结为维持。

因此，劳动能力的价值首先归结为维持劳动能力所必需的生

活资料的价值。所谓维持劳动能力，是指维持工人作为工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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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使他今天劳动了，明天还能在同样的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

其次，工人在发挥他的劳动能力之前，在他能够劳动之前，他

必须生活。因此，如果说，货币发展成为资本，即产生资本关系的前

提是，资本必须不断地在市场上，在流通中找到出卖自己劳动能力

的人，那么，工人——因为他总是要死的——必须得到足够的生活

资料，除了作为他本身的生活资料之外，还能够用来繁殖、增加工

人的后代，或者至少使他们保持在现有的水平上，这样才能使因丧

失能力或死亡而退出市场的劳动能力得到新的补充。换句话说，工

人必须得到足够的生活资料来抚养他们的子女，直至他们的子女

能够作为工人独立生活为止。工人要发挥一定的劳动能力，要改变

他的一般的天然才能，使它能够完成一定的劳动，他就得受训练和

学习，也就是必须受教育，而按他所学的生产劳动的特殊种类或多

或少地必须支付教育费用，因而这种费用也列入劳动能力的生产

费用。在阐明［Ⅰ—２２］各特殊劳动部门中［劳动能力的］各种不同

价值时，对这种费用的考察是很重要的，而在这里我们只是研究资

本和劳动的一般关系时，这种考察却是无关紧要的。我们这里研究

的是普通的平均劳动，或者说，把任何劳动看作只是这种平均劳动

的指数，而对这种平均劳动的教育费是微不足道的。但不管怎样，

教育费，即发展工人的天然能力，使他具有在一定劳动部门工作的

能力和技巧所必需的费用，在任何情况下都包括在工人为培养新

的劳动能力——自己的子女来接替自己所需的生活资料中。这些

费用是工人繁殖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组成部分。

可见，劳动能力的价值归结为工人为了维持自己，作为工人而

生活并且繁殖下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又归结

为由于生产那些维持和繁殖劳动能力所需的生活资料或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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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必须花费的一定的劳动时间，即耗费的一定量劳动。

维持或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一切生活资料都可归结为商

品，而商品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具有较大或较小的价值，也就

是说，它们的生产需要较短或较长的劳动时间，因而同一些使用价

值包含着较多或较少的物化劳动时间。因此，为维持劳动能力所必

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是会发生变化的，但是，它总是由于生产那些

维持和再生产劳动能力所需的生活资料而必须耗费的劳动量来准

确地计量的，或者说是由维持或再生产劳动能力本身所必需的劳

动量来准确地计量的。这需要多少劳动时间是有变化的，但是始终

存在着一定的——或多或少的——劳动时间，这部分劳动时间是

为了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须花费的并且应该把劳动能力的活的存

在本身看作是这部分劳动时间的物化。

工人作为工人而生活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在不同的国家，不同

的文明状况下当然是不同的。衣、食、住和取暖这些自然需要本身

的多少，取决于不同的气候。同样，因为所谓的第一生活需要的数

量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文明状况，

也就是说，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所以，在某一国家或某一时

期属于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东西，但在另一国家或另一时期却不是

必要的生活资料。但这——我指的是这些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范围

——在一定的国家，一定的时期，却是一定的。

即使比较一下同一个国家内资产阶级时期的各个不同时代，

劳动的价值的水平也是有涨落的。所以，劳动能力的市场价格时而

高于，时而又低于劳动能力的价值水平。这也适用于其他一切商

品，而且在这里是一种无关紧要的情况，因为作为我们出发点的前

提是：商品作为等价物互相交换，也就是说，在流通中实现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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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商品的价值完全如同劳动能力的价值一样，实际上表现为

商品的平均价格，时跌时涨的市场价格在平均价格中拉平，因而商

品的价值在市场价格本身的波动中实现、确立。）关于工人需要水

平的变动问题，以及关于劳动能力的市场价格围绕这个水平上下

涨落的问题都属于工资学说，不属于这里研究一般资本关系的范

围。在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中将表明，不管工人的需要水平较

高还是较低，对研究结果来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唯一重要的事情

是，要把这个水平看作是已知的、一定的。一切不是同这个水平的

一定的量而是同它的变量有关的问题，属于［Ⅰ—２３］对雇佣劳动

的专门研究，而不涉及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一般关系。此外，任何资

本家，例如创办工厂和企业的资本家，在他创办的地方和时候，必

然把工资看作是一定的。

｛“如果降低维持人的生活的食物和衣服的自然价格，从而减少人所必需

的生有资料的生产费用，尽管对工人的需求可能大大增加，工资最后还是会

降低。”（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４６０页）｝

｛“劳动的自然价格是使工人大体上说能够生存下去并且能够在人数上

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代所必需的价格。工人养活自己及其家庭的能力……不

取决于他所得到的作为工资的货币的数量，而取决于用货币所能买到的食

物、必需品和舒适品的数量。因而劳动的自然价格取决于食物、必需品和舒适

品的价格…… 随着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劳动的自然价格也上

涨；随着这些东西的价格下降，劳动的自然价格也下降。”（同上，第８６页）｝

｛英国的１配克（谷物容量单位）等于１
４蒲式耳。８蒲式耳为１

夸特。标准的１蒲式耳等于２２１８１
５立方英寸，直径为１９

１
２英寸，

高度为８１
４英寸。马尔萨斯说：

“把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以来共五百年的谷物的价格和工资对照一下，

就可以看出，在英国，一个工作日的工资经常低于１配克小麦，而不是高于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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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克小麦；１配克小麦是一个中间点，但是，它比表现为小麦的工资随供求上

下波动所围绕的中心点要高。”（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６年伦敦第２

版第２４０、２５４页）｝

如果构成工人主要生活资料的较高级和较贵重的商品，被较

低级的商品所代替，例如，谷物、小麦代替了肉，或者马铃薯代替了

小麦和黑麦，那么，劳动能力的价值水平自然要降低，因为他的需

要水平降低了。但是，在我们的研究中将到处假定，生活资料的数

量和质量，从而需要的范围，在任何一定的文明阶段从来没有降低

过，因为研究劳动能力的价值水平本身的提高和降低（尤其是它的

人为的降低），丝毫也不影响对一般关系的考察。

例如，在苏格兰，有许多家庭整月整月地都吃只加盐和水的燕

麦面和大麦面，而不吃小麦和黑麦，而且生活得“很舒适”（“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ｖｅｒｙ 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ｙ”），这是伊登在他的著作（《贫民的状况，

或英国劳动者阶级从征服时期到现在的历史》三卷集１７９７年伦敦

版第１卷第２篇第２章［第５０３页］）中这样说的。

上世纪末，一位可笑的慈善家，名列贵族的美国人朗福德伯

爵，为了人为地降低劳动能力的价值水平而绞尽脑汁。他的《论文

集》１８就是一部绝妙的食谱，其中全是制作各种最便宜的粗食品的

方法，用以代替现在工人日常的昂贵食品。按照这位“哲学家”的方

法制作的最便宜的食物是用大麦、玉米、胡椒、盐、醋、青菜、４条青

鱼和８加仑水做成的汤。伊登在这本书中竭力向贫民习艺所的主

管人推荐这一道美餐：大麦５磅，玉米５磅，青鱼３便士，盐１便

士，醋１便士，胡椒和青菜２便士，总计２０３
４便士，可以做成供６４

个人喝的汤，如果谷物的价格中常，汤的费用还可以降低到每人合

１
４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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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凭双手和勤劳的普通工人，除了能够把他的劳动出卖给别人以外，

就一无所有…… 在一切劳动部门，工人的工资都必定是，而实际上也是限

于维持他的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

载于１７６６年德尔新编《杜尔哥全集》１８４４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１０页）｝［Ⅰ—

２３］

［Ⅰ—２６］｛对第２３页的补充。一方面，只要生活资料的价值或

满足它们的方式降低了，就有可能降低劳动能力的价值水平，因为

较便宜的和较低劣的生活资料代替了较好的生活资料，或者说，生

活资料的范围和数量缩小了。另一方面，由于这个平均水平包括了

对儿童和妇女的赡养，这个水平还会降低，因为儿童和妇女被迫工

作，甚至儿童正当发育的时期就去做工。这一情况以及其他一切与

劳动的价值水平有关的情况，我们都撇开不管。我们不妨假定资本

不干最卑鄙龌龊的勾当而能够公平办事。｝［Ⅰ—２６］

［Ⅰ—２６］｛通过简化劳动把学习时间尽量压缩到零，或者说缩

减学习费用，同样能够使劳动能力的价值水平降低。｝

｛这里可以引用辉格党献媚者马考莱著作中关于儿童很小就

当工人受剥削的那一段话１９。这一段很能说明记载历史的独特方

法（也可以说明经济领域中的独特观点），这种方法诚然不是“过去

时代的赞颂者”①，但只敢向后看，看遥远的过去。关于十七世纪工

厂中童工劳动情况的叙述与此相似。但是关于历史过程或机器等

等那一段写得较好。见１８５６年工厂报告。｝［Ⅰ—２６］

［Ⅰ—２４］劳动能力的价值规定对于认识以劳动能力的出卖为

基础的资本关系当然是最重要的。因此，首先必须解决这种商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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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是如何规定的，因为资本关系中本质的东西是：劳动能力是作

为商品提供的，而作为商品，它的交换价值的规定是决定性的。因

为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是由维持和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生活

资料即使用价值的价值或价格确定的，所以，尽管重农学派很少了

解一般价值的本质，但他们总的来说能够正确地了解劳动能力的

价值。因而在确立第一个关于一般资本的合理概念的重农学派那

里，由平均生活需要决定的工资起着主要的作用。

｛赛·贝利在他匿名出版的著作《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

的批判研究》（１８２５年伦敦版）中——它是完全针对李嘉图的价值

理论的——谈到李嘉图的劳动能力价值的规定时指出：

“李嘉图相当机智地避开了一个困难，这个困难乍看起来似乎会推翻他

的关于价值取决于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的理论。如果严格地坚持这个原

则，就会得出结论说，劳动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这显

然是荒谬的。因此，李嘉图用了一个巧妙的手法，使劳动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工

资所需要的劳动量；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劳动的价值应当由生产工资所

必需的劳动量来估量；他这里指的是为生产付给工人的货币和商品所必需的

劳动量。那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呢绒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呢绒所花费的劳动量

来估量，而是由生产用呢绒换得的银所花费的劳动量来估量。”（第５０—５１

页）

在这一论战中唯一正确的地方，是指出了这样一点，即在李嘉

图看来，资本家用他的货币直接购买的是劳动，而不是对劳动能力

的支配权。劳动本身不直接是商品，因为商品必须是物化的，花费

在使用价值中的劳动。李嘉图没有把作为工人出卖的商品的劳动

能力即具有一定的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同只是作为这种劳动能力

的实际使用的劳动加以区别，因此，他不能（撇开贝利所强调指出

的活劳动不能由生产它所花费的劳动量来估价这一矛盾不说）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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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怎么会产生剩余价值，也不能说明资本家作为工资付给工人的

劳动量与资本家用这个物化劳动量购买的活劳动量之间的不相

等。除此而外，贝利的评论是不高明的。正如劳动能力的价格包含

着通过物质变换进入劳动能力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一样，布的价格

同样包含着消耗在布上的棉纱的价格。但是，贝利如果规定动物的

价值，就会注意到，有生命的有机物的再生产不取决于直接用在它

身上的劳动，即花在它身上的劳动，而取决于它所消费的生活资料

（而这也是再生产它的一种方式）的价格，他甚至在机器的例子上

也会看到这一点，因为机器的价值中包括它所消费的煤、润滑油以

及其他辅助材料的价值。因为劳动不只限于维持活的机体，而且必

须是直接改变劳动能力本身，使它发展到具有某种技巧的特殊劳

动，所以，就象在复杂的劳动中一样，这种特殊劳动也包括在劳动

的价值中，并且在这个场合它是直接消耗在工人身上，耗费在工人

的生产上的劳动。此外，贝利的机智只归结为：有机物的再生产上

所花的劳动，是花在有机体所需的生活资料上而不是直接花在有

机体本身上的，因为，通过消费而占有这些生活资料，不是劳动，而

是享受。｝

［Ⅰ—２５］生活必需品是每天更新的。例如，假定一年中工人能

作为工人而生活，能维持他自己的劳动能力所需的生活必需品是

多少，它的交换价值是多少，即这些生活资料中所花费的物化了的

劳动时间量是多少，那么算算一年的日数，就可以知道工人全年生

活中他每天平均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及其价值，就可以知道

他的劳动能力一天的价值，或者说使劳动能力能在第二天继续作

为活的劳动能力而存在，即把它再生产出来所需要的一天生活资

料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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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资料的消费有快有慢。例如，每天充作食物的使用价值是

天天要消耗掉的，同样，例如，充作取暖、洗涤（肥皂）和照明用的使

用价值也是天天要消耗掉的。而另一些必需的生活资料，如衣服和

住宅则相反，尽管它们每天消费和使用，但是损耗较慢。有一些生

活资料必须每天重新购买，每天更新（补充），而另一些生活资料如

衣服，虽然是每天都必须使用，但因为它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持

续充作使用价值，直到最后损坏，不能再使用，因而它只须隔一较

长时期再添置或更新。

假定工人作为工人生活下去每天必须消费的生活资料的总量

等于Ａ，那么，３６５天的生活资料的总量就等于３６５Ａ。再假定他所

需要的、每年只需要更新即重新购买三次的所有其他生活资料的

数量等于Ｂ，那么，他全年只需要３Ｂ。因此，他全年的需要共计

３６５Ａ＋３Ｂ；而一天的需要为
３６５Ａ＋３Ｂ
３６５ 。这就是工人每天平均需要的

生活资料的量，它的价值就是工人劳动能力的日价值，也就是以全

年总天数计算他每天为了购买维持他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生活资

料而需要的价值。

（如果一年按３６５天计算，那么，其中有５２个星期日，还剩下

３１３个工作日；可以平均计算为３１０个工作日。）如果现在３６５Ａ＋３Ｂ３６５

的价值是１塔勒，那么，工人劳动能力的日价值就是１塔勒。工人

必须每天挣得这么多钱，他才能在全年中一天一天地生活下去，有

些商品的使用价值并非每天更新，丝毫也不会改变这一点。因此，

已知全年生活必需品的数量，然后算出它们的价值或价格，再由此

算出每天的平均量，即用３６５除这全部价值或价格，这样，我们就

得到一个工人的平均生活必需品的价值，或者说他的劳动能力的

平均日价值。（工人一年中必需的生活资料，即３６５Ａ＋３Ｂ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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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３６５塔勒，那么，他每天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是
３６５Ａ＋３Ｂ
３６５ ＝

３６５
３６５＝

１塔勒。）

货币和劳动能力相交换。虽然劳动能力具有特殊性质因而是

特殊商品，——正如货币也是商品一般，但它是特殊商品（不过货

币的特殊性质是由一切商品与某种独特的商品的关系产生的；而

劳动能力的特殊性质是由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本性产生

的），——但它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１）是一种使用价值，是一定的

物品，它的使用是满足特殊的需要；（２）具有交换价值，也就是说，

作为物品，作为使用价值的劳动能力中包含着即物化着一定量的

劳动。作为劳动时间的物化，劳动能力是价值。它的价值量是由花

费在其中的劳动量确定的。这个价值表现在货币上就是劳动能力

的价格。因为这里作为我们出发点的前提是，［Ⅰ—２６］一切商品都

是按其价值出售的，所以，价格与价值的区别只在于：价格是以货

币材料来估价、衡量或表现的价值。因此，商品按照它的价格出售，

也就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同样，这里所说的劳动能力的价格无非

是指劳动能力在货币上表现出来的价值。因此，如果支付了劳动能

力维持一天或一星期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也就是支付了劳

动能力的一天或一星期的价值。然而，劳动能力的这个价格或价值

不仅仅是由它每天全部消费掉的生活资料确定的，而且也是由例

如衣服这样的生活资料确定的，这种生活资料虽然天天使用，但并

不是每天都消费掉，每天要更新，而只要在一段时期以后再更新或

更换。即使所有与衣服有关的物品一年才损坏一次（添置吃饭喝茶

用的器皿不象添置衣服那样快，因为它们并不是那样快就损坏，

床、桌、椅等家具更是这样），但是在整整一年中，这些衣物的价值

终究花费在维持劳动能力上，所以工人在一年后必须有能力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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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衣物进行替换。因此，工人每天的平均收入必须在扣除了他每天

的消费支出后还有足够的剩余，使他能够在一年后用新衣服来替

换破衣服，也就是说，即使不是每天补偿一件上衣的某个一定部

分，也是每天补偿它的价值的相应部分。因此，既然劳动能力的维

持是不能间断的，而这是资本关系中的前提，所以劳动能力的维持

不仅仅由每天消费掉的从而在第二天得到更新的，即必须补偿的

生活资料的价格来确定，而且还包括着那些每天使用的、但在较长

的时期以后才需要补偿的生活资料的日平均价格。问题只是这些

生活资料在支付上的不同。例如上衣这样的使用价值必须整个地

购买，作为整体来使用。上衣是通过每天储存劳动价格的１
２来支付

的。［Ⅰ—２６］

［Ⅰ—２６］因为劳动能力只作为工人活的机体内的本领、才能、

能力而存在，所以，维持劳动能力无非就是维持工人本身，使他在

一定程度上具有实现其劳动能力所必需的体力、健康、一般生活能

力。［Ⅰ—２６］

［Ⅰ—２７］因此，必须明确指出：

工人在流通范围内在市场上所供出售的商品、即他不得不出

售的商品，是他自己的劳动能力，它与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就它是

使用价值来说，它具有物的存在，虽然它在这里只是活的个体（显

然，这里用不着说头和手都属于身体）本身的才能、能力。但是，这

一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职能，即它作为使用价值的消费、使用，在

于劳动本身，正如小麦一样，只有当它在饮食过程中被消费即作为

营养品起作用时，它才实际上执行了使用价值的职能。

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和任何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一样，只有

在它的消费过程中，也就是说，只有在它从卖者手中转入买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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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才会实现，但是，它的使用价值，除了它是买者的动机外，与卖

的过程本身毫无关系。此外，这种使用价值，在它被消费之前是作

为劳动能力而存在的，它具有的交换价值，与其他别的商品的交换

价值一样，都等于它所包含的从而再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而

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由为了生产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

活资料而需要的劳动时间来精确衡量的。因为时间是生命本身的

尺度，就如重量是衡量金属的尺度一样，所以，工人劳动能力的日

价值就是维持工人一天生活平均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劳动能力

每天再生产自身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或者在这里同样也可以说，是

劳动能力在相同的条件下维持自身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上面已

经说过，决定这些条件的，不是纯粹的自然需要，而是历史上随着

一定的文化水平而发生变化的自然需要。

以货币表现的劳动能力的这种价值就是它的价格，我们假定

对这个价格进行了支付，因为我们都是假定等价交换，即商品按照

它的价值出售。这个劳动价格叫做工资。与劳动能力的价值相一

致的工资是劳动能力的平均价格，就是我们所说的平均工资，也就

是所谓的最低限度的工资或劳动报酬，但是，在这里应把最低限度

理解为不是身体需要上的极限，而是比如，一年中的平均日工资，

因为在一年中劳动能力的价格是时而高于时而又低于劳动能力的

价值而得到平衡的。

劳动能力这种特殊商品的本性是：它实际的使用价值只有在

它被消费以后才实际上从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即从卖

者手中转到买者手中。劳动能力的实际使用就是劳动。但是，在

实现劳动之前，劳动能力是作为能力，只作为可能性出售的，只

是作为力出售的，只有在它让渡给买者之后这种力才真正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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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因此，由于在这里使用价值在形式上的让渡与它实际的转让

在时间上是彼此分开的，所以，买者的货币在这个交换中多半是

作为支付手段。给劳动能力的报酬是按日、按周等等支付的，但

并不是在买它的时候支付，而是在它实际消费一天、一星期等等

之后才支付的。在所有资本关系发达的国家，只有在劳动能力本

身发挥作用之后，才付给工人劳动能力的报酬。在这方面可以说，

工人到处都是按日或按周地借贷给资本家（但这与工人出卖给资

本家的商品的特殊本性有关），让资本家去使用他所出售的商品，

而只有在这种商品消费之后才得到它的交换价值或价格。｛在危机

时期甚至在一些破产的情况下可以看出，工人的信贷并不是空话，

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报酬。｝但是，这种情况最初丝毫不会改变交换

过程。价格按照契约确定，也就是说，劳动能力的价值以货币来

估价，虽然它以后才得到实现，才得到支付。因此价格的确定也

与劳动能力的价值有关，而与劳动能力因它的消费、它的实际耗

费而给它的购买者产生的产品价值无关，也与本身并不是商品的

劳动的价值无关。

［Ⅰ—２８］现在，实际上我们知道的是：想把自己的货币转化为

资本因而购买劳动能力的货币所有者支付给工人什么，他事实上

支付给工人例如工人劳动能力的日价值，与它的日价值相应的价

格，或者说日工资，因为他付给工人的货币额，等于维持劳动能力

每天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个货币额正好表示，生产这些生

活资料，也就是每天再生产劳动能力需要那么多劳动时间。

可是，我们还不知道，劳动能力的买者方面得到了什么。劳动

能力这种商品的特殊本性，以及劳动能力的买者购买这一商品的

特殊目的——即为了使他表现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代表——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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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劳动能力出售以后的活动具有特殊的本性，因此，应该对此进行

专门的考察。此外，而且极为重要的是，这一商品的特殊的使用价

值和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实现涉及到经济关系和经济的形式规定性

本身，因此也属于我们考察的范围。在这里，可以附带注意到，使用

价值最初表现为无关紧要的任意的一种物质前提。单个商品的实

际的使用价值，从而商品的特殊性，对于商品的分析是无关紧要

的。这里重要的只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一般的差别，货币

是从这种差别中发展来的（见前２０）。工人实际上卖给货币所有者

的，是对他的劳动能力的支配权，然而，情况却是货币所有者必须

按照劳动能力的本性，按照它的性质来使用劳动能力。在怎样的限

度内使用，这个问题，将在以后阐明。［Ⅰ—２８］

（ｅ）劳 动 过 程

［Ⅰ—Ａ］①在资本和劳动相交换时，应该把两个行为区别开来：

（１）劳动力的出卖。这是单纯的买和卖，是单纯的流通关系，这

同任何别的买或卖一样。在考察这种关系时，所购买的商品如何使

用或消费，是无关紧要的。

和谐论的鼓吹者企图把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归结为第一个行

为，因为这里买者和卖者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彼此对立，并没有表

现出交易的特别的、不同的性质。

（２）和资本相交换而得到的商品（劳动力）的消费，这种商品的

使用价值的利用，在这里形成一种特殊的经济关系，而在商品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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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的买和卖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就象这种使用价值的实现——消

费一样，同经济关系本身是无关的。

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中，第一个行为——交换（买和

卖）——完全属于单纯流通领域。交换双方只是作为买者和卖者彼

此对立。第二个行为是和交换本质上不同的过程。这完全是另一

个范畴。［Ⅰ—Ａ］

［Ⅰ—２８］货币所有者购买了劳动能力，也就是与劳动能力相

交换以后（购买在相互缔结契约时就已完成，即使以后才进行支

付），就把它作为使用价值进行使用，进行消费。然而，劳动能力的

实现，即它的实际使用就是活劳动本身。因此，工人出售的这种特

殊商品的消费过程，同劳动过程是一致的，或者确切地说，就是劳

动过程本身。因为劳动是工人本身的活动，是他自己劳动能力的实

现，所以他作为劳动的人，作为工人进入这个过程，并且，对于买者

来说，他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具有正在发挥作用的劳动能力的存在

以外，不具有任何其他存在。因此，这不是一个从事劳动的人，而是

活动的人格化的劳动能力即工人。富有特征意义的是，在英国，根

据工人的劳动能力借以发挥作用的主要器官——即他们自己的双

手，把工人叫做“人手”。

实际劳动是生产使用价值的、以与一定的需求相应的方式占

有自然物质的有目的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肌肉耗费多还是神经

耗费多是无关紧要的，同样，与自然物质理想化的高低程度也毫无

关系。

每种实际劳动都是特殊劳动，是与其他劳动部门不同的一种

特殊劳动部门所从事的工作。正如一种商品与另外一种商品由于

它们特殊的使用价值而各不相同一样，它们身上体现的活动即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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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特殊形式也各不相同。货币转化为资本，或者说资本的形成，

既然以发达的商品流通为前提，所以又以发达的分工为前提，这里

理解的分工是在流通的商品的多样性中所显示（表现）出的那种分

工，即表现为社会劳动的总体或整体分成各种劳动方式，表现为各

种特殊劳动方式的整体。因而，工人所从事的劳动仅仅属于一种特

殊的劳动部门，正如他的劳动能力本身是一种特殊的劳动能力一

样。在这里，劳动的一定内容或目的，从而一定的方式对我们来说

都是无关紧要的，正如在分析商品时商品的一定的物质或使用价

值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一样。买者当然总是只能购买一种特

殊的劳动，但工人在什么样的特殊劳动部门中劳动，则是无关紧要

的。这里应当注意的唯一要点是，劳动借以表现为实际过程的劳动

规定性。以后将会看到，这种对劳动的特殊内容的同等看待，不仅

是我们作出的一种抽象，而且是资本造成的抽象，它对于［Ⅰ—２９］

说明资本的特征是很重要的。｛正如考察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是商

品学的任务一样，研究实际的劳动过程是工艺学的任务。｝

我们感兴趣的只不过是劳动过程分解成的，作为劳动过程所

固有的最一般的环节。不言而喻，这些一般的环节必然产生于劳动

本身的性质。在工人出卖对他的劳动能力的支配权之前，他不可能

把劳动能力作为劳动发挥作用，不可能使劳动能力实现，因为劳动

能力与自己活动的物的条件相分离。在实际劳动过程中，这种分离

消除了。劳动能力现在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它自然就具有自己的

物的条件。这种劳动能力之所以发挥作用，是因为它与物的因素处

于接触、过程和联系中，没有这些因素，劳动能力就不可能实现。可

以把这些因素统称为劳动资料。然而劳动资料本身有必要分为被

加工的对象——我们把它叫做劳动材料——和真正的劳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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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这样一种对象（这种对象无须是一种工具，它可以是例如化学过

程），人类劳动、活动把它作为手段置于自己和劳动材料之间用来

传导人的活动。

经过仔细的分析总是会发现，在任何劳动中，都使用某种劳动

材料和劳动资料。劳动材料，即为了某种特殊需求而通过劳动去占

有的对象很可能未经人类劳动的加工天然就存在着，例如在水中

捕获的鱼，在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树木，从矿藏中开采的矿石，所以，

只有劳动资料本身才是过去人类劳动的产物。在一切可以被称为

采掘工业的部门都有这个特点，在农业中只有在开垦处女地时才

是这样。但是，正如一切有机物那样，在这里，种子既是劳动资料，

又是劳动材料，例如，畜牧业中的动物也具备这两者的作用。与此

相反，只有在经济发展的最原始的阶段，也就是在资本关系的形成

还不可想象的状态下，才会发生劳动工具无须进一步的媒介就存

在于自然界的情况。不言而喻，从事物的本性可以得出，人的劳动

能力的发展特别表现在劳动资料或者说生产工具的发展上。正是

这种发展表明，人通过在两者之间插入一个为其劳动目的而安排

规定的、并作为传导体服从于他的意志的自然物，在多大的程度上

加强了他的直接劳动对自然物的影响。

与劳动材料不同的劳动资料不仅包括生产工具、即从最简单

的工具或容器到最发达的机器体系，同时也包括物的条件，没有这

些条件，劳动过程就根本不可能进行，例如用来进行工作的房屋，

或用来播种的土地等等。它们不直接加入劳动过程，但它们是条

件，没有它们，劳动过程就不可能进行，因而它们是必要的劳

动资料。它们表现为全过程得以进行的条件，而不是表现为

过程内部起作用的因素。同样，为了使用劳动资料本身而必须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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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物质，如油、煤等等，或者会使劳动材料发生某种变化的化学

物质，如可以漂白的氯等等，也是劳动资料。在这里详细的研究没

有什么意义。        

除了原料生产以外，劳动材料本身总是已经通过了过去劳动

过程的。在一个劳动部门中表现为劳动材料，从而表现为原材料的

东西，在另一个劳动部门中表现为结果。甚至大多数被看作自然产

物的东西，如植物和动物，它们现在被人类利用，并处于重新生产

的形式，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借助人的劳动不断使

它们的形式和实体发生变化的结果。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一

个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资料是另外一个劳动过程中的劳动结果。

［Ⅰ—３０］因此，为了消费劳动能力，货币所有者只购买劳动能

力｛对它的暂时的（部分的）支配权｝是不够的，他还必须购

买劳动资料（购买的规模可大可小）：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

我们以后再来研究这个问题。这里只须注意，购买劳动能力

的货币所有者为了能够消费这种劳动能力，也就是进入实际的劳

动过程，他不得不用自己的另外一部分货币购买在流通中作为商

品流转的劳动的物的条件，只有同这些条件相结合，劳动能力才能

转入实际的劳动过程。     

货币所有者也购买商品，然而是这样的商品，它的使用价值应

由活劳动来消费，应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来消费：一部分作为应构

成劳动材料从而构成一种较高级的使用价值的要素的使用价值，

一部分作为在劳动作用于劳动材料时起传导体作用的劳动资料。

由此可见，商品（这里首先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中的

消费，意味着它们的生产消费，即只是作为手段或对象来消费，劳

动通过这些商品和在这些商品上创造出较高级的使用价值。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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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消费。

关于把自己的货币通过与劳动能力相交换而变为资本的货币

所有者，要谈的就是这些。

在实际劳动过程本身中，商品只是作为使用价值，而不是作为

交换价值存在；因为商品在实际的活劳动面前，只是作为活劳动的

条件，作为实现活劳动的手段，作为由劳动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因

素，即劳动为了在一定的使用价值中得到实现所需要的因素。例

如：亚麻织工在织的活动中和他的劳动材料麻纱打交道，在这种情

况下，他只是把麻纱作为织这种一定活动的材料，只是作为生产亚

麻产品的要素，他不是把麻纱作为具有交换价值的、以前劳动的结

果，而是把它作为现存物，他为了改变它而利用它的特性。同样，纺

织机在这里不是作为商品，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承担者，而只是作

为织的劳动资料。纺织机只是作为劳动资料在劳动过程中得到采

用和消耗。如果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尽管它们本身是商品，并且

是具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只作为劳动过程中的因素、要素与实

际劳动相对立，那么，不言而喻，它们在这个过程本身中就更不是

作为资本与劳动相对立了。实际劳动把工具作为自己的手段来占

有，把材料作为自己活动的材料来占有。实际劳动就是把这些对象

作为劳动本身的活的机体，劳动本身的器官来占有的过程。在这

里，劳动材料表现出劳动的无机性质，劳动资料表现为占有活动本

身的器官。

如果这里谈到“较高级”的使用价值，那么，不应从道德方面去

理解，甚至也不应认为新的使用价值在需求的系统中必然占有较

高的等级。准备酿酒的谷物与酒相比是较低级的使用价值。每种

使用价值，作为形成新的使用价值的要素同这种新的使用价值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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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是一种较低级的使用价值，因为它是形成新的使用价值的基本

前提，并且，使用价值越高级，组成新形成的使用价值的那些要素

所经历的劳动过程就越多；因此新使用价值的存在所经过的媒介

也就越多。

可见，劳动过程是工人从事具有一定目的的活动的过程，是他

的劳动能力即智力和体力既发生作用、又被支出和消耗的运动（通

过这种运动，工人赋予劳动材料以新的形式，因此，这种运动物化

在劳动材料中），——不管这种形式变化是化学的，还是机械的；是

通过生理过程本身的控制而发生的，还仅仅是物的位移（它的位置

的改变），或者只是物与地球的联系的分离。因此，当劳动在劳动对

象中物化时，它就改变了这个对象的形式，并且把劳动资料作为它

的器官进行使用和消费。劳动从活动的形式转入存在的形式，转入

物的形式。劳动在改变对象的同时，改变了它本身的形式。赋予形

式的活动对对象和它自己本身进行消费；它使对象的形式改变，并

使自己物化；它在自己的主体形式中作为活动消耗自己，并且消耗

对象中的物质的东西，也就是说，消除了对象对于劳动目的漠然无

视的态度。最后，劳动消费劳动资料，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资料也由

纯粹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因为它已成为劳动的实际传导体。但

是，如果劳动资料进入机械的或化学的过程，劳动资料的静止

［Ⅰ—３１］形式也同样会消失。

劳动过程的所有这三个要素：过程的主体即劳动，劳动的要素

即作为劳动作用对象的劳动材料和劳动借以作用的劳动资料，共

同组成一个中性结果——产品。在这个产品中，劳动借助劳动资料

与劳动材料相结合。产品，劳动过程结束时产生的这个中性结果，

是一种新的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完全表现为劳动过程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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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使用价值本身现在也许已经获得了可充当个人消费的生活资

料的那种最后形式；它也可以以这种形式重新成为新的劳动过程

的要素，例如，谷物可能不是被人，而是被马消费，被用于马的生

产，也就是说，这种使用价值可以作为较高级、较复杂的使用价值

的要素；或者，使用价值是一种应当在新的劳动过程中提供服务

的、已完成的劳动资料；最后，或者这种使用价值是一种尚未完成

的产品，即半成品。它还必须作为劳动材料重新进入另外的、与把

它生产出来的劳动过程不同的其他一些劳动过程（不管这一系列

的过程是多是少），并且还必须经过一系列物质的变化。但是，对于

把它生产出来的劳动过程来说，它表现为完成的最终结果，表现为

新的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的生产构成劳动过程的内容和劳动

活动的内在目的；构成对劳动能力的消耗与消费。

因此，在劳动过程中，过去的劳动过程的产品被使用，它们被

劳动所消费，以生产较高级的、也就是经过较多媒介的使用价值。

在一定的劳动过程中，劳动的物的因素只表现为实现它的物的条

件。在这种一定的劳动过程本身的范围内，使用价值的这种规定性

（即使用价值已经成为产品）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但是，这种规定性

表明各种社会劳动方式彼此之间的物质依赖性以及它们的相互补

充，从而成为社会劳动方式的一个整体。

只要对过去的劳动从其物质方面加以考察，换句话说，只要确

定在某个劳动过程中充当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使用价值本身已

经是自然物质与劳动的结合，那么，过去的、在使用价值中物化了

的具体劳动便充当了实现新的劳动的手段，或者说充当了形成新

的使用价值的手段。但是，应当确定，在什么意义上来说，在实际劳

动过程中事情是这样。例如：织机和棉纱在织的过程中得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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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由于它们对于这个过程来说具有作为织的材料和手段这样的

特性；只是由于它们对于这个特殊的劳动过程来说具有物的特性。

棉花、木材和铁通过过去的劳动，即通过本身已经是劳动和自然物

质的结合，采取了在劳动过程中提供服务，实现一定使用价值的形

式，在一种情况下采取棉纱的形式，在另外一种情况下采取织机的

形式（如同小麦是在营养过程中提供服务，实现使用价值的情况完

全一样），这种情况本身对于这个一定的劳动过程来说是无关紧要

的，在这一劳动过程中，棉花、木材和铁以一定的方式充当使用价

值，并得到某种特别的用途。但是，如果棉花、铁和木材通过以前

的、过去的劳动过程没有获得它们作为棉纱和织机所具有的形式

和特别的、可利用的属性，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因此，单纯从物质来看，从实际劳动过程本身的观点来看，一

定的过去的劳动过程表现为出现新的劳动过程的准备阶段和条

件。然而，这个新的劳动过程本身仅仅被看作生产一定使用价值的

条件，因此是从使用价值的观点来考察的。使用价值的消费与使用

价值中所包含的劳动完全无关，使用价值只是作为使用价值出现，

或者说，在消费过程中，它根据自己的属性满足了一定的需求，因

此，只有使用价值作为该物所具有的属性以及作为该物所执行的

职能才是有意义的；同样，劳动过程本身只是使用价值的一定的特

殊消费过程，是使用它们的特殊的专门方式，在劳动过程中，具有

意义的只是以前劳动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所具有的属性，只是它

们作为过去劳动的化身的存在。任何一种自然物质通过以前的劳

动而具有的属性，现在是它本身的物质的属性，它就是通过这种属

性而起作用或提供服务的。这种属性以过去的劳动为媒介，这种媒

介作用本身在产品中被扬弃了、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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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３２］过去表现为特殊方式、内在目的的活动——劳动

——的东西，现在在它自己的结果中，在通过劳动而在产品上实现

的对象变化中，表现为具有新的一定属性的对象，这些属性是该对

象为了供使用以满足某种需要所具有的。如果我们在劳动过程本

身中想到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是过去劳动的产品，那只是因为它

们没有显露出所需要的属性。例如，不能锯东西的锯子，不能切东

西的刀子等等。这使我们想到为现在的劳动过程提供要素的那种

劳动的不完善性。只要过去劳动过程的产品作为要素、作为劳动材

料或劳动资料进入一个新的劳动过程，使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过去

劳动的质量，劳动产品实际上是否具有它所要求具有的那种合乎

目的的属性，这一劳动是好是坏。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劳动的

物质作用和它的现实性。此外，只要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本身在实

际劳动过程中充当使用价值，并具有合乎目的的属性，那么它们是

过去劳动的产品这一点是完全无关紧要的。（然而，它们所具有的、

表现为使用价值的那种属性究竟达到什么程度，以及它们是较完

善地或较不完善地为其目的服务，则取决于过去的劳动。它们是过

去劳动的产品。）如果它们是从天上现成地掉下来的，也会执行同

样的职能。只要它们作为产品，也就是作为过去劳动的结果使我们

感兴趣，那么，它们作为使用价值的质量，它们在这种特殊消费过

程中实际充当的使用价值的程度就只是取决于一种特殊劳动的结

果，取决于这种特殊劳动的质量。同在一定的劳动过程中完全一

样，劳动之所以引起我们兴趣，只是由于它是作为具有一定物质内

容的一定的有目的的活动起作用，只是由于产品的好坏程度以及

它实际上所具有和包括的使用价值（它在劳动过程中应当获得这

种使用价值）的程度取决于劳动的质量，取决于劳动的完善程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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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劳动合乎自身目的的性质。

从另一方面来看。用于作为使用价值进入一个新的劳动过程

的产品，或者是劳动资料，或者是半成品（即为了成为实际的使用

价值，为了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服务而需要继续加工的产品），这

些对于以后的劳动过程来说或者是劳动资料或者是劳动材料的产

品，本身只是通过与活劳动相接触而得以实现，因为这种活劳动扬

弃这些产品的死的对象性，消费这些产品，把只是作为可能性存在

的使用价值变为实际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并把这些产品作为

自己活的运动中的物的因素进行消费和使用。机器不在劳动过程

中使用就没有用，就是废铁和废木。不仅如此，它还会遭受自然力

的破坏性的作用、也就是发生一般的物质变换，铁会生锈，木会腐

朽。纱不用来纺或织等等，只能成为废棉，也不能另作他用，而它过

去的原料棉花还有其他用途。

每种使用价值可以有不同的用途，每种物品具有可满足不同

需求的不同属性。所以，当物品通过过去的劳动过程获得具有一定

用途的使用价值，获得它只是在以后的一定劳动过程中才可利用

的属性时，它就失去了原先的使用价值。因此，只能充当劳动资料

和劳动材料的产品，［如果不使用的话，］不仅失去了它们作为产

品，作为一定使用价值的属性（这些属性是产品通过过去的劳动而

获得的），而且构成这种产品的原材料也损耗了，无目的地浪费掉

了，连同原材料通过过去的劳动取得的有用形式，也遭受自然力的

破坏性的作用。在劳动过程中，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这些过去劳动

过程的产品仿佛复活了。它们之所以成为实际使用价值，只是由于

作为劳动过程要素进入劳动过程，只是作为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

中起作用，只是通过劳动过程来避免一般物质变换的破坏，以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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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中以新的形式再现。

机器也是在劳动过程中损耗的，不过是作为机器损耗的。它作

为机器运转和起作用，它的消费同时就是它的效用，并且它的运动

是在材料的变化了的形式中实现并固定为一种新的对象的属性。

同样，劳动材料只是在劳动过程本身中发展了它作为劳动材料所

具有的使用属性。劳动材料的消费过程是改造、变化的过程。劳动

材料是作为更高级的使用价值离开这个过程的。

［Ⅰ—３３］因而，从一方面来看，如果现存的产品，即过去劳动

的结果是作为活劳动的物的条件使活劳动得以实现的媒介，那么，

［从另一方面来看，］活劳动就是使这些产品作为使用价值，作为产

品得以实现的媒介，使这些产品保存下来，赋予它们作为某种“新

的形式”的要素以生命，使它们得以避免自然界的一般物质变换。

既然实在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是为了人类的需求（不管这种需

求是生产的需求还是个人消费的需求）而占有自然物，那么，实在

劳动是自然和人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并且作为这种人类

生活的自然条件，它不依赖于人类生活的所有的一定的社会形式，

它是所有社会形式所共有的。这也适用于一般形式的劳动过程，这

种劳动过程一般只是活劳动，并分解为自己特殊的要素，而这些要

素的统一就是劳动过程本身，就是劳动通过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

材料。因此，劳动过程本身从它的一般形式来看，还不具有特殊的

经济规定性。从中显示出的不是人类在其社会生活的生产中发生

的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生产关系，而是劳动为了作为劳动起作

用在一切社会生产方式中都必须分解成的一般形式和一般要

素。        

这里考察的劳动过程的形式，只是它的抽象形式，脱离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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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历史属性，并且，不管人类在劳动过程中相互间可能发生的

社会关系如何，这种形式对各种劳动过程都适用。根据小麦的味

道，我们尝不出它究竟是俄国农奴还是法国农民种的，同样，根据

一般形式的劳动过程（即这种劳动过程的一般形式），我们看不出

劳动过程是在奴隶监工的鞭子下，还是在产业资本家的监督下进

行的，或者是由用弓箭射杀野兽的野蛮人来进行的。

货币所有者用他的一部分货币购买对劳动能力的支配权，一

部分货币购买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以便他能使用和消费这种劳

动能力本身，即让这种劳动能力作为实际劳动起作用，简单地说，

就是他能让工人实际从事劳动。这种劳动过程的一般规定性（一切

其他劳动方式所共同具有的）不会由于劳动在这里为货币所有者

进行，或者表现为货币所有者消费劳动能力的过程而发生变化。货

币所有者把劳动过程置于他的统治之下，占有它，但劳动过程的一

般性质并不因此而发生变化。至于劳动过程的性质因劳动过程从

属于资本本身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问题与劳动过程的一般

形式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以后再去研究。

我吃的麦子，不论是买的还是自己生产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

按照它的自然规定性在营养过程中起作用。同样，不论我是用自己

的劳动材料和劳动工具为自己劳动，还是为暂时购买我的劳动能

力的货币所有者劳动，一般形式的劳动过程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也

就是说，劳动过程的抽象要素完全不会有任何变化。这种劳动能力

的消费，实际上就是它作为劳动力［Ａｒｂｅｉｔｓｋｒａｆｔ］起作用，这种实

际劳动本身是一个使活动与物发生某种关系的过程，它仍然同过

去一样并以同样的一般形式来进行。工人在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

之前与物的条件相分离，而工人又只有在这种物的条件下才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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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劳动能力发挥作用和从事劳动，劳动过程或实际劳动正是意

味着这种分离现象已经消失，工人现在作为工人与自己劳动的物

的条件发生自然的关系，进入劳动过程。所以，如果我考察这种过

程的一般要素，那么我考察的只不过是一般实际劳动的一般

要素。         

｛这一点就被利用来为资本辩护，把资本与一般简单劳动过程

的一种要素混淆或等同起来，从而说什么用于生产另外一种产品

的产品就是资本，原材料是资本，或者劳动工具，生产工具是资本，

因此，资本是不论在什么分配关系和社会生产形式中都具有的、一

般劳动过程的要素、生产的要素。在考察价值增殖过程之后再来阐

述这一点将会更好些。货币要转化为资本（生产资本），就必须转化

为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能力，转化为完全是过去劳动的产

品，即用于新的生产的、以劳动为媒介的使用价值。因此，从资本的

物的方面来看，资本现在表现为（只要它作为使用价值存在）［Ⅰ—

３４］存在于供新的生产之用的产品形式之中，表现为原材料和工具

（但也表现为劳动）。但是，决不能因此反过来说，这些东西本身就

是资本。（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前提下，它们才成为资本。）否则，也就

同样可以说，劳动本身就是资本，对工人来说，劳动的有用性就是

资本的有用性，因为劳动与工具一样，在劳动过程中都属于资本

家。｝

如果从劳动本身来考察劳动过程的要素，它们被规定为劳动

材料，劳动资料和劳动本身。如果从整个过程的目的，从要生产的

产品来考察这些要素，它们就可能被称作生产材料，生产资料和生

产劳动（也许应该用其他方式表达）２１。

产品是劳动过程的结果。同样，产品也表现为这个过程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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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这个过程不是以产品而结束，而是以产品的存在作为条件出发

的。不仅劳动能力本身是产品，而且工人出卖他的劳动能力而从货

币所有者那里以货币形式获得的生活资料，对于个人消费来说，已

经是现成的产品。他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前者或后者，或两

者）也已经是产品。由此可见，生产以产品为前提：产品既用于个人

消费，也用于生产消费。最初，自然界本身就是一座贮藏库，在这座

贮藏库中，人类（也是自然的产物，也已经作为前提存在了）发现了

供消费的现成的自然成品，正如人类发现自己身体的器官是占有

这种产品的最初的生产资料一样。劳动资料，生产资料，表现为人

类生产的最初产品，而人类也是在自然界中发现了这些产品的最

初形式，如石头等等。

前面已经说过，劳动过程本身与资本家购买劳动能力的行为

没有任何关系。他购买了劳动能力。现在他就要把劳动能力作为

使用价值使用。劳动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本身，就是劳动过程。因

此，我们要问，根据劳动过程的一般要素，即同未来资本家无关，劳

动过程是什么，这同我们下面这种说法完全一样，某人购买麦子，

他现在想把它当作食品消费掉。粮食的营养过程是什么，或者不如

说，营养过程的一般要素是什么？

（ｆ）价值增殖过程

只要劳动过程的结果仍按与劳动过程本身的关系来考察，被

看作劳动过程的结晶，那么，它的不同因素就融合在一种静止的物

中，融合在主观活动与其物质内容的结合中，这种劳动过程的结果

就是产品。然而，从这个产品本身独立地表现为劳动过程的结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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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它是一定的使用价值。劳动材料获得形式，获得一定的属性，

创造这些属性是整个劳动过程的目的，并且作为内在目的决定劳

动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只要产品现在已作为结果存在，也就是

说，劳动过程已成为过去的过程，作为产品过去产生的历史，那么

这种产品就是使用价值。货币与劳动能力交换后得到的是一种使

用价值，或者说，货币所有者消费他购买的劳动能力所获得的也正

是这种使用价值（但是，根据劳动能力的性质来看，这种消费是产

业的、生产的消费或劳动过程）。这个使用价值属于他，他购买了这

个使用价值，因为他为这种使用价值支付了等价物，即购买了劳动

材料和劳动资料；但是，劳动本身同样属于他，因为在他购买劳动

能力的时候（在实际劳动之前），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就已经属于

他，而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正好是劳动。产品属于他完全象在他消

费自己的劳动能力即自己加工原材料时一样。只有当货币所有者

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并按照它的规律（即按照这些要素的价格，

即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估价的价值进行购买的规律）获得劳动过程

的一切要素之后，才会出现整个劳动过程。只要货币所有者的货币

转化为劳动过程的要素，并且整个劳动过程本身只表现为货币购

买的劳动能力的消费，那么，劳动过程本身就表现为货币所经历的

一种变化，因为货币不是与一种现存的使用价值相交换，而是与一

种过程，即货币本身的过程相交换。劳动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为货币

所合并，服从于货币。

但是，货币与劳动能力交换的目的决不是使用价值，而是把货

币转化为资本。在货币中独立化的价值要在这种交换中得到保存

和增加，要采取独立的形态，而货币所有者，正是通过他代表在流

通中占支配地位的，［Ⅰ—３５］作为主体始终保持的价值，才成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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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这里所要求的是交换价值，不是使用价值。价值之所以始终

作为交换价值来保持，只是因为劳动过程中创造的使用价值，即实

在劳动的产品，本身就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也就是商品。因此，对

于转化为资本的货币来说，涉及到的是商品的生产，不是纯粹使用

价值的生产，只有当使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必要条件，物质基础

的时候，才涉及到使用价值。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交换价值的生产，

它的保存和增加。可见，现在的问题在于计算出产品、即新的使用

价值中所包含的交换价值。（问题在于价值增殖。因而不仅涉及到

劳动过程，而且涉及到价值增殖过程。）

｛我们在进行这种计算之前，还需要再作一个说明。已经进入

劳动过程的所有前提条件不仅是使用价值，而且是商品，是具有价

格的使用价值，这个价格表现了使用价值的交换价值。正如商品过

去作为这种过程的要素是现存的一样，它们必须再从这个过程中

产生出来，如果我们把劳动过程看作纯粹的物质生产，那这一点丝

毫也不会显露出来。因此，这个过程只构成生产过程的物的一面。

正如商品本身一方面是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交换价值一样，商品

在活动中，在它的产生过程中当然也是一个具有两方面的过程，

［一方面］商品的生产表现为使用价值的生产，表现为有用劳动的

产品的生产；另一方面表现为交换价值的生产，并且这两个过程必

须只表现为同一过程的两种不同的形式，正如商品是使用价值和

交换价值的统一体一样。在这里，被我们作为起点的既定的商品要

在它的形成过程中来考察。生产过程不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而

是商品，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体的生产过程。然而，这还

不能使生产方式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只要求产品即使用

价值不是用于个人消费，而是用于转让和出售。然而，资本主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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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不仅需要投入劳动过程的商品得到实现，通过追加劳动（工业消

费无非是追加新的劳动）获得新价值，而且也需要投入劳动过程的

价值（因为投入劳动过程的使用价值，既然它们是商品，都具有价

值）作为价值得到实现，通过它们本来是价值而生产新的价值。如

果问题只涉及到前一种情况，那我们就还没有超出简单商品的范

畴。

我们假定，对货币所有者来说，劳动过程的要素，不是他已经

占有的使用价值，而是最初作为商品买来的使用价值，这是整个劳

动过程的前提。我们已经知道，并不是在任何一种产业中，除了劳

动资料以外，劳动材料也是商品，也就是说，本身已经是以劳动为

媒介的产品，成为物化的劳动——交换价值，即商品。但是在这里，

我们作为出发点的前提是：劳动过程的所有要素都是购买的（就同

在工厂生产中的情况一样）。我们以现象表现得最充分的形式为

例。这并不改变考察本身的正确性，因为在其他情况下，只需使一

个因素等于零。例如在捕鱼业中，劳动材料本身还不是产品，它不

象商品那样预先处于流通中，因此，如果把劳动过程的一个因素即

劳动材料当作交换价值，当作商品来考察，那么，就可以使这个因

素即劳动材料等于零。

但有一个前提：货币所有者不仅购买劳动能力，或者说，货币

不仅要与劳动能力相交换，同样也要与劳动过程的其他物的条件，

即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这些物品、商品种类繁多，要看劳动过程

比较简单或比较复杂而定）相交换。这个前提很重要。首先，在这

类我们现在所处的研究阶段上，这个前提在方法上来说是必要的。

我们必须懂得，货币是怎样转化为资本的。而每个想把货币转化为

产业资本的货币所有者每天都在经历这个过程。为了能够消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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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劳动，他必须购买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

上述前提对于真正理解资本关系的性质很有必要。这种关系

是从它的基础——商品流通开始的。这种关系的前提是，废除以个

人消费［Ｓｅｌｂｓｔｋｏｎｓｕｍ］为生产主要目的的、仅仅出售多余商品的

那种生产方式。一切与资本关系有关的要素本身越是成为商品，也

就是说，这些要素只有通过购买才能占有，资本关系就发展得越充

分。生产本身越是从流通中获得自己的要素，即商品，以致商品已

作为交换价值进入生产，这种生产就越是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在

这里，我们从理论上把流通作为资本形成的前提，从而以货币为起

点，这也是历史的进程。［Ⅰ—３６］资本是从货币财产发展起来的，

资本形成的前提已经是非常发达的、在资本之前的生产阶段上产

生的商业关系。货币和商品是我们考察资产阶级经济时必须作为

出发点的前提。对资本的进一步的考察将表明，事实上只有在资本

主义生产的表面上，商品才表现为财富的元素形式。

由此可见，让·巴·萨伊因其法国公式主义而采取的惯常做

法是荒谬的（因为整个说来他只是亚当·斯密的庸俗化者，他只能

给他根本不懂的材料加上一种眉目清楚的或整齐划一的编排），然

而，没有一个古典经济学家遵照这个习惯，即首先是考察生产，其

次是交换，接着是分配，最后是消费，或者用其他方法排列这四个

项目２２。我们要考察的特殊的生产方式，从一开始就以它的一种形

式即一定的交换方式作为前提，生产出一定的分配方式和消费方

式，在这个限度内，对后者的考察一般属于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以

后再来研究这个问题）。｝

现在研究问题的实质。

劳动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产品（使用价值）的交换价值是由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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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的总数，也就是由在产品中消耗的、物化的总

劳动量构成①。因而，首先是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原材料的价值构

成，或者说是由生产这种劳动材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构成。假定劳

动时间等于１００个工作日。但是，这个价值已经在购买劳动材料的

价格中表现出来，比如说，价格为１００塔勒。产品的这部分价值已

经作为价格确定地加入产品。其次，至于劳动资料、工具等等，那么

工具只能部分地损耗，所以在新的劳动过程中可以重新作为劳动

资料继续执行职能。可见，只能计算工具的一部分，因为加入产品

的只是已损耗的这部分。关于这一点（以后将更加准确地阐明劳动

资料的损耗是怎样计算的），我们不妨假定，劳动资料在劳动过程

中已全部损耗。这个假定不会因为实际上只计算在劳动过程中消

费的工具，也就是转入产品的工具，换句话说，只计算损耗了的劳

动资料而使事情发生变化。劳动资料也是买来的。其中包括的劳

动时间比如说１６个工作日，表现为它的价格１６塔勒。

我们在继续研究之前，应当在这里先探讨一下劳动材料和劳

动资料的价值是怎样在劳动过程中得到保存的，从而产品的现成

的、预先存在的价值组成部分是怎样再现的，或者说，劳动材料和

劳动资料是怎样在劳动过程中被消费、改变的，它们或者改变，或

者全部消耗（例如劳动资料），但它们的价值没有损耗，而是作为产

品价值的组成部分、预先存在的组成部分在产品中再现。

（从资本的物的方面来看，它被看作简单的生产过程，即劳动

过程。然而从形式规定性方面来看，这个过程是自行增殖的过程。

自行增殖既包括预先存在的价值的保存，也包括它的增殖。劳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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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目的的活动，因而在物的方面已经以下面一点为前提，劳动在生

产过程中有目的地使用劳动资料，以便使劳动材料成为所设想的

新的使用价值。｝

｛由于劳动过程是资本家消费劳动能力的过程（因为劳动属于

资本家），所以在劳动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劳动消费他的劳动材料

和劳动资料，并通过劳动材料等消费劳动。｝

［Ⅰ—３７］对于劳动过程本身来说，或在劳动过程本身中，发挥

作用的劳动能力即实际工人同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关系，只是

同创造的运动即劳动本身的物的前提的关系，实际上只是同实现

劳动的物的手段的关系。它们之所以成为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仅

仅是由于它们的物的属性，由于它们作为一定劳动的材料和资料

所具有的那种属性。在表现为物品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上，看不

出它们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品。我写字用的桌子，具有它自己的形

式和它自己的属性，具有过去表现为木匠劳动所赋予形式的质或

规定性。只有当我为了继续劳动而把桌子作为手段使用，同时它作

为使用价值，作为桌子提供一定的用途时，我才同桌子发生关系。

在桌子的物的存在中，看不出构成桌子的材料是通过过去的劳动，

即木工的劳动才获得桌子这种形式。在劳动过程中，它充当桌子同

把它制成桌子的劳动没有任何关系。

与此相反，在交换价值中，只与化成物质即一定的使用价值的

劳动量有关，或者换句话说，只与生产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量有关。在这种劳动中，看不到劳动本身的性质，例如木匠的劳动，

因为劳动已化为一定量等同的、一般的、无差别的、社会的抽象劳

动。劳动从而使用价值（劳动固定在它上面）的物质规定性也不见

了，消失了，变得毫无意义了。这里的前提是：它曾经是有用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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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体现为使用价值的劳动。然而，在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存在形式

中，看不出它过去是一种怎样的使用价值，看不出是怎样的劳动的

一定有用性，因为它本身是一种等价物，可以在包含等量劳动的任

何其他使用价值、任何其他有用劳动形式中表现出来。因而，就价

值，即被看作物化的劳动时间量来说，劳动材料和被消耗的劳动资

料始终可以看成是同一劳动过程的要素，因此，为了生产产品、新

的使用价值，［除了活劳动的消耗以外］需要：（１）物化在劳动材料

中的劳动时间，（２）物化在劳动资料中的劳动时间。实际上，劳动材

料的最初形式消失了，尽管根据实体来看，劳动材料还会在新的使

用价值中再现。劳动资料则完全消失了，尽管它作为作用，作为结

果会在新的使用价值形式中再现。过去存在于劳动材料和劳动资

料中的劳动的一定的物质规定性，有用性同样消失了，正如体现劳

动的使用价值本身已消失或已改变一样。但是，在它们进入这个新

的劳动过程之前，它们作为交换价值，只不过是一种劳动的化身，

不外是在一种物上吸收的一般劳动时间量，对于劳动时间来说，实

际劳动的一定性质，以及体现劳动的使用价值的一定性质，都是无

关紧要的。

新的劳动过程结束以后，［价值］关系又完全回复到过程以前

的那种情况。例如生产棉花和纱锭的必要劳动时间量是生产棉纱

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量，因为在棉纱中包含着消耗的棉花和纱

锭。至于现在这个劳动时间量表现为棉纱，则完全是无关紧要的，

因为这个量同过去一样，仍然通过这个必要劳动时间量生产的使

用价值表现出来。例如，我把价值１００塔勒的棉花和纱锭与也是价

值１００塔勒的棉纱量相交换，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在棉花和纱锭中

的劳动时间，也是作为包含在棉纱中的劳动时间而存在。棉花和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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锭实际在物质上转化为棉纱，也会发生物质的变化，棉花采取其他

形式，纱锭的物质形式完全消失，这丝毫也不会使问题发生变化，

因为这个过程只涉及到它们的使用价值，也就是只涉及它们的这

样一种形式，它们作为交换价值本身对这种形式是毫无关系的。因

为它们作为交换价值，只是一定数量的物化社会劳动时间，从而对

于任何其他具有等量物化社会劳动时间的使用价值来说是相等的

量，是等价物，所以［在劳动过程后］发生变化的只是它们现在表现

为一种新的使用价值的要素。唯一的条件是：（１）它们表现为生产

新的使用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２）它们实际上体现为另外一种使

用价值，也就是［Ⅰ—３８］一般地体现为使用价值。

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之所以成为创造新的使用价值的必要劳

动时间，是因为作为它们最初的结晶的使用价值是新的劳动过程

必不可少的要素。其次，根据假定，它们作为在劳动过程之前就存

在的使用价值，即棉花和纱锭，实际上是通过新的劳动过程在一个

新的使用价值，即棉纱这种产品上体现出来的。

（在新产品中，只包括生产这一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材料和劳动

资料的数量，也就是说，只包括这一定数量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

间，换句话说，生产材料和生产资料都没有浪费，以上情况是一个

条件，但这个条件与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本身无关，而只与在劳动

过程中把它们作为自己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来使用的新的劳动

的目的性和生产率有关。因而，以上情况是考察这种［新的］劳动本

身时应予注意的规定。但是，这里假定，它们作为劳动资料和劳动

材料加入新过程的数量仅仅是它们本身真正实现新劳动所需要

的，是新的劳动过程的真正的物的条件。）

由此可见，有两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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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制造在产品的［生产］中消耗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所

需要的劳动时间是生产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如果考察交换价

值，那么，可以通过把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看作是同一过程的要

素，来考察物化在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中的劳动时间。所有保存在

产品中的劳动时间都是过去的、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包含在［劳

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中的过去劳动时间早已被消耗，它同在最后

的劳动过程本身中直接起作用的劳动时间相比，属于较早的时期，

这种情况不会使问题发生变化。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只是处于较

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在产品中保存的劳动时间的［部分］，同

代表直接进入产品的劳动的那部分相比已经完成。因而，劳动材料

和劳动资料的价值在产品中作为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再现出来。

这种价值是一种预先存在的价值，因为在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

价格中，包含在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中的劳动时间已经以它的一

般形式即作为社会劳动表现出来；这些价格就是货币所有者在他

开始劳动过程之前购买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这些商品的价格。这

些价格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已经消失，然而这些价格本身过去没

有变化，现在在新的使用价值中也没有变化。变化只是在于，这些

价格表现为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或要素，表现为新价值的要素。只

要商品一般是交换价值，那么，一般来说，一定的使用价值，即交换

价值借以存在的一定物质规定性，就只是交换价值的一定表现形

式；事实上交换价值是一般等价物，所以可以用这个化身同其他任

何商品进行交换；交换价值通过流通，首先是使自己转化为货币，

就能赋予自己以其他任何使用价值的实体。

第二：可见，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价值是在产品的价值中得

到保存的，是作为要素加入产品的价值的。但是，它们的价值在产

７７第一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



品的价值中再现，只是因为它们的使用价值发生的实际变化，一般

不涉及它们的实体，而只涉及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在过程前后借

以存在的使用价值的形式，然而，价值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的一定

形式，或者，在价值中化为抽象劳动的那种劳动的一定有用性，从

事物的本性来说，根本不涉及价值的本质。

但是，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要在产品中再现，必须具有

以下条件：劳动过程实际结束，生产出产品，也就是体现为产品。因

此，如果谈到需要较长时间才能生产出的使用价值，那就可以看

出，一般对于价值增殖过程来说（甚至这个过程只涉及保存现有的

使用价值），劳动过程的连续性是多么重要的要素。｛然而，根据假

定，这意味着，劳动过程是在用货币购买劳动能力，不断地把货币

转化为资本，从而占有劳动能力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这也意味

着，工人阶级的存在是经常的存在。这种经常性首先是由资本造成

的。在较早的生产阶段上，也可能偶尔出现过早期的工人阶级，但

工人阶级不是作为［Ⅰ—３９］生产的一般前提出现的。在殖民地（参

看威克菲尔德的著作２３，以后再研究这个问题）显示出，这种［资本

主义］关系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

现在来谈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保存问题（因而假定劳

动过程一直进行到生产出产品为止），它们的价值得到保存，只是

因为它们的使用价值本身在劳动过程中被活劳动所消费，它们充

当了劳动过程的实际要素，它们与活劳动相接触以及它们作为劳

动这种有目的活动的条件进入劳动过程。活劳动在劳动过程中把

价值加在预先存在于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中的价值上，只是因为

活劳动本身是一种新的劳动量，而不是因为它是实际的有用劳动，

不是从它的物质规定性进行考察。棉纱具有的价值之所以大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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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自身中所消耗的棉花和纱锭的价值总额，只是因为在劳动过程

中，为了使棉花和纱锭这些使用价值变为棉纱这种新的使用价值

而追加了新的劳动量，也就是说，棉纱除了包含在棉花和纱锭中的

劳动量以外，还具有一种新追加的劳动量。然而，棉花和纱锭的交

换价值之所以保存下来，不过是由于纺纱这种实际劳动把它们转

化为棉纱这种新的使用价值，从而有目的地使用它们，使它们成为

纺纱过程的生存要素。因此，加入劳动过程的价值得到保存，只不

过是由于活劳动的性质，由于活劳动表现的性质，因此，那些死的

对象（预先存在的价值存在于它们的使用价值中），现在实际上作

为使用价值被纺纱这种新的有用劳动所抓住，并成为新的劳动要

素。它们作为价值得到保存，是由于它们作为使用价值进入劳动过

程，也就是说，对于实际有用的劳动来说，它们起着自己在概念上

一定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作用。

我们回过来谈刚才的例子。棉花和纱锭作为使用价值被消费，

是因为它们作为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进入纺这种一定的劳动。在

实际纺的过程中，其中一个被看作对象，另一个被看作这种活的有

目的的活动的器官。由此可见，它们作为价值保存下来，是因为它

们作为使用价值而为劳动保存下来。它们一般作为交换价值得到

保存，是因为它们作为使用价值被劳动所消费。然而，把它们作为

使用价值进行消费的那种劳动是实际劳动，是从它的物质规定性

来考察的劳动，这种一定的有用劳动仅仅与作为劳动材料和劳动

资料的那种特殊使用价值有关系，它在自己活的表现中与劳动材

料和劳动资料本身发生关系。正是纺这种一定的有用劳动，把棉花

和纱锭这些使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保存下来，从而使它们作为交

换价值的组成部分在使用价值棉纱这个产品中再现，这是因为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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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在实际过程中把棉花和纱锭当作自己的材料和资料，当作自

己实现的器官，赋予作为自己器官的棉花和棉纱以灵魂，让它们作

为自己的器官发挥作用。可见，一切商品，按其使用价值并不是直

接进入个人消费的，而是用于新生产的，它们之所以能保存价值，

只是因为它们从只是可能性上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成为实际的

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从而被它们能够为之充当劳动材料和劳动

资料的一定劳动所消费。它们作为交换价值得到保存，只是因为从

它们的抽象规定性来看，它们作为使用价值已被活劳动所消费。然

而，只有对于实际的、一定的、特殊的劳动来说，它们才是这样的使

用价值——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我只能在纺纱的行为中，而不能

在磨粉或制靴的行为中使用作为使用价值的棉花和纱锭。一切商

品一般只是可能性上的使用价值。它们要成为实际的使用价值，只

有通过它们的实际使用，通过它们的消费，而它们的这种消费在这

里是特殊的、一定的劳动本身，即一定的劳动过程。

［Ⅰ—４０］因而，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作为交换价值得到保存，

只是因为它们在劳动过程中作为使用价值被消费，因而也就是说，

因为活劳动实际上把它们作为自己的使用价值，使它们起着自己

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作用，使它们在自己的活的运动中既作

为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存在，也作为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消失。然

而，劳动只要做到这一点，就是实际劳动，是特殊的有目的的活动，

这种物质上规定的劳动，在劳动过程中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有用劳

动。但是，这还不是这样一种规定性上的劳动，或者说，还不是这样

一种规定性，在这种规定性上，劳动给产品或者进入劳动过程的对

象即使用价值增加新的交换价值。

以纺纱为例。纺在棉纱中保存了其中消费的棉花和纱锭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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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因为这个过程实际上是用纱锭把棉花纺成纱，也就是说，把它

们作为生产棉纱这种新的使用价值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消费

了，或者让棉花和纱锭现在在纺纱过程中，实际上是作为纺纱这种

特殊的活劳动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执行职能。但是，如果要使纺

提高棉纱这种产品的价值，或者说，给棉纱中已经预先存在的以及

只是再现的价值，即纱锭和棉花的价值加上新的价值，那么，只有

在纺纱的过程中使棉花和纱锭中包含的劳动时间增加新的劳动时

间才能实现。

首先，根据自己的实体来看，纺纱这种劳动创造价值，不是因

为它是具体的、特殊的、物质上规定的劳动即纺纱劳动，而是因为

它是一般劳动，抽象的，等同的社会劳动。因而，纺纱劳动创造出价

值，不是因为它物化为棉纱，而因为它是一般社会劳动的化身，从

而在一般等价物中得到物化。

其次，追加的价值量只取决于追加的劳动量，即追加的劳动时

间。如果纺纱者能够通过某种发明，借助一定量的纱锭，把一定量

的棉花转化为棉纱，不是用整个一个工作日，而是用了半个工作

日，那么，同前一种情况相比，棉纱中只增加了一半价值。但是，在

这两种情况下，棉花和纱锭的全部价值都能在棉纱这个产品中得

到保存，不管棉花变为棉纱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一天、半天、还是

一小时。这些价值得到保存，是由于棉花完全变为棉纱，棉花和纱

锭成为纺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进入纺纱过程，它们与这个过程

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完全无关。

我们假定，纺纱者追加在棉花上的劳动时间只是生产他自己

工资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也就是包含在资本家支付给纺纱者的劳

动价格中的劳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价值就会与预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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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完全相等，也就等于劳动材料的价格＋劳动资料的价格＋

劳动的价格。在货币总量变为生产过程的要素之前，产品中包含的

劳动时间不会多于现存的货币量中的劳动时间。这里并没有增加

新价值，但同过去一样，棉花和纱锭的价值在棉纱中得到保存。纺

之所以使棉花的价值得到增加，是因为它化为一般社会的等同的

劳动，化为劳动的这种抽象形式，它追加的价值量不取决于它作为

纺的内容，而取决于它时间的长短。因此，纺纱者不需要两种劳动

时间，一种劳动时间使棉花和纱锭的价值得到保存，另一种劳动时

间给它们增加新价值。相反，他把棉花纺成棉纱，使它成为新的劳

动时间的物化，给它加上新的价值，从而把棉花和被消耗的纱锭在

进入劳动过程之前就有的价值保存下来。由于纯粹地追加新价值，

即新的劳动时间，他就保存了已经包含在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中

的旧价值、劳动时间。但是，纺纱是作为纺纱，不是作为一般劳动，

不是作为劳动时间使价值得到保存，纺纱是在它的物质规定性上，

通过它作为这种特殊的、活的实际劳动的性质使价值得到保存，这

种劳动在劳动过程中作为有目的的、活的活动，使棉花和纱锭这些

使用价值与它们的无差别的对象性相脱离，不是使它们作为无差

别的对象发生自然的物质变换，而是使它们成为劳动过程的实际

要素。

然而，不管特别的实际劳动的特殊规定性如何，任何一种劳动

与另一种劳动都具有共同之处：它经过自己的过程，同自己的物的

条件发生接触，即发生活的相互作用，使物的条件起着与其性质和

目的相应的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作用，把它们变为劳动过程本

身的概念上一定的要素，并且把它们作为实际的使用价值来消费，

从而使它们作为交换价值得到保存。［Ⅰ—４１］由此可见，由于活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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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性质，即活劳动在劳动过程中使现存的产品变为自身活动即

自身实现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所以使这种产品和使用价值的

交换价值在新产品和新使用价值中得到保存。活劳动使它们的价

值得到保存，是因为把它们作为使用价值进行消费。然而，活劳动

把它们作为使用价值消费，只是因为作为这种特殊的劳动使它们

起死回生，并使它们成为自己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劳动就其创

造交换价值来说只是劳动的一定社会形式（要它把实际劳动化为

一定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劳动时间是价值量的唯一尺

度。       

可见，因为保存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可说是实际活劳

动的天赋，在增加价值的同一过程中保存了旧价值（不保存旧价

值，新价值就不可能增殖），因为这个作用来自作为使用价值、作为

有用的活动的劳动的本质，产生于劳动本身的使用价值，所以，工

人和资本家对此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因此，资本家无偿地使预先

存在的价值在新产品中得到了保存。

如果他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保存预先存在的价值，而是使预

先存在的价值得到增殖，那么，例如，在发生工业危机，劳动过程中

断时，劳动的这种无偿恩惠就会显出自己的极端重要性。机器生

锈，材料变坏。它们丧失了自己的交换价值，这些交换价值得不到

保存，因为它们不能作为使用价值进入劳动过程，不能同活劳动发

生接触；它们的价值得不到保存，因为它们的价值不能增殖。只有

转入实际的劳动过程，价值才有可能增殖，新的劳动时间，才可能

加到旧的劳动时间上。

由此可见，作为实际活劳动的劳动，只有当它作为抽象的社会

劳动，即劳动时间，为价值追加新价值的时候，才在劳动过程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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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价值。

因而，作为实际劳动过程表现的生产消费可以作进一步的规

定：产品预先存在的价值在劳动过程中得到保存，是由于这些产品

作为使用价值——作为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被使用和消费，

它们转化为实际的使用价值以形成新的使用价值。

｛然而，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在劳动过程的产品中再

现，只是由于它们作为价值在劳动过程之前就已经预先存在，由于

它们进入这个过程以前，就已经是价值。它们的价值等于在它们自

身中物化的社会劳动时间，等于在既定的一般社会生产条件下生

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如果现在由于生产它们的劳动的生产

率发生某种变化，使后来生产这些一定的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

时间延长或缩短，那么在前一种情况下，它们的价值将增长，在后

一种情况下，它们的价值将减少。因为只有在它们的价值中所包含

的劳动时间是一般的、社会的和必要的劳动时间的情况下，这个时

间才决定它们的价值。因此，尽管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过去带着一

定的价值进入劳动过程，现在它们可能带着较多或较少的价值退

出来，因为社会上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普遍发生了变化，它

们的生产费用即生产它们的必要劳动时间量发生了革命。在这种

情况下，要把它们再生产出来，要生产这一种类的新样品，就需要

比过去或多或少的劳动时间。但是，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所

发生的变化，丝毫不影响下述情况：在它们作为劳动材料和劳动资

料进入的劳动过程中，它们总是作为既定的价值，一定量的价值预

先存在。因为它们现在作为价值退出这个过程，只是由于它们过去

作为价值进入这一过程。它们的价值的变化从来不是产生于这一

劳动过程本身，恰恰相反，产生于另一种劳动过程的条件，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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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过程的产品现在或过去就是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从而劳动

材料和劳动资料不是作为产品充当另一种劳动过程的前提。只要

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一般生产条件发生变化，它们身上就会产

生反应。它们现在是比它们原来或多或少的劳动时间即或大或小

的价值的物化，这只是因为现在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比过

去多或少。产生这种反应是由于它们作为价值是社会劳动时间的

化身，并且只有在劳动时间化为一般［Ⅰ—４２］社会劳动时间，即同

等的社会劳动时间自乘的情况下，它们才是包含在自身中的劳动

时间的化身。然而，它们的这些价值的变化总是来自生产它们的劳

动的生产率的变化，而与它们作为具有一定价值的成品所进入的

劳动过程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它们在新产品（它们是新产品的［生

产］要素）完成之前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那么它们还是作为独立的、

既定的、在新产品之前就预先存在的价值，与新产品发生关系。它

们的价值变化是由于它们本身生产条件的变化，这种生产条件的

变化是发生在它们作为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进入的劳动过程之

外，与这个劳动过程无关，而不是由于这个劳动过程中所发生的某

种行为。对于这个劳动过程来说，它们总是既定的、预先存在的价

值量，虽然由于外部的、在过程之外起作用的因素，它们现在作为

比原来大或小的价值量在这个劳动过程之前预先存在。｝

如果我们在考察劳动过程时看到，产品是劳动过程的结果，产

品也是劳动过程的前提，那么，现在同样必须说，商品是劳动过程

的结果，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体，商品也是劳动过程的前

提。产品之所以作为商品从价值增殖过程中退出来，仅仅因为它们

过去就是作为商品、作为具有一定交换价值的产品进入这个过程

的。不同之处在于：为了形成新的使用价值，产品作为使用价值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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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它们的交换价值则不受这种物质变化的影响，一成不变地

在新产品中再现。如果劳动过程的产品是使用价值，那么，应把交

换价值看作价值增殖过程的产品，并且把商品，即交换价值和使用

价值的统一体，看成是两种过程（只不过是同一过程的两种形式）

的产品。

如果忽视了作为生产要素的商品是生产的前提这一点，那么，

在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只是使用产品去形成新的产品，而这种情

况在产品不发展为商品，商品更不会发展为资本的社会状态下也

会发生。

现在我们知道产品价值的两个组成部分：（１）在产品上消耗的

材料的价值；（２）在产品上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如果这两者分

别等于Ａ和Ｂ，那么产品（Ｐ）的价值首先是由Ａ和Ｂ的价值总量

组成，或者说Ｐ＝Ａ＋Ｂ＋ｘ。我们用ｘ表示在劳动过程中通过劳动

加到材料Ａ上的尚未确定的价值部分。现在我们来考察这第三个

组成部分。

我们知道，货币所有者为了支配劳动能力或者购买劳动能力

的若干时间，按某一价格或价值进行了支付，但我们并不知道他由

此获得多少等价物。此外，我们的前提是，工人完成的劳动是普通

的平均劳动，是具有构成交换价值实体的那种质（或者不如说不具

有一定质）的劳动，以后我们会看到，劳动的指数，即不管劳动是高

次方还是低次方的简单劳动，与需要阐明的关系完全无关。因而，

我们作为出发点的前提是：不管劳动的特殊物质规定性如何，不管

它属于怎样的特殊劳动部门，不管它生产怎样的特殊使用价值，它

只是平均劳动能力的表现和活动，所以这一劳动能力是在纺纱、织

布还是在农业中得到使用，这只涉及它的使用价值和使用方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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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产它本身的费用无关，从而与它本身的交换价值无关。此外还

将表明，不同工作日所得到的不同的、较高或较低的工资，在不同

劳动部门中不同的工资分配，不涉及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一般

关系。

货币所有者通过购买劳动能力而换回的东西，只有在实际劳

动过程中才能显示出来。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加在劳动材料原有价

值上的价值，与它的持续时间完全相等。当然，这里的前提是：在一

段时间内，例如在一天中，在这一天的产品上消耗的劳动正好是在

既定的一般劳动生产水平下（在既定的一般生产条件下）取得产品

所必需的时间，也就是说，这里的前提是：生产产品所耗费的劳动

时间是必要劳动时间，是赋予一定量的劳动材料以新的使用价值

形式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如果６磅棉花在一天１２小时内变成了棉纱（在既定的一般生

产条件下），那么，这一天仅仅被看作把６磅棉花变为棉纱的１２小

时工作日。因为一方面假定耗费的是必要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假定

在劳动过程中完成的一定劳动（不管这种劳动具有什么特殊形式，

如纺织、挖掘等）是普通的平均劳动（同生产贵金属的劳动完全一

样）。所以，劳动加在已经存在的价值上的价值量，或者说物化的一

般［Ⅰ—４３］劳动时间量，与它本身的持续时间完全相等。这样假定

无非是说，劳动物化的过程持续的时间有多长，就有多少物化的劳

动量。

我们是指下面这一点，假定６磅棉花能够在一天１２小时中纺

成纱，例如纺成５磅棉纱（５磅＝８０盎司，按１２小时计算，每小时

６２
３盎司）。在劳动过程中，劳动不断地由动的和运动的形式转化

为物的形式。纺不断地变为棉纱。如果把８盎司棉花变为比如６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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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司棉纱，需要１小时，那么，把６磅棉花变为５磅棉纱，就需要

１２小时。但是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不是１小时的纺劳动把８盎

司的棉花变为棉纱，以及１２小时的纺劳动把６磅棉花变为棉纱，

而是在前一种情况下在棉花的价值上追加了１小时劳动，在后一

种情况下在棉花的价值上追加了１２小时劳动。或者说，从这个观

点来考察的产品，只有当它是新的劳动时间的化身时才使我们感

到兴趣，而这一点当然取决于劳动时间本身。我们感兴趣的只是产

品中所吸收的劳动量。在这里，我们不是把纺看作赋予棉花一定形

式、新的使用价值的纺，而只是把它看作一般劳动、劳动时间和以

棉纱形式存在的一般劳动的化身，也就是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同

一劳动时间是用在另一种劳动上，还是用于生产另一种交换价值，

这都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诚然，最初我们可以用货币来计量劳动能力（因为它本身已经

是物化的劳动），从而资本家可以购买它（但这并不直接是劳动本

身，劳动本身作为纯粹活动是我们无法评价的）。但是，现在，随着

劳动能力在劳动过程中不断变为自己的实际的表现，即变为劳动，

劳动得以实现，它在产品中表现为物化的劳动时间。因此，现在有

可能把资本家在交换中以工资形式支出的东西与他通过消费劳动

能力而收回的东西加以比较。一定量的劳动时间（如１小时）结束

时，一定量的劳动时间就物化为一种使用价值，例如棉纱，并作为

它的交换价值而存在。

假定在纺纱工的劳动能力中实现的劳动时间总计为１０小时。

在这里，我们所谈的只是在纺纱工的劳动能力中每天实现的劳动

时间。在货币所有者支付的价格中，每天生产和再生产纺纱工的劳

动能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已经表现为平均劳动。另一方面，我们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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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纺纱工自己的劳动就是这同一性质的劳动，也就是说，是构成价

值实体的和用以计算纺纱工本身劳动能力的这种平均劳动。

因此，我们首先假定，纺纱工为货币所有者劳动１０小时，换句

话说，纺纱工向他提供或卖给他对自己劳动能力的１０小时的支配

权。货币所有者在劳动过程中消费他所支配的纺纱工的１０小时劳

动能力，换句话说，无非是货币所有者让纺纱工纺１０小时，从事

１０小时一般劳动，因为在这里，货币所有者让他以怎样的一定形

式从事劳动是没有关系的。可见，在纺成的纱、棉纱中，纺纱工借助

劳动资料，在棉花的价值上加了１０小时的劳动。因此，如果纺的产

品即棉纱的价值，不包括新加的劳动，是Ａ＋Ｂ，那么，现在则是Ａ

＋Ｂ＋１０劳动小时。如果用Ｇ表示资本家支付给１０劳动小时的

１０便士报酬，那么，产品棉纱现在为Ａ＋Ｂ＋Ｃ，也就是说，等于包

含在棉花和纱锭（按照它们被消费的程度）中的劳动时间以及最后

新加的劳动时间。

假定Ａ＋Ｂ＋Ｃ的总额等于Ｄ。因而，Ｄ等于货币所有者在劳

动过程开始之前购买劳动材料，劳动资料和劳动能力的货币总额。

也就是说，产品棉纱的价值等于构成棉纱的各种要素的价值，也就

是说，等于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根据我们的假定，它们已完全在

产品中被消费）的价值加上在劳动过程中同两者一起构成棉纱的

新追加的劳动的价值。１００塔勒购买棉花，１６塔勒购买工具，１６塔

勒购买劳动能力，总共１３２塔勒。诚然，在这种情况下，预付的价值

也许保存下来，但它没有增加。在货币［Ⅰ—４４］转化为资本之前也

许会出现的唯一变化可能只是形式上的变化。这个价值最初是

１３２塔勒，是一定量的物化的劳动时间。同一的量在产品中再现为

１３２塔勒，再现为同样的价值量，不过现在它只是各个价值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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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１００、１６和１６的总额，也就是最初预付的货币在劳动过程中分

解成的、分别购买来的这些要素的价值。

这个结果本身决不是荒谬的。如果我只是通过把货币转化为

棉纱，即以简单的流通方式购买１３２塔勒棉纱，那么，为了得到这

种一定的使用价值并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消费它，我就要对包含在

棉纱中的劳动材料，劳动资料和劳动进行支付。如果货币所有者请

人为自己建造一座住房，那么，他就要为此支付等价物。简单地说，

当货币所有者完成Ｗ—Ｇ—Ｗ 流通过程时，实际上他没有做任何

其他事情。他用于购买的货币，与他原先具有的商品的价值相等。

他新买来的商品，与他原先具有的商品的价值所采取的作为交换

价值的独立形态的货币相等。

但是，资本家把货币变为商品的目的，不是为了商品的使用价

值，而是为了使购买商品的货币或价值得到增加，也就是价值的自

行增殖。他购买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从流通中取得的交

换价值高于他原先投入的价值。

如果货币所有者把价值为Ａ＋Ｂ＋Ｃ的纱再按照Ａ＋Ｂ＋Ｃ＋

ｘ出售，我们就又回到同一矛盾中来了。他把自己的商品不是作为

等价物，而是高于它的等价物出售。但是，在流通中不可能产生剩

余价值，不可能产生高于等价物的价值，除非进行交换的一方获得

低于商品等价物的价值。

因此，在货币所有者让工人劳动的时间与他对工人支付的作

为工人的劳动能力的等价物的时间相等的前提下，货币转化为劳

动过程的要素，或同样可以说，所购买的劳动能力的实际消费，就

会是毫无意义的。不管货币所有者以１３２塔勒购买棉纱，以便再以

１３２塔勒出售棉纱，还是把１３２塔勒分为１００塔勒棉花，１６塔勒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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锭等，１６塔勒物化劳动即在１６塔勒包含的劳动时间内对劳动能

力的消费，以便把这样生产出的价值１３２塔勒的棉纱再以１３２塔

勒出售，总之，从结果来看，完全是同一个过程，只不过这个过程所

归结为的同义反复在后一种情况下比在前一种情况下说得更加详

细些而已。

显然，只有货币所有者购买的有权使用劳动能力的时间，比劳

动能力自己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长，比用在劳动能力本身上

的、构成劳动能力本身的价值并作为价值在劳动能力的价格中表

现出来的劳动时间长，只有这样，才会在劳动过程中产生剩余价

值，即超过最初进入劳动过程的价值形成一个余额的价值。例如，

在上述情况下，如果棉花和纱锭属于纺纱工自己，那么，为了生存，

也就是说，为了使自己作为纺纱工在下一天再生产出来，他不得不

在棉花和纱锭上追加１０个劳动小时。如果货币所有者现在让工人

劳动１１小时，而不是１０小时，那么就会生产出一小时的剩余价

值，因为在劳动过程中物化的劳动，比再生产劳动能力本身，即每

天维持工人作为工人，纺纱工作为纺纱工的生活所需要的劳动时

间多一个小时。在劳动过程中，纺纱工劳动超过１０小时的任何劳

动时间量，［Ⅰ—４５］超过用在他自己的劳动能力上的劳动量的任

何剩余劳动，都会形成剩余价值，因为它是剩余劳动，因而，就会有

更多的棉纱，就会有更多的物化在棉纱中的劳动。

如果工人为了一天２４小时的生活（其中当然包括他作为有机

体要休息、睡觉等不能工作的时间）必须劳动１０小时，那么，他一

天可能劳动１２、１４小时，尽管在这１２、１４小时中，他只需要１０小

时就把他自己作为工人，作为活的劳动能力再生产出来。

如果我们现在假定，这个过程符合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律。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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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量的劳动时间相交换，也就是说，商品的交换价值与表现同一交

换价值、同一物化劳动量的任何其他使用价值量相等，那么，资本

的一般形式Ｇ—Ｗ—Ｇ就不再是荒谬的了，而会具有一定的内容。

因为商品，这里指棉纱（货币所有者在劳动过程之前用他的货币与

棉纱的要素相交换），作为劳动过程的产品，作为棉纱这种新的使

用价值，会取得在原先物化劳动量之外的增加额，所以这一产品就

会具有比它的要素中预先存在的价值的总额更大的价值。如果原

先产品的价值是１３２塔勒，而现在产品中包含的不是１６塔勒（１

塔勒＝１个工作日），而是多了１１个工作日，那么，价值为１４３塔

勒。现在价值是１００＋１６＋１６＋１１，资本家按照价值再出售劳动过

程的产品棉纱，他除了１３２塔勒外又赚得１１塔勒。原先的价值不

仅得到保存，而且增加了。

试问，这个过程同作为前提的规律——商品是按等价进行交

换即按其交换价值进行交换的规律，也就是同商品交换所遵循的

规律是否相矛盾呢？

它们不矛盾，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因为货币在市场上，在流通

中发现了作为商品的这种特殊的对象，即活的劳动能力。第二、是

因为这种商品具有特殊的性质。这种商品的特性正在于它的交换

价值，同所有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一样，等于在它本身的实际存在

中、在它作为劳动能力的存在中所花费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说，等

于维持这种活的劳动能力本身即维持工人作为工人的生命所需要

的劳动时间，——而它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本身，即正是形成交换

价值的实体，是把自己作为交换价值固定下来和创造交换价值的

一定的流动着的活动。但是，在商品中，只对它的交换价值进行支

付。人们买油，只对油包含的劳动进行支付，而不是对油的性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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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支付，买酒也是这样，人们只对酒包含的劳动进行支付，而不会

为喝酒或者为他在喝酒时得到的享受进行支付。因而，同样，对于

劳动能力来说，是对它的交换价值，对它本身包含的劳动时间进行

支付，但是，因为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本身又是劳动，是创造交换

价值的实体，所以下述情况与商品交换规律没有任何矛盾：劳动能

力的实际消费，即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实际使用所创造的劳动，所体

现的物化劳动多于它本身作为交换价值所包含的劳动。

产生这种关系所需要的唯一条件是，［Ⅰ—４６］劳动能力本身

作为商品，与货币或一般价值相对立，但是这种对立以一定的历史

过程为条件，这个历史过程把工人完全限制为劳动能力，或者同样

可以说，这个历史过程使实现劳动能力的条件与劳动能力相对立，

从而使实际劳动的物的要素，作为与实际劳动相脱离的异己的权

力，作为其他商品监护人所占有的商品，与实际劳动相对立。在这

个历史前提下，劳动能力是商品，而在劳动能力是商品的前提下，

在劳动能力中物化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不决

定它的使用价值，这一点与商品交换规律没有任何矛盾，相反，倒

是与这个规律相符合的。但这个使用价值又是劳动本身。所以，在

这种使用价值的实际消费中，也就是说，在劳动过程中，或通过劳

动过程，货币所有者重新获得的物化劳动时间能够多于他为劳动

能力的交换价值所支付的。因此，尽管他为这种特殊商品支付了等

价物，但由于这种商品具有的特殊性质，即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形成

交换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创造性的实体，所以货币所有者通过使用

它所重新获得的价值要多于购买它时（按照商品交换规律，他在购

买它时只对它的交换价值进行支付）所预付的价值。

总之，如果前提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劳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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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只作为劳动能力，从而作为商品存在，因而，货币作为一切物质

财富的形式与劳动能力相对立，那么，只关心价值本身的货币所有

者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购买劳动能力，即他有权支配劳动能力

的时间，或者说，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必须为他工作的劳动时间，长

于在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属于工人自己的情况下工人为了维持自

己作为工人，作为活的劳动能力的生命而不得不劳动的时间。计量

劳动能力本身的交换价值的劳动时间同劳动能力作为使用价值被

使用的劳动时间的这个差数是劳动能力在它的交换价值所包含的

劳动时间之外劳动的时间，也就是高于劳动能力原先的价值而劳

动的时间，作为这样的劳动时间就是剩余劳动——剩余价值。

如果货币所有者把货币换成活的劳动能力以及消费这种劳动

能力的物的条件，——即同劳动能力的特殊的物质规定性相应的

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那么，他就把货币转化为资本，转化为

自行保存和增加的、自行增殖的价值。货币所有者一刻也没有违背

简单流通的规律，没有违反商品交换的规律，根据这一规律，等价

物相交换，或者说，商品（平均）按其交换价值出售，即不管等量的

交换价值存在于什么样的使用价值中，它们都是作为等量互相补

偿的。同时，货币所有者完成了Ｇ—Ｗ—Ｇ的公式，即货币换成商

品，以便商品换成更多的货币，但他仍然没有违反等价交换规律，

相反，是完全按照这个规律行事的。

首先，假设一个普通工作日等于１塔勒，表现在叫做塔勒的若

干银上。货币所有者拿出１００塔勒购买原材料，１６塔勒购买工具，

１６塔勒购买供他使用并且按其交换价值来说等于１６塔勒的１６

个劳动能力。因此，他预付了１３２塔勒，它们将在劳动过程的产品

（结果）中，［Ⅰ—４］也就是在他购买的劳动能力的消费中，在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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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在生产消费中再现。但是，如果他按照相当于１５个工作日

的交换价值购买来的商品，［比如］能带来３０个工作日的使用价

值，也就是说，每天支付的是６小时，提供的是１２小时，物化在１２

个劳动小时中，换句话说，作为使用价值所创造的价值比商品本身

作为交换价值所具有的价值要多一倍。然而，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取

决于它的交换价值，并且与它出售的价格（由在它本身中物化的劳

动时间决定的）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产品等于Ａ＋Ｂ＋Ｃ＋１５小时

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说比在劳动过程之前预先存在的价值多１５小

时的劳动时间。如果Ａ原先是１００，Ｂ是１６，Ｃ是１６，而现在产品

是１４３，也就是说比预付资本的价值多了１１塔勒。因此，如果货币

所有者把这个商品按其价值重新出售，他就会赚１１塔勒，尽管整

个过程一刻也没有违背商品交换的规律，相反，交换的每一时刻

中，商品都是根据它的交换价值，从而是作为等价物进行交换

的。        

尽管这个过程这样简单，但到目前为止还是不能被人理解。经

济学家从来不可能把剩余价值同他们自己提出的等价交换规律一

致起来。社会主义者总是停留在这个矛盾上，反复谈论这个矛盾，

但他们不理解劳动能力这种商品的特殊性质，不理解这种商品的

使用价值本身就是创造交换价值的活动。

总之，通过这个过程，通过货币与劳动能力相交换以及随之而

来的对劳动能力的消费，货币转化为资本。经济学家把这叫做货币

向生产资本的转化。他们一方面说资本还有其他形式，在资本的其

他形式中，这个基本过程虽然作为前提而存在，但作为形式却已消

失。另一方面，他们说，只要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同货币相对立，货币

就是这种向资本转化的可能性，也就是潜在的资本，虽然货币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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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通过这种过程本身才能转化为实际资本。但是，根据可能性来

看，货币可以转化为资本。

很清楚，如果要实现剩余劳动，就需要更多的劳动材料，而只

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需要更多的劳动工具。如果在１０小时内

１０ａ磅棉花可以转化为棉纱，那么１２小时内就是１０ａ＋２ａ。可见，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更多的棉花，或者必须一开始就假定，资本家为

了吸取剩余劳动，购买了足够的棉花。然而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

况，例如，同样的材料在半天内也许只有一半加工为新的形式，而

在整天内全部加工完。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以材料形式所消

费的劳动也会更多；如果过程要日复一日地进行，要成为连续不断

的生产过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劳动材料也比工人在劳

动过程中用他的劳动只是补偿他自己工资中所物化的劳动时间时

所需要的还多。但是否需要更多的劳动资料以及需要多少量（劳动

资料不只是真正的工具）则取决于一定劳动的工艺性质，从而取决

于它使用的手段的工艺性质。

在所有情况下，当劳动过程结束时，劳动材料中吸收的，从而

物化的新劳动必然多于工人工资中物化的劳动时间。我们只以制

造业者为例。这种对劳动的追加吸收表现为加工较多的劳动材料，

或者说，表现为加工等量材料时所达到的程度比用较少的劳动时

间所达到的程度更高。

［Ⅰ—４８］如果我们把价值增殖过程同劳动过程相比较就会明

显地看出，生产使用价值的实际劳动同表现为交换价值的要素，表

现为创造交换价值的活动的这种劳动的形式之间的差别。

在这里可以看出，劳动的一定方式，它的物质规定性，不影响

它与资本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我们这里唯一所要谈的问题。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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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作为出发点的前提是，工人的劳动是普通的平均劳动。

不过，如果这里的前提是，工人的劳动是具有较大比重的劳动，是

自乘的平均劳动，那么，情况也不会发生变化。简单劳动或者平均

劳动，纺纱工或磨粉工，农民或者机器制造者的劳动，资本家在劳

动过程中以物化形式获得的以及通过这种过程所占有的，是工人

特定的劳动，如纺纱、磨粉、田间劳动和制造机器。工人生产的剩余

价值总是存在于劳动的余额中，存在于下述劳动时间中，即工人在

超过生产自己工资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之外更多地从事纺纱、磨粉、

田间劳动和制造机器的劳动时间。可见，剩余价值总是存在于资本

家无偿获得的工人自己劳动的余额中，而不管这种劳动的特性如

何，不管它是简单劳动还是自乘劳动。例如，自乘劳动与社会的平

均劳动的比例丝毫不会使自乘劳动与它本身的比例发生变化，不

会使下述情况发生变化：自乘劳动一小时创造的价值只是两小时

创造的价值的一半，或者说，自乘劳动是按照它的持续时间实现

的。因而，只要考察劳动同剩余劳动或者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比

例，所谈论的总是同一种劳动，而在这里是正确的东西，在涉及创

造交换价值的劳动本身的时候就会是错误的：

“当说到劳动是价值尺度时，必然是指一定种类的和一定的延续时间的

劳动，这种劳动和其他种类的劳动之间的比例，很容易根据支付给每种劳动

的相应的报酬来确定。”（［卡泽诺夫］《政治经济学大纲》１８３２年伦敦版第

２２—２３页）

资本家这样得到的产品是一定的使用价值，它的价值等于劳

动材料的价值，劳动资料的价值和追加的劳动量，即包含在工资中

的劳动量，加上无偿的剩余劳动，［因此，资本家所得到的商品的价

值］等于Ａ＋Ｂ＋Ｓ＋Ｓ”。因此，如果资本家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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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那么，他的赢利与剩余劳动的总量正好相等。他之所以赢利，不

是因为他高于新商品的价值出售新商品，而是因为按照商品的价

值出售商品，并把商品的全部价值转化为货币。因此，一部分价值，

一部分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支付给了资本家，而他并没有购买这

部分价值，他从未对这部分价值支付过任何报酬。他出售的而没有

支付报酬的这部分产品价值就成为他的利润。因此，他在流通中只

是实现他在劳动过程中得到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不是来自流通

本身，不是来自资本家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

｛在劳动过程中消费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即在

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上物化的劳动时间——在产品即新的使用价

值中再现。这个价值保存下来，但不能从真正的意义上说它被再生

产出来，因为同使用价值一起发生的形式变化，即这个价值现在存

在于和过去不同的使用价值中的情况，与这个价值无关。

如果一个工作日物化为一种使用价值，那么，并不会由于第十

二个劳动小时在第一个小时劳动开始后１１个小时才进入使用价

值的组合，而使这种化身，使固定在这种化身中的劳动量发生变

化。因此，可以这样来看待在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中包含的劳动时

间，好象这部分劳动时间只是在制造整个产品即产品的所有要素

所需的生产过程的某个较早的阶段上进入产品的。

相反，就劳动能力来说，只要它进入价值增殖过程，情况就完

全不同。劳动能力通过把等量的新的活劳动追加到劳动材料上，来

补偿它本身包含的从而对它本身支付了的价值，或者说来补偿按

它的价格即在工资上支付的物化的劳动时间。因此，劳动能力再生

产它本身在劳动过程之前预先存在的价值，更不用说它在这个量

之外还追加了一个余额即剩余劳动。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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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在产品中再现，因为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在劳动过程之前，并

且不依赖这个劳动过程，就具有这种价值。［Ⅰ—４９］然而，这种价

值和多于劳动能力价值的价值在产品中再现，是因为这些价值通

过更大量的（在这里先考察［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同劳动能力之间

的］这种区别时，剩余量还是无关紧要的）新的活劳动在劳动过程

中得到补偿，从而被再生产出来。｝

（ｇ）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一旦货币与活劳动能力，同时也与实现这种能力的物的条件

（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相交换而转化为资本，实际的生产过程就

开始进行。这个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正如

这一过程的结果即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一样。

首先，资本的生产过程，——从它的物质方面，即从生产使用

价值方面来考察，——是一般劳动过程，并且作为这种劳动过程，

它显示出这一过程本身在各种极不相同的社会生产形式下所固有

的一般因素。也就是说，这些因素是由作为劳动的劳动的性质所决

定的。事实上在历史上是这样的：资本在它开始形成的时候不仅控

制了一般劳动过程（使劳动过程从属于自己），而且还控制了特殊

的实际劳动过程，这些劳动过程在工艺上处于资本找到它们时的

状况，并且是在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找到

实际的生产过程，即特定的生产方式，最初只是在形式上使它从属

于自己，丝毫也不改变它在工艺上的规定性。资本只有在自己的发

展过程中才不仅在形式上使劳动过程从属于自己，而且改变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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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过程，赋予生产方式本身以新的形式，从而第一次创造出它所特

有的生产方式。但是，不管这种生产方式的已经改变了的形式如

何，这种形式作为一般劳动过程，即作为抽掉了历史规定性的劳动

过程，总是具有一般劳动过程的一般要素。

劳动过程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即劳动过程被置于资本的控

制之下，就在于工人作为工人受资本或资本家的监督，因而受其支

配。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就成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这并不

是象亚·斯密所说的，财富就是对劳动的支配２４，而是指工人作为

工人受资本家的支配。因为只要工人为了工资而向资本家出卖一

定时间的劳动能力，他本身就必须作为工人进入劳动过程，成为资

本用来进行生产的一个因素。

如果说，实际劳动过程是劳动即工人本身的活动对进入劳动

过程的使用价值所进行的生产消费，那么，另一方面，它同样是资

本或资本家对劳动能力所进行的消费。资本家使用工人的劳动能

力，让他劳动。劳动过程的一切因素——劳动材料、劳动资料以及

活劳动能力本身即资本家所购买的劳动能力的活动和消耗——都

属于资本家，因此，整个劳动过程也属于资本家，就好象他是用自

己的材料和自己的劳动资料亲自进行劳动一样。但是，由于劳动同

时又是工人本身的生命的表现，是他自身的个人技巧和能力的发

挥，——这是取决于他的意志的一种活动，同时又是他的意志的表

现，——所以，资本家就监视工人，把工人劳动能力的发挥作为从

属他的一种行为来加以监督。

资本家所关心的是，合乎目的地利用劳动材料本身，使它作为

劳动材料来消费。材料白白浪费掉了，就没有进入劳动过程，没有

作为劳动材料来消费。就劳动资料来说，如果工人不是通过劳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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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本身，而是以其他方式损坏了它的物质实体，那么，情况也是如

此。最后资本家将注意的是，要工人真正地劳动，用全部时间来劳

动，而且只花费必要的劳动时间，即在一定的时间里完成正常的劳

动量。劳动过程，从而劳动和工人本身，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受到资

本的监督和支配。我把这称作劳动过程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

在以后的整个研究中，我们决不把资本家也许自己所干的劳

动算作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如果资本家的劳动是单纯的劳动，那

么它同［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本身毫不相干，资本家在这种场

合就不是作为资本家，不是作为纯粹的资本的人格化，资本的化身

发挥作用。［Ｉ—５０］但是，如果它是一种由资本本身所特有的职能，

因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产生的劳动，那么，我们以后将专

门把它作为监督劳动而加以更详细的研究。

劳动过程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

例如同中世纪的行会工业中师傅对帮工和学徒的关系毫无共同之

处。相反，从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这一点中可以直接得出这样

的结论，即生产消费或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资本对劳动能力的消费

过程，这一消费的内容和特定的目的无非是保存和增殖资本的价

值，但是，这种保存和增殖只有通过最合乎目的地、最准确地进行

实际劳动过程才能实现，这一过程取决于工人的意志、勤勉等等，

因此必须受到资本家的意志的控制和监督。

｛关于生产过程，还要指出：货币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转化为

劳动过程的各种因素，——这就是说，必须转化为能够在劳动过程

中充当使用价值的商品，从而转化为劳动能力的消费资料（即工人

的生活资料），或者转化为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因此，凡是不能以

这种方式使用的，或者说，不具有这种用途的一切商品或一切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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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社会消费基金，而不属于资本（资本在这里指的是资本借以

存在的物）。但只要这些产品是商品，它们本身就是资本的一种存

在方式。如果前提是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那么，资本就生产一切

产品，这些产品是用于生产消费，还是不能进入生产消费，从而本

身不能再体现为资本，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但是，只要它们还是

商品，即处于流通之中，它们就仍然是资本。一旦终于把它们出售，

它们就不再是这种意义上的资本了。如果资本不是处于劳动过程

的阶段上，那它就必定是以商品或货币的形式（甚至也许只是以债

权等等形式）存在的。但上述商品不能作为使用价值进入劳动过程

或生产过程。｝

工人按他作为工人干的多少，表现出他的劳动能力的多少，让

渡自己的劳动能力，因为在劳动过程开始之前，他的劳动能力就已

经作为外部表现出来的能力出售给货币所有者了。当劳动得到实

现时，——一方面作为原料的形式（作为使用价值和产品），另一方

面作为交换价值，即物化的一般社会劳动，——劳动就从劳动转化

为资本。

如果一般地说，资本就是用作新生产的手段的产品，那么，我

们在前面就已指出，这就是用任何劳动过程的物的条件替代了资

本主义关系。另一方面，这样的混乱很容易产生，——甚至李嘉图

本身也多少有这种混乱２５，——因为资本被称为用来生产更多的

积累劳动的积累的劳动。这种说法是模棱两可的，因为积累劳动只

应理解为用于生产新的使用价值的产品。但这种说法也可以这样

理解：产品（作为交换价值）无非是一定量的、为了这个量的增长而

耗费的一般物化劳动，因而是自行增殖的过程。虽然第二个过程以

第一个过程为前提，但是相反，第一个过程却不一定就引起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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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只要劳动的物的条件，即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在劳动过程中

直接发挥作用，它们就会被工人所使用。但这不是劳动使用资本，

而是资本使用劳动。价值对劳动能力，过去的物化劳动对现在的活

劳动，劳动条件对劳动本身所占有的特殊地位恰恰是资本的特殊

的性质。对此我们还将在本篇第一章（《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末尾

进一步加以研究。在这里暂时只要指出这样一点：在生产过程

中，——只要它是价值增殖过程，从而是预先存在的价值或货币自

行增殖的过程，——价值（也就是物化的一般社会劳动），过去的劳

动，通过［Ⅰ—５１］交换和对活劳动的相对占有，也就是说，通过以

购买劳动能力为中介的交换而得到保存和增殖，创造出剩余价值。

这样，价值就表现为处于过程中的并且在过程中本身得到保存和

证实的价值。这样，价值就表现为一种独立的东西，——这个独立

的东西的化身就是资本家，——价值的独立性。（活）劳动只表现为

资本（价值）借以再生产自己并使自己增殖的手段和因素。

“劳动是使资本能够生产工资、利润即收入的因素。”（约翰·威德《中等

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１８３５年伦敦第３版第１６１页）

（威德在他的著作的抽象的经济学部分中，有一些在他那时可

说是独到的见解。例如，关于贸易危机等等。但是，整个历史部分

却是英国经济学家中所流行的无耻剽窃的非常明显的例子。这一

部分也几乎逐字抄自弗·摩·伊登先生的《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

动者阶级从征服时期到现在的历史》（三卷集，１７９７年伦敦

版）２６。）        

价值即物化劳动对活劳动所以会具有这种关系，只是因为只

有劳动能力本身和这个价值相对立，因此从另一方面也就是说，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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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劳动的物的条件，从而实现劳动能力的条件，同由他人意志

支配的、处于分离的独立状态的这个价值相对立。因此，虽然劳动

资料和材料本身不是资本，但它们本身却表现为资本，因为它们对

于工人、从而对于劳动本身的独立性，即它们的利己存在，是和它

们的存在连生在一起的。这完全同金银表现为货币一样，它们在观

念上直接同社会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它们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体

现者。

在资本主义生产内，劳动过程对价值增殖过程的关系是，后者

表现为目的，前者只表现为手段。因此，当后一个过程不再可能或

还不可能时，前一个过程就会停止。另一方面，在所谓的投机行为、

投机危机（股票等投机）时期，可以看到：劳动过程（真正的物质生

产）只是一种非常麻烦的条件，从而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热中于不使

用手段（劳动过程）去达到目的（价值增殖过程）。

只有当产品的使用价值对资本家有利害关系时，劳动过程本

身才会成为目的本身。但对资本家来说，问题只在于把产品作为商

品让渡，使它重新转化为货币，并且因为产品最初就已是货币，所

以问题也就在于使这个货币额增加。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

“正是价值形成产品。”（让·巴·萨伊《实用政治经济学全教程》１８４０年

巴黎第２版第１卷第５１０页）

事实上，这适用于一切商品生产。但是，在另一方面，说只有资

本主义生产才是最大规模的商品生产，也就是说，为自己使用的生

产已完全消失，甚至在农业中，生产要素也已经越来越作为商品进

入生产过程，这又是正确的。

这里，在《货币转化为资本》这一章中只要最一般地（因为我们

在考察流通时还要回过头来谈）注意货币在这里所表现的形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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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一点的主要方面已经在“（ａ）”（《资本的最一般的形式》）这一

节中提到了。

在价值增殖过程方面还要指出：这个过程的前提不仅是价值，

而且是价值额，即一定量的价值，这一点我们在以后还要进一步加

以阐述。这个价值（甚至当资本家是萌芽时期的资本家时）必须至

少能购买一个工人以及这个工人所必需的材料和工具。简言之，价

值额在这里一开始就是由直接进入劳动过程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决

定的。

因此，我们把这一切称为以资本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这里的问题不是要生产产品，而是要生产商品，即专供出售的产

品。而且，生产商品不是简单地为了通过它们的出售来获得存在于

流通中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保存并增加预先存在的价值。

［Ⅰ—５２］｛如果完全抽象地来考察劳动过程，那么，可以说，最

初出现的只有两个因素——人和自然（劳动和劳动的自然物质）。

人的最初的工具是他本身的肢体，不过，这些肢体必定只是他本身

占有的。只是有了用于新生产的最初的产品——哪怕只是一块击

杀动物的石头——之后，真正的劳动过程才开始。人所占有的最初

的工具之一是动物（家畜）。（参看杜尔哥著作中的有关章节２７。）因

此，富兰克林从劳动的观点出发，对人下了一个正确的定义：“制造

工具的动物”或“工程师”２８。这样，土地和劳动似乎是生产的原始

因素，而专供劳动使用的产品，即生产出来的劳动材料、劳动资料、

生活资料，只是一种派生因素。

“土地是必要的，资本是有益的，而在土地上的劳动产生资本。”（科兰《政

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１８５７年巴黎版第３卷第２８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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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兰认为，包含在资本概念中的价值的独立化（参看第Ⅶ本

笔记第１５３页和第１５４页２９）是经济学家们臆造出来的。｝

詹姆斯·穆勒的著作中也有上述的含糊不清的话：

“一切资本｛这里指的只是物质意义上的资本｝实际上是由商品组成的

…… 最初的资本必定是纯劳动的结果。最初的商品不能由它们以前存在的

任何商品造成。”（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７２

页）      

但是，把生产分解为两个因素，即作为劳动的体现者的人和作

为劳动对象的土地（其实就是自然），这也完全是抽象的。因为人最

初不是作为劳动者，而是作为所有者与自然相对立，因而，这不是

作为个体的人，而如果要谈到这个个体的人的存在，那么，这是民

族的人、部落的人、家庭的人等等。

｛在同书中穆勒还说道：

“劳动和资本……前者是直接劳动……后者是积累劳动

，是过去劳动的结果。”（同上，第７５页）｝

一方面，把资本——分解为它的各个因素的资本——只归结

为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存在方式，从而一般地把资本硬说成

任何生产的必要因素，另一方面又承认，资本具有纯观念的性质，

因为它是价值（萨伊、西斯蒙第等等）。

说资本是与商品相对立的产品（蒲鲁东、威兰德等等），或者说

资本是劳动工具和劳动材料，或者说资本也是由工人得到的产品

组成的等等，这就忘记了：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已经并入资本，完全

同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一样属于资本。

“当工人得到他劳动的工资时……资本家不仅是资本的所有者〈在这种

物质的意义上〉，而且也是劳动的所有者。如果作为工资支付出去的东西，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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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情况那样包括在资本的概念中，那么，离开资本来谈劳动就是荒谬的。

在这种意义上所使用的资本一词包括劳动和资本二者。”（詹姆斯·穆勒《政

治经济学原理》第７０、７１页）｝

资本的辩护士为了把资本说成是生产的永恒因素，说成是与

一切社会形式无关、为任何劳动过程因而也就是为一般劳动过程

所固有的关系，把资本同资本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混为一谈；同

样，经济学家先生们为了回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现象，宁

愿忘记资本的本质的东西，即资本是创造价值的价值，因而资本不

仅是自我保持的价值，而且同时是自我增殖的价值。例如，他们忘

记这一点是为了说明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在这里，资本家被看成

这样一种人，他只关心一定产品（他靠出卖他的商品来占有这些产

品）的消费，而不关心预先存在的价值即购买力本身和抽象财富本

身的增殖。

由于货币转化为资本（这种转化是通过货币同劳动相交换而

实现的），资本的总公式（Ｇ—Ｗ—Ｇ）现在就有了一定的内容。货币

是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就货币的质来看，货币是抽象财富的物质

代表，是抽象财富的物质存在。但是，货币在多大程度上［Ⅰ—５３］

是这种代表，它在多大规模上同自己的概念相一致，这取决于它本

身的数量或量。在货币的增殖（这种增殖同价值本身的增殖是相一

致的）中，价值的增殖表现为目的本身。以钱赚钱是资本主义生产

过程的目的——财富在其一般形式上的增殖，也就是以货币形式

表现出来的社会物化劳动的数量的增殖。现有的价值是否仅仅表

现为总帐中的计算货币，或者说无论采取任何一种形式，作为价值

符号等等，这在现阶段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货币在这里表现为独立

价值的形式，资本在自己的出发点和复归点上都采取了这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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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不断重新抛弃这种形式。我们将在第二部分（资本的流通过

程）中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资本在这里是处于过程中的货币，资本的货币形式和商品形

式本身只是这种过程中的货币的交替出现的形式而已。资本不断

用计算货币来估价，而且只是充当这种计算货币的物质存在，在资

本作为商品存在时也是如此；只要资本以货币形式存在，它之所以

能增殖，就只是由于它重新抛弃这种形式。资本家关心货币，这无

非就是说他只关心交换价值，只关心交换价值的增殖，抽象的发财

致富。而这种抽象的发财致富只能通过货币表现出来。

“货币资本家的主要目的实际上在于增加他的财富的名义数目。如果他

的资本今年折算成货币是２００００镑，那么明年折算成货币额应当是２４０００

镑。他作为一个商人要增加他的利益，唯一的方法就是增加他的以货币估价

的资本。对他来说，流通的波动或货币实际价值的变动，并不会使这一目的变

得不重要了。譬如，他在一年内把他的财富从２００００镑增加到２４０００镑；但由

于货币价值的跌落，他所能支配的消费品等等并没有增长。不过，他的利益并

没有受到损害，就象货币价值没有跌落时一样；因为在相反的情况下，他的货

币财富就会停滞不动，他的实际财富就会按照２４∶２０的比例下降…… 因

此，如果撇开他用自己的收入购买消费品这一点不说，商品就不是工业资本

家的最终目的。工业资本家在支出资本并且为生产而购买时，他的最终目的

是货币。”（托马斯·查默斯《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道德状况、道德远景的关

系》１８３２年伦敦第２版第１６４—１６６页）

｛关于Ｇ—Ｗ—Ｇ这个公式，还要提到另外一点。价值作为资

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是自乘的价值。它不仅具有独立的表现，

例如表现为货币，而且它还与自身相比较（或者由资本家来比较），

把前期的自身（生产过程开始以前就存在的价值量）和后期的自身

相比较，后期是指它从流通中流回以后的时期，指商品被出售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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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转化为货币以后的时期。可见，价值以同一主体出现在两个不同

时期，而且这就是它的自身运动，具有资本特征的运动。价值只有

在这种运动中才表现为资本。同上述相反的观点，请看《对价值的

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论李嘉图先生及其信徒的著

作》，《略论意见的形成和发表》一书的作者著，｛赛·贝利，｝１８２５

年伦敦版。｝

贝利反对价值完全由劳动时间决定的理论，他的主要论点是：

价值只是不同商品相互交换的比例。价值只是两个商品之间的关

系。

价值不是“内在的和绝对的东西”（同上，第２３页）。“只能把商品的价值

看作和说成是一定量的任何其他一种商品。”（第２６页）“他们〈李嘉图信徒和

李嘉图本人〉不是把价值看作两个东西之间的关系，相反，而是把价值看作一

定量劳动产生的直接结果。”（第３０页）“因为，根据他们的学说，商品Ａ和Ｂ

的价值，是作为生产这两种商品的劳动的量互相发生关系的，或者说……是

由生产这两种商品的劳动的量决定的，所以，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商品Ａ

的价值，与任何其他商品无关，同生产该商品的劳动量相等。毫无疑问，这种

论断是没有意义的。”（第３１—３２页）李嘉图及其追随者们认为，“价值是某种

具有一般的和独立的特性的东西”（第３５页）。“一个商品的价值必定是这个

商品在某一东西上表现出来的价值。”（同上）

商品作为社会劳动的物化表现为某种相对的东西。因为［如果

在商品Ａ上］的劳动和其他一切劳动等同，那么，它只是作为社会

劳动的一定存在。但是，在这种社会劳动中，单个的个人已经不再

被看作孤立的个人，如果贝利愿意的话，可把这个个人的劳动看作

某种相对的东西，把商品本身看作这个相对的东西的一定存在。

［Ⅱ—５４］贝利还说：

“价值是同时期的商品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这样的商品才能互相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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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某个时期的商品价值和另一个时期的商品价值相比较，那么，我

们就只是在比较该商品在不同时期与任何另一个商品的关系。”（同上，第７２

页）

贝利反对“把不同时期的商品互相比较”，他说，例如在资本周

转中，资本家不一定要不断地把某一时期的价值和另一时期的价

值相比较。

｛于是可能产生一个问题，即资本的货币表现和资本本身是什

么关系。一旦货币以货币形式存在，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时所交换

的那些组成部分就会作为商品同货币相对立。可见，在商品的形态

变化或简单货币流通中发展起来的那些规律也在这里起着作用。

如果流通的是价值符号，不管它是作为流通手段还是作为支付手

段，它只是代表用货币来估价的商品价值或者直接代表与商品价

格所表现的货币量相等的货币。价值符号本身没有价值。因而从

资本是物化劳动的意思来说，价值符号还不是资本。但它现在却完

全代表资本的价格，就象以前它代表商品的价格一样。如果流通的

是真正的货币，那么，货币本身就是物化劳动，即资本（因为货币是

商品）。

我们把流通货币的总额除以这些货币的流通次数，就会得出

真正处于流通中的货币量，而且这个货币量就是资本（包括固定资

本和流动资本，这种划分取决于人们对它们的看法）的一个组成部

分。同一６塔勒，一天周转２０次，可以用它购买１２０塔勒的商品，

它在一天中就代表１２０塔勒的价值。不过还需要这６塔勒本身。因

此，在一天内周转的全部资本＝１２６塔勒。

如果有一笔资本＝１００塔勒，而且买了１００塔勒的商品，那

么，这１００塔勒现在就代表１００塔勒的第二笔资本等等。如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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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塔勒在一天内周转６次，那么，它就先后代表了６００塔勒的资

本。因此，这１００塔勒在一天内代表多少资本，这取决于它的周转

速度；这种周转速度等于商品形态变化的速度，而商品的形态变化

在这里表现为交替地采取和抛弃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的资本的形

态变化。如果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那么，６００塔勒货币就可

以对任何数量的资本进行支付，只要它的债务和债权的差额不超

过６００塔勒。

货币最初在简单商品流通中表现为经过点，表现为商品的形

态变化，而转化为货币的商品则表现为资本运动的起点和终点，作

为资本形态变化的商品仅仅表现为经过点。

表现为资本形式的货币（实在货币而不是计算货币）的唯一不

同的特点在于：（１）它会回到它的起点，而且回来时已经得到了增

殖。为消费而支出的货币不会回到它的起点；资本即为生产而预付

的货币在回到它的起点时已经得到了增殖。（２）用于［消费］的货币

处于流通中，从流通中取出商品；资本再投入流通的商品比它从流

通中取出的商品更多，因而也不断地再从流通中取回它花掉的货

币。这种循环越快，也就是说，资本的流通或形态变化越快，货币周

转就越快。因为这种情况不是资本的单方面运动的结果，而是资本

的多方面运动的结果，所以货币就越会更多地执行支付手段的职

能，债务和债权就越会更多地互相抵销。｝

以上述方式转化为货币、一旦使生产过程从属于自身就执行

劳动的购买者和使用者的职能的资本，称为生产资本。只有资本

使生产本身从属于自己，因而只有资本家进行生产，资本才作为

一定生产时期的起支配作用的特殊形式而存在。从形式上看，资

本在更早的时候就可能在其他职能中表现出来，而且在资本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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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期中也在其他职能中表现出来。但是，这些职能只不过是资

本的派生的和第二级的形式，例如商人资本，生息资本等等。因

此，当我们说到生产资本时，应当把它理解为 ［资本主义的］整

个关系，而不应当这样理解，似乎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得到体

现的某种使用价值形式本身是生产的，似乎是机器或劳动材料生

产了价值等等。

从价值增殖过程产生的结果是预付价值和剩余额即剩余价值

（资本在劳动过程自身中表现为实际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表现

为实际的消费，因为使用价值只有在消费中 ［Ⅱ—５５］才实现为

使用价值；资本所实现的这种消费过程本身形成某种经济关系，具

有一定的经济形式，它不象简单商品的概念那样与形式无关，处

在形式之外；这些构成资本的使用价值，按照这一过程的概念，是

由消费它们的劳动能力的活动规定的）可以看出，只要资本作为

资本进行生产，资本的独特的产物就是剩余价值本身，只要劳动

并入资本，劳动的独特的产物，就不是这种或那种产品，而是资本。

劳动过程本身仅仅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这同使用价值在

这里只是表现为交换价值的承担者完全一样。［Ⅱ—５５］

（ｈ）货币转化为资本这一过程

的两个组成部分

  ［Ⅱ—Ａ］①工人所出卖的是对他的劳动能力的支配，在一定时

间内的支配。当然，计件工资制会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工人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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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产品份额。但是，这只不过是计量劳动时间的另一种形式：

不说你劳动１２小时，而说你在每件产品上得到多少，也就是说，我

们根据产品来计算小时数，因为经验已经确定了每小时的平均产

品量。不能提供这个最低限量的工人将被解雇。（见尤尔３０。）

按照买和卖的一般关系，工人生产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不能由

买者使用该商品的方式来决定，而只能由它本身包含的物化劳动

的量来决定，在这里，也就是由生产工人本身所花费的劳动量来决

定，因为工人提供的商品仅仅是作为能力而存在，除了工人的肉

体、工人的个人以外，它就什么也不存在。无论是在肉体上保存工

人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还是发展工人的这种特殊能力而使工人发

生变化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都是生产工人本身所必需的劳动时间。

工人在这种交换中得到的实际上只是作为铸币的货币，也就

是说，他得到的只是他用货币交换来的生活资料。对工人来说，交

换的目的是生活资料，而不是财富。

人们把劳动能力称作工人的资本，说它是这样一种基金：工人

通过某次个别的交换并没有把它消耗掉，相反，他在他作为工人的

生命期间能够不断重复这一交换。按照这种说法，同一主体反复经

历的过程的一切基金就都是资本；比如说，眼睛是视力的资本。这

是无稽之谈。对工人来说，劳动始终是交换的源泉——就他具有劳

动能力而言，——即不是通常的交换，而是同资本的交换，——这

一点包含在下述概念规定中：他出卖的只是对他的劳动能力在一

定时间内的支配，因此，只要他能吃到半饱，有一半睡眠时间，只要

他能得到适当数量的物质，以便有可能重新生产出他的生命活动，

他就总是会重新开始同一个交换行为。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在世上进行辩护的谄媚者们不应该对此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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讶不已，并把工人之所以能生活、因而能每天重新开始一定的生活

过程说成是资本的伟大功绩，相反，他们应该注意到，工人由于经

常反复的劳动始终不得不在交换行为中只提供他的活的、直接的

劳动本身。这种反复本身事实上只是现象。工人同资本相交换的

（尽管在工人面前相继代表这个资本的是各种资本家），是他的全

部劳动能力，比如说，在三十年内耗费的劳动能力。工人的劳动能

力是部分地逐渐得到支付的，同样他也是部分地逐渐出卖这种劳

动能力的。这丝毫也没有改变事情的本质，也根本不能证明劳动构

成工人的资本这种结论是正确的，因为，在工人能够重复进行劳动

并同资本进行交换以前，他必须睡几个小时觉。因此，实际上，在这

里被理解为资本的东西，只是意味着工人的劳动的界限即工人的

劳动的中断，只是意味着工人不是永动机。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

证明，资本家的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工人尽可能不间继地滥用他

的生命力３１。［Ⅱ—Ａ］

          

［Ⅱ—５５］因此，货币为转化为资本所经历的全部运动可以分

为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第一个过程是简单流通行为，一方是买，

另一方是卖；第二个过程是买者消费买来的商品，这是在流通范围

以外、在流通背后发生的行为。在这里，由于所买商品的特殊性质，

消费本身形成某种经济关系。买者和卖者在这个消费过程中彼此

发生了一种同时是生产关系的新的关系。

这两个行为在时间上可以完全分开；但是，不管卖是立即得到

实现，还是先在观念上达成协议而后再得到实现，卖作为特殊的行

为，至少必须在观念上，作为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协议，在第二个行

为即所买商品的消费过程以前发生——尽管由协议规定的这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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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价格只是在后来才得到支付。

第一个行为完全符合商品的流通规律，它属于商品流通范围。

等价物和等价物相交换。货币占有者一方面支付劳动材料和劳动

资料的价值，另一方面支付劳动能力的价值。因此，他在买的过程

中以货币形式提供的物化劳动同他以商品即劳动能力、劳动材料、

劳动资料形式从流通中取出的一样多。如果这第一个行为不符合

商品交换的规律，那么这个行为就根本不能表现为这样一种生产

方式的行为，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是：个人之间彼此结成的最基本

关系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于是要说明这个行为，就必须以另

外一个生产基础为前提。但是，正好相反，这里是以这样一种生产

方式为前提，这种生产方式的产品始终以商品而不是以使用价值

为基本形式，这种生产方式恰恰是以资本、货币同劳动能力的交换

为基础。

我们在第二个行为中可以看到一种同这个行为的结果和条件

完全格格不入的现象，即在表面上不仅同简单流通规律相矛盾，而

且同流通本身也相矛盾的现象。首先，卖者和买者在生产过程本身

中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只要卖者以他的作为工人的个人进入

买者的消费过程，买者就成了卖者的指挥。［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这

种关系在简单交换过程以外变为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但是这种关

系不同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一切其他的同类关系，这种关系只是

卖者所卖商品的特殊性质产生的结果，因此，这种关系在这里只产

生于买和卖，产生于买卖双方作为商品所有者的状况，因而这种关

系又包含着政治等等的关系。买者成为首领、主人（师傅），卖者成

为他的工人（人、人手）。这种场合同下面这种场合完全一样，一旦

买者和卖者的关系转化为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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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社会地位，不过这种改变在后一场合只是暂时的，而在前一

场合却固定化了。

但是，如果我们考察结果本身，那么，它与简单流通规律是完

全矛盾的，而且这一点在下述情况下可以更明显地看到：正如大多

数的情况那样，支付仅仅是在提供劳动之后发生，因此，购买实际

上只是在生产过程结束时才实现。也就是说，这时劳动能力不再同

买者相对立。它已经物化在商品中，［在该商品的生产上耗费了］比

如１２小时劳动时间或１个工作日。因此，买者获得了１２劳动小时

的价值。但是他只支付比如说１０劳动小时的价值。实际上这里发

生的就不是等价交换，但事实上这里也没有交换。也许只能这样

说：假设——这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句话——第一个行为不是以

上述方式发生，［Ⅱ—５６］买者不是对劳动能力进行支付，而是对已

经完成的劳动本身进行支付。在这种场合只能这样设想：现在产品

完成了，但产品的价值只是以产品的价格的形式存在。只是产品的

价值必须实现为货币。因此，如果资本家以货币形式立即为工人实

现他的产品部分，那么，下述情况就是正常的现象，即工人满足于

以商品形式交出较大的等价物而以货币形式得到较小的等价物。

总之，这种说法是荒唐的。因为这无异于断言，卖者始终必须满足

于以商品形式交出较大的等价物而以货币形式得到较小的等价

物。一旦买者把他的货币转化为商品，即进行购买，价值就存在于

他所购买的商品中，价值就只是作为价格，而不再作为已实现的价

值即货币而存在了。买者的商品失去了交换价值的形式，即货币的

形式。但为此他并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另一方面，他恰恰由于他的

商品现在以商品形式存在而得到了好处。

但是，又有这种说法，如果我买某个商品是为了自己消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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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关心的只是它的使用价值。这里的问题是要把

交换价值转变为生活资料。相反，如果我买商品是为了再把它卖出

去，那么，很明显，在我用货币同商品交换的时候，我在最初就受了

损失。因为我关心的只是交换价值，而我的货币由于买而丧失了货

币形式。交换价值起先只是作为价格，作为还只是有待于实现的商

品与货币的等式而存在。但是我购买商品的目的与商品的价值无

关。在为卖而买时会产生剩余价值这种现象，在这里是以买者抱有

应该产生这种剩余价值的想法来解释的，这显然是很荒唐的。在我

出卖某个商品时，买者是想使用这一商品还是滥用这一商品，这一

点与我完全无关。

假定商品所有者没有足够的货币购买劳动，但他有足够的货

币购买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卖者会嘲笑

他，对他说：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都是未完成的产品；劳动材料本

来就是如此，劳动资料也只是以后的产品的组成部分，它只有作为

这种组成部分才有价值，否则毫无价值。实际上，假定劳动材料花

费１００塔勒，劳动资料花费２０塔勒，而对这些劳动材料和劳动资

料追加的劳动用货币计算等于３０塔勒。于是，这个产品就值１５０

塔勒，而只要我一结束我的劳动，我就有一个价值为１５０塔勒的商

品，不过还必须把这个商品卖掉，这个商品才能作为１５０塔勒的交

换价值而存在。我付给劳动材料的卖者的１００塔勒和付给劳动资

料的卖者的２０塔勒，是我的商品的价值组成部分，它们占商品价

格的８０％。但是，我还必须把在我的未卖出去的商品中占８０％的

这一价值变成货币，而原料和劳动资料的卖者却在卖给我原料和

劳动资料时，在产品完成以前，因而更是在产品卖出以前就已经在

货币形式上实现了这一价值。因此，我通过单纯的买这一行为预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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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们货币，他们就必须把他们的商品低于价值卖给我。事情完全

一样。

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有价值１５０塔勒的商品，但是我还必须

把它卖掉，把它实现为货币。在第一种情况下，我自己［在劳动材料

和劳动资料上］追加了劳动的价值，但是我不仅在产品卖掉以前，

而且在产品完成以前就支付了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在第

二种情况下，工人追加了［劳动的］价值，而我在出卖商品以前就支

付了这一价值。于是又会得出这样一种荒唐的看法，似乎买者本人

有特权低价买进，结果是他作为卖者又会重新全部失掉他作为买

者所得到的好处。

例如，在一天结束时，工人在产品上追加了一个工作日，而我

占有了他的这种物化形式的劳动，作为交换价值的劳动，因此，我

只是在把同一交换价值以货币形式还给工人的时候，才对工人支

付了这一交换价值。价值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形式，不会改变价值

量，同样，这个价值量也不会因存在于商品形式还是货币形式，是

已实现的价值还是未实现的价值而发生变化。

在以上看法中，还不知不觉地混入了贴现费的想法。如果我已

经有了现成的商品，或者是我用这些商品获得贷款，但我并没有把

这些商品卖掉（或仅仅是在契约上把它们卖掉），或者我由于已经

卖掉这些商品而获得一张支付凭证，不过这些商品只是后来才得

到支付，因而为这些商品支付给我的只是以后才能兑现的凭证、汇

票等等，——那么，我就要支付贴现费。我之所以要支付贴现费，这

是因为我没有把商品卖掉，就得到了货币，或者说，我在商品可以

得到支付、出售真正得以实现以前就得到了货币，我之所以支付贴

现费，是因为我获得了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贷款。我放弃商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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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一部分，［Ⅱ—５７］并且把它转交给那个以我的尚未卖出去的

商品或者还不可能得到支付的商品为担保而给我贷款的人。因此，

我在这里就要为商品的形态变化付出代价。

但是，如果我是劳动的买者，——只要劳动已经物化在产品

中，——那么，第一，上述情况就不适用。因为在预付货币和对支付

凭证进行贴现时，在这两种场合货币预付者都不是商品的买者，而

是介于买者和卖者之间的一个第三者。在这里，资本家作为买者同

给他提供商品（物化在一定的使用价值中的一定的劳动时间）的工

人相对立，资本家是在已经以商品形式得到等价物以后才对工人

支付的。第二，工业资本家和为了利息而预付货币的资本家之间的

所有这些关系，要以资本关系为前提。这里的前提是：货币——一

般价值——本身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自行增殖，创造一定的剩余

价值，而且在这个前提下为它的使用得到报酬。因此，在这里假定

资本的一种派生形式是为了以此说明它的原始形式，假定资本的

一种特殊形式是为了说明它的一般形式。

但是，事情总是要归结到这样一个问题：工人不能一直等到产

品的出售。换句话说，他除了自己的劳动本身外，没有别的商品可

出售。如果工人有商品可供出售，那么，这个前提就已经意味着他

要作为商品出售者而存在，——因为他不能靠那些对他本人来说

不是使用价值的产品生活，——他就必须始终拥有足够的货币形

式的商品储备，以便用以生活，购买生活资料，直到他的新商品完

成并出售为止。这又是第一个行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中

的那个前提，即他作为单纯的劳动能力与劳动的物的条件相对立，

这些物的条件不仅包括工人的生活资料（他在劳动期间的生活手

段），而且也包括实现劳动本身的条件。表面上是为了摆脱这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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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的和决定性的第一种关系，可是这种关系却以上述方式重新

恢复了。

下述公式同样也是荒谬的：工人在他取得他的工资的时候，就

已经在产品或者产品的价值中取走了他的份额，因此他也就没有

权利提出进一步的要求。资本家和工人都是投资者，是产品或它的

价值的共同所有者，但其中一方让另一方把他的份额支付给他，因

而，他就丧失了对于产品出售中获得的价值和在其中实现的利润

的权利。这里又必须识别两种虚假情况。如果工人得到了他在原

料上追加的劳动的等价物，那么，事实上他也就没有进一步的要

求。他得到的份额的全部价值已经获得支付。这种情况当然可以

用来说明，为什么工人无论是同商品还是同商品的价值都不再有

任何关系，但是决不能说明，为什么他以货币形式得到的等价物小

于他以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的形式提供的等价物。

我们拿前面的例子来说，卖者把原料按１００塔勒、劳动资料按

２０塔勒卖给新商品的生产者，他们对新的商品和新商品的价值

１５０塔勒就没有任何要求。但是，由此不会得出这样的结果：一个

卖者得到的不是１００而是８０塔勒，另一个不是２０而是１０塔勒。

这只是表明，如果工人在商品卖出去以前得到他的等价

物，——但是他已经卖掉了他的商品，——他就不应当有更多的要

求。但是这并不表明，工人必须低于等价物出卖他的商品。这里又

不知不觉地混入了第二种错觉。资本家出卖商品时会获得利润。已

经得到等价物的工人放弃了从这种后来的行为中产生的利润。因

此，在这里又出现了原来的错觉，即利润（剩余价值）产生于流通，

因而商品的卖价高于它的价值，买者受了骗。工人丝毫没有参与一

个资本家对另一个资本家的这种欺骗行为；但是，一个资本家的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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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等于另一个资本家的亏损，因此，对总资本来说，本来就不存在

什么剩余价值。

当然，有一些雇佣劳动形式会产生一种假象，似乎工人出卖的

不是他的劳动能力，而是他的已经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本身。例如

计件工资就是这样。但是这［Ⅱ—５８］不过是计量劳动时间和监督

劳动（仅支付必要劳动）的另一种形式。

如果我知道平均劳动在１２个小时内能够提供某种产品２４

件，那么，两件产品就等于１劳动小时。如果一个工人劳动１２小时

而从中得到１０小时的报酬，也就是说，他劳动了２小时剩余时间，

那么，这就等于说他每小时提供１
６小时剩余劳动（无偿劳动）。（每

小时提供１０分钟剩余劳动，因而全天提供１２０分钟，即

２小时。）      

假定１２劳动小时用货币来估价等于６先令，那么，１劳动小

时就等于６
１２先令，也就是说，等于

１
２先令，即等于６便士。因此，２４

件产品就等于６先令，或者说，１件产品等于１
４先令，等于３便士。

无论是工人在１０小时以外追加２小时，还是在２０件产品以外追

加４件产品，这都是一回事。每件价值为３便士的产品等于价值为

３便士的１
２劳动小时。但是，工人得到的不是３便士，而是２

１
２便

士。如果说工人提供２４件产品，那么，他的报酬就是４８便士加１２

便士，等于６０便士，也就是５先令，而资本家出卖商品却得到６先

令。

因此，这只是计算劳动时间（同样也是检查劳动的质）的另一

种方式。这些工资的不同形式与一般关系无关。但是十分明显，在

采用计件工资时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

呢？显然是由于每件产品没有得到充分的支付；即在产品中吸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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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多于得到货币支付的劳动。

因此，这一切现象只能这样来解释（所有其他解释最终总是要

以此为前提）：工人作为商品出卖的不是他的劳动，——这种劳动

只是在它物化为任何一种使用价值之后才是商品，因此，它总是作

为劳动过程的结果才是商品，因而大多数场合在劳动得到支付之

前才是商品，——而是他的劳动能力，在这种劳动能力开始劳动并

实现自己劳动以前，工人就把它卖出去了。

买者投入流通的预付价值或货币额不仅会再生产出来，而且

得到了增殖，按一定的比例增加了，在价值上追加了一个剩余价值

——这种结果只有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在这里，

劳动能力才成为现实的劳动，劳动才能物化在某个商品中。这个结

果表明，买者收回的商品形式的物化劳动多于他预付的货币形式

的物化劳动。这个由买者后来在出卖新商品时又投入流通的物化

劳动时间的余额，只能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产生。

但是，实际产生剩余价值并使资本事实上成为生产资本的这

个第二个行为只能在第一个行为之后出现，而且只是在第一个行

为中按照自己的价值与货币相交换的那个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的

结果。然而，第一个行为仅仅发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工人为

了能够把他的劳动能力当作他的财产来支配，就必须是自由的，也

就是说，他不应该是奴隶、农奴、依附农。另一方面，他同样也必须

丧失能够实现劳动能力的条件。可见，他既不是为自己的消费而经

营的农民，也不是手工业者，一般说来，他必须不再是所有者。前提

是工人作为非所有者进行劳动，他的劳动条件作为别人的财产和

他相对立。因此，这些条件也已经意味着土地作为别人的财产与工

人相对立；意味着工人无权利用自然界和它的产品。这一点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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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土地所有权是雇佣劳动的必要前提，因而也是资本的必要前

提。不过，这一点在考察资本本身时无须进一步考虑，因为与资本

主义生产形式相适应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历史产物。可见，工人自身提供的作为商品的劳动能力包含着

一整套历史条件，只有有了这些历史条件，劳动才能成为雇佣劳

动，因而货币才能成为资本。

当然，这里的问题在于：整个生产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即

雇佣劳动和资本使用雇佣劳动已经不是社会表面上的偶然现象，

而［Ⅱ—５９］是一种统治的关系了。

要使劳动成为雇佣劳动，要使工人作为非所有者进行劳动，不

是出卖商品，而是出卖对他自身的劳动能力的支配权，即要使他按

照劳动能力能够出卖的唯一方式来出卖劳动能力本身，实现他的

劳动的那些条件就必须作为异化的条件，异己的权力，受别人的意

志支配的条件，即别人的财产同他相对立。物化劳动，价值本身作

为自私的本质，即作为资本与工人相对立，由于资本的承担者是资

本家，因此它也就作为资本家与工人相对立。

工人购买的是一个结果，一定的价值，即同工人自己的劳动能

力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量相等的劳动时间量，因此也就是维持工

人生活所必需的货币额。因为工人购买的是货币，即他本身作为劳

动能力已经具有的同量交换价值的另一种形式。

相反，资本家购买和工人出卖的是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也就

是劳动本身，即创造和增加价值的力量。可见，创造和增加价值的

力量不属于工人，而属于资本。当资本把这个力量并入自身时，它

就有了活力，并且用“好象害了相思病”３２的劲头开始去劳动。因

此，活劳动就成为物化劳动保持和增殖自身的一种手段。只要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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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财富，他就因而成为资本的力量；同样，劳动生产力的全部发

挥也就是资本生产力的发挥。工人自身出卖的而又总是获得等价

物补偿的东西，就是劳动能力本身，是一定的价值，它的量可能在

一个较大或者较小的范围内波动，但是，按照概念来说总是可以归

结为维持劳动能力本身即工人能够作为工人继续生存所需要的生

活资料。因此，过去的物化劳动就统治现在的活劳动。主体和客体

的关系颠倒了。如果实现工人的劳动能力的物的条件，从而现实劳

动的物的条件，即工具、材料、生活资料，在工人面前表现为异己

的、独立的、反过来把活劳动当作保存并增殖自身（工具、材料、生

活资料之所以交给劳动，只是为了吸收更多的劳动）的权力，如果

这种情况已经作为前提条件而存在，那么，这种［主体和客体之间

的关系的］颠倒就会在［生产过程的］结果上更多地表现出来。劳动

的物的条件本身就是劳动的产品，而如果从交换价值方面来考察

这些条件，它们就只是物化形式的劳动时间。

因此，从两方面来看，劳动的物的条件都是劳动本身的结果，

即它自身的物化，而劳动的这种自身的物化，即作为劳动的结果的

劳动自身，则作为异己的、独立的权力与劳动相对立，而和这种权

力相对立，劳动始终处于同样的无对象性中，只是劳动能力。

如果一个工人只干半天活，就可以维持生活一整天，——也就

是说，生产出维持这个工人一天所必要的生活资料，——那么，他

的一天的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就等于半个工作日。但是，这种劳动

能力的使用价值却并不是由维持、生产或再生产它自身所必需的

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本身能够劳动的时间决定的。因此，例

如它的使用价值是一个工作日，而它的交换价值只有半个工作日。

资本家按照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按照维持这种劳动能力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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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时间把它买进来，但是资本家得到的却是本身能够劳动的劳

动时间。因此，在上述例子中，即使资本家支付了半天，他得到的却

是一整天。他的利润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工人把他的劳动能力交给

资本家支配的时间的长短。但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关系都是这样：

工人把劳动能力交给资本家支配的时间多于再生产劳动能力自身

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资本家购买劳动能力，仅仅因为它有这种使用

价值。

资本和雇佣劳动仅仅表现同一关系的两个因素。如果货币不

同作为工人自己出卖的商品的劳动能力相交换，也就是说，如果在

市场上找不到这种特殊的商品，货币就不能成为资本。另一方面，

劳动只有在它自身的实现条件，即它自身的物的条件作为自私的

力量，他人的财产，作为自为存在的和坚持独立的［Ⅱ—６０］价值，

总之，作为资本与劳动相对立时，才能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因此，

如果资本从它的物的方面来看，或者说，从它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

方面来看，只能由劳动本身的物的条件，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

（后者一部分是劳动材料，一部分是劳动资料）组成，那么，从资本

的形式方面来看，这些物的条件必须作为异化的、独立的权力，作

为把活劳动仅仅看作保存和增殖自身的手段的价值（物化劳动）而

与劳动相对立。

因此，雇佣劳动或者说雇佣劳动制度（工资是劳动的价格）对

资本主义生产来说是必要的社会劳动形式，同样，资本，自乘的价

值，也是一种必要的社会形式，劳动的物的条件必须具有这种形

式，才能使劳动成为雇佣劳动。由此可以看到，例如巴师夏对这种

社会生产关系有多少深刻的认识，他竟认为雇佣劳动形式并不会

造成社会主义者所抱怨的弊端。｛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进一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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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这个骗子认为，如果工人有足够的货币能够维持生活到出售

商品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在较为有利的条件下同资本家共同分享

出售产品得到的盈利。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他们不是雇佣工人，他

们出卖的不是他们的劳动能力，而是他们的劳动产品，那么，他们

就能做到这一点。恰恰是由于他们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才成了雇

佣工人，而他们的买者就变成了资本家。因此，这种关系的本质形

式被巴师夏先生看成是一种偶然的情况３３。

这里还有另一些问题应该马上考察一下。不过在此以前还要

指出另一点。我们已经看到，工人由于他在劳动过程中追加新的劳

动，——他卖给资本家的只是这个劳动，——他就保存了物化在劳

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中的劳动所具有的价值。而且他是无偿地做这

件事情的。这种情况是活劳动本身的质所造成的，并不是说为了达

到这一目的而要求新的劳动量。

｛例如，如果劳动工具必须改进等等，或者说为了保存劳动工

具，就必须花费新的劳动，那么，这种情况就同资本家买进新的劳

动工具或者一部分新的劳动资料并把它们投入劳动过程完全一

样。｝

资本家无偿地得到这一切，这完全是由于工人把劳动预付给

资本家，而资本家只是在劳动物化以后才支付这种劳动。（这是对

于那些谈论劳动价格的预付的人们的反驳。劳动是在它完成以后

才被支付的。产品本身与工人无关。工人出卖的商品在得到支付

以前就已经转归资本家所有。）

但是，资本家还白白地得到了另一个结果，全部买卖的结果。

在劳动过程例如一个工作日结束以后，工人把他从资本家那里得

到的货币转换成生活资料，从而保存、再生产自己的劳动能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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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同一交换又能重新开始①。但是，这就是资

本实现的条件，一般来说，就是资本继续存在的条件，是使资本成

为固定的生产关系的条件。随着劳动能力本身的这种再生产，也就

再生产出能够使商品转化为资本的唯一条件。对资本家来说，工人

消费工资是生产的消费，这不仅是因为资本家由此会重新得到劳

动，比工资所代表的更大的劳动量，而且还因为工资会给资本家再

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

果不仅是商品和剩余价值，而且是这种关系本身的再生产（我们在

以后将会看到，这种关系的再生产规模会越来越大）。

如果说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物化，那么，它是物化为资本、非劳

动，如果说资本在交换中把本身的一部分让渡给工人，那么，这一

部分资本只是转化为再生产工人的劳动能力的手段。因此，资本的

最初条件，资本的最初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最初关系，在这个

过程结束时就重新被创造出来了。因此，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就

由这种生产方式再生产出来，完全同商品和剩余价值被生产出来

一样。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结束时从过程中产生的，仅仅是在开

始时进入这一过程的那些东西，一方面是作为资本的物化劳动，另

一方面是作为单纯劳动能力的无对象劳动，因此同样的交换始终

在重新反复。在资本的统治地位或者资本主义生产基础还没有充

分发展的殖民地，工人得到的东西多于［Ⅱ—６１］再生产他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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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所需要的东西，于是他很快就能成为自耕农等等；因此［劳动

和资本之间］的最初关系在那里并没有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在这些

殖民地，资本家大声抱怨，并试图人为地造成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

的这种关系（威克菲尔德３４）。

同全部关系的这种再生产（即雇佣工人一般从这种过程中出

来时只能同他进入这一过程时一样）相联系的是下面一点：对工人

来说重要的是他在哪些最初条件下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他作为

工人一般按传统生活所必须有的平均工资数额是多少。在资本主

义生产的进程中，劳动能力或多或少会受到毁坏，但是这一点是延

续很长的。至于维持工人劳动能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也就是说，

一般认为哪些生活资料和多少数额是必需的，可参看桑顿３５。但

是，这种情况确切地表明，工资只归结为生活资料，工人在结果上

仍然同以前一样仅仅是劳动能力。差别只在于是较多的还是较少

的生活资料被看作他的需求的尺度。他劳动始终只是为了消费；差

别只在于他的消费费用即生产费用是多一些还是少一些。

可见，雇佣劳动是资本形成的必要条件，并且始终是资本主义

生产的必要前提。因此，尽管第一个行为，货币同劳动能力的交换

或者劳动能力的出卖本身，并不进入直接的生产过程（劳动过程），

但是它仍然进入了整个［资本主义的］关系的生产。没有第一个行

为，货币就不会成为资本，劳动就不会成为雇佣劳动，因而，整个劳

动过程也就不会受到资本的控制，隶属于资本，因而同样也就不会

出现按照前面规定的方式进行的剩余价值生产。至于第一个行为

是否属于资本的生产过程，经济学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所发生的

争论实际上在于：在工资上支出的资本部分，或者说工人用他的工

资交换的生活资料是否构成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参看罗西、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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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拉姆赛）。

工资是否具有生产性？提出这种问题实际上同提出资本是否

具有生产性这个问题一样，是一种误解。

在后一种场合，资本仅仅被理解为它借以存在的那些商品的

使用价值（资本对象），而不是被理解为形式规定性，以商品为承担

者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在前一种场合，人们强调的是，工资本

身并不进入直接的劳动过程。

具有生产性的不是机器的价格，而是在劳动过程中作为使用

价值执行职能的机器本身，如果机器的价值重现在产品价值中，机

器的价格重现在商品的价格中，那只是因为机器有价格。这种价格

不生产任何东西：它既不保存自身，也不增殖自身。一方面，工资是

劳动生产率的一个扣除，因为剩余劳动受到工人为再生产自己、保

存自己的生命所花费的劳动时间的限制。剩余价值也是如此。另

一方面，工资具有生产性，因为工资创造出劳动能力本身，而这种

劳动能力就是增殖的源泉和整个［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

用于工资的资本部分，也就是劳动能力的价格，并不直接进入

劳动过程，尽管部分地存在着这种情况，这是因为工人为了要继续

劳动，每天必须不止一次地消费生活资料。不过，这种消费过程处

于真正的劳动过程之外。（也许［应该把生活资料看作］劳动能力的

辅助材料，就象煤、油等等是机器的辅助材料一样？）预先存在的价

值所以会进入价值增殖过程，一般只是因为它们现成地存在着。工

资的情况却不同，因为它会再生产出来，被新的劳动所代替。无论

如何，即使把工资——已转化为生活资料——仅仅看作是开动劳

动机器所需的煤和油，那么，它们也只是作为使用价值才进入劳动

过程，因为它们被工人当作生活资料来消费，而它们具有生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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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它们使工人这架劳动机器不断运转。但是它们起到这种作

用是由于它们是生活资料，而不是因为这些生活资料［Ⅱ—６２］具

有价格。然而，这些生活资料的价格即工资，并不进入劳动过程，因

为工人必须把它再生产出来。随着生活资料的消费，生活资料所包

含的价值被破坏了。工人用新的劳动量来补偿这个价值。因此，具

有生产性的是这个劳动，而不是它的价格。

｛我们已经看到：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所包含的价值简单地保

存下来了，这是由于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作为劳动材料和劳动资

料被消费，也就是说，由于它们是新劳动的因素，因而由于新的劳

动追加到它们上面。

我们现在假定某个生产过程在一定的水平上进行，这个水平

自身是一定的，因为只应该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因而只应该使用

生产力的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但是，这个一定

的发展阶段是通过一定量的机器等等，通过新生产所需要的一定

量产品表现出来的。因此，在机械织机等等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就

不用手工织机织布了。换句话说，为了使用必要劳动时间，必须把

劳动置于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条件之下。这些条件本身表现

为一定量的机器等等，总之，表现为劳动资料，有了这些劳动资料

作为必要的前提，就可以只使用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制造产品的必

要劳动时间。

因此，为了纺棉纱，至少必须有一个工厂，有若干马力的蒸汽

机，有若干纱锭的走锭精纺机等等。这样，为了使这些生产条件中

所包含的价值能保存下来，——与机器纺纱相适应的还有每天必

须消费的一定量棉花，——不仅必须追加新劳动，而且必须追加一

定量的新劳动，以便由生产阶段本身决定的材料量作为材料被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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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机器必须运转（每天必须把它作为工具来使用）的一定时间

真正作为机器被利用的时间。

如果我有一台每天可以把６００磅棉花纺成棉纱的机器，那么，

这些生产资料就必须吸收１００个工作日（假定把６磅棉花纺成棉

纱需要一个工作日），才能把机器的价值保存下来。新劳动并不是

为了以某种方式保存这种价值，相反，它只是追加新的价值，而旧

价值则是丝毫不变地再现在产品上。但是，原有价值只有通过追加

新价值才能得到保存。它要重新再现在产品上，它就必须转化为产

品。可见，如果为了使机器能够作为机器得到利用而必须把这６００

磅棉花纺成棉纱，那么这６００磅就必须转化为产品，也就是说，给

这６００磅棉花追加的劳动时间量必须是把它们转化为产品所必要

的劳动时间量。６００磅棉花和机器的磨损部分的价值在产品本身

中简单地再现出来；新追加的劳动丝毫不会使这一点发生变化，而

是增加了产品的价值。新追加的劳动一部分补偿工资（劳动能力）

的价格；另一部分则创造出剩余价值。但是，如果没有追加全部劳

动，那么，原材料和机器的价值也就不能得到保存。因此，工人只是

借以再生产他自己的劳动能力的价值（即只是新追加这一价值）的

那部分劳动，也只是保存了材料和工具中那部分吸收了这一劳动

量的价值。形成剩余价值的另一部分劳动则保存了材料和机器中

其余部分的价值。

假定原材料（６００磅棉花）值６００便士，也就是５０先令，即２

镑１０先令。机器的磨损部分的价值为１镑，而１２个劳动小时追加

（对工资的补偿和剩余价值）１镑１０先令。这样，商品的全部价格

就等于５镑。假定工资为１镑，那么，１０先令就表示剩余劳动。在

商品［价值］中保存的价值等于２镑１０先令或全部商品价值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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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工作日（可以设想这是一个增大到１００倍的工作日，也就是说，

１００个工８１
３人的一个工作日，其中每个工人劳动１２小时）的全

部产品等于５镑。每一劳动小时为先令或８先令４便士。因此，在

每一小时中有４先令２便士的价值是原材料和机器的价值，而另

外４先令２便士则是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追加的价值。

６劳动小时生产的产品［Ⅱ—６３］等于５０先令，也就是２镑１０

先令；包括在［产品］中保存下来的原材料和机器的价值１镑５先

令。但是，为了充分利用机器的生产效能，必须１２小时都进行工

作，也就是说，必须消费掉１２劳动小时所能吸收的原料。因此，资

本家可以这样认为：最初６小时只是为他补偿了原材料的价格，恰

好是２镑１０先令，即６劳动小时产品的价值５０先令。６劳动小时

通过它自身追加的劳动也只能保存６劳动小时所必需的材料的价

值。然而，资本家——因为他要榨取一定的剩余价值，把他的机器

作为机器来使用，他就必须让工人工作１２小时，因而也就是必须

消费掉６００磅棉花——认为，最初的６小时似乎只为他保存了棉

花和机器的价值。实际上，根据我们的假设，［６劳动小时所耗费

的］棉花的价值为１镑５先令，即２５先令，或者说全部棉花价值的

１
２。

为了使事情简单起见，——因为数字在这里是完全无关紧要

的，——我们可以假定：在１２劳动小时内纺成棉纱的棉花为２镑

（也就是８０磅棉花，每磅６便士）；在１２劳动小时内机器的磨损为

２镑；最后，新劳动所追加的价值为２镑，其中１镑为工资，１镑为

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２镑或者４０先令除以１２小时，每小时就

是３１
３先令（３先令４便士），这就是１劳动小时价值的货币表现；

同样，根据我们的假定，每小时加工的棉花为３１
３先令的棉花，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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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３磅；最后，每小时机器的磨损为３

１
３先令。一小时生产出来的

商品的价值就是１０先令。但是，在这１０先令中，６２
３先令（６先令

８便士）或者６６２
３％只是原来就已存在的价值，这个价值所以会

在商品中再现出来，只是因为吸收一小时劳动需要３１
３先令的机

器和６２
３磅的棉花。因为它们作为材料和机器。按照这种相互的

比例进入劳动过程，所以，［材料和机器的］这个量中包含的交换价

值就转移到新的商品上，例如转移到棉纱上。

４小时所生产的棉纱为４０先令或２镑，其中又有 １
３（也就是

１３１
３先令）是新追加的劳动，而

２
３或２６

２
３先令只是已经消耗掉的

材料和机器中所包含的价值的保存。而这个价值之所以能保存下

来，只是因为材料上追加了１３１
３先令的新价值，也就是说，材料吸

收了４小时劳动，或者说，２６２
３先令代表着实现４小时纺纱劳动

所需要的材料和机器的数量。除了４个物化劳动小时，即１３１
３先

令外，４小时内没有创造任何其他价值。但是，这４小时的商品或

者产品（其中保存的预先存在的价值占 ２
３）的价值是２镑（或４０先

令），恰好等于在１２劳动小时的纺纱过程中必须纺成棉纱（消费

掉）的棉花的价值。因此，如果工厂主把最初４小时的产品卖出去，

他就可以补偿１２个小时内所需要的或者说他为了吸收１２劳动小

时所需要的棉花的价值。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假定，进入１２

小时的产品的棉花价值是总产品价值的 １
３。工厂主在

１
３的劳动时

间里只消费１
３的棉花，因而也就只保存这个

１
３的价值。如果他再加

上 ２
３的劳动，他就还要多消费

２
３的棉花，并在１２小时内在产品中

保存棉花的全部价值，因为全部８０磅棉花实际上都进入了产品，

进入了劳动过程。如果工厂主现在卖掉４劳动小时的产品，它的价

值是总产品的 １
３，也就是棉花在全部产品中所占的价值部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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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他就会以为他在这最初的４小时内再生产了棉花的价值，即在

４劳动小时内再生产了棉花的价值。然而，事实上进入这４小时的

只有１
３的棉花，因而也就是

１
３的棉花价值。工厂主认为，１２小时内

消费的棉花在４小时中就再生产出来了。但是，他所以会得出这种

计算结果，只是因为他把工具［价值］的 １
３，［新加］劳动［所创造的

价值］（物化劳动）的１
３，即构成４小时劳动的产品价格的

２
３都算在

棉花里了。这部分产品价值是２６２
３先令，因而，按照［棉花］价格就

是５３１
３个磅棉花，如果他只劳动４小时，那么，他的商品就只有

１２小时总产品价值的１
３的价值。因为棉花构成总产品价值的

１
３，

因此他就可以认为，他在４小时的产品中得到了１２小时劳动所需

要的棉花价值。

［Ⅱ—６４］如果他再继续劳动４小时，那么，这就又等于总产品

价值的 １
３，而因为机器是总产品价值的

１
３，所以他就想，他在这第

二个１
３的劳动时间里补偿１２小时劳动所需要的机器的价值。事实

上，只要他把这第二个 １
３或这另外４小时的产品卖掉，１２小时内

机器磨损的价值就会得到补偿。按照这种计算，最后４小时的产品

就既不包含原料，也不包含机器（否则就会包含它们的价值），而只

包含劳动，也就是说，只包含新创造的价值，因此，２小时是再生产

出来的工资（１镑），而２小时是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也是１

镑）。实际上，这最后４小时追加劳动只是追加了４小时的价值，即

１３ １
３先令。但是，根据工厂主的假定，在这４小时产品中占６６

２
３％的原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只是补偿追加的劳动。因此，劳动

在１２小时内追加的价值似乎可以理解为劳动在４小时内追加的。

全部计算所以会产生，只是由于假定１
３的劳动时间不仅创造自身，

而且还创造了占这一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产品价值２
３的预先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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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因此，如果假定全部 １
３的劳动时间的产品只是由劳动追加的

价值，——尽管它只占这一产品的价值的 １
３，——那么，自然就会

得出同样的结果，好象在（３×４）小时内总是把有效的 １
３看作是劳

动，而把２
３看作预先存在的价值。这种计算对资本家来说也许是完

全实际可行的，但是，从理论上来看，这种计算却混淆了一切现实

关系，并会导致极其荒唐的结论。仅仅是原材料和机器的预先存在

的价值就占新商品的６６２
３％，而追加劳动只占３３

１
３。６６

２
３％表

示２４小时的物化劳动时间；因此，假定１２小时新劳动不仅物化自

身，而且除此以外还物化２４小时，也就是说，总共物化３６小时，这

是何等的荒谬。

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

４劳动小时的产品价格，即１２小时总工作日的 １
３的产品价

格，是总产品价格的１
３。按照前面的假定，棉花的价格是总产品价

格的１
３。因此，４劳动小时即总工作日的

１
３的产品的价格就等于进

入总产品的棉花的价格或者说等于在１２劳动小时内纺成棉纱的

棉花的价格。因此，工厂主说，最初的４劳动小时只是补偿１２劳动

小时内消费掉的棉花的价格。但是实际上，在最初的４劳动小时的

产品的价格中，１３或１３
１
３先令（在我们这个例子中）是在劳动过程

中追加的价值即劳动，１３１
３先令是棉花，１３

１
３先令是机器，而棉花

和机器这两个组成部分只是再现在产品价格中，因为它们是作为

使用价值被４小时劳动消费掉的，因此，它们再现在新的使用价值

中，因此它们保存着它们原有的交换价值。

在４小时内追加到２６２
３先令的棉花和机器（它们在进入劳动

过程以前就具有这些价值，只是在新产品的价值中再现出来，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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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通过４小时的纺纱过程进入了新产品）上去的无非是１３
１
３先

令，即新追加的劳动（新追加的劳动时间的一定量）。因此，如果我

们从４小时产品的价格４０先令中扣除预付［在原材料和机器上］

的２６２
３先令，那么，在劳动过程中真正创造出来的价值，就只是４

小时劳动的货币表现１３１
３先令。如果现在我们把产品价格的

２
３，

即代表机器的 １
３或１３

１
３先令和代表劳动的另一个

１
３或１３

１
３先

令，都算作棉花的价格，那么，我们就会得到在１２小时内消费的棉

花的价格。

换句话说：在４小时劳动时间内实际上只有４小时劳动时间

追加到先前就存在的价值上。但这些价值会再现出来。一定数量

的棉花和机器的价值所以［会在产品的价值中再现出来］，只是因

为这些价值吸收了这４小时劳动时间，或者因为它们作为纺纱的

要素变成了纱的组成部分。因此，在４劳动小时的产品的价值中再

现出来的棉花价格仅仅等于真正作为材料进入这４小时劳动过程

并被消费掉的棉花量的价值；也就是说，根据假设等于１３１
３先令。

但是，４劳动小时的全部产品的价格等于１２小时消费的棉花的价

格，因为４小时劳动时间的产品等于１２小时总产品的 １
３，而棉花

的价格是１２小时总产品的价格的１
３。

［Ⅱ—６５］对于１２小时劳动所说的情况也适用于１小时劳动。

４小时与１２小时的关系也就是１
３小时与１小时的关系。因此，为

了进一步简化全部过程，我们把它归结为１小时。根据前面的假

定，１小时产品的价值等于１０先令，其中３１
３先令是棉花（６

２
３磅

棉花），３１
３是机器，３

１
３是劳动时间。如果追加１小时劳动时间，那

么，全部产品的价值就等于１０先令或等于３小时劳动时间：因为

在新的产品即棉纱中再现出来的已消费的材料和机器的价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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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３先令，按照我们的假定就等于２劳动小时。现在只是要区别，

棉花和纱锭的价值是怎样在纱的价值上再现出来的，新追加的劳

动是怎样进入纱的价值的。

第一：全部产品的价值等于３小时劳动时间或等于１０先令。

其中２小时是棉花和纱锭包含的劳动时间，是劳动过程之前预先

就已存在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说，这２小时在棉花和纱锭进入劳动

过程以前就是它们的价值。因此，这２小时只是在全部产品价值中

（占其中２
３）再现出来，只是得到了保存。新产品的价值超过它的材

料部分价值的余额只占［产品价值的］１３，即３
１
３先令。这是在这一

劳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唯一的新价值。原来就已存在的与新价值

无关的价值仅仅得到了保存。

第二：原来的价值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它们所以会保存下

来，是因为它们作为材料和资料被活劳动使用，被活劳动作为形成

新的使用价值即棉纱的要素消费掉了。劳动保存了它们的交换价

值，这只是因为劳动把它们当作使用价值，也就是说，把它们当作

形成新使用价值即棉纱的要素消费掉了。因此，棉花和纱锭的交换

价值在棉纱的交换价值中再现出来，并不是因为在它们上面追加

了一般劳动，抽象劳动，单纯的劳动时间（形成交换价值要素的劳

动），而是追加了这种一定的实际劳动，纺纱劳动，有用劳动，这种

劳动实现在某种使用价值如棉纱上，并作为这种有目的的特殊活

动把棉花和纱锭当作自己的使用价值来消费，把它们当作自己的

要素来利用，通过它自己的有目的的活动把它们变成棉纱的形成

要素。

如果纺纱工——也就是纺纱劳动——用一台更完善但会按同

一价值比例进入产品价值的机器在半小时内就能把６２
３磅棉花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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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棉纱，而不是需要一小时，那么，产品的价值就等于３
１
３先令（棉

花）＋３１
３先令（机器）＋１

２
３先令的劳动，因为半小时劳动时间根

据我们的假定就是１２
３先令。因此，产品价值就等于８

１
３先令，其

中棉花和机器的价值就象第一种情况一样全部得到了再现，尽管

追加在它们上面的劳动时间比第一种情况少５０％。但是，棉花和

机器的价值全部再现出来了，这是因为纺纱劳动只需半个小时，就

能把它们变成棉纱。因此，它们所以会全部再现出来，这是，因为它

们全部进入了半小时纺纱劳动的产品，进入了新的使用价值即棉

纱。劳动保存它们的交换价值，只是因为劳动是实际的劳动，是制

造特殊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特殊活动。劳动是作为纺纱劳动保存

它们的交换价值的，而不是作为与劳动的内容无关的抽象的社会

劳动时间。在这里，劳动只有作为纺纱劳动才会在产品即棉纱中保

存棉花和纱锭的价值。

另一方面，在保存棉花和纱锭的交换价值的过程中，劳动即纺

纱劳动不是把棉花和纱锭当作交换价值，而是当作使用价值，当作

这种特定的劳动即纺纱劳动的要素。如果一个纺纱工使用某种机

器，能把６１
３磅棉花纺成棉纱，那么，对这一过程来说，每磅棉花值

６便士还是值６先令，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因为他在纺纱过程中是

把它作为棉花，作为纺纱劳动的材料来消费的。这种材料需要多

少，取决于吸收一小时纺纱劳动的需要。这种材料的价格与此毫无

关系。机器的情况也是这样。如果同样一些机器的价格下降一半，

而执行同样的职能，那么，这种情况丝毫也不会影响纺纱过程。对

纺纱工来说，唯一的条件是，他占有的材料（棉花）和纱锭（机器）的

量，应该是一小时纺纱劳动所需要的量。棉花和纱锭的价值或价格

与纺纱过程本身没有关系。它们是物化在它们自身中的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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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因此，它们所以能在产品中再现出来，只是因为它们对产

品来说是预先就已存在的价值，它们在产品中再现出来，只是因为

棉花和纱锭这两种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就其物质规定性来说，是纺

纱劳动所需要的，它们作为要素进入了纺纱过程。

但是另一方面，纺纱劳动给棉花和纱锭的价值追加新价值，只

是由于纺纱劳动不是这种一定的劳动即纺纱劳动，而是劳动一般，

只是因为纺纱工的劳动时间是一般劳动时间，对于这种一般劳动

时间来说，它物化为何种［Ⅱ—６６］使用价值，劳动的特殊有用性，

特殊的目的，特殊的形式和方式或存在方式如何，都是无关紧要

的，它表现为这种劳动的时间（尺度）。一小时纺纱劳动在这里就等

于一小时的一般劳动时间（它等于一小时或几个小时，同这里的问

题是无关的）。这一小时物化劳动时间比如在棉花和纱锭的结合上

追加了３ １
３先令，因为棉花和纱锭同样是物化为货币的劳动

时间。     

如果能用 １
２小时而不是１小时生产出５磅棉纱（由６

２
３磅棉

花纺成），那么，在半小时结束时得到的使用价值，就同另外一种情

况下在一小时结束时得到的一样。也就是说，得到同质同量的使用

价值，即得到一定质的５磅棉纱。这种劳动就它是具体劳动、纺纱

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活动来说，它在半小时内完成的工作同以前

一小时所完成的一样多，创造出同样多的使用价值。尽管纺纱劳动

延续的时间在一种场合比另一种场合长一倍，但是，它作为纺纱劳

动在这两种场合所做的是同一件事情。如果它本身是使用价值，是

劳动，也就是说，是创造某种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那么，它为

了创造这个使用价值所必须持续的必要时间就是完全无关紧要

的；无论纺成５磅棉纱需要１小时还是半小时，都是完全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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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过来说，它生产同一使用价值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就越具

有生产性和有用性。但是，它追加的、创造的价值，则完全要由它延

续的时间来计量。纺纱劳动在一小时内追加的价值比１
２小时内追

加的价值大一倍，在２小时内追加的价值比一小时内追加的价值

大一倍。纺纱劳动追加的价值是由它自身的延续时间来计量的，而

作为价值，产品无非是一定的一般劳动时间的物化，而不是这种特

殊劳动即纺纱劳动的产品，或者说，纺纱劳动只有在它是一般劳

动，并且它的持续时间是一般劳动时间的情况下，它才会被考察。

棉花和纱锭的价值被保存下来，是因为纺纱劳动把它们转化成了

棉纱，也就是说，它们作为材料和资料被这种特殊的劳动方式消费

掉了。６２
３磅棉花的价值所以会增加，只是因为这些棉花吸收了一

小时的劳动时间，只是因为产品棉纱中包含的劳动时间比产品的

价值要素棉花和纱锭所包含的多１小时。

但是，劳动时间所以能追加到现成的产品或者说现成的劳动

资料上面去，只是因为它是某种特殊的劳动即把劳动材料和劳动

资料当作自己的材料和资料的劳动的时间。因此，１小时劳动时间

所以会追加到棉花和纱锭上面，只是因为在它们上面追加了１小

时纺纱劳动。棉花和纱锭的价值的保存，仅仅同这种劳动的特殊性

质、它的物的规定性有关，也就是说，这种劳动是纺纱劳动，恰恰是

这种一定的以棉花和纱锭作为纺纱资料的劳动；进一步说，它是活

劳动自身，是有目的的活动。价值追加在它们上面，这种情况纯粹

是由于纺纱劳动是一般劳动，是一般的抽象的社会劳动，而一小时

纺纱劳动等于一小时一般的社会劳动，等于一小时社会劳动时间。

因此，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被保存下来并在产品总价值中

作为它的组成部分再现出来，这只是价值增殖过程（这一过程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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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只是现实劳动的抽象表现）的结果，新的劳动时间追加过程的结

果，因为新的劳动时间必须以有用的和有目的的一定形式追加。但

这并不是劳动两次，即一次追加价值，另一次保存已有价值；但是

因为劳动时间只能以有用劳动、特殊劳动的形式，比如纺纱劳动的

形式追加，所以劳动本身在给材料和资料追加新的价值即追加新

的劳动时间的同时，也就保存了材料和资料的价值。

此外，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劳动保存的原有价值量同它追加在

原有价值上的价值量有一定的比例，或者说，保存下来的已经物化

的劳动量同追加的新的劳动时间量有一定的比例；总之，直接劳动

过程同价值增殖过程之间有一定的比例。

如果在既定的一般生产条件下，纺掉６２
３磅棉花，并磨损掉ｘ

台机器的必要劳动时间为１小时，那么，在１小时内只能把６１
３磅

棉花纺成棉纱，并且只能使用ｘ台机器，因而只能生产出５磅棉

纱；结果是２劳动小时的物化劳动时间，即在棉纱中保存下来的６

１
３磅棉花和ｘ纱锭（３

１
３先令）转到１劳动小时上，棉纱的价值高

于棉花和ｘ纱锭的价值的１劳动小时。棉花所以能增加价值（也就

是得到剩余价值）１劳动小时即３１
３先令，只是因为６

２
３磅棉花和

ｘ台机器被使用了；另一方面，棉花和机器所以能被使用，从而它

们的价值所以能在棉纱中重新再现出来，只是因为追加了１小时

劳动时间。因此，为了使８０磅棉花的价值在产品中［Ⅱ—６７］作为

棉纱的价值部分再现出来，就必须追加１２劳动小时。一定量的材

料只能吸收一定量的劳动时间。它的价值只是按照它吸收这种劳

动（在劳动生产率已定的情况下）的比例得到保存。因此，如果８０

磅棉花没有全部纺成棉纱，８０磅棉花的价值就不能保存下来。而

按照我们的假定，把８０磅棉花纺成棉纱需要１２小时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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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劳动生产率已定，也就是说，如果劳动在一定时间内所能

提供的使用价值量已定，那么，劳动保存的已有价值的量就完全取

决于劳动自身的持续时间，或者说，保存下来的材料［和］资料的价

值量完全取决于追加的劳动时间，因而取决于新价值创造的程度。

价值保存的多少同追加价值的多少成正比。另一方面，如果材料和

劳动资料己定，那么，它们的价值的保存就完全取决于追加劳动的

生产率，取决于追加劳动把它们转化为新的使用价值所需要的时

间的多少。因此，已有价值的保存在这里同价值的追加，同劳动生

产率成反比，也就是说，如果劳动的生产效率较高，那么，劳动保存

已有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较少；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由于分工，更多的是由于机器而出现的

一种特殊状况。

作为价值要素、价值实体的劳动时间是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

在现有的一般社会生产条件下所要求的劳动时间。例如，如果一小

时是把６２
３磅棉花纺成棉纱所必要的劳动时间，那么，这一小时就

是需要有一定的实现自身的条件的纺纱劳动的时间，也就是说，例

如需要带有若干纱锭的走锭精纺机，具有若干马力的蒸汽机等等。

要在１小时内把６２
３磅棉花纺成棉纱，所有这一切设备都是必不

可少的。不过，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要在以后再谈。｝

现在回过来谈我们的例子。也就是说，６２
３磅棉花已在一小时

内纺成棉纱，棉花的价值等于３１
３先令，所使用的纱锭等等的价值

等于３１
３先令，［纺纱］劳动追加的价值等于３

１
３先令，因此，产品

的价值等于１０先令。因为棉花和纱锭等于２劳动小时，所以两者

各等于１劳动小时。在这个小时结束时，总产品的价格等于价格总

额，等于１０先令，或者说３小时物化劳动时间，其中属于棉花和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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锭的２小时只是在产品中再现出来，只有１小时是新创造的价值

或追加的劳动。在１劳动小时的产品的总价格中，每个要素的价格

占１
３。因此

１
３劳动小时的产品的价格等于

１
３总产品的价格，也就是

等于在总产品中包含的劳动的价格，或者棉花的价格，或者机器的

价格，因为总产品的这３个要素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构成总产品

价格的１
３。因此，如果劳动

１
３小时，那么，产品就等于价值３

１
３先令

的１１
３磅棉纱

①，我用它可以购买６
２
３磅棉花。或者说，

１
３小时产

品的价格等于整个劳动小时所消费的棉花的价格。第二个１
３的价

格等于使用的机器的价格。 １
３劳动小时的［全部］产品的价格就等

于［在一个劳动小时内］全部追加劳动的价格，其中一部分追加劳

动是工资的等价物，另一部分构成剩余价值或利润。

因此，工厂主会这样计算：我劳动 １
３小时用来支付棉花的价

格，再劳动 １
３小时用来补偿使用的机器的价格，还有

１
３小时，其中

１
６是工资，

１
６是剩余价值。这种计算在实践中十分正确，但如果要

用它来解释实际的价值形成（价值增殖过程）和必要劳动同剩余劳

动的比例，这种计算就十分荒谬。这就是说，在这里不知不觉地产

生了这样一种看法，似乎是 １
３小时的劳动创造或补偿了已消耗掉

的棉花的价值，１３小时的劳动创造或补偿了磨损掉的机器的价值，

还有 １
３劳动小时则构成新追加的劳动或新创造的价值，这是工资

和利润的共同基金。实际上，这仅仅是一种很平庸的方法，它所表

明的是这样一种关系，即棉花和劳动资料的已有价值会在全部劳

动时间（１劳动小时）的产品中再现出来，或者说，已有价值即物化

劳动在劳动过程中由于追加一小时劳动时间而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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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认为：
１
３劳动小时的产品的价格等于在整个劳动小时

内纺成棉纱的棉花的价格，比如说等于６２
３棉花的价格，也就是３

１
３先令，那么，我就知道，１劳动小时的产品等于３×

１
３劳动小时的

产品。因此，如果１
３劳动小时的产品的价格等于在

３
３或１劳动小时

内纺成棉纱的棉花的价格，那么，这无非就是说，棉花的价格等于

总产品价格的１
３，６

２
３磅棉花进入了［１劳动小时的］总产品，因此

棉花的价值再现出来并构成总产品价值的１
３。机器的价值也是这

种情况。劳动也是如此。

因此，如果我认为，２３的劳动时间（在这段时间里，［Ⅱ—６８］劳

动总是在继续）的产品的价格，也就是说，比如 ２
３劳动小时的产品

的价格等于 ３
３或１劳动小时内消费掉的材料的价格和机器的价

格，那么，这只不过是用另一种方法说，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价格进

入劳动小时的总产品的价格并占 ２
３，因而追加的劳动小时就只是

物化在产品中的全部价值的１
３。１小时的一部分、

１
３或

２
３等等的产

品的价格等于原材料、机器等等的价格，但这决不是说，原材料、机

器的价格在 １
３或

２
３等等小时内生产出来或者真正地被再生产出

来，而只是表示：这些部分产品的价格或劳动时间的各个相应部分

的这些产品的价格等于在总产品中再现出来并保存下来的原材料

价格、［机器价格］等等。

如果我们来考察［总产品价值的］最后一个 １
３，即代表追加劳

动的价格、追加的价值量或者新物化的劳动量的部分，那么，我们

就可以最清楚地看到另外一种观点的荒诞无稽。按照我们的假定，

这个最后的１
３［劳动小时］的产品的价格等于１

１
９先令的棉花（

１
３

劳动小时），１１
９先令的机器（

１
３劳动小时），加上新追加的

１
３劳动

小时，因此，总计等于３
３劳动小时或者等于１劳动小时。因此，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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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个价格以货币形式标志着追加到原材料上的全部劳动时间。

但是，根据前面提到的混乱观点，１３劳动小时则应该表现为３
１
３先

令，也就是表现为 ３
３劳动小时的产品。

第一个１
３的情况也是这样，在那里，

１
３劳动小时的产品的价格

等于棉花的价格。这个价格由２２
９磅棉花的价格１

１
９先令（

１
３劳动

小时）、机器的价格１１
９先令（

１
３劳动小时）和

１
３真正新追加的劳动

（这恰好是把２２
９磅棉花纺成棉纱所需的劳动时间）所组成。因此，

这个价格总计等于１劳动小时，也就是等于３１
３先令。这也就是

３
３

劳动小时所需要的棉花的价格。因此，这头一个１
３实际上也同其他

两个 １
３劳动小时一样，

２
３劳动小时的价值（等于２

２
９先令）只是被

保存下来，因为ｘ棉花纺成了棉纱，从而棉花和已损耗掉的机器的

价值再现出来了。作为新的价值附加进来的只是１
３新的物化劳动。

但是，这里总是会产生一种假象，似乎工厂主有理由这样说：

头４个劳动小时（或１
３劳动小时）只是为我补偿我在１２劳动小时

内所需要的棉花的价格；第二个４劳动小时只是补偿我在１２劳动

小时内已损耗掉的机器的价格，只有最后４劳动小时形成新价值，

其中一部分补偿工资，一部分构成剩余价值，这就是我从全部生产

过程中得到的结果。但是他在这里忘记了，根据他的假定，只有最

后４小时的产品才是新追加的劳动时间的物化，因而１２劳动小时

就是：４劳动小时物化在材料中，４劳动小时物化在已损耗掉的机

器中，最后４劳动小时是真正新追加的；于是他得到的结果就是这

样，即总产品的价格由３６个劳动小时组成，其中２４劳动小时只代

表棉花和机器在被加工成棉纱以前具有的价值，而１２劳动小时，

即总价格的 １
３代表新追加的劳动，即同新追加的劳动完全相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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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价值。｝

｛工人在货币面前把他的劳动能力当作商品出卖，这要以下列

各点为前提：

（１）劳动条件，即劳动的物的条件作为异己的权力，异化的条

件与他相对立。劳动的条件是别人的财产。而这种情况同样又要

求土地作为地产存在，要求土地作为别人的财产与他相对立。他仅

仅是单纯的劳动能力。

（２）工人以［法］人的身分对待那些与他相异化的劳动条件，以

及他自己的劳动能力；因此他作为所有者支配着自己的劳动能力，

本身不属于劳动的物的条件，也就是说，他本身不是作为劳动工具

为他人所占有。他是自由的工人。

（３）工人劳动的物的条件本身仅仅作为物化劳动与工人相对

立，也就是说，作为价值、作为货币和商品与工人相对立；作为这样

的物化劳动，它同活劳动相交换仅仅是为了保存并增殖自身，为了

实现自己的价值，成为更多的货币，而工人拿他的劳动能力与这种

物化劳动相交换，是为了获得这种物化劳动中构成他的生活资料

的那一部分。因此，劳动的物的条件在［它们］同［劳动］的这种关系

中仅仅表现为已经独立的，坚持独立的并且只是以自身增殖为目

的的价值。

可见，这种关系的全部内容，正如与劳动相异化的工人劳动

条件的表现方式一样，处于［Ⅱ—６９］它们的纯粹的经济形式中，

在这里，没有任何政治的、宗教的和其他的伪装。这是纯粹的货

币关系。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物化劳动和活的劳动能力之

间的关系。不是主人和奴仆，教士和僧侣，封建主和陪臣，师傅

和帮工等等之间的关系。在一切社会制度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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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些阶级）总是占有劳动的物的条件的阶级，因此，这些条件

的承担者，即使在他们劳动的场合，他们也不是作为劳动者，而

是作为所有者从事劳动，而仆役阶级总是这样一个阶级，它或者

作为劳动能力本身是所有者的财产（奴隶），或者只是支配自己的

劳动能力（这种情况甚至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例如在印度、埃

及等等，他们 ［劳动者］占有土地，但是土地的所有者却是国王

或某个种姓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关系不同于资本的地方在于，

在这些关系中，上述 ［劳动和它的物的条件之间的］关系看不见

了，而表现为主人与奴仆，自由民和奴隶，半仙和凡人等等之间

的关系，而且在双方的意识中就是作为这样的关系存在着。只是

在资本中，这种关系才被剥掉了一切政治的、宗教的和其他观念

的伪装。这种关系——在双方的意识中——被归结为单纯的买和

卖的关系。劳动条件本身以赤裸裸的形式与劳动相对立，它们作

为物化劳动、价值、货币与劳动相对立，作为把自身仅仅理解为

劳动本身的形式并且只是为了作为物化劳动保存和增殖自身而与

劳动相交换的货币。因此，这种关系纯粹表现为单纯的生产关系

——纯粹的经济关系。但是，随着统治关系在这种［资本主义］基

础上的发展，就会明白，这种关系仅仅产生于买者即劳动条件的

代表同卖者即劳动能力的所有者相互对立的关系。｝

因此，现在我们再回过来探讨雇佣劳动的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在劳动过程中，——因而在生产过程中，就这

一过程是某种使用价值的生产，是劳动作为有目的的活动的实现

而言，——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根本不是为劳动本身而存

在的。它们只是作为实现劳动的物的条件，作为劳动的物的因素而

存在，而且本身为劳动所消费。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交换价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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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劳动过程本身这种情况，换句话说就是，它们不是作为商品进

入劳动过程。机器作为机器起作用，棉花作为棉花起作用，但是，它

们在这里起作用，并不是因为它们代表一定量的社会劳动。相反，

作为这种社会劳动的化身，它们的使用价值在它们身上消失了，它

们成了货币。但是，实际上有这样的劳动过程，在那里，材料没有任

何价值，例如海中的鱼，矿里的煤。

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它们作为商品的特性与生产过程

根本没有关系，那就错了；因为这个生产过程不仅生产使用价值，

而且也生产交换价值，不仅生产产品，而且也生产商品；或者说，它

的产品不仅是使用价值，而且是具有一定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而

这个交换价值部分地又是由作为商品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本身

具有的交换价值决定的。它们作为商品进入生产过程；否则它们就

不能作为商品从生产过程中出来。因此，如果有人说劳动材料和劳

动资料的价值与生产过程无关，它们作为商品与这一过程无关，因

为它们在劳动过程中不是充当商品，而是充当单纯的使用价值，那

么这就等于说，生产过程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价值增殖过

程这种情况，对生产过程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这种说法又等于说生

产过程的目的是自我消费。这同前提是矛盾的。即使就单纯价值

增殖过程来说，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不是生产的，因为它们

的价值只是在产品［的价值］中再现出来，保存下来，那情况也是这

样。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工资或者劳动能力的价格。劳动能力的价

格或工资不是生产的，也就是说，如果“生产的”是指必须作为要素

进入劳动过程本身，那么它就不是生产的。生产使用价值的，有目

的地使用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是工人本身，即发挥自己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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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作用的人，不是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所得到的价格。或

者说，如果工人进入劳动过程，他就是作为活动，作为他的劳动能

力的动力——作为劳动进入这一劳动过程的。现在可以［Ⅱ—７０］

说：“工资归结为工人作为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工人作为

活劳动能力保存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总之就是工人在劳动期

间保持自己生命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维持工人作为工人进行活动

的那些生活资料，同劳动过程中机器消耗掉的煤和油等等一样进

入劳动过程。他在劳动期间的生活费用，同机器等等消费的辅助材

料一样，也是劳动过程的要素。”但是在这里——在机器的场合

——煤、油等等，总之辅助材料，只是作为使用价值进入劳动过程。

它们的价格同这个过程毫无关系。工人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即工资

是否也是这样呢？

这个问题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于：

是否应该这样考察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也就是构成他

作为工人的生活费用，——即资本本身需要这种生活资料作为资

本的生产过程的要素（就象它需要辅助材料一样）呢？当然，这种情

况是存在的。但是，最初的行为始终是交换行为。

经济学家争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工人消费的、他的劳动的价

格即工资所代表的生活资料，是否象劳动资料（材料和劳动资料）

一样构成资本的一部分？首先，劳动资料也是生活资料，因为我们

假定，个人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无论是作为买者还是卖者都

一样——互相对立；因此，谁没有劳动资料，谁就没有商品可交换

（假定为自己的消费而进行的生产不属于我们的研究范围，凡是谈

到产品都是指商品），因此，也就不能通过交换得到生活资料。另一

方面，直接的生活资料也同样是劳动资料，因为工人为了劳动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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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而为了生活，他必须每天消费若干生活资料。

无对象的劳动能力，作为单纯的劳动能力同实现它的物的条

件，同它的现实性相对立，因此，也同样同生活资料或劳动资料相

对立，或者说，两者都作为资本同劳动能力相对立。确实，资本就是

货币，是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是物化的一般社会劳动。但这只是

它的形式。一旦它要作为资本——即作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价值

——实现自己，它就必须转化成劳动条件，或者说，这些劳动条件

构成它的物的存在，即它作为交换价值借以存在的现实的使用价

值。但是，对于劳动过程来说，主要的条件是工人本身，也就是说，

本质上是资本中购买劳动能力的那一部分。如果市场上没有生活

资料，那么对资本来说，给工人支付货币就没有任何意义。货币只

是工人得到的一张领取市场上的一定量生活资料的凭证。因此，资

本家潜在地掌握着生活资料，而这些生活资料则是他的权力的组

成部分。不过，如果根本没有资本主义生产，那么，生活费用（最初

是自然界无偿地提供的）就仍然同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一样是劳

动过程的必要条件。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凡是实现

劳动所需要的一切物的要素，都表现为同工人相异化的、处于资本

方面的东西：劳动资料是如此，生活资料也是如此。

罗西３６等人要说的或者实际上所说的——不管他们愿意与否

——其实无非是这种意思：雇佣劳动本身不是劳动过程的必要条

件。他们只是忘记了，如果是这样，那么同一情况也应该适用于资

本。

｛在这里（见增补①）也必须继续研究萨伊关于同一资本——

但他在这里指的是价值——有双重消费的错误说法，即价值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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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来说是生产的，对工人来说则是非生产的。｝

｛对劳动工具的所有权是行会工业或中世纪劳动形式的特

征。｝

因此，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

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

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

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

工人完成流通形式Ｗ—Ｇ—Ｗ。他为买而卖。他把他的劳动能

力换成货币，是为了把货币换成商品，这些商品是使用价值即生活

资料。目的是个人消费。根据简单流通的性质，他最多可以通过节

省和特别勤勉来贮藏货币，但他并不创造财富。相反，资本家完成

流通形式Ｇ—Ｗ—Ｇ。他为卖而买。这一［Ⅱ—７１〕行动的目的是交

换价值，即发财致富。

我们只是把同资本相交换，转化为资本并使资本增殖的自由

劳动理解为雇佣劳动。因此一切所谓的服务都被排除了。不管这

些服务有什么其他性质，货币在它们上面是耗费了，而不是作了预

付。在这些服务中，货币往往只是一种为了获得某种使用价值而转

瞬即逝的交换价值。正如购买商品来消费（不是通过劳动来消费）

同生产消费（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毫不相干一样，资本家作为

私人——在商品生产过程之外——消费的那些服务同生产消费也

毫不相干。这些服务可能是很有用的等等。但它们的内容在这里

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对这些服务本身的评价（在经济上对它们的评

价），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当然不同于在其他的生产关系中。

但是，只有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基本因素，才有可能研究这个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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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服务即使本身可以直接生产商品，例如，裁缝为我缝制裤

子，或者士兵保卫着我，法官等等也是一样，或者音乐家给我一种

美的享受，我购买他的演奏，或者医生给我治好腿，我付钱给他，但

是，这里谈的始终只是劳动的物质内容，劳动的有用性，而至于这

些是劳动，那与我完全无关。在创造资本的雇佣劳动的场合，它的

内容实际上与我无关。任何一种一定的劳动方式对我有意义的只

是在于，它是一般的社会劳动，从而是交换价值的实体，是货币。因

此，上述工人、仆役，从娼妓到教皇，决不会在直接的生产过程中被

使用。｛不过，最好把关于“生产劳动”的详细论述放到《资本和劳

动》这一部分。｝我购买一种劳动而赚钱，购买另一种劳动而花钱。

一种劳动使人致富，另一种劳动使人变穷。后一种劳动本身可以是

发财致富的条件之一，例如警察、法官、士兵、刽子手的劳动。但是，

这样一来，这种劳动往往只是一种“使负担加重的事情”，而同直接

的［生产］过程完全无关。

我们从流通出发，是为了达到资本主义生产。这也是历史的发

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以商业在另一种过

去的生产基础上的发展为前提的。｛关于这一点要详加叙述。｝

我们现在所要考察的是剩余价值的进一步的发展。这里要指

出的是，当剩余价值的生产成为生产的真正目的，或者说，生产成

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时候，由于劳动过程起初只是形式上从属于资

本，活劳动从属于物化劳动，现代劳动从属于过去劳动，就使劳动

过程本身的方式显著地发生了变化；因而，同资本关系（要使它以

发展的形式出现）相适应的，也有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力的发

展。

｛我虽然也在服务中消费仆役的劳动能力，但不是由于他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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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价值是劳动，而是由于他的劳动有一定的使用价值。｝

增  补

《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

性的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一书，对于萨伊《给马尔萨斯先生的

信》（１８２０年巴黎和伦敦版第３６页）说道：

“这些装腔作势的说法大体上就是萨伊先生称之为自己的学说的东西

…… 他在第３６页上对马尔萨斯说：‘如果你发现这一切论断中有什么似乎

矛盾的地方，就请你考察一下它们所表现的那些事物吧，我敢相信，你会觉得

这些论断是十分简单，十分合理的。’毫无疑问，而且同时完全可以看出，通过

这种手法，这些论断决不会成为独创的和重要的。［萨伊接着说：］‘我可以断

言，如果没有这种分析，你就不可能解释所有这些事实，例如解释同一个

［Ⅱ—７２］资本是怎样被消费两次：被企业主生产地消费，被他的工人非生产

地消费。’‘在欧洲的许多地方，’似乎一致把荒诞的说法称为事实。”（第１１０

页注Ⅺ）

问题在于，萨伊把交换，即这里的买，称为被出卖的货币的消

费。

如果资本家用１００塔勒购买劳动，那么，萨伊就认为，这１００

塔勒被消费两次：被资本家生产地消费，被工人非生产地消费。如

果资本家用１００塔勒去交换劳动能力，那么这１００塔勒他既没有

生产地消费，也没有非生产地消费，虽然这１００塔勒是为了“生产

的”目的而花掉的。他所做的只是把它们从货币的形式转化为商品

的形式，而他生产地消费的正是他用货币购买的这种商品即劳动

能力。如果他使用工人是为了向他提供他个人消费的使用价值，即

把工人作为提供服务的人来使用，那么，他也能够非生产地消费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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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力。货币正是通过这种与劳动能力的交换才成为资本：货币作

为资本不是被消费，而是相反，它被生产、保存、确立了。

另一方面，工人消费的不是资本；货币在他的手里恰好不再是

资本，对于他来说，只是流通手段。（当然，货币如同商品换成的任

何流通手段一样，又是工人的商品在交换价值形式上的存在，但

是，在这里，这种交换价值只是而且必定只是用来交换生活资料的

转瞬即逝的形式。）劳动能力一旦被消费，就转化为资本；资本家的

货币一旦从资本家手中转入工人手中，被工人花费，就转化为工人

的生活资料，不再是资本或资本（潜在的）组成部分。

但是，萨伊得出这种谬论的根本原因是：他认为同一个价值

（在他那里资本无非是一个价值额而已）两次被消费，一次被资本

家消费，另一次被工人消费。他忘记了，在这里是具有同一价值的

两个商品相交换，参加交易的不是一个价值，而是两个价值：一方

面是货币，另一方面是商品（劳动能力）。工人非生产地（即没有为

自己创造财富）消费的，是他自身的劳动能力（不是资本家的货

币）；资本家生产地消费的，不是他的货币，而是工人的劳动能力。

双方的消费过程是以交换为媒介的。在买者以商品的个人消费为

目的，卖者以生产为目的的任何买卖中，在萨伊看来，同一个价值

被消费两次：卖者把自己的商品转化为货币（交换价值），他是生产

地消费，买者把自己的货币花在暂时的享受上，他是非生产地消

费。但是，在这里参加交易的是两个商品和两个价值。

萨伊的话只能有他所没有想到的那种意思。这就是，资本家把

同一个价值生产地消费两次：第一次是通过他生产地消费劳动能

力，第二次是通过他的货币被工人非生产地消费，其结果是劳动能

力的再生产，也就是使资本作为资本发生作用的那种关系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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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但是，马尔萨斯正确地发觉了后面一点。

｛工人的［生产］消费是工人为资本家进行劳动即生产的一个

条件，这种说法是马尔萨斯的论点。｝

“他〈工人〉对于使用他的人、对于国家是生产的消费者，但严格说来，对

自己本身就不是生产的消费者。”（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约翰·卡泽

诺夫出版，１８５３年伦敦版第３０页）

拉姆赛３７声称，转化为工资的那部分资本并不是资本的必要

部分，而只是由于工人的“可悲”的贫困而偶然地成为资本的必要

部分。这是因为他把固定资本理解为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把流动

资本理解为工人的生活资料。他说：

“流动资本只由在工人完成他们的劳动产品以前已经预付给工人的生活

资料和其他必需品构成。”（乔治·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丁堡版

第２３页）

“严格地说，只有固定资本，而不是流动资本，才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同

上）

“如果我们假定工人不是在完成产品之前得到报酬，那就根本不需要

［Ⅱ—７３］流动资本。”［同上，第２４页］

（这里的意思不就是说劳动的物的条件之一即生活资料可以

不采取资本的形式吗？在这里已经承认了一点：生产的这些物的条

件本身不是资本，只有当它们表现为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时才成

为资本。）

（生活资料必定是生活资料，同样，它们也必定是生产的必要

条件；但是它们不一定是资本。）

“生产还会保持同样的规模。这证明，流动资本既不是生产的直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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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对生产也毫无重要意义，它只是由于人民群众可悲的贫困而成为必要的

诡计。”（同上）

换句话说，雇佣劳动不是劳动的绝对形式，而只是劳动的历史

形式。就生产来说，工人的生活资料不必以异化的形式作为资本来

同工人相对立。但是，这一点对于资本的其他要素和一般资本也是

同样适用的。相反地，如果资本的这一部分不采取资本的形式，那

么，另一部分也就不采取这种形式，因为使货币成为资本的全部关

系，或者说，使劳动条件作为独立的权力同劳动相对立的全部关系

并不存在。因此，在拉姆赛看来，构成资本的本质形式的东西，“只

是由于人民群众可悲的贫困而成为必要的诡计”。生活资料之所以

成为资本，是因为它们是“预付给工人”的。拉姆赛的思想在下面这

句话中表达得更明确：

“从国民的观点来看，只有固定资本〈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才是生产费

用的要素。”（同上，第２６页）

工资，即资本家为劳动能力而支付的价格，对于资本家来说，

是生产费用——预付的货币，其目的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只是赚钱

的手段。如果工人不是工人，而是从事劳动的所有者，那么，在工人

看来，在产品完成以前他所消耗的生活资料不是这个意义上的生

产费用，因为，相反地，在他看来，整个生产过程只是生产他的生活

资料的手段。而拉姆赛却认为，不仅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而且从

国民的观点来看，也就是从他认为生产是为了社会，而不是为了社

会的一定阶级的那种观点出发，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即为生产新

产品所必须使用和消耗的产品，都是生产过程的必要条件，从而必

须不断地进入这个过程。因此，在他看来，资本在这里无非是一般

劳动过程的物的条件，从而绝对不表现任何社会关系，它只是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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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不管这个过程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形式）中所需要的物的

别名而已；按照这种观点，资本只是一种在工艺上一定要有的东

西。这样一来，正是使资本成为资本的东西消失了。拉姆赛同样也

可以这样说：生产资料表现为自在的价值，表现为与劳动相对立的

独立的权力，这只是一种“诡计”而已。如果生产资料是工人的社会

财产，那就根本不需要“固定资本”，而生产仍然和原来一样。

｛虽然价值增殖过程实际上无非是一定社会形式的劳动过程，

或者说，是劳动过程的一定社会形式，不是什么两个不同的实际过

程，而是一次按它的内容，另一次按它的形式去考察的同一个过

程，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劳动过程的各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在价值

增殖过程中获得了新的规定。这里还应指出一个要素（在以后考察

流通、确定固定资本的定义等等时，它有重要意义）。在劳动过程

中，生产资料，例如工具、机器、厂房等等在劳动过程中是整个地被

使用的；但是除了所谓的辅助材料以外，它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

在同一个劳动过程中（即一次劳动过程中一下子）被消耗掉。它可

供在同一种过程中反复使用。但只有它在劳动过程中被消耗掉时，

它才进入价值增殖过程，［Ⅱ—７４〕——换句话说也是一样，——它

才重新表现为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

罗西的论述和拉姆赛相似。首先在《政治经济学教程》３８第二

十七讲中，他给资本下了一个一般的定义：

“资本是生产出来的财富中用于再生产的那一部分。”（第３６４页）

但是这个定义只适用于作为使用价值的资本，只适用于它的

物质内容而不适用于它的形式。因此，毫不奇怪，这同一个罗西把

只有从资本的形式才能说明的组成部分——生活资料基金，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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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相交换的部分，说成是资本的非必然的、根本不属于资本概

念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他一方面把资本说成是一种必然的生产

要素，另一方面把雇佣劳动说成是一种非必然的生产要素或生产

关系。其实，他把资本只理解为“生产工具”。按照他的意见，似乎

可以把作为工具的资本和作为材料的资本加以区别，然而他认为，

经济学家实际上荒谬地把原料称为资本，因为

“它〈原料〉果真是生产工具吗？是否应当说原料是生产工具所施加影响

的对象呢？”（同上，第３６７页）

接着，他解释说：

“生产工具，也就是说，一种对于自己施加影响的材料，它同时既是客体

又是主体，既是被动者又是主动者。”（同上，第３７２页）

罗西就在这第３７２页上直截了当地把资本只称为“生产资

料”。至于说到罗西在论战中反对生活资料基金构成资本的一部分

这种观点，这里应当把两种要素加以区别，或者说，他把两种要素

混为一谈了。

首先，他不把雇佣劳动，即资本家预付工资这一事实看作是生

产的必然形式；或者说，不把雇佣劳动看作是劳动的必然形式；在

这里他只是忘记了，资本不是劳动条件或生产条件的必然的即绝

对的形式，相反地，只是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换句话说，劳动过程在

它不隶属于资本时也能发生；它并非必然要以这种一定的社会形

式作为前提；生产过程本身并非必然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可

是，他在这里又犯了错误：他把资本购买劳动能力不是看作雇佣劳

动的本质的东西，而是看作某种偶然的东西。生产所需要的是生产

条件，而不是资本，也就是说，不是由于特殊阶级占有这些生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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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存在而产生的关系。罗西的愚蠢在于：他承

认雇佣劳动（或者说，也承认资本的独立形式），可是却没有看到形

成雇佣劳动的是这种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说资本不是社会生产的

必然形式，这只是说雇佣劳动只是社会劳动的一种暂时的历史形

式。

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生不仅以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相分离的历史

过程作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还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关

系并使之日益尖锐化。在考察资本的一般概念时已经表明的这种

情况，以后在考察竞争时，还会更清楚地显示出来，因为促进这种

分离的主要是竞争（集中等等）。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构成资本的

物不是作为资本，而是作为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同工人相对立。不

言而喻，工人能够认清，这些物是别人的财产等等，是资本。但是，

这一点也适用于工人出卖的、不属于他而属于资本家的劳动。

［Ⅱ—７５］其次，在罗西的论战中还透露了另外一点。

（第一点是，货币与劳动能力相交换。罗西不把这种行为说成

是任何生产所必需的，他是正确的；但他把资本主义生产必不可少

的这样一种关系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非本质的、偶然的要素，他是

错误的。）

这就是说，我们已经看到：首先是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即

对这种劳动能力的暂时的支配。在这个行为中包含着：工人换得生

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是为了维持他作为工人所必需的，特别是为

了“在生产过程中”拥有生存资料所必需的。这是他作为工人进入

生产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实现自己劳动能力的前提。我们

已经看到，罗西所理解的资本无非是指制造一种新产品所需要的

生产资料（材料、工具）。试问，工人的生活资料是不是也如同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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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消耗的煤、润滑油等等或者牲畜所吃掉的饲料一样属于这一类？

简言之，如同辅助材料一样。工人的生活资料是不是也属于这一

类？就奴隶来说，那毫无疑问，他的生活资料应算作辅助材料，因为

他只是生产工具，因而他所消耗的东西只是辅助材料。（这一点，正

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证实了劳动的价格（工资），如同劳动材料的价

格和劳动资料的价格一样，不进入直接的生产过程，虽然所有这三

种价格，尽管以不同的方式，都进入价值增殖过程。）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需把这个问题分成两个问题：第一，应

当撇开资本来考察劳动过程本身；因为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在这里

把劳动过程本身的要素称为资本。第二，要问：在劳动过程隶属于

资本时情况有多大变化。

总之，第一，如果我们考察劳动过程本身，那么它的物的条件

即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只是劳动本身即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的

有目的的活动的物的条件。劳动者作为主体同他的劳动的物的条

件发生关系。当然，劳动者要发挥他的劳动能力，就必须以他是劳

动者为前提，从而，也必须以维持他的生存，发展他的劳动力所必

需的生活资料为前提。但是，这些生活资料本身并不进入劳动过

程。

劳动者作为从事劳动的所有者进入劳动过程。然而，如果从劳

动过程的结果即产品方面来考察劳动过程的各种要素，那么关系

就改变了。对产品来说，所有三个要素表现为促成产品的要素即生

产资料。生产材料、生产工具和生产活动本身是制造产品的一切资

料即生产资料。机器的生活资料（润滑油、煤等等）——完全撇开它

们的价格不谈——在这里构成了生产资料的一部分，但是，在生产

过程本身中工人的生活资料也同样是生产资料的一部分。可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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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劳动的所有者总是一再把产品本身只看作生活资料，而不是把

他的生活资料看作制造产品的前提。但是考察方式丝毫也改变不

了问题的本质。他作为工人必须消费的那部分生活资料，如同机器

所消耗的煤和润滑油一样，也是生产过程所必不可少的，没有这部

分生活资料，工人的劳动能力就根本无法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社会的消费基金构成社会生产资料的一部分（在进一步考察

时，只要整个生产过程只是表现为社会本身的或者社会的人本身

的再生产过程，这一点就会重新消失），因而在这些范围内，工人的

消费在经济上同役马或机器的消费并无区别。

因此，支付给劳动能力的或者说形成工资的那部分资本，是在

工人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直接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被消费和必须被消

费的情况下，才进入直接的生产过程。但是，这样花掉的资本有一

部分没有直接进入生产过程，在它和劳动能力相交换之前也形成

资本的一部分，而且这是形成资本主义关系的一个必要的前提。

［Ⅱ—７６〕资本家给劳动能力支付了报酬。工人这样所取得的

生活资料的绝大部分是消费在劳动过程本身中，而且必须消费在

劳动过程本身中。如果工人是奴隶，那么，资本家就必须把这部分

生活资料作为单纯的辅助材料预付给他们。在这里［在资本主义社

会中］，工人为资本家充当辅助材料。对资本家来说，工人只是生产

要素，而工人所消费的生活资料只是使这个生产要素不停地活动

所必需的煤和润滑油而已。这就是资本家的观点，资本家也就是按

这种观点来行事的。如果牛或机器是更为廉价的生产要素，那么工

人就为它们所取代。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

为下述两个过程之间的差别属于雇佣劳动的本质：（１）货币与劳动

能力相交换；（２）这种劳动能力的消费过程即劳动过程（生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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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现在，我们不再来谈上面考察过的第二点所表示的情况，而想

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罗西的评论。

与此有关，罗西还说：

“有人只从企业主的观点去考察经济科学，只注意企业主所能获得的纯

产品和适于交换的产品，这种人实际上必定看不到人、牛和蒸汽机的区别。在

他看来，只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即成本问题，即弄清楚企业主所需要的蒸

汽、牛或工人要花多少钱这个问题。”（罗西《论政治经济学方法》，载于１８４４

年《政治经济学。论文集》，１８４４年布鲁塞尔版第１卷第８３页）

似乎由此可以看出，“企业主的观点”即资本家的观点，在任何

情况下都是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这涉及到资

本与劳动的关系。

然而，我们在罗西先生那里主要应当考察的是：一方面他如何

承认雇佣劳动从而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劳动和生产的必然（绝对）的

形式；［而另一方面］他又如何抛弃了这一承认，总之，同任何历史

的理解相差十万八千里。

罗西的第一个反对意见是：

“如果工人靠他的收入生活，如果他靠他的劳动报酬生活，那么，你为什

么要使同一事物在生产现象中，在生产力的计算中出现两次，一次作为劳动

报酬，另一次作为资本呢？”（《政治经济学教程》第３６９页）

这里首先应当指出：总的来说，这里是说，工资出现两次，一次

作为生产关系，另一次作为分配关系，罗西认为这是错误的，因此

他正确地反对经济学家们把同一个事物所表现的两种不同形式看

作是两种互不相干、毫无共同之处的关系。我们回头来谈这个问

题，并将一般地指出，生产关系是分配关系，反之亦然。其次，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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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西先生所说的“生产力”指的不是受生产关系制约的生产力的发

展，而只是属于一般劳动过程或一般生产过程本身（撇开任何一定

的社会形式）的要素，那么，工资可以列入“生产现象”，也就是说，

表示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放在“生产力的计算”内。

另一方面，只要生活资料基金还没有与劳动能力相交换，它就

形成资本的组成部分。如果它在交换以前不是资本的一个组成部

分，那么这种交换就不会发生。在交换后，它就不再是资本，而变成

收入了。事实上，进入直接生产过程本身的不是工资，而只是劳动

能力。如果我生产了谷物，那么，在我把它出售以前，它就成了我资

本的一部分。［出售以后］它就成了消费者的收入。（如果消费者把

谷物用于个人消费，而不是用于生产，那么至少可以成为他的收

入。）但是，事实上，生活资料基金［Ⅱ—７７］在作为收入被工人获得

并作为收入被消费以后，它也仍然是“资本的生产力”，因为工人的

再生产就是资本的主要生产力的再生产。

“有人说，工人的报酬是资本，因为资本家把它预付给了工人。如果只存

在这样的工人家庭，它们有足够维持一年生活的生活资料，那工资也就不会

存在了。工人也许会对资本家说：你为共同的事业预付资本，我为此提供劳

动；我们按某种比例来分配产品。只要产品一实现，就各拿各的一份。这时就

没有什么对工人的预付了。即使劳动暂时停顿，工人也要继续消费，他们所消

费的东西属于消费基金，而不属于资本。因此，对工人的预付并不是必需的。

就是说，工资不是生产的构成要素。它只是一种偶然的东西，是我们社会制度

的一种形式。相反地，资本、土地、劳动却是生产所必需的。其次，工资被使用

两次；有人说，工资是资本，但它代表什么呢？代表劳动。谁说‘工资’，就是说

‘劳动’，反之亦然。因此，如果预付工资是资本的一部分，那就只须谈两种生

产工具，即资本和土地。”（同上，第３６９—３７０页）

罗西说，“如果工人有可供一年之用的生活资料，资本家就无

须向他预付生活资料”，他似乎也同样可以说下去：“如果工人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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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一年之用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他就无须资本家的参与［来使

用］这些劳动条件。可见，‘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表现为资本这一

点，并不是生产的构成要素。”“它只是一种偶然的东西，是我们社

会制度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使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成为资本。

如果这样，它们就会仍然属于“生产基金”，而决不属于资本。资本

就会根本不存在。

如果说这种使劳动成为雇佣劳动的一定形式是偶然的一种社

会现象，是历史上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形式，那么，这种使劳动的物

的条件成为资本或使生产条件成为资本的形式也同样是这种偶然

的社会现象。这就是说，是同一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既使劳动成为雇

佣劳动，又使生产条件成为资本。事实上，如果工人占有哪怕只是

其中一种生产条件，——供一年之用的生活资料，——他们的劳动

也就不会是雇佣劳动，而且他们会拥有一切生产条件。他们只须出

售一部分多余的生活资料，就能用它来购买生产资料（材料和工

具），自己生产商品。因此，罗西先生试图在这里弄清楚、而又没有

完全弄清楚的是：虽然生产的一定的社会形式可能是一种历史的

必然性，但它并不因此就是绝对的必然性，因而不能把它说成是永

恒不变的生产条件。我们同意罗西的认识，但不同意对这种认识的

错误应用。

可见，要进行生产，并不绝对需要劳动成为雇佣劳动，因而并

不绝对需要生活资料及其他［生产条件］从一开始就作为资本的组

成部分同工人相对立。但是，罗西接着说：“相反地，资本、土地、劳

动是生产所必需的。”如果他说，“相反地，土地〈劳动材料、劳动场

所、并且首先是生活资料〉、劳动资料〈工具等〉、劳动是生产所必需

的”，而“地租、资本和雇佣劳动”并不是生产所必需的，那么这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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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正确了。但［罗西的这种说法］使劳动和土地失去了它们在资

产阶级经济中所表现的一定的社会形式——它们的雇佣劳动形式

和地产形式。相反，罗西却赋予劳动资料以资本的经济性质。他

［Ⅱ—７８］把劳动资料不仅说成是生产的物质条件，而且说成是资

本的一定的社会形式，因而得出了荒谬的结论：在不占有货币和土

地并且没有雇佣劳动的情况下，也可能有资本。

其次，罗西说，如果预付工资构成资本的一部分，那么就只有

两种生产工具，即土地和资本，而不是象所有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

样有三种工具——土地、资本和劳动。其实，这里所说的是劳动过

程本身的简单要素，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只是劳动材料（土地）、劳

动资料（罗西错误地称之为资本）和劳动，但决不是资本。不过，既

然整个生产过程隶属于资本，在这个过程中所出现的三个要素被

资本家据为己有，所以材料、资料、劳动这三个要素就表现为资本

的物质要素；表现为隶属于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同抽象

地考察的劳动过程——即对劳动过程的一切社会形式来说都同样

是共同的过程——绝对没有任何关系。罗西的观点的特征是，他把

人格化的劳动产品和活劳动能力之间的关系，即构成资本和雇佣

劳动之间关系的精髓的那种关系，看作是非本质的形式，看作只是

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一种偶然现象。（参看可怜的巴师夏３９。罗西

至少预感到，资本和雇佣劳动不是生产的永恒的社会形式。）

因此，现在我们已经在罗西的著作中两次看到他提出的不同

意见。［第一，他说，］如果工资（最初）构成资本的一部分，那么，同

一事物就出现两次。第一次作为生产关系出现，第二次作为分配关

系出现。第二，［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在劳动过程中应计算的不是

三种生产要素（材料、资料、劳动），而只是两种生产要素，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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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这里称之为土地）和他在这里称之为资本的劳动资料。

“企业主和工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如果任何产品的生产都是在早

上开始，晚上完成，如果市场上总有买者准备购买所提供的商品，那么，就没

有真正的工资。但是事情并非如此。要完成一种产品，需要数月、数年…… 

除了自己一双手别无他物的工人，不可能等到这个作业的完成（终结）。他对

企业主、资本家、租地农场主、工厂主所说的是他能对第三者即局外人所说

的。他可以向第三者建议去购买他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他可以对第三者说：

我为生产这么多匹呢子出了力，您愿意购买我有权获得的报酬吗？我们假定，

这个第三者即局外人同意这个建议；他按商定的价格支付；那么，能不能说，

局外人所花费的货币构成企业主资本的一部分呢？能不能说，他同工人的契

约是生产的现象之一呢？不，他进行的是或赚或赔的投机，这种投机既丝毫不

会增加，也丝毫不会减少公共财富。这就是工资。工人向工厂主提出他可以向

第三者提出的建议。企业主同意这个协议，因为它会方便生产。但是这个协议

不过是一种次要的事情，是附加在生产事务上的完全不同性质的事情。对于

生产来说，它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可能在另一种劳动组织中消失。即使

在今天也存在着没有这种协议的生产。因此，工资是财富分配的一种形式，而

不是生产的要素。企业主用于支付工资的那部分基金，不构成资本的一部分，

不再是工厂主用于汇票贴现，或去交易所搞投机的货币额。这完全是一种特

殊的事情，它无疑能促进生产的发展，但不能称之为直接的生产工具。”（同

上，第３７０页）

［Ⅱ—７９］因此，这里问题的所在，是显而易见的。生产关系

（始终是作为整体来看的生产中的个人的社会关系）“不是直接的

生产工具”。决定劳动能力与货币相交换的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

不是“直接的生产工具”。同样，虽然生产过程是仅仅生产产品本

身，还是生产商品，会有本质的变化，但商品的价值也不是“直

接的生产工具”。机器的“价值”，即它形成的固定资本等等也不

是“直接的生产工具”。在不存在任何商品、不存在交换价值的社

会中，机器也具有生产性。问题决不在于这种“生产关系”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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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另一种劳动组织中消失”，而在于研究，在资本主义的劳动

组织中它意味着什么。罗西承认，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本

来意义上的工资”（见第３７０页）。因而他将允许我不再把“不是

本来意义上的工资”称为工资。不过他忘记了，这时也不可能存

在“本来意义上的”资本。

“如果每个人能等待自己的劳动产品，那么工资的现代形式就可能消失。

就会产生工人和资本家的联合，就象现在存在着本来意义上的资本家和同时

又兼工人的资本家的联合一样。”（同上，第３７１页）

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现代形式”将变成什么，这一点罗西没

有弄清楚。当然，如果他撇开生产的社会方式，只把它看作是工艺

过程，如果另一方面，他所理解的资本只是指制造新产品所消耗的

某种产品，那么，对于他来说，这个问题就完全无关紧要了。他至少

有个优点，那就是他没有把工资的形式说成是“必需的生产要

素”。     

“在考察劳动能力时，撇开生产过程中维持工人的生存资料，那就是考察

一种幻想的东西。谁谈劳动，谈劳动能力，同时也就是谈工人和生存资料，工

人和工资…… 同一要素又以资本的名称出现，就好象同一个东西能够同时

构成两种不同的生产工具一样。”（同上，第３７０、３７１页）

事实上，单纯的劳动能力是“一种幻想的东西”。但是，这“一种

幻想的东西”是存在的。因此，一旦工人不能出卖他的劳动能力，他

就会饿死。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正是把劳动能力归结为这样一种

“幻想的东西”。因此，西斯蒙第说得对：

“劳动能力……卖不出去，就等于零。”（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１８２７年巴黎第２版第１卷第１１４页）

罗西的荒谬在于，他试图表明“雇佣劳动”对资本主义生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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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重要的”。

关于机器罗西也可以说：

机器，而不是它的价值，构成资本的一部分。机器的这个价值

是支付给机器制造厂主的，并且他可能把它作为收入消费掉。因

此，机器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不可能出现两次：一次作为机器制造

厂主的收入，另一次作为棉纺厂主的资本或资本的组成部分等等

出现。

此外，能说明问题的是：罗西断言，如果工人富有，那么工资，

即雇佣劳动就成为多余的了；而约·斯·穆勒先生说如果劳动可

以白白地得到，工资就成为多余的了：

“工资没有生产力；它是一个生产力的价格；工资不会同劳动一起参加商

品的生产｛应该说：产品即使用价值的生产｝，正如机器的价格也不会同机器

本身一起参加生产一样。如果劳动无须购买就能得到，工资就成为多余的

了。”（约·斯·穆勒《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１８４４年伦敦

版第９０—９１页）

［Ⅱ—８０］只要资本的一般形式仅仅被看作是自行保存和自行

增殖的价值，资本就被说成是非物质的东西，因而，从经济学家的

观点来看——他只知道可以捉摸的物或者只知道观念，对他来说，

关系是不存在的——被说成是单纯的观念了。资本作为价值，对一

定的物质存在方式，即构成资本的使用价值是无关紧要的。这些物

质要素不会使资本成为资本。

“资本始终是非物质的本质，因为构成资本的不是物质，而是这种物质的

价值，在这种价值中没有任何物质的东西。”（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

１８１７年巴黎第３版第２卷第４２９页）

或者西斯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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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是商业的观念。”（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１８３８年布鲁塞尔版

第２卷第２７３页）

如果一切资本都是价值，那么，价值本身还不是资本。所以，经

济学家不得不又重新回到劳动过程中资本的物质形态上。既然劳

动过程本身表现为资本的生产过程并隶属于资本，所以，根据被确

定的是劳动过程的哪一个特殊方面（这个劳动过程本身正如我们

所知道的，决不以资本为前提，而是一切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可以

说资本是产品，或者是生产资料，或者是原料，或者是劳动工具。比

如，拉姆赛说，原料和劳动资料构成资本。罗西说，其实只有工具是

资本。在这里是考察劳动过程的要素，而没有提出它们任何特殊的

经济规定性。（以后会表明，这种形式规定的消失在劳动过程中也

仅仅是一种假象。）劳动过程（资本的生产过程）归结为它的简单形

式，不是表现为资本的生产过程，而干脆表现为生产过程，并且资

本与劳动不同，在这里只是表现在原料和劳动工具的物质规定性

上。（但是，实际上劳动在这里也是资本本身的存在，它包含在资本

中。）经济学家正是把这一方面——不仅是一种任意的抽象，而且

是一种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消失的抽象——确定下来，以便把资本

表述为任何生产所必需的要素４０。当然，他们这样做，只是由于他

们任意地把一种要素确定下来。

“劳动和资本……前者是直接的劳动……后者是积累的劳动，是以前劳

动的结果。”（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７５页）

“积累的劳动……直接的劳动。”（罗·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１８２１年伦

敦版第１章［第３３页］）

“资本是一国财富中用于生产的部分，由进行劳动所必需的食物、衣服、

工具、原料、机器等组成。”（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

敦第３版第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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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只是一种特殊的财富，也就是说，它不是为了直接满足我们的需

要，而是为了获得其他有用的东西。”（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第５页）

“在野蛮人用来投掷他所追逐的野兽的第一块石头上，在他用来打落他

用手摘不到的果实的第一根棍子上，我们看到占有一物以取得另一物的情

形，这样我们就发现了资本的起源。”（同上，第７０—７１页）

资本是“所有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是过去劳动的积累结果”。（亨·查·

凯里《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７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１册第２９４页）

“当货币额供物质生产用时，它们就称为资本。”（亨·施托尔希《政治经

济学教程，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附让·巴·萨伊的注释和评述》１８２３

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２０７页）

“财富只有当它们为生产服务时，才是资本。”（同上，第２１９页）

“国民资本的要素是：（１）土壤改良；（２）建筑物；（３）工具和劳动工具；（４）

生活资料；（５）材料；（６）制成品。”（同上，第２２９—２４１页）

［Ⅱ—８１］“既非土地又非劳动的任何生产力是资本。它包含着（全部或部

分地由劳动生产出来的）一切用于再生产的力量。”（罗西《政治经济学教程》

第２７１页）

“资本同财富的其他任何部分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只是由于特殊的使用

方式，物才成为资本，就是说，只有它被当作原料、工具或生活资料基金在生

产行为中加以使用，它才成为资本。”（安·舍尔比利埃《富或贫》１８４１年巴黎

版第１８页）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问题决不只是要生产产品或者甚至

生产商品，而是要生产一个比投入生产的价值更大的价值。由此产

生了下面的解释：

“资本是用于生产的财富的一部分，而且一般地说来，它的目的在于获得

利润。”（托马斯·查默斯《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道德状况、道德远景的关

系》１８３２年伦敦第２版第７５页）

按这个规定来给资本下定义的主要是马尔萨斯。（西斯

蒙第下的定义更为确切，因为利润已经是剩余价值的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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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形式①。）

“资本。这是一国储备〈即积累的财富〉中的一部分，它在生产过

程和分配过程中被保存或使用是为了获得利润。”（托·罗·马尔萨斯《政治

经济学定义》，附约翰·卡泽诺夫的序言、注释和补充评论的新版本，１８５３年

伦敦版第１０页）

“过去劳动（资本）……现在劳动。”（爱·吉·威克菲尔德在亚·斯密《国

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１８３５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２３０—２３１页上所作的

注释）

因此，我们有下述定义：（１）资本是货币；如果考察的是资本所

表现的最初的形式，资本就是商品；（２）如果把资本同活劳动相对

立来加以考察，同时把价值看作是资本的实体，［资本就是］同直接

的即现在的劳动相对立的积累的（过去的）劳动；（３）如果考察劳动

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资本就是］劳动资料、劳动材料，总之，是用

来制造新产品的产品；如果与劳动能力相交换的资本组成部分按

它的交换价值来加以考察，［资本就是］生活资料。

只要整个劳动过程（直接的生产过程）与作为它的结果的产品

相一致，资本现在就作为产品而存在。但是这只是资本作为使用价

值而存在，只不过使用价值现在是作为劳动过程或生产过程即资

本所完成的过程的结果而存在。如果确定了这一情况，而忘记了劳

动过程同时是价值增殖过程，因而这个过程的结果不仅是使用价

值（产品），而且同时是交换价值，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

即商品，那么，就会产生下述荒谬的观念：似乎资本只转化为产品，

因而只有当产品被出售，成为商品时，它才重新成为资本。

从另一种观点出发，也能得出同样荒谬的观念。劳动材料和劳

动资料已经是产品，因而是商品（因为按我们的假定，任何产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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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商品），这种情况对于劳动过程本身是无关紧要的（在劳动过程

中会消失）。在这里，商品和产品本身，只有当它们是使用价值，也

就是说，例如是原材料时，才有意义。因而，可以说，过去是资本，现

在转化为原材料。也可以这样说：一个生产过程的结果，是另一个

生产过程的原材料或劳动工具（前提）。例如，蒲鲁东是以这种方式

来谈的：

“为什么产品的概念突然变成资本的概念呢？是由于价值的观念。这意味

着，产品要变成资本就必须经过准确的估价，必须经过买或卖，它的价格必须

经过争议并用一种合法的协定确定下来。例如来自肉铺的皮，是卖肉者的产

品。如果制革者买了这些皮，那会怎样呢？后者就会立刻把它们或它们的价值

并入自己的生产基金。通过制革者的劳动，这笔资本又成为产品等等。”（《无

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１８５０年巴黎版第１７８—１８０

页）

［Ⅱ—８２］蒲鲁东先生总是喜欢带上一些虚假的形而上学的资

料来掌握基本观念，从而在公众面前把它们再现出来。难道他认

为，皮在离开肉铺之前没有作为价值记入肉铺的帐簿吗？事实上，

他说的无非是，商品等于资本，这是错误的，因为任何资本虽然

作为商品或货币而存在，但是商品或货币本身并不因此就成为资

本。问题恰恰是要阐明，资本“观念”是怎样从货币和商品的

“观念”发展起来的。蒲鲁东只看到劳动过程，而没有看到价值增

殖过程；后者使生产总过程的产品不仅是使用价值，而且是具有

一定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即商品。不管这个商品是高于或低于它

的价值出售，它通过“合法的协议”而出售并不会使它具有任何

新的形式规定，既不会使产品成为商品，更不会使商品成为资本。

在这里，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根据资本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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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结果是使用价值这一点片面地确定的。资本在这里被看成物，

仅仅被看成物。

蒲鲁东同样荒谬地说（这足以说明空谈的社会主义是如何从

经济规定的角度来考察社会的）：

“对社会来说，资本和产品之间的区别是不存在的。这种区别完全是主观

的，只是对个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同上，第２５０页］

他把一定的社会形式称为主观的东西，而把主观的抽象称为

社会。产品本身属于任何劳动方式，而不论劳动方式的一定的社

会形式如何。产品只有在它表示一定的、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

关系时之成为资本。蒲鲁东先生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的考察，把那

些恰恰表示着一定的社会关系或经济的形式规定性的区别忽略

掉，抽象掉了。这就象有人说：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奴

隶和公民；两者都是人。其实正相反，在社会之外他们才是人。是

奴隶或是公民，这是Ａ这个人和Ｂ这个人的一定的社会存在方

式。Ａ这个人本身并不是奴隶，他在他所隶属的社会里并通过社

会才成为奴隶。成为奴隶和成为公民，这是社会的规定，是Ａ这

个人同Ｂ这个人的关系。蒲鲁东先生在这里就资本和产品所说的

话，意思指的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不存在

区别；其实恰恰只有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才存在着这种区别。４１值得

注意的是，蒲鲁东用高谈阔论来掩饰他没有能力从商品范畴（观

念）转到资本范畴。

此外，这种关于产品转化为资本的谬论——事实上这只是把

资本看作是以特殊方式使用的物的普通的浅薄的观念——在其他

经济学家那里也能看到，只是没有那么自负罢了。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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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买来材料，目的是为了同我们自身的劳动相结合，使之成为产品。

这种材料就称为资本；当劳动完成并创造了价值时，它就称为产品；所

以，同一个物品对一个人来说是产品，而对另一个人来说却是资本；皮革是制

革匠的产品和皮鞋匠的资本。”（弗兰西斯·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４３

年波士顿版第２５页）

［Ⅱ—８３］在让·巴·萨伊先生的著作中，没有什么值得惊异

的。例如，他对我们说：

“土地的劳动，牲畜和机器的劳动，也是价值，因为人们规定它一定的价

格，因为人们购买它。”４２

这是他在向我们说了“价值”是“物之所值”，“价格”是“以货币

表现的物的价值”之后说的。这样，他就把工资解释为“对雇用劳动

能力付的报酬”，即对出租的劳动能力付的报酬，而且他接着说，

“或者更确切地说，对购买劳动的生产服务付的价格”４３，这就表

明，他对自己的说法也并不理解。

在这里，劳动只是被看作象它在劳动过程中所表现的那样，是

生产某种使用价值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原料（用最一般的说

法，就是土地）和生产资料（资本）也在劳动过程中提供“生产服

务”。这正是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实现。因此，在把一切生产要素归

结为参加劳动过程的使用价值的简单要素之后，利润和地租就表

现为土地和产品的“生产服务”的价格，就象工资表现为劳动的“生

产服务”的价格一样。在这里，到处都用使用价值去说明完全与它

无关的交换价值的一定形式。

｛整个重商主义体系的思想基础是：剩余价值只从流通中产

生，即从现存价值的再一次分配中产生。｝

｛在较早的意大利经济学家那里，只有剩余价值被称为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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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我们就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以后在重农学派那里将更清楚

地看出）：资本概念在多么大程度上不仅包含着价值的保存和再生

产，而且包含着价值的增殖，也就是说，价值的成倍增加，即剩余价

值的创造。例如，维里说：

“新创造的价值，就是农产品或工业品的价格中超过物质和物质加工时所

必要的消费费用的原有价值的余额。在农业中必须扣除种子和土地耕种者的消费；

在工业中同样要扣除原料和劳动者的消费，而每年所创造的新价值和扣除后

的余额一样多。”（彼·维里《政治经济学研究》（１７７１年），载于《意大利政治

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１８０４年米兰版第１５卷第２６—２７页）｝

｛这个彼·维里承认（虽然他是重商主义者），如果商品是按其

价值或平均价格出售的，那么，谁是买者、谁是卖者都是一样的；换

句话说，剩余价值不可能从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差别中产生。他说：

因此，在交换行为中某人是买者还是卖者，这必然是无关紧要的：

“平均价格是这样一种价格，它可以使买者成为卖者，卖者成为买者而不

受多大的损失或得到多大的好处。例如，假定丝的平均价格是每磅１佛罗伦，

那么拥有１００磅丝的人和拥有１００佛罗伦的人就同样富裕，因为前者把丝出

售，很容易能得到１００佛罗伦，而后者把１００佛罗伦付出，同样很容易得到

１００磅丝…… 平均价格是使当事人中谁也不会变穷的价格。”（同上，第

３４—３５页）｝

［Ⅱ—８４］对资本本身来说，只有使资本保存并增加的东西才

具有使用价值。因而是劳动或劳动能力。（劳动只是劳动能力的职

能、实现、发挥作用。）｛因而也包括实现劳动能力的条件，因为没有

这些条件，资本就不可能使用、消费劳动能力。｝因此，劳动对于资

本来说并不是某种使用价值。它是资本的使用价值。

“可以说，劳动是资本的直接市场或直接活动场所。”（《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

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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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本与劳动能力相交换：

“工资无非是劳动的市场价格，工人得到工资，就得到了由他支配的商品

的全部价值。除此以外他不可能有任何要求。”（约翰·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

阶级的历史》１８３５年伦敦第３版第１７７页）｝

｛生产消费。

“生产消费——当商品的消费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时…… 在这种场

合，价值没有被消费掉，因为同一个价值存在于新的形式中。”（赛·菲·纽曼

《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５年安多佛和纽约版第２９６页）｝

（“资本完全象消费基金一样被消费；但是，它在被消费时又被再生产出

来。资本是用于工业消费，即用于再生产的财富总额。”（亨·施托尔希《政治

经济学教程，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附让·巴·萨伊的注释和评述》１８２３

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２０９页））

          

从整体来看的资本的生产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１）资本与劳动能力之间的交换，作为必要的补充，还包括以

货币（价值）形式存在的一定的资本组成部分同劳动的物的条件

——作为商品本身（因而也是过去劳动的产品）——的交换。这第

一个行为包括，现有资本的某一部分转化为工人的生活资料，也就

是说，同时转化为保持和再生产劳动能力的资料。｛只要这些生活

资料的一部分是为生产劳动而在劳动过程本身中被消费的，就可

以把工人所消费的生活资料（作为工人生活费用），如同原料和生

产资料一样地列入劳动的物的条件，即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分解而

成的劳动的物的条件。或者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再生产所需的消费

的要素。最后，或者可以把它们看作产品的生产资料，如机器在生

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煤和润滑油一样。｝

（２）在实际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转化为资本。也就是说，劳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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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物化（物的）劳动，而且成了这样的物化劳动：它独立地——作为

资本家的财产即资本家的经济存在——同活劳动能力相对立。关

于劳动向资本的这种转化：

“他们〈工人〉拿自己的劳动换取谷物｛即换取一般生活资料｝。这种谷物

成了他们的收入｛消费基金｝……而他们的劳动变成了他们主人的资本。”（西

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１８２７年巴黎第２版第１卷第９０页）

“他〈工人〉需要生活资料才能生活，主人需要劳动，才能获利。”（同上，第

９１页）

“工人用他们的劳动来交换，从而把劳动变成资本。”（同上，第１０５页）

“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不会给雇佣工人带来任何好处，它消除不了他们

贫困的原因…… 他们仍然被剥夺了对资本的任何权利，因而不得不出卖自

己的劳动并放弃对这种劳动产品的任何权利。”（舍尔比利埃《富或贫》１８４１

年巴黎版第６８页）

｛“在现代社会制度下，财富不经过它的所有者的任何努力，通过别人的

劳动获得了一种把自己再生产出来的属性。财富，和劳动一样，并且通过劳

动，每年提供果实，这种果实每年可以被消费掉，但不会使富人变穷。这种果

实就是来源于资本的收入。”（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１８２７年巴黎第２

版第１卷第８２页）｝

关于在买的过程中，资本同劳动能力，而不是同劳动相交换的

问题：

“如果你们把劳动叫做商品，那么它也还是不同于一般商品。后者最初为

交换的目的而生产，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和同时在市场上出售的其他商品按

照适当的比例相交换，劳动只有当它被带到市场上去的那一瞬间才被创造出

来，或者不如说，劳动是在它被创造出来以前被带到市场上去的。”（《评政治

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７５—７６页）

［Ⅱ—８５］｛各种不同形式的收入（撇开工资不谈），如利润、利

息、地租等等（还有赋税）只是剩余价值在各阶级中进行分配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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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成的不同组成部分。在这里，暂时只能在剩余价值的普遍形式上

对它们加以考察。当然，剩余价值以后可能发生的分割，不会使它

在量上和质上有丝毫改变。但是，工业资本家是支付利息、地租等

等的中介人，这也是众所周知的。

“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财富是劳动的产品；收入作为财富的一部分，必然

是从这个共同的源泉中产生的；人们通常是从土地、积累资本和劳动这三种

不同的源泉中引出三类收入，即利息、利润、工资。收入的这三部分只是分得

人类劳动果实的三种不同方式。”（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１８２７年巴

黎第２版第１卷第８５页）｝

｛“产品在转化为资本以前就被占有了；这种转化并没有使它们摆脱那种

占有。”（舍尔比利埃《富或贫》１８４１年巴黎版第５４页）｝

｛“无产者为换取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出卖自己的劳动，也就完全放弃了对

资本其他部分的任何权利…… 这些产品的占有还是和以前一样：并不因上

述契约而发生任何变化。”（同上，第５８页）｝

事实上，资本关系的全部秘密就在于劳动向资本的这种转

化。      

从整体上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就可以得出结论：作为这个过程

的真正产品，应考察的不只是商品（尤其不只是商品的使用价值，

即产品）；也不只是剩余价值；虽然剩余价值是结果，它表现为整个

生产过程的目的并决定着这个过程的性质。不仅是生产一个东西

——商品，即比原来预付的资本具有更大价值的商品，而且是生产

资本和雇佣劳动；换言之，是再生产［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并

使之永存。不过，这将在进一步考察生产过程以后才会更清楚地看

出来。

在这里，剩余价值和工资这两者表现为一种我们这里至今尚

未出现过的形式，即收入的形式，也就是说，一方面表现为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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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由分配形式所决定的消费基金的形式。不

过，因为这些规定暂时还是多余的（但当我们着手研究第一篇第四

点《原始积累》４４时，它们就成为必要的了），所以我们将在进一步

考察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后，才来考察这种形式规定性。

在这里，工资——因为作为雇佣劳动，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

提——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一种生产形式；正如我们把剩余价值和

它的创造列入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的概念中一样。其次，才应当表

明，这些生产关系是怎样同时又表现为分配关系的（有可能时，也

应当更详细地分析把劳动能力理解为工人的资本的这种谬论）。这

样做之所以必要，部分地也是为了要指出，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

和分配关系看作不是同类的关系，这是荒谬的。例如，约·斯·穆

勒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就是这样，他们把生产关系看作是自然的、

永恒的规律；而把分配关系看作是人为的、历史上产生的和受人类

社会控制等等的关系。另一方面，例如，把剩余价值说成是收入（因

而是收入的范畴），这是一种把问题简单化的公式，例如，在考察资

本积累时就是这样。

什么劳动是生产性的，工资或资本是不是生产性的，把工资和

剩余价值说成是收入，关于这些问题应该在考察相对剩余价值的

结尾部分加以讨论（或者，也许在考察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时部

分地加以讨论？）。（同样的问题还有：工人代表Ｗ—Ｇ—Ｗ 和资本

家代表Ｇ—Ｗ—Ｇ，工人的节俭和积蓄等等。）

｛从我笔记中摘下的补充４５。

劳动只有对资本来说才是使用价值，而且就是资本本身的使

用价值，也就是使资本自行增殖的媒介活动。因此，劳动对于工

人来说不是使用价值；因此，劳动对于工人来说不是生产财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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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不是致富的手段或活动。劳动对于 ［Ⅱ—８６］资本来说是

使用价值，对于工人来说只是交换价值，是现有的交换价值。劳

动作为交换价值，是在同资本的交换行为中，通过自身的出卖以

换得货币而实现的。一物的使用价值与它的卖者本身毫无关系，而

只与他的买者有关。由工人作为使用价值卖给资本的劳动（能

力），对于工人来说，是他要实现的属于他的交换价值，不过这个

交换价值（如同一般商品的价格一样）是在这种交换行为以前已

经决定了的，是交换的前提条件。可见，在与资本进行交换的过

程中所实现的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是预先存在的，预先决定了

的，它所经历的仅仅是形式变化（通过转化为货币）。劳动能力的

交换价值不是由劳动的使用价值决定的。对于工人本身来说，劳

动所以具有使用价值，只是由于它是交换价值，而不是由于它生

产交换价值。对于资本来说，劳动所以具有交换价值，只是由于

它是使用价值。劳动不是对工人本身来说，而只是对资本来说，才

是不同于它的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因此，工人换出的劳动是简

单的、预先决定的、由已经过去的生产过程决定的交换价值——

他换出的劳动本身是物化劳动，这只是由于它是一定量的劳动，它

的等价物已经是确定了的，是已知的。资本换进的这种劳动是活

劳动，是生产财富的一般力量，是增加财富的活动。因此，很明

显，工人通过这种交换不可能致富，因为，就象以扫为了一碗红

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一样，工人也是为了一个既定量的劳动

能力的价值而出卖自己的创造力。相反，工人必然会越来越贫穷，

因为他的劳动的创造力作为资本的力量，作为异己的权力而同他

相对立。他把劳动作为财富的生产力让渡出去；而资本把劳动作为

这种生产力来占有。可见，劳动和劳动产品所有权的分离，劳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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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分离，已经包含在这种交换行为本身之中。作为奇特的结果

出现的东西，已经存在于前提本身之中。因此，对于工人来说，他的

劳动的生产
·
性
·
成了异己的权力，总之，他的劳动既然不是能力，而

是运动，是
·
实
·
际
·
的劳动，就会是这样的；相反，资本是通过占有别人

劳动而使自己的价值增殖的。至少，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可能性是由

此产生的；是作为劳动和资本交换的结果出现的。这种关系只有在

（资本实际消费他人劳动的）生产行为本身中才得到实现。劳动能

力被工人作为预先存在的交换价值同货币形式的等价物相交换，

而这些货币又被工人用来同商品形式的等价物相交换，这些商品

由工人消费。劳动在这个交换过程中是非生产的；它只是对资本来

说才变成生产的；劳动只能从流通中取出它已经投入流通的东西，

即一个预定的商品量，而这既不是劳动本身的产品，也不是劳动本

身的价值。因此，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

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

会使资本家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

资本的生产力——资本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增长。｝劳动转化为资

本，从潜在意义上来说，是资本和劳动交换的结果。这种转化只有

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才得到实现。

｛在萨伊及其同伙看来，工具等等由于它本身提供了“生产服

务”，所以有权得到报酬，因而这种报酬就支付给了工具的所有者。

在这里，劳动工具的独立性，它的社会规定，即它作为资本的规定，

是资本家有理由提出各种要求的前提。｝

｛“利润不是由交换产生的。如果利润不是先前就已存在，那么，在这种交

易以后也不会有。”（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丁堡版第１８４页｝

“每一块土地都是农业的原料。”（彼·维里《政治经济学研究》（１７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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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载下《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１８０４年米兰版第１５卷第

２１８页）

［Ⅱ—８７］｛恩格斯给了我这样的材料作为例子：

１００００纱锭，每个纱锭一周生产１磅棉纱，共生产１００００磅棉

纱，按每磅１１
１０先令计算值５５０镑。

原料是１００００磅棉花；棉屑（１５％）是１５００磅；共计１１５００磅，

按每磅７便士计算，［大约］值３３６镑。利润６０％。

１００００个纱锭值（按每个纱锭值１镑计算）１００００镑。纱锭的年

损耗（１２１
２％）共计１２５０镑。可见，每周损耗［约］等于２４镑。每周

用在煤、润滑油上的费用等共计４０镑；蒸汽机损耗等于２０镑。［每

周用在机器上的总费用等于］２４镑＋４０镑＋２０镑＝８４镑。

每周的工资等于７０镑。

［每周全部支出等于］３３６镑＋８４镑＋７０镑＝４９０镑。一磅棉

纱的价格等于１１
１０先令；因此１００００磅棉纱值５５０镑。［剩余价值

仍占］５５０镑－４９０镑＝６０镑。

可见，原料支出占３３６４９０＝６８
４
７％。工资支出占１４

２
７％。机器等

支出占１７１
７％

因而原料和机器的支出共计是８５ ５
７％；工资的支出是１４

２
７％。也就是说，

１
７的支出（７０镑）用于工资，

６
７的支出用于机器和

原料（４２０镑），在这 ６
７中，原料支出占

４
５，也就是说，占总支出

５
７

弱，而机器的支出占１
５，也就是说，占总支出

１
７强。工人的支出占总

支出的１
７。｝

在《曼彻斯特卫报》（１８６１年９月１８日）的一篇关于货币的文

章中说：

“关于粗纺生产，我们收到了一位很有地位的人士的下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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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０年９月１７日 每磅
［棉花和绵纱
价格］差额

纺一磅纱
的费用

它的棉花费用……

它的１６号经纱售价……

６ １
４便士

１０ １
４便士

４便士 ３便士

每磅纱的利润是１便士

１８６１年９月１７日

它的棉花费用……

它的１６号经纱要价……

９便士

１１便士
２便士 ３ １

２

每磅纱亏损１ １
２便士。”

  根据第一个例子，经纱每磅的价值是１０１
４便士（１８６０年），其

中利润为１便士。因此，它的生产费用是９１
４便士。１便士是这个

生产费用总额的１０３０３７％。但是，如果我们从每磅纱的价值中扣去

６１
４便士（原料），那么还剩４便士；其中纺纱费用是３便士。如果

我们甚至假定，工资占这个总额的一半（这是错误的），那么，我们

就从１１
２便士［工资］中得到１便士的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

和工资的比例］等于２∶３，或者说６６２
３（６６

２
３正好等于整体的

２
３）。

［Ⅱ—８８］用时间来计算就是，工人为自己每劳动３小时，就为

他的雇主劳动２小时，也就是说，他为自己每劳动１小时，就为他

的雇主劳动２
３小时。因此，如果工人总共劳动１０小时，那么其中６

小时是为他自己劳动的，４小时（即１２３小时）是为他的雇主劳动的

（３∶２＝６∶４）。如果工人从１０小时中给他的雇主４小时，那么从

１小时中他就给他的雇主 ４
１０小时，即２４分钟。他１小时为自己劳

动３６分钟（３６∶２４＝３∶２，因为３６×２＝７２和２４×３＝７２）。

我们在考察劳动过程时看到，从劳动过程的结果——产品的

角度来看，可以把劳动过程的一切因素称作生产资料。相反，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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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制造产品所需要的各种不同因素的价值，——如果考察制造

产品所预付的价值（消耗的价值），——那么，就把它们称为产品的

生产费用。因此，生产费用归结为制造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总额

（无论是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或者是在劳动

过程中新添加的劳动时间），归结为物化即耗费在这种产品中的总

劳动时间。

对于我们来说，生产费用的公式首先只是一种单纯的名称而

已，并没有给过去的定义添加什么新东西。产品的价值等于材料和

资料的价值以及通过劳动资料加到材料上去的劳动的价值的总

额。这个原理纯粹是分析性的。事实上，这只是商品的价值是由物

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量决定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只有在以后的

研究中，我们才有可能深入研究生产费用的公式。（也就是说，在

《资本和利润》篇中来研究，在那里，二律背反是由于下述情况产生

的：一方面产品的价值等于生产费用，即为制造产品而预付的价

值，而另一方面（在利润的场合），只要产品的价值包括剩余价值，

它就大于生产费用的价值。这种二律背反是由此而来的：对于资本

家来说，生产费用只是他所预付的价值额；也就是说，对他来说，产

品的价值等于预付资本的价值。另一方面，产品的实际生产费用等

于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量。但是，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量

大于资本家所预付的或支付报酬的劳动时间量。因此超过资本家

支付报酬的或预付的价值而形成的产品的超额价值，恰好是剩余

价值；按我们的定义就是构成利润的绝对量。）

［Ⅱ—８９］关于分工问题。

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１８２７年伦敦版。

“发明和知识必然先于分工。野蛮人先学会制弓箭、捕鱼兽、耕地和织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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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他们中才有人专门从事制造狩猎、捕鱼、耕地和纺织所必需的工具

…… 无疑是先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知道了金属、皮革或木材的加工技能，然

后才出现铁匠、鞋匠和木匠。就是在现代，蒸汽机和纺纱机也是在有人把制造

纺纱机或蒸汽机作为自己主要的或唯一的专业之前发明的。”（第７９、

８０页）        

“重要的发明是劳动的需要和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例如，当野生的果实

被吃光时，人就成为渔夫等等。”（第８５页）

“需要是发明之母，而且只有人口的不断增长才能说明这种需要之所以

永久存在。例如，人口的增长和他们的工业生产或其他生产的增长引起牲畜

价格的上涨。而由于牲畜价格的上涨，就会种植饲料，增施肥料，使产量增加，

使该国几乎增产 １
３。”（第８６—８７页）

“谁也不会怀疑，一国各不同部分之间的交往迅速，既能增长知识，又能

增加财富…… 只要有一点启示，就会使许多人的智慧立即发挥出来。任何

发明立即就会得到赏识，并且几乎同样迅速地得到改进。专心致志于某一专

门问题的人愈多，改进的可能性就愈大。人数的增加会产生与交往同样的效

果，因为交往的作用只是促使许多人去思考同样的问题。”（第９３—９４页）

分工的原因。

分工最初发生于家庭中的性别之间，然后是由于年龄上的差别引起的，

再后是由于体质上的特点引起的。“性别、年龄、体力和智力上的差别，或者

说，身体上的差别，是分工的主要原因，而且，由于个人的爱好，性情和才能上

的差别以及他们对各不同职业适应能力的不同，这种分工将随着社会的发展

而不断扩大。”（第１１１—１１４页）

“除了劳动者能力上的差别以外，还有他们劳动用的自然工具的特性和

能力上的差别。土壤、气候和地理位置的不同，以及土地自然生长的产物的特

性与蕴藏在地下的矿物的特性，使一定的地点适合于一定种类的劳动……地

域的分工。”（第１２９—１３１页）

分工的界限。

（１）“市场容量…… 一个劳动者所生产的商品，实际上而且归根到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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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劳动者所生产的商品形成市场；所以他们和他们的产品就是彼此的市

场…… 市场的容量意味着劳动者的人数和他们的生产力的大小，尤其是意

味着前者…… 当劳动者的人数增加时，社会生产力便按工人人数的增加乘

以分工的效果和知识的增进的复比例而增长…… 运输方法的改进，如铁

路、轮船、运河……一切……便利于遥远各国之间交往的手段，对于分工起着

与人口的实际增加同样的作用，它们促使更多的劳动者互相交往或者使更多

的产品进行交换。”（第１１５—１２０页）

第二个界限。各种不同工作的性质。

“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个外表的界限就会消失。尤其是机器会把它抛弃。

用蒸汽机来推动机器织机，一个人能完成几个人的操作，或者说，一个人所织

的可抵得上三四个人用手织机所织的。这意味着劳动的复杂化……但随之而

来的又是简单化……因而始终重新具备进一步分工的条件。”（第１２７—１２８

页）

［Ⅱ—９０］剩余劳动。

“由于资本家的贪得无厌等等，形成了一个不变的趋势，就是增加劳动小

时，并通过这样提供更多的劳动来减少对劳动的报酬…… 增加固定资本就

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因为在机器、厂房上投了那么多的价值，就会使企业主强

烈地感到，决不能让这笔巨大的资本闲置起来，因而决不能雇用那些不愿一

天劳动许多小时的工人。因而也出现了在一些企业中所实行的夜间劳动的可

怕景象，在那里一班工人来，另一班工人去。”（乔·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

１８３６年爱丁堡版第１０２页）

在创造绝对剩余价值时，用于劳动的资本即可变资本按其价

值量来说仍然不变，而总产品的价值增长了；但它所以增长，是因

为作为可变资本的再生产的那部分产品价值增长了。此外，在这个

场合（与这有关的不是剩余价值，而是作为利润的剩余价值），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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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原料和辅助材料的那部分不变资本也必然增加。不应认为，机

器、厂房等的支出（实际支出，即使是预先计算的耗损）因此会有多

大程度的增加。

在创造相对剩余价值时，体现可变资本的再生产的那部分产

品价值仍然保持不变，但是它的分配改变了。其中较大的一部分代

表剩余劳动，较小的一部分代表必要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工资额

减少多少，该可变资本也减少多少。不变资本除了原料和辅助材料

那部分外仍然保持不变。过去用于工资的那部分资本被游离出来

并可能转化为机器等等。我们曾在另一个地方（谈到利润时）研究

过不变资本的变化。所以，在这里我们撇开这一点不说，只考察可

变资本的变化。

假设原有资本＝Ｃ（不变资本）＋１０００镑。这１０００镑代表可

变资本。比方说代表１０００个人一周的工资。这里可以区分为两种

情况。［第一，］由于其他工业部门生产的必需品如面包、肉、靴

子等等的价格下降，可变资本减少。在这种情况下Ｃ仍然不变；雇

用的工人的人数即劳动总量仍然不变。生产条件没有发生任何变

化，假定可变资本由于上述必需品价格的下降而减少了１
１０（它的

价值），从而可变资本从１０００镑减少到９００镑。假定剩余价值为

５００镑，也就是说等于可变资本的一半。这时，不管这１５００镑在

资本和劳动之间如何分配，１５００镑总是１０００个人的劳动所创造

的总价值（因为按照假定，工人的工作日仍然一样，它的长短没

有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原有资本等于：

（１）Ｃ＋１０００（Ｖ）＋５００（剩余价值）。剩余劳动占工作日的
１
３。

新的资本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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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Ｃ＋９００（Ｖ）＋６００（剩余价值）。剩余劳动占工作日的
２
５。剩

余劳动从 ５
１５增加到

６
１５；如果工作日是１２小时，那么，

１
３工作日＝４

小时，２３工作日＝４
４
５劳动小时。

假定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由于不是这个部门生产的生活资料

变得便宜，可变资本（工资）又减少了与 １
１０，９００的

１
１０＝９０镑。可变

资本就减少到８１０镑。因此，我们得到的新资本等于：

（３）Ｃ＋８１０（Ｖ）＋６９０（剩余价值）。剩余劳动占工作日的
２３
５０，或

者说比以前增加了 ３
５０。同时，资本在第一种情况下游离出１００镑，

在第二种情况下游离出９０镑；总计１９０镑。这种资本的游离也是

积累的一种形式；在考察利润时我们将再次看到它同时又是货币

资本的游离。

Ｃ＋Ｖ＋Ｓ就是产品的价值。（Ｖ＋Ｓ）是常量。如果在某种情况

下工资降低了，那么，表现产品价值的公式就是：Ｃ＋（Ｖ－ｘ）＋（Ｓ

＋ｘ）。

［Ⅱ—９１］［第二，］如果相对剩余劳动是产品本身变得便宜的

结果，也就是产品的生产条件发生变化（例如，使用机器）的结果，

那么，１０００镑可变资本的１
２就要转化为机器。剩下的可变资本等

于５００镑，也就是说，５００工人的劳动代替了１０００工人的劳动。他

们劳动创造的价值等于７５０镑，因为１０００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价

值等于１５００镑。由此我们得到：

原有资本：Ｃ＋１０００（Ｖ）＋５００（Ｓ）；

新的资本：（Ｃ＋５００，或Ｃ＋Ｖ
２，我们称为Ｃ′）＋５００（Ｖ）＋２５０

（Ｓ）。

但是，因为假定剩余价值是由于使用机器而增加了，所以可变

资本就减少了，比如说减少了１
１０。现在我们可以假定，这５００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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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加工和以前同样多的（原料），或者更多一些。为了简便起见，

我们假定这些工人只加工和以前同样多的原料。可变资本减少了

１
１０，也就是说，可变资本现在不是５００镑，而是４００镑。因而：

原有资本：Ｃ＋１０００（Ｖ）＋５００（Ｓ）＝Ｃ＋１０００（Ｖ）＋
Ｖ
２；

新的资本：（Ｃ＋５００，或者Ｃ′）＋４００（Ｖ）＋３５０（Ｓ）＝（Ｃ＋
１
２

Ｖ）＋４００（Ｖ）＋７
８Ｖ。

这样，就有１００镑游离出来。但这只有在至少是不需要按同样

的比例追加原料和辅助材料的费用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只有在这

种情况下，以前以工资形式花费的货币资本才会由于使用机器而

游离出来。

在创造绝对剩余价值时，原料和辅助材料必须按劳动的绝对

量增长的同一比例增加。

原有资本：Ｃ＋１０００（Ｖ）＋５００（Ｓ）。在这里，Ｓ等于［总］工作日

（１０００个工作日）的１
３。如果过去一个工作日是１２小时，那么Ｓ等

于４小时。现在假定，Ｓ从５００镑增加到６００镑，也就是增加了
１
５，

那么，因为（１２×１０００）小时创造的价值等于１５００镑，所以１００镑

的价值就代表１０００个工人的８００劳动小时４６，或者说是每个工人

的剩余劳动时间的 ４
５。现在只有知道一个人一小时加工多少材料，

才能知道，在劳动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他在４
５小时内加工多少

材料。我们用ｘ来表示这些材料的数量。因此：

新的资本：（Ｃ＋ｘ，或Ｃ′）＋１０００（Ｖ）＋５００（Ｓ）＋１００（Ｓ′）。在

这里，预付资本增加了，而产品双重地增加了：预付资本和剩余价

值都增加了。

主要的事情即基础仍然是价值本身的规定，也就是这样一个

基本原理：价值不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而由必要劳动时间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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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此，比如只要货币的价值保持不变，价值就永远表现为同一

个货币额。

          

根据玛丽·泰莉莎颁布的在匈牙利废除直接农奴制的土地税

册，农民除了交纳少量贡赋，如向地主提供家禽、蛋类等等外，有义

务每年为分给他们的份地｛每一块分给农奴用以维持他们的生活

的土地面积为３５—４０英亩｝而给地主干１０４天的无酬劳动。［Ⅱ—

９２］他们也必须把地主提供的６磅羊毛或大麻纺出来，除此以外，

他们还必须把自己的产品的 １
１０交给教会，

１
２（？？）交给地主。还在

１７７１年时，匈牙利的８００万人口中，地主就已占 １
２１［也就是说，约

１６９０００人］，而手工业者却只有３０９２１人。重农学派的学说在这类

事实上找到了自己的历史根据。

          

在英国煤矿中平均每星期死亡１５人。到１８６１年为止的

１０年中约死亡１００００人。这主要是由于煤矿主卑鄙的贪得

无厌造成的。这理应受到普遍的谴责。资本主义生产——在

一定程度上，如果我们撇开流通的全部过程以及在其基础

即交换价值上产生的极其复杂的商业和货币交易——是最节

省物化劳动，即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但同时，资本主义生产

比其他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更加浪费人和活劳动，它不仅浪费人

的血和肉，而且浪费人的智慧和神经。实际上，只有通过最大地

损害个人的发展，才能在作为人类社会主义结构的序幕的历史时

期，取得一般人的发展。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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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不是无数的生灵，

曾遭到帖木儿的蹂躏？”４７

          

我们必须把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加以区别，因为它们多于预

付资本价值的组成部分。预付资本价值等于Ｃ＋Ｖ。产品价值等于

Ｃ＋Ａ。（Ａ是表示新加进的劳动的那部分产品。）但是Ａ＝Ｖ＋Ｓ＝

可变资本的价值加剩余价值。

          

如果说生产资料集中在相对地较少数人——与劳动群众相比

——的手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和前提，因为没有这种集中，

生产资料就不会与生产者分离，因而，这些生产者就不会转化为雇

佣工人，那么，这种集中也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发

展社会生产力的技术条件。简单说来，这种集中是大规模生产的物

的条件。

［Ⅱ—９３］这种集中使共同的劳动即协作，分工，机器、科学和

自然力的应用得到了发展。但与此有关的，还有另外一点，这一点

不应在分析剩余价值而应在分析利润率时加以考察。这就是：工人

和劳动资料集中在不大的空间等等，可以节省动力；许多工人共同

使用这些劳动资料（例如厂房等等，加热装置等等），它们的费用不

会按使用它们的工人人数增加的同一比例增加，最后，也节约劳动

和非生产费用。这在农业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由于耕作的进步，从前分散用在５００英亩土地上的全部资本和劳动（也

许还要多），现在集中在１００英亩土地上进行精耕细作。”（理·琼斯《论财富

的分配和税收的源泉》，第１部分：《地租》，１８３１年伦敦版第１９１页）

“现在在１英亩土地上种出２４蒲式耳谷物所花的费用，比过去在２英亩

土地上种出２４蒲式耳谷物所需的费用少；由于进行耕作的空间更为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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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空间的集中对于工业也是重要的。但是，在这里更重要

的是共同使用发动机等等。虽然在农业中同所使用的资本量和劳

动量相比，空间是集中的，但是同以前由单个的，独立的生产者租

用或耕种的生产领域相比，它却是更广阔的生产领域。这个领域绝

对比以前的大。因此有可能使用马等等｝，

“必定会带来某些好处，并且减少某些开支；建造篱笆、排水设施、播种、收获庄

稼等等，在１英亩的范围内进行，费用就比较便宜”。（同上，第１９９页）

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和过度劳动。

“尽管居民的健康是国民资本的一个重要成分，但恐怕必须承认，资本家

阶级根本不想保持和珍惜这个财富。‘西莱丁的男人〈《泰晤士报》［１８６１年１１

月５日第６版］引自《中央注册局局长１８６１年１０月第２２号报告》〉成了人类

的织工，他们如此辛勤地忙于这种工作，以致工人的健康被断送了，再过几代

这个种族就会退化下去。但发生了反作用。舍夫茨别利伯爵的法案限制了儿

童劳动的时间’，等等。〈《泰晤士报》补充说〉‘社会迫使工厂主关心工人的健

康状况。’”

          

在伦敦规模比较大的缝纫作坊中，制作例如一条裤子，一件上

衣等等所花费的一定的劳动量被称为“１小时”，“半小时”（“１小

时”等于６便士）。当然，在这里根据经验知道１劳动小时的产品平

均值多少。如果出现了新的时装，或者需要进行某些特殊的改进和

改做，工厂主和工人之间就会发生关于一定量劳动是否等于１小

时等等的争论，直到也是经验使这里的问题得到解决。在伦敦许多

制造家具等等作坊中，情况也是这样。

          

（不言而喻，除了训练所需的几个星期外，雇用的只是具有一

般熟练水平并能够在一天内生产一般数量产品的工人。在生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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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等等，劳动的不间断性遭到破坏时，这后一种情况对于工厂主来

说当然是无关紧要的了。）

          

［Ⅲ—Ａ］①《工厂法》的主要好处在于：

“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这就是工人自己的时间和雇主的时间之间的界

限终于清楚了。工人现在知道，他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他自己的时间何时开

始，由于他预先准确地知道这一点，他就能够依照自己的目的事先安排自己

的时间。”（《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１８５９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第５２页，

罗伯特·贝克先生的报告）

          

对于工人本身来说，劳动能力之所以具有使用价值，只是因为

它
·
是交换价值，而不是因为生产交换价值４８。

劳动作为使用价值只是对于资本来说的，劳动是资本本身的使用

价值，也就是说，劳动是使资本得到增加的中介活动。资本是作为

过程、作为价值增殖过程的独立的交换价值。

财产与劳动相分离是资本和劳动进行交换的必要规律。劳动

能力作为非资本、非物化劳动表现为：

（１）消极的——表现为非原料，非劳动工具，非产品，非生活资

料，非货币，即与一切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相分离、与它的全部客

体相分离的劳动，它只是一种可能性；是一切客体都完全被剥夺的

劳动的可能性。劳动能力表示绝对贫困，即物的财富被全部剥夺。

劳动能力所占有的对象性只是工人本人的身体，是他本身的对象

性。

（２）积极的——表现为非物化劳动，劳动本身的未物化的主观

３９１第一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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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劳动不是表现为对象，而是表现为一种活动，表现为价值的

活的源泉。资本表现为一般财富的现实，与此相反，劳动表现为在

活动中才能实现的财富的一般可能性。一方面，劳动作为对象是绝

对贫困，［另一方面，］劳动作为主体和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

这种劳动作为资本的对立面，作为资本的对立的存在，被资本作为

前提，另一方面，它本身也以资本为前提。

同各种商品的出售者一样，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是在这种交

换过程之前就决定了的商品的交换价值。资本家得到的是劳动能

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本身，这种使人致富的活动属于资本家而并

不属于工人。因此，工人通过这个过程不会致富，他所创造的财富

是一种同他相异化并统治他的权力。［Ⅲ—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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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绝对剩余价值

  ［Ⅲ—９５］从严谨的数学的角度来看，这里阐述的观点也是正

确的。因而，用微分计算，假设ｙ＝ｆ（ｘ）＋Ｃ，其中Ｃ是不变量。ｘ变

为ｘ＋ ｘ，不会改变Ｃ的值。因为不变量不发生变化，所以 Ｃ＝

０。可见，不变量的微分是０４９。

（ａ）应当把剩余价值看成只是同一定的、

即用于工资的资本部分的关系

  资本在生产过程结束时得到的剩余价值，用交换价值的一般

概念来表示就是：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包含在产品

中的劳动量）多于在生产过程中预付的原有资本所包含的劳动时

间。这之所以可能，只是由于（假定商品按照它的价值出售）物化在

劳动价格（工资）上的劳动时间少于在生产过程中补偿它的活劳动

时间。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在工人方面就表现为剩

余劳动。剩余价值无非是工人提供的劳动量超过他在自己工资中

作为他的劳动能力的价值得到的物化劳动量而形成的余额。

我们看到，在资本和劳动能力的交换中，是等价物的交换。然

而，交易的结果（它出现在生产过程中，从资本家方面来说，它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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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全部目的），是资本家以一定数量的物化劳动购买较大数量

的活劳动，或者说，物化在工资中的劳动时间少于工人为资本家劳

动的、从而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资本和劳动能力之间的交换

的媒介（或者说，劳动能力按照它的价值出售）与这里单纯对剩余

价值所作的分析没有关系。相反，这里研究的是：一方面，物化在工

资（劳动能力的价值）中的劳动时间是多少；另一方面，工人回过来

实际为资本家提供的劳动时间是多少，或者说，对工人的劳动能力

的使用达到多大的程度。

物化劳动与活劳动交换的比例，即劳动能力的价值与资本家

对这一劳动能力的利用之间的差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具有另外

一种形式。在这里，它表现为活劳动本身分为两个都由时间计算的

量，表现为这两个量的比例。也就是说，首先是工人补偿他的劳动

能力的价值。

假设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等于１０劳动小时，他劳动

１０小时就能再生产出这个价值。我们把这部分劳动时间称为必要

劳动时间。假设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劳动的物的条件）是工人自

己的财产。那么，根据这个假设，工人为了以后每天能够占有价值

１０个劳动小时的生活资料，能够再生产他自己的劳动能力，能够

活下去，他必须每天劳动１０小时，必须每天再生产１０小时劳动时

间的价值。他１０小时劳动的产品就会等于在经过加工的原材料和

被使用的劳动工具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加上他新加在原材料上的

１０小时劳动。如果工人要继续自己的生产，也就是说，要保持生产

条件，他就只能消费产品的后一部分。因为他必须每天从他的产品

价值中扣除原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以便能够不断地补偿原材

料和劳动资料，每天重新支配为实现（使用）１０小时劳动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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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和劳动资料。

如果工人每天平均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等于１０个劳动小

时，那么，他必须每天平均劳动１０个劳动小时，才能重新开始他每

天的消费，才能保证他作为工人获得必要的生活条件。这种劳动对

工人本身来说，对他［Ⅲ—９６］的自我保存来说就是必要的，而完全

不管他本身是不是劳动条件（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占有者，他

的劳动是不是从属于资本。我们可以把维持工人阶级本身所必要

的这部分劳动时间称为必要劳动时间。

但是，还可以从另一种观点进行考察。

再生产劳动能力本身的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

说，为了工人的消费能够每天重复所需要的工人每天的生产，——

或者说，工人把自己每天以工资形式获得和消费的价值加到产品

上的劳动时间，在资本家看来，也是必要劳动时间，因为整个资本

关系以工人阶级的经常存在和持续不断的再生产为前提，而工人

阶级的经常存在、维持和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前提。

另外，假定为生产预付的资本的价值只是简单地得到保存和

再生产出来，就是说，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没有创造新价值。很清

楚，如果工人加到原材料上的劳动时间同他以工资形式获得的劳

动时间相等，就是说，如果他再生产自己工资的价值，那么，产品的

价值就只与预付资本的价值相等。工人再生产自己每天生活资料

的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同时是资本仅仅保存和再生产它的价

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

我们已经假定，１０小时劳动时间与包含在工资中的劳动时间

相等；因此，工人只是把工资价值的等价物还给资本家所需要的劳

动时间，同时是必要劳动时间，这一劳动时间，对于工人阶级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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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维持，对于预付资本的简单保存和再生产，最后，对于一般资本

关系的可能性，都是必要的。

因此，根据假定，工人劳动的最初的１０小时是必要劳动时间，

同时，这个时间只是他以工资形式获得的物化劳动时间的等价物。

我们把工人超过这１０小时必要劳动时间之外劳动的所有劳动时

间称为剩余劳动。假如他劳动１１小时，就提供了１小时的剩余劳

动，假如他劳动１２小时，就提供了２小时的剩余劳动等等。在第一

种情况下，产品在预付资本的价值之外具有１小时剩余价值，在第

二种情况下，则具有２小时的剩余价值等等。但是在所有情况下，

产品的剩余价值只是剩余劳动的物化。同价值一般只是物化的劳

动时间一样，剩余价值只是物化的剩余劳动时间。因此，剩余价值

归结为工人超过必要劳动时间为资本家劳动的劳动时间。

我们看到，资本家把工人劳动能力的日价值的等价物支付给

工人，但是他从而获得使劳动能力超过它本身价值进行增殖的权

利。如果为了每天再生产劳动能力，每天需要１０个劳动小时，那

么，资本家就会让工人劳动例如１２小时。可见，资本家实际上是以

１０小时物化（物化在工资中的）劳动时间与１２小时活劳动时间相

交换。而他以物化在预付资本中的劳动时间与活劳动时间相交换

的比例，等于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同剩余劳动即工人在必要劳动

时间之外劳动的劳动时间的比例。

因此，这个比例表现为工人本身的劳动时间的两部分——必

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必要劳动时间等于再生产工资所

必要的劳动时间。可见，必要劳动时间只是工人还给资本家的等价

物。工人以货币的形式得到了一定的劳动时间，以活劳动时间的形

式把它还给资本家。因此，必要劳动时间是有酬的劳动时间。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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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剩余劳动来说，则没有支付等价物①。相反，剩余劳动是资本家

超过劳动能力［Ⅲ—９７］本身的价值而对劳动能力的使用。因而，它

是无酬的劳动时间。物化劳动与活劳动交换的比例归结为工人的

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的比例，而后一种比例归结为有酬劳动

时间与无酬劳动时间的比例。与剩余劳动相等的剩余价值等于无

酬劳动时间。因而，剩余价值归结为无酬劳动时间，而剩余价值的

多少取决于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之比，或者说取决于无酬劳动时

间与有酬劳动时间之比。

现在来考察资本。它最初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在某些工业如采

掘业中只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但我们以最完善的形式即制造业的

形式为例）：原材料，生产工具，最后，最初与劳动能力进行交换的

那部分资本。我们在这里只考察资本的交换价值。至于包含在被

消耗的原材料和生产资料中的那部分资本价值，那么，我们看到，

这部分价值只是在产品中再现出来。这部分资本加到产品上的价

值从来没有超过它在生产过程之外具有的价值。就产品的价值而

言，我们可以把这部分资本称为资本的不变部分。第一章已经指

出，这部分资本的价值可以提高或下降，但这种提高或下降与这种

价值作为材料和生产工具的价值进入的生产过程无关。

如果工人不是劳动１０小时，而是劳动１２小时，那么，为了吸

收这两小时的剩余劳动，当然需要更多的原材料。因此，我们所说

的不变资本进入生产过程的量即价值量就会不同，其不同的程度

将根据原材料所吸收的劳动量，即一般应在生产过程中物化的劳

动量而定。但是，不管这部分资本的价值量与预付资本总额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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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只要它毫无变化地在产品中再现，这部分资本就是不变

的。         

我们已经看到，这部分价值量本身不是真正被再生产出来。相

反，这部分价值量只是得到保存，这是由于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

（按照它们的使用价值）通过劳动变成新产品的要素，从而它们的

价值在这一产品中再现出来。然而，这个价值只是由它本身的生产

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在产品中包含的

劳动时间上所加的劳动时间，只是生产过程之前它们本身所包含

的劳动时间。

因而，只有与劳动能力相交换或在工资中预付的第三部分资

本，才是可变的。首先，它确实被再生产出来。劳动能力的价值或

工资被消耗了，（价值和使用价值）被工人消费了。但是，它被新的

等价物所补偿，工人加在原材料上的或物化在产品中的等量的活

劳动时间代替了物化在工资中的劳动时间。其次，资本的这部分价

值不仅被再生产出来，不仅只由等价物补偿，而且在实际生产过程

中与一个劳动量相交换，这个劳动量等于这部分价值本身包含的

劳动加上剩余劳动量，即工人超过再生产他本身的工资的劳动时

间，也就是超过包含在资本的化为工资的价值组成部分中的劳动

时间而完成的剩余劳动。

因此，如果我们用Ｃ表示包含在不变资本中的劳动时间，用

Ｖ表示包含在可变资本中的劳动时间，用Ｍ 表示工人超过必要劳

动时间而劳动的时间，那么，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或者说，产

品的价值就等于Ｃ＋（Ｖ＋Ｍ）。原有资本等于Ｃ＋Ｖ。因而，超过它

的原有价值的剩余价值等于Ｍ。但Ｃ的价值只是在产品中再现，

而Ｖ的价值首先以Ｖ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其次增加了Ｍ。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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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资本的价值部分Ｖ发生变化，Ｖ作为Ｖ＋Ｍ 被再生产出来。

可见，Ｍ 只是Ｖ变化的结果①。而创造剩余价值的比例表现为Ｖ

∶Ｍ，表现为包含在总资本的价值组成部分Ｖ中的劳动时间与活劳动时

间相交换的比例，［Ⅲ—９８］或者同样可以说，表现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

动的比例，表现为Ｖ与Ｍ 的比例。新创造的价值只能产生于Ｖ的

变化，产生于它转化为Ｖ＋Ｍ。只有这部分资本能增加自己的价值

或创造剩余价值。因此，创造剩余价值的比例是Ｍ 与Ｖ的比例，

在这种比例中，用Ｖ表示的资本价值部分不仅要再生产出来，而且要

扩大。最好的证明是，如果Ｖ只是由等于它本身中包含的劳动时间的劳动

时间来补偿，那就根本不会创造出任何剩余价值，而产品的价值就会与预

付资本的价值相等。

因而，如果剩余价值一般无非是与物化在资本中的劳动相交换的那

种活劳动的剩余部分，或者同样可以说，无非是工人超过必要劳动时间而

劳动的无酬劳动时间，那么，剩余价值量，剩余价值与它所补偿的价值的

比例，剩余价值增长的比例只能由Ｍ∶Ｖ的比例决定，由剩余劳动与

必要劳动的比例决定，或者同样可以说，由资本家以工资形式预付

的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的比例决定等等。

因而，如果必要的（再生产工资的）劳动时间等于１０小时，工

人劳动１２小时，那么，剩余价值就等于２小时。预付价值增长的比

例就是２∶１０，即 １
５，也就是２０％，不管包含在不变资本部分Ｃ中

的劳动时间的总量是５０，６０还是１００，简单地说，是ｘ劳动小时，

也不管资本的可变部分与不变部分的比例如何。正如我们所看到

的，这部分价值只在产品中再现，而与在生产过程本身中价值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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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绝对没有关系①。

清楚地认识到剩余价值等于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比例表现

为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的比例是十分重要的。同时，首先应该完全

忘记关于利润和利润率的一般概念。以后会指明剩余价值与利润

之间会产生怎样的比例。

因此，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对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

剩余价值增长的比例、计算剩余价值量的尺度的看法。这些例子引

自统计资料。因而，在这里，劳动时间到处表现为货币。此外，在计

算中出现具有不同名称的各种项目，例如，除利润外，有利息、赋

税、地租等等。这些全是不同名称下的剩余价值的不同部分。不管

剩余价值在不同阶级之间怎样分配，不管工业资本家分给各行业

的剩余价值是多少，他自己保留的剩余价值是多少，这些都与理解

剩余价值本身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很明显，一切人不管是哪个行

业的，只要他们本身不劳动，不作为工人参加物质生产过程本身，

他们只有参加分配物质产品的剩余价值，才能得到物质产品的价

值部分，因为原材料和机器的价值，即资本价值的不变部分必须得

到补偿。必要劳动时间的情况也是这样，因为工人阶级一般必须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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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Ｉ—Ａ］｛如果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最初的比例是１０小时∶２小时，即５∶１，如

果现在工人不是劳动１２小时，而是劳动１６小时，即多劳动４小时，那么，要使

这个比例保持不变，工人必须从这４小时中得到３ １
３ 小时，而资本家只得到

２
３ 小时，因为１０∶２＝３

１
３∶

２
３＝

１０
３∶

２
３＝１０∶２。

数学定理指出，“不等式的两边［同］加一数，则式中大［数］［对小数］的比

例下降，而小［数对大数］的比例增大”，根据这一定理应该得出：如果工人劳动

的追加时间，按以前的比例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那么，工人工资与剩

余价值的比例，就会保持不变。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原来的比例是１０∶２即５

∶１（［必要劳动］是［剩余劳动］的５倍）。现在上述比例仍会等于１３ １
３∶２

２
３

＝ ４０
３∶

８
３＝４０∶８［＝５∶１］。｝［Ｉ—Ａ］



先完成维持自己的生活所必要的劳动时间量，然后才能为他人劳

动。只有与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相等的价值ｘ，从而只有可以用这

种剩余价值购买的使用价值，才可能在非工人中进行分配。

只有资本的可变部分，即在生产过程中与较大数量的活劳动

时间相交换的物化劳动量，发生了变化，改变了自己的价值，创造

了剩余价值，而这种新创造的价值量完全取决于资本的可变部分

交换来的活的剩余劳动量与在生产过程之前包含在资本可变部分

中的劳动的比例。

［Ⅲ—９９］在这里应当举出西尼耳，作为第二类例子，作为经济

学家不懂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例子。

在关于剩余价值的部分中，还应考察以下几点：

（１）剩余劳动量。资本力求无限地扩大剩余劳动。（２）剩余价

值不仅取决于单个工人超出必要劳动时间所劳动的时数，而且取

决于同时工作的天数或资本家使用的工人人数。（３）产生剩余劳动

的资本关系：超出需求的劳动。资本传播文明的作用。劳动时间和

自由时间。对立。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因此，归根到底是人口和

资本的关系。（４）蒲鲁东先生的论点，即工人不可能再购买他自己

的产品或者支付部分产品的价格等等５０。（５）剩余价值的这种形式

是绝对的。它存在于以阶级对立——一方是生产条件的占有者，另

一方是劳动的占有者——为基础的一切生产方式中。

（ｂ）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的

比例。剩余劳动量

  资本同货币贮藏共同具有无限的自行致富的趋势。因为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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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资本必然具有无限的增加剩余劳动的要求。

由于资本对耗费在、物化在工资中的劳动作了支付，资本力求收回

最大量的活劳动时间，也就是超出再生产工资即再生产工人本身

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之外的最大量的剩余劳

动时间。关于资本在这方面的无限扩展，它的全部历史已作出证

明。这种趋势到处都毫无掩饰地显露出来，只是一部分由于身体条

件，一部分由于社会性质的阻碍（是这种趋势本身造成的）才受到

制约，关于这些问题在这里就不进一步研究了。这里只是确认这种

趋势。在这方面，把英国现代的工厂生产同多瑙河沿岸各公国的徭

役劳动相比较是很有意思的５１。一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一种

是最野蛮的农奴制形式，但这两种形式同样明显地表现出：占有他

人的剩余劳动是发财致富的直接源泉。在工厂生产这种发达的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有些特殊情况使劳动时间违反自然地延长，使

它超出自己的自然界限，这些情况只有在这一研究的进程中才能

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把瓦拉几亚的徭役劳动同英国的雇佣劳动相比较时，应注意

下面这一点。如果工人每天的总劳动时间是１２或１４小时，而在这

两种情况下必要劳动时间都只是１０小时，那么，在第一种情况下，

工人在六个工作日中提供６×２即１２小时的剩余劳动，在第二种

情况下他提供６×４即２４小时的剩余劳动。工人为资本家劳动六

天，在第一种情况下有一天没有得到等价物，在第二种情况下有两

天没有得到等价物。事情就会是这样：一年当中，每周工人要为资

本家劳动１、２或ｘ天，其他几天为自己劳动。这就是在徭役劳动例

如瓦拉几亚的徭役劳动的条件下［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比例借

以直接表现出来的形式。从本质来看，两种情况中的一般比例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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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尽管形式即比例的媒介不同。

然而，单个个人每天的劳动时间的长度受到自然的限制。除了

饮食所需要的时间以外，劳动能力及其器官还需要睡眠、休息和间

歇，得到安静，否则就不能继续或重新工作。一日本身可以看作劳

动持续时间的自然尺度，如在英国，也就把１２小时的一日称为“工

作日”。但是，工作日的界限是不固定的，我们发现，在各种不同的

民族中，在同一民族的某些特殊工业部门中，工作日从１０至１７

（１８）小时不等。劳动时间和休息时间可以变动，例如夜晚工作，白

天休息、睡觉。或者工作日可以分为白天和夜晚两部分。例如我们

发现，在莫斯科的俄国工厂中，２４小时昼夜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

同英国棉纺业初期的情况一样）。但是实行的是工人两班制。第一

班在白天劳动６小时，然后第二班接替，接着第一班在夜晚又劳动

６小时，接下去的６小时又由第二班接替。或者（如象要引用的女

时装工的情况，以及面包师的情况）可以一班接一班连续干３０小

时，然后才休息等等。

［Ⅲ—１００］（这里举出的）关于榨取劳动时间的例子也是有用

的，因为这些例子中明显地显露出，价值即财富本身简单地归结为

劳动时间。

我们看到，资本家按照等价支付劳动能力，以及超出劳动能力

的价值使用劳动能力，与按照商品交换的规律——即商品根据它

们包含的劳动时间的比例，或者说根据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时

间的比例进行交换的规律——进行的这种活动并不矛盾，相反，是

由于这里出售的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特殊性质而产生的。因此，资本

家对劳动能力使用到什么程度，或者说，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把劳动

时间延长到什么界限，看起来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就是说，不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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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换句话说就是：活的剩余劳动量，从而资本用一定的、由劳动

能力本身的生产费用决定的物化劳动量交换来的活的总劳动时间

的量，看来不受这种经济关系本身的性质的限制，就象买者使用商

品的使用价值的方法不是由买和卖的一般关系决定的一样，相反，

剩余劳动量并不取决于这种经济关系。而这里以后产生的界限，例

如从供求关系，或者从国家干预产生的经济界限等等，看来不包含

在一般关系本身中。

但是，应当考虑：在资本一方是对劳动能力的使用（或者正如

我们过去所说的劳动能力的消费。劳动能力的消费同时是价值增

殖过程，是劳动的物化，这正是劳动能力的性质），在工人一方就是

劳动，从而就是生命力的消耗。如果劳动超出一定的持续时间而延

长，或者说，劳动能力的使用超过一定的程度，那么，劳动能力就不

能得到保存，而是暂时或最终遭到破坏。

例如，如果资本家今天让工人劳动２０小时，那么，明天工人就

无力在正常的１２小时劳动时间内劳动，也许根本就不能劳动。如

果在较长时期内从事过度的劳动，那么，工人本身，从而他的劳动

能力，本来也许可以维持２０年或３０年，现在也许只能维持７年。

例如，众所周知，在北美南方各州在轧花机发明以前，奴隶在田间

劳动１２小时之后必须完成两小时的把棉花与棉籽分离开来的手

工业劳动（家庭劳动），这就使他们的平均寿命减少７年。现在古巴

仍是这种情况：在那里，黑人在１２小时的田间劳动以后，还要从事

２小时制糖或加工烟草的手工业劳动。

但是，如果工人按照价值出售自己的劳动能力，——这种假定

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正如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假定商品按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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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的，——那也就是假定，工人每天得到使他能够作为工人照旧

活下去的平均工资，也就是说，在第二天（不谈年龄的自然增长带

来的耗损，或者他的劳动方式本身带来的耗损），工人同头一天处

于同样正常的健康状态，他的劳动能力再生产出来或得到保存，也

就是说，在一定的正常时期例如２０年内能够象头一天那样重新使

用。

可见，如果剩余劳动发展为过度劳动，从而使劳动能力的正常

持续时间强制地缩短，暂时地取消，也就是受到损害或完全摧

毁，——那么，这些条件就遭到破坏。工人把自己的劳动能力的使

用——如果他按照劳动能力的价值出卖劳动能力——交给［资本

家］支配，但是支配的程度只能限于：劳动能力本身的价值不被破

坏，而且工资使工人能够在一定的正常平均时间内再生产和保存

劳动能力。如果资本家超出正常的劳动时间使用工人，他就破坏了

劳动能力和它的价值。但是，他只购买劳动能力每天的［Ⅲ—１０１］

平均价值，因此不可能买到劳动能力除了这一天之外还在下一天

所具有的价值。或者说，他在７年中没有买到劳动能力在２０年中

所具有的价值。

因此，一方面由劳动能力这种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可以得出

它的消费本身就是增殖，就是价值的创造，而另一方面，由这种使

用价值的特殊性质可以得出劳动能力可以被消费、被使用的程度

必须限制在一定的界限内，以便使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本身不被

破坏。在这里，即我们假定工人按照价值出卖劳动能力的地方，我

们还假定，全部时间，即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总和，不

超过正常工作日，我们假定这个工作日是１２、１３或１４小时，工人

在这段时间内劳动，在一定的正常平均劳动时间内，能够维持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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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健康状况和工作能力状况的劳动能力，并且每天把它重新

再生产出来。

但是，从上面的阐述可以看到这里出现一般关系本身中的二

律背反。二律背反产生于：一方面，除了绝对阻止劳动时间延长到

超过一定持续时间的自然界限外，从资本和劳动的一般关系——

劳动能力的出卖——不会产生剩余劳动的界限；另一方面，只是在

劳动能力作为劳动能力得到保存和再生产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只

是在劳动能力的价值在一定的正常时间内得到保存的范围内，才

出卖对劳动能力的使用，因此，只要剩余劳动破坏劳动能力本身的

价值，超过某种不固定的界限的剩余劳动就同那种由工人出卖劳

动能力所决定的关系本身的性质发生矛盾。

我们知道，实际上，一种商品是低于或高于它的价值出售，取

决于买者和卖者的力量对比（这种对比每次都由经济决定）。同样，

工人在这里是否提供超过正常量的剩余劳动，取决于工人能够对

资本的无限贪求进行抵抗的力量。然而，现代工业的历史告诉我

们，资本的无限贪求从来不会由于工人的分散的努力而受到约束，

而斗争必然首先采取阶级斗争的形式，从而引起国家政权的干涉，

直到每天的总劳动时间规定一定的界限（到目前为止，主要只在某

些部门内）。也许，人们会想，正如奴隶主被迫以新买来的黑人代替

他已使用了假设７年的黑人一样，既然工人阶级的长期存在是资

本的基本前提，所以资本不得不再次为工人本身的迅速消耗付出

代价。单个资本家Ａ可以通过这种“非蓄谋的杀害”发财致富，而

资本家Ｂ或整整一代资本家Ｂ也许必须为此支付费用。但是，单

个资本家经常背叛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现代工业的

历史表明，经常的人口过剩是可能的，虽然这种过剩人口的人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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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世世代代的生命短促的、交替迅速的、所说的未老先衰的人们汇

合而成（参看威克菲尔德著作的有关地方５２）。

（ｃ）过度劳动的利益

如果我们假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是１０小时，正常剩余劳动

是２小时，那么，工人每天的总劳动时间就是１２小时。假定资本家

现在让工人在一周六天中每天劳动１３小时，即超过正常的或平均

的剩余劳动时间１小时。这样，一周就超出６小时，或者说１
２工作

日。这里不能只看到这６小时的剩余价值。如果原来要占有这６小

时的剩余劳动，资本家就必须按照［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正常

比例让１个工人劳动３天，或者让３个工人劳动１天，也就是必须

支付３０小时（３×１０）的必要劳动时间。现在通过这种每天额外的

剩余劳动时间，资本家无须支付三天的必要劳动时间（即为了占有

６小时剩余劳动，他不得不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正常比例

下所支付的劳动时间），而在一星期内就得到半天的剩余劳动量。

在第一种情况下只有２０％剩余价值，在第二种情况下是３０％剩余

价值，但最后１０％的剩余价值无须资本家对任何必要劳动时间付

出代价。

（ｄ）同时并存的工作日

［Ⅲ—１０２］显然，剩余价值量不仅取决于单个工人超过必要劳

动时间完成的剩余劳动，而且同样取决于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人

数，或者说，取决于资本所使用的、并且每天都等于必要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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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同时并存的工作日的数量。如果必要劳动时间

是１０小时，剩余劳动是２小时，一个工人的总工作日等于１２小

时，那么，剩余价值量就取决于剩余价值本身的量［一个工人在一

个工作日中所创造的］乘以资本雇用的工人人数，或者乘以同时并

存的工作日，其结果就是剩余价值。我们理解的同时并存的工作日

就是一定数量的工人在同一天劳动的时间。

例如，资本家雇用６个工人，他们每人每天劳动１２小时，那

么，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加以物化的，转化为价值的物化形式的，

就是６个同时并存的工作日或者说７２小时。如果除了１０小时必

要劳动时间外，一个工人的剩余劳动为２小时，那么，６个工人的

剩余劳动就是６×２＝１２小时（可见，等于单个工人的剩余劳动乘

以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因此，几个工人提供ｎ×２小时剩余劳

动，很清楚，ｎ×２小时的产品量取决于ｎ的量，后面这个因素表示

工人人数或同时并存的工作日数。

同样，很清楚，如果剩余价值的量（总额）随着工人人数的增长

而增长，并取决于工人人数，那么，剩余价值与必要劳动时间的比

例，或预付在购买劳动上的资本增加的比例，剩余价值的比例量并

不因此而发生变化，从而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比例也不会发生

变化。２∶１０是２０％，２×６∶１０×６或者１２∶６０也是２０％（２∶１０

＝１２∶６０）。（或者更一般的表示是２∶１０＝（ｎ×２）∶（ｎ×１０），因

为２×ｎ×１０＝１０×ｎ×２。）假定已知剩余价值与必要劳动时间的

比例，那么，剩余价值的总额只能按照工人人数（同时并存的工作

日数）增长的比例增长。假定已知工人人数，那么，剩余价值的总额

（量）只能随着剩余价值本身的增长而增长，也就是随着剩余劳动

的延续而增长。２×ｎ（ｎ表示工人人数）等于４×ｎ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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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如果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的一定比例是既定

的，或者说，如果工人劳动的全部时间达到我们所说的正常工作

日，那么，剩余价值量就取决于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并且只有在

这一人数增加的情况下，剩余价值量才能增长。

因此，我们把正常工作日看作消费和使用劳动能力的尺度。

关于剩余价值量取决于人口以及取决于其他一些情况（资本

量等等），我们下面马上将进行研究。

在此之前，还需指出以下几点。商品所有者或货币所有者为了

把他的货币或商品，简单说就是他所占有的价值，作为资本使用，

从而，他本身作为资本家进行生产，从一开始他就必须能够同时雇

用一定的最低限度的工人。也是从这个观点来看，一定的最低限度

的价值量，是资本能够作为生产资本使用的必要前提。这个量的首

要条件从下面的情况就已得出来了：工人为了作为工人生活，他所

需要的原材料（和劳动资料）的数量只是吸收必要劳动时间（比如

说１０小时）所需要的数量，而资本家至少还要购买吸收剩余劳动

时间所需要的原材料（还有辅助材料等等）。其次，假定必要劳动时

间是１０小时，剩余劳动时间是２小时，那么，在资本家自己不劳动

的情况下，为了每天得到超出他的资本价值的１０个劳动小时的价

值，他就必须雇用５个工人。然而，他每天以剩余价值形式获得的

东西［Ⅲ—１０３］只是使他有可能象他的一个工人那样生活。甚至这

一点，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能做到：他的目的同工人的一样，只是

为了维持生活，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所要求的资本的增加。如果资

本家自己也劳动，因而也得到一份工资，那么，即使在这个时候，他

的生活方式与工人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总之，他们的生

活方式仍然很接近，特别是在他要增加自己的资本，也就是要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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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剩余价值资本化的时候。这是中世纪时期行会师付的关系，部

分现代手工业师付的关系也是这样。他们不作为资本家进行生产

（他们只是处于稍为好一些的有酬工人的地位，这个界限是由行会

的规章固定下来的）。

因此，如果必要劳动时间是既定的，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时间

的比例也是既定的，正常工作日（它的总数额等于必要劳动时间加

剩余劳动延续的时间）也是既定的，那么，剩余劳动量，从而剩余价

值量就取决于同时并存的工作日的数量，或者说，取决于资本能够

同时投入生产的工人人数。换句话说，剩余价值量（它的总数）将取

决于现有的和市场上的劳动能力的数量，从而取决于劳动人口的

数量和这种人口增加的比例。因此人口的自然增长，从而市场上的

劳动能力的增长就是资本的生产力，因为它构成剩余价值（即剩余

劳动）的绝对量增长的基础。

从另一方面来看，很清楚，资本要使用更多的工人，资本就必

须增加。首先，必须增加资本的不变部分，即资本的价值只在产品

中再现的那一部分。要吸收更多的劳动，就需要更多的原材料。同

样，即使不是按比较确定的比例，也需要更多的劳动资料。我们假

定（在这里，我们还只考察剩余价值的绝对形式，这个假定还是允

许的，因为尽管剩余价值的这种形式仍然是被资本改变了的那种

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但这种形式仍是资本的生产方式所固有的，

而只要资本只是形式上使劳动过程从属于自己，从而实际上，以人

的手工劳动作为生产的主要因素的那种较早的生产方式只是在资

本的控制之下，那么，剩余价值的这种形式就是资本生产方式的唯

一形式），手工劳动是主要因素，生产是以手工方式进行的，在这种

情况下，工具和劳动资料的数量必然同工人本身的人数和较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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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工人需用的劳动材料即原材料的数量几乎按同一比例增长。

因而，资本整个不变部分的价值按照使用的工人人数增长的比例

增长。

其次，与劳动能力相交换的资本的可变部分也必然（同不变资

本增长一样）按照工人人数或同时并存的工作日的数量增长的比

例而增长。在上述假定下资本的这一可变部分将增加得最多，因为

在手工业生产的条件下，生产的基本因素即单个工人的手工劳动

在一定的时间内只提供少量的产品，因此，在生产过程中消费的材

料同所使用的劳动相比是很少的；手工业工具也是这样，它很简

单，本身只代表很小的价值。既然资本的可变部分是资本的最大组

成部分，所以在资本增长的情况下它必然增长得最多；或者说，既

然资本的可变部分是资本的最大部分，所以正是这一部分，在与更

多的劳动能力相交换的情况下，必然增长得最多。

我使用的资本 ２
５是不变资本，

３
５用于工资，如果资本使用的不

是ｎ个工人，而是２×ｎ个工人，那就应当这样计算：原来资本等于

ｎ（
２
５＋

３
５），即

２ｎ
５＋

３ｎ
５，现在资本等于

４ｎ
５＋

６ｎ
５。不管工人人数怎样

增长，资本用于工资的部分或可变部分，将总是以同样的比例超过

资本的不变部分，总是与资本的不变部分处于它从一开始起就以

较大的规模预先存在的同一比例中。

因此，一方面，为了在既定的条件下使剩余价值量增长，即总

资本增长，人口就必须增长，另一方面，为了使人口增长，就要以资

本已经增长为前提。因而在这里看来出现一种循环论证。｛这一点

应先抛在一边，不加阐述。这个问题属于第五章５３。｝

［Ⅲ—１０４］假定平均工资不仅足以使工人人口维持，而且足以

使它以任何比例不断地增长，那么，从一开始就使增长的资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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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工人人口，同时，得到更多的剩余劳动，因此，人口的增长，

也使资本增加。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必须从这个假定

出发，因为这个假定包括剩余价值即资本的不断增长。至于资本主

义生产本身怎样促进人口的增长，这里还不需要研究。

在资本的指挥下，作为雇佣工人劳动的人数，或者说市场上的

劳动能力的数量，可以在人口没有绝对增长的情况下得到增长，或

者也可以在仅仅工人人口没有绝对增长的情况下得到增长。例如，

工人家庭的成员，如妇女、儿童，被迫为资本服务（他们过去不是这

样），雇佣工人的人数就增长了，但劳动人口的绝对人数并没有增

加。雇佣工人人数增长了，但与劳动相交换的资本的可变部分可能

并不增加。家庭所得的用以维持他们生活的工资可能和过去一样。

不过，他们必须为这种工资提供更多的劳动。

另一方面，在总人口不绝对增长的情况下，绝对的工人人口也

可以增长。如果过去占有劳动条件、并用这些条件劳动的那部分

人，——如独立的手工业者、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以及小资本

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而丧失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对它

们的所有权），那么，他们就可能变为雇佣工人，并使工人人口的数

量绝对增长，尽管人口的绝对数字并没有增长。只是不同阶级的数

量和这些阶级同绝对人口的比例增加了。然而，众所周知，这就是

由资本主义生产产生的集中的后果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绝对工人

人口的数量增长了。现有的、用于生产的财富的量却没有绝对增

长。但是，转化为资本和作为资本起作用的那部分财富绝对增长

了。

在两种情况下，雇佣工人人数都增长。在一种情况下，绝对的

工人人口并不增长，在另一种情况下，绝对的总人口并不增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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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情况下，用于工资的资本不增长，在另一种情况下，用于再生

产的财富的绝对量不事先增长。这样，剩余劳动、剩余价值同时会

增长，从而潜伏着人口绝对增长所必需的资本的增长。｛这一切应

在谈到积累的时候来考察。｝

（ｅ）剩余劳动的性质

只要存在着一些人不劳动（不直接参加使用价值的生产）而生

活的社会，那么，很清楚，这个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就把工人的剩

余劳动作为生存条件。这些不劳动的人从这种剩余劳动中取得两

种东西：首先是生活的物质条件，他们分得赖以和借以维持生活的

产品，这些产品是工人超过再生产他们本身的劳动能力所需要的

产品而提供的。其次是他们支配的自由时间，不管这一时间是用于

闲暇，是用于从事非直接的生产活动（如战争、国家的管理），还是

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

术等等，科学），——这一自由时间都是以劳动群众方面的剩余劳

动为前提，也就是说，工人在物质生产中使用的时间必须多于生产

他们本身的物质生活所需要的时间。

不劳动的社会部分的自由时间是以剩余劳动或过度劳动为基

础的，是以劳动的那部分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为基础的；一方的自由

发展是以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全部时间，从而他们发展的空间完全

用于［Ⅲ—１０５］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为基础的；一方的人的能力的

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的。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

和社会发展都是以这种对抗为基础的。

因此，一方面，同一方的自由时间相应的是另一方的过度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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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受劳动奴役的时间——他们只是作为劳动能力存在和起作

用的时间。另一方面，剩余劳动不仅在更多的价值中实现，而且在

剩余产品中，即超出劳动阶级为维持自己本身的生存所需要和消

费的产品量的产品剩余部分中实现。

价值存在于使用价值中。因此，剩余价值存在于剩余产品中。

剩余劳动存在于剩余生产中，后者构成一切不直接参加物质生产

的阶级存在的基础。社会是由于构成社会物质基础的劳动群众得

不到发展而发展的。剩余价值完全没有必要用剩余产品来表示。如

果２夸特麦子同过去１夸特麦子是同样数量的劳动时间的产品，

那么，２夸特麦子的价值并不高于以前１夸特麦子的价值。但是，

在生产力的一定的、既定的发展水平的前提下，剩余价值总是表现

为剩余产品，也就是说，２小时创造的产品（使用价值）比１小时创

造的产品多一倍。

更确切的表述是：剩余劳动时间是劳动群众超出再生产他们

自己的劳动能力、他们本身的存在所需要的量即超出必要劳动而

劳动的时间，这一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时间，同时物化为剩

余产品，并且这种剩余产品是除劳动阶级外的一切阶级存在的物

质基础，是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存在的物质基础。同时，剩余产品把

时间游离出来，给不劳动阶级提供了发展其他能力的自由支配的

时间。因此，在一方产生剩余劳动时间，同时在另一方产生自由时

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

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

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可见，社会的自由时间的

产生是靠非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工人超出维持他们本身的生存

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延长的劳动时间的产生。同一方的自由时间

６１２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相应的是另一方的被奴役的时间。

我们这里所考察的剩余劳动的形式（超出必要劳动时间的

量），是资本和一切下面这样的社会形式所共同具有的，这些社会

形式的发展超出了单纯的自然关系，从而是对抗性的发展，一方的

社会发展把另一方的劳动作为其自然基础。

这里所考察的绝对剩余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也仍

然是基础，尽管我们还要研究剩余劳动时间的另一种形式。

既然我们这里只是谈论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那么，一切不劳

动的阶级就必定要和资本家一起分配剩余劳动的产品；所以这些

剩余劳动时间不仅创造他们物质存在的基础，而且同时创造他们

的自由时间，创造他们的发展的范围。

绝对剩余价值即绝对剩余劳动以后也一直是［资本主义生产

的］占统治地位的形式。

正如植物以土地为生，动物以植物或者以食植物的动物为生

一样，社会中占有自由时间（即不被生活资料的直接生产所占去的

时间）的那部分人以工人的剩余劳动为生。

我们将看到，经济学家等等是怎样把这种对立作为自然的东

西来考察的。因而，财富是自由时间５４。因为剩余价值首先表现在

剩余产品中，而其他一切劳动同生活资料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

时间相比，就已经成为自由时间，所以可以了解，重农主义者为什

么说剩余价值以农业中的剩余产品为基础，他们只是错误地把剩

余产品看作纯粹的自然恩赐。

［Ⅲ—１０６］在这里就已经可以指出下面一点：

生产商品的劳动部门按其必要性的程度而互相区别，这种程

度取决于相对的必要性，由于这种相对必要性，这些部门创造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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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价值是［人的］物质存在所需要的。这种必要劳动与使用价值有

关，与交换价值无关。也就是说，这里不涉及创造价值（它可以化为

工人为了他的生存所必要的产品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这里涉

及到各种不同劳动的产品所满足的需求的相对必要性。在这一方

面，农业劳动（对此应理解为一切为了创造直接的食物所需要的劳

动）是最必要的。正如斯图亚特所说，它首先为工业创造了“自由人

手”５５。

但是，在这里必须进一步加以区别。当一个人把他的全部自由

时间用在农业上的时候，另一个人可以把它用在工业上。发生了分

工。但是，同样，其他一切部门中的剩余劳动以农业中的剩余劳动

为基础，农业为所有这些部门提供原料。

“显然，不从事农业劳动而能生活的人的相对数，必须完全由耕作的劳动

生产力来衡量。”（理·琼斯《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泉》１８３１年伦敦版

１５９—１６０页）

增  补

［Ⅲ—１０９］对（ａ）的补充。

第一个［补充］。纳骚·威·西尼耳５６在他的《关于工厂法对棉

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１８３７年伦敦版）一书中说：

“按照现行法律，凡雇用不满１８岁的人的工厂，每天的劳动时间都不得

超过１１ １
２小时，就是说，一周的前五天每天劳动１２小时，星期六劳动９小

时。下面的分析说明，这种工厂的全部纯利润是由最后一小时提供的。假定工

厂主投资１０００００镑，其中用在厂房和机器上的是８００００镑，用在原料和工资

上的是２００００镑。假定总资本每年周转一次，总利润是１５％，该厂从商品所

得的全年收入应是价值１１５０００镑，并通过２００００镑流动资本不断地从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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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资本，又从资本再转化为货币，在略超过二个月的时期中再生产出来。

一个工作日是２３个 １
２劳动小时，每个

１
２劳动小时每天生产１１５０００镑的

５
１１５

或 １
２３。在构成总额１１５０００镑的

２３
２３中，

２０
２３即１１５０００镑中的１０００００镑只是补

偿资本；１２３即１５０００镑（利润）中的５０００镑补偿工厂和机器的耗损。其余
２
２３

即每天最后两个 １
２小时才生产１０％的纯利润。因此（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

如果工厂不是劳动１１ １
２小时，而是可以劳动１３小时，那么，只要增加大约

２６００镑流动资本，就能使纯利润增加一倍以上。反之，劳动时间每天缩短１

小时，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纯利润就会消失，缩短１ １
２小时，总利润也会消

失。”（第１２—１３页）

第一：西尼耳举出的具体材料不管正确与否，与我们研究的对

象无关。但是，可以附带说一句，英国工厂视察员莱昂纳德·霍纳

——一个在精通专业知识和热爱真理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人——

证明了西尼耳先生作为曼彻斯特工厂主的忠实代言人于１８３７年

提出的报告中的谬误（见莱昂纳德·霍纳《给西尼耳先生的一封

信》１８３７年伦敦版）。

第二：前面引证的西尼耳的话是很典型的，足以说明一些科学

的解释家一旦充当统治阶级的献媚者时就不可救药地堕入愚昧的

境地。西尼耳写了上述那部有利于棉纺厂厂主利益的著作，并且在

着手写这部著作之前专程到曼彻斯特去了一趟，以便从工厂主那

里得到写这部著作的材料。

在上述引文中，西尼耳这位牛津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和现代最

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之一，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将不会原谅他的任

何一个学生犯这样的错误。他主张，一个棉纺厂的全年劳动，或者

同样可以说，一年当中每天的１１１
２小时劳动，除了由它自身借助

机器创造出的加到原料即棉花上的劳动时间（或者价值）外，［Ⅲ—

１１０］还同样创造出包含在产品中的原料的价值以及在生产中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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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机器和厂房的价值。按照这种说法，一个棉纺厂的工人，在自

己１１１
２小时的劳动时间中，除纺纱劳动外（即除价值外），同时还

会生产他们加工的棉花，他们用来加工棉花的机器，以及进行这一

过程的厂房。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西尼耳先生才能够说，全年每天

２３个 １
２劳动小时构成１１５０００镑即全年总产品的价值。

西尼耳是这样计算的：工人在一天的劳动时间中，若干小时是

为了“补偿”即创造棉花的价值，若干小时是为了“补偿”机器和厂

房损耗部分的价值，若干小时是为了生产他们自己的工资，若干小

时是为了生产利润。这是荒谬绝伦的看法，按照这种看法，工人除

他自己的劳动时间外，同时还要劳动包含在他加工的原料和他使

用的机器中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在原料和机器作为成品构成他

的劳动条件的同一时间生产原料和机器。这种荒谬无知的观念说

明，西尼耳完全在工厂主授予他的课业的支配下，把工厂主的一种

实用计算方法歪曲了。虽然这种实用计算方法在理论上是完全正

确的，但是，一方面，这种方法与西尼耳似乎在考察的关系即劳动

时间和利润的关系完全无关，另一方面，这种方法容易产生一种荒

谬的看法，即工人不仅生产他加到自己的劳动条件上的价值，而且

生产这些劳动条件本身的价值。

下面就是上述那种实用的计算。我们假定，总产品的价值是

１２小时劳动时间的价值，其中 １
３是劳动材料如棉花的价值，

１
３是

劳动资料如机器的价值，１３是新加的劳动如纺纱劳动的价值。数字

比例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可以是任意一种比例。假定这种产品

的价值为３镑。这样，工厂主就会算出：每天劳动时间的１
３或４小

时劳动时间的产品的价值，等于我１２小时所需要的或加工成总产

品的棉花的价值。每天劳动时间的第二个１
３的产品的价值等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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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２小时中使用的机器的价值。最后，每天劳动时间的第三个
１
３

的产品的价值等于工资加利润。

因此，工厂主就会说，对他说来，每天劳动时间的 １
３补偿棉花

的价值，第二个 １
３补偿机器的价值，最后，第三个

１
３构成工资和利

润。但是，这实际上无非是说，每天全部的劳动时间加在不依赖这

个时间而存在的棉花和机器的价值上的，只是这个时间本身，只是

一方面构成工资和另一方面构成利润的价值。也就是说，一天的第

一个三分之一的或者说第一个４小时的产品的价值等于１２劳动

小时的总产品的价值的１
３。

如果１２小时的总产品的价值等于３镑，这第一个４小时的产品的

价值就等于１镑。但是，这１镑的价值的２
３即１３

１
３先令（按照假定）是

由棉花和机器的现有的价值构成的。追加的新价值只是［１镑价值的］

１
３，或４劳动小时创造的６

２
３先令的价值。工作日的第一个

１
３的产

品的价值等于１镑，因为这个产品的 ２
３或１３

１
３先令，是由原料和

被损耗了的机器的预先存在的并且仅仅在产品中再现的价值所构

成。４小时的劳动创造的价值只是６２
３先令，因此１２小时的劳动

就只创造２０先令或１镑的价值。４小时劳动的产品的价值恰恰是

一种与新创造的价值，也就是由新加进的劳动即根据假定使现有

价值只增加１
３的纺纱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完全不同的东西。纺纱劳

动在第一个４小时内不是加工１２小时的原料，而是加工４小时的

原料。但是，如果４小时棉纱的价值等于１２小时加工的棉花的价

值，那么，这种情况的产生，只是因为根据假定，棉花的价值构成每

一小时的棉纱的价值的１
３，也就是构成在１２小时内生产的棉纱的

价值的１
３，也就是说等于４小时内生产的棉纱的价值。

工厂主也可能这样计算：１２小时劳动的产品给他补偿能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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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棉花的价值，而这并不涉及到这里谈到的比例本身。对工厂主

来说，这种计算具有实用的价值。在工厂主从事的生产阶段上，他

必须对吸收一定量的劳动时间所需要的棉花进行加工。如果棉花

在１２小时的总产品的价值中［Ⅲ—１１１］占 １
３，那么，１２小时总工

作日的 １
３的产品或４小时的产品便构成１２小时中被加工的棉花

的价值。可见，坚持下面的看法是多么重要：在一定的生产过程例

如纺织业中，工人除了通过他自己的劳动时间（这里指纺纱时间）

测定的价值外，没有创造出任何价值，这个劳动时间的一部分补偿

工资，另一部分构成落到资本家手里的剩余价值。

（事实上，工人没有生产也没有再生产原料的价值和机器等的

价值的任何微小部分。他们只是在原料的价值上和在生产中消耗

了的机器的价值上加上他们自己的劳动，这种劳动是新创造的价

值，其中一部分等于他们自己的工资，另一部分等于资本家所得的

剩余价值。因此，既然生产是持续进行的，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

行分配的不是全部产品，而仅仅是产品减去在产品价值上已预付

的［不变］资本的价值。没有任何一个劳动小时用于西尼耳所说的

资本的“补偿”，也就是劳动似乎创造两种价值：它自己的价值和它

的材料的价值等等。西尼耳的主张只是归结为：在工人劳动的１１

１
２小时中，１０

１
２小时构成他的工资，而只有

２
２或１小时构成他的

剩余劳动时间。）

第三：西尼耳先生的完全不科学的态度就在于，他根本没有把

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单独划分出来，而把它与投在原料上的资本混

为一谈，而问题就在这里。同时，如果他举出的比例是正确的话，那

么，在１
２小时或者说２３个

１
２小时中，工人用２１个

１
２小时为自己劳

动，而只用２个１
２小时为资本家提供剩余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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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之比是２∶２１或１∶１０
１
２；也

就是说，它是９１１２１％，这提供了全部资本的１０％的利润！表明西尼

耳对剩余价值的性质完全无知的最令人惊奇的事情是：他认为，在

２３个 １
２小时或者说１１

１
２小时中，只有１小时构成剩余劳动从而

构成剩余价值，因此，他感到惊奇的是，如果工人把１１
２小时剩余

劳动加到这１小时剩余劳动上，即工人不是劳动２个１
２小时，而是

劳动５个１
２小时（因此，总共１３小时），纯利润就会增长一倍以上。

他的下述发现也是同样天真的：在全部剩余劳动或全部剩余价值

等于一小时的前提下，一旦劳动时间缩短这一小时，即完全没有剩

余劳动，全部纯利润就会消失。我们看到，一方面，西尼耳对于揭示

出剩余价值从而利润只是归结为剩余劳动这一点感到惊奇，同时，

另一方面，他也不理解这种关系，在工厂主的影响下，它只是作为

棉花制造业中的怪事情才使西尼耳先生感到惊奇。

第二个［补充］。工人作为工资得到的货币表现为满足他的生

活需要所需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剩余价值的产生，是由于工

人交换这些商品所付出的劳动时间多于这些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

间，是由于为一定量的物化劳动付出了更多的活劳动。因此，工人

购买这些总合起来构成他的工资的商品所用的劳动多于生产它们

所需要的劳动。

“在现代社会情况下，不论生产任何商品需要多少劳动量，工人要获得和

占有商品，他必须付出的劳动，总是大大超过他从自然界获得它所需要的劳

动。对工人来说，这样增加的自然价格就是社会价格。”（霍吉斯金《通俗政治

经济学》１８２７年伦敦版第２２０页）

“本人就是工厂主的布拉瑟顿在下院宣称，如果工厂主们能使他们的工

人〈他们的人〉每天仅仅多劳动一小时，他们就能使自己的利润每周增加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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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丁堡版第１０２页）

“如果没有剩余劳动，就不可能有剩余产品，因此就没有资本。”（《国民困

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４页）

［Ⅲ—１１２］“在一定时间，在一定国家，或在全世界，能按照不低于既定利

润率投放的资本量，看来主要取决于支出资本而可能推动当时实有人数去完

成的劳动量。”（《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

性的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２０页）［Ⅲ—１１２］

［Ⅲ—１１３］对（ａ）的补充。对剩余价值一节的说明。

根据杰科布的计算５７，１８１５年每夸特①小麦的价格是８０先令，

每英亩的平均产量是２２蒲式耳（现在是３２蒲式耳），因此，每英亩

的产品价值平均为１１镑。在他的计算中，麦秸抵偿收割庄稼、打场

和运送谷物到出售地点的费用。他对［支出和收入］各个项目的计

算如下：

镑 先令 镑 先令
种子（小麦）…… １  ９ 什一税，地方税和国税……… １  １
肥料 …………… ２  １０

３  １９
地租 ………………………… １  ８

工资 …………… ３  １０
７  ９

农场主的利润和利息 ……… １  ２
３  １１

在这个统计表中，国税，地方税，地租，农场主的利润和利息，

只是农场主（资本家）得到的全部剩余价值；但他要把其中一部分

以各种各样的名义交给国家，地主等等。

因此，全部剩余价值等于３镑１１先令。不变资本（种子和肥

料）等于３镑１９先令。在劳动上花费了３镑１０先令。在谈到剩余

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的时候，［Ⅲ—１１４］只应当考察这个资本的最后

部分即可变部分。可见，在上述情况中，剩余价值同用于工资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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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比例，或者说，用于工资的资本的增长率，就是３镑１１先令与

３镑１０先令的比例。耗费在劳动上的３镑１０先令资本是作为７

镑１先令资本再生产出来的。其中３镑１０先令仅仅是工资的补

偿，而３镑１１先令则是高于１００％的剩余价值。这样，必要劳动时

间就不会完全同剩余劳动相等，而是大约和它相等，比如，在一个

１２小时正常工作日中就有６小时属于资本家（包括各种参与分配

剩余价值的人）。诚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例如，一夸特小麦８０

先令的价格高于小麦的价值，也就是说，小麦价格的一部分是由于

同小麦相交换的其他商品低于它们的价值出售而产生的。但是，第

一，这里的问题只是要弄清楚，一般说来应当怎样理解剩余价值和

剩余价值率。另一方面，如果一舍费耳小麦的市场价格大约高于它

的价值１０先令，那么，这之所以能使农场主得到的剩余价值增加，

只是因为他没有对农场工人超过其正常价值的劳动的这个余额进

行支付。

我们从现代英国农业中再举一个例子，即一个高度组织起来

的农场的下面这张实际的账单（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

集》１８５１年伦敦版第１６６页）：

   生产本身的年支出：

           镑

肥料 ６８６……………………

种子 １５０……………………

饲料 １００……………………

亏损，付给商人的

 款项等等 ４５３
１３８９

…………

工资 １６９０
３０７９

…………………

农场主的收入和支出：

     镑

地租 ８４３…………………

国税 １５０…………………

什一税（缺）      

利润 ４８８
１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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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这个例子中，可变资本或者说与活劳动相交换的资本

共计１６９０镑。它作为资本再生产１６９０＋１４８１＝３１７１镑。剩余价

值等于１４８１镑，剩余价值同它由以产生的那部分资本的比例等于

１４８１
１６９０即稍多于８７％。［Ⅲ—１１４］

［Ⅲ—１１５］对第１１４页的补充。

或者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杰·库·西蒙兹在《国内外的手工

业和手工业者》１８３９年爱丁堡版［第２３３页］中列举了拥有５００台

织布机的格拉斯哥机械织布厂的下列账目，这家织布厂是制造该

城通常生产的优质白布和衬衫布的：

工厂和机器设备费用 １８０００镑……………………………………

年产品（１５００００件，每件２４码，６先令） ４５０００镑…………………

固定资本和机器折旧的利息，我们把其中９００镑

 （５％）算作利息 １８００镑…………………………………………

蒸汽机、润滑油、油脂、机器修理等等 ２０００镑……………………

纱和亚麻 ３２０００镑…………………………………………………

工资 ７５００镑…………………………………………………………

利润 １７００镑
４５０００镑

………………………………………………………

在这个账目中，利息和利润共计１７００＋９００＝２６００镑。用于支

付劳动的、得以再生产和增加资本的部分是７５００镑，剩余价值是

２６００镑；因而，剩余价值率约为３３％。５８［Ⅲ—１１５］

［Ⅲ—１１４］｛“这种不可遏止的追逐利润的狂热，这种可诅咒的求金欲①，

始终左右着资本家。”（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５年爱丁堡版第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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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Ⅲ—１１４］

［Ⅲ—１１５］对（ａ）的补充。

很清楚，在资本的再生产和增殖方面，原材料和机器的价值本

身与生产过程毫无关系。以任何一种原材料如亚麻为例。亚麻要

吸收多少劳动，才能转化成麻布，——如果生产发展的阶段，技术

发展的一定程度是既定的，——这一点不取决于亚麻的价值，而取

决于亚麻的数量，这正象机器对１００个工人的协助，不是取决于机

器的价格，而是取决于机器的使用价值一样。［Ⅲ—１１５］

          

［Ⅲ—１０６］对（ｂ）的补充。

伦敦的建筑工人和建筑业主（资本家）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

工人对资本家制定的小时工资制（根据这个制度，双方之间的合同

只是以小时计算；实际上，小时是作为正常日来确定的）提出以下

异议５９。

第一：这种工资制取消任何正常日（正常工作日），从而取消每

天总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总和）的任何界限。确定这种正

常日是工人阶级始终为之奋斗的目标，工人阶级在所有这样的部

门都是最受屈辱的。例如，在泰晤士河沿岸码头领取计件工资的工

人那里，无论在法律上或实际上都不存在这种正常日，情况就是这

样。建筑工人们强调指出，这种正常日不仅是工人平均寿命的尺

度，而且是他们一般发展的条件。

第二：这种小时工资制取消了对过度劳动的额外报酬，也就是

对剩余劳动超过正常的和习惯的量而形成的余额的额外报酬。这

种额外报酬，一方面在许多特殊的情况下使企业主能够让工人超

过正常日进行劳动，［另一方面］这种额外报酬给资本家无限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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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的欲望套上了黄金枷锁。这就是工人为什么要求额外报酬

的一个原因。原因之二是：他们所以要求对过度劳动的额外报酬，

是因为随着正常日的延长不仅出现量的区别，而且出现质的区别，

从而对劳动能力本身的日价值有不同的估价。比如不是劳动１２小

时，而是１３小时，那么，本来应当是对２０年用尽的劳动能力的平

均工作日进行估价，而现在应当是对１５年用尽的劳动能力的平均

工作日进行估价。

第三：［工人反对小时工资制度，］因为当一部分工人过度劳动

的时候，相应的一部分工人就失业，并且在业工人的工资由于失业

工人被迫从事工资更低的工作而降低。

｛把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总合起来考察，就会出现以

下几种情况。如果劳动生产率不变，工人的人数不变，那么，只有当

剩余劳动增加，也就是总工作日（使用劳动能力的程度）延长到超

过它过去既定的界限的时候，剩余价值才会增加。如果总工作日不

变，工人人数不变，那么，只有当劳动生产率提高或者工作日中必

要劳动要求的部分缩短的时候，剩余价值才会增加。如果总工作日

和劳动生产率都不变，那么，剩余价值率也不变，也就是说，剩余价

值与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不变，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剩余价值

量都可能随着同时并存的工作日的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也就是说，

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

相反，剩余价值率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可能下降：劳动

生产率不变，剩余劳动减少，也就是总工作日缩短；或者，

总工作日持续时间不变，而劳动生产率降低，即工作日中必

要劳动要求的部分增加。在这两种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不

变，如果同时并存的工作日的数目减少，也就是（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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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减少，剩余价值量就会降低。

在所有这些关系中，都是以工人按价值出卖他的劳动

能力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劳动的价格或者说工资是与劳动

力的价值相符合的。我们已经多次说过，这个前提是整个［Ⅲ—

１０７］研究的基础。工资本身在什么程度上升到高于它的价值或降

到低于它的价值，这属于工资篇的范围，正如考察必要劳动和剩余

劳动借以划分并且这种划分借以表现的工资特殊形式（日工资、周

工资、计件工资、计时工资等等）也属于工资篇的范围一样。不过，

在这里可以一般地指出以下情况：

如果工资的最低数量即劳动能力本身的生产费用持续地压低

到较低［比劳动能力以前的价值低］的水平，那么，剩余价值从而剩

余劳动就会相对地不断增加，——就好象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样。

一种情况是，一个工人劳动１２小时，过去是１０小时为自己劳动，

现在是８小时为自己劳动，因为他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能用８

小时生产出过去需要１０小时才能生产出来的同一的生活资料，另

一种情况是，他以后将得到质量较差的生活资料，生产这种生活资

料只需要８小时，而生产以前的质量较好的生活资料则需要１０小

时，——显然，这两种情况的结果是一样的。在两种情况下，资本家

都获得２小时的剩余劳动，他现在用８劳动小时的产品交换到１２

劳动小时的产品，而他以前是用１０小时的产品交换到１２小时的

产品。

其次，如果没有劳动能力本身的价值的这种降低，或者没有工

人生活水平的下降，不断变坏，那么，工资暂时下降到低于它正常

的最低额，或者说，劳动能力的日价格暂时降到低于它的日价值

——在下降期间内——和上面提到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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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这里是暂时性的，而在上述场合是经常性的。

如果由于工人之间的竞争等等，资本家把工资压到低于它的

最低量，那么，换句话说，无非就是，资本家从工作日在正常情况下

构成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构成归工人自身的劳动时间的那一部

分中，抽出了一部分。必要劳动时间的任何减少，如不是劳动生产

率提高的结果，实际上并不是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而只是资本对

必要劳动时间的占有，是资本超出属于它的剩余劳动的范围而进

行的侵占。如果工人得到的工资低于正常的工资，那就等于说，他

得到的产品所用的劳动时间少于在正常条件下再生产他的劳动能

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因此，如果在正常条件下再生产他的劳动能

力需要１０小时劳动时间，他得到的只是８小时的产品；在他的１０

小时必要劳动时间中，有２小时被资本所占有。

至于谈到资本家的剩余价值，那么，不管是资本家付给工人正

常生存所需要的１０小时的报酬，并让工人为资本进行２小时的剩

余劳动，还是资本家让工人只工作１０小时，付给他８小时的报酬，

工人用这些报酬买不到他正常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资料，对于剩余

价值来说，也就是对于剩余劳动来说，显然完全是一回事。在劳动

生产率相同的情况下，工资下降就是用强力占取必要劳动时间，侵

入必要劳动时间的范围，从而增加剩余劳动。｝｛很明显，对于资本

家来说，无论他是为同样的劳动时间支付较少的报酬或是以同样

的工资让工人劳动更长的时间，这都是一样的。｝［Ⅲ—１０７］

［Ⅲ—１１２］对第１０６—１０７页的补充。

“如果工人能够做到用马铃薯代替面包生活，那就毫无疑问，从他的劳动

中可以榨取更多的东西。这就是说，如果靠面包生活，他要维持自己和他的家

庭，他必须为自己保留星期一和星期二的劳动，如果靠马铃薯生活，他就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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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自己保留星期一的一半。星期一的另一半和星期二的全部就可以游离出

来，以使国家或资本家得利。”（《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１８２１年伦敦

版第２６页）

“无论资本家得到的份额有多大，他总是只能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因为

工人必须生活。但是，事实却是：如果资本的价值６０不按照资本量增加的比例

而减少，资本家就会超过工人能够维持生活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从工人那里榨

取每一个劳动小时的产品。不管这种情况看起来多么可怕和多么令人讨厌，

资本家还是可以把希望寄托在只须花费极少量劳动就能生产出来的那些食

物上，并且最后可以对工人说：你不应当吃面包，因为大麦面更便宜；你不应

当吃肉，因为吃甜菜和马铃薯也可以过活。”（同上，第２３—２４页）［Ⅲ—１１２］

［Ⅲ—１１６］对（ｂ）的补充，第９９页。

理查·琼斯在他的《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１年伦敦版）一书中

正确地考察了徭役劳动，或者说把他称之为“劳动地租”的东西看

作地租的最初形式，在这里应把这种形式看作只是归土地所有者

所有的剩余价值的一定形式。因此，这是这样一种形式，即农业劳

动者占有一部分土地，他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耕种这部分土地。他

们在这上面耗费的劳动时间与雇佣工人补偿他自己工资的必要劳

动时间是一致的。但是，如果说例如现代农业日工在同一土地（农

场主租用的）上实现他的全部劳动时间，既有补偿他的工资的部

分，也有形成剩余价值的部分（就象工厂工人用同样的机器实现他

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一样），——那么，在徭役劳动的条件下，不

仅出现时间上的分离（比在雇佣劳动的条件下明显得多），而且也

出现了这些劳动时间借以实现的生产条件（生产领域）的分离。

例如，徭役劳动者在一周的若干天中耕种他占有的土地。其余

的日子是在封建领主的土地上为土地所有者劳动。这种劳动形式

与雇佣劳动相—致的地方在于，劳动者在这里提供给生产条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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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的，与在其他生产方式中的情况不同，既不是产品，也不是货

币，而是劳动本身。在这里，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的分离，比在雇佣

劳动中表现得更明显，因为在这里，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是在两块

不同的土地上进行的。徭役劳动者为再生产自己劳动能力的必要

劳动是在他自己占有的土地上进行的。他为土地所有者的剩余劳

动是在封建领主的土地上进行的。由于这种空间上的分离，总劳动

时间分成两个部分也就更加明显，而对于雇佣工人也同样可以这

么说，他在１２小时中例如２小时是为资本家劳动，或者说，每小时

的１
６（或１２小时中的任何一个

１
６部分）是为资本家劳动。

因此，第一，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分离，也就是再生产自己

劳动能力的劳动和为生产条件的所有者的劳动的分离，在徭役劳

动的形式中比在雇佣劳动的形式中表现得更清楚、更明显。第二，

由此可以得出，在徭役劳动形式中比在雇佣劳动形式中更清楚地

表现出，剩余劳动是无酬劳动，全部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即无

酬劳动。如果徭役劳动者一周中有５天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第

６天在封建领主的土地上劳动，那么，很清楚，他们在这一天进行

的是无酬劳动，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另外一个人劳动，而且这另外

一个人的全部收入就是他们的无酬劳动的产品；正因为这样才叫

做徭役［强迫］劳动。如果工厂工人在每天１２小时劳动中有２小时

是为资本家劳动，那么，这同他们在一周中５天为自己劳动，１天

为资本家劳动的情况是一样的，因此，实际上也就等于工人在一周

中有１天为资本家进行徭役劳动。

在徭役劳动的整个制度中，不存在工资的形式，而这又使这种

关系显得更加清楚。徭役劳动者为实现自己的必要劳动所需要的

生产条件，是一劳永逸地划给他的。因此，他支付给自己工资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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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直接占有自己必要劳动的产品。而在雇佣工人那里，他的总产品

起初转化为资本，后来以工资的形式再回到他手里。如果一个星期

中有１天为自己主人劳动的徭役劳动者，必须把这整个星期的产

品都交给他的主人，然后他的主人把它转化为货币，以这些货币的

５
６支付给徭役劳动者，那么，从这方面来看，徭役劳动者就变成了

雇佣工人。反过来说，如果每天为资本家劳动２小时的雇佣工人得

到他５天劳动的产品或产品的价值（扣除生产条件、劳动材料和劳

动资料的价值，这种扣除存在于这两种关系中，尽管是以不同形式

出现），而在第６天白白地为资本家劳动，那么，他也就变成了一个

徭役劳动者。就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本质和关系来看，结果是相

同的。

我们看到，徭役劳动或多或少与一切形式的农奴制度是联系

在一起的。但是，在徭役劳动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纯粹地表

现出来的地方，——比如过去在斯拉夫国家和罗马人占领的多瑙

河地区特别是这样，现在在这些地方部分地也是这样，——我们能

够肯定地认为，［Ⅲ—１１７］徭役劳动不是在农奴制的基础上产生

的，正好相反，农奴制是从徭役劳动产生的。徭役劳动是建立在公

社的基础上的，公社成员超过维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劳动所完成

的剩余劳动，原来一部分充作准备金（共同的），一部分满足他们社

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需要，可是这种剩余劳动逐渐地变成替那些

把准备金以及政治的和宗教的职务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来侵占的

家庭进行的徭役劳动。在多瑙河各公国以及在俄国，这种侵占过程

表现得非常清楚。把瓦拉几亚贵族和英国工厂主对他人劳动时间

的贪欲加以比较是有意义的，说明在这两种情况下，对他人劳动的

侵占都表现为财富的直接来源；剩余价值表现为剩余劳动。［Ⅲ—

３３２第二章 绝对剩余价值



１１７］

［Ⅲ—１１７］在徭役劳动中，剩余劳动以其最原始的“独立的”、

“自由的”形式表现出来；自由是指在奴隶制中，奴隶的全部时间，

就象牲畜的全部时间一样，都属于奴隶主，当然，奴隶主必须喂养

他们。

甚至现在，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实物租还同徭役劳动并

存。在这里我们以１８３１年生效的“组织规程”为例。６１下面一点同

我们研究的目的没有关系，因而只是附带说一下：土地、牲畜等等

事实上属于瓦拉几亚农民，由于侵占才产生对地主的徭役，俄国

“规程”则把这种侵占在法律上固定下来。

实物租是由 １
５的干草、

１
２０的葡萄酒和

１
１０的所有其他产品组成

的（所有这一切都是瓦拉几亚的情况）。农民有：（１）房屋和园圃，在

平原是４００斯泰仁（大约８００平方米），在山区是３００斯泰仁；（２）３

帕贡（１１
２公顷）的耕地；（３）３帕贡的草地（可供饲养５头大牲口的

草地）。

顺便说一下，这里应当指出：［第一，］这个作为自由法典的农

奴制法典是俄国人（在基谢廖夫主持下）宣布的，并被欧洲承认的。

第二，这一法典的制定者实际上是贵族。第三，摩尔达维亚的情况

比瓦拉几亚的情况坏得多。

按照“规程”，每个农民每年要为地主完成：（１）１２个一般工作

日；（２）１天田间劳动；（３）１天搬运木材。然而，这些天数不是以时

间来计量，而是以应完成的工作来计量。因此，“组织规程”本身规

定，１２个工作日应该等于３６天手工劳动的产品，１个田间工作日

等于３天，１个搬运木材的工作日也等于３天。总共等于４２天。此

外还有所谓的“ｉｏｂａｇｉｅ”（劳役、奴役），也就是为地主的特殊生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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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所进行的劳动。各村出人承担这种特殊劳动，１００户的村出４

人，６３—７５户的村出３人，３８—５０户的村出２人，１３—２５户的村

出１人。这种“ｉｏｂａｇｉｅ”确定每个瓦拉几亚农民承担１４个工作日。

这样，由“规程”本身规定的徭役劳动就是４２＋１４＝５６个工作日。

在瓦拉几亚，由于气候不好，每年只有２１０日可以从事农业，其中

有４０日是星期日和节日，平均有３０日是坏天气，总共要去掉７０

日。还剩下１４０日。其中再扣除５６个徭役日。剩下８４日。只要

把英国农业工人为［补偿］自己工资所劳动的时间和他为创造在租

地农场主、教堂、国家和土地所有者等等之间进行分配的剩余价值

所劳动的时间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徭役劳动和必要劳动的］比

例并没有超过英国农业工人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比例。

所有这些都是法定的属于地主的徭役日，即法定的剩余劳动。但是，

“规程”制定得能够在不违背条文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加徭役劳动。比如，

它是这样规定每天的工作的：为了完成一天的工作，还得加上第二天

的劳动时间。它规定一个除草工作日要割１２珀尔谢①的土地，这

相当于一个人在一天内所能完成的任务的二倍，在玉米地上除草

尤其是这样。实际上，根据“规程”的规定，除草工作日

“好象是从５月开始至１０月结束”。

［Ⅲ—１１８］一个大贵族说：“在摩尔达维亚，‘规程’规定的一个农民的１２

个工作日，实际上等于３６５天。”

贵族们为了占有农民的劳动时间是多么巧妙地利用这一法律

的情况，可以参看埃·雷尼奥的著作《多瑙河各公国政治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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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国曾用过的土地计量单位，等于４８４平方英尺（４５平方米）。——编者注



１８５５年巴黎版第３０５页及以下各页。

现在，我们把英国资本主义生产中对劳动时间——剩余劳动

时间——的贪欲同上述情况比较一下。

在这里，我并不想研究英国发明机器以来所从事的过度劳动

的历史。事实是，由于剩余劳动的急剧增加，激发了一场场瘟疫，使

资本家和工人都同样受到死亡的威胁；尽管遭受到资本家最强烈

的反对，国家还是不得不在工厂中实行正常工作日（后来大陆各地

都多多少少加以仿效）；就是在目前，正常日的实施还正在从真正

的工厂扩展到其他劳动部门（漂白业、印花业、染色业），而且，现在

这个过程还在向前发展，与此相关的斗争还正在继续（例如，争取

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争取把工厂法６２扩展到诺定昂等地花边制

造业的斗争）。关于这个过程的早期阶段的详细情况，我引用弗·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１８４５年莱比锡版）。

工厂主在实践中的反抗并不大于他们的解释者和辩护士即职

业的经济学家理论上的反抗。然而，与图克合著《价格史》的纽马奇

先生，作为经济科学分部的主席，在１８６１年９月于曼彻斯特召开

的最近一次英国技术协会（协会名称待查６３）代表大会上觉得必须

强调指出，理解到用法律规定和强迫限制工厂的正常工作日的必

要性，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就之一，由于这一点，现代政治

经济学超过了自己的前驱！

我的目的只是从最新的工厂报告中引出几个证据来同［瓦拉

几亚］贵族的贪欲加以比较；以及举出一两个还没有实行工厂法

（花边厂）或不久前才实行工厂法（印花厂）的工业部门的例子。这

里所谈到的，只是说明一种趋势的几个例证，这种趋势在英国不亚

于瓦拉几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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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例证。诺定昂的花边行业。１８６０年１月１７日的《每日

电讯》。６４

“１８６０年１月１４日，郡治安法官布罗顿先生在诺定昂市会议厅主持的

一次集会上说，从事花边生产的那部分居民过着极其贫穷痛苦的生活，其困

苦程度是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所没有见过的……９岁到１０岁的孩子，在大

清早２、３、４点钟就从肮脏的床上被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

夜里１０、１１、１２点钟。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呆痴，麻木得象石头人一

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马利特先生和别的工厂主起来抗议讨论这

类事情，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这种制度，正象蒙塔古·瓦尔皮牧师所描

写的那样，是无拘无束的奴隶制，是社会的、肉体的、道德的和智力的奴隶制

……如果一个城市竟举行公众集会，请求把男子每天的劳动时间
·
限
·
制
·
为１８

小时，那我们将作何感想呢！…… 我们抨击弗吉尼亚和加罗林的种植园主。

然而，他们买卖黑奴、鞭笞黑奴、贩卖人肉的行为，比起为资本家［Ⅲ—１１９］的

利益而制造面纱和硬领的过程中发生的那种慢性杀人的暴行，难道更可恶

吗？”①

第二个例证。工厂报告。

“狡猾的工厂主在早晨６点前１刻就开工，有时还要早些，有时稍晚些，

晚上６点过１刻才收工，有时稍早些，有时还要晚些。他把名义上规定的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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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Ⅲ—１２０］｛第１１９页的附注。由于一般存在着这样一种错误的观点，似乎工厂

生产［与它过去相比］的情形完全改变了，所以我在这里引证１８５７年１０月２８

日《中央注册局》的材料（《英国登记结婚、出生和死亡季度报告》第３５号第６

页，根据中央注册局局长决定刊印）：

“（曼彻斯特）第恩门分区的利先生作了以下清醒的评论，该评论受到曼彻

斯特居民的极大注意。那里儿童的生活十分悲惨…… 死亡总数（横死和暴

死的除外）是２２４人，其中５岁以下的儿童是１５６人…… 儿童死亡率如此之

高，是我前所未见的。显然，当危及成年人生命的一般情况暂时还没有发生很

大影响的时候，危及最年幼的孩子的生存的那些情况却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后

果……这些儿童中有８７个不满１岁就死了。腹泻得不到医治，患百日咳，还住

在通风不好、令人窒息的房间里，极度营养不良和滥饮鸦片酊，这些既会引起

衰竭和抽风，也会引起脑积水和脑出血，这就能说明，为什么……（儿童的）死

亡率仍然这么高。”｝［Ⅲ—１２０］



时早饭时间前后各侵占５分钟，一小时午饭时间先后各侵占１０分钟。星期六

下午到２点过１刻才收了工，有时稍早些，有时还要晚些。

这样他就赚到｛在这里，他所赚到的东西直接等于用欺骗办法攫为己有

的剩余劳动｝：

早６时前………………１５分钟

晚６时后………………１５分钟

早饭……………………１０分钟

午饭……………………２０分钟
６０分钟

５日共计３００分钟

星期六

早６时前………………１５分钟

早饭……………………１０分钟

下午２时后……………１５分钟
４０分钟

１周共赚３４０分钟，就是说，每周多出来５小时４０分钟，每年以５０个劳

动周计算（除掉２周作为节日或因故停工），共为２７个工作日。”（《工厂视察

员莱·霍纳先生的建议》，载于《工厂法》（根据下院决定于１８５９年８月９日

刊印）第４、５页）

“看来，靠超过法定时间的过度劳动获得额外利润，对许多工厂主来说是

一个难于抗拒的巨大诱惑。他们指望不被发觉，而且心中盘算，即使被发觉

了，拿出一笔小小的罚款和诉讼费，也仍然有利可图。”（《工厂视察员报告。截

至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第３４页）

“如果每个工作日比标准时间延长５分钟，一年就等于２１２工作日。”

（同上，第３５页）

“如果额外时间是在一天之内零敲碎打地偷窃来的，那么，视察员

要想找出违法的证据就很困难了。”（同上）

（在这里，这种所谓的额外时间被英国官方工厂视察员直接称

为“盗窃”。）

［Ⅲ—１２０］这种零敲碎打地偷窃也被叫做“偷占几分钟时间”（同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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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页），也叫“夺走几分钟时间”（同上）或者叫做“啃吃饭时间”（同上）。

“有一位很可敬的工厂主对我说，‘如果你允许我每天只让工人多干１０

分钟的话，那你一年就把１０００镑放进了我的口袋’。”（同上）

根据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在英国的印花厂，劳动时间实际上仍

然没有加以限制，甚至在１８５７年，这种工厂中的８岁和８岁以上

的儿童，从早上６点工作到晚上９点（１５个小时）。

“印花厂的劳动时间，虽然法律上规定要加以限制，实际上可以认为并没

有加以限制。对劳动的唯一限制，包含在关于印花厂法令第２２条（维多利亚

统治时期的８—９年第２９号）中，该条规定，不准让儿童——也就是年龄在

８—１３岁的儿童——在夜间劳动，夜间是指晚上１０点至第二天早上６点的

时间。因此，根据法令，可以用８岁的儿童去从事在许多方面与工厂劳动相似

的劳动，他们往往是在温度高得令人窒息的场所，没有一点儿休息和吃东西

的时间，从早上６点一直干到晚上１０点（１６个小时）；而年满１３岁的儿童，则

可以被合法地用来在昼夜任何时间从事劳动，不受任何限制。在最近半年里，

我的这个地区的８岁和８岁以上的儿童都被迫从早上６点工作到晚上９

点。”（《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１８５７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第３９页，亚·

雷德格雷夫先生的报告）

“每天附加的小时，是从早上６点以前和下午６点以后，以及名义上规定

的吃饭的时间开始和结束时零敲碎打地得到的，它几乎使一年变成了１３个

月。”（《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１８５８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年》第９页，莱·霍

纳先生的报告）

工厂视察员以这种胆怯的方式说明，获利无非就是获得劳动

时间，即剩余劳动时间，因此追加利润就是超过正常日的剩余劳动

时间。

［Ⅲ—１２１］因此，在危机时期，也决不会改变让工人超出正常

日劳动的想法。如果一个星期仅工作３天或４天，那么，一般来说，

利润就只存在于这３天或４天工作日所包含的剩余时间中。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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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额利润只能从超过正常剩余时间，从而超过法律规定的正常日

的无酬剩余时间中产生。如果我在一周的３天中，每天各增加２小

时的剩余劳动，那么，得到的剩余价值当然只有我在一周６天中每

天各增加２小时剩余劳动所得到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因而，在危机

期间下面这种诱惑就更为强烈：在工作实际还在进行的日子里，让

工人从事更多的剩余时间的劳动，也就是说，让工人比平常劳动更

多的无酬劳动时间。（其他工厂主通过降低工资，也就是缩短在工

作的那３天或４天中所消耗的必要劳动时间，实际上是在做同样

的事情。）因此，［工厂视察员关于］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的［危机时期］报

告说：

“人们也许会认为这是矛盾的：在生意这样不景气的时候还有过度劳动

现象；”

｛工厂主试图在危机期间攫取尽可能多的无酬劳动时间，这完

全不矛盾。｝

“可是生意不景气却刺激那些无所顾忌的人去犯法。他们这样就能保证

自己取得额外利润。”（同上，第１０页，莱·霍纳先生的报告）

时机越不好，营业越少，就越要从已有的营业中得到更多的利

润。因此，霍纳指出，当他的管区有１２２家工厂倒闭，１４３家停工，

所有其余的工厂也都开工不足的时候，超过法定时间的过度劳动

却依然存在（同上）。同年工厂视察员豪威耳也这样报告说：

“虽然大多数工厂由于营业不振只开半工，但我和以前一样仍旧接到同

样多的控告，说由于侵占法定的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由于早上比规定时间

早５分钟或更多时间开工和晚上比规定时间晚５分钟或更多时间收工，工人

每天被夺去半小时或３刻钟。这些每天共计半小时到３刻钟的零敲碎打的偷

窃，是很难察觉出来的。”（同上，第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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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地使用由在一天６个不同时间中每次获得几分钟而形成的过度劳

动，是不可能靠视察员的考察来确凿地证明的。”（《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

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第３５页，莱·霍纳先生的报告）

“这是那种普遍的对实际情况的默认（即使不是对原则的赞同），以及普

遍同意对劳动的限制是合理的等等。”（《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１８５５年１０月

３１日为止的半年》第７７页）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从而工厂制度在大陆上的发展，（法国、普

鲁士、奥地利等国）政府被迫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仿效英国限制

劳动时间。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抄袭——并且不得不抄袭

——英国的工厂立法，虽然也作了某些修改。［Ⅲ—１２２］１８４８年

以前法国实际上不存在限制工厂工作日的法律。１８４１年３月２２

日关于在工厂（在使用发动机或不灭火的炉子的工厂、工场和作

坊，以及在一切雇用２０个工人以上的企业）中限制儿童劳动的法

令（它的基础是威廉四世在位第三年和第四年中实行的第１０３号

法令），变成了一纸空文，而且直到现在实际上只在北部州实行。

此外，按照这个法令，“在紧急的修理工作或水轮停转的情况下”

可以使用１３岁以下的儿童在夜间（晚９点至第二天早上５点）工

作；１３岁以上的儿童也可以在夜间劳动，“如果他们的劳动是必不

可少的”。

１８４８年３月２日临时政府颁布法令，按照这个法令，不仅在

工厂，而且在所有手工工场和手工作坊，不仅对儿童的劳动时间，

而且对成年工人的劳动时间都作了限制，在巴黎规定为１０小时，

在各省规定为１１小时。临时政府从以下错误的前提出发，认为正

常工作日在巴黎是１１小时，在各省是１２小时。但是：

“在很大一部分纺织厂劳动持续１４—１５小时，甚至更长，这对于工人尤

其是对儿童的健康和道德损害极大。”（日·阿·布朗基《１８４８年法国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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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载于《伦理和政治科学院出版的短篇著作集》１８４９年巴黎版）

国民大会１８４８年９月８日的法令对这一法令作了如下修改：

“工厂工人每天劳动不得超过１２小时。但是，政府有权根据劳动或机器

的性质需要的场合宣布上述规定的例外情况。”

政府１８５１年５月１７日的法令宣布了这些例外情况。首先，规

定了１８４８年９月８日的法令并未包括的各个部门。此外，作了以

下限制：

“工作日结束时擦洗机器；在发动机，蒸汽锅炉，蒸汽机或者工厂建筑遭

到损害时必须修理。劳动在下述情况下可以延长：在染厂、漂白房和印花厂，

在工作日结束时，要把织物洗净和摊开，可延长１小时；制糖厂、精炼厂和化

学工厂可延长２小时：根据企业主的决定和地方长官的准许，染厂，印花厂和

装修企业，在一年１２０天中每天可以延长２小时。”

｛工厂视察员亚·霍德格雷夫（《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１８５５

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第８０页）谈到法国实行这个法令的情

况：

“一些企业家告诉我，当他们想利用允许延长工作日的时候，工人们就加

以反对，其理由是：在某种情况下延长工作日会引起在另一种情况下缩短正

常劳动小时的数量……他们特别反对每天工作１２小时以上，因为规定这种

工时的法令是共和国立法留给他们的唯一福利。”“延长工作日对于工人来说

是非强制性的…… 如果双方商定……（超过１２小时以上的）每小时的工资

一般高于普通的工资。”

亚·雷德格雷夫指出（第８１页），由于过度劳动和随之而来的

体力上的衰弱和道德上的败坏，

“卢昂和利尔的劳动者都很憔悴”，他们“身体萎缩”，许多人变得畸形，这

种畸形的人在英国叫做“工厂残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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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每天劳动１２小时对于人的肌体来说，是相当过量的要求，如

果把必要的吃饭时间和上下工路上所需要的时间都加到劳动时间上，那么，

留给工人支配的时间量绝对不会很多。”（同上）｝

英国工厂主反对１０小时工作日法令而提出的各种伪善的借

口中有以下一个借口：

“在反对１０小时工作日法令的很多理由中，一个理由就是害怕给少年和

妇女那么多的空闲时间。由于他们缺少教育，他们［Ⅲ—１２３］可能把这些时间

浪费掉，或者是用这些时间干不正当的事情；所以，有人坚决主张，在教育没

有取得进展以及没有采取措施用脑力活动或社会工作去填满１０小时工作日

法令给工人提供的空闲时间之前，为了道德的利益，工人最好是整天在工厂

中度过。”（同上，第８７页，亚·雷德格雷夫的报告）

（马考莱为了能够作为辉格党人充当现存制度的辩护士而把

经济事实歪曲到什么程度，——他对过去是监察官卡托，对现在则

是谄媚者，——这从以下论述可以看出：

“让儿童过早地从事劳动的做法，在十七世纪十分盛行，这从当时的工业

状况来看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在毛织业的中心诺里奇，６岁的儿童就被看作

是有劳动能力的。当时有许多著作家，其中包括有些被认为是心地非常正直

的著作家，曾以‘惊喜若狂’的心情谈到，单是在这座城市，男女童工一年所创

造的财富就比他们的生活费要多１２０００镑。我们对过去的历史研究得越仔

细，就越有理由驳斥那种认为我们时代充满了新的社会弊病的见解。新东西

不过是发现这些弊病的智慧和医治这些弊病的人道精神。”（托·巴·马考莱

《英国史》１８５４年伦敦第１０版第１卷第４１７页）

这里正好证明了相反的东西，即当时儿童劳动还是一种例外

的现象，经济学家把它当作特别值得称赞的因素而欢喜若狂地提

到它。有哪一个现代著作家会把在工厂使用年纪很小的儿童的情

况当作某种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来描述呢？每一个头脑正常的人

３４２第二章 绝对剩余价值



读了柴尔德、卡尔佩珀等等著作家的著作后，都会得出同样的结

论。｝

规定的劳动时间经常被超过，

“其办法是，在吃饭的时间把儿童、少年和妇女留在工厂里擦洗机器，星

期六则是在２点以后，而不让他们在劳动时间干完这个活”（《工厂视察员报

告。截至１８５５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年》第１２页，莱·霍纳先生的报告）。

这种过度劳动也发生在这样一些工人那里，

“他们不是领取计件工资而是领取周工资”（《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

１８５９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年》第９页，莱·霍纳先生的报告）。

｛霍纳先生除了是１８３３年工厂调查委员会成员之一外，还是

最初的工厂视察员之一，而且在工厂管理的最初时期不得不同严

重的困难作斗争。霍纳在１８５９年４月３０日他的最后的报告６５中谈

到：

“公开规定的对儿童的教育，在许多情况下纯粹是笑话；防止工人由于使

用没有安全保护的机器而造成伤亡的保护措施，也是公开规定的，实际上变

成了一纸空文；关于发生事故的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浪费公众的货币……

 过度劳动仍然很流行；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法律本身起着保护作用，使违

法者不受检查和惩罚。”（同上，第９、８页）

（１３岁以上的儿童被认为可以和成年人干同样多的时间；１３

岁以下的儿童则干成年人一半的时间。）｝

［Ⅲ—１２４］“事实是，在１８３３年法令以前，任意让少年和儿童整夜，整日

或整昼夜从事劳动。”（《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１８６０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

年》第５０页）

１８３３年的法律规定，晚上８１
２点到早上５

１
２点之间的时间算

作夜间。工厂主被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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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上５ １
２点到晚上８

１
２点之间的任何时间里使用法定的劳动小时”

［同上，第５１页］。

这种“白天”和“夜间”的含义，在以后一切工厂条令中一直保

持到１８５０年（虽然对劳动时间有所限制），在１８５０年才第一次把

准许劳动的白天时间定为从早上６点到晚上６点，在冬天，如果工

厂主愿意的话，则定为从早上７点到晚上７点。

“大多数不幸事故发生在最大的工厂…… 在用大约一千马力的不断运

动的发动机进行工作的地方，没完没了地争夺每一分钟必然会引起危险。在

这样的工厂里，片时片刻都是利润的要素，所以每一瞬间都要求每个人的注

意。正是在这里……能够看到生命同无生命的力量之间的不停息的斗争；在

这里，智力必须指挥，而体力必须进行活动，并且与轴的转动协调一致，正是

在这里，工人虽然由于过度的兴奋或炎热而处于紧张状态，但他们不能有一

点迟延，不能让周围各种不同的运动转移他们片刻的注意力，因为在这里任

何迟延都是损失。”（《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１８６０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年》

第５６页）

“儿童劳动条件调查委员会在几年中发表了很多报告，揭露了大量仍在

继续发生的犯法行为，其中有些犯法行为骇人听闻的程度，超过了某些工厂

和印花厂曾被指控过的任何犯法行为…… 如果没有有组织的监督制度，由

领工资的专职人员去执行这种监督，这些人对议会负责并且必须每半年提出

有关自己活动的报告，那么，工厂法很快就会失效，１８３３年法令以前存在的

一切工厂法的无效，以及现在法国实行的不包含系统监督条文的１８４１年工

厂法的失效，都证明了这一点。”（《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３１日

为止的半年》第１０页）

“工厂法结束了从前工人因劳动时间过长而早衰的状况；这些法令使工

人成了自己时间的主人，从而赋予他们一种道义力量，这种力量使他们有可

能掌握政治权力。”（《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１８５９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

第４７页）

“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这就是工人自己的时间和雇主的时间之间的界

限终于清楚了。工人现在知道，他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他自己的时间何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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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由于他预先准确地知道这一点，他就能够依照自己的目的事先安排自己

的时间。”（同上，第５２页）

这一点是确定正常工作日的十分重要的成果。在１８３３年以前

“雇主除了搞钱以外，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而工人除了劳动以外，没有

时间做别的事情”（同上，第４８页）。

“工厂主贪得无厌，他们追逐利润时犯下的暴行，同西班牙人征服美洲追

逐黄金时犯下的暴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约翰·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

阶级的历史》１８３５年伦敦第３版第１１４页）

［Ⅲ—１２４ａ］对第１２４页的补充。

“某一类工人（例如，成年的男女织工）对法定劳动时间外的工作有直接

的利害关系，并且可以认为，他们对较年轻的一类工人有某些影响，这些工人

当然害怕由于［向工厂视察员］提供不利于自己的雇主的证据或材料而使自

己被解雇…… 甚至在人们揭发他们（年轻工人）在非法定的时间内劳动时，

他们向法官所作的关于所发生的事情的供词也很少是可信的，因为这些供词

是在有失业危险的情况下作出的。”（《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３１

日为止的半年》第８页）

“一个工厂雇用４００工人，其中一半是拿计件工资的……他们对额外的

劳动时间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另外２００人是按日支付报酬的，他们的劳动时

间与计件工人一样长，但是他们的额外劳动得不到任何报酬。在某些地方形

成了一种经常提前５分钟上班、推迟５分钟下班的习惯。每天上班３次，下班

３次。这样，６次得到的５分钟就等于每天多得到半小时，而劳动和按日支付

报酬的不是一个人，而是２００人。这２００人每天在半小时内干的活，等于１个

人在５０小时内或一个人在一周劳动的 ５
６的时间所干的活，这对于企业主有

直接的好处。”（同上，第９页）

如果计件支付报酬，那么工人当然得到他加班时间的份额，并

把他所花费的一部分剩余劳动时间据为己有。而资本家，撇开固定

资本的较快实现不说，却获得了超额利润，即使他按正常工作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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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甚至高于正常工作日每小时的报酬来支付加班时间的报酬：（１）

因为他无须增加用于劳动的机器（例如，纱锭、织机）；同一个工人，

不管劳动１２小时或者１５小时，都是在同一台动力织机上劳动。因

此，在这样延长劳动时间的情况下，就可以免除一部分投资。（２）如

果正常工作日等于１２小时，其中剩余劳动为２小时，那么，就得为

２小时的剩余劳动支付１０小时必要劳动时间的报酬。在加班劳动

的情况下，如果从３０分钟（１２小时）中支付给工人的［同样］是
５
６，

那么资本家盈得的就是 １
６，即５分钟，而支付给工人的则是２５分

钟。剩余劳动时间始终取决于工人首先为自己劳动的１０小时。在

加班劳动的情况下已经假定，工人获得了他的必要工资，因而，他

可以对加班时间的相应部分感到满足。

如果加班时间是无偿的，那么资本在不支付［新花费的］必要

劳动时间的情况下就获得了这种加班时间；如果每天劳动持续时

间是１０小时，那么加班时间的１００劳动小时就等于１０个工人的

劳动小时，这些工人的工资就全部节约下来了。

［Ⅲ—１２４ｂ］关于漂白厂和染厂的法令于１８６１年８月１日起

生效。

工厂法本身的基本规定是：

“所有不满１６岁的人均应受官方医生的检查。不满８岁的儿童不得雇

用。８至１３岁的儿童只准使用半个工作日，并且他们必须每天上学…… 妇

女和不满１８岁的少年，不得在早上６点以前、晚上６点钟以后以及星期六中

午２点以后使用。妇女和少年不得在吃饭时间劳动，不许在这个时间留在生

产过程正在进行的任何一个车间。不准让不满１３岁的儿童同一天既在午前

劳动，又在中午１点以后劳动。”（同上，第２２、２３页）

“劳动时间以公共时钟，一般以最近火车站的时钟为准…… 如果我们

发现有人在吃饭时间或其他非法定时间劳动，我们有时就会听到这样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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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说这些人不愿在规定的时间离开工厂，需要强迫他们停止工作，特别是在

星期六下午，更是这样。但是，如果机器停转后工人仍留在工厂，擦洗自己的

机器或干其他类似的活儿，那是因为下午６点以前或星期六下午２点以前没

有给他们安排足够的时间专门用来擦洗机器。”（同上，第２３页）

工厂法关于吃饭时间的另一个规定是：

“在早上７点３０分和晚上６点之间的同一个时间里，应当给所有少年和

妇女１个半小时。其中下午３点以前给１小时，任何人不得在下午１点以前

不经过３０分钟的休息而连续劳动５小时以上。在全国，工人一般的吃饭时间

是早饭半小时，中饭１小时。”（同上，第２４页）

工厂法的又一个规定是：

“要求父母让他们的孩子每星期上学５天，每天３小时。雇主只有在每星

期一早上从孩子们那里得到教师所签署的关于他们在上一周有５天时间每

天３个小时上学的证明，才能让孩子们干活。”（同上，第２６页）

在前几个世纪，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时代，我们同样遇到政

府对工作日持续时间的强制的即法律的规定，其目的在于强迫工

人劳动一定的时间，而现在的所有法令则相反，是要迫使资本家让

工人只劳动一定的时间。对于发达的资本来说，劳动时间只有通过

政府的强制才会受到限制。在资本刚刚发展的阶段，［Ⅲ—１２４ｃ］政

府使用强制手段，以便强制地把劳动者变成雇佣工人。

“如果人口不多，而土地充足，那么自由工人就懒惰、粗鲁。就迫使自由

工人劳动这一点来说，人为的控制经常被看作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绝对必

要的。按照卡莱尔先生的说法，今天我们西印度群岛上获得自由的黑人拥有

免费的炎热的阳光和几乎免费的南瓜，他们就不想劳动了。看来，他认为强

制劳动的法令是绝对必要的，即使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因为他们正迅速

地陷入原始的野蛮状态。所以，五百年前，在英国，经验表明穷人不需要劳

动，并且不想劳动。十四世纪所发生的大瘟疫使人口锐减，用合理的价格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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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人的困难已经到了根本无法忍受的地步，并且成为对王国的工业的威

胁。因而，在１３４９年，即爱德华三世在位第二十三年颁布了强迫穷人劳动和

规定工资水平的法律。在此之后，为了同样的目的，在几世纪内出现了一系

列的法令。这些法令规定了：工厂工人的工资和农业工人的工资；计件劳动

以及计时劳动的价格；穷人应该劳动的时间，此外，甚至吃饭的时间（如同

现在的工厂法所规定的）。议会通过的不利于工人而有利于雇主的关于调整

工资的法令维持了很长的时期；达四百六十四年之久。人口增长了。这些法

令后来被认为（并且实际上也变成）是多余的和累赘的。到１８１３年，这些法

令全部被取消了。”（［约·巴·拜耳斯］《自由贸易的诡辩》１８５０年伦敦第

７版第２０５、２０６页）

“从１４９６年的法令可以看出，当时的伙食费等于手工业者收入的 １
３，等

于农业工人收入的 １
２。这说明，当时的工人比现在的工人有更大的独立性，

因为现在农业工人和工场手工业工人的伙食费在他们工资中所占的比重大

得多。当时吃饭和休息时间比现在多得多。例如，从３月到９月，吃饭时间是

早饭１小时，午饭１ １
２ 小时，午后小餐

１
２ 小时〈也就是说，总共３小时〉”。

“（冬季从早晨５点工作到天黑。）现在棉纺织厂中规定［Ⅲ—１２４ｄ］早饭时间
１
２小时，午饭时间１小时”，也就是说，只有１

１
２小时，正好是十五世纪所规

定的时间的一半）约·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１８３５年伦敦第３

版第２４、２５、５７７、５７８页）。

１８６０年颁布了漂白厂和染厂法。

印花厂法、漂白厂和染厂法与工厂法的规定是不同的。

漂白厂和染厂法把所有妇女和少年的劳动时间限制在早晨６

点到晚上８点之间，但不允许儿童在晚上６点以后劳动。印花厂法

把妇女、少年和儿童的劳动时间限制在早上６点到晚上１０点之

间，规定儿童每天在学校里学习５小时，而星期六劳动必须在下午

６点之前结束。（《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

的半年》第２０、２１页）

“工厂法要求：每天给１ １
２小时吃饭时间，而且应在早上７点３０分到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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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６点之间利用这个时间，其中１小时在下午３点之前；不得让儿童、少年

或妇女在下午１点之前工作５小时以上而不给至少３０分钟的吃饭时间……

印花厂法根本没有要求规定任何吃饭时间…… 这么一来，少年和妇女就可

以从早上６点一直工作到晚上１０点，中间不用停下来吃饭。”（同上，第２１

页）

“在印花厂，儿童可以在早上６点到晚上１０点这段时间内做工…… 根

据漂白厂法，儿童只能按照工厂法的要求去做工，而少年和妇女的工作可以

持续到晚上８点，在此之前，儿童已经同他们在白天一起干过活。”（同上，第

２２页）

“例如生丝的生产；从１８５０年起，这里雇用１０岁以上的儿童〈也就是

１１—１３岁〉在一天１０ １
２小时内进行缫丝和拈丝的作业，被认为是合法的。从

１８４４年到１８５０年，除星期六外，童工每天的劳动被限制为１０小时，而在此

之前是９小时。工作日长度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丝厂的劳动比生产其他

织品的工厂的劳动轻一些，并且在其他方面对健康的损害程度小一些。”（同

上，第２６页）

“１８５０年提出的关于生丝生产是一种比其他纺织品的生产较合卫生的

职业的论断，不仅［Ⅲ—１２４ｅ］得不到任何事实的证明，反之，事实证明了相反

的东西：在生产生丝的地区，平均死亡率异常高，而人口中妇女的平均死亡率

甚至比郎卡郡棉纺织品生产区还高。在郎卡郡，尽管儿童事实上只劳动一半

时间，但由于棉布生产特别有碍于健康，肺病造成的很高的死亡率真可以说

是不可避免的了。”（同上，第２７页）

１８４４年３月１５日艾释黎勋爵在他的关于十小时工作日法案

的演说中说：当时奥地利的工厂的劳动时间为

“一天１５小时，有时是１７小时”（《工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艾释黎勋爵３

月１５日的演说》１８４４年伦敦版第５页）。

在瑞士，法令规定得非常严格：

“在阿尔高州，１４岁以下的儿童一天劳动不得超过１２ １
２小时，让儿童受

教育是工厂主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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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黎世州，“儿童劳动限制为１２小时；不许招１０岁以下的儿童做工

…… 在普鲁士，１８３９年法令规定，禁止让不满１６岁的儿童一天劳动１０小

时以上；不许雇用９岁以下的儿童”（同上，第６页）。

１８１６年，罗·皮尔先生促使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去检查１８０２

年学徒法令生效的情况。根据普雷斯顿附近一家工厂的监工约翰

·莫斯的证词来看，学徒法令经常完全被轻视。这位证人甚至不知

道这个法令的存在。工厂的儿童，几乎全是伦敦教区的学徒，他们

被迫整年从早上５点劳动到晚上８点（１５小时），中间有两次吃饭

时间，共一小时；星期天他们照常从早上６点劳动到中午１２点，为

下个星期擦洗机器。

伦敦面包工人的平均工作日长度为１７小时。棉纺织工业在最

初阶段也是１７小时工作日。此后不久就实行夜间劳动。

剩余价值率。如果工人的必要劳动是１０小时，剩余劳动是２

小时，那么，剩余价值率就等于２
１０＝

１
５＝２０％。假如我们以整个工

作日１２小时为基础，其中工人得到 ５
６，资本家得到

１
６，那么，计算

就会是错误的，就是说，所得的剥削率是错误的。这时得出的剩余

价值率是１
６（１２小时的

１
６＝２小时）即１６

２
３％。如果按产品计算，

如果不是计算剩余产品同等于工资的那部分产品的比例，而是计

算剩余产品在总产品中占多少部分，也会产生同样的错误。这一点

不仅对决定剩余价值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以后正确决定利润

率也是至关重要的。

［Ⅲ—１２４ｆ］“他〈棉纺织业发展初期的一个企业主〉告诉我一个绝妙的主

意。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但这确实是应属于他的。这主意就是

组织夜间劳动。工人分成两组，每组工人每两昼夜有一次工作到早晨，这样，

机床就不再有停开的时候。限制１７小时劳动迫使大量资本——机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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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的租金等等——在７小时之久的时间内不起作用。现在，每天７小时的

利润就不再失去了。他把自己的打算告诉我，根据他的打算，他仅仅由于采取

特殊的支付夜间劳动的方法，就能绰绰有余地补偿额外的照明费用。”（圣热

尔门－勒迪克《理查·阿克莱爵士或大不列颠棉纺织业的产生（１７６０—１７９２

年）》１８４１年巴黎版第１４５、１４６页）

夜间劳动现在在莫斯科棉纺织工厂是常规。现在在雇用童工

的曼彻斯特镜子工厂实行的那种制度更加令人厌恶。这就是：两组

工人在一昼夜２４小时中每６小时互换一次。在拜比吉《论机器和

工厂的节约》（１８３２年伦敦版）中我们看到：

“最早的生产透花纱的机器开始的买价很贵，从１０００镑到１２００或１３００

镑。每个工厂主即这些机器的所有者，很快就发现，尽管他生产了较多的产

品，但是，考虑到这种机器的价格以及它的工作被限制为每天８小时，所以，

他终究竞争不过旧的生产方法。造成这种不利状况的原因在于，最初购置机

器时花费了一大笔款子。可是，工厂主很快就发现，在付出同样多的原有资本

的情况下，只要少量增加他们的流动资本，他们就能使同一台机器在２４小时

内工作。他们由此而得到的利益促使其他一些人注意改进机器的方法，于是，

机器的购买价格显著降低，同时，透花纱更多更快地生产出来。”（第２２章［第

２１１页］）６６

戴尔——欧文之前的新拉纳克棉纺织厂的厂主，也是个博爱

主义者，他还让甚至不到１０岁的儿童一天劳动１３小时。

“为了补偿采取这些配合得很协调的措施所花费的开支，以及为了维持

企业活动的正常进行，棉纺织工厂非常需要这些孩子无论冬天和夏天从早晨

６点工作到晚上７点…… 社会济贫所所长们由于不大懂经济，在厂主不同

意雇用７、８岁以及更大的孩子做工时，所长们是不愿意把托给他们照护的孩

子送到工厂去的。”（亨利·格雷·麦克纳布《对罗伯特·欧文先生的新观点

及其在苏格兰新拉纳克的措施之冷静考察》，拉丰·德·拉德巴译，１８２１年

巴黎版第６４页）

“可见，戴尔先生采取的措施和他对孩子们的幸福的温情的关怀，最终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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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完全是徒劳无益的。他让这些孩子为他劳动，如果他们不劳动，他就不能维

持他们的生活。”（同上，第６５页）

“不幸的是，这些从孤儿院送来的孩子［Ⅲ—１２４ｇ］年龄太小，不宜于劳

动，应该再照料他们４年，让他们受初等教育…… 如果说，这是对在我们现

代工厂制度中从孤儿院来的学徒甚至在最美好、最人道的秩序下的处境的正

确的、并不夸大的描述，那么，在坏的制度下这些儿童的处境该是多么可悲？”

（同上，第６６页）

一当欧文自己管理工厂，

“从社会济贫所的孩子中雇用学徒的制度就被取消了…… 招收６—８

岁儿童进厂做工的惯例也被取消了”（同上，第７４页）。

“劳动小时数从２４小时中的１６小时缩减到一天１０１２小时。”（同上，

第９８页）

这当然要被看作是推翻社会的做法，它引起经济学家和边沁

派的“哲学家”的大喊大叫。

          

“但是，在亚洲群岛的东部一些岛屿上能很容易地得到面包，那里的森林

中长着野生的西米树。居民在西米树上钻个孔，确定树髓已经成熟时，就把树

放倒，分成几段，取出树髓，再掺水和过滤，就得到完全可以食用的西米粉。从

一棵西米树上通常可以采得西米粉３００磅，有时可采得５００磅至６００磅。那

里的居民到森林去采伐面包，就象我们到森林去砍柴一样。”（弗·沙乌《土

地、植物和人》１８５４年莱比锡第２版第１４８页）

假设这样的“面包采伐者”每星期需要用一天（１２小时）来满

足他的全部需要。那么，如果那里进行的是资本主义生产，他必须

每星期工作６天，才能获得这一天的产品。

          

剩余劳动当然是同必要劳动的种类相同的劳动。如果一个工

人是纺织工人，那么，他的剩余劳动就是织布劳动，他的剩余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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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纺织品。如果他是一个采煤工人，情况与此类似。这样，我们

看到，劳动的种类，它的特殊的质，劳动所属的特殊的部门，对于剩

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比例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因此，不同的工作日

之间的比例，或者比较熟练的劳动的一天和平均的非熟练劳动的

一天相等的比例，同样也都是无关紧要的。这种相等完全不涉及我

们这里所考察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比例。所以，为了叙

述简便起见，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推断，似乎资本家使用的全部工

人的劳动都等于平均的不熟练劳动，等于简单劳动。在资本家的计

算（劳动的货币表现）中，无论哪一种劳动都已经在实践上和事实

上归结为这种表现。

          

［Ⅲ—１２４ｈ］各种平均劳动——有的需要较高的技巧，有的需

要较大的力气等等——之间的质的差别事实上是会互相抵销的。

至于谈到从事同一种劳动的工人之间的个人差别，那么，在这方面

可以指出以下几点：这些差别在手工业生产中（以及在所谓非生产

劳动的更高范围内）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差别渐渐地消失，在分

工和机器占统治地位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它们被限制在极

狭窄的范围内（学徒的短期训练时间除外）。平均工资应该足以维

持平均工人作为工人的生活，而平均劳动能力在这里是工人本身

能够被允许进入工厂的先决条件。高于或者低于这个平均水平是

例外的现象，并且从整个工厂来看，工厂的全体工人在平均生产条

件下，在一定部门的平均劳动时间内，会提供平均数量的产品。在

实行日工资、周工资等等的情况下，实际上并不考虑这些个人的差

别。可是，这种差别反映在计件工资中。这并不使资本家和工人之

间的关系发生任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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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工人Ａ的劳动时间比工人Ｂ的劳动时间多，那么，Ａ的

工资以及他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更多。如果他的劳动能力降低到

平均水平以下，那么，他的工资和他创造的剩余价值也降到平均水

平以下。但是，整个工厂必须保证平均水平。高于或低于平均水平

的情况互相抵销，于是，大部分工人本来已经达到的平均水平就保

持下来。

这些情况应该在谈工资的时候去考察。它们对于这里所考察

的关系是无关紧要的。此外，在英国的工厂中很早就实行计件工

资。如果一旦确定，在既定的时间内，平均能生产多少产品，同时规

定每天的劳动小时数，那么，也就以此为根据来确定工资。在这种

场合下，一天１７小时劳动的工资（总工资）事实上比１０小时劳动

的工资要低。只有在进行额外的加班劳动时，［计件工资和计时工

资之间的］差别才对工人有好处。因为，他们可以把这一额外的剩

余劳动的一部分据为己有。不过，这在进行按日等等支付的额外的

剩余劳动情况下也会发生。

我们已经看到，价值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人们互相把他

们的劳动看作是相同的、一般的劳动，在这个形式上就是社会的劳

动。如同所有的人的思维一样，这是一种抽象，而只有在人们思维

着，并且对可感觉的细节和偶然性具有这种抽象能力的情况下，才

可能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有些经济学家，他们反对由劳动时

间确定价值，理由是两个人（即使是做同一种工作）在同一时间内

的劳动不是绝对一样的，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人的社会关系与动物

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区别。他们本身就是动物，而作为动物，这些家

伙很容易忽视这种情况：两种使用价值不会绝对一样（就象莱布尼

茨所说的，一棵树上的两片树叶不相等），同样，他们更容易忽视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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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情况：互相之间毫无［共同］尺度的使用价值，不能按照它们的

有用程度把它们作为交换价值来估价。

          

假如一个１２小时的平均工作日的货币表现（假定货币保持自

己的价值，这种情况事实上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是１０先令，那

么，很明显，工作１２小时的工人加到劳动对象上的不可能超过１０

先令。如果工人现在每天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总数是５先令，那么，

资本家就必须支付给工人５先令，自己得５先令的剩余价值；如果

他必须支付给工人６先令，自己就只得４先令，如果必须支付７先

令，自己就只得３先令，如果只支付３先令，他就能得７先令，如此

等等。在一定的劳动时间——一定的工作日长度——的情况下，应

该看到，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总量体现在不变价值的产品中，体

现在这个价值的同一的货币表现中，只要货币的价值保持不变。

［Ⅲ—１２４ｈ］

          

［Ⅲ—１１３］对（ｄ）的补充，第１０２页。

这个规律６７表明，在劳动生产率不变和正常工作日已定的情

况下，剩余价值的量与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一起增长。由此不能得

出结论说，随着所使用的劳动数量的增长，一切生产部门（例如农

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始终不变的。（把这一点写在注解中。）

由此可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任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基

础上发展的国家的财富取决于无产者的人数，即取决于被迫从事

雇佣劳动的人数。

“主人的奴隶越多，主人就越富；因此，在群众受压迫的程度相同的情况

下，一个国家的无产者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富。”（科兰《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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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１８５７年巴黎版第３卷第３３１页）

          

［Ⅲ—１０７］对（ｅ）的补充。

既然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迫使工人超过他的必要劳动时

间劳动，即超过他为满足自己作为工人的生活需要所必需的劳动

时间劳动，那么，资本作为过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的这样一种关

系，创造、生产剩余劳动，从而创造、生产剩余价值。剩余劳动是工

人的劳动，是单个人在他必不可少的需要的界限以外所完成的劳

动，事实上是为社会的劳动，虽然这个剩余劳动在这里首先被资本

家以社会的名义占为己有了。正如前面所说，这种剩余劳动一方面

是社会的自由时间的基础，从而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

文化的物质基础。正是因为资本强迫社会的相当一部分人从事这

种超过他们的直接需要的劳动，所以资本创造文化，执行一定的历

史的社会的职能。这样就形成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勤劳，劳动超过了

为满足工人本身身体上的直接需要所必需的时间界限。

当然，很清楚，只要社会建立在阶级对抗的基础上，即一方面

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占统治地位，另一方面被剥夺了生产条件所有

权的无产者不得不劳动，不得不以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和他们

的主人，那么，一切统治阶级在一定范围内都实行这种强制（例如，

这种强制在奴隶制条件下比雇佣劳动条件下更直接得多），因而都

迫使劳动超过单纯身体的需要为它所确定的界限。但是，在使用价

值占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情况下，劳动时间在某种程度上是无关

紧要的，因为延长劳动时间只是为了在劳动者自身的生活资料以

外，给统治者提供一种宗法式的财富，即一定量的使用价值。相反

地，随着交换价值日益成为生产的决定要素，劳动时间的延长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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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上需要的界限，也就越来越具有决定的意义。例如，在商业不

发达的民族盛行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地方，［Ⅲ—１０８］根本不必去关

心过度劳动。因此，在商业民族例如迦太基人那里，奴隶制和农奴

制就采取了最令人可恶的形式；而在那些与其他资本主义生产的

民族保持着联系而同时又保存着奴隶制和农奴制生产基础的民族

那里，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形式就更为可恶，例如，在美国的南部诸

州就是这样。

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交换价值首先支配着社会的全部生产

和整个机构，所以，资本对劳动施加的使它超过它的需要的界限的

那种强制是最大的。同样，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一切产品的价

值量首先完全由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所以在

这里，首先工人普遍地被迫只用一般社会生产条件下的必要劳动

时间去生产某种物品，这就使资本主义生产下的劳动强度达到了

更高的程度。奴隶主的鞭子不可能提供象资本关系的强制所提供

的劳动强度。在后一种情况下，自由的工人为了满足他必要的需

要，就必须使他的劳动时间（１）变为必要的劳动时间，使它具有一

般的社会（通过竞争）决定的强度；（２）必须提供剩余劳动，他才被

允许（有可能）在他自己的必要劳动时间内进行劳动。相反地，奴隶

象动物一样，已经满足了自己必要的需要，所以现在鞭子等等对他

能起多大作用，也就是说，能否充分推动他提供劳动来抵偿这些生

活资料，这取决于他天生的素质。工人进行劳动是为了替自己创造

生活资料，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奴隶由别人维持生活，是为了

强迫奴隶劳动。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关系具有较高的生产效

率，——第一，因为在资本关系下，关心的问题是劳动时间本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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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价值，而不是产品本身或使用价值；第二，因为自由的工人只

有出卖他的劳动，他才能满足他的生活需要，也就是说，迫使他出

卖他的劳动的，是他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外界的强制。

只有在每一个商品生产者生产这种商品时所花的劳动时间多

于他自己对这一定的商品的需要的情况下，分工才能存在。但是，

还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他的劳动时间一般延长到超过他的需要

的范围。相反地，他的需要的范围——诚然，这个范围从一开始就

将随着分工即行业划分而扩大——将决定他的劳动时间的总数。

例如，一个农民，他自己生产自己的一切生活资料，他不必整

天在地里劳动，但他必须把例如１２小时分配在田间劳动和各种家

务劳动上。如果他现在把他１２小时的全部劳动时间都用在农业

上，并用这１２小时产品的剩余部分去交换即购买别种劳动的产

品，那就等于他自己把他的一部分劳动时间用于农业，而把另一部

分劳动时间用于其他生产部门。他劳动的这１２小时，仍然是为满

足他自己的需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是由他的自然的或（确切些

说）社会的需要的界限所决定的劳动时间。但是，资本所以迫使劳

动者超出劳动时间的这些自然的或传统的界限，是因为资本同时

使劳动强度取决于社会所达到的生产发展程度，从而使劳动强度

打破了独立生产者或仅仅靠外部强制而劳动的奴隶所遵循的惯

例。

如果一切生产部门都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那么，单从剩余劳

动——一般劳动时间——的普遍增加就可以得出结论：生产部门

会划分得越来越多，劳动和进入交换的商品会越来越多样化。如果

在某一生产部门中，１００个人劳动的时间，与以前１１０个人在剩余

劳动或总劳动时间较短的情况下劳动的时间一样多，那么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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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１０个人转入其他新的生产部门，过去雇用这１０个人所需的那

部分资本也是如此。因此，仅仅劳动时间越出即延长到超过它自然

的或传统的界限，就将导致在新的生产部门中使用社会劳动。这是

因为劳动时间被游离出来了；剩余劳动不仅创造了自由的时间，而

且还把被束缚在某个生产部门中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游离出来（这

是问题的实质），使之投入新的生产部门。但是，由于人类自然发展

的规律，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Ⅲ—１０９］又会游离出、创造

出新的需要。因此，资本在促使劳动时间超出为满足工人身体上的

需要所决定的限度时，也使社会劳动即社会的总劳动划分得越来

越多，生产越来越多样化，社会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的范围日益扩大，从而使人的生产能力得到发展，因而使人的才能

在新的方面发挥作用。但是，如果说剩余劳动时间是自由时间的条

件，那么，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的范围的扩大是以工

人限于必要的生活需要为条件的。［Ⅲ—１０９］

［Ⅲ—１１２］对（ｅ）的补充的补充，第１０７页。

“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而不是别的东西。”（《国民困难的原因及

其解决办法》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６页）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的劳动量比独立劳动者的劳动量要

大得多，因为工人劳动量的大小绝不是由工人的劳动与他的需要

的关系决定的，而是由资本对剩余劳动的无限的、无止境的贪求决

定的。

例如，农民的劳动“量大得多，因为农民的一定的需要不再是他劳动的依

据了”（约·格·毕希《从国家经济和商业来看的货币流通》１８００年汉堡和基

尔增订第２版第１册第９０贝）［Ⅲ—１１２］。

［Ⅲ—１１４］对（ｅ）的补充，第１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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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剩余劳动为奢侈品的生产创造了条件，

使一部分生产有可能转到奢侈品的生产上，或者同样可以说，使一

部分产品与奢侈品相交换（通过对外贸易）。

“只要产品有剩余，剩余劳动就一定会用在奢侈品上。必需品的消费是有

限的，而奢侈品的消费则没有止境。”（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１８２７年

巴黎第２版第１卷第７８页）“只有在靠别人的劳动来购买奢侈的时候，才可

能有奢侈；只有在靠不懈的辛勤的劳动可以得到生活必需品，而不是无用的

微不足道的东西的时候，才可能有不懈的辛勤的劳动。”（同上，第７９页）

｛因此，工人对资本的需求是资本家唯一需要的东西，也就是

说，对资本家来说，全部问题在于活劳动与物化劳动交换的比例。

“至于来自劳动的需求，指的就是以劳动［Ⅲ—１１５］同商品交换，或者

说，——如果你宁愿以另一种形式来加以考察，但结果还是一样，——以将来

增加的额外价值同现成的产品交换……这个额外价值是加到交给工人的一

定量材料上去的，这种需求是实际的需求，这种需求的增加对于生产者说来

是十分重要的，除了商品增加时彼此造成的日益增长的需求而外，如果还有

任何［日益增长的］需求，那就是这种需求了。”（《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

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５７页）｝

例如，詹姆斯·穆勒说：

“要使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能够享受消遣，资本必须得到相当巨大的收

入。”（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５０页）

这无非是说：要使许多人有余暇，雇佣工人就得拚命干，或者

说，社会上一部分人的自由时间，取决于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和必

要劳动时间的比例。

资本家的任务是“靠所支出的资本〈与活劳动相交换的资本〉来取得尽量

多的劳动量”（让·古·库尔塞尔－塞纳伊《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

践概论》１８５７年巴黎第２版第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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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增殖，即资本所生产的超过自身价值的剩余价值，也就

是资本的生产力，包含在被资本占为己有的剩余劳动中，关于这一

点，例如，约·斯·穆勒说：

“严格说来，资本并不具有生产力。唯一的生产力是劳动力，当然，它要依

靠工具并作用于原料…… 资本的生产力不外是指资本家借助于他的资本

所能支配的实际生产力〈劳动〉的数量。”（约·斯·穆勒《略论政治经济学的

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１８４４年伦敦版第９０—９１页）［Ⅲ—１１５］

［Ⅲ—１１７］｛对第１０７页的补充，对（ｅ）的补充的补充。

“企业主总是会竭力节省时间和劳动。”（杜格耳德·斯图亚特《政治经济

学讲义》，载于威·汉密尔顿爵士发行的《斯图亚特全集》，１８５５年爱丁堡版

第８卷第３１８页）｝［Ⅲ—１１７］

［Ⅲ—１１２］对（ｅ）的补充，第１０４页。

迫使工人进行剩余劳动的关系，是工人的劳动条件作为资本

与他相对立而存在。工人没有受到外部的压力，但是，他要在一个

商品由自己的价值决定的世界上生活，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能

力作为商品出售，而超过劳动能力本身价值的价值，却落到了资本

手中。所以工人的剩余劳动使生产更加多样化，同时又为别人创造

了自由时间。经济学家爱把这种关系看作自然关系或上帝的安排。

关于由资本所产生的勤劳是这样说的：

“用法律来强制劳动，会引起过多的麻烦、暴力和叫嚣，而饥饿不仅是和

平的、无声的和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劳动的最自然的动力，会

唤起最大的干劲。”（《论济贫法》，一个愿人们幸福的人〈即牧师约·唐森先

生〉著，１７８６年版，１８１７年伦敦再版第１５页）

因为资本关系的前提是，工人被迫出卖他的劳动能力，也就是

说，实际上他所能出售的只有自己的劳动能力本身，所以唐森说：

“这似乎是一个自然规律，穷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轻率的，所以，总是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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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去担任社会上最卑微、最肮脏和最下贱的职务。于是，人类幸福基金大大

增加，比较高雅的人们解除了烦劳，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比较高尚的职业

等。”（同上，第３９页）“济贫法有一种趋势，就是要破坏上帝和自然在世界上

所创立的［Ⅲ—１１３］这个制度的和谐与优美、均称与秩序。”（同上，第４１页）

这位唐森牧师虽然不是所谓人口理论的真正的发明者，但是

马尔萨斯据为己有的，从而在著作界捞到一大笔资本的那种理论，

倒是由唐森牧师第一个提出来的。奇怪的是，除了威尼斯的僧侣奥

特斯（《国民经济学》六卷集１７７４年版，他写得比马尔萨斯要巧妙

得多）以外，与“迫不及待的情欲”和“要把邱比特的箭弄钝的各种

障碍”（正如唐森所说）相周旋的，主要是英国教会的牧师６８。与天

主教的偏见（唐森所说的“迷信”）相反，他们主张教士本身的“滋生

繁殖”，却又向劳动阶级宣讲终身不婚。

“上帝安排好了，让从事最必需的职业的人生得绰绰有余。”（加利阿尼

《货币论》，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１８０３年米兰版第３

卷第７８页）

施托尔希说：社会财富的增长“产生出那个有用的社会阶级……它从事

最单调、最下贱和最令人讨厌的职业，一句话，它把生活中一切不愉快的、受

奴役的事情担在自己的肩上，从而使其他阶级有闲暇、有开阔的心境和传统

的高贵品性，这些是其他阶级要顺利地从事高雅的劳动所必需的”（施托尔希

《政治经济学教程，耐萨伊的注释和评述》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３卷第２３３页）。

“在我们这个地带，为了满足需求，就需要有劳动，因此社会上至少有一

部分人必须不倦地劳动。”（摩尔顿·伊登爵士《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

级从征服时期到现在的历史》１７９７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１篇第１章［第１页］）

［Ⅲ—１１３］

［Ⅲ—１１４］对（ｅ）的补充，第１０４页。

“正是因为一个人劳动，另一个人才休息。”（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

理》１８２７年巴黎第２版第１卷第７６—７７页）［Ⅲ—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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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Ⅲ—１２５］我们把迄今为止所考察的剩余价值形式称为绝对

剩余价值，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它的增长率，它的任何增加同时就

是创造出来的价值（生产出来的价值）的绝对增殖。我们已经看到，

绝对剩余价值是必要工作日超出其界限而延长的结果，而它的绝

对量就等于这种延长的量，但是，它的相对量——比例的剩余价

值，或剩余价值率——则是同这种延长即这种流动量同它的流

数６９即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一起形成的。如果必要劳动时间是１０

小时，那么［由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它就会延长２、３、４、５小

时。因此，创造出来的价值就不是１０劳动小时，而是１２—１５劳动

小时。正常工作日的延长，即必要劳动时间加剩余劳动时间的总量

的延长，在这里就是使剩余价值增长即增加的过程。

现在假定总工作日达到了正常的限度。只是在这种情况下，资

本创造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时间的趋势，才以它特有的和典型的

形式表现出来。假定正常工作日是１２小时，其中１０小时为必要劳

动时间，２小时为剩余劳动时间。假定不谈工作日超出这１２小时

界限的延长，也就是说，假定不谈绝对剩余价值的增长。当然，很明

显，不管人们怎样规定，这种界限自身就会确立，就会表现出来。

（为了纯粹地考察这个问题，也可以假定绝对剩余价值量不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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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因为劳动人口不变。）因此，在剩余价值不能通过总工作日的

延长而继续增加的情况下，它究竟怎样增加呢？靠缩短必要劳动时

间。如果１２小时总工作日中１０小时为必要劳动时间，２小时为剩

余劳动时间，那么，只要把必要劳动时间缩短１
１０，即从１０小时缩短

到９小时，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时间就可以例如增长５０％，从２

小时增加到３小时，而总工作日并没有延长。

剩余劳动时间量，因而剩余价值量的增长，不仅是剩余劳动时

间通过同时延长总工作日而直接增加的结果，而且也是缩短必要

劳动时间的结果，也就是说，是劳动时间从必要劳动时间转化为剩

余劳动时间的结果。正常工作日并没有延长，但是必要劳动时间缩

短了，总之，总工作日划分为补偿工资的劳动和创造剩余价值的劳

动的比例发生了变化。

我们已经看到，必要劳动时间无非是有酬劳动时间，无非是这

样一种劳动时间，这种劳动时间用以补偿工资即劳动能力的购买

价格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实际上是生产工资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必要劳动时间可以通过缩减工资而缩短。如果工资的价值被迫下

降，那么工资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因而为再生产工资即为补偿工资

而支出的劳动时间也就减少了。随着工资价值的下降，这种价值的

等价物，即与这种价值相应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与这种价值相等

的对等价值下降了。当然，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存在的。劳动能力的

价格同任何另一种商品的价格一样，实际上总是高于或者低于它

的价值。但是我们在这里并没有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我们是从商品

的价格同它的价值相一致这一前提出发的，或者说，我们是根据这

一前提考察现象的。因此，在考察这里所谈到的必要劳动时间的缩

短时，必须假定劳动能力按照它的价值出售，工人得到正常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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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必须假定工人的劳动能力的正常的和传统的再生产所

要求的那些生活资料量并没有缩减。

［Ⅲ—１２６］｛把工资（在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压低到

它的平均水平以下来增加剩余价值，这就是把工人的生活条件降

低到正常水平以下来增加利润。另一方面，工资（同样在假定劳动

生产力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到它的正常平均水平以上，这就意味着

工人也分享、占有他自身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在第一种情况下，资

本家侵占了工人的生活条件和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

在第二种情况下，工人取走了他自己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在这两种

情况下，一个人的所失就是另一个人的所得。但工人在生活上所失

去的，是资本家在货币上所得到的，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工人在生

活享受上所得到的，是资本家在占有他人劳动的比率上所失去

的。｝

假定劳动能力的价格等于它的价值，也就是说，工资没有被压

缩到或者说下降到正常工资以下，那么，必要劳动时间的任何缩短

就只有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才有可能，或者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劳

动生产力的更高的发展才有可能。

我们在考察商品时已经看到：如果劳动生产力提高，那么，同

一使用价值就会在较短的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或者说，较大量的

同一使用价值就会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或者说在较小量

的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不过，这属于第二种情况）。尽管商品的交

换价值下降了，也就是说，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量减少了，生

产商品需要较少的劳动，但商品的使用价值仍然不变。劳动能力的

正常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数额不是取决于生活资料的交换价

值，而是取决于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它的质和量；因而不是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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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产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即物化在生活资料中的劳动时

间，而是取决于这种劳动时间的结果，即体现在产品中的实际劳

动。可见，如果生活资料的这个数额由于实际劳动生产率提高，能

够在较短的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那么，劳动能力的价值就会下

降，同时再生产劳动能力、生产劳动能力的对等价值所需要的劳动

时间即必要劳动时间也会减少，尽管劳动能力同以前一样按其价

值出售。正如任何另一种商品一样，尽管它现在的价钱只值过去的

１
１００，但它同过去一样按其价值出售；因为，尽管它同过去一样具有

同一使用价值，但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只是过去的 １
１００。

在这里，劳动能力的价值所以会下降，从而必要劳动时间所以

会减少，并不是因为劳动能力的价格降到它的价值以下，而是因为

它的价值本身下降了，因为在劳动能力中物化着较少的劳动时间，

因而再生产劳动能力需要较少的劳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剩余劳

动时间增加了，因为必要劳动时间已经减少。总工作日中以前为必

要劳动所占的一部分现在游离出来了，加入了剩余劳动。一部分必

要劳动时间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因而产品总价值中以前进入工

资的一部分，现在就进入了剩余价值（资本家的利润）。我把剩余价

值的这一形式称为相对剩余价值。

首先，现在很明显，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所以会减少工人劳动能

力的价值或他的必要劳动时间，只是因为这些劳动产品或者直接

进入工人的消费，例如食品、燃料、住宅、衣服等等，或者进入生产

上述产品所需要的不变资本（原材料和劳动工具）。因为：既然进入

产品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会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所以很清楚，产品

价值的下降不仅是由于生产产品本身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减少了，

而且同样也由于生产产品的生产条件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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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生产那种进入工人消费的产品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劳动

工具的价值降低了，简单地说，不变资本的价值降低了（见拉姆

赛７０）。

｛价值在产品中的再现或价值在产品中的简单保存和这种价

值的再生产之间有这样的区别：在后一种情况下，一种新的等价物

代替了由于包含交换价值的那个使用价值的消耗而消失的交换价

值。在第一种情况下，没有创造出任何新的等价物来代替原来的价

值，例如，再现在桌子上的木材的价值，没有被一种新创造出来的

等价物所代替。木材的价值所以会在桌子上再现出来，只是因为木

材在以前就具有价值，而且木材的价值的生产是桌子的价值的生

产的前提。｝

其次，我们以直接在某一劳动部门劳动的工人为例。如果一个

织布厂的工人由于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在１小时内生产２０码花

布，而他以前只生产１码花布，那么，这２０码花布就它们是工人本

身所创造的［Ⅲ—１２７］价值来说，在扣除了它们所包含的不变资本

以后，并不比从前１码花布有更多的价值。如果所有其他劳动部门

的劳动生产力同织布厂的这种变革发生以前一样，那么尽管工人

的劳动生产力提高了，但他用１小时劳动所能购买的生活资料并

不会比以前更多，也就是说，他同以前一样，只能购买物化着１劳

动小时的那些商品。可见，他自己的劳动部门的劳动生产力的增

长，他自己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是在花布作为衣料进入它自身

的消费的情况下和范围内，才能使他自身的劳动能力的再生产变

得便宜，从而缩短他的必要劳动时间。只是在这种范围内才是如

此。但是，这种情况适用于每一个生产部门，因而适用于任何一个

在自己的工业活动领域里单独活动的个别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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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考察社会总资本，也就是说，考察同工人阶级相对立

的整个资本家阶级，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没有延长总工作日

和减少正常工资的情况下，资本家阶级所以能增加剩余价值，只是

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即劳动生产力的更高程度的发展，使人们

有可能用较少的劳动来维持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较便宜地生产

出工人阶级的全部生活资料，从而减少工人阶级再生产自己的工

资所必需的总劳动时间量。不过，这个量只是由［各个个别部门所

生产的］个别的生活资料的量和一定劳动部门的量即由生产这些

生活资料的个别劳动部门的量构成的；因而，是由这些个别劳动部

门中每一个部门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所引起的劳动时间缩短的量

构成的。但是，我们在考察这个过程时始终只能以某个领域中使用

一定数量工人的某个个别资本为对象，因此，为了对这个过程作总

的说明，我们在考察这个过程时就有理由假定工人是靠他本人所

生产的使用价值生活的。

（但是，在这里并不是假定工人随着他在同一时间内提供更多

的产品而需要较少的必要劳动时间，而是假定随着他的必要劳动

时间的减少，他自己的变得更便宜的产品会进入他的消费。这一点

适用于整个社会，因而适用于各个个人的总量，因为社会的相对剩

余劳动量无非就是各个个别劳动部门中个别工人的剩余劳动总

量。只是在这里会出现各种平衡和中介，这些不属于这里所要考察

的范围，但它们会使这种关系的实质模糊不清。）

｛可见，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就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前者

减少的程度就是后者增加的程度，反过来说也是这样。但是，这种

提高和降低同总工作日及其量无关。｝

实际上，工人所以会创造出相对剩余价值，只是因为他在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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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活动的领域内创造相对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只是因为他用比以

前较少的时间生产出进入他自身消费的产品。因此，只要经济学家

涉及到相对剩余价值的实质，他们就总是求助于上述前提（见穆勒

的著作７１）。

事实上，人们考察的是事情的一般过程。如果工作日等于１２

小时，而剩余劳动时间等于２小时，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资本

家的生产例如比以前增长１倍，那么，剩余价值，即他的利润，就只

能［以两种方式］增长：或者是劳动产品以一定的比例进入劳动能

力的再生产，而劳动能力按同一比例变得便宜，工资即劳动能力的

价值也按同一比例下降，因此总工作日中迄今为再生产劳动能力

价值所需要的那一部分就会减少；或者是由于工厂主高于商品的

价值出售商品，也就是说，就象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一样。在后一

种情况下，工厂主高于自己商品的价值出售这一商品，因而，低于

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买进这些商品，就是说，同他的商品和其他商

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之间的比率相对来说较便宜地买进这些商

品，而他只是在这个程度内造成新的剩余价值。但工人和以前一

样，只得到同样的正常工资。因此，工人得到的是产品总价值中一

个比较小的部分，或者说，这个价值中用于购买劳动能力所花费的

部分比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前要小一些。因此，工人的总工作日的一

个较小的部分用于工资的再生产，较大的部分落入资本家手中。实

际上，或者是由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减少了他的生活费用，

或者他由于他的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能够按照资本家得到新价值

的比例更便宜地购买其他一切生活资料，这是一回事情。

［Ⅲ—１２８］不过，我们在这里无须重复的是，普遍高于价值出

售这一前提会自己扬弃自己，因为竞争实际上也会通过低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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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售来抵销高于价值的出售。这里所说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已经

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在本生产部门尚未普遍做到，因此资本家是这

样出售的，似乎生产他的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比实际需要的更

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因为他出售商品的价格仍然要比另

一个资本家便宜些）。例如，他把３
４小时的产品当作１小时的产品

出售，因为他的大多数竞争者生产这种产品还需要１小时。如果总

工作日等于１２小时，那么，在这种场合，资本家就是这样出售的，

似乎在这里花了１６小时（１２３＝４；１２＋４＝１６）。

他并没有延长工作日。如果必要劳动时间等于１０小时，剩余

劳动时间等于２小时，那么后者现在仍然是２小时。但是资本家实

际上是这样出售的，似乎他只耗费必要劳动时间７１
２小时和４

１
２

小时剩余劳动（７１
２＋４

１
２＝１２）。实际上（因为价值并没有随着生

产率的提高而降低），他自己的工人的劳动同中等水平的工人的劳

动之间是这样一种关系，即他的工人用７１
２小时生产出来的价值

所能买到的东西，同别的工人用１０小时生产出来的价值所能买到

的东西一样多。按照［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原来的比例，资

本家应该从１２小时中给工人支付１０小时，即 ５
６（

１２
６＝２；

５×１２
６ ＝

１０）。现在，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了［１３］，资本家把１２小时的产品

当作１６小时的产品来出售。如果１劳动小时得到的报酬同超过平

均劳动生产率 １
３的１小时一样，那么工人就无须劳动１０小时，而

应该［少劳动１
４，即］只劳动１０－

１０
４［即１０－２

１
２＝７

１
２小时］。

如果到目前为止必要工作日等于１０小时，而剩余劳动等于２

小时，那么工人现在就不再需要劳动１０× ４
４小时，而只需要劳动

１０× ３
４小时（因为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比平均劳动生产率高

１
３），因

而，他们就不需要劳动１０小时，而只需劳动７１
２小时，而如果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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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仍然是必要劳动时间的
１
５（

１０
５＝２），那么现在它就是７

１
２小时

或１５２小时的
１
５。

１５
２小时的

１
５等于

１５
１０＝１

１
２小时，或

３
２小时，或

６
４小

时。实际上，如果这种劳动的 ３
４小时按照生产率等于平均劳动的１

或４
４小时，那么这种劳动的

６
４小时就等于

８
４或２劳动小时。因此，

工作日就可以缩短到７１
２＋

３
２＝９小时。资本家同以前一样让工

人劳动１２小时，支付７１
２小时必要劳动时间的报酬，因而赚到了

４１
２小时。

资本家的利润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必要劳动时间从１０小时下

降到７１
２小时，或者说，是因为工人能够用７

１
２小时的产品购买一

切他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这同下述情况完全一样：工人自己生产他

的全部生活资料，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他在３
４劳动小时内所能

生产的生活资料同他以前用１小时所能生产的一样多，因而他在

７１
２小时内所能生产的同以前用１０小时所能生产的一样多。如果

劳动生产率已经提高，而［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比例仍然

不变，那么总工作日就会减少，因为必要劳动已经减少，而必要劳

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比例仍然不变。实际上，这完全是一回事：或

者是劳动能力的价值，因而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因为工人的产

品按某种比例进入他自身的消费，因而必要劳动时间会按同一比

例缩短，而剩余劳动时间，因而剩余价值则相应增加；或者是在同

一个资本家那里，由于他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高于该

部门的社会平均劳动的水平，因而，例如在１劳动小时内所生产的

商品的［总］价值同其他［在同一时间内所生产的］所有商品相比提

高了，而资本家则仍按过去的标准支付这种劳动，就象它是具有

［平均］生产率水平的劳动一样，但把它的产品却当作生产率水平

高于［平均］水平的劳动的产品来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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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种情况下，［比过去］较小的时间量就足以支付工资的

费用，也就是说，在这两种情况下［Ⅲ—１２９］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了，

而且在这两种情况下，相对剩余价值，即不是通过绝对延长工作日

而得到的剩余价值都是来源于这样一种情况，即由于劳动生产率

的提高，再生产工资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量减少了。在一种情况下，

再生产工资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量较少这一点是直接表现出来的，

因为工人会在较小的劳动时间量内生产出同量的使用价值，虽然

产品仍同以前一样按其价值出售。在另一种情况下，再生产工资所

需要的劳动时间量所以会较小，这是因为一个较小的劳动时间量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就等于一个较大的平均劳动时间量，因而，工人

用较小的、然而出售价格较高的［物化］劳动时间就可以得到同量

使用价值。在这两种情况下，相对剩余价值都是由于必要劳动时间

的缩短而产生的。

其次，不言而喻：如果劳动生产率增长了，而［必要劳动和剩余

劳动之间的］比例仍然不变，那么工人或者应当劳动较少的时间就

能再生产出自己的工资，也就是说，不是劳动１０小时，而是７１
２小

时，因此总工作日就会缩短，或者他应当得到数量较大的生活资

料，他的工资应当高于［一般］水平。如果既没有发生前一种情况，

又没有发生后一种情况，那么，显而易见，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工人为资本家所完成的劳动量增加了，而工人为自己所完成的劳

动量却减少了。

全部困难产生于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单个

资本家直接考虑的不是减少必要劳动时间，而是把必要劳动时间

高于其价值出售——把它提高到平均劳动时间以上。但是，在这个

增加的劳动时间中，补偿工资所需要的是一个较小的部分；这就是

３７２第三章 相对剩余价值



说，剩余劳动时间增加了，尽管这种增加是通过迂回的道路即通过

高于价值的出售来实现的。

总工作日没有随着相对剩余价值即相对劳动时间的增长而增

长。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减少的只是工人在他自身的工作日中占

有的那个份额。相对工资下降了，或者说，同劳动相对而言，资本的

比重增加了。

其次，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例如，一个工作日所生产的）

产品量就增加了，其中包含的价值同以前较少的产品量所包含的

价值一样多。因此，单位产品或商品的价值下降了，但是，这个价值

是同代表这些单位数的较大的量相乘。６×４并不比１２×２多。可

见，在这里，使用价值的实际财富增加了，而它们的交换价值或它

们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没有增加，但是在第一种场合——在绝对剩

余价值的场合，产品量也增加了，然而是和它们的交换价值同时增

加的，也就是说，是同它们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成比例地增加的。

这一点应这样来理解：如果现在把１０磅棉花纺成棉纱所用的

时间同以前把１磅棉花纺成棉纱所用的时间一样多，那么１０磅棉

花所吸收的纺纱劳动就不比以前１磅棉花所吸收的更多。现在追

加到１０磅棉花上的价值并不比以前追加到１磅棉花上的价值更

大。在第二种场合，每１磅棉纱所包含的纺纱劳动是第一种场合的

１
１０。因为每磅棉纱在这两种场合包含着等量的棉花，所以在其他条

件相同的情况下，在第二种场合，每磅棉纱所包含的纺纱劳动的费

用是第一种场合的１
１０，因而便宜

９
１０。

［Ⅲ—１３０］如果纺纱劳动追加的工作日等于１０，而１磅棉花

的价值（为了简便起见，假定所耗费的劳动工具的价值在这两种场

合等于零）等于２０，那么１磅棉纱在第一种场合的价值就等于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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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０；在第二种场合，１０磅棉纱的价值就等于１０＋２００２１０；因

而，１磅棉纱２１，１０磅棉纱２１０，而１０磅棉纱在第一种场合则等于

３００。［Ⅲ—１３０］

可见，相对剩余价值同绝对剩余价值的区别如下：在这两种形

式中，剩余价值都等于剩余劳动，或者说，剩余价值的水平等于剩

余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的比率。在第一种场合［绝对剩余价值

的场合］，工作日延长到超过它自身的界限，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

时间）则按工作日延长到超过它自身界限的比例增加。在第二种场

合［在相对剩余价值的场合］，工作日的界限是既定的。在这里，剩

余价值或剩余劳动时间由于工作日中用于再生产工资所需要的部

分或者说必要劳动时间部分的缩短而增大。在第一种场合，劳动生

产率的既定程度是前提。在第二种场合，劳动生产力会提高。在第

一种场合，总产品中相应部分的价值或工作日的单位产品的价值

仍然不变；在第二种场合，单位产品的价值改变了，而它的量（数

量）则按单位产品价值减少的同一比例增加。因此，产品的总价值

仍然不变，而产品的总量或使用价值的总量却增长了。

［Ⅲ—１３０］其次，可以简单地叙述如下：

劳动生产率——正如我们在分析商品时所看到的——不会提

高体现这种生产率的产品或商品的价值。如果以商品所包含的劳

动时间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必要劳动时间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前

提，——只要商品的价值归结为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这就是我

们始终作为出发点的前提，——那么，相反会出现下述情况：劳动

产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例。实际上，这是同义反复。这种

同义反复无非是表示：如果劳动的生产效率更高，那么劳动就能在

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数量的使用价值，体现在更多数量的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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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价值中。因此，这些使用价值的相应部分，例如，１码麻布所包

含的劳动时间就比以前少，因而具有较小的交换价值，１码麻布的

交换价值就按织布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同一比例下降。相反，如果生

产１码麻布比以前需要更多的时间（例如，由于生产１磅亚麻需要

更多的劳动时间），那么，现在１码麻布就包含着更多的劳动时间，

因而具有更高的交换价值。１码麻布的交换价值就会按生产它的

劳动的生产效率下降的同一比例增长。

因此，如果我们就总工作日即平均的正常工作日来说，那么，

不管劳动的生产效率较高还是较低，它的产品总量的价值仍然不

变。因为所生产的使用价值总量仍然包含一个工作日，仍然代表同

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反，如果我们就每天的总产品的一个相

应的部分或单位产品来说，那么它的价值就同它所包含的劳动的

生产率成反比例地增长或下降。

例如，月劳动的产品是１夸特或８蒲式耳，假定，农业生产率

在一个场合提高了１倍，而在另一场合则降低了一半。这样，我们

就会有三种情况：月劳动产品８蒲式耳，同一劳动时间的产品１６

蒲式耳，同一劳动时间的产品４蒲式耳。月产品总量——分别为

８、１６和４蒲式耳——的价值仍然包含同量的必要劳动时间。因

而，这个总量的价值仍然不变，尽管劳动生产率在一个场合增长了

１倍，在另一场合下降了一半。但是，在第一种场合，１蒲式耳包含

着１
８即

２
１６月，在第二种场合仅仅包含着

１
１６月，而在第三种场合是

１
４

或２
８即

４
１６月。如果农业生产率提高１倍，每蒲式耳的价值就下降一

半；如果农业生产率下降一半，每蒲式耳的价值就会提高１倍。

因此，商品的价值任何时候都不会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

增加。这种情况包含着一个矛盾。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意味着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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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在较少的时间内生产出同一产品（使用价值）。产品的交换价

值的增加意味着这个产品比以前包含更多的劳动时间。

因此，如果单个商品的价值同劳动生产率成反比，而体现一定

劳动时间的产品总量的价值却不受劳动生产率的任何变化的影

响，保持不变，那么，与此相反，剩余价值则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

且（如果一方面商品按它的价值出售，另一方面正常工作日的长度

既定）只有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能增长。剩余价值同商品没有

关系，它只表示总工作日的两个部分之间的比例，即工人为补偿他

的工资（他的劳动能力的价值）而劳动的那部分同他超过这种补偿

为资本家而劳动的部分之间的比例。这两部分的量显然是成反比

例的，因为它们共同构成整个工作日，因为它们是同一个整体的组

成部分；而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时间，则按照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

或增加而增加或减少。但后者的增加或减少同劳动生产率成反

比。      

［Ⅲ—１３１］如果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１倍，也就是说，如果在

所有那些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为再生产工人的劳动能力所需要的商

品（使用价值）即进入工人消费的产品的部门，劳动生产率普遍提

高１倍，那么劳动能力的价值就会按照这种普遍的劳动生产率平

均提高的比例而下降，因此补偿这一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就会减

少，而随着必要劳动时间的这种减少，工作日中构成剩余时间即工

人为资本家劳动的部分就会增大。但是，生产力在这些不同的劳动

部门的发展，既不是均衡的，也不是同时发生的，而是会受到各种

程度不等、互有差别而且经常是互相对立的条件的影响。如果劳动

生产率在一个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工人消费的生产部门，例如在提

供衣料的生产部门中提高了，那么我们不能说，劳动能力的价值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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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劳动生产率在这一部门提高的比例下降了。在这里比较便宜地

进行生产的只是一种生活资料。这种便宜只会在某个相应部分上

影响到工人的生活必需品。这一部门的已经提高了的劳动生产率

不是按照它提高的比例，而是按照这种劳动的产品平均进入工人

消费的比例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即生产工人需要的那些生活资料

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因此，对于每个个别生产部门（也许农产品是

例外）来说，生活资料的便宜对劳动能力的价值所发生的上述影

响，是不可能确切地计算的。

这种情况丝毫不会影响一般规律。下述论点仍然是正确的：相

对剩余价值只能按照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工人消费的使用价值（生

活资料）变得便宜的比例产生和增长，也就是说，不是按照某个特

殊生产部门生产率提高的比例，而是按照该部门的生产率的这种

增长使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也就是使进入工人消费的某个产品变

得便宜的比例产生和增长。因此，在考察相对剩余价值时不仅可能

而且始终必须以这样一个前提为出发点，每一个进行投资的特殊

部门中的生产力的发展或劳动生产率的发展，都会在某种程度上

直接减少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工人所生产的产品是他的生活

资料的一个部分，因而这种产品的便宜会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再生

产工人的生命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为相对剩余价值只有在这种

前提下才会产生，所以在考察相对剩余价值时始终能够而且必须

假定这一前提是存在的。

其次很清楚：相对剩余价值的存在和增长根本不要求工人的

生活状况保持不变，也就是说，根本不要求他的平均工资总是只给

他提供同一的、量和质既定的生活资料。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存在

的，尽管相对剩余价值在劳动能力的价值或工资（平均工资）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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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不相应降低的情况下，既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增长。相对剩余

价值甚至可以不断增长，因而劳动能力的价值，也就是平均工资的

价值可以不断下降，但生活资料范围、从而工人的生活享受仍然可

以不断扩大。这就是说，决定这一范围的是工人所能占有的使用价

值（商品）的质和量，而不是它们的交换价值。

假定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１倍，也就是说在一切生产部门都

提高１倍。假定正常工作日在劳动生产率提高１倍以前是１２小

时，其中１０小时是必要劳动时间，２小时是剩余劳动时间。工人每

天的生活资料总量以前要花费１０小时劳动，现在５小时就可以生

产出来。为了每天补偿工人的劳动能力的价值（价格），也就是说，

为了提供工人每天的工资的等价物，工人现在不需要花费１０小

时，而只需要花费５小时劳动。他的劳动能力的价值降低了一半，

因为再生产劳动能力所需要的那些生活资料现在是５小时劳动的

产物，而不是象以前那样是１０小时劳动的产物。

如果现在——在劳动生产率发生这种变革以后——工人每天

领取的工资等于６劳动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他从现在开始［Ⅳ—

１３８］７２每天［为自己］劳动６小时，那么他的物质生活状况就会在

这样一种程度上得到改善：完全同他在以前的生产条件下为自己

（即再生产他的工资）劳动整个１２小时工作日而为资本家劳动０

小时一样，完全同整个工作日都是必要劳动时间而根本没有花费

任何剩余劳动时间一样。因为５∶６＝１０∶１２；（５×１２＝６×１０）。但

是剩余劳动时间在这个场合还是从２小时增加到６小时，２小时

绝对剩余价值上追加了４小时相对剩余价值。工人以前为自己劳

动１０小时，为资本家劳动２小时，也就是说，１０１２（或
５
６）个工作日为

自己劳动，２１２（或
１
６）个工作日为资本家劳动，现在他只为自己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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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１２（或

３
６）个工作日，而为资本家也劳动

３
６个工作日即半个工作日，

不再是１
６个工作日。必要劳动时间就会从１０小时减少到６小时，

因而劳动能力的日价值也同样会减少，劳动能力的价值不再是１０

小时，而只是６小时，少了４小时，即下降了４０％（１０∶４＝１００∶

４０）［只占原有量的６０ ］。剩余价值增加了２００％，从２小时增加

到了６小时。

｛剩余价值不再是占工作日的 １
６，而是

３
６［等于原有量的

３００％］。２６加
１
６等于

３
６，也就是说，增长了２００％。这是剩余价值的

情况。另一方面，［必要劳动时间］从５
６减少到

３
６，减少了

２
６［即减少

了４０％］。这就是说，如果考察绝对的量，那么剩余劳动时间的增

长，或者资本家方面得到的增长，就恰好等于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

或者劳动能力价值的减少，即２
６个工作日或４劳动小时（

２
６＝

４
１２）。

但是，如果考察一方的增长量同原有的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以及

另一方的减少量同原有的必要劳动时间（即劳动能力的价值）的比

例，那么一方的增长量和另一方的减少量就会出现在不同的比例

中，尽管绝对量，即在一方是扣除的劳动时间而在另一方则是添加

的劳动时间，是同一的量。

因此，在上例中是 ６
１２或

３
６或

（５－２）
６ ∶

１０
１２或

５
６，即３∶５，结果是

６０％７３，因为３∶５＝６０∶１００（５×６０＝３００，３×１００同样等于３００）；

而６
１２或

３
６或

（１＋２）
６ ∶

２
１２或

１
６，即３∶１，也就是说３００∶１００，结果则是

３００％。因此，尽管剩余劳动的绝对增长量等于必要劳动时间由于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绝对减少的量，但是，劳动能力价值降低或必

要劳动时间减少的比例和剩余劳动时间或剩余价值增长的比例是

不同的，而两者都取决于正常的总工作日划分为剩余劳动时间和

必要劳动时间这两个组成部分的最初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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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如果［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之间］已经形

成这样一种比例，即总剩余劳动时间（既包括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而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所产生的那个部分，也包括工作日延长

到超过它的正常限度而产生的那个部分）已经构成总工作日的一

个相当大的部分（相当大的份额），那么，劳动生产力的任何增长以

及由此产生的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或者说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

只能在较小程度上增加［总工作日中的］剩余价值部分。换句话说，

已有的剩余劳动时间的总量越大，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导致剩余

劳动时间增长的比例就越小，而迄今为止的剩余劳动时间总量越

小，这个比例就越大。因此（这一点应该在考察利润时详细研究），

如果劳动生产率按同一程度继续增长，生产越发展，剩余价值增长

的比例就越小。一般生产力或生产力一般对劳动能力的再生产发

生影响的程度。换句话说，劳动生产力的增长［Ⅳ—１３９］使必要劳

动时间减少（因而使劳动能力的价值减少）并使剩余劳动时间从而

剩余价值增长的比例，同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在最初即

在生产力每次出现新的提高以前组成总工作日或者说在总工作日

中所占的比例成反比。

假定工作日等于１２小时，其中１０小时为必要劳动，２小时为

剩余劳动。生产力普遍提高１倍。在这种情况下，必要劳动时间现

在只要５小时就够了，剩余劳动时间就会增加５小时，正好是必要

劳动时间（因而劳动能力的价值）减少的量，即５小时。必要劳动时

间从１０小时减少到５小时，也就是说，减少一半，即５０％。（如果

必要劳动时间从１０小时减少到６小时，那么它在这种情况下就减

少了４小时；１０∶４＝１００∶４０，即减少了４０％。我以前曾说减少了

６０％７４。这是错误的，因为我是根据１０∶６＝１００∶６０得出来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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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问题在于１０同１０减６的余额之比，也就是说，问题在于１０同

４之比。因为［必要］劳动时间不是减少了６小时，也就是说，不是

减少了６０％。）另一方面，剩余劳动时间从２小时增加到７小时

（因为追加了５小时剩余劳动时间），因而：２∶７＝１００∶３５０（２×

３５０＝７００，７×１００同样等于７００）；因此，剩余劳动时间现在是［原

有量的］３５０％，同自己的原有量相比增加了两倍半。

现在假定，这种比例——即总工作日中５小时为必要劳动时

间，７小时为剩余劳动时间——确立以后，一般劳动生产率又增长

１倍，即必要劳动时间减少２１
２小时，因而剩余劳动时间增加了同

一个２１
２小时，也就是说，从７小时增加到９

１
２小时。在这种场合，

必要劳动时间又减少５０％，而剩余劳动时间从１４２（即７）小时增加

到１９２（即９
１
２）小时，因而增加的比例是１４∶１９（１４∶１９＝１００∶ｘ；

ｘ＝１９００
１４＝１３５

５
７；１９×１００＝１９００，而１４×１３５

５
７（即１３５

１０
１４）同样

等于１９００）。因此，尽管劳动生产力在这两种场合都增长１倍，因

而必要劳动时间都减少一半，即５０％，但剩余劳动时间或剩余价

值在前一种场合提高到［原有量的］３５０％，而在后一种场合则仅仅

提高到１３５５
７％。（生产力普遍增长的比例始终就是必要劳动时间

同在生产力的这种增长以前自身的水平即自身的量相比较而减少

的比例。）但是，在前一种场合，剩余劳动时间在生产力提高１倍以

前只占整个工作日的 １
６，即２小时或工作日的

２
１２，而在后一种场

合，它是７小时或工作日的７
１２。（例如，在杰科布计算货币总量时也

出现过这种情形。货币总量在十八世纪比在十七世纪有更大的增

长。但是，按比例的增长量却比较小。）

［Ⅳ—１４０］现在以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为例，即某一部门的生产

力提高１倍，但是其他部门的生产力并没有同时提高；也许在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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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这一个部门提供不变资本的生产部门中生产力仍然不变，因此，

该部门用于原料的投资仍然不变，也就是说，它随着生产力的提高

而增长，用于机器的投资尽管不是按同一比例增长，但也同样会随

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利润即剩余价值

同预付资本的总价值的比例，由于两种原因而下按必要劳动因生

产力的提高而减少的比例增大。第一，因为劳动生产力越发展，剩

余价值的增加同必要劳动减少的比例相比而言就越小，第二，因为

这个剩余价值是按已经缩小的比例增加的，而与它相比较的资本

的价值却几乎按生产力提高的比例增大了。｝

｛计算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可以有两种方法：（１）同劳动生产

力增长以前必要劳动时间自身的量相比；（２）同整个工作日相比。

用第一种计算方法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假定生产力普遍提高，必要

劳动时间（因而劳动能力的价值）就按生产力提高的同一程度下

降；而剩余劳动时间或者剩余价值增加的比例则取决于总工作日

原来划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

因此，如果总工作日原来是１２小时，其中１０小时为必要劳

动，２小时为剩余劳动，如果劳动生产力增长１倍，那么，必要劳动

时间就从１０小时减少到５小时，即减少５０％，而生产力则提高了

１倍。（这个比例表现为生产力提高１００％，必要劳动时间减少

５０％。必要劳动时间从１０小时减少到５小时，即减少５０％，这就

是说，我现在用１小时所能生产的东西同以前２小时所能生产的

一样多，也就是说，我现在用１小时所能生产的东西比以前多１

倍；这就是说，劳动生产力提高了１００％。）相反，剩余劳动则从２

小时增加到７小时，即增加到［原有量的］３５０％（原有的２小时增

长到３倍，再加上２小时的一半，即１小时，因此总起来说，从２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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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增加到了７小时），因为它原来在１２小时中只占２小时。如果剩

余劳动原来就已经是３小时，而必要劳动只是９小时，那么必要劳

动就减少了４１
２小时，还是减少５０％，剩余劳动则按３∶７

１
２这个

比例增加了，也就是说，增加到［它原有量的］２５０％（因为３∶７１
２，

或 ６
２∶

１５
２，或６∶１５＝１００∶２５０；１５×１００＝１５００和６×２５０＝

１５００）。

如果我们［用第二种计算方法］考察整个工作日，那么［必要劳

动时间减少的］比例并没有变动。必要劳动时间原来是１０小时或

工作日的１０１２；现在在第一种场合只是工作日的
５
１２（在第二种场合，

它原来是工作日的９
１２，此后就只是４

１
２∶１２了）。至于我是否拿必

要劳动时间同它自身或总工作日相比较，结果是一样的。在这里只

是加上了分母１２。因此，这个分母可以迅速消除掉。｝

现在回头来谈谈第１３８页上［花］括号内的补充部分①以前的

内容。尽管工人的劳动能力的价值降低了，他的必要劳动时间减少

了４小时，而他为资本家提供的剩余劳动时间增加了４小时，工人

的生活状况还是可能得到改善，因为他自己从游离出来的时间中

得到了１小时的份额；也就是说，他为自己即为再生产工资而劳动

的劳动时间没有完全按照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使这种必要劳动时间

缩短的程度减少。工人得到的使用价值较多，而它们的价值较小，

也就是说，它们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比过去少。但是，可能形成新的

剩余劳动、产生相对剩余价值的比例是完全同必要劳动时间转化

为属于资本家的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或工人的劳动能力的价值减

少的比例相一致的。

关于这一点，在这里谈这些就够了。以后应当比较一下已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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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那些比例和相互关系（并见前面的论述）。可见，这一点丝毫也

没有改变相对剩余价值的性质和规律，丝毫也没有改变这样一个

事实，即生产力提高的结果是工作日中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为资

本所占有。因此，想通过统计材料证明工人的生活状况由于劳动生

产力的发展在某个地方或某些方面得到了改善，［Ⅳ—１４１］以此反

驳这个规律，这是荒唐的。

｛我们在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２６日伦敦的《旗帜报》上看到一篇关于

“约翰·布莱特”公司控告它自己的工人的案件的报道：

“该公司向罗契得尔治安法官控告地毯业工联代表，说他们进行恐吓。布

莱特公司的股东采用了一种新机器，用以前生产１６０码地毯所需的时间和劳

动，现在可以生产２４０码。工人无权要求参与企业主因投资于机器改良而获

得的利润的分配。因此，公司老板提议把每码的工资从１ １
２便士降低到１便

士，这样，工人以同量劳动所得的收入仍和以前完全一样。这只是名义上的降

低。关于这件事，据说没有事先告诉工人。”｝［Ⅳ—１４１］

          

［Ⅳ—１３８ａ］（１）资本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所获得的那部分剩余

价值并不是同一劳动所创造的产品或使用价值的量增长的结果，

而是必要劳动减少和剩余劳动按同一比例增长的结果。资本通过

生产过程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只是在必要劳动之外的剩余劳动的余

额。

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完全相等；剩余劳动的增长完全以必要

劳动时间的减少为尺度。在绝对剩余价值的场合，必要劳动的减少

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必要劳动是由于剩余劳动直接增加［而不是

由于必要劳动的减少］而相对减少。

如果必要劳动等于１０小时，剩余劳动等于２小时，如果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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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劳动增加２小时，也就是说，总工作日从１２小时延长到１４小

时，那么必要劳动就同以前一样是１０小时。但是，它以前同剩余劳

动之比等于１０∶２，即５∶１，而现在则等于１０∶４，即等于５∶２。或

者说，以前必要劳动是工作日的５
６，而现在只是

５
７。因此，在这里，

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地减少了，因为总劳动时间，因而剩余劳动时间

绝对地增加了。

相反，如果正常工作日的长度既定，相对剩余价值由于生产力

的提高而增加，那么必要劳动时间就会
·
绝
·
对减少，因此，剩余价值

就会绝对和相对地增加，但产品的价值并没有增加。因此，在绝对

剩余价值的场合，工资的价值同剩余价值的绝对增加相比相对地

减少了；在相对剩余价值的场合，工资价值绝对地减少了。但是对

工人来说，第一种场合更坏。在第一种场合，劳动价格绝对下降。在

第二种场合，劳动价格可能提高。

（２）资本的剩余价值的增加数并不是生产力的乘数，而是等于

工作日中代表必要劳动时间的那一部分除以生产力的乘数７５。

（３）生产力的新的增长以前的剩余价值越大，也就是说，工作

日中已经完成的无偿部分越大，因而工作日中的有酬部分即构成

工人的等价物的部分越小，那么资本从生产力的新的增长中所得

到的剩余价值的增长额也就越少。资本的剩余价值增长了，但同生

产力的发展相比，增长的比例越来越小。资本的界限仍然是代表必

要劳动的工作日部分和整个工作日之间的比例。资本只能在这个

范围内活动。必要劳动所占的份额越小，因而剩余劳动越大，必要

劳动由于生产力的增长而减少的比例就越小，因为［表示必要劳动

时间同总工作日的比例的］分数的分母更大了。因此，资本价值的

自行增殖的比率的增长就会随着资本已经达到的增殖程度而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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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慢。但是，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是由于工资或工人在产品中所占

的份额增加了，而是由于代表必要劳动的工作日部分同总工作日

相比已经大大缩小了。［Ⅳ—１３８ａ］

          

［Ⅳ—１４１］一般来说，劳动生产率的一定发展甚至是绝对剩余

价值存在的前提，也就是剩余劳动本身存在的前提，因而是资本主

义生产存在的前提，也是以前所有那些生产方式的前提，在那些生

产方式下，社会的一部分不仅为自己劳动，而且为社会的其他部分

劳动。

“资本主义企业主作为一个特殊阶级的存在本身是取决于劳动生产率

的。”（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丁堡版第２０６页）

“如果每个人的劳动刚够生产他自己的合物，那就不会有任何财产了。”

（在这里，用“财产”代替“资本”）。（皮尔西·莱文斯顿《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

１８２４年伦敦版第１４—１５页）

但是，资本主义关系是在社会经济形态的这样一个历史发展

阶段上发展起来的，这个发展阶段本身已经是一系列以前的发展

阶段的结果。作为资本主义关系出发点的那种劳动生产率水平并

不是自然的某种产物，而是劳动早已脱离其原始状态的历史的产

物。很明显，如果一个国家从自然界中占有肥沃的土地、丰富的鱼

类资源、富饶的煤矿（一切燃料）、金属矿山等等，那么这个国家同

劳动生产率的这些自然条件较少的另一些国家相比，只要用较少

的时间来生产必要的生活资料，因而，从一开始就能除了为自己的

劳动外提供更多的为别人的剩余劳动，因此，绝对剩余劳动时间，

也就是绝对剩余价值，在这里一开始就比较大，资本（或者借以榨

取剩余劳动的任何一种生产关系）的生产效率比处于较为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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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条件下更高。

古人就已经知道，劳动能力的天然便宜，即它的生产费用或再

生产费用的天然便宜，是工业生产的一个重大因素。例如，在狄奥

多洛斯的《史学丛书》（第１册第８０章）中是这样谈到埃及人的：

“他们抚养子女所花的力气和费用少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们给孩子

随便煮一点最简单的食物；甚至纸草的下端，只要能用火烤一烤，也拿来给孩

子们吃。此外也给孩子们吃沼泽植物的根和茎，有的生吃，有的煮一煮或烧一

烧再吃。因为气候非常温暖，大多数孩子不穿鞋和衣服。因此父母养大一个子

女的费用总共不超过２０德拉马。埃及有那么多的人口并有可能兴建那么多

宏伟的建筑，主要可由此得到说明。”［第１２６页］

｛如果剩余价值率既定，那么剩余价值量就取决于人口数量；

如果人口数量既定，那么剩余价值量就取决于剩余劳动和必要劳

动的比率。｝

由此只能得出结论说，在资本关系的统治下（或者在榨取绝对

剩余价值的类似的生产关系统治下；因为土地的天然肥力只会使

剩余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它的存在更容易；它并不创造我们所理解

的相对剩余价值），在劳动的自然条件最有利，因而，尤其是在土地

最肥沃的地方，资本的生产力最大，也就是说，剩余劳动时间最多，

因而剩余价值最多，或者这样说也一样，劳动能力的价值自然最

低。［Ⅳ—１４２］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最肥沃的土地是最适于发

展资本关系本身的土地，因而也是最适于发展它的生产率的土地。

只要李嘉图把土壤的肥力说成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条件，那么他就

是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并根据这个前提提出了他的论点。当

然，他喜欢到处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作为前提，作为早已存在的

关系。这无损于他的结论，因为他所研究的只是这种特定形式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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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下面这段话无论对于理解剩余劳动本身，还是对于消除上述问

题中的误解，都是重要的：

“在不同的社会阶段，资本的积累，或者说，使用劳动的资金的积累①，速

度有快有慢，它在所有情况下都必定取决于劳动生产力。一般说来，在存在着

大量肥沃土地时，劳动生产力最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

年伦敦第３版第９２页］

［《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一书的匿名作者针对李

嘉图的这个论点指出：］

“假如第一句话中的劳动生产力，是指每一产品中属于亲手生产该产品

的人的那一部分很小，那么这句话就是同义反复，因为其余部分形成一个基

金，只要它的所有者高兴，便可以用来积累资本。但是，在土地最肥沃的地方，

大多不会有这种情况。在北美是这种情况，但这是一种人为的情况。在墨西哥

和新荷兰②不是这种情况。从另一种意义来说，在有许多肥沃土地的地方，劳

动生产力确实最大，就是说，人的能力（只要他愿意使用它）与他所完成的总

劳动相比，能生产出更多的原产品。人能生产出超过维持现有人口生活所必

须的最低限度的食物，这实际上是自然的赐予。但是‘剩余产品’（李嘉图先生

的用语，第９３页）一般是指某物的全部价格超过生产该物的工人所得部分的

余额，是由人的协议确定的而不是固定的部分。”（《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

的争论，特别是有关价值、供求的争论》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７４—７５页）

此人没有看到，“属于”工人的“产品部分”是“小”是大，实际上

取决于工人每天所完成的“总劳动”所能得到的原产品的比例量。

他对李嘉图批评得对的地方只有以下一点。他说：自然肥力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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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嘉图的著作中，只是在象这里所说的那些场合可以看到资本的性质。可

见，资本不是劳动为了获得一定结果所使用的资金，而是“使用劳动的资金”，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这些资金的所有者或这些资金本身使用劳动，劳动资金成

了支配劳动的力量。



只要我愿意，我用１天的劳动就能生产出大大超过生存所绝对必

需的东西（大大超过“维持现有人口生活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食

物”）。它并不表明，我必须劳动多，因而生产多，而且更不表明，我

所劳动的超过必需的那部分构成资本的基金。资本的基金“由人的

协议确定”。对于李嘉图来说，资本关系本身是自然的关系，因而到

处都预先就存在着这种关系。

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是前提，那么各个国家的必要劳动时间，也

就是说，再生产工人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会随着劳动的较为有利

的自然条件，从而随着它们的自然生产率的程度而各不相同，同劳

动生产率成反比，因此即使两个国家的劳动小时数相同，但一国的

剩余劳动时间或剩余价值就会按同一比例大于另一国。

所有这一切都关系到绝对剩余劳动存在本身和它在不同国家

的同各该国的生产的自然潜力相一致的相对量。

［Ⅳ—１４３］如果假定正常工作日已经划分为必要劳动和绝对

剩余劳动，那么这就假定了后者的存在，而且是一定量上的存在，

因而也就假定了绝对剩余劳动的一定的自然基础的存在。这里的

问题倒是在于劳动生产力，因而，在于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和剩余

劳动时间的延长，——只要这种劳动生产力本身是资本主义的（一

般说是社会的）生产的产物。

［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主要形式是：协作、分工和机器或科学的

力量的应用等等。

（α）协  作

这是基本形式；分工以协作为前提或者只是协作的有专业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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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方式。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工厂等等也是这样。协作是一般

形式，这种形式是一切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为目的的社会组合

的基础，并在其中任何一种协作中得到进一步的专业划分。但同时

协作本身又是一种与它更发展的、更具有专业划分的形式并存的

特殊形式（正如它是超出它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种形式一样）。

协作作为一种与它自己的进一步的发展阶段或专业划分不同

的、并与这些发展阶段相区别、相分离而存在的形式，是最原始的、

最简单的和最抽象的协作形式，但是就它的简单性、它的简单形式

来说，它始终是它的一切较发展的形式的基础和前提。

可见，协作首先是许多工人为生产同一个成果、同一个产品、

同一个使用价值（或同一个效用）而实行的直接的——不以交换为

中介的——协同行动７６。它首先是许多工人的协同行动。因此，许

多同时劳动的工人在同一个空间（在一个地方）的密集、聚集，这是

协作的第一个前提，——或者说，它本身已是协作的物质存在。这

个前提是它的一切更发展的形式的基础。

显然，下述协作形式是还没有进一步的专业划分的最简单的

协作形式：工人按上述方式集中在同一地方，同时进行劳动，从事

同一种操作而不是不同的操作，但是要求他们同时行动，以便能达

到一定的结果，或者说在一定的时间内达到这一结果。协作的这一

方面在它更发展的形式中也仍然存在。在分工中也是许多人同时

干同一种活。在自动工厂尤其是这样。

一种最古老的协作形式是例如在狩猎中出现的，同样也是在

战争中出现的，战争也是狩猎，不过是对人的狩猎，是更为发展的

狩猎７７。例如，骑兵团的各个单独行动的骑兵不可能产生骑兵团在

冲锋时所达到的效果，尽管在冲锋时每一个单个的骑兵的任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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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只是作为单个的骑兵进行的。［古代］亚洲人的宏伟建筑物是这

种协作的另一个例子，在所有建筑业中这种简单的协作形式也非

常明显地起着重要的作用。单个的人可以盖一间茅舍，但要盖一幢

房屋就需要许多人同时干。单个的人可以划一条小船，但一条较大

的船就需要一定数量的桨手。在分工的情况下，协作的这一方面表

现在每一个特殊部门都必须按照倍数比例使用［各种局部工人］７８

的原则上。在自动工厂，［协作的］主要作用并不是建立在分工上，

而是建立在由许多人同时完成的劳动的同一性上，例如，若干纺纱

工看管由同一台发动机同时推动的许多纺纱机。

威克菲尔德的新殖民制度的功绩不在于他发现或发展了开拓

殖民地的艺术，［Ⅳ—１４４］也不在于他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里有了什

么新的发现，而在于他天真地发现了政治经济学的狭隘性，而自己

却没有认清这种发现的重要性，或者说自己丝毫也没有摆脱经济

学的狭隘性。

这就是说，在殖民地，尤其是在它们发展的最初阶段，资产阶

级关系还不象在那些很早就形成的国家中已经作为前提而存在。

在殖民地，这些关系还处于形成过程中。因此，它们形成的条件表

现得较为清楚。原来这些经济关系既不是本来就有的，也不是物，

就如经济学家在考察资本等时容易把资本看作物一样。我们以后

还会看到，威克菲尔德先生是如何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地发现这

个殖民地的秘密的。在这里，我们先只引用有关协作的这一简单形

式的一段话：

“有许多工作非常简单，不能分割开来，只有许多双手共同来做才能完

成。例如，把一根大树干抬到车上，大田中除草，同时为大群绵羊剪毛，趁麦子

已够成熟而尚未熟透时收割，搬运任何庞大的重物，——总之，凡是许多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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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同一个不可分割的工作上互相帮助就不能完成的事情，都是这样。”

（爱·吉·威克菲尔德《略论殖民艺术》１８４９年伦敦版第１６８页）

例如捕鱼就是这样。在狩猎，修筑铁路，开凿运河等等时，也是

许多人同时行动才能取得结果。这种协作是埃及人和亚洲人在进

行公共工程时产生的。罗马人也用他们的军队去从事公共工程（参

看琼斯的有关地方７９）。

在考察绝对剩余价值时，我们已经知道，如果剩余价值率既

定，剩余价值量就取决于同时劳动的工人的人数，从而也取决于他

们的协作。但是，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不同之处正好在

这一点上清楚地表现出来了，因为后者要以已经提高的劳动生产

力，从而要以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如果不是雇用１０个工人，

而是雇用２０个工人，他们每人进行２小时的剩余劳动，那么结果

就会得到４０小时剩余时间而不是第一种情况的２０小时。１∶２２０

∶４０。［工人人数与剩余劳动量的］比例对２０个人和对一个人都是

一样的。［在工人人数增加时，］这里出现的只是单个人的劳动时间

的总和或倍数。协作本身在这里绝对没有改变［工人人数与剩余劳

动量的］比例。相反，在这里［在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篇中］，我们把协

作看作是一种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因为单个工人的劳动通过协作

能达到他作为孤立的个人所不能达到的生产率。

例如，如果１００个人同时进行收割，那么，每个人只是作为单

个人而劳动并且都干同样的活。但是，干草所以能在未腐烂等等以

前在这一定时间内被收割掉，即生产出这种使用价值，这只是由于

１００个人同时进行同一劳动的结果。在其他情况下会出现［生产］

力的实际增长。例如在重物的提升、装载等等时就是这样。这里产

生的力量，不是单个人孤立地所具有的，而是只有在他和其他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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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协同动作时才能产生。在第一种情况下［协作并没有引起劳动生

产力的实际增长］，单个人不可能把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展到为取得

要求的结果所必须的程度。在第二种情况下［协作使生产力实际增

长］，单个人根本不可能发挥需要的力量，或者只有在时间上遭受

到无限大的损失的情况下才能发挥需要的力量。

在这里［在协作的条件下］，１０个人把一棵树装上大车所费的

时间，不到一个人（如果这种情况是可能的话）达到同样结果所费

的时间的十分之一。协作的结果是，通过协作所生产出来的东西，

比之同样多的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分散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东西要

多，或者说通过协作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在另一种情况下是根本不

可能生产的。

１００个工人通过协作在一天中所干的活，不仅一个单个工人

干１００天干不了，而且常常１００个单个工人干１００天也干不了。因

此，在这里，通过劳动的社会［Ⅳ—１４５］形式，单个工人的生产力提

高了。既然有可能在较少的时间里生产较多的东西，必要的生活资

料或者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的条件就能够在较少的时间内生产

出来。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了，相对剩余时间也就成为可能了。一个

被缩短了，另一个就能延长。

“单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但是这些很小的力量结合起来所产生的总力

量，比这些部分力量的总和要大，因此单是力量的结合就能减少时间和扩大

这些力量发生作用的空间。”（詹·黎·卡尔利为彼得罗·维里《政治经济学

研究》所加的注释，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１８０４年米

兰版第１５券第１９６页注１）

｛在这里也许人们会想到，实行这种简单协作，在许多工业部

门就能共同使用一些劳动条件，比如燃料、建筑物等等。但是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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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这里暂时与我们无关，应该在利润部分中考察。我们在这里要

研究的只是，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直接受到多大的影响，而

不是研究剩余劳动与预付资本的总额的比例受到多大的影响。这

在以后几篇中也要注意。｝

｛［劳动者］在同一场所的结合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如果１０个

天文学家在不同国家的天文台进行同一观察等等，那么这不是分

工，而是在不同的地方进行同一工作，是协作的一种形式。但同时

也［应考虑到］劳动资料的集中。｝

活动范围扩大；达到一定结果所需的时间的缩短；最后，产生

孤立的工人根本不可能发挥出来的那种生产力，——这一切都是

简单协作及其各种更专门的形式的特点。

在简单协作中起作用的只是人力的总合。具有许多眼睛、许多

手臂等等的巨大的怪人代替了只具有一双眼睛等等的个人。由此

出现了罗马军队的巨大工程，亚洲和埃及的许多宏伟的公共建筑。

凡是由国家支配全国收入的地方，国家就具有推动广大群众的力

量。

“在过去的时代，这些东方国家除了民用的和军事的开支以外，还有剩

余，可以用于华丽的或实用的建筑。在建造这些建筑时，这些国家可以支配几

乎全部非农业人口的手臂，以及属于君主和祭司的食品，所以它们有能力兴

建那些遍布全国的宏伟纪念物…… 在移动巨大的雕像和庞大的重物方面，

当时的搬运本领令人惊讶，在这方面恣意滥用的几乎全是人的劳动……锡兰

的陵墓和宝库，中国的长城，在亚述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还到处留有遗迹

的许多建筑物。”（理查·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５２年哈特福版第７７

页）

“光有人数众多的劳动者和他们的努力的集中就够了。”

｛劳动者的人数和他们的集中是简单协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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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巨大的珊瑚礁从海底升起形成岛屿和陆地，虽然每一个珊瑚

虫是渺小的、微弱的、不足道的。亚洲任何一个君主国的非农业劳动者，除了

自己个人的体力以外，很少能贡献什么，［Ⅳ—１４６］但是他们的数量就是他们

的力量，而指挥这些群众的权力，就产生出这些宫廷和寺院等等。正是由于劳

动者赖以生活的那些收入都集中在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手里，才使这一类事业

成为可能。”（同上，第７８页）

｛劳动的连续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但只有随着固定资

本的发展才会得到充分的发展，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论述。｝

古代埃及和亚洲的国王、僧侣或伊特剌斯坎的祭司的这种权

力，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转给资本，从而转到资本家的手里。

简单协作，以及它的进一步发展的形式——总之，提高劳动生

产力的一切手段——属于劳动过程，而不属于
·
价
·
值
·
增
·
殖过程。它们

提高劳动效率。但劳动产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它所需的必要劳动

时间。因此，劳动效率只会降低而绝不会提高产品的价值。所有这

些为提高劳动过程的效率而使用的手段，会使必要劳动时间减少

（到一定的程度），从而使剩余价值，即归资本家所得的那部分价值

增加，虽然总产品的价值仍然是由所使用的劳动时间的总和来决

定的。

“如果我们把数学上整体等于它各部分的总和这一原理应用于我们的主

题上，那就是错误的。关于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伟大支柱，我们可以说，结合

的努力所生产的全部产品远远超过个人的和分散的努力所能生产的全部产

品。”（托马斯·萨德勒《人口的规律》１８３０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８４页）

协作，也就是资本家即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要利用协作，

自然必须把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与劳动相交换的那部分资本）集

中在自己手中。雇用一个工人一年干３６０天所需的资本，只是同一

天内雇用３６０个工人所需的资本的３６０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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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是无偿的。单个工人，或者确切些

说，单个劳动能力是得到报酬的，而且只是作为孤立的劳动能力得

到的。他们的协作和由此产生的生产力并没有得到报酬。资本家

支付工资给３６０个工人；但他并没有支付工资给３６０个工人的协

作：因为资本与劳动能力的交换是在资本和单个劳动能力之间进

行的。这种交换由后者的交换价值决定，而它的交换价值既不取决

于这个劳动能力在某种社会结合下所取得的生产力，也不取决于

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人劳动和能够劳动的时间超过再生产他的劳

动能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

协作这种社会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而不

是表现为劳动的生产力。所有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这种变化是在资

本主义生产内部发生的。这指的是实际的劳动。正如劳动的一般

的、抽象的社会性质，［Ⅳ—１４７］即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货币，而

产品作为这种一般劳动的体现所具有的一切属性，则表现为货币

的属性一样，劳动的具体的社会性质表现为资本的性质和属性。

事实上，工人一进入实际劳动过程，他作为劳动能力，就已经

并入资本，不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资本了，因而他工作的条件也

就相反地成为资本工作的条件。但是在他进入劳动过程以前，他是

作为单个的商品所有者或卖者与资本家发生接触的，而且这个商

品就是他自己的劳动能力。他是作为单个工人出售他的劳动能力

的。当劳动能力已经进入劳动过程时，它就具有社会的性质。这种

和工人一起发生的形态变化，对工人本身是某种外在的东西，与他

无关，相反地是强加于他的。资本家不是购买一个劳动能力，而是

同时购买许多单个劳动能力，但是，所有这些劳动能力都是属于彼

此独立无关的商品所有者的单独的商品。只要他们一进入劳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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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他们就并入了资本，因而他们的协作并不是那种他们自己结成

的关系，而是资本家给他们安排的关系，不是这种关系属于工人，

而是工人隶属于这种关系，因而这种关系本身表现为资本对他们

的关系。这不是他们相互的结合，而是一种统治着他们的统一体，

其承担者和领导者正是资本本身。他们在劳动中的特殊结合——

协作——事实上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别人的权力，也就是与单个工

人相对立的资本的权力。

当工人作为独立的人，作为［自己劳动能力］的卖者与资本家

发生关系时，这种关系是单个的，彼此独立的工人各自和资本家发

生的关系，而不是他们相互发生的关系。当他们作为执行职能的劳

动能力相互发生关系时，他们就并入了资本，因而这种关系对他们

来说表现为资本与他们的对立关系，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相互关系。

他们处于密集状态①。由他们的密集产生的协作，同这种密集本身

一样，对他们来说也是资本的结果。工人的相互联系和统一不寓于

工人中，而寓于资本中，或者说，由此产生的工人劳动的社会生产

力是资本的生产力。正如单个劳动能力所具有的不仅得到补偿而

且能够增加的力量表现为资本的能力，表现为剩余劳动一样，劳动

的社会性质和由这种性质产生的生产力也表现为资本的能

力。     

这是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劳动对资本的从属不再是单纯

形式上的从属，而是会改变生产方式本身，于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

式就成为特殊的生产方式。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就是单个的

工人现在不是作为独立的商品所有者，而是作为隶属于资本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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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１４８］劳动能力进行劳动，因而是在资本家的指挥和监督下进

行劳动，他不再为自己而是为资本家劳动；而劳动资料也不再是实

现他劳动的手段，相反，他的劳动表现为增殖的手段，即对劳动资

料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吸收。［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和资本主义关系之

间的］这种差别是形式上的差别，因为这种差别在生产方式和生产

借以实现的那些社会关系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也能存在。随着

协作的出现就已经出现了特殊的差别。在这里，劳动是在这样一些

条件下进行的，在这些条件下，单个人的独立劳动无法进行，而且

这些条件表现为统治他的关系，表现为由资本缠在单个工人身上

的绳索。

由于许多人在一起共同劳动（对他们来说，他们的联系本身是

一种异己的关系，他们的统一存在于他们之外），指挥、监督的必要

性本身表现为生产的条件，表现为一种由于工人的协作而成为必

要的、并以协作为条件的新的劳动，“监督的劳动”，这完全同军队

里的情况一样，即使军队只有一个兵种，也必须有司令官，必须有

人指挥才能作为统一的整体而行动。这种指挥权属于资本，虽然单

个资本家又要通过特殊的工人来完成这件工作，但是在工人大军

面前，这些特殊工人代表资本和资本家。（《奴隶劳力》。凯尔恩

斯８０。）

既然这类特殊的劳动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所产生的

那些职能，那么，用资本执行这些职能这种说法来证明资本

的必要性就是荒谬的。这是这样一种同义反复，就象人们在

黑人面前为奴役辩解一样，说他们作为奴隶需要手执鞭子

的奴隶监工，因为这监工和他们自己都是他们进行生产所必要

的。但是监工之所以必要，只是因为黑人是奴隶，也就是说只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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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的基础上才是必要的。相反，如果协作，例如在乐队中，需要

有一个指挥，那么，指挥劳动的职能在资本的条件下所采取的形式

与它在相反的场合，例如在联合体中所采取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

在联合体中，这种指挥劳动的职能是作为一种同其他职能并列的

特殊的劳动职能，但不是作为这样一种权力：这种权力把工人自己

的统一实现为他们异己的统一、而把对他们劳动的剥削实现为异

己的权力对他们进行的剥削。        

协作可能是持续的；它也可能象农业中收获庄稼时那样只是

暂时的。

简单协作的实质始终是行动的同时性，这种行动的同时性所

取得的结果，是独自行动的单个工人按时间依次进行他的劳动所

根本不可能达到的。

最重要的东西仍然是：劳动的社会性质向资本的社会性质的

最初变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向资本的生产力的最初变化；最后，

［劳动］在形式上的从属于资本向生产方式本身的实际改变的最初

转化。

          

［Ⅳ—１３８ａ］对第１４８页的补充。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认为，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首先是

“协力”（简单协作）。［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１８２６年

巴黎版第８０页］

“如果说到防御，那么１０个人可以轻易地抵抗敌人，但是如果他们每个

人单独进行抵抗，敌人就会把他们全部消灭。如果需要推动重物，那么单独一

个人的努力是无法克服它的重量所产生的阻力的，但是几个人共同行动，重

物就可以立即被推动。如果问题是要完成一件复杂的劳动，那就必须同时做

各种事情。一个人干这个，另一个人干那个，大家合起来将会取得一个人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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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所根本不能达到的结果。一人划船，另一人掌舵，第三人撒网或叉鱼，没有

这种协力，捕鱼就不可能取得成果。”（同上，第７８页）

这里在后一种协作中已经出现了分工，因为必须“同时做各种

事情”，但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工。这三个人虽然每个人在合作

行动中只完成一项工作，但他们能够轮流地划船、掌舵、捕鱼。而真

正的分工却是：

“当一些人互相为彼此劳动时，每个人可以只从事他最拿手的工作”等等

（同上，第７９页）［ⅠⅤ—１３８ａ］。

（β）分  工

［ⅠⅤ—１４９］分工是一种特殊的、有专业划分的、进一步发展

的协作形式，是提高劳动生产力，在较短的劳动时间内完成同样的

工作，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和延长剩余劳

动时间的有力手段。

简单协作是完成同一工作的许多工人的联合劳动。分工是生

产同一种商品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许多工人在一个资本的指挥下的

协作，其中商品的每一个特殊部分要求一种特殊的劳动，即特殊的

操作，每一个工人或每一组工人，只是完成某种特殊的操作，别的

工人完成其他的操作，如此等等。但是这些特殊操作的总体生产一

种商品，即一定的、特殊的商品；因而，这种商品中体现着这些特殊

操作的总体。

我们从两方面来看商品。首先，由分工生产出来的商品本身对

另一个生产部门来说又可能是半成品，即原料、劳动材料。因此，这

种产品决不需要成为这样一种使用价值，即已经获得自己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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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并以这种形式最终进入［个人］消费的使用价值。

如果生产某种使用价值需要各种不同的生产过程，例如：生产

花布需要纺纱、织布、印花几个过程，那么，花布就是这些不同生产

过程的结果，是纺纱、织布、印花这三种特殊劳动的总体。这种情况

还不是我们现在所要考察的分工。如果纱是商品，布是商品，花布

是并列于这些商品（即这样一些使用价值，它们是那些必须在印花

布以前进行的过程的产物）的一种特殊商品，那么，尽管出现了社

会分工，但是还不存在我们所要考察的分工，因为，纱是纺纱工的

产品，布是织布工的产品，花布是印染工的产品。生产花布所必需

的劳动分为纺纱、织布、印染，而其中每一个部门都构成一批特殊

工人的工作，这些特殊工人中的每一个人只完成这些特殊操作中

的一种：纺纱、织布或印染。

因此，为了生产花布，这里［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首先必须有

各种特殊劳动的总体，其次，各种工人应当从属于这些特殊劳动操

作中的一项。但是不能说是他们共同生产同一种商品。相反，他们

生产的是互不相关的商品。从这一前提来看，纱同花布一样是商

品。任何一种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存在，不取决于这种使用价值的

性质，因而也不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或者远离于最终进

入消费的形式，不管它进入消费是作为劳动资料还是作为生活资

料。它的存在仅仅取决于一定量的劳动时间体现在这个产品上，并

且这个使用价值是满足某些需要的材料，无论是满足进一步的生

产过程的需要，还是满足消费过程的需要。如果花布在经过了纺

纱、织布和印染这些过程之后才作为商品进入市场，那么它就是分

工的产物。

我们已经看到，只有在出现劳动的社会分工［ⅠⅤ—１５０］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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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社会劳动的分工的情况下，产品才能成为商品，商品交换才能成

为生产的条件８１。特殊的商品体现着特殊的劳动种类，个别商品的

生产者和所有者，只有通过交换——通过出卖自己的产品，把他的

商品转化为货币——才能占有社会生产中属于他的那一部分，也

就是所有其他劳动部门的产品中属于他的那一部分。只要说他生

产商品，那就是说，他的劳动具有片面性，他不是直接生产他的生

活资料，而是只有通过把自己的劳动和其他劳动部门的产品相交

换来获得这些生活资料。这种以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和商品交换

的存在为前提的社会分工，与我们现在所考察的分工有本质的区

别。后一类分工以第一类分工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基础。

第一类分工的表现是：每一种商品是其他商品的代表，因此，

每一个商品所有者或生产者在另一个人面前都代表一个特殊的劳

动部门，而这些特殊的劳动部门的总体即它们作为社会劳动整体

的存在要以商品交换为媒介，或进一步说要以商品流通为媒介，而

这种商品流通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也包括货币流通８２在内。这种

意义上的分工在没有后一种意义上的分工的情况下也可以达到相

当大的规模。相反，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没有第一类分工就不会

有第二类分工，尽管第二类分工在产品还没有被当作商品来生产、

生产还不是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情况下也能发生。第一类分工表

现为：某个特殊劳动部门的产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与其他一切劳动

部门的作为不同于这种特殊商品的独立商品的产品相对立。相反，

第二类分工发生在一个特殊的使用价值当作特殊的、独立的商品

进入市场或进入流通之前的生产中。在第一种情况下，各种不同的

劳动通过商品交换互相补充。在第二种情况下，各种特殊劳动直接

在资本指挥下协作生产同一种使用价值，无须通过商品交换。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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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分工中，生产者作为独立的商品所有者和特殊劳动部门的代

表互相对立。在第二类分工中，他们表现为不独立的工人，因为他

们只有通过协作才能生产出一个完整的商品，即一般商品，其中每

一个人不是代表一种特殊劳动，而只代表联合、汇集在一种特殊劳

动中的个别操作，而整个商品的所有者即生产者，作为资本家与他

们——不独立的工人——相对立。

亚·斯密经常混淆这些极不相同、虽然互相补充但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也互相对立的分工。英国后来的经济学家为了避免混乱，

把第一类分工称之为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分工），把第二类分工

称之为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细分工），然而这并没有表明概

念上的区别。

譬如别针和棉纱是两种特殊商品，它们各自代表一个特殊的

劳动部门，并且它们的生产者作为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着。它们代

表社会分工，其中每一部分都作为特殊的生产领域与另一部分相

对立。假设别针的各个部分不表现为特殊商品，那么，生产别针所

需要的各种不同的操作就是另一回事了。只要这些不同的操作表

现为同样多的工种，有各类特殊工人从属于这些工种，那么，就是

第二种意义上的分工。这种分工标志着某种特殊商品的生产领域

内的各种操作的分化，并把所有这些操作分给各类特殊工人，这些

工人协作生产出完整的产品，即商品，但是它的代表不是工人，而

是资本家。［ⅠⅤ—１５１］我们这里所考察的这种分工形式也决不能

完全概括分工。第二类分工从某一方面来看，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

范畴的范畴。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只把它当作资本的特殊的生产

力来考察。

很清楚，（１）这种分工以社会分工为前提。只是由于在商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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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中发展起来的社会劳动的分化，不同的劳动部门才互相分离，使

每个特殊部门从事专门劳动，在这种专门劳动内部又可以分为几

个部分。（２）同样也很清楚，第二类分工又必然会发生反作用，扩大

第一类分工。首先，因为第二类分工与所有其他的生产力的共同之

处，就是会缩短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因而就为一个新

的社会劳动部门腾出了劳动。其次，——这是第二类分工所特有

的，——因为第二类分工能够通过它的分解过程把一个专业划分

为若干部分，结果是同一个使用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现在可以被

当作彼此互相独立的不同商品来生产，或者也可以说，同一个使用

价值的不同种类，过去属于同一个生产领域，现在由于个别生产领

域的分解而属于不同的生产领域。

第一类分工是社会劳动分成不同的劳动部门；第二类分工是

在生产某个商品时发生的分工，因而不是社会内部的分工，而是同

一个工厂内部的社会分工。作为特殊生产方式的工场手工业就是

后一种意义上的分工。

亚·斯密没有区别两种意义上的分工。因此，后一类分工在他

看来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东西。

亚·斯密的著作开头第一章《论分工》（第一篇第一章）开始就

指出：

“如果了解了分工在某个生产部门的作用，那么，就很容易懂得分工对整

个社会经济生活的作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热尔门·

加尔涅的新译本，附译者的注释和评述，１８０２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１１页］

斯密只把工场（其实，这里是指作坊、工厂、矿山、耕地，但是它

们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即从事某种商品生产的个人在资本的指

挥下进行协作）内部的分工，即资本主义的分工，看作并且特别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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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说成是分工在整个社会内部并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作用

的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具体和明显的实例。从这一点［紧接着上述

引文的一段话］可以看到：

“一般认为，某些生产价值不高的物品的工场手工业实行的分工比其他

工场手工业都要细。实际上，分工在这里并不比其他较大的工厂细致。但是，

在生产少数人需要的小商品的第一类手工工场中，雇用的工人人数必然比较

少，在这里从事各种生产操作的工人，往往可集合在同一工场内，这样使监工

能一览无遗。相反，在那些要满足很多人的需要的大的手工工场中，每一个生

产操作部门都雇用许多工人，要把这么多工人［ⅠⅤ—１５２］集合在同一工场

内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从事一种操作的工人。因此，尽管

劳动在那些大工场中实际上可能比在第一类小工场中分成更多的种类，但

是，分工在这里很不明显，因而行引人注目。”［同上，第１１—１２页］

首先，这段话证明了工厂企业的规模在亚·斯密的时代还是

比较小。

其次，斯密认为，一个工厂中的分工和社会内部把一个劳动部

门分为几个互相独立的企业的分工之间，只有主观的区别，没有客

观的区别。在一种场合分工一眼就可以看到，在另一种场合则不是

如此。事情的本质并没有由此发生丝毫变化，所变化的只不过是观

察者看问题的方式方法。例如整个铁器工业，从生铁的生产开始，

直到这一工业分成的各种种类，其中每一种都构成一个独立的生

产部门，生产一种独立的商品，该商品通过商品交换与它的前一个

生产阶段或后一个生产阶段发生联系。因此，这个工业部门的社会

分工比我们已经看到的别针厂内的分工要细得多。

可见，亚·斯密没有把分工理解为特殊的、别具一格的、标志

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形式。

我们这里所考察的分工首先要以下述情况为前提：社会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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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发展水平，各个生产领域已互相分离，而且这

些生产领域内部又分成许多独立的小部分，——因为资本一般只

能在相对发达的商品流通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而这种情况就

意味着整个社会内部各生产部门的相对发达的分工（独立化）。如

果上述情况已经作为前提存在，也就是说，例如棉花的生产已经是

互不依赖的、独立的生产部门（因而例如它已经不再是农村的副

业），那么，出现于分工之前并先于分工而存在的分工的第二个前

提就是：这个部门的许多工人在资本的指挥下结合在一个工厂里。

这种结合即工人在资本指挥下的密集——资本主义协作的条

件——产生于两个原因。

第一，剩余价值不仅取决于它的比率，而且它的绝对量，它的

大小也取决于同一资本在同一时间内所剥削的工人人数。资本作

为资本所取得的效果是与它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成比例的。工人

在他们从事的生产中的独立性随之消失了。他们在资本的监督和

指挥下从事劳动。如果说工人共同进行劳动并且互相有联系，那么

他们的这种联系存在于资本之中，换句话说，这种联系对于他们本

身来说只不过是某种外在的东西，是资本的存在方式。工人的劳动

成了强迫劳动，因为，他们一旦进入劳动过程，他们的劳动就不再

属于他们自己，而属于资本，成为资本的组成部分了。工人屈服于

资本的纪律，处于完全改变了的生活条件之中。在荷兰和在工场手

工业独立发展起来而不是现成地从外国引进的一切国家中，最初

的手工工场无非是工人密集在一起，生产同一种商品，无非是劳动

资料集中在同一个工场内并受同一个资本的支配。在这些手工工

场中还没有发达的分工，相反，在这些手工工场中分工是在它的自

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中世纪行会中，由于行会规章把行会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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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限制到极小的限度，因此行会师傅［Ⅰ

Ⅴ—１５３］就不容易成为资本家。

第二，由于共同使用厂房、燃料等等而产生的、并且在很短的

时间内——撇开一切分工不谈——使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效率超过

宗法式企业和行会企业的经济利益，不属于这里的研究范围。因

为，我们在这里要研究的不是劳动条件的节约，而是可变资本的更

有效的使用，即这些资金在多大程度上直接使一定生产领域中所

使用的劳动更加有效。

某一生产部门——例如参看布朗基８３的例子——分工很细，

但是，分工是宗法式的，结果每一部分的 ［产品］都是一种同其

他部分的产品无关的特殊商品，或者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能同其

他部分的产品发生关系，甚至在这种场合，工人在一个工厂内的

结合也决不只是形式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几乎总是带有农

村家庭副业的性质，因此，工人还没有绝对从属于某种完全片面

的和简单的操作。这种操作还不是他的劳动的唯一形式。但是在

这种情况下主要的方面不存在了。这些工人用他们自己的劳动资

料进行劳动，生产方式本身实际上不是资本主义的，资本家也只

是这些独立工人和他们的商品的最后买者之间的中间人即商人，

资本尚未支配生产本身、在大陆的很大部分地区占统治地位的这

种形式，始终是从农村副业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过渡。在

这里，资本家在本身是商品所有者、生产者和卖者的工人面前，还

是商品的买者，而不是劳动的买者。因而在这里还没有出现资本

主义生产的基础。

在分工象布朗基的例子中所说的那样以各个独立生产部门的

形式存在的地方，会出现许多使时间受到损失的非生产的中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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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这是因为生产商品的各个阶段的产品是独立的商品，而且它们

在整个生产中只有通过商品交换即买和卖才能互相发生联系。各

个生产部门之间互相为对方而劳动的状况受到各种偶然性和不规

则性等等的影响，因为只有工厂中的强制才会使这些不同操作的

机构具有同时性、均匀性和比例性；一般来说，只有这种强制才会

把这些操作结合成一个步调一致地行动的机构。

如果说分工导致了进一步的分工，因为它在现有工厂的基础

上把各种操作进一步作了细分，让一定种类的工人从属于这些细

分的操作，那么，反过来说，由于这些“诗人的分散的肢体”事先就

已作为这么多互相无关的商品，从而作为这么多互不依赖的商品

所有者的产品而独立并存着，分工又是互不依赖的商品所有者在

一个机构中的联合。这恰好是亚当［·斯密］完全没有看到的事情

的另一个方面。

下面我们将进一步研究：为什么那种通过商品交换互相补充

成整个社会生产、并通过竞争和供求规律对这种社会生产的各个

代表发生作用的社会内部的分工，会同那种标志资本主义生产特

征、完全消灭工人的独立性并使工人变成在资本指挥下的社会机

构的部件的工厂内部的分工，并行不悖地一起向前发展。

［ⅠⅤ—１５４］很清楚，亚·斯密没有把分工看作是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所特有的东西，他没有看到分工同机器和简单协作一起不

仅仅在形式上改变了劳动，而且由于把劳动从属于资本而在实际

上使劳动发生了变化。他考察分工的方法同配第和配第之后他的

另一个前驱者一样（见关于东印度贸易的著作８４）。

实际上，亚·斯密同他的前驱者都是从古代人的观点出发来

考察分工的，他们把这种分工同社会内部的分工混为一谈。他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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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考察分工的结果与目的时才不同于古代人的观点。他们从一

开始就把分工看作资本的生产力，因为他们所强调和看到的几乎

只是这样一种情况，即由于分工，商品变得更便宜了，生产某个商

品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了，或者说，在同样的必要劳动时间内

能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因而单个商品的交换价值降低了。他们把全

部注意力放在交换价值的这一方面，——而这一点也是他们的现

代观点的所在。当然，这对于把分工当作资本的生产力的观点来

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为分工之所以是资本的生产力，只是由

于它使再生产劳动能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变得更便宜了，使再生

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减少了。相反，以分工为研究和

考察对象的古代人都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使用价值上，只看到各个

个别生产部门的产品的质量由于分工变得更好了，而在现代人那

里占统治地位的则是量的观点。

由此可见，古代人不是从商品，而是从产品自身来考察分工

的。分工对商品的影响，这是已经成为资本家的商品所有者所关心

的；分工对产品本身的影响只是在问题涉及到满足人们的需要，涉

及到使用价值本身时才与商品有关。希腊人的观点总是以埃及为

历史背景，埃及对于他们是工业国的范例，完全象荷兰而后来是英

国对现代经济学家的关系一样。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进一步看到

的那样，分工的基础在他们看来是世袭分工以及从这种分工中产

生出来的类似在埃及存在过的那种等级制度。

亚·斯密还进一步混淆了两种形式的分工。他在同一书的第

一章中继续说：

“在任何一种手工业中，无论分工的程度怎样，分工都能相应地增进劳动

的生产力。各种行业之所以各自分立，想必是这种好处造成的。而且这种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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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通常比较发达，在未开化社会状态中由一个人做的事

情，在较进步的社会中分给几个人去做。”［同上，第１５页］

亚·斯密在列举分工的好处时明显地只强调量的观点，即仅

仅强调生产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缩短。

“由于分工，同样数量的工人能够完成的工作量的显著增加是由三种不

同情况造成的。”［同上，第１８页］

在斯密看来，分工的好处首先在于工人在他的单一的专业中

所获得的技艺：

［ⅠⅤ—１５５〕“第一，工人的熟练程度必然会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

而分工把每一个工人的工作都变成了一种十分简单的操作，使这种操作成为

他终生的唯一的工作，因此分工当然就能够大大地提高工人的熟练程度”（也

就是完成操作的速度）。［第１９页］

第二：时间的节约，从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时不致由于要

“变换地方”并使用“不同的工具”而损失时间。

“如果这两种不同的工作能在同一个工场内进行，那么损失的时间当然

要少得多，但即使如此，损失还是相当大：工人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

时，通常要有不长的间歇。”［第２０—２１页］

最后，亚·斯密提到：

“一切减轻和缩短劳动的机器的发明，首先都是由分工引起的。”［第

２１—２２页］

——斯密是说全部注意力只集中在一个简单对象上的工人本

身发明了机器，而学者或理论家们对机器的发明所产生的影响则

应归功于社会分工。社会分工的结果是：

“哲学或思辩科学，象其他一切行业一样，成为公民的某一特定阶层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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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或唯一的职业。”［同上，第１８—２４页］

亚·斯密指出：如果从一方面说分工是人的才能的自然差别

的产物和结果，那么，人的才能的这种差别在更大程度上是分工发

展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斯密仿效了他的老师弗格森。

“实际上，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远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么大；这些

十分不问的、看来是使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赋，与其说

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 〈如果没有分工和被他当作分工

的原因的交换〉所有的人就都不得不去完成同样的任务，从事同一项工作，造

成才能上的巨大差别的那种职业上的巨大差别就不再存在了。”“就天性来

说，哲学家和搬运夫的差别——就才能和智慧来说——不象家犬和猎犬的差

别那样大。”［同上，第３３—３５页］

斯密说明分工一般是由于

“人们倾向于贸易和交换”，没有这种倾向，“每一个人就不得不亲自为自

己生产一切生活必需品”［同上，第３４页］。

因此，斯密为了说明分工就假定有了交换，而为了要有东西可

交换又假定有了分工。

自然分工发生在交换之前，产品作为商品的这种交换，起初是

在各个公社之间而不是在同一个公社内部发展起来的。这种分工

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以人本身的自然差别为基础，而且以各个公社

所拥有的生产的自然因素为基础。当然，产品发展成为商品，商品

交换又会反作用于分工，因此交换和分工互相发生影响。

［ⅠⅤ—１５６］斯密考察分工的主要功绩在于，他把分工放在首

位，强调分工的意义，同时直接把分工看作劳动（即资本）的生产

力。斯密对分工的理解是由当时与现代工厂还有很大差别的工场

手工业的发展程度决定的。因此，在斯密看来，分工的作用相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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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要大于还只是劳动的附件的机器的作用。

亚·斯密在论述分工的那一整篇中，基本上是仿效他的老师，

甚至常常照抄他的老师亚当·弗格森（《市民社会史试论》，贝尔吉

埃译，１７８３年巴黎版）。他的老师认为：处于野蛮状态的人喜于游

手好闲：

“他们的生活非常贫困，使他们不爱好劳动，或者说，他们的漫不经心使

他们不可能在任何一种工作中获得必要的技能。”（第２卷第１０４页）

弗格森也认为“把一物同另一物相交换的要求”是逐渐使人们

“不知不觉地细分他们的职业”的条件之一，不过他没有象斯密那

样片面地把它看作唯一的原因。他接着说：

“工匠发现，他越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某种工作的某一部分上，他的产品就

越好，他生产的产品数量就越多。所有手工工场主都发现，他把他的工人的工

作分得越细，生产每个零件所使用的工人人手越多，他的费用就越少，利润就

越多…… 贸易的进步无非就是机械技能的不断细分。”（同上，第１０４—１０５

页）

亚·斯密认为，机器最初是工人发明的，由于分工，

“人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东西上”，只为一个物品所吸引，于是工人

就想到要创造“任何能减轻和缩短劳动的机器”（第１篇第１章第２２页）。

亚·弗格森说：

“方法、手段、方式……这些都是专心于自己的事业的工匠为了缩短和减

轻自己的特殊劳动而想出来的。”（第２卷第１０８页）

亚·斯密说：

“随着社会的进步，哲学或思辨科学，象其他一切行业一样，成为公民的

某一特定阶层的主要的或唯一的职业。”（第１篇第１章第２３—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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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弗格森说：

“这种使工业部门获得这么大利益的方法［分工］，应用于更重要的领域

——政治和军事各领域时会产生同样的效果…… 在一切部门互相分离的

时期，［思维］本身能成为一种特殊的职业。”（第２卷第１０６、１１０页）

他和斯密一样特别强调科学对工业实践的意义（参看第２卷

第１１０页）。

弗格森与斯密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更尖锐、更明确地揭示了分

工的消极方面（商品的质在他那里也还占有一定的地位，而斯密则

把它当作纯粹偶然的情况——这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是完全正

确的——撇开不谈）。

“甚至可以怀疑一个民族的一般能力的增长是否同技术进步成比例。在

若干门机械技艺中，不需要任何能力，没有任何智慧和情感的参与完全可以

达到目的，并且正如无知是迷信之母一样，它也是工业之母。思索和想象会产

生错误，但是手和脚的习惯动作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所以可以说，工场

手工业的最完善之处在于不用脑力参与〈这对工厂来说尤其重要〉，因此不费

任何思素［ⅠⅤ—１５７］就可以把作坊看作一部由人构成的机器。”（第２卷第

１０８—１０９页）

在这一段话中，工场手工业的概念表述得比亚·斯密更清楚。

接着，弗格森着重谈到了工场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由于这种分工

所发生的变化。

“于是，在工业中工场主的才能越来越发展，而粗工的才能则越来

越衰退…… 一位将军可能是十分精通军事的人，而士兵的全部技能

却限于完成一些手脚的动作。一人之所得，可以是他人之所失。”（第２

卷第１０９—１１０页）

弗格森所说的将军与普通士兵的关系，也可以说是资本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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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经理与工人大军的关系。在独立劳动中小规模地得到应用的

智力和独立的发展，现在在整个工厂中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并且

为厂主所垄断，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工人的智力和独立发展被剥夺。

“一个将军大规模地采用的全部计谋和攻守方法，就是一个野蛮人领导

一支小部队进行作战或者只是进行自卫时所采用的计谋和方法。”（同上，第

１１０页）

因此，弗格森把“隶属关系”直接看作“技艺分工和职业分工”

的结果（同上，第１１１页）。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等等在这里明

显地表现出来了。

弗格森谈到整个民族时说：

“组成工业民族的个人，除了自己的手艺以外，在其他一切事情上完全是

外行。”（同上，第１０５页）

“我们成了奴隶民族，我们中间没有自由人。”（同上，第１１６页）

他把这种工业民族同古典古代相比拟，但是他同时强调指出，

奴隶制是自由人的充分的、全面的发展的基础（请看一个法国

人８５，他把弗格森的所有这些观点表述得未免有点夸夸其谈，但却

不乏机智）。

因此，如果考虑到斯密的直接的老师弗格森以及配第，——斯

密用别针厂的例子代替了他的钟表厂的例子，——那么，斯密的独

到之处就在于他把分工放在首位，并且把分工片面地（因而从经济

上来说是正确的）看作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手段。

在阿·波特尔的《政治经济学》（１８４１年纽约版）（此书的第二

部分几乎全篇转抄斯克罗普的《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３年伦敦

版））一书中说道：

“劳动是生产的第一个本质的要素。个人的劳动要想在大企业中发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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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作用、就必须结合起来，或者换句话说，劳动要达到一定的结果就必须在

一定数量的个人之间这样分配，以便使他们能够互相协作。”（第７６页）

波特尔在这里的一个注中指出：

“这里提到的原则通常叫作分工。这个术语引起了不同的意见，因为基本

思想在于配合和协作，不在于划分。划分这个术语只适用于过程；过程划分为

不同的操作，而这些操作又在一定数量的工人之间分配或分割。因此，这是通

过过程的划分来实现的工人的结合。”①

弗格森的书名是《市民社会史试论》。

［ⅠⅤ—１５８］杜格耳德·斯图亚特全集，威·汉密尔顿爵士

编，爱丁堡版。我引自《政治经济学讲义》第１卷，载于《斯图亚特全

集》（１８５５年）第８卷。斯图亚特谈到分工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其

中有以下这么一段：

“无论是分工还是采用机器所产生的结果，其宝贵之处在于分工和采用

机器的趋势是使一个人有可能完成许多人的工作。”（第３１７页）

“分工把劳动分成各个可以同时进行的部分，也就节省了时间…… 由

于单独的个人必须分别完成的各种不同的劳动过程的同时进行，就有可能例

如在从前切断或磨尖一枚针的时间内制造出许多枚针。”（第３１９页）

一个依次完成各种不同操作的工人，在由一种操作转到另一

种操作时会损失掉时间，注意到这一点的不仅仅是亚·斯密。

工人在从事宗法式或手工业生产时为制造他的产品而依次完

成的、作为他的不同的活动方式而互相连接在一起并且按顺序更

替的各种不同操作，他的劳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所经历的各个不

同的阶段，现在作为独立的操作或过程互相分离了，孤立了。由于

每一个这样简单的和单一的过程成为某一工人或一定数量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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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职能，这种独立性就会固定下来，就会人格化。工人从属于这

些孤立的职能。不再是在工人之间分配劳动，而是工人被分配到各

个不同的过程中去，其中每一个过程，只要工人作为生产的劳动能

力发挥作用，就会成为他们唯一的生活过程。因此，造成总生产过

程的生产率的提高，它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花的代价，是把执行某

种特殊职能的劳动能力归结为枯燥的单纯抽象，归结为某种简单

的质，这种质表现为始终如一的单调的同一动作，工人的全部生产

能力、他的种种才能都在这种质上耗费掉了。

以这种方式互相分离的、作为这些活的自动机的职能得到实

现的过程，正是由于它们的分离和独立而使它们有可能结合起来，

使上述各种不同的过程有可能在同一个工厂内同时进行。分工和

联合在这里互为条件。一个商品的总生产过程现在表现为某种复

杂的操作，许多操作的混合，这些操作互不依赖，但又能够互相补

充，能够同时并存地进行。在这里，各种不同过程的相互补充不是

在将来而是在现在进行了，结果是商品在一端开始生产时在另一

端就会获得完成形态。由于简化为简单职能的各种不同的操作可

以熟练地完成，——除了协作一般所特有的同时性以外，劳动时间

也缩短了，而劳动时间的缩短是所有这些同时进行、互相补充并结

合成一个整体的职能都能做到的；因此在同一时间内不仅可以生

产更多的完整的商品，完成更多的商品，而且还会提供更多的已经

完成的商品。工厂通过这种结合转化为一个以单个工人为自己的

各个部分的机构。

但是，结合（也就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协作，这种协作在分工

中已不再是同一些职能并列进行，或同一些职能的暂时划分，而是

把全部职能划分为各个组成部分并把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结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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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现在存在于两个方面：［从一方面来说，］如果就生产过程本

身来说，那么，在作为这种总机构的整个工厂中，结合（尽管它事实

上无非就是工人协作的一种存在形式，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一

种社会活动形式）就是一种同工人对立的［ⅠⅤ—１５９］外在的、统

治工人并控制工人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实际上是资本本身的力量

和存在形式，每一个单个工人都从属于资本，他们的社会生产关系

也属于资本。另一方面，结合存在于同时又是属于资本家的商品的

完成的产品中。

对于工人本身来说，并不存在行动的结合。相反，结合是每一

个工人或者每一组工人所从属的那些片面职能的结合。工人的职

能是片面的，是整体的一个抽象部分。这里所构成的整体，其基础

正是工人的这种单纯的部分存在并且把工人孤立在个别的职能

上。因此，是这样一种结合：工人在这种结合中只是它的某一部分，

这种结合的基础是工人的劳动不再成其为结合的劳动。工人是这

种结合的组成部分。但是，结合不是一种属于工人本身并从属于作

为结合的工人的关系。这种情况同时是对波特尔先生关于同划分

相对立的联合和配合所说的空话的回答。

在这里［在分工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从本质上

控制并改变了劳动。这已经不再只是工人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

即工人在他人的指挥和监督下为另一个人劳动。这也不再只是象

在简单协作中那样，是一个工人和其他许多工人同时共同劳动，和

他们同时完成同一项工作，这就会使他的劳动本身不发生任何变

化，只造成暂时的联系，即某种并行的活动，而这种并行的活动按

照事物的性质很容易中断，并且在大多数简单协作的情况下只是

暂时的，只是存在于某些特殊的时期，例如为了收割庄稼、修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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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等等或者在最简单的工场手工业的条件下（在这里，主要的特点

是同时使用许多工人并节省固定资本等等）的例外需要，——这种

并行的活动只是形式上使工人成为整体（资本家是这个整体的主

人）的部分，但是在这个整体中，工人作为生产者不会由于他同其

他许多工人干同样的活例如制靴等等而发生进一步的联系。

由于工人的劳动能力转化为就其总体来说构成工厂的那个总

机构中某一部分的简单职能，因此工人就不再是商品的生产者了。

他只是某种片面操作的生产者，这种操作一般来说只有同构成工

厂的整个机构发生联系，才能生产某种东西。因此，工人是工厂的

活的组成部分，他通过他的劳动方式本身变成了资本的附属物，因

为他的技能只能在一个工厂里，只能作为代表资本的存在与工人

相对立的机构的环节才能发挥作用。

工人最初不得不把生产商品的劳动当作商品出卖给资本家，

因为他缺少实现他的劳动能力的客观条件。现在他之所以必须出

卖他的劳动，是因为他的劳动能力只有出卖给资本才是劳动能力。

因此，他现在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受资本的支配，不只是由于他

缺少劳动资料，而且是由于他的劳动能力本身，由于他的劳动的性

质和方式；他受资本的支配，因为在资本的手中不仅掌握着主观劳

动的客观条件，而且也掌握着主观劳动的社会条件，工人的劳动只

有在这些条件下还能是劳动。

因此，事情不仅是：由分工即劳动的这种社会存在形式引起的

生产力的提高不再是工人的生产力，而是资本的生产力。这种结合

劳动的社会形式作为资本的存在与工人相对立。结合作为有强大

威力的天命与工人相对立，工人受到这种天命的支配是由于他的

劳动能力变成了完全片面的职能，这种片面的职能离开总机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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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不是，［ⅠⅤ—１６０］因此，它完全要依赖于这个总机构。工人

本身变成了这个机构的一个简单的零件。

杜格耳德·斯图亚特在前引书中把从属于分工的工场手工业

工人叫做

“用于局部劳动的……活的自动机”，而“企业主总是会竭力节省时间和

劳动”（第３１８页）。

杜·斯图亚特引用了与社会内部的分工有关的古代的谚语：

“什么都想做，什么也做不好”；“什么都做一点，总起来说就等于什

么都没有做”。

“他能做很多工作，但是什么工作都做得不好。”８６（引自柏拉

图伪书《阿基比阿德第二》中麦尔吉泰斯的话）

例如，《奥德赛》（第１４章第２２８行）：

“不同的人喜欢从事不同的工作”，

而塞克斯都·恩披里柯著作中所引证的阿基罗卡斯说：

“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工作中得到乐趣。”８７

按照修昔的底斯的记载，伯利克里把雅典人和从事农业生产

的斯巴达人进行了比较，在斯巴达人那里，消费不以商品交换为媒

介，因而也没有分工，伯利克里是把他们作为“不是为了收入而是

为了自己的消费而劳动的人”同雅典人相比较的。

在同一篇演说中（修昔的底斯的著作第１册第１４２页）伯利克

里谈到了航海业：

“同其他任何一种行业一样，航海业是一种技艺，不能在情况需要的时候

当作副业来做；而其他手艺也不能当作航海业的副业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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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后再谈柏拉图，虽然他排在色诺芬之前。色诺芬在很大

程度上具有资产阶级的本能，因此，他的观点常常使人想起资产阶

级伦理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他比柏拉图更详细地研究了分工，不

仅是整个［社会］的分工，而且也研究了单个工场中的分工。他的下

述论述所以有意义，是因为：（１）他指出分工取决于市场的规模。

（２）与柏拉图不同，他不仅考察了职业的分工，而且还指出，劳动由

于分工变成了简单劳动，从而这种劳动很容易达到熟练程度。因

此，虽然色诺芬相当接近于现代的分工观点，但他仍然保留着古代

思想家特有的东西。他所谈的仅仅是使用价值，是质的改进。他和

柏拉图一样，对劳动时间的缩短不感兴趣，甚至在这样一个唯一的

地方也不感兴趣，在那里柏拉图作为例外顺便提到，创造出来的使

用价值更多了。甚至在这里所谈到的也只是使用价值的更多的量，

而不是分工对作为商品的产品所发生的影响。

色诺芬说，得到波斯国王餐桌上的食物是一件快事，因为这不

仅十分荣幸，而且这些食物比别的食物都更可口。

“从国王那里得到的食物令人感到满意不仅仅是由于上述原因：这些食

物确实特别可口。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如同其他手艺在大城市里特别完善

一样，国王的食物也是特别精美的。在小城市里，同一个人要制造床、门、犁、

桌子；有时还要造房子，如果［ⅠⅤ—１６１］他能找到使他足以维持生活的主

顾，他就很满意了。一个从事这么多种工作的人，是绝不可能把一切都做好

的。但在大城市里，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许多买者，只从事一种手艺就足以维持

生活。有时甚至不必从事整个手艺，一个人做男鞋，另一个人做女鞋。有时，一

个人只靠缝皮鞋为生，另一个人只靠切皮鞋的皮为生；有的人只裁衣，有的人

只缝纫。从事最简单工作的人，无疑能最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这是必然的。

烹调的手艺也是这样。谁只有一个人，他要为丰盛的筵席准备地方，铺桌布，

揉面，一会儿准备这种佐料，一会儿又准备另一种佐料，谁就只好满足于做成

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在这里，一个人专门煮肉，另一个人烤肉，第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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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鱼，第四个人炸鱼，第五个人烤面包，而且不是各种不同的面包，他只要提

供一个品种但是质量非常好的面包就行了，——显然，这样做出来的每一种

食品都是十分精美的。因此，居鲁士国王远远胜于所有的人，因为他所赐的食

物是用上述方法做出来的。”（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居鲁士国王餐桌上的食物

比所有其他的食物都更受人喜爱。）（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出版者波波，

１８２１年莱比锡版第８卷第２章［第４８０—４８２页］）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论述，对于在配第之后但在亚当·斯

密之前写作分工问题的一部分英国著作家来说，是直接的基础和

出发点。例如见詹姆斯·哈里斯（后来的马姆兹伯里伯爵）的《三篇

论文集》（１７７２年伦敦修订第３版第１４８—１５５页）第三篇，在这一

篇里，职业的划分被说成是社会的自然基础，他本人在那里的一个

注解中说，全部论据他都引自柏拉图的著作。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二卷（拜帖尔、奥烈利、文克尔曼编１８３９

年苏黎世版）中一开始就谈到城邦（在这里城市和国家都叫城邦）

的产生。

“当我们每一个人不能满足自己而需要很多人互助的时候，就产生了城

邦。”［ⅠⅤ—１６２］“我们的需要创建了城邦。”

接着列举了最直接的需要，例如，食物、住房、衣服。

“第一个需要是最重要的，即：为了生存和生活而获得食物…… 第二个

需要是住房，第三个需要是衣服以及其他与此有关的东西。”

城邦应当怎样满足这些不同的需要呢？

一个人种地，另一个人盖房，第三个人织布，制鞋等等。每一个

人是把自己的劳动时间分成几个部分，一部分时间种地，另一部分

时间盖房，第三部分时间织布等等，自己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好

呢？还是把他的全部时间都用于做一件事情，因而他就不仅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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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为别人例如生产粮食、织布等等好呢？后一种办法要好一

些。因为，首先人们的天赋不同，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能力完成各

种不同的工作。

｛需要不同，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而必须完成各种工作的个人能

力也不同，这二者是相适应的。｝

只从事一项手艺的人要比从事多项手艺的人做得更出色。如

果某件工作当作副业来做，那么，往往会错过生产的适当时机。工

作不能等到承担这项任务的人有空的时候才去做，相反，生产者必

须适应自己的生产条件等等，因此他不能把工作当作副业来做。因

此，如果一个人（按照劳动对象的性质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只从事

一种工作而不从事其他工作，那么，一切东西就都能更多、更好、更

容易地生产出来。

主要着眼点在于一切都生产得更好，即在于质量。只有在马上

就要引到的一个地方讲到数量会“更多”，而在其他情况下总只是

讲生产得“更好”。

“城邦怎样才能满足所有这些需要呢？难道除了一个人种地、另一个人盖

房、第三个人织布以外还有别的办法吗？”…… “他们中间每一个人是应该

把自己的劳动果实给其他几个人享用，例如一个种田的人为所有四个人生产

食品，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努力都用在种植谷物上，以此来帮助别人呢？还是

应该不顾及别人，只用自己的四分之一的时间为自己生产四分之一的谷物，

而把四分之三的时间用在为自己盖房、做衣服和鞋子上，不关心任何人而只

顾自己呢？…… 毫无疑问，前一种方法比后一种方法省事得多…… 一个

人生来同另一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的才能：一个人适合

于做这项工作，另一个人适合于做另一项工作。如果一个人从事许多种手艺，

难道他能比只从事一种手艺时做得更好吗？当然，只从事一种手艺更好……

 如果某一个人不抓紧某项工作的适当的时间，他就什么也做不成…… 因

为事情不能等到从事劳动的人有空时才做，劳动者必须坚持劳动，而不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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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虎虎。这是必要的。由此可见，如果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天生才能，在适当的

时间内不做别的工作，而只做一件事，那么他就能做得更多、更出色、更容

易。”

接着，柏拉图又阐述了进一步分［ⅠⅤ—１６３］工或建立各种生

产部门的必要性。例如，

“显然，种田人如果要想犁的质量好，他就不会自己为自己制造犁，同样，

如果他要想锄头和其他农具的质量好，他也不会自己为自己制造这些农具。

建房工人和纺织工人也是如此〈等等〉。一个人怎样才能分享到另一些人的产

品的剩余部分，而另一些人又怎样才能分亨到这个人的产品的剩余部分呢？

通过交换，通过卖和买。”

接着，柏拉图谈到了各种类型的商业，从而谈到了各种类型的

商人。他把分工所产生的特殊种类的人也叫做雇佣工人。

“此外……还有另一些仆役，他们是一些知识浅薄的社会成员，但是他们

有足够的体力去完成繁重的劳动。由于使用他们的体力，他们得到了报酬，而

这种报酬叫做雇佣工资，由此他们就叫做雇工。”

柏拉图在列举了许多种要求进一步专业化等等的职业之后，

便转而考察军事艺术与一切其他行业的分离，并由此转而考察特

殊的军人阶层的形成。

“过去我们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出色地从事多项手艺…… 那么，难

道你不认为军事是一种技艺吗？…… 我们曾认为，鞋匠不应该同时又种田，

又织布或者又盖房……这样他才能很好地完成鞋匠的工作，同样，我们也只

让其他人从事一种适合于他们的天赋的职业，他们应当终生从事这一工作，

不从事任何其他职业，以便利用他们最适当的时间，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关于军事应该说些什么呢？如果军事能很好地完成任务，难道它不是高于一

切的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就是确定守护城邦的人所必须具

有的自然特性。”（散见第４３９—４４１页）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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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公社内部的各种不同的需要，就必须从事各种不同

的工作：不同的天赋预先使人们具有适合于做这种工作而不适合

于做另一种工作的不同禀性。由此产生了分工以及与此相应的各

个不同的等级。柏拉图到处强调的最重要之点是：每个物品［由于

分工］做得更好了。质即使用价值，是柏拉图以及一切古代思想家

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唯一观点。此外，他的观点的全部基础是被雅典

式地理想化了的埃及种姓制度。

古代思想家一般用世袭分工和以此为基础的种姓制度来解释

埃及人所达到的工业发展的特殊阶段。

“手艺……在埃及也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因为只有在这个国家里，手

工业者根本不容许过问另一个市民阶级的事情，他只能从事本族依法应当世

袭的职业…… 我们在其他国家中看到，手工业者把他们的注意力分散在许

多的事情上…… 他们有时种地，有时经商，有时同时从事两三种手艺。在自

由国家，他们通常都要出席民众大会…… 与此相反，在埃及，一个手工业者

如果参预国事或同时从事几种手艺，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没有任何东

西会妨碍他们专心从事自己的职业…… 此外，他们虽然继承了祖先的许多

规则，［ⅠⅤ—１６４］但仍然热衷于寻找新的改进。”（狄奥多洛斯《史学丛书》第

１册第７４章［第１１７、１１８页］）

柏拉图把分工看作公社的经济基础，每一个人在公社中都要

依靠另一个人，他不可能在不同另一个人发生联系的情况下独立

地自己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公社内部的分工产生于需要的多面

性和才能的片面性，不同的个人有不同的才能，因而每个个人从事

某种职业会比从事其他职业发挥更大的作用。他的基本观点是：如

果一个人把某种手艺当作自己唯一的终身职业，他就能更好地完

成这项工作，使他的活动完全适合他所要完成的该项工作的要求

和条件，如果他把这项工作当作副业来做，那么，这项工作做得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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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就要看他从事其他工作的情形如何。这个观点——不能把一种

手艺当作副业去做——在前面所引的修昔的底斯的那段话里也出

现过。

色诺芬的观点更前进了一步：首先，因为他强调把劳动简化为

尽可能简单的活动，其次，他认为实现分工的水平取决于市场的扩

大。

参看布朗基的著作，他在前面提到过的地方①把“从属于大工

场制度的工人的规则化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强制的——劳动”

和农村居民所从事的手工劳动或家庭副业作了区别。

“工场手工业的害处……在于它……使工人沦为奴隶，并且使工人及其

家庭完全依附于生产的需要…… 例如，请把卢昂或牟罗兹的工业同里昂或

尼姆的工业比较一下。这两类地方的工业都是纺纱和织布：前一种工业生产

棉织品，后一种工业生产丝织品，但是，这两种工业中，具体情况的差别是多

么大啊！在卢昂和牟罗兹，生产在大企业中进行，吸引来的投资很多……生产

依靠真正的工人大军，工人成百甚至成千地被赶进军营式的巨大厂房，房子

高得象钟楼那样，窗户都是一个个小窟窿，活象碉堡上的枪眼。相反，里昂和

尼姆的丝纺织业完全是宗法式的；它雇用许多妇女和儿童，但是并没有把他

们累坏或累死。它让这些妇女和儿童在优美的德龙、瓦尔、伊泽尔、沃克吕兹

河流域养蚕、缫丝。它从来也没有成为真正的工厂生产。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

这种生产，把它同前一种比较一下，这里分工的原则有其特点。虽然那里有缫

丝女工、纺工、染色工、浆纱工以及织工；不过他们并没有联合在一个工场里，

并不从属于同一个雇主；他们所有的人都是独立的。他们的资本，即他们的工

具，织机，茅舍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它足以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的雇

主保持平等地位。这里没有任何工厂规章，没有任何强制规定，每一个人都可

以自己作主，是完全自由的。”（（大）布朗基《工业经济教程》，阿·布累兹编

注，１８３８—１８３９年巴黎版，散见第４４—８０页）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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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工业的基础上，又形成在工厂范围之外的工厂生产，这

种生产没有工厂的优点，却保留了工厂的所有缺点。这里不谈这个

问题，留待以后再说。

［ⅠⅤ—１６５］“每一个人根据切身经验都知道，如果一个人总是把手和智

慧用于同种劳动和产品，他就能比那些各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的人更容

易、更多、更好地把产品制造出来……因此，为了共同的福利和本身的利益，

人就分成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切扎雷·贝卡里亚《社会经济原理》，库斯托

第编，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１１卷第２８页）

“在〈象伦敦〉这样的大城市里，手工工场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每一个工场

又都尽可能地划分成许多部分，这样一来，每一个工人的劳动就会变得既简

单又容易。例如在制表业中的情况，如果一个人制造齿轮，另一人制造发条，

第三个人做字盘，第四个人做表壳，那么，这样生产出来的钟表要比一个人完

成全部工序所生产的钟表便宜，并且质量更好。”（威·配第《论人类的增殖》

（１６８２年），１６９８年伦敦增订第３版，载于威·配第《政治算术》１６９９年伦敦

版第３５页）

此外，配第还指出，分工如何使某些工场手工业集中在某些城

市里，或集中在大城市的某些街道上。

“这些地方所生产的个别商品，比其他任何地方生产的都更好、更便宜。”

最后，他谈到了商业上的好处，非生产费用如运费的节约等

等。因此，由于把互相有联系的工场手工业安置在同一地区，

“这种工场手工业的［产品］的价格就会下降，对外贸易的利润就会增加”

（同上，第３５—３６页）。

配第的分工观点不同于古代思想家之处，首先在于分工对产

品的交换价值的影响，对作为商品的产品的影响，即使商品变得便

宜。

这种观点——更着重强调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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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所引起的缩短——在《东印度贸易对英国的利益》（１７２０年

伦敦版）一书中也可以看到。

关键在于生产每一种商品要“用最少的最容易的劳动”。如果

一个物品是用“少量劳动”生产的，那么，它“因而也就是用较便宜

的劳动”生产的。商品因此而变得便宜了，劳动时间降到生产该商

品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也就由于竞争而成了普遍规律。

“如果我的邻居用少量的劳动生产出许多东西，因而他能卖得便宜，那我

也必须设法和他卖得一样便宜。”

关于分工，他特别强调指出：

“在一个手工工场中就业的各方面的能手越多，单个人的技能就越少。”

［第６７—６８页］

后来的一些著作家如哈里斯（见前面），仅仅是进一步发挥柏

拉图的思想。接着是弗格森①。亚当·斯密在某些方面不同于他的

前辈，他使用了“提高劳动生产力”这一术语。斯密认为，机器只是

分工的结果，而工人发明机器，只是为了减轻和缩短自己的劳动，

这说明他当时还处在大工业的幼年时期。

分工简化了劳动，使劳动更容易学会，从而减少了生产劳动能

力的总的费用。

［ⅠⅤ—１６６］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厂总是有一定的技术等级制

度，因为有些操作比另一些操作更复杂，一些操作需要较大的体

力，而另一些操作则更需要手的灵巧，或者说，更需要较高的技艺。

关于这种情况，尤尔说：

“工人适应于一种操作，他的工资与他的技能相适应……劳动仍然要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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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于不同的个人才能……有许多分工的等级……按不同熟练程度进行分工”

（尤尔《工厂哲学》１８３６年布鲁塞尔版第１卷第２８—３０页）。

单个工人的技艺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实际上一种工作被分成了许多种操作，每个单个工人能够完

成其中一种操作：这种操作同并行的其他许多操作分离了，但是，

基本原则仍然是把这种操作看作工人的职能，因此在划分成不同

的操作时要按照工人的技巧和体力的发展程度等等，把这些操作

分配给不同的工人以及工人小组。生产过程在分成各种操作时还

是一种要取决于完成这一过程的工人的生产过程，而在自动工厂

中，生产体系

“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并且使所有组成部分都从属于自动

机器的动作”，〈于是，〉就可以“把这些最简单的操作交给那些能力极其普通

但经过短期试用的单个工人去做”［同上，第３２页］。

“由于把工作分成许多种不同的操作，其中每种操作都需要不同程度的

技艺和体力，因此工场主能够准确地按照每种操作所需要的数量来购买体力

和技艺。如果全部工作由一个工人来完成，那么同一个工人就必须有足够的

技艺来完成最细致的操作，有足够的体力来完成最繁重的操作。”（查·拜比

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１８３２年伦敦版第１９章［第１７２—１７３页］）

“既然经验根据每种工场手工业的产品的特殊性质，既表明了把生产分

为多少局部操作最为有利，也表明了每一操作所必要的工人人数，那么一切

不依照此数的准确倍数经营的企业，就要用较大的费用进行生产。”（同上，第

２２章［第２０９页］）

例如，如果各个不同的操作都需要１０个工人，那就必须使用

同１０成倍数的工人。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常常不能使用工人分别去完成每一种生产操作。

这就是工业企业规模巨大的原因之一。”（同上，［第２０８、２１０页］）

象简单协作的情况一样，这里也是倍数原则起作用。但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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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原则是按照由分工本身决定的比例应用的。一般来说很清

楚，生产的规模越大，就越能进一步分工。第一，在这种情况下就有

可能应用适当的倍数比例。第二，操作能划分到什么程度，单个工

人的全部时间能在多大程度上用于一种操作，这当然取决于生产

规模的大小。

可见，如果分工由于在同一时间内要加工更多的原材料而需

要较大的资本，那么，实行分工一般来说要取决于生产的规模，即

取决于可以同时工作的工人人数。较大的资本——也就是说，资本

集中在一些人手里——对于分工的发展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分工

由于随着［ⅠⅤ—１６７］它自己的发展而获得的生产力，又会加工更

多的原料，因而扩大资本的这一组成部分。

“在工厂中从事最简单的操作的工人，使自己依赖于雇用他的人。他不再

生产完整的产品，而是只生产该产品的一部分，因此他需要同其他工人合作，

就象他需要原料、机器等等一样。他对厂主处于从属的地位……他把自己的

要求限制在最必要的范围内，如果没有这些最必要的东西，他的劳动就无法

继续进行，而厂主则独享从分工所引起的生产力的提高中得到的好处。”（西

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１８２７年巴黎第２版第１卷第９１—９２页）

“分工会缩短学习一种操作所需要的时间。”（弗·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

理》１８４３年波士顿版第７６页）

“在建立一个手工工场时，重要的是要使工人人数和工种都很适当，以便

生产过程的不同操作由不同的人来完成，这些人都能准确而又充分地互相利

用。这件事情办得越妥善，就越能节约，而一旦这一切都固定下来，那么很明

显，如果不是成倍地增加所使用的工人，企业就不能有成效地扩大规模。”（同

上，第８３页）

亚当·斯密在论述分工这一章的结尾又回到这样的前提，即

有不同分工的不同工人既是商品所有者，又是商品生产者（我们将

看到，斯密后来抛弃了这个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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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工人除了满足他个人的需要所必需的产品量以外，还可以拥有相

当数量的自己的劳动产品；而如果所有其他的工人也都处于同样的状况，那

么他就能够用自己的许多产品同其他工人的许多产品，或者也可以说，同这

些产品的价格相交换。”（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１８０２年巴黎

版第１卷第２４—２５页）

把技巧一代一代传下去始终是重要的。这无论在种姓制度时

期还是在后来的行会制度时期，都是一种决定性的观点。

“容易的劳动只是留传下来的技能。”（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

１８２７年伦敦版第４８页）

“为了以最有利的方式进行分工并分配人力和机器力，在许多情况下必

须采取大规模的行动，或者换句话说，必须大量地生产财富。正是这种益处产

生了大工场手工业。”（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帕里佐译自英文，

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１１页］）

分工——或者更确切地说，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厂——会增加

落入资本家手中的剩余价值（至少是直接增加，而这是这里所要谈

到的唯一结果），换句话说，劳动生产力的这种提高之所以表现为

资本的生产力，只是因为它被应用于生产那些进入工人的消费从

而会缩短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使用价值。相反，威

兰德牧师正是从大规模的分工主要用于生产日常用品这种情况得

出结论说，得到分工的好处的是穷人，而不是富人。就中产阶级而

言，牧师所说的话在某种意义上是有道理的。但是这里所要谈的根

本不是穷人［ⅠⅤ—１６８］和富人之间的这种无概念的关系，而是雇

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牧师在谈到这个问题的地方说：

“产品的价格越高，能够购买它的人数就越少。因此，对它的需求就越少，

从而分工的机会也就越少。此外，商品的价格越高，用分工的办法来生产该商

品所需要的资本量就越多……因此，在生产珍贵的珠宝制品和昂贵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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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很少采用分工的办法，但是这种办法在生产日常用品时则用得很普遍。因

而我们看到，从利用自然因素和分工得到的好处对于中下层阶级来说要比对

富人更大更重要得多。这种增加生产的方法会把生活必需品以及基本生活资

料的价格降到最低水平，当然也就尽可能使所有的人都能得到这些东西。”

（弗·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４３年波士顿版第８６—８７页）

分工的基本前提同扩大资本的基本前提一样，是协作，是工人

在同一地方的密集，而这种密集一般来说只有在人口密度达到一

定程度的地方才有可能。｛同时也只有在把分居在农村的人口集中

到生产中心的地方才有可能。斯图亚特对此有过论述。这要在积

累篇更详细地考察。｝

“社会的交往，和劳动产品赖以增加的那种力量联合，都需要一定的人口

密度。”（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５０页）

随着分工的发展，劳动产品的任何个人性质都消失了（当劳动

只是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时候，这种个人性质还完全有可能存

在）。完成的商品是工厂的产品，而工厂本身则是资本存在的方式。

劳动本身的交换价值（劳动，而不是它的产品），由于生产方式本

身，而不仅仅是由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契约，成了工人必须出卖的

唯一的东西。劳动在实际上成了工人的唯一商品，而商品本身则成

了支配生产的一般范畴。我们以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范畴，即

商品作为起点。商品只是由于生产方式本身在资本的影响下发生

了变化才成为这种一般范畴。

“但是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做个人劳动的自然报酬。每个工人只生

产整体的一个部分，由于每个部分单独就其本身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或用处，

因此工人不能拿任何东西来说：这是我的产品，我要留给我自己。”（［托·霍

吉斯金］《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１８２５年伦敦版第２５页）

“财富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地位和职业的划分，而现在成为交换对象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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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不是每个生产者的多余产品，而是生活资料本身……在这种新的情况下，

每一个进行劳动和生产的人的生活不是取决于他的劳动结果的成效如何，而

是取决于他的出售情况。”（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１８３７年布鲁塞尔版

第１卷第８２页）

“人类劳动生产率的较大的提高和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下降，在现代都会

使生产资本增加。”（赛·菲·纽曼《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５年安多佛和纽约

版第８９页）

只要工人的自然个性的某个方面作为自然基础进一步得到发

展，它就会代替工人的全部生产能力，转化成一种特殊性，这种特

殊性为了证明自身需要同整个工厂一起行动，表现为这种工厂的

一种特殊职能。

［ⅠⅤ—１６９］施托尔希同亚·斯密一样把两种分工混为一谈，

所不同的只是，他认为其中一种分工是另一种分工的终极表现，一

种分工又是另一种分工的起点，这是他的进步。

“分工开始于各种职业的分离，一直发展到有许多工人来制造同一种产

品，如在手工工场里那样。”（施托尔希不应该说“产品”，而应该说“商品”。在

其他分工中，也有不同的个人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情况。）（亨·施托尔希《政治经济

学教程，附让·巴·萨伊的注释和评述》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１７３页）

“手工业的细分所必需的资本现成地存在于社会中是不够的；这个资本

还必须在企业主手中积累到足够的数量，使他们能够经营大规模的生产……

分工越发展，要固定使用同数工人，就需要把越来越多的资本花费在工具、原

料等等上面。工人人数随着分工而增加。花费在厂房和生活资料上的资本越

来越多。”（施托尔希，同上，第２５０—２５１页）

“每当职业分离时，劳动总是联合的……最大的分工发生在那些非常野

蛮的人中间，他们从来不互相帮助，他们彼此独立地进行劳动，而职业划分所

取得的全部辉煌成果完全取决于劳动的结合，取决于协作。”（威克菲尔德为

亚·斯密《国富论》所加的注释，１８３６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２４页）

职业划分和分工之间的这种区别——这是威克菲尔德所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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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题目。他所说的恰恰是亚·斯密所没有特别强调的社会内部分

工和工厂内部分工之间的区别。亚·斯密认为各种职业是通过交

换彼此相互合作的，他不仅知道不言而喻的事情，而且肯定地说，

单个手工工场内部的分工同时也是劳动的结合。威克菲尔德猜测

到了后一类分工［工厂内部的分工］在自由资产阶级劳动的基础

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形式，因而，只有在一定的社会

条件下才会产生，这是他真正向前跨进的一步，关于这一点我们以

后还要回过来再谈。

业·斯密把交换看作分工的基础，但是相反，交换是（但不一

定是）分工的结果。霍吉斯金正确地指出，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政治

制度中都有职业划分，即社会劳动的分工。这种分工最初存在于家

庭中，它是由于生理差别即性别和年龄的差别而自然产生的。个人

的体质、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差别是这种分工的新原因。后来，由于

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和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

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

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

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互相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

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见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１８２７

年伦敦版第４、５、６章。）在人口处于停滞状态的地方，例如在［Ⅰ

Ⅴ—１７０］亚洲，那里的分工也就不发达。

“改进的运输方法，如铁路、轮船、运河以及一切方便遥远国家之间的交

往的工具，对于分工所起的作用同实际增加人口的作用一样；它们会使更多

的工人互相交往”等等（霍吉斯金，同上，第１１９页）。

人口和人口的增长是分工的主要基础。

“随着工人人数的增长，社会生产力由于分工和知识的增加而同工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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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增长成复比例地增长。”（同上，第１２０页）

“任何部门的企业主只有追加资本，才能在自己的工人之间……进行更

合理的分工。当要完成的工作分成许多操作时，要使每个工人只是完成其中

一种操作，就要比每一个人从一种操作转到另一种操作时增加多得多的资

本。”（亚·斯密第２篇第３章第３３８—３３９页）

“同数工人的生产力的提高，只是增加或改良机器和工具以减轻和缩短

劳动的结果，或者说，只是更合理地划分和分配劳动的结果。”（同上，第３３８

页）

“雇用很多劳动者的资本所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总是力图合理地划分

和分配工作，以便工人能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为了同一目的，他尽可能把最

好的工具提供给他的工人。在个别工场的工人之间有什么关系，由于同一原

因，在整个社会的工人之间也就有什么关系。工人的人数越多，他们当然也就

越是细分为各种不同的工种。由于有更多的人为完成每个人所担负的工作而

发明最合适的机器，所以机器的发明就越有把握。”（亚·斯密第１篇第８章，

第１７７—１７８页）

勒蒙特（《全集》１８４０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２４５页及以下各页）在本世

纪初就机智地阐明了弗格森的论点（《分工的道德影响》）９０。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

它的分工。如果我们以现代工厂中的分工为典型，以便随后把它运用于整个

社会，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为了生产财富而组织得最完善的社会，毫无疑问只

应当有一个主要的企业主按照预先制定的条规将工作分配给社会集体的各

个成员。可是，实际上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当现代工厂中的分工无论巨细全

由企业主的权力进行调度的时候，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Ⅰ

Ⅴ—１７１］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力可言。”（卡·马克思《哲学的贫

困》１８４７年巴黎版第１３０页）

“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

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 至于作坊内部的分工，它在上述一切社会形态

中是很不发达的。

甚至下面一点也可以订为普遍的规则：社会内部的分工愈不受权力的支

配，作坊内部的分工就愈发展，愈会从属于一人的权力。因此，在分工方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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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里的权力和社会上的权力是互成反比的。”（同上，第１３０—１３１页）

“生产工具和劳动者的积累与积聚，发生在作坊内部分工发展以前… 

劳动者集合在一个作坊是分工发展的前提…… 但是只要生产者和生产工

具被集合到一个场所，行会制度下曾经有过的那种分工就必然会再度出现并

在作坊内部反映出来。”（同上，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正如政治领域内国家权力

的集中和私人利益的差别不能分离一样。”（同上，第１３４页）９１

因此，进行分工的前提是：

（１）工人的集结。为此必须有一定的人口密度，在这里，交通工

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这种密度。国家人口的减少（参看十八世

纪的情况）。在人口稀少的国家中，这种集结只能在少数地方发生。

但是，集结的发生也可以是由于农业需要稀少的人口，因此主要的

人口可以离开土地，集中到当时已有的生产资料的周围，即资本存

在的地方。一方的相对密集可能产生于另一方的相对稀少——甚

至在人口既定而这种人口的存在最初还是同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

式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也是这样。因而，首先必要的不是人口的增

长，而是纯粹的工业人口的增长，或者说是人口的另一种分配。要

做到这一点，首要的条件是减少直接从事食物的生产、从事农业的

人口，使人们脱离土地、脱离大地母亲，结果是把人们游离出来（正

如斯图亚特９２所说的，把人们变成ｆｒｅｅ ｈａｎｄｓ①），把他们动员起

来。与农业有联系的劳动同农业的分离，从事农业的人手逐渐减少

到很小的数额，这是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本身的主要条件，因此分工

不是分散在各地的个别现象，而是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现象出现的。

｛这一切都要在积累篇谈到。｝

同样的人口按另一种方式分配，并不需要更多的生活资料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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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而只需要把这些生活资料按另一种方式分配。采用分工因而雇

用更多的集结在一个地方的工人的资本家，他所支付的工资总额

多于手工业师傅，他需要更多的最终归结为生活资料的可变资本；

但是为此要求做到：过去由１００个手工业师傅支付的工资，［Ⅰ

Ⅴ—１７２］现在要由一个人来支付。因此，就只需要在少数人手中集

中更多的可变资本，也就是这些工资可以交换的更多的生活资料。

这里所需要的不是上述资本部分的增加，而是集中；同样，这里不

需要更多的人口，而是需要人口在同一资本指挥下的更高程度的

密集。

（２）劳动工具的集中。分工导致作为劳动资料使用的工具的分

化，从而导致它的简单化，因而也同样导致这种工具的完善化。但

是在分工中，劳动资料同过去一样仍然是这样一种劳动工具，它的

使用要取决于单个工人的个人技能；劳动资料在这里仍然是工人

个人能力的传导者，实际上是附加在人的自然器官上的人工器官。

对同样数量的工人来说，［在简单分工的条件下］需要的不是更多

的这种工具，而是更多种不同的工具。工厂在多大程度上要求工人

的集结，它也就在多大程度上要求工具的集结。但是，这部分不变

资本无论如何都只是按照花费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或者说同一资

本同时雇佣的工人人数增加的比例得到增长。

其他劳动条件，如住宅、厂房，可以被看作新增加的不变资本

部分，因为在工场手工业出现之前，作坊还没有脱离私人住宅而获

得独立的存在。

除此以外，资本中的劳动资料部分更集中了；资本不一定要增

加，而且完全不一定要随着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部分相应增加。

（３）原材料的增加。用在原材料上的资本部分同用在工资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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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部分相比绝对增长了，因为同量原材料吸收的劳动时间量减

少，或者说，同量劳动时间会物化在较大量的原材料上。但是，分工

最初在某个国家也可能在原材料没有绝对增长的情况下存在。在

某个国家中现有的同量原材料可以吸收较少的劳动，也就是说，在

整个国家范围内，较少数量的工人可以加工这些原材料，把它们转

化为新产品，尽管这些工人不象过去那样分散在很大的空间，而是

在个别资本家的指挥下较大量地集中在个别地方。

因此，一般地说，工场手工业即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厂只需要按

另一种方式分配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只需要用集中代替分散。在

那种分散的形式下，这些劳动条件尽管作为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

存在，但还不是作为资本存在，这同人口中已经存在着劳动的部分

但还不是雇佣工人或无产者完全一样。

工场手工业（与机械工场或工厂不同）是一种特殊的与分工相

适应的生产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工业形式。它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最发达的形式［对于一定的历史时期来说］，独立地存在于机器

体系的发明以前，尽管它已经使用了机器，使用了固定资本。

［ⅠⅤ—１７３］配第和上面提到的东印度公司的辩护士（也就是

现代著作家），在论述分工问题时，一开始就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

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商品价格的下降，生产某个商品的社会必要劳

动量的减少。配第是在论述对外贸易时提到分工的。东印度人直

接把分工看作在世界市场上击败竞争者的手段，因为他把世界贸

易本身看作用较少劳动时间取得同样结果的手段。

亚·斯密在他专门论述分工的第一部著作的第一章的结束部

分说，在不同的国家存在着或者说在某个“文明国家”（即产品普遍

采取商品形式的地方）并存着极其多种多样的、为普通工人生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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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服装、用具而互相协作的劳动。

这一章的结尾这样写道：“如果考察一下文明而繁荣的国家的最普通技

工或日工的日用物品，那么你就会看到，把劳动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用于为

他们提供一切必需品的人多得简直难以计数。例如，日工所穿的毛料上衣，不

管它如何粗劣，它是许多劳动者联合劳动的产物”等等。

亚·斯密用以下这些话结束了这一考察：

“可以看到，某个欧洲国君的日用品与勤劳的、安分守己的农民的日用品

之间的差别，可能还没有这个农民与一个统治着千百万赤裸裸的野人的生活

和自由的小国君之间的差别大。”（亚·斯密，同上，第２５、２８页）

整个这一段话和观点都是从１７０５年首次以诗的形式刊印的

孟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中借用的，该书第二卷于１７２９年出版，

包括六组对话（散文形式）。１７１４年，孟德维尔为自己的诗加进了

一些散文注释，这些注释占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卷的大部分篇

幅。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如果我们探索最繁荣的民族的起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任何社会的

最遥远的过去时代里，最富的人和最显赫的人在长时间内都没有现在最穷

苦、最不幸的贫民所能享受到的东西；当时人们认为是奢侈品的许多东西，现

在连穷到要靠社会救济为生的人也能得到…… 如果有人认为穷人穿着粗

毛料外衣和粗布衬衣这样普通的服装是奢侈，那他就会受到人们的嘲笑。但

是，生产最普通的约克夏布需要多少人，需要多少行业以及多少种技能和工

具”等等（１７２４年版第１卷注释‘Ｐ”第１８１—１８３页）。

“为了能够生产美观的鲜红色或深红色布匹，世界各个地方是多么繁忙！

需要多少种职业和雇用多少技工啊！不仅包括那些很明显需要的人，如梳理

工、纺工、织工、制呢工、洗工、染色工、安装工、画匠和包装工，而且还包括那

些看起来似乎与此毫不相干的工种，如机器装配工、镀锡工和化学家，所有这

些工种在这里和［ⅠⅤ—１７４］上述职业的工具、用具和其他附件的生产上所

需的大量其他技艺一样都是必要的。”然后，他又谈到航海业、外国，总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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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在这里所起的作用。（《社会本性的研究》，［１７２３年］第２版附录第４１１—

４１３页）

在这里列举各种不同的职业，实际上无非是说，一旦商品成为

产品的一般形式，或者说，生产以交换价值并从而以商品交换为基

础，那么，首先，每个人的生产就是单方面的，而他的需求则是多方

面的。因此，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甚至最简单的需要，也必需有无

限多的独立劳动部门之间的协作。其次，生产某一单个商品所需要

的全部物的条件，即原材料，工具，辅助材料等等，是作为商品进入

它的生产的；任何商品的生产都要以这些已经生产出来的彼此无

关的商品基本组成部分的买和卖为条件。生产某个商品所需要的

各个个别要素在此以前都已经作为商品而存在，因而一开始就是

作为商品通过流通的中介从外部进入这一个别生产部门的。商品

越是成为财富的一般基本形式，生产越是不再成为个人本身的生

活资料的直接生产，而是象斯图亚特９３所说的那样成为一种贸易，

商品越是不再成为超出个人需要，对他来说成为多余因而可以被

他出卖的那一部分的形式，上述情况就越是如此。在这里，产品本

身还是基础，生产产品是为了生存。在这里，商品生产的基础还是

这样一种生产，这种生产的主要产品不是商品，在这种生产中，生

活资料本身还不取决于出售；在这里还没有这种情况，即生产者不

生产商品就什么也不生产，商品已成为产品的一般的、基本的、必

要的形式，从而使产品完全成为资产阶级财富的要素。如果把两种

农业加以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差别；一种是现代大农业，

另一种农业则不同，它的基础是为维持自身的生存而生产，它会创

造出自己的生产的大部分条件，因此这些生产条件不是作为要以

流通为中介的商品流入该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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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孟德维尔等人的上述观点实际上无非是认为，商品是资

产阶级财富的一般的基本形式；对生产者来说，起决定作用的不再

是产品的使用价值，而仅仅是产品的交换价值，对他来说，使用价

值只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生产者实际上不仅必须生产一定的产

品，而且必须生产货币。这类前提——产品普遍作为商品生产出

来，因而它要以自身作为商品的生产的条件为中介，要以这些生产

条件进入的流通为中介——要求全面的社会分工，或者说，要求互

相制约和互相补充的各种劳动转化为只以流通（买和卖）为中介的

独立的劳动部门。换句话说，作为商品的产品的普遍对立是以生产

这些产品的活动的对立为前提的。［……］①因此，这样的观点在历

史上很重要。［…………………………………］①

［ⅠⅤ—１７５］相反，在亚·斯密已经看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较

高发展阶段上，他简单重复孟德维尔、哈里斯等人的思想，未免有

一点迂腐幼稚，这特别表现在他没有明确地把分工理解为特殊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一点上。另一方面，他赋予工场手工业分工

以特殊的意义，这也恰恰表明现代工厂在他所处的时代还刚刚产

生。尤尔对此正确地指出：

“当亚·斯密撰写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一不朽著作时，工业中的自动

体系几乎还无人知道。他完全有理由把分工看作改进工场手工业的伟大原则

…… 但是，在斯密博士时代有用的例子，在我们这个时代只会使公众在现

代工业的实际原则问题上陷入歧途…… 按不同熟练程度进行分工这种繁

琐教条，最终被我们的文明的工业家抛弃了。”（安·尤尔《工厂哲学》１８３６年

巴黎版第１卷第１章［第２７、２８、３５页］。该书于１８３５年首次出版）９４

这段话确切地表明，这里所谈到的，其实亚·斯密实际上也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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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分工，不是大多数极不相同的社会状态所固有的一般范畴，而

是一种与资本的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完全特定的历史性的

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即使在亚·斯密那里表现为唯一占统治

地位的主要形式，但是就在斯密的时代也属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已

经被压倒的成为过去的发展阶段。［ⅠⅤ—１７５］

          

［ⅠⅤ—１７９］对第１７５页开头的补充。相反，在这个社会发展

阶段上，对照个别家庭自己直接满足自己的几乎全部需求的情况

进行考察更有意思，关于这种情况，杜格耳德·斯图亚特在前引书

第３２７—３２８页上说：

“在苏格兰高地某些地方，根据统计报告，每个农民在几年以前还是用他

们自己鞣制的皮革缝制鞋子，有许多牧羊人和茅舍贫农及其妻子儿女到教堂

去时，都穿着不经任何外人之手而自己制成的衣服，做衣服的材料是他们自

己从羊身上剪下来的，或者是用他们自己种出来的麻。应该补充一句，在做衣

服时，除锥子、针、顶针和极少数织布用的铁制工具外，几乎没有一件买来的

东西。染料是妇女们自己从树、灌木、野草上面采来的。”（杜·斯图亚特《政治

经济学讲义》，载于威·汉密尔顿爵士编的《斯图亚特全集》１８５５年爱丁堡版

第８卷）［Ⅴ—１７９〕

          

［Ⅴ—１７５］尤尔在上面提到的地方说：

“因此，他〈亚·斯密〉得出结论说，可以自然地使工人去适应每一种操

作，他的工资同他的熟练程度是相适应的，这种适合就是分工的实质。”［同

上，第２８页］

因此，首先是工人适应于一定的操作，隶属于这一操作。从此

以后，他就属于这种操作，这种操作成为他的归结为一种抽象的劳

动能力的特殊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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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首先，劳动能力要适应于这种特殊的操作。但其次，因为

操作本身的基础仍然是人的身体，所以就会象尤尔所说的那样，这

种适应同时变为

“按照不同的个人能力分配各种工作，或确切地说，不同的劳动适合于不

同的个人才能”（同上，第２８页）。

换句话说，这些操作本身的划分是同自然的和获得的能力相

适应的。生产过程不是分解为它的各个机械的要素，［Ⅴ—１７６］而

是考虑到这些单个的操作必须作为人的劳动能力的职能来完成而

进行分解的。

          

热·加尔涅在为他翻译的亚·斯密的著作所加上的那一卷注

释中反对国民教育（对斯密论述分工这一章所加的第一个注释），

似乎这种国民教育是同分工相矛盾的，因此人们会谴责

“我们的整个社会制度”（亚·斯密，同上，第５卷第２页）。

这里值得提出加尔涅的几个注释。

“为一国居民生产食物、衣物和住所的劳动是落在整个社会身上的重担，

但是，社会必然把这种重担仅仅转到一部分社会成员身上。”（同上）

社会的工业进步越大，社会的物质需要就增长得越多，

“因此，把它们〈生活资料〉生产、制造出来并把它们供给消费者所要耗费

的劳动也就越多。但同时，——这也是上述进步的结果，——脱离这些体力劳

动的阶级同另一个阶级相比人数增加了。因此，后一个阶级就必须既向大批

人供给一切必需品，又要向其中每个人供给越来越多的和越来越精致的消费

品。而且，随着社会的繁荣，也就是说，随着社会在工商业方面的发展和社会

人口的增长等等……束缚在某种机械的职业上的人的自由时间越来越少。社

会越富，工人的时间越具有更大的价值〈确切地说，工人的时间就越是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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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总之，社会越是前进到繁荣富强的境地，工人阶级从事学习、脑

力劳动和思考的时间就越少”（同上，第２—４页）。

这就是说，社会的自由时间是以通过强制劳动吸收工人的时

间为基础的，这样，工人就丧失了精神发展所必需的空间，因为时

间就是这种空间９５。

“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从事科学活动的时间越少，另一个阶级的这种时间

就越多。后一阶级的人之所以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哲学思考或文学创作，只

是因为他们摆脱了一切生产上的操心，摆脱了日常消费品的加工和运输，而

这又是因为其他人担负了所有这一切机械的操作。同一切分工一样，随着社

会日益富足，这种纯粹机械劳动和智力劳动的分工，也越来越加剧和明显。这

种分工，同一切其他分工一样，是过去进步的结果和未来进步的原因……难

道政府应当阻止这种分工，［Ⅴ—１７７］并延缓这种分工的自然进程吗？难道政

府应当花费社会收入的一部分，来把自身力图进行分工的两个劳动阶级溶合

为一、混在一起吗？”（同上，第４、５页）

生产量的增加是由于劳动生产率在使用同数工人的情况下提

高了，同时由于劳动时间的长度和强度增加了。在这种前提下，生

产量的进一步增长就取决于与资本相对立的雇佣工人的增长或增

加。工人人数的增加，部分是直接由于资本；由于过去的独立手工

业者等等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转化为雇佣工人；也由于

机器的采用等等使妇女、儿童变成了雇佣工人。因此，尽管总人口

没有变，工人人数却相对增加了。但是，资本也使人数绝对增加了，

首先是使工人阶级的人数绝对增加了。人口之所以能绝对增

加，——因而同刚才提到的那些过程无关，——不仅是因为生出了

更多的儿童，而且是因为更多的儿童长大了，达到了他们能劳动的

年龄。在资本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使全年生产的生活资料数量

增加了，并且使生活资料如此之便宜，以致平均工资可以用于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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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基础上再生产工人，尽管平均工资的价值已经下降，代表

较少的物化劳动时间量（只要平均工资的价值量不是完全按照劳

动生产力提高的比例而减少）。生活水平也就会下降。

另一方面，资本使工人阶级所处的生活状况是：集结，没有其

他一切生活享受，完全没有希望达到更高的社会地位和保持某种

体面，他们的整个生活毫无内容，工厂中异性混杂，工人本身孤独，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导致工人早婚。由于减少或几乎完全废除了

必要的学习时间，儿童年龄很小就可以当生产者，从而缩短了必须

抚养他们的时间，由于这一切，大大刺激了人类加速生产。如果一

代工人的平均年龄缩短了，那么在市场上就总是会出现过剩的、寿

命很短的一代人，而且他们的人数还会不断增加，这就是资本主义

生产所需要的一切。

因此，一方面可以说（见科兰等人），一个国家越富，这个国家

的无产阶级人数就越多９６，财富的增长通过贫困的增长表现出来。

另一方面，不依赖于手工劳动的人数相对增加了，尽管工人人数增

加了，但是物质上要靠工人的劳动来养活的社会阶层的人口也以

同样的比例增加了（见科兰、西斯蒙第等人）。日益增长的资本的生

产率直接表现为资本所占有的日益增加的剩余劳动量，或者说，表

现为日益增加的利润量，后者是一个价值量。这个价值量不仅是日

益增加的量，而且同一价值量体现为大得多的使用价值量。

因此，社会收入增加了（撇开工资不说），即社会收入中不再

［Ⅴ—１７８］转化为资本的部分增加了，从而也就是不直接参加物质

生产的社会阶层借以维持生活的那个主体增加了。于是社会中从

事科学的部分也增加了；同样，从事流通（贸易、金融业务）的人数

以及只从事消费的游手好闲的人也增加了；为居民服务的部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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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例如，这部分人在英国达到一百万，也就是说，比直接在纺

纱厂和织布厂就业的全部工人的人数还要多９７。在资产阶级社会

从封建社会中脱胎出来时，这部分人口大大减少了。在资产阶级社

会的比较发展的阶段上，这种自愿的奴隶制（见魁奈关于仆人的论

述）又随着奢侈，财富和炫耀财富的现象的出现而空前地增多起

来。工人阶级必须养活这批与工人阶级本身相分离的人，为他们劳

动，因为他们自己不直接参加物质生产（军队也是这样）。［Ⅴ—

１７８］

［Ⅴ—１７９］对第１７８页的补充。

尽管工人人数绝对增加了，但相对来说减少了，不仅同吸收工

人劳动的不变资本相比而言相对减少了，而且同社会中与物质生

产不发生直接关系或者根本不从事任何生产的部分相比也相对减

少了。

“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随着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由于人口的增

长和技术设备的改良而提高，劳动的人数会逐渐减少…… 财产由于生产资

料的改良而增加；财产的唯一使命就是鼓励懒散。当每一个人的劳动勉强够

维持他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因为不可能有财产｛资本｝，所以不会有有闲者。如

果一个人的劳动能够养活五口人，那么一个从事生产的人就将负担四个有闲

者的生活，因为只有这样产品才能消费掉…… 社会的目标就是牺牲勤劳者

来抬高有闲者，从富裕中创造出实力…… 生产产品的劳动是财产的父亲，

帮助别人消费产品的劳动是财产的孩子…… 财产的增加，维持有闲者的能

力的增长和非生产劳动，这就是政治经济学上称为资本的东西。”（文学硕士

皮尔西·莱文斯顿《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１８２４年伦敦版第１１—１３页）

“居民中从事剥削的人越少，他们加在被他们剥削的人身上的负担就越

少。”（科兰《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无产者和资产

者》１８５６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６９页）

“如果把贫困的增长，即剥削阶级的人数较多而被剥削阶级的人数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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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看作是社会向坏的方面的进步，那么，从十五世纪开始一直到十九世

纪所完成的就是社会向坏的方面的进步。”（同上，第７０—７１页）［Ⅴ—１７９］

［Ⅴ—１７８］关于科学同劳动（就它与劳动本身有关系的方面而

言）的分离，科学（工业和农业就是科学的应用）同工业工人和农业

工人的分离都应该在机器部分论述。（一般来说，这一切都属于资

本和劳动这最后一章所考察的内容９８。）

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同时也是手工业工人，而且自己参加劳动。

他在他的这一行手艺中是师傅。在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中，

这种情况不存在了。资本家除了作为买者和卖者所完成的商业业

务以外，他的活动在于使用一切手段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也就是

尽可能多地提高劳动的生产率。

“资本家阶级最初部分地摆脱了体力劳动的必要性，最后完全摆脱了体

力劳动的必要性。他们所关心的是尽可能增大他们所雇用的工人的生产力。

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而且几乎完全集中在提高这种生产力上。现在人们越

来越想发现达到人类劳动的一切目的的最好手段；知识面扩大了，知识的应

用范围也扩大了，知识促进了劳动。”（理查·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

１８５２年哈特福版第３讲第３９页）

“企业主总是要竭力节省时间和劳动。”（杜格耳德·斯图亚特《政治经济

学讲义》，载于威·汉密尔顿爵士编的《斯图亚特全集》１８５５年爱丁堡版第８

卷第３１８页）

“这些投机家非常节约工人的劳动，因为对这些劳动必须支付报酬。”

（日·恩·比多《工业技术和商业中的垄断》１８２８年巴黎版第１３页）

“由于男子劳动日益为妇女劳动代替，特别是成年人劳动日益为儿童劳

动代替，工人人数大大增加了。三个每周工资为６至８先令的１３岁的女孩，

排挤了一个每周工资为１８至４５先令的成年男子。”（托·德·昆西《政治经

济学逻辑》１８４４年爱丁堡和伦敦版第１４７页注）［Ⅴ—１７９］

［Ⅴ—１７９］“生产费用的节约，不外是用于生产的劳动量的节约。”（西斯

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１８３７年布鲁塞尔版第１卷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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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１８０］关于作为分工（分工同时又会增加所使用的工人人

数）的前提的资本的增长，亚·斯密指出：

“分工愈细，同样数目的人所能加工的原料数量就会大大增加；因为这时

每一个工人的操作愈来愈简单，所以减轻和缩短劳动的新机器就大量发明出

来。”

（这是一种奇怪的逻辑。因为劳动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简

单劳动，所以人们发明机器以减轻和缩短劳动。因此，机器之所以

发明出来，是由于分工减轻和缩短了劳动！应该说，工具简化了并

分解成各种工具，后来由于这些工具的组合而产生了机器。）

“因此，随着分工的发展，为了经常雇用同样数目的工人，就必须预先积

累同样多的生活资料，以及比分工不发达时更多的原料和劳动工具。也就是

说，一种行业分工愈细，它的工人人数就增加得愈多，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

他们人数的增加，才使他们分工能够愈来愈细。”（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

因的研究》第２卷第１９３—１９４页，第２篇序论）

亚·斯密同时告诉我们，资本家始终力图提高劳动生产力。在

这里，资本的积累是分工和机器的前提（因为分工和机器表现为资

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反过来说，积累是上述劳动生产力提高的结

果。在前面所引的地方，斯密说：

“劳动生产力的大大提高，非有预先的资本积累不可，同样，资本的积累

也自然会引起劳动生产力的大大提高。凡是使用自己的资本来雇用工人的人

当然希望，他这样做会使工人完成尽可能多的工作。因此，他力求在自己的工

人中间最恰当地进行分工，并把他所能发明或购买的最好的机器供给工人使

用。他在这两方面成功的可能性如何，通常要看他有多少资本，或者说，要看

这个资本能够雇用多少工人。因此，在一个国家里，不仅劳动量随着推动劳动

的资本的扩大而增加，而且同一劳动量所生产的产品，也由于资本的扩大而

大大增加。”（同上，第１９４—１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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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１８１］“为我们所有的人提供全部消费品的人数不超过我们人口总

数的四分之一。”（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１８２７年伦敦版第１４页）

“贪婪的吝啬鬼不放心地监视着自由短工，只要他稍有松懈，就会受到指

责，而只要他休息一下，就硬说是偷窃了他。”（兰盖《民法论》１７６７年伦敦版

第２卷第４６６页）

关于分工的（有害的）后果，亚·斯密在专门论述分工的第一

篇第一章中只是顺便提到；相反，他在关于国家收入的第五篇中是

完全根据弗格森的观点论述的。他说（第五篇第一章第三节第二

项）：

“随着分工的进步，大部分靠劳动为生的人的职业，也就是说，全部人口

中大多数人的职业，只限于极少数的简单操作，常常只有一两种操作。但是，

大部分人的智力的养成必然是同他们的日常职业相一致的。如果一个人终生

从事少数简单的操作，而这样操作的结果也可能始终是相同的或者说几乎是

相同的，那么，他就既没有条件发展他的智力，也没有条件培养他的想象力以

寻找克服困难的方法，因为他永远不会遇到困难。这样一来，他自然就会失掉

发展和锻炼自己的能力的习惯，他渐渐变得迟钝起来，愚昧无知到无以复加

的地步。他的精神上的这种麻木状态……他的生活单调呆板，这些当然会使

他的性格变坏，使他消沉下去…… 这甚至会减弱他的肉体上的活动力，除

了他习惯的职业以外，只要他在稍长一点时间内从事别的职业，他的体力就

会吃不消。因此，他在本行技艺中的熟练程度，可以说是以智力、社会德行和

战斗能力为代价所获得的一种特长。但是，劳动贫民，即一切工业发达和文明

的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 在通常称做野蛮社会的

社会，即猎人社会，牧人社会，甚至在制造业未发达及国外贸易未扩大的不发

达农业状态下的农业社会，情形就不是这样。在这些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有各

种各样的工作，这就迫使他要不断地努力锻炼自己的能力…… 在［Ⅴ—

１８２］未开化社会，虽然各个人的职业多种多样，但整个社会的职业却并没有

好多样…… 相反，在文明社会，虽然大部分人的职业几乎没有多大差别，但

整个社会的职业，则种类多至不可胜数。”（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第４卷第１８１—１８４页）［Ⅴ—１８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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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１８３］在分工中就象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形式中一样，

使我们感到吃惊的是对抗的性质。

［第一：］在工厂内部的分工中，工人在数量上按照整个生产，

即结合劳动的产品所需要的一定比例，严格地合乎规律地在各个

个别操作中分配。相反，如果我们考察整个社会，——社会的分

工，——那么，我们就会时而在这个生产部门，时而在那个生产部

门中发现过多的生产者。商品价格通过竞争时而高于商品的价值，

时而低于商品的价值，但竞争不断地使这种不等和差额趋向消失，

同样又不断地把它们再生产出来。商品价格的运动是以竞争为中

介的运动，它是大量生产者在一定的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的调

节者，正是这种运动引起了各个个别生产部门内生产者的不断的

流出和流入——这就是所谓的需求和供给的规律，这一规律一方

面决定着价格，另一方面又要由价格来决定。即使在这里不详细研

究这一点，社会内部的无政府主义的分配与工厂本身内部的正常

的、固定的分配之间的区别也是一目了然的。

第二：在社会内部，不同生产部门互相联系在一起，这些部门

只不过是产品必须经历的生产的各个阶段，产品只有通过这些阶

段才能获得它的最终形式，即它的最后形式，产品的使用价值在这

种形式上得到最终完成；这些生产阶段，例如有种植亚麻、纺麻纱、

织麻布，它们以商品流通为中介，因此这些部门最终就为生产一种

产品而协作。亚麻对纺纱工人来说是商品，［Ⅴ—１８４］棉纱对织布

工人来说是商品。在这里，商品的买和卖是以内在地——作为内在

的必然性——存在于这些互相独立经营的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为

中介的。相反，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是以提供某种一定的产品的

各种不同的操作的直接结合为前提的。这种产品只有作为这些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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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操作的结果才成为商品。反之，每个局部操作生产的局部产品不

会成为商品。在这里，协作的实现并不是通过某一生产过程的产品

一开始就作为商品进入另一生产过程，而是通过互相分离的各种

劳动的互相补充。相反，各种劳动的直接结合在这里是使它们的共

同产品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前提。

第三：

｛在相对剩余价值之后，应该把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结合起来考察。然后考察剩余价值提高和下降的比例。在这之后

或者相反在这之前，考察生产方式本身在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时所经历的变化，不再只是劳动过程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资本创

造相对剩余价值、提高生产力和增加产品数量的各种手段，都是劳

动的社会形式，但是它们相反表现为资本的社会形式，表现为资本

本身在生产内部的存在形式。因此，不仅要说明资本怎样生产，而

且还要说明资本本身怎样被生产出来，即资本自身的起源。此外还

要指出，使过去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些社会生产关系的特定形式，

是与物质生产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和生产的一定的物质条件相适

应的，但是这些生产条件自身又只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它们的出发

点当然属于资本主义前的某个社会生产阶段。这些生产条件的产

生和发展与资本本身的起源相一致，直到生产在已经建立起来的

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进行为止，在此之后，上述生产条件就只是被扩

大和再生产。另外，资本的这一起源同时表现为劳动的让渡过程即

异化，表现为劳动自身的社会形式转化为同劳动相异化的权力，同

时，资本也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程度表现为一种社会形式，

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的个别劳动的形式。然后应当说明，资本在多大

程度上是生产的，并要考察与此有关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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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然后，工资和剩余价值表现为收入，表现为我们在过渡到资

本积累时不可缺少的收入形式１００。｝

在工厂内部，各种不同的操作按计划系统地实行分配，各种工

人按照某种规则被固定在这些操作上，这种规则对工人来说是一

种强制性的、异己的、从外部强加于工人的规律。同样，结合劳动的

联系即结合劳动的统一对个别工人来说是资本家的意志、独裁、支

配和监督；工人自己的协作也完全一样，这种协作对他们来说不表

现为他们的行为，不表现为他们自身的社会存在，而表现为把他们

结合在一起的资本的存在，表现为资本［Ⅴ—１８５］在直接生产过程

即劳动过程本身中的某种存在形式。相反，在社会内部，分工表面

上是自由的，在这里就是偶然的，尽管有某种内在联系，但是这种

内在联系同样既是互相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客观情况的产物，又

是他们的意志的产物。不管作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工，

即工厂内部的分工同整个社会的分工如何对立，它们双方是互相

制约的。实际上这只是说，大工业和自由竞争双方是互相制约的资

本主义生产形式。但是，这里应该完全避免谈论竞争，因为竞争是

资本的相互作用，因而已经要以资本本身的发展为前提。

我们的出发点是作为财富的最基本形式的商品。商品和货币

两者都是资本的基本的存在方式，但它们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

能发展成为资本。资本只能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基础上形成，

因而只能在已有的、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商业的基础上形成，相反，

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包括货币流通）决不要以资本主义生产作

为自己存在的前提，相反，它们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的既定的

历史前提。但是另一方面，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

才第一次成为产品的一般形式，一切产品才必须采取商品形式，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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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卖不仅把剩余的产品纳入自己的范围，而且也把生活所必需的

东西纳入了自己的范围，并且各种不同的生产条件本身全部作为

商品通过买和卖进入生产过程本身。因此，如果从一方面来说商

品表现为资本形成的前提，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商品作为产

品的一般形式同样在实质上表现为资本的产品和结果。在其他生

产方式下，产品只是部分地采取商品形式。相反，资本所生产的

必然是商品，它的产品是商品，否则就什么也不生产。因此，也

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即资本的发展已经阐明的关于商品的一般

规律，例如，商品的价值由商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才第一次得到实现。这里可以看到，甚至属于以前的生产时期的

范畴怎样在不同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获得了特殊的不同的性质

——历史的性质。

一旦劳动能力（不是工人）转化成了商品，因而一旦商品的范

畴从一开始就已占有它从前没有占有的整个领域，货币——它本

身只是商品的一种转化形式——就转化为资本。一旦劳动人口不

再作为商品生产者进入市场，不再出卖劳动产品，而是出卖劳动本

身，或者更确切地说，出卖他们的劳动能力，那么，生产就会在整个

范围内，在全部广度和深度上成为
·
商
·
品
·
生
·
产，一切产品都变成商

品，每一个个别生产部门的物的条件本身都作为商品进入该部门。

实际上，商品只有在资本、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才成为财富的一

般的基本形式。但是，这里已经包含着这样一种情况，［Ⅴ—１８６］即

以偶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内部的分工的发展和工厂内部的资

本主义分工这两者是互相制约的和互相形成的。

这样，生产者只生产商品，就是说，产品的使用价值对他来说

只是作为交换手段而存在，这一事实表明，生产者的生产完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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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因而他通过自己的生产只满足某种完全片

面的需要。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把产品普遍作为商品的生产只有在

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才能进行。例

如，如果资本还没有占有农业，那么大部分产品就会仍然直接作为

生存资料而不作为商品被生产；大部分劳动人口仍然不会变成雇

佣工人，大部分劳动条件仍然不会转化为资本。

资本主义生产，从而工厂内部的有规则的分工，会直接扩大社

会内部的自由分工（完全不谈以大量生产为条件的交换范围的扩

大，不谈世界市场），这是由于它使一定数量工人的劳动更加有效，

因而不断地为新的劳动腾出一部分劳动力，与此同时发展着迄今

一直是潜在的或非现存的需求和满足这些需求的劳动方式。这也

是由于人口增加，再生产和增加劳动能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变得

便宜；同样也是由于剩余价值（其中一部分转化为收入）现在力图

在极其多种多样的使用价值中实现自己。

只要商品表现为产品的统治形式，而个人要生产什么东西，不

只是生产产品、使用价值、生活资料，相反，商品的使用价值对这些

个人来说只不过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交换手段、可能的货

币；因而这些个人必须生产商品，在这种场合，他们彼此之间的关

系——只要考察一下他们的活动的物质交换、他们在生产内部的

关系——是商品所有者的关系。但是，正如商品只有在商品交换即

商品流通中才能发展一样，商品所有者也只有在卖者和买者的特

征中才能得到发展。卖和买，即先是产品转化为商品、然后是商品

转化为货币，以及商品依次表现为商品、货币，又表现为商品的这

种形态变化，这些运动使互相独立的个人的生产变成了社会的生

产。这些个人的产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即商品生产者本身之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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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社会关系，恰恰只是他们的产品转化为商品和货币，而产品依

次采取这些不同规定所经历的行为和运动，就是卖和买。

因此，不管商品所有者的需求性质和生产不同使用价值的各

种活动的形式本身所产生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如何，不管这种内

在联系把不同的使用价值，因而把生产并包含在这些使用价值中

的不同种劳动结合成一个整体，一个总和，一个活动和财富的体

系；不管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为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在何种程

度上是另一个商品生产者的使用价值，——商品生产者所结成的

社会关系是他们的产品向商品和货币的转化，以及他们作为商品

形态变化的承担者互相对立时进行的运动。［Ⅴ—１８７］因此，如果

产品互相作为商品存在，个人作为商品所有者存在，在进一步的发

展中作为卖者和买者存在，这本身要以社会分工为前提，——因为

没有分工，个人就不会生产商品，而是直接生产使用价值、自身的

生活资料，——那么，它进一步就会以一定的社会分工为前提，即

以这样一种分工为前提，这种分工在形式上是绝对偶然的，取决于

商品生产者的自由意志和活动方式。

如果说这种自由受到了限制，那么它受到限制并不是由于国

家的影响或其他外界的影响，而是由于使商品成为商品的那些存

在条件或特殊情况。商品必须对社会即对买者具有使用价值，就是

说，它必须满足一定的现实的或想象的需要。这是单个商品生产者

的基础，但是，他是满足现有的需要，或者用他生产的使用价值引

起新的需要，或者还是由于失策而生产出某种无用的东西，这是他

自己的事情。他的事情就是要找到一个买者，他的商品对这个买者

来说具有使用价值。他必须实现的第二个条件是，在他的商品上耗

费的劳动不应该多于生产这种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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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表现为他生产他的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不应超过生产同种商

品的生产者平均所需的劳动时间。

可见，作为商品的产品的生产——在商品是产品的必要形式

即生产的一般形式，从而生活需求通过卖和买得到满足的情况下

——是以某种社会分工为条件的。虽然这种社会分工按照它的内

容来看是以［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活动等等的相互联系为基础，

但这些活动的联系在形式上只以产品转化为商品、生产者作为商

品所有者即商品卖者和买者的相互关系为中介。因此，［不同的］活

动的联系一方面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在个人身上只是作为需要、需

求和能力等等出现的自然必然性的产品，另一方面表现为个人的

独立的、不过只是由产品的本质——必须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决定的意志的产物。

另一方面：只是在劳动能力本身对它的所有者来说已经成为

商品，从而工人成为雇佣工人，货币成为资本的地方，产品才普遍

采取商品形式，生产者相互作为卖者和买者的关系才是支配他们

的社会联系。货币所有者和工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也只是商品所有

者的社会联系。由于工人不得不出卖的商品的特殊性质，由于买者

消费这个商品的特殊方式以及他购买该商品的特殊目的，这种关

系会发生变化，产生出新的社会关系。此外，资本主义生产自身导

致工厂内部的分工，而工厂内部的分工同资本所采用的其他生产

手段一样，进一步发展了大规模生产，从而使产品的使用价值越来

越与生产者无关，进一步发展了单纯为卖的生产，即产品单纯作为

商品的生产。

［Ⅴ—１８８］可见，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社会内部的自由的、似

乎是偶然的、不能控制的和听凭商品生产者的任意行动的分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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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内部的系统的、有计划的、有规则的、在资本的指挥下进行的

分工是一致的，而且这两种分工是齐头并进地向前发展的，通过相

互作用而相互产生。

相反，在社会分工本身表现为固定的法律、外在的法规并受规

章支配的社会形式中，作为工场手工业的基础的分工并不存在，或

者只是偶然见到并处于初期阶段。例如，行会规章规定了一个师傅

可以雇用的徒弟的非常低的最高限额。正是这种情况，妨碍着师傅

发展成为资本家。因此，分工自然就从工场内部被排除了。（这一

点还要比较详细地叙述。）

柏拉图为分工辩护的主要论据是，如果一个人从事各种不同

的劳动，从而把这种或那种劳动当作副业，那么产品就必须等待对

劳动者的适当的时机，而按照柏拉图的意见则相反，劳动应当适应

产品的需要①。不久前，漂白业主和染色业主在反对把他们纳入工

厂法的约束范围｛《漂白厂和染色厂法》于１８６１年８月１日生效｝

时提出了这一论据。问题在于，根据工厂法（它在这一方面的条款

的适用范围扩及到了漂白业和染色业）：

“在一个半小时吃饭时间中的任何时间内，儿童，少年以及妇女都不允许

再工作，或者不许留在任何生产过程正在进行的地方；一切少年和妇女都必

须在同一时间内吃饭。”

［在引用工厂法的这一要求时，工厂视察员接着说：］

“漂白业主抱怨工厂法关于必须在同一时间内用餐的规定，他们提出的

理由是，如果说工厂的机器在任何时候停车都不会造成损失，并且在停车时

只是减少生产，那么这样一些操作，如烧毛、洗涤、漂白、展平、打光和染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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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时就不可能不遭受使织物受到损坏的风险…… 强制规定所有的工人

在同一时间内吃饭，这就有可能使有价值的财物由于这些或另一些操作没有

结束而遭受损失。”（《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６２年伦敦版第２１—２２页）

（规定同一吃饭时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没有这种规定的情

况下，就根本不可能监督工人一般是否得到了吃饭时间。）

          

不同种类的分工。

“在有一定文明程度的国家中，我们看到三种分工：第一种我们称之为一

般的分工，它使生产者分为农民、制造业者和商人，这是与国民劳动的三个主

要部门相适应的；第二种［Ⅴ—１８９］可以叫做特殊的分工，是每个劳动部门分

为许多种。例如，在初级生产部门中分农民和矿工等职业。最后，第三种分工

可以叫做分职或真正的分工，它发生在单个手工业或职业内部，是指一些工

人把制作同一种用品和商品所必须完成的劳动在自身之间进行分配。在这种

情况下，每一个工人只完成一种操作，这项操作的结果决不是使所生产的产

品完整地生产出来，只有通过从事制作这种产品的全体工人的联合劳动才能

得到这一最后结果。在大多数手工工场和作坊都有这种分工，这些工场和作

坊拥有相当多的工人，他们生产同一种商品，并且各人完成不同的劳动。”（斯

卡尔培克《社会财富的理论》１８４０年巴黎第２版第１卷第８４—８６页）

“第三种分工是指发生在工场内部的分工…… 它随着用于建立手工工

场的资本和工场主的出现而产生，这些工场主拥有组织工人的劳动所必需的

一切资料，他们由于拥有这些资料可以指望，生产他用来进行交换的那些产

品时所花的费用将会得到补偿。”（同上，第９４—９５页）

简单协作。

“此外必须肯定，这种部分的分工在劳动者干同样的活时也能实行。例

如，瓦匠手递手地把砖传送到脚手架上去，他们虽然做的是同样的活，但在他

们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种分工，这种分工表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把砖传送一定

的距离，他们共同把砖传到一定的地点，这比每个人单独把砖搬到脚手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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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要快得多。”（同上，第９７—９８页）

（γ）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蒸汽、

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

  ［资本主义应用机器的前提和后果］

［Ⅴ—１９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指出：

“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

［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两卷集１８４８年伦敦版第３１２页；第２版

（１８４９年）第３１４页］

他应该说：任何劳动者每天的辛劳。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

基础上，使用机器的目的，决不是为了减轻或缩短工人每天的劳

动。

“商品便宜了，但它们是人的血肉造成的。”（［约·巴·拜耳斯］《自由贸

易的诡辩》１８５０年伦敦第７版第２０２页）

使用机器的目的，一般说来，是减低商品的价值，从而减低商

品的价格，使商品变便宜，也就是缩短生产一个商品的必要劳动时

间，但无论如何不是缩短工人生产这种变便宜的商品所花费的劳

动时间。实际上，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缩短工作日，而在于——凡是

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生产力的场合都是如此——缩短工人为再

生产其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换句话说，就是缩短工人为生产

其工资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因而缩短工人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

分，即他的劳动时间的有酬部分，并通过缩短这一部分而延长他无

偿地为资本劳动的工作日部分，即工作日的无酬部分，他的剩余劳

动时间。为什么随着机器的使用，侵吞别人劳动时间的贪欲到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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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长，而工作日——在尚未受到法律的强制干预之前——不是

缩短了，相反地却延长到了超过它的自然界限，不仅相对剩余劳动

时间增加了，而且总劳动时间也增加了。这种现象我们将在第三

章１０１中考察。［Ⅴ—１９０］

［Ⅴ—１９６］接第１９０页。

“但是，与工人人数增加的同时，工人中每一个人完成的工作量也增加

了。现在，在制造过程中雇用的工人的劳动，是开始实行这些操作时的三倍。

毫无疑问，机器完成的工作，代替了成百万人的肌肉，但是，机器也使受它可

怕的运动支配的人的劳动惊人地增加了。”（艾释黎勋爵《工厂十小时工作日

法案。１８４４年３月１５日星期五“工厂副视察员贝克（１８４３年的《工—１７１］竞

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力可言。”（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１察员报

告》）报道说，他曾经看到几个女工；他相信，她们可能不久前刚满１８岁，但被

迫从早晨６点劳动到晚上１０点，中间只有一个半小时的吃饭时间。在他列举

的其他场合，女工们被迫整夜在７０度到８０度的温度１０２下劳动……

我（霍纳先生在１８４３年的《工厂视察员报告》中说）遇到过许多刚满１８

岁的女工，她们从早晨５点半到晚上８点不停地劳动，如果不算一刻钟早饭

时间和三刻钟的午饭时间。可以肯定地说，她们一昼夜劳动十五个半小时。

在女工中（桑德斯先生在１８４４年的《工厂视察员报告》中说），有些人接

连好多星期，除了少数几天以外，都是从早晨６点干到深夜１２点，中间只有

不到２小时的吃饭时间，因此，一星期当中有５天，都是每天２４小时中只剩

下６小时给她们上下班和睡觉。”（艾释黎，同上，第２０—２１页）

关于劳动力的早衰，换句话说，关于强制延长劳动时间而造成

的未老先衰：

“１８３３年，我收到了郎卡郡大工厂主艾释华特先生的来信，其中有下列

几行有趣的话：‘当然，现在您会问起关于那些老年人的情况，据说，他们在活

到４０岁或者刚刚过了这个岁数，就会死去或无力再工作。’请注意，对４０岁

的人就使用‘老年人’这个用语。”（同上，第１２页）

“政府委员会委员麦金托什（专门派出搜集证据，以驳斥１８３２年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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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委员会成员之一）在他的１８３３年的报告中说：‘尽管我们对考察儿童

的悲惨处境早有准备，但是仍然很难相信他们所显示出来的年龄，他们竟未

老先衰到如此程度。’”（同上，第１３页）

（这些引文接第Ⅲ本笔记第１２４页以后的ｅ页
１０３
。）［Ⅴ—

１９６］       

［Ⅴ—１９０］只有在个别情况下，资本家使用机器的目的是直接

降低工资，尽管在这种场合他们总是用简单劳动代替熟练劳动，用

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代替成年男子劳动。商品价值取决于它所包

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使用新的机器时，如果大量生产还继续

以旧的生产资料为基础，资本家就可以把商品低于它的社会价值

出售，虽然他是把商品高于它的个别价值出售，即高于他在新生产

过程条件下制造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出售。因此，这里情况似乎

是，对资本家说来，剩余价值来源于出售——对其他商品所有者的

欺骗，来源于把商品的价格哄抬得高于它的价值，而不是来源于缩

短必要劳动时间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但是，这不过是一种假象。

由于劳动在这里获得了与同一部门的平均劳动不同的特殊生产

力，它已成为比平均劳动高的劳动；例如，这种劳动的一个劳动小

时等于平均劳动的 ５
４劳动小时，是自乘的简单劳动。但是，资本家

仍按平均劳动付给工资。因此，少量的劳动小时［在新的条件下］，

等于多量的平均劳动的劳动小时。资本家对于自己的工人的劳动

是按平均劳动付酬的，但是按它的实际情况，即按较高的劳动出售

的，而一定数量的这种劳动等于较多的平均劳动。

因此，根据假定，为了生产同一价值，工人只需要从事比平均

工人较少的时间的劳动就够了。［Ⅴ—１９１］所以，实际上，他花费比

平均工人较少的劳动时间，就生产了自己的工资，或再生产他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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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等价物。这样一来，他就把较多的劳动小

时作为剩余劳动给了资本家；只有这种相对剩余劳动，才使资本家

在出售商品时得到高于它的价值的价格余额。资本家只有出售时，

才能实现这种剩余劳动时间，或者说，实现这种剩余价值；但是，这

种剩余价值并不是来源于出售，而是来源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因

而相对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甚至当使用新机器的资本家支付的工

资高于平均工资时，他能够实现超过正常剩余价值即超过同一生

产部门其他资本家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余额，也只是由于工资并非

按照这种劳动超过平均劳动的同一比例增加，因而剩余劳动时间

总是相对增加。因此，这种情况也受剩余价值＝剩余劳动这个一般

规律的支配。

机器——一旦被资本主义使用，已经不再处于其原始阶段，大

部分已经不再只是比较有力的手工业工具——必须以简单协作为

前提，而且简单协作（我们将会在下面看到），对机器说来，比对以

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来说，是一个更重要得多的因素，在工场

手工业中，简单协作只表现在实行简单的倍数原则，也就是说，不

仅把各种不同的操作分配给各种不同的工人，而且也有人数比例，

即把一定数量的小组工人分配到各种操作上，而每一个这样的小

组工人都从属于某一种操作。

在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最发达的形式即机械工厂中，

主要的是许多人在那里制作同一的产品。这甚至是它的基

本原则。其次，机器的使用最初是把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

工业作为自己存在的先决条件的；因为机器本身的制造

—— 从而机器的存在—— 是以充分实行分工原则的工厂为

基础的。只有在进一步发展的阶段，机器本身的生产才在采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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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基础上——在机械工厂中完成。

“在力学发展的早期阶段，机器制造厂展示了各种等级的劳动的分工；锉

刀、钻头、车床各有其相应技能的工人。但是，使用锉刀和钻头的工人的技能

现在却被刨床、切槽床和钻床所代替，而切削金属的车工的技能却被机械车

床所代替。”（尤尔《工厂哲学》第１卷第３０—３１页）

一方面，工场手工业中发展起来的分工在机械工厂内部重新

出现，虽然规模很小；另一方面，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机械工厂又

把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最重要的原则废除了。最后，机器

的使用扩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增加了特殊生产部门和独立生产

领域的数量。

使用机器的基本原则，在于以简单劳动代替熟练劳动，从而也

在于把大量工资降低到平均工资的水平，或把工人的必要劳动减

低到平均最低限度和把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减低到简单劳动力的生

产费用的水平。

［Ⅴ—１９２］通过简单协作和分工来提高生产力，资本家是不费

分文的。它们是资本统治下所具有的一定形式的社会劳动的无偿

自然力。应用机器，不仅仅是使与单独个人的劳动不同的社会劳动

的生产力发挥作用，而且把单纯的自然力——如水、风、蒸汽、电等

——变成社会劳动的力量。这里已不用说关于机器的真正工作部

分（即直接用机械或化学方法加工原料的部分）的力学定律的运用

了。但是，上述增加生产力，从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形式的特点

在于，所使用的单纯自然力的一部分，在它被使用的这一形式上是

劳动产品，例如把水变成蒸汽时就是这样。在动力，例如水，是自然

形成的瀑布等等的地方｛顺便指出，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法国人在

十八世纪使水产生水平作用，而德国人则总是造成人工落差｝，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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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运动传到机器本身的媒介，例如水轮，就是劳动产品。而直接

加工原料的机器本身也完全是这样。

因此，机器与工场手工业中的简单协作和分工不同，它是制造

出来的生产力。机器具有价值；它作为商品（直接作为机器，或间接

作为必须消费掉以便使动力具有所需要的形式的商品）进入生产

领域，在那里，它作为机器，作为不变资本的一部分而起作用。机器

和不变资本的任何部分一样，把它本身包含的价值加到产品上，也

就是说，它使产品由于加进生产它本身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变

贵。        

因此，虽然我们在本章中专门考察可变资本和它自身赖以再

生产的那个价值量之间的比例，换句话说，就是耗费在某一生产领

域内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比例；并且由于这个原因，我们

不想考察剩余价值和不变资本以及和预付资本总额之间的比例；

但是，机器的应用，迫切要求在考察用于工资的那部分资本的同

时，也考察资本的其他部分。问题在于，这样一个原则，即使用提高

生产力的手段能使相对剩余时间增加，从而也使相对剩余价值增

加的原则，其依据是，由于应用了发明，使生产力提高了，即同等人

数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内生产了更多的使用价值，这样商品变便宜

了，因而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缩短了。但是，在采用机

器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结果，只是靠更大量的投资，靠使用已有

的价值，靠加进某种［新的］因素，因而，这种因素按自己本身的价

值额增加了产品即商品的价值量。

首先，拿原料来说，自然，无论用什么方法对它进行加工，它的

价值仍然和原来一样，也就是说，仍然和它进入生产过程时的价值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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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１９３］其次，使用机器，使一定量原料所吸收的劳动量减

少，或使在一定劳动时间内转化为产品的原料数量增加。

如果考察一下这两个因素，那么，用机器生产的商品所包含的

劳动时间少于不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它代表较小的价值量，它比较

便宜。但是，这种结果，只有通过商品——以机器形式存在的商品，

这种商品的价值加进产品中去——的工业消费才能够达到。

可见，不管是否使用机器，原料的价值仍然不变，而一定量原

料转化为产品，从而转化为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随着机器的使用

而减少了，因此，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变便宜，只取决于唯一的一种

情况：机器本身包含的劳动时间，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力所包含的

劳动时间；进入商品［价值］的机器的价值，要小于（即等于较少的

劳动时间）它所代替的劳动的价值。而这后一种价值等于劳动力的

价值，它的使用量由于应用机器而减少了。

随着机器脱离自己的幼年时期，在规模上和性质上不同于它

们最初所代替的手工业工具，它们日益增大和昂贵，需要更多的劳

动时间来进行自身的生产，提高了自己的绝对价值，虽然相对说

来，它们变得便宜，就是说，效率高的机器按它的功效来算比效率

低的机器便宜，也就是说，生产机器本身所花费的劳动时间量在增

长程度上远远小于它所代替的劳动时间量。但是，无论如何，它的

绝对价值却不断提高，因而它把绝对增大的价值加进了它所生产

的商品，特别是同手工业工具，或者，甚至同机器在生产过程中所

代替的简单的和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具相比较。

因此，要使借助于较昂贵的生产工具生产的商品，比不用这种

工具生产的商品较为便宜，要使机器本身包含的劳动时间少于它

所代替的劳动时间，就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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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随着机器功效的增长，随着它把劳动生产力提高到使一个

工人可能完成许多工人的工作的程度，用机器在同一劳动时间内

生产的使用价值，从而商品的量，也增加了。因此，再现机器的价值

的商品的量增加了。

机器的总价值只是在机器作为劳动资料参加生产的那些商品

的总量中再现出来。这种总价值在单个商品之间分为相应的部分，

单个商品的总和构成它们的总量。因此，这个商品总量越大，在单

个商品中再现出来的机器价值部分就越小。尽管机器同手工业工

具或简单劳动工具之间存在着价值差额，但是，由于机器价值分到

一个更大的产品即商品的总量上，加进商品中的机器价值部分，就

相应地小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工具和劳动力的价值部分。

花费同一劳动时间将１０００磅棉花加工成棉纱的纺纱机，再现

在１磅棉纱中的只是它的价值的 １
１０００，而如果在同一时间内，它只

能将１００磅棉花加工成棉纱，那么在１磅棉纱中再现出来的，是机

器价值的 １
１００。所以，在后一种情况下，１磅棉纱本身比在前一种情

况下包含的劳动时间多９倍，价值大９倍，贵９倍。［Ⅴ—１９４］因

此，只有在可以大批生产即大规模生产的条件下，机器才能（在资

本主义的基础上）得到应用。（见第２０１页上摘自罗西的引文）

［Ⅴ—１９４］

［Ⅴ—２０１］｛接第１９４页开头部分。

“只有在使各个小组的工人都能充分工作并带来巨大成果的企业中，才

有可能实行分工和使用大功率的机器。企业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大，用于工具

和机器的相应支出就越小。如果两台功率相同的机器在同一段时间内进行生

产，一台生产１０００００米布，而另一台生产２０００００米同样的布，那么，可以说，

第一台机器比第二台机器昂贵一倍；第一类企业使用的资本比第二类企业多

一倍。”（罗西《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３６—１８３７年讲授》，载于《政治经济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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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１８４３年布鲁塞尔版第３３４页）｝［Ⅴ—２０１］

［Ⅴ—１９４］（２）早在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中，也和在手

工业等中一样，劳动工具（以及劳动条件的其他部分，例如建筑物）

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或者作为劳动资料直接进入劳动过程，或

者作为完成劳动过程所需要的劳动条件（例如建筑物）间接进入劳

动过程。但是，它们只是部分地进入价值形成过程，也就是说，只有

它们在劳动过程中被用掉的那一部分进入价值形成过程；它们的

交换价值是同它们的使用价值一起在劳动过程中被耗费的。它们

的使用价值作为劳动资料全部进入劳动过程，但是，它们的使用价

值在一个时期内仍然保存下来，这个时期包括一系列劳动过程，它

们在这些劳动过程中反复地为生产同一种商品服务，也就是作为

加工新材料的手段不断反复地为新的劳动服务。作为这种劳动资

料的劳动工具的使用价值，只有在这种或长或短的持续时期的末

尾才被耗费掉；在这个时期内，同一劳动过程不断反复出现。因此，

劳动工具的交换价值只有在商品总量中才全部再现出来，劳动工

具从进入劳动过程到离开这个过程的整个时期都是为商品生产服

务的。所以，加进每一单个商品中的，只是劳动工具价值的一定的

相应部分。如果一种工具能用９０天，那么，每一天所生产的商品中

再现出来的就是这个工具价值的１
９０。在这里，有必要在想象中进行

某种平均计算，因为工具价值只有在它被全部耗费掉的那些劳动

过程的整个时期内才能完全再现出来，因而，工具的全部价值只有

在工具参加这个时期生产的商品总量中才能完全再现出来。因此，

要计算出，工具的使用价值平均每天都有多大的相应部分被耗费

（这是假定），也就是说，在这一天生产的产品中再现出的工具价值

有多大的相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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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使用机器，劳动资料具有巨大的价值量，而且表现为庞大

的使用价值，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之间的上述差别日益增大，

并且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特点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在安装

着能使用１２年的机械织机的工厂中，机器等的磨损在一天的劳动

过程中是很小的；因此，在单个商品或者甚至在全年的产品中再现

出来的机器价值部分，相对来说也是很小的。在这里，过去的物化

劳动大量地进入劳动过程，而资本的这部分只有相对来说很小的

一部分在这个劳动过程中耗费掉了，即进入价值形成过程，因而作

为价值的一部分再现在产品之中。因此，不论进入劳动过程的机器

以及同它一起被利用的建筑物等等所表现的价值量多么大，同这

个价值总量相比，它进入每天的［Ⅴ—１９５］价值形成过程，从而进

入商品价值的部分相对来说是很小的；它使商品相对地变贵，但并

不显著，而且比机器所代替的手工劳动使商品变贵的程度要小得

多。所以，同样，不论用于机器的资本部分，和用于活劳动（这些机

器作为生产资料服务于活劳动）的资本部分相比是多么大，如果把

再现在单个商品中的机器价值部分，和同一商品消耗掉的活劳动

相比，这个比例仍然是很小的。机器和劳动加进单个产品中的价值

部分，和原料本身的价值相比，也是很小的。

只有使用机器，大规模的社会生产才有力量使代表大量过去

劳动的产品（即巨大的价值量）全部进入劳动过程；使它们作为生

产资料全部进入劳动过程；而进入单个劳动过程内进行的价值形

成过程的，只是它们的相应的较小部分。以这种形式进入每一个单

独的劳动过程的资本是大量的，但是在这个劳动过程中它的使用

价值被消耗和用掉的部分，从而应该补偿的它的价值部分，是比较

小的。机器作为劳动资料是全部地发挥作用，但是，它加进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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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只是它在劳动过程中丧失的那一部分，而丧失的这种价值取

决于机器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中磨损的程度。

可见，要使较昂贵的工具生产的商品比那种较便宜的工具生

产的商品便宜，或者说，要使机器本身包含的价值小于它所代替的

劳动力的价值，就要具备（１）和（２）两项所列举的［机器的资本主义

应用的］条件，这些条件可归结为以下要求。第一个条件——这就

是大批生产；它取决于一个工人在同一劳动时间内能够生产的商

品数量比他不使用机器所生产的商品数量大多少；换句话说，取决

于机器取代劳动达到何等程度；即取决于用于生产既定数量产品

的劳动力的数量是否已缩减到尽可能大的程度，机器是否已代替

了尽可能大量的劳动力，以及用于劳动的资本部分是否比用于机

器的资本部分相对地小。第二个条件是，不论包含在机器中的资本

部分多么大，再现在单个商品中的机器价值部分，即机器加进单个

商品的价值部分，也比包含在同一商品中的劳动和原料的价值部

分小；这是因为在某一既定的劳动时间内，机器是全部地进入劳动

过程，但它进入价值形成过程的，却只是比较小的部分。机器全部

地进入劳动过程，但［进入价值形成过程的］，始终只是机器总价值

的某一相应部分。

因此，必须修正对李嘉图的下列批判：

“李嘉图说，‘机器制造工人制造机器时耗费的劳动的一部分’，包含在例

如一双袜子上。可是制造每一双袜子的全部劳动，——如果我们说的是一双

袜子——包含机器制造工人的
·
全
·
部劳动，而不只是他的一部分劳动。因为，虽

然一台机器织出许多双袜子，但是缺少机器的任何一部分，连一双袜子也制

造不出来。”（《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５４页）

［Ⅴ—１９５］

［Ⅴ—１９６］［在使用机器时］用于原料的资本部分，同用于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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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本部分相比，比在简单分工时增长得无比迅速。此外，这里还

要加上用于劳动资料、机器等等新的和较大的资本量。因此，随着

工业的发展，资本的辅助部分１０４同它用于活劳动的那一部分相比，

也不断增长。

          

［Ⅴ—１９７］在新机器在该生产部门占统治地位以前，采用新机

器的初步结果之一是，延长那些仍然使用旧的不完善的生产资料

从事劳动的工人的劳动时间。尽管用机器生产的商品是高于自己

的个别价值，即高于它本身包含的劳动时间出售的，但仍然是低于

同类产品过去的、社会的、一般的价值出售的。由此可见，减少了的

是生产这种一定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那些使用旧生

产工具劳动的工人的劳动时间。因此，如果［现在］再生产出这种工

人的劳动力需要１０小时的劳动时间，那么，他在１０小时内生产的

产品已不再包含１０小时的必要劳动时间（即在新的社会生产条件

下制造这个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可能只包含６小时。因此，

如果他劳动１４小时，那么，他这１４小时就只代表１０小时必要劳

动时间；在这１４小时内，只代表１０小时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他的

劳动产品也只具有１０小时一般的社会必要劳动的产品的价值。如

果工人独立地劳动，他就必须延长自己的劳动时间。如果他作为雇

佣工人，从而必须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劳动，那么，凡是在延长绝对

劳动时间的情况下，资本家所以能够取得平均剩余劳动，只是由于

工人的工资降低到过去的平均水平以下，这就是说，在工人的已经

增加的劳动时数内，他自己占有的部分更小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

劳动效率提高，而是因为效率降低；不是因为工人在较少的劳动时

间内制造出同量的产品，而是因为归他所有的那一部分产品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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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减少了。

          

资本通过使用机器而产生的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无论

是绝对剩余劳动，还是相对剩余劳动，并非来源于机器所代替的劳

动力，而是来源于机器使用的劳动力。

“根据培恩斯的计算，建成一座头等棉纺厂，并装备机器、蒸汽机和煤气，

用款少于１０万镑是不行的。一台１００匹马力的蒸汽机带动５万个日产６２５００

英里的细棉线的纱锭。在这种工厂中，１０００个工人纺出的棉线相当于不使用

机器的２５万个工人所纺出的棉线。”（赛·兰格《国家的贫困》１８４４年伦敦版

第７５页）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被节省下来的

２５０个工人的劳动，而是来源于代替他们的一个工人的劳动；不是

来源于被代替的２５万个工人的劳动，而是来源于１０００个在业工

人的劳动。正是他们的剩余劳动体现在剩余价值中。机器的价值

并不是由机器的使用价值（它代替人的劳动就是它的使用价值）决

定的，而是由生产机器本身所必需的劳动决定的。机器在它被使用

以前，在它进入生产过程以前具有的这种价值，是它作为机器加进

产品的唯一的价值。资本家购买机器时支付的，就是这种价值。

假定商品按照自己的价值出售，那么，资本通过机器和通过使

用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降低单个产品价格的一切其他设备所创

造的相对剩余价值，就仅仅在于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变便

宜了，因此，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即只是作为包含在

工资中的劳动时间的等价物的劳动时间缩短了，从而［Ⅴ—１９８］在

同样长的总工作日内，剩余劳动时间延长了（在这方面还有一些引

起变化的情况，将在下面谈到）。上述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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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利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并且普遍地减少劳动力的生产费用，

因为，根据假定，机器生产的商品一般总是进入劳动力的再生产。

但是，这一点，即没有给他个人带来特殊利益的一般的结果，对于

单个资本家来说，并不是促使他使用机器的动机。

第一，机器的应用，不论是代替了手工业生产（例如在纺纱业

方面），从而首先使某种工业部门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还

是使从前只是以分工为基础的某种工场手工业发生革命（如象在

机器制造厂中那样），最后，也不论是用更完善的机器把以前的机

器排挤掉，还是将机器的应用推广到某一个工厂中以前未采用机

器的局部操作上，——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正如上面所指出的，机

器的应用，使暂时还受旧生产方式支配的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延

长了，也使他们的总工作日延长了。

但是，另一方面，机器的应用，却使最初采用机器的工厂中的

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地缩短了。如果在采用机械织机以后，手工织工

的２个劳动小时，只等于社会必要劳动的１个小时，那么，现在，在

还没有普遍采用机械织机织布以前，使用这种织机的织工的１个

劳动小时，将会大于必要劳动的１个小时。它的产品比１个劳动小

时的产品具有更高的价值。这就等于简单劳动自乘了，即在这种劳

动中实现了更高质量的织布劳动。这种情况是发生在下面这个范

围内的：采用机械织机的资本家，尽管出售１个小时的产品时低于

从前１个劳动小时的水平，低于它以前的社会必要价值，但却高于

它的个别价值，即高于他自己用机械织机制作这种产品所必需耗

费的劳动时间。因此，工人为了再生产自己的工资，只要从事较少

时数的劳动就够了；他的必要劳动时间随着他的劳动在同一部门

中成为较高质量的劳动而按同一程度缩短了；因此，这种劳动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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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产品出售时，就可能高于旧生产方式仍占统治地位的工厂中

２小时劳动的产品。因此，如果一个正常的工作日保持不变，还是

那样长，那么，在这里，剩余劳动时间就增加了，因为必要劳动时间

缩短了。甚至在工资提高时，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但始终必须假

定，在新的情况下，工人为了补偿自己的工资，或再生产自己的劳

动力，不需要耗费和从前同样大的相应的工作日部分。当然，这种

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只是暂时的，一旦机器在这个部门普遍应

用，使得商品价值重新归结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这种情况也

就消失了。但是，这样同时又刺激资本家采用日益翻新的小改进，

使他雇用的工人的劳动时间高于同一生产领域内的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的水平。无论在什么生产部门使用机器，并且不管机器生产的

商品是否进入工人自身的消费，情况都是这样。

第二，从普遍的经验中可以知道，一旦机器开始被资本主义应

用，——即一旦机器摆脱它们最初在许多部门出现时所处的发展

的幼年阶段，在这个阶段，它们只是旧的手工业工具的效率较高的

形式，不过，后者在旧的生产方式下还是［Ⅴ—１９９］由独立的工人

及其家庭来使用的，——一旦这些机器作为资本的形式成为同工

人对立的独立的权力，绝对劳动时间即总工作日，不是缩短，而是

延长了。我们将在第三章１０５中考察这种情况。但在这里应该指出其

要点。在这里必须把两个因素区别开来。第一：工人所处的、而且

使得资本家有可能强制延长劳动时间的新条件。第二：促使资本这

样做的动机。

关于第一点。首先——劳动形式改变了，劳动看来很容易，工

人的全部肌肉力以及技能都转移到机器上了。由于肌肉力的减轻，

劳动时间的延长起初在体力上还不是不可能的。而由于工人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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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已转移到机器上，工人的反抗遭到破坏，现在工人失去了在工场

手工业条件下还占支配地位的技能，他们不能奋起抵抗，而资本则

能以非熟练的，因而也更受它支配的工人来代替熟练工人。其次，

现时作为一个决定因素进入［生产过程］的新的一类工人，改变了

整个工厂的性质，而且就其天性来说，在资本的专制面前是比较顺

从的。这个因素就是女工和童工。一旦工作日由于习惯被强制延

长，那就会象在英国一样，要经历几代人的时间，才能使工人重新

把工作日恢复到正常界限。因此，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它的自然界

限——夜工，是工厂制度的结果。

“很明显，劳动时间长，是因为从全国各地〈贫民习艺所〉获得了大量无家

可归的儿童，这使工厂主可以不依赖于工人。工厂主就是靠这样搜罗来的可

怜的人身材料延长劳动时间。一旦长时间劳动成为习惯，他们也就能更加容

易地把这种长时间劳动强加在他们的邻人身上。”（约·菲尔登《工厂制度的

祸害》１８３６年伦敦版第１１页）

“‘工厂主伊·先生对我说，他只使用妇女来操纵他的机械织机，这是到

处都可以看到的。他喜欢使用已婚的妇女，特别是必须养家活口的妇女；这种

妇女比未婚的妇女更专心更听话，她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去取得必要的生活

资料。’这样一来，美德，女性特有的美德，反而害了她们自己，她们的恭顺温

柔的天性，竟成为使她们受奴役和受苦难的根源。”（《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艾

释黎勋爵１８４４年３月１５日星期五在下院的演说》１８４４年伦敦版第２０页）

上述引文的作者菲尔登说：

“随着机器的改进，工厂主的贪欲使得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要求自己的工

人付出比他们可能承担的更多的劳动。”（同上，第３４页）

对别人劳动（剩余劳动）的贪欲，并不是机器所有主的独特本

性，它是推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因为现时工厂主正处于有

利于追求这种欲望的状态，所以他们贪得无厌，是很自然的。还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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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指出以下一点：动力，如果它来源于人（甚至来源于牲畜），［Ⅴ—

２００］那么，身体只能在一天的一定时间内活动。蒸汽机等则不需要

休息。它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工作。［Ⅴ—２００］

［Ⅴ—１９９］但是，这里还应加上在采用机器的情况下特别刺激

上述欲望的特殊情况。

［Ⅴ—２００］机器等等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被使用，在这个时期

内，为了生产新的商品，同一劳动过程不断地反复进行。这个时期

是根据对机器总价值向产品转移所作的平均计算来确定的。通过

把劳动时间延长到超过正常工作日的界限，就可以缩短用总产品

补偿投在机器上的资本的时期。假定按每天劳动１２小时计算，这

个时期是１０年。如果工人每天劳动１５小时，即工作日延长１
４，那

么，一周就延长了工作日的１１
２，即１８个劳动小时。按照假定，一

周包含９０个劳动小时；１８９０是一周的
１
５。这样一来，１０年就可以节

省１
５即２年。因此，投在机器上的资本经过８年就可以得到补偿。

如果在这个时期内，机器实际上已损耗，那么，再生产过程就

会加速；如果不是这样，而机器还能使用，那么，可变资本同不变资

本的比率就会增大，因为后者继续进入劳动过程，但是不再进入价

值形成过程。因此，即使剩余价值没有增加（由于延长劳动时间，它

一般来说已经增加），这种剩余价值同投资总额的比率，即利润

［率］也增加了。这里还应当加上这样一种情况：在采用新的机器

时，会不断地进行改良。因此，在机器的周转期结束之前，即它们价

值的再现于商品价值之前，大部分旧机器或者部分地贬值，或者继

续使用已完全不合算。它们的再生产时期越短，这种危险就越小，

资本家就越是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收回机器的价值之后，使用新

的改良的机器，并廉价出售旧机器，而别的资本家使用这种旧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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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利可图，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作为一个较小的价值量进入他的

产品。（关于这一点，在探讨固定资本时，还要更详尽地考察，也要

引用拜比吉的例证。）

以上所述，不仅适用于机器，而且也适用于使用机器所需要和

所决定的全部固定资本。

但是，对资本家说来，问题决不是单纯地为了要尽可能快地收

回用于固定资本的价值量，防止它贬值以及重新使它处于可供支

配的形式，而首先是使用这种资本来赢利——这种数量很大的资

本所采取的形式有以下特点：一旦资本与活劳动的接触中断（对活

劳动来说，它就是固定资本），它作为交换价值就会毁灭，而作为使

用价值就变得无用。由于用于工资的资本部分同总资本，尤其是同

固定资本相比大大减少，由于剩余价值量不仅取决于剩余价值率，

而且取决于同一时间内使用的工作日日数，而利润取决于这种剩

余价值和总资本的比率，因此利润率就下降了。当然，制止这种下

降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尽可能地延长绝对剩

余劳动，从而把固定资本变为获取最大限度的无酬劳动量的手段。

如果一个工厂停止生产，那么，工厂主就认为似乎是工人偷窃了他

的东西，因为在固定资本中他的资本取得了直接索取别人劳动的

形式。所有这一切，西尼耳先生曾十分天真地表达过。他早在１８３７

年就认为，［Ⅴ—２０１］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工作日——因而绝对

劳动时间——必须不断增长。西尼耳在引用尊敬的权威人士艾释

华特的话时说：

“在棉纺织厂和其他企业之间到处存在的劳动时间的差别，来源于两个

原因：（１）固定资本大大超过流动资本使长的工作日成为合乎愿望的事情。”

（纳·威·西尼耳《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１８３７年伦敦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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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页）

随着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相比的不断增加，

“延长劳动时间的动机也就增强，因为这是使大量固定资本带来利润的

唯一手段。艾释华特先生告诉我：‘一个农夫放下自己的铁锹，他就使一笔１８

便士的资本在这个时期内变成无用的东西。我们的人有一个离开工厂，他就

使一笔值１０万镑的资本变成无用的东西’”（同上，第１４页）。

工人使资本变成无用的东西！要知道，机器之所以存在，在机

器上之所以投入这样大量的资本，恰恰是为了通过这一资本来榨

取工人的劳动。工人一离开厂房，实际上就是对价值１０万镑的资

本犯了大罪。

因此，最初实行了夜工，后来“在我们的工厂通常每周劳动７０—８０小时”

（同上，第１５页）。

“一台蒸汽机或别种机器，每天只工作几小时或每周只工作几天，这就损

失了功率。如果它们整个白天工作，那就会生产得多一些；如果日夜生产，就

会生产得更多。”（让·古·库尔塞尔－塞纳伊《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

实践概论》１８５７年巴黎第２版第４８页）［Ⅴ—２０１］

［Ⅴ—２０１］“生产网布的第一批机器很昂贵，最初的售价是１０００镑到

１２００镑或１３００镑。这些机器的所有主认为，机器生产的产品是多些，但是因

为工人的劳动时间限定为８小时，所以他们在产品的价格方面不可能同旧的

生产方式竞争。这个缺点是由于机器最初的装置花费了大量资本造成的。但

是，工厂主很快就发现，只要使用原来的同一资本，而稍微增加一点流动资

本，他们就能使这些机器一昼夜工作２４小时。”（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

约》１８３３年巴黎版第２７９页）［Ⅴ—２０１］

［Ⅴ—２０６］接第２０１页。

“不言而喻，在行情涨落不定，需求时高时低的情况下，经常会出现这样

的时机：工厂主不增加固定资本，也能使用更多的流动资本……不增加建筑

物和机器的开支，也能加工更多的原料。”（罗·托伦斯《论工资和联合》１８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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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伦敦版第６４页）

总之，延长劳动时间的好处就在于：节约了用于建筑物和机器

的追加开支。［Ⅴ—２０６］

［Ⅴ—２０１］第三，一旦机器的应用缩短了生产同一商品的劳动

时间，就会使这个商品的价值减少，使劳动效率更高，因为这一劳

动在同一时间内提供的产品量更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机器只影响

正常劳动的生产力。而一定量的劳动时间仍然表现在同一个价值

量上。所以，一旦竞争把用机器生产的商品价格降低到它的价值水

平，机器的应用所以能够增加剩余价值即资本家的［Ⅴ—２０２］利

润，只是由于商品变便宜而使工资价值或劳动力价值即再生产劳

动力所必需的时间减少了。

但是，这里还有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不延长工作日，

使用机器就可以增加绝对劳动时间，从而增加绝对剩余价值。这是

通过所谓浓缩劳动时间的办法来实现的，这时，每一分一秒都充满

了更多的劳动；劳动强度提高了。由于采用机器，不仅劳动生产率

（从而劳动质量）提高了，而且在一定时间内消耗的劳动量也增加

了。时间的间隙由于所谓劳动紧凑而缩小了。因此，一个劳动小时

所提供的劳动量，可能等于完全不使用机器或使用不那么完善的

机器的平均劳动条件下的６
４个劳动小时的劳动量。

在已经采用机器的地方，由于对机器进行改良，同所生产的商

品量和同所使用的机器数量相比，工人人数减少了，而与此同时，

在使用已改良的机器的情况下，代替两个或三个工人的一个工人

的劳动增加了，也就是说，只有在机器迫使工人增加自己的劳动和

使他每一分一秒更紧张地劳动时，才能使一个工人完成以前两个

或三个工人所完成的工作。因此，在同一劳动小时内，劳动力被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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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地消耗掉了。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工厂工人状况报告的起草者们在各个不

同时期关于劳动量随机器的改良而增加这一点说了些什么。劳动

的这种增加，一方面是由于工人必须跟上机器的更快的速度；另一

方面是由于单个工人必须看管的机器作业量增大了，例如，走锭精

纺机的纱锭数增加了，再加上使用的是双排纱锭，或者，一个织布

工人要看管的不是一台而是两台或三台机械织机。

“同三十年或四十年以前比较，现在工厂中的劳动大大加重了，因为让儿

童照看的机器速度的大大加快要求工人更加注意，更多地活动。”（约·菲尔

登《工厂制度的祸害》１８３６年伦敦版第３２页）

这是１８３６年的情况。约翰·菲尔登本人就是工厂主。

艾释黎勋爵（现在是舍夫茨别利伯爵）在他于１８４４年３月１５

日所作的关于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演说中确认：

“现在，在制造过程中雇用的工人的劳动，是开始实行这些操作时的三

倍。毫无疑问，机器完成的工作，代替了成百万人的肌肉；但是，机器也使受它

可怕的运动支配的人的劳动惊人地增加了。”（同上，第６页）“１８１５年，工人

——按１２小时工作日计算——来回看管两台纺４０支纱的走锭精纺机，必需

步行８英里。１８３２年，在１２小时内看管两台纺同样支纱的走锭精纺机所走

的距离等于２０英里，并且往往还要多。但是，照看走锭精纺机的工人所消耗

的劳动量，不仅限于行走。他们还要做许多事情。１８３５年，一个纺纱工人每天

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８２０次；一个工作日看管两台走锭精纺机的牵伸总

数是１６４０次。１８３２年①，一个纺纱工人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２２００次，合

计是４４００次；１８４４年根据有经验的纺纱工人提供的报告，一个工人在同一

段时间内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２４００次，合计［Ⅴ—２０３］每个工作日内牵

伸４８００次，有时，需要的劳动量还要大。”（同上，第６—７页）

９７３第三章 相对剩余价值

① 原稿如此。似应为１８３９年。——编者注



“我这里有一份２２个曼彻斯特纺纱工人签名的文件，他们证实２０英里

是他们必需步行的最低限度的距离，同时他们断言，这一距离通常还要大得

多。我手头另有一份１８４２年向我提供的文件……证明劳动累进地增加；它的

增加，不仅是因为步行的距离加大了，而且还因为生产的商品数量增加了，而

人手的数量相应地减少了；此外，还因为现在纺的往往是较次的棉花，加工起

来更困难。”（同上，第８—９页）

“在梳棉间，劳动量也大大增加了；现在，一个人要干以前由两个人分担

的活。织布间雇用的工人很多，而且多半是妇女……在这里，近年来由于机器

速度的提高，劳动量增加了整整１０％。１８３８年，每周纺纱１８０００绞；１８４３年

达到２１０００绞。１８１９年，机械织机每分钟打梭６０次，１８４２年是１４０次，这说

明劳动大大增加了，因为现在对所完成的工作要更加细心和更加注意。”（同

上，第９页）

｛当机器使某个工厂主有可能高于商品的个别价值出售自己

的商品时，下面这种说法（即说明甚至在这时剩余价值也是来自必

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并表现为相对剩余价值的形式）也是适用的：

“一个人的利润，不是取决于他对别人的劳动产品的支配，而是取决于他

对这种劳动本身的支配。”“在工人的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他能以较高的

价格〈提高商品的货币价格〉出售他的商品，显然，他就会从中获得利益，而不

管其他商品是否涨价。他只要用他的产品的较小部分，就足以推动这种劳动，

因而更大部分的产品就留给他自己了。”（《政治经济学大纲》１８３２年伦敦版

第４９—５０页）（此书作者是马尔萨斯主义者１０６。）｝

工厂视察员报告表明，在（截至１８６０年４月为止）受工厂法约

束的、从而每周劳动时间依法缩短到６０小时的工业部门中，工资

不是降低而可以说是提高了（如果以１８５９年同１８３９年相比）；而

在下述工厂中工资无疑降低了，在这些工厂里当时

“儿童、少年和妇女的劳动尚未受到限制”。

这里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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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厂、漂白厂和染厂中的情况，直到１８６０年，这些工厂的劳动时间仍

然和二十年以前一样，这些工厂的受工厂法保护的工人往往被迫一天劳动

１４或１５小时”（《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１８６０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年》第

３１—３２页）［Ⅴ—２０３］。

［Ⅴ—２０４］接第２０３页。下列资料大体表明，随着最近二十年

来工业的进步，工厂生产的各部门中的工资大大下降了。

印花业、染色业和漂白业（每周工作６０小时）

１８３９年 １８５９年

染料研磨工 ３５先令………………… ３２先令

机器印花工 ４０先令………………… ３８先令

工   长 ４０先令………………… ４０先令

木 板 刻 工 ３５先令………………… ２５先令

木板印花工 ４０先令………………… ２８先令

染 色 工 １８先令………………… １６先令

洗涤工和壮工 １６和１５先令……… １６和１５先令

花纹染色业（每周工作６１小时）

１８３９年 １８５９年

浆 纱 工 １８先令………………… ２２先令

漂 白 工 ２１先令………………… １８先令

染 色 工 ２１先令………………… １６先令

整 理 工 ２１先令………………… ２２先令

      （同上，第３２页）［Ⅴ—２０４］

［Ⅴ—２０３］在第一类［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厂中，生产比以前在

相当大的程度上扩大了，同时，工厂主的利润也增加了，工厂的迅

速发展就是证明。

“各种机器的巨大改进，大大提高了它们的生产力。毫无疑问，工作日的

缩短推动了这种改进，特别是在既定时间内提高机器速度方面。这种改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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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人劳动的紧张程度的加强，使得……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和以

前在一个较长的工作日内完成的工作量一样多。”（《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

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第９、１０页。并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

１８６０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年》第３０页及以下各页）

［Ⅴ—２０４］尽管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缩短了工作日，却没有减少

英国工厂主的利润，这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

（１）因为英国的一个劳动小时超过了大陆的一个劳动小时，前

者是比后者更复杂的劳动形式，也就是说，英国工厂主同别国工厂

主的关系，就象采用新机器的工厂主同自己的竞争对手的关系一

样。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别国工厂主相比，英国工厂主在一定时间

内所能得到的劳动量要多得多，以致英国每周总计６０小时的工作日抵得上

别国７２至８０小时的工作日。而且英国的运输工具使工厂主几乎在厂内就可

以把商品交给铁路托运，在厂内几乎就可以直接装船出口。”（《工厂视察员报

告。截至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１８５６年伦敦版第６５页）

（２）因缩短绝对劳动时间而造成的损失，通过劳动时间的浓缩

得到了补偿，所以，现在一个劳动小时实际上等于 ６
５个劳动小时，

或者还要多些。正如工作日的绝对延长超出一定界限（工作日的自

然界限）就会遇到自然障碍一样，浓缩的工作日也有自己的界限。

因此，现在工厂在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约束下所实现的劳动量，能否

在比如说十二小时工作日中始终以相同的劳动强度提供出来，那

是大可怀疑的。

“事实上，有一类工厂主”

（不愿意在本厂使用两班各工作６小时的１３岁以下的童工），

“毛纺业主，现在很少使用１３岁以下的童工即半日工。他们采用了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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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的和新式的机器，因而使雇用童工成为完全多余的了。我可以举一个例

子来说明：把一种叫捻线机的装置同现有的机器连接起来，由６个或４个（根

据每台机器的性能而定）半日工去做的工作，现在可由一个少年去完成了

…… 半日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捻线机的发明”（《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

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１８５８年伦敦版第４２—４３页）。

不管怎样，缩短绝对劳动时间的这一结果向我们表明，工厂主

怎样想方设法延长相对剩余劳动时间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同时，

它还向我们表明，机器不仅使单个工人有可能完成其他许多工人

的劳动，而且还把他必须完成的劳动量增大了，这就使他的劳动小

时具有较高的价值，并从而相对地减少了工人自身为再生产自己

的工资所需要的劳动时间。［Ⅴ—２０４］

［Ⅴ—２０５］如上所述，这是通过提高机器的运转速度和增加单

个工人必须看管的工作机的台数而实现的。这部分地又是靠改变

产生动力的机器的结构达到的，由于这种改变，重量相等的机器在

费用相对减少，甚至往往是绝对减少的情况下，可以推动更多的机

器，并且速度也更快了。

“因此，官方报告揭露的事实证明：工厂制度在急剧扩展；虽然按马力计

算需要同过去一样的人手数量，但同机器比较起来，人手数量减少了；由于力

的节省和通过其他方法，蒸汽机可以推动更重的机器；由于工作机的改良、制

造方法的改变、机器速度的提高以及其他许多原因，完成的劳动量增加了。”

（《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第２０页）

“霍纳先生在他的截至１８５２年１０月为止的报告中……摘引了曼彻斯特

附近帕特里克罗弗特的著名土木工程师詹姆斯·奈斯密斯的来信，信中解释

了蒸汽机最新改良的性质，由于这些改良，同一发动机在燃料消耗减少的情

况下可以做更多的功…… 并且在这封信里说：‘不大容易提供确切的材料，

来说明同一些发动机经过某些改良或全部改良后所做的功增加的情况。但是

我确信，如果能够得到确切的报告，那么，结果将会表明，由蒸汽机推动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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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重量和过去相同的机器，现在比以前平均至少多做５０％的功……在许多

场合，同一些蒸汽机，在速度限为每分钟２２０英尺的时候，提供５０马力，现在

则提供１００马力以上。’”（同上，第１４页）

霍纳（《截至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的报告》）指出：“在１８２８年

的报告中，列举了蒸汽机和水轮的数目及其马力。那时所列的数字对于实际

利用功率的估计，比１８５０年或１８５６年报告中的数字要准确得多。在这些报

告中，所有关于发动机和水轮的功率的材料，都按额定马力计算，而不是按实

际利用马力或可能利用马力计算。１００马力的现代蒸汽机，由于构造的改良，

由于锅炉容积和结构等，能比以前发挥大得多的功率。所以，现代工厂蒸汽机

的额定功率只能当作可以计算出实际功率的指数。”（同上，第１１页）

第四，机器体系代替简单协作。

正如机器体系消灭或改变了发展为分工的协作一样，它在许

多场合下也消灭或改变了简单协作。例如，当需要同时使用许多工

人的收割、播种等等作业被播种机或收割机代替时，就是如此。当

压榨机代替脚来压榨葡萄汁时，情形也是一样。当蒸汽机被用来将

建筑材料提升到建筑物顶部或所需要的［Ⅴ—２０６］高度时，也是这

样。

“郎卡郡的建筑工人的罢工（１８３３年）引起了蒸汽机的奇妙的应用。现

在，后者在某些城市中被用来代替手工劳动，用来把各种建筑材料提升到要

使用它们的建筑物的顶部。”（［塔夫耐尔］《工联的性质、目的和成果》１８３４年

伦敦版第１０９页）［Ⅴ—２０６］

［Ⅴ—２０６］第五，为了抵制罢工等等和抵制提高工资的要求而

发明和应用机器。

罢工大部分是为了阻止降低工资，或者是为了迫使提高工资，

或者是为了规定正常工作日的界限。同时，这里的问题总是（或多

半是）关系到限制绝对的或相对的剩余劳动时间量，或者关系到把

这一剩余时间的一部分转给工人自己。为了进行对抗，资本家就采

４８３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用机器。在这里，机器直接成了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手段。同时机

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

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在这里，机器就它本身的使命来说，

也成了与劳动相敌对的资本形式。棉纺业中的走锭精纺机、梳棉

机，取代了手摇并纱机的所谓搓条机（在毛纺业中也有这种情况），

等等，——所有这些机器，都是为了镇压罢工而发明的。［Ⅴ—

２０６］

［Ⅴ—２０７］同样，正是

“在这种专制的联合会〈即工人联合会〉所施加的沉重压力下，才发明了

印染和洗涤纺织品的自动机”。

（这里指的是使用蒸汽力推动的雕刻滚筒的印花业；借助这种

滚筒，可以同时印出４到６种颜色的图案。）

在谈到新式织机的发明时，尤尔接着说：

“这样一来，一帮不满分子自以为在旧的分工线上构筑了无法攻破的工

事，却发现现代机器战术已把他们的侧翼包围，他们的防御手段已经毫无用

处。他们只好无条件投降。”（尤尔《工厂哲学》１８３６年布鲁塞尔版第２卷第

１４１、１４２页）［Ⅴ—２０７］

发明这些新式机器的结果，或者是使以前的劳动形式成为完

全多余的（例如，由于发明走锭精纺机，纺纱工人以前的劳动就成

为多余的了）；或者是减少所需要的工人的数目，以及使新的劳动

比以前的劳动简化（例如，使用精梳机，梳毛工的劳动被简化了）。

“棉纺织工业中最常见的罢工原因，是采用改良的机器，尤其是增加走锭

精纺机的台数，结果，一个纺纱工人看管的纱锭数不断增多…… 工厂主在

自己的企业中使用这种改良机器时，同自己的工人进行谈判，以降低单位产

品的工资，不过，由于机器功率的提高，他们的周工资不致减少，而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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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种契约却给未使用这种改良机器的那些工厂的厂主和工人带

来损失。”（［塔夫耐尔］《工联的性质、目的和成果》１８３４年伦敦版第１７—１８

页）

“１８２９年发生了大罢工。在这以前不久，某些工厂主安装了一些有４００—

５００纱锭的走锭精纺机；由于有了这些机器，在这些机器上操作的纺纱工人

虽然按完成的产品量得到的工资只是以前的 ３
５，但是，他们挣得的工资至少

和在旧机器上操作的工人所挣的一样多。这次罢工使２１家工厂停工，并使１

万人失业达６个月之久。”（同上，第１９页）

“海因兹和德勒姆公司（约克郡西部）工人的罢工（１８３３年），是发明梳毛

机的原因，这种机器使这次罢工的那一伙主谋者的活动完全白费；这种机器

给予他们的组织以致命的打击。”（同上，第６１—６２页）

［Ⅴ—２０７］同样，“蒸汽的应用是人力的对头”（彼·盖斯克尔（外科医生）

《手工业工人与机器》１８３６年伦敦版第２３页）。

“工人人口的过剩使工厂主有可能降低工资的水平，但是，他们深信，在

工资的任何一次大幅度降低后，紧接着就会由于罢工、长时间停工以及面临

的其他重重困难而造成巨大损失，因此，即使改良机器能使生产增加两倍，并

且不需要增加工人，他们也宁愿放慢这种改良的进程。”（同上，第３１４页）

“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

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别的

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这样快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

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所起的作用

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任何一个普通的粗工６个月就可以学

会。”（《纱厂工头和厂主的保护基金。基金收支委员会提交纱厂工头和厂主中

央联合会的报告》１８５４年曼彻斯特版第１７、１９页）

在谈到“铁人”（自动走锭精纺机
１０７
）时，尤尔说道：

“资本招募科学为自己服务，从而不断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范。”［尤尔

《工厂哲学》第２卷第１４０页］

“增加纺纱机台数的需要，即工联的决议所引起的这一需要，不久前激起

了从未有过的发展力学的强烈愿望…… 厂主把自己的走锭精纺机的台数

增加一倍，就可以克服工人的懈怠或固执任性，而重新成为自己工厂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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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给他带来很大的好处。”（同上，第１３４页）

纺纱企业的主人开始采取这种手段：

“提高每个纺纱工人的工资，或者至少保持原来的工资水平，不过同时减

少生产同一商品量所必需的工人人数。结果，留用工人生活宽裕，而大批工人

却受穷。”（同上，第１３３—１３４页）

“铁人是……恢复工人阶级中间的秩序……的一个创造。”（同上，第１３８

页）［Ⅴ—２０７］

［Ⅴ—２０７］“完全依靠手工劳动的先前的工厂主，周期地遭到自己的工人

的倔强精神所带来的直接的重大损失，后者利用行情特别不好的每一合适的

时机，提出自己的要求…… 迅速来临的危机阻碍了工厂事业的顺利发展，

但是，蒸汽及其在机器生产中的应用，使事变的进程立即朝着不利于工人的

方向发展。”（盖斯克尔《手工业工人与机器》第３４—３５页）

［Ⅴ—２０８］第六，工人果敢地要求享有因采用机器而使自己的

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部分果实。

“工联为了要保持工资，企图分享改良机器而获得的利润…… 他们因

为工作日缩短而要求较高的工资…… 换句话说，他们企图建立产业改良

税。”（《论工会》１８３４年伦敦新版第４２页）

“按厂主可能得到的利润来调整工资的原则，即要求在机器改良的情况

下付给劳动以较高报酬的原则，是决不能接受的。何况，这一原则决不会只限

于某一种利润。例如，１８２４年８月７日染色工人举行了罢工；他们在标语牌

中宣称：他们的主人因提高染色的价格而得到的，要比工人所要求增加的相

应数额高得多…… 这样一来，工资就完全改变了本身的性质，它或是吞没

利润，或是变为利润税。”（同上，第４３—４４页）

第七，劳动的更大的连续性。废料等的利用。如果借助机器能

提供更多的原料，在最后阶段就可以制造出更多的产品。

劳动的连续性总是随着机器（一般说也就是固定资本）的应用

而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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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机器向一些工业部门提供更丰富的劳动材料，对于这些

工业部门说来，这种机器的产品就是原料。例如，十八世纪手工织

布工人常常苦于无法获得他要加工的材料（棉纱）。由于这种原因，

经常发生长时间的停工，使他们陷于“贫困”。

“现在，由于改进纺纱机而得到的好处，并不在于劳动报酬水平的提高，

而在于市场通常供应不足以及棉纱生产不断增长，这就使工人可以在全部劳

动时间内工作。”（盖斯克尔《手工业工人与机器》第２６—２７页）

采用机器的主要结果之一是：

“在同一部门中可以经常在全部劳动时间内工作。”

对于自己劳动的小业主说来，这就使他有可能在全部劳动时

间内工作。对于资本家说来，这就使他可以迫使别人在全部劳动时

间内工作。

这里，纺纱机解决了向织工供应棉纱的问题，而１７９３年（康涅

狄格州的）伊莱·维特尼发明的轧棉机则解决了向纺纱工人供应

棉花的问题。种植场主有足够的黑人来大量种植棉花，但是，要把

棉纤维和棉籽分离开则感到人手不足。因此，这种情况大大减少了

所生产的原料的数量，而且提高了比如说一磅棉花的价值。

“把一磅棉纤维和棉籽完全分离开，平均需要一个工作日…… 维特尼

的发明使他的这种机器的所有者用一个工人一天就可以把［１００磅］棉纤维

和棉籽完全分离开；从那以后，轧棉机的效率又有更大的提高。”

［Ⅴ—２０９］在印度也有同样的情形。

“对印度说来，人们很难想象，在这个劳动输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

（也许中国和英国除外）都多的国家里，竟发生了另一种祸害：找不到足够数

量的人手来收摘棉花。结果很大一部分棉花无人收摘，另外一部分是掉在地

上以后从地上拣起来的，这部分自然失去了色泽，而且部分已经腐烂。由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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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季节缺少人手，植棉者实际上不得不损失很大一部分棉花，而这些棉

花正是英国所十分渴望的。”（《孟加拉公报。陆路新闻摘要双月刊》１８６１年７

月２２日）

“使用普通的手工轧棉机［Ｃｈｕｒｃａ］，一个男工和一个女工每天能轧２８磅

棉花。使用福尔布斯博士发明的手工轧棉机，两个成年男工和一个少年工每

天可轧２５０磅棉花。”（《孟买商会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年报告》第１７１页）“１６台〈上

述〉这样的机器，用牛来推动，每天能轧一吨棉花，也就是完成以前７５０人一

天平均的轧棉量。”（《向印度总督府提出产品报告的沃森医生１８６０年４月１７

日在艺术协会上所作的报告》）

使用机器可以加工那些用手工加工效果很差的材料。

“对便宜商品的需要〈约克郡西部的毛织品〉，给予这种生产以强大的推

动力，而这种生产的节约，主要不是靠改良机器和节省劳力，而是靠使用劣等

毛纤维和废毛料，后者用大功率的机器重新加工成原来样子的毛，然后或是

再加工成织造低级呢绒用的毛纱，或是掺入新羊毛，加工成织造较高级呢绒

用的毛纱。这种生产在任何地方都不象在英国那样盛行，虽然在比利时也相

当普遍。”（《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１８５６年伦

敦版第６４页）

“大量节约材料，也屡见不鲜；例如，从使用手斧劈木板过渡到用锯来锯

木板，就是这样。另一方面，自然的要素所完成的工作如此便宜，以至许多本

来是毫无价值的东西，现在却引起注意，因为目前赋予它们一种价值形式会

是有利的。”（弗·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４３年波士顿版第７２—７３页）

其次，大规模生产时产生的废料如此之多，以至它们本身可以

很容易地重新成为农业及其他生产部门的交易品。

［Ⅴ—２１０］第八，代替劳动。

“改进手艺，不外是发现一种新方法，可以比以前用更少的人或者（也就

是）用更短的时间制成产品。”（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

名家文集》现代部分，１８０３年米兰版第１５８—１５９页）

这一点适用于机器，同样也适用于简单协作和分工。制造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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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使用“更少的人”和“更短的时间”，这是一回事。如果一个人在

一小时内可以做他以前在两小时内所做的工作，那么，现在一个人

就可以在一个工作日内完成以前两个人所做的工作；而以前完成

这项工作，却需要两个同样时间的工作日。因此，缩短单个工人的

必要劳动时间的一切手段，同时也就使生产同样成果所需要的工

人人数减少。在使用机器时，是仅仅在上述工人人数减少的程度上

有差别，还是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

斯图亚特（詹姆斯爵士）在自己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

（１７７０年都柏林版）中说：

“我把机器看作（根据它的效率）增加不需要供养的劳动者人数的手段。”

（第１卷第１分册第１９章第１２３页）

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机器的作用和那种新居民的作用有什么区别呢？”（同上，第１２２页）

          

｛商品价格和工资１０８。关于蒲鲁东的愚蠢见解，我们将在另一

处来谈。但是，法国的优秀经济学批评家之一欧仁·福尔卡德先生

对蒲鲁东的答辩，却和蒲鲁东的论断一样荒唐可笑。福尔卡

德说：       

“如果蒲鲁东……关于‘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因为产品包括了附加

到成本价格上的利息’１０９这个反对意见是正确的，那么，这种意见不仅涉及资

本的利润，而且会消灭产业存在的可能性。如果工人生产某物只得到８０，却

被迫要支付１００来购买该物，如果他的工资只能从产品中买回他加进产品的

价值，这就等于说，工人不能买回任何物品。”

｛这就是说，工人即使能收回他加进产品的全部价值，也就是

说，即使根本不存在利润和体现剩余劳动的任何剩余价值形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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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买回任何物品。福尔卡德依据这种看法，就认为他懂得了政

治经济学中的一切！蒲鲁东的愚蠢见解就在于，他以为工人用他

（作为工资）所得到的货币买回的商品价值应高于包含在这些货币

中的价值，也就是说，商品应高于本身的价值出售，因为出售时实

现了利润等等。但是福尔卡德讲得非常好，如果工资只能从产品中

买回工人加进产品的那部分价值，那么，工业就不可能存在了。相

反地，如果工资足以买回工人加进产品中的全部价值，那么，资本

主义工业就不可能存在了。在这种场合，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

租和资本都不存在了。实际上福尔卡德的下述说法不仅适用于“工

人”，而且也适用于一般生产者。｝

他说：“工资不能对任何物品实行支付。”

（总之，福尔卡德实际上持有下述总的看法：如果一个生产者

只能从产品中买回他加进产品的那部分价值，那么，他就不能对任

何物品实行支付。这是因为商品除已加进的劳动外，还包含不变资

本。）

“事实上，成本价格除了包含［工人的］工资以外，总是还包含某种别的东

西，［出售价格除了包含企业主的利润以外，也总是包含某种别的东西］。”

｛这种说法十分庸俗。福尔卡德是想说，除了最后的劳动所追

加的和体现在商品中的东西以外，总是包含某种别的东西。｝

“例如包含原料的价格，这种价格是往往要支付给国外的。”

（即使原料的价格不是支付给国外，这也丝毫不会改变问题的

实质。福尔卡德［Ⅴ—２１１］由于完全误解而提出的反驳意见仍然是

一样的。全部实质在于，工资所购买的总产品中的那一部分，并不

包含来自原料等价值的任何一点价值，虽然任何一件商品就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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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来看都是由最后的劳动所加进的价值和同这种劳动无关的原料

等等的价值组成的。产品中转化为剩余价值（利润等等）的整个部

分也是这样。至于不变资本的价值，或者本身以实物形式得到补

偿，或者通过同不变资本的其他形式交换而得到补偿。）

“蒲鲁东忘记了国民资本的不断增长，他忘记了这种增长对一切工作者

都是确凿无疑的，不仅对企业主如此，对工人也是如此。”（《两大陆评论》１８４８

年巴黎版第２４卷第９９８—９９９页）

福尔卡德竟想用这种毫无意义的词句来回避问题的解决，而

他无疑还是“最具有批判思考能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我们打算在这个地方立即对蒲鲁东的全部废话一并加以考

察。｝

          

机器、建筑物等等在不使用时的花费。有一个工厂主，他的棉

纱厂共雇用８００个工人，［每周］全部开工，约须消耗１５０包东印度

棉花或１３０包美国棉花。他曾在１８６２年１１月２６日的《泰晤士

报》上诉苦说１１０，工厂每年停工的花费约为６０００镑（每周约合１２０

镑）。他指的首先是同我们这里无关的（但实际上是很重要的）那些

固定的开支，即地租，这是一笔最大的固定开支项目，无论机器是

否开动都要交纳（在上述场合，地租是２４５０镑）；其次，是保险费

（工厂和机器的火灾保险在上述场合要花费４７７镑；生产过程中的

棉花的保险费为１２３镑）；这笔财产的税款｛根据１８６１年统计，工

厂和机器的税款（包括济贫税在内）为３１０镑｝；再次，是经理、会计

和经纪人的薪金（在上述场合为６２５镑）；接着是看门人、守夜人、

工程师和临时修理机器的工人的工资（２５０镑），（这种修理机器的

临时工作属于机器保养费）；还有，用于厂房取暖和临时开动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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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所用的煤（１５０镑）；最后“机器的折旧费”（１２００镑，因为机器已

经很破旧了）。

关于最后一项花费，这位郎卡郡的纺纱厂主指出：

“许多人可能以为，既然工厂和机器停工，它们就不会磨损…… 这里所

说的价值的补偿，不包括一般的磨损和每个工厂主在他的工厂开工时常备的

机工修配组所能修复的损坏（如刀再磨快）。这里指的是有时不可能修复的那

种磨损，例如拿刀来说，这种磨损会使一把刀最后弄到连磨刀匠也会说：‘这

把刀子不值得再磨了。’这里所说的还包括对这样一些损失的补偿，这些损失

常常是由于旧机器在报废前被其他新的、构造更好的机器代替而造成的。由

于这两个原因，人们都清楚地知道，工厂的机器设备至少每十五年或二十年

就完全更新。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期间内，发明也没有停止，并总是在遇到困难

时获得新的推动。同样，天气和自然破坏力并不因蒸汽发动机停止使用而不

发生影响。”

这个家伙说：

“毫无疑问，许多工厂主拥有可供使用的雄厚储备，但是，大多数郎卡郡

工厂主却没有闲置资本。平常他们一获得利润，立即就用来扩充自己的工厂

和购置机器，所以，他们通常感到流动资本不足，而不是有余。”（《泰晤士报》

１８６２年１１月２６日第１２版）①

［Ⅴ—２１２］舍尔比利埃《富或贫》１８４１年巴黎版（从日内瓦版

翻印）。

“新资本    旧资本  

（１）机器 （１）工人生活资料基金

（２）机器年保养费 （２）工具及其保养费

（３）原料 （３）原料。”

  ｛不言而喻，新资本中也有用于工人生活资料基金的支出。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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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比利埃在这里谈的，只是被机器代替的那些工人的生活资料基

金。｝

“在这两栏中，不应把保养和管理机器所必需的工人人数计算在内。旧资

本同它所使用的工人人数按正比增加。如果使用一定数目的工人时这一资本

为１００，那么，工人人数增加一倍，它就变为２００。新资本则不受这种增长规律

的支配，因为用于机器所使用的动力的费用，同这种机器代替的工人人数相

比，并没有在数量上和规模上按比例增长。因此，在工人人数不变的情况下，

新资本总额无论怎样超过旧资本，这种超过有一个特点，就是在量的方面总

是落后，即赶不上机器所代表的和机器所代替的工人人数增长的比例。一台

代替两个工人的机器，也许昂贵一些；要是代替４、１０、２０个工人，机器就变得

越来越便宜了。这种有利的结果，只是在拥有大量已积累的资本时，即在这一

资本足以装备用来代替所需要的工人人数的机器和足以储备与这些工人相

适应的原料数量时才能取得。这里正如在某种新的分工的情况下一样，节约

又同以前实现的追加资本联系在一起。财富的任何积累，都为加速进一步的

积累提供手段。”（同上，第２８—２９页）

｛第一，在考察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问题时，必须考虑资本

积累的条件。在这里，应当指出，正如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

一样，资本主义生产又是积累的原因。

第二，机器或者是实际代替一定数目的工人，即取代他们的位

置（这总是发生在这种场合：一种劳动不是新的并且从前不是用机

器完成的），或者是潜在地代替某一数量的工人，这一数量将是我

们取代这种机器所必需的。例如，当我们说，要生产出棉纺织工业

今日的产品量，需要成百万的工人（见霍吉斯金的著作），这时我们

指的是取代机器所必需的工人人数。而当我们说，由于使用机械织

机，某一数量的织布工人被抛向街头，这却是另外一回事。这时，指

的是被机器代替的工人。这是很大的区别。机器一旦被用作某一

生产部门的基础（而且已不再感到工场手工业的竞争），就只是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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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机器的改良而把工人排挤出去。但是，生产是在机器已实行某些

改良而这种改良尚未达到更高程度的基础上扩大的。

例如，如果过去在手工织机上操作的是１０个人，现在在机械

织机上操作的是２０个人，如果一台机械织机代替１０台手工织机，

那么，这２０个人生产的就等于以前２００个人生产的。但是，这２０

个人并没有排挤即没有取代这２００个人。第一台机械织机排挤了

１０台手工织机［和９个工人］。但是其余１９台机械织机上有１９个

人在劳动。因此，不能以不采用机械织机［要完成新的生产量］会需

要２００个工人为理由，断言生产力的增长使１８０个人被代替。只是

生产力增加了９倍而已。

如果发明了一种新的机械织机，在这种织机上１０个人可以做

旧织机上２０个人所做的工作，那么，这２０个人就被１０个工人所

代替，也就是说，有１０个人被抛到街头。如果这种机械织机的台数

又增加到２０台，那就又要有２０个人来操作，而按照过去的规模

［要完成新的工作量］则需要４０个人。如按照最初的规模，就需要

４００个工人。但是，并没有４００个人被代替，这些人从来没有存在

过。第一台机械织机排挤了１０台手工织机，第二台只排挤了两台

［最初的机械织机］。因此，生产力增长的比例是２０∶１。

总之，不管怎样，生产力增长了１９倍。如果在所有部门中都取

得这样的发展，那么，工人为再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所需要的时间

就会缩短１９２０。因此，如果原来这需要［１２个小时的］１１个小时，那

么，现在则需要１１２０小时，而他所余下的全部工作日，即１１
９
２０小时，

则属于资本家了。但是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不是均衡的和普遍的。

其次，必须注意下列情况：剩余劳动量不取决于机器所代替的

工人，而取决于机器所使用的工人。舍尔比利埃恰恰忘记了这一

５９３第三章 相对剩余价值



点。机器的生产率（以及机器的便宜），不仅取决于它所代替的工人

人数，而且取决于劳动中它所辅助的工人人数。或者，这些说法在

［Ⅴ—２１３］一定意义上是一样的。｝

｛一旦机器劳动缩短了生产一定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即增

加了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量，就可能发生两种情况。［在第

一种情况下］这种商品进入工人的消费。那时，除上述情况外，可以

用于生产不进入工人消费的商品的劳动量，即用于生产代表剩余

劳动的商品的劳动量增加了。可能产生人数更多的上层阶级的基

础扩大了，同时这个阶级的消费也随着扩大了。但是，可能产生人

数更多的工人阶级的基础也扩大了，即活材料的量也增长了，上层

阶级就是靠这种活材料的血和汗而生长起来的。在第二种情况下，

如果上述商品不进入工人消费，那么，或者是［上层阶级的］消费变

得便宜，或者是劳动被游离出来而投入使用它的新领域。｝

机器、建筑物等等的价值在已生产的商品总量中的分配。

不变资本就其价值的相对量成为（与总资本成比例地）参与决

定利润率的因素来说，在考察剩余价值本身时完全不应该考虑在

内。因此，在绝对剩余价值、协作、分工等部分里，我们是把它作为

无差别的量Ｃ来考察的。而在考察机器时，我们却不得不专门研

究不变资本。不过这丝毫也不矛盾。这里应该指出以下两个因

素：     

（１）相对剩余价值只有在进入工人消费的商品（生活资料）变

得便宜，即这些商品的价值或生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量

减少的情况下，才能产生。但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是由两

个部分组成的：（ａ）包含在生产商品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和原料（如

果有原料的话）中的过去的劳动时间；（ｂ）最后加进的活劳动，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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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地说，就是借助这些劳动资料而物化在这种原料中的劳动。

旨在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减少商品价值的一

切方法，都不影响进入生产的原料的价值（至多在生产规模扩大

时，原料得到节约）。进入商品价值中的过去劳动的这一部分，在这

里当然与我们完全无关。上述一切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

在不同程度上减少了对过去劳动发生作用的活劳动。

这样一来，我们要考察的，只剩下过去劳动中由劳动工具和劳

动条件（例如建筑物等等）构成的部分。这部分过去劳动在简单协

作和分工的条件下并没有增加。（相反，劳动工具和劳动条件由于

它们的集中，由于它们使用的社会性质而变得便宜了。）但是，在使

用机器时，事情却不同了。这时出现了某种特殊的情况。在这里，

活劳动的减少是建立在我们所考察的这部分不变资本的革命上

的，粗略地说，就是复杂的、大型的和昂贵的生产工具代替了简单

的便宜的生产工具。因此，如果商品由于使用机器而变贵的程度，

同商品另一方面由于加速［生产过程］和减少［在不变资本上］加进

的活劳动而变便宜的程度一样（或更大一些），那么，商品的价值就

不会降低。商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降低了，正是因为另一部分提

高了。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总量没有减少，因此剩余价值的

生产也没有［发生变化］。由于创造相对剩余价值的这种方法是建

立在不变资本的一定部分的革命上的，与其他方法不同，所以这一

点在这里应当特别加以考察。如果对这个问题作最一般的考察，那

么它可以这样来解决：使用机器生产的商品总量［Ⅴ—２１４］大为增

加，以致分摊到每一单个商品上的机器、建筑物以及为机器工作所

必需的辅助材料的价值组成部分（损耗部分），比用旧的方法即用

手工劳动和旧的手工工具生产同一商品时要少。而要实现上述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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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又取决于下列情况：

（α）取决于单个工人在某一既定时间内，例如在一个工作日

内，使用机器可以生产的商品量；

（β）取决于同时在这类机器上（如果按照上述比例）操作的工

人人数：工人人数越多，全部机器中分摊到每一个工人身上的价值

部分就越少；

（γ）取决于机器参加劳动过程的时期和机器参加价值形成过

程的时期之间的差别。例如，如果一台机器工作１５年，那么，在这

１５年中，每一年它都全部加入劳动过程，而每年加入价值形成过

程的却只有１
１５。因此，商品形式的年总产品本身所包含的无论如何

不会超过机器价值的１
１５。

（２）一个问题是不变资本以怎样的程度影响利润率（这就是撇

开预付资本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职能来研究剩余价值与预付资本价

值的比率问题），另一个问题是不变资本的一定形式（机器等），以

怎样的程度减少单个商品的价格或包含在其中的劳动时间（过去

劳动和现在劳动），这两个问题有着很大的差别。当然，这两个问题

就其内容说来，是同一个问题。但是，在这里，同一现象是从两个完

全不同的角度来考察的。在一种情况下，我们研究的是，商品是怎

样变便宜的｛以及它一旦进入工人消费，劳动力又是怎样变便宜

的｝，即生产这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过去劳动和活劳动）总量是怎

样减少的。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研究的是，资本构成部分的量的

比例和价值比例的革命，怎样影响剩余价值与全部预付资本的比

率（即利润率）。对后一个问题的研究，要以剩余价值的存在为前

提，也就是以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以及流通过程）的存在为前提。研

究第一个问题，除了我们关于商品价值的一般规律，和由此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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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力价值的规律，以及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之间的比例的

规律外，不需要任何前提。

（３）把生产单个商品（或商品总量）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减少

问题，一方面同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间的比例问题混淆起来，另

一方面又同资本的各个构成部分的价值和量之间的比例问题混淆

起来，是造成重大错误的根源。

首先，主要的错误。如果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会

看到，生产某一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而工人生产这种变便宜

的商品所要花费的总的时间延长，这决不是矛盾的。相反地，有些

经济学家认为，这确实是不可理解的矛盾，因为他们认为机器的发

明和应用，不是为了缩短工人为生产某一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

而是为了缩短工人作为自己工资的等价物而必须付出的劳动时

间。这特别是因为，他们一方面用机器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来解释

利润，另一方面他们（西尼耳等人）又证明，似乎应用机器就一定要

延长这种劳动时间。

第二，至于谈到工人本身的劳动时间，那么，他的有酬劳动时

间［由于进入工人消费的商品变便宜］因而缩短了，而无酬劳动时

间却延长了。这一结论［Ⅴ—２１５］根据下述情况就可得出：包含在

某种商品中的劳动时间量及其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的比例，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资本家把某种商品卖得便宜一些，那

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他因此而得到的利润减少了，实现的剩余

价值减少了。情况往往正好相反。对于这一点，必须补充说明的是，

不应把单个商品，而应把一定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总量看作资本的

产品。

在工厂制度的条件下绝对劳动时间的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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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的、同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机器生产相适应的劳动组织，就

是工厂制度，这种制度甚至在现代的大农业中——由于这一生产

领域的特点而或多或少发生一些变化，——也占统治地位。

主要之点是，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的来源，不是机器所代替

的劳动，而是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所使用的劳动。剩余价值量取决

于两个因素：［第一，］每一单个工人的被剥削率，或分摊到单个工

人一个工作日上的剩余劳动量；第二，受这一资本剥削的同时雇用

的工人人数。采用机器，减少了后一个因素的作用，却增加了前一

个因素的作用。采用机器，使单个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增加了，但

是，却使一定资本在同一时间内剥削的工人人数减少了。由此可

见，同一个方法，既有提高剩余价值率的趋势，同时又有削弱对剩

余价值量也起决定作用的另一因素的相反趋势。

如果２０个工人每天劳动１２小时，其中２小时构成剩余价值，

那么，剩余价值量等于２×２０＝４０劳动小时（等于长度各为１２小

时的３个工作日再加４小时）。如果１０个工人每天劳动１２小时，

其中４小时构成剩余劳动，那么，剩余价值量同以前一样是４０小

时。但是，６个各提供６小时剩余劳动的工人，却只创造３６小时的

剩余价值。如果同一资本在第一种情况下雇用２０个工人，而在第

二种情况下雇用６个工人，那么，剩余价值量就会减少，尽管剩余

价值率提高了。

由于以采用机器为基础的剥削的这种对抗趋势，就会去增加

绝对劳动时间。例如，如果在第二种情况下，工人不是劳动１２小时

而是１４小时，其中８小时是剩余劳动，那么，剩余价值量就会是６

×８＝４８小时。

使劳动时间绝对延长，使绝对剩余劳动增加，使工作日延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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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原因，是资本家及其辩护士所完全没有认识到的。一旦机器生

产由于竞争而普遍推广和发展，利用机器生产的商品的社会价值

或市场价值就降低到它们的个别价值的水平，因而资本家已不可

能再把这种差额据为己有，这时，就会看到这种现象。

［在机器生产条件下延长工作日］的上述动机，同力图实现由

机器和建筑物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的动机完全无关，后

一个动机更容易觉察，是资本家及其辩护士直接意识得到的。

这种动机很简单，而且对一切剩余劳动来说都是共同的，但

是，当耗费在劳动资料上的资本价值和资本量达到巨大数额时，它

却有了特殊的意义。

首先，如果每天不是劳动１２小时，而是２４小时，那么，在机器

和建筑物上并不需要追加开支；如果追加的这１２小时劳动与原来

的１２小时同时进行，那么，建筑物、工作机［Ｖ—２１６］以及在一定

程度上还有产生动力的那些机器，就必须增加。用这种方法也可以

使商品变便宜，因为，不管是通过大量工人同时在这类机器上并排

劳动而使机器价值在空间上分配到大量的劳动上，或者这一点是

在时间上实现的，也就是同一数量的工人在同样一些机器上不是

劳动１２小时，而是劳动２４小时，这两者是没有区别的。

建筑物作为生产条件实际进入劳动过程，不管是１２小时，还

是２４小时，它的再生产的绝对时间都大体保持不变。

机器本身再生产的时间——与它的价值的再生产不同——不

是随它的有效服务时间的延长而按同一程度缩短的。

由于所有这一切，在某一定流通期间内所得到的利润增加了，

一般说来，利润是根据某一定流通期间内，例如一年内实现的剩余

价值量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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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减低了，因为［机器和建筑

物占］不变资本的绝大部分。

最后谈到的这一切看法都是同利润学说有关的。

机器代替劳动工具。

这里应当指出，机器不仅代替了活劳动，而且还代替了劳动者

及其手工工具。当然，手工工具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例如，缝纫机代

替一般缝纫劳动的场合就是这样。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完全不是代

替，因为原来的劳动工具又重新出现在机器本身上，尽管这些工具

的数量无限增多，它们本身在机械构造上多少有些变化。

在工厂制度条件下工人的集结。

以后我们将更详尽地研究在工厂制度条件下出现的，既不同

于简单协作，也不同于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那种协作的

特点。

在这里，首先应当指出，发达的机器体系——以使用机器为基

础的生产体系——以工人聚集在同一个地点，以他们在空间上集

中在资本家的指挥下为前提。这种集中是机器生产的条件。（见摘

自莱文斯顿著作的引文１１１）

产生动力的机器，以及分配和传送这种动力的传动机构，变得

相对便宜了，并且它们越是运用于更大的机器体系，就越是便宜。

同样，用于建筑物、取暖设备和监督等等的费用，简言之，用于大量

工人共同使用的、他们所必需的一切客观劳动条件的费用，也相对

地降低了。同时工作的机器体系必须有同时工作的工人大军来相

配合，这部分地是为了实现机器体系所特有的特殊分工，部分地是

为了实现它所特有的简单协作的特殊制度，实现对完成同种作业

的许多工人的同时使用。因此，虽然一定量资本支配的工人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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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生产一定量商品所需要的工人人数减少了，但在单个资本家

指挥下同时工作的工人人数增加了，在空间和时间上协同动作的

工人的集中扩大了。

在工厂制度条件下，在生产领域执行职能的资本采取了巨大

数量的社会财富（虽然也是属于单个资本家所有）的形式，这种财

富决不能与单个人可能具有的工作能力和生产率相提并论，同样，

协同动作的工人体系也采取了大规模的社会结合的形式。

［Ｖ—２１７］劳动的浓缩。

如果用字母Ｖ表示可变资本，Ｃ表示不变资本，ｘ表示包含在

产品中的剩余劳动，再假定全部不变资本都进入价值形成过程，并

且要考察的是绝对剩余价值，那么，一定量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

值就等于Ｃ＋Ｖ＋ｘ。

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决不会使这个公式发生任何变化。

换句话说，这种方法不会提高总产品的价值。不变资本Ｃ可能增

长，因为原料量从而原料价值增长了，同时机器的价值也增长了。

但是［在生产过程本身中］，不变资本Ｃ的价值是不变的。它只是

再现在产品中。ｘ也同样不变。可变资本Ｖ在劳动过程中转换为

Ｖ＋ｘ，其中Ｖ代表相当于可变资本的劳动时间，而ｘ则代表超过

这一时间的余额。Ｖ＋ｘ代表总工作日。这个工作日不会为创造相

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所改变。或者，换句话说，无论利用这些方法在

一个工作日内生产的产品量增加多少，它们的价值不会增大，虽然

由于产品变便宜，从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资料变便宜，在有酬

劳动时间和无酬劳动时间的划分上发生了变化。（例如，一个工作

日中所生产的总产品的价值可能增大：可以把更多的棉花等加工

为纱；简单地说，这是由于同一时间耗费的不变资本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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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一种例外的情况，它的发生仅仅与机器劳动有关。

这就是劳动的浓缩，或者是这样一种现象：由于社会劳动生产力的

发展，劳动强度——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在某一特殊生产领

域达到异常的程度并成为劳动的完全固定的特征，以致一个强度

较大的劳动小时等于一个比较松弛的劳动小时＋ｘ。从一定的时

刻起，靠劳动的内含量必然会受到的损失，可由劳动的外延量来弥

补。反过来也是一样。在这些情况下，以强度代替数量，决不是毫

无根据的抽象议论。在存在上述事实的地方，完全可以用实验方法

对它进行检验。例如，常有这样的情况：工人在生理上不能在整整

一周内有规律地在１２小时中［每小时］完成他现在在１０小时或

１０１
２小时中［每小时］所完成的同等数量的劳动。由于劳动浓缩程

度提高，其中包括脑力消耗更多，神经更加紧张，同时体力上也更

加紧张，于是，就有必要缩短正常工作日或总工作日。随着供使用

的机器的速度和规模（数量）这两个因素的增长，必然出现一个转

折点，达到这一点，劳动的强度和长度就不可能同时增长，相反地，

必然会互相排斥。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绝对劳动时间缩短了，

剩余劳动不仅仍能保持不变，而且还能增加。这是由于两个原因造

成的：一方面是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也就是由于决定相对剩余

价值的那一普遍规律的作用；其次是，因为强度较大的劳动小时从

来不被看作它本身那样的劳动小时，也就是从来不被看作这样一

种劳动，这种劳动的产品会等于以前的生产方式下比如１１
２个松

弛的劳动小时所生产的价值产品。强度较大的劳动小时，在这里不

是什么偶然的和个别的现象，而是一般的常规，是某种特殊生产领

域中的一般规律；可是它从来没有被看作它实际上所体现的东西，

即没有被看作是较大的劳动量，是不同于较松弛的劳动时间的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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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劳动时间。当劳动的强度和绝对劳动时间的长度同时增加时，工

人不仅过度地劳动，而且是加倍过度地劳动，然而强度较大的劳动

小时却没有被当作这样的小时来看。只有在提高了的劳动强度表

现为劳动延长的现实的、明显的和客观上一定的界限时，才开始出

现这种情况。

这正说明，为什么随着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实施，不仅在实施

这一法令的英国工业部门中生产率提高了；而且这些部门所创造

的价值量也增加了，甚至工资与其说下降了，［Ｖ—２１８］不如说也

提高了。

不言而喻，应当时刻记住，一旦在我们面前出现某种具体的经

济现象，决不能简单地和直接地用一般的经济规律来说明这种现

象。例如，在考察上述事实时，必须考虑到离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对

象很远的许多情况；而且，如果我们没有事先对那些比我们这里现

有的关系远为具体的关系进行研究，就连解释这些情况也是不可

能的。例如，自从发现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以及由此兴起

诈骗活动以来，世界市场扩大了，需求也随着日益增长；恰恰是在

发生上述现象的这个时期，物价的低廉和原料（棉花）等的大量输

入，对个别工业部门产生了影响；最后，还有这种情况：例如棉花的

价值尺度不是由英国的劳动小时，而是由世界市场上的平均必要

劳动时间来决定。

但是，英国的工厂报告不顾这一切而一致证实了以下两个事

实：（１）自从实行十小时工作日（随后改为１０１
２小时工作日［每周

前五天］）法以来，机器上的细小的和局部的改进多得无比，而且比

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加经常；（２）单个工人必须看管的机器的速度和

数量使他消耗更多的精力和肌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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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些报告毫不怀疑其他两个事实：（１）没有十小时工作

日法，不限制绝对工作日，工业生产中就不会出现上述的重大变

革；这种变革是通过立法程序确定剥削工人的极限的必然结果；

（２）如果没有已经达到的工艺发展的高水平，同样，如果没有资本

主义生产发展已达到的现阶段所普遍拥有的辅助资料，上述实验

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不会那么快就取得那么好的效果。

如果一切工业部门都受到［对工作日长度的］这种限制，而且

劳动强度都同样顺利地获得了同样的提高，那么，这种强度就会被

看作是常规，而不是某一特定劳动部门的特点。那时就只会确立起

新的平均正常工作日。总工作日就会缩短，各个不同生产部门中的

总工作日的必要劳动时间以及剩余劳动时间也同样会（平均说来）

缩短。（英国长度为１０１
２小时的工作日，不仅生产效率较高，而且

可能包含相当于莫斯科棉纺织厂２４小时劳动的劳动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遍使劳动时间浓缩，或使一定时间内消

耗的劳动量增加，例如，使１个小时或１２个小时内实际消耗的劳

动量增加。实际上，这等于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增强单个工人劳

动的连续性（只是指单个工人劳动的连续性，而这同生产过程的连

续性，即同生产过程在全部时间内的不断进行无关）。即使劳动在

形式上从属于资本，也会造成上述劳动强度，这正象在以奴隶制为

基础的生产方式的条件下监工的鞭子会造成这种情况一样。这种

强度通过协作，特别是通过分工，更多的是由于机器而更加提高

了；在使用机器的情况下，单个人的连续不断的活动是同统一整体

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并受这一活动制约），单个人只是整体的一

个环节，这个整体如在机械工厂中那样，是以死的自然力即某种铁

的机构的有节奏而均匀的速度和不知疲倦的动作而工作着。在这

６０４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里，某种一定的平均劳动强度——一定时间内完成的实际劳动

量，——而且是比非资本主义的生产中或只是形式上的资本主义

生产中的劳动强度相对说来更高的强度｛虽然在不同的生产部门

中自然是各不相同的｝，一般说来是总的前提。当人们谈到作为工

人劳动尺度的时间和生产某种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这种强度

对所有工人来说都是前提。然而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不是这一点。

同样，这里谈的也不是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内的更高的（或不

同的）效率问题，这种效率取决于通过分工和由于熟练程度的提高

而达到的技能等等，或取决于使工人可以提高他们的产量的机器

的作用。这两方面都关系到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不过实际劳动量事

实上仍然不变，而（在机器生产条件下）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

所减少。

［Ｖ—２１９］我们在这里谈的是劳动紧张程度随生产力的发展

而提高的问题；这样，在同一时间内不仅生产的东西更多了，而且

付出的劳动也更多了，耗费的劳动力更多了，并且超过了平均标

准，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只有对劳动时间的长度实行限制，这种紧

张程度已经提高的劳动才能正常地逐日地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不

仅创造着相对剩余价值，而且创造着绝对剩余价值，在这种强度成

为普遍的强度之前，一直是这样。不过，这同样要以普遍缩短工作

日为前提。

可是，劳动长度和劳动强度都有自己的界限，劳动强度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提高，只是因为劳动长度缩短，这就显示出这两者的界

限。因此，例如，假使１０小时是一个正常的平均工作日，并且具有

相应的劳动强度或劳动时间的浓缩程度，以及每时每刻所耗费的

相应的劳动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使劳动更有成效的一切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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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提高劳动本身的紧张程度，就只是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如果

由于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劳动时间再一次浓缩，结果在同一时间内

不仅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而且劳动量也增加了，那很快就会达到总

工作日必须再度缩短的阶段。

只是由于资本无耻地、无止境地贪求骇人听闻地超越劳动时

间的自然界限——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也不知不觉变得强

度更大和更加紧张，——只是由于资本的这种无限度的贪欲，才迫

使甚至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也不得不为正常工作日的

长度强制规定硬性的界限（其中主要推动因素，自然是工人阶级本

身的斗争）。这种情况初次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经历了它本身

不发达、不文明状态而建立起自身物质基础的时期。资本对劳动时

间的这种强制限制的回答，是使劳动更加浓缩，而劳动浓缩到一定

时间又会导致绝对劳动时间的缩短。这种以提高劳动强度来代替

松弛劳动的趋势，只有在生产发展的较高阶段才会出现。这种代替

是社会进步的一定条件。这种办法也为工人创造了自由时间，而且

一定劳动形式上的强度，决不排除另一方面活动的可能性；相反，

这种活动可以是休息，可以起休息的作用。因此，［缩短工作日的］

上述过程——如统计学所证明的——对于改善英国工人阶级的体

力、道德和智力的状况，产生了非常有利的影响。１１２

在我们的全部研究中，已经一再指出，我们的出发点始终是，

商品从而劳动力是按其本身的价值来支付的，我们只是从这一基

本观点出发来考察剩余劳动的变化的。因此，由竞争造成的工资的

实际削减等问题，不在我们考察之列。例如，由于加班加点，不用增

加工人人数就可以提供更多的劳动；或者，一部分工人加班加点，

而另一部分工人完全无事可做或只做半工。这样就人为地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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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供给过剩，而且，这种由于另外一些工人过度劳动而造成的失

业工人的劳动供给，又总是会使工资（其中也包括在业工人的工

资）降低。

另一方面，这也是英国受工厂法约束的那些部门中工资提高

而不是降低的原因之一。因为，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对商品的需

求增加了，而且，按照资本家的意见，这种需求的增加大大超过了

世界市场的实际扩大，结果，对劳动的需求也就增加了，而这种需

求不可能象以前那样靠人为地增加劳动的供给而得到满足，或者

说，这种需求对工资的影响，已经不可能靠这种人为地增加劳动供

给来消除。人手的供给大大地减少了，这部分地也是由于从英国向

外移民，部分地是由于爱尔兰人大批向外移民和爱尔兰有大批人

死亡。

          

［ＸＩＸ—１１５９］①可以从非工厂劳动领域中举出伦敦的缝纫业

作为劳动浓缩的例子。在一年的几个月内，不但工作日最大限度地

延长了，而且要狂热地赶着做活。②在一年的其他时间内，工人大

部分完全没有工作或工作很少。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工资，不取决

于这个劳动兴旺时期的劳动时间，而是按平均劳动时间计算，因

此，［在劳动浓缩和延长的月份内］这样得到的工资，就占了全年工

资的大部分。在这里，劳动的浓缩是同工作日的延长结合在一起

的，但是，全部这种劳动时期不超过例如几个月或几周。这是对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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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进行剥削的最可怕的形式之一。狂热的劳动时期之后，往往是经

常没有多少活干和失业。

分工和机械工厂。工具和机器

“在谈到［动植物的］较低级器官时，我指的是发挥各种特殊职能的区别

不大的器官；因为在同一个器官需要从事不同的工作时，这个器官容易变异

的原因也许在于：自然选择对于每一形态上的细小差异的保存或抑制，不如

在同一个器官专用于一个特殊目的时那样小心。比如，用来切各种东西的刀，

大体上可保持同样的形状；但专供一种用途的工具，如作另一种用途，就必须

具有另一种形式。”（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

物种起源》１８５９年伦敦版第１４９页）

分工的主要结果之一是同类用途的工具，例如切削工具、钻孔

工具、破碎工具等的分化、专门化和简化。只要想一想，例如刀所获

得的无穷无尽的不同形式就会清楚了，为了用于每一种特殊方式，

它都要具有只适于这一特殊目的，而且是专供这一特殊目的用的

形式！同一种劳动，更确切些说，为了生产一定产品即特殊商品而

互相协作的不同种劳动，一旦分配给不同的工人来做，那就会发

现，完成这些不同种劳动的难易程度，取决于过去发挥不同职能的

工具是否有一定的改变。究竟应该在哪方面进行这种改变，则要根

据经验和由于形式不改变而造成的特殊困难来确定。可见，劳动资

料的这种分化、专门化和简化，是与分工本身一起自然产生的，并

不要求预先认识力学的规律等等。达尔文对生物的器官专门化和

分化的问题发表了类似的意见。（参看上述引文）

分化就是形式的划分和这些形式的固定化。专门化就在于，仅

仅适合特殊用途的工具，只有掌握在本身已被分化了的那种劳动

的代表手中，才能成为有效的工具。无论是分化或是专门化，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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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包括工具的简化，这种工具现在应该是只完成某种简单操作和

同类操作的手段。

在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中，由分工所引起的劳动

工具的分化、专门化和简化——它们只适合非常简单的操作——

是机器发展的工艺的、物质的前提之一，而机器的发展则是使生产

方式和生产关系革命化的因素之一。［ＸＩＸ—１１６０］因此，在一定意

义上拜比吉的下列意见是正确的：

“如果由于分工，每一项单独的操作都使用一种简单的工具，那么，由一

个发动机推动的所有这些工具的组合，便成为机器。”（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

的节约》１８３３年巴黎版第２３０页）

我们在这里特别指出的，不仅是“每一项单独的操作都使用一

种简单的工具”，而且还有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后果，即分工导致了

这些简单工具的创造。

就象在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中一样，在英国的力学家中，可以

遇到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机器与工具没有本质的区别；工具是

简单的机器，而机器是复杂的工具，或者说，两者只有简单机器与

复杂机器之分。从这种意义上说，甚至最简单的机械，如杠杆、斜

面、滑轮、螺旋、楔、轮子等，也被叫作机器。

但是，在上述引文中，拜比吉并不是从这种意义上把“由一个

发动机推动的所有这些工具的组合”叫作机器，他所说的，不是刚

才列举的那类最简单机械的简单组合。几乎没有一种简单工具不

是由几个这样的机械组合而成的。相反，拜比吉在这里所说的，是

所有这样一些不同工具的结合即组合，例如，是在同一种商品的工

场手工业生产中用来完成不同的独立操作的、因而由不同的工人

使用的那些工具的组合。并且他所说的是，由一个发动机推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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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套工具，而不论这个发动机是什么样的：是人的手和拳头、畜力、

非动物界的力，还是自动机（机械动力）。

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则认为机器与工具的区别在于，工具的动

力是人，机器的动力是畜力、机械力等等，总之，是异己的（不是作

为人的特性而为人所固有的）自然力。根据这种观点，例如，普通的

犁是机器，而珍妮机、走锭精纺机（用自动机械推动的走锭精纺机

除外）、缝纫机等机器，以及最复杂的织袜机、机械织布机，如果是

由人本身推动的，就都不是机器。

首先应当指出，这里所说的不是［工具与机器之间］在工艺上

的确切区分，而是在所使用的劳动资料上发生的一种改变生产方

式、因而也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因此，在当前的场合，所说的正是

在所使用的劳动资料上发生的那种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

革命。

从历史上看，必须区别向机器劳动过渡的两个阶段。

机器决不是到处都从工场手工业中产生的，也就是说，决不是

到处都从把生产一定的商品的劳动分解成由不同的个人分担的各

种手工操作这一点产生的。对机器来说，这仅仅是两个出发点之

一。第二，机器是从那些以手工业生产为前提的工具中产生的，这

些工具在城市工场手工业繁荣时期所获得的进一步发展，最多只

不过是为数很多的这些工具和使用这些工具的工人一起，集中在

一个场所，并采用简单协作的形式；在那里，生产费用的降低，主要

有三个原因：（１）由于资本强制工人服从的纪律；（２）由于共同利用

象建筑物、工具等这样一些一般的劳动条件；（３）由于大量采购原

材料等等。

通过上述不同途径产生的机器的两个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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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从最古老的劳动工具（虽然逐渐地经过某些改进）

中产生出纺纱机和织布机，而无须任何进一步的分工把这些工具

所完成的操作分得更细。我们在这里所谈的分工，是指作为工场手

工业基础的那种分工，而不是指把某一部门分成各种独立的手工

业的那种分工。（就后一种意义来说，如织造业就有很细的分

工。）         

另一方面，是利用机器制造机器本身。［ＸＩＸ—１１６１］这是在象

制造纺纱业等等中的机器的那种基础上，即我们所知道的所有以

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中最完善的类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从历史上看，工业革命起源于第一个例子中所说的机器。在使

用机器生产商品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后，利用机器生产机器本身的

需要才变得明显起来，这是很自然的。

在用脚的动力推动轮子，用轮子推动纱锭的脚踏式纺车上，直

接与羊毛这种材料接触的那一部分工具，即纱锭，具有独立的存

在，它实际上是一种与接受动力的轮子不同的工具。开毛和把羊毛

捻成线，实质上也就是纺纱，原来是用手进行的，并且只有在这些

手工操作完成以后，羊毛才被绕在线轴上。从工具本身承担了以前

用手完成的操作的时候起，也就是说，从工具本身开始纺毛，即同

一动力既推动轮子，同时又让工具本身纺毛，而工人的作用因而简

化为推动轮子，照看并调整由工具所进行的纺毛过程（例如接断

纱），——从这时起，脚踏式纺车便转化为机器，虽然是转化为手工

业机器，即在手工业范围内采用的机器，也就是单独一人能够操作

的机器，它最初还可以在手工业作坊中，或在家庭劳动中，或在农

民家中（作为农业人口的副业）使用。从这时起，纱锭的数量也增加

了；虽然工作机本身仍然由人力来推动，但是，不论是这种力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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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方式，还是机器中这个夹持材料和改变材料形状的部分的直接

动作，再也不与工人的体力、他的技巧，与那些在工具承担操作以

前要用工人的手来完成的操作相一致了。相反，在这里，工人的手

只是用来纠正工具的差错。工具变成了纺纱工，而推动轮子的同一

动力则把进行“纺纱”的运动传给机器的工作部分。产品的量再也

不与作为动力的脚的体力强度相一致了，另一方面，手虽然在事后

从事操作，但不是介入操作。在这里，大量的纱锭同时参与纺纱过

程。因此，劳动工具本身现在是由同一动力推动的、许多原来独立

的纱锭的组合。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工业革命，

正是起源于同加工的材料直接接触的那一部分工具的改革，并且

为把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的纱锭数量从６个增加到１８００个铺平了

道路。在脚踏式纺车时期，只有个别的技术能手（一些奇人），能够

双手纺纱。只是在大量的这种机器，这种机器的组合开始用水推

动，进而用蒸汽推动以后，纺纱机才得以完善起来。完全依靠机器

体系的劳动组织和劳动结合，只有在整个机器体系由一台自动机

推动的机械工厂中才出现。

但是，工业革命首先涉及到的是机器上进行工作的那一部分。

动力在这里一开始还是人本身。不过，以前需要由技术能手轻巧地

运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的那些操作，现在是这样来完成的：把直接

由人用最简单的机械方式（转动手柄，踩动轮子的踏板）所产生的

运动转变成工作机的精细运动。

［ＸＩＸ—１１６２］自从人由直接参加生产过程转为只起简单的动

力作用的时候起，所要完成的工作的原理便开始由机器来决定了。

现在有了机械；而动力以后可以用水、蒸汽等来代替。

继这第一次伟大的工业革命以后，采用蒸汽机作为产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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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器，则是第二次革命。

如果不正视这种情况，而仅仅着眼于动力，那就会恰恰忽视在

历史上曾经是转折点的东西。

人们在驯服了牲畜之后，很久以来就拥有了活的自动机。利用

牲畜作为搬运重物、乘骑和运输等等的动力，比人使用大多数手工

工具要早。因此，如果以此作为决定性的标准，那么机器在斯基台

人①那里似乎比在希腊人那里更为发达，因为斯基台人更多地，至

少是规模更大地，采用了这种活的发动机。用来使被加工的材料产

生某种机械变化的劳动工具，最早是以牲畜为动力，如犁；只在很

晚的时候才以水（在更晚的时候才是风）为动力，如磨。第一种形式

是文明的很早阶段就已固有的，那时尚未发展到工场手工业，而仅

仅达到了手工业生产。同样，水磨也没有引起工业革命；在中世纪，

水磨与手工业生产共存，而晚些时候又与工场手工业等共存。的

确，利用水力来推动一定的机械，作为一条特殊的原理曾产生了相

当大的影响，这一点从下述事实可以明显看出：后来出现的工厂开

始称为“磨坊”，现在在英国还用“ｍｉｌｌ”〔磨坊〕—词来表示工场和

工厂。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所说的仅仅是一种最简单的机械操作

——待加工材料的破碎问题，在一种情况下是指［谷物的］磨碎，在

另一种情况下是指［土壤的］疏松。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那些取代了以前的工具的机器，无论取代

的是手工业生产的工具，还是工场手工业的工具，那么，我们就会

看到，机器中改变材料形状的那个特殊部分，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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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工具构成，即由锭子、针、锤、锯、刨、剪刀、刮刀、梳子等等构

成，即使这些工具由于要作为统一机械的各个部分来起作用而在

形状上发生变化，情况也是如此（但用于产生运动，用于移动位置

的那些机器，也就是供铁路和轮船等运输用的机器则是例外）。它

们的主要区别，或者在于：以前曾是独立的工具，现在仅仅作为一

整套同类工具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起作用；或者在于：随着动力功率

的增大，现在的工具获得了大得无比的规模。而任何一种机械的本

来的任务，始终只是改变由动力产生的初始运动，把它变成与一定

的生产目的和传给工作机的运动相符合的另一种形式。

“织造的机器：总的来说，它们类似普通的织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是

由同时开动的许多织机组成的。它们只不过具有用来摆动筘或综片，投梭和

打纬的特殊装置。那个把纬纱从经纱中穿过去的梭子，很久以来所发生的变

化并不太大。形状基本上仍保持原样。”（约·亨·摩·波佩《工艺学历史》

１８０７年哥丁根版第１卷第２７９、２８０页）

磨［见波佩著作，同上，第１卷第１０４—１１０页］：

最早是把谷物砸碎。起先是用石头把谷物砸碎。以后，开始采

用容器或臼，把谷物放在里面用杵捣碎。后来人们发现研碎比捣碎

更好。因此，人们使臼内的杵作旋转运动。这最好是用一个手柄来

完成，手柄固定在杵杆上，并由人来转动，和我们现在用的咖啡磨

差不多一样。手磨就是这样发明的。开始是由女奴隶来磨，后来是

由农奴来磨。以后，人们把杵做得更重，用辕杆代替手柄，把马、犍

牛以及驴子套在辕杆上。这些牲畜被蒙上眼睛不断地转圈，以转动

磨碎谷物的杵。这样，就有了［ＸＩＸ—１１６３］马拉磨（ｍｏｌａｅ ｊｕｍｅｎ

ｔａｒｉａｅ，ａｓｉｎａｒｉａｅ①），其效率比手推磨高。接着，马拉磨得到了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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杵有了更为合理的、最初是球形的形状；杵在其中旋转的臼也变得

更为方便了。以后，人们把杵改成大而重的圆柱形石块，它在另一

大石块上转动，以磨碎谷物。上面的石块称为上磨盘，下面的石块

称为下磨盘。在圆柱形的上磨盘中央有一个孔，谷物从孔倒入，在

上磨盘与下磨盘的表面之间磨成粉……

水磨是密斯腊达特、尤利乌斯·凯撒、西塞罗时代发明的（这

些水磨是从亚洲传入罗马的）。第一批水磨是在奥古斯都时代之前

不久，在罗马的台伯河上建成的。维特鲁威描述了其中一台：

“齿轮和传动装置与水轮的轴相联，把水轮的运动传到磨碎谷物的磨盘

上。”（波佩，问上，第１卷第１１０页）

犁完全不包含新的原理，而且根本不能引起工业革命。它完全

适合于小生产的范围。在这里，牲畜的作用和以前一样，是搬运和

拖拉重物，也就是作为活的动力。牲畜和人一样，具有活动的自由，

而人早已学会使牲畜的意志服从人的指挥。单是由于土地不平整，

活动就是不规则的。人不仅要经常驾驭牲畜，而且要用自己的双手

来帮助牲畜，例如在大车陷入泥里出不来的时候。动力和工作机的

结合也同样不包含新的原理。把犍牛或马套在犁上，或者套在大车

上，是同样容易的。在单纯采用畜力的情况下，随意运动的原理仍

然占主导地位，纯机械动作隐藏在随意运动的外表之下，因而不引

人注意。然而，例如在磨坊，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牲畜被蒙

住眼睛牵着或赶着绕圈行走。在这里，运动已经是反自然的，并且

形成有规律的机械的路线，形成圆圈。对于新、老农民来说，正如冯

·哈勒先生在其《国家学的复兴》［１８１６—１８３４年］一书中所认为

的那样，牲畜是“助手”，而决不是机械。牲畜一般是人的最古老的

工具之一，杜尔哥就曾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１１３。蒸汽犁不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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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规模的农业，而且要求有平整的土地，正如火车头要求有路轨

一样。

相反，磨可以被看作是最先应用机器原理的劳动工具。在磨中

应用机器原理，要比在纺纱机和织造的机器等等上容易，因为在这

里，机器用来克服阻力和夹持加工对象的工作部分本身，一开始其

动作就与人手无关，并且不需要人进一步干预。无论我把干燥的谷

物用杵在臼内捣碎或者研碎，手仅仅起简单的动力的作用。在发现

研碎比捣碎更为有利，也就是说，旋转运动比上下运动更为有利之

后，开始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杵不一定要用手直接抓住，在杵与

手之间可以装上一个使杵旋转的装置。随着杵的体积与重量的增

加，就要对杵施加更大的力量，手柄的尺寸也增大了，逐渐变成了

辕杆，辕杆先是由人推着转动，后来由牲畜推着转动。当然，与此同

时杵和杵在其中转动的臼的形状也改变了；但是，经历了很长时

间，臼和杵才被两块圆柱形的石头所代替，其中一块在另一块的上

面转动；并且经历了更长时间，这个运动才开始由水的自然降落来

产生。随着水磨的建造，力学原理——应用机械动力并利用机械装

置来传递这一动力——才真正在很大的程度上得到应用，因为水

轮（水落在它上面），水轮的轴（它通过齿轮系统将运动传给磨盘），

包括了机械运动的完整体系。

［ＸＩＸ—１１６４］因此，就这方面来说，从磨的历史可以研究力学

的全部历史。

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按一定顺序相继采用的、而在很长时间

内又是同时并用的所有种类的动力：人力、畜力、水力、船磨、风磨、

马车磨（磨装在马车上，靠马车的运动来带动，在战争等时候使

用），最后是蒸汽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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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磨的历史上，我们看到，从罗马时期由亚洲转入第一

批水磨时起（奥古斯都时代以前不久），直到十八世纪末美国大量

建造第一批蒸汽磨为止，经历了极其缓慢的发展过程，这里的进步

只是由于世世代代的经验的大量积累，而且这一进步的成果在以

后也只是被零散地利用，并没有推翻旧的生产方式。从单个的机器

发展到机器体系，即几台磨用同一个动力来推动，这一过程进行得

十分缓慢，这部分地是由面粉磨坊作为农村副业的性质本身决定

的，部分地也虽由产品的性质决定的。在美国佬的国家里，面粉贸

易第一次获得了大规模的发展。

在罗马［波佩在上述著作第１卷第１１０页中指出］，水磨还是

一种例外的现象。

“目前，还不是所有的手推磨和马拉磨都被水磨所代替。”（同上）

在５３６年，在维利萨里时期，出现了第一批船磨。水磨从罗马

流传到其他国家。［同上，第１１１、１１２页］

从磨的历史还可以探索机器发展的这样一个特点：以前与磨

碎谷物本身分开并且成为独立工序的工作，后来开始用同一个动

力来完成，从而与磨碎工作在机械上连成一体。

“最初人们没有想到把面粉与谷皮或麸子分开。后来人们用手摇筛子筛

净磨碎的谷物。很久以来，磨碎的谷物一从磨盘底下出来，就收集在一个特殊

的箱子里，这个箱子后来称为筛粉箱。以后，在这些箱子里装上筛子并且构成

这样的装置：筛子能够由曲柄带着晃动。这样一直持续到十六世纪初，在德国

才发明了真正的细磨细罗装置，在这种装置内装有拉成筛子形状的网，靠磨

本身而发生震动。细磨细罗装置的发明，使得有必要生产一种特殊的织品，即

以后由工厂生产的所谓罗底布。”

｛这就是机器的采用和改进如何引起社会内部新的分工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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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旋转式磨筛是十八世纪末由奥利弗·伊文思在费拉得尔菲亚发明的。”

［波佩，同上，第１卷第１１４—１１９页］

“风磨是十世纪或十一世纪德意志发明的。只是在十二世纪，它们才得到

广泛应用。在此之前，它们是罕见的。从十六世纪开始，荷兰成了风磨之国，荷

兰人，总的来说，尼德兰人，对风磨进行了改进。以前在荷兰，风翼多半是用来

带动水车，把水淹的地方抽干。”［同上，第１３０—１３４页］

改进：

“能够使磨立即停止转动的制动装置…… 架子磨，所谓德意志风磨，是

十六世纪中叶以前唯一著名的一种风磨。强大的风暴能够把这种磨连同支架

一起掀倒。十六世纪中叶，有一个佛来米人找到了一种可以使磨不被掀倒的

办法。他只把磨的转动顶篷做成活动的，这样，为使风翼迎风转动，只要转动

顶篷就行，而磨的支架本身则立在地上不动。［这样的风磨被称为：］荷兰风

磨。只是到十八世纪，德意志和其他国家才仿效这种风磨的建造方法，因为架

子磨要便宜得多。截头圆锥体形的荷兰风磨支架，不仅仅是用木材建造的。以

后不久，有人试验把风磨安装在往往是塔形的石头支架上，并获得成功。磨的

顶篷安装在一些滚轮上〈要使顶篷能够不断迎风转动，它必须是活动的〉，

［ＸＩＸ—１１６５］它或是借助于由固定的起重器推动的杠杆来转动，或是借助于

杠杆推动咬住篷子齿轮缘的齿轮轴来转动。直到十八世纪，才进行了改进，使

这些机器的运转较为轻快和适用。”［同上，第１３５—１３７页］

（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荷兰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贸易和殖民

国家；进口粮食，进行大规模的谷物贸易；在国内，畜牧业取代农业

而发展起来；兴修水利工程；基督教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发展起

来，产生了共和制自由。）

“各种磨的所有部件仍然需要大大改进，但是，一直到十七世纪末，都很

少有人关心。

各种磨得到十分认真的改进，是在十八世纪，部分地是由于更好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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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动力，部分地是由于磨内的部件的结构更合理了，例如磨盘、细磨细罗装置

和整个传动体系更合理了。发明了新式磨，磨的新部件，以及关于磨的更好的

结构的新理论。正象在整个机器制造业中那样，理论往往明显地与经验相矛

盾，不实际，不正确。

通常的手磨，在许多世纪以前是什么样子，现在在某些大庄园等等地方

常见的还是那种样子。它通常是装上一根由人力推动的转动手柄。两个人借

助手柄可以转动这种磨。这些磨往往也由人一推一拉的连杆来推动。但是，动

力很不均匀。由于使用飞轮，这种缺点已被消除，因为即使动力在某一段时间

内减弱，飞轮仍然继续按同一速度转动。早在孚耳阿伯的著作（１６１６年和

１６２５年）和德·科的著作（１６８８年）中，就已介绍了飞轮。安装在曲轴上的飞

轮使运动轻快，并且使运动更加均匀。研究磨上的飞轮运动对各个方面都有

益处。这种运动不仅适用于飞轮和飞翼，而且特别也适用于磨盘、水车、风翼，

总之，适用于一切进行旋转运动的部分。”［同上，第１３８—１４０页］

“行军磨，马车磨或由畜力推动并可用马车从一处运到另一处的磨发明

了。据认为，它们是意大利人波姆彼奥·塔尔冈纳在十六世纪末为了战争需

要而发明的。他是斯皮诺拉侯爵的工程师。十八世纪出现了更完善的行军磨，

它的上磨盘是在行进中由马车本身的车轮带动的。

在制磨技术还处于幼年时期，水轮带动的主轴，只推动一个上磨，也就是

一台磨，后来发现，有可能〈在十七世纪？〉利用比如由水轮转动的磨的主轴来

推动两个上磨，也就是两台磨。只是需要在主轴上加上一个圆柱齿轮，使这个

齿轮同两边的两根与主轴相平行的轴上的齿轮相互咬合。其次，还要在每一

根轴上装上一个梳状齿轮，这样一来，每一个齿轮都可以借助于垂直安装的

齿状传动装置来推动本身的上磨，结果可以推动两台磨。但是，现在问题决定

于水量，因为这种中间传动装置和齿状传动装置需要更多的动力。那时人们

很少注意给机器装上一种尽量减少摩擦，能够用尽可能少的动力来推动机器

的装置。人们唯一指望的只是动力；认为它应该克服存在着的摩擦和弥补机

器的缺点。一直到十七世纪末叶，关于摩擦的学说并没有加以认真研究。最多

不过是给相互摩擦严重的部件涂上油脂或油。由于从摩擦学说中获得正确认

识，齿轮和轴颈等得到改进。十八世纪关于摩擦学说的研究，已达到相当高的

程度。后来，为齿轮的轮齿找到了外摆线形式…… 根据这种曲线，轮齿磨成

圆形，保证了旋转的同一速度；［ＸＩＸ—１１６６］它们不会受到碰撞和震动，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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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摩擦也大为减少，从而使得运动更加轻快和更加完善。”［同上，第１４５—

１５５页］

“在建造最初的水磨时，谁也没有想到是否可以用更有利的方法来调节

供水量，或者是否可以用更适当的方法建造和使用轮子〈水轮〉。运用于水磨

上的水的运动学说，是由波列尼（《论水的运动》１７１７年版）、达兰贝尔（《论流

体平衡及运动》１７４４年版）、波绪（《流体力学的基本原理》１７７５年版）等人，以

及别尔努利、欧勒等人深入研究的，特别是他们全都想要在水的运动速度及

其阻力方面获得令人满意的成果。为了实际确定水的运动的速度，在十八世

纪还发明了专门的仪器——流量计。水准测量或水位测定，即确定倾斜度，或

河流、水渠、水溪底部的坡降等，在修建磨时是同样重要的。一直到十八世纪，

才适当地采用水准测量，主要是用水准仪或水准器。在不太宽阔的河流中利

用了人工坡降。为了使水流加速，在水车附近把水引向弄窄了的水道。为此，

采用了水槽这样的设备。在德意志，很久以来通常是通过多少有些倾斜的水

槽将水流引到水车上。在法国，磨坊工人几乎总是利用水平槽，这种槽没有自

然坡降，也就是没有斜面和水平面之间的任何上下高度。一直到十八世纪中

叶，还没有真正的水槽理论。在这个时期以后，才发现对上射和中射水轮说

来，最好是按照抛物线来建造水槽…… 牛顿、马里奥特、约翰·别尔努利、

丹尼尔·别尔努利、达兰贝尔、欧勒等，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把关于水流阻力

或压力的学说大大地向前推进了。”［同上，第１６０—１６５页］

（在下射水轮上，水以本身的速度产生作用，在中射水轮上，水

以压力和重量引起转动，而在上射水轮上，水主要只是由于重量而

引起转动。关于上述各种类型的水轮哪一种最为合适的问题，取决

于现有的水量和落差。）

“十八世纪其他许多科学家为了探究出确定水的压力的一般规律，［进行

了十分有益的实验］。总之，在十八世纪，水力学和水利工程学为许多发现所

充实，其中大部分对于磨的建造业同样很有益处，但是，磨的建造业进展很

慢，尤其是在德意志，跟在理论进展的后面。特别是从十八世纪初叶起，对水

轮本身也进行了更加详细的研究，目的在于创立专门的理论，以便根据这种

理论来最合理地建造水轮。这些人是：帕朗、皮托、卡西尼、德·拉伊尔、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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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博斯特、威廉·韦林、菲·威廉斯、德帕西厄和兰伯特等。水轮理论是困难

的，因此这一理论被诽谤为空洞的思辨；磨的建造者们对这一理论很少关心。

同时在水轮理论的发展方面，还有很多东西要留待十九世纪去研究。”［同上，

第１６５—１７１页］

“十八世纪下半叶出现了英国人巴克的发明：无水轮和无针状齿轮的水

磨。这种水磨是应用所谓反作用机或塞格纳水轮的结果。一个顶端开口的圆

筒轻快地旋转着。在筒底装有大量的水平直管，圆筒中的水可以流入这些管

子。［ＸＩＸ—１１６７］这些管子的顶端必须封闭；每一根管子都在靠近管端的地

方，从侧面开一个小孔，水能够经过小孔沿水平方向流出。当水从侧面的小孔

中流出时，圆筒就朝相反的方向旋转。实际上是，水以同等的力量从各个方向

压向管子的侧壁，而在有孔的地方，水未受到阻力，因此可以自由流出。在相

反的一面，水对管壁的压力仍然存在，而因为这种压力并未被与它相反的同

等压力所抵销，所以，它便把管子推向这一面，并推动圆筒旋转。巴克把圆筒

的轴同磨盘以及与磨盘有关的全部机构联结在一起，于是，他就用这种办法

制成了碎谷磨……”［同上，第１７３—１７４页］

“用蒸汽机推动的磨，最初在英国进行了试验。例如在伦敦出现了所谓阿

尔比昂磨坊，它拥有２０台磨，用两台蒸汽机推动。１７９１年３月２日，它被烧

毁。在十八世纪，蒸汽磨还很少。十九世纪最初１０年内，在德意志还未见到过

这种磨……

有弗吉尼亚的奥科库安河上，托马斯·埃利科特建造了一台水磨，它独

自完成研磨方面的一切工作，几乎无须人的协助。它有３架水车和６台磨。人

不需要先沿着梯子把谷物拖上去，然后再倒进磨上的漏斗。磨自己就做到了

这一点，它借助于按水平线输送谷物的活动的阿基米得螺旋结构，并利用带

有旋斗的回转链条把谷物垂直提升，一直送到顶楼，从那里再经过磨上的漏

斗把谷物倒入磨盘。在谷物撒下以前，要先用一种专门的机器把谷物弄净。在

面粉冷却以后，机器自动把它送到放着面粉桶的地方，并自动装进桶内。”［同

上，第１８３—１８６页］

在德意志，最初贵族断言风归他们所有；但是，后来牧师反对，

宣告风归教会所有。

“１１５９年，弗里德里希一世皇帝把水磨纳入自己在水利资源方面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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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列。有一段时间，只有一些小的、不能通航的河流不在此例。特权甚至扩大

到空气。大家知道，早在十一世纪，拥有统治权的邦君就责成自己的臣民只许

在他们主人的磨上磨谷，并须用实物支付一定的报酬。特权磨或强制使用的

磨。”［同上，第１８９—１９０页］

“十八世纪前半叶，荷兰人也在实践中学习建造磨。”［同上，第１９２页］

          

［由此可见，］在罗马帝国存在的初期，水磨就从小亚细亚传入

了罗马；从那时起，磨在自己的发展中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中世纪。手磨、由牲畜推动的磨和水磨。（风磨是十世纪或十

一世纪德意志发明的。只是从十二世纪起，风磨才开始广泛应用。

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前只是使用风磨。）具有特征意义的是，德意志

贵族，然后是牧师们，竟把风宣布为自己的财产。在１１５９年，弗里

德里希一世把磨宣布为自己的特权，后来又把这种特权扩大到空

气。老爷们的特权磨或强制使用的磨。摩西说：牛在打谷的时候，

不可笼住它的嘴１１４。但是，德意志基督教老爷们“在农奴劳动的时

候却把一块大木板套在他们的脖子上，使他们不能伸手把面粉送

到嘴里”。

水磨的唯一改进：很久以来，面粉一从磨盘底下出来，就收集

在一个特殊的箱子里；现在在这种箱子里装上手摇筛子（以前人们

用它来筛磨碎的谷物）并使筛子能够由曲柄带着晃动。

十六世纪。十六世纪初期：拉成筛子形状的网，细磨细罗装置；

靠磨本身而发生震动。

十六世纪上半叶，风磨在荷兰非常普遍。它们从德意志的风磨

变成荷兰的风磨。在这个世纪的中叶，荷兰已经应用风翼来抽水。

风磨的活动顶盖。磨的石头支架。可以立刻停止磨的工作的制动

装置。按风向调整顶盖方向的机械装置（磨的篷），但还很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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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按下述方式做成的：通过顶盖的转动，［ＸＩＸ—１１６８］风翼随风

向调整。安装在滚轮上的顶盖靠杠杆等等来转动（换方向）。在十

六世纪末叶，为军事上的需要而发明了活动磨，野战磨，马车磨或

畜力推动的磨，即可以用牛车从一处运到另一处的磨。

十七世纪。有些不以水为动力的磨（手磨）由人一推一拉的连

杆获得自己的运动。在这里作用于它们的动力是很不均匀的。为

了使运动轻快和更加均匀，（在曲轴上）安装了飞轮。关于飞轮、飞

翼和一般飞轮运动的某些理论研究。

十八世纪。用一个水轮来推动两台磨（这在十七世纪就已经开

始了）。即水轮转动主轴，主轴又转动两个上磨，这样就推动了两台

磨；水轮是靠平行轴、齿状传动装置和中间传动装置来对上述两台

磨发生作用（参见前文）。但是，现在需要更大的动力。发展了关于

摩擦的学说。外摆线形轮齿、轴颈等等。

研究动力本身即水的更好利用；水的调节。测定流动水力的必

要性；它的一定数量是否足以达到既定的目标，是否需要全部地或

仅仅部分地利用它。关于水的运动、运动速度、运动阻力的理论著

作。测定水的运动速度所用的流量计。总之，首先，动力的测

量。          

其次，承认水准测量或水位测定（即河流、水溪、水渠等等底部

坡降或坡度的测定）是重要的（这种看法早在十七世纪就有，而其

不完善的形式实际上好象更早）。十八世纪出现了水准仪或水准

器。人工坡降。水槽。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出现了水槽理论。上射

水轮和中射水轮的水槽形状是抛物线。关于水是以自己的速度还

是以自己的重量发生作用的问题。关于水的阻力或压力的理论。牛

顿、马里奥特、别尔努利家族、达兰贝尔、欧勒等人（测定压力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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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关于水轮最合理形状的研究。水轮理论是困难的。在这里，

实践只是缓慢地跟在理论后面。

十八世纪下半叶。无水轮和无针状齿轮的水磨是靠轻快地旋

转的、顶端开口的圆筒来转动；在这个圆筒的底部装有大量的水平

管子，这些管子的顶端封闭着，每一根管子都在靠近管端的地方，

从侧面开一个小孔，水能够经过小孔沿水平方向流出。这里的原理

是：水对管壁产生均匀的压力。如果水是从它没有遇到阻力的那一

面流出，那么在相反的那一面，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压力得到平

衡，因此推动着管子。原理实际上与蒸汽机是一样的，——由于动

力平衡的消失而产生运动。

用蒸汽机推动的磨。与此同时，在这里产生了机器体系。英国

伦敦阿尔比昂磨坊的２０台磨用两台蒸汽机推动（阿尔比昂磨坊在

１７９１年被烧毁）。

十八世纪末。水磨成为 ［机器］体系，——不仅利用六台磨

的组合，而且沿着梯子自动地（借助于阿基米得螺旋）把谷物送

上顶楼，再通过与磨联接的机械把谷物弄净以后，从那里经过磨

上的漏斗把谷物倒入磨盘，然后，当面粉冷却时，机器自动把它

送到放着面粉桶的地方，并自动装进桶内。这种磨是由托马斯·

埃利科特在弗吉尼亚的奥科库安河上建造的。现在有了磨的自动

机器体系。            

          

［ＸＩＸ—１１６９］由于国内河流缺乏大的水力坡降，促使荷兰人

（自１５７９年成为联合省而脱离西班牙）利用风力。｛在荷兰，完全没

有创办现代工厂所必需的矿。在这里，从未出现过任何大型的锻工

场和工厂类型的冶金企业。｝｛在这里现有的工场手工业中，最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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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毛纺、丝织和亚麻等手工工场，油坊和锯木厂，造纸厂和染料

工厂。早在十七世纪末，几乎所有这些生产部门都已达到自己发展

的最高水平。从这时起，它们的发展就走下坡路了。｝｛烟草工

厂。｝      

美利坚合众国。它同西印度的贸易（其中包括谷物和面粉的输

出）。特别是谷物和面粉向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许多其他

欧洲国家的出口，在革命战争时期（１７９３—１８０７年等等）增加了。

对美国面粉的需求［增大了］，（而在此以前，需要它供应面粉的只

有西印度）。１７９１年，美国出口的面粉为６１９６８１桶，而１７９３年为

１０７４６３９桶。｛在这里也象以前在荷兰人那里一样，最初出现的是

与贸易和航运有密切联系的生产部门。｝｛在中世纪极其有限的谷

物贸易，在十七世纪已具有一定的意义，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发

展起来。可以说，世界市场范围内的面粉贸易正是美国首先进行

的。｝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

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

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

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而水（风）磨和钟表，这是过去传下来的两种机器们的发展还

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就已经为机器时期做了准备。因此，人们用

“磨”［“Ｍｕｈｌｅｎ，ｍｉｌｌｓ”］这个词来表示一切由自然力推动的劳动工

具，甚至表示那些以手作为动力的较复杂的工具。在磨中，已经具

备或多或少独立的和发展了的、相互并存的机器基本要素：动力；

动力作用于其上的原动机；处于原动机和工作机之间的传动机构

——轮传动装置、杠杆、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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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表是由手工艺生产和标志资产阶级社会萌芽时期的学术知

识所产生的。钟表提供了生产中采用的自动机和自动运动的原理。

与钟表的历史齐头并进的是匀速运动理论的历史。在商品的价值

具有决定意义、因而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具有决定意义

的时代，要是没有钟表，会是怎样的情景呢？

          

“古代人就已经使用脱粒连耞。腓尼基人就拥有脱粒架和脱粒车（脱粒

机）。”［波佩，同上，第１卷第１９４页］

最初用来碾磨谷物的水磨，可以用于任何相似的目的和各种

不同的材料，当然，在工作器具方面要进行一些改革。因此，在工场

手工业时期，凡是可以部分或全部使用这种动力的手工工场，均采

用水磨，等等。

榨油机。油坊。植物油。

“从种子和果实中取油的操作过程，有时就是单纯的压榨，但往往是将种

子或果实捣碎和磨碎，再进一步加以压榨。古代人已经用压榨器或挤压机榨

油。荷兰就有许多油坊。”［同上，第２２０—２２７页］

针和别针工厂——亚·斯密把它当作［分工的］例子——本身

就是生产劳动工具的工厂。纽伦堡是以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工具

发明中心，从制造钟表（“纽伦堡鸡蛋”１１５）起，直到制造和装置别针

针头的机床，都是这里的发明。顶针也是纽伦堡的发明。［波佩，同

上，第２卷第４—１４、９５页］

［ＸＩＸ—１１７０］“自古以来就有锯。现代锯和古希腊锯在形状上的区

别不是很大。在四世纪时，就有用水推动的锯床。１３８７年，在奥格斯堡已经有

了锯床。１５３０年，在挪威建成了叫做‘新技术’的第一台锯床。早在十六世纪，

就有安装着许多活动锯条的锯床，这些锯条可以同时将一棵或几棵树锯成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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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块木板。欧勒《论锯的作用》（１７５６年）；南卡罗《磨和锯床计算法》（１７９４年）

（锯床的完善理论）。”［同上，第３３—４２页］

“在十六世纪时已经有了钻木管的钻孔工厂。把已浸染的和稀有的木材

锯成薄板的层板工厂，是十六世纪奥格斯堡人格奥尔格·伦纳发明的（纽伦

堡人和奥格斯堡人是制造精美木器的能工巧匠）。”［同上，第４３—４６页］

造纸厂。

“用破（亚麻）布造纸，大概是德意志于十四世纪发明的。在破布造纸发明

之后不久，就开始利用机械装置捣碎和磨碎破布。第一批造纸厂是用手作为

动力的，只是过了多少年以后，在开始大规模生产纸时，才出现了用水作为动

力的造纸厂。这产生于十四世纪时的德意志（纽伦堡）和意大利。一直到十八

世纪的头二十五年，在德意志才知道有破布切碎机。直到十七世纪末，把破布

变成浆料，只是采用锤或杵来捣碎的办法。但是，德意志当时已经发明了一种

打纸浆的机器，叫做‘打浆机’或‘荷兰机’。一根圆木钉着许多铁箍，并借助于

齿轮体系用水轮来推动，在一个很结实的木桶中，把从槽中倒入的破布打碎。

德意志人不重视这种机器的效用，把它抛弃了。荷兰人把它据为己有。最初，

他们用手来转动它，过了一段时间，开始借助于风翼来推动。

在荷兰造纸厂繁荣起来。荷兰人完全用工厂方式进行纸张生产；在他们

的造纸厂中，每一道工序都设有专人；他们比大部分只采用手工业方式的德

意志造纸业者工作得更快更好。”［同上，第１９６—２２２页］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的荷兰造纸厂，可以看作是与机器有

关的工场手工业的主要例证，其中的单项工作由机器完成，但整个

体系并不是机器体系。同时，这里还有十分明显的分工：

“破布的分类和洗涤。水的澄清。破布的漂白…… 纸浆被舀出后，流入

一层层的毛毯子中间，一层层叠起来，然后结结实实地加以挤压。长期以来，

造纸厂中的所谓拉杆式压榨机或杠杆压榨机，一直是用人力作为动力。上光。

蓝漂。”［同上，第２０５—２１７页］

机械过程和化学过程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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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玻璃业。古代人只有取火镜。当时他们不知道镜子可以使物体放大。

我们在十二世纪的阿拉伯人伊本·阿尔·哈桑那里发现了使用放大镜的最

初痕迹。眼镜是十三世纪末才发明的（罗吉尔·培根）。古老的磨床最初是由

胡克（１６６５年）加以改进的。望远镜或天文望远镜。放大镜或显微镜（十六世

纪末）。现在的望远镜是１６０９年才从荷兰传来的。第一个天文望远镜是詹森

于１５９０年制成的。欧洲从伽利略那里才学会了制造完善的天文望远镜，并把

它应用到天文学方面。后来，刻卜勒又对它进行了研究。”［波佩，同上，第２卷

第２４４—２６０页］

马车手工工场。

“在其中工作的，有各种独立的手工业者：马车匠、马具匠、铁匠、钳工、铜

匠、旋工、饰绦匠、玻璃匠、彩画匠、油漆匠和描金匠等等。后来，这些劳动者在

马车工厂中联合在一起，每一个人都同别人协作劳动。”［同上，第３３０页］

不使用挽具而借助于齿轮传动装置的自动推进的板车，于十

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出现在纽伦堡人那里。［同上，第３４８页］

［ＸＩＸ—１１７１］冶金工厂。

捣碎机和锻工场。

“古代人熔化矿石已经需要先将矿石捣碎或粉碎，洗矿和淘选。这样做，

部分地是为了加速熔炼，部分地是尽可能以最少损耗而获得金属。在捣臼中

将矿石棉成［粗］粉末，然后，将这些粉末放在普通的手磨中再研磨，以便进行

淘选和洗矿。对粉碎得很细的矿石进行洗矿，是用筛子进行的。德意志于十六

世纪最初几年间，发明了现在的碎石机或装有捣槌的捣碎机，这些捣槌在捣

臼中将矿石捣碎。也就是说，把包着铁头的捣槌安装在水轮轴的前面，当轴转

动时，轴上的栓钉就将捣槌向上提起。最初只有早捣碎机，就是在使用它时，

并不向捣臼中注水。但是，在这些碎石机工作时，由于捣碎矿石而扬起浓密的

灰尘，使工人无法忍受，而且随后进行的金属熔炼也不完全合乎理想。因此，

不久就产生了采用湿润碎矿法或用水浸湿矿石的想法。在十七世纪时，捣碎

时用的杵和臼等等已建造得比较好了，不过，只是到了十八世纪，它才被改进

得更加完善”等等。“洗矿装置”。［同上，第３８０—３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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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风吹火装置。

“最古老的鼓风吹火方法——就是用一块皮子、树叶或绿叶满枝的树枝。

后来则使用芦苇，通过芦苇杆用口吹火。希腊人很早就知道使用鼓风皮囊。用

人手的简单压力，把大量的空气经过与贮箱相连接的管子不断地排出去。在

熔炼炉上也使用了用手拉的这样的大鼓风皮囊。这样，一直沿用到十四世纪

初。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以水轮为动力的第一批鼓风皮囊。代替鼓风皮

囊，人们开始使用木制风箱，它的耐久性十倍于鼓风皮囊”等等；“它是早在十

六世纪中叶以前在德意志纽伦堡发明的”。［同上，第３８７—３９０页］

“在十三和十四世纪，建成了一些大型锻工场，从事锻打金属，特别是铁、

铜、黄铜和铅，它们用借助于水轮轴上的栓钉起动的沉重的大铁锤，把金属打

成条块或板片。最初，它们象所有以水轮作为动力的工厂一样，是极不完善

的。一直到十八世纪，水轮轴上的栓钉的形状，水车的结构等，以及鼓风机构

才大大地改进了，尤其是瑞典科学家所做的改进。”［波佩，同上，第２卷第

４２８页］

｛波佩（在他的《工艺学历史》［见第１卷第１０—２９页］中）证

实，从十一世纪起，与商业和科学相联系的城市手工业在城市里已

发展起来（在那里，手工业已成为自由民的专门职业）；与此同时，

手工业者的行会，同业公会，联合会，简言之，既是工业的又是政治

的社团，也都发展起来。很多这样的“团体”产生于十二和十三世

纪。当时的
·
德
·
意
·
志几乎在每一种手工业里都有优秀的匠人。法国

的路易九世在１２７０年以前，通过斯特凡·布瓦洛的协助，命令手

工业者联合成立同业公会。弗里德里希一世和弗里德里希二世皇

帝力图再度取消不听命的手工业者的联合组织。手工业者在城市

中的影响增强。君主们镇压同业公会的一切努力均无济于事。同

业公会的意义日益增大。手工业者用强力要求不仅参与市政管理，

而且要求拥有管理城市的独占权。手工业生产在尼德兰繁荣起来。

在这里，毛织品织工起着最重要的作用。１３０４年，荷兰人和佛来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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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发生了海战，前者获胜。十四世纪时，手工业者和市政当局进行

斗争。手工业同业公会不断地时而被削弱，时而又巩固起来。甚至

每一个手工业行会都拥有全副战斗装备。十四世纪时，有过很多发

明和发现。所有各种织造业，金属加工业，金银制品业都大为改进。

十五世纪时，在手工业生产组织方面，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个世

纪末，纽伦堡成了德意志城市中最繁华的城市。十六世纪：手工业

和技艺不断发展。德意志又以自己的发明而出众。西属尼德兰。英

国。

“十七和十八世纪，产生了现在的手工工场和工厂，尤其是在英国和法

国。”［同上，第３１页］

“手工工场和工厂——这是许多手工业者联合起来并为达到一定目的而

工作的企业。如果在企业中生产［ＸⅨ—１１７２］商品时直接使用工人的双手，

或在人手不足时使用机器，这种企业就叫做手工工场。如果生产商品时利用

火和锤头，这种企业就叫做工厂。有一些工作，除非大规模进行，是不可能完

成的，例如制造瓷器、制造玻璃等等，因此它们从来就不是手工业。早在十三

和十四世纪，某些行业，如织造业，就是大规模进行的。”［同上，第３１—３２页］

“在十八世纪时，许多科学家热心对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工厂进行详细

的研究。其中一些人把这个领域作为自己专门研究的对象。直到最近，力学、

物理学、化学等等与手工业〈应当说，与生产〉之间的联系，才得到应有的理

解。过去在手工业作坊中，规章和手艺由师傅传授给帮工和学徒，这就造成了

保守的传统。以前与科学相对立的是偏见。１７７２年，贝克曼第一个使用了工

艺学这个术语。早在十八世纪前半叶，意大利人拉马志尼就写过一部论手工

业者疾病的专门著作。列奥弥尔和肖为深入研究包罗万象的工艺学奠定了基

础。前者将自己的计划通知了法国科学院。结果，自１７６１年起开始出版《皇家

科学院院士编辑或赞助的技艺和手艺概述》巴黎版（对开本）。”［同上，第

６２—６４、８１—８２、９１—９２页〕｝

纺和织。

（１）毛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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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纪以前，德意志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在欧洲最负盛名；它是尼德兰

工场手工业的培育所。根特的制呢厂早在十二世纪中叶就已很繁荣。从十三

世纪开始，佛罗伦萨、米兰、热那西和那不勒斯的工场手工业最为著名。”［同

上，第２４３—２４４页］

“古代人对剪下的毛不预先进行加工是不把它捻成适用的毛线的。相反，

人们一开始就把毛上的污物和尘土粗略地清除掉。为此目的，需要把毛抖开

和打松，也就是弄松它和敲打它，然后洗净，并涂上橄榄油或动物油，使它更

加柔软，最后加以梳理，也就是粗梳。古代人在洗毛时，用过洗毛草（ｓｔｒｕ－

ｔｈｉｕｍ）这样的植物。开毛或打毛使纤维很好地分开，这对古代人来说，并不是

难事。后来才出现了专门的开毛器具。早在十三世纪，在纽伦堡也已有了这样

的开毛器具。十八世纪初，可能更早一些，毛就是用机器加工的，也就是说，用

一种特殊的机器——开毛机来把毛扯松。在英国，最近对这种机器进行了改

良（Ｇｉｇｇｉｎｇｍｉｌｌｓ，Ｔｏｗｎｉｎｇｍｉｌｌｓ，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ｗｉｃｈｉｎｇ Ｗｏｏｌ）。

普林尼已经知道用梳子、铁扒、梳针，也就是用带铁齿的工具来松毛、开

毛和梳理毛。这种铁扒后来有所改进，而且增加了铁齿数等。然而，在毛纺织

手工工场中把大量羊毛抖松和梳理，仍然需要耗费很多时间，并要求有很多

人手。不过这种简单的工具一直延用到十八世纪下半叶。１７７５年第一次使用

了用水轮或蒸汽推动的梳毛机或粗梳机。理·阿克莱第一个为这项发明铺平

了道路。５万名梳毛工人向议会请愿反对他。他的机器性能良好，生产效率较

高而且较便宜。这种机器由装置着梳子的几根轴组成，而且总是两对轴同时

工作，轴上的梳子是交叉排列的……

梳过的毛通过纺捻成线，变成纱。为此目的，古代人使用的是纺锤。纺车

是近代的发明。最初是手摇纺车，这是大轮子，人用右手转动，同时用左手牵

线。一直到１５３０年，不伦瑞克附近乡村的尤尔根斯才发明了小型脚踏式纺

车。德意志还发明了一种可以同时绕两根线的双筒纺车，或双轴纺车。在这以

前，还进行过实验，想使一个人经过长期练习后同时在两台纺车上纺线。实验

成功了，但是，腿的活动令人疲劳不堪。十八世纪中叶，还出现了同时可以把

纺出的［ＸＩＸ—１１７３］线退绕、双根并合和加捻的纺车。”［同上，第２６５—２７２

页］

“精纺机或加捻机。这种或用人手转动摇捍，或用水车，或用蒸汽机推动

的机器，可以同时纺成６０、１００和更多根非常细的同样的线；同一个发动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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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它时还可以同时推动开毛机和梳毛机。

精纺机在十八世纪最初的二十五年已为人所知（当时只作精纺羊毛用），

大概最早出现在意大利。１７７５年阿克莱首先发明了完善的棉纺机。从十八世

纪初起，在英国，就遇到阻挠使用这种机器的困难；甚至在阿克莱的发明出现

以后，在法国也还发生这样的困难；这些困难起初是被棉纺织手工工场主，后

来是被毛纺织手工工场主克服了……

为了把纱分成缕、绞或捆，发明了摇纱机，起初出现的是简单的手工摇纱

机，以后是一种形式比较精致的快速跳绞式或计数的摇纱机。十八世纪时，更

加精致的各种类型的摇纱机，是同纺车连接在一起的。甚至还发明了一种用

刻度盘上的指针显示已绕线的长度和缕数的摇纱机……

在呢绒的剪毛和压固技术发明以后，毛织品（呢绒）的起绒和整理，便成

为高水平的技艺，以致只有熟练的织呢工和呢绒剪毛工才能进行操作，而这

些人早在科学复兴时代就是属于最受尊敬的手工业者之列。十八世纪，在英

国的呢绒工厂中安装了不需要人手就可以起绒和剪毛的特殊的起绒机和剪

毛机。１７５８年，埃弗雷特制成了第一台水力剪毛机。几百个失业工人焚毁了

这台机器。

在英国，尤其是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出现了轧光机或滚筒机取代了普通

的轧平或碾平操作。

为了洗净和压缩呢绒，使它更结实一些，采用了缩绒办法；罗马的缩绒工

是用脚踏呢绒的办法来缩绒的。缩绒机发明以后，呢绒的洗净就同其他加工

形式，同起绒、压平分离开来。早在十世纪末就有了缩绒机。它或是压实的，或

是拍打的装置。这些装置都是用来压固呢绒的。”［同上，第２７３—２７６、２８６—

２９２页］

（２）棉织品。

“当荷兰人把葡萄牙人从大部分印度领地上排挤出去时，他们在欧洲人

中首先掌握了印花布的生产。十七世纪末，在荷兰出现了第一批棉纺织手工

工场，其实，它们只是把从印度廉价买来的白布进行加工的印花企业。过了一

段时间，荷兰也出现了印花布生产，后来这种生产又出现在瑞士，出现在汉

堡、不来梅、奥格斯堡，出现在奥地利、萨克森和劳西兹等地。用来加工印花布

的压花机、印花机。”［同上，第３１３—３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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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的手工工场一旦获得一定的发展，对于单独的简单操

作，如磨碎、打碎、捣碎、缩绒、压固等，就采用单独的机器了，但是，

这些机器的动力还要克服工作机构的一切不完善的地方。｝

“清棉比开清毛容易。分离棉纤维的操作比较难。印度人和希腊人用弹毛

的弓把棉纤维分开或分离，就象现在制帽工人处理他所使用的毛的方法一

样。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阿克莱发明了自己的梳棉机时，简单的梳子、铁扒或

梳计，才停止大规模使用。在古代世界和印度，都曾用过纺锤纺纱。１７７５年，

阿克莱获得了自己的纺纱机的专利权……

梳棉机把加工的棉花完全除杂以后，就轮到使用［ＸＩＸ—１１７５］①粗纺机

（ｒｏｖｉｎｇｍｉｌｌ）了，它吸入棉花，并做成粗的条状的粗纱（ｒｏｖｉｎｇｓ）。把粗纱加工

成细纱，现在是由用许多纱管组成的精纺机进行的，它把粗纱夹住，加以牵伸

和加捻。环锭精纺纱（ｗａｔｅｒ ｔｗｉｓｔ）比走锭精纺纱（ｍｕｌｅ ｔｗｉｓｔ）的加捻度更

大，阿克莱发明的精纺机叫做走锭精纺机。不久又制成了专门纺纬纱的机器，

而走锭精纺机大部分只用于纺经纱。一种新机器叫做‘珍妮机’。最后，通过把

走锭精纺机和‘珍妮机’结合起来，制成了只纺走锭精纺纱的第三种机器，但

是现在这种纱在织机上也常常用作纬纱。所有这些从粗梳到精纺的机器，都

是用蒸汽机推动的。”［同上，第３３６—３３７、３４０—３４２页］

（３）丝织品。

“在法国革命以前，法国织造了几百种丝织品，其中仅自１７３０年起，就发

明了１５０种。按照阿维尼翁当时的法律规定，每个学徒始终只能从事一种生

产，不得同时学习织造几种织物，这种法律促使生产大为改进。”［同上，第

４１３—４１４页］

（４）编织技艺。

“织袜机或针织机是英国发明的；由于有了这种机器，一个没有特殊劳动

技能的工人几乎在一瞬间就能织出１００个线圈。这是现有机器中最精致的一

种。整个机器用铁制成，由２５００个以上的部件组成。数百根针同时运转。这

５３４第三章 相对剩余价值

① 在马克思编的页码中漏掉了１１７４页。——编者注



种机器是十六世纪末（１５８９）剑桥圣约翰学院硕士威廉·李发明的。”［同上，

第４６３—４６４页］

尤尔在谈到棉纺业时，提到用于开棉和清棉的除杂机和清棉

机。人们使用两种清棉机，第二种叫做末道清棉机或成卷机。然后

使用梳棉机。在精纺时，先使用头道粗梳机，后使用末道粗梳机。牵

伸和并条。皮辊（牵伸并条机）。制成粗纱。翼锭粗纺机（粗纺机的一种）。最

后，精纺机。１１６

          

首先是关于机械能源的问题。

“原动机……伟大的工作者，如果没有它的威力强大的帮助，人手的劳动

只能产生微不足道的效果。工厂中又重又大的机器，如果全都不能进行连续

不断的运转，就会成为无用的设备。原动机是：蒸汽机、风车、水轮、用热气发

动的机器、电磁发动机等。这是用来传授运动的机械组合。其中有一些产生推

动它本身运动的力量，例如，蒸汽机、电磁发动机等。另一些则只是从水或空

气的自然运动取得机械能的装置。属于第二类的发动机依赖于能的递送，这

种递送本来就是不经常的，往往中断，如果能的递送不足，也不是人力所能增

强的。然而，蒸汽机以及与其相连的机器，处于人的完全支配之下，它们能够

纳入任何操作制度，能够在任何［ＸＩＸ—１１７６］时间开动，并能立即停车。”

［《各国的工业》１８５５年伦敦版第２部第６１—６２页］

“蒸汽机经过调整，可以完美地自我服务，向炉膛添料，向锅炉注水，而且

还能调节自身运转的速度。”［同上，第６８页］

“埃里克森的热力发动机。埃里克森先生说：‘这种发明在于，对能够在温

度提高时大大膨胀的大气或其他固定气体或液体进行加热，通过这种办法来

产生动力。加热的方法是：热在引起扩散或膨胀而产生动力以后，传导给一定

的金属物体，经过一定时间，或在发动机进行每一连接的运动时，又重新从金

属物体那里回到传导热的介质中来。结果，热的传送基本上就不以燃烧或消

费燃料为转移了。’…… ［１８５３年２月１９日《雅典神殿》杂志１１７写道］，‘推动

机器的同量的热，被反复用来维持这种运动；这里无须补充热，除非需要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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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漏和辐射而造成的少量损耗。’”［同上，第９７—９８页］

用于加工工业、代替从事工业劳动的人的机器。［同上，第１２０

页］

“在把棉花变成纱之前对它进行第一阶段加工的一切出色的机器，其任

务在于弄净纤维，去掉杂质，使之具有同样的质地——尽可能均匀和平行的

纤维。”［同上，第１２２页］

新的和原有的机械织机。

“旧的机械织机（其中较好的）可以生产的织品数量相当于工人在新织机

上生产的织品数量的 １
３弱；而且在一定的时间内生产这一数量的织品时，使

用旧的织机要付出双倍的劳动。一个有经验的工人在工厂中每周劳动６０小

时，使用两台现代织机，可以生产２６匹幅宽２９英寸，长２９码，每 １
４英寸有

１１根纬纱的印花布。这样的织工织的布，每匹要花费５ １
８便士。如果同一个

工人使用一台旧织布机，他只能织出４匹这样的布，每匹就需要花费（仅花在

织布上）２先令９便士。”［同上，第１５６页］

织袜机。

在最好的现代化的（对十九世纪说来）织袜机中，最新的一种

是

“勋章获得者克劳生的回转织机，它通过连续回转运动来制作各种针织

品。它可以用蒸汽或人力来推动。它与普通织袜机的主要区别是，在这种织机

上，线圈排列是螺旋形的，而不是平行的；线圈也是在织机周边的各个部位上

同时形成的。袜子的线圈不会由于线圈有毛病或断裂而‘脱落’。回转织机的

运动是连续不断的，而且只是朝着同一方向，并不象普通织机那样来回移动，

不会在回程上浪费时间，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克劳生

式织机曾于１８５１年在大展览会１１８上展出。它的周边有１２００根针，可以在一

分钟内轻快地转动８０转，因此，织成的线圈数或针迹数等于１２００×８０，也就

是说，每分钟织９６０００个线圈，这只是由一个工人的手的力量完成的”［同上，

第１６４—１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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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Ｘ—１１７７］丝织品。加卡式织机。

“普通织机只能生产无花纹织品，不能织提花织品…… 为了织提花织

品，必需有一种专门的装置，具有这种装置的织机，叫做加卡式织机……如果

在织造过程中，一根或两根经纱被提起或落下，而其余的经纱仍保持原状，那

么，在已生产出的织品上这些升降的纱所在的部分，就具有与其他部分不同

的形状。织品表面上就会出现一定的花纹；如果纱的升降是有规律的，那么，

这些花纹就会每间隔一段距离重复出现，这样一来，在织品上就织出了一定

的图案。这就是加卡式机器的主要作用……

在大展览会上展出了巴洛先生的发明。在他的织机上使用两个〈代替以

前的一个〉打了孔的圆筒，纹板按交替次序装在圆筒上，这样，当一个圆筒运

转时，另一个圆筒就调换它的纹板并准备开始工作。由于有了这样的装置，织

机工作的速度能够超出普通结构的织机４０％。它的运转的均匀程度也大大

提高，而经纱的张力也减小了。”［同上，第１５９—１６０、１６２页］

花边（英国网布）织机。

“在织袜机和回转织机上生产的织品，是没有经线或纬线的。织品只是由

线圈和一根连续不断的线所组成。花边织机上的经线与普通织机上的经线并

无多大区别；主要的特点是纬线，以及极为有趣的和极其灵巧的梭子装置，它

在这种机器上叫做小木轴。”［同上，第１６６—１６７页］

这就是尤尔
１１９
所提到的那种机器。他说，这种机器就其在机械

方面实现的多种多样的发明来说，胜过最精致的天文钟，就象后者

胜过翻动烤肉叉子的简单机械装置一样。

缝纫机。［见《各国的工业》１８５５年伦敦版第２部第１７４—１７６

页］

          

水压机也应该归入原动机之列。

“水力机在原理上与蒸汽机没有什么区别：前者是水柱作用于汽缸内的

活塞，而汽缸的结构与蒸汽机构造相同。水压机具有令人惊异的各种用途，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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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来把手帕打成包，又可以用来举起大型构件。”［同上，第１０７—１０８

页］       

工具的专门化和分化的例证。

“据调查证实，在北明翰制造了不下于３００种各式各样的锤，其中每一种

都只适用于某种专门的生产。”［同上，第３８８页］

钢笔尖的生产。最初是实行分工，后来是机器生产。

“钢笔尖大约在三十年前就开始使用，当它们最初受到公众赞许时，每一

个钢笔尖价值６便士。而现在这些钱可以买到１２４个这样的笔尖，甚至是质

量更好的笔尖。１８２０年，最初一罗①钢笔尖售价为７镑４先令。１８３０年，售价

降到每罗８先令，而且继续下降，直至降到每罗６便士，即降到当前售价的极

限。北明翰的一家工厂每天生产９６００００个钢笔尖，或每年生产２８９５２８０００个

钢笔尖。北明翰各工厂主的总产量每年最少为１０亿个笔尖。在制作钢笔尖的

过程中，钢的结构经历了极其惊人的变化。最初它象铅一样软，后来象玻璃一

样脆，最后，经过热处理，［ＸＩＸ—１１７８］达到了最接近于鹅毛笔的那种弹性状

态。”［同上，第３９１—３９２、３９４页］

北明翰的钢笔尖生产的初期情况——约在二十五年前——是

以分工为基础的现代工场手工业。在有些生产过程中，部分地使用

了类似机器的工具，部分地使用了机器（初期的工场手工业，当达

到一定的水平时，就已使用机器了），局部地使用了蒸汽推动的机

械，但是，这种机械的工作有时中断，这时就用手工劳动。

“最初把适当宽度和厚度的钢板加以过细地轧制和退火。在这个阶段，为

用压床把它切成钢笔尖做好准备；压床上装有用来切割‘钢坯’〈这里的“钢

坯”就是“薄板”〉的相应的压模。在这里压床是用来对安装在它上面的压模施

加均匀压力的。这些压床由妇女操作，她们很灵巧，一个能干的女工在一个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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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的工作日内平均可以加工出２００罗或２８０００个钢笔尖。钢板的宽度可容

切成两个钢笔尖，半成品的宽部形成小圆筒形，笔尖部分切割得非常准确，因

此废料很少。然后应当给‘钢坯’穿孔，这时由另一台压床打出一个小的中心

孔，并切出两侧的隙缝。接着要把这些半成品钢笔尖放进退火炉予以软化，然

后‘打上商标’：在背面用脚一蹬打上带有厂主名字的戳记。然后把这种半成

品的小工具放进一个半圆槽内，并用机器使它从以前的平面变成圆筒形。这

叫作金属的‘隆起’。装进带盖的小金属箱内的钢笔尖，又被放入‘马弗炉’内

烧到白热程度。然后从炉内倒出，立即倒进一个装着油的大器皿中，在那里，

钢笔尖变得如此之脆，好象轻轻一碰就会破碎。下一个过程就是‘净化’；然后

需要‘淬火’，这是使钢笔尖恢复应有的弹性，作法是：把钢笔尖放入用白铁皮

做成的一端打开的大圆筒中，就象烤咖啡那样在火上转动。加热改变了钢笔

尖的颜色——最初它变成灰色，接着变成草黄色，后来变成咖啡色或古铜色，

最后变成蓝色。还要消除表面上的粗糙部分，为此，把钢笔尖放进装有少量铁

屑的白铁桶中。这些桶按水平方向装置在框架上，借助于蒸汽的推动来旋转，

钢笔尖互相摩擦，从而被净化。经过‘抛光’过程（这个过程是把已淬火的钢笔

尖，放在装满捣碎的坩埚料或其他研磨材料的铁圆筒中，圆筒借助于任何动

力转动，钢笔尖通过摩擦取得了光洁的表面），在这之后，钢笔尖就进入‘磨尖

车间’，在这个车间里，每个钢笔尖都从背面按互成直角的两个方向，或者更

确切些说，按彼此交叉的方向来磨尖；笔尖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道

工序。一个少女用钳子夹起笔尖，在极其暂短的时间内把它轻轻地触一下转

动着的‘打磨砂轮’，磨尖即告完成。这时钢笔尖进入‘切口车间’进行纵向切

口，钢笔尖被放在压床上一瞬间即完成这道工序。然后进行检查，按质分类，

之后，把它们涂上树胶溶液，就算是可供出售的成品了。”［同上，第３９２—３９３

页］

总起来说，工序超过十二道，而且还要加上从一个过程到另一

个过程的转移。

仿照这类工场手工业，

“吉洛特先生在北明翰建立了生产钢笔尖的第一家大工厂，在这家工厂

中进行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钢笔尖的生产，是现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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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厂中工作的有１０００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从１８５０年５月到１８５１年

５月这一年之内，生产了１８０００多万个钢笔尖，生产这些笔尖所消耗的钢板，

重量不下于２６８８００磅或１２０吨〈一吨合２２４０磅〉”［同上，第３９２页］。

［ＸＩＸ—１１７９］“有一段时间，在钢笔尖生产中使用机票，看来遇到了不能

克服的困难，因为，一般认为在钢笔尖生产中，没有任何可能采用类似连续不

断的操作过程。但是，这种困难终于克服了，而且在大展览会上〈１８５１年〉展

出了完成这项任务的机器——现在它已经得到推广。这种机器是北明翰‘欣

克斯—威尔斯公司’发明的。它是完全自动操作的。把带状的薄钢板送到机器

上，机器在一次运转中就切割两个钢笔尖，并对它们穿孔和开缝，同时完成６

道工序。”［同上，第３９３—３９４页］

自动化工厂。

造纸厂（现代的）。从前，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特别是在

荷兰人那里，纸的生产是十分发达的真正意义上的工场手工业，其

中部分地即在个别的过程中最初使用手磨，后来使用水磨或风

磨。１２０

恰恰是具有工场手工业形式的这种生产，由于化学过程和机

械过程是交替进行的，其特点是内部没有多大的联系。

“准备过程。切碎破布，然后除去一切异物，包括染料。”

（１）［第一个过程。］“第一台机器把破布切成小碎片，同时除去污物。这台

机器由一个大贮槽组成，槽中贮存一部分水，在整个过程中水不断地从龙头

流进来。贮槽中贯穿着一根转动的轴，轴上安装着带钢刀片的木头圆滚，底部

有一块带槽的木头，上面也安有刀片，机器的这些部件互相挨得很近，破布从

它们中间通过时，就被夹住，并切成碎片。带刀片的圆滚借助于传动皮带迅速

旋转，而皮带是由蒸汽机推动的主轴来带动的。机器一直工作到破布变成打

得很碎的浆料，即后来所称的纸浆。在整个过程内，水不断地流过贮槽，但是

水量逐渐减少，而污物则通过装有筛子的孔中流出。结果，剩下的只是纯净纸

浆和水。这时纸浆看起来仍然很脏。”

（２）第二个过程。“除去颜色和进行漂白。在一开始就使用纯白亚麻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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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漂白过程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如果使用各色破布或写过字的旧纸以

及类似的材料，那么，漂白过程就是必要的了。半液体的浆料穿过与生产纸浆

的机器相联结的大管子注入槽内，进行漂白。纸浆贮在槽中，与漂白液混合在

一起。颜色很快退掉，纸浆被漂得洁白。”

（３）第三个过程。“这时纸浆在水压机上进行挤压，以便缩减体积。”

（４）第四个过程。“为了除去漂白粉，再次洗涤。”［《各国的工业》１８５５年

伦敦版第２部第１８３—１８５页］

从工场手工业或手工业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在机器加工之前

的）准备过程的道数往往大大增加；这是由于待加工的原材料，如

棉花、纸浆等等，为了适合于纯机械过程，必须变成质地十分均匀

的物质。这一点，总是靠在不同程度上重复同一过程来达到。

（５）第五个过程。“造纸需要把材料打得更碎。这是由另一种破碎纸浆的

机器来完成的，它叫作打浆机。这种机器与前一种机器不同之处，只不过是圆

滚上的刀片更密，转速更快。打碎作业要延续几个小时，而且散发出的潜热是

那么多，以致使纸浆热得烫手，打得非常碎。达到这种程度以后，纸浆就适合

于造纸了；这时它进入大槽，从这里送入抄纸机。”［同上，第１８５页］

［ＸＩＸ—１１８０］现在该考察抄纸机本身了。这里事先也要经历

几个过程：测定纸浆，然后过滤。［同上，第１８６—１８７页］

漂白，看来是一个独立的过程，就象水压机的应用一样。相反，

抄纸机本身完全是一种自动机。

“促使成功的两大原理，充分体现在这种奇异的自动机上。加工工业的一

切部门中最重要的原理之一，是生产的连续性。加工工业中采用的最完善和

最经济的机器，是能够连续生产的机器。如果材料的加工，从它被机器加工的

第一阶段到最后阶段，可以不间断地进行（也就是说，不停顿地进行），那么，

这里生产出的产品，必定比材料的加工在每一个阶段都必须从一处转移到另

一处的情况下所生产出的产品要好，而且花费要少。迄今为止所发明的机器，

没有一种比这里所描绘的抄纸机更能令人惊异地证实这一点。它是一个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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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系，因为原料从一端送入机器，而从另一端出来时就是制成品。

这种机器在另一个原理方面也显示出结构的优越性，这个原理就是，机

器是完全自动化的。它不需要人的帮助，而是靠它的部件的组合和发挥相应

的职能，来完成它所负担的任务。如果说在某个方面还需要人的协助，那只是

为了排除偶然的故障，而不是在生产中予以帮助。机器工作的特点还在于高

速度；从纸浆进入第一个过滤器起到制成纸卷为止，一般只需要几分钟。”［同

上，第１９０—１９１页］①

总之，机器本身体现出：生产的连续性（也就是原材料加工所

经历的各阶段的连续性）；自动化（只有在排除偶然故障时才需要

人）；运转迅速。由于使用机器，更可以进行同时作业了，例如，在制

造钢笔尖时，机器在一次运转中就对钢“坯”进行切割、穿孔和开

缝。［同上，第３９２、３９４页］

（一种生产使其他生产成为必要的例子：

“由于钢笔尖的生产，引起了笔盒、笔杆以及使用钢笔尖时所需要的各种

小附件的大量生产。”［同上，第３９５页］）

          

纸的生产经过下列制造过程：造纸的纸浆一经制成（经过第二

道机器加工），它便“进入大槽，从这里送入抄纸机”。［同上，第１８５

页］

第一个过程。“纸浆首先进入两个大贮槽，槽中安装有搅棒或搅拌器，用

以搅拌纸浆，防止它沉降于槽底。”［同上，第１８６页］

第二个过程。“纸浆从这两个贮槽中被导入叫作纸浆流量器的装置。这个

灵敏的装置保证把纸浆均匀地送入机器的后面部分。该装置是由在圆槽中旋

转的一组旋斗所组成，这个槽中注满纸浆，而旋斗浸入槽中时灌取一定量的

纸浆，然后将它连续不断地倾入与机器第一部分连通的溜槽。在连绵不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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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带形成的各个过程中，如在梳棉、梳毛等场合一样，为了保证备料形成料带

的均匀度，极为重要的是，材料必须按测定的分量送入机器，为此通常要对材

料进行称量，然后再送入机器。把这个原理运用到抄纸机上还是新鲜事。”［同

上，第１８６—１８７页］

［ＸＩＸ—１１８１］第三个过程。“然后，纸浆便从流量器流向过滤器。当纸浆

通过溜槽时，从另一个与纸浆流量器作用相同的装置中向纸浆加入少量的

水。水的作用是，把纸浆稀释到下一步作业所需要的适当稠度。然后，稀释了

的纸浆便沿着一条管道流向除砂器。”［同上，第１８７页］

第四个过程。“除砂器——这是个溜槽，里面装着许多带沟纹的金属隔

板，纸浆穿过它们向前流去。在这样流动时，较重的脏的成分便沉降在槽底，

而比重较小的洁净纸浆则向前流去。”［同上］

第五个过程。“纸浆流到除砂器的末端，便流进叫作除渣机的过滤器内，

它的结构与上述过滤器是根本不同的。它是一个溜槽，里面有一定数量按纵

向紧密排列的黄铜片，它们是精制的，平正而光滑。这些钢片被置于活动的框

架之中，这个框架借助杠杆来摆动；因为这些铜片紧密地贴连着，所以，只能

使纸纤维通过。纸浆中可能存在的任何小浆团都被截住并沉降在铜片上部的

表层上，这时，纸浆便经过过滤并进入贮浆槽。至于小浆团，则由看管机器的

工人根据积沉情况加以清除。”［同上，第１８７页］

第六个过程。“然后，纸浆又被渗滤或过滤，这次是用上升流动方法。纸浆

通过上述过滤器向下流入金属箱时被导入第三个溜槽，槽中装置着类似上述

的铜片，不过，却是倒置的。现在，纸浆向上流动，经过这些铜片，释出一切滤

泥而变得匀净，于是便成为将要经过奇妙过程的备料了。”［同上，第１８７—

１８８页］

第七个过程。“纸浆从最后的过滤器流出后，沿着皮槽流向一个不大的溜

槽，槽内装有叫作刮板的双浆式搅拌器。这个搅拌器把纸浆切实地搅匀并防

止它沉降于槽底。然后，纸浆就流向移动着的无端铜网。”［同上，第１８８页］

第八个过程。“无端铜网是由黄铜线编成的。在这里，纸浆第一次开始释

出水分，水穿过铜网流入装在下边的木槽。但是，这种水中含有少量的纸浆细

纤维，而它又是十分宝贵的浆料，不可抛掉。因此，水便从这个贮槽导入溜槽，

使其回流到用来稀释纸浆——纸浆和水一起从流量器流出——的装置中。这

样一来，从纸浆中释出的水，一次又一次地加以使用，看来，这里大概不会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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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纸浆的任何部分了。纸浆不停地流到不断向前移动的铜网上，纸浆和网

一起向前移动。在和国一起这样移动时，纸浆的两边被网的两边上叫作定边

带的皮带挡着成为平行线。这些皮带和网一起移动，最后，纸浆同皮带分离开

来，它的边沿已经有些凝固，并具有了一定的形状。在纸浆流经网上时，网振

荡着，使水排出去。离开过滤器越来越远，由于含水量不断减少，纸浆就越来

越稠，不过，即使到了铜网的末端，纸浆也还是很松软的。”［同上］

［ＸＩＸ—１１８２］第九个过程。“现在，如果需要的话，应该在纸上印出叫作

水印的标记。这些标记实质上是改变一部分纸浆的分布，使纸张的一些地方

变得非常透明，方法是当纸浆还软的时候，用上面包着金属网的有着各种凸

花纹的小辊来压挤纸浆。这些花纹在浆面上复印出来，就象图章打在火漆上

一样。无论花纹如何复杂，软的纸浆都能最准确地把它复印和保持。用很简单

的方法就能做到这一点。在纸将要脱出铜网之前，它在用黄铜钱包着的小辊

——小辊的表面上有着用金属线制成的花纹——下面通过，于是，这个小辊

的压痕就留在纸上了。”［同上，第１８９页］

第十个过程。“在纸浆从铜网脱出之前，为了更充分地从中吸取水分，机

器中有一个非常灵敏的装置，它是一个金属箱，安装在移动着的网的下面，并

和三个大功率的真空泵连通。这些真空泵是用蒸汽机推动的，使箱内的空气

极为稀薄或造成真空。这种装置对于在它上面移动的纸浆层的作用是，吸取

水分和使纤维最大限度地相互交织，从而大大地提高纸的牢度。”［同上］

第十一个过程。“在网上把纸抄成后，就返转来对下一批原料依次加工，

这时，纸就从网上脱出，穿过上面包着毛毯的两根轧辊。这两根用毛毯包着的

轧辊压榨出大量水分，此后，纸就相当紧密了。不过，水分仍未完全脱出，而纸

也还不是完全干的和结实的。”［同上，第１８９—１９０页］

第十二个过程。“还是湿的但却相当光滑的纸幅送到一个大烘缸上，烘缸

旋转着，里面充满高压蒸汽。湿纸幅这样一遇热，水就被蒸发，于是，纸很快就

成为几乎完全干燥的了。但是，为了使纸完全干燥，它还要穿过很多同样的烘

缸，而最后，精美的白色的光滑的连绵不断的纸幅便从最末一个烘缸上落下

来。”［同上，第１９０页］

辅助过程或以后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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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的压光。“如果需要把纸压光，则使它在抛光和加热的烘缸之间通过，

承受很高的压力。”［同上，第１９１页］

纸的施胶和蓝漂。“十分明显，把明胶、淀粉或颜料这样一些物质掺进纸

浆里，便相应地改变制出的纸的质量和颜色。比较高级的纸一般是在它被抄

成后浸以明胶或普通胶。这个作业应该是在纸从槽中出来之后进行，不然的

话，机器中使用的毛毯就会受到损坏。另一方面，在可以使用明胶代用品的情

况下，在槽内施胶有许多优点。这样的代用品有好几种。目前，大陆上的工厂

主，在槽内施胶时广泛使用明矾和松香混合剂，它预先溶解于纯碱中并拌以

马铃薯粉。这样制成的纸，书写时较少润渍，不过，保持墨迹的情况不如施过

明胶的那种纸。迄今为止，在英国生产书写纸时比较喜欢在后面的过程［在纸

已被抄成之后］中使用明胶，而这一作业是借助浸在胶槽中的小辊来进行的。

在肯特的乔因森先生的各工厂中，目前正在制造上等书写纸，它施以明胶，经

过烘干并切割成纸张；一分钟可生产长６０英尺宽７０英寸的纸张。另一个大

型造纸厂每年生产１４００吨纸。仅在大不列颠，每年就生产１３０００万磅纸。”

［同上，第１９１—１９２页］

［ＸＩＸ—１１８３］信封的生产（折纸机的一种）。最初，信封的生产

具有工场手工业性质。

“在一般的生产方法下，折叠、胶合与压出花纹〈即在信封封口纸的上端

压上凸花纹、图案〉［是单独的过程］，在每个信封上这些操作的每一项都是分

别完成的。在这里，由于采用机器，就得到很大的节约。在使用手工劳动时，生

产过程各阶段分割开来，大大地增加了生产费用，而造成损失的原因主要是

由于从一个过程到另一个过程的单纯转移。在用手工压花纹时，一个少年一

天大概可以压８０００或９０００个，不过，这时他必须有一个助手，在信封的上角

压出需要的花纹后，把信封的上角折回，并把信封一叠一叠地摆好。”［同上，

第２００页］

在工场手工业的条件下，在进行这样的手工劳动时

“信封的折叠是借助骨制的‘折叠棒’完成的，一个有经验的女工一天可折信封

约３０００个，而机器的生产率则是一小时约２７００个。”［同上，第１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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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手工业生产（例如，甚至是在精巧的织机上织成的各种织品

的生产）和工场手工业（在那里分工占统治地位）向大工业的过渡

是不停地进行的，其中大量新型的劳动，如制作针、钢笔尖、信封

等，仅在很短的时期内是用手工方法进行的，然后是用工场手工业

方法，此后很快就用机器方法进行了。当然，这一点并不排除其他

部门是直接在机器的基础上建立的——在一开始就要求大量供应

货物的场合（如运输），或由于事物本身要求使用机器的场合（如电

报等）。

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可以举出铸造印刷铅字作为例

子。这里有五道主要工序。

（１）铸造铅字。“每一个工人一小时可以铸造４００到５００个铅字。”［同上，

第２０３页］

（２）分切铅字（铸造时含有的铅和锑毒害从事这项工作的幼童）。“铅字需

要分切，以便具有相同的长度。进行这项作业时，伶俐的儿童一小时可以分切

２０００到３０００个铅字，虽然，这里应该指出，一个经常摆弄新的铅字的工人由

于金属毒物的腐蚀而失去了拇指和食指。”［同上］

（３）“在平展的石块上磨光铅字，除掉它们边角上的一切粗糙的地方或

‘毛刺’，并把它们的‘头’和‘足’修齐。一个优秀的磨字工一小时可以磨好约

２０００个铅字。”［同上，第２０４页］

（４）“成年工人或儿童把铅字摆到特制的长约一码的排字工作台上，铅字

是缺刻向上地排列着，一小时可以这样摆上３０００到４０００个铅字。”［同

上］       

（５）“这些铅字的底部表层，经过第二道工序仍然粗糙时，便用刨子将其

刨平。然后，铅字又翻转来缺刻向上，于是便用显微镜对一排排铅字仔细检

查。废铅字被剔出，然后，把余下的铅字从排字工作台上取下，堆在一起。”［同

上，第２０４页］

由上可见，如果一个铸字工一小时铸造５００个铅字，而一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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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一小时分切３０００个铅字，则用一个儿童，需用６个铸字工。而由

于一个磨字工一小时磨好２０００个铅字，则用一个磨字工，需用４

个铸字工，如果一个堆放工一小时摆放４０００个铅字，则用一个堆

放工，需用８个铸字工。

在分工中劳动者互成倍数时，必须注意下列情况。假定总共划

分为三道工序。如果第二道工序需要一个人来加工第一道工序［２

个人］生产的东西，则在第一道工序中应当雇用２个人；如果

［ＸＩＸ—１１８４］第三道工序需要４个人来加工第一、二道工序的产

品，则这道工序应雇用４个人。在这种情况下，雇用的人数应当是：

第一道工序——２个人，第二道工序——１个人，第三道工序——４

个人，总共——７个人。这些倍数是在分工原则的基础上形成的，

这样，尽管各道工序需要的时间各不相同，但所有工人都能同时并

在同样长的时间内仅仅从事于上述各道工序。某一工序（即为在生

产过程某一阶段上制造一定量产品，或为完成一定劳动，如熔化、

修理机器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则完成其他工序的工人数目就应

该越多，这样，这种工作才能成为一个人的专业。

相反地，如果按照倍数原则，使用大量铸字工，因而也同这一

数量成比例地使用分切工、磨字工、堆放工。那么，这是简单协作的

原则。一般地说，分工只能在生产的一定规模上实行。

为了用机器方法铸造铅字，进行了多次试验，都或多或少地有

些成效。这就保证了成功。某一种生产在其发展中一经采用工场

手工业形式，就出现了要把它变为使用机器的工厂的强烈愿望。

由于使用了机器，特别是在现有的机器不断改善并为新的机

器所代替的地方，厂房节约了，因而生产费用降低了。

机械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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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机械织机的形状是很笨重的。”它很象旧的［手工］织机。“新的机

械织机完全变了样。现代的机械织机〈用普通的纱制作织品〉比最初又大又笨

的织机在体积上约小一半，并且主要是用金属制成的。而最初的机械织机则

基本上是用木料制成的。现代机械织机是一种比乍看起来更为复杂的机械。

如果想到它能完成织工的一切职能，我们也就不应该感到惊奇。它投着梭子，

用综线、筘和织轴操作着，好象人们赋予它智慧似的。它把经纱中的隔行线升

降着，投着梭子，借助筘来打紧每一根纬线，把经纱从织轴上退搓下来，并把

织成的织品卷到成品辊上。但是，更突出的是，这台织机没有纬线就不开动。

对于旧的织机来说，可以说有没有纬线反正是一样的。它不停地开动着，梭子

空了也依旧跑着，不过，只要工人没有停车并接上线头或放入新梭心，它是不

会织出任何织品的。而肯沃西和巴卢公司的织机在这种情况下则立即停车。

当细纱断头或偏离原来位置时，紧张操作的机器立即停了下来，梭子也不飞

跑了。只有轮子转动着。工人把线头接上，机器又照常运行。由于有了这种精

巧的机械，大大地改进了织品的质量，而且，也不再需要织工花费很大精力来

注意检查，因为机器一停车立即使工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这个装置叫做

自动制动器。”［同上，第１５４—１５７页］

“在把经纱放入机械织机之前，经纱应当预先准备好，方法是把纱线从筒

管退下，并把它们并列地摆好。为了使经线具有较大的拉力，纱线经过上浆和

上光。这两项作业［ＸＩＸ—１１８５］是在工人稍加辅助的情况下由机器完成的。”

［同上，第１５８页］

“在１８５１年展览会上同其他展品一起展出了制作带子和穗子的无梭机

械织机。织造带子和其他狭小的织品的一般织机，为了使梭子很好地工作，需

要占用的空间比织布需要的多二倍或三倍。迄今为止已经制成的一切织机

中，梭子是它们的必要组成部分。德比的‘里德’公司的发明消除了这个缺点，

并节约了作业空间。”［同上，第１６２—１６３页］

机器制造业。

“加工铁的机器的构造和加工丝或绵的柔软纤维的机器的构造应该是根

本不同的。制造第一类机器需要付出更大的力气。没有蒸汽锤、车床和钻床，

就不能生产出象印刷机、机械织机和粗梳机这样的机器。”［同上，第２２１—

２２２页］

９４４第三章 相对剩余价值



第一批机器是在工场手工业条件下用手工劳动制成的。只有

在发明机器之后，而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在找到了象蒸汽力这样的

动力，可以自由地支配它，并且可以在任何程度上利用它来推动机

器时，用机器生产机器才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为了生产一系列后

来发明的工作机——例如上述的那些机器——，以及哲学仪器１２１，

是需要机器的。第一批蒸汽机是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方法制造

的。用同样的方法制造的还有第一批用蒸汽机推动的纺纱机、织布

机和磨粉机等。由于使用机器，产品质量得到改进——机器对使用

价值的影响——，这一点与我们这里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但是，

这个影响在两种场合对生产过程将是加倍重要的。（１）在用机器加

工原料或半成品的地方，下一道工序，下一阶段是否顺利，部分地

决定于应受进一步加工的材料的完善程度。材料的质地均匀等是

用机器进一步加工的条件。（２）在制造机器部件和哲学仪器的地

方，规格化、形状的数学精确性等具有更大的意义。在这里，成功的

程度完全取决于这种质量，以及这些东西已经不是用不可靠的手

工劳动生产的，而是用有着预先计算好的操作规律性的工作机生

产的。

工作机作为总体机器的部分，不同于它的其他部分，即原动机

和传动机构。

“在一切机器中都有一定部分实际上完成这样一种工作，机器就是为了

这种工作而制造的，而机械则仅仅是用来使这些部分对被其加工的材料产生

应有的运动。这些工作部分是机器借以进行工作的工具。”［同上，第２２２页］

这是对的。人用以工作的工具重新出现在机器上，不过，现在

它们是机器用以工作的那种工具。为了用所希望的方法加工材料

或达到所希望的目的，机器借助机械使其工具完成过去人用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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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完成的那些操作。［ⅩⅠⅩ—１１８６］现在，工具已经不是由人来操

纵，而是由人所创造的机械来操纵。人则看管机器的运动，纠正它

偶然发生的差错等。

第一点［机器不同于工具之处在于］，在机器中从一开始就出

现这些工具的组合，这些工具同时由同一个机械来推动，而一个人

同时只能推动一个工具，只有在技艺特别高超时才能推动两个工

具，因为他总共只有两只手和两只脚。一台机器同时带动许多工

具。例如，一台纺纱机同时带动几百个纱锭；一台粗梳机——几百

个梳子；一台织袜机——一千多只针；一台锯木机——很多锯条；

一台切碎机——几百把刀子等。同样，一台机械织机同时带动许多

梭子。这是机器上工具组合的第一种形式。此外，机器从一开始就

应是机器的上述工作部分同传导运动的机械和推动机械的原动机

的组合。组合的第二种形式在于，在一个接着一个的生产过程上依

次对原料进行加工的各种机器是互相连接的，而且是由同一动力

推动的。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以及各种机器在它们的各个阶段进行

的过程的体系和结合就是这样。组合的第三种形式。很多工作机，

在一个工厂里同完成准备作业的相应的预制机器相连接，由同一

动力来推动。在这里，简单协作的原理被运用到机器上和看管机器

的工人上。这一点，和其他因素一样，易发达的机器生产的最重要

的特点。首先，这是由于节约原动力和节约动力的分配。第二，准

备过程越是小规模地进行，它们的费用就越昂贵。这涉及到机器本

身和准备过程需要的工人这两方面的耗费量，工人人数随着完成

这些准备工作规模的扩大而相对减少。还有，中间作业，——例如，

把产品由一个过程转送到由工人完成的另一个过程，——随着生

产规模的增大而减少。第三，正象在简单协作时一样，共同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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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条件，如厂房、取暖设备、监工等方面的开支，随着生产规模的

增大而减少。此外，这里还要加上从分工产生的一个原则：经理、机

械师、工程师、锅炉工等的职能，部分地可以转给仅仅从事这一劳

动的工人，部分地则无论生产规模大小都是同样需要的。最后（更

不用说利用废料了），只是由于上述的一切，才能同时剥削许多工

人，而个别资本实现的剩余价值量——如果剩余价值率是既定的

——就取决于这一点。

第二点［机器不同于工具之处在于］，不是许多工具联合在一

台机器内，而是这许多工具成为在动力、规模和作用范围方面都是

统一的某种东西，例如，许多锤体现在一个蒸汽锤中。在这里，机器

的工具在规模上不同于工人的工具，从一开始就需要机械动力。因

此，这样的机器从来不可能是手工业的机器，即单个工人或他的家

庭或一个师傅带两个帮工所能使用的机器。

可见，以上所述也已经对机器和工具有什么区别的问题作出

了回答。工具本身一旦由机械来推动，一旦由工人的工具（它的生

产率取决于工人的技巧并需要他付出作为劳动过程的媒介的劳

动）变为机械的工具，——机器就代替了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机械

应该达到这样的发展程度：它既能从人或牲畜，简言之，从任意动

作的那些原动力获得动力，也能从机械推动的原动机获得动力。

［ⅩⅠⅩ—１１８７］在只有第一点区别时，机器只是表现为类似

机器的手工业工具。随着机器规模的增大，随着机器将成为生产体

系，人的动力必然被机械的动力所代替。

但是，最初形式的机器（它把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企业中雇用

的大量工人抛弃的同时，却迫使一个工人生产从前１０个或２０个

工人所生产的东西）消灭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和简单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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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会出现这种情况：它使手工业企业重新代替工场手工业和简单

协作。

简单协作被消灭有双重原因：［第一，］因为现在一个织工干着

过去在工场手工业中许多织工干的活，还因为现在完成的劳动量

更大，例如，使用割草机、脱粒机、建筑起重机、碎石机等；第二，则

因为凡是在简单协作应当创造进行工作所需要的动力的地方，［代

替许多人而］出现的是机械动力。

但是，这一点并不排除：（１）机器制造业立即在机器生产的基

础上建立起来，而不经过机器生产之前的阶段；（２）从一开始就主

要使用动力的那些工作，动力从一开始也就应该是机械的，也就是

说，是与人或牲畜的肌肉力无关的。

如果机器是由简单的手工业产生的，例如，机器织布代替手工

织布，那么，一台机器应当同时完成一个手工业工人以前完成的各

种操作。在这里，它不是作为由各种机器的组合完成的各个过程的

体系而出现。这里，至多象在织造的场合，准备经纱是一个准备过

程。现在，这也是用机器方法进行的。另一方面，例如，就纺纱来说，

准备过程在手工纺纱时是简单的，而在机器纺纱时则分解为一系

列过程。

如果机器是由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产生的，那么，或者

一台复杂的机器被用来完成互不相连的各种操作，如制作信封、钢

笔尖等时那样，或者机器体系完成一系列过程，用以代替从前互不

相连的各项操作，如在纺羊毛等时，特别是生产纸时那样。

说机器是复杂的工具，工具是简单的机器，这没有说明任何问

题。说机器上的工具不是用人力推动，而工具的原动力才是人，那

就意味着，狗拉的车或用牛拉的犁都是机器，而机械织袜机或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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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布的机器等则是工具。这类说法没有包含任何一点能说明这里

发生的社会变革的因素。它们是同机器发展的全部历史，以及同初

期的手工业企业和工场手工业转变为装备机器的工厂（直到现在

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转变）的历史相违背的。总之，这类说法是产

生在机器体系还不发达，还不能根据工作机应当作用的规模而任

意使用某一种原动力的时期。

机器生产体系能够继续发展，把从前是各自独立的生产部门

联合起来，例如，在工厂里把纺和织联合起来并形成一个连续不断

的体系。

１８６１年（见１８６２年２月１１日议会工厂报告１２２）在英格兰和威

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除外）共有２７１５家［ⅩⅠⅩ—１１８８］工厂，其

中有６７１家工厂又纺又织。在这些［联合］工厂里有１３２７４３４６个纱

锭，２３５２６８台机械织机，有２１５５７７人劳动（这里包括所有的管理

人员、办事员、监工、工程师、机械师和工厂雇用的其他一切人员，

但公司的所有者或开设公司的老板除外）。

如果注意到在英国的一切棉纺织厂中同时使用的纱锭总数是

２８３５２１２５个，机械织机的总数是３６８１２５台，而在业人员的总数是

４０７５９８人，就会看到，纺织联合的比重是何等的大。上述６７１家工

厂使用了１４３９４７匹马力的蒸汽力和３８２３匹马力的水力。看管机

械织机的织工是９９５０４人。

１３岁以下的男孩是１１２８９人，１３岁以下的女孩是９２２４人，１３

岁以下的儿童总共是２０５１３人。１３岁以上的妇女和女孩是１１５１１７

人。因此，儿童（１３岁以下的男孩和女孩）和妇女是１３５６３０人。雇

用的男子（包括在办公室和仓库等处工作的一切职员、工程师、机

械师）是７９９４７人。从１３岁到１８岁的男少年是１９６９９人。如果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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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有很大一部分儿童也包括在内的这一数字，则１８岁以上的男子

是６０２４８人，这些人中至少有４０００人不从事工厂劳动。这样一来，

从事工厂劳动的１８岁以上的男子就剩下大约５６０００人了。

在拥有２８３５２１２５个纱锭，３６８１２５台机械织机（看管这些机械

织机的是１４９５３９个织工），使用２６３１３６匹马力的蒸汽力和９８２５

匹马力的水力的英国所有２７１５个棉纺织厂中，雇用的是４０７５９８

人，其中１３岁以下的儿童是３９１５６人。１３岁以上的妇女是２１６５１２

人。因此，１３岁以下的儿童、１３岁以上的少女和妇女总共是

２５５６６８人。１３岁到１８岁的男少年是３８２１０人。总计是２９３８７８人。

１８岁以上的男子是１１３７２０人，从这个数目中必须至少除去不在

工厂本身劳动的１５０００人。余下的是约９８０００人。

单纺纱的工厂是１０７９个。这些工厂的纱锭数是１５０７７２９９个。

它们使用９９９７６匹马力的蒸汽力和４８８３匹马力的水力。这些工厂

雇用的人数是１１５１９２人。

单织造的工厂数目是７２２个。这些工厂有机械织机１３１５４４

台；它们使用１５２４０匹马力的蒸汽力和４０６匹马力的水力；这些工

厂雇用的人数是６３１６０人。（在工厂总数——２７１５个——中，有

２４３个工厂不列入上述两类中的任何一类。）

现在，我们看看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毛纺织厂和其他工厂。（见

上述１８６１年报告）

毛纺织厂 厂数 纱锭数 机械织机数 起毛机数 蒸汽力（马力）

又纺又织的厂

纺纱厂

织造厂

４４０

７２９

３４

１０８６３５２

７６０４９８

１９２７７

１０６７

８０７

２５８

２６

１４３１３

７６９０

２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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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力

（马力）

１３岁以下的儿童

男 女

１３岁到１８

岁的男少年

１３岁以上

的 妇 女

１８岁以上

的 男 子
在业总人数

２７５９

３３０７

２６

１９１３

１１８４

３６

１８１５

７０５

３７

４７９９

３０１４

９８

２１３５４

５４６５

８２９

１６９６９

８５３１

４０９

４６８５０

１８８９９

１４０９

  毛纺织厂的总数（这里，除上述工厂外，还包括有１２９个从事

上浆和整理的工厂和１２０个从事其他未指明的过程的工厂）是

１４５６个。在这些工厂里有１８４６８５０个纱锭，２０３４４台机械织机，

２０６６台起毛机，２５２３３匹马力蒸汽力，６６７５匹马力水力和７６３０９

个在业工人。

如果我们把最后的这个数字分析一下，就会看到，这里包括有

１３岁以下的儿童５９３１人，其中男孩３３３３人，女孩２５９８人。其次，

１３岁以上的妇女（其中又有许多儿童）是２９６１３人。和上述儿童加

在一起是３５５４４人。１３岁到１８岁的男少年（其中又有许多儿童）

是９８１１人。１８岁以上的男子——３０９５４人，其中至少应除去７０６０

人［不从事工厂劳动的］。余下的是２３８９４名男子。［ⅩⅠⅩ—

１１８９］

英格兰的精梳毛纺织厂（１８６１年）

（ａ）从事纺纱和织造的工厂

工厂数 纱锭数
机 械

织机数
织工数

动   力 １３岁以下的儿童

蒸汽力 水 力 男 孩 女 孩

１２５ ６３３３９０ ２５８１４ １８１０６ １３３６８ ７８１ ３８５８ ３９５５

１３岁到１８

岁的男少年

１３岁以上

的 妇 女

１８岁以上

的 男 子

共    计

男 女 男女总计

３７９３ ２４６４２ １０８０６ １８４５７ ２８５９７ ４７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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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把各类工厂的材料加以比较，来表明联合

工厂和其他工厂的对比情况，那就更好了。这种比较表明，由于上

述［纺与织的］联合，才发生生产的积聚。要了解这些材料，应该看

到，工厂的总数超过表内各类工厂的数字，是因为总数中包括上浆

和整理工厂，或者还包括未列入一般范畴的从事特殊劳动的工厂。

这些表只是根据英格兰和威尔士（１８６１年）的材料制成的。这里不

包括针织厂和花边手工工场。

Ⅰ．棉纺织厂

工 厂 数 纱 锭 数
机 械

织机数

起毛

机数

看管机械

织 机 的

织 工 数

动力（马力）

蒸汽力 水 力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ａ）纺和织的 ６７１

（ｂ）单纺纱的１０７９

（ｃ）单织造的 ７２２

（ｄ）工厂总数２７１５

１３２７４３４６

１５０７７２９９

２８３５２１２５

２３５２６８

１３１５４４

３６８１２５

９９５０４

４９１８２

１４９５３９

１４３９４７

９９９７６

１５２４０

２６３１３６

３８２３

４８８３

４０６

９８２５

１３岁以下的儿童

女孩 男孩

１３岁到１８

岁的男少年

１３岁以上

的妇女

１８岁以上

的男子

在业总人数

男 女 共计

１１２８９

８６６１

１６２３

２１７７４

９２２４

６２１２

１５６４

１７３８２

１９６９９

１３００３

４６４８

３８２１０

１１５１１７

５４８５１

３６７９４

２１６５１２

６０２４８

３２４６５

１８５３１

１１３７２０

９１２３６

５４１２９

２４８０２

１７３７０４

１２４３４１

６１０６３

３８３５８

２３３８９４

２１５５７７

１１５１９２

６３１６０

４０７５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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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毛 纺 织 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ａ）纺和织的

（ｂ）单纺纱的

（ｃ）单织造的

（ｄ）总  数

４４０

７２９

３４

１４５６

１０８６３５２

７６０４９８

１８４６８５０

１９２７７

１０６７

２０３４４

８０７

２５８

２６

２０６６

１５００９

８２６

１５８３５

１４３１３

７６９０

２６８

２５２３３

２７５９

３３０７

２６

６６７５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９１３

１１８４

３６

３３３３

１８１５

７０５

３７

２５９８

４７９９

３０１４

９８

９８１１

２１３５４

５４６５

８２９

２９６１３

１６９６９

８５３１

４０９

３０９５４

２３６８１

１２７２９

５４３

４４０９８

２３１６９

６１７０

８６６

３２２１１

４６８５０

１８８９９

１４０９

７６３０９

Ⅲ．精梳毛纺织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ａ）纺和织的

（ｂ）单纺纱的

（ｃ）单织造的

（ｄ）总  数

１２５

２０６

１５７

５１２

６３３３９０

６１２１３６

１２４５５２６

２５８１４

１７１５４

４２９６８

１８１０６

１０６３０

２８７３６

１３３６８

８９５８

２４２１

２５４２６

７８１

７８６

８４

１６６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３８５８

２３４４

６６

６２６８

３９５５

２９３２

１９

６９０６

３７９３

１９４６

６１８

６４２４

２４６４２

１１４３７

９２３８

４５６７４

１０８０６

３２０１

３１４１

１７７００

１８４５７

７４９１

３８２５

３０３９２

２８５９７

１４３６９

９２５７

５２５８０

４７０５４

２１８６０

１３０８２

８２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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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ⅩⅨ－１１９０］       Ⅳ．亚 麻 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ａ）纺和织的

（ｂ）单纺纱的

（ｃ）单织造的

（ｄ）共 计

１４

８９

２７

１３６

４２０８０

３０２２２８

３４４３０８

７６６

１３９４

２１６０

４６６

１０６２

１５２８

１７０７

６３００

４４１

８５０５

１００

８３９

３７

９７６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２９９

５８２

５

８８６

４４１

６４９

２

１１０８

２９４

１００３

６３

１３８３

２４５６

９６１８

１１４０

１３２７７

７０１

２３５３

５４４

３６５１

１２９４

３９３８

６１２

５９２０

２８９７

１０２６７

１１４２

１４３８５

４１９１

１４２０５

１７５４

２０３０５

Ⅴ．大 麻 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ａ）纺和织的

（ｃ）纺 纱 的

（ｄ）共 计

１

２

３

１４

２５０

２６４

１

１

１

１

６

３３

３９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２

３１

３３

３

１２

１５

１

１３

１４

３

４４

４７

３

１２

１５

６

５６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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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黄 麻 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ａ）纺和织的

（ｂ）纺 纱 的

（ｃ）共 计

３

４

没有此类工厂。也没有单织造的工厂

６２０

６２０

５０

６２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５

６

７３

８４

１３

１７

１８

２３

７３

８４

９１

１０７

［ⅩⅨ—１１９１］       Ⅶ．英格兰的丝纺织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ａ）纺和织的

（ｂ）单纺丝的

（ｃ）单织造的

（ｄ）共 计

４９

２４４

４２２

７６１

２５４４２６

１０５１４８４

１３０５９１０

２９６５

７６７０

１０６３５

２２０１

５００７

７２０８

９０３

３７６０

９９６

５９１６

１０９

６８８

２８

８３４

１１岁以下的儿童 １１岁到１３岁的儿童

男孩 女孩 男孩 女孩

８ａ ８ｂ ９ａ ９ｂ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７１

５８９

２０

７０２

１７１

８３２

３８

１１３０

１９３

１１４６

１４１８

５８９

２６４４

３５４３

４４４

２０４３

５８４

３１８５

６２２４

１６０７９

７４２５

３１２１７

１８５９

４１６７

３６９０

９９９６

２５７２

７９４５

４２９４

１５３０１

６９８４

１９５５５

７４６３

３５８９０

９５５６

２７５００

１１７５７

５１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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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ⅩⅨ—１１９０］       Ⅷ．苏格兰的黄麻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ａ）纺和织的

（ｂ）纺 纱 的

（ｃ）织 造 的

（ｄ）共 计

１２

１３

２

２７

１６６８０

１３８５８

３０５３８

４９７

５７

５５４

４４５

３９

４８４

９８１

７３６

２０

１７３７

４０

２０

６０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２４

２４

５４

５４

３４５

２６７

１

６１３

２２４８

１２３６

５０

３５３４

９５７

２２７

９

１１９３

１３２６

４９４

１０

１８３０

２３０２

１２３６

５０

３５８８

３６２８

１７３０

６０

５４１８

［ⅩⅨ—１１９１］       Ⅸ．爱尔兰的亚麻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ａ）纺和织的

（ｂ）纺 纱 的

（ｃ）织 造 的

（ｄ）共 计

１９

６０

１５

１００

２１７０６４

３７５９１７

５９２９８１

２４９１

２１７５

４６６６

１８６８

１４４６

３３１４

４４７１

５７５１

４６０

１０７１０

３８３

１７９６

１４１

２３８４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３４

１９２

２２６

１８６

２５６

４４２

１４８８

１９９７

２０８

３７６１

９４２３

１１６２７

１８２５

２３１３０

２１８７

３３０３

３８４

５９６６

３７０９

５４９２

５９２

９９５３

９６０９

１１８８３

１８２５

２３５７２

１３３１８

１７３７５

２４１７

３３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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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首先是：

（１）棉纺织厂。在这里，联合工厂数是６７１个。单纺纱的和单

织造的工厂数是１０７９个和７２２个，总共是１８０１个；因此，联合工

厂数已占这后一个数字的将近１
３。仅联合工厂雇用的就有２１５５７７

人；其他两类工厂总共雇用１１５１９２人＋６３１６０人，即１７８３５２人。

可见，尽管联合工厂占其他工厂总数的 １
３弱，但是，联合工厂雇用

的人数却多３７２２５人。

其次，一个联合工厂平均有：１９７８２６２４６７１个纱锭，３５０
４１８
６７１台机械

织机和２２０１５０６７１匹马力动力。在联合工厂中，一个织工平均看管２

３６２６０
９９５０４台机械织机。纺纱工人人数没有单独指出，而是和在办公室、

仓库及其他地方工作的人数加在一起的。但是，在我们分析儿童材

料时会弄清楚这个数字。

［ⅩⅠⅩ—１１９２］一个联合工厂平均有：纱锭——１９７８２个；机

械织机——３５０台；动力——２２０匹马力；一个织工平均看管的机

械织机数——２３６２６０９９５０４台；而一个联合工厂平均雇用的织工是１４８人

强；一个联合工厂平均雇用的总人数是３２１人强。

相反地，一个纺纱厂平均有：纱锭——１３９８２个；动力——９７

匹马力，在业工人总数——１０６人；一个在业工人平均看管约１３０

个纱锭。

一个织造厂平均有：机械织机——１８２台；动力——２２匹马

力；一个织工平均看管的机械织机数——２５５３０８１９７台。

根据纯棉纺厂中存在着的比例关系来看，在表Ｉａ类工厂（即

又纺又织的工厂）中，要看管那里拥有的１３２７４３４６个纱锭，需要使

用约１０２１１０人。其次，根据纯织造工厂存在着的比例关系来看，在

表Ｉｃ类工厂中，要看管表Ｉａ类工厂的２３５２６８台机械织机，需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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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约８４０２４人；所以，纺和织总共需要１８６１３４人。而联合工厂则使

用２１５５７７人。

一个织工在表Ｉｃ类工厂中平均看管２．６７台机械织机，而在

表Ｉａ类工厂中——２．３６台。因此，在表Ｉｃ类单织造的工厂使用的

织工少于（略少于）表Ｉａ类工厂。

一匹马力动力在表Ｉｂ类工厂中平均带动１４３．７个纱锭；在表

Ｉｃ类工厂中平均带动８．４台织机。

根据表Ｉｂ类工厂中存在着的比例关系来看，表Ｉａ类工厂要

带动它们的纱锭，应该使用９２３７５．４匹马力的动力，而根据表Ｉｃ

类工厂存在着的比例关系来看，要带动它们的织机，应该使用

２８００８匹马力的动力。［共计——１２０３８３匹马力。］但是，它们使用

的动力却多得多［１４７７７０匹马力］。

从表Ⅰ中看不出联合工厂在工人和动力方面有任何节约，看

不出纱锭和织机数字相对地增多。当然，为了充分比较表Ⅰ中三类

工厂的情况，应该有这几类工厂产品的材料。

［ⅩⅠⅩ—１１９３］在表Ｉｂ类工厂中，１１５１９２个在业工人中，１３

岁以下的儿童有１４８７３人，１３岁到１８岁的男少年——１３００３人，

１３岁以上的妇女——５４８５１人。总的来说，看来在表Ｉａ类的联合

工厂中妇女和儿童略少些。

现在，我们来看看其他的表，在那里情况还可能有所不同。从

表Ⅰ中我们只看到积聚在增长：联合工厂平均使用的动力、纱锭、

织机和人多于表Ｉｂ类和表Ｉｃ类的非联合工厂。

我们来看看有关毛纺织厂材料的表Ⅱ。

在这里，联合工厂的积聚比表Ⅰ即比棉纺织生产大得多；这是

由于毛纺厂和毛织厂都不具有棉纺厂和棉织厂那样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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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联合工厂数——４４０个，而非联合工厂数——７６３个。

联合工厂数和非联合工厂数之比是１∶１．７，即前一类工厂是后一

类工厂的一半多。表ＩＩａ类工厂雇用的人比表ＩＩｂ类工厂和表ＩＩｃ

类工厂（在这两类工厂中雇用的人总共只有２０３０８人）雇用的人多

２６５４２人；可见，表ＩＩａ类工厂雇用的人，比非联合工厂雇用的人数

多一倍有余。在联合工厂中使用的纱锭多３２５８５４个，织机多

１８２１０台，起毛机多５２３台；还有，动力多５７８１单位。

一个工厂（平均）有：

纱 锭 织 机 起毛机 动 力 在业工人

表Ⅱａ类

表Ⅱｂ类

表Ⅱｃ类

２４６８９

１０４３２

４３８

３１３

１８

０３

０７

３８８

１５ 

８６

１０６４

２５９

４１４

  由于平均数没有和这些工厂中的任何一个工厂相比较过，从

这些数字中当然不可能弄清楚在业人数和需要的动力数量之间的

比例关系。

根据表ＩＩｂ类工厂的规模来看，在表ＩＩａ类工厂中，要带动它

们的纱锭（起毛机的数字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中我们都没有考虑），

应该使用３５．５动力单位。此外，［根据表ＩＩｃ类工厂的规模来看］，

在表ＩＩａ类工厂中，要带动它们的织机，应该使用１２．１动力单位。

共计４７．６动力单位。实际上，联合工厂只使用３８．８动力单位，也

就是少使用了８．８单位。因此，在这里就有节约，动力的使用更经

济或更有效。在表ＩＩｂ类工厂中，一个在业工人平均看管４０．２个

纱锭，或者说１８８９９个在业工人看管７６０４９８个纱锭和２５８台起毛

机（共计——７６０７５６）。在表ＩＩｃ类工厂中，１４０９个在业工人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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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７台织机和２６台起毛机（共计——１０９３台）。相反地，表ＩＩａ类

工厂使用２００８４台机械织机和起毛机，比表ＩＩｃ类工厂多１７．３倍。

根据表ＩＩｂ类工厂存在着的比例关系来看，表ＩＩａ类工厂，要看管

它们的纱锭，应该使用２７０２３人，而根据表ＩＩｃ类工厂存在着的比

例关系来看，它们要看管自己的织机和起毛机，使用的人数应略多

于２６１０９人，共计——５３１３２人。但是，实际上，它们只使用４６８５０

人，少使用６２８２人。因此，在联合工厂中工人和所使用的工作机数

字相对比［ⅩⅠⅩ—１１９４］有了节约。

表ＩＩｂ类工厂雇用１８８９９人，其中１３岁以下的儿童——１８８９

人，包括１１８４个男孩和７０５个女孩；童工人数占在业总人数约１
１０。

在这里，１３岁到１８岁的少年是３０１４人，即占在业总人数的 １
６弱。

在这里，１３岁以上的妇女是５４６５人，即占在业总人数几乎 １
３，确

切地说占６
２１。在这里，使用１８岁以上的男子８５３１人，即占在业总

人数的１
２弱，或者确切地说占

５
１１。总的来说，这类工厂雇用的妇女

是６１７０人，因而占在业总人数的１
３弱，男子是１２７２９人，即占

２
３略

强，确切地说占 ５
７。因此，我们有了表ＩＩｂ类工厂的下列比例

关系。        

各类劳动者在表ＩＩｂ类工厂在业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

１３岁以下

的 儿 童

１３岁到１８

岁的少年

１３岁以上

的 妇 女

１８岁以上

的 男 子
妇女总数 男子总数

约 １
１０ 图少于 １

６ 将近 １
３

１
２

１
３弱

２
３强

  现在，如果我们看一看表ＩＩｃ类工厂，则会看到，在这里，８２６

个织工看管１０６７台织机，或一个织工平均看管１．２台织机。其次，

在这里，在１４０９个在业工人中，有７３个１３岁以下的儿童，占在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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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数的
１
１９弱。再次，１３岁到１８岁的少年是９８人，占在业总人数

的 １
１４弱。１３岁以上的妇女是８２９人，即占所有在业工人的半数以

上。１８岁以上的男子——４０９人，或占 １
３弱。全部妇女——８６６人，

或占全部在业工人的 ２
３弱。最后，全部男子——５４３人，或占全部

在业工人将近２
５。

各类劳动者在表ＩＩｃ类工厂在业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

织工数和织
机数的比例

１３岁以下
的 儿 童

１３岁到１８
岁的少年

１３岁以上
的 妇 女

１８岁以上
的 男 子

妇女总数 男子总数

一名织工看
管１２台织机

１
１９弱

１
１４弱

１
２强

１
３弱

２
３弱 将近 ２

３

  现在，我们来看看表ＩＩ类工厂；在这里，１５００９个织工看管

１９２７７台机械织机。因此，一个织工平均看管１．２台织机。１３岁以

下的儿童是３７２８人，因此，占４６８５０个在业工人的 １
１２弱。１３岁到

１８岁的少年有４７９９人，即占在业工人总数的１
９弱或

２
１９。１３岁以上

的妇女——２１３５４人，占在业总人数的１
２弱或

１０
２１。１８岁以上的男子

——１６９６９人，即占 １
３强；男子总数——占全部在业工人的

１
２强，

［ⅩⅠⅩ—１１９５〕妇女总数—— １
２弱。

因此，各类劳动者在表ＩＩａ类工厂在业总人数中所占的比

例：       

织工数和织机数
的比例

１３岁以下
的 儿 童

１３岁到１８
岁的少年

１３岁以上
的 妇 女

１８岁以上
的 男 子

男子和
妇 女

一个织工看
管１２台织机

１
１２弱

１
９弱

１
２弱

１
３弱

大体相等
男子稍多

  在这里，１３岁以下的儿童数和１３岁到１８岁的少年数，比表

ＩＩｂ类工厂减少了。从工厂视察员报告中可以看出，这是由于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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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简化。这种简化使部分工作可以不用儿童来做，这种简化之

所以实现，也是因为工厂主嫌麻烦，不愿雇用两班所谓半日工。相

反地，１３岁以上的妇女数大约从１
３增长到

１
２；如果把表ＩＩａ类工厂

和表ＩＩｂ类工厂加以比较的话，妇女数和男子数的比例大致也是

这样。如果把表ＩＩａ类工厂和表ＩＩｃ类工厂加以比较的话，那么上

述的比例就难以确定，因为，在织造企业中雇用的妇女数要比男子

更多。

现在，我们来看看有关精梳毛纺织厂①材料的表Ⅲ。

在这里，联合工厂的数字是１２５个，其他一切工厂的数字——

３８７个（其中包括纺纱厂和织造厂——３６３个）；可见，前一类工厂

数约占１
３，但是，联合工厂的在业人数却多１２１１２人。它们使用的

纱锭多２１２５４个，织机多８６６０台，动力多１９００匹马力。

一个工厂平均有：

纱 锭 织 机 动 力 在业工人

表Ⅲａ类工厂

表Ⅲｂ类工厂

表Ⅲｃ类工厂

５０６７ ３
２５

２９７１５５１０３

２０６５ 

１０９４１１５７

１１３２４１２５

４７３１１０３

１５１５０１５７

３７６５４１２５

１０６１２１０３

８３５１１５７

  我们把分数去掉，不妨计算一个概数。

在表ＩＩｂ类工厂中，一个工人平均看管２８
３
１０６个纱锭；在表Ⅲｃ

类工厂中，一个工人平均看管约１２６８３台织机。

在这种情况下，［在联合工厂中］看来劳动没有节约。

［ⅩⅠⅩ—１１９６］Ⅶ．丝纺织厂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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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丝纺织工业的大规模工业生产（同苏格兰、爱尔兰等地

的毛纺织工业和棉纺织工业以及亚麻工业相比）比较年青。因此，

这一部门的工厂数较多，它们的规模则相反地较小。因此，这里联

合工厂所占比例也比其他部门小一些。

在这里，联合工厂数是４９个，其他工厂数——６６６个。可见，

前一类工厂数占工厂总数的约２
２７，但是，这些联合工厂使用的纱锭

数却占２４４个纺纱厂使用的纱锭数的将近１
４；它们所使用的织机

数占４２２个织造厂所使用的织机数的 １
３强，等等。从下列材料中可

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种比例关系：

一个工厂平均有：

纱 锭 织 机 动 力 在业工人

表Ⅶａ类工厂

表Ⅶｂ类工厂

表Ⅶｃ类工厂

５１９２１８４９

４３０９２２６１

６０２５４９

１８３７２１１

２０３２４９

１８１４６１

２９０２１１

１９５１４９

１１２４３６１

２７３６３４２２

  所使用的动力数量、在业人数同机器数量之间的比例关系，正

如在这些平均材料中所显示的那样，是纯粹相对的；这些材料应该

只是表明［在联合工厂里］生产的积聚。但是另一方面，在这里，又

有着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它在这里比在以前的场合更明显）：在

一些部门的联合工厂里，动力有了节约。

现在，我们再引用爱尔兰和苏格兰亚麻厂和黄麻厂的一些材

料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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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ⅩⅨ—１１９７］   Ｘ．苏格兰的亚麻厂（１８６１年）

工  厂 纱锭数 织机数
看管织机

的织工数

使用的动力

蒸汽力 水 力

（ａ）纺和织的 ２４

（ｂ）纺 纱 的 ８４

（ｃ）织 造 的 ４１

８１９３０

１９７４５５

２１９９

５７６７

２０６１

３７８６

４６７９

５８３０

１９３６

１７６

７７６

３０

１３岁以下的儿童

男孩 女孩

１３岁到１８

岁的少年

１３岁以上

的 妇 女

１８岁以上

的 男 子

在业总人数

男子 妇女 共计

３３

２７１

１１１

４５４

８

１０１７

１５５２

２４１

７８７９

１０３１８

５８９４

１８５５

２３７４

１３４７

２９０５

４１９７

１５８８

７９９０

１０７７２

５９０２

１０８５９

１４９６９

７４９０

  在这里，联合工厂是２４个，占１２５个纺纱厂和织造厂的
１
５稍

弱，占这一部门工厂总数的约１
６。

从下表中可以看到进一步的比例关系：

一个工厂平均有：

纱 锭 织 机 动 力 工 人

表Ⅹａ类工厂

表Ⅹｂ类工厂

表Ⅹｃ类工厂

３４１３３４

２３５０５５８４

９１５８

１４０２７４１

２０２７２４

７８２７４２

４７３９４１

４５２１１２４

１７８１７８４

１８２２８４１

  现在，我们来看表Ⅷ：苏格兰的黄麻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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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完全是新的工厂，它们是从英俄战争时才出现的。在英格

兰，它们的数字很小，工厂总数——２７个，其中联合工厂——１２

个，约占一半，它们使用的纱锭和织机比其他工厂加在一起的数字

还要多。

一个工厂平均有：

纱 锭 织 机 动 力 工 人

表Ⅷａ类工厂

表Ⅷｂ类工厂

表Ⅷｃ类工厂

１３９０

１０６６

４１５１２

２８１２

８５１１２

５８２１３

１０  

３０２１３

１３３１１３

３０  

  ［ⅩⅠⅩ—１１９８］最后：表Ⅸ．爱尔兰的亚麻厂①。

一共是９４个工厂，其中１９个联合工厂。

一个工厂平均有：

纱 锭 织 机 动 力 工 人

表Ⅸａ类工厂

表Ⅸｂ类工厂

表Ⅸｃ类工厂

１１４２４ 

６２６５１７６０

１３１２１９

１４５  

２２５９１９

１２５４７６０

４０１１５

７００１８１９

２８９７１２

１６１２１５

          

工场手工业是从手工业中按两种方式产生的：

（１）简单协作。许多从事同类工作的手工业者连同他们的劳动

工具集中在同一个场所。这方面的典型是旧的织呢工场手工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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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呢绒加工工场手工业。在这里几乎没有分工。即使有，至多不

过是在某些辅助工作方面，这些工作部分是准备工作，部分是整理

工作。在这里达到的节约，主要是由于共同使用那些共同的劳动条

件，如建筑物、取暖设备等，工厂主的最高监督（即资本主义生产普

遍具有的要素）。

在《工厂哲学》（１８３６年布鲁塞尔版）第二卷中，尤尔谈到：

“但是，应该指出，手工劳动或多或少地受的损失在于工人任意停工，因

此，它所生产的一年的或一周的平均产品，永远不能同由不变的均匀的动力

推动的机器所生产的相应产品相比。所以，在家里劳动的织工到周末时所生

产的产品，很少能够超过他们的织机在他们加速工作时所达到的那种速度下

每天不停地开动１２—１４个小时所能生产的产品的一半。”（第８３—８４页）

这当然是指同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生产相对立的机械工厂。

在机械工厂中，机器（原动机）的运动和速度支配人的劳动，在工场

手工业和手工业生产中，情况则相反。不过，这（即使在较小的程度

上）也是指同手工业相对立的工场手工业。在手工业生产中，手工

业者多少还是个劳动着的人，而在工场手工业中，他却是自身属于

别人的、并且只是作为工作机而使别人感兴趣的工人。

［ⅩⅠⅩ—１１９９］（２）许多分散的独立手工业联合为一个工厂。

在手工业生产中已经有分工，但它的每一部门都是独立的手工业。

在这里，第一件事是消灭这种孤立和独立。现在与手工业不同之

点表现在，特殊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已经不是特殊商品，而只是某

种商品的组成部分。独特的产品本身不再是商品。一旦从前分散

的手工业这样联合起来，它的进一步分工就在自发地形成的工场

手工业——它的组成部分过去都是分散的和独立操作的——的基

础上发展。同分散的手工业这样联合为工场手工业相一致的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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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业条件下，制造半成品的一类工厂和把半成品作为原料进行

加工的另一类工厂联合起来。纺纱和织造就是这样。这种联合的

前提是，这些部门中的每一个部门都已经靠机器生产方法来经

营。      

正象各种不同的地质层系相继更迭一样，在各种不同的社会

经济形态的形成上，不应该相信各个时期是突然出现的，相互截然

分开的。在手工业内部，孕育着工场手工业的萌芽，而在有的地方，

在个别范围内，为了完成个别过程，已经采用机器了。后面这一点

在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更是如此，工场手工业在个别过程中采用

了水力和风力（或者还采用了只是作为水力和风力的代替者的人

力和畜力）。但是，这种情况只发生在个别场合，不决定占统治地位

的时期的性质，不形成象傅立叶所说的这一时期的“枢纽”１２４。最伟

大的发明——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属于手工业时期，如同钟

表（一种最奇异的自动机）也属于这个时期一样。哥白尼和刻卜勒

在天文学方面最天才的和最革命的发现，同样也属于所有机械观

测工具都还处于幼年阶段的时代。纺纱机和蒸汽机的制造也同样

是以制造这些机器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以及在上述时期已有

所发展的力学科学等等为基础的。

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规律在于：后一个［生产］形式的物质可

能性——不论是工艺条件，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

都是在前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机器劳动这一革命因素

是直接由于需求超过了用以前的生产手段来满足这种需求的可能

性而引起的。而需求超过［供给］这件事本身，是由于还在手工业基

础上就已作出的那些发明而产生的，并且是作为在工场手工业占

统治地位的时期所建立的殖民体系和在一定程度上由这个体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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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的世界市场的结果而产生的。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

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

只要机器由工场手工业使用，机器的制造也就同手工业生产

或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生产相适应。一旦机器生产成为占

统治地位的生产，它的生产资料（它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本身就

应当是用机器生产的。

［ⅩⅠⅩ—１２００］只要牲畜的使用不具有象使磨盘转动那样的

纯机械性质，它们的使用也就完全建立在它们的任意动作以及用

人的意志去影响它们的意志的基础上，这个原理与机器生产毫无

共同之处。此外，工场手工业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把牲畜作为动力

的源泉来使用，因为大量使用牲畜需要巨大的空间。

约翰·查·摩尔顿先生１８５９年１２月７日在艺术协会１２５上宣

读的一篇《论农业中使用的动力》的报告中，特别注意到马力被蒸

汽力所排挤，注意到只有在畜力（以及人力）被更便宜的、更持久地

和更均衡地作用的机械动力所代替的地方，使用机器才有利：

“所说的动力，——是……蒸汽力、马力和人力…… 蒸汽机产生的纯机

械力，随着每一项使土地更加划一的改良而能够被更广泛地利用…… 在有

弯弯曲曲的灌木丛或其他障碍而影响划一动作的地方，就需要用马力。这种

障碍正在一天天地消失…… 在那些需要发挥较多的意志和较少的体力的

操作上，唯一可以采用的，是每时每刻都由人的精神所支配的力，也就是人

力。”

摩尔顿先生把上述的一切力都简化为

“马力（蒸汽机所通用的功率计算单位），即简化为每分钟把３３０００磅牵

引或提高１英尺的力。根据计算，用蒸汽机１马力每小时的费用为３便士，用

马每小时为５ １
２便士，此外，蒸汽力比马力能够使用更长得多的时间。因此，

费用为每小时３便士的蒸汽‘马力’所产生的力比费用为每小时５ １
２便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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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马力所产生的力要多出将近一倍｛因为，马只能这样使用８小时？｝。而

在可以应用蒸汽力的地方，它所完成的农活质量｛由于动作划一｝超过了利用

马力的农活质量。这指的是脱粒、铡草（铡草机）、磨粉等（以及播种和割草），

看来，同样地也适用于蒸汽力耕地…… 把普通的人力同其他两种力加以比

较，可以得出如下的情况：要完成１台蒸汽机的工作，必须用６６个人，每小时

花费１５先令；要完成１匹马的工作，必须用３２个人，每小时花费８先令。因

此，显然谈不上什么人力作为动力而与蒸汽力或马力竞争的问题…… 使用

蒸汽力耕地，每７匹耕马中至少可以节省３匹，而且全年所花的费用不会超

过被代替的马在被实际使用的３、４个月内所花的费用”。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第一，在一个生产领域里，在农业中，蒸

汽力、马力和人力怎样地在相互竞争，显示出各自在效率和节约意

义上的相对价值；第二，犁不是机器，不用说更老式的犁了，一个农

民跟在这种犁后干的活，比一匹马或一头牛在犁前干的活还要重。

应用蒸汽力必须先有平整的土地，就象机车必须有代替乡间土道

的路轨一样。这些条件［ⅩⅠⅩ—１２０１〕是应用机器，即应用能从纯

机械力获得动力的工作机所必需的。

在纺纱业中，机械工厂必须立即向工厂制度发展，这是因为，

原料在它的准备过程中，应当用机械方法备好，以便机器能够对它

进一步加工。而这些准备过程，在小范围内实现时比在大范围内完

成时需要有相对来说更多的人力参加。因此，工厂制度又需要用以

完成准备过程的大量的各种不同的工作机的结合或协作。

再没有什么比把中世纪的公会和行会（其中特殊手工业之间

的分工同时构成某些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的基础）看作某种“不自

由的东西”更为错误的了。这是劳动从土地所有制解放出来的那种

形式，并且无疑是劳动在社会和政治关系方面处于最高水平的那

个时期。要了解这个时期的真正性质，需要专门研究德国历史，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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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德国不是象在法国那样，王权同新兴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

对封建主。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公会和行会在同皇帝和封建主政

权斗争时总是遭到失败，又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起来反对它。只有在

行会组织的物质基础、工艺基础不再占优势，因此丧失了自己的革

命性和进步性，不再适应自己的时代，并且一面与工场手工业，而

稍后又同大工业斗争之后，——它才作为反动因素而得到反动政

府和与其有联系的阶层的支持。

          

清棉机。

用来把沼泽变为耕地的抽水机是奇妙的。

造船机器，从制造放在轮船甲板上的小艇，直到制造快艇和最

小的摆渡船。从前，小艇是在造船厂用手工业方法建造的，分工很

少，使用的机器至多不过是供刨削用的。现在，首先在美国，它们完

全是用经济的机器建造的。伦敦附近的一家公司现在正大规模地

进行这种生产。

现在我们继续考察第１１８５页①上引用的英国材料。

由于机器不仅需要在任何程度上增大其规模，而且还需要发

展为机器体系，所以必须有适合于任何机器规模的动力和原动机。

因此，没有蒸汽机是不可能发展机器的。蒸汽机实际上是在工业

革命以前发明的，但还不完善。现在，由于蒸汽机对工业是必需

的，所以也找到了所需的发动机形式。还在瓦特使蒸汽机具有工

场手工业采用的工业形式以前，就已经有蒸汽机的个别部

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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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ⅩⅠⅩ—１２０２〕“蒸汽机——这是一种能够通过利用水蒸汽来产生机械

动作的机器。关于这种机器的最初设想是在十七世纪下半叶出现的。为了利

用蒸汽产生运动，不仅要能够产生蒸汽力，而且还要能够通过蒸汽的冷凝再

把蒸汽力消除。

在１６８０年，巴本发明了安全阀；后来，他还产生了使蒸汽在汽缸内作用

于一种活塞的设想。为此，他把少量的水注入汽缸，再把汽缸放在火上，使这

些水变为蒸汽，借助蒸汽使活塞向上升起。他用使火离开汽缸或使汽缸离开

火的办法，使蒸汽冷凝，从而使大气中的空气能够作用于上部开启式汽缸的

活塞而使它向下降落。巴本在１６９０年把这种试验的情况发表在《莱比锡论

丛》１２６上。

赛维利，一个英国船长，大约在同一时间内有了同样的设想，并且在他

１６９６年出版蒸汽机说明书以前实际制造了几台蒸汽机。赛维利的蒸汽机与

巴本的蒸汽机在原理上不同之处是，机器中未采用活塞来使蒸汽发生作用，

以及它能方便得多和快得多地实现蒸汽的冷凝。建造第一部大型蒸汽机的荣

誉属于赛维利。后来，赛维利采用了巴本的安全阀。赛维利的蒸汽机被用来抽

水。这种蒸汽机的燃料消耗量非常大，因而难于制造很大型的。这种蒸汽机抽

水的扬程不高。许多人研究改进这种蒸汽机，尤其研究在这种蒸汽机中实现

巴本关于活塞式发动机的最初设想。完全做到这一点的首先是两个英

国人：       

锻工托马斯·纽可门和

玻璃工约翰·考利；应该认为他们也是利用活塞作用的蒸汽机的发明

家。由于赛维利凭专利证书对利用蒸汽的冷凝造成真空区拥有专利权，所以，

纽可门和考利同他联合起来，在１７０５年所有这三个人都获得了‘冷凝引入活

塞下部的蒸汽和把活塞和杠杆连接起来而产生可变运动’的专利权。后来仅

用纽可门一个人的名字命名的这种‘大气’蒸汽机的构造，不仅具有在用这种

机器抽水时蒸汽完全不同水接触的优越性，而且还具有这种机器同时有可能

产生任何运动的优越性。”１２７

机械力的这类运用，如同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风磨和水磨中

一样，发生在这样的场合：那里需要使用巨大的动力（冲压，旋转，

提升重物），并且人的劳动实际上起着产生动力本身的自动原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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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而劳动工具不是直接与手连接，而是直接与传动机构，与

连杆、轴等等连接而被推动。

“后来，纽可门改进了蒸汽机：冷凝水不再从外部注入而是喷溅到汽缸

里。

龙头和蒸汽活门的旋转最初是用手操作的，一直到后来，看管这种机器

的学徒汉弗利·波特尔才想出用线绳把龙头的手柄和活门同平衡杆连接起

来，用这种方法来转动龙头和活门。

［ⅩⅠⅩ—１２０３］纽可门的蒸汽机还极不完善，在蒸汽机汽缸内水的冷凝

方面尤其如此，因此，失掉大部分热量，而在汽缸内部则未达到完全冷却。所

有消除这一根本缺点的尝式始终没有取得成果，所以在近七十年的时间内蒸

汽机的构造处于原封不动的状态。这时出现了瓦特。

在瓦特最初的蒸汽机中，蒸汽只推动活塞下降，这是单向蒸汽机；活塞的

上升是用下述方法达到的：当活塞到达汽缸底时，蒸汽停止流入，这时事前引

入的蒸汽流至活塞上部和活塞下部，这样活塞两侧的压力就互相抵销。因此，

接在平衡杆另一端上的配重，同位于那里的抽水用的水泵杆一起，能够轻易

地把活塞抬起…… 不论现今还用来抽水和提升盐液的瓦特单向蒸汽机多

么合理，它也几乎完全不适合于完成其他机械工作。”

由此可见，第一种瓦特单向蒸汽机，实际上只是一种改进了的

蒸汽机；它不是万能的原动机，而只是具有属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

原始专门功能的抽水机。

“为了工业目的，往往必须把活塞的直线运动变成圆周运动。其实，这对

于单向蒸汽机来说也是可能的，但是，如果得到的运动要极其均匀，那就只能

通过使非常大的惯性质量（飞轮）也做圆周运动来达到。但是，要推动这样的

质量，蒸汽机必然会损失很多能量，而这些能量本来可以用来完成有效的工

作。至于这时所产生的轴颈和轴承的较大磨损就更不用说了。

这些情况促使瓦特发明了双向蒸汽机，在这种蒸汽机中，蒸汽既实现活

塞的上升，也实现活塞的下降，配重变为完全多余的东西，而为保证均匀运动

所必需的飞轮，其重量现在可以小得多了。在１７８２年，瓦特获得双向蒸汽机

的专利权，从这个时候起，蒸汽机便成为适用于一切工业部门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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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瓦特以后对双向蒸汽机所作的改进，大都是涉及次要的东西。特别是

力求把蒸汽机设计得使它占有尽可能小的空间。为此目的，主要是试图去掉

平衡杆，并直接把曲柄的导杆同活塞联结杆连接起来…… 没有冷凝水泵、

空气泵和冷水泵，仅利用蒸汽膨胀的蒸汽机。伍尔夫蒸汽机。”

可见，蒸汽机要求具备以下各个部分：

（１）锅炉及其燃烧和加水设备，等等，等等；

［ⅩⅠⅩ—１２０４］（２）汽缸以及活塞、活塞杆和汽封；

（３）蒸汽分配设备（阀门），即其内外部分；和

（４）冷凝蒸汽机还要求具备装有空气泵和水泵的冷凝器。

因此，蒸汽机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产物。在这里，蒸汽机不是

用作万能的原动机，而仅仅是用于专门的目的——抽水。最初，蒸

汽机也不是自动的，因为无论是向锅炉内放水的龙头的开启和关

闭，还是冷却汽缸和冷凝蒸汽用的龙头的开启和关闭，以及锅炉和

汽缸之间的管子上朝锅炉那一端的蒸汽活门的开启和关闭，最初

都是用手操作的。蒸汽机也不是只有蒸汽在其中起作用的那种机

器；对蒸汽机极重要的是大气压力（只是瓦特首次从上部封闭了汽

缸。但是，他的第一种蒸汽机还有配重，这个配重连接在平衡杆的

另一端，即位于水泵处的那一端上。正是这个配重以自己的重量引

起活塞向上运动），这种压力是在蒸汽由于向汽缸喷冷水而冷凝，

因而造成真空区之后起作用的。瓦特的第一种蒸汽机本身只不过

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改进了的蒸汽抽水机。瓦特只是把自己的第

二种机器——双向蒸汽机变成了普遍适用于工业的万能原动机。

铁路。

它也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奠定基础的。

“最早的路轨是用木材做成的，这种轨道，早在二百年前就在英国和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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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石场和矿山上应用了。同时，根据经验判明，一匹马在轨道上拖曳的重

量，要比在普通路上多三倍有余。这一点导致１７３８年出现可供各种运输之用

的第一条铺有铁轨的路。早期的铁路运输是专门用马来拉的。１７５９年格拉斯

哥的罗比森博士产生了把蒸汽机也用来移动车轮的最初设想。１７６１年瓦特，

在他之后，１７８６年北美的天才的奥利弗·伊文思都发展了这个思想。但是，

直到１８０２年英国人特里维西克和维维安才制造出真正的蒸汽机车，它可以

在铁路上以每小时５英里的速度牵引１０吨重的货物。后来，接连进行了各种

各样的试验。曾经有过一种理论上的偏见，认为车轮在平滑路上的磨擦力还

不够大，不能防止车轮打滑，就地打转，因而不能牵引更重的货物。１８１４年斯

蒂芬逊为斯托克顿—达林敦铁路制造了第一台真正可用的蒸汽机车。这些蒸

汽机车只用于货运。１８２９年１０月，斯蒂芬逊机车在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

比赛会上获奖。比赛条件是：机车必须以每小时１０英里的速度牵引超过自重

两倍的重量。可是，１８３９年在同一条铁路上，自重１３吨的‘圣乔治号’机车却

以每小时平均２１ ４
５英里的速度牵引了１３５

１
２吨的重量。”

１２８

“１８５１年大西铁路公司［在伦敦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了它所使用的蒸汽机

车］。从１８４７年起就为了制造了每小时平均速度为６０英里牵引１２０吨重的

旅客列车的蒸汽机车。锅炉蒸汽的最大功率是１０００匹马力，一马力合３３０００

磅，可是，用测力计测量的实际功率却是７４３匹马力。［ⅩⅠⅩ—１２０５］机器自

重３１吨，焦炭和水重４吨，机器运转时——３５吨。

在蒸汽机被矿山所有者、工厂主和船主广泛利用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

还没有被用来进行陆上运输。”１２９

“富尔顿（和利文斯顿）的第一艘轮船‘克勒蒙号’是１８０６年在纽约开始

建造的。１８０７年，它第一次（从纽约到沃耳巴尼首次航行）以每小时５海里的

速度行驶了１４５海里。”

｛关于铁路还必须指出下列情况：

“在英国，有轨道路要比作为遥远地区之间的交通工具的人工运河出现

得早些。轨条最初是用木材做的，敷设它是为了便于把新堡煤矿的煤运出来。

在其他一些地方则把长的原木垫入车辙，以防止这些道路不能通行。直到不

久以前，人们还认为有轨道路是对运河的补充，用它来进行短途运输，或者用

于那些由于地形特点不能利用内河水运的地方…… 五十年或六十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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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１８４６年写的〉，铁轨开始逐渐排挤有轨道路上的木轨…… 人们认

为，有轨道路仅适用于运输象煤、铁或石料那样的笨重货物。那时，人们还没

有想到把蒸汽机车作为有轨道路上的动力，尽管瓦特在他的专利说明书中画

出了他所设计的带蒸汽机的车子的略图，可是，他却没有把它付诸实施。他的

学生，工程师默多克在博耳顿和瓦特工厂工作时于１７８２年第一个在伦敦真

正建造了带蒸汽机的车子…… 首先实际应用蒸汽机车牵引车辆的人是特

里维西克和维维安，１８１２年他们获得了自己发明的专利权…… 他们制造

了一台带蒸汽机的在普通路上行驶的灵巧的车子，并在伦敦的展览会上展

出。但是，普遍令人不能满意的道路状况却使得专利权的拥有者们放弃了对

他们的发明的应用…… 铁路在英国北部的煤炭企业中也逐渐获得广泛的

推广。这带来了很大好处…… １８３０年９月１５日，曼彻斯特—利物浦铁路

通车，有８辆蒸汽机车；这些机车都是由斯蒂芬逊和其他人制造的，它们挂了

２８节车皮。第一次铁路风潮发生在１８３６年，它超过了１８４３—１８４８年间的那

次风潮。”｝

“后来，亨利·贝尔，一个苏格兰人，多年从事房屋建筑的木工，在１８１２

年１月建立了格拉斯哥和海伦斯堡（克莱德的疗养区）之间的第一条英国汽

船的航线。这个贝尔破产了，沦为赤贫。最后，戴维·纳皮尔发明了新的结构

更加完善的船。１８１８年他建造了重约９８吨的‘罗布·罗伊号’轮船，定期航

行于格林诺克和拜尔法斯特之间。一直到１８１８年以前，这些轮船只是间或敢

于驶出内河和狭小的海湾，而且也只是在天气良好的时候。大约在１８３６—

１８３７年间首次实现了横渡大西洋的计划。‘天狼星号’是［ⅩⅠⅩ—１２０６］完

成这一航行的第一艘蒸汽机船。政府的帮助被认为是必要的。丘纳德（加拿大

人）第一个获得不列颠政府给予的建立利物浦与波士顿之间邮船航线的补助

金。后来，一切新航线建立时，政府都给予了支持。

西印度公司；太平洋公司；开普螺旋桨邮船轮船公司；半岛和东方公司；

行驶苏伊士—孟买航线的东印度公司。”

现在，我们再回过来看１１８５页①。

工作机与整套机器多么不同，在制造工作机时也看得出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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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种工作机的制造是在各种工业部门中进行的。

“因此，在纺纱机和完成纺纱前准备过程的机器中，在各类织布机和抄纸

机中，有着很多这样的工具，如纱锭和粗纺机、槽轮、梳子和各种梳理设备、织

布的梭心和梭子、造纸用的金属线网等。制造上述每一物件是各种工业部门

的任务，它是由其他专业的工人完成的，而不是由制造机器的工人完成的。因

为，机器制造者在安装机器以供出售时，通常都是向这些物件的生产者购买

它们。为了生产机器的这些工作部件
·
或工具，出现了灵巧的（甚至自动

的）机器，例如，装置梳毛刷的机器、制造针布的机器等，以及制造纱锭的自

动机。还有生产织机上用的综片的各种很灵敏的机器和生产织造上用的轮齿

的自动机器。不过上述的机器工作部件通常都是由具有这方面专长的工人用

手工生产的。”［《各国的工业》１８５５年伦敦版第２部第２２２—２２３页］

“在机器制造业应用的机器中，有奈斯密斯蒸汽锤，它既能把一大块花岗

石变成粉末，又能打碎胡桃壳而不损伤桃仁。制造它的专利权是１８４２年获得

的。大型机器制造厂有时使用３至４台３０、１５、５等等英担①的蒸汽锤来进行

不同的工作。看管蒸汽锤需要的只不过是一个人。这种机器中最大的一个在

马尔先生的大型工厂里：锤重６吨，升程６英尺。这个大锤叫做‘托尔’。人们

用它来锻造由两台船用发动机推动的重１６吨半，长２７英尺９英寸的蹼轮

轴。借助强力吊车来焊接和锻造这个庞大部件，就象乡村铁匠打一个马蹄铁

那样简单和容易。在１８５１年的展览会上展出了这种蒸汽锤，它的铁砧重８

吨。锤本身重１吨半，吊在活塞联结杆上，活塞在安装于机器上部的汽缸里上

下移动，它的直径是１６英寸，锤的最大下降距离（蒸汽机中叫做升程）是４２

英寸；通常使用的蒸汽压力是一平方英寸４０磅。由于蒸汽锤是根据自动操作

的原理建造的，所以，能够从汽锤获得任何力量的锤击，从打碎鸡蛋壳的那种

力量到最大的压力５００吨所产生的力量。用把蒸汽导入活塞下端的方法，可

以把锤提升到需要的高度，而锤本身的重量则使锤下降，但是，在需要时，下

降速度也可以立即减缓，方法是按照所需锤击力导入一定数量的蒸汽。在一

般操作中，一分钟锤击７０下。在建造金属船只的企业中生产铁锚时，在大型

机器制造厂和从事铁路建筑的主要企业中，都使用蒸汽锤；在用废铁、废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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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废铁箍或金属屑制铁时也使用这种锤。”［同上，第２２３—２２６页］

［ⅩⅠⅩ—１２０７］“在使用锻工的这个助手之前，大型船用发动机的轴的

锻造过程不仅是繁重的，而且是不可靠的；远洋轮船所发生的许多不幸事件，

应该用铁的锻造有缺点来说明，因为，如象在美国那样，人们想把成捆铁杆焊

接在一起用来制造主轴，而缺乏足够的锤击力就不可能从这样焊接的铁杆中

清除掉熔渣。”［同上，第２２６页］

“除了这些繁重工作之外，蒸汽锤还用来冲压器皿盖，以及模压和制作银

餐具。瓦特在他于１７８４年４月获得的专利说明书中已经提到蒸汽机的这种

应用。他提示了利用蒸汽机的活塞联结杆同重锤或冲模连接起来锻造铁和其

他金属的可能性。”［同上，第２２７页］

瓦特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在１７８４年４月获得的专利说明书

中，预见到蒸汽机的一切可能用途，并指出利用它来建造机车，锻

造金属等的可能性。

“为道勒斯①炼铁厂制造了一个更大的蒸汽锤，重６吨，它的真正垂直降

落高度是７英尺，铁砧是一整块铁，重３６吨。蒸汽锤操作起来极为灵敏，以致

它能最轻地一下一下地把钉子打进柔软的木头里去。这种奇妙的锤被用来对

金属巨块进行６到８下可怕的锤击，这种金属巨块叫做‘毛坯’，用它来轧制

铁轨；在把它压延成铁轨之前，这几下锤击就把几块毛坯接合成一个整块了。

这种发明也被用来打桩。”［同上，第２２７—２２８页］

“锻造一般是使用一种叫作尾锤的工具。它是一个重３—４吨的金属巨

块，锤头立在埋入地中的铁砧上，而座身则为牢固框架上的主销所固定。为了

提升这个锤，在锤头附近有一个大轮子，轮周上刻着突棱齿或轮齿。轮子旋转

时，轮齿就一个接着一个地咬住锤头，把它提升到一定的高度，然后又把它放

下来，锤就落到放在铁砧上的部件上。它的冲压力，只是它本身重量所产生的

力；这种力还要加上锤的降落所产生的力。不过，这种锤能够升起的高度十分

有限，它的实际效能大大不及奈斯密斯蒸汽锤。尾锤的动力，可以是用来推动

滑轮和传动轴的蒸汽，或者是水轮产生的同样用途的水力。”［同上，第２２８—

２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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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是锻造机器。

“根据赖德专利说明书制造的锻造机，同时有５个和更多的锤在操作，每

分钟起落７００次，主要是用来锻造棉纺织工业中纺纱机上的纱锭、切削螺栓、

锉刀。这种机器比较小也比较复杂。它把高速度和强力锤击结合在一起（尽管

它的体积大大地小于上述机器）。”［同上，第２２９—２３１页］

“铆接机。无论是在这种机器里，或是在锻造机器里，一般地说，铁都是在

加热状态下经受作用的。锻造机器使金属具有规定的形状，并且，按照工人的

意图把金属加以改制。铆接机器［ⅩⅠⅩ—１２０８］只是把烧得通红的螺栓加以

锤击，于是就把两块铁板牢牢地接合在一起。

第一个应用机器铆接铁板的人，是曼彻斯特的费尔贝恩先生。关于这个

问题，他的自述是：‘铆接机的发明，是由于十五年前在我们公司劳动的锅炉

制造工的罢工所引起的。那时搞过试验，用普通的冲压机把烧得通红的铆钉

钉入铁板来铆接两块铁板。这次实验的成功，立即导致制造第一台机器，在这

台机器里，是用凸轮推动的大杠杆来使活动的冲模冲压铆钉。短期的试验证

明，这第一台机器不符合制造锅炉的多种要求，所以，八年前制成了目前形式

的铆接机。’这种机器轻便，而且可以在轨道上移动。由于这种机器的使用，在

一定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增加了１１倍，并且节约了一个工人的劳动。铆

接时没有噪音。”［同上，第２３１—２３４页］

“可以深信不疑地断定，没有这种机器，用管状构件建造铁桥几乎是不可

能的。这个机器的发明，同生产中应用的某些别种机器的发明一样，是工人

‘罢工’的结果，它只是再一次证明这种行动的狂妄。把烧得通红的铆钉放入

大型桥梁管孔的目的，是使金属在冷却时产生强力压缩，其结果是使金属板

非常紧密地接合起来。”［同上，第２３４页］

关于罢工的这个论点妙极了。如果工厂主在没有工人促进的

情况下采用机器，机器就对工人有利，而当工人自己迫使工厂主这

样做时，机器就对工人不利。另一方面，恰恰是由于工人罢工，才创

造了如象走锭精纺机，费尔贝恩铆接机（没有这种机器，用管状构

件建造铁桥几乎是不能实现的）等等这样重要的机器。因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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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是好事，尤其对工厂主总归是好事。不过，一谈到罢工时，机器

就被描写成某种对工人不好的东西。据说，工人不应该加速自己不

可避免的命运的到来。

“曼彻斯特的加弗斯先生的另一种——固定式的——铆接机，每小时锤

打３６０个铆钉，机器由１个工人和３个男孩看管。在这部机器里，锤打铆钉所

需要的力，只是由活塞联结杆的压力产生的，联结杆是用高压蒸汽推动的。”

［同上，第２３４—２３５页］

“冲孔机是用来穿孔的。乌里治造船厂应用的机器完全是自动操作的。用

直径半英寸的冲孔器在０．０８英寸厚的铁板上穿孔，需要６０２５磅压力，而在

０．２４英寸厚的铁板上穿孔，则需要１７１００磅压力。”［同上，第２３６—２３７

页］      

“切板机一般是与冲孔机联结在一起的，它安装在冲孔器对面或后面，视

其如何更便于工作而定。它的切割部分是一块带刀刃的扁钢，刀刃和下边的

同样的刀刃对向操作——类似剪刀的一种东西。到曼彻斯特的一个大型机械

车间去，看一看这些奇妙机器的工作，听到在金属上接连不断地穿孔时的声

响，看到切割金属就象裁切纸页一样，使它具有规定的形状，感觉到这些大型

工具操作时坚实的地面如何在颤动——所有这一切都蔚为奇观…… 机器

制造者需要的冲孔机和切板机，正象是裁缝需要的剪刀和木工需要的［ⅩⅠ

Ⅹ—１２０９］钻一样。它们是机器制造业中基本的生产工具，也是铁工厂最需要

的用具。”［同上，第２３７页］

机器制造业中主要的大型生产工具就是这样的。

机器制造业，除了需要大量的动力而外，还必须使机器部件具

有最大的数学精确性和应用大量工作机来大规模地生产机器。

应用自动机制造更精确的机器。

“机器的各种零件，不论是最小巧的，还是最笨重的，它们的形状几乎是

根据数学准确性和精确性来制造的，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如此完善地生产机

器零件，只靠手工劳动的灵巧恐怕不行〈那么钟表的生产呢？〉；即使能行，也

会造成大量的花费，以致无论机器和熟练工人的数目怎样增长，在产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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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或在产品价格方面，我们都赶不上需求，这种需求是由生产机械的改进

引起的生产的日益完善和轻松所造成的。

仅仅在六十年以前，几乎机器的每个部件的制造和加工成规定的形状，

都只使用手工劳动，也就是说，在制造机器零件时，在准确性和精确性方面，

我们是完全依靠工人手的灵巧和眼力的准确。随着瓦特、阿克莱、克伦普顿、

布吕内尔、迪多和加卡在机械生产过程方面所带来的改良，突然产生对特殊

精确机器的需求，那时，已有的熟练工人数无论在数量方面或是在他们的技

能水平方面都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约在四十年前〈大约在１８１０年或１８１４

年〉亨利·莫兹利先生在机器制造业所应用的工具和机器中引进了滑动原

理。没有这个原理的引进，我们永远也不会达到机器制造业现在所具有的这

样高的发展水平。

这里所指出的原理已应用于机械装置，这种装置
·
代
·
替
·
了
·
人
·
手来掌握刀具

将其贴近被切削的物件表面，并支配刀具的运动。用这种机械装置，我们就能

使刀具的刀刃绝对准确地在物体的表面上纵向或横向移动，工人几乎不用任

何肌肉力就能做出任何一种基本的几何形状——直线、平面、圆、圆柱体、锥

体和球体，轻易、精确和迅速的程度是从前任何最熟练工人的最富有经验的

手都无法做到的。滑动原理已应用于刀架，刀架在目前已成为任何一部车床

的一部分，并且以不同的形式应用于镗床、刨床、插床、钻床和其他机床。不管

车床的这个附件多么简单，从外表上看多么不重要，但我们认为，可以毫不夸

大地说，它对机器的改良和更广泛应用所产生的影响，不下于瓦特对蒸汽机

的改良所产生的影响。采用刀架的结果是，各种机器很快就完善和便宜了，而

且推动了新的发明和改良。在刀架被采用之后不久，它就被制成自动的了，也

就是说，固定在刀架上的刀具贴近表面进行纵向或横向操作时，已不依靠看

管机床的工人的注意力了。”［同上，第２３８—２３９页］

所以，一般地说，刀架代替了人手。

“用镗床在蒸汽机、水压机和其他机器的缸体内镗孔和磨光。在这些机器

里，被镗的缸体牢牢地固定在装置得适于这项工作的框架上，切削工具通过

旋转逐渐切入缸体内；刀具旋转着向前切削，排出金属屑，直到把整个缸体镗

透。在这类机床的最好的结构中，［ⅩⅠⅩ—１２１０］钻头的运转是完全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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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镗床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供钻头或镗刀工作的机械，钻头或镗刀可贴近任

何材料，通过绕着轴线的旋转运动来切削空心的汽缸。

蒸汽机或水压机的汽缸应该用最大限度的准确性和精确性钻成，因为汽

缸直径的任何误差，无疑会在蒸汽高压作用于汽缸内运动的活塞时引起蒸汽

的大量渗漏。只有借助于这种机床，我们才获得我们的原动机；因为，可以肯

定地说，不借助镗床就不能生产任何工作规模的蒸汽机。这种机床也用来制

造其他机器，例如泵等。”［同上，第２３９—２４１页］

车床。

“恐怕没有一种机器零件在制造时不在某种程度上需要车床了。车床是

万能的工具。”［同上，第２４１页］

“普通的脚踏式车床的结构，和用蒸汽推动的车床的结构实质上是一样

的。这里仅仅是没有轴和飞轮那样的部件，由于旋转运动是用传动皮带从主

轴上传送来的，而主轴是用蒸汽机推动的，因此，这里不需要轴和飞轮。但是，

在从事繁重工作时，以及在具有一定价值的一切机械车床中，都采用了自动

原理，并制造了保证实现这个原理的装置。在加工工业中应用车床，一般地

说，必须限于制造圆柱体或使机器的个别零件具有圆的形状。”［同上，第

２４１—２４３页］

牛头创床（插床）。（远比车床更加现代化的发明。）

“这种机床工作的原理和立式凿子一样，凿子上下移动，向下移动时切削

金属。通过对轮齿的精心安排，机架能够和机床的其他部分一起移动，这样一

来，毛坯没有经过加工的表面便经常被置于刀具之下。观看这些铁的工人是

非常有趣的，它们不要人的任何帮助，就去刨坚硬的物件，使之具有一定的形

状。以垂直方向进行切削的任何机器都能用来使一块金属具有一定的形状，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这种机床在工人手中实际上成为一把功率强大的刀子，

完全按工人的需要来进行切削，所以在工人的看管下，可以用这种机床制成

任何带棱角的形状。”［同上，第２４４—２４５页］

“刨床。这是铁的木工，因为，木工用他的刨在木材上完成的一切作业，机

床都能用它的工具来完成。准确而有效率。借助于这种机床，能够刨出最光滑

的表面，由于机器的工作不可能发生偏差，所以，机床加工过的物件表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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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手的工人借助锉刀加工过的物件表面相比，质量要高得多。在手工制造的

最好的制件中，常常会发现同绝对直线运动有某些偏离。这种机床与牛头刨

床不同之处在于，这里被加工的零件是移动着的，相反地，切削工具却是固定

的。的确，刀具可以向侧边移动和上下移动，但是，这样做是为了把新的零件

放在它的下面，正如［ⅩⅠⅩ—１２１１］车床支架的活动一样。需要刨削的物件

被牢牢地固定在机床的机架上，机架是能够向前和向后运动的。刀具安装在

牢固的夹具之中，横在机身上面，载着制件的机床机架向前运动时，使这个制

件同刀具接触，刀具就刨它，或者准确些说，在表面上刻槽，当被加工的物件

在刀具下移动时，就切削出铁屑。”［同上，第２４５—２４７页］

“钻床。这是立式车床，不同之处只是，这里制件是固定的，而刀具是旋转

的。”［同上，第２４７页］

“计量仪器。它们测量的准确度达到０．０００１和０．０００００１英寸。”［同上，

第２４８页］

“所有这些主要是本［ⅩⅠⅩ］世纪的机器。它们全都是〈计量仪器除外〉

用来加工铁〈和铜〉的。”［同上，第２４９页］

“加工木材的机器也是精巧的。这主要是美国出产的机器。在美国，加工

木材的机器甚至比英国应用得更广泛，甚至在不大的工场内也为自己开辟了

道路。在这个国家里，手工劳动相当昂贵……所以，人们尽可能地减少手工操

作……人们更注意的是节约时间和劳动，以及在花费最少的情况下收效最

快，而不是制作得最坚固和达到最好的精工。在分散的居民需要克服大量自

然障碍的地方，占有位置的主要不是优美的精工，而是大胆的构想。”［同上，

第２４９—２５０页］

水泵是专门使用蒸汽力代替人力的机器。用这种方法，１８３６—

１８３７年［在荷兰］把一些大型的蒸汽机同１１台水泵的活塞联结杆

连接起来，抽干了哈勒姆湖水（约１０亿吨水）。

“恐怕很难找到比应用普通水泵更令人惊叹的例子了。这个大型机器，就

其抽水机械来说，实质上与普通的吸水唧筒没有区别。”［同上，第２５２—２５４

页］

｛“１８３６年前，荷兰人为了排干本国的低洼地区，通常使用的主要是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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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的机器。为了防止荷兰王国三分之二国土变为沼泽和湖泊——从前就是

从这种状况下摆脱出来的——，需要总功率６００００匹马力的１２０００台风车

〈可见，每台风车是５马力〉〈这一点表明，能够利用风力的规模多么有限〉。也

曾使用过一些小型的蒸汽机。”［同上，第２５３页］｝

“在英格兰，广泛借助蒸汽机来排水，特别是格尼先生。有不少于６８００００

英亩的土地，从前是沼泽（林肯郡和剑桥郡的多沼泽地区），现在粮食丰收，牲

畜兴旺。格尼先生使用的提水机器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许多带戽斗的轮子。它

们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下射水轮，不过，不是从水获得动力，而是把水提上来，

机器本身则是用蒸汽力推动的。８０匹马力的机器抽水量是每秒约５吨，或每

小时约１６２００吨。”［同上，第２５４—２５５页］

［ⅩⅠⅩ—１２１２〕离心式水泵。“（阿波德机器曾在１８５１年展览会上展出。

离心式水泵在美国和法国应用得比较早。）结构最好的普通水泵［有效］功率

只达到４５％，机器所需要的动力的余下部分，由于机器结构的缺点都被浪费

掉了。有些次等的水泵［有效］功率只达到１８％，而７２％的动力，则耗费在克

服阻力和磨擦等上面了。阿波德水泵每分钟６００转，在这样的速度下，它的

［有效］功率平均为它所使用的全部动力的７０％。”［同上，第２５５、２５７、２５９

页］

其他各种离心式水泵。［同上，第２６０—２６３页］

洗涤机和烘干机。［同上，第２６６页］

“在工业中，为了各种用途，需要快速流动的气流。例如，一系列的铸造作

业、钢的研磨、花边的烧烤、经纱的烘干等——所有这些过程都是绝对需要空

气流的。

普通的风箱是根据十分错误的原理制成的，当然，它完全不适应企业家

的需要。它的主要缺点之一，是它的作用的中断性，因此，它不能有规律地连

续不断地送出气流。要做到这一点，它的某些部分必须有新的结构。鼓风管必

须与第二室连接，在第二室内，空气可以在压力下积蓄起来，风箱的空气压缩

部分，它的下层部分，应把空气排入储存器，而不是象普通的风箱那样，直接

穿出鼓风管。

锻用风箱是比较完善的机器。这里有空气储存器，气流是连续不断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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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时断时续的。把推动锻用风箱的手柄和蒸汽机或水车的曲柄连接起来，

就制成简易的机械空气泵；这类机器常常是在无法获得较好的机器的地方使

用。但是，这里能够发出的空气量不大；也不能获得气流的某种高速度。不过，

储存器里能够造成的压力，却是它的优点，因为，这样一来就能得到虽然不大

但却很强有力的气流。

空气泵实际上可以和液压泵列入同一类的机器。有的是根据唧筒原理制

造的，有的是根据离心机原理制造的。风箱属于泵的一类。在小铁工场里，正

象在制造机器小零件的机械工场里一样，人们制造经过改良的锻用风箱。昂

费尔装置是锻用风箱的重要改进。

正如流体力学所证实的，水泵是能够成功地用来在高压下抽水的唯一机

器，而离心式机器只适用于扬程低和水量大的情况，同样，离心式空气泵不大

适合于锻造业的需要，那里对压缩的强力的气流要比对宽散的气流更为需

要。”［同上，第２７２—２７４页］

鼓风机（也是用蒸汽力推动的）。｛用手柄拉动的，小规模应用

的鼓风机是它的原型。｝

“鼓风机经常［ⅩⅠⅩ—１２１３］是在铸铁厂使用。空气被挤入机器轴心周

围的小孔之中，然后，随着叶片运行并从叶片的顶端流入与机器连接的管

子。”［同上，第２７４—２７８页］

“空气泵。这是哲学仪器１３０，但是，它对于设计低压蒸汽机，保持冷凝室的

真空，制糖生产等方面，却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它被广泛地用来烘干木材。木

材被放在一个大的铁箱之中，其中一半装入干燥剂，然后，把它密闭起来，用

蒸汽机推动的空气泵把空气抽出来。这样就造成真空，于是，空气便从木材的

纤维组织中脱出。然后，再往箱中放入空气，由于空气对表层产生压力，干燥

剂便被挤进木材，渗入每一个小孔。”［同上，第２７６—２７７页］

磨粉机。

“据发现，把谷物变为面粉时需要的强烈磨擦和压力炽热地烧烤谷物，使

它们严重地遭到分解。防止这一点的唯一办法是，是磨盘中间通入空气流，从

而保持面粉的冷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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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富丽堂皇的磨房之一是普利茅斯皇家船坞中的磨房。磨房建筑物长

２４０英尺，高７０英尺。中央是两台４５匹马力的蒸汽机，两边各有１２对磨盘，

每一对磨盘每分钟１２３转，每小时磨５蒲式耳谷物，所以，磨房全速工作时，

每小时磨１２０蒲式耳谷物，然后，用８台机器来簸扬面粉。谷物放在上面的一

层，然后，沿着溜槽首先进入分选机或类似阿基米得螺旋的圆筒形筛子。谷物

在流向磨盘的过程中被清除掉尘砂，落入漏斗，从那里沿着溜槽流入磨粉机

的磨盘。然后，面粉被清除掉麸皮。一般使用的清除麸皮的机器是用金属线网

做成的别具一格的圆筒。面粉流入这个圆筒，借助刷子从线网中筛落。有时，

面粉是借助于快速旋转的簸扬风车从线网中筛落，风车把面粉从线网中吹

出。这种用途的金属线网是极密的。在１８５１年展览会上展出了一平方英寸有

２２５００个网眼的线网样品。制作一个线网用３９００英尺长的金属线，重量不超

过一盎司。”［同上，第２７８—２７９页］

“哲学仪器。最初它们制造得很粗糙，结构非常简单。化学天平的不灵敏、

透镜结构的缺陷、温度计分度不准确或经纬仪的圆周分度的不准确，都损害

了用这些仪器进行的一切实验。因此，哲学仪器的精确性对科学进步具有高

度重要意义。另一方面，蒸汽机和电报机的发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有钟

表〉必须有物理科学作为它们的依据…… 古老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提供的只

是不正确的材料。”［同上，第２８８—２９０页］

光学。达盖尔死于１８５１年。［同上，第２９１页］

［ⅩⅠⅩ—１２１４］电磁学。

“电流通过绕在铁上的铜线圈时，铁就获得磁性。

厄斯特德教授第一个发现，放在电流影响范围内的磁针，当电流通过线

圈时立即产生向一旁偏离的倾向。这就是英国使用的普通型号的电力电报机

的原理。接着，厄斯特德发现，一个软铁棒在电流绕着它环流时，就感应出磁

性。这样一来，用磁力的产生和消失的方法就可以向任何距离传送一系列信

号。美国的电报机就是根据这个原理制造的。”［同上，第３２８—３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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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王国工厂中在业的儿童、男子和妇女人数

比例表１３１

工 厂 数

１３岁以下
的 儿 童

男孩 女孩

１３岁到
１８岁的
男少年

１３岁
以上的
妇 女

１８岁
以上的
男 子

共   计

男子 妇女 总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ⅩⅠⅩ—１２１５］       Ⅰ．棉纺织厂

（ａ）英格兰和  
威尔士

    ２７１５
（ｂ）苏格兰   

    １６３
（ｃ）爱尔兰  

    ９
（ｄ）共 计  

   ２８８７

２１７７４

３０７

２２０８１

１７３８２

３２５

１７７０７

３８２１０

２６６１

３３６

４１２０７

２１６５１２

３２８８４

１９１０

２５１３０６

１１３７２０

５０６０

４８８

１１９２６８

１７３７０４

８０２８

８２４

１８２５５６

２３３８９４

３３２０９

１９１０

２６９０１３

４０７５９８

４１２３７

２７３４

４５１５６９

 Ⅱ．毛纺织厂

（ａ）

（ｂ）

（ｃ）

（ｄ）

１４５６

１８４

３９

１６７９

３３３３

２９

３３６２

２５９８

９

２６０７

９８１１

１３２７

７５

１１２１３

２９６１３

４５９２

４１７

３４６２２

３０９５４

３８５５

３７０

３５１７９

４４０９８

５２１１

４４５

４９７５４

３２２１１

４６０１

４１７

３７２２９

７６３０９

９８１２

８６２

８６９８３

 Ⅲ． 精梳毛纺织厂

（ａ）

（ｂ）

（ｃ）

（ｄ）

５１２

１７

３

５３２

６２６８

６２６８

６９０６

６９１０

６４２４

１７８

１２

６６１４

４５６７４

１８３９

１３９

４７６５２

１７７００

８９５

２４

１８６１９

３０３９２

１０７３

３６

３１５０１

５２５８０

１８４３

１３９

５４５６２

８２９７２

２９１６

１７５

８６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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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ⅩⅠⅩ—１２１６］       Ⅳ．亚 麻 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ａ）

（ｂ）

（ｃ）

（ｄ）

１２６

１６３

１００

３９９

８８６

３０４

２２６

１４１６

１１０８

５７３

４４２

２１２３

１３８３

２８３３

３７６１

７９７７

１３２７７

２４２８３

２３１３０

６０６９０

３６５１

５６０６

５９６６

１５２２３

５９２０

８７４３

９９５３

２４６１６

１４３８５

２４８５６

２３５７２

６２８１３

２０３０５

３３５９９

３３５２５

８７４２９

Ⅴ．大 麻 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ａ）

（ｂ）

（ｃ）

（ｄ）

３

２

５

３３

１５

４８

１５

４８７

５０２

１４

４３

５７

４７

５８

１０５

１５

４８７

５０２

６２

５４５

６０７

Ⅵ．黄 麻 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ａ）

（ｂ）

（ｃ）

（ｄ）

４

２７

５

３６

２４

１０

３１

５４

１７

７１

６

６１３

１０

６２９

８４

３５３４

２２９

３８４７

１７

１１９３

１７６

１３８６

２３

１８３０

１９６

２０４９

８４

３５８８

２４６

３９１８

１０７

５４１８

４４２

５９６７

Ⅶ．丝纺织厂

１１岁以下

的 儿 童

１１岁到１３岁

的 儿 童

男孩 女孩 男孩 女孩

１ ２ａ ３ａ ２ｂ ３ｂ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ａ）７６１

（ｂ） ８

（ｃ） ２

（ｄ）７７１

７０２

７０２

１１３０

１１３０

１４１８

１７

７

１４４２

３５４３

１７６

２１

３７４０

３１８５

２６

１３

３２２４

３１２１７

７３５

７７

３２０２９

９９９６

１５０

１６

１０１６２

１５３０１

１９３

３６

１５５３０

３５８９０

９１１

９８

３６８９９

５１１９１

１１０４

１３４

５２４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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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ⅩⅠⅩ—１２１７］ⅤⅢ．针织厂（部分工厂用人力作为动力，部分工厂用蒸汽力

作为动力）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ａ）

（ｂ）

（ｃ）

（ｄ）

６５

４

６９

４１１

９

４２０

２１０８

２１７

２３２５

１５４４

１９８

１７４２

１９５５

２０７

２１６２

２１０８

２１７

２３２５

４０６３

４２４

４４８７

总  计

工  厂 纱 锭 数
机 械

织机数

看管机械织

机的织工数

动 力 量

蒸 汽 力 水  力

英格兰和

威尔士

苏格兰

爱尔兰

联合王国

５６５２

５６８

１５８

６３７８

３３０９５６０３

２６１５２２０

７３９２０５

３６４５００２８

４４４２３３

４００７３

６５６０

４９０８６６

２０２８４７

２３２９４

４４２３

２３０５６４

３２８７４７

３４６０９

１１９３８

３７５２９４

２０００３

５９６０

３３７６

２９３３９

１３岁以下的儿童

男孩 女孩

１３岁到１８

岁的男少年

１３岁以上

的 妇 女

１８岁以上

的 男 子

在业总人数

男子 妇女 共计

３４３８１

６８１

２４３

３５３０５

３２６６７

１１４１

４８０

３４２８８

５９４６３

７６６２

４２０７

７１３３２

３３８５００

６８５７１

２５９０２

４３２９７３

１７７５９６

１７０００

７０４０

２０１６３６

２７１４４０

２５３４３

１１４９０

３０８２７３

３７１１６７

６９７１２

２６３８２

４６７２６１

６４２６０７

９５０５５

３７８７２

７７５５３４

妇女约占在业总人数的
５
８，而男子占

３
８。如果从６３７８个工厂

在业的男子总数中每个工厂减去５个不在工厂本身劳动的人，则

后一个数字将会更少。那样，男子总数将减少３１８９０人，或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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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地说，减少３００００人。

［ⅩⅠⅩ—１２１８］１３岁以下的儿童是６９５９３人，几乎占在业总

人数的１
１１。儿童的总数难以列举，因为，１３岁到１８岁的男孩列入

男性一组的人数，而１３岁以上的女孩则列入女性一组的人数。

１８岁以上的男子仅有２０１６３６人，从这个数字中应该减去

３１０００人强，现大略减去３１０００人，余下１７０６３６人。如果我们以

工厂报告提供的男子人数为例，则１８岁以上的男子的比例将近

５
１９，也就是说，占全部在业人数的

１
３弱。如果我们以１８岁以上的

男子人数为例，并从其中减去３１０００人，则上述比例将会是１
４弱。

２３０５６４个织工看管４９０８６６台织机，也就是说，一个织工平均

看管２．１台织机。

计算出看管纱锭的工人数就更困难了。第一，我们应该 ［从

在业的总人数中］减去看管织机的工人数。第二，应该减去所有

在工厂以外劳动的人，即那些不直接从事工厂劳动的人。这里面

还包括工程师、消防队员、机械师等。平均在每个工厂中，他们

至少是８个人。如果从在业总人数中减去织工人数，则余下

５４４９７０人，如果再从６３７８个工厂中的每个厂减去８个人，则剩下

４９３９４６人。但是，这里还有困难：（１）我们不知道，除上述工人

外，还有多少工人从事织造，（２）起毛机没有单列出来（毛纺织

工业除外）。

不过，起毛机的总数只有２１６３台，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

那些单从事织造的工厂（还必须减去上述针织厂中的人数４４８７

人，余下４８９４５９人）中，约雇用１１３３０８人，其中有８１０４９个织

工，也就是说，每１．３个多工人中有一个织工。在别的地方还是

列举了一个人平均看管多少纱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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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费的动力总量是４０４６３３匹马力。如果减去不在工厂劳动的

人数，则一个工人使用将近２个单位的动力。不过，所有这些材

料只能用来说明在业的人在性别和年龄上的比例，因为，有关其

他项目的一切材料都是在别的地方说明的。

根据联合王国１８６１年的材料，在２８８７个棉纺织厂中在业的

有４５１５６９人，也就是说，每个工厂１５６人强。１８３６年，在１２５０

个棉纺织厂中在业的有１９３５４４人，也就是说，每个工厂１７５人弱。

１８６１年在业的有：男子１８２５５６人，妇女２６９０１３人，他们之

间的比例约为１∶１．４；１８３６年在业的有：男子１００２５８人，妇女

１１９１２４人，他们之间的比例约为１∶１．１。

关于动力和纱锭数的材料无法对比，因为缺乏１８３６年关于纱

锭数字的材料。

其次：１８６１年有２２１１个毛纺织厂和精梳毛纺织厂，在业的人

数有１７３０４６人，也就是说，每个工厂在业的有７８人强；１８３６年

有１３１５个工厂，在业的有１５８４８４人，也就是说，每个工厂１２０人

强。

１８６１年在这些工厂中工作的有男子８１２５５人，妇女９１７９１

人，他们之间的比例是１∶１．１；１８３６年有：男子３９３６０人，妇

女２７５６９人，比例是１．４∶１。

［ⅩⅠⅩ—１２１９］亚麻厂的情况则是：

１８６１年有３９９个工厂，在业的人数有８７４２９人，也就是说，每

个工厂２１９人强；１８３６年有３５２个工厂，工人３２８６８人，也就是

说，每个工厂９３人强。

１８６１年在业的人中有男子２４６１６人，妇女６２８１３人，比例是１

∶２．５；１８３６年有：男子１０３４２人，妇女２２５２６人，比例是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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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丝纺织厂的情况是：

１８６１年有７７１个工厂，在业的人数有５２４２９人，也就是说，每

个工厂６８人；１８３６年：２３７个工厂，在业的人数有３０４０７人，也就

是说，每个工厂１２８人强。

１８８１年在这些工厂中工作的人有男子１５５３０人，妇女３６８９９

人，比例是１∶２．８；１８３６年有：男子９９６９人，妇女２０４３８人，比例

是１∶２．０５。

１８６１年在棉纺织工业、毛纺织工业、精梳毛纺织工业、亚麻纺

织工业和丝纺织工业中有：工厂６２６８个，１８岁以上的男子１９８３５１

人。在业的总人数６６４４７３人；１８３６年：工厂３１５４个，１８岁以上的

男子８８８５９人。在业的总人数３４４６２３人。１８６１年十八岁以上的男

子和在业总人数的比例是１∶３．３，而１８３６年则是１∶３．８。

平均每４个人使用一匹马力的动力。（《工厂视察员报告。截

至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１８５７年伦敦版第９页）

根据议会决议，于１８３５年、１８３８年、１８５０年、１８５６年和１８６１

年都作了总的报告。

［ⅩⅠⅩ—１２２０］      联 合 王 国

工 厂 数

工  厂 １８３８年 １８５０年 １８５６年 １８６１年

棉 纺 织 厂

毛 纺 织 厂

精梳毛纺织厂

亚 麻 厂

丝 纺 织 厂

１８１９

１３２２

４１６

３９２

２６８

１９３２

１４９７

５０１

３９３

２７７

２２１０

１５０５

５２５

４１７

４６０

２８８７

１６７９

５３２

３９９

７７１

共   计 ４２１７ ４６００ ５１１７ ６２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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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马力数

工  厂 １８３８年 １８５０年 １８５６年 １８６１年

棉 纺 织 厂

毛 纺 织 厂

精梳毛纺织厂

亚 麻 厂

丝 纺 织 厂

５９８０３

２０６１７

７１７６

１１０８９

３８３４

８２５５５

２２１４４

１１５１５

１４２９２

３７１１

９７１３２

２５９０１

１４９０４

１８３２２

５１７６

２９４１００

３６４７７

２８２０４

４６０８１

７０５０

共   计 １０２０６９ １２４２１７ １６１４３５ ４１１９１２

机 械 织 机 数

工  厂 １８３８年 １８５０年 １８５６年 １８６１年

棉 纺 织 厂

毛 纺 织 厂

精梳毛纺织厂

亚 麻 厂

丝 纺 织 厂

１０８７５１

２１５０

２９６９

１７１４

２０９

２４９６２７

９４３９

３２６１７

６０９２

３６７０

２９８８４７

１４４５３

３８９５６

９２６０

７６８９

３９９９９２

２１７７０

４３０４８

１０７０９

１４７９２

共   计 １１５８０１ ３０１４４５ ３６９２０５ ４９０３１１

［ⅩⅠⅩ—１２２１］      联合王国使用的纱锭数

１８５０年

２５６３８７１６

１８５６年

３３５０３５８０

１８６１年

３６４５００２８

联合王国每个工厂平均拥有的纱绽数

工   厂 １８５０年 １８５６年 １８６１年

棉 纺 织 厂

精梳毛纺织厂

亚 麻 厂

１４０００

２２００

２７００

１７０００

３４００

３７００

约１７０００（略少）

３７２５强

４１９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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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王国每匹马力平均带动的纱绽数

工   厂 １８５０年 １８５６年 １８６１年

棉 纺 织 厂

精梳毛纺织厂

２７５

８６

３１５

１０２

１４６（？）

？

［ⅩⅠⅩ—１２２２］    联合王国工厂在业总人数

棉 纺 织 厂

毛 纺 织 厂

精梳毛纺织厂

亚 麻 厂

丝 纺 织 厂

２１９３８６

５５４６１

１５８８０

３３２１２

３０７４５

２５９１０４

５４８０８

３１６２８

４３５５７

３４３０３

３３０９２４

７４４４３

７９７３７

６８４３４

４２５４４

３７９２１３

７９０９１

８７７９４

８０２６２

５６１３７

４５１５６９

８６９８３

８６０６３

８７４２０

５２４２９

共   计 ３５４６８４ ４２３４００ ５９６０８２ ６８２４９７ ７７５５３４

  可见，精梳毛纺织厂和丝纺织厂在业人数［在１８５６年至１８６１

年期间］绝对减少。

１３岁以下的儿童数

棉 纺 织 厂

毛 纺 织 厂

精梳毛纺织厂

亚 麻 厂

丝 纺 织 厂

２８６７３

９４５１

３９５９

５２９０

９０８２

１２３２７

６２０３

４５３４

１７６７

４４５２

１４９９３

７０９４

９９５６

１５８１

１４９８

２４６４８

６７０３

１１２２８

１８０６

１６８６

３９７８８

５９６９

１３１７８

３５３９

５１８２

共   计 ５６４５５ ２９２８３ ３５１２２ ４６０７１ ６７６５６

  应该指出，１８３５年，占儿童总数
２
３以上的儿童还是做全日工

（１７１４７个儿童只劳动８小时并且上学）。从１８３８年起，儿童只做

半日工，在丝纺织工业中，８岁到１１岁的儿童（而不是１１岁到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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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做半日工并且上学。

１３岁到１８岁的男少年

工   厂 １８３５年 １８３８年 １８５０年 １８５６年 １８６１年

棉 纺 织 厂

毛 纺 织 厂

精梳毛纺织厂

亚 麻 厂

丝 纺 织 厂

２７３３９

８０４２

２０８１

３４５７

３６５４

４１０４６

１１０１８

３７５３

５９５３

４７３９

３７０５９

１１８８４

７６９５

８０１２

４９５１

３８９４１

１１１３４

７１１６

８９５０

６０５９

４１２０７

１１２１３

６６１４

７９７７

３２２４

共   计 ４４５７３ ６６５０９ ６７８６４ ７２２２０ ７０２３５

［ⅩⅠⅩ—１２２３］     １３岁以上的妇女数

工   厂 １８３５年 １８３８年 １８５０年 １８５６年 １８６１年

棉 纺 织 厂

毛 纺 织 厂

精梳毛纺织厂

亚 麻 厂

丝 纺 织 厂

１０５５４５

１９１５０

８１３６

１９９６１

１４９０４

１４１１８４

１８８３３

２０３２１

２９８２８

２０８０６

１８３９１２

２６８１０

４６９０１

４６８４３

２９０２７

２１１７４２

３０５７９

５１３７１

５５８６３

３８２７１

２５１３０６

３５１７９

４７６５２

６０６９０

３２０２９

共   计 １６７６９６ ２３０９７２ ３３３４９３ ３８７８２６ ４２６８５６

  １８岁以上的男子数

工   厂 １８３５年 １８３８年 １８５０年 １８５６年 １８６１年

棉 纺 织 厂

毛 纺 织 厂

精梳毛纺织厂

亚 麻 厂

丝 纺 织 厂

５７８２９

１８８１８

１７０４

４５０４

４１０５

６４５４７

１８７５４

３０２０

６００９

４３０６

９４９６０

２８６５５

１５１８５

１１９９８

７０６８

１０３８８２

３０６７５

１８０７９

１３６４３

１０１２１

１１９２６８

３５１７９

３１５０１

１５２２２

１０１６２

共   计 ８６９６０ ９６６３６ １５７８６６ １７６４００ ２１１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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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考察工厂在业工人人数的增加时，始终应该区别出下列三

种原因：这种增加（ａ）或是由于使用机器的现有工业扩大了（例如

棉纺厂）；（ｂ）或是由于手工业类型的企业变为使用机器的企业

（特别是，如果机器生产只包括一种生产形式，例如，棉纺或棉织，

然后逐渐推广到纺纱和织造的一切形式）；（ｃ）最后，或是由于某些

用机器生产的部门进入工厂生产之列，而这些部门以前是不属于

工厂的，并且是用手工方法经营的。例如，在《工厂视察员报告》

（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１６页）中联系上述附表①（在这些《报告》中

自然没有１８６１年的材料）写道：

［ⅩⅠⅩ—１２２４］“棉纺织工业中机械织机数的增长〈１８３６年以后〉是生

产扩大的结果，而不是从前只用手工生产的某种织品现在使用机械力来生产

的结果〈可见，这是ａ项的例证〉；但是，在其他工厂中我们发现，生产地毯、绦

带和麻布的织机现在却使用机械力，迄今为止机械力的这种使用是非常有限

的。对于这三种产品来说，为了使织机适于使用蒸汽力，曾需要进行复杂的经

过仔细考虑的改革〈后面这一点是ｂ项的例证〉。”

“在‘精梳机’，尤其是‘李斯特尔式精梳机’……被采用以后，机械力才广

泛应用到梳毛过程上……其结果无疑使大批工人失业。过去羊毛多半是在梳

毛工人家里用手来梳。现在极为普遍的是在工厂内梳，除了少数几种仍需要

手梳羊毛的特殊操作外，手工劳动被淘汰了。许多手工梳毛工人在工厂内找

到了工作。但手工梳毛工人的产品比机器的产品少得多，所以很大一批梳毛

工人依然找不到工作。”（第１６页）

“精梳毛纺织厂在业男子人数的增加，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随着梳

毛机的采用，现在‘梳毛’过程十分普遍地在工厂内进行〈可见，这是ｃ项的例

证〉；而毛纺织厂在业男子所占的比例大，则是因为工厂的上浆车间和印染车

间使用的材料笨重，因而工作繁重。”（同上，第１９—２０页）

在同一报告中写道：“数字表明，从１８３５年起，在毛纺织厂和亚麻厂，儿

童数目大大减少了，而在精梳毛纺织厂，他们的数目却逐渐增多了。毛纺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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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亚麻厂儿童数目减少的原因应该是，现在迅速地推广使用机器，完全排挤

了童工〈这是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结果〉。目前精梳毛纺织厂在业儿童数目的

增加，不是由于对未成年劳动的需求增长了，而是近二十年来精梳毛纺织生

产大量发展的结果…… 精梳毛纺织厂在业儿童数目最多——他们的数目

比棉纺织厂多一倍——，而亚麻厂在业儿童数目最少。”（同上，第１９页）

因为只有丝纺织厂和精梳毛纺织厂是我们在对比１８５６年和

１８６１年的材料时发现的在业工人数绝对（不仅是相对）减少的工

厂，所以这一事实值得更仔细地考察。

不过，在我们这样做之前，再从上述报告中摘引关于机器推

广，或者更确切地说，关于使用机械力的机器推广方面的说明如

下。

“把机械力应用到以前用手推动的机器上，几乎是每天都发生的事情

…… 为了节省动力，改进产品，增加同样时间内的产量，或排挤掉一个童

工、一个女工或一个男工等等，在机器上不断实行一些小的改良［ⅪⅩ—

１２２５］，这种改良有时虽然看起来没有多大意义，但会产生重要的结果。”（同

上，第１５页）

在同一报告中我们还看到：

“近年来，任何一种机械发明都不象‘珍妮’纺纱机和精梳纺纱机的创造，

在生产方式上，并且归根到底，在工人的生活方式上，引起那样大的改变。”

（同上）

这里，正确地表达了实际的联系。“机械发明”。它引起“生产

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而引起社会

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

变。       

“把机械力用在织机上，是劳动大大偏离它的旧有轨道的原因，近来，这

种偏离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手工织布工人的痛苦，曾经是一个皇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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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查对象，但是，虽然他们的苦难已被承认、被感叹，他们的状况的改善却

仍要听天由命；也许可以相信，这种痛苦现在已近于消除，目前机械织机的大

量推广，完全有可能促进了这一点。准确地弄清手工织机的数目永远也不可

能，不过，据估计，使用手工织机的织工及其家属在１８３８年约为８０００００人。

在此之前，蒸汽力几乎仅仅在棉织机上或用搀上棉花的原料进行加工的工厂

中才使用。但是紧接着，生产所有纺织品——毛纺织品、精梳毛纺织品、亚麻

纺织品和丝纺织品——的机械织机数目迅速增加，而且直到现在，这种增加

还在继续着。”（同上）

关于工厂数目的增加（根据上述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３１日的那份报

告的材料，我又补充了１８５６—１８６１年期间的材料），报告谈到如下

情况：

“从１８３８年到１８５０年〈十二年〉工厂的年平均增长数是３２个，而从１８５０

年到１８５６年是８６个〈从１８５６年到１８６１年是２３０个｛刚刚出现的大麻厂和

黄麻厂，以及‘机械’针织厂除外｝〉。在第一个时期〈１８３８—１８５０年〉只有生产

棉纺织品、毛纺织品和精梳毛纺织品的工厂数目增加了，增加的比例如下：棉

纺织厂６％，毛纺织厂１３％，精梳毛纺织厂２０％。在１８５０年至１８５６年期间，

主要是棉纺织厂和丝纺织厂数目增加了。总的增加是：棉纺织厂１４．２％，毛

纺织厂５％，精梳毛纺织厂４．７％，亚麻厂６．１％，丝纺织厂６６．０％。”（同上，

第１２页）

［ⅪⅩ—１２２６］从１８５６年到１８６１年工厂数目增加如下：棉纺

织厂１３％，毛纺织厂１１％，精梳毛纺织厂１％；亚麻厂数目减少了

５％，而丝纺织厂增加了６７％。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１）从１８５６年到１８６１年期间亚麻厂数

目减少了约５％，或５年减少了１８个工厂（平均每年都有减少）。

这一点证明了积聚。另一方面，（２）在工厂数目有极大增加的丝纺

织业中，我们看到工人人数减少；在精梳毛纺织企业中情况也是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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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麻 厂

工厂数 纱锭数 织机数 动 力 在业人数

１８５０年

１８５６年

１８６１年

３９３

４１７

３９９

１０６１１００①

１５４２９００①

１２１６６７４ 

３６７０

７６８９

１４７９２

１４２９２

１８３２２

３６０８１

６８４３４

８０２６２

８７４２９

  纱锭数应该
·
查
·
对。可见，这里发生很大的积聚。五年间［１８５６—

１８６１年］使用的动力数几乎增加了一倍，也就是说，几乎增加了

１００％。在业工人数目增加了约８％。工厂数目却减少了。

在精梳毛纺织业中，工厂数目的增加极小（１％），而工人数目

减少了。

精梳毛纺织厂

工厂数 纱锭数 织机数 动 力 在业人数

１８５０年

１８５６年

１８６１年

５０１

５２５

５３２ １２８９１７２

３２６１７

３８９５６

４３０４８

１１５１５

１４９０４

２８２０４

７９７３９

８７７９４

８６０６３

  这些数字是非常好的例证。亚麻厂的材料也完全是这样的。

丝 纺 织 厂

工厂数 纱锭数 织机数 动 力 在业人数

１８５０年

１８５６年

１８６１年

２７７

４６０

７７１ １３３８５４４

６０９２

９２６０

１０７０９

３７１１

５１７６

７０５０

４２５４４

５６１３７

５２４２９

  这个例证很好。

［ⅪⅩ—１２２７］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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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１８５６年〉只比１８５０年多了８个毛纺织厂，但是，毛纺织厂使用的

动力数在这一时期却增加了３７５７匹马力。”（同上，第１３页）

动力的节省。在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３１日的那份工厂视察员报告中

我们还看到：

“无论［根据报告］所使用的动力增加如何显著，——从１８３８年至１８５６

年这一时期增加５９３６６匹马力，——它仍然大大少于实际上追加的动力，即

可供使用并且实际上用来进行生产的动力。１８３８年的报告中在指出蒸汽机

和水轮数目的同时，也指出了所使用的马力数。那时，这种资料提供的关于实

际使用的动力的估计，比１８５０年或１８５６年报告中的有关数字准确得多。后

两个报告中引用的所有数字，是蒸汽机和水轮的额定功率，而不是实际使用

或可以被使用的功率。１００马力的现代蒸汽机，由于构造的改良，由于锅炉的

容积和结构等，能比以前发挥大得多的功率。所以，现代工厂的蒸汽机的额定

功率只能当作可以计算出实际功率的指数。”（第１３—１４页）

在１８５２年１０月的报告中，霍纳先生引证了曼彻斯特附近帕

特里克罗弗特的著名土木工程师詹姆斯·亲斯密斯的信，信中相

当详细地叙述了蒸汽机中最新改良的性质，由于这些改良，同一发

动机在燃料消耗减少的情况下可以做更多的功。信的结尾写道：

“要弄到关于发动机在进行了某些改良或上述全部改良之后所增加的效

率或功的准确材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我确信，如果我们得到了这些

准确的材料，那就可以看出，现在重量相同的蒸汽机比以前平均至少多做

５０％的功；在许多场合，同一些蒸汽机，在速度限为每分钟２２０英尺的时候，

提供５０马力，现在则提供１００马力以上。”（同上，第１４页）１３２

接着，在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３１日报告中我们看到：

“以马力表示的蒸汽机的额定功率只不过是实际功率的指数这一事实，

在把１８５０年和１８５６年使用的动力和机器设备加以对比时就更为明显了。

１８５０年，联合王国的工厂使用１３４２１７匹额定马力的动力，推动２５６３８７１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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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锭和３０１４４５台织机。１８５６年，纱锭数是３３５０３５８０个，织机数是３６９２０５台；

如果１８５６年一匹额定马力带动的纱锭和织机数象１８５０年一样，那么，１８５６

年需要的动力将是１７５０００匹马力，可是，１８５６年的报告中指出的实际动力

却是１６１４３５匹马力，也就是说，比根据１８５０年材料推算出的１８５６年各工厂

所需动力要少１００００匹马力以上。一匹额定马力平均需要的在业人数，也和

１８３８年与１８５０年时完全一样，［ⅪⅩ—１２２８］也就是说，是４个人。”（同上，第

１４—１５页）

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３１日工厂视察员报告总的评述如下：

“因此，报告中所举的事实使人有理由得出结论，工厂制度正处于迅速发

展的过程；尽管目前一匹马力平均需要的工人数仍和以前时期一样，但人手

同机器相比却减少了；蒸汽机由于动力的节省和通过其他方法，现在能够推

动大批更重的机器，由于机器和生产方法的改良，由于机器运转速度的加快

和其他许多原因，可以完成更大量的工作。”（同上，第２０页）

童工。

“工厂主对工厂法中的教育条款是十分憎恶的。”（《工厂视察员报告。截

至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第６６页，约翰·金凯德爵士的报告）

（应该读一读这些报告，看是怎样“荒诞”地执行工厂法教育条

款关于每天在学校中学习几小时的规定的。）

“在棉纺织厂、毛纺织厂、精梳毛纺织厂和亚麻厂劳动的儿童，从８岁到

１３岁必须上学。在丝纺织厂劳动的和从事捻丝的儿童，从１１岁起就不上学

了，并且从这个年龄开始做全日工。即使这种极不彻底的半日工作制度，也只

是在１８４４年的工厂法中规定的，在此之前，工厂主在使用童工方面实际上完

全不受任何限制。”（同上，第７７页，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先生的报告）

“工厂法里的所谓教育条款，仅仅要求儿童上学…… 在１８４４年的法令

颁布以前，上学证明书往往由男教师或女教师在上面划一个十字来代替签

字，因为他们自己也不会写字。我访问一所颁发这种证明书的所谓学校，教师

的无知使我非常惊奇，所以我问他：‘先生，请问您识字吗？’他的回答是：‘唉，

认识一点点。’为了申辩颁发证明书的权利，他又补充一句：‘不管怎样，我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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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我的学生高明。’在拟定１８４４年的法令的时候，工厂视察员并没有忘记描

绘这种叫作学校的地方的丑事，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学校颁发的证明书是

执行工厂法的证明。他们努力的全部成果就是，从１８４４年的法令生效后，教

师必须在上学证明书上亲笔填写数字，并且必须签上自己的全名和姓。”（《工

厂视察员报告。截至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第１８—１９页，莱昂纳德

·霍纳的报告）

［ⅪⅩ—１２２９］可怜的辩护士马考莱在他的《英国史》（１８５４年

伦敦第１０版第１卷第４１７页）一书中写道：

“让儿童过早地从事劳动的做法……在十七世纪十分盛行。这从当时的

工业状况来看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在毛织业的中心诺里奇，６岁的儿童就被

看作是有劳动能力的。当时有许多著作家，其中包括有些被认为是心地非常

正直的著作家，曾以惊喜若狂的心情谈到，单是在这座城市，男女童工一年所

创造的财富就比他们的生活费要多１２０００镑。我们对过去的历史研究得越仔

细，就越有理由驳斥那种认为我们时代充满了新的社会弊病的见解。实际上

这些弊病除了少数而外，都是旧有的。新东西不过是发现这些弊病的智慧和

医治这些弊病的人道精神。”

“只有立法机关应受谴责，因为它颁布了一个骗人的法令，这个法令表面

上关心工厂在业儿童的教育，但没有一条规定能够保证达到这个目的。它只

是规定儿童一周中有几天，一天必须有若干小时〈３小时〉被关在叫做学校的

地方的四壁之内，规定儿童的雇主每周必须从一个以男教师或女教师身分签

字的人那里得到证明书。”（《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１８５７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

的半年》第１７页，莱昂纳德·霍纳的报告）

在同一报告中（第１７页和第１８页）霍纳写道：

“然而，儿童只得到上学证明书而受不到教育的现象，不仅存在于这些受

罪的地方。在许多有合格师资的学校，由于各种年龄（从３岁起）的儿童乱哄

哄地混杂在一起，教师也几乎是白费力气。教师的收入充其量只能勉强糊口，

这些收入完全依靠学生缴纳的便士，因此他尽可能把大量学生塞进一个教室

里。此外，学校设备简陋，缺乏书籍和其他教具，沉闷难闻的空气对贫苦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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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产生有害的影响。我到过很多这样的学校，看见很多儿童无所事事，但这就

被证明是上学了，在官方的统计中，这些儿童算是受过教育的。”

“［对儿童］有了半日工作制度，看来，使得工厂主们尽量少用应该实行这

种制度的儿童。”（同上，第８７页，１８５７年６月３０日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先

生的报告）

下面是印花厂（在这些工厂完全受工厂法约束之前，也就是在

１８６１年之前？）教育状况的绝好例证。

［ⅪⅩ—１２３０］“在印花厂劳动的儿童上学的规定如下：

每个儿童在到这种印花厂就业以前，必须在他就业第一天前的６个月内

至少上学３０天，并且不得少于１５０小时。他在印花厂就业期间，从他第一天

起，每过６个月仍须上学３０天，或１５０小时。上学时间应在早晨８点至下午６

点之间。每天上学的时数少于２１２小时或超过５小时，都不得算入１５０小时

之内。在一般情况下，儿童在３０天内上下午都上学，每天５小时，３０天期满，

就达到规定的总数１５０小时，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读完了书’，然后他们又

回到印花厂，在那里再劳动６个月，到下一个上学期限，他们又去上学，直到

又读完了书为止…… 许多按规定上过１５０小时学的儿童，在印花厂呆了６

个月以后再回到学校时，他们的知识和他们当初作为工厂儿童刚上学时一样

…… 他们把前一次上学所学到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工厂视察员报告。

截至１８５７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第４１—４２页，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

的报告）

“还有一些印花厂，上学的事完全取决于工厂的营业需要。每６个月内所

必须达到的时数是由每次３至５小时零碎凑成的，而且可能分散在这６个月

内…… 例如，一天是从上午８点到１１点上学，另一天是从下午１点到４点

上学，在儿童有些天不上学之后，又从下午３点到６点上学；他可能连续上三

四天或一个星期，然后又停３个星期或一个月。而当他的雇主偶然不需要他

的那些日子，他又回去混一些小时，因此，儿童可说是被推来推去，从学校推

到工厂，再从工厂推到学校，直到凑满１５０小时为止。”（同上，第４２—４３页）

十小时工作日法令对提高劳动强度的影响。

“各种机器的巨大改进，大大提高了它们的生产力；豪无疑问，工作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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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推动了这种改进，特别是使机器在单位时间内转数提高的那些改进。这

种改进［ⅪⅩ—１２３１］以及工人紧张程度的加强，使得……在一个已经缩短了

的工作日内完成的工作量，和通常在一个较长的工作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一

样多。”（《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第１０页，莱

·霍纳的报告）

“童工调查委员会——它的报告近年来已经发表——发现许多骇人听闻

的情况，而且至今还继续存在；其中有些情况甚至比以前指责过的印花厂和

其他工厂更糟。”（同上）

积聚。

根据议会报告的材料，苏格兰工业的主要部门从１８３５年到

１８５７年的２０年间发展如下：

亚 麻 厂

年   份 工 厂 数
在  业  人  数

男 子 妇 女 共 计

１８３５年

１８５７年

１７０

１６８

３３９２

８３３１

１００１７

２３３９１

１３４０９

３１７２２

“这里引用的亚麻工业的材料表明，工厂数减少两个，而在业工人数目大大增

加（增加了１８３１３人），这一点证明了上述时期内较小的工厂被较大的工厂所

排挤的规模。”（同上，第３０页，约翰·金凯德爵士的报告）

在同一报告中，金凯德谈到了一个学校：

“教室约长１５英尺宽１０英尺，里面有７５个儿童，不知在叽叽喳喳讲些

什么。”（同上，第３２页）

儿童的年龄和逃避半日工两班制的诡计。

“工厂主需要童工，而且是按照工厂法的规定得到童工的。他很少考虑儿

童的实际年龄。他感兴趣的只是童工能够完成适当工作的力气。如果一个儿

童具有这种力气，那就不管他是否已达到工厂法规定的无须再上学和无须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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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半天工作的那种年龄。问题仅仅在于，签发证明的医生是否同意，承认他外

表上看来已够年龄，并发给证明允许雇用他到工厂去做全日工…… 在我的

管区的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里，地方报纸的一条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广告

写道：‘兹征求１２至２０名少年，外貌要１３岁以上…… 工资每周４先令。报

名处……’”（同上，第４０—４１页，［ⅪⅩ—１２３２］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的报

告）

“这样一来，这里便常常遇到有两种人反对以半日工作为基础的学校教

育制度：一种人是要使自己的孩子得到全日工资的家长，另一种人是寻求全

日工的工厂主。如果工作性质容许，如果成年工人来源充足，大部分工厂主宁

可不用工作半日的童工，即不用１３岁以下的儿童…… 纺织厂主同所有其

他使用童工的工厂主相比，可以说是特殊的一类。”（同上，第４２页）

｛这是因为工厂制度及其一切阴暗面，在这些工厂里，比在别

处更早地发展起来了。其实，童工调查委员会就是根据这些工厂主

的坚决要求而成立的。这些工厂主想要证实：在其他工业部门——

煤炭工业、玻璃工业、瓷器工业等——充满着同样的和更加丑恶的

现象。｝

“如果能够得到足够数量的适合工作需要的１３岁以上的儿童，雇主不会

毫无必要地使用两班１３岁以下的童工。事实上，有一类工厂主（毛纺业主）现

在很少使用１３岁以下的童工即半日工。”

（很好的表达方式：仅仅从时间的观点来看待工人：全日工或

半日工。）

“他们采用了各种改良的和新式的机器，因而使雇用童工成为完全多余

的了；我可以举一个劳动过程的例子来说明……把一种叫捻线机的装置同现

有的机器连接起来，由６个或４个（根据每台机器的性能而定）半日工去做的

工作，现在可由一个少年去完成了。改良机器的目的，是减少体力劳动，是以

铁的装置代替人的装置去完成生产过程的某项作业或某个环节；毫无疑问，

在一定程度上半日制刺激了‘捻线机’的发明。”（同上，第４２—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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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恩斯（布莱克本的。那时——１８５７年——是这个城市的市

长）在１８５７年的一篇演说中关于棉纺织工业统计数字说道：

“每一实际的机械马力１３３可以推动４５０个自动走锭精纺机纱锭及其附属

设备，或者可以推动２００个环锭精纺机纱锭，或者可以推动１５台织宽４０英

寸布的机械织机以及摇纱、整经和浆纱等装置。一匹马力在纺纱业中需要两

个半工人作业，在织造业中需要十个工人作业，每个工人（男工、女工和童工，

其中包括半日工作的童工）每周平均收入１０先令６便士…… 在纺纱生产

中，一个纱锭平均生产１３盘司棉炒……”［培恩斯《棉花贸易》１８５７年布莱克

本—伦敦版第４８—４９页］

水力和蒸汽力。

“在纺织业初期，工厂的厂址取决于水流的位置，而且这种水流必须具有

足以推动水轮的大的落差，虽然利用落差动力的这些工厂的建立意味着家庭

工业体系开始解体，但这些工厂必须建立在水流旁边，工厂和工厂之间又往

往相距很远，所以，这种工厂与其说是城市体系的一部分，不如说是农村体系

的一部分，直到［ⅪⅩ—１２３３］蒸汽力代替水力以后，工厂才汇集在城市和能

充分供应生产蒸汽所必需的煤和水的地方。蒸汽机产生了工业城市，正因为

如此，某些城市的迅速成长以及另一些城市的出现，乃是并不久远的事。”

（《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１８６０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年》第３６页，亚历山大

·雷德格雷夫的报告）

纺纱厂要完成许多过程，

“从原料的最初分类到最后制成纱：梳理、并条、牵伸、加捻、纺纱、合股加

捻等。相反，在织造中，一切都在一个过程中即织造中完成，而且织造过程只

需要一种工人”。

１８６０年的漂白厂和染厂法（１８６１年４月１日起生效）。

“近几年来，在大多数棉纺织厂、精梳毛纺织厂和丝纺织厂里，机器的运

转大大加快，看管机器需要的劳动紧张到精疲力竭的地步，看来，这正是格林

豪医生在他最近的出色的报告中所指出的
·
肺病死亡率过高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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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第２５—２６页，

罗伯特·贝克的报告）

根据格林豪医生报告的材料，我们可以把广泛使用女工和童

工的丝纺织工业、其他纺织工业以及其他工业部门地区的肺病死

亡率同英国的具有正常健康水平的（农业）地区的死亡率加以比

较：

在工业中
就业的成
年男子的
百 分 比

每１０万个
男子中死
于肺病的
人  数

地 区 名 称

每１０万个
妇女中死
于肺病的
人  数

在工业中
就业的成
年妇女的
百 分 比

妇  女

职业类别

１４９

４２６

３７３

４１９

３１０

１４９

３６６

３０４

５９８

７０８

５４７

６１１

６９１

５８８

７２１

７２６

３０５

威 根

布莱克本

哈里法克斯

布莱得弗德

麦克尔士菲尔德

利 克

特伦特河畔的

 斯托克

沃尔斯坦登

８个具有政党健

 康水平的地区

６４４

７３４

５６４

６０３

８０４

７０５

６６５

７２７

３４０

１８０

３４９

２０４

３００

２６０

１７２

１９３

１３９

棉纺织业

同 上

精梳毛纺织业

同 上

丝纺织业

同 上

陶器业

同 上

［ⅪⅩ—１２３４］“从这个表中看出，每一个工业地区和每一个工业部门中，

男子和妇女的平均死亡率要比８个正常健康水平的地区的死亡率高一倍多

…… 看来，这种结果，无论是用道德方面或气候方面的原因都无法加以解

释。因此，它证实着格林豪医生和其他调查人的见解：工人的密集严重地影响

他们的健康，并最后导致死亡率的增长。”（同上，第２８页）

“在１８４４—１８５０年时期的丝纺织工业中，１１岁以上〈１１岁到１３岁〉儿童

每天的劳动时间，限定为１０小时，星期六除外，而在此之前〈从１８３３年起〉是

９小时。１８５０年的法令对缫丝和捻丝的１１岁以上儿童的工作日规定为１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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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借口是丝纺织工业中的劳动据说比较轻松”等等。［同上，第２６页］“但

是，看来有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就是１８５０年关于丝纺织业的劳动要比其他纺

织厂的劳动较少损害健康的断言，不仅完全没有根据，而且证明恰好相反。”

（同上，第２７页）

１８３３年妇女和儿童的劳动限定为每天１２小时，同时，为了全

部实施这项关于儿童的法令，还规定了三年的期限。

１８５７年１０月２８日由中央注册局局长签署发表的英国各地

区、郡、区结婚、出生、死亡的季度报告中有下述一段话：

“第恩斯盖特区的利先生的下述合理意见，是值得曼彻斯特居民密切注

意的。那里的儿童生活十分悲惨。出生数是２６６人，死亡数是２５４人。除横死

暴卒外，死亡的总数是２２４人，其中１５６人是年龄不足５岁的儿童，而成年人

的死亡率仅是６８人。儿童死亡率占这么大的比例，是我闻所未闻的。显然，那

时成年人的一般生活状况，暂时还没有表现出明显后果，可是对少年儿童的

生存发生影响的某些状况，却引起了极强烈的后果。在死亡儿童的总数中，不

少于７６人是死于腹泻，１４人死于百日咳，６人死于猩红热，６人死于麻疹以

及１人死于天花。在这些儿童中，８７人死时还不足周岁。腹泻不加治疗，患百

日咳时通风不良，室内令人窒息，缺乏应有的营养，加上任意使用鸦片酊剂而

导致普遍虚弱和经常发病，并引起脑积水和脑溢血——这一切都足以说明，

为什么在成年人致病原因减少的情况下，整个来说死亡率却仍然会那么高。”

（《结婚、出生和死亡的季度报告》第３５号第６页）

          

［ⅩⅨ—１２３５］在考察相对剩余价值时，要谈的是怎样通过提

高劳动生产率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并因

而增加归资本所有的剩余价值。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说明，那些进入

工人消费的、其价值会决定劳动力价值的商品便宜了。在使用机器

的情况下，同这里的问题有关的还有，便宜的劳动资料由昂贵的劳

动资料代替了。因此，这里应当研究即考虑到不变资本，因为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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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的因素加入不变资本（也加入价值形成过程）。自然力不费分

文；它们进入劳动过程，但是不进入价值形成过程；然而，自然力推

动的原动机，或使自然力适用于劳动过程的原动机是有价值的。包

含在不变资本中的过去劳动，正象用可变资本换得的活劳动一样，

也形成商品价值的一部分。如果说，一方面，必要的（活的）劳动时

间由于活劳动的生产率提高而缩短，同时另一方面，由于使用机器

而并入商品的那一部分价值也以同一程度或更大的程度增加，那

么，商品就不会是变便宜而是变贵，这样一来，活劳动的生产率虽

然提高了，却不会创造任何追加的剩余价值；相反，剩余价值会减

少。因此，在这里［在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的部分里］要对下述问题考

察一下：并入商品即并入产品的机器价值在商品总价值中占怎样

的份额。

另一方面，在简单协作和分工使劳动生产力提高时，明显的

是，第一，对商品来说，不变资本没有增大；第二，除活劳动的生产

率提高和由此引起单个产品价值降低外，由于不变资本的节约（即

由于共同使用不变资本，厂房、取暖设备、照明等这些不变资本部

分在量上的增长，赶不上这些资本部分作为劳动的共同物质条件

而同时为之服务的活劳动量的增长），商品也变便宜了。既然商品

因此而变便宜（由于活劳动的生产率本身的提高而引起的商品变

便宜除外），所以，这种情况在这里可以提一下，不过只有在关于资

本和利润的部分中才能较详细地加以考察。

下面这一点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如果说，使劳动生产力

得到提高的劳动的社会特征，对于劳动本身表现为异己的权力，表

现为存在于劳动之外的条件，表现为非劳动本身的性质和条

件，——因为工人总是作为同自己的同行不发生社会联系的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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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人而同资本相对立，——那么，一望而知，对于这种社会劳动

的物质条件来说，情况就更加是这样。因此，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

考察它们，那也就是考察仅仅与资本有关的，即来自资本又归结为

资本的情况；也就是考察与工人完全无关的情况，尽管正是劳动本

身的这种社会形式才把上述这些外部条件从单个工人的分散条件

变为社会的、集中的条件，而这些条件由于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集中

以及由于它们被协作工人共同使用，而能更经济地利用。正是由于

这一点，它们才能够在劳动过程中既有较高的效能，又能耗费较少

的费用，即消耗较少的价值，较少地进入价值形成过程。

在考察机器的应用时，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这些劳动条件同

劳动本身的性质的相异化，在资本家的意识中是怎样确定下来并

成为对付工人的要素的。

但是，这只是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ⅪⅩ—１２３６］因而在

考察绝对剩余价值时已经谈到过的那种对抗的进一步的结果和进

一步的实现。

总之，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劳动条件作为某种独立的、人

格化的东西同活劳动相对立，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而是劳动条

件使用工人。正因为这样，劳动条件才成为资本，而拥有劳动条件

的商品所有者则作为资本家同工人相对立。在实际的劳动过程中，

劳动条件同活劳动的这种分离当然不再存在了，但是劳动的总过

程却是资本的过程，是归结为资本的过程。工人在这个过程中是作

为劳动出现的，因而他本身是资本的一个要素。［ⅩⅨ—１２３６］

          

［Ⅴ—１７５ａ］劳动的富有活力的自然力的表现就在于，它利用、

消耗材料和工具时，以某种形式把它们保存下来，从而把物化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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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劳动，它们的交换价值也保存下来；正象不是过去劳动的产物

或不是要重复进行的过去劳动的产物的劳动的一切自然力或社会

力一样，劳动的这种自然力（例如工人的历史发展等）是资本的力

量，而不是劳动的力量。因此，资本是不给它报酬的，正象资本并不

因工人会思考而付给他报酬一样。

劳动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这种性质就在于，通过对已经物化

的劳动追加新劳动量来保存前者作为物化劳动的质。劳动的这种

性质既不会给劳动带来报酬，也不会使工人花费分文，因为它是劳

动的自然性质。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同它的物的因素，同材料和工

具不再处于分离状态。而这种分离正是资本和雇佣劳动存在的基

础。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这种分离的确消除了，对此资本家是没

有花费分文的。何况这种消除不是通过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

而是通过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本身实现的。但是，这一劳动作为目前

已经实现的劳动，它本身就已经包括在资本的成分当中，成为资本

的要素。因此，劳动的这种保存能力，表现为资本的自我保存能力。

工人追加的只是新劳动；作为资本存在形式的过去劳动，具有作为

价值的永久存在，而不管它的物质存在是怎样的。对于资本和工人

来说，事情就是如此。

“物质世界的规律是利润之源，按照这个规律，自然界的恩惠在得到人的

劳动和技能的协助和支配时，就会充分报答国民的劳动，使国民劳动提供的

产品，除了以实物形式补偿已消耗的固定资本〈拉姆赛指的是原料和劳动工

具〉和繁衍受雇的工人的种族所绝对必需的数额以外，还有一个余额……除

去用于上述目的所绝对必需的数额以外，总产品中只要还有一点余额，就有

可能从产品总量中分离出一种叫作利润的特殊收入并落入人们的另一个阶

级手里。”（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丁堡版第２０５页）［Ⅴ—１７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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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ⅪⅩ—１２３６］在劳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时，劳动条件没有进

一步的变化；它们仍然是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如果从它们的物质

方面考察）。但是，在新的生产方式下，在资本主义生产所实现的生

产方式的革命中，这些劳动条件的面貌却改变了。它们由于成了为

协同工作的工人服务的条件而获得新的规定。在简单协作和以分

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中，上述变化只涉及可以共同使用的共同

的劳动条件，如厂房等等。在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机械工厂里，这

种变化发展到劳动工具本身。同劳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时情形一

样，这些劳动条件以及它们的改变了的面貌（被劳动本身的社会形

式改变了的），对于工人来说仍然是异己的情况。在使用机器的条

件下，这种对立或甚至于异化，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这一点我

们以后将会看到。

我们在这里还应该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当我们从这些劳动

条件在劳动的社会形式下变便宜的观点来考察这些条件时，我们

是从工人消费的商品变便宜这方面来进行考察的，而且这种变便

宜的情况和劳动力的相对贬值是一回事。这里重要的是，单个产品

包含的劳动总量（过去劳动和目前完成的劳动的总量）减少了。在

协作和分工的条件下，可以看到，活劳动的生产率提高了，它以更

短的时间生产出同样的商品，而且，不言而喻，由不变资本形成的

那部分商品价值没有增大。在使用机器的条件下，这一点应该而且

正在得到证明。但是，如果考察相对剩余价值，那么在所有这三种

条件下都有这样一个特点：活劳动生产同样商品所需要的时间减

少了。

反之，在关于资本和利润的部分中涉及的既不是剩余价值即

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相反，它被假定为既定的），也不是商品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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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过去劳动和活劳动总量的减少，而是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怎样影响剩余价值同全部预付资本的比例，特别是已耗费的活劳

动量同过去劳动量之间的比例。这种节约所以成为可能，只是靠劳

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所获得的那些社会形式；相反，在

独立的手工业者分散劳动的条件下，或在小农经济中，这种节约却

被排除了。这就是从不同观点出发观察同一情况所产生的

差别。       

          

如果我们现在再回过来考察机器，就会发现，与机器相适应的

生产方式在自动工厂中获得最纯粹最典型的表现。在这类工厂中，

机器的应用表现为相互连接的机器体系的应用，表现为形成各种

阶段的各种机械过程的总体，并且所有机器都以借助自然力用机

械方法推动的原动机作为共同的发动机。在许多生产领域里，使用

单个的［ⅪⅩ—１２３７］机器，或者是用来代替以前的单个的手工工

具，或者是代替以前靠工人协作来完成的那种形式的劳动；在后一

种场合，例如使用的是播种机、割草机、脱粒机等农业机器。特别在

前一种场合［使用单个的机器来代替以前的手工工具］，手工业生

产重新出现，不过现在已经以使用机器为基础，例如使用最初的纺

纱机、多种型式的织机、缝纫机等。但是，这种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

手工业生产，现在只表现为向大工业的过渡。或者，在以分工为基

础的工场手工业（和农业）的场合，机器被用来完成个别过程，而其

他过程（尽管和那些用机器来完成的过程也是相连接的）则形成机

器生产过程的中断，它们需要人的劳动并不是用来看管某个机械

过程，而是为了实现生产本身。在机器时代以改变了的形式重新出

现的工场手工业和大农业的情况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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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工厂是适应机器体系的完善的生产方式，而且它越是成

为完备的机械体系，要靠人的劳动来完成的个别过程越少（如在不

使用走锭精纺机的机械纺纱厂中），它也就越完善。

机器对以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对建

立在这种分工基础上的劳动力的各种专业化发生否定的作用。机

器使这样专业化的劳动力贬值，这部分地是通过使劳动力变为简

单的抽象的劳动力，部分地是通过在自身基础上建立劳动力的新

的专业化，其特点是工人被动地从属于机械本身的运动，工人要完

全顺从这种机械的需要和要求。

｛李嘉图举的例子（见《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

第３版第４６９页及以下各页）如下：

假定一个资本家使用２００００镑价值的资本。其中７０００镑投在

固定资本上，１３０００镑作为流动资本用来维持劳动。现在７０００镑

的固定资本又增加了７５００镑的机器。这样一来，现在固定资本总

额是７０００镑＋７５００镑＝１４５００镑。因此，流动资本等于２００００镑

－１４５００镑，即５５００镑。从前，总产品是１５０００镑，因而利润是

２０００镑，是２００００镑的１
１０或１０％。

“以前用这７５００镑雇用的全部劳动，现在就会过剩。”（第４７１页）

李嘉图接着说：

“当然，资本家现在所能雇用的已经减少的劳动量，借助于机器，在扣除

机器的维修费以后，必然会生产出等于７５００镑的价值，必然能补偿流动资本

并带来全部资本的利润２０００镑。”（同上）

换句话说，剩余价值量，从而２００００镑资本的利润率（１０％），

完全不变，虽然现在雇用的劳动量连以前的一半还不到。以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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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资本是１３０００镑，现在只是５５００镑。“借助于机器”这句话，在这

里毫无意义，因为李嘉图自己就向萨伊解释说，机器只是把它本身

的价值（按照年损耗）加到产品上，并不添加任何剩余价值。李嘉图

没有考察，初看起来和价值理论矛盾的“事实”是怎样和价值理论

一致起来的。｝

“机器或发动机是用来推动物体的各种机械工具，它是机械力的组合。机

械力——这是某些简单的工具，通常是用来提升重物和克服阻力，这比不使

用这些工具而单靠自然力所取得的成效更大。一般说来，这种简单工具计有

六种：杠杆、滑轮、绞盘、斜面、楔和螺旋。”（赫顿《数学教程》第１７４—１７５页）

机械工厂所代替的是：（１）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２）独

立的手工业企业。

虽然（１）机械工厂用机器代替了由协作造成的力量，否

定了简单协作，（２）它消灭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或工场手

工业，否定了分工，但是，在机械工厂本身中既有协作，又有

分工。关于协作，无须做任何进一步的解释。需要指出的只是，由

于机器体系是机械工厂的物质基础，在这里，简单协作比分工起着

更加重要的作用。        

［ⅪⅩ—１２３８］但是，在这里，我们谈的主要是，究竟是什么类

型的分工在机械工厂里占优势，而又不同于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

分工？

这里需要区别两种情况：

（ａ）或者是象纺纱业，造纸业等方面的情况，机器已发展成为

机器体系，它们完成作为顺次经过的各个阶段的各种不同的过程。

这里自然会出现机械工厂所特有的新的分工，这要特别加以考察。

（ｂ）或者不存在机器体系；因为我们理解的这种体系，不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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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传动机构和工作机的相互连接。这种相互连接毫无例外地存

在于所有机械工厂里。这里，又可能有两种情况：

（α）或者是手工机床被机器代替，例如，手工织机被机械织机

代替，或手工车床被机械车床代替。在这里，机械工厂直接代替手

工业企业，而这类机器［为了自身的生产］又能够使某种新的手工

业企业产生。一旦这些机器在其发展中形成机械工厂，协作就成为

这种工厂的特点。许多这种机器（由同一发动机以及与它相连接的

传动机构推动）在同一地点和同一时间共同工作，因此需要配备许

多人——这些机器的下手，他们同时地并排地进行劳动。无论是只

有少数帮工的小业主使用单个这样的机器，或是在一个企业里使

用许多这样的机器，——在这两种情况下，手工业者都被单个机器

代替了，从前这些不同的作业由手工业者来完成，他们的劳动形成

或大或小的工作总体，而现在各种作业则由单个机器来完成。上述

手工业者被机器的单纯下手所代替。在许多这样的机器被集合在

一起的机械工厂中，情况也是这样。区别只是在于，在前一种情况

下，肌肉力还发挥作用，因为在使用这种机器时仍然以人为原动

力，而在工厂里，自动机，机械发动机代替了人。这里根本未曾有过

我们所理解的分工。因此，它也没有被消灭。［由于使用机器，］从

事各种不同形式活动的比较复杂的劳动被消灭了，代替它的是简

单的机器劳动。所谓简单的机器劳动，我们指的是应由看管工作机

的人来完成的辅助作业。

（β）如果这类机器代替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如我们在

上述例子中所指出的那样，那么，这种代替是直接以否定分工为依

据的。劳动力由于分工而达到的专业化被消灭了，于是劳动力贬

值，因为工场手工业作为一个体系要求劳动力划分等级，以便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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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比较简单的劳动，有另一处的比较复杂的劳动来相配合。［由

于使用机器，］更加简单的劳动代替了以前的简单劳动，尽管后者

是专业化了的并在专业方面（即使它是多么微不足道）达到高超的

程度。在这里，工场手工业企业可以重新变为手工业企业，即由一

些独立的小业主带领少数帮工来经营，不过，这仍然只应看作是向

机械工厂的过渡阶段。

就这里存在分工而言，这种分工只是来自机械工厂的总的结

构，就是说，首先，是由于原动机和工作机之间存在着差别。原动机

要有锅炉工，给它加煤，加水等，还要有清除炉灰等的清洁工。从事

这种劳动的工人只不过是辅助工人，他们的人数由工厂中使用的

原动机总数来决定。在这里，分工的原则并不在于发展某种特殊的

专业，而在于一定的简单的作业可以由一个人去完成，而对许多人

有同样好处，不管范围大小都是一样。例如，同样生一个火炉，既可

供多数人取暖，也可供不多的人取暖。其次，分工的原则在这里来

自于机器本身，来自于那些为保持机器经常完好而进行的维修机

器的作业。因此，这里谈的是那些例如负责打磨［ⅪⅩ—１２３９］粗梳

机的工人或工厂所配备的机械师和工程师。工厂所以能配备一些

人做机械师或工程师，只是由于工厂内同时工作的机器数量很大，

因此经常需要修理和排除故障等，以便能够有效地使用人的全部

劳动时间。当然，这只不过是几个人，他们不完成任何“机器劳动”，

工厂是从维修工厂设备所必要的辅助工作人员（机械制造工、工匠

等）中配备这些人的。

最后，是打扫工厂的垃圾、运走工厂废料的辅助工，这是儿童

劳动的主要形式（指的是英国工厂法中所说的“儿童”）。这种工作

同真正的机器劳动毫无共同之处，这只不过是辅助劳动，这里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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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展特殊专业，这只是不需要很大气力和不需要发展某种专业

化的辅助作业。｛妇女和儿童在花边机上完成的是机器劳动。｝这种

工人在任何（机械）工厂都有，在部分手工工场中也有。

至于实际看管机器作业的工人，即工厂的真正骨干，他们全都

完成同样的工作，因此这里没有任何本来意义的分工，只有简单协

作，不过这种协作的作用，不是由于人的协作而达到节约，而是由

于在使用大量同种机器时使用共同的发动机和共同的传动机构而

达到节约（撇开建筑物等的节约不说，这种节约也是以分工为基础

的工场手工业的特点）。

最后，既然这里首先需要儿童来从事十分简单的辅助工作，其

次需要男女少年和妇女来从事真正的机器劳动，于是就产生新的

分工，这种分工在手工业生产中和以协作为基础的奴隶劳动情况

下就已经遇到过，这就是监工和真正的工人之间的分工。这种分工

是由于在工人大军中必须保持纪律和进行监督而造成的（正如在

其他大军中也需要这些东西一样），而这种分工同发展专业化毫无

共同之处，除非说的是监督、指挥和吹毛求疵方面的专业化。实际

上，对工人来说，这些监工就是资本家。在带领少数徒工一起劳动

的手工业小业主那里，上述进行监督和指挥的劳动，惩戒的权力，

是同他本身的劳动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他是同他的徒

工们一起劳动的。在工业资本家那里，“他的”这种监督劳动是由他

的代表即［专门的］工作人员来完成的，这是工厂的军士。实际上，

从事真正的监督劳动的，不是资本家，而是监工，这种从属、隶属关

系是机械工厂的一般特点，正如督促奴隶干活的黑奴同干活的黑

奴之间的关系是一度占统治地位的协作形式的特点一样。这是对

劳动进行剥削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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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刚刚考察过的那类机械工厂中，还是在以某种机器

体系为基础的机械工厂中，不管这些工厂代替的是独立的手工业，

还是工场手工业，有高度技巧的劳动往往被机械工厂特有的简单

的机器劳动所代替，专业都被消灭了。

现在，我们来考察以某种机器体系为基础的机械工厂［ａ

点①］。这里当然存在分工。｛这种机械工厂和上面考察过的那种机

械工厂所共有的特点，从而是一切机械工厂都具有的特点，在这里

无须再重新分析。｝这种分工的物质基础，是各种专用机器，它们完

成生产过程的特定阶段，因而配备有经过专门训练的和负责专门

看管这些机器的工人小组。在这里，也总是形成着工人的骨干［本

企业的］，他们由从事主要的最后工序的工人组成，而不是由从事

准备工作或修整工作的工人组成。在这里，儿童们遇到新形式的辅

助工作，即这里劳动对象不是靠机器本身，［ⅪⅩ—１２４０］而是靠搬

运工从一个机器传送到另一个机器，这些搬运工实际上只是传递员，只是

把材料从一个机器传送到另一个机器的手和脚。年龄和性别的差异在这

里起着首要的作用，因为有一些作业需要力气大一些，身材高一些

等等才能完成（视待加工的材料而定），需要手指更灵活，手更巧，

或者有更大的耐力（特别是在加工坚硬材料等场合）。

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作是按照技能和力气的等级来分配的，这

要看使用劳动工具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和力气，以及这里需要什么

样的（较易达到或较难达到的）熟练程度。个人身体上和智力上的

某些特点，在这里是这样利用的：通过片面发展这些特点而在手工

工场中建立由人本身组成的总机体。而在机械工厂中，这个总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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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骨架却是由各种类型的机器本身组成的，其中每一个机器完成

总生产过程所要求的特定的顺次进行的个别过程。在这里，不是特

别发达的劳动力作为能工巧匠来使用特殊的劳动工具，而是自动

工具需要专门的、固定配备给它的仆人。在那里［在手工工场中］，

工人使用特殊的劳动工具，在这里，特殊的工人小组看管完成各种

特定过程的机器。技能上的等级在不同程度上是手工工场的特点，

而在这里却被消灭了。

相反，这种机械工厂的特点是工人职能的普遍划一，因此，真

正从事机器劳动的工人，只需很短时间，并且无须大力培训，就能

从一种机器转到看管另一种机器。在工场手工业中，分工的形成，

是由于待完成的特殊作业只能由特殊专业化的劳动力来完成；因

此，这里不仅应该按这些专业组配备劳动，而且应该按这些专业组

实行真正的分工。相反，在机械工厂里，专业化的是机器，而由机器

同时进行的工作，尽管完成的是同一总过程的顺次进行的阶段，却

要求为它们分配特殊的工人小组，每一组都始终完成同一的、同样

简单的职能。这与其说是专业化的劳动力之间的分工，倒不如说是

把工人分配给专用机器。在前种情况下，专业化的是使用特殊劳动

工具的劳动力；在后种情况下，专业化的是特殊的工人小组所看管

的机器。撇开上面已经提到过而在这里又遇到的单纯的辅助工人

不说，这里工人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力气和灵巧性。但是，这里需

要使用的力气，只是区别于妇女和儿童的每个成年男子所具有的

平均力气。因此，这种差别就归结为性别和年龄上的简单差别。至

于手指要灵巧和熟练，以及反应要快，思想要完全集中，这是因为

工人看管机器时活动的速度要适应机器本身的速度，并且同时要

照看几台机器和一台机器的许多作业；例如，接纱头时的情况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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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这种灵巧性，——这里主要在于操练和习惯，不过撇开这点

不说，——在很大程度上仍旧不需要特殊专长，而是需要勤奋，这

种勤奋是一定年龄的人所特有的，并且发育不完全的（少年的）机

体比发育完全的机体更易于具备。操纵机器的工人所完成的这些

动作的特点，是它们的被动性，它们对机器本身的作业和运动的适

应性，对机器的从属性。这种被动性的专业化，即专业化本身的消

灭，是机器劳动的特点。机械工厂本身实行改良，是为了尽可能地

消除在机械工厂本身基础上一次又一次地形成的任何一种技能。

因此，这是十足简单的劳动，其特点是单调、乏味和从属于机器；这

是死板的劳动，［ⅪⅩ—１２４１］就象在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一样，要

求个人的完全服从。它阻碍专业的发展，可是它本身却一次又一次

地使这种非专业化的劳动专业化。在这里，工人对自己劳动的最后

的自我满足消失了，在这里，由于这种劳动本身乏味而使人十分淡

漠。

在工场手工业中，劳动是连续不断的。在机械工厂中，连续不

断的是对机器工作的注视，以及为机器的动作所制约的工人的动

作（在工人必须和机器一道前后运动的场合）。相反，这里真正的干

扰是偶然的，取决于机器是否发生故障。因此，工人作为机器的仆

人而从属于机器的现象，在这里是不变的，而在工场手工业中仆人

的角色总是由工具来担当。

在作为整体来看的工场手工业中，单个工人构成总体机器的

有生命的部分，即构成本身是由人组成的机体的那种工厂的有生

命的部分。相反，在机械工厂（即在这里所考察的发展为机器体系

的工厂）中，人是总机体的有生命的附件，而这个机体是以机器和

自动的机器体系的形式存在于人之外的。但是，总的机器体系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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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机器组成的，每个机器都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人们在这里只

不过是没有意识的、动作单调的机器体系的有生命的附件，有意识

的附属物。

实行（简单）协作和把协作工人当作一个巨大的总自动机的活

动附件和仆人而分配到这个自动机的各个部分上，工人象从属于

自己的命运一样从属于机器，从属于机器的动作和作业，各种劳动

的划一和被动性，缺少专业化或至多不过是单纯按性别和年龄的

差别发展专业，——这一切，就是机械工厂的特征。纪律和隶属关

系在这里不仅是由协作产生的，而且也是由工人对总机器体系的

从属而产生的。

尤尔，工厂制度的这个无耻辩护士，尽管在英国受到驳斥，但

是他毕竟是有贡献的，因为他第一个正确地理解了工厂制度的精

神，并且准确地表述了自动工厂同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之

间的差别和对立，而工场手工业曾被亚·斯密当作基础的基础来

加以考察（有关的论述以后再摘引）。消灭技能的等级，摧毁“分

工”背后建立起来的专业，从而造成被动的服从，以及与此有关的

绝对纪律，隶属关系，对钟表的指针和工厂法的服从，——所有这

一切，正象我们从下面的一些引文中马上可以看到的那样，尤尔都

十分正确地指出来了。工人重新获得的普遍性，只是潜在地存在于

这一制度中，因为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是淡漠的，劳动的内容是他身

外的事，还因为［在这种劳动过程中］他没有发展任何专业。不过，

这里实际上发展着某种无内容的专业。

［ⅪⅩ—１２４２］①在手工业生产中以及甚至在工场手工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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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的动作决定于人的动作。相反，在机械工厂中，人的动作决定

于机器的动作。戴·巴莱爵士说道：

“（１）〈工人〉无条件地必须使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的活动适应于由均匀的

无休止的力量来发动的机器的运动；（２）必须在长得不近情理而且每一个间

隙都迅速地互相衔接起来的时间内保持站立的姿势…… 这里还得加上低

矮、拥挤、满是尘土的或潮湿的工作室，肮脏而闷热的空气，以及不断地出

汗。”（见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１８４５年莱比锡版第１９３页）［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４４２页］

“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的锁链，无论在哪里也不象在工

厂制度上这样原形毕露。在这里，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一切自由都不见了。工人

必须在清晨５点半钟到工厂。如果迟到几分钟，那就得受罚；如果他迟到１０

分钟，在吃完早饭以前干脆就不放他进去，这样，他就要丧失一天工资的四分

之一…… 无论吃饭、喝水、睡觉，他都得听命令…… 专制的钟声经常把他

从睡梦中唤走，把他从早餐和午餐中唤走。

工厂里的情形又怎样呢？在这里，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他随心所欲地颁

布工厂规则；他爱怎样就怎样修改和补充自己的法规；即使他在这个法规中

加上最荒谬的东西，法院还是对工人说：……你们既然自愿地订了这个契约，

那你们就得履行它。”（同上，第２１７—２１８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２卷第４６４—４６５页］

这一切立法都归结为罚款或扣发工资。恩格斯从一个规则中

摘引了一段：

“（６）在工作时和别人说话、唱歌或吹口哨，即罚６便士；工作时离开现场

者，也罚６便士。”

“会有人这样说：为了保证一个庞大而有秩序的工厂里各种不同的操作

都能很好地配合，这种规则是必要的；他还会这样说：在这里和在军队里一

样，这种严格的纪律是必要的。如果一种社会制度没有这样可耻的暴虐统治

就不能存在，这算一种什么社会制度呢？…… 凡是当过兵的人都尝过服从

军事纪律（即使是短时期的）的滋味；而这些工人却注定了从９岁起无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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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或肉体上都要在棍子下面生活一直到死。”（同上，第２１９页）［《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４６５—４６６页］

“但是还有更可耻的事情：根据工人的普遍的陈述，许多厂主用最残酷的

严厉办法向工人榨取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罚款，从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身上搜刮

一文半文的小钱来增加自己的利润。”（同上，第２２０页）［《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４６６页］

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立法——独一无二的法规（至少奴隶

主不搞这类立法丑剧也行），它的公开目的无非是使那种只考虑私

人利益，只考虑榨取金钱的立法者靠牺牲他的臣民来最大限度地

“发财致富”。

恰恰象尤尔这样的工厂制度的辩护士，虽然维护这种完全失

去个性的劳动、兵营制度、军事纪律、机器对工人的奴役、人受钟声

指挥、工人受工头监视、精神和体力活动的任何发展可能都完全被

消灭，可是他一看到国家实行一点点干涉就大叫大嚷，说个人自由

和劳动的自由活动被破坏了。

“强制的过度劳动。”（恩格斯，同上，第１５１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２卷第４０５页］

“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么强制劳动就

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同上，第１４９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２卷第４０４页］

机器“为害于工人，而不是造福于工人”（同上，第１７３页）［《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４２５页］。

工人们不分男女老少聚集在一个劳动场所；他们不可避免地

互相接近；没有受过任何智育和德育教育的人们聚集在一起；［Ⅹ

Ⅹ—１２４３］比较“没有教养的”人聚集在一个场所，——这一切都是

机械工厂所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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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工”、“半日工”，即从事全日劳动的成年工人和只从事半

日劳动的儿童的这些叫法，不仅英国工厂主使用，而且在官方的工

厂报告中也可见到；对于工厂制度来说，这种叫法比区分为主人和

“人手”更能说明问题。这里，工人只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这

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年龄的差别被归

结为全日和半日，１０１
２小时和６小时，工人只是人格化的劳动小时。

“把孩子们应该专门用在身体和“把孩子们应该专门用在身体和的发育

上的时间”牺牲在“冷酷的资产阶级的贪婪上；把孩子们从学校和新鲜空气里

推出来，让厂主老爷们从他们身上榨取利润”（同上，第１８７页）［《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４３７页］。

毫无疑问，工厂制度比其他任何制度都更多地牺牲妇女和儿

童。同时，妇女和儿童在机械工厂里占多数这种情况，会摧毁反抗

并产生使成年男子也注定要遭受奴役和屈从的消极因素。

“让我们来听一听，在工厂视察员没有盯住厂主以前，他们（“仁慈的资产

者”）在工厂里的行为是怎样的。让他们自己承认的证据（１８３３年工厂调查委

员会报告）来揭露他们。”（同上，第１８７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

卷第４３７页］

１８１７年欧文（那时他是新拉纳克的工厂主）就上过请愿书，请

求用法律来保护工人的健康，特别是儿童的健康。在１８１８年、１８２５

年和１８３１年通过的工厂法中，

“前两个法律根本没有人遵守，后一个也只是部分地被人遵守而已。根据

约·凯·霍布豪斯爵士的提议而通过的１８３１年的法律，禁止棉纺织工厂使

用２１岁以下的工人在夜间（晚上７时半到早上５时半）做工；此外，这一法律

还规定，在任何工厂里，１８岁以下的工人的劳动时间每天不得超过１２小时，

星期六不得超过９小时”。（同上，第２０８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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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４５６页］

由于使用童工，工人不出卖自身的劳动，而出卖自己的孩子的

劳动，也就是出卖自己的孩子，即从事奴隶贩卖。由此便产生了资

本家和工人之间关系上的根本改变，因为现在同劳动力购买者对

立的已经不是自己的劳动的出卖者，而是他人劳动的出卖者，未成

年的和法律上没有行为能力的劳动力的出卖者。成年工人由于童

工的竞争而丧失的东西，已婚的工人企图以出卖自己的孩子来补

偿。这里，连表示资本和劳动关系的特征的契约形式也没有了，连

缔约者双方形式上的自由也没有了，因为，签订契约的不是儿童，

而是代他们行事的父母。一个英国著作家，托利党人，关于这个问

题是这样说的：

“儿童劳动被动员起来帮助他们〈成年工人〉，他们甚至让儿童们为成年人

每天的面包而劳动，儿童们没有力量承受如此过度的沉重劳动，没有受过有益于自己

未来生活的训练，他们被抛入一种对身心有害的环境中！…… 犹太历史学家

在谈到梯特毁灭耶路撒冷时曾说过，既然一个毫无人性的母亲，竟牺牲自己

的婴儿来解除无法抑制的饥饿的痛苦，那么，耶路撒冷遭到了如此彻底的破

坏，是不足为奇的。”（《公共经济概论》１８３３年卡赖尔版第６６页）

［ⅩⅩ—１２４４］工厂制度包括父母出卖自己的子女在内；与此

同时，产生了工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发展在萌芽时期即在童年

时期就被破坏的情况。

这里，我们的出发点总是假定劳动力的价值是有酬的。因此，

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去考察工资的实际变动。但是，从工资的平

均价值中可以得出，劳动力的价值包括足够赡养一个工人家庭的

工资。由于工厂制度把妇女和儿童变为被迫谋取自己的生存资料

的雇佣工人，因此，劳动力的价值降低了，这不仅是因为妇女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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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以其他工人的竞争者身份而出现，而且还因为现在支付这一平

均价值，是通过把它分配到家庭所有成员身上来进行的。李嘉图的

一个信徒德·昆西关于这一点正确地指出：

“由于男子劳动日益为妇女劳动代替，特别是成年人劳动日益为儿童劳

动代替，工人人数大大增加了。大量发生这种现象：三个每周工资为６至８先

令｛工资太高了！｝的１３岁的女孩，排挤了一个每周工资为１８至４５先令的成

年男子。”（托马斯·德·昆西《政治经济学逻辑》１８４４年爱丁堡和伦敦版第

１４７页注）

因此，毫无疑问，由于使用妇女和儿童劳动，劳动力的平均价

值下降了，贬值了；或者说，这是机械工厂的直接结果，因为机械工

厂既不需要肌肉力，也不需要这样一种劳动，这种劳动只有在比较

成熟的年龄才开始训练，并且只有以后充当多年学徒才能达到熟

练的程度。工厂制度的最初结果之一就是消灭了学徒制。

１８３３年工厂法是英国资产阶级自己建立的委员会的产物。它

“禁止雇用９岁以下的儿童做工（丝纺织工厂除外）；规定９岁到１３岁的

儿童每周的劳动时间是４８小时，或每天不超过９小时，１４岁到１８岁的未成

年工人每周的劳动时间是６９小时，或每天不超过１２小时；规定每天至少要

有一个半小时的吃饭时间，并再一次禁止所有１８岁以下的男女工人做夜工。

同时又规定所有１４岁以下的儿童每天要受２小时的义务教育，厂主如雇用

没有厂医的年龄证明书和教师的入学证明书的儿童，就得受罚…… 此外，

还任命了厂医和视察员”（恩格斯，同上，第２１１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２卷第４５８页］。

这种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是以劳动力贬值为基础的，可由它内

在地反对教育的论战来说明，这种论战的例子前面已经举过了。工

厂制度要求的条件就是这种生产机器不发展！

１８４４年皮尔政府时期，年龄为８至１３岁的儿童的工作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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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每天６小时半，１３岁以上的工人为１２小时（从早上６点到晚

上６点，包括吃饭时间）。

只要能榨取“剩余价值”，哪怕是

“靠野蛮地对待工人、靠破坏工人的健康、靠忽视整代整代的人在社会关

系、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发展的办法”（同上，第２１５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２卷第４６２页］。

工厂制度的特点是，它本身显示出剩余价值的真正本质。在这

里，剩余劳动，从而劳动时间问题成了决定性的东西。但是，时间实

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

的空间。随着资本侵入这里，剩余劳动时间成了对工人精神生活和

肉体生活的侵占。

［ⅩⅩ—１２４５］机器劳动消除了肌肉的多方面的紧张，它不让

肉体上和精神上有任何活动的余地。它不许

“工人思考别的事情”（同上，第２１６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２卷第４６３页］。

此外，它使工人的智力和身体尚未发育成熟就从属于它。

这——

“不是真正的劳动，而是纯粹的无聊，是世界上最折磨人最使人厌倦的无

聊”（同上）。

“蒸汽机整天地转动着，轮子、皮带和纱锭整天在他耳边轰隆轰隆、轧拉

轧拉地响着，只要他喘一口气，拿着罚款簿的监工就会立刻在他背后出现

…… 这样被判决活埋在工厂里，不停地注视着永不疲劳的机器，对工人来

说是一种最残酷的苦刑。”（同上）

“在这种永无止境的苦役中，反复不断地完成同一个机械过程；这种苦役

单调得令人丧气，就象息息法斯的苦刑一样：劳动的重压象巨石般一次又一

次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心灵不可能通过同一块肌肉的无休止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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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获得知识和思考能力。”（詹·菲·凯博士的话）（同上，第２１７页注）［《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４６４页］

两本书——尤尔博士的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无疑都

是关于工厂制度的著作中最好的；两本书的内容相同，只有一个区

别：尤尔是作为这个制度的仆人，作为被这个制度俘虏的仆人来讲

话的，而恩格斯则是作为这个制度的自由批评家来讲话的。

关于北明翰的小业主，恩格斯指出，这里的工人状况更坏。

“在其他场合下由一个大厂主独吞的利润，现在由竞争加以调整，被分配

到许多小师傅手里，所以这些小师傅是不会生活得很好的。”（同上，第２４１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４８６页］

在和大工业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利润率下降的场合，也总是

如此。在其他场合由一个资本家独吞的利润，要在小业主中间分

配，他们处境窘迫，不得不把工资削减到非常低的程度。

在伦敦的时装店里雇用了约１５０００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们在

一年内约有４个月之久的时装季节里，每天工作１５到１８小时。在

大多数商店里，女孩子们的睡眠时间一昼夜从来不会超过６小时，

常常只有３小时或４小时，有时甚至只有２小时——即使不是通

宵工作的话。一直到疲惫得实在连针都拿不住的时候，她们的漫长

的工作才算到了尽头。

“还有这样的事情：这些可怜的人一连九天都没有脱过衣服，只是抽空在

垫子上躺一下；给她们的食物都切成小块，好让她们尽快地吞下去。一句话，

这些不幸的女孩子是在精神上的鞭子——解雇的威胁——的驱策下无可奈

何地去做那种持久而不间断的工作，这种工作连身强力壮的男人也吃不消，

何况是１４岁到２０岁的柔弱的女孩子呢。”（同上，第２５３页）［《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４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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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女缝工的情况也是一样。

［ⅩⅩ—１２４６］实行大工业制度的有：

（１）真正的工厂；

（２）现在仍然是部分地使用机器的工场手工业；

（３）农业。

在所有这些生产制度中，生产都是大规模地进行的，所有这些

生产领域加在一起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同工人所生产的产品相比，

相对来说是不多的。因此，许多工人，特别是儿童和妇女，在他们的

阁楼里受到赤裸裸的剥削，他们在那里创造的剩余价值和他们所

生产的大量产品，并不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的真正发展上，而只是

建立在过度劳动和工人生活的极度穷苦之上。这就是伟大的制度

所游离出来的人身材料，他们被迫屈从于任何条件，在这些条件

下，这种制度的可怕后果比它本身内部直接表现出来的更为严重；

多余的人口首先当然被抛到同种的手工业企业中去，然后，一般是

被抛到旧的劳动领域，在这些领域里，资本在形式上进行剥削，还

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尽管这种生产方式最终不可避免

地一定会渗入到裁缝业、缝纫业、面包业、刺绣业、花边业等这样一

些生产部门中去，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确还表现为进步和状

况的改善！因此，这一制度的辩护士，如尤尔，就指出了工厂制度在

它本身之外，即不管是在小业主的企业中或在仅仅形式上的资本

主义企业中所造成的劳动制度的可怕景象，以此证明工厂制度相

对来说是美好和优越的！不过，他们忘记了上述这些劳动部门只是

工厂制度的外部分支机构，是它的直接产物和后果！

“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工业革命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

对使用机器的时候。”（同上，第２５９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

４３５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５０２页］

“厂主是‘资本’，工人是‘劳动’。”（同上，第３２９页）［《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５６５页］

根据《每日新闻》（１８６２年）的材料，伦敦每月平均大约有１５

起饿死事件。

现在让我们听一听，工厂制度的品得，尤尔先生，在他的《工厂

哲学》第一卷中关于工厂制度的本质说些什么吧。

他在谈到使用劳动工具的手工业者同使用工人的机器体系之

间的差别时写道：

“据说，蒸汽机推动机械织机快速运动，迫使在织机上操作的工人用同样

的速度才能跟上它；而在家里干活的织工则不受这个自动发动机的不停的动

作的
·
约
·
束，他们自由自在地投着梭子和蹬动踏板，完全随心所欲。”（法文版第

１卷第１０—１１页）

这是罗·皮尔爵士的见解，其实他还以为他是生活在他父辈

织工的美好的旧时代，那时，

“在普通的手工织机上操作的织工大部分是小农”［同上，第１１页］。

针对这一见解，尤尔引用了曼彻斯特卡尔伯特医生的话：

“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为错误的了；他们在城内的地窖和阁楼里生活着，或

者更确切地说是十分悲惨地打发着日子，为了最微薄的收入一天劳动１６到

１８小时。”［同上］

如果不是机器的竞争把他们赶进地窖和阁楼并迫使他们劳动

１６到１８小时，那又是什么呢？

［ⅩⅩ—１２４７］“这类工人虽然也在工厂做工，其实并不是工厂工人，因为

他们同自动机械无关，这类工人是使棉纺织厂和其他工厂受到严厉指责的主

要根源。”（同上，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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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工人，一部分是上述辅助工人（尤尔在这里谈到的那些工

人），一部分是军士（监工），一部分是归入这里的机械师和司机。

什么是典型工厂或机械工厂呢？

它“的标志是……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这些工人

熟练地勤勉地看管着由一个中心发动机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械体系

…… 一切工厂，只要它的机械不形成连续不断的体系，或不受同一个发动

机推动，都不包括在这一概念之中…… 这个术语〈工厂〉的准确的意思使人

想到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

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并且它们都受一个自行发动的

动力的支配”（同上，第１８—１９页）。

这些就是机械工厂的主要特征。它是一个庞大的自动机，是从

一个自行发动的中心发动机获得动力的互相连接的生产机械体

系。这个机器体系，连同它的自动原动机，构成机械工厂的躯体，有

组织的机体，各种工人的协作，这些工人的主要区别是成年人和未

成年人，是年龄和性别的差别。这些工人本身只表现为机器的有自

我意识的器官（而不是机器表现为工人的器官），他们同死器官不

同的地方是有自我意识，他们和死的器官一起“协调地”和“不间断

地”活动，在同样程度上受动力的支配，和死的机器完全一样。

原料经历各种形态变化，与此相适应，就有机器体系中的各种

机器。

机械工厂的主要困难在于建立

“必要的纪律，以便使人们抛弃无规则的劳动习惯，使他们和大自动机的

始终如一的规则性协调一致。但是，发明一个适合自动体系的需要和速度的

工厂纪律法典，并有成效地加以实行，不愧是海格立斯式的事业，而这正是阿

克莱的高尚成就”（同上，第２２页）。

接着尤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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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这个体系已完全建立起来的今天，在劳动已经可以普遍减轻的

今天〈！〉也几乎不可能在成年工人（不管过去从事农业的还是各种手工业的，

都是一样）中间为自动体系找到有用的助手。”（同上）

在这里，尤尔承认，尽管工厂中的工作并不需要任何专业训练

等等，可是必须从幼年起就在傅立叶称之为温和的监狱的这种工

厂１３４中劳动，以便能够整天受“纪律”和“大自动机的始终如一的规

则性”的支配。这个自动机在这里就是专制君主。

“当亚·斯密撰写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一不朽著作时，工业中的自动

体系几乎还无人知道。他完全有理由把分工看作改进工场手工业的伟大原

则，他看到，根据这个原则，在每个生产部门里，有一些作业……越来越容易

完成，［ⅩⅩ—１２４８］另外一些作业……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由此他得出的

结论是，自然可以指派一些按技能付给报酬的工人到每一项比较难的作业中

去。”（同上，第２７—２８页）

“但是，在斯密博士时代有用的例子，在我们这个时代只会使公众在现代

工业的实际原则问题上陷入歧途。诚然，自动工厂的作业计划完全没有规定

把各种形式的劳动按各种个人能力进行分配，或不如说使之适合于这些能

力，相反，凡是某种操作需要高度熟练和准确的手的地方，人们总是尽快地把

这种操作从
·
过
·
于
·
灵
·
巧和易于违犯各种规则的工人手中夺过来，把它交给一种

非常规律地自行动作的、甚至儿童都能看管的特殊机械来进行。”（同上，第

２８—２９页）

｛使尤尔更加感到惊异的是，这些工人对于使他们的劳动力和

专长贬值的“特殊机械”竟然不表示感谢！｝

（尤尔也谈到他的专制君主即自动机的“臣民们”：

“在这些大工场里，仁慈的蒸汽力量把无数
·
臣
·
民聚集在自己的周围。”

（同上，第２６页））

“所以，自动体系的原则是：用机械技巧代替手工劳动，把生产过程

分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来代替各个手工业者之间的分工。如果说在手工劳

动体系下制造某种产品时工人的双手通常占花费的绝大部分，即技巧驾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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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①，那么，在自动体系下，工人的才能却越来越为机器的简单下手所代

替。”（同上，第２９—３０页）

｛工人从有才能的人变成了简单的下手，难道对此他们应该表

示感谢！｝

“人类天性的弱点如此之大，以致工人越熟练，就越任性，越难驾驭，因此

越不适合整个机械体系〈在那里他自己就应该是自动机〉，工人不驯服的脾

气，给整个体系造成巨大的损害。所以，对于当代厂主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

科学与他们的资本的结合，把他们的工人的任务
·
归
·
结
·
为让他们表现出机警和

动作麻利这样一些品质，如果把他们固定在一点上，这些品质在少年时期就

能很快培养起来。”（同上，第３０页）

（尤尔先生在这里承认，自动体系也和分工一样，把活动固定

在一点上，只是必须在少年时期就把没有发育完全的人摧毁，使他

变为“自动机的器官”。）

“在力学发展的早期阶段，机器制造厂展示了各种等级的劳动的分工；锉

刀、钻头、车床各有其相应技能的工人。但是，使用锉刀和钻头的工人的技能

现在却被机器等等所代替，而切削金属的车工的技能却被带自动刀架的机械

车床所代替。贝尔珀和米尔福德大型棉纺织厂的机械部分负责人安东尼·斯

特腊特先生非常憎恶旧学校传统，以致他不愿雇用学过普通徒工课程的任何

人来劳动。”（同上，第３０—３１页）

（在采用机器以后不久，学徒法真的不得不取消。）

各类劳动的各种专业等级取消了，自动体系的特点就是：

“适应自动体系而消灭劳动差异。”“为了适应上述劳动等级，要经过几年

学徒，直到眼和手学会完全能够进行某些机械操作；［ⅩⅩ—１２４９］可是，在自

动体系下，却把生产过程分解开，把它划分为若干组成部分，使所有这些部分

都服从于自动机器的运动，可以把这些十分简单的作业交给能力最平庸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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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人去做，只须预先使他接受短期训练。在必要的时候，工厂经理甚至可以

随意把他从一台机器调到另一台机器。这样调换违背了让一个人做别针针

头，另一个人磨别针针尖的那种分工的老规矩。”（同上，第３２页）

充满自豪感的伟大的尤尔说：

“这种对可能性的约束，这种对思想的限制，这种身体被束缚的状况——

道德家把这一切归咎于分工，不是没有道理的。”（同上，第３３页）

“机器的一切改良的一贯目的和趋势，的确是要完全取消人的劳动，或者

是以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以非熟练工人的劳动代替熟练

的手工业者的劳动，从而降低劳动的价格。在大部分具备连续不断的生产过

程的纺纱厂（英语叫作ｔｈｒｏｓｔｌｅ ｍｉｌｌｓ）里，纺纱劳动全部由１６岁和１６岁以

上的女孩子完成。用自动纺纱机代替普通的走锭精纺机，使大多数纺纱男工

被解雇；留下的是儿童和少年。斯托克波特附近的一个工厂的老板在给议会

委员会成员们的报告中声称，实行这样的代替办法，他可以解雇４０名左右平

均收入为２５先令的纺纱男工，这样他每周将节省５０镑工资。这种趋势只是

使那些眼光机灵和手指敏捷的儿童留下干活。”

｛这些机灵的眼光和敏捷的手指应该及时地用来填满工厂主

的腰包｝，

“而具有长期经验的工人则被换掉了。这一事实表明，按不同熟练程度进

行分工这种繁琐教条，最终被我们的文明的工业家运用了”（同上，第３４—３５

页）。

｛在本书的英文版里是：被抛弃了；在法译本中是绝妙的双关

语。｝

尤尔对“趋势”和“一贯目的”，即对排挤劳动、使工人服从于

“自动机－专制君主”，通过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人的

劳动和以粗工的劳动代替有技能的工人的劳动的办法来降低劳动

的价格等，作了十分正确的描述，他把这一切都说成是自动工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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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可是他又指责工人，说他们以自己的罢工来加快这个美妙制

度的发展进程！既然这个制度对他们来说是最美好的，那他们还能

想出什么比“加快”这个制度的发展更为合理的东西呢！

妇女和儿童在自动工厂占优势，当然最好地证明，这种工厂同

以分工为基础的、需要“具有长期经验的工人”的工场手工业相比，

有着多么重大的差别。

关于在工厂制度中运用“物理学”，尤尔说，我们在其中发现

“成千的定理带来的金色果实，这些定理在专科大学的高墙深院里是长

期不结果实的”（同上，第３６页）。

“一匹马在负重满载的情况下，在２４小时内使役时间不能超过８小时。”

（同上，第４２页）

（难道儿童能劳动１２小时？）

对于蒸汽机来说，是不存在任何这种界限的。

“一台６０匹马力的发动机，每天工作８小时，一年的花费是１５６５镑，约

为同一时间内养马费用的 １
５。”［同上，第４３页］

“‘博耳顿和瓦特’公司制造的许多机器〈蒸汽机〉不停地工作了４０年，还

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修理。”（同上，第４４页）

［ⅩⅩ—１２５０］“蒸汽机不仅能补偿保养它的费用，而且还能补偿推广它

的费用，它们消耗大量燃料，可是，同时却用它们的强有力的胳膊把死水抽上

来，把煤从矿井中提上来；它们给许多矿工、工程师、造船工人和水手提供工

资，并激起修筑运河和铁路的需要。”（同上，第４４—４５页）

关于机器的优越性，尤尔说：

“它们使工人比从前完成更多的工作；同时，‘时间’、‘劳动’〈？？〉和产品

质量却照样不变。”（同上，第４５页）

这样来说明问题，首先是排除了劳动时间的绝对延长；其次是

排除了随着劳动连续性的提高而提高的劳动强度。尤尔在这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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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的上述论点，应该说有一点是合乎常理的，即已经增多的产品量

的价值是不变的，这和我们在别处所注意的劳动强度的提高是不

同的。

“蒸汽机永远不需要休息。”（同上，第４２页）

“工厂哲学在节约动力方面作了极好的发挥。”（第４１页）首先是在原动

机上节约。（第４２页及以下各页）在传动机构上节约。（第５５、５６、５７页）在工

作机上节约。（第５８页及以下各页）

“目前几乎一切劳动工具都不同程度地自动化了，而完成的工作比工人

的双手所能完成的更便宜和更精确。”（同上，第５７页）

“使用自动工具不仅增加精确度和加速工厂所需要的机器的制造，而且

也十分明显地降低了它们的生产费用和提高了它们的灵敏性。”（同上，第６１

页及以下各页）

尤尔先生自己承认，

“无论英国的工厂所有者学识多么渊博”，他们“对自己部门的生产方面”

的了解，也决“不会象在营业方面了解得那么好”（同上，第６５页）。

在第６６页上，尤尔谈到工厂主们在“出色机器的构造”问题上

的“无知”。（因此，他们依靠“经理”。）不过，这些“经理”和工厂“所

有者”不同，用尤尔的话来说，他们是

“我们工厂制度的灵魂”（同上，第６７页）。

以前，尤尔和我们谈过，工厂工人对应用力学和物理学的实质

是深有理解的。现在，说到工厂主，他却承认：

“可能会设想，置身于机器体系的中心，获得这类知识比谁都容易，但是

经验表明，这是误解。”（同上，第６７页）

他非常正确地谈到

“工厂主的商业观点”（与技术观点截然不同）（同上，第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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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浆纱机（见恩格斯的著作
１３５
）是罢工的结果。

“这是应当使工人放弃任何暴乱的例子，这个例子向他们表明，科学同资

本结合，必然会粉碎工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同上，第６３页）

［ⅩⅩ—１２５１］以后再从尤尔著作的第二卷中摘录需要的材料。

现在首先考察机器代替劳动的问题。

机器代替劳动

｛见第Ⅳ本笔记本第１３８ａ页
１３６
。那里提到的几点，是同我们现

在才来谈的问题，即工资和剩余价值的比例有关的。那里已经指

出，这一切实际上涉及相对剩余价值，因此，以总工作日的长度已

定为前提，对这个论点现在还应该作两点补充。

［第一，］机器减少某一资本使用的工人人数。因此，如果这些

机器一方面提高剩余价值率，那么，它们另一方面就减少剩余价值

量，因为该资本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减少了。

第二，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商品价格的降低和劳动力的贬

值，同一资本可以购买更多的劳动力。因此，不仅（按一个工人平均

计算的）剩余价值率提高了，而且同一资本同时剥削的工人人数也

增加了。这一点适用于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一切手段（因此也适用于

机器）。

剩余价值（我们这里不谈利润）总是同剩余劳动相等。剩余价

值率，即一个工人的剩余劳动和他的必要劳动的比率，等于资本所

产生的全部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的比率。因为，可变资本等于一个

工人的工资乘以这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

假定一个工人的工资等于１０，工人人数等于ｘ，那么，可变资

本（等于已经支付的工资总额）就是１０ｘ。如果一个工人创造的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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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价值等于２，那么，ｘ个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就等于２ｘ。而
２ｘ
１０ｘ这

个比率，即全部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的比率仍然等于２
１０，即一个工

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率。 ２
１０＝

１
５，这就得出，剩余劳动时间等于必要

劳动时间的１
５。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剩余价值的提高或降低只能同

必要劳动成反比，而剩余价值率则始终和剩余劳动率相等。

但是，在考察绝对剩余价值时已经表明：它的量不仅取决于剩

余价值率，而且取决于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因此，生产力的发展

会使一定量的可变资本可以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增加。假如工资

等于ａ，而工人人数等于ｘ，那么，可变资本就等于ａｘ。假定ａｘ是

一个既定量，等于ｖ（可变资本），那么，显然ａ越小，工人人数ｘ就

越大；而ａ越大，ｘ就越小。该可变资本ｖ可以购买的劳动力的数

量，显然取决于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视劳动力价值而增减。因此，劳

动生产力的提高使劳动力贬值多少，也会使ｖ能够同时雇用的劳

动力的数量增加多少。这样一来，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率，或者减少

必要劳动时间的同一些手段，就会增加剩余价值量，这不仅仅是由

于它们提高了对一个工人的剥削率，而且还由于同一资本ｖ根据

这个剥削率可以剥削数量更多的工人。因此，剩余价值增加，不仅

是由于剩余价值率提高了，而且是由于同一资本ｖ所剥削的工人

人数增大了。所以，相对剩余价值不仅是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结

果，同时也是同一资本ｖ所剥削的工人人数增加的结果。就这一点

来说，相对剩余价值的提高并不只是和必要劳动时间率的降低等

同，因为在这里，同时涉及到决定剩余价值的两个因素，剩余价值

率［ⅩⅩ—１２５２］和同一价值的资本ｖ所剥削的工人人数。

这种情况同以下规律决不矛盾：可变资本即用于工资的资本

和总资本的比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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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降低，因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降低了——这个原理

是考察利润时的主要观点。上述情况同特别是在考察机器时所发

现的以下原理同样不矛盾：同一资本（总资本）会减少它所雇用的

工人人数。

假定总资本等于５００；假定ｖ∶ｃ（可变资本比不变资本）最初

的比例等于４００∶１００，即预付资本的 ４
５用于ｖ，

１
５用于ｃ。假定在

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不变资本由１００增加到４００。这种发展本

身不仅可以使得用于工资的资本从４００减少到１００（因为资本所

使用的工人人数减少了３
４），而且可以使减少到

１
４的工人人数由于

这些条件而只值５０，而不是１００。原来等于４００的可变资本现在可

能推动人数多一倍的工人，而减少到５０的可变资本，——按其本

身的量来说，——现在实际上推动着比以前多一倍的工人。可变资

本所推动的工人人数相对地增加了，虽然这一可变资本，从而所雇

用的工人的绝对数量减少了。

以劳动生产率的既定程度为前提的绝对剩余价值，只有在增

加资本或者使用更多资本的情况下，才能使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

增加，从而在既定的剩余价值率条件下使剩余价值量增大；不言而

喻，剩余价值的增加有助于资本的这种增长，因为随着剩余价值的

增加——不管它是用什么办法达到的，——会有更多的剩余价值

再转化为资本，也就是资本的积累会增加。而相对剩余价值，则直

接提高无酬劳动率和缩小工资的绝对量，从而使同一可变资本在

加强剥削程度的情况下，能够同时剥削更多的工人。相对剩余价值

使同一工资量能够使用更多的劳动力（包括吸收女工和童工），它

就是这样影响人口的绝对量（正象它不断在这个部门或那个部门

中造成劳动过剩，经常使人口相对地增加一样），从而增加构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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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剥削基础的活的劳动力的量，增加从中榨取剩余价值的活材

料。｝

如果在某一个部门使用机器后，在业工人人数减少了，同时由

于进入工人消费范围的商品变便宜，在业工人工资也降低了，那

么，在没有发生上述变化的所有其他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工资也会

同时降低；在所有其他部门中工资之所以降低，是因为构成工资的

要素之一的价值降低了。在这里，使用的劳动数量还是和以前一

样，但使用这个劳动数量的资本却减少了。因此，以前用于工资的

资本部分就会游离出来。

这样游离出来的资本可以用于扩大这些生产部门本身，或者

可以投入新的生产部门。由于机器占领一个又一个部门（我们这里

撇开收入的使用价值增长，因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再转化为

资本这点不说），资本就这样不断地游离出来。当然，达到这种结果

比机器排挤工人要慢些。另一方面，对失业工人的需求则会中止或

减少。因此，那些部分地是从这些失业工人的消费中牟利的资本就

会部分地贬值，如果它的所有者不能把自己产品中这样游离出来

的部分在国外市场上销售掉。但是，可变资本现在已转化为不变资

本，已经不再产生对劳动的新的需求。甚至这种由可变资本转化成

的不变资本最初所推动的劳动（机器制造业工人等）也从来不如它

所解雇的那样多，因为，用于机器的这部分资本，比如说是１０００，

现在不仅是机器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同时也是机器制造业资本家

的利润，而从前它只是工资。（见李嘉图的著作１３７）

［ⅩⅩ—１２５３］资本在无限地追求发财致富时，力求无限地增加生

产力。另一方面，劳动生产力的每一次增长，——不用说劳动生产力的增

长为资本增加了使用价值，——都是资本的生产力的增长，而劳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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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之所以是劳动生产力，只是由于它是资本的生产力。

          

积累。

在考察总资本再生产过程时，我们谈到原有规模的过程的再

生产，在那里就已指出，这一过程的不同要素是怎样有规律地决定

的，以及不变资本生产者的剩余价值和生活资料生产者的不变资

本之间事实上是怎样进行交换的，等等。其次，我们看到各阶级的

这种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怎样换成贵金属生产者的新的金银。１３８一

旦再生产过程直接成为积累的过程，即剩余价值（收入）转化为资

本，那么，上述的相互关系就不存在了。这里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即

一部分［剩余价值］，无论具有进入不变资本即构成不变资本的商

品形式，或者具有进入可变资本的商品形式，最终都换成货

币，——或者换成积攒起来的货币，或者换成新输入的金银，——

并且，这种货币形式的剩余部分在一方作为潜在资本而沉淀下来。

这种形式的潜在资本，是支取未来劳动的凭证。这种凭证是否具有

信用券、债券等等形式，对资本来说是没有区别的。这样的资本可

以用任何一种所有权证书来代替。每一个资本家如同国家债权人

凭自己的息票一样，凭自己新获得的价值，拥有支取未来劳动的凭

证，并且通过攫取现在正在进行的劳动，就已把未来的劳动攫为己

有。货币形式的资本的积累，决不是劳动的物质条件的物质积累，

而是对劳动的所有权证书的积累。

可变资本加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加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别。在前一种场合，ｖ只能雇用ｎ个工人，比如

说，用１００塔勒雇用１００个工人。在这里，可变资本的价值和同时

雇用的工人人数形成固定的比例。当然，当工作日绝对延长时，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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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劳动１６小时的１００个工人（他们的产品为１６００劳动小时），就

代替了每天只劳动１２小时的１３３１
３个工人（因为１２×１３３

１
３１６００

劳动小时）。换句话说，用延长劳动时间４小时的办法，和假定工人

人数增加３３１
３并且每天仍然劳动１２小时一样，能达到同样的目

的。在这里节约了这３３１
３个工人所需要的劳动工具、厂房等等。即

使对这４小时剩余劳动也按１２小时的比例同样付给报酬，也就是

资本家不是完全无偿占有，也会得到这种节约。这里绝对地节约了

预付的不变资本，这种预付不变资本不会按照被剥削的劳动量的

增长程度而增长。如果说不变资本部分（劳动工具、厂房等等）损耗

得较快，那么，第一，这种损耗程度（在劳动工具方面，特别是在厂

房方面）赶不上这些劳动条件在生产中使用的增长程度。第二，这

也不会对所生产的商品增加任何一点追加价值，因为这些劳动条

件和劳动之间的比例，在最坏的情况下是保持不变的，而在实际上

则是降低了。第三，加速周转，使较大量的预付资本立即得到补偿，

对资本家说来，就是直接的利润。单个资本家始终只能支配一定量

的资本。周转的每次加速，都使资本家可以花费较少的资本——因

为加速周转，使应当预付的资本量减少，使较少的［ⅩⅩ—１２５４］资

本可以完成较多的资本所完成的事情，——来剥削同样数量的劳

动，并减少与经营有关的生产费用，提高资本家运用自己资本的能

力。然而，所有这些看法都属于考察利润的范围，在那里要研究剩

余价值和预付资本总量的比例。

至于可变资本，如果资本家对４小时追加劳动时间仍按原来

１２小时的比例付给工资，换句话说，如果这４小时分为必要劳动

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和原来的１２小时一样，那么，资本家付给１００

个工人的工资就应当和原来付给１３３１
３个工人的一样。在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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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可变资本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如果情况相反，一旦工作日从１２小时

增加到１６小时，从而完全无偿地占有较多的剩余劳动（简单地说，就是

全部占有４小时剩余劳动），那么，当然原来在１２小时工作日情况下为

了生产同样的价值量而应当支付的可变资本３３１
３塔勒就节约下来

了。但是，只有用１００塔勒才能雇用１００个工人。用在这些工人上

的可变资本和它所雇用的工人人数的比例仍然不变，虽然，相对来

说，同它所推动的剩余劳动量，从而同在其他情况下应该付给报酬

的已经增加的工人人数相比，可变资本减少了。

相反地，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增加和由此引起的劳动力的相

对贬值，可变资本的价值和在业工人人数之间的比例改变了。现在

雇用同样１００个工人，也许只用７０塔勒就够了。因此，撇开相对剩

余劳动的增加不说，等于３０塔勒的这部分可变资本就游离出来

了。同等数量的工人会生产较多的商品，提供较大的剩余价值。然

而，在这里，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是由于工资降低了，也是由于可变

资本的价值同可变资本所推动的工人人数相比减少了。由此可见，

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减少或

增大，同可变资本的价值和可变资本所购买的劳动力的数量之间

比例的变化问题不是一回事。

因为一定的可变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是由剩余价值率和同

时雇用的工人人数这两个因素决定的，所以，在考察相对剩余价值

时必须说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实际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对这

两个因素会产生什么影响。

在实行分工和简单协作时，多半出现这种现象：工人人数保持

不变，或者甚至有所增加，但却是由价值较小的可变资本来推动和

表现的。在实行机器生产时，在业工人人数减少了，与此同时，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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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数相比，可变资本的价值也相对地减少了，因此，如果现在雇

用５０个工人，而不是１００个工人，那么，推动这５０个工人的可变

资本就会少于按原有规模推动１００２或５０个工人的可变资本。

关于借助于机器节约劳动的问题，罗德戴尔指出，这一点并不

是机器的特点，因为劳动借助于机器，可以生产没有机器就不能生

产的东西１３９。然而，后面一点仅仅同机器的使用价值有关，而同机

器所生产的商品的交换价值毫无共同之处，因而，同剩余价值毫无

关系。

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表现在：为了生产同一价值和较大量的使

用价值，资本只需购买较少量的必要劳动。因此，［劳动］生产力的

增长，——如果资本的总价值保持不变，换句话说，资本是既定的

量，——要以资本的不变部分同可变部分相比（即同花费在活劳动

上的、构成工资基金的那部分资本相比）不断增长为前提。同时，这

一点表现在：较少量的劳动推动较大量的资本。

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时，如果劳动时间延长，那么，原材料数

量就应当增加。但是，劳动量和不变资本量（在不变资本中只有构

成原材料的那一部分增长的情况下）相互间仍然保持固定的比例，

并且［ⅩⅩ—１２５５］也是按照固定的比例增长（虽然有酬劳动量不

是按照不变资本增长的比例增长，但工人人数仍保持不变）。如果

这里总工作日的长度是既定的，那么，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

比例仍然不变。

虽然在考察剩余价值时，我们应当只注意剩余劳动和可变资

本的比例，而不是剩余价值和总资本的比例，可是，在考察相对剩

余价值时，却一定要指出在这里表现出来的结果，即决定相对剩余

价值增长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先具有或会引起以下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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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１）资本的积聚，也就是单个资本家必须掌握在手中的价值量

绝对增长了，因为这里以大规模生产为前提。这就是说，表现为单

个资本家财产的资本总量增长了。资本的这些量必须积聚在单个

人的手中。

（２）随着资本绝对量在单个资本家手中增长和根据本身的规

模而具有社会资本的性质，资本的构成也发生变化。可变资本同不

变资本相比相对地减少，并成为总资本中越来越少的一个组成部

分。

｛试问，所有这些难道不应在下面的δ节中一起加以考察吗？

在那一节中，我们将论述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中得出的结

果。１４０｝

如果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总价值增大，那么，劳动基金——可

变资本——同那种使劳动生产力保持不变的从前的比例相比，就

应相对地减少。如果上述比例发生这样的变化，即在［预付资本单

位］１００中，花费在劳动上的不是 １
２而只是

１
４，也就是说，现在是

７５ｃ＋２５ｖ，那么，资本要使用原来数目的工人，就要由１００增加到

２００，即应该是１５０ｃ＋５０ｖ。

决定剩余价值的两个因素是，剩余价值率即单个工人的剩余

劳动时间，和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因此，如果考察总资本，那么，

剩余价值就取决于单个工人的剩余劳动乘以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

或工人人口。如果工人人口的数量是既定的，那么，剩余价值就只

有通过相对增加剩余劳动和绝对减少必要劳动时间才能增长。如

果剩余价值率是既定的，那么，剩余价值只有通过增加人口才能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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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由于使用机器，一句话，随着资本

主义生产的实际发展，剩余价值率和同时被剥削的工人人数之间

的比例发生了特殊的变化。

在一个工作日中（如果它的长度已达到极限），用于剩余劳动

的部分和由必要劳动时间组成的部分之间的比例，由于生产力发

展的结果，发生这样的变化，即必要劳动在工作日中所占的份额越

来越小。可是，这同样也适用于人口。可以把比如说６００万人的工

人人口看作是由６×１２即７２００万劳动小时组成的一个工作日，因

此同一些规律在这里也是适用的。不过，这一切只有随着机器的使

用才获得本身的发展。

资本只有通过占有必要劳动，即通过同工人进行交换，才能造

成剩余劳动。由此就产生了资本要造成尽可能多的劳动的趋势，也

产生了它要把必要劳动缩小到最低限度的趋势。因此，资本的趋势

既是扩大工人人口，在同样程度上又是把一部分人口变成过剩人

口，即在资本能够使用它之前一直是无用的人口。（过剩人口和过

剩资本。）资本既有把人的劳动变成过剩的趋势，又有超过一切限

度来推动人的劳动的趋势。为了增加剩余价值，资本必须扩大同时

进行的工作日数；但是，为了把这些工作日变成剩余劳动，资本同

样还必须消灭作为必要劳动的工作日。实际上，我们知道，要缩小

必要劳动，就要求大量的共同劳动，也就是要求大量的人力，这样

一来，人口本身就是制造过剩人口的手段；同样，从另一方面

看，——在剩余劳动率既定的条件下，——人口就是可以同时剥削

的工人人数的极限。

如果就单个工作日来考察，那么［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就在

于：（１）把工作日延长到身体上可能的极限，（２）使工作日的必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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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越来越缩小。

正是这个使必要劳动缩小的过程，使得新的必要劳动能够发

生作用，换句话说，工人的生产变得便宜了，如果必要劳动时间的

量减少了，或者生产活劳动力所需要的时间缩短了，那么，在同一

时间内就能生产更多的工人。而这一点还不包括人口的增长使分

工、协作成为可能等等，从而使劳动生产力增长。［ⅩⅩ—１２５４ａ］①

人口的增长是无须付给报酬的劳动的自然力。

从另一方面看，——和以前从单个工作日来说一样，——现在

资本同样也有把同时进行的工作日数降到最低限度的趋势（只是

就价值而言，可以把这些工作日看作是一个工作日），也就是尽可

能把较多的这种工作日变成非必要的工作日。以前从单个工作日

来说，资本力图缩短必要劳动小时数，同样，现在资本力图降低必

要工作日和总的物化劳动时间之间的比例。如果以前为了获得１２

剩余劳动小时，必须有６个工人，那么，现在资本力图只用４个工

人来达到这一目的；６×２＝４×３。因此，４个工人每人劳动３剩余

小时，就可以生产出６个工人每人劳动２剩余小时所生产的那么

多剩余价值。换句话说，６个工作日等于７２小时的［总］工作日。其

中剩余劳动是１２小时，而必要劳动是６０小时。如果必要劳动时间

能够减少２４小时（即减少２个工作日或２个工人），那么，总工作

日就是６０—２４＋１２＝３６＋１２＝４８小时，其中１２小时是剩余劳动

时间。从另一方面看，这种新创造的追加资本本身仍然只有通过同

活劳动交换，才能使自己的价值增殖。由此就产生了资本的这种趋

势：既要不断扩大工人人口，又要不断减少工人人口的必要部分，

２５５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① 在第１２５５页和第１２５６页之间有马克思加的第１２５４ａ页和第１２５５ａ页。——

编者注



即把一部分人口变成过剩人口，造成人口过剩。过剩人口是后备

军。实际上，这只是在考察单个工作日时所作的论述的应用。因此，

这里就包藏着现代人口理论中所提出的，但是并不理解的全部矛

盾。

李嘉图在谈到机器时正确地指出，资本造成人口过剩。１４１资本

既有使人口绝对增加的趋势，在同样程度上又有把人口中日益增

长的部分变成过剩人口的趋势。

生产过程中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机构。资

本家支付报酬的，只是单个的劳动力，而不是他们的结合，不是劳

动的社会力。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其

次，人口的增长，也是这种不费资本家分文的生产力。但只是由于

占有资本，——尤其是机器体系形式上的资本——，资本家才能攫

取这些无偿的生产力：未开发的自然资源和自然力，以及随着人口

的增长和社会的历史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劳动的全部社会力。

如果就单个工作日来考察，那么必要劳动同剩余劳动相比的

减少表现在：资本把工作日中较大的部分攫为己有。在这里被使用

的活劳动仍然保持不变。假定由于采用机器，６个工人中有３个工

人成为过剩的了。如果这６个工人自己占有机器，那么，从此他们

每人只要劳动半个工作日就够了（假定这一新的比例是普遍性的，

因此，现在价值为６小时的使用价值，就能完成原来具有１２小时

价值的使用价值所完成的任务）。然而，事实上现在３个工人一周

内每天都是全日劳动。

假定以前的必要劳动是１０小时，剩余劳动是２小时，因此６

个工人的剩余劳动是２×６小时，即一个工作日，如按一周计算，就

是一个工人的一周剩余劳动。每一个工人在一周中有一天是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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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就如同一周内５个工人只为自己劳动，而第６个工人却是白

干的一样。６个工人中有一个工人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５个工人

代表必要劳动。如果后者的人数能够缩减到４人，而１个工人仍然

白干，那么，相对剩余价值就会增长。它以前表现相对剩余价值的

比例是１∶６，而现在则是１∶５。如果［余下的５个工人中］每一个

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由１０小时改为９３
９小时，就是说，剩余劳动

时间由２小时增加到２２
５小时，那么，［５个工人的剩余劳动将等

于］２２
５×５＝１２劳动小时，或等于整整一个工作日；这就如同５个

工人中有１个工人代表总剩余劳动，而４个工人代表他们自己和

第５个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可变资本从６Ｘ（Ｘ为工资）减到５Ｘ。

过去，可变资本６Ｘ相当于一周内５天的必要劳动，而现在可变资

本５Ｘ相当于一周内４天的必要劳动，可是它带来的剩余价值仍

和原来一样。因此，剩余价值率增长了。用较少的可变资本可以榨

取同一数量的剩余劳动。

如果资本有可能按新的剩余价值率使用６个工人，那么，剩余

价值不仅同预付的可变资本相比相对地增长，而且绝对地增长。因

为现在有６个工人劳动，其中每人每天都白干２２
５小时。这就是２

２
５×６＝

７２
５＝１４

２
５小时。以前剩余劳动只等于１２小时。不言而喻，

２２
５乘以６大于２

２
５乘以５。

［ⅩⅩ—１２５５ａ］如果这种新的剩余价值率是既定的，那

么，资本的利益就又要求按照这个新的剩余价值率使用尽

可能多的工人，——一方面，这是符合在考察绝对剩余价值

时已表述过的规律的，即在剩余价值率是既定量的情况下，

剩余价值量只能与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成比例地增长；另

一方面，这是由于随着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长，从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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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合和分工产生的优越性也在增长。

不言而喻，资本的趋势在于把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结合起来，把最大限度地延长工作日和同时雇用最大数量的工人

结合起来，并且，与此同时，把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从而

把必要的工人人数限制到最低限度。摆在这里的矛盾表现为矛盾

着的条件不时地互相交替的过程。这一点的必然后果是：尽最大可

能增加劳动的——或者生产部门的——使用价值的多样化，所以，

资本的生产一方面力图发展和提高生产力的强度，一方面又追求

劳动部门的无限多样化，也就是追求生产内容的全面性，使自然界

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

          

（α）首先，这里应该撇开关于利润的一切考虑。凡是在商品价

格由于机器代替工人而降低的场合，都会用机器代替工人——无

论是独立的手工业者，或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工人，而

每当作为机器磨损的补偿而转移到单个商品上去的价值部分小于

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追加到商品上去的价值时，商品价格就会降低。

因为一旦机器代替劳动，不言而喻，分摊到单个商品上的只是较少

量的活劳动，或者说，较少量的活劳动会生产出和以前同样多的或

比以前多的商品量。因此，在这些情况下，单个商品的价格就降低

了，因为它等于所使用的机器转移到这个商品上的价值加上劳动

追加到这个商品上的价值；一定量的活劳动所生产的使用价值量

越大，追加到这个商品上的价值就越小。这里不必说原材料的价

值，因为对于新旧两种生产形式来说，它都是不变的。原材料是作

为既定量的价值进入这两种生产形式的。

但是，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总量［按其价值来说］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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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较昂贵地生产出来的商品总量。换句话说，如果现在时间同样长

的劳动（物化劳动加活劳动）会生产出比以前数量多一倍的商品，

那么，这数量多一倍的商品现在的价值就只等于这个数量的一半

以前所具有的价值。通过机器使商品变便宜，这本身并不创造任何

剩余价值。和过去一样，剩余价值仍然等于剩余劳动超过必要劳动

的余额。但是，因为——使用机器的结果——一定量资本所推动的

工人人数减少了，所以，这个资本所推动的活劳动总量也减少了。

这样，要使剩余价值保持不变，它就应该相对地增长，也就是，剩余

劳动在较少的劳动总量中应当占有比以前大的部分，或者同样可

以说，较少量工人应当提供和以前较大量工人同样的剩余劳动。那

时，剩余价值仍然不变，但相对来说，它还是增长了，因为工资降低

了，从而可变资本也减少了。现在剩余劳动在较少的劳动总量中占

有较大的部分，这只意味着，必要劳动即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劳

动减少了。因此，工资缩减了。尽管剩余价值相对地增长，并且工

资降低，但资本家装进腰包的剩余价值并不比以前多，因为剩余价

值率仅仅是按工人人数减少的同一比例增长的；这样，剩余价值量

即剩余价值率乘以工人人数的乘积，仍然保持不变。由此可见，在

资本既定的情况下，为了让机器的应用给资本家带来较多的剩余

价值，剩余价值必须绝对地增长，就是说，工人人数少了，但他们完

成的剩余劳动量不仅应当和以前工人人数多时一样，而且应当比

那时更多。

然而（撇开机器的应用使熟练劳动成为简单劳动不说）工资下

降多少，只是取决于用机器生产出来的较便宜的商品进入工人消

费，从而使劳动力再生产变便宜的程度，即只是取决于劳动力价值

减少，因而表现为工资减少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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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ⅩⅩ—１２５６］但是，在这里，第一，很清楚，这种和机器有关的

工资下降，并不是和采用机器同时发生的，而只是逐渐形成的；然

而，一旦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在价值上普遍降低，剩余价值就不仅在

采用机器的部门中，而且还在一切生产部门中增长起来，因为构成

劳动力价值的一个要素的量普遍减少了。在未采用机器的部门中

剩余价值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提高了，因为这些部门使用的工人

人数和以前一样，但付给他们的工资却比以前少了。可见，这不可

能是采用机器的生产部门的动机。

第二，在某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机器只是使自己特殊的产品

变便宜；不过，这种产品只是作为一种特殊的项目进入劳动力的价

值或进入工人的消费；这种产品只是根据它形成工人生活资料的

要素的比例来降低劳动力价值。由此而产生的劳动力的贬值——

或作为这种贬值的结果的剩余价值——不是单纯地取决于机器提

高劳动生产力的比例，或减少生产一定量使用价值所必需的工人

人数的比例。

第三，然而，很清楚，在采用机器后，——自然是在采用机器的

那些生产部门，——数量较少的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只能绝对地

增长到一定的限度，或甚至可以等于采用机器以前数量较多的工

人所提供的剩余劳动。比如说，假定一个工作日等于１２小时，而机

器用２个工人代替了２４个工人，原来剩余劳动是１小时，那么，２４

个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量就等于２４小时，或２个工作日；因此，这

也就等于现在２个工人提供的包括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内的总

劳动量。机器越是大幅度地减少一定资本所推动的工人人数，就越

不可能使余下的那部分工人提供更多的或和被排挤工人提供的一

样多的剩余劳动量，无论工人的相对剩余劳动时间怎样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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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在一般生产条件下生产商品的必要

劳动时间。首先在特殊的生产部门中采用机器的资本家生产商品

的劳动时间比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短得多。所以，他们的商品的个别

价值低于它的社会价值。因此，只要机器还没有在该生产部门中占

统治地位，首先使用机器的资本家出售的商品即使低于社会价值，

仍然可以高于商品的个别价值。换句话说，只要他们的工人的劳动

是高于平均水平的较高的劳动，这种劳动的产品也就具有较高的

价值。所以，实际上，对于采用机器的资本家来说，数量较少的工人

生产出的剩余价值比数量较多的工人所生产的更多。

假定２个工人代替了１２个工人。这２个工人生产的和１２个

工人生产的一样多。１２个工人每人应当劳动１小时的剩余时间，

因此，全部剩余劳动时间是１２小时。如果资本家现在按原有的全

部劳动时间２４小时（其中２２小时用于必要劳动，２小时用于剩余

劳动），加上被排挤掉的１０个工人的全部剩余时间１０小时来出售

自己的商品，那么，产品中的原料价值量仍然不变。假定每年进入

产品价值的机器磨损（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行对比，还必须考虑

到旧的手工业工具的磨损），等于排挤了１０个工人的机器价值的

１
１０。

１４２
如果采用机器以前所生产的产品价值等于１２×１２＝１４４小

时＋原材料＋旧的手工业工具的磨损，那么，现在用机器生产的产

品的价值就等于２４小时＋原材料＋１０小时＋１２０１０，［不算原料价

值］是４６小时。因此，单个商品的价格大大降低了。在这两种场合，

我们都可以不去考虑原材料。可见，从２４小时的全部劳动时间中，

资本家获得１２小时剩余价值。１４３换句话说，２个工人每人给资本

家提供的剩余价值都和以前６个工人所提供的一样多。结果就等

于资本家把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到６小时，他用半个工作日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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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就购买整整一个工作日。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采用机器所造成的一定量资本推动的工

人人数的减少，即构成剩余价值的一个因素的减少，在某种程度上

产生了恰恰是机械工厂所特有的趋势，即延长绝对劳动时间的趋

势，也就是，迫使原来每天只劳动１２小时的２个工人比如说劳动

１６或１７小时。由于机器生产的特点，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使这一

趋势更易于实现，并且除了上述动机外，这种趋势又引起了新的动

机（与利润有关，并由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所决定），这些动

机在今后考察利润时必须加以研究。

［ⅩⅩ—１２５７］一旦本部门普遍采用机器，从而机器生产的商

品的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了，那么，用绝对延长工

作日的办法来增加由于工人人数减少而减少了的剩余价值量的上

述趋势，自然就会增强，从而，从人数已经减少的工人身上榨取更

多的绝对劳动量的趋势就会增强。

一旦这种趋势受到一定限制，并且正常的工作日确立了，就会

产生增加劳动强度和把这种强度较大的劳动当作高于简单劳动水

平的劳动来使用的趋势。这一点前面已经谈到。

至于机器会引起它们所使用的工人工资的直接降低，例如，由

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的［就业］需求增加了，机器就使在业工人的

工资降低了，——考察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任务，而是属于工资学

说。在这里，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劳动力的价值得到了支付，因此，

工资下降，仅仅是由于劳动力贬值，或同样可以说，是由于进入工

人消费的生活资料变便宜。与此相反，前面所说的不是平均工资的

价值降低了，而只是工资同工资原有的平均水平（表现为使用价值

量）相比降低了，即平均水平本身降低了，也就是劳动价格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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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价值以下。

当然，这里涉及到下列各点：

第一点。资本通过直接剥削那些不得不为自己挣生活资料的

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取得了工人全家更多的劳动量，——首先，一

定量人口供资本剥削的劳动总量增加了，因而，从这个工人人口中

榨取的剩余劳动量也增加了；其次，成年工人的劳动力贬值了。从

前，他的工资是能够养活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的。他的妻子从事家务

劳动而不是为资本家劳动，孩子们只有长得更大些以后才开始自

己去挣他们的消费品的等价物。家庭的成年家长的工资不仅不需

要妻子儿女的补充劳动就能养活他们，而且还能负担发展他们的

劳动力的费用，而由于采用机器，这种发展几乎等于零。

相反，现在妇女和儿童不仅要再生产他们自己的消费品的等

价物，同时还要生产剩余价值。这样一来，全家不得不提供更多的

劳动量，——既有必要劳动，也有剩余劳动，——不得不提供更多

的剩余劳动，才能为全家挣得原来的平均工资。

第二点。由于机器使用同一的、简单的、最多不过在年龄和性

别上有区别的劳动，去代替有手艺的独立的手工业者和由于分工

而发展起来的劳动专业化，它就把一切劳动力都变为简单的劳动

力，把一切劳动都变为简单劳动，结果，劳动力总量就贬值了。

所有这一切都指的是以机器操作的工人。以后我们将谈谈那

些不得不同新的机器工人或在已改进了的机器上操作的工人进行

竞争的工人。

（β）现在我们还必须研究两个问题。第一，机器的作用的结果

同分工和简单协作的作用的结果有多大差别；第二，机器对被它所

抛弃、所排挤的工人的作用的结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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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生产范围内发展起来的劳动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劳

动的结合的特点是：它们缩短了生产商品的必要时间，从而也减少

了生产一定量商品（以及剩余价值）所需要的工人人数。不过，只有

在机器生产中和在以使用已发展为机器体系的那种机器为基础的

机械工厂中，才能用一部分不变资本（重新成为劳动资料的那部分

劳动产品）去代替工人，并总是形成着工人过剩，这是表现得十分

明显的和有意识的趋势，是大规模发生作用的趋势。在这里，过去

劳动成为代替活劳动或减少工人人数的手段。在这里，排挤人的劳

动成为资本主义的投机活动，成为增加剩余价值的手段。

（实际上，只有在机器生产的商品作为生活资料进入工人消

费，或构成劳动力再生产的要素时，才能发生这种情况。然而，由于

在最初阶段，在普遍采用机器以前，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

［ⅩⅩ—１２５８］是和它们的社会价值有差别的，由于单个资本家把

这一差额的一部分装进自己的腰包，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趋

势就是：在所有生产部门中用机器代替人的劳动。）

只有在使用机器的条件下，工人才把资本所发展起来的生产

力当作与工人本身，即与活劳动相对抗的原则，而开始同它进行直

接的斗争。工人破坏机器和普遍反对采用机器，这是对资本主义生

产所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的首次宣战。在实行简单协

作和分工的情况下是看不到这类现象的。相反，工场手工业范围内

的分工在某种程度上再生产了各种手工业之间的分工。我们在这

里从行会和中世纪劳动组织方面看到的唯一反对措施是：师傅使

用的工人不得超过所规定的最高限额，至于不是师傅的单纯商人

则根本不准使用工人。这种反对措施的矛头本能地指向唯一可以

使手工业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基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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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许多工人在一个师傅的指挥下进行协作，——同样，也指向大

规模生产，虽然这种大规模生产所发展起来的劳动的社会力，以及

与这一过程相联系的活劳动的贬值或甚至被过去的劳动产品所代

替，所有这些在这里还不可能被意识到。

分工和简单协作从来不是直接建立在取代劳动或造成工人过

剩的基础上的，因为，它们的基础一方面是工人的集中，另一方面

是由于工人的这种集中而形成的活的机构或机器体系。的确，这样

就造成了劳动的相对过剩。例如，如果有一个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

工场，有３０个工人劳动，他们所生产的锁比３０个独立劳动的锁匠

所能生产的多Ｘ倍，那么，这时不仅独立劳动的锁匠将被排

挤，——在他们不得不与手工工场竞争的地方，——而且要增加锁

的生产，已不再象从前那样需要按比例增加锁匠的人数了。但是，

这种情况，与其说表现为雇佣工人本身由于资本和科学的应用而

被排挤，倒不如说表现为行会师傅和他们的帮工被排挤，并变为资

本家和工人。前一种形式较为少见，因为在机器发明以前就存在的

手工工场，只是偶然出现的，决没有普及到所有的部门，而且它们

出现的时候，正是大规模的工业劳动和以此为基础的需求开始发

展的时候。更晚一些时候和机器一起发展起来的工场手工业，即使

还只能局部地使用机器，但却以使用机器为前提，这种工场手工业

是以机器生产所造成的和不断产生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

因此，亚·斯密还能把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和工人人数的增

加看成是一回事。（见有关段落１４４）

在这里［在工场手工业的条件下］，基本的形式始终是，生产一

定商品所需要的工人人数相对地减少了，因为劳动量减少了，或者

说，同一工人人数所生产的东西
·
更
·
多了（从而在扩大生产时对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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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也相对减少了），但同时，为了造成生产力的这种相对增加，

必须使用更多数量的工人。在这里，可以觉察得到的和看得见的形

式，是必要劳动时间的相对减少，而不是所使用劳动的绝对减少，

因为，在这里，基础始终是活的工人和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并且，

工场手工业正是在需求、进入交换的商品量和对外贸易（实际上是

相对的世界市场）突然大幅度地增加的时候出现的。因此，我们看

到，工场手工业只是同手工业生产进行斗争，而决不是同雇佣劳动

本身进行斗争，后者最初只是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才被广泛

采用（在城市中）。

在这里，必要劳动时间发生了变化，但只是由于同时雇用的工

人人数增加了，并且由于工业劳动作为雇佣劳动同手工业和农业

的家长制生产分开了。但是，在这里，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始终是依

靠工人和工人专门技艺的提高。当然，在与工场手工业同时发展起

来的大规模经营的农业中，情况却完全不同。这种农业一开始就造

成了机器生产［在工业中］所造成的同样后果，但这种情况的发生，

实质上只是由于在这里（无论是在把耕地变成牧场的场合，或是在

使用优良的工具和马匹的场合）也和在机器生产中一样，过去劳动

成了代替和减少活劳动的手段。

［ⅩⅩ—１２５９］机器，相反：

在以机器为基础建立起新的生产部门的地方，当然谈不到用

机器代替工人。但是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机器已经推广，即以机器

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比较发达的时期，然而即使在这个时期，无论我

们把这些新部门的产品同机器排挤了人的劳动而生产的商品相

比，或者同取代了原先完全用手工劳动生产的商品的那些商品相

比，这些新部门的规模都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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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使用机器的总是那些原来使用手工业方式或工场手工业

方式进行生产的部门。因而机器表现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

的、使一般生产方式发生革命的起点。机械工厂一旦建立，不断地

改进机器就成为目的；这种改进，或者使工厂中那些尚未从属于机

器体系的环节受机器体系的支配，或者减少在业工人人数，或者用

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最后，或者比工场手工业

更大程度地（因此工人是直接感觉到这点的）提高同一数量的工人

的生产力，从而相对地减少生产一定量商品所需要的工人人数。

使用机器的公式在于：不是相对地缩短单个工作日，缩短它的

必要部分，而是缩减工人人数，即缩减由许多同时进行的工作日组

成的总工作日，缩减这个总工作日的必要部分；换句话说，就是把

一定量的工人当作剩余劳动的生产上过剩的人而抛弃和除掉，更

不用说消灭由于分工而发展起来的专业化，以及因此而引起劳动

力的贬值了。过去劳动——以及劳动的社会结合——在这里被有

意识地当作使活劳动变为过剩劳动的手段。在另一种形式的条件

下，必要劳动时间是发展剩余劳动的基础。在这里则相反，人们盘

算的是，在掌握一定量必要劳动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够获得一定量

的剩余劳动。

资本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里发展到势不两立的程度，

因为，资本不仅是使活的劳动力贬值的手段，而且也是使它变为过

剩劳动力的手段：或者对于一定的过程来说使它成为完全过剩的；

或者在一般情况下把它缩减到最低数量。在这里，必要劳动一旦不

是提供剩余劳动所必需的，它就会直接变成过剩的劳动，变成过剩

人口。

前面１４５已经指出，资本如何因此在实际上——违反自己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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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减少一定资本可以生产的剩余劳动量。①而由此又产生了

一种相反的趋势，即迫使相对说来数量不大的、真正在机器上操作

的工人去完成最大数量的绝对剩余劳动，也就是扩大绝对工作日。

因此，工业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们反对在工场手工业时期

还占优势的一种偏见，即认为雇用最大数量的工人似乎符合国家

——在这种场合就是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相反，这里的任务

是：尽可能减少生产剩余劳动所需要的工人人数和制造过剩

人口。      

（γ）对于工人来说，这里涉及的不仅是消灭他们的专业和使他

们的劳动力贬值，而且还要消灭数量经常变动的那一部分工人的

唯一商品——劳动力，这一劳动力作为过剩的劳动力被机器代替；

这种代替的发生，或是由于一部分劳动完全由机器完成，或是由于

看管机器的工人人数大大减少，而那些与机器竞争的属于过去生

产方式的工人破产了。这些工人生产商品的个人的必要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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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ⅩⅩ—１２４１ａ］１４６资本（Ｃ）最初等于ｃ（不变资本）＋ｖ（可变资本）。

产品Ｐ或Ｃ′，即已实现的资本（因为资本只有成为增殖的价值，成为原价

值加上剩余价值时才实现），等于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加剩余价值，后者等于

Ｘ。

因此，我们得出下列方程式：

（１）Ｃ＝ｃ＋ｖ。

（２）Ｃ 或Ｐ＝ｃ＋（ｖ＋ｘ）。

如果在第二个方程式中，我们假设ｘ＝０，那么，Ｃ 或Ｐ＝ｃ＋ｖ，即等于Ｃ。

这就是说，在这种场合，产品的价值与原有资本的价值没有区别；因此，资本没

有实现为资本。

如果我们列一个方程式ｙ＝ｆ（ｘ），这里ｆ是ｘ的函数，而且ｘ变为ｘ＋ｈ，那

么，从ｙ＝ｆ（ｘ）可以得出Ｙ＝ｆ（ｘ＋ｈ）。

“很明显，如果Ｙ＝ｆ（ｘ＋ｈ），ｈ等于零，那么，Ｙ就变成ｙ。”（弗朗克尔《微

分学》）１４７［ⅩⅩ—１２４１ａ］



已不再是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他们的劳动在１６—１８小时中所创

造的价值仅仅是［ⅩⅩ—１２６０］在机器生产的条件下只要６或８小

时的劳动就能够创造出来的价值。由于劳动时间延长到超出一切

正常界限，同时劳动时间的报酬变坏了，——因为价值是由机器生

产的商品的价值来调节的，——这些工人就同机器展开斗争，并且

一直斗到自身被毁灭。（见补充笔记本中关于织布工人的

例子１４８。）       

可见，机器一方面具有不断抛出工人的趋势，——无论是从机

械工厂本身中抛出，还是从手工业企业中抛出，——另一方面机器

还具有不断吸收工人的趋势，因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

剩余价值只有靠增加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办法才能提高。对工

人的这种吸收和排斥，因而，工人生活的经常波动，是特有的

现象。        

在罢工中还出现这种情况：应用和发明机器是为了同活劳动

的要求直接相对抗，机器成了压制和破坏活劳动的要求的工具。

（见李嘉图关于机器和活劳动之间的经常对抗的论述１４９。）

因此，在这里还存在着劳动的客观条件——过去劳动——与

活劳动相异化的情况，这种异化使劳动的客观条件变成活劳动的

对抗性的对立物，结果，过去劳动，其中包括劳动的一般社会力，自

然力和科学，直接变成了一种武器，这种武器部分是用来把工人抛

向街头，把他变成多余的人，部分是用来剥夺工人的专业和消除以

专业为基础的各种要求，部分是用来使工人服从工厂中精心建立

的资本的君主专制和军事纪律。

因此，在这种形式中，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中产生的、并由劳

动本身创造的劳动的社会条件，不仅完全成为对于工人来说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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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属于资本的权力，而且完全成为敌视工人、镇压工人、为了资本

家的利益而反对每个工人的权力。同时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不仅引起形式上的变化，而且使劳动过程的全部社会条件和工

艺条件发生变革；资本在这里不仅表现为不属于工人的劳动物质

条件，即原材料和劳动资料，而且表现为同每一单个工人相对立的

社会力和他同其他工人共同完成的劳动形式的化身。

在这里，过去劳动——在自动机和由自动机推动的机器上

——似乎是独立的、不依赖于［活］劳动的；它不受活劳动支

配，而是使［活］劳动受它支配；铁人起来反对有血有肉的

人。工人的劳动受资本支配，资本吸吮工人的劳动，这种包

括在资本主义生产概念中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工艺上的事实。

奠基石已经埋好。被推动的死劳动已经具备，而活劳动只不过是死

劳动的一个有意识的器官。在这里，已经不是协作形成整个工厂的

活的相互联系的基础，而是机器体系构成由原动机推动的、包括整

个工厂的统一体，而由工人组成的活的工厂就受这个统一体支配。

这样一来，这些工人的统一体就获得了显然不依赖于工人并独立

于工人之外的形式。        

现在还需要引述的，首先是尤尔和其他人的著作的有关部分，

其次是某些关于科学和自然力的论述。

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工厂不断排斥所需要的工人，而又把这

些被排挤的工人重新吸引来执行机器本身所确定的职能。例如，假

定５０个工人中有４０个被排挤出去，这决不妨碍把这４０个工人重

新吸收进来，不过，现在已经是处在新的生产水平的基础上了。但

是，要更详尽地考察这个问题，会涉及到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

例，而这不是这里所要分析的。最终建立在使用机器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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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业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把过剩人口吸收进来，对于证明这一点，

经济学家们惊恐不已，这是很可笑的。他们最初想证明机器是好

的，因为机器节约劳动，后来，又证明机器仍然是好的，因为机器不

节约劳动；而被机器在一个地方代替了的手工劳动，在另一个地方

又作为手工劳动被使用。［ⅩⅩ—１２６１］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了

安慰工人，特别列举出那些不用机器完成的、但却由于使用机器而

成为必要的辅助劳动。可见，这种安慰无非是说，机器仅在表面上

消除沉重劳动，实际上机器不过创造出同这种劳动的旧形式并存

的新形式。换句话说，既然这里涉及的是在机械工厂中工作的工

人，那么，这种安慰无非是说：尽管有了机器，——并且尽管由于使

用机器而使单个［机器］工人遭受的劳动折磨加重了，——但是，注

定要担负上述沉重劳动的工人人数却日益增加。然而，这里不是更

详细地考察这个问题的地方，因为，这个问题要求对资本的现实运

动进行研究，而在这里这还是不可能的。不过，我在上面引用的例

子已足以把这种情况说清楚，即机器可以从两个方面起作用。这里

同样也没有必要更详尽地说明，机器不仅暂时地而且绝对地造成

人口过剩的这种趋势怎样在农业中必定取得优势。

过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同机器体系一起，——以及同以机

器体系为基础的机械工厂一起，——不仅成为表现在资本家和工

人之间的关系上的社会真实，而且还成为可以说是工艺上的

真实。       

试问，既然全部劳动，无论是机器直接完成的劳动，或是机器

可能完成的劳动，自始至终应当少于以前未使用机器时所生产的

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那么，怎么能够想象，使用机器后，——撇开

资本和劳动的游离不说，——直接能够使用新的和更多的劳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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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尽管机器生产的１码麻布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比未用机器时

生产的１码麻布中所包含的劳动量要少，但是，由此决不能得出这

样的结论：以前生产１码麻布，现在用机器生产１０００码，可是，劳

动，即消耗在亚麻的栽培、运输以及一切中间工作上的劳动，却完

全没有增加。这种劳动的增加不是发生在１码麻布所包含的劳动

量上，而是发生在同织造本身无关的大量准备工作上，这种准备工

作对于１码和对于１０００码说来是大不相同的，不管就劳动的准备

过程来说，还是就流通过程（运输）来说，都是如此。由于用机器操

作，每１码麻布变便宜了，但１０００码麻布比过去１码所使用的辅

助劳动增加到１０００倍。

大生产——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第一次使自然力，即

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

会劳动的因素。（在农业中，在其资本主义前的形式中，人类劳动只

不过是它所不能控制的自然过程的助手。）这些自然力本身没有价

值。它们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但是，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自然

力，而机器是有价值的，它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因此，自然力作

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并且只有机器的主人

才能占有。

由于这些自然因素没有价值，所以，它们进入劳动过程，却

并不进入价值形成过程。它们使劳动具有更高的生产能力，但并

不提高产品的价值，不增加商品的价值。相反，它们减少单个商

品的［价值］，因为它们增加了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量，因

而减少了这个商品量中每一相应部分的价值。只要这些商品参与

劳动力的再生产，劳动力的价值就减少了，或者说，再生产工资

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缩短了，而剩余劳动则增加了。可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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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占有自然力本身，并不是因为它们提高商品价值，而是因

为它们降低商品价值，因为它们进入劳动过程，而并不进入价值

形成过程。只有在大规模地应用机器，从而工人相应地集结，以

及这些受资本支配的工人相应地实行协作的地方，才有可能大规

模地应用自然力。       

自然因素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因素被列入资本的组

成部分——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

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

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

基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ⅩⅩ—１２６２］

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

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

为致富的手段。

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才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

能解决的实际问题。只有现在，实验和观察——以及生产过程本身

的迫切需要——才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

样一种规模。现在，科学，人类理论的进步，得到了利用。资本不创

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样一

来，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而在以

前的生产阶段上，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

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因而整个

说来从未超出制作方法的积累的范围，这种积累是一代代加以充

实的，并且是很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扩大的。（凭经验掌握每一种手

艺的秘密。）手和脑还没有相互分离。

豪威耳先生（工厂视察员）在《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１８５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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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第５３—５４页中说：

“按照这方面很有权威的人士的意见，显然，工厂中的劳动是不需要智力

有很大发展的沉重劳动的变种。”

他还引用了厂主自己的以下说法：

“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

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别的

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这样快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

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所起的作用

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任何一个普通的粗工６个月就可以学

会。”（《纱厂工头和厂主的保护基金。基金收支委员会提交纱厂工头和厂主中

央联合会的报告》１８５４年曼彻斯特版第１７、１９页）

（关于工厂这个词，在１８４４年工厂法的解释条文（维多利亚女

王在位第七年通过的工厂法第１５章第７３条）中说：

“工厂一词……应指可以在其中或在其院内使用蒸汽、水或其他一切机

械力来推动或运转机器，以进行预先清理、加工或整理，或从事与加工棉花等

有关的任何过程的一切建筑物和房屋……”

在这里，在给工厂下定义时，是以棉、毛、鬃毛、丝、亚麻、大麻、

黄麻或麻絮为对象的，这种情况当然只是个别场合，只有局部意

义，同工厂的实质无关。）

在这里，机器的特征是“主人的机器”，而机器职能的特征是生

产过程中（“生产事务”中）主人的职能，同样，体现在这些机器中或

生产方法中，化学过程等等中的科学，也是如此。科学对于劳动来

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而科学的应用一方面表

现为传统经验、观察和通过实验方法得到的职业秘方的集中，另一

方面表现为把它们发展为科学（用以分析生产过程）；科学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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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即自然科学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同样是建立在这一过

程的智力同个别工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相分离的基础上的，正象

生产的［物质］条件的集中和发展以及这些条件转化为资本是建立

在使工人丧失这些条件，使工人同这些条件相分离的基础上的一

样。况且，工厂劳动使工人只能获得某些操作方法的知识；因此，随

着工厂劳动的推广，学徒法废除了；而国家等为争取童工至少学会

写字和阅读的斗争表明，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上述应用和在这一

过程中压制任何智力的发展，这两者是一致的。当然，在这种情况

下会造就一小批具有较高熟练程度的工人，但是，他们的人数决不

能同“被剥夺了知识的”大量工人相比。

［ⅩⅩ—１２６３］另一方面，下述两种情况也是明显的：

自然科学本身｛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的发展，也象与

生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的发展一样，它本身仍然是在资本主义

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

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由于自然

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

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

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因此，随着资本主义

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

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

“这一发明〈铁人１５０〉证实了我们已经阐述的理论：资本招募科学为自己

服务，从而不断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范。”（尤尔《工厂哲学》１８３６年巴黎版第

２卷第１４０页）

非常可爱的是，尤尔在这里告诉我们，科学为资本服务，就使

反叛的工人就范，——据他说，由罢工引起的发明就特别明显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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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这一点，——可是同一个尤尔又向工人呼吁：

“上帝给改良的进程规定的使命是，把工人的肉体的职能从牲畜般的劳

动中解放出来，并让工人有空闲时间运用自己的智力去思考自身永恒的利

益。如果工人温顺地服从改良的进程，他们的命运就会迥然不同。”（同上，第

１４３页）

尤尔在这里直率地向我们宣称，被招募来为资本服务的科学

使劳动受资本支配，就是这个尤尔又说：

“机械物理学使社会普遍得到的好处，以及它在改善人类命运方面所蕴

藏的手段，人们很少注意；可是对于这一科学，有人竟从另一方面加以指责，

说它甘受富有的资本家的支配，充当压迫贫苦阶级的工具，并要求工人以过

高的速度劳动。”（同上，第１卷第１０页）

（在官方人士中，尤尔实际上最真实地表达了工厂制度的精

神，即整个现代工业的精神，因此，在这里我们想把他的自相矛盾

的说法作一简单的对比。

“这类工人虽然也在工厂做工，其实并不是工厂工人，因为他们同自动机

械无关，这类工人是使棉纺织厂和其他工厂受到严厉指责的主要根源。”（同

上，第１３页）

真正的机器工人的这些帮手，似乎不是工厂制度的必然产物。

“人类天性的弱点如此之大，以致工人越熟练，就越任性，越难驾驭，因此

越不适合整个机械体系，工人不驯服的脾气，给整个体系造成巨大的损害。所

以，对于当代厂主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科学与他们的资本的结合，把他们

的工人的任务归结为让他们表现出机警和动作麻利这样一些品质，如果把他

们固定在一点上，这些品质在少年时期就能很快培养起来。”（同上，第３０

页）       

“因此，这种对可能性的约束，这种对思想的限制，这种身体被束缚的状

况，——道德家把这一切归咎于分工，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平均分配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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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下，这一切通常是不可能存在的。”（同上，第３３页）

“机器的一切改良的一贯目的和趋势，的确是要完全取消人的劳动，或者

是以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以非熟练工人的劳动代替熟练

的手工业者的劳动，从而降低劳动的价格。”（同上，第３４页）

“所以，自动体系的原则是：［ⅩⅩ—１２６４］用机械技巧代替手工劳动，把

生产过程分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来代替各个手工业者之间的分工。”（同上，

第２９—３０页）

“为了适应劳动等级制，要经过几年学徒，直到眼和手学会完全能够进行

某些机械操作；可是，在自动体系下，却把生产过程分解开，把它划分为若干

组成部分，使所有这些部分都服从于自动机器的运动，可以把这些十分简单

的作业交给能力最平庸的单个工人去做，只须预先使他接受短期训练。在必

要的时候，工厂经理甚至可以随意把他从一台机器调到另一台机器。”（同上，

第３２页）

尤尔对我们说，使用机器的一贯目的，是使劳动贬值和用非熟

练劳动排挤熟练劳动｛因为现在技巧已转移到机器上去了，而且机

械技巧的应用代替了单个工人的知识｝，随后，他指出机器的优越

性之一是：

“机器用十分完善的劳动代替了几乎没有技巧的劳动。”（同上，第４５—

４６页）１５１

在同一个地方他还说：

“它们使工人比从前完成更多的工作；同时，时间｛即不是工人应当劳动

的时间，而是完成更多的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劳动｛这是不对的，随着机器速

度的加快，劳动强度增大了｝和产品质量却照样不变。”（同上，第４５页）

机器迫使工人连续劳动：

“同样，要使他放弃过去那种随意中断它〈劳动〉的特权，因为这种中断会

打乱整个企业的进程。”（同上，第２卷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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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尔告诉我们，机器生产的趋势是使劳动过剩或贬值，尔后又

接着说：

“他们不应该象他们过去所做的那样，抱怨自己主人的兴旺，并采取极端

手段以图阻止进一步的兴旺，他们应该心怀感激之情并且为了切身利益而对

在他们协助下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 如果没有因为工人的错误见解而

引起的激烈冲突和中断，工业制度的发展还要迅速，给有关各方带来的利益

还要大。”（同上，第５—６页）

这样说来，工人举行罢工等等就害了自己；因为他们妨碍了机

械工厂的更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尤尔又反过来责备工人，说他

们的罢工、联合等引起了各种发明和扩大了工厂制度，加速了这个

制度的发展，因而害了自己。（在前面他说，工人应当放弃“中断劳

动的特权”。现在他声称，“工厂劳动似乎是连续不断的”（同上，第

４９页），这种说法是撒谎。因为他认为看管机器的劳动不是劳动，

只有工人用手指操作时才是劳动。）

“对大不列颠各工业城市的居民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机器的改良是逐渐

实现的，或者，至少机器的利用只是逐渐普及的。”（同上，第６８页）

一方面，尤尔大肆颂扬由于工人的联合和罢工而引起的发明，

指出它们大大发展了工厂制度——生产力，同时它们使这一制度

完善化。例如，尤尔把铁人颂扬为

“恢复工人阶级中间的秩序和保持大不列颠在棉纺织工业中的统治地位

的一个创造”（同上，第１３８页）。

在印花厂中应用机器（印花机等）的情况也是如此：

“资本家终于求助于科学来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奴役，于是，他们很快地

就恢复了自己的合法权利——头脑支配身体其他部分的权利。”（同上，第

１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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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没有头脑和意志，他们只是作为工厂躯体的肢体而存

在，这是资本的合法权利；正因为如此，资本才作为头脑而存在。）

尤尔详尽地说明，工人由于自己的愤怒而“加速了”工厂制度

的发展，从而使自己极度贫困。

“这种反叛表明［ⅩⅩ—１２６５］人们的目光短浅，因为他们具有非常可鄙

的性格，竟使自己做了自己的刽子手。如果工人温顺地服从改良的进程，他们

的命运就会迥然不同。”（同上，第１４２—１４３页）

尤尔还证明，“被招募来为资本服务的科学”在资本与劳动的

一切冲突中虽然迫使工人“无条件投降”（同上，第１４２页），并保证

资本享有“合法权利”，来充当工厂头脑并把工人降低到工厂的没

有头脑的、没有意志的肢体的地位，然而资本招募来的科学并没有

被用来压制“被压迫阶级”。

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

中的应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但是，这只是通过使

工人从属于资本，只是通过压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专业的发展来

实现的。

我们再往下看，尤尔怎样论证机器排挤劳动，把工人抛向街头

以及由此造成劳动贬值，另一方面，他又怎样描述劳动反过来又被

吸收；因为这种排斥和吸收是工厂制度的典型特征。

｛尤尔指出，工厂制度更迅速发展的优点在于，在这种情况下，

有些工人会成为资本的军士而与本阶级相对立，或者说工人暴发

户的事例会增多，这些人本身变成了工人的剥削者。但是，尤尔特

别指出，这将会导致工厂工人人数的增加：

“优秀的工人可以在新的企业中得到监工、经理和股东的位置，并使自己

的人数众多的伙伴能够找到职业。”（同上，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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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常常提供熟练工人变成财主的事例。”（同上，第６页）｝

｛尤尔承认，国家对工作日的调节，十二小时和十小时工作日

法令等等所以能够存在，应该完全归功于工人的“愤怒”，归功于他

们的联合会（他争辩时称之为“联盟”）：

“正是在这种愤怒，这种抱怨｛１８１８年时期纺纱工人联合会所表现出的｝

之后，在１８１８年公布了罗伯特·皮尔爵士关于规定工厂劳动小时的法令。由

于这种不屈服精神的进一步表现，１８２５年颁布了第二个法令；１８３１年颁布了

以约翰·凯·霍布豪斯命名的第三个法令。”（同上，第１９页）｝

｛“纺织工人联合会完全成功地愚弄了头脑简单的人，它描绘了一幅幅白

人奴隶制和屠杀儿童的幻想图画，这些儿童年年被当作祭品推上印花布堆献

给玛门。”（同上，第３９—４０页）｝

“机器改良不仅可以减少为取得一定成果所使用的原来数量的成年工

人，而且用一种人代替另一种人：熟练程度低的代替熟练程度高的，儿童代替

成年人，女工代替男工。所有这些变化都引起工资率的新的波动。据说，这减

少了成年工人工作日的总数，排挤掉一部分成年工人，因而成年工人的人数

现在超过了对劳动的需求。然而，无疑这扩大了对儿童劳动的需求，提高了儿

童劳动的工资。”（同上，第６７页）

“如果棉纺织工业在发展中受到某种挫折，或者，甚至它的不断扩大不足

以使那些被它不断抛出的成年工人重新找到职业，那就可以说，机器的改良

会导致工资的降低。”（同上）

在这里，对过程的描述是正确的。机器生产不断地把成年工人

抛出去，以后又“使他们重新找到职业”，把他们重新吸收到劳动中

来，——即使单纯为了这一点，机器生产也需要不断扩大。

机器的改良是逐渐实现的，或者说，机器的应用只是逐渐普及

的。同时，不断地和逐渐地增长着的还有

“［对工业品的］需求规模，因为，由此引起的工业品变便宜，使越来越多

的消费者能买得起它们，这样一来，就保持了使用成年工人的必然性。改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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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结果因此得到平衡：它既使成年工人受到排斥，迄今［ⅩⅩ—１２６６］为止

又没有使成年工人工资明显降低”（同上，第６８—６９页）。

“现在棉纺业中可能降低工资，因为自从走锭精纺机的规模扩大以来，人

手总是够用的……纺纱工人预见到，大量的人手存在势必降低他们的工资，

就共同出资把自己的失业伙伴送往美洲……工人联合会按照其章程有责任

支付一定的款项来接济它的失业会员，以免他们被迫为过低的工资而劳动。”

（同上，第７４—７５页）

“｛机械工厂里｝工资水平这样高的主要原因是，工资只占所生产的产品

价值的一小部分〈而这完全属于加进材料的那种劳动〉。工资在商品价值中所

占的份额越小，一般说来，劳动的价格就越高。”（同上，第７８页）

尤尔谈到，工厂主在同工人的斗争中扩大了纺纱机（走锭精纺

机）的规模，增加了纱锭的数目等等。对于这种做法

“工人不能堂堂正正加以反对，因为它直接提高每个纺纱工人的工资，或

者至少保持原来的工资水平，不过同时减少生产同一商品量所必需的工人人

数。结果，留用工人生活宽裕，而大批工人却受穷”（同上，第１３３—１３４页）。

（不过，尤尔在这里（第１３４页）承认：

“走锭精纺机长度的增加，引起劳动量的某种增长。”）

分工和机械工厂。尤尔在谈到浆纱机的发明时说：

“这样一来，一帮不满分子自以为在旧的分工线上构筑了无法攻破的工

事，却发现现代机器战术已把他们的侧翼包围，他们的防御手段已经毫无用

处。他们只好无条件投降。”（同上，第１４２页）

｛例如，英国的工资可能比大陆高，但是相对说来，即同劳动生

产率相比，却比大陆低１５２。尤尔自己摘引了工厂报告的补充报告

（约·伍·考威尔先生所编制的图表的前言）中的一段话：

“考威尔先生对纺纱业作过非常仔细的调查，他在自己的补充报告中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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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证明：英国的工资虽然对于工人说来，可能比欧洲大陆高，但是对于资本家

说来，实际上比欧洲大陆低，这是因为每台机器每天所完成的工作量，［绰绰

有余地］补偿了［机器工人的］较高的工资。”（同上，第５７—５８页）｝

｛关于实行计件劳动时确定最低限额和整个工资的问题，尤尔

说：

“交给纺纱工人一定重量的棉花，经过一定时间，他必须交出一定重量的

有一定精细程度的线或纱，并且根据这样提供的每一磅产品，得到一定的报

酬。如果他生产的产品质量不好，他就要受罚；如果产品数量少于一定时期应

完成的最低限额，这个工人就会被解雇，就会被更能干的工人所代替。纺纱工

人使用的纺纱机的生产力是经过精确计算的，用这种机器完成的劳动的报

酬，随着这种机器的生产力的提高而减少，虽然不是按照同一比例减少。”（同

上，第６０—６１页）

后面这种起缓和作用的情况出现在这样的场合：所生产的产

品的价格不是按它的价值减少的比例降低，加上对劳动的需求很

大，以致工人可以把提高了的生产率的一部分占为己有。或者，起

缓和作用的情况出现在这样的场合：随着机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

强度也增加了，从而在一定的时期内，劳动并不是保持不变。此外，

尤尔先生自己说，随着纺纱机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使用的应由纺纱

工人支付工资的童工的人数也增加了，这样一来，对比表上所显示

出来的纺纱工人工资的表面增加就消失了，而且，可能甚至变为减

少。例如，如果纺纱机的纱锭数由５００增加到６００，那么，

“这一增长使机器的生产力提高了五分之一。在这种场合，纺纱工人的计

件工资会降低；然而因为它不会降低五分之一，所以纺纱机的改良使纺纱工

人在这同一小时数中获得的工资增多。由此得来的全部利益，由主人和工人

瓜分了。前者的利润和后者的工资都因此同时增加了。对上述计算应作一定

的修正……就是说，纺纱工人由于不得不增加他的年幼的下手的人数，而担

负一笔额外的费用，［ⅩⅩ—１２６７］这笔费用应从他多得的６便士中扣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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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扣除应当考虑在内”（同上，第６６—６７页）。

（正如尤尔本人后来所承认的，随着年幼的下手的增加，一部

分成年工人等等“被排挤了”。｝

尤尔用来安慰工厂工人的论据，实际上是这样的：同一个工厂

制度所造成的大农业中的农业工人的状况更为糟糕；在矿山和尚

未发展到机械工厂水平的加工业中的儿童劳动更为沉重；特别是

被机器挤垮或不得不与机器竞争的那些部门的工人，以及被机器

排挤的过剩工人不断投入的那些部门的工人，比直接在机械工厂

中就业的工人处境更加困难。按照尤尔的说法，正是这种情况可以

证明，工厂制度有利于工人阶级！

“例如，据说，蒸汽机推动机械织机快速运动，迫使在织机上操作的工人

用同样的速度才能跟上它；而在家里干活的织工则不受这个自动发动机的不

停的动作的约束，他们自由自在地投着梭子和蹬动踏板，完全随心所欲。”（同

上，第１卷第１０—１１页）

尤尔摘引了曼彻斯特的卡尔伯特医生的一段话：

“不久前，罗伯特·皮尔爵士曾断言在普通的手工织机上操作的织工大

部分是小农，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为错误的了；他们在城内的地窖和阁楼里生

活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十分悲惨地打发着日子，为了最微薄的收入一天劳

动１６到１８小时。”（同上，第１１页）

“纺织工厂分为两类：一类工厂的生产是用工人私有的〈并非全是如此，

而且所占比例越来越小〉许多单独的小型机器进行的；另一类是用厂主的整

个机器体系进行的。织袜机和姆斯林捻线机是第一类机器的例子；纺纱机和

机械织机属于第二类。第一类工人分布在国内广大的地区，在劳动和工资方

面相互竞争，不可能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有效地反对自己的老板。即使他

们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既会使自己老板的资本遭到损失，也会

使自己的私人资本遭到同样的损失，也就是说，既会使自己的老板失去用于

为工人购置材料的投资的利息，也会由于自己的织机和劳动场所闲置不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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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同样的利息。第二类工人则必然会联合成很大的群体；而且他们无论在

机床上，还是在劳动场所上都没有投资。如果他们想暴动，便很容易达成协

议，而且他们由于任意停工而受到的损失，仅限于某一段时间的工资，可是他

们使自己的老板在资本和所付税款的利息上受到很大损失，至一在象我们这

样潮湿的气候下，由于机器闲置不用而使机器的活动的和灵敏的金属部件遭

受的损坏还没有计算在内……如果除这些利息的损失外，再加上丧失这笔资

本原来会带来的利润，那就可以看出……工人的毁灭性的骚乱使工厂主遭到

的损失有多大。”（同上，第２卷第７—９页）

（“利息”和“利润”是侵占剩余劳动的结果，在这里，它们的损

失竟被看成仿佛是人们偷窃了这帮坏蛋自己的财产及其自然果

实。）｝

｛“很难理解，既然水力发动机和蒸汽机使工人的劳动减轻了，为什么他

们还是不愿意从事１０小时以上的劳动。他们拿自己的劳动和木匠、石匠等低

级手工业者的劳动相比；他们说，这些手工业者从早晨６点工作到晚上６点，

中间有两次休息，每次一小时。这类工人和大多数工厂工人完全不同，他们的

劳动全靠手的力量去完成，并且他们都经过长时间的和代价很高的学徒生

活。可是，种类繁多的林子或花边的生产者、手工织工、梳毛工以及无数的各

种其他工人，他们为了维持可怜的生活每天劳动１２到１６小时，对于这些工

人，工厂工人又能说些什么呢……这些得到好处的〈不言而喻，资本家是得不

到好处的！〉好发议论的人们〈尤尔可决不是好发议论的人！〉，没有［ⅩⅩ—

１２６８］注意到，他们由于缩减了劳动小时，从而也减少了最有利的职业所提供

的生活资料，这就引起了各类最沉重的劳动的更激烈的竞争，而他们如果轻

率地放弃了他们自己的劳动的莫大好处，就会给全体工人造成损失。”（同上，

第７６—７７页）

尤尔的这种“好发议论的毛病”，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总

之，如果工人劳动１０小时而不是１２小时（假定生产率保持不变，

并不因新发明而提高），那么，资本家为了继续以原来的规模进行

生产，决不应当同时使用更多的工人，因为这样就会使失业工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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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过剩人口减少，从而使工人之间的普遍竞争减弱。反过来

说，同时雇用的工人越少，竞争就越激烈！如果６个工人每天劳动

１２小时而不是１０小时，他们就完成２小时的追加劳动，这样，他

们每天就代替了一个工人，而每周就代替了６个工人。按照尤尔的

说法，恰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竟多用了６个工人，因为有６个工

人被代替了！｝

｛“手工（家庭）劳动或多或少地受的损失在于工人任意停工，因此，它所

生产的一年的或一周的平均产品，永远不能同由不变的均匀的动力推动的机

器所生产的相应产品相比。所以，在家里劳动的织工到周末时所生产的产品，

很少能够超过他们的织机在他们加速工作时所达到的那种速度下每天不停

地开动１２—１４小时所能生产的产品的一半。”（同上，第８３—８４页）

“现在，线袜织工的纯工资是每周４到７先令；但大多数甚至没有

达到这两级工资中的最低额……生产袜子的工人一般都是勤劳的和

行为规矩的人……他们的工资每周平均不超过６先令６便士。必须有

这个数额才能养活一个男工同他的妻子和孩子。这样一来，这些工人

大都穷得可怕，甚至连最必需的东西也买不起……编织网布是另一种

不在工厂中进行的和带来同样悲惨后果的专门劳动。在大不列颠有

１５万以上的女工，几乎全是年轻姑娘，靠这种行业来维持生活。这种

活全部在家里完成；虽然它比花边业的任何其他部分都要求有更高

的灵巧和更为繁重，可是报酬很低……她们从清早干到夜晚，在漫长

的工作日里老是弯着腰伏在生产网布的织机上”等等……“她们的体

质全面衰弱，同时具备了患肺病和肢体变形的素因”等等。“正因为她们

厌恶工厂里的连续不断的劳动，厌恶这种劳动的清规戒律，同时渴望从事较

高级的劳动——所有这些原因以及其他原因，迫使她们牺牲自己的幸福和健

康，在家里编织网布。‘我宁愿干这种活也不愿在工厂劳动，虽然我们挣不了

那么多（一个年轻姑娘在回答别人的询问时是这样说的）；在家里我们自由自

在，不管吃什么，总是合自己的口味。’”（同上，第８６—８８页）

不管上面这些话使工厂制度多么值得骄傲，可卑的是，尤尔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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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由此得出概括性的结论。例如拿棉纺织业来说，如果要再吸收

１５００００个姑娘，它该扩大多少啊，只要想一想，在１８６０年，也就是

几乎在尤尔这本书出版三十年以后，在联合王国所有的棉纺织工

厂中做工的各种年龄的妇女总共才有２６９０１３人！请看，此人竟胡

说些什么。也许这１５００００个姑娘都只愿意在工厂中做工吧，可是，

１８６０年在所有工业部门的所有工厂中做工的各种年龄的妇女总

共才有４６７２６１人！不过，尤尔的功绩在于，他为了吹嘘工厂劳动而

指出和强调还留在工厂大门以外的工人处境更加困难，——处于

这种状况的工人本身就是工厂制度的结果。尤尔强调手工织工的

极端贫困，好象这种贫困不是机器织造业和正好要利用这种贫困

的资本家所造成的结果。

“这些穷人彼此毫无联系。他们各自单干，在潮湿的地窖里，一天能干多

长时间就干多长时间；［ⅩⅩ—１２６９］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劳动果实提供给原料

所有者，后者得到的当然是最便宜的供给。”（同上，第９２页）

“一切公正的法官都不得不承认，在最坏的棉纺织厂的最不适宜工作的

车间中的最沉重的劳动，也比最好的煤矿里的劳动要轻松些，缓和些，体面

些。”（同上，第９０页）

“我不准备列举那里对人的恶劣态度和粗暴表现的详细情况。这是那些

煤矿主的耻辱。”（同上）

关于纺纱业和织造业的联合，尤尔说：

“这样的工厂可以较少担心竞争，因为它的资本和生产规模较大。”（同

上，第７８—７９页）

“大陆上的民族在达到能够建立和利用环锭精纺机、自动走锭精纺机、走

锭精纺机和机械织机的卓越体系之前，还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要有完全的

安定和大量的资本。”（同上，第８１页）

“另一方面，那些不属于工厂的、可以集中在单独一台机床或用手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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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机器上的生产部门，是所有比邻国家的手工业者都能采用的；这些部门

的利润很快就降到与投入其中的资本量相适应的最低限度，而工资也不比那

些生活便宜的国家高。织袜业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可悲的例子。”（同上，第

８２页）

尤尔的见解就是这些。｝

          

造船业、海运业、地理学、天文学等领域的成就，使茶叶的价格

由每磅６—１０镑下降到１—３先令。（霍吉斯金）

“自然因素〈例如水力、煤等等〉现在并不具有它在四十年前或四百年前

不曾有的东西，但是资本却使它的能量用于生产。”（凯里《政治经济学原理》

１８３７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１册）

在十三世纪（部分地在十四世纪），英国的农业处于

“十分悲惨的境地：迷信对农场主的影响很大，以致他不想在某些不吉利

的日子里播种”等等“对于经营一个好农场来说，农具一般也都效率不高；因

此收成不大好，往往每英亩收成不超过６蒲式耳”（约·德·塔克特《劳动人

口今昔状况的历史》１８４６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４９页）。

（现在平均产量是３夸特或２４蒲式耳。）

交通工具的增加和改良，自然会对劳动生产力发生影响：使生

产同一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减少，并建立了精神与贸易的发展

所必需的交往。它们对劳动生产力所产生的影响，完全和耕作方法

的改良，化学、地质学等等的进步，以及普及教育（见上述有关迷信

的部分），法律保障等所产生的影响一样。早在乔治二世时代，

“我们的大路通常都是用教区贫民的强制劳动来修理的，在不能这样做

的地方，就按照关于教区各种行业的强制劳动的规章来办理”（同上，［第２６６

页］）。

“在没有象样的道路的地方，恐怕不能说存在着社会：没有道路，人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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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有任何共同的东西。”（同上，［第２７０页］）

“如今改进了农场经营的方式方法，因而８个或１０个工人就能提供１００

人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在二十年前，这需要３５个人，而在一百年前则和现在

在意大利一样，需要７５—８５人。结果，一部分农业工人被排挤到工厂城市中

去了。”（同上，第２卷第５２７页）

［ⅩⅩ—１２７０］在（英国的）农业中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随着

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平均工资不但没有提高，而且降低了。在英国，

随着农业的改良，平均说来农业工人的状况恶化了。

｛卑鄙的波特尔〈议员，曼彻斯特商会前任会长〉登在《泰晤士

报》上的一篇文章１５３将在下面加以考察。弗兰德（于１８６３年４月２７

日在下院就棉荒提出的议案中）谈到这篇文章时说道：

“这封信可以看作工厂主宣言。”１５４

弗兰德受１６个区选出的工人（郎卡郡和柴郡各地的２７名代

表）的委托，在议会上介绍了他们的状况；他从这些工人手中得到

的材料，是出席下院会议的工厂主中任何人也驳不倒的。在这里，

我们引用这篇讲话中几处最重要的地方：

劳动强度。

“工人们告诉他说，工厂中的劳动，由于机器的改进，不断加重。例如，在

最初使用机械织机时，一个工人看管两台织机；现在一个工人没有助手，要看

管三台织机，而且一个人看管四台织机也完全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投梭次数

也大大增加。例如，１８２５年每分钟投梭８５次，而现在平均是１６０次；从十小

时工作日法令通过以来，每分钟投梭次数增加了５０次。此外，情况表明，１８４７

年以来，由于机器速度的提高，现在一个工作日所完成的，不是１０小时的劳

动，而是１２小时的劳动。因此，尊敬的下院议员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近年来工

厂工人的劳动加重了多少。”

棉纺织业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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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棉纺织业有九十年的历史。在这个时期的前半叶，我们的工厂主

拥有世界垄断权……棉纺织业经历了三代英国人……它毁灭了九代纺织工

人。从１８１５年到１８３０年，英国的棉纺织业不得不与大陆欧洲和美国的棉纺

织业进行斗争。１８３３年与中国和印度的贸易门户被打开了，近三十年来，英

国的棉纺织业在东方得到广泛发展，毁灭着人类。１７９０年，美国进行了第一

次奴隶人口调查，当时共有奴隶６９７０００人。１８６１年，大约有３５０００００人。

从１８１５年到１８２１年，棉纺织业处于萧条状态；１８２２年和１８２３年，繁荣

年代；１８２４年，废除工人结社法，经常大罢工，工厂往往停工几周；１８２５年，货

币危机以及贸易和工业活动削弱；１８２６年，严重不景气，骚动；１８２７年，有所

好转；１８２８年，机械织机台数和输出量激增；１８２９年，输出（特别是向印度的

输出）超过历年；１８３０年，严重不景气，市场商品充斥；１８３１—１８３３年，继续不

景气，但在１８３３年，对东方贸易门户大开；１８３４年，工厂和机器激增。

当工厂建成，机器装好以后，终于发现，工厂区开动这些机器的人手不

够。当时工厂主向济贫法执行人建议，把农业区的过剩人口送往北方，让工厂

主吸收和消费这批人。这是棉纺织厂厂主的原话。曼彻斯特市内成立了代办

所；在济贫法执行人的同意下，编制了工人的名单并交给代办所。工厂主们

［ⅩⅩ—１２７１］来到代办所，挑选自己需要的人，然后就把这些家庭从南部运

出来。这些人就象一包包货物一样，挂上签条，装上船或货车运走了，也有人

步行，很多人被遗弃在工业区，濒于饿死的境地。这已经变成一种经常的贸

易。下院未必相信，这种经常的贸易，这种人肉贸易，继续存在，而且还在发

展，曼彻斯特代办所不断把这些人买来，卖给棉纺织厂的厂主，就象把奴隶经

常不断地卖给美国南部各州的植棉业者一样。

１８３５年，重新繁荣。机械织机排挤了手工织工；许多织工死于饥饿，有些

织工和自己的家庭一起，每天靠２ １
４便士过活；１８３６年，繁荣；１８３７和１８３８

年，处于萧条状态；１８３９年，棉纺织业复苏；维利尔斯第一次建议废除谷物

法；１８４０年，严重萧条，发生了骚乱，被军队镇压下去；１８４１年和１８４２年，遭

到可怕的贫困。１８４２年工厂主宣布同盟歇业解雇工人，以便迫使废除谷物

法。成千上万的工人涌向约克郡，又被军队驱回，工人的领袖被提交郎卡斯特

法庭：１８４３年，严重不景气；１８４４年，复苏；１８４５年，大繁荣；１８４６年，谷物法

被废除；１８４７年，不景气；与工厂主增加工资的诺言相反，工资降低；１８４８年，

继续萧条，曼彻斯特处于军队保护之下；１８４９年，复苏；１８５０年，繁荣；１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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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价格下降，工资低微，罢工频繁；１８５２年，有所好转，罢工继续发生，提议

输入外国工人到工厂工作；１８５３年，斯托克波尔特严重不景气；普雷斯顿罢

工持续八个月，要求恢复废除谷物法后所取消的百分之十的附加工资；１８５４

年，市场商品充斥；１８５５年，由于市场商品充斥，美国、加拿大和东方各市场

破产频繁；１８５６年，贸易中等程度繁荣。”

１８５７年秋季，危机（不过棉纺织业仅略受波及）。

“１８５８年，棉纺织业好转；１８５９年，大繁荣；工厂数目增加；１８６０年，棉纺

织业达到自己的全盛时期；印度和其他市场棉纺织品充斥。”

到１８６３年，这些市场的商品充斥现象，还没有完全消除。最初

［ⅩⅩ—１２７２］美国的危机对工厂主是非常有利的１５５。

“就在１８６０年，同法国的［通商］条约生效。郎卡郡的工厂和机器的激增

引起对工人人手的需求。工厂主向人肉贩子求援，人肉贩子便到多尔塞特郡

的高地、戴文郡的林中旷地、威尔兹郡的平原去搜罗，但过剩的人口已经被吸

收光了。《贝里卫报》１５６根据现有的统计断言，为了执行［同法国的］条约，郎卡

郡可以再吸收１万工人，而且还需要３—４万工人。１８６０年大小代办所走遍

了农业区，发现过剩人口已被吸收光了，于是棉纺织厂主们派了代表去求见

济贫委员会主席（维利尔斯），请求再提供给他们一些贫民习艺所的穷苦孤

儿。

１８６１年，进行了人口调查。查明农业区的过剩人口已减少；１８６２年，工厂

开工时间不足，大量的工人未能就业；１８６３年，处于崩溃状态，经常发生骚

动。

在１７７０年到１８１５年时期内，棉纺织业有５年处于萧条或停滞状态，有

４０年处于复苏或繁荣状态。

在１８１５年到１８６３年时期内，棉纺织业有２８年处于萧条或停滞状态，有

２０年处于［复苏或］繁荣状态。

１８４６年以后，从废除谷物法以来，棉纺织业有９年处于停滞或萧条状

态，有８年处于复苏［或繁荣］状态。

１８３４—１８３５年，印度手工织布工人所遭受的不幸是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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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总督说：

‘这种灾难在工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这位总督还说：‘织布工人

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

１８３４年通过了有利于把农业区的人手迁往工厂区的新的济贫法。”［《泰

晤士报》１８６３年４月２８日第８—９版］

弗兰德援引的艾德蒙·波特尔的信，发表在１８６３年５月２４

日《泰晤士报》上。在这封信中，工厂主们的这位喉舌还说了如下的

话：

“可能有人对棉纺织业工人说，他们的劳动供给太多了……也许应当减

少三分之一，这样才能保障对其余三分之二的正常需求……社会舆论坚决要

求移民……雇主不愿意看到他的劳动供给转移出去；他会想（而且看来也是

正确的）这样做既不公正又不正确……如果靠公共基金实行移民，他就有权

提出意见，也许有权提出抗议。”

在为棉纺织业辩护时，这个波特尔写道：

“的确，立法当局干预了棉纺织业的事务，调整了棉纺织业，责成它保证

儿童受一定的教育，限制妇女的劳动小时数，这对所有居民是特别有益的

……棉纺织业的增长和它的作用，无疑地吸收了爱尔兰和［英格兰的］许多农

业区的过剩人口。”

波特尔认为，经过几年以后，棉纺织业会重新走上自己兴旺的

老路，特别是通过扩大亚洲市场，尤其是印度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应当……消灭棉纺织业的供给机构本身呢？”

他引证了棉纺织业商品输出的资料：

１８３０年——１９４１８８８５镑   １８５５年——３４７７９１４１镑

１８４０年——２４６５４２９３镑   １８６０年——５１９５９１８５镑

１８５０年——２８２５７４０１镑   １８６１年——４５９７８２７２镑

［ⅩⅩ—１２７３］“在全盛时期，它〈棉纺织业〉占我们输出额的 ５
１３……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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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不会断定，只有在原料按一定的价格生产时，比如说，按每磅６便士生产

时，这个部门才能达到自己过去的规模；可能还要过一段时间，棉花的供应才

会增加到足够的程度，那时才能达到这样的价格，但谁也不能否认，时间——

也许是一年、两年或者三年——会生产出必要的数量……因此１５７，我要提出

一个问题：这种工业值得维持吗？这种机器１５８值得费力去维护吗？想抛弃这种

机器不是最大的愚蠢吗？我认为是这样。我承认，工人不是财产，不是郎卡郡

或雇主们的财产，然而他们是二者的力量；他们是有智慧的和受过训练的力

量，不是在一代人之内就能替换的；相反地，其他机器即工人进行操作的机

器，很大一部分可以在１２个月内加以替换和改良而获得利益。如果鼓励或允

许劳动力迁往国外，那资本家怎么办呢？他也迁往国外。抛掉工人的精华，固

定资本就会大大贬值，流动资本就会由于降了等级的劳动供应不足而经不起

竞争。我不准备考察１５万工人及其家属迁往何处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

题之难以回答，就象难以回答人们试图说成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的关于迁往国

外的那个问题一样。有人对我们说，工人希望迁往国外。工人要这样做，那是

很自然的……抛掉棉纺织业的劳动力，把支付给它的工人的工资，比如降低

１
３，或５００万，使棉纺织业生产缩减，这样一来，最靠近工人的上面一个阶级

即小店主怎么办呢？地租及小屋租金怎么办呢？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工人自己

的或最靠近工人的上面的人们的积蓄和财产怎么办呢？如果 １
４工人没有工

作，租金额怎么办呢？现在我们工人人口中每一个男子，每一个妇女和每一个

儿童，每人每年住房要花２０先令。请仔细考察一下从下到上对有关方面的影

响吧，考察一下对小租地农场主，对比较优裕的房主，最后，在最小的程度上

对土地所有者的影响吧。输出国家的最优秀的工厂工人，破坏它的那部分生

产效率最高的资本和财富的价值，来使这个国家贫弱，请问，对国内一切阶级

说来，还有什么计划会比这种计划更具有自杀性呢。

在最坏的情况下，５００万或６００万镑有充分保证的债款，从国家的角度

加以合理的分配和使用，就可以维持和最终恢复这种工业；这种工业对国家

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繁荣能作出在人类历史上空前巨大的贡献……因此，我

建议两三年内分批发行公债（不是施舍，不是行善，以后将会出现的个人捐献

除外）；这笔钱由棉纺织工业区济贫所所属的特别委员掌管；这项事业应当通

过特别法律来实施，规定实行一定的强制劳动，以便至少是保持接受贷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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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道德标准。无论是国务活动家，或是雇主，还是郎卡郡的土地所有者，

现在都势必遇到困难并与之斗争；在当前的条件下，这是他们刻不容缓的责

任。有人会对我说，这一切太不可信，太玄了。可能，情况是这样的。放弃自己

最优秀的工人，实行大规模的毁灭性的移民，把一个拥有２００万人口（如果把

郎卡郡以及与之比邻的柴郡的一些地区计算在内，几乎有３００万人口）的整

个地区的资本和价值弄得一干二净，而使剩下的工人道德败坏，意志消沉，对

土地所有者或雇主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坏的事情吗。”［《泰晤士报》１８６３年

３月２４日第１２版］

就在１８６３年３月２４日这一天，《泰晤士报》对艾德蒙·波特

尔这位棉纺织厂主的喉舌直接给予了应有的驳斥。下面是这篇［编

辑部］文章的有关段落：

［ⅩⅩ—１２７４］“艾德蒙·波特尔先生在我们报纸的另一栏中不厌其详地

论证，说什么郎卡郡和柴郡的棉纺织业工人应当靠国家公债过悠闲而富裕的

生活，以便使棉纺织业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复兴……波特尔先生认为，棉纺织

业的大亨们为自己积累巨额财产是对国家大发慈悲……有人对我们说，如果

不是棉纺织业，整个英国的道德和教育水平就会低得多，我们回答说，我们宁

愿把这种论断看作不学无术的寡头的妄自尊大。当有人一面对我们谈论雇主

的合法利润，一面又谈论‘自食其力的人’和从棉纺织工业区工人中空前大量

出现的‘资本家’时，我们很难同意这些互不相容的论断。

如果我们看一下某种统计手册，例如麦克库洛赫的手册１５９，就会看到棉

纺织业直接保证了将近５０万工人的生活，而且直接和间接地保证了将近

１２０万男子、妇女和儿童的生活。据悉，棉纺织业拥有经常以工资形式进行周

转并且每年给工厂主带来１３００万镑利润的８００万镑资本。在棉纺织业非常

发达的最近几年，这些数字无疑地增大了，但根据最新的不存偏见的估计，这

些数字是这个工业部门中的平均数……

艾德蒙·波特尔却另有高见。他深深感到棉纺织企业主的异乎寻常的绝

对的重要性，以致为了维持这个阶级并且使他们的行业永世长存，他准备把

５０万工人强行关进庞大的有道德的贫民习艺所。波特尔先生问道：‘这种工

业值得维持吗？’我们回答说，‘当然值得，应当用一切正直的手段来维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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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尔先生又问，‘这种机器值得费力去维护吗？’这里我们就犹豫了。波特尔先

生在这里指的‘机器’是人这种机器，关于人，他断言他并不打算把这种机器

当作雇主绝对的财产。我们必须承认，维护人这种机器，也就是把他们关起来

并且给他们上油，直到需要他们的时候为止，我们认为这是‘不值得费力的’，

甚至是不可能的。人这种机器有一种特性：尽管你上油擦洗，不使用就会生

锈。此外，正如我们已经看见的，人这种机器能自己放出蒸汽，发生爆炸，在我

们大城市的马路上疯狂地胡闹。也许，波特尔先生说的是对的，再生产工人需

要一定的时间，但只要拥有机械师和资本家，我们总是能够找到克勤克俭、吃

苦耐劳的人，从这些人中间可以造就出甚至超过我们所能需要的工厂工长。

然而，要把工人阶级封存起来，却是我们办不到的事……

波特尔先生谈到‘过一年、两年或三年’，棉纺织业又会活跃起来，要求我

们‘不鼓励和不允许（！）劳动力迁往国外’。他说，工人希望迁移国外是很自然

的；但是他认为，国家必须不顾他们的要求，把这５０万工人和他们的７０万家

属关闭在棉纺织工业区里；并且作为必然的结果，他认为，国家必须用暴力压

制他们的不满，用救济维持他们的生存，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考虑到有朝一

日棉纺织企业主可能再需要他们……即使是５０个象棉纺织业这样的部门，

也不能作为理由来使我们的１００万同胞轻率地陷入赤贫和道德败坏的境地，

即使是１０００个这样的部门，也补偿不了我国人民必然在世俗的苦难中受折

磨的可怕遭遇。现在已经是这个岛国强大的舆论行动起来，从那些想把劳动

力同煤、铁、棉花一样看待的人手里拯救出这种‘劳动力’的时候了。”［《泰晤

士报》１８６３年３月２４日第９版］｝

［ⅩⅩ—１２７５］最后，我们再次引用《联合王国要简要统计一

览》（１８８１年版）——议会出版的官方统计汇编——中关于棉、毛、

丝、亚麻等等的数字，应该把这些数字与前面有关工厂发展的数字

加以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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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王国棉花输入量（磅）

年  代 输 入 量 再 输 出 量
余额（减去再输出
的棉花后，联合王
国的棉花使用量）

１８４６

１８４７

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

１８５０

１８５１

１８５２

１８５３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

１８５９

１８６０

４６７８５６２７４

４７４７０７６１５

７１３０２０１６１

７５５４６９０１２

６６３５７６８６１

７５７３７９７４９

９２９７８２４４８

８５９２７８７４９

８８７３３３１４９

８９１７５１９５２

１０２３８８６３０４

９６９３１８８９６

１０３４３４２１７６

１２２５９８９０７２

１３９０９３８７５２

５８８６６７

６６９２３５

６６０８９１

８８２９７８

９１４９０８

９９９８２５

９９８９６７

１３２６５１５

１１０１１２６

１１１０４３０

１３０９４７２

１１７７９２５

１３３５７９０

１５６３７７８

２２３５９７０

４６７２６７６０７

４７４０３８３８０

７１２３５９２７０

７５４５８６０３４

６６２６６１９５３

７５６３７９９２４

９２８７８３４８１

８５７９５２２３４

８８６２３２０２３

８９０６４１５２２

１０２２５７６８３２

９６８１４０９７１

１０３３００６３８６

１２２４４２５２９４

１３８８７０２７８２

  现把这个统计汇编中关于输出的棉纺织品从数量和价值上作

一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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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ⅩⅩ—１２７６］      棉 纺 织 业

年  代

棉  织  品 棉 线 和 棉 纱

申 报 价 值
（镑）

数   量
（码）

申 报 价 值
（镑）

数   量
（磅）

１８４６

１８４７

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

１８５０

１８５１

１８５２

１８５３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

１８５９

１８６０

１７７１７７７８

１７３７５２４５

１６７５３３６９

２００７１０４６

２１８７３６９７

２３４５４８１０

２３２２３４３２

２５８１７２４９

２５０５４５２７

２７５７８７４６

３０２０４１６６

３０３７２８３１

３３４２１８４３

３８７４４１１３

４２１４１５０５

１０６２０９１７５８

９３７２２９４８９

１０９１３７３９３０

１３２７４４８６４０

１３４７７５６８７７

１５３６１０１９２９

１５１７５１３９１６

１５８４７２７１０６

１６８５６６８９６０

１９２９９４１６４６

２０２３７３８５４３

１９６８０５６４８５

２３１４２０５０４２

２５５１９０９９２９

２７６５３３７８１８

７８８２０４８

５９５７９８０

５９２７８３１

６７０４０８９

６３８３７０４

６６３４０２６

６６５４６５５

６８９５６５３

６６９１３３０

７２００３９５

８０２８５７５

８７００５８９

９５７９４７９

９４５８１１２

９８７０８７５

１６１８９２７５０

１２０２７０７４１

１３５８３１１６２

１４９５０２２８１

１３１３７０３６８

１４３９６６１０６

１４５４７８３０２

１４７５３９３０２

１４１１２８４９８

１６５４９３５９８

１８１４９５８０５

１７６８２１３３８

２０００１６９０２

１９２２０６６４３

１９７３４３６５５

          

现在我们回到第１２６９页①上来。

［ⅩⅩ—１２７７］“当劳动还被普遍视为卑贱的事情时，物理学家、博物学

家、力学家、数学家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不是指望得到物质奖励。他们羞于让

缪斯的女儿去为卑俗的暴利服务；他们是为了物质或数量的属性本身而研究

这些属性。他们最多也不过是有时去探求把科学应用到国家所进行的建设工

程和保健事业上……现在在所有的大学里，都设有化学、物理、力学教研室，

致力于把它们应用于各种实际目的。所有的科学家都力图证实自己的工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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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的用途，指出它们的好处是可以用来减轻劳动、丰富市场和为消费者提

供享受。”（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１８３７年布鲁塞尔版第１卷第３８页）

｛麦克库洛赫先生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５年伦敦

版第１６５页）一书中说：

“人们所设想的由于无限推广和改进机器而产生的各种不良后果，也是

不断提高工人的技能和灵巧而同样会产生的结果。”

如果这种技能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与手工业

不同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上，那么，这句话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

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麦克库洛赫也是不对的，因为尤尔正确地

指出，一个工人的技艺越高，这个家伙就越“任性”等等。技能和灵

巧的进步究竟表现为工人个人的本领，还是相反，——如在机器的

资本主义应用中，——表现为资本的属性而与工人相对立并牺牲

工人的利益，这是有很大差别的，只有麦克库洛赫这样的作者才没

有注意到这种差别。｝

“现在，把体现在机器上的知识和技能所给予劳动的一切巨大帮助，都只

归功于他的〈资本家的〉财产，而不管这种财产是用来支付工资，还是表现为

有用的工具……这种技能的〈许多工人联合劳动的〉生产力被认为是由他的

有形产品即劳动工具造成的，既不生产工具，也不使用工具，而只是工具的所

有者的人，却自认为是最生产的人。”（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１８２７

年伦敦版第２５０—２５１页）

在工业中，工人被抛向街头是断续的，而在农业中却是经常的。

关于现代农业，琼斯说：

“由于耕作的进步，从前分散用在５００英亩（也许还要多）土地上的全部

资本和劳动，现在集中在１００英亩土地上进行精耕细作。”（理·琼斯《论财富

的分配》１８３１年伦敦版第１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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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普遍采用昂贵的机器以来，人被强行消耗的力量远远超出人的平

均力量。”（罗·欧文《评工业体系的影响》１８１７年伦敦第２版［第１６页］）

马、役畜等也是属于农业上使用的机器。这种机器（和仅仅消

费煤的机器不同）本身所消费的商品，就是原来应由工人消费的商

品。

西尼耳和托伦斯等等先生们断言，用来生产工人所消费的商

品的机器，总是使工资提高。

西尼耳说：

“只有在两种场合，工资的一般水平才会由于使用机器而降低：［第一，］

制造机器所用的劳动，就是原来用于生产工人所消费的商品的劳动；第二，机

器本身（如马、役畜等等）所消费的商品，就是原来应由工人消费的商品，而且

这种机器所消费的商品数量，大于它本身所生产的商品数量。”（西尼耳《关于

工资率的三篇演讲》１８３０年伦敦版第４０页）

［ⅩⅩ—１２７８］托伦斯也说：

“机器工作，但并不吃饭。机器在排挤劳动和消除对劳动的需要时，同时

也就排挤了即消除了对劳动赖以生存的实际工资的需要，即对食物和衣着的

需要。维持劳动的总基金却并不因此而减少。”（托伦斯《论工资和联合》１８３４

年伦敦版第３９页）

所有这些论断，都是建立在对可变资本的错误认识上的。可变

资本，从它的物质内容来看，实际上是进入工人消费的商品，即生

活资料。但无论如何不能因此就反过来说，这些商品或生活资料一

定要进入工人消费，或构成可变资本，好象工人人数和生活资料总

量之间存在着一成不变的比例似的。（甚至李嘉图有时也犯这样荒

谬的错误。）上述的生活资料也要被其他阶级消费，而且可能消费

得更多。这些生活资料可能被非生产劳动者（士兵、仆人等）消费。

它们可以用来出口和换取奢侈品。制造必要的因而进入工人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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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资料的工业部门生产效率越高，生产完全不进入工人消费

的生活资料的那一部分工人就越多；在这些部门中机器对工人的

排挤越厉害，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因此，其他部门的工人的

工资也会降低。

“从前资本耕种每英亩土地花费５—６镑就够了，但是现代高水平的农业

要求花费的数额几乎增加一倍。”（威·约翰斯顿《英国状况》１８５１年伦敦版

第１卷第１４页）

麦克库洛赫在上面引用过的那本书（《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５

年伦敦版第１６６页）中说：

“如果越来越提高工人的技艺，使他能用同样的或者更少的劳动量生产

出越来越多的商品量是有利的话，那么，工人
·
利
·
用能最有效地帮助他取得这

种成果的机器，也必然是有利的。”

麦克库洛赫先生在这里假定机器属于工人。

“在工厂中……资本和土地所占的比重比劳动和技艺所占的比重大得

多；资本和土地所有者得到的纯收入也多得多。但是机器的或资本的这种优

势本身又引起了在其他过程中，即在维修工厂和维修机器以及建立新的工厂

和制造新的机器等过程中，相应地提高劳动和技艺的必要性”等等……“几乎

在从事创造生产资本的每一个部门中，劳动和技艺都占优势……如果我们看

一下用来生产贵重饰物和其他奢侈品（对这些物品的需求是由资本利润产生

的）的手段，那么就会发现，这些物品的价值几乎完全由劳动和技艺所提供的

服务构成……在一个生产过程中，技艺（在服务和收入中）所占的优势，引起

了在另一个或其他几个过程中相应地提高劳动的必要性，反之亦然……增长

了的资本利润１６０，引起了大量的俗望，从而增加了对适合于消费形式的价值

的需求和创造。”（乔·奥普戴克《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５１年纽约版第９８—１０４

页）

这话有一部分是说对了。大生产有可能把相当大的一部分劳

动，一方面投入奢侈品的生产（这里的劳动报酬有时更低），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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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投入需要大量非熟练劳动的固定资本（铁路等等）的生产。

农业中不同的生产率。

“在大不列颠，小麦生产每英亩约３２蒲式耳；在法国，根据官方统计，平

均只有１４蒲式耳，很少超过２０蒲式耳。可见，法国比大不列颠花费的劳动多

一倍，产品却少一半。在爱尔兰也大体如此。”（《经济学家》１８５１年１１月８日

［第１２３１页］）

在英格兰，
１
７的农民是独立农民和茅舍贫农

①，
１
７是租地农场

主，５７是农业工人。在爱尔兰，［从事农业的人中］
１
１３是雇工人的，

６
１３

是茅舍贫农，６１３是工人。在英格兰，２８％［ⅩⅩ—１２７９］的人口从事

粮食生产，在爱尔兰是６３％。不过，爱尔兰一英亩土地收获的产品

只有英格兰的一半。（《爱尔兰济贫法委员会》１８３８年第３号报告）

可见，在爱尔兰，从事农业的人比英格兰多一倍，而生产出来

的粮食却少一半。爱尔兰的劳动生产率只是英格兰的劳动生产率

的１
４。（见１８４８年《经济学家》）

“没有知识的劳动是微不足道的。在发达的社会中职业和劳动本身进一

步分为不同的种类，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同劳动已远远地分离，以致应该

对知识进行单独考察。”（威·汤普逊《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１８２４年伦敦版

第２７２页）

“科学未来发展的希望，正是随着科学的传播而增大的。”（同上，第２７５

页）

“在社会发展的较早阶段，劳动和科学是互相伴随着的，因为两者都很简

单。”（同上）

“搞科学的人和生产工人彼此分离得很远，科学不再是劳动的助手，不再

是工人用来为自己增加自身的生产力的手段……却几乎到处都与劳动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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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知识的占有者和权力的占有者到处都力图把自己的私利放在第一

位…… 知识成了一种能同劳动分离并同它相对立的工具。”（同上，第２７４

页）

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

一般说来属于生产条件与劳动相分离的范畴。并且正是科学的这

种分离和独立（最初只是对资本有利）成为发展科学和知识的潜力

的条件。

“工人与工业企业主的联合是真正的协作。”（亚·拉波尔德伯爵《论协作

精神》１８１８年巴黎版第１３１页）

这位拉波尔德还是经济谐和的一位真正发明家。此人没有给

自己提一个问题：这是什么性质的协作？１６１

“十个农民家庭被赶走了，为的是在新的制度下让位于不是农民的农场

主。农场主只是运用自己的资本和知识来参加生产；而富有的农场主的状况

越好，为他完成田间劳动的人的状况就越糟。前者保有运用意志、选择和知识

的权利，这也就意味着，他不承认自己的工人和奴仆有这种权利。农场主所要

求于他们的，只是消耗他们的肌肉力，并且尽可能把他们降到机器的水平。”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１８３７年布鲁塞尔版第１卷第１３０—１３１页）

“物质世界的知识和在劳动过程中运用这种知识的本领，这是财富的源

泉。”（《经济学家》１８５１年８月３０日［第９５３—９５４页］）

十八世纪，数学、力学、化学领域的发现和进步，无论在法国、

瑞典、德国，几乎都达到和英国同样的程度。发明也是如此，例如在

法国就和在英国差不多。然而，在当时它们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只发

生在英国，因为只有在那里，经济关系才发展到使资本有可能利用

科学进步的程度。（当时，特别是英国的农业关系和殖民地起了决

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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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运用资本和劳动设置障碍或消除障碍的一切措施｛因而也包括民政

机关、安全保证、运输工具等等｝，都必然影响生产，即使工人人数［ⅩⅩ—

１２８０］和资本数量保持不变。”（［赛·贝利］《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１８３７年伦

敦版第５５页）

在小生产的制度下，在劳动中对生产者有帮助的

“只是为了生计而用自己的双手劳动的人所能掌握的那种知识和那样一

种数量的机械力”。（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５２年哈特福版第４３

页）

“在［最近］两个世“在［最近］两个世科学进步和科学所使用的仪器发生

了惊人的变化。”（《各国的工业》，第２部，１８５５年伦敦版第２８６页）

“实际上，在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以前，特别是在化学实验中，贵重的和

复杂的仪器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这里许多事情取决于研究者个人的

观察能力和综合能力。但是，在这个范围以外，科学家要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

自己的仪器。”（同上，第２８８页）

“化学天平的不灵敏、透镜结构的缺陷、温度计分度不准确或经纬仪的圆

周分度不准确，都损害了用这些仪器进行的一切实验…… 当代物理学达到

了杰出的地位并在继续进步，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生产哲学仪器时

的惊人的精确性和技巧。”１６２（同上，第２８９页）

另一方面，物理学对生产也产生了影响。

“蒸汽机和电报的创造应归功于物理学——这些发明完全是物理学的产

物。”（同上，第２９０页）

据认为，用脱粒机脱粒同普通手工脱粒相比，谷物的损耗要少

２１
２％。因此，几乎对于所有的机器都可以说，由于加工技术高，用

同样的原料，机器生产出的产品量比手工劳动用不完善的工具生

产出的产品量要多。（利用废料，把破布等等重新变为原料。）

农业的改良方法。例如，把休闲土地改为播种牧草；大规模地

种植甜菜，（在英国）于乔治二世时代开始种植甜菜。从那时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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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无用的荒地变成了种植小麦和大麦的良田，在贫瘠的土地上

生产的谷物增加两倍，同时也获得了饲养牛羊的极好的青饲料。采

用不同品种杂交的方法增加牲畜头数和改良畜牧业，应用改良的

排灌法，实行更合理的轮作，用骨粉作肥料等等。

马尔萨斯认为平均收获量，在欧洲国家制度下的各国是种子

的四倍，在匈牙利及其比邻各国是种子的八倍和十倍，在美洲的热

带地区甚至是种子的十二倍到二十倍。

农业面积

（百分公顷）

工 人 数

（百万人）

生产的谷物

（百万升）

牲畜总数（百万头）

马 牛 羊

大不列颠

法  国

１３

４０

５２

２２—２４

５６００

１５３００

０１７

００４

１２５

０８

１０２

５２

  ｛“自由竞争制度，这个没有制度的制度，本身只有否定的意义。它意味着

消灭物力与人力相结合的过去的形式，这种结合形式存在于较大的庄园中，

存在于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紧密联系中，同样也存在于具有准确规定的师傅、

帮工、学徒关系的行会团体中。”（威·舒耳茨《生产运动》１８４３年苏黎世版第

５７—５８页）

［ⅩⅩ—１２８１］“统计文献作出的一切断言，说什么工资增加了，或者说工

资同必要生活资料相比无论如何没有降低，这一切最多也不过是抽象的真

理，把它同实际情况一对照就成了纯粹的欺骗。可以断言的只是，要求专门技

能的或事先需要较长时间训练的工作，一般说来收入是比较多了；而机械的、

单一的、每个人都能迅速而容易适应的工作的相对工资，在竞争加剧的情况

下则降低了，而且必然会降低。然而正是这种劳动形式，在当前的劳动组织状

况下最为普遍。这样一来，如果第一类工人现在的工资比以前多六倍，第二类

工人还和五十年前一样，那么他们二者的平均工资当然就是比以前多三倍。

如果某一个国家的第一类工人只有１０００人，第二类工人有１００万人，那么，

９９９０００人的生活就并不比五十年前好，而且，如果与此同时生活必需品的价

格提高了，那么，他们的生活就比过去还坏。”（同上，第６５页）

“但是，即使假定关于社会上所有阶级的平均收入已经增长的论断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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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而不是象在实际上那样是错误的，那么，差别仍然会扩大，一部分人的

收入相对落后于另一部分人的情况仍然会加剧，结果，贫富之间的对立会更

加尖锐。因为，正是由于总产品量不断增长，而且随着它的增长，需要、欲望和

贪求也在增长，所以，虽然绝对贫困在减少，相对贫困却会增长。吃海豹油和

干鱼的萨莫耶特人①并不贫困，因为在他们的与外界隔绝的社会里，所有人

的消费都是一样的。但是在一个不断进步的国家里，大约十年期间总产品量

与人口相比增长了三分之一，而一个工人的工资仍然同十年前一样，这个人

就没有保持原来的福利水平，而是比过去贫穷了三分之一。这正是当代所发

生的事情。”（同上，第６５—６６页）

“为了使人民在精神方面更自由地发展，他们不应当再做自己的身体需

求的奴隶和肉体的奴仆。所以，他们首先要有用于精神活动和精神享受的余

暇。劳动组织方面的进步，使得有可能为此而腾出时间…… 如果，为了满足

一定量的物质消费所必须花费的时间和人力减少了一半，那么，与此同时，在

无损于物质福利的情况下，用于精神活动和精神享受的余暇也就会以同等程

度增加…… 但是，即使是分配我们从老克伦纳士所直接掌管的领域中得来

的那些东西，一切也仍然取决于盲目的不公正的偶然机会…… 至少，毫无

疑问的是，尽管机器的改良节约了时间，但对为数众多的人来说，在工厂中从

事奴隶劳动的持续时间不过更长了。而所赢得的大量自由时间，仍然是社会

所拥有的国家的力量。”（同上，第６７—６８页）

“工场手工业时期……是手工业活动（同时也是为同一生产目的而进行

的共同活动）发生最大分解的时期。”（同上，第３７页）

“分工的继续进行，最终导致使用更完善的机器，从而导致第四阶段｛最

初是手工劳动，其次是手工业劳动，然后是工场手工业，再后是工厂生产｝，导

致真正的机器生产。”（同上）

［ⅩⅩ—１２８２］在工厂生产的情况下，

“人……成为聪明的、从事脑力活动多于体力活动的自然力的管理者和

控制者。这样，人就进入了完全不同的活动条件，因为他现在只是在受生产目

的支配的材料和外界的自然力之间建立联系，致使这些东西发挥作用的结果

或产品，已是人本身的体力所无法完成的了”。（同上，第３８页）

１０６第三章 相对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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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工场手工业和简单协作条件下，产品就已经是个人的体

力无法完成的了。）

“通过商品运输来提高商品价值的那种商业，不过是产业部门中的一个

部门，而且，它在实质上受同一个发展规律的支配。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商业形

式是手递手的商品交换。后来，开始只是创造了一些简单的交通工具和手段，

如运东西的驮畜，或人们还用桨这种手工工具来操纵和推动的小船。还可以

指出为了共同的交往目的而进行的活动的进一步分配，例如人数众多的大型

划桨船船队，这种船上有许多人，好象机器一样，他们还都不断重复同样的动

作，同时又是彼此协同一致地进行操作。最后，达到了较高的发展阶段，在帆

船、轮船、机车等等上，风力和蒸汽力不仅取代了人力，而且服从人的意志，把

人的力量加大许多倍…… 可见，商业也同农业和工业一样，有着它的手工

劳动时期、手工业时期、工场手工业时期和使用机器的时期。”（同上，第３８—

３９页）

我们看到，古代人是从质的方面来看待分工的——把它看作

是对劳动和劳动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的改善。把本来意义的机器用

于生产的，首先是水磨磨坊。西塞罗的同时代人安谛巴特洛斯歌颂

罗马使用水磨的诗，再次说明他们的观点和现代的观点完全不同

（见《希腊诗选》）。诗人向那些被派去磨谷的女奴隶说，现在她们可

以安静地睡了：

    “磨房姑娘啊！珍惜你们推磨的手，

安静地睡吧，不用管雄鸡向你们报晓！

女神已派水妖替你们效劳。

她们轻盈地跳到轮上。

轮轴转动了，石磨旋转着。

让我们象祖先一样地生活，不必再劳碌，

让我们享受女神赐给的恩惠吧！”

这里唯一的主导观点，是为了劳动者本人而珍惜劳动，而不是

珍惜劳动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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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１６３

  ［ⅩⅩ—１２８３］我们上面对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分别

作了考察。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它们是互相联系的。正是在现代工

业的发展过程中显示出，它们是如何同时出现的：工作日按照社会

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必要劳动时间减少的程度而延长。资本的趋

势在于同时以这两种形式来增加剩余价值。因而这一趋势同时引

起了上面阐明过的斗争，即争取规定正常工作日，并作为国家限制

这一趋势的法律强制确立这种工作日。如果把资产阶级工业初期

的国家干预（例如，十四世纪的劳工法）同现代的工厂立法比较一

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上述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在资产阶级工业

初期，确定劳动时间量是为了使工人给他们的雇主提供一定量的

剩余劳动（或者劳动一般），也就是使工人完成绝对剩余劳动。相反

地，在现代工厂立法中，确定劳动时间量却是为了同样强制地规定

资本家无权延长绝对劳动时间的界限，也就是说，防止劳动时间的

延长超过一定的限度。此外，在大工业的故乡英国首先显示出有必

要实行这样的国家干预，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日益控制了新的

工业部门，这种国家干预也必须逐步扩大到这些新的工业部门，这

证明，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不知道在占有别人的劳动时间方面有

什么界限，另一方面，在已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工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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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能——如果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还不会对国家并通过国家对

资本施加影响的话——从资本的贪得无厌中挣得哪怕是他们的生

存所必需的自由时间。

在法国，儿童和成年人的劳动时间长达１２小时。根据十小时

工作日法以前的１８３３年的法律，在英国，自１８３５年开始，未满１２

岁的儿童（而自１８３６年起，未满１３岁的儿童也一样）的工作日长

度为９小时，而未满１８岁的少年是１２小时（不得晚于晚上９点

半，不得早于早上６点半）；１１
２小时定为吃饭时间，但这个时间不

包括在９或１２劳动小时内。（此外，１８３３年的法律还规定二小时

强制教育。）（还在１８４４年，在那些可以不用儿童或者可以由失业

的成年工人代替儿童的部门，工厂主强迫一天劳动１４—１６小时。）

１８４４年５月，为成年人规定了１２小时工作日，为儿童规定了

６１
２小时工作日（１２小时中包括休息：早饭半小时，午饭１小时）。

１６７２年配第写完了他的著作《爱尔兰政治剖视》，他在该著作

中１６４说道：

“工人１６５一天做工１０小时，一星期吃饭２０次，就是说，平日每天３次〈现

在只两次〉，星期天两次。可见，只要他们星期五晚上节食，午饭时间不象现在

这样用两小时即从１１时到１时，而用一个半小时〈现在早饭和午饭时间总共

只有１ １
２小时〉，从而劳动增加

１
２０，消费减少

１
２０，那么，上述税收的

１
１０就可以

筹集出来了｛用于缴纳税款｝。”（威·配第《爱尔兰政治剖视。１６７２年。附〈献

给英明人士〉》１６９１年伦敦版第１０页）

从引文中可以看出：当时成年人的劳动时间，并不比现在１３

岁以上儿童的名义上的劳动时间多，而当时工人吃的却较多。对工

人如此有利的情况，我们在十五世纪的英国就已经可以找到。

“从１４９６年的法令可以看出，当时的伙食费等于手工业者收入的 １
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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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农业］工人收入的 １
２。这说明，当时的工人比现在的工人有更大的独立

性，因为现在农业工人和工场手工业工人的伙食费在他们工资中所占的比重

大得多。当时规定的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比现在长得多。例如，自３月到９月期

间，早饭是１小时，午饭是１ １
２小时，和中午便餐

１
２小时，因而共３小时。在

冬天，自早上５点一直劳动到天黑。相反地，现在在工厂中规定早饭只 １
２小

时和午饭只１小时，也就是说，比十五世纪所规定的时间正好少一半。”（约·

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１８３５年伦敦第３版第２４—２５页和第

５７７—５７８页）

［ⅩⅩ—１２８４］通过延长工作日而得到的绝对剩余劳动，自然

是任何单个资本家出发的基础，因为只有在单个资本家能够高于

劳动产品的个别价值出售劳动产品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才会使单个资本家所支付的工资相对减少。即使他生产的商品进

入工人的消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作用，除了决定性的消费品

外，［第一，］不会是突然的，第二，对一切资本家来说是共同的，而

不管是他们或者是他们的同行资本家使生活资料的价值发生了这

种变化。但是在单个资本家那里（在那里采用计件工资）可以看到，

甚至尤尔也承认，随着机器的日臻完善，计件工资将按劳动生产力

增长的同样的程度或者——如果情况不允许这样的话——相近的

程度而减低，虽然产品的价格最初高于它的价值，也就是说，计件

工资不是按产品所花费的劳动量减少的同一比例而减低。具有普

遍意义的令人信服的例子是，在废除谷物法后，工厂主几乎到处都

立即减低工资１０％，在１８５３年就引起了八个月的普雷斯顿罢

工１６６。后来工资又提高了，这是由于市场情况发生了变化，产生了

对劳动的非常的需求，而且完全不取决于平均工资的一般规律。

现在我们应当考察一下关于工资与剩余价值的相互关系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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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假定，工作日是既定量。在这种情况下，工作日产品

的价值，或者说，其中一部分形成工资，另一部分形成剩余价值的

价值总额是不变的。显然，两部分的价值量，以及它们价值的变化，

都互成反比。一部分越大，另一部分就越小，反之亦然。其次，因为

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率，一般来说，只是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

的比例，或者同样可以说，只是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的比例，由此

可见，只是由于可变资本量的变化，或者同样可以说，只是由于必

要劳动时间量或工资量的变化，才会发生工资和剩余价值之间的

价值比例的变化。如果劳动力的价值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增长而减

少，那么，产品价值中代表无酬劳动的那部分即剩余价值就会增

加。相反地，如果劳动生产率例如由于收成不佳等原因而下降，那

么，剩余价值就会减少；因为不应忘记，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

时间的比例，不是由该工人工作所在的生产部门的生产率决定，而

是由其产品进入他的再生产过程的一切部门的生产率决定。在任

何情况下，剩余价值在这里所以会增长或减少，只是由于劳动力的

价值发生了变化，而劳动力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并与它成反

比。

这里假定支付的是劳动力的价值，即平均工资；换句话说，工

资既不会高于平均水平，也不会低于这个水平。如果工作日的长度

是已定的，那么很明显，劳动的生产效率越高，工作日中工人为自

己劳动的那部分就越短，而他为资本劳动的那部分就越长，反之亦

然。

但即使工资高于平均水平，也绝不会改变这个规律。剩余价值

始终只有在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工资下降的情况下才可能增长，而

只是由于相反的原因才可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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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已经说过，如果平均工资或劳动力的价值指的是交换价

值，它并不是不变量。但是它表示某一不变的使用价值量，即某一

不变的用以满足需要的商品量或生活资料量。这个使用价值量的

价值，取决于其产品进入工人必要消费的所有生产部门的一般生

产率。

现在假定，工业的生产效率日益提高。这时可能出现下列情

况：工人得到与过去同样数量的使用价值。在这种场合，他的劳动

力的或他的工资的价值下降，因为这些数量未变的使用价值的价

值下降了。工人只须用较少量的劳动时间进行劳动，就能支付自己

工资的等价物。因此，工作日的更大部分归资本所有。工人在他工

作日产品的价值中所取得的那部分减少了，面无酬的劳动时间，或

者说，归资本所有的那部分价值即剩余价值增加了。因此，相对工

资即工资占的份额减少了。

［ⅩⅩ—１２８５］第二，我们假定，生活资料量，它们的数量，从而

平均工资增加了，但是它并不是按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同一比例增

加。在这种场合，劳动力的价值减少，而剩余价值就按同一比例增

加。因为，虽然工人得到的商品的量比过去多，但这些商品是他比

过去较小的一部分工作日的产品。他的有酬劳动时间减少了，无酬

劳动时间增加了。虽然他的实际工资（如果它实际表现在使用价值

上）增加了，但它的价值，从而工人的相对工资——他的产品的价

值在他与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的比例——却减少了。

最后，第三种情况：工人仍然得到与过去相同的价值，或者说，

与过去相同的那部分工作日的化身。在这种场合，既然劳动生产率

增长了，所以工人得到的使用价值的数量增加了。他的实际工资增

加了；但是实际工资的价值始终未变，因为它仍然表示同一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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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劳动时间。但是在这种场合，剩余价值，工资与剩余价值之间

的比例，从而相对工资也始终不变。

上述几种情况可以归纳如下：数量不变，比例减少；数量增加，

比例减少；比例不变，数量增加。但是在所有这些场合，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率，即剩余价值同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的比例所以能够

增长，只是由于工资的价值下降；它们的增长只能与工资成反比

例，只是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使工资的价值发生了变化的结果。（相

反地，如果工业的生产效率降低，那么在［生活资料］的数量不变

时，工资的价值，相对工资就会增加，因此，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同

可变资本的比例就会减少。）

假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因而体现这个价值的商品量也增加

了，但工资按其价值仍然不变，在这一关系中，剩余价值不会发生

任何变化，虽然它与工资一样，代表比过去更多的使用价值量。因

而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它们两者，即工资和剩余价值，作为使用价

值，作为它们两者所表示的商品量来看，可能以同一比例增长，但

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一方的交换价值增长了，而另一方的交换价

值则没有减少。

如果工业的生产效率降低，而工资没有降到它的平均水平以

下，那么，工资的价值就增长。数量仍然不变，而比例增加。如果实

际工资减少，但还表示比过去较多的劳动时间，那么，虽然数量减

少了，但比例增长了。如果工人得到的只是生产力发生变化以前被

认为是标准的若干小时的产品，那么，比例仍然不变，数量减少。

“当工业生产率发生变化，一定量的劳动和资本所生产的产品增多或减

少时，工资的比例部分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但这个部分所代表的量不变；或者

这个量发生变化，但工资的比例部分不变。”（［卡泽诺夫］《政治经济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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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２年伦敦版第６７页）

“总产品少的国家中全部产品的比较大的份额，同总产品多的其他国家

中全部产品的比较小的份额相比，能提供给工人支配的生活资料较少。”（拉

姆赛《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丁堡版第１７８页）

李嘉图关于利润与工资的相互关系的论述，对工资与剩余价

值的相互关系来说，也是正确的。

“占有的工资越少，占有的利润就越多，反之亦然。”（李嘉图《政治经济学

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５００页）

“工人虽然有可能在２小时内干他过去在１２小时内所干的活，但他并没

有因此而富裕起来，这并不能归咎于机器的进步，而应归咎于社会制度。”（西

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１８２７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３４９页）

［ⅩⅩ—１２８６］“人类哲学历史的非常显著的结果是，社会在人口、工业和

教育方面的进步，始终是靠牺牲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才能以及智力的发展

而得来的…… 大多数人的个人幸福因少数个人的幸福而牺牲了，如果同野

蛮相联系的生活无保障不会为了繁荣而使天平的一端下降，那么，就会产生

疑问，野蛮或繁荣这两种情况，究竟应该选择哪一个好呢。”（亨·施托尔希

《政治经济学教程。附让·巴·萨伊的注释和评述》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３卷第

３４２—３４３页）

“工联为了要保持工资，力图分亨改良机器所带来的利润…… 他们因

为劳动缩短而要求较高的工资…… 换句话说，他们企图对产业改良课税。”

（《论工会》１８３４年伦敦新版第４２页）

李嘉图认为，工资和利润的总额是不变的价值量，因为它们在

一起始终表示同一的劳动时间量，他的这个论点在上述场合是对

的。

现在我们再来考察第二种情况，即工作日延长了，同时为了简

便起见，我们在这里假定，劳动生产力不变。

实际上在这里要研究的只是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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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剩余劳动时间增加，而工资没有提高，工人没有占有这追

加时间的一部分。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整个这样一个时期，即工厂

体系在自己的部门和其他（在它以外的）部门无限增加剩余时间。

（例如，伦敦的面包工人的劳动。）（这里也可说明，在那些推行十小

时工作日法的部门，与那些没有以法律规定正常工作日的部门相

比，相对工资增加得较多。）（工资表见前。）在这里，劳动力的价值

似乎没有变，而剩余价值增长了。换句话说，因为剩余价值增大了，

所以，在这里，劳动力的价值就相对地下降，虽然它的价值绝对地

没有变。剩余劳动所以增加，并不是因为必要劳动绝对地减少，但

是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相比所以减少，却是因为后者绝对地增加

了。在这里，如果我们把劳动力价值量或工资量与剩余价值量比较

一下，或者说，把工作日的有酬部分与无酬部分比较一下，那么就

会看出，后一部分是绝对地增大了，因此，前一部分是相对地减少

了，其实，在第一种情况下（那里［劳动力价值与剩余价值之间的比

例的］变化是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引起的），剩余价值的任何增大或

减少，只是由于劳动力价值，即必要劳动时间量的直接变化而发生

的。在我们现在所考察的情况中，工资的相对下降也是与剩余价值

的增大相一致的，但这种相对下降是由于不以必要劳动时间或劳

动力的价值为转移的运动即剩余劳动的变化而引起的。

但在这里应该作两点说明。

如果上述劳动时间的延长不是暂时的，相反地，把已延长的和

正在延长的工作日规定为正常工作日，把这种延长确定为正常

的，——现在受十小时工作日法约束的所有劳动部门，在过去就是

这样，而且很大一部分还不受十小时工作日法约束的生产部门，现

在还常常是这样，——那么，相对工资的这种减少也是以劳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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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贬值，即劳动力价值的下降为基础的。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工

人的日工资，周平均工资是以工人的某一正常的寿命为前提的，寿

命中包括他能动的生存，因而也包括他的劳动力能动的存在。由于

劳动时间的延长，工人的这一正常寿命在日益缩短。例如，如果上

述时间等于２０年，那么，在假定日必要工资为ｘ时，劳动力在２０

年内的总价值就是３６５×２０×ｘ。

［ⅩⅩ—１２８７］如果过度的劳动使劳动力的生命周期从２０年

缩短到１５年，那么，劳动力的［总］价值就从（３６５×２０×ｘ）降低到

（３６５×１５×ｘ），从４降到３，或从１降到３
４，也就是说降低了

１
４。如

果在劳动力的消费加快时，它的日价值仍然与过去一样，那么，ｘ

应变为ｙ，也就是说，必定会产生下列方程式：３６５×１５×ｙ＝３６５×

２０×ｘ；ｙ＝（３６５×２０×ｘ）∶（３６５×１５）；ｙ＝
４
３ｘ；ｙ＝（１＋

１
３）ｘ。换

句话说，必要工资现在必须增大１
３，才能和过去一样。

例如，假定周工资等于１０先令。一年约为５２周。年工资就是

５２０先令或２６镑，而２０年的工资就是５２０×２０，即１０４００先令或

５２０镑。因此，如果劳动力的价值不变，而过度的劳动使劳动力的

存在时间自２０年缩短到１５年，那么，年工资应等于５２０１５镑或３４
２
３

镑，而周工资应是５２０∶（５２×１５）镑，也就是说，１０１５镑或１３
１
３先

令。所以，要使日劳动力的价值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保持

不变，工人就必须从总工作日中多占有 １
３的必要劳动时间。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这里必须注意（这对于以后的研究是很重

要的）：当我们考察物化着总工作日的产品的价值时，这个价值当

然始终等于工资加剩余价值，换句话说，等于必要劳动时间加剩余

劳动时间；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得出相反的结论（它在第一种情况

下是正确的）说，工资和剩余价值总额始终代表同一个不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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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因为它们代表同一的劳动时间，那么，这就是错误的。相反地，

它们代表变化着的劳动时间，因此，代表变化着的价值量。

弗兰德在前面引用的①１８６３年４月２７日他在下院所作的演

说中说得很妙，这段妙言绝不是形容语的矛盾：

“英国的棉纺织业有九十年的历史。它经历了三代英国人，所以英国人认

为，可以肯定地说，在这段时期内，棉纺织业毁灭了九代工厂工人。”

凯尔恩斯教授在他的著作《奴隶劳力》（１８６２年伦敦版）中所

说的，在更大程度上是对工厂主说的，因为他们拥有对所雇工人的

绝对所有权，他们甚至不必为这一所有权支付报酬。

“尽管乔治亚州的稻田和密西西比州的沼泽地对人体组织具有致命的危

害，这种对人的生命的破坏，总不会大到连靠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的黑人

众多的‘自然保护区’也补充不了的程度。”

（可以读作：连爱尔兰和英国的农业区也补充不了的程度，只

要在最初时期它们的过剩人口还没有被消费掉或被扼杀。）

“当经济上的考虑使奴隶主的利益同保存奴隶相一致时，这种考虑还可

以成为奴隶受到人的待遇的某种保证，但在实行奴隶贸易以后，同样的经济

上的考虑却成了把奴隶折磨致死的原因，因为奴隶一旦可以从外地的黑人

‘自然保护区’得到补充，他们的寿命也就不如他们活着时的生产率那样重要

了。因此，在奴隶输入国，管理奴隶的格言是：最有效的经济，就是在最短的时

间内从［ⅩⅩ—１２８８］当牛马的人身上榨出最多的劳动。在种植热带作

物的地方，种植园的年利润往往与总资本相等，正是在这些地方，黑人的生命

被视同草芥。正是这几个世纪来成为巨大富源的西印度农业，曾吞没了几百

万非洲人。拿现在的古巴来说，那里每年的收入总是以百万计算，种植园主俨

然就是王公，但是我们看到，那里的奴隶阶级饮食最坏，劳动最累最重，甚至

每年都有一大批人直接由于劳动过度、睡眠和休息不足等慢性折磨而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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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１０—１１１页）

其次，对上述情况的考察，使我们获得另一种方法来表示劳动

力的价值，虽然这一方法在我们对资本的分析中没有多大的意义，

但是在专门考察工资时，却是非常重要的。

“劳动价格是对一定量劳动所支付的货币额；工资是工人挣得的货币额

…… 工资决定于劳动价格和完成的劳动量。”（爱德华·威斯特爵士《谷物

价格和工资》１８２６年伦敦版第６７—６８页）

“工资的增加不一定包含着劳动价格的提高。在劳动时间较长和劳动较

紧张的情况下，工资可以大大增加，而劳动价格却可以保持不变。”（同上，第

１１２页）

｛马尔萨斯断言，劳动的价值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那些作为

劳动报酬的商品的价值，——这一类的论调在亚·斯密著作中也

屡见不鲜，——这种论断是以马尔萨斯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的下

述思维过程为基础的。我们假定，工作日的长度已定，例如是１２小

时。假定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必要劳动为１０小时，而剩余

劳动为２小时。如果一般劳动生产率增长，而增长的结果反映在工

人的必要生活资料上，那么，上述比例就变为９小时必要劳动与３

小时剩余劳动。如果劳动生产率减低，那么，上述比例就变为１１小

时必要劳动与１小时剩余劳动。如果我们从工人的角度来看，那

么，他的工资经常要花去他１２小时的劳动，虽然用工资购买的商

品的价值是根据不同的劳动生产率而依次为１０小时，９小时和１１

小时，而他的剩余劳动也相应地为２小时，３小时和１小时；因此，

利润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根据这一点，即工人要获得９小时，１０

小时，１１小时的产品，他就得劳动一定的时间，例如１２小时（假定

工作日是既定量），就断言劳动的价值是不变的量，因而是价值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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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这种说法纯然是幻想。相反地，同一的劳动量在这里具有与其

产品完全不同的并且会变化的表现。贝利说得很对１６７，这就好比说

１码呢子是价值的尺度，因为不管它值５先令还是１先令或６先

令，一码呢子始终保持不变。｝

直到现在，我们始终没有说过劳动的价值，而只说过劳动力的

价值，因为商品交换的规律是与较多的劳动量同较少的劳动量的

直接交换相矛盾的；同时，劳动是能动的还是物化的，这完全无关

紧要，而且因为一定量的物化劳动的价值，并不是由物化在其中的

劳动量来计算，而是由再生产同一商品平均所需的活劳动量来计

量，所以这就更加无关紧要了。另一方面，商品概念本身，即商品价

值，不包含作为过程的劳动；作为过程的劳动实际上是价值的实体

和尺度，而不是价值。只有作为物化的劳动，它才是价值。所以在

考察资本一般时（那里假定，商品是按它们的价值互相交换的），劳

动也只有作为劳动力才能执行职能，因为劳动力本身是劳动的物

化形式。

但是，在生产过程中，这个中介消失了。如果我们把资本与劳

动间的形式上的交换过程［ⅩⅩ—１２８９］抽象掉，而考察一下在生

产过程中实际上所发生的和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结果的事情，那么，

可以说，一定量的活劳动同较少量的物化劳动相交换，而在过程结

束时，一定量的物化劳动同较少量的物化劳动相交换。例如，如果

剩余劳动为２小时，那么，工人是以１２小时工作日去交换（１２—２）

小时的产品，或者说，１０小时的产品。

因此，结果是：价值为１０小时的商品等于劳动力的价值，等于

１２小时内这一劳动力的表现的价值，即１２小时的劳动。实际上，

工人再生产他等于１０小时劳动的劳动力，他要花费１２小时。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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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得到物化着１０小时劳动的商品，他不得不劳动１２小时，提供物

化着１２小时劳动的产品。由每天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１０小时劳

动时间决定的他的劳动力的价值，是工人以１２小时劳动所取得的

等价物，因而它表现为１２小时工作日的价值。

价格首先只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因此，我们假定，１小时内能

生产的货币量等于６便士；劳动１２小时就将生产（６×１２）便士，或

６先令。如果现在必要劳动时间为６小时，那么，劳动力的价格（以

货币表现的劳动力的价值）等于３先令，因而这３先令即劳动力的

价格或价值，表现为１２小时工作日的价值或价格。

实际上这３先令是工人劳动１２小时作为等价物所取得的价

格或价值量。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是就这个意义来说的｛而且它不同

于劳动的市场价格，因为劳动的市场价格，与任何别的商品的价格

一样，有时高于这个价值，有时低于这个价值｝。所以这实际上是

［劳动与资本间］关系所表现的形式。我们的研究必须把注意力集

中在问题的本质上。因此，当我们谈论劳动的价值（或以货币表现

的价格）时，这始终应当理解为劳动力的价值。但是，因为实际上这

劳动力的价值（它的日价值、周价值等）形成工资，因而形成工人在

他整个工作日内作为工资所取得的货币额，所以，只物化着工作日

的有酬部分的这个价格，表现为总工作日的价格或价值。因此，３

先令是作为一个１２小时的工作日的价值出现的，虽然它们只是６

小时劳动的产物。在这种形式上的劳动的价值，价格是与价值概念

直接矛盾的特殊表现。但这种矛盾是存在的。这种矛盾是通过一

系列我们已考察过的中间环节媒介出来的。实际上上述关系是以

非媒介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工资表现为一定量活劳动的价值或价

格。在工资的实际运动中去考察工资时，这种形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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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种形式对弄清理论上的许多误解也是重要的。在这里，在

本篇中，［ⅩⅩ—１２９０］我们只是在涉及上面所引用的威斯特的话

和我们在此要研究的情况时，顺便考察一下这种形式。

由此我们就会看到，乍一看来似乎是正确的威斯特的这个论

点，即

“劳动价格是对一定量劳动所支付的货币额”，

是表现劳动（即劳动力）价值的没有概念的形式。我们从这“支

付的货币额”中一开始看不出，工人所进行的劳动与生产他的工资

所需的劳动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别。就拿上述的例子来说，１小

时劳动时间物化在６便士中，而１２小时劳动时间就物化在６先令

中。因为工人劳动１２小时只得到３先令，所以他的剩余劳动与他

的必要劳动的比例是１００∶１００；换句话说，这就是工人以工资形

式所取得的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与这种劳动力的使用之间的差别，

由于劳动力的使用，为资本家创造了剩余价值。但是，从一个１２小

时的工作日的价值等于３先令这样一种说法中① 不可能看出这种

差别。但是就是这种形式也使我们有可能作出有关我们所考察的

情况的一定结论。

假定总工作日等于１０小时；其次，假定必要劳动时间等于６

小时；最后，假定一个劳动小时物化在６便士中。工人劳动１０小

时，得到６小时的产品，等于３６便士或３先令。因而，１小时的价

格或价值（上述意义上的价值或价格）为 ３
１０先令，或３

３
５便士，而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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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假定，商品按其生产价格１６８出售。如果从商品的价值中扣除它所包含的不变

资本的价值，以及其中的工资部分，那么，可能会认为，剩下的就是剩余价值，

因此，按工资似乎可以算出劳动力价值与这劳动力的使用结果之间的差额。

以后我们将会看到，情形并非如此。



余价值等于１小时２
２
５便士。２

２
５∶３

３
５＝２∶３；或者反过来，３

３
５

∶２２
５＝３∶２。事实上，等于４小时的总剩余劳动与６小时必要劳

动时间之比为２
３∶１。

总工作日等于１０小时，其中６小时为必要劳动（６１０＝
３
５）。工

人用１０小时中３
５的时间为自己劳动，用

２
５的时间为他的资本家劳

动。（这里的比例仍然是３∶２或者２∶３，这要看我们考察的是必

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比，还是相反。）因此，工人是用每小时中 ３
５的

时间为自己劳动，２５的时间为他的资本家劳动，或者说，为自己劳

动３６分钟，为资本劳动２４分钟。这３６分钟表现为３３
５便士，而２４

分钟表现为２２
５便士。如果现在剩余时间从４小时增加到６小时，

即增加了２小时，那么，等于劳动力价值的工作日价值仍然是３先

令。１小时劳动时间的价格现在只是３
１２先令，或３便士；也就是说，

它从３３
５便士下降到３便士，或者说，下降了

３
５便士，而剩余价值

从２２
５便士增加到３便士，或者说，增加了

３
５便士。过去工人每小

时有３６分钟为自己劳动，２４分钟为资本家劳动，现在他为自己劳

动（３６—６）分钟，为资本家劳动（２４＋６）分钟。因此，工作日的绝对

延长所引起的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比例的变化，表现在一定量劳

动（在这个场合是一个劳动小时）的价格或价值的下降上。这个变

化在这里表现为绝对的（而不只是相对的）下降。（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变化也包括劳动力的实际贬值，因为十二小时工作日同十小

时工作日相比，意味着劳动力执行职能的持续时间发生了变化。）

［（２）］①现在假定情况相反，也就是说，工人追加二小时，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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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本卷第６１０页。——编者注



了与他以前十小时工作日情况下的同样的价格；因而他得到了２

×（３３
５）便士或７

１
５便士。这时，这２小时的剩余价值就是２×（２

２
５）便士或４

４
５便士。现在在１２小时内总共将生产６先令的价值。

这６先令中，工人得到３先令７１
５便士，而资本家得到２先令４

４
５

便士。在上述场合，劳动的价值从３先令增长到３先令７１
５便士，

而剩余价值从２先令增长到２先令４４
５便士。只有在绝对延长工

作日时劳动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才能同时这样增加。｛除非劳动时间

更加紧张，但这种情况只有在个别劳动部门才可能发生；如果增长

的强度日益普遍，那么，它就是正常劳动强度，如果，我们假定说的

是一个劳动小时，那么，强度较大的劳动小时现在是正常劳动小

时。｝上述工资（它的价值）是在劳动［小时］的价格或劳动［小时］的

价值没有增加时增加的。这只是证明，劳动时间延长了，而且工作

日的这种绝对延长，对资本家来说，绝不是白白地进行的。因此，在

这里可以看出，威斯特［在上面已引证过的话之后］［ⅩⅩ—１２９１］

进一步发表的见解是正确的：

“工资是工人挣得的货币额…… 工资决定于劳动价格和完成的劳动量

…… 工资的增加不一定包含着劳动价格的提高…… 工资可以大大增加，

而劳动价格可以保持不变。”

因此，下面的结论是错误的：只要工资交换价值的提高包含着

劳动量的增加或工作日的延长，它的提高就意味着劳动的价值或

价格的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增加了，但剩余价值率没有提高，因

为可变资本是同剩余价值的增加成比例地增加的。

当工人劳动１０小时时，资本支付３先令（或３６便士）工资，得

到２先令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率为２
３或６６

２
３％。当工人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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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１２小时时，资本支付３先令７
１
５便士（或４３

１
５便士）工资，而剩

余价值等于２先令４４
５便士（或２８

４
５便士）。因而现在剩余价值与

可变资本的比例是２８４
５∶４３

１
５＝６６

２
３∶１００。

因此，在这里，工资价值的增加和剩余价值的增加是在它们之

间的比例不变的情况下发生的，也就是说，是在相对剩余价值或相

对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发生的①。但在这个场合，工资价值的增加，

并不是与劳动的价格或价值（即所谓对一定量劳动时间支付的货

币额）的增加同时发生的。

在这个场合，工人在１２小时中为自己劳动７１
５小时，为资本

劳动４４
５小时。以前，他为自己劳动６小时；为资本劳动４小时。但

是比例７１
５∶４

４
５等于比例６∶４，也就是说，有酬劳动时间与无酬

劳动时间的比例仍然不变。但是，因为过去是６小时必要劳动时间

用在劳动力的再生产上，所以现在似乎是工资实际上提高到了这

个最低额以上，高于劳动力的价值。但是，这劳动力的价值，是根据

它每天１０小时的消费计算出来的。在劳动力每天消费１２小时的

情况下，只要工资不是按照能够使用劳动力的程度（即使用的持续

时间）减少的同一比例而增加，那么，劳动力存在的持续时间，从而

这个劳动力的总价值就会改变。在工作日延长而劳动价格保持不

变时，也就是说，在工资增加时，是否不会发生劳动力的实际贬值

（但是，这个贬值不是由劳动价格的变化显示出来的，而甚至是与

工资价值的增加同时发生的），完全看情况而定。

我们已经考察了：（１）第一种情形：绝对劳动时间的延长完全

被资本家占有；（２）第二种情形：在劳动时间延长时，有酬劳动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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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劳动之间的比例保持不变。我们现在再来考察：（３）第三种情形：

追加的时间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行分配，但不是按过去有酬劳

动时间与无酬劳动时间之间的同一比例进行分配。

当工作日持续１０小时时，工人为自己劳动６小时（３先令），

为资本家劳动４小时（２先令）。如果工作日为１２小时，工人从１

个［追加］小时得到６便士，而为资本家劳动１个［追加］小时（６便

士）。现在工人为自己劳动的总劳动时间等于７小时，而他为资本

家劳动的劳动时间等于５小时。过去这个比例为 ４
６（

２
３），现在为

５
７。（

２
３就是

１４
２１，而

５
７就是

１５
２１。）现在工人劳动１２小时得到３先令６

便士，即每小时得３１
２便士，而不是过去的３

３
５便士。这就是说，劳

动价格降低了１
１０便士，而工资从３先令提高到３先令６便士。［Ⅹ

Ⅹ—１２９２］因此，在这里发生的（如果把因劳动力的加速消费所引

起的劳动力的贬值撇开不说）是，在劳动价格下降时工资增加了，

而剩余价值则按劳动价格下降的同一比例增加。过去，资本家花了

３先令，而得到了２先令，［剩余价值率］等于２
３。现在，他花３先令

６便士，而得到２先令６便士，也就是说，他花了４２便士，得到３０

便士，［剩余价值率］等于３０４２，即
５
７。因此，剩余价值率从

２
３增长到

５
７，即从

１４
２１增长到

１５
２１，或者说，增长了

１
２１。

相反地，如果工人从２［追加］小时中得到１个半，即９便士，

那么，我们所考察的比例就成为：他的工资现在等于３先令９便

士，即４５便士，１小时为３３
４便士，而在过去，工人只得到３

３
５便

士。（３４－
３
５＝

１５
２０－

１２
２０＝

３
２０）在这个场合，工资与劳动价格是同时增

加的，因为剩余价值率的下降与劳动价格的提高相一致。资本家花

费３先令９便士，因而他得到２先令３便士；３先令９便士＝４５便

士，而２先令３便士＝２７便士。［剩余价值率为］２７４５，即６０％。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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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率过去为６６
２
３％。减少了１０％。以后我们将看到，甚至在这

个场合，当剩余价值量增加时，虽然剩余价值率降低，但是相对利

润量可能增加。

因此，从交换价值的观点而不是从使用价值的观点来考

察，——劳动生产率不变，这是我们这一部分研究的一般的前

提，——在劳动价格保持不变，同时劳动力在这里可能贬值时，工

资可能增加。在劳动价格降低、劳动力贬值、同时剩余价值不仅绝

对增加而且相对增加时，工资也可能增加。

为了解决与工资的运动有关的一定的问题，必须以上述方式

分析一下劳动价值或劳动价格的这种形式，因为在实际上和在直

接的现象中，劳动力价值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在考察［劳动和资

本间］一般关系时，我们只是作为例外，才必须引用劳动力价值所

表现的这种歪曲的形式。但是，在现实的竞争过程中，劳动力的价

值也以这种歪曲的形式出现，因为在竞争过程中，不论在工人的意

识中还是在资本家的意识中一切都表现为歪曲的形式。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如果工作日的长度是既定量，那么（当所

说的不是工资低于或高于一定的最低额时，也就是说，当所说的不

是那些不影响价值本身的价格波动时），［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

间比例的］一切变化只能产生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所以，我们假

定，必要的生活资料（例如，农产品）的价格由于农业生产率的降低

而上涨；这时（如果其他一切条件保持不变，例如，非农产品的生活

资料的价格没有下跌到足以抵销上述农产品价格上涨的程度），劳

动力的价值就必定要增加，必要劳动时间必定靠减少剩余劳动时

间而增加，而剩余价值必定要减少。尽管劳动力的价值增加了，但

工人所获得的生活资料的量会保持不变。如果不是这样，如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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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的量减少了，那么，尽管劳动力的价值增加了，而且由于它的

增加使相对工资增加了，而相对剩余价值减少了，但工资水平会降

低，或者工资会低于它通常的最低额。但是，只要工作日不是作为

不变的量，而是作为可变的量执行职能，也就是说，如果它延长到

超过了它过去的正常界限，这个规律就完全不起作用。如果绝对剩

余劳动因而延长了，那么，尽管劳动力的价值增长了，但是相对剩

余价值不仅可能仍然不变，而且可能增长。例如，在１８００—１８１５年

时期的英国，无疑曾发生过这种情况，当时农产品腾贵，但同时这

是延长正常工作日的主要时期①。

［ⅩⅩ—１２９３］我们知道，剩余价值率应只按对可变资本量的

比例来计算，或者同样可以说，它应表现为这样的比例：
剩余劳动

必要劳动。在

前一种说法中，
剩余价值

可变资本这个比例表示剩余价值对这样一种资本的

比例，这个资本的变化就是剩余价值；这是价值的比例。在剩余劳

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中，两个价值，即可变资本与剩余劳动，归结

为计量它们两者的根本比例，因为这两个价值的比例是由它们所

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于是上述两个价值彼此作为包含在它们

中的劳动时间的量发生关系。
剩余价值

可变资本和
剩余劳动

必要劳动，或者
无酬劳动

有酬劳动
②，所有

这些比例都是同一个关系的最初的、概念的表现方式。

这种关系也可能以其他的、派生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这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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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在最初考察剩余价值率时，曾使用过
有酬劳动

无酬劳动这一用语。现在不应这样做，因

为这个用语假定，得到报酬的是劳动量而不是劳动力。“无酬劳动”是资产者

用的术语，表示超过任何标准界限的额外时间１６９。

在上述时期，还有其他一些情况，不仅引起平均工资的相对下降，而且引起它

的绝对下降。其中一种情况是货币的不断贬值，而大家知道，在货币贬值时

期，名义工资是以货币贬值的同一比例增加的。在我们的全部研究中，假定货

币的价值是不变的。



式不能这样严密地说明这种关系的概念的内容。

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总额构成总工作日。我们假定，必要劳

动等于８小时，而剩余劳动等于４小时；那么，剩余劳动与必要劳

动的比例为１
２或５０％，这是剥削劳动的比例。总工作日等于１２小

时（必要劳动加上剩余劳动）。必要劳动时间等于１２×２
３，而剩余

劳动时间等于１２３。它们两者可以表现为总工作日的两个相应部分，

如果我们把这两种表现比较一下，就会得出相同的比例：１２× ２
３∶

１２
３＝８∶４。但是在这种表现中，不能直接知道剥削的比例。如果，

例如，剩余劳动为必要劳动的５０％，那么，它就等于总工作日的１
３

或３３１
３％。这３３

１
３％不象５０％那样直接表示剥削的比例。虽然

这派生的形式对一定的研究是适用的，但它会导致完全错误的结

论。

我们假定，例如，必要劳动等于６小时，剩余劳动等于６小时，

那么，剩余价值率或剥削的比例就等于１００％。现在假定，必要劳

动等于４小时，剩余劳动等于８小时；那么，剩余价值率或剥削的

比例就等于２００％。相反地，很显然，
剩余劳动

总工作日这个比例永远不会等于

１００％，因为它始终等于比例
总工作日－必要劳动

总工作日 ；换句话说，剩余劳动

始终是总工作日的某一可除部分，它始终小于总工作日；因此，它

永远不会等于 的比例，同样也不会等于 的比例。总工作日是一

个界限，不管必要劳动怎样急剧缩短①，剩余劳动永远也不可能达

到这个界限。因为剩余劳动等于总工作日减去必要劳动，所以剩余

劳动将以必要劳动减少的同一［算术］比例而增加。但是，如果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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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等于零，那么，剩余劳动也就等于零，因为剩余劳动只是必要

劳动的函数。各种不同的经济学著作家从这一点出发（其中一部分

人，除了这一点外，还把利润和剩余价值混淆了），得出了错误的结

论，似乎剩余价值率永远不可能是１００％（洛贝尔图斯）１７０。而且他

们还把不能直接表示剥削比例的派生的表现方式看作是这个比例

的直接表现方式。在这里，首先必须发生相反的转化，才能找到实

际的比例。

如果我们知道剩余劳动同总工作日的比例，即
剩余劳动

总工作日，那么，

从这个比例可以知道，必要劳动等于总工作日减去剩余劳动。因而

从这里也可以得出必要劳动时间同总工作日的比例。从
必要劳动

总工作日和

剩余劳动

总工作日这两个比例可导出
剩余劳动

必要劳动的比例，而且只有后一个比例才表

示实际的剥削比例，这个比例可能是１００１００，也可能更大。

［ⅩⅩ—１２９４］正如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作为总工作日的组成

部分的表现方式，是
剩余劳动

必要劳动或
有酬劳动

无酬劳动的比例的派生形式完全一样，

工资和剩余价值作为总产品（即总产品的价值）的组成部分的表

现方式，也是
剩余价值

可变资本的概念比例的派生形式。产品价值＝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剩余价值）。我们假定，不变资本等于０，也就是

说，把不变资本的价值抽象掉，因为它不影响剩余价值和可变资

本之间的比例关系，即不触及新加的劳动赋予产品的价值。这时，

总产品的价值就等于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等于工资加

上剩余价值。因此，一旦生产过程消失在它的结果即产品中，一

旦与物化劳动相交换的活劳动重新物化时，工资和剩余价值就能

表现为价值的组成部分，表现为产品总价值的比例部分。因此，如

果８镑的可变资本又以８镑再生产出来，此外，剩余劳动物化为

４镑，那么，产品价值就是８＋４，即１２镑。分别物化着必要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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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剩余劳动的８镑和４镑的价值，可以表现为１２镑总产品的比例

部分。

第一，这派生的比例具有与上述派生的公式同样的缺点。它

并不直接表示剥削的比例。第二，因为成品始终表示一定量的劳

动时间，所以在这个形式中，一切由于工作日的变化即由于绝对

剩余劳动而产生的比例就消失了。因此，在那些特别喜欢利用这

个派生比例的经济学著作家那里，我们确实可以发现，他们把必

要时间和剩余时间的总额，即总工作日看成不变的量，因而，把

表现着总工作日的产品总价值也只看成不变的量。最后，如果把

这个公式看作出发点，它就会掩盖并伪造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

换关系的本质特征，即在生产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活劳动同物化劳

动的交换关系的本质特征，因为这个公式只与物化劳动，即物化

在产品中的劳动发生关系。本质的关系是，工人不占有产品中的

任何份额，他同资本家的交换，不是使他能分享产品，却是根本

排斥他去分享产品本身，——全部关系的这一决定性要素消失

了，代之形成的却是欺骗人的假象：似乎资本家与雇佣工人建立

了某种同事关系，并且按照他们在参加产品的生产中各自具有的

不同因素来分配产品。因此，正是这个公式是资本主义关系的资

产阶级辩护士所惯用的公式。

但是，这个派生的公式终究是生产过程本身的结果所产生的

表现形式，因为在生产过程的结果中，工资和剩余价值最终表现为

共同形成物化劳动总额的产品价值的两个部分。以后在考察积累

时，我们将知道这个公式对分析资本主义关系的真正意义。这个公

式所以变得更加重要，因为货币在这里是作为支付手段出现的，因

而只有当劳动物化时，也就是说，当劳动本身已由过程的形式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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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静止的形式，由创造价值的活动的形式转化为价值时，劳动才得

到报酬。

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表现在货币上）是劳动力的价值所表现的

直接形式。因此，在工人看来，他是按一定的货币额出售自己的劳

动，而在资本家看来，他也是以一定的货币额来购买这一商品。然

后，这个价格，与其他任何商品的价格一样，由劳动的供求规律来

进行调节。但是在这样的场合，试问究竟什么东西调节着供求规

律？换句话说，关于这种商品（劳动）以及任何其他商品，试问是什

么东西调节着它的价值或与其价值相应的价格呢？或者说，如果供

求平衡，是什么东西调节着它的价格？劳动与其他一切商品不同，

对劳动本身来说，在这里对以看出，它不直接受价值规律的支配，

因为商品的价值或与商品价值相应的价格，是由商品所包含的劳

动量［ⅩⅩ—１２９５］或物化在它们中的劳动时间量决定的。如果谈

论包含在某一数量活劳动中的劳动的量，或者谈论，例如，１２小时

劳动由１２小时劳动决定，那就是愚蠢的。这里可以看出，只有在这

劳动的价值是劳动力的价值的派生形式这个意义上，才能决定［劳

动的］价值——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谈到劳动的价值。

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概念的表现形式，然后再来考察它的转

化形式，看看劳动力的价值在表面上即在市场上是如何出现的。把

这两种形式比较一下，就可以同时弄清楚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们假定，劳动力的日价值等于６小时劳动。１小时劳动实现

在６便士中；换句话说，６便士是１小时劳动的货币表现。工人按６

×６＝３６便士即３先令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售给资本家。在这个场

合，工人是按劳动力的价值出售他的劳动力的。资本家对这个商品

的实际消费，就是工人的劳动。但是，劳动力是只按总工作日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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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部分出售的。假定正常工作日为１２小时；１２小时工作日所实现

的产品的价值等于１２小时。实现产品价值的最初６小时，只是工

资的等价物。产品的价值（１２小时）减去劳动力的价值（６小时），即

工作日所实现的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的差额，形成剩余价值。换句

话说，总工作日与必要劳动时间的差额等于剩余劳动。

总工作日所实现的这个价值等于６先令；补偿劳动力的价值

或价格的这个价值等于３先令。剩余价值等于６—３，即３先令，或

者说，剩余劳动等于１２—６小时，即６小时。在这里，剩余价值有接

表现为工作日所实现的总价值与工作日的一部分所实现的价值的

差额，这部分工作日只补偿工资即劳动力的价值；换句话说，剩余

价值表现为总工作日与工作日的有酬部分的差额。

但是，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劳动力属于这样一类商品：在这

类商品［交换］时，货币是作为支付手段出现的，就是说，出现两次，

最初在商品出售时，货币作为购买手段，然后，当出售得到实现（在

商品的使用价值转为买者所有之后）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只是

在资本家迫使工人的劳动力例如一周内每天劳动１２小时之后，工

人才得到工资，比如得到日工资或周工资。因此，工人所获得的等

价物是作为他的１２小时劳动的等价物出现的。此外，工人按一定

的时间出售了自己的劳动力，从而出售了劳动力的使用。但是，劳

动力在一定时间内由资本家使用，从工人方面来说，是工人自己的

活动即他的劳动的一定的、以时间计量的量，也就是说，例如是每

天出售他的１２小时劳动。而工人所获得的价格，即货币额，对工人

以及资本家来说，又表现为工人１２小时劳动的价格或等价物。这

是很自然的，尤其是因为过程的实际结果，即一定量的劳动按一定

量的货币来购买和出售，对资本家来说，也表现为交易的内容，因

７２６第四章 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



为资本家在整个交易中所关心的只是这个内容。

在形成市场价格的界限（它们的极限）的劳动价值或劳动价格

这种形式中，显示出来的究竟是什么呢，恰恰是劳动力的价值或必

要劳动所物化的货币额。如果１２小时是正常工作日，６小时是必

要劳动时间，那么，３先令（６小时劳动的结果）表现为１２小时工作

日的价值。凡是高于或低于这个量的价格，就是那种偏离了劳动价

值并以它为中心而摆动的［劳动］价格。因此，在这种情况下，３便

士表现为１小时劳动的价值。上面已经指出，如果正常工作日少于

１２小时，那么，这１小时劳动的价值就表现为较大的数额，如果正

常工作日大于１２小时，那么，它就表现为较小的数额。但是在这

里，我们不打算回过来思考这个问题。这里要谈的是问题的另一方

面即质的方面。（按一定的时间，按一定的劳动量（例如，１劳动小

时）支付的工资，在这里是由必要劳动与总工作日的比例决定的。

而工资表现为按总工作日支付的报酬额。在劳动价格不变时，如果

劳动时间延长，工资在这里就可能增加；在工资不变时，如果劳动

时间延长，劳动价格就可能下降；同样，在劳动价格下降时，如果劳

动时间［ⅩⅩ—１２９６］延长，工资可能增加。）

因此，必要劳动时间所实现的价值表现为工作日的价值，而工

作日等于必要劳动时间加上剩余劳动时间。因此在上述假定的情

况下，３先令表现为１２小时工作日的价值，虽然１２小时工作日物

化在６先令中。也就是说，在这个例子中的工作日的价值，比这工

作日所物化的产品的价值少一半。（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１册

（１８５９年柏林版第４０页），我在那里说，在考察资本时，必须解决

以下的问题：

“为什么在纯粹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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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会使劳动的交换价值小于这劳动的产品的交换价值呢？”）①

如果必要劳动时间等于ｘ，总工作日等于ｙ，或ｘ＋ｚ，如果ｘ

实现在价值ｘ′中，而ｙ实现在价值ｘ′＋ｚ中，那么ｘ 表现为价值

ｘ＋ｚ。

因此，以这种没有概念的形式出现的劳动的价值（或工作日价

值）是与由工作日的长短决定的商品的价值完全不同的东西。

在进一步考察以前，还要指出两点：

第一点。在上面所假定的情况下，１小时劳动的价值等于３便

士，而且它所以这样，正是因为劳动力的价值或必要劳动所实现的

价值等于６小时，而每小时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等于６便士，因而６

小时所实现的价值等于３６便士。这３６便士（或劳动力的价值——

必要劳动时间所实现的商品的价值）除以１２，即除以总工作日（总

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小时数，在这里就表现为１小时

劳动的价值。如果总工作日只是１０小时，那么，１小时劳动的价值

就等于３６１０便士，如果总工作日是１８小时，那么，１小时劳动的价值

就等于３６１８便士。在这里，劳动办的价值，即必要劳动所实现的价值

是不变的因素。但是，一定量劳动例如１小时劳动的价格，是由必

要劳动时间同总工作日，即同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总额的比例

决定的。

因此，很显然，如果在上述假定的情况下，１小时３便士作为１

小时劳动的平均价值固定下来，那么，这不仅在总工作日比必要劳

动时间大一倍（是１２小时而不是６小时）的前提下会发生，而且在

工人每天工作１２小时，即他一年内平均一天干１２小时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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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发生。因为只有在工人每天工作１２小时的情况下，他才能再

生产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才能在同样的平均条件下继续作

为工人而存在。换句话说，只有在工人工作１２小时的情况下，他才

能为自己生产６小时的日价值，即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如果１小时

［劳动］的价格为３便士时，工人一天只工作１０小时，那么，他一天

只获得３０便士，即２先令６便士，这样的工资低于劳动力的日价

值，因而也低于平均工资。如果工人只工作６小时，那么，他所获得

的正好等于他平常生活所必需的工资的一半。当工人只干一半或

３
４劳动时间等等时，就会出现这类现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

伦敦的建筑工人在１８６１年和１８６２年他们罢工期间，特别反对当

时企业主不采用工作日工资或工作周工资而采用小时工资。这种

情况是决定季节工人等［工资］时的重要因素，因为季节工人可能

３个月工作忙得不得了，而在一年的其余时期，却只工作一半或１
３

时间。

第二点是由追加时间的特点引起的。在计算１［工作］小时的

价格或价值时，这里［在正常工作日的条件下］常常假定，工人工作

不止６小时，也就是说，在自己的必要劳动时间内，他为自己劳动。

在追加时间的条件下，没有这样的界限。在正常工作日的情况下，

不仅假定，工人为自己劳动 １
２小时，为自己的雇主劳动

１
２小时，而

且假定，在一天内他为自己劳动１２２小时。这实际上是极限。如果雇

主允许他只劳动６小时，那么，必要工资应等于（３６６×６）便士，即３

先令；这就意味着，劳动的价值等于劳动产品的价值，而剩余劳动

从而剩余价值也就等于零。如果总工作日只是７小时，那么，雇主

只获得１剩余小时，只获得６便士剩余价值，它们表示１剩余小时

所创造的价值。如果现在他迫使工人干超过１２小时的正常劳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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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活，甚至如果这时他对２额外小时支付６便士工资，那么，在

这里，就再没有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间的比例了。雇主不必迫使

工人劳动６必要小时，他就能得到追加的剩余小时。

［ⅩⅩ—１２９１ａ］
１７１
在上述“劳动的价值”或“工作时间的价格”

这些说法上，价值概念不仅完全消失，而且转化为某种与它直接矛

盾的东西。体现正常工作日的某一部分（就是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

的那部分）的价值，表现为总工作日的价值。所以，１２小时劳动的

价值等于３先令，虽然１２小时劳动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等于６先

令，而且正是因为１２小时劳动已经代表６先令，所以等于６先令。

因此，这是一种无理式，如同代数学中 －２一样。但是，这是由生

产过程必然产生的说法，它是劳动力价值的必然的表现形式。在工

资［或者：劳动的报酬］这个词中已经包含着这个说法，由这个词可

以得出结论：劳动的报酬等于劳动的价格，等于劳动的价值。但是，

这个没有概念的形式在工人以及资本家的意识中都存在（因为它

是在现实中直接表现的形式），因此，它是庸俗政治经济学顽固地

坚持的形式，庸俗政治经济学以为，政治经济学科学与其他一切科

学的特征差别在于，后者力图说明被掩盖在日常现象后面的，因而

按其形式总是与日常现象（例如，太阳围绕地球运动的现象）相矛

盾的本质，而前者则宣称日常现象单纯转化为同样日常的观念是

科学的真正事业。劳动力的价值以这种歪曲的和派生的形式呈现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获得了自己的日常表现（自己的公开的形

式），即劳动的价值或以货币表现的劳动的价格，在这种歪曲的和

派生的形式中，有酬劳动与无酬劳动之间的差别完全消失了，因为

工资就是工作日的报酬和它的等价物——实际上是它的产品的等

价物。因此，实际上不得不把包含在产品中的剩余价值解释为某种

１３６第四章 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



看不见的、神秘的属性，不得不从不变资本中引出剩余价值。由于

有这种表现，就造成了雇佣劳动与徭役劳动之间的差别，在工人中

产生了幻想。

          

在作进一步考察以前，我们还要摘引一些与上述整个第一

篇１７２有关的引文和论断。［ⅩⅩ—１２９１ａ］

２３６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注  释

１ 关于资本的生产过程这一部分的材料包含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Ⅰ—

Ⅴ和ⅪⅩ—ⅩⅩⅡ本笔记中。在第Ⅰ本封面上马克思亲笔注明：“１８６１年

８月”。在这里，马克思写下了手稿第Ⅰ本内容的目录：

  （Ⅰ）资本的生产过程。

（１）货币转化为资本。

（ａ）资本的最一般的形式。（ｂ）困难。（ｃ）资本与劳动力之

间的交换。（ｄ）劳动力的价值。（ｅ）劳动过程。（ｆ）价值增

殖过程。（ｇ）资本主义生产。

  这个目录马克思大概在写完第Ⅰ本笔记之后就已拟定了。——第３

页。

２ 马克思指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１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３卷第７７—８８页。——第３页。

３ 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１８５７—１８５８）中指出：“交换价值表

示价值的社会形式，而使用价值根本不表示价值的经济形式，它只表示产

品等等的为一般人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４６卷下册第

３８４页），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７５页；第２６卷第３

册第３２６—３２７页。——第６页。

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５９—６０页。——第９

页。

５ 詹姆斯·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最初于１７６７年以两卷集在伦

敦出版。——第１１页。

６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１篇第９章，载于伊·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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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１８３７年牛津版第１０卷第１３—１６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３卷第１２７页；第２３卷第１７４、１８７页；俄文版第４６卷下册第４７２

页。——第１５页。

７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２１３页及以下各

页。——第１６页。

８ 指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１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

第２７页。——第２２页。

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１９章，特别是第１０—１６、

３５—４９页。——第２５页。

１０ 马克思引的富兰克林的话先是用原文，后来译成德文。——第２６页。

１１ 马克思指的是恩格斯著作中的以下一段话：“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间的

差别就在于物品的价值不等于人们在买卖中给予它的那个所谓等价物，

就是说，这个等价物并不是等价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

卷第６０６页），并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８６页；第

２０卷第３３４页。——第２８页。

１２ 希腊词 φααι 的意思最初是“主要的”、“根本的”；后来是“货币额”、

“资本”。马克思关于“资本”一词词源的见解是根据迪康然编的《中世纪

和近代拉丁语字典》１８４２年，巴黎版第２卷第１３９—１４１页，并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５１７—５１８页。——第２９页。

１３ 马克思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关于《剩余价值理论》部分中对生息资本作

了详细的研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４９９—

６００页）。——第２９页。

１４ 在原文中是“Ａｒｂｅｉｔｓｖｅｒｍｏｇｅｎ”（“劳动能力”）。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中

马克思多次使用“劳动力”（“Ａｒｂｅｉｔｓｋｒａｆｔ”）这个词（这个词在《雇佣劳动

与资本》中就已经出现过一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

４８９页），但一般是用“Ａｒｂｅｉｔｓｖｅｒｍｏｇｅｎ”（“劳动能力”）一词。在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中，这两个术语是作为意义相同的词来使用的：“我们把

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

６３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９０页）——第３２页。

１５ 指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１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

卷第１０４—１０６页。——第３２页。

１６ “Ｆｕｒｓｉｃｈｓｅｉｎ，Ｆｕｒｓｉｃｈｓｅｉｎｄｅｓ”（“自为的存在”，“自为的存在物”）是黑格

尔的哲学用语，表示任何的质处于固定的相对隔绝的状态中。——第

３８页。

１７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１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

１５—１６页。——第３９页。

１８ 马克思指的是本杰明·汤普逊（朗福德伯爵）的书《政治、经济、哲学论文

集》（１７９６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２９４页。——第４５页。

１９ 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了马考莱的著作《詹姆斯二世登极

以来的英国史》（１８５４年伦敦第１０版第１卷第４１７页）中的这一段话，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０３页。——第４６页。

２０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１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

３７—３８页。——第５４页。

２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０５页。——第６７页。

２２ 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的经济学手稿中对庸俗经济学家把研究对象划

分为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进行了详细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１８—３７页），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２６卷第３册第９１—９２页。——第７２页。

２３ 马克思指的是威克菲尔德的所谓殖民理论，后来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

有一章专门论述了这一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

８３３—８４３页，并参看第６３９页。——第７８页。

２４ 关于亚·斯密对资产阶级财富的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２６卷第１册第５２—５５页，并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

５８４页。——第１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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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４５５页。——第１０２页。

２６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７２页。——第１０３页。

２７ 马克思指的是杜尔哥的著作《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１７６６

年），载于欧·德尔新编《杜尔哥全集》１８４４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３４—３５

页，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０４页；第２６卷第１册

第３３页。——第１０５页。

２８ 富兰克林给人所下的定义“制造工具的动物”，在詹姆斯·博斯维尔的著

作《赛米尔·约翰逊的生平》中引用过，见该著作（三卷集）１７９３年伦敦

增订第２版第３卷第２５页。——第１０５页。

２９ 马克思引用的是自己的一本读书札记。在１８５９年２月２８日开始写的第

Ⅶ本笔记第１５３—１５４页上，马克思从科兰的三卷集著作《政治经济学》

（１８５６—１８５７年巴黎版）第１卷和第３卷中作了摘录，并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８４１页。——第１０６页。

３０ 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

第６０６页）引用了尤尔的著作《工厂哲学》（１８３５年伦敦版）中相应的地

方。——第１１３页。

３１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２５０—２５１页。——第

１１４页。

３２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五场（《莱比锡的欧北和酒寮》），参看《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２１页；俄文版第４６卷下册第２１２

页。——第１２３页。

３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２８４—２８５页。——第１２６

页。

３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５章；第４６卷上册第２８７—

２８８页。——第１２８页。

３５ 马克思指的是威·托·桑顿的著作《人口过剩及其补救办法》

１８４６年伦敦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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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第１２８页。

３６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和《剩余价值理论》中对罗西的观点

进行批判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４６卷下册第８７—９１

页；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３０４—３１２页）。——第１５０页。

３７ 《剩余价值理论》第２２章考察了拉姆赛的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１５５页。

３８ 佩·罗西《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３６—１８３７年讲授》（巴黎版两卷集），载于

《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４３年布鲁塞尔版。——第１５７页。

３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３—１７页，特别是第２８４—

２８５页。——第１６５页。

４０ 从“劳动过程（资本的生产过程）”起这段话是马克思从他的《政治经济学

批判》手稿（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中转抄来的，文字上稍有改动。对照这个手

稿进行研究，可以准确地判明：那里的“ｖｏｒｇｅｈｔ”（进行）应改为“ｖｅｒｇｅｈｔ”

（消失）（见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１９３９年莫斯科德文版第

２１０页第３３行）。因此，“这并不仅仅是任意的抽象，而是在生产过程本

身中进行的抽象”这句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

２６１页第２１、２２行）应改为：“这不仅是任意的抽象，而且是在生产过程

本身中消失的抽象”。——第１６９页。

４１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２１９—２２１页。——第

１７３页。

４２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５８８页。——第１７４页。

４３ 见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７年巴黎第３版第２卷第４８４、４６４、

４８０页。——第１７４页。

４４ 这里马克思引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３章提纲草稿（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俄文版第４６卷下册第５１７—５１８页），这个草稿大概是马克思在

１８６１年夏天写的，而不是象以前说的那样，是１８５９年２—３月写的。马

克思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ⅩⅩⅡ本笔记第１３９５—１３９７页和１４０３—

１４０６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４８卷）中研究了《所谓原始积

９３６注   释



累》问题，而且大量引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资本的原始积累》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４５６—４７１页；俄文版下

册第５１７—５１８页）这一部分。——第１７９页。

４５ 以下材料马克思摘自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第Ⅲ本（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２６５—２７５页）。——第１７９页。

４６ 因为在１２０００劳动小时内创造１５００镑价值，所以要创造１００镑价值就

需要８００劳动小时。——第１８９页。

４７ 歌德《给祖莱卡》（引自《东西诗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９卷第

１５０页脚注１及第２３卷第２９９—３００页。——第１９１页。

４８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２６５—２６７页及第２５２—

２５３页，并见注４５。——第１９３页。

４９ 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１９３３年莫斯科版第２（７）卷第７—１１页（《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４９卷第３２—３４页）。——第１９５页。

５０ 见本卷第３９０—３９２页，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９５４

页脚注（５３）。——第２０３页。

５１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６４—２６７页。——第２０４

页。

５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９９页脚注（１１１）。——第２０９页。

５３ 看来马克思指的是资本积累篇。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ⅩⅩⅡ本第

１３５３—１３７１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４８卷）研究了《剩余价

值再转化为资本》，但这篇是用罗马数字Ⅳ标出的。——第２１３页。

５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３７７页。——第２１７页。

５５ 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１７７０年都柏林版第１卷第４０、３９６

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８８５页；第２６卷第１册第

２２页；第２册第６３２页；第４６卷上册第４６６页；俄文版下册第２９５

页。——第２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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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章中详细批判了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

的辩护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５１—２５６

页）。——第２１８页。

５７ 见威·杰科布《再论英国农业需要保护关税。给下院议员赛米尔·惠特

布雷德先生的一封信》１８１５年伦敦版第３３页，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４６—２４７页——第２２４页。

５８ 引自西蒙兹著作的这个计算材料和其他计算材料，马克思在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年手稿中也引用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４６卷下册第

３４３—３４５页）。——第２２６页。

５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５９７—６００页。——第２２７页。

６０ 《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所理解的“资本的价

值”（“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是指资本所有者攫取的剩余劳动量同他所

用的资本量之间的比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

第２６０—２８２页。——第２３１页。

６１ 马克思在以后的叙述中举出的关于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农民情况的

材料，引自埃·雷尼奥的著作《多瑙河各公国政治社会史》１８５５年巴黎

版第３０４—３１１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６４—２６７

页。——第２３４页。

６２ 指的是规定实行每周平均十小时工作日的１８５０年工厂法，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６８页。——第２３６页。

６３ 马克思指的是“不列颠科学促进会”（“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Ａｄ

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该会建于１８３１年，在大不列颠各城市举行年

会。——第２３６页。

６４ 以下引文马克思最先是用的德译文，后来用的是原文，并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７２页。——第２３７页。

６５ 霍纳在他１８５９年４月３０日报告的第９页（马克思引证的）上写道，这个

报告很可能是他的最后的报告。但是，霍纳仍继续进行工厂视察员的活

动，并又发表了一个报告——截至１８５９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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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１８６０年１月１１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０

卷第７页）。——第２４４页。

６６ 马克思引用的是拜比吉著作的法文译本（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

节约》，比奥译，１８３３年巴黎版第２７９页）。——第２５２页。

６７ 马克思指的是他在“ｄ”节开始部分中所阐述的剩余价值量取决于个别工

人的剩余劳动和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第２５６页。

６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７７、７０９—７１０页。——第２６３

页。

６９ 流数和流动量是伊·牛顿制定的计算流数的概念，是微积分的最早形

式。伊·牛顿把随着时间同时不断变化的数列ｘ，ｙ，ｚ……称为流动量

（来自拉丁文ｆｌｕｅｎｓ——流动的），而把流动量变化的速度称为流数（来

自拉丁文ｆｌｕｘｉｏ——流），并用ｘ，ｙ，ｚ……来表示。因此，流数是时间上的

流动量的导数。——第２６４页。

７０ 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了拉姆赛著作《论财富的分配》

（１８３６年爱丁堡版）相应的地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

第３５１页）。——第２６８页。

７１ 马克思指的大概是：约·斯·穆勒在自己的著作《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

些有待解决的问题》（１８４４年伦敦版）中考察利润率和工资的比例时假

定“付给工人的是工人自己生产的产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２１４页）。——第２７０页。

７２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Ⅳ本笔记的页码。马克思误以为从１３８页（应为

１３２页）开始。——第２７９页。

７３ 在这里，马克思自己在原来已写好的正文的两行中间加进了这样一句

话：“（应该是４０％，见下页）”。可是，手稿正文并没有错，因为必要劳动

时间从工作日的
５
６
减少到

３
６
，就说明劳动力的价值减少了４０％，也就

是占原有量的６０％。——第２８０页。

７４ 见注７３。——第２８１页。

７５ 马克思部分地借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中关于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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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生产力的增长和相对剩余价值量之间的比例的三点总结性意见（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３０４—３１０页）。第二点的开

头表述得比较详细：“资本的剩余价值的增加数并不是生产力的乘数即

生产力（作为单位，作为被乘数来看）的增加数，而是活的工作日中原来

代表必要劳动的部分减去该部分除以生产力的乘数之后的余额。”——

第２８６页。

７６ 马克思在这里亲笔添写了“在奴隶占有制生产下（参看凯尔恩斯）”。马克

思指的是他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中多次引用的凯尔恩斯《奴隶劳

力》（１８６２年伦敦版）一书。因为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Ⅳ本笔记是在

１８６１年底写成的，而凯尔恩斯的书是１８６２年问世的，所以上述添写的

字样看来是马克思后来才加上的。——第２９１页。

７７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７１页。——第２９１页。

７８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这种倍数原则作了说明（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８３—３８４页）。——第２９２页。

７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７１页。——第２９３页。

８０ 见注７６，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６９页。—— 第

２９９页。

８１ 马克思指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１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３卷第４０—４１页。——第３０３页。

８２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１册，特别是第２章《货币或简单流通》。——第

３０３页。

８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７４页。——第３０８页。

８４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更早的著作家，如配第和《东印度贸

易的利益》的匿名作者，比亚·斯密更肯定地指出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

资本主义性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４０４页脚注

（７６））——第３０９页。

８５ 马克思指的大概是贝尔吉埃，他是弗格森《市民社会史试论》一书的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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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译者，并为此书写了序言。——第３１５页。

８６ 马克思在手稿中引自古希腊文献资料的这一引文和以后一些引文是古

希腊文。——第３２０页。

８７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４０４页脚注（７８）。——第

３２０页。

８８ 马克思引自柏拉图《理想国》的几个片断，见该书１５７８年巴黎斯蒂凡版

第３６９—３７４页。——第３２４页。

８９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７４页脚注（２６）。——第

３２６页。

９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６０页。——第３３５页。

９１ 引自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

１６５—１６８页。——第３３６页。

９２ 见注５５。——第３３６页。

９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４６卷下册第２９４页，马克思在那里引

用了斯图亚特著作中的相应的段落。——第３４０页。

９４ 尤尔的这段话的俄译文是按英文原文（安·尤尔《工厂哲学》１８３５年伦

敦第２版）校正的。后来马克思自己也注意到了尤尔著作的英文版和法

文版之间的差异（见本卷第５３９页）。——第３４１页。

９５ 并见本卷第２１５、５３２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６１页；

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２８１页；俄文版第４６卷下册第２１６—２１７页。——第

３４４页。

９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７４页。——第３４５页。

９７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４８８—４８９页和第２６卷第１

册第１９７—１９８页。——第３４６页。

９８ 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ⅩⅤⅢ本笔记中，包含着马克思１８６３年１月所

写的《资本论》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的提纲草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４４６—４４８页）。在《资本论》第三部分（《资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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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生产力的增长和相对剩余价值量之间的比例的三点总结性意见（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３０４—３１０页）。第二点的开

头表述得比较详细：“资本的剩余价值的增加数并不是生产力的乘数即

生产力（作为单位，作为被乘数来看）的增加数，而是活的工作日中原来

代表必要劳动的部分减去该部分除以生产力的乘数之后的余额。”——

第２８６页。

７６ 马克思在这里亲笔添写了“在奴隶占有制生产下（参看凯尔恩斯）”。马克

思指的是他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中多次引用的凯尔恩斯《奴隶劳

力》（１８６２年伦敦版）一书。因为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Ⅳ本笔记是在

１８６１年底写成的，而凯尔恩斯的书是１８６２年问世的，所以上述添写的

字样看来是马克思后来才加上的。——第２９１页。

７７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７１页。——第２９１页。

７８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这种倍数原则作了说明（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８３—３８４页）。——第２９２页。

７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７１页。——第２９３页。

８０ 见注７６，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６９页。—— 第

２９９页。

８１ 马克思指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１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３卷第４０—４１页。——第３０３页。

８２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１册，特别是第２章《货币或简单流通》。——第

３０３页。

８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７４页。——第３０８页。

８４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更早的著作家，如配第和《东印度贸

易的利益》的匿名作者，比亚·斯密更肯定地指出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

资本主义性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４０４页脚注

（７６））——第３０９页。

８５ 马克思指的大概是贝尔吉埃，他是弗格森《市民社会史试论》一书的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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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提纲草稿中第１２项为：“结论。资本和雇佣劳动”。参看《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俄文版第４６卷下册第５１８页。——第３４７页。

９９ 接着（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Ⅴ本笔记第１８２—１８３页上）的“插话（关

于剩余劳动）”，按其内容是有关“剩余价值理论”的，所以载入第２６卷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４１５—４１７页）。——

第３４９页。

１００ 在马克思于１８６３年１月写成的《资本论》第一部分的提纲草稿（１８６１—

１８６３年手稿第ⅩⅤⅢ本笔记）中，这里引用的马克思的初步设想归纳

在提纲的第五点和第六点中：“（５）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

合。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比例。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和实际上

的隶属。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６）剩余价值再转化

为资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４４６页）；参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４６卷下册第５１７—５１８、５２０页。——第

３５２页。

１０１ 马克思这里说的“第三章”是指他关于“资本一般”的研究的第三部分

——《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这一章的

草稿已经包含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

第４６卷下册第２５８—３９２页）；在那里，它是《资本章》的“第三篇”。马克

思在这里称为“第三章”，后来又改称“第三篇”或“第三部分”（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２７２、４４７页；第２册第１８７

页）。再往后，他把这第三章称作“第三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３１卷第１３５页）。马克思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ⅩⅥ本笔记中

对关于“资本一般”的研究的“第三章”的开头部分，作了更加详尽和系

统的阐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４８卷）。关于工作日因机

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而延长的问题，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

三章，和第三卷第五章中进行了考察。——第３６０页。

１０２ 华氏７０—８０度相当于摄氏２１—２７度。——第３６０页。

１０３ 见本卷第２５０—２５１页。——第３６１页。

１０４ 在这里，马克思用理查·琼斯的用语“辅助资本”（“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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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表示不变资本。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

４５２页。——第３７０页。

１０５ 见注１０１。——第３７３页。

１０６ 《剩余价值理论》对这部匿名著作——作者是马尔萨斯主义者约翰·卡

泽诺夫——作了详尽的剖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

３册第６３—６９页）。——第３８０页。

１０７ 这里指的是１８２５年英国工程师理查·罗伯茨发明的走锭精纺机（更确

切一些说是自动走锭精纺机）。工人们把这种精纺机叫作“铁人”，因为

它自动地完成了以前纺纱工人用手工完成的许多操作。——第３８６

页。

１０８ 这里所考察的蒲鲁东和福尔卡德的观点，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

卷中又进行了剖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９５４页，

并见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９５页。——第３９０页。

１０９ 见比·约·蒲鲁东《什么是财产？》１８４０年巴黎版第４章第５节，以及

《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１８５０年巴黎版第

２０７—２０８页。——第３９０页。

１１０ 马克思在这里摘自１８６２年１１月２６日伦敦《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文章

中的大段引文，证明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Ⅴ本笔记的最后几页（第

２１１—２１９页，也许还有第２１０页下半页）的写作时间，不会早于１８６２

年１１月的最后几天——那时马克思已经写完包含在第Ⅵ—ⅩⅤ本笔

记中的《剩余价值理论》的主要正文。

在１８６３年１月２４日和２８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说他继续写作关

于机器的一节。“我正在对机器这一节作些补充。在这一节里有些很有

趣的问题，我在第一次整理时忽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３０卷第３１７页）——第３９２页。

１１１ 马克思指的是引自莱文斯顿的著作《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１８２４年伦

敦版第４５页的一段话：“使用机器来减少单个人的劳动是很少能成功

的，因为制造机器用掉的时间，比使用机器所节省的时间要多。只有当

机器大规模起作用时，当一台机器能帮助成千上万的人劳动时，机器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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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正有用的。”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的手稿中引用了这段话（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３７７页）。——第４０２页。

１１２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１１页。——第４０８页。

１１３ 见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１７６６年），载于欧·德尔新

编《杜尔哥全集》１８４４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３４—３５页。——第４１７页。

１１４ 圣经《申命记》第２５章第４节。——第４２４页。

１１５ “纽伦堡鸡蛋”——指十六世纪初纽伦堡钳工亨勒恩制造的最早的具有

钢制的螺旋发条的怀表，由于这种怀表是椭圆形的而得此名称。——

第４２８页。

１１６ 在这一段话中，马克思简要地概括了安得鲁·尤尔的《技术辞

典》１８４３ 年 布 拉 格 德 文 版（Ｄｒ．ＡｎｄｒｅａｓＵｒｅ．Ｔｅｃｈｎｉｓｃｈｅｓ

Ｗｏｒｔｅｒｂｕｃｈ．Ｂ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ｔｖｏｎＫ．ＫｒａｍａｒｓｃｈｕｎｄＤｒ．Ｆ．Ｈｅｅｒｅｎ．Ｅｒ

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Ｐｒａｇ，１８４３）《棉纺业》这一条目的内容。这部辞典第一

卷的概要，以及波佩三卷集的《工艺学历史》的概要，都包含在马克

思于１８５１年约９—１０月间在伦敦写的并于１８６３年初重新看过的札记

本第ⅩⅤ本中。——第４３６页。

１１７ 《雅典神殿》——英国文学评论周刊《雅典神殿。文学、科学和艺术杂志》

（《ＴｈｅＡｔｈｅｎａｅｕ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ｎｅＡｒｔｓ》）

的简称；１８２８—１９２１年在伦敦出版。——第４３６页。

１１８ 指的是马克思参观过的伦敦工业展览会——１８５１年５—１０月间举行

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展览会。匿名著作《各国的工业》就是根据对这届

展览会展出的展品的分析而写成的。——第４３７页。

１１９ 指的是安得鲁·尤尔《技术辞典》德文版第一卷（见注１１６）中《英国网

布》这一条目。——第４３８页。

１２０ 见波佩《工艺学历史》１８１０年哥丁根版第２卷第１９８、２０３页。——第

４４１页。

１２１ “哲学仪器”（“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ｔｈｅ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ｏｆｐｈ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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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ｓｏｐｈｙ”），在《各国的工业》（第２部１８５５年伦敦版）中有一整章（第７

章第２８６—３４９页）作了介绍。这本书的匿名作者指的是这样一些科学

仪器，如精密天平、温度计、气压计、流量计、经纬仪、望远镜、显微镜等。

“哲学仪器”这一用语是从“自然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Ｎａｔｕ

ｒ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一词中派生出来的。这个词，在英国长时间地用来表

示最广义的理论物理学，除狭义物理学外，也包括天体力学、天文学、天

体演化等，有时也包括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第４５０页。

１２２ 指议会文件《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１８６１年４月２４日的质问。根据下

院决定于１８６２年２月１１日刊印》。——第４５４页。

１２３ 摘自同一议会文件（见注１２２）。——第４６８页。

１２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４２１页。——第４７２页。

１２５ 艺术和手工业协会（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ｒｔｓ）——资产阶级教育性质和慈善性

质的团体，于１７５４年在伦敦成立。摩尔顿的报告刊登在１８５９年１２月９

日该协会的周刊《艺术协会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ｒｔｓ》）

上。——第４７３页。

１２６ 《莱比锡论丛》（《ＡｃｔａＬｉｐｓｉｅｎｓｉａ》）——１６８２年至１７８２年在莱比锡出

版的德国第一种学术杂志《学术论丛》（《ＡｃｔａＥｒｕｄｉｔｏｒｕｍ》）（拉丁文

版）的非正式名称。——第４７６页。

１２７ 关于蒸汽机及其发明历史的这一切材料，以及后来有关这个题目的引

文，都是从安德鲁·尤尔的《技术辞典》德文版第一卷（见注１１６）中《蒸

汽机》这一条目摘录来的，其中作了某些删节。——第４７６页。

１２８ 马克思在这里摘要引用了安德鲁·尤尔的《技术辞典》德文版第一卷中

《铁路》这一条目。——第４７９页。

１２９ 在这里，马克思又引用《各国的工业》（第２部１８５５年伦敦版）中第８６、

８８和８３页上的个别地方。——第４７９页。

１３０ 见注１２１。——第４８９页。

１３１ 在这里，马克思又引用包含在议会文件《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１８６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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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２４日的质问。根据下院决定于１８６２年２月１１日刊印》中的统计材

料，见本卷第４５４和４６８页。——第４９１页。

１３２ 詹姆斯·奈斯密斯信中的这段话，第一次公布于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３１日的

报告，马克思根据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３１日的报告引用了这段话。——第

５０４页。

１３３ 见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中对这段引文所作的注释（《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４２６页）。——第５１０页。

１３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４６７—４６８页。——第５３７页。

１３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５１２页。——第５４２页。

１３６ 见本卷第２８５—２８７页。——第５４２页。

１３７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对李嘉图关于机器排挤工人的观点作了详

尽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６２８—６５６

页）。——第５４５页。

１３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４２４—４４２页；第２６卷第

１册第８９—１４０、１８２—１９５、２３３—２５８页；第３册第２６９—２７６页。——

第５４６页。

１３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３６５页；第２６卷第１册

第２７２页。——第５４９页。

１４０ 马克思所指的很可能是《生产过程的结果》一节，它应当是《资本的生产

过程》这一篇中最后几章之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

第１册第４４６页）。——第５５０页。

１４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６４４页；第２３卷第４７３

页。——第５５３页。

１４２ 马克思的出发点是：机器的价值等于１０个被排挤的工人的总劳动时间

量，也就是等于１２０小时。因此，这些机器每年的磨损等于１２小

时。——第５５８页。

１４３ 这个剩余劳动时间是由２个工人提供的２剩余小时和１０个被排挤的

９４６注   释

ｌｏｓｏｐｈｙ”），在《各国的工业》（第２部１８５５年伦敦版）中有一整章（第７

章第２８６—３４９页）作了介绍。这本书的匿名作者指的是这样一些科学

仪器，如精密天平、温度计、气压计、流量计、经纬仪、望远镜、显微镜等。

“哲学仪器”这一用语是从“自然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Ｎａｔｕ

ｒ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一词中派生出来的。这个词，在英国长时间地用来表

示最广义的理论物理学，除狭义物理学外，也包括天体力学、天文学、天

体演化等，有时也包括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第４５０页。

１２２ 指议会文件《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１８６１年４月２４日的质问。根据下

院决定于１８６２年２月１１日刊印》。——第４５４页。

１２３ 摘自同一议会文件（见注１２２）。——第４６８页。

１２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４２１页。——第４７２页。

１２５ 艺术和手工业协会（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ｒｔｓ）——资产阶级教育性质和慈善性

质的团体，于１７５４年在伦敦成立。摩尔顿的报告刊登在１８５９年１２月９

日该协会的周刊《艺术协会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ｒｔｓ》）

上。——第４７３页。

１２６ 《莱比锡论丛》（《ＡｃｔａＬｉｐｓｉｅｎｓｉａ》）——１６８２年至１７８２年在莱比锡出

版的德国第一种学术杂志《学术论丛》（《ＡｃｔａＥｒｕｄｉｔｏｒｕｍ》）（拉丁文

版）的非正式名称。——第４７６页。

１２７ 关于蒸汽机及其发明历史的这一切材料，以及后来有关这个题目的引

文，都是从安德鲁·尤尔的《技术辞典》德文版第一卷（见注１１６）中《蒸

汽机》这一条目摘录来的，其中作了某些删节。——第４７６页。

１２８ 马克思在这里摘要引用了安德鲁·尤尔的《技术辞典》德文版第一卷中

《铁路》这一条目。——第４７９页。

１２９ 在这里，马克思又引用《各国的工业》（第２部１８５５年伦敦版）中第８６、

８８和８３页上的个别地方。——第４７９页。

１３０ 见注１２１。——第４８９页。

１３１ 在这里，马克思又引用包含在议会文件《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１８６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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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１０剩余小时组成的。首先使用机器的资本家凭借这个产品的个

别价值低于它的社会价值，把这１０剩余小时加到自己产品的价值上

去。——第５５８页。

１４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２６６页。——第５６２

页。

１４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２９８—３０６页。——第

５６４页。

１４６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ⅩⅩ本笔记的封面没有编号，在这里标有数码

１２４１ａ。——第５６５页。

１４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０卷第３９４页，以及卡·马克思《数

学手稿》。——第５６５页。

１４８ 马克思指他的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的“补充笔记本”之一。他在１８６３年５

月２９日曾写信给恩格斯说，１８６３年春，他在这些补充本中“摘录了同

我已写好的部分有关的政治经济学史方面的材料”。现在有补充本Ａ、

Ｂ、Ｃ、Ｄ、Ｅ、Ｆ、Ｇ、Ｈ。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了关于机器

在英国和印度排挤手工织布工人的例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２３卷第４７２页）。——第５６６页。

１４９ “机器同劳动处于不断的竞争中”（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１年伦

敦第３版第４７９页）（Ｒｉｃａｒｄｏ．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３ｒｄｅｄ．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ｐ．４７９）。——第５６６页。

１５０ 见注１０７。——第５７２页。

１５１ 在英文原文中的说法相反：“机器实现了用熟练程度较低的劳动代替熟

练程度较高的劳动。”（尤尔《工厂哲学》１８３５年伦敦第２版第３０

页）——第５７４页。

１５２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５页。——第５７８

页。

１５３ １８６３年３月２４日《泰晤士报》发表了曼彻斯特工厂主艾德蒙·波特尔

０５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题为《棉纺织工业区和移民》的文章，该文章是写给《泰晤士报》编者的

一封信，发信日期为“３月２０日”。——第５８５页。

１５４ 引自１８６３年４月２８日《泰晤士报》发表的关于１８６３年４月２７日下院

会议的报道。以下摘引的弗兰德演说中的话也是引自这篇报道。——

第５８５页。

１５５ 马克思在这里概括了弗兰德演说中以下的一段话：“工厂主关闭工厂，

使工人失业，而从输出原料上获得了巨大利润。”这里指的是１８６１—

１８６５年美国国内战争引起的“棉荒”。——第５８７页。

１５６ 《贝里卫报》（《ＴｈｅＢｕｒｙ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１８５７年起在郎卡郡贝里城出

版的一家日报。这里指的是１８６０年３月１２日的那一号。——第５８７

页。

１５７ 手稿第１２７３和１２７４页上的正文几乎都是从１８６３年３月２４日《泰晤

士报》上剪贴下来的。——第５８９页。

１５８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这一段话时，马克思在括号中注明：“指活的

劳动机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３１页）。——第

５８９页。

１５９ 约·雷·麦克库洛赫《商业和商轮航运业的实用、理论和历史辞典》

１８４７年伦敦版。——第５９０页。

１６０ 奥普戴克在这里用的是“增长了的工业利润”（ｔｈｅ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ｐｒｏｆｉｔｓ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而不是“增长了的资本利润”（ｔｈｅ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ｐｒｏｆｉｔｓｏｆｃａｐ

ｉｔａｌ”）（《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５１年纽约版第１０３页）。正如奥普戴克在他的

书中第９９页所指出的，他把“工业”（“ｉｎｄｕｓｔｒｙ”）理解为劳动（ｌａｂｏｒ）和

技能（ｓｋｉｌｌ）的结合，而把利润（“ｐｒｏｆｉｔｓ”）理解为一切形式的收入。——

第５９６页。

１６１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５８２—５８３页。——第５９８

页。

１６２ 见注１２１。——第５９９页。

１５６注   释



１６３ 马克思在手稿第ⅩⅩ本笔记的封面上写着：“（４）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

剩余价值。工资与剩余价值之间的比例。作为劳动的价值或价格的劳动

力的价值的转化形式。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的比例或者剩余劳动同必

要劳动的比例的派生形式。”——第６０３页。

１６４ 马克思所引证的这一段包含在配第的著作《献给英明人士》中，这一著

作是作为正文中所提到的著作《爱尔兰政治剖视》的附录刊印的。——

第６０４页。

１６５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引证配第著作的这一段话，马克思用括号注明：

“当时是指农业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０２

页）——第６０４页。

１６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２５４、７１５页。——第６０５页。

１６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２１—２２页。——第

６１４页。

１６８ 马克思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Ⅻ本笔记中对“生产价格”下了定义（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３９８页）。——第６１６

页。

１６９ 这个注马克思补充写在书页的上角。——第６２２页。

１７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５８１页。——第６２４页。

１７１ 接在手稿第１２９６页后面的是马克思编号的１２９１ａ，１２９２ａ，１２９３ａ，１２９４ａ

各页，这是手稿第ⅩⅩ本笔记的最后几页。——第６３１页。

１７２ 手稿第ⅩⅩ本笔记的第１２９１ａ—１２９４ａ各页以及手稿第ⅩⅩⅠ本笔记

的第１３００—１３０１页上接下去的文字内容与《剩余价值理论》有关（马克

思在手稿第ⅩⅩ本笔记的封面上所作的附记“插入部分，休谟和马西。

利息”与该文字有关），现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３７７、３９０—３９３、４００—４０４页）

上。——第６３２页。

２５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人 名 索 引

Ａ

阿波 德，约 翰 · 乔 治（Ａｐｐｏｌｄ，Ｊｏｈｎ

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００—１８６５）——英国工程师

和发明家。——第４８８页。

阿基罗卡斯（Ａｒｃｈｉｌｏｃｈｕｓ公元前七世纪）

—— 古希腊抒情诗人。—— 第３２０

页。      

阿基米得（Ａｒｃｈｉｍｅｄｅｓ公元前２８７左右—

２１２）——伟大的古希腊数学家和物理

学家。——第４２３、４２６、４９０页。

阿克莱，理查（Ａｒｋｗｒｉｇｈｔ，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７３２—

１７９２）——英国企业家和发明家。——

第２５２、４３３—４３５、４８５、５３６页。

埃弗雷特（Ｅｖｅｒｅｔ）——十八世纪英国发明

家。——第４３４页。

埃里克森，约翰（Ｅｒｉｃｓｓｏｎ，Ｊｏｈｎ１８０３—

１８８９）——美国工程师和军事发明家，

原籍瑞典。——第４３６页。

埃利科特，托马斯（Ｅｌｌｉｋｏｔｔ，Ｔｈｏｍａｓ生于

１７７７年）——美国工业家和金融家。

——第４２３、４２６页。

艾释华特，艾德蒙（Ａｓｈｗｏｒｔｈ，Ｅｄｍｕｎｄ

１８０１—１８８１）——英国厂主，反谷物法

同盟成员，反对立法限制工作日。——

第３６０、３７６页。

艾释黎，安东尼·库伯，舍夫茨别利伯爵

（Ａｓｈｌｅｙ，ＡｎｔｈｏｎｙＣｏｏｐｅｒ，Ｅａｒｌｏｆ

Ｓｈａｆｔｅｓｂｕｒｙ１８０１—１８８５）—— 英国政

治活动家，四十年代为议会中托利党人

慈善家集团首领，１８４７年起为辉格党

人。——第１９２、２５０、３６０、３７４、３７９页。

爱德华三世（ＥｄｗａｒｄⅢ１３１２—１３７７）——

英国国王（１３２７—１３７７）。——第４４、

２４９页。

安谛巴特洛斯——见帖撒罗尼迦城的安

谛巴特洛斯。

昂费尔（Ｅｎｆｅｒ）——法国发明家。——第

４８９页。

奥古斯都（Ａｕｇｕｓｔｕｓ公元前６３—公元１４）

——罗马皇帝（公元前２７—公元１４）。

——第４１７、４１９页。

奥烈利（Ｏｒｅｌｌｉ）——柏拉图的《理想国》的

编者之一。——第３２２页。

奥普戴克，乔治（Ｏｐｄｙｋｅ，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０５—

１８８０）——美国企业家，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第２８、５９６页。

奥特斯，扎马里亚（Ｏｒｔｅｓ，Ｇｉａｍｍａｒｉａ

１７１３—１７９０）——意大利经济学家，当

时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和独创性的著

作的作者。——第２６３页。

奥维狄乌斯（普卜利乌斯·奥维狄乌斯·

纳佐）（ＰｕｂｌｉｕｓＯｖｉｄｉｕｓＮａｓｏ公元前

４３—约公元１７）——杰出的罗马诗人。

——第５３８页。

Ｂ

巴本，德尼（Ｐａｐｉｎ，Ｄｅｎｉｓ，１６４７—１７１４）

３５６



——法国物理学家、蒸汽机发明者之

一。——第４７６页。

巴克（Ｂａｒｋｅｒ）——英国力学家，根据塞格

纳的水轮原理发明了一种水磨。——第

４２３页。

巴莱，戴维（Ｂａｒｒｙ，Ｄａｖｉｄ１７８０—１８３５）

——英国医生和生理学家。——第５２７

页。

巴洛（Ｂａｒｌｏｗ）——英国发明家。——第

４３８页。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Ｂａｓｔｉａｔ，Ｆｒéｄéｒｉｃ

１８０１—１８５０）——法国庸俗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社会阶级利益调和论的鼓吹

者。——第１２５、１２６、１６５、１７２页。

拜比吉，查理（Ｂａｂｂａｇｅ，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９２—

１８７１）——英国数学家和力学家，资产

阶级经济学家。——第２５２、３２９、３７６、

３７７、４１１页。

拜耳斯，约翰· 巴纳德（Ｂｙｌｅｓ，Ｊｏｈｎ

Ｂａｒｎａｒｄ１８０１—１８８４）——英国法学家，

枢密大臣，托利党人，写有法律、经济和其

他问题的著作。——第２４９、３５９页。

拜帖尔（Ｂａｉｔｅｒ）——柏拉图的《理想国》的

编者之一。——第３２２页。

贝尔，亨利（Ｂｅｌｌ，Ｈｅｎｒｙ１７６７—１８３０）——

英国工程师和发明家，苏格兰人。——

第４８０页。

贝尔吉埃（Ｂｅｒｇｉｅｒ）——弗格森的《市民社

会史试论》的法文译者，并为此书写了

序言。——第３１３、３１５页。

贝尔珀（Ｂｅｌｐｅｒ）——英国厂主。—— 第

５３８页。

贝 卡 里 亚，切 扎 雷（Ｂｅｃｃａｒｉａ，Ｃｅｓａｒｅ

１７３８—１７９４）——意大利法学家，政论

家和经济学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

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第３２７页。

贝克，罗伯特（Ｂａｋｅｒ，Ｒｏｂｅｒｔ）——英国工

厂视察员。——第１９３、３６０、５１１页。

贝克曼，约翰（Ｂｅｃｋｍａｎｎ，Ｊｏｈｎ１７３９—

１８１１）——德国资产阶级学者，写有一

些工艺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著作。——第

４３２页。

贝 利，赛 米 尔（Ｂａｉｌｅｙ，Ｓａｍｕｅｌ１７９１—

１８７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

学家；从庸俗经济学的立场反对李嘉图

的劳动价值论；同时也正确地指出了李

嘉图的经济学观点中的一些矛盾。——

第２０、４７、４８、１０９、１１０、５９９、６１４页。

比多（Ｂｉｄａｕｔ，Ｊ．Ｎ．十九世纪上半叶）——

法国政论家，政府职员。——第３４７页。

毕希，约翰·格奥尔格（Ｂｕｓｃｈ，Ｊｏｈａｎｎ

Ｇｅｏｒｇ１７２８—１８００）—— 德国经济学

家，基本上持重商主义观点。——第

２６０页。

边沁，耶利米（Ｂｅｎｔｈａｍ，Ｊｅｒｅｍｙ１７４８—

１８３２）——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功

利主义理论家。——第２５３页。

别尔 努 利，丹 尼 尔（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Ｄａｎｉｅｌ

１７００—１７８２）——瑞士生理学家、数学

家和物理学家。——第４２２、４２５页。

别 尔 努 利，雅 科 布（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Ｊａｋｏｂ

１６５４—１７０５）——瑞士数学家和物理学

家。——第４２５页。

别尔努利，约翰（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Ｊｏｈａｎｎ１６６７—

１７４８）—— 瑞士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第４２２、４２５页。

波列尼，卓万尼（Ｐｏｌｅｎｉ，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１６８３—

１７６１）——侯爵，意大利数学家，天文学

家和水利工程师。——第４２２页。

波波，恩·（Ｐｏｐｐｏ，Ｅｒｎ．）——色诺芬的《居鲁

士的教育》的编者。——第３２２页。

波佩，约翰·亨利希·摩里茨·冯

４５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Ｐｏｐｐｅ，Ｊｏｈａｎ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Ｍｏｒｉｔｚｖｏｎ

１７７６—１８５４）——德国学者，写有许多

有关工艺史的著作。——第４１６、４１７、

４１９、４２０、４２８—４３１页。

波特尔，阿朗索（Ｐｏｔｔｅｒ，Ａｌｏｎｚｏ１８００—

１８６５）——美国主教，在一些院校教授

神学。——第３１５、３１６、３１８页。

波特尔，艾德蒙（Ｐｏｔｔｅｒ，Ｅｄｍｕｎｄ）——英国

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议会议

员。——第５８５、５８８、５９０、５９１页。

波特尔，汉弗利（Ｐｏｔｔｅｒ，Ｈｕｍｐｈｒｙ）——英

国工人，改进了纽可门的蒸汽机。——

第４７６页。

波绪，沙尔（Ｂｏｓｓｕｔ，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３０—１８１４）

——著名的法国数学家，写有许多关于

数学理论和数学史方面的基础著作。

——第４２２页。

伯利克里（Ｐｅｒｉｋｌｅｓ公元前４９０左右—

４２９）——雅典国家活动家，曾促进奴隶

主民主制的巩固。——第３２０页。

柏拉图（Ｐｌａｔｏ约公元前４２７—３４７）——古

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的思

想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 第

３２０—３２５、３２８、３５７页。

博耳顿，马修（Ｂｏｕｌｔｏｎ，Ｍａｔｔｈｅｗ１７２８—

１８０９）——英国工程师和工业家。——

第４７９页。

博斯维尔，詹姆斯（Ｂｏｓｗｅｌｌ，Ｊａｍｅｓ１７４０—

１７９５）——英国作家，《赛米尔·约翰逊

的生平》一书的作者。——第１０５页。

布拉瑟顿，约瑟夫（Ｂｒｏｔｈｅｒｔｏｎ，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８３—１８５７）——英国厂主，议会活动

家。——第２２３页。

布莱特，约翰（Ｂｒｉｇｈｔ，Ｊｏｈｎ１８１１—１８８９）

——英国厂主，约翰·布莱特公司股东；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

一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六十年代

初起为自由党左翼领袖；多次出任自由

党内阁的大臣。——第２８５页。

布朗基，日罗姆·阿道夫（Ｂｌａｎｑｕｉ，Ｊéｒｏｍｅ

－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７９８－１８５４）——法国资产

阶级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说史家，庸俗政

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第２４１、

３０８、３２６页。

布累兹，阿道夫·古斯达夫（Ｂｌａｉｓｅ，

ＡｄｏｌｐｈｅＧｕｓｔａｖｅ１８１１—１８８６）——法

国经济学家，日罗姆·阿道夫·布朗基

的著作的编者。——第３２６页。

布吕内尔，马尔克·伊藏巴尔（Ｂｒｕｎｅｌ，

ＭａｒｃＩｓａｍｂａｒｄ１７６９—１８４９）——英国

工程师和发明家，法国移民。——第

４８５页。

布罗顿（Ｂｒｏｕｇｈｔｏｎ）——英国的郡治安法

官。——第２３７页。

布瓦洛，埃蒂耶纳（斯特凡）（Ｂｏｉｌｅａｕ，Ｅｔｉ

ｅｎｎｅ１２００—１２６９）——巴黎行政长官，

《手工业手册》一书编者，该书收集了巴

黎手工业行会的章程。——第４３１页。

Ｃ

查 默 斯，托 马 斯（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８０—１８４７）——英国基督教神学家和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追随

者。——第１０８、１７０页。

柴尔德，约瑟亚（Ｃｈｉｌｄ，Ｊｏｓｉａｈ１６３０—

１６９９）——英国经济学家，重商主义者，

银行家和商人。——第２４４页。

Ｄ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Ｄａｒｗ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０９—１８８２）——伟大的英国

５５６人 名 索 引



自然科学家，科学的生物进化学的奠基

人。——第４１０页。

达盖尔，路易·雅克·芒代（Ｄａｇｕｅｒｒｅ，

ＬｏｕｉｓＪａｃｑｕｅｓＭａｎｄé １７８７—１８５１）

——法国美术家，装饰艺术家，透景画

和金属照相（银版照相术）的发明家。

——第４９０页。

达兰贝尔，让·巴蒂斯特·勒龙德（Ｄ’

Ａｌｅｍｂｅｒｔ，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Ｌｅ Ｒｏｎｄ

１７１７—１７８３）——法国哲学家和数学

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杰出

代表人物之一。——第４２２、４２５页。

戴尔（Ｄａｌｅ）——罗·欧文在新拉纳克的

棉纺织厂的前厂主。——第２５２页。

德尔，欧仁（Ｄａｉｒｅ，Ｅｕｇèｎｅ１７９８—１８４７）

——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治经济

学著作的编者。——第２６、４６页。

德·昆西，托马斯（ＤｅＱｕｉｎｃｅｙ，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８５—１８５９）——英国作家和经济学

家，李嘉图的注释者；他的著作反映了

李嘉图学派的没落和瓦解。—— 第

３４７、５３１页。

德拉伊尔——见拉伊尔，菲力浦·德。德

帕西厄，安都昂（Ｄｅｐａｒｃｉｅｕｘ，Ａｎｔｏｉｎｅ

１７０３—１７６８）——法国统计学家、数学

家和物理学家。——第４２３页。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伯爵，安都昂·路

易·克劳德（ＤｅｓｔｕｔｔｄｅＴｒａｃｙ，Ａｎ

ｔｏｉｎｅＬｏｕｉｓＣｌａｕｄｅ，ｃｏｍｔｅｄｅ１７５４—

１８３６）——法国庸俗经济学家，感觉论

哲学家；君主立宪的拥护者。——第

１８、３００页。

迪博斯特（ＤｕＢｏｓｔ）——《水轮的新的建

造）（１７４７年）一书的作者。——第４２３

页。

迪多，圣莱热（Ｄｉｄｏｔ，ＳａｉｎｔＬéｇｅｒ１７６７—

１８２９）——法国发明家。——第４８５页。

狄奥多洛斯（西西里的）（ＤｉｏｄｏｒｕｓＳｉｃｕｌｕｓ

公元前８０左右—２９）——古希腊历史

学家。——第２８８、３２５页。

杜尔哥，安·罗伯尔·雅克（Ｔｕｒｇｏｔ，Ａｎｎｅ

Ｒｏｂｅｒｔ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２７—１７８１）——法国

经济学家和国家活动家；重农学派的最著

名的代表人物；财政总稽核（１７７４—１７７６）。

——第２６、４６、１０５、４１７页。

Ｅ

厄斯特德，汉斯·克里斯蒂安（Ｏｅｒｓｔｅｄ，

Ｈａｎｓ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１７７７—１８５１）——丹麦

物理学家。——第４９０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９５）——第２８、１８２、２３６、５２７、

５２８、５３１—５３３、５４２页。

Ｆ

菲尔登，约翰（Ｆｉｅｌｄｅｎ，Ｊｏｈｎ１７８４—１８４９）

——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慈善家，工厂

法的拥护者。——第３７４、３７９页。

费 尔 贝 恩，威 廉（Ｆａｉｒｂａｉｒ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８９—１８７４）——英国厂主，工程师和

发明家。——第４８３页。

弗格森，亚当（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Ａｄａｍ１７２３—

１８１６）——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哲

学家和社会学家，苏格兰人。——第

３１２—３１６、３２８、３３５、３４９页。

弗兰德，威廉（Ｆｅｒｒａ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英国

地主，追随托利党。——第５８５、５８８、

６１２页。

弗朗克尔，路易·本杰明（Ｆｒａｎｃｕｒ，

Ｌｏｕｉｅｓ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１７７３—１８４９）—— 法

国数学家，编有许多数学、天文学、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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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教科书。——第５６５页。

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Ⅰ

Ｂａｒｂａｒｏｓｓａ１１２３左右—１１９０）—— 德

国国王（自１１５２年起），所谓神圣罗马

帝国皇帝（１１５５—１１９０）。——第４２３、

４２４、４３１页。

弗里德里希二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Ⅱ１１９４—１２５０）

——西西里国王，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１２１２—１２５０）。——第４３１页。

孚 耳 阿 伯，约 翰（Ｆａｕｌｈａｂ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１５８０—１６３５）——德国数学家和工程

师。——第４２１页。

福尔布斯（Ｆｏｒｂｅｓ）——英国发明家。——

第３８９页。

福尔卡德，欧仁（Ｆｏｒｃａｄｅ，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２０—

１８６９）——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庸俗

经济学家。——第３９０—３９２页。

傅立叶，沙尔（Ｆｏｕｒ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７２—

１８３７）——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４７２、５３７页。

富尔顿，罗伯特（Ｆｕｌｔｏｎ，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６５—

１８１５）——美国工程师和发明家，第一

艘轮船的建造者。——第４７９页。

富兰克林，本杰明（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１７０６—１７９０）——杰出的美国政治活动

家和外交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北

美独立战争的参加者；大学者，物理学

家和经济学家。——第２６、２８、１０５页。

Ｇ

盖斯克尔，彼得（Ｇａｓｋｅｌｌ，Ｐｅｔｅｒ）——英国

医生，自由党人，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资

产阶级政论家。——第３８６—３８８页。

歌德，约翰·沃尔弗冈（Ｇｏｅｔｈｅ，Ｊｏｈａｎ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１７４９—１８３２）——伟大的德

国作家和思想家。——第１２３、１９１页。

格林豪，爱德华·赫德勒姆（Ｇｒｅｅｎｈｏｗ，

ＥｄｗａｒｄＨｅａｄｌａｍ１８１４—１８８８）——英

国内科医生。——第５１０页。

格尼（Ｇｕｒｎｅｙ）——英国工程师。——第

４８８页。

Ｈ

哈勒，卡尔·路德维希（Ｈａｌｌｅｒ，ＣａｒｌＬｕｄ

ｗｉｇ１７６８—１８５４）——瑞士法学家和历

史学家，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辩护

人。——第４１７页。

哈里斯，詹姆斯（Ｈａｒｒｉｓ，Ｊａｍｅｓ１７０９—

１７８０）——英国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国家活

动家，议会议员，财政部部务委员（１７６３—

１７６５）。——第３２２、３２８、３４１页。

汉 密 尔 顿，威 廉（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８８—１８５６）——英国唯心主义哲学

家，苏格兰人；杜格耳德·斯图亚特著

作的编者。——第２６２、３１６、３４２、３４７

页。

豪威耳（Ｈｏｗｅｌｌ）——英国工厂视察员。

——第２４０、５７０页。

荷马（Ｈｏｍｅｒ）——半传说中的古希腊诗

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

——第３２０页。

赫顿，查理（Ｈｕｔｔｏ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３７—１８２３）

——英国数学家。——第５１９页。

贺雷西（昆图斯·贺雷西·弗拉克）

（ＱｕｉｎｔｕｓＨｏｒａｔｉｕｓＦｌａｃｃｕｓ 公 元 前

６５—８）——杰出的罗马诗人。——第

４６、３０９页。

胡 克，罗 伯 特（Ｈｏｏｋｓ，Ｒｏｂｅｒｔ１６３５—

１７０３）——英国自然科学家和建筑学

家。——第４３０页。

霍布豪斯，约翰·凯姆，布罗顿男爵（Ｈｏｂ

ｈｏｕｓｅ，ＪｏｈｎＣａｍ，ＢａｒｏｎＢｒｏｕｇｈｔｏｎ

７５６人 名 索 引



１７８６—１８６９）——英国国家活动家，辉

格党人；１８３１年的工厂法是在他的倡

议下通过的。——第５２９、５７７页。

霍吉斯金，托马斯（Ｈｏｄｇｓｋｉｎ，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８７—１８６９）——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

家；他从空想社会主义的立场维护无产

阶级的利益和批判资本主义，并利用李

嘉图的理论推出社会主义的结论。——

第１８４、２２３、３３１、３３２、３３４、３４９、３９４、

５８４、５９４页。

霍纳，莱昂纳德（Ｈｏｒｎｅｒ，Ｌｅｏｎａｒｄ１７８５—

１８６４）——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

家，工厂视察员（１８３３—１８５６），维护工

人利益。—— 第２１９、２３８—２４１、２４４、

３６０、３８３、３８４、５０４、５０６—５０８页。

Ｊ

基谢寥夫，巴维尔·德米特利也维奇

（ ， １７８８—

１８７２）——伯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

交家，将军，俄国驻莫尔达维亚和瓦拉

几亚行政首脑（１８２９—１８３４）。——第

２３４页。

吉洛特，约瑟夫（Ｇｉｌｌｏｔｔ，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９９—

１８７３）——英国厂主。——第４４０页。

加尔涅，热尔门（Ｇａｒｎｉｅｒ，Ｇｅｒｍａｉｎ１７５４—

１８２１）——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

家，君主主义者；重农学派的摹仿者；亚

·斯密的著作的翻译者和批评者。——

第３０５、３４３页。

加弗斯（Ｇａｒｆｏｒｔｈ）——英国发明家。——

第４８４页。

加卡，约瑟夫·玛丽（Ｊａｃｑｕａｒｄ，Ｊｏｓｅｐｈ

Ｍａｒｉｅ１７５２—１８３４）——法国织布工人

和发明家。——第４３８、４８５页。

加利阿尼，斐迪南多（Ｇａｌｉａｎｉ，Ｆｅｒｄｉｎａｎ－

ｄｏ１７２８—１７８７）——意大利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重农学派学说的批评者；认

为物的价值是由物的有用性决定的，同

时对商品和货币的本性做了一些正确

的猜测。——第１９、２６３、３８９页。

伽利略，伽利莱（Ｇａｌｉｌｅｉ，Ｇａｌｉｌｅｏ１５６４—

１６４２）——伟大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

文学家，力学原理的创始人，争取先进

世界观的战士。——第４３０页。

杰科布，威廉（Ｊａｃｏｂ，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６２左右—

１８５１）——英国商人，写有一些经济著

作。——第２２４、２８２页。

金凯德，约翰（Ｋｉｎｃａｉｄ，Ｊｏｈｎ１７８７—１８６２）

——英国官员，１８５０年起为苏格兰工

厂和监狱视察员。——第５０５、５０８页。

居鲁士二世（大帝）（死于公元前５３０年）

——古代波斯国王（公元前５５８—５３０，

阿契美尼德王朝）。——第３２２页。

Ｋ

卡尔伯特（Ｃａｒｂｕｔｔ）——英国医生。——第

５３５、５８０页。

卡尔利，詹·黎纳尔多（Ｃａｒｌｉ，ＧｉａｎＲｉ－

ｎａｌｄｏ１７２０—１７９５）——意大利学者，

写有一些关于货币和谷物贸易的著作；

重商主义的反对者。——第２９４页。

卡耳佩珀，托马斯（Ｃｕｌｐｅｐｅｒ，Ｔｈｏｍａｓ

１５７８—１６６２）——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重商主义的追随者。——第２４４页。

卡莱尔，托马斯（Ｃａｒｌｙｌｅ，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９５—

１８８１）——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和唯心

主义哲学家；追随托利党，从反动的浪

漫主义立场批评英国资产阶级；１８４８

年后成为工人运动的死敌。——第２４８

页。

卡托（老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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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ｃｕｓＰｏｒｃｉｕｓＣａｔｏＭａｊｏｒ公元前

２３４—１４９）——罗马政治活动家和作

家，贵族特权的维护者；公元前１８４年

被选为监察官，相传他监察极为严格。

——第２４３页。

卡西尼，卓万尼·多梅尼科（Ｇａｓｓｉｎｉ，Ｇｉｏｖａｎ

ｎｉＤｏｍｅｎｉｃｏ１６２５—１７１２）——法国天文

学家，原籍意大利；巴黎天文台第一任台长

（１６６９年赵）；在法国境内曾多次组织和进

行大地测量。——第４２２页。

卡泽诺夫，约翰（Ｃａｚｅｎｏｖｅ，Ｊｏｈｎ十九世

纪）——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马尔萨斯的追随者。——第９７、１５５、

１７１、３８０、６０８页。

凯－沙特尔沃思，詹姆斯·菲力浦斯（Ｋａｙ

－Ｓｈｕｔｔｌｅｗｏｒｔｈ，Ｊａｍｅｓ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１８０４—

１８７７）——英国医生，资产阶级社会活

动家。——第５３３页。

凯尔恩斯，约翰·埃利奥特（Ｃａｉｒｎｅｓ，Ｊｏｈｎ

Ｅｌｌｉｏｔ１８２３—１８７５）——英国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反对美国南部的奴

隶制度。——第２９１、２９９、６１２页。

凯里，亨利·查理（Ｃａｒｅｙ，Ｈｅｎｒｙ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９３—１８７９）——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反动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

调和论的创始人。——第１７０、５８４页。

凯撒（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Ｃａｉｕｓ

ＪｕｌｉｕｓＣａｅｓａｒ公元前１００左右—４４）

——著名的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

——第４１７页。

考利，约翰（Ｃａｗｌｅｙ，Ｊｏｈｎ）——英国玻璃

工，蒸汽机发明者之一。——第４７６页。

考威尔，约·伍·（Ｃｏｗｅｌｌ，Ｊ．Ｗ．）——

１８３３年英国工厂委员会委员。——第

５７８页。

科，萨洛蒙·德（Ｃａｕｓ，Ｓａｌｏｍｏｎｄｅ１５７６—

１６２６）——法国工程师。——第４２１页。

科兰，让·吉约姆·塞扎尔·亚历山大·

伊 波 利 特（Ｃｏｌｉｎｓ，Ｊｅａｎ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Ｃéｓａｒ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Ｈｉｐｐｏｌｙｔｅ １７８３—

１８５９）——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原籍比利时；主张由国家来收地租，作

为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社会矛盾

的手段。——第１０５、２５６、３４５、３４６页。

克劳生，彼得（Ｃｌａｕｓｓｅｎ，Ｐｉｅｔｅｒ）——比利

时发明家，回转织机的改进者。——第

４３７页。

克伦普顿，赛米尔（Ｃｒｏｍｐｔｏｎ，Ｓａｍｕｅｌ

１７５３—１８２７）——英国织工和发明家。

——第４８５页。

刻 卜 勒，约翰 奈斯（Ｋｅｐｌｅｒ，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１５７１—１６３０）——伟大的德国天文学

家，发现了行星运动的定律。——第

４３０页。

库尔塞尔－塞纳伊，让·古斯达夫（Ｃｏｕｒ

ｃｅｌｌｅＳｅｎｅｕｉｌ，ＪｅａｎＧｕｓｔａｖｅ １８１３—

１８９２）——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

有一些工业企业经济方面和关于信贷、

银行问题的著作。—— 第２６１、３７７

页。      

库斯托第，彼得罗（Ｃｕｓｔｏｄｉ，Ｐｉｅｔｒｏ１７７１—

１８４２）——意大利经济学家，十六世纪

末至十九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的著

作的编者。——第１９、３２７页。

魁 奈，弗 朗 斯 瓦（Ｑｕｅｓｎａｙ，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１６９４—１７７４）——法国最大的经济学

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职业是医生。

——第７３、３４６页。

Ｌ

拉波尔德，亚历山大·路易·约瑟夫

（Ｌａｂｏｒｄｅ，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ＬｏｕｉｓＪｏｓｅｐｈ

９５６人 名 索 引



１７７４—１８４２）——伯爵，法国考古学家，

自由派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

学家。——第５９８页。

拉丰·德·拉德巴，安德烈·达尼埃尔

（Ｌａｆｆｏｎ ｄｅ Ｌａｄéｂａｔ，ＡｎｄｒéＤａｎｉｅｌ

１７４６—１８２９）—— 法国政治活动家。

——第２５２页。

拉 马 志 尼，贝 尔 纳迪 诺（Ｒａｍａｚｚｉｎｉ，

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ｏ１６３３—１７１４）——意大利医

生，综合并整理过职业病统计材料。

——第４３２页。

拉姆赛，乔治（Ｒａｍｓａｙ，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００—

１８７１）——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

—— 第２４、１２９、１５５—１５７、１６９、１８１、

１８６、２２３、２６８、２８７、５１５、６０９页。

拉伊尔，菲力浦·德（ＬａＨｉｒ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ｄｅ

１６４０—１７１８）——法国天文学家和物理

学家。——第４２２页。

莱布尼茨，哥特弗利德·威廉（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６４６—１７１６）——伟

大的德国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

——第２５５页。

莱文斯顿，皮尔西（Ｒａｖｅｎｓｔｏｎｅ，Ｐｉｅｒｃｙ死

于１８３０年）——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

的追随者，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反对

马尔萨斯主义。——第２８７、３４６、４０２

页。

赖德（Ｒｙｄｅｒ）—— 英国厂主和发明家。

——第４８３页。

兰伯特，约翰·根里希（Ｌａｍｂｅｒｔ，Ｊｏ－

ｈａｎｎＧｅｎｒｉｃｈ１７２８—１７７７）——德国物

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第

４２３页。

兰盖，西蒙·尼古拉·昂利（Ｌｉｎｇｕｅｔ，Ｓｉ

ｍｏｎＮｉｃｏｌａｓＨｅｎｒｉ１７３６—１７９４）——

法国律师，政论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

家；从封建专制主义的立场对重农学派

和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但

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所有制也说出了

一些深刻的批评见解。——第３４９页。

兰格，赛米尔（Ｌａｉｎｇ，Ｓａｍｕｅｌ１８１０—１８９７）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议会议

员，自由党人。——第３７１页。

朗福德——见汤普逊，本杰明，朗福德伯

爵。

勒迪克，皮埃尔·埃蒂耶纳·德尼

（Ｌｅｄｕｃ，ＰｉｅｒｒｅＥｔｉｅｎｎｅＤｅｎｉｓ 生 于

１７９９年）（外号圣热尔门ＳａｉｎｔＧｅｒ

ｍａｉｎ）—— 法国政论家。—— 第２５２

页。     

勒蒙特，比埃尔·爱德华（Ｌｅｍｏｎｔｅｙ，

Ｐｉｅｒｒｅ－Ｅｄｏｕａｒｄ１７６２—１８２６）——法国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十

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追随

立法议会右翼（１７９１—１７９２）。——第

３３５页。

雷 德 格 雷 夫，亚 历 山 大（Ｒｅｄｇｒａｖｅ，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英国工厂视察员。——

第２３９、２４２、２４３、５０５、５０７、５０９、５１０页。

雷尼奥，埃利阿斯·若尔日·奥利瓦

（ Ｒｅｇｎａｕｌｔ， ＥｌｉａｓＧｅｏｒｇｅｓＯｌｉｖａ

１８０１—１８６８）——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

家和政论家，国家官员。——第２３５

页。     

李，威廉（Ｌｅ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５５５—１６１０）——

英国织袜机发明者。——第４３６页。

李嘉 图，大 卫（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ａｖｉｄ１７７２—

１８２３）——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

——第４４、４７、１０２、１０９、１６９、２８９、３６９、

５１８、５１９、５３１、５４５、５５３、５６６、５９５、６０９

页。

李斯特尔，赛米尔·坎利夫（Ｌｉｓｔｅｒ，Ｓａｍ－

ｕｅｌＣｕｎｌｉｆｆｅ１８１５—１９０６）——英国工

业家和发明家。——第５００页。

０６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利（Ｌｅｉｇｈ）——第２３７、５１２页。

利文斯顿，罗伯特（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４６—１８１３）——美国国家活动家，外

交家，农场主，发明家。——第４７９页。

列奥弥尔，勒奈·安都昂（Ｒéａｕｍｕｒ，Ｒｅｎé

Ａｎｔｏｉｎｅ１６８３—１７５７）——法国物理学

家和发明家。——第４３２页。

路易九世（圣路易）（ＬｏｕｉｓⅨ 或Ｓａｉｎｔ

Ｌｏｕｉｓ１２１４—１２７０）—— 法 国 国 王

（１２２６—１２７０）。——第４３１页。

伦纳，格奥尔格（Ｒｅｎｎｅｒ，Ｇｅｏｒｇｅ十六世

纪）——德国发明家。——第４２９页。

罗比森，约翰（Ｒｏｂｉｓｏｎ，Ｊｏｈｎ１７３９—１８０５）

——英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发明家。

——第４７８页。

罗德戴尔，詹姆斯（Ｌａｕｄｅｒｄａｌｅ，Ｊａｍｅｓ

１７５９—１８３９）——伯爵，英国资产阶级

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从庸俗政治经

济学的观点对亚·斯密的理论进行批

评。——第５４９页。

罗 西，佩 勒 格 里 诺（Ｒｏｓｓｉ，Ｐｅｌｌｅｇｒｉｎｏ

１７８７—１８４８）——意大利资产阶级庸俗

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久居

法 国。—— 第 １２８、１５０、１５７—１５９、

１６２—１７０、３６６页。

洛贝尔图斯－ 亚格措夫，约翰·卡尔

（ＲｏｄｂｅｒｔｕｓＪａｇｅｔｚｏｗ，Ｊｏｈａｎｎ Ｋａｒｌ

１８０５—１８７５）——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

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

的思想家，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

思想的鼓吹者。——第６２４页。

Ｍ

马丁（Ｍａｒｔｉｎ）——《关于水车的考察》

（１７３７年）一书的作者。——第４２２—

４２３页。

马尔（Ｍａｒｅ）——英国厂主。——第４８１

页。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Ｍａｌｔｈ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６６—１８３４）——英国

教士，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

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

宣扬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１０、

２５、４５、１５３、１５５、１７１、１７５、２２４、２６３、

６００、６１３页。

马考莱，托马斯·巴宾顿（Ｍａｃａｎｌａｙ，

ＴｈｏｍａｓＢａｂｉｎｇｔｏｎ１８００—１８５９）——

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辉格党人，议会议员。——第４６、２４３、

５０６页。

马 里 奥 特，埃 德 姆（Ｍａｒｉｏｔｔｅ，Ｅｄｍｅ

１６２０—１６８４）——法国物理学家。——

第４２２、４２５页。

马利特（Ｍａｌｌｅｔ）——英国厂主。——第

２３７页。

玛丽－ 泰莉莎（ＭａｒｉａＴｈｅｒｅｓｉａ１７１７—

１７８０）—— 奥地利女大公（１７４０—

１７８０），所谓神圣罗马帝国女皇（１７４５－

１７８０）。——第１９０页。

麦金托什（ＭａｃＩｎｔｏｓｈ）——英国政府委员

会委员。——第３６０页。

麦克库洛赫，约翰·雷姆赛（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

ＪｏｈｎＲａｍｓａｙ１７８９—１８６４）——英国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

俗化者，资本主义制度的狂热辩护士。

——第２２６、５９０、５９４、５９６页。

麦克劳德，亨利·丹宁（Ｍａｃｌｅｏｄ，Ｈｅｎｒｙ

Ｄｕｎｎｉｎｇ１８２１—１９０２）——英国法学家

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发展了所谓

信贷创造资本的理论。—— 第 ８

页。     

麦克纳布，亨利·格雷（Ｍａｃｎａｂ，Ｈｅｎｒｙ

Ｇｒｅｙ１７６１—１８２３）——英国政论家，苏

格兰人，罗伯特·欧文的追随者和宣传

者。——第２５２页。

１６６人 名 索 引



孟德维尔，贝尔纳德（Ｍａｎｄｅｖｉｌｌｅ，Ｂｅｒｎａｒｄ

１６７０—１７３３）——英国作家和经济学

家。——第３３９、３４１页。

米尔福德（Ｍｉｌｆｏｒｄ）——英国厂主。——第

５３８页。

密斯腊达特六世·优帕托尔（Ｍｉｔｈｒａｄａｔｅｓ

ⅥＥｕｐａｔｏｒ公元前１３２—６３）——本都

王国（在小亚细亚）的国王，曾三次与罗

马进行战争；在第三次战争中（公元前

７４—６３）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起初败

给鲁库鲁斯，后来败给庞培。——第

４１７页。

摩尔顿，约翰·查默斯（Ｍｏｒｔｏｎ，Ｊｏｈｎ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１８２１—１８８８）—— 英国农学

家，写有一些关于农业问题的著作。

——第４７３页。

莫斯，约翰（Ｍｏｓｓ，Ｊｏｈｎ）——英国工厂的

监工。——第２５１页。

莫兹利，亨利（Ｍａｕｄｓｌａｙ，Ｈｅｎｒｙ１７７１—

１８３１）——英国厂主和发明家。——第

４８５页。

默多克，威廉（Ｍｕｒｄｏｃｋ 或 Ｍｕｒｄｏｃｈ，

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５４—１８３９）——英国工程师

和发明家。——第４８０页。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Ｍｉｌｌ，ＪｏｈｎＳｔｕａｒｔ

１８０６—１８７３）——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和实证论哲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派

的摹仿者；詹姆斯·穆勒的儿子。——

第１６８、１７９、２６２、２７０、３５９页。

穆勒，詹姆斯（Ｍｉｌｌ，Ｊａｍｅｓ１７７３—１８３６）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同时从中得出

某些激进的结论。——第８、１０６、１２８—

１２９、１６９、２６１、３３１、３３２页。

Ｎ

纳皮尔，戴维（Ｎａｐｉｅｒ，Ｄａｖｉｄ１７９０—１８６９）

——英国发明家。——第４８０页。

奈 斯 密 斯，詹 姆 斯（Ｎａｓｍｙｔｈ，Ｊａｍｅｓ

１８０８—１８９０）——英国工程师，发明家。

——第３８３、４８１、４８２、５０４页。

南卡罗，约翰（Ｎａｎｃａｒｒｏｗ，Ｊｏｈｎ）——《磨

和锯床计算法）（１７９４年）一书的作者。

——第４２９页。

牛顿，伊萨克（Ｎｅｗｔｏｎ，Ｉｓａａｃ１６４２—１７２７）

——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

数学家，经典力学的创始人。——第

４２２、４２５页。

纽 可 门，托 马 斯（Ｎｅｗｃｏｍｅｎ，Ｔｏｍａｓ

１６６３—１７２９）——英国锻工，蒸汽机发

明者之一。——第４７６、４７７页。

纽马奇，威廉（Ｎｅｗｍａｒｃｈ，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２０—

１８８２）——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

计学家。——第２３６页。

纽曼，弗兰西斯·威廉（Ｎｅｗｍａｎ，Ｆｒａｎ－

ｃｉ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０５—１８９７）——英国语文

学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写有

一些关于宗教、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著

作。——第２２５页。

纽曼，赛米尔·菲力浦斯（Ｎｅｗｍａｎ，

ＳａｍｕｅｌＰｈｉｌｉｐｓ１７９７—１８４２）——美国

哲学家、教育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第１７６、３３３页。

Ｏ

欧勒，列奥纳特（Ｅｕｌｅｒ，Ｌｅｏｎｈａｒｄ１７０７—

１７８３）——伟大的数学家、力学家和物

理学家，原籍瑞士，曾在彼得堡科学院

（１７２７—１７４１和１７６６—１７８３）和柏林科

学院（１７４１—１７６６）工作。——第４２２、

４２５、４２９页。

欧文，罗伯特（Ｏｗ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７１—１８５８）

——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第２５２、２５３、５２９、５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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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帕朗，安都昂（Ｐａｒｅｎｔ，Ａｎｔｏｉｎｅ１６６６—

１７１６）——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第４２２页。

帕里佐，雅克·泰奥多尔（Ｐａｒｉｓｏｔ，Ｊａｃｑｕｅｓ

－Ｔｈéｏｄｏｒｅ死于１７８３年）——詹姆斯

·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法

文版的译者。——第３３１页。

培恩斯，约翰（Ｂａｙｎｅｓ，Ｊｏｈｎ）——英国布

莱克本市议会议员；１８５７年宣读并发

表了两篇关于棉纺织工业的演说。——

第３７１、５１０页。

培根，罗吉尔（Ｂａｃｏｎ，Ｒｏｇｅｒ约１２１４—

１２９４）——英国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

——第４３０页。

配第，威廉（Ｐｅｔｔ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６２３—１６８７）

——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

人。——第３０９、３１５、３２２、３２７、３３８、６０４

页。

皮尔，罗伯特（Ｐｅｅｌ，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８８—１８５０）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温和派

（或称皮尔派）的领袖；内务大臣

（１８２２—１８２７和 １８２８—１８３０），首 相

（１８３４—１８３５和１８４１—１８４６）；１８４６年

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

——第５３１页。

皮尔，罗伯特（Ｐｅｅｌ，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５０—１８３０）

——英国大工厂主，议会议员，托利党

人，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的父亲。

——第２５１、５３５、５７７、５８０页。

皮托，昂利（Ｐｉｔｏｔ，Ｈｅｎｒｉ１６９５—１７７１）——

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水利工程师。

——第４２２页。

品得（Ｐｉｎｄａｒ约公元前５２２—４４２）——古

希腊诗人，写了许多瑰丽的颂诗。——

第５３５页。

普林尼（盖尤斯·普林尼·塞孔德）

（ＧａｊｕｓＰｌｉｎｉｕｓＳｅｃｕｎｄｕｓ２３—７９）——

古代罗马希者，博物学家，《博物志》（共

３７卷）的作者。——第４３３页。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Ｐｉｅｒｒｅ－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９—１８６５）——法国

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

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

一。—— 第１０６、１７２—１７３、２０３、３９０、

３９２页。

Ｑ

乔因森（Ｊｏｙｎｓｏｎ）——英国厂主。——第

４４６页。

乔治二世（ＧｅｏｒｇｅⅡ１６９３—１７６０）——英

国国王（１７２７—１７６０）。——第５８４、５９９

页。

琼斯，理查（Ｊｏｎｅｓ，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７９０－１８５５）

——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

济学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第１９１、

２１８、２３１、２９３、２９５、３４７、５９４、５９９页。

丘纳德，赛米尔（Ｃｕｎａｒｄ，Ｓａｍｕｅｌ１７８７—

１８６５）——英国船主，经营英美邮务的

轮船公司的创办人。——第４８０页。

Ｓ

萨德勒，迈克尔·托马斯（Ｓａｄｌｅｒ，Ｍｉｃｈａｅｌ

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８０—１８３５）——英国经济学

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慈善家，马

尔萨斯主义的反对者，追随托利党。

——第２９６页。

萨伊，让·巴蒂斯特（Ｓａｙ，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１７６７—１８３２）——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第７、２１、７２、１０４、１０６、１５０、１５３、１５４、

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４、１７６、１８１、３３３、５１９、６０９

３６６人 名 索 引



页。

赛维利，托马斯（Ｓａｖｅｒｙ，Ｔｈｏｍａｓ１６５０—

１７１５）——英国工程师，蒸汽机发明者

之一。——第４７６页。

塞格纳，雅诺什·安德拉什（Ｃｅｇｎｅｒ，Ｊａｎｏｓ

Ａｎｄｒａｓ１７０４—１７７７）——匈牙利物理

学家和数学家，１７５０年发明了所谓塞

格纳水轮。——第４２３页。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Ｓｅｘｔｕ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ｕｓ

二世纪末三世纪初）——古希腊怀疑论

哲学家、医生和天文学家。——第３２０

页。

桑德斯，罗伯特·约翰（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Ｒｏｂｅｒｔ

Ｊｏｈｎ）——英国工厂视察员。—— 第

３６０页。

桑顿，威廉·托马斯（Ｔｈｏｒｎｔ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ｈｏｍａｓ１８１３－１８８０）——英国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

追随者。——第１２８页。

色诺芬（Ｘｅｎｏｐｈｏｎ约公元前４３０—３５４）

——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奴隶主

阶级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

——第３２１、３２２、３２６页。

沙乌，华金·弗雷德里克（Ｓｃｈｏｕｗ，Ｊｏａｋｉｍ

Ｆｒｅｄｅｒｉｋ１７８９—１８５２）——丹麦学者，

植物学家。——第２５３页。

舍尔比利埃，安都昂·埃利泽（Ｃｈｅｒｂｕ

－ｌｉｅｚ，Ａｎｔｏｉｎｅ－Ｅｌｉｓéｅ１７９７—１８６９）

——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追

随者，他把西斯蒙第的理论和李嘉

图学说的基本原理结合在一起。

—— 第 １７０、１７７、１７８、３９３、３９５

页。    

舍夫茨别利—— 见艾释黎，安东尼·

库伯，舍夫茨别利伯爵。

圣热尔门－勒迪克——见勒迪克，皮埃尔

·埃蒂耶纳·德尼。

施托尔希，安得列依（昂利，亨利希）·卡

尔 洛 维 奇（ ， （ ，

） １７６６—１８３５）—— 俄

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彼

得堡科学院院士；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

济学的摹仿者。——第１７０、１７６、２６３、

３３３、６０９页。

舒耳茨，威廉（Ｓｃｈｕｌｚ，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７９７—

１８６０）——德国政论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

议员。——第６００页。

斯巴克斯，杰雷德（Ｓｐａｒｋｓ，Ｊａｒｅｄ１７８９—

１８６６）—— 美国历史学家和出版家。

——第２６页。

斯 蒂 芬 逊，乔 治（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ｏｎ，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８１—１８４８）——英国工程师，机车发

明者之一。——第４７９、４８０页。

斯 卡尔培克，弗雷德里克（Ｓｋａｒｂｅｋ，

Ｆｒéｄ－ éｒｉｃ１７９２—１８６６）—— 伯爵，波

兰资产阶级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

家，亚·斯密的追随者。——第３５８

页。

斯克罗普，乔治·尤利乌斯·波利特

（Ｓｃｒｏｐｅ，ＧｅｏｒｇｅＪｕｌｉｕｓＰｏｕｌｅｔｔ１７９７—

１８７６）——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

尔萨斯主义的反对者，地质学家，议会

议员。——第３１５页。

斯密，亚当（Ｓｍｉｔｈ，Ａｄａｍ１７２３—１７９０）

——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

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第

７２、１００、１７１、３０４、３０６、３０９—３１６、３２２、

３２８、３３０、３３１、３３３—３３５、３３８、３３９、

３４１—３４３、３４８、３４９、４２８、５２６、５３７、５６２、

６１３页。

斯皮诺拉，安布罗西奥，洛斯巴尔巴塞

斯侯爵（Ｓｐｉｎｏｌａ，Ａｍｂｒｏｓｉｏ，Ｍａｒｑｕéｓ

ｄｅｌｏｓＢａｌｂａｓｅｓ１５６９—１６３０）—— 西

班牙将军，意大利移民。——第４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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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腊特，安东尼（Ｓｔｒｕｔｔ，Ａｎｔｏｎｙ）——第

５３８页。

斯图亚特，杜格尔德（Ｓｔｅｗａｒｔ，Ｄｕｇａｌｄ

１７５３—１８２８）——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

家，原籍苏格兰；哲学上唯心主义派别

——所谓健全理智的哲学的代表人物。

——第２６２、３１６、３２０、３４２、３４７页。

斯图亚特，詹姆斯（Ｓｔｅｕａｒｔ，Ｊａｍｅｓ１７１２—

１７８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

商主义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货币数量

论的反对者。——第１１、２１８、３３２、３３６、

３４０、３９０页。

斯图亚特，詹姆斯（Ｓｔｅｕａｒｔ，Ｊａｍｅｓ１７４４—

１８３９）——英国将军，出版过他父亲即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

亚特的著作。——第１１页。

Ｔ

塔尔冈纳，波姆彼奥（Ｔａｒｇｏｎｅ，Ｐｏｍｐｅｏ十

六世纪下半叶至十七世纪初）——意大

利工程师，建筑学家和珠宝匠。——第

４２１页。

塔夫耐尔（Ｔｕｆｎｅｌｌ，Ｅ．Ｃ．）——《工联的性

质、目的和成果）（１８３４年伦敦版）一书

的作者。——第３８４、３８６页。

塔克特，约翰·德贝尔（Ｔｕｃｋｅｔｔ，ＪｏｈｎＤｅ

ｂｅｌｌ死于１８６４年）——１８４６年伦敦英

文版《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两卷

集）的作者。——第５８４页。

塔梅尔兰——见帖木儿。

汤普逊，本杰明，朗福德伯爵（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ＣｏｕｎｔｏｆＲｕｍｆｏｒｄ１７５３—

１８１４）——英国物理学家，出生于北美，

一度供职于巴伐利亚政府，在英国举办

过贫民习艺所。——第４５页。

汤普逊，威廉（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８５左

右—１８３３）——爱尔兰经济学家，空想

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他利用

李嘉图的理论推出社会主义的结论。

——第５９７页。

唐森，约瑟夫（Ｔｏｗｎｓｅｎｄ，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３９—

１８１６）——英国教士，地质学家和社会

学家，鼓吹反科学的人口论，后为马尔

萨斯所利用。——第２６２、２６３页。

特里维西克，理查（Ｔｒｅｖｉｔｈｉｃｋ，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７７１—１８３３）——英国发明家。——第

４７８、４７９、４８０页。

梯特（梯特·弗拉维·韦斯帕西安）（Ｔｉｔｕｓ

ＦｌａｖｉｕｓＶｅｓｐａｓｉａｎｕｓ３９—８１）——弗拉

维王朝的罗马皇帝（７９—８１）；６９—７３

年在犹太战争（６６—７３）中任罗马军队

的总指挥，７０年攻下并毁灭了耶路撒

冷城。——第５３０页。

帖木儿（塔梅尔兰）（Ｔｉｍｕｒ（Ｔａｍｅｒｌａｎ）

１３３６—１４０５）———中亚细亚的统帅和

征服者，曾在东方创建一个幅员广大的

国家。——第１９１页。

帖撒罗尼迦城的安谛巴特洛斯（Ａｎｔｉｐａ－

ｔｒｏｓｏｆＴｈｅｓｓａｌｏｎｉｋｅ公元前一世纪）

——古希腊诗人。——第６０２页。

图克，托马斯（Ｔｏｏｋｅ，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７４—

１８５８）——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追

随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李嘉图货币理论

的批评者；多卷本的《价格史》一书的作

者。——第２３６页。

托伦斯，罗伯特（Ｔｏｒｒｅｎｓ，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８０—

１８６４）——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

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否认劳动价

值理论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

件。—— 第９、２３、２４、１６９、３７７、５９５

页。     

Ｗ

瓦尔皮，蒙塔古（Ｖａｌｐｙ，Ｍｏｎｔａｇｕ）——英

５６６人 名 索 引



国牧师。——第２３７页。

瓦特，詹姆斯（Ｗａｔｔ，Ｊａｍｅｓ１７３６—１８１９）

——杰出的英国发明家，万能蒸汽机的

设计者。—— 第４７５、４７７—４８０、４８２、

４８５页。

威德，约翰（Ｗａｄｅ，Ｊｏｈｎ１７８８—１８７５）——

英国资产阶级政论家，经济学家和历史

学家。——第１０３、１７６、２４６、２４９、６０５

页。

威克菲尔德，爱德华·吉本（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

ＥｄｗａｒｄＧｉｂｂｏｎ１７９６—１８６２）——英国

国家活动家，经济学家，曾提出资产阶

级殖民理论。——第７８、１２８、１７１、２０９、

２９２、２９３、３３３、３３４页。

威廉四世（ＷｉｌｌｉａｍⅣ１７６５—１８３７）——

英国国王（１８３０—１８３７）。——第２４１

页。

威廉斯，菲力浦（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Ｐｈｉｌｌｉｐｐ）——

《供水车使用的水轮》一书的作者。——

第４２３页。

威兰德，弗 兰西 斯（Ｗａｙｌａｎｄ，Ｆｒａｎｃｉｓ

１７９６—１８６５）——伦理学、政治经济学

和其他科学通俗教科书的著者，美国普

罗维登斯城大学校长，教士。——第

２３、１０６、１２７、１７４、３３０—３３２、３８９

页。     

威斯特，爱德华（Ｗｅｓｔ，Ｅｄｗａｒｄ１７８２—

１８２８）——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研究过

地租问题。——第６１３、６１６、６１８页。

韦林，威廉（Ｗａｒｉｎｇ，Ｗｉｌｌｉａｍ）——《关于

水车理论的探讨》一书的作者。——第

４２３页。

维多利亚（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１８１９—１９０１）——英国

女王（１８３７—１９０１）。—— 第２３９、５７１

页。

维思，彼得罗（Ｖｅｒｒｉ，Ｐｉｅｔｒｏ１７２８—１７９７）

——意大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农学

派学说的早期批评者之一。—— 第

１７５、１８１、２９４页。

维利尔斯，查理（Ｖｉｌｌｉｅｒ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０２—

１８９８）——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

自由贸易论者，议会议员。——第５８７

页。

维利萨里（Ｂｅｌｉｓａｒ５０５左右—５６５）——拜

占庭统帅，查士丁尼一世皇帝的战友。

——第４１９页。

维特鲁威（维特鲁威·波利昂·马可）

（ＶｉｔｒｕｖｉｕｓＰｏｌｌｉｏＭａｒｃｕｓ公元前一世

纪下半叶）——罗马建筑学家和工程

师。——第４１７页。

维特尼，伊莱（Ｗｈｉｔｎｅｙ，Ｅｌｉ１７６５—１８２５）

——美国发明家，曾发明轧棉机。——

第３８８页。

维维安，安得鲁（Ｖｉｖｉａｎ，Ａｎｄｒｅｗ）——英

国 发 明 家。—— 第 ４７８、４７９、４８０

页。     

味吉尔（普卜 利乌斯·味吉尔·马洛）

（ＰｕｂｌｉｕｓＶｅｒｇｉｌｉｕｓＭａｒｏ公元前７０—

１９）——杰出的罗马诗人。——第２２７

页。

文克尔曼（Ｗｉｎｃｋｅｌｍａｎｎ）——柏拉图的

《理想国》的编者之一。——第３２２页。

沃 森，约 翰 · 福 布 斯（Ｗａｔｓｏｎ，Ｊｏｈｎ

Ｆｏｒｂｅｓ１８２７—１８９２）——英国医生和

政论家，曾在印度任职；写有一些关于

印度农业和纺织业的著作。——第３８９

页。

伍尔夫，阿瑟（Ｗｏｏｌｆ，Ａｒｔｈｕｒ１７６６—１８３７）

——英国工程师和发明家。——第４７７

页。

Ｘ

西蒙兹，杰林格·库克 逊（Ｓｙｍｏｎｓ，

ＪｅｌｉｎｇｅｒＣｏｏｋｓｏｎ１８０９—１８６０）——英

６６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国自由主义政论家，政府调查手工织布

状况委员会委员。——第２２６页。

西尼耳，纳骚·威廉（Ｓｅｎｉｏｒ，Ｎａｓｓａｕ

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９０—１８６４）——英国资产阶

级庸俗经济学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

士，反对缩短工作日。—— 第２０３、

２１８—２２０、２２２、２２３、３７６、３９９、５９５页。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Ｍａｒ

－ｃｕｓＴｕｌｌｉｕｓＣｉｃｅｒｏ公元前１０６—４３）

——杰出的罗马演说家和国家活动家，

折衷主义哲学家。——第４１７、６０２页。

西斯蒙第，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

·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ｅａ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Ｌéｏ－

ｎａｒｄＳｉｍｏｎｄｅｄｅ１７７３—１８４２）—— 瑞

士经济学家，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

级批评家，经济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

物。—— 第６、７、１０６、１６７、１６９、１７０、

１７７、１７８、２６１、２６３、３３０、３３３、３４５、３４７、

５９４、５９８、６０９页。

肖（Ｓｈａｗ）——第４３２页。

修昔的底斯（Ｔｈｕｋｙｄｉｄｅｓ约公元前４６０—

３９５）——古希腊最著名的历史学家，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第

３２０、３２６页。

Ｙ

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公元前３８４—

３２２）——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在哲学

上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

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按其经济观点来说

是奴隶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他最

先分析了价值的形式。——第１５页。

伊本·哈桑（ＩｂｎＡｌＨａｓａｎ９６５—约１０３９）

——阿拉伯学者，因几何学、光学、医学

和哲学方面的著作而闻名。——第４３０

页。

伊登，弗雷德里克·摩尔顿（Ｅｄｅｎ，Ｆｒｅｄｅｒ

ｉｃＭｏｒｔｏｎ１７６６—１８０９）——英国资产

阶级经济学家，亚·斯密的学生。——

第４５、１０３、２６３页。

伊文思，奥利弗（Ｅｖａｎｓ，Ｏｌｉｖｅｒ１７５５—

１８１９）——美国工程师和发明家。——

第４２０、４７８页。

尤尔，安得鲁（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ｗ１７７８—１８５７）

——英国化学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家，写有一些工业经济方面的著作。

—— 第１１３、３２８、３２９、３４１—３４３、３６３、

３８５、３８６、４３６、４３８、４７１、５２６、５２８、５３３、

５３４—５４２、 ５６７、 ５７２—５８４、 ５９４、

６０５页。    

尤尔根斯，约翰（Ｊｕｒｇｅｎｓ，Ｊｏｈａｎｎ）——德

国木刻家，１５３０年发明了脚踏式纺车。

——第４３３页。

约翰斯顿，威廉（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英国律师，１８５１年出版的两卷集《英国

十九世纪中叶政治、社会和工业状况》

一书的作者。——第５９６页。

詹森，察哈里亚斯（Ｊａｎｓｅｎ，Ｚａｃｈａｒｉａｓ十六

世纪下半叶）——荷兰光学家。——第

４３０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人物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话中最为大家喜

爱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的功绩

著称。——第５３６页。

克伦纳士——先于奥林帕斯山的太古诸

神之一，其名同希腊文中的“时间”一词

发音相似，因而也代表时间。——第６０１

７６６人 名 索 引



页。

玛门——某些古代民族之财神。——第

５７７页。

麦尔吉泰斯——傻瓜，据传由荷马所著的

古希腊讽刺诗《麦尔吉泰斯》（公元前七

世纪）中的主人公。——第３２０页。

摩西——据圣经传说，是使古犹太人摆脱

埃及法老的迫害的先知。——第４２４

页。

缪斯——古希腊神话中司文学和艺术的

女神，共九个。——第５９２页。

邱比特——罗马神话中的爱神，他被描绘

成一个带有弓箭的男孩。——第２６３

页。

托尔——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雷神，农

业的保护神，手中握有大锤。——第４８１

页。

息息法斯——古希腊神话中的科林斯王，

因欺骗了众神，被罚终生推滚一巨石到

山上，而每当推到山顶，巨石就滚回山

下。“息息法斯的劳动”源出于此，意即

吃力而徒劳的工作。——第５３２页。

以扫——据圣经传说，是以撒族长的双生

子中的长子。——第１８０页。

８６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Ａ

艾释黎勋爵《工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

１８４４年３月１５日星期五在下院的演

说》１８４４年伦敦版（Ａｓｈｌｅｙ，Ｌｏｒｄ．Ｔｅｎ

ｈｏｕｒｓ’ｆａｃｔｏｒｙｂｉｌｌ．Ｔｈｅｓｐｅｅｃｈｉｎ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ｏｎＦｒｉｄａｙ，Ｍａｒｃｈ

１５ｔｈ，１８４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４）。——第２５０、

３６０、３７４、３７９、３８０页。

奥普戴克，乔·《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５１年纽

约版（Ｏｐｄｙｋｅ，Ｇ．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８５１）。——第

２８、５９６页。

奥特斯，扎·《国民经济学》，六卷集（１７７４

年），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

集》现代部分，１８０４年米兰版第２１—２２

卷（Ｏｒｔｅｓ，Ｇ．Ｄｅｌｌ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ｎａｚｉｏｎａｌｅ．

Ｌｉｂｒｉｓｅｉ（１７７４）．Ｉｎ：Ｓｃｒｉｔｔｏｒｉ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ｉ

ｔａｌｉａｎｉｄ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Ｐａｒｔｅｍｏｄ

ｅｒｎａ．ＴｏｍｉⅩⅪ—ⅩⅫ．Ｍｉｌａｎｏ，１８０４）。

——第２６３页。

Ｂ

巴师夏，弗·《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

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１８５０年巴黎版

（Ｂａｓｔｉａｔ，Ｆｒ．Ｇｒａｔｕｉｔéｄｕｃｒéｄｉｔ．Ｄｉｓｃｕｓ

ｓ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Ｍ．Ｆｒ．ＢａｓｔｉａｔｅｔＭ．Ｐｒｏｕｄ

ｈｏｎ．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０）。—— 第 １７２、３９０

页。      

拜比吉，查·《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１８３２

年伦敦版（Ｂａｂｂａｇｅ，Ｃｈ．Ｏｎｔｈｅｅｃｏｎｏ

ｍｙｏｆ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２）。——第２５２、３２９页。

拜比吉，查·《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艾

德·比奥译自英文第３版，１８３３年巴黎

版（Ｂａｂｂａｇｅ，Ｃｈ．Ｔｒａｉｔéｓｕｒｌ’éｃｏ－

ｎｏｍｉｅｄｅｓ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ｄｅｓｍａｎｕｆａｃ

ｔｕｒｅｓ．Ｔｒａｄｕｉｔｄｅｌ’ａｎｇｌａｉｓｓｕｒｌａ

ｔｒｏｉｓｉèｍｅ éｄｉｔｉｏｎ，ｐａｒＥｄ．Ｂｉｏｔ．Ｐａｒｉｓ，

１８３３）。英文第１版１８３２年在伦敦出

版。——第２５２、３７７、４１１页。

［拜耳斯，约·巴·］《自由贸易的诡辩和

通俗政治经济学》，一个律师著，１８５０年

伦 敦 增 订 第 ７ 版（［Ｂｙｌｅｓ，Ｊ．Ｂ．］

Ｓｏｐｈｉｓｍｓｏｆ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Ｂｙａｂａｒ

ｒｉｓｔｅｒ．Ｓｅｖｅｎ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０）。——第

９６６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利用的著作的版本，只注出该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

地点。

放在四角括号［ ］内的是已经查清的匿名著作的作者的名字。



 ２４９、３５９页。

柏拉图《理想国》，载于《柏拉图全集》，拜

帖尔、奥烈利、文克尔曼编，１８３９年苏黎

世版第１３卷（Ｐｌａｔｏ．Ｒ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Ｉｎ：

Ｐｌａｔｏｎｉｓｏｐｅｒａｏｍｎｉａ．ＲｅｃｏｇｎｏｖｅｒｕｎｔＩ．

Ｇ．Ｂａｉｔｅｒｕｓ，Ｉ．Ｃ．Ｏｒｅｌｌｉｕｓ，Ａ．Ｃ．Ｗｉｎｃｋ

ｅｌｍａｎｎｕｓ．Ｖｏｌ．Ⅹ Ⅲ．Ｔｕｒｉｃｉ，１８３９）。

——第３２２—３２５页。

贝卡里亚，切·《社会经济原理》，载于《意

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

１８０４年米兰版第１１卷（Ｂｅｃｃａｒｉａ，Ｃ．Ｅｌ

ｅｍｅｎｔｉｄ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ｐｕｂｂｌｉｃａ．Ｉｎ：Ｓｃｒｉｔ

ｔｏｒｉ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ｉｔａｌｉａｎｉｄ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

Ｐａｒｔｅ ｍｏｄｅｒｎａ．Ｔｏｍｏ Ⅺ．Ｍｉｌａｎｏ，

１８０４）。——第３２７页。

［贝利，赛·］《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

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论李嘉图先生及其

信徒的著作》，《略论意见的形成和发

表》一书的作者著，１８２５年伦敦版

（［Ｂａｉｌｅｙ，Ｓ．］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ｎ

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ｍｅａｅｕｒｅｓ，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ｖａｌ

ｕｅ；ｃｈｉｅｆｌｙｉ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Ｍｒ．Ｒｉｃａｒｄｏａｎｄｈｉ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Ｂｙ．

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ｏｆ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２５）。——第２０、４７、１０９、１１０页。

［贝利，赛·］《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这种

变动对国家工业和金钱契约的影响；并

载有关于股份银行的附录》１８３７年伦敦

版（［Ｂａｉｌｅｙ，Ｓ．］Ｍｏｎｅｙａｎｄｉｔｓｖｉｃｉｓｓｉ

ｔｕｄｅｓｉｎｖａｌｕｅ；ａｓｔｈｅｙａｆｆｅｃ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ｐｅｃｕｎｉａｒｙ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ｗｉｔｈａ

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ｏｎｊｏｉｎｔｓｔｏｃｋｂａｎｋｓ．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３７）。——第５９９页。

比多《大生产工具引起的工业技术和商业

中的垄断》，第２册《生产和销售的垄

断》，１８２８年巴黎版（Ｂｉｄａｕｔ，Ｊ．Ｎ．Ｄｕ

ｍｏｎｏｐｏｌｅｑｕｉｓ’éｔａｂｌｉｔｄａｎｓｌｅｓａｒｔｓ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ｓｅｔｌ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ａｕｍｏｙｅｎｄｅｓ

ｇｒａｎｄｓ ａｐｐａｒｅｉｌｓ ｄｅ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ｕｘｉèｍｅｌｉｖｒａｉｓｏｎ．Ｄｕｍｏｎｏｐｏｌｅｄｅｌａ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ｔｄｅｌａｖｅｎｔ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８）。

——第３４７页。

毕希，约·格·《从国家经济和商业来看

的货币流通》１８００年汉堡和基尔增订第

２版第１册（Ｂｕｓｃｈ，Ｉ．Ｇ，Ａｂｈａｎｄｌｕｎｇ

ｖｏｎｄｅｍ Ｇｅｌｄｕｍｌａｕｆｉｎａｎｈａｌｔｅｎｄｅｒ

ＲｕｃｋｓｉｃｈｔａｕｆｄｉｅＳｔａａｔｓ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

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ｒｓｔｅｒ Ｔｅｉｌ．Ｚｗｅｉｔｅｖｅｒ

ｍｅｈｒｔｅｕｎｄｖｅｒｂｅｓｓｅｒｔｅＡｕｆｌａｇｅ．Ｈａｍ

ｂｕｒｇｕｎｄＫｉｅｌ，１８００）。—— 第 ２６０

页。      

波列尼，卓·《论水的混合运动》１７１７年帕

多瓦版（Ｐｏｌｅｎｉ，Ｇ．Ｄｅｍｏｔｕａｑｕａｅｍｉｘ

ｔｏ．Ｐａｄｏｖａｅ，１７１７）。——第４２２页。

波佩，约·亨·摩·《从科学复兴至十八

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１８０７—１８１１年哥

丁根版第１—３卷（Ｐｏｐｐｅ，Ｊ．Ｈ．Ｍ．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ｅｉｔｄｅｒ

Ｗｉｅｄｅｒｈｅ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ｂｉｓ ａｎ ｄａｓ Ｅｎｄｅ ｄｅｓ ａｃｈｔｚｅｈｎｔｅｎ

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ｓ．Ｂａｎｄｅ Ⅰ—Ⅲ．Ｇｏｔｔｉｎ

ｇｅｎ，１８０７—１８１１）。—— 第４１６、４１７、

４１９—４２４、４２８—４３６、４４２页。

波特尔，阿·《政治经济学：它的对象、应

用和原理。以美国人的生活状况来加以

说明》１８４１年纽约版（Ｐｏｔｔｅｒ，Ａ．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ｔｓｏｂｊｅｃｔｓ，ｕｓｅｓ，ａｎｄｐｒｉｎ

０７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ｃｉｐｌｅ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８４１）。——第３１５、３１６页。

波绪，沙·《流体力学的基本原理》１７７５年

巴黎版第１—２卷（Ｂｏｓｓｕｔ，Ｃｈ．Ｔｒａｉｔé

éｌé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ｄ’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ｑｕｅ．Ｔｏｍｅｓ

Ⅰ—Ⅱ．Ｐａｒｉｓ，１７７５）。第１版１７７２年在

巴黎出版。——第４２２页。

博斯维尔，詹·《赛米尔·约翰逊的生

平》，三卷集，１７９３年伦敦增订第２版第

３卷（Ｂｏｓｗｅｌｌ，Ｊ．ＴｈｅＬｉｆｅｏｆＳａｍｕｅｌ

Ｊｏｈｎｓｏｎ．ＩｎｔｈｒｅｅＶｏｌｕｍｅｓ．Ｔｈｅｓｅｃ

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ｓｅｄａｎｄ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Ｖｏｌｕｍｅ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９３）。第１

版１７９１年出版。——第１０５页。

布朗基，日·阿·《工业经济教程》，阿·

布累兹编注，１８３８—１８３９年巴黎版

（Ｂｌａｎｑｕｉ，Ｊ．Ａ．Ｃｏｕｒ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ｌｅ．ＲｅｃｕｅｉｌｌｉｅｔａｎｎｏｔéｐａｒＡｄ．

Ｂｌａｉｓ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８—１８３９）。—— 第

３２６页。

布朗基，日·阿·《１８４８年法国的工人阶

级》第１、２部分，载于《伦理学和政治学

学院出版的短篇论文集）１８４９年巴黎版

（Ｂｌａｎｑｕｉ，Ｊ．Ａ．Ｄｅｓｃｌａｓｓｅｓ

ｏｕｖｒｉèｒｅｓｅｎＦｒａｎｃｅ，Ｐｅｎｄａｎｔｌ’ａｎｎé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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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ｉｔéｓＰｕｂｌｉéｓｐａｒｌ’Ａｃａｄéｍｉｅｄｅｓ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 ｍｏｒａｌｅｓｅｔ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Ｐａｒｉｓ，

１８４９）。——第２４１页。

Ｃ

查默斯，托·《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道

德状况、道德远景的关系》１８３２年格拉

斯哥、爱丁堡、都柏林和伦敦第２版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Ｔｈ．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ｃｏｎｎｅｘ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ｓｔａｔｅ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

ｔｉｏｎ．Ｇｌａｓｇｏｗ，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Ｄｕｂｌｉｎ

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２）。—— 第１０８、１７０

页。

Ｄ

达尔文，查·《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

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１８５９年伦敦

版（ＤａｒｗｉｎＣｈ．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ｒ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ｖｏｕｒｅｄｒａｃｅｓｉｎ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ｆｏｒｌｉｆ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９）。——第

４１０页。

达兰贝尔，让·《论流体平衡及运动，对动

力学的补充》１７４４年巴黎版（Ｄ’Ａｌｅｍ

ｂｅｒｔ，Ｊ．Ｔｒａｉｔéｄ’éｑｕｉｌｉｂｒｅｅｔｄｕｍｏｕｖｅ

ｍｅｎｔ ｄｅｓ ｆｌｕｉｄｅｓ ｐｏｕｒ ｓｅｒｖｉｒ ｄｅ

ｓｕｐｐｌéｍｅｎｔａｕｔｒａｉｔé ｄｅｄｙｎａｍｉｑｕｅ．

Ｐａｒｉｓ，１７４４）。——第４２２页。

德·昆西，托·《政治经济学逻辑）１８４４年

爱丁堡和伦敦版（ＤｅＱｕｉｎｃｅｙ，Ｔｈ．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４）。—— 第３４７、５３１

页。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安·路·克·

《思想的要素》，第４、５部分《论意志及

其作用》，１８２６年巴黎版（Ｄｅｓｔｕｔｔｄｅ

Ｔｒａｃｙ，Ａ．Ｌ．Ｃ．Ｅｌéｍｅｎｓｄ’ｉｄéｏｌｏｇｉｅ．

Ⅳｅｅｔ Ⅴｅｐａｒｔｉｅｓ：Ｔｒａｉｔé ｄｅｌａ

ｖｏｌｏｎｔéｅｔｄｅｓｅｓｅｆｆｅｔ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６）。第

１版１８１５年在巴黎出版。《思想的要素》

第４部分《论政治经济学》（《Ｔｒａｉｔé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为书名于１８２３年

在巴黎出版单行本。—— 第１８、３００

页。    

１７６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迪康热，沙·杜·《中世纪和近代拉丁

语辞典》，沙尔·杜弗朗·迪康热阁

下编，格·阿·尔·亨谢尔出版，附

有圣别涅狄克特会修道士卡本特尔

圣父阁下，阿德隆格，其他作者以及

出版者本人所加的补遗，１８４２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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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ｎｇｅ．Ｃｕｍ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ｓ ｉｎｔｅｇｒｉｓ

ｍｏｎａｃｈｏｒｕｍＯｒｄｉｎｉｓＳ．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ｉ，Ｄ．Ｐ．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ｉｉ，Ａｄｅｌｕｎｇｕ，ａｌｉｏｒｕｍ，ｓｕｉｓｑｕｅ

ｄｉｇｅｓｓｉｔＧ．Ａ．Ｌ．Ｈｅｎｓｃｈｅｌ．Ｔｏｍｕｓｓｅ

ｃｕｎｄｕｓ．Ｐａｒｉｓｉｉｓ，１８４２）。迪康热辞典的

第１版１６７８年在巴黎出版。——第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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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洛斯（西西里的）《史学丛书》，尤

·弗·武尔姆译，１８２８—１８４０年斯图加

特版第１—１９卷，第１册（Ｄｉｏｄｏｒｕｓ

Ｓｉｃｕｌｕ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

ｕｂｅｒｓｅｔｚｔｖｏｎＪ．Ｆ．Ｗｕｒｍ．Ｂａｎｄｃｈｅｎ

Ⅰ—ⅩⅨ．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２８—１８４０．Ｅｒ

ｓｔｅｓＢｕｃｈ）。——第２８８、３２５页。

《东印度贸易对英国的利益》１７２０年伦敦

版（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

ｔｒａｄｅｔｏＥｎｇｌ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２０）。——

第３０９、３２８、３３８页。

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

（１７６６年）》，载于欧·德尔新编《杜尔哥

全集）１８４４年巴黎版第１卷（Ｔｕｒｇｏｔ．

Ｒéｆｌｅｘｉｏｎｓｓｕｒｌａ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ｔｌａ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ｄｅｓ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１７６６）．Ｉｎ：Ｏｅｕ

ｖｒｅｓｄｅＴｕｒｇｏｔ．ＮｏｕｖｅｌｌｅéｄｉｔｉｏｎｐａｒＥ．

Ｄａｉｒｅ．Ｔｏｍｅｐｒｅｍｉｅｒ．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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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恩格斯，弗·《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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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ｒｌＭａｒｋ．１ｓｔｅｕｎｄ２ｔｅＬｉｅｆｅｒｕｎｇ．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４）。——第２８页。

恩格斯，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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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ｇｅｌｓ，Ｆ．ＤｉｅＬａｇｅ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ｅｎｄｅｎ

Ｋｌａｓｓｅ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ＮａｃｈｅｉｇｎｅｒＡｎ

ｓｃｈａｕｕｎｇｕｎｄ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ｓｃｈｅｎＱｕｅｌｌ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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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中残酷现象的根源》１８３６年伦敦版

（Ｆｉｅｌｄｅｎ，Ｊ．ＴｈｅＣｕｒｓｅｏｆ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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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ｙｃｒｕｅｌｔｉ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６）。

——第３７４、３７９页。

弗格森，亚·《市民社会史试论）１７６７年

爱丁堡版（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Ａ．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

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１７６７）。——第３１６页。

弗格森，亚·《市民社会史试论》，贝尔吉

埃先生译，１７８３年巴黎版第１—２卷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Ａ．Ｅｓｓａｉｓｕｒ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

ｓｏｃｉéｔé ｃｉｖｉｌｅ．Ｔｒａ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 Ｍ．

Ｂｅｒｇｉｅｒ，Ｔ．Ⅰ—Ⅱ．Ｐａｒｉｓ，１７８３）。——

第３１３—３１５页。

２７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弗朗克尔《微分学》（Ｆｒａｎｃｏｃｅｕｒ．Ｃａｌｃｕ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ｅｌ）。第１版１８０９年出版。——

第５６５页。

富兰克林，本·《关于国民财富的有待研

究的几个问题》，载于斯巴克斯编《富兰

克林全集）１８３６年波士顿版第２卷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Ｂ．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ｏｂ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Ｉｎ：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ｏｆＢ．Ｆｒａｎｌｉｎ．ＢｙＳｐａｒｋｓ．Ｖｏｌ

ｕｍｅⅡ．Ｂｏｓｔｏｎ，１８３６）。——第２６页。

Ｇ

盖斯克尔，彼·《手工业工人与机器：

由于机器代替人的劳动而造成的工

业人口的道德和身体状况）１８３６年

伦敦版（Ｇａｓｋｅｌｌ，Ｐ．Ａｒｔｉｓａｎｓａｎｄｍａ

ｃｈｉｎｅｒｙ：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ｅｃｈａｎｉ

ｃａｌ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ｌａｂｏｕｒ．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３６）。 —— 第 ３８６—３８８

页。     

《各国的工业》，第２部《工艺、机器和

工厂的现况概述》，１８５５年伦敦版

（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ｒｔⅡ．Ａ

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ｏｆａｒｔｓ，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ａｎ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５）。——第４３６—４５０、４７９、４８１—

４９０、５９９页。    

《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

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致约翰·罗素

勋爵的一封信）１８２１年伦敦版（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ｅｄｙ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ｆｆｉ

ｃｕｌｔｉｅｓ，ｄｅｄｕｃｅｄｆｒｏｍ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

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ａ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ＬｏｒｄＪｏｈｎ

Ｒｕｓｓｅｌｌ．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 第２２４、

２３１、２６０页。

《公共经济概论，或论流通手段、农业和工

业》１８３３年卡赖尔版（Ｐｕｂｌ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ｏｒ，ａ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ｖｉｅｗ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

ｔｕｒｅｓ．Ｃａｒｌｉｓｌｅ，１８３３）。—— 第 ５３０

页。     

Ｈ

哈勒，卡·路·《国家学的复兴，或与人为

公民空想相对立的自然社会状况理论》

（Ｈａｌｌｅｒ，Ｃ．Ｌ．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ｒＳｔａａｔｓ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ｏｄｅｒ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ｓｎａｔｕｒ

ｌｉｃｈｇｅｓｅｌｌｉｇｅｎＺｕｓｔａｎｄｓ，ｄｅｒＣｈｉｍａｒｅ

ｄｅｓＫｕｎｓｔｌｉｃｈｂｕ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ｅｎｔｇｅｇｅｎｇｅ

ｓｅｔｚｔ）。第１版１８１６—１８３４年出版。

——第４１７页。

哈里斯，詹·《三篇论文集》１７７２年伦敦修

订第３版（Ｈａｒｒｉｓ，Ｊ．Ｔｈｒｅｅ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ｓ．

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ｓｅｄ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７２）。第１版１７４４年在伦敦

出版。——第３２２页。

赫顿，查·《数学教程》（Ｈｕｔｔｏｎ，Ｃｈ．Ａ

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第１版１７９８—

１８０１年出版。——第５１９页。

《皇家科学院院士编辑或赞助的技艺和手

艺概述）巴黎版（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ｄｅｓＡｒｔｓ

ｅｔＭéｔｉｅｒｓ，ｆａｉｔｅｓｏｕａｐｐｒｏｕｖéｅｓｐａｒ

Ｍｅｓｓｉｅｕｒｓｄｅｌ’Ａｃａｄéｍｉｅｒｏｙａｌｅｄ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Ｐａｒｉｓ）。——第４３２页。

［霍吉斯金，托·］《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

要求，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明。关于当

前雇佣工人的团结》，一个工人著，１８２５

年伦敦版（［Ｈｏｄｇｓｋｉｎ，Ｔｈ．］Ｌａｂｏｕｒｄｅ

ｆｅｎｄ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ｃｌａｉｍｓ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３７６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ｐｒｏｖ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ｏｎｇｓｔｊｏｕｒｎｅｙｍｅｎ．Ｂｙａ

ｌａｂｏｕｒ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５）。—— 第３３２

页。

霍吉斯金，托·《通俗政治经济学。在伦

敦技术学校的四次演讲）１８２７年伦敦版

（Ｈｏｄｇｓｋｉｎ，Ｔｈ．Ｐｏｐｕｌａ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

ｍｙ．Ｆｏｕｒ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ａｔｔｈｅＬｏｎ

ｄ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２７）。——第１８４—１８６、２２３、３３１、３３４、

３４９、５９４页。

霍纳，莱·《给西尼耳先生的一封信》，载

于纳·威·西尼耳《关于工厂法对棉纺

织业的影响的书信。附莱·霍纳给西尼

耳先生的信以及艾·艾释华特先生、汤

普逊先生和西尼耳先生之间的谈话记

录）１８３７年伦敦版（Ｈｏｒｎｅｒ，Ｌ．Ａ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Ｍｒ．Ｓｅｎｉｏｒ．Ｉｎ：Ｓｅｎｉｏｒ，Ｎ．Ｗ．Ｌｅｔｔｅｒｓ

ｏｎ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ｙＡｃｔ，ａｓｉｔａ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ｅｃｏｔ

ｔｏ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Ｔｏ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ａｐｐｅｎｄ

ｅｄ，ａ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Ｍｒ．ＳｅｎｉｏｒｆｒｏｍＬ．

Ｈｏｒｎｅｒ，ａｎｄＭｉｎｕｔｅｓｏｆａ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ｒ．Ｅ．Ａｓｈｗｏｒｔｈ，Ｍｒ．Ｔｈｏｍ

ｓｏｎａｎｄＭｒ．Ｓｅｎｉｏｒ．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７）。

——第２１９页。

Ｊ

加尔涅，热·《译者的注释》，载于《亚·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热尔门·加尔涅新译本，附译者的注释

和评述》１８０２年巴黎版第５卷（Ｇａｒｎｉｅｒ

Ｇ．Ｎｏｔｅｓｄｕｔｒａｄｕｃｔｅｕｒ．Ｉｎ：Ｓｍｉｔｈ，Ａ．

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ｓｕｒ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ｅｔｌｅｓｃａｕｓｅａ

ｄｅ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ａｖｅｃｄｅｓｎｏｔｅｓｅｔ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ｓ，ｐａｒ Ｇｅｒｍａｉｎ Ｇａｒｎｉｅｒ．Ｔｏｍｅ

ｃｉｎｑｕｉèｍ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０２）。—— 第３４３、

３４４页。

加利阿尼，斐·《货币论》第１—５篇（１７５０

年），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

集》现代部分，１８０３年米兰版第３—４卷

（Ｇａｌｉａｎｉ，Ｆ．Ｄｅｌｌａｍｏｎｅｔａ．ＬｉｂｒｉⅠ—Ⅴ

（１７５０）．Ｉｎ：Ｓｃｒｉｔｔｏｒｉ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ｉｔａｌｉａｎｉｄｉ

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Ｐａｒｔｅｍｏｄｅｒｎａ．Ｔｏｍｉ

Ⅲ—Ⅳ．Ｍｉｌａｎｏ，１８０３）。——第１９、２６３、

３８９页。

杰科布，威·《再论英国农业需要保护关

税。给下院议员赛米尔·惠特布雷德先

生的一封信》１８１５年伦敦版（ＪａｃｏｂＷ．

Ａ 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ＳａｍｕｅｌＷｈｉｔｂｒｅａｄ，Ｅｓｑ．

Ｍ．Ｐ．ｂｅｉｎｇａｓｅｑｕｅｌｔｏ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ｂｙ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５）。——第

２２４页。

Ｋ

卡尔利，詹·黎·为彼·维里《政治经济

学研究》（１７７１年）所加的注释，载于《意

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

１８０４年米兰版第１５卷（Ｃａｒｌｉ，Ｇ．Ｒ．Ａｎ

ｎｏｔａｚｉｏｎｉ．Ｉｎ：Ｖｅｒｒｉ，Ｐ．Ｍｅｄｉｔａｚｉｏｎｉｓｕｌｌ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ｃｏｎａｎｎｏｔａｚｉｏｎｉｄｉＧｉ

ａｎＲｉｎａｌｄｏＣａｒｌｉ（１７７１）．Ｉｎ：Ｓｃｒｉｔｔｏｒｉ

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ｉｔａｌｉａｎｉｄ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

Ｐａｒｔｅｍｏｄｅｒｎａ．Ｔｏｍｏ ⅩⅤ．Ｍｉｌａｎｏ，

１８０４）。——第２９４页。

［卡泽诺夫，约·］《政治经济学大纲，略论

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１８３２

年伦敦版（［Ｃａｚｅｎｏｖｅ，Ｊ．］Ｏｕｔｌｉｎｅｓ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ｂｅｉｎｇａｐｌａｉｎ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ｓ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ｍｐ

４７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２）。——第

９７、３８０、６０８页。

凯尔恩斯，约·埃·《奴隶劳力：它的性

质、经过及其可能的前途》１８６２年伦敦

版（Ｃａｉｒｎｅｓ，Ｊ．Ｅ．ＴｈｅＳｌａｖｅｐｏｗｅｒ：ｉｔ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ｃａｒｅｅｒ，ａｎｄｐｒｏｂａｂｌｅｄｅｓｉｎｇｓ．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２）。——第２９１、２９９、６１２、

６１３页。

凯里，亨·查·《政治经济学原理》，第１

册；《财富生产的分配的规律》１８３７年费

拉得尔菲亚版（Ｃａｒｅｙ，Ｈ．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ａｒｔ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ｏｆ

ｔｈｅｌａｗ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１８３７）。

——第１７０、５８４页。

科兰，让·吉·《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

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无产者和资产

者》１８５６年巴黎版第１卷（Ｃｏｌｉｎｓ，Ｊ．Ｇ．

Ｌ’ 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ｓ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ｅｔｄｅｓｕｔｏｐｉｅｓｐｒéｔｅｎｄｕ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ｓ．Ｐｒｏｌéｔａｉｒｅｓｅｔ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ＴｏｍｅⅠ．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６）。—— 第１０６、

３４６、３４７页。

科兰，让·吉·《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

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１８５７年巴黎版

第３卷（Ｃｏｌｉｎｓ，Ｊ．Ｇ，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Ｓｏｕｒｃｅｄｅｓ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ｅｔｄｅｓｕ

ｔｏｐｉｅｓｐｒéｔｅｎｄｕｅｓ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ｓ．ＴｏｍｅⅢ．

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７）。—— 第 １０５、２５６—２５７

页。    

库尔塞尔－塞纳伊，让·古·《工商企业、

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践概论，或业务手

册》１８５７年巴黎第２版（Ｃｏｕｒｃｅｌｌｅ

Ｓｅｎｅｕｉｌ，Ｊ．Ｇ．Ｔｒａｉｔéｔｈéｏｒｉｑｕｅｅｔｐｒａ

ｔｉｑｕｅｄｅｓｅｎｔｒｅｐｒｉｓｅ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ｌｅｓ，ｃｏｍ

ｍｅｒｃｉａｌｅｓｅｔａｇｒｉｃｏｌｅｓｏｕＭａｎｕｅｌｄｅｓａｆ

ｆａｉｒｅｓ．Ｄｅｕｘｉèｍｅéｄｉｔｉｏｎ．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７）。

——第２６１、３７７页。

Ｌ

拉波尔德，亚·《论有利于社会一切方面

的协作精神》１８１８年巴黎版（Ｌａｂｏｒｄｅ，

Ａ．ＤｅＩ’ｅｓｐｒｉｔ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ｄａｎｓｔｏｕｓ

ｌｅｓｉｎｔéｒｅｔｓｄｅｌａｃｏｍｍｕｎａｕｔé．Ｐａｒｉｓ，

１８１８）。——第５９８页。

拉姆赛，乔·《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丁

堡版（Ｒａｍｓａｙ，Ｇ．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３６）。

——第２４、１５５、１５６、１８１、１８６、２２３、２６８、

２８７、５１５、６０９页。

莱文斯顿，皮·《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

１８２４ 年 伦 敦 版（Ｒａｖｅｎｓｔｏｎｅ．Ｐ．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ｎｔｈｅｆｕｎ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４）。——第２８７、

３４６、４０２页。

［兰盖，尼·］《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

理》１７６７ 年 伦 敦 版 第 １—２ 卷

（［Ｌｉｎｇｕｅｔ，Ｎ．］Ｔｈéｏｒｉｅｄｅｓｌｏｉｘｃｉｖｉｌｅｓ，

ｏｕ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 ｆｏ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ｕｘ ｄｅ ｌａ

ｓｏｃｉéｔé．Ｔｏｍｅｓ Ⅰ—Ⅱ．Ｌｏｎｄｒｅｓ，

１７６７）。——第３４９页。

兰格，赛·《国家的贫困，贫困的原因

及 其 防 止 办 法》１８４４ 年 伦 敦 版

（Ｌａｉｎｇ．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ｉｔｓｃａｕｓ

ｅｓａｎｄｒｅｍｅｄｉ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４）。——

第３７１页。     

勒蒙特，比·《分工的道德影响》，载

于《勒蒙特全集》第１卷，１８４０年巴黎

版（Ｌｅｍｏｎｔｅｙ，Ｐ．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ｍｏｒａｌｅｄｅｌａ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ｄｕｔｒａｖａｉｌ．Ｉｎ：Ｌｅｍｏｎｔｅｙ，Ｐ．

Ｏｅｕｖｒｅｓ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Ｔｏｍｅ Ⅰ．Ｐａｒｉｓ，

１８４０）。——第３３５页。

５７６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雷尼奥，埃·《多瑙河各公国政治社会史》

１８５５年巴黎版（Ｒｅｇｎａｕｌｔ，Ｅ．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ｅｔｓｏｃｉａｌｅｄ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ｕｔéｓ

Ｄａｎｕｂｉｅｎｎｅ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５）。—— 第

２３４—２３６页。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Ｏｎ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ａｘ

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第

１版１８１７年在伦敦出版。——第４４、

１６９、２８９、５１８、５６６、６０９页。

《论工会》１８３４年伦敦新版（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ａ

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ｒａｄｅｓ．Ｎｅｗ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４）。——第３８７、６０９页。

《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

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

从这一原理所得的结论是：税收和

供养非生产的消费者可以导致财富

的增长》１８２１年伦敦版（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ｔｈｏｓ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ｄｅｍａ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ｌａｔｅｌｙ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ｂｙＭｒ．

Ｍａｌｔｈｕｓ，ｆｒｏｍｗｈｉｃｈｉｔｉｓ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ｈａｔ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ｏｆ

ｕ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ｃａｎｂｅｃｏｎ

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２１）。——第１０、１５３、１７５、２２４、

２６１页。

罗西，佩·《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３６—

１８３７年讲授》（马黎版两卷集），载

于《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４３年布鲁塞

尔 版（Ｒｏｓｓｉ，Ｐ．Ｃｏｕｒ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Ａｎｎéｅ１８３３６—１８３７（Ｃｏｎ

ｔｅｎａｎｔｌｅｓｄｅｕｘｖｏｌｕｍｅｓｄｅｌ’éｄｉｔ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ｉｓ）．Ｉｎ：Ｃｏｕｒ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４３）。罗西著作第１

版（两卷集）１８４０—１８４１年在巴黎出

版。——第１５７、１５８、１６２、１６３、１６６、１６７、

１７０、３６６、３６７页。    

罗西，佩·《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劳动的性质和定义》，载于《政治经

济学。论文集；对有关农业、工业和

商业的社会问题之考察（１８４４年）》

１８４４年布鲁塞尔版第１卷（Ｒｏｓｓｉ．

Ｄｅｌａｍéｔｈｏｄｅｅｎ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ｅｔｄé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ｄｕｔｒａｖａｉｌ．

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Ｒｅｃｕｅｉｌ ｄｅ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ｅｘａｍｅｎｄ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ｓｏ

ｃｉａｌｅｓ，ａｇｒｉｃｏｌｅｓ，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èｒｅｓ ｅｔ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ｅｓ．Ａｎｎéｅ１８４４．ＴｏｍｅⅠ：

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 １８４４）。 —— 第 １６２

页。    

Ｍ

马尔萨斯，托·罗·《政治经济学定义》，

附约翰·卡泽诺夫的序言、注释和补充

评论的新版本，１８５３年伦敦版（Ｍａｌ－

ｔｈｕｓ，Ｔｈ．Ｒ．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

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ｅｗｅｄｉ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ｐｒｅｆａｃｅ，

ｎｏｔｅｓ，ａｎｄ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ｅｍａｒｋｓｂｙ

ＪｏｈｎＣａｚｅｎｏｖ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３）。第１版

１８２７年在伦敦出版。——第１５５、１７１

页。

马尔萨斯，托·罗·《政治经济学原理的

实际应用》，根据作者的手稿和杂记作

了大量补充，１８３６年伦敦第２版（Ｍａｌ

－ｔｈｕｓＴｈ．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

ｃｏｎｏｍ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ｗｉｔｈａｖｉｅｗｔｏｔｈｅｉ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

ｓｏｗｎ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ａｎｄａ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ｍｅｍ

ｏｉｒ．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６）。第１版１８２０年在伦

６７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敦出版。——第４５页。

马考莱，托·巴·《詹姆斯二世登极

以来的英国史》１８５４年伦敦第１０版

第１卷（Ｍａｃａｕｌａｙ，Ｔｈ．Ｂ．ＴｈｅＨｉｓｔｏ

ｒｙ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ｏｆ

Ｊａｍｅｓ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ＶｏｌｕｍｅⅠ．Ｔｅｎ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４）。—— 第４６、

２４３、５０６页。   

马克思，卡·《哲学的贫困。答蒲鲁

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１８４７年巴

黎—布鲁塞尔版（Ｍａｒｘ，Ｋ．Ｍｉｓèｒｅ

ｄｅ ｌ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Ｒéｐｏｎｓｅ ａ ｌ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ｌａｍｉｓèｒｅｄｅＭ．Ｐｒｏｕｄ

ｈｏｎ．Ｐａｒｉｓ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４７）。—— 第

３３５、３３６页。

马克思，卡·《政治经济学批判）

１８５９年柏林版第１分册（Ｍａｒｘ，Ｋ．Ｚｕｒ

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Ｅｒ

ｓｔｅｓＨｅｆｔ．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５９）。——第３、２２、

３２、３９、５４、３０３、６２８）页。

麦克库洛赫，约·雷·《商业和商轮航运

业的实用、理论和历史辞典》，一个经过

修订、增补和更完善的新版本，１８４７年

伦敦版（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ｋ，Ｊ．Ｒ．Ａ Ｄｉｃｔｉｏ

ｎａｒ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

ｃａｌ，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ｎａｖｉ

ｇａｔｉｏｎ．Ａ ｎｅｗ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ｅｎ

ｌａｒｇｅｄ，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７）。

第１版１８３２年在伦敦出版。——第５９０

页。

麦克库洛赫，约·雷·《政治经济学原理》

１８２５年爱丁堡和伦敦版（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

Ｊ．Ｒ．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

ｍｙ．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５）。

——第２２６、５９４、５９６页。

麦克劳德，亨·丹·《银行业的理论与实

践，附通货、价格、信贷和兑换基本原

理）１８５５年伦敦版第１卷（Ｍａｃｌｅｏｄ，Ｈ．

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

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ｃｕｒ

ｒｅｎｃｙ；ｐｒｉｃｅｓ；ｃｒｅｄｉｔ；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ＶｏｌｕｍｅⅠ．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５）。—— 第８

页。

麦克纳布，亨·格·《对罗伯特·欧文

先生的新观点及其在苏格兰新拉纳

克的措施之冷静考察》，拉丰·德·

拉德巴译，１８２１年巴黎版（Ｍａｃｎａｂ，

Ｈ．Ｇ．Ｅｘａｍｅｎ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ｅｓ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ｓ

ｖｕｅｓｄｅＭ．ＲｏｂｅｒｔＯｗｅｎ，ｅｔｄｅｓｅｓ

éｔａｂｌｉｓｓ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ｅｗＬａｎａｒｋｅｎＥ

ｃｏｓｓｅ．ＴｒａｄｕｉｔｐａｒＬａｆｆｏｎｄｅＬａｄéｂａｔ．

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１）。第１版１８１９年在伦敦出

版。——第２５２、２５３页。

［孟德维尔，贝·］《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

行即公共利益》１７１４年伦敦版（［Ｍａｎ

ｄｅｖｉｌｌｅ，Ｂ．］ＴｈｅＦａｂｌｅｏｆｔｈｅｂｅｅｓ：ｏｒ，

Ｐｒｉｖａｔｅｖｉｃ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ｋ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１４）。第１版作为诗集于１７０５年在伦

敦出版。——第３３９页。

［孟德维尔，员·］《社会本性的研究》，第２

版附录，１７２３年伦敦版（［Ｍａｎｄｅｖｉｌｌｅ

Ｂ．］Ａ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ｐｐｅｎｄｅｄｔｏ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

ｄｏｎ，１７２３）。——第３３９、３４０页。

同上，１７２４年伦敦第３版（Ｉｄｅｍ．Ｔｈｅ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２４）。——第３３９页。

同上，１７２９年伦敦版第２卷（Ｉｄｅｍ．Ｐａｒｔ

Ⅱ．Ｌａｎｄｏｎ，１７２９）。——第３３９页。

摩尔顿，约·查·《论农业中使用的动

力》。载于１８５９年１２月９日在伦敦出版

的《艺术协会杂志》第７卷第３６８期

（Ｍｏｒｔｏｎ，Ｊ．Ｃｈ．Ｏｎｔｈｅｆｏｒｃｅｓｕｓｅｄｉｎａ

７７６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

ｅｔｙｏｆＡｒｔｓ》（Ｌｏｎｄｏｎ），Ｎｏ．３６８，ｖｏｌ．Ⅶ，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９，１８５９）。—— 第４７３、４７４

页。

穆勒，詹·《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

版（Ｍｉｌｌ，Ｊ．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

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第８、１０７、１６９、

２６１、３３２页。

穆勒，詹·《政治经济学原理》，雅·

秦·帕里佐译自英文，１８２３年巴黎

版（Ｍｉｌｌ，Ｊ．Ｅｌéｍｅｎ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Ｔｒａｄｕｉｔｓｄｅｌ’ａｎｇｌａｉｓｐａｒＪ．Ｔ．

Ｐａｒｉｓｏｔ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３）。—— 第 ３３１

页。     

穆 勒，约·斯·《略论政治经济学的

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１８４４年伦敦

版（Ｍｉｌｌ，Ｊ．Ｓｔ．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ｓｏｍｅｕｎｓｅｔ

ｔｉｅ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４）。——第１６８、２６２、２７０

页。    

穆勒，约·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及

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两卷集，

１８４８年伦敦版（Ｍｉｌｌ，Ｊ．Ｓ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ｗｉｔｈ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ｉｒ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ｓｏｃｉ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ｔｗｏ

ｖｏｌｕ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８）。第２版１８４９年

出版。——第３５９页。

Ｎ

南卡罗，约·《磨和锯床计算法（１７９４年）》

（Ｎａｎｃａｒｒｏｗ，Ｊ．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

ｇｒｉｓｔａｎｄｓａｗｍｉｌｌｓ（１７９４））。——第４２９

页。

纽曼，弗·威·《政治经济学讲演集》１８５１

年伦敦版（Ｎｅｗｍａｎ，Ｆ．Ｗ．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１）。——

第２２５页。

纽曼，赛·菲·《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５年

安多佛和纽约版（Ｎｅｗｍａｎ，Ｓ．Ｐｈ．Ｅｌｅ

ｍｅｎｔ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ｏｖｅｒ

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８３５）。——第１７６、３３３

页。

Ｏ

欧勒，列·《论锯的作用（１７５６年）》（Ｅｕ

ｌｅｒ．Ｌ．Ｓｕｒｌ’ａｃｔｉｏｎｄｅｓｓｃｉｅｓ（１７５６））。

——第４２９页。

欧文，罗·《评工业体系的影响，并提出

改进那些对健康和道德最有害的部门

的意见》１８１７年伦敦第２版（Ｏｗｅｎ，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ｕ

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ｈｉｎ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ｉｍ

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ｏｓｅｐａｒｔｓｏｆｉｔｗｈｉｃｈａｒｅ

ｍｏｓｔｉｎｊｕｒｉｏｕｓｔｏ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ｓ．

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７）。

——５９４页。

Ｐ

培恩斯，约·《棉花贸易。对布莱克本文

学、科学、机械协会会员所作的有关这

个问题的两篇报告》１８５７年布莱克本—

伦敦版（Ｂａｙｎｅｓ，Ｊ．ＴｈｅＣｏｔｔｏｎｔｒａｄｅ．

Ｔｗｏ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ｄｅ

ｌｉｖｅｒ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５７）。——第５１０页。

配第，威·《爱尔兰政治剖视（１６７２年）。

附〈献给英明人士〉》１６９１年伦敦版

（Ｐｅｔｔｙ，Ｗ．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ｔｏｍｙｏｆ

Ｉｒｅｌａｎｄ（１６７２）Ｔｏ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ｄｄｅｄＶｅｒ

８７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ｂｕｍｓａｐｉｅｎｔｉ．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９１）。—— 第

６０４页。

配第，威·《论人类的增殖》（１６８２年），

１６９８年伦敦增订第３版，载于配第，威

·《政治算术》１６９９年伦敦版（Ｐｅｔｔｙ，

Ｗ．ＡｎＥｓｓａｙ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ｎｋｉｎｄ（１６８２）．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ｅｄｉ

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ｓｅｄ ａｎｄ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Ｌｏｎｄｏｎ，

１６９８．Ｉｎ．：ＰｅｔｔｙＷ．Ｓｅｖｅｒａｌｅｓｓａｙｓ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ｋ．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９９）。

——第３２７页。

《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特别

是有关价值，供求的争论》１８２１年伦敦

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ｖｅｒｂａｌｄｉｓ

ｐｕｔｅｓ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ｔｏｄｅｍａｎｄ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 第１７７，

２８９、３６９页。

蒲鲁东，比·约·《无息信贷》（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Ｐ．Ｊ．Ｇｒａｔｕｉｔéｄｕｃｒｅｄｉｔ）——见巴师夏，

弗·《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

鲁东先生的辩论》（Ｂａｓｔｉａｔ，Ｆｒ．Ｇｒａｔｕｉｔé

ｄｕｃｒéｄｉｔ．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Ｍ．Ｆｒ．Ｂａｓｔｉ

ａｔａｔＭ．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蒲鲁东，比·约·《什么是财产？或关于

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１８４０年巴黎版

（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Ｊ．Ｑｕ’ｅｓｔ－ｃｅｑｕｅｌａ

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ｏｕ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ｓｕｒｌ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ｅ

ｄｕｄｒｏｉｔｅｔｄｕ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Ｐａｒｉｓ，

１８４０）。——第３９０页。

Ｑ

琼斯，理·《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在海

利贝里东印度学院的讲义》１８５２年哈特

福版（Ｊｏｎｅｓ，Ｒ．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ｏｆ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ｄｅ

ｌｉｖｅｒｅｄａｔｔｈｅ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ｌｌｅｇｅ，Ｈａｉ

ｌｅｙｂｕｒｙ．Ｈｅｒｔｆｏｒｄ，１８５２）。——第２９５、

２９６、３４７、５９９页。

琼斯，理·《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

泉》，第１部分：《地租》，１８３１年伦敦版

（Ｊｏｎｅｓ，Ｒ．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ｔａｘａ

ｔｉｏｎ．ＰａｒｔⅠ．Ｒ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１）。——

第１９１、２１８、２３１、５９４页。

Ｓ

萨德勒，迈·托·《人口的规律）１８３０

年 伦 敦 版 第 １—２卷（Ｓａｄｌｅｒ，Ｍ．

Ｔｈ，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ｓ

Ⅰ—Ⅱ．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０）。—— 第２９６

页。     

萨伊，让·巴·《实用政治经济学全教

程》１８４０年巴黎第２版第１—２卷

（Ｓａｙ，Ｊ．Ｂ．Ｃｏｕｒｓｃｏｍｐｌｅｔ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ｐｒａｔｉｑｕｅ．Ｓｅｃｏｎｄｅ é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ｍｅｓⅠ—Ⅱ．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０）。第１版

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在巴黎出版。——第１０４

页。     

萨伊，让·巴·《关于政治经济学各方面

的问题，特别是商业普遍萧条的原因给

马尔萨斯先生的信》１８２０年巴黎—伦敦

版（ｓａｙ，Ｊ．Ｂ．ＬｅｔｔｒｅｓａＭ．Ｍａｌｔｈｕｓ，ｓｕｒ

ｄｉｆｆéｒｅｎｓｓｕｊｅｔ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ｎｏｔａｍｍｅｎｔｓｕｒｌｅｓｃａｕｓｅｓｄｅｌａｓｔａｇｎａ

ｔｉｏｎｇéｎéｒａｌｅｄｕ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ＰａｒｉｓＬｏｎ

ｄｒｅｓ，１８２０）。——第１５３页。

萨伊，让·巴·《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７年

巴黎第３版第１—２卷（ｓａｙ，Ｊ．Ｂ．Ｔｒａｉｔé

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ｒｏｉｓｉèｍｅ

é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ｓⅠ—Ⅱ．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７）。第

１版１８０３年在巴黎出版。——第７、２１、

９７６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１６８、１７４页。

桑顿，威·托·《人口过剩及其补救办法》

１８４６年 伦 敦版（Ｔｈｏｒｎｔｏｎ，Ｗ．Ｔｈ．

Ｏｖｅｒ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ｍｅｄｙ．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４６）。——第１２８页。

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恩·波波编，

１８２１年莱比锡版（Ｘｅｎｏｐｈｏｎ，Ｃｙｒｉｄｉｓｃｉ

ｐｌｉｎａ．Ｅｄｉｄｉｔ Ｅｒｎ．Ｐｏｐｐｏ．Ｌｉｐｓｉａｅ，

１８２１）。——第３２２页。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反对数学家》（Ｓｅｘ

ｔｕ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ｕｓ． Ａｄｖｅｒｓｕ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ｓ）。——第３２０页。

沙乌，华·弗·《土地、植物和人》，蔡泽译

自丹麦文，１８５４年莱比锡第 ２版

（Ｓｃｈｏｕｗ，Ｊ．Ｆ．ＤｉｅＥｒｄｅ，ｄｉｅＰｆｌａｎｚｅｎ

ｕｎｄｄ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ＡｕｓｄｅｍＤａｎｉｓｃｈｅｎ

ｖｏｎ Ｚｅｉｓｅ．ＺｗｅｉｔｅＡｕｆｌａｇｅ．Ｌｅｉｐｚｉｇ，

１８５４）。——第２５３页。

舍尔比利埃，安·《富或贫》１８４１年巴黎版

（Ｃｈｅｒｂｕｌｉｅｚ，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ｏｕｐａｕｖｒｅｔé，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１）。第１版１８４０年在巴黎和

日内瓦出版，书名《富人或穷人》

（《ＲｉｃｈｅｏｕＰａｕｖｒｅ》）。——第１７０、１７７、

１７８、３９３页。

圣热尔门－勒迪克《理查·阿克莱爵士或

大不列颠棉纺织业的产生（１７６０—１７９２

年）》１８４１年巴黎版（ＳａｉｎｔＧｅｒｍａｉｎ

Ｌｅｄｕｃ．Ｓｉｒ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ｒｋｗｒｉｇｈｔ，ｏｕｎａｉｓ

ｓａｎｃｅｄｅ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ｃｏｔｏｎｎｉèｒｅｄａｎｓｌａ

Ｇｒａｎｄｅ－ Ｂｒｅｔａｇｎｅ（１７６０ａ１７９２）．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１）。——第２５２页。

施托尔希，亨·《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

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附让·巴·萨伊

的注释和评述》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１—４

卷（Ｓｔｏｒｃｈ，Ｈ．Ｃｏｕｒ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ｏｕ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ｑｕｉ

ｄéｔｅｒｍｉｎｅｎｔｌａｐｒｏｓｐéｒｉｔé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ｖｅｃｄｅｓｎｏｔｅｓ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ｓｅｔ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

ｐａｒＪ．Ｂ．Ｓａｙ．ＴｏｍｅｓⅠ—Ⅳ．Ｐａｒｉｓ，

１８２３）。第１版１８１５年在圣彼得堡出

版。—— 第 １７０、１７６、２６３、３３３、６０９

页。     

舒耳茨，威·《生产运动。为国家和社会奠

定新的科学基础的历史和统计方面的

论文》１８４３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

（Ｓｃｈｕｌｚ，Ｗ．Ｄｉｅ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ｄｅｒＰｒｏｄｕｋ

ｔｉｏｎ．Ｅｉｎ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

Ａｂｈａｎｄｌｕｎｇ ｚｕｒ 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 ｅｉｎｅｒ

ｎｅｕｅｎ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ｓＳｔａａｔｓｕｎｄｄｅｒ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Ｚｕｒｉｃｈｕ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ｔｈｕｒ，

１８４３）。——第６００—６０２页。

斯卡尔培克，弗·《社会财富的理论》１８３９

年巴黎第２版第１卷（Ｓｋａｒｂｅｋ，Ｆ．

Ｔｈéｏｒｉｅｄｅｓ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ｓｏｃｉａｌｅｓＳｅｃｏｎｄｅ

é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ｐｒｅｍｉｅｎ．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９）。

——第３５８—３５９页。

斯克罗普，乔·《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３年

伦敦版（Ｓｃｒｏｐｅ，Ｇ．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３）。——

第３１５页。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附《英国和美国》的作者［爱·吉·

威克菲尔德］注释，１８３５—１８３９年伦敦

版第１—４卷（Ｓｍｉｔｈ，Ａ．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

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Ｗｉｔｈ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ｂｙｔｈｅａｕ

ｔｈｏｒ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Ｅ．Ｇ．

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ＶｏｌｕｍｅｓⅠ—Ⅳ．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３５—１８３９）。—— 第 １７１、３３３

页。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热尔门·加尔涅的新译本，附译者

０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的注释和评述，１８０２年巴黎版第１—４

卷（Ｓｍｉｔｈ，Ａ．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ｓｕｒｌａｎａｔｕｒｅ

ｅｔｌｅｓｃａｕｓｅｓｄｅ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ｕｃｔｉｏｎ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ａｖｅｃｄｅｓｎｏｔｅｓｅ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ｐａｒ Ｇｅｒｍａｉｎ Ｇａｒｎｉｅｒ．

ＴｏｍｅｓⅠ—Ⅳ．Ｐａｒｉｓ，１８０２）。—— 第

３０５、３０６、３１０—３１３、３３１、３３５、３３８、３３９、

３４８、３４９页。

斯图亚特，杜·《政治经济学讲义》，载于

威·汉密尔顿爵士编的《斯图亚特全

集》１８５５年爱丁堡版第８卷（Ｓｔｅｗａｒｔ，

Ｄ．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

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ｏｆＤ．Ｓｔｅｗａｒｔ．

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ＳｉｒＷ．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Ｖｏｌ，Ⅷ．Ｅｄ

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５５）。——第２６２、３１６、３２０、

３４２、３４７页。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

三卷集，１７７０年都柏林版第 １卷

（Ｓｔｅｕａｒｔ，Ｊ．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ｔｈｒｅｅｖｏｌ

ｕｍｅｓ．Ｖｏｌ．Ⅰ．Ｄｕｂｌｉｎ，１７７０）。第１版

（两卷集）１７６７年在伦敦出版。——第

２１８、３３６、３４０、３９０页。

同上，载于《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著

作集》，由其子詹·斯图亚特爵士将

军汇编，六卷集，１８０５年伦敦版第１

卷（Ｉｄｅｍ．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ｓｏｆＳｉｒＪａｍｅｓ

Ｓｔｅｕａｒ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ｉｒ

ＪａｍｅｓＳｔｅｕａｒｔ，ｈｉｓｓｏｎ．Ｉｎｓｉｘｖｏｌ

ｕｍｅｓ．Ｖｏｌ．Ⅰ．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０５）。——

第１１页。    

Ｔ

［塔夫耐尔］《工联的性质，目的和成果；

附略论有关工联的立法》１８３４年伦敦版

（［Ｔｕｆｎｅｌｌ，Ｅ．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ｏｂｊｅｃｔ，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ｒａｄｅｓ’ｕｎ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ｓｏｍｅｒｅ

ｍａｒｋｓ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ｍ．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４）。——第３８４—３８６页。

塔克特，约·德·《劳动人口今昔状况

的历史，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两卷集，１８４６年伦敦版（Ｔｕｃｋｅｔｔ，Ｊ．

Ｄ．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ｐａｓｔ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

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Ｉｎｔｗｏ

ｖｏｌｕ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６）。 —— 第

５８４、５８５页。     

汤普逊，本·，朗福德伯爵《政治、经济、哲

学论文集》１７９６—１８０２年伦敦版第１—

３卷，１７９６年伦敦版第１卷（Ｔｈｏｍｐ

ｓｏｎ，Ｂ．，ＣｏｕｎｔｏｆＲｕｍｆｏｒｄ．Ｅｓｓａｙｓ，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Ｖｏｌｓ．Ⅰ—Ⅲ．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９６—１８０２，

Ｖｏｌ．Ⅰ．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９６）。—— 第 ４５

页。    

汤普逊，威·《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

分配原理的研究》１８２４年伦敦版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Ｗ．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

ｍｏｓｔ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ｈｕｍａｎ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４）。——第５９７页。

［唐森·约·］《论济贫法》，一个愿人们幸

福的人著（１７８６年），１８１７年在伦敦再

版（［Ｔｏｗｎｓｅｎｄ，Ｊ．］Ａ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ｎ

ｔｈｅｐｏｏｒｌａｗｓ．Ｂｙａｗｅｌｆ－ ｗｉｓｈｅｒｔｏ

ｍａｎｋｉｎｄ（１７８６）．Ｒ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１７）。第１版１７８６年在伦敦出版。

——第２６２、２６３页。

图克，托·和纽马奇，威·《１８４８—１８５６年

九年中的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两

卷集），载于《１７９２年到现在的价格史》

１８６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１８５７年伦敦版第５、６卷（Ｔｏｏｋｅ，Ｔｈ．；

Ｎｅｗｍａｒｃｈ，Ｗ．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

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ｎｉｎｅｙｅａｒｓ１８４８－１８５６，Ｉｎｔｗｏｖｏｌ

ｕｍｅ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ａｎｄｓｉｘｔｈｖｏｌ

ｕｍｅｓ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ｉｃｅｓｆｒｏｍ１７９２

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ｉｍ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７）。

——第２３６页。

托伦斯，罗·《论财富的生产》１８２１年伦敦

版（ＴｏｒｒｅｎｓＲ．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

第２４、１６９、１７０页。

托伦斯，罗·《论工资和联合》１８３４年伦敦

版（Ｔｏｒｒｅｎｓ，Ｒ．ＯｎＷａｇ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ａ

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４）。——第３７７—３７８、

５９５页。

Ｗ

威德，约·《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

１８３５年伦敦第３版（Ｗａｄｅ，Ｊ．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ｅｓ．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５）。第１版１８３３年

在伦敦出版。——第１０３、１７６、２４６、２４９、

６０５页。

［威克菲尔德，爱·吉·］为斯密《国富论》

所加的注释。——见斯密，亚·《国民财

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附《英国和美

国》的作者注释。

威克菲尔德，爱·吉·《略论殖民艺术》

１８４９年伦敦版（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Ｅ．Ｇ．Ａ

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ｏｆ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４９）。——第２９２、２９３页。

威兰德，弗·《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４３年波

士顿版（Ｗａｙｌａｎｄ，Ｆｒ．Ｔｈ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Ｂｏｓｔｏｎ，１８４３）。——

第２３、１２７、１７４、３３０、—３３２、３８９页。

威斯特，爱·《谷物价格和工资，并论

斯密博士、李嘉图先生和马尔萨斯

先生对这些问题的学说》１８２６年伦

敦 版（Ｗｅｓｔ，Ｅ．Ｐｒｉｃｅｏｆｃｏｒｎａｎｄ

ｗａｇｅｓｏｆｌａｂｏｕｒ，ｗｉ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ｕｐｏｎＤｒ．Ｓｍｉｔｈ’ｓ，Ｍｒ．Ｒｉｃａｒｄｏ’ｓ，

ａｎｄ Ｍｒ．Ｍａｌｔｈｕｓ’ｓ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ｕｐｏｎ

ｔｈｏｓ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６）。——第

６１３、６１６、６１８页。     

维里，彼·《政治经济学研究，附詹·

黎·卡尔利注释（１７７１年）》，载于

《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

部分，１８０４年米兰版第１５卷（Ｖｅｒ

ｒｉ，Ｐ．Ｍｅｄｉｔａｚｉｏｎｉｓｕｌｌ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ｐｏｌｉｔ

ｉｃａｃｏｎａｎｎｏｔａｚｉｏｎｉｄｉＧｉａｎ－Ｒｉｎａｌｄｏ

Ｃａｒｌｉ（１７７１）．Ｉｎ：Ｓｃｒｉｔｔｏｒｉ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ｉｔａｌ

ｉａｎｉｄ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Ｐａｒｔｅｍｏｄｅｒ

ｎａ．ＴｏｍｏⅩⅤ．Ｍｉｌａｎｏ，１８０４）。——第

１７５、１８１、２９４页。

沃森，约·福·《向印度总督府提出产品

报告的沃森医生１８６０年４月１７日在艺

术协会上所作的报告》（Ｗａｔｓｏｎ，Ｊ．Ｆ．

ＰａｐｅｒｒｅａｄｂｙＤｒ．Ｗａｔｓ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ｏｎ

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ｔｏ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ｄｉａ

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ｒｔｓ，ｏｎｔｈｅ１７ｔｈ

Ａｐｒｉｌ，１８６０）。载于１８６０年在伦敦出版

的《艺术协会杂志》第８卷。——第３８９

页。

Ｘ

西蒙兹，杰·库·《国内外的手工业和手

工业者》１８３９年爱丁堡版（Ｓｙｍｏｎｓ．Ｊ．

Ｃ．Ａｒｔｓａｎｄａｒｔｉｓａｎｓ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３９）。——第２２６

页。

西尼耳，纳·威·《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

２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业的影响的书信。附莱·霍纳给西尼耳

先生的信以及艾·艾释华特先生、汤普

逊先生和西尼耳先生之间的谈话记录）

１８３７年伦敦版（Ｓｅｎｉｏｒ，Ｎ．Ｗ．Ｌｅｔ－ｔｅｒｓ

ｏｎ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ｙＡｃｔ，ａｓｉｔａ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ｅｃｏｔ

ｔｏ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Ｔｏ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ａｐｐｅｎｄ

ｅｄ，ａ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Ｍｒ．ＳｅｎｉｏｒｆｒｏｍＬ．

Ｈｏｒｎｅｒ，ａｎｄＭｉｎｕｔｅｓｏｆａ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ｒ．Ｅ．Ａｓｈｗｏｒｔｈ，Ｍｒ．Ｔｈｏｍ

ｓｏｎａｎｄＭｒ．Ｓｅｎｉｏｒ．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７）。

——第２１８、２１９、３７６页。

西尼耳，纳·威·《关于工资率的三篇演

讲，并附关于现行的不合理现象的原因

和纠正办法的导言》１８３０年伦敦版（Ｓｅ

ｎｉｏｒ，Ｎ．Ｗ．Ｔｈｒｅ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ｔｈｅｒａｔｅ

ｏｆｗａｇｅｓ．Ｗｉｔｈａｐｒｅｆａｃｅｏｎ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ｒｅｍｅｄ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ｉｓｔｕｒ

ｂａｎｃ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０）。—— 第 ５９５

页。     

西斯蒙第，让·沙·列·西蒙·德·《政

治经济学概论》１８３７—１８３８年布鲁塞尔

版第１—２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Ｃｈ：Ｌ．Ｓｉ

ｍｏｎｄｅｄｅ．ＥｔｕｄｅｓｓｕｒＩ’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ＴｏｍｅｓⅠ—Ⅱ．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３７—

１８３８）。—— 第 １６９、３３２—３３３、３４７、

５９２—５９３、５９８页。

西斯蒙第，让·沙·列·西蒙·德·《政

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

系》１８２７年巴黎第２版第１—２卷（Ｓｉｓ

ｍｏｎｄｉ，Ｊ．Ｃｈ．Ｌ．Ｓｉｍｏｎｄｅｄｅ．Ｎｏｕｖｅａｕｘ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Ｄｅｌａ

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ｄａｎｓｓｅｓｒａｐｐｏｒｔｓａｖｅｃｌａｐｏｐｕ

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ｄｅé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ｓⅠ—Ⅱ．

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７）。第１版１８１９年在巴黎出

版。——第６、１６７、１７７、１７８、２６１、２６３、

３３０、６０９页。

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ＤｅｂｅｌｌｏＰｅｌｏｐｏｎｎｅｓｉａｃｏ

ｌｉｂｒｉｏｃｔｏ）。——第３２０页。

Ｙ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共八册），载于伊

·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１８３７年

牛津版第１０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Ｄｅｒｅｐｕｂｌｉ

ｃａｌｉｂｒｉ．Ⅷ．Ｉｎ：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ｓｏｐｅｒａｅｘｒｅ

ｃｅｎｓｉｏｎｅⅠＢｅｋｋｅｒｉ．ＴｏｍｕｓⅩ．Ｏｘｏｎｉｉ，

１８３７）。——第１５页。

伊登，弗·摩·《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

者阶级从征服时期到现在的历史》，三

卷集，１７９７年伦敦版（Ｅｄｅｎ，Ｆ．Ｍ．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Ｐｏｏｒ：ｏｒ，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ｅｓ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ｆｒｏｍｔｈｅ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ｔｈｒｅｅ

ｖｏｌｕ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９７）。—— 第４５、

１０３．２６３页。

尤尔，安·《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

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１８３５

年伦敦版（Ｕｒｅ，Ａ．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ｏｒ，ａｎ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ｍｏｒ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

ｍｙｏｆ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ｙ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Ｃ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ｍ．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５）。——第１１３、５３５

页。

同上，１８３５年伦敦修订第２版（Ｉｄｅｍ．Ｓｅｃ

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ｃ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５）。

——第３４１、３６３、５４７页。

尤尔，安·《工厂哲学》，译文经著者审定，

１８３６年布鲁塞尔版第１—２卷（Ｕｒｅ，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Ｔｒａｄｕｉｔ

ｓｏｕｓｌｅｓｙｅｕｘｄｅｌ’ａｕｔｅｕｒ．ＴｏｍｅｓⅠ—

Ⅱ．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３６）。——第３２８—３２９、

３４１—３４３、３６３、３８５—３８７、４７１、５３５—

３８６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５４２、５７２—５８４页。

尤尔，安·《技术辞典》１８４３年布拉格版第

１卷（Ｕｒｅ，Ａ．ＴｅｃｈｎｉｓｃｈｅｓＷｏｒｔｅｒｂｕｃｈ．

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Ｐｒａｇ，１８４３）。——第４３６、

４３８、４７５—４７９页。

约翰斯顿，威·《英国十九世纪中叶政治、

社会和工业状况》，两卷集，１８５１年伦敦

版（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Ｗ．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ｓｉｔｉｓ，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ｔｈｅ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Ｉｎｔｗｏｖｏｌ

ｕ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１）。——第５９５—５９６

页。

议会报告或其他官方文件

Ａ

《爱尔兰济贫法委员会。第３号报告，１８３８

年》（Ｉｒｉｓｈｐｏｏｒｌａｗｃｏｍｉｓｓｉｏｎ．３．Ｒｅ

ｐｏｒｔ，１８３８）。——第５９７页。

Ｇ

《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１８６１年４月２４日

的质问》。根据下院决定于１８６２年２月

１１日刊印（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ａｎａｄ

ｄ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Ｈｏｎｏｕｒａｂｌｅ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ｄａｔｅｄ２４Ａｐｒｉｌ１８６１．Ｏｒ

ｄ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ｏｂｅ

ｐｒｉｎｔｅｄ，１１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８６２）。—— 第

４５４、４５５、４６８、４９１页。

《工厂法》，根据下院决定于１８５９年８月９

日刊印（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ｓ．Ｏｒ

ｄ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ｏｂｅ

ｐｒｉｎｔｅｄ，９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５９）。—— 第２３８

页。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

报告》（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ｓｏｆｆａｃ

ｔｏｒｉｅｓｔｏ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ｅｃｒｅ

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截至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５２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ｉｎｇ

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５２．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２）。

——第５０４页。

 —《截至１８５５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５５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３０ｔｈＡｐｒｉｌ１８５５．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５）。

——第２４４页。

 —《截至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５６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

ｅｎｄｉｎｇ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５５．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６）。—— 第２４１、２４２、２４３、３８２、

３８９、５０６页。

 —《截至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５７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

ｅｎｄｉｎｇ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５６．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７）。——第２３８—２４１、３８３、３８４、

４９６、５００—５０５、５７０—５７１页。

 —《截至１８５７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５７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

ｅｎｄｉｎｇ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５７．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５７）、—— 第２３９、５０６—５０７

页。

 —《截至１８５８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５８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３０ｔｈＡｐｒｉｌ１８５８．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８）。

４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２３９页。

 —《截至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５８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

ｅｎｄｉｎｇ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５８．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８）。——第２４５、３８２、３８３，５０８—

５０９页。

 —《截至１８５９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５９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３０ｔｈＡｐｒｉｌ１８５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９）。

——第２４４页。

 —《截至１８５９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６０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

ｅｎｄｉｎｇ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５９．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０）。——第１９３、２４５页。

 —《截至１８６０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６０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３０ｔｈＡｐｒｉｌ１８６０，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０）。

——第２４５、３８１、３８２、５１０页。

 —《截至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６０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

ｅｎｄｉｎｇ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６０．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０）。——第２４６—２４８页。

 —《截至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６２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

ｅｎｄｉｎｇ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６１．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６２）。—— 第２４９、３５７、３５８、

５１１—５１２页。

Ｌ

《联合王国从１８４６至１８６０年最近十五年

历年简要统计一览》１８６１年伦敦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ｏｒ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ｉｎｅａｃｈｏｆｔｈｅｌａｓｔｆｉｆｔｅｅｎ

ｙｅａｒｓ，ｆｒｏｍ １８４６ｔｏ１８６０．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１）。——第５９１页。

Ｍ

《孟买商会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年报告》（Ｂｏｍｂａｙ

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１８５９—

１８６０）。——第３８９页。

Ｓ

《纱厂工头和厂主的保护基金。基金收支

委员会提交纱厂工头和厂主中央联合

会的报告》１８５４年曼彻斯特版（Ｔｈｅ

Ｍａｓｔｅｒｓｐｉｎｎｅｒｓａｎ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ｄｅ

ｆｅｎｃｅｆｕ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ａｐ

ｐｏｉｎｔ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ｃｅｉｐｔａｎｄａｐｐｏｒｔｉｏｎ

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ｉｓｆｕｎｄ，ｔｏ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ｓｏｃｉ

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ｓｔｅｒｓｐｉｎｎｅｒｓａｎｄｍａｎｕｆａｃ

ｔｕｒｅｒｓ．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１８５４）。——第３８６、

５７１页。

Ｙ

《１８４３年工厂报告》（Ｆａｃｔｏｒｙ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８４３）。——第３６０页。

《１８４４年工厂报告》（Ｆａｃｔｏｒｙ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８４４）。——第３６０页。

《英国登记结婚、出生和死亡的季度报告（１８５７

年第３５号）》，根据中央注册局局长决定刊印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ｒｅｔｕｒ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ｓ，

ｂｉｒｔｈｓ，ａｎｄｄｅａｔｈｓ，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ｉｎＥｎｇ

ｌａｎｄ（１８５７，Ｎ３５）．Ｂｙ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ｒｇｅｎｅｒａｌ）。——第２３７、５１２页。

《英国出生、死亡和结婚中央注册局局长

第２２号年度报告》１８６１年伦敦版

（Ｔｗｅｎｔｙｓｅｃｏｎｄ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ｆｂｉｒｔｈｓ，ｄｅａｔｈｓ，ａｎｄ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ｓ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１）。

——第１９２页。

５８６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期  刊

Ｂ

《贝里卫报》（《ＢｕｒｙＧｕａｒｄｉａｎ》），贝里出

版，１８６０年５月１２日。——第５８７页。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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