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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世 界 无 产 者 ，联 合 起 来 !



《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是根据 
中国 共产 党 中央委员 会 的决 定，由中共 
中央马 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 译  
局编 译 的。



1 . 正文和附录 中的文献 分别 按写 作或发 表时 间 编 排。在个 别  
情况 下• 为 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 文献 的完整性和有机联 系，编 排顺  
序则 作变 通处 理。

2 .  目录 和正文中凡标 有星花* 的标 題. 都是编 者加的。
3 . 在引文中尖括号 < > 内 的文字和标 点符号 是马 克思或恩格斯 

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 ，是马 克思或恩格斯加着重号 的地方。
1 在目录 和正文中方括号 [ ] 内 的文字是编 者加的。
5 .  未说 明是编 者加的脚注为 马 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
6 . 《人名索引》、《文学 作品和神话 中的人物索引》、《文献 索引》、 

《报 刊索引》、《地名索引》、《名目索引》条 目按汉 语 拼 音字母顺 序 
排列。

7.  引文的出处 中标 有[P .]、[B .]、[M .]、[ L .]、[Z h .]者，分别 为  
马 克思的《巴黎笔 记 》（丨 别 3 年 1 0月一 1845年 I 月）、《市鲁 塞尔 笔  
记 》（1845—1847年）、《曼彻 斯特笔 记 》（1845年）、《伦 敦 笔 记 》 
(1850—1853年）和《引文笔 记 》(1859年）的外文缩 写 符号 ，符号 后面 
的罗 马 数 字和阿拉伯数 字，分别 指笔 记 本的编 号 和页 码 。



前 言

本卷收入的是《资 本论 》第一卷法文版(约 • 鲁 瓦译 ，全文经 作者 
修订 )。它 由法国 莫里斯• 拉沙特尔 出版社从 1872年 9 月 至 1875 

年 11月出版，编 成 4 4 个 分册 分9 辑 发 行(每辑 包括5 个 分册 ，最后 
一辑 是4 个 分册 ），1876年初合订 为 一卷。

马 克思非常关 心《资 本论 》第一卷法文版的出版。早在《资 本论 》 
第一卷还 在写 作的时 候，马 克思就曾想到把它 译 成法文，以便在罗 曼 
语 各国 传 播自己的科学 理论 。从 1865年起，马 克思积 极 物色译 者和 
出版者，先后通过 不问 途径 与 多位译 者商谈 翻 译 事宜，甚至还 打算亲  
赴巴黎，解决 翻 译 和出版问 题 。马 克思在1867年说 过 ，他打算通过  
《资 本论 》的法洋本来 “使法国 人摆 脱 蒲鲁 东 用对 小资 产 阶 级 的理想 
化把他们 引人的谬 误 观 点” （见 马 克思 1867年 5 月 1 日给 路德维  
希 • 毕 希纳 的信) 。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 爆发 。马 克思深刻总 结 巴 
黎公社经 验 ，高度评 价巴黎无产 阶 级 的革命首创 精神，但也深感法国  
缺乏“理论 基础 和实 际 的健全思想”（见 马 克思1874年 5 月 1 8 日给  
库 格曼的信）。马 克思加紧 落实 《资 本论 》第一卷法文版的翻 译 和出 
版工作. 儿 经 周折，终 于确 定丫 译 者、出版者和出版条 件。在商谈 出 
版方式时 . 马 克思表示赞 同《资 本论 》法译 本以分册 的形式出版，认 为  
这 本书 这 样 出版，吏容易到达 工人阶 级 手中。

《资 本论 》第一卷法文版的出版对 于传 播科学 社会 主义 和推动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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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和罗 曼语 国 家的工人运 动 起r 不可估 量的作用。恩格斯 /I: is« / 

年为 《论 住宅问 题 》一书 所写 的第二版序言屮 写 道:“在罗 曼语 地区 的 
工人中间 ，蒲鲁 东 的著作Ü 经 被遗 忘而出《资 本论 M 共产 主义 宣^  

以及马 克思学 派的其他仵 多著作代替r  : 马 克思的主要要求 由
上升到政治丨 : 独 占统 治地位的尤产 阶 级 以h 会 的名义 占打全部屮 产  
资 料 现 在也成了罗 曼语 各国 一切革命I.人阶 级 的要求。 ”

《资 本论 》第一卷法文版是根据《资 本论 》第一卷德文第二版 
(1872 — 1873年 ) 翻 译 的。由当 时 以翻 译 费 尔 巴哈著作 |丨 |]知名的约  
瑟 夫 • 鲁 瓦担 任翻 译 。他的翻 译 C作是严 肃 认 真 的.但译 得比较 拘 
谨 、呆 板。马 克思怕 读 者不易读 懂 , 影响 对 他的经 济 学 理论 的把M . 

所以不得不亲 A修改译 文。 4 克思在《致读 者》（即 《法文版跋》)屮  
说 :“约 • 鲁 瓦先牛.保证 尽 可能准确 地、甚至逐字逐句地进 行翻 译 。 
他非常认 真 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但正由于他那样 认 真 ，我不得不 
对 译 文作些修改. 使读 者更容易理解，（见 本卷第841页 ）

马 克思在校订 过 程中.感到原来 德文版中有些地方在理论 内 容 
上还 需要做补 充和修改，而有些地方则 需要增补 新的历 史材料和注 
释 》因此 ,他不但仔细 修改译 文. 而且往往整段整段地重新改写 。所 
以，法文版《资 本论 》并 不完全是德文第二版的翻 版.而是经 作者亲 自 
修订 过 的版本.反映了 g 克思理论 研 究的新进 展、新成果.正如马 克 
思所说 . 它 “在原本之外有独 立的科学 价值 ”（见 本卷第841贞 ）》

马 克思所做的修改是多方面的。从 框 架结 构 上看.马 克思对 全 
书 的篇章结 构 做了新的划 分。这 种 变 动 在一定程度h 反映了马 克思 
研 究方法和叙 述方法的发 展过 程。《资 本论 》第一卷德文第一版 
(1867年)全卷只分六章。德文第二版（ 1872 -1873年)改为 七篇二 
卜五章(这 种 篇章结 构 一直保持到《资 本论 》第一卷通行版本第四



版）。法文版进 一步改为 八篇三十三章。
法文版比德文第二版多出一篇、八章。德文版的第七篇《资 本的 

积 累过 程》在法文版中改为 两 篇，即 第七篇《资 本的积 累》和第八篇 
《原始积 累》;法文版多出的八章分别 是：德文版第二篇第四章的三 
节 . 即 《资 本的总 公式》、《总 公式的矛盾》、《劳 动 力的买 和卖 》在法文 
版中改成 r 三章，即 第四、五、六章 :德文版第七篇第二十四章《所谓  
原始积 累》在法文版中改为 第八篇《原始积 累〉>，其中的七节 在法文版 
中改为 七章。第一节 《原始积 累的秘密》、第二节 《对 农 村居民土地的 
剥 夺 》、第三节 《1 5 丨ü 纪 末以来 惩 治被剥 夺 者的血腥立法。压 低工资  
的法律》、第四节 《资 本主义 租地农 场 主的产 生》、第五节 《农 业 革命对  
工业 的反作用。工业 资 本的国 内 市场 的形成》、第六节 《工业 资 本家 
的产 生》、第七节 《资 本主义 积 累的历 史趋 势 》在法文版中相应 地改为  
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章。

法文版的篇、章、节 的名称 也做了不少改动 。比较 重要的改动  
有 :第一卷德文版的总 标 题 《资 本的生产 过 程》在法文版中改为 《资 本 
主义 生产 的发 展:h 第一章第一疗 《商品的两 个 因素:使用价值 和价值  
( 价仇实 体 . 价值 M )》，在法文版中改为 《商品的两 个 因素:使用价值  
和交换 价值 或价值 本身（价值 实 体 。价值 量)》。马 克思在此处 加进  
“交换 价值 ”，把“交换 价值 ”和“价值 ”并 列提出，强调 了价值 形式和内  
容之间 的联 系;第三节 《价值 形式或交换 形式》在法文版中改为 《价值  
形式》，这 一节 的(A )项 (3 )《等价形式》，在法文版中改成了《等价形 
式及其特点》, 并 分別标 明等价形式的第一个 特点，第二个 特点，第三 
个 特点;德文版第三篇第五章的《劳 动 过 程和价值 增殖过 程》，在法文 
版中改为 第兰 篇第七章《使用价值 的生产 和剩余价值 的生产 》;德文 
版第四篇第十三章第一货 《机器的发 展》，在法文版中改为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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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机器和机器生产 的发 展》 ;德文版第五篇《绝 对 剩余价值 生产  
和相对 剩余价值 的生产 》.在法文版中改为 《对 剩余价值 生产 的进 一 
步研 究》 :德文版第七篇的开 头 ,在法文版中加了一个 导 言;德文版的 
第二十二章第一节 《规 模扩 大的资 本主义 生产 过 程《商品生产 所冇  
权 规 律转 变 为 资 本主义 占有规 律》，在法文版中改为 第二十四章第 
一节 《规 模扩 大的再生产 。商品生产 所有权 如何转 变 为 资 本主义 占 
有权 》。

德文版标 题 中的“过 程”在法文版中全部改掉。如德文版中的 
《第一册 资 本的生产 过 程》、第二章《交换 过 程》、第五章《劳 动 过 程 
和价值 增殖过 程》、第七篇《资 本的积 累过 程》.在法文版中分别 改为  
《第一册 资 本主义 生产 的发 展》、第二章《交换 》、第七章《使用价值  
的生产 和剩余价值 的生产 》、第七篇《资 本的积 累》。马 克思尽 量避免 
使用“过 程”这 个 词 ，是因为 他考虑 到. 当 时 法语 中还 没 有相应 的同。 
因此 . 他在法文版第三篇第七章谈 到“劳 动 过 程”时 ，专 门 为 “过 程”一 
词 加了一个 脚注，使法国 读 者能够 理解这 个 词 的来 源和含义 。（见 本 
卷第 180页 ）

从 内 容上看，马 克思在法文版正文中作了许 多有重要现 论 意义  
的修改和补 充。

马 克思在《资 本论 》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谈 到《资 本论 》的研  
究对 象时 指出：“我要在本书 研 究的，是资 本主义 生产 方式以及和它  
相适应 的生产 关 系和交换 关 系》到现 在为 止.这 种 生产 方式的典型 
地点是英国 。”( 见 《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 版第4 2卷第 14页 ) 

这 里最后那句话 “这 种 生产 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 ”，法文版改为 “英 
国 是这 种 生产 的典型地点”( 见 本卷第17页 ）。马 克思的这 一改动 对  
于理解“生产 方式”的多重涵义 具有重要意义 。



在德文版中，马 克思在考察商品的价值 时 . 使用了“价值 对 象性” 

这 样 的术 语 。“对 象性”是黑格尔 的用语 ，一般读 者不容易理解。在 
法文版中，马 克思说 到“价值 对 象性”时 . 有的地方用“现 实 性”来 代替 
“对 象性” .有的地方则 干脆把“对 象性”去掉，直接写 “价值 ”二字》

马 克思在1859年写 的《政治经 济 学 批判¥ 言》中有一句名言 : 

“人们 在自己生活的社会 生产 中发 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 的意 
志为 转 移的关 系.即 同他们 的物质 生产 力的一定发 展阶 段相适合的 
生产 关 系。”（见 《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 版第 3 1卷第 412 页 ) 

后来 . 马 克思在第一卷德文第二版中把“同他们 的物质 生产 力的一定 
发 展阶 段相适合的生产 关 系”改成了“一定的生产 方式以及与 它 相适 
应 的生产 关 系” （参 看《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 第 4 4 卷第 
】〇〇页 h 法文版《资 本论 》对 这 句话 又做了进 一步修改，改成“一定 
的生产 方式以及从 这 种 生产 方式中产 生的生产 关 系”（见 本卷第75 

页 ）■■马 克思的这 个 改动 进 一步强调 r 物质 生产 力的第一性作用这  
个 历 史唯物主义 的基本原理。

马 克思在法文版《资 本论 》中对 重农 学 派给 予很 高的评 价。他指 
出：“重农 学 派最大的功劳 .就在于他们 在自己的《经 济 表》中，首次试  
图 画 出一幅通过 流通衣现 出来 的年再生产 的图 画 。他们 的论 述在许  
多方面比他们 的继 承者的论 述更接近于真 理。”( 见 本卷第(Ï27页 )马  
克思在1877年 3 月 7 FI给 恩格斯的信中对 此作了说 明：“我是把重 
农 学 派作为 资 本和资 本主义 生产 方式的最早有系统 的（不像配第等 
只是偶然的)解释 者来 # 待的 . 当 然•我不想把自己的这 种 态 度直接 
告诉 人们 。如果一下子公开 表明这 种 态 度，那么 .在我有机会 阐 明自 
己的观 点之前. 那些拙劣之徒就会 把它 接过 去，同时 加以歪曲。正因 
为 如此.我在寄给 你 的评 述中没 有谈 及这 一点。何是，在批驳 杜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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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 n『以引用《资 本论 》的 K述两 段话 我引用的是法文版.因为 这  
S 不像在德文原文中那样 纯 粹采用暗示方式。 ”

马 克思在《资 本论 》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第一篇第二章《交换 过 程》 
中，对 商品向货 币 的转 化.做了总 结 性说 明：“ 》丨 见 .随 着劳 动 产 品转  
化为 商品. 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 化为 货 币 。”（参 看《马 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第2 版第4 4卷 第 106页 )在法文版屮 ，这 句话 改为 “ n丨 见 . 

随 着劳 动 产 品向商品的普遍转 化的完成. 一种 商品向货 币 的转 化Ü1 
就完成了。”（见 本卷第81 页 〉法文版加上“普遍”二字，其意义 在于说  
明：商品早就存在，有商品也就有货 币 。但商品形式和货 币 形式都行 
一个 发 展过 程。只有到了一定时 期，商品的价值 形式和货 币 才取得 
完成的形态 ，一种 商品才固定为 货 币 。

马 克思在《资 本论 》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第一篇第三章《货 币 或商 
品流通》的第一节 《价值 尺度》中，分析价值 量和价格的关 系时 指出： 
“商品的价值 量表现 出一种 必然的、商品形成过 程内 在的同社会 劳 动  
时 间 的关 系。”( 参 看《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 版第4 4卷 第 122 

页 )法文版把这 句话 改为 :“价值 量表现 出一种 生产 关 系. 表现 着Ä 种  
商品和生产 这 种 商品所需要的社会 劳 动 份 额 之问 的内 在联 系。”（见  
本卷第9 6 页 ）马 克思的这 个 改动 表明•他透彻 地研 究了资 本主义 社 
会 的经 济 运 动 ，从 纷 繁复 杂 的表面现 象中揭示了事物的本质 ，提出 r  

价值 量表现 一种 社会 关 系的命题 。
马 克思在《资 本论 》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第二篇第四章《货 币 转 化 

为 资 本》的第一节 (法文版第四章），分析了“资 本的总 公式”。他用简  
单 商品流通的公式G -W —G 同资 本流通的公式G — '相对
比，得出了资 本的本质 。马 克思指出，资 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 .他对  
资 本的特征做了概 括:“因此 .价值 成了处 于过 程中的价值 ，成 r 处 于



过 程中的货 币 . 从 而也就成r 资 本。”( 参 看《h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第 2 版第4 4 卷 第 18]页 )法文版把这 句重要的话 改为 : “因此.价值  
成了递 增的价值 ，成了能够 发 芽、成长 的货 币 ，从 而也就成了资 本。 ” 
( 见 本卷第152页 〉同德文版相比，法文版更通俗易懂 。特别 值 得提 
出的是. 为 了便于读 者理解“价值 增殖”这 个 专 1'1术 语 .马 克思在法文 
版第二十四章《剩余价值 转 化为 资 本》的一个 脚注中 . 补 写 r —句话  
作为 说 明:“我们 认 为 ， ‘ valorisation’这 个 术 语 最准确 地反映了使价 
值 成为 它 自身的增殖手段的运 动 （见 本卷第623页 ）所以，用自行 
增殖的价值 来 定义 资 本，最深刻地揭示了资 本的本质 D

马 克思在《资 本论 》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第四篇第九章(法文版第 
卜 -章)考察 r ‘剩余价值 韦 和剩余价值 M”，分析了资 本家通过 生产  
过 程剥 削的剩余价值 同剩余价值 率的高低、可变 资 本的多少、工 
人的人数 之间 的关 系. 阐 述 r 剩余价值 规 津。关 于第一个 规 律，德文 
版娃这 样 表述的: “所生产 的剩余价值 量，等于预 付的可变 资 本量乘 
以剩余价值 率，或者说 .是山同一个 资 本家同时 剥 削的劳 动 力的数 目 
与 单 个 劳 动 力受剥 削的程度之间 的复 比决 定的。”(参 看《马 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第2 版第4 4卷第352页 )在这 段话 中，马 克思讲 了两 个  
方面„ 一方面.所生产 的剩余价值 量等于可变 资 本量乘以剩余价值  
率。这 是容易明d 的 . 因为 可变 资 本多时 ，生产 山来 的剩余价值 就 
多.剩余价值 率卨时 ，生产 出來的剩余价值 量也多; 反之亦然。但是 
另 -方面，说 所生产 的剩余价值 量是由同-资 本家同时 剥 削的劳 动  
力数 H 3 单 个 劳 动 力受剥 削的程度之间 的复 比决 定的.则 不太好理 
解。法文版对 “复 比”的表述做了修改：“因此我们 得出这 样 一个 规  
律 :可变 资 本所生产 出来 的剩余价值 量，等于这 个 预 付资 本的价值 乘 
以剩余价俏 率. 或者说 . 等 r 一个 劳 动 力的价值 乘以该 劳 动 力受剥 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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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再乘以同时 使用的劳 动 力总 数 。”（见 本卷第316页 )这 样 修 
改以后，意思就更加清 楚易懂 了。

马 克思在《资 本论 》第 ■•卷德文第二版第四篇第十三章(法文版 
第十五章)考察了资 产 阶 级 的所谓 “补 偿 理论 ”。这 种 理论 以表面现  
象作依据，认 为 被新技术 和机器所排挤 的工人，会 由于采用新技术 和 
机器本身所节 省的资 本而全部重新被雇用，从 而减 少失业 。马 克思 
在法文版中补 充了这 样 的论 述:在使用机器的扩 大再生产 中，资 本不 
再以最初的水平与 劳 动 力相交换 ，因为 可变 资 本现 在已经 转 化为 不 
变 资 本。由于雇用熟练 技能的工人，工人的数 目在绝 对 减 少,.，解雇 
的工人的工资 额 现 在分解为 生产 资 料的价值 、熟练 技能工人的工资  
和剩余价值 。此外 ,机器还 可以长 期使用，不用替换 。马 克思认 为 ， 
机器使受支配的劳 动 力的数 目增加了，而所谓 对 工人阶 级 的补 偿 ，实  
际 上对 工人阶 级 来 说 是最可怕 的灾 难 。（参 看本卷第461 — 462页 ）

马 克思在《资 本论 》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第五篇第十四章(法文版 
第十六章)从 社会 生产 的意义 上深人考察了劳 动 过 程和剩余价值 的 
生产 。马 克思在法文版中丰 富了“总 体 工人”、“结 合劳 动 者”的内 涵， 
提出“集体 劳 动 者”概 念。马 克思使用这 个 概 念，是为 了说 明从 事一 
个 产 品生产 的所有工人是一个 整体 ，因此是指在协 作和分工条 件下 
进 行生产 的一个 企业 的,全体 工作人员 。结 合的总 体 工人构 成工场 手 
工业 中的活的机构 ，是由从 事局部工作的工人组 合在一起构 成的一 
个 新质 的表现 „ 这 种 组 合符合生产 技术 发 展的需要。局部工人的结  
合使劳 动 效率大大提高。结 合使资 本获 得更大生产 力，同时 也使劳  
动 者个 人的生产 力减 少。马 克思由此指出.协 作和机器是怎 样 通过  
社会 工人排挤 单 个 工人的。机器从 根本上改变 了总 体 工人或者说 结  
合劳 动 人员 的构 成。分工大大扩 展了。结 合的总 体 工人或社会 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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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成员 是进 一步分工的产 物。在德文版中马 克思使用“总 体 工人”概  
念仅 仅 与 分工的作用相联 系，而在法文版中，马 克思在规 定生产 劳 动  
时 ，着眼于生产 的总 结 构 ，把“总 体 工人”的概 念扩 大到生产 的结 果即  
产 品，同时 强调 了包括所有附属 职 能在内 的总 劳 动 过 程。这 个 拓展 
的意义 在于突出了生产 劳 动 的社会 内 容，从 而术 同于主要从 分工和 
生产 技术 上所做的考察。

马 克思在法文版第十四章的末尾增加了对 约 • 斯 • 穆勒《政治 
经 济 学 原理》一书 中的诡 辩 论 的批判。（见 本卷第 541 — 543页 ）穆 
勒的理论 当 时 在资 产 阶 级 理论 界颇 有影响 ，有必要对 其进 行批判，马  
克思主要批判r 穆勒关 于利润 来 源以及社会 生产 的历 史形成的观  
点。恩格斯在1873年 12月 5 日给 马 克思的信中说 :“关 于穆勒的评  
语 写 得最好。”恩格斯后来 在整理德文第三版和第四版时 ，按照马 克 
思生前的意见 ，收进 了这 些内 容，并 在脚注中注明这 些内 容是从 法文 
版翻 译 过 来 的。（参 看《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 版 第 4 4卷第 
592 页 ）

马 克思在《资 本论 》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第六篇第二十章(法文版 
第二十二章)考察了工资 的国 民差异 。他写 道，强度较 大和效率较 高 
的国 民工作日在世界市场 上得到较 高的货 币 表现 。因此，劳 动 的绝  
对 货 币 价格在一个 国 家可以比较 高，虽 然工资 与 剩余价值 相比较 低。 
( 参 看《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 版第 4 4 卷第 645页 ）在法文版 
中，马 克思扩 充了这 一段论 述，增加了许 多新的内 容:第一，“每一个  
国 家都有一个 通常的平均的强度……在一个 国 家内 ，只有超过 国 民 
平均水平的强度.才会 改变 单 纯 以劳 动 的持续 时 间 来 计 量的价值 尺 
度”( 见 本卷第590页 ）;第二，在国 际 范围 内 ，价值 规 律的应 用发 生了 
变 化 . 各国 的平均数 形成一个 阶 梯.“劳 动 的普遍的通常强度是这 个



10 H克思恩格斯全集

阶 梯的计 量单 位见 本卷第 591页 ) ;第 兰 不同国 家在 N —劳 动 时  
间 内 所生产 的同种 商品的不同量.有不N 的国 际 价值 ，从 而表现 为 不 
同的价格”( 见 本卷第591页 ) 。在这 里，马 克思第-•次比较 系统 地论  
述了关 于国 际 价值 的观 点》后来 恩格斯在编 辑 出版德文第三版、第 
四版时 基本上采用了法文版这 些论 述。

马 克思对 《资 本论 》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第七篇《资 本的积 累过 程》 
所做的修改最多。马 克思在关 于“斯密教 条 ”、所谓 “劳 动 基金”、资 本 
积 累和资 本技术 构 成的提高、资 本集中概 念的确 立、资 本积 累对 T T  

人阶 级 命运 的影响 等问 题 上增补 了许 多重要内 容。
马 克思在德文第二版第七篇第二十二章（法文版第亡十四章） 

《剩余价值 转 化为 资 本》的第二节 《政治经 济 学 关 于规 模扩 大的再牛. 

产 的错 误 见 解》中，批判了著名的“斯密教 条  '他在法文版中明确 指 
出 .剩余价值 转 化为 资 本时 ，必须 先扣 除资 本家消费 的一部分剩余价 
值 。马 克思提出“资 本家的个 人消费 ”概 念，认 为 ，剩余价值 有一部分 
要用于资 本家的个 人消费 ，其余部分才用来 雇用工人和购 买 生产 资  
料，即 转 化为 资 本. 这 样 一来 有关 论 述就更加严 密了。

马 克思在德文第二版第七篇第二十二章（法文版第二十四章） 
《剩余价值 转 化为 资 本》的第五节 对 “所谓 劳 动 基金”做了评 述，但是 
没 有充分展开 ，基本论 点集中在第一段中。在法文版中，马 克思对 这  
一节 做了全面的改写 ，把这 些基本论 点扩 展成了各个 独 立的段落a 

马 克思在《〈资 本论 〉第一卷美国 版〈编 辑 说 明 >》中曾主张 这 一节 的基 
本部分应 按照法文版修改。但是德文第三版、第四版没 有吸收法文 
版的这 些论 述。

马 克思在《资 本论 》第一卷法文版第七篇第二十五章《资 本主义  
积 累的一般规 律》中.对 资 本有机构 成的定义 做了新的表述在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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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中，马 克思是把它 作为 不变 资 本部分和可变 资 本部分之间 的 
构 成.作为 投资 在生产 资 料和劳 动 资 料上的价值 之间 的关 系来 定义  
的，而没 有把它 明确 说 成是资 本的技术 构 成和价值 构 成之间 的相互 
关 系。在法文版中，马 克思的认 识 前进 了一步，他认 为 ，资 本的构 成 
要从 双 重角度来 考察，即 从 它 的价值 关 系方面_ 从 它 的技术 和物质  
构 成方面来 考察。他明确 指出：“从 在生产 过 程中发 挥 作用的物质 方 
面来 看，每一个 资 本都分为 生产 资 料和活的劳 动 力;这 种 构 成是由所 
使用的生产 资 料量和为 使用这 些生产 资 料而必需的劳 动 量之间 的比 
例来 决 定的。前一种 资 本构 成是价值 构 成，后一种 资 本构 成是技术  
构 成。最后，为 了表明二者之间 的密切的相互关 系，我们 把由资 本技 
术 构 成决 定并 因而反映技术 构 成变 化的资 本价值 构 成，叫做资 本的 
有机构 成。”（见 本卷第653页 ）马 克思还 第一次阐 述了“资 本有机构  
成”这 一经 济 范畴 的规 律性，分析了资 本在量的构 成和质 的构 成上的 
辩 证 统 一。他强调 了在积 累增长 情况 下资 本有机构 成增长 的规 律 
性》他指出，资 本的不变 部分比可变 部分日益相对 增长 的这 一规 律， 
在每一步上都由商品价格的比较 分析所证 实 。为 了避免发 生误 解 , 

他又做了一个 重要的补 充:积 累的增进 虽 然使资 本可变 部分的相对  
量减 少，但是绝 不排斥它 的绝 对 的增加。（参 看本卷第666页 )这 些 
论 述后来 被吸收进 了德文第三版、第四版中。

马 克思在法文版中明确 区 分了“资 本积 聚”和“资 本集中”这 两 个  
概 念。马 克思在WEH… 1863年经 济 学 手稿中就已经 使用“资 本积  
聚”概 念，此外在论 述有关 分工的场 合也使用过 这 样 的概 念。而“资  
本集屮 ”最初并 不是作为 丨 H“资 本积 聚”完全不同的范畴 来 使用的，而 
是作为 描述资 本主义 生产 的诸 多结 果中的一个 现 象来 使用的，或者 
是作为 小资 本家被大资 本家吞 并 而产 生的大规 模资 本来 使用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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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在德文第二版中曾使用“积 聚”这 个 概 念来 说 明各分散的资 本的 
相百.吸引 . 马 克思写 道:“这 已不再是生产 资 料和对 劳 动 的支配权 的 
简 单 的、和积 累等同的积 聚* 这 是已经 形成的各资 本的积 聚，是它 们  
的个 体 独 立性的消灭 ，是资 本家剥 夺 资 本家，是许 多小资 本转 化为 少 
数 大资 本。”(参 看《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 版第 4 4卷第 72丨 -  

722页 )而在法文版这 个 地方. 马 克思第一次明确 使用了“集中”这 个  
概 念 : “这 个 对 立的运 动 不再是与 积 累等同的积 聚.而是根本不同的 
过 程，是把不同的积 累和积 聚点结 合在一起的吸引，是已经 形成的各 
资 本的积 聚，是数 量较 多的资 本合并 为 数 量较 少的资 本，总 之，这 是 
本来 意义 的集 中 。” (见 本卷第668页 ）在法文版中，马 克思第一次明 
确 区 分“资 本积 聚”和“资 本集中”这 两 个 概 念，对 于资 本积 累理论 具 
有重要意义 。法文版的这 些论 述，被吸收进 了《资 本论 》德文第四 
版中。

马 克思在法文版中根据资 本主义 发 展的现 实 情况 对 资 本主义 经  
济 发 展的周期性问 题 ，做了许 多重要补 充，说 明了周期性产 生的原因 
和表现 形式，并 作出了资 本主义 生产 周期将 会 缩 短的预 见 （见 本卷第 
680页 ）。这 方面有些论 述没 有收人德文第四版中。此外，马 克思敏 
锐 地观 察到英国 群众 运 动 的发 展和爱 尔 兰 民族解放斗争 的高涨 ，增 
补 了许 多关 于爱 尔 兰 农 村无产 阶 级 的状 况 的新材料（见 本卷第 
760 — 764 页

马 克思在法文版中.把第八篇《原始积 累》作为 单 独 的一篇从 资  
本积 累部分中分出来 ，使之成为 全卷最后一篇。这 具有重要理论 意 
义 。马 克思在论 述原始积 累的秘密时 做了多处 修改,其中特别 是对  
生产 者与 生产 资 料分离 的问 题 做了补 充说 明》在德文版中这 段话  
是 :“对 农 业 生产 者即 农 民的土地的剥 夺 ，形成全部过 程的基础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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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剥 夺 的历 史在不同的国 家带 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 序、在不同 
的历 史时 代通过 不同的阶 段。只有在英国 ，它 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 
此我们 拿英国 作例子”( 参 看《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 版 第 44 

卷第823页 )这 段话 在法文版中改成:“……全部过 程的基础 是对 农  
民的剥 夺 。这 种 剥 夺 只是在英国 才彻 底完成了。因此，英国 必然在 
我们 的概 述中占主要的地位。但是西欧 的一切国 家都正在经 历 着同 
样 的运 动 ……”。（见 本卷第770 — 771页 )后面追加的这 句“西欧 的 
一切国 家都正在经 历 着同样 的运 动 ”，具有重要的理论 意义 。它 表 
示，马 克思把对 农 民土地的剥 夺 限定在西欧 ，因为 当 时 马 克思已经 注 
意到东 方各国 还 存在着农 村公社制度。马 克思曾应 俄国 “革命的社 
会 党 人”维 • 伊 • 查 苏 利奇的请 求，就俄国 农 村公社和俄国 社会 发 展 
前景发 表看法，他在 1881年 3 月 8 日给 她 的回信中就是以《资 本论 》 
法文版中的这 段话 作为 回答的。这 段话 仅 见 于法文版.而后来 的德 
文版都没 有吸收。

马 克思在《资 本论 》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第二十四章《所谓 原始积  
累》(法文版第三十二章）中谈 到了资 本主义 生产 方式的否定和重新 
建立劳 动 者的个 人所有制问 题 :“从 资 本主义 生产 方式产 生的资 本主 
义 占W方式，从 而资 本主义 的私有制，是对 个 人的、以自己劳 动 为 基 
础 的私有制的第一个 否定。但资 本主义 生产 由于自然过 程的必然 
性 .造 成 r 对 自身的荇定。这 足否定的否定。这 种 否定不是重新建 
立私有制，而是在资 本主义 丨 的成就的蓰 础 上 •也就是说 .在协 作 
和对 土地及靠 劳 动 本身生产 的生产 资 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 上.重新 
违 立个 人所有制。”( 参 看《马 克思恩格斯令集》中文第2 版 第 M 卷第 
«74页 ）法文版把“这 种 否定不是亟 新建立私有制”改为 “这 种 否定不 
是重新建立劳 动 者的私有制” ;把“重新建立个 人所有制”改为 “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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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劳 动 者的个 人所有制’’（见 本卷第827页 ） „

在法文版中，马 克思还 根据资 本主义 现 实 情况 的发 展.把一些新 
现 象和新材料补 充进 来 。例如对 国 侦 制度和现 代税 收制度在原始积  
累中的作用做了详 细 补 充，这 些内 容有的被收人了《资 本论 》德文第 
四版中。

马 克思在修订 了《资 本论 》第一卷法文版以后，每当 再出版《资 本 
论 》其他版本 . 他总 是要求人们 认 真 参 考法文版中的修改.甚至亲 自 
写 出按照法文版修改的具体 意见 》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 出版的 
《资 本论 》第一卷的几 个 重要版本都吸收了法文版的成果。

德文第三版(】883年）。《资 本论 》第一卷法文版是根据德文第 
二版翻 译 的。马 克思校订 法译 本时 ，发 现 德文第二版的某些部分还  
要彻 底修改。他原想把正文大部分改写 一下，把有些论 点表达 得E  

明 确 •些 .把新的论 点增补 进 去，把 â 到最近时 期的历 史材料和统 计  
资 料充实 进 去，然后再出第兰 版。马 克思直到逝世前几 个 月，仍在进  
行第三版的准备 工作，遗 憾的是，他生前未能实 现 这 个 愿望。马 克思 
逝世后 ,恩格斯在他的遗 物中，发 现 了一个 德文本，其中有些地方已 
做了修改，并 标 明何处 应 参 看法文版。同时 还 发 现 一个 法文本.其中 
准确 地标 出了所要采用的地方。恩格斯根据这 些材料对 第二版做r  
修改，于 1883年在汉 堡出版了第三版并 撰写 了新版序言。

英文版(1887年 早 在 《资 本论 》第一卷德文第一版还 在排印 
的时 候.恩格斯就曾筹 划 出英文版。1877年，马 克思获 知他的友人 
想在美国 翻 译 出版《资 本论 》第一卷的英译 本。他写 信给 阿道大•左 
尔 格，告诉 他在翻 译 时 除根据德文第二版外，还 必须 参 考法文版》后 
来 马 克思又给 左尔 格寄去一份 美国 版用的《编 辑 说 明》，其中逐项 罗  
列出了哪 些地方应 按法文版修改。后来 美国 出版汁划 没 有实 现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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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逝世后，赛 米尔 • 穆尔 和爱 德华 • 艾威林在恩格斯的指导 卜'翻  
译 《资 本论 》。英文版以德文第三版为 依据，其中已包含了法文版的 
内 容。恩格斯在校订 英译 文时 . 又参 考 f 法文版，并 且参 考了马 克思 
原先为 美国 版编 写 的《编 辑 说 明》。英文版不但在内 容上反映了法文 
版的…部分修改，而Ü 篇 t 结 构 也是按照法文版划 分的.即 将 德文第 
二版的七篇二十五章改为 八篇三十三章。经 恩格斯审 定的英文版于 
1887年 1月出瓶 。

俄文版（1872年）。俄文版是《资 本论 》第一卷的第一个 外文版 
本，于 1872年 4 月 8 日在彼得堡出版„ 后来 弗兰 策维 奇•丹尼尔 逊  
同马 克思讨 论 出版第二版，马 克思在 ]878年 11月 1 5日给 他的信中 
说 :“关 于《资 本论 》第二版，我要提出下列意见 ： （ I )我希望分章 
以及分节  按法文版处 理。（2)译 者应 始终 细 心地把德文第二版
同法文版对 照，因为 后一种 版本中有许 多東要的修改和补 充(尽 管在 
译 成法文时 ，我迫不得已不止一次地使阐 述“简 化”,特别 是在第一章 
中）。”丹尼尔 逊 的计 划 后米未能实 现 。

德文第四版(1890年）。这 是恩格斯在世时 修改和审 定的最后 
- 个 德文版本，也是最完善的一个 德文版本。1889年 9 月，恩格斯 
f 尹修订 :丨 :作时 .他再次对 照了法文版，并 且又一次参 考了马 克思为  
美M版 编 的 《编 辑 说 明 >〉.把法文版中的-些修订 补 充到德文版屮

德义 第四版成为 全世界通行的版本。
可见 ，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 出版的《资 本论 》第一卷的几 个 主 

耍 版本都1V法文版存关 。似是 . 这 些版本乂都不完全等同于法文版， 
有的地方敁 至存在明显 差別. 因此，《资 本论 》第一卷法文版对 于帮 助 
令® r 解《资 本论 》版本演变 的历 史、深人邱解和研 究马 克思的经 济  
$ 理论 和方法.也有重要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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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本论 》第一卷法文版中译 本在〗983年由中国 社会 科学 出版 
社出版过 单 行本。中译 本是根据拉沙特尔 出版社出版的法文本原文 
翻 译 的。这 次收人《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时 ，我们 又根据 
以原文发 表这 一卷的《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历 史考证 版第2 部分第7 

卷 (1989年 ) 对 译 文重新作了修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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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莫 里 斯 • 拉 沙 特 尔 公 民

亲 爱 的 公 民 ：
您 想定期分册 出版《资 本 论 》的 译 本 ，我 很 赞 同 。这 本书 这 样 出 

版 ，更 容 易 到 达 工人阶 级 的手里，在 我 看 来 ，这 种 考 虑 是 最 为 重 要 的 。
这 是 您 的 想 法 好 的 一 面 ，但也有坏 的一面: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 

至 今 还 没 有 人在经 济 问 题 上 运 用过 ，这 就 使 前 几 章 读 起 来 相 当 困 难 。 
法 国 人 总 是 急 于 追 求 结 论 ，渴 望 知 道 一 般 原 则 同 他 们 直 接 关 心 的 问  
题 的 联 系 ，因 此 我 很 担 心 ，他 们 会 因 为 一 开 始 就 不 能 继 续 读 下 去 而  
气 馁 。

这 是 一 种 不 利 . 对 此 我 没 有 别 的 办 法 ，只有事先向追求真 理的读  
者 指 出 这 一 点 ，并 提 醒 他 们 。在 科 学 上 没 有 平 坦 的 大 道 ，只有不畏劳  
苦沿着陡 峭 山 路 攀 登 的 人 ，才有希望达 到 光 辉 的 顶 点 。

亲 爱 的 公 民 ，请 接 受 我 对 您 的 忠 诚 。

卡 尔 •马 克思 
1872.年 3 月 1 8 日于伦 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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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马 克 思 公 民

亲 爱 的 先 生 ：
在 德 国 ，您 的著作《资 本 论 》在 工 人 阶 级 中 间 激 起 r 巨 大 的 共 鸣 . 

因 此 法 国 的 一 家 出 版 社 想 到 要 在 本 国 翻 译 出 版 这 部 杰 出 的 著 作 .这  
是 很 自 然 的 。

俄 国 在 翻 译 这 部 重 要 著 作 方 面 确 实 走 在 法 国 的 前 面 ;但是非常 
幸 运 的 是 ，我 们 的 国 家 甚 至 能 够 根 据 尚 未 在 德 国 出 版 的 德 文 第 二 版  
的 手 稿 来 翻 译 这 部 著 作 ，而且我们 的译 文是经 著者校订 的。

法 国 将 在 向 其 他 国 家 人 民 传 播 您 的 学 说 方 面 作 出 重 大 贡 献 ，因 
为 在 英 国 、意 大 利 、西 班 牙 、美 国 . 总 之 ，在 一 切 有 进 步 人 士 渴 望 了 解  
并 传 播 那 些 必 将 在 旧 大 陆 和 新 大 陆 支 配 现 代 社 会 的 原 理 的 地 方 .都  
将 根 据 我 们 的 译 本 来 翻 译 这 部 著 作 。

我 们 采 用 分 册 ( 每 册 1 0 生 丁 ) 出 版 的 方 式 将 有这 样 的好处 ：丨丨I 于 
穷 人 们 只 能 为 知 识 花 费 极 少 的 钱 .这 种 办 法 可 以 让 我 们 更 多 的 朋 友  
能 够 得 到 您 的 著 作 。è 期望这 部 著 作 到 达 所 有 人 手 M 的 R 的就可以 
实 现 》

您 担 心 读 者 会 在 前 几 章 祜 燥 无 味 的 经 济 学 问 题 面 前 望 而 却 步 ， 
我们 以后就会 知 道 这 种 担 心 是 否 有 道 理 。

我 们 应 当 期 望 .那 些 以 研 究 经 济 学 说 为 主 要 目 的 而 订 阅 您 的 著  
作 的 人 ，在阅 读 时 不会 由于您 使用的分析方法而中途停步;每个 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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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明 白 ，一部政治经 济 学 著 作 的 前 几 章 必 须 进 行 抽 象 推 理 ，这 是分析 
那 些 人 们 关 心的迫切问 题 所不可缺少的前提。而在以后各章中论 述 
的 社 会 问 题 ，只 能 逐 步 地 得 到 解 决 ;所 有 读 者 都 会 跟 随 您 一 我 确 信  
这 一 点 ，一 直 达 到 您 的 非 凡 理 论 的 结 论 。

亲 爱 的 先 生 ，请 接 受 我 对 您 的 热 爱 。

莫里斯•拉沙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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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版 序 言

我 把 这 部 著 作 的 第 一 卷 交 给 读 者 。这 部 著 作 是 18 5 9年发 表的 
题 为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的 著 作 的 续 篇 。这 两 部 著 作 的 出 版 相 隔 很  
久 ，是 我 多 年 的 疾 病 造 成 的 》

为 了 使 本 书 得 到 必 要 的 补 充 ，我 在 本 书 的 第 一 章 中 概 述 了 前 书  
的 内 容 。1我 确 实 认 为 ，在 概 述 中 必 须 改 变 我 原 来 的 叙 述 方 案 。前书  
只是略略提 到 的 许 多 论 点 ，这 里 都 作 了 进 一 步 的 阐 述 ；而前书 已经 全 
面阐 述 的 论 点 ，这 里 只 略 略 提 到 。例 如 ，关 于价值 理论 和货 币 理论 的 
历 史的部分.现 在删 去了  ;2但是读 者可以在本书 第 一 章 的 注 释 中 ，找  
到 有 关 这 种 理 论 的 历 史 的 新 资 料 。

在 一 切 科 学 中 ，开 头 都 是 困 难 的 . . .本 书 第 一 章 ，特别 是分析商品 
的 部 分 ，是 颇 难 理 解 的 。其 中 对 价 值 实 体 和 价 值 量 的 分 析 ，我已经 尽  
可 能 地 阐 述 得 明 白 易 懂 . 使所有 的 读 者 都 能 理 解 。 (1 >

实 现 在 货 币 形 式 」彳 的价值 形式. 是 极 其 简 单 的 。然 而 ，两 f 多年

( 1 ) 这 样 做 之 所 以 更 加 必 要 ,是 因 为 甚 至 斐 • 拉 萨 尔 著 作 中 反 对 舒 尔 采  
德 里 奇 的 部 分 . 即 他 声 称 已 经 提 出 我 对 那 拽 问 题 的 阐 述 的 ‘‘思 想 精 髓 ”的 部 分 ， 
也 包 含 着 严 重 的 错 误 。斐 • 拉 萨 尔 经 济 著 作 中 所 冇 般 的 理 论 命 题 ，如关 于资  
本 的 历 史 性 质 、关 于 生 产 关 系 和 生 产 方 式 之 间 的 联 系 等 等 ，甚 至 包 括 我 创 造 的  
术 语 ，几 乎 都 是 逐 字 地 从 我 的 作 品 中 抄 去 的 .而 Ü没 苻 说 明 出 处 ，这 样 做 大 概 是  
出 于 宣 传 上 的 目 的 。我 当 然 不 是 说 他 在 细 节 上 的 论 述 和 他 所 得 出 的 实 际 的 结  
果 .这 同 我 没 有 关 系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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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人 类 智慧探索这 方面秘密的努力，并 未 得 到 什 么 结 果 ，而对 更复 杂  
的 和 隐 藏 着 更 深 刻 意 义 的 形 式 的 分 析 . 却 至 少 已 接 近 于 成 功 。 为 什 
么 会 这 样 呢 ？ 因为 研 究有机体 比研 究它 的构 成要素  细 胞要容易 
些 。另 一 方 面 ，分 析 经 济 形 式 ，既 不 能 用 显 微 镜 ，也 不 能 用 化 学 试 剂 ； 
抽 象 是 唯一可以当 做分析工具的力量。而对 现 在的资 产 阶 级 社会 说  
来 . 劳 动 产 品 的 商 品 形 式 . 或 者 商 品 的 价 值 形 式 .就 是 经 济 的 细 胞 形  
式 。在 浅 薄 的 人 看 来 ，分 析 这 种 形 式 好 像 是 斤 斤 于 一 些 琐 事 .这 的  
确 是 也 必 然 是 琐 事 ，但这 是微生物学 的解 剖 所 要 做 的 那 种 琐 事 《

除 了 价 值 形 式 那 一 部 分 外 ，阅 读 这 部 著 作 就 没 有 什 么 困 难 了 。 
当 然 ，我 指 的 是 那 些 想 学 到 一 些 新 东 西 、因而愿意自 己 思 考 的 读 者 。

物 理 学 家 为 了 认 识 自 然 过 程 •或 者 是 在 现 象 表 现 得 最 确 实 、最少 
受 干 扰 时 观 察 这 些 现 象 ，或 者 是 在 尽 可 能 保 证 现 象 按 自 身 规 律 性 展  
开 的 条 件 下 从 事 实 验 。我 畏 在 本 书 研 究 的 ，是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以  
及 和 它 相 适 应 的 生 产 关 系 和 交 换 关 系 。英 国 是 这 种 生 产 的 典 型 地  
点 。因 此 ，我 从 这 个 国 家 借 用 了 主 要 的 事 实 和 实 例 作 为 阐 述 我 的 理  
论 的 例 证 。佴 是 ，如 果 德 国 读 者 看 到 英 国 工 农 业 工 人 所 处 的 境 况 而  
伪 善 地 耸 耸 肩 膀 ，或 者 沉 溺 于 德 国 的 情 况 远 不 是 那 样 坏 的 乐 观 想 法  
中 ，那 我 就 要 大 声 地 对 他 说 : 这 正 是 说 的 阁 下 的 事 情 !4

在 这 甩 .问 题 并 不 在 于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自 然 规 律 所 引 起 的 社 会  
对 抗 的 较 充 分 或 较 不 充 分 的 发 展 。问 题 在 于 这 些 规 律 本 身 .在 于 这  
吟以铁 的必 然 性 表 现 出 来 并 且 正 在 实 现 的 趋 势 。工业 最发 达 的国 家 
向 那 些 就 r 业 规 模 来 说 跟 在 后 面 的 国 家 所 显 示 的 ，只是后者未来 的 
景 象 》

撇 汗 这 些 考 虑 不 说 。Æ 资 本主义 生产 已经 在我们 那里完全确 立 
的 地 方 . 例 如 在 真 IK的 工 厂 里 . 由 于 没 有 英 国 那 样 的 法 律 的 抗 衡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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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情 况 比 英 国 要 坏 得 多 。在 其 他 一 切 方 面 ，我们 也同整个 西欧 大陆  
一 样 ，不仅 苦于资 本主义 生产 的发 展■而且苦于资 本主义 生产 的不发  
展 。除 了 现 代 的 灾 难 而 外 ，我们 还 不 得 不 忍 受 许 多 遗 留 下 来 的 灾 难 • 

这 些 灾 难 的 产 生 ，是 由 于 陈 旧 的 生 产 方 式 还 在 苟 延 残 喘 ，而且与 这 种  
生 产 方式 相 伴 随 的 还 有 它 所 产 生 的 过 时 的 社 会 关 系 和 政 治 关 系 。不 
仅 活 人 使 我 们 受 苦 ，而且死 人 也 使 我 们 受 苦 。死 人 抓 住 活 人 ！

德 国 和 欧 洲 大 陆 其 他 国 家 的 社 会 统 汁 ，与 英 国 的 统 计 相 比 确 实  
很 贫 乏 。5 然 而 它 还 是 揭 开 了 帷 幕 的 一 角 ，使 我 们 刚 刚 能 够 窥 见 幕 内  
美 杜 莎 的 头 。如 果 我 国 各 邦 政 府 和 议 会 像 英 国 那 样 ，建立定期的委 
员 会 去 调 查 经 济 状 况 ，如果这 些委员 会 像英国 那样 .有全权 去发 掘真  
相 ，如果能 为 这 种 高 尚 的 职 务 找 到 像 英 国 工 厂 视 察 员 、公共卫 生的报  
告 人 、调 查 女 工 童 工 受 剥 削 的 情 况 以 及 居 住 和 营 养 条 件 等 等 的 英 国  
调 查 委 员 那 样 内 行 、公 正 、坚 决 和 无 私 的 人 们 ，那 么 ，我国 的情况 就会  
使 我 们 大 吃 一 惊 。柏 修 斯 用 云 彩 遮 住 身 体 来 追 捕 妖 怪 。我们 却钻 人 
云 中 遮 住 自 己 的 眼 睛 和 耳 朵 ，以便有可能否认 妖怪的存在。

决 不 要 再 幻 想 了 。正 像 1 8 世纪 美国 独 立战 争 6给 欧 洲中等阶 级  
敲 起 了 警 钟 一 样 ，1 9 世 纪 美 国 南 北 战 争 7又 给 欧 洲 工 人 阶 级 敲 起 了  
警 钟 。在 英 国 ，社 会 变 革 过 程 已 经 十 分 明 显 。在 一 定 的 时 期 ，这 种 变  
革 必 然 会 波 及 大 陆 。在 那 时 ，它 在 进 展 过 程 中 将 采 取 较 残 酷 的 还 是  
较 人 道 的 形 式 ，那 要 看 工 人 阶 级 的 发 展 程 度 而 定 。所 以 ，现 在的统 治 
阶 级 ，撇 开 其 较 高 尚 的 动 机 不 说 ，他们 的切身利益也迫使他们 除掉一 
切 妨 害 工 人 阶 级 发 展 的 法 定 的 障 碍 。正 是 出 于 这 一 目 的 ，我在本卷 
中 用 了 很 大 的 篇 幅 来 叙 述 英 国 关 于 大 工 厂 的 立 法 的 历 史 、内 容和结  
果 。一个 国 家可以而且应 该 从 另 一 个 国 家 的 历 史 中 获 得 教 益 。一个  
社会 即 使探索到了支配它 的运 动 的自然规 律一 •本书 的最终 目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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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揭 示 现 代 社 会 运 动 的 经 济 规 律 一 它 还 是 既 不 能 跳 过 也 不 能 用 法  
令 取 消 它 的 自 然 发 展 的 各 个 阶 段 ;但 是 它 能 缩 短 妊 娠 期 和 减 轻 分 娩  
的痛苦。

为 了 避 免 可 能 产 生 的 误 解 ，要 说 明 一 下 。我 不 曾 用 玫 瑰 色 描 绘  
资 本家和地主。不 过 这 里 涉 及 的 人 . 只足经 济 范畴 的人格化，是一定 
的 阶 级 关 系 和 利 益 的 承 担 者 ，我 的 观 点 是 ：社 会 经 济 形 态 ① 的 发 展  
同 自 然 的 进 程 和 自 然 的 历 史 是 相 似 的 不 管 个 人 怎 样 超 脱 各 种 关
系，他 在 社 会 意义 上总 是这 些关 系的产 物。同 其 他 任 何 观 点 比 起 来 ， 
我 的 观 点是更不能要个 人对 这 些关 系负 责 的。

在 政 治 经 济 学 领 域 内 . 自由的科学 研 究遇到的敌 人.比它 在其他 
研 究领 域内 遇 到 的 敌 人 多 得 多 。政治经 济 学 所研 究的问 题 的特殊性 
质 ，把 人 们 心 中 最 激 烈 、最 卑 鄙 、最 恶 劣 的 感 情 ，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  
仇 女 神 召 唤 到战 场 上来 反对 自由的科学 研 究。例 如 ，英国 高教 会 派 8 

宁 愿饶 恕对 它 的三十九条 信纲 9 中的三十八条 信纲 进 行的攻击 .而不 
饶 恕 对 它 的 现 金 收 人 的 三 十 九 分 之 一 进 行 的 攻 击 。在 今 天 ，同批评  
旧 的 财 产 关 系相比 . 无 神 论 本 身 是 种 很 小 的 过 失 。但 在 这 方 面 ，一 
定 的 进 步 仍 然是无可怀 疑的。对 此我只要向读 者指出最近几 星期内  
发 表的蓝 皮书 1U《就 工 业 和 丁 .联 问 题 同 女 王 陛 下 驻 外 使 闭 的 信 函 往  
来 》就 足 够 r 。英 国 女 王 驻 外 使 节 在 那 里 坦 率 地 说 ，在 德 国 ，在 法 国 ， 
一 句 话 . 在 欧 洲 大 陆 的一叻 文明国 家，现 冇 的劳 资 关 系的变 化同英国  

-样 明 - 样 不 H]•避免。 同 时 . 大西洋彼岸的北美合众 国 副总 统 威 
德 先 生 也 在 公 众 集 会 上 说 : 在 奴 隶 制 废 除 后 ，资 本关 系和土地所有权  I

I 此 处 的 德 文 原 文 是 “der ö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BP“ 经
济 的 社 会 形 态 ” 。 - 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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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系 的 变 化 会 提 到 日 程 上 来 。这 是 时 代 的 标 志 ，不是 用 紫 衣 黑 袍 遮  
掩 得 了 的 。这 种 标 志 并 不 意 味 着 明 天 就 会 出 现 奇 迹 《这 种 标 志 表  
明 ，甚至在统 治阶 级 中间 也开 始出现 一种 预 感:现 在的社会 不是坚 实  
的 结 晶 体 ，而是一个 能够 变 化 并 且 经 常 处 于 变 化 过 程 中 的 有 机 体 。

这 部著作的 第 二 卷 将 探 讨 资 本 的 流 通 ( 第 二 册 ) 和资 本在其发 展 
进 程 中 所 采 取 的 各 种 形 式 ( 第 三 册 ），第 三 卷 即 最 后 一 卷 ( 第四册 )将  
探 讨 理 论 史 。 11

任何真 正的科学 批评 的 意 见 我 都 是 欢 迎 的 。而对 于我从 来 就不 
让 步 的 所 谓 舆 论 的 偏 见 ，我仍然遵 守 伟 大 的 佛 罗 伦 萨 人 的 格 言 ：

走 你 的 路 . 让 人 们 去 说 罢 ！ 12

卡 尔 •马 克思 
1867年 7 月 2 5 日于伦 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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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
商品和货 币

第 一 早

商  品

1 . 商品的两 个 因素:使用价值 和交换 价值  
或 价 值 本 身 (价 值 实 体 。价 值 量 ）

资 本主义 生产 方式占统 治地位的社会 的财 富，表现 为 “ 庞 大的商品 
堆 积 1 \ 因此 ，我们 的研 究就从 分析商品这 种 财 富的元素形式开 始。

商 品 首 先 是 一 个 外 界 的 对 象 ，一 个 靠 自 己 的 属 性 来 满 足 人 的  
各 种 需 要 的 物 。这 些 需 要 的 性 质 如 何 ，是 由 胃 产 生 还 是 由 幻 想 产  
生 ，是 与 问 题 无 关 的 。1 (2)这 里 的 问 题 也 不 在 于 这 些 需 要 如 何 得 到

( 1 )  卡 尔 •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59年 柏 林 版 第 3 页
(2) 欲 望 包 含 着 需 要 ；这 是 精 神 的 食 欲 ，就 像 肉 体 的 饥 饿 那 样 自 然 。 大 

部 分 物 具 有 价 值 . 是 因 为 它 们 满 足 精 神 的 需 要 。”(尼 古 拉 斯 • 巴 尔 本 《新 币 轻 铸  
论 。答 洛 克 先 生 关 于 提 高 货 币 价 值 的 意 见 》1Ö96年 伦 敦 版 第 2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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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足 ，是 对 象 作 为 生 活 资 料 来 直 接 满 足 ，还 是 对 象 作 为 生 产 资 料 来  
间 接 满 足 。

每 -种 有 用 物 . 如 铁 、纸 等 等 . 都 可 以 从 质 和 量 两 个 角 度 来 考 察 , 

每 一 种 这 样 的 物 都 是 多 种 属 性 的 总 和 ，因此可以在不 N 的 方面有用， 
发 现 这 些 不 同 的 方 面 . 间 时 发 现 物 的 多 种 用 途 ，是 历 史 的 事 情 。̂ 为  
有 用 物 的 量 找 到 社 会 尺 度 . 也 是 这 样 。商品的这 些尺 度 之 所 以 小 R ,  

部 分 是 由 于 波 计 緣 的 物 的 性 质 不 同 . 部 分 是 由 _十•约 定 俗 成 。
物 的 有 用 性 使 物 成 为 使 用 价 值 „(1 ) 佴 这 种 有 用 性 + 是 模 糊 而 +  

fi角定的东 西。它 决 定 于 商 品 体 的 属 性 ，离 开 了 商 品 体 就 不 存 在 因  
此 ，商 品 体 本 身 ，例 如 铁 、小 麦 、金 刚 石 等 等 ，就 是 使 用 价 值 《赋 予商 
品 体 以 这 种 性 质 的 ，不是人为 了取得它 的柯 用 性 质 所 耗 费 的 劳 动 的  
多 少 。在 谈 到 使 用 价 值 时 ，总 是 指 一 定 的 量 而 言 ，如一 t r 表 . 一 米 布 ， 
一 吨 铁 等 等 。商 品 的 使 用 价 值 为 商 品 学 这 N 学 科 提 供 材 料 (5>使用 
价 值 只 足 在 使 用 或 消 费 屮 得 到 实 现 》不 论 财 富 的 社 会 的 形 式 如 何 . 

使 用 价 值 构 成 财 富 的 物 质 „ 在 我 们 所 要 考 察 的 社 会 中 ，使 用 价 值 M 

时 父 是 交 换 价 值 的 物 质 承 拟 者 《 * (I)

(3) “ 物 都 有 内 在 的 长 处 〈这 是 巴 尔 本 用 来 农 示 使 用 价 值 的 专 n 用 ifi>，这  
种 长 处 在 任 何 地 方 都 具 有 同 样 的 性 质 •如 磁 ï i 吸 铁 的 K 处 就 是 如 此 。” (同丨 : . 第 
6 页 )磁 石 吸 铁 的 属 性 只 是 在 通 过 它 发 现 7■磁 极 性 以 后 才 成 为 冇 用 的 。

(I) •‘物 的 n 然 价 值 产 生 于 它 能 满 足 需 耍 .或 荇 给 人 类 生 活 带 来 方 便 / ’ 约  
翰 • 洛 克 :《略 论 降 低 利 息 的 后 果 》(1691年 h . 在 171»；纪 •我们 还 常常看到英同 
著 作 家 用 W(mh表 示 使 用 价 值 .Hj value表 示 交 换 价 值 ;这 完 仝 符 合 英 语 的 精  
神 . 英 语 H 欢 用 H耳 曼 语 源 的 时 表 示 直 接 的 尔 西 ，用 罗 曼 语 源 的 词 灰 不 被 反 映  
的 东 西 s

( 5 > 在 资 产 阶 级 社 会 中 “任 何 人 都 不 能 推 托 不 知 道 法 律 ” 。 按 照 经 济
法 的 拟 制 14, 毎 个 买 者都具有了 f科 仝 15般 的 商 品 知 i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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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R C H A N D I S E E T  M O N N A I E

CHAPITRE PREMIER

LA MARCHANDISE

Les »leux facteurs de la marchandise : Valeur d'tisàçe et valeur d'échange ou >*al〇ttr proprement dilo 
(Subsianco de Ja valeur. Grandeur de la valeur)

La rieliosse Jc<» socit*U*s dans Irsqm'llcs règne» Ip 
mod«-* <l»* prminctioo cii]iitalisti.k s'annonc«* comme 
hur •« iminciiHu ucctimulaliim do nuirchandise-s *. >• 
l/an:ilyse de ln marchjmdisp, forme êiMmrntaire f h  

cptl«1 richesse, spra par r,on«wjuont le point de (!•!•- 
part di* nos rncherclufs.

Ln rnnrchantlisc e»l d'abord un objet pxtèricur, 
une chosft fjni par sr*s j>rnprii*ti*8 satisfnJL diis be- 
K〇ins I…maiiis de n’iinpurto tjtielle 哪 èce. Que ces 
brstjin.s .•lient po»ir origine Tcatomnc ou ia fantaisie, 
leur nnliir«' nf* change rien à l，afTaire , . Il nt* s'agit 
pas non j»lus ici d〇 .savoir cummcnt c^s besoin^sont 
satisfaits, soit ifrjracdiatcnu'nt, si l'objet est un

1. Kari Marx : « Zur Kritik der PoUiLsclit'n Œkonomie. » 
^ r l tn . IB.'iO, p. 'i .

Î. ■ Ijî «Id-vir implique le besoin ; c'est l'appèlil de l'espril, 
iHj-tel lut est auiti naturel que la fatra l'w l au cor|*s. C'r<i de 
|：t ipie >3 piufart du$ chosci tirent leur valeur. • Nicholas 
UaibuJ« * S. DiscnarüC oti coining the new money lighter, 
in answer tu M*. consWlfiiaiions, oU. • Ltmdon, IÖ96,
l>. *j ci ：(.

moyen du subsistance, soil par uno voie drtonrnéo, 
si cVst un moyen de protlucUnn.

Gliaqup chose lUile, comme 】《?. fpr, le 
peut y t r p  considiîro« s o n »  un double point de v u p , 

celui de la qualité et cplui dp la quantité. Chacune 
est nn cnspioble de proprii'-tps divpr^cs et peut par 
conséquent être utile par différents côté». I)i;couvrir 
c«*s côtés divprs et en raômc tomps Ii*s div<*is usages 
des choses est une «iuvrr de l'iiistoireT^.lle  caLla 
<l̂ couvprl<* de mesures socialos pour ln ({uantilû dt-8 
cliOîM's utiles. La diversitâ de c**s m«*surps dos mar
chandises a pour origine en parti«* la nntnri' variro 
d^s objtMs à mesurer, en partie la convenlinn. 

L'utilitD d'une cliosc fait de celte chose unn va-

1 . « choses onl une rfrd i inirinsèque ( v i r ln r ,  telle est 
d ie / lUrhoii la désignauûn spécifique pour r<i/piir «Twiayc) qui 
en lout lieu ont U mvme <p：aliiÿ, cnmmo l'aimani par exemple 
attirr le fer (1. c. p. 16). La propriété qu'a Taimant d'altirer le 
fer ne dcvicivl utile que lorsque par son moyen ûii eût de*

«资 本 论 i 第 一 _ 法 文 版 第 13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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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换 价 值 首 先 表 现 为 量 的 关 系 ，表 现 为 不 同 种 使 用 价 值 彼 此 相  
交换 的比例 (6)，即 随 着 时 间 和 地 点 的 不 同 而 不 断 改 变 的 关 系 。 因 
此 ，交 换 价 值 好 像是一种 任意的、纯 粹 相 对 的 东 西 ; 商 品 固 有 的 、内 在 
的交换 价值 似乎是经 院学 派所说 的形容语 的矛盾@。(7)现 在 我们 进  
一步 考 察 这 个 问 题 。

某 种 特 殊 的 商 品 . 例如一夸 特小麦 .按各种 极 不相同的比例同别  
的 商 品 交 换 。但 是 ，它 的 交 换 价 值 ，无 论 采 用 何 种 表 现 方 式 ，X量鞋 
油 、y 量 绸 缎 、z 量 金 等 等 ，都 是 不 变 的 。因 此 ，它 必 定 有 一 种 与 这 些  
不同的表现 相区 别 的内 容。

我们 再拿两 种 商品例 如 小 麦 和 铁 来 说 。不管二者的交换 比例怎  
样 ，总 是 可 以 用 一 个 等 式 来 表 示 :一 定 量 的 小 麦 等 于 若 干 量 的 铁 ，如 
1 夸 特 小 麦 公 斤 铁 。这 个 等 式 说 明 什 么 呢 ？它 说 明 在 两 种 不 同  
的物 里 面 . 即 在 1 夸 特 小 麦 和 a 公 斤 铁 里 面 ，有 一 种 共 同 的 东 西 。因 
而 这 二 者 都等于第三种 东 西 . 后 者 本 身 既 不 是 第 一 种 物 ，也不是第二 
种 物 。这 二 者 中 的 每 一 个 作 为 交 换 价 值 ，都 必 定 能 不 依 赖 另 一 个 而  
化 为 第 三种 东 西。

U;) “价 值 就 足 一 物 和 另 一 物 .一 定 量 的 这 种 产 品 和 一 定 a 的 别 种 产 品 之  
间 的 交 换 关 系 。 ”( 勒 特 罗 纳 《论 社 会 利 益 》，德 尔 编 《E 农 学 派 》18.46年 巴 黎 版 第  
889 页 ）

(7) “任 何 东 西 都 不 "J•能 有 内 作 的 价 值 ( 尼 • 巴 尔 本 《新 币 轻 铸 论 „ 答  
洛克先卞关 于 提 高 货 帀 价 值 的 意 见 》丨 696年 伦 敦 版 第 S 页 ）:或 # 像 巴 特 勒 所 说 ： 

“ 物 的 价 值
iE好 和 它 会 换 来 的 东 西 相 等 。 ”15

① 形 容 语 的 矛 盾 的 原 文 是 “comraclictio in adjwrto” .指 “圆 形 的 方 V '木制
的铁 ”一 类 的 斤 盾 》 —— 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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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一 个 初 级 几 何 的 例 子 就 可 以 说 明 这 一 点 。为 了测 量和比较 各 
种 直 线 形 的 面 枳 ，就 把 它 们 分 成 三 角 形,再把三角形化成与 它 的外形 
完全不同的表现  底乘 高 的 一 半 。各种 商品的交换 价值 也同样 要
化 成 一 种 对 它 们 来 说 是 共 同 的 东 西 ，各 自 代 表 这 种 共 同 东 西 的 多 M 

或 少 量 。
这 种 共 同 东 西 不 可 能 是 商 品 的 某 种 大 然 属 性 ，儿 何 的 、物 理 的 、 

化 学 的 属 性 等 等 。商 品 的 天 然 属 性 只 是 就 它 们 使 商 品 有 用 ，从 而使 
商 品 成 为 使 用 价 值 来 说 ，才 加 以 考 虑 。但 是 ，另 一 方 面 很 清 楚 ，商品 
的 使 用 价 值 在 商 品 交 换 时 被 抽 象 掉 r ，而一切商品交换 关 系的特点 
正 是 这 种 抽 象 。在 交 换 中 ，只 要 比 例 适 当 ，一种 使用价值 就和其他任 
何 一 种 使 用 价 值 完 全 相 等 。或 者 像 老 巴 尔 本 说 的 ：

“只 要 交 换 价 值 相 等 ，一 种 商 品 就 同 另 一 种 商 品 一 样 ;交 换 价 值 相 等 的 物 是  
没 有 任 何 差 别 或 区 别 的 。 ”(8)

作 为 使 用 价 值 ，商 品 首 先 有 质 的 差 别 ;作 为 交 换 价 值 ，商品只能 
有 量 的 差 别 。

如 果 把 商 品 的 使 用 价 值 撇 开 ，商 品 就 只 剩 下 一 个 属 性 ，即 劳 动 产  
品 这 个 属 性 。可是劳 动 产 品 不 知 不 觉 已 经 起 了 变 化 。如果我们 把劳  
动 产 品 的 使 用 价 值 抽 去 ，那 么 ，赋 予劳 动 产 品以这 种 价值 的一切物质  
要 素 和 形 式 要 素 也 就 同 时 消 失 了 。它 们 不 再 是 桌 子 、房 屋 、纱 或别 的 
什 么 有 用 物 ; 它 们 也 不 再 是 木 K 劳 动 、瓦 匠 劳 动 ，或 任 何 一 定 的 生 产

(8) “只 要 价 值 相 等 ，一 种 商 品 就 同 另 一 种 商 品 一 样 ；价 值 相 等 的 物 是 没  
有 任 何 差 别 或 K 别 的 。”巴 尔 本 补 充 说 价 值 100镑 的 铅 或 铁 与 价 值 100镑 的 
银 和 金 具 有 相 等 的 价 值 。”( 尼 • 巴 尔 本 《新 币 轻 铸 论 。答 洛 克 先 生 关 于 提 高 货  
币 价 值 的 意 见 》】696年 伦 敦 版 第 7 页 和 第 5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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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动 的 产 品了。随 着 劳 动 产 品 的 特 殊 的 有 用 性 质 的 消 失 ，包含在劳  
动 产 品 屮 的 各 种 劳 动 的 有 用 性 质 也 消 失 了 ，这 些劳 动 相 互 区 别 的 各  
种 具体 形式也消失了。因 此 ，留下来 的只是这 些劳 动 的共同性质 ;这  
些 劳 动 全 都 化 为 相 同 的 人 类 劳 动 ，化 为 与 人 类 劳 动 力 耗 费 的 特 殊 形  
式无关 的 人 类 劳 动 力 的 耗 费 。

现 在 我 们 来 考 察 劳 动 产 品剩下来 的东 西。它 们 中的每一个 和另  
一 个 都 完 全 相 同 。它 们 都 具 有 同 一 的 幽 灵 般 的 现 实 性 。所有这 些物 
变 成 了 同 一 的 升 华 物 ，同 一 的 无 差 别 的劳 动 的样 品。它 们 只 是 表 示 ， 
在它 们 的 生 产 上 耗 费 了 人 类 劳 动 力 ，积 累 了 人 类 劳 动 》这 些 物 ，作为  
这 个 共 同 的 社 会 实 体 的 结 晶 . 就 是 价 值 。

因 此 .在 商 品 交 换 关 系 或 商 品 的 交 换 价 值 中 表 现 出 来 的 某 种 共  
同 的 东 西 ，就 是 商 品 的 价 值 ；而 使 用 价 值 或 某 种 物 品 具 有 价 值 ，只是 
因为 有人类 劳 动 物化在里面。

那 么 ，它 的 价 值 量 是 怎 样 计 量 的 呢 ？ 是 用 它 所 包 含 的 “ 创 造价 
值 ”的 实 体 即 劳 动 的 量 来 计 量 。劳 动 本 身 的 量 是 用 劳 动 持 续 时 间 来  
计 量 ，而 劳 动 时 间 又是用一定的时 间 单 位如小时 、日等做尺度。

可 能 会 有 人 这 样 认 为 ，既 然 商 品 的 价 值 由 生 产 商 品 所 耗 费 的 劳  
动 量 来 决 定 ，那 么 一 个 人 越 懒 ，越 不 熟 练 ，他的商品就越 有 价 值 .因 为  
他 制 造 商 品 需 要 花 费 的 时 间 越 多 。m 是 ，形 成 商 品 价 值 实 体 的 劳 动  
是 相 同 的 无 差 別 的 劳 动 ，足 同 一 的 力 量 的 耗 费 。因 此 ，体 现 在全部价 
值 中 的 社 会 的 全 部 劳 动 力 ，只 是 当 做 唯 一 的 力 量 ，虽 然它 是由无数 单  
个 劳 动 力 构 成的。每 一 个 单 个 劳 动 力 ，同 任 何 另 一 个 单 个 劳 动 力 是  
相 同 的 ，只 要 它 具 有 社 会 平 均 的 力 量 的 性 质 . 作 为 这 种 力 量 起 作 用 ， 
就 是 说 ，在 商 品 的 生 产 上 只 使 用 平 均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或 社 会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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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产 商 品 的 社 会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是 在 一 定 社 会 的 正 常 的 条 件 下 • 

在 平 均 熟 练 程 度 和 劳 动 强 度 "F劳 动 所 需 要 的 时 间 。在英国 使用蒸汽 
织 布 机 16以 后 ，把 一 定 量 的 纱 织 成 布 所 需 要 的 劳 动 可 能 比 过 去 少 一  
半 。英国 的手工织 布工人把纱 织 成布仍旧 要用以前那样 多的劳 动 时  
间 ，但这 时 他一小 时 的 个 人 劳 动 的 产 品 只 代 表 半 小 时 的 社 会 劳 动 ，并  
且 只 提 供 以 前 价 值 的 一 半 。

可 见 ，只 是 在 一 定 社 会 内 生 产 物品所必要的劳 动 量或劳 动 时 间 . 

决 定 该 物 品 的 价 值 量 。(9)在 这 里 ，单 个 商 品 是 当 做 该 种 商 品 的 平 均  
样 品 。(10)因 此 ，含 有 等 量 劳 动 或 能 在 同 样 时 间 内 生 产 出 来 的 商 品 ， 
具 有 同 样 的 价 值 。 一种 商品的价值 同其他任何一种 商品的价值 的比 
例 ，就 是 生 产 前 者 的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同 生 产 后 者 的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的  
比例。

显 然 ，如 果 生 产 商 品 所 需 要 的 时 间 不 变 ，商 品 的 价 值 量 也 就 不  
变 。但 是 ，生 产 商 品 所 需 要 的 时 间 随 着 劳 动 生 产 力 的 每 一 变 动 而 变  
动 ，而 劳 动 生 产 力 是 由 多 种 情 况 决 定 的 ，其 中 包 括 :劳 动 者 的 平 均 熟  
练 程 度 ，科 学 的 发 展 水 平 和 它 在 工 艺 上 应 用 的 程 度 ，生 产 的 社 会 结  
合 ，生 产 资 料 的 规 模 和 效 能 ，以 及 纯 粹 的 自 然 条 件 。例 如 .同 一 劳 动  
量 在 丰 收 年 表 现 为 八 蒲 式 耳 小 麦 ，在相反的场 合只表现 为 四蒲式耳。

F

(9) “当 有 用 物 互 相 交 换 的 时 候 ，它 们 的 价 值 取 决 于 生 产 它 们 所 必 需 的 和  
通 常 所 用 掉 的 劳 动 1 。 ” (《对 货 币 利 息 .特 别 是 公 债 利 息 的 一 些 看 法 》伦 敦 版 第  
36 页 )上 一 世 纪 的 这 部 值 得 注 意 的 匿 名 著 作 没 有 注 明 出 版 日 期 。但 从 它 的 内  
容 可 以 看 出 . 该 书 是 在 乔 治 二 世 时 代 ，大 约 1739年 或 1740年 出 版 的 。

(10) “ 全 部 同 类 产 品 其 实 只 是 一 个 M ,这 个 M的 价 格 是 整 个 地 决 定 的 ，而 
不 以 特 殊 情 况 为 转 移 。”r勒 特 罗 纳 《论 社 会 利 益 》, 德 尔 编 《1 农 学 派 》1846年巴 
黎 版 第 89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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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劳 动 量用在富矿 比用在贫 矿 能提供更多的金属 等等。金刚 石在 
地 壳 表 层 是 很 稀 少 的 ，因 而 发 现 金 刚 石 平均要花很 多劳 动 时 间 ，因此 
很 小一块 金刚 石就代表很 多劳 动 。金是否按其全部价值 支付过 是值  
得 怀 疑 的 。17至 于 金 刚 石 ，就 更 可 以 这 样 说 了 。厄 什 韦 葛 说 过 ，到 
1823年 ，巴 西 金 刚 石 矿 8 0 年 的 总 产 量 的 价 格 还 赶 不 上 巴 西 甘 蔗 种  
植 园 或 咖 啡 种 植 园 一 年 半 平 均 产 量 的 价 格 ，18虽 然 前 者 代 表 的 劳 动  
多 得 多 ，从 而 价 值 也 多 得 多 。如 果 发 现 富 矿 ，同 一 劳 动 量 就 会 实 现  
为 更 大 量 的 金 刚 石 ，金 刚 石 的 价 值 就 会 降 低 。假 如 能 用 不 多 的 劳  
动 把 煤 转 化 为 金 刚 石 ，金 刚 石 的 价 值 就 会 低 于 砖 的 价 值 。总 之 ，劳  
动 生 产 力 越 高 ，生 产 一 种 物 品 所 需 要 的 吋 间 就 越 少 ，凝 结 在 该 物 品  
中 的 劳 动 量 就 越 小 ，该 物 品 的 价 值 就 越 小 。，相 反 地 ，劳 动 生 产 力 越  
低 , 生 产 一 种 物 品 的 必 要 时 间 就 越 多 ，该 物 品 的 价 值 就 越 大 。 可 
见 . 商 品 的 价 值 量 与 实 现 在 商 品 中 的 劳 动 的 量 成 正 比 地 变 动 .与 这  
一 劳 动 的 生 产 力 成 反 比 地 变 动 。

现 在 我 们 知 道 :价值 实 体 就是劳 动 ;劳 动 量的尺度就是劳 动 持续  
时 间 。

一 个 物 可 以 是 使 用 价 值 而 不 是 价 值 。这 就 使 一 个 物 可 以 对 人  
有 用 而 不 必 是 人 的 劳 动 的 产 物 。例 如 ，空 气 、天 然 草 地 、处 女 地 等  
等 。一 个 物 可 以 有 用 . 而 且 是 人 类 劳 动 产 品 ，但 不 是 商 品 。谁 用自 
己 的 产 品 來 满 足 自 己 的 需 要 ，他 生 产 的 就 只 是 个 人 的 使 用 价 值 。 
要 生 产 商 品 ，他 不 仅 要 生 产 使 用 价 值 ，而 且 要 为 别 人 生 产 使 用 价  
值 . 即 生 产 社 会 的 使 用 价 值 。最 后 ，没 有 一 个 物 可 以 是 价 值 而 不 是  
有 用 物 。如 果 物 没 有 用 ，那 么 其 中 包 含 的 劳 动 也 就 白 白 耗 费 了 ，因 
此 不 创 造 价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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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商品所体 现 的劳 动 的二重性

起 初 我 们 看 到 ，商 品 是 一 种 二 重 的 东 西 .即 使 用 价 值 和 交 换 价  
值 》后 来 我 们 看 到 ，一 旦 生 产 使 用 价 值 的 劳 动 表 现 为 价 值 本 身 ，那 
么 ，这 种 劳 动 的 一 切 特 点 也 就 消 失 了 。商 品 中 包 含 的 劳 动 的 这 种 二  
重 性 ，是 首 先 由 我 明 确 指 出 的 。 这 一 点 是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枢 纽 ，因 
此 ，在这 里要 较 详 细 地 加 以 说 明 。

我 们 就 拿 两 种 商 品 如 1 件 上 衣 和 10米 麻 布 来 说 ，假定前者的价 
值 比后者的价值 大一倍。所 以 ，如 果 ]〇米麻布 = X ，那 么 1 件上衣 = 2x。

上衣是满 足一种 特殊 需 要 的 使 用 价 值 。上衣产 生于一种 特定种  
类 的 生 产 活 动 。这 种 生 产 活 动 是 由 它 的 0 的 、操 作 方 式 、对 象 、手段 
和结 果 决 定 的 。表 现 为 自 己 产 品 的 有 用 性 或 使 用 价 值 的 劳 动 ，我们  
简 称 为 有 用 劳 动 。从 这 个 观 点 来 看 ，劳 动 总 是 联 系 到 它 的 有 用 效 果  
来 考 察 的 。

h 衣 和 麻 布 是 两 种 不 同 的 有 用 物 . 同样 .生产 上衣的裁缝 劳 动 和 
生 产 麻 布 的 织 工 劳 动 也 不 相 同 。 如 果 这 些 物 不 是 不 同 质 的 使 用 价  
值 ，从 而 不 是 不 同 质 的 有 用 劳 动 的 产 品 ，它 们 就根本不能作为 商品来  
互 相 对 立 。上 衣 不 会 d 上 衣 交 换 .一 种 使 用 价 值 不 会 与 同 种 的 使 用  
价 值 交 换 。

与 各 种 使 用 价 值 的 总 和 相 对 应 的 有 同 样 多 种 的 、按 照 属 、种 、科 
分 类 的 有 用 劳 动 的 总 和 ，即 社 会 分 工 。没 有 这 种 分 工 就 没 有 商 品 生

( 1 1 ) 卡 尔 • 马 克思《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丨 859年 柏 林 版 第 12、13等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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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虽 然 不 能 反 过 来 说 商 品 生 产 对 社 会 分 工 是 不 可 缺 少 的 。在古代 
印度公社20中 就 有 社 会 分 工 ，但 产 品 并 不 因 此 而 成 为 商 品 。或者拿 
一 个 熟 悉 的 例 子 来 说 ，每 个 工 厂 内 都 有 系 统 的 分 工 ，但是这 种 分工不 
是由于工人交换 他们 个 人的产 品而产 生的。只有独 立的互不依赖 的 
私 人 劳 动 的 产 品 ，才 表 现 为 可 以 互 相 交 换 的 商 品 。

可 见 ，每 个 商 品 的 使 用 价 值 都 包 含 着 特 殊 的 有 用 劳 动 或 有 特 殊  
目的的生产 活动 。各 种 使 用 价 值 只 有 包 含 不 同 质 的 有 用 劳 动 ，才能 
作为 商品互相对 立。在 产 品 普 遍 采 取 商 品 形 式 的 社 会 里 ，也就是在 
一 切 生 产 者 都 必 定 是 商 人 的 社 会 里 ，作为 自由生产 者的私事而各自 
独 立进 行 的 各 种 有 用 劳 动 的 这 种 区 别 ，发 展 成 一 个 多 支 的 体 系 ，发 展 
成 社 会 分 工 。

对 上 衣 来 说 .无 论 是 裁 缝 自 己 穿 还 是 他 的 顾 客 穿 . 都 是 一 样 的 。 
在 这 两 种 场 合 ，它 都 是 起 使 用 价 值 的 作 用 。同 样 ，上衣和生产 上衣的 
劳 动 之 间 的 关 系 ，也 并 不 因 为 裁 缝 劳 动 成 为 专 门 职 业 ，成为 社会 分工 
的一个 环 节 就有所改变 。 自 从 人 有 了 穿 衣 的 需 要 ，人 已 经 缝 了 几 千  
年 的 衣 服 ，伹 并 没 有 人 因 此 而 成 为 裁 缝 。但 是 ，麻 布 、上 衣 以 及 任 何  
一 种 不 是 天 然 存 在 的 物 质 财 富 要 素 ，总 是 必 须 通 过 某 种 旨 在 使 自 然  
物质 适合亍 人类 需要的 特 殊 生 产 活 动 创 造 出 来 。劳 动 就它 生产 使用 
价 值 ，就 它 是 有 用 劳 动 而 言 ，它 与 一 切 社 会 形 式 无 关 ,是 人 类 生 存 的  
不 可 缺 少 的 条 件 •是 永 恒 的 必 然 性 ，是 人 和 自 然 之 间 的 物 质 循 环 的  
中介。

卜.衣 、麻 布 等 等 使 用 价 值 . 即 种 种 商 品 体 .是 物 质 和 劳 动 这 两 种  
要素的结 合。如 果 把 」衣 、麻 布 等 等 包 含 的 各 种 不 同 的 有 用 劳 动 的  
总 和 除 外 . 总 还 剩 有 物 质 ，剩 有 某 种 天 然 存 在 的 、完 全 不 依 赖 人 的  
东 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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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只 能 像 自 然 本 身 那 样 发 挥 作 用 . 就 是 说 ，只 能 改 变 物 质 的 形  
式 。(121不 仅 如 此 ，他 在 这 种 单 纯 改 变 形 态 的 劳 动 中 还 要 经 常 依 靠  
自 然 力 的 帮 助 。因 此 ，劳 动 并 不 是 它 所 生 产 的 使 用 价 值 即 物 质 财  
富 的 唯 一 源 泉 。 正 像 威 廉 • 配 第 所 说 • 劳 动 是 财 富 之 父 .土 地 是 财  
富 之 母 。 21

现 在 ，我 们 放 下 作 为 使 用 物 品 的 商 品 . 来 考 察 商品价值 。
我 们 曾 假 定 . 匕衣的价值 比麻布大一倍《但 这 只 是 量 的 差 别 ，我 

们 先 不 去 管 它 。我 们 要 记 住 的 是 . 假 如 1件 上 衣 的 价 值 比 1 0米麻布 
的 价 值 大 一 倍 . 那 么 .2 0 米 麻 布 就 等 于 1 件 上 衣 。作为 价值 •上衣和 
麻 布 是 有 相 同 实 体 的 物 . 是 同 种 劳 动 的 客 观 表 现 . 但 缝 衣 和 织 布 是  
不 同 质 的 劳 动 。然 而 在 有 些 社 会 状 态 下 ，同 一 个 人 时 而 是 裁 缝 吋 而  
是 织 工 . 因 此 ，这 两 种 不 同 的 劳 动 只 是 同 一 个 人 的 劳 动 的 变 化 ，还 不 
是 不 同 的 人 的 固 定 职 能 ，正 如 我 们 的 裁 缝 今 天 缝 h 衣和明天缝 裤 子 
只 是 他 个 人 劳 动 的变 化一样 。其 次 ，一 看 就 知 道 ，在我们 资 本主义 社 
会 里 ，随 着 劳 动 需 求 方 向 的 改 变 ，总 有一定部分的人类 劳 动 时 而采取 
缝 的 形 式 ，时 而 采 取 织 的 形 式 》无 论 劳 动 形 式 的 这 种 变 换 引 起 仆 么

(】2> “宇 宙 的 一 切 现 象 ，不 论 是 由 人 手 创 造 的 • 还 是 由 自 然 的 一 般 规 律 引  
起 的 ，都 不 是 真 正 的 创 造 ，而 只 是 物 质 的 形 态 变 化 。结 合 和 分 离 是 人 的 智 薏 在  
分 析 再 生 产 的 观 念 吋 发 现 的 唯 一 要 素 ;土 地 、空 气 和 水 在 田 地 上 变 成 谷 物 ，或者 
昆 虫 的 分 泌 物 经 过 人 的 手 变 成 丝 绸 •或 通 过 金 属 原 子 的 排 列 來 制 造 金 属 . ①  
也 是 价 值 (指 使 用 价 值 . 尽 管 韦 1 在 这 里 同 重 农 学 派 论 战 时 自 己 也 不 淸 楚 说 的  
是 哪 一 种 价 值 >和 财 富 的 再 生 产 。 彼 得 罗 • 韦 里 《政 治 经 济 学 研 究 》1771年初 
版 ，载 于库 斯托第编 《意 大 利 政 治 经 济 学 名 家 文 集 • 现 代 部 分 》第 U 卷 第 22 页 ）

① 此 处 的 意 大 利 原 文 是 “owero alcimi pezzeni di métallo si organizzirio a for 
mare una ripetizione”，即 “或 一 些 金 属 片被装 配成钟 表” 。 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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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的 摩 擦 ，这 种 变 换 是 必 定 要 发 生 的 。
归 根 结 底 . 如 果 把 生 产 活 动 的 有 用 性 质 撇 开 ，生 产 活 动 就 是 人 的  

力量的耗费 。尽 管 缝 和 织 是 不 同 的 ，但 二 者 都 是 人 的 脑 、肌 肉 、神 经 、手 
等等 的生 产 耗 费 .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 ，二 者 都 是 同 一 的 人 类 劳 动 。人类 劳  
动 力 的 运 动 在不同的生产 活 动 中只是改变 形式，它 当 然 必 须 有 一 定 的  
发 展 ，才 能 以 这 种 或 那 种 形 式 耗 费 。但 是 ，商 品 价 值 体 现 的 仅 仅 是 人  
类 劳 动 ，是 一 般 的 人 的 力 量 的 耗 费 。正 如 在 市 民 社 会 里 ，将 军 或 银 行  
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 人 本 身 则 扮 演 极 卑 微 的 角 色 一 样 (13),人 类 劳  
动 在 这 里也是这 样 。它 是 每个 没 有 任 何 专 长 的 普 通 人 的机 体 具 有 的简  
单 的力量的耗费 。简 单 平 均 劳 动 虽 然 在 不 词 的 国 家 和 不 同 的 时 代 具  
有 不 同 的 性 质 ，但 在 一 定 的 社 会 里 是 一 定 的 。复 杂 劳 动 (熟练 劳 动 )只  
是 简 单 劳 动 的 乘 方 或 不 如 说 是 自 乘 的 简 单 劳 动 . 因 此 ，一 定 量 的 复 杂  
劳 动 等于更多量的简 单 劳 动 。经 验 证 明 ，这 种 简 化 是 经 常 进 行 的 。 一  

个 商品可能是最复 杂 的 劳 动 的 产 品，但 是 它 的 价 值 会 按 某 种 比 例 把 它  
还 原 为 简 单 劳 动 的 产 品 ，因 而 它 本 身 只 表 示 一 定 量 的 简 单 劳 动 。(11)各 
种 劳 动 化 为 当 做 它 们 的 计 量 单 位 的 简 单 劳 动 的不 同 比 例 ，是 在 生 产 者  
不 知 道 的 情 况 下 由 社 会 确 定 的 ，因 而 在 他 们 看 来 ，似 乎 这 是 约 定 俗 成  
的 东 西。可 见 ，我们 在价值 分析中应 该 把 各 种 劳 动 力 当 做 简 单 劳 动 力 》

因 此 ，正 如 在 麻 布 和 上 衣 的 价 值 中 ，它 们 的 使 用 价 值 的 差 别 被 消  
除 一 样 ，在 这 些 价 值 所 代 表 的 劳 动 中 ，劳 动 的 有 用 形 式 即 缝 衣 和 织 布  
的 区 别 也消失了  „ 既 然 使用 价 值 麻 布 和丨 :衣 是 特殊 的 生 产 活 动 同 纱

( l：i ) 参 看 黑 格 尔 《法 哲 学 》1840年 柏 林 版 第 250 页 第 】!)0 节 。
( 1 4 ) 读 者 应 当 注 意 .这 甩 指 的 不 是 工 人 得 到 的 一 个 工 作 「丨 的 工 资 或 价  

尥 • 而 是 指 这 个 工 作 「丨 物 化 成 的 商 品 价 值 ，在 我 们 叙 述 的 这 个 阶 段 ，I：资 这 个  
范 畴 根 本 还 不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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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呢 绒 的 结 合 ，1〖1丨 这 些物的价值 ，不 过 是 同 种 劳 动 的 纯 粹 的 结 晶 ，凝 
固 在 这 些 价 值 屮 的 劳 动 ，同 纱 和 呢 绒 也 就 不 再 有 生 产 上 的 关 系 ，时 只 
是 衣 示 同 样 的 人 的 力 量 的 耗 费 。 正 是 由 于 织 和 缝 具 奋 不 冋 的 质 ，它  
们 才 形 成 麻 布 和 上 衣 ;但 是 ，它 们 只 是 由 于 它 们 的 共 同 的 人 类 劳 动 的  
质 才 形 成 麻 布 和 上 衣 的 价 值 。

上 衣 和 麻 布 不 仅 是 一 般 的 价 值 . 而 且 是 一 定 量 的 价 值 。我们 曾 
假 定 ，1 件 上 衣 的 价 值 比 10米 麻 布 的 价 值 大 一 倍 。这 种 差 別 是 从 哪  
里 来 的 呢 ？ 这 是 由 于 麻 布 包 含 的 劳 动 只 有 上 衣 的 一 半 ，因 而 生 产 后  
者 所 要 耗 费 劳 动 力 的 时 间 必 须 比 生 产 前 者 多 一 倍 。

因 此 .就 使 用 价 值 说 .有 意 义 的 只 是 商 品 中 包 含 的 劳 动 的 质 ，就 
价 值 量 说 ，有 意 义 的 只 是 商 品 中 包 含 的 劳 动 的 M 。在 前 一 种 情 况 下 ， 
是 怎 样 劳 动 ，劳 动 生 产 什 么 的 问 题 ; 在 后 一 种 情 况 下 ,是 劳 动 时 间 多  
长 的 问 题 。既 然 商 品 的 价 值 量 只 是 表 示 商 品 中 包 含 的 劳 动 量 . 那 么 ， 
在 一 定 的 比 例 11，一 切 商 品 应 该 总 是 等 量 的 价 值 D

如 果 生 产 一 件 上 衣 所 需 要 的 一 切 有 用 劳 动 的 生 产 力 不 变 ，上衣 
的 价 值 量 就 同 上 衣 的 数 量 一 起 增 加 。如 果 一 件 上 衣 代 表 X 个 工作 
日 . 两 件 上 衣 就 代 表 2 x 个 工 作 日 ，依 此 类 推 。但 是 ，如果我们 假定生 

产 一 件 上 衣 的 必 要 劳 动 的 持 续 吋 间 增 加 一 倍 或 减 少 一 半 • 那 么 在 前  
一 种 场 合 ，一 件 上 衣 就 具 有 以 前 两 件 上 衣 的 价 值 . 在 后 一 种 场 合 .两  
件 上 衣 就 只 有 以 前 一 件 上 衣 的 价 值 。虽 然 在 这 两 种 场 合 ，上 衣 的效  
用 和 从 前 一 样 ，而 生 产 上 衣 的 有 用 劳 动 的 质 也 和 从 前 一 样 。 怛 生产  
上 衣 所 耗 费 的 劳 动 量 有 了 变 化 。

更 多 的 使 用 价 值 显 然 就 足 更 多 的 物 质 财 富 :两 件 上 衣 可 以 两 个  
人 穿 ，一 件 上 衣 只 能 一 个 人 穿 ，依 此 类 推 》然 而 随 着 物 质 财 富 的 M的 
增 长 ，它 的 价 值 可 能 同 时 下 降 。这 种 矛 盾 运 动 来 源 ？劳 动 的 二 重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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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用 劳 动 在 一 定 时 间 内 的 效 率 取 决 于 它 的 生 产 力 。因 此 ，有 用 劳 动  
成 为 较 富 或 较 贫 的 产 品 源 泉 与 有 用 劳 动 的 生 产 力 的 提 高 或 降 低 成 正  
比 。相 反 地 ，这 种 生 产 力 的 变 化 从 来 不 会 直 接 影 响 表 现 为 价 值 的 劳  
动 。既 然 生 产 力 属 于 具 体 的 有 用 劳 动 ，它 不 再 同 抽 去 了 有 用 形 式 的  
劳 动 有 关 。不 管 劳 动 生 产 力 发 生 了 什 么 变 化 ，在 同 样 的 时 间 内 执 行  
职 能 的 同 一 劳 动 总 是 凝 固 为 同 一 价 值 。但 它 在 一 定 时 间 内 提 供 的 使  
用 价 值 ，在 生 产 力 提 高 时 就 多 些 .在 生 产 力 降 低 时 就 少 些 。任何能提 
高 劳 动 成 效 从 而 增 加 劳 动 所 提 供 的 使 用 价 值 量 的 生 产 力 变 化 ，如果 
会 缩 减 生 产 这 个 使 用 价 值 量 所 必 需 的 劳 动 时 间 的 总 和 ，就 会 减 少 这  
个 增 大 的 总 量 的 价 值 。反 之 亦 然 。

从 以 上 的 论 述 可 以 得 出 结 论 ，即 使 严 格 地 说 在 商 品 中 不 存 在 两  
种 劳 动 ，但 是 ，随 着 把 商 品 的 使 用 价 值 看 做 它 的 产 品 ，或 者 把 这 个 商  
品 的 价 值 看 做 它 的 纯 客 观 表 现 ，同 一 种 劳 动 在 商 品 中 就 同 自 身 相 对  
立 着 。一切 劳 动 ，一方 面 是 人 的 力 量 在 生 理 学 意 义 上 的 耗 费 .而 作 为  
相 同 的 人 类 劳 动 . 它 形 成 商 品 价 值 a —切 劳 动 ，另 一 方面 是 人 的 力 量  
在 某 种 由 特 殊 目 的 决 定 的 生 产 形 式 上 的 耗 费 .而 作 为 具 体 的 有 用 劳  
动 ，它 生 产 使 用 价 值 或 效 用 <■ 商 品 要 成 为 价 值 ，首 先 必 须 是 效 用 ；同 
样 ，劳 动 要 被 看 做 抽 象 意 义 上 的 人 的 力 量 、人 类 劳 动 的 耗 费 ，首先必 
须 是 有 用 劳 动 / t5)

( i ^ ) 为 :T 证 明 “只 A 劳 动 才 是 我 们 在 任 何 时 候 都 能 够 用 来 估 计 和 比 较 各  
种 商 品 价 值 的 现 实 的 尺 度 ”，亚 • 斯 密 写 道 ：“劳 动 量 在 任 何 时 候 和 任 何 地 方 对  
劳 动 者 來 说 都 必 定 具 有 N 样 的 价 值 》 在 工 人 的 健 康 、精 力 和 活 动 正 常 的 情 况  
下 . 在 他 所 能 具 有 的 平 均 熟 练 程 度 的 情 况 下 ，他 总 是 要 牺 牲 同 样 多 的 安 宁 、自由 
和 宰 福 ”(《国 富 论 》第 1 卷 第 5 章 ） 方 面 . 亚 • 斯 密 在 这 里 ( 不 是 在 每 一 处 ） 

把 价 值 决 定 于 生 产 商 品 所 耗 费 的 劳 动 量 ，同 商 品 价 值 决 定 于 劳 动 的 价 值 混 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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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在 ，价 值 实 体 和 价 值 量 已 经 被 规 定 ，剩 下 的 事 情 是 要 分 析 价 值  
形 式 。

3 . 价 值 形 式

商 品 是 以 铁 、麻 布 、羊 毛 等 等 使 用 价 值 或 商 品 材 料 的 形 式 出 现  
的 。这 不 过 是 它 们 的 自 然 形 式 。但 它 们 所 以 是 商 品 ，只 因 为 它 们 同  
时 是 两 个 东 西 ，既 是 使 用 物 品 乂 是 价 值 承 担 者 „ 因 此 ,它 们 只有 表 现  
为 二 重 的 形 式 ，即 自 然 形 式 和 价 值 形 式 ，才 能 进 入 流 通 。

商 品 的 价 值 所 具 有 的 现 实 性 不 同 于 福 斯 泰 夫 的 情 妇 快 嘴 桂 嫂 . 
你 不 知 道 对 它 怎 么 办 。同 商 品 体 的 粗 糙 性 正 好 相 反 ，在 商 品 体 的 价  
值 中 连 一 个 物 质 原 子 也 没 有 。 因 此 ，每 一 个 商 品 不 管 你 怎 样 颠 来 倒  
去 ，它 作 为 价 值 物 总 是 不 可 捉 摸 的 。但 是 如 果 我 们 记 得 ，商品的价值

谈 ，因 而 他 力 图 证 明 ，等 量 的 劳 动 总 是 具 有 同 样 的 价 值 。 另 一 方 面 ，他 感 觉 到 ， 
劳 动 就 它 表 现 为 商 品 的 价 值 而 论 . 确 实 只 是 人 类 劳 动 力 的 耗 费 .但 他 把 这 种 耗  
费 又 仅 仅 理 解 为 牺 牲 安 宁 、自 由 和 幸 福 ，而 不 是 把 它 也 看 做 正 常 的 生 命 活 动 , 
诚 然 ，他 看 到 的 是 现 代 雇 佣 工 人 „ —— 我 们 已 经 提 到 的 亚 • 斯 密 的 那 位 前 辈 的  
说 法 要 恰 当 得 多 。 他 说 :“某 人 制 造 这 种 必 需 品 用 了 一 个 星 期 … … 而 拿 另 一 种  
物 与 他 进 行 交 换 的 人 要 确 切 地 估 计 出 什 么 是 真 正 的 等 值 物 .最 好 计 算 出 什 么 东  
西 会 花 费 自 己 同 样 多 的 劳 动 时 间 。这 实 际 上 就 是 说 :一 个 人 在 一 定 时 间 内 在 一  
物 上 用 去 的 劳 动 ，同 另 一 个 人 在 同 样 的 时 间 内 在 另 一 物 上 用 去 的 劳 动 相 交 换 。 ” 
(《对 货 币 利 息 .特 别 是 公 债 利 息 的 一 些 看 法 》第 3 9 页 ）

( 1 6 ) 少 数 经 济 学 家 •例 如 赛 • 贝 利 . 曾 力 图 分 析 价 值 形 式 ,但 没 有 得 到 任  
何 结 果 ，这 首 先 是 因 为 他 们 总 是 把 价 值 形 式 同 价 值 混 为 一 谈 ，其 次 ，是 因 为 在 讲  
求 实 用 的 资 产 者 的 粗 鄙 的 影 响 下 ，他 们 一 开 始 就 只 注 意 量 的 规 定 性 。“对 量 的  
支 配 ……构 成 价 值 。”( 赛 • 贝 利 《货 币 及 其 价 值 的 变 动 》]837年 伦 敦 版 第 1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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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具 有 纯 粹 的 社 会 现 实 性 ，而 它 们 只 有 作 为 同 一 的 社 会 单 位 即 人 类  
劳 动 的 表 现 才 能 获 得 这 种 现 实 性 •那 么 很 明 显 ，这 种 社 会 的 现 实 性 只  
能 在 社 会 交 换 中 ，在 商 品 同 商 品 的 关 系 中 表 现 出 来 。我 们 实 际 上 也  
是 从 商 品 的 交 换 价 值 或 交 换 关 系 出 发 .才 探 索 到 隐 藏 在 其 中 的 商 品  
价 值 。现 在 我 们 必 须 回 到 价 值 最 初 在 我 们 面 前 呈 现 出 来 的 形 式 。

谁 都 知 道 —— 即 使 他 别 的 什 么 都 不 知 道 ，—— 商 品 具 有 同 它 们  
的 五 光 十 色 的 自 然 形 式 成 鲜 明 对 照 的 、特 殊 的 价 值 形 式 ，即 货 币 形  
式 。现 在 我 们 要 做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从 来 没 有 打 算 做 的 事 情 :就 是 要  
指 明 货 币 形 式 的 起 源 ，就 是 说 ，探 讨 商 品 价 值 关 系 中 包 含 的 价 值 表  
现 ，从 最 简 单 的 最 不 显 眼 的 样 子 一 直 到 一 1目 了 然 的 货 币 形 式 。这 样 ， 
货 币 的 谜 就 会 随 着 解 除 和 消 失 。

商 品 之 间 只 有 价 值 关 系 ，而 没 有 其 它 关 系 。显 然 ，最 简 单 的 价 值  
关 系 就 是 一 个 商 品 同 另 一 个 不 同 种 的 商 品 （不 管 是 哪 一 种 商 品 都 一  
样 ）的 价 值 关 系 。 因 此 .两 个 商 品 的 价 值 关 系 或 交 换 关 系 为 一 个 商 品  
提 供 了 最 简 单 的 价 值 表 现 。

A. 简 单 的 或 偶 然 的 价 值 形 式

X 量 商 品 A  =  y 量 商 品 B ，或 X 量 商 品 A 值 y 量 商 品 B 。
(2 0 米 麻 布 = 1 件 上 衣 ，或 2 0米 麻 布 值 1 件上衣

一 切 价 值 形 式 的 秘 密 都 隐 藏 在 这 个 简 单 的 形 式 中 。 因 此 ，分 析  
这 个 形 式 很 困 难 。

( a ) 价 值 表 现 的 两 极 :相 对 价 值 形 式 和 等 价 形 式

两 个 不 同 种 的 商 品 A 和 B，如 我 们 例 子 中 的 麻 布 和 上 衣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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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显 然 起 着 两 种 不 同 的 作 用 。麻 布 通 过 上 衣 表 现 f t己 的 价 值 ，上衣 
则 成 为 这 种 价 值 表 现 的 材 料 。前 一 个 商 品 起 主 动 作 用 ，后 一 个 商 品  
起 被 动 作 用 》前 一 个 商 品 的 价 值 表 现 为 相 对 价 值 ，后 一 个 商 品 起 等  
价 物 的 作 用 。

相 对 形 式 和 等 价 形 式 是 同 一 价 值 表 现 的 互 相 联 系 、不 可 分 离 的  
两 个 方 面 ，同 时 又 是 同 一 价 值 表 现 的 互 相 排 斥 的 对 立 的 两 端 即 两 极 ； 
这 两 端 或 两 极 总 是 分 配 在 通 过 价 值 表 现 互 相 发 生 关 系 的 不 同 的 商 品  
上 。2 0米 麻 布 = 2 0 米 麻 布 ，这 个 等 式 只 是 说 ，2 0 米 麻 布 无 非 是 20 

米 麻 布 ，也 就 是 说 ，无 非 是 一 定 量 的 使 用 价 值 。因 此 ，麻 布 的 价 值 只  
能 通 过 另 一 个 商 品 表 现 出 来 ，即 相 对 地 表 现 出 来 。因 此 .这 就 要 求 这  
另 一 个 与 麻 布 相 对 立 的 商 品 处 于 等 价 形 式 。 另 一 方 面 ，这 另 一 个 充  
当 等 价 物 的 商 品 不 能 同 时 处 于 相 对 价 值 形 式 。它 不 表 现 自 己 的 价  
值 。它 只 是 为 前 一 个 商 品 的 价 值 表 现 提 供 材 料 。

诚 然 ，2 0米 麻 布 = 1 件 上 衣 ，或 2 0米 麻 布 值 丨 件 上 衣 ，这 种 表 现  
也 包 含 着 相 反 的 关 系 ：1 件 上 衣 二 2 0米 麻 布 .或 1 件 上 衣 值 2 0米麻 

布 。但 是 ，要 相 对 地 表 现 上 衣 的 价 值 ，我 就 必 须 把 等 式 倒 过 来 ，而一 
旦 我 这 样 做 ，麻 布 就 代 替 它 成 为 等 价 物 了 》可 见 ，同一个 商品在同一 
个 价 值 表 现 中 ，不 能 同 时 具 有 这 两 种 形 式 》这 两 种 形 式 是 作 为 两 极  
互 相 排 斥 的 。

(b ) 相 对 价 值 形 式

( 1 ) 相 对 价 值 形 式 的 内 容  
要 发 现 一 个 商 品 的 简 单 价 值 表 现 怎 样 包 含 在 两 个 商 品 的 价 值 关  

系 中 ，首 先 必 须 撇 开 这 个 价 值 关 系 的 量 的 方 面 来 考 察 这 个 关 系 。 人 
们 通 常 的 做 法 正 好 相 反 ，他 们 在 价 值 关 系 中 只 看 到 两 种 商 品 的 一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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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彼 此 相 等 的 比 例 。他们 忽略了  .不 同 的 物 只 有 化 为 同 一 单 位 后 ，才 
能在量上弓:相 比 较 。不 同 的 物 只 有 在 那 时 才 具 有 同 一 的 名 称 ，并 成
为 可 通 约 的 。

不 论 20米 麻 布 = 1 件 上 衣 ，或 = 2 0 件 上 衣 ，或 = x 件 上 衣 ，也就 

是 说 ，不 论 一 定 量 的 麻 布 值 多 少 件 上 衣 ，每 一 个 k 样 的 比 例 总 是 包 含  
这 样 的 意 思 :上 衣 和 麻 布 作 为 价 值 量 是 同 一 单 位 的 表 现 。麻 布 = 上 
衣 是 这 一 等 式 的 基 础 。

但 是 ,等 同 的 质 即 同 一 的 本 质 由 此 已 经 得 到 证 实 的 这 两 个 商 品  
在 这 1 所 起 的 作 用 是 不 同 的 。在 这 里 ，只 有 麻 布 的 价 值 得 到 表 现 。 
是 怎 样 表 现 的 呢 ？是 通 过 把 另 一 种 不 同 的 商 品 上 衣 ，也 就 是 说 ，一种  
能 代 替 它 或 者 可 以 同 它 相 交 换 的 物 当 做 它 的 等 价 物 。首 先 很 清 楚 , 

上 衣 只 是 作 为 价 值 存 在 的 形 式 进 入 这 个 关 系 ，因 为 它 只 有 表 现 价 值 , 

才 能 在 另 一 个 商 品 面 前 充 当 价 值 。 另 一 方 面 ，麻 布 自 身 的 价 值 在 这  
里 显 示 出 来 了 ，或 得 到 了 不 同 的 表 现 ，事 实 上 .如 果 麻 布 本 身 不 是 价  
值 ，上 衣 能 够 和 麻 布 相 等 或 成 为 它 的 等 价 物 吗 ？

我 们 来 借 用 一 个 化 学 上 的 类 比 。丁 酸 同 甲 酸 丙 酯 是 外 表 上 和 物  
理 、化 学 性 质 上 不 同 的 物 体 。但 它 们 包 含 着 同 样 的 元 素 —— 碳 、氢 、 
氧 。而 且 , 它 们 包 含 的 这 些 元 素 的 比 例 相 同 即 C,HS()2。现 在 ，假如 

把 甲 酸 丙 酯 看 做 与 丁 酸 相 等 ，或 者 说 使 甲 酸 丙 酯 成 为 等 价 物 ，那 么 ， 
在 这 个 关 系 中 . 甲 酸 丙 酯 只 是 c, Hs0 2 的 存 在 形 式 ，也 就 是 说 ，甲酸 

丙 酯 和 丁 酸 共 有 的 实 体 的 存 在 形 式 。 可 见 ，甲 酸 丙 酯 充 当 丁 酸 的 等  
价 物 的 等 式 是 把 丁 酸 的 实 体 表 现 为 和 它 的 物 体 形 态 完 全 不 同 的 某 种  
东 两 的 比 较 笨 拙 的 方 式 。

如 果 我 们 说 ，一 切 商 品 作 为 价 值 只 是 结 晶 的 人 类 劳 动 ，那 么 ，我 
们 的 分 析 就 是 把 商 品 化 为 价 值 抽 象 .何 是 ，它 们 仍 然 只 具 有 唯 一 的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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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即 有 用 物 的 自 然 形 式 。在 一 个 商 品 和 另 一 个 商 品 发 生 价 值 关 系  
时 ，情 形 就 完 全 不 同 了 。从 这 时 起 ，它 的 价 值 性 质 就 显 露 出 来 并 表 现  
为 决 定 它 与 另 一 个 商 品 的 关 系 的 固 有 的 属 性 。

如 果 把 上 衣 当 做 麻 布 的 等 价 物 ，那 么 ，前 者 包 含 的 劳 动 就 被 看 做  
与 后 者 包 含 的 劳 动 相 等 。 固 然 . 缝 与 织 不 同 。但 是 ，把 缝 看做 弓 织 相  
等 ，实 际 上 就 是 把 缝 化 为 它 与 织 确 实 共 有 的 东 西 ，化为 它 的 人 类 劳 动  
的 性 质 。这 就 是 以 间 接 的 方 式 表 明 •织 就 它 织 出 价 值 而 论 .和 缝 衣 毫  

无 区 别 ，也 就 是 说 ，是 抽 象 人 类 劳 动 ，因 此 . 这 个 等 式 表 现 r 构 成麻  
布 价 值 的 劳 动 的 特 殊 性 质 。

然 而 ，只 把 构 成 麻 布 价 值 的 劳 动 的 特 殊 性 质 表 现 出 来 ，是 不 够  
的 。处 于 流 动 状 态 的 人 类 劳 动 力 或 人 类 劳 动 形 成 价 值 ，但 本 身 不 是  
价 值 。它 只 是 在 凝 固 的 状 态 中 .在 物 的 形 式 上 才 成 为 价 值 。这 样 ，表 
现 麻 布 价 值 所 必 需 的 条 件 就 好 像 是 自 相 矛 盾 的 。一 方 面 应 该 把 它 表  
现 为 抽 象 人 类 劳 动 的 纯 粹 的 凝 结 ，因 为 商 品 作 为 价 值 没 有 其 他 的 现  
实 性 。另 一 方 面 这 种 凝 结 必 须 具 有 和 麻 布 本 身 明 显 不 同 的 物 的 形  
式 ，丨si这 种 凝 结 既 属 于 麻 布 ，又 是 麻 布 和 另 一 个 商 品 所 共 有 的 。这 个  
问 题 已 经 解 决 了 。

我 们 确 实 看 到 ，上 衣 一 旦 被 当 做 等 价 物 ，就 不 再需 要 身 份 证 来 证  
明 它 的 价 值 性 质 了 。在 这 种 作 用 中 它 自 身 的 存 在 形 式 变 成 了 价 值 的  
存 在 形 式 ;然 而 .上 衣 ，作 为 商 品 体 的 上 衣 ，只 是 使 用 价 值 ;一 件 上 衣  
同 任 何 一 块 麻 布 一 样 ，不 表 现 价 值 。这 只 是 证 明 ，上 衣 在 麻 布 的 价 值  
关 系 中 ，比 在 这 种 关 系 之 外 , 多 一 层 意 义 ;正 像 许 多 穿 着 镶 有 饰 带 的  
衣 服 的 大 人 物 一 旦 去 掉 饰 带 ，就 会 变 得 毫 无 价 值 一 样 。

在 上 衣 的 生 产 上 ，人 的 力 量 的 确 是 以 特 殊 的 形 式 被 耗 费 的 。 因 
此 ，上 衣 中 积 累 了 人 类 劳 动 。 从 这 方 面 看 ，上 衣 是 价 值 承 担 者 ，虽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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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衣 的 这 种 性 质 无 论 把 它 磨 得 多 旧 也 看 不 出 来 。在麻布的 价 值 关 系  
中 ，上 衣 没 有 别 的 意 义 ，即 使 上 衣 扣 上 了 纽 扣 ，麻 布 在 它 身 上 还 是 认  
出 与 自 己 同 宗 族 的 充 满 价 值 的 灵 魂 。这 是 事 情 的 纯 理 论 方 面 。事实  
上 ，如 果 价 值 不 同 时 采 取 上 衣 的 形 式 ，上 衣 就 不 能 在 它 的 外 部 关 系 中  
表 示 价 值 。例 如 ，如 果 在 B 看 来 ，陛 下 不 具 有 A1的 仪 表 , B 就 不 会 把  
A 当 做 陛 下 。大 概 就 是 这 个 原 因 ，随 着 国 王 的 每 次 更 换 ，陛 下 总 要  

改 变 容 貌 、头 发 和 其 他 许 多 东 西 。
可 见 ，使 上 衣 成 为 麻 布 的 等 价 物 的 关 系 把 上 衣 形 式 变 成 了 麻 布  

的 价 值 形 式 或 把 麻 布 的 价 值 表 现 在 上 衣 的 使 用 价 值 上 ，作 为 使 用 价  
值 .麻 布 是 在 感 觉 上 与 上 衣 不 同 的 物 ;作 为 价 值 ，它 却 是 与 上 衣 等 同  
的 东 西 ，因 而 看 起 来 就 像 上 衣 ，上 衣 与 麻 布 的 等 价 就 清 楚 地 证 明 了 这  
一 点 。它 的 价 值 属 性 通 过 它 和 上 衣 相 等 表 现 出 来 ，正 像 基 督 徒 的 羊  
性 通 过 他 和 上 帝 的 羔 羊 22相 似 表 现 出 来 一 样 。

我 们 看 到 ，一 当 麻 布 与 别 的 商 品 即 上 衣 交 往 时 ，商 品 价 值 的 分 析  
向 我 们 说 明 的 一 切 ，现 在 就 由 麻 布 自 己 说 出 来 了 。不 过 它 只 能 用 它  
自 己 通 晓 的 语 言 即 商 品 语 言 来 表 达 它 的 思 想 。为 了 说 明 它 的 价 值 是  
具 有 抽 象 属 性 的 人 类 劳 动 的 产 物 ，它 就 说 ，上 衣 只 要 与 它 相 等 ，从 而  
是 价 值 ，就 和 麻 布 一 样 是 由 同 一 劳 动 构 成 的 。为 了 说 明 它 的 高 尚 的  
价 值 现 实 性 不 同 于 它 的 浆 硬 的 纤 维 状 物 体 ，它 就 说 ，价 值 看起来 像上 
衣 ，因 此 它 自 己 作 为 价 值 物 ，就 同 上 衣 相 像 ，正 如 两 个 鸡 蛋 相 像 一 样 》 
顺 便 指 出 .除 希 伯 来 语 以 外 ，商 品 语 言 中 也 还 有 其 他 许 多 确 切 程 度 不  
同 的 方 言 。例 如 ，要 表 达 商 品 B 同 商 品 A 相 等 是 商 品 A 自 己的价 
值 表 现 . 德 文 “ Wertsem” [ 价 值 ，价 值 存 在 ]就 不 如 罗 曼 语 的 动 词  
valensvaler以 及 法 语 的 valoir[ 值 ] 表 达 得 确 切 。 巴 黎 确 实 值 一 次  

弥 撒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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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见 ，通 过 价 值 关 系 . 商 品 B 的 自 然 形 式 成 了 商 品 A 的价值 形  
式 ，或 者 说 ，商 品 B 的 物 体 成 了 反 映 商 品 A 的 价 值 的 镜 子 。 在商 
品 B 的 使 用 价 值 上 这 样 表 现 出 来 的 商 品 A 的 价 值 ，具 有 相 对 价 值

形 式 。

( 2 ) 相 对 价 值 的 量 的 规 定 性

凡 是 价 值 要 被 表 现 的 商 品 ，都 是 包 含 着 一 定 量 劳 动 的 一 定 量 的  
使 用 物 品 .如 15蒲 式 耳 小 麦 、100磅 咖 啡 等 等 。 因 而 ，价 值 形 式 不 只  
是 要 表 现 价 值 一 般 ，而 且 要 表 现 一 定 量 的 价 值 。 因 此 ，在 商 品 A 和 
商 品 B 的 价 值 关 系 中 ，商 品 B 不 仅 从 质 的 角 度 被 看 做 同 商 品 A 相 
等 ，而 且 一 定 量 的 商 品 B 与 既 定 量 的 商 品 A 相 等 。

2 0米 麻 布 = 1 件 上 衣 ，或 20米 麻 布 值 1件 上 衣 这 一 等 式 的 前 提  

是 : 这 两 个 商 品 耗 费 了 同 样 多 的 劳 动 或 用 同 样 的 时 间 生 产 出 来 ；但 
是 ，这 个 时 间 对 于 它 们 中 的 每 一 个 都 是 随 着 生 产 它 们 的 劳 动 生 产 力  
的 变 化 而 变 化 的 。现 在 我 们 来 研 究 一 下 这 种 变 化 对 价 值 量 的 相 对 表  
现 的 影 响 。

】. 麻 布 的 价 值 起 了 变 化 .上 衣 的 价 值 不 变 17 (18)。 如 果 生 产 麻
布 的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由 于 种 植 亚 麻 的 土 地 肥 力 下 降 而 增 加 一 倍 .那 么  
麻 布 的 价 值 也 就 增 大 一 倍 。这 时 不 是 2 0米 麻 布 = 1 件 上 衣 .而 是 2(> 

米 麻 布 = 2 件 上 衣 . 因 为 现 在 1 件 上 衣 包 含 的 劳 动 少 了 一 半 。 相反 

地 . 如 果 生 产 麻 布 的 必 要 时 间 由 于 织 机 改 良 而 减 少 一 半 ，那 么 ，麻布

( 1 7 )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人 很 像 商 品 。 a 为 人 来 到 世 间 . 既 没 有 带 翁 镜 子 .也  
+ 像 费 希 特 派 的 竹 学 家 那 样 . 认 为 自 我 不 耑 要 任 何 东 西 就 吋 以 确 证 .所 以 人 起  
初 是 以 别 人 来 反 映 和 认 识 Û 己 的 。 闪 此 • 对 他 说 来 . 这 整 个 的 另 一 个 人 就 是 人  
这 个 物 种 的 表 现 形 式 》

( 1 8 )  价 值 一 词 在 这 里 像 前 面 好 几 处 地 方 一 样 用 来 指 价 值 量 。



第 一 章 商  品 45

的 价 值 也 就 以 同 样 的 比 例 减 少 。这 时 ，2 « 米 麻 布 件 上 衣 a 可 
见 ，在 商 品 13的 价 值 不 变 时 . 商 品 A 的 相 对 价 值 即 它 表 现 在 商 品 B 

上 的 价 值 的 增 减 ，与 商 品 A 的 价 值 成 正 比 。

II. 麻 布 的 价 值 不 变 ，h：衣 的 价 值 起 了 变 化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如 果 生 产 上 衣 的 必 要 时 间 由 于 羊 毛 歉 收 而 趫 加 一 倍 ，现 在 不 是  
20米 麻 布 1 件 上 衣 . 而 是 2 0米 麻 布 = 4 件 上 衣 。 相 反 地 .如 果 上  
衣 的 价 值 减 少 一 半 ，那 么 .2 0 米 麻 布 = 2 件 上 衣 。因 此 . 在 商 品 A 的 
价 值 不 变 时 . 它 的 相 对 的 、表 现 在 商 品 B 上 的 价 值 的 增 减 ，与 商 品 B 

的 价 值 变 化 成 反 比 。
如 果 我 们 把 I J I 类 的 各 种 情 形 比 较 一 下 . 那 么 很 明 显 ，相 对 价  

值 量 的 同 - 变 化 可 以 由 完 全 相 反 的 原 因 造 成 „ 所 以 ，2 0 米 麻 布 =1 
件 上 衣 变 为 :2 0 米 麻 布 = 2 件 上 衣 .或 者 是 由 于 麻 布 的 价 值 增 加 一  
倍 .或 者 是 由 于 t 衣 的 价 值 减 少 一 半 ; 2 0米 麻 布 件 上 衣 ，或 者是 

由 于 麻 布 的 价 值 减 少 一 半 ，或 者 是 由 于 上 衣 的 价 值 增 加 一 倍 。
III . 如 果 生 产 麻 布 和 上 衣 的 必 要 劳 动 量 按 照 同 一 方 向 和 同 一 比  

例 同 吋 发 生 变 化 呢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不 管 这 两 种 商 品 的 价 值 发 生 什  
么 变 动 ,依 旧 是 2 0米 麻 布 = 1 件 上 衣 D 只 有 把 它 们 同 价 值 不 变 的 第  

三 种 商 品 比 较 ，才 会 发 现 它 们 的 价 值 的 变 化 。如 果 所 有 商 品 的 价 值  
都 按 同 一 比 例 同 时 增 减 ，它 们 的 相 对 价 值 就 保 持 不 变 。它 们 的 实 际  
的 价 ÜÏ变 化 可 以 由 以 下 这 个 事 实 看 出 ：在 同 样 的 劳 动 时 间 内 ，现 在提 
供 的 商 品 绩 都 比 过 去 多 些 或 少 些 。

IV . 生 产 麻 布 和 上 衣 的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和 它 们 的 价 值 .可 以 按 照  

同 一 方 向 何 以 不 同 的 程 度 同 时 发 生 变 化 .或 者 按 照 相 反 的 方 向 发 生  
变 化 . 等 等 。这 类 情 况 的 一 切 可 能 的 组 合 对 一 种 商 品 的 相 对 价 值 的  
影 响 . 用 I、II、I I I 类 的 情 况 很 容 易 估 计 出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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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见 ，价 值 量 的 实 际 变 化 不 能 明 确 地 、也 不 能 完 全 地 反 映 在 价 值  
量 的 相 对 表 现 上 。即 使 商 品 的 价 值 不 变 .它 的 相 对 价 值 也 可 能 发 生  
变 化 ; 即 使 商 品 的 价 值 发 生 变 化 ，它 的 相 对 价 值 也 可 能 不 变 ，最 后 ，商 
品 的 价 值 量 和 这 个 价 值 量 的 相 对 表 现 可 以 同 时 发 生 变 化 ，而不需要 
完全一致

(C) 等价形式及其特点

我 们 说 过 ，当 商 品 A(麻 布 ）通 过 不 同 种 商 品 B(上 衣 ）的 使 用价  
值 表 现 自 己 的 价 值 时 ，它 就 使 商 品 B 取 得 一 种 独 特 的 价 值 形 式 ，即  

等价形 式 。商 品 麻 布 通 过 另 一 种 商 品 即 处 十 自 然 形 式 的 上 衣 与 它 相  
等 的 关 系 显 示 出 它 自 身 的 价 值 性 质 。 因 此 ，麻 布 是 通 过 另 一 种 商 品  
上 衣 能 与 它 直 接 交 换 来 表 明 它 自 身 具 有 价 值 的 。

一 切 商 品 作 为 价 值 都 是 同 一 单 位 即 人 类 劳 动 的 可 以 互 相 代 替 的  
相 同 的 表 现 。因 此 ，一 种 商 品 一 旦 具 有 一 种 使 它 表 现 为 价 值 的 形 式 ， 
它 就 可 以 H 另 一■种 商 品 交 换 。

(19)在 一 篇 主 要 是 反 对 李 嘉 图 的 价 值 理 论 的 著 作 中 ，人 们 可 以 苻 到 : “你  
们 只 要 承 认 在 生 产 A的 必 要 劳 动 始 终 不 变 的 情 况 下 • A由 于 同 它 相 交 换 的 U 
提 高 而 降 低 ，那 么 .你 们 的 一 般 价 值 原 理 就 破 产 了 —如 果 承 认 .因 为 与 B相 
对 而 言 ，A的 价 值 提 高 ,所 以 与 A相 对 而 言 ，B的 价 值 就 降 低 ，那 么 ，李 嘉 图 关 于  
商 品 的 价 值 总 是 取 决 于 #品 所 体 现 的 劳 动 量 这 个 大 原 理 的 基 础 就 被 他 自 己 破  
坏 了 ；因 为 既 然 A的 费 用 的 变 化 不 仅 改 变 了 它 与 同 它 相 交 换 的 B相 对 而 ÿ 的 
价 值 ，而 且 也 改 变 了  B 与 A的 价 值 相 对 而 言 的 价 值 ，虽 然 生 产 B所 需 要 的 劳 动  
量 并 未 发 生 任 何 变 化 ，那 么 ，不 仅 把 用 于 商 品 的 劳 动 董 当 做 商 品 价 值 R度 的 学  
说 要 破 产 ，而 且 断 言 生 产 费 用 调 节 价 值 的 学 说 也 要 破 产 。”(约 • 布 罗 德 赫 斯 特  
《政 治 经 济 学 》1842年 伦 敦 版 第 II、！4 页 ）布 罗 德 赫 斯 特 先 生 也 RJ■以 说 :看 看  
g 这 些 分 数 吧 „ ]〇这 个 数 字 没 有 变 ，但 它 的 比 例 值 由 于 分 母 的 量 的 增  
加 不 断 下 降 。可 见 ，整 数 的 大 小 决 定 于 它 所 包 含 的 单 位 数 这 个 大 原 理 破 产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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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 商 品 作 为 任 何 另 一 种 商 品 的 等 价 物 可 以 直 接 与 之 交 换 ，这  
就 是 说 :它 在 价 值 关 系 中 占 有 的 地 位 使 它 的 自 然 形 式 成 为 另 一 种 商  
品 的 价 值 形 式 》它 不 需 要 具 有 与 它 的 自 然 形 式 不 同 的 形 式 就 可 以 对  
另 一 种 商 品 表 现 为 价 值 ，作 为 价 值 发 生 作 用 ，因而可以 和 另 一 种 商品  
相 交 换 。因 此 ，等 价 形 式 对 于 一 种 商 品 来 说 ，是 它 能 够 与 另 一 种 商品  
直 接 交 换 的 形 式 。

如果一■种 商 品 例 如 上 衣 成 j 另 一■种 商 品 例 如 麻 布 的 等 价 物 ，因 
而 获 得 了 能 够 与 麻 布 直 接 交 换 的 特 殊 的 属 性 ，那 么 ，这 根本没 有表明 
这 种 交 换 的 比 例 。既 然 麻 布 的 价 值 量 已 定 ，这 个 比 例 就 取 决 于 上 衣  
的 价 值 量 。在 价 值 关 系 中 ，不 管 是 上 衣 充 当 等 价 物 ，麻 布 充 当 相 对 价  
值 ，还 是 相 反 ，交 换 的 比 例 始 终 不 变 。这 两 种 商 品 各 自 的 价 值 量 是 由  
生 产 它 们 所 必 要 的 劳 动 的 相 对 持 续 时 间 来 计 量 的 ，因 而 是 与 价 值 形  
式 完 全 无 关 的 规 定 。

价 值 处 于 相 对 形 式 上 的 商 品 总 是 表 现 为 价 值 量 ，相 反 ，等 价 物就  
完 全 不 是 这 样 ，它 在 等 式 中 总 是 表 现 为 有 用 物 的 单 纯 的 量 。例 如 ,40 

米 麻 布 值 什 么 呢 ？ 2 件 上 衣 。因 为 上 衣 这 种 商 品 在 这 里 起 着 等 价 物  

的 作 用 ，从 而 为 麻 布 的 价 值 提 供 价 值 体 ，所 以 .一 定 量 的 上 衣 也 就 足  
以 表 现 属 于 麻 布 的 价 值 量 因 此 . 两 件 上 衣 能 够 表 现 40米麻 布的 价  

值 量 .但 是 两 件 上 衣 绝 不 能 表 现 它 们 自 己 的 价 值 量 。在 价 值 等 式 中 ， 
等 价 物 始 终 只 表 现 为 某 有 用 物 的 单 纯 的 量 . 对 这 一 事 实 的 肤 浅 了 解 ， 
使 贝 利 同 他 的 许 多 先 驱 者 和 后 继 者 都 犯 了 错 误 。他 们 在价 值 表 现 中  
看 到 的 只 是 一 种 量 的 关 系 。但 是 ，一 种 商 品 在 等 价 形 式 中 表 现 为 某  
种 物 质 的 单 纯 的 量 ，这 恰 恰 是 因 为 它 的 价 值 量 没 有 得 到 表 现 。

现 在 ，等 价 形 式 包 含 的 矛 盾 要 求 我 们 深 人 地 研 究 一 下 它 的 特 点 。
等 价 形 式 的 第 一 个 特 点 :使 用 价 值 成 为 它 的 对 立 面 即 价 值 的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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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形 式 。
商 品 的 自 然 形 式 成 为 商 品 的 价 值 形 式 。但 是 实 际 上 ，对 商 品 B 

(上 衣 、小 麦 或 铁 等 等 ) 来 说 ，这 种 转 换 只 有 在 另 - •种 商 品 A (麻布等 

等 ) 与 它 发 生 的 价 值 关 系 中 ，而 且 只 有 在 这 种 价 值 关 系 中 冰 能 发 生 。 
孤 立 地 看 ，例 如 上 衣 只 是 有 用 物 即 使 用 价 值 . 和 麻 布 完 全 一 样 ;它 的  
形 式 只 是 某 类 特 殊 商 品 的 自 然 形 式 。丨U是 .因 为 任 何 商 品 都 不 能 作  
为 等 价 物 同 自 己 发 生 关 系 ，也 不 能 使 自 己 的 自 然 形 式 成 为 自 己 的 价  
值 形 式 ，所 以 它 必 须 把 另 一 商 品 当 做 等 价 物 ，从 而 使另 一商品的使用 
价 值 成 为 它 的 价 值 形 式 。

为 了 使 读 者 能 直 接 弄 清 楚 前 面 所 说 的 内 容 ，我 们 可 以 用 衡 量 作  
为 物 质 即 使 用 价 值 的 商 品 的 尺 度 做 例 子 。塔 糖 是 物 体 .所 以 是 重 的 ， 
因 而 有 重 量 ;但 是 我 们 单 从 外 表 上 既 看 不 见 也 感 觉 不 出 塔 糖 的 重 量 。 
现 在 我 们 拿 一 些 不 同 的 已 知 重 量 的 铁 块 来 。铁 的 物 质 形 式 《就其自 
身 来 说 ，同 塔 糖 的 物 质 形 式 一 样 ，不 是 重 的 表 现 形 式 。要表现 塔糖足 
重 的 ，我 们 就 要 使 它 和 铁 发 生 重 量 关 系 。在 这 种 关 系 中 ，铁 充 当 一 种  
只 代 表 重 而 不 代 表 别 的 东 西 的 物 体 。因 此 ，被 用 来 计 量 糖 的 重 Ä 的 
铁 的 量 ，对 糖 这 种 物 质 来 说 •只 是 一 种 表 现 重 的 形 式 。铁 只 是在糖或 
其 他 任 何 要 测 定 重 量 的 物 体 从 这 一 角 度 同 它 发 生 关 系 的 时 候 ，才起 
这 种 作 用 。如 果 两 种 物 都 没 有 重 ，它 们 就 不 能 发 生 这 种 关 系 ，因此一 
种 物 就 不 能 成 为 另 一 种 物 的 重 的 表 现 。如 果 把 二 者 放 在 天 平 上 ，我 
们 就 会 在 实 际 上 看 到 ，当 做 有 重 的 物 ，它 们 是 相 N 的 ，因 而 在 一 定 的  
比 例 上 也 具 有 同 样 的 重 量 。铁 这 个 物 体 作 为 重 量 尺 度 ，对 于 塔 糖 来  
说 ，只 代 表 重 ，同 样 ，在 我 们 的 价 值 表 现 中 ，上 衣 这 个 物 体 对 于 麻布 来  
说 ，也 只 代 表 价 值 。

但 是 ，类 比 只 能 到 此 为 止 。在 塔 糖 的 重 量 表 现 中 ，铁 代表两 个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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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共 有 的 自 然 性 质 ，即 它 们 的 重 ，而 在 麻 布 的 价 值 表 现 中 ，商 品 体 上  
衣 代 表 这 两 种 物 的 超 自 然 性 质 ，即 它 们 的 价 值 ，一 种 带 有 纯 粹 社 会 印
记 的 性 质 。

既 然 相 对 形 式 把 一 种 商 品 例 如 麻 布 的 价 值 表 现 为 某 种 与 自 己 的  
物 体 和 自 己 的 属 性 完 全 不 同 的 东 西 ，例 如 表 现 为 与 上 衣 相 同 的 东 西 ， 
它 就 说 明 在 这 种 表 现 中 隐 藏 着 一 种 社 会 关 系 。

等 价 形 式 却 相 反 。等 价 形 式 恰 恰 在 于 :商 品 体 例 如 上 衣 这 个 物  
本 身 就 表 现 价 值 ，因 而 天 然 就 具 有 价 值 形 式 。 当 然 ，只 是 在另 一 种 商  
品 麻 布 把 它 当 做 等 价 物 而 和 它 发 生 关 系 时 ，才 是 这 样 。(2Q)但 是 ，正 
如 一 物 的 物 质 属 性 不 是 由 该 物 同 他 物 的 外 部 关 系 产 生 ，而只是在这  
种 关 系 中 表 现 出 来 ，上 衣 似 乎 也 不 是 从 麻 布 的 价 值 关 系 中 ，而是从 自 
然 中 获 取 等 价 形 式 ，获 取 能 够 直 接 交 换 的 属 性 ，就 像 它 从 自 然 中 获 取  
重 的 属 性 或 保 暖 的 属 性 一 样 。从 这 里 就 产 生 了 等 价 形 式 的 谜 的 方  
面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只 是 在 这 种 形 式 以 货 币 这 种 完 成 的 形 态 出 现  
在 他 的 面 前 的 时 候 ，才 注 意 到 这 个 方 面 。然 后 ，他 在 暗 地 里 用 不 太 耀  
眼 的 商 品 代 替 金 银 ，并 以 一 再 满 足 的 心 情 反 复 列 举 各 种 曾 经 充 当 过  
商 品 等 价 物 的 商 品 ，企 图 以 此 来 消 除 金 银 的 神 秘 性 质 。他 没 有 料 到 ， 
最 简 单 的 价 值 表 现 ，如 2 0 米 麻 布 = 1 件 上 衣 ，就 已 经 包 含 了 等 价 形  

式 的 谜 ，而 他 正 是 应 该 在 这 个 简 单 形 式 中 寻 求 谜 的 解 开 。
等 价 形 式 的 第 二 个 特 点 ：具 体 劳 动 成 为 它 的 对 立 面 即 抽 象 人 类  

劳 动 的 表 现 形 式 。
在 商 品 价 值 的 表 现 中 ，等 价 物 的 物 体 总 是 表 现 为 抽 象 人 类 劳 动

<20)在 另 一 类 想 象 中 ，情 况 也 是 如 此 . .例 如 ，这 个 人 所 以 是 国 王 ，只 因 为  
苒 他 人 自 认 为 是 他 的 臣 民 并 以 此 作 为 他 们 行 动 的 依 据 .，反 过 来 ，他 们 所 以 认 为  
自 己 是 臣 民 ，是 因 为 他 是 国 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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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物 化 ; 又 总 是 某 种 特 殊 的 、具 体 的 、有 用 的 劳 动 的 产 品 。因 此 ，这 种  
具 体 劳 动 在 这 里 只 是 用 来 表 现 抽 象 劳 动 ，例 如 .如 果 上 衣 只 是 一 种 抽  
象 劳 动 的 实 现 .那 么 ，在 上 衣 内 实 现 的 裁 缝 的 劳 动 就 只 是 柚 象 人 类 劳  
动 的 实 现 形 式 。在 人 们 通 过 上 衣 表 现 麻 布 的 价 值 时 ,裁 缝 劳 动 的 有  
用 性 不 在 于 造 f 上 衣 .或 者 按 照 德 国 谚 语 的 说 法 造 了 人 ，而 在 于 造 r  

一 种 可 以 使 人 看 到 价 值 的 物 体 ，即 与 实 现 在 麻 布 价 值 内 的 劳 动 毫 无  
区 别 的 那 种 劳 动 的 样 品 。要 成 为 这 样 一 面 反 映 价 值 的 镜 子 . 战 缝 劳  
动 本 身 就 必 须 只 是 反 映 人 类 劳 动 的 这 种 属 性

织 布 和 缝 衣 这 两 种 生 产 活 动 形 式 都 需 要 耗 费 人 的 力 量 。 因 此 . 
二 者 都 具 有 成 为 人 类 劳 动 的 共 同 属 性 . 而 在 一 定 的 情 况 下 ，比如在价 

值 的 生 产 t ，就 可 以 只 从 这 个 角 度 来 考 察 。这 并 不 神 秘 ;但 是 在 商 品  
的 价 值 表 现 上 事 情 却 反 过 来 了 。例 如 ，为 了 表 明 织 不 是 作 为 织 .而 是  
作 为 一 般 人 类 劳 动 形 成 麻 布 的 价 值 .我 们 就 要 把 制 造 上 衣 即 麻 布 的  
等 价 物 的 另 一 种 劳 动 ，作 为 人 类 劳 动 的 表 现 形 式 与 织 相 对 立 „ p<i此 ， 
裁 缝 劳 动 就 变 成 了 它 自 己 的 抽 象 性 质 的 简 单 表 现 。

等 价 形 式 的 第 三 个 特 点 : 既 然 生 产 等 价 物 的 具 体 劳 动 ，在我们 的 
例 子 中 是 裁 缝 的 劳 动 缝 ，只 是 当 做 无 差 别 的 人 类 劳 动 的 表 现 ，它 就具 
有 与 别 种 劳 动 即 麻 布 中 包 含 的 劳 动 等 同 的 形 式 ，因 而 .尽 管 它 同其他 
一 切 生 产 商 品 的 劳 动 一 样 是 私 人 劳 动 .但 终 究 变 成 了 直 接 社 会 形 式  
上 的 劳 动 。正 因 为 这 样 .它 才 实 现 在 一 种 能 与 别 种 商 品 直 接 交 换 的  
产 品 上 。

如 果 我 们 回 顾 一 下 一 位 伟 大 的 思 想 家 .我 们 研 究 过 的 等 价 形 式  
的 后 两 个 特 点 就 会 更 容 易 了 解 。这 位 思 想 家 最 ¥•分析了价值 形式以 
及 其 他 许 多 形 式 :思 维 形 式 、社 会 形 式 和 自 然 形 式 。 他 就 是 亚 里 士  
多 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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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先 ，亚 里 士 多 德 清 楚 地 指 出 ，商 品 的货 币 形 式 不 过 是 简 单 价 值  
形 式 即 一 种 商 品 的 价 值 通 过 别 的 某 种 商 品 来 表 现 的 发 展 的 形 态 ，因 
为 他 说 ：

“S 张 床 = 1 间 屋 ”“无 异 于 ”：
“5 张 床 一 若 干 货 币 ”。

其 次 ，他 看 到 :包 含 着 这 个 价 值 表 现 的 价 值 关 系 本 身 ，要 求 屋 必  
须 从 质 的 角 度 来 看 hi床 等 同 ，这 两 种 感 觉 上 不 同 的 物 ，如果没 有这 种  
本 质 上 的 等 同 性 ，就 不 能 作 为 可 通 约 的 量 而 互 相 比 较 。他 说 :“没 有 
等 同 性 ，就 不 能 交 换 ，没 有 可 通 约 性 ，就 不 能 等 同 。”但 是 他 到 此 就 停  
下 来 了 ，没 有 对 价 值 形 式 进 行 分 析 。他 又 说 :“实 际 上 ，这 样 不同 种 的  
物 是 不 能 彼 此 通 约 的 ”，就 是 说 ，它 们 不 可 能 在 质 上 等 同 。把 这 些 物  
等 同 起 来 ，不 能 不 违 反 事 物 的 性 质 ;“把 它 们 等 同 起 来 只 是 应 付 实 际  
需 要 的 手 段 24

可 见 , 亚 里 士 多 德 自 己 吿 诉 了 我 们 ，是 什 么 东 西 阻 碍 了 他 的 分  
析 . 这 就 是 缺 乏 价 值 概 念 。这 种 等 W的“某 种 东 西 ”,也就 是屋 在 床 的  
价 值 表 现 中 对 床 来 说 所 代 表 的 共 同 的 实 体 是 什 么 呢 ？ 亚 里 士 多 德  
说 ，这 种 东 西 “实 际 上 是 不 可 能 存 在 的 ”。为 什 么 呢 ？ 只 要 屋 代 表 床  
和屋 = 者 中 真 正 等 同 的 东 西 ，对 床 来 说 屋 就 代 表 一 种 等 同 的 东 西 。 
这 种 东 西 是 什 么 呢 ？这 就 是 人 类 劳 动 。

但 是 ，亚 里 士 多 德 不 能 从 商 品 的 价 值 形 式 看 出 ，= 切 劳 动 在 这 里  
都 表 现 为 无 差 别 的 人 类 劳 动 ，因 而 是 等 同 的 劳 动 ，这 是 因 为 希 腊 社 会  
是 建 立 在 奴 隶 劳 动 的 基 础 上 的 ，W而 是 以 人 们 之 间 以 及 他 们 的 劳 动  
力 之 间 的 不 平 等 为 自 然 基 础 的 。价 值 表 现 的 秘 密 ，即 一 切 劳 动 由 于  
而 ä 只 是 由 于 都 是 人 类 劳 动 而 具 有 的 等 同 性 和 同 等 意 义 ，只 有 在人  
类 平 等 概 念 已 经 成 为 国 民 的 牢 固 的 成 见 的 时 候 ，才 能 揭 示 出 来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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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只 有 在 这 样 的 社 会 里 才 有 可 能 ，在 那 里 .商 品 形 式 成 为 劳 动 产 品 的  
一 般 形 式 ，从 而 人 们 彼 此 作 为 商 品 生 产 者 和 商 品 交 换 者 的 关 系 成 为  
占 统 治 地 位 的 社 会 关 系 。 亚 黾 士 多 德 在 商 品 的 价 值 表 现 中 发 现 了 等  
同 关 系 ，正 是 这 一 点 显 示 了 他 的 天 才 。 只 是 他 所 处 的 特 殊 的 社 会 状  

态 ，使 他 不 能 发 现 这 种 关 系 的 实 际 内 容 。

( d ) 简 单 价 值 形 式 的 总 体

一 个 商 品 的 简 单 价 值 形 式 包 含 在 它 与 任 何 一 个 不 同 种 商 品 的 价  
值 关 系 或 交 换 关 系 中 。商 品 A 的 价 值 ，通 过 商 品 B 能 与 A 直接交换  
的 属 性 而 在 质 上 得 到 表 现 ，通 过 一 定 量 的 B 随 时 可 以 与 既 定 量 的 A 

相 交 换 而 在 量 上 得 到 表 现 。换 句 话 说 ,一 个 商 品 的 价 值 就 是 通 过 它  

表 现 为 交 换 价 值 而 得 到 表 现 的 。在 本 章 的 开 头 ，我 们 曾 经 依 照 通 常  
的 说 法 . 说 商 品 是 使 用 价 值 和 交 换 价 值 ，严 格 说 来 ，这 是 不 对 的 。商 
品 是 使 用 价 值 或 使 用 物 品 和 价 值 。一 个 商 品 ，只 要 它 的 价 值 取 得 一  
个 特 别 的 、不 同 于 它 的 自 然 形 式 的 表 现 形 式 ，即 交 换 价 值 形 式 ，它 就  
表 现 为 这 样 的 二 重 物 。如 果 孤 立 地 考 察 它 ，它 就 绝 没 有 这 种 形 式 。 
只 要 我 们 知 道 了 这 一 点 ，原 来 的 说 法 就 没 有 害 处 ，而 只 有 简 便 的  
好 处 。

我 们 的 分 析 表 明 ，商 品 的 价 值 形 式 由 商 品 价 值 的 本 性 产 生 ，而 
不 是 相 反 ，价 值 和 价 值 量 由 它 们 通 过 交 换 关 系 被 表 现 出 来 的 方 式  
产 生 。但 是 ，这 正 是 重 商 主 义 者 和 他 们 的 现 代 狂 热 鼓 吹 者 费 里 埃 、 

加 尼 耳 之 流 (2])的错 觉 25,也 是 他 们 的 反 对 者 现 代 自 由 贸 易 贩 子 巴 师

( 2 1 ) 弗 • 路 • 奥 • 费 1 埃 （海 关 副 督 察 ）《论 政 府 和 贸 易 的 相 瓦 关 系 》 
1805年 巴 黎 版 。沙 尔 • 加 尼 耳 《论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各 种 体 系 》1821年 巴 黎 第 2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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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之 流 的 错 觉 气 1 商 主 义 者 强 凋 价 值 表 现 的 质 的 方 面 • 从 而 强 调  
在 货 币 形 式 上 明 确 实 现 的 商 品 等 价 形 式 . 相 反 地 ，必 须 以 任 何 价 格  
出 售 自 己 的 商 品 的 现 代 自 由 贸 易 贩 子 .则 专 门 强 调 相 对 价 值 形 式  
的 量 的 方 面 。 因 此 ，在 他 们 看 来 .价 值 和 价 值 量 只 存 在 于 它 们 的 由  
交 换 关 系 引 起 的 表 现 中 . 这 实 际 上 也 就 是 说 ，只 存 在 于 每 日 行 情 表  
中 。苏 格 兰 人 麦 克 劳 德 ，由 于 他 的 职 责 是 用 尽 可 能 博 学 的 外 衣 来  
粉 饰 伦 巴 特 街  伦 敦 各 大 银 行 所 在 的 大 街 - 的 杂 乱 的 经 济 偏
见 ，而 成 了 迷 信 的 重 商 主 义 者 和 开 明 的 自 由 贸 易 贩 子 之 间 的 一 个  
成 功 的 综 合 27。

更 仔 细 地 考 察 一 下 A 在 13中 的 价 值 表 现 ，就 会 知 道 ，在 这 一 关  
系 中 商 品 A 的 自 然 形 式 只 是 充 当 使 用 价 值 的 形 态 ，而 商 品 B 的自 

然 形 式 只 是 充 当 价 值 形 态 。这 样 ，商 品 中 的 使 用 价 值 和 价 值 的 内  
部 对 立 ，就 通 过 两 个 商 品 的 关 系 表 现 出 来 了 ，在 这 个 关 系 中 .价 值  
要 被 表 现 的 A 只 是 直 接 当 做 使 用 价 值 . 而 表 现 价 值 的 B 则 相 反 ， 

它 只 是 直 接 当 做 交 换 价 值 。所 以 ，一 个 商 品 的 简 单 的 价 值 形 式 ，就 
是 该 商 品 中 所 包 含 的 对 立 • 即 使 用 价 值 和 价 值 的 对 立 的 简 单 表 现  
形 式 。

在 一 切 社 会 状 态 K. 劳 动 产 品 都 是 使 用 价 值 或 使 用 物 品 ，但 是 ， 
在 社 会 的 历 史 发 展 中 . 只 是 一 定 的 时 代 .也 就 是 生 产 使 用 物 品 所 耗 费  
的 劳 动 表 现 为 这 邱 物 固 有 的 性 质 即 它 的 价 值 的 时 代 ，才 使 劳 动 产 品  
普 遍 转 化 为 商 品 》

一  11劳 动 产 品 的 价 值 取 得 4 它 的 自 然 形 式 相 对 立 的 交 换 价 值  
形 式 . 从 而 表 现 为 包 含 这 种 对 立 的 统 一 体 ，它 就 取 得 了 商 品 形 式 。 
由 此 可 见 .商 品 价 值 采 取 的 简 单 形 式 也 就 是 劳 动 产 品 表 现 为 商 品  
的 最 初 的 形 式 ，因 此 . 商 品 形 式 的 发 展 也 是 同 价 值 形 式 的 发 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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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的 。
一 看 就 知 道 •简 单 价 值 形 式 是 不 充 分 的 ，这 是一种 胚胎形式•它  

只 有 通 过 一 系 列 的 形 态 变 化 . 才 达 到 价 格 形 式 。
实 际 上 ，简 单 形 式 只 是 使 一 种 商 品 的 价 值 N 使 用 价 值 区 别 开 来 . 

并 使 这 种 商 品 同 任 何 另 一 种 商 品 发 生 交 换 关 系 ，而 不 是 表 现 它 同 一  
切 商 品 的 质 的 等 同 和 量 的 比 例 。只 要 一 种 商 品 的 价 值 表 现 在 这 种 简  
单 形 式 中 . 另 一 种 商 品 就 获 得 了 简 单 等 价 形 式 。所 以 .例如在麻布的 
相 对 价 值 表 现 中 ，上 衣 只 是 对 麻 布 这 一 种 商 品 来 说 ，具 有 等 价 形 式 ， 
即 表 明 它 能 直 接 交 换 的 形 式 。

然 而 简 单 价 值 形 式 会 自 行 过 渡 到 更 完 全 的 形 式 。 诚 然 ，简 单 价  
值 形 式 只 是 把 商 品 A 的 价 值 表 现 在 一 个 别 种 商 品 上 。但是 这 后 一  

个 商 品 完 全 可 以 是 任 意 一 种 商 品 . 上 衣 、铁 或 小 麦 等 等 。因 此 .随 着  
一 种 商 品 和 其 他 商 品 发 生 种 种 不 同 的 价 值 关 系 .这 种 商 品 的 价 值 也  
就 有 种 种 不 同 的 表 现 。这 样 .商 品 的 个 別 的 价 值 表 现 就 转 化 为 一 个  

可 以 任 意 延 长 的 简 单 表 现 的 系 列 。

B . 总 和 的 或 扩 大 的 价 值 形 式

7•量 商 品 A = u 量 商 品 B .或 = v 量 商 品 C .或 = x 量 商 品 K，或 =

其他
20米 麻 布 = 1 件 上 衣 ，或 二 10磅 茶 叶 .或 = 4 0 镑 咖 啡 ，或 = 2 盘  

司 金 .或 吨 铁 《或 其 他

( a ) 扩 大 的 相 对 价 值 形 式

现 在 ，一 个 商 品 例 如 麻 布 的 价 值 表 现 在 其 他 无 数 的 元 素 上 。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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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价 值 反 映 在 每 一 个 其 他 的 商 品 体 中 ，就 像 反 映 在 一 面 镜 子 中
一 样 。(⑵

其 他 任 何 一 种 劳 动 ，不 管 它 具 有 怎 样 的 自 然 形 式 ，即 不 管 它 是  
缝 、播 种 、开 采 铁 或 金 等 等 ，现 在 都 与 凝 固 在 麻 布 价 值 中 ，从 而表现 出 
它 的 人 类 劳 动 性 质 的 劳 动 等 同 。总 和 的 相 对 价 值 形 式 使 一 种 商 品 和  
一 切 商 品 发 生 社 会 关 系 。同 时 ，商 品 价 值 表 现 的 无 限 的 系 列 表 明 ，商 
品 价 值 无 差 别 地 获 得 了 使 用 价 值 的 一 切 特 殊 形 式 。

在 第 一 种 形 式 即 2 0米 麻 布 = 1 件 上 衣 中 ，这 两 个 商 品 能 以 一 定  

的 量 的 比 例 相 交 换 ，可 能 是 偶 然 的 事 情 。
相 反 地 ，在 第 二 种 形 式 中 ，这 种 外 表 所 隐 藏 的 东 西 马 上 就 显 露  

出 来 f 。麻 布 的 价 值 无 论 是 表 现 在 上 衣 、咖 啡 、铁 上 ，还 是 表 现 在  
属 于 极 其 不 同 的 交 换 者 的 无 数 商 品 上 ，总 是 不 变 的 。 显 然 .不 是 交  
换 调 节 商 品 的 价 值 量 ，恰 好 相 反 ，是 商 品 的 价 值 量 调 节 商 品 的 交 换  
比 例 。

(22 ) 间 此 ，如 果 麻 布 的 价 值 用 上 衣 来 表 现 .我 们 就 说 麻 布 的 上 衣 价 值 ，如 
果 麻 布 的 价 值 用 谷 物 来 表 现 .我 们 就 说 麻 布 的 谷 物 价 值 .依 此 类 推 。 每 一 个 这  
种 表 现 都 意 味 着 ，在 这 些 不 同 的 使 用 价 值 上 表 现 出 来 的 是 麻 布 的 价 值 。

“ -种 商 品 的 价 值 表 示 该 商 品 的 交 换 关 系 .所 以 根 据 它 用 来 比 较 的 商 品 ，我 
们 可 以 说 它 的 谷 物 价 值 、上 衣 价 值 ;因 此 .有 千 万 种 价 值 .有 多 少 种 商 品 ，就 有 多  
少 种 价 值 ，它 们 都 同 样 是 现 实 的 ，乂 都 同 样 是 名 义 的 。”(《对 价 值 的 本 质 、尺 度 和  
原 因 的 批 判 研 究 ，主 要 是 论 李 嘉 图 先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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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9页 ）这 部 在 英 国 曾 经 轰 动 一 时 的 匿 名  
箸 作 的 作 者 赛 • 贝 利 以 为 ，只 要 这 样 指 出 同 一 商 品 价 值 具 有 种 种 +同 的 相 对 表  
现 ，就 消 除 了 一 切 绝 对 的 价 值 概 念 „ 虽 然 他 眼 光 短 浅 ，但 有 时 却 揭 露 了 李 嘉 图  
学 说 的 弱 点 .李 嘉 團 学 派 28例 如 仵 《威 斯 敏 斯 特 评 论 》上 攻 击 贝 利 时 流 露 的 愤 激  
情 绪 ，就 证 明 r 这 一 点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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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特殊等价形式

每 一 种 商 品 ，上 衣 、小 麦 、茶 叶 、铁 等 等 ，都 在 麻 布 的 价 值 表 现 中  
充 当 等 价 物 。每 一 种 这 样 的 商 品 的 自 然 形 式 .现 在 都 成 为 一 个 特 殊  
等 价 形 式 ，与 其 他 许 多 特 殊 等 价 形 式 并 列 》同 样 ，种 种 不同 的 商 品 体  
中 所 包 含 的 多 种 多 样 的 有 用 劳 动 .现 在 只 是 纯 粹 的 人 类 劳 动 的 同 样  
多 种 的 特 殊 的 实 现 形 式 或 表 现 形 式 。

(C) 总 和的或扩 大的价值 形式的缺点

首 先 ，相 对 价 值 表 现 是 未 完 成 的 ，因 为 它 的 项 的 系 列 永 尤 止 境 。 
每 当 一 种 新 的 商 品 提 供 一 种 新 的 表 现 材 料 时 ，以 每 一 次 价 值 比 较 作  
为 一 个 环 节 的 锁 链 就 会 延 长 。此 外 ，像 必 然 会 发 生 的 情 形 一 样 ，如果 

推 广 这 种 形 式 .把 它 用 于 任 何 一 种 商 品 .那 么 ,最 后 就 可 以 得 到 和 商  
品 同 样 多 种 的 、无 穷 无 尽 的 价 值 表 现 系 列 。—— 扩 大 的 相 对 价 值 形  
式 的 缺 点 反 映 在 与 它 相 适 应 的 等 价 形 式 中 。因 为 每 一 个 商 品 的 Ö然 
形 式 在 这 里 都 是 一 个 特 殊 的 等 价 形 式 ，与 无 数 别 的 特 殊 等 价 形 式 并  
列 ，所 以 只 存 在 着 不 完 全 的 等 价 形 式 ，其 中 每 一 个 都 排 斥 另 一 个 。 同 
样 ，每 个 等 价 物 屮 包 含 的 有 用 的 、具 体 的 劳 动 ，都 只 是 人 类 劳 动 的 特  

殊 的 形 式 ，也 就 是 说 . 人 类 劳 动 的 不 充 分 的 表 现 。 诚 然 ，这 种 劳 动 在  
这 些 特 殊 形 式 的 总 和 中 ，获 得 自 己 的 完 全 的 或 者 总 和 的 表 现 形 式 。 
但 是 这 里 还 缺 少 形 式 和 表 现 的 统 一 性 。

总 和 的 或 扩 大 的 相 对 价 值 形 式 只 是 由 简 箏 的 相 对 表 现 的 总 和 ， 
或 第 一 种 形 式 的 等 式 的 总 和 构 成 ，例 如 ：

2 «米 麻 布 = 1 件 上 衣 ，
2 «米 麻 布 = 1 0 磅 茶 叶 .等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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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每 一 个 这 样 的 等 式 倒 转 过 来 也 包 含 着 一 个 同 一 的 等 式 ：
1 件 上 衣 = 2 0 米 麻 布 ，
1 0 磅 茶 叶 = 2 0 米 麻 布 ，等 等 》

事 实 上 ，如果麻布所 有 者 把 麻 布 同 其 他 许 多 商 品 交 换 ，从 而把麻 
布 的 价 值 表 现 在 一 系 列 同 样 多 种 的 项 上 ，那 么 ，其 他 商 品 的 所 有 者 也  
就必然要用他们 的商品同麻布交换 ，从 而 把 他 们 的 各 种 不 同 的 商 品 的  
价 值 表 现 在 唯 一 的 、同一个 项 即 麻布上。—— 因 此 ，把 20米 麻 布 = 1 件 
上 衣 ，或 = 1 0 磅 茶 叶 ，或 = 其 他 等 等 这 个 系 列 倒 转 过 来 ，也 就 是 说 ，把 
不 言明地已经 包含在这 个 系列中的相反关 系表示出来 ，我 们 就 得 到 ：

C  一 般 价 值 形 式

1 件 上 衣 = '

1(>磅 茶 叶 =

4 0 磅 咖 啡 =

2 盎 司 金 = 2 0 米麻布 

j 吨 铁 丨̂  
X 量 商 品 A =

等 等 1

( a ) 价 值 形 式 的 性 质 的 变 化

现 在 ，商 品 价 值 的 表 现 ：1 .是 简 单 的 .因 为 都 是 表 现 在 唯 一 的 商  
品 上 ; 2 .是 统 一 的 ，因 为 都 是 表 现 在 同 一 的 商 品 上 。它 们 的 价 值 形 式  
是 简 单 的 和 共 同 的 ，因 而 是 一 般 的 。

第 一 种 形 式 和 第 二 种 形 式 二 者 都 只 是 使 一 种 商 品 的 价 值 表 现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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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 与 它 自 身 的 使 用 价 值 或 物 质 不 间 的 东 西 。第 一 种 形 式 提 供 的 等  
式 是 : 1 件 上 衣 = 2 0 米 麻 布 ，1(丨 磅茶叶 = 4 吨 铁 ，等 等 。 t 衣的价讥
表 现 为 与 麻 布 等 同 .茶 叶 的 价 值 表 现 为 与 铁 等 同 ，等 等 ;但足• t 衣不II 

茶 叶 各 自 的 这 种 价 值 表 现 是 不 相 同 的 ，正 如 麻 布 和 铁 不 相 同 •样 。 
很 明 显 . 这 种 形 式 实 呩 上 只 是 在 原 始 时 代 .也 就 是 在 劳 动 产 品 只 是 通  
过 偶 然 的 、个 别 的 交 换 而 转 化 为 商 品 的 时 代 才 出 现 。

第二种 形式比第一种 形^\：更 完 全 地 表 现 了 一 种 商 品 例 如 上 衣 的  
价 值 同 它 自 身 的 使 用 价 值 的 K 别 。因 为 上 衣 的 价 值 现 在是 作 一 切 可  
能 的 形 式 上 与 它 的 自 然 形 式 扣 对 立 ，h 衣 的 价 值 现 在 与 麻 布 等 同 .与  
茶 叶 等 同 ，与 铁 等 同 . 与 一 切 东 西 等 N . 只 是 不 与 上 衣 等 同 ，另 一方 
面 ，这 种 形 式 使 商 品 的 任 何 共 同 的 价 值 表 现 都 成 为 不 "『能 .因 为 在 任  
何 一 种 商 品 的 价 值 表 现 中 ，其 他 一 切 商 品 充 匀 它 的 等 价 物 . 因 而 +能  
表 现 自 身 的 价 值 。这 种 扩 大 的 价 值 形 式 .在 现 实 中 是 在 玷 种 劳 动 产  
品 例 如 牲 畜 不 再 是 偶 然 地 而 已 经 按 照 习 惯 N K 他不同的 商 品 交 换 的  
时 候 ，才 出 现 的 。

相 反 地 ，在 一 般 的 相 对 价 值 表 现 中 ，每 一 种 商 品 ，上 衣 、咖 啡 、铁 等 
等 ，都 具 有 一 种 唯 一 的 、同 一 的 价 值 形 式 ，例 如 与 它 的 自 然 形 式不 同 的  
麻 布 形 式 。每 一 种 商 品 的 价 值 由于 和 麻 布 相 似 ，现 在不仅 与 它 自 身 的  
使 用 价 值 相 区 别 .而 且 $ 其 他 一 切 使 用 价 值 相 区 別 ，正因为 这 样 才 表  
现 为 一 切 商 品 共 有 的 、无 差 别 的 性 质 。这 种 形式 是 使 商 品 作 为 交 换 价  
值 互相对 立 从 而使商品彼此间 作 为 价 值 发 生 关 系的最早的形式。

前 两 种 形 式 表 现 任 何 一 种 商 品 的 价 值 ，或 者 是 通 过 一 个 不 同 种  
的 商 品 •或 者 是 通 过 许 多 种 其 他 商 品 构 成 的 系 列 。在 每 种 情 况 下 ，使 
自 己 取 得 一 个 价 值 形 式 可 以 说 是 每 个 个 别 商 品 的 私 事 ，它 完 成 这 件  
事 情 是 不 用 其 他 商 品 帮 助 的 。 对 它 来 说 ，其 他 商 品 只 是 起 着 被 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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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价 物 的 作 用 。相 反 地 • 一 般 相 对 价 值 形 式 的 产 生 只 是 商 品 总 体 共  
同 活 动 的 结 果 。一 个 商 品 所 以 获 得 - •般 的 价 值 表 现 ，只 是 因 为 其 他  
一 切 商 品 同 时 也 用 同 一 个 等 价 物 来 表 现 自 己 的 价 值 •而 每 •种 新 出  
现 的 商 品 都 要 这 样 做 。而 且 . 很 显 然 ，从 价 值 观 点 来 看 是 单 纯 社 会 物  
的 商 品 ，也 只 能 通 过 它 们 的 一 切 相 互 关 系 的 系 列 才 能 表 现 这 种 社 会  
存 在 ; 闪 而 它 们 的 价 值 形 式 必 须 是 社 会 公 认 的 形 式 。

现 在 ，成 为 共同 的 等 价 物 的商 品 的 自 然 形式 ，麻 布 .是价值 的正式 
形 式 。这 样 ，商 品 彼 此 不 仅 表 现 为 在 质 上 等 同 ，而 且 还 表 现 为 在 价 值  
量 上 有 差 别 。反映在同一面镜 子 即 麻布上的价值 量可以互相反映。

例 如 ，10磅 茶 叶 = 2 0 米 麻 布 ,4 0 磅 咖 啡 = 2 0 米 麻 布 。 因 此 ， 10 

磅 茶 叶 = 4 0 磅 咖 啡 ，或 者 说 ，一 镑 咖 啡 所 包 含 的 劳 动 ，只 等 于一磅茶 

叶 所包含的
商 品 世界 的 一 般的相对 价 值 形式，给 被 排 挤 出 商 品 世 界 的 等 价 物  

商品印上了一般等价物的件质 。现 在 ，麻 布 能 够 与 其 他 一 切 商 品 直 接 交  
换 „因 此 ，它 的自然形式同时 就是它 的社会 形式。织 ，这 种 生 产 麻 布 的 私  
人 劳 动 ，由 此 也 就 获 得 了 社 会 劳 动 的 性 质 ，即 与 其 他 一 切 劳 动 等 同 的  
形 式 。构 成一般价值 形 式 的无 数 等 式 ，使 实 现 在 麻 布 中 的 劳 动 ，同包含 
在 依 次 4 它 比 较 的 每 个 商 品 中 的 劳 动 相 等 ，从 而 使织 成 为 人 类 劳 动 的  

-般表现 形式。这 样 ，实 现 在商品价值 屮 的劳 动 不 仅 消极 地表现 出来 .也 
就 是 说 . 衣现 为 -•种 使实 在劳 动 的一切具体 形式和有用属 性消失的抽 
象 ;它 自 身 的 积 极 的 性 质 也 清 楚 地 表 现 出 来 了 。这 就 是 把 一 切 实 在 劳  
动 化 为 它 们 共 有 的 人类 劳 动 的 件 质 .化 为 同 样 的人类 劳 动 力的耗费 。

g 般 价 值 形 式 •通 过 自 身 的 结 构 表 明 ，它 是 商 品 世 界 的 社 会 表  
现 。因 此 . 它 清 楚 地 告 诉 我 们 ，在 这 个 t 界 中 ，劳 动 的 人 类 的 性 质 或  
者 一 般 的 性 质 形 成 劳 动 的 独 特 的 社会 的 性 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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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 对 价 值 形 式 和 等 价 形 式 的 发 展 关 系

等 价 形 式 同 相 对 价 值 形 式 是 同 时 逐 步 发 展 起 来 的 ;但 是 必 须 指  
出 .等 价 形 式 的 发 展 只 是 相 对 价 值 形 式 发 展 的 表 现 和 结 果 。 主动 性 
是 从 后 者 产 生 的 ,，

一 个 商 品 的 简 单 的 或 个 别 的 相 对 价 值 形 式 要 求 任 何 另 一 个 商 品  
成 为 偶 然 的 等 价 物 。扩 大 的 相 对 价 值 形 式 ，即 一 个 商 品 的 价 值 在 其  
他 一 切 商 品 上 的 表 现 ，给 其 他 一 切 商 品 印 上 了 种 种 不 同 的 特 殊 等 价  
物 的 形 式 。最 后 . 一 种 特 殊 的 商 品 获 得 一 般 等 价 形 式 ，因为 其他一切 
商 品 使 它 成 为 它 们 的 一 般 相 对 价 值 形 式 的 材 料 。

价 值 形 式 发 展 到 什 么 程 度 ，它 的 两 极 即 相 对 价 值 和 等 价 形 式 之  
间 的 对 立 ，也就发 展到什么 程度<■第一种 形式，2 0米 麻 布 = 1 件上衣 

就 已 经 包 含 着 这 种 对 立 ，但 没 有 使 这 种 对 立 固 定 下 来 。在 这 个 等 式  
中 ，其 中 的 一 个 项 ，麻 布 ，处 于 相 对 价 值 形 式 ，与 它 相 对 立 的 项 ，上 衣 ， 
处 于 等 价 形 式 。如 果 把 这 个 等 式 倒 过 来 读 .麻 布 和 上 衣 只 不 过 是 改  
变 了 地 位 ，但 是 ，等 式 的 形 式 仍 然 不 变 。要 在 这 里 把 两 项 的 对 立 固 定  
下 来 是 困 难 的 。

在 第 二 种 形 式 中 ，一 种 商 品 可 以 完 全 展 开 它 的 相 对 价 值 ,获 得 总  

和 的 相 对 价 值 形 式 , 是 罔 为 而 且 只 是 因 为 其 他 一 切 商 品 与 它 相 对 立 ， 
处 于 等 价 形 式 。

在 这 里 ，不 能 再 颠 倒 等 式 的 两 项 ，除 非 完 全 改 变 等 式 的 性 质 ，使 
它 从 总 和 的 价 值 形 式 转 化 为 一 般 的 价 值 形 式 。

最 后 ，后 面 一 种 形 式 ，即 第 三 种 形 式 ，赋 予 了 商 品 总 体 以 一 般 的  
和 单 一 的 相 对 价 值 表 现 ，是 因 为 而 且 只 是 因 为 除 了 一 个 唯 一 的 例 外 ， 
它 把 一 切 商 品 都 从 等 价 形 式 中 排 除 了 。 因 此 . 一 个 商 品 即 麻 布 处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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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与 其 他 一 切 商 品 直 接 交 换 的 形 式 ，是 因 为 而 且 只 是 因 为 其 他 一 切  
商 品 都 不 是 处 于 这 种 形 式 。 (2:”

因 此 ，在 第 三 种 形 式 中 ，商 品 世 界 具 有 社 会 的 、一 般 的 相 对 价 值 形  
式 ，只是因为 商品世界中的 一 切 商 品 都从 等 价 形 式中 或 者 说 从 能 够 直  
接交 换 的 形 式 中 被 排除 了 。相 反 ，执 行 一般 等 价 物 职 能 的 商 品 如 麻 布  
就 不 能 采 取 一 般 相 对 价 值 形 式 ，否 则 它 必 须 自 己 给 自 己 充 当 等 价 物 》 
如 果它 给 自己充当 等价物，我 们 得 到 的 就 是 20米 麻 布 = 2 0 米 麻 布 ，这  

是 一 个 既 不 表 现 价 值 也 不 表 现 价 值 量 的 同 义 反 复 。要 表 现 一 般 等 价  
物 的 相 对 价 值 ，我 们 就 必 须 把 第 三 种 形 式 倒 过 来 读 。 一 般 等 价物 没 有  
任 何 与 其他商品共同的相对 形式，它 的 价 值 相 对 地 表 现 在 其 他 一 切 商  
品的无限的系列上。因 此 ，扩 大 的 相 对 价 值 形 式 ，即 第 二 种 形 式 ，现 在 
表现 为 & 般等价物借以表示它 自身的价值 的特殊形式。

( c ) 从 一 般 价 值 形 式 到 货 币 形 式 的 过 渡

一 般 等 价 形 式 是 价 值 的 一 种 形 式 。 因 此 ，它 可 以 属 于 任 何 一 种  
商 品 „ 另 一 方 面 .一 个 商 品 处 于 这 种 形 式 (第 三 种 形 式 ），是因为 它 自 
身 被 其 他 一 切 商 品 当 做 等 价 物 排 挤 出 来 „ 从 赋 予 一 种 特 殊 的 商 品 以

(2幻 从 一 般 的 能 直 接 交 换 的 形 式 绝 不 町 能 一 眼 看 出 ，它 是 一 种 在 自 身 包 含  
着 对 立 的 两 极 形 式 .是 同 相 反 的 形 式 即 不 能 直 接 交 换 的 形 式 分 不 开 的 ，就 像 一 块  
磁 铁 的 阳 极 冋 阴 极 分 不 开 一 样 。W此 ，设 想 能 够 使 一 切 商 品 直 接 交 换 .就 像 设 想  
能 够 同 时 把 一 切 天 主 教 徒 都 变 成 教 皇 一 样 . 实 际 b — 般 的 相 对 价 值 形 式 和 二  
般 等 价 形 式 是 商 品 的 同 -- 个 社 会 关 系 的 对 立 的 、y 为 前 提 而 乂  a 相 排 斥 的 两 极 。

商 品 的 这 种 不 能 É接 交 换 的 性 质 .足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看 做 人 类 Ù由 和 个  
人 独 立 的 顶 峰 的 现 实 生 产 形 式 的 主 要 缺 点 之 为 了 克 服 这 个 障 碍 • 人 们 做 出  
了 许 多 徒 劳 的 、空 想 的 努 力 《 我 在 别 的 地 方 曾 经 指 出 在 蒲 鲁 糸 以 前 ，就 巳 经  
柯 布 雷 、格 雷 等 人 进 行 过 这 种 尝 试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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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种 排 他 的 性 质 的 吋 候 起 ，相 对 形 式 就 获 得 了 固 定 性 ，固定仵 唯一的 
物 品 h ，并 取 得 了 社 会 的 真 实 性 -

由 于 等 价 形 式 同 这 种 独 特 商 品 的 自 然 形 式 在 社 会 中 逐 渐 地 合 而  
为 一 ，这 种 独 特 商 品 成 丫 货 币 商 品 ，或 者 执 行 货 币 的 职 能 。在商品世 

界 起 一 般 等 价 物 的 作 用 就 成 r 它 特 有 的 社 会 职 能 ，从 而 成 r 它 的社 
会 独 占 权 &在 第 二 种 形 式 中 充 当 麻 布 的 各 种 特 殊 等 价 物 .而 在 第 三  

种 形 式 中 把 自 己 的 相 对 价 值 共 同 用 麻 布 来 表 现 的 各 个 商 品 中 间 .金  
在 历 史 过 程 中 夺 得 了 这 个 特 权 地 位 》 因 此 ，我 们 在 第 三 种 形 式 中 用  
商 品 金 代 替 商 品 麻 布 ，就 得 到 ：

D . 货 币 ① 形 式 (24)

米 麻 布 = 1  

1 件 上 衣 =

1(>磅 茶 叶 =

4 0 磅 咖 啡 = 2 盎 司金 

吨 铁 =

X量 商 品 A =

其他

( 2 4 ) 把 德 语 “Geld，Gddform”准 确 地 翻 棒 成 法 语 有 困 难 。 “ fofme argent” 
这 个 词 组 可 以 用 于 一 切 商 品 ，但 不 能 用 于 贵 金 属 . . 例 如 •不 能 说 “银 (argem)①

① 此 处 原 文 是 Forme monnaie cm argent^ 马 克 思 使 用 了  monnaie和 ar
gem 这 两 个 词 来 表 示 货 币  ，因 为 在 法 语 中  argem 兼 有 银  和 货 币  的 含  
义 。 马 克 思 为 此 加 了 一 个 脚 注 。 在 本 书 中 ，我 们 将 这 两 个 词 均 泽 为 货  
币 。 ----- 编 者 注



第 一 章 商  品 63

在 第 一 种 形 式 过 渡 到 第 二 种 形 式 ,第 二 种 形 式 过 渡 到 第 三 种 形  

式 的 时 候 ，都 发 生 了 本 质 的 变 化 。相 反 .第 四 种 形 式 除 了 现 在 只 是 金  
代 替 麻 布 取 得 了 一 般 等 价 形 式 而 外 ，与 第 三 种 形 式 毫 无 区 别 。唯一 

的 进 步 在 于 :能 直 接 地 一 般 地 交 换 的 形 式 ，即 了 般 等 价 形 式 ，最 终 地  
同 金 的 独 特 的 自 然 形 式 结 合 在 一 起 了 。

金 在 其 他 商 品 面 前 充 当 货 币 ，只 是 因 为 它 以 前 在 它 们 面 前 就 充  
当 商 品 。与 其 他 一 切 商 品 一 样 ，它 过 去 就 起 等 价 物 的 作 用 :或 者 偶 然  
地 在 个 别 的 交 换 行 为 中 起 等 价 物 的 作 用 ，或 者 是 与 其 他 等 价 物 并 列  
起 特 殊 等 价 物 的 作 用 。渐 渐 地 ，它 就 在 或 大 或 小 的 范 围 内 起 一 般 等  
价 物 的 作 用 。一 旦 它 在 商 品 世 界 的 价 值 表 现 中 独 占 了 这 个 地 位 ，它  
就 成 为 货 币 商 品 。 只 是 从 它 已 经 成 为 货 币 商 品 的 时 候 起 ，第 四 种 形  
式 才 同 第 三 种 形 式 区 别 开 来 ，或 者 说 ，一 般 价 值 形 式 才 转 化 为 货 币  

形 式 。

一 种 商 品 (如 麻 布 )在 已 经 执 行 货 币 商 品 职 能 的 商 品 （如 金 )上的 
简 单 的 相 对 的 价 值 表 现 ，就 是 价 格 形 式 。因 此 ，麻 布 的 价 格 形 式 是 ： 

2 0 米 麻 布 = 2 盎 司 金 ，
如 果 2 盎 司 金 的 铸 币 名 称 是 2 镑 .那 就 是 ：

2 0 米 麻 布 = 2 镑 。

理 解 货 币 形 式 的 困 难 ，无 非 是 允 分 理 解 一 般 等 价 形 式 ，也就是说  
理 解 一 般 价 值 形 式 即 第 三 种 形 式 的 困 难 。第 H 种 形 式 化 为 扩 大 的 价

的 货 币 形 式 (forme argmt>”或 “金 成 为 货 币 （argent)”. 否 则 ，就 会 使 读 者 产 生 某  
些 思 想 混 乱 。 现 在 ，词 组 “forme monnaie!”又 有 另 一 个 缺 点 ，这 是 因 为 法 语 的  
“monnaie”一 词 通 常 是 指 铸 币 。我 们 按 照 不 同 情 况 交 替 使 用 “fomie monnaie”和 
“ forme argent ”，二 者 會 义 相 同 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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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形 式 即 第 二 种 形 式 ，而 第 二 种 形 式 的 构 成 要 素 是 第 一 种 形 式 ：
2 0 米 麻 布 = 1 件 上 衣 . 或 者 X 量 商 品 A = y 量 商 品 B。

因 此 ，简 单 的 商 品 形 式 是 货 币 形 式 的 胚 胎 。 (2f>)

4 . 商 品 的 拜 物 教 性 质 及 其 秘 密

最 初 一 看 ，商 品 好 像 是 一 种 平 凡 的 、简 单 的 东 西 。相 反 ，我 们 的  
分 析 却 表 明 ，商 品 是 一 种 很 复 杂 的 东 西 ，充 满 形而 上 学 的 微 妙和 神 学  25

(25) 典 政 治 经 济 学 从 来 没 有 成 功 地 从 它 付 商 品 、特 别 是 对 这 种 商 品 的
价 值 的 分 析 中 推 导 出 使 商 品 成 为 交 换 价 值 的 形 式 》 这 是 它 的 主 要 缺 点 之 一  u 
正 是 它 的 最 优 秀 的 代 表 . 如 亚 当 • 斯 密 和 李 嘉 阄 把 价 值 形 式 当 做 某 种 无 差 别  
的 、或 与 商 品 本 身 的 性 质 没 有 任 何 内 在 联 系 的 东 西 . 这 不 仅 仅 是 因 为 作 为 M的 
价 值 吸 引 了 他 们 的 注 意 。这 里 有 更 深 刻 的 原 因 。 劳 动 产 品 的 价 值 形 式 是 现 实  
生 产 方 式 的 最 抽 象 、最 般 的 形 式 .这 就 使 现 实 的 生 产 方 式 获 得 了 历 史 的 性 质 ， 
即 特 殊 的 社 会 生 产 方 式 的 性 质 。 如 果 人 们 错 误 地 把 这 种 形 式 看 做 是 一 切 社 会  
中 一 切 生 产 的 自 然 的 永 忖 的 形 式 ，那 么 .就 必 然 看 不 到 价 值 形 式 .进 而 看 不 到 商  
品 形 式 以 及 在 更 高 的 发 展 阶 段 上 的 货 币 形 式 、资 本 形 式 等 等 的 特 殊 的 方 面 。这  
就 说 明 为 什 么 经 济 学 家 在 用 劳 动 持 续 时 间 作 为 衡 量 价 值 量 的 尺 度 这 一 点 上 完  
全 一 致 ，而 在 货 币 上 .也 就 是 说 .在 一 般 等 价 物 的 固 定 形 式 上 ，他 们 的 意 见 却 各  
不 相 同 .充 满 矛 盾 。 在 涉 à 到 如 银 行 这 一 类 问 题 的 时 候 就 更 是 如 此 ;于 是 ，我 们  
看 到 他 们 无 止 境 地 谈 论 货 币 定 义 ，反 复 念 叨 与 此 有 关 的 陈 词 滥 调 》 —— 我 断 然  
指 出 .我 们 理 解 的 古 典 政 治 经 济 学 就 是 从 威 廉 • 配 第 开 始 的 全 部 这 样 的 经 济  
学 :它 和 只 满 足 于 现 象 的 席 俗 经 济 学 相 反 ，力 阁 深 人 到 资 产 阶 级 社 会 全 部 现 实  
的 、内 在 的 生 产 关 系 中 去 .而 庸 俗 经 济 学 则 为 了  ÉI身 的 需 要 ，为 了 把 极 为 粗 浅 的  
现 象 庸 俗 化 ，一 再 反 复 咀 嚼 前 人 已 经 提 供 的 材 料 .并 且 只 限 于 把 资 产 阶 级 热 衷  
于 建 立 自 己 的 世 界 即 最 美 好 的 世 界 的 幻 想 加 以 系 统 化 .赋 以 学 究 气 味 .并 且 宣  
布 为 永 tK的 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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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诡 辩 。就 商 品 是 使 用 价 值 来 说 .不 论 从 它 靠 自 己 的 属 性 来 满 足 人  
的 需 要 这 个 角 度 来 考 察 ，或 者 从 它 的 属 性 是 人 类 劳 动 的 产 物 这 个 角  
度 来 考 察 ，它 都 没 有 什 么 神 秘 的 地 方 。很 明 显 ,人 的 活 动 改 变 自 然 提  
供 的 物 质 ，使 它 们 变 成 有 用 的 东 西 。例 如 ，用 木 头 做 桌 子 ，木 头 的 形  
状 就 改 变 了 。可 是 桌 子 还 是 木 头 ，还 是 一 个 普 iffi的 对 以 感 觉 的 物 。 
但 是 桌 子 一 且 作 为 商 品 出 现 ，那 就 完 全 是 另 一 回 事 了 。它 同 时 既 是  
可 感 觉 的 ，又 是 不 可 感 觉 的 ' 它 不 再 满 足 于 用 脚 站 在 地 上 ;可 以 说 , 

它 在 其 他 商 品 面 前 用 木 脑 袋 倒 立 着 、醉 心 于 比 它 自 己 跳 起 舞 来 还 要  
奇 怪 的 狂 想 。 32

闶 此 •商 品 的 神 秘 性 质 不 是 来 源 于 商 品 的 使 用 价 值 ，也不是来 源  
于 决 定 价 值 的 性 质 。第 一 . 因 为 不 管 有 用 劳 动 或 牛 产 活 动 怎 样 不 同 ， 
它 们 首 先 都 是 人 体 的 机 能 ，而 每 一 种 这 样 的 机 能 不 管 内 容 和 形 式 如  
何 ，实 质 上 都 是 人 的 脑 、神 经 、肌 肉 、器 官 、感 官 等 等 的 耗 费 。这 是 一  
个 理 学 I：的 真 理 。第 二 ，说 到 决 定 价 值 量 的 东 西 ，即 这 种 耗 费 的持  
续 时 间 或 劳 动 量 ，那 么 .我 们 不 能 否 认 ，这 种 劳 动 量 可 以 十 分 明 显 地  
同 劳 动 的 质 区 别 开 来 ,，在 一 切 社 会 状 态 下 ，人 们 对 生 产 消 费 资 料 所  
必 要 的 时 间 必 然 是 关 心 的 ，虽 然 在 不 同 的 文 明 阶 段 上 关 心 的 程 度 不  
同 。 (2S > ili后 ，一 旦 人 们 以 某 种 方 式 彼 此 为 对 方 劳 动 .他 们 的 劳 动 也  
就 取 得 社 会 的 形 式 。

可 足 .劳 动 产 品 一 旦 采 取 商 品 形 式 就 具 有 的 谜 一 般 的 性 质 究 竟  
是 从 哪 里 来 的 呢 ？ 显 然 是 从 这 种 形 式 本 身 来 的 。

(2(i> Æ 占 I I 邛 曼 人 中 ，一 英 亩 土 地 的 面 枳 是 按 一 灭 的 劳 动 来 i十 算 的 。 因 
此•英丨 if 乂 叫 做 Tagewerk! — H 的 工 作 」，Manne、verk:_ — 人 的 工 作 ]等 等 ( jumale 
或 jumalis*u.rra jum alis或 diumalîs}。而 且 ，在 法 国 的 某 些 地 K 今 夫 还 用 “jour- 

作 为 i:地 的 中 位 0



66 第- 篇商品和货 币

人 类 劳 动 的 等 同 性 ，取 得 了 劳 动 产 品 的 价 值 形 式 ;用 劳 动 持 续 时  
间 来 计 量 的 个 人 劳 动 .取 得 丫 劳 动 产 品 的 价 值 量 的 形 式 ;最 后 ，生产  
者 之 间 的 体 现 他 们 的 劳 动 的 社 会 性 的 关 系 ，取 得 了 劳 动 产 品 的 社 会  
关 系 的 形 式 。正 因 为 如 此 ，这 些 产 品 变 成 了 商 品 ，也 就 是 说 ，变 成了 
既 是 可 感 觉 的 又 是 不 可 感 觉 的 物 或 社 会 的 物 。 正如一物在视 神 经 中  
留 下 的 光 的 印 象 . 不 是 表 现 为 视 神 经 本 身 的 主 观 兴 奋 .而 是 表 现 为 眼  
睛 外 面 的 物 的 可 感 觉 的 形 式 。必 须 补 充 说 •作 视 觉 活 动 中 .光 确 实 从  
一 个 外 界 对 象 射 人 另 一 对 象 即 眼 睛 ;这 是 物 理 的 物 之 间 的 一 种 物 理  
关 系 。但 是 ，价 值 形 式 和 劳 动 产 品 的 价 值 关 系 .是同 劳 动 产 品 的 物 理  
性 质 完 全 无 关 的 。这 只 是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一 定 的 社 会 关 系 .但 它 在 人  
们 面 前 采 取 了 物 与 物 之 间 的 关 系 的 虚 幻 形 式 。要 找 到 一 个 比 喻 ，我 
们 就 必 须 到 宗 教 世 界 的 幻 境 中 去 寻 找 。在 那 里 ，人 脑 的 产 物 表 现 为  
具 有 特 殊 躯 体 的 、同 人 发 生 关 系 并 彼 此 发 生 关 系 的 独 立 存 在 的 东 西 , 

在 商 品 世 界 里 ，人 手 的 产 物 也 是 这 样 ，这 可 以 叫 做 拜 物 教 。劳 动 产 品 
一 旦 表 现 为 商 品 ，就 带 上 拜 物 教 的 性 质 ，拜 物 教 是 同 这 种 生 产 方 式 分  
不 开 的 。

一 般 说 来 ，使 用 物 品 成 为 商 品 ，只 是 因 为 它 们 是 彼 此 独 立 进 行  
的 私 人 劳 动 的 产 品 》这 种 私 人 劳 动 的 总 和 形 成 社 会 劳 动 。 由于生 
产 者 只 有 通 过 交 换 他 们 的 产 品 才 发 生 社 会 接 触 ，所 以 .他 们 的 私 人  
劳 动 的 社 会 性 质 首 先 也 只 有 在 这 种 交 换 中 才 表 现 出 来 。换 句 话  
说 . 私 人 劳 动 在 事 实 上 表 现 为 社 会 劳 动 的 一 部 分 ，只 是 由 于 交 换 使  
劳 动 产 品 之 间 并 间 接 地 使 生 产 者 之 间 发 生 了 关 系 。 W此 ，在 生 产  
者 面 前 . 他 们 的 私 人 劳 动 的 关 系 就 表 现 为 现 在 这 个 样 子 ，就 是 说 ， 
不 是 表 现 为 人 们 在 自 己 劳 动 中 的 直 接 的 社 会 关 系 ，而 是 表 现 为 物  
之 间 的 社 会 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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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动 产 品 只 娃 在 它 们 的 交 换 中 ，才 作 为 价 值 取 得 等 同 的 单 一 形  
式 的 社 会 存 在 ，这 种 社 会 存 在 不 同 于 它 们 的 作 为 有 用 物 的 多 种 形 式  
的 物 质 存 在 D 劳 动 产 品 分 裂 为 有 用 物 和 价 值 物 ，实 际 上 在 交 换 已 经  
相 当 广 泛 和 重 要 的 时 候 幵 始 扩 大 ，那 时 有 用 物 是 为 了 交 换 而 生 产 的 ， 
因 而 这 些 物 的 价 值 性 质 还 在 生 产 它 们 时 就 被 注 意 到 了 。从 那 时 起 . 
生 产 者 的 私 人 劳 动 真 正 取 得 了 二 重 的 社 会 性 质 。一 方 面 ，生 产 者 的  
私 人 劳 动 必 须 是 有 用 劳 动 ，满 足 社 会 需 要 ，并 因 而 表 现 为 总 劳 动 的 组  
成 部 分 ，表 现 为 自 然 形 成 的 社 会 分 工 体 系 的 组 成 部 分 ; 另 一 方 面 .只  
是 由 于 每 一 种 有 用 的 私 人 劳 动 可 以 同 其 他 一 切 种 类 的 有 用 的 私 人 劳  

动 相 交 换 ，也 就 是 说 ，被 看 做 与 它 们 相 等 ，生 产 者 的 私 人 劳 动 才 能 满  
足 生 产 者 本 人 的 多 种 需 要 。彼 此 完 全 不 同 的 劳 动 所 以 能 够 相 等 ，只 
是 因 为 它 们 的 实 际 差 别 已 被 抽 去 ，它 们 已 被 还 原 为 它 们 作 为 人 的 力  
M的 耗 费 、作 为 一 般 人 类 劳 动 的 共 同 性 质 ，而 只 有 交 换 才 能 完 成这 一  
还 原 ，使 极 其 不 同 的 劳 动 产 品 相 互 处 于 同 等 的 条 件 下 。

私 人 劳 动 的 二 重 的 社 会 性 质 ，只 是 以 实 际 交 易 即 产 品 交 换 赋 予  
这 些 劳 动 的 形 式 ，反 映 在 生 产 者 的 头 脑 中 。当 生 产 者 使 他 们 的 劳 动 产  
品 作 为 价 值 互 相 对 立 并 发 生 关 系 时 ，这 并 不 是 因 为 他 们 把 这 些 产 品  
单 纯 看 做 隐 藏 着 N 种 人 类 劳 动 的 外 壳 。恰恰相反 • 他 们 在 交换 中 认  
为 他 们 的 不 同 产 品 相 等 ，因 此 也 就 确 认 他 们 的 不 同 的 劳 动 相 等 。他 
们 这 样 做 了 ，并 没 有 意 识 到 这 一 点 (27)。因此价值 没 有在额 上写 明它 是 
什 么 气 不 仅 如 此 ，价 值 还 把 每 个 劳 动 产 品 转 化 为 象 形 文 字 。只 是在后 
来 .人 们 氺 竭 力 要 猜 出 这 种 象 形 文 卞 的 含 义 ，要 了 解 他 自 己 创 造 的 社

( 2 7 ) 闪 此 ，当 加 利 阿 Iß说 价 值 是 人 fil人 之 间 的 一 种 关 系 时 (加 利 阿 尼 《货 币  
论 载 于 库 斯 托 第 编 《意 人 利 政 治 经 济 学 名 家 文 集 • 现 代 部 分 H803年 米 兰 版 第  
3 卷 第 221與 ）.他 还 应 1 补 充 一 句 :这 是 被 物 的 外 壳 掩 盖 着 的 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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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产 品 的 秘 密 。而有 用物 转 化 为 价 值 . iE像 语 言 一 样 .是 社 会 的 产 物 。
后 来 科 学 发 现 ，劳 动 产 品 作 为 价 值 ，纯 粹 是 生 产 它 们 时 所 耗 费 的  

人 类 劳 动 的 表 现 ，这 一 发 现 在 人 类 发 展 史 上 划 了 一 个 时 代 .但 它 决 没  
有 消 除 使 劳 动 的 社 会 性 质 表 现 为 物 的 性 质 、产 品 本 身 的 性 质 的 幻 象 。 
仅 仅 对 于 这 种 特 殊 的 生 产 形 式 即 商 品 生 产 来 说 ，下 述 情 况 才 是 合 理  
的 :极 其 不 同 的 劳 动 的 社 会 性 质 就 在 于 它 们 作 为 人 类 劳 动 而 彼 此 相  

等 ，并 且 这 种 独 特 的 社 会 性 质 采 取 一 种 客 体 的 形 式 .劳 动 产 品 的 价 值  
的 形 式 ，这 一 事 实 对 受 商 品 生 产 的 机 制 和 关 系 朿 缚 的 人 们 来 说 ，无论  
在 价 值 性 质 发 现 以 前 或 以 后 ，都 是 不 变 的 和 Ö然 的 ，就 像空气 的 气 态  
在 空 气 的 化 学 元 素 发 现 以 前 或 以 后 没 有 变 化 一 样 。

交 换 者 实 际 关 心 的 问 题 ，首 先 是 他 们 在 交 换 中 用 自 己 的 产 品 能  
换 取 多 少 .就 是 说 . 产 品 在 他 们 之 间 按 什 么 样 的 比 例 交 换 。 ，这 种 比  
例 由 于 习 惯 而 达 到 一 定 的 稳 固 性 时 .它 就 好 像 是 由 劳 动 产 品 的 本 性  
产 生 的 。似 乎 这 些 物 具 有 按 一 定 比 例 进 行 交 换 的 属 性 ，正 如 化 学 物  
质 会 按 固 定 的 比 例 化 合 一 样 。

实 际 上 ，劳 动 产 品 的 价 值 性 质 ，只 是 在 它 们 确 定 为 价 值 f t 时 才表 
现 出 来 的 。这 些 价 值 量 不 以 生 产 者 的 意 志 和 设 想 为 转 移 而 不 断 地 变  
动 着 。 因 此 ，在 这 些 生 产 者 看 来 ，他 们 本 身 的 社 会 运 动 具 有 物 的 运 动  
形 式 。不 是 他 们 控 制 这 一 运 动 ，而 是 他 们 受 这 一 运 动 控 制 。要 有 充

T

分 发 达 的 商 品 生 产 . 才 能 从 经 验 本 身 得 出 这 样 一 个 科 学 真 现 :彼此独  
立 进 行 的 、但 作 为 自 然 形 成 的 社 会 分 工 体 系 的 分 支 而 互 相 交 错 的 私  
人 劳 动 ，不 断 地 被 化 为 它 们 的 社 会 的 比 例 尺 度 。这 是 由 于 什 么 原  
闪 呢 ？ 因 为 在 私 人 劳 动 产 品 的 偶 然 的 不 断 变 动 的 交 换 比 例 1丨1.生 
产 这 些 产 品 的 社 会 必 嬰 劳 动 时 间 作 为 起 调 节 作 用 的 丨 卩 然 规 律 起 决  
定 作 用 ，就 像 房 屋 倒 在 人 的 头 上 吋 歌 力 定 律 会 使 人 感 到 它 的 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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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样 。(28)因 此 .价 值 量 由 劳 动 的 持 续 时 间 决 定 是 一 个 隐 藏 在 商 品 价  
值 的 表 面 运 动 后 面 的 秘 密 。这 个 秘 密 的 发 现 表 明 ，价 值 量 并 不 像 表  
面 上 可 以 看 到 的 那 样 是 偶 然 决 定 的 ，但 是 .这 一 发 现 并 没 有 消 除 那 种  
把 这 个 量 表 现 为 物 与 物 之 间 、劳 动 产 品 本 身 之 间 的 量 的 关 系 的 形 式 》

对 社 会 生 活 形 式 的 思 索 ，从 而 对 它 的 科 学 分 '析 ，遵 循 着 一 条 同 实  
际 运 动 完全相反的道路。这 种 思 索 是 从 事 后 开 始 的 ，是从 已 经 完全确  
定 的 材 料 、发 展 的 结 果 开 始 的 。给 劳 动 产 品 打 上 商 品 烙 印 、因而已经  
决 定着商品流通的那些形式，在 人 们 试 图 了 解 它 们 的 内 在 的 含 义 而 不  
是了解它 们 的 历 史性质 (这 些 形 式 在 人 们 看 来 是 完 全 不 变 的 ）以 前 ，就 
具有社会 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因 此 .只 有 商 品 价 格 的 分 析 才 导  
致 商 品价 值 的 量 的 决 定 ，只 有 商品 共 同 的 货 币 表 现 才 导 致 商 品 的 价 值  
性 质 的 确 定 。但 是 ，商 品 世 界 的 这 个 已 经 获 得 的 固 定 的 形 式 ，商品的 
货 币 形 式 ，只 是 掩 盖 了 私 人 劳 动 的 社 会 性 质 以 及 生 产 者 的 社 会 关 系 ， 
而不是把它 们 揭示出来 。如 果 我 说 ，小 麦 、上 衣 、皮 靴 等 等 把 麻 布 当 做  
袖 象 的人 类 劳 动 的 一般 化 身 而 同 它 发 生 关 系 ，这 种 说 法 的 虚 假 和 荒 唐  
是 一 目 了 然 的 。但 是 ，当 这 些 商 品 的 生 产 者使 这 些 商 品 同作 为 一 般 等  
价 物 的 麻 布 、金 或 银 ( 这 都 是 一 回 事 ) 发 生 关 系 时 ，他 们 的 私 人 劳 动 同  
社 会 总 劳 动 的 关 系正是通过 这 种 荒 谬 形式呈现 在他们 面前。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的 各 种 范 畴 •是 具 有 客 观 真 实 性 的 思 维 形 式 .因  
为 它 们 反 映 着 现 实 的 社 会 关 系 ，不 过 这 些 关 系 只 属 于 商 品 生 产 成 为  
社会 牛 .产 方 式 的 这 个 一 定 的 历 史 时 期 „ 因 此 .如 果 我 们 考 察 其 他 的

(2«) ••我 们 应 该 怎 样 理 解 这 个 只 有 通 过 周 期 性 的 革 命 才 能 为 自 己 开 辟 道  
路 的 规 律 呢 ？ 这 不 过 是 一 个 以 事 人 的 无 意 识 活 动 为 基 础 的 自 然 规 律 。”(弗 里  
德 哏 希 • 恩 格 斯 《国 民 经 济 学 批 判 大 纲 》第 1【)3贞 ，载 于 阿 尔 诺 德 • 卢 格 和 卡  
尔 • 马 克 思 编 的 《德 法 年 鉴 》1844年 巴 黎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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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产 形 式 ，我 们 就 会 看 到 .在 当 前 时 期 使 劳 动 产 品 模 糊 不 清 的 一 切 神  
秘 性 都 立 即 消 失 了 。

既 然 政 治 经 济 学 喜 欢 鲁 滨 逊 的 故 事 (29)，那 么 就 先 来 看 看 孤 岛 上  
的 鲁 滨 逊 吧 。

不 管 他 生 来 怎 样 简 朴 ，他 终 究 要 满 足 各 种 需 要 ，要从 事各种 有用 
劳 动 ，如 制 家 具 ，做 工 具 •驯 动 物 ，捕 鱼 ，打 猎 等 等 。关 于 祈 祷 以 及 其  
他 类 似 的 琐 事 我 们 在 这 里 就 不 谈 了 ，因 为 我 们 的 鲁 滨 逊 从 中 得 到 快  
乐 ，他 把 这 类 活 动 当 做 消 除 疲 劳 的 休 息 。尽 管 他 的 生 产 职 能 是 不 同  
的 ，但 是 他 知 道 ，这 只 是 同 一 个 鲁 滨 逊 的 不 同 的 活 动 形 式 ，也 就 是 说 . 

只 是 人 类 劳 动 的 不 同 方 式 。需 要 本 身 迫 使 他 分 配 自 己 从 事 各 种 工 作  
的 时 间 。在 他 的 全 部 活 动 中 ，这 种 或 那 种 职 能 所 占 比 重 的 大 小 ，取决  
于 他 为 取 得 预 期 效 果 所 要 克 服 的 困 难 的 大 小 。经 验 告 诉 他 这 些 ，而 
我 们 这 位 从 破 船 h 抢 救 出 表 、账 簿 、笔 和 墨 水 的 鲁 滨 逊 ，马 上 就作 为  
一 个 道 地 的 英 国 人 把 他 每 天 的 全 部 活 动 记 录 下 来 。他的财 产 清 册 里  
详 细 地 记 载 着 他 所 有 的 各 种 使 用 物 品 ，生 产 这 些 物 品 所 需 要 的 不 同  
的 劳 动 方 式 ，最 后 还 记 载 着 他 制 造 这 种 种 一 定 量 的 产 品 平 均 耗 费 的  
劳 动 时 间 。鲁 滨 逊 和 构 成 他 自 己 创 造 的 财 富 的 物 之 间 的 全 部 关 系 是  
如 此 简 单 明 了 ，连 博 德 里 亚 尔 先 生 用 不 着 费 什 么 脑 筋 也 能 了 解 u 但 
是 ，价 值 的 一 切 本 质 上 的 规 定 都 包 含 在 这 里 了 。

现 在 ，让 我 们 离 开 鲁 滨 逊 的 明 朗 的 孤 岛 ，转 到 欧 洲 昏 暗 的 中 世 纪

( 2 9 ) 李 嘉 图 本 人 也 有 他 的 鲁 滨 逊 故 事 3气 在 他 看 来 ，原 始 的 猎 人 和 原 始  
的 渔 夫 是 按 照 鱼 和 野 味 的 价 值 所 包 含 的 劳 动 时 间 交 换 鱼 和 野 味 的 商 人 。 在这  
里 他 犯 了 奇 特 的 时 代 错 误 .他 竟 比 猎 人 和 渔 夫 在 计 算 他 们 的 劳 动 工 具 时 去 査 看  
1817年 伦 敦 交 易 所 通 用 的 年 息 表 。 看 来 . 除 了 资 产 阶 级 社 会 形 式 以 外 ，“欧 文  
先 生 的 平 行 四 边 形 ”35是 他 所 知 道 的 唯 一 的 社 会 形 式



第 一 章 商  品 71

去 吧 。在 这 里 ，我 们 看 到 的 ，不 再 是 一 个 独 立 的 人 了 ，人 都 是 互 相 依  
赖 的 :农 奴 和 领 主 ，陪 臣 和 诸 侯 ，俗 人 和 牧 师 。物 质 生 产 的 社 会 关 系  
以 及 建 立 在 这 种 生 产 的 基 础 t 的 其 他 一 切 生 活 领 域 ，都 是 以 人 身 依  
附 为 特 征 的 。 而 正 因 为 社 会 建 立 在 人 身 依 附 的 基 础 上 ，所 以 一 切 社  
会 关 系 就 表 现 为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关 系 。 因 此 ，不 同 的 劳 动 及 其 产 品 也  
就 用 不 着 采 取 与 它 们 的 实 际 存 在 不 同 的 虚 幻 形 式 。它 们 以 劳 役 、实  
物 税 和 实 物 贡 赋 的 形 式 出 现 。劳 动 的 自 然 形 式 ，劳 动 的 特 殊 性 一  
而 不 是 像 在 商 品 生 产 中 的 劳 动 的 共 性 ，它 的 抽 象 性 质 —— 也 是 劳 动  
的 社 会 形 式 。徭 役 劳 动 同 生 产 商 品 的 劳 动 一 样 ，是 用 时 间 来 计 量 的 ； 
但 是 每 一 个 徭 役 劳 动 者 都 无 须 请 教 像 亚 当 • 斯 密 那 样 的 人 就 清 楚 知  
道 ，他 为 主 人 服 役 而 耗 费 的 ，是 他 本 人 的 一 定 量 的 劳 动 力 .缴 纳 给 牧  
师 的 什 一 税 ，是 比 牧 师 的 祝 福 更 加 清 楚 的 。所 以 ，无 论 我 们 怎 样 判 断  
人 们 在 这 个 社 会 中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人 们 在 他 们 各 自 的 劳 动 中 的 社 会  
关 系 清 楚 地 表 现 为 他 们 本 身 之 间 的 个 人 的 关 系 ，而 没 有 披 上 物 之 间  
即 劳 动 产 品 之 间 的 社 会 关 系 的 外 衣 。

要考察共 同 的 劳 动 即 直 接 的 社 会 劳 动 ，我 们 没 有 必 要 回 溯 到 一 切  
文 明 民 族 的 历 史 初 期 都 有 过 的 这 种 劳 动 的 原 始 的 自 然 形 式 。(3Ü )这 里  
有 个 最 近 的 例 子 ，就 是 农 民 家 庭 为 了 自 身 的 需 要 而 生 产 牲 畜 、粮 食 、麻

( : « ) ) 近 来 流 传 着 一 种 "丨 笑 的 偏 见 .认 为 公 有 制 的 原 始 形 式 是 斯 拉 夫 人 特  
有 的 形 式 .或 者 只 是 俄 罗 斯 的 形 式 。这 种 原 始 形 式 我 们 在 罗 马 人 、日 耳 曼 人 、凯  
尔 特 人 那 里 都 可 以 见 到 .直 到 现 在 我 们 还 能 在 印 度 人 那 里 遇 到 这 种 形 式 的 一 整  
套 图 样 . 虽 然 其 中 一 部 分 只 留 下 残 迹 了 》 深 人 研 究 一 下 亚 细 亚 的 、尤 其 是 印 度  
的 公 有 制 形 式 ，就 会 证 明 . 从 这 拽 形 式 中 怎 样 产 生 出 解 体 的 各 种 形 式 。 例 如 . 
罗 马 和 日 耳 # 人 的 私 有 制 的 各 种 原 型 .就 可 以 从 印 度 的 公 有 制 的 各 种 形 式 中 推  
出 来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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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亚 麻 、衣 服 等等 的 那 种 农 村 家 长 制 生 产 。对 于 这 个 家 庭 来 说 ，这 种  
种 不 同的 物 都 是 它 的 劳 动 的 不 同 产 品 . 而 不 是 互 相 交 换 的 商 品 。生产  
这 些 产 品 的 种 种 不 同 的 劳 动 .如 耕 、牧 、织 、缝 等 等 ，一 开 始 就 具 有 社 会  
职 能 的 形 式 ，因 为 它 们 是 这 样 一 个 家 庭 的 职 能 ，这 个 家 庭 就 像 商 品 生  
产 一 样 ，有 它 自 己 的 分 工 。家 庭 内 的 分 工 和 每 个 成 员 的 劳 动 持 续 时 间 ， 
是 由 随 季 节 而 改 变 的 自 然 条 件 以 及 年 龄 性 别 上 的 差 异 来 凋 节 的 。在这  
里 ，用 劳 动 时 间 来 计 量 个 人 劳 动 力 的 耗 费 .直 接 表 现 为 劳 动 本 身 的 社  
会 性 质 ，因为 个 人劳 动 力只是作为 家庭共同劳 动 力的器官发 挥 作用的。

最 后 ，让 我 们 设 想 有 一 个 自 由 人 联 合 体 .他 们 用 公 共 的 生 产 资 料  
进 行 劳 动 ，并 且 按 照 预 先 商 定 的 计 划 ，把 他 们 许 多 个 人 劳 动 力 当 做 同  
一 的 社 会 劳 动 力 来 使 用 。我 们 关 于 鲁 滨 逊 的 劳 动 所 谈 到 的 一 切 .在  
这 里 重 演 了 ，不 过 不 是 在 个 人 身 上 ，而 是 在 社 会 范 围 内 重 演 。鲁 滨 逊  
的 一 切 产 品 只 是 他 个 人 专 有 的 产 品 ，因 而 直 接 是 他 的 使 用 物 品 。联  
合 劳 动 者 的 总 产 品 是 社 会 的 产 品 。一 部 分 重 新 用 做 生 产 资 料 ，仍然 
是 社 会 的 ;但 另 一 部 分 用 于 消 费 ，因 此 必 须 在 所 有 成 员 之 间 进 行 分  
配 。分 配 方 式 会 随 着 社 会 生 产 机 体 和 劳 动 者 的 历 史 发 展 程 度 而 改  
变 。为 了 把 这 种 情 况 同 商 品 生 产 进 行 对 比 ，我 们 假 定 ，每 个 劳 动 者得  
到 的 份 额 同 他 的 劳 动 时 间 成 正 比 。这 样 ，劳 动 时 间 就 会 起 双 重 作 用 。 
一 方 面 ，劳 动 时 间 在 社 会 中 的 分 配 ，精 确 地 调 节 着 各 种 职 能 問 各 种 需  
要 的 比 例 ;另 一 方 面 ，劳 动 时 间 计 量 每 个 生 产 者 在 共 同 劳 动 中 所 上 的  
份 额 . 同 时 也 计 量 每 个 生 产 者 在 共 同 产 品 的 消 费 部 分 中 所 占 的 份 额 。 
在 这 里 ，人 们 在 劳 动 中 的 社 会 关 系 以 及 对 他 们 的 劳 动 生 产 出 来 的 有  
用 物 品 的 关 系 ，无 论 在 生 产 上 还 是 在 分 配 上 ，都 是 简 单 明 了 的 。

宗 教 世 界 只 是 现 实 世 界 的 反 映 。对 于 劳 动 产 品 普 遍 采 取 商 品 形  
式 、因 而 生 产 者 之 间 的 最 普 遍 的 关 系 在 于 比 较 他 们 的 产 品 的 价 值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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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这 种 物 的 外 壳 下 把 他 们 的 私 人 劳 动 作 为 等 同 的 人 类 劳 动 加 以 比 较  
的 社 会 来 说 ，崇 拜 柚 象 人 的 基 督 教 ，特 别 是 它 的 资 产 阶 级 的 类 型 ，如 
新 教 、自 然 神 教 等 等 ，是 最 适 当 的 宗 教 补 充 。 在 古 亚 细 亚 的 ，一 般 说  
来 古 代 世 界 的 生 产 方 式 38下 ，产 品 转 化 为 商 品 ，只 起 从 属 的 作 用 ，但 
是 随 着 共 同 体 接 近 于 解 体 , 这 种 作 用 越 来 越 重 要 。真 正 的 商 业 民 族  
只 存 在 于 古 代 世 界 的 空 隙 中 ，就 像 伊 壁 鸠 鲁 的 神 只 存 在 于 世 界 的 空  
隙中39,或 者 犹 太 人 只 存 在 于 波 兰 社 会 的 缝 隙 中 一 样 。这 些 古 老 的  
社 会 有 机 体 在 生 产 方 面 比 资 产 阶 级 社 会 简 单 明 了 得 多 ;但 它 们 或 者  
以个 人  可 以 说 历 史 尚 未 割 断 把 他 同 原 始 部 落 的 天 然 共 同 体 联 系
在一起的脐 带  尚 未 成 熟 为 基 础 ，或 者 以 专 制 制 度 和 奴 隶 制 度 的
条 件 为 基 础 。劳 动 生 产 力 处 于 低 级 发 展 阶 段 ，是 这 些 古 老 的 社 会 有  
机 体 的 特 征 ，因 而 也 给 整 个 物 质 生 活 领 域 打 上 了 自 己 的 印 记 ，决 定了 
人 们 之 间 的 关 系 以 及 人 们 同 自 然 之 间 的 关 系 的 狭 隘 性 .生 产 力 的 这  
一 低 级 发 展 阶 段 观 念 地 反 映 在 古 代 各 民 族 的 宗 教 中 。总 之 ，只有当  
劳 动 条 件 和 实 际 生 活 条 件 ，在 人 们 面 前 表 现 为 人 与 人 之 间 和 人 与 自  
然 之 间 的 明 白 而 合 理 的 关 系 时 ，现 实 世 界 的 宗 教 反 映 才 会 消 失 4()。 
物 质 生 产 和 它 所 包 含的 关 系 是 社 会 生 活 的 基 础 ，这 种 社 会 生 活 只 有 当  
它 一  f t表 现 为 自 由 联 合 、自 觉 活 动 并 且控制自己的社会 运 动 的人 们 的  
产 物 吋 ，它 才 会 把 神 秘 的 纱 幕 揭 掉 。但 是 ，这 需 要 在 社 会 上 有 一 系 列  
的 物质 生存条 件，而这 邱 条 件本身又只是长 期的、痛 苦 的 发 展 的 产 物 。

诚 然 ，政 治 经 济 学 曾 经 分 析 了 价 值 和 价 值 量 (:il M虽 然 分 析 不 充

⑶ ） 最 罕 的 经 济 学 家 之 一 、著 名 的 富 兰 克 林 . 继 威 廉 • 配 第 之 后 揭 示 r  
价 值 的 真 正 内 容 .他 能 为 我 们 提 供 一 个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如 何 进 行 自 己 的 分 析 的  
例 证 ■■他 说 :“既 然 贸 易 无 非 是 一 种 劳 动 M另 一 种 劳 动 的 交 换 ，所 以 一 切 物 的 价  
俏 用 劳 动 来 估 计 是 最 准 确 的 „” （斯 帕 克 斯 编 《富 兰 克 林 全 集 > 1836年 波 士 顿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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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但 它 从 来 也 没 有 提 出 过 这 样 的 问 题 : 为 什么 劳 动 表现 为 价值 •用

第 2 卷 第 267 页 )富 兰 克 林 认 为 . 物 具 有 价 值 就 像 物 体 M.打 重 量 一 样 是 卜 分 H 
然 的 事 情 。在 他 看 来 . 问 题 仅 仅 在 于 如 何 能 最 准 确 地 估 i 丨 这 一 价 值 他 《 至没  
有 注 意 到 ，既 然 他 认 为 “一 切 物 的 价 值 用 劳 动 来 估 计 是 最 准 确 的 ”，他 也 就 抽 掉  
了 各 种 互 相 交 换 的 劳 动 的 差 别 ，把 这 些 劳 动 化 为 相 同 的 人 类 劳 动 。 否则 •他就 
应 该 说 :因 为 长 靴 或 鞋 子 同 桌 子 的 交 换 只 不 过 是 制 鞋 业 和 细 木 制 造 业 的 交 换 ， 
所 以 ，用 细 木 工 的 劳 动 可 以 最 精 确 地 估 计 氏 靴 的 价 值 ！ 由 于 他 一 般 地 使 用 劳 动  
这 个 间 . 他 就 抽 象 掉 了 不 同 劳 动 的 有 用 性 质 和 具 体 形 式 。

李 嘉 图 对 价 值 量 的 分 析 并 不 充 分 . 但 已 是 最 好 的 分 析 . 这 一 点 人  
们 将 在 本 书 第 三 册 和 第 四 册 中 看 到 . 41至 于 价 值 •般 ，占 典 政 治 经 济 学 从 来 也  
没 有 明 确 而 有 意 识 地 把 表 现 为 价 值 的 劳 动 同 表 现 为 产 品 使 川 价 值 的 劳 动 区 分  
开 ， 当 然 . 古 典 政 治 经 济 学 事 实 上 是 作 了 这 种 区 分 的 ，因 为 它 有 时 从 质 的 方 面 ， 
有 时 从 量 的 方 面 来 考 察 劳 动 。但 是 ，它 从 来 没 有 意 识 到 . 各 种 劳 动 的 纯 粹 M'的 
差 别 是 以 它 们 的 质 的 统 一 或 等 同 为 前 提 的 ，也 就 是 说 ，是 以 它 们 化 为 抽 象 人 类  
劳 动 为 前 提 的 。 例 如 . 李 嘉 图 就 曾 表 示 他 同 意 德 斯 杜 特 • 德 • 特 拉 西 的 说 法  
德 斯 杜 特 说 :“很 清 楚 ，我 们 的 体 力 和 智 力 是 我 们 唯 一 的 原 始 的 财 富 . 闪 此 .这 咚  
能 力 的 运 用 ，某 种 劳 动 ，是 我 们 的 原 始 的 财 宝 ，凡 是 我 们 称 为 财 富 的 东 西 ，总 是  
由 这 些 能 力 的 运 用 创 造 出 来 的 …… 同 样 也 很 清 楚 ，所 有 这 些 财 富 只 是 代 表 创  
造 它 们 的 劳 动 . 如 果 它 们 有 价 值 ，或 者 甚 至 有 两 种 不 同 的 价 值 . 耶 也 n 能 来 源 于  
创 造 它 们 的 劳 动 的 价 值 。”(德 斯 杜 特 • 德 • 特 拉 西 《意 识 形 态 原 理 》. 第 4、5 部 
分 1826年 巴 黎 版 第 35、36 页 )我 们 只 指 出 .李 嘉 图 赋 予 德 斯 杜 特 的 话 以 更 深 刻  
的 思 想 。 一 方 面 . 德 斯 杜 特 确 实 说 过 ，凡 是 构 成 财 富 的 东 西 都 代 表 创 造 它 们 的  
劳 动 ;但 是 另 一 方 面 .他 又 说 . 这 一 切 东 西 的 两 种 不 N 的 价 值 (使 用 价 值 和 交 换  
价 值 ) 来 自 劳 动 的 价 值 《这 样 ，他 就 陷 人 庸 俗 经 济 学 的 平 庸 浅 薄 之 中 。 庸 俗 经  
济 学 先 假 设 一 种 商 品 (例 如 劳 动 ）的 价 值 . 以 便 决 定 其 他 商 品 的 价 值 。

李 嘉 图 把 德 斯 杜 特 的 话 理 解 为 :劳 动 （而 不 是 劳 动 的 价 值 ）既 表 现 为 使 用 价  
值 .也 表 现 为 交 换 价 值 。不 过 他 自 d 也 不 善 于 区 别 劳 动 的 二 重 性 质 ，以 致 在 关 于  
《价 值 和 财 富 》这 整 整 一 章 中 ，不 得 不 经 常 同 让 • 巴 • 萨 伊 这 个 人 的 庸 俗 见 解 苦  
苦 纠 缠 。因 此 .最 后 他 不 禁 愣 住 了 ：在 劳 动 是 价 值 的 源 泉 这 一 点 上 .德 斯 杜 特 虽  
然 同 他 是 一 致 的 ，可 是 另 一 方 面 .在 价 值 概 念 上 ，德 斯 杜 特 却 同 萨 伊 是 一 致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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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动 持 续 时 间 计 算 的 劳 动 量 表 现 为 产 品 的 价 值 量 呢 ？有 一 些形 式 一  
眼 就 可 以 看 到 它 们 属 于 生 产 及 其 关 系 支 配 人 而 不 是 人 支 配 生 产 及 其  
关 系 的 社 会 时 期 .但 在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资 产 阶 级 意 识 中 ,它 们 却 完 全 同  
生 产 劳 动 本 身 一 样 是 自 然 必 然 性 。政 治 经 济 学 对 待 资 产 阶 级 生 产 以  

前 的 社 会 生 产 形 式 ，就 像 教 父 42对 待 基 督 教 以 É 的 宗 教 一 样 (32)，这  
是 丝 毫 也 不 值 得 奇 怪 的 。

C32) “经 济 学 家 们 43的 论 证 方 式 是 非 常 奇 怪 的 。 他 们 认 为 只 有 两 种 制
度 :一 种 是 人 为 的 ,一 种 是 天 然 的 。 封 建 制 度 是 人 为 的 ，资 产 阶 级 制 度 是 天 然  
的 „ 在 这 方 面 ，经 济 学 家 很 像 那 些 把 宗 教 也 分 为 两 类 的 神 学 家 切 异 教 都 是  
人 们 臆 造 的 . 而 他 们 自 己 的 宗 教 则 是 神 的 启 示 。 —— 于 是 ，以 前 是 有 历 史 的 ，现  
在 再 也 没 有 历 史 了 。”( 卡 尔 • 马 克 思 《哲 学 的 贫 困 。答 蒲 鲁 东 先 生 的 〈贫 困 的 哲  
学 〉〉)1847年 版 第 113页 44)最 滑 稽 可 笑 的 是 巴 师 夏 ，他 竟 认 为 希 腊 人 和 罗 马 人  
专 靠 掠 夺 为 生 。 如 果 人 们 几 百 年 都 靠 掠 夺 为 生 ，那 就 得 经 常 有 可 供 掠 夺 的 东  
西 ，或 者 说 .被 掠 夺 的 对 象 应 当 不 断 地 被 再 生 产 出 来 。 可 见 ，希 腊 人 和 罗 马 人 看  
来 也 要 有 某 种 生 产 . 从 而 有 某 种 经 济 , 这 种 经 济 构 成 他 们 社 会 的 物 质 基 础 ，就 像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构 成 当 代 社 会 的 基 础 一 样 。 Üi许 巴 师 夏 的 意 思 是 说 ，建 立 在 奴 隶  
劳 动 上 的 生 产 方 式 是 一 种 掠 夺 制 度 吧 ？ 如 果 是 这 样 . 他 就 处 于 危 险 的 境 地 了 。 
既 然 像 亚 里 士 多 德 那 样 的 思 想 巨 人 在 评 价 奴 隶 劳 动 时 都 难 免 发 生 错 误 . 那 么 ， 
像 巴 师 夏 这 样 的 经 济 学 侏 儒 在 评 价 雇 佣 劳 动 时 怎 么 会 正 确 无 误 呢 ？—— 借 这  
个 机 会 ，我 要 简 短 地 回 答 一 下 美 国 •家 德 文 报 纸 就 我 的 著 作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C1859年 出 版 ) 对 我 的 指 责 。45在 那 本 书 中 我 曾 经 说 过 ，一定 的 生 产 方 式 以 及 从  
这 种 牛 .产 方 式 中 产 生 的 社 会 关 系 . 简 言 之 .社 会 的 经 济 结 构 ，是 有 法 律 的 和 政 治  
的 t 层 建 筑 竖 立 其 上 的 现 实 基 础 . 物 质 生 活 的 生 产 方 式 普 遍 支 配 着 社 会 生 活 、 
政 治 生 活 和 精 神 生 活 的 发 展 》 •可 是 据 上 述 报 纸 说 ，这 个 观 点 固 然 适 用 于 物 质  
利 益 占 统 治 地 位 的 现 今 批 界 . 伹 却 不 适 用 于 天 主 教 占 统 治 地 位 的 中 世 纪 ，也 不  
适 用 于 政 治 占 统 治 地 位 的 雅 典 和 罗 马 ， 首 先 .居 然 有 人 以 为 这 些 关 于 中 世 纪 和  
占 代 世 界 的 老 生 常 谈 还 会 有 人 不 知 道 ，这 真 是 令 人 惊 奇 。但 有 一 点 很 清 楚 :中 世  
纪 不 能 靠 天 主 教 生 活 ，古 代 世 界 不 能 靠 政 治 生 活 。 相 反 ，当 时 的 经 济 条 件 表 明 . 
为 什 么 在 中 W:纪 天 主 教 起 着 主 要 作 用 . 而 在 古 代 世 界 政 治 起 着 主 要 作 用 。 例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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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品 世 界 具 有 的 拜 物 教 性 质 或 劳 动 的 社 会 属 性 所 具 有 的 物 的 外  
观 ，使 大 部 分 经 济 学 家 产 生 丫 幻 觉 ，这 一 点 也 可 以 从 他 们 关 于 Ö然在 
交 换 价 值 的 形 成 中 的 作 用 所 进 行 的 长 时 期 的 枯 燥 无 味 的 争 论 中 得 到  
证 明 。既 然 交 换 价 值 只 不 过 是 计 算 在 某 个 物 的 生 产 中 所 使 用 的 劳 动  
的 特 殊 社 会 方 式 ，它 就 例 如 像 汇 率 一 样 不 包 含 物 质 要 素 。

在 我 们 的 社 会 中 ，劳 动 产 品 所 具 有 的 最 普 遍 、最 简 单 的 经 济 形 式  
是 商 品 形 式 .所 有 的 人 都 很 熟 悉 这 种 形 式 ，谁 也 没 有 从 中 看 出 什 么 诡  
诈 的 地 方 。现 在 我 们 来 看 看 其 他 比 较 复 杂 的 经 济 形 式 。 例 如 ，重商 

主 义 体 系 的 幻 觉 是 从 哪 里 来 的 呢 ？ 显 然 是 从 货 币 形 式 赋 予 贵 金 M的 
拜 物 教 性 质 中 来 的 。而 大 力 夸 耀 自 己 的 独 立 思 考 和 不 倦 地 重 复 对 重  
商 主 义 拜 物 教 的 乏 味 的 嘲 笑 的 现 代 政 治 经 济 学 ，不 也 同 样 受 到 了 假  
象 的 欺 骗 吗 ？ 它 的 头 一 个 教 条 不 就 是 :物 ( 例 如 劳 动 T 具 )按 其 本 性  
是 资 本 ，如 果 要 想 揭 示 它 们 的 纯 社 会 性 质 ，那 就 是 犯 r 违 犯 自 然 罪 。 
最 后 ，在 许 多 方 面 非 常 卓 越 的 重 农 学 派 ,不 也 是 认 为 地 租 不 是 从 人 那  
里 取 走 的 贡 赋 . 相 反 ，是 自 然 本 身 给 予 所 有 者 的 礼 物 吗 ？ 但 是 .我 们  
不 想 涉 及 以 后 的 问 题 ，仅 仅 再 举 一 个 关 于 商 品 形 式 本 身 的 例 子 。

假 如 商 品 能 说 话 , 它 们 会 说 :我 们 的 使 用 价 值 也 许 使 人 们 很 感 兴  
趣 ;对 我 们 来 说 .我 们 作 为 物 . 对 使 用 价 值 毫 不 汁 较 。我 们 关 心 的 是  
我 们 的 价 值 。我 们 彼 此 之 间 作 为 买 卖 的 物 所 发 生 的 关 系 就 证 明 r 这  
一 点 。我 们 只 是 相 互 把 对 方 看 做 交 换 价 值 。难 道 你 们 不 认 为 经 济 学  
家 下 面 所 说 的 是 商 品 内 心 的 话 吗 ？经 济 学 家 说 ：

只 要 对 罗 马 共 和 国 的 历 史 稍 微 有 点 丫 解 ，就 会 知 道 .地 产 的 历 史 构 成 罗 马 共 和  
M的 秘 史 》 另 一 方 面 •人 人 都 知 道 . 唐 . 吉 诃 德 由 于 相 信 游 侠 生 活 _rij•以冋 任何 
社 会 经 济 形 式 并 存 而 付 出 了 代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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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值 (交 换 价 值 )是 物 的 属 性 ，财 富 （使 用 价 值 )是 人 的 M性 。 从 这 个 意 义  
h 说 . 价 值 必 然 包 含 交 换 . 财 富 则 不 然 。 ”(33) “财 富 ( 使 用 价 值 )是 人 的 属 性 。 价 
值 是 商 品 的 属 性 人 或 共 同 体 是 富 的 . 珍 珠 或 金 刚 石 是 有 价 值 的 • 珍 珠 或 金 刚  
f î 作 为 珍 珠 或 金 刚 石 是 有 价 值 的 / ’(M)

直 到 现 在 ，还 没 有 一 个 化 学 家 在 珍 珠 或 金 剛 石 中 发 现 交 换 价 值 。 
可 是 那 些 发 现 或 发 明 这 类 化 学 物 质 并 吹 嘘 f i己 看 问 题 深 刻 的 经 济 学  
家 . 却 发 现 物 的 使 用 价 值 同 它 们 的 物 质 属 性 无 关 ，而 它 们 的 价 值 倒 是  
它 们 作 为 物 所 具 葙 的 。在 这 1 为 他 们 的 这 种 意 见 作 证 的 是 这 样 一 种  
奇 怪 的 情 况 :物 的 使 用 价 值 对 于 人 来 说 没 有 交 换 就 能 实 现 ，就 是 说 ， 
在 物 和 人 的 直 接 关 系 中 就 能 实 现 ;相 反 .物 的 价 值 则 只 能 在 交 换 中 实  
现 ，就 是 说 ，只 能 在 一 种 社 会 关 系 中 实 现 。在 这 里 ，我 们 不 禁 想 起 善  
良 的 道 勃 雷 和 他 对 巡 丁 西 可 尔 的 教 导 48:

“一 个 人 长 得 漂 亮 是 环 境 造 成 的 ，会 写 字 念 书 才 是 天 生 的 本 领 。”(35)(莎 士  
比 亚 ）

■ 《评 政 治 经 济 学 上 荇 干 用 语 的 争 论 . 特 別 是 奋 关 价 值 、供 求 的 争 论 》
_li«丨 年 伦 敦 版 第 ifi K 。

( : « ) 赛 • W利 《对 价 值 的 本 质 、尺 度 和 原 因 的 批 判 研 究 》1825年 伦 敦 版 第
]65 页 。47

评 政 治 经 济 学 上 若 干 用 语 的 争 论 》— 书 的 作 者 和 赛 • W利 责 备 李  
劍冬丨 . 说 他 把 纯 梓 相 对 的 交 换 价 值 转 化 为 某 种 绝 对 的 东 西 ， 恰 恰 相 反 ,李 嘉 图  
是 把 珍 珠 、金 刚 7Ï这 种 物 在 作 为 交 换 价 值 时 所 具 有 的 表 面 的 相 对 性 ，还 原 为 这  
种 外 忐 所 掩 盖 的 Ä 实 关 系 ，还 原 为 它 们 作 为 人 类 劳 动 的 单 纯 表 现 的 相 对 性 。 如 
沿 说 李 嘉 阁 主 义 荇 对 W利 的 答 复 既 粗 浅 而 又 缺 乏 说 服 力 ，那 只 是 因 为 他 们 在 李  
萵 阌 本 人 那 M找 + 到 关 于 价 值 和 价 值 形 式 即 交 换 价 值 之 间 的 内 在 关 系 的 任 何  
说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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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品 不 能 自 己 到 市 场 去 ，不 能 自 己 互 相 交 换 ,。 因 此 .我 们 必 须 找  
寻 它 的 监 护 人 和 管 理 人 ，也 就 是 商 品 占 有 者 。商 品 是 物 ，所以不能反 
抗 人 。如 果 它 不 乐 意 ，人 可 以 使 用 强 力 ，换 句 话 说 ，用 强 力 把 它 拿  
走 。 为 了 使 这 些 物 作 为 商 品 彼 此 发 生 关 系 ，商 品 监 护 人 必 须 作 为  

有 自 己 的 意 志 体 现 在 这 些 物 中 的 人 彼 iit.发 生 关 系 ，因 此 ，一方 的意 志  
也 是 另 一 方 的 意 志 ，每 一 方 通 过 共 同 的 意 志 行 为 ，让 渡 自 己 的 商 品 . 

占 有 别 人 的 商 品 。可 见 ，他 们 必 须 彼 此 承 认 对 方 是 私 有 者 。这 种 具  
有 契 约 形 式 的 (不 管 这 种 契 约 是 不 是 用 法 律 固 定 下 来 的 ）法 的 关 系 ， 
不 过 是 一 种 反 映 着 经 济 关 系 的 意 志 关 系 。这 种 法 的 关 系 或 意 志 关 系  
的 内 容 是 由 这 种 经 济 关 系 本 身 决 定 的 。36 (37)在 这 里 ，人 们 之 间 相 互 发

( 3 6 )  在 以 虔 诚 著 称 的 1 2 世 纪 ，商 品 行 列 里 常 常 出 现 一 些 极 妙 之 物 ,，当 时  
一 位 法 国 诗 人 所 列 举 的 朗 迪 市 场 49上 的 商 品 中 ，除 衣 料 、鞋 子 、皮 革 、农 具 等 物  
以 外 ，还 有 “淫 荡 的 女 人 ”》

( 3 7 )  很 多 人 5(> 从 以 商 品 生 产 为 基 础 的 社 会 产 生 的 法 的 关 系 中 提 取 他 们  
的 公 平 的 理 想 。顺 便 说 1 下 ，这 就 给 他 们 提 供 了 一 个 使 他 们 感 到 宽 慰 的 论 据 . 

即 这 种 生 产 像 公 平 一 样 也 是 永 恒 的 。 然 后 ，他 们 又 把 这 种 从 现 实 社 会 中 提 取 出  
来 的 理 想 当 做 改 造 这 个 社 会 和 它 的 法 的 支 点 。 如 果 一 个 化 学 家 不 去 研 究 物 质  
化 合 的 现 实 规 律 ，并 根 据 这 些 规 律 解 决 一 定 的 问 题 . 却 要 按 照 “亲 和 件 ”和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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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关 系 ，只 是 因 为 他 们 使 一 定 的 物 作 为 商 品 彼 此 发 生 关 系 。他们 彼  
此 只 是 作 为 他 们 所 占 有 的 商 品 的 代 表 而 存 在 。而 且 在 研 究 进 程 中 我  
们 会 看 到 ，人 们 在 不 同 情 况 下 扮 演 的 各 种 角 色 不 过 是 人 们 彼 此 之 间  
保 持 着 的 经 济 关 系 的 人 格 化 。

交 换 者 与 他 的 商 品 不 同 的 地 方 ，主 要 在 于 : 对 商 品 来 说 .每 个 别  
的 商 品 只 是 它 本 身 的 价 值 的 表 现 形 式 。商 品 生 性 放 荡 而 且 厚 颜 无  
耻 . 它 随 时 准 备 不 仅 用 自 d 的 灵 魂 而 且 用 自 己 的 肉 体 去 换 取 任 何 别  

的 商 品 . 哪 怕 这 个 商 品 生 得 像 马 立 托 奈 斯 一 样 丑 。商 品 所 缺 乏 的 评  
价 其 同 类 的 具 体 方 III的 感 官 .由 交 换 者 用 他 自 己 的 五 种 和 五 种 以 上  
的 感 官 补 足 并 发 展 了 。商 品 对 交 换 者 没 有 直 接 的 使 用 价 值 ;否 则 ，他 
就 不 会 把 它 拿 到 市 场 上 去 。 商 品 对 他 来 说 ，只 是 这 样 的 使 用 价 值 :它  

是 价 值 的 承 担 者 ，对 別 人 有 用 ，从 而 是 交 换 手 段 。(38)所 以 ，他 愿 意 让  

渡 他 的 商 品 来 换 取 其 使 用 价 值 能 够 满 足 他 的 需 要 的 商 品 。一 切商品 
对 它 们 的 占 有 者 是 非 使 用 价 值 ，对 它 们 的 非 占 有 者 是 使 用 价 值 。因 
此 . 商 品 必 须 全 面 转 Î-。这 种 转 -T•就 形 成 商 品 交 换 ，而 商 品 交 换 使 商  
品 彼 此 作 为 价 值 发 生 关 系 并 作 为 价 值 来 实 现 。 可 见 ，商 品 在 能 够 作  
为 使 用 价 值 实 现 以 前 .必 须 先 表 现 为 价 值 ,

性 ”这 岬 “永W观 念 "来 改 造 物 质 化 合 ，那 么 对 于 这 样 的 化 学 家 人 们 该 怎 样 想 呢 ? 
如 果 有 人 说 高 利 贷 ”违 背 “永 悼 公 平 ”、“永 恒 公 道 ”，那 么 这 个 人 对 高 利 贷 的 了  
解 比 耶 些 说 高 利 贷 违 背 “永 恒 恩 典 ”、- 永 恒 信 仰 ”和 “永 恒 神 意 ”的 教 父 42的 了 解
乂 高 明 多 少 呢 ？

n s) “因 为 每 种 物 都 有 两 种 用 途 :一 种 是 物 本 身 所 固 有 的 .另 一 种 则 不  
然 •例 如 紅 •既 用 来 穿 . 义 可 以 用 来 交 换 。 从 这 两 方 而 看 •鞋 都 是 使 用 价 值 ，因为  
胙 川 鞋 来 文 换 他 所 需 耍 的 东 西 . 例 如 食 物 . 谁 就 是 利 用 了 鞋 . 佝 不 是 利 用 鞋 的  
n 然 用 途 • 闪 为 它 不 是 为 g 换 而 存 在 的 。”（亚 哨.七 多 德 《政 治 学 》第 1 册 第 9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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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 方 面 ，商 品 在 能 够 作 为 价 值 实 现 以 前 .必 须 被 确 认 是 使 用 价  
值 ; 因 为 耗 费 在 商 品 生 产 上 的 人 类 劳 动 ，只 有 耗 费 在 对 别 人 有 用 的 形  
式 上 ，才 能 算 数 。但 是 ，这 种 劳 动 对 别 人 是 否 有 用 ，也 就 是 说 ，它 的产  
品 是 否 能 够 满 足 别 人 的 需 要 ，只 有 在 商 品 交 换 中 才 能 得 到 证 明 。

每 一 个 商 品 占 有 者 都 只 想 让 渡 自 己 的 商 品 ，来 换 取 另 一 个 具  
有 能 够 满 足 他 的 需 要 的 使 用 价 值 的 商 品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来 说 ，交 
换 对 于 他 只 是 个 人 的 事 情 。 另 一 方 面 ，他 想 通 过 他 所 中 意 的 仟 何  
另 一 个 具 有 同 等 价 值 的 商 品 来 使 他 的 商 品 作 为 价 值 实 现 .而 不 问  
他 自 己 的 商 品 对 于 这 另 一 个 商 品 的 占 有 者 是 不 是 有 使 用 价 值 。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来 说 ，交 换 对 于 他 是 一 般 社 会 的 行 为 。但 是 ，同 一 行为  
不 可 能 同 时 对 于 一 切 交 换 者 只 是 个 人 的 行 为 ，同 时 又 只 是 一 般 社  
会 的 行 为 。

我 们 仔 细 看 一 下 就 会 发 现 ，对 每 一 个 商 品 占 有 者 来 说 ，每个 別人 
的 商 品 都 是 他 的 商 品 的 特 殊 等 价 物 ，因 而 他 的 商 品 是 其 他 一 切 商 品  
的 一 般 等 价 物 。但 因 为 一 切 交 换 者 都 这 样 做 ，所 以 没 有 一 种 商 品 是  
一 般 等 价 物 ，商 品 的 相 对 价 值 也 就 不 具 有 使 商 品 作 为 价 值 量 互 相 比  
较 的 一 般 形 式 。总 之 ，它 们 并 不 是 作 为 商 品 ，而 只 是作为 产 品或使用 
价 值 彼 此 对 立 着 。

我 们 的 交 换 者 在 他 们 的 困 难 处 境 中 是 像 浮 土 德 那 样 想 的 :起 初  
是 行 动 51。 因 此 他 们 还 没 有 想 就 已 经 做 起 来 了 。他 们 的 天 然 本 能 只  
是 要 证 实 商 品 本 性 所 产 生 的 规 律 。他 们 只有 使 他 们 的 商品 同 任 何 另  
—个 在 它 们 面 前 表 现 为 一 般 等 价 物 的 商 品 相 比 较 ，才 能 使 他 们 的 商  
品 作 为 价 值 ，从 而 作 为 商 品 相 比 较 。前 面 的 分 析 已 经 表 明 了 这 一 点 。 
但 是 ，这 个 一 般 等 价 物 只 能 是 社 会 的 活 动 的 结 果 。因 此 ，一个 特殊 商  
品 由 于 其 他 商 品 的 共 间 行 动 而 分 离 出 来 . 被 用 来 表 现 这 些 商 品 各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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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价 值 。于 是 这 一 商 品 的 自 然 形 式 就 成 为 具 有 社 会 效 力 的 等 价 形  
式 。从 此 ，充 当 一 般 等 价 物 就 成 为 被 排 挤 出 来 的 商 品 的 特 殊 社 会 职  
能 。这 种 商 品 就 成 为 货 币 。

“他 们 同 心 合 意 •把 力 量 和 权 柄 授 予 那 只 兽 ,，凡 缉 有 这 种 印 记 即 没 有 这 个  
兽 名 或 兽 名 的 数 字 者 . 都 不 能 买 或 卖 (《启 示 录 》 S2)

货 币 是 在 交 换 中 自 然 形 成 的 结 晶 ，在 交 换 中 .各 种 不 同 的 劳 动 产  
品 事 实 上 彼 此 等 M , 从 而 转 化 为 商 品 。交 换 的 历 史 发 展 ，使劳 动 产 品  

越 来 越 具 有 商 品 的 性 质 ，同 时 使 商 品 本 性 中 包 含 着 的 对 立 ，即 使用价 
值 和 价 值 的 对 立 也 发 展 起 来 。交 易 的 需 要 本 身 迫 使 人 们 赋 予 这 一 对  
立 以 躯 体 ，要 求 产 生 一 种 可 以 感 觉 到 的 价 值 形 式 ，这 个 需 要 一 直 存  
在 ,直 到 由 于 商 品 分 为 商 品 和 货 币 这 种 二 重 化 而 最 终 取 得 这 个 形 式  
为 止 。可 见 ，随 着 劳 动 产 品 向 商 品 的 普 遍 转 化 的 完 成 .一 种 商品 向 货  
币 的 转 化 也 就 完 成 了 。 (39)

在 直 接 的 产 品 交 换 中 ，价 值 表 现 一 方 面 具 有 简 单 相 对 形 式 ，另 一 
方 面 还 不 具 有 这 种 形 式 。这 种 形 式 就 是 X量 商 品 A =  y 量 商 品 B。 
直 接 的 交 换 形 式 是 X量 使 用 物 品 A = y 量 使 用 物 品 B。《*»在 这 里 ， A 

物 和 B物 在 交 换 之 前 不 是 商 品 . 它 们 只 是 通 过 交 换 才 成 为 商 品 。使 

用 物 品 一 旦 在 量 上 超 过 它 的 生 产 者 的 需 要 ，对 于 生 产 者 来 说 就 不 再

( 3 9 ) 我 们 "〖以 根 据 这 -点 来 评 价 资 产 阶 级 社 会 主 义 。 资 产 阶 级 社 会 主  
义 既 想 使 商 品 1•:产 永 柯 化 . 又 想 废 除 “货 币 和 商 品 的 对 立 ”，就 是 说 废 除 货 币 本  
身 . 因 为 货 币 只 是 存 在 于 这 种 对 0：中 关 于 这 个 问 题 i羊 见 我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第 f i l 贞 及 以 F 几 页

(4 < I ) 只 要 不 是 两 种 不 同 的 使 用 物 品 相 交 换 .而 是 像 在 野 蛮 人 中 间 看 到 的  
那 样 .把 一 堆 M 杂 的 东 西 当 做 第 _=: 种 东 两 的 等 价 物 . 那 么 .连 直 接 的 产 品 交 换 也  
还 处 于 它 的 初 期 阶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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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使 用 价 值 ，而 在 一 定 情 况 下 .就 会 作 为 交 换 价 值 来 使 用 。物本身存 
在 于 人 之 外 ，因 而 是 可 以 让 渡 的 3 为 使 这 种 让 渡 成 为 相 互 的 让 渡 ，人 
们 只 须 默 默 地 彼 此 当 做 那 些 可 以 让 渡 的 物 的 私 有 者 ，从 而 当 做 独 立  
的 人 来 发 生 关 系 就 行了  „ 然 而 这 种 彼 此 独 立 的 关 系 在 原 始 共 N 体 的 
成 员 之 间 并 不 存 在 ，不 管 这 种 共 同 体 的 形 式 是 家 长 制 家 庭 .々 代 印 度  
公 社 ' 还 是 像 秘 鲁 的 印 加 国 54. 等 等 。商 品 交 换 是 在 共 同 体 的 尽 头 . 

在 它 们 与 别 的 共 同 体 或 其 成 员 接 触 的 地 方 幵 始 的 。但是物一 • a 对 外 
成 为 商 品 . 由 于 反 作 用 ，它 们 在 共 同 体 内 部 生 活 中 也 成 为 商 品 。它 们  
交 换 的 量 的 比 例 起 初 完 全 是 偶 然 的 < 它 们 能 够 交 换 .是 由 于 它 们 的  
占 有 者 决 定 把 它 们 互 相 让 渡 的 意 志 行 为 。 同 时 ，对 别 人 的 使 用 物 品  
的 需 要 渐 渐 增 多 和 固 定 下 来 。交 换 的不 断 重 复 使 交 换 成 为 钉 规 则 的  
社 会 的 事 情 ，而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至 少 有 一 部 分 使 用 物 品 是 布 意 为 了  
交 换 而 生 产 的 。从 那 时 起 ，物 满 足 直 接 需 要 的 效 用 和 物 用 于 交 换 的  
效 用 ，也 就 是 说 ，它 们 的 使 用 价 值 同 它 们 的 交 换 价 值 明 显 地 分 离 幵  
来 。 另 一 方 面 ，它 们 相 互 交 换 的 比 例 开 始 由 它 们 的 生 产 本 身 来 调 节 。 
习 惯 把 它 们 作 为 价 值 量 固 定 下 来 。

在 直 接 的 产 品 交 换 中 ，每 个 商 品 对 于 它 的 占 有 者 来 说 直 接 就 是  
交 换 尹 段 ，而 对 于 它 的 非 占 有 者 来 说 .它 只 是 在 对 他 成 为 使 用 价 值 的  
情 况 下 才 是 等 价 物 。因 此 ，交 换 物 还 没 有 取 得 同 它 本 身 的 使 用 价 值  
或 交 换 者 的 个 人 需 要 相 独 立 的 价 值 形 式 。随 着逐渐 进 人交 换 的商品 
数 量 和 种 类 的 增 多 ，这 种 形 式 就 越 来 越 成 为 必 要 的 了 ，问 题 和解决 问  
题 的 手 段 同 时 产 生 。如 果 不同 商 品 的 主 人 不 把 他 们 的 不 同 商 品 作 为  
价 值 与 同 一 个 第 三 个 商 品 相 交 换 、相 比 较 ，商品占有者就决 不能拿自 
己 的 物 品 同 其 他 种 种 物 品 相 交 换 、相 比 较 。这 第 三 个 商 品 由 于 成 为  
其 他 商 品 的 等 价 物 . 就 直 接 取 得 一 般 的 或 社 会 的 等 价 形 式 ，虽 然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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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 小 的 范 围 内 。这 种 一 般 等 价 形 式 同 引 起 这 个 形 式 的 瞬 息 间 的 社 会  
接 触 一 起 产 生 和 消 失 。这 种 形 式 迅 速 地 、交 替 地 和 这 个 或 那 个 商 品  
结 合 在 一 起 。但 是 ，一旦 交 换 达 到 一 定 的 发 展 阶 段 ，这 种 形式就专 门  
固 定 在 一 个 特 殊 种 类 的 商 品 上 ，或 者 说 结 晶 为 货 币 形 式 。它 究 竟 固  
定 在 哪 一 种 商 品 上 ，最 初 是 由 偶 然 情 况 决 定 的 1但 总 的 说 来 ，有 两 种  
情 况 起 着 决 定 的 作 用 。货 币 形 式 或 者 固 定 在 最 重 要 的 外 来 物 品 上 ， 
这 些 物 品 事 实 上 最 先 表 现 出 本 地 产 品 的 交 换 价 值 ;或 者 固 定 在 本 地  
可 以 让 渡 的 财 产 的 主 要 部 分 如 牲 畜 这 种 物 品 或 者 更 确 切 地 说 使 用 物  
品 上 。游 牧 K 族 最 先发 展 了 货 币 形式 ，因 为 他 们 的 一 切 财 产 和 一 切 所  
有 物 都 具 有 可 以 移 动 的 因 而 可 以 直接 让 渡 的 形式 ，又因为 他 们 的生活 
方式使他们 经 常和别 的社会 接 触 ，因 而 促 使 他 们 进 行 产 品 交 换 。人们  
过 去 常常 把 作 为 奴 求的 人 本 身 当 做原 始 的 货 币 材 料 .但 是 从 来 没 有 把  
土 地 当 做 这 种 材 料 》这 种 想 法 只 有 在 发 达 的 资 产 阶 级 社 会 里 才 会 产  
生 。它 出 现 在 17世 纪 最 后 30多 年 ，而 只 是 在 一 个 世 纪 以 后 ，即 1789 

年 法 国 革 命 时 期 ，有人才试 阁 在 大 范 围 内 .在全国 范 围 内 来 实 现 它 。 ss
随 着 交 换 E丨 益 突 破 纯 粹 地 方 的 限 制 .从 而 商 品 价 值 日 益 代 表 一  

般 人 类 劳 动 ，货 币 形 式 也 就 日 益 转 到 那 些 天 然 适 于 执 行 一 般 等 价 物  
这 种 社 会 职 能 的 商 品 身 上 ，即 转 到 贵 金 属 身 上 。

“银 和 金 天 然 不 是 货 币 ，但 货 币 天 然 是 银 和 金 ”(4 n , 这 句 话 指 出  
了 这 些 金 属 的 自 然 属 性 和 货 币 职 能 之 间 的 一 致 。<42)但 至 此 我 们 只  
知 道 货 币 的 一 种 职 能 :它 是 商 品 价 值 的 表 现 形 式 ，或 者 是 商 品 价 值 量

(<11)卡 尔 •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59年 柏 林 版 第 135页 。56“贵 金  
厲 ……天 然 足 货 币 (加 利 阿 尼 《货 币 论 》,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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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卷 第 137页 ）

( 4 2 ) 洋 见 我 的 上 述 著 作 中 《贵 金 属 》一 章 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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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以 取 得 社 会 表 现 的 材 料 。 一 种 物 质 只 有 分 成 的 每 一 份 都 是 均 质  
的 . 才 能 成 为 价 值 的 适 当 的 表 现 形 式 ，或 柚 象 的 因 而 等 同 的 人 类 劳 动  
的 具 体 形 象 。另 一 方 面 ，因 为 价 值 只 是 在 量 上 不 同 ，所以 货 币 商 品 必  
须 只 能 有 纯 粹 量 的 差 别 ，必 须 能 够 随 意 分 割 .又 能 够 把 它 的 各 部 分 合  
并 起 来 。大 家 都 知 道 ，金 和 银 天 然 具 有 这 一 切 属 性 。

货 币 商 品 的 使 用 价 值 二 重 化 r 。它 作 为 商 品 具 有 特 殊 的 使 用 价  
值 —— 如 金 可 以 用 做 奢 侈 品 的 原 料 ，可 以 镶 牙 等 等 一 一 此 外 ，它 又取 
得 一 种 由 它 的 独 特 的 社 会 职 能 产 生 的 形 式 上 的 使 用 价 值 。

因 为 一 切 商 品 只 是 货 币 的 特 殊 等 价 物 ，而 货 币 是 它 们 的 一 般 等  
价 物 ，所 以 货 币 在 它 们 面 前 充 当 一 般 商 品 ，而 它 们 在 货 币 面 前 只 代 表  
特 殊 商 品 ， )

我 们 已 经 知 道 .货 币 形 式 只 是 一 切 种 类 的 商 品 的 价 值 关 系 在  
一 种 唯 一 的 商 品 上 的 反 映 。 因 此 ，只 有 在 那 些 把 商 品 的 完 成 的 形  
态 当 做 出 发 点 然 后 由 此 开 始 分 析 商 品 的 人 看 来 ，“货 币 本 身 是 商  
品 ”才 是 一 种 发 现 。 对 于 交 换 运 动 使 之 转 化 为 货 币 的 那 个 商 品 ， 
交 换 运 动 给 予 它 的 ，不 是 它 的 价 值 ，而 是 它 的 独 特 的 价 值 形 式 。有 人  

由 于 把 这 两 种 完 全 不 同 的 东 西 混 淆 起 来 ，曾 误 认 为 银 和 金 是 纯 粹 想  43

(43) “货 币 是 一 般 商 品 。 韦 里 《政 治 经 济 学 研 究 》] 7 7 ]年 初 版 第 16页 〉 
(44 ) “我 们 可 以 统 称 为 贵 金 属 的 银 和 金 本 身 ，是 价 值 时 涨 时 落 的 商 品 。 

当 重 量 较 小 的 贵 金 属 可 以 购 买 数 M 较 大 的 本 国 商 品 时 ，贵 金 属 的 价 值 较 高 。 ” 
(《论 货 币 、贸 易 、汇 兑 的 相 互 关 系 的 一 般 概 念 》，一 个 商 人 著 ，1695年 伦 敦 版 第 7 
页 )“银 和 金 ，已 铸 币 的 或 者 未 铸 币 的 ，虽 然 被 用 做 计 量 一 切 物 的 尺 度 ，m 是 它 们  
和 酒 、油 、烟 、呢 绒 和 布 一 样 ，也 是 商 品 。”(《论 贸 易 . 特 别 是 东 印 度 的 贸 易 》]明 9 
年 伦 敦 版 第 2 页 )“金 和 银 不 能 被 排 除 在 商 品 之 外 。”(《东 印 度 的 贸 易 是 对 王 国  
最 有 利 的 贸 易 》1677年 伦 敦 版 第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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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的 价 值 。《5>由 于 货 币 在 它 的 某 些 职 能 上 可 以 用 它 本 身 的 单 纯 的  

符 号 来 代 替 . 又 产 生 了 另 一 种 误 解 ，以 为 货 币 只 是 一 种 单 纯 符 号 。
另 一方曲 '，这 种 误 解 确 实 使 人 预 感 到 ，在 外 在 物 的 表 面 下 .货 币  

实 际 上 掩 盖 着 社 会 关 系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 ，每 个 商 品 都 是 一 个 符 号 ， 

因 为 它 只 有 作 为 生 产 它 所 耗 费 的 人 类 劳 动 的 物 质 外 壳 ，(46)才 是 价

(45 ) “金 银 仵 成 为 货 币 以 前 . 作 为 金 属 就 具 有 价 值 。”（加 利 阿 尼 《货 币  
论 》 . 见 痄 斯 托 第 编 《意 大 利 政 治 经 济 学 名 家 文 集 • 观 代 部 分 》 1803年 米 兰 版 ） 
洛 克 说 :“由 于 银 具 有 适 于 作 货 币 的 质 ，人 们 就 一 致 同 意 给 银 一 种 想 象 的 价 值 ， 
勺 此 相 反 . 罗 说 不 同 的 国 家 怎 能 给 某 物 以 一 种 想 象 的 价 值 ……或 者 说 ，这 种  
想 象 的 价 值 怎 能 保 持 下 去 呢 ?”但 是 他 本 人 根 本 不 理 解 这 个 问 题 .因 为 他 在 另 一  
个 地 方 是 这 样 说 的 :“银 按 照 它 具 有 的 使 用 价 值 即 它 的 实 际 价 值 进 行 交 换 ;由 于  
它 被 采 用 为 货 币 ，乂 取 得 一 个 追 加 价 值 ， ( 约 翰 • 罗 《论 货 币 和 贸 易 》，载 于 欧 • 
德 尔 编 《 18世 纪 的 财 政 经 济 学 家 》第 470页 ）

(.16) “货 币 是 它 ( 商 品 ）的 符 号 ， ( 韦 • 德 • 福 尔 邦 奈 《商 业 学 入 |’ 丨 》 1766 
年 莱 顿 新 版 第 2 卷 第 ]4 3 页 广 货 币 作 为 符 号 被 商 品 吸 引 （同 1：■第 155页 ） 
“货 币 是 坫 种 物 的 符 号 . 并 且 代 表 这 种 物 ( 孟 德 斯 鸠 《论 法 的 楮 神 》r 货 币 不 是  
单 纯 的 符 号 ，因 为 它 本 身 就 足 财 富 ; 它 不 代 表 价 值 . 它 是 价 值 的 等 价 物 。”（勒 特  
罗 纳 《论 社 会 利 益 》, 德 尔 编 《重 农 学 派 》1846年 巴 黎 版 第 910 页 ）法 学 家 早 在 经 _ 
济 学 家 43以 前 . 就 宣 扬 货 币 是 单 纯 符 号 、贵 金 厲 价 值 纯 厲 想 象 的 观 念 。这 些 法  
学 家 迠 权 的 仆 从 和 献 呀 i各 ，他丨 门 在整个 中 III:纪 时 期 .一 直 以 罗 马 帝 国 的 传 统  
和《学 说 汇 纂 )>58中 关 于 货 币 作 用 的 概 念 . 作 为 闻 王 伪 造 铸 币 的 权 利 的 依 据 。 这  
邱 法 学 家 的 好 学 生 ，菲 力 浦 六 世 （瓦 卢 瓦 的 )59在 1346年 的 一 项 法 令 中 说 :“无 
论 何 人 小 得 亦 不 应 怀 疑 ，唯 朕 有 权 ……处 理 铸 币 事 宜 . 决 定 铸 币 之 制 造 、品 位 与  
储 作 ，颁 尔 心 关 铸 币 之 命 令 ，并 遵 照 符 合 朕 意 之 办 法 及 价 格 将 铸 币 付 诸 流 通 》 ” 
货 币 价 值 由 皂 帝 下 令 规 定 ，足 罗 马 法 的 定 则 u 当 吋 明 文 禁 止 把 货 币 当 做 商 品 。 
“任 何 人 均 不 得 购 尖 货 币 . 货 币 为 公 共 使 用 而 设 . 不 应 成 为 商 品 ,.”6«对 亍 这 个 问  
题 • 汴 • 弗 • 帕 尼 尼 《试 论 物 W的 合 理 价 格 。 1751年 》( 库 斯 托 第 编 《意 大 利 政  
治 经 济 学 名 家 文 集 • 现 代 部 分 》第 2 卷 )作 r 很 好 的 说 明 „ 特 别 在 这 一 著 作 的  
第 二 部 分 . 帕 尼 尼 M法 学 家 们 展 开 r 论 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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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但 是 ，当 人 们 只 把 物 在 特 殊 生 产 方 式 的 基 础 上 所 具 有 的 社 会 性  
质 ，或 者 说 ，把 劳 动 的 社 会 规 定 在 特 殊 生 产 方 式 的 基 础 上 所 具 有 的 物  
的 性 质 看 成 是 单 纯 的 符 号 时 ，他 们 就 使 这 些 性 质 具 有 了 被 所 谓 人 们  
的 普 遍 同 意 所 认 可 的 约 定 俗 成 的 虚 构 的 意 义 。这 是 1 8世 纪 流行 的  

说 明 方 法 ;人 们 既 不 能 解 释 社 会 关 系 的 谜 一 般 的 形 态 的 起 源 ，也不能 
解 释 这 些 形 态 的 发 展 . 于 是 他 们 避 开 这 些 形 态 .声 称 这 些 形 态 是 人 类  

的 发 明 ，而 不 是 从 天 上 掉 下 来 的 。
前 面 已 经 指 出 ，一 个 商 品 的 等 价 形 式 并 没 有 表 示 出 该 商 品 的 价  

值 总 量 。即 使 我 们 知 道 金 是 货 币 ，也 就 是 说 它 可 以 同 一 切 商 品 交 换 . 

我 们 并 不 因 此 就 知 道 例 如 10磅 金 的 价 值 是 多 少 。货 币 同 任 何 商 品  
一 样 ，只 能 相 对 地 通 过 别 的 商 品 来 表 现 自 己 的 价 值 量 。它 本 身 的 价  
值 是 由 生 产 它 所 需 要 的 劳 动 时 间 决 定 的 .并 且 是 通 过 每 个 要 求 相 同  
的 劳 动 持 续 时 间 的 别 种 商 品 的 量 表 现 出 来 的 。U7)金 的 相 对 价 值 量  
是 在 金 的 产 地 通 过 最 初 的 交 换 固 定 的 。当 它 作 为 货 币 进 入 流 通 时 ， 
它 的 价 值 已 经 是 既 定 的 了 。还 在 17世 纪 最 后 几 年 ，人 们 已 经 知道货  

币 是 商 品 ;佴 是 ，货 币 分 析 仅 仅 跨 出 了 第 一 步 。困难 不在于了解货 币  
是 商 品 . 而 在 于 了 解 一 种 商 品 怎 样 、为 什 么 成 为 货 n i。 47 (48)

(47) “假 定 有 人 从 秘 鲁 的 银 矿 开 采 一 盎 句 银 并 带 到 伦 敦 来 ，他 所 用 的 时  
间 和 他 生 产 一 蒲 式 耳 谷 物 所 需 要 的 时 间 相 等 ，那 么 .其 中 的 一 个 就 是 另 一 个 的  
自 然 价 格 ;假 定 现 在 由 于 开 采 更 富 的 新 矿 ，获 得 两 盎 司 银 像 以 前 获 得 一 盎 司 银  
花 费 一 样 多 ，那 么 在 其 他 条 件 相 同 的 情 况 下 ，现 在 一 蒲 式 耳 谷 物 值 10先 令 ，而 
它 以 前 值 5 先 令 。”(威 廉 • 配 第 《赋 税 论 》1667年 伦 敦 版 第 3 1 页 >

( 4 8 )  罗 雪 尔 教 授 先 生 首 先 教 训 我 们 说 :“错 误 的 货 币 定 义 可 以 分 为 两 大  
类 :一 类 认 为 货 币 比 商 品 多 一 些 ，一 类 认 为 货 币 比 商 品 少 一 些 。”接 着 他 杂 乱 无  
章 地 开 列 了 一 份 关 于 货 币 性 质 的 著 作 的 目 录 ，从 这 个 书 目 丝 毫 也 不 能 f 解 真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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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已 经 看 到 ，在 X量 商 品 A = y 量 商 品 B 这 个 最 简 单 的 价 值  

表 现 中 .似 乎 表 现 另 一 物 的 价 值 量 的 物 不 通 过 这 种 关 系 就 具 有 自 己  
的 等 价 形 式 .似 乎 这 种 形 式 是 它 天 然 具 有 的 社 会 属 性 》我 们 已 经 探  
讨 了 这 种 假 象 ，直 到 它 确 立 起 来 的 时 候 为 止 》 当 一 般 等 价 形 式 专 门  
同 一 种 特 殊 商 品 结 合 在 - 起 . 即 结 晶 为 货 币 形 式 的 时 候 ，这 种 假象 就  
完 全 确 立 起 来 了 。一 种 商 品 成 为 货 币 ，似 乎 不 是 因 为 其 他 商 品 都 通  
过 它 来 互 相 表 现 自 己 的 价 值 ，相 反 ，似 乎 因 为 这 种 商 品 是 货 币 .其 他  
商 品 才 都 通 过 它 来 表 现 自 己 的 价 值 起 中 介 作 用 的 运 动 在 它 本 身 的  
结 果中消 失 了  .而 且 没 有 留 下 任 何 痕 迹 。 商 品 似 乎 没 有 出 什 么 力 就  
发 现 它 们 f i己 的 价 值 衣 现 并 固 定 在 一 个 与 它 们 并 存 、在 它 们 之 外 的  
商 品 体 中 。这 些 简 单 的 物 . 即 银 和 金 ，一 从 地 底 下 出 来 ，就 立 即 表 现  
为 一 切 人 类 劳 动 的 直 接 化 身 。货 币 的 魔 术 就 垦 由 此 而 来 的 。

的 货 币 学 说 史 . 最 后 他 训 诚 说 :“不 能 诉 认 .大 部 分 现 代 同 民 经 济 学 家 对 于 使 货  
币 +  N 于 Ä 他 商 品 的 那 鸣 特 点 （尤 北 是 多 一 些 或 少 一 些 吗 ？）是 注 意 得 不 够  
的 …… 就 这 一 点 说 • 加 尼 珲 之 流 的 半 重 商 主 义 的 反 动 就 不 是 完 全 没 有 根 据 的  
了 ( 威 廉 • 罗 雪 尔 《国 民 经 济 学 原 理 》1858年 第 3 版 第 207 页 及 以 下 儿 页 ）多 
一 些  少 一 些  太少  就 这 一 点 说  不 是 完 全 ！ 多 么 淸 楚 而 又 明 确
的 思 想 和 语 言 ！ ffi丨 罗 雪尔 先4'.还 谦 逊 地 把 这 类 教 授 式 的 折 中 主 义 空 谈 命 名 为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解 剖 生 理 学 的 方 法 ”！不 过 冇 一 个 发 现 要 归 功 亍 他 ，那 就 是 ：货  
币 是 “一 种 快 意 的 商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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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货 币 或 商 品 流 通

1. 价 值 尺 度

为 了 简 单 起 见 ，我 们 假 定 金 是 执 行 货 币 职 能 的 商 品 。
金 的 第 一 个 职 能 是 为 全 部 商 品 提 供 一 种 把 它 们 的 价 值 表 现 为 同  

名 、同 质 并 且 在 量 上 可 以 比 较 的 量 的 材 料 。这 样 ，金执 行一般的价值  
尺 度 的 职 能 ，正 是 由 于 这 个 职 能 ，金 这 个 等 价 商 品 才 成 为 货 [「K

商 品 并 不 是 由 于 有 了 货 币 才 可 以 通 约 „ 恰 恰 相 反 。因为 商品作 
为 价 值 是 物 化 的 劳 动 . 从 而 它 们 之 间 可 以 通 约 .所 以 它 们 能 共 同 用 - 

个 独 特 的 商 品 来 计 量 自 己 的 价 值 ，并 把 这 个 独 特 的 商 品 变 成 货 币 ，也 
就 是 把 这 个 独 特 的 商 品 变 成 它 们 共 冋 的 尺 度 D 货 币 作 为 价 值 尺 度 • 

是 价 值 的 内 在 尺 度 即 劳 动 持 续 时 间 必 然 采 取 的 形 式 。 (<19)

( 4 9 ) 为 什 么 货 币 不 a 接 代 表 劳 动 时 间 本 身 ，例 如 ，以 一 张 纸 币 代 表 X 个  
劳 动 小 时 ，这 个 问 题 可 简 单 归 结 为 : 为 什 么 一 旦 存 在 商 品 生 产 .劳 动 产 品 就 必 须  
采 取 商 品 形 式 ？ 或 # 说 • 为 什 么 私 人 劳 动 不 能 直 接 看 成 是 社 会 劳 动 ，即 它 身  
的 对 立 面 。我 在 别 处 曾 洋 细 地 谈 到 在 当 前 的 生 产 条 件 下 实 行 “劳 动 货 币 "或 “劳  
动 券 ”这 种 空 想 。 （卡 尔 •马 克思《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M年 柏 林 版 第 f i l 页 及 以  
下 几 页 6 |) fr:这 qi我 还 想 指 出 一 点 . 例 如 欧 义 的 “劳 动 券 ”62, 同 戏 票 一 样 ,不 是 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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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 商 品 在 金 上 的 价 值 表 现 ，X量 商 品 A =  y 量 货 币 商 品 ，是商 

品 的 货 币 形 式 或 它 的 价 格 。现 在 ，要 用 社 会 公 认 的 形 式 表 现 铁 的 价  
值 ，只 要 有 ] 吨 铁 = 2 盎 司 金 这 样 一 个 等 式 就 够 了 。这 个 等 式 不 需  

要 再 成 为 其 他 一 切 商 品 的 等 式 系 列 中 的 一 环 ，因 为 金 这 个 等 价 商 品  
已 经 具 有 货 币 的 性 质 。因 此 ，现 在 商 品 的 一 般 相 对 价 值 形 式 又 重 新  
获 得 了 相 对 价 值 的 最 初 的 样 子 ，即 简 单 的 相 对 价 值 形 式 。

货 币 商 品 本 身 没 有 价 格 。货 币 商 品 要 参 加 其 他 一 切 商 品 所 共 有  
的 相 对 价 值 形 式 ，就 必 须 充 当 自 己 的 等 价 物 。相 反 ，第 二 个 形 式 ，即  
商 品 价 值 通 过 无 限 的 等 式 系 列 表 现 出 来 的 形 式 .对 货 币 来 说 却 成 了  
它 的 相 对 价 值 的 唯 一 形 式 。然 而 ，这 个 系 列 已 经 存 在 于 商 品 的 价 格  
中 。把 一 份 行 情 表 上 的 价 目 倒 过 来 读 ,就 可 以 看 出 货 币 的 价 值 量 表  
现 在 各 式 各 样 的 商 品 上 。

商 品 的 价 格 或 货 币 形 式 ，像 不 同 于 商 品 体 或 商 品 的 自 然 形 式 的  
一 般 价 值 形 式 一 样 ，是 某 种 观 念 的 东 西 3 铁 、麻 布 、小 麦 等 等 的 价 值  
虽 然 看 不 见 ，似 是 存 在 于 这 些 物 的 本 身 中 ;它 们 的 价 值 通 过 它 们 同 金  
相 等 ，M金 发 生 一 种 可 以 说 只 是 存 在 于 商 品 头 脑 中 的 关 系 而 表 现 出  
来 。因 此 . 交换 者为 了卜 I外 界 表 明 商 品 的 价 格 ，必 须 把 ä 己的舌头 借 
给 商 品 . 或者给 它 们 挂 丨 : 一 张 纸 条 。 (5(n

币 „ 欧 文 辟 先 以 社 会 化 劳 动 为 前 提 . 就 是 说 ，以 一 种 勻 商 品 生 产 截 然 相 反 的 生  
产 形 式 为 前 提 rv:他 那 1 劳 动 券 只 是 证 明 牛 .产 者 个 人 参 与 共 同 劳 动 的 份 额 • 以  
及 他 个 人 在 供 消 费 的 耶 部 分 片 同 产 品 中 应 得 的 份 额 。 欧 文 既 没 有 想 到 以 商 品  
屯 产 为 前 提 .也 没 打 想 到 用 货 币 把 戏 来 回 避 商 品 牛 .产 的 必 要 条 件 》

( 野 蛮 人 或 半 野 蛮 人 以 另 外 的 方 式 使 用 舌 头 。 例 如 帕 1 船 长 在 谈 到  
巴 芬 湾 西 岸 居 民 的 情 况 财 说 :“在 这 神 场 舎 (在 交 换 产 品 时 )他 们 把 提 供 給 他 们  
的 糸 两 川片 头 -舔 两 次 -似 f 认 为 这 样 做 过 之 n 就 算 达 成 r  in式 协 定 V ’63东 部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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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 然 商 品 在 金 上 的 价 值 表 现 仅 仅 是 观 念 的 .所 以 要 丧 现 商 品 的  
价 值 ，只 需 要 用 观 念 的 金 或 者 只 存 在 于 想 象 屮 的 金

每 一 个 商 人 都 清 楚 地 知 道 . 4 他 给 予 商 品 价 值 以 价 格 形 式 或 想  
象 的 金 的 形 式 时 .他 远 没 有 把 自 己 的 商 品 转 化 为 金 .而 为 了 川 金 估 量  
数 百 万 的 商 品 价 值 ，他 不 需 要 丝 毫 实 在 的 金 „ 货 币 Æ执 行 价 值 尺 度  
的 职 能 时 只 是 当 做 观 念 的 货 币 来 使 用 。这 种 情 况 引 起 f 种 种 最荒 谬  
的 学 说 。 (51 ]但 是 ，尽 管 货 币 作 为 价 值 尺 度 只 是 观 念 地 执 行 职 能 ，因 
而 用 于 这 一 目 的 的 金 只 是 想 象 的 金 ，商 品 的 价 格 仍 然 完 全 取 决 于  
货 币 材 料 。例 如 ，一 吨 铁 所 包 含 的 价 值 . 即 人 类 劳 动 量 ，是 在 想 象  
中 由 耗 费 等 量 劳 动 的 货 币 商 品 量 表 现 出 来 的 所 以 ，一 吨 铁 的 价  
值 . 根 据 充 当 价 值 尺 度 的 是 金 、银 还 是 铜 . 表 现 为 完 全 不 同 的 价 格 . 

或 者 说 ，通 过 不 同 数 量 的 铜 、银 或 金 表 现 出 来 。 因 此 .如 果 两 个 不  
同 的 商 品 ，例 如 金 和 银 ，同 时 充 当 价 值 尺 度 ，一 切 商 品 就 会 有 两 种  
不 间 的 价 格 表 现 . 即 金 价 格 和 银 价 格 ；只 要 金 和 银 的 价 值 比 例 不  
变 ，例 如 保 持 1:15，那 么 这 两 种 价 格 就 可 以 安 然 并 存 。但 是 ，这 种  
价 值 比 例 的 任 何 变 动 .都 会 改 变 商 品 的 金 价 格 和 银 价 格 之 间 的 比  
例 ，这 就 在 事 实 上 证 明 .价 值 尺 度 的 职 能 同 价 值 尺 度 的 二 重 化 是 不

斯 基 摩 人 在 接 受 人 们 卖 给 他 们 的 物 品 的 时 候 也 总 是 用 舌 头 舔 这 巧 物 品 既 然 作  
北 方 把 舌 头 当 做 占 有 的 器 官 .那 么 .在 南 方 把 肚 子 当 做 积 累 财 富 的 器 官 就 不 足 为  
奇 了 ，卡 弗 尔 人 就 是 按 照 肥 胖 程 度 和 肚 子 的 大 小 来 衡 量 一 个 人 的 财 富 的 。这 些  
卡 弗 尔 人 真 是 聪 明 极 了 . 因 为 在 1864年 英 国 官 方 1A生 报 告 对 工 人 阶 级 的 绝 大 部  
分 人 明 显 地 缺 乏 脂 肪 64表 示 同 情 的 时 候 ，在 同 一 年 ，一 个 叫 哈 维  < 不 是 发 现 血 液  
循 环 的 哈 维 )的 医 生 靠 一 种 能 使 资 产 阶 级 和 贵 族 消 除 过 剩 脂 肪 的 妙 方 走 了 运 。

( 5 1 ) 见 卡 尔 • 马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中 《关 于 货 币 计 量 单 位 的 学 说 》 
一 节 。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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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容 的 。 (52)
凡 是 价 格 已 经 确 定 的 商 品 都 表 现 为 这 样 的 形 式 : a 量 商 品 八 = x  

量 金 ; b 量 商 品 B = z 量 金 ; c 量 商 品 C = y 量 金 ，等 等 ，在 这 里 ，a，b， c 

代 表 商 品 A ，B，C 的 一 定 量 ，x，Z, y 代 表 金 的 ' 定 量 。 x，z ,y 作为 同  

名 M .或 者 说 作 为 同 一 个 东 西 即 金 的 不 同 量 ，互 相 比 较 和 互 相 计 M ， 
由 此 就 产 生 出 技 术 上 的 必 要 性 ，即 让 它 们 同 一 个 固 定 的 、确 定 为 计 量  
单 位 的 金 量 发 生 关 系 。这 个 计 M单 位 本 身 通 过 进 一 步 分 成 等 分 而 发  
展 成 为 标 准 。金 、银 、铜 在 变 成 货 币 以 前 ，在 重 量 计 董 方 面 就 已 经 具  
有 这 种 砧 准 . 例 如 ，以 磅 为 计 量 单 位 ，这 个 计 量 单 位 分 成 盎 司 等 等 ，又 32

(32) “在 镪 和 金 依 法 同 时 充 当 货 § 即 充 当 价 值 挖 度 的 地 方 ，想 把 它 们 当  
做 同 一 物 质 看 待 . 总 足 徙 劳 的 。 如 果 假 定 同 量 劳 动 固 定 不 变 地 物 化 在 金 银 的  
同 一 比 例 中 . 这 实 际 t 就 是 假 定 银 和 金 是 同 一 物 质 .而 一 定 量 价 值 较 低 的 金  
J4 • 即 银 . 是 一 定 量 金 的 一 个 固 定 不 变 的 分 数 ，从 爱 德 华 三 世 起 到 乔 治 二 tit 
时 期 . 英 国 币 制 史 经 w  r —连 牢 的 混 乩 . ä 原 因 是 法 定 的 银 和 金 的 比 价 同 它  
们 的 实 际 价 值 的 变 动 不 断 发 生 冲 突 . 冇 时 金 的 估 价 髙 了  .有 时 银 的 估 价 高  
了 . 估 价 过 低 的 金 属 退 出 流 通 . 被 熔 化 和 输 出 。于 是 两 种 金 属 的 比 价 w 由法 
律 加 以 改 变 •但 新 的 名 义 价 值 很 快 乂 像 旧 的 那 样 同 实 际 的 比 价 发 生 冲 突 《 

现 代 . 由 于 印 度 和 中 网 耑 要 银 . M银 相 比 . 金 的 价 伯 :哲 吋 略 微 低 落 • 结 取 在  
法 W大 规 模 地 发 肀 了 卜 .述 现 象 :银 被 输 出 .在 流 通 中 被 金 所 取 代 „ 1855年 、1856 
年 和 1857年 .输 人 法 闽 的 金 比 从 法 国 输 出 的 金 多 了  <1 158万 镑 ,而 从 法 国 输 出  
的 银 比 输 人 法 W的 银 多 了  34 704 000镑 。 在 像 法 国 这 样 -些 国 家 里 ，两 种 金 属  
郎坫 法定的价值 丨 ':度 ，丨 # 都 被 强 制 流 通 . 于 足 • 每 个 人 都 可 以 随 意 用 银 或 金 来  
支 付 . 仵 这 甩 价 值 增 大 的 金 厲 实 际 [:冇 贴 水 .它 间 其 他 任 何 商 品 一 样 用 估 价 过  
高 的 金 厲 來 计 童 自 d 的 价 格 .曲 其 实 也 只 冇 估 价 过 高 的 那 种 金 属 才 起 着 价 值 尺  
度 的 作 m 这 方 面 的 金 部 历 史 经 验 总 结 起 来 + 过 是 ：凡 釘 两 种 商 品 依 法 充 当 价  
俏 尺 度 的 地 方 ，事 实 上 总 是 只 有 一 种 商 品 保 持 着 这 种 地 位 。”（同 上 .第 5 2 、 5 3 
页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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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成 英 担 等 等 因 此 . 在 一 切 金 厲 的 流 通 屮 . 原 有 的 重 M 标 准 的  
名 称 ，也足•最 初 的 货 币 标 准 的 名 称 。

作 为 价 值 R 度 和 作 为 价 格 标 准 ，金 执 行 着 两 种 完 全 不 同 的 职 能 。 
作 为 一 般 等 价 物 . 它 足 价 值 尺 度 ;作 为 固 定 的 金 属 重 量 ，它 是 价 格 标  
准 。作 为 价 值 尺 度 ，它 用 来 使 商 品 的 价 值 转 化 为 价 格 ,转 化 为 想 象 的  
金 量 ;作 为 价 格 标 准 . 它 用 固 定 的 并 分 成 等 分 的 金 量 汁 最 这 邱 金 量 。 
商 品 通 过 价 值 尺 度 表 现 它 们 自 己 的 价 值 ，相 反 .价 格 标 准 只 是 用 一 个  
金 量 H•量 各 种 不 同 的 金 量 ，而不是用 一 个 金 量 的重 童 计 童 另 一 个 金 量  
的 价 值 。对 于 价 格 标 准 来 说 .只 要 把 一 定 重 量 的 金 固 定 为 计 量 单 位 就  
够 了 。在 这 里 .正 如 在 一 切 同 名 量 的 尺 度 规 定 中 一 样 ,计 量 单 位 的 固  
定 性 是 绝 对 必 要 的 。因 此 ，计 量 单 位 和 这 种 单 位 的 更 细 的 等 分 越 是 不  
变 ，价 格 标 准 就 越 是 能 更 好 地 执 行 自 己 的 职 能 。 另 一 方 面 ，金 能 够 充  
当 价 值 尺 度 ，只是因为 它 本身是劳 动 产 品，也就是说 ，是 可 变 的 价 值 。

首 先 很 明 显 ，金 的 价 值 变 动 丝 毫 不 会 改 变 金 执 行 价 格 标 准 的 职  
能 。不 论 金 的 价 值 怎 样 变 动 ，不 同 的 金 量 之 间 的 比 例 总 是 不 变 。哪  
怕 金 的 价 值 跌 落 100%，12 盎 司 金 的 价 值 仍 然 是 1 盎 司 金 的 12倍 ， 

在 价 格 问 题 只 在 于 不 同 金 量 彼 此 之 间 的 比 例 。另 一 方 面 ，鉴 于 1 

盎 司 金 绝 不 会 因 为 它 的 价 值 涨 落 而 改 变 它 的 重 t t ,因 此 它 的 等 分 的  
重 量 也 不 会 改 变 ，所 以 •不 论 金 的 价 值 怎 样 变 动 ，金 作 为 固 定 的 价 格  
标 准 总 是 起 同 样 的 作 用 。

(53 ) 英 国 的 货 币 计 量 单 位 - - 盎 d 金 不 能 分 成 等 分 .造 成 这 种 奇 怪 现 象 的  
原 因 是 :“我 国 的 铸 币 本 来 只 适 用 银 ，因 此 •一 盎 4 银 分 成 的 铸 币 总 是 一 个 整 数 ; 
但 是 .后 来 在 R适 用 干 银 的 铸 币 制 度 中 采 用 f 金 ，闪 此 ，一 盎 金 铸 成 的 金 币 就  
不 能 是 一 个 整 数 了 ( 麦 克 拉 伦 《通 货 简 史 )>1858年 伦 敦 版 第 16 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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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的 价 值 变 动 也 不 会 妨 碍 金 执 行 价 值 尺 度 的 职 能 。这 种 变 动 会  
同 时 影 响 一 切 商 品 ，因 此 ，在其他条 件 相 同 的 情况 下 • 它 们 相互 间 的  

价 值 的 相 对 量 不 变 。 (51)

商 品 用 金 来 估 价 只 是 以 下 面 一 点 为 前 提 :在 一 定 的 时 代 ，生产 一  
定 量 的 金 要 耗 费 一 定 量 的 劳 动 。 至 于 商 品 价 è 的 变 动 ，它 是 由 前 面  
阐 述 的 简 单 相 对 价 值 l a 律 来 调 节 的 。

商品 价格 的 普 遍 提 高 ，在 货 币 价 值 不 变 的 情 况 下 表 示 商 品价 值 的  
提 高 ，在 商 品 价 值 不 变 的 情 况 下 表 示 货 币 价 值 的 降 低 。反 过 来 .商 品  
价格 的普 遍 降 低 ，在 货 币 价 值 不 变 的 情 况 下 表 示 商 品 价 值 的 降 低 .在  
商 品 价 值 不 变 的 情 况 下 表 示 货 币 价 值 的 提 高 。 由 此 决 不 能 得 出 结 论  
说 ，货 币 价 值 的 提 高 会 引 起 商 品 价 格 的 相 应 的 降 低 ，货 币 价 值 的 降 低  
会 引起商品价格的相应 的提高。这 只 适 用 于 价 值 不 变 的 商 品 。例 如 ， 
某 些 商品 的 价 值 和 货 币 的 价 值 同 时 按 间 一比例提高和降低.这 些商品 
的价格就不会 改 变 ，如 果 这 些 商 品 的 价 值 比 货 币 价 值 增 加 得 慢 些 或 者  
增 加 得 快 些 ，那 么 ，这 $ 商 品 的 价 格 的 提 高 或 降 低 的 程 度 就 由 这 些 商  
品的价值 变 动 和 货 币 的价 值 变 动 之 间 的差 额 来 决 定。余 此 类 推 。

现 在 我 们 回 过 来 考 察 价 格 形 式 。
我 们 看 到 ，金属 重量的惯 用的标 准 及 其 名 称 和金 属 重 量 的更 细 的  

等分也充与 价格标 准。但 是 ，某 些 历 史 情 况 引 起 了 变 化 . 这 些 情 况 是 :

1. 外 国 货 币 流 人 较 不 发 达 的 民 族 . 例 如 在 古 罗 马 ，金 币 和 银 币 是 作 为  
外 国 商品 流 通 的 。这 些 外同 货 币 的 名 称 勺 本 地 的 重 s 名 称 是 不 同 的 。
2 . 财 富 的 增 长 使 比 较 贵 重 的 金 属 代 替 不 大 贵 重 的 金 属 行 使 价 值 尺 度  54

(54) “银 可 以 不 断 改 变 价 值 ,但 仍 然 可 以 允 当 价 值 尺 度 ，就 像 它 完 全 没 有  
变 化 - 样 (赛 • 贝 利《货 币 及 其 价 值 的 变 动 》】837年 伦 敦 版 第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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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职 能 。铜 为 银 所 代 替 ，银 为 金 所 代 替 ，尽 管 这 个 顺 序 是 同 诗 人 想 象  
的年代顺 序 67相 抵 触 的 。例 如 ，镑 原 来 是 真 正 一 磅 重 的 银 的 货 币 名  
称 。 M彳 金代替银 作 为 价 值 尺度时 ，这 个 名 称 就 依 照 金 和 银 的 价 值 比  
例 .可 能 用 来 称 呼 ^ 磅 的 金 等 等 。现 在 ，作 为 货 币 名 称 的 镑 就 和 作 为  
金 的 通常重量名称 的磅分开 了 。 (55) 56 3 .几 百 年 来 大 大 小 小 的 君 主 不 断  

伪 造 货 币 ，使 铸 币 原 来 的 重 量实 际 上只剩下一个 名 称 。(56〃
这 些 历 史 的 进 化 使 金 属 重 量 的 货 币 名 称 同 它 的 通 常 重 量 名 称 的  

分 离 成 为 民 族 的 习 惯 。货 币 标 准 一 方 面 纯 粹 是 约 定 俗 成 的 • 另 一 方  
面 又 需 要 社 会 公 认 . 因 此 最 终 就 由 法 律 来 规 定 这 种 货 币 标 准 。一定 

重 M的 贵 金 属 ，如 一 盎 司 金 . 由 官 方 分 成 若 干 等 分 ，取 得 法 定 的 教 名 . 

如 利 弗 尔 、埃 巨 等 等 。这 种 在 当 时 被 用 做 真 正 的 汁 量 单 位 的 等 分 又  
分 为 新 的 等 分 ，并 具 有 法 定 的 名 称 ，如 先 令 、便 士 等 等 。 (57) — 定的金 
属 重 量 仍 旧 是 金 属 货 币 的 标 准 。改 变 的 只 是 分 法 和 名 称 。

(55) •‘那 些 现 今 只 具 有 观 念 的 名 称 的 铸 币 在 一 切 K族 中 都 是 最 古 老 的 铸  
币 ；曾 经 有 一 个 时 期 .它 们 全 都 是 实 在 的 （后 一 种 说 法 并 不 完 全 正 确 ）。 因 为 它  
们 是 实 在 的 •所 以 它 们 才 被 用 做 计 算 货 币 》”(加 利 阿 尼 《货 币 论 》.载 于 痄 斯 托 第  
编 《意 大 利 政 治 经 济 学 名 家 文 集 • 现 代 部 分 M803年 米 兰 版 第 153页 ）

(56 ) 例 如 .现 在 的 英 镑 差 不 多 只 有 原 来 重 量 的 苏 格 兰 镑 在 丨 707年合 

并 68以 前 只 有 原 来 1M的 ^  .法 国 的 利 弗 尔 只 有 原 来 é 量 的 & . 西 班 牙 的 砝 拉 维  
第 还 不 到 原 来 重 1 的 ^ ^  Ï 萄 牙 的 瑞 斯 所 占 的 比 例 更 是 小 得 多 。69戴 维 • 乌

1 000 I
尔 卡 尔 特 先 生 在 《家 常 话 》中 对 英 国 货 币 H•量 单 位 1镑 只 存 f 盎 司 金 感 到 惊 奇 ， 
他 针 对 这 种 情 况 说 :"这 是 伪 造 尺 度 .不 是 确 立 标 准 。”他 在 货 币 标 准 的 这 种 假 名  
上 .像 在 其 他 事 情 上 一 样 ，看 出 了 文 明 的 伪 造 之 手 。

(57) 在 不 同 的 国 家 ，价 格 的 法 定 标 准 自 然 是 不 同 的 „ 例 如 在 英 国 ，作 为  
金 属 重 t t的 盎 司 分 为 P 金 衡 制 表 示 的 本 尼 威 特 、格 令 和 克 拉 ;但 是 盎 勺 作 为 货  
币 计 量 尺 度 则 分 为 索 维 林 ,一 索 维 林 分 为 20先 令 .一 先 令 分 为 12便 十 ，W 
而 成 色 为 22开 的 100个 金 镑 （ I 200盎 司 ）=4 fi72索 维 林 10先 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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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在 ，商 品 在 观 念 上 转 化 成 的 价 格 或 金 量 ，用 金 标 准 的 货 币 名 称  
来 表 现 了 。因此，英 国 人不 说 1 夸 特 小 麦 等 于 1盎 司 金 ，而 说 等 于 3 镑 17 

先 令 1〇{ 便 士 。商 品 用自己的货 币 名 称 说 明自己值 多少，每当 需要把 
一物当 & 价 值 . 从 而 用 货 币 形 式 来 确 定 时 .货 币 就充当 i十算货 币 。 (58)

一 物 的 名 称 对 于 该 物 的 本 性 来 说 完 全 是 外 在 的 。即 使我知道一 
个 人 的 名 字 叫 雅 各 . 我 对 他 还 是 -点 不 了 解 。 同 样 ，在 镑 、塔 勒 、法 
郎 、杜 卡 特 等 货 币 名 称 _h，价 值 关 系 的 任 何 痕 迹 都 消 失 了 。由于货 币  
名 称 既 表 示 商 品 价 值 ，同 时 又 表 示 金 的 重 量 的 等 分 ，这 些神秘记 号 中  
隐 藏 的 含 义 所 引 起 的 困 难 和 混 乱 就 更 严 重 了 。(5S)另 一 方 面 ，价值 为  
了 同 形 形 色 色 的 商 品 体 K 别 开 来 ，必 然 要 采 用 这 种 不 可 捉 摸 的 而 又  
纯 粹 是 社 会 的 形 式 。 (6C))

(5S) “ 有 人 问 阿 那 卡 雪 斯 ，希 腊 人 为 什 么 要 用 货 币 ？ 他 回 答 说 ，为 了 计  
算 ， ( 阿泰纳 奥 斯《哲 人 宴 》第 〗部 第 4 册 ）

(.〜） 作 为 价 格 标 准 的 金 具 有 和 商 品 价 格 相 同 的 名 称 ，并 按 照 这 些 名 称 所  
表 示 的 i l _ i 单 位 例 如盎 司 的 等 分 被铸 成 货 币 ，因 而 1 盎 司 金 和 〗吨 铁 的价值 同 
样 都 可 表 现 为 3 镑 17先 令 10+便 士 ，人 们 称 这 些 表 现 为 货 币 价 格 。于是产 生 
r  一种 命妙的想法，以为 金可以 用 它 自 身 来 佔 价 ，无 须 同 任 何 其 他 商 品 相 比 较 ， 
它 和 一 切其 他 商 品 不 同 ，它 从 国 家取 得 固 定 的 价格„ 确 定一定重量的金的计 算  
货 币 名 称 被 误 认 为 确 定 这 个 重 量 的 价 值 7(>英 国 文 献 中 有 许 许 多 多的 著 作 充 满  
了 这 类 误 解 海 峡 彼 岸 的 某 些 作 者 受 到 了 同 一 些 错 误 见 解 的 感 染 .

( 6 0 ) 参 看《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中《关 于 货 币 计 量 单 位 的 学 说 I 一 节 ( 第 5 3 页  
及以下 几 页 65)。关 于 提 高 或 降 低 “ 货 币 价 格 ” 的 各 种 幻 想 ，无 非 是 要 国 家 把 已  
经 为 一 定的 金 银 重 量 规 定 的 法 定 名 称 授了 •较 大 的 重 量 或 较 小 的 重 量 . 也就是 
说 ，例如 j 盎 司 的 金 不 是 分 成 2 0 先 令 ，而 是 分 成 4 0 先 令 „ 如 果 这 种 种 幻 想 所  
抱 的 0 的 • 不 是 为 r 采 取 一 些 拙 劣 的 财 政 措 施 来 对 付 公 私 债 权 人 ，而是 为 了 寻  
求 经 济 上的 “ 奇迹疗 法 ” . 那么 配第在《货 币 略 论 。. .致 哈 利 法 克 斯 侯 爵 ;K 1 6 8 2 年 ) 

中 . 就 已 经 对 这 些 幻 想 作 了 极 为 详 尽 的 论 述 ，而 他 的 直 接 继 承 人 达 德 利 • 诺 思  
爵 士 和 约 翰 • 洛 Æ 只 能 冲 淡 和 削 弱 他 的 论 述 ，更 不 用说 以后的人了  „ 配 第 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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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格 是 物 化 在 商 品 内 的 劳 动 的 货 币 名 称 。 因 此 ，商 品 同 在 它 的  
价 格 上 表 现 出 来 的 那 个 货 币 量 等 价 . 不 过 是 同 义 反 复 * (61)，因 为 一 个  
商 品 的 相 对 价 值 表 现 总 是 两 个 商 品 等 价 的 表 现 。虽 然价格作为 商品 
价 值 量 的 指 数 ，是 商 品 同 货 币 的 交 换 比 例 的 指 数 .但 不 能 由 此 反 过 来  
说 ，商 品 同 货 币 的 交 换 比 例 的 指 数 必 然 是 商 品 价 值 量 的 指 数 。假定 
1 夸 特 小 麦 和 2 盎 司 金 在 同 样 的 劳 动 时 间 内 生 产 出 来 ，而 2 镑 是 2 

盎 司 金 的 名 称 。那 么 ，2 镑 就 是 1 夸 ^^小 麦 的 价 值 的 货 币 表 现 ，或者 
说 它 的 价 格 6 如 果 现 在 情 况 许 可 把 1 夸 特 小 麦 标 价 为 3 镑 ，或者迫 
使 把 1 夸 特 小 麦 的 价 格 降 到 I 镑 ，那 么 ，1 镑 和 3 镑 就 是 使 小 麦 价 值  

变 小 或 增 大 的 表 现 ，但 是 1 镑 和 3 镑 仍 然 是 小 麦 的 价 格 ，因 为 第 一 ， 
它 们 是 小 麦 的 货 币 形 式 ;第 二 ，它 们 是 小 麦 同 货 币 的 交 换 比 例 的 指  
数 。在 生 产 条 件 不 变 或 者 劳 动 生 产 力 不 变 的 情 况 下 ，再 生 产 1 夸 特 
小 麦 仍 需 要 耗 费 同 样 多 的 劳 动 。这 一 事 实 既 不 以 小 麦 生 产 者 的 意 志  
为 转 移 ，也 不 以 其 他 商 品 占 有 者 的 意 志 为 转 移 。因 而 .价值 量表现 出 
一 种 生 产 关 系 ，表 现 着 某 种 商 品 和 生 产 这 种 商 品 所 需 要 的 社 会 劳 动  
份 额 之 间 的 内 在 联 系 。随 着 价 值 转 化 为 价 格 ，这 种 必 然 的 关 系 就 表  
现 为 有 用 商 品 同 在 它 之 外 存 在 的 货 币 商 品 的 交 换 比 例 。但 是 ，这 种  
交 换 比 例 既 可 以 表 现 商 品 的 价 值 本 身 ,也 可 以 表 现 商 品 的 让 渡 在 一  
定 条 件 下 偶 然 地 带 来 的 较 大 的 量 或 较 小 的 量 。因 此 ，在 商 品 价 格 和  
它 的 价 值 量 之 间 就 可 É 出 现 偏 差 ，即 量 的 差 额 ，而这 种 可 能 性 已 经 包

“ 如果这 样 一 类 公 告 就 能使 国 家 的 财 富 增加 十 倍 ，这 就 很 奇 怪 ，为 什么 我们 的统  
治 者 不 早 发 布 这 样 的 公 告 呢 ! ” ( 同 上 ，第 :仿 页 ）

(61 )  “否 则 必 须 承 认 ，一 .瓦 万 货 币 的 价 值 大 于 _等 值 的 商 品 的 价 值 ”（勒特 
罗 纳 《论 社 会 利益 》, 德 尔 编 《重 农 学 派 》1 8 4 6 年 巴 黎 版 第 9 1 9 页 ），因此也必须 承 
认 ，“某一价值 大于相等的另 一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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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在 价 格 形 式 本 身 中 。这 种 含 糊 不 清 的 性 质 并 不 是 这 种 形 式 的 缺  
点 ，相 反 地 ，正 是 这 种 形 式 的 优 点 ，因 为 它 使 这 种 形 式 适 合 于 这 样 一  
种 生 产 制 度 ，在 这 种 生 产 制 度 下 ，规 则 只 是 通 过 平 均 地 互 相 补 偿 、互 
相 抵 消 和 互 相 破 坏 的 非 规 则 性 的 肓 目 作 用 而 成 为 规 律 。

价 格 形 式 不 仅 允 许 价 格 和 价 值 量 之 间 的 量 的 不 一 致 ，也就是价 
值 量 和 它 的 货 币 表 现 之 间 的 量 的 不 一 致 ，而 且 能 够 掩 盖 一 个 绝 对 的  
矛 盾 ，以 致 货 币 虽 然 只 是 商 品 的 价 值 形 式 ，但 价 格 可 以 完 全 不 再 表  
现 价 值 。有 些 东 西 本 身 并 不 是 商 品 ，例 如 名 誉 、良 心 等 等 ，但 是 也 可  
以 被 出 卖 ，通 过 赋 予 它 们 的 价 格 而 取 得 商 品 形 式 。 因 此 ，没 有价值 的  
东 西 在 形 式 上 可 以 具 有 价 格 。在 这 里 ，价 格 表 现 是 虚 幻 的 ，就 像 数 学  
中 的 某 些 数 量 一 样 。另 一 方 面 ，虚 幻 的 价 格 形 式 _  -如 未 开 垦 的 土  
地 的 价 格 ，这 种 土 地 没 有 价 值 ，因 为 没 有 人 类 劳 动 物 化 在 里 面 —— 又 
能 掩 盖 虽 然 是 间 接 的 但 却 是 实 在 的 价 值 关 系 ，

同 相 对 价 值 形 式 本 身 一 样 .价 格 通 过 下 列 方 式 来 表 现 一 种 商 品  
如 一 吨 铁 的 价 值 ：一 定 量 的 等 价 物 ，如 一 盎 司 金 .能 直 接 与 铁 交 换 ，但 
4〈能 反 过 来 ，铁 不 能 直 接 与 金 交 换 ^

在 价 格 中 ，也 就 是 在 商 品 的 货 币 名 称 中 ，商 品 同 金 的 等 价 提 前  
了 . 伹 足 扑 没 有 完 成 。商 品 要 实 际 上 起 交 换 价 值 的 作 用 ，就必须 抛 弃  
.自 己 的 自 然 形 体 ，从 只 是 想 象 的 金 转 化 为 实 在 的 金 ，诚 然 ，商 品 实 现  
这 种 变 体 . 同 黑 格 尔 的 “概 念 ”实 现 由 必 然 到 自 由 的 过 渡 71相 比 ，同螃  
蟹 脱 壳 相 比 ，同 教 父 圣 哲 罗 姆 (S2)解 脱 原 罪 相 比 ，是 “更 为 困 难 的 ”。

( 6 2 » 呑 哲 罗 姆在 青 年 时 代 很 费 力地克制物质 欲念，因 为 美 女 的 形 象 不 断  
地 扰 乩 他 的 想 象 在 老 年 时 代 • 他 也 很 费 力 地 Æ 制 精 神 欲 念 。例 如 他 说 : 我想 
象 处 于最卨审 判者之前。” “ 你 是 谁 ? ” “ 我是 … 个 基 督 徒 。” 最 高 审 判 者 大 发 雷 霆 : 

“ 你 撒 谎 . 你 只 是 一 个 西 塞 罗 信 徒 ! ” 72



商 品 除 了 有 例 如 铁 这 种 实 在 的 形 态 以 外 ，还 可 以 在 它 的 价 格 上 有 观  
念 的 形 态 或 想 象 的 金 的 形 态 ，但 它 不 能 同 时 既 是 实 在 的 铁 .又 是 实 在  
的 金 。要 赋 予 商 品 以 价 格 ，只 需 要 宣 布 纯 粹 想 象 的 金 同 商 品 相 等 。 
但 商 品 必 须 为 实 在 的 金 所 代 替 ，它 才 能 对 它 的 占 有 者 起 一 般 等 价 物  
的 作 用 。 如 果 铁 的 占 有 者 向 巴 黎 的 某 种 时 髦 商 品 的 占 有 者 炫 耀 说 铁  
的 价 格 已 经 是 货 币 形 式 了 ，后 者 就 会 像 圣 彼 得 在 天 堂 听 了 但 丁 讲 述  
信 仰 要 义 之 后 那 样 回 答 说 ：

Âssai bene è trascoraa

D'esta moneta già la lega e'1 peso.

Ma dimmi se tu Thai nella tua horsa.(63)

价 格 形 式 包 含 着 商 品 为 取 得 货 币 而 让 渡 的 可 能 性 和 这 种 让 渡 的  
必 要 性 》另 一 方 面 ，金 所 以 充 当 观 念 的 价 值 尺 度 ，只是因为 它 已作为  
货 币 商 品 处 在 市 场 上 。 因 此 ，在 金 的 纯 粹 观 念 的 价 值 尺 度 外 表 下 已  

经 隐 藏 着 实 在 的 货 币 •铿 锵 作 响 的 硬 币 。

2 . 流 通 手 段

, (a ) 商 品 的 形 态 变 化

我 们 看 到 .商 品 的 交 换 只 有 包 含 着 矛 盾 的 和 互 相 排 斥 的 关 系 才  
能 实 现 。 商 品 的 发 展 使 商 品 表 现 为 二 重 性 的 东 西 ，即 使 用 价 值 和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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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  “ 这 个 铸 币 经 过 检 验 . 重 量 成 色 完 全 合 格 。但 告 诉 我 ，你 钱 袋 里 有  
吗 ？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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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 价 值 。这 种 发 展 并 没 有 消 除 这 些 矛 盾 ，而 是 创 造 这 些 矛 盾 能 在 其  
中 运 动 的 形 式 。这 就 是 解 决 实 际 矛 盾 的 唯 一 方 法 ,。例 如 ，一 个 物 体  
不 断 落 向 另 一 个 物 体 而 又 不 断 离 开 这 一 物 体 ，这 是 一 个 矛 盾 。椭 圆  
便 是 这 个 矛 盾 借 以 实 现 和 解 决 的 运 动 形 式 之 一 。

交 换 使 商 品 从 把 它 们 当 做 非 使 用 价 值 的 人 手 里 转 到 把 它 们 当 做  
使用价值 的人手里,。一 种 有 用 劳 动 的 产 品 代 替 另 一 种 有 用 劳 动 的 产  
品 。这 是 社 会 的 物 质 循 环 。商 品 一 旦 到 达 它 充 当 使 用 价 值 的 地 方 ， 
就 从 交 换 领 域 转 人 消 费 领 域 。佴 是 ，这 种 物 质 循 环 只 有 通 过 商 品 的  
一 系 列 的 形 式 变 换 或 形 态 变 化 才 能 完 成 a 我 们 现 在 就 来 考 察 商 品 的  
这 种 形 式 变 换 或 形 态 变 化 。

理 解 运 动 的 这 种 形 态 学 方 面 比 较 困 难 ，因 为 商 品 的 任 何 形 式 变  
换 都 是 通 过 两 种 商 品 的 交 换 实 现 的 。例 如 ，一 个 商 品 为 了 取 得 它 的  
货 币 形 式 而 失 去 其 有 用 形 式 。这 是 如 何 实 现 的 呢 ？ 是 由于商品同金 
的 交 换 。两 个 商 品 的 简 单 交 换 ，这 是 很 清 楚 的 事 实 ;但 对 此 需 要 更 详  
细 地 考 察 。

金 是 一 极 ，一 切 有 用 商 品 是 对 极 ，双 方 都 是 商 品 ，是 使 用 价 值 和  
价 值 的 统 一 。但 这 种 对 立 的 统 一 按 相 反 的 方 向 表 现 在 两 极 上 ，商品 
的 有 用 形 式 是 商 品 的 实 在 形 式 ，而 商 品 的 交 换 价 值 只 是 以 商 品 价 格  
通 过 想 象 的 金 观 念 地 表 现 出 来 。相 反 ，金 的 金 属 的 自 然 形 式 是 金 的  
可 以 普 遍 交 换 的 形 式 .是 它 的 价 值 形 式 ，而 它 的 使 用 价 值 只 是 观 念 地  
表 现 在 充 当 它 的 等 价 物 的 —系 列 商 品 上 。可 是 ，当 商 品 同 金 交 换 时 ， 
它 同 时 就 把 它 的 有 用 形 式 变 成 价 值 形 式 。而 当 金 同 商 品 交 换 时 ，它  
同 样 也 把 自 己 的 价 值 形 式 变 成 有 用 形 式 。

现 在 ，在 作 了 这 些 初 步 考 察 之 后 ，让 我 们 回 到 市 场 这 个 舞 台 上 。 
我 们 随 同 任 何 一 个 交 换 者 ，比 如 我 们 的 老 朋 友 织 麻 布 者 到 市 场 上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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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的 商 品 即 2 0 米 麻 布 的 价 格 是 规 定 了 的 ，假 定 是 两 镑 a 他把麻布换  

成 两 镑 •接 着 . 这 个 守 旧 的 人 又 用 这 两 镑 换 •本 价 格 相 等 的 圣 经 。麻 
布 对 于 他 来 说 只 是 商 品 ，R 是 价 值 承 拘 者  被 转 比 出 去 ，换 取
了 金 .而 麻 布 的 这 种 价 值 形 态 又 被 让 渡 出 太 换 取 了 另 一 种 商 品 爸  
经 . 而 圣 经 就 作 为 使 用 物 品 来 到 织 布 者 的 家 里 ，使 纯 朴 的 灵 魂 得 到  
安 慰 。

可 见 .交 换 是在两 个 K 相 对 立 、互 为 补 充 的 形 态 变 化 屮 完 成 的 :从  
商 品 转 化 为 货 IT]. 又 从 货 币 转 化 为 商 品 商 品 的 这 两 种 形 态 变 化 , 
从 商 品 占 有 者 的 角 度 来 看 . 丨"1时 是 两 种 行 为 ，一 种 是 卖 ，把 商 品换 成 货  
币 ;一 种 是 买 ，把 货 币 换 成 商 品 ，这 两 种 行 为 的 统 一 就是 : 为 买 而 卖 。

这 件 事 情 对 织 麻 布 者 产 生 的 结 果 是 ，现 在 他 占 有 的 不 是 麻 布 ，而 

是 圣 经 ;不 是 他 原 来 的 商 品 ，而 是 另 外 一 种 价 值 相 等 而 用 处 不 N 的商 
品 。他 用 同 样 的 方 法 取 得 他 的 其 他 生 活 资 料 和 生 产 资 料 。在 他 看  
来 ，这 种 卖 和 买 的 运 动 最 终 不 过 是 一 种 商 品 为 另 一 种 商 品 所 代 锊 ，或 
者 说 交 换 产 品 。

因 此 .商 品 的 交 换 包 含 着 下 列 的 形 式 变 换 ：
商 品 货 币 - 商 品  

M ---A—M

从 纯 粹 的 物 质 觇 点 来 看 ，这 个 运 动 导 致 M M，即 商 品 换 商 品 ， 

导 致 社 会 劳 动 的 物 质 变 换 。结 果 一 经 达 到 . 这 种 现 象 也 就 消 失 r 。
现 在 我 们 要 分 别 考 察 商 品 必 须 经 历 的 网 个 相 继 的 形 态 变 化 。
M A。商 品 的 第 一 形 态 变 化 或 卖 。

(64 ) “赫 拉 克 利 特 说 :……火 变 成 万 物 •万 物 乂 变 成 火 „ 就 像 商 品 变 成 金  
和 金 变 成 商 品 一 忭 。”（逛 • 拉 萨 尔 《爱 f 斯 的 晦 描 f f 人 赫 拉 免 利 特 的 竹 学 M858 
年 柏 林 版 第 _1卷 第 222页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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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品 价 值 从 商 品 体 跳 到 金 体 上 ，这 是 商 品 的 惊 险 的 跳 跃 75。这  
个 跳 跃 如 果 不 成 功 ，商 品 并 不 会 摔 坏 ，但 商 品 占 有 者 将 被 剥 夺 。社会  
分 工 使 商 品 占 有 者 的 需 要 成 为 多 方 面 的 ，同 时 又 使 他 的 生 产 能 力 成  
为 单 方 面 的 了 。正 因 为 这 样 ，他 的 产 品 对 他 来 说 仅 仅 是 交 换 价 值 或  
一 般 等 价 物 。然 而 ，这 个 产 品 只 有 转 化 为 货 币 才 能 取 得 这 种 形 式 ，而 
货 币 又 在 别 人 的 口 袋 里 。为 了 把 货 币 吸 引 出 来 ，商 品 首 先 应 当 对 于  
买 者 是 使 用 价 值 ，用 在 商 品 上 的 劳 动 应 当 是 以 社 会 有 用 的 形 式 耗 费  
的 ，或 者 说 ，应 当 证 明 自 己 是 社 会 分 工 的 一 部 分 。但 分 工 创 造 了 自 然  
形 成 的 生 产 有 机 体 ，它 的 纤 维 在 既 是 生 产 者 又 是 交 换 者 的 人 的 背 后  
交 织 在 一 起 ，而 且 继 续 交 织 下 去 。商 品 可 能 是 要 满 足 或 者 甚 至 引 起  
新 的 需 要 的 一 种 新 的 劳 动 的 产 品 。一•种 局 部 的 劳 动 ，昨天还 是一■种  
行 业 的 许 多 职 能 中 的 一 种 职 能 ，今 天 就 可 能 脱 离 这 个 整 体 ，独 立 起  
来 ，从 而 把 它 的 局 部 产 品 当 做 完 成 的 商 品 送 到 市 场 上 去 ，尽 管 没 有 任  
何 东 西 能 保 证 这 个 分 离 过 程 的 条 件 已 经 成 熟 》

某 种 产 品 今 天 满 足 一 种 社 会 需 要 ，明 天 就 可 能 全 部 地 或 部 分 地  
被 一 种 竞 争 的 产 品 所 代 替 。 即 使 某 种 劳 动 ，例 如 我 们 这 位 织 麻 布 者  
的 劳 动 ，明 显 地 是 社 会 分 工 的 一 部 分 ，这 也 绝 不 能 恰 好 使 他 的 2 0米 

麻 布 使 用 价 值 得 到 了 保 证 。社 会 对 麻 布 的 需 要 ，像 对 其 他 各 种 东 西  
的 需 要 一 样 ，是 有 限 度 的 ，如 果 他 的 竞 争 者 已 经 满 足 了 这 种 需 要 ，我 
们 这 位 朋 友 的 产 品 就 成 为 多 余 的 ，因 而 是 无 用 的 了 。但 我 们 假 定 他  
的 产 品 的 使 用 价 值 已 经 得 到 了 证 明 ，因 而 商 品 会 把 货 币 吸 引 出 来 。 
但 现 在 要 问 :它 能 吸 引 多 少 货 币 呢 ？ 当 然 ，答 案 已 经 由 商 品 的 价 格 即  
商 品 价 值 量 的 指 数 预 示 了 。我 们 把 卖 者 的 缺 点 、或 多 或 少 是 有 意  
的 计 算 错 误 撇 开 ，因 为 这 种 错 误 在 市 场 上 马 上 可 以 得 到 无 情 的 纠 正 。 
假 定 他 生 产 自 d 的 产 品 只 耗 费 社 会 必 要 时 间 。 因 此 ，商 品 的 价 格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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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所 有 同 种 商 品 平 均 需 要 的 劳 动 量 的 货 币 名 称 。但 是 .在 我 们 的 织  
麻 布 者 不 知 道 并 且 也 没 有 经 过 他 的 同 意 的 情 况 下 ，织 麻 布 所 采 州 的  
旧 的 方 法 已 经 发 生 了 彻 底 的 变 化 ;咋 天 生 产 一 米 麻 布 的 社 会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今 天 就 不 再 是 社 会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了 ；货 币 所有 者 会 迫 不 及待  
地 用 我 们 这 位 朋 友 的 各 个 竞 争 者 定 出 的 价 格 来 说 明 这 一 点 》我们 这  
位 朋 友 真 是 不 幸 ，世 上 竟 有 很 多 织 麻 布 者 。

最 后 ，假 定 市 场 上 的 每 一 块 麻 布 都 只 耗 费 社 会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 
即 使 这 样 ，这 些 麻 布 的 总 数 仍 然 可 能 体 现 着 白 白 耗 费 的 劳 动 时 间 。 
如 果 市 场 的 胃 口 不 能 以 每 米 两 先 令 的 正 常 价 格 吞 下 全 部 麻 布 .这 就  
证 明 ，以 织 麻 布 的 形 式 耗 费 的 社 会 劳 动 太 多 了 。 其 结 果 就 像 每 一 个  
个 别 的 织 布 者 为 生 产 他 个 人 的 产 品 所 用 的 劳 动 超 过 了 社 会 必 要 劳 动  
一 样 。这 正 像 一 句 德 国 俗 话 所 说 :“一 起 捉 住 ，一 起 绞 死 。”在 市 场 上 ， 
全 部 麻 布 只 是 一 个 商 品 ，每一■块 麻 布 只 是 这 个 商 品 的 相 应 部 分 。

我 们 看 到 ，商 品 爱 货 币 。似 是 “the course of true love runs never 

smooth”(6：1)。社 会 生 产 有 机 体 的 分 散 的 肢 体 - membra disjecta77 

产 生 于 分 工 ，不管是考察它 的 各 个 肢 体 的 职 能 本身 还 是 考 察这 些 肢 体  
的 比 例 关 系 ，它 总 是 带 有 自 发 的 、偶 然 的 印 记 。所 以 我 们 的 交 换 者 发  
现 :分 工 使 他 们 成 为 独 立 的 私 人 生 产 者 ，同 时 又 使 社 会 生 产 过 程 以 及  
他 们 所 造 成 的 关 系 完全 不 受 他 们 的意 志 的 支 配 ，从 而人与 人的互相独  
立要以物所强加的相互依赖 的 体 系作为 必不可少的补 充。

分 工 使 劳 动 产 品 转 化 为 商 品 . 因 而 必 然 使 它 转 化 为 货 币 。同 时 ， 
分 工 使 这 种 变 体 能 否 成 功 成 为 偶 然 的 事 情 。但 是 在这 里 应 当 从 整 体  
上 考 察 现 象 ，因 此 假 定 这 种 现 象 是 正 常 进 行 的 。其 实 ，只要商品不是 65

(65) “真 爱 情 的 道 路 决 不 是 平 坦 的 ”( 莎 士 比 亚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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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 对 卖 不 出 去 ,那 么 不 管 它 的 出 售 价 格 如 何 .商 品 的 形 式 变 换 就 总 会
发 生 》

因 此 ，在 交 换 中 一 目 了 然 的 现 象 是 商 品 和 金 ，例 如 2 0 米 麻 布和  

两 镑 转 手 了 ，换 位 了 。但 是 商 品 同 什 么 交 换 呢 ？ 同 它 的 交 换 价 值 形  
态 或 一 般 等 价 形 态 交 换 。金 又 同 什 么 交 换 呢 ？;同 它 的使用价值 的一 
种 特 殊 形 态 交 换 。金 为 什 么 对 麻 布 表 现 为 货 币 呢 ？ 因为 麻布的货 币  
名 称 即 它 的 价 格 两 镑 已 经 使 麻 布 同 作 为 货 币 的 金 发 生 关 系 。商品是 
在 Ü：渡 的 时 候 ，就 是 说 ，是 在 商 品 的 使 用 价 值 确 实 把 仅 仅 体 现 在 商 品  
价 格 中 的 金 吸 引 出 来 的 时 候 蜕 去 它 的 原 有 形 式 的 。

商 品 价 格 的 实 现 .或 商 品 的 仅 仅 是 观 念 的 价 值 形 式 的 实 现 .同 时  
就 是 货 币 的 仅 仅 是 观 念 的 使 用 价 值 的 相 反 的 实 现 。商 品 转 化 为 货  
币 ，H 时 就 是 货 币 转 化 为 商 品 。单 独 的一■次 交 易 包 含 有 两 极 ：从 商品 
占 有 者 这 一 极 看 ，是 卖 ; 从 金 的 占 有 者 这 对 立 的 一 极 看 . 是 买 。或者 
说 ，卖 就 是 买 .M— A 同 时 就 是 A -M ， 66)

到 这 里 ，我 们 还 只 知 道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一 种 经 济 关 系 ，即 交 换 者 之  
间 的 经 济 关 系 ，在 这 种 关 系 中 ，他 们 只 是 由 于 提 供 出 自 己 的 劳 动 产 品 . 

才占有别 人的劳 动 产 品。因 此 .一 个 交 换 者 要 对 另 一 个 交 换 者 表 现 为  
货 币 占 冇 者 就 必 须 做 到 :或 者 是 他 的 劳 动 产 品 天 然 具 有 货 币 形 式 ，即  
他 的 劳 动 产 品 本 身 是 金 、银 等 等 ，总 之 ，是 货 币 材 料 ;或 者 他 的 商 品 已  
经 蚊 皮 ，Li经 售 出 . 因 而 已 经 蜕 掉 它 原 来 的 形 式 。金 要 执 行 货 币 的 职  
能 ，自 然 就 必 须 在 某 个 地 点 进 人 商 品 市 场 。金 就 在 它 的 产 地 进 人 市  
场 ，在 那 里 ，金作为 直接的劳 动 产 品 与 另 一 种 价 值 相同的产 品交换 。

(6 6 )  ~ 每次卖 都是买 ” （魁 奈 医 生 《关 于 商 收 和 手 工 业 者 劳 动 的 问 答 》，德 
尔 编 《重 农 学 派 》18 4 6年 巴 黎 版 第 1 部 第 1 7 0 页 ）. 或 者 像 魁 奈 在 他 的 《一 般原 
理 沖 旃 说 : “ 卖 就 是 买 。 ”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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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从 这 个 时 候 起 ，它 就 总 是 代 表 已 经 实 现 了 的 商 品 价  
格 。(67)撇 开 金 在 产 地 同 商 品 的 交 换 不 说 ，金 在 每 个 既 是 生 产 者 又 是  
交 换 者 的 人 手 里 都 是 卖 的 产 物 ，或 他 的 商 品 的 第 一 形 态 变 化 M A 

的 产 物 。 金 成 为 观 念 的 货 币 或 价 值 尺 度 ，是 W 为 商 品 都 用 金 来 表  

现 它 们 的 价 值 ，从 而 使 金 成 为 它 们 的 想 象 的 价 值 形 态 而 与 它 们 的 有  
用 产 品 的 自 然 形 态 相 对 立 D 金 由 于 商 品 的 全 面 让 渡 而 成 为 实 在 的 货  
币 。这 个 运 动 把 全 部 商 品 变 成 金 ，从 而 不 仅 在 想 象 中 而 且 在 现 实 中  
把 金 变 成 全 部 商 品 的 转 化 形 态 》这 样 ，商 品 的 有 用 形 态 以 及 生 产 商  
品 的 具 体 劳 动 的 最 后 痕 迹 就 消 失 了  •剩下的只是同一社会 劳 动 的 单  
一 的 无 差 别 的 样 品 。从 一 块 货 币 上 看 不 出 它 是 由 哪 种 商 品 转 化 来  
的 。因 此 ，货 币 可 以 是 粪 土 ，虽 然 粪 土 并 不 是 货 币 。

现 在 ，假 定 我 们 的 织 麻 布 者 让 渡 他 的 商 品 而 取 得 的 两 个 金 币 是  
一 夸 特 小 麦 的 转 化 形 态 ，卖 麻 布 M + A 同 时 就 是 买 麻 布 A-  M。 一 

当 麻 布 已 经 卖 出 ，这 个 商 品 就 开 始 了 一 个 以 卖 麻 布 的 对 立 面 即 买 圣  
经 结 束 的 运 动 ;一 当 麻 布 已 经 买 进 ，这 个 商 品 就 结 束 了 一 个 以 买 麻 布  
的 对 立 面 即 卖 小 麦 开 始 的 运 动 。M - A(麻 布 - 货 币 ），即 M A -M  
(麻 布 一 货 币 - 圣 经 ）这 一 运 动 的 始 段 ，同 时 就 是 A M ( 货 币 麻  

布 ），即 另 一 运 动 M —A —M (小 麦 一 货 币 一 麻 布 ）的 终 段 。一 个 商品 

的 第 一 形 态 变 化 ，即 从 商 品 形 式 转 化 为 货 币 ，同 时 总 是 另 一 个 商品的 
完 全 相 反 的 第 二 形 态 变 化 . 即 从 货 币 形 式 又 转 化 为 商 品 形 式 。 (S9) 67 68 *

(67) ‘‘一 个 商 品 的 价 格 只 能 用 另 一 个 商 品 的 价 格 来 支 付 。”(梅 尔 西 埃 • 
德 拉 里 维 耶 尔 《政 治 社 会 天 然 固 有 的 秩 序 》, 德 尔 编 《重 农 学 派 》第 2 部 第 554页 ）

(68) “要 有 货 币 ，就 得 先 卖 。”( 同 上 ，第 543页 ）
(6 9 ) 在 这 里 , 像 前 面 说 过 的 ，金 或 银 的 生 产 者 是 例 外 ，他 们 卖 自 己 的 产  

品 ,用 不 着 先 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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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第 二 形 态 变 化 或 最 终 的 形 态 变 化 。 买 。

货 币 是 具 有 绝 对 可 让 渡 性 质 的 商 品 ，因 为 它 是 一 切 其 他 商 品 普  
遍 让 渡 的 产 物 。货 币 把 一 切 价 格 倒 过 来 读 .从 而 把 自 己 反 映 在 一 切  
产 品 体 上 ，即 为 货 币 本 身 转 化 为 使 用 价 值 而 献 身 的 材 料 上 。 同 时 ，价 
格 ，即 商 品 向 货 币 送 去 的 秋 波 ，表 明 货 币 可 以 转 化 的 限 度 ，即 表明货  
币 本 身 的 量 。商 品 在 变 成 货 币 后 就 消 失 了  .从 个 人 所 有 的 货 币 上 既  
看 + 出 它 究 竟 怎 样 落 到 此 人 的 手 中 .也 看 不 出 它 是 由 什 么 东 西 转 化  
来 的 。货 币 没 有 臭 味79.不 可 能 嗅 出 它 是 从 哪 里 来 的 。 一 方面•它 代 

表 已 经 卖 掉 的 商 品 ，另 一 方 面 ，它 代 表 可 以 买 到 的 商 品 。
A- M，即 买 ，同 时 就 是 卖 ，即 M— A，一 个 商 品 的 后 一 形 态 变  

化 ，同 时 就 是 另 一 商 品 的 前 一 形 态 变 化 。对 我 们 的 织 麻 布 者 来 说 ，他 
的 商 品 的 生 命 旅 程 是 以 他 把 两 镑 又 转 化 为 圣 经 而 结 束 的 。但卖 圣 经  
的 人 则 把 这 笔 钱 用 来 买 烧 酒 。

A—M，即 M A—M ( 麻 布 货 币 - 圣 经 ）的 终 段 ，同 时 就 是  
M—A.BPM—A M(圣 经 一 货 币 一 烧 酒 ）的 始 段 。

因 为 既 是 生 产 者 义 是 交 换 者 的 人 由 于 社 会 分 工 的 限 制 只 制 造 一  
种 特 殊 的 产 品 ，所 以 他 常 常 是 大 批 地 卖 。另 一 方 面 ，他 的 不 同 的 和 不  
断 再 生 出 的 需 要 ，又 迫 使 他 把 这 样 得 到 的 货 币 用 于 较 多 次 的 买 上 。 
卖 一 次 就 是 各 次 不 同 的 买 的 开 端 。这 样 ，一 个 商 品 的 最 终 的 形 态 变  
化 ，就 是 其 他 商 品 的 第 一 形 态 变 化 的 总 和 。

现 在 ，我 们 来 考 察 总 形 态 变 化 ，即 M + A 和 A— M 这 两 个 运 动  

的 统 一 。这 两 个 运 动 是 通 过 交 换 者 的 二 次 方 向 相 反 的 交 易 即 卖 和 买  70

(70) “货 币 在 我 们 手 中 代 表 我 们 要 买 的 东 西 ，它 也 代 表 我 们 取 得 货 币 时  
卖 出 的 东 西 。"(同 上 ，第 58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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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成 的 ，这 两 次 交 易 使 交 换 者 具 有 了 二 重 性 . 既 是 卖 者 ，又 是 买 者 。 
在 商 品 的 每 一 次 形 态 变 化 中 ，商 品 的 两 种 形 式 即 商 品 和 货 币 N 时 存 
在 着 ，虽 然 是 在 对 立 的 两 极 上 ，同 样 ，在 卖 和 买 的 每 次 交 易 中 ，交换 者 
的 两 种 形 式 即 卖 者 和 买 者 也 互 相 对 立 着 。正 像 同 一 个 商 品 例 如 麻 布  
要 依 次 经 过 两 个 相 反 的 转 化 ，由 商 品 转 化 为 货 币 ，由货 币 转 化 为 商品 
一 样 ，它 的 占 有 者 在 市 场 上 也 要 依 次 扮 演 卖 者 和 买 者 的 角 色 。可 见 ， 
这 两 种 角 色 不 是 固 定 的 ,而 是 由 交 换 者 交 替 扮 演 的 。

一 个 商 品 的 总 形 态 变 化 .在 其 最 简 单 的 形 式 上 ，包 含 四 个 项 <■商 
品 和 货 币 ，商 品 占 有 者 和 货 币 占 有 者 ，这 就 是 —■次 互 相 对 立 的 两 极 。 
但 是 ，交 换 者 之 一 首 先 扮 演 卖 者 的 角 色 ，即 商 品 占 有 者 的 角 色 ，而后 
又 扮 演 买 者 的 角 色 ，即 货 币 占 有 者 的 角 色 。 因 此 ，只 有 三 个 登 场 人  
物 (7» 。第 一 个 形 态 变 化 的 终 项 即 货 币 ，同 时 是 第 二 个 形 态 变 化 的 起  

点 。同 样 ，第 一 幕 中 的 卖 者 ，成 了 第 二 幕 中 的 买 者 ，这 里 又 有 第 三 个  
商 品 占 有 者 作 为 卖 者 同 他 对 立 着 。

商 品 形 态 变 化 的 两 个 相 反 的 运 动 组 成 一 个 循 环 :商 品 形 式 ，商品 
形 式 在 货 币 中 的 消 失 ，商 品 形 式 的 复 归 。

这 个 循 环 以 商 品 形 式 开 始 和 结 束 。在 起 点 上 ，商 品 形 式 附 在 一  

个 对 产 品 的 占 有 者 来 说 是 非 使 用 价 值 的 产 品 上 ，在 终 点 上 ，商品形式 
则 附 在 另 一 个 对 产 品 的 占 有 者 来 说 是 使 用 价 值 的 产 品 上 。我们 还 看  

到 ，货 币 在 这 里 也 起 着 双 重 的 作 用 。在 第 一 个 形 态 变 化 中 ，货 币 作 为  
別 人 口 袋 里 具 有 坚 硬 的 、铿 锵 作 响 的 现 实 性 的 商 品 价 值 形 态 与 商 品  
相 对 立 。商 品 一 变 成 货 币 蛹 . 货 币 就 不 再 是 坚 实 的 结 晶 。货 币 不 过

(7】） “这 样 ，就 有 四 个 项 和 三 个 契 约 当 事 人 . 其 中 有 一 个 人 出 现 两 次 。 ” 
(勒 特 罗 纳 《论 社 会 利 益 》. 德 尔 编 《重 农 学 派 》1846年 巴 黎 版 第 90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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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商 品 的 转 瞬 即 逝 的 形 式 ，商 品 的 必 然 会 消 失 并 转 化 为 使 用 价 值 的  
等 价 形 式 。

组 成 一 个 商 品 的 循 环 运 动 的 两 个 形 态 变 化 .同 时 是 其 他 两 个 商  
品 的 相 反 的 局 部 形 态 变 化 。

例 如 麻 布 的 第 一 个 形 态 变 化 (麻 布 一 货 币 是 小 麦 的 第 二 个 和  
最 后 一 个 形 态 变 化 (小 麦 一 货 币 一 麻 布 麻 布 的 最 后 一 个 形 态 变 化  
( 货 币 - 圣 经 )是 圣 经 的 第 一 个 形 态 变 化 ( 圣 经 一 货 币 ）。可 见 ，每个  
商 品 的 形 态 变 化 系 列 所 形 成 的 循 环 ，同 其 他 商 品 的 循 环 交 错 在 一 起 。 
所 有 这 些 循 环 的 总 体 构 成 商 品 流 通 。

商 品 流 通 在 实 质 上 不 同 于 直 接 的 产 品 交 换 。我们 只要 回 顾 一 下  
上 面 说 过 的 过 程 ，就 会 对 这 一 点 确 信 无 疑 。织 麻 布 者 确 实 拿 麻 布 换  
了 圣 经 ，拿 自 己 的 商 品 换 r 别 人 的 商 品 ;但 这 种 现 象 只 有 对 于 他 才 是  
真 实 的 。宁 愿 要 生 暖 的 饮 料 而 不 要 冰 冷 的 圣 物 的 圣 经 出 卖 者 ，不会  
想 到 拿 他 的 圣 经 同 麻 布 相 交 换 ;织 麻 布 者 也 许 丝 毫 不 会 想 到 同 他 的  
麻 布 相 交 换 的 是 小 麦 ，如 此 等 等 。

B 的商品替换 了  A 的 商 品 ;但 A 和 ß 并 不 是 互 相 交 换 自 己 的 商  
品 „ A 同 13确 实 也 可 能 彼 此 购 买 ，但 这 是 特 殊 的 情 况 ，绝 不 是 流 通  

的 一 般 条 件 必 然 产 生 的 关 系 。相 反 ，流 通 扩 大 了 社 会 劳 动 的 物 质 变  
换 的 领 域 ，使 生 产 者 摆 脱 掉 那 些 与 他 们 的 产 品 的 直 接 交 换 分 不 开 的  
地 方 限 制 和 个 人 限 制 。另 一 方 面 ，这 种 发 展 本 身 造 成 了 一 整 套 不 以  
流 通 的 气 事 人 为 转 移 并 不 受 他 们 控 制 的 社 会 关 系 》例 如 ，织 布 者 能  
卖 出 麻 布 . 只 是 因 为 农 民 已 经 卖 f 小 麦 ；嗜 酒 者 能 卖 出 圣 经 ，只是因 
为 织 布 者 已 经 卖 r 麻 布 ; 酿 酒 者 能 卖 出 酿 造 之 水 ，只 是 因为 另 一 个 人  
已 经 卖 了 永 生 之 水 8|)，如 此 等 等 。

因 此 .与 直 接 的 交 换 不 同 ，流 通 在 产 品 换 位 和 转 手 之 后 并 没 有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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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 。货 币 尽 管 最 终 从 一 个 商 品 的 每 一 次 形 态 变 化 系 列 中 退 出 来 ，供 
它 并 不 消 失 . 它 不 断 地 奔 向 商 品 空 出 来 的 流 通 位 置 。例 如 .在 麻 布 的  
总 形 态 变 化 即 麻 布 货 币 圣 经 中 ，先 是 麻 布 退 出 流 通 ，货 币 补 h 它  
的 位 置 .然 后 是 圣 经 退 出 流 通 ，货 币 又 补 上 圣 经 的 位 置 . 如 此 等 等 》 
但 是 ，当 一 个 交 换 者 的 商 品 代 替 另 一 个 交 换 者 的 商 品 时 .货 币 总 是 留  
在 第 三 人 手 中 。流 通 通 过 一 切 毛 孔 把 货 币 像 汗 一 样 渗 出 来 。

有 一 种 最 愚 蠢 不 过 的 教 条 :流 通 必 然 造 成 买 和 卖 的 平 衡 .因为 每 
一 次 卖 同 时 就 是 买 ，反 过 来 也 是 一 样 。 如 果 这 是 指 实 际 完 成 的 卖 的  
次 数 等 于 买 的 次 数 ，那 是 毫 无 意 义 的 同 义 反 复 。但 这 种 教 条 是 要 证  
明 ，卖 者 会 把 自 己 的 买 者 带 到 市 场 上 来 。作 为 两 极 对 立 的 两 个 人 即  

商 品 占 有 者 和 货 币 占 有 者 的 相 互 关 系 来 看 ，卖 和 买 是 同 一 个 行 为 。 
但 作 为 同 _ 个 人 的 活 动 来 看 . 卖 和 买 是 两 极 对 立 的 两 个 行 为 。因 此 ， 
卖 和 买 的 同 一 性 包 含 着 这 样 的 意 思 :如 果 商 品 被 投 入 流 通 的 炼 金 炉 ， 
没 有 炼 出 货 币 .商 品 就 会 变 成 无 用 的 东 西 。如 果 一 个 人 不 买 ，另 一个  
人 就 不 能 卖 。这 种 同 一 性 还 包 含 这 样 的 意 思 ：如 果 这 个 过 程 成 功 ，它  
就 会 形 成 商 品 的 一 个 休 止 点 ，形 成 商 品 生 命 中 的 一 个 间 歇 期 ，而这 个  
间 歇 期 可 长 可 短 。既 然 商 品 的 第 一 形 态 变 化 是 卖 又 是 买 ，因 而 也就  
可 以 同 它 的 补 充 的 形 态 变 化 相 分 离 。买 者 有 商 品 ，卖 者 有 货 币 ，即 具 
有 这 样 一 种 形 式 的 商 品 ，这 种 形 式 使 它 无 论 什 么 时 候 再 出 现 在 市 场  
上 总 是 会 在 那 里 受 到 人 们 的 欢 迎 。没 有 人 买 . 也 就 没 有 人 卖 ;但 谁 也  
不 会 因 为 自 己 已 经 卖 .就 得 马 上 买 。

流 通 能 够 炸 毁 时 间 、空 间 以 及 个 人 和 个 人 之 间 的 关 系 为 产 品 交  
换 设 下 的 障 碍 。但 是 为 什 么 会 炸 毁 这 些 障 碍 呢 ？ 在 物 物 交 换 中 ，一 
个 人 要 能 让 渡 自 己 的 产 品 ，就 必 须 有 另 一 个 人 同 时 让 渡 他 自 己 的 产  
品 。流 通 使 这 两 个 行 为 的 直 接 的 同 一 性 分 裂 .导 致 了 卖 和 买 之 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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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立 。我 在 卖 了 以 后 并 不 一 定 要 在 同 一 地 点 、同 一 时 间 并 向 曾 经 是  
我 的 买 者 的 同 一 个 人 买 。固 然 ，买 是 卖 的 必 不 可 少 的 补 充 ，但 是 ，买  
和 卖 的 统 一 是 对 立 的 统 一 ，这 也 是 事 实 》如 果 商 品 形 态 变 化 的 这 两  
个 互 相 补 充 的 阶 段 的 分 离 持 续 下 去 ，如 果 卖 和 买 之 间 的 分 裂 达 到 严  

重 的 程 度 ，它 们 的 内 在 联 系 就 会 通 过 一 次 危 机 表 现 出 来 。商 品 包 含  
的 使 用 价 值 和 交 换 价 值 的 矛 盾 ，私 人 劳 动 同 时 必 须 表 现 为 社 会 劳 动  
的 矛 盾 ，具 体 的 劳 动 只 是 当 做 抽 象 的 劳 动 的 矛 盾 .商 品 性 质 的 这 些 内  
在 的 矛 盾 在 流 通 中 取 得 了 它 们 的 运 动 形 式 。这 些 形 式 包 含 着 危 机 的  
可 能 性 ，但 仅 仅 是 可 能 性 。这 种 可 能 性 要 发 展 为 现 实 ，必 须 具 备 各 种  
条 件 ，从 简 单 商 品 流 通 的 观 点 来 看 , 这 些 条 件 还 不 存 在 。 (72)

( b ) 货 币 的流通

M - A— M 这 一 运 动 ，或 一 个 商 品 的 总 形 态 变 化 ，就 是 循 环 .即  

同 一 个 价 值 在 经 历 了 形 态 变 化 以 后 又 回 到 它 的 最 初 的 形 式 ，商 品形 
式 。相 反 ，一 当 它 的 流 通 过 程 完 成 ，它 的 货 币 形 式 也 就 消 失 。 只要它

(72) 参 看 我 在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第 74 76页 81对 詹 姆 斯 • 穆 勒 的 评
论 。在 这 t 问 题 上 ，经 济 学 家 的 辩 护 方 法 有 两 个 特 征 。第 一 , 简 单 地 抽 去 商 品  
流 通 和 Ä接 的 产 品 交 换 之 间 的 区 别 .把 两 者 等 同 起 来 。第 二 ，企 图 把 资 本 主 义  
卞 产 当 事 人 之 间 的 关 系 .I)丨 结 为 商 品 流 通 所 产 生 的 简 箏 关 系 ，从 而 否 认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矛 盾 ，何 商 品 流 通 和 商 品 生 产 是 极 不 相 同 的 生 产 方 式 都 具 有 的 现 象 . 
尽 管 它 们 在 范 围 和 程 度 方 面 各 不 相 同 》 因 此 . 只 知 道 这 些 生 产 方 式 所 共 有 的 、 
抽 象 的 商 品 流 通 的 范 畴 ，还 是 根 本 不 能 了 解 这 些 生 产 方 式 的 本 质 区 别 ，也 不 能  
对 这 些 生 产 方 式 作 出 判 断 u 任 何 一 门 科 学 都 不 像 政 治 经 济 学 那 样 ，流 行 着 拿 浅  
显 的 普 通 道 理 来 大 肆 吹 嘘 的 风 气 》 例 如 ，让 • 巴 * 萨 伊 由 于 知 道 商 品 就 是 产  
品 .就 断 然 ？f定 危 机 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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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这 种 等 价 物 的 形 式 停 留 在 它 的 卖 者 手 中 ，它 就 没 有 超 出 流 通 的 前  
半 段 《—当 卖 者 以 买 来 完 卖 ，货 币 就 会 再 从 他 的 手 里 离 开 。因 此 . 

商 品 流 通 赋 予 货 币 的 运 动 ，就 不 是 循 环 的 运 动 。 商 品 流 通 使 货 币 离  
开 它 的 占 有 者 ，不 会 再 把 它 引 回 到 它 的 占 有 者 手 中 。诚 然 ，如果织 麻 
布者在卖 了  2 0米 麻 布 ，又 买 了 圣 经 之 后 ，重 新 出 卖 麻 布 .货 币 就 会 回  
到 他 的 手 中 。但 是 . 货 币 不 是 来 自 最 初 的 2 0 米 麻 布 的 流 通 。货 币 的 

复 归 要 求 一 个 新 商 品 的 同 一 循 环 运 动 的 重 新进 行或 重 复 ，并 且同以 
前 一 样 以 同 一 结 果 而 告 终 。 因 此 . 商 品 流 通 赋 予 货 币 的 运 动 .使货 币  
不 断 地 离 开 它 的 出 发 点 ，使 它 不 间 断 地 从 一 个 人 手 里 转 到 另 一 个 人  
手 里 :我 们 把 这 称 之 为 货 币 流 通 (currency)。

货 币 流 通 是 同 一 个 运 动 的 不 断 的 、单 调 的 重 复 。 商 品 总 是 在 卖  
者 方 面 ，货 币 总 是 作 为 购 买 手段 在 买 者 方 面 。货 币 作 为 购 买 手 段 ，它  
的 职 能 就 是 实 现 商 品 的 价 格 。 而 货 币 在 实 现 商 品 的 价 格 的 时 候 .把  
商 品 从 卖 者 手 里 转 到 买 者 手 里 ，同 时 自 己 也 从 买 者 手 里 离 开 .到 了 卖  

者 手 里 ，以 便 再 去 同 另 一 个 商 品 重 复 同 样 的 过 程 。
乍 一 看 ，货 币 的 单 方 面 的 运 动 不 是 表 现 为 起 源 于 商 品 的 双 方 面  

的 运 动 流 通 本 身 造 成 了 相 反 的 外 观 。 诚 然 ，在 商 品 的 第 一 形 态 变  
化中，商品的运 动 同商品借以换 位的货 币 的 运 动 同 样 是 显 丨 fii易 见 的 ， 
但 是 商 品 的 第 二 个 形 g 变 化 是 在 商 品 不 在 其 中 表 现 出 来 的 情 况 下 进  
行 的 。 当 商 品 开 始 它 的 流 通 的 这 一 补 充 的 运 动 时 ，它 已 经 蜕 掉 了 它  
的 自 然 躯 体 ，具 有 了 金 的 灵 魂 。 因 此 ，运 动 的 连 续 性 完 全 落 在 货 ill 

上 。似 乎 正 是 货 币 使 本 身 不 能 运 动 的 商 品 流 通 起 来 ，使 商 品 从 把 它  
们 当 做 非 使 用 价 值 的 人 手 里 转 到 把 它 们 当 做 使 用 价 值 的 人 手 里 .并  
且 总 是 朝 着 问 货 币 本 身 运 动 相 反 的 方 向 运 动 。货 币 不 断 使商品离 开  
流 通 领 域 ，同 时 不 断 去 占 据 商 品 的 位 置 ，并 离 开 自 己 的 位 置 。 因 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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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 然 货 币 运 动 只 是 商 品 流 通 的 表 现 ，但 看 起 来 商 品 流 通 反 而 只 是 货  
币 运 动 的 结 果 。 (73)

另 一 方 面 ，货 币 所 以 具 有 流 通 手 段 的 职 能 ，只因为 货 币 是商品的 
已 实 现 的 价 值 形 式 。因 此 ，货 币 的 运 动 ，实 际 上 只 是 商 品 本 身 的 形 式  
的 运 动 。 因 而 这 种 运 动 也 必 然 明 显 地 反 映 在 挺 币 流 通 上 。例 如 ，麻 
布 就 是 先 把 它 的 商 品 形 式 转 化 为 它 的 货 币 形 式 „ 它 的 第 一 形 态 变 化  
(M—A )的 终 极 ，即 货 币 形 式 ，是 它 的 第 二 形 态 变 化 即 它 再 转 化 为 有  
用 商 品 圣 经 (A— M )的 始 极 。但 这 两 个 形 式 变 换 的 每 一 个 都 是 通 过  

商 品 和 货 币 的 交 换 ，通 过 二 者 互 相 变 换 位 置 而 实 现 的 。同 一 些 金 币 ， 
在 第 一 个 行 为 中 同 麻 布 交 换 位 置 .在 第 二 个 行 为 中 同 圣 经 交 换 位 置 。 
这 些 货 币 变 换 位 置 两 次 。麻 布 的 第 一 形 态 变 化 使 这 些 货 币 进 入 织 布  
者 的 口 袋 里 ，麻 布 的 第 二 形 态 变 化 又 使 这 些 货 币 从 那 里 出 来 。这 样 ， 
同 一 个 商 品 的 两 个 互 相 对 立 的 形 式 变 换 就 反 映 在 同 一 些 货 币 的 两 次  
方 向 相 反 的 位 置 变 换 上 。

如 果 商 品 只 经 历 局 部 形 态 变 化 ，只 经 历 一 次 运 动 ，即 从 一 极 来 看  
的 卖 ，从 另 一 极 来 看 的 买 ，那 么 同 一 些 货 币 就 只 变 换 位 置 一 次 。货 币  
的 第 = 次 位 置 变 换 总 是 表 明 商 品 的 第 二 次 形 态 变 化 ，即 商 品从 它 的  
货 币 形 式 再 回 到 它 的 有 用 形 式 。同 一 些 货 币 反 复 不 断 地 变 换 位 置 , 

不 仅 反 映 一 个 商 品 的 形 态 变 化 的 系 列 ，而 且 反 映 这 类 形 态 变 化 的 交  
错 联 系 。 (74)

每 -个 商 品 进 行 第 一 次 形 式 变 换 ，即 在 流 通 中 走 第 一 步 ，就退出

(73) “它 〈货 币 〉除 f 产 品 赋 的 运 动 之 外 ，没 有 别 的 运 动 。”(勒 特 罗 纳  
《论 社 会 利 益 》，德 尔 编 《重 农 学 派 》1846年 巴 黎 版 第 885页 ）

(7个 ） 必 须 指 出 ，正 文 中 的 论 述 只 涉 及 简 单 流 通 形 式 . 这 是 我 们 现 在 研 究
的 唯 一 形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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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通 .不 断 地 为 其 他 商 品 所 取 代 。相 反 ，货 币 作 为 交 换 手段却总 是留 
在 流 通 领 域 ，不 断 地 在 那 里 流 动 。 于 是 产 生 了 一 个 问 题 ，这 个 领 域能  
吸 收 多 少 货 币 量 。

在 一 个 国 家 里 ，每 天 都 发 生 多 少 不 等 的 、同 时 发 生 的 、互 相 并 行  
的 卖 ，或 不 同 商 品 的 局 部 形 态 变 化 „ 这 些 商 品 的 价 值 表 现 在 它 们 的  
价 格 上 ，也 就 是 表 现 在 想 象 的 金 量 上 。因 此 .向 市 场 提 供 的 一 切 商 品  
的 流 通 所 需 要 的 金 量 ，是 由 它 们 的 价 格 总 额 决 定 的 。货 币 不 过 是 把  
已 经 在 商 品 价 格 总 额 中 观 念 地 表 现 出 来 的 这 个 金 额 实 在 地 表 现 出  
来 。因 此 . 这 两 个 数 额 相 等 是 不 言 而 喻 的 。但 是 我 们 知 道 ，在商品价 
值 不 变 的 情 况 下 ，商 品 的 价 格 会 同 金 (货 币 材 料 ）的 价 值 一 起 变 动 .金  
的 价 值 降 低 ，商 品 的 价 格 会 相 应 地 提 高 ；金 的 价 值 提 高 ，商品 的价 格  
会 相 应 地 降 低 。待 实 现 的 商 品 价 格 总 额 的 这 种 变 化 .必 然 会 引 起 流  
通 的 货 币 量 的 相 应 的 变 化 》这 些 变 化 最 终 都 是 由 货 币 本 身 引 起 的 . 

但 显 然 不 是 由 它 作 为 流 通 手 段 的 职 能 .而 是 由 它 作 为 价 值 尺 度 的 职  
能 引 起 的 。在 这 些 场 合 首 先 是 货 币 价 值 发 生 变 化 D 然后是商品价格 
同 货 币 价 值 成 反 比 例 地 变 化 ，而 最 后 是 流 通 货 币 M同 商 品 价 格 成 正  
比 例 地 变 化 。

我 们 已 经 看 到 ，流 通 有 一 个 口 ，金 (或 一 切 其 他 货 币 材 料 )作 为 商  
品 从 这 个 口 进 人 流 通 。因 此 .在 执 行 价 值 尺 度 的 职 能 之 前 ，金本身的 
价 值 是 既 定 的 。如 果 金 的 价 值 现 在 发 生 变 化 . 比 如 说 降 低 了 ，那 么 ， 
这 首 先 会 在 金 同 其 他 商 品 进 行 交 换 的 贵 金 属 产 地 表 现 出 来 。这 件商 
品 的 价 格 提 高 了 ，而 许 多 其 他 商 品 还 继 续 按 照 已 变 得 虚 幻 的 旧 有 的  
货 币 金 属 的 价 值 来 估 价 。这 种 情 况 能 够 延 续 多 长 时 间 . 要 #世 界 市  
场 的 发 展 程 度 。可 是 ，一 个 商 品 通 过 它 同 另 一 个 商 品 的 价 值 关 系 会  
逐 渐 地 对 别 一 种 商 品 发 生 影 响 ：商 品 的 金 价 格 或 银 价 格 会 逐 渐 同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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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的 比 较 价 值 保 持 平 衡 ，直 到 最 后 所 有 的 商 品 价 值 都 根 据 货 币 金 属  
的 新 价 值 来 估 价 。随 着 这 个 运 动 ，贵 金 属 不 断 增 加 ，它 们 是 由 于 代 替  
那 些 同 它 们 交 换 的 商 品 而 流 进 来 的 。因 此 .商 品 改 订 价 格 普 遍 到 什  
么 程 度 ，因 而 价 格 普 遍 提 高 到 什 么 程 度 .市 场 上 可 供 支 配 的 实 现 商 品  
价 格 所 需 要 的 金 属 数 量 也 就 会 增 加 到 同 样 的 程 度 。 由于对 发 现 新的 
金 银 矿 以 后 出 现 的 事 实 做 了 片 面 的 考 察 . 在 17世 纪 ，特 别 是 在 18世 

纪 ，有 人 得 出 了 错 误 的 结 论 ，以 为 商 品 价 格 上 涨 是 因 为 有 更 大 量 的 金  
银 作 为 流 通 手 段 执 行 了 职 能 》在 下 面 的 考 察 中 假 设 金 的 价 值 是 既 定  
的 . 实 际 上 在 确 定 价 格 的 一 瞬 间 .金 的 价 值 确 实 也 是 既 定 的 。

所 以 .在 这 种 前 提 下 ，流 通 的 金 量 决 定 于 待 实 现 的 商 品 价 格 总  
额 。如 果 每 一 种 商 品 的 价 格 都 是 既 定 的 ，显 然 .商 品 价 格 总 额 就 决 定  

于 流 通 中 的 商 品 量 。 只 要 稍 微 动 一 下 脑 筋 就 可 以 知 道 ，1 夸 特 小 麦  
要 值 2 镑 .100 夸 特 就 值 200镑 ，依 此 类 推 . 因 此 .在 小 麦 出 售 时 与 小  

麦 换 位 的 金 量 必 须 同 小 麦 量 一 起 增 加 。
假 设 商 品 量 已 定 ，商 品 价 格 的 波 动 就 能 影 响 流 通 货 币 量 。流通 

货 币 量 随 着 待 实 现 的 价 格 总 额 的 增 减 而 增 减 ，为 此 ，不需要所有商品 
的 价 格 同 时 上 涨 或 跌 落 。 只 要 若 干 主 要 商 品 的 价 格 上 涨 或 跌 落 .就  
足 以 影 响 待 实 现 的 价 格 总 额 。无 论 商 品 价 格 的 变 动 是 反 映 实 际 的 价  
值 变 动 .或 者 只 是 由 于 市 场 的 波 动 .流 通 货 币 量 所 受 的 影 响 都 是 相  
同 的 。

假 定 有 若 千 互 不 相 P的 、同 时 发 生 的 、因 而 彼 此 并 行 的 卖 ，或者 
说 局 部 形 态 变 化 .例 如 有 1 夸 特 小 麦 、2 0米 麻 布 、1 本 圣 经 、4 補烧 酒 
同 时 出 售 。如 果 每 种 商 品 的 价 格 都 是 2 镑 , 它 们 的 价 格 总 额 就 是 8 

镑 . 那 么 . 为 r 实 现 这 些 价 格 .就 必 须 把 8 镑 投 人 流 通 。相 反 ，如果同 
一 些 商 品 构 成 我 们 上 面 所 说 过 的 形 态 变 化 系 列 ：] 夸 特 小 麦 一 2 镑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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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米 麻 布 一 2 镑 一 1 本 圣 经 一 2 镑 一 4 桶 烧 酒 一 2 镑 ，那 么 ，这 同一个  
2 镑 就 可 以 使 这 些 不 同 的 商 品 按 上 述 指 定 的 次 序 流 通 ，依 次 实 现 它  
们 的 价 格 ，最 后 停 留 在 酿 酒 者 手 中 。这 样 ，这 2 镑 完成了  4 次 流 通 。

2 镑 的 这 种 反 复 四 次 的 位 置 变 换 是 以 烧 酒 的 第 一 形 态 变 化 结 束  
的 小 麦 、麻 布 和 圣 经 的 互 相 交 错 的 总 形 态 变 化 的 结 果 形 成 这 个  
系 列 的 互 相 对 立 、互 为 补 充 的 运 动 ，是 依 次 发 生 的 ，而 不 是 同 时 发 生  
的 。这 些 运 动 需 要 或 长 或 短 的 时 间 才 能 完 成 。因 此 ,货 币 流 通 的 速  
度 是 以 同 一 些 货 币 在 一 定 时 间 内 的 流 通 次 数 来 计 量 的 。假 定 4 种 商 
品 的 流 通 过 程 持 续 1 天 。这 样 .待 实 现 的 价 格 总 额 为 8 镑 ，每一货 币  
1 天 的 流 通 次 数 是 4 次 ，流 通 的 货 币 量 是 2 镑 ，于 是 我 们 得 出 ：

商 品 价 格 总 额 除 以 同 名 货 币 在 一 定 时 间 内 的 流 通 次 数 二 执 行 流  
通 手 段 职 能 的 货 币 量 。

这 个 规 律 是 普 遍 适 用的 。在 一 定 的 时 间 内 ，一 个 国 家 的 商 品 流 通  
—方 面 包 含 许 多 单 独 的 卖 (或 买 ），即 局 部 的 和 同 时 发 生 的 形 态 变 化 ， 
其 中 货 币 只 变 换 位 置 一 次 或 只 流 通 一 次 ^另 一 方 面 是 许 多 互 相 平 行  
或 互 相交 错 的 具 有 多 少 不 等 的 分 支 的 形 态 变 化 系 列 ，其中同一些货 币  
流 通 的 次 数 多 少 不 等 。构 成 流 通 中 货 币 总 额 的 个 别 货 币 在 执 行 职 能  
时 的 活 动 程 度 极 其 不 同 ，但 是 ，每 种 名 称 的 货 币 总 量 在 一 定 时 期 内 实  
现 着一定 的 价 格 总 额 》因 此 ，货 币 流通的平均速度就可以得到确 定。

货 币 量 ，例 如 在 一 点 时 刻 投 人 流 通 的 货 币 量 ，当 然 是 由 一 起 出 卖  
的 商 品总 价格决 定的。但 是 在 流 通 过 程 本 身 中 ，每一 货 币 可 以 说 都 对  
相 邻 的 货 币 承 担 责 任 。如 果 一 个 货 币 加 快 流 通 速 度 ，另 一 个 货 币 就 会  75

(75) “正 是 产 品 使 它 〈货 币 〉运 动 .使 它 流 通 … … 它 运 动 的 速 度 可 以 补
充 它 的 数 量 。 必 要 时 ，它 会 一 刻 不 停 地 从 一 个 人 的 手 中 转 到 另 一 个 人 的 芋 中 „” 
(勒 特 罗 纳 《论 社 会 利 益 》，德 尔 编 《重 农 学 派 》184S年 巴 黎 版 第 9]5、91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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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慢 流 通 速 度 ，甚 至 完 全 退 出 流 通 领 域 ，因 为 流 通 领 域 只 能 吸 收 这 样  
一 个 金 量 ，这 个 金 量 乘 以 它 的 平 均 流 通 次 数 ，等 于 待 实 现 的 价 格 总 额 。 
因 此 ，货 币 的流通次数 增加，流 通 的 货 币 量 就 会 减 少 ;货 币 的 流 通 次 数  
减 少 ，货 币 量就 会 增 加 》如 果 货 币 的 平 均 速 度 一 定 ，能 够 执 行 流 通 手 段  
职 能的量也是一定的。例 如 只 要 把 一 定 量 1 镑 的 银 行 券 投 人 流 通 ，就 
口r 以从 流通中取回等量的金镑 . - - 这 是一切银 行都很 熟悉的手法。

既 然 货 币 流 通 本 身 从 商 品 流 通 得 到 它 的 动 力 和 方 向 ，所以货 币  
流 通 的 速 度 也 只 是 反 映 商 品 形 式 变 换 的 速 度 ，反 映 形 态 变 化 系 列 相  
互 间 的 不 断 交 错 ，反 映 商 品 迅 速 退 出 流 通 领 域 并 同 样 迅 速 地 为 新 商  
品 所 代 替 。因 此 ，在 货 币 的 加 速 的 流 通 中 表 现 出 来 的 是 互 相 对 立 、互  
为 补 充 的 阶 段 的 流 水 般 的 统 一 ，即 由 商 品 的 使 用 形 态 转 化 为 价 值 形  
态 ，再 由 价 值 形 态 转 化 为 使 用 形 态 ，或 者 说 ，作 为 由 同 一 些 交 换 者 依  
次 完 成 的 两 个 行 为 的 卖 和 买 的 统 一 。相 反 ，货 币 流 通 的 减 缓 则 表 现  
这 两 个 现 象 的 分 离 和 独 立 为 互 相 对 立 的 双 方 的 趋 势 ,表 现 形 式 变 换  
的 中 断 •从 而 表 现 物 质 变 换 的 中 断 。至 _ F 这 种 中 断 由 什 么 产 生 .从 流  

通 本 身 当 然 看 不 出 来 ;流 通 只 是 表 示 出 这 种 现 象 。 一 般 人 在 货 币 流  
通 迟 缓 时 看 到 货 币 在 流 通 领 域 各 点 上 出 没 的 次 数 减 少 ，就 很 容 易 用  
流 通 金 属 量 不 足 来 解 释 这 种 现 象 。 (76)

(76) “因 为 货 币 是 买 和 卖 的 共 同 的 尺 度 ，所 以 每 一 个 要 卖 东 西 而 找 不 到  
买 主 的 人 .就 以 为 围 内 缺 乏 货 币 是 他 的 商 品 卖 不 出 去 的 原 因 ；因 此 到 处 都 叫 嚷  
缺 乏 货 币 。然 而 这 是 一 个 大 错 误 … … 那 些 叫 嚷 缺 乏 货 币 的 人 究 竟 要 什 么  
呢 ？ …… 租 地 农 民 抱 怨 ，他 以 为 如 果 国 内 有 较 多 的 货 币 .他 的 货 物 就 可 以 卖  
到 好 价 钱 。 看 来 •他 要 的 不 是 货 币 . 而 是 他 的 谷 物 和 牲 畜 没 有 卖 到 的 好 价  
钱 …… 为 什 么 他 卖 不 到 好 价 钱 呢 ？ …… 1. 或 者 是 因 为 国 内 谷 物 和 牲 畜 太  
多 .到 市 场 1：来 的 人 大 多 数 都 像 他 那 样 要 卖 ,但 只 有 少 数 人 要 买 ;2.或 者 是 因 为  
通 常 的 出 口 停 滞 …… 3.或 者 是 因 为 消 费 缩 减 .例 如 .人 们 由 干 贫 困 .不 能 再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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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见 ，在 一 定 时 期 内 执 行 流 通 手 段 职 能 的 货 币 的 总 量 ，一方面取 
决 于 一 切 流 通 商 品 的 价 格 总 额 .另 一 方 面 取 决 于 商 品 形 态 变 化 的 相  
对 速 度 。但 是 ，商 品 的 价 格 总 额 又 决 定 于 每 种 商 品 的 数 量 和 价 格 。 
这 三 个 因 素 ，即 价 格 的 变 动 、流 通 的 商 品 量 、货 币 的 流 通 速 度 . n丨 能按 
不 同 的 比 例 和 不 同 的 方 向 变 动 ，因 此 ，待 实 现 的 价 格 总 额 以 及 这 个 价  
格 总 额 所 需 要 的 流 通 手 段 量 .也 可 能 有 多 种 多 样 的 组 合 。在 这 啦 .我  
们 只 举 出 价 格 史 上 最 重 要 的 儿 种 组 合 。

在 价 格 不 变 时 ，由 于 流 通 商 品 量 增 加 . 或 者 货 币 流 通 速 度 减 低 , 

或 者 这 两 种 情 况 同 时 发 生 ，流 通 手 段 量 就 会 增 加 。反 之 ，由于商品量 
减 少 ，或 者 货 币 流 通 速 度 增 加 ，流 通 手 段 量 就 会 减 少 。

在 商 品 价 格 普 遍 提 高 时 ，如 果 流 通 商 品 M的 减 少 同 商 品 价 格 的  
上 涨 保 持 相 同 的 比 例 ,或 流 通 的 商 品 量 不 变 ，而货 币 流通速度的增加 
同 价 格 的 上 涨 一 样 迅 速 ，流 通 乎 段 量 就 会 不 变 。如 果 商 品 1 的减 少 
或 货 币 流 通 速 度 的 增 加 比 价 格 的 上 涨 更 迅 速 ，流 通 手 段 量 就 会 减 少 。

在 商 品 价 格 普 遍 下 降 时 .如 果 商 品 量 的 增 加 同 商 品 价 格 的 跌 落  
保 持 相 同 的 比 例 ，或 货 币 流 通 速 度 的 减 低 同 价 格 的 跌 落 保 持 相 同 的  
比 例 ，流 通 手 段 量 就 会 依 然 不 变 。 如 果 商 品 M的 增 加 或 货 币 流 通 速  * 11

费 过 i 那 样 多 的 生 活 费 用 。 可 见 . 柯 助 于 《 地 农 民 出 售 货 物 的 ，不 是 增 加 货 卬 ， 
而 是 消 除 这 三 个 原 因 中 的 任 何 一 个 原 因 „ 批 发 商 和 芩 售 商 也 同 样 缺 少 货 旧 .就 
是 说 ，因 为 市 场 停 滞 ，他 们 要 交 易 的 货 物 没 有 销 路 …… 没 有 比 财 富 + 断 转  
E 能 使 国 家 繁 荣 的 了 。”（散 见 达 德 利 • 诺 思 爵 士 《贸 站 论 》1的 1 年 伦 敦 版 第
11 —15 页 ）

赫 伦 施 万 德 的 骗 术 总 括 起 来 就 是 ：由 商 品 性 质 产 生 并 在 商 品 流 通 中 必 然 Ä  
现 出 来 的 对 抗 ,通 过 把 更 大 量 的 货 币 投 人 流 通 就 可 以 消 除 。认 为 流 通 F 段 不 足  
造 成 生 产 过 程 和 流 通 过 程 的 减 缓 或 停 滞 ，是 一 种 错 觉 ，但 决 不 能 由 此 而 说 ，法 律  
限 制 所 造 成 的 流 通 手 段 的 真 正 不 足 ，也 不 会 引 起 停 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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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的 减 低 比 商 品 价 格 的 跌 落 更 迅 速 ，流 通 手 段 量 就 会 增 加 。
各 种 因 素 的 变 动 可 以 互 相 抵 消 ，所 以 尽 管 这 些 因 素 不 断 变 动 ，待 

实 现 的 价 格 总 额 ，从 而 流 通 的 货 币 量 可 以 依 然 不 变 。因 此 ，如果我们  
考 察 一 个 较 长 的 时 期 ，那 么 我 们 就 会 发 现 :除 了 几 乎 总 是 由 工 业 危 机  
和 商 业 危 机 引 起 的 ，以 及 偶 尔 由 贵 金 属 本 身 的 价 值 变 动 引 起 的 强 烈  
的 周 期 震 动 时 期 以 外 ，偏 离 平 均 水 平 的 程 度 ，比我们 根 据 表 面 现 象所  
预 料 的 要 小 得 多 。

流 通 手 段 量 决 定 于 流 通 商 品 的 价 值 总 额 和 货 币 流 通 的 平 均 速 度  
这 一 规 律 (77), 还 町 以 表 述 如 下 ：已 知 商 品 价 值 总 额 和 商 品 形 态 变 化  

的 平 均 速 度 ，流 通 的 贵 金 属 量 决 定 于 货 币 本 身 的 价 值 。有 一 种 错 觉 ，

(77) “推 动 一 国 商 业 ，需 要 一 定 数 量 和 比 例 的 货 币 ，过 多 或 过 少 都 对 商 业  
有 害 ,，这 正 像 在 小 零 售 业 中 要 有 一 定 量 的 法 寻 （里 亚 ）来 把 银 币 换 开 和 结 算 用  
最 小 的 银 币 也 无 法 处 理 的 账 目 …… 贸 易 所 需 要 的 法 寻 量 的 比 例 ，必 须 按 照 商  
人 的 人 数 、他 们 交 换 的 次 数 ，尤 其 是 按 照 最 小 的 银 币 的 价 值 来 计 算 ；同 样 ，我 国  
商 业 所 需 要 的 货 币 （银 或 金 ）的 比 例 ，必 须 按 照 交 换 的 次 数 和 要 实 现 的 支 付 额 的  
大 小 来 汁 算 。”(威 廉 • 配 第 《赋 税 论 》1667年 伦 敦 版 第 17页 ）

阿 • 杨 格 在 他 的 《政 治 算 术 》(1774年 伦 敦 版 第 112页 及 以 下 几 页 ）中 维 护  
受 到 詹 • 斯 图 亚 特 等 人 攻 击 的 休 谟 的 理 论 .按 照 这 一 理 论 ，“价 格 取 决 于 货 币  
量”。我 在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第 149页 上 83曾 经 指 出 ，亚 • 斯 密 把 流 通 的 铸 币  
Ë这 个 问 题 悄 悄 地 抹 掉 了 。m这 句 话 只 是 对 于 亚 • 斯 密 专 门 论 述 货 币 问 题 的  
那 些 地 方 才 是 适 川 的 。例 如 .在 批 评 以 前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体 系 时 .斯 密 说 出 了 正  
确 的 看 法 :“每 一 个 国 家 的 铸 币 Ë取 决 于 该 国 流 通 的 商 品 的 价 值 … … 每 一 个  
国 家 每 年 买 奕 的 货 物 的 价 值 •要 求 有 一 定 量 的 货 币 来 使 货 物 流 通 ，并 把 它 们 分  
配 给 它 们 的 消 费 者 ，但 不 能 使 用 比 这 更 多 的 货 币 ,，流 通 的 渠 道 必 然 会 吸 收 一 个  
使 自 己 达 到 饱 和 的 数 量 ，但 绝 不 会 容 纳 更 多 的 数 量 „”

同 样 ，亚 • 斯 密 在 这 部 著 作 的 开 头 ，曾 专 门 颂 扬 分 工 。 但 后 来 ，在 最 后 一 篇  
论 述 M家 收 人 的 源 朵 时 ，他 乂 重 M他 的 老 师 业 • 弗 格 森 的 话 ，谴 责 了 分 X。 
(.《国 富 论 》第 3卷 第 4篇 第 1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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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为 情 况 恰 恰 相 反 . 即 商 品 价 格 决 定 于 流 通 手 段 量 ，而流通手段量乂 
决 定 于 一 个 国 家 现 有 的 贵 金 属 量 这 种 错 觉 最 初 是 建 立 在 r 面这  
个 荒 谬 的 假 设 上 的 :在 进 人 流 通 过 程 时 ，商 品 没 有 价 格 .货 币 也 没 有  
价 值 .然 后 ，商 品 堆 的 可 除 部 分 N 金 属 堆 的 可 除 部 分 相 交 换 。 78 79

(78) “在 每 一 个 国 家 ，随 着 民 间 的 金 银 量 的 增 加 . 货 物 的 价 格 必 定 上 涨 ; 
因 此 ，如 果 一 个 国 家 的 金 银 减 少 ，那 么 一 切 货 物 的 价 格 也 必 将 随 荐 货 币 的 减 少  
而 相 应 地 跌 落 。”(杰 科 布 • 范 德 林 特 《货 币 万 能 》]734年 伦 敦 版 第 5 页 ）把 范 德  
林 特 的 著 作 同 休 谟 的 《论 述 》仔 细 对 照 后 . 我 丝 毫 不 怀 疑 ，休 漠 知 道 并 ä 利 用 了  
他 的 先 驱 者 的 这 部 著 作 。 流 通 手 段 f i 决 定 价 格 的 看 法 .巴 尔 本 以 及 在 他 以 前 的  
其 他 许 多 著 作 家 就 曾 提 出 过 。 范 德 林 特 说 :“ 贸 易 的 绝 对 1*丨 由 不 会 造 成 任 何 不  
便 ，相 反 会 带 来 很 大 的 好 处 …… 因 为 当 一 个 国 家 的 现 金 减 少 时 ( 这 是 禁 令 所  
要 防 止 的 ）. 获 得 货 币 的 其 他 国 家 的 一 切 货 物 价 格 必 然 会 随 着 该 H 货 币 的 增 加  
而 上 涨 …… 我 国 的 工 业 产 品 就 会 以 较 低 的 价 格 出 售 ，从 而 又 造 成 对 我 们 有 利  
的 贸 易 差 额 . 这 样 ，货 币 就 会 流 冋 我 国 。”( 同 上 . 第 [43、]4 4 页 ）

( 7 9 )  不 言 而 喻 ，每 一 种 商 品 的 价 格 构 成 全 部 流 通 商 品 的 价 格 总 额 的 一 个  
要 素 。但 完 全 不 能 理 解 的 是 .为 仆 么 彼 此 不 可 通 约 的 一 堆 使 用 价 值 能 够 同 一 个  
国 家 现 有 的 金 或 银 的 总 Ä 相 交 换 。 如 果 把 全 部 商 品 化 为 一 个 唯 一 的 总 商 品 .每 
一 个 商 品 只 是 它 的 可 除 部 分 . 那 我 们 就 会 得 到 一 个 荒 唐 的 等 式 : 总 商 品 = X英 
担 金 . 商 品 A = 总 商 品 的 可 除 部 分 = x 英 担 金 的 同 一 可 除 部 分 。 孟 德 斯 鸠 十 分  
天 真 地 这 样 说 过 :“如 果 我 们 把 世 界 t 现 有 的 金 银 玷 同 现 Yï的 商 品 总 铤 相 比 较 , 
那 么 每 个 单 个 产 品 或 商 品 一 定 可 以 同 一 定 量 [… … ]的 货 币 相 比 较 。 我 们 假 定  
世 界 上 只 有 一 种 产 品 或 一 种 商 品 .或 者 说 ，只 有 一 种 东 西 n[ 以 买 ，而 且 它 像 货 币  
那 样 可 以 分 割 . 这 个 商 品 的 一 定 部 分 就 会 相 当 于 货 币 S 的 一 定 部 分 ;这 个 商 品  
总 讀 的 一 半 相 当 于 货 币 总 量 的 一 半 .等 等 。商 品 价 格 的 决 定 总 是 基 本 上 取 决 于  
商 品 总 量 和 货 币 符 号 总 M之 间 的 比 例 。”( 孟 德 斯 鸠 《论 法 的 精 神 》，《孟 德 斯 鸠 全  
集 》第 3 卷 第 12、13页 )关 于 李 嘉 图 和 他 的 学 生 詹 姆 斯 • 穆 勒 、奥 弗 斯 顿 勋 爵 等  
人 对 这 一 理 论 的 进 一 步 发 展 ，可 参 看 我 的 著 作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第 140— 146 
页 、第 】5 0 页 及 以 下 几 PL84约 • 斯 • 穆 勒 先 生 凭 他 惯 用 的 折 中 逻 辑 . 懂 得 既 要  
赞 成 他 父 亲 詹 姆 斯 * 穆 勒 的 见 解 . 又 要 赞 成 相 反 的 见 解 。 他 在 自 己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的 第 1版 序 言 85中 . 以 当 代 的 亚 当 • 斯 密 自 居 • 如 果 把 该 书 的 正 文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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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铸 币 或 硬 币  价 值 符 号

铸 币 产 生 于 货 币 作 为 流 通 手 段 的 职 能 。例 如 ，按 照 法 定 的 标 准  
在 商 品 的 价 格 或 货 币 名 称 中 表 现 出 来 的 金 重 量 ，必 须 在 市 场 上 作 为  
同 名 的 金 块 或 铸 币 同 商 品 相 对 立 。正 像 确 立 价 格 标 准 一 样 .铸 造 硬  
币 也 是 国 家 的 事 。金 银 作 为 铸 币 穿 着 不 同 的 国 家 制 服 ，但 它 们 在 世  
界 市 场 上 又 脱 掉 这 些 制 服 。这 就 表 明 ，商 品 流 通 的 国 内 领 域 或 民 族  
领 域 ，同 商 品 流 通 的 普 遍 领 域 是 分 开 的 。

因 此 .金 币 和 金 条 本 来 只 有 形 状 上 的 差 别 ，金 始 终 能 从 一 种 形 式  
转 化 为 另 一 种 形 式 》(«u)但 是 ，铸 币 一 离 开 造 币 厂 就 走 上 了 通 向 熔 炉

这 篇 序 r i 比 较 一 下 ，真 不 知 道 究 竟 应 3 赞 扬 这 个 人 的 天 Ä . 还 是 赞 扬 那 些 诚  
心 诚 意 地 承 认 他 是 当 代 亚 当 • 斯 密 的 公 众 的 天 真 《 其 实 他 M 亚 当 • 斯 密 的  

相 像 . 就 像 K•尔 斯 的 威 廉 斯 • 卡 尔 斯 将 军 M 威 灵 顿 公 爵 的 相 像 一 样 ..8 6 约 • 
斯 • 穆 勒 光 生 在 政 治 经 济 学 方 面 进 行 的 既 不 广 也 不 深 的 独 创 研 究 . 在 1 8 4 4年 
他 出 版 的 小 册 子 《略 论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某 《 存 待 解 决 的 问 题 》里 全 部 包 括 了 。 
洛 !T Ä 截 了 当 地 说 明 了 他 关 于 贵 金 厲 没 有 价 值 的 理 论 和 贵 金 属 价 值 只 取 决  
于 货 金 属 Ä 这 二 者 之 间 的 联 系 。 他 说 : “ 人 们 一 致 同 意 赋 F 金 锒 一 个 想 象 的  
价 诂 … … 在 这 些 金 属 中 所 看 到 的 内 在 价 值 无 非 是 它 们 的 1 。 ” (《略 论 降 低  
利 息 和 提 高 货 币 价 值 的 后 果 、， 1691年 》，[ 载 于 ] 《洛 克 著 作 集 》1 7 7 7 年 版 第 2 

卷 第 1 5 页 ）
(8〇) f t 这 里 ，我 没 有 必 要 去 探 讨 造 币 税 之 类 的 细 节 。但 是 ，为 了 驳 斥 献  

媚 # 亚 当 • 弥 勒 对 “ 英 _ 政 府 免 费 造 币 的 慷 慨 精 神 ”的 赞 扬 87•我 引 用 达 德 利 • 

诺 思 爵 士 的 一 段 评 论 : “ 金 银 像 其 他 的 商 品 一 样 • 有 它 的 来 潮 和 退 潮 。 只 要 从 西  
班 牙 运 到 一 批 金 银 … … 就 被 送 往 伦 敦 塔 去 铸 造 。不 久 又 会 需 要 金 条 和 银 条 , 

以 便 冉 输 出 。 如 果 金 条 和 银 条 都 没 有 T V ® 且 是 都 用 来 造 币 了 ,那 怎 么 办 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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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道 路 。金 币 或 银 币 在 流 通 中 受 到 磨 损 . 有 的 磨 损 得 多 ，有的磨损 得  
少 。例 如 . 1 基 尼 在 它 的 历 程 中 每 走 一 步 就 会 失 去 它 的 某 些 重 量 .但  
会 保 留 其 名 称 。因 此 ，名 称 和 材 料 、金 属 实 体 和 货 币 名 称 开 始 分 离 》 
同 名 的 硬 币 具 有 了 不 同 的 价 值 ，因 为 重 最 不 同 了 。 由 价 格 标 准 标 明  
的 金 的 重 量 不 再 存 在 于 流 通 的 金 中 . 因 此 ，金 不 再 是 它 必 须 实 现 其 价  
格 的 那 些 商 品 的 真 正 等 价 物 。 屮 世 纪 和 直 到 ]8 世 纪 为 止 的 近 代 的  

铸 币 史 就 是 一 部 这 样 混 乱 的 历 史 。流 通 的 自 然 倾 向 是 要 把 金 币 转 化  
为 金 假 象 .或 把 铸 币 转 化 为 它 的 法 定 金 属 重 量 的 象 征 。这 种 倾 向 甚  
至 为 现 代 的 法 律 所 承 认 . 这 些 法 律 规 定 . 硬 币 磨 损 到 一 定 程 度 .便 不  
能 通 用 . 失 去 通 货 资 格 。

既 然 货 币 流 通 使 硬 币 的 实 际 含 量 间 名 义 含 量 分 离 ，使 硬 币 的 金  
属 存 在 同 它 的 职 能 存 在 分 离 ，那 么 在 货 币 流 通 中 就 隐 藏 着 一 种 可 能  
性 : 可 以 用 铜 i己 号 等 等 来 代 替 硬 币 执 行 铸 币 的 职 能 <> 铸 造 重 量 极 小  
的 金 〖11或 银 币 在 技 术 上 有 闲 难 ,较 贱 的 金 属 充 当 价 值 尺 度 并 且 在 它  
们 被 一 种 贵 金 属 赶 下 宝 座 之 前 锷 一 直 作 为 货 币 流 通 ，这 种 情 况 历 史  
地 说 明 了 铜 记 号 等 等 的 象 征 性 的 货 币 作 用 。这 些 较 贱 的金属 在 铸 币  
流 通 最 快 即 极 小 额 的 买 卖 + 断 重 复 进 行 的 流 通 领 域 中 代 替 r 金 。为  

r 不 让 金 的 这 些 侍 从 篡 夺 金 的 位 置 ，法 律 规 定 了 一 个 必 须 接 受 的 用  
它 们 来 支 付 的 比 例 。不 同 种 铸 币 流 通 的 各 种 特 殊 领 域 与 然 是 互 相 交  
错 的 。例 如 ，在 支 付 金 币 的 尾 数 时 出 现 了 辅 币 ；金 不 断 地 进 入零售 流

就 把 铸 币 再 熔 化 ;这 不 会 有 什 么 损 失 . 因 为 所 有 者 对 造 币 不 用 花 费 分 文 = 人们  
嘲 笑 说 这 是 国 家 为 了 喂 驴 子 而 支 付 捆 草 枓 的 费 用 。 如 果 商 人  < 磺 思 本 人 是 查 理  
二 世 时 代 的 一 个 大 商 人 >必 须 支 付 造 币 费 .他 就 不 会 不 假 思 索 地 把 他 的 银 送 到  
伦 敦 塔 去 了  . 而 且 铸 币 总 是 会 比 未 铸 的 金 属 有 更 高 的 价 值 。”（诺 思 《贸 易 论 》 
16抑 年 伦 敦 舨 第 1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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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但 是 又 因 与 辅 币 兑 换 而 从 那 里 不 断 地 被 抛 出 来 。 (81)

银 记 号 或 铜 记 号 的 金 属 实 体 是 由 法 律 任 意 规 定 的 。它 们 在流通 
中 比 金 币 磨 损 得 还 要 快 。 因 此 ，它 们 的 铸 币 职 能 实 际 上 与 它 们 的 重  
量 完 全 无 关 ，就 是 说 ，与 价 值 完 全 无 关 。

但 是 . 很 重 要 的 一 点 是 ，它 们 仍 然 代 替 金 市 执 行 职 能 。 因 此 ，金 
的 铸 币 职 能 同 它 的 金 属 价 值 完 全 分 离 ，这 是 它 的 流 通 本 身 的 磨 损 造  
成 的 现 象 。因 此 ，金 在 这 种 职 能 1：可 以 被 相 对 来 说 没 有 任 何 价 值 的  
东 西 .例 如 纸 币 来 代 替 。在 金 属 记 号 匕 ，纯 粹 象 征 的 性 质 还 在 一 定 的  
程 度 h 隐 藏 着 ，但 在 纸 币 t 这 种 性 质 就 明 白 地 表 现 出 来 了 。我 们 看  
到 ，困 难 的 只 是 第 一 步 。

这 ■ 讲 的只足 •强 制 流 通 的 国 家 纸 币 。这 种 纸 币 是 自 发 地 从 金 属  
流 通 中 产 生 出 来 的 „ 而 信 用 货 币 产 牛 的 一 系 列 条 件 ，我 们 从 简 单 商  
品 流 通 的 观 点 来 看 还 是 不 知 道 的 。不 妨 顺 便 提 一 下 ,如 果 说 本 来 意  

义 的纸 币 足 -从 货 币 作 为 流 通 手 段 的 职 能 中 产 牛 出 来 .那 么 信 用 货 币  
的 f l然 根 源 就 是 货 币 作 为 支 付 手 段 的 职 能 。 (82>

(81) “如 果 银 币 从 来 不 超 过 小 额 支 付 所 耑 的 数 M •它 就 不 可 能 积 累 到 足  
以 进 行 f ; 额 支 付 的 数 域 …… 用 金 进 行 R 额 Ü付 .也 必 然 意 味 者 用 金 进 行 零 售  
贸 易 .> 金 币 的 所 W者 . 拿 金 币 进 行 小 额 购 买 时 •除 得 到 所 买 的 商 品 外 . 还 可 找 冋  
银 币 ，这 样 .那 些 本 来 会 在 零 售 贸 易 那 甩 枳 累 的 银 币 余 额 .就 会 分 散 到 总 流 通  
中 去 。但 如 果 银 的 数 1 多 到 本 铕 金 就 可 以 进 行 小 额 支 付 . 那 么 .零 售 商 人 从 小  
额 购 买 中 就 只 能 得 到 银 , 而 这 些 银 就 必 然 会 在 他 的 手 中 积 累 起 来 。”( 大 P. •布 
坎 丨 大 + 列 颠 赋 税 和 商 、Ik政 策 的 研 究 》1K.M年 爱 丁 堡 版 第 2 «  - 249页 ） 

f 8 2 ) 试 日 清 朝 户 部 右 侍 郎 王 茂 荫 向 天 子 [ 咸 丰 ] 匕 了 - 个 奏 折 , K-暗 中 的 0  
的 适 要 把 竹 票 宝 钞 改 如 4 兑 现 的 钞 票 。88Æ 丨 耶4 年 月 的 大 臣 审 议 报 告 中 • 他  
受 到 严 历 屮 斥 d ü i是 杏 w 此 受 到 n 刑 . 不 得 iw知 ，帘 议 报 fr最 后 说 :“e 等 详 阅  
听 # …… 所论 々 利商而不咫r-丨 两，’’(《帝俄驻 北京公使馆 关 于中围 的著述》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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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把 印 有 一 镑 、五 镑 等 等 铸 币 名 称 的 纸 票 投 人 流 通 过 程 。 只 
要 这 些 纸 票 确 实 是 代 替 同 名 的 金 的 重 量 来 流 通 ，它 们 的 运 动 就 只 反  
映 现 实 货 币 流 通 的 规 律 。纸 币 流 通 的 特 殊 规 律 只 能 从 纸 币 充 当 金 或  
银 的 代 表 这 种 作 用 中 产 生 ，而 且 这 一 规 律 十 分 简 单 ，说 来 就 是 :纸 币  
的 发 行 必 须 同 它 象 征 地 代 表 的 实 际 流 通 的 金 （或 银 ）的 数 量 成 比 例  
诚 然 ，流 通 领 域 所 能 吸 收 的 金 量 经 常 变 动 ，时 常 高 于 或 低 于 一 定的 平  
均 水 平 ;但 是 它 在 每 一 个 国 家 绝 + 会 降 到 由 经 验 确 定 的 最 低 限 量 以  
下 。这 个 最 低 限 量 不 断 更 新 它 的 组 成 部 分 ，就 是 说 ，有 另 一些硬币 来  
回 运 动 ，进 入 这 个 量 又 离 开 这 个 量 ，这 种 情 况 当 然 丝 毫 不 会 影 响 这 个  
量 的 比 例 和 它 在 流 通 领 域 内 的 不 断 流 动 。 因 此 ，没 有 什 么 东 西 能 妨  
碍 用 纸 做 的 象 征 来 代 替 这 个 最 低 限 量 。相 反 ，如 果 流 通 渠 道 中 的 纸  
币 已 经 饱 和 . 以 至 于 达 到 这 些 渠 道 所 能 吸 收 贵 金 属 的 极 限 ，那 么 ，商 
品 价 格 的 最 小 的 变 动 就 会 使 流 通 渠 道 泛 滥 。那 时 一 切 限 度 都 消  
失 了 。 91

我 们 撇 开 信 用 扫 地 的 情 况 不 谈 ，假 定 纸 币 超 过 它 的 法 定 的 比 例 。 
纸 币 在 商 品 流 通 中 仍 然 只 代 表 流 通 按 照 其 内 在 规 律 所 需 要 的 ，因而 
是 仅 仅 可 以 被 代 表 的 金 量 。例 如 ，如 果 纸 币 总 量 是 它 应 有 的 量 的 二  
倍 ，代 表 I 盎 司 金 的 一 镑 纸 票 只 代 表 ^■盎 司 金 ，那 么 结 果 就 无 异 于 金  
在 它 作 为 价 格 标 准 的 叫 能 上 发 生 了 变 化 》

纸 币 是 金 的 符 号 或 货 币 符 号 。纸 币 同 商 品 的 关 系 只 不 过 是 :在

卡 • 阿 贝 尔 博 士 和 弗 • 阿 • 梅 克 伦 堡 译 自 俄 文 ，1858年 柏 林 版 第 1 卷 第 4 7 页  
及 以 下 几 页 ）关 于 金 币 在 流 通 中 的 磨 损 的 问 题 ,英 格 兰 银 行 经 理 曾 在 t 院 (银 行  
条 例 委 员 会 )上 作 证 说 :“每 年 都 有 一 批 新 的 souverain.sC不 是 政 治 上 的 君 主 ，而 
是 金 镑 的 名 称 索 维 林 9(1 >变 得 过 轻 。 在 一 年 中 以 法 定 重 量 流 通 的 一 批 索 维 林 , 
经 过 磨 损 .到 下 一 年 放 在 天 平 上 就 重 量 不 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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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品 价 格 上 观 念 地 表 现 的 同 一 个 金 量 ，由 纸 币 象 征 地 体 现 出 来 。 因 
此 . 纸 币 只 有 代 表 金 量 (金 量 同 其 他 一 切 商 品 量 一 样 . 也 是 价 值 量 ）， 
才 成 为 价 值 符 号 。 (83)

也 许 人 们 要 问 ，为 什 么 金 可 以 用 没 有 价 值 的 东 西 即 单 纯 的 符 号  
来 代 替 呢 ？但 是 ，只 有 当 金 仅 仅 执 行 铸 币 或 流 通 手 段 的 职 能 时 ，金才 
n]•以 被 代 替 。 当 然 ，就 个 别 金 币 或 银 币 来 说 ，这 种 职 能 的 独 立 性 质 并  
没 有 实 现 ，虽 然 磨 损 了 的 硬 币 的 继 续 流 通 已 表 明 这 种 职 能 已 经 独 立  
出 来 。每 一 金 块 只 有 在 流 通 时 才 是 流 通 手 段 。最 低 限 度 的 金 量 的 情  
况 却 不 是 这 样 ，它 可 以 为 纸 币 所 代 替 。这 个 金 量 经 常 处 在 流 通 领 域  
中 ，不 断 地 执 行 流 通 手 段 的 职 能 ，从 而 只 是 作 为 这 种 职 能 的 承 担 者 而  
存 在 。因 此 ，它 的 流 动 只 表 示 形 态 变 化 M—A—M 的 对 立 运 动 的 不  

断 互 相 转 化 。在 这 种 形 态 变 化 中 ，商 品 的 价 值 形 态 与 商 品 对 立 ，只是 
为 了 马 上 又 消 失 ，在 这 里 ，一 个 商 品 为 另 一 个 商 品 所 取 代 使 货 币 不 断  
地 从 一 个 人 的 手 中 转 到 另 一 个 人 的 手 中 。这 个 金 量 的 职 能 存 在 可 以  
说 吞 掉 了 它 的 物 质 存 在 。它 作 为 商 品 价 格 的 转 瞬 即 逝 的 反 映 .只 是  
作 为 它 自 己 的 符 号 来 执 行 职 能 . 因 此 也 能 够 由 符 号 来 代 替 。(81)但

(8：4 ) 甚 至 最 优 秀 的 .著 作 家 .对 于 货 币 的 性 质 及 其 各 种 职 能 的 理 解 也 是 很  
模 糊 的 。例 如 ，富 拉 顿 下 面 的 一 段 话 就 是 证 明 ；“就 我 们 的 国 内 交 换 来 说 • 通 常  
由 金 币 和 银 币 执 行 的 各 种 货 币 职 能 . M样 HJ■ 以 舍 效 地 由 不 能 兑 现 的 纸 币 来 执  
行 . Ifl丨 这 种 纸 币 除 依 法 获 得 的 人 为 的 约 定 的 价 值 外 . 没 冇 任 何 别 的 价 值 》我 想 ， 
这 个 事 实 是 任 何 人 都 不 能 否 认 的 只 要 纸 币 发 行 Ë 保 持 在 应 有 的 限 度 内 ，这 种  
价 值 就 可 以 认 为 具 有 内 在 价 值 的 一 切 优 点 ，甚 至 使 价 值 标 准 成 为 多 余 „”(富 拉 顿  
«论 通 货 的 调 整 :H845年 伦 敦 第 2 版 第 21 页 ) 这 就 是 说 ，由 于 货 币 商 品 在 流 通 中  
"丁 以 被 单 纯 的 价 值 符 号 代 替 ，它 的 价 值 尺 度 和 价 格 标 准 的 作 用 就 成 为 多 余 的 r  !

( 8 4 ) 由 于 金 银 作 为 铸 币 或 只 执 行 流 通 手 段 的 职 能 吋 ，变 成 了 它 们 自 己 的  
符 号 ，于 是 尼 古 拉 斯 • 巴 尔 本 就 推 论 说 ，政 府 有 权 “提 高 货 币 价 值 就 是 说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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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货 币 符 号 需 要 得 到 社 会 的 公 认 ，而 它 是 靠 强 制 流 通 得 到 这 种 公 认  
的 。国 家 的 这 种 强 制 行 动 ，只 存 在 一 国 的 流 通 领 域 内 才 有 效 .也只有 
在 这 个 领 域 内 . 货 币 作 为 铸 币 执 行 的 职 能 才 能 浊 立 。

3 . 货  币

以 上 我 们 从 价 值 尺 度 和 流 通 手 段 这 两 个 方 面 考 察 了 贵 金 属 。第 
一 个 职 能 , 它 是 作 为 观 念 货 币 完 成 的 ；在 第 二 个 职 能 中 ，它 可 以 由 符  
号 来 体 现 。但 是 在 有 些 职 能 中 ，它 必 须 以 其 金 属 体 表 现 为 商 品 的 实  
际 等 价 物 或 表 现 为 货 币 商 品 。另 外 还 有 一 种 职 能 ，它 可 以 亲 自 执 行 . 

或 者 通 过 代 表 来 执 行 ，但 是 它 在 这 里 在 普 通 商 品 面 前 始 终 表 现 为 它  
们 的 价 值 的 唯 一 合 适 的 化 身 。在 所 有 这 些 场 合 ，我 们 认 为 ，贵 金属 同 
它 的 价 值 尺 度 职 能 和 铸 币 职 能 相 反 ，执 行 f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货 币 的  
职 能 。

( a ) 货 币 贮 藏

两 种 对 立 的 商 品 形 态 变 化 的 循 环 运 动 ，或 卖 与 买 的 不 息 转 换 ，表 
现 在 不 停 的 货 币 流 通 上 ，或 表 现 在 货 币 作 为 流 通 的 永 动 机 的 职 能 t 。

替 名 叫 法 郎 的 一 定 的 银 M起 一 个 较 大 M的 名 称  埃 巨 ，这 样 . 就 ■ 以 用 法 郎
当 埃 巨 来 偿 还 债 务 。“货 币 因 经 过 汴 许 多 多 人 的 手 而 磨 损 和 减 轻 … … 在 市 场  
上 ，人 们 注 意 的 只 是 货 币 的 名 称 和 通 用 与 否 ，而 不 是 银 的 Ä 。金 属 只 是 山 于 国  
家 的 权 威 而 成 为 货 币 ， ( 尼 • 巴 尔 本 《新 币 轻 铸 论 。 答 洛 克 先 生 关 于 提 高 货 币  
价 值 的 意 见 》Ifi%年 伦 敦 版 第 29、30、2S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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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要 形 态 变 化 系 列 一 中 断 . 卖 之 后 没 有 继 之 以 买 ，货 币 就 会 停 止 流  
动 ，或 者 如 布 阿 吉 尔 贝 尔 所 说 的 . 由 动 的 东 西 转 化 为 不 动 的 东 西 '

由 铸 币 转 化 为 货 币 。
随 着 商 品 流 通 的 发 展 ，把 第 一 形 态 变 化 的 产 物 即 转 化 成 金 蛹 或  

银 蛹 的 商 品 固 定 下 来 并 加 以 保 存 的 必 要 性 和 欲 望 也 发 展 起 来  
从 此 出 售 商 品 不 是 为 了 购 买 商 品 ，而 是 为 了 用 货 币 形 式 来 代  

替 商 品 形 式 。在 货 币 流 通 中 被 有 意 地 保 留 下 来 的 货 币 ，可 以 说 硬 化  
为 贮 藏 货 币 ，出 售 者 成 为 货 币 贮 藏 者 。

特 别 是 在 流 通 初 期 ，只 是 把 使 用 价 值 的 多 余 部 分 与 商 品 货 币 相  
交 换 。这 样 ，金 和 银 自 然 就 成 为 这 种 多 余 部 分 或 财 富 的 社 会 表 现 。 
在 有 邺 民 族 中 ，传 统 的 牛 产 方 式 直 接 满 足 着 狭 小 范 围 的 固 定 需 要 ，在 
这 些 民 族 中 . 这 种 素 朴 的 货 币 贮 藏 形 式 就 永 恒 化 了 。在 这 些 民 族 那  
里 ，流 通 不 发 达 . 贮 藏 货 币 很 多 。在 亚 洲 人 那 里 ，特 別 是 在 印 度 人 那  
里 ,情 况 就 是 这 样 。老 范 德 林 特 以 为 价 格 决 定 于 一 个 国 家 的 贵 金 属  
的 t 裕 程 度 .他 自 问 ：为 什 么 印 度 的 商 品 这 样 便 宜 ？ 他 回 答 说 :因 为  
印 度 人 埋 藏 货 币 。他 指 出 ，从 1602年到丨 734年 ，他 们 埋 藏 的 银 值  
15 0007/镑 ，这 些 银 最 先 是 从 美 洲 运 到 欧 洲 去 的 。85 (86)从 1856年到 
1866年 这 10年 间 ，英 国 输 往 印 度 和 中 国 的 银 (输 到 中 国 的 银 大 部 分  
又流 人印 度 )值 ]2 000万 镑 ，这 些 银 原 先 是 用 澳 大 利 亚 的 金 换 来 的 。 

随 荇 商 品 生 产 心 广 走 的 发 展 ，每 一 个 生 产 者 都 必 须 储 备 货 币 。

(85) “货 币 财 富 无 非 是 …… 已 经 转 化 為 货 币 的 产 品 财 富 。”(梅 尔 西  
埃 • 德 拉 甩 维 耶 尔 《政 治 社 会 天 然 固 有 的 秩 序 》. 德 尔 编 《重 农 学 派 》第 2 部第 
S73 页 )“产 品 形 式 上 的 价 值 只 是 改 变 形 式 而 已 „”( 同 上 ，第 4册 页 ）

(86> ••他们 就是用这 种 办 法使他们 所有的货 物和产 品保持如此低廉的价 
格 (范德林特《货 币 万能：H73彳 年伦 敦版第95、阳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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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 “社 会 的 抵 押 品 ”93.物 的 神 经 (S7)94。事 实 上 ，生 产 者 的 需 要 不 断  
更 新 ，并 且 必 须 不 断 购 买 别 人 的 商 品 ，而 他 生 产 和 出 售 自 己的 商 品 需  
要 一 定 的 时 间 ，并 且 取 决 于 许 许 多 多 的 偶 然 性 。他 要 买 而 不 卖 ，就必 
须 在 以 前 曾 经 卖 而 不 买 。这 种 做 法 要 普 遍 实 行 ，似 乎 是 自 相 矛 盾 的 》 

但 是 ，贵 金 属 在 它 的 产 地 直 接 同 其 他 商 品 交 换 。在 那 里 就 是 卖 （商品 

占 有 者 方 面 )而 不 买 (金 银 占 有 者 方 面 ）。87 (88)而 以 后 的 没 有 继 之 以 买  
的 卖 ，不 过 是 使 贵 金 属 分 配 给 一 切 交 换 者 》 因 此 .在 交 易 的 各 个 点  
上 ，有 不 同 数 量 的 金 银 贮 藏 。 自 从 有 可 能 把 商 品 当 做 交 换 价 值 来 保  
持 和 保 存 ，或 把 交 换 价 值 当 做 商 品 来 保 持 和 保 存 以 来 .求 金 欲 就 产 生  
了 。随 着 商 品 流 通 的 扩 展 ，货 币  社 会 财 富 的 随 时 可 用 的 绝 对 形
式 —— 的 权 力 也 增 大 了 。

“金 真 是 一 个 奇 妙 的 东 西 ！谁 有 r 它 , 谁 就 成 为 他 想 要 的 一  a 东 西 的 主 人 。 
有 r 金 ，甚 至 可 以 使 灵 魂 升 人 天 堂 。 ”(《哥 伦 布 寄 自 牙 买 加 的 信 》.丨 503年 ）

从 货 币 身 h 看 不 出 它 是 由 什 么 东 西 转 化 成 的 ，一 切 东 西 ，不论 是 
不 是 商 品 •都可以转 化 成 货 币 。没 有 什 么 东 西 不 能 出 卖 .没 有 什 么 东 西  
不 能 买 卖 ！流 通 成 了 巨 大 的 社 会 蒸 馏 器 ，一 切 东 西 抛 到 里 面 去 ，再出 
来 时 都成 为 货 币 的 结 晶 。没 有 什么 东 两 能抗拒这 种 炼 金 术 ，连 圣 徒的遗  
骨也是如此 .更 不 用 说 那 些 人 间 交 易 范 围 之 外 的 更 精 致 的 圣 物 r 。 (89 >

(87) “货 币 是 一 种 抵 押 品 。”( 约 翰 • 贝 勒 斯 《论 贫 K 、工 业 ，贸 易 、殖 民 地  
和 道 德 堕 落 》1699年 伦 敦 版 第 1 3 页 ）

( 8 8 )  严 格 地 说 . 买 要 以 下 面 一 点 为 前 提 ：交 换 者 手 中 的 金 或 银 不 是 他 直  
接 制 造 的 产 品 . 而 是 出 惶 他 的 商 品 的 产 物 。

(89> 法 国 笃 信 基 督 教 的 国 王 亨 利 三 世 . 抢 劫 了 修 道 院 、寺 庙 等 地 的 圣 物 ， 
以 便 把 它 们 变 成 银 。 大 家 知 道 ，福 基 斯 人 抢 劫 德 尔 斐 神 庙 的 财 宝 曾 在 希 腊 史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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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如 商 品 的 一 切 质 的 差 别 在 货 币 上 消 灭 了 一 样 ，货 币 作 为 激 进 的 平  
等主义 者把一 •切 差 别 都 消 灭 了 。(9Ü)但 货 币 本 身 是 商 品 ，是 可 以 落 入  
任 何 人 手 中 的 物 。这 样 ，社 会 权 力 就 成 为 私 人 的 私 有 权 力 。 因 此 ，古 
代 社 会 咒 骂 货 币 是 自 身 经 济 组 织 和 民 间 习 俗 的 破 坏 因 素 ，最 活 跃 的  
瓦 解 因 素 。 (a]) !

现 代 社 会 刚 一 诞 生 就 抓 着 普 路 托 的 头 发 把 他 从 地 心 里 拖 出  
来 * 90 91 (92),颂 扬 金 是 自 己 的 圣 杯 ％，是 自 己 的 生 活 原 则 本 身 的 光 辉 体 现 。 

商 品 作 为 使 用 价 值 满 足 一 种 特 殊 的 需 要 .构 成 物 质 财 富 的 一 种

起 r 什 么 作 用 卞 占 代 人 把 神 庙 看 做 商 品 之 神 的 住 所 。 神 庙 是 “神 圣 的 银 行 ”。 
善 于 经 商 的 民 族 腓 尼 基 人 , 认 为 货 币 是 万 物 的 转 换 形 态 。 因 此 . 那 些 在 阿 斯 塔  
尔 塔 女 神 节 委 身 于 外 来 人 的 少 女 把 她 们 由 于 牺 牲 自 己 的 贞 诘 而 得 到 的 钱 献 给  
女 神 .是 很 自 然 的 事 。

(90) “金 子 ！黄 黄 的 ，发 光 的 , 宝 贵 的 金 子 ！
只 这 一 点 点 儿 ，就 可 以 使 黑 的 变 成 白 的 ，丑 的 变 成 美 的 ，
错 的 变 成 对 的 ，卑 贱 变 成 尊 贵 . 老 人 变 成 少 年 .懦 夫 变 成 勇 士 》
吓 ！你 们 这 些 天 神 们 啊 ，为 什 么 要 给 我 这 东 西 呢 ？
嘿 ，这 东 西 会 把 你 们 的 祭 司 和 仆 人 从 你 们 的 身 旁 拉 走 ：

这 黄 色 的 奴 隶 可 以 使 异 教 联 盟 . 同 宗 分 裂 ；
它 可 以 使 受 咒 诅 的 人 得 福 .使 害 着 灰 白 色 的 癞 病 的 人 为 众 人 所 敬 爱 ； 
它 可 以 使 窃 贼 得 到 高 爵 显 位 , 和 元 老 们 分 庭 抗 礼 ；
它 可 以 使 鸡 皮 黄 脸 的 寡 妇 重 做 新 娘 ……
来 ，该 死 的 土 块 , 你 这 人 尽 可 夫 的 娼 妇 ……”(莎 士 比 亚 《雅 典 的 泰 门 》 )

(91) “人 间 再 没 有 像 金 钱 这 样 坏 的 东 西 .
这 东 西 可 以 使 城 邦 毁 灭 ，使 人 们 被 赶 出 家 乡 .
把 善 良 的 人 教 坏 .使 他 们 走 上 邪 路 .做 些 可 耻 的 事 ，
甚 至 叫 人 为 非 作 歹 ,干 出 种 种 罪 行  
(索 福 克 勒 斯 《安 提 戈 涅 》）

(92) “贪 婪 想 把 普 路 托 从 地 心 里 拖 出 来 。”(阿 泰 纳 奥 斯 《f î 人 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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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殊 的 要 素 。而 商 品 的 价 值 则 衡 量 该 商 品 对 这 种 财 富 的 一 切 要 素 的  
吸 引 力 的 大 小 ，因 而 也 衡 量 该 商 品 占 有 者 的 社 会 财 富 . .在 或 多 或 少  
的 程 度 上 尚 处 于 野 蛮 状 态 的 交 换 者 ，甚 至 西 欧 的 农 呙 ，都 不 懂 得把价 
值 同 它 的 形 式 区 分 开 来 。在 他 们 看 来 ，金 银 贮 藏 的 增 多 就 是 价 值 的  
增 多 。当 然 ，贵 金 属 的 价 值 在 变 动 ，这 或 者 是 由 于 它 本 身 的 价 值 变  
动 .或 者 是 由 于 商 品 的 价 值 变 动 。伹 是 一 方 面 ，这 不 会 妨 碍 200盎 司 
金 始 终 比 1 〇〇盎 司 金 包 含 的 价 值 多 ，300 盎 司 金 又 比 200 盎 司 金 包  

含 的 价 值 多 等 等 ，另 一 方 面 .这 也 不 会 妨 碍 货 币 的 金 属 形 式 仍 旧 是 一  
切 商 品 的 - - 般 等 价 形 式 . 是 一 切 人 类 劳 动 的 社 会 化 身 „ 贮 藏 货 币 的  
欲 望 按 其 本 性 是 没 冇 止 境 的 。从 质 或 形 式 的 角 度 来 考 察 ，货 币 作 为  
物 质 财 富 的 一 般 代 表 ，是 无 限 的 ，因 为 它 能 直 接 转 化 成 任 何 商 品 。但 
是 ，每 一 个 现 实 的 货 币 额 都 有 量 的 界 限 ，因 而 只 具 有 有 限 的 购 买 力 。 
货 币 的 始 终 有 限 的 量 和 货 旧 的 无 限 次 方 的 质 之 间 的 矛 盾 ，迫使货 币  
贮 藏 者 不 断 地 从 事 息 息 法 斯 式 的 劳 动 。他 们 同 征 服 者 一 样 :每 一 次 新  
的 征 服 只 是 导 致 一 个 新 的 国 界 。

要 把 贵 金 属 作 为 货 币 ，从 而 作 为 贮 藏 货 币 的 要 素 保 持 和 保 存 起  
来 ，就 必 须 阻 止 它 流 通 ，不 让 它 作 为 购 买 手 段 化 为 消 费 资 料 。 因 此 ， 
货 币 贮 藏 者 为 了 这 个 偶 像 而 牺 牲 自 己 的 一 切 肉 体 的 欲 望 。他比任何 
人 都 更 虔 诚 地 信 奉 禁 欲 的 福 音 书 。 另 一 方 面 ，他 能 够 从 流 通 中 以 货  
币 形 式 取 出 的 ，只 是 他 以 商 品 形 式 投 人 流 通 的 。他 生 产 的 越 多 ，他能 
卖 的 也 就 越 多 。 因 此 ，勤 劳 、节 俭 、吝 啬 就 成 了 他 的 主 要 美 德 ;多 卖 少  
买 就 是 他 的 全 部 政 治 经 济 学 。 (93)

(93) “尽 M增 加 每 一 种 商 品 的 卖 者 的 人 数 . 尽 M减 少 买 者 的 人 数 . 这 是  
对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一 切 措 施 的 概 括 。”（韦 里 《政 治 经 济 学 研 究 ；H771年 初 版 第 52 
[ 、5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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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 币 贮 藏 不 仅 具 有 一种 自 然 形 式 ，还 有 一 种 美 的 形 式 。这 就是与  
社 会 财 富一同增长 的金银 制品的积 累。“让 我们 成为 富人或外表像富人 
吧 。”(狄德罗 丨 97这 样 ，一 方 面 . 形 成 了 一 个 日 益 扩 大 的 贵 金 属 市 场 ，另  
—方 面 ，也形成了一个 人 们 在社会 危机时 期能得到供应 的 潜 在源泉。

货 币 贮 藏 在 金 属 流 通 的 经 济 中 执 行 着 种 种 不 同 的 职 能 。它 的第 
一 个 职 能 是 从 支 配 铸 币 的 流 通 条 件 中 产 生 的 。我 们 已 经 知 道 ，随 着 
商 品 流 通 在 范 围 、价 格 和 速 度 方 面 的 经 常 变 动 ，流 通 的 铸 币 量 也 会 增  
减 。因 此 ，这 个 量 必 须 能 伸 缩 。

一 部 分 铸 币 必 须 时 而 离 汗 流 通 •时 而 又 进 人 流 通 。 为 了 使 流 通  
的 货 币 量 总 是 同 流 通 领 域 的 饱 和 程 度 相 适 应 ，实 际 流 通 的 金 银 量 必  
须 只 占 一 个 国 家 的 现 有 的 贵 金 属 的 一 部 分 。这 个 条 件 是 靠 货 币 的 贮  
藏 形 式 来 实 现 的 。货 币 贮 藏 的 蓄 水 池 ，既 是 排 水 渠 ，又 是 引 水 渠 ，因 
此 ，流 通 中 的 货 币 永 远 不 会 溢 出 它 的 流 通 的 渠 道 。 (

( b ) 支 付 手 段  

在丨 :面 我 们 所 考 察 的 商 品 流 通 的 直 接 形 式 中 ，同 一 价 值 总 是 双

(M> “一 个 国 家 要 进 行 贸 易 . 必 须 有 一 定 数 量 的 金 厲 货 币 ，这 个 数 量 时 而 增  
多 ，时 而 减 少 …… 货 币 的 这 种 涨 落 ，无 需 政 治 家 的 任 何 协 助 . 能 够 自 行 调
r>…… 两 只 吊 袖 交 替 工 作 :货 币 不 足 时 ，用 金 属 块 来 铸 造 ;金 属 块 不 足 时 ，把 货  
币 熔 化 掉 ( 达 • 济 思 爵 士 《贸 易 论 》[ 附 〗Î ] 第 3 页 ）K期 在 东 印 度 公 司 98任 职 的  
约 翰 • 斯 图 亚 特 • 穆 勒 证 实 .在 印 度 银 饰 品 和 银 首 饰 仍 然 执 行 贮 藏 货 币 的 职 能 - 
•‘利牛:高 时 . 银 饰 品 送 往 造 币 厂 .利 韦 低 时 . 它 又 回 到 它 的 所 有 者 手 中 。”(约 • 斯 • 
穆 勒 的 证 同 .1857年 《银 行 法 报 苦 》第 2101号 >根 据 ]86‘1年 关 于 印 度 金 银 输 人 和  
输 出 的 议 会 文 件 " .1863年 金 银 入 超 19 367 764镑 ,，在 186.彳 年 以 前 的 八 年 间 .贵  
金 W入超丨 〇9 fi52 917镑 。在 本 Ut纪 中 ，印 度 铸 造 的 货 币 超 过 了 200 000 000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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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地 表 现 出 来 ，在 一 极 上 是 商 品 ，在 另 一 极 上 是 货 币 。既 是生产 者又 
是 交 换 者 的 人 是 作 为 互 相 对 立 的 等 价 的 物 的 代 表 来 接 触 的 。但 是 ， 
随 着 流 通 的 发 展 ，使 商 品 的 让 渡 同 商 品 价 格 的 实 现 由 于 时 间 的 间 隔  
而 分 离 开 来 的 种 种 情 况 也 发 展 起 来 。这 里 我 们 只 举 出 其 中 一 些 最 简  
单 的 情 况 也 就 够 了 。一 种 商 品 需 要 的 生 产 时 间 较 长 ,另 一 种 商 品 需  
要 的 生 产 时 间 较 短 。不 同 的 商 品 有 不 同 的 生 产 季 节 。一 个 商 品 的 产  
地 就 是 它 的 市 场 所 在 地 . 另 一 个 商 品 要 旅 行 到 远 方 的 市 场 去 。因 此 ， 
一 个 交 换 者 可 以 在 另 一 个 交 换 者 还 不 能 买 的 时 候 就 作 为 卖 者 出 现 。 
当 N 样 一 些 交 易 总 是 在 同 一 些 人 中 间 反 复 进 行 时 ，商 品 的 买 卖 条 件  
就 会 逐 渐 地 按 照 商 品 的 生 产 条 件 来 调 节 。 另 一 方 面 ，某 些 种 类 的 商  
品 例 如 房 屋 的 使 用 权 是 让 渡 一 定 期 限 的 ，买 者 只 是 在 朗 满 时 十 真 正  
取 得 了 约 定 的 使 用 价 值 。因 而 他 先 购 买 后 支 付 。一个 交 换 者 出 售 他  
现 有 的 商 品 ，而 另 一 个 交 换 者 却 作 为 未 来 货 币 的 代 表 来 购 买 。卖 者 
成 为 债 权 人 ，买 者 成 为 债 务 人 „ 由 于 商 品 的 形 态 变 化 在 这 里 采 取 了  
新 的 形 态 . 货 币 也 就 取 得 了 一 种 新 的 职 能 。货 币 成 了 支 付 f •段 。

债 权 人 或 债 务 人 的 角 色 在 这 里 是 从 简 单 流 通 中 产 生 的 。 简 单  
流 通 形 式 的 改 变 ，在 卖 者 和 买 者 身 上 打 上 了 这 两 个 新 烙 印 。最 初 ， 
这 些 新 的 角 色 同 旧 的 角 色 一 样 ，是 暂 时 的 和 由 同 一 些 演 员 交 替 扮  
演 的 角 色 . 这 些 新 的 角 色 不 再 是 那 么 温 和 ，它 们 的 对 立 能 够 更 牢 固  
地 确 立 下 来 。(95>这 两 种 角 色 还 可 以 不 依 赖 商 品 流 通 而 出 现 。在 古  
代 世 界 ，阶 级 斗 争 的 运 动 主 要 采 取 债 权 人 和 债 务 人 之 间 不 断 反 复  
进 行 的 斗 争 的 形 式 ，而 在 罗 马 则 以 负 债 平 民 的 破 产 ，沦 为 奴 隶 而 告

( 9 5 ) 下 面 一 点 可 以 说 明 18世 纪 初 期 英 国 的 债 务 人和债 权 人 的 关 系 ：“英 
国 商 人中间 盛 行 的 那 种 残 酷 精 神 ，是 在 任 何 其 他 社 会 和 世 界 上 任 何 其 他 国 家 所  
看 不 到 的 。”(《论 信 贷 和 破 产 法 》1707年 伦 敦 版 第 2 页 ）



第 三 章 货 币 或 商 品 流 通 13]

终 。在 中 Ö 纪 ，斗 争 以 负 债 封 建 主 的 破 产 而 告 终 。 一 旦 作 为 这 个  
债 务 人 的 支 柱 的 经 济 基 础 崩 溃 .他 就 会 失 去 政 治 权 力 。但 是 ，债 权  
人 和 债 务 人 的 这 种 货 币 关 系 在 这 两 个 时 代 只 是 在 表 面 上 反 映 更 深  
刻 的 对 抗 。

现 在 我 们 回 到 商 品 流 通 中 来 。等 价 物 一 1商 品 和 货 币 —— 不再 
同 时 出 现 在 卖 的 两 极 上 。现 在 ，第 一 ，货 币 在 决 定 所 卖 商 品 的 价 格 上  
执 行 价 值 尺 度 的 职 能 。由 契 约 规 定 的 这 种 价 格 . 计 量 买 者 的 债 务 .即  
买 者 到 期 必 须 支 付 的 货 币 额 。

其 次 ，货 币 执 行 观 念 的 购 买 手 段 的 职 能 。虽 然 货 币 只 是 存 在  
于 买 者 的 承 诺 中 ，但 它 使 商 品 的 移 位 实 现 了 。 只 是 当 支 付 日 期 到  
来 时 ，货 币 才 作 为 支 付 手 段 进 行 流 通 ，就 是 说 ，从 买 者 手 里 转 到 卖  
者 手 里 。流 通 手 段 转 化 为 贮 藏 货 币 ，是 因 为 流 通 运 动 停 留 在 它 的  
前 半 段 。 支 付 手 段 进 入 流 通 ，但 这 是 在 商 品 已 经 退 出 流 通 之 后 。 
卖 者 把 商 品 转 化 为 货 币 是 为 了 满 足 自 己 的 需 要 ，货 币 贮 藏 者 把 商  
品 转 化 为 货 币 ，是 为 了 以 一 般 等 价 物 形 式 保 存 商 品 ，最 后 ，欠 债 的  
买 者 把 商 品 转 化 为 货 币 ，则 是 为 了 能 够 支 付 。如 果 他 不 支 付 ，他的 
财 产 就 会 被 强 制 拍 卖 。 因 此 . 商 品 转 化 为 它 的 价 值 形 态 即 货 币 ，现  
在 就 成 了 既 是 生 产 者 又 是 交 换 者 的 人 不 管 其 个 人 的 需 要 和 幻 想 如  
何 所 必 须 接 受 的 社 会 必 要 性 。

我 们 假 定 农 民 以 2 镑 ( 这 2 镑 也 是 1 夸 特 小 麦 的 价 格 ）的价格 
向 织 麻 布 者 买 2 0米 麻 布 ，并 在 一 个 月 以 后 进 行 支 付 。这 个 农 民 在  

他 把 自 己 的 小 麦 转 化 为 货 币 以 前 就 把 它 转 化 成 了 麻 布 。 因 此 ，他 
在 完 成 他 的 商 品 的 第 一 个 形 态 变 化 之 前 就 完 成 了 他 的 商 品 的 最 终  
形 态 变 化 。后 来 ，他 以 2 镑 的 价 格 卖 掉 小 麦 ，在 商 定 的 日 期 把 这 2 

镑 交 给 织 麻 布 者 。 实 在 的 货 币 在 这 里 没 有 充 当 他 把 小 麦 换 成 麻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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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中 介 。买 卖 成 交 以 后 ，货 币 反 过 来 就 成 广 他 进 行 交 易 的 关 键 .因  
为 货 币 是 他 必 须 提 供 的 价 值 的 绝 对 形 式 ，一 般 商 品 。 至 于 织 麻 布  
者 . 他 的 商 品 LL经 流 通 并 实 现 了 自 己 的 价 格 . 但 只 是 靠 K 法 规 定 的  
权 利 实 现 的 „ 麻 布 在 转 化 为 货 币 之 前 就 进 人 r 别 人 的 消 费 。 因 
此 . 他 的 麻 布 的 第 一 形 态 变 化 暂 时 没 有 完 成 ，只 是 在 后 来 农 民 的 侦  
务 到 期 以 后 才 完 成 。 (y6)

在 一 定 的 时 期 内 到 期 的 债 务 代 表 着 已 售 商 品 的 价 格 总 额 ,，实  
现 这 一 价 格 总 额 所 必 需 的 货 币 量 ，首 先 取 决 于 支 付 手 段 的 流 通 速  
度 。它 决 定 于 两 种 情 况 ：第 一 ，偾 权 人 和 债 务 人 的 关 系 的 锁 链 ，例 
如 A 从 他 的 债 务 人 B 那 里 得 到 货 币 ，付 给 他 的 债 权 人 C 等 等 ；第 

二 ，实 现 各 次 支 付 的 期 限 的 间 隔 。 一 个 接 一 个 的 支 付 的 系 列 或 事  
后 进 行 的 第 一 形 态 变 化 的 系 列 ，完 全 不 同 于 我 们 前 面 分 析 的 形 态  
变 化 系 列 的 交 错 。

卖 者 和 买 者 的 联 系 不 仅 是 表 现 在 流 通 T-段 的 运 动 中 ，而 且 这 种  
联 系 产 生 于 货 币 流 通 本 身 。相 反 地 ，支 付 乒 段 的 运 动 则 表 现 了 先 前  
存 在 的 全 部 社 会 关 系 。

若 干 卖 (或 买 ）的 同 时 并 行 ，使 流 通 手 段 量 不 再 能 靠 流 通 手 段  
的 流 通 速 度 得 到 补 偿 ，这 为 节 省 支 付 手 段 造 成 了 新 的 杠 杆 。 随 着

( 9 6 ) 从 引 我 先 前 在 1859年 出 版 的 著 作 《政 治 经 济 嗲 批 判 》的 如 下 一 段  
话 中 "了以看出，为 什 么 我 在 本 文 中 没 存 谈 到 相 反 的 形 式 :“扣 反 . 在 A M 过 程  
中 ，货 币 可 以 在 其 使 用 价 值 实 现 之 前 ，或 者 说 . 在 商 品 让 渡 之 前 . 作为 购 买 〒 -段  
转 让 出 去 . 从 而 实 现 商 品 的 价 格 。例 如 .通 常 的 顼 付 货 款 的 形 式 就 是 如 此 „ 英  
国 政 府 向 印 度 农 民 购 买 鸦 片 时 就 是 采 取 这 种 形 式 „ 似 是 ，这 ffl货 币 总 足 作 为 购  
买 手 段 起 作 用 •没 有 取 得 任 何 新 的 特 殊 形 式 …… 诚 然 . 资 本 也 攰 以 货 币 形 式  
预 付 的 ;可 是 这 不 属 于 简 单 流 通 的 范 围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59年 柏 林 版 第  
119'120 页 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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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付 集 中 于 同 一 地 点 ，使 这 些 支 付 互 相 抵 消 的 专 门 机 构 和 方 法 就  
自 然 地 发 展 起 来 。例 如 屮 世 纪 里 昂 的 转 账 处 就 是 如 此 。 只 要 把 A 

对 B、B 对 C、C 对 A 等 等 所 有 的 债 权 对 照 一 下 ，就 可 以 有 一 定 的 数  

额 作 为 正 数 和 负 数 互 相 抵 消 。这 样 需 要 偿 付 的 只 是 结 算 差 额 。 支 
付 越 集 中 . 支 付 的 差 额 相 对 地 就 越 小 ，因 而 流 通 的 支 付 手 段 量 也 相  
对 地 越 小 。

货 币 作 为 支 付 手 段 的 职 能 包 含 着 一 个 直 接 的 矛 盾 。在 各 种 支 付  
互 相 抵 消 时 . 货 币 就 只 是 在 观 念 上 执 行 计 算 货 币 或 价 值 尺 度 的 职 能 。 
而 在 必 须 进 行 实 际 支 付 时 ，货 币 又 不 是 充 当 简 单 的 流 通 手 段 ,不是充 
当 产 品 移 位 的 转 瞬 即 逝 的 中 介 形 式 ，而 是 充 当 社 会 劳 动 的 单 个 化 身 ， 
充 当 交 换 价 值 的 唯 一 实 现 ，充 当 绝 对 商 品 。这 种 矛 盾 在 工 业 危 机 和  
商 业 危 机 中 称 为 货 币 危 机 (_97)的 时 刻 爆 发 出 来 。

这 种 货 币 危 机 只 有 在 支 付 的 锁 链 和 旨 在 使 各 种 支 付 互 相 抵 消  
的 人 为 制 度 获 得 充 分 发 展 的 地 方 ，才 会 发 生 。 当 这 一 机 制 由 于 某  
种 原 因 而 被 打 乱 的 时 候 .货 币 就 会 突 然 直 接 地 不 再 在 它 的 计 算 货  
币 的 纯 粹 观 念 形 态 上 执 行 职 能 。 货 币 被 要 求 以 现 金 的 形 式 出 现 . 

而 不 能 由 平 凡 的 商 品 来 代 替 。 商 品 的 有 用 性 变 得 毫 无 价 值 ，而商 
品 的 价 值 在 它 自 己 的 价 值 形 式 面 前 消 失 了 。 昨 天 ，资 产 者 还 被 繁  
荣 所 陶 醉 ，宣 称 货 币 是 空 虚 的 幻 想 t，他 叫 道 ，只 有 商 品 才 是 货 币 》 
今 天 . 他 们 在 世 界 市 场 上 到 处 叫 嚷 ：只 有 货 币 才 是 商 品 ！像 久 渴 的  

鹿 啼 叫 着 渴 求 泉 水 一 样 .他 们 的 灵 魂 也 在 大 声 召 唤 货 币 这 唯 一 的

( ! ) ? ) 我 们 在 这 里 所 谈 的 货 币 危 机 是 任 何 危 机 的 一 个 阶 段 , 应 该 把 这 种 危  
机 同 那 种 也 称 为 货 币 危 机 的 特 种 危 机 区 分 开 来 。 后 一 种 货 币 危 机 可 以 是 》 种  
独 立 的 现 象 . 只 是 对 工 业 和 商 业 发 生 反 作 用 这 种 危 机 的 轴 心 是 货 币 资 本 ，因 
此 它 的 直 接 范 围 也 是 这 种 资 本 的 范 围 :银 行 、交 易 所 和 金 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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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富 。(98)在 危 机 时 期 ，商 品 和 它 的 价 值 形 态 之 间 的 对 立 发 展 到 f 极  
端 》货 币 的 特 殊 种 类 在 这 里 是 无 关 紧 要 的 。不 管 是 用 金 支 付 ，还 是 
用 银 行 券 这 样 的 信 用 货 币 支 付 , 货 币 荒 都 是 一 样 的 。 (99)

现 在 我 们 来 考 察 一 定 时 期 内 的 流 通 货 币 的 总 额 。假 定 流 通 手 段  
和 支 付 手 段 的 流 通 速 度 是 已 知 的 .这 个 总 额 就 等于 待 实 现 的 商品 价 格  
总 额 加上到期的支付总 额 ，减 去 彼此 抵 消 的 支付.最后减 去同一货 币 既  
执 行流通手段职 能又执 行支付手段职 能的二次或多次的使用。例 如 .一 
个 农 民 卖 自己的小麦 得到起着流通手段作用的 2 镑 。他 在 支 付 H把 这 2 
镑 交 给 织 麻布者。这 时 ，这 2 镑 执 行着支付手段的职 能。织 麻布者拿现 金 
去 买 圣 经 ，这 2 镑 在 这 种 买 中 又 重 新执 行 流 通 手 段的 职 能 ，如 此 等等 。

因 此 ，即 使 货 币 流 通 速 度 、支 付 的 节 省 程 度 和 商 品 的 价 格 是 既 定  
的 ，一 定 时 期 内 例 如 一 天 内 流 通 的 商 品 量 和 流 通 的 货 币 量 也 不 再 相  
符 。货 币 在 流 通 ，而 它 所 代 表 的 是 早 已 退 出 流 通 的 商 品 。商 品 在 流

(98) “由 信 用 主 义 这 样 突 然 转 变 到 货 币 主 义 ，就 使 得 实 际 恐 慌 又 加 上 了  
理 论 恐 惧 ，而 流 通 的 当 事 人 在 他 们 自 己 的 关 系 的 深 不 可 测 的 秘 密 面 前 瑟 瑟 发 抖  
了 。”( 卡 尔 •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59年 柏 林 版 第 126页 IH1)“穷 人 郁 郁  
寡 欢 •担 心 富 人 没 有 钱 雇 用 他 们 . 然 而 提 供 食 物 和 衣 服 的 同 --些 土 地 和 劳 动 力  
依 然 存 在 - 一 正 是 这 些 ，而 不 是 货 币 . 构 成 一 个 国 家 的 真 正 财 富 。”( 约 翰 • 贝 勒  
斯 《关 于 创 办 一 所 劳 动 学 院 的 建 议 》1696年 伦 敦 版 第 3、4 页 〉

( 9 9 )  下 面 这 段 语 可 以 说 明 这 种 时 机 是 如 何 被 利 用 的 :“一 天 （1 8 3 9 年 ），一 
位 西 蒂 区 的 老 银 行 家 在 他 的 房 间 里 同 他 的 一 个 朋 友 谈 话 ，他 坐 在 写 字 桌 前 ，揭 
开 桌 盖 ，取 出 成 捆 的 钞 票 。 他 扬 扬 得 意 地 说 ，这 是 6 0 万 镑 ，收 回 这 鸣 钞 票 ，是为  
了 使 货 币 形 势 紧 张 ( 银 根 吃 紧 ），在 下 午 3 点 钟 以 后 ，再 把 它 们 全 部 投 放 出 去 。 ” 
( [ 亨 ■罗 伊 ]«兑 换 理 论 。 1 8 4 4 年 银 行 法 》1 8 6 4 年 伦 敦 版 第 8 1 页 ）1 8 6 4 年 4 月 
24 H ，半 官 方 报 纸 《观 察 家 报 》报 道 现 在 流 传 着 一 种 很 奇 怪 的 谣 言 ，说 已 经 有  
一 种 制 造 银 行 券 恐 慌 的 手 段 。不 论 采 用 这 类 诡 计 看 来 是 多 么 值 得 怀 疑 ,但 是 这  
种 iS言 广 为 流 传 ，确 实 值 得 一 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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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而 它 的 货 币 等 价 物 只 有 在 将 来 才 出 现 。另 一 方 面 ，每天订 立 的 债  
务 和 到 期 的 债 务 完 全 不 是 可 通 约 的 量 。

信 用 货 币 是 直 接 从 货 币 作 为 支 付 手 段 的 职 能 中 产 生 的 。 由出售  
商 品 得 到 的 债 券 本 身 又 因 债 权 让 渡 给 别 人 而 流 通 。随 着信用制度的 
扩 大 ，货 币 作 为 支 付 手 段 的 职 能 也 在 扩 大 。作 为 支 付 手 段 ，货 币 取得 
了 各 种 特 殊 的 存 在 形 式 ，并 以 这 些 形 式 往 来 于 大 规 模 交 易 的 领 域 ，而 
金 银 铸 币 则 主 要 被 挤 到 小 额 贸 易 的 领 域 中 去 。 (101 >

(100) “某 0 签 汀 的 买 卖 总 额 不 会 影 响 该 H流 通 的 货 币 1 ,但 是 在 绝 大 多  
数 场 合 . 它 会 变 为 各 种 矜 样 的 票 据 .用 来 取 得 将 来 在 或 远 或 近 的 某 日 进 入 流 通  
的 货 币 ■ 。 -  - 今 天 开 的 票 据 或 今 天 提 供 的 信 贷 无 论 在 数 [I、总 额 或 期 限 上 都  
不 必 N 明 天 或 后 天 开 的 票 据 或 提 供 的 信 贷 有 什 么 关 系 ;相 反 地 ，许 多 今 天 的 票  
据 和 信 贷 到 期 时 会 同 以 前 在 许 多 完 全 不 定 的 日 期 的 支 付 相 抵 ；因 此 ，以 1 2 个  
月 、6 个 月 、.V个 月 或 1 个 月 为 期 的 票 据 往 往 凑 在 一 起 ，在 同 一 日 进 人 待 实 现 的  
Ü付 总 额 。”(《通 货 论 评 述 。给 苏 格 兰 人 民 的 一 封 信 》, 英 国 - • 银 行 家 著 ,1845年 
爱 T"堡 版 ，散 见 第 29、3 0 页 ）

U 0 U 为 f 举 例 说 明 在 真 正 的 商 业 活 动 中 所 用 的 现 金 是 多 么 少 ，我 们 在  
这 电 列 出 伦 敦 最 大 的 贸 易 公 司 之 一 [ 莫 M逊 狄 龙 公 司 ] 的 全 年 收 支 表 。 185fi 
年 该 公 司 的 交 易 额 达 好 几 瓦 万 镑 ，现 在 折 合 成 1 〇〇万 镑 计 算 ，

收  入 ( 单 位 :镑 ） 支  出 (单 位 :镑 ）
定 期 支 付 的 银 行 家 和 商 533 596 足 期 支 付 的 票 据 302 674

人 的 票 据
见 票 即 付 的 银 行 支 票 等 357 71.r； 伦 敦 各 银 行 支 票 663 672
地 方 银 行 券 9 627 英 格 s 银 行 券 22 743
英 格 4 银 行 券 68 554 金 9 427
金 28 089 银 和 锏 1 484
银 和 铜 1 486
邮 汇 933

总 汁 : 1 000 000 总 计 ： 1 000 000
(《银 行 法 特 别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1858年 7 月 第 7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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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品 生 产 越 是 发 展 和 扩 大 .货 币 作 为 支 付 手 段 的 职 能 就 越 是 不  
会 局 限 于 产 品 流 通 领 域 。货 币 变 成 契 约 上 的 一 般 商 品 。 < 迄 今 为  
止 以 实 物 支 付 的 地 租 、赋 税 等 等 从 此 就 以 货 币 支 付 。这 种 转 化 在 多  
大 程 度 上 取 决 于 生 产 的 一 般 状 态 ，n了以由例如罗 马 帝 国 两 次企图 用  
货 币 征 收 一 切 赋 税 都 告 失 败 来 证 明 。路 易 十 四 统 治 下 的 法 国 农 民 极  
端 贫 困 ，这 种 受 到 布 阿 吉 尔 「4 尔 、沃 邦 元 帅 等 人 如 此 有 力 地 斥 责 的 现  
象 ，不 仅 是 由 重 税 引 起 的 . 而 且 是 由 实 物 税 改 为 货 币 税 造 成 的 。 
在 亚 洲 ，地 租 是 赋 税 的 主 要 因 素 ，是 以 实 物 支 付 的 。这 种 建 立 在 停  
滞 的 生 产 关 系 的 基 础 上 的 地 租 形 式 反 过 来 又 维 护 着 这 种 古 老 的 生  
产 方 式 。这 是 土 耳 其 帝 国 自 身 得 以 维 持 的 秘 密 之 一 。如 果 欧 洲 给  
与 日 本 的 自 由 贸 易 使 日 本 把 实 物 地 租 改 为 货 币 地 租 .日 本 的 模 范  
的 农 业 就 会 崩 溃 ，因 为 这 种 农 业 的 经 济 条 件 非 常 狭 隘 .不 能 抗 拒 这  
种 变 革 》

在 每 个 国 家 ，都 规 定 若 干 进 行 大 规 模 支 付 的 总 期 限 。这 些 期 限  
中 有 一 些 纯 粹 是 约 定 俗 成 的 ，但 这 些 期 限 一 般 说 来 是 以 同 季 节 等 的  
定 期 变 化 有 关 的 再 生 产 的 周 期 循 环 运 动 为 基 础 的 。这 些 总 期 限 还 调  
节 着 那 些 不 是 直 接 由 商 品 流 通 产 生 的 支 付 时 期 ，如 地 租 、房 租 、赋 税  
等 等 。这 些 分 散 在 一 国 各 个 地 方 的 支 付 在 一 年 的 某 些 天 所 需 的 货 币  102 *

(102) “交 易 的 性 质 在 这 里 改 变 r . 现 在 不 是 以 商 品 换 商 品 .而 是 出 售 和  
支 付 • 一 切 交 易 都 建 立 在 货 币 价 格 的 基 础 上 / ’( [丹 • 笛 福 ] 《论 公 共 信 贷 》1710 
年 伦 敦 第 3 版 第 8 页 ）

(103> “货 币 成 了 万 物 的 刽 子 手 。”理 财 术 是 - 一 个 蒸 馏 器 .它 使 多 得 惊 人 的
货 物 和 商 品 蒸 发 ，以 便 取 得 这 种 致 命 的 膏 汁 ”。“货 币 向 全 人 类 宣 战 。”（布 阿 吉  
尔 贝 尔 《论 财 富 、货 币 和 赋 税 的 性 质 》, 德 尔 编 《财 政 经 济 学 家 》18 4 3 年 巴 黎 版  
[第  1 卷]第  413、417、[4_18、 ]41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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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会 引 起 周 期 性 的 但 完 全 是 表 面 的 混 乱 。 U(H)

从 支 付 手 段 的 流 通 速 度 的 规 律 中 可 以 看 出 ，一 切 周 期 性 的 支 付  
(不 问 其 起 因 如 何 ）所 必 需 的 支 付 手 段 量 ，与 支 付 期 限 的 长 短 成
反 比 。（105) 102

货 币 作 为 支 付 手 段 执 行 的 职 能 必 然 要 求 积 累 支 付 期 到 来 时 所 需  
的 金 额 。资 产 阶 级 社 会 的 发 展 消 灭 r 作 为 致 富 的 固 有 形 式 的 货 币 贮  
藏 .把 它 变 成 了 支 付 手 段 的 准 备 金 形 式 。 104 105

( 1 0 4 )  克 雷 格 先 生 对 〗826年 的 议 会 调 查 委 员 会 说 :“1824年 圣 灵 降 临 节  
的 那 个 星 期 一 ，在 爱 丁 堡 .需 要 如 此 大 量 的 钞 票 ，以 致 到 上 午 11点 钟 ，我 们 手 里  
连 - 张 钞 票 也 没 有 了 ，我 们 到 一 家 一 家 银 行 去 商 借 ，但 是 都 没 有 借 到 ，许 多 交 易  
都 只 好 凭 纸 条 付 款 。怛 是 到 了 下 午 3 点 钟 ,所 有 的 钞 票 都 回 到 了 那 些 发 行 钞 票  
的 银 行 ;这 些 钞 票 只 不 过 转 转 手 而 已 。”“在 苏 格 兰 ，虽 然 钞 票 的 实 际 平 均 流 通 a  
还 不 到 3 0 0 万 镑 ，但 是 到 了 一 年 的 若 干 支 付 期 限 . 银 行 家 手 里 所 有 的 钞 票 （共 
约 7 0 0 万 镑 )都 要 动 用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钞 票 只 是 履 行 一 种 单 一 的 特 殊 的 职  
能 ，这 个 职 能 一 经 完 成 ，它 们 立 刻 又 各 自 凹 到 那 些 发 行 钞 票 的 银 行 。”（约 翰 • 
富 拉 顿 《论 通 货 的 调 整 》〗845年 伦 敦 第 2 版 第 86[、87]页 注 ）为 了 便 于 了 解 h 述 
情 况 ，这 里 要 补 充 说 一 下 ，在 富 拉 顿 时 代 ，苏 格 兰 银 行 支 付 存 款 不 用 支 票 ，而只 
用 钞 票 。

(105) “如 果 一 年 必 须 有 4 0 0 0 万 ，那 么 这 6 0 0 万 〈金 >对 于 贸 易 的 流 通 和
周 转 是 否 够 用 呢 ?” 配 第 以 他 惯 用 的 巧 妙 方 法 回 答 说 :“是 够 用 的 ，如 果 周 转
期 很 短 . 例 如 只 有 一 个 星 期 .像 贫 苦 的 工 人 和 手 工 业 者 每 星 期 六 收 付 货 币 那 样 ， 
那 么 ，冇 100万 的 g 的 货 币 就 呵 以 达 到 目 的 。 如 果 周 转 期 是 一 季 ，按 照 我 们 交  
租 纳 税 的 习 惯 ，那 k 要 有 1 〇〇〇万 》 因 此 ，假 定 支 付 总 起 来 说 是 从 1 个 星 期 到  
1 3 个 星 期 之 间 兑 现 ，那 么 就 需 要 1 0 0 0 万 加 上 g . 其 半 数 就 是 5 0 0 万 又 就 是  
说 . 我 们 有 5 0 0 万 又 j 就 够 了 „”（威 廉 • 紀第 Î 爱 尔 兰 的 政 治 解 剖 。 1 6 7 2 年 》 
1 6 9 1年 伦 敦 版 第 1 3 , 1 4 页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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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普 遍 货 币

货 币 一 越 出 国 内 流 通 领 域 ，便 失 去 了 在 这 一 领 域 内 获 得 的 铸 币 、 
辅 币 、价 格 标 准 和 价 值 符 号 等 地 方 形 式 ，又 恢 复 原 来 的 条 块 的 形 式 。 
在 各 国 之 间 的 贸 易 中 ，商 品 的 价 值 普 遍 地 得 到 实 现 。同 样 ，商品的价 
值 形 态 在 这 里 也 作 为 普 遍 货 币 … -詹 姆 斯 • 斯 图 亚 特 把 它 称 之 为 世  
界 货 币 （ money of the world). 亚 当 • 斯 密 继 他 之 后 把 它 称 之 为 大 商  

业 共 和 国 货 币 ，一 与 商 品 相 对 立 。 正 是 在 肚 界 市 场 上 ，而且只有在 
世 界 市 场 上 , 货 币 才 充 分 地 作 为 这 样 一 种 商 品 执 行 职 能 ，这 种 商品的 
自 然 形 式 同 时 就 是 一 般 人 类 劳 动 的 社 会 化 身 。货 币 的存在方式在这  
里 与 货 币 的 概 念 相 适 合 了 。

在 国 内 流 通 领 域 内 . 只 能 有 一 种 商 品 充 当 价 值 尺 度 ，从 而 充  
当 货 币 。 在 世 界 市 场 上 ，占 统 治 地 位 的 是 双 重 价 值 尺 度 .即 金  
和 银 。

普 遍 货 币 执 行 三 种 职 能 即 支 付 手 段 的 职 能 、购 买 手 段 的 职 能  
和 一 般 财 富 （ universal wealth)的 社 会 材 料 的 职 能 。 在 涉 及 到 平

U 0 6 ) 因 此 .法 律 规 定 国 家 银 行 只 能 贮 藏 那 种 在 国 内 执 行 货 币 职 能 的 贵  
金 属 . 是 荒 唐 的 。 例 如 .英 格 兰 银 行 自 己 故 意 制 造 的 那 些 困 难 . 是 众 所 周 知 的 。 
罗 伯 特 • 皮 尔 爵 七 在 他 的 1844年 的 银 行 法 I»4 中 ，力 图 摆 脱 这 种 困 境 ,办 法 是  
允 许 英 格 兰 银 行 发 行 以 银 块 作 准 备 金 的 银 行 券 .但 银 储 备 不 得 超 过 金 储 备 的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银 的 价 值 每 次 都 按 照 它 在 伦 敦 市 场 上 的 金 价 格 来 估  
价 。—— 关 于 金 银 相 对 价 值 发 生 变 动 的 几 个 大 的 历 史 时 代 ，可 参 看 卡 尔 •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859年 柏 林 版 第 136页 及 以 下 几 页 。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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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国 际 差 额 时 ，第 一 种 职 能 起 着 主 要 作 用 。 由 此 产 生 重 商 主 义  
体 系 的 口 号  贸 易 差 额 ！（107)金 银 充 当 国 际 购 买 手 段 ，主 要 是
在 各 国 间 通 常 的 物 质 变 换 的 平 衡 遭 到 破 坏 的 时 候 。 最 后 ，它 们  
充 当 财 富 的 绝 对 形 式 是 在 这 样 的 场 合 ：不 是 要 买 或 是 要 支 付 ，而 
是 要 把 财 富 从 一 个 国 家 转 移 到 另 一 个 国 家 ，但 这 种 转 移 由 于 市  
场 的 偶 然 性 或 者 由 于 要 达 到 的 目 的 本 身 ，不 能 以 商 品 形 式 得 到  
实 现 。

每 个 国 家 ，为 了 国 外 贸 易 ，需 要 有 准 备 金 ，为 了 国 内 的 流 通 ，也需 
要 有 准 备 金 。因 此 ，这 些 准 备 金 的 职 能 ，一 部 分 来 源 于 货 币 作 为 国 内  
流 通 手 段 和 国 内 支 付 手 段 的 职 能 ，一 部 分 来 源 于 货 币 作 为 普 遍 货 币

(10 7 ) 重 商 主 义 体 系 认 为 ，国 际 贸 易 的 目 的 无 非 是 通 过 金 银 来 结 算 贸  
易 顺 差 . 而 重 商 主 义 体 系 的 反 对 者 又 完 全 误 解 了 普 遍 货 币 的 职 能 。 我 曾 经  
以 李 嘉 图 为 例 子 来 说 明 . 对 贵 金 属 的 国 际 运 动 的 错 误 理 解 ，不 过 是 反 映 了  
对 调 节 国 内 流 通 手 段 量 的 规 律 的 错 误 理 解 。 （同 上 ，第 150页 1()6)他 的 错 误  
教 条 是 ：“除 了 由 于 流 通 手 段 过 剩 以 外 ，决 不 会 有 贸 易 逆 差 … … 铸 币 的 输  
出 是 由 它 的 价 格 低 引 起 的 . 这 不 是 贸 易 逆 差 的 结 果 ，而 是 它 的 原 因 。”1()7这  
个 教 条 我 们 在 巴 尔 本 那 里 已 经 见 过 ：“贸 易 差 额 . 如 果 它 存 在 的 话 ，不 是 货 币  
从 一 国 输 往 别 国 的 原 因 ：它 是 由 各 国 的 金 银 块 价 值 之 间 的 差 别 引 起 的 。 ” 
( 尼 • 巴 尔 本 《新 币 轻 铸 论 。答 洛 克 先 生 关 于 提 高 货 币 价 值 的 意 见 》1696年 伦  
敦 版 第 M 页 ）麦 克 库 洛 赫 在 《政 治 经 济 学 文 献 。 这 门 科 学 的 分 类 书 目 》 
(1845年 伦 敦 版 ）中 . 称 赞 巴 尔 本 的 这 种 î t 见 之 明 ，但 十 分 小 心 地 避 而 不 谈  
“通 货 原 观 ”1 的 苊 谬 前 提 在 巴 尔 本 那 里 所 表 现 的 素 朴 形 式 。 这 篇 书 目 没  
有 批 判 性 ，甚 至 + 正 宣 的 ，这 种 情 况 在 他 叙 述 货 币 学 说 史 的 儿 章 中 尤 为  
突 出 . W 为 在 这 里 ，表 克 库 洛 赫 向 奥 弗 斯 顿 勋 爵 （前 银 行 家 劳 埃 德 ）大 献  
殷 勤 ，把 他 捧 为 ‘‘银 行 界 公 认 的 领 袖 ”1(W.

(U > 8 )例 如 . 在 提 供 外 援 . 为 进 行 战 争 或 为 恢 复 银 行 现 金 支 付 而 举 债 等 等  
情 况 下 ，价 值 的 货 币 形 式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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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职 能 。(109>在 后 一 种 职 能 上 •始 终 需 要 物 质 货 币 ，即 金 和 银 ；因 此 ， 
詹 姆 斯 • 斯 图 亚 特 为 了 把 金 银 和 它 们 的 仅 仅 是 地 方 的 代 表 区 别 汗  
来 ，就 明 确 地 指 出 金 银 是 世 界 货 币 。

金 银 的 流 动 是 二 重 的 。 一 方 面 .金 银 从 产 地 分 散 到 整 个 世 界  
市 场 ，在 那 里 . 在 不 同 程 度 上 为 不 同 国 家 所 吸 收 ，以 便 进 人 国 内 流  
通 渠 道 ，补 偿 磨 损 了 的 铸 币 . 供 给 奢 侈 品 的 材 料 ，并 且 在 最 后 凝 固  
为 贮 藏 货 币 。( 这 第 一 种 流 动 方 向 是 由 商 品 直 接 在 金 银 的 产 地  
同 金 银 相 交 换 的 那 些 国 家 造 成 的 。 同 时 ，贵 金 属 不 断 往 返 于 不 同  
国 家 的 流 通 领 域 之 间 ，这 是 一 个 随 着 汇 率 的 不 断 变 化 而 产 生 的  
运 动 。 * 110 (111)

生 产 高 度 发 达 的 国 家 把 大 量 集 中 在 银 行 准 备 库 内 的 贮 藏 货 币 ， 
限 制 在 它 执 行 各 种 特 殊 职 能 所 必 需 的 最 低 限 度 以 内 。(112)除 了 某 些

U09) “准 备 金 能 够 很 好 地 了 结 一 ® 国 际 贸 易 事 务 ，而 无 须 求 助 于 一 般 流  
通 . 要 证 明 这 点 ，我 想 再 也 没 有 比 下 面 这 个 例 子 更 有 说 服 力 r  :法 国 在 遭 到 外 国  
侵 略 的 打 击 后 刚 刚 开 始 恢 复 ，就 能 够 轻 易 地 在 2 7 个 月 内 偿 付 了 Iif丨 盟国 加在它  
身 上 的 近 2 000万 的 战 争 赔 款 . 而 且 其 中 绝 大 部 分 是 用 金 厲 货 币 偿 付 的 ，ß 是 

却 没 有 引 起 国 内 贸 易 的 混 乱 . 也 没 有 引 起 汇 率 的 任 何 急 剧 的 波 动 。”( 窩 拉 顿 《论  
通 货 的 调 整 》1845年 伦 敦 第 2 版 第 M l 页 ）

(110) “货 币 根 据 各 国 的 需 要 在 各 国 间 分 配 * • 因 为 它 总 是 被 产 品 所  
吸 引 。”(勒 特 罗 纳 《论 社 会 利 益 》. 德 尔 编 《f ï 农 学 派 H 846年 巴 黎 版 第 916 页 ） 
“不 断 提 供 银 和 金 的 矿 山 足 以 向 每 个 国 家 提 供 所 需 要 的 数 M。”(杰 • 范 德 林 特  
《货 币 万 能 》]734年 伦 敦 版 第 U)页 ）

( 111 ) “汇 率 每 周 都 会 涨 落 .在 一 年 的 某 些 时 间 内 达 到 的 比 率 对 一 国 不  
利 . 而 在 另 一 些 时 间 内 又 对 它 有 利 ， ( 巴 尔 本 《新 币 轻 铸 论 。答 洛 克 先 生 关 于 提  
高 货 币 价 值 的 意 见 》] 6 9 6 年 伦 敦 版 第 3 9 页 ）

(112> —旦 加 上 兑 换 银 行 券 的 基 金 的 职 能 .这 些 不 同 的 职 能 彼 此 就 会 发  
生 危 险 的 冲 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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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外 ，如 果 准 备 库 内 的 货 币 贮 藏 大 大 超 过 平 均 水 平 ，那 就 表 明 商 品 流  
通 停 滞 了 ,或 者 商 品 形 态 变 化 的 流 动 中 断 了 。 (

U13) “超 过 国 内 贸 易 绝 对 需 要 的 货 币 是 死 资 本 ，不 会 给 拥 有 这 些 货 币 的  
M家 带 来 仟 何 利 润 。’’(约 翰 • 贝 勒 斯 《论 贫 民 、工 业 、贸 易 、殖 民 地 和 道 德 墮 落 》 
1699年 伦 敦 版 第 13页 )•‘如 果 我 们 铸 币 过 多 ,那 怎 么 办 呢 ？ 我 们 可 以 把 最 重 的  
铸 爪 熔 化 ，加丨 :成 上 等 餐 具 ，金 银 器 皿 ;或 #把 它 们 作 为 商 品 输 往 想 要 它 们 的 地  
方 :或 者 "r以 把 它 们 拿 到 利 率 .高 的 地 方 去 生 息 ， (威 廉 • 配 第 《货 币 略 论 》第 39 
贞 )“货 币 不 过 是 政 治 躯 体 的 脂 肪 ，过 多 会 妨 碍 这 一 躯 体 的 灵 活 性 .太 少 会 使 它  
屮 病 …… 脂 肪 使 肌 肉 的 动 作 滑 润 ，在 缺 乏 食 物 时 维 持 躯 体 .使 肌 肤 丰 满 ，身 体  
美 化 ;同 样 ，货 币 使 国 家 的 活 动 敏 捷 ，在 国 内 歉 收 时 用 来 从 国 外 进 n 食 物 ，清 偿  
债 务 …… 使 一 切 美 化 ；当 然 配 第 最 后 讽 刺 说 .特 别 是 使 那 班 富 有 货 币 的 人 美  
化 。”(威 廉 • 配 第 《爱 尔 兰 的 政 治 解 剖 》1691年 伦 敦 版 第 1.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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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 币 转 化 为 资 本

第 四 章

资 本 的 总 公 式

商 品 流 通 是 资 本 的 起 点 。资 本 只 是 在 商 品 生 产 和 贸 易 已 经 达 到  
一 定 的 发 展 阶 段 才 出 现 的 。两 大 陆 的 贸 易 和 市 场 的 建 立 在 ]6 世纪  

揭 开 了 资 本 的 现 代 史 。
如 果 撇 开 使 用 价 值 的 交 换 ，也 就 是 说 撇 开 商 品 流 通 的 物 质 方 面 ， 

只 考 察 商 品 流 通 所 造 成 的 经 济 形 式 ，我 们 就 会 发 现 ，货 币 是 最 后 的 产  
物 。流 通 的 这 个 最 后 产 物 是 资 本 的 最 初 的 表 现 形 式 。

如 果 从 历 史 上 研 究 资 本 的 起 源 ，我 们 就 会 看 到 ，资 本 到 处 是 以 货  
币 形式，作为 货 币 财 产 ，作 为 商 业 资 本 和 高 利贷 资 本 ，与 地 产 相 对 立 。 n  5

(1) 以 人 身 的 统 治 关 系 和 依 附 关 系 为 基 础 的 地 产 权 力 和 非 人 身 的 货 币 权  
力 之 间 的 对 立 .可 以 用 两 句 法 国 谚 语 明 白 表 示 出 来 :“没 有 一 块 土 地 没 有 领 主 ”， 
“货 币 没 有 主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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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 .我 们 不 需 要 回 顾 过 去 .只 要 观 察 今 天 眼 前 发 生 的 事 情 就 足 够  
了 。现 在 每 一 个 新 资 本 仍 然 以 货 币 形 式 出 现 在 舞 台 上 ，也 就 是 出 现  
在 市 场 一 产 品 市 场 、劳 动 市 场 、货 币 市 场 h . 经 过 特 殊 的 过 程 ，这 个  
货 币 就 转 化 为 资 本 。

作 为 货 币 的 货 币 和 作 为 资 本 的 货 币 的 区 别 ，首 先 只 是 在 于 它 们  
具 有 不 同 的 流 通 形 式 。

商 品 流 通 的 直 接 形 式 是 M A M，商 品 转 化 为 货 币 ，货 币 再转  

化 为 商 品 ，为 买 而 卖 。但 除 这 一 形 式 外 ，我 们 还 看 到 另 一 个 完 全 不 同  
的 形 式 A -M  A( 货 币 一 商 品 货 币 ），货 币 转 化 为 商 品 ，商品再转  

化为 货 币 •为 卖 而买 。 一 切 在 运 动 中 通 过 这 后 • 种 流 通 的 货 币 都 转  
化 为 资 本 ，成 为 资 本 ，而 且 按 使 命 来 说 ，已 经 是 资 本 。

现 在 我 们 较 仔 细 地 研 究 一 下 A- M A 这 个 流 通 。 和简 单 商品 
流 通 一 样 . 它 也 经 过 两 个 对 立 阶 段 。在 第 一 阶 段 A M( 买 )上 ，货 币  
转 化 为 商 品 。在 第 二 阶 段 M— A(卖 ）上 ，商 品 转 化 为 货 币 。这 两 个  

阶 段 的 统 一 是 通 过 这 样 一 个 运 动 表 现 出 来 的 :货 币 和 商 品 交 换 ，同一 
商 品 再 和 货 币 交 换 ，即 为 卖 而 买 ; 或 者 ，如 果 不 管 买 和 卖 的 形 式 上 的  

区 别 ，那 就 是 用 货 币 购 买 商 品 ，又 用 商 品 购 买 货 币 (2)。
这 个 运 动 的 结 果 ，是 货 币 和 货 币 交 换 .A A。假 如 我 用 lo o 镑  

买 进 2 000磅 棉 花 ，然 后 又 把 2 000磅 棉 花 按 110镑 卖 出 ，结 果 我 就  

是 用 100镑 交 换 110镑 ，用 货 币 交 换 货 币 。
很 清 楚 •如 果 通 过 流 通 过 程 A M A 这 样 一 个 圈 子 去 交 换 数  

量 相 等 的 货 币 ，比 如 说 ，100镑 和 100镑 交 换 .那 么 这 个 流 通 过 程 就

(2) “人 们 用 货 币 购 买 商 品 ，用 商 品 购 买 货 币 （梅 尔 西 埃 • 德 拉 里 维 耶
尔 《政 治 社 会 天 然 同 有 的 秩 丨 1<》. 德 尔 编 《歌 农 学 派 第 2 部 第 54:3页 ）



第 四 章 资 本 的 总 公 式 145

是 荒 唐 的 了 。货 币 贮 藏 者 的 办 法 倒 更 好 些 . 他 把 100镑 稳 稳 当 当 地  
贮 藏 起 来 ，不 让 它 去 冒 流 通 中 的 风 险 。 另 一 方 面 ，不 论 商 人 把 他 用  
100镑 买 来 的 棉 花 卖 110镑 ，还 是 被 迫 以 100镑 ，甚 至 以 5 0 镑 出 手 ， 

他 的 货 币 总 是 经 过 一 种 独 特 和 新 奇 的 运 动 ，这 种 运 动 根 本 不 同 于 例  
如 在 农 民 手 中 的 货 币 的 运 动 一 一 出 售 小 麦 和 购 买 衣 服 。 因 此 ，首先 
我 们 应 该 说 明 A M—A 和 M A—M 这 两 种 循 环 形 式 的 具 有 特 征  

意 义 的 区 别 。同 时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隐 藏 在这 种 形 式 上 的 区 别 后 面 的  
实 际 上 的 区 别 。

我 们 先 来 看 一 下 这 两 种 形 式 的 共 同 点 。
这 两 种 运 动 都 分 成 同 样 两 个 对 立 阶 段 ： M — A ( 卖 ）和 A M 

( 买 ）。在 其 中 每 一 个 阶 段 上 ，都 是 同 样 的 两 个 物 的 要 素 即 商 品 和 货  
币 互 相 对 立 ，都 是 扮 演 同 样 两 种 经 济 角 色 的 两 个 人 即 买 者 和 卖 者 互  
相 对 立 。每 一 个 运 动 都 是 同 样 的 对 立 阶 段 即 买 和 卖 的 统 一 ，这 种 统  
一 每 次 都 是 通 过 三 个 契 约 当 事 人 的 登 场 而 实 现 的 :一 个 只 是 卖 ，一个  
只 是 买 ，一 个 既 买 又 卖 。

但 是 ,M A—M 和 A—M…A 这 两 个 运 动 的 区 别 首 先 就 在 于  

同 样 对 立 的 阶 段 具 有 相 反 的 次 序 。简 单 流 通 以 卖 开 始 ，以 买 结 束 ;作  
为 资 本 的 货 币 的 流 通 以 买 开 始 ，以 卖 结 束 。作 为 运 动 的 起 点 和 复 归  
点 的 ，在 HU—场 合 是 商 品 ，在 后 一 场 合 是 货 币  < ,充 当 中 介 的 ，在 則 一  
形 式 是 货 币 . 在 后 一 形 式 则 是 商 品 。

在 M A M 这 个 流 通 中 ，货 币 最 后 转 化 为 充 当 使 用 价 值 的  
商 品 。于 是 ，货 币 就 最 终 花 掉 了 。而 在 A +M  A 这 个 相 反 的 形  

式 中 ，买 者 支 出 货 币 ，却 是 为 了 作 为 卖 者 收 人 货 币 。 他 购 买 商 品 ， 
把 货 币 投 人 流 通 ，是 为 了 通 过 出 卖 这 同 一 商 品 ，从 流 通 中 再 取 回 货  
币 。他 花 出 货 币 时 , 就 蓄 意 要 重 新 得 到 它 。 因此•货 币 只是被预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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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去 。 (3)
在 M + A + M 形 式 中 ，同 一 块 货 币 两 次 变 换 位 置 。卖 者 从 买 者  

那 里 得 到 货 币 ，又 把 它 付 给 另 一 个 卖 者 。整 个 运 动 以 交 出 商 品 收 人  
货 币 开 始 ，以 交 出 货 币 得 到 商 品 告 终 。在 A -M  A 形 式 中 ,情形则  

相 反 。在 这 里 ，两 次 变 换 位 置 的 ，不 是 同 一 块 货 币 ，而 是 同 一 件 商 品 。 
买 者 从 卖 者 手 里 得 到 商 品 ，又 把 商 品 交 到 另 一 个 买 者 手 里 。在 简 笮  

流 通 中 ，同 一 块 货 币 的 两 次 变 换 位 置 ，使 货 币 从 一 个 人 手 里 最 终 转 到  
另 一 个 人 宇 里 ;而 在 这 里 ，同 一 件 商 品 的 两 次 变 换 位 置 .则 使 货 币 又  
流 回 到 它 最 初 的 起 点 。

货 币 流 回 到 它 的 起 点 同 商 品 是 否 贱 买 贵 卖 没 有 关 系 。后者只影 
响 流 回 的 货 币 额 的 大 小 。 只 要 买 进 的 商 品 再 被 卖 掉 ，就 是 说 ，只要 
A—M—A 的 循 环 全 部 完 成 ，就 发 生 货 币 流 回 的 现 象 。可 见 ,作 为 资  

本 的 货 币 的 流 通 和 单 纯 作 为 货 币 的 货 币 的 流 通 之 间 ，存 在 着 可 以 感  
觉 到 的 区 别 。

一 旦 出 卖 一 种 商 品 所 得 到 的 货 币 又 被 用 去 购 买 另 一 种 商 品 ， 
M—A—M 的 循 环 就 全 部 结 束 。如 果 货 币 又 流 回 到 起 点 ，那 只 是 由  

于 循 环 的 整 个 过 程 的 更 新 。假 如 我 把 一 夸 特 小 麦 卖 了 三 镑 .然 后 用  
这 三 镑 买 了 衣 服 ，对 我 来 说 ，这 三 镑 就 是 最 终 花 掉 了 。我 和 这 三 镑 再  
没 有 任 何 关 系 。它 在 衣 商 的 口 袋 里 了 。 即 使 我 又 卖 了 一 夸 特 小 麦 ， 
我 所 得 到 的 货 币 并 不 ‘ 第 一 次 交 易 的 结 果 .而 是 这 一 交 易 重 复 的 结  
果 。一 旦 我 结 束 了 这 第 二 次 交 易 ，又 买 了 东 西 ，货 币 就 又 离 开 我 》因 
此 ，在 M—A- M 这 个 流 通 中 ，货 币 的 支 出 和 货 币 的 流 回 没 有 任 何

(3 )  “ 如果购 买 一物是为 了再卖 出去，这 样 用 掉 的 饯 叫 做 颀 付 货 f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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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 亚 特著作 
集 》. 由 其 子 詹 姆 斯 • 斯图 亚 特爵七将 军 汇 编 . 1 8 0 5 年 伦 敦 版 第 1 卷 第 2 7 4 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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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系 。在 A—M—A 这 个 流 通 中 情 况 正 好 相 反 。在 这 里 .如 果 货 币  

没 有 流 回 ，活 动 就 失 败 了 ，运 动 就 中 断 或 没 有 完 成 ，因 为 它 的 第 二 阶  
段 ，即 作 为 买 的 完 成 的 卖 没 有 实 现 。

在 M A M 循 环 中 ，起点是一 •种 商 品 ，终 点 是 另 一 种 商 品 ，后 

者 退 出 流 通 ，转 人 消 费 。 因 此 ，这 一 循 环 的 最 终 目 的 是 满 足 需 要 ，是 
使 用 价 值 。相 反 ，a - m —a 循 环 是 从 货 币 出 发 ，又 返 回 货 币 。 因 

此 ，这 一 循 环 的 动 机 和 决 定 目 的 是 交 换 价 值 。
在 简 单 流 通 中 ，两 极 具 有 同 样 的 经 济 形 式 。二 者 都 是 商 品 。它  

们 还 是 价 值 相 等 的 商 品 。但 它 们 同 时 是 不 同 质 的 使 用 价 值 ，如小麦  
和 上 衣 。这 一 运 动 的 结 果 是 产 品 交 换 ，是 体 现 着 社 会 劳 动 的 不 同 物  
质 的 变 换 。相 反 ，A - M - A 这 个 流 通 乍 一 看 来 似 乎 是 无 内 容 的 ，因 

为 是 同 义 反 复 。两 极 具 有 间 样 的 经 济 形 式 。二 者 都 是 货 币 。它 们 并  
不 是 作 为 使 用 价 值 在 质 上 互 相 区 别 ，因 为 货 币 :iH是 商 品 的 转 化 形 式 ， 
在 这 个 形 式 中 ,商 品 的 一 切 特 殊 使 用 价 值 都 已 消 失 。先 用 1〇〇镑 交 
换 成 棉 花 ，然 后 又 用 这 些 棉 花 交 换 成 1〇〇镑 ，就 是 说 ，货 币 兜 了 一 个  
圈 子 又 交 换 成 货 币 ，同 样 的 东 西 乂 交 换 成 同 样 的 东 西 。这 似 乎 是 一  
种 既 愚 蠢 又 无 用 的 活 动 。 ( 11 一 个 货 币 额 作 为 价 值 的 代 表 ，和另 一个 货

( 4 ) 梅 尔 西 埃 • 德 拉 维 耶 尔 驳 重 商 主 义 者 说 :“人 们 不 会 用 货 币 去 交 换  
货 币 。’’(《政 治 社 会 天 然 固 有 的 秩 序 》，德 尔 编 《重 农 学 派 》第 2 部 第 486 页 )有 一  
本 专 门 论 述 贸 易 和 投 机 的 著 作 写 道 :“一 切 贸 易 都 是 不 同 种 物 品 的 交 换 ；而 利 益  
〈商 人 的 ？〉正 是 由 于 这 种 不 同 而 产 生 的 • •用 一 磅 面 包 交 换 一 磅 面 包 ，这 不 会 带  
来 任 何 利 益 ……因 此 ，贸 易 同 赌 博 相 比 形 成 有 利 的 对 照 ，因 为 赌 博 只 是 用 货 币  
交 换 货 币 (托 • 柯 贝 特 《个 人 致 富 的 原 因 和 方 法 的 研 究 ，或 贸 易 和 投 机 原 理 的  
解 释 》 ]8 41年 伦 敦 版 )虽 然 柯 贝 特 不 知 道 ，A —A . 货 币 交 换 货 币 ，不 仅 是 商 业 资  
本 . 而 且 是 一 切 资 本 特 有 的 流 通 形 式 .但 他 承 认 .投 机 这 种 特 殊 贸 易 的 形 式 是 赌  
博 的 形 式 ;但 是 后 来 出 现 了 麦 克 库 洛 赫 ，他 发 现 . 为 卖 而 买 就 是 投 机 ，这 样 ，投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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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额 只 能 有 量 的 区 別 。A -M  - A 运 动 之 所 以 能 够 存 在 ，是由于它 的 
二 极 都 是 货 币 . 从 而 没 有 质 的 K 別 而 仅 仅 有 墙 的 不 同 。MG•从 流通中 

取 出 的 货 币 ，多 于 起 初 投 人 的 货 币 。用 1〇〇镑 买 的棉花卖 1()〇镑 + 1 〇 
镑 ，即 110镑 。 因 此 ，这 个 运 动 的 完 整 形 式 是 八 M 其 中 的  
A '= A + A A .即 等 于 原 预 付 货 币 额 加 上 一 个 余 额 „ 我 把 这 个 余 额 或  
增 长 额 叫 做 剩 余 价 值 (英 文 叫 做 surplus valut、〉。 可 见 ，原 预 付 价 值  

不 仅 在 流 通 中 保 存 下 来 ，而 R 在 流 通 中 改 变 了 內 己 的 价 值 量 . 加 i：了 
一 个 剩 余 价 值 .或 者 说 增 殖 了 。 正 是 这 种 运 动 使 价 转 化 为 资 本 。

诚 然 ，在 M - 八 M 如 小 麦 货 币 上 衣 这 个 流 通 中 . 两 极 M 

和 M 也 可 能 是 不 等 的 价 值 。农 民 卖 小 麦 的 价 钱 可 能 高 于 小 麦 的 价  

值 ，或 者 他 买 上 衣 的 价 钱 可 能 低 于 上 衣 的 价 值 。他 也 可 能 受 衣 商 的  

骗 。但 是 这 种 已 经 交 换 的 价 值 上 的 差 异 .对 这 种 流 通 形 式 来 说 完 全  
是 偶 然 的 。这 种 流 通 形 式 的 两 极 的 等 价 是 这 种 流 通 的 正 常 的 性 质 。 
相 反 . 这 种 等 价 会 使 A—M A 运 动 完 全 丧 失 意 义 。

为 购 买 其 他 商 品 而 出 卖 商 品 的 过 程 的 更 新 或 重 复 ，在 流 通 以 外 . 

会 遇 到 消 费 或 满 足 一 定 的 需 要 的 界 限 。 相 反 ，在 为 卖 而 买 的 过 程 中 . 

开 端 和 终 结 是 同 一 的 物 ，都 是 货 币 ，都 是 交 换 价 值 ，这 个 过 程 的 两 极  
的 同 一 性 本 身 使 这 种 运 动 没 有 止 境 。 诚 然 . A 变 成 f  A +A A. 100

和 贸 易 的 K 别 就 消 失 了 。“任 何 交 易 . 只 要 一 个 人 购 买 产 品 是 为 r 再 卖 出 去 ，实  
际 t 就 是 投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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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8页 )平 托 •这 个 阿 姆 斯 特 丹 交 易 所 的 平 达 . 更 是 无 比 天 真 ， 
他 说 :“贸 易 是 一 种 赌 博 〈这 句 话 是 从 洛 克 那 甩 抄 袭 来 的  > .不 过 从 乞 丐 那 儿 是 贏  
不 到 任 何 东 西 的 。 如 果 有 人 在 长 时 间 内 贏 ：T所 有 的 人 的 所 有 的 钱 .那 他 只 有 心  
甘 情 愿 地 把 贏 得 的 绝 大 部 分 钱 退 回 去 . 才 能 再 赌 。’’( 弔托《关 于 流 通 和 信 用 的 论  
文 》177]年 阿 姆 斯 特 丹 版 第 23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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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 变 成 f  100镑 + 丨 〇镑 。但 是 从 质 的 方 面 来 看 ，110镑 和 100镑 一  
样 ，都 是 货 币 。而 从 量 的 方 面 来 看 ，第 一 个 价 值 额 和 第 二 个 价 值 额 一  
样 ，也 是 有 限 的 价 值 额 。如 果 把 这 100镑 当 做 货 币 用 掉 ，那它 的作用 
马 上 就 改 变 了 。它 就 不 再 执 行 资 本 的 职 能 了 。如 果 把 它 从 流 通 中 取  
出 来 ，那 它 就 凝 固 为 贮 藏 货 币 ，即 使 藏 到 世 界 栄 H ，也 不 会 增 加 分 毫 。 

W此 •如 果 运 动 的 最 终 目 的 是 要 使 价 值 增 殖 ，那 么 110镑 和 100镑 一 
样 也 需 要 增 殖 。

诚 然 ，原 预 付 价 值 和 它 在 流 通 中 所 增 殖 的 剩 余 价 值 在 一 瞬 间 是  
有 K 别 的 ，但 这 个 区 别 马 上 又 消 失 了 。流 通 终 了 时 ，不 是 100镑 原价  
值 在 一 边 ，10镑 剩 余 价 值 在 另 一 边 。得 到 的 结 果 是 一 个 n o 镑 的 价  
值 。这 个 价 值 和 原 先 的 100镑 处 于 同 样 的 形 式 和 条 件 下 ，准 备 开 始  
同 样 的 运 动 。(5>每 一 次 为 卖 而 买 的 循 环 A M A 的 终 项 .成 为 同  

样 的 新 循 环 的 始 项 。 简 单 流通  为 买 而 卖 - 只 是 达 到 流 通 以 外
的 11的 ，即 占 有 使 用 价 值 ，占 有 满 足 一 定 需 要 的 物 的 手 段 。 相 反 ，作 
为 资 本 的 货 币 的 流 通 本 身 就 是 目 的 .因 为 只 是 在 这 个 不 断 更 新 的 运  
动 中 才 有 价 值 的 增 殖 。因 此 ，资 本 的 运 动 是 没 有 限 度 的 。 * 6

(5> “资 本 分 为 两 部 分 ，原 有 资 本 和 利 润 . 即 资 本 所 获 得 的 增 殖 … … 但 
在 实 践 中 这 种 利 润 乂 被 合 并 到 资 本 上 ，并 和 资 本 一 起 投 人 周 转 中 （弗 • 恩 格  
斯 《丨《IW经 济 学 批 判 大 纲 》, 载 于 阿 尔 诺 德 • 卢 格 和 卡 尔 • 马 克 思 编 的 《德 法 年  
鉴 》18_44年 巴 黎 版 第 !19.页 ）

(6) 里 士 多 德 拿 经 济 同货 殖 作 对 比 《 他 从 经 济 出 发 。经 济 作 为 一 种 谋  
生 术 ，只 限 于 取 得 生 活 所 必 要 的 并 且 对 家 庭 或 国 家 有 用 的 物 品 《 “真 正 的 财 富  
就 坫 由 这 样 的 使 出 价 值 构 成 的 ；因 为 满 足 优 裕 生 活 所 必 耑 的 物 的 量 不 是 无 限  
的 t 佴 足 还 有 另 一 种 谋 牛 术 .把 它 叫做货 殖 是 很 适 当 、很 贴 叻 的 。 由 于 货 殖 .财  
富 和 财 产 的 界 限 看 来 就 不 存 在 了 „ 商 品 交 易 <-7) icmnjXod)”.按 字 面 意 义 是 零 售  
贸 吳 • 亚 1R十 多 德 采 用 这 个 形 式 ，是 因 为 在 这 个 形 式 中 占 支 K 地 位 的 是 使 用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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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 这 一 运 动 的 代 表 ，有 意 识 的 承 担 者 . 货 币 占 有 者 变 成 r 资 本 
家 。他 这 个 人 .或 不 如 说 他 的 钱 袋 ，是 货 币 的 出 发 点 和 复 归 点 。 a - 

M -A '这 种 流 通 的 客 观 内 容 —— 价 值 增 殖 —— 是 他 的 主 观 的 、内 在 

的 0 的 ；只 有 在 越 来 越 多 地 占 有 柚 象 财 富 成 为 决 定 他 的 活 动 的 唯 一  
动 机 时 ，他 才 作 为 资 本 家 或 作 为 人 格 化 的 有 意 识 和 意 志 的 资 本 执 行  
职 能 。 因 此 •绝 不 能 把 使 用 价 值 看 作 资 本 家 的 直 接 H 的 。他 的 冃 的  

也 不 是 取 得 一 次 利 润 (7). 而 只 是 谋 取 新 的 利 润 的 无 休 止 的 运 动 。这  

种 绝 对 的 致 富 欲 ，这 种 交 换 价 值 追 逐 狂 (8)，是 资 本 家 和 货 币 贮 藏 者

值 〉按 其 性 质 来 说 不 属 于 货 殖 范 围 ，因 为 在 这 里 ，交 换 只 限 于 买 者 和 卖 者 需 要 的  
物 品 。”接 着 他 又 说 .商 品 交 易 的 最 初 形 式 是 物 物 交 换 ，但 是 随 着 它 的 扩 大 ，产 生了 
货 币 。随 着 货 币 的 发 明 , 交 换 必 然 发 展 成 为 商 品 交 易 ，而 后 者 一 反 它 的 巔 初 的 宗  
旨 ，成 了 货 殖 ，成 了 赚 钱 术 。货 殖 与 经 济 的 区 别 是 :“对 货 殖 来 说 ，流 通 是 财 富 的 源  
泉 。货 殖 似 乎 是 围 绕 着 货 币 转 , 因 为 货 币 是 这 种 交 换 的 起 点 和 终 点 。因 此 ，货 殖  
所 追 求 的 财 富 也 是 无 限 的 。…种 技 术 ，只 要 它 本 身 就 是 目 的 ，它 的 要 求 就 是 无 限  
的 ，因 为 它 总 想 更 加 接 近 这 个 目 的 ;这 和 那 种 具 有 很 快 就 可 以 达 到 的 外 在 目 的 的  
技 术 是 不 同 的 。同 样 ，货 殖 按 其 性 质 来 说 是 没 有 止 境 的 ，因 为 它 所 追 求 的 是 绝 对  
财 富 . 有 界 限 的 是 经 济 而 不 是 货 殖 ;前 者 的 目 的 是 与 货 币 不 同 的 东 西 .后 者 的 目  
的 是 增 加 货 币 。 由 于 把 这 两 种 形 式 混 为 一 谈 . 有 人 就 以 为 ,无 限 地 获 取 和 增 加 货  
币 是 经 济 的 最 终 目 的 (散 见 亚 里 士 多 德 《政 治 学 》，贝 克 尔 编 ，第 1篇 第 8、9 章 ） 

(7> “虽 然 商 人 并 不 轻 视 已 经 获 得 的 利 润 .但 他 的 目 光 却 总 是 盯 着 未 来 的  
利 润 (安 • 詹 诺 韦 西 《市 民 经 济 学 讲 义 》(1765年 版 ），载 于 库 斯 托 第 编 《意 大 利  
政 治 经 济 学 名 家 文 集 • 现 代 部 分 》第 8 卷 第 139页 ）

(8) “这 种 不 可 遏 止 的 追 逐 利 润 的 狂 热 ，这 种 可 诅 咒 的 求 金 欲 .始 终 是 资  
本 家 的 特 点 。”( 麦 克 库 洛 赫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1830年 伦 敦 版 第 163页 ) 当 然 ，这  
句 名 言 并 不 妨 碍 麦 克 库 洛 赫 之 流 . 在 理 论 上 陷 人 困 境 的 情 况 下 ,例 如 在 考 察 市  
场 过 剩 问 题 时 ，还 是 把 资 本 家 变 成 了 善 良 的 市 民 . 好 像 他 关 心 的 只 是 使 用 价 值 . 
好 像 他 真 正 像 狼 一 般 贪 求 的 ，只 是 鸡 蛋 、棉 花 、帽 子 、皮 靴 以 及 其 他 各 种 极 为 平  
常 的 物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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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共 有 的 ，不 过 货 币 贮 藏 者 只 是 发 狂 的 资 本 家 ，资 本 家却 是 理 智 的 货  

币 贮 藏 者 。货 币 贮 藏 者 认 为 把 货 币 从 流 通 的 风 险 中 拯 救 出 来 (9) * *•就 
可 以 获 得 价 值 的 永 恒 的 生 命 ，而 更 加 精 明 的 资 本 家 不 断 地 把 货 币 重  
新 投 人 流 通 ，却 达 到 了 这 一 目 的 。 (1()>

商 品 的 价 值 在 简 单 流 通 中 所 采 取 的 独 立 形 式 ，即 货 币 形 式 ，只是 
充 当 产 品 交 换 的 中 介 ，运 动 一 结 束 就 消 失 。相 反 ，在 A +M  A'流通 

中 ，商 品 和 货 币 这 二 者 仅 仅 是 作 为 价 值 本 身 的 不 同 形 式 执 行 职 能 ，货  
币 是 价 值 的 一 般 形 式 ，商 品 是 价 值 的 特 殊 形 式 ，也 可 以 说 是 隐 蔽 的 形  
式 。 (11 >价 值 不 断 地 从 一 种 形 式 转 化 为 另 一 种 形 式 ，在 这 个 运 动 中 永  
不 消 失 。如 果 停 留 在 价 值 交 替 表 现 的 这 些 形 式 中 的 这 一 或 那 一 种 形  
式 上 ，就 会 得 出 两 个 说 明 ：资 本 是 货 币 ，资 本 是 商 品 ；(12)但 是 实 际  

上 ，价 值 在 这 里 表 现 为 具 有 自 己 的 生 命 的 自 动 的 实 体 ，这 个 实 体 不 断  
地 改 变 着 自 己 的 形 式 ，也 改 变 着 自 己 的 量 ，而 且 作 为 原 价 值 自 发 地 生  
产 出 新 的 增 长 额 . 即 剩 余 价 值 ，最 后 自 行 增 殖 起 来 。 总 之 ，似 乎 价 值  
因 为 是 价 值 ，就 获 得 了 生 出 价 值 、产 仔 ，或 者 至 少 生 金 蛋 的 神 秘 能 力 。

由 于 变 为 资 本 的 价 值 不 断 改 变 形 式 和 量 ，因 此 它 首 先 需 要 一 个

(!') ，拯 救 ，是 希 腊 人 用 来 衣 示 货 币 贮 藏 的 - - 种 特 别 用 语 。 同 样 ，
英 语 “to ”也 是 既 有 “拯 救 乂 有 “储 蓄 ”的 意 思 。

( I m “事 物 在 度 进 中 没 存 无 限 性 ，Æ循 环 中 却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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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卷 1803年 米 兰  
版 第 165 〇 )

( 1 M “构 成 资 本 的 不 是 物 质 . 而 是 这 4 物 质 的 价 值 „” （让 • 巴 • 萨 伊 《论  
政 治 经 济 学 》1817年 巴 黎 第 版 第 2 卷第彳 2 9 页 ）

( 12 > “用 于 牛 产 目 的 的 货 币 〈通 货 ! >就 是 资 本 -”（麦 克 劳 德 《银 行 业 的 理  
论 与 实 践 M855年 伦 敦 版 第 I # 第 1章 [ 第 5 5 豇 ] )“资 本 就 是 商 品 。”(詹 姆 斯 • 
穆 勒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1S21年 伦 敦 版 第 7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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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够 确 定 它 同 自 身 的 同 一 性 的 形 式 。它 只 冇 在 货 币 上 才 具 有 这 种 形  

式 。它 在 货 币 形 式 上 开 始 、结 束 并 重 新 开 始 自 行 增 殖 的 过 程 。它 以 
前 是 100镑 ，现 在 是 】10镑 ，等 等 。但 货 币 本 身 在 这 里 只 是 价 值 的 一  
种 形 式 . 因 为 价 值 有 两 种 形 式 。如 果 撇 开 商 品 形 式 ，货 币 就不能成为  

资 本 。 同 一 商 品 两 次 变 换 了 位 置 ，第 一 次 是 在 它 取 代 预 付 货 币 的 买  
中 ，第 二 次 是 在 货 币 重 新 流 回 的 卖 中 ;正 是 这 两 次 位 置 变 换 促 使 货 币  
流 回 它 的 起 点 ，而 且 流 回 的 货 币 比 投 人 流 通 的 货 币 还 多 。 因此•货 币  
在 这 里 不 像 在 货 币 贮 藏 的 情 况 下 那 样 ，采 取 一 种 与 商 品 相 敌 对 的 立  
场 。 资 本 家 非 常 清 楚 地 知 道 . 一 切 商 品 .不 管 它 们 外 表 如 何 . 气 味如 
何 ，“在 信 仰 上 和 事 实 上 ”都 是 货 币 ，而 且 是 造 出 货 币 的 奇 妙 f 段 。

我 们 看 到 .在 简 单 流 通 中 ，商 品 和 以 货 币 形 式 与 商 品 相 对 立 的 商  

品 价 值 之 间 的 形 式 上 的 分 离 完 成 了 。现 在 ，价 值 突 然 表 现 为 一 个 自  
行 运 动 的 实 体 ，商 品 和 货 币 只 是 这 一 实 体 的 两 种 形 式 。不 仅 如 此 .它  
不 是 表 示 商 品 关 系 ，而 可 以 说 是 同 它 自 身 发 生 私 自 关 系 。价值 在自 
身 中 把 原 价 值 同 剩 余 价 值 区 別 开 来 ，就 像 上 帝 在 自 身 中 区 分 出 圣 父  
和 圣 子 ，二 者 只 是 一 个 人 ，而 且 年 龄 相 同 一 祥 。这 是 因 为 预 付 的 100 

镑 只 是 由 于 有 了  10镑 剩 余 价 值 才 成 为 资 本 ，而 它 一 旦 成 为 资 本 ，一 
旦 父 亲 生 了 儿 子 . 儿 子 又 生 了 父 亲 ，一 切 区 別 就 消 失 了 ，而 唯 一 的 存  
在 物 就 是 110镑 。 ’

因 此 . 价 值 成 了 递 增 的 价 值 ，成 了 能 够 发 芽 、成 长 的 货 币 ，从 而 
也 就 成 了 资 本 。它 离 开 流 通 ，又 进 人 流 通 . 在 流 通 中 保 存 自 己 .扩  
大 自 己 ，扩 大 以 后 乂 离 开 流 通 .并 i l .不 断 重 新 开 始 同 样 的 循 环 。 (13>

( 1 :î) “资 本 ……是 不 断 增 大 的 永 久 的 价 值 。”(西 斯 蒙 第 《政 治 经 济 学 新 原  
理 》第 I 卷 第 88、8S)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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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生 出 货 币 的 货 币 ，产 仔 的 货 币  money which begets mon
ey m  资 本的最初解释 者重商主义 者就是这 样 来 描 绘 资 本的。

为 卖 而 买 ，或 者 说 得 完 整 些 ，为 了 贵 卖 而 买 ，即 A M—A'，似乎 

只 是 一 种 资 本 即 商 人 资 本 所 特 有 的 形 式 。但 产 业 资 本 也 是 这 样 一 种  
货 币 . 它 转 化 为 商 品 ，然 后 通 过 商 品 的 出 售 再 转 化 为 更 多 的 货 币 。在 
买 和 卖 之 间 . 即 在 流 通 领 域 以 外 发 生 的 行 为 ，丝 毫 不会 改 变 这 种 运 动  
形 式 „ 最 后 ，对 生 息 资 本 来 说 ， A M A'的 形 式 简 化 为 这 种 形 式 的  
没 有 中 项 的 两 极 .表 现 为 一 种 简 练 的 形 式 .A --A 、表 现 为 等 于 更 多  

货 币 的 货 币 . 比 本 身 价 值 更 大 的 价 值 。
因 此 ，A M A '事 实 上 是 在 流 通 中 表 现 出 来 的 资 本 的 总 公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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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 币 转 变 为 资 本 的 流 通 形 式 ，是 和 前 面 阐 明 的 所 有 关 于 商 品 、价 
值 、货 币 和 流 通 本 身 的 性 质 的 规 律 相 矛 盾 的 „ 资 本 流 通 和 简 单 流 通  
相 区 别 的 地 方 . 在 于 同 样 两 个 对 立 阶 段 ，卖 和 买 的 次 序 相 反 。似这 种  
纯 粹 形 式 上 的 K 别 ，为 什 么 能 够 使 这 些 现 象 的 性 质 发 生 如 此 神 奇 的  
变 化 呢 ？

不 仅 如 此 。这 些 互 相 补 充 的 阶 段 只 是 对 一 起 交 易 的 三 个 “贸 易 
伙 伴 ”中 的 一 个 人 来 说 ，才 是 颠 倒 的 „ 作 为 资 本 家 ，我 从 A 手里购 买  
商 品 ，再 把 商 品 卖 给 B;作 为 简 单 的 交 换 者 ，我 把 商 品 卖 给 B,然 后 从  
A 手 里 购 买 商 品 。对 A 和 B 来 说 , 这 个 区 別 是 不 存 在 的 „ 他 们 只 是  

作 为 买 者 或 卖 者 。在 他 们 面 前 .我 自 己 或 者 是 简 单 的 货 币 所 有 者 ，或 
者 是 简 单 的 商 品 所 有 者 。而 实 际 上 ，在 这 两 个 交 易 序 列 中 .对 于 一 个  
人 我 总 是 买 者 ，对 于 另 一 个 人 我 总 是 卖 者 ; 对 前 者 来 说 我 是 货 币 ，对  
后 者 来 说 我 是 商 品 ，不 论 对 于 这 两 个 人 中 的 哪 一 个 ，我 都 不 是 资 本 ， 
不 是 资 本 家 ，不 是 高 于 货 币 或 商 品 的 什 么 东 西 的 代 表 。对 我 来 说 .向  
A 购 买 商 品 和 把 商 品 卖 给 B，构 成 一 个 序 列 。但 是 这 两 个 项 之 间 的  
联 系 . 只 有 对 我 来 说 才 是 存 在 的 。A 并 不 关 心 我 同 B 的 交 易 ，B 并 不 
关 心 我 同 A 的 交 易 。假 如 我 想 向 他 们 说 明 我 把 这 二 项 的 次 序 颠 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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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来 而 作 出 的 特 殊 功 绩 . 他 们 就 会 向 我 指 出 ，是 我 把 次 序 本 身 弄 错  
了 ，整 个 交 易 不 是 由 买 开 始 和 由 卖 结 束 . 而 是 恰 恰 相 反 。实 际 匕 .我  
的 第 一 个 行 为 买 ，在 A 看 来 是 卖 ，我 的 第 二 个 行 为 卖 ，在 B 看 来 是  
买 。A 和 ß 并 不 满 足 于 这 一 点 ，他 们 还 会 说 .这 整 个 交 易 不 过 是 在  

耍 把 戏 。今 后 前 者 可 以 直 接 把 商 品 卖 给 后 者 ，1后 者 可 以 直 接 向 前 者  
购 买 商 品 。这 样 ，一切 可 以 化 为 普 通 流 通 的 一 个 单 方 面 的 行 为 : 从 A 

看 来 只 是 卖 ，从 B 看 来 只 是 买 。 可 见 ,我 们 把 这 个 流 通 连 续 发 生 的  
阶 段 的 次 序 颠 倒 过 来 ，并 没 有 越 出 商 品 流 通 领 域 ，而 我 们 必 须 考 察 的  
是 : 这 个 领 域 按 其 性 质 来 说 ，是 否 允 许 进 入 这 一 领 域 的 价 值 发 生 增  
殖 . 也 就 是 说 ，是 否 允 许 剩 余 价 值 形 成 。

我 们 拿 表 现 为 单 纯 的 商 品 交 换 形 式 的 流 通 现 象 来 说 。每当 两 个  
既 是 生 产 者 又 是 交 换 者 的 人 彼 此 购 买 对 方 的 商 品 ，并 到支付丨 1结 算 
债 务 差 额 时 ，就 出 现 这 种 现 象 。在 这 里 ，货 币 只 是 观 念 地 充 当 计 算 货  
币 ，它 把 商 品 的 价 值 表 现 为 商 品 价 格 。就 使 用 价 值 来 看 ，我们 的交换  
者 显 然 都 能 得 到 好 处 。双 方 都 是 让 渡 对 自 己 没 有 用 的 产 品 ，而得到 
他 们 需 要 的 其 他 产 品 。不 仅 如 此 ，卖 葡 萄 酒 买 小 麦 的 A .在同 样 的 劳  
动 时 间 内 ，大 概 会 比 B 酿 出 更 多 的 葡 萄 酒 ，而 种 植 小 麦 的 B.在 同 样  
的 劳 动 时 间 内 ，大 概 会 比 A 生 产 出 更 多 的 小 麦 。可 见 ，与 两 人 不 进  

行 交 换 而 每 人 都 不 得 不 为 自 己 生 产 这 两 种 消 费 物 品 相 比 .用 同 样 的  
交 换 价 值 ，前 者 能 得 到 更 多 的 小 麦 ，后 者 能 得 到 更 多 的 葡 萄 酒 。 因 
此 .就 使 川 价 值 来 看 ，可 以 说 ，“交 换 是 一 种 双 方 都 得 到 好 处 的 交  
易 。就 交 换 价 值 来 看 ，情 况 就 不 同 了 。

(I I) “交 换 是 一 种 奇 妙 的 夂 易 .交 换 双 方 总 是 <!>得 到 好 处 。”（德 斯 杜  
特 • 德 • 特 拉 西 《论 意 志 及 其 作 用 》1826年 巴 黎 版 第 68页 )该 书 后 来 也 以 《政 治  
经 济 学 概 论 》的 名 称 出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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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t 钉 tï• 多 葡 萄 洒 而 没 荇 小 麦 的 人 . 丨《 1— 个 Y m 多 小 麦 而 没 打 葡 萄 酒 的  
人 进 行 交 易 ，在 他 们 之 间 .价 償 5 0 的 小 麦 和 价 値 5 0的 葡 萄 酒 相 突 换 了 . 这 种  
交 换 不 论 对 哪 -方 來 说 都 不 是 财 富 的 增 多 . 闽 为 每 • 方 通 过 这 种 方 式 得 到 的 价  
诳 . 是 和 他 作 交 换 以 前 握 有 的 价 值 相 等 的 15)

货 币 作 为 流 通 手 段 充 气 商 品 的 中 介 . 以 及 买 和 卖 的 行 为 因 此 ifii 
分 离 开 来 ，这 对 $ 情 毫 无 影 响 。15 (16)商 品 的 价 值 不 是 流 通 的 结 果 ，它  
在 商 品 进 人 流 通 以 前 就 表 现 为 商 品 价 格 。 (17) *

如 果 把 不 是 从 流 通 的 内 在 规 律 中 产 生 的 偶 然 情 况 撇 开 •那 么 ，在 
这 种 流 通 中 发 生 的 .除 了  一 种 有 用 产 品 被 另 一 种 有 用 产 品 代 替 以 外 . 

只 是 商 品 的 形 态 变 化 ，即 商 品 的 单 纯 形 式 变 换 。同 一 价 值 ，即 同量的 
物 化 社 会 劳 动 . 总 是 在 同 一 个 交 换 荇 手 里 ，虽 然 这 个 价 值 交 替 地 表 现  
为 他 自 己 的 产 品 的 形 态 、货 币 的 形 态 和 别 人 的 产 品 的 形 态 。这 种 形  
式 变 换 并 不 引 起 价 值 量 的 改 变 。商 品 价 值 所 经 历 的 唯 一 变 化 ，只限 
于 它 的 货 币 形 式 的 变 换 „ 起 初 ，这 个 货 币 形 式 是 待 售 商 品 的 价 格 .然  
后 是 在 这 个 价 格 中 表 现 出 来 的 同 一 个 货 币 额 .最 后 是 等 价 商 品 的 价  
格 。这 种 形 式 变 换 •像 一 张 1〇〇法郎的钞 票 换 成 4 个 路 易 、4 个 100 

苏 的 硬 币 和 5 法 郎 一 样 ，对 价 值 量 并 没 有 影 响 。既 然 流 通 对 商 品 价  

值 来 说 只 包 含 形 式 变 换 ，那 么 . 流 通 的 结 果 就 只 能 是 等 价 物 的 交 换 。 
因 此 ，甚 至 .庸 俗 经 济 学 ，每 当 它 想 从 总 体 上 研 究 现 象 的 时 候 ,也 假 定  
供 求 是 平 衡 的 . 就 是 说 ，假 定 供 求 对 价 值 的 影 响 是 完 全 不 存 在 的 》 W

( 1 5 )  梅 尔 西 埃 • 德 拉 1 维 耶 尔 ((政 治 社 会 天 然 同 冇 的 秩 序 》，德 尔 编 《® 
农 学 派 》第 2 部 第 544贞

(16) ~这 两 个 价 值 中 打 一 个 是 货 币 . 还 足 两 个 都 是 普 通 商 品 ，这 件 事 本 身  
是 毫 无 关 系 的 。 ”(M上 ，第 543 页 ）

(17) “不 是 契 约 当 事 人 决 定 价 值 ;价 值 在 成 交 以 前 就 已 经 决 定 丫 ( 勒 特
罗 纳 《论 社 会 利 益 》,德 尔 编 重 农 学 派 》丨846年 巴 黎 版 第 90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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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就 使 用 价 值 来 看 ，交 换 双 方 都 能 得 到 利 益 ，但 在 交 换 价 值 上 ，双 方 
都 不 能 得 到 利 益 。相 反 地 ，在 这 里 可 以 使 用 一 句 名 言 :“在 平 等 的 地  
方 ，没 有 利 益 可 言 。”(|8)诚 然 ，商 品 可 以 按 照 和 自 己 的 价 值 相 偏 离 的  

价 格 出 售 ，但 这 种 偏 离 是 违 反 商 品 交 换 规 律 的 W 商 品 交 换 就 其 正  

常 形 态 来 说 是 等 价 物 的 交 换 . 因 此 ，不 是 赢 利 的 手 段 。 (2())

闪 此 ，那 些 试 图 把 商 品 流 通 说 成 是 剩 余 价 值 的 源 泉 的 人 ，几 乎总  
是 把 使 用 价 值 和 交 换 价 值 弄 混 了 、混 淆 了 。例 如 ，孔 狄 亚 克 就 是 一 个  
见 证 ，这 位 著 作 家 说 ：

“认 为 在 交 换 中 是 等 量 的 价 值 交 换 等 量 的 价 值 ，那 是 错 误 的 《恰 恰 相 反 ，契 
约 当 事 人 每 一 方 总 是 用 较 小 的 价 值 去 换 取 较 大 的 价 值 。 如 果 真 的 总 是 等 量 的  
价 值 交 换 ，那 契 约 当 事 人 任 何 一 方 都 不 会 得 到 利 益 。但 双 方 都 得 到 利 益 ，或 都  
应 该 得 到 利 益 ，为 什 么 呢 ？ 物 只 有 和 我 们 的 需 要 相 关 的 价 值 。 某 物 对 一 个 人 来  
说 是 多 r ，对 另 一 个 人 来 说 则 是 少 了 ，或 者 相 反 ……不 能 设 想 ，我 们 会 把 自 己 消  
费 所 必 需 的 物 拿 去 卖 ，我 们 是 要 把 剩 余 物 ，把 自 己 用 不 着 的 东 西 拿 去 卖 .以 取  
得 自 己 需 要 的 东 西 …… 人 们 自 然 会 认 为 ，只 要 每 个 被 交 换 的 物 在 价 值 上 等 于  
同 一 货 币 量 ，那 就 是 等 量 的 价 值 交 换 等 量 的 价 值 . 但 还 必 须 考 虑 到 另 一 方 面 ; 
试 问 :我 们 双 方 不 是 都 用 剩 余 物 来 交 换 需 要 物 吗 ?” * 20 21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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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5年 米 兰 版 第 彳 卷 第 2 4 4 豇 ，

“当 某 种 外 部 情 况 使 价 格 降 低 或 提 高 时 .交 换 就 会 对 一 方 不 利 .于 是  
平 等 被 破 坏 了  .但 这 种 破 坏 是 由 于 这 个 原 M . Ifii不 是 由 于 交 换 造 成 的 ”(勒 特 罗  
纳 《论 社 会 利 益 》.德 尔 编 《重 农 学 派 》184ß年 巴 黎 版 第 .904页 ）

(20) “交 换 按 其 性 质 来 说 是 一 种 平 等 的 契 约 ，它 是 在 两 个 相 等 的 价 值 之  
N 汀 立 的 。 因 此 . 它 不 是 致 富 的 手 段 ，因 为 所 付 和 所 得 是 相 等 的 。”( 勒 特 罗 纳 ， 
同 上 ，第 ;K131：、9»4] 页 ）

( 2 1 )  孔 狄 亚 克 《商 业 和 政 府 M177fi年 ），载 于 德 尔 和 莫 利 纳 里 编 《政 治 经  
济 学 文 集 》1847年 巴 黎 版 第 267[、29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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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看 到 ，孔 狄 亚 克 不 但 把 使 用 价 值 和 交 换 价 值 混 在 一 起 ，而且 
十 分 幼 稚 地 设 想 ，在 以 商 品 生 产 为 基 础 的 社 会 里 ，生产 者必 须 自 己 生  
产 自 己 的 生 存 资 料 ，而 只 把 超 出 自 己 耑 要 的 余 额 即 剩 余 物 投 入 流  
通 。(22>然 而 ，当 现 代 经 济 学 家 要 说 明 交 换 的 发 达 形 态 即 贸 易 是 剩 余  
价 值 的 源 泉 的 时 候 …… 他 们 便 经 常 重 复 孔 狄 亚 克 的 论 据 。例 如 ， 
有 人 说 ：

“贸 易 使 产 品 增 添 价 值 ，因 为 这 些 产 品 在 消 费 者 手 里 比 在 生 产 者 手 里 具 有  
更 大 的 价 值 . 因 此 . 严 格 说 来 ，贸 易 应 看 做 是 一 种 生 产 活 动

但 是 ，人 们 购 买 商 品 不 是 付 两 次 钱 :一 次 是 为 了 它 的 使 用 价 值 ， 
一 次 是 为 了 它 的 交 换 价 值 。 如 果 说 商 品 的 使 用 价 值 对 买 者 比 对 卖 者  
更 有 用 ，那 么 商 品 的 货 币 形 式 对 卖 者 比 对 买 者 就 更 有 用 。不 然 他 何  
必 出 卖 商 品 呢 ？ 因 此 ，我 们 同 样 也 n丨 以说 ，例 如 ，买 者 把 针 织 品 商 人  

的 袜 子 转 化 为 货 币 . 严 格 来 说 ，就 是 完 成 一 种 生 产 活 动 。
假 如 互 相 交 换 的 是 价 值 相 等 的 商 品 ，或 价 值 相 等 的 商 品 和 货 币 ， 

就 是 说 ，是 等 价 物 .那 么 很 明 显 ，任 何 人 从 流 通 中 取 出 的 价 值 ，都不会  
大 于 他 投 入 流 通 的 价 值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就 不 会 有 剩 余 价 值 形 成 。 
尽 管 纯 粹 形 式 上 的 流 通 只 容 许 有 等 价 物 的 交 换 ，但 是 我 们 知 道 ，实 际  
上 事 情 并 不 是 纯 粹 地 进 行 的 。 因 此 ，我 们 假 定 有 非 等 价 物 的 交 换 。

在 任 何 情 形 下 ，在 市 场 上 ，只 是 交 换 者 与 交 换 者 相 对 立 ，他们 彼 22 23

( 2 2 )  勒 特 罗 纳 在 回 答 他 的 朋 友 孔 狄 亚 克 时 说 得 很 对 :“在 发 达 的 社 会 中 . 
根 本 没 有 剩 余 的 东 西 。 N 时 他 还 讽 刺 地 解 释 说 :“假 如 交 换 双 方 都 以 同 样 少 的  
东 西 换 得 同 样 多 的 东 西 •那 么 他 们 得 到 的 也 就 M样 多 。”因 为 孔 狄 亚 Æ对 交 换 价  
值 的 性 质 一 无 所 知 .所 以 ，威 廉 • 罗 雪 尔 教 授 把 他 看 做 足 自 Q 的 幼 椎 概 念 的 导  
师 。 见 罗 雪 尔 的 《国 民 经 济 学 原 理 》1858年 第 3 版 。

( 2 3 )  赛 . 菲 . 纽 曼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1835年 安 多 弗 纽 约 版 第 17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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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行 使 的 权 力 只 是 他 们 商 品 的 权 力 。 商 品 的 物 质 区 别 是 交 换 的 物 质  
动 机 ，它 使 交 换 者 处 于 互 相 依 赖 的 关 系 中 ，因 此 他 们 中 的 任 何 一方 都  
没 有 他 自 己 需 要 的 物 品 ，而 有 别 人 需 要 的 物 品 。除 了 商 品 的 有 用 性  
的 区 别 以 外 ，商 品 之 间 就 只 有 一 种 区 别 .即 商 品 的 自 然 形 式 和 它 的 价  

值 形 式 即 货 币 之 间 的 区 别 。 同 样 ，交 换 者 之 间 的 区 别 ，只不过 是 卖 者  
即 商 品 所 有 者 和 买 者 即 货 币 所 有 者 之 间 的 区 别 。

假 定 卖 者 享 有 某 种 无 法 说 明 的 神 秘 的 特 权 ，可 以 高 于 商 品 价 值  
出 卖 商 品 1例 如 把 价 值 只 有 10Û的 商 品 卖 110,即 加 价 10%。这 样 ， 

卖 者 就 得 到 剩 余 价 值 10。但 是 ，他 当 了 卖 者 以 后 ，又 成 为 买 者 。 现  
在 第 3 个 交 换 者 作 为 卖 者 和 他 相 遇 ，并 目.也 享 有 把 商 品 贵 卖 10% 的 

特 权 。我 们 那 位 交 换 者 一 方 面 赚 得 了  1〇 ,但 是 另 一 方 面 又 失 去  
1〇。(24)实 际 上 ，最 后 的 结 果 是 ，全 体 交 换 者 都 高 于 商 品 价 值 10% 互 

相 出 卖 商 品 ，这 与 他 们 把 商 品 按 其 实 际 价 值 出 售 完 全 一 样 。商 品 的  
这 种 普 遍 加 价 ，其 结 果 就 像 例 如 用 银 代 替 金 来 计 量 商 品 价 值 一 样 。 
商 品 的 货 币 名 称 即 名 义 价 格 上 涨 了 ，但 商 品 间 的 价 值 比 例 仍 然 不 变 。

我 们 再 反 过 来 ，假 定 买 者 享 有 某 种 特 权 ，可 以 低于 商 品 价 值 购 买  
商 品 。在 这 里 ，不 用 说 ，买 者 还 要 成 为 卖 者 。他 在 成 为 买 者 以 前 ，就 
曾 经 是 卖 者 。他 在 卖 时 就 已 经 失 去 f  10% ，虽 然 他 在 买 时 赚 得  
10%，结 果 一 切 照 旧 。,(25)

(24) “靠 提 高 产 品 的 名 义 价 值 …… 卖 者 不 会 致 富 … … 因 为 他 们 作 为  
卖 者 所 得 的 利 益 ，在 他 们 作 为 买 者 时 恰 恰 又 失 掉 了 / ’( [ 约 • 格 雷 ]《国 民 财 富 基  
本 原 理 的 说 叨 》1797年 伦 敦 版 第 fi6 页 ）

(25) “假 如 有 人 不 得 不 把 价 值 2 4 利 弗 尔 的 产 品 卖 18利 弗 尔 ，那 么 ，当 他 
用 这 笔 钱 再 去 购 买 时 ，这 1 8利 弗 尔 同 样 能 买 到 2 4利 弗 尔 的 东 西 （勒 特 罗 纳  
.《论 社 会 利 益 》 德 尔 编 《重 农 学 派 》t84S年 巴 黎 版 第 89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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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剩 余 价 值 的 形 成 . 从 而 货 币 转 化 为 资 本 ，既 不是由于卖 者高 
于 商 品 价 值 出 卖 商 品 ，也不是由于头 者低于商品价值 购 买 商品 。 (2fi)

即 使 加 进 一 些 毫 不 相 干 的 因 素 ，问 题 也 绝 不 会 变 简 单 狴 。例 如 ， 
托 伦 斯 说 ：

“有 效 的 盖 求 在 于 ，不 管 夂 换 Ä  t 接 的 还 足 间 接 的 . 消 费 者 能 够 和 愿 意 < !〉 
付 给 商 品 的 部 分 ，大 于 中 产 它 们 吋 所 耗 费 的 资 本 的 一 切 组 成 部 分 。 ”(27>

在 流 通 中 ，生 产 者 和 消 费 者 只 是 作 为 卖 者 和 买 者 相 对 立 。说 生 
产 者 得 到 剩 余 价 值 是 由 于 消 费 者 付 的 钱 超 过 了 商 品 的 价 值 ，那不过  
是 把 交 换 者 作 为 卖 者 享 有 贵 卖 的 特 权 这 个 命 题 加 以 伪 装 罢 了  . 卖 者  
自 己 生 产 了 商 品 ，或 代 表 它 的 生 产 者 ，同 样 ，买 者 也 是 自 己 生 产 了 已  
表 现 为 货 币 的 商 品 ，或 代 表 它 的 生 产 者 。因 此 ，两 极 都 是 生 产 者 。他 
们 的 区 别 在 于 ，一 个 是 买 ，一 个 是 卖 。商 品 占 有 者 在 生 产 者 的 名 义 下  
高 于 商 品 价 值 出 卖 商 品 . 在消费 者的名义 下对 商品付出高价•这 并 不  
能 使 我 们 在 解 决 问 题 时 前 进 一 步 。 (28>

因 此 .坚 持 剩 余 价 值 来 源 于 名 义 上 的 加 价 或 卖 者 享 有 贵 卖 商 品  
的 特 权 这 一 错 觉 的 代 表 者 ，不 得 不 假 定 有 一 个 只 买 不 卖 ，或只消费 不  
生 产 的 阶 级 。 从 我 们 上 面 达 到 的 观 点 来 看 .即 从 简 单 流 通 的 观 点 来  * 27 28

(26> “因 此 ，任 何 - •个 卖 者 通 常 不 能 提 高 自 己 商 品 的 价 格 .否 则 他 购 买  
Ä 他 卖 者 的 商 品 时 通 常 也 必 须 付 出 高 价 》 根 据 M样 的 理 由 ，任 何 一 个 消 费 者  
通 常 不 能 以 低 价 购 买 商 品 ，否 则 他 也 必 须 降 低 他 出 售 的 商 品 的 价 格 。”（梅 尔  
西 埃 • 德 拉 电 维 耶 尔 《政 治 社 会 天 然 固 存 的 秩 序 》, 德 尔 编 《《 农 学 派 》第 2 部
第 555 页 ）

( 2 7 )  罗 • 托 伦 斯 《论 财 富 的 生 产 》.182】年 伦 敦 版 第 349 页 。
(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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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 • 拉 姆 赛 《论 财 富 的 分 配 》1836牢 爱 丁 堡 版 第 .18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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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还 不 能 说 明 存 在 着 这 样 一 个 阶 级 。但 是 ，我 们 先 假 定 有 这 样 一 个  
阶 级 。这 个 阶 级 不 断 用 来 购 买 的 货 币 ，必 然 是 不 断 地 、白 白 地 、不经  
过 交 换 、自 发 地 或 依 靠 一 种 既 得 的 权 利 ，从 生 产 者 的 钱 柜 里 流 到 这 个  
阶 级 的 钱 柜 里 的 。把 商 品 高 于 价 值 卖 给 这 个 阶 级 ，不 过 是 收 回 一 部  
分 失 去 的 货 币 罢 了 。(29)例 如 ，小 亚 细 亚 的 城 市 每 年 向 古 罗 马 交 纳 贡  
款 ，就 是 如 此 。罗 马 则 用 这 些 货 币 购 买 小 亚 细 亚 城 市 的 商 品 ，而且按 
高 价 购 买 。小 亚 细 亚 人 欺 骗 了 罗 马 人 ，通 过 贸 易 收 回 一 部 分 征 服 者  
勒 索 的 贡 款 ，但 是 ，最 后 受 骗 的 还 是 小 亚 细 亚 人 。他 们 的 商 品 仍 旧 是  
用 他 们 自 己 的 货 币 支 付 的 。这 绝 不 是 发 财 致 富 或 创 造 剩 余 价 值 的  
方 法 。

所 以 ，我 们 还 是 不 得 不 留 在 卖 者 也 是 买 者 、买 者 也 是 卖 者 的 商  
品 交 换 范 围 里 。我 们 陷 人 困 境 ，也 许 是 因 为 我 们 把 流 通 当 事 人 变  
成 人 格 化 的 范 畤 ，而 没 有 考 虑 到 他 们 的 个 人 性 质 》假 定 交 换 者 八  
非 常 狡 猾 ，总 是 使 他 的 同 行 B 或 C 受 骗 ，而 B 和 C 无 论 如 何 也 报 复  
不 了 。 A 把 价 值 4 0 镑 的 葡 萄 酒 卖 给 B，换 回 价 值 50 镑 的 小 麦 。他 
把 货 币 变 成 了 更 多 的 货 币 ，把 自 己 的 商 品 变 成 了 资 本 。 我 们 仔 细  
地 来 看 一 下 。 在 交 换 以 前 ，A 手 中 有 价 值 4 0 镑 的 葡 萄 酒 ，B 手中 
有 价 值 5〇 镑 的 小 麦 ，总 价 值 是 9 0 镑 。在 交 换 以 后 ，总 价 值 不 变 。 
流 通 屮 的 价 值 没 有 增 大 一 个 原 子 ，只 是 它 在 A 和 B 之 间 的 分 配 改

( 2 9 ) " 假如一 • t 人 的 商 品 没 有 买 者 ，那 么 H 尔 萨 斯 先 生 是 否 会 劝 他 把 钱  
付 给 別 人 •比 别 人 用 这 笔 钱 购 买 他 的 商 品 呢 ?” • 个 很 气 愤 的 李 嘉 图 的 信 徒 这 样  
质 问 从 经 济 学 的 观 点 并 不 十 分 赞 美 ① 纯 买 # 阶 级 . 即 消 费 者 阶 级 的 马 尔 萨 斯 及  
其 门 徒 杏 默 斯 牧 师 。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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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 的 原 通 》1821年 伦 敦 版 第 55 页 „

① 此 处 的 “并 不 十 分 赞 美 ”德 文 第 1 版 至 第 4 版 为 “赞 美 编 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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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了 。 如 果 A 不 加 掩 饰 地 从 B 那 里 偷 去 1 0 镑 ，也 会 发 生 同 样 的 变  

化 。显 然 . 流 通 中 的 价 值 总 Ä 不 管 其 分 配 情 况 怎 样 变 化 都 不 会 增  
大 ，正 像 一 个 犹 太 人 把 安 女 王 时 代 的 一 里 亚 当 做 一 基 尼 来 卖 • 不 会  

使 本 国 的 贵 金 属 M增 大 一 样 。一 个 国 家 的 整 个 资 本 家 阶 级 不 能 靠  
自 己 来 发 财 致 富 》 (30) 31

可 见 .无 论 怎 样 颠 来 倒 去 ，结 果 都 是 一 样 》如 果 是 等 价 物 交 换 ， 
不 产 生 剩 余 价 值 ；如 果 是 非 等 价 物 交 换 ，也 不 产 生 剩 余 价 值 „( s 1 >流 

通 或 商 品 交 换 不 创 造 价 值 。 (32)
由 此 n丨 以了解，为 什 么 我 们 在 分 析 资 本 吋 要 把 资 本 的 常 见 的 、所 

谓 洪 水 期 前 的 形 态 . 即 商 业 资 本 和 高 利 贷 资 本 暂 时 搁 在 一 边 u
A -  M A '的 形 式 ，为 贵 卖 而 买 ，在 商 业 资 本 的 运 动 中 表 现 得 最  

明 显 。 另 一 方 面 ，这 个 运 动 完 全 是 在 流 通 领 域 内 进 行 的 。但 是 ，因为

(3〇) 德 斯 杜 特 • 德 • 特 拉 西 虽 然 是 (或 〖午Æ W 为 是 )研 究 院 院 十 112.却 持  
有 相 反 的 观 点 。他 说 . 资 本 家 赚 得 利 涧 . 是 因 为 “他 们 按 高 于 生 产 成 本 的 价 格 出  
卖 一 切 商 品 ” 。 他 们 卖 给 谁 呢 ？ “首 先 是 卖 给 他 们 自己。” ( 德 斯 杜 特 • 德 • 特 拉  
西《论 意 志 及 其 作 用 》1826年 巴 黎 版 第 2: « 页 ）

(31) “ 两 个 相 等 的 价 值 相 交 换 ，既 不 增 大 也 + 减 少 社 会 上 现 有 价 值 的 丨 t 。
两 个 不 相 等 的 价 值 相 交 换 …… 同 样 也 改 变 不 了 社 会 价 值 的 总 额 , 虽 然 它 用 从 一  
个 人 手 中 取 走 的 财 富 增 添 了 另 一 个 人 手 中 的 财 富 / ’( 让 • 巴 • 萨 伊 《论 政 治 经  
济 学 》第 2 卷 第 443、 444 这 个 论 点 是 萨 伊 几 乎 逐 字 逐 句 地 从 S 农 学 派 那 里
抄 袭 来 的 ，当 然 他 并 不 关 心 从 这 个 论 点 会 得 出 什 么 结 论 = T 面 的 例 子 可 以 说  
明 . 他 是 怎 样 利 用 当 时 已 经 过 时 的 重 农 学 派 的 著 作 ，来 增 加 自 己 的 “ 价 值 H  

萨 伊 先 生 最 著 名 的 论 点 : “ 产 品 只 能 用 产 品 来 购 买 ”.用 重 农 学 派 的 原 话 来 说 就  
是 : “ 产 品 只 有 用 产 品 来 支 付 ” ( 勒 特 罗 纳 《论 社 会 利 益 》，德 尔 编 《重 农 学 派 》1846 
年 巴 黎 版 第 899 页 ） „

(32) ‘‘交 换 不 会 给 产 品 以 任 何 价 值 。” （弗 • 威 兰 德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 
1.843年 波 士 顿 版 第 1 6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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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能 从 流 通 本 身 来 说 明 货 币 转 化 为 资 本 •说 明 剩 余 价 值 的 形 成 ，所以 
只 要 是 等 价 物 相 交 换 ，商 业 资 本 看 来 是 不 可 能 存 在 的 。<33)商 业 资 本  
看 来 只 能 由 作 为 中 介 寄 生 在 作 为 买 者 和 卖 者 的 商 品 生 产 者 之 间 的 商  
人 对 他 们 双 方 榨 取 的 双 重 利 润 中 产 生 》富 兰 克 林 就 是 在 这 个 意 义 上  
说 : 战 争 是 掠 夺 ，商 业 是 欺 骗 。叫34 5

关 于 商 业 资 本 所 说 的 一 切 ，更 加 适 用 于 高 利 贷 资 本 。 在 第 一种  
场 合 ，两 极 ，即 投 入 市 场 的 货 币 和 从 市 场 流 回 的 或 多 或 少 增 加 了 的 货  
币 ，至 少 还 以 买 和 卖 . 以 流 通 运 动 本 身 为 中 介 。 在 第 二 种 场 合 , A— 

M 形 式 简 化 成 没 有 中 项 的 两 极 A A‘，即 交 换 成 更 多 货 币 的 货

币 。这 是 和 货 币 的 性 质 相 矛 盾 的 • 因 而 从 商 品 流 通 的 角 度 是 无 法 解  
释 的 。所 以 ，亚 里 士 多 德 说 ：

“货 殖 是 一 种 二 重 性 的 科 学 ，一 方 面 它 和 商 业 有 关 ，另 一 方 面 它 和 理 财 术 有  
关 ;从 后 荇 的 角 度 来 看 . 它 是 必 要 的 ，值 得 称 赞 的 ；从 以 流 通 为 基 础 的 前 者 的 角  
度 來 看 ，它 理 应 受 到 谴 责 ( 因 为 它 不 以 物 的 本 性 为 基 础 , 而 以 互 相 欺 骗 为 基 础 ）。 
所 以 ，高 利 贷 者 受 人 憎 恨 完 全 理 所 当 然 . 因 为 在 这 里 ，货 币 本 身 成 为 贏 利 的 手  
段 . 没 有 用 于 发 明 它 的 时 候 的 用 途 》 货 币 的 用 途 是 为 了 有 利 于 商 品 交 换 ，但 利  
息 却 使 货 币 生 出 更 多 的 货 币 . 它 的 名 称 < ràcos. 生 育 出 来 的 东 西 .产 生 出 来 的  
东 两 〉就 是 由 此 而 来 的 . 因 为 孩 子 和 父 母 是 相 像 的 》在 所 有 的 贏 利 方 式 中 .这 个  
方 式 是 最 违 反 自 然 的  * * *

<：« ) "在 不 变 的 等 价 交 换 支 配 r ，商 业 是 不 可 能 的 。”（乔 • 奥 普 戴 克 《论  
政 治 经 济 学 》1851年 纽 约 版 第 6 7 贞 ) " 实 际 价 值 和 交 换 价 值 之 间 的 差 别 基 于 下  
述 事 实 :物 品 的 价 值 不 等 于 人 fl'丨 在 买 卖 中 为 该 物 品 提 供 的 那 个 所 谓 等 价 物 ，就  
是 说 •这 个 等 价 物 并 不 是 等 价 物 (弗 * 恩 格 斯 《国 民 经 济 学 批 判 大 纲 》.载 于 阿  
尔 诺 德 ••卢 格 和 卡 尔 • 马 克 思 编 的 《德 法 年 鉴 》1844年 巴 黎 腋 第 [95 .J96 页 >

(3.1) «本 杰 明 • 窩 克 林 全 集 》，斯 帕 克 斯 编 第 2 卷《关 于 国 民 财 富 的 有 待  
研 究 的 儿 个 问 题 》D 836年 波 十 顿 版 第 376 页 ].

(3 5 ) 亚 里 十 多 德 《政 治 学 》第 1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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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我 们 研 究 的 进 程 中 .我 们 将 会 发 现 .生 息 资 本 和 商 业 资 本 是 派  
生 的 形 式 . 间 时 我 们 要 说 明 . 为 什 么 它 们 在 历 史 t 的出现 早于基本形 
式 ( 决 定 现 代 社 会 的 经 济 组 织 的 形 式 )的 资 本 。

上 面 已 经 说 明 ，投 人 流 逝 的 价 值 总 额 不 能 在 流 通 中 增 加 ，W此 . 
在 流 通 之 外 必 然 会 发 生 某 种 情 况 使 剩 余 价 值 能 够 形 成 但 是 .剩  
余 价 值 能 不 能 从 流 通 以 外 的 什 么 地 方 产 生 呢 ？ 流 通 归 根 结 底足既 足  
生 产 者 又 是 交 换 者 的 人 的 全 部 相 互 关 系 的 总 和 ,，在 流 通 以 外 ，只有 
交 换 者 和 他 自 己 的 商 品 ，后 # 包 含 着 他 自 己 的 、按 一 定 社 会 规 律 计 M 

的 劳 动 量 这 个 劳 动 表 现 为 产 品 的 价 值 .而 这 个 价 值 表 现 为 计 算 货  
币 ，因 此 劳 动 就 表 现 为 一 个 价 格 ，例 如 1〇镑 。但 是 ，他的劳 动 不能实  
现 为 产 品 的 价 值 加 t 超 过 这 个 价 值 而 形 成 的 余 额 .不 能 实 现 为 一 个  
等 于 10镑 又 等 于 11镑 的 价 格 ，也 就 是 说 .不 能 实 现 为 一 个 大 于 自 身  
价 值 的 价 值 》生 产 者 能 够 用 ß 己 的 劳 动 创 造 价 值 ，但 是 不 能 创 造 出  
自 行 增 大 的 价 值 。他 能 够 通 过 新 的 劳 动 给 原 有 价 值 添 加 新 价 值 .从  
而 使 商 品 的 价 值 增 大 ，例 如 把 皮 子 制 成 皮 靴 就 是 这 样 。这 时 ，同一个  
材 料 由 于 吸 收 了 更 多 的 劳 动 . 也 就 有 了 更 大 的 价 值 》因 此 .皮 靴 的 价  
值 大 于 皮 子 的 价 值 .但 是 皮 子 的 价 值 仍 然 和 从 前 一 样 。它 没 有 在 制  
作 皮 靴 时 添 加 剩 余 价 值  ̂ "了见 •既 是 生 产 # 义 是 交 换 者 的 人 在 流 通  
领 域 以 外 . 不 N 其 他 交 换 者 接 触 . 就 完 令 不 能 使 价 值 增 殖 .或 使 价  
值 萬 有 产 牛 剩 余 价 值 的 属 n » 但 是 ，如 果 不 能 使 价 值 增 殖 或 使 价  
值 具 有 产 生 剩 余 价 值 的 属 性 .那 么 •他 的 货 01或 商 品 就 不 能 转 化 为  
资 本 。 36

(36) “在 通 常 的 市 场 条 件 下 . 利 润 不 是 I：丨I交 换 产 生 的 。 如 果 利 润 不 足 左
前 就 已 存 在 ，那 么 •在 这 种 交 站 以 肟 也 不 会 有 。’’(拉 姆 赛 《论 财 富 的 分  
年 爱 丁 優 版 第 18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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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样 ，就 得 到 一 个 双 重 的 结 果 。
货 币 转 化 为 资 本 ，必 须 根 据 商 品 流 通 的 内 在 规 律 来 加 以 说 明 ，因 

此 等 价 物 的 交 换 应 该 是 起 点 。(37)我 们 那 位 还 只 是 资 本 家 蛹 的 货 币  
占 有 # ，首 先 必 须 按 商 品 的 公 平 的 价 值 购 买 商 品 ，然 后 按 商 品 的 价 值  
出 卖 商 品 ，但 最 后 ，他 必 须 取 出 比 他 预 付 的 价 值 更 大 的 价 值 。从 货 币  
占 有 者 变 为 资 本 家 必 须 在 流 通 领 域 中 ，又 必 须 不 在 流 通 领 域 中 。这  
就 是 问 题 的 条 件 。这 里 是 罗 陀 斯 . 就 在 这 里 跳 跃 吧 ！ 113

( 3 7 ) 根据以丨 •.说 明 . 读 者 可 以 知 道 ，这 里 的 意 思 不 过 是 .即 使 商 品 价 格 与  
商 品 价 值 相 等 , 资 本 也 一 定 可 以 形 成 。 资 本 的 形 成 不 能 用 商 品 价 值 与 商 品 价 格  
的 偏 离 来 说 明 。 假 如 价 格 与 价 值 相 偏 离 ，那 就 必 须 首 先 把 前 者 还 原 为 后 者 .就  
M说 ，把 这 种 情 况 当 做 纯 粹 偶 然 情 况 撇 汗 ，这 样 才 能 以 商 品 交 换 为 基 础 从 整 体  
上 芩 察 资 本 形 成 的 现 象 ，而 不 被 那 些 只 能 使 问 题 复 杂 化 的 偶 然 情 况 所 干 扰 。 而 
H.我 们 知 道 ，这 种 还 原 绝 不 单 纯 是 一 种 科 学 的 手 续 。 市 场 价 格 的 不 断 波 动 .即  
它 的 涨 落 . 会 a 相 补 偿 ，彼 此 抵 消 • 并 a 还 原 为 平 均 价 格 • 使 平 均 价 格 成 为 市 场  
价 格 的 内 在 * 准 。这 个 基 准 是 从 塡 一 切 Æ要 较 长 时 间 经 营 的 企 业 的 商 人 或 工  
业 家 的 指 南 . 所 以 他 们 知 道 . 就 整 个 一 段 较 长 的 时 期 来 # . 商 品 既 不 是 低 于 也  
不 足 卨 亍 平 均 价 格 ，而 是 按 照 甲 均 价 格 出 售 的 , 因 此 如 果 认 清 这 一 点 是 符 合 工  
业 家 的 利 益 的 话 ，他 就 应 该 这 样 提 出 问 题 :既 然 价 格 是 由 平 均 价 格 即 归 根 到 底  
足 山 商 品 的 价 饥 来 调 节 的 . 那 么 资 本 怎 么 会 产 生 呢 ？ 我 说 “归 根 到 底 ”,是 因 为  
平 均 价 格 并 不 像 亚 • 斯 密 、李 嘉 图 等 人 所 认 为 的 那 样 ，直 接 与 商 品 的 价 值 量 相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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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 币 由 于 价 值 的 增 加 必 然 转 化 为 资 本 ，而 价 值 的 增 加 不 可 能 从  
这 个 货 币 本 身 产 生 。如 果 货 币 充 当 购 买 手 段 和 支 付 手 段 ，那 么 它 只  
是 实 现 它 所 购 买 或 所 支 付 的 商 品 的 价 格 。

它 如 果 保 留 原 样 ，保 留 自 己 原 来 的 形 式 ，它 就 可 以 说 是 价 值 化  
石 了 扉

因 此 ，A - M 即 货 币 转 化 为 商 品 ，同 一 商 品 再 转 化 为 更 多

的 货 币 所 表 现 出 来 的 价 值 变 化 ，必 须 从 商 品 中 产 生 。但 是 ，这 种 变 化  
不 可 能 发 生 在 第 二 个 行 为 M—A '即 商 品 的 再 度 出 卖 上 ，因为 这 一行  

为 只 是 使 商 品 从 自 然 形 式 再 转 化 为 货 币 形 式 。现 在 ，如 果 我 们 考 察  
第 一 个 行 为 A—M ,即 买 ，那 么 我 们 就 会 看 到 交 换 是 在 等 价 物 之 间 进  

行 的 ，从 而 商 品 具 有 的 交 换 价 值 不 多 于 转 化 为 该 商 品 的 货 币 。最后 
我 们 只 能 这 样 假 定 ，即 变 化 来 自 于 商 品 的 使 用 价 值 ，也就是说 来 自于 
商 品 的 使 用 或 消 费 。但 是 ，这 里 所 涉 及 的 问 题 是 交 换 价 值 的 变 化 ，交 
换 价 值 的 增 大 。为 了 能 够 从 一 种 商 品 的 使 用 价 值 中 取 得 交 换 价 值 ， 
货 币 占 有 者 必 须 幸 运 地 在 流 通 领 域 内 即 在 市 场 上 发 现 这 样 一 种 商  38

(38) “在 货 币 形 式 上 ……资 本 是 不 产 生 利 润 的 《”(李 嘉 图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1821年 伦 敦 第 3 版 第 26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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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 它 的 使 用 价 值 具 有 成 为 交 换 价 值 源 隶 的 独 特 属 性 ，因 此 ，它 的消 
费 就 是 劳 动 的 实 现 ，从 而 是 价 值 的 创 造 。

我 们 的 货 币 占 有 者 确 实 在 市 场 上 找 到 了 这 种 具 有 独 特 属 性 的 商  
品 ，这 就 是 劳 动 能 力 或 劳 动 力 》

我 们 应 该 把 劳 动 能 力 或 劳 动 力 理 解 为 一 个 人 的 身 体 即 活 的 人 身  
中 存 在 的 、他 生 产 有 用 物 时 必 须 使 用 的 体 力 和 智 力 的 总 和 。

但 是 .要 使 货 币 占 有 者 在 市 场 上 找 到 作 为 商 品 的 劳 动 力 ，就必须  
具 备 各 种 先 决 条 件 。 商 品 交换 本 身 除 了 引 起 由 它 自 己 的 性 质 所 产 生  
的 从 属 关 系 以 外 ，不 会 引 起 任 何 其 他 从 属 关 系 。在 这 种 前 提 下 ，劳 动  
力 只 有 被 它 自 己 的 占 有 者 提 供 或 出 卖 ，才 能 作 为 商 品 出 现 在 市 场 上 。 
因 此 ，劳 动 力 占 有 者 必 须 能 够 支 配 劳 动 力 ，也 就 是 说 必 须 是 自 己 的 劳  
动 能 力 、自 己 人 身 的 ß 由 所 有 者 。(39>货 币 占 有 者 和 他 在 市 场 上 相  
遇 ，彼 此 作 为 身 份 相 同 的 交 换 者 发 生 关 系 .所 不 同 的 只 是 一 个 买 ，一 
个 卖 ，因 此 双 方 是 在 法 律 上 平 等 的 人 。

这 种 关 系 要 保 持 下 去 ，劳 动 力 所 有 者 就 必 须 始 终 把 劳 动 力 只 出  
卖 一 定 时 间 . 因 为 他 要 是 把 劳 动 力 一 下 子 全 部 卖 光 .他 就 出 卖 了 自  
己 ，就 从 Û 由 人 转 化 为 奴 隶 ，从 商 人 转 化 为 商 品 。他 要 保 持 自 己 的 人  
格 .就 必 须 让 买 者 只 是 暂 时 支 配 他 的 劳 动 力 ，这 样 ，他 在 让 渡 自 己 的  
劳 动 力 时 并 不 因 此 而 放 弃 自 己 对 它 的 所 有 权 。 (4())

U 9 ) 在 历 史 学 家 114 那 甩 经 常 可 以 看 到 这 样 一 种 错 误 和 荒 谬 的 论 断 ：在 

古 典 古 代 ，资 本 就 冇 了 充 分 的 发 展 所 缺 少 的 只 是 自 由 工 人 和 信 用 事 业 ”。 蒙 
森 先 生 的 《罗 马 史 》也 充 满 了 类 似 的 混 乱 。

( 4 0 ) 各 种 立 法 都 规 定 了 劳 动 契 约 的 M 长 期 限 „ 在 自 * 劳 动 的 民 族 里 ，一  
切 法 典 都 规 定 了 解 除 契 约 的 条 件 。 在 釘 些 国 家 ,特 别 是 場 西 哥 (美 国 南 北 战 争 7 
前 . 从 墨 西 玢 夺 J î的 领 t 也 是 这 样 ，库 扎 政 变 M 5前 多 瑙 河 地 区 的 情 况 • 如 果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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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 币 占 有 者 要 找 到 购 买 劳 动 力 机 会 的 第 二 个 基 本 条 件 就 是 :劳  

动 力 占 有 者 没 有 可 能 出 卖 存 自 己 的 劳 动 实 现 在 内 的 商 品 ，时 不得不 
把 只 存 在 于 他 的 机 体 中 的 劳 动 力 本 身 当 做 商 品 提 供 和 出 卖 」

一 个 人 要 出 卖 与 他 的 劳 动 力 不 M的商品•他自然必须 占有生产  
资 料 ，如 原 料 、劳 动 工 具 等 等 。例 如 没 有 皮 革 ，他 就 不 能 做 皮 靴 。此 
外 ，他 还 需 要 有 生 活 资 料 。 任 何 人 . 即 使 是 未 来 音 乐 的 创 作 家 .都 不  
能 靠 未 来 的 产 品 过 活 ，也 不 能 靠 尚 未 生 产 好 的 使 用 价 值 过 活 。今 天 . 
就 像 人 从 出 现 在 世 界 舞 台 上 的 第 一 天 起 一 样 ，人 在 他 生 产 以 前 和 生  
产 期 间 不 能 不 消 费 „ 如 果 产 品 是 商 品 ，它 就 必 须 卖 掉 ,以 便 满 足 生 产  
者 的 需 要 。除 生 产 所 需 要 的 时 间 外 ，还 要 加 上 出 售 所 需 要 的 时 间 „ 

可 见 ，货 币 占 有 者 要 把 货 币 转 化 为 资 本 ，就 必 须 在 市 场 L找 到自 
由 的 劳 动 者 。这 里 所 说 的 自 由 . 是 从 二 方 面 来 看 的 :一 方 面 ，劳 动 者  
是 自 由 人 ，能 够 把 自 己 的 劳 动 力 当 做 自 己 的 商 品 来 任 意 支 配 ，另 一方 
面 ，他 没 有 别 的 商 品 可 以 出 卖 ，可 以 说 自 由 得 一 无 所 有 ，完 全 失 去 了  
实 现 自 己 的 劳 动 力 所 必 需 的 东 西 。

为 什 么 这 个 自 由 劳 动 者 处 在 流 通 领 域 中 呢 ？ 对 这 个 问 题 货 币 占

不 是 名 义 上 那 么 也 至 少 在 实 际 上 是 这 样 ），奴 隶 制 采 取 债 役 这 种 隐 蔽 的 形 式 , 
因 为 债 务 要 以 劳 役 偿 还 ，而 且 要 世 代 相 传 ，所 以 不 仅 劳 动 者 个 人 ，而 且 连 他 的 家  
族 都 成 为 别 人 及 其 家 族 的 财 产 。 胡 阿 雷 斯 在 墨 西 哥 废 除 了 抵 侦 劳 役 1|6。所 谓  
的 皇 帝 马 克 西 米 利 安 颁 布 一 道 敕 令 ，又 把 它 恢 复 r 。华 盛 顿 的 众 议 院 一 针 见 血  
地 谴 责 这 个 敕 令 是 恢 复 墨 西 哥 的 奴 隶 制 的 敕 令 。

“我 可 以 把 我 的 体 力 上 和 智 力 上 的 技 能 和 活 动 能 力 在 限 定 的 时 期 内 丨 上 渡 绐  
别 人 使 用 ，因 为 在 这 个 界 限 以 内 ，它 们 同 我 的 存 在 的 整 体 性 和 普 遍 件 只 保 持 着  
一 种 外 在 的 关 系 》如 果 我 把 我 的 在 劳 动 中 实 现 的 全 部 时 间 和 我 的 全 部 生 产 活 动  
都 让 渡 给 别 人 .那 么 .我 就 把 这 里 面 所 包 含 的 实 体 .就 是 说 我 的 普 遍 的 活 动 和 我  
的 人 身 ，变 成 别 人 的 财 产 了 ， (黑 格 尔 《法 哲 学 》184U年 柏 林 版 第 104页 第 6 7 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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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者 不 感 兴 趣 .在 他 看 来 ，劳 动 市 场 只 是 商 品 市 场 的 一 个 特 殊 部 门 ； 
我 们 目 前 对 这 个 问 题 也 不 感 兴 趣 。货 币 占 有 者 是 在 实 践 上 把 握 着 这  
个 事 实 ，我 们 则 是 在 理 论 上 把 握 着 这 个 事 实 。但 是 有 一 点 无 论 如 何  
是 清 楚 的 ：自 然 界 不 是 一 方 面 造 成 货 币 占 有 者 或 商 品 占 有 者 ，而另 一 
方 面 造 成 只 是 自 己 劳 动 力 的 占 有 者 。这 种 关 系 既 没 有 任 何 自 然 的 根  
据 ，也 不 是 一 切 历 史 时 期 所 共 有 的 社 会 关 系 。它 显 然 是 已 往 历 史 发  
展 的 结 果 ，是 许 多 次 经 济 变 革 的 产 物 ，是 一 系 列 陈 旧 的 社 会 生 产 形 态  
灭 亡 的 产 物 。

我 们 前 面 所 考 察 的 经 济 范 畴 ，也 都 带 有 自 己 的 历 史 痕 迹 。劳 动  
产 品 要 转 化 为 商 品 ，需 要 有 一 定 的 历 史 条 件 。例 如 ，劳 动 产 品只要用 
于 直 接 满 足 它 的 生 产 者 的 需 要 ，就 不 能 成 为 商 品 。如 果 我 们 进 一 步  
研 究 ，在 什 么 样 的 情 况 下 ，全 部 产 品 或 至 少 大 部 分 产 品 采 取 商 品 的 形  
式 ，我 们 就 会 发 现 ，这 种 情 况 只 有 在 一 种 十 分 特 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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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 研 究 不 属 于 单 纯 的 商 品  
分 析 的 范 围 。 即 使 绝 大 多 数 产 品 被 生 产 者 自 己 消 费 ,没 有 作 为 商 品  
进 人 流 通 ，商 品 生 产 和 商 品 流 通 也 能 够 产 生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社会 生 
产 按 其 广 度 和 深 度 来 说 还 远 没 有 为 交 换 价 值 所 控 制 。产 品 要成 为 商  
品 ，需 要 社 会 内 部 的 分 工 发 展 到 这 样 的 程 度 :在 直 接 的 物 物 交 换 中 开  
始 的 使 用 价 值 和 交 换 价 值 的 分 离 已 经 完 成 。但 是 ，历 史 已 经 证 明 ，这  
样 的 发 展 阶 段 是 可 以 与 完 全 不 同 的 社 会 经 济 形 态 并 存 的 。

另 一 方 面 ，产 品 交 换 必 须 已 经 具 有 商 品 流 通 的 形 式 ，货 币 才能 够  
登 上 舞 台 。货 币 的 各 种 职 能 ，即 单 纯 的 等 价 物 ，或 流 通 手 段 ，或 支 付  
手 段 、贮 藏 货 币 和 储 备 金 等 等 ，按 其 中 这 种 或 那 种 职 能 相 对 占 优 势 的  
情 况 ，表 示 社 会 生 产 的 极 不 相 同 的 阶 段 。但 是 根 据 经 验 .相 对 来 说 不  
很 发 达 的 商 品 流 通 就 足 以 促 使 所 有 这 些 形 式 的 形 成 。资 本 则 不 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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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本 存 在 的 历 史 条 件 并 不 等 于 商 品 流 通 和 货 币 流 通 。 只有当 生产 资  
料 和 生 活 资 料 的 占 有 者 在 市 场 上 遇 到 在 那 里 出 卖 自 己 劳 动 力 的 自 由  
劳 动 者 的 时 候 ，资 本 才 产 生 ；而 单 是 这 一 历 史 条 件 就 包 含 着 整 个 新 III: 

界 。资 本 从 一 开 始 就 标 志 着 社 会 生 产 的 一 个 时 代 。
现 在 应 该 进 一 步 考 察 劳 动 力 。 同 一 切 其 他 商 品 一 样 .这 个 商 品  

也 具 有 价 值 。41 (42) 43这 个 价 值 是 怎 样 决 定 的 呢 ？ 是 由 生 产 它 所 必 需 的  
劳 动 时 间 决 定 的 。

作 为 价 值 ，劳 动 力 代 表 在 它 身 上 实 现 的 社 会 劳 动 量 。但 是 ，实 际  
上 它 只 是 作 为 活 的 个 人 的 力 量 或 能 力 而 存 在 。假 设 个 人 已 经 存 在 ， 
他 就 要 通 过 再 生 产 或 维 持 自 身 来 生 产 自 己 的 活 的 力 量 。他要维 持自 
己 ，保 存 自 己 . 就 需 要有 一定量的生活资 料。因 此 ，生产 劳 动 力所必要 

的 劳 动 时 间 ，可 以 归 结 为 生 产 这 些 生 活 资 料 所 需 要 的 劳 动 时 间 ，或者 
说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就 是 发 挥 劳 动 力 的 人 所 必 要 的 生 活 资 料 的 价 值 。

劳 动 力 是 通 过 在 外 部 表 现 出 来 而 实 现 的 。它 在 劳 动 中 得 到 表 现  
和 确 认 ，而 这 种 劳 动 本 身 又 需 要 耗 费 人 的 一 定 量 的 肌 肉 、神 经 、脑 等 
等 ，这 些 消 耗 必 须 重 新 得 到 补 偿 。消 耗 越 大 . 补 偿 费 用 也 越 大 。 m  

劳 动 力 所 有 者 今 天 进 行 了 劳 动 ，他 必 须 明 天 也 能 够 在 同 样 的 精 力 和

( 4 1 )  因 此 ，资 本 主 义 时 代 的 特 点 是 ，对 工 人 本 身 来 说 ，劳 动 力 具 有 归 他 所  
有 的 一 种 商 品 的 形 式 ，因 而 他 的 劳 动 具 有 雇 佣 劳 动 的 形 式 。另 一 方 面 .正 是 从  
这 时 起 . 产 品 的 商 品 形 式 才 成 为 占 统 治 地 位 的 社 会 形 式 。

( 42 ) “人 的 价 值 ，和 其 他 一 切 物 的 价 值 一 样 . 等 于 他 的 价 格 ，就 是 说 ，等 干  
对 他 的 力 量 的 使 用 所 付 的 报 酬 „”(托 • 霜 布 斯 《利 维 坦 》，载 于 莫 尔 斯 沃 思 编 《托  
马 斯 • 霍 布 斯 英 文 著 作 集 》 】 839 _ 1844年 伦 敦 版 第 3 卷 第 7 6 页 ）

( 43 )  古 罗 马 的 斐 力 卡 斯 ，作 为 管 理 人 居 干 农 业 奴 求 之 首 ，但 “由 于 劳 动 比  
奴 隶 轻 ，得 到 的 报 酬 也 比 奴 隶 更 微 薄 ”。 参 看 泰 • 蒙 森 《罗 马 史 》1856年 版 第  
81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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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条 件 下 重 新 开 始 。因 此 ，生 活 资 料 的 总 和 应 当 足 以 使 他 能 够 在  
正 常 生 活 状 况 下 维 持 自 己 。

由 于 一 个 国 家 的 气 候 和 其 他 自 然 特 点 不 同 ，食 物 、衣 服 、取 暖 、居 

住 等 等 自 然 需 要 也 就 不 同 。另 一 方 面 ，所 谓 自 然 需 要 的 数 量 ,和 满 足  
这 些 需 要 的 方 式 一 样 ，本 身 是 历 史 的 产 物 ，因 此 多 半 取 决 于 所 达 到 的  
文 明 程 度 。每 个 国 家 的 雇 佣 阶 级 的 起 源 ，这 个 阶 级 形 成 的 历 史 环 境  
会 长 期 地 、极 大 地 影 响 这 个 阶 级 的 生 活 习 惯 和 要 求 ，从 而 影 响 这 个 阶  

级 的 生 活 需 要 因 此 ，劳 动 力 从 价 值 观 点 来 看 包 含 着 一 个 道 德 的  
和 历 史 的 要 素 ，这 使 它 和 其 他 商 品 区 别 开 来 。但 是 ，在 一 定 的 国 家 , 

在 一 定 的 时 期 ，生 活 资 料 的 必 要 范 围 是 一 定 的 。
劳 动 力 所 有 者 是 会 死 的 。因 此 ，要 使 人 们 随 时 可 以 在 市 场 上 找  

到 他 们 ( 这 是 货 币 不 断 转 化 为 资 本 所 要 求 的 ），他 们 就 必 须 “像任何活 

的 个 体 一 样 ，依 靠 繁 殖 使 自 己 永 远 延 续 下 去 ”* (4S) *。 因 损 耗 和 死 亡 而  
退 出 市 场 的 劳 动 力 ，至 少 要 不 断 由 同 样 数 目 的 新 劳 动 力 来 补 充 。 因 
此 ，生 产 劳 动 力 所 必 要 的 生 活 资 料 的 总 和 ，要 包 括 劳 动 者 的 补 充 者 即  
劳 动 者 子 女 的 生 活 资 料 ，使 这 种 独 特 的 交 换 者 的 种 族 在 市 场 上 永 远  

延 续 下 去 。 (4S)

另 一 方 面 ，为 改 变 人 的 本 性 ，使 它 获 得 一 定 种 类 劳 动 的 技 能 、准

( 4 4 ) 威 • 托 • 桑 顿 的 著 作 《人 口 过 剩 及 其 补 救 办 法 》(18_46年 伦 敦 版 ），对  
这 个 问 题 有 详 细 、有 趣 的 论 述 。

〔45) 配第
〔461 “劳 动 的 Ö然 价 格 由 生 活 必 需 的 物 品 的 量 构 成 。这 个 量 是 根 据 一 个  

闽 家 的 气 候 和 习 惯 ，为 维 持 劳 动 者 并 使 他 有 可 能 抚 养 一 个 有 足 够 人 数 的 家 庭 , 
以 保 证 市 场 上 ® 求 的 劳 动 者 的 数 量 不 致 减 少 所 必 需 的 / ’（罗 • 托 伦 斯 《论 谷 物  
外 销 )>18]5年 伦 敦 版 第 6 2 页 )劳 动 一 词 在 这 里 错 误 地 当 做 劳 动 力 一 词 来 使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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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性 和 熟 练 程 度 ，也 就 是 说 使 它 成 为 发 达 的 和 专 门 的 劳 动 力 .就 要 冇  
一 定 的 教 育 .而 这 又 得 花 费 或 多 或 少 的 商 品 等 价 物 所 花 费 的 商 品  
等 价 物 的 量 随 着 劳 动 力 性 质 的 复 杂 程 度 而 不 同 。教 育 费 用  对 于
普 通 劳 动 力 来 说 是 微 乎 其 微 的  包 括 在 生 产 劳 动 力 所 需 要 的 商 品
总 和 中 。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等 于 一 定 量 生 活 资 料 的 价 值 。 因 此 ，它 的 价 值 随  
着 这 些 生 活 资 料 的 价 值 的 改 变 而 改 变 .也 就 是 说 随 着 生 产 这 些 生 活  
资 料 所 需 要 的 劳 动 时 间 的 改 变 而 相 应 地 改 变 。

一 部 分 生 活 资 料 . 如 食 品 、燃 料 等 等 ，每 天 都 由 于 消 费 而 毁 灭 ，因
而 每 天 都 必 须 有 补 充 „ 另 一 些 生 活 资 料 ，如 衣 服 、家 具 等 等 ,消 耗 较
慢 ，只 是 经 过 较 长 的 时 期 才 需 要 替 换 。有 些 商 品 要 每 天 购 买 或 支 付 ，
有 些 商 品 要 每 星 期 、每 个 季 度 购 买 或 支 付 ，如 此 等 等 。但 不 管这 些 支
出 在 一 年 当 中 怎 样 分 配 .都 必 须 由 每 天 的 平 均 收 人 来 补 偿 。假 如 生
产 劳 动 力 每 天 所 需 要 的 商 品 量 = A ，每 星 期 所 需 要 的 商 品 量 = B,每
季 度 所 需 要 的 商 品 量 = C，其 他 等 等 ，那 么 这 些 商 品 每 天 的 平 均 需 要  
且 365A+52B+4C 笔 笙 
里 — 365 ，寺 寺 》

平 均 日 所 需 要 的 这 个 商 品 量 的 价 值 只 代 表 生 产 这 些 商 品 所 花 费  
的 劳 动 总 额 。我 们 假 定 这 个 劳 动 总 额 是 6 小 时 ，那 么 每 天 生 产 劳 动  

力 所 需 要 的 是 半 个 工 作 H 。生 产 劳 动 力 每 天 所 需 要 的 这 个 劳 动 量 ， 
决 定 劳 动 力 的 H价 值 。假 定 6 小 时 即 半 个 劳 动 H平均生产 的金量是 
3 先 令 或 1埃 巨 (47)，那 么 1 埃 巨 的 价 格 就 表 现 了 劳 动 力 的 日 价 值 。 

如 果 劳 动 力 所 有 者 按 每 天 1 埃 巨 出 卖 劳 动 力 ，那 么 他 就 是 按 劳 动 力  
的 公 平 的 价 值 出 售 ，而 且 根 据 我 们 的 假 定 ，正 在 把 自 己 的 埃 巨 转 化 为

(47) 1 个 德 国 埃 巨 等 于 3 个 英 国 先 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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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本 的 货 币 占 有 者 是 履 行 自 己 的 职 责 并 支 付 这 个 价 值 的 。
劳 动 力 价 格 一 旦 降 到 生 理 上 所 必 不 可 少 的 生 活 资 料 的 价 值 ，也 

就 是 说 ，一 旦 降 到 这 样 一 个 商 品 量 的 价 值 ，这 个 商 品 量 如 果 再 减 少 就  
会 危 及 劳 动 者 的 生 命 ，劳 动 力 的 价 格 就 达 到 了 它 的 最 低 限 度 。假如 
劳 动 力 的 价 格 降 到 这 个 最 低 限 度 ，那 就 降 到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以 下 ，那时  
劳 动 力 仅 仅 是 勉 强 维 持 。但 是 ，每 种 商 品 的 价 值 都 是 由 提 供 标 准 质  
量 的 该 种 商 品 所 需 要 的 劳 动 时 间 决 定 的 。

认 为 这 种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规 定 是 粗 暴 的 ，并 且 像 罗 西 那 样 为 之 叹  
息 ，那 是 一 种 不 合 时 宜 的 、极 其 廉 价 的 感 伤 主 义 ：

“在 考 察 劳 动 能 力 吋 . 撇 汗 生 产 过 程 中 维 持 劳 动 者 的 生 活 资 料 .那 就 是 考 察  
一 种 臆 想 的 东 西 。 谁 谈 劳 动 ，谈 劳 动 能 力 ，同 时 也 就 是 谈 劳 动 者 和 生 活 资 料 ，劳  
动 者 和 工 资 。

真 是 荒 谬 已 极 。 谈 劳 动 能 力 并 不 就 是 谈 劳 动 ，正 像 谈 消 化 能 力  
并 不 就 是 谈 消 化 一 样 „ 大 家 都 知 道 ，要 有 消 化 过 程 ，光 有 健全 的 胃 是  
不 够 的 。谁 谈 劳 动 能 力 ，谁 就 不 会 撇 开 维 持 劳 动 能 力 所 必 要 的 生 活  
资 料 。生 活 资 料 的 价 值 正 是 表 现 在 劳 动 能 力 的 价 值 上 。劳 动 能力不 
卖 出 去 ，劳 动 者 不 但 不 引 以 为 自 豪 反 而 会 感 到 一 种 残 酷 的 自 然 必 然  
性 :他 的 劳 动 能 力 的 生 产 曾 需 要 -定 量 的 生 活 资 料 ，它 的 再 生 产 又 不  
断 地 需 要 一 定 量 的 牛 活 资 料 。于 是 .他 就 和 西 斯 蒙 第 一 样 发 现 了 :劳  
动 能 力 不 卖 出 去 ，就 等 于 零 。

在 买 者 和 卖 者 缔 结 契 约 时 . 由 于 被 让 渡 的 商 品 的 特 性 ，它 的使用 
价 值 还 没 有 在 实 际 上 转 到 买 者 手 中 。和 其 他 任 何 商 品 的 价 值 一 样 ， * *

罗 西 《政 治 经 济 学 教 程 》1843年 布 鲁 塞 尔 版 第 370[、371]_页 。
( 4 9 ) 西 斯 蒙 第 《政 治 经 济 学 新 原 理 >)第 _1卷 第 11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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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的 价 值 在 它 进 入 流 通 以 前 就 已 确 定 ，因 为 它 的 生 产 要 求 耗 费 一 定  
量 的 社 会 劳 动 ，但 劳 动 力 的 使 用 价 值 在 于 它 的 应 用 ，而这 种 应 用自然 
只 能 在 以 后 发 生 。 因 此 ，力 的 让 渡 和 力 的 实 际 表 现 或 力 作 为 使 用 价  
值 的 使 用 ，换 句 话 说 ，它 的 出 售 和 它 的 利 用 并 不 是 同 时 的 。但 坫 ，对  
于 这 类 通 过 出 售 在 形 式 上 让 渡 使 用 价 值 ，而 实 际 上 并 没 有 同 时 向 买  
者 转 让 使 用 价 值 的 商 品 来 说 ，买 者 的 货 m 几 乎 总 是 执 行 支 付 手 段 的  
职 能 ，也 就 是 说 ，卖 者 在 它 的 商 品 充 当 使 用 价 值 的 或 长 或 短 的 期 限 以  
后 才 能 得 到 货 币 。在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占 统 治 地 位 的 一 切 国 家 里 . 

给 劳 动 力 支 付 报 酬 ，是 在 劳 动 力 按 契 约 规 定 的 一 定 时 间 发 挥 作 用 以  
后 ，例 如 是 在 每 周 的 周 末 。 (M >因 此 • 到 处 都 是 劳 动 者 把 他 的 力 的 使  
用 价 值 预 付 给 资 本 家 ; 劳 动 者 在 得 到 他 的 力 的 价 格 以 前 ，就让 买 者消 
费 他 的 力 ，总 之 ，到 处 都 是 劳 动 者 给 资 本 家 以 信 贷 。 (51 >这 种 信 贷 不  
是 什 么 空 虚 的 幻 想 ，这 不 仅 为 工 资 在 资 本 家 破 产 时 受 到 损 失 所 证 明 . 

而 且 也 为 一 系 列 远 非 偶 然 的 影 响 所 证 明 。(「l2)位 足 ，无 论 货 iH执 行 购  50

( 50)  “一 切 劳 动 都 是 在 它 结 束 以 后 付 给 报 酬 的 。’’(《关 于 需 求 的 忭 质 的 原  
理 》第 ]0 4 页 )“商 业 信 用 必 定 是 从 这 样 的 时 刻 开 始 的 . 那 吋 工 人 ，生 产 的 M 初的  
创 造 者 ，有 可 能 依 靠 自 己 的 积 蓄 等 待 一 两 个 星 期 、一 个 月 、一 个 季 度 等 等 .再 领  
取 自 d 劳 动 的 工 资 。”(沙 • 加 尼 坏 《论 政治经 济 学 的各种 丨 本系》182丨 年 巴 黎 第 2 
版 第 2 卷 第 〗5 0 页 ）

(51 > 施 托 尔 希 说 / 工 人 贷 出 内 己 的 勤 劳 ”，丨曰.是 . 他 又 狡 猾 地 补 充 说 ，他 
们 除 了 会 “失 掉 自 己 的 工 资 ，不 冒 任 何 风 险 … … 工 人 没 有 付 出 任 何 物 质 的 东  
西 ”。 （施 托 尔 希 《政 治 经 济 学 教 程 》1815年 彼 得 堡 版 第 2 卷 第 [36、]3 7 页 ）

( 5 2 ) 举 个 例 子 。 在 伦 敦 有 两 种 面 包 房 :一 种 是 按 面 包 的 实 际 价 值 出 售 的  
即 全 & 面 包 房 种 是 低 于 这 个 价 值 出 W的 即 低 价 面 包 房 》后 者 占 面 包 房 总  
数 的 + 以 上 。 （政 府 调 查 委 M休 • 西 • 特 1 门 希 尔 关 于 《面 包 工 人 的 申 诉 的 报  
告 》1862年 伦 敦 版 第 32[ —34]页 > 这 些 低 价 面 包 房 所 出 雋 的 面 包 ，儿 乎 无 例 外  
地 都 掺 了 明 矾 、肥 皂 、石 灰 、Ö 垩 以 及 诸 如 此 类 的 其 他 一 些 富 有 营 养 的 而 乂 合 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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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 手 段 还 是 支 付 手 段 的 职 能 ，这 种 情 况 丝 毫 不 会 改 变 商 品 交 换 的 性  
质 。劳 动 力 的 价 格 同 房 屋 的 租 金 一 样 ，已 由 契 约 确 定 下 来 ，虽 然 它 要  
在 以 后 才 实 现 。劳 动 力 已 经 卖 出 ，虽 然 报 酬 要 在 以 后 才 得 到 。但 是 ， 
为 了 避 免 不 必 要 的 麻 烦 ，我 们 暂 且 假 定 .劳 动 力 占 有 者 出 卖 劳 动 力 时  
就 立 即 得 到 了 契 约 所 规 定 的 价 格 ，

现 在 我 们 知 道 了 ，付 给 劳 动 力 这 种 独 特 商 品 的 占 有 者 的 价 值 是

只 生 的 成 分 ,，（见 上 述 蓝 皮 书 l n 和 《18_55年 食 物 掺 假 调 查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以 及  
哈 索 尔 医 生 《揭 穿 广 的 掺 假 行 为 H8Ö1年 伦 敦 第 2版 ）约 翰 • 戈 登 爵 士 对 1855 
年 委 员 会 说 : “ l t l 于 这 种 掺 假 ，每 天 靠 两 磅 面 包 度 R 的 穷 人 ，现 在 连 他 们 所 必 需  

的 + 的 养 料 都 得 不 到 ，且 不 说 这 种 食 品 对 他 们 的 健 康 的 危 害 了 。”特 里 门 希 尔  
(《面 包 工 人 的 申 诉 的 报 告 》第 4 8 页 ) 认 为 . 工 人 阶 级 的 很 大 一 部 分 明 明 知 道 掺 假 , 

«J'是 还 得 忍 受 这 - 类 东 西 . 其 原 因 就 在 于 ，对 X 人 阶 级 来 说 面 包 房 或 零 售 店 爱  

给 他 们 仆 么 样 的 面 包 ，他 们 就 得 买 什 么 样 的 面 包 ，这 是 必 然 的 事 情 ”。 因 为 他 们  
R 是 在 劳 动 周 的 周 末 才 得 到 报 酬 ，所 以 ，他 们 也 只 有 “在 周 末 才 能 支 付 全 家 一 星  
期 消 费 的 面 包 钱 ' 特 里 门 希 尔 还 引 用 了 -些 证 词 : “ 众 所 周 知 .用 这 种 混 合 物 制  
成 的 而 包 是 特 意 为 这 种 主 顾 做 的 广 在 英 格 兰 〈特 别 是 苏 格 兰  > 的 许 多 农 业 区 ，工  
资 恳 每 网 周 、甚 至 每 一 个 月 发 - 次 《 农 业 工 人 在 得 到 支 付 以 前 不 得 不 赊 购 商 品 。

- 叻 商 品 对 他 都 是 高 价 出 售 ，他实 际 丨 .匕 被 盘 剥 他 的 店 铺 束 缚 住 了 。 例 如 ，在威  
尔 特 郡 的 霍 宁 舍 姆 ，每 月 发 _•次 T.资 . 工 人 购 买 8 磅 面 粉 耍 付 2 先 令 4 便 士 ，而同  
样 数 ■ 的 面 粉 f t 别 的 地 方 则 只 要 1 圯 令 10便 士 (《公共卫 生.。枢 密 院 卫 生 视 察  
员 第 ß 号 报 告 》1864 年 版 第 挪 _1页 )“〗853年 ，佩 斯 利 和 基 尔 马 诺 克 〈苏 格 兰 西 部 〉 
的 印 染 T 人 •通 过 一 次 罢 工 迫 使 他 们 的 雇 主 把 支 付 期 从 一 个 月 缩 短 为 两 周 。”(《_工 
厂 视 察 员 报 作 年 10月 31 口》第 3 4 页 )我 们 以 英 国 许 多 煤 矿 主 采 取 的 方 法  
为 例 . 说 明 ] :人 给 资 本 家 的 信 贷 使 工 人 受 剥 削 的 情 况 。 由 于 资 本 家 每 月 对 劳 动  
荇 支 付 一 次 ，W此 •在 这 期 间 资 本 家 就 向 他 们 提 供 预 支 ，而 预 支 往 往 就 是 劳 动  
者 不 得 小以 高 于 巾 '场 价 格 支 付 的 商 品 （实 物 工 资 制 ) 煤 矿 主 惯 用 的 一 种 办 法  
就 是 . 毎 月 给 他 们 的 X 人 发 -次丨 :资 ，Iffï在 这 一 个 月 的 每 个 周 末 给 T 人 预 支 一  
次 预 支 是 在 店 铺 . 即 属 于 老 板 的 零 售 店 进 行 的 。 I:人 一 手 拿 到 钱 .另 一 手 又 把  
钱 花 掉 ， (《童 J : 调 查 委 员 会 „ 第 3 号 报 告 》18G4年 伦 敦 版 第 3 8 页 第 192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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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 样 决 定 的 。劳 动 力 占 有 者 在 交 换 中 向 买 者 提 供 的 使 用 价 值 ，在他 
的 力 的 使 用 本 身 即 消 费 中 才 表 现 出 来 》完 成 这 个 过 程 所 必 需的 一 切  
物 品 ，如 原 料 等 等 ，是 由 货 币 占 有 者 在 商 品 市 场 上 买 来 并 且 按 公 平 的  
价 格 支 付 的 。劳 动 力 的 消 费 . 同 时 就 是 商 品 和 剩 余 价 值 的 生 产 < .劳  
动 力 的 消 费 ，像 任 何 其 他 商 品 的 消 费 一 样 ，是 在 市 场 以 外 ，或 者 说 在  
流 通 领 域 以 外 进 行 的 。因 此 .让 我 们 同 货 币 占 有 者 和 劳 动 力 占 有 者  
一 道 ，离 开 这 个 嘈 杂 的 、表 面 的 、有 目 共 睹 的 领 域 ，跟 随 他 们 两 人 进 人  
门 上 挂 着 “非 公 莫 人 ”牌 子 的 隐 蔽 的 生 产 场 所 吧 ！在 那 里 .不 仅 可 以  
看 到 资 本 是 怎 样 进 行 生 产 的 .还 可 以 看 到 资 本 本 身 是 怎 样 被 生 产 出  

来 的 。剩 余 价 值 的 生 产 ，这 个 现 代 社 会 的 奥 秘 ，一 定 会 暴 露 出 来 。
实 现 劳 动 力 的 买 卖 的 商 品 流 通 领 域 .确 实 是 天 赋 人 权 的 真 正 伊  

甸 园 118。那 里 占 统 治 地 位 的 只 是 自 由 、平 等 、所 有 权 和 边 沁 1 1 9 自 
由 ！因 为 商 品 的 买 者 和 卖 者 的 活 动 并 没 有 受 到 强 制 ，相 反 地 ，他们 只 
取 决 于 自 己 的 自 由 意 志 。他 们 都是 作 为 拥 有 同 样 权 利 的 自 由 人 缔 结  
契 约 的 。契 约 是 他 们 的 意 志 借 以 得 到 共 同 的 法 律 表 现 的 自 由 的 结  
果 。平 等 ！因 为 每 一 个 人 彼 此 只 是 作 为 商 品 占 有 者 发 生 关 系 ，用等 
价 物 交 换 等 价 物 。所 有 权 ！因 为 每 一 个 人 都 只 支 配 自 己 的 东 西 。边  
沁 ！因 为 双 方 都 只 顾 自 己 。使 他 们 连 在 一 起 并 发 生 关 系 的 唯 一 力  
量 ，是 他 们 的 利 己 心 .是 他 们 的 特 殊 利 益 ，是 他 们 的 私 人 利 益 。 正因 
为 人 人 只 顾 自 己 ，谁 也 不 管 别 人 ，所 以 大 家 都 是 在 事 物 的 前 定 和  
谐 12()下 ，或 者 说 ，在 全 能 的 神 的 保 佑 下 . 在 各 自 的 家 中 为 各 自 劳 动 ， 
同 时 又 是 为 着 全 体 有 利 的 事 业 、共 同 的 利 益 而 劳 动 。

一 离 开 这 个 简 单 流 通 领 域 .-庸 俗 的 自 由 贸 易 论 者 关 于 资 本  
和 雇 佣 劳 动 的 基 本 概 念 、思 想 观 点 、观 察 方法 和 判 断 标 准就 是 从 这 个  
领 域 得 出 的 .—— 就 会 看 到 . 我 们 的 剧 中 人 的 面 貌 已 经 起 f 某 些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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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原 来 的 货 币 占 有 者 作 为 资 本 家 ，昂 首 前 行 ;劳 动 力 占 有 者 作 为 他  
的 劳 动 者 ，尾 随 于 后 。一 个 高 视 阔 步 ，踌 躇 满 志 ;一 个 战 战 兢 兢 ，畏缩  
不 前 ，像 在 市 场 上 出 卖 了 自 己 的 皮 一 样 ，只 有 一 个 前 途 - 让 人 家
来 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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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篇

绝 对 剩 余 价 值 的 生 产

第 七 章

使用价值 的生产 和 
剩余价值 的生产

1. 使用价值 的生产

劳 动 力 的 使 用 或 利 用 就 是 劳 动 。劳 动 力 的 买 者 消 费 劳 动 力 ，就 
是 叫 劳 动 力 的 卖 者 劳 动 。劳 动 力 的 卖 者 要 生 产 出 商 品 .他 的 劳 动 就  
必 须 是 有 用 的 ，也 就 是 说 ，必 须 体 现 在 使 用 价 值 屮 s 因 此 ，资 本 家 要  
工 人 生 产 的 是 某 种 特 殊 的 使 用 价 值 ，是 特 殊 的 物 品 。虽 然 使 用 价 值  
的 生 产 是 为 了 资 本 家 ，并 且 是 在 资 本 家 的 监 督 下 进 行 的 ，但 是 并 不 能  
由 此 得 出 结 论 说 ，这 种 生 产 的 性 质 改 变 了 。所 以 .我 们 首 先 要 考 察 有  
用 劳 动 的 一 般 运 动 而 撇 开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的 这 个 或 那 个 阶 段 给 这 个 运  
动 打 上 的 各 种 特 殊 的 印 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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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动 首 先 是 发 生 在 人 和 自 然 之 间 的 行 为 。 Æ这 个 行 为 1丨1，人 Ü 

身 作 为 一 种 自 然 力 与 自 然 相 对 立 。 为 r 占 柯 物 质 . 赋 予 物 质 以 对 û 

身 生 活 有 用 的 形 式 .人 就 使 他 身 上 的 力  臂 和 腿 、头 和 尹 运 动 起
来 。当 他 通 过 这 种 运 动 作 用 于 他 身 外 的 Ö 然 并 改 变 自 然 时 . Üi就 M 

时 改 变 他 自 身 的 自 然 ，使 自 身 的 自 然 中 蕴 藏 着 的 能 力 发 挥 出 来 》 Æ 

这 里 .我 们 不 谈 劳 动 的 尚 未 脱 离 纯 粹 本 能 形 式 的 原 始 状 态 . .我 们 的  
出 发 点 是 专 属 于 人 的 劳 动 形 式 。蜘 蛛 的 活 动 与 织 工 的 活 动 相 似 ，蜜 
蜂 建 筑 蜂 房 的 本 领 使 许 多 建 筑 师 相 形 见 绌 .，但 是 ，最 蹩 脚 的 法 筑 师  
从 一 开 始 就 比 最 灵 巧 的 蜜 蜂 高 明 的 地 方 ，是 他 在 蜂 箱 里 建 筑 蜂 房 以  
前 ，已 经 在 自 己 的 头 脑 中 把 它 建 成 了 。劳 动 过 程 结 束 时 得 到 的 结 果 . 

在 劳 动 者 的 想 象 中 已 经 观 念 地 存 在 着 。他 不 仅 使 A然 物质 发 生形式 

变 化 ，同 时 他 还 在 自 然 物 质 屮 实 现 自 d 的 目 的 , 这 个 目 的是他所知道 
的 .是 作 为 规 律 决 定 着 他 的 活 动 的 方 式 的 ，他 必须 使他的意志服从 这  
个 目 的 。而 且 这 种 服 从 不 是 暂 时 的 。除 r 从 事 劳 动 的 那 些 器 官紧 张  
之 外 .在 整 个 劳 动 时 间 内 还 需 要 有 持 久 的 注 意 力 ，这 种 注意 力 只 能 从  
持 续 紧 张 的 意 志 中 产 生 。而 且 ，劳 动 的 曰 的 和 方 式 越 是 不 能 吸 引 劳  
动 者 . 劳 动 者 越 是 不 能 感 觉 到 劳 动 是 他 自 己 体 力 和 智 力 的 自 由 活 动 . 

总 之 ，劳 动 越 是 不 吸引人 .就 越 需 要 这 种 注 意 力 。
劳 动 过 程u >分 解 为 下 列 简 单 要 素 ：1. 人 本 身 的 活 动 或 劳 动 本

⑴ 德 语 是 A r b e i t s - P r o c e s s ( 劳 动 过 程 “ p r o c è s ” 这 个 词 表 示 一 种 从 其  
全 部 现 实 条 件 上 来 考 察 的 发 展 过 程 ，很 久 以 前 就 成 r 仝 欧 洲 的 科 学 用 语 。 法 语  
中 最 初 是 小 心 翼 翼 地 以 拉 丁 文 形 式  processus引 进 这 个 讷 的 „ 后 来 它 失 ji
了 学 究 的 伪 装 . 进 人 r 化 学 、物 JI学 等 等 的 著 作 . 也 进 入 了 某 ® 形而丨 •.学 的 着  
作 。最 后 ，它 变 成 了 地 地 道 道 的 法 语 词 。 顺 便 指 出 . 德 国 人 同 法 国 人 一 样 .在 日  
常 用 语 中 是 在 法 律 意 义 上 使 用 这 个 词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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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2 .劳 动 对 象 ;3 .劳 动 资 料 。

土 地 (在 经 济 学 上 也 包 括 水 )一 开 始 给 人 提 供 现 成 的 食 物 (2>，同 

样 ，它 也 是 未 经 人 的 协 助 就 存 在 在 那 里 的 劳 动 的 一 般 对 象 。所 有那 
些 通 过 劳 动 只 是 间 土 地 脱 离 直 接 联 系 的 东 西 ，都 是 自 然 赋 予 的 劳 动  
对 象 。通 过 渔 业 从 鱼 的 生 活 要 素 即 水 中 分 离 出 来 的 鱼 ，在 原 始 森 林  
中 砍 伐 的 树 木 ，从 地 下 矿 藏 中 开 采 的 矿 石 ，都 是 这 样 。 已经 被以前的 
劳 动 滤 过 的 劳 动 对 象 .例 如 洗 过 的 矿 石 .我 们 称 为 原 料 。一切 原料 都  
是 劳 动 对 象 ，但 并 非 任 何 劳 动 对 象 都 是 原 料 。劳 动 对 象 只 有 在 它 通  
过 劳 动 已 经 发 生 某 种 变 化 的 情 况 下 ，才 是 原 料 。

劳 动 资 料 是 人 置 于 自 己 和 他 的 劳 动 对 象 之 间 作 为 自 己 的 活 动 的  
传 导 # 的 物 或 物 的 综 合 体 。人 利 用 某 些 物 的 机 械 的 、物 理 的 和 化 学  

的 属 性 . 以 便 按 照 自 己 的 E丨 的 使 这 鸣 物 作 为 力 量 作 用 于 其 他 的  
物 J 如 果 我 们 不 谈 现 成 的 生 活 资 料 的 获 取 - 例 如 采 集 果 实 ，在 

这 种 场 合 ，人 的 器 官 是 他 的 工 具 一 那 么 我 们 就 会 看 到 .劳 动 者 直 接  
掌 握 的 东 两 ，不 是 他 的 劳 动 对 象 ，而 是 他 的 劳 动 资 料 。这 样 .他 把外 
在 物 变 成 为 他 Û 身 的 活 动 的 器 官 ，他 把 这 种 器 官 加 到 他 的 器 官 上 ，不 

顾 圣 经 的 训 诫 ，延 民 了 他 的 自 然 的 肢 体 。 121 土 地 是 他 的 原 始 的 食 物  
仓 .Üi是 他 的 原 始 的 劳 动 资 料 库 。例 如 1•.地 供 给 他 用 来 磨 、切 、压 、投

<2> " 土 地 的 向 然 产 品 •数 IÉ很 小 ，并 i l 完 全 不 取 决 干 人 .自 然 提 供 这 点 产  
品 ，il:像 纶 - 个 靑 年 一 点 钱 . 使 他 走 上 勤 劳 致 富 的 道 路 一 样 。’’( 詹 姆 斯 • 斯 图 亚  
特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17翊 年 都 桕 林 版 第 1 卷 第 116 页 )

⑶ “理 性 何 等 强 大 ，就 何 等 狡 滑 。理 性 的 狡 搰 总 是 在 于 它 的 起 中 介 作 用  

的 活 动 . 这 种 间 接 活 动 U:对 象 按 照 它 们 本 身 的 性 质 互 相 影 响 •它 i l 己 并 不 直 接  
参 与 它 们 的 互 相 作 用 ，而 只 是 实 现 自 己 的 目 的 。”(黑 格 尔 《竹 学 全 书 》第 丨 部 《逻  
辑 学 》1840年 柏 林 版 第 3 8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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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等 的 石 块 „ 土 地 本 身 是 劳 动 资 料 .但 是 它 在 农 业 上 要 起 劳 动 资 料  
的 作 用 •还 得 先 要 有 一 系 列 其 他 的 劳 动 资 料 (1)。劳 动 只 要 稍 有 一 点  
发 展 ，就 不 能 没 有 经 过 加 工 的 资 料 。在 最 古 老 的 洞 穴 中 ，我们 发 现 了  
石 制 工 具 和 石 制 武 器 。我 们 看 到 . 除 了 经 过 加 工 的 贝 壳 、石 块 、木头  
和 骨 头 外 .被 驯 服 和 被 饲 养 的 动 物 ，也 就 是 已 经 被 劳 动 改 变 的 动 物 ， 
在 原 始 的 劳 动 资 料 中 起 着 主 要 的 作 用 。4 (5) 6劳 动 资 料 的 使 用 和 创 造 ， 
虽 然 在 某 几 种 动 物 那 里 已 处 于 萌 芽 状 态 ，但 是 毕 竟 是 人 类 劳 动 独 有  
的 特 征 „ 因 此 . 富 兰 克 林 给 人 "F的 定 义 是 “a toolmaking animal” 123, 

制 造 工 具 的 动 物 。骨 化 石 的 结 构 对 于 认 识 已 经 绝 种 的 物 种 的 机 体 有  
重 要 的 意 义 ，古 代 劳 动 资 料 的 遗 骸 对 亍 研 究 已 经 消 亡 的 社 会 经 济 形  
态 也 有 同 样 重 要 的 意 义 。各 种 经 济 时 代 的 区 别 . 不 在 于 生 产 什 么 ，而 
在 于 怎 样 生 产 ，用 什 么 劳 动 资 料 生 产 。 劳 动 资 料 不 仅 是 劳 动 者 发  
展 的 测 量 器 ，而 且 是 劳 动 借 以 迸 行 的 社 会 关 系 的 指 示 器 。但 是 ，机械 
性 的 劳 动 资 料 (其 总 和 可 称 为 生 产 的 骨 骼 系 统 和 肌 肉 系 统 )远 比 只 是  
接 收 和 保 存 劳 动 对 象 和 劳 动 产 品 的 劳 动 资 料 （其 总 和 形 成 生 产 的 脉  
管 系 统 ，如 瓶 、篮 、罐 、壶 ) 更 能 显 示 一 个 经 济 时 代 的 特 性 。后 者 只 是  
在 化 学 工 业 中 才 起 较 重 要 的 作 用 。

( 4 )  加 尼 耳 的 著 作 《政 治 经 济 学 理 论 》（] 8 1 5 年 巴 黎 版 ）一 般 说 来 是 贫 乏  
的 ，但 针 对 艰 农 学 派 ，却 俗 当 地 列 举 了 一 系 列 构 成 真 iK 的 农 业 的 前 提 的 劳 动 E

( 5 )  杜 尔 哥 在 《关 于 财 富 的 形 成 和 分 配 的 考 察 K 1 7 6 6 年 U 2 ) — 书 中 ，很 好  
地 说 明 了 被 饲 养 的 动 物 对 于 文 化 初 期 的 重 要 性 》

( 6 )  在 从 工 艺 上 比 较 各 个 不 同 的 生 产 时 代 时 ，真 正 的 奢 侈 品 在 一 切 商 品  
中 意 义 最 小 。尽 管 直 到 现 在 ，历 史 著 作 在 凡 是 提 到 物 质 生 产 • 即 整 个 社 会 生 活  
从 而 整 个 现 实 历 史 的 基 础 的 地 方 ，都 表 现 出 了 极 度 的 无 知 ，但 是 ，根 据 与 所 谓 的  
历 史 研 究 毫 无 共 同 之 处 的 自 然 科 学 家 的 科 学 研 究 的 结 果 . 史 前 时 朗 是 按 照 制 造  
武 器 和 工 具 的 材 料 . 划 分 为 石 器 时 代 、青 铜 时 代 和 铁 器 时 代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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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义 地 说 ，除 了 那 些 作 为 中 介 、导 体 把人 的 作 用 传 达 到 劳 动 对 象  
的 物 以 外 ，劳 动 资 料 还 包 括 各 种 不 直 接 加 人 劳 动 行 为 的 物 质 条 件 ，这  
些 条 件 适 必 不 可 少 的 ，或 者 说 ，没 有 它 们 劳 动 就 不 能 完 全 地 进 行 。土 
地 又 是 这 类 一 般 的 工 具 ，因 为 它 给 劳 动 者 提 供 立 足 之 地 ，给 他提供展 
开 活 动 的 场 所 。在 这 类 Li经 由 先 前 的 劳 动 创 邊 的 劳 动 资 料 中 .有 厂  
房 、工 地 、运 河 、道 路 等 等 。

可 见 ，在 劳 动 过 程 中 ，人 的 活动 借 助 劳 动 资 料 使 劳 动 对 象 发 生 所  
要 求 的 变 化 》过 程 消 失 在 产 品 屮 ，也 就 是 消 失 在 使 用 价 值 即 经 过 形  
式 变 化 而 适 合 人 的 需 要 的 自 然 物 质 中 。劳 动 通 过 与 劳 动 对 象 的 结 合  
物 化 r.ifiï物 质 被 加 工 r 。在 劳 动 者 那 里 是 运 动 的 东 西 .现 在 在 产 品  
中 表 现 为 諍 的 属 性 。 「:人 织 了 布 , 产 品 就 是 布 。

如 果 整个 运 动 从 其 结 果 即 产 品的角度来 考察，那么 劳 动 资 料 和 劳  
动 对 象 ：者都衣现 为 生 产 资 料 ( 劳 动 本 身 则 表 现 为 生 产 劳 动 =

如 果 说 一 个 使 用 价 值 是 一 个 劳 动 过 程 的 产 品 ，那 么 另 一 些 使 用  
价 值 . 先 前 劳 动 的 产 品 本 身 . 则 作 为 生 产 资 料 进 人 该 劳 动 过 程 。同一 
个 使 用 价 值 ，既 是 这 种 劳 动 的 产 品 . 乂 是 那 种 劳 动 的 生 产 资 料 。所 
以 ，产 品 不 仅 是 劳 动 过 程 的 结 果 . 同 时 还 是 劳 动 过 程 的 条 件 。

在 采 掘 工 业 —— 采 矿 业 、狩 猎 业 、捕 鱼 业 等 等 —— 中 ，甚 至 在还  
只限于丌 棱 处 女地的农 彳 k中 . 劳 动 对 象 完 全 是 由 内 然 提 供 的 ；其他一 
切 产 业 部 门 所 处 现 的 对 象 都 造 原 料 ，即 已 被 劳 动 滤 过 的 对 象 ，例 如 ， 
农 业 中 的 种 子 就 是 这 样 》 动 物 和 植 物 通 常 被 看 做 自 然 的 产 物 .在 其  
现 实 的 形 式 上 . 它 们 不 仅 是 上 年 度 劳 动 的 产 品 ，而且也是许 多世纪 以

. ( 7 ) 例 如 .把 尚 未 捕 获 的 伍 叫 做 渔 、丨k的十:产 资 料 . 好 像 是 奇 谈 怪 论 . 但 是  
至 今 述 没 钉 发 明 一 种 技 术 .能 仵 没 有 f t 的 水 中 捕 鱼

< K )只 要 谈 到 资 水 t: 义 牛.产 ，生 产 劳 动 的 这 个 定 义 就 完 全 不 够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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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在 人 类 劳 动 的 控 制 、干 预 下 不 断 发 生 变 化 的 产 物 。至 于 说 到 严 格  
意 义 上 的 工 具 ，那 么 就 是 最 肤 浅 的 眼 光 也 会 发 现 ，它 们 的 绝 大 多 数 都  

有 过 去 劳 动 的 痕 迹
原 料 可 以 构 成 产 品 的 主 要 实 体 ，也 可 以 只 是 以 辅 助 材 料 的 形 式  

进 人 产 品 。辅 助 材 料 或 者 被 劳 动 资 料 消 费 . 例 如 煤 被 蒸 汽 机 消 费 .机  

油 被 轮 子 消 费 ，干 草 被 挽 马 消 费 ;或 者 加 在 原 料 h ，使 原 料 发 生 变 化 ， 
例 如 氯 加 在 未 经 漂 d 的 麻 布 上 . 煤 加 在 铁 上 ，染 料 加 在 羊 t 上 ;或者 

帮 助 劳 动 本 身 的 进 行 ，例 如 用 于 劳 动 场 所 的 照 明 和 取 暖 的 材 料 u 在 
真 正 的 化 学 工 业 中 ，主 要 材 料 和 辅 助 材 料 之 间 的 区 别 就 消 失 了  .在那 

里 被 使 用 的 任 何 材 料 都 不 会 作 为 产 品 的 实 体 重 新 出 现

因 为 每 种 物 都 具 有 多 种 属 性 ，从 而 有 多 种 用 途 ，所 以 同 一 产 品  
能 够 成 为 各 种 不 同 的 操 作 的 原 料 。 例 如 ，谷 物 是 磨 面 者 、制 淀 粉  
者 、酿 酒 者 和 畜 牧 业 者 等 等 的 原 料 ;作 为 种 P ，它 又 是 自 身 生 产 的 原  

料 。 同 样 ,煤 作 为 采 矿 工 业 的 产 品 出 来 ，又 作 为 生 产 资 料 进 人 采 矿  
工 业 。

在 同 一 操 作 中 ，同 一 产 品 可 以 既 充 当 劳 动 资 料 ，又 充 当 原 料 。例 
如 ，在 牲 畜 饲 养 业 中 ，牲 畜 既 是 被 加 工 的 原 料 ，又 是 制 造 肥 料 的 手 段 。

一 种 已 经 具 有 可 供 消 费 的 形 式 的 产 品 ，又 能 成 为 另 一 种 产 品 的  
原 料 ，例 如 葡 萄 是 葡 萄 酒 的 原 料 。也 有 这 样 一 些 劳 动 ，它 们 的 产 品只 
能 用 作 原 料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产 品 正 如 人 们 所 说 的 那 样 ，只能叫做半 
成 品 ，也 许 叫 做 系 列 产 品 或 序 列 产 品 更 合 适 些 ，例 如 棉 花 、线 、白布等

( 9 ) 施 托 尔 希 把 真 正 的 原 料 和 辅 助 材 料 区 别 汗 来 ，把 前 者 叫 做 “ m a t i è r e ” . 

把 后 者 叫 做 “ m a t é r i a u x 1*124: 舍 尔 比 利 埃 把 辅 助 材 料 叫 做 “ m a t i è r e s  in s l r u m c tv

tales”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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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这 种 最 初 的 原 料 虽 然 本 身 已 经 是 产 品 ，但 还 需 要 通 过 一 系 列 的  
加 工 阶 段 ，在 这 些 加 工 阶 段 中 ，它 不 断 改 变 形 态 ，始 终 作 为 原 料 起 作  
用 ，直 到 最 后 的 操 作 把 它 当 做 消 费 资 料 或 劳 动 资 料 排 出 来 》

可 见 ，一 个 使 用 价 值 是 产 品 、原 料 还 是 劳 动 资 料 ，这 要 看 它 在 劳  
动 过 程 中 所 起 的 特 定 的 作 用 ，它 在 劳 动 过 程 中 所 处 的 地 位 ，而它 的地 
位 的 改 变 会 改 变 它 的 规 定 。

因 此 ，作 为 生 产 资 料 进 人 新 的 操 作 的 一 切 使 用 价 值 ，也就 丧 失 它  
的 产 品 性 质 ，只 是 作 为 活 劳 动 的 因 素 起 作 用 。纺 纱 者 只 是 把 纱 锭 看  
做 他 的 劳 动 的 手 段 ，把 亚 麻 看 做 他 的 劳 动 的 对 象 。 当 然 ，没 有工具和 
材 料 是 不 能 纺 纱 的 。因 此 ，在 纺 纱 开 始 时 ，不 言 而 喻 地 已 经 有 了 这 两  
种 产 品 !》但 是 ，在 这 一 行 为 中 ，亚 麻 和 纱 淀 是 过 去 劳 动 的 产 品 这 件 事  
是 无 关 紧 要 的 •正 如 在 摄 取 营 养 的 行 为 中 ，面 包 是 农 民 、磨 面 者 、面包 
师 等 等 过 去 劳 动 的 产 品 这 件 事 是 无 关 紧 要 的 一 样 。相 反 ，生 产 资 料  
在 劳 动 开 始 以 后 显 示 出 它 的 产 品 性 质 ，仅 仅 是 由 于 它 有 缺 点 。不能 
切 东 西 的 刀 ，经 常 断 头 的 纱 等 等 ，使 人 不 愉 快 地 想 起 它 们 的 制 造 者 。 
好 的 产 品 却 不 会 使 人 想 起 给 予 它 这 些 有 用 属 性 的 劳 动 。

机 器 不 在 劳 动 中 服 务 就 没 有 用 。不 仅 如 此 .它 还 会 由 于 自 然 因  
素 的 破 坏 作 用 而 损 坏 。铁 会 生 锈 ，木 会 腐 朽 ，未 加 工 的 羊 毛 会 受 到 虫  
蛀 。活 劳 动 必 须 抓 住 这 些 东 西 .使 它 们 由 死 复 生 ，使 它 们 从 可 能 的 有  
用 性 转 化 为 现 实 的 有 用 性 。它 们 被 劳 动 的 火 焰 笼 罩 着 ，变 成 劳 动 的  
器 官 . 被 赋 予 活 力 以 执 行 它 们 特 有 的 职 能 ，它 们 虽 然 被 消 费 掉 ，然而 
是 有 目 的 地 ，作 为 新 产 品 的 形 成 要 素 被 消 费 掉 。

因 此 . 如 果 说 , 产 品 不 仅 是 劳 动 过 程 的 结 果 ，而 且 是 劳 动 过 程 的  
存 在 条 件 .那 么 只 有 把 它 们 投 入 劳 动 过 程 ，使 之 与 活 劳 动 相 接 触 ，这  
些 过 去 劳 动 的 结 果 才 能 够 得 到 保 存 和 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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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动 消 费 它 的 物 质 要 素 . 即 劳 动 对 象 和 劳 动 资 料 ，因 而 是 消 费 行  
为 。这 种 生 产 消 费 与 个 人 消 费 的 区 别 在 于 :后 者 把 产 品 当 做 个 人 的 享  
受 资 料 来 消 费 . 而 前 者 把 产 品 与 做 劳 动 的 职 能 手 段 来 消 费 。因 此 ，个 人 
消 费 的 产 物 是 消 费 者本 身 .生 产 消 费 的 结 果 是 与 消 费 者不同的产 品。

只 要 劳 动 资 料 和 劳 动 对 象 已 经 是 产 品 ，劳 动 就 是 为 创 造 产 品 而  
消 费 产 品 .或 者 说 ，是 把 产 品 当 做 新 产 品 的 生 产 资 料 来 使 用 。但 是 ， 
最 初 发 生 在 人 和 土 地 - 这 种 土 地 是 人 在 自 身 之 外 发 现 的 东 西  
之 间 的 劳 动 过 程 从 來 也 没 有 停 止 使 用 这 样 的 生 产 资 料 ，这 些 生 产 资  
料 是 天 然 存 在 的 ,不 是 自 然 要 素 和 人 类 劳 动 的 结 合 。

劳 动 过 程 .就 我 们 在 上 面 把 它 分 析 为 它 的 简 单 的 、抽 象 的 要 素 来  
说 .是 以 生 产 使 用 价 值 、使 外 在 物 适 合 于 需 要 为 目 的 的 活 动 ，是人和自 
然 之 间 的 物 质 变 换 的 一 般 条 件 , 是 人 类 生 活 的 自 然 必 然 性 ，W此 咭 它  
的 任 何 社 会 形 式 无 关 .倒 不 如 说 是 一 切 社 会 形 式 所 共 有 的 。因此.我  
们 不必 来 考 察 劳 动 者 与 劳 动 者 之 间 的 关 系 。一 边 是 人 及 其 劳 动 .另 一  
边 是 向 然 及 其 物 质 . 这 就 够 r 。根 据 小 麦 的 味 道 ，我 们 尝 不 出 它 是 淮  
种 的 ，同 样 .根 据 有 用 劳 动 的 结 果 ，我 们 看不 出 劳 动 是 在 什 么 社 会 条 件  
下 进 行 的 :是 在 奴 隶 监 工 的 残 酷 的 鞭 子 下 ，还 是 在 资 本 家 的 严 酷 的 h 

光下？是 在 辛辛 纳 图 斯 耕 种 自 己 的 一 块 土 地 的 情 况 下 ，还 是 在野蛮 人  

用石头 击 杀 野 兽 的情况 下？这 是我们 一点也看不出来 的(|n)。

(】〇) 也 许 iE是 th于 这 个 原 闪 ,托 伦 斯 t 校 用 一 种 “高 度 ”逻 辑 的 方 法 在 野  
蛮 人 用 的 石 头 上 发 现 丫 资 本 的 起 源 t “在 野 蛮 人 用 来 投 掷 他 所 追 逐 的 野 兽 的 第  

•块 石 头 上 ，在 他 用 来 打 落 他 用 丁 '.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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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 托 伦 斯 《论  
财 富 的 生 产 》1821年 伦 敦 版 第 70、7 1 页 ）HJ能 也 是 由 于 那 第 一 根 棍 子 (占 法 语 中  
的 estoc、德 语 中 的 strx’k ).英 语 中 的 stock成/■资 本的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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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再 固 头 来 谈 我 们 那 位 未 来 的 资 本 家 吧 „ 我 们 离 开 他 时 ，他 
已 经 在 商 品 市 场 上 购 买 了 进 行 劳 动 所 需 要 的 一 切 因 素 ：客观 的因 素  
即 生 产 资 料 和 主 观 的 因 素 即 劳 动 力 。他 用 内 行 的 精 于 计 算 的 眼 光 物  
色 到 了 他 的 特 殊 行 业 (如 纺 纱 、制 靴 等 等 )所 需 要 的 生 产 资 料 和 劳 动  
力 。于 是 ，我 们 的 资 本 家 就 着 手 消 费 他 购 买 的 商 品 ，劳 动 力 ;就 是 说 . 

让 劳 动 来 消 费 生 产 资 料 。显 然 ，劳 动 的 一 般 性 质 并 不 因 为 工 人 是 为  
资 本 家 劳 动 而 不 是 为 自 己 劳 动 就 发 生 变 化 。 同 样 ，制 靴 或 纺 纱 的 特  
定 方 法 也 不 会 因 资 本 家 的 插 手 就 突 然 发 生 变 化 。劳 动 力的 买 者 在 市  
场 上 找 到 什 么 样 的 劳 动 力 就 得 使 用 什 么 样 的 劳 动 力 ，因 而 劳 动 在 还  
没 有 资 本 家 的 时 期 是 怎 样 的 ，劳 动 力 的 买 者 就 得 采 用 怎 样 的 劳 动 。 
由 劳 动 从 属 于 资 本 而 引 起 的 生 产 方 式 本 身 的 深 刻 变 化 ，以后才能发  
生 ，因 而 要 以 后 才 来 考 察 。

劳 动 过 程 ，就 它 是 资 本 家 消 费 劳 动 力 来 说 ，显 示 出 两 个 特 殊 现 象 。
工 人 在 资 本 家 的 监 督 下 劳 动 ，他 的 劳 动 属 于 资 本 家 。资 本 家 细  

心 地 进 行 监 视 ，使 劳 动 正 常 进 行 ，使 生 产 资 料 用 得 合 乎 目 的 ，即 原料 
不 浪 费 ，劳 动 工 具 只 受 到 同 它 的 使 用 不 可 分 割 的 那 种 损 坏 。

其 次 ，产 品 是 资 本 家 的 所 有 物 ，而 不 是 直 接 生 产 者 即 劳 动 者 的 所  
有 物 。资 本 家 例 如 支 付 劳 动 力 一 天 的 价 值 。于 是 ，在 这 一 天 内 ，劳 动  
力 就 像 资 本 家 租 用 一 天 的 一 匹 马 的 劳 动 力 一 样 , 归 资 本 家 使 用 。商 
品 由 它 的 买 者 使 用 ; 劳 动 力 的 占 有 者 提 供 他 的 劳 动 ，实 际 上 只 是 提 供  
他 已 卖 出 的 使 用 价 值 》从 他 进 入 资 本 家 的 工 场 时 起 ，他 的 力 的 有 用  
性 即 劳 动 ，就 属 于 资 本 家 了 a 资 本 家 购 买 r 劳 动 力 .就 把 劳 动 本 身 当  
做 生 命 的 酵 母 ，并 入 同 样 属 于 他 的 产 品 的 消 极 要 素 。从 资 本 家 的 观  
点 看 来 . 劳 动 过 程 只 是 消 费 他 所 购 买 的 商 品 即 劳 动 力 ，而他只有把生 
产 资 料 加 到 劳 动 力 上 才 能 消 费 劳 动 力 。劳 动 过 程 是 资 本 家 购 买 的 、



188 第 ：篇 绝 对 剩 余 价 值 的 生 产

归 他 所 有 的 各 种 物 之 间 的 活 动 》因 此 ，这 个 活 动 的 产 品 归 他 所 布 .正  
像 他 的 洒 窖 内 发 酵 的 产 品 归 他 所 有 一 样 。 (111

2 . 剩余价值 的生产

产 品 —— 资 本 家 的 所 有 物 —— 是 一 种 使 用 价 值 ，如 棉 纱 、麻 布 、 
皮 靴 等 等 。虽 然 例 如 皮 靴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会 使 世 界 进 步 ，而我们 的 资  
本 家 肯 定 也 是 一 位 进 步 派 ，但 是 他 制 造 皮 靴 并 不 是 因 为 爱 皮 靴 ，在 
商 品 生 产 屮 .使 用 价 值 绝 不 是 本 身 受 人 喜 爱 的 东 西 。使 用 价 值 在 这  
里 只 是 价 值 的 承 担 者 。但 是 . 对 我 们 的 资 本 家 来 说 ，问 题 首先是要生 
产 具 打 交 换 价 值 的 有 用 物 ，要 生 产 用 来 出 售 的 物 品 ，商 品 。 其 次 ，他 
要 使 这 个 商 品 的 价 值 .大 于 生 产 该 商 品 所 需 要 的 各 种 商 品 即 生 产 资  
料 和 劳 动 力 一 为 了 购 买 它 们 他 已 经 花 费 r 他的宝 贵 货 币  的价
值 总 和 。他 不 仅 要 生 产 有 用 物 ，而 且 要 生 产 价 值 . 不 仅 要 生 产 价 值 .

n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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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 4 1 年 巴 黎 版 第 5 4 页 >“无 产 者 为 换 取 一  
定 量 的 粮 食 出 卖 ß 己 的 劳 动 ，Ü1就 完 全 放 宑 了 对 产 品 的 任 何 分 享 。 产 品 的 占  
有 还 是 和 以 前 一 样 ，并 不 '因 上 述 的 契 约 而 发 生 变 化 „ 产 品 完 全 归 提 供 原 料 和  
粮 食 的 资 本 家 所 有 。 这 是 占 有 规 律 的 严 格 结 果 . 相 反 地 ，这 个 规 律 的 基 本 原  
则 却 是 每 个 劳 动 者 对 肉 己 产 品 拥 有 专 有 权 。” （同 t , 第 5 8 页 r 当 丄 人 是 为 工  
资 而 究 动 时 . 资 本 家 不 仅 是 资 本 〈生 产 资 料  > 的 所 有 # ，而 且 也 是 劳 动 的 所 有  
者 。 如 果 人 们 像 通 常 那 样 ，把 用 来 支 付 工 资 的 东 西 也 包 括 f t 资 木 的 概 念  
中 ，那 么 把 资 本 和 劳 动 分 开 来 谈 就 是 荒 谬 的 《 在 这 种 意 义 上 ，资 本 一 词 包  
括 资 本 和 劳 动 两 者 》” ( 詹 姆 斯 • 穆 勒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1 8 2 1 年 伦 敦 版 第 7 0 、 
7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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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且 要 生 产 剩 余 价 值 Q

直 到 现 在 为 止 ，我 们 在 事 实 上 只 是 从 使 用 价 值 这 一 个 方 面 考 察  
了商品牛 :产 。但 是 ，正 如 商 品 是 使 用 价 值 同 时 又 是 交 换 价 值 一 样 ，商 
品 生 产 也 必 定 同 时 是 使 用 价 值 的 形 成 和 价 值 的 形 成 。

现 在 我 们 就 从 价 值 的 角 度 来 考 察 生 产 。
我 们 知 道 ，商 品 的 价 值 都 是 由 物 化 在 商 品 中 的 劳 动 量 决 定 的 ，是 

由 生 产 该 商 品 的 社 会 必 要 时 间 决 定 的 。 因 此 ，我 们 必 须 计 算 我 们 的  
资 本 家 所 生 产 的 产 品 例 如 1 0 磅 棉 纱 所 包 含 的 劳 动 。

生 产 棉 纱 ，首 先 要 有 原 料 ，例 如 1 0 磅 棉 花 。而 棉 花 的 价 值 是 多  
少 ，现 在 用 不 着 探 究 ，因 为 资 本 家 已 经 在 市 场 上 按 照 棉 花 的 价 值 例 如  
10先 令 把 它 购 买 了 。在 棉 花 的 价 格 中 ，生 产 棉 花 所 需 要 的 劳 动 已 经  
表 现 为 平 均 社 会 劳 动 。我 们 再 假 定 ，纱 锭 一 它 代 表 所 使 用 的 一 切  
其 他 劳 动 资 料 —— 的 磨 损 达 到 2 先 令 。如 果 1 2 先 令 的 金 额 是 2 4 个  
劳 动 小 时 的 产 物 ，那 么 可 以 得 出 , 2 个 工 作 日 实 现 在 棉 纱 中 。

棉 花 改 变 了 它 的 形 状 ，纱 锭 的 一 个 份 额 由 于 磨 损 而 消 失 了 ，但我 
们 不 应 该 受 这 种 情 况 的 迷 惑 . 如 果 4 0 磅 棉 纱 的 价 值 = 4 0 磅棉花的 

价 值 + 1 个 纱 锭 的 价 值 ，也 就 是 说 ，如 果 生 产 这 个 等 式 两 边 的 产 品 需  
要 同 样 的 劳 动 时 间 , 那 么 按 照 交 换 的 一 般 规 律 ，U ) 磅 棉 纱 就 是 ] 0 磅 

棉 花 和 j 个 纱 锭 的 等 价 物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同 一 劳 动 时 间 一 次 体 现  
在 棉 纱 中 . 另 一 次 体 现 在 棉 花 和 纱 锭 中 。纱 锭 和 棉 花 不 再 相 安 无 事  
地 并 存 着 ，而 是 在 纺 纱 过 程 中 结 合 在 一 起 ，这 种 结 合 改 变 了 它 们 的 使  
用 形 式 ，使 它 们 转 化 为 棉 纱 ; 这 种 情 况 不 会 影 响 到 它 们 的 价 值 .就 像  
它 们 通 过 简 单 的 交 换 而 换 成 等 价 物 棉 纱 一 样 。

生 产 棉 纱 所 需 要 的 劳 动 时 间 包 括 生 产 棉 纱 的 原 料 即 棉 花 所 需  
要 的 劳 动 时 间 。 重 新 生 产 出 已 经 磨 损 掉 的 纱 锭 所 需 要 的 时 间 也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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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此 。 (12)
因 此 .在 计 算 棉 纱 的 价 值 ，即 生 产 棉 纱 所 需 要 的 时 间 时 .必 须 把  

各 种 不 同 的 劳 动 —— 在 时 间 和 空 间 上 分 开 的 劳 动 ，首 先 是 生 产 棉 花  
和 纱 锭 的 劳 动 .然 后 是 生 产 棉 纱 的 劳 动 ，--看 成 是 同 一 个 操 作 的 前  
后 相 继 的 各 个 阶 段 。棉 纱 中 包 含 的 全 部 劳 动 都 是 过 去 的 劳 动 。至于 
生 产 棉 纱 的 各 种 形 成 要 素 所 需 要 的 劳 动 是 在 最 后 一 道 操 作 即 纺 纱 中  
耗 费 的 时 间 以 前 完 成 的 ，这 种 情 况 是 完 全 没 有 关 系 的 。如 果 建 筑 一  
座 房 屋 需 要 例 如 30 个 工 作 日 ，那 么 ，尽 管 第 3 0 个 T 作 日 比第 一 个 工  
作 日 晚 29天 进 人 生 产 ，但 体 现 在 这 座 房 屋 中 的 劳 动 的 总 量 不 会 有 所  

改 变 。 同 样 ，包 含 在 纺 纱 的 原 料 和 工 具 中 的 劳 动 时 间 ，也必须 看成是 
在 这 个 操 作 本 身 的 过 程 中 耗 费 的 。

当 然 ，这 里 必 须 具 备 两 个 条 件 。第 一 ，生 产 资 料 必 须 实 际 上 用 来  
生 产 使 用 价 值 ，在 我 们 的 场 合 是 生 产 出 棉 纱 。对 于 价 值 说 来 ，它 由什 
么 样 的 使 用 价 值 来 承 担 都 是 一 样 的 ，但 是 它 必 须 由 一 种 使 用 价 值 来  
承 担 „ 第 二 ，不 言 而 喻 ，人 们 只 使 用 正 常 生 产 条 件 下 的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如 果 纺 1 磅 纱 平 均 有 1 磅 棉 花 就 够 r , 那 么 ，就 只 有 1 磅棉花的 
价 值 被 算 人 1 磅 棉 纱 的 价 值 。如 果 资 本 家 异 想 天 开 ，要 使 用 金 锭 ，那 
么 在 棉 纱 的 价 值 中 也 只 能 计 算 生 产 铁 制 工 具 所 需 要 的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

现 在 ，我 们 知 道 了 棉 花 和 纱 锭 的 磨 损 赋 予 棉 纱 的 价 值 „ 这 一 部  
分 价 值 等 于 12先 令 ，等 于 2 个 工 作 日 的 化 身 。因 此 .现 在 要 探 究 的  
是 纺 纱 工 人 的 劳 动 加 在 产 品 上 的 价 值 是 多 少 。

( 丨2 > “影响 商品价值 的，不仅 是直接花贽 在商品上的劳 动 ，而且还 有并 人 
进 行这 种 劳 动 必不可少的器具、:rWr和建筑物匕的劳 动 。”(李嘉图 《政治经 济 学  
原理》1821年伦 敦第3 版第 1章第 1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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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种 劳 动 现 在 呈 现 出 新 的 外 表 。首 先 ，这 是 纺 纱 技 艺 。如 果 其  
他 一 切 情 况 不 变 ，那 么 ，劳 动 的 价 值 越 大 ，棉 纱 的 价 值 也 就 越 大 。纺  
纱 工 人 的 劳 动 由 于 它 的 目 的 、技 术 工 艺 、产 品 的 性 质 和 特 殊 的 生 产 资  
料 而 不 N 于 其 他 生 产 劳 动 。用 纺 纱 工 人 所 使 用 的 棉 花 和 纱 锭 不 能 制  
造 线 膛 炮 。但 是 ，纺 纱 工 人 的 劳 动 作 为 价 值 源 泉 来 说 ，却 和 炮 膛 工人  
的 劳 动 毫 无 区 别 ，或 者 不 如 说 ，同 植 棉 者 和 纱 锭 制 造 者 的 劳 动 .即 实  
现 在 棉 纱 的 生 产 资 料 中 的 劳 动 毫 无 区 别 ，如 果 这 些 不 同 有 用 形 式 的  
劳 动 不 具 有 同 一 的 本 质 ，那 么 它 们 就 不 能 构 成 实 现 在 产 品 中 的 总 劳  

动 的 在 质 上 无 差 别 的 各 个 部 分 .棉 花 和 纱 锭 的 价 值 就 不 再 构 成 棉 纱  
总 价 值 的 组 成 部 分 。因 为 在 这 里 重 要 的 不 再 是 劳 动 的 质 .而 是 劳 动  
的 量 ; 只 有 劳 动 的 量 进 人 计 算 。我 们 假 定 纺 纱 劳 动 是 简 单 平 均 劳 动 。 
以 后 我 们 会 知 道 ，相反的假 定 也 不 会 对 问 题 有 丝 毫 影 响 ,。

在 生 产 过 程 中 ，劳 动 不 断 由 动 的 形 式 转 为 静 的 形 式 。例如一劳 动  
小 时 ，即 纺 纱 工人的生命力在一小时 妁 的耗 费 ，表 现 为 一 定 量 的 棉 纱 。

在 这 里 具 有 决 定 意 义 的 是 .在 棉 花 转 化 为 棉 纱 的 过 程 中 .消 耗 的  
只 是 社 会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 如 果 在 正 常 的 即 平 均 的 社 会 的 生 产 条 件  
下 .一 个 劳 动 小 时 内 A 磅 棉 花 应 该 转 化 为 B 磅 棉 纱 ，那 么 ，只有把 
12X A 磅 棉 花 转 化 为 12 X B 磅 棉 纱 的 工 作 日 ，才 当 做 12小 时 工 作  

R 。因 为 只 有 社 会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才 被 算 人 价 值 形 成 。
我 们 将 看 到 . 现 在 不 仅 劳 动 的 作 用 .而 且 生 产 资 料 和 产 品 的 作 用  

也 改 变 r „ 原 料 只 是 吸 收 一 定 M的 劳 动 。确 实 ，这 种 吸 收 使 它 转 化  
为 棉 纱 ，w 为 工 人 的 活 的 力 量 耗 费 在 纺 纱 的 形 式 中 了 。 而 产 品 棉 纱  
只 是 棉 花 所 吸 收 的 劳 动 量 的 测 量 器 ; —— 如 采 把 磅 棉 花 纺 成 棉  
纱 需 嬰 1 小 时 ，那 么 10磅 棉 纱 就 表 示 6 个 劳 动 小 时 。 由经 验 确 定的 
一 定 的 产 品 量 ，现 在 只 + 过 代 表 凝 固 的 劳 动 量 ，—— 小 时 、两 小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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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 的 社 会 劳 动 的 化 身 。
在 这 里 . 劳 动 是 纺 纱 劳 动 、它 的 原 料 是 棉 花 、它 的 产 品 是 棉 纱 这  

种 情 况 .是 没 有 关 系 的 .正 如 劳 动 对 象 本 身 已 经 是 原 料 即 产 品 这 种 情  
况 没 有 关 系 一 样 。 如 果 工 人 不 是 在 纺 纱 厂 做 工 ，而 是 在 煤 矿 做 工 ，肉 
然 界 就 会 给 他 提 供 劳 动 对 象 „ 但 是 ，从 矿 床 中 采 出 来 的 一 定 量 的 煤 ， 
例 如 一 英 担 . 依 然 代 表 一 定 量 被 吸 收 的 劳 动 。

在 劳 动 力 出 卖 时 ，曾 假 定 它 的 日 价 值 = 3 先 令 ，—— 体 现 #  (5个  

劳 动 小 吋 的 金 量 因 此 ，为 生 产 出 每 天 维 持 劳 动 者 所 必 需 的 平 均  
生 活 资 料 ffl需 要 劳 动 6 个 小 时 。既 然 我 们 的 纺 纱 工 人 在 1 小时 内 把  
l | ■磅 棉 花 转 化 为 磅 棉 纱 ，他 在 6 小 时 内 就 会 把 10磅 棉 花 转 化  
为 10磅 棉 纱 (13>。因 此 , 在 纺 纱 过 程 屮 ，棉 花 吸 收 了  6 个 劳 动 小 时 。 
同 一 劳 动 时 间 凝 固 为 3 先 令 金 额 。这 样 .纺 纱 工 人 就 给 棉 花 加 上 了  
3 先 令 的 价 值 。

现 在 我 们 来 计 算 一 下 产 品 的 总 价 值 。 10磅 棉 纱 包 含 着 2 j 个 工  
作 日 ；棉 花 和 纱 锭 包 含 2 个 工 作 H ; i 日 是 在 纺 纱 过 程 中 被 吸 收 的 。 
同 一 劳 动 量 凝 固 为 15先 令 金 额 。因 此 ，15先 令 价 格 表 示 10磅 棉纱  
的 确 切 价 值 ; 1 先 令 6 便 士 价 格 表 示 1 磅 棉 纱 的 确 切 价 值 。

我 们 的 资 本 家 愣 住 了 。产 品 的 价 值 等 于 预 付 资 本 的 价 值 。预 付 
的 价 值 没 有 增 殖 ，没 有 产 生 剩 余 价 值 ，因 此 ，货 币 没 有 转 化 为 资 本 。 
这 1()磅 棉 纱 的 价 格 是 15先 令 ，而 在 市 场 上 为 购 买 产 品 的 各 种 形 成  
要 素 或 劳 动 过 程 的 各 种 因 素 所 花 掉 的 也 是 15先 令 ：10先 令 购 买 棉  
花 ，2 先 令 购 买 所 消 耗 的 纱 锭 ，3 先 令 购 买 劳 动 力 。棉 纱 的 价 值 已 经  

膨 胀 这 一 点 无 济 于 事 ，因 为 棉 纱 的 价 值 只 是 以 前 分 配 在 这 些 因 素 上

( 1 3 ) 这 里 的 数 字 完 全 是 随 意 假 设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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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价 值 的 总 和 ，把 这 些 价 值 相 加 不 能 使 它 们 增 加 。(14)所 有 这 些 价 值  
现 在 集 中 在 一 个 物 上 面 ，但 是 ，在 资 本 家 从 自 己 的 腰 包 里 掏 出 15先 
令 分 开 来 进 行 三 次 购 买 以 前 . 这 些 价 值 就 已 经 集 中 在 一 个 15先令的 

货 币 额 上 了 。
这 种 结 果 是 不 足 为 奇 的 。一 磅 棉 纱 的 价 值 是 1 先 令 6 便 士 ，因 

此 ，我 们 的 资 本 家 在 市 场 上 买 1〇 磅 棉 纱 就 得 付 出 15先 令 。不 管 他  

是 在 市 场 上 购 买 现 成 的 房 屋 ，还 是 自 己 花 钱 让 人 建 造 一 座 房 屋 .无 论  
哪 一 种 做 法 都 不 会 使 置 备 房 屋 的 货 币 增 加 。

熟 悉 庸 俗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资 本 家 也 许 会 叫 起 来 说 :他 预 付 自 己 货  
币 的 意 图 是 要 使 货 币 增 多 。但 是 ，通 向 地 狱 的 道 路 是 由 良 好 的 意 图  
铺 成 的 淮 也 不 能 禁 止 他 抱 有 不 经 过 生 产 而 赚 钱 的 意 图 他 发  
誓 说 人 们 再 也 抓 不 住 他 的 把 柄 了 ；以 后 他 要 在 市 场 上 购 买 现 成 的 商  
品 ,不 再 自 己 制 造 。但 是 , 如 果 他 的 所 有 资 本 家 弟 兄 都 这 样 做 ，他又 
怎 能 在 市 场 t 找 到 商 品 呢 ？ 时 他 又 不 能 拿 货 币 当 饭 吃 。 因 此 ，他开  
始 向 我 们 说 教 :要 人 们 想 到 他 的 节 欲 ，他 本 来 可 以 把 他 的 15先 令挥

u . n 这 是重农 学 派关 于-•切非农 业 劳 动 的非生产 性的学 说 借以建立起 
来 的根水命题 . 这 个 命题 对 于# 业 经 济 学 家来 说 .是不容反驳 的„ “把许 多其他 
东 西的价Û't加在一个 物匕〈例如 .把织 工的消费 加在麻布上〉. 也就是说 ，把若干 
价值 一层 M地堆枳在一个 价值 1*. •这 种 办 法使价值 有了相应 的增加……‘加’这  
个 词 完美地表达 了劳 动 力的产 品价格形成的方式;这 种 价格不过 是许 多被消耗 
的、加 f r : -起的价值 的总 和;但是•加 ’并 不意味着‘乘 ’《”(梅尔 西埃•德拉里维  
耶尔 《政治社会 天然固有的秩序》，载 于《重农 学 派》1846年巴黎版第2 部 第 J 章 
第邱_9页 ).

例 如 , 奋 : 1844 — L847年 .他 从 生 产 中 抽 出 了  f 部 分 Û 己 的 资 本 ，拿 
来 在 铁 路 股 票 上 投 机 。 又 如 ，在 美 同 南 北 战 争 时 期 ,他 关 闭 r 工 厂 .把 工 人 抛 向  
街 头 . 1'丨Q 到 利 物 浦 交 易 所 去 进 行 原 棉 投 机 买 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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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 掉 ;他 没 有 这 样 做 . 他 生 产 地 消 费 它 们 ，把 它 们 制 成 了 棉 纱 》这 是  
真 的 ，但 是 他 因 此 得 到 的 是 棉 纱 而 不 是 后 悔 。他 决 不 应 该 再 去 分 享  
货 币 贮 藏 者 的 命 运 ,后 者 已 经 向 我 们 表 明 ，禁 欲 会 得 到 什 么 结 果 。

而 且 ，在 一 无 所 有 的 地 方 ，皇 帝 也 会 丧 失 他 的 权 利 。 不管他禁欲 
的 功 劳 有 多 大 ，也 没 有 资 金 坷 以 用 做 禁 欲 的 报 偿 ，因为 退出生产 的商 
品 的 价 值 正 好 等 于 进 人 生 产 过 程 的 价 值 的 总 和 。他 应 该 以 “德有德 
报 ”这 种 想 法 来 安 慰 自 己 。然 而 资 本 家 不 这 样 ，他 纠 缠 不 休 。棉纱 对  
他 没 有 用 处 ，他 生 产 棉 纱 是 为 了 出 售 。好 .那 就 让 他 出 售 吧 ！或者更 
简 笮 一 些 ，让 他 以 后 只 生 产 自 己 的 消 费 所 需 要 的 东 西 吧 :他 的 家 庭 医  

生 麦 克 库 洛 赫 已 经 给 他 开 了 这 服 防 止 流 行 性 生 产 过 剩 的 灵 丹 妙 药 。 
他 强 硬 起 来 。 难 道 工 人 光 用 一 双 手 就 能 凭 空 进 行 建 筑 ，凭 空 生 产 出  
商 品 吗 ？ 难 道 不 是 他 给 工 人 材 料 ，工 人 才 能 用 这 些 材 料 并 在 这 些 材  
料 中 来 体 现 自 己 的 劳 动 吗 ？ 市 民 社 会 的 大 多 数 人 一 贫 如 洗 ，他不是 

用 自 己 的 生 产 资 料 ，棉 花 和 纱 锭 ，对 这 个 社 会 ，特 别 是 对 由 他 预 付 生  
活 资 料 的 工 人 进 行 了 莫 大 的 服 务 吗 ？ 难 道 他 的 服 务 不 应 该 得 到 报 酬  
吗 ？但 是 ，工 人 不 是 把 他 的 棉 花 和 纱 锭 转 化 为 棉 纱 ，从 而也为 他提供 
了 服 务 吗 ？ 而 且 这 里 的 问 题 也 不 在 于 服 务 。(16)服 务 无 非 是 某 种 使

<16) “你 尽 可 以 i t 别 人 为 你 歌 功 颂 德 … … 但 是 谁 取 得 的 比 他 供 给 的 更 多  
或 更 好 ，谁 就 是 高 利 贷 # 。这 不 是 为 邻 人 服 务 . 而 是 损 害 邻 人 ，就 像 偷 盗 者 和 抢  
劫 者 一 样  ̂ 一 切 名 为 对 邻 人 服 务 和 行 善 的 事 情 . 并 非 都 是 服 务 和 行 善 。 奸 夫 和  
淫 妇 也 是 互 相 提 供 服 务 和 互 相 得 到 极 大 的 满 足 的 = 骑 士 帮 助 杀 人 放 火 犯 拦 路  
行 抢 . 打 家 劫 舍 . 也 是 对 他 的 重 大 服 务 。 罗 马 教 徒 没 有 把 我 们 令 部 淹 死 、烧 死 、 
杀 死 、囚 死 ，而 是 让 一 些 人 活 着 ，夺 太-他 们 所 有 的 东 西 ，然 后 把 他 们 驱 逐 .也 是 对  
我 们 的 重 大 服 务 。魔 鬼 对 为 他 服 务 的 人 也 提 供 屯 大 的 不 可 估 t t 的 服 务 … … 总  
之 ，批 上 到 处 都 是 重 大 的 、卓 越 的 、H常 的 服 务 和 行 善 。”(马 丁  • 路 德 《给 牧 师 们  
的 谕 示 :讲 道 时 要 反 对 高 利 贷 M540年 维 滕 W格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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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价 值 发 挥 效 用 ，而 不 管 这 种 使 用 价 值 是 商 品 还 是 劳 动 。(17)然而这  
里 谈 的 是 交 换 价 值 。他 付 给 工 人 3 先 令 价 值 ，工 人 还 给 他 一 个 完 全  
相 当 的 等 价 物 ，即 加 在 棉 花 上 的 3 先 令 价 值 ,工 人 以 价 值 偿 还 了 价  

值 。我 们 这 位 朋 友 刚 才 还 以 资 本 自 傲 ，现 在 却 突 然 采 取 像 普 通 工 人  
那 样 的 谦 逊 态 度 。难 道 他 自 己 没 有 劳 动 吗 ？他 的 监 视 和 监 督 的 劳 动  
不 是 也 形 成 价 值 吗 ？ 他 的 工 厂 的 经 理 和 监 工 耸 肩 膀 了 。这 时 他 狡 猾  
地 笑 了 笑 ，又 恢 复 了 他 原 来 的 面 孔 。他 用 一 大 套 冗 长 无 味 的 空 话 嘲  
弄 了 我 们 „ 为 此 他 不 费 一 文 钱 。他 把 这 一 类 虚 伪 的 遁 词 和 空 话 都 交  
给 政 治 经 济 学 教 授 们 去 讲 . 这 些 教 授 为 此 得 到 了 报 酬 .这 是 他 们 的 职  
业 。他 自 己 是 一 个 讲 求 实 际 的 人 ，如 果 说 他 对 于 业 务 范 围 之 外 所 说  
的 话 并 不 总 是 很 好 地 考 虑 ，那 么 他 对 于 业 务 范 围 之 内 所 做 的 事 却 始  
终 是 一 清 二 楚 的 。

让 我 们 更 仔 细 地 来 看 一 看 。劳 动 力 的 日 价 值 是 3 先 令 ，因 为 每  
天 生 产 这 个 力 需 要 半 个 T 作 日 ，也 就 是 说 ，每 天 维 持 工 人 所 必 需 的 生  

活 资 料 要 花 费 半 个 工 作 日 。但 是 ，劳 动 力 包 含 的 过 去 劳 动 和 劳 动 力  
所 能 完 成 的 现 实 劳 动 ，劳 动 力 一 天 的 维 持 费 和 劳 动 力 一 天 的 耗 费 ，是 
两 个 完 全 不 同 的 东 西 。劳 动 力 的 维 持 费 决 定 劳 动 力 的 交 换 价 值 ，劳  
动 力 的 耗 费 构 成 劳 动 力 的 使 用 价 值 》维 持 一 个 工 人 2 4小 时 的 生 活  

只要半个 工作日就够 了  .何 并 不 能 由 此 得 出 结 论 说 .他 不 能 劳 动 一 整  
天 。 因 此 ，劳 动 力 具 有 的 价 值 和 劳 动 力 能 够 创 造 的 价 值 ，是 不 同 的  
黾 。资 本 家 购 买 劳 动 力 时 . 正 是 看 中 了 这 个 价 值 差 额 。劳 动 力 制 造

(17) 服 务 ’这 个 范 畴 对 于 像 让 • 巴 • 萨 伊 和 弗 • 巴 师 S那 样 的 经 济 学  
家 必 然 会 提 供 怎 样 的 ‘服 务 ’是 不 难 r 解 的 „”(卡 尔 •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59年 柏 林 版 第 14页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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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 纱 或 皮 靴 的 能 力 ，只 是 一 个 必 要 条 件 .因 为 劳 动 必 须 以 冇 用的 形 式  
耗 费 . 才 能 生 产 出 价 值 但 是 ，具 冇 决 定 意 义 的 ，是 这 个 商 品 独 特 的  
侖 用 性 . 即 它 是 价 值 的 源 泉 • 并 且 是 大 于 它 自 身 的 价 值 的 源 泉 .. 这 就  
是 资 本 家 要 求 劳 动 力 提 供 的 独 特 的 服 务 》在 这 里 ，他 是 按 照 商 品 交  
换 的 各 个 永 恒 规 律 行 事 的 。事 实 上 ，劳 动 力 的 卖 者 ，和任何別的商品 
的 卖 者 一 样 . 实 现 劳 动 力 的 交 换 价 值 而 让 渡 劳 动 力 的 使 用 价 值 。

他 不 交 出 后 者 ，就 不 能 取 得 前 者 。劳 动 力 的 使 用 价 值 即 劳 动 不  
归 它 的 卖 者 所 有 ，正 如 已 经 卖 出 的 油 的 使 用 价 值 不 归 油 商 所 有 一 样 。 
货 币 占 有 者 支 付 了 劳 动 力 的 H价 值 ，因 此 .劳 动 力 一 天 的 使 用 即 一 天  
的 劳 动 就 归 他 所 有 》劳 动 力 维 持 一 天 只 费 半 个 工 作 日 ，而 劳 动 力 却  
能 操 作 或 劳 动 一 整 天 . 也 就 是 说 .劳 动 力 使 用 一 天 所 创 造 的 价 值 比 劳  
动 力 自 身 一 天 的 价 值 大 一 倍 。这 种 情 况 对 买 者 是 一 种 特 別 的 幸 运 ， 
但 也 决 没 有 损 害 卖 者 的 权 利 》

我 们 的 资 本 家 早 就 预 见 到 了 这 种 情 况 ，这 正 是 他 发 笑 的 原  
因 128。因 此 ，工 人 在 工 场 中 遇 到 的 ，不 是 6 小 财 而 是 12小时 工作日 

所 必 需 的 生 产 资 料 。既 然 10磅 棉 花 吸 收 6 个 劳 动 小 时 ，转 化 为 1〇 
磅 棉 纱 ，那 么 20磅 棉 花 就 会 吸 收 12个 劳 动 小 时 ，转 化 为 2 0磅 棉 纱 。 
现 在 我 们 来 考 察 一 下 这 个 延 长 了 的 劳 动 的 产 品 。 2 0磅 棉 纱 包 含 5 

个 工 作 日 ，其 中 1 个 工 作 口 实 现 在 已 消 耗 的 棉 花 和 纱 锭 中 . 1 个 工作 
日 是 在 纺 纱 操 作 中 被 棉 花 吸 收 的 。5 个 工 作 日 的 货 币 表 现 是 3 0先 
令 。因 此 这 就 是 2 0 磅 棉 纱 的 价 格 。 1 磅 棉 纱 仍 然 和 以 前 一 样 值 1 
先 令 6 便 士 。但 是 .在 操 作 中 所 使 用 的 商 品 的 价 值 总 和 是 2 7 先 令 . 

而 棉 纱 的 价 值 达 到 3 0 先 令 。产 品 的 价 值 比 为 了 生 产 产 品 而 预 付 的  
价 值 增 长 了 | 。 因 此 . 预 付 的 27先 令 转 化 为 3 0先 令 ^ 这 2 7先令生 
出 了 3 先 令 的 剩 余 价 值 。戏 法 终 于 变 成 了 。货 币 转 化 为 资 本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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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题 的 一 切 条 件 都 履 行 了 ，交 换 规 律 得 到 了 严 格 的 遵 守 ，等价物 
换 等 价 物 》在 市 场 上 ，资 本 家 对 每 一 种 商 品  棉 花 、纱 锭 和 劳 动
力 都 按 其 价 值 购 买 。然 后 他 做 了 任 何 别 的 买 者 所 做 的 事 情 .他  
消 费 它 们 的 使 用 价 值 。劳 动 力 的 消 费 ( 同 时 是 商 品 的 生 产 )提供的产  
品 是 2 0 磅 棉 纱 .价 值 3 0 先 令 。于 是 .作 为 买 者 离 幵 了 市 场 的 资 本 家  
又 作 为 卖 者 回 到 市 场 上 来 。他 卖 棉 纱 是 1 先 令 6 便 士 一 磅 ，既 不比 

它 的 价 值 贵 . 也 不 比 它 的 价 值 贱 。然 而 他 从 流 通 中 取 得 的 货 币 比 原  
先 投 人 流 通 的 货 币 多 3 先 令 》 他 的 货 币 转 化 为 资 本 的 这 个 过 程 ，既  
在 流 通 领 域 中 进 行 ，又 不 在 流 通 领 域 中 进 行 。流 通 是 一 个 中 介 。 劳  
动 力 只 有 在 市 场 上 被 出 售 . 才 能 在 生 产 领 域 中 被 剥 削 。在 生 产 领 域  
中 ，它 成 了 剩 余 价 值 的 源 泉 ，所 以 ，“在 这 个 最 美 好 的 世 界 上 ，一切 都  
十 全 十 美 ”129。

当 资 本 家 把 货 币 转 化 为 商 品 ，使 商 品 充 当 新 产 品 的 物 质 要 素 ，而 
后 把 活 的 劳 动 力 同 这 些 物 质 要 素 合 并 在 一 起 时 ，他 就 把 价 值 - - 过  
去 的 、死 的 、已 经 转 化 为 物 的 劳 动  转 化 为 资 本 ，转 化 为 增 大 的 价
值 ，转 化 为 一 个 有 灵 性 的 怪 物 ，它 就 像 魔 鬼 附 身 一 样 开 始 去 劳 动 。

因 此 ，剩 余 价 值 的 生 产 只 不 过 是 超 过 一 定 点 继 续 延 长 的 价 值 生  
产 《 如 果 劳 动 过 程 只 持 续 到 这 样 一 点 .即 资 本 所 支 付 的 劳 动 力 价 值  
为 新 的 等 价 物 所 补 偿 .那 就 是 单 纯 的 价 值 生 产 ;如 果 劳 动 过 程 超 过 这  
一 限 度 .那 就 是 剩 余 价 值 生 产 。

现 在 我 们 把 价 值 生 产 和 使 用 价 值 生 产 比 较 一 下 。构 成 使用价值  
屯 产 的 是 有 用 劳 动 的 运 动 。在 这 里 ，劳 动 过 程 表 现 出 质 的 方 面 。这  
是 - 种 以 满 足 一 定 的 需 要 为 目 的 、因 而 借 助 适 合 于 这 一  3 的的生产  
资 料 、使 用 特 殊 的 方 法 并 最 终 生 产 出 有 用 产 品 的 活 动 。相 反 ，作为 价 
值 牛.产 ，同 一 过 程 只 表 现 出 量 的 方 面 。 在 这 里 所 涉 及 的 只 是 劳 动 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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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所 需 要 的 时 间 ,或者说 •只是劳 动 者有用地消耗自己的活的力量的 
时 期 。生 产 资 料 现 在 作 为 单 纯 吸 收 劳 动 的 手 段 执 行 职 能 ，本 身 只表  
现 为 实 现 在 这 些 手 段 上 的 劳 动 M。无 论 是 包 含 在 生 产 资 料 中 的 劳  
动 ，或 者 是 由 劳 动 力 加 进 去 的 劳 动 ，都 只 能 按 照 它 的 持 续 时 间 计 算 ； 
它 等 于 若 干 小 时 、若 干 日 等 等 。

其 次 ，劳 动 只 是 在 生 产 使 用 价 值 的 时 间 是 社 会 必 要 时 间 的 限 度  
内 才 被 计 算 。这 个 条 件 有 几 个 不 同 的 方 面 。劳 动 力 应 该 在 正 常 的条  
件 F 发 挥 作 用 。如 果 在 一 定 的 社 会 条 件 下 ，纺 纱 机 是 纺 纱 的 正 常 工  
具 ，那 就 不 能 让 工 人 使 用 手 摇 纺 车 。其 次 ，他 所 用 的 棉 花 也 应 该 是 质  
量 好 的 棉 花 ，而 不 应 该 是 经 常 断 头 的 坏 棉 花 。 否 则 ，在 这 两 种 情 况  
下 ，劳 动 者 生 产 一 磅 棉 纱 所 耗 费 的 时 间 就 会 多 于 必 要 的 时 间 ，而这 些 
超 过 的 时 间 并 不 创 造 价 值 或 货 币 。不 过 ，劳 动 的 物 质 因 素 是 否 具 有  
正 常 性 质 要 取 决 于 资 本 家 ，而 不 是 取 决 于 工 人 。再 一 方 面 ，劳 动 力本 
身 的 正 常 性 质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劳 动 力 在 它 被 使 用 的 专 业 中 ，必 须 具  
有 平 均 的 熟 练 程 度 、技 巧 和 速 度 ；而 我 们 的 资 本 家 在 市场 上 也 十 分 注  
意 要 买 到 这 样 的 劳 动 力 。其 次 ，这 种 劳 动 力 必 须 以 通 常 的 紧 张 程 度  
执 行 职 能 。因 此 ，资 本 家 也 不 安 地 注 视 着 工 人 ，不 让 他 放 慢 工 作 ，丢  
失 吋 间 。他 购 买 的 这 个 劳 动 力 有 一 定 的 期 限 ；他 要 得 到 属 于 他 的 东  
西 。他 不 愿 意 被 盗 窃 最 后 ，生 产 资 料 必 须 以 正 常 的 方 式 被 消 费 ，因 
为 工 具 和 原 料 的 浪 费 表 示 已 经 物 化 的 劳 动 的 无 益 耗 费 ，因而这 种 劳  
动 在 产 品 中 不 被 计 算 ，不 会 给 产 品 加 进 价 值 。 (18)

( 1 8 ) 这 是 以 奴 求 制 为 基 础 的 生 产 所 以 昂 贵 的 原 因 之 一 》 按 照 占 代 人 的  
给 人 以 深 刻 印 象 的 说 法 ，劳 动 者 在 这 里 只 是 作 为 会 说 话 的 工 具 .同 牲 畜 作 为  
会 发 声 的 工 具 • 无 生 命 的 工 具 作 为 无 声 的 工 具 相 区 别 。130但 奴 隶 本 人 却 要 让 牲  
畜 和 劳 动 工 具 感 觉 到 ，他 和 它 们 不 一 样 ，他 是 人 。 他 任 性 地 虐 待 、毁 坏 它 们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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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看 到 ，我 们 在 开 始 研 究 时 通 过 分 析 商 品 所 发 现 的 有 用 劳 动  
和 作 为 价 值 源 泉 的 劳 动 之 间 的 区 别 ，现 在 表 现 为 商 品 生 产 的 两 个 方  
面 的 区 别 了 。一 旦 商 品 生 产 不 再 仅 仅 表 现 为 有 用 劳 动 和 创 造 价 值 的  
劳 动 的 统 一 ，而 且 还 表 现 为 有 用 劳 动 和 创 造 剩 余 价 值 的 劳 动 的 统 一 ， 
商 品 生 产 就 变 成 了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即 资 本 主 义 形 式 的 商 品 生 产 。

我 们 在 考 察 剩 余 价 值 的 生 产 时 曾 经 假 定 ，资 本 占 有 的 劳 动 是 简  
单 的 平 均 劳 动 。在 相 反 的 假 定 下 ，情 况 也 不 舍 有 什 么 变 化 。例 如 ，我 
们 假 定 ：同 纺 纱 工 人 的 劳 动 相 比 .珠宝 细 丁 .的 劳 动 是 高 次 方 的 劳 动 ， 
前 者 是 简 单 劳 动 ，后 者 是 培 养 训 练 较 为 困 难 而 在 同 一 时 间 内 能 创 造  
出 较 多 价 值 的 复 杂 劳 动 „ 但 是 ，不 管 这 两 种 劳 动 有 多 大 差 别 ，珠宝 细

表 示 自 己 与 它 们 有 所 不 同 。 因 此 . 这 种 生 产 方 式 的 经 济 原 则 ，就 是 只 使 用 最 粗  
糙 、最 笨 重 的 劳 动 工 具 . 因 为 粗 糙 和 笨 重 使 得 这 些 工 具 很 难 被 损 坏 。 因 此 ，直到 
南 北 战 争 爆 发 之 前 ，墨 西 哥 湾 沿 岸 各 蓄 奴 州 一 直 使 用 古 代 中 国 式 的 犁 。 这 种 犁  
像 猪 和 鼹 鼠 那 样 掘 地 ,但 不 能 把 地 犁 出 沟 来 ，不 能 把 土 翻 过 来 。 参 看 约 • 埃 • 
凯 尔 恩 斯 《奴 隶 劳 力 》1862年 伦 敦 版 第 4 6 页 及 以 下 几 页 。 奥 姆 斯 特 德 在 他 的  
《沿 海 各 蓄 奴 州 旅 行 记 》[第 46、47 页 ] 中 也 谈 到 :“我 看 到 了 这 里 使 用 的 工 具 ，在 
我 们 中 间 .任 何 …个 有 理 性 的 人 也 不 会 把 这 样 的 工 具 交 给 他 雇 用 的 工 人 使 用 ; 

因 为 这 种 工 具 异 常 笨 重 ，使 用 起 来 至 少 要 比 我 们 使 用 的 工 具 多 费 百 分 之 十 的  
劲 。然 而 人 们 却 使 我 相 信 ，必 须 给 奴 隶 使 用 这 种 工 具 ，因 为 给 他 们 较 轻 便 的 或  
不 太 笨 重 的 T:具 ，是 不 经 济 的 。我 们 经 常 让 工 人 使 用 的 并 为 我 们 带 来 优 厚 利 益  
的 那 些 工 具 ，在 弗 吉 尼 亚 的 麦 田 里 用 不 上 一 天 就 会 损 坏 ，尽 管 那 里 的 土 地 比 我  
们 的 土 地 松 软 ,而 且 没 有 那 么 多 石 块 。 当 我 问 为 什 么 农 庄 都 普 遍 地 用 骡 子 代 替  
马 的 时 候 .我 听 到 的 第 -个 、最 令 人 信 服 的 理 由 ，就 是 马 受 不 住 黑 人 的 经 常 不 断  
的 虐 待 》 马 总 是 会 被 累 垮 .或 者 变 成 残 废 •而 骡 子 即 使 挨 鞭 子 ，饿 一 两 次 ，也不 
会 造 成 身 体 上 的 伤 害 。骡 子 在 照 料 不 周 或 劳 累 过 度 时 ，也 不 会 受 凉 生 病 .我 用  
不 着 走 远 . 只 要 从 我 执 笔 写 作 的 房 间 的 窗 户 望 出 去 ，就 几 乎 随 时 可 以 看 到 虐 待  
牲 畜 的 情 形 ，而 在 北 方 ，如 果 这 样 虐 待 牲 畜 ，几 乎 每 个 农 场 主 都 会 马 上 把 工 人 解  
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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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为 他 的 主 人 生 产 剩 余 价 值 的 那 一 部 分 劳 动 ，与 他 用 来 补 偿 自 己 的  
工 资 价 值 的 那 一 部 分 劳 动 在 质 上 完 全 没 有 区 别 》同 以 前 一 样 .剩 余  
价 值 都 只 是 来 源 于 劳 动 时 间 的 延 民 . 不 管 是 纺 纱 工 人 的 劳 动 ,还 是 珠  
宝 细 工 的 劳 动 。 (19)

另 一 方 面 ，当 问 题 涉 及 到 价 值 生 产 时 ，较 高 级 的 劳 动 总 是 要 化 为  

社 会 平 均 劳 动 ，例如一  H 复 杂 劳 动 化 为 两 U 简 单 劳 动 。(20)如果某些 
有 修 养 的 经 济 学 家 反 对 这 种 “武 断 的 言 论 那 么 用 一 句 德 国 谚 语 来

( 1 9 )  复 杂 劳 动 和 简 单 劳 动 (熟 练 劳 动 和 悄 熟 练 劳 动 )之 间 的 区 别 .常 常 是  
基 于 单 纯 的 错 觉 ，或 者 至 少 是 基 于 早 就 不 现 实 的 、只 是 作 为 传 统 惯 例 而 存 在 的  
区 别 。 人 们 往 往 以 此 美 化 下 述 残 酷 的 现 实 :工 人 阶 级 的 某 些 阶 层 ，例 如 农 业 T： 
人 . 处 于 更 加 无 依 无 靠 的 地 位 ，比 别 人 更 难 于 取 得 自 己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 在 这 方  
面 ，偶 然 的 情 况 在 这 里 起 着 如 此 巨 大 的 作 用 . 以 致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同 种 劳 动 会 轮  
流 变 换 位 置 。 例 如 •在 劳 动 者 体 质 孱 弱 并 被 工 业 制 度 搞 得 相 当 衰 竭 的 地 方 ，需 
要 很 多 力 气 的 真 正 的 粗 活 常 常 成 为 较 高 级 劳 动 .而 相 当 轻 巧 的 细 活 倒 降 为 简 单  
劳 动 。 如 瓦 匠 的 劳 动 在 英 国 要 比 锦 缎 工 人 的 劳 动 高 级 得 多 „ 另 一 方 而 .剪 毛 工  
人 的 劳 动 虽 然 体 力 消 耗 大 ，而 且 很 不 卫 生 ,但 仍 被 看 做 简 单 劳 动 。 而 且 ，不 要 以  
为 所 谓 的 高 级 “熟 练 ”劳 动 在 国 民 劳 动 中 占 着 相 当 大 的 数 1 。据 兰 格 计 算 .英 格  
兰 (包 括 威 尔 士 )有 1 1〇 〇 多 万 居 民 靠 简 单 劳 动 为 生 ， 当 时 的 人 口 总 数 是 1 700 
万 ，其 中 要 减 去 100万 贵 族 和 100万 贫 民 、流 浪 汉 、罪 犯 、娼 妓 等 ，还 有 400万中 
等 阶 级 ，其 中 包 括 小 食 利 者 、官 吏 、作 家 、艺 术 家 、教 员 等 等 。 为 r 凑 足 这 400万 
的 数 目 . 除 银 行 家 、金 融 家 等 等 之 外 ，他 还 把 所 有 工 资 较 高 的 工 厂 工 人 列 为 中 等  
阶 级 中 从 事 劳 动 的 部 分 ! 甚 至 瓦 匠 也 被 列 为 复 杂 劳 动 者 。这 样 剩 下 来 的 ，便 是  
上 面 说 的 靠 简 单 劳 动 为 生 的 ] 100万 了 。 （赛 • 兰 格 《国 家 的 贫 困 .贫 困 的 原 因  
及 其 防 止 办 法 》1844年 伦 敦 版 [ 散 见 第 49一 5 2 页 ] )“除 自 己 的 普 通 劳 动 外 拿 不  
出 任 何 别 的 东 西 来 换 取 食 物 的 一 个 庞 大 阶 级 ，占 人 口 的 大 多 数 。”(詹 姆 斯 • 穆  
勒 《殖 民 地 》，载 于 《不 列 颠 百 科 全 书 》(增 补 卷 ) ] 824年 版 ）

(20) “当 人 们 说 到 作 为 价 值 尺 度 的 劳 动 时 ，必 定 指 一 定 种 类 的 劳 动 …… 
别 种 劳 动 对 这 种 劳 动 的 比 例 ，是 容 易 确 定 的 。”( 约 • 卡 泽 诺 夫 《政 治 经 济 学 大  
纲 》1832年 伦 敦 版 第 22、2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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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他 们 是 只 见 树 木 不 见 森 林 ！他 们 指 责 这 是 分 析 的 诡 i t ，但他们 所  
指 责 的 恰 恰 是 在 址 界 各 地 每 个 角 落 里 天 天 都 在 发 生 的 过 程 。极 其不 
冋 的 商 品 价 值 到 处 都 无 差 别 地 表 现 为 货 币 ，即 表 现 为 一 定 量 的 金 或  
银 。因 此 . 这 些 价 值 所 代 表 的 不 同 种 的 劳 动 ，已 经 按不 同 的 比 例 化为  
唯 一 的 、间 种 的 普 通 劳 动 即 生 产 金 银 的 劳 动 的 T 定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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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动 过 程 的 不 同 因 素 在 产 品 价 值 的 形 成 上 起 着 不 同 的 作 用 。
工 人 由 于 加 进 新 的 劳 动 量 而 给 劳 动 对 象 加 进 了 新 价 值 ，不 管 他  

的 劳 动 的 有 用 性 质 如 何 。 另 一 方 面 我 们 又 发 现 ，被 消 耗 的 生 产 资 料  
的 价 值 又 成 了 产 品 价 值 的 组 成 部 分 ，例 如 ，棉 花 和 纱 锭 的 价 值 包含 在  
棉 纱 的 价 值 中 。可 见 ，生 产 资 料 的 价 值 由 于 转 移 到 产 品 L-.而 被 保存  
下 来 。这 种 转 移 是 在 劳 动 过 程 中 、在 生 产 资 料 转 化 为 产 品 时 发 生 的 。 
因 而 劳 动 是 这 种 转 化 的 中 介 。然 而 它 是 怎 样 实 现 的 呢 ？

工 人 并 不 是 在 同 一 时 间 内 劳 动 两 次 :一 次 给 棉 花 加 进 新 价 值 ;另  
一 次 保 存 棉 花 的 旧 价 值 ，或 者 同 样 也 完 全 可 以 说 .把 他 所 使 用 的 纱 锭  
和 加 工 的 棉 花 的 价 值 转 移 到 产 品 棉 纱 上 。他 只 是 由 于 加 进 新 价 值 时  

保 存 了 旧 价 值 。但 把 新 价 值 加 到 劳 动 对 象 上 和 把 旧 价 值 保 存 在  
产 品 中 ，是 工 人 在 同 一 时 间 内 达 到 的 两 种 完 全 不 同 的 结 果 ，因此很 明 
显 ，这 种 结 果 的 二 重 性 只 能 产 生 于 他 的 劳 动 的 二 重 性 。在 同 一 时 间  
内 ，劳 动 就 一 种 属 性 来 说 必 然 创 造 价 值 ,就 另 一 种 属 性 来 说 必 然 保 存  
或 转 移 价 值 。

每 个 工 人 怎 样 加 进 劳 动 ，从 而 加 进 价 值 呢 ？ 难 道 不 是 以 特 殊 的  
有 用 劳 动 的 形 式 ，并 且 只 是 以 这 种 形 式 加 进 价 值 吗 ？ 纺 纱 工 人 只 有



第 八 章 不 变 资 本 和 可 变 资 本 203

通 过 纺 纱 ，织 布 工 人 只 有 通 过 织 布 ，铁 匠 只 有 通 过 打 铁 ，才 能 加 进 劳  

动 。恰 恰 是 这 种 织 布 、纺 纱 等 等 的 形 式 ，总 之 ，是 劳 动 力 支 出 的 特 殊  
的 生 产 形 式 ，把 生 产 资 料 棉 花 和 纱 锭 ，棉 纱 和 织 机 ，铁 和 铁 砧 变 成 了  

一 种 产 品 、一 种 新 的 使 用 价 值 的 形 成 要 素 。(21)生 产 资 料 的 使 用 价 值  
的 旧 形 式 消 失 了 ，但 只 是 为 了 获 得 新 的 形 式 。但 是 ，我 们 已 经 看 到 ， 
生 产 一 个 物 品 所 需 要 的 劳 动 时 间 也 包 含 着 生 产 那 些 已 消 费 在 这 个 物  

品 的 生 产 中 的 物 品 所 需 要 的 劳 动 时 间 。换 句 话 说 ，生 产 已 消 费 掉 的  
生 产 资 料 的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算 入 了 新 产 品 中 。

因 此 ，劳 动 者 保 存 已 消 费 的 生 产 资 料 的 价 值 ，把 它 作 为 产 品 价 值  
的 组 成 部 分 转 移 到 产 品 上 去 ，并 不 是 由 于 他 们 加 进 一 般 劳 动 ，而是由 
于 这 种 追 加 劳 动 的 有 用 性 质 ，由 于 它 的 生 产 形 式 。劳 动 就 它 是 有 用  
劳 动 ，生 产 活 动 来 说 ，只 要 同 生 产 资 料 接 触 ，就 使 死 的 复 活 ，使它 们 成  
为 自 己 的 运 动 的 因 素 ，并 且 同 它 们 结 合 起 来 形 成 产 品 。

如 果 工 人 的 特 殊 的 生 产 劳 动 不 是 纺 纱 ，他 就 不 能 纺 出 棉 纱 ，因而 
也 就 不 能 把 棉 花 和 纱 锭 的 价 值 转 移 到 棉 纱 上 。不 过 ，如 果 这 个 工 人  
改 行 当 木 匠 ，他 仍 然 会 用 一 个 工 作 日 把 价 值 加 到 材 料 上 。

可 见 ,加 进 价 值 的 劳 动 不 是 他 自 己 的 作 为 织 工 劳 动 或 木 匠 劳 动  
的 劳 动 ，而 是 作 为 一 般 人 类 劳 动 的 劳 动 ;他 加 进 一 定 的 价 值 量 ，并 不 

是 因 为 他 的 劳 动 具 有 特 殊 的 有 用 性 质 ，而 是 因 为 他 的 劳 动 持 续 了 》 
定 的 时 间 》因 此 ，纺 纱 工 人 的 劳 动 ，就 它 的 抽 象 的 一 般 的 属 性 来 说 ， 
作 为 人 的 生 命 力 的 耗 费 ，把 新 价 值 加 到 棉 花 和 纱 锭 的 价 值 上 ；而就它  
的 具 体 的 特 殊 的 属 性 来 说 ，从 它 作 为 纺 纱 的 有 用 属 性 来 说 ，把这 些生

(21) “劳 动 创 造 一 种 新 物 来 代 替 被 消 灭 的 物 。”(《论 国 民 政 治 经 济 学 》 
1821年 伦 敦 版 第 1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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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资 料 的 价 值 转 移 到 产 品 上 . 从 而 把 这 些 价 值 保 存 在 产 品 中 。 flj此 
就 产 生 了 劳 动 在 同 一 时 间 内 所 得 出 的 结 果 的 二 重 性 》

新 价 值 的 加 进 ，是 由 于 单 纯 的 追 加 ，由 于 新 的 劳 动 量 ；牛 产 资 料  
的 旧 价 值 在 产 品 中 保 存 ，是 由 于 加 进 的 劳 动 的 质 。 N — 劳 动 由 于 它  
的 二 重 性 造 成 的 这 种 二 重 作 用 . 清 楚 地 表 现 在 + 同 的 现 象 上 。

假 定 由 于 某 种 发 明 . 纺 纱 工 人 6 小 时 纺 的 棉 花 「i<]过 去 3 6小时 纺  
的 棉 花 一 样 多 。作 为 有 用 的 生 产 活 动 . 他 的 劳 动 的 能 力 增 加 为 6 倍 . 

他 的 劳 动 的 产 品 也 增 加 为 6 倍 ，不 是 6 磅 棉 纱 而 是 祁 磅 棉 纱 。何 
是 ，现 在 36磅 棉 花 吸 收 的 劳 动 时 间 只 和 过 去 6 磅 棉 花 吸 收 的 劳 动 时  
间 一 样 多 。加 在 3 6磅 棉 花 上 的 劳 动 只 是 用 旧 方 法 时 所 需 要 的 劳 动  

的 j ，因 此 .加 进 的 新 价 值 也 只 是 用 旧 方 法 时 的 j 。 另 一 方 面 ，现 在 
在 产 品 36磅 棉 纱 中 包 含 6 倍 的 棉 花 价 值 。纺 纱 6 小 时 ，保存并 转 移  
到 产 品 上 去 的 原 料 价 值 是 过 去 的 6 倍 ，虽 然 加 到 同 量 原 料 上 的 新 价  

值 小 { 。这 说 明 ，在 同 一 行 为 中 ，劳 动 保 存 价 值 的 属 性 和 创 造 价 值 的  
属 性 在 本 质 上 是 不 同 的 》纺 同 量 的 棉 花 所 需 要 的 劳 动 越 多 ，加到棉 
花 上 的 新 价 值 就 越 大 ;在 同 一 劳 动 时 间 内 纺 的 棉 花 磅 数 越 多 ，保存在 
产 品 内 的 旧 价 值 就 越 大 。

相 反 ，假 定 劳 动 生 产 率 不 变 ，因 而 纺 纱 工 人 把 一 磅棉 花 转 化 为 棉  
纱 总 是 需 要 相 同 的 时 ，间 。但 是 假 定 棉 花 的 交 换 价 值 变 了 ，一 磅 棉 花  
的 价 格 提 高 到 原 来 的 6 倍 .或 降 低 为 原 来 的 在 这 两 种 情 况 下 . 纺  

纱 工 人 都 是 把 N —劳 动 量 ，因 而 也 是 把 同 一 价 值 加 到 N 量 的 棉 花 上 ； 
在 这 两 种 情 况 下 ，他 都 是 在 同 样 的 时 间 内 生 产 同 量 的 棉 纱 。然 而 .他  
从 棉 花 转 移 到 棉 纱 上 即 产 品 上 的 价 值 ，在 一 种 情 况 下 是 原 来 的 j ，在 
另 一 种 情 况 下 是 原 来 的 6 倍 。当 劳 动 工 具 涨 价 或 跌 价 ，而 它 始 1 终 发  

挥 相 同 的 效 用 时 ，情 况 也 是 如 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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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纺 纱 的 技 术 条 件 不 变 ，而 且 它 的 生 产 资 料 的 价 值 也 不 变 ，那 
么 纺 纱 工 人 在 一 定 的 劳 动 时 间 内 就 仍 旧 消 费 价 值 始 终 不 变 的 一 定 数  
量 的 原 料 和 机 器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纺 纱 工 人 保 存 在 产 品 中 的 价 值 就  
同 他 加 进 的 新 价 值 成 正 比 。他 两 星 期 加 进 的 劳 动 比 一 星 期 多 一 倍 ， 
因 而 价 值 也 多 一 倍 ; 同 时 ，他 消 耗 的 材 料 和 机 器 也 多 一 倍 ; 因 而 ，他在 
两 星 期 的 产 品 中 保 存 的 价 值 比 在 一 星 期 的 产 品 中 多 一 倍 。在不变 的  
条 件 下 ，工 人 加 进 的 价 值 越 多 ，他 保 存 的 价 值 就 越 多 。但 是 ，他 能 保  
存 更 多 的 价 值 ，并 不 是 因 为 他 加 进 了 更 多 的 价 值 ，而 是 因为 他 在 不 变  
的 和 不 以 他 自 己 的 劳 动 为 转 移 的 条 件 下 加 进 这 个 价 值 。

当 然 ，从 某 种 相 对 的 意 义 上 可 以 说 .工 人 总 是 按 照 他 加 进 的 新 价  
值 的 比 例 保 存 旧 价 值 „ 不 管 棉 花 价 格 提 高 或 降 低 一 先 令 ，它 的 保 存  
在 一 小 时 产 品 中 的 价 值 总 是 不 会 变 成 保 存 在 两 小 时 产 品 中 的 价 值 。 
同 样 ，如 果 纺 纱 工 人 的 劳 动 的 生 产 率 发 生 了 变 化 ，提 高 了 或 者 降 低  
r ，那 么 ，他 例 如 一 个 小 吋 纺 的 棉 花 就 会 比 过 去 增 多 或 减 少 ，因而他 
保 存 在 一 个 小 时 产 品 中 的 棉 花 价 值 也 会 增 多 或 减 少 》但 是 不 管 怎  
样 ，他 两 个 劳 动 小 时 保 存 的 价 值 总 是 一 个 劳 动 小 时 的 两 倍 。

把纯 粹象征性的表现 —— 符 号 撇 开 ，价 值 只是 存 在 于 某 种 有 用 物  
屮 . 存 在于某种 物中。（人 本 身 单 纯 作 为 劳 动 力 的 存 在 来 看 ，也是自然 
对 象 ，是 活 的 有 意 识 的 物 ，而 劳 动 不 过 是 这 种 力 的 外 在 的 物 质 表 现 。） 
因 此 .如 果 使 用 价 值 丧 失 ，交换 价 值 也 就 丧 失 。生 产 资 料 在 丧 失 自 己 的  

使用价值 的同 时 并 不 丧 失 价 值 ，因 为 劳 动 过 程 使 他 们 丧 失 自 己 原 来 的  
有 用 形 式 ，实 际 上 只 是 为 了 在 产 品 上 赋 予 它 们 一 种 新 的 有 用 形 式 。虽  
然价 值 存 在 于 某 种 有用 物 中 是 很 重要 的 .但 是 商品 的 形 态 变 化向 我 们  
表 明 ，这 种 物 是 哪 一 种 是 没 有 关 系 的 。 由 此 可 见 ，在 劳 动 过 程 中 ，产 品 
只 是 随 着 生 产 资 料 丧 失 它 的 有 用 性 并 同 时 丧 失 它 的 价 值 而 逐 步 地 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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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生 产 资 料 的 价 值 。生 产 资 料 转 给 产 品 的 价 值 只 是 它 作 为 生 产 资 料  
而 丧 失的价值 。但 是 在 这 方 面 ，劳 动 的各 种 物 质 W素的情况 是不丨 n'j的 a

为 发 动 机 器 而 燃 烧 的 煤 消 失 得 无 影 无 踪 ，为 润 滑 轮 轴 而 h 的油 
等 等 也 是 这 样 。染 料 和 其 他 辅 助 材 料 消 失 了 ，但 是 又 在 产 品 的 M性 
中 表 现 出 来 。原 料 形 成 产 品 的 实 体 ，但 是 改 变 了 自 己 的 形 式 。可 见 . 

原 料 和 辅 助 材 料 丧 失 了 它 们 作 为 使 用 价 值 进 人 劳 动 过 程 时 所 具 有 的  
形 态 。 真 正 的 工 具 却 不 是 这 样 。某 种 工 具 、机 器 、厂 房 、容 器 等 等 ，只 
有 在 它 们 保 持 自 己 原 来 的 形 态 时 才 能 在 劳 动 中 发 挥 作 用 》它 们 在生 
前 ，在 劳 动 过 程 中 ，与 产 品 相 对 保 持 着 自 己 固 有 的 形 态 ，它 们 在 死 后  
也 保 持 着 这 种 形 态 。机 器 、工 具 、厂 房 等等 的 尸 骸 同 在 它 们 帮 助 下 生  
产 的 产 品 总 是 分 开 而 存 在 的 ，与 产 品 无 关 。如 果 我 们 考 察 劳 动 工 具  
从 它 进 人 工 作 场 所 那 天 起 到 被 扔 进 废 品 库 那 天 止 发 挥 作 用 的 整 个 时  
期 ，就 会 看 到 ，在 这 个 时 期 中 ，它 的 使 用 价 值 已 经 完 全 被 劳 动 消 耗 了 ， 
因 此 它 的 价 值 也 完 全 转 移 到 产 品 上 去 了 。例 如 ，一 台 纺 纱 机 的 寿 命  
为 1〇年，在 它 发 挥 作 用 的 10年 中 ，它 的 全 部 价 值 就 并 到 K)年的产  
品 上 去 。因 此 ，这 样 一 种 工具的生存期•包括若干不断 重新用它 来 反  
复 进 行 的 操 作 。劳 动 工 具 同 人 的 情 况 一 样 。每 人 每天都死掉生命的 
24小 时 。但 仅 仅 从 人 的 外 表 看 不 出 ，他 已 经 死 掉 了 生 命 的 多 少 天 。 

然 而 ，这 并 不 妨 碍 保 险 公 司 从 人 的 平 均 寿 命 中 得 出 非 常 准 确 、非常有 
利 (这 重 要 得 多 )的 结 论 。同 样 ，根 据 经 验 可 以 知 道，一种 劳 动 工 具 ，例 
如 针 织 机 器 ，平 均 能用 多 少 时 间 。假 定 它 的 有 用 性 在 劳 动 过 程 中 只 能  
持 续 6 天 ，那 么 它 平 均 每 日 丧 失 它 的 使 用 价 值 的 + ，因 而 把它 的 交 换  

价 值 的 { 转 给 每天 的 产 品 。一 切 劳 动 工 具 每 天 的 损 耗 ,劳 动 工具每天 
往 产 品的价值 上 转 移多 少 自 己 的 价值 ，都是用这 种 方法 来 计 算的。

在 这 里 可 以 十 分 清 楚 地 看 到 ，生 产 资 料 转 给 产 品 的 价 值 绝 不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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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于 它 在 劳 动 过 程 中 因 本 身 的 消 耗 而 丧 失 的 价 值 。如 果 生 产 资 料 没  
有 价 值 可 以 丧 失 ，就 是 说 ，如 果 它 本 身 不 是 人 类 劳 动 的 产 品 ，那 么 ，它  
就 不 会 把 任 何 价 值 转 给 产 品 。它 只 是 充 当 有 用 物 的 形 成 要 素 ，而不 
是 充 当 价 值 的 形 成 要 素 。一 切 未 经 人 的 协 助 就 天 然 存 在 的 生 产 资  
料 ，如 土 地 、水 、风 、矿 脉 中 的 铁 、原 始 森 林 中 的 树 木 等 等 . 都 是 这 样 。

在 这 里 ，我 们 遇到 另 一 个 有 趣的 现 象 。假 定 一 台 机 器 值 1 〇〇〇镑 ， 
并 且 在 1 〇〇〇天 内 损 耗 掉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机 器 的 价 值 每 天 有 ^ 转  
移 到 它 的 H产 品 上 ;但 是 . 尽 管 机 器 的 生 命 力 日 益 减 弱 ，整 个 机器仍然 
不 断 地在劳 动 过 程 屮 起作用。因 此 ，尽 管 某 个 劳 动 因 素 全 部 进 人 使 用  
价 值 的生 产 ，但 只 是 部 分 地 进 人 价 值 形 成 。这 样 ，这 两 个 过 程 的 区 别  
就 反 映 在 物 质 因 素 上 ，因 为 在 同 一 操 作 中 ，同 一 生 产 资 料 全 部 被 算 做  
前 一 个 过 程 的 要 素 ，而又只是部分地被算做后一过 程的要素 。 (22)

( 2 2 ) 这 里 不 包 括 维 修 L具 、机 器 、建 筑 物 等 等 的 劳 动 。疋 在 修 理 中 的 机  
器 不 是 充 当 劳 动 资 料 .而 是 充 当 劳 动 对 象 ，不 是 用 它 来 劳 动 ，而 是 对 它 本 身 进  
行 加 J1.以 便 修 复 它 的 使 用 价 值 ,，我 们 可 以 认 为 ，这 种 修 理 劳 动 总 是 包 括 在 生  
产 工 具 所 必 要 的 劳 动 中 ,，正 文 中 所 说 的 那 种 损 耗 是 任 何 医 生 都 不 能 医 治 的 ，它  
逐 渐 导 致 死 亡 。“这 种 损 耗 有 时 是 不 Ö丨 能 补 偿 的 .就 刀 来 说 ，它 会 使 刀 最 后 弄 到  
这 种 地 步 . 连 磨 刀 匠 乜 会 说 . 这 把 刀 不 值 得 再 磨 了 。”我 们 在 正 文 中 看 到 .例 如 机  
器 是 全 部 进 人 每 一 个 生 产 操 作 .但 只 是 部 分 进 人 同 时 进 行 的 价 值 形 成 。 根 据 这  
- 点 ，我 们 4 以 判 断 下 述 概 念 的 混 乱 了  : “李 嘉 图 先 生 说 ，机 器 制 造 工 人 制 造 织  
袜 机 时 耗 费 的 劳 动 的 一 部 分 ，包 含 在 例 如 一 双 袜 子 的 价 值 内 》 可 是 生 产 每 一 双  
袜 子 的 仝 部 劳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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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 织 出 许 多 双 袜 子 ，佴 是 缺 少 机 器 的 任 何 一 部 分 ，连 一 双 袜 子  
Üi织 不 出 来 《评 政 治 经 济 学 上 若 千 用 语 的 争 论 ，特 别 是 有 关 价 值 、供 求 的 争  
论 》1_82_1年 伦 敦 版 第 54 K ) 这 位 作 菁 这 位 ■ 端 苜 负 的 自 命 不 凡 的 人 ，在 论 战  
中 ，n 有 就 下 面 这 点 来 说 是 对 的 ：无 论 李 嘉 图 ，还 是 在 他 以 前 或 以 后 的 其 他 任  
何 经 济 学 家 .都 没 冇 把 劳 动 的 两 个 方 面 准 确 地 区 分 开 来 ，自 然 更 没 有 对 这 两 方  
面 Æ价 K 形 成 上 所 起 的 不 同 作 用 作 出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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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反 ，一种 生 产 资 料 尽 管 只 是 部 分 地 进 人 使 用 价 值 的 生 产 .却 能  
够 全 部 进 入 价 值 形 成 。假 定 在 纺 纱 操 作 中 ，每 天 115磅 棉 花 中 有 1 5磅 

损 失 了 ，也 就 是 说 ，没 有 变 成 棉 纱 ，而 是 变 成 了 英 国 人 所 说 的 K花 。如 
果这 g 的 损 失 是 正 常 的 ，在生产 中 平 均 来 说 是不 可 避 免 的 .耶 么 这 15 

磅 棉 花 虽 然 不 是 棉 纱 的 要 素 ，但 同 形 成 棉 纱 实 体 的 1〇()磅 棉 花 一 祥 ， 
也加 人棉 纱 的 价 值 中 。为 了 生 产 1 0 0磅 棉 纱 . 1 5 磅 棉 花 必 须 化 为 飞 花 . 

正 因 为 这 种 损 失 是 生产 的 条 件 ，损 失 的棉 花 才 会 把 自 己 的 价 值 转 给 棉  
纱 。劳 动 的 一 切 排 泄 物 都 是 这 样 ,当 然 只有 在 这 些 排泄 物 不 再 形 成新  
的 生 产 资 料 ，因 而 不 再 形 成 新 的 使 用 价 值 的 情 况 下 才 是 这 样 . 例如我 
们 在 曼 彻 斯 特 的 大 机器 制 造 厂 内 可以 看 到 .被 庞 大 的 机 器 像 刨 花 一 样  
削下的铁 屑堆积 如山，傍晚 被运 到炼 铁 厂 去 ,第二天变 成铁 锭 再运 冋 来 。

生 产 资 料 只 有 丧 失 掉 它 们 存 在 于 旧 的 有 用 形 式 中 的 价 值 ，才把 
价 值 转 移 到 新 产 品 上 。它 们 奔 劳 动 过 程 中 所 能 丧 失 的 最 大 限 度 的 价  
值 量 ，显 然 是 以 它 们 进 人 操 作 时 原 有 的 价 值 量 为 限 ，或 者 说 .是 以 生  
产 它 们 所 需 要 的 劳 动 时 间 为 限 。 因 此 ，生 产 资 料 加 到 产 品 上 的 价 值  
绝 不 可 能 大 于 它 们 自 己 具 有 的 价 值 》不 管 一 种 原 料 ，一种 机器•一种  
生 产 资 料 的 有 用 性 如 何 ，如 果 它 值 1 5 0 镑 ，比 方 说 .耗 费 5 0 0 个 工作 

日，那 么 它 加 到 在 它 协 助 下 制 造 的 总 产 品 上 去 的 价 值 就 绝 不 会 大 于  
1 5 0 镑 。它 的 价 值 不 是 由 它 作 为 生 产 资 料 进 人 的 劳 动 决 定 的 .而 是  

由 它 作 为 产 品 被 生 产 出 来 的 劳 动 决 定 的 。它 在 使 用 它 的 操 作 中 只 是  
作 为 使 用 价 值 即 作 为 具 有 有 用 属 性 的 物 起 作 用 ；如 果 它 在 进 人 这 个  
操 作 之 前 没 有 价 值 ，它 就 不 会 把 任 何 价 值 转 给 产 品 。

( 2 3 ) 我 们 "I以 由 此 对 让 • 巴 • 萨 伊 的 高 明 的 见 解 进 行 判 断 ：T : 他 想 从 虫  
产 资 料 (土 地 、:T.Ä、皮 笮 等 等 )的 使 用 价 值 在 劳 动 中 所 提 供 的 生 产 服 务 • 引 出 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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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生 产 劳 动 把 生 产 资 料 转 化 为 新 产 品的形成要素时 ，生产 资 料的 
价 值 也就 经 过 某 种 轮 回 。它 从 已 消 耗 的 躯 体 转 到 新 形 成 的 躯 体 。但 是  
这 种 转 生 是在现 实 的 劳 动 背后 发 生的。劳 动 者 不 保 存 旧 价 值 ，就不能 
加 进 新 劳 动 ，因 而 就 不 能 创 造 新 价 值 .因 为 他 必 须 在 有 用 的 形 式 上 加  
进 这 种 劳 动 ;而 他 不 把 产 品 变 为 新 产 品 的 生 产 k 料 ，从 而 把 它 们 的 价  
值 转 移 到 新 产 品 上 去 ，他 就 不 能 在 有 用 的 形 式 上 加 进 劳 动 。可 见 ，由 
于 加 进 价 值 而 保 存 价 值 ，这 是 发 挥 作 用 的 劳 动 力 即 活 劳 动 具 有 的 属  
性 ;这 是一种 自然恩惠，这 种 卜彳 然恩惠不费 工人什么 ，但对 资 本家却大有 
好 处 ;资 本 家由 于 这 种 自 然恩 惠 而 能 够 保 存 他 的 资 本 的 现 有 价 值 。 <24)

余 价 值 (利 息 、利 润 、地 m )。 决 不 轻 易 放 过 机 会 把 拼 凑 得 很 精 巧 的 辩 护 思 想 用  
黑 字 写 在 白 纸 上 的 罗 雪 尔 教 授 则 对 此 喊 道 让 • 巴 • 萨 伊 在 《论 政 治 经 济 学 》 
第 ■卷 第 四 章 中 非 常 正 确 地 指 出 ，‘ 榨 油 机 所 生 产 的 价 值 扣 除 一 切 费 用 后 ，还 留  
下 一 种 同 制 造 榨 油 机 本 身 所 费 的 劳 动 有 本 质 区 别 的 新 东 西 ’。”(《国 民 经 济 学 原  
理 》]«「>8年 第 3 版 第 8 2 页 注 )非 常 正 确 ！榨 油 机 所 生 产 的 “油 ”同 制 造 榨 油 机 所  
费 的 劳 动 是 很 不 相 同 的 。 罗 雪 尔 先 生 所 说 的 “东 西 ”是 指 “油 ”，因 为 “油 ”有 价  
值 ;但 “自 然 界 ”有 石 油 . 尽 管 相 对 来 说 不 很 多 •他 从 这 一 点 得 出 了 另 一 个 教 条 ： 
“它 < 肉 然 界 ！〉几 乎 完 全 不 生 产 交 换 价 值 。”罗 雪 尔 先 生 的 自 然 界 及 其 交 换 价 值 ， 
就 像 一 个 承 认 自 己 生 过 一 个 只 有 “一 点 点 大 的 ”孩 子 的 姑 娘 一 样 》 这 位 严 肃 的  
学 # 还 趁 另 •次 机 会 说 道 :“李 嘉 图 学 派 通 常 把 资 本 包 括 在 劳 动 概 念 内 .把 它 叫  
做 枳 累 的 劳 动 . 这 是 小 高 明 的 < ! > ,因 为 毫 无 疑 问 ，资 本 占 有 者 不 单 纯 是 〈！）生 产  
ft丨 保存 它 ，而 且 敁 然 做 r 更 多 的 （！）事 情 。”那 么 他 做 了 什 么 呢 ？ “他 节 制 了 自 己  
可 能 的 享 受 . 为 此 <!>,比 如 说 ，他 希 望 并 要 求 得 到 利 息 。”罗 雪 尔 先 生 称 为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解 剖 学 和 学 方 法 ”的 这 种 方 法 是 多 么 高 明 啊 ！这 种 方 法 把 纯 粹 的  
总 愿 变 成 了 价 值 的 永 不 枯 竭 的 源 以 ！

(2.1 > “在 农 场 主 使 用 的 切 工 具 中 . 人 类 劳 动 是 他 用 来 补 偿 自 己 资 本 的  
M "丨 靠 的尔 西 . M:他 两 类 东 西 ，一 类 是 役 畜 . 另 一 类 是 犁 . 车 、镐 、铲 等 等 ，没 有  

-定 ä 的 人 类 劳 动 , 就 毫 无 用 处 。” (埃 德 蒙 • 伯 克 《关 于 贫 困 的 意 见 和 详 情 .原  
系 17坶 年 丨 〗刀 向 最 尊 敬 的 威 廉 • 皮 特 提 出 的 报 舎 _》18 0 0年 伦 敦 版 第 1.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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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生 意 兴 隆 的 时 候 ，资 本 家 埋 头 赚 取 剩 余 价 值 ，觉 察 不 到 劳 动 的 这 种  
无 偿 的 恩 惠 。但 当 劳 动 过 程 被 迫 中 断 的 吋 候 ，例 如 当 危 机 到 来 的 时  
候 ，资 本 家 对 此 就 有 切 肤 之 感 了 。 (25) 26 27

就 生 产 资 料 来 说 .被 消 耗 的 是 它 们 的 使 用 价 值 ，劳 动 消 费 这 种 使  
用 价 值 ，制 成 产 品 。生 产 资 料 的 价 值 实 际 上 没 有 被 消 费 ，因而也 
不 可 能 再 生 产 出 来 。这 个 价 值 被 保 存 下 来 ，但 不 是 因 为 在 劳 动 过 程  
中 对 这 个 价 值 本 身 进 行 了 操 作 ，而 是 因 为 这 个 价 值 原 先 借 以 存 在 的  
那 个 对 象 只 是 为 了 获 得 一 种 新 的 有 用 形 式 才 消 失 。 因 此 ，生 产 资 料  
的 价 值 是 再 现 在 产 品 的 价 值 中 . 确 切 地 说 ，不 是 再 生 产 出 来 。成为 产  
品 的 东 西 是 旧 交 换 价 值 借 以 再 现 的 新 使 用 价 值 。

( 2 5 )  有 一 个 工 厂 主 ，他 的 纺 纱 厂 共 雇 用 8 Ü 0 个 工 人 ，每 周 平 均 消 耗 〗5 0 包 
东 印 度 棉 花 或 约 1 3 0 包 美 国 棉 花 „ 他 在 1 8 6 2 年 1 1 月 2 6  U 的 《泰 唔 士 报 》上曾 
为 了 他 的 工 厂 每 年 停 工 的 花 费 向 公 众 诉 苦 n 他 估 计 这 笔 花 费 达 6 000镑 。在这  
些 费 用 中 . 有 许 多 项 目 同 我 们 这 电 无 关 . 如 地 租 、税 款 、保 险 费 以 及 按 年 雇 用 的  
人 员 - - 经 理 、会 汁 、工 程 师 的 薪 金 等 等 。 然 后 ，依 他 计 算 ，为 了 购 买 工 厂 有 时  
取 暖 和 开 动 蒸 汽 机 所 用 的 煤 共 需 1 5 0 镑 。 此 外 还 要 支 付 临 时 必 须 雇 用 的 工 人  
的 工 资 。最 后 .机 器 的 费 用 为 1 200镑 ，因 为 “天 气 和 自 然 的 腐 蚀 力 并 不 闪 蒸 汽  
机 停 止 运 转 就 不 再 发 挥 作 用 ”。他 强 调 说 . 他 的 估 计 之 所 以 没 有 大 大 超 出 1 200 
镑 这 样 一 个 数 目 ，是因为 他的全部机器已经 很 破丨 丨 丨 r 。

(26) “生 产 消 费 :在 生 产 消 费 中 ，商 品 的 消 费 是 生 产 过 程 的 一 部 分 … … 在 
这 种 场 合 下 价 值 没 有 被 消 费 掉 赛 • 菲 • 纽 曼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丨835年 安  
多 弗 一 纽 约 版 第 296 页 ）

( 2 7 )  在 一 本 也 许 Ü 经 出 到 2 0 版 的 美 国 教 科 书 中 ，有 这 样 的 话 :“资 本 以 什  
么 形 式 再 现 是 无 关 紧 要 的 。”该 书 在 乏 味 地 罗 列 f  一 切 可 能 在 产 品 中 再 现 内 d  
价 值 的 生 产 成 分 之 后 ，得 出 结 论 说 :“人 们 生 存 和 安 乐 所 必 需 的 各 种 食 物 、衣服 
和 住 房 同 样 会 发 生 变 化 。它 们 时 时 被 消 费 掉 . IW它 们 的 价 值 则 作 为 它 们 给 f•人 
的 肉 体 和 精 神 的 新 力 量 再 现 出 来 ，从 而 形 成 新 的 资 本 ，再 用 于 生 产 过 程 ( 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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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产 的 主 观 因 素 . 即 发 挥 作 用 的 劳 动 力 ，却 不 是 这 样 。 当 劳 动 通 

过 由 它 的 目 的 所 赋 予 它 的 形 式 而 把 生 产 资 料 的 价 值 保 存 并 转 移 到 产  
品 上 去 的 时 候 ，它 的 运 动 每 时 每 刻 都 创 造 出 追 加 的 价 值 ，创 造 出新 价  
值 。假 设 生 产 在 劳 动 者 生 产 出 他 自 己 的 劳 动 力 的 日 价 值 的 等 价 物 以  
后 就 停 下 来 ，例 如 .他 劳 动 6 小 时 加 进 3 先 令 价 值 。这 个 价 值 是 产 品  

价 值 超 过 其 中 由 生 产 资 料 价 值 构 成 的 部 分 而 形 成 的 余 额 。它 是牛产  
出 来 的 唯 一 的 真 正 的 价 值 ，是 唯 一 在 产 品 价 值 形 成 过 程 中 产 生 出 来  
的 产 品 价 值 部 分 。它 补 偿 资 本 家 在 购 买 劳 动 力 时 预 付 的 ，后 来 由 劳  
动 者 在 生 活 资 料 上 花 费 的 货 币 。就 已 花 费 的 3 先 令 来 说 ，这 3 先令 

的 新 价 值 表 现 为 简 单 再 生 产 ;但 这 个 价 值 是 真 正 再 生 产 出 来 的 ，不像 
生 产 资 料 的 价 值 是 表 面 上 再 生 产 出 来 的 。在 这 里 ，一 个 价 值 用 另 一  
个 价 值 来 补 偿 是 通 过 新 的 创 造 来 实 现 的 。

然 而 我 们 已 经 知 道 ，劳 动 持 续 时 间 会 越 过 劳 动 力 价 值 的 等 价 物  
仅 仅 被 再 生 产 出 来 并 被 加 到 劳 动 对 象 上 这 一 点 而 继 续 下 去 。再生产  
出 这 一 等 价 物 . 6 小 时 就 够 了 . 但 是 操 作 却 持 续 12小 时 或 更 K 的时  

间 。这 样 ，发 挥 作 用 的 劳 动 力 就 不 仅 再 生 产 出 自 身 的 价 值 ，而且生产  
出 一 个 超 额 价 值 ^这 个 剩 余 价 值 就 是 产 品 价 值 超 过 它 的 被 消 耗 掉 的  
因 素 即 生 产 资 料 和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而 形 成 的 余 额 。

威 彳 德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1KM年 波 士 顿 版 第 :泛 页 )我丨 |'丨 撇 开 所有其他的奇怪 
说 法 不 谈 . 只 须 指 出 ，在 人 的 新 力 Ä 中 再 现 的 . 并 不 是 面 包 的 价 格 .而 是 形 成 面  
包 的 血 液 的 实 体 . 相 反 .作 为 这 个 力 M•的 价 值 再 现 的 . 也 并 不 是 生 活 资 料 ■ 而 是  
卞:活 资 料 的 价 值 。 M样 一 些 生 活 资 料 . 如 果 它 的 价 格 减 少 一 半 ，仍 然 产 生 同 样  
多 的 肌 肉 、骨 骼 等 等 ，总 之 ，仍 然 产 生 同 等 的 力 量 ，但 不 是 同 等 价 值 的 力 量 „ “价 
值 ”和 “力 量 ”之 间 的 这 种 混 淆 •以 及 全 部 伪 善 的 含 糊 其 词 . 目 的 是 要 掩 盖 这 样 一  
种 徒 劳 的 企 图 :用 预 付 价 值 的 单 纯 再 现 来 解 释 剩 余 价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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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叙 述 了 劳 动 的 不 同 因 素 在 产 品 价 值 的 形 成 中 所 起 的 + M作 
用 ，事 实 上 也 就 说 明 了 资 本 的 不 同 组 成 部 分 在 剩 余 价 值 形 成 屮 所 执  
行 的 不 同 职 能 。产 品 的 价 值 超 过 产 品 的 形 成 耍 素 的 价 值 而 形 成 的 余  
额 ，就 是 由 于 剩 余 价 值 而 增 大 了 的 资 本 超 过 预 付 资 本 而 形 成 的 余 额 。 
生 产 资 料 和 劳 动 力 不 过 是 资 本 价 值 从 货 币 形 式 转 化 为 劳 动 过 程 的 W 
素 时 所 采 取 的 不 同 的 存 在 形 式 。

可 见 ，转 变 为 生 产 资 料 即 原 料 、辅 助 材 料 、劳 动 工 具 的 那 部 分 资  
本 ，在 生 产 过 程 中 并 不 改 变 自 己 的 价 值 量 。因 此 ，我 们 把 它 称 为 + 变  
资 本 部 分 ，或 简 称 为 不 变 资 本 ,

相 反 ，转 变 为 劳 动 力 的 那 部 分 资 本 ，会 在 生 产 过 程 屮 改 变 价 值 。 
它 再 生 产 自 身 的 等 价 物 和 - 个 超 过 这 个 等 价 物 而 形 成 的 余 额 ，剩余 
价 值 。这 个 剩 余 价 值 本 身 是 可 以 变 化 的 ，是 可 大 可 小 的 。这 部 分 资  
本 从 不 变 量 不 断 转 化 为 可 变 量 。因 此 ，我 fl‘丨 把它 称 为 》了变 资 本部分 . 

或 简 称 为 可 变 资 本 。资 本 的 同 一 些 要 素 ,从 使 用 价 值 生 产 的 角 度 看 ， 
是 作 为 客 观 因 素 和 主 观 因 素 ，作 为 生 产 资 料 和 劳 动 力 相 区 别 的 ;从 价  
值 形 成 的 角 度 看 ，则 是 作 为 不 变 资 本 和 可 变 资 本 相 区 别 的 。

不 变 资 本 这 个 概 念 决 不 排 斥 它 的 组 成 部 分 发 生 价 值 变 动 。假定 
1 磅 棉 花 今 天 值 j 先 令 ，明天由丁 •棉 花 歉 收 而 涨 到 1 先 令 》仍在加 
工 中 的 原 有 的 棉 花 .是 按 j 先 令 的 价 格 买 进 的 ;但 现 在 加 到 产 品 匕 的  
价 值 却 是 1 先 令 。 已 经 纺 完 ，也 许 已 经 变 成 棉 纱 在 市 场 上 流 通 的 棉  
花 ，加 到 产 品 上 的 价 值 N 样 也 比 它 原 来 的 价 值 大 一 倍 。然 而 我 们 知  
道 .这 种 价 值 变 动 是 同 棉 花 通 过 纺 纱 本 身 得 到 的 价 值 的 增 殖 没 有 关  
系 的 。如 果 原 有 的 棉 花 还 没 有 进 人 加 工 过 程 ，它 现 在 也 能 按 1 先令 
而 不 是 按 { 先 令 再 卖 出 去 。棉 花 受 到 的 加 工 越 少 .这 种 结 果 就 越 可  
靠 。因 此 . 当 发 生 类 似 的 价 值 激 变 时 ，投 机 的 规 律 是 :在 加 工 最 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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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料 上 进 行 投 机 .在 棉 布 上 不 如 在 棉 纱 t .在 棉 纱 上 不 如 在 棉 花 上 。 
在 这 里 . 价 值 变 化 是 发 生 在 生 产 棉 花 的 过 程 中 .而 不 是 发 生 在 棉 花 作  
为 生 产 资 料 . 从 而 作 为 不 变 资 本 执 行 职 能 的 过 程 中 。价 值 固然是由 
凝 固 在 商 品 中 的 劳 动 量 决 定 的 ;但 这 个 量 本 身 是 社 会 地 决 定 的 。如 
果 生 产 -个 物 品 所 需 要 的 社 会 劳 动 时 间 改 变 广 ，例 如 ， M—数 量的棉 
花 在 歉 收 时 比 在 t :收 时 代 表 大 得 多 的 劳 动 量 ，那 么 .始 终 被 看 做 本 类  
商 品 的 一 个 样 品 (28)的 原 有 商 品 ，就 会 崑 接 由 此 受 到 影 响 • 因 为 它  
的 价 值 总 是 由 社 会 必 要 劳 动 计 量 的 ，也 就 是 由 社 会 现 有 条 件 下 的  
必 要 劳 动 汁 f l 的 。

同 Ji;(料 的 价 值 一 样 . 已 经 用 于 生 产 的 劳 动 工 具 即 机 器 、厂 房等等 
的 价 值 . 也 可 以 发 生 变 动 .因 此 它 们 转 给 产 品 的 那 部 分 价 值 也 会 发 生  
变 动 。例 如 ，由 于 一 种 新 发 明 .这 种 机 器 可 由 较 少 的 劳 动 耗 费 再 生 产  
出 来 . 耶 么 N 种 的丨 [丨 机器就要或多或少地贬 值 ，因 而 转 移 到 产 品 上 去  
的 价 值 也 要 相 应 地 减 少 。但 是 在 这 种 场 合 同 以 前 一 样 ，价 值 变 动 也  
是在机器作为 工具执 彳 Ï 职 能 的 生 产 过 程 以 外 发 生 的 。机 器 在这 个 过  
程 中 转 移 的 价 值 绝 不 会 大 于 它 本 身 所 具 有 的 价 值 。

生 产 资 料 价 值 的 变 动 虽 然 也 会 对 生 产 资 料 产 生 影 响 ，甚 至 在 生  
产 资 料 进 人 劳 动 过 程 以 后 也 是 如 此 . 何 + 会 改 变 它 的 不 变 资 本 的 性  
质 。 问 样 .不 变 资 本 和 可 变 资 本 之 间 的 比 例 的 变 动 也 不 会 影 响 它 们  
在职 能丨 :的 区 別 。假 定 劳 动 的 技 术 条 件 可 以 大 大 革 新 . 例 如 过 i  1() 
个 T.人 川 〗0 件价值 很 小的工具只能加丨 : 比 较 少 量 的 原 料 ，现 在 1 个  
丨: 人丨 lj I 台 昂 贵 的 机 器 就 能 加 T  1«〇 倍 的 原 料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不

(2 8 ) “全 部 M 类 产 品 K 实 只 足 彳 M , 这 个 量 的 价 格 是 整 个 地 决 定 的 ，而 
小以特殊怙 况 为 转 移， ( 勒特罗 纳 《论 社 会 利 益 》•德 尔 编 《重 农 学 派 》1别 6 年巴 
黎 版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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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资 本 即 被 使 用 的 生 产 资 料 的 价 值 大 大 增 加 了 .而 转 化 为 劳 动 力 的  
资 本 部 分 则 大 大 减 少 r 。但 是 ，这 种 变 动 只 改 变 不 变 资 本 和 可 变 资  

本 之 间 量 的 关 系 ，或 者 说 .只 改 变 总 资 本 分 为 不 变 要 素 和 可 变 要 素 的  
比 例 ，而 不 影 响 它 们 的 职 能 上 的 区 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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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章  

剩 余 价 值 率

1. 劳 动 力的剥 削程度

预 付 资 本 （' 在 生 产 过 程 中 生 出 的 剩 余 价 值 ，首 先 表 现 为 产 品 价  
值 超 过 产 品 的 各 种 生 产 要 素 的 价 值 的 余 额 。

资 本 C 分 为 两 部 分 :一 部 分 是 为 购 买 生 产 资 料 而 支 出 的 货 币 额  
c ( 不 变 资 本 ），另 一 部 分 是 为 购 买 劳 动 力 而 支 出 的 货 币 额 V (可 变 释  

本 〉。因 此 ，最 初 是 C = c + V ，或 者 举 例 来 说 . 预 付 资 本 500镑 =  410 

镑 十 !£ 镑 „ 在生产 。 ÿ 时 得 許 商 品 ，它 的 价 值 =  cTv +  p( p 是 
剩 余 价 值 ），例 如 .4了()镑 + 而 镑 十 90镑 ，原 来 的 资 本 C 变 为 C /,由 500 

镑 变 为 590镑 。二 者 的 差 额 = 丨) . 即 90 镑 剩 余 价 值 。因 为 各 种 生 产  
嬰 素 的 价 值 等 于 预 付 资 本 的 价 值 ，所 以 ，说 产 品价 值 超 过 产 品的 各 种  
生 产 要 素 的 价 值 而 形 成 的 余 额 . 等 于 预 付 资 本 的 增 殖 额 ，或等 于生 产  
出 来 的 剩 余 价 值 ，实 际 上 是 M 义 反 复 =

然 iW.对 这 个 同 义 反 复 需 要 作 进 一 步 的 研 究 。这 里 同 产 品 价 值  
相 比 较 的 . 是 产 品 形 成 过 程 屮 消 耗 的 各 种 生 产 要 素 的 价 值 „ 但 是 我  
们 已 经 知 道 ，由 劳 动 I.具 构 成 的 那 部 分 被 使 用 的 不 变 资 本 只 是 把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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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价 值 的 一 部 分 转 给 产 品 •而 其 余 的 部 分 仍 然 保 留 在 原 来 的 形 式 中 - 

既 然 这 后 一 部 分 在 价 值 形 成 中 不 起 任 何 作 用 ，所 以 必 须 把 它 完 个 拙  
去 。即 使 把 它 计 算 进 去 ，也 不 会 引 起 任 何 改 变 。假 定 c =  410镑 .由 
原 料 :312镑 、辅 助 材 料 41 镑 和 磨 损 的 机 器 54 镑 组 成 ，而实 际 使用的 

全 部 机 器 的 价 值 达 到 1 0 5 4 镑 。我 们 只 把 机 器 因 执 行 职 能 而 失 掉 的  
并 因 而 转 给 产 品 的 5 4 镑 价 值 ，算 做 预 付 。 如果我们 把 仍 然 保 留在 原  

来 形 式 （如 蒸 汽 机 等 等 ）中 的 1 〇〇〇镑 丨 |•算 进 去 ，就 必 须 在 预 付 价 值  
和 得 到 的 产 品 这 两 边 都 加 h I 〇〇〇镑 „(29)这 样 ，一 边 就 是 1 500镑 . 

另 一 边 就 是 1 590镑 .剩 余 价 值 仍 然 是 9()镑 。 W此 .我 们 谈 到 为 生  

产 价 值 ( 这 正 是 我 们 在 这 里 所 研 究 的 问 题 ）而 预 付 的 不 变 资 本 时 . 总  
只 是 指 在 生 产 过 程 中 消 耗 的 资 料 的 价 值 》

根 据 这 样 的 假 定 ，我 们 再 回 头 来 谈 （ ' = c  +  v 这 个 公 式 ，这 个 公  

式 现 在 转 化 为 C' =  c T v  +  p ,因 此 ，C 转 化 为 （:'。我 们 知 道 ，不 变 资  

本 的 价 值 只 是 再 现 在 产 品 中 。可 见 .在 生 产 过 程 本 身 中 实 际 新 生 产  

的 价 值 . 是 和 得 到 的 产 品 价 值 不 同 的 。 因 此 •它 不 像 乍 一 看 来 那 样 ，
C V 必  V ^

仿 佛 是 C+V +P,或 布 ) 镑 + 茹 镑 +  90 镑 ，而 是 V+P，或 峁 镑 +  !)()

镑 .不 是 590镑 . 而 是 180镑 。如 果 不 变 资 本 c = 0 , 换 句话 说 •如果

有 这 样 一 些 产 业 部 门 . 它 们 的 资 本 家 可 以 不 使 用 任 何 由 劳 动 创 造 的
生 产 资 料 ，既 不 使 用 原 料 、辅 助 材 料 . 也 不 使 用 工 具 .而只是使用劳 动
力 和 自 然 提 供 的 材 料 . 那 么 ，就 不 会 有 不 变 价 值 部 分 转 移 到 产 品 上
去 。产 品 价 值 的 这 个 要 素 . 即 我 们 例 子 中 的 4 1 0 镑 . 就 会 消 失 ，但是

(29 ) ••如 果 我 们 把 所 使 用 的 固 定 资 本 的 价 値 算 做 预 付 资 本 的 一 部 分 .我  
们 就 必 须 Æ年 终 时 把 这 种 资 本 的 残 余 价 值 算 做 年 收 人 的 一 部 分 尔 萨 斯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丨 抑6 年 伦 敦 第 2 版 第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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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含 90镑 剩 余 价 值 在 内 的 已 生 产 出 来 的 180镑 的 价 值 仍 然 会 同 c 

代 表 无 限 量 的 价 值 时 一 样 大 。现 在 ,C = 6 T v = v,而 CT(由于包含剩 
余 价 值 而 增 大 了 的 资 本 ) = v + p ;C '—C 仍 然 = p 。相 反 ，如 果 p = 0 , 

换 句 话 说 ，假 定 劳 动 力 (其 价 值 是 以 可 变 资 本 预 付 的 ）只是生产 了自 
己 的 等 价 物 ，那 么 C = c +  V，C '(产 品 价 值 ）= c + v + 0 ，因 此 ，C = C '。 
预 付 资 本 没 有 增 殖 。

我 们 已 经 知 道 ，剩 余 价 值 只 是 V ( 转 变 为 劳 动 力 的 资 本 部 分 )发  
生 价 值 变 化 的 结 果 ，因 此 ，v + p = v + d v ( v 加 V的 增 长 额 但 是 这  
种 价 值 变 化 的 现 实 性 质 不 是 一 眼 就 能 看 穿 的 ;这 是 因 为 ：由于资 本可 
变 要 素 的 增 加 ，全 部 预 付 资 本 也 增 加 了 。全 部 预 付 资 本 以 前 是 500, 
现 在 变 成了  590。可 见 ，纯 粹 的 分 析 要 求 把 产 品 价 值 中 只 是 再 现 不  

变 资 木 价 值 的 那 一 部 分 抽 去 ，就 是 说 ，要 求 假 定 不 变 资 本 c = 0 。为  
此 . 这 样 就 要 运 用 数 学 上 运 算 变 量 和 常 量 时 总 是 要 用 到 的 一 条 定 律 ， 
就 是 常 量 只 通 过 加 或 减 同 变 量 发 生 联 系 的 定 律 。

另 一 个 困 难 是 由 可 变 资 本 的 原 有 形 式 产 生 的 。 比如在上述例子 
中 ，C '=.l 10镑 不 变 资 本 ,9 0 镑 可 变 资 本 和 90 镑 剩 余 价 值 <! % 镑 是 

已 知 量 ，是 不 变 量 ，把 它 当 做 可 变 量 似 乎 是 不 合 理 的 。但 & 镑 或 90 

镑 可 变 资 本 ，只 是 这 个 价 值 所 经 过 的 过 程 的 符 号 。 首 先 ，两 个 不 变  
价 值 互 相 交 换 ，9 0 镑 资 本 交 换 同 样 值 9 0 镑 的 劳 动 力 。但 是 ，在 生  
产 过 程 中 ，预 付 的 9 0 镑 不 是 为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所 代 替 ，而 是 为 劳 动  

力 的 运 动 所 代 替 . 死 劳 动 为 活 劳 动 所 代 替 ，静 止 量 为 流 动 量 所 代  
替 ，不 变 量 为 可 变 量 所 代 替 》结 果 是 V 的 再 生 产 加 V 的 增 长 额 。 

从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观 点 来 看 ,这 全 部 进 程 是 转 变 为 劳 动 力 的 那 个  
资 本 价 值 的 自 发 的 、自 动 的 运 动 „ 整 个 过 程 及 其 结 果 都 要 归 因 于  
这 个 价 值 。 因 此 .如 果 说 表 示 一 个 会 增 殖 的 价 值 的 “9 0 镑 可 变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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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这 个 说 法 看 来 是 矛 盾 的 ，那 么 它 只 是 表 现 了 资 本 主 义 牛 产 固 有  
的 矛 盾 。

乍 一 看 来 ，假 定 不 变 资 本 等 于 〇是 很 奇 怪 的 ，但 在 日常 生 活 屮 人  
们 经 常 这 样 做 <.例 如 . 有 人 要 汁 算 英 国 棉 纺 织 业 的 利 润 .他 育 先 就 会  
扣 除 付 给 美 国 、印 度 、埃 及 等 国 的 棉 花 价 格 •就 是 说 ，使在产 品价值 屮  
只 是 再 现 出 来 的 那 部 分 资 本 = 0 。

当 然 .不 仅 剩 余 价 值 同 直 接 产 生 它 并 由 它 来 表 示 其 价 值 变 化 的  
那 部 分 资 本 的 比 率 具 有 重 大 的 经 济 意 义 . 而 H.剩 余 价 值 同 全 部 预 付  
资 本 的 比 率 也 具 有 重 大 的 经 济 意 义 ，因 此 我 们 将 在 第 三 册 131中洋 

细 M■论 这 个 问 题 。要 使 资 本 的 一 部 分 转 变 为 劳 动 力 而 增 殖 .就 必 须  
使 资 本 的 另 一 部 分 转 化 为 生 产 资 料 。要 使 可 变 资 本 起 作 川 ，就 必 须  
根 据 企 业 的 一 定 的 技 术 性 质 . 按 相 应 的 比 例 来 预 付 不 变 资 本 。 在 - 

切 化 学 操 作 中 固 然 需 要 蒸 馏 器 及 其 他 容 器 ，但 并 不 能 由 此 说 .在 分 析  
时 不 能 把 这 些 器 具 抽 去 。 如 果 对 价 值 创 造 和 价 值 变 化 就 其 本 身 进 行  
考 察 ，那 么 生 产 资 料 ，不 变 资 本 的 这 些 物 质 代 表 ，就 只 是 提 供 一 种 物  
质 .使 流 动 的 力 即 价 值 创 造 者 得 以 固 定 在 上 面 。闪 此 ,这 种 物 质 的性  
质 和 价 值 如 何 是 没 有 关 系 的 ，无 论 它 是 棉 花 还 是 铁 都 一 样 。它 只 须  

有 足 够 的 量 ，以便@吸 收 生 产 过 程 中 要 消 耗 的 劳 动 。 只 要 有 r 足够  
的 量 .不 管 它 的 价 值 提 高 或 是 降 低 ，或 者 像处 女 地 和 大 海 那 样 没 有 价  
值 ，都 不 会 影 响 价 值 创 造 和 价 值 量 的 变 化 j

这 样 .我 们 先 假 定 不 g 本 部 分 等 于 零 。 于 是 .预 付 资 本 就 从  
c + v 简 化 为 V，产 品 价 值 JT v  +  p 就 简 化 为 生 产 出 来 的 价 值 V + h

( 3 0 ) 卢 克 莱 修 说 无 中 不 能 生 有 ”132, 这 是 不 言 而 喻 的 3 “价 值 创 造 ”是
使 劳 动 力 转 变 为 劳 动 。 而 劳 动 力 首 先 又 是 已 转 变 为 人 的 机 体 的 自 然 物 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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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定 生 产 出 来 的 价 值 = 1 8 0 镑 ，代 表 整 个 生 产 过 程 期 间 流 动 的 劳 动 ； 
我 们 从 中 扣 除 镑 可 变 资 本 的 价 值 ，就 可 得 到 9 0 镑 剩 余 价 值 。这  
90镑 在 这 里 表 示 所 生 产 的 剩 余 价 值 的 绝 对 量 。剩 余 价 值 的 相 对 量 ， 

即 可 变 资 本 增 殖 的 比 率 ，显 然 由 剩 余 价 值 同 可 变 资 本 的 比 率 来 决 定 ， 
用 f 来 表 示 。在 上 述 例 子 中 ，它 是 U  =  l 〇〇%。我 们 把 这 种 相 对 量  
称 i 剩 余 价 值 率 。 (31)

我 们 已 经 知 道 ，工 人 在 劳 动 过 程 的 一 定 生 产 操 作 所 需 要 的 一 段  
时 间 内 ，只 是 生 产 自 己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就 是 说 .只 是 生 产 他 为 维 持 自  
己 所 必 要 的 生 活 资 料 的 价 值 。因 为 他 是 在 自 发 的 社 会 分 工 的 环 境 下  
进 行 生 产 ，所 以 他 不 是 直 接 生 产 自 己 的 生 活 资 料 ，而 是 在其 价 值 同 他  
的 生 活 资 料 的 价 值 相 等 的 某 种 特 殊 的 商 品 形 式 h ，或 者 说 .同 他 用 来  
购 买 生 活 资 料 的 货 币 的 价 值 相 等 的 某 种 特 殊 的 商 品 形 式 (如棉纱 )上 
生 产 出 他 自 己 的 生 活 资 料 。他 为 此 耗 费 的 1：作 H部 分 是 大 小 不 同  
的 . 这 取 决 于 他 每 天 平 均 的 生 活 资 料 的 价 值 ，也就是取 决 于 每 天 生产  
这 些 生 活 资 料 所 耑 要 的 平 均 劳 动 时 间 。 即 使 他 不 是 为 资 本 家 劳 动 ， 
而 只 是 为 自 己 劳 动 ，在 一 切 条 件 相 同 的 情 况 下 .他 平 均 一 天 同 样 要 劳  
动 这 么 多 小 吋 . 才 能 维 持 自 己 的 生 命 。但 是 ，因为 工人 在 生 产 自 己的  
劳 动 力 的 日 价 值 ( 如 3 先 令 ）的 工 作 日 部 分 内 .只 是 生 产 资 本 家 已 经  
支 付 的 价 值 的 等 价 物 ，因 而 只 是 用 一 个 价 值 来 补 偿 另 一 个 价 值 ，所 
以 ，这 种 价 值 的 生 产 实 际 不 过 是 简 单 再 生 产 。因 此 ，我 把 进 行 这 种 再  
生 产 的 丄 作 M部 分 称 为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把 在 这 部 分 时 间 内 耗 费 的 劳

( 3 0 人 们 还 称 之 为 利 润 率 、利 息 率 等 等 ( 英 i&是 「au； «r prom等 等 ）。 读  
者-在 第 三 册 中 会 看 到 ，只 要 知 道 了 剩 余 价 值 的 各 个 规 律 ，利 润 率 是 容 易 理 解 的 。 
如 果 走 相 反 的 道 路 . 则 既 不 能 r 解 前 者 ，也 不 能 了 解 后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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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称 为 必 要劳 动 œ ) : 这 种 劳 动 对 劳 动 者 来 说 所 以 必 要 ，是 因 为 它 不  

以 他 的 劳 动 的 社 会 的 形 式 为 转 移 ;这 种 劳 动 对 资 本 和 资 本 家 世 界 来  
说 所 以 必 要 ，是 因 为 劳 动 者 的 存 在 是 这 个 世 界 的 基 础 。

超 出 必 要 劳 动 的 界 限 的 时 间 ，虽 然 耗 费 工 人 的 劳 动 ，耗 费 力 ， 

但 并 不 为 工 人 形 成 任 何 价 值 。 这 段 时 间 形 成 剩 余 价 值 • 剩 余 价 值  
以 从 无 生 有 的 全 部 魅 力 引 诱 着 资 本 家 《我 把 工 作 日 的 这 部 分 称 为  
剩 余 时 间 .把 这 段 时 间 内 耗 费 的 劳 动 称 为 剩 余 劳 动 。把 价 值 看 做  

只 是 劳 动 时 间 的 凝 结 ，只 是 物 化 的 劳 动 ，这 对 于 认 识 价 值 本 身 具 有  
决 定 性 的 意 义 ，同 样 . 把 剩 余 价 值 看 做 只 是 剩 余 劳 动 时 间 的 凝 结 ， 
只 是 物 化 的 剩 余 劳 动 ，这 对 于 认 识 剩 余 价 值 也 具 有 决 定 性 的 意 义 。 
使 社 会 具 有 的 各 种 经 济 形 态 例 如 奴 隶 社 会 和 雇 佣 劳 动 区 别 开 来  
的 ，只 是 强 迫 直 接 生 产 者 、工 人 进 行 剩 余 劳 动 并 向 他 们 榨 取 这 种 剩  

余 劳 动 的 形 式 。 32 (33)

因 为 可 变 资 本 的 价 值 等 于 它 所 购 买 的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因 为 这 个

(32) 我 们 在 本 书 的 前 面 一 直 是 用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指 生 产 某 个 商 品 的 社  
会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从 现 在 起 ,我 们 也 用 这 个 fei指 生 产 独 特 的 商 品 即 劳 动 力 的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 用 同 一 术 语 表 示 不 同 的 意 思 当 然 有 一 些 不 便 之 处 ,但 这 种 现 象 在  
任 何 科 学 中 都 不 能 避 免 。例 如 .我 们 可 以 用 高 等 数 学 和 初 等 数 学 作 一 比 较 。

(33 ) 威 廉 • 修 昔 的 底 斯 . 罗 雪 尔 先 生 133真 是 可 笑 透 顶 ！他 发 现 ，剩 余  
价 值 或 纯 产 品 的 形 成 以 及 由 此 而 产 生 的 积 累 ，足 • 由 于 资 本 家 今 口 的 节 俭 和 节  
制 .这 就使资 本家可以••要求得到利息’V‘相 反 ，在 极 低 的 文 明 阶 段 ，是 强 者 迫 使  
弱 普 节 t 和 节 制 ”》 (《国 民 经 济 学 原 理 》1858年 第 3 版 第 78页 .)是 节 制 劳 动 呢 ? 
还 是 节 省 尚 不 存 在 的 剩 余 产 品 呢 ？ 罗 雪 尔 之 流 把 资 本 家 用 来 辩 护 自 己 占 有 已  
经 创 造 出 来 的 一 切 剩 余 价 值 时 表 面 上 多 少 能 说 得 过 去 的 理 由 ，看 成 剩 余 价 值 存  
在 的 理 由 . 显 然 ，这 里 的 原 因 除 f 天 真 无 知 之 外 ，还 由 于 他 们 害 怕 作 出 任 何 诚 实  
的 分 析 ，担 心 会 无 意 中 # 出 使 警 察 不 满 的 结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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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动 力 的 价 值 决 定 工 作 日 的 必 要 部 分 .而 剩 余 价 值 又 由 工 作 日 的 剩
余 部 分 决 定 ，所 以 从 这 M可 以 得 出 结 论 :剩余价值 和可变 资 本之$^等
于 剩 余 劳 动 和 必 要 劳 动 之 比 ，或 者 说 ，剩 余 价 值 率 i

V 必要劳 动
这 两 个 比 率 把 同 一 种 关 系 表 现 在 不 同 的 形 式 上 ;一 种 是 已 实 现 的 劳  
动 的 形 式 ，另 一 种 足 处 在 运 动 中 的 劳 动 的 形 式 。’

因 此 .剩 余 价 值 率 是 劳 动 力 受 资 丰 剥 削 的 程 度 或 劳 动 者 受 资 本  
家 剥 削 的 程 度 的 准 确 表 现 。 (34) v _  c

按 照 我 们 的 假 定 ，产 品 的 价 值 = 镑 + 而 镑 + 9 0 镑 ，预 付 资  
本 = 5 0 0 镑 。因 为 剩 余 价 值 = 9 0 ，预 付 资 本 = 500 ,所 以 按 照 通 常 的  

汁 算 方 法 ，人 们 就 说 : 剩 余 价 值 率 ( 人 们 把 它 同 利 润 率 混 为 一 谈 ） =  
18% 。这 样 一 个 比 较 低 的 数 字 是 会 使 凯 里 先 生 及 其 他 同 类 的 和 谐 论  

者 感 动 的 。但 实 际 L剩 余 价 值 率 不 是 或 I ，而 是 也 就 是Q〇 〇〇 C c十 v v
说 .不 是 而 是 g  =  l〇〇% ，比 表 面 的 剥 削 程 度 的 5 倍 还 要 多 。虽

然 我 们 S 这 个 场 备 不 知 道 工 作 「丨 的绝 对 量 . 不 知 道 操 作 期 间 （日、周
等 等 ），也 不 知 道 90 镑 可变 $ 本 同 时 推 动 的 劳 动 者 人 数 ，但 剩 余 价 值

率 ^ 由 于 可 以 转 化 为 就 精 确 地 向 我 们 表 明 工 作 日 的 两 个

组 成 部 分 的 比 率 。这 个 比 $ 为 丨 〇()%。 因 此 ，工 人 是 半 天 为 自 己 劳
动 ，半 天 为 资 本 家 劳 动 „

总 之 ，计 算 剩 余 价 值 率 的 方 法 就 是 这 样 。我 们 把 全 部 产 品 价 值
拿 来 .使 其 中 只 是 再 现 的 不 变 资 本 价 值 等 于 零 ;余 下 的 价 值 额 就 是 在
商 品 生 产 中 实 际 生 产 出 来 的 唯 一 的 价 值 。 如 果 剩 余 价 值 已 定 ，我们

) 剩 余 价 值 率 M然 是 剥 削 枰 度 的 准 确 衣 现 .但 并 不 是 剥 削 的 绝 对 tt的 
丧 a u 例 如 ，如 果 必 要 劳 动 =#小 时 ，剩 余 劳 动 =5小 时 .那 么 剥 削 程 度  
剥 削 的 绝 对 量 是 5 小 时 „ 相 反 .如 果 必 要 劳 动 = 6 小 时 ，剩 余 劳 动 = 6 小 时 .剥  
削 程 度 不 变 .也 就 是 100% .但 剥 削 量 却 增 加 r  20% ，由 ;3小 时 增 加 到 6 小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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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这 个 总 额 中 减 去 剩 余 价 值 ，就 可 得 出 可 变 资 车 „ 如 果 可 变 资 本 已  
定 ，而 我 们 要 求 出 剩 余 价 值 ，那 就 得 从 这 个 总 额 中 减 去 可 变 资 本 。 如 
果 这 二 者 已 定 .那 就 只 须 进 行 最 后 的 运 算 ，计 算 剩 余 价 值 同 可 变 资 本
的比宇+ f。

这 i 方 法 虽 然 很 简 单 ，但 举 几 个 例 子 使 读 者 能 够 熟 练 应 用 是 适

当 的 。
首 先 我 们 到 - 家 纺 纱 厂 去 。下 面 的 材 料 足 1871年 的 材 料 ，是一 

个 工 厂 主 自 己 提 供 给 我 的 。该 厂 使 用 10 〇〇〇个 纱 锭 .用 美 国 棉 花 纺  
3 2支 纱 . 每 个 纱 锭 一 周 生 产 1 磅 棉 纱 。 飞 花 占 6%。 因 此 .每 周 有  
10 600磅 棉 花 被 加 工 成 10 000磅 棉 纱 和 600磅 飞 花 。 1871年 4 月 ， 
这 种 棉 花 每 磅 花 费 7 ^ 便 士 . 因 此 10 6 0 0磅 棉 花 约 为 3 4 2 镑 。 
10 000 个 纱 淀 (包 括 粗 纺 机 和 蒸 汽 机 在 内 ），按 每 个 花 费 1 镑 计 算 .共  
为 10 000镑 。它 们 的 损 耗 率 是 ] 】000镑 ，或 每 周 20 镑 。厂 房 
的 租 金 是 300镑 或 每 周 6 镑 。煤 每 周 I ] 吨 （每 小 时 1 马 力 用 煤 4 

磅 ，100马 力 (按 示 功 器 ）1 周 6 0小 时 的 用 煤 量 .外 加 房 屋 取 暖 用  

煤 ），每 吨 按 8 先 令 6 便 上 计 算 . 每 周 约 花 费 4 镑 10先 令 ;煤 气 每 周 1 

镑 ，机 油 每 周 4 镑 10先 令 ，所 存 辅 助 材 料 共 需 10镑 。 因 此 ，不变 价 
值 部 分 是 378镑 ^因 为 这 个 不 变 价 值 部 分 在 每 周 的 价 值 形 成 中 不 起  

任 何 作 用 ，所 以 我 们 假 定 它 等 于 零 。
工 人 的 工 资 每 周 是 52 镑 ;棉 纱 的 价 格 是 每 磅 12 j 便 士 ， 10 000 

磅 是 510镑 。 因 此 ，每 周 生 产 出 来 的 价 值 =  510 镑 一 378 镑 =132 

镑 。如 果 我 们 现 在 从 中 减 去 可 变 资 本 (工 人 的 工 资 ）= 5 2 镑 ，耶么 剩

(狀 ） 这 里 要 指 出 一 点 ，英 国 的 旧 马 力 是 根 据 汽 缸 的 直 径 计 算 的 ，而 新 马  
力 则 是 根 据 不 功 器 指 示 的 实 际 马 力 计 算 的 =134



第 九 章 剩 余 价 值 率 223

下 的 就 是 剩 余 价 值 8Ü镑 。 因 此 . 剩 余 价 值 率 = _  =  152| | % 。 因 

此 .在 10小 时 的 平 均 工 作 日 内 ，必 要 劳 动 =3_|^小 时 ，剩 余 劳 动 =

6蠢小时 。
如 下 的 计 算 确 实 不 完 备 . 因 为 其 中 缺 乏 若 干 材 料 .但 对 我 们 的 目  

的 来 说 却 是 足 够 了 。我 们 借 用 杰 科 布 论 述 谷 物 法 的 著 作 （1815 

年 )135中 的 事 实 。每 夸 特 ( 8 蒲 式 耳 )小 麦 的 价 格 是 8 0 先 令 .每 英 亩  

平 均 收 小 麦 2 2蒲 式 耳 ，所 以 从 每 英 亩 得 到 的 是 ] 1 镑 。

每 英 亩 的 价 值 生 产
种 子 (小 麦 ）.............. 1镑 9先令
肥 料 .......................2镑 1(】先令
工 资 .......................3镑 10先令

什 税 、国 税 ...........I 镑 I 先令
地 租 .......................  1镑 8先令

租 地 农 场 主 的 利 润 和
利 息 .................1镑 2 先令

总 计 .......................... 7镑 9先令 总 计 ................................3镑 】]先令

Æ这 里 ( 始 终 假 定 产 品 的 价 格 = 它 的 价 值 ），剩 余 价 值 是 分 为  
利 润 、利 息 、什 一 税 等 等 不 同 项 目 的 . 这 些 项 目 与 我 们 无 关 ，因 此 . 

我 fl‘j把 它 们 加 在 一 起 .于 是 就 得 到 剩 余 价 值 3 镑 1 1先 令 。我 们 把  
买 种 子 和 肥 料 的 3 镑 1 9先 令 作 为 不 变 资 本 部 分 . 使 它 等 于 零 。预  
付 的 可 变 资 本 就 是 3 镑 1 0先 令 ，代 替 它 而 被 生 产 出 来 的 新 价 值 是  

3 镑 ] 〇先令 + 3 镑 11先 令 。剩 汆 价 值 率 * 等 于 g g  ^  I I  = 

]〇〇% 以 丨 因 此 •劳 动 者 用 他 的 工 作 日 的 一 半 以 上 生 产 剩 余 ¥ 值 . 

这 些 剩 余 价 值 被 各 种 人 用 各 种 借 n 瓜 分 掉 „

( 3 6 ) 这 些 数 字 只 能 作 为 例 解 .因 为 这 假 定 价 格 =价 ffL 但 是 .我 们 在  
第 二 册 屮 会 看 到 ，即 使 t 平 均 价 格 来 说 .也 不 会 这 样 简 单 地 得 出 这 个 等 式



224 第三篇绝 对 剩余价值 的生产

2 . 产 品价值 在同一产 品 
的相应 部分上的表现

现 在 我 们 再 N 头 谈 谈 资 本 家 是 怎 样 使 货 币 成 为 资 本 的 耶 个 例  
子 =• 他 的 纺 纱 工 人 的 必 要 劳 动 是 f i小 时 ，剩 余 劳 动 也 是 6 小 时 ;因 此  

劳 动 力 的 剥 削 程 度 是 100% 。
十 二 小 吋 丄 作 曰 的 产 品 是 2 0 磅 棉 纱 .价 值 3 0 先 令 。这 个 价 值  

至 少 有 g 或 2 4 先 令 是 由 已 消 耗 的 生 产 资 料 的 只 是 再 现 的 价 值 ( 20 

磅 棉 花 2 0 先 令 ，纱 锭 4 先 令 ) 构 成 的 ; 换 句 话 说 ，棉 纱 价 值 的 g 是由 
不 变 资 本 构 成 的 。其 余 的 g 是 在 纺 纱 过 程 中 产 生 的 6 先 令 新 价 值 . 

其 中 一 半 补 偿 预 付 的 劳 动 力 的 H 价 值 ，也 就 是 3 先 令 可 变 资 本 ，另 一 
半 形 成 3 先 令 剩 余 价 值 。可 见 ，这 2 0 磅 棉 纱 的 总 价 值 是 依 下 列 方 式  

构 成 的 ： c v

3 0 先 令 棉 纱 价 值 先 令 +  3 先 令 先 令  
因 为 这 个 总 价 值 表 现 在 产 品 2 0 磅 棉 纱 上 ，所 以 这 个 价 值 的 各 个  

不 同 的 要 素 也 可 以 表 现 在 产 品 的 相 应 部 分 上 。
如 果 说 3 0 先 令 存 在 于 2 0 磅 棉 纱 中 ，那 么 . 这 个 价 值 的 g 或其不 

变 部 分 2 4 先 令 ，就 # 在 于 & 的 产 品 或 1 6 磅 棉 纱 中 。在 这 当 中 ，13士 
磅 代 表 原 料 的 价 值 ，即 纺 掉 的 2 0 磅 棉 花 的 价 值 2 0 先 令 ，2^ ■磅代表 
已 消 耗 的 辅 助 材 料 和 劳 动 工 具 纱 锭 等 等 的 价 值 4 先 令 。

虽 然 1 3 + 磅 棉 纱 中 只 包 含 价 值 13士 先 令 的 1 3 + 磅 棉 花 ;但 它  

们 的 追 加 价 f à  ■先 令 形 成 其 余 6|■ 镑 棉 纱 中 包 含 的 蝻 花 的 等 价 物 。 
这 样 .1 3  j 磅 棉 纱 代 表 总 产 品 20 é 棉 纱 中 包 含 的 全 部 棉 花 ，代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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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的 原 料 ，此 外 再 也 不 代 表 别 的 东 西 。 因 此 就 好 像 总 产 品 中 的 全  
部 棉 花 都 塞 到 13{ 磅 棉 纱 屮 ，而 其 余 的 ■ 磅 棉 纱 则 丝 毫 也 不 包 含  
棉 花 了 。另 一 方 面 ，在 这 1 3 ^ 磅 棉 纱 中 ，4 我 们 的 场 合 既 不 包 含 已  

消 耗 的 辅 助 材 料 和 劳 动 工 具 的 价 值 的 任 何 一 个 原 子 ，也 不 包 含 纺 纱  
过 程 中 创 造 的 新 价 值 的 任 何 一 个 原 子 。 ■

同 样 ，由 不 变 资 本 余 额 = 4 先 令 构 成 的 其 余 2 |■ 磅 棉 纱 ，只是代 

表 整 个 生 产 过 程 中 所 用 掉 的 辅 助 材 料 和 劳 动 工 具 的 价 值 。
因 此 . & 的 产 品 或 1 6 磅 棉 纱 ，虽 然 从 作 为 使 用 价 值 来 看 ，它 们  

同 产 品 的 其 余 部 分 一 样 ，也 是 纺 纱 工 人 劳 动 的 创 造 物 .但 在 这 全 部 产  
品 中 丝 毫 不 包 含 纺 纱 操 作 期 间 吸 收 的 劳 动 。好 像 这 g 的 棉 纱 没 有  
劳 动 的 中 介 就 转 化 为 棉 纱 r ，好 像 它 们 的 棉 纱 形 态 纯 粹 是 一 种 幻 象 。 
其 实 ，当 资 本 家 按 2 4 先 令 把 这 些 棉 纱 卖 出 ，又 用 2 4 先 令买 回生产 资  
料 时 就 会 表 明 ，这 1 6 磅 棉 纱 不 过 是 化 了 装 的 棉 花 、纱 锭 、煤 炭 等 等 __ 

另 一 方 面 ，其 余 g 的 产 品 或 4 磅 棉 纱 ，现 在 只 是 代 表 1 2 个 小 时 操 作  
中 生 产 的 6 先 令 新 价 值 。它 们 包 含 的 已 用 掉 的 原 料 和 劳 动 工 具 的 价  
值 已 经 被 剔 除 F . 同 前 1 6 磅 棉 纱 合 并 在 一 起 了 。现 在 ，物 化 在 产 品  
2 0 磅 棉 纱 中 的 纺 纱 L 人 的 劳 动 都 集 中 在 4 磅 棉 纱 即 g 的 产 品 上 。 

好 像 这 1 磅 棉 纱 是 纺 纱 工 人 凭 空 纺 成 的 .好 像 所 用 的 棉 花 和 纱 锭 是  
尤 偿 的 .未 经 人 类 加 工 的 . 因 而 不 会 把 任 何 价 值 加 到 产 品 中 去 。最 
后 .在 这 凝 结 着 1 2 小 时 纺 纱 劳 动 所 生 产 的 全 部 价 值 的 4 磅 棉 纱 中 ， 
一 半 只 代 表 所 使 用 的 劳 动 力 的 等 价 物 ，即 预 付 的 3 先 令 可 变 资 本 ，另  
一 半 只 代 表 3 先 令 剩 余 价 值 。

因 为 纺 纱 工 人 的 1 2 个 劳 动 小 时 物 化 在 6 先 令 价 值 中 ，所 以 30 

先 令 的 棉 纱 价 值 就 代 表 6 0 个 劳 动 小 时 。它 们 存 在 于 2 0 磅 棉 纱 内 . 

其 中 g 或 1 6 磅 棉 纱 是 纺 纱 操 作 以 前 的 4 8 个 劳 动 小 时 的 化 身 ，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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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包 含 在 棉 纱 的 生 产 资 料 中 的 劳 动 的 化 身 .而 g 或 4 磅 棉 纱 则 是 纺  
纱 操 作 中 消 耗 的 1 2 个 劳 动 小 时 的 化 身 。

前 面 我 们 已 经 看 到 .棉 纱 的 总 价 值 怎 样 等 于 棉 纱 生 产 中 创 造 的  
价 值 加 棉 纱 的 生 产 资 料 中 原 先 Q 有 的 价 值 之 和 。现 在 我 们 乂 看 到 ， 
价 值 在 职 能 上 不 同 的 要 素 ，怎 样 能 够 表 现 在 产 品 的 相 应 部 分 上 。

我 们 以上把产 品 —— 生 产 的 结 果 —— 分 解 成 儿 个 量 。 一 个 量只 
代 表 生产 资 料 中 包 含的 劳 动 . 或 不 变 资 本 部 分 。 另 一 个 量只代表生产  
过 程 中加 进 的 必 要 劳 动 . 或 可 变 资 本 部 分 。最 后 一 个 量 K 代表同•过  
程 中 加 进 的 剩 余 劳 动 ，或 剩 余 价 值 。这 种 分 解 很 简 单 ，但 又 很 重 要 • 

这 一 点 在 以 后 把 它 应 用 到 复 杂 的 尚 未 解 决 的 问 题 上 时 就 可 以 看 出 。
这 是 把 某 一 时 期 如 一 天 内 得 到 的 总 产 品 分 解 成 各 个 部 分 ，分別 

代 表 总 产 品 价 值 的 不 同 耍 素 ；如 果 让 各 个 部 分 产 品 代 表 工 作 H 的各 
个 部 分 的 产 物 . 我 们 也 可 以 得 到 同 样 的 结 果 。在 前 一 场 合 我 们 考 察  
的 是 作 为 既 定 物 的 总 产 品 ，在 后 一 场 合 我 们 是 从 总 产 品 的 发 展 阶 段  
来 研 究 总 产 品 。

纺 纱 工 人 1 2 小 时 生 产 2Ü 磅 棉 纱 ，因 此 1 小 时 生 产 1 - ^ 磅 . 8 小 
时 生 产 13 j 磅 ，也 就 是 生 产 一 个 部 分 产 品 ，其 价 值 等 于 整 个 工 作 日  
纺 掉 的 棉 ^ 的 总 价 值 。同 样 ，往 后 的 1 小 吋 3 6 分 生 产 的部分产 品等 
于 2 |■ 磅 棉 纱 ，因 而 代 表 1 2 个 劳 动 小 时 所 用 掉 的 劳 动 工 具 的 价 值 ； 
同 样 f 纺 纱 工 人 在 往 后 的 7 5 分 钟 时 间 内 生 产 出 值 3 先 令 的 2 磅棉 

纱 ，一 这 个 价 值 等 于 他 在 6 小 时 必 要 劳 动 中 创 造 的 全 部 价 值 》 在 
最 后 的 7 5 分 钟 时 间 内 .他 又 生 产 2 磅 棉 纱 .其 价 值 等 于 他 半 天 剩 余  

劳 动 所 生 产 的 剩 余 价 值 。这 是 英 国 工 厂 主 自 己 常 用 的 汁 算 方 法 ;例  
如 他 会 说 . 他 在 最 初 8 小 时 或 $ 的 工 作 日 中 补 偿 他 的 棉 花 的 费 用 。 

我 们 知 道 ，这 个 公 式 是 正 确 的 ; k 实 它 就 是 第 一 个 公 式 ，不 过 把 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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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成 了 时 间 ；从 完 成 的 产 品 各 部 分 并 列 存 在 的 空 间 变 成 了 这 些 产 品  
各 部 分 依 次 出 现 的 时 间 。但 是 ，伴 随 这 个 公 式 也 可 能 产 生 一 系 列 野  
蛮 而 怪 诞 的 想 法 ，特 别 是 在 那 些 实 际 上 关 心 价 值 的 增 殖 过 程 .但 在 理  
论 1-.又 有 意 曲 解 这 一 过 程 的 意 义 的 那 些 人 的 头 脑 中 会 产 生 这 种 想  
法 。这 些 人 可 能 这 样 想 :我 们 的 纺 纱 工 人 例 如 在 他 的 工 作 日 的 最 初  
8 小 时 是 生 产 补 偿 棉 花 的 价 值 ，往 后 的 1 小 时 3 6分 是 生产 或 补 偿 已  
消 耗 的 生 产 资 料 的 价 值 ，再 往 后 的 1 小 时 1 2分 是 生 产 或 补 偿 工 资 . 

而 只 有 那 非 常 著 名 的 “最 后 一 小 时 ”才 是 献 给 工 厂 主 生 产 剩 余 价 值  
的 。这 样 一 来 ，纺 纱 工 人 就 得 创 造 双 重 奇 迹 :一 方 面 ，他 在 用 棉 花 、纱  
锭 、蒸 汽 机 、煤 炭 、机 油 等 等 纺 纱 的 时 候 同 时 又 生 产 这 些 东 西 ;另 一 方  
面 ，他 把 一 个 工 作 日 变 成 五 个 工 作 日 。就 我 们 的 例 子 来 说 ，生产 原料 
和 劳 动 工 具 需 要 4 个 十 二 小 时 工 作 日 ，而 把 它 们 转 化 为 棉 纱 还 需 要  
1 个 十 二 小 时 工 作 日 。对 利 润 的 贪 欲 使 人 很 容 易 相 信 这 种 奇 迹 ，并  

且 总 是 找 得 到 发 空 论 的 献 媚 者 来 证 明 这 种 奇 迹 的 合 理 性 。下面这 个  
历 史 上 著 名 的 例 子 就 说 明 了 这 一 点 。

3 . 西 尼 耳 的 “最 后 一 小 时 ”

1836年 的 •个 早 晨 ，以 经 济 学 识 和 文 体 优 美 著 称 的 纳 索 • 威 • 

西 尼 耳 ，这 位 在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中 出 类 拔 萃 的 人 物 ，从 牛 津被 召 往 曼 彻  
斯 特 ，他 在 牛 津 教 授 政 治 经 济 学 .现 在 被 召 到 这 里 来 学 习 政 治 经 济  
学 „ T.厂 主 选 中 了 他 .要 他 充 当 斗 士 去 反 对 新 颁 布 的 工 厂 法 137和比 
工 厂 法 吏 激 进 的 争 取 M 、时 工 作 H 的 鼓 动 。工 厂 主 以 通 常 具 有 的 实  
际 经 验 看 出 . 这 位 教 授 先 生 “还 耑 耍 好 好 地 最 后 雕 琢 一 番 ”才 能 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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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 完 美 无 缺 的 学 者 。因 此 他 们 叫 他 到 曼 彻 斯 特 来 。 而这 位教 授先 
'k 把 他 在 曼 彻 斯 特 从 工 厂 主 那 里 学 到 的 课 、丨k，加 以 润 色 ，写 成 一本 小  
册 f : 《关 于 工 厂 法 对 棉 纺 织 业 的 影 响 的 书 信 》（1837年 伦 敦 版 ）。我 

们 从 卜 ' 面 一 段 话 可 以 看 出 ，这 是 一 本 很 有 趣 的 渎 物 ：

“按 照 现 行 法 律 ，凡 雇 用 不 满 18 岁 的 人 的 工 r ，毎 天 的 劳 动 时 M都 不 得 超

过 丨 l j 小 时 .就 是 说 •一周 的 前 5 天 每 天 劳 动 12小 时 ，黾 期 六 劳 动 ! ) 小 时 下

面 的 芬 析 < ! >说 明 . 这 种 丁 .厂 的 令 部 纯 利 润 来 源 于 最 后 一 小 时 3 假 诅 X 厂 主 投
资 L00 000镑 ，其 中 用 在 厂 房 和 机 器 上 的 是 80000 镑 .用 在 原 材 料 和 J：资 上 的

是 20 00()镑 „ 假 定 资 本 每 年 周 矜 一 次 ，总 利 润 是 15% ，该 厂 全 年 的 商 品 销 售 额

应 该 是 价 值 ] 丨5 qpo镑 。 - 个 丄 作 n 是 2 3 个 + 劳 动 /j、时 . 每 个 + 劳 动 小 吋 生
产 U5 000镑 的 $ 或 在 构 成 总 额 115 00(T镑 的 P 中 即 Ü5 000镑 中 的

]00 000镑 只 是 补 é 资 A 即 总 利 润 < ! >丨5 (W0镑 |丨 ％ 5()Û〇镑 补 fS 丨 :厂 和机 2  2.3 I
器 的 磨 损 。 其 余 _ 即 每 大 最 后 两 个 + 小 时 生 产 丨 〇%的 纯 利 润 . 因此•在价格Zo Z 1
不 变 的 情 况 下 ，如 梁 工 厂 不 是 劳 动 I l f 小 时 ，而 f in 丨 以 劳 动 13小 时 . 耶 么 ，只 
要 增 加 大 约 2 600镑 流 动 资 本 . 鱿 能 使 莼 利 润 增 加 倍 以 上 》 M— 方 Ifti.艿 动 时  

间 每 天 缩 短 1 小 时 ，纯 利 润 就 会 消 失 ，缩 短 l j 小 时 . 总 利 润 也 会 消 失 ”(37>

( 3 7 ) 西 尼 耳 《关 于 r .厂 法 对 棉 纺 织 业 的 影 响 的 书 位 》丨《3 7 年 伦 敦 版 第 12、 
1 3 页 。我 们 且 不 谈 那 些 和 我 们 的 目 的 无 关 的 奇 谈 怪 论 ，. 我 们 也 不 分 析 这 样 • 

种 论 断 . 例 如 . 说 丨 : 厂 主 把 补 偿 磨 损 的 机 器 等 等 的 金 额 ，即 补 偿 资 丰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的 金 额 . 算 在 总 利 润 或 纯 利 润 甩 面 . 箅 在 正 当 的 或 不 iE “彳 的利润 1丨( 面 。 找  
们 也 不 去 谈 这 些 数 据 是 咎 正 确 伦 纳 德 • 雀 纳 在 《给 西 尼 坏 先 屮 的 •封 信 》 
( 1837年 伦 敦 版 )中 己 指 明 ，这 鸣 数 据 除 r 供 所 谓 “ 分 析 ”外 没 们 丨 • 么 別 的 价 值 , 

伦 纳 德 • 霍 纳 是 嫩 3 年 的 工 厂 调 査 委 员 会 的 委 员 ，在 1 8 5 9年 前 ， - f t 是 工 厂  
视 察 员  其实 遥 工 厂 检 查 官 = 他 将 永 远 受 到 英 围 工 人 阶 级 的 感 谢 他 终 牛 .

不 仅 同 恼 怒 的 工 厂 主 作 斗 争 . 而 LL同 大 臣 作 斗 争 ，对 于 这 些 大 臣 来 说 . 丨丨—算 工 厂  
主 在 下 院 的 “票 数 ” 比 计 算 “ 人 F ’在 工 厂 内 的 劳 动 小 时 要 重 要 得 多 。

且 不 谈 西 尼 耳 说 的 内 容 如 何 荒 唐 . 他 的 叙 述 方 法 也 足 混 乩 的 《 Ä 实 .他 想  
说 的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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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位 教 授 先 生 竟 把 这 种 东 西 叫 做 “分 析 ”！如 果 他 真 的 相 信 工 厂  

主 的 怨 言 ，认 为 劳 动 者 把 一 天 的 大 部 分 时 间 用 来 再 生 产 或 补 偿 建 筑  
物 、机 器 、棉 花 、煤 炭 等 等 的 价 值 ，那 么 ，任 何 分 析 都 是 多 余 的 。他只 
须 回 答 :“诸 位 先 生 ！如 果 你 们 把 劳 动 时 间 从 1 1 ^ 小 时 减 为 1 0小 

时 ，在 其 他 条 件 相 同 的 情 况 下 ，每 天 棉 花 、机 器 等 等 的 消 耗 也 会 减 少  
1 + 小 时 。 因 此 ，你 们 正 好 得 失 相 当 。以 后 你 们 的 工 人 用 来 再 生 产 或  
补 偿 预 付 资 本 的 时 间 也 就 会 少 11 小 时 。”但 是 .如 果 西 尼 耳 觉 得 对  
这 些 先 生 的 话 需 要 加 以 思 考 ，作 为 内 行 认 为 必 须 作 一 番 分 析 ;他 首 先  

就 得 请 求 工 厂 主 先 生 们 ，在 专 门 涉 及 纯 利 润 同 工 作 日 长 度 的 关 系 的  
问 题 上 ，不 要 把 机 器 、厂 房 、原 料 和 劳 动 这 些 如 此 不 同 的 东 西 混 杂 在  

一 起 ，而 是 要 把 包 含 在 这 些 机 器 、原 料 等 等 中 的 不 变 资 本 放 在 一 边 ， 
把 预 付 在 工 资 上 的 资 本 放 在 另 一 边 。如 果 他 在 这 之 后 偶 然 发 现 ，按 
照 工 厂 主 的 计 算 ，劳 动 者 是 用 他 的 工 作 日 的 g 或 1 小 时 再 生 产 或 补  
偿 工 资 ，那 么 就 应 该 这 样 继 续 分 析 ：

根 据 你 们 的 说 法 ，劳 动 者 是 在 倒 数 第 二 小 时 生 产 自 己 的 工 资 ，在

工 厂 主 使 工 人 每 天 劳 动 11+小 时 或 23个 + 小 时 。正 像 一 个 工 作 日 的 情 形  

一 样 ，全 年 的 劳 动 也 是 由 11 j 小 时 或 23个 j 小 时 （即 23个 + 小 时 乘 以 一 年 的  

工 作 日 数 )构 成 ■■按 照 这 个 假 定 ，23个 j 劳 动 小 时 生 产 的 年 产 品 为 ]15 000镑 ;
1 1 乙 9〇 ?〇
Y 个 劳 动 小 时 生 产 的 年 产 品 为 _  X ]15 000镑 ，y 个 劳 动 小 时 生 产 包 X 
1 ] 5 000镑 =100 000镑 ，也 就 是 说 ，它 们 只 补 偿 预 付 资 本 。余 下 的 3 个 + 劳 动  

小 时 生 产 _  X115 000镑 =15 000镑 ，即 总 利 润 。在 这 3 个 j 劳 动 小 时 中 ，j  
个 劳 动 小 时 生 产 g  X115 000镑 =5 000镑 ，即 只 补 偿 工 厂 和 机 器 的 损 耗 。最 后  

的 两 个 + 劳 动 小 时 ，即 最 后 一 个 劳 动 小 时 .生 产 g  X 115 000镑 =10 000镑 ，即  

纯 利 润 。在 本 文 中 ，西 尼 耳 把 最 后 的 g 的 产 品 转 化 为 工 作 日 本 身 的 各 个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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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后 一 小 时 生 产 你 们 的 剩 余 价 值 或 纯 利 润 。因 为 劳 动 者 在 同 样 的 时  
间 内 生 产 同 样 的 价 值 ，所 以 倒 数 第 二 小 时 的 产 品 等 于 最 后 一 小 时 的  
产 品 。其 次 ，劳 动 者 只 有 耗 费 劳 动 ，才 能 生 产 价 值 . 而 他 的 劳 动 量 足  
由 劳 动 的 持 续 时 间 来 计 量 的 。按 照 你 们 的 说 法 .这 种 持 续 时 间 是 每  
天 l l j 小 时 。他 用 这 II j 小 时 的 一 部 分 来 生 产 或 补 偿 自 己 的 工 资 ， 

用 另 一 部 分 来 生 产 你 们 的 纯 利 润 。在 这 个 工 作 日 内 他 再 也 没 打 做 别  
的 事 情 。既 然 按 照 你 们 的 说 法 》劳 动 者 的 工 资 和 他 提 供 给 你 们 的 剩  
余 价 值 是 同 样 大 的 价 值 . 那 么 劳 动 者 显 然 是 在 5|■小时 内 生产 自己 
的 工 资 ，在 其 余 小 时 内 生 产 你 们 的 纯 利 润 。其 次 ，因为 两 小 时 内  
生 产 出 来 的 棉 纱 等 于 他 的 工 资 加 上 你 们 的 纯 利 润 ，所 以 这 个 价 值 必  
须 用 l l j 个 劳 动 小 时 来 计 量 ，倒 数 第 二 小 时 的 产 品 必 须 用 个 小  
时 来 计 量 ，最 后 一 小 时 的 产 品 也 必 须 用 5 + 个 小 时 来 计 量 a 现 在 我  

们 到 了 棘 手 的 地 方 了 ；请 注 意 ！倒 数 第 二 个 劳 动 小 时 同 最 初 一 个 劳  
动 小 时 一 样 .都 是 一 个 劳 动 小 时 。不 多 也 不 少 。因 此 ，纺 纱 工人怎 么  
能 在 1 个 劳 动 小 时 内 生 产 出 代 表 5^■个 劳 动 小 时 的 价 值 呢 ？ 实 际  
上 ，他 并 没 有 创 造 这 样 的 奇 迹 。他 在 1 个 劳 动 小 时 内 生 产 的 使 用 价  
值 是 一 定 量 的 棉 纱 。这 些 棉 纱 的 价 值 要 用 5 ^ 个 劳 动 小 时 来 计 量 . 
其 中 4 + 小 时 未 经 他 的 协 助 就 已 包 含 在 已 消 耗 的 生 产 资 料 棉 花 、机 
器 等 等 内 ，而 j 小 时 或 1 小 时 才 是 由 他 自 己 加 进 的 。因 为 他的 工 资  

是 在 5 j 小 时 内 生 产 的 ，而 他 在 1 小时 内 生 产 的棉纱 也包含丨 Rj量劳  
动 ，所 以 ，他 在 5^■小 时 纺 纱 劳 动 内 生 产 的 东 西 仅 仅 是 他 在 1 小时 内  
生 产 的 棉 纱 的 等 价 物 ，这 并 不 是 什 么 魔 法 妖 术 。如 果 你 们 以 为 工 人  
用 了 他 的 劳 动 时 间 的 哪 怕 一 个 时 间 原 子 来 再 生 产 或 补 偿 棉 花 、机器 
等 等 的 价 值 . 那 你 们 就 完 全 错 了 „ 由 于 他 的 劳 动 把 棉 花 和 纱 锭 变 成  
棉 纱 ，由 于 他 纺 纱 .棉 花 和 纱 锭 的 价 值 就 转 移 到 棉 纱 上 去 。这 种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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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靠 他 的 劳 动 的 质 ，而 不 是 靠 他 的 劳 动 的 量 造 成 的 。 当 然 ，他 1 小时  
转 移 的 棉 花 等 等 的 价 值 比 + 小 时 多 ，但 这 只 是 因 为 他 1 小 时 纺 掉 的  
棉 花 比 j 小 时 多 。现 在 你 们 彻 底 明 白 了 吧 . 你 们 所 谓 工 人 （他 的 工  
作 日 为 i i | ■小 时 )在 倒 数 第 二 小 时 生 产 他 的 工 资 的 价 值 ，在 最 后 一  
小 时 生 产 纯 利 润 ，只 不 过 是 说 ，他 的 2 小 时 (不 是 工 作 日 的 最 初 2 

小 时 或 是 最 后 2 小 时 )的 产 品 所 体 现 的 劳 动 小 时 ，正 好 同 他 的 整 个 工  
作 日 包 含 $ 劳 动 小 时 一 样 多 。所 谓 工 人 在 前 s f 小 时 生 产 他 的 工  
资 ，在 后 5 | 小 时 生 产 你 们 的 纯 利 润 , 又 只 不 过 是 说 ，前 5+ 小时 你 们  
给 了 报 酬 .后 5 + 小 时 你 们 没 有 给 报 酬 。这 里 我 说 劳 动 的 报 酬 ，而不 

说 劳 动 力 的 报 酬 ，是 为 了 用 你 们 的 行 话 。如 果 现 在 你 们 看 一 看 你 们  
付 给 报 酬 的 劳 动 时 间 和 你 们 没 有 付 给 报 酬 的 劳 动 时 间 的 比 率 ，你 们  
就 会 发 现 .二 者 的 比 率 是 半 天 比 半 天 ，也 就 是 100% ，这 当 然 是 一 个  
很 高 的 利 润 率 。而 且 毫 无 疑 问 的 是 ，如 果 你 们 使 你 们 的 人 手 不 是 劳  
动 小 时 ，而 是 劳 动 1 3小 时 ，并 且 把 这 个 余 额 也 归 入 剩 余 劳 动 ， 
那 么 剩 余 劳 动 就 会 从 5^■小 时 增 加 到 7 + 小 时 ，从 而 剩 余 价 值 率 就 会  
从 100%增 加 到 126^% 。如 果 你 们 期 望 ,加 上 ] j 小 时 就 能 使 你 们  
的 利 润 从 100%增加到〗200%,甚 至 200%以 上 ，ß r 增 加 一 倍 以 上 ”， 

那 未 免 太 过 分 了 。另 一 方 面 - 人 的 心 是 很 奇 怪 的 东 西 ，特 别 是 当  
人 们 把 心 放 在 钱 袋 里 的 时 候 - 如 果 你 们 担 心 ，工 作 日 从 1 小时  
缩 减 为 1 () j 小 时 会 使 你 们 的 全 部 纯 利 润 化 为 乌 有 ，那 又 未 免 太 悲 观  
了 。假 设 一 切 条 件 相 同 ，即 使 剩 余 劳 动 从 g 小 时 降 为 4 + 小 时 ，仍 
然 会 得 出 一 个 很 好 的 剩 余 价 值 率 ，即 8 2 ^ % 。但 是 这 个 “最 后 一 小  

时 ” - 你 们 为 它 编 造 的 故 事 比 锡 利 亚 信 è 138为 世 界 末 R 编 造 的 故  
事 还 要 多 —— 的 神 话 是 “十 足 的 胡 说 ”。失 掉 这 最 后 一 小 时 不 会 产 生  
致 命 的 后 果 ;你 们 并 不 会 丧 失 “纯 利 润 ”，而 你 们 生 产 地 消 费 的 童 男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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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也 不 会 失 去 对 你 们 所 十 分 宝 贵 的 “灵 魂 的 纯 洁 ”》(38)当 你 们 的 “最

(3 8 )西 尼 耳 证 明 ，工 厂 主 的 纯 利 润 、英 国 棉 纺 织 业 的 存 在 和 英 国 的 市 场  
都 决 定 于 “最 后 一 个 劳 动 小 时 ”；而 安 德 鲁 • 尤 尔 博 士 则 又 证 明 139.如 果 不 是 让  
童 工 和 不 满 18岁 的 青 工 在 工 厂 的 灼 热 的 然 而 是 道 德 的 气 氛 里 劳 动 到 精 疲 力  
尽 .而 是 提 早 一 小 时 把 他 们 赶 到 冷 酷 无 情 、放 荡 不 羁 的 外 界 去 ，他 们 就 因 懒 惰 和  
邪 恶 而 使 灵 魂 不 能 得 救 。 从 1848年 起 ，工 厂 视 察 员 在 半 年 一 次 的 报 告 中 一 直  
拿 “最 后 的 、致 命 的 一 小 时 ”来 嘲 笑 和 激 怒 工 厂 主 。 例 如 ,豪 威 耳 先 生 在 1855年 
5月 31日 的 工 厂 视 察 报 告 中 说 :“假 如 下 面 这 种 巧 妙 的 计 算 （他 引 证 西 尼 耳 )是  
正 确 的 .联 合 王 国 的 所 有 棉 纺 织 厂 从 1850年 起 就 已 经 赔 本 了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截 至 1855年 4月 30日 为 止 的 半 年 》第 19页 )当 1848年 议 会 通 过 十 小 时  
工 作 日 法 案 14(1时 ，工 厂 主 强 迫 那 些 分 散 在 多 塞 特 和 萨 默 塞 特 两 郡 交 界 处 地 方  
的 一 些 劳 动 者 在 一 份 反 对 这 项 法 案 的 请 愿 书 上 签 名 ，请 愿 书 中 有 这 样 的 话 :“我 
们 这 些 向 你 们 请 愿 的 人 ，作 为 父 亲 .认 为 增 加 一 小 时 闲 荡 的 时 间 .结 果 只 会 使 我  
们 的 孩 子 道 德 败 坏 ，因 为 懒 惰 是 万 恶 之 始 。”关 于 这 一 点 .1848年 10月 31 口的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指 出 :“在 这 些 敦 厚 善 良 的 父 母 们 的 子 女 做 工 的 麻 纺 厂 里 ，空 气  
中 充 满 着 棉 纱 及 其 他 原 料 的 尘 埃 和 纤 维 碎 肩 •即 使 只 在 那 里 待 」. 1〇 分 钟 也 是  
非 常 不 愉 快 的 ;在 那 里 不 能 不 感 到 极 度 的 痛 苦 .因 为 眼 睛 、耳 朵 、鼻 孔 .嘴 巴 里 会  
立 刻 塞 满 亚 麻 的 碎 屑 ，根 本 无 法 躲 避 。 同 时 ,由 于 机 器 飞 速 地 转 动 • 这 种 劳 动 本  
身 需 要 全 神 贯 注 ，不 断 地 迅 速 运 动 .恰 当 地 运 用 动 作 ，这 些 儿 童 在 这 样 的 空 气 里  
除 了 吃 饭 时 间 外 整 整 劳 动 1 〇小 时 ,现 在 还 要 他 们 的 父 母 说 自 己 的 子 女 ‘懒 惰 ’， 
这 未 免 太 残 酷 了 … … 这 些 儿 童 的 劳 动 时 间 比 附 近 农 村 里 雇 工 的 劳 动 时 间 还 要  
长 …… 所 谓 ‘懒 惰 和 邪 恶 ’这 种 不 断 重 复 的 说 法 ,必 须 斥 之 为 十 足 的 假 仁 假 义  
和 最 无 耻 的 伪 善 …… 若 干 年 以 前 , 当 有 人 在 最 高 权 威 的 批 准 下 ，十 分 自 信 地  
公 开 宣 布 工 厂 主 的 全 部 ' 纯 利 润 ’来 源 于 最 后 一 小 时 劳 动 ，从 而 工 作 U缩 短 • 小  
时 就 会 消 灭 纯 利 润 的 时 候 ，一 部 分 公 众 曾 对 这 种 自 信 程 度 感 到 惊 讶 ；当 这 部 分  
公 众 看 到 这 个 理 论 从 那 时 以 来 取 得 了 何 等 程 度 的 进 步 时 恐 怕 会 不 相 信 自 己 的  
眼 晴 了 ，按 照 这 一 理 论 .充 满 善 行 的 ‘最 后 一 小 时 ’现 在 既 包 括 道 德 也 包 括 纯 利  
润 ；因 此 ，如 果 儿 童 的 劳 动 减 为 整 整 10小 时 ，儿 童 的 道 德 会 和 他 们 的 雇 主 的 纯  
利 润 一 道 化 为 乌 有 ，因 为 二 者 都 取 决 于 这 致 命 的 一 小 时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48年 10月 31日》第 10]页 )接 着 ，这 份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举 出 了 一 些 实 例 ，说 明 
这 些 工 厂 主 先 生 的 “道 德 ”和 “善 行 ”;这 个 报 告 详 细 地 谈 到 了 他 们 怎 样 施 用 阴 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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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一 小 时 ”真 的 敲 响 的 时 候 ，请 你 们 想 起 牛 津 的 这 位 教 授 吧 。好 了 ， 

但 愿 在 一 个 更 美 好 的 世 界 里 能 更 全 面 地 了 解 诸 位 。再 见 ! 西 尼  
耳 是 在 1836年 发 现 “最 后 一 小 时 ”的 。8 年 以 后 ，E卩 1848年 4 月 15 

H ，官 方 经 济 科 学 的 一 位 大 官 老 爷 詹 姆 斯 • 威 尔 逊 在 伦 敦 《经 济 学  
家 》杂 志 上 又 老 调 重 弹 ，以 反 对 十 小 时 工 作 日 的 法 律 。

4 . 纯 产 品

我 们 把 代 表 剩 余 价 值 的 那 部 分 产 品 称 为 纯 产 品 (剩 余 产 品 ）。决  
定 剩 余 价 值 率 的 ，不 是 剩 余 价 值 同 总 额 的 比 率 ，而 是 剩 余 价 值 同 资 本  
的 可 变 组 成 部 分 的 比 率 . 同 样 ，决 定 纯 产 品 的 量 的 .也 不 是 纯 产 品 同

诡 i 卜、利 诱 、威 胁 、伪 造 等 手 段 .迫 使 少 数 惶 恐 不 安 的 工 人 在 这 种 请 愿 书 上 签 名 . 
然 后 把 这 种 清 愿 书 冒 充 整 个 产 业 部 门 和 一 个 或 几 个 郡 的 清 愿 书 提 交 议  
会 . 无 论 是 后 来 热 心 拥 护 立 法 限 制 工 作 日 而 值 得 赞 扬 的 西 尼 耳 本 人 ，还 是
先 后 反 对 他 的 人 ，都 不 知 道 怎 样 说 明 这 一 “独 创 的 发 现 ”的 谬 误 推 理 ，这 个 事 实  
最 能 说 明 所 谓 经 济 “科 学 ”的 现 状 。 他 们 在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时 不 得 不 诉 诸 实 际 经  
验 。 而 理 由 和 原 因 仍 然 适 秘 密

( 3 9 ) 这 位 教 授 先 生 总 算 从 这 次 曼 彻 斯 特 出 色 的 远 征 中 得 到 了 一 些 好 处 ！ 
在 《关 于 丁 .厂 法 的 书 信 》中 ，全 部 纯 利 润 ，bi]“利 润 利 息 ”和 甚 至 “更 多 的 东 西 ” 
取 决 于 工 人 的 一 小 时 无 酬 劳 动 ！ 而 在 一 年 前 ，西 尼 耳 在 他 那 本 为 取 悦 牛 津 的 大  
学 中 和 “有 教 养 的 阶 级 ”而 写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大 纲 》一 书 中 ，还 反 对 李 嘉 图 提 出 的  
价 值 由 劳 动 时 间 决 定 的 论 点 发 现 ”利 润 来 源 于 资 本 家 的 劳 动 ，利 息 来 源 于 资  
本 家 的 节 欲 。 这 一 派 胡 言 本 身 是 陈 旧 的 ，但 “节 欲 ”这 个 词 是 新 鲜 的 。 罗 雪 尔 先  
生 把 这 个 词 正 确 地 译 成 德 文 的 “Enthaltung”。 但 他 的 不 大 懂 拉 丁 文 的 同 胞 维 尔  

特 们 、舒 尔 采 们 以 及 别 的 米 歇 尔 们 却 把 这 个 词 变 成 了 僧 侣 用 语 。 节 欲 (Enthal- 
Uing) 变 成  了 禁 欲 （Entsag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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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额 的 余 下 部 分 的 比 率 .而 是 纯 产 品 同 代 表 必 要 劳 动 的 那 部 分 产 品  
的 比 率 。剩 余 价 值 的 生 产 是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决 定 的 目 的 ，同 样 ，富的 
增 加 的 程 度 不 是 由 总 产 品 的 绝 对 量 来 计 量 . 而 是 由 纯 产 品 的 相 对 M 

来 计 量 。 (4Q)

必 要 劳 动 和 剩 余 劳 动 之 和 ，工 人 生 产 他 的 劳 动 力 的 等 价 物 的 时  
间 和 生 产 剩 余 价 值 的 时 间 之 和 ，构 成 他 的 劳 动 时 间 的 绝 对 量 .即 工  
作 日 。

U0) “对 于 一 个 拥 有 20 000镑 资 本 ，每 年 获 得 利 润 2 000镑 的 人 来 说 ，只 
要 他 的 利 润 在 任 何 情 况 下 都 不 低 于 2 000镑 .不 管 他 的 资 本 是 雇 100个 工 人 还  
是 雇 1 000个 工 人 ，不 管 生 产 的 商 品 是 卖 10 000镑 还 是 _卖 20 000镑 ，都 是 一 样  
的 。一 个 国 家 的 实 际 利 益 不 也 是 这 样 吗 ？ 只 要 这 个 国 家 的 纯 收 人 ，它 的 地 租 和  
利 润 不 变 ，这 个 国 家 的 人 口 有 1 000万 还 是 有 1 200万 ，都 是 无 关 紧 要 的 。”(李 
嘉 图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1821年 伦 敦 第 3版 第 416页 )早 在 李 嘉 图 之 前 ，有 一 位  
纯 产 品 的 狂 热 的 崇 拜 者 阿 瑟 • 杨 格 —— 他 还 是 一 个 喜 欢 空 谈 而 缺 乏 批 判 精 神  
的 作 家 _他 的 名 声 和 他 的 功 绩 适 成 反 比 - 就 呰 说 过 :“在 一 个 现 代 国 家 里 .如  
果 像 古 罗 马 那 样 把 整 个 省 区 的 土 地 分 给 独 立 的 小 农 耕 种 .即 使 他 们 耕 种 得 很  
好 .又 有 什 么 用 呢 ？ 除 了 繁 殖 人 口 别 无 其 他 目 的 .而 人 口 繁 殖 本 身 是 最 没 有 用  
处 的 ”(阿 瑟 • 杨 格 《政 治 算 术 》1774年 伦 敦 版 第 47页 ）。霍 普 金 斯 十 分 正 确 地  
指 出 奇 怪 的 是 ，有 一 种 强 烈 的 倾 向 ,把 纯 收 人 说 成 是 对 工 人 阶 级 有 利 的 • 因 为  
纯 产 品 会 使 工 人 阶 级 有 活 干 。但 是 很 明 显 . 它 之 所 以 能 够 这 样 ，并 不 因 为 它 是  
纯 的 ”(托 • 霍 普 金 斯 《论 地 租 》1828年 伦 敦 版 第 12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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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章
]

工 作 日

1. 工作日的界限

我 们 已 经 假 定 劳 动 力 是 按 照 它 的 价 值 买 卖 的 。这 种 价 值 .和 其  
他 各 种 商 品 的 价 值 一 样 ，是 由 生 产 它 所 必 要 的 劳 动 时 间 决 定 的 。 因 
此 ，如 果 劳 动 者 平 均 一 天 生 活 资 料 的 生 产 需 要 6 小 时 .那 么 劳 动 者 平  
均 每 天 就 要 劳 动 6 小 时 来 逐 日 生 产 他 的 劳 动 力 ，或 者 说 ，再生产 他出 
卖 劳 动 力 得 到 的 价 值 》这 样 ，他 的 工 作 日 的 必 要 部 分 就 是 6 小 时 ;在  

—切 条 件 不 变 的 情 况 下 ，这 是 一 个 已 定 量 。但 是 由 此 还 不 能 确 定 工  
作 日 本 身 的 量 。

我 们 用 a *  -------------b 线 表 示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的 持 续 或 长 度 ，
假 定 是 6 小 时 „ 再 假 记 劳 动 分 别 超 过 a b 线 1 小 时 、3 小 时 、6 小时 不 

等 ，我 们 就 得 到 三 条 不 同 的 线 ：
工 作 日 丨  工 作 曰 II

a --------------------b — c a ------------------- b ---------- c

工 作 日 111

a ----------------- b ------------------- c

这 三条 线 表示三种 不同的工作口  ：七 小 时 工 作 H 、九小时 工作日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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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 工作日。延 长 线 b e表 示 剩 余 劳 动 的 长 度 。因 为 工 作 日 等 于 a b + b c， 

即 ac，所 以 它 随 着 可 变 量 be —同变 化。因 为 ab是 已 定的 ，所 以 b e 与 ab 

之比总 是可以计 算出来 的。这 个 比 例 在 工 作 日 I 中 是 a b 的 j ，在工作

曰 I】中是I ，在 工 作 日 n i 中是 f 最 后 ，因 为 h i h i 这 个 比 率  

决 定 剩 余 价 值 率 ，所 以 已 知 这 两 段 线 之 比 ，就 可 以 知 道 剩 余 价 值 率 。 
就 上 述 三 种 不 同 的 工 作 日 来 说 ，剩 余 价 值 率 分 别 等 于 16"|% 、50% 

和 100%。但 是 ，仅 仅 知 道 剩 余 价 值 率 ，却 不 能 反 过 来 断 定 工 作 日  
的 量 。例 如 ，假 定 剩 余 价 值 率 是 100%，可 是 工 作 日 可 以 是 8 小 时 、 
10小 时 、12小 时 等 等 。这 个 剩 余 价 值 率 表 明 工 作 日 的 两 个 组 成 部  

分 即 必 要 劳 动 和 剩 余 劳 动 是 同 样 大 的 ；但 并 不 表 明 每 一 部 分 各 有  
多 大 。

所 以 ，工 作 日 不 是 一 个 不 变 量 ，而 是 一 个 可 变 量 。它 的一部分固 
然 是 由 不 断 再 生 产 工 人 本 身 所 必 需 的 劳 动 时 间 决 定 的 ，但 是 它 的 总  
长 度 随 着 剩 余 劳 动 的 长 度 或 持 续 时 间 而 变 化 。因 此 ，工 作 日 是 可 以  
确 定 的 ，但 是 它 本 身 是 不 定 的 。 (41)

工 作 日 虽 然 不 是 固 定 的 ，但 是 它 只 能 在 一 定 的 界 限 内 变 动 。不 
过 它 的 最 低 界 限 是 无 法 确 定 的 。 当 然 ，假 定 延 长 线 b e或 剩 余 劳 动 =  

〇，我 们 就 得 出 一 个 最 低 界 限 ，即 工 人 为 维 持 自 身 而 在 一 天 当 中 必 须  
从 事 必 要 劳 动 的 那 部 分 时 间 。但 是 一 旦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已 经 产  
生 ，必 要 劳 动 就 始 终 只 能 是 工 人 的 工 作 日 的 一 部 分 ，因 此 ，工 作 日 绝  
不 会 缩 短 到 这 个 最 低 限 度 。可 是 工 作 日 有 一 个 最 高 界 限 。它 不能延 
长 到 超 出 某 个 一 荦 的 点 。这 个 最 高 界 限 取 决 于 两 点 ，首 先 是 劳 动 力

(4 1 )  “ 工 作 日 是 个 不 定 量 ，可 长 可 短 。” ( 《论 手 工 业 和 商 业 。兼 评 赋 税 》
1 7 7 0 年 伦 敦 版 第 H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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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身 体 界 限 》—个 人 在 2 4小 时 的 自 然 日 内 只 能 支 出 一 定 量 的 生 命  
力 。正 像 一 匹 马 平 均 每 天 只 能 干 8 小 时 的 活 。这 种 力 每 天 必 须 有 一  

部 分 时 间 休 息 、睡 觉 ;人 还 必 须 有 一 部 分 时 间 满 足 身 体 的 需 要 ;人 要  
吃 饭 、穿 衣 等 等 。这 种 纯 粹 身 体 的 界 限 并 不 是 唯 一 的 界 限 。工作日 
的 延 长 还 碰 到 道 德 界 限 。劳 动 者 必 须 有 时 间 满 足 精 神 需 要 和 社 会 需  
要 ，这 些 需 要 的 数 量 和 性 质 由 一 般 的 文 明 状 况 决 定 。因 此 ，工作日的 
变 动 不 能 超 越 自 然 和 社 会 规 定 的 界 限 所 形 成 的 范 围 。但 是 这 些 界 限  
本 身 都 有 极 大 的 弹 性 ，有 极 大 的 变 动 余 地 。例 如 我 们 看 到 有 1〇小 
时 、12小 时 、14小 时 、16小 时 、18小 时 的 工 作 日 ，也 就 是 有 各 种 各 样  

长 度 的 工 作 日 。
资 本 家 按 照 劳 动 力 的 日 价 值 购 买 了 劳 动 力 。 因 此 ，资 本 家 有  

权 要 劳 动 者 在 全 日 内 为 他 做 工 。但 什 么 是 一 个 工 作 日 呢 ？(42)当 然  
比 一 个 自 然 日 短 《短 多 少 呢 ？ 关 于 这 个 极 限 ，即 工 作 日 的 必 要 界  
限 ，资 本 家 有 他 自 己 的 看 法 。作 为 资 本 家 ，他 只 是 人 格 化 的 资 本 ； 
他 的 灵 魂 就 是 资 本 的 灵 魂 。 而 资 本 只 有 一 种 自 然 倾 向 ，一 个 唯 一  
的 动 机 ；这 就 是 增 殖 自 身 ，创 造 剩 余 价 值 ，用 自 己 的 不 变 部 分 即  
生 产 资 料 吮 吸 尽 可 能 多 的 剩 余 劳 动 量 。(43)资 本 是 死 劳 动 ，它 像 吸  
血 鬼 一 样 ，只 有 吮 吸 活 劳 动 才 有 生 命 ，吮 吸 的 活 劳 动 越 多 ，它 的 生  
命 就 越 旺 盛 。工 人 劳 动 的 时 间 就 是 资 本 家 消 费 他 所 购 买 的 劳 动 力

< 4 2 ) 这 个 问 题 比 罗 伯 特 • 皮 尔 爵 丨 向 伯 明 翰 商 会 提 出 的 有 名 的 问 题 “什 
么 是 一 镑 ?”不 知 要 重 要 多 少 》 皮 尔 所 以 向 “小 先 令 派 ”141提 出 这 样 的 问 题 ，只 
是 因 为 他 和 “小 先 令 派 ”一 样 .不 理 解 货 币 的 本 质 。

(43) “资 本 家 的 任 务 是 :靠 所 支 出 的 资 本 来 取 得 尽 量 多 的 劳 动 量 (让 •
古 • 库 尔 塞 尔 塞 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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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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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时 间 。(44>如 果 雇 佣 工 人 利 用 他 的 可 供 支 配 的 时 间 来 为 自 己 做 事 ， 

那 他 就 是 偷 窃 了 资 本 家 。 M5)

可 见 ，资 本 家 是 以 商 品 交 换 规 律 作 根 据 的 。他 和 任 何 别 的 买 者  
一 样 ，力 图 从 他 的 商 品 的 使 用 价 值 中 取 得 尽 量 多 的 利 益 。但 是 ，突然 
传 来 了 在 旋 风 般 的 生 产 中 一 直 沉 默 的 劳 动 者 的 声 音 ：

我 卖 给 你 的 商 品 和 其 他 的 普 通 商 品 不 同 ，因 为 它 的 使 用 可 以 创  
造 价 值 ，而 且 创 造 的 价 值 比 它 本 身 的 价 值 大 。正 是 因 为 这 个 缘 故 你  
才 购 买 它 。在 你 是 资 本 的 增 加 ，在 我 则 是 劳 动 的 过 多 的 支 出 。你 和 
我 在 市 场 上 只 知 道 一 个 规 律 ，即 商 品 交 换 的 规 律 。商 品 不 归 让 渡 商  
品 的 卖 者 消 费 ，而 归 获 得 商 品 的 买 者 消 费 。因 此 .我 的 劳 动 力 归 你 使  

用 。但 是 我 必 须 依 靠 每 天 出 卖 劳 动 力 的 价 格 来 逐 日 再 生 产 和 重 新 出  
卖 劳 动 力 。撇 开 由 于 年 龄 和 其 他 自 然 原 因 造 成 的 损 耗 不 说 .我明天 
得 像 今 天 一 样 健 康 有 力 和 精 神 饱 满 ，以 便 以 同 样 的 体 力 重 新 开 始 劳  
动 。你 经 常 向 我 宣 讲 “节 俭 ”和“节 制 ”的 福 音 。好 ！我 愿 意 做 个 有 理  
智 的 、聪 明 的 管 理 人 ，爱 惜 我 唯 一 的 财 产  劳 动 力 ，不 让 它 有 任 何
荒 唐 的 浪 费 。我 每 天 只 想 在 它 的 正 常 耐 力 和 合 理 的 发 展 所 容 许 的 限  
度 内 使 它 运 动 ，转 变 为 劳 动 ，简 言 之 ，使 用 它 。你 无 限 制 地 延 长 工 作  
日，就 能 在 一 天 内 使 用 掉 我 三 天 还 恢 复 不 过 来 的 劳 动 力 的 量 。你 在 
劳 动 上 这 样 赚 得 的 ，正 是 我 在 实 体 上 损 失 的 。使 用 我 的 劳 动 力 和 劫  44 45

(4 4 )  “ 每 天 损 失一 个 劳 动 小 时 ，会 给 一 个 商 业 国 家 造 成 莫 大 的 损 害 。 我 
们 王 国 的 劳 动 贫 民 大 量 地 消 费 奢 侈 品 ; 制 造 业 中 的 平 民 尤 其 如 此 ;他 们 同 时 还  
消 费 自 己 的 时 间 —— 这 是 各 种 消 费 中 最 有 害 的 一 种 消 费 。” ( [ 约 翰 • 肯 宁 安 ]  

《论 手 工 业 和 商 业 》[ 1 7 T O 年伦 敦版 ] 第 4 7 页 和 第 1 5 3 页 ）
( 45 ) “ 贪 婪 的 吝 啬 鬼 不 放 心 地 监 视 着 自 由 短 工 ，只 要 他 休 息 一 下 ,就 硬 说  

是 偷 窃 了他 。” ( 尼 • 兰 盖《民法论 》丨 7 6 7 年 伦 敦 版 第 2 卷 第 4 6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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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 我 的 劳 动 力 完 全 是 两 回 事 。如 果 在 平 均 劳 动 量 适 当 的 情 况 下 一 个  
工 人 的 一 般 寿 命 为 30年 ，那 你 每 天 支 付 给 我 的 劳 动 力 的 平 均 价 值 应  

当 是 它 的 总 价 值 的 或 但 是 如 果 你 要 在 10年内 就消 
费 尽 我 的 劳 动 力 ，可 i 每天支付给 °我 的 仍 然 是 我 的 劳 动 力 总 价 值 的
7 7 ^ ，而 不是 ^ ，那 就 只 支 付 了 我 的 劳 动 力 日 价 值 的 + ，因而每10 950 3 650 〇 3
天 就 偷 走 了 我 的 商 品 的 f 。你 使 用 三 天 的 劳 动 力 ，只 付 给 一 天 的 代  
价 。你 违 反 了 我 们 的 契 约 和 交 换 规 律 。 因 此 ,我 要 求 正 常 长 度 的 工  
作 日 ，我 这 样 要 求 ，并 不 是 向 你 求 情 ，因 为 在 交 易 中 是 没 有 温 情 可 言  
的 |42。你 可 能 是 一 个 模 范 公 民 ，也 许 还 是 保 护 动 物 协 会 的 会 员 ，甚 
至 还 享 有 德 高 望 重 的 名 声 ，这 都 无 关 紧 要 。在 我 面 前 你 所 代 表 的 那  
个 东 西 的 胸 膛 是 空 空 的 。如 果 那 里 面 仿 佛 有 什 么 东 西 在 跳 动 的 话 ， 
那 不 过 是 我 自 己 的 心 。我 要 求 正 常 的 工 作 日 因 为 我 和 任 何 别 的  
卖 者 一 样 ，要 求 得 到 我 的 商 品 的 价 值 。 (i«

我 们 看 到 . 撇 幵 弹 性 很 大 的 界 限 不 说 .商 品 交 换 的 性 质 本 身 没 有  
给 工 作 日 和 剩 余 劳 动 规 定 任 何 界 限 。资 本 家 要 坚 持 他 作 为 买 者 的 权  
利 . 他 尽 量 延 长 工 作 日 . 如 果 可 能 ，就 把 一 个 工 作 日 变 成 两 个 工 作 日 。 
另 一 方 面 ，这 个 已 经 卖 出 的 商 品 的 特 殊 性 质 决 定 了 买 者 对 它 的 消 费  
并 不 是 无 限 的 ，而 且 劳 动 者 也 要 坚 持 他 作 为 卖 者 的 权 利 ，他要求把工 

作丨 I限 制 在 一 定 的 正 常 的 长 度 以 内 „ 于 是 这 里 出 现 r 二 律 背 反 ，权  
利 M权 利 相 对 抗 . 而 这 两 种 权 利 都 同 样 是 商 品 交 换 规 律 所 承 认 的 。 *

18fi0- 1861年 •伦 敦 建 筑 r 人 举 行 大 罢 工 .要 求 把 工 作 日 缩 短 到 9 
小 时 .当 时 他 们 的 委 员 会 发 表 了  一 项 声 明 .这 项 声 明 间 我 们 这 位 劳 动 者 的 辩 护  
N儿 乎 完 全 一 样 。卢 明 讥 讽 地 影 射 T最 贪 婪 的 建 筑 业 老 板 莫 • 佩 托 爵 士 。 后 
来 这 位 建 筑 业 老 板 由 于 惨 重 破 产 而 出 了 名 .但 在 此 之 前 他 一 直 享 有 德 高 望 m的 
名声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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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这 两 种 平 等 的 权 利 之 间 . 哪 一 种 起 决 定 作 用 呢 ？ 是 力 量 起 决 定 作  
用 。所 以 ，在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历 史 上 ，工 作 H 的 正 常化 表 现 为 规 定工  
作 日 界 限 的 长 期 斗 争 ，这 是 资 本 家 和 劳 动 者 ，也 就 是 资 本 家 阶 级 和 工  

人 阶 级 之 间 的 斗 争 。

2 . 贪 求 剩 余 劳 动 的 资 本 。领 主 和 工 厂 主

资 本 并 没 有 发 明 剩 余 劳 动 。凡 是 社 会 上 一 部 分 人 享 有 生 产 资 料  

垄 断 权 的 地 方 ，劳 动 者 •无 论 是 自 由 的 或 不 自 由 的 ，都 必须 在 维 持自 
身 生 活 所 必 需 的 劳 动 时 间 以 外 ，追 加 超 额 的 劳 动 时 间 来 为 生 产 资 料  

的 所 有 者 生 产 生 活 资 料 。('17>不 论 这 些 所 有 者 是 雅 典 的 贵 族 .伊 特鲁  
里 亚 的 神 权 政 治 首 领 . 罗 马 的 市 民 ，诺 曼 的 男 爵 . 美 国 的 奴 隶 主 .瓦 拉  

几 亚 的 领 主 ，现 代 的 地 主 ，还 是 资 本 家 47 (48)，这 都 无 关 紧 要 》在 深 入研  
究 以 前 ，首 先 我 们 要 说 明 一 个 事 实 。如 果 一 个 社 会 形 态 是 这 样 的 ，即  
从 经 济 的 观 点 来 看 占 优 势 的 不 是 产 品 的 交 换 价 值 ，而 是 产 品 的 使 用  
价 值 ，剩 余 劳 动 就 受 到 一 定 的 需 求 范 围 的 限 制 ;而 生 产 本 身 的 性 质 就  
不 会 造 成 对 剩 余 劳 动 的 贪 欲 。至 于 说 到 通 过 金 银 的 生 产 谋 取 特 殊 形  
式 的 交 换 价 值 ，那 么 我 们 在 古 代 就 已 经 看 到 骇 人 听 闻 的 过 度 劳 动 。

(4 7 )  “ 那 些 劳 动 的 人 … … 实 际 上 既 养 活 那 岬 称 为 富 人 的 领 年 金 #，也养  
活 自 己 。” ( 埃 德 蒙 • 伯克《关 于 贫 困的 意 见 和 详 情 》1 8 0 0 年 伦 敦 版 第 2 [ 、3 ] 页 >

( 4 8 )  尼布尔 在他的《罗 马 史 》中 非 常 天 真 地 指 出 ：“像 伊 特 鲁 里 亚 人 的 耶  
种 建 筑 ，虽 然 仅 存 遗 迹 ，但 仍 令 人 惊 异 ; 这 样 的 建 筑 ，毋 庸 讳 言 ，在小国 是以奴隶  
主和奴隶 的 存 在 为 前 提的 。” 西 斯 蒙 第 说 得 深 刻 得 多 : " 布 鲁 塞 尔 的 花 边 ”是以资  
本 家 和 雇工的存在为 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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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那 里 ，劳 动 直 到 累 死 为 止 ，已 经 成 了 法 律 。这 只 要 读 一 读 西 西 里 的  
狄 奥 多 鲁 斯 的 记 载 就 可 以 知 道 。M9)但 是 在 古 代 世 界 ，这 只 是 一 种 例  
外 。不 过 ，那 些 还 在 奴 隶 制 或 农 奴 制 等 较 低 级 形 式 上 从 事 生 产 的 民  
族 ，一 旦 卷 入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所 统 治 的 世 界 市 场 ，它 们 的 产 品 的 外  
销 因 此 而 成 为 首 要 利 益 ，那 就 会 在 奴 隶 制 、农 奴 制 的 野 蛮 之 上 ，再加 
上 可 怕 的 过 度 劳 动 这 个 文 明 的 产 物 。当 美 国 南 部 各 州 的 生 产 主 要 以  
满 足 直 接 需 要 为 目 的 时 ，黑 人 劳 动 还 带 有 一 种 温 和 的 家 长 制 的 性 质 。 
但 是 随 着 棉 花 出 口 变 成 这 些 州 的 切 身 利 益 ，黑 人 所 从 事 的 只 要 七 年  
就 把 生 命 耗 尽 的 过 度 劳 动 ，就 成 为 精 于 计 算 的 那 个 制 度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问 题 已 经 不 再 是 从 黑 人 身 上 榨 取 一 定 量 的 有 用 产 品 。现 在的 
问 题 是 要 生 产 剩 余 价 值 本 身 了 。农 奴 ，例 如 多 瑙 河 两 公 国 的 农 奴 ，也 
有 类 似 的 情 形 。

现 在 ，让 我 们 比 较 一 下 英 国 工 厂 中 的 剩 余 劳 动 和 多 瑙 河 农 村 中  
的 剩 余 劳 动 。农 奴 制 度 使 后 者 具 有 独 立 的 、可 以 感 觉 得 到 的 形 式 。

假 定 工 作 日 由 6 小 时 必 要 劳 动 和 6 小 时 剩 余 劳 动 组 成 ，自由劳  
动 者 每 周 为 资 本 家 提 供 6 X 6 小 时 即 3 6 小 时 的 剩 余 劳 动 。这 和 他 每  
周 为 自 己 劳 动 3 天 ，又 为 资 本 家 白 白 地 劳 动 3 天 ，完 全 一 样 。但是这  

种 情 形 是 觉 察 不 出 来 的 :剩 余 劳 动 和 必 要 劳 动 融 合 在 一 起 了 。 因 此 ， 
我 们 也 可 以 用 另 外 的 说 法 来 表 示 同 样 的 关 系 .例 如 说 工 人 在 每 分 钟  
内 为 资 本 家 劳 动 30秒 . 为 自 己 劳 动 3 0秒 等 等 。 而 徭 役 劳 动 就 不 是

(49 ) “这 些 不 幸 者 （在 埃 及 、埃 塞 俄 比 亚 和 阿 拉 伯 之 间 的 金 矿 中 做 工 的  
人 )不 仅 总 是 肮 脏 不 堪 .而 且 不 得 不 赤 身 露 体 . 谁 看 到 他 们 ，都 不 能 不 同 情 他 们  
的 悲 惨 命 运 ,_. 在 这 种 地 方 ，对 于 老 弱 病 残 和 妇 女 没 有 任 何 的 照 顾 和 怜 悯 。 所 有  
的 人 都 在 皮 鞭 的 逼 迫 下 不 断 地 做 工 ，直 到 死 亡 才 结 束 他 们 的 痛 苦 和 贫 困 生 活 / ’ 
(狄 奥 多 鲁 斯 （西 西 里 的 )《史 学 丛 书 》第 3卷 第 13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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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样 。例 如 瓦 拉 几 亚 的 农 民 为 维 持 自 身 生 活 所 完 成 的 必 要 劳 动 和 他  
为 领 主 所 完 成 的 剩 余 劳 动 在 空 间 上 是 分 开 的 。他 在 自 己 的 地 里 完 成  
必 要 劳 动 ，在 主 人 的 领 地 里 完 成 剩 余 劳 动 。所 以 ，这 两 部分 劳 动 时 间  
是 各 自 独 立 的 。在 徭 役 劳 动 形 式 中 ，剩 余 劳 动 和 必 要 劳 动 截 然 分 开 。 
这 种 形 式 上 的 差 别 ，显 然 丝 毫 不 会 改 变 剩 余 劳 动 和 必 要 劳 动 之 间 的  
量 的 比 率 。每 周 三 天 的 剩 余 劳 动 ，无 论 是 叫 徭 役 劳 动 还 是 叫 做 利 润 ， 
都 是 劳 动 者 自 己 的 无 代 价 的 三 天 劳 动 》不 过 资 本 家 对 剩 余 劳 动 的 贪  
欲 表 现 为 渴 望 无 限 度 地 延 长 工 作 日 ，而 领 主 的 贪 欲 则 简 单 地 表 现 为  
追 求 徭 役 的 天 数 。 (50)

在 多 瑙 河 两 公 国 ，徭 役 劳 动 是 同 实 物 地租 和 其 他 的 租税 结 合 在 一  
起 的 ，但 徭 役 劳 动 是 交 纳 给 统 治 阶 级 的 最 主 要 的 贡 赋 。在 这 种 条 件  
下 ，徭 役 劳 动 很 少 是 由 农 奴 制 产 生 的 ，相反•农 奴制倒多半是由徭 役劳  
动 产 生 的 。罗 马 尼 亚 各 州 的 情 形 就 是 这 样 。那 里 原 来 的 生 产 方 式 是  
建 立 在 公 有 制 的 基 础 上 的 ，但 这 种 公 有 制 不 同 于 斯 拉 夫 的 形 式 和 印 度  
的形式。一 部 分 土 地 是 私 田 ，由 公 社 成 员 各 自 耕 种 ，另 一 部 分 土 地 是  
公 有 地 ，由 公 社 成 员 共 同 耕 种 。这 种 共 同 劳 动 的 产 品 ，一 部 分 作 为 储  
备 基 金 用 于 防 灾 备 荒和 应 付 其 他 意外 情 况 ，一 部 分 作 为 公 共 储 备 用 于  
战 争 和宗 教 方 面 的 开 支 以 及 公 社 的其 他 开 支 。久 而 久 之 ，军 队 和 教 会  
方 面 身 居 要 职 者 侵 占 了 公 有 地 .从 而 也 就 侵 占 了 花 在 公 有 地 上 的 劳  
动 。农 民 ，即 自 由耕作者在公社土地上的劳 动 变 成了 为 公社土地掠夺  
者 而 进 行 的 徭 役 劳 动 。农 奴 制 关 系 就 是 从 这 里 产 生 和 发 展 起 来 的 》 
但 它 只 是 当 世 界 的 解放 者 .神 圣 的 俄 罗 斯 借 n 废 除 农 奴 制 把 它 用 法 律  
固 定 下来 的 时 候 才 得 到 法 律 上 的 承 认 。 1831年 俄 国 将 军 基 谢 廖 夫 颁

(5 0 )以 下 所 述 ，是 指 罗 马 尼 亚 各 州 在 克 电 木 战 争 后 发 生 政 变 115以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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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的徭 役 劳 动 法，是由领 主 们 口 授 的 。俄 罗 斯 由 此 一 举 征 服 了 多 瑙 河  
两 公 国 的 贵 族，并 博 得了整个 欧 洲的自由派白痴们 的喝彩。

按 照 这 个 称 为 组 织 规 程 144的 徭 役 劳 动 法 ，瓦 拉 几 亚 的 每 个 农 民  
除 交 纳 详 细 规 定 的 大 量 实 物 贡 赋 之 外 ，还 必 须 为 所 谓 土 地 所 有 者 完  
成 :1 .十 二 个 一 般 工 作 日 ；2. —个 田 间 工 作 日 ；3! — 个 搬 运 木 材 的 工  
作 日 。一 年 共 1 4 日。不 过 ，如 果 人 们 具 有 经 济 学 上 的 深 刻 的 洞 察  

力 ，人 们 就 会 注 意 到 ，这 里 说 的 不 是 通 常 意 义 的 工 作 日 ，而 是 生 产 某  
种 平 均 日 产 品 所 必 要 的 工 作 日 ，而 这 个 平 均 日 产 品 又 规 定 得 非 常 狡  
猾 ，连 塞 克 洛 普 在 24小 时 之 内 也 完 成 不 了 。 因 此 ，“组 织 规 程 ’’本身 
以 道 地 的 俄 罗 斯 式 讽 刺 的 露 骨 语 言 解 释 说 ，12个 工 作 日 应 该 理 解 为  
3 6 日 体 力 劳 动 的 产 品 ，一 个 田 间 工 作 日 应 理 解 为 3 日，一 个 搬 运 木  
材 的 工 作 日 也 应 理 解 为 3 日。合 计 是 4 2 日 徭 役 。此 外 还 要 加 上 所  
谓 .丨 《bagie，就 是 为 地 主 完 成 临 时 的 农 活 所 服 的 劳 役 。每 个 村 每 年 要  

按 照 人 口 的 多 寡 出 一 定 人 力 为 领 主 服 这 种 徭 役 。每 个 瓦 拉 几 亚 的 农  
民 估 计 要 担 负 1 4 日 这 种 额 外 徭 役 劳 动 。这 样 ，前 面 规 定 的 4 2 日徭  
役 再 加 上 这 1 4 日 徭 役 每 年 就 有 5 6 个 工 作 日 。在 瓦 拉 几 亚 ，由于气  
候 不 好 ，每 年 只 有 21Ö日 可 以 从 事 农 活 。其 中 有 4 0 日是星期天和节  
日，平 均 还 有 3 0 日 坏 天 气 ，加 起 来 就 去 掉 了  7 0 日，剩 下 的 只 有 140 

个 工 作 日 „ 徭 役 劳 动 同 必 要 劳 动 之 比 是 g 或 6 6 |  % ，这 表 明 剩 余 价  

值 率 比 英 国 工 厂 工 人 和 农 业 工 人 劳 动 的 剩 余 价 值 率 要 小 得 多 。但这  
只 是 法 定 的 徭 役 劳 动 。“组 织 规 程 ” 比 英 国 的 工 厂 立 法 有 更 多 的 “自 
由 主义 ”精 神 ，易 于 让 人 规 避 它 自 己 的 规 定 。它 除 了 把 1 2 日 变 成 56 

日 之外，又 把 5 6 日 徭 役 中 每 日 的 名 义 上 的 劳 动 定 额 规 定 得 非 拖 到 以  

后 的 日 子 去 完 成 不 可 。例 如 一 日 的 锄 草 定 额 ，特 别 是 玉 米 地 的 锄 草  
定 额 ，实 际 上 要 加 倍 的 时 间 才 能 完 成 。某 些 农 活 的 法 定 的 一 日 劳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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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额 ，甚 至 可 以 解 释 成 所 谓 这 一 日 常 常 是 从 5 月 开 始 一 直 到 10月为  

止 。对 于 摩 尔 多 瓦 ,规 定 更 加 苛 刻 。因 此 ，有 一 个 为 胜 利 所 陶 醉 的 领  
主 喊 道 ：

“ 组 织 规 程 规 定 的 1 2 日徭 役，等 于 一 年 3 6 5 日

如 果 说 多 瑙 河 两 公 国 组 织 规 程 通 过 一 项 项 条 文 表 明 了 对 剩 余 劳  
动 的 贪 欲 并 使 之 合 法 化 ，那 么 ，英 国 的 工 厂 法 则 以 消 极 的 方 式 表 现 了  
同 样 的 病 态 。这 些 法 律 以 资 本 家 和 地 主 统 治 的 国 家 的 名 义 ，公 开 地  
对 工 作 日 强 加 限 制 ，来 节 制 资 本 无 限 度 地 榨 取 劳 动 的 渴 望 。 即 使撇  
开 一 天 比 一 天 更 带 威 胁 性 的 工 人 运 动 不 说 ，也 有 必 要 对 工 厂 劳 动 强
制 地 进 行 限 制 ，正 像 有 必 要 用 海 鸟 粪 对 英 国 田 地 施 肥 一 样 。 同一种  
盲 目 的 贪 欲 一 方 面 使 地 力 枯 竭 ，另 一 方 面 使 国 家 的 生 命 力 遭 到 根 本  
的 摧 残 。英 国 的 周 期 复 发 的 流 行 病 和 德 法 两 国 士 兵 身 长 的 降 低 ，都 
同 样 明 白 地 说 明 了 这 种 衰 退 。 (52> 51 52

( 5 1 )  详 见 埃 • 雷 尼奥 《多 瑙河两 公 国 政治社会 史》1 8 5 5 年 巴 黎 版 。
(5 2 )  “  一 般 说 来 ，一 个 生 物 体 超 过 它 的 同 类 的 平 均 长 度 ，这 在某种 限度内  

表 示 这 个 生物 体 的强健。如 果 人 的 正 常 发 育 由 于 自 然 条 件 或 社 会 条 件 而 受 到  
妨 害 , 人 体 就 会 缩 小。在 欧 洲 所 有 实 行 征 兵 制 的 国 家 里 ，自从 实 行 这 种 制度以 
来 , 成 年 男 子的 平 均 身 长 降低 了 ，一 般 说 来 ，他 们 已 经 不 太 适 合 服 兵 役 r 。法国  
在 革 命 ( 1 7 8 9 年 ) 以 前 ，步 兵 身 长 的 最 低 标 准 是 1 6 5 厘 米 ，1 8 1 8 年 ( 根 据 3 月 10 

曰的法令 ) 是 1 5 7 厘 米 ，根 据 1 8 3 2 年 3 月 2 1 日 的 法 令 只 有 1 5 6 厘 米 。在 法 国 ， 
应 征 者 平 均 有 一 半 以 1：因 身 长 不 够 和 体 质 孱 弱 而 被 淘 汰 。在 萨 克 森 . 1 7 8 0 年 
军 人 的 身 长 标 准 是 1 7 8 厘 米 ，目 前 是 1 5 5 厘 米 。在 普 鲁 士 目 前 是 ] 5 7 厘 米 。根 
据 1 8 6 2 年 5 月 9 日《巴 伐 利 亚 报 》刊 载 的 迈 耶 尔 博 士 的 报 告 ，普 鲁 士 按 9 年平 
均 计 算 ，每 1 0 0 0 个 应 征 者 当 中 有 7 1 6 人 不 合 格 ：其 中 3 1 7 人 因 身 长 不 够 .3 9 9  

人 因 体 质 孱 弱 ，等 等 。 1 8 5 8 年 •柏 林 就 没 有 征 足 兵 额 ，差 1 5 6 人 。” （允 • 冯 •李 
比希《化学 在 农 业 和 生 理 学 中的 应 用 》1 8 6 2 年 第 7 版 第 1 卷 第 1 1 7 . 1 1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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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行 的 1850年 工 厂 法 145规 定 ，一周 平 均 每 个 工 作 日 为 10小 

时 ，即 一 周 的 前 5 天 为 12小 时 ，从 早 晨 6 时 至 晚 上 6 时 ，其中 包括 法  

定 的 半 小 时 早 饭 时 间 和 一 小 时 午 饭 时 间 ，做 工 时 间 净 剩 l〇Y 小 时 ; 

星 期 六 为 8 小 时 ，从 早 晨 6 时 至 午 后 2 时 ，其 中 有 半 小 时 早 饭 时 间 。 

每 周 净 剩 60小 时 ，前 5 天 为 10 j 小 时 ，星 期 六 为 7 ^ 小 时 。 146为  

了 监 督 这 项 法 律 的 执 行 ，任 命 了 专 门 的 官 员 ，即 工 厂 视 察 员 ，直属 内  
务 部 ，他 们 的 报 告 根 据 议 会 的 命 令 每 半 年 公 布 一 次 。这 些 报 告 不 断  
地 提 供 关 于 资 本 家 贪 欲 程 度 的 官 方 统 计 材 料 。

让 我 们 听 一 听 这 些 工 厂 视 察 员 的 报 告 吧 。 (54)

“进 行 欺 骗 的 工 厂 主 在 早 晨 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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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 定 的 半 小 时 早  
饭 时 间 前 后 各 侵 占 5分 钟 ,一 小 时 午 饭 时 间 前 后 各 侵 占 10分 钟 。 星 期 六 下 午  
到 2点 过 ] 刻 才 收 工 。 这 样 他 就 赚 到 ：

(抑 ） 关 于 1850年 工 厂 法 的 历 史 ,将 在 本 章 以 后 的 段 落 叙 述 。
CS4).英 国 从 大 工 业 产 生 到 1845年 这 段 时 期 ，我 只 在 某 些 地 方 提 到 ，关  

于 这 方 面 的 材 料 ，请 阅 读 弗 里 德 里 希 • 恩 格 斯 的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 （ 1845 
年 莱 比 锡 版 ）。 W45年 以 后 发 表 的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矿 山 视 察 员 报 告 等 等 ，都 
说 明 了 恩 格 斯 对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的 精 神 了 解 得 多 么 深 刻 ；把 他 的 著 作 和 过  
了 20年 以 后 才 发 表 的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 1863 —1867年 ）的 官 方 报 告 稍 加 比  
较 就 可 以 看 出 ，他 对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的 详 细 入 微 的 描 写 是 多 么 令 人 惊 叹 。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特 别 谈 到 了  1862年 尚 未 实 施 工 厂 法 的 那 鸣 工 业 部 门 的  
情 形 •其 中 有 些 部 门 直 到 现 在 还 没 有 实 施 _ K厂 法 。 因 此 ，恩 格 斯 所 描 写 的 状  
况 在 这 些 部 门 内 并 没 有 发 生 多 大 变 化 „ 我 所 举 的 例 子 主 要 属 于 1848年 以 后  
的 自 由 贸 易 时 期 ，也 就 是 不 学 无 术 而 义 夸 夸 其 谈 的 自 由 贸 易 贩 子 们 神 话 般 地  
吹 嘘 的 那 个 极 乐 时 期 。 …这 里 所 以 把 英 国 摆 在 首 要 地 位 ，只 是 因 为 英 国 是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典 型 代 表 ,而 且 只 有 英 国 才 有 不 断 公 布 的 官 方 统 计 材 料 供 我  
们 研 究 。



246 第 三 篇 绝 对 剩 余 价 值 的 生 产

早 6时 前 ' 
晚 6时 后 I 
早 饭 …… 
午 饭 ……

15分 钟
15分 钟  
10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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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〇分钟
下 午 2 时 后 ...............15分钟

40分 钟

1周 利 润 共 计 ：34Ü分钟

就 是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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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如 果 每 个 工 作 日 比 # 准 时 间 延 长 5分 钟 ，一 年 就 等 于 2 j 个 工 作 H。”(如  
“这 里 捞 一 点 时 间 ，那 里 捞 - 点 时 间 ，一天 多 出 一 小 时 ，一 年 t 个 月 就 变 成 13 
个 月 了 。”(57)

在 危 机 时 期 ，生 产 中 断 ，开 工 不 足 ，每 周 甚 .至 只 开 工 几 天 。这 当  
然 不 影 响 资 本 延 长 工 作 日 的 欲 望 。营 业 越 不 振 .就 越 要 从 已 有 的 营  
业 中 取 得 更 大 的 利 润 。 开 工 的 时 间 越 少 ，就 越 要 使 剩 余 劳 动 时 间 延  
长 。工 厂 视 察 员 关 于 1857 — 1858年 的 危 机 时 期 报 告 证 明 了 这
—̂占 •

“在 生 意 这 样 不 景 气 的 时 候 还 有 过 度 劳 动 现 象 ,人 们 也 许 会 认 为 是 矛 盾 的 ； 
可 是 恰 恰 是 生 意 不 景 气 刺 豳 r 那 些 无 所 顾 忌 的 人 去 犯 法 „ 他 们 这 样 就 保 证 自  
己 能 取 得 额 外 利 润 。”伦 纳 德 • 霍 纳 说 :“我 的 管 区 有 122家 工 丨 倒 闭 ，〖43家 停

(55)《工 厂 视 察 员 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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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6)《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截 至 1856年 [10月 31日]为 止 的 半 年 》第 35页 。 
(57)《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58年 4月 30日》第 9、1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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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所 有 其 余 的 工 厂 也 都 开 工 不 足 ，但 是 就 在 这 个 时 期 . 劳 动 仍 然 超 过 法 定 的 界  
限 。”(58)豪 威 耳 先 生 也 这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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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 人 每 天 被 夺 去 半 小 时 或 3 刻 钟 。 ”(59)

在 ]861年 至 1865年 的 可 怕 的 棉 业 危 机 时 期 ，也 发 生 了 同 样 的  

现 象 ，不 过 规 模 比 较 小 。 (60)

“如 果 我 们 在 吃 饭 时 间 或 者 在 其 他 非 法 定 时 间 查 到 有 的 工 人 在 做 工 ，有 人  
就 借 门 说 这 些 人 怎 么 也 不 愿 意 离 开 工 厂 ，要 他 们 停 止 工 作 〈擦 洗 机 器 等 等  > , 就  

得 使 用 强 制 办 法 ，特 别 是 在 星 期 六 下 午 更 是 如 此 „ 但 是 . 如 果 机 器 停 转 后 仍 然  
有 ‘人 手 ’留 在 工 厂 里 ，那 只 是 因 为 在 早 晨 6 时 至 晚 上 6 时 的 法 定 劳 动 时 间 内 没  

有 拨 出 吋 间 让 他 丨 I' j干 这 类 事 情 )

( 5 8 )  同 上 ，第 ]0 页 。
(5 9 ) 同 上 ，第 25页 。
(6(1>《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截 至 1861年 ‘1月 30日 为 止 的 半 年 》。 见 附 录 2;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丨862年 10月 3 ]日 》第 7、52,5 3 页 。 1863年 的 下 半 年 违 法  
事 件 义 增 多 . 参 看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截 至 1863年 10月 31日 为 止 的 半 年 》第

7 贞 。
(61)(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I860年 10_月 31 口 》第 23页 。 根 据 工 厂 主 在  

法 庭 h 的 供 同 . 他 们 的 “人 手 ”狂 热 地 反 对 I :厂 劳 动 的 任 何 中 断 . 关 于 这 - - 点 ， 
有 下 列 奇 闻 为 证 《 1836年 6 月 初 ，迪 斯 伯 里 ( 约 克 郡 ) 的 治 安 法 官 接 到 控 告 ， 
说 巴 特 利 附 近 有 8 个 大 工 厂 的 厂 主 违 反 f 工 厂 法 ■ • 其 中 有 几 位 先 生 迫 使 5 个  
12 15 岁 的 儿 章 从 星 期 五 6 点 一 直 劳 动 到 星 期 六 下 午 4 点 .除 了 吃 饭 和  

半 夜 一 小 吋 睡 眠 外 •不 U:有 任 何 休 息 . 这 《 孩 子 在 那 种 叫 做 “再 生 毛 料 洞 ”的 
4 M 甩 一 连 劳 动 3〇 小 时 .他 们 在 那 里 把 破 旧 卷 织 物 撕 成 碎 片 洞 里 弥 漫 着 灰  

生 和 毛 谓 ，iÈÉ:年 」:人 都 要 经 常 用 手 帕 捂 着 嘴 来 保 护 自 S 1的 肺 ！ 这 些 被 告 先  
生 保 证 (他 们 这 些 责 格会 会 忐 都 是 谨 小 慎 餱 的 信 教 者 ，是 不 发 誓 的 ），他 们 怀  
有 怜 悯 之 心 . 本 来 允 许 这 些 n丨 怜 的 孩 子 睡 个 小 时 ，似 是 这 些 固 执 的 孩 子 偏 偏  
不 肯 睡 ！这 几 位 贵 格 会 会 士 先 4:被判 处 罚 :金 20镑 „ 德 莱 登 对 这 典 贵 格 会 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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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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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2) 63 “如 果 额 外 时 间 是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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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遇 到 几 乎 不  
可 克 服 的 困 难

资 本 “零 敲 碎 打 地 偷 窃 ”劳 动 者 吃 饭 时 间 和 休 息 时 间 的 这 种 行  
为 ，又 被 工 厂 视 察 员 叫 做 偷 占 几 分 钟 时 间 (64), “夺 走 几 分 钟 时  

间 ”(65) 66，工 人 中 间 流 行 的 术 语 ，叫做“啃 吃饭 时 间
我 们 看 到 ，在 这 种 气 氛 中 ，剩 余 价 值 由 剩 余 劳 动 形 成 已 经 不 是 什  

么 秘 密 。

“有 一 位 很 可 敬 的 工 厂 主 对 我 说 :如 果 你 允 许 我 每 天 让 工 人 在 法 定 时 间 之  
外 多 干 10分 钟 的 话 ，那 你 一 年 就 把 ] 〇〇〇镑 放 进 了 我 的 口 袋 。”(67)“时 间 的 原

有 先 见 之 明 •他 写 道 ：
“狐 狸 装 出 一 副  
道 貌 岸 然 的 面 孔 ，
它 不 敢 发 誓 ，
一 味 妖 言 惑 众 ，
它 一 双 贼 眼 四 处 探 索 ，
佯 做 忏 悔 者 的 神 情 ，
它 想 破 戒 ，
不 先 祈 祷 一 番 ，不 成 ! ”147

(62)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a 1856.年 10月 3 ]曰》第 34页 。
(6 3 ) 同 上 ，第 35页
(6 4 ) 同 上 ，第 48页 。
(6 5 ) 同 上 „
(6 6 ) 同 上 ，
(6 7 ) 同 上 ，第 48页 .„



子 就 是 利 润 的 要 素 ！ ”(6S)

第 十 章 工 作 日 249

在 这 一 点 上 ，最 能 说 明 问 题 的 莫 过 于 “全 日 工 全 天 劳 动 的  
工 人 - 和 “半 日 工 —— 1 3 岁 以 下 的 只 准 劳 动 6 小 时 的 童  

工 - 的 区 分 了 。在 这 里 劳 动 者 不 过 是 人 格 化 的 劳 动 时 间 。一 切个  
人 之 间 的 区 别 都 化 成 “全 日 工 ”和 “半 日 工 ”的区 别 了  J 48

3 . 在剥 削上不受法律限制的 
英国 工业 部门 的工作日

以 上 我 们 考 察 了 一 些 部 门 中 过 度 劳 动 的 情 况 ，在 这 些 部 门 中 ，资  
本 的 残 酷 的 压 榨 ，N 西 班 牙 人 对 美 洲 红 种 人 的 暴 虐 相 比 有 过 之 而 无  

不 及 (7())，这 迫 使 资 本 受 到 法 律 的 约 束 。现 在 我 们 来 看 看 另 外 一 些 生  
产 部丨 ' ] ，在 那 里 ，直 到 今 天 ，或 者 昨 天 还 在 毫 无 拘 束 地 剥 削 劳 动 力 。

-I860年 ] 月 1 4 丨 丨 • 郡 治 安 法 官 布 罗 顿 先 生 在 诺 丁 汉 市 会 议 厅 主 持 的 一 次  

集 会 h.说 . 从 事 花 边 生 产 的 那 部 分 城 市 居 民 过 着 极 其 贫 穷 痛 苫 的 生 活 .其 困 苦  
保 度 足 文明 丨 H:界 的 其 他 地 方 所 没 冇 见 过 的 …… 9岁 到 10岁 的 孩 子 ，在 大 清 早  * 70

( 6 8 ) 《_:丨1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丨86()年 4 月 30 口 》第 56 页 。

(69_>这 个 术 语 无 论 在 工 厂 或 工 厂 报 告 中 ，都 得 到 r 正 式 的 承 认 。
(70) -位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这 样 说 道 : “ 工 厂 主 贪 得 无 厌 ，他 们 追 逐 利 润  

时 犯 下 的 暴 行 • 同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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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人 阶 级 的 历 史 》1835年 伦 敦 第 3 版 第 114 页 ) 
这 4、I丨 的 理 论 部 分 .足 政 治 经 济 学 概 论 的 一 种 . 在 当 时 有 它 独 到 之 处 .特 别 是 关  

于 商 、Ik危 机 的 论 述 = 至 f 历 史 部 分 ，则 是 尤 耻 地 从 莫 • 伊 登 爵 士 的 《贫 民 的 状  
况 》 ( 丨7!>7年 伦 敦 版 ）中 抄 来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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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点 钟 就 从 肮 脏 的 床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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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 骨 嶙 峋 ，身 躯 萎 缩 ，神 态 呆 痴 . 全 身 麻 木 僵 硬 ，使 人 一 看 就  

不 寒 而 栗 …… 马 利 特 先 生 和 别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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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蒙 塔 古 • 瓦 尔 皮 牧 师 所 描 写 的 那 样 ，是 无 拘 无 束  

的 奴 隶 制 ，是 在 社 会 、肉 体 、道 德 和 智 力 方 面 的 奴 隶 制 … … 如 果 一 个 城 市 竟 举  

行 公 众 集 会 ，请 求 把 成 年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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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罗 来 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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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利 益 而 制 造 面 纱 和 硬 领 过 程 中 发  

生 的 那 种 慢 性 杀 人 的 暴 行 ，难 道 更 可 恶 吗 ? ”(71)

斯 塔 福 德 郡 的 陶 器 业 ，在 最 近 22年 来 ，曾 三 度 成 为 议 会 调 查 的  
对 象 。调 查 的 结 果 ，见 斯 克 里 文 先 生 1M 1年 向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提 

出 的 报 告 和 奉 枢 密 院 149医 官 命 令 公 布 的 格 林 豪 医 生 I860年的报 告  

(《公 共 卫 生 。第 3 号 报 告 》第 1 部 分 第 102 — 113页 ）以 及 朗格 先 生  
1863年 的 报 告 ，载 于 1863年 6 月 1 5 日的《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第 1 

号 报 告 》。lsn在 这 里 ，我 们 只 要 从 I860年 和 1863年 的 报 告 中 摘 录 一  
些 在 工 厂 劳 动 的 儿 童 本 人 的 证 词 就 够 了 。根 据 儿 童 的 情 况 也 就 nf以 

推 知 成 年 人 的 情 况 ，特 别 是 妇 女 和 少 女 的 情 况 。 同 这 一 工 业 部 门 比  
较 起 来 ，棉 纺 业 之 类 的 部 门 还 算 是 很 卫 生 很 愉 快 的 职 业 呢 。 (72)

威 廉 • 伍 德 ，9 岁 ，“从 7 岁 零 10个 月 就 开 始 做 工 ”。一 直 是 “运  

模 子 ”(把 已 经 人 模 的 坯 子 搬 到 干 燥 房 ，再 把 空 模 搬 回 来 ）。他每周天 
天 早 晨 不 到 6 点 上 工 ，晚 上 将 近 9 点 下 工 。，“我 每 周天 天 都 干 到 晚 上  
9 点 钟 。例 如 最 近 七 八 个 星 期 都 是 这 样 。”就 是 说 ，一 个 7 岁 的 孩 子  
竟 劳 动 15小 时 ！—— 约 • 默 里 ，12 岁 ，他 说 ：

(71) 1860年 1月 17日 的 伦 敦 《每 日 电 讯 》 „
(7 2 ) 参 看 恩 格 斯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第 249 — 2ÎU页 J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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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干 的 是 运 模 子 和 转 辘 轳 。 我 早 晨 6 点 钟 上 工 ，有 时 4 点 钟 上 工 „ 昨 天 ， 
我 干 了 - •整 夜 ，一 直 干 到 今 天 早 晨 6 点 钟 „ 我 一 直 没 有 睡 觉 。 有 八 九 个 孩 子 和  
我 一 样 咋 天 都 干 了 一 整 夜 。 我 一 个 星 期 挣 3 先 令 6 便 士 <4法 郎 40生 丁 〉。 我  

整 整 干 了 一 夜 ，也 没 有 多 得 到 一 个 钱 。上 星 期 我 就 整 整 干 了 两 夜 。 ”

弗 尼 霍 夫 ，1 0 岁 •他 说 ：

“我 不 总 是 能 够 得 到 一 小 时 的 吃 午 饭 时 间 ，而 往 往 只 有 半 小 时 . 每 星 期 四 、 
星 期 五 、星 期 六 都 是 这 样 。 ”(73) *

格 林 豪 医 生 指 出 .在 特 伦 特 河 畔 斯 托 克 和 在 沃 尔 斯 坦 顿 这 两 个  
陶 业 区 ，人 的 寿 命 特 别 短 。 2 0 岁 以 上 的 男 子 从 事 陶 业 生 产 的 ，在斯 
托 克 区 虽 然 只 占 36. 6% ，在 沃 尔 斯 坦 顿 只 占 30. 4% ，但 是 在 斯 托 克  

区 的 陶 X 中 死 于 胸 腔 病 的 占 一 半 以 上 ，在 沃 尔 斯 坦 顿 区 约 占 j 。
在 汉 利 行 医 的 布 思 罗 伊 德 医 生 说 ：

“陶 工 一 代 比 一 代 矮 . 一 代 比 一 代 弱 。 ”

另 一 个 医 生 麦 克 贝 恩 先 生 也 说 ：

“我 在 陶 工 中 N 行 医 2 5 年 了 .我 发 觉 这 个 阶 级 在 身 长 和 体 重 方 面 显 著  

退 化 。 ”

以 上 这 些 证 N 是 从 格 林 豪 医 生 1 8 6 0 年 的 报 告 〃 《 中 摘 录 的 。 
下 面 我 们 从 几 个 调 查 委 员 1 8 6 3 年 的 报 告 中 摘 录 儿 段 。 北 斯 塔 福 德  
郡 医 院 主 任 医 生 J . T .阿 利 奇 在 证 词 中 说 ：

“陶 n作 为 一 个 阶 级 . 不 分 男 女 …… 代 表 着 道 德 上 和 身 体 上 退 化 的 人 口 。 

他 们 一 般 都 是 身 材 矮 小 . 发 育 不 良 ，而 且 胸 部 往 往 是 畸 形 的 。 他 们 未 老 先 衰 .寿

( 7 3 ) ( (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 第 1 号 报 告 。 1863年 》, 附 录 第 16、17、18 页 。
(7 .1>《公 共 卫 生 。 第 3 号 报 告 》第 103、104、10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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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不 长 ，迟 钝 而 又 贫 血 ;他 们 常 患 消 化 不 良 症 ,肝 脏 病 、肾 脏 病 和 风 湿 症 ，表 明 体  
质 极 为 虚 弱 。 但 他 们 最 常 患 的 是 胸 腔 病 :肺 炎 、肺 结 核 、支 气 管 炎 和 哮 喘 病 。 还  

有 侵 及 腺 、骨 骼 和 身 体 其 他 部 分 的 瘰 疬 病 . 患 这 种 病 的 陶 工 占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 

只 是 由 于 有 新 的 人 口 从 邻 近 的 乡 村 地 区 补 充 进 来 ，由 于 同 较 为 健 康 的 人 结 婚 . 
这 个 地 区 的 人 口 才 没 有 发 生 更 严 重 的 退 化 。 ……”

该 医 院 外 科 医 生 查 理 • 帕 森 斯 先 生 在 给 调 查 委 员 朗 格 的 信 中  
写 道 ：

“我 所 能 说 的 只 是 我 个 人 的 观 察 ，并 没 有 什 么 统 计 材 料 作 根 据 .但 是 我 可  

以 肯 定 地 说 ，每 当 我 看 到 这 些 从 事 过 度 劳 动 以 满 足 父 母 和 雇 主 的 贪 心 并 因 而 牺  
牲 了 健 康 的 不 幸 孩 子 们 的 时 候 .我 的 愤 慨 一 波 又 一 波 地 浦 上 心 头 。 ”

他 列 举 陶 工 患 病 的 种 种 原 因 ，最 后 指 出 ，最 重 要 的 原 因 是 “劳 动  

时 间 过 长 ” 。调 查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希 望 ：

‘•一 个 在 全 世 界 人 们 的 心 目 中 占 有 如 此 卓 越 地 位 的 行 业 .不 能 再 容 忍 这 种  
可 耻 的 现 象 :它 依 靠 工 人 的 劳 动 和 技 巧 ，取 得 了 光 辉 的 成 就 ，佴 伴 随 而 来 的 是 ， 
工 人 身 体 退 化 ,遭 受 种 种 折 磨 ，早 期 死 亡 。 ”(75)

这 里 所 说 的 英 格 兰 陶 器 业 的 情 况 ，也 适 用 于 苏 格 兰 的 陶
器 业 。 (76)

火 柴 制 造 业 是 从 1 8 3 3 年 发 明 用 木 梗 涂 磷 的 办 法 之 后 出 现 的 。 
自 1 8 4 5 年 起 ，它 在 矣 国 迅 速 地 发 展 起 来 ，并 由 伦 敦 人 口 稠 密 的 地 区  

传 到 曼 彻 斯 特 、伯 明 翰 、利 物 浦 、布 里 斯 托 尔 、诺 里 奇 、纽 卡 斯 尔 、格拉 
斯 哥 等 地 ，它 同 时 也 使 牙 关 锁 闭 症 蔓 延 到 各 地 。维 也 纳 的 一 位 医 生  
还 在 1 8 4 5年 就 发 现 这 种 病 是 火 柴 工 人 的 职 业 病 。

( 7 5 )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 】863年 》第 22[、24]页 和 第 X ]页 。
( 7 6 )  同 上 ，第 2 2 页 和 第 XLVI丨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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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人 中 有 一 半 是 1 3 岁 以 下 的 儿 童 和 不 满 1 8 岁 的 少 年 。谁 都知 

道 . 这 种 制 造 业 有 害 健 康 ，令 人 生 厌 ，所 以 只 有 工 人 阶 级 中 那 些 最 不  
幸 的 人 ，才 肯 把 “ 衣 衫 褴 褛 、饿 得 半 死 、堕 落 的 孩 子 ”(77)送 去 干 这 种  
活 。在 委 员 怀 特 1 8 6 3 年 听 证 的 证 人 当 中 ，有 2 7 0 人 不 满 1 8 岁 ， 40 

人 不 满 1 0 岁 ，1 2 人 只 有 8 岁 ，5 人 只 有 6 岁 ，工 作 日 从 1 2 到 1 4 或 15 

小 时 不 等 ，此 外 还 有 夜 间 劳 动 ，没 有 固 定 的 吃 饭 时 间 ，而 且 多 半 是 在  
充 满 磷 毒 的 工 作 室 里 吃 饭 。 •一 如 果 但 丁 还 在 ，他 会 发 现 ，他的残 酷  
的 地 狱 也 赶 不 上 这 种 制 造 业 中 的 情 景 。

在 壁 纸 工 厂 中 . 粗 糙 的 壁 纸 用 机 器 印 刷 ，精 致 的 壁 纸 用 手 工 印  
刷 。生 产 的 旺 季 是 从 〗〇月 初 到 第 二 年 4 月 底 。在 这 段 时 期 内 ，劳 动
往 往 从 早 晨 6 时 一 直 持 续 到 晚 上 1 0 时 ，甚 至 到 深 夜 ，中 间 几 乎 没 有  

休 息 。
让 我 们 来 听 一 听 这 几 个 人 的 证 词 。 - 耶 • 李 奇 说 ：

“去 年 <1862年 〉冬 天 .]9 个 女 孩 子 中 ，有 6 个 因 为 劳 动 过 度 , 害 了 病 .不 能  
上 工 。 为 了 不 让 她 们 打 瞌 睡 .我 必 须 去 推 她 们 „”—— 威 • 达 菲 说 :“孩 子 们 往 往  

疲 倦 得 睁 不 开 眼 睛 ，其 实 ，我 们 自 己 往 往 也 是 如 此 。”—— 约 • 莱 特 伯 恩 说 :“我 
13岁 … … 去 年 冬 天 我 们 干 到 晚 上 9 点 ，前 年 冬 天 干 到 晚 上 10点 。 去 年 冬 天  

我 的 脚 有 伤 ，差 不 多 每 天 晚 上 都 疼 得 哭 起 来 。”一 乔 • 阿 斯 普 登 说 :“我 这 个 孩  
子 7 岁 的 时 候 ，下 雪 天 我 就 常 常 背 着 他 上 下 工 . 他 常 常 要 做 1 6 个 钟 头 的  

工 ！ …… 当 他 在 机 器 旁 干 活 的 时 候 . 我 往 往 得 跪 下 来 喂 他 饭 ，因 为 他 不 能 离  
开 机 器 . 也 不 能 把 机 器 停 下 来 。” 曼 彻 斯 特 一 家 工 厂 的 股 东 兼 经 理 斯 密 斯  
说 :“我 们 〈他 是 指 那 些 为 "我 们 ”做 工 的 “人 手 ”(78)>—直 做 X ，中 间 不 停 下 来 吃  
饭 .所 以 一 天 10 j 小 时 的 活 动 到 下 午 4点 半 就 干 完 了 ，剩 下 的 时 间 都 是 额 外 时

( 7 7 )  同 上 .第 U V 页 ，
( 7 8 )  在 英 国 工 厂 主 高 雅 的 谈 吐 中 工 人 被 称 做 “hands” , 字 面 上 的 意 思 是  

mams”( 人 手 ) 。 我 们 在 英 文 引 文 中 遇 到 这 个 字 的 时 候 都 把 它 译 作 “bras”(手 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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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难 道 这 位 斯 密 斯 先 生 在 这 1G~|■小 时 内 也 不 吃 一 顿 饭 吗 ?〉我 们 〈那 位  
勤 劳 的 斯 密 斯 〉很 少 在 晚 上 6 点 以 前 停 工 〈他 是 指 停 止 消 费 “我 们 这 些 人 身 机  
器 ”〉，所 以 我 们 〈又 是 克 里 斯 平 152>实 际 上 整 年 都 有 额 外 时 间 …… 在 过 去 18 
个 月 当 中 ，无 论 孩 子 或 成 年 人 <152个 儿 童 和 18.岁 以 下 的 少 年 ， 140个 成 年 人 > 
平 均 每 周 至 少 要 干 7天 零 5小 时 即 78 j 小 时 ，在 今 年 <1863年 >5月 2 日 以 前 的  

6周 内 ，平 均 时 间 更 长 了 ，每 周 达 8天 即 84小 时 !”

还 是 这 位 斯 密 斯 先 生 以 冷 嘲 热 讽 的 口 吻 补 充 说 :“机器劳 动 是 轻  
松 的 。 ”采 用 手 工 印 刷 的 工 厂 主 却 说 :“手 工 劳 动 比 机 器 劳 动 要 合 乎 卫  
生 。”但 是 工 厂 主 先 生 们 全 部 激 烈 地 反 对 至 少 在 吃 饭 时 间 使 机 器 停 下  
来 的 建 议 。巴 勒 区 一 家 壁 纸 厂 的 经 理 奥 特 利 先 生 说 道 ：

“要 是 法 律 准 许 的 劳 动 时 间 是 从 早 晨 6 点 到 晚 上 9 点 ，我 们 倒 很 满 意 ，町 是  
工 厂 法 规 定 的 时 间 是 从 早 晨 6 点 到 晚 上 6 点 ，这 对 我 们 可 不 合 适 …… 在 午 饭  

时 间 我 们 的 机 器 总 是 停 下 来 〈何 等 宽 宏 大 量 !〉。 这 种 间 断 在 纸 张 和 颜 料 方 面 所  
造 成 的 损 失 ，是 微 不 足 道 的 。”接 着 他 摆 出 一 副 老 好 人 的 样 子 说 :“但 是 ,我 可 以  
理 解 ，这 种 损 失 并 不 是 大 家 所 喜 欢 的 。 ”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坦 率 地 认 为 ,担 心 减 少 一 些 他 人 劳 动 的 时 间 就 会  
丧 失 利 润 ，这 不 能 成 为 “充 足 的 理 由 ”，让 13岁 以 下 的 儿 童 和 不 满 18 

岁 的 少 年 在 长 达 12—16小 时 的 时 间 内 被 剥 夺 掉 吃 午 饭 的 时 间 ，或者 

像 给 蒸 汽 机 添 煤 加 水 ，给 机 轮 上 油 等 等 那 样 ，把 午 饭 仅 仅 当 做 劳 动 工  
具 的 辅 助 材 料 在 生 产 过 程 进 行 中 加 给 他 们 。 79 80

( 7 9 )  不 要 把 这 种 时 间 理 解 为 我 们 所 说 的 剩 余 劳 动 时 间 。 这 些 先 生 把  

1 0 + 小 时 的 劳 动 看 做 正 常 工 作 日 ，因 而 其 中 包 含 正 常 的 剩 余 劳 动 《 在 此 之 外 是  
•‘额 外 劳 动 时 间 ”，它 的 报 酬 稍 高 一 些 。 往 后 我 们 就 会 知 道 ，在 所 谓 正 常 日 中 使  
用 劳 动 力 ，报 酬 是 低 于 价 值 的 。

( 8 0 )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u 1863年 .》，证 词 第 123、124、125、140 页 和 第  
LXIV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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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英 国 ，没 有 一 个 工 业 部 门 像 面 包 业 (刚 刚 兴 起 的 机 制 面 包 业 不  
算 在 内 ）那 样 ，直 到 今 天 还 保 持 着 如 此 古 老 的 、只 有 从 罗 马 帝 国 时 代  
的 诗 人 作 品 里 才 可 以 看 到 的 生 产 方 式 。不 过 ，前 面 已 经 说 过 ，资 本起 
初 并 不 关 心 它 所 占 有 的 劳 动 种 类 的 技 术 性 质 。起 初 ，它 是 遇 到 什 么  
样 的 劳 动 就 采 用 什 么 样 的 劳 动 。 1

面包掺 假的情况 ，令 人 难 以 置 信 ，在 伦 敦 尤 为 厉 害 。这 种 现 象 最  
先是由下院 “食物掺 假 ”调 查 委 员 会 (1855 — 1856年 )和哈索尔 医 生《揭 
穿了的掺 假行为 》一 书 揭 发 出 来 的 (SI)。揭 发 的 结 果 是 I860年 8 月 6 日 

颁 布了 “防 止 饮 食 品 掺 假 ”法 ，这 是 一 项 无 效 的 法 律 ，因 为 它 对 每 个 企  

图 靠 买 卖 假 货 赚 正 当 钱 的 自 由 贸 易 论 者 是 极 端 宽 容 的 。(82>委 员 会 本  
身也相当 坦 率 地 承 认 ，自 由 贸 易 实 质 上 是 假 货 贸 易 ，或 者 用 英 国 人 的  

俏 皮 说 法 ，是 “诡 辩 品 ” 贸 易 。事 实 上 ，这 种 “ 诡 辩 ”比 普 罗 塔 哥 拉 154更 
会 颠 倒 黑 白 ，比埃利亚 派|55更 能 当 面 证 明 一 切 都只 不 过 是 假 象 。 * 82 (83)

( 8 ] ) 把 明 矶 磨 成 细 粉 ，或 与 盐 混 合 ，这 是 一 种 常 见 的 商 品 ，名 为 “面 包 素 ”。 153
( 8 2 )  大 家 知 道 ，煤 烟 是 碳 的 一 种 高 效 形 态 ，可 作 肥 料 ，资 本 主 义 的 烟 囱 扫  

除 业 者 都 是 把 煤 烟 卖 给 英 格 兰 租 地 农 民 。 1862年 ，一 个 英 国 陪 审 员 审 理 了 这  
样 一 件 案 子 :卖 者 瞒 着 买 者 在 煤 烟 中 掺 了  90%的 灰 尘 和 沙 ，这 样 的 煤 烟 究 竟 算  

是 “商 业 上 ”的 “真 正 的 ”煤 烟 呢 ，还 是 “法 律 上 ”的 “掺 假 的 ”煤 烟 》 身 为 “商 业 之  
友 ”的 陪 审 员 判 决 说 ，这 是 商 业 上 的 “真 正 的 ”煤 烟 》 租 地 农 民 的 起 诉 被 驳 回 ，并  
且 还 要 支 付 诉 讼 费 用 》

( 8 3 )  法 国 化 学 家 舍 伐 利 埃 在 一 篇 论 商 品 掺 假 的 文 章 中 说 ，他 所 检 查 过 的  
600多 种 商 品 中 ，很 多 商 品 都 有 10、2 0 甚 至 3,0种 摻 假 的 方 法 。 他 又 说 ，很 多 掺  
假 方 法 他 还 不 知 道 ，而 且 他 知 道 的 也 并 没 有 全 部 列 举 出 来 。 他 指 出 ，糖 有 6 种  
掺 假 方 法 •橄 榄 油 有 9 种 . 黄 油 有 10 种 ，盐 有 12种 .牛 奶 有 19 种 ，面 包 有 20 种 ， 
烧 酒 存 2_3种 .面 粉 有 24种 •巧 克 力 有 2 8 种 ，葡 萄 酒 有 3 0 种 . 咖 啡 有 3_2种 ，等 

等 = 甚 至 仁 慈 的 上 帝 也 不 能 逃 脱 这 种 命 运 .， 见 鲁 瓦 尔 • 德 卡 尔 《论 伪 造 圣 物 》 
1856年 巴 黎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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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管 怎 样 ，委 员 会 把公 众 的目光引向了他丨 fj“每 日 的 面 包 ”，从  
而 引 向 了 面 包 业 。 与 此 同 时 ，伦 敦 面 包 工 人 在 群 众 大 会 上 和 在 向  
议 会 的 请 愿 中 . 发 出 了 反 对 过 度 劳 动 等 等 的 呼 声 。这 种 呼 声 如 此  
急 迫 ，以 致 当 局 把 我 们 上 面 屡 次 提 到 的 1863年 委 员 会 的 委 员 休 • 

西 • 特 里 门 希 尔 先 生 任 命 为 皇 家 调 查 专 员 ，以 便 就 此 事 进 行 调 查 。 
他 的 报 告 (84)和 列 举 的 证 词 激 动 了 公 众 ，不 过 不 是 激 动 了 公 众 的  
心 ，而 是 激 动 了 公 众 的 胃 。熟 读 圣 经 的 英 国 人 虽 然 清 楚 地 知 道 ，一 
个 人 除 非 由 于 上 帝 的 恩 赐 而 成 为 资 本 家 、大 地 主 或 领 干 薪 者 ，否则  
必 须 汗 流 满 面 来 换 取 面 包 ，但 是 他 不 知 道 ，他 每 天 吃 的 面 包 中 含 有  
“一 定 量 的 人 汗 ，并 且 混 杂 着 蜘 蛛 网 、死 蟑 螂 、发 霉 的 酵 母 和 脓 血 ， 
更 不 用 提 明 矾 、砂 粒 以 及 其 他 可 口 的 矿 物 质 了 ”。 因 此 ，不 管 “贸 易 
自由 ”多 么 神 圣 ，这 个 “ 自由”的 面 包 业 终 于 受 到 国 家 视 察 员 的 监 督  
( 1863年 议 会 会 议 快 结 束 时 ），同 时 ，这 次 会 议 通 过 的 法 令 还 禁 止  
1 8 岁 以 下 的 面 包 工 人 在 晚 上 9 点 至 第 二 天 争 晨 5 点 这 段 时 间 内 做  

工 。这 项 最 后 的 条 款 用 大 量 文 字 说 明 了 这 个 诚 实 的 、宗 法 式 的 行  
业 中 滥 用 劳 力 的 情 形 。

“伦 敦 的 面 包 工 人 通 常 在 夜 里 11点 开 始 干 活 。 他 先 发 面 ，这 是 一 种 极 费 力  
气 的 活 。 根 据 面 团 的 数 量 和 精 粗 程 度 . 需 要 半 小 时 到 三 刻 钟 。 然 后 他 躺 在 那 块  
兼 作 发 面 盆 盖 子 的 面 板 上 ，拿 一 袋 面 枕 在 头 下 ，再 拿 一 个 空 面 袋 盖 在 身 上 ，睡 两  
个 来 小 时 。 随 后 他 一 连 紧 张 地 忙 上 5 个 小 时 ，把 面 揉 好 ，称 好 ，做 成 面 包 的 样  
子 ，放 到 炉 里 去 烤 , 再 从 炉 里 取 出 . 等 等 ， 烤 炉 房 的 温 度 通 常 有 7 5度 到 90度 ， 

如 果 地 方 狭 小 ，温 度 还 要 高 些 。 制 作 面 包 的 各 道 工 序 完 成 以 后 .分 送 面 包 的 工  
作 又 开 始 了 。 工 人 中 的 一 大 部 分 人 ，刚 刚 结 束 了 上 述 繁 重 的 夜 间 劳 动 ，又 要 在  
白 天 提 着 篮 子 或 推 着 车 子 挨 户 送 面 包 ，有 时 ，他 们 还 要 再 在 烤 炉 房 里 干 些 别 的

(84) «就 面 包 工 人 的 申 诉 向 女 王 陛 下 内 务 大 臣 所 作 的 报 告 》1862年 伦 敦  
版 ，以 及 《第 2 号 报 告 》1863年 伦 敦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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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 根 据 季 节 和 生 产 规 模 的 不 同 ，劳 动 在 下 午 1 点 到 4 点 之 间 结 束 ，而 另 一 部  
分 工 人 则 在 烤 炉 房 里 一 直 忙 到 晚 上 。 ”(85)

在 伦 敦 社 交 季 节 ， “ 全价 ”面 包 房 ( 以 正 常 价 格 出 售 面 包 的 面 包 房 ） 
的 工 人 通 常 是 在 夜 里 1 1 点 开 始 干 活 ，一 直 忙 到 第 二 天 早 晨 8 点 ，中间  
几 乎 没 有休息。然 后 他 们 就 运 送 面 包 ，或 有 时 在 烤 炉 房 烤 面 包 干 ，一 
直 干 到 下 午 4 点 、5 点 、6 点 甚 至 7 点 。活 全 干 完 了 以 后 可 以 睡 6 个 小  
时 左 右 ，有 时 只 睡 5 个 或 4 个 小 时 。到 了 星 斯 五 ，总 是 提 前 上 工 ，通常 

是 从 晚 上 1 0 点 开 始 ，不 停 地 烤 制 面 包 或 发 送 面 包 ，一 直 忙 到 星 期 六 晚  
上 8 点 ，而在大多 数 情 况 下 ，要 一 直 干 到 星 期 日 早 晨 4 点 或 5 点 。就连  

按 “正 常 价 格 ”出 售 面 包 的 第 一 流 面 包 房 ，到 了 星 期 天 ，也 要 为 第 二 天  
做 4 5 小 时 的 准 备 工 作 。在 “# 低 价 面 包 的 老 板 ”那 里 (前 面 已 经 说

过 ，这 种 人 在 伦 敦 面 包 业 主 中 占 j ) ，面包 I 人 的 劳 动 时 间 更 长 ，不过  
几 乎全是在烤 炉 房里做工，因 为 他 们 的 老 板 除 把 面 包 供 应 一 些 零 售 商  
外 ，只在自己的店铺 里出售 。每 当 临 近 “周 末 ” ，就 是 说 从 星 期 四 起 ，晚  
上 1 0 点 就 开 始 干 活 ，一 直 干到 星 期 六深夜或深夜以后 。 (8S) 86

至 于 这 些 “ 卖 低 价 面 包 的 老 板 ”，连 他 们 自 己 都 承 认 ，正是 工人 的  
“无 酬 劳 动 ”使 他 们 能 够 竞 争 (87)。 而 “卖 全 价 面 包 的 老 板 ”则 向 调 查  
委 员 会 揭 发 说 ，他 的 “卖 低 价 面 包 ” 的 竞 争 者 盗 窃 别 人 的 劳 动 ，并 在面 
包 中 掺 假 。他 大 声 说 ：

“他 们 所 以 走 运 ，全 靠 欺 骗 公 众 .他 们 从 工 人 那 里 榨 取 18小 时 的 劳 动 ，而 只

( 8 5 )  《就 面 包 工 人 的 申 诉 向 女 王 陛 下 内 务 大 臣 所 作 的 报 告 。 第 1 号 报 告 》 
1862年 伦 敦 版 第 VI、VII页 。

( 8 6 )  同 上 ，第 LXXI页 。

( 8 7 )  乔 治 • 里 德 《面 包 业 的 历 史 》1848年 伦 敦 版 第 1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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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12小 时 的 工 资 。 ”(88>

而包掺 假和卖 低价面包的面包业 主阶 层 的形成这 两 种 现 象 . Æ英国  
开 始 于 18世 纪 初 ，但只是在这 一行业 的行会 性 质 消失而以面粉厂 厂 主  

面目出现 的资 本家使面包房老板完全听 命于自己之后才发 展起来 。 88 (89) 90 * 

这 就 为 资 本 主 义 的 生 产 ，为 无 限 度 地 延 长 白 天 和 夜 间 劳 动 奠 定 了 基  
础 ,虽 然 夜 间 劳 动 甚 至 在 伦 敦 也 只 是 在 1824年 才 真 正 站 稳 脚 跟 。〜》

根 据 以 上 所 述 ，我 们 就 可 以 了 解 .为 什 么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把 面 包 工  
人 列 为 短 命 的 工 人 ;这 些 工 人 即 使 幸 运 地 逃 脱 了 工 人 阶 级 的 各 个 阶  
层 通 常 都 难 免 的 夭 折 ，也 很 少 活 到 4 2 岁 。可 是 ，这 个 行 业 的 求 职 者  

却 非 常 之 多 。就 伦 敦 来 说 ，这 种 “劳 动 力 ”的 来 源 是 苏 格 兰 、英 格兰 西  
部 农 业 区 以 及 德 国 。

1858— 1860年 ，爱 尔 兰 的 面 包 工 人 自 己 筹 款 组 织 了 多 次 群 众 大  

会 ，为 反 对 做 夜 工 和 星 期 日 劳 动 进 行 鼓 动 。公 众 出 于 爱 尔 兰 人 容 易  
激 动 的 天 性 . 热 情 表 示 在 任 何 情 况 下 都 站 在 工 人 一 边 .例如在都柏林 
1860年 的 五 月 大 会 上 就 是 这 样 。 由 于 这 一 运 动 ，只 做 日 工 的 规 定 在  

弗 克 斯 福 德 、基 尔 肯 尼 、克 郎 梅 尔 、沃 特 福 德 等 地 真 正 地 得 到 执 行 。

“在 众 所 周 知 的 、工 人 苦 不 堪 R的 利 默 1 克 . 由 于 面 包 房 老 板 ，特 别 是 面 包 房

( 8 8 )  《第 ] 号 报 告 。证 词 部 分 》。 “卖 全 价 面 包 的 老 板 ”奇 斯 曼 的 证 间 。
( 8 9 )  乔 治 • 里 德 ，同 上 。在 17世 纪 末 和 18世 纪 初 ,打 入 各 种 行 业 的 代 理  

商 或 商 人 还 被 官 方 认 为 是 社 会 之 害 》 例 如 在 萨 默 塞 特 郡 . 在 治 安 法 官 季 度 法 庭  
开 庭 期 间 . 大 陪 审 团 156曾 向 下 院 递 送 一 份 “呈 文 ”, 其 中 说 :“布 莱 克 韦 尔 商 馆 中  
的 这 些 代 理 商 是 社 会 之 害 ，他 们 危 害 呢 绒 和 服 装 业 . 必 须 - f 以 铲 除 。”(《我 们 英  
国 羊 毛 业 的 诉 讼 案 》1685年 伦 敦 版 第 7 页 ）

( 9 0 )  《就 面 包 工 人 的 申 诉 向 女 王 陛 下 内 务 大 臣 所 作 的 报 告 。 第 1 号 报 告 》
第 VIII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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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磨 坊 老 板 的 反 抗 ，运 动 遭 到 r 失 败 。 利 默 1 克 的 先 例 对 恩 尼 斯 和 蒂 珀 雷 里 两  

郡 产 生 了 影 响 。 在 公 众 的 不 满 情 绪 表 现 得 最 强 烈 的 科 克 郡 ，老 板 们 用 解 雇 工 人  
的 办 法 把 运 动 压 了 下 去 》 在 都 柏 林 ，老 板 们 进 行 了 最 坚 决 的 反 抗 ,他 们 用 迫 害 领  
导 运 动 的 工 人 的 办 法 ，迫 使 其 余 的 工 人 让 步 ，同 意 做 夜 工 和 星 期 日 劳 动 。

在 爱 尔 兰 武 装 到 牙 齿 的 英 国 政 府 所 属 的 _ 员 会 ，竟 痛 切 地 规 劝  

都 柏 林 、利 默 里 克 、科 克 等 地 那 些 铁 石 心 肠 的 面 包 房 老 板 ：

“委 M会 认 为 , 劳 动 时 间 受 自 然 规 律 的 限 制 .若 有 违 反 ，必 受 惩 罚 。 老 板 们  
用 解 雇 来 威 胁 工 人 ，迫 使 他 们 违 背 宗 教 信 仰 ，违 反 国 家 法 律 ，冒 犯 社 会 舆 论 〈这  

些 全 是 指 星 期 口 劳 动 〉，这 样 老 板 们 就 挑 起 劳 资 之 间 的 仇 恨 . 提 供 了 危 害 宗 教 、 
道 德 和 社 会 秩 序 的 先 例 …… 委 员 会 认 为 ，把 工 作 日 延 长 到 12小 时 以 上 ，是 名  

副 其 实 的 掠 夺 ，是 对 劳 动 者 私 人 生 活 和 家 庭 生 活 的 践 踏 ，以 致 造 成 道 德 上 的 非  
常 不 幸 的 后 果 ;使 劳 动 者 不 能 履 行 他 作 为 一 个 儿 子 、兄 弟 、丈 夫 和 父 亲 所 应 尽 的  
家 庭 义 务 】2 小 时 以 上 的 劳 动 会 损 害 工 人 的 健 康 ，使 他 们 早 衰 早 死 .因 而 造 成  

工 人 家 庭 的 不 幸 ，恰 好 在 最 必 要 的 时 候 .失 去 家 长 的 照 料 和 扶 持 。 ”(》 2)

以 上 是 爱 尔 兰 的 情 形 „ 在 海 峡 彼 岸 的 苏 格 兰 ，农 业 劳 动 者 （即 庄  
稼 汉 )揭 露 ，他 在 最 恶 劣 的 天 气 里 ，每 天 要 劳 动 13 1 4 小 时 .星 期 日 还

要 从 事 4 小 时 的 额 外 劳 动 ( 这 还 是 在 信 守 安 息 日 157的 国 家 里 呢 ! 

就 在 这 个 时 候 . 伦 敦 一 个 大 陪 审 团 面 前 站 着 三 个 铁 路 员 工 :一 个 乘 务  

员 ,一 个 司 机 ，一 个 信 号 员 。一 次 车 祸 把 1 0 0 名 旅 客 送 到 了 另 一 个 世  

界 。 这 儿 个 铁 路 M 工 的 疏 忽 大 意 是 造 成 这 次 不 幸 事 件 的 原 因 。 他 们  
在 陪 审 员 面 前 异 口 同 声 地 说 ,1 0  — 1 2 年 以 前 ，他 们 每 天 只 劳 动 8 小 时 ， * 93

(U1) 《186]年 爱 尔 兰 面 包 业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 S 2 ) 同 上 。
(93) 1866年 1 月 r> H .农 业 劳 动 者 在 格 拉 斯 哥 附 近 的 拉 斯 韦 德 举 行 群 众

大 会 „ ( 见 1866年 1 月 1 3 「丨《工 人 辩 护 十 报 》）自 1865年 底 以 来 ，在 农 业 劳 动  

者  最 初 在 苏 格 1  中 成 立 了 一 个 工 联 . 这 是 h 次 真 正 的 历 史 性 的 事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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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在 最 近 5 —  6 年 内 ，劳 动 时 间 延 长 到 了  14、1 8 甚 至 2 0 小 时 ，而 在  

旅 客 特 别 拥 挤 的 时 候 ，例 如 在 旅 行 季 节 ，他 们 往 往 要 连 续 劳 动 40 50

小 时 。 可 是 他 们 都 是 些 普 通 人 ，并 不 是 百 眼 巨 人 。 他 们 的 劳 动 力 到 一  

定 时 候 就 不 中 用 了 。他 们 浑 身 麻 木 ，头 发 昏 ，眼 发 花 。但 是 最 可 尊 敬  

的 不 列 颠 陪 审 团 对 他 们 的 回 答 ，是 定 为 “ 过 失 杀 人 罪 ”，交 付 下 一 次 巡  

回 审 判 庭 审 理 ，而 只 在 一 项 仁 慈 的 附 录 中 表 示 良 好 的 愿 望 ，希 望 资 本  

家 先 生 们 ，这 些 铁 路 大 亨 们 ，将 来 在 购 买 足 够 数 量 的 “ 劳 动 力 ”时 大 方  
些 ，在 榨 取 所 购 买 的 劳 动 力 时 “ 节 制 ”一 些 。

一 大 群 不 同 职 业 、年 龄 、性 别 的 各 种 各 样 的 劳 动 者 ，争 先 恐 后 地  

向 我 们 拥 来 ，简 直 比 在 地 狱 中 向 奥 德 赛 拥 去 的 被 杀 者 的 鬼 魂 1S8还  

多 。 不 用 打 开 他 们 腋 下 夹 着 的 蓝 皮 书 ，我 们 就 可 以 一 眼 看 出 过 度 劳  

动 的 痕 迹 。 现 在 让 我 们 从 这 一 大 群 人 当 中 再 挑 出 两 种 人 来 ，一 种 是  
女 时 装 工 ，一 种 是 铁 匠 。 这 两 种 人 的 鲜 明 的 对 照 表 明 ，在 资 本 面 前 一  

切 人 都 是 平 等 的 。 *

( 9 4 ) 见 1866年 1 月 2 1 日《雷 诺 新 闻 》。 这 家 周 报 每 周 都 以 “耸 人 听 闻 的  

标 题 ”,如 《可 怕 的 横 祸 》、《惊 人 的 惨 剧 》等 等 . 报 道 一 连 串 新 发 生 的 铁 路 惨 祸 。 
北 斯 塔 福 德 郡 铁 路 线 t 的 一 个 工 人 对 此 议 论 说 :“谁 都 知 道 ，司 机 和 司 炉 稍 一 失  
神 ,就 会 造 成 严 重 的 后 果 。 拼 命 延 长 劳 动 时 间 ，不 让 有 片 刻 休 息 ,那 又 怎 能 不 造  
成 这 样 的 后 果 呢 ？ 我 们 可 以 举 一 个 毎 天 都 在 发 生 的 例 子 :上 星 期 一 ，有 一 个 司  
炉 一 清 早 就 上 工 ，干 了  14•小 时 50分 钟 才 下 工 。 他 还 没 有 来 得 及 喝 口 茶 ，就 又  
被 叫 去 做 工 了 。 就 这 样 他 一 连 做 工 29小 时 15分 钟 。 这 一 周 的 其 余 几 天 ，他 的  
工 作 情 形 是 这 样 :星 期 三 15小 时 ，星 期 四 15小 时 35分 ，星 期 五 1 4 + 小 时 ，星 期  
六 14小 时 10分 ，一 周 共 工 作 88小 时 40分 。 不 难 设 想 ，当 他 只 得 到 6 个 工 作 日  

的 工 资 时 会 感 到 多 么 惊 异 。 这 个 人 是 个 新 手 ，他 问 什 么 叫 一 个 工 作 日 。 得 到 的  
回 答 是 :13 个 小 时 算 一 个 工 作 日 . 也 就 是 说 ，78小 时 算 一 周 。 而 多 做 的 10小 时  
30分 钟 又 怎 么 算 呢 ？ 争 吵 了 很 久 ，最 后 才 给 他 加 了  10 个 便 士 （1 法 郎 ） 。 ”（ 1866 
年 2 月 4 日《雷 诺 新 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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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6 3 年 6 月 下 旬 ，伦 敦 所 有 的 日 报 都 用 “ 活 活 累 死 ”这 一 耸 人 听  

闻 的 标 题 登 载 着 一 条 消 息 . 报 道 2 0 岁 的 女 时 装 工 玛 丽 • 安 妮 • 沃 克  

利 是 怎 样 死 的 。 她 在 一 家 由 芳 名 爱 利 莎 的 老 板 娘 经 营 的 很 有 声 望 的  

宫 廷 时 装 店 里 做 工 。这 里 又 碰 到 我 们 常 常 讲 的 那 一 类 老 故 事 了 。 (95) 

年 轻 的 女 工 平 均 每 天 劳 动 16 j 小 时 ，在 忙 季 .她 们 往 往 要 一 连 劳 动  
3 0 小 时 ，要 不 时 靠 喝 雪 莉 酒 、葡 萄 酒 或 咖 啡 来 维 持 她 们 已 经 衰 弱 的  

“ 劳 动 力 ” 。当 时 正 是 忙 季 的 最 高 潮 。为 了 迎 贺 刚 从 国 外 进 口 的 威 尔 士  
亲 王 夫 人 ，女 工 们 要 为 高 贵 的 夫 人 小 姐 们 在 转 眼 之 间 就 变 出 参 加  
舞 会 的 服 装 来 。玛 丽 • 安 妮 • 沃 克 利 同 其 他 6 0 个 少 女 一 起 连 续 干  
了 26 j 小 时 。这 些 少 女 3 0 人 挤 在 一 间 房 子 内 ，空 气 少 到 还 不 及 需  

要 量 的 夜 里 睡 在 用 木 板 隔 成 的 一 间 间 小 屋 里 ，每 两 人 一 张 床 。 (96)

(_95)参 看 弗 • 恩 格 斯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第 253、254 页 。 151
(96) E 生 局 的 莱 瑟 比 医 牛 . 当 时 说 :“成 年 人 的 寝 室 至 少 要 有 300立 方 英 尺  

空 气 ，而 起 居 室 至 少 要 有 500立 方 英 尺 。”伦 敦 一 家 医 院 的 主 任 医 生 理 查 森 说 : 
“各 种 女 缝 纫 工 —— 女 时 装 工 、女 服 装 工 , 都 有 三 种 灾 难 ，这 就 是 劳 动 过 度 ，空 气  
不 足 •营 养 不 够 或 消 化 不 良 。 一 般 说 来 ，这 种 劳 动 对 于 妇 女 无 论 如 何 要 比 男 子  
更 为 适 宜 。 这 种 行 业 的 不 幸 ，特 别 在 伦 敦 ，在 于 它 被 2 6 个 资 本 家 所 垄 断 ，这 些  

资 本 家 利 用 资 本 所 产 生 的 权 势 ，靠 浪 费 劳 动 力 来 节 约 费 用 。 在 缝 纫 业 各 部 门 中  
都 感 受 到 了 资 本 家 的 这 种 权 力 . 如 果 一 个 女 服 装 工 揽 到 了 一 些 顾 客 ，那 么 由 于  
竞 争 . 她 必 须 在 家 里 拼 死 命 地 干 . 才 能 把 顾 客 维 持 住 .而 且 她 必 然 要 让 她 的 工 人  
同 样 从 事 过 度 的 劳 动 。 如 果 吔 抢 不 到 生 意 ，或 者 不 能 再 独 立 经 营 下 去 ，她 就 到  
一 家 裁 缝 店 去 做 工 ，在 那 ■ ，活 并 不 轻 ，但 是 收 人 有 保 障 。 处 于 这 样 的 地 位 ，她  
就 变 成 r 纯 粹 的 奴 隶 ，随 着 社 会 的 动 荡 而 漂 泊 不 定 ；她 时 而 待 在 家 里 的 小 房 间  
里 挨 饿 或 近 乎 挨 饿 ;时 而 乂 要 在 时 装 店 里 一 昼 夜 劳 动 15、〗6 甚 至 18小 时 ，而 她  

们 劳 动 的 场 所 空 气 闷 得 几 乎 令 人 喘 不 过 气 来 . 同 时 她 们 吃 下 的 东 西 ，哪 怕 吃 得  
还 不 坏 . 由 于 缺 乏 新 鲜 空 气 ，也 消 化 不 了 。 这 些 人 中 每 天 都 有 人 成 为 肺 病 的 牺  

牲 者 ，从 而 使 肺 病 的 王 国 得 以 永 存 ；因 为 这 种 疾 病 就 是 由 于 空 气 不 良 而 引 起  
的 (理 查 森 医 生 《活 活 累 死 》•载 于 1863年 7 月 《社 会 科 学 评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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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还 是 伦 敦 一 家 最 好 的 时 装 店 。玛 丽 • 安 妮 • 沃 克 利 星 期 五 得 病 . 

星 期 日 就 死 了 ，而 使 老 板 娘 爱 利 莎 大 为 吃 惊 的 是 .她 竟 没 有 来 得 及 缝  
完 礼 服 的 最 后 一 针 。 医 生 基 斯 先 生 被 请 来 的 时 候 已 经 太 迟 了 .他 直  
率 地 向 验 尸 陪 审 团 作 证 iÄ:

“玛 丽 • 安 妮 • 沃 克 利 致 死 的 原 因 • 是 在 过 分 拥 挤 的 工 作 室 里 劳 动 时 间 过  

长 ，以 及 寝 室 太 小 又 不 通 风 。 ”

为 了 教 医 生 讲 话 得 体 . 验 尸 陪 审 团 却 说 ：

“死 者 是 中 风 死 的 ，但 是 也 有 理 由 担 心 ，在 过 分 拥 挤 的 工 作 室 里 劳 动 过 度 等  
等 ，可 能 加 速 了 她 的 死 亡 。 ”

自 由 贸 易 论 者 科 布 顿 和 布 莱 特 的 机 关 报 《晨 星 报 》叫 喊 道 :“我们  
的 白 奴 是 劳 动 的 牺 牲 者 ，劳 动 把 他 们 引 向 坟 墓 ，他们 无 声 无 息 地 憔 悴  
而 死 了 。 ”(97)

( 9 7 ) 见 1863年 6 月 2 3 日《晨 星 报 》。 《泰 晤 上 报 》曾 利 用 这 件 事 反 对 布 莱  

特 等 人 而 为 美 国 奴 隶 主 辩 护 。 该 报 写 道 :“我 们 中 间 很 多 人 认 为 .只 要 我 们 自 己  
是 用 饥 饿 的 折 磨 来 代 替 皮 鞭 的 抽 打 . 使 我 们 本 国 的 年 轻 妇 女 累 死 ，我 们 就 很 难  
有 权 利 用 火 和 剑 攻 Æ-那 些 生 来 就 是 奴 隶 主 的 家 族 .他 们 至 少 是 好 好 地 养 活 他 们  
的 奴 隶 , 并 让 奴 隶 进 行 适 度 的 劳 动 。”(1863年 7 月 2 日《泰 晤 士 报 》)托 利 党 的 报  

纸 《旗 帜 报 》也 同 样 地 中 斥 纽 曼 • 霍 尔 牧 师 说 :“你 把 奴 隶 主 开 除 教 籍 .n i是 却 同  
那 些 心 安 理 得 地 用 养 一 只 狗 的 钱 驱 使 伦 敦 公 共 马 车 夫 和 售 票 员 等 等 每 天 劳 动  
16小 时 的 正 人 君 子 在 一 起 祈 祷 。”最 后 ，天 才 崇 拜 的 发 明 者 ，预 言 家 托 马 斯 • 卡  
莱 尔 先 生 发 言 了 。 关 于 这 位 先 生 ，还 在 1850年 我 就 写 过 :“天 才 已 经 消 失 .剩 下  

的 只 是 崇 拜 。”159这 位 卡 莱 尔 先 生 在 一 篇 蹩 脚 的 寓 言 中 把 现 代 史 上 的 唯 一 重 大  
事 件 ,美 国 南 北 战 争 7 , 说 成 是 这 样 一 件 简 单 的 事 情 :北 方 的 彼 得 拼 命 要 打 破 南  
方 保 罗 的 头 ，因 为 北 方 的 彼 得 逐 日 雇 用 工 人 ，而 南 方 的 保 罗 却 终 生 雇 用 . （《萌 
芽 中 的 美 国 伊 利 亚 特 》。 载 于 1863年 8 月 《麦 克 米 伦 杂 志 》) 这 样 ，托 利 党 说 出  

了 博 爱 的 最 后 一 言 :还 是 奴 隶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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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 死 —— 这 是 目 前 普 遍 存 在 的 现 象 . 不 仅 在 时 装 店 是 如 此 ,在 任 何 行 业 中
都 是 如 此 。 我 们 试 以 铁 匠 为 例 ■■如 果 可 以 相 信 诗 人 的 话 .那 么 世 界 上 再 没 有 像

铁 匠 那 样 强 健 、那 样 快 活 的 人 了 。 他 大 淸 早 就 起 来 ，太 阳 还 没 有 出 来 ，就 叮 当 叮
当 地 打 起 铁 来 。 他 比 谁 都 吃 得 多 ，喝 得 足 . 睡 得 好 。 单 就 身 体 条 件 来 说 . 如 果 劳
动 适 度 . 铁 匠 的 情 况 确 实 是 属 于 最 好 的 r 。 佴 是 .我 们 到 城 里 去 ,看 看 这 些 健 壮
的 汉 子 所 担 负 的 劳 动 重 担 ，看 看 他 们 在 我 国 的 死 亡 表 ^ 所 占 据 的 位 置 吧 。 在 马
里 勒 本 区 ( 伦 敦 M大 的 市 区 之 一 ）. 铁 匠 每 年 的 死 亡 率 为 7 ^ ，比 英 国 成 年 男 子  11 1 000
的 平 均 死 亡 率 高 打 铁 几 乎 是 人 的 天 生 的 技 能 . 本 来 是 无 可 非 议 的 ，只 是  

由 于 过 度 劳 动 才 成 为 毁 灭 人 的 职 业 ，他 毎 天 能 打 这 么 多 锤 ，迈 这 么 多 步 .呼 吸 这  
么 多 次 .干 这 么 多 活 ，平 均 能 活 5 0 年 。 现 在 强 迫 他 每 天 多 打 这 么 多 锤 ,多 迈 这  
么 多 步 ，多 呼 吸 这 么 多 次 ，而 这 一 切 加 在 一 起 就 使 他 的 生 命 力 每 天 多 耗 费  

他 尽 力 做 了 ，结 果 怎 样 呢 ？ 结 果 在 一 个 有 限 的 时 期 内 多 子 了 + 的 活 ，但 是 他 活  
不 到 5 0 岁 ，他 3 7 岁 就 死 了 。”(兆 >

4. 日 工 和 夜 工 。换 班 制 度

从 剩 余 价 值 的 生 产 来 看 ，生 产 资 料 即 不 变 资 本 的 存 在 ，只 是 为 了  

在 吮 吸 每 一 滴 劳 动 的 同 时 吮 吸 一 定 比 例 的 剩 余 劳 动 量 。 如 果 它 们 不  

执 行 这 种 职 能 . 它 们 单 纯 的 存 在 就 给 资 本 家 造 成 消 极 的 损 失 ，因 为 生  

产 资 料 在 整 个 闲 置 期 间 代 表 无 用 的 预 付 资 本 ;一 旦 它 们 在 中 断 期 间  

要 求 追 加 开 支 以 便 恢 复 生 产 . 这 种 损 失 就 成 为 积 极 的 损 失 。把 工 作  

H 延 长 到 自 然 日 的 界 限 以 外 . 即 延 长 到 夜 间 ，只 是 一 种 缓 和 的 办 法 , 

只 能 大 致 满 足 一 下 吸 血 鬼 吮 吸 劳 动 鲜 血 的 欲 望 。 因 此 ，在 一 昼 夜 24 

小 时 内 都 占 有 劳 动 ，是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内 在 要 求 。 但 是 不 停 地 榨 取  
间 一 劳 动 力 . 从 身 体 上 说 是 不 可 能 的 ，因 此 ，为 克 服 身 体 上 的 障 碍 ，就

( 9 8 ) 理 查 森 医 生 《劳 动 与 过 度 劳 动 》，载 于 1 8 M 年 7 月 《社 会 科 学 评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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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 白 天 被 使 用 的 劳 动 力 和 夜 里 被 使 用 的 劳 动 力 换 班 工 作 。换 班 有  

各 种 办 法 ，例 如 可 以 使 一 部 分 员 工 这 个 星 期 做 日 班 ，下 个 星 期 做 夜  

班 ，等 等 。大 家 知 道 ，这 种 换 班 制 度 ，在 早 期 的 英 国 棉 纺 织 业 部 门 是  

很 盛 行 的 ，今 天 ，在 莫 斯 科 的 纺 纱 厂 中 也 很 流 行 。这 种 H 夜 连 续 不 停  

的 生 产 过 程 ，直 到 今 天 还 存 在 于 大 不 列 颠 的 许 多 依 然 “ 自 由 ”的 工 业  

部 门 中 ，其 中 如 英 格 兰 、威 尔 士 和 苏 格 兰 的 炼 铁 厂 、锻 冶 厂 、压 延 厂 以  

及 其 他 金 属 工 厂 。 在 这 里 ，生 产 过 程 除 了 每 周 工 作 日 的 时 间 ，在 大 多  
数 工 厂 还 包 括 星 期 日 的 时 间 。工 厂 的 人 员 中 有 男 有 女 ，有 成 年 人 .有  
男 女 儿 童 。 儿 童 和 少 年 从 8 岁 （有 时 是 6 岁 ）直 到 1 8 岁 年 龄 不  
等 。(99) 100 101在 某 些 部 门 中 ，男 工 、妇 女 和 少 女 夜 间 混 在 一 起 做 工 。u™»

我 们 且 不 说 夜 工 的 一 般 害 处 。n ü l ) 昼 夜 2 4 小 时 不 断 的 操 作 过

( 9 9 >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 第 3 号 报 告 》1864年 伦 敦 版 第 1V,V、V1、V11页 。

(100) “在 斯 塔 福 德 郡 和 南 威 尔 士 ，少 女 和 妇 女 不 但 白 天 而 且 夜 里 都 在 煤  
矿 和 焦 炭 堆 上 做 送 交 议 会 的 报 告 经 常 指 出 ，这 种 做 法 带 来 尽 人 泞 知 的 严 重  

弊 端 。 这 些 妇 女 同 男 子 一 道 做 工 ，从 衣 服 上 很 难 区 别 出 来 ; 她 们 浑 身 是 污 泥 和  
煤 炭 。 这 种 不 适 于 妇 女 的 职 业 几 乎 必 然 使 妇 女 丧 失 自 尊 心 ，因 而 使 她 们 品 行 堕  
落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 第 3 号 报 告 》第 194号 第 XXVI页 ，参 看 《第 1 号 报 告 》 
U 865年 )第 61 号 第 XII〗页 ) 玻 璃 厂 的 情 况 也 是 如 此 。

( 1 0 1 )  有 一 个 雇 儿 童 做 夜 工 的 钢 厂 老 板 说 :“做 夜 工 的 少 年 在 白 天 既 不 能  

睡 觉 ，也 得 不 到 一 点 正 规 的 休 息 ，他 们 只 好 在 白 天 到 处 游 荡 .看 来 这 是 很 自 然  
的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 第 4 号 报 告 》第 63 号 第 XII】页 )一 位 医 生 谈 到 日 光 对  

身 体 的 维 护 和 发 育 的 重 要 性 时 说 道 :“ F丨 光 还 直 接 影 响 身 体 的 各 部 组 织 .使 其 强  
健 而 富 有 弹 性 。 动 物 的 肌 肉 缺 少 适 量 的 光 照 就 会 松 软 ，失 去 弹 力 ，神 经 也 会 因  
缺 乏 刺 激 而 失 去 应 有 的 紧 张 度 ，各 个 部 分 的 发 育 就 会 受 到 阻 碍 … … 至 于 儿  
童 ，经 常 有 充 足 的 阳 光 . 并 且 每 天 有 一 部 分 时 间 受 到 日 光 的 直 接 照 射 .对 于 他 们  
的 健 康 是 绝 对 不 可 缺 少 的 。 日 光 可 以 促 使 食 物 变 成 良 好 的 成 形 血 液 .并 使 新 形  
成 的 纤 维 组 织 强 固 起 来 。它 还 可 以 刺 激 视 觉 器 官 ,从 而 加 强 大 脑 各 部 分 的 机 能  
的 活 动 。”这 一 段 话 摘 自 伍 斯 特 总 医 院 主 任 医 生 威 • 斯 特 兰 奇 先 生 论 述 “健 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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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为 打 破 名 义 上 的 工 作 日 界 限 提 供 了 一 直 期 待 的 、绝 好 的 机 会 》例 

如 ，在 上 述 那 些 劳 动 十 分 繁 重 的 工 业 部 门 中 ，每 个 劳 动 者 公 认 的 工 作  
H 至 多 为 1 2 小 时 ，无 论 夜 工 或 日 工 都 是 如 此 。但 是 在 很 多 场 合 .那 种  

超 出 这 一 界 限 的 过 度 劳 动 ，用 英 国 官 方 报 告 的 话 来 说 实 在 可  
怕 ” 。 报 告 说 ： _

“任 何 人 想 到 证 词 中 提 到 的 9一 12 岁 儿 童 所 担 负 的 劳 动 量 ，都 不 能 不 得 出  

结 论 说 •再 也 不 能 容 许 父 母 和 雇 主 这 样 滥 用 权 力 。
“儿 t 昼 夜 轮 班 做 T：的 办 法 . 无 论 在 忙 时 或 平 时 ，都 会 使 工 作 日 极 度 延 长 s 

这 种 延 K在 许 多 场 合 不 仅 骇 人 听 闻 . 而 且 简 直 令 人 难 以 置 信 》 有 时 难 免 有 的 儿  
童 因 某 种 原 因 不 能 上 工 接 班 。 这 时 ，一 个 或 几 个 该 下 工 的 儿 童 就 得 留 下 来 填 补  

空 位 „ 这 个 办 法 是 人 人 皆 知 的 ，有 一 次 ，我 问 一 个 压 延 厂 的 经 理 ，没 有 上 工 的 儿  

童 由 谁 代 替 .他 竟 回 答 说 : ‘我 知 道 ，你 心 里 和 我 一 样 明 白 。’他 毫 不 犹 豫 地 承 认  
了 上 述 事 实 。，，(104)

“有 一 个 压 延 厂 ，每 个 工 人 的 名 义 上 的 工 作 日 是 11 j 小 时 . 有 一 个 儿 童 , 
每 虽 期 至 少 有 4 个 夜 晚 要 干 到 第 二 天 晚 上 8 点 半 ,这 样 一  Ë 继 续 了  6 个 月 。 另  
— 个 儿 t . 9 岁 时 ，有 时 一 连 做 3 班 . 每 班 12小 时 ，1 0 岁 时 ，有 时 一 连 干 两 天 两  

夜 „ 第 飞 个 儿 童 •今 年 1 0 岁 ，每 星 期 有 三 天 部 是 从 早 晨 6 点 一 直 干 到 夜 间 12 
点 .在 其 余 几 天 千 到 晚 k 9 点 . 第 四 个 儿 童 • 今 年 1 3 岁 .整 个 星 朗 都 是 从 下 午 6 
点 千 到 第 二 天 中 午 12点 ，有 时 接 连 做 3 班 ，从 星 期 一 早 晨 一 直 干 到 星 期 二 夜  

晚 „ 第 五 个 儿 童 .今 年 12 岁 ，在 斯 泰 夫 利 铸 铁 厂 做 工 ，他 一 连 14天 都 是 从 早 晨

著 作 (1864年 这 位 饵 生 在 给 阚 查 委 员 怀 特 先 生 的 信 中 写 道 :“我 从 前 在 兰  

幵 夏 郡 有 机 会 观 察 过 夜 1 对 丨 :厂 儿 M的 影 响 。 和 某 些 雇 主 通 常 的 说 法 相 反 ，我  
肯 定 认 为 ，这 种 劳 动 使 孩 子 的 健 康 受 到 极 大 的 损 害 ， ( 同 上 ，第 284 号 第 5 5 页 ） 

这 类 事 物 能 够 成 为 认 真 争 论 的 对 象 . 真 是 一 件 大 好 事 。 这 就 再 好 不 过 地 表 明 ，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是 怎 样 影 响 着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首 领 及 其 仆 从 们 的 大 脑 机 能 》

(1 Ü 2 )同 上 .第 5 7 号 第 乂 11页 =
( 1 0 S ) 同 上 ，第 4 号 报 告 ( I卿 年 )第 58 号 第 X II页 。
( 104)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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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 T-到 夜 间 12点 • 他 已 经 不 能 W这 样 丨 '•下 去 J" ”9 岁 的 fF冶 • 阿 钵 斯 沃 思  
说 :“我 是 上 星 期 五 来 的 。 我 们 应 当 在 第 二 天 清 早 3 点 上 L„ 所 以 我 就 留 在 这  

里 过 夜 。 我 家 离 这 里 有 5 英 里 路 。 我 睡 在 地 板 h . 铺 一 条 皮 围 裙 • 盖 一 忡 短 外  
衣 。 以 后 的 两 天 我 ¥-晨 S 点 来 上 .丄 。 唉 ！这 个 地 方 真 热 ！ 在 这 儿 以 前 • 我 釘 整  

整 - 年 的 时 间 也 是 在 高 炉 上 做 工 。 那 是 在 乡 T 的 一 家 非 常 大 的 工 厂 . 在 邵 里 ， 
星 期 六 也 是 清 早 3 点 h.工 ，不 过 好 歹 还 能 回 家 睡 觉 ，因 为 离 家 + 远 。 在 別 的 丨 I 
子 1 . 我 早 晨 6 点 t .工 .到 晚 上 6 点 或 者 7 点 下 工 。 ”如 此 等 等 。(1〇5)

( 1 0 5 ) 同 上 .第 x i n 页 。 当 然 . 这 些 “劳 动 力 ”的 文 化 程 度 .必 然 会 像 他 们  
和 一 位 调 查 委 员 进 行 下 述 谈 话 时 表 现 出 来 的 那 样 ！ 耶 利 米 * 海 恩 斯 ，1 2 岁 .他  
说 :" 4 的 4 倍 是 8 ,而 4 个 4 是 16…… 国 王 是 有 一 切 黄 金 和 金 钱 的 人 。 我 们  

有 个 国 王 . 据 说 她 是 个 女 王 . 他 们 叫 她 € 历 山 德 拉 公 主 。 据 说 她 嫁 给 r 女 王 的  
儿 子 。 公 主 是 男 人 。”威 廉 • 特 纳 ，12 岁 . 他 说 :“我 不 是 住 在 英 国 。我 想 ，是 荷 这  
么 一 个 国 家 ，但 以 前 根 本 不 知 道 约 翰 • 莫 里 斯 ，1 4 岁 . 他 说 :“听 说 上 帝 造 r  
世 界 ，又 听 说 所 有 的 人 都 淹 死 了 . 只 有 一 个 人 活 着 ;听 说 . 这 个 人 是 一 只 小 鸟  
威 廉 • 斯 密 斯 a 5 岁 ，他 说 :“上 帝 造 了 男 人 . 男 人 造 了 女 人 / ’爱 德 华 • 泰 勒 ， 15 
岁 ，他 说 :*•我 根 本 不 知 道 伦 敦 利 • 马 修 曼 ，1 7 岁 ，他 说 :“我 有 时 到 教 觉 去 。 

他 们 讲 道 时 提 到 一 个 名 字 . 叫 耶 稣 基 督 ，其 他 的 名 字 我 都 说 不 上 来 了  •就连 耶稣  
基 督 是 怎 么 回 事 ，我 也 说 不 上 来 。 他 不 是 被 杀 死 的 . 而 是 像 平 常 人 那 样 死 去 的 》 
他 和 别 人 有 些 不 同 ，因 为 他 有 些 信 教 ，别 人 不 信 。”( 同 上 . 第 7 4 号 第 X V 页  

鬼 是 好 人 。 我 不 知 道 他 住 在 哪 儿 。 基 督 是 坏 蛋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 第 5 号  
报 告 》1866年 第 5 5 页 第 278号 )在 上 述 金 属 工 厂 中 实 行 的 制 度 ，在 玻 璃 厂 和 造  

纸 厂 也 很 盛 行 „ 在 用 机 器 生 产 的 造 纸 厂 中 ，除 了 挑 选 破 布 以 外 ，所 冇 其 他 工 序  
照 例 都 实 行 夜 工 。 有 的 地 方 借 助 于 换 班 制 ，通 常 从 星 期 「1晚 上 起 直 到 下 星 朗 六  
午 夜 12点 止 ，整 个 星 期 当 中 始 终 都 有 夜 工 。 日 班 每 星 期 有 5 天 做 12小 时 ，有 1 
天 做 18小 时 。 夜 班 每 星 期 有 5 夜 做 12小 时 ，有 1 夜 做 6 小 时 。 有 的 地 方 是 每  
班 工 人 一 连 做 24小 时 ，隔 一 天 一 换 班 。 其 中 一 班 在 星 期 一 做 6 小 时 .不 过 到 星  
期 六 要 做 18小 时 以 补 足 24小 时 。 有 的 地 方 实 行 介 于 这 二 者 之 间 的 制 度 .例 如  
所 有 在 造 纸 机 上 工 作 的 工 人 ，一 星 期 中 每 天 都 做 15 — 16小 时 。 调 查 委 员 洛 德  

说 :这 种 制 度 看 来 兼 有 十 二 小 时 换 班 制 和 二 十 四 小 时 换 班 制 的 一 切 害 处 。 在 这  
种 夜 班 制 度 下 做 工 的 ，有 13 岁 以 下 的 儿 童 ，有 18 岁 以 下 的 少 年 . 还 有 妇 女 。 在 
实 行 十 二 小 时 换 班 制 的 情 况 下 ，有 时 接 班 的 人 没 有 来 . 他 们 就 不 得 不 连 干 两 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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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在 我 们 来 听 听 资 本 自 己 是 怎 样 解 释 这 种 2 4 小 时 连 续 不 断 的

劳 动 。 当 然 . 对 于 这 种 制 度 的 极 端 形 式 ，对 于 这 种 制 度 的 滥 用 .即 把  

工 作 日 延 长 到 骇 人 听 闻 和 令 人 难 以 置 信 的 程 度 ，它 是 避 而 不 谈 的 。 

它 所 谈 的 只 是 这 种 制 度 的 正 常 形 式 。
内 勒 一 维 克 斯 公 司 炼 钢 厂 老 板 ，雇 有 600 7 0 0 人 ，其 中 只 有

1 0 % 未 满 1 8 岁 ，这 些 未 满 1 8 岁 的 工 人 当 中 又 只 有 2 0 个 男 孩 是 做 夜  

班 的 。这 个 公 司 说 ：

“这 些 男 孩 根 本 不 感 到 酷 热 难 熬 „ 温 度 大 约 介 干 华 氏 86° — 90°之 间 。 在 锻  
冶 车 间 和 压 轧 车 间 . 人 手 分 昼 夜 两 班 劳 动 ，其 他 各 车 间 就 只 有 日 班 . 从 早 晨 6 点  

到 晚 L 6 点 。 锻 冶 车 间 的 劳 动 是 从 12点 到 12点 。 有 一 些 人 只 做 夜 工 ，不 换  

班 . 也 就 是 说 ，从 来 不 做 日 工 。 我 们 没 有 发 现 日 工 和 夜 工 对 健 康 〈内 勒 一 维 克 斯  

公 ff]老 板 的 健 康 吗 ?〉有 什 么 不 同 的 影 响 。 而 且 .休 息 时 间 固 定 不 变 比 昼 夜 改 变  
恐 怕 要 睡 得 好 些 …… 约 有 2 0 个 少 年 和 成 年 人 一 起 做 夜 班 …… 不 叫 1 8 岁  

以 下 的 少 年 做 夜 工 ，我 们 就 应 付 不 下 去 。 我 们 最 反 对 的 是 增 加 生 产 费  

用 …… 熟 练 的 工 头 和 有 知 识 的 ‘ 人 手 ’ 不 容 易 找 . 而 少 年 工 要 多 少 有 多  
少 …… 当 然 ，我 们 使 用 的 少 年 工 的 比 例 是 比 较 小 的 .所 以 限 制 夜 工 同 我 们 并  

没 有 多 大 的 利 害 关 系

约 翰 • 布 朗 公 司 钢 铁 厂 有 3 0 0 0 名 成 年 男 工 和 少 年 工 ，一部 分  

重 活 是 “ 昼 夜 换 班 ” 的 ，该 公 司 的 J .埃 利 斯 先 生 说 .在 劳 动 繁 重 的 制 钢

干 21小 吋 证 人 的 ÙI:W说 明 . 男 孩 和 女 孩 经 常 要 加 班 加 点 ，往 往 是 连 续 干 24 
小 时 .其 至 3 6小 吋 „ 在 抛 光 车 间 .有 12 岁 的 小 姑 娘 ，她 们 整 月 都 是 每 天 工 作 14 
小 吋 . 只 有 二 三 次 半 小 时 的 吃 饭 时 间 . 此 外 没 有 任 何 正 规 的 休 息 时 间 ， 有 些 工  
厂 完 令 取 消 了 夜 工 . 可 是 法 定 时 间 以 外 的 劳 动 却 长 得 可 怕 , 而 且 “往 往 是 发 生 在  
那 鸣 最 脏 最 热 最 单 调 的 工 序 上 ”(《童 工 调 庚 委 员 会 。 第 4 号 报 告 》1865年 第  
XXXVIII 和  XXXIX 页 )。

门 0 6 ) 《童 工 调 杳 委 员 会 。 第 4 Cj•报 畀 》〗865年 第 7 9 号 第 XVI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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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少 年 工 占 工 人 的 j 或 一 半 。 在 他 们 公 司 里 ，1 8 岁 以 下 的 少 年 工  

有 5 0 0 名 ，其 中 约 I ■ 即 1 7 0 名 不 满 1 3 岁 。 关 于 拟 议 中 的 法 律 修 正  

案 ，埃 利 斯 先 生 说 ：

“禁 止 来 满 18 岁 的 人 在 2 4小 时 内 劳 动 12小 时 以 上 .我 并 不 认 为 这 有 什 么  

可 以 反 对 的 。 但 是 我 不 认 为 . 人 们 可 以 划 一 条 线 来 阻 止 我 们 雇 用 12 岁 以 上 的  

少 年 做 夜 工 。 他 以 同 样 的 口 吻 补 充 说 . 我 们 宁 可 接 受 禁 止 雇 用 未 满 13 岁 甚 至  
14 岁 的 少 年 做 夜 工 的 法 律 ，而 不 愿 接 受 不 让 我 丨 n Li有 的 少 年 做 夜 工 的 禁 令 。 
做 U班 的 少 年 也 必 须 轮 换 做 夜 班 ，因 为 成 年 男 工 不 能 老 是 做 夜 班 ;这 会 毁 掉 他  

们 的 健 康 。 不 过 我 们 认 为 ，做 一 星 期 夜 工 . 又 做 一 星 期 U 工 ，不 会 有 仆 么 宵 处 。 
〈而 内 勒 …维 克 斯 公 司 为 了 维 护 自 己 工 厂 实 行 的 连 续 做 夜 工 的 制 度 却 表 示 r 相 

反 的 意 见 。〉我 们 看 到 . 轮 换 做 夜 工 的 人 同 专 做 h 工 的 人 同 样 健 康 … … 我 们 反  
对 禁 止 18 岁 以 下 的 少 年 做 夜 工 . 因 为 这 会 增 加 费 用 。 这 就 是 唯 一 的 理 由 。 〈多 

么 无 耻 的 坦 率 !〉我 们 认 为 . 为 此 增 加 的 费 用 , 会 超 出 企 业 正 常 的 负 担 能 力 .如 果  
适 当 地 考 虑 到 企 业 的 成 效 的 话 。 〈多 么 拐 弯 抹 角 ！〉这 里 劳 力 很 少 ，进 行 这 种 调  

整 ，就 会 使 劳 力 不 够 用 。 〈这 就 是 说 .埃 利 斯 -布 朗 公 司 就 会 陷 人 不 得 不 如 数 支  

付 劳 动 力 价 值 的 不 幸 境 地 。〉

卡 姆 梅 尔 公 司 的 “ 塞 克 洛 普 ” 钢 铁 厂 同 上 述 约 翰 • 布 朗 公 司 的 管  

理 方 法 相 同 。 该 厂 的 经 理 曾 把 他 的 一 份 书 面 证 词 亲 手 递 交 给 政 府 委  

员 怀 特 ，后 来 他 表 示 要 求 修 改 ，但 是 把 证 同 退 给 他 以 后 ，他 又 觉 得 最  

好 还 是 把 这 个 手 稿 隐 藏 起 来 。但 怀 特 先 生 的 记 忆 力 很 强 。他 非 常 清  

楚 地 记 得 ，在 塞 克 洛 普 公 司 看 来 ，禁 止 儿 童 和 少 年 做 夜 工 是 “行 不 通  

的 事 情 ; 这 无 异 于 让 他 们 的 工 厂 停 工 ”，虽 然 在 他 们 工 厂 的 人 员 中 未  
满 1 8 岁 的 少 年 占 6 % 弱 ，未 满 1 3 岁 的 只 占 1 %  ! (

关 于 这 个 问 题 ，阿 特 克 利 夫 的 炼 铜 、压 延 、锻 铁 工 厂 .桑 德 森 兄 弟  107 108

( 1 0 7 )  同 上 ，第 8 0 号 。
( 1 0 8 )  同 上 ，第 82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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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 铁 公 司 的 E .F .桑 德 森 先 生 说 ：

“禁 止 未 满 18 岁 的 少 年 做 夜 工 会 引 起 很 大 的 困 难 „ 主 要 的 困 难 是 ,用 成 年  
男 工 代 替 少 年 工 必 然 使 费 用 增 加 。 增 加 多 少 ，我 说 不 上 ，但 是 看 来 不 会 增 加 到  
使 工 厂 主 能 够 提 高 钢 的 价 格 ，因 此 ，全 部 损 失 就 落 在 工 厂 主 身 上 ，因 为 成 年 男 工  
〈多 么 缺 乏 牺 牲 精 神 ！〉当 然 会 拒 绝 承 担 这 种 损 失 。” ，

桑 德 森 先 生 不 知 道 他 究 竟 付 给 儿 童 多 少 工 资 ，不 过 ，

“大 概 每 人 每 周 得 到 4 一 5 先 令 …… 少 年 工 干 的 活 ，一 般 地 说 来 〈当 然 不 总 是  
这 种 情 况 〉，有 少 年 工 的 力 气 就 足 够 用 了 ，用 成 年 男 工 的 较 大 力 气 是 得 不 偿 失 ， 

只 有 在 很 少 的 场 合 ，如 金 属 制 件 很 重 时 ，使 用 这 种 较 大 的 力 气 才 合 算 。 此 外 ，儿  
童 应 当 从 小 就 开 始 学 手 艺 。 只 许 少 年 做 日 工 ，就 达 不 到 这 个 目 的 ”。

为 什 么 呢 ？ 为 什 么 少 年 不 能 在 白 天 学 手 艺 呢 ？ 你 的 理 由 是 什  

么 呢 ？

“因 为 这 样 一 来 ，成 年 男 工 一 周 做 日 Ï ，一 周 做 夜 工 ，就 会 有 一 半 时 间 和 同  
班 的 少 年 工 分 开 ，从 而 把 他 们 从 少 年 工 那 里 得 到 的 利 益 丧 失 一 半 。 成 年 男 工 教  
少 年 工 学 手 艺 .就 算 做 少 年 工 劳 动 报 酬 的 一 部 分 ,这 就 使 成 年 男 工 能 够 得 到 廉  

价 的 少 年 劳 动 。 所 以 ，只 准 少 年 做 日 工 ，就 会 使 每 个 成 年 男 工 的 利 益 丧 失
一半 / ’

( 换 句 话 说 ，桑 德 森 公 司 的 先 生 们 就 得 自 己 掏 腰 包 ，而 不 能 再 用  

少 年 工 的 夜 间 劳 动 来 支 付 成 年 男 工 的 这 部 分 工 资 了 。 这 样 一 来 ，桑 

德 森 公 司 的 利 润 就 会 减 少 一 些 ，而 这 就 是 桑 德 森 公 司 所 谓 少 年 工 不  

能 在 白 天 学 手 艺 的 好 理 由 。 此 外 ,现 在 同 少 年 工 换 班 的 成 年 男

( 1 U 9 ) "在 我 们 这 个 激 烈 论 辩 的 时 代 ，假 如 一 个 人 对 于 任 何 事 物 ，即 使 是  

最 坏 的 、最 无 理 的 事 物 ，不 能 说 出 一 些 好 理 由 ，那 他 还 不 是 一 个 高 明 的 人 》.世 界  
十 二 一 切 腐 败 的 事 物 之 所 以 腐 败 ，无 不 有 其 好 理 由 。”(黑 格 尔 《哲 学 全 书 》，第 1 部 
《逻 辑 学 :>>,1840年 柏 林 版 第 24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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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就 得 担 负 起 全 部 的 夜 工 ，这 是 他 们 不 能 忍 受 的 。 总 之 ，困 难 是 太 大  
了 ，也 许 会 使 夜 工 完 全 停 下 来 。 - E .F .桑 德 森 说 : “至 于 说 到 钢 的  

生 产 本 身 ，那 倒 不 会 有 什 么 差 别 。 但 是 ! ”但 是 桑 德 森 公 司 不 单 是 生  

产 钢 而 已 。生 产 钢 只 是 生 产 剩 余 价 值 的 借 口 》熔 炉 、轧 钢 设 备 等 等 ， 

厂 房 、机 器 、铁 、煤 等 等 ，除 了 变 成 钢 ，还 有 别 的 任 务 。 它 们 的 存 在 是  
为 了 吮 吸 剩 余 劳 动 ，而 2 4 小 时 吮 吸 的 剩 余 劳 动 当 然 比 1 2 小 时 多 。 

按 照 上 帝 旨 意 和 人 间 法 律 ，桑 德 森 家 族 有 了 它 们 也 就 有 了 一 种 抵 押  
权 ，可 以 在 一 天 全 部 2 4 小 时 内 支 配 一 定 数 量 人 手 的 劳 动 时 间 ；而 它  

们 吮 吸 劳 动 的 职 能 一 旦 中 断 . 它 们 也 就 丧 失 了 资 本 的 性 质 .从 而 给 桑  

德 森 公 司 造 成 纯 粹 的 损 失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由 于 非 常 贵 重 的 机 器 有 一 半 时 间 停 着 不 用 .那 就 会 造 成 损  
失 。 并 且 ，为 了 生 产 在 目 前 这 种 制 度 下 所 能 生 产 的 同 样 数 1 的 产 品 ，就 得 把 厂  
房 和 机 器 增 加 一 倍 .而 这 就 会 使 费 用 增 加 一 倍 。 ”

其 他 资 本 家 都 只 准 在 白 天 开 工 ，他 们 的 机 器 、厂 房 、原 料 到 夜 间  

就 停 着 不 用 .可 是 为 什 么 这 个 桑 德 森 公 司 偏 偏 要 求 享 受 榨 取 夜 间 劳  
动 的 特 权 呢 ？ E .F .桑 德 森 代 表 桑 德 森 家 族 回 答 说 ：

“是 的 . 凡 是 只 在 白 天 开 工 的 工 厂 .都 会 遭 受 到 这 种 由 于 机 器 停 着 不 用 而 造  
成 的 损 失 。 但 是 我 们 使 用 熔 炉 ，损 失 就 更 大 》 如 果 熔 炉 不 停 火 .就 会 浪 费 燃 料  
〈现 在 却 是 浪 费 劳 动 者 的 生 命 材 料 〉，如 果 熔 炉 停 火 • 就 要 重 新 生 火 并 等 待 烧 到  
必 要 的 热 度 ，这 就 损 失 了 时 间 〈而 损 失 的 睡 眠 时 间 •甚 至 是 8 岁 孩 子 的 睡 眠 时  

间 ，正 是 桑 德 森 家 族 捞 到 的 劳 动 时 间  >，而 且 一 冷 一 热 会 使 熔 炉 受 到 损 害 〈而 昼  
夜 换 班 劳 动 却 不 会 使 这 些 熔 炉 受 到 损 害 了

( 1 1 0 ) 《童 工 调 査 委 员 会 。 第 4 号 报 告 》18.65年 第 8 5 号 。 好 心 肠 的 玻 璃  
厂 老 板 也 有 类 似 的 优 虑 , 他 们 认 为 “规 定 童 工 的 正 规 吃 饭 时 间 是 不 可 能 的 ，因 为  
熔 炉 由 此 失 散 的 一 定 热 量 对 他 们 来 说 是 纯 粹 的 损 失 ”。 他 们 的 忧 虑 对 调 查 委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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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4 世 纪 中 叶 至 1 7 世 纪 末 叶  
关 于 延 长 工 作 日 的 强 制 性 法 律

i

什 么 是 一 个 工 作 日 呢 ？ 资 本 支 付 劳 动 力 的 日 价 值 ，可 以 在 多 长  

的 时 间 内 消 费 劳 动 力 呢 ？ 在 劳 动 力 本 身 的 再 生 产 所 需 要 的 劳 动 以

怀 特 没 有 产 生 影 响 。 怀 特 完 全 不 像 尤 尔 、西 尼 耳 等 人 以 及 他 们 的 庸 俗 的 德 国 剽  
窃 # 罗 雪 尔 等 人 那 样 ，为 资 本 家 花 费 他 们 的 货 币 时 的 “节 制 "、“禁 欲 ”和 “节 俭 ” 
以 及 他 们 对 他 人 的 生 命 的 跛 帖 木 儿 式 的 ••浪 费 ” ifii大 为 感 动 ，他 回 答 说 :“定 出 正
规 的 吃 饭 时 间 会 比 现 在 多 浪 费 一 些 热 量 .但 是 这 种 浪 费 同 现 在 各 玻 璃 厂 中 正 在  
发 育 的 儿 童 由 干 没 有 时 间 舒 舒 服 服 吃 顿 饭 和 没 有 时 间 进 行 消 化 而 给 王 国 造 成  
的 生 命 力 的 浪 费 相 比 较 ，即 使 折 合 成 货 币 价 值 . 也 是 算 不 了 什 么 的 ”（同 上 ，第  
XLV页 ）„ 这 还 是 在 进 步 年 1865年 ！161且 不 说 在 制 造 玻 璃 瓶 和 燧 石 玻 璃 的 工  
厂 屮 做 T.的 儿 童 搬 运 时 要 费 多 少 ' 力 . 作 他 们 不 停 地 T 活 的 过 程 中 ，6 小 时 就  
得 走 15 20英 里 路 ！ 而 劳 动 往 往 要 不 间 断 地 持 续 14 一 15小 时 ！ 在 许 多 这 种

玻 璃 厂 ，像 在 莫 斯 科 的 纺 纱 厂 那 样 ，盛 行 六 小 时 换 班 制 。 “在 一 周 的 劳 动 时 间  
中 ，六 小 时 已 经 是 最 长 的 休 息 时 间 了 。 而 其 中 还 包 括 往 返 工 厂 、盥 洗 、穿 衣 、吃  
饭 所 需 要 的 时 间 。 这 样 算 .剩 下 的 休 息 时 间 就 极 少 了 。 如 果 不 牺 牲 些 睡 眠 时  
间 . 那 就 没 有 时 间 游 戏 和 呼 吸 点 新 鲜 空 气 .而 对 于 在 如 此 高 温 下 担 负 如 此 繁 重  
劳 动 的 儿 翬 来 说 ，睡 眠 乂 是 绝 对 不 可 少 的 … … 但 是 就 连 短 短 的 睡 眠 也 睡 不  
稳 •在 夜 间 他 们 担 心 睡 过 时 间 •在 Û 天 又 被 外 而 的 喧 闹 声 吵 醒 。”怀 特 先 生 曾 列  
举 亊 实 • 说 明 有 个 少 年 连 续 做 了  3 6 小 时 工 ，有 些 1 2 岁 的 男 孩 一 直 千 到 夜 里 2 
点 钟 . 然 后 睡 到 早 晨 5 点 钟 ( 只 睡 个 小 时 ！）.就 义 开 始 更 紧 张 的 工 作 ！ 总 报 告  

起 草 人 特 里 门 希 尔 和 塔 夫 内 尔 说 :"男 女 竜 工 和 女 工 在 R班 或 夜 班 中 所 担 负 的  
劳 动 1 是 惊 人 的 。”( 同 上 ，第 XU1I页 和 第 XLIV页 ）可 是 标 榜 自 ._已 是 禁 欲 的 玻 _ 
璃 业 资 本 家 也 许 正 喝 醉 了 酒 ，在 深 夜 里 东 倒 西 歪 地 从 俱 乐 部 走 冋 家 去 ，一 边 走  
--边 像 个 傻 瓜 似 地 哼 普 ：••不 列 颠 人 永 远 永 远 不 会 当 奴 ä  r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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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可 以 把 工 作 日 再 延 长 到 什 么 程 度 呢 ？ 我 们 知 道 ，资 本 对 这 些 问 题  

的 回 答 是 : 工 作 日 就 是 一 昼 夜 2 4 小 时 减 去 几 小 吋 休 息 时 间 .没 有 这  

种 休 息 时 间 ，劳 动 力 就 根 本 不 能 重 新 工 作 《 首 先 ，不 言 而 喻 .劳 动 者  

终 生 不 外 就 是 劳 动 力 ，因 此 他 的 全 部 可 供 支 配 的 时 间 ,理 所 当 然 都 是  

属 于 资 本 和 资 本 化 的 劳 动 时 间 。 至 于 受 教 育 的 时 间 ，发 展 智 力 的 时  

间 . 履 行 社 会 职 能 的 时 间 ，和 亲 戚 朋 友 交 往 的 时 间 ，自 由 运 用 体 力 和  

智 力 的 时 间 ，以 至 于 星 期 日 的 休 息 时 间 （即 使 是 在 信 守 安 息 日 157的 

国 家 里 ) u m ，一 这 全 都 是 废 话 ！ 但 是 .资 本 由 于 无 限 度 地 盲 目 追  

逐 剩 余 劳 动 ，像 狼 一 般 地 贪 求 剩 余 劳 动 ，不 仅 突 破 了 工 作 日 的 道 德 极  

限 ，而 且 突 破 了 工 作 日 的 身 体 的 极 限 。它 侵 占 人 体 的 生 长 、发 育 和 维  

持 健 康 所 需 要 的 时 间 。 它 掠 夺 工 人 呼 吸 新 鲜 空 气 和 接 触 阳 光 所 需 要  

的 时 间 。 它 克 扣 吃 饭 时 间 ，尽 量 把 吃 饭 时 间 并 人 生 产 过 程 本 身 ，W此  

劳 动 者 就 被 降 低 到 单 纯 的 工 具 的 地 位 ，给 他 饭 吃 .就 如 同 给 锅 炉 加  

煤 、给 机 器 上 油 一 样 。 资 本 把 更 新 和 恢 复 生 命 力 所 需 要 的 睡 眠 时 间 . 

变 成 了 使 精 疲 力 竭 的 有 机 体 能 继 续 工 作 所 必 不 可 少 的 最 低 限 度 的 几

(111 ) 例 如 ，在 英 格 兰 农 村 ，有 的 地 区 直 到 目 前 为 止 ，工 人 还 常 常 因 为 在  
安 息 日 在 自 己 房 前 的 园 圃 里 干 点 活 ，亵 渎 了 安 息 H而 受 到 监 禁 的 处 罚 。 但 是 同  
样 是 工 人 如 果 在 星 期 H不 去 金 厲 厂 、造 纸 厂 或 玻 璃 厂 十 活 .那 么 即 使 是 出 于 宗  
教 的 虔 诚 .也 要 按 违 反 ^ 约 论 处 。 如 果 对 于 安 息 日 的 亵 渎 是 为 了 资 本 家 上 帝 的  
利 益 而 发 生 的 ，正 统 教 徒 的 议 会 就 置 之 不 理 了 。 伦 敦 鱼 店 和 家 禽 店 的 短 工 ，在 
一 份 要 求 废 除 星 期 H劳 动 的 呈 文 (1863年 8 月 ）中 说 ，他 们 在 一 星 朗 的 前 6 天 , 
每 天 平 均 劳 动 15小 时 ，星 期 t l 劳 动 8 — 10小 时 。 从 这 份 呈 文 还 "丨 以 看 出 ，这 种  

对 安 息 日 的 亵 渎 正 是 埃 克 塞 特 会 堂 163的 饕 餮 而 伪 善 的 贵 族 所 鼓 励 的 。 这 些 如  
此 热 心 “追 求 肉 体 享 受 '  如 此 珍 惜 自 己 生 命 的 “圣 徒 ' 是 通 过 他 们 容 忍 第 H 者 
的 过 度 劳 动 、贫 困 和 饥 饿 来 表 明 自 己 的 基 督 徒 精 神 的 。 美 餐 对 他 们 （劳 动 者 )是  
非 常 有 害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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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时 麻 木 状 态 。 在 这 里 ，不 是 劳 动 力 维 持 正 常 状 态 决 定 工 作 日 的 界  

限 ，相 反 地 ，是 劳 动 力 每 天 尽 可 能 达 到 最 大 量 的 耗 费 (不 论 这 是 多 么  

强 制 和 多 么 痛 苦 ) 决 定 工 人 休 息 时 间 的 界 限 。 资 本 是 不 管 劳 动 力 的  

寿 命 长 短 的 。 它 唯 一 关 心 的 是 在 一 个 工 作 日 内 最 大 限 度 地 使 用 劳 动  

力 。它 靠 缩 短 劳 动 者 的 寿 命 来 达 到 这 一 目 的 ,，正 像 贪 得 无 厌 的 农 场  

主 靠 掠 夺 土 地 肥 力 来 提 高 收 获 量 一 样 。

可 见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实 质 上 就 是 剩 余 价 值 的 生 产 ，就 是 剩 余

劳 动 的 吮 吸 一 通 过 延 长 工 作 日 ，不 仅 使 人 的 劳 动 力 由 于 被 夺 去 了  

身 体 上 和 道 德 上 正 常 的 活 动 和 发 展 的 条 件 而 处 于 萎 缩 状 态 ，而 且 使  

劳 动 力 本 身 未 老 先 衰 和 过 早 死 亡 。(112)它 靠 缩 短 劳 动 者 的 寿 命 ，在 

一 定 期 限 内 延 长 劳 动 者 的 生 产 时 间 。

但 是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包 含 再 生 产 雇 佣 工 人 或 延 续 雇 佣 工 人 阶 级  

所 必 需 的 商 品 的 价 值 。 既 然 资 本 无 限 度 地 追 逐 自 行 增 殖 .必 然 使 工  

作 日 延 长 到 违 反 自 然 的 程 度 ，从 而 缩 短 工 人 的 寿 命 ，缩 短 他 们 的 劳 动  

力 的 寿 命 ，那 么 ，已 经 消 费 掉 的 劳 动 力 就 必 须 更 加 迅 速 地 得 到 补 偿 ， 

同 时 ，劳 动 力 的 再 生 产 就 要 花 更 多 的 费 用 .正 像 一 台 机 器 磨 损 得 越  

快 ，每 天 要 再 生 产 的 那 一 部 分 机 器 价 值 也 就 越 大 。 因 此 ，资 本 为 了 自  

身 的 利 益 • 看 来 也 需 要 规 定 一 种 正 常 工 作 日 。

奴 求 主 买 一 个 劳 动 者 就 像 买 一 头 牛 一 样 。 他 失 去 奴 隶 ，就 是 失 去  

一 笔 资 本 . 必 须 再 花 一 笔 钱 到 奴 隶 市 场 上 去 买 ，才 能 得 到 弥 补 。但 是 ，

“尽 管 佐 治 #.州 的 稻 田 和 密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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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袪 州 的 人 口 众 多 的 储

( I m  ••我 们 在 以 前 的 报 告 中 曾 提 到 • 许 多 有 经 验 的 工 厂 主 确 认 ，过 度 的 劳  

动 小 时 ……无 疑 会 过 早 地 耗 尽 人 的 费 动 力 。”( 同 上 ，第 6 4 帚 第 Xffl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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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区 也 补 充 不 了 的 程 度 。 当 经 济 上 的 考 虑 使 奴 隶 主 的 利 益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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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灭 绝 奴 隶 的 原 因 ，因 为 奴 隶 一 旦 可 以 由 外 地 的  
黑 人 来 补 充 ，他 们 的 寿 命 也 就 不 如 他 们 的 生 产 率 重 要 了 。 因 此 ，在 奴 隶 制 国 家 . 
有 一 句 格 言 :最 有 效 的 经 济 就 是 在 最 短 的 时 间 内 从 当 牛 马 的 人 身 上 榨 出 最 多 的  
劳 动 。 在 种 植 热 带 作 物 的 地 方 . 耕 作 的 年 利 润 往 往 与 种 植 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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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几 肚 纪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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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 巴 来 说 • 那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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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受 尽 欺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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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 期  

折 磨 而 丧 命 ”( i 13)。

只 要 换 一 个 名 字 ，这 正 是 说 的 阁 下 的 事 情 !4试 把 奴 隶 贸 易 换 成

劳 动 市 场 ，把 肯 塔 基 和 弗 吉 尼 亚 换 成 英 格 兰 、苏 格 兰 和 威 尔 士 的 农 业  

区 ，把 非 洲 换 成 德 国 再 看 看 吧 ！众 所 周 知 ，过 度 劳 动 使 伦 敦 的 制 糖 工  

人 不 断 丧 生 .可 是 伦 敦 的 劳 动 市 场 总 是 挤 满 了 志 愿 到 制 搪 厂 去 送 死  

的 人 ，其 中 大 部 分 是 德 国 人 。 我 们 已 经 看 到 ，陶 器 业 是 受 害 者 最 多 的  

行 业 之 一 。 但 是 陶 工 是 不 是 因 此 就 缺 少 呢 ？ 普 通 工 人 出 身 的 、现 代  
陶 器 业 的 创 始 人 乔 赛 亚 • 韦 奇 伍 德 ，1 7 8 5 年 曾 向 下 院 说 ，陶 器 业 有  

15 0 0 0 到 20 0 0 0 人 。 ⑷ 到 了  1 8 6 1 年 ，单 是 分 散 在 大 不 列 颠 各 城 市  

的 陶 器 业 人 口 就 有 ] 01 302人 。

“棉 纺 织 业 有 90年 的 历 史 …… 在 英 国 经 历 了 三 代 人 .却 吞 噬 了 九 代 纺 织
工 人 。

诚 然 ，在 某 些 热 病 式 的 繁 荣 时 期 • 劳 动 市 场 上 曾 严 重 缺 乏 劳 动  * 115

( 1 1 3 ) 凯 尔 恩 斯 《奴 隶 劳 力 》1862年 伦 敦 版 第 _丨 10 J 1 1 页 。
(1 1 4 .) 约 翰 • 华 德 《特 伦 特 河 畔 斯 托 克 城 》1843年 伦 敦 版 第 4 2 页 „
(115) 1_863年 4 月 27;日 费 伦 德 在 下 院 的 演 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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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例 如 1 8 3 4 年 就 是 这 样 。 当 时 工 厂 主 先 生 们 向 济 贫 法委员 会 建 
议 ，把 农 业 区 的 过 剩 人 口 送 往 北 方 ，并 表 示 “工 厂 主 们 将 吸 收 和 消 费  

这 批 人 ” (11« 。这 是 他 们 的 原 话 。

“在 济 贫 法 委 员 会 的 同 意 下 ，向 曼 彻 斯 特 派 遣 了 代 理 人 。 农 业 劳 动 者 的 名  
单 造 好 以 后 交 给 了 代 理 人 。 工 厂 主 们 纷 纷 赶 到 代 办 所 ，挑 选 自 己 需 要 的 人 ，然 
后 就 把 这 些 家 庭 从 英 国 南 部 运 出 来 》 这 些 人 体 包 裹 就 像 一 包 包 货 物 一 样 ，挂 上  
签 条 ，通 过 运 河 或 用 货 车 运 走 了 ；也 有 人 步 行 ，很 多 人 在 工 业 区 到 处 流 浪 .迷 了  
路 . 濒 于 饿 死 的 境 地 。 下 院 几 乎 不 相 信 :这 种 经 常 的 贸 易 ，这 种 贩 卖 人 肉 的 行 当  
竟 如 此 盛 行 ，曼 彻 斯 特 的 代 理 人 不 断 把 这 些 人 买 来 ，卖 给 曼 彻 斯 特 的 工 厂 主 ，就  
像 把 黑 人 经 常 不 断 地 卖 给 美 国 南 部 各 州 的 种 植 园 主 一 样 …… I860年 ，棉 纺  
织 业 空 前 繁 荣 , 人 手 又 不 够 了 。 工厂 主丨 h 向 人 肉 贩 子 求 援 .于 是 这 些 人 便 到 多  
塞 特 郡 的 沙 丘 地 带 、德 文 郡 的 高 地 、威 尔 特 郡 的 平 原 去 搜 罗 ，但 过 剩 的 人 口 已 经  
被 吸 收 光 了 。 ”

《贝 里卫 报 》抱 怨 说 ，英 法 通 商 条 约 签 订 以 后 ，本 来 还 会 吸 收 1 万 
人 . 而 且 很 快 还 需 要 3 万 一 4 万 人 。 但 是 从 事 人 肉 买 卖 的 大 小 代 理  

人 1 8 6 0 年 在 农 业 区 几 乎 没 有 搜 罗 到 什 么 人 ，于 是

“工 厂 主 派 了 代 表 去 求 见 济 贫 法 委 员 会 主 席 维 利 尔 斯 先 生 ，请 求 他 再 次 准 许 贫  
民 习 艺 所 164的 穷 孩 子 和 孤 儿 进 工 厂 去 做 工 ”116 (117)。：

(116) “工 厂 主 们 将 吸 收 和 消 费 这 批 人 。这 是 棉 纺 织 厂 主 们 的 原 话 。”(同 上 ）
( 1 1 7 )  同 上 。 尽 管 维 利 尔 斯 先 生 有 最 良 好 的 愿 望 ，但 “根 据 法 律 ”他 不 得 不  

拒 绝 工 厂 主 们 的 要 求 。 可 是 由 于 地 方 贫 民 管 理 局 甘 愿 效 劳 ，这 些 先 生 们 还 是 达  
到 了 自 己 的 目 的 。 工 厂 视 察 员 亚 • 雷 德 格 雷 夫 先 生 硬 说 ，这 一 次 ，这 种 “根 据 法  
律 ”把 孤 儿 和 贫 民 的 孩 子 当 做 学 徒 看 待 的 制 度 ，没 有 带 来 以 前 的 弊 病 ( 关 于 这 些  

"弊 病 参 看 恩 格 斯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 ),不 过 确 实 在 一 种 情 况 下 ，也 就 是 “在  
那 些 从 苏 格 兰 农 业 区 被 送 到 兰 开 夏 郡 和 柴 郡 的 少 女 和 年 轻 妇 女 身 上 ，这 种 制 度  
是 被 滥 用 了 … … ”—— 工 厂 主 根 据 这 个 制 度 同 济 贫 院 当 局 订 立 了 有 一 定 期 限 的  
契 约 。 工 厂 主 供 给 这 些 儿 童 衣 食 住 ，还 给 一 点 补 贴 。 I860年 是 英 国 棉 纺 织 业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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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说 来 ，经 验 向 资 本 家 表 明 ：过 剩 人 口 ，即 同 资 本 的 暂 时 需 要  

相 比 较 的 过 剩 人 口 ，是 经 常 存 在 的 . 虽 然 这 些 人 先 天 不 足 . 发 育 不 良 、 

寿 命 短 促 、更 替 迅 速 、可 以 说 未 成 熟 就 被 摘 掉 。( 1 另 一 方 面 ，经 验  

向 有 头 脑 的 观 察 者 表 明 ：虽 然 从 历 史 的 观 点 看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是 昨 天  *

繁 荣 的 一 年 ，而 且 工 资 也 很 高 , 因 为 对 劳 动 的 大 量 的 需 求 遇 到 了 各 种 闹 难 . 爱 尔  
兰 的 人 口 减 少 了 ;英 格 兰 和 苏 格 兰 农 业 区 的 人 口 空 前 大 量 地 迁 往 澳 洲 和 美 洲  
了 ；同 时 英 格 兰 某 些 农 业 区 的 人 口  •部 分 是 由 于 生 育 力 受 到 极 大 限 制 ，部 分 是 由  
于 可 利 用 的 人 口 早 已 被 人 肉 贩 子 搜 罗 走 而 大 大 减 少 了 。 如 果 注 意 到 这 些 事 实 ， 
再 来 听 听 雷 德 格 雷 夫 先 生 的 下 面 一 段 话 ，就 会 感 到 奇 怪 了 。 他 说 : “但 是 这 种 劳  
动 〈济 贫 院 儿 童 的 劳 动 〉只 有 在 找 不 到 别 的 劳 动 时 才 有 人 去 找 ，因 为 这 是 一 种 昂  
贵 的 劳 动 。一 个 1 3 岁 的 少 年 每 周 的 普 通 工 资 大 约 是 4 先 令 <5法 郎 〉;但 是 要 供  
给 50 个 或 100 个 这 样 的 少 年 的 衣 食 住 ，再 加 上 医 药 补 助 费 和 一 定 的 监 管 费 .此  
外 再 加 上 少 量 的 补 贴 , 这 样 每 人 每 周 4 先 令 是 不 够 的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I860年 4 月 3 0 日 》第 2 7 页 )雷 德 格 雷 夫 先 生 忘 记 说 明 ，既 然 工 厂 主 以 每 人 4 先 

令 的 费 用 都 无 法 把 50 个 或 100个 孩 子 放 在 一 起 养 活 和 监 管 ■ 那 么 工 人 自 己 又  
怎 能 靠 自 己 孩 子 的 4 先 令 工 资 来 做 到 这 一 点 呢 。 —— 为 了 避 免 从 正 文 中 引 出  
错 误 的 结 论 , 在 这 里 我 还 应 当 指 出 ，英 国 棉 纺 织 业 自 从 施 行 1850年 工 厂 法 I« , 
因 而 对 劳 动 时 间 等 进 行 调 整 以 来 ，已 应 看 做 是 英 国 的 模 范 工 业 。 英 国 棉 纺 织 业  
工 人 的 处 境 ，从 各 方 面 来 说 都 比 大 陆 上 的 命 运 相 同 的 伙 伴 好 些 。 “普 鲁 士 的 工  
厂 工 人 每 星 期 至 少 比 他 们 的 英 国 对 手 多 劳 动 10小 吋 ，而 如 果 他 们 是 在 自 己 家  
里 用 自 己 的 织 机 工 作 ，那 么 连 这 个 追 加 劳 动 时 间 的 界 限 也 突 破 了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55年 10月 3 1 日 》第 103页 )上 面 提 到 的 工 厂 视 察 员 雷 德 格 雷 夫 ，在 
1851年 工 业 博 览 会 以 后 ，曾 到 大 陆 上 . 特 别 是 到 法 国 和 普 鲁 士 调 查 工 厂 状 况 。 

关 于 普 鲁 士 的 工 厂 工 人 ，他 说 :“他 们 得 到 的 工 资 仅 够 购 买 简 单 的 食 品 和 少 * 他  
们 习 惯 用 的 生 活 舒 适 品 …… 与 他 们 的 英 国 对 手 相 比 ，他 们 生 活 更 苦 ，劳 动 更  
重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53年 10月 3 ] 日 》第 85 页 ）。

(118) “从 事 过 度 劳 动 的 人 死 得 惊 人 地 快 ;但 死 者 的 空 位 马 上 又 有 人 补 充  
上 ，人 物 频 频 更 换 ，但 舞 台 上 并 没 有 因 而 发 生 任 何 变 化 。”(《英 国 和 美 国 》1833 
年 伦 敦 版 [ 第 1 卷 第 5 5 页 ] 爱 • 吉 • 韦 克 菲 尔 德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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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诞 生 的 ，但 是 它 已 经 多 么 迅 速 地 从 根 本 上 摧 残 了 人 的 实 体 和 力 量 ; 

工 业 人 口 的 衰 退 只 是 由 于 不 断 从 农 村 吸 收 新 的 成 分 才 得 以 缓 慢 下  

来 ; 甚 至 农 业 劳 动 者 ，尽 管 他 们 可 以 吸 到 新 鲜 空 气 ，尽 管 在 他 们 中 间  

“ 自 然 选 择 ” 的 规 律 ( 按 照 这 个 规 律 ，只 有 最 强 壮 的 个 体 才 能 生 存 )起  

着 巨 大 的 作 用 ，也 已 经 开 始 衰 退 了 有 如 此 “ 好 理 由 ”来 否 认 自  

己 周 围 工 人 的 苦 难 的 资 本 ，在 自 己 的 实 际 运 动 中 不 理 会 人 类 在 未 来  

将 退 化 并 将 不 免 终 于 灭 绝 的 前 途 ，就 像 它 不 理 会 地 球 可 能 和 太 阳 相  

撞 一 样 。在 每 次 投 机 生 意 中 ，每 个 人 都 知 道 灾 难 总 有 一 天 会 到 来 ，但  

是 每 个 人 都 希 望 灾 难 在 自 己 发 了 大 财 并 把 钱 藏 好 以 后 ，落 到 邻 人 的  

头 上 。我 死 后 哪 怕 洪 水 滔 天 ！165这 就 是 每 个 资 本 家 和 每 个 资 本 家 国  

家 的 口 号 。 因 此 ，资 本 是 根 本 不 关 心 劳 动 者 的 健 康 和 寿 命 的 .除 非 社  

会 迫 使 它 去 关 心 。 ( 12() >人 们 为 资 本 所 造 成 的 体 力 和 智 力 的 衰 退 、夭 

折 、过 度 劳 动 的 折 磨 愤 愤 不 平 ，资 本 却 回 答 说 :既 然 这 种 痛 苦 会 增 加  

我 们 的 快 乐 ( 我 们 的 利 润 ），我 们 又 何 必 为 此 苦 恼 呢 ? ( 121 >不 过 总 的  119 120 *

( 1 1 9 )  见 《公 共 卫 生 。 枢 密 院 卫 生 视 察 员 第 6 号 报 告 。 】863年 》1864年 伦  

敦 版 。 这 个 报 告 谈 到 农 业 劳 动 者 。 “人 们 认 为 萨 瑟 兰 郡 是 一 个 有 很 大 改 进 的  
郡 ，何 最 近 的 调 查 发 现 . 在 这 个 曾 经 以 出 美 男 子 和 勇 敢 士 兵 而 闻 名 的 地 方 .居 民  
已 退 化 成 瘦 弱 的 种 族 了 。 尽 管 这 个 地 区 背 山 临 海 ，环 境 极 其 有 益 于 健 康 .但 儿  
竜 的 面 容 异 常 消 瘦 苍 内 .竟 同 在 伦 敦 小 巷 的 污 秽 空 气 中 才 能 遇 到 的 那 种 面 容 一  
样 。”(桑 顿 《人 【:1过 剩 及 其 补 救 办 法 》1846年 伦 敦 版 第 74、75 页 )他 们 实 际 上 同 那  
些 和 小 偷 、娼 妓 挤 住 在 格 拉 斯 哥 的 “小 街 陋 巷 ”的 3 万 个 “英 武 的 山 地 居 民 ”相 似 。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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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本 不 想 保 持 和 珍 惜 这 个 财 富 。 工 厂 主 关 心 劳 动 者 的 健 康 状 况 是 被 迫  

的 。’’(《泰 晤 士 报 》1861年 11月 5 日 ）•‘西 区 的 男 人 成 了 全 人 类 的 织 工 . 劳 动 者 的  

健 康 被 断 送 了 ，如 果 不 是 发 生 了 反 作 用 . 再 过 二 代 这 个 种 族 就 会 退 化 ■ • 儿 童 劳  
动 的 时 间 受 到 了 限 制 •等 等 。”(《户 籍 总 署 署 长 报 告 》1861年 10月 ）

U 2 I ) 歌 德 语 ，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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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来 ，这 也 并 不 取 决 于 个 别 资 本 家 的 善 意 或 恶 意 。 自 由 竞 争 使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内 在 规 律 作 为 外 在 的 强 制 规 律 对 资 本 家 起 作 用 。 <|22> 

正 常 工 作 日 的 规 定 ，是 几 个 世 纪 以 来 资 本 家 和 劳 动 者 之 间 斗 争  

的 结 果 。但 在 这 个 斗 争 的 历 史 中 ，出 现 了 两 种 对 立 的 倾 向 。 例 如 ，我 
们 对 照 一 下 英 国 现 行 的 工 厂 立 法 和 从 1 4 世 纪 起 一 直 到 〖8 世 纪 中 叶  
的 劳 工 法 (123)。 现 代 的 工 厂 法 强 制 地 缩 短 工 作 日 ，而 当 时 的 劳 工 法 力  

图 强 制 地 延 长 工 作 日 。 资 本 在 它 的 萌 芽 时 期 ，由 于 正 在 发 展 ，不 能 单  

纯 依 靠 经 济 关 系 的 力 量 ，还 要 依 靠 国 家 政 权 的 帮 助 才 能 确 保 自 己 吮 吸  

足 够 数 量 的 剩 余 劳 动 的 权 利 . 它 在 那 时 提 出 的 要 求 ，同 它 在 成 年 时 期  

不 得 不 忍 痛 做 出 的 让 步 比 较 起 来 ，诚 然 是 很 有 限 的 。 只 是 过 了 几 个 世  

纪 以 后 ，“ 自由 ” 劳 动 者 由 于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的 发 展 ，才 自 愿 地 ，也 就  

是 说 ，才 在 社 会 的 逼 迫 下 ，按 照 自 己 的 日 常 生 活 资 料 的 价 格 出 卖 自 Ü  

一 生 的 全 部 能 动 时 间 . 出 卖 自 Ö 的 劳 动 能 力 本 身 .为 了 一 碗 红 豆 汤 出  122 123

( 1 2 2 )  例 如 • 我 们 看 到 .1863年 初 ，在 斯 塔 福 德 郡 拥 有 大 规 模 陶 器 厂 的 2(3 
家 公 司 .其 中 包 括 乔 • 韦 奇 伍 德 父 子 公 司 ，提 出 呈 文 . 请 求 国 家 进 行 强 制 干 涉 。 
他 们 说 . 同 “别 的 资 本 家 的 竞 争 使 他 们 不 能 自 愿 地 限 制 儿 童 的 劳 动 时 间 等  
等”。—— “因 此 ，虽 然 我 们 对 上 述 弊 病 深 恶 痛 绝 ，但 依 靠 工 厂 主 之 间 的 任 何 协  
议 都 不 可 能 制 止 这 种 弊 病 …… 鉴 于 所 有 这 些 情 况 ，我 们 确 信 ，制 定 一 种 强 制  
的 法 律 是 必 要 的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 第 1 号 报 告 》1863年 第 322 页 )—— 最  

近 有 一 个 更 突 出 的 例 子 丨 在 热 病 式 的 繁 荣 时 期 ，棉 价 很 高 ，于 是 布 莱 克 本 的 棉  
织 业 主 们 达 成 协 议 ，在 一 定 时 期 内 缩 短 自 己 工 厂 的 劳 动 时 间 。 这 个 期 限 大 约 到  
1871年 11月 底 为 止 。 然 而 兼 营 纺 和 织 的 富 裕 厂 主 利 用 这 个 协 议 所 造 成 的 生 产  

缩 减 的 机 会 ，拼 命 扩 大 自 己 的 营 业 . 从 而 靠 牺 牲 小 厂 主 获 得 了 大 量 利 润 。 这 些  
小 厂 主 迫 于 困 难 就 向 工 厂 工 人 呼 吁 . 要 他 们 大 力 鼓 吹 九 小 时 工 作 U , 并 答 应 为  
此 给 以 资 助 ！

( 1 2 3 )  在 英 国 . 这 些 劳 工 法 (在 法 国 、尼 德 兰 等 国 同 时 也 有 这 种 法 令 )是 在  
1813年 ，在 生 产 关 系 早 已 使 它 们 失 效 以 后 ,才 正 式 废 除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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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 自 己 的 长 子 继 承 权 167。 因 此 ，从 1 4 世 纪 中 叶 至 1 7 世 纪 末 . 资 本 借  

助 国 家 的 力 量 力 图 迫 使 成 年 工 人 接 受 的 工 作 日 的 延 长 程 度 • 同 1 9 世 

纪 下 半 叶 国 家 在 某 些 地 方 为 了 限 制 儿 童 血 液 变 成 资 本 而 对 劳 动 时 问  

规 定 的 界 限 大 体 相 一 致 ，这 是 很 自 然 的 了 。 例 如 ，在 马 萨 诸 塞 州 ，这 个  
直 到 最 近 还 是 北 美 共 和 国 最 自 由 的 州 ，今 天 国 家 颁 布 的 1 2 岁 以 下 儿  

童 的 劳 动 时 间 的 法 定 的 界 限 ，在 1 7 世 纪 中 叶 还 曾 经 是 英 国 的 健 壮 的  

手 工 业 者 、结 实 的 雇 农 和 大 力 士 般 的 铁 匠 的 正 常 工 作 日 。 (124)

第 一 个 “ 劳 工 法 ” ( 爱 德 华 三 世 [ 二 十 三 年 ，目叼 1 3 4 9 年 ）的 颁 布 ， 

其 直 接 借 口 - 是 借 口 ，而 不 是 原 因 ，因 为 这 种 法 律 在 这 个 借 口 不 再  

存 在 的 情 况 下 继 续 存 在 了 几 百 年  是 鼠 疫 猖 獗 168.人 口 大 大 减

少 . 用 一 个 托 利 党 著 作 家 的 话 来 说 ，当 时 “ 要 用 合 理 的 价 格 (即 能 保 证  

雇 主 得 到 合 理 的 剩 余 劳 动 量 的 价 格 )雇 用 工 人 ，已 经 困 难 到 了 实 在 难  

以 忍 受 的 地 步 ” (125)。 因 此 ，在 法 律 上 强 制 地 规 定 了 合 理 工 资 ，同 样

(124) “12 岁 以 下 的 儿 童 在 工 厂 中 每 天 不 得 劳 动 10小 时 以 上 ( 《马 萨 诸
塞 州 普 通 法 》第 60章 第 3 节 。 这 些 法 令 是 1836 — 1858年 颁 布 的 。）“在 所 有 棉  

纺 织 厂 、毛 织 厂 、丝 织 厂 、造 纸 厂 、玻 璃 厂 、亚 麻 厂 和 铁 工 厂 实 行 的 每 天 丨 〇小 时  
劳 动 •应 视 为 法 定 的 日 劳 动 量 》 又 规 定 ，对 于 不 论 在 任 何 工 厂 做 工 的 末 成 年 人 , 
今 后 皆 不 得 迫 使 他 们 每 天 劳 动 10小 时 以 上 ，或 每 周 劳 动 60小 时 以 上 ：其 次 .本  

州 任 何 工 厂 今 后 皆 不 得 雇 用 10 岁 以 下 的 未 成 年 人 当 工 人 。”(《新 泽 西 州 。 限 制  
工 作 F1的 长 度 的 法 令 》第 1、2 节 。 185〗年 3 月 _18 H法 令 )“12 岁 至 15 岁 的 未 成  
年 人 . 不 论 Æ仟 何 工 厂 . 每 天 不 得 劳 动 11小 时 以 上 . 并 且 不 得 在 早 晨 5 点 以 前  
和 晚 上 7 点 半 以 后 做 工 (《罗 得 岛 州 修 订 条 例 》第 139章 第 2 3 节 ， 1857年 7 
月 1 曰 ）

( 丨2 5 ) 《 ß 由 贸 易 的 诡 辩 》1850年 伦 敦 第 7 版 第 205 页 。 这 位 托 利 党 人 还  

承 认 :“ 议 会 通 过 的 不 利 于 1:人 而 有 利 干 雇 主 的 关 于 调 整 工 资 的 法 令 . 维 持 r 很  
K的 时 期 ，达 年 之 久 。 人丨 〗增 长 了 《 这 些 法 令 现 在 变 成 多 余 和 累 赘 了 。 ” 
{ 同 £ ，第 20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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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强 制 地 规 定 了 工 作 日 界 限 。后 面 这 一 点 .即 我 们 在 这 里 唯 一 关 心  
的 一 点 ，在 1496年 （亨 利 七 世 时 期 ）的 法 令 屮 又 提 到 了 。 依 照 法 令  
( 虽 然 始 终 没 有 实 行 ）. 所 有 手 艺 人 和 农 业 劳 动 者 的 工 作 日 . 从 3 月到 
9 月 ，应 该 是 从 早 晨 5 点 到 晚 上 7 — 8 点 ，其 中 吃 饭 时 间 是 早 饭 1 小 
时 .午 饭 小 时 ，4 点 钟 左 右 的 小 餐 j 小 时 ，正好比现 行 工 厂 法 规 定  
的 吃 饭 时 间 多 一 倍 。ü26)冬 季 ，是 从 早 晨 5 点 干 到 天 黑 .中 间 的 休 息  
时 间 不 变 。 1562年 的 伊 丽 莎 白 法 令 ，没 有 触 动 “按 日 领 工 资 或 按 周  
领 工 资 ”的 所 有 工 人 的 工 作 日 长 度 ，不 过 它 设 法 把 夏 季 的休 息 时 间 限  
制 为 2 j 小 时 ，冬 季 限 制 为 2 小 时 。午 饭 时 间 只 有 1 小 时 / 小 时  
午 睡 制 ’’只 准 在 5 月 中 至 8 月 中 这 段 时 间 内 实 行 。旷 工 1 小时 扣 工  

资 1 便 士 （ 10生 丁 ）。但 实 际 上 ，劳 动 者 的 待 遇 要 比 法 令 规 定 的 好 得  
多 。政 治 经 济 学 之 父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也 可 以 说 是 统 汁 学 的 创 始 人 威  
廉 • 配 第 ，在 17世 纪 最 后 3 0多 年 发 表 的 一 部 著 作 中 说 ：

“劳 动 者 〈严 格 地 说 . 当 时 是 指 农 业 工 人 > -天 做 工 1〇 小 时 . 星 期 吃 饭 20 
次 .就 是 说 ，平 日 每 天 3次 ，星 期 天 两 次 。可 见 .只 要 他 们 星 期 Æ晚 上 节 食 ，午饭  
时 间 不 像 现 在 这 样 用 两 小 时 即 从 11时 到 1时 .而 用 一 个 半 小 时 , 从 而 劳 动 增 加  
_ ，消 费 减 少 那 么 ，上 述 税 收 的 ^ 就 可 以 筹 集 出 来 了 。”126 (127)

安 德 鲁 • 尤 尔 博 士 抨 击 1833年 的 十 二 小 时 工 作 日 法 案 是 倒 退

(126) 关 于 这 项 法 令 ，约 • 威 德 公 正 地 指 出 :“从 1496年 的 法 令 可 以 看 出 ， 
当 时 的 伙 食 费 等 于 工 人 收 入 的 等 于 农 业 劳 动 者 收 人 的 一 半 。这 说 明 . 当 时  
的 劳 动 者 比 现 在 的 劳 动 者 ■有 更 夫 的 独 立 性 .因 为 现 在 无 论 哪 个 行 业 的 工 人 的 伙  
食 费 在 他 们 工 资 中 所 占 的 比 1 都 大 得 多 。’’(约 • 威 德 《中 等 阶 级 和 工 人 阶 级 的  
历 史 》 ]835年 伦 敦 版 第 24、25、577页 ）有 人 认 为 ，这 种 差 别 是 由 于 现 在 的 食 品 和  
衣 服 的 比 价 和 那 时 的 比 价 + 同 造 成 的 ，但 只 要 略 为 看 一 下 弗 利 特 伍 德 主 教 的  
《行 情 表 》 (1707年 伦 敦 第 1 版 及 1745年 伦 敦 第 2 版 ），这 种 意 见 就 不 攻 自 破 了 。

( 1 2 7 )  威 . 配 第 《爱 尔 竺 的 政 治 解 剖 。 1672年 》169]年 伦 敦 版 第 10页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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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黑 暗 时 代 ，不 是 说 得 很 公 平 吗 ？ 当 然 ，劳 工 法 中 列 举 的 并 为 配 第 所  
提 到 的 各 项 规 定 对 学 徒 也 是 适 用 的 。至 于 直 至 17世 纪 末 儿 童 劳 动  

的 情 况 究 竟 怎 样 .我 们 从 下 面 的 怨 言 中 可 以 看 出 ：

“我 们 英 国 少 年 在 '*1学 徒 以 前 ，什 么 都 不 干 ，因 此 .他 们 当 然 需 要 7年 这 样  
长 的 时 间 ，才 能 卯 练 成 为 熟 练 的 工 人 。”

相 反 地 .德 国 值 得 夸 耀 的 是 ，那 甩 的 儿 童 在 摇 篮 f l就 至 少 “受到 
—点 职 、丨k训 练 ”(】28)。

在 1 8批 纪 的 大 部 分 时 间 内 •直 到 大 工 业 时 代 以 前 .英 国 资 本 还  

不 能 靠 支 付 劳 动 力 一 星 期 的 价 值 而 占 有 工 人 的 整 个 星 期 ，只有农 业  * 12

<128)《论 促 迸 机 械 工 业 发 展 的 必 要 性 》1689年 伦 敦 版 第 13页 。 为 了 辉  
格 党 和 资 产 者 的 利 益 .麦 考 莱 伪 造 了 英 国 历 史 ，他 宣 称 让 儿 童 过 早 地 从 事 劳  
动 的 做 法 ，在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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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 织 业 的 中 心 诺 里 奇 • R岁 的 儿 《就 被 看 做 是 有 劳 动 能 力 的 。 当 时 有 许 多 著  
作 家 •其中包括有杵被认 为 是心地丨 丨 •:常 正 直 的 著 作 家 ，曾 以 ‘惊 喜 若 狂 ’的 心 情  
谈 到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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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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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国 史 》第 1卷 第 417页 ）。 麦 考 莱 本 来 还 可 以 告 诉 我  
们 ：17世 纪 的 “心 地 非 常 正 直 ”的 商 业 之 友 .曾 以 “惊 喜 若 狂 ”的 心 情 叙 述 荷 兰 的  
一 所 济 贫 院 曾 怎 样 雇 用 一 个 4 岁 的 儿 童 做 工 .而 a 这 种 ••应 用 于 实 际 的 道 德 ”的 
例 子 ，處 到 亚 • 斯 密 时 代 为 止 .在 …切 麦 考 莱 式 人 道 主 义 者 的 著 作 中 都 有 过 。 
诚 然 ，随 t i : 场 T e 业 代 替 r 手丨 〔业 .剥 削 儿 童 的 踪 迹 也 就 显 现 出 来 了 》 这 种  
剁 削 作 - 定 程 度 t 从 来 就 存 在 于 农 民 中 间 ，并 且 农 民 身 上 的 枷 锁 越 沉 重 ，这 种  
刹 削 就 越 历 富 》 资 本 的 趋 势 是 很 明 显 的 .似幸 '.实 本 身 却 像 双 头 婴 儿 一 样 • 是 极  
为 罕 阽 的 „ 因 此 •独 具 慧 眼 的 “商 、丨k之 友 ”就 以 •'惊 喜 若 狂 ”的 心 情 把 这 《 事 实 当  
做 特 別 值 得 惊 异 的 事 情 记 珙 下 来 .以垂教 丨 司 时 代 的 和 后 代的 人 们 《 这 位 喜 欢 献  
媚 和 爱 说 漂 亮 话 的 苏 格 4 人 麦 考 萊 还 说 :“我 们 现 在 听 到 的 只 是 退 步 ，但 看 到 的  
R 是 进 步 。” 这 是 什 么 眼 暗 . Æ 其 足 . 这 是 什 么 耳 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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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动 者 是 例 外 。 当 时 工 人 靠 四 天 的 工 资 可 以 生 活 一 星 期 ，从 这 一 事  
实 出 发 ，他 们 根 本 得 不 出 其 余 两 天 也 要 为 资 本 家 做 工 的 结 论 。

英 国 有 一 派 经 济 学 家 为 了 替 资 本 效 劳 ，猛 烈 攻 击 劳 动 者 顽 固 不  

化 ; 另 一 派 经 济 学 家 则 为 劳 动 者 辩 护 。例 如 ，让 我 们 听 听 波 斯 尔 思 韦  
特 （当 时 他 编 的 商 业 辞 典 ，就 像 现 在 麦 克 库 洛 赫 和 麦 格 雷 戈 的 同 类 著  
作 一 样 受 到 好 评 ) 和 前 面 引 述 过 的 《论 手 工 业 和 商 业 》的 作 者 之 间 的  
争 论 吧 G29)。

波 斯 尔 思 韦 特 说 道 ：

“我 在 结 束 这 简 短 的 评 述 的 时 候 ，不 能 不 提 到 从 某 些 人 那 里 听 来 的 这 样 一  
种 陈 腐 论 调 :如 果 工 人 做 5天 工 就 足 够 维 持 生 活 .他 就 不 想 做 满 6天 工 。.他 们  
因 此 做 出 结 论 说 .必 须 用 税 收 或 任 何 其 他 办 法 提 高 那 些 甚 至 是 必 要 生 活 资 料 的  
价 格 ，来 迫 使 手 工 业 者 和 工 场 手 工 业 工 人 每 星 期 不 间 断 地 劳 动 6天 。 请 原 谅 ， 
我 的 见 解 和 这 些 要 本 王 国 的 劳 动 人 口 永 远 做 奴 隶 的 大 政 治 家 们 不 同 。他 们 忘  
记 了 这 样 一 句 谚 语 :只 管 干 活 不 玩 耍 ，头 脑 迟 钝 人 变 傻 „ 难 道 英 国 人 没 有 因 为  
他 们 的 富 有 独 创 性 和 多 才 多 艺 的 手 工 业 者 和 工 场 手 工 业 工 人 一 向 为 不 列 颠 的  
商 品 争 得 普 遍 声 誉 而 感 到 自 豪 吗 ？ 这 是 怎 样 得 来 的 呢 ？ 不 就 是 由 于 我 们 的 劳  
动 大 众 善 于 用 愉 快 的 和 独 特 的 方 式 来 休 息 娱 乐 吗 ？ 如 果 硬 要 他 们 终 年 劳 碌 .每  
星 期 干 满 6天 ，而 且 老 是 干 同 样 的 活 ,那 他 们 的 富 有 创 造 力 的 头 脑 不 会 退 化 吗 ? 
他 们 不 会 变 为 笨 拙 的 迟 钝 的 人 吗 ？ 我 们 的 工 人 由 于 这 种 长 期 的 奴 隶 制 ，不 是 会

( 1 2 9 ) 非 难 工 人 阶 @最 凶 的 就 是 本 文 提 到 的 《论 手 工 业 和 商 业 。兼 评 赋  
税 对 我 国 工 厂 中 的 劳 动 价 ^ 的 影 响 》(1770年 伦 敦 版 ）的 匿 名 作 者 。 他 早 在 另  
一 部 著 作 《论 赋 税 》(】765年 伦 敦 版 ）中 就 进 行 f 这 样 的 非 难 。 站 在 这 •方 的 ， 
还 有 蹩 脚 的 统 计 家 普 隆 涅 斯 - 阿 瑟 • 杨 格 。 为 3：人 辩 护 的 ，首 推 :杰 科 布 • 范 德  
林 特 《货 币 万 能 》(1734年 伦 敦 版 ）;神 学 博 士 纳 撒 尼 尔 • 福 斯 特 牧 师 《论 当 前 粮  
价 昂 贵 的 原 因 》（1767年 伦 敦 版 ）；普 赖 斯 博 士 ，还 有 波 斯 尔 思 韦 特 （对 自 己 的  
__《工 商 业 大 辞 典 》一 书 的 增 补 以 及 他 的 《阐 明 并 增 进 大 不 列 颠 商 业 利 益 M759年 
伦 敦 第 2版 )， 至 于 事 实 本 身 ，当 时 的 许 多 别 的 著 作 家 都 是 确 认 的 ，例 如 乔 赛  
亚 • 塔 克 尔 就 是 如 此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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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 失 自 己 的 声 誉 而 不 是 保 持 自 己 的 声 誉 吗 ？ 还 能 指 望 受 着 这 种 残 酷 折 磨 的 动  
物 有 什 么 熟 练 的 技 艺 吗 ？ …… 他 们 中 间 许 多 人 4天 干 的 活 ，抵 得 上 法 国 人 干  
5- 6天 。但 是 ，如 果 英国 人被 迫 像 牲 畜 一 样 干 活 ，恐 怕 他 们 就 会 退 化 .落 在 法  

国 人 后 面 我 国 人 民 在 战 争 中 素 以 勇 敢 闻 名 ，我 们 不 是 常 说 • 这 是 因 为 一 方 面  
有 美 味 的 英 国 牛 排 和 布 丁 来 果 腹 .另 一 方 面 有 立 宪 的 自 由 精 神 吗 ？ 我 国 手 工 业  
者 和 工 场 手 工 业 工 人 所 以 有 高 超 的 才 能 、精 力 和 技 巧 ，怎 能 说 不 是 因 为 他 们 享  
有 可 以 随 意 消 遣 娱 乐 的 向 1:1:丨 呢 ？ 但 愿 他 们 永 远 不 会 丧 失 这 种 特 权 ，不 会 失 去 成  
为 他 们 劳 动 技 巧 和 英 勇 精 神 的 来 源 的 优 越 生 活 !

关 于 这 个 问 题 ，《论 手 工 业 和 商 业 》的 作 者 却 回 答 说 ：

“假 如 每 周 的 第 七 天 休 息 是 上 帝 的 安 排 •那 就 是 说 .其 余 6天 属 于 劳 动 (下 面  
我 们 就 会 看 到 .他 的 意 思 是 说 属 于 资 本 ).所 以 强 制 实 行 上 帝 的 这 一 诫 命 169.绝 不  
能 说 是 残 忍 的 行 为 。 人 一 般 说 来 天 生 是 好 逸 恶 劳 的 ，我 们 从 我 国 工 场 手 工 业 工  
人 的 行 为 就 不 幸 地 体 验 到 这 一 点 。 除 非 生 活 资 料 涨 价 ，不 然 他 们 每 周 平 均 顶 多  
干 4天 活 …… 假 定 1蒲 式 耳 小 麦 代 表 一 个 劳 动 者 的 全 部 生 活 资 料 ，价 格 为 5先 
令 ，劳 动 者 干 一 天 活 挣 1先 令 。这 样 .他 一 周 只 需 要 劳 动 5天 ;如 果 1蒲 式 耳 小 麦  
为 4先 令 ，他 就 只 需 要 劳 动 4天 … … 但 是 本 王 国 的 工 资 比 生 活 资 料 的 价 格 高 得  
多 .闪 此 工 场 手 X业 I；人 劳 动 I 天 .就 可 以 有 余 钱 维 持 一 周 Jt•余几 天的闲 适生 
活 …… 我 希 望 .我 说 的 这 些 已 足 以 表 明 ，一 周 进 行 6 天 适 度 的 劳 动 并 不 是 什 么  
奴 求 制 。我 国 农 业 工 人 就 是 一 周 干 6天 活 的 ，看 来 他 们 是 劳 动 者 中 最 幸 福 的  
人 (u n ; 荷 兰 人 在 手 工 工 场 每 周 也 是 劳 动 这 么 多 天 .而 且 看 来 是 一 个 很 幸 福 的 民  

族 》法 国 人 也 是 这 样 劳 动 ，只 要 不 是 中 间 插 f 许 多 假 日 的 话 (]32)… … 但 是 我  
们 的 工 场 f-工 业 工 人 却 有 一 种 成 见 ，好 像 他 们 作 为 英 国 人 生 来 就 有 一 种 特 权 , 
应 该 比 欧 洲 任 何 一 国 的 丨 .人 都 享 有 更 大 的 È丨 由和独 立。 这 种 思 想 使 我 们 的 上

(1 3 0 > 波 斯 尔 思 韦 特 《工 商 业 大 辞 典 》，《第 一 篇 绪 论 》第 14 页 。
0 3 1 ) [约 • 肯 宁 安 ]《论 手 工 业 和 商 业 》。 他 自 己 在 第 96页 上 就 说 明 ，还  

在 1770年 ，英 国 农 民 的 “幸 福 ”已 经 成 丫 什 么 样 子 。“他 们 的 劳 动 力 总 是 紧 张 到  
极 点 ；他 们 的 生 活 坏 得 不 能 再 坏 ，他 们 的 劳 动 重 得 不 能 再 重 。”

(U 2 )新 教 几 乎 把 所 有 传 统 的 假 日 都 变 成 了 工 作 日 • 由 此 它 在 资 本 的 产  
生 h就 起 了 重 要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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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勇 敢 起 来 ，就 这 点 说 .它 可 能 有 些 好 处 ：何 是 工 场 手 工 业 工 人 受 这 种 思 想 的  
影 响 越 小 ，他 们 本 身 和 国 家 得 到 的 好 处 就 越 大 。 工 人 无 论 什 么 时 候 都 不 应 丐  
认 为 自 己 可 以 不 依 靠 自 己 的 t 司 而 独 立 。 在 我 们 这 样 一 个 大 概 占 总 人 rj j  
的 人 只 有 一 点 财 产 或 没 有 财 产 的 商 业 ra家 里 ，怂 恿 不 良 分 子 是 非 常 危 险  
的 (133) 134 135。 只 有 我 们 的 工 业 贫 民 情 愿 做 6天 工 而 依 旧 领 取 现 在 做 4 天 工 所 得 的  
工 资 ，情 况 才 能 根 本 好 转 / ’(1341

为 了 这 种 目 的 .也 为 了 “根 除 懒 惰 、放 荡 和 对 自 由 的 奢 望 ”，同时  
也 为 了 “减 轻 济 贫 税 、鼓 励 勤 勉 精 神 和 压 低 手 I:工 场 的 劳 动 价 格 ”.我 
们 的 资 本 的 忠 实 的 捍 卫 者 提 出 了 一 个 绝 妙 的 办 法 。这 是一个 什 么 样  
的 办 法 呢 ？就 是 把 这 些 依 赖 社 会 慈 善 事 业 的 劳 动 者 ，一 句 话 ，即 把需 
要 救 济 的 贫 民 关 进 理 想 的 习 艺 所 。“这 种 习 艺 所 应 当 成 为 恐 怖 之  
所 。”在 这 种 习 艺 所 里 ，人 们 每 天 劳 动 14小 时 ，因 此 ，除 去 吃 饭 时 间 . 

剩 下 的 劳 动 时 间 是 整 整 12小 时 。 (135>
在 17ÏÏ)年 的 “模 范 的 习 艺 所 ” , 即 恐 怖 之 所 ，12小 时 工 作 日 就 是  

理 想 ，就 是 顶 点 了 ！而 经 过 了  6 3年 ，到了  1833年 ，当 英 国 议 会 把 四  
种 工 业 部 门 的 13- 1 8 岁 的 儿 童 的 工 作 日 缩 短 为 整 整 ]2 小 时 的 时  
候 ，似 乎 英 国 工 业 的 末 日 就 到 来 了 ！ 1852年 ，当 路 易 • 波 拿 巴 为 了  

争 取 资 产 阶 级 .打 算 修 改 法 定 的 工 作 日 时 ，法 国 工 人 大 众 异 口 同 声 地  
高 呼 :“把 工 作 日 缩 短 为 12小 时 的 法 令 ，是 共 和国 立 法 留 给 我 们 的 唯

(133) 《论 手 工 业 和 商 业 》散 见 于 第 】5 57页 等 处 。
(134) 同 上 ，第 69页 。早 在 1734年 ,杰 科 布 • 范 德 林 特 就 说 过 . 资 本 家 抱  

怨 工 人 傲 惰 ，其 秘 密 只 是 想 用 同 样 的 工 资 使 4 个 工 作 日 变 成 6个 工 作 日 。
(135) 同 上 ，第 260页 :“这 种 理 想 的 习 艺 所 应 当 成 为 恐 怖 之 所 ，而 不 应 当  

成 为 贫 民 收 容 所 。在 这 种 理 想 的 习 艺 所 里 ，贫 民 们 每 天 应 该 劳 动 14小 时 ，不 过  
其 中 包 括 适 当 的 吃 饭 吋 间 .因 此 净 剩 的 劳 动 时 间 是 12小 时 。”他 说 :“法 国 人 嘲  
笑 我 们 的 狂 热 的 自 由 思 想 。”(同 上 ，第 7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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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福 利 ！ 在 苏 黎 世 ，10岁 以 下 的 儿 童 的 劳 动 限 制 为 12小 时 ;在  
阿 尔 高 州 ，13—16 岁 的 儿 童 的 劳 动 在 1862年 从 12 j 小 时 减 为 12小 
时 ;在 奥 地 利 ，14一  16 岁 的 儿 童 的 劳 动 在 1860年 也 缩 短 为 12小 
时 。136 (137)如 果 麦 考 莱 还 在 的 话 ，一定 会 以 “ 惊 喜 若 狂 ”的 心 情 大 叫  
“ 1770年 以 来 的 巨 大 进 步 ”！ '

需 要 救 济 的 贫 民 的 “恐 怖 之 所 ”在 1770年 还 只 是 资 本 灵 魂 的 梦  

想 ，几 年 以 后 ，它 却 作 为 工 场 手 工 业 工 人 的 庞 大 的 “习 艺 所 ”矗立起来  
了 ;它 叫 做 工 厂 ，但 理 想 在 现 实 面 前 却 大 为 逊 色 了 。

6 . 争 取 正 常 工 作 日 的 斗 争 。对 劳 动  
时 间 的 强 制 的 法 律 限 制 。 1 8 3 3  —
1 8 6 4 年 英 国 的 工 厂 立 法

资 本 经 历 r 几 个 世 纪 , 才 使 工 作 日 延 长 到 正 常 的 最 大 极 限 ，然后

(136)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55年 10.月 31日》第 80页 ）法 国 1850年 9 
月 5 日 的 十 二 小 时 工 作 日 法 令 是 临 时 政 府 ]848年 3月 2 日 法 令 的 资 产 阶 级 化  
的 翻 版 ;这 个 法 令 适 用 于 一 切 作 坊 。 在 这 项 法 令 颁 布 以 前 ，法 国 的 工 作 日 是 不  
受 限 制 的 。工 厂 的 工 作 日 长 达 14、15小 时 或 者 还 要 多 些 。 见 布 朗 基 先 生 的  
《 1848年 法 国 的 工 人 阶 级 》。这 位 布 朗 基 先 生 是 经 济 学 家 ，而 不 是 那 位 革 命 家 ， 
他 曾 受 政 府 的 委 托 调 查 过 劳 动 者 的 状 况 。

( 1 3 7 )  比 利 时 在 调 整 工 作 日 方 面 也 显 示 出 是 一 个 资 产 阶 级 的 模 范 国 家 。 
英 国 驻 布 鲁 塞 尔 的 全 权 大 使 霍 华 德 • 德 • 沃 尔 登 勋 爵 ，1862年 5 月 1 2 日向外 
交 部 报 告 说 :“罗 FI埃 大 臣 对 我 说 ，无 论 是 普 遍 的 法 令 还 是 地 方 性 的 规 章 ，都 没  
有 使 儿 童 劳 动 受 到 什 么 限 制 ;近 3 年 来 ，政 府 在 每 次 会 议 上 都 想 向 两 院 提 出 关  
于 这 个 问 题 的 法 案 .但 总 是 遇 到 无 法 克 服 的 障 碍 因 为 人 们 猜 忌 不 安 ，唯 恐 出 现  
—种 N劳 动 完 全 自 由 的 原 则 相 抵 触 的 法 令 !”那 些 所 谓 的 “比 利 时 社 会 主 义 者 ” 
不 过 是 以 暧 昧 的 形 式 重 复 本 国 资 产 阶 级 提 出 的 这 些 口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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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过 这 个 极 限 .延 长 到 12小 时 自 然 日 的 界 限 。 而 大 工 业 的 诞 生 ， 
在 18世 纪 最 后 3 0多 年 引 起 了 激 烈 的 动 荡 。这 些 动 荡 像 雪 崩 一 样 摧  
毁 了 一 切 自 然 和 习 俗 、年 龄 和 性 别 、昼 和 夜 所 造 成 的 障 碍 。甚至在旧  
法 规 中 按 农 民 的 习 惯 规 定 的 关 于 昼 夜 的 简 单 概 念 ，也变 得如 此 模 糊 不  
清 ，以 致 一 位 英 国 法 官 还 在 1860年 为 了 对 昼 和 夜 作 出 “有 判 决 力 的 ” 

解 释 ，就不得不 使 出 学 究 式的 聪 明 。资 本则 狂 欢 痛 饮 来 庆 祝 胜 利<139)。
被 生 产 的 轰 隆 声 震 晕 了 的 工 人 阶 级 一 旦 稍 稍 清 醒 过 来 ，就 开 始  

进 行 反 抗 ，首 先 是 在 大 工 业 的 诞 生 地 英 国 。但 是 3 0年 来 ，工 人 所 争  
得 的 让 步 完 全 是 有 名 无 实 的 。从 1802年 到 1833年 ，议 会 颁 布 f  5 

个 劳 动 法 17U，但 是 它 没 有 批 准 一 文 钱 来 实 施 这 些 法 令 。(14tn因 此 ，这  138

(138) “无 论 哪 一 阶 级 的 人 ，如 果 每 天 必 须 劳 作 12小 时 ，那 确 实 是 十 分 令 人
遗 憾 的 事 情 。 如 果 把 吃 饭 和 往 返 工 厂 的 时 间 都 计 算 在 内 . 实 际 上 这 就 在 一 天 24 
小 时 中 占 去 H小 时 …… 我 想 . 即 使 不 谈 健 康 问 题 . 单 从 道 德 观 点 来 看 .谁 也 不  
会 否 认 . 从 13 岁 这 么 小 的 年 龄 开 始 (而 在 “自由的”工业 部 门 甚 至 是 从 更 小 的 年 龄  
开 始 )，就 不 断 地 把 劳 动 阶 级 的 时 间 全 部 侵 吞 .这 是 非 常 有 害 的 ，是 •种 h]•怕 的弊 
端 。为 了 公 共 道 德 . 为 了 培 育 出 健 壮 的 、能 干 的 居 民 ，为 了 使 广 大 人 民 能 有 合 理  
的 生 活 享 受 ，应 当 坚 决 要 求 在 一 切 产 业 部 门 中 把 每 个 工 作 H的 一 部 分 留 出 来 作  
为 休 息 和 余 暇 时 间 。”(伦 纳 德 • 霍 纳 《工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41年 12月 3 1 日》） 

U 3 9 ) 见 《18(50年 春 季 开 庭 期 贝 尔 法 斯 特 法 庭 庭 长 约 • 哈 • 奥 特 韦 先 生  
的 判 决 》。 ,

(140)很 能 说 明 路 易 菲 力 浦 这 个 资 产 者 国 王 的 政 府 的 特 点 的 是 ，他 在 位 时  
颁 布 的 唯 一 的 工 厂 法 ，即 1841年 3 月 22 H法 令 ，从 来 就 没 有 兑 现 过 》 而 且 这 个  
法 令 也 只 是 涉 及 儿 童 劳 动 。它 规 定 8 —12 岁 的 儿 童 劳 动 8 小 时 ,12 16 岁 的 儿
童 劳 动 12小 时 .等 等 ，并 且 还 附 有 许 多 例 外 ，以 致 竟 准 许 8 岁 的 儿 童 做 夜 工 。在 
一 个 连 每 只 老 鼠 都 要 受 警 察 监 视 的 国 家 里 .对 这 项 法 令 的 监 督 和 推 行 却 寄 托 在  
“商 业 之 友 ”的 善 良 愿 望 上 。只 是 从 1853年 起 ，才 仅 仅 在 北 部 省 设 置 了 一 个 领 薪  
水 的 政 府 视 察 员 。 同 样 能 很 好 说 明 法 国 社 会 发 展 的 特 点 的 是 .路 易 菲 力 浦 的 法  
令 在 1848年 革 命 前 竟 是 无 所 不 包 的 法 国 立 法 工 厂 中 独 一 无 二 的 工 厂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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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法 令 始 终 是 一 纸 空 文 。

•‘事 实 是 .在 1833年 的 法 令 137以 前 .人 们 任 意 让 儿 童 和 少 年 整 夜 、整 t丨 或 
整 # 夜 从 事 劳 动 。”(111 >

现 代 工 业 中 的 正 常 工 作 日 ，只 是 从 1833， 颁 布 了 有 关 棉 、毛 、 
麻 、丝 等 工 厂 的 工 厂 法 起 才 出 现 的 。 1833年 到 1864年 的 英 国 工 厂  

立 法 史 ，比 任 何 东 西 都 更 能 说 明 资 本 精 神 的 特 征 。
1833年 的 法 令 规 定 :“工 厂 的 普 通 工 作 日 应 从 早 晨 5 点 半 开 始 . 

到 晚 上 8 点 半 结 束 。在 这 15小 时 的 界 限 内 ，在 白 天 的 任 何 时 间 使 用  
少 年 ( 从 ]3 岁 到 1 8 岁 ）做 工 都 是 合 法 的 .但 是 有 一 个 条 件 :除 某 些 特  
别 规 定 的 情 况 外 , 同 一 个 少 年 一 天 之 内 做 工 不 得 超 过 12小 时 。”法令 
的 第 6 节 规 定 : “在 限 制 的 劳 动 时 间 内 ，每 人 每 天 至 少 应 有 l j 小时  
的 吃 饭 时 间 ”。除 开 下 面 要 谈 到 的 例 外 情 况 ,禁 止 雇 用 未 满 9 岁 的儿  
童 ;9 岁 至 13 岁 的 儿 童 的 劳 动 每 天 限 制 为 8 小 时 。禁 止 9 岁 至 18 

岁 的 少 年 做 夜 工 ，也 就 是 在 该 法 令 所 说 的 晚 上 8 点 半 至 早 晨 5 点肀  

之 间 做 工 。
立 法 t 根 本 不 想 触 犯 资 本 榨 取 成 年 劳 动 力 的 自 由 .即 他 们 所 说  

的 劳 动 自 由 ，于 是 想 出 一 种 别 出 心 裁 的 制 度 来 防 止 工 厂 法 在 这 方 面  
造 成 可 怕 的 后 果 。

1833年 6 月 28 R 委 员 会 中 央 评 议 会 的 第 1 号 报 告 说 道 ：

“现 时 工 厂 制 度 的 最 大 弊 病 ，在 于 它 必 然 要 根 据 成 年 人 工 作 日 的 长 度 来 决  
定 )L t  r.作 R的 长 度 = 克 服 这 种 弊 病 的 最 好 方 案 ，看 来 就 是 实 行 儿 童 分 两 班 做  
r .而 不 1 缩 短 成 年 人 的 劳 动 时 间 . 否 则 . 造 成 的 弊 病 会 比 要 消 除 的 弊 病  
近 大 。 ”171

(m ) 《工 厂 视 察 迠 报 告 。 I860年 30日》第 5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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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 方 案 于 是 就 以 换 班 制 度 （ “System  of Relays”；在 英 语 和 法  
语 中 ，Relays都 指 到 驿 站 换 马 ）的 名 义 实 施 了 。例 如 ，9 岁 到 1 3 岁 的 
儿 童 分 成 两 班 ，一 班 从 早 晨 5 点 半 到 午 后 1点 半 ，另 一 班 从 午 后 1点 
半 到 晚 上 8 点 半 ，等 等 。

工 厂 主 先 生 们 极 端 厚 颜 无 耻 地 无 视 最 近 2 2年 来 所 公 布 的 一 切  

有 关 儿 童 劳 动 的 法 律 ，为 了 奖 赏 他 们 ，如今 又给 他 们 吞 服 的 药 丸 涂 上  
一 层 金 色 。议 会 决 定 ，未 满 11岁 的 儿 童 从 1834年 3 月 1 日起<未满  
12 岁 的 儿 童 从 1835年 3 月 1 日起，未 满 13 岁 的 儿 童 从 1836年 3 月 

1 日起，在 工 厂 劳 动 不 应 超 过 8 小 时 。这 种 对 “ 资 本 ”如 此 宽 厚 的 “自 
由 主义 ”理 应 得 到 更 多 的 赞 赏 ，因 为 法 尔 医 生 、安 • 卡 莱 尔 爵 士 、本 • 

布 罗 迪 爵 士 、查 • 贝 尔 爵 士 、格 思 里 先 生 等 等 ，一 句 话 ，当 时 伦 敦最著 
名 的 内 科 和 外 科 医 生 ，在 下 院 作 证 时 都 曾 经 说 过 ，“危 险 在 于 迟  
缓 ! ”172关 于 这 个 问 题 .法 尔 医 生 说 得 更 尖 锐 ：

“为 了 防 止 任 何 形 式 的 早 死 ，立 法 是 必 要 的 。 我 们 谈 到 的 这 种 形 式 <工 厂 流  

行 的 形 式 〉无 疑 应 看 做 是 引 起 早 死 的 最 残 酷 的 方 法 之 一 。 ”(142)

同一个 “经 过 改 革 ”的 议 会 ，一 方 面 出 于 对 工 厂 主 先 生 们 的 温 情 ， 
迫 使 未 满 1 3 岁 的 儿 童 在 几 年 内 继 续 在 工 厂 地 狱 1 每 周 劳 动 7 2 小 

时 ; 另 一 方 面 却 在 那 也 是 一 点 一 滴 地 给 予 自 由 的 解 放 法 令 174中.一  
开 始 就 禁 止 种 植 园 主 强 迫 任 何 黑 奴 每 周 劳 动 45小 时 以 上 。

但 是 资 本 对 于 这 些 让 步 丝 毫 无 动 于 衷 ，它 开 始 进 行 热 烈 的 鼓 动 ， 
掀 起 一 个 持 续 了 好 几 年 的 新 的 运 动 。这 里 涉 及 的 是 什 么 问 题 呢 ？是

(1 4 2 ) **L e g is la t io n  is  ec ju a lly  n e c e s s a r y  f o r  th e  p r e v e n t io n  o f  d e a t h ,  in  a n y

f o rm  in  w h ic h  i t  c a n  b e  p r e m a tu r e ly  in f l ic te d  « an d  c e r ta in ly  th is  m u s t  b e  v ie w e d  

a s  a ?nost c ru e l m o d e jO i  in f l ic t 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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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规 定 儿 童 的 年 龄 标 准 问 题 ，因 为 法 律 规 定 ，儿 童 每 天 做 工 不 得 超  
过 8 小 时 .并 且 要 受 到 义 务 教 育 。资 本 主 义 人 类 学 规 定 ，儿 童 时 代 到  

10岁 ，或 者 至 多 到 11岁 就 结 束 了 》工 厂 法 完 全 生 效 的 日 期 - 不 祥  
的 1836年 越 接 近 .工 厂 主 就 越 猖 狂 。他 们 确 实 把 政 府 吓 住 了 ，于
是 政 府 在 1835年 建 议 把 儿 童 时 期 的 界 限 从 13岁 降 为 12 岁 。但这 时  

外 界 的 压 力 也 越 来 越 带 有 威 胁 性 。下 院 没 有 勇 气 这 样 做 了 。它 拒 绝  
把 13岁 的 儿 童 扔 在 资 本 的 札 格 纳 特 车 轮 l7S下 每 天 被 压 榨 8 小时 以  
上 。 1833年的法令完全生效了。直 到 1844年 6 月它 一直 没 有 变 动 。

在 工 厂 劳 动 先 是 局 部 后 是 全 部 受 到 这 项 法 令 约 束 的 十 年 间 ， 
工 厂 视 察 员 的 官 方 报 告 充 满 了 关 于 这 项 法 令 无 法 实 施 的 抱 怨 。 
1833年 的 法 令 规 定 ，在 早 晨 5 点 半 到 晚 上 8 点 半 这 十 五 小 时 内 ，每 

个 “ 儿 童 ”和“少 年 ”究 竟 什 么 时 候 开 始 、中 断 和 停 止 他 的 十 二 小 时  
或 八 小 时 劳 动 •完 全 由 资 本 家 先 生 们 去 决 定 .并 且 他 们 还 可 以 为 不  
同 的 人 规 定 不 同 的 吃 饭 时 间 ，这 样 一 来 ，这 班 先 生 很 快 就 发 明 了 一  
种 新 的 “换 班 制 度 ” ，让 驿 马 不 是 在 固 定 的 驿 站 换 班 ,而 是 在 新 的 驿  
站 上 一 次 又 一 次 地 被 套 上 跑 下 去 。我 们 不 来 进 一 步 思 考 这 个 制 度  
的 妙 处 ，因 为 后 面 我 们 还 要 谈 到 。但 是 一 眼 就 看 得 很 清 楚 ，这 个 制  
度 完 全 取 消 了 工 厂 法 . 既 没 有 遵 守 它 的 精 神 ，也 没 有 遵 守 它 的 条  
文 。既 然 每 个 儿 童 和 少 年 的 账 册 如 此 复 杂 ，工 厂 视 察 员 有 什 么 办  
法 迫 使 工 厂 主 遵 守 法 定 的 劳 动 时 间 和 吃 饭 时 间 呢 ？ 以 前 那 种 残 酷  
的 不 法 行 为 又 在 许 多 工 厂 中 不 受 惩 罚 地 盛 行 起 来 。工 厂 视 察 员 在  
同 内 务 大 臣 的 一 次 会 见 （1844年 ）时 证 明 说 ，在 新 实 行 的 换 班 制 度  

下 不 可 能 有 任 何 监 督 。（143)但 这 时 情 况 毕 竟 有 了 很 大 变 化 。特别

( 1 .U )《X 厂 视 察员 报 告„ 1M9年 1 0月 3 1 日》第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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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从 1838年 以 来 ，工 厂 工 人 把 十 小 时 工 作 日 法 案 wu当 做 自 己 经  

济 上 联 合 的 口 号 . 正 像 他 们 把 宪 章 176当 做 自 己 政 治 上 联 合 的 口 号  
一 样 。甚 至 一 部 分 按 照 1833年 法 令 来 经 营 工 厂 的 工 厂 主 ,也 一 再  

上 书 议 会 ，控 告 某 些 “ 口 是 心 非 的 弟 兄 ”进 行 不 道 德 的 “竞 争 ”. 因为  

这 些 人 由 于 更 加 厚 颜 无 耻 或 拥 有 较 有 利 的 地 方 条 件 就 违 反 法 律 。 
此 外 ，尽 管 个 別 工 厂 主 仍 然 可 以 为 所 欲 为 ，工 厂 主 阶 级 的 政 治 领 袖  
们 却 要 求 它 对 工 人 采 取 另 一 种 态 度 和 使 用 另 一 种 语 言 。 事 实 上 ， 
为 了 在 刚 刚 开 始 的 废 除 谷 物 法 的 运 动 中 取 得 胜 利 ，工 厂 主 阶 级 需  
要 工 人 的 支 持 。 因 此 ，他 们 不 仅 答 应 “把 面 包 的 配 给 量 加 大 一  
倍 ”177, 而 且 答 应 在 自 由 贸 易 的 千 年 王 国 178内 实 行 十 小 时 工 作 日  

法 案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再 去 反 对 那 种 只 以 实 行 1833年法 令为 目  

的 的 措 施 ，那 是 十 分 严 重 的 失 策 。最 后 ，狂 怒 的 贵 族 由 于 自 己 的 最  
神 圣 的 利 益 即 地 租 受 到 威 胁 ，也 用 博 爱 家 的 口 吻 大 骂 他 们 的 资 产  

阶 级 敌 人 的 “可 耻 行 为 ”(145)。
于 是 就出现 了  1844年 6 月 的 补 充 工 厂 法 。它 从 同 年 10月 1 日 

开 始 生 效 。它 又 把 另 一 类 劳 动 者 . 即 18岁 以 上 的 妇 女 ，置 于 法 律 保  

护 之 下 。她 们 在 各 方 面 都 受 到 与 少 年 工 相 同 的 待 遇 ，她 们 的 劳 动 时  
间 限 制 为 12小 时 ，韓 止 做 夜 工 ，等 等 。立 法 第 一 次 被 迫 对 成 年 人 的  
劳 动 也 进 行 直 接 的 正 式 的 监 督 。 1844 — 1845年 的 工 厂 报 告 讽 刺  

地 说 ：

( m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s 1848年 10月 3 1 日 》第 98 页 。

( 1 4 5 ) 伦 纳 德 • 霍 纳 在 正 式 报 告 中 也 使 用 了 “可 耻 行 为 ”一 语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859年 10月 3 1 日 》第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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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我 们 所 知 ，成 年 妇 女 还 从 未 抱 怨 过 这 种 侵 犯 她 们 权 利 的 行 为 。 ”(14«

1 3 岁 以 下 的 儿 童 的 工 作 日 缩 短 为 每 天 6 j 小 时 ，在 有 些 情 况 下  

是 7 小 时 。

为 了 防 止 滥 用 “ 虚 假 的 换 班 制 度 ” ，法 律 又 ，规 定 了 包 括 下 列 内 容  
的 重 要 的 细 则 ：

“儿 童 和 少 年 的 工 作 日 .应 该 从 有 任 何 一 个 儿 童 或 少 年 早 晨 在 工 厂 里 开 始  

劳 动 的 时 候 算 起 ”。

按 照 这 个 规 定 ，如 果 A 是 从 早 晨 8 点 开 始 劳 动 ，B 是 从 1 0 点 开  

始 劳 动 ，那 么 ，B 的 工 作 日 仍 然 要 和 A 的 工 作 日 一 样 ，应 在 同 一 时 间

结 束 。

“开 工 时 间 应 以 某 个 公 共 时 钟 为 准 . 例 如 . 以 附 近 的 铁 路 时 钟 为 准 ，工 厂 的  

钟 要 和 这 个 铁 路 时 钟 保 持 一 致 。工 厂 主 必 须 在 工 厂 张 贴 大 字 印 刷 的 时 间 表 ，说  
明 上 工 、下 工 、休 息 的 时 间 ， 12点 以 前 上 工 的 儿 童 不 得 在 下 午 】点 钟 以 后 又 让  

做 工 ,，这 样 ，下 午 班 就 不 能 再 有 上 午 班 的 儿 童 。 受 法 律 保 护 的 全 体 劳 动 者 都 要  
有 1 + 小 时 的 吃 饭 时 间 . 并 应 在 同 :一 时 间 吃 饭 . 其 中 至 少 有 ] 小 时 应 在 下 午 3 

点 以 前 „ 儿 童 或 少 年 至 少 应 有 半 小 时 的 吃 饭 时 间 ，否 则 不 得 让 他 们 在 下 午 1 点  
以 前 做 工 5 小 时 以 上 „ 儿 童 、少 年 和 妇 女 不 得 留 在 某 种 劳 动 过 程 正 在 进 行 的 厂  

房 中 吃 饭 ，等 等 / ’

我 们 看 到 ，这 些 按 照 军 队 方 式 一 律 用 钟 声 来 指 挥 劳 动 的 期 间 、 

界 限 和 休 息 的 细 致 的 规 定 ，绝 不 是 议 会 设 想 出 来 的 。 它 们 是 作 为  

现 代 生 产 方 式 的 自 然 规 律 从 现 存 的 关 系 中 逐 渐 发 展 起 来 的 。 它 们

(1偏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I844年 9 月 3 0 段》第 1S 页 。
( U 7 ) 法 令 允 许 使 用 儿 童 劳 动 10小 时 . 只 要 他 们 不 是 天 天 做 工 • 而 是 隔 一  

人-做 一 天 工 《 总 的 说 来 •这 项 条 款 始 终 没 有 发 生 过 效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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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制 定 、被 正 式 承 认 以 及 由 国 家 予 以 公 布 ，是 长 期 的 各 阶 级 之 间 的  
社 会 斗 争 的 结 果 。 它 们 的 直 接 后 果 之 一 是 ，工 厂 的 成 年 男 工 的 工  

作 日 实 际 上 也 受 到 了 同 样 的 限 制 ，因 为 在 大 工 业 的 大 多 数 生 产 过  
程 中 不 能 没 有 儿 童 、少 年 和 妇 女 的 协 作 。 在 1844 - 1 8 4 7 年 期 间 ， 

受 工 厂 立 法 约 束 的 一 切 工 业 部 门 ，都 普 遍 一 致 地 实 行 了 卜 二 小 时  

工 作 日 。

但 是 ，工 厂 主 如 果 没 有 得 到 某 种 “退 步 ”作 补 偿 .是 不 会 容 忍 这 种  
“ 进 步 ” 的 。在 他 们 的 敦 促 下 ，下 院 把 可 以 雇 用 的 儿 童 的 最 低 年 龄 从  
9 岁 减 为 8 岁 . 以 保 证 资 本 按 照 天 意 和 法 律 得 到 “工 厂 儿 童 的 追 加 供  
给 ” 。（148)

1 8 4 6 —  1 8 4 7 年 在 英 国 经 济 史 上 划 了 一 个 时 代 。 谷 物 法 n 9 废 除  

了 ，棉 花 和 其 他 原 料 的 进 口 税 取 消 了 ，自 由 贸 易 被 宣 布 为 贸 易 立 法 的  

指 针 ！ 一 句 话 ，千 年 王 国 出 现 了 。 另 一 方 面 ，宪 章 运 动 和 争 取 十 小 时  

工 作 日 的 鼓 动 在 这 期 间 达 到 了 顶 点 《 它 们 在 渴 望 报 仇 的 托 利 党 人 那  

里 找 到 了 同 盟 者 。尽 管 以 布 莱 特 和 科 布 顿 为 首 的 言 而 无 信 的 自 由 贸  
易 派 疯 狂 反 抗 ，曾 经 是 长 期 斗 争 目 标 的 十 小 时 工 作 日 法 案 终 于 由 议  

会 通 过 了 。
1 8 4 7 年 6 月 8 日 的 新 工 厂 法 规 定 ，从 1 8 4 7 年 7 月 1 日 起 ，“少 

年 ”(从 1 3 岁 到 1 8 岁 ）和 所 有 女 工 的 丄 作 日 先 缩 短 为 1 1 小 时 .而 从  

1 8 4 8 年 5 月 1 日 起 终 限 制 为 1 0 小 时 。 在 其 他 方 面 ，这 个 法 令 只  

是 1 8 3 3 年 和 1 8 4 4 年 的 法 令 的 修 正 补 充 。

资 本 先 发 制 人 ，想 使 这 个 法 令 在 1 8 4 8 年 5 月 1 日 不 能 实 行 。 而 148 *

(14 8 )  “ 由 于 儿 童 的 劳 动 时 间 的 缩 短 会 引 起 他 们 被 雇 用 的 人 数 的 增 加 ，有
人 就 认 为 ，这 种 增 长 了 的 需 求 可 由 8 -  9 岁 的 儿 童 的 追 加 供 给 来 满 足 。” ( 同 上 • 

第 1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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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似 乎 由 于 取 得 经 验 教 训 而 获 得 教 益 的 劳 动 者 自 己 应 当 按 照 主 人  
的 计 划 来 帮 助 破 坏 自 己 的 事 情 。 时 机 是 选 择 得 很 巧 妙 的 。

“必 须 记 住 . 由 于 1846 — 1847年 爆 发 了 可 怕 的 危 机 , 很 多 工 厂 缩 短 了 劳 动  
时 间 ，另 一 些 工 厂 完 全 停 工 ，到 处 都 是 极 度 的 贫 困 。 很 多 工 人 生 活 拮 据 , 负 有 债  

务 。 因 此 ，一 切 现 象 表 明 ，他 们 宁 愿 增 加 劳 动 时 间 ，以 便 弥 补 过 去 的 亏 损 ，偿 还  
债 务 ,或 者 从 当 铺 赎 回 自 己 的 家 具 ，或 者 把 卖 掉 的 东 西 再 补 充 进 来 ，或 者 为 自 己  
和 家 属 添 置 新 衣 。 ”(149)

工 厂 主 先 生 们 普 遍 把 工 资 降 低 了  10% ，企 图 以 此 来 助 长 这 种 状  

况 的 自 然 作 用 „ 而 这 就 是 所 谓 向 自 由 贸 易 新 纪 元 的 献 礼 。 后 来 ，工 
作 日 缩 短 为 1 1 小 时 ，工 资 又 降 低 8 + % ，最 后 工 作 日 缩 短 为 1 0 小 
时 ，工 资 降 低 1 5 % 。 因 此 ，凡 是 在 情 况 允 许 的 地 方 ，工 资 至 少 降 低 了  

2 5 % ' 5〜 在 这 样 有 利 的 时 机 下 ，就 在 工 人 中 间 展 开 了 废 除 1 8 4 7 年 

法 令 的 鼓 动 ， 欺 骗 、诱 惑 、威 胁 的 手 段 全 都 用 了 ，但 都 是 枉 费 心 机 。 
虽 然 在 工 人 中 间 征 集 到 了 半 打 请 愿 书 ，诉 说 “他 们 深 受 这 个 法 令 的 压  

迫 ” ，但 是 在 口 头 询 问 这 些 清 愿 者 的 时 候 , 他 们 说 是 被 迫 签 名 的 。 “他 

们 是 受 压 迫 ，但 不 是 受 工 厂 法 的 压 迫 。”(151)工 厂 主 们 既 然 无 法 使 工  
人 说 出 他 们 工 厂 主 想 说 的 话 ，于 是 自 己 就 以 工 人 的 名 义 在 报 刊 上 和  

议 会 里 大 叫 大 嚷 。他 们 指 责 工 厂 视 察 员 是 一 种 革 命 委 员 18U，想 靠 残  

酷 无 情 地 牺 牲 不 幸 的 劳 动 者 ，来 实 现 他 们 的 人 道 主 义 的 奇 想 。 但 是

( 1 4 9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848.年 1 0月 3 1 日 》第 16 页 。
(1.50) “我 发 现 ，每 周 领 取 10先 令 的 人 因 为 工 资 普 遍 减 少 10%而 少 得 1 

先 令 ，又 因 为 工 作 时 间 缩 短 而 少 得 ] 先 令 6 便 士 ，总 共 少 得 2 先 令 6 便 士 ，尽 管  

如 此 . 大 多 数 人 还 是 坚 决 拥 护 十 小 时 工 作 日 法 案 。”( 同 上 ）
(151) “ 当 我 在 请 愿 书 上 签 名 的 时 候 . 我 就 说 我 做 了 一 件 坏 事 。—— 那 你  

为 什 么 要 签 名 呢 ？ —— 因 为 拒 绝 签 名 就 会 被 解 雇 。 —— 请 愿 者 觉 得 自 己 确 实  
‘受 压 迫 ’ •但 不 是 受 工 厂 法 的 压 迫 。”( 同 上 ，第 10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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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 招 也 没 有 得 逞 。工 厂 视 察 员 伦 纳 德 • 霍 纳 本 人 以 及 通 过 他 的 助  
手 在 兰 开 夏 郡 询 问 了 很 多 证 人 ，在 被 询 问 的 工 人 中 ，赞 成十小时 工作 
日 的 将 近 70%，赞 成 十 一 小 时 的 人 数 不 多 ，赞 成 原 来 的 •卜二小时 的  

只 占 极 少 数 。 (152) 153
另 一 个 友 好 的 花 招 是 使 成 年 男 工 劳 动 12 — 1 5小 时 .然 后 宣 布  

这 是 无 产 阶 级 内 心 愿 望 的 最 好 的 表 达 。但 是 “残 酷 无 情 的 ”工厂 视 察  
员 伦 纳 德 • 霍 纳 马 上 又 出 现 了 。大 多 数 超 过 法 定 时 间 劳 动 的 工 人  
声 称 ：

“他 们 宁 愿 劳 动 10小 时 而 少 拿 些 工 资 . 但 是 他 们 没 有 选 择 的 余 地 ；他 们 有  
很 多 人 失 业 . 有 很 多 纺 纱 工 人 被 迫 去 做 零 工 . 如 果 他 们 拒 绝 延 长 劳 动 时 间 ，别 人  

马 上 就 会 把 他 们 挤 走 。 所 以 , 摆 在 他 们 面 前 的 问 题 是 :或 者 把 劳 动 时 间 延 长 一  
些 ，或 者 流 落 街 头 。 ”(153)

资 本 的 试 验 气 球 爆 裂 了 。十 小 时 工 作 日 法 令 于 1848年 5 月 1 

曰生效。但 这 时 ，宪 章 派 也 失 败 了 。他们 的领 袖被关 进 监 狱 •他们 的 
组 织 被 遭 到 破 坏 。 宪 章 派 的 失 败 已 经 动 摇 了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的 自 信  
心 。181不 久 ，巴 黎 的 六 月 起 义 和 对 起 义 的 血 腥 镇 压 ，182使 欧 洲 大 陆  

和 英 国 的 统 治 阶 级 的 一 切 派 别  t 地 所 有 者 和 资 本 家 ，交 易 所豺
狼 和 小 商 人 ，保 护 关 税 论 者 和 自 由 贸 易 论 者 ，政 府 和 反 对 派 ，教 上和 
自 由 思 想 者 . 年 轻 的 娼 妇 和 年 老 的 修 女 —— 都 在 同 一 面 旗 帜 下 联 合

( 1 5 2 )  同 上 ，第 17 页 。 在 霍 纳 先 生 的 管 区 ，曾 询 问 了  l iU 个 工 厂 的 10 270 
个 成 年 男 工 。 他 们 的 证 词 都 载 于 截 至 1848年 1 0 月 为 止 的 半 年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的 附 录 中 . 这 些 证 词 在 其 他 方 面 也 提 供 f 宝 贵 的 材 料 。
( 1 5 3 )  同 上 。 见 《附 录 》中 列 举 的 伦 纳 德 • 霍 纳 本 人 收 集 的 第 69、70、71、 

72、92、93 号 证 词 ，以 及 助 理 视 察 员 A 收 集 的 第 51、52、58、59、60、62、 7 0 号 Œ 
词 。 有 一 个 工 厂 主 自 己 讲 出 了 全 部 真 相 。 见 该 报 告 第 265号 以 后 的 第 14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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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来 了 ！而 他 们 的 战 斗 口 号 就 是 : 拯 救 金 钱 、财 产 、宗 教 、家 庭 和 社  

会 。工 人 阶 级 被 宣 布 有 罪 . 被 剥 夺 公 民 权 , 受 到 “ 嫌 疑 犯 处 治 法 ” 183 

的 迫 害 ^ 工 厂 主 先 生 们 可 以 为 所 欲 为 r 。 他 们 进 行 公 开 的 反 叛 ，不 
仅 反 对 十 小 时 工 作 日 法 令 ，而 且 反 对 1 8 3 3 年 以 来 力 图 对 劳 动 力 的  

“ Ü 由 ” 榨 取 稍 加 限 制 的 一 切 立 法 。 这 是 一 次 缩 小 型 的 维 护 奴 隶 制 的  

叛 乱 7 •这 次 叛 乱 蛮 横 无 耻 . 疯 狂 已 极 ，异 常 恐 怖 . 持 续 了 两 年 多 ，而这  

样 做 是 十 分 便 宜 的 ，因 为 叛 乱 的 资 本 家 只 是 用 自 己 工 人 的 生 命 进 行  

冒 险 。
为 了 便 于 了 解 以 后 的 事 情 ，必 须 记 住 = 1 8 3 3 年 、1 8 4 4 年 和 1847 

年 三 个 工 厂 法 ，凡 是 在 后 者 没 有 对 前 者 进 行 修 改 的 地 方 ，都 保 留 了 法  
律 效 力 ; 这 三 个 法 令 都 没 有 限 制 1 8 岁 以 上 的 男 工 的 工 作 日 ；从 1833 

年 以 来 . 早 晨 5 点 半 至 晚 上 8 点 半 这 1 5 小 时 的 时 间 始 终 是 法 定  

“ H ” ，在 这 个 界 限 以 内 ，少 年 和 妇 女 可 以 在 法 律 规 定 的 条 件 下 .起 先  
劳 动 1 2 小 时 ，后 来 劳 动 1 0 小 时 。

某 些 地 方 的 工 厂 主 开 始 把 他 们 雇 用 的 少 年 工 和 女 工 解 雇 一 部  

分 . 有 时 甚 至 解 雇 一 半 ，同 时 却 把 几 乎 已 经 绝 迹 的 夜 工 在 成 年 男 工 当  

中 恢 复 了 。 他 们 叫 嚷 说 . 十 小 时 工 作 曰 法 令 使 他 们 别 无 出 路 !

第 二 个 攻 击 目 标 是 法 定 的 吃 饭 时 间 ，让 我 们 听 听 工 厂 视 察 员 是  

怎 样 说 的 ：

••自从 T.作 H 限 制 为 10小 时 以 来 . 工 厂 主 们 就 说 ( 虽 然 实 际 上 他 们 还 没 有  
完 仝 实 现 他 们 所 说 的 ）.如 果 劳 动 是 从 7 . ®  9 点 到 晚 上 7 点 ，那 么 他 们 在 早 晨 9 

点 以 前 拿 à  1 小 时 .在 晚 上 7 点 _以 后 拿 出 半 小 :时 总 共 甩 1+ 小 时 作 为 吃 饭 时  

N ，这 也 就 是 充 分 地 执 行 法 令 的 规 定 了  . 现 在 . 在 某 些 场 合 ，他 们 准 许 有 半 小 时

(15*1)《X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丨848年 10月 3 ] 日 》第 133、⑶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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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午 饭 时 间 ，但 是 他 们 坚 持 说 ，他 们 没 有 义 务 把 这 1+ 小 时 的 任 何 部 分 包 括 在  

十 小 时 工 作 日 之 内 。

因 此 . 工 厂 主 先 生 们 硬 说 ，1 8 4 4 年 法 令 关 于 吃 饭 时 间 的 f 分 详  

细 的 规 定 ，只 是 允 许 工 人 在 进 厂 以 前 和 离 厂 以 后 ，即 在 自 己 家 里 吃 饭  
喝 水 ！工 人 为 什 么 不 应 当 在 早 晨 9 点 以 前 吃 午 饭 呢 ？ 但 是 皇 家 法 官  

裁 决 说 ，法 律 规 定 的 吃 饭 时 间

“必 须 安 排 在 实 际 工 作 H的 体 息 时 间 内 。 让 工 人 从 早 晨 9 点 到 晚 h  7 点 连 续 不  

停 地 劳 动 10小 时 是 不 合 法 的 。

经 过 这 几 场 愉 快 的 示 威 后 , 资 本 采 取 了 与 1 8 4 4 年 法 令 条 文 相 适  

应 的 因 而 是 合 法 的 步 骤 来 进 行 反 叛 。
诚 然 ，1 8 4 4年 的 法 令 规 定 ，上 午 1 2 点 以 前 做 工 的 8 1 3 岁 的 儿 童

不 准 在 下 午 1 点 以 后 又 让 做 工 。但 是 在 中 午 1 2 点 或 下 午 开 始 做 工 的  

儿 童 的 6 ^ 小 时 劳 动 ，法 令 却 未 作 任 何 规 定 。 因 此 , 可 以 使 中 午 】2 点 

开 始 做 工 的 8 岁 儿 童 在 1 2 点 至 1 点 之 间 干 1 小 时 , 在 下 午 2 点 至 1 点 

之 间 干 2 小 时 ，在 5 点 至 晚 上 8 点 半 之 间 干 小 时 ，总 共 是 法 定 的
小 时 ！甚 至 还 有 更 妙 的 办 法 。 为 了 使 儿 童 的 劳 动 同 干 到 晚 上 8 点 

半 的 成 年 男 工 的 劳 动 配 合 起 来 . 工 厂 主 只 要 在 下 午 2 点 以 前 不 给 儿 童  

活 干 ，就 可 以 使 他 们 在 工 厂 中 连 续 不 停 地 干 到 晚 上 8 点 半 ！

“现 在 人 们 公 开 承 认 ，由 于 工 厂 主 拼 命 使 机 器 开 动 10小 时 以 上 ，在 所 有 的  
少 年 和 妇 女 都 离 开 工 厂 以 后 ,8- 13 岁 的 男 女 儿 童 留 下 来 和 成 年 男 工 一 起 干 到  
晚 上 8 点 半 ，这 种 办 法 已 在 英 国 实 行  * 156 157

(1 5 5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48年 4 月 3 0 日 》第 4 7 页 。
( 1 5 6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48年 ]0 月 3 1 日 》第 ]30 页 „
( 1 5 7 )  同 上 ，第 14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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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人 和 工 厂 视 察 员 从 道 德 和 卫 生 的 角 度 提 出 抗 议 ，但 资 本 却 像  

夏 洛 克 那 样 想 ：

“我 的 行 为 没 有 越 轨 .我 要 求 我 的 权 利 ！
那 就 是 我 的 契 约 丨 ::规 定 的 罚 金 和 抵 押 品 ， 184

事 实 上 ，1 8 5 0 年 7 月 26 H 向 下 院 提 出 的 统 计 材 料 表 明 ，尽 管 有  
各 种 抗 议 . 到 1 8 5 0 年 7 月 1 5 日 为 止 ，还 有 2 5 7 家 工 厂 的 3 7 4 2 个 儿  

童 受 着 这 种 新 “ 办 法 ” 的 折 磨 。( 158>不 仅 如 此 ！ 资 本 的 山 猫 眼 睛 发  
现 ，1 8 4 4 年 的 法 令 规 定 ，在 上 午 连 续 劳 动 5 小 时 至 少 要 有 3 0 分 钟 的  

吃 饭 时 间 . 但 是 关 于 下 午 的 劳 动 却 没 有 任 何 类 似 的 规 定 。 因 此 ，资 本  
要 求 而 且 确 实 也 迫 使 8 岁 的 童 工 不 仅 从 下 午 2 点 一 直 拼 命 干 到 晚 上  

8 点 半 ，而 且 还 要 挨 饿 。

夏 洛 克 说 ：

“对 了 ，他 的 胸 部 ，
契 约 上 是 这 么 说 的 r (|5a>184

这 种 死 抠 限 制 儿 童 劳 动 的 法 令 条 文 的 做 法 .只 是 为 了 对 限 制 少  

年 和 扪 女 的 劳 动 的 这 同 一 条 法 令 进 行 公 开 的 反 叛 作 准 备 3 我 们 记

(1 5 8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50年 10月 3 1 日》第 5、 6 页 。
( 1 5 9 ) 资 本 无 论 在 其 不 发 达 的 形 式 上 或 发 达 的 形 式 上 ，性 质 都 是 一 样 的 。 

在 美 国 南 北 战 争 爆 发 前 不 久 . 奴 隶 主 在 新 墨 西 哥 这 一 领 地 强 制 推 行 一 项 法 典 . 
其 中 写 道 :“ H 耍 资 本 家 购 买 了 工 人 的 劳 动 力 • 工 人 就 成 为 他 的 （资 本 家 的 ）货  
币 ” 在 罗 4 的 贵 族 中 也 流 行 过 这 种 看 法 。 他 们 借 给 平 民 债 务 人 的 钱 .通 过 生  

活 资 料 . 转 化 为 不 幸 的 侦 务 人 的 血 和 肉 》 因 此 . 这 种 “血 和 肉 ”是 “他 们 的 货 币 '  
由 此 就 产 生 了 夏 洛 克 式 的 十 二 表 法 185! 当 然 兰 盖 关 于 贵 族 债 权 人 时 常 在 台 伯  
河 彼 岸 用 煮 熟 了 的 债 务 人 的 肉 来 大 办 筵 席 的 臆 说 和 道 默 关 于 基 督 教 圣 餐  

的 臆 说 |87.我 们 就 不 去 说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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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 废 除 虚 假 的 换 班 制 度 是 这 个 法 令 的 主 要 目 的 。 工 厂 主 开 始 反 叛  
这 个 法 令 的 时 候 .只 是 简 单 地 声 明 说 ， 1 8 4 1 年 法 令 禁 止 在 使 用 少 年  

和 妇 女 时 任 意 比 他 们 在 一 天 的 任 何 时 间 停 止 和 重 新 开 始 劳 动 ，这 哗  

条 款

“在 劳 动 时 间 限 制 为 12小 时 的 时 候 比 较 地 说 还 是 尤 所 谓 的 ，而 在 实 行 十 小 时 丄

作 曰 法 令 的 情 况 下 . 它 们 就 是 难 以 忍 受 的 了 。

因 此 . 他 们 用 最 冷 静 的 态 度 向 视 察 员 宣 称 .他 们 将 不 理 睬 法 律 的

条 文 ，他 们 打 算 自 行 恢 复 旧 的 制 度 。 (161 > 而 且 他 们 这 样 做 是 为 了 听

了 不 良 劝 告 的 工 人 本 身 的 利 益 ，

“能 对 他 们 支 付 较 高 的 工 资 ”。 “这 是 在 实 行 十 小 时 工 作 日 法 令 下 保 持 大 不 列 颠  
的 工 业 优 势 的 唯 一 办 法 。 在 换 班 制 度 r 要 发 现 违 法 情 况 也 许 有 邱 困 难 . 
但 这 又 有 什 么 关 系 呢 ‘？难 道 为 使 工 厂 视 察 K及 其 助 手 宵 掉 一 些 小 小 的 麻 烦 .就  
应 当 把 这 个 国 家 的 巨 大 的 工 厂 利 益 看 成 是 次 要 的 东 西 吗 ？

当 然 •所 有 这 些 遁 词 都 无 济 于 事 。 工 厂 视 察 员 向 法 庭 提 出 诉 讼 。 

但 是 工 厂 主 的 清 愿 书 立 即 像 雪 片 似 地 飞 向 内 务 大 臣 乔 治 • 格 雷 爵  
士 ，以 致 他 在 1 8 4 8 年 8 月 5 日 的 通 令 中 晓 谕 视 察 员 ：

“只 要 还 没 有 证 实 换 班 制 度 被 滥 用 来 使 少 年 和 妇 女 劳 动 1()小 时 以 h ,就 不  
要 按 违 背 法 令 条 文 来 追 界 。 ”

在 这 以 后 ，工 厂 视 察 员 詹 • 斯 图 亚 特 就 准 许 苏 格 兰 全 境 实 行 所

< 1 6 0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48年 10月 3 1 日 》第 133页 .
(1 6 1 > 例 如 ，慈 善 家 阿 什 沃 思 在 写 给 伦 纳 德 • 霍 纳 的 一 封 渗 透 肴 贵 格 会  

教 义 的 信 中 ，就 是 这 样 说 的 。
( ] 6 2 ) 同 上 ，第 13«页 。
<163). 同 上 ，第 14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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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 换 班 制 度 ，于 是 这 种 制 度 比 以 前 更 加 盛 行 起 来 。 而 英 格 兰 的 工 厂  
视 察 员 则 声 明 ，内 务 大 臣 没 有 权 力 自 作 主 张 中 止 法 律 的 实 施 .并 且 继  
续 向 法 庭 控 告 那 些 叛 乱 者 。

但 是 . 既 然 郡 治 安 法 官 (16« 宣 判 资 本 家 无 罪 ，那 传 讯 又 有 什 么  
用 呢 ？在 这 些 法 庭 h 坐 的 是 工 厂 主 先 生 ，他 们 盛 自 己 审 问 自 己 。举  
一 个 例 子 D 克 肖 一 利 斯 公 司 的 纺 纱 厂 主 ，一 个 叫 埃 斯 克 里 格 的 人 .曾  
把 他 的 工 厂 准 备 实 施 换 班 制 度 的 计 划 提 交 本 区 的 工 厂 视 察 员 。在他 
的 计 划 被 柜 绝 以 后 .他 起 初 保 持 缄 默 。几 个 月 以 后 .一 个 叫 鲁 宾 逊 的  
人 一 也 是 纺 纱 厂 主 .埃 斯 克 里 格 如 果 不 是 他 的 星 期 五 ，那也是他的 
亲 戚  由 于 实 行 一 种 与 埃 斯 克 里 格 想 出 的 换 班 制 度 相 同 的 制 度 而
被 传 到 斯 托 克 波 特 市 法 院 出 庭 。庭 上 坐 着 4 位 法 官 ，其 中 3 位 是 纺  

纱 厂 主 . 首 席 法 官 便 是 那 位 善 于 发 明 的 埃 斯 克 里 格 。埃 斯 克 里 格 宣  
判 鲁 宾 逊 无 罪 ，并 且 说 ，对 鲁 宾 逊 来 说 是 合 法 的 事 ，对 埃 斯 克 里 格 也  
是 合 理 的 。于 是 ，他 根 据 他 自 己 的 判 决 ，马 上 就 在 自 己 的 工 厂 里 实 行  
这 种 制 度 。(165)不 用 说 ，这 种 法 庭 的 组 成 就 是 对 法 律 的 公 然 违  
反 ， ß6)工 厂 视 察 员 豪 威 耳 叫 道 ：

•‘对 -F这 种 审 判 把 戏 实 有 整 顿 的 必 要 …… sX者 是 使 法 律 适 应 这 种 宣 判 ，

( 1 M ) 这 些 •‘郡 治 安 法 官 即 被 威 • 科 贝 特 称 为 ••伟 大 的 不 领 薪 水 的 人 ”， 

是 由 各 郡 绅 七 ffl成 的 不 领 薪 水 的 治 安 法 官 。 事 实 上 , 他 们 形 成 统 治 阶 级 的 t t 袭  
法 庭 18S.

m 5) «.X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49年 4 月 3 0 R 》第 21、2 2 页 。 参 看 该 报 告 第

4 、5 ÖU:类 似 的 例 子 。
(1 6 6 > 根 据 [ 威 廉 ] 四 世 元 年 和 二 年 法 令 ，即 叫 做 约 翰 • 霍 布 豪 斯 爵 士 工  

厂 法 的 第 3!)拿 第 10节 ，在 与 工 厂 法 有 关 的 问 题 上 ，任 何 一 个 棉 纺 织 厂 厂 主 及  

K 父 子 兄 弟 一 律 不 得 担 任 治 安 法 官 的 职 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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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者 是 让 一 个 犯 错 误 较 少 、能 使 判 决 适 应 法 律 的 法 院 去 执 行 。 … … 在 所 栺 这 些  

场 合 ，多 么 需 要 领 薪 水 的 法 官 啊 ! 167) 168 169 * 171

皇 家 法 官 宣 布 工 厂 主 对 1 8 4 4 年 法 令 的 解 释 是 荒 谬 的 ，但 是 社 会  

的 救 主 们 却 置 之 不 理 ^ 伦 纳 德 • 霍 纳 报 告 说 ：

“我 在 7 个 审 判 区 中 提 出 10件 诉 讼 ，试 图 强 制 人 们 执 行 法 律 ，吋 是 只 有 - 

件 诉 讼 得 到 治 安 法 官 的 支 持 .我 认 为 再 对 违 法 行 为 提 出 诉 讼 是 徙 劳 尤 益 的 。 法 

令 中 规 定 劳 动 时 间 要 整 齐 划 一 的 那 一 部 分 条 文 在 兰 开 夏 郡 已 经 不 发 生 效 力 。 

我 和 我 的 助 手 没 有 任 何 办 法 能 使 自 己 确 信 ，在 实 行 所 谓 换 班 制 度 的 工 厂 里 ，少  
年 和 妇 女 不 是 劳 动 10小 时 以 上 。 1849年 4 月 底 ，在 我 的 管 区 里 已 经 布 118家 

工 厂 采 用 这 种 方 法 . 近 来 这 种 工 厂 的 数 目 还 在 急 剧 增 加 。 一 般 说 来 . 现 在 工 厂  
的 劳 动 是 13 j 小 时 •从 早 晨 6 点 到 晚 上 7 点 半 ;也 有 劳 动 丨 5 小 时 的 ，从 早 晨 5 
点 半 到 晚 上 8 点 半 。

还 在 1 8 4 8 年 1 2 月 ，伦 纳 德 • 霍 纳 就 列 举 出 6 5 个 工 厂 主 和 29 

个 工 厂 监 工 ，说 他 们 一 致 认 为 ，在 这 种 换 班 制 度 下 .任 何 监 督 制 度 都  

不 能 阻 止 过 度 劳 动 的 广 泛 流 行 。(169>同 一 批 儿 童 和 少 年 时 而 由 纺 纱  

车 间 调 到 织 布 车 间 ，时 而 由 这 个 工 广 调 到 那 个 工 厂 。(17()>这 样 一 种  

制 度 怎 能 加 以 监 督 呢 ，

“它 滥 用 换 班 之 名 ，把 ‘人 手 ’像 纸 牌 一 样 按 无 限 多 样 的 方 式 混 杂 起 来 ，并 且 天 天  

变 更 各 人 的 劳 动 和 休 息 时 间 ，以 致 同 组 的 全 体 4人 手 ’永 远 不 能 在 同 一 时 间 同 一  

地 点 做 工 !，’( im

( 1 6 7 )  同 上 。
( 1 6 8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 1 6 9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 1 7 ü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71)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49年 4 月 30 0 》第 5 页 。 
1849年 10月 3 1 日 》第 6 页 。 
1849年 4 月 3 0 日 》第 21 页 。 
1848年 12月 1 卩 》第 9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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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 开 换 班 制 度 所 造 成 的 过 度 劳 动 不 说 ，这 种 所 谓 换 班 制 度 是 资  

本 幻 想 的 产 物 ，连 傅 立 叶 关 于 “ 短 时 工 作 ”189的 幽 默 描 写 都 相 形 见  

绌 ，所 不 同 的 只 是 ，这 种 制 度 把 劳 动 的 吸 引 力 转 化 成 了 资 本 的 吸 引  

力 。 为 了 证 实 这 一 点 ，我 们 只 要 看 看 工 厂 主 所 制 定 的 方 案 ，看 看 被 诚  

实 和 公 正 的 报 纸 誉 为 “在 相 当 精 细 和 适 当 的 安 排 下 才 能 做 出 的 事 物 ” 

的 典 范 的 这 种 组 织 就 够 了 。 劳 动 人 员 有 时 被 分 为 12 —  1 4 个 类 别 . 

各 类 别 本 身 的 组 成 部 分 不 断 改 变 。 在 十 五 小 时 工 厂 日 内 ，资 本 一 会  
儿 把 工 人 拉 来 干 3 0 分 钟 ，一 会 儿 拉 来 干 1 小 时 ，然 后 又 把 他 推 开 ，接 

着 乂 把 他 拉 来 ，然 后 再 把 他 推 开 ,就 这 样 一 小 段 一 小 段 时 间 地 把 他 赶  

来 赶 去 ，但 是 在 他 未 做 满 1 0 小 时 之 前 ，决 不 把 他 放 掉 。 就 像 在 舞 台  

上 一 样 ，同 样 一 些 人 物 要 在 各 幕 戏 的 各 个 场 次 轮 流 出 场 。 但 是 也 正  
像 演 员 在 整 个 戏 的 演 出 中 是 属 于 舞 台 一 样 ，现 在 ，工 人 在 1 5 小 时 之  

内 是 属 于 工 厂 ，其 中 还 不 包 括 上 下 工 走 路 的 时 间 。 于 是 ，休 息 时 间 变  

成 了 强 制 闲 逛 的 时 间 ，它 把 少 年 男 工 赶 进 酒 店 ，把 少 年 女 工 赶 进 妓  
院 。 资 本 家 力 图 不 增 加 人 员 而 使 自 己 的 机 器 开 动 1 2 小 时 或 1 5 小 

时 ，为 此 他 们 每 天 都 想 出 新 招 ，这 就 使 工 人 有 时 不 得 不 把 时 间 浪 费  

掉 . 有 时 又 不 得 不 匆 匆 忙 忙 地 把 饭 吞 下 去 。 在 争 取 十 小 时 工 作 日 的  
鼓 动 期 间 ，工 厂 主 到 处 大 喊 大 叫 ，说 工 人 歹 徒 们 请 愿 的 目 的 是 想 用  
1 0 小 时 的 劳 动 取 得 ] 2 小 时 的 工 资 。 现 在 他 们 是 反 过 来 了 。 他 们 剥  

削 1 2 小 时 或 1 5 小 时 ，而 只 支 付 ] 0 小 时 的 工 资 ! 这 就 是 工 厂 主  

对 十 小 时 工 作 H 法 令 的 解 释 ！ 正 是 这 些 假 献 殷 勤 、满 嘴 博 爱 的 自 由

(172) 见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49年 4 月 3 0 日》第 6 页 ，以 及 工 厂 视 察 员  
豪 威 耳 和 桑 德 斯 在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48年 1 0月 3 1 日 》中 对 “换 班 制 度 ”的 
洋 细 剖 析 ， 还 可 参 看 阿 什 顿 市 及 其 附 近 地 K 的 牧 师 于 1849年 4 月 为 反 对 “换  

班 制 度 ” IW向 女 王 呈 交 的 请 愿 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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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 易 论 者 .在 宣 传 反 对 谷 物 法 的 整 整 十 年 中 ，一分 一 毫 地 算 给 T 人 

听 . 说 如 果 可 以 自 由 输 人 粮 食 使 英 国 工 业 获 得 新 的 发 展 ，那 么 只 要 实  

行 十 小 时 的 劳 动 就 足 以 使 资 本 家 发 财 致 富 了 。 (173) *

资 本 进 行 了 两 年 的 叛 乱 终 于 取 得 了 胜 利 :英 国 四 个 高 等 法 院 之  
一 ，财 务 法 院 ，于 1 8 5 0 年 2 月 8 日 判 决 一 件 案 子 时 宣 布 ，虽 然 工 厂 主  

违 反 了  1 8 4 4 年 法 令 的 精 神 ，但 是 这 个 法 令 本 身 的 某 些 词 句 使 法 令 变  

成 了 荒 谬 的 东 西 。 “ 这 种 判 决 就 是 废 除 了 十 小 时 的 工 作 日 法 。 ” ( m )  

很 多 以 前 不 敢 对 少 年 和 女 工 实 行 换 班 制 度 的 工 厂 主 ，现 在 都 双 手 抓  

住 换 班 制 度 不 放 了 。 (175)

但 是 ，资 本 的 表 面 上 的 最 后 胜 利 立 即 引 起 了 反 应 。 在 此 以 前 ，劳  

动 者 虽 然 不 断 地 进 行 不 屈 不 挠 的 反 抗 ，但 是 这 种 反 抗 一 直 采 取 守 势 。 

现 在 他 们 在 兰 开 夏 郡 和 约 克 郡 召 开 声 势 浩 大 的 集 会 表 示 抗 议 。 他们  
提 出 ：“所 谓 十 小 时 工 作 日 法 令 只 是 一 场 骗 局 ，只 是 议 会 的 欺 诈 行 为 ， 

根 本 就 未 存 在 过 ! ”工 厂 视 察 员 急 切 地 警 告 政 府 说 ，阶 级 对 抗 已 经 达  

到 难 以 置 信 的 紧 张 程 度 。 一 些 工 厂 主 自 己 也 抱 怨 起 来 ：

“由 于 治 安 法 官 的 互 相 矛 盾 的 判 决 ，各 地 完 全 处 于 无 政 府 状 态 。 在 约 克 郡  
是 一 种 法 律 ，在 兰 开 夏 郡 又 是 一 种 法 律 . 在 兰 开 夏 郡 的 某 一 教 区 是 一 种 法 律 .在  
邻 近 的 教 区 又 是 一 种 法 律 „ 大 城 市 的 工 厂 主 可 以 逃 避 法 律 ，其 他 工 厂 主 的 情 况  
则 不 相 同 ，他 们 找 不 到 必 要 的 人 手 来 实 行 换 班 制 度 ，更 不 必 说 把 工 人 从 一 个 工

( 1 7 3 ) 例 如 可 参 看 罗 • 海 • 格 雷 格 《工 厂 问 题 „ 十 小 时 工 作 日 法 案 》 1837 

年 版 。
0 7 4 ) 弗 • 恩 格 斯 《英 国 的 十 小 吋 工 作 日 法 》( 载 于 卡 尔 • 马 克 思 主 编 的  

《新 莱 茵 报 。 政 治 经 济 评 论 H 850年 4 月 号 第 13 页 在 美 国 南 北 战 争 时  

期 . 这 所 “高 等 ”法 院 又 发 现 . 由 于 语 义 含 糊 ,取 缔 海 盗 船 只 武 装 的 法 律 竟 成 了 正  
好 相 反 的 东 西 。

( 1 7 5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50年 4 月 3 0 日 》[ 第 4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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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调 到 另 一 个 工 厂 ，如 此 等 等 。 ”

伹 是 ，平 等 地 剥 削 劳 动 力 不 正 是 资 本 的 首 要 的 权 利 吗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工 厂 主 和 工 人 之 间 取 得 了 某 种 妥 协 ，这 种 妥 协 被  

议 会 在 ]850年 8 月 5 日 新 的 补 充 工 厂 法 中 固 定 下 来 。“少 年 和 妇  
女 ”的 工 作 日 ，在 一 周 的 前 5 天 从 10小 时 延 长 为 10+小 时 ，星期六 
限 制 为 7{ 小 时 。劳 动 时 间 应 从 早 晨 6 点 至 晚 上 6 点 叭 其 中 休 息  
l | ■小 时 作 为 吃 饭 时 间 ，吃 饭 时 间 应 当 统 一 ，并 且 要 符 合 1844年的规  
定 等 等 。这 样 ，换 班 制 度 就 永 远 结 束 了 。(]77)关 于 儿 童 劳 动 ，1844年 

的 法 令 仍 然 有 效 。
有 一 类 工 厂 主 , 这 一 次 也 和 以 往 一 样 ，保 全 了 自 己 对 无 产 阶 级 儿  

童 的 特 殊 的 领 主 权 。他 们 是 丝 厂 厂 主 。 1833年 他 们 曾 咄 咄 逼 人 地  

喊 叫 ：“如 果 剥 夺 他 们 让 各 种 年 龄 的 儿 童 每 天 劳 动 10小 时 的 自 由 .那  
就 等 于 让 他 们 的 工 厂 停 工 。”他 们 说 .他 们 无 法 买 到 足 够 数 量 的 11岁  
以 上 的 儿 童 。他 们 强 行 取 得 了 想 要 取 得 的 特 权 。后 来 的 调 查 表 明 ， 

他 们 的 借 口 纯 系 捏 造 (l78M旦 是 这 并 没 有 妨 碍 他 们 在 整 整 1〇 年 内 ， 
每 天 用 10小 时 从 那 些 必 须 靠 人 放 到 髙 高 的 凳 子 上 才 能 干 活 的 幼 童  
的 血 中 抽 出 丝 来 。 (179) 1844年 的 法 令 虽 然 “剥 夺 了 ’’他 们 让 不 满 11 

岁 的 儿 童 每 天 劳 动 6 j 小 时 以 上 的 “ 自 由 ”，但 是 使 他 们 有 特 权 让  
11 1 3 岁 的 儿 童 每 天 劳 动 10小 时 .不 许 他 们 的 牺 牲 者 接 受 其 他 工

( 1 7 f i> 在 冬 唯 ，这 段 吋 间 可 以 改 为 if*.晨 7 点 至 晚 上 7 点 。
(177> “现 行 法 律  <】8 5 0年 >是 种 妥 协 ，其 结 果 是 被 雇 用 的 工 人 放 弃 了 十  

小 时 T 作 I I法 令 的 利 益 . 丨M得 到 的 好 处 是 ，凡 在 劳 动 时 M 上 受 到 限 制 的 人 都 能  
以 统 一 的 时 间 上 工 和 K J:。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52年 4 月 3 0 日》第 14 贞 ） 

《: 丨 :厂 视 察W报 告 。 1844年 9 月 30 H 》第 13 贞 。
U 7 9 ) 网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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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的 儿 童 可 以 受 到 的 义 务 教 育 。这 一 次 的 借 口 是 ：

“ 细 巧 的 织 物 需 要 灵 巧 的 手 指 . 而这 只有年幼时 进 工 厂 才能做到 。 ” ( 18(n

儿 童 们 由 于 细 巧 的 丝 织 物 而 被 大 批 杀 戮 ，正 如 俄 国 南 部 的 牛 节  
由 于 身 上 的 皮 和 油 而 被 屠 宰 一 样 。最 后 ，1844年 准 许 的 这 种 特 权 ， 

到 1850年 又 受 到 f 限 制 而 只 适 用 于 缫 丝 厂 了 ；但 是 ，为 了 补 偿 资 本  
失 掉 这 种 “ 自由”而 遭 到 的 损 失 ， 11 -  13 岁 儿 童 的 劳 动 时 间 从 10小 
时 延 长 到 l ü j 小 时 。新 的 借 口 又 是 什 么 呢 ？ “因 为 丝 厂 的 劳 动 比 其  
他 工 厂 轻 ，对 健 康 损 害 较 少 。”(1)m后 来 ,官 方 医 生 的 调 查 表 明 ，情况  
正 好 相 反 ，

“ 丝 业 区 的 平 均 死 亡 率 异 常 高 ，人 口 中 妇 女 部 分 的 平 均 死 亡 率 甚 至 比 兰 幵 S 郡 
棉 纺 织 业 区 还 高”。(丨

( 1 8 0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u 1 8 « 年 1 0 月 3 1 日》第 2 0 页 。
( 1 8 U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 8 6 1 年 1 0 月 31 0 》第 2 6 页 。
( 1 8 2 ) 同 上 ，第 2 7 页 。 一 般说 来 .工 厂 法影响 所及的劳 动 居民的体 格都大

大 增 强 了 》但是在格林豪医 生的 正式 报 告 中 仍 然 可以 看 到 下 列 统 计 表 :

在工业 中做 
工的成年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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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 女中死于 
肺病的人数

在工业 中做 
工的成年妇  
女的百分比

职 业
类 别

14.9 598 威根 644 18.0 棉业
42.6 708 布莱 克本 734 34.9 同上
37.3 547 哈利法克斯 564 20.4 毛业
41.9 611 布拉德福德 603 30. 0 同 h
31.0 691 麦 克 尔 斯菲尔 德 804 26. 0 丝 业
14.9 588 利克 705 17.2 同上
36.6 721 特伦 特河畔斯托克 665 19.3 瓦器业
30.4 726 沃尔 斯坦顿 727 13. 9 问 上

305 8 个 农 业 区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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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 管 工 厂 视 察 员 每 半 年 提 出 一 次 抗 议 ，但 是 这 种 特 权 至 今 依 然
存 在 。(卿 )

1850年 的 法 令 只 是 把 “少 年 和 妇 女 ”的 劳 动 时 间 从 15小 时 改 为  
12小 时 ，即 从 早 晨 5 点 半 至 晚 上 8 点 半 改 为 从 早 晨 6 点 至 晚 上 6 

点 。它 并 没 有 改 善 儿 童 的 状 况 。他 们 照 旧 可 以 在 开 工 前 半 小 时 和 完  
工 后 小 时 内 被 使 用 ，尽 管 他 们 劳 动 的 总 时 间 不 得 超 过 6 + 小 时 。 
在 讨 论 法 案 的 时 候 ，工 厂 视 察 员 曾 向 议 会 提 出 统 计 材 料 ，说 明 这 种 反  
常 现 象 造 成 了 可 耻 的 滥 用 。但 是 毫 无 效 果 。因 为 在 这 些 做 法 的 背 后  
隐 藏 着 不 可 告 人 的 企 图 ，就 是 想 借 助 于 儿 童 在 繁 荣 年 代 重 新 把 成 年  
男 工 的 工 作 日 延 长 到 15小 时 。 以 后 3 年 的 经 验 表 明 ，这 种 企 图 由 于  
成 年 男 工 的 反 抗 必 定 遭 到 失 败 。183 (184) 185因 此 • 1850年 法 令 终 于 在 1853 

年 作 了 补 充 :禁 止 “在 少 年 和 妇 女 早 晨 上 工 前 和 晚 上 下 工 后 使 用 童  
工 ”。从 那 时 起 ，除 了 少 数 例 外 情 况 ，1850年 的 工 厂 法 把 受 它 约 束 的  

工 业 部 门 的 全 体 工 人的 工 作 丨 丨 都 纳 人 法 律 限制 之 内 f 。 ( 185>从 第一

( 1 8 3 )  大 家 知 道 ，英国 的 “ 自 由 贸 易 派 ”曾 多 么 不 愿 意 放 弃 丝 织 业 的 保 护  
关 税 . 过 去 他 们 从 限 制 法 国 进 口 货 的 保 护 关 税 屮 得 到 了 好 处 .现 在 他 们 则 从 他  
们 工 厂 中 做 T：的儿 童的不 受 保 护 的 状 态 中 得 到 好 处 。

( 1 8 4 )  《.E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53年 4 月 3 0 日》第 30 页 。
( 1 8 5 )  在 1859年 和 1860年 英 国 棉 纺 织 业 的 鼎 盛 时 期 .有 些 工 厂 主 企 图 以  

额 外 时 间 付高工资 为 诱 饵 . 促 使 成 年 男 纺 工 等 延 长 工 作 H 。纺 工 们 向雇主提出 
意 见 书 . 这 才 罢 休。意见 书 中 写 道 : 坦 Ö 地说 •我们 的生活对 我们 来 说 已成为 一 
种 负 丨 I ! 只 要 我 们 每 周 被 关 在 : 丨: 厂 中 的 时 间 仍 比 别 的 T 人 儿 乎 多 两 天 < 2 0 小 
时 >.我 们 就觉 得自己 好 像 是 国 家 的 奴 隶 .件 且 我 们 责 备 自 己 竟 容 忍 一 种 对 我们  
Ö 己的和我们 后 代 的 身 心有 害 的 制 度 长 期存 在 下 去 … … 所以■我们 都 郑 重通 
知 • 从 新年起•我们 每周劳 动 将 绝 不多于60小 时 ，从 6 点 至 6 点 ，其中还 包括法定 
的 1 + 小时 的休息时 间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部 〇年 1月 3 0 日》第 3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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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工 厂 法 颁 布 以 来 ，到 这 时 已 经 过 去 半 个 世 纪 了 。 ( 186>

1845年 公 布 的 印 染 工 厂 法 .使 立 法 第 一 次 超 出 了 它 原 有 的 范  

围 》 资 本 容 许 这 种 新 的 “狂 暴 行 为 ”时 的 不 悦 心 情 ，贯 穿 法 令 的 每 一  
行 ！这 个 法 令 把 儿 童 和 妇 女 的 工 作 日 限 制 为 16小 时 ，从 早 晨 6 点到 

晚 上 10点 ，并 且 没 有 规 定 任 何 法 定 的 吃 饭 时 间 。它 容 许 人 们 任 意 使  
13岁 以 上 的 男 工 日 夜 劳 动 , 186 (187)这 是 议 会 的 一 次 流 产 J 88)

但 是 . 原 则 战 胜 了 ，它 在 作 为 现 代 生 产 方 式 的 特 殊 产 物 的 大 工 业
部 门 中 最 终 胜 利 了 。 1853 — 1860年 时 期 这 些 部 门 的 惊 人 发 展 ，以及 

同 时 出 现 的 劳 动 者 体 力 和 精 神 的 复 活 ，连 瞎 子 也 看 得 清 清 楚 楚 。连  

那 些 经 过 半 个 世 纪 的 内 战 才 被 迫 逐 步 同 意 在 法 律 上 限 制 和 规 定 工 作  
口 的 工 厂 主 , 也 夸 耀 这 些 法 律 限 制 下 的 工 厂 与 那 些 仍 旧 是 “ 自 由的 ” 

剥 削 部 门 所 形 成 的 对 照 。 (18 9 > “政 治 经 济 学 ”上 的 伪 善 者 现 在 也 宣  
称 , 认 识 在 法 律 上 规 定 工 作 口 的 必 要 性 ，是 他 们 这 门 “科 学 ”的特别 的 

新 发 现 。 不 难 了 解 ，在 工 厂 大 亨 们 被 迫 服 从 不 可 避 免 的 东 西 并

( 1 8 6 )  关 于 利 用这 个 法 律 的 词 句 来 破 坏 法 律 的 手 法 ，参 看 议 会 报 告 《了:厂  
法 》( 1 8 5 9 年 8 月 9 F î> ，以 及 该 报 告 所 载 伦 纳 德 • 霍 纳 《关 于修改工厂 法以使工 
厂 视 察 员 能 够 制 止 目 前盛行的非法劳 动 的建 议 》。

(187) “ 在最 近 半午 〈1 8 5 7 年 〉里 ，我 的 管 区 的 8 岁 和 8 岁 以上的儿 童事实  
t 都 被 迫 从 早 上 6 点 累 死 累 活 地 千 到 晚 上 9 点 。”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 8 5 7 年 

1 0 月 3 1 日》第 3 9 页 ）
C188) ~ • 印 染 工 厂 法 ’ 关 于 劳 动 保 护 以及 教 育的规 定被认 为 是一次流产 。 ”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 8 6 2 年 1 0 月 3 丨 日》第 5 2 页 ）
( 1 8 9 ) 例 如 ，埃 • 波 特 尔 1 8 6 3 年 3 月 2 4 日写 给 《泰 晤 士 报 》的 -封 信 中 就  

是这 样 说 的。《泰晤十报 》提醒他不要忘记 反对 十小时 工作日法令的工厂 主叛乱 , 

U 9 0 ) 同图 克一起编 写 并 出版《价 格 史 》的 威 • 纽 马 奇 先 生 就 是 这 样 认 为  
的 . 难 道怯懦地向舆 论 比步也是科学 上的进 步 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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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同 已 经 产 生 的 后 果 和 解 之 后 ，资 本 的 抵 抗 力 量 就 逐 渐 削 弱 了 。 而
同 时 ，工 人 阶 级 的 进 攻 力 量 则 随 着 他 们 在 那 些 与 斗 争 没 有 直 接 利 害  
关 系 的 社 会 阶 层 中 的 同 盟 者 的 增 加 而 大 为 加 强 。这 就 是 从 I860年 

以 来 进 步 较 快 的 原 因 。
染厂 和漂白厂 (191>在 1860年 ，花 边 厂 和 织 袜 厂 在 1861年分别 受 

1850年 工厂 法的约 朿 。由 于 有 童 工 调 査 委 员 会 第 1 号 报 告 ，一切瓦器 

业 (不仅 是陶器业 ) 、火 柴 厂 、雷 管 厂 、弹 药 厂 、壁 纸 厂 以 及 许 多 统 称 为  
最 后 整饰 的 作 业 ，都 遭 受 同 样 的 命 运 》 1863年 ，露 天 漂 白 厂 n 92)和面 

包 房 也 受 到 两 个 专 门 法 令 的 约 束 ，前 一 个 法 令 禁 止 在 夜 间 (从 晚 上 8

(1 9 〗 > 〗8 6 0 年 颁 布 的 关 于 漂 白 厂 和 染 厂 的 法 令 规 定 ，从 1 8 6 1 年 8 月 1 日
起 ，工 作 日 暂 时 缩 短 为 ] 2 小 时 ，从 1 8 6 2 年 8 月 1 日起，最 后 缩 短 为 1 0 小 时 ，也 
就 是 说 . 平 口 为 l 〇j 小 时 ，星 期 六 为 7 + 小 时 。但 是 不 祥 的 1 8 6 2 年 一 到 来 ，旧  
把 戏 又 重演 了 。工 厂 主 先 生 们 向 议 会 一再 请 愿 ，要 求 把 准 许 少 年 和 妇 女 劳 动 12 

小时 的 规 定 仅 仅 再 延 长 一 年 … … 他 们 说 ，在 现 今 的 营 业 状 况 下 〈棉 荒 时 期 >， 
如 果 允 许 工 人 每 天 劳 动 1 2 小 时 • 赚 得 尽 可能 多 的 工 资 .那 对 他 们 将 是 十 分有 利  
的… … 下 院 准 备 通 过 一 项 关 于 这 方 面 的 法 案 D 由 于 苏 格 兰 漂 白 厂 工 人 的 鼓  
动 . 这 项 法 案被 撤 销 了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 8 6 2 年 1 0 月 3 1 日》第 1 4 、1 5 页 ） 
盗 用工 人名 义 说 话 的 资 本 遭 到 工 人 回 击 后 ，又 借 助 法 学 家 的 眼 镜 发 现 , 1 8 6 0 年 
的法令和议 会 的一切有关 “ 劳 动 保 护 ” 的 法 令 - • 样 . 措 词 含 糊 .从 中 能 找 到 这 样  
的借口  ：该 法令的有效范围 不包括 “ 札 光 工 ” 和 “ 整 理工”。英 国 的 审 判 权 始 终 为  
资 本 效 劳 . 它 通 过 高 等 民 事 法 院 的 判 决 批 准 了 这 种 强 词 夺 理 的 解 释 。“这 个 判  
决 引 起 工人 极 大 的 不 满 ，并 且 深 为 遗 憾 的 是 ，立 法 的 明 确 意 图 ，竟由于字义 不明 
而化为 泡影。’’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 8 6 2 年 1 0 月 3 1 日》第 1 8 页 ）

( ] !> 2 ) “ 露 天 漂 Ö 业 者 ” 撒 谎 说 ，他 们 没 有 使 用 妇 女 做 夜 工 ，以 此 逃 避了  
,1 8 6 0年 漂 白 工厂 法 。但 谎 言 被 工 厂 视 察 员 揭 穿 了 ，同 时 ，工 人 的 请 愿 书 使 议 会  
一想到 “ 露天 漂 白厂 ” 便 产 生 的凉爽的感觉 消失了。在 这 些 露 天 漂 Ù 厂 里 ，干燥 
室 的 温 度 高 达 华 氏 9 0 °—  1 0 0 % 其 中 做 工 的 主 要 是 少 女 。 “ 冷 却 ”这 个 同 已 经 成  
了 她 们 从 千燥室偶尔 跑 到 户 外喘口气 的 专 门 用 语 。“ 在 干 燥 室 里 有 1 5 个 少 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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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至 早 晨 6 点 )使 用 儿 童 、少 年 和 妇 女 做 工 ，后 一 个 法 令 禁 止 在 晚 上 9 

点 至 早 晨 5 点 使 用 18岁 以 下 的 面 包 工 人 。根 据 童 工 调 杳 委 员 会 以 后  
的各 次建 议 ，英 国 一 切 重 要 工 业 部 门 ，除 农 业 、采 矿 业 和 运 输 业 以 外 . 

都有被夺 去 “ 自由”的 危 险 ，关 于 这 些建议 我 们 以后还 要 谈 到 。 (193)

烘 烤 麻 布 的 温 度 是 8 0 °  —  9 0 V 烘 烤 细 麻 布 的 温 度 是 1 0 0 °和 1 0 0 °以 丨 . 间 约 ?J 

1 0 平 方 英 尺 的 小 屋 ，中 间 放 着密 闭 火 炉 ，1 2 个 少 女 在 那 里 把 细 麻 布 等 熨 平 。少 
女 们 围 着 发 出 炽 热 的 火 炉 . 细 麻 布 很 快 就 被 烘 干 ，然 后 由 她 们 熨 平 。这 些 ‘人 
手 ’ 的 劳 动 时 间 是 没 有 限 制 的 。在 忙 的 时 候 , 他 们 要 接 连 许 多 天 十 到 晚 上 9 点 
或 1 2 点 。’’ ( 同 上 ，第 5 6 页 ） • 个 医 生 说 : “ 没 有 规 定 专 门 的 时 间 让 人 们 凉 快 - 

下 ，不 过 当 温 度 高 得 实 在 受 不 r . 或 者 女 工 的 手 被 汗 水 弄 脏 了 ，便 允 i午她 们 出去 
2 分 钟 … … 我 在 这 些 女 工 中 行 医 的 经 验 使 我 断 定 .她 们 的 健 康 状 况 比 纺 织 女  
工 坏 得 多 （而 资 本 在 递 交 给 议 会 的 请 愿 书 中 ，竟 用 鲁 本斯 的 风 格 把 她 们 描 画 成  
面色红 润 . 两 颊 丰 满 的 弗 朗 德 勒 妇 人 ! ）。她 们 中 间 最 常 见 的 病 是 : 肺 病 、支气 管 
炎 、子 宫 病 、恶 性 歇 斯 底 里 和 风 湿 症 。我 认 为 ，造 成 所 有 这 些 病 症 的 原 因 ，就是 
她 们 的 工作 室 温 度 太 高以及她 们 缺少足够 的合适的衣服.不能在冬季外出时 抵  
御 寒 冷 潮湿 空 气 的 袭 击 。” ( 同 上 •第 5 6 、5 7 页 )关 于后 来 才 从 快 活 的露 天 漂 白 业  
者 那 里 争 得 来 的 1 8 6 3 年 的 法 令 ，工 厂 视 察 员 指 出 :“这 个 法 令 看 起 来 是 保 护 工  
人 的 ，但 它 不 仅 没 有 保 护 工 人 ，而 且 按 照法令的规 定，只有当 儿 童和妇 女在晚 上  
8 点 以 后 被 当 场 发 现 做 工 时 才 应 受 到 保 护 ，即 使 在 这 种 场 合 ，因法令所规 定的 
证 明 方 法 有 种 种 保 留 条 件 ，几 乎 不 可 能 有 人 会 受 到 处 罚 。” ( 同 上 ，第 5 2 页 )“作 
为 一 个 具有人道 的 和 教 育 的 目 的 的 法 令来 说 ，该 法 令 是 彻 底 失 败 r 。 允许 同样  
也 可 以 说 强 迫 妇 女 和 儿 童 每 天 劳 动 1 4 小 时 ，或 许 还 要 劳 动 更 长 的 时 间 . 并 且不 
管包括休息 时 间 还 是 不包 括 休 息 时 间 ，不 管 他 们 的 年 龄 、性 别 如 何 ，不管漂白厂  
邻 近 地 区 的 家 庭 有 怎 样 的 社 会 习 惯 , 这 能 说 是 人 道 的 吗 ? ”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 8 6 3 年 4 月 3 0 日》第 4 0 页 ）

( 1 9 3 ) 自 从 1866年 我 写 这 些 话 以 来 ，新 的 倒 退 又 发 生 了 。在 那 #被 威 胁  
要 受 到 工 厂 立 法 约 束 的工 业 部 门 中 ，资 本家利用了他们 在 议 会 中的一切影响 以  
保 卫 他 们 无限制地剥 削 劳 动 力的 “ 公 民 权 ” „ 当 然 ，他们 在格莱 斯 顿 的自由党 内  
阁 中 找 到了甘愿效劳 的奴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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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争 取 正 常 工 作 日 的 斗 争 。英国  
工 厂 立 法 对 其 他 国 家 的 影 响

读 者 会 记 得 ，不 管 生 产 方 式 本 身 由 于 劳 动 从 属 于 资 本 而 产 生 了  
怎 样 的 变 化 ，生 产 剩 余 价 值 或 榨 取 剩 余 劳 动 ，是 资 本主 义 生 产 的 特 定  
的 现 实 目 的 。 读 者 会 记 得 ，从 我 们 到 目 前 为 止 所 阐 明 的 观 点 看 来 ，只 
有 独 立 的 、不 受 法 律 监 护 的 劳 动 者 才 能 作 为 商 品 占 有 者 与 资 本 家 缔  
结 契 约 。因 此 . 如 果 说 在 我 们 的 历 史 的 概 述 中 ，起 主 要 作 用 的 一 方 面  
是 现 代 工 业 ，另 一 方 面 是 儿 童 和 身 体 上 以 及 法 律 上 未 成 年 的 人 的 劳  
动 ，那 么 我 们 只 是 把 前 者 看 做 剥 削 劳 动 的 特 殊 领 域 ，把后 者看 做 这 种  
剥 削 的 特 殊 的 例 子 》但 是 ，即 使 暂 不 涉 及 以 后 的 阐 述 ，仅 仅 根据 事 实  
的 说 明 . 也 可 以 得 出 如 下 结 论 ：

第 一 ，在 最 早 依 靠 水 力 、蒸 汽 和 机 器 而 发 生 革 命 的 工 业 部 门 中 ， 
即 在 现 代 生 产 方 式 的 最 初 产 物 —— 棉 、毛 、麻 、丝 等 纺 织 业 中 .资 本 不  
断 地 、无 情 地 延 长 工 作 日 的 欲 望 首 先 得 到 了 满 足 。物 质 生 产 方 式 的  
改 变 和 生 产 的 社 会 关 系 的 相 应 的 改 变 是 造 成 这 种 无 限 度 违 反  
法 令 的 行 为 的 首 要 原 因 ，而 这 种 无 限 度 违 反 法 令 的 行 为 继 而 会 要 求  
社 会 干 预 以 恢 复 平 衡 ，社 会 干 预 本 身 则 又 会 限 制 和 统 一 规 定 工 作 日  
及 合 法 的 休 息 时 间 。 因 此 ，这 种 干 预 在 19 ffi纪 上 半 叶 只 是 作 为 例 外

(1 » 4 ) “ 这 两 个 阶 级 〈资 本 家 和 工 人 〉各 自 的 行 为 ，是 它 们 当 时 所 处 地 位 的  
结 果 。” ( 0 :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 M 8 年 1 0 月 3 1 日》第 1 1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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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况 由 法 律 规 定 的 。(195)但 是 ，当 这 种 干 预 刚 刚 征 服 了 新 生 产 方 式  
的 已 有 领 域 时 ，它 却 发 现 ，不 仅 许 多 别 的 生 产 部 门 采 用 了 真 正 的 工 厂  
制 度 ，而 且 那 些 采 用 或 多 或 少 陈 旧 的 经 营 方 式 的 手 工 工 场 ，如玻 璃作 
坊 、陶 器 作 坊 等 以 及 老 式 的 手 工 业 ，如 面 包 房 ，甚 至 那 些 分 散 的 劳 动 ， 
如 制 钉 业 等 (196)，也 都 像 工 厂 本 身 一 样 早 已 处 于 资 本 主 义 剥 削 之 下  
了 》因 此 ，立 法 不 得 不 逐 渐 去 掉 它 的 例 外 性 ，或 者 在 像 英 国 这 样 在 立  
法 上 仿 效 罗 马 决 疑 论 的 方 式 的 地 方 ，把 有 人 在 里 面 劳 动 的 任 何 房 屋  
都 任 意 称 为 工 厂 。 (197)

第 二 ，某 些 生 产 部 门 中 规 定 工 作 日 的 历 史 以 及 另 一 些 生 产 部 门  
中 还 在 继 续 争 取 这 种 规 定 的 斗 争 ，清 楚 地 证 明 ：孤 立 的 劳 动 者 ，“自 
由”出 卖 劳 动 力 的 劳 动 者 ，在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一 定 阶 段 上 ，是 无 抵 抗  

地 屈 服 的 。因 此 ，正 常 工 作 日 的 确 立 是 资 本 家 阶 级 和 工 人 阶 级 之 间  
长 期 的 、持 续 的 和 多 少 隐 蔽 的 内 战 的 产 物 。斗 争 是 在 现 代 工 业 范 围  
内 开 始 的 ，所 以 它 最 先 发 生 在 现 代 工 业 的 发 源 地 英 国 。(198)英 国 的

(195) “一 种 行 业 必 须 具 备 两 个 条 件 才 受 工 厂 视 察 制 度 的 保 护 ，这 个 行 业  
中 的 劳 动 才 能 受 到 限 制 ；这 就 是 使 用 水 力 或 蒸 汽 力 ，并 且 加 工 某 种 特 定 的 纤  
维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64年 ] 0 月 3 1 日》第 8 页 ）

( 1 9 6 )  关 于 这 类 行 业 :的 情 况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最 近 的 报 告 提 供 了 非 常  
丰 富 的 材 料 。

(197) “最 近 这 次 会 议 <1864年 〉通 过 的 法 令 涉 及 许 多 工 艺 极 其 不 同 的 行  
业 。使 用 蒸 汽 力 开 动 机 器 ，已 不 再 像 以 前 那 样 是 一 个 企 业 在 法 律 上 被 当 做 工 厂  
的 必 要 条 件 了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64年 10月 3 1 日》第 8 页 ）

( 1 9 8 )  在 比 利 时 这 个 大 陆 自 由 主 义 的 乐 园 ，连 这 种 运 动 的 影 子 都 没 有 。 
甚 至 那 里 的 煤 矿 和 金 属 矿 山 ，各 种 年 龄 的 男 女 劳 动 者 都 被 完 全 “ 自 由 地 ”消费  
着 ，而 没 有 任 何 时 间 限 制 。那 里 所 雇 用 的 每 1 〇〇〇人 中 ，有 7 3 3 个 男 人 ,8 3 个 妇  
女 ，135 个 1 6 岁 以 下 的 男 孩 ,4 9 个 1 6 岁 以 下 的 女 孩 。在 炼 铁 厂 每 1 000人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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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厂 工 人 是 现 代 工 人 阶 级 的 先 进 战 士 ，最 先 向 资 本 的 理 论 挑 战 的 也  
正 是 他 们 的 理 论 家 。(199)所 以 ，工 厂 哲 学 家 尤 尔 博 士 宣 称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洗 不 掉 的 耻 辱 就 是 ，他 们 面 对 勇 敢 地 为 “ 劳 动 的 完 全 自 由 ”而奋  
斗 的 资 本 .竟 把 “工 厂 法 的 奴 隶 制 ”写 在 自 己 的 旗 帜 上 。 (2(M)

法 国 在 英 国 后 面 慢 慢 地 跟 了 上 来 》在 那 里 ，十 二 小 时 工 作 日 法  
律 (201)曾 需 要 由 二 月 革 命 191 (1848年 ）来 催 生 ，但 是 它 比 自 己 的 英  

国 原 版 更 不 完 备 得 多 。虽 然 如 此 ，法 国 的 革 命 方 法 还 是 显 示 了 它 的  
独 特 的 优 点 。它 一 下 子 就 给 所 有 的 作 坊 和 工 厂 毫 无 区 别 地 规 定 了 同  
样 的 工 作 日 界 限 ，而 英 国 立 法 却 时 而 在 这 一 点 上 ，时 而 在那 一 点 上 被

行 688 个 男 人 ， 149个 妇 女 ,9 8 个 16 岁 以 下 的 男 孩 .8 5 个 16 岁 以 下 的 女 孩 。 此 

外 , 对 成 熟 的 或 未 成 熟 的 劳 动 力 虽 然 都 剥 削 得 很 厉 害 . 伹 工 资 很 低 .每 口 平 均 的  
工 资 , 男 人 为 2 先 令 8 便 士 ，妇 女 为 1 先 令 8 便 士 , 少 年 为 1 先 令 2 + 便 士 • 因  
此 . 与 1850年 相 比 , 1863年 比 利 时 输 出 的 煤 、铁 等 等 的 数 量 和 价 值 比 乎 增 加 了
一倍。

(1卿 本 世 纪 头 1 0年 刚 刚 结 束 ，罗 伯 特 • 欧 文 就 不 仪 在 理 论 上 主 张 限 制 工  
作丨 ：| 的 必 要 性 ，而 且 在 实 际 上 在 新 拉 纳 克 他 自 己 的 工 厂 内 实 行 了 十 小 时 工 作 日 。 

这 正 同 他 的 “生 产 劳 动 与 儿 童 教 f f 相 结 合 ”一 样 ，同 他 创 办 的 工 人 合 作 企 业 一 样 . 

被 讥 笑 为 共 产 主 义 的 空 想 。现 在 .第 一 个 空 想 成 了 国 家 的 法 律 .第 二 个 空 想 成 了  
•t刀工 厂 法 中 的 正 式 用 语 .第 三 个 空 想 甚 至 成 了 进 行 反 动 欺 骗 的 外 衣 。

C 2 0 0 )尤 尔 《工 厂 哲 学 K 法 译 本 ）1836年 巴 黎 版 第 2 卷 第 39、40、76、7 7等 页 。 
(201) 1855年 巴 黎 国 际 统 汁 会 议 的 报 告 说 ，法 国 的 法 律 把 工 厂 和 作 坊 每

天 的 劳 动 时 间 限 制 为 1 2小 时 ，但 它 不 是 把 这 一 劳 动 限 制 在 固 定 的 钟 点 内 ，而只 
是 规 定 儿 童 在 早 晨 5 点 至 晚 上 9 点 这 段 时 间 内 做 工 „ 因 此 一 部 分 工 厂 主 就 利  
用 这 一 不 幸 的 沉 默 给 予 他 们 的 权 利 . 让 劳 动 者 每 天 ( 也 许 除 汗 星 期 日 ）不 停 地 劳  

动 - 他 们 为 此 使 用 两 班 劳 动 者 . 每 班 在 作 坊 内 的 劳 动 时 间 都 不 超 过 1 2 小 时 .但  
企 、ik的 生 产 却 码 夜 不 停 。“ 法 律 得 到 r 遵 守 •但 这 合 乎 人 道 吗 ？”除 / 做 夜 工 对  
人 的 机 体 有 破 坏 性 的 影 响 外 . 报 告 还 着 1 指 出 ，夜 晚 男 女 劳 动 者 挤 在 同 一 个 灯  
光 喑 淡 的 车 间 内 会 产 生 严 袁 拥 后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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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 向 环 境 的 压 力 屈 服 . 并 且 极 容 易 制 造 出 一 起 又 一 起 的 诉 讼 纠  
纷 。(202)另 一 方 面 ，法 国 法 律 作 为 原 则 宣 布 的 东 西 ，在 英 国 则 只 是 以  
儿 童 、少 年 和 妇 女 的 名 义 争 取 的 东 西 ，并 ä 这 些 东 西 直 到 最 近 才 作 为  
普 遍 的 权 利 提 了 出 来 。 (203)

在 北 美 合 众 国 ，只 要 奴 隶 制 使 共 和 国 的 一 部 分 土 地 遭 到 玷 污 .任  
何 工 人 独 立 的 愿 望 都 处 于 瘫 痪 状 态 。在 黑 人 的 劳 动 打 上 屈 辱 烙 印 的  
地 方 ，白 人 的 劳 动 也 不 能 得 到 解 放 。但 是 ，从 奴 隶 制 的 死 亡 中 ，立刻 
萌 发 出 一 个 新 的 生 命 。南 北 战 争 7的 第 一 个 果 实 .就 是 争 取 八 小 时 工  
作 日 运 动 ，这 个 运 动 以 特 别 快 车 的 速 度 ，从 大 西 洋 跨 到 太 平 洋 ，从 新 
英 格 兰 跨 到 加 利 福 尼 亚 。 在 巴 尔 的 摩 召 开 的 全 国 工 人 代 表 大 会 m  
(1.866年 8 月 ）宣 布 ：

“为 了 把 我 国 的 劳 动 从 资 本 主 义 的 奴 隶 制 下 解 放 出 来 ，当 务 之 总 是 颁 布 一  
项 法 律 , 规 定 八 小 时 工 作 日 为 美 利 坚 联 邦 各 州 的 丨 :作 日 。 我 们 誓 以 全 力 争 取 这  

一 光 荣 的 结 果 / ，(204)

(202> •‘例 如 ，在 我 这 个 地 区 内 ，在 同 一 家 企 业 中 ，同 -• 个 工 厂 主 既 是 要 受  

‘漂 白 厂 和 染 厂 法 ’约 束 的 漂 白 业 者 和 染 色 业 者 ，又 是 要 受 4印 染 工 厂 法 ’约 束 的 印  
染 业 者 . 并 且 还 是 受 ‘工 厂 法 ’约 束 的 上 浆 业 者 ……”( 贝 克 先 生 的 报 告 . 载 于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61年 10月 3 1 日 》第 2 0 页 ）W克 先 生 在 列 举 这 些 法 令 的 各 项 条 文  

以 及 由 此 引 起 的 种 种 纠 纷 以 后 说 :“可 见 ，如 果 工 厂 主 存 心 回 避 法 律 .那 么 要 保 证  
执 行 议 会 的 这 三 个 法 令 是 爹 么 困 难 。”不 过 这 倒 保 证 法 学 家 先 生 有 案 + 可 办

(2 0 3 > 因 此 .工 厂 视 察 员 终 于 大 胆 地 说 出 这 种 异 议 〈资 本 对 在 法 律 上 限  

制 劳 动 时 间 的 异 议 〉必 将 在 劳 动 权 利 的 伟 大 原 则 面 前 屈 服 ……到 一 定 的 时 候 ， 
雇 主 使 用 工 人 劳 动 的 权 利 就 终 止 .工 人 就 可 以 重 新 支 配 自 己 了 。”(《丁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62年 1 0 月 3 1 日 》第 5 4 页 ）

(2〇4> “我 们 .敦 刻 尔 克 的 劳 动 者 . 特 此 声 明 ：现 行 制 度 所 规 定 的 劳 动 时  

间 太 长 ，没 有 给 工 人 休 息 和 受 教 育 的 时 间 ，倒 是 把 I：人 贬 低 到 比 在 奴 隶 制 下  
好 不 了 多 少 的 受 奴 役 地 位 。 因 此 我 们 通 过 决 议 ：一 个 工 作 H有 8 小 时 就 够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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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此 同 时 (1866年 9 月 初 ），在 日 内 瓦 召 幵 的 国 际 工 人 代 表 大  

会 ，根 据 伦 敦 总 委 员 会 的 建 议 ，通 过 了 如 下 一 项 类 似 的 决 议 :“限制工 
作 日 是 一 个 先 决 条 件 ，没 有 这 个 条 件 ，一 切 进 一 步 谋 求 工 人 解 放 的 尝  
试 都 将 遭 到 失 败 。我 们 建 议 通 过 立 法 把 工 作 日 限 制 为 8 小 时 。 ”193

这 样 .大 西 洋 两 岸 从 生 产 关 系 本 身 中 自 发 地 成 长 起 来 的 工 人 阶  
级 的 运 动 .就 证 实 了 英 国 工 厂 视 察 员 罗 • 约 • 桑 德 斯 的 话 ：

“如 果 不 先 限 制 T 作 f l . 不 严 格 地 强 制 贳 彻 工 作 日 的 法 定 界 限 .要 想 在 社 会  

改 革 方 ifii采 取 进 一 步 的 措 施 •是 绝 不 可 能 有 任 何 成 功 希 塑 的 。 ”(205 >

必须 承 认 .我 们 的 劳 动 者 在 走 出 生 产 的 温 室 时 同他 进 入 生 产 的 温  
室 时 是不 一 样 的 。在 市 场 上 .他作为 “劳 动 力 ”这 种 商 品 的 占 有 者 与 其  
他 商 品的占有者相对 立 . 即 作 为 商人与 商人相对 立。他出卖 自己的劳 动  
力时 所缔 结 的契约 ，好 像 是 两 个 自 由 意 志 ，即 卖 者的意志和买 者的意志 

之间 达 成协 议 的 结 果。他 在 成 交 以 后 却 发 现 :他 不 是 “ 自 由 的 当 事 人 ”， 
他 被 允 许 出 卖 自 己 劳 动 力 的 时 间 ，是 他 被 迫 出 卖 劳 动 力 的 时 间 ， (2Û6) * 205 206 * *

而 a 法 ft«上 应 该 加 以 承 认 ；我 们 呼 吁 报 刊 这 个 强 有 力 的 杠 杆 来 支 持 我  
们 …… a 拒 绝 给 予 这 种 支 持 的 人 • 将 被 看 做 是 劳 动 改 良 和 劳 动 者 权 利 的 敌  
人 ”(纽 约 州 敦 刻 尔 克 工 人 的 决 议 . ] M 6年 ）

( 2 0 5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48年 10月 3 ] 日 》第 112页 „
(206) “此 外 ，这 种 诡 汁 〈例 如 资 本 在 m s  — ]850年 采 取 的 手 法 〉提 供 了  

一 个 无 可 辩 驳 的 证 据 . 证 明 一 种 经 常 冇 人 提 出 的 看 法 是 多 么 错 误 ，这 种 f t 法 是 ：

r 人彳 < ® 耍 任 何 保 护 ，而 戍 被 看 做 是 他 们 的 唯 一 财 产 即 他 们 双 手 的 劳 动 和 额 头
. t 的 汗 水 的 r:丨 由支配者 / ’(《工.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丨850年 4 月 30 | 丨 ,> 第 4 5 页 )“自 
由 劳 动 （如 果 还 可 以 这 样 称 呼 的 话 ），即 使 在 f l 由 的 国 家 也 需 耍 法 律 的 强 有 力 的  
臂 膀 宋 保 护 / ’(《3：厂 视 察 员 报 1864年 10月 31 P 》第 3 4 页 广 ‘允 许 每 天 劳  
动 〗丨 小时 ，包 括 或 不 包 括 吃 饭 时 间 … … 就 等 于 强 迫 这 样 做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年 4 月 30 H Ï‘第 4.U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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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际 上 ，他 “只 要 还 有 一 块 肉 、一 根 筋 、一 滴 血 可 供 剥 削 ”(2()7)吸血鬼 
就 决 不 罢 休 。为 了 抵 御 “折 磨 他 们 的 毒 蛇 ”(2〇8)，工 人 必 须 团 结 一 致 ， 
通 过 集 体 的 努 力 ，用 阶 级 的 力 ® 筑 起 一 道 不 可 逾 越 的 屏 障 ，一 个 社会  
的 屏 障 .使 自 己 不 致 再 通 过 “ 自 由 的 契 约 ”把 自 己 和 后 代 卖 给 资 本 受  
奴 役 和 送 死 。(2t)9)从 法 律 上 限 制 工 作 日 的 朴 素 的 “大 宪 章 ”1%代待了 
“ 人权 ”这 种 冠 冕 堂 皇 的 条 目 ，这 个 大 宪 章 “终 于 明 确 地 规 定 了 ，劳 动  
者 出 卖 的 时 间 何 时 结 束 ，属 于 劳 动 者 自 己 的 时 间 何 时 开 始 ”(21% 多  
么 大 的 变 化 啊 !197 * 210

C 2 0 7 ) 弗 里 德 里 希 • 恩 格 斯 《英 国 的 十 小 时 工 作 日 法 》. 载 于 卡 ■尔 • 马 克  
思 主 编 的 《新 莱 茵 报 。政 治 经 济 评 论 》1850年 4 列 号 第 5 页 。 1 9 4

( 2 0 8 ) 亨 利 希 • 海 捏 语 。 195

(209 ) 在 受 十 小 时 工 作 日 法 令 约 束 的 工 业 部 门 ，该 法 令 使 工 人 免 亍 完 全  
退 化 ，并 使 他 们 的 身 体 状 况 有 r 保 障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 8 5 9年 1 0 月 31 

日 )>第 4 7 -  5 2 页 ) “ 资 本 ( 在 工 厂 中 )超 过 限 定 时 间 仍 使 机 器 转 动 ，就 必 定 损 害 它  
所 雇 用 的 工 人 的 健 康 和 道 德 ；而 工 人 是 不 能 自 己 保 护 自 己 的 。” ( 同 上 •第 8 页 ）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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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ß 己 的 时 间 何  
时 开 始 . 由 于 他 预 先 准 确 地 知 道 这 - - 点 .他 就 能 够 依 照 自 己 的 目 的 和 汁 划 事 先  
安 排 自 己 的 时 间 ( 同 上 ，第 5 2 页 ）“工 厂 法 使 工 人 成 了  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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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天 能 掌 握 政 治 权 力 ( 同 上 ，第 47 

页 ) 工 厂 视 察 员 以 有 节 制 的 叽 讽 和 经 过 斟 酌 的 语 言 暗 示 . 现 在 的 十 小 吋 工 作 H 

法 令 , 对 资 本 家 也 并 不 是 没 有 好 处 ，它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使 资 本 家 摆 脱 f 他 作 为 单  
纯 的 资 本 化 身 而 自 然 带 有 的 那 种 野 蛮 性 ，并 给 r 他 受 少 许 教 养 的 时 间 。 从 前 . 

“雇 主 除 了 搞 钱 以 外 再 没 有 时 间 做 别 的 事 情 ，而 被 奴 役 者 除 r 劳 动 以 外 也 # 没  
有 时 间 做 别 的 事 情 ” 。 （同 上 . 第 4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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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一 章 ，

剩 余 价 值 率 和 剩 余 价 值 量

在 这 一 章 里 ，也 同 前 面 一 样 ，劳 动 力 的 日 价 值 ，从 而 工 人 仅 仅 用  
于 再 生 产 或 维 持 这 个 劳 动 力 的 工 作 日 部 分 ，被 看 做 是 不 变 的 量 。

假 定 一 个 平 均 劳 动 力 的 日 价 值 等 于 3 先 令 或 1 埃 巨 ，为 了 再生  
产 这 个 劳 动 力 ，一 天 必 须 花 费 6 小 时 。因 此 ，资 本 家 为 购 买 这 样 一 个  

劳 动 力 必 须 预 付 一 埃 巨 。这 一 埃 巨 会 给 资 本 家 带 来 多 少 剩 余 价 值  
呢 ？这 取 决 于 剩 余 价 值 率 。如 果 剩 余 价 值 率 是 50% , 剩 余 价 值 就 是  
代 表 3 小 时 剩 余 劳 动 的 半 埃 巨 ，如 果 剩 余 价 值 率 是 100% . 剩 余 价 值  
就 会 提 高 到 代 表 6 小 时 的 一 埃 巨 。 因 此 ，如 果 工 人 的 劳 动 力 价 值 已  

定 ，剩 余 价 值 率 就 决 定 着 一 个 工 人 所 生 产 的 剩 余 价 值 量 。
可 变 资 本 是 资 本 家 同 时 使 用 的 全 部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的 货 币 表 现 。 

因 此 .可 变 资 本 的 价 值 ，等 于 一 个 劳 动 力 的 平 均 价 值 乘 以 这 些 个 别 劳  
动 力 的 数 目 ；因 此 ，可 变 资 本 的 量 与 雇 用 的 工 人 人 数 成 正 比 。如果资  
本 家 每 天 要 剥 削 1〇〇个 劳 动 力，就 必 须 预 付 100埃 巨 的 资 本 ，要剥 削 
n 个 劳 动 力 ，就 必 须 预 付 n 埃 巨 的 资 本 ，

同 样 . 如 果 1 埃 巨 ，即 劳 动 力 的 价 格 ，每 天 生 产 1 埃 巨 的 剩 余 价  
值 ，那 么 ，100埃 巨 的 可 变 资 本 就 生 产 100埃 巨 的 剩 余 价 值 , n 埃巨的 
可 变 资 本 每 天 就 生 产 1 埃 巨 X n 的 剩 余 价 值 。可 见 ,可 变 资 本 所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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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的 剩 余 价 值 量 ，是 由 它 所 支 付 的 工 人 人 数 乘 以 一 个 工 人 一 天 所 提  
供 的 剩 余 价 值 量 来 决 定 的 。而 这 个 量 在 单 个 劳 动 力 价 值 已 定 的 情 况  
下 又 取 决 于 剩 余 价 值 率 .换 句 话 说 ，取 决 于 工 人 的 剩 余 劳 动 N 它 的必 

要 劳 动 之 比 。 (211 >因 此 我 们 得 出 这 样 一 个 规 律 ：可 变 资 本 所 生 产 的  

剩 余 价 值 量 ，等 于 这 个 预 付 资 本 的 价 值 乘 以 剩 余 价 值 率 ,或 者 说 .等  
于 一 个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乘 以 该 劳 动 力 受 剥 削 的 程 度 ，再 乘 以 同 时 使 用  

的 劳 动 力 总 数 。
因 此 ，如 果 我 们 用 P 表 示 剩 余 价 值 量 ，用 P 表 示 一 个 工 人 每 天  

生 产 的 剩 余 价 值 ，用 V表 示 支 付 给 一 个 工 人 的 可 变 资 本 . 用 V #  

示 可 变 g 本 的 总 价 值 . 用 f 表 示 一 个 平 均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用 Y 

(§§§i)表 示 剥 削 程 度 . 用 n 表 示 所 使 用 的 工 人人数 ，我 们 就  
得 出 ：

-• = ^ - XV

P | =  f X ^ X n  t

但 是 ，在 积 的 诸 因 数 的 数 值 同 时 按 反 比 例 变 化 时 这 个 积 的 数 值

不 变 。
因 此 ，在 一 定 量 剩 余 价 值 的 生 产 上 ,一 种 因 素 的 减 少 可 以 由 另 一  

种 因 素 的 增 加 来 补 偿 。
如 果 可 变 资 本 或 所 使 用 的 工 人 人 数 按 比 例 增 加 ，那 么 剩 余 价 值

( 2 1 1 ) 在 正 文 中 不 仅 总 是 假 定 平 均 劳 动 力 价 值 是 不 变 的 ,而 且 还 假 定 一  
个 资 本 家 所 雇 用 的 全 部 工 人 都 是 平 均 劳 动 力 。存 在 这 样 一 些 例 外 情 况 ，即 所 生  
产 的 剩 余 价 值 不 按 照受剥 削 的 工 人 人 数 的 增 加 而 增 加 .但 劳 动 力 价 值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就 不 是 不 变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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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的 下 降 就 不 会 影 响 所 生 产 的 剩 余 价 值 量 。

一个 按剩余价值 率丨 〇〇%剥 削 100个 工 人 的 100埃 巨 的 可 变 资  
本 ，生 产 100埃 巨 剩 余 价 值 。如 果 把 剩 余 价 值 率 减 低 一 半 ，那 么 ，只 

要 同 时 把 可 变 资 本 增 加 一 倍 ，剩 余 价 值 量 就 仍 然 不 变 。
反 过 来 . 如 果 可 变 资 本 减 少 ，而 剩 余 价 值 率 按 相 反 的 比 例 提 高 ， 

剩 余 价 值 量 也 不 会 发 生 变 化 。假 定 这 个 资 本 家 每 天 向 100个 工人支 
付 100埃 巨 , 这 些 工 人 的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为 6 小 时 ，而 剩 余 劳 动 为 3 小 
时 。 1〇〇埃巨预 付资 本按剩余价值 率 50%增 殖 ，生 产 出 剩 余 价 值 50 
埃 巨 ，也 就 是 100X 3劳 动 小 时 =  300劳 动 小 时 。如 果 资 本 家 现 在 把  
他 的 预 付 减 少 一 半 . 从 100埃 巨 减 到 50埃 巨 ，也 就 是 只 雇 用 50 个 工 

人 ;如 果 他 同 时 能 使 剩 余 价 值 率 提 高 一 倍 ，或 者 同 样 也 可 以 说 ，把剩 
余 劳 动 从 3 小 时 延 长 到 6 小 时 . 那 么 他 _总 是 能 得 到 相 同 的 剩 余 价  
值 量 ，因 为 5 0埃 巨 X ^  =  100埃 巨 X ^  =  5 0埃 巨 。 如 果 用 劳 动  
小 时 计 算 ，我 们 就 可 以 得 到 :5 0 个 劳 动 力 X 6 小 时 =  100个 劳 动 力 X 

3 小 时 = 3 0 0 小 时 。

可 见 ，可 变 资 本 的 减 少 ，可 以 由 剩 余 价 值 率 的 按 比 例 的 提 高 来 补  
偿 ,或 者 说 ，所 使 用 的 工 人 人 数 的 减 少 ，可 以 由 他 们 的 工 作 日 的 按 比  
例 的 延 艮 来 补 偿 》因 此 在 一 定 限 度 内 ，资 本 所 能 剥 削 的 劳 动 量 ，并 不 
取 决 于 工 人 的 人 数 。 (212>

但 是 , 这 种 补 偿 会 遇 到 不 能 超 越 的 界 限 。2 4小 时 自 然 日 总 是 大  
于 平 均 工 作 日 ；因 此 ，如 果 平 均 工 人 每 小 时 生 产 I 埃 巨 ，平均工作日 
就 永 远 不 可 能 生 产 出 4 埃 巨 的 日 价 值 . 闪 为 生 产 4 埃 巨 价 值 需 要 24

(2 1 2 > 这 个 基 本 规 律 看 来 是 庸 俗 经 济 学 的 先 生 们 所 不 知 道 的 。 这 些 与 阿  
基 米 德 相 反 的 新 的 阿 基 米 德 • 认 为 在 甭 求 和 供 给 决 定 劳 动 的 市 场 价 格 这 一 点  

卜_ . 发 现 r  一 个 不 是 使 世 界 运 动 而 是 使 世 界 静 止 的 支 点 。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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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时 。至 于 剩 余 价 值 ，它 的 界 限 就 更 狭 窄 了 。 如 果 工 作 日 中 为 补 偿  
每 天 工 资 的 必 要 部 分 为 6 小 时 ，那 么 自 然 0 中 就 只 剩 下 ]8 小 时 ，其 
中 按 照 生 物 学 规 律 的 要 求 . 奋 一 部 分 要 用 于 劳 动 力 的 休 息 。假定这  
种 休 息 的 最 低 限 度 是 6 小 时 ，并 把 工 作 H延 长 到 最 大 限 度 ，即 18小 
时 ，剩 余 劳 动 也 只 是 12小 时 ，因 而 只 生 产 2 埃 巨 价 值 。

一 个 按 照 剩 余 价 值 率 1〇〇% (也 就 是 12小 时 劳 动 ，其 中 6 小 时  
为 剩 余 劳 动 )使 用 5()〇 个 工 人 的 500埃 巨 可 变 资 本 ，每天生产 剩余价 
值 500埃 巨 或 6X 500劳 动 小 时 。一 个 按 剩 余 价 值 率 200% (也 就 是  
18小 时 工 作 日 ）每 天 使 用 100个 工 人 的 100埃 巨 资 本 ，只 生 产 剩 余  
价 值 200埃 巨 或 12X 100劳 动 小 时 。它 的 产 品 按 总 价 值 计 算 ，永远  
不 会 达 到 平 均 每 天 400埃 巨 或 24X 100劳 动 小 时 。 因 此 ，只 是在工 
作 H 的牛J 里 学 的 界 限 内 ，因 而 在 工 作 日 所 包 含 的 剩 余 劳 动 的 生 理 学  
的 界 限 内 ，可 变 资 本 的 减 少 才 能 靠 提 高 剩 余 价 值 率 来 补 偿 .或 者 说 , 

所 使 用 的 工 人 人 数 的 减 少 才 能 靠 提 高 剥 削 程 度 来 补 偿 。
这 个 完 全 清 楚 的 规 律 对 于 理 解 复 杂 的 现 象 是 重 要 的 《我们 已经  

知 道 ，资 本 努 力 生 产 出 尽 可 能 多 的 剩 余 价 值 ，我 们 在 以 后 乂 会 看 到 ， 
资 本 同 时 力 图 把 它 的 可 变 部 分 或 它 所 剥 削 的 工 人 人 数 减 少 到 与 企 业  
规 模 相 应 的 最 低 限 度 》 —曰.决 定 剩 余 价 值 量 的 因 素 中 ，一 个 因 素 的  
减 少 不 能 靠 另 一 个 因 素 的 增 加 来 补 偿 ，这 些 趋 势 就 会 成 为 互 相 矛 盾  
的 趋 势 。

既 然 价 值 只 是 已 实 现 的 劳 动 ，那 么 就 很 清 楚 ，一个 资 本 家 让 别  
人 生 产 出 来 的 价 值 量 就 只 取 决 于 他 所 推 动 的 劳 动 量 。 他 用 同 数 工  
人 所 能 推 动 的 劳 动 量 的 多 少 ，要 看 这 些 工 人 的 工 作 日 的 长 短 。但 
是 . 在 劳 动 力 价 值 和 剩 余 价 值 率 已 定 的 情 况 下 ，换 句 话 说 ，在工作 
日 的 界 限 和 工 作 F1分 为 必 要 劳 动 和 剩 余 劳 动 的 划 分 已 定 的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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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 个 资 本 家 所 实 现 的 总 价 值 鼂 ，其 中 包 括 剩 余 价 值 ，就 只 是 由  

他 所 剥 削 的 工 人 人 数 决 定 . 而 这 个 人 数 本 身 又 取 决 于 资 本 家 所 预  
付 的 可 变 资 本 鼂 。

因 此 ，所 生 产 的 剩 余 价 值 量 同 预 付 的 可 变 资 本 量 成 正 比 》但 是 ， 
在 不 同 的 工 业 部 门 ，总 资 本 划 分 为 可 变 资 本 和 不 变 资 本 的 比 例 是 极  
其 不 同 的 。在 同 类 企 业 中 ，这 种 划 分 也 随 着 劳 动 的 技 术 条 件 和 社 会  
结 合 的 变 化 而 变 化 。但 是 我 们 知 道 ，不 变 资 本 的 价 值 会 再 现 在 产 品  
上 ，而 加 到 生 产 资 料 上 的 价 值 只 是 来 源 于 可 变 资 本 .即 预 付 资 本 中 转  
化 为 劳 动 力 的 部 分 。

但 是 ，无 论 一 定 的 资 本 是 怎 样 分 为 不 变 部 分 和 可 变 部 分 ，无论 前 
者 与 后 者 之 比 是 2 :] 或 是 10:1等 等 ;无 论 生 产 资 料 的 价 值 同 所 使 用  

的 劳 动 力 价 值 相 比 是 提 高 ，降 低 . 还 是 不 变 ，也 不 管 是 大 是 小 ，都无关  
紧 要 ，都 不 会 对 所 生 产 的 价 值 請 发 生 任 何 影 响 。 如 果 把 上 面 得 出 的  
规 律 应 用 于 不 同 的 工 业 部 门 .不 管 预 付 资 本 在 这 些 工 业 部 门 中 划 分  
为 不 变 部 分 和 可 变 部 分 的 比 例 如 何 •我 们 可 以 得 出 如 下 规 律 :在 不 同  
产 业 部 门 的 平 均 劳 动 力 价 值 和 劳 动 力 的 平 均 剥 削 程 度 相 同 的 情 况  
下 .所 生 产 的 剩 余 价 值 量 同 所 使 用 的 资 本 的 可 变 部 分 的 量 成 正 比 .也  
就 是 说 •同 所 使 用 的 资 本 中 转 化 为 劳 动 力 的 部 分 成 正 比 。

这 一 规 律 同 一 切 以 表 面 现 象 为 根 据 的 经 验 显 然 是 矛 盾 的 。每个  
人 都 知 道 ，纺 纱 厂 主 使 用 的 不 变 资 本 较 多 ，可 变 资 本 较 少 ，面包房老 
板 使 用 的 可 变 资 本 较 多 . 不变 资 本 较 少•但前者获 得的利润 或剩余价 
值 并 不 因 此 就 比 后 者 少 。要 解 决 这 个 表 面 上 的 矛 盾 ，还 需 要 许 多 中  
项 . 就 像 从 代 数 的 角 度 来 看 •要 了 解 f 可 以 代 â  一 个 真 实 的 量 需 要 很  
多 中 项 一 样 。尽 管 古 典 经 济 学 从 来 没 有 表 述 过 这 一 规 律 ，但 是 它 却  
本 能 地 张 持 这 一 规 律 .因 为 这 个 规 律 是 从 价 值 的 本 性 中 产 生 出 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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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 以 后 (213>我 们 会 看 到 ，李 嘉 图 学 派 28是 怎 样 被 这 块 拦 路 6 绊  

倒 的 。至 于 庸 俗 经 济 学 ，它 在 这 里 也 像 在 其 他 各 处 一 样 .大 谈 表 面 现  
象 以 反 对 现 象 的 规 律 2IW。它 与 斯 宾 诺 莎 相 反 ，认 为 “无 知 就 是 充 足  

的 论 据 ”。2,，丨
我 们 可 以 把 社 会 总 资 本 平 均 每 天 所 推 动 的 劳 动 看 成 一 个 唯 一 的  

工 作 日 。例 如 ，如 果 劳 动 者 人 数 为 ]〇〇万 .平 均 工 作 日 为 10小 时 .那  
么 社 会 工 作 日 就 是 1 000万 小 时 „ 在 这 个 丁 作 日 的 长 度 已 定 对 ，不 
管 它 的 界 限 是 由 生 理 条 件 还 是 由 社 会 条 件 决 定 ，只有劳 动 者 人 数 即  
工 人 人 U 增 加 ，剩 余 价 值 董 才 能 增 加 。在 这 里 ，人口 的增 加 形 成 社 会  
资 本 生 产 剩 余 价 值 的 数 学 界 限 》反 之 ，在 人 口 数 量 已 定 时 ，这 种 界限 
就 由 工 作 口 的 可 能 的 延 长 来 决 定 。 (2 M >在 下 一 章 我 们 会 看 到 ，这 个  

规 律 只 适 用 于 以 上 所 考 察 的 剩 余 价 值 形 式 。
从 以 上 对 剩 余 价 值 生 产 的 考 察 中 可 以 看 出 ，不 是 任 何 一 个 价 值  

额 或 货 币 额 都 可 以 转 化 为 资 本 。如 果 想成 为 资 本 家 的人 手 中 没 有 最  
低 限 额 的 货 币 或 交 换 价 值 ，就 不 可 能 发 生 这 种 转 化 《可 变 资 本 的 最  
低 限 额 ，就 是 为 生 产 剩 余 价 值 全 年 所 使 用 的 一 个 劳 动 力 的 平 均 价 格 a 

如 果 这 个 劳 动 力 的 占 有 者 自 己 占 有 生 产 资 料 .并 且 满 足 于 工 人 的 生  
活 ，那 么 只 要 他 的 劳 动 时 间 足 以 支 付 他 的 生 活 资 料 .比 如 说 每 天 劳 动  
8 小 时 ，对 他 来 说 就 够 了 „ 因 而 他 也 只 需 要 够 8 个 劳 动 小 时 用 的 生  
产 资 料 。但 是 ，资 本 家 还 要 工 人 除 这 8 小 时 外 再 进 行 比 如 说 4 小时  213 214

( 2 1 3 )  详 见 第 四 册 。 199
(214) “劳 动 ，作 为 社 会 的 经 济 上 的 时 间 ，衣 现 为 一 个 定 量 ，比 如 说 : 1U0万 

人 每 人 每 天 10小 时 ，或 1 000万 小 时 …… 资 本 的 增 长 是 有 限 度 的 。在 一 年 的  

任 何 时 期 内 . 这 个 限 度 就 是 用 在 经 济 上 的 时 间 的 实 际 长 度 。”(《论 国 民 政 治 经 济  
学 》1821年 伦 敦 版 第 4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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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 余 劳 动 ，这 样 .他 就 需 要 一 个 追 加 的 货 币 额 ，来 购 置 追 加 的 生 产 资  
料 。按 照 我 们 的 假 设 ,他 必 须 使 用 两 个 工 人 ，才 能 靠 每 天 占 有 的 剩余  
价 值 来 过 工 人 那 样 的 生 活 ，即 满 足 他 的 必 要 需 要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他 
的 生 产 的 目 的 就 只 是 维 持 生 活 ，不 是 获 得 财 富 ;而 获 得 财 富 是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不 言 而 喻 的 目 的 „ 为 了 使 他 的 生 活 只 比 一 个 普 通 工 人 好 一  
倍 . 并 且 把 所 生 产 的 剩 余 价 值 的 一 半 再 转 化 为 资 本 ，他 就 必 须 把 预 付  
资 本 ，同 时 也 就 把 工 人 人 数 增 加 为 原 来 的 8 倍 。诚 然 ，他自己也可以 

和 他 的 工 人 一 样 参 加 劳 动 ，但 这 时 他 就 不 过 成 了 一 个 混 合 物 .介于资  
本 家 和 劳 动 者 之 间 的 中 间 人 物 ，成 了 “小 业 主 ”。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发 展  
到 一 定 程 度 ，就 要 求 资 本 家 能 够 把 他 执 行 人 格 化 资 本 的 全 部 时 间 .都  
用 来 占 有 并 监 督 他 人 的 劳 动 ，用 来 出 售 这 种 劳 动 的 产 品 。 (215 >中世 
纪 的 行 会 力 图 防 止 师 傅 . 即 手 工 业 行 会 头 头 转 化 为 资 本 家 ，限定一个  
师 傅 可 以 雇 用 的 劳 动 者 的 人 数 不 得 超 过 一 个 极 小 的 最 高 限 额 。货 币  
或 商 品 的 占 有 者 ，只 有 当 他 在 生 产 上 预 付 的 最 低 限 额 大 大 超 过 了 中  
世 纪 的 最 高 限 额 时 ，才 真 正 转 化 为 资 本 家 。在 这 里 ，也 像 在 自 然 科 学  
上 一 样 ，证 明 了 黑 格 尔 在 他 的 《逻 辑 学 》中 所 发 现 的 下 列 规 律 的 正 确

(21!5) “租 地 农 场 主 不 能 指 靠 內 d 的 劳 动 ，如 果 他 这 样 做 .我 认 为 他 会 受  

到 损 失 。 他 的 事 务 应 该 是 全 面 照 料 ：他 必 须 监 督 打 谷 人 、割 草 人 、割 麦 人 等  
等 :他 必 须 经 常 巡 视 n l!■的 篱 笆 ;他 必 须 丧 看 是 否 有 疏 忽 的 地 方 ；如 果 他 只 局  
限 在 - 处 ，耶 么 就 难 免 冇 疏 忽 。”( [ 约 • 阿 巴 思 诺 特 ] 《当 前 粮 食 价 格 和 农 场 面  
积 相 瓦 关 系 的 研 究 》.一 个 租 地 农 场 主 著 .1773年 伦 敦 版 第 1 2 页 ) 这 本 书 非 常  
冇 趣 . 从 屮 h丨 以 研 究 “资 本 主 义 租 地 农 场 主 ”或 他 明 确 地 称 之 为 “商 人 租 地 农  

场 主 ”的 起 源 . 可 以 听 到 这 种 租 地 农 场 主 在 那 些 主 要 是 为 生 存 而 挣 扎 的 “小 租  
地 农 K ”面 前 是 怎 样 自 我 吹 嘘 的 。 ••资 本 家 阶 级 最 初 是 部 分 地 、最 后 是 完 全 地  
摆 脱 r 体 力 劳 动 的 必 要 性 。”(理 查 • 琼 斯 牧 师 《国 民 政 治 经 济 学 教 程 》1852年  
赫 特 福 德 版 第 3 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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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即 单 纯 的 量 的 变 化 到 一 定 点 时 就 会 引 起 质 的 区 別

货 币 占 有 者 或 商 品 占 有 者 要 变 为 资 本 家 而 必 须 能 支 配 的 最 低 限  
度 价 值 额 ，在 生 产 的 不 同 发 展 阶 段 上 是 不 同 的 ，而 在 一 定 的 发 展 阶 段  
上 ，在 不 同 的 生 产 部 门 内 ，也 由 于 它 们 的 特 殊 的 技 术 条 件 而 各 不 相  
同 。还 在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初 期 .某 些 生 产 部 门 所 需 要 的 最 低 限 额 的 资  
本 就 不 是 在 单 个 人 手 中 所 能 找 到 的 。这 种 情 况 必 然 引 起 国 家 对 私 人  
产 业 主 的 补 助 ，-一 如 柯 尔 培 尔 时 代 的 法 国 和 直 到 目 前 的 德 意 志 若  
干 邦 就 是 这 样 —— 并 促 使 对 某 些 工 商 、Ik部 门 的 经 营 享 有 合 法 垄 断 权  
的 公 司 (2]7)的 形 成 ，这 种 公 司 就 是 现 代 股 份 公 司 的 前 驱 。

我 们 已 经 看 到 ，资 本 变 成 了 劳 动 的 主 人 ，也 就 是 说 ，资 本 达 到 了  
使 运 动 中 的 劳 动 力 或 劳 动 者 本 身 服 从 于 资 本 的 规 律 的 目 的 。资 本家 
监 督 工 人 精 心 地 并 以 应 有 的 强 度 工 作 。

其 次 ，资 本 表 现 为 一 种 强 制 关 系 ，迫 使 工 人 阶 级 超 出 自 身 需 要 的  
狭 隘 范 围 而 从 事 更 多 的 劳 动 。作 为 他 人 的 活 动 的 制 造 者 和 利 用 者 ， 
作 为 劳 动 力 的 剥 削 者 和 剩 余 劳 动 的 榨 取 者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在 精 力 、效 
率 方 面 并 以 其 无 限 的 力 量 ，超 过 了 以 往 一 切 直 接 以 各 种 强 制 劳 动 制  

度 为 基 础 的 生 产 制 度 。
资 本 起 初 是 在 历 史 发 展 中 的 既 有 的 技 术 条 件 下 占 有 劳 动 的 。因 

此 ，它 并 没 有 直 接 改 变 生 产 方 式 。所 以 à 丨N上 面 所 考 察 的 、单 靠 延长  
工 作 口 这 种 形 式 的 剩 余 价 值 的 生 产 .看 来 是 与 生 产 方 式 的 任 何 变 化

( 2 1 « 现 代 化 学 上 应 用 的 、最 早 由 洛 朗 和 热 拉 尔 科 学 地 阐 明 的 分 子 说 ，正 

是 以 这 个 规 律 作 基 础 的 。203
(217) 马 丁  • 路 德 把 这 种 机 构 称 为 “垄 断 公 司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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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关 的 。它 今 天 在 仍 然 采 用 原 始 工 艺 过 程 的 面 包 业 中 和 在 自 动 化 的  
棉 纺 业 中 同 样 有 效 。如 果 我 们 单 从 使 用 价 值 的 观 点 来 考 察 生 产 ，那 
么 生 产 资 料 在 工 人 面 前 就 不 起 资 本 的 作 用 ，而 只 是 起 到 他 的 生 产 活  
动 的 单 纯 手 段 和 原 料 的 作 用 。例 如 在 制 革 厂 ，工 人 是 鞣 皮 ，而不是鞣  
资 本 D ,

坷 是 ，只 要 我 们 从 剩 余 价 值 的 观 点 来 考 察 生 产 ，情 形 就 不 同 了 。 
生 产 资 料 立 即 转 化 为 吮 吸 他 人 劳 动 的 手 段 。不 再 是 劳 动 者 使 用 生 产  
资 料 . 而 相 反 是 生 产 资 料 使 用 劳 动 者 了 。不 是 劳 动 者 把 生 产 资 料 当  
做 自 己 生 产 活 动 的 物 质 要 素 来 消 费 .而 是 生 产 资 料 把 劳 动 者 当 做 自  
己 的 生 活 所 不 可 缺 少 的 酵 母 来 消 费 .并 且 资 本 的 生 活 只 是 资 本 作 为  
不 断 增 殖 的 价 值 的 运 动 。夜 间 停 止 不 用 、不 吮 吸 活 劳 动 的 熔 炉 和 厂  
房 ，对 资 本 家 说 来 是 一 种 “纯 粹 的 损 失 ”。因 此 ，熔 炉 和 厂 房 就 造 成 了  
要 工 人 “做 夜 工 的 要 求 和 权 利 ”。关 于 这 一 点 ，现 在 无 须 多 谈 。我们  
只 要 用 一 个 例 子 来 说 明 ，标 志 着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特 点 的 这 种 作 用 的  
颠 倒 .死 劳 动 和 活 劳 动 、价 值 和 创 造 价 值 的 力 之 间 的 关 系 的 这 种 奇 异  
的 倒 置 ，是 如 何 反 映 在 资 本 老 爷 的 意 识 中 的 。

在 1848- 1860年 英 国 工 厂 主 叛 乱 时 期 .佩 斯 利 的 一 家 棉 麻 纺  

纱 厂 ( 卡 莱 尔 父 子 公 司 ，这 是 苏 格 兰 西 部 资 格 最 老 、声 誉 最 好 的 公 司  
之 一 ，它 自 1752年 JT办 以 来 ，世 世 代 代 由 同 一 家 族 经 营 ）的 老 板 ，这  
位 非 常 有 学 i只的绅 士，在 1849年 4 月 2 5 日《格 拉 斯 哥 每 R 邮 报 》上 

发 表 f  一 封 信 (218), 标 题 是 《换 班 制 度 》，其 中 有 一 段 天 真 可 笑 的 话 ：

••现 在丨 丨 :我 们 看 肴 •把 劳 动 时 间 由 12小 时 缩 减 到 丨 〇小 时 会 产 生 怎 样 的 祸  
# ……这 些 祸 害 给 丁 _厂 主 的 特 权 和 财 产 带 来 极 其 严 重 的 损 害 = 如 果 他 以 前 工

( 2 1 K ) 《 Ï 厂 视 察 M 报 告 < 184 9 年 4 月 30  H »第 5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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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应 当 读 作 :让 他 的 人 手 工 作 >12小 时 . 而 现 在 工 作 不 超 过 If)小 吋 . 那 就 等 于  
他 的 企 业 内 每 12台 机 器 或 1 2 个 纱 锭 缩 减 为 1 0 台 机 器 或 1 0 个 纱 锭 . 如 果 工 厂  

被 卖 掉 ，那 它 实 际 上 就 只 能 按 1 0 来 汁 价 . 于 是 全 国 每 家 工 厂 的 价 值 都 会 减 少  
六 分 之 一 。”(219)

我 们 看 到 ，在 这 个 苏 格 兰 人 的 间 执 的 头 脑 中 ，生产 工具 的 价 值 完  
全 同 它 们 作 为 资 本 所 具 有 的 自 行 增 殖 或 每 天 吞 下 一 定 量 的 无 偿 劳 动  
的 属 性 融 合 在 一 起 了 。卡 莱 尔 公 司 的 这 位 老 板 产 生 了 幻 想 ,甚 至 以  
为 ，在 出 卖 工 厂 时 ，要 支 付 给 他 的 不 仅 是 他 的 机 器 的 价 值 ，而 且 还 有  
它 们 的 价 值 增 殖 ，不 仅 是 包 含 在 机 器 内 的 生 产 同 种 机 器 所 必 要 的 劳  
动 ，而 且 还 有 借 助 于 机 器 每 天 从 佩 斯 利 的 健 壮 的 苏 格 兰 人 身 上榨 取 
的 剩 余 劳 动 。 正 因 为 如 此 ，他 才 认 为 ，如 果 工 作 日 缩 短 两 小 时 ，他的 
机 器 的 出 售 价 格 就 会 减 少 。 12台 机 器 就 只 有 1 0台 的 出 售 价 格 ！

( 2 1 9 ) 同 上 . 第 6 0 页 。 工 厂 视 察 员 斯 图 亚 特 本 人 是 一 个 苏 格 兰 人 ，他 与 英  

格 兰 的 工 厂 视 察 员 相 反 ，已 完 全 为 资 本 主 义 的 视 察 方 式 所 俘 虏 。 他 把 这 封 信 附  
在 他 的 报 告 中 . 并 明 确 地 指 出 ，这 “是 某 一 位 采 用 换 班 制 度 的 工 厂 主 所 写 的 最 有  
用 的 一 封 信 ，它 特 别 可 以 用 来 消 除 对 这 种 制 度 的 偏 见 和 疑 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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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二 章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以 上 我 们 把 工 作 日 中 工 人 只 是 补 偿 资 本 家 支 付 给 他 的 价 值 的 那  
一 部 分 看 做 不 变 量 ，而 在 不 变 的 生 产 条 件 下 ，它 实 际 上 也 是 这 样 的 。 
在 这 个 必 要 时 间 之 外 ，劳 动 可 以 延 长 2 小 时 、3 小 时 、4 小 时 、5 小 时 、 

6 小 时 等 。剩 余 价 值 率 和 工 作 日 的 长 度 就 根 据 这 个 延 长 的 量 变 动 》 
如 果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是 不 变 的 ，那 么 相 反 ，整 个 工 作 F1是 可 变 的 。

现 在 假 定 有 一 个 工 作 H ，它 的 界 限 以 及 必 要 劳 动 和 剩 余 劳 动 的
划 分 是 已 定 的 》例 如 ac 线 a ------------------------------ b —— c 代表一
个 卜 二 小 时 工 作 日 ，fib段 代 表 10小 时 必 要 劳 动 , k '段 代 表 2 小时 剩 
余 劳 动 。现 在 ，如 果 不 延 长 ac,怎 样 才 能 增 加 剩 余 价 值 的 生 产 呢 ？

尽 管 ac的 长 度 是 固 定 的 . 看 来 b e仍 然 可 以 延 长 ，即 使 不 是 越  

过 它 的 固 定 点 c( 同 时 也 是 工 作 日 的 终 点 ）延 长 .至 少 也 可 以 通 过 把
它 的 起 点 1)向 a 端 推 移 而 延 长 。假 定 在 a --------------------------- b'—

h ----- c 中 ，b' h 等 于 b e 的 一 半 ，即 一 个 劳 动 小 时 。 如 果 在 a c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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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移 到 b ',剩 余 劳 动 就 是 b V .即 增 加 了 一 半 ，从 2 小 时 增 加 到 3 小 
时 ，虽 然 整 个 工 作 日 仍 旧 只 是 12小 时 。但 是 . 如 果 必 要 劳 动 不 从 ah 

缩 短 到 ab '，从 ]0 小 时 缩 短 到 9 小 时 ，要 使 剩 余 劳 动 这 样 从 h e延长  

到 b 'c，从 2 小 时 延 长 到 3 小 时 是 不 可 能 的 。必 要 劳 动 的 缩 短 要 与 剩  

余 劳 动 的 延 长 相 适 应 ，或 者 说 ，工 人 实 际 上 一 直 为 自 己 耗 费 的 劳 动 时  
间 的 一 部 分 ，要 转 化 为 资 本 家 耗 费 的 劳 动 时 间 。工 作 日 的 界 限 没 有  
改 变 ，所 改 变 的 只 是 必 要 劳 动 和 剩 余 劳 动 的 划 分 。

另 - •方 面 ，知 道 工 作 日 的 界 限 和 劳 动 力 的 日 价 值 ,也 就 可 以 确 定  
剩 余 劳 动 的 持 续 时 间 了 。如 果 劳 动 力 的 丨 :丨价 值 是 5 先 令 (这 是 体 现  

10小 时 劳 动 的 金 量 ），那 么 工 人 每 天 就 必 须 劳 动 10小 时 ，才 能 补 偿  
资 本 家 每 天 支 付 给 他 的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或 者 说 ,才 能 生 产 出 他 每 天 必  
要 生 活 资 料 的 等 价 物 。这 些 生 活 资 料 的 价 值 .决 定 着 他 的 劳 动 力 的  

日价值 (1 \而 他 的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则 决 定 着 他 每 天 的 必 要 劳 动 的 持 续  
时 间 。 从 整 个 工 作 日 中 减 去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就 得 到 剩 余 劳 动 的 au  
] 2 小 时 减 去 10小 时 ，还 剩 2 小 时 ，而 在 既 定 的 条 件 下 ，很 难 看 出 剩  
余 劳 动 怎 么 能 够 延 长 到 2 小 时 以 上 。 当 然 资 本 家 可 以 不 付 给 工 人 5

a ) 每 天 平 均 X 资 的 价 值 是 由 工 人 "为 r 生 活 、劳 动 和 延 续 后 代 ”所 必 盂  
的 东 西 决 定 的 。 （威 廉 • 配 第 《爱 尔 兰 的 政 治 解 剖 。 ] 6 7 2 年 :H 6 9 1 年 伦 敦 版 第  
6 4 页 )“劳 动 的 价 格 总 运 由 绝 对 的 生 活 必 需 品 构 成 的 。 … … 如 果 工 人 所 得 的  

工 资 不 能 依 照 他 作 为 一 个 工 人 的 低 下 的 身 份 . 维 持他丨 r丨 当 中 许 多 人 注 定 会 柯 的  
大 家 庭 ”,那 他 就 没 有 得 到 适 当 的 工 资 。 （杰 • 范 德 林 特 《货 币 万 能 》第 1 5 页 ） 

“只 凭 双 手 和 勤 劳 的 普 通 工 人 ，除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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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 fi6 年 ），德 尔  

编 《全 集 》第 】卷 第 10 页 )“生 活 必 需 品 的 价 格 实 际 上 等 于 劳 动 的 生 产 费 用。”( 马  
尔 萨 斯 《关 于 地 租 的 本 质 和 增 长 及 其 调 整 原 则 的 研 究 》1 8 1 5年 伦 敦 版 第 4 8 豇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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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令 ，而 只 付 给 4 先 令 6 便 士 ，或 者 更 少 。再 生 产 这 4 先 令 6 便士价 
值 ，有 9 个 劳 动 小 时 就 够 了 ，这 样 ，剩 余 劳 动 就 不 是 工 作 日 的 j ，而是 
I 了 ，剩 余 价 值 也 就 从 1 先 令 提 高 到 1 先 令 6 便 士 了 。但 是 这 个 结  

果 的 获 得 ，只 是 由 于 把 工 人 的 工 资 压 低 到 他 的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以 下 。 
工 人 用 他 在 9 小 时 内 生 产 的 4 先 令 6 便 士 所 能 支 配 的 生 活 资 料 比 以  

前少 ^ ，因 此 ，他 的 劳 动 力 只 能 有 不 完 全 的 再 生 产 。剩 余 劳 动 由 于  
打 破 剩 余 劳 动 的 正 常 界 限 bc，由 于 盗 窃 了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而 扩 大 了  

范 围 。
虽 然 这 种 方 法 在 工 资 的 实 际 运 动 中 起 着 重 要 的 作 用 ，但 是 在 这  

里 它 应 该 被 排 除 ，因 为 我 们 假 定 ，一 切 商 品 ，因 而 也 包 括 劳 动 力 在 内 ， 
都 是 按 其 公 平 的 价 值 买 卖 的 。既 然 作 了 这 样 的 假 定 ，那 么 就 不 能 通  
过 把 工 人 的 工 资 压 低 到 他 的 劳 动 力 价 值 以 下 的 办 法 来 缩 短 维 持 工 人  
的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而 只 能 靠 减 少 这 个 价 值 本 身 来 缩 短 这 种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在 工 作 日 界 限 已 定 的 情 况 下 ，剩 余 劳 动 的 延 长 必 然 是 由 于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的 缩 短 ，而 不 是 相 反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的 缩 短 是 由 于 剩 余 劳  
动 的 延 长 。就 我 们 的 例 子 来 说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必 须 在 实 际 上 降 低  

必 要 劳 动 才 能 减 少 & • 从 10小 时 减 到 9 小 时 ，从 而 剩 余 劳 动 从 2 

小 时 延 长 到 3 小 时 。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降 低 & 的 前 提 是 ：同 量 的 生 活 资 料 ，从 前 用 10小 
时 生 产 出 来 ，现 在 只 需 要 用 9 小 时 就 能 生 产 出 来 。不 过 要 做 到 这 一  

点 .不 提 高 劳 动 生 产 力 是 不 可 能 的 。例 如 ，一 个 鞋 匠 使 用 y 定 的 手  
段 ，在 十 二 小 时 内 可 以 做 一 双 皮 靴 。 如 果 他 要 在 同 样 的 时 间 内 做 两  

双 皮 靴 ，他 的 劳 动 生 产 力 就 必 须 提 高 一 倍 。不 改 变 他 的 劳 动 资 料 或  
他 的 劳 动 方 法 .或 不 同 时 改 变 这 二 者 ，就 不 能 做 到 这 一 点 。因此生产  
条 件 必 须 发 生 革 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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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动 生 产 力 或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提 髙 ，我 们 在 这 里 一 般 是 指 劳 动 过  
程 中 的 这 样 一 种 变 化 ，这 种 变 化 能 缩 短 生 产 某 种 商 品 的 社 会 必 需 的  
时 间 ，从 而 使 较 小 量 的 劳 动 获 得 生 产 较 大 量 使 用 价 值 的 能 力 。(2)在 
研 究 由 于 延 长 劳 动 的 持 续 时 间 而 产 生 的 剩 余 价 值 时 ，我 们 曾 假 定  
生 产 方 式 是 既 定 的 。但 是 ，一 旦 问 题 涉 及 到 要 通 过 把 必 要 劳 动 转  
化 为 剩 余 劳 动 来 取 得 剩 余 价 值 ，资 本 就 不 能 只 满 足 于 单 纯 延 长 劳  
动 的 持 续 时 间 ，而 不 触 动 传 统 的 劳 动 过 程 。 相 反 ，这 时 它 需 要 改 造  
技 术 条 件 和 社 会 条 件 ，即 生 产 方 式 。它 只 有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才 能 提  
高 劳 动 生 产 率 ，因 此 降 低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从 而 缩 短 再 生 产 劳 动 力 价  
值 所 需 要 的 时 间 。

我 把 通 过 单 纯 延 长 工 作 日 而 生 产 的 剩 余 价 值 ，叫 做 绝 对 剩 余 价  
值 ;相 反 ，我 把 通 过 缩 短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相 应 地 改 变 工 作 日 的 两 个 组  
成 部 分 的 相 对 量 而 生 产 的 剩 余 价 值 ，叫 做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

要 使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降 低 .生 产 力 的 提 高 必 须 扩 展 到 这 样 一 些 产  
业 部 门 ，这 些 部 门 的 产 品 决 定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就 是 说 ，这 些 部 门 提 供  
的 或 者 是 维 持 工 人 生 活 所 必 要 的 商 品 ，或 者 是 这 些 商 品 的 生 产 资 料 。 
生 产 率 的 提 高 会 降 低 所 有 这 些 商 品 的 价 格 ，同 时 会 降 低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相 反 ，在 那 些 既 不 提 供 生 活 资 料 也 不 提 供 生 活 资 料 的 物 质 要 素  
的 产 业 部 门 里 ，生 产 率 的 提 高 丝 毫 也 不 会 影 响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

变 得 便 宜 的 商 品 只 是 按 照 该 商 品 在 劳 动 力 的 再 生 产 中 所 占 的  
比 例 ，降 低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例 如 ，衬 衫 是 一 种 必 要 生 活 资 料 ，但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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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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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卷 第 2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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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许 多 种 必 要 生 活 资 料 中 的 一 种 ■ ■ 这 种 商 品 变 得 便 宜 只 会 减 少 工  
人 用 在 这 种 特 殊 物 品 上 的 支 出 。但 是 必 要 生 活 资 料 的 总 和 是 由 各  
种 不 同 的 产 业 部 门 的 产 品 构 成 的 ，其 中 每 一 种 这 样 的 商 品 的 价 值  
作 为 一 个 相 应 部 分 进 入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而 劳 动 力 价 值 的 全 部 减 少  
是 由 所 有 这 些 特 殊 生 产 部 门 中 的 必 要 劳 动 的 缩 短 的 总 和 来 计 量  
的 。在 这 里 我 们 把 这 个 最 终 结 果 看 成 好 像 是 直 接 结 果 和 直 接 目  
的 。 当 一 个 资 本 家 提 高 劳 动 生 产 力 来 使 例 如 衬 衫 的 价 格 降 低 的 时  
候 ，他 决 不 是 必 然 抱 有 以 此 降 低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并 因 而 缩 短 工 作 曰  
中 工 人 为 自 己 劳 动 的 部 分 的 目 的 ;但 是 只 要 他 最 终 促 成 这 个 结 果 ， 
他 也 就 促 成 一 般 剩 余 价 值 率 的 提 高 。(3)必 须 把 资 本 的 一 般 的 、必 
然 的 趋 势 同 这 种 趋 势 的 表 现 形 式 区 别 开

我 们 在 这 里 不 考 察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内 在 趋 势 怎 样 表 现 为 个 别 资  
本 的 运 动 ，怎 样 作 为 竞 争 的 强 制 规 律 发 生 作 用 ，从 而 怎 样 迫 使 资 本 家  
把 它 当 做 自 己 行 动 的 动 机 。

实 际 上 ，对 资 本 的 内 在 本 性 的 分 析 是 对 竞 争 进 行 科 学 分 析 的 前  
提 。同 样 ，只 有 认 识 天 体 的 实 际 运 动 的 人 ，才 能 了 解 天 体 的 表 面 上 的  
运 动 。但 是 ，为 了 更 好 地 理 解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的 生 产 ，我 们 根 据 我 们 在  
研 究 过 程 中 已 经 取 得 的 结 果 ，要 作 如 下 的 说 明 》

假 定 在 通 常 的 劳 动 条 件 下 ，在 十 二 小 时 工 作 日 内 制 造 价 值 为 12 
先 令 的 12件 商 品 (任 何 种 类 的 商 品 ）。再 假 定 这 12先令 价值 的 一 半  
来 自 12小 时 劳 动 . 而 另 一 半 价 值 来 自 12小 时 劳 动 所 消 耗 的 生 产 资  
料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每 件 商 品 花 费 1 先 令 或 12便 士 ，即 6 便 士 是 原

(3) “如 果 工 厂 主 通 过 机 器 的 改 良 使 他 的 产 品 增 加 一 倍 …… 他 (最 终 ）会  
获 利 . 不 过 是 由 于 他 可 以 使 工 人 的 衣 着 更 便 宜 … … 从 而 使 工 人 在 总 产 品 中 所  
得 的 份 额 11小 。”(拉 姆 赛 《论 财 富 的 分 配 》1836年 爱 丁 堡 版 第 ]6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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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的 价 值 ，6 便 士 是 劳 动 追 加 的 价 值 。现 在 假 定 有 一 个 资 本 家 由 于  
采 用 新 的 生 产 方 法 使 劳 动 生 产 率 提 高 一 倍 . 因 而 在 12小 时 中 生 产  
2 4件 。在 生 产 资 料 的 价 值 不 变 的 情 况 下 ，每 件 商 品 的 价 格 就 会 降 低  
到 9 便 士 ，即 6 便 士 是 原 料 的 价 值 , 3 便 士 是 付 给 最 后 的 劳 动 的 加 工  
费 。生 产 力 虽 然 提 高 一 倍 ，一 个 工 作 日 仍 然 只 创 造 6 先 令 价 值 ，不过  
这 6 先 令 价 值 现 在 分 散 在 增 加 了 一 倍 的 产 品 上 。因此分摊 在每件产  
品 上 的 不 是 而 只 是 &，不 是 6 便 士 ，而 是 3 便 士 。在 生 产 资 料 转  

化 为 产 品 时 ，加 到 生 产 资 料 上 的 ，不 是 一 个 劳 动 小 时 ，而 只 是 半 个 劳  
动 小 时 。因 此 ，每 一 件 在 这 种 特 殊 条 件 下 生 产 出 来 的 商 品 的 个 別 价  
值 低 于 它 的 社 会 价 值 ，就 是 说 . 这 个 商 品 所 花 费 的 劳 动 .少 于 在 社 会  
平 均 条 件 下 生 产 的 大 宗 同 类 商 品 所 花 费 的 劳 动 。每 件 商品 平 均 花 费  
1 先 令 ，或 者 说 .代 表 2 小 时 社 会 劳 动 ；由 于 采 用 新 的 生 产 方 法 ，它 只 
花 费 9 便 士 .或 者 说 ，只 包 含 l j 个 劳 动 小 时 。

但 是 商 品 的 价 值 不 是 它 的 个 別 价 值 ，而 是 它 的 社 会 价 值 ，但它 的 
社 会 价 值 不 是 由 它 在 个 别 场 合 所 花 费 的 劳 动 时 间 ，而 是 由 它 平 均 耗  
费 的 劳 动 时 间 来 决 定 的 。 因 此 .如 果 采 用 新 方 法 的 资 本 家 按 这 个 商  
品 的 社 会 价 值 一 先 令 出 售 ，那 么 他 的 商 品 的 售 价 就 超 出 它 的 个 别 价  
值 3 便 士 ，这 样 ，他 就 实 现 了  3 便 士 的 超 额 剩 余 价 值 。但 是 另 一 方  
面 ，一个 十 二 小 时 工 作 日 现 在 给 他 提 供 的 产 品 比 以 前 多 一 倍 。因 此 , 

要 卖 掉 这 些 产 品 ，他 k 需 要 有 加 倍 的 销 路 或 大 一 倍 的 市 场 。在其他 
条 件 相 同 的 情 况 下 ，他 的 商 品 只 有 降 低 价 格 .才 能 在 市 场 上 获 得 较 大  
的 销 路 。因 此 资 本 家 要 高 于 商 品 的 个 别 价 值 但 又 低 于 它 的 社 会 价 值  
来 出 售 商 品 ，例 如 一 件 商 品 卖 10便 士 。这 样 ，他 从 每 件 产 品 上 仍 然  
赚 得 1 便 士 的 超 额 剩 余 价 值 。他 赚 到 了 这 笔 利 润 ，不 管 他 的 商 品 是  
不 是 属 于 决 定 劳 动 力 价 值 的 必 要 生 活 资 料 的 范 围 。 因 此 .尽 管 有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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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情 况 .每 个 资 本 家 还 是 在 其 利 益 的 驱 使 下 提 高 劳 动 生 产 力 来 降 低  
商 品 的 价 格 。

然 而 ，甚 至 在 这 种 场 合 ，剩 余 价 值 的 增 加 也 是 靠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的  
缩 短 和 剩 余 劳 动 的 相 应 延 长 。(4)假 定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是 1〇小时 ，或者 
说 ，劳 动 力 的 日 价 值 是 5 先 令 ;剩 余 劳 动 是 2 小 盼 ，每日生产 的 剩 余 价  
值 是 1先 令 。但 我 们 的 资 本 家 现 在 是 生 产 24件 ，每 件 卖 10便 士 ，或者 

说 ，一 共 卖 20先 令 。因 为 他 在 生 产 资 料 上 花 费 12先 令 ，所 以 14|■件 
只 是 补 偿 预 付 的 不 变 资 本 。 因 此 ，1 2 小 时 劳 动 表 现 为 其 余 的  
件 ，其 中 6 件 代 表 必 要 劳 动 ，3|■件 代 表 剩 余 劳 动 。必 要 劳 动 和 剩 ^  

劳 动 之 比 在 社 会 平 均 条 件 下 是 5 :1，而 现 在 是 5 :3。

用 下 列 方 法 也 可 以 得 到 同 样 结 果 。一 个 十 二 小 时 工 作 日 的 产 品  
价 值 对 我 们 的 资 本 家 来 说 是 2 0先 令 。其 中 12先令属 于只是再现 自  
己 价 值 的 生 产 资 料 „ 因 此 ，剩 下 的 8 先 令 是 12小 时 内 生 产 的 新 价 值  
的 货 币 表 现 . 而 这 个 劳 动 量 在 平 均 条 件 下 只 表 现 为 6 先 令 。生产 力  

特 别 高 的 劳 动 被 看 做 是 复 杂 劳 动 ，或 者 说 ，在 一 定 时 间 内 ，它 所 创 造  
的 价 值 比 同 种 社 会 平 均 劳 动 要 多 。但 是 我 们 的 资 本 家 仍 然 用 5 先令 

支 付 劳 动 力 的 H价 值 ，而 这 个 劳 动 力 的 再 生 产 现 在 只 花 费 工 人  
小 时 ，IÛ7不 是 10小 时 ，因 而 剩 余 劳 动 就 增 加 了  2*̂ ■小 时 ，剩 余 价 值 Ä  

从 1 先 令 增 加 到 3 先 令 。

吋 见 ，采 用 改 良 的 生 产 方 式 的 资 本 家 .比 他 的 竞 争 者 在 工 人 的 工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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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 动 本 身 的 支 配 在 他 的 工 人 的 T 资 不 变 的 情 况 下 ，如 果 他 能 以 较 高 的  

价 格 出 侉 他 的 商 品 ，显 然 他 就 会 从 中 获 得 利 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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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ÉI己 了 。”([ 约 • 卡  
泽 U?夫 ]«政 治 经 济 学 大 纲 》丨832年 伦 敦 版 第 49、5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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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日 中 占 有 更 大 的 部 分 作 为 剩 余 劳 动 。他 为 自 己 个 人 所 做 的 ，就是 
资 本 在 生 产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时 大 规 模 地 普 遍 地 所 做 的 。但 是 另 一 方  
面 . 当 新 的 生 产 方 式 被 普 遍 采 用 ，因 而 比较 便 宜 地 生 产 出 来 的 商 品 的  

个 别 价 值 和 它 的 社 会 价 值 之 间 的 差 额 消 失 的 时 候 .这 个 超 额 剩 余 价  
值 也 就 消 失 。

价 值 由 劳 动 时 间 决 定 这 种 情 况 会 使 采 用 新 方 法 的 资 本 家 感 觉 到  
这 是 一 个 规 律 ，因 为 它 迫 使 他 低 于 商 品 的 社 会 价 值 来 出 售 自 己 的 商  
品 ; 这 种 情 况 又 会 使 资 本 家 的 竞 争 者 感 到 这 是 一 个 竞 争 的 强 制 规 律 ， 

因 为 它 迫 使 这 些 竞 争 者 采 用 新 的 生 产 方 式 。 因 此 .只 有 当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提 高 使 属 于 生 活 资 料 即 构 成 劳 动 力 价 值 要 素 的 那 些 商 品 的 价  
格 下 降 时 ，一般 剩 余 价 值 率 才 会 最 终 受 到 影 响 。

商 品 的 价 值 与 生 产 出 商 品 的 劳 动 生 产 率 成 反 比 。劳 动 力的价值  
也 是 这 样 ，因 为 它 是 由 商 品 价 值 决 定 的 。相 反 ，相 对 剩余价值 与 劳 动  
生 产 率 成 正 比 。它 随 着 劳 动 生 产 率 提 高 而 提 高 ，随 着 劳 动 生 产 率 降  
低 而 降 低 。在 货 币 价 值 不 变 的 情 况 下 ，一 个 界 限 已 定 的 社 会 平 均 工  
作 日 总 是 生 产 相 同 的 价 值 .而 这 个 价 值 在 货 币 价 值 不 变 的 情 况 下 始  
终 表 现 为 同 一 价 格 ，例 如 6 先 令 ，不 管 这 个 价 值 额 按 何 种 比 例 分 割 为  

工 资 和 剩 余 价 值 。但 是 ，如 果 由 于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提 高 ，必要生活资 料  
便 宜 了 ，那 么 劳 动 力 的 日 价 值 就 会 下 降 . 例 如 从 5 先 令 下 降 到 3 先 5

(5) “如 果 我 的 邻 人 以 少 量 的 劳 动 生 产 出 许 多 的 东 西 ，从 而 能 卖 得 便 宜 , 
那 我 也 就 必 须 设 法 和 他 卖 得 一 样 便 宜 „ 所 以 每 一 种 能 用 较 少 人 手 的 劳 动 ，从 而  
用 较 低 的 费 用 就 可 以 进 行 工 作 的 技 艺 、交 易 手 段 、机 器 ，都 会 在 别 人 身 上 引 起 一  
种 强 制 和 竞 争 ，使 他 们 或 者 也 采 用 同 样 的 技 艺 、交 易 手 段 、机 器 ,或 者 去 发 明 类  
似 的 东 西 . 这 样 ，大 家 都 会 处 于 同 等 的 地 位 • 谁 也 不 能 比 邻 人 卖 得 便 宜 。”(《东 印  
度 贸 易 对 英 国 的 利 益 》l t2 0 年 伦 敦 版 第 6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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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剩 余 价 值 就 增 加 2 先 令 。再 生 产 出 劳 动 力 ，起 初 需 要 每 天 1 0小 
时 ，现 在 只 需 要 6 小 时 。有 4 个 小 时 空 了 出 来 ，可以 并 入 剩 余 劳 动 的  

范 围 。因 此 ，资 本 的 不 断 倾 向 和 趋 势 是 提 高 劳 动 生 产 力 来 降 低 商 品  
的 价 格 并 从 而 降 低 劳 动 者 的 价 格 。 (6) *

商 品 的 绝 对 价 值 本 身 ，就 其 自 身 来 考 察 ，是 资 本 家 所 不 关 心 的 。 
他 关 心 的 只 是 商 品 所 包 含 的 、在 出 售 时 可 以 实 现 的 剩 余 价 值 。剩 余  
价 值 的 实 现 包 含 着 预 付 价 值 的 补 偿 。因 为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的 增 加 和 劳  
动 生 产 力 的 发 展 成 正 比 ，而 商 品 价 值 和 同 一 发 展 成 反 比 ，也 就 是 说 ， 
因 为 同 一 过 程 使 商 品 价 格 下 降 ，并 使 商 品 中 包 含 的 剩 余 价 值 提 高 ，所 
以 这 就 解 开 了 长 时 期 以 来 的 一 个 谜 ;人 们 不 必 再 问 ，为 什 么 一心想着 
交 换 价 值 的 资 本 家 不 断 地 力 求 降 低 交 换 价 值 。

这 也 就 是 政 治 经 济 学 奠 基 人 之 一 魁 奈 医 生 用 来 为 难 他 的 论 敌 、 
而 后 者 至 今 还 没 有 回 答 的 那 个 矛 盾 。魁 奈 说 ：

“你 们 认 为 ，在 手 工 、丨k者 的 产 品 的 制 造 中 . 只 要 不 损 害 生 产 . 越 能 节 省 费  
用 或 昂 贵 的 劳 动 ，这 种 节 省 就 越 有 利 . 因 为 这 会 降 低 产 品 的 价 格 。 但 是 . 你  
们 又 认 为 ，由 手 工 业 者 的 劳 动 创 造 的 财 富 的 生 产 ，在 于 增 大 他 们 产 品 的 交 换  
价 值 ， 僧

(6 ) " 如 果 同 时 取 消 对 丨 :业 的 限 制 ，劳 动 者 的 开 支 按 怎 样 的 比 例 减 少 ，他  
的 T:资 就 会 按 怎 样 的 比 例 减 少 《论 取 消 谷 物 出 口 奖 励 金 》1753年 伦 敦 版 第 7 
页 )••商 、丨卩.的 利 益 要 求 谷 物 和 !-*切 食 品 尽 可 能 便 宜 ;凡 是 会 使 谷 物 和 食 品 昂 贵 的  
事 ,必 然 也 会 使 劳 动 昂 贵 …… 凡 工 业 不 受 限 制 的 国 家 , 生 活 资 料 的 价 格 必 然  
影 响 劳 动 的 价 格 。 如 果 少 活 必 需 品 便 宜 了 ，劳 动 的 价 格 必 定 下 降 ， （同 上 ，第 3 
页 )“随 着 生 产 力 的 提 高 • r.资 按 同 一 比 例 下 降 虽 然 机 器 使 生 活 必 需 品 便 宜  
了 .何 是 也 使 劳 动 者 便 宜 了 (《一 篇 比 较 竞 争 和 合 作 的 利 弊 的 得 奖 论 文 》1834 
年 伦 敦 版 第 2 7 页 )_

( 7 ) 魁 奈 《关 于 商 业 和 T .丨:、丨卩.者 劳 动 的 问 答 》第 丨 88、189页 （德 尔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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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见 ，在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中 ，通 过 发 展 生 产 力 来 节 约 劳 动 (8>，目的 
绝 不 是 为 了 缩 短 工 作 日 。它 的 目 的 只 是 为 了 减 少 生 产 一 定 量 商 品 所  
必 要 的 劳 动 。尽 管 工 人 由 于 他 的 增 大 的 劳 动 生 产 率 例 如 在 一 小 时 内  
会 生 产 出 等 于 过 去 10倍 的 商 品 ，换 句 话 说 ，他 在 每 件 商 品 上 花 费 的  
劳 动 时 间 只 是 过 去 的 但 这 丝 毫 也 不 会 阻 止 继 续 让 他 劳 动 1 2小 
时 ，并 且 在 12小 时 内 生 产 1 200件 商 品 ，而 不 是 以 前 的 120件 商 品 ， 
或 者 甚 至 把 他 的 工 作 日 延 长 到 18小 时 ，让 他 生 产 1 800件 商 品 。因 

此 ，在 造 诣 颇 深 的 麦 克 库 洛 赫 、西 尼 耳 这 一 类 的 经 济 学 家 的 著 作 中 ， 
在 这 一 页 可 以 读 到 ，工 人 应 当 无 限 感 谢 资 本 ，因为 资 本 通 过 发 展 生 产  
力 缩 短 了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在 下 一 页 接 着 就 会 读 到 ，工人为 了 表 示 这 种  
感 谢 , 以 后 必 须 劳 动 15小 时 ，以 代 替 原 来 的 10小 时 。

在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中 ，发 展 劳 动 生 产 力 的 H 的 ，是为 了缩 短 工 人 必  
须 为 自 己 劳 动 的 工 作 日 部 分 ，以 此 来 延 长 工 人 能 够 无 偿 地 为 资 本 家  
劳 动 的 工 作 日 的 另 一 部 分 。在 商 品 价 格 没 有 降 低 的 情 况 下 ，在一定 
的 场 合 也 可 以 达 到 这 个 结 果 ，我 们 在 下 面 考 察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的 各 种  
特 殊 的 生 产 方 法 时 .就 可 以 看 到 。 8

(8) “这 些 投 机 家 非 常 节 约 他 们 必 须 支 付 报 酬 的 工 人 劳 动 。”(J.N.比 多 《大  
生 产 工 具 引 起 的 工 业 技 术 和 商 业 中 的 垄 断 》1828.年 巴 黎 版 第 13页 )“企 业 主 总  

是 会 绞 尽 脑 汁 节 省 时 间 和 劳 动 „”(《杜 格 尔 德 • 斯 图 亚 特 全 集 》，威 • 汉 密 尔 顿  
爵 土 编 ，1855年 爱 丁 堡 版 第 8卷 《政 治 经 济 学 讲 义 》第 318页 )“资 本 家 所 关 心 的  

是 劳 动 者 的 生 产 力 提 高 到 最 大 的 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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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手 段 上 。”(理 • 琼 斯 《国 民 政 治 经 济 学 教 程 》1852年 赫  
特 福 德 版 第 3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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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实 际 上 只 是 在 一 个 工 场 主 同 时 雇 用 人 数 较 多 的 工  
人 ，在 大 规 模 进 行 的 劳 动 过 程 为 了 销 售 自 己 的 产 品 要 求 有 广 阔 的 市  
场 的 时 候 才 开 始 的 。许 多 工 人 在 同 一 时 间 、同 一 资 本 指 挥 下 在 同 一  
空 间 ( 或 者 说 同 一 劳 动 场 所 ），为 了 生 产 同 种 商 品 而 工 作 ，这 就 是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历 史 起 点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在 其 初 期 ，除了同 
时 雇 用 的 工 人 人 数 很 多 而 外 ，和 中 世 纪 的 行 会 手 工 业 几 乎 没 有 什 么  
区 别 。行 会 师 傅 的 作 坊 只 是 扩 大 了 规 模 。这 种 区 别 在 开 始 时 纯 粹 是  
量 的 IX别 。

雇 用 的 工 人 人 数 丝 毫 不 会 改 变 剥 削 程 度 ，即 一 定 的 资 本 所 带 来  
的 剩 余 价 值 率 。那 些 会 影 响 生 产 方 式 的 进 一 步 的 变 化 ，看 来 不 会 影  
响 作 为 价 值 创 造 者 的 劳 动 。这 是 由 价 值 的 性 质 得 出 来 的 。如果一个  
h二 小 时 工 作 日 实 现 为 6 先 令 ，那 么 1 0 0 个 工 作 日 就 实 现 为 6 先 

令 X 100;起 初 产 品 体 现 了  1 2 个 劳 动 小 时 ，现 在 则 体 现 了  1 2 0 0 个 劳  

动 小 吋 。因 此 ，1〇 ()个 工 人 在 单 独 劳 动 时 所 生 产 的 价 值 同 集 合 在 同  

— 资 本 的 指 挥 下 生 产 出 来 的 价 值 相 等 。
不 过 ，在一，定 限 度 内 还 是 会 发 生 变 化 。实 现 为 价 值 的 劳 动 ，是社 

会 平 均 性 质 的 劳 动 •也 就 是 平 均 劳 动 力 的 表 现 。但 是 ,只有同名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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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之 间 才 有 平 均 量 。在 每 个 产 业 部 门 ，个 别 工 人 ，彼 得 或 保 罗 ，都同 
平 均 工 人 多 少 相 偏 离 。这 些 个 人 偏 离 或 者 数 学 t 人 们 所 说 的 误 差 ， 
只 要 把 大 量 的 工 人 放 在 一 起 计 算 就 会 互 相 抵 消 ，归 于 消 失 。著名的 
诡 辩 家 和 献 媚 者 埃 德 蒙 • 伯 克 甚 至 根 据 他 当 租 地 农 场 主 的 经 验 也 懂  
得 . 只 要 有 五 个 雇 农 “这 样 小 的 队 伍 ”，劳 动 的 所 有 个 人 差 别 就 会 消  
失 ，因 此 任 意 五 个 成 年 英 国 雇 农 在 一 起 .和 其 他 任 何 五 个 英 国 雇 农 一  
样 ，可 以 在 一 定 的 时 间 内 完 成 同 样 多 的 劳 动 。(9)不 管 这 种 看 法 是 否  
确 切 ，只 要 同 时 雇 用 的 工 人 达 到 相 当 多 的 人 数 .他 们 的 工 作 日 就 是 社  
会 工 作 日 ，也 就 是 平 均 工 作 日 》假 定 每 天 劳 动 持 续 12小 时 。这 样 . 

12个 工 人 每 天 劳 动 144小 时 ，虽 然 这 12个 工 人 中 每 个 人 的 劳 动 都  

多 少 偏 离 平 均 劳 动 ，因 而 做 同 一 件 工 作 所 需 的 时 间 有 多 有 少 ，但是他 
们 的 总 计 为 144小 时 的 集 体 工 作 日 都 具 有 社 会 平 均 性 质 。但 是 ，对  
于 雇 用 12 个 工 人 的 资 本 家 来 说 ，工 作 日 是 144小 时 ,每 个 工 人 的 个  
人 工 作 日 只 被 看 做 是 这 个 集 体 工 作 日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 这 12个 工人 

是 在 一 个 集 体 产 品 上 协 作 ，或 者 只 是 并 列 地 完 成 同 一 件 工 作 ,这 是无 
关 紧 要 的 。但 是 ，如 果 情 况 与 此 相 反 ，这 12 个 工 人 分 散 为 6 个 小 业  

主 雇 用 ，那 么 每 个 业 主 能 否 从 他 的 两 个 工 人 身 上 取 得 同 一 价 值 ，从 而 
实 现 一 般 剩 余 价 值 率 ，就 纯 粹 是 偶 然 的 r 。这 里 就 会 出 现 偏 离 。 如

(9) “毫 无 疑 问 ，由 ¥ 体 力 、技 巧 和 勤 劳 的 盖 别 ,一 个 人 的 劳 动 价 值 同 另 • 
个 人 的 劳 动 价 值 有 很 大 的 差 别 》 但 是 根 据 我 的 仔 细 观 察 . 我 完 仝 可 以 肯 定 . 任  
何 五 个 人 共 同 提 供 的 劳 动 s :和 我 所 说 的 那 种 年 龄 的 其 他 五 个 人 所 提 供 的 劳 动  
量 是 相 等 的 。 这 就 是 说 .在 这 五 个 人 中 一 人 具 备 优 等 工 人 的 一 切 特 质 ，一 人 是  
劣 等 工 人 .其 他 三 人 是 中 等 ，在 优 等 工 人 或 劣 等 工 人 之 间 „ 所 以 ，即 使 在 五 t 人 

这 样 小 的 队 伍 中 ，也 能 发 现 任 何 s 个 人 所 能 提 供 的 全 部 总 a 。”(埃 • 伯 克 《关 于  
贫 闲 的 意 见 和 详 情 》1800年 伦 敦 版 第 l f i 页 ) 还 可 参 看 凯 特 勒 关 于 平 均 的 个 人 的  

言 论 。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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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一 个 工 人 生 产 一 种 物 品 所 花 费 的 时 间 显 著 地 超 出 社 会 必 需 的 时  
间 ，因 而 他 的 个 人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显 著 地 偏 离 平 均 劳 动 时 间 ，那 么 ，他 
的 劳 动 就 不 能 当 做 平 均 劳 动 ，他 的 劳 动 力 就 不 能 当 做 平 均 劳 动 力 ;这  
样 的 劳 动 力 就 会 低 于 正 常 价 格 出 售 ，或 者 根 本 卖 不 出 去 。

因 此 要 有 一 定 的 最 低 限 度 的 劳 动 熟 练 程 度 '作 为 前 提 ，以后我们  
会 看 到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是 知 道 如 何 衡 量 这 个 最 低 限 度 的 劳 动 熟 练 程  
度 的 。不 过 这 个 最 低 限 度 会 偏 离 平 均 水 平 ，虽 然 劳 动 力 必 须 按 平 均  
价 值 支 付 。因 此 •在 6 个 小 业 主 中 间 ，有 人 赚 到 的 会 高 于 一 般 剩 余 价  
值 率 . 有 人 赚 到 的 会 低 于 - •般 剩 余 价 值 率 。这 些 差 别 就 整 个 社 会 来  
说 会 互 相 抵 消 ，但 是 就 单 个 小 业 主 来 说 却 不 是 这 样 。因 此 ，价值 生产  
的 规 律 只 有 对 集 体 地 使 用 许 多 工 人 ，从 而 推 动 社 会 平 均 劳 动 的 资 本  
家 来 说 .才 会 得 到 充 分 的 实 现 。 (lü)

即 使 操 作 方 法 不 变 ，使 用 多 数 的 人 员 也 会 在 劳 动 的 物 质 条 件 上  
引 起 革 命 。厂 房 、储 藏 原 料 和 处 在 加 工 过 程 中 的 商 品 的 仓 库 、工 具 、 
各 种 装 置 •总 之 ，生 产 资 料 ，现 在 是 同 时 为 许 多 工 人 提 供 服 务 :它 们 是  
被 共 同 使 用 的 》它 们 的 交 换 价 值 之 所 以 提 高 ，并 不 是 因 为 它 们 提 供  
的 有 用 服 务 更 多 ，而 是 因 为 它 们 有 了 更 大 的 规 模 。2 0 个 织 布 工 人 用  
2〇 台 织 机 劳 动 的 房 间 ，必 然 比 一 个 织 布 者 带 两 个 帮 工 做 工 的 房 间 大  
得 多 。但 是 ，为 20 个 织 工 建 造 10座 各 容 纳 两 个 人 的 作 坊 要 比 建 造  
一 座 容 纳 2 0 个 人 共 同 劳 动 的 作 坊 花 费 更 多 的 费 用 。大 量 积 聚 的 并  

且 共 同 使 用 的 生 产 资 料 的 价 值 ，一般 地 说 ，不 会 和 这 些 生 产 资 料 的 规  
模 及 其 有 用 效 果 成 比 例 地 增 加 。共 同 使 用 的 生 产 资 料 的 价 值 比 它 们  *

( |〇) 罗 H 尔 教 授 先 生 发 现 了 , 教 授 夫 人 雇 用 的 一 个 女 裁 缝 两 天 内 提 供 的  
劳 动 . 比 她 雇 用 的 两 个 女 裁 缝 一 天 内 提 供 的 劳 动 要 多 „ 2«>6这 位 教 授 先 生 不 应 该  
在 婴 儿 室 和 /|:没 有 主 要 人 物 - 一 资 本 家 的 情 况 下 观 察 资 本 主 义 的 生 产 过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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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代 替 的 分 散 的 生 产 资 料 的 价 值 小 ，而 且 分 配 在 一 个 相 对 来 说 更 大  
的 产 品 量 上 。因 此 ，不 变 资 本 的 一 个 要 素 减 少 了 ，因而它 转 移到商品 
上 的 价 值 部 分 也 减 少 了 。 其 结 果同 人 们 用 花 费 较 少 的 方 法 生 产 出 生  
产 资 料 一 样 。生 产 资 料 使 用 方 面 的 这 种 节 约 ，只 是 由 于 共 同 消 费 它  
们 。 即 使 集 合 的 工 人 并 不 是 协 作 完 成 同 一 件 工 作 .而 是 在 同 一 作 坊  
内 并 列 地 操 作 ，这 种 生 产 资 料 也 获 得 了 使 它 们 与 分 散 的 并 且 相 对 地  
说 花 费 大 的 生 产 资 料 不 同 的 社 会 劳 动 条 件 的 性 质 。 因 此 .劳 动 的 物  
质 资 料 在 劳 动 本 身 之 前 获 得 了 社 会 性 质 。

生 产 资 料 的 节 约 要 从 两 方 面 去 考 察 „ 一 方 面 ，它 使 商 品 的 价 格  
下 降 ，从 而 使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下 降 。另 一 方 面 ，它 改 变 剩 余 价 值 同 预 付  
资 本 ，也 就 是 同 资 本 的 不 变 组 成 部 分 和 可 变 组 成 部 分 的 价 值 总 额 之  
间 的 比 例 》后 一 点 要 到 本 书 第 三 册 207才 来 探 讨 „ 分 析 的 进 程 要 求  
把 我 们 的 对 象 这 样 分 割 开 来 ，而 这 种 分 割 也 是 符 合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精 神 的 „ 因 为 在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中 .劳 动 条 件 表 现 为 与 劳 动 者 相 独 立  
的 东 西 .所 以 劳 动 条 件 的 节 约 也 表 现 为 一 种 与 劳 动 者 无 关 、因而与 提 
高 劳 动 者 的 个 人 生 产 率 的 方 法 完 全 不 同 的 东 西 。

当 许 多 劳 动 者 在 同 一 生 产 过 程 中 ，或 在 不 同 的 但 互 相 联 系 的 生  
产 过 程 中 . 为 了 共 同 的 目 的 而 一 起 劳 动 时 .他 们 的 劳 动 就 采 取 了 协  
作 (川 的 形 式 。

—个 骑 兵 连 的 进 攻 力 量 或 一 个 步 兵 团 的 抵 抗 力 量 • 与 每 个 骑 兵  
或 每 个 步 兵 分 散 展 开 的 力 量 的 总 和 有 本 质 的 差 别 . 同 样 ，分散的工人 
的 机 械 力 量 的 总 和 .与 这 些 工 人 同 时 共 同 完 成 同 一 不 可 分 割 的 操 作  11 *

(11) “Concours de forces”[“ 协 力 ”] 。 （德 斯 杜 特 • 德 • 特 拉 西 《论 意 志 及
其 作 用 》1826年 巴 黎 版 第 8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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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如 升 高 重 物 、转 绞 车 、清 除 障 碍 物 等 )所 发 挥 的 机 械 力 量 有 本 质 的  
差 别 。(12)在 这 些 场 合 ，共 同 劳 动 的 结 果 是 个 人 劳 动 不 可 能 达 到 的 ， 
或 者 只 是 在 很 长 的 时 间 或 只 能 在 很 小 的 规 模 上 达 到 。这 里 的 问 题 不  
仅 是 提 高 个 人 生 产 力 ，而 且 是 通 过 协 作 创 造 了 一 种 只 是 作 为 集 体 力  
执 行 职 能 的 新 生 产 力 。 U3> '

且 不 说 由 于 许 多 力 量 融 合 为 一 个 总 的 力 量 而 产 生 的 新 力 量 。在 
大 多 数 生 产 劳 动 中 ，单 是 社 会 接 触 就 会 引 起 竞 争 心 和 精 力 振 奋 ，从 而 
提 高 每 个 人 的 个 人 工 作 效 率 。因 此 .12.个 人 在 一 个 144小 时 的 结 合  
工 作 日 中 提 供 的 总 产 品 ，比 12个 单 干 的 工 人 每 人 劳 动 12小 时 或 者  
一 个 工 人 连 续 劳 动 12天 所 提 供 的 总 产 品 要 多 得 多 这 是 因 为 人  

即 使 不 像 亚 里 士 多 德 所 说 的 那 样 ，天 生 是 政 治 动 物 ，无 论 如 何 也 天 生  * 14

U2) “有 许 多 工 作 作 常 简 单 ，不 能 分 割 开 来 . 没 有 许 多 人 手 的 协 作 就 不 能  

完 成 》 例 如 .把 一 根 大 树 干 抬 到 车 上 …… 总 之 ，凡 是 许 多 人 手 不 同 时 在 同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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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韦 克  
菲 尔 德 《略 论 殖 民 艺 术 》18.49年 伦 敦 版 第 168页 ）

(.13) “1 吨 重 的 东 西 ，1 个 人 举 不 来 ，1 0 个 人 必 须 竭 尽 全 力 才 能 举 起 来 . 
而 100个 人 只 要 每 个 人 用 1 个 小 指 头 的 力 量 就 能 举 起 来 。”（约 翰 • 贝 勒 斯 《关  
于 创 办 一 所 劳 动 学 院 的 建 议 》 1696年 伦 敦 版 第 2 1 页 ）

(14) “这 时 候 ( 当 伺 样 数 量 的 劳 动 者 由 一 个 租 地 农 场 主 用 在 300英 亩 土 地  

上 ，而 不 是 由 10个 租 地 农 场 主 各 用 在 :扣 英 亩 土 地 . t的 时 候 ）也 会 因 工 人 的 相  
对 人 数 较 多 而 具 有 优 越 性 。 除 了 有 实 际 经 验 的 人 ，这 种 优 越 性 是 不 容 易 被 认 识  
到 的 人 们 自 然 会 说 等 于 3:12;但 实 际 情 况 却 并 非 如 此 ，因 为 在 收 获 吋 期  

和 许 多 其 他 类 似 的 紧 急 工 作 上 ，如 果 同 时 使 用 许 多 人 手 ，工 作 就 会 做 得 更 好 更  
快 《 例 如 ，在 收 获 工 作 上 , 2 人 赶 车 , 2 人 装 车 , 2 人 传 送 ，2 人 使 耙 ，其 余 的 人 安  

排 在 禾 堆 h 或 谷 仓 内 ，他 们 一 起 干 完 的 活 要 比 同 样 多 的 人 分 散 在 各 个 农 场 里 所  
干 完 的 活 多 一 倍 ( [ 约 • 阿 巴 思 诺 特 ]，《当 前 粮 食 价 格 和 农 场 面 积 相 互 关 系 的  
研 究 》，一 个 租 地 农 场 主 著 .1773年 伦 敦 版 第 7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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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社 会 动 物 (15)。
尽 管 许 多 工 人 同 时 协 同 完 成 同 一 工 作 ，但 是 每 个 人 的 个 人 劳 动 ， 

作 为 集 体 劳 动 的 一 部 分 ，仍 可 以 代 表 劳 动 过 程 本 身 的 不 同 阶 段 。 由 
于 协 作 ，各 个 阶 段 的 进 程 加 快 了 。例 如 瓦 匠 站 成 一 排 ，把砖 从 脚 手 架  
的 下 面 传 到 上 面 ，虽 然 每 个 人 都 做 N —件 事 情 ，但 是 这 些 单 个 操 作 构  
成 一 个 总 操 作 的 连 续 部 分 ，成 为 每 块 砖 必 须 通 过 的 不 M阶 段 ■•闪 此 ， 
集 体 劳 动 者 例 如 用 2 4 只 手 传 砖 ，比 单 个 劳 动 者 每 人 都用 两 只 手 搬 着  

砖 上 下 脚 手 架 要 快 „( 16)因 此 ，劳 动 对 象 经 过 一 定 空 间 的 时 间 缩  
短 了 。

只 要 协 作 者 同 时 从 各 个 方 面 在 他 们 的 劳 动 对 象 上 工 作 ，那么 尽  
管 他 们 做 的 是 同 一 或 同 种 工 作 ，那 也 会 发 生 劳 动 的 结 合 。如果结 合  
工 作 H 为 144个 劳 动 小 时 的 12 个 瓦 工 在 一 座 建 筑 物 的 不 同 方 面 M 

时 进 行 工 作 ，那 么 ，他 们 的 工 程 的 速 度 就 会 比 一 个 瓦 工 干 1 2天或干 
144个 劳 动 小 时 快 得 多 。因 为 集 体 劳 动 者 前 前 后 后 都 有 眼 睛 和 手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是 全 能 的 。这 样 ，产 品 被 空 间 分 开 的 各 个 不 同 部 分 会  
在 同 时 间 内 完 成 。

我丨 门 所提到的只是互相补 充的工人做同一或 N 种 工 作 的 场 合 。 

这 是 最 简 单 的 协 作 形 式 ，但 会 作 为 要 素 再 现 在 最 发 达 的 形 式 中 。
如 果 劳 动 过 程 是 复 杂 的 . 只 要 有 大 量 的 协 作 者 . 就 可 以 把 不 N 的 

操 作 分 给 不 同 的 人 41:他 们 同 时 进 行 这 些 操 作 ，这 样 ，就 可 以 缩 短 制

( 1 3 ) 确 切 地 说 . 亚 里 士 多 德 所 下 的 定 义 是 ：人 天 生 足 • I f ï民 • 即 城 市 的 居  

民 2(̂ 这 个 定 义 标 志 着 古 典 占 代 的 特 征 . 正 如 富 兰 克 林 所 说 的 “ 人 天 生 是 工 Ä  
的 制 造 者 "这 一 定 义 标 志 着 美 国 人 的 特 征 一 样 。

( 1 6 ) 弗 • 斯 卡 尔 培 克 《社 会 财 富 的 理 论 》1839年 巴 黎 第 2 版 第 I 卷 第 97、 

98_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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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产 品 所 必 要 的 时 间 。 (17)

在 许 多 生 产 部 门 都 有 特 定 的 时 间 ，即 紧 急 时 期 ，在 这 些 时 期 内 必  
须 取 得 如 期 的 结 果 。例 如 剪 一 群 羊 的 羊 毛 或 收 割 谷 物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产 品 的 数 量 和 质 量 取 决 于 劳 动 是 否 在 一 定 的 时 间 开 始 并 在 一 定  
的 时 间 结 朿 。在 这 里 ，劳 动 必 须 完 成 的 时 间 是 由 劳 动 本 身 的 性 质 决  
定 了 的 . 正 像 例 如 捕 緋 鱼 的 情 况 一 样 。一 个 单 独 的 工 人 在 一 个 自 然  
日 中 只 能 分 割 出 一 个 工 作 U ，例 如 12小 时 ;但 是 ,1 0 0 个 工 人 的 协 作  
就 能 在 一 天 内 积 聚 1 200个 劳 动 小 时 。 因 此 ，可 以 利 用 的 时 间 的 短  

促 ，能 够 由 在 紧 要 关 头 投 入 生 产 场 所 的 巨 大 的 劳 动 S 来 补 偿 。在这  
里 .能 否 及 时 获 得 成 果 ，取 决 于 是 否 同 时 使 用 许 多 结 合 的 工 作 日 ，成 
效 的 大 小 取 决 于 所 使 用 的 工 人 人 数 的 多 少 。 <18 > 由 于 缺 少 这 样 的 协  
作 . 美 国 西 部 每 年 都 要 损 失 大 量 粮 食 ，而 在 英国 的 统 治 已 经 破 坏 了 旧  
的 公 社 的 东 印 度 地 区 .每 年 都 要 损 失 大 量 棉 花 。(1〜

( 17 ) “如 果 问 题 是 耍 完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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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 所 根 本  

+ 能 达 到 的 结 果 „ 一 人 划 船 . 另 人 掌 舵 ，第 三 人 撒 网 或 叉 龟 . 没 有 这 种 协 力 ， 
捕 &就 + 可 能 取 得 成 果 （德 斯 杜 特 • 德 • 特 拉 西 《论 意 志 及 其 作 用 》182fi年 
巴 黎 版 [ 第 7 8 页 ])’

m> •‘在 紧 要 关 头 完 成 它 们 〈农 、Ik劳 动 >是 头 等 電 耍 的 事 情 约 • 阿 巴  
思 诺 特 ] 《气 前 粮 食 价 格 和 农 场 而 枳 相 互 关 系 的 研 究 》 作 农 、丨k k 没 布 比 吋 间 因  
索 K m 要 的 因 素 「。”( 李 比 希 《农 、Ik的 J1论 与 丈 践 ))isr>6年 版 笫 2:1页 ）

( 19 ) “ 人 们 很 难 想 象 . 作 这 t 劳 动 输 出 比 W界丨 :任 何 其 他 阃 家 （也 许 中 国  
扣 茱 闺 除 外 ),都 多 的 屆 家 里 . 竟 发 生 r 另 一 种 祸 宵 : 找 不 到 足 够 数 暈 的 人 手 来 收  

摘 棉 花 ，结 果 很 大 一 部 分 棉 花 尤 人 收 摘 乃 i 外 -部 分 棉 花 f t收 摘 时 匕 经 失 去 色  
洋 和 腐 山 于 在 适 当 的 季 ï ï缺 少 芳 动 者 ■植 棉 枒 实 际 不 得 + 损 大 很 大 一 部  

分 棉 花 V而 这 些 棉 Æ正 是 英 風 所 十 分 渴 望 的 孟 加 拉 公 报 。 大 陆 新 國 摘 耍 双  
巧 刊 》186]年 7 月 22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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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 作 可 以 扩 大 劳 动 的 空 间 范 围 ;某 些 事 业 例 如 排 水 、灌 溉 、开 凿 运  
河 、修 筑 道 路 、铺 设 铁 路 等 等 ，从 这 一 角 度 来 看 就 需 要 协 作 。另 一 方 面 ， 
协 作 在 发 展 生 产 规 模 的 同 时 也 可 以 缩 小 劳 动 过 程 进 行 的 空 间 。这 种 双  
重 作 用 ，节 约 非 生 产 费 用 方 面 的 非 常 有 效 的 杠 杆 ，仅 仅 是 由 于 劳 动 者  
的 集 结 、不同的但互相联 系的操作的靠 拢 和生产 资 料的积 聚造成的 》 (2Ü) 

和 同 样 数 量 的 单 干 的 个 人 工 作 日 的 总 和 比 较 起 来 ，结 合工作日 
可 以 生 产 更 多 的 使 用 价 值 ，因 而 可 以 减 少 为 取 得 预 期 效 果 所 必 要 的  
时 间 。不 论 结 合 工 作 日 怎 样 达 到 生 产 率 的 这 种 提 高 :是 由 于 提 高 劳  
动 的 机 械 力 ，是 由 于 扩 大 这 种 力 量 在 空 间 上 的 作 用 范 围 ，是由于与 生  
产 规 模 相 比 在 空 间 上 缩 小 生 产 场 所 ，是 由 于 在 紧 急 时 期 内 动 用 大 量  
劳 动 ，是 由 于 激 发 竞 争 心 和 使 他 们 的 精 力 振 奋 ，是由于使 许 多 工 人 的  
同 种 作 业 具 有 多 面 性 和 连 续 性 ，是 由 于 同 时 进 行 不 同 的 操 作 ，是由于 
共 同 使 用 工 具 而 达 到 节 约 ，是 由 于 使 个 人 劳 动 具 有 平 均 劳 动 的 性 质 ， 
在 所 有 这 些 情 形 下 .结 合 工 作 日 的 特 殊 生 产 力 都 是 社 会 的 劳 动 生 产  
力 或 社 会 劳 动 的 生 产 力 。这 种 生 产 力 是 由 协 作 本 身 产 生 的 。劳 动 者 
在 共 同 的 目 标 下 按 照 一 致 的 计 划 同 别 人 共 同 工 作 中 .摆 脱 了 他 的 个  
人 局 限 ，并 发 挥 出 他 的 种 属 能 力 。 20 (21)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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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〇 〇 英 亩 土 地 上 进 行 精 耕 细 作 》” 虽 然 “同 所 使 用 的  
资 本 量 和 劳 动 量 相 比 , 空 间 是 缩 小 了 ，但 是 同 从 前 单 个 独 立 生 产 者 占 有 的 或 耕  
种 的 生 产 领 域 相 比 ，生 产 领 域 却 是 扩 大 了 》” ( 理 • 琼 斯 《地 租 》, 1 8 3 ] 年 伦 敦 版  

第  1 9 1 、 199  页 ）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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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乔 • 里 • 卡 尔 利 为 彼 • 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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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5卷 第 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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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来 说 ，人 们 不 结 合 在 一 起 就 不 能 共 同 劳 动 》他 们 集 结 在 一  

起 就 是 他 们 进 行 协 作 的 条 件 。同 一 个 资 本 •同 一 个 资 本 家 .如 果 不 同  
时 使 用 雇 佣 工 人 ，也 就 是 同 时 购 买 他 们 的 劳 动 力 ，雇 佣 工人 就 不 能 进  
行 协 作 。因 此 .在 工 人 集 合 在 生 产 过 程 中 以 前 ，这 些 劳 动 力 的 总 价 值  
或 工 人 一 天 、一周等等的一定量工资 总 额 •必须 已 经 集合在资 本家的 
口 袋里 。 一 次 支 付 300工 人 的 报 酬 ，即 使 支 付 的 只 是 一 天 的 报 酬 ，也 

比 全 年 一 周 一 周 地 支 付 少 量 工 人 的 报 酬 需 要 更 多 的 资 本 支 出 《 因 
此 ，协 作 工 人 的 人 数 或 协 作 的 规 模 ，首 先 取决 于 可 以 预 付 在 购 买 劳 动  

力 上 的 资 本 的 量 ，也 就 是 取 决 于 每 一 个 资 本 家 在 多 大 规 模 上 拥 有 供  
许 多 工 人 用 的 生 活 资 料 。

可 变 资 本 的 情 形 是 这 样 ，不 变 资 本 的 情 形 也 是 这 样 。例 如 ，一个  
雇 用 300个 工 人 的 资 本 家 在 原 料 t 的 支 出 ，是 3 0 个 各 雇 用 10 个 工 
人 的 资 本 家 中 的 每 一 个 人 的 支 出 的 30倍 。虽 然 共 同 使 用 的 劳 动 工  

F4的 价 值 和 量 不 会 同 雇 用 的 工 人 人 数 成 比 例 地 增 加 ，但 是 它 们 的 增  
加 还 是 很 显 著 的 。因 此 .生 产 资 料 积 聚 在 单 个 资 本 家 手 中 ，是雇佣 工 

人 之 间 一 切 协 作 的 物 质 条 件 。
我 们 已 经 看 到 （见 第 十 一 章 ）. 价 值 或 货 币 的 总 额 要 转 化 为 资 本 ， 

必 须 达 到 一 定 的 最 低 限 额 .这 个 最 低 限 额 要 能 够 使 它 的 占 有 者 可 以

注  >“ 集 体 労 动 所 达 到 的 结 采 是 个 别 劳 动 永 远 小 可 能 达 到 的 》 因 此 ，随 着 人 口 的  
增 加 , 结 合 劳 动 的 产 品 会 大 大 超 过 按 照 人 口 增 加 计 算 的 简 单 相 加 的 总  
额 … … 在 机 械 技 术 中 . Ü ;如 在 科 学 _L作 中 一 样 . 今 天 一 个 人 在 一 天 中 所 能 做  

的 事 情 会 多 于 单 独 的 一 个 人 在 一 生 中 所 做 的 事 情 B 数 学 家 的 全 体 等 于 部 分 之  
和 的 定 理 f r :我 们 这 洱 适 用 了 劳 动 足 人 类 ' k 存 的 伟 大 支 柱 . 关 于 劳 动 我 们  
可 以 说 ，积 累 的 努 力 的 产 品 会 大 大 超 过 个 别 的 、分 散 的 努 力 所 能 生 产 的 东 西 。 ” 

( 迈 • 托 . 萨 德 勒 《人 n 的 规 律 h  830年 伦 敦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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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 用 足 够 数 量 的 工 人 . 以 便 靠 这 些 工 人 使 自 己 摆 脱 体 力 劳 动 。 如果 

没 有 这 个 条 件 ，行 会 师 傅 和 小 雇 主 就 不 可 能 被 资 本 家 所 取 代 ,生 产 本  
身 就 不 可 能 采 取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形 式 的 性 质 。 个 别 人手 中 的 资 本 的最  
低 限 额 现 在 表 现 为 完 全 不 同 的 样 子 ;它 是 个 别 的 和 分 散 的 劳 动 转 化  

为 社 会 劳 动 和 结 合 劳 动 所 必 需 的 财 富 的 积 聚 ；它 是 生 产 方 式 将 发 生  
变 化 的 物 质 基 础 。

在 资 本 的 开 始 阶 段 .它 对 劳 动 的 指 挥 具 有 纯 粹 形 式 的 性 质 和 几  

乎 是 偶 然 的 性 质 。这 时 ，工 人 之 所 以 在 资 本 的 命 令 下 劳 动 ，只是因为  
工 人 把 自 己 的 劳 动 力 卖 给 了 资 本 ;他 之 所 以 为 资 本 劳 动 ，只是因为 他 
没 有 为 自 己 进 行 劳 动 所 需 的 物 质 资 料 。但 是 ，一旦 雇 佣 工 人 之 间 有  

了 协 作 ，资 本 的 指 挥 就 发 展 成 为 劳 动 进 行 所 必 要 的 条 件 .成 为 实 际 的  
生 产 条 件 。现 在 .在 生 产 场 所 不 能 缺 少 资 本 的 命 令 ，就像在战 场 上 不  
能 缺 少 将 军 的 命 令 一 样 。

一 切 已 经 达 到 相 当 大 规 模 的 社 会 劳 动 或 共 同 劳 动 ，都 需 要 指 挥 ， 
以 协 调 个 人 的 活 动 。这 种 指 挥 必 须 执 行 生 产 总 体 的 运 动 和 构 成 生 产  
总 体 的 各 独 立 部 分 的 个 别 运 动 之 间 的 差 别 所 产 生 的 各 种 一 般 职 能 . 

一 个 独 奏 的 音 乐 家 是 自 己 指 挥 自 己 ，一 个 乐 队 就 需 要 一 个 乐 队 指 挥 。
一 旦 从 属 于 资 本 的 劳 动 成 为 协 作 劳 动 . 这 种 指 挥 、监 督和调 节 的  

职 能 就 成 为 资 本 的 职 、能 . 而 这 种 职 能 作 为 资 本 家 的 职 能 则 取 得 r 特 
殊 的 性 质 。

资 本 必 须 增 殖 •这 是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强 大 的 刺 激 因 素 .巨 大 的 原  

动 力 :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决 定 H的 ，是资 本尽 4 能多地抽取剩余价值 (22).

(2 2 )  “ 利 润 … … 是 经 营 的 唯 一 目 的 。” ( 杰 . 范 德 林 特 《货 币 万 能 》1 7 3 4 年 

伦 敦 版 第 1 丨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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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就 是 尽 可 能 多 地 剥 削 劳 动 力 。随 着 同 时 雇 用 的 工 人 人 数 的 增 加 ， 
他 们 对 资 本 家 的 反 抗 也 加 剧 了 ，因 此 为 压 制 这 种 反 抗 所 施 加 的 压 力  
也 必 然 增 加 。在 资 本 家 手 中 ，管 理 不 仅 是 一 种 由 协 作 劳 动 过 程 或 社  
会 劳 动 过 程 的 性 质 本 身 产 生 的 特 殊 职 能 ，而 且 显 然 也 是 剥 削 社 会 劳  
动 过 程 的 职 能 ，是 建 立 在 剥 削 者 和 他 所 剥 削 的 戚 料 之 间 不 可 避 免 的  
对 抗 基 础 上 的 一 种 职 能 。

其 次 ，随 着 作 为 他 人 的 财 产 而 同 劳 动 者 相 对 立 的 生 产 资 料 的 规  
模 的 增 大 ，监 督 和 检 查 这 些 生 产 资 料 的 使 用 是 否 适 当 的 必 要 性 也 增  
加 了 。 (23>

最 后 ，雇 佣 工 人 的 协 作 只 是 资 本 同 时 使 用 他 们 的 结 果 。他们 的  
个 别 职 能 之 间 的 联 系 和 他 们 作 为 生 产 总 体 所 形 成 的 统 一 ，存 在 于 他  
们 之 外 .存 在 于 把 他 们 集 合 和 联 结 在 一 起 的 资 本 中 。因 此 .对 他 们 来  
说 ，他 们 的 劳 动 的 联 系 在 观 念 上 表 现 为 资 本 家 的 计 划 ，而 他 们 的 集 合  
体 的 统 一 在 实 践 中 表 现 为 资 本 家 的 权 威 ，一 种 使 他 们 的 活 动 服 从 资  
本 家 的 目 的 的 他 人 的 意 志 力 量 1

因 此 ，如 果 说 资 本 主 义 的 管 理 就 其 内 容 来 说 是 二 重 的 . 因为  
它 所 管 理 的 对 象 ，一 方 面 是 协 作 生 产 过 程 .另 一 方 面 是 抽 取 剩 余 价 值  
的 过 程 . 那 么 ，这 种 管 理 形 式 就 必 然 是 专 制 的 。 随 着 协 作 的 发

( 2 : i ) 英 国 一 家 f f i人 报 纸 《旁 观 者 》1866年 5 月 2 6 日 报 道 ,在 曼 彻 斯 特 金  

属 丝 加 工 公 旬 实 行 资 本 家 和 工 人 合 伙 经 营 以 后 ，“第 一 个 明 显 的 结 果 便 是 浪 费  
突 然 减 少 ，因 为 工 人 现 解 到 ，他 们 没 有 理 由 浪 费 f t 己 的 财 产 ，而 除 了 坏 账 以 外 ， 

浪 费 大 概 是 丨 .厂 亏 损 的 最 大 原 w  r ’’。 该 报 又 发 现 罗 竒 代 尔 合 作 实 验 2«9 的 根  
水 缺 点 是 这 些 实 验 表 明 ，工 人 组 合 能 够 衍 成 效 地 经 营 和 管 理 一 切 产 业 部 门 的  
商 店 、J : 厂 时 这 些 实 验 大 大 改 #  f 劳 动 # 的 状 况 . 但 是 ！ 它 们 却 没 有 给 资 本  
家 留 下 叨 K 的 位 置 多 么 可 怕 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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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这 种 专 制 的 特 有 的 形 式 也 发 展 了 。
资 本 家 从 脱 离 体 力 劳 动 开 始 。然 后 ，当 他 的 资 本 增 大 ，因而他所 

雇 用 的 集 体 力 量 随 着 资 本 的 增 大 而 增 大 时 ，他 就 解 除 了 自 己 对 工 人  
和 工 人 小 组 进 行 直 接 而 细 心 的 监 督 的 职 能 并 把 这 种 职 能 交 给 了 特 种  
的 雇 佣 工 人 。 当 他 处 于 工 业 大 军 的 领 导 地 位 时 ，他 就 需 要 军 官 (经  
理 、管 理 人 )和 军 士 (监 督 员 、视 察 员 、工 长 )在 劳 动 过 程 中 以 资 本的 名  
义 进 行 指 挥 。监 督 工 作 固 定 为 他 们 的 专 职 。经 济 学 家 在 拿 独 立 的 农  
民 或 独 立 的 手 工 业 者 的 生 产 方 式 同 以 奴 隶 制 为 基 础 的 种 植 园 经 济 作  

比 较 时 .把 这 种 监 督 工 作 算 做 非 生 产 费 用 ,/( 24 >但 是 ，他 在 考 察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时 ，却 把 从 协 作 劳 动 过 程 的 性 质 产 生 的 管 理 和 监 督 职  
能 ，同 以 这 同 一 过 程 的 资 本 主 义 性 质 因 而 对 抗 性 质 为 基 础 的 管 理 和  

监 督 职 能 混 为 一 谈 J 25)资 本 家 所 以 是 资 本 家 .并 不 是 因 为 他 是 工 业  
的 领 导 人 .相 反 ，他 所 以 成 为 工 业 的 司 令 官 ，因 为 他 是 资 本 家 。工业  
上 的 指 挥 权 成 了 资 本 的 属 性 ，正 像 在 封 建 时 代 ，指挥 战 争 和 作 出 裁 判  
是 地 产 的 属 性 一 样 。,(26;

当 工 人 就 自 己 的 劳 动 力 出 售 价 格 同 资 本 家 进 行 争 议 时 ，他是自

(2 4 ) 凯 尔 恩 斯 教 授 在 指 出 对 劳 动 的 监 督 是 北 美 南 方 各 州 奴 隶 制 生 产 的  

— 个 主 要 条 件 以 后 ，继 续 埤 道 : “ 因 为 农 民 所 有 者 ( 北 方 的 ）得 到 他 的 土 地 的 全 部  
产 品 ，所 以 用 不 着 其 他 的 劳 动 刺 激 。 在 这 里 完 全 不 需 要 监 督 。” ( 凯 尔 恩 斯 《奴 隶  
劳 力 》1 8 6 2 年 伦 敦 版 第 4 8 、《 页 _)

(2 5 ) 在 分 析 各 种 生 产 方 式 的 典 型 的 社 会 区 别 时 具 有 深 刻 洞 察 力 的 詹 姆  

斯 • 斯 图 亚 特 爵 士 指 出 ：“ 为 什 么 大 制 造 业 企 业 破 坏 个 人 工 业 呢 ？ 难 道 不 是 因  
为 前 者 更 接 近 于 奴 隶 制 度 的 单 纯 性 吗 ? ” (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法 泽 本 1 7 8 9 年 巴  
黎 版 第 1 卷 第 3 0 8 、309_页 ）

( 2 « 因 此 奥 古 斯 特 • 孔 德 及 其 学 派 本 可 以 像 证 明 资 本 老 爷 的 永 恒 必 要  

性 那 样 ，同 样 出 色 和 以 同 一  * 理 1丨1去 证 明 封 建 老 爷 的 永 恒 必 要 性 。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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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劳 动 力 的 所 有 者 ，他 只 能 出 卖 他 所 占 有 的 东 西 ，出卖 他 个 人的劳 动  
力 。这 种 关 系 ，绝 不 因 为 资 本 家 购 买 的 不 是 1 个 劳 动 力 而 是 1〇〇个  
劳 动 力 ，或 者 说 ，他 不 是 和 1 个 工 人 而 是 和 1〇〇个 互不相干的工人签  
订 合 同 ，而 有 所 变 化 。资 本 家 无 须 让 这 100个 工 人 协 作 就 能 使 用 他  
们 。因 此 ，他 支 付 的 是 100个 人 中 每 个 人 的 独 立 的 劳 动 力 ，而 不 是  
100个 结 合 劳 动 力 „ 工 人 作 为 独 立 的 人 是 单 个 的 人 ，他 们 和 同 一 资  

本 发 生 关 系 ，但 是 彼 此 不 发 生 关 系 。他 们 的 协 作 是 在 劳 动 过 程 中 才  
开 始 的 ，但 是 在 劳 动 过 程 中 他 们 已 经 不 再 属 于 自 己 了 。他 们 一 进 入  
劳 动 过 程 ，便 并 人 资 本 。作 为 协 作 的 人 ，作 为 一 个 工 作 有 机 体 的 肢  
体 ，他 们 本 身 只 不 过 是 资 本 的 一 种 特 殊 存 在 方 式 。因 此 ，工人作为 集  
体 劳 动 者 所 发 挥 的 生 产 力 ，是 资 本 的 生 产 力 。 只 要 把 工 人 置 于 一 定  
的 条 件 下 ，而 且 是 资 本 把 他 们 置 于 这 些 条 件 下 ，社 会 的 劳 动 生 产 力 就  
无 须 支 付 报 酬 而 发 挥 出 来 。 因 为 社 会 的 劳 动 生 产 力 不 费 资 本 分 文 ， 
另 一 方 面 ，又 因 为 雇 佣 工 人 只 有 当 他 的 劳 动 属 于 资 本 时 才 能 发 挥 这  
种 生 产 力 ，所 以 社 会 的 劳 动 生 产 力 好 像 是 资 本 天 然 具 有 的 生 产 力 ，是 
资 本 内 在 的 生 产 力 。

古 代 的 亚 洲 人 、埃 及 人 、伊 特 鲁 里 亚 人 等 等 的 庞 大 建 筑 211，显 示 

了 简 单 协 作 的 巨 大 作 用 《

“ 在 过 去 的 时 代 ，这 些 亚 洲 国 家 除 r 民 用 的 和 军 事 的 开 支 以 外 ，还 有 剩 余 的  
生 活 资 料 丨 以 用 于 华 m 的 或 实 卬 的 建 筑 。 这 些 M 家 可 以 支 配 几 乎 全 部 非 农 业  
人 口 的 劳 动 ，I « 对 这 些 剩 余 生 活 资 料 的 唯 一 支 配 权 义 完 全 属 于 君 主 和 祭 肉 ，所  

以 它 们 有 能 力 兴 建 那 些 遍 市 全 M 的 宏 伟 纪 念 物 … … 在 移 动 巨 大 的 雕 像 和 庞  

大 的 重 物 方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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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光 有 劳 动 者 的 人 数 和 他 们 的 努 力 的 集 中 就 够 了 ， 我 们 看 到 巨 大 的 珊 瑚  
礁 从 海 底 升 起 形 成 岛 屿 和 陆 地 ，虽 然 对 此 作 出 贡 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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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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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以 外 ，很 少 能 黄 献 什 么 , 但 是 他 们 的 数 M就 是 他 们 的 力 Ä 。 由 于 存 在 着 指 挥  
这 些 群 众 的 专 制 力 量 . 就 产 生 出 这 些 巨 大 的 建 筑 。 iH是 由 于 劳 动 者 赖 以 生 活 的  

那 些 收 人 都 集 中 f t —个 人 或 少 数 人 的 手 电 . 才 使 这 一 类 事 业 成 为 可 能 ..”(27>

亚 洲和埃及的 [sM::或 伊 特 鲁 里 亚 的 神 权 政 治 首 脑 等 等 的 这 种 权  
力 ，在 现 代 社 会 已 经 转 到 单 个 资 本 家 或 者 通 过 合 资 公 4 、股 份 公 司 212 

而结 合起来 的 资 本家手里。
在 人 类 文 明 初 期 . 在 狩 猎 民 族 中 (28 \ 在 印 度 公 社 的 农 业 等 等 中 ， 

我 们 所 看 到 的 协 作 ，是 以 生 产 条 件 的 公 有 制 为 基 础 ，也是以每一个 个  
人 像 一 个 蜜 蜂 依 附 于 蜂 群 一 样 依 附 于 自 己 的 氏 族 或 公 社 这 一 事 实 为  
基 础 的 。这 两 点 使 得 这 种 协 作 不 同 于 资 本 主 义 协 作 。在 古 代 世 界 、 
中 世 纪 和 现 代 的 殖 民 地 偶 尔 采 用 的 大 规 模 协 作 ，以 直 接 的 统 治 关 系  
和 奴 役 关 系 为 基 础 ，一 般 以 奴 隶 制 为 基 础 。相 反 ，资 本主义 的 协 作形 
式 则 以 自 由 劳 动 者 、自 己 的 劳 动 力 的 卖 者 为 前 提 。在 历 史 上 ，它 是同 
农 民 的 小 块 地 耕 作 和 独 立 的 手 工 业 的 生 产 ( 不 管 是 否 具 有 行 会 形 式 ） 
相 对 立 而 发 展 起 来 的 。(29)对 农 民 的 小 块 地 耕 作 和 独 立 的 尹 T.业 生  
产 来 说 . 资 本 主 义 协 作 不 是 表 现 为 协 作 的 一 个 特 殊 的 形 式 ，而协 作本 
身 倒 是 表 现 为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特 殊 形 式 D

( 2 7 > 理 • 琼 斯 《国 民 政 治 经 济 学 教 裎 》1 8 5 2 年 赫 特 福 德 版 第 7 7 、7 8 页 。 

欧 洲 各 同 的 博 物 馆 所 搜 集 的 古 亚 述 、埃 及 等 等 的 文 物 . 为 我 们 提 供 了 这 些 I■办 作 

的 劳 动 过 程 的 见 证 。
( 2 8 ) 兰 盖 在 他 的 著 作 《民 法 论 》中 把 狩 猎 称 为 最 初 的 协 作 形 式 ，Ifli把 对 人  

的 狩 猎 ( 战 争 ) 称 为 最 初 的 狩 猎 形 式 之 一 . 这 也 许 不 S 不 对 的 。
( 2 ! ) ) 小 块 地 耕 作 和 独 立 的 尹 丄 业 ，一 部 分 构 成 封 建 生 产 方 式 的 基 础 ， -- 

部 分 在 封 建 生 产 方 式 瓦 解 以 后 X 和 资 本 主 义 经 营 片 存 》 同 时 ，它 们 fr:原 始 的 东  
方 公 冇 制 解 体 以 后 ，奴 求 制 真 正 支 配 生 产 以 前 . 还 构 成 古 典 共 问 体 213在 其 全 盛  
时 期 的 经 济 ® 础



第 和 _三 章 协  作  ， _349.

正 如 协 作 发 挥 的 集 体 的 劳 动 力 量 表 现 为 资 本 的 生 产 力 一 样 ，协  
作 表 现 为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特 殊 方 式 。这 是 劳 动 过 程 由 于 从 属 于 资 本  
而 经 历 的 第 •个 转 化 的 阶 段 。这 种 转 化 是 自 然 发 生 的 。这 一 转 化 的  
基 础 . 即 在 同 一 工 场 中 同 时 雇 用 一 定 数 量 的 雇 佣 工 人 ，是 同 资 本 的 存  
在 本 身 一 起 出 现 的 ，是 促 使 封 建 生 产 肌 体 瓦 解 的 那 些 情 况 和 运 动 的  
历 史 结 果 。

因 此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表 现 为 孤 立 劳 动 转 化 为 社 会 劳 动 的 历  
史 必 然 性 ;但 是 ，在 资 本 手 中 ，劳 动 的 这 种 社 会 化 之 所 以 提 高 劳 动 的  
生 产 力 ，只 是 为 了 从 这 种 劳 动 中 剥 削 更 多 的 利 润 。

在 上 面 所 考 察 的 协 作 的 基 本 形 式 中 ，协 作 是 同 大 规 模 的 生 产 相  
适 应 的 。从 这 方 面 来 看 ，这 种 协 作 并 不 是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任 何 特 殊  
时 代 的 特 点 。它 只 是 仍 然 保 持 手 工 业 性 质 的 初 期 工 场 手 工 业 (3()>以 
及 和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相 适 应 的 、仅 仅 在 规 模 上 而 不 是 在 方 法 上 同 小  
农 业 有 区 别 的 大 农 业 的 特 点 。简 单 协 作 今 天 在 那 些 大 规 模 运 用 资 本  
而 分 工 或 机 器 还 不 起 重 大 作 用 的 生 产 部 门 ，仍 然 是 占 统 治 的 形 式 。

协 作 是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基 本 方 式 。协 作 的 初 级 形 式 包 含 着 更 复  
杂 的 形 式 的 萌 芽 ，因 此 ，它 不 仅 表 现 为 这 些 复 杂 形 式 的 要 素 之 一 ，而 
且 还 作 为 特 殊 方 式 与 这 些 复 杂 形 式 并 存

(:iO) “ 难 道 把 许 多 人 的 技 巧 、勒 劳 和 竞 争 心 结 合 在 同 一 个 工 作 中 不 是 使

这 一 工 作 获 得 成 功 的 办 法 吗 ？ 英 国 难 道 能 用 其 他 方 法 使 1 3 己 的 羊 毛 工 场 手 工  
业 达 到 这 样 完 善 的 程 度 吗 ? ” ( 贝 克 莱 《提 问 者 》1 7 5 .0年 伦 敦 版 第 5 6 页 第 5 2 1 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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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四 章  

分 工 和 工 场 手 工 业

1.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二 重 起 源

以 分 工 为 基 础 的 这 种 I•办 作，在 工 场 手 工 业 上 取 得 了 自 己 的 典 型  
形 态 .在 真 正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占 据 统 治 地 位 。这 个 时 期 大 约 从 16 

世 纪 中 叶 到 18世 纪 末 叶 。

工 场 手 工 业 有 双 重 的 起 源 。

工 场 可 以 把 不 同 种 行 业 的 手 工 业 者 联 合 在 同 一 个 资 本 家 的 指 挥  
之 下 ，产 品 必 须 经 过 这 些 手 工 业 者 之 手 才 能 最 后 制 成 。马 车 过 去 是  
很 多 独 立 手 工 业 者 . 如 马 乍 匠 、马 具 匠 、裁 缝 、锁 匠 、皮 革 匠 、旋 工 、饰  
绦 匠 、玻 璃 匠 、彩 画 匠 、油 漆 匠 、描 金 匠 等 劳 动 的 集 体 产 品 „ 马 车 工 场  
手 工 业 把 所 有 这 些 不 同 的 手 工 业 者 联 合 在 •个 工 场 内 ，他 们 在那 里  
同 时 协 力 地 进 行 劳 动 。 当 然 ，一 辆 马 车 在 制 成 以 前 是 不 能 描 金 的 „ 

但 是 ，如 果 同 时 制 造 许 多 辆 马 车 ，那 么 ，当 一 部 分 马 车 正 经 历 其 他 生  

产 过 程 时 ，另 一 部 分 马 车 就 可 以 不 断 地 交 给 描 金 匠 加 工 。到 此 为 止 ， 
我 们 的 立 足 点 还 是 简 单 协 作 ，它 在 人 和 物 方 面 的 材 料 都 是 现 成 的 。 
但 是 很 快 就 发 生 了 本 质 的 变 化 。专 门 从 事 马 车 制 造 的 裁 缝 、皮 革 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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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 匠 等 等 ，逐 渐 地 失 去 了 全 面 地 从 事 他 们 的 手 工 业 的 习 惯 和 能 力 。 
另 一 方 面 ，他 们 的 现 在 局 限 于 一 种 特 殊 活 动 的 技 能 ，取得 了一 种 最 适  
合 于 狭 隘 活 动 范 围 的 形 式 。起 初 ，马 车 工 场 手 工 业 是 作 为 独 立 手 工  
业 的 结 合 出 现 的 。以 后 ，马 车 生 产 逐 渐 地 分 成 了 各 种 特 殊 的 操 作 ，其 
中 每 一 种 操 作 都 结 晶 为 一 个 劳 动 者 的 专 f j 职 能 ，全 部 操 作 由 这 些 局  
部 劳 动 者 联 合 体 来 完 成 。 同 样 ，织 物 工 场 手 工 业 以 及 :一■系列其他工 
场 手 工 业 ，也 是 由 不 同 的 手 工 业 集 结 在 同 一 个 资 本 的 指 挥 下 而 产  
生 的 。 (31)

但 是 ，工 场 争 工 业 也 可 能 以 完 全 相 反 的 方 式 产 生 。许 多 制 造 同  
一 个 物 品 例 如 纸 、铅 字 、针 等 等 的 工 人 ，同 时 在 同 一 个 工 场 里 为 同 一 
个 资 本 所 雇 用 。这 是 最 简 单 形 式 的 协 作 。每 个 这 样 的 工 人 （可能带  
一 两 个 帮 工 )都 制 造 整 个 商 品 ，顺 序 地 完 成 制 造 这 一 商 品 所 需 要 的 各  
种 操 作 ，仍 然 按 照 原 有 的 方 式 进 行 劳 动 。但 是 外 部 情 况 很 快 促 使 人  
们 按 照 另 一 种 方 式 来 利 用 集 中 在 同 一 个 场 所 的 工 人 和 他 们 同 时 进 行  
的 劳 动 。例 如 .必 须 在 一 定 期 限 内 提 供 大 量 完 成 的 商 品 这 种 情 况 ，就 
是 如 此 。 亍 是 劳 动 有 了 分 工 。各 种 操 作 不 再 由 同 一 个 工 人 按 照 先 后  
顺 序 完 成 , 而 是 分 离 开 来 . 孤 立 起 来 ，每 一 种 操 作 分 配 给 一 个 特 殊 的  
工 人 •全部操作由协 作者同时 并 列地 进 行■■这 种 最初是偶然产 生的

CU ) - 个 较 近 的 例 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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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何 是 并 没 有 把 他 们 累 坏 或 荇 使 他 们 堕 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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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 分 工 的 原 则 有 其 特 点  
虽 然 那 里 有 缫 丝 女 工 .、拈 丝 工 、染 色 工 、浆 纱 工 以 及 织 工 :;不 过 他 们 并 没 有 联 合  
在 一 个 T 场 1 , 片 不 从 属 于 同 一 个 雇 主 ; 他 们 所 有 的 人 都 是 独 立 的 ( 阿 • 布 朗  
基 《工 业 经 济 学 教 程 》，阿 • 布 莱 斯 编 注 ，18_38— 比3_9年 巴 黎 版 第 7_!)页 ）自从 布 
朗 基 写 了 这 段 话 以 来 ，不 同 的 独 立 的 工 人 已 经 有 一 部 分 联 合 在 工 厂 里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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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工 一 再 重 复 ，显 示 出 它 特 有 的 优 越 性 ，并 渐 渐 地 固 定 为 系 统 的 分  
工 。 商 品 从 一 个 要 完 成 许 多 种 操 作 的 独 立 工 人 的 个 人 产 品 ，转 化 为  
不 断 地 只 完 成 同 一 种 局 部 操 作 的 各 个 工 人 的 联 合 体 的 社 会 产 品 。一 
个 德 国 的 行 会 造 纸 匠 要 依 次 完 成 的 、互 相 连 接 的 那 些 操 作 ，在荷兰 的 
造 纸 手 工 工 场 里 变 成 了 一 个 协 作 团 体 的 各 个 成 员 平 行 地 进 行 的 局 部  

操 作 。纽 伦 堡 的 行 会 制 针 匠 是 英 国 制 针 手 工 工 场 的 基 本 要 素 。但是 
纽 伦 堡 的 一 个 制 针 匠 要 依 次 完 成 也 许 2 0 种 操 作 ，而 在 英 国 制 针 手 工  
工 场 中 ,2 0 个 工 人 中 每 一 个 人 却 只 从 事 一 种 操 作 214, 后 来 ，这 2 0 种  

操 作 根 据 经 验 又 被 进 一 步 划 分 和 孤 立 。
可 见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产 生 方 式 ，它 由 手 工 业 形 成 的 方 式 ，是二 

重 的 。一 方 面 ，它 以 不 同 种 的 独 立 f •工 业 的 结 合 为 出 发 点 ，把 这 些  
手 工 业 分 解 和 简 化 .直 至 它 们 在 同 一 个 商 品 的 生 产 中 成 为 只 是 互  
相 补 充 的 局 部 操 作 。 另 一 方 面 ，工 场 手 T.业 控 制 了 同 种 手 工 业 者  
的 协 作 •它 把 同 种 手 工 业 分 成 各 种 不 同 的 操 作 ，使 之 孤 立 和 独 立 化  
到 这 种 程 度 ，以 致 每 一 种 操 作 成 为 局 部 劳 动 者 的 专 门 职 能 。 因 此 ， 
一 方 面 工 场 手 工 业 在 一 种 手 工 业 中 引 进 了 分 工 ，或 者 进 一 步 发 展  
了 分 工 ，另 一 方 面 它 又 把 各 种 分 开 的 不 同 手 工 业 结 合 在 一 起 。但 
是 不 管 它 的 出 发 点 如 何 . 它 的 最 终 形 态 总 是 一 样 的 ：一 个 以 人 为 肢  
体 的 生 产 机 构 。

为 了 正 确 地 评 价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分 工 ，重 要 的 是 要 把 握 住 以 下 两  
点 。 首 先 ，在 这 里 生 产 过 程 分 解 为 各 个 特 殊 阶 段 是 同 手 工 业 者 的 手  
工 活 动 分 成 各 种 不 同 的 手 工 操 作 完 全 一 致 的 。不管 操作 是 复 杂 还 是  
简 单 . 它 仍 然 取 决 于 工 人 使 用 工 具 时 手 的 力 量 、熟 练 、速 度 和 准 确 u 
手 工 业 仍 旧 是 基 础 。这 种 技 术 基 础 只 允 许 在 很 狭 隘 的 界 限 内 分 解 操  
作 。劳 动 对 象 所 经 过 的 每 一 个 局 部 过 程 都 必 须 能 够 作 为 手 工 劳 动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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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成 ，而 这 个 局 部 过 程 本 身 可 以 说 又 是 一 种 独 立 的 手 工 业 。
正 因 为 手 工 业 的 熟 练 仍 旧 是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基 础 .所 以 每 一 个 工  

人 终 身 只 适 合 于 从 事 一 种 局 部 职 能 。
第 二 .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是 特 殊 种 类 的 协 作 ,它 的 优 越 性 很 多 都 是  

由 协 作 的 一 般 性 质 产 生 的 ，而 不 是 由 协 作 的 这 种 特 殊 形 式 产 生 的 。

2. 局 部 劳 动 者 及 其 工 具

现 在 我 们 进 行 更 仔 细 的 考 察 。首 先 很 清 楚 ，局 部 工 人 把 自 己 的  
整 个 身 体 转 化 为 他 终 身 所 完 成 的 这 种 唯 一 的 简 单 操 作 的 自 动 的 专 门  
器 官 ，因 而 他 花 费 的 时 间 少 于 进 行 整 个 系 列 的 操 作 的 手 工 业 者 。但 
是 ，构 成 工 场 手 工 业 活 机 构 的 集 体 劳 动 者 ，完 全 是 由 这 些 局 部 劳 动 者  
组 成 的 。因 此 ，与 独 立 的 手 工 业 比 较 ，工 场 手 工 业 在 较 短 时 间 内 能 生  
产 出 较 多 的 东 西 ，或 者 说 ，它 提 高 了 劳 动 生 产 力 。<32)不 仅 如 此 ，一当  
局 部 劳 动 成 为 专 门 的 职 能 之 后 ，局 部 劳 动 的 方 法 也 就 完 善 起 来 。 如 
果 不 断 地 重 复 简 单 的 动 作 ，并 把 注 意 力 集 中 在 这 种 动 作 上 .就 能 够 从  

经 验 中 学 会 消 耗 最 少 的 力 量 达 到 预 期 的 效 果 。 又 因 为 总 是 有 好 几 代  
工 人 在 同 一 些 手 X 工 场 内 共 同 生 活 和 劳 动 ，所 以 ，这 样 获 得 的 技 术 工  
艺 . 即 人 们 所 谓 的 手 工 业 者 的 诀 窍 就 能 积 累 并 传 下 去 。32 (33)工 场 手 工

(32) “ 一种 工场 手L业 越是分得细 ，它 的所有各个 部分操作越是分给 不 
同的手工业 者去完成. r 作就完成得越好、越快，时 间 和劳 动 的损 失就越少 
« 东 印度贸 易的利益》1720年伦 敦版第7 ] 页 ）

( 3 3 )  " 容易的劳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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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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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再 生 产 出 它 在 中 IÜ•纪 城 itf里 所 遇 到 的 那 种 手 工 业 的 分 立 ，并 把它  
发 展 到 极 端 ，从 而 生 产 出 局 部 劳 动 者 的 技 艺 。另 一 方 面 ，工场 手工 业  
的 倾 向 是 把 局 部 劳 动 转 化 为 一 个 人 终 生 的 唯 一 职 业 ，这 符 合 以 前 社  
会 的 如 下 倾 向 ：使 手 工 业 变 成 世 袭 职 # ，使 它 固 定 为 种 姓 ，或 当 特 殊  
的 历 史 条 件 产 生 与 种 姓 制 度 不 能 相 容 的 个 人 变 化 时 .至 少 使 它 硬 化  
为 各 种 不 同 产 业 部 门 的 行 会 。种 姓 和 行 会 由 以 产 生 的 自 然 规 律 ，就 
是 调 节 动 植 物 分 化 为 种 和 亚 种 的 那 个 自 然 规 律 。不 同 的 只 是 ，在达  
到 一 定 的 发 展 程 度 时 ，种 姓 的 世 袭 性 和 行 会 的 排 他 性 会 当 做 社 会 法  
令 来 颁 布 。 (3«

“ 达 卡 的 麦 斯 林 的 薄 纱 的 精 细 ，科 罗 曼 德 尔 的 花 布 及 其 他 布 匹 的 色 彩 的 华  
丽 和 耐 久 . 始 终 是 无 与 伦 比 的 。但 是 它 们 的 生 产 件 没 有 依 靠 资 本 、机 器 和 分 工  
或 者 任 何 一 种 使 欧 洲 制 造 业 获 得 很 多 益 处 的 手 段 。织 工 虽 单 独 的 个 人 ，他 是 报  
据 顾 客 的 订 货 织 布 的 。他 使 用 的 织 机 的 结 构 非 常 简 单 ，冇 时 候 只 是 用 岬 木 棍 草  
草 搭 成 的 . 这 种 织 机 甚 至 没 有 卷 经 线 的 装 置 . 因 此 机 身 必 须 仝 部 仲 展 开 来 .这  
样 它 就 很 笨 電 ，很 长 ，无 法 放 在 牛 产 者 的 小 屋 中 . W 此 生 产 者 必 须 在 保 天 劳 动 . 

- •遇 到 坏 天 气 ，就 只 好 停 工 „ ” 34 (3 5 )

正 是 父 传 子 、子 传 孙 一 代 一 代 积 累 下 来 的 特 殊 熟 练 ，才使印度人

(3 4 )  “ 手 艺 … … 在 埃 及 也 达 到 了 很 高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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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 d i 民 阶 级 的 事 情 .他 只 能 从 电 丰 族 依 法  
应 当 丨 H：袭 的 职 业 。我 们 在 其 他 民 族 中 看 到 ，手 : : 、l k 者 把 他 们 的 注 意 力 分 散 在 过  
多 的 審 情 上 。 他 们 有 时 种 地 ，有 时 经 商 . 有 时 同 时 从 事 两 「•:种 手 艺 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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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 参 与 国  
事 或 同 时 从 事 几 种 手 艺 ，就 要 受 到 严 厉 的 惩 罚 。 W 此 . 没 有 任 何 东 K 会 妨 碍 劳  
动 者 穿 心 从 事 自 己 的 职 业 。 此 外 ，他 们 虽 然 继 承 了 祖 先 的 许 多 手 艺 ，但 仍 然 热  
衷 于 寻 找 新 的 改 进 / ’ ( 西 西 里 的 狄 奥 多 鲁 斯 《史 学 丛 书 》第 1 卷 第 7_1章 ）

( 3 5 )  休 • 默 里 、詹 姆 斯 • 威 尔 逊 等 著 《英 M印 度 古 今 历 史 概 述 》1832年 爱  
丁 堡 版 第 2 卷 第 449[、450]页 „ 印 度 织 机 的 经 纱 是 垂 直 张 开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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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有 蜘 蛛 一 样 的 技 艺 。但 是 同 工 场 手 工 业 工 人 的 劳 动 相 比 ，一 个 印  
度 织 工 的 劳 动 是 极 复 杂 的 劳 动 。

一 个 在 制 品 的 生 产 中 依 次 完 成 各 个 局 部 过 程 的 手 工 业 者 ，必须  
时 而 变 更 位 置 ，时 而 调 换 工 具 。 由 一 种 操 作 转 到 另 一 种 操 作 会 打 断  
他 的 劳 动 流 程 .造 成 他 的 工 作 H 中 某 种 空 隙 。i 旦 手 工 业 者 整 天 不  
断 地 从 事 同 一 种 操 作 ，这 些 空 隙 就 会 缩 小 ，或 者 说 会 随 着 他 的 操 作 变  
化 的 减 少 而 趋 于 消 失 》在 这 里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提 高 ，或者 是由 于 增 加  
了 一 定 时 间 内 劳 动 力 的 支 出 ，也 就 是 提 高 了 劳 动 强 度 ，或 者 是 由 于 减  
少 了 劳 动 力 的 非 生 产 耗 费 。就 是 说 ，每 次 由 静 止 到 运 动 所 需 要 的 力  
t t 的 额 外 消 耗 . 为 已 经 达 到 的 正 常 速 度 在 较 长 时 间 的 持 续 所 补 偿 。 
另 一 方 面 ，不 断 从 事 单 调 的 劳 动 ，会 妨 碍 精 力 的 发 挥 和 紧 张 程 度 ，因 
为 精 力 是 在 活 动 的 变 换 中 得 到 休 息 并 显 示 出 魅 力 的 。

劳 动 生 产 率 不 仅 取 决 于 工 人 的 技 艺 ，而 且 也 取 决 于 他 的 工 具 的  

完 善 程 度 „ 同 类 的 工 具 .例 如 钻 具 、切 削 工 具 、凿 具 和 锤 具 等 ，用于不 
同 的 劳 动 过 程 ，而 N —种 工 具 在 同 一 劳 动 过 程 中 又 用 于 不 同 的 操 作 。 
但 是 . 一 旦 劳 动 过 程 的 不 同 操 作 彼 此 分 离 ，并 且 每 一 种 局 部 操 作 在 局  
部 工 人 T•中 获 得 最 合 适 的 因 而 是 专 门 的 形 式 .过 去 用 于 不 同 目 的 的  
工 具 就 必 然 要 发 生 变 化 。工 具 形 式 变 化 的 方 向 ，是 根 据 从 工 具 原 来  
形 式 给 局 部 劳 动 带 来 的 困 难 中 得 出 的 经 验 决 定 的 。于 是 .同 种 工 具  
就 失 去 了 它 们 的 共 间 形 式 。工 具 越 来 越 细 分 为 不 N 的 种 类 .其 中 每  
一 种 具 有 适 合 于 一 种 唯 一 用 途 的 固 定 形 式 .而 且 只 有 在 专 门 工 人 的  
手 中 才 能 充 分 发 挥 作 用 。劳 动 r 具 的 这 种 分 化 和 专 门 化 是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特 征 。在 伯 明 翰 .人 们 生 产 出 约 3 0 0 种 锤 ，其 中 每 一 种 锤 只 用 于  
一 个 特 殊 的 生 产 过 程 ，而 好 多 种 锤 只 用 T 同 一 过 程 的 不 同 操 作 。工 
场 手 业 时 期 通 过 劳 动 工 具 适 合 于 局 部 工 人 的 分 离 的 和 专 门 的 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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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使 劳 动 工 具 简 化 、改 进 和 多 样 化 。<36)这 样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朗 也 就  

同 时 创 造 了 应 用 机 器 的 物 质 条 件 之 一 ，因 为 机 器 就 是 由 许 多 简 单 工  
具 结 合 而 成 的 。

局 部 劳 动 者 及 其 工 具 构 成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简 单 要 素 。现 在我们 来  
考 察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整 个 机 构 。

3 .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整 个 机 构 。它 的 
两 种 基 本 形 式 ：混 成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和 系 列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工 场 手 工 业 有 两 种 基 本 形 式 。这 两 种 形 式 虽 然 有 时 交 错 在 一  

起 ，但 仍 然 是 两 个 本 质 上 不 同 的 类 别 ，在 工 场 手 工 业 后 来 转 化 为 使 用  
机 器 的 大 工 业 时 ，起 着 完 全 不 同 的 作 用 。这 种 二 重 性 起 源 于 产 品 的  

性 质 。产 品 或 者 是 由 各 个 浊 立 的 局 部 产 品 纯 粹 机 械 地 装 配 而 成 .或  
者 是 依 次 经 过 一 系 列 互 相 关 联 的 过 程 和 操 作 而 取 得 完 成 的 形 态 。

例 如 .机 乍 是 由 5 000多 个 完 全 不 同 的 部 件 组 成 的 。但 是 它 不  

能 算 做 第 一 类 真 正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样 品 . 因 为 它 是 大 工 业 的 产 物 。钟  
表 则 不 同 .威 廉 • 配 第 就 已 经 用 它 来 说 明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分 工 。2|5钟

( 3 6 ) 达 尔 文 在 其 划 时 代 的 菁 作 《物 种 起 源 》中 . 谈 到 动 植 物 的 A 然 器 宫 时  
指 出 :“在 同 一 个 器 宫 需 要 从 亊 不 同 的 工 作 时 ，这 个 器 官 往 往 会 发 生 变 异 .《 原 
因 也 许 在 于 ：自 然 在 这 种 场 合 并 不 如 在 这 个 器 官 只 有 一 个 职 能 时 那 样 小 心 地 预  
防 每 一 个 细 小 的 与 其 原 有 形 态 的 偏 离 。 比 如 ，用 来 切 各 种 东 西 的 刀 ，可 保 持 同  
样 的 形 状 而 不 会 有 什 么 不 方 便 之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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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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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最 初 是 纽 伦 堡 手 工 业 者 的 个 人 制 品 216.后 来 转 化 为 无 数 劳 动 者 的  
社 会 产 品 。这 些 劳 动 者 是 : 发 条 工 、字 盘 工 、游 丝 工 、钻 石 工 、棘 轮 掣  
子 工 、指 针 工 、表 壳 工 、螺 丝 T .、渡 金 工 。还 有 许 多 小 类 ，例 如 制 轮 工  
( 又 分 黄 铜 轮 工 和 钢 轮 工 ）、龆 轮 工 、上 弦 拨 针 机 构 工 、装 轮 工 (把各种  
轮 安 到 轴 上 ，并 把 它 们 抛 光 ）、轴 颈 工 、齿 轮 安 装 土 (把 各 种 齿 轮 和 龆  
轮 安 装 到 机 心 中 去 ）、切 齿 工 (切 轮 齿 ，扩 孔 . 把 棘 爪 簧 和 棘 爪 淬 火 ）、 
擒 纵 机 构 工 、摆 轮 I：、擒 纵 调 速 器 安 装 工 、条 合 和 棘 爪 安 装 工 (发 条 匣 
的 最 后 完 成 者 ）、钢 抛 光 工 、齿 轮 抛 光 工 、螺 丝 抛 光 工 、描 字 工 、制盘 工 
(把 搪 瓷 涂 到 铜 上 ）、表 壳 环 制 造 工 、装 销 钉 工 、表 壳 弹 簧 制 造 工 、雕刻 
工 、雕 镂 工 、表 壳 抛 光 工 以 及 其 他 工 人 ，最 后 是 装 配 全 表 使 其 能 够 在  
市 场 上 出 售 的 装 配 工 。 只 有 钟 表 的 少 数 几 个 零 件 要 经 过 不 同 的 人 的  
手 ，所 有 这 些 分 散 的 肢 体 77只 是 在 最 终 把 它 们 结 合 成 一 个 机 械 整 体  
的 人 的 手 中 才 第 一 次 集 合 在 一 起 。在 这 里 ，同 在 其 他 类 似 的 制 品 上  
一 样 ，成 品 和 它 的 各 种 不 同 的 要 素 的 外 在 关 系 ，使 局 部 工 人 在 同 一 个  
匚 场 中 的 结 合 成 为 一 种 偶 然 的 事 情 。局 部 劳 动 本 身 又 可 以 作 为 彼  

此 独 立 的 手 工 业 进 行 . 如 在 瓦 特 州 和 纳 沙 泰 尔 州 就 是 这 样 ；在 R 内  
fi：则 有 大 钟 表 手 工 工 场 ，也 就 是 说 .那 里 局 部 工 人 在 一 个 资 本 指 挥  
RÆ行 直 接 的 协 作 。但 即 使 在 口 内 瓦 ，指 针 盘 、发 条 和 表 壳 也 很 少  
娃 在 手 工 工 场 内 制 造 的 。 在 这 里 .工 场 手 工 业 生 产 ，只 有 在 例 外 的  
情 形 K才 是 有 利 的 . 因 为 在 家 里 劳 动 的 工 人 之 间 的 竞 争 十 分 激 烈 ， 
W 为 生 产 分 为 〖午 多 异 质 的 过 程 ，使 人 们 不 大 可 能 共 同 使 用 劳 动 资  
料 ，还 因 为 在 分 散 生 产 的 情 况 下 . 资 本 家 可 节 宵 厂 房 等 的 费 用 。 <

ifä「> i 年 [ I 内 瓦 生 产 r  8 万 只 钟 表 . 还 + 及 纳 沙 泰 尔 州 钟 表 产 量 的 K  

分 之 一  „ 仅 在 绍 德 封 ，在 这 个 n了 以 看 作 一 家 钟 表 尹 工 工 场 的 城 市 ，每 年 的 产 量  
就 比 丨 丨 内 瓦 高 一 倍 》 1 8 5 0 年 至 ] 年 ，丨1 内 瓦 提 供 『 7 2 万 只 钟 表 》 见 《女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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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该 指 出 ，这 些 在 家 里 为 一 个 资 本 家 （r 厂 主 、企 业 主 )劳 动 的 局 部 工  
人 的 地 位 ，也 是 和 为 自 己 的 顾 客 劳 动 的 独 立 手 工 业 者 的 地 位 完 全 不
同 的 。 (38)

第 二 类 工 场 手 工 业 ，是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完 成 形 式 .它 生 产 的 产 品 要  
经 过 相 互 联 系 的 发 展 阶 段 ，要 经 过 一 系 列 的 阶 段 过 程 . 例 如 .制 针 手  
工 工 场 的 针 条 要 经 过 7 2 个 甚 至 9 2 个 工 人 之 手 .其 中 没 有 两 个 人 是  

完 成 同 一 种 操 作 的 。
由 于 这 种 工 场 手 工 业 把 原 来 独 立 的 手 工 业 结 合 在 一 起 ，它 就 缩  

短 了 各 个 生 产 阶 段 之 间 的 空 间 距 离 。产 品 从 一 个 阶 段 转 移 到 另 一 阶  
段 所 需 要 的 时 间 减 少 了 ，同 样 ，搬 运 劳 动 也 减 少 了 。(:w>这 样 ，同手工 
业 相 比 ，劳 动 生 产 力 提 高 了 ，这 种 提 高 是 由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协 作 性 质 产  
生 的 。 另 一 方 面 ，工 场 手 工 业 特 有 的 分 工 ，要 求 不 同 的 操 作 孤 立 起  
来 ，彼 此 互 相 独 立 。既 然 各 个 孤 立 的 职 能 之 间 要 建 立 和 保 持 整 体 联  
系 ，劳 动 对 象 就 得 不 断 地 从 一 个 工 人 那 里 转 到 另 一 个 工 人 那 里 ，由一 
个 过 程 转 到 另 一 个 过 程 。 同 机 器 工 业 相 比 .这 种 非 生 产 费 用 的 根 源

陛 下 驻 外 使 馆 秘 书 关 于 驻 在 国 的 工 商 业 等 情 况 的 报 告 》1863年 第 6 号 中 《f丨 内  
瓦 钟 表 业 的 报 告 》。 如 果 那 些 只 是 装 配 而 成 的 制 品 的 生 产 分 为 许 多 互 不 联 系 的  
特 殊 操 作 .本 身 很 难 使 这 $ 手 工 工 场 转 化 为 大 机 器 工 业 ，那 么 在 我 们 的 例 子 即  
钟 表 生 产 中 还 有 两 种 新 的 障 碍 :钟 表 的 零 件 小 巧 精 细 . 而 且 钟 表 是 奢 侈 品 ，式 样  
繁 多 ，因 此 . 例 如 伦 敦 最 好 的 钟 表 公 3 . — 年 中 生 产 的 钟 表 木 必 有 一 打 是 相 似  
的 。采 用 机 器 卓 有 成 效 的 瓦 什 隆 一 康 斯 坦 丁 钟 表 工 厂 .在 大 小 和 式 样 上 至 多 也  
只 生 产 三 四 个 品 种 。

(3 8 > 从 钟 表 制 造 业 这 种 混 成 工 场 手 工 、Ik的 典 型 例 子 .我 们 可 以 十 分 精 确  
地 研 究 h 面 提 到 的 现 象 . 即 劳 动 工 具 的 这 种 分 化 和 专 门 化 。

(3 9 ) “在 人 们 彼 此 之 间 如 此 靠 近 的 情 形 下 ，各 种 不 同 操 作 之 间 损 失 的 时  
间 必 然 会 更 少 。”(《东 印 度 贸 易 的 利 益 》1720年 伦 敦 版 第 10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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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缺 点 之 一 。 (40)

劳 动 对 象 ，例 如 造 纸 手 工 工 场 的 破 布 或 者 制 针 手 工 工 场 的 针 条 ， 
在 获 得 自 己 的 最 后 形 态 之 前 ，要 依 次 经 过 一 系 列 操 作 》但 是 我 们 从  
作 为 总 机 构 的 手 工 工 场 n丨 以看到，劳 动 对 象 是 同 时 处 在 它 的 所 有 的  

发 展 阶 段 上 的 。 一 千 只 手 都 握 有 各 种 不 同 工 具 的 集 体 劳 动 者 布 里 亚  
雷 ① 同 时 切 断 针 条 、制 作 针 头 、磨 尖 、制 作 连 接 扣 等 等 。各 种 不 同 的  
互 相 联 系 的 操 作 由 时 间 上 的 顺 序 进 行 转 化 为 空 间 上 的 同 时 进 行 ，这  
种 结 合 使 得 有 可 能 大 大 增 加 一 定 时 间 内 提 供 的 商 品 量 (4U。

虽 然 这 种 同 时 性 是 由 劳 动 的 协 作 形 式 产 生 的 ，但 是 工 场 手 工 业  
并 没 有 停 留 在 协 作 的 先 前 存 在 的 条 件 上 ，它 通 过 把 手 工 业 的 活 动 加  
以 分 解 而 创 造 出 了 新 的 协 作 条 件 。工 场 手 工 业 只 是 在 把 工 人 永 久 固  
定 在 一 种 局 部 操 作 上 时 才 达 到 自 己 的 目 的 。

闪 为 每 个 局 部 劳 动 者 的 局 部 产 品 同 时 只 是 成 品 的 特 殊 的 发 展 阶  
段 .所 以 ，一 个 工 人 或 一 组 工 人 是 给 另 一 个 工 人 或 另 一 组 工 人 提 供 原  
料 。一 个 工 人 的 劳 动 结 果 , 成 了 另 一 个 工 人 劳 动 的 起 点 。在 每 一 局  
部 过 程 中 ，取 得 预 期 效 果 所 必 要 的 劳 动 时 间 是 根 据 经 验 确 定 的 ，工场  
手 工 业 总 机 构 只 是 在 一 定 的 劳 动 时 间 内 取 得 一 定 的 结 果 这 个 条 件 下

MÜ) “工 场 Î - 1:业 中 各 种 不 同 劳 动 的 分 立 . 是 使 用 手 工 劳 动 的 必 然 结 果 . 
它 大 大 增 加 r 生 产 费 用 ;因 为 主 耍 的 损 失 是 从 一 个 劳 动 过 程 到 另 一 个 过 程 的 转  
移 所 使 川 的 时 间 造 成 的 。”(《各 国 的 工 业 》 1 8 5 5 年 伦 敦 版 第 2 卷 第 2 0 0 页 ）

(11) “分丁 .把 下 .作 分 成 各 个 可 以 N 时 迸 行 的 部 分 ■ 也 就 节 省 了 时 N …… 
由 干 单 浊 的 个 人 必 须 分 别 完 成 的 各 种 不 M的 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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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 格 尔 德 • 斯 图 亚 特 《政 
治 经 济 学 讲 义 >1855年 爱 版 第 319页 >

1 ) 希 腊 神 话 中 的 人 物 •有 1〇〇个 手臂和5 0 个 脑 袋 。 •— 编 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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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发 挥 作 用 。只 有 这 样 ，互 相 补 充 的 不 同 劳 动 才 能 并 存 地 、同 时 地 、 
不 间 断 地 进 行 下 去 。 很 明 显 ，各 种 劳 动 因 而 各 个 劳 动 者 之 间 的 这 种  
直 接 的 互 相 依 赖 ，迫 使 每 个 人 在 自 己 的 职 能 t 只 使 用 必 要 的 时 间 ，因 
此 这 里 形 成 了 在 独 立 手 工 业 中 ，甚 至 在 简 单 协 作 中 都 没 有 的 连 续 性 、 
规 则 性 、划 一 性 ，特 别 是 劳 动 强 度 。(42)在 一 种 商 品 上 只 应 耗 费 生 产  
该 商 品 的 社 会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这 在 商 品 生 产 中 表 现 为 竞 争 的 结 果 ，因 
为 肤 浅 地 说 ，每 一 个 个 别 生 产 者 都 必 须 按 商 品 的 市 场 价 格 出 售 商 品 。 
而 在 工 场 手 工 业 中 ，在 一 定 劳 动 时 间 内 提 供 一 定 量 的 产 品 ，成了生产  

过 程 本 身 的 技 术 规 律 。 (43)

但 是 ，不 同 的 操 作 需 要 不 等 的 时 间 ，因 此 在 相 等 的 时 间 内 会 提  
供 不 等 量 的 局 部 产 品 。 因 此 ，要 使 同 一 个 工 人 每 天 总 是 只 从 事 同  
一 种 操 作 ，不 同 的 操 作 就 必 须 使 用 不 同 比 例 数 的 工 人 。 例 如 在 活  
字 铸 造 业 中 的 比 例 是 4 个 铸 工 、2 个 分 切 工 和 一 个 磨 字 工 ;一 个 铸  
工 每 小 时 能 铸 2 000 个 字 ，一 个 分 切 工 能 截 开 4 000 个 字 ，一 个 磨  
字 工 能 磨 8 000 个 字 。217在 这 里 ，又 再 现 了 最 简 单 形 式 的 协 作 原  

则 ：同 时 雇 用 一 定 数 量 工 人 从 事 同 种 工 作 ;但 现 在 这 个 原 则 表 现 为  
一 种 有 机 关 系 。 因 此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分 工 不 仅 使 集 体 劳 动 者 的 不  
同 质 的 器 官 简 单 化 和 多 样 化 ;而 且 也 为 规 定 这 些 器 官 的 量 ，即 为 从  
事 每 种 专 门 职 能 的 工 人 的 相 对 人 数 或 工 人 小 组 的 相 对 量 ，创 立了 
数 学 上 固 定 的 比 例 。

(42) “每 种 工 场 手 工 业 内 手 工 业 工 人 的 种 类 越 多 … … 每 种 工 作 就 越 有 秩  
序 和 规 律 ;完 成 每 种 工 作 的 时 间 必 然 较 短 ，劳 动 也 就 必 然 减 少 。”(《东 印 度 贸 易  
的 利 益 》第 68 页 ）

( 4 3 )  但 是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生 产 在 许 多 部 门 中 只 是 不 完 善 地 达 到 这 种 结 果 ， 
因 为 它 不 能 可 靠 地 控 制 生 产 过 程 的 一 般 的 化 学 条 件 和 物 理 条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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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各 个 不 同 的 局 部 劳 动 者 小 组 之 间 的 最 合 适 的 比 例 数 ，已由 

经 验 为 一 定 的 生 产 规 模 确 定 下 来 ，那 么 ，只 有 使 每 个 特 殊 劳 动 者 小 组  

按 倍 数 增 加 ，才 能 扩 大 这 个 生 产 规 模 。(44)此 外 ，某 些 工 作 ，不 管 规 模  
大 些 或 小 些 .都 可 以 由 同 一 个 人 来 做 。例 如 ，监 督 的 工 作 ，把 局 部 产  

品 由 一 个 生 产 阶 段 运 送 到 另 一 个 生 产 阶 段 的 工 作 等 等 ，就 是 如 此 。 
因 此 ，使 这 些 职 能 独 立 ，或 者 把 它 们 交 给 特 殊 工 人 ，只 有 在 增 加 工 场  

人 员 的 情 况 下 ，才 是 有 利 的 ，但 是 这 种 增 加 必 须 在 所 有 小 组 中 按 比 例  

实 行 。
如 果 单 独 的 小 组 是 由 同 质 的 要 素 组 成 的 ，是 由 在 同 一 局 部 职 能  

上 使 用 的 工 人 组 成 的 ，那 么 它 就 构 成 总 机 构 的 一 个 特 殊 器 官 。但在 
某 些 手 工 工 场 ，这 种 小 组 就 是 一 个 完 全 组 织 好 了 的 集 体 劳 动 者 ，而总  

机 构 无 非 是 由 这 些 基 本 的 生 产 有 机 体 的 重 复 或 倍 加 形 成 。拿制瓶 手  
工 工 场 为 例 。这 种 工 场 分 为 三 个 本 质 不 同 的 阶 段 ，第 一 个 阶 段 是 预  
备 阶 段 : 调 制 玻 璃 的 配 料 ，把 石 灰 、砂 等 等 混 合 在 一 起 ,并 把 这 种 混合  

物 熔 化 为 玻 璃 液 。(45)在 这 个 第 一 阶 段 ，同 在 把 瓶 从 焙 烧 炉 中 取 出 、 

分 类 、包 装 等 等 的 最 后 阶 段 一 样 ，都 使 用 了 不 同 的 局 部 工 人 。在这 两  
个 阶 段 之 间 是 真 正 的 玻 璃 生 产 即 对 玻 璃 液 的 加 工 。在 玻 璃 炉 的 每 一  
个 炉 U 旁 都 有 一 个 小 组 在 工 作 。这 种 小 组 在 英 国 叫 做 “炉 口 ”，它 由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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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 动 者 人 数 ，那 么  
一 切 不 依 照 此 数 的 准 确 倍 数 使 用 劳 动 者 的 企 业 ，其 生 产 就 不 那 么 经 济 … … 这 就  
是 某 些 工 业 企 业 规 模 巨 大 的 原 因 之 一 / ’（查 • 拜 比 吉 《论 机 器 和 工 厂 的 经 济 》 
183_2年 伦 敦 第 2 版 第 22章 ）

( 4 5 ) 在 英 国 ，熔 炉 是 和 对 玻 璃 加 工 的 玻 璃 炉 分 开 的 ，但 在 比 利 时 ，同 一 个  
炉 却 用 于 两 种 操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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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 制 瓶 工 或 精 制 工 、一 个 吹 气 工 、一 个 收 集 工 、一 个 堆 积 工 或 研 磨  
工 和 一 个 搬 入 工 组 成 。这 五 个 工 人 形 成 一 个 集 体 劳 动 力 的 五 个 不 同  
器 官 。这 个 集 体 劳 动 力 只 有 作 为 一 个 整 体 .即 只 有 通 过 五 个 人 的 直  
接 协 作 才 能 起 作 用 。如 果 这 个 躯 体 少 了 一 个 成 员 ，它 就 瘫 痪 r 。 同 
一 个 玻 璃 炉 有 好 几 个 炉 口  . 在 英 国 有 4 一  6 个 炉 口 ，每 个 炉 「」都有一 

个 盛 玻 璃 液 的 土 制 坩 埚 ，并 且 有 一 个 同 样 由 五 个 工 人 组 成 的 小 组 。 
在 这 里 ，每 个 组 的 组 织 都 以 分 工 为 基 础 ，而 各 个 同 类 小 组 之 间 的 联 系  
则 是 一 种 简 单 的 协 作 ，在 这 种 协 作 下 ，生 产 资 料 之 一 即 玻 璃 炉 由 于 共  
同 使 用 而 得 到 更 经 济 的 利 用 。这 种 有 4一 6 个 小 组 的 玻 璃 炉 ，构 成 
一 个 小 作 坊 ;而 一 个 玻 璃 手 工 工 场 有 若 干 这 样 的 作 坊 ，还 有 生产 的准 

备 阶 段 和 最 后 阶 段 所 需 的 工 人 和 原 料 。
最 后 ，正 如 工 场 手 工 业 部 分 地 由 不 同 手 工 业 结 合 而 成 一 样 ，工场  

手 工 业 又 能 发 展 为 不 同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结 合 。例 如 ，英 国 的 一 定 规  
模 的 玻 璃 工 场 自 己 制 造 土 制 坩 埚 .因 为 产 品 的 优 劣 主 要 取 决 于 坩 埚  
的 质 量 。在 这 里 ，制 造 生 产 资 料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同 制 造 产 品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联 合 起 来 了 。反 过 来 ，制 造 产 品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也可以同那些又 
把 它 的 产 品 当 做 原 料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或 者 同 那 些 后 来 把 它 的 产 品 与  
自 己 的 产 品 结 成 一 体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联 合 起 来 。例 如 .我 们 看 到 制 造  
燧 石 玻 璃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同 磨 玻 璃 业 和 铸 铜 业 （为 各 种 玻 璃 制 品 镶 嵌  
金 属 )结 合 在 一 起 。在 这 种 场 合 ，不 同 的结 合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成 了 一 个  
总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多 少 分 离 的 部 门 ，同 时 又 是 各 有 分 工 的 、互不依赖 的  
生 产 过 程 。结 合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虽 有 某 些 优 点 ，但 它 不 能 在 自 己 的 基  
础 上 达 到 真 正 的 技 术 上 的 统 一 。这 种 统 一 只 有 在 工 场 手 工 业 生 产 转  
化 为 机 器 生 产 时 才 能 产 生 。

在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人 们 很 快 就 承 认 .减 少 生 产 商 品 所 必 要 的 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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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吋 间 是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原 则 ，而 且 非 常 明 确 地 宣 布 了 这 个 看 法 。 (46) 47 

随 着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发 展 ，机 器 的 使 用 也 就 间 或 发 展 起 来 ，特别 是某 些  
大 规 模 的 、需 要 耗 费 巨 大 力 量 的 简 单 的 最 初 的 劳 动 。例 如 ，在 造 纸 手  
工 工 场 很 快 就 采 用 了 粉 碎 磨 来 磨 碎 破 布 ，在 冶 #业 很 快 就 采 用 了 所  
谓 的 捣 碎 磨 来 捣 碎 矿 石 。(47)218罗 马 帝 国 以 水 磨 的 形 式 把 一 切 种 类  
的 生 产 机 器 的 基 本 形 式 留 传 下 来 。 > 219手 工 业 时 期 留 下 了 指 南 针 、 
火 药 、印 刷 术 和 自 鸣 钟 这 些 伟 大 的 发 明 。但 总 的 来 说 ，正 如 亚 当 • 斯  
密 指 出 的 ，机 器 在 分 工 之 旁 起 着 次 要 的 作 用 。(W 机 器 在 17世 纪 的  

间 或 应 用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因 为 它 为 当 时 的 大 数 学 家 们 创 立 现 代 力 学  
提 供 了 实 际 的 支 点 和 刺 激 。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所 特 有 的 机 构 是 由 许 多 局 部 工 人 结 合 成 的 集 体

( 4 6 )  参 看 威 • 配 第 、约 • 贝 勒 斯 、安 • 耶 伦 顿 的 著 作 ，《东 印 度 贸 易 的 利  
益 》一 书 以 及 杰 • 范 德 林 特 的 著 作 。

(47) 16世 纪 末 ，法 国 还 使 用 捣 臼 和 筛 子 来 碎 矿 和 洗 矿 。
( . u n 从 面 粉 磨 的 历 史 可 以 逐 步 探 究 出 机 器 的 全 部 发 展 。在 英 国 ，X 厂 现  

在 还 叫 做 mill(磨 房 ) 。 在 德 国 ，我 们 在 本 世 纪 最 初 S 十 年 何 的 工 艺 学 文 献 中 还  
可 以 t 到 .这 同 一 名 称 mühle[磨 ] 不 仅 指 一 切 用 自 然 力 推 动 的 机 器 .甚 至 也 指 一  
切 使 用 机 器 装 置 的 手 工 工 场 „ 在 法 语 中 .nunilin[ 磨 」一 词 最 初 用 于 谷 物 的 碾  
磨 .后 来 用 于 表 示 一 切 由 外 力 推 动 、给 物 体 以 强 大 压 力 的 机 器 :制 造 火 药 的 磨 碎  
机 .制 纸 用 的 木 材 粉 碎 机 •鞣 料 粉 碎 机 . 缩 绒 机 、拈 线 机 •锻 铁 机 ，铸 币 #1等 等 》

( 4 9 ) 读 者 在 本 书 第 四 册 11中 将 会 更 详 细 地 看 到 ，关 于 分 工 ，亚 • 斯 密 没  
有 提 出 任 何 _ 个 新 原 理 。们 是 由 于 他 很 重 视 分 工 ，他 不 愧 是 一 位 描 述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最 出 色 的 经 济 学 家 。他 认 为 机 器 只 起 了 从 属 作 用 ，这 种 说 法 在 大 工 业 初  
期 遭 到 罗 德 戴 尔 的 反 驳 .在 往 后 的 发 展 时 期 又 遭 到 尤 尔 的 反 驳 。 亚 • 斯 密 还 把  
大 部 分 由 工 场 手 工 业 工 人 引 起 的 工 具 的 分 化 同 机 器 的 发 明 混 为 一 谈 。 在 机 器  
的 发 明 中 ，起 作 用 的 不 是 工 场 手 工 业 」:人 ，而 是 学 者 、手 工 业 者 甚 至 农 民 （如布 
林 禳 _ 等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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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动 者 。一 种 商 品 的 生 产 者 顺 序 地 完 成 的 、融 合 成 他 的 劳 动 总 体 的  
各 种 操 作 ，可 以 说 要 求 商 品 生 产 者 多 才 多 艺 。在一种 操作中•他必须  
比 较 灵 巧 ；在 另 一 种 操 作 屮 ，他 必 须 使 出 较 大 的 体 力 ；在 第 三 种 操 作  
中 ，他 必 须 更 加 集 中 注 意 力 ，等 等 ；而 同 一 个 人 不 可 能 在 相 M的程度 

上 具 备 这 些 素 质 。在 各 种 操 作 分 离 、孤 立 和 独 立 之 后 ，工人就按照每 
个 人 的 特 长 分 开 、分 类 和 分 组 。如 果 说 工 人 的 天 赋 特 性 是 分 工 赖 以  
生 长 的 基 础 ，那 么 工 场 手 工 业 一 经 建 立 ，就 会 使 只 适 宜 于 从 事 特 殊 职  

能 的 劳 动 力 发 展 起 来 。现 在 集 体 劳 动 者 具 备 r 技 艺 程 度 相 N 的一切 
生 产 素 质 ，同 时 能 最 经 济 地 使 用 它 们 .因 为 他 只 是 使 自 己 的 所 有 器 官  
个 体 化 而 成 为 特 殊 的 劳 动 者 或 劳 动 者 小 组 ，让 他 们 担 任 最 适 合 这 些  
器 官 的 特 性 的 职 能 。(5ö)局 部 劳 动 者 作 为 集 体 劳 动 者 的 一 个 肢 体 ，他 

越 是 片 面 和 不 完 全 .他 就 越 是 完 美 无 缺 。50 (51) 52仅 仅 从 事 一 种 职 能 的 习  

惯 ，使 他 转 化 为 完 成 这 种 ®1能 的 准 确 无 误 的 、自 动 的 器 官 ，而总 机构  
迫 使 他 以 机 器 部 件 的 规 则 性 动 作 /52)因 为 集 体 劳 动 者 的 各 种 职 能  
有 的 比 较 简 单 .有 的 比 较 复 杂 ，有 的 比 较 低 级 .有 的 比 较 高 级 ;所 以 他  
的 器 官 ，即 各 个 劳 动 力 ，也 必 须 比 较 简 单 或 比 较 复 杂 ;从 而 必 须 具 有

(5 0 )  “因 为 把 工 作 分 成 许 多 不 同 的 操 作 ，其 中 每 种 操 作 都 需 要 不 同 程 度  
的 体 力 和 技 能 . 所 以 手 JI工 场 主 能 够 按 照 每 种 操 作 所 需 要 的 数 M来 购 买 技 能 和  
体 力 。 如 果 全 部 工 作 由 4 个 工 人 来 完 成 .那 么 同 一 个 丄 人 就 必 须 有 足 够 的 技 能  
来 完 成 最 细 致 的 操 作 ，有 足 够 的 体 力 来 完 成 最 繁 電 的 操 作 。”（査 • 拜 比 吉 《论 机  
器 和 T 厂 的 经 济 》1832年 伦 敦 第 2 版 第 19章 ）

( 5 1 )  例 如 . 他 的 肌 肉 片 面 发 展 .他 的 骨 骼 畸 形 和 弯 曲 等 等 。
(52) —个 玻 璃 手 工 工 场 的 总 经 理 威 • 马 歇 尔 先 生 对 一 个 调 査 委 员 会 委  

员 提 出 的 “你 们 如 何 能 使 你 们 雇 用 的 少 年 工 人 始 终 枳 极 劳 动 ? ”这 个 问 题 . 做 r  
很 好 的 回 答 :“他 们 不 可 能 忽 略 己 的 工 作 ;他 们 一 开 始 干 , 就 得 干 下 去 ;他 们 只  
是 一 台 机 器 的 各 t 部 分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 】865年 第 .1号 报 告 》第 24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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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的 价 值 。这 样 . 工 场 尹 工 业 就 创 造 出 一 种 劳 动 力 的 等 级 制 度 ，与  
此 相 适 应 的 是 一 种 工 资 的 等 级 制 度 。如 果 单 个 劳 动 者 只 适 应 于 一 种  
职 能 ，终 生 从 事 这 种 职 能 . 那 么 .不 同 的 操 作 也 要 适 应 这 种 由 先 天 的  
和 后 天 的 技 能 和 专 业 构 成 的 等 级 制 度 。(5:n然 而 ，每 一 个 生 产 过 程 都  
需 要 有 一 些 任 何 人 都 能 胜 任 的 操 作 。现 在 ，这 7 类 操 作 断 绝 了 同 整  
个 活 动 中 比 较 重 要 的 要 素 的 流 动 的 联 系 ，硬 化 为 专 门 职 能 。因 此 .工  
场 手 工 业 在 它 掌 握 的 每 种 手 工 业 中 ，造 成 了 一 类 完 全 没 有 技 术 的 工  
人 . 这 些 工 人 是 中 世 纪 的 手 工 业 无 情 地 排 斥 的 。如 果 说 工 场 手 工 业  
靠 牺 牲 完 整 的 劳 动 能 力 使 独 立 的 专 长 发 展 成 技 艺 .那 么 它 也 创 造 出  
一 种 没 有 任 何 发 展 的 专 长 。 与 等 级 制 度 的 阶 梯 相 并 列 ，工 人 简 单 地  
分 为 熟 练 工 人 和 非 熟 练 工 人 。对 后 者 说 来 完 全 不 需 要 学 习 费 用 ，而 

对 前 者 说 宋 ，学 习 费 用 比 手 工 业 者 要 低 。在 这 两 种 场 合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都 降 低 了 。(54M旦 是 .劳 动 过 稈 的 分 解 有 时 会 产 生 出 一 些 在 手 工 业  
牛 产 中 根 本 不 起 作 用 或 者 只 起 很 小 作 用 的 一 般 职 能 。由学 习 费 用的 
减 少 或 消 失 所 引 起 的 劳 动 力 的 相 对 贬 值 .会 直 接 增 加 资 本 得 到 的 剩  
余 价 值 ，因 为 凡 是 缩 短 生 产 劳 动 力 所 必 要 的 时 间 的 事 情 .实 际 上 都 会  
扩 大 剩 余 劳 动 的 领 域 <•

t 尔 博 l: f t 颂 扬 大 丁 、丨k吋 .比 那 鸣 不 像 他 耶 样 有 论 战 兴 趣 的 前 辈 经  
济 学 家 •甚 至 比 他 的 M吋 代 人 . 如 拜 比 吉 (他 作 为 数 学 家 和 力 学 家 虽 然 比 尤 尔 高  
明 .何 他 实 际 丨：H是 从 I:场 手 1C业 的 观 点 去 理 解 大 工 业 的 ）.更 加 突 出 了 工 场 手  
T 、lk的 特 点 ,，尤 尔 说 得 好 r 使 劳 动 者 适 应 于 一 种 单 独 的 操 作 是 分 工 的 实 质 。 ” 
他 认 为 . 这 种 分 T.是 使 “穷 动 适 合 于 + 同 的 个 人 才 能 ” •最 后 ，他 把 整 个 工 场 手 工  
、lk制 度 说 成 Ü一 种 等 级 制 度 . 是 按 不 同 熟 练 程 度 实 行 的 分 工 ,，（散 见 尤 尔 《工 厂  
f f 学 》1泊 ,6.年 巴 黎 版 第 1 卷 第 28 3 5 页 ）

(M) “每 一 个 手 工 业 者 通 过 在 单 项 操 作 1：的 实 践 使 自 已 日 溱 完 善 … … 成  
为 更 廉 价 的 T.人 。”([Fi] i: ,第 28页 ）



366 第 四 篇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的 生 产

4 . 工 场 手 工 业 内 部 的 分 工  
和 社 会 内 部 的 分 工

我 们 已 经 看 到 ，工 场 手 工 业 是 怎 样 从 协 作 产 生 的 ;接 着 研 究 了 它  
的 简 单 要 素 即 局 部 工 人 及 其 工 具 .最 后 考 察 了 它 的 总 机 构 。现 在我 
们 考 察 一 下 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和 构 成 一 切 商 品 生 产 的 一 般 基 础 的 社 会  
分 工 之 间 的 关 系 。

如 果 仅 限 于 考 察 劳 动 本 身 ，可 以 把 社 会 生 产 分 为 工 业 、农 业 等大 
部 门 ，叫 做 一 般 的 分 工 ;把 这 些 大 的 生 产 部 门 分 为 种 和 亚 种 ，叫做特 
殊 的 分 工 ;把 工 场 内 部 的 分 工 ，叫 做 个 别 的 分 工 。 (55)

社 会 内 部 的 分 工 以 及 个 人 被 相 应 地 限 制 在 特 殊 领 域 或 职 业 内 的  
现 象 ，同 工 场 手 工 业 内 部 的 分 工 一 样 ，是 从 相 反 的 两 个 起 点 发 展 起 来  
的 。在 家 庭 内 部 ，在 扩 大 的 家 庭 即 氏 族 内 部 ，由 于 年 龄 和 性 别 的 差  
别 ，也 就 是 在 纯 生 理 的 基 础 上 产 生 了 一 种 自 然 的 分 工 。随 着 共 同 体  
的 扩 大 .人 口 的 增 长 ，特 别 是 各 氏 族 间 的 冲 突 ，一 个 氏 族 之 征 服 另 一  
个 氏 族 ，这 种 分 工 的 基 础 也 扩 大 了 。另 一 方 面 ，我 在 前 面 d 经 谈 到 .

(55) “分 工 开 始 予 各 种 极 其 不 同 的 职 业 的 分 离 .一 直 发 展 到 冇 许 多 劳 动  
者 来 制 造 同 一 件 产 品 ，如 在 手 工 工 场 里 那 样 。”(施 托 尔 希 《政 治 经 济 学 教 程 》巴 
黎 版 第 1 卷 第 173页 )“在 有 一 定 文 明 程 度 的 国 家 中 .我 们 看 到 三 种 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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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以 叫 做 特 殊 的 分 工 ，是 每 个 劳 动 部 门  
分 为 许 多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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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大 多 数 手 工 工 场 和 作 坊 都 有 这 种 分 工 。”(斯 卡 尔 培 克  
《社 会 财 富 的 理 论 》1839年 巴 黎 第 2 版 第 1 卷 第 84、8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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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品 交 换 首 先 是 在 不 同 的 家 庭 、氏 族 、共 同 体 互 相 接 触 的 地 方 产 生  
的 . 因 为 在 文 明 的 初 期 ，完 全 独 立 地 互 相 接 触 的 不 是 个 人 ，而 是 集 体 。 
不 同 的 共 同 体 在 各 自 的 自 然 环 境 中 ，找 到 不 同 的 生 产 资 料 和 不 同 的  
生 活 资 料 。因 此 ，它 们 的 生 产 方 式 、生 活 方 式 和 ， 品 ，也 就 各 不 相 同 。 
不 同 共 同 体 之 间 的 关 系 一 经 确 立 ，它 们 各 自 的 产 品 的 交 换 也 就 很 快  
发 展 起 来 ，从 而 使 这 些 产 品 逐 渐 转 化 为 商 品 。交 换 没 有 造 成 生 产 领  
域 之 间 的 差 别 ，而 是 使 不 同 的 生 产 领 域 发 生 关 系 ，从 而 使它 们 转 化 为  
多 少 依 赖 于 社 会 总 生 产 的 部 门 。在 这 里 ，社 会 分 工 是 由 互 不 依 赖 的  
不 同 生 产 领 域 之 间 的 交 换 产 生 的 。相 反 ，在 以 生 理 分 工 为 起 点 的 地  
方 ，整 体 的 各 个 特 殊 器 官 互 相 分 离 和 解 体 ， 这 主 要 是 同 其 他 共 同  
体 的 交 换 推 动 的 ， 并 且 独 立 起 来 ，以 致 不 同 的 劳 动 只 有 通 过 交 换
它 们 的 产 品 才 能 保 持 联 系 。

一 切 发 达 的 、以 商 品 交 换 为 中 介 的 分 工 的 基 础 ，都 是 城 乡 的 分  
离 ， 6)可 以 说 ，社 会 的 经 济 史 ，都 是 在 这 种 对 立 的 运 动 中 前 进 的 。 
但 是 关 于 这 种 对 立 ,我 们 不 在 这 里 多 谈 。

一 定 量 同 时 使 用 的 工 人 . 是 工 场 手 工 业 内 部 分 工 的 物 质 基 础 ，同 
样 ，一 定 的 人 口 数 量 和 一 定 的 人 口 密 度 是 社 会 内 部 分 工 的 物 质 前 提 。 
这 种 人 口 密 度 代 替 了 工 人 在 工 场 内 的 密 集 。(57)但 是 人 口 密 度 是 一

(冗 ） 詹 姆 斯 • 斯 图 亚 特 爵 士 最 清 楚 地 阐 明 f 这 一 点 。 他 的 著 作 比 《国 富  
论 〉平 出 版 10年 , 值 是 至 今 很 少 有 人 知 道 它 》 这 可 以 从 下 面 的 事 实 看 出 :马 尔  
萨 斯 的 崇 碎 费 其 至 不 知 道 ，马 尔 萨 斯 的 《人 口 论 》的 第 一 版 ，除 了 纯 粹 夸 夸 其 谈  
的 部 分 以 外 ，只 是 抄 袭 斯 图 亚 特 以 及 华 莱 士 和 唐 森 的 著 作 ，

(■>7)"社 会 的 交 往 . 和 劳 动 产 品 赖 以 增 加 的 那 种 力 量 结 合 ,都 需 要 一 定 的  
人丨 1密 度 詹 姆 斯 • 穆 勒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1821年 伦 敦 版 第 5 0 页 ) " 当 劳 动  
者 人 数 增 加 时 .社 会 生 产 力 便 按 人 人 数 的 增 加 乘 以 分 丁 .的 效 果 的 复 比 例 而 增  
[ H 托 • tWî•斯 金 《通 俗 政 治 经 济 学 》1827卬 伦 敦 版 第 12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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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相 对 的 东 西 。 一 个 人 口 比 较 稀 疏 但 交 通 工 具 发 达 的 国 家 ，比人口 
较 多 但 交 通 工 具 不 发 达 的 国 家 有 更 加 密 集 的 人 口 ；从 这 个 意 义 说 ，例 
如 .美 国 北 部 各 州 的 人 口 比 印 度 的 人 口 更 加 稠 密 /58) 59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只 是 在 社 会 分 工 已 经 达 到 一 定 的 发 展 程 度 时 才 产 生 ，而 工 场 手 T  

业 分 工 反 过 来 又 会 发 展 并 增 加 社 会 分 工 。随 着 劳 动 工 具 的 分 化 ，这  
些 工 具 的 制 造 也 日 益 分 成 不 间 的 行 业 „(59>

一 旦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生 产 扩 展 到 这 样 一 种 行 业 ，即 到 目 前 为 止  
作 为 主 要 行 业 或 辅 助 行 业 和 其 他 行 业 联 系 在 一 起 、并 出 同 一 生 产  
者 经 营 的 行 业 ，这 些 行 业 就 会 立 即 分 离 并 变 成 独 立 的 行 业 。一 旦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生 产 被 引 进 某 种 商 品 的 一 个 特 殊 的 生 产 阶 段 ，其 他  
的 阶 段 就 立 即 构 成 同 数 的 不 同 行 业 。 前 面 已 经 指 出 ，在 最 终 产 品  
只 是 由 异 质 的 局 部 产 品 纯 粹 装 配 成 的 地 方 ，生 产 这 些 局 部 产 品 的  
各 种 不 同 的 局 部 劳 动 又 可 以 分 离 并 成 为 独 立 的 手 工 业 。 为 了 使工  
场 手 工 业 内 部 的 分 工 更 完 善 ，同 一 个 生 产 部 门 ，根 据 其 原 料 的 不  
同 ，根 据 同 一 种 原 料 可 能 具 有 的 不 同 形 式 ，又 分 成 不 同 的 大 部 分 是  
崭 新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例 如 ，i s 世 纪 上 半 叶 ，单 在 法 国 就 织 出 r  1〇〇 
多 种 不 同 的 丝 织 品 ；例 如 ，在 阿 维 尼 翁 ，法 律 曾 规 定 “每 个 学 徒 始 终  

只 能 从 事 一 种 制 造 业 ，学 习 一 种 织 物 的 制 造 方 法 ”。222把 特 殊 生 产  
部 门 固 定 在 一 个 国 家 的 特 殊 地 区 的 地 域 分 工 .由 于 利 用 各 种 特 点

( 5 8 )  】86】年 以 来 ，由 于 棉 花 需 要 M大 增 221，印 度 某 些 人 U 稠 密 的 地 K ， 
靠 缩 小 稻 米 的 生 产 来 扩 大 棉 花 的 生 产 。结 果 是 在 国 家 的 很 大 部 分 地 区 发 生 了  
饥 荒 ，因 为 缺 乏 交 通 _C具 .使 一 个 地 区 稻 米 的 不 足 不 能 很 快 地 由 另 一 地 区 的 供  
应 来 弥 补 ，

( 5 9 )  例 如 .早 在 17世 纪 ，织 机 梭 的 制 造 在 荷 兰 就 形 成 f  一 个 特 殊 的 工 业
部 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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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工 场 手 工 业 生 产 的 出 现 ，获 得 了 新 的 推 动 力 。(6W。最 后 ，世 界 市  
场 的 扩 大 和 殖 民 制 度 （它 们 是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的 一 般 存 在 条 件 的  
组 成 部 分 ），为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提 供 了 在 社 会 内 部 进 行 分 工 的 丰 富  
材 料 。在 这 里 ，我 们 不 去 进 一 步 论 证 ，这 种 分 工 为 什 么 不 仅 侵 人 经  
济 领 域 ，而 且 还 侵 入 社 会 的 其 他 一 切 领 域 ，到 处 引 入 专 业 化 的 发  
展 ，人 的 细 分 ，以 致 亚 • 斯 密 的 老 师 亚 • 弗 格 森 曾 经 叫 喊 说 :“我们  
成 了 奴 隶 民 族 .我 们 中 间 没 有 自 由 人

社 会 内 部 的 分 工 和 工 场 内 部 的 分 工 ，尽 管 有 许 多 相 似 点 和 联  
系 ，但 二 者 不 仅 有 程 度 上 的 差 别 ，而 且 有 本 质 的 区 别 。在 一 种 内 在  
联 系 把 不 同 的 生 产 部 门 连 接 起 来 的 地 方 ，这 种 相 似 点 无 可 争 辩 地  
表 现 得 最 为 明 显 。例 如 ，牧 人 生 产 毛 皮 ，皮 匠 把 毛 皮 转 化 为 皮 革 ， 
鞋 匠 把 皮 革 变 成 皮 靴 。在 这 里 ，每 个 人 所 提 供 的 是 一 种 中 间 制 品 ， 
而 最 后 的 完 成 的 形 态 是 他 们 的 特 殊 劳 动 的 集 体 产 品 。此 外 ，还 有  
供 给 牧 人 、皮 匠 和 鞋 匠 以 工 具 等 等 的 各 种 劳 动 部 门 .人 们 很 容 易  
像 亚 • 斯 密 那 样 ，认 为 这 种 社 会 分 工 和 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的 区 别 只  
是 主 观 的 .也 就 是 说 ，观 察 者 在 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的 场 合 一 眼 就 可 以  
同 时 看 到 各 种 各 样 局 部 劳 动 ，而 在 社 会 分 工 的 场 合 ，各 种 局 部 劳 动  
分 散 在 广 大 的 面 上 ，每 种 特 殊 劳 动 都 雇 用 大 量 的 工 人 ，因 而 使 观 察  60

(60) ••英 国 的 毛 ，纺 织 工 场 手 工 业 + 是 分 成 不 同 的 部 门 ，每 一 个 部 门 固 定  
在 特 殊 地 方 . 在 那 里 只 是 或 主 要 是 生 产 一 •种 东 西 :萨 默 塞 特 郡 生 产 细 呢 .约 克 郡  
屯 产 粗 呢 .埃 兑 塞 特 生 产 双 幅 呢 . 萨 德 伯 里 生 产 细 哔 叽 ，诺 里 奇 生 产 绉 纱 ，肯德 
耳 生 产 半 毛 织 品 .惠 特 尼 生 产 毛 毯 如 此 等 等 。”（贝 克 莱 《提 问 者 》1750年 伦 敦 版  
第 5 6 页 第 520_节 ）

( ( U ) 亚 . 弗 格 森 ((论 市 呙 社 会 史 》1767年 爱 丁 堡 版 第 4 分 册 第 2 部 分 [第
2掷 就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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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不 可 能 了 解 到 这 些 局 部 劳 动 的 全 部 联 系 。 但 是 ，使 牧 人 、皮匠 
和 鞋 匠 的 独 立 劳 动 发 生 联 系 的 是 什 么 呢 ？那 就 是 他 们 各 自 的 产 品 都  
是 商 品 。反 过 来 ，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的 特 点 是 什 么 呢 ？ 那 就 是 局 部 劳  
动 者 不 生 产 商 品 转 化 为 商 品 的 只 是 他 们 的 集 体 产 品 。(64)社会  
内 部 的 各 种 独 立 劳 动 的 中 介 是 它 们 的 产 品 的 买 和 卖 ;工 场 手 工 业 内

( 6 2 ) 在 真 正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中 所 使 用 的 T：人 总 数 必 然 不 是 很 多 .各 个 不  
同 劳 动 部 门 所 使 用 的 工 人 往 往 可 以 聚 集 在 一 个 工 场 内 ，观 察 者 一 眼 就 可 看 到 。 
相 反 地 ，在 那 些 目 的 在 于 为 广 大 店 民 提 供 消 费 品 的 大 工 场 手 工 业 <!>中 .各 个 劳  
动 部 门 使 用 的 工 人 如 此 之 多 ，以 致 不 可 能 把 他 们 集 中 在 一 个 工 场 内 … … 分 工 就  
没 有 这 样 显 眼 ，因 而 就 不 能 被 清 楚 地 看 到 亚 • 斯 密 《国 富 论 》第 1 篇 第 〗章 ） ,. 
同 一 章 有 一 段 著 名 的 话 , 开 头 是 :“请 看 一 看 文 明 員 盛 的 国 家 最 普 通 的 手 工 业 者  
或 短 工 获 得 的 财 产 ”等 等 ，接 着 列 举 了 无 数 的 行 业 ，如 果 没 有 这 些 行 业 的 协 助 ， 
那 么 / ‘在 文 明 国 家 ,一 个 最 下 层 的 个 人 也 不 能 有 衣 服 和 家 具 ”。 这 段 话 ，几 乎逐 
字 逐 句 抄 自 贝 • 德 • 曼 德 维 尔 《蜜 蜂 的 寓 f . 或 个 人 劣 行 ，公 共 利 益 》的 注 释  
(1705年 第 1 版 没 有 注 释 ，1714.年 版 附 有 注 释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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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 动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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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有 东 西 劳 动 者 S丨 以拿来 说 :这 是 我 的 产 品 •我 要 留 给 我 自 己 。”《 保 护  
劳 动 反 对 资 本 的 要 求 )>1825年 伦 敦 版 第 2 5 页 ) 这 部 出 色 著 作 的 作 者 ，就 是 前 面  
引 证 过 的 托 • 霍 吉 斯 金 。

( S 4 ) 这 一 点 在 美 国 人 那 里 已 经 得 到 了 独 特 的 证 明 。 美 国 南 北 战 争 7 时  
期 . 在 华 盛 顿 人 们 想 出 了 许 多 新 捐 税 ，其 中 一 种 是 对 工 业 产 品 征 收 6%的 税 。 人 
们 问 道 :什 么 是 工 业 产 品 呢 ？ 贤 明 的 立 法 者 回 答 说 :一 物 ••当 它 制 成 的 时 候 .它  
就 成 了 产 品 ；当 它 准 备 出 卖 的 吋 候 ，就 是 制 成 了 。”从 上 千 的 事 例 中 举 一 个 例 了 - 
来 说 。在 纽 约 和 费 城 的 制 造 雨 伞 以 及 阳 伞 的 手 工 工 场 中 .这 些 制 品 最 初 是 作 为  
- 个 整 体 制 造 出 来 的 ，虽 然 在 实 际 上 只 是 由 完 全 异 质 的 东 西 构 成 的 混 合 物 、，后 

来 •伞 的 各 种 不 同 组 成 部 分 成 了 分 散 在 不 同 地 K 的 N 样 多 种 的 专 门 制 造 业 的 产 品 ， 
也 就 是 说 . 分 工 从 它 原 来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变 成 了 社 会 分 工 》 因 此 ，各 种 不 同  
局 部 劳 动 的 产 品 现 在 成 了 同 样 多 种 的 商 品 进 人 制 造 雨 伞 以 及 阳 伞 的 手 工 工 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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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各 局 部 劳 动 之 间 的 全 部 联 系 ，以 不 同 的 劳 动 力 出 卖 给 同 一 个 资 本  
家 ，而 这 个 资 本 家 把 它 们 作 为 一 个 集 体 劳 动 力 来 使 用 为 条 件 。工场  
手 工 业 分 工 以 生 产 资 料 集 中 在 一 个 资 本 家 手 中 为 前 提 ;社 会 分 工 则  

以 生 产 资 料 分 散 在 许 多 互 不 依 赖 的 商 品 生 产 者 中 间 为 前 提 。在工场  
手 工 业 中 ，保 持 比 例 的 铁 的 规 律 使 一 定 数 量 的 工 人 从 事 一 定 的 职 能 ； 
而 在 生 产 者 及 其 生 产 资 料 在 社 会 不 同 劳 动 部 门 中 的 分 配 上 ，偶 然性 
和 任 意 性 发 挥 着 自 己 的 杂 乱 无 章 的 作 用 。

诚 然 ，不 同 的 生 产 领 域 经 常 力 求 保 持 平 衡 。一 方 面 因 为 ，每一个  
商 品 生 产 者 都 必 须 生 产 一 种 使 用 价 值 ，即 必 须 满 足 一 种 特 定 的 社 会  
需 要 . 而 这 种 需 要 的 范 围 在 量 上 是 不 同 的 ，一 种 内 在 联 系 把 各 种 不 同  
的 需 要 量 连 接 成 一 个 自 发 地 形 成 它 们 彼 此 之 间 的 比 例 的 体 系 ；另 一 
方 面 因 为 ，价值 规 律 决 定 社 会 在 它 所 支 配 的 全部 劳 动 时 间 中 能 够 用 多  
少 时 间 去 生 产 每 一 种 商 品 。但 是 不 同 生 产 领 域 的 这 种 保 持 平 衡 的 经  
常 趋 势 ，只 不 过 是 对 这 种 平 衡 经 常 遭 到 破 坏 的 一 种 反 作用 。在工场 内  
部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中 ，先 是 由 实 践 而 后 是 由 思 索 确 定 的 比 例 数 ，作 
为 规 则 支 配 着 从 事 每 一 种 特 殊 职 能 的 工 人 人 数 ; 在 社 会 分 工 中 ，这 个  
比例 数 只是在事后作为 一 种 隐 蔽的、无 声 的 自 然 必 然 性 起 着 作 用 ，这  
种 自 然 必 然 性 只 能 在 市 场 价 格 的 晴 雨 表 式 的 变 动 中 觉 察 出 来 ，它 为  
自 己 开 辟 道 路 并 通 过 灾 难 来 克 服 商 品 生 产 者 的 无 规 则 的 任 意 行 动 。

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以 资 本 家 对 人 的 绝 对 权 威 为 前 提 .人 变 成 了 属  
于 资 本 家 的 一 个 机 构 的 单 纯 肢 体 ;社 会 分 X 则 使 独 立 的 商 品 生 产 者

在 那 里 仅 仅 是 被 装 配 为 一 个 整 体 ,，美 国 人 把 这 种 物 品 称 为 集 合 品 ，作 为 税 的 集  
合 点 . 这 种 物 品 理 应 这 样 称 呼 。 伞 t 先 支 付 作 为 商 品 进 人 它 的 制 作 的 每 个 部 分  
的 价 格 的 6%的 税 ，然 后 又 支 付 它 本 身 的 总 价 格 的 6%的 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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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 相 对 立 ，他 们 不 承 认 任 何 别 的 权 威 ，只 承 认 竞 争 的 权 威 .只 承 认 他  
们 互 相 利 益 的 压 力 加 在 他 们 身 上 的 强 制 .正 如 在 动 物 界 中 一 切反对  
■-切的战 争 223多 少 是 一 切 物 种 的 牛 存 条 件 一 样 。这 种 资 产 阶 级 意  
识 对 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劳 动 者 终 生 固 定 从 事 某 种 局 部 操 作 以 及 劳 动  
者 消 极 地 服 从 资 本 赞 扬 备 至 • 只 要 有 人 谈 论 生 产 过 程 的 社 会 监 督 和  
社 会 调 节 ，它 就 会 大 叫 一 声 . 昏 厥 过 去 ！它 把 仟 何 这 一 类 企 图 都 说 成  
是 侵 犯 资 本 家 的 财 产 权 、自 由 权 和 独 创 性 的 权 利 。 于 是 ，这 些 工 r 制 
度 的 热 心 的 辩 护 士 们 尖 声 叫 喊 说 :“你 们 是否 想 把 社 会 转 化 为 一 座 工  
厂 ?”工 厂 制 度 只 是 对 无 产 者 才 有 好 处 ！

如 果 说 资 产 阶 级 社 会 的 特 点 是 社 会 分 工 的 尤 政 府 状 态 和 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的 专 制 ，那 么 反 过 来 我 们 义 会 在 职 业 的 分 离 自 然 地 发 展 起  
来 、随 后 固 定 下 来 、最 后 由 法 律 加 以 认 可 的 早 期 社 会 中 .看 到 一 幅 有  
计 划 和 有 权 威 地 组 织 社 会 劳 动 的 图 画 ，而 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在 那 些 社  
会 中 还 完 全 没 有 出 现 .或 者 只 是 在 很 狭 小 的 范 ■ 内 ，或者 只是 间 或 和  
偶 然 地 得 到 发 展 。 (65)

例 如 ，那 些 一 直 可 以 追 溯 到 最 遥 远 的 时 代 而 目 前 还 部 分 地 保 存  
着 的 小 的 印 度 公 社 2n，就 是 建 立 在 土 地 共 同 占 有 、农 业 和 手 工 业 直 接  
结 合 以 及 固 定 分 工 的 基 础 之 上 的 .这 种 分 工 在 组 成 新 公 社 时 成 为 计  
划 和 略 图 。这 种 公 社 都 是 一 个 自 给 自 足 的 生 产 整 体 ，它 们 的牛.产 面 
枳 从 一 百 英 亩 至 儿 + 英 亩 不 等 。产 品 的 最 大 部 分 用 于公 社 的 直 接 消  
费 ，而 不 是 商 品 ，闪 此 ，生 产 同 整 个 印 度 社 会 由 交 换 引 起 的 分 工 毫 无

((55 > “甚 至 下 而 一 点 也 fi]■以 确 立 为 普 遍 的 规 则 ：社 会 内 部 的 分 :丨:越 不 受
权 威 的 支 配 ，工 场 内 部 的 分 工 就 越 发 展 .越 会 从 属 〒 一 人 的 权 威 。 因 此 ，在 分 工  
方 面 ，工 场 里 的 权 威 和 社 会 上 的 权 威 是 成 反 比 的 。”( 卡 尔 • 马 克 思 《竹 学 的 贫  
困 》1847年 巴 黎 版 第 1釦 、131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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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系 〇 只 有 产 品 的 剩 余 部 分 才 转 化 为 商 品 .而 且 首 先 到 了 国 家 手 中 . 
从 远 古 以 来 就 有 一 定 量 的 产 品 作 为 实 物 地 租 归 国 家 所 有 。这 些公社 
在 印 度 的 不 同 地 区 具 有 不 N 的 形 式 。形 式 最 简 单 的 公 社 共 同 耕 种 土  
地 ，把 产 品 分 配 给 公 社 成 员 . 而 每 个 家 庭 则 从 事 家 庭 劳 动 .如 纺 纱 、织  
布 等 等 除 了 这 些 从 事 同 类 劳 动 的 群 众 以 外 .我 们 还 可 以 看 到 一 个  
“首 领 ” •他 兼 任 法 官 、警 苜 和 税 吏 ；一 个 记 账 员 . 登 记 农 业 账 0 ,登 记  
和 记 录 与 此 有 关 的 一 切 事 项 ;第 三 个 官 吏 ，捕 缉 罪 犯 .保 护 外 来 旅 客  
并 把 他 们 从 一 个 村 庄 护 送 到 另 一 村 庄 ;一 个 边 防 人 员 .防止邻 近公社 
人 侵 ;一 个 管 水 员 ，从 公 共 蓄 水 池 中 分 配 灌 溉 用 水 ;一 个 婆 罗 门 ，司理 
宗 教 仪 式 ;一 个 教 员 ，在 沙 土 上 教 公 社 儿 童 写 字 读 书 ;一 个 专 管 历 法  
的 婆 罗 门 . 以 占 里 师 的 资 格 确 定 播 种 、收 割 的 时 间 以 及 对 各 种 农 活 有  
利 和 不 利 的 时 间 ;一 个 铁 匠 和 一 个 木 匠 . 制 造 和 修 理 全 部 农 具 ;一 个  
陶 工 ，为 全 村 制 造 器 肌 ; 一 个 现 发 师 ，一 个 洗 衣 匠 . 一 个 银 匠 ，有时 还  
可 以 看 到 一 个 诗 人 ，他 在 有 些 公 社 里 代 替 银 匠 ，在 另 外 一 件 公 社 里 代  
替 教 员 s 这 十 儿 个 人 的 生 活 由 全 公 社 负 担 . 如 果 人 口 增 长 了 ，就在 
未 开 垦 的 土 地 上 按 照 旧 公 社 的 样 ？建 立 一 个 新 的 公 社 . W此 ，整个  
公 社 足 建 立 在 系 统 的 分 工 基 础 上 的 ，fri是 它 不 可 能 是 工 场 手 工 业 意  
义 h 的 分 H ,因 为 对 铁 匠 、木 匠 等 等 来 说 市 场 是 不 变 的 ，至 多 根 据 村  
庄 的 大 小 . 铁 K 、陶 工 等 等 + 是 一 个 而 是 两 个 。 (156 > 调 节 公 社 分 工 的  
规 m 在 这 里 以 c i然 规 律 的 不 可 抗 拒 的 权 威 起 笤 作 用 . 而 每 一 个 f -工 
业 各 在 他 的 家 里 ，在 他 的 T.场 内 按 照 传 统 方 式 完 成 他 职 业 范 围 内 的  

一 切 操 作 .似 迠 他 坫 独 立 的 . 不 承 认 仟 何 权 威 。这 些 公 社 ß 给 自 足 ，

马 Æ • 威 尔 Æ斯 中 校 《印 度 南 部 的 W史 概 耍 >1810 1817年 伦 敦 版
第 :1卷 第 118. 1 2 M Û 存:乔 治 . 坎 伯 尔 所 著 《现 代 印 度 》1852年伦 敦版中•可 
以 Ä 到 对 印 度 公 社 各 种 形 式 的 出 色 播 写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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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断 地 按 照 同 一 形 式 把 自 己 再 生 产 出 来 ，当 它 们 偶 然 遭 到 破 坏 吋 ，会  

在 同 一 地 点 以 同 一 名 称 再 建 立 起 来 (67)，这 种 公 社 的 生 产 机 体 的 简 单  
性 ，为 我 们 提 供 了 一 把 理 解 亚 洲 社 会 不 发 生 变 化 的 钥 匙 。这 种 不 变  
性 同 亚 洲 各 国 的 不 断 瓦 解 、+断 重 建 和 激 烈 的 改 朝 换 代 形 成 十 分 奇  
特 的 对 照 。社 会 的 基 本 经 济 要 素 的 结 构 .不 为 政 治 领 域 中 的 任 何 风  
暴 所 触 动 。

中 世 纪 的 行 会 规 章 通 过 严 格 限 制 一 个 行 会 师 傅 所 能 雇 用 的 帮 工  
的 最 高 人 数 ，有 计 划 地 阻 止 了 行 会 师 傅 转 化 为 资 本 家 。此 外 ，行会 师  
傅 只 能 在 他 自 己 的 那 个 手 工 业 中 雇 用 帮 工 。 同 时 ，行 会 竭 力 抵 制 商  
人资 本 这 种 与 它 对 立 的 、唯 一 自 由 的 资 本 形 式 的 任 何 侵 入 。商 人可 
以 购 买 除 劳 动 以 外 的 任 何 商 品 。他 只 许 充 当 产 品 的 订 购 人 . .如果由 
于 外 部 情 况 而 必 须 进 一 步 分 工 ，现 存 的 行 会 就 分 为 几 个 亚 种 .或 者 在  
原 有 行 会 之 外 建 立 新 的 行 会 ，但 是 各 种 手 工 业 并 不 联 合 在 一 个 工 场  
内 。因 此 ，虽 然 行 会 组 织 造 成 的 手 工 业 的 孤 立 和 完 善 是 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的 存 在 条 件 ，但 行 会 组 织 排 斥 了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分 工 。总 的 说 来 ， 

劳 动 者 和 他 的 生 产 资 料 还 是 互 相 结 合 的 ，就 像 蜗 牛 和 它 的 甲 壳 互 相  
结 合 一 样 。因 此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起 码 基 础 ，也 就 是生 产 资 料 的 资 本 形  
式 还 不 具 备 。

社 会 分 工 ，不论 是 ,否 有 商 品 交 换 ，是 极 其 不 同 的 社 会 经 济 形 态 所

(67) “从 远 古 以 来 国 内 居 民 就 在 这 种 简 单 形 式 下 …… 生 活 。 各 个 村 社  
的 边 界 很 少 变 动 ;虽 然 村 社 有 时 由 于 战 争 、饥 荒 和 瘟 疫 而 受 到 侵 害 ，但 是 同 一 名  
称 ，同 一 边 界 •同 一 利 益 . 甚 至 同 一 家 族 . 会 维 持 几 百 年 之 久 。 居 民 对 王 国 的 崩  
溃 或 分 裂 毫 不 在 意 ;只 要 村 社 保 持 完 整 ，他 们 就 不 问 权 力 转 到 谁 的 手 里 ;他 们 的  
内 部 经 济 不 会 有 丝 毫 变 化 。”（前 爪 哇 副 总 督 托 • 斯 坦 福 • 拉 弗 尔 斯 《爪 哇 史 》 
1817年 伦 敦 版 第 I 卷 第 28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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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有 的 .而 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却 是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的 独 特 创 造 。

5.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资 本 主 义 性 质

人 数 较 多 的 工 人 受 同 一 资 本 指 挥 . 既 是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自 然 起 点 ， 
也 是 一 般 协 作 的 Ô然 起 点 》但 是 ，工 场 手 工 业 所 要 求 的 分 工 使 所 使  
用 的 工 人 人 数 的 不 断 增 加 成 为 技 术 上 的 必 要 。现 在 ，单 个 资 本 家 所  
必 需 使 用 的 最 低 限 额 的 工 人 人 数 ，要 由 现 有 的 分 工 来 规 定 。

要 得 到 进 一 步 分 」:的 利 益 . 不 仅 要 增 加 工 人 人 数 ，而 且 只 能 按 倍  
数 来 增 加 .也 就 是 说 .按 固 定 的 比 例 一 起 增 加 工 场 所 有 各 个 小 组 的 人  
数 。其 次 . 随 着 资 本 的 可 变 部 分 的 增 加 . 资 本 的 不 变 部 分 ，即 用 在 T  

具 、用 具 、厂 房 等 等 上 的 预 付 ，特 别 是 用 在 原 料 (所 需 要 的 原 料 量 的 增  
加 会 比 所 使 用 的 工 人 人 数 的 增 加 快 得 多 ）上 的 预 付 也 必 须 增 加 。劳  
动 生 产 力 越 是 由 于 分 工 而 提 高 ，劳 动 在 一 定 时 间 内 消 耗 的 原 料 数 量  
也 就 越 大 。 因 此 ，资 本 家 手 中 的 资 本 最 低 限 额 越 来 越 增 大 ，或 者 说 ， 
社 会 的 生 活 资 料 和 生 产 资 料 越 来 越 多 地 转 化 为 资 本 .这 是 由 工 场 手  
X 业 的 技 术 性 质 所 强 制 的 一 个 规 律 。 (ß8)

(BW “新 的 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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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鐘 . 使 他 n 能 够 经 营 大 规 模 的 生  
产 …… 分 T：越 发 展 ，要 固 定 使 用 N 数 劳 动 者 ，就 需 要 把 越 来 越 多 的 资 本 花 费  
在 原 料 、工 具 等 等 上 面 (拖 托 尔 希 ((政 治 经 济 学 教 程 》1823年 巴 黎 版 第 1 卷 第  
2 5 0 、2 5 1 ÜÜ “屮 产 工 具 的 枳 聚 和 分 工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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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Ë 的 分 化 不 能 分 离 一 样 ”（ k • 马 克 思 《哲 学 的 贫 闲 》 1847 
牢 巴 黎 版 笫 131页 224)



376 第 四 篇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的 生 产

在 工 场 手 工 业 中 执 行 职 能 的 并 由 局 部 工 人 作 为 其 肢 体 的 劳 动  

体 ，属 于 资 本 家 ; 它 只 是 资 本 的 一 种 存 在 形 式 . 因 此 ，由各种 劳 动 的 结  
合 所 产 生 的 生 产 力 表 现 为 是 从 资 本 产 生 出 来 的 。

真 正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不 仅 使 劳 动 者 服 从 资 本 的 指 挥 和 纪 律 ，而且 
还 在 工 人 自 己 中 间 造 成 了 等 级 的 划 分 。简 单 协 作 大 体 上 没 有 改 变 个  
人 的 劳 动 方 式 ，而 工 场 手 工 业 却 使 它 彻 底 地 发 生 了 革 命 ，从 根本上侵 
袭 了 个 人 的 劳 动 力 „ 工 场 手 工 业 人 为 地 加 速 了 劳 动 者 的 片 面 技 巧 的  
发 展 ，牺 牲 了 生 产 者 的 全 部 禀 赋 和 本 能 ，从 而 使 劳 动 者 畸 形 化 .把 他  
变 成 某 种 怪 物 . 这 正 像 在 拉 普 拉 塔 各 国 226人 们 为 了 得 到 公 牛 的毛 皮  
和 油 脂 而 屠 宰 公 牛 一 样 。

不 仅 劳 动 被 分 割 、再 分 割 并 分 配 给 不 同 的 个 体 ，而且个 体 本身也 
被 分 割 开 来 ，转 化 为 一 种 专 门 操 作 的 自 动 的 工 具 <69)，这 样 . 梅 涅 尼 • 
阿 格 利 巴 把 人 说 成 只 是 人 身 体 的 一 个 片 断 这 种 荒 谬 的 寓 g  227就实  
现 了 ， >

起 初 ，工 人 因 为 没 有 物 质 生 产 资 料 ，把 自 己 的 劳 动 力 卖 给 资 本 。 
现 在 ，工 人 的 劳 动 力 不 出 卖 ，就 得 不 到 任 何 真 正 的 利 用 。 为 了能发 挥  
作 用 ，它 需 要 一 种 社 会 环 境 ，而 这 种 环 境 只 有 在 资 本 家 的 工 场 中 才 存  
在 。(71)正 像 耶 和 华 的 选 民 的 额 上 写 着 他 们 是 耶 和 华 的 财 产 33—样 ， 69 70

( 6 9 )  杜 格 尔 德 • 斯 图 亚 特 把 工 场 F 工 业 工 人 叫 做 “用 于 局 部 劳 动 的 活 的  
自 动 机 ”(杜 格 尔 德 • 斯 图 亚 特 《政 治 经 济 学 讲 义 》1855年 爱 了 堡 版 第 318页 h

( 7 0 )  珊 瑚 的 每 一 个 个 体 实 际 上 都 是 全 群 的 一 个 胃 脏 。但 是 这 个 W脏 供  
给 整 个 共 同 体 以 养 料 ，而 不 是 像 罗 马 贵 族 那 样 从 整 个 共 同 体 汲 取 养 料 。

m  > “精 通 一 种 手 工 业 的 全 部 技 艺 的 工 人 可 以 到 处 工 作 和 谋 生 ，而 另 一  
种 工 人 〈工 场 手 工 业 工 人 〉只 不 过 是 一 种 附 属 物 . 他 一 离 开 自 己 的 同 事 ，就 既 没  
冇 能 力 . 也 没 有 独 立 性 ，因 此 他 不 得 + 接 受 人 们 认 为 强 加 于 他 是 适 宜 的 那 种 规  
章 (施 托 尔 希 《政 治 经 济 学 教 年 彼 得 喂 版 第 1 卷 第 204页 ）



第 十 四 章 分 工 和 工 场 手 工 业 377

分 工 在 工 场 手 工 业 工 人 的 身 上 打 上 了 他 们 是 资 本 的 财 产 的 烙 印 。

正 如 未 开 化 的 人 把 全 部 战 争 艺 术 当 做 他 的 个 人 机 智 来 施 展 一  
样 ，独 立 的 农 民 或 手 工 业 者 小 规 模 地 发 挥 的 知 识 、智 慧 和意 志 现 在 只  
是 对 整 个 工 场 说 来 才 是 必 要 的 。生 产 上 的 智 力 f 一 个 方面 扩 大 了 它  
的 规 模 ，正 是 因 为 它 在 许 多 方 面 消 失 了 。局 部 工 人 所 失 去 的 东 西 ，都 
集 中 在 和 他 们 对 立 的 资 本 上 面 了 。(72) 73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使 生 产 的 智  
力 作 为 他 人 的 财 产 和 统 治 工 人 的 力 量 同 工 人 相 对 立 。这 个 分 离 过 程  
在 简 单 协 作 中 开 始 ，在 工 场 手 工 业 中 得 到 发 展 ，最 后 在 大 工 业 中 完  

成 。在 简 单 协 作 中 ，资 本 家 在 单 个 劳 动 者 面 前 代 表 集 体 劳 动 者 的 统  
一 和 意 志 ，工 场 手 工 业 使 劳 动 者 残 缺 不 全 ，直 至 使 他 成 为 自 身 的 一 个  
部 分 ，大 工 业 则 把 科 学 变 成 一 种 独 立 的 劳 动 生 产 力 ，并 迫使科 学 为 资  
本 服 务 。

在 工 场 手 工 业 中 ，集 体 劳 动 者 从 而 资 本 在 社 会 生 产 力 上 的 富 有 ， 

是 以 劳 动 者 在 个 人 生 产 力 上 的 贫 乏 为 条 件 的 。

“无 知 是 迷 信 之 母 ,也 是 工 业 之 母 。思 索 和 想 象 会 产 生 错 误 ,但 是 手 足 活 动  
的 习 惯 既 不 靠 思 索 ，也 不 靠 想 象 。 因 此 可 以 说 , 从 工 场 〒 •工 业 的 角 度 来 看 ，完 美  
无 缺 的 标 准 就 是 "丨 以不 动 脑 子，所 以 ，不 用 费 脑 子 就 可 以 把 工 场 看 成 -部 机 器 , 
而 人 是 机 器 的 各 个 部 分 / ’(74)

( 7 2 ; ) 亚 . 弗 格 森 《论 市 民 社 会 史 》17抑 年 法 文 版 第 2 卷 第 13_5、13_6页  
■'一 人 之 所 得 ，可 以 是 他 人 之 所 失

(73) “有 知 识 的 人 和 劳 动 者 彼 此 分 离 得 很 远 .科 学 在 劳 动 者 手 中 不 是 有  
利 于 他 发 展 自 身 的 生 产 力 ，却 几 乎 到 处 都 与 工 人 相 对 立 … … 知 识 成 了 一 种 能 同  
夯 动 分 离 泮 同 它 相 对 立 的 工 具 （威 . 汤 普 森 《财 富 分 配 原 理 的 研 究 》1824年 
伦 敦 版 第 274 页 ）

f74) €  ■弗 格 森 《论 市 民 社 会 史 年 法 文 版 第 2 卷 第 ]34、】3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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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实 上 ，在 18世 纪 中 叶 .某 些 手 工 工 场 宁 愿 使 用 半 白 痴 来 从 事  

某 些 构 成 工 厂 秘 密 的 操 作 。 (75) 76

亚 • 斯 密 说 ：

“大 多 数 人 的 智 力 ，必 然 由 他 们 的 日 常 活 动 发 展 起 来 。终 生 从 事 少 数 简 单  
操 作 的 人 ……既 没 有 机 会 发 展 PI己 的 智 力 . 也 没 有 机 会 展 开 自 己 的 想 象 力 …… 
他 的 迟 钝 和 无 知 就 达 到 无 以 复 加 的 地 步

斯 密 在 描 述 了 局 部 工 人 的 愚 钝 以 后 继 续 说 ：

“他 的 呆 板 的 、单 调 的 生 活 自 然 损 害 了 他 的 进 取 精 神 … … 它 甚 至 破 坏 了 他  
的 身 体 的 活 动 ，使 他 除 r 从 事 他 所 会 的 那 种 局 部 工 作 以 外 ，不 能 精 力 充 沛 地 持  
久 地 使 用 自 己 的 力 量 。 因 此 ，他 在 自 己 的 专 门 职 业 中 的 技 能 是 靠 牺 牲 他 的 智 力  
的 、社 会 的 和 军 事 的 品 德 而 取 得 的 。但 是 ，在 每 一 个 工 业 的 文 明 的 社 会 中 ，这 是  
劳 动 贫 民 即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必 然 陷 人 的 境 地 / ( 76 >

为 了 救 治 由 于 分 工 而 造 成 的 人 民 群 众 的 完 全 萎 缩 ，亚 ■ 斯 密 建  
议 实 施 义 务 国 民 教 育 ，建 议 谨 慎 地 并 采 用 顺 势 疗 法 来 管 理 国 民 教 育 。 
亚 • 斯 密 著 作 的 法 文 译 者 和 评 注 者 热 • 加 尔 涅 - 他 是 法 兰 西 第 • 

帝 国 的 天 定 的 元 老 院 议 员  始终 一 贯 地 反 对 这 一 点 。他 为 ，国
民 教 育 是 同 分 工 的 规 律 相 矛 盾 的 ;实 施 国 民 教 育 会

( 7 5 )  约 • 德 • 塔 克 特 《劳 动 人 口 今 昔 状 况 的 历 史 》184(5年 伦 敦 版 第 1 卷 
第 14_8页 。

( 7 6 )  亚 • 斯 密 《国 富 论 .》第 5 篇 第 1 章 第 2 项 。. 亚 • 弗 格 森 曾 说 明 分 工 的  

有 害 后 果 。作 为 弗 格 森 的 学 生 ，他 对 这 一 点 是 十 分 清 楚 的 。 亚 • 斯 密 在 自 己 的  
著 作 中 一 开 头 就 专 门 把 分 工 歌 颂 了 一 番 ，只 是 顺 便 地 提 到 分 工 是 社 会 不 甲 等 的  
根 源 . 在 他 的 著 作 的 最 后 一 篇 ，他 電 述 了 弗 格 森 的 见 解 ， 关 于 弗 格 森 、亚 .•斯 
密 、勒 蒙 泰 和 萨 伊 在 批 评 分 工 问 题 上 的 历 史 关 系 ，我 在 《哲 学 的 贫 困》等 等 中 已  
经 把 必 须 说 的 话 都 说 了 ，同 时 我 第 一 次 提 到 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是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的 特 殊形式。 （卡 • 马 克 思 《哲 学 的 贫 困》1_847年 巴 黎 版 第 122页 及 以下几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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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灭 我 们 的 整 个 社 会 制 度 ……像 其 他 一 切 分 工 一 样 • 体 力 劳 动 和 脑 力 劳 动 之  
间 的 分 工 随 着 社 会 〈他 非 常 正 确 地 使 用 了 社 会 这 个 词 来 表 示 资 本 、土 地 所  
有 权 和 它 们 的 国 家 〉的 U 益 富 裕 而 越 来 越 明 显 、越 来 越 确 定 。 像 其 他 任 何 分 工  
一 样 ，这 种 分 工 是 过 去 进 步 的 结 果 和 未 来 进 步 的 原 因 … … 政 府 应 当 反 对 这 种 分  
工 并 阻 止 它 的 自 然 进 程 吗 ？ 政 府 应 当 用 一 部 分 国 家 收 入 来 试 图 使 两 类 力 求 分  
开 和 分 立 的 劳 动 混 淆 和 混 合 起 来 吗 ?”

某 种 智 力 上 和 身 体 上 的 萎 缩 , 同 社 会 的 分 工 也 是 分 不 开 的 。但 
是 ，因 为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大 大 加 深 了 这 种 分 裂 .同 时 它 以 自 己 特 有 的  
分 工 从 生 命 的 根 源 上 侵 袭 着 个 人 ，所 以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也 首 先 提 供  
了 工 业 病 理 学 的 概 念 和 材 料 。 77 78 (79) 80

“一 个 人 如 果 应 受 死 刑 ，对 他 的 分 割 就 叫 做 处 死 ，如 果 他 不 应 受 死 刑 ，对 他  
的 分 割 就 叫 做 谋 杀 》对 劳 动 的 分 割 就 是 民 众 的 谋 杀

以 分 工 为 基 础 的 协 作 ，也 就 是 工 场 手 工 业 ，最 初 是 自 发 的 无 意 识

( 7 7 )  弗 格 森 就 说 过 :“在 这 个 一 切 都 分 离 的 时 代 .思 维 艺 术 本 身 可 以 成 为  
一 种 特 殊 的 职 业

( 7 8 )  热 . 加 尔 涅 的 译 本 第 . 5 卷 第 2— 5 页 。
( 7 9 )  帕 多 瓦 临 床 医 学 教 授 拉 马 志 尼 1700年 发 表 了 自 己 的 著 作 《论 手 T 业  

者 的 疾 病 》 . 1777年 该 书 译 成 法 文 . 1841年 又 转 载 在 《医 学 百 科 全 书 。 第 7 部 
分 。 占 典 作 家 》。 自 然 ，大 工 业 时 期 使 他 的 关 于 工 人 患 病 的 病 例 大 大 增 加 。 参  
看《= 般 大 城 市 特 别 是 里 昂 城 工 人 的 生 理 卫 生 和 精 神 卫 生 》，安 • 路 • 丰 特 雷 医  
卞 编 •〗858年 巴 黎 版 和 《不 同 阶 层 、年 龄 、性 别 的 人 所 特 有 的 疾 病 》(六 卷 集 ） 1840 
年 乌 尔 姆 版 ，以 及 医 学 博 士 爱 德 华 • 赖 希 的 《论 人 类 的 退 化 》1868年 埃 朗 根 版 。 
在 1854年 .技 艺 和 手 工 业 协 会 228任 命 了 一 个 工 业 病 理 学 调 查 委 员 会 。 在 “特 
威 克 楠 经 济 博 物 馆 ”的 目 录 屮 可 以 找 到 这 个 委 员 会 所 搜 集 的 文 件 的 目 录 。官方 
的 (〈公 共 卫 生 报 告 》确 实 是 十 分 * 要 的 。

( 8 0 )  戴 • 乌 尔 卡 尔 特 《家 常 话 》1855年 伦 敦 版 第 119页 4 黑 格 尔 对 于 分  
T：持 有 一 种 非 常 奇 特 的 观 点 他 在 自 己 的 《法 哲 学 》一 书 中 说 :“所 谓 有 教 养 的  
人 .首 先 是 指 那 些 能 够 做 别 人 所 能 做 的 一 切 事 情 的 人 。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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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创 造 物 一 日 .它 得 到 一 定 的 巩 固 和 十 分 广 泛 的 基 础 ，它 就 成 为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有 意 识 的 、有 组 织 的 形 式 。 真 正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历 史 表  
明 ，工 场 f •工 业 所 特 打 的 分 工 如 何 根 据 经 验 ，所 以 说 足 背 t 当 事人获  

得 最 有 利 的 形 式 .但 后 來 又 如 何 像 行 会 手 工 业 那 样 ，力图 根据传 统 保  
持 这 种 形 式 . 而'_11有 时 还 能 把 这 种 形 式 保 持 一 个 世 纪 以 h 。这 种 形  
式 的 变 化 .除 了 在 次 要 事 情 上 的 变 化 以 外 ，始 终 只 是 由 于 劳 动 T.具的 
革 命 。现 代 工 场 手 工 业 (我 不 是 指 以 使 用 机 器 为 基 础 的 大 工 业 )或 者  
如 在 大 城 市 产 生 的 服 装 工 场 手 工 业 那 样 ，找 到 f 虽 然 分 散 但 却 是 现  
成 的 材 料 . 只 需 耍 把 它 们 集 合 起 来 ;或 者 •分 工 的 原则 非常容易得到 
应 用 ，只 需 要 使 工 人 专 门 适 应 于 手 工 业 如 装 订 业 的 各 种 不 同 操 作 中  
的 一 种 操 作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用 + 着 一 个 星 期 的 经 验 .就 能 找 到 每 一  
种 职 能 所 必 需 的 工 人 的 比 例 数 。 >

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通 过 r-工 、ik的 分 解 和 解 体 ，劳 动 I：具 的 专 门 化 . 

局 部 工 人 的 形 成 以 及 局 部 工 人 在 一 个 总 机 构 中 的 组 合 ，造 成 了社 会  
生 产 过 程 的 质 的 划 分 和 t 的 比 例 u 这 个 特 殊 的 劳 动 绀 织 会 提 高 劳 动  
生 产 力 。

资 本 主 义 形 式 的 分 工 . 在 一 定 的 历 史 基 础 上 .分工不可能采
取 别 的 形 式 ，—— 无 非 是 生 产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的 - • 种 特 殊 方 法 ，或者 
说 . 靠 牺 牲 劳 动 者 的 利 益 来 增 加 人 们 称 之 力 国 民 财 富 的 资 本 的 收 益 。 
它 靠 牺 牲 夯 动 者 的 利 益 来 力 资 本 家 发 展 集 体 劳 动 力 。它 创 造出保证  *

( s i ) 饤 一 神 天 真 的 信 念 . 认 为 资 本 家 在 分 丨 :友 面 先 验 地 运 用 r 天 才 。这  
种 信 念 只 足 在 如 罗 $ 尔 圯 屯 那 样 的 德 w 教 授 屮 间 还 存 在 着 ，在 罗 艽 尔 肴 来 ，分 
工 是 从 资 本 家 的 奥 林 波 斯 山 诸 神 式 的 脑 袋 中 现 成 地 跳 出 来 的 .w 此 他 以 “各种  
各 样 的 工 资 ”来 酬谢 资 本 家 ，实 丨丨•分 的 程 度 収 决 于 钱 袋 的 大 小 ，iftM、取 决  
于 天 才 的 大 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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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本 对 劳 动 的 统 治 的 新 条 件 。 因 此 .它 既 表 现 为 社 会 的 经 济 形 成 过  
程 屮 的 历 史 进 步 和 必 然 的 阶 段 ，又 表 现 为 文 明 的 和 精 巧 的 剥 削 手 段 。

政 治 经 济 学 作 为 一 门 专 门 的 科 学 ，是 在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才 出 现  

的 ，它 只 是 从 工 场 宇 工 业 分 工 的 观 点 来 考 察 整 个 的 社 会 分 工 <82)，把 
社 会 分 工 只 看 成 是 用 较 少 的 劳 动 生 产 更 多 商 品 ，从 而 使 商 品 便 宜 和  
加 速 资 本 积 累 的 手 段 。古 典 古 代 的 著 作 家 不 是 着 重 量 和 交 换 价 值 的  
观 点 ，而 只 注 重 质 和 使 用 价 值 。 在 他 们 看 来 ，社 会 生 产 部 门 的 分  
离 产 生 的 结 果 只 能 是 :产 品 制 造 得 更 好 ，人 的 不 同 志 趣 和 才 能 为 自 己  
选 择 到 适 宜 的 活 动 范 围 82 83 (84), 因 为 ，如 果 人 们 不 能 限 制 自 己 .就 做 不 出  
任 何 重 要 的 事 情 (85)。因 此 ，产 品 和 生 产 者 由 于 分 工 而 得 到 改 善 。他

( 8 2 )  亚 • 斯 密 的 前 辈 ，如 配 第 和 《东 印 度 贸 易 的 利 益 》的 匿 名 作 者 [ 亨 • 

马 丁 ；] ，比 他 更 深 刻 地 指 出 了 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的 资 本 主 义 性 质 。
( 8 3 )  在 现 代 著 作 家 中 ，只 有 1 8 世 纪 的 某 些 著 作 家 如 贝 卡 里 亚 和 詹 姆  

斯 • 哈 里 斯 在 分 3：问 题 上 的 见 解 几 乎 同 古 人 一 样 。 贝 卡 里 亚 写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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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一 切 生 活 必 需 品 的 人 ® 容 易 、更 多 、吏 好 地 把 产 品 制  
造 出 來 …… 因 此 ，为 了 公 共 的 和 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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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代 部 分 . 第 卷 第 2 8 页 ） 
詹 姆 斯 • 哈 里 斯 ，即 后 来 的 马 姆 兹 伯 里 伯 爵 . 在 对 自 己 的 《关 于 幸 福 的 对 话 》 
1772年 伦 敦 版 231的 一 个 附 注 中 说 道 : “我 用 来 证 明 社 会 是 一 种 ( 建 f t 在 分 工 和  
分 职 的 基 础 . t 的 ）自 然 物 的 全 部 论 证 都 取 自 柏 拉 W《理 想 国 》第 册 ” -

你 1 ) 例如，《奥 德赛 》第 1 4 卷第2 2 8 行 : “ 不同的人喜欢 从 事不冋 的工作。 ”  

阿荜 洛库 斯说 过 : “ 每个 人都从 事A  d 的工作. 所有的人都会 感到满 意。”232见  
塞克斯都• 恩披里柯的箸作。

(85) “ N 时 做 许 多 事 ，什 么 也 做 不 成 。 ”233 - - 雅 典 人 作 为 商 品 生 产 者 . 

感 到 自 己 比 斯 巴 达 人 高 明 ，H 为 后 者 在 战 时 虽 然 会 支 配 人 ，但 不 会 支 配 钱 _。按  
照 修 皆 的 底 斯 的 记 载 ，伯 里 克 利 在 号 召 雅 典 人 进 行 伯 罗 奔 尼 撒 战 争 的 演 说 中  
说 道 自 给 自 足 的 人 宁 "1■用 『=丨 己的身体 而+ 愿 用 钱 来 进 行 战 争 。”(修 昔 的 底 斯



们 偶 尔 也 提 到 产 品 数 量 的 增 加 .但 他 们 看 到 的 只 是 使 用 价 值 即 有 用  

物 品 的 更 加 丰 富 ，而 不 是 交 换 价 值 或 商 品 价 格 的 下 降 。柏 拉 图 <H6> 

同 色 诺 芬 (H7)在 这 一 点 上 是 一 致 的 。前 者 认 为 分 工 是 社 会 分 为 阶 级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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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扪 罗 奔 尼 撒 战 争 史 》第 〗册 第 』4 1 篇 ) 虽 然 如 此 . 甚 至 在 物 质 生 产 丨 .，雅 典 人 的  
理 想 仍 然 是 r j 给 自 足 的 能 力 ，因 为 “分 工 产 步 福 利 ，但 是 自 给 向 足 还 产 生 独 立  
Æ这 1丨1应 该 注 意 到 ，在 推 翮 二: 十 僭 主 的 时 代 234. 没 有 地 产 的 雅 典 人 还 不 到
5 000 人 。

(8( ! ) 柏 拉 图 从 个 人 需 要 的 多 面 性 和 个 人 才 能 的 片 面 性 来 说 明 共 同 体 内  
部 的 分 工 。他 的 主 要 论 点 是 ：T 人 应 当 适 应 I ：作 的 要 求 ，Ifl丨 不 是 工 作 应 当 适 应  
工 人 的 要 求 . 如 果 工 人 M 时 从 事 好 几 种 f 艺 ，他 就 必 然 会 顾 此 失 彼 。 （《理 想  
国 》，拜 特 尔 、奥 雷 利 等 人 编 .第 2 版 第 2 篇 ) 在 修 昔 的 底 斯 《伯 罗 奔 尼 撒 战 争 史 5 
第 1 册 第 〗4 2 篇 中 也 有 类 似 的 观 点 : “ 同 其 他 任 何 - • 种 行 业 一 样 ，航 海 业 是 一 种  
技 艺 . 它 不 能 ， 做 副 业 来 做 ; 反 过 来 ,也 不 能 在 从 事 航 海 业 的 时 候 再 做 其 他 的 职  
业 „”柏 拉 图 说 ，如 果 工 作 必 须 等 待 X 人 ，那 么 生 产 的 紧 要 时 机 往 往 就 会 被 错 过 . 

产 品 就 会 被 糟 蹋 。235在 英 国 漂 白 业 主 反 对 工 厂 法 规 定 全 体 工 人 在 一 定 时 间 吃  
饭 的 抗 议 书 中 ，又 可 以 见 到 柏 拉 图 的 这 个 思 想 。 他 们 的 生 产 不 能 迁 就 工 人 ，因 
为 “加 热 、漂 白 、压 平 或 染 色 等 操 作 . 中 断 一 定 的 时 间 就 会 造 成 损 失 》 规 定 全 体  
工 人 在 同 一 时 间 吃 饭 . 有 时 会 使 贵 重 的 产 品 因 劳 动 过 程 末 完 成 而 遭 受 损 坏 。”哪  
儿 没 有 柏 拉 图 主 义 呀 ！

( 8 7 ) 色 诺 芬 说 •得 到 波 斯 国 王 餐 桌 上 的 食 物 不 仅 十 分 光 荣 ，而 且 这 些 食  
物 比 别 的 食 物 更 可 口 得 多 。 " 这 是 毫 不 奇 怪 的 ，因 为 如 同 手 艺 一 般 Æ 大 城 市 里  
特 别 完 善 一 样 . 伟 大 的 国 王 的 食 物 也 是 以 完 全 特 殊 的 方 式 制 作 的 .在 小 城 市  
里 . 同 一 个 人 要 制 造 门 、犁 、床 、« 子 ; 常 常 还 要 造 房 子 ，如 果 这 样 就 能 足 以 维 持  
他 的 生 活 . 他 就 很 满 意 了 。一 个 从 事 这 么 多 种 r .作 的 人 . 是 绝 不 n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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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  
了 生 活 ，有 的 人 只 裁 衣 ，有 的 人 只 拼 接 , 宥 的 人 只 缝 纫 „ 从 事 最 简 单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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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 诺 芬  
《居 鲁 士 的 教 育 》第 8 卷 第 2 章 色 诺 芬 在 这 电 只 注 意 使 用 价 值 的 质 量 和 达  
到 这 种 质 量 的 办 法 ，虽 然 他 清 楚 地 知 道 ，分 工 的 规 模 取 决 于 市 场 的 大 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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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基 础 ，后 者 则 以 他 所 特 有 的 市 民 阶 级 的 本 能 已 经 更 加 接 近 工 场 内  
部 的 分 工 。在 柏 拉 图 的 理 想 国 237中 ，分 工 被 说 成 是 国 家 的 构 成 原  
则 ，至 少 就 这 一 点 说 ，他 的 理 想 国 只 是 埃 及 种 姓 制 度 在 雅 典 的 理 想  
化 。与 柏 拉 图 同 时 代 的 许 多 人 ，例 如 伊 索 克 拉 底 _ ，也 把 埃 及 看 成  
是 模 范 的 产 业 国 ，在 罗 马 帝 国 时 代 的 希 腊 人 看 来 ，它 还 保 持 着 这 种
音  ÿ  (89)
A S t 〇

在 真 正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即 在 工 场 手 工 业 成 为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的 统 治 形 式 的 时 期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倾 向 的 实 现 遇 到 了 多 方 面 的  
障 碍 5 虽 然 工 场 手 工 业 ，如 我 们 已 看 到 的 ，除 了 把 劳 动 者 分 成 等 级 以  
外 .还 把 工 人 简 单 地 分 为 熟 练 工 人 和 非 熟 练 工 人 .但 是 ，由 于 熟 练 工  
人 具 有 压 倒 优 势 的 影 响 ，非 熟 练 工 人 的 人 数 仍 然 极 其 有 限 。虽 然 工  
场 手 工 业 使 局 部 操 作 适 应 于 它 的 活 的 劳 动 器 官 的 年 龄 、体 力 和 发 育  
的 不 同 程 度 , 从 而 要 求 在 生 产 上 对 妇 女 和 儿 童 进 行 剥 削 ，但 总 的 说  
来 ，这 种 倾 向 由 于 习 惯 和 男 工 的 反 抗 而 遭 到 破 坏 D 虽 然 芊 工 业 活 动  
的 分 解 降 低 了 工 人 的 教 育 费 用 ，从 而 降 低 了 工 人 的 价 值 ，但较 难 的 局  
部 劳 动 仍 然 需 要 较 长 的 学 习 吋 间 ，甚 至 在 这 种 学 习 时 间 已 成 为 多 余  
的 地 方 ，劳 动 者 用 心 良 苫 地 把 它 保 留 下 来 。 由 于 手 工 业 的 熟 练 仍 然  
是 工 场 手 r 业 的 基 础 .同 时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集 体 机 构 没 有 任 何 不 依 赖

(M) ”他 〈布 西 里 士 〉把 所 冇 的 居 民 分 成 特 殊 的 种 姓 …… 规 定 同 _ •«人 
必 须 始 终 从 事 同 一 种 职 业 . 因 为 他 知 道 ，经 常 改 变 自 己 .职 业 的 人 ，.是 什 么 」:作 都  
精 通 不 了 的 ; 而 始 终 从 事 同 一 工 作 的 人 ，却 能 把 工 作 做 得 非 常 出 色 》 实 际 上 我  
们 也 孴 到 ，fr:手艺 和芋丨 :.业 方 面 •埃 及 人 胜 过 自 己 的 竞 争 者 ，尤 甚 于 名 手 胜 过 拙  
丁.,、 在 维 持 君 权 和 国 家 制 度 的 机 构 方 面 _他 们 做 得 如 此 出 色 ，以 致 谈 到 这 个 问  
题 的 最 著 名 的 哲 学 家 总 是 把 埃 及 国 家 制 度 看 得 高 于 其 他 国 家 制 度 ( 伊 索 克 拉  
底《布 西 (1 士 》第 [ 7 、] 8 章 ）

«!))参 看西西里的狄奥 多鲁 斯《史学 丛 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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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人 本 身 的 客 观 骨 骼 ，所 以 资 本 不 得 不 经 常 同 工 人 的 不 服 从 行 为 作  
斗 争 。我 们 的 朋 友 尤 尔 叫 喊 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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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 而 对  
机 构 越 不 适 应 。 因 此 . 工 人 不 驯 服 的 脾 气 给 总 机 构 造 成 巨 大 的 损 害 。 ” (90)

因 此 ，在 整 个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都 吋 以 不 断 听 到 关 于 劳 动 者 缺 乏  
纪 律 的 怨 言 。(91)即 使 我 们 没 有 当 时 的 著 作 家 的 记 载 ，但 从 16世纪  
直 到 大 工 业 时 代 ，资 本 始 终 没 有 能 够 占 有 工 场 手 工 业 工 人 全 部 可 供  
支 配 的 时 间 •各 种 工 场 手 工 业 生 命 短 促 ，它 们 随 着 工 人 由 国 外 迁 人 或  
迁 往 国 外 而 由 一 国 迁 到 另 一 国 ，这 些 最 简 单 的 事 实 就 等 于 成 千 上 万  
册 的 书 。我 们 一 再 引 用 过 的 《论 手 工 业 和 商 业 》的 作 者 在 1770年呼 
吁 说 :“必 须 用 这 种 或 那 种 方 法 把 秩 序 建 立 起 来 。”6 6年 以 后 ，安 德  

鲁 • 尤 尔 博 士 也 说 道 ，“在 以 经 院 式 的 分 工 教 条 为 基 础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中 ，还 缺 乏 秩 序 ，而 阿 克 莱 建 立 了 秩 序 ”。

同 时 ，工 场 手 工 业 既 不 能 掌 握 全 部 社 会 生 产 ，也 不 能 根 本 改 造  
它 。工 场 手 工 业 作 为 经 济 上 的 艺 术 品 ，耸 立 在 城 市 手 工 业 行 会 以 及  
这 种 手 工 业 行 会 必 然 造 成 的 农 村 家 庭 工 业 的 广 大 基 础 之 上 。但 是 ， 
一 旦 工 场 手 工 业 达 到 一 定 的 发 展 程 度 ,它 的 狭 隘 的 技 术 基 础 就 和 它  
自 身 创 造 出 来 的 生 产 需 要 发 生 矛 盾 。

工 场 手 工 业 最 完 善 的 产 物 之 一 ，是 生 产 劳 动 工 具 以 及 生 产 当 时  
在 某 些 工 场 手 工 业 中 已 经 采 用 的 复 杂 的 机 械 装 置 的 机 械 制 造 工 场 。 
尤 尔 说 ：

( 9 0 )  允 尔 《工 厂 哲 学 》] S 36年 巴 黎 版 第 [3_0、] 3 1 页 。
( 9 1 )  这 句 话 •用 在 英 国 比 用 在 法 国 恰 当 得 多 ; 用 在 法 国 比 用 在 荷 兰 恰 当 。



第 十 四 章 分 工 和 工 场 手 工 业  385

“在 机 械 的 童 年 时 期 ，机 械 制 造 工 场 展 示 了 各 种 程 度 的 分 工 ，锉 刀 、钻 具 、旋  
床 各 有 自 已 的 具 有 相 应 熟 练 程 度 的 工 人 。 ”238

作 为 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的 产 物 的 这 种 工 场 ,又 生 产 出 机 器 。机器 
的 出 现 使 手 工 劳 动 不 再 成 为 调 节 社 会 生 产 的 原 则 。一 方 面 ，技 术 上  
不 再 有 必 要 使 劳 动 者 终 生 适 应 于 某 种 局 部 职 能 ; 另 一 方 面 ，这 个 原则  
本 身 加 于 资 本 统 治 身 上 的 限 制 也 消 失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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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五 章  

机 器 和 大 工 业

1. 机 器 和 机 器 生 产 的 发 展

约 翰 • 斯 图 亚 特 • 穆 勒 在他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一 书 中 说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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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 N  >

但 是 ，这 并 不 是 机 械 发 明 的 目 的 。像 其 他 一 切 劳 动 生 产 力 的 发  
展 一 样 ，机 器 的 资 本 主 义 使 用 不 过 是 为 了 降 低 商 品 价 格 ，缩 短工人为  
自 己 劳 动 的 工 作 日 部 分 ，以 便 延 长 他 只 是 为 资 本 家 劳 动 的 工 作 日 部  
分 。这 是 生 产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的 特 殊 的 方 法 。

工 场 手 工 业 中 的 劳 动 力 和 机 器 生 产 中 的 劳 动 资 料 是 工 业 革 命 的  
起 点 。因 此 ，应 该 研 寒 ，劳 动 资 料 如 何 从 工 具 转 化 为 机 器 .从 而 确 定  
机 器 和 手 工 工 具 之 间 的 区 别 。这 里 只 着 重 说 明 显 著 的 特 征 ：对 干 历  
史 时 代 ，正 如 对 于 地 质 时 代 一 样 ，是 不 存 在 严 格 的 分 界 线 的 ^

数 学 家 和 力 学 家 把 工 具 称 为 简 单 的 机 器 ，把 机 器 称 为 复 杂 的 工

( 9 2 ) 穆 勒 应 该 补 充 说 : “任 何 不 靠 别 人 劳 动 过 活 的 人 ”，因 为 机 器 无 疑 大  
大 地 增 加 了 游 惰 者 或 者 人 们 所 说 的 体 面 人 物 的 人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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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某 些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也 重 复 这 种 说 法 。对 于 他 们 来 说 二 者 之 间 没  
有 本 质 区 别 ,他 们 甚 至 把 最 简 单 的 机 械 力 如 杠 杆 、斜 面 、螺 旋 、楔等等 
也 叫 做 机 器 的 确 . 任 何 机 器 都 是 由 这 些 简 单 的 力 构 成 的 ，不管 
它 怎 样 改 装 和 组 合 。但 是 从 社 会 的 观 点 来 看 ，这 种 说 明 毫 无 用 处 .因  
为 其 中 没 有 历 史 的 要 素 。

另 一 些 人 认 为 ，工 具 和 机 器 的 区 别 在 于 :工 具 的 动 力 是 人 ，机器 
的 动 力 是 牲 畜 、水 、风 等 等 。(M>按 照 这 种 说 法 ，牛 拉 犁 这 种 各 个 极 不  
相 同 的 生 产 时 代 所 共 有 的 工 具 是 机 器 ，而 一 个 工 人 用 手 推 动 的 、每分 
钟 可 织 96 000个 线 圈 的 克 劳 生 式 回 转 织 机 不 过 是 工 具 了 。240而 且 ， 

同 一 台 织 机 ，用 Ï •推 动 吋 是 工 具 ，用 蒸 汽 推 动 时 就 成 为 机 器 了  „ 既 然 
畜 力 的 使 用 是 人 类 最 古 老 的 发 明 之 - - ，那 么 ，机器生产 就 应 该 先于于 - 
工业 了  1735年 约 翰 • 淮 亚 特 宣 布 他 的 纺 织 机 的 发 明 ，并 由此开  
始 18世 纪 的 工 业 革 命 时 .他 只 字 未 提 这 种 机 器 将 不 用 人 而 用 驴 去 推  

动 ，尽 管 它 真 是 用 驴 推 动 的 》淮 亚 特 的 说 明 书 上 说 . 这 是 一 种 “不用 
手 指 纺 纱 ”的 机 器 。 (95)

(!)：{ ) 例 如 见 赫 顿 《数 学 教 程 》 。 239
(ÏMI “ 根 据 这 个 观 点 ，也 可 以 在 工 具 和 机 器 之 间 划 出 鲜 明 的 界 限 : 锹 、锤 、 

凿 等 等 ，以 及 螺 旋 装 置 和 杠 杆 装 置 ，这 些 装 置 无 论 怎 样 精 巧 • 只 要 它 们 的 唯 - 动  
力 是 人 ，所 叙 这 些 就 部 戍 称 为 T .具 ; 而 用 畜 力 拉 的 犁 • 风 磨 、水 磨 等 则 应 算 做 机  
器 / ’ ( 威 廉 • 舒 尔 茨 《生 产 运 动 》1 8 4 3 年 苏 黎 f t 版 第 3 8 页 )这 是 一 部 在 某 些 方 面  
值 得勒 ;赞 的 著 作 。

(9「> > 在 他 以 前 . 最 ¥ •大 概 在 意 大 利 . 就 已 经 有 人 使 用 机 器 纺 纱 了 , 虽 然 当  
时 的 机 器 还 很 + 完 善 。 如 果 旮 一 部 # 证 性 的 丁 .艺 史 .就 会 证 明 • 1 8 世 纪 的 任 何  
发 明 ，很 少 是 属 于 堆 一 个 人 的 。可 是 直 到 现 在 还 没 有 这 样 的 著 作 》 达 尔 文 注 意  
到 自 然 工 艺 史 . 即 注 意 到 仵 动 植 物 的 生 活 中 作 为 十 产 资 料 的 动 植 物 器 官 是 怎 样  
形 成 的 《 社 会 人 的 牛 产 器 苜 的 形 成 史 ，即 每 - •个 丨 丨 : 会 组 织 的 物 质 播 础 的 形 成 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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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有 发 达 的 机 器 都 由 ：个 本 质 上 不 同 的 部 分 组 成 :发 动 机 ，传 动  
机 构 和 工 作 机 。发 动 机 是 整 个 机 构 的 动 力 :，它 或 # 产 生 r〗己的动  
力 ，如 蒸 汽 机 、电 磁 机 、热 力 机 242等 ;或 齐 接 受 外 部 某 种 û 然 力 的 推  
动 . 如 水 乍 受 落 差 水 推 动 ，风 车 的 翼 受 气 流 推 动 等 》

传 动 机 构 由 平 衡 轮 、蜗 轮 、齿 轮 、飞 轮 、驱 动 轴 、各 种 各 样 的 绳 索 、 
皮 带 、滑 轮 、杆 、斜 面 、螺 杆 等 等 组 成 。它 调 节 运 动 . 分 配 运 动 .在 必 要  
时 改 变 运 动 的 形 式 (例 如 把 垂 直 运 动 变 为 圆 周 运 动 或 者 把 圆 周 运 动  
变 为 垂 直 运 动 ），把 运 动 传 送 到 工 具 机 上 。

机 器 的 前 两 个 部 分 实 际 上 H 是 把 运 动 传 给 这 个 最 后 部 分 .使 它  
能 够 对 劳 动 对 象 进 行 加 工 . 并 改 变 其 形 式 。工 具 机 是 18 t 纪 ü 业 革 

命 的 起 点 。在 今 天 ，每 当 手 工 业 或 工 场 f •工业 生产 过 渡到机器生产  
时 ，工 具 机 也 还 是 起 点 。

如果我们 考察一 •下 工 具 机 .那 么 再 现 在 我 们 面 前 的 ，大体 上还 是  
手 工 业 者 和 T 场 手 工 业 工 人 所 使 用 的 那 些 器 具 和 工 具 ，尽 管 它 们 在  
形 式 上 有 所 改 变 。不 过 .它 们 已 经 从 人 的 手 工 工 具 变 成 一 个 机 器 的  
工 具 了 。或 者 ，整 部 机 器 只 是 旧 手 工 工 具 多 少 改 变 了 的 翻 版 .如 机 械

难 道 不 值 得 进 行 类 似 的 研 究 吗 ？ 而 且 .这 样 …部 历 史 不 是 更 容 易 写 出 来 叫 ？ M 
为 ，如 维 科 所 说 的 那 样 ,人 类 史 同 自 然 史 的 区 别 在 于 ，人 类 史 是 我 们 fl d 创 造  
的 . ïfiï自 然 史 不 足 我 们 自 ü 创 造 的 。 工 E 学 揭 示 出 人 对 自 然 的 活 动 方 式 ，人 的  
物 质 生 活 的 生 产 过 程 ，从 rfri揭 示 出 社 会 关 系 以 及 由 此 产 生 的 恩 想 或 枱 神 观 念 的  
起 源 。 如 果 抽 掉 这 个 物 质 棊 础 郝 么 宗教 史 本 身 也 就 失 去 了 标 准 。 事实 上，通  
过 分 析 找 出 宗 教 幻 象 的 îy；俗 内 容 和 核 心 .比 反 过 来 说 明 现 实 牛 活 条 件 如 何 逐 步  
获 得 天 国 形 式 嬰 容 易 得 多 活 面 这 种 方 法 是 唯 一 的 唯 物 主 义 的 方 法 •. w iW也 是  
唯 一 科 学 的 方 法 。 那 种 排 除 川 史 发 展 的 、抽 象 的 自 然 科 学 的 唯 物 主 义 241的 缺  
点 ，毎 当 它 的 代 表 越 出 &己 的 专 业 范 w时 . 就 在 他 们 的 抽 象 的 和 唯 心 主 义 的 观  
念 中 立 刻 显 露 出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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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机 或 者 ，装 置 在 工 具 机 机 架 上 的 工 作 器 官 原 是 老 相 识 ，如珍妮  
纺 纱 机 上 的 锭 子 ，织 袜 机 上 的 针 ，锯 木 机 上 的 锯 条 ，切 碎 机 上 的 刀 等  
等 。这 些 工 具 的 大 部 分 同 这 些 丄 具 作 为 工 作 器 官 而 组 成 的 机 器 的 区  
别 ，甚 至 表 现 在 它 们 的 出 生 上 :这 些 工 具 一 般 说 来 现 在 仍 然 由 手 工 业  
或 工 场 手 工 业 生 产 ，而 机 器 是 机 械 工 厂 的 产 物 ，这 些 工 具 是 后 来 安 装  
在 机 器 上 的 (97)。

因 此 .工 具 机 是 这 样 一 种 机 构 ，它 在 取 得 适 当 的 运 动 后 ，用自己 
的 工 具 来 完 成 过 去 劳 动 者 用 类 似 的 工 具 所 完 成 的 那 些 操 作 。一 旦工 
具 离 开 人 的 手 并 由 一 个 机 构 来 操 作 ，工 具 机 就 代 替 了 单 纯 的 工 具 。 
即 使 人 还 是 动 力 ，这 仍 然 是 完 成 了 一 次 革 命 。人 能 够 同 时 使 用 的 工  
具 的 数 量 ，受 到 他 自 己 的 器 官 数 量 的 限 制 。在 17世 纪 ，在 德 国 有 人  

试 图 让 一 个 纺 纱 工 人 同 时 踏 两 架 纺 车 ，245这 种 劳 动 太 艰 苦 了  s 后 来  
杳 人 发 明 了 脚 踏 的 双 锭 纺 车 ，但 是 ，能 同 时 纺 两 根 纱 的 纺 纱 能 手 几 乎  
像 双 头 牛 一 样 罕 见 。相 反 地 ，珍 妮 机 246—开 始 就 能 用 12—1 8 个 纱  

锭 ，织 袜 机 同 时 可 用 几 千 枚 织 针 。同 一 工 作 机 同 时 使 用 的 工 具 的 数  
量 ，一 开 始 就 摆 脱 了 手 工 工 具 无 法 克 服 的 器 官 的 限 制 。

许 多 工 具 的 结 构 本 身 就 明 显 地 表 现 出 工 人 作 为 单 纯 动 力 和 真 正  
劳 动 力 的 执 行 者 的 双 重 作 用 。我 们 以 纺 车 为 例 。在 纺 车 的 踏 板 上 . 

脚 只 起 动 力 的 作 用 ，而 在 纱 锭 上 ，手 指 则 从 事 纺 纱 操 作 。正是工具的

( % ) 在 织 机 的 最 初 的 机 械 形 式 上 ，人 们 一 眼 就 HJ■以 看 出 旧 织 机 的 样 子 „ 
在 它 的 最 近 的 现 代 形 式 中 ，这 种 相 似 之 处 消 失 了 。 243

(W 7 )只 是 在 近 2(3年 来 . 在 英 国 . 这 些 机 械 工 具 才 越 来 越 多 地 用 机 器 制 造 ， 
是 由 生 产 工 作 机 机 身 的 那 些 工 厂 而 是 由 别 的 工 厂 来 制 造 》生 产 这 些 机 械  

_丨:具 的 机 器 .例 如 ，有 自 动 制 造 纱 管 的 机 器 ，装 置 梳 毛 刷 的 机 器 • 制 造 走 锭 纺 纱  
机 纱 锭 和 翼 锭 纺 纱 机 纱 锭 的 机 器 等 等 。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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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后 一 部 分 即 争 工 操 作 器 官 ，首 先 受 到 了 工 业 革 命 的 侵 袭 《工 业 革  
命 除 了 使 人 从 事 监 视 机 器 和 用 手 纠 正 机 器 的 差 错 这 种 新 劳 动 外 ，还  
使 人 发 挥 纯 机 械 的 动 力 作 用 。

还 有 一 类 工 具 ，即 只 是 用 人 当 简 单 动 力 的 那 些 工 具 ，如 推 磨 _ 、 

抽 水 、拉 风 箱 、捣 臼 等 等 ，也 开 始 由 牲 畜 、风 、水 (99)代 替 工 人 作 为 动  

力 。很 多 这 祥 的 工 具 ，在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甚 至 在 更 早 以 前 ，就已经 发  
展 为 机 器 ，但 并 没 有 引 起 生 产 方 式 的 革 命 。在 大 工 业 时 期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出 ，这 些 工 具 甚 至 在 它 们 的 手 工 工 具 的 原 始 形 式 上 就 已 经 是 萌  
芽 状 态 的 机 器 了 。

例 如 ，1836—1837年 荷 兰 人 用 来 抽 干 哈 勒 姆 湖 水 的 水 泵 ，就是 

按 普 通 唧 筒 的 原 理 制 造 的 . 不 同 的 只 是 ，它 的 活 塞 不 是 用 人 手 来 推  
动 ，而 是 用 巨 大 的 蒸 汽 机 来 推 动 。251在 英 国 ，现 在 有 时 还 把 铁 匠 用 的  

极 不 完 善 的 普 通 风 箱 变 成 风 泵 ，为 此 只 需 把 风 箱 的 把 手 同 蒸 汽 机 连  
接 起 来 。 17世 纪 末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发 明 的 、一 直 存 在 到 18世 纪 80

年 代 初 的 那 种 蒸 汽 机 本 身 (ltx)〉，并 没 有 引 起 工 业 革 命 。相 反 地 ，正是

( 9 8 ) 埃 及 的 摩 西 说 :“牛 在 打 谷 的 时 候 . 不 可 笼 住 它 的 嘴 ，247但 是 德 国  
虔 诚 地 信 奉 基 督 教 的 农 奴 主 们 .按 照 圣 经 的 训 诫 ，在 使 用 农 奴 推 磨 时 ，却 在 农 奴  
的 脖 子 上 套 一 块 用 大 木 板 制 成 的 枷 锁 ,使 农 奴 不 能 伸 手 把 面 粉 放 到 嘴 里 。 248

_ (9 9 )荷 兰 人 一 方 面 由 于 缺 少 活 水 ，另 . • 方 面 由 于 还 要 排 掉 过 量 的 死 水 ， 
不 得 不 用 风 作 为 动 力 。荷 兰 人 的 风 车 是 从 德 国 得 到 的 《在 德 国 ，这 项 发 明 曾 在  
贵 族 、牧 师 和 皇 帝 之 间 引 起 一 场 精 彩 的 争 论 :在 三 者 中 ，风 究 竟 属 于 谁 。249德国  
人 说 ，空 气 对 人 进 行 奴 役 ，而 风 却 使 荷 兰 自 由 ，使 荷 兰 人 成 为 自 己 的 土 地 的 所 有  
者 。到 1836年 ，荷 兰 仍 然 使 用 共 有 6 万 马 力 的 12 000台 风 车 ，防 止 了 全 国 三 分  

之 二 的 土 地 再 度 变 为 沼 泽 》 25()
(1 W ) 虽 然 这 种 蒸 汽 机 由 于 瓦 特 发 明 了 所 谓 单 向 蒸 汽 机 ,而 大 大 地 改 进  

了 ，但 这 种 形 式 的 蒸 汽 机 仍 然 只 是 抽 水 的 机 器 夕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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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具 机 的 创 造 才 使 蒸 汽 机 的 革 命 成 为 必 要 。 一 旦 人 不 再 用 工 具 作 用  
于 劳 动 对 象 ，而 只 是 作 为 工 具 机 的 动 力 发 生 作 用 ,人 就 可 以 被 水 、风 、 
蒸 汽 等 等 代 替 ，人 的 肌 肉 充 当 动 力 的 现 象 就 纯 粹 是 偶 然 的 了 。 当 然 ， 
这 种 变 更 往 往 会 使 原 来 只 是 为 人 力 而 制 造 的 机 构 发 生 重 大 的 技 术 变  
化 。 今 天 .所 有 必 须 为 自 己 幵 辟 道 路 而 并 不 以 大 规 模 应 用 为 目 标 的  
机 器 .像 缝 纫 机 、揉 面 机 等 等 ，是 视 人 作 动 力 还 是 机 械 力 作 动 力 而 按  

两 种 式 样 制 造 的 。
因 此 ，作 为 工 业 革 命 起 点 的 机 器 ，是 用 一 个 机 构 代 替 使 用 一 个 工  

具 的 劳 动 者 ，这 个 机 构 用 许 多 同 样 的 工 具 一 起 作 业 .由 一 个 单 一 的 力  
来 推 动 . 而 不 管 这 个 力 具 有 什 么 形 式 。(IÜ 1)但 是 这 样 的 工 具 机 只 是  
机 器 生 产 的 简 单 要 素 。

为 了 扩 大 C作 机 规 模 和 增 加 工 作 机 i l 的 工 具 数 量 ，需 要 有 一 个  
Ü 强 大 的 发 动 机 . 而 为 了 克 服 发 动 机 的 惯 性 力 ，就 必 须 有 比 人 力 强 大  

的 动 力 .更 不 用 说 人 是 一 种 进 行 划 一 运 动 和 连 续 运 动 的 很 不 完 善 的  
工 具 r 。一 旦 由 人 作 为 动 力 的 机 器 代 替 了 工 具 ，用 其 他 的 自 然 力 作  

为 动 力 代 替 人 也 就 迅 速 成 为 必 要 的 了 。
在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遗 留 下 来 的 一 切 动 力 中 ，马 力 是 最 坏 的 一 种 ； 

据 说 马 有 它 自 己 的 头 脑 ，它 的 使 用 十 分 昂 贵 ，而 且 在 工 厂 内 能 使 用 的  
范 围 很 有 限 。<1(>2)但 在 大 工 业 的 初 期 ，马 是 常 被 使 用 的 。 当 时 的 农

( 10M “把 所 有 这 些 简 笮 的 工 具 结 合 起 来 ，由 一 个 发 动 机 来 推 动 ，便 成 为  
机 器 / ’(_拜 比 吉 《论 机 器 和 工 厂 的 经 济 :H 833年 巴 黎 版 ）

( 丨〇2) 1859年 12月 ，约 翰 • 查 • 摩 尔 顿 在 技 艺 协 会 228上 宣 读 了 一 篇 关
于《论 农 业 中 使 用 的 动 力 》的 论 文 。他 说 :“每 一 种 有 助 于 土 地 划 一 性 的 改 良 ，都 
为 生 产 纯 机 械 力 的 蒸 汽 机 的 应 用 创 造 了 便 利 条 件 … … 在 有 弯 弯 曲 曲 的 灌 木  
丛 或 其 他 障 碍 而 影 响 划 动 作 的 地 方 ，就 需 要 用 马 力 。这 种 障 碍 正 在 一 天 天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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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家 的 怨 言 以 及 一 直 到 今 天 仍 沿 用 “ 马 力 ”来 表 示 机 械 力 这 件 事 ，就 
是 证 明 。风 太 不 稳 定 ，而 且 很 难 控 制 ；此 外 ，在 大 工 业 的 发 源 地 英 国 ， 
甚 至 在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就 已 经 普 遍 地 用 水 作 动 力 了 。早 在 17世 纪 ， 

就 有 人 试 用 一 架 水 车 来 推 动 两 盘 上 磨 ，也 就 是 两 套 磨 。但 是 ，沉 重的 
传 动 机 构 造 成 了 水 力 不 足 .这 也 是 促 使 人 们 更 深 人 地 去 研 究 摩 擦 规  
律 的 原 因 之 一 。另 一 方 面 . 靠 磨 杆 一 推 一 拉 来 推 动 的 磨 ，它 的 动 力的 
作 用 是 不 均 匀 的 ，这 又 引 出 了 飞 轮 的 理 论 (1()3>和 应 用 。 飞 轮 后 来 在  
大 工 业 中 起 了 非 常 重 要 的 作 用 。大 工 业 最 初 的 科 学 要 素 和 技 术 要 素  
就 是 这 样 在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逐 渐 发 展 起 来 的 。阿 克 莱 的翼锭 纺 纱 机  
最 初 是 用 水 推 动 的 。但 几 乎 只 是 使 用 水 这 种 动 力 造 成 了 越 来 越 大 的  
困 难 。它 不 能 随 意 增 大 ，在 缺 乏 时 不 能 补 充 ，有 时 完 全 枯 竭 .而 且 具  
有 纯 粹 的 地 方 性 质 。( 直 到 瓦 特 发 明 双 向 蒸 汽 机 后 ，才 找 到 了 一  
种 原 动 机 ，它 消 耗 煤 和 水 而 自 行 产 生 动 力 ，它 的 能 力 完 全 受 人 控 制 ， 
它 可 以 移 动 ，同 时 又 是 推 动 的 一 种 手 段 ;这 种 原 动 机 是 在 城 市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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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 着 ，摩 尔 顿 先 生 把 蒸 汽  
机 、马 力 和 人 力 都 简 化 为 蒸 汽 机 所 通 用 的 t h 量 单 位 ，即 简 化 为 每 分 钟 把 33 0()0 

磅 提 高 1 英 尺 的 力 ，并 计 算 出 1 蒸 汽 马 力 的 费 用 : 用 蒸 汽 机 每 小 时 为 3 便 士 ，用 
马 每 小 时 为 5~ |■便 士 。其 次 ，为 了 保 持 马 的 健 康 , 每 天 只 能 使 用 8 小 时 。使用 
蒸 汽 力 耕 种 一 块 土 地 , 峑 年 每 7 匹 耕 马 中 至 少 可 以 节 t  3 匹 ，而 且 所 花的 费 用  
不 会 超 过 被代 替 的 马 在三 四 个 月 （即 它 们 干活的时 间 ）内 所 花 的 费 用 。最 后 ，在 
可 以 应 用蒸 汽 力 的 农 活上 ，蒸 汽 机 比 马 干 得 更 好 。要 完 成 1 台 蒸 汽 机 的 工 作 . 

必 须 用 6 6 个 人 ，每 小 时 总 共 花 费 1 5 先 令 ; 要 完 成 1 匹 马 的 工 作 ，必 须 用 3 2 个  
工 人 . 每 小 时 总 共 花 费 8 先 令 。

( 1 0 3 )  孚 耳 阿 伯 式 ，1 6 2 5 年 。德 库 ，1 6 8 8 年 „2S3

( 104)  现 代 涡 轮 机 的 发 明 .使 过 去 在 利 用 水 作 动 力 时 所 遇 到 的 障 碍 得 到  
了克服 。 2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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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不 像 水 车 那 样 是 在 农 村 使 用 的 ，它 可 以 使 生 产 集 中 在 城 市 ，而不 

是 分 散 在 农 村 (105)。它 在 技 术 上 可 得 到 普 遍 的 应 用 ，它 的 使 用 相 对  
地 不 太 受 地 点 条 件 的 限 制 。瓦 特 的 伟 大 天 才 表 现 在 1784年 他 所 取  

得 的 专 利 的 说 明 书 中 ，他 没 有 把 自 己 的 蒸 汽 机 说 成 是 一 种 用 于 特 殊  
目 的 的发 明 ，而 把 它 说 成 是 大 工 业 普 遍 应 用 的 发 动 机 。他 在 说 明 书  
中 预 见 的 用 途 ，有 一 些 （例 如 蒸 汽 锤 ）过 了 半 个 多 世 纪 以 后 才 被 采  
用 。2S5但 是 他 当 时 曾 怀 疑 ，蒸 汽 机 能 否 应 用 到 航 海 上 。 1851年 ，他 

的 后 继 者 ，博 尔 顿 一 瓦 特 公 司 ，在 伦 敦 工 业 展 览 会 上 展 出 了 远 洋 航 海  
用 的 最 大 的 蒸 汽 机 。

一 旦 工 具 由 人 的 手 工 工 具 转 化 为 一 个 机 械 装 置 的 工 具 ，发 动 机  
就 取 得 了 一 种 独 立 的 、完 全 摆 脱 人 力 限 制 的 形 式 。于 是 ，我们 以上 所  
考 察 的 单 个 的 工 具 机 _就 降 为 工 作 机 构 的 一 个 简 单 的 器 官 了 。现 在 ， 
一 台 发 动 机 可 以 同 时 推 动 许 多 工 具 机 。随 着 同 时 被 推 动 的 工 具 机 数  
量 的 增 加 ，发 动 机 也 在 增 大 ，传 动 机 构 也 跟 着 扩 展 成 为 一 个 庞 大 和 复  
杂 的 装 置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整 个 生 产 机 构 表 现 出 两 种 不 同 的 形 式 :或 者 是 若  
T 同 种 机 器 的 协 作 ，或 者 是 机 器 体 系 。在 前 一 场 合 ，整 个 制品是由同 
一 台 工 具 机 完 成 的 。工 具 机 完 成 各 种 不 同 的 操 作 ，这 些 操 作 原 来 是  
由 一 个 手 工 业 者 用 单 一 的 工 具 (例 如 织 布 业 者 用 自 己 的 织 布 机 )来 完

nos) “在 纺 织 工 场 手 工 业 初 期 ，工 厂 的 厂 址 取 决 于 它 是 否 具 有 足 以 推 动  
水 乍 的 落 差 的 水 流 ;虽 然 水 磨 的 采 用 使 家 庭 工 业 体 系 受 到 了 第 一 次 打 击 ，但 这  
些 水 磨 必 须 建 立 在 水 流 旁 边 ，水 磨 和 水 磨 之 间 又 往 往 相 距 很 远 ，所 以 ，这 种 水 磨  
与 其 说 是 城 市 体 系 ，不 如 说 是 农 村 体 系 :直 到 蒸 汽 力 代 替 水 力 以 后 ，工 厂 才 汇 集  
在 城 市 和 有 生 产 蒸 汽 所 必 需 的 足 够 数 Ä 的 煤 和 水 的 地 方 。 蒸 汽 机 是 工 业 城 市  
之 父 / ’( 亚 • 雷 德 格 雷 夫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50年 4 月 3 0 日》第 3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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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的 ，或 者 是 由 若 干 工 人 独 立 地 或 集 中 在 一 个 手 工 工 场 里 用 各 种 工  
具 来 完 成 的 。(1QS)例 如 ，在 信 封 手 工 工 场 中 ，一 个 工 人 用 折 纸 刀 折 纸 ， 
另 一 个 工 人 涂 胶 水 ，第 三 个 工 人 折 边 ，预 备 印 图 样 ，第 四 个 工 人 把 图 样  
印 好 ，等 等 。每 个 信 封 ，每 经 过 一 道 局 部 操 作 ，就 要 转 一 次 手 。今 天 , 

一 台 机 器 一 下 子 完 成所 有 这 些 操 作 ，而 且 每 小 时 制 成 3 000 个 甚至更 
多 的 信 封 。 256 1862年 伦 敦 展 出 的 一 台 美 国 纸 袋 制 造 机 .可 以 切 纸 、涂  

胶 水 、折 纸 ，每 小 时 生 产 18 000个 纸 袋 。257在 工 场 手 工 业 中 分 开 和 顺  

次 进 行 的 劳 动 过 程 ，现 在 由一台由各种 工具结 合而成的机器来 完成。
在 工 厂 —— 这 是 以 使 用 机 器 为 基 础 的 工 场 的 固 有 的 形 式 - 

内 ，总 有 简 单 协 作 重 新 出 现 。撇 开 工 人 不 说 ，这 种 协 作 首 先 表 现 为 在  
同 一 地 点 并 同 时 发 生 作 用 的 同 种 工 具 机 的 集 结 。这 是工厂 特 有 的 形  
式 ，在 这 种 形 式 中 ，每 台 工 具 机 都 生 产 出 成 品 ，而 这 种 工 具 机 则 是 复  
杂 的 手 工 工 具 的 简 单 再 现 或 各 种 具 有 各 自 特 殊 职 能 的 工 具 的 结 合 。

例 如 ，许 多 机 械 织 机 集 结 在 一 起 便 组 成 织 布 工 厂 。但 这 里 存 在  
着 真 正 的 技 术 上 的 统 一 ，因 为 许 多 工 具 机 ，都 是 划 一 地 并 同 时 地 从 共  
同 的 原 动 机 中 得 到 搏 动 ，这 是 通 过 传 动 机 构 传 送 来 的 ，而传 动 机 构 对  
这 些 工 具 机 来 说 也 有 一 部 分 是 共 同 的 ，因 为 它 不 过 是 分 出 一 些 特 殊  
的 分 支 同 每 个 工 具 机 相 联 结 。正 像 许 多 工 具 组 成 一 个 工 具 机 的 器 官  
一 样 ，许 多 工 具 机 组 成 同 一 个 发 动 机 构 的 同 样 的 器 官 。

( 1 0 6 ) 从 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的 观 点 来 看 , 织 布 不 是 简 单 的 手 工 业 劳 动 ，而 是  
复 杂 的 手 工 业 劳 动 ，因 此 ，机 械 织 机 是 一 种 能 完 成 很 多 种 操 作 的 机 器 。有 人 认  
为 ，现 代 机 器 起 初 掌 握 的 是 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所 简 化 了 的 那 些 操 作 ，这 种 看 法 是  
根 本 错 误 的 „ 在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纺 纱 和 织 布 分 成 了 新 的 劳 动 种 类 ，所 使 用 的  
工 具 也 改 变 和 改 良 了 ，但 劳 动 过 程 本 身 丝 毫 没 有 分 开 ，仍 然 是 手 工 业 性 质 的 „ 
机 器 的 起 点 不 是 劳 动 .而 是 劳 动 资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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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只 有 在 劳 动 对 象 顺 次 通 过 一 系 列 不 同 的 阶 段 过 程 ,而 这 些  
过 程 是 由 一 系 列 各 不 相 同 而 又 互 相 结 合 的 工 具 机 来 完 成 的 地 方 ，真  
正 的 机 器 体 系 才 代 替 了 独 立 的 机 器 。在 这 里 ,工 场 手 工 业 所 特 有 的  
以 分 工 为 基 础 的 协 作 又 出 现 了 ，但 这 种 协 作 现 在 表 现 为 各 个 局 部 1； 
作 机 的 结 合 。各 种 工 人 的 专 门 工 具 ，例 如 ，毛 纺 织 手 工 工 场 中 的 弹 毛  
工 、梳 毛 工 、起 毛 工 、纺 毛 工 等 等 所 使 用 的 工 具 ，现 在 转 化 为 各 种 专 门  
的 工 具 机 ，而 每 台 工 具 机 又 在 结 合 的 机 构 的 体 系 中 成 为 一 个 特 殊 的  
器 官 。在 最 先 采 用 机 器 体 系 的 部 门 中 ，工 场 手 工 业 本 身 为 机 器 体 系  
对 生 产 过 程 的 划 分 ，从 而 对 生 产 过 程 的 组 织 提 供 了 一 个 轮 廓 。 

但 是 本 质 的 区 别 立 刻 就 表 现 出 来 了 。在 工 场 手 工 业 中 ，每 个 局 部 过  
程 必 须 是 单 个 的 或 成 组 的 工 人 用 自 己 的 工 具 来 完 成 的 手 工 操 作 。如 
果 说 这 里 工 人 是 适 应 这 种 操 作 的 ，那 么 这 种 操 作 也 就 事 先 适 应 了 工  
人 。在 机 器 生 产 中 ，这 个 主 观 的 分 工 原 则 不 存 在 了 ，它 变 成 了 客 观  
的 ，也 就 是 说 ，不 以 工 人 个 人 的 能 力 为 转 移 的 原 则 ;整 个 过 程 就 其 自  
身 来 考 察 .是 分 成 它 的 各 个 重 要 的 组 成 部 分 和 各 个 阶 段 的 。每个 局

U 0 7 ) 在 大 工 业 时 代 以 前 ，毛 纺 织 工 场 手 工 业 是 英 国 主 要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 
所 以 ，在 1 8世 纪 上 半 叶 ，绝 大 部 分 实 验 都 是 在 毛 纺 织 工 场 手 工 业 中 进 行 的 。 在 
毛 纺 织 业 上 取 得 的 经 验 为 棉 纺 织 业 带 来 了 好 处 ，棉 花 的 机 械 加 工 需 要 的 准 备 工  
作 不 像 Y:毛 那 样 费 力 ；后 来 则 相 反 ，机 械 棉 纺 织 业 成 f 机 械 毛 纺 织 业 的 基 础 。 
Ê 纺 织 I:场 甲 .工 业 的 某 些 独 立 的 操 怍 , 直 到 最 近 才 纳 人 工 厂 制 度 内 ，例 如 梳 毛  
就 是 这 样 《“在 精 梳 机 . 允 其 是 李 斯 特 式 精 梳 机 被 采 用 以 后 ，机 械 力 才 广 泛 应 用  
到 梳 Ï 过 程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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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用 乎 来 梳 。现 在 都 在 工 厂 内 梳 ，除 f 少 数 几 种 仍 然 宁 可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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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 内 找 到 了 工 作 ，但 手  
1：梳 工 人 的 产 品 比 机 器 的 产 品 要 少 得 多 ，所 以 谈 不 到 大 量 雇 用 这 些 工 人 。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56年 1 0月 3 1 日》第 1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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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过 程 如 何 完 成 和 各 个 局 部 过 程 如 何 相 互 连 结 ，这 个 问 题 由 力 学 、化 
学 等 等 来 解 决 <1US>，当 然 .理 论 的 方 案 仍 然 需 要 通 过 实 际 经 验 的 大 童  

积 累 才 溱 亍 完 善 。每 一 台 局 部 机 器 把 原 料 供 给 下 一 台 ，由于 所有 局  
部 机 器 都 同 时 协 调 一 致 地 工 作 ,产 品 就 不 断 地 处 于 自 己 生 产 过 程 的  
各 个 阶 段 ，不 断 地 从 一 个 生 产 阶 段 转 到 另 一 个 生 产 阶 段 。 在 工 场 手  
工 业 中 ，局 部 工 人 的 直 接 协 作 ，使 各 个 工 人 小 组 之 间 形 成 一 定 的 比 例  
数 ，同 样 ，在 机 器 体 系 中 ，各 局 部 机 器 之 间 不 断 地 交 接 工 作 .也 在 各 局  
部 机 器 的 数 冃 、规 模 和 速 度 之 间 形 成 一 定 的 比 例 „ 结 合 工 作 机  
现 在 是 各 种 工 具 机 和 各 组 工 具 机 的 依 次 连 结 的 体 系 -所 完 成 的 整  
个 运 动 越 是 连 续 不 断 .即 原 料 从 整 个 运 动 的 最 初 阶 段 转 到 最 后 阶 段  
的 中 断 越 少 ，从 而 ，原 料 越 是 不 靠 人 的 手 而 靠 机 构 通 过 这 一 过 程 ，结  
合 工 作 机 就 越 完 善 。因 此 ，如 果 说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原 则 是 分 工 形 成 的  
各 特 殊 过 程 的 分 离 ，那 么 相 反 .工 厂 的 原 则 则 是 这 些 过 程 本 身 的 不 间  
断 的 连 续 性 。

一 个 机 器 体 系 ,无 论 是 像 织 布 业 那 样 ，以 同 种 工 具 机 的 单 纯 协 作  
为 基 础 ，还 是 像 纺 纱 业 那 样 . 以 不 同 种 机 器 的 结 合 为 基 础 ，只要它 由一 
个 自 动 的原 动 机 来 推 动 .它 本 身 就 形 成 一 个 大 自 动 机 。整个 体 系可以 
由例如蒸汽机来 推 动 ,虽 然 某 些 工 具 机 在 某 些 动 作 上 还 需 耍 工 人 。例 
如 ，纺 纱 业 中 的 某 些 动 作 就 曾 经 需 要 工 人 .而 这 些 动 作 今 天 已 由 自 动  
走 锭 纺 纱 机 来 完 成 ;在 机 器 制 造 厂 中 某 些 动 作 也 曾 经 需 要 T.人 ，在那 
里 ，在 滑 动 刀 架 还 未 转 化 为 ß 动 装 置以前•工具机的某些部分必须 像 
简 单 工 具 一 样 ，要 由 工 人 操 纵 。当 工具机不需要人的帮 助就能完成加

(108 ) “所 以 ，自 动 体 系 的 原 则 是 ：… … 把 劳 动 过 程 分 成 它 的 矜 个 重 要 的  
组 成 部 分 ，来 代 替 各 个 手 工 业 者 之 间 的 分 工 。”(尤 尔 《工 厂 哲 学 》1836年 巴 黎 版  
第 1 卷 第 3 0 页 ）



第 卄 五 章 机 器 和 大 工 业 397

工 原 料 所 必 需 的 一 切 运 动 ，而 只 需 要 人 事 后 照 料 时 .我 们 就 有 了 真 正  
的自动 体 系，不 过 ，这 个 机 器 体 系 在 细 节 方 面 还 可 以 不 断 地 改 进 。例 
如 ，断 纱 时 使 纺 纱 机 自 动 停 车 的 装 置 .梭 中 纬 纱 从 梭 子 上 脱 落 时 使 蒸  
汽 织 机立即 停 车 的自动 开 关 ，都 完 全 是 现 代 的 发 明 。现 代造纸 工 厂 可  
以 说 是生产 的 连 续 性和 应 用自动 原则 的范例。在 纸 张 的 生 产 上 ，我们  
可 以 详 细 而 有 益 地 研 究 以 不 同 生 产 资 料 为 基 础 的 不 同 生 产 方 式 之 间  
的 区 别 ，以 及 生 产 的 社 会 条 件 同 生 产 的 技 术 工 艺 之 间 的 关 系 ，因为 德 
国 旧 造 纸 业 为 我 们 提 供 了 手 工 业 生 产 的 典 型 ，17世 纪 荷 兰 和 18世纪  

法 I I 向我们 展示了真 正的丨 :场 手 工 业 ，而 现 代英国 则 使我 们 看到了自 
动 生 产 :在 中 国 和 印 度 ，仍 然 存在着这 种 工 业 的不同的原始形式。

通 过 传 动 机 fil 一 个 中 央 自 动 机 推 动 的 自 动 工 具 机 体 系 ，是 机 器  
牛.产 的 最 发 达 的 形 态 。在 这 里 ，代 替 单 个 机 器 的 是 一 个 庞 大 的 机 械  
怪 物 ，它 的 四 肢 充 满 了 幣 座 整 座 的 厂 房 .它 的 魔 力 先 是 由 它 的 庞 大 肢  
体 庄 重 而 有 节 奏 的 运 动 掩 盖 着 ，然 后 在 它 的 无 数 工 作 器 官 的 疯 狂 的  
旋 转 中 迸 发 出 来 。

f t 专 门 制 造 走 锭 纺 纱 机 、蒸 汽 机 等 等 的 工 人 出 现 以 前 ，走 锭 纺 纱  
机 、蒸 汽 机 等 等 就 已 经 出 现 了 。沃 康 松 、阿 克 莱 、瓦 特 等 人 的 伟 大 发  
明 之 所 以 能 够 得 到 应 用 .只 是 因 为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留 下 了 大 量 的 熟  
练 的 机 械 [:人 。这 些 工 人 中 .一 部 分 是 各 种 职 业 的 独 立 的 手 工 业 者 .

-部 分 Æ联 合 在 按 照 分 工 的 原 则 严 格 地 组 织 起 来 的 手 工 工 场 内 的  
随 着 发 明 的 增 多 和 对 机 器 的 需 求 的 增 加 .机 器 制 造 业 日 益 分 为 多 种  
多 样 的 独 、>:部 n ，而 分 n 在 每 一 个 这 样 的 部 门 也 相 应 地 发 展 了 。 因 
此 . 1：场 T-工 业 历 史 地 形 成 了 大 工 业 的 技 术 基 础 。

在 引 进 工 场 手 工 提 供 的 机 器 的 生 产 领 域 内 ，工 场 手 工 业 由 于  
它 n 己 牛 产 的 机 器 而 被 大 工 业 取 代 了 》机 器 生 产 是 在 与 它 不 相 适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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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物 质 基 础 上 兴 起 的 „ 它 最 初 是 在 传 统 的 形 式 中 利 用 这 个 基 础 的 . 

但 是 当 它 达 到 一 定 的 成 熟 程 度 时 .就 不 得 不 变 革 这 个 基 础 并 使 之 符  
合 自 己 的 原 则 。

正 像 工 具 机 在 它 还 要 由 人 来 作 动 力 时 始 终 是 孱 弱 的 一 样 ，正像 
在 蒸 汽 还 没 有 代 替 传 统 的 动 力 —— 牲 畜 、风 甚 至 水 以 前 ，机器体 系 发  
展 缓 慢 一 样 ，当 大 工 业 特 有 的 生 产 资 料 即 机 器 本 身 ，还 要依靠 人的力 
量 和 人 的 技 巧 才 能 存 在 时 ，也 就 是 说 ，还 取 决 于 独 立 的 手 工 业 者 和 手  
工 工 场 内 的 局 部 工 人 用 来 操 纵 他 们 的 小 工 具 的 那 种 发 达 的 肌 肉 、敏 
锐 的 视 力 和 灵 巧 的 手 时 .大 工 业 也 就 迟 迟 不 前 了 。

且 不 说 这 种 方 法 生 产 出 的 机 器 很 昂 贵 ，一 这 是 工 业 资 本 家 所  
关 心 的 事 情 , —— 已 经 以 机 器 生 产 的 方 式 为 基 础 的 工 业 的 发 展 ，以及 
机 器 生 产 的 方 式 在 新 的 生 产 部 门 的 采 用 ，完 全 取 决 于 一 个 唯 一 的 条  
件 ，即 专 业 工 人 增 加 的 情 况 ，这 类 工 人 的 人 数 由 于 他 们 的 工 作 带 有 半  
艺 术 性 ，只 能 缓 慢 地 增 加 。

不 仅 如 此 ，大 工 业 发 展 到 一 定 阶 段 ，甚 至 从 技 术 的 观 点 来 看 也 同  
自 己 的 由 手 工 业 以 及 工 场 手 工 业 提 供 的 基 础 发 生 冲 突 。

发 动 机 和 传 动 机 构 的 规 模 日 益 扩 大 ;随 着 工 具 机 摆 脱 掉 手 工 业  
提 供 的 型 式 并 和 它 的 纯 粹 的 机 械 功 能 所 决 定 的 形 式 不 相 适 应 ， （ IM)

( 1 0 9 ) 最 初 的 机 械 织 机 主 要 是 木 制 的 ，改 良 的 现 代 机 械 织 机 是 铁 制 的 . 258 
只 要 极 其 粗 略 地 把 现 代 织 机 和 旧 的 织 机 比 较 一 下 ，把 铸 铁 厂 的 现 代 鼓 风 工 具 和  
当 初 仿 照 普 通 风 箱 制 成 的 笨 拙 的 机 械 风 箱 比 较 一 下 .就 可 以 看 出 生 产 资 料 的 旧  
形 式 最 初 如 何 影 响 着 它 的 新 形 式 。但 是 ，最 好 还 是 让 我 们 回 忆 _下 最 初 试 制 的  
火 车 头 。这 种 火 车 头 有 两 条 腿 ,像 马 一 样 迈 步 ，。 随 着 实 际 经 验 的 长 期 积 累 和 科  
学 的 进 一 步 发 展 ,机 器 的 形 式 才 完 全 由 力 学 原 理 决 定 ，从 而 才 完 全 摆 脱 了 工 具  
的 传 统 形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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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具 机 的 种 类 越 来 越 多 ，构 造 越 来 越 复 杂 ，工 具 和 各 个 组 成 部 分 的 数  
量 、多 样 性 和 精 密 性 所 要 求 的 数 学 规 则 性 越 来 越 严 格 ；自动 体 系日益 
发 展 ; 难 于 加 工 的 材 料 的 应 用 ，例 如 以 铁 代 替 木 材 ;—— 所 有 这 些 都  
是 由 于 情 况 的 变 化 而 接 连 发 生 的 问 题 ，要 解 决 这 些 任 务 就 会 不 断 地  
碰 到 人 身 的 限 制 。这 些 限 制 甚 至 工 场 手 工 业 中 的 集 体 劳 动 者 也 不 能  
摆 脱 。因 为 ，例 如 现 代 印 刷 机 、蒸 汽 织 机 和 梳 棉 机 这 样 的 机 器 ，就不 
是 工 场 手 工 业 所 能 制 造 的 。

一 个 工 业 领 域 生 产 方 式 的 变 革 .会 引 起 其 他 工 业 领 域 类 似 的 变  
革 。我 们 首 先 在 这 样 一 些 工 业 部 门 看 到 上 述 情 况 ，这 些 工 业 部 门 虽  
然 由 于 社 会 分 工 而 分 离 .从 而 使 它 们 的 产 品 成 为 各 自 的 独 立 的 商 品 ， 
似 它 们 作 为 总 过 程 的 各 个 阶 段 却 是 互 相 交 织 在 一 起 的 。 因 此 ，有了 
机 器 纺 纱 ，就 必 须 有 机 器 织 布 ，而 这 二 者 又 使 漂 白 业 、印 花 业 和 染 色  
业 必 须 进 行 力 学 和 化 学 革 命 。 同 样 .棉 纺 业 的 革 命 又 引 起 分 离 棉 花  
纤 维 和 棉 籽 的 轧 棉 机 的 发 明 ，由 于 这 一 发 明 .棉 花 生 产 才 有 可 能 按 目  
前 必 不 可 少 的 巨 大 规 模 进 行 。(UD>工 农 业 的 革 命 ，使 社 会 生 产 过 程  

的 一 般 条 件 即 交 通 运 输 工 具 的 革 命 成 为 必 要 。正 像 以 小 农 业 及 其 必  
然的产 物  家 庭 副 业 和 城 市 手 工 业 为 枢 纽 259 (我 借 用 傅 立 叶 的 用  
语 ) 的 社 会 所 拥 冇 的 交 通 运 输 手 段 ，完 全 不 能 再 满 足 拥 有 扩 大 的 社 会  
分 工 、集 屮 的 工 人 和 劳 动 资 料 以 及 殖 民 地 市 场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生 产 的  
耑 要 •因 而 必 须 对 这 些 交 通 运 输 工 具 实 行 变 革 一 样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遗 留 下 来 的 交 通 运 输 工 具 .很 快 又 转 化 为 具 有 百 倍 增 长 的 狂 热 的 生  
产 速 度 、不 断 把 资 本 和 劳 动 者 由 一 个 生 产 领 域 投 入 另 一 个 生 产 领 域

d in) ft到 Ä 近 ，在 ]8 世 纪 发 明 的 各 种 机 器 中 . 耍 算 美 園 人 伊 莱 • 惠 特 尼  
发 明 的 轧 棉 机 在 本 ® h变 化 最 少 似 是 近 20年 来 •由 于 另 一 个 美 围 人 ，纽 约 州 奥  
尔 巴 记 的 埃 默 圯 先 中 作 r 一 番 简 中 而 有 效 的 改 迸 •惠 特 尼 的 机 器 变 得 陈 旧 r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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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创 造 出 新 的 世 界 市 场 条 件 的 大 工 业 所 不 能 忍 受 的 桎 梏 。撇 幵 帆船 
制 造 业 所 发 生 的 彻 底 变 化 不 说 ，交 通 运 输 业 是 逐 渐 地 靠 轮 船 、铁 路和 
电 报 的 体 系 而 适 应 了 大 工 业 的 要 求 的 。但 是 ，现 在 要 对 巨 大 的 铁 块  
进 行 锻 冶 、焊 接 、切 削 、镗 孔 和 成 型 ，又 需 要 有 庞 大 的 机 器 .制 造 这 样  
的 机 器 是 工 场 手 工 业 劳 动 所 不 能 胜 任 的 。

因 此 .大 工 业 必 须 掌 握 它 特 有 的 生 产 资 料 . 即 机 器 本 身 ，才能生 
产 其 他 机 器 。这 样 ，大 工 业 才 建 立 起 与 自 己 相 适 应 的 技 术 基 础 .才 得  
以 自 立 。随 着 19世 纪 最 初 三 十 几 年 大 工 业 的 发 展 ，机器逐渐 掌握了 
工 具 机 的 制 造 。但只 是到 了  19世 纪 中 叶 .由 于 大 规 模 的 铁 路 建 设 和  

远 洋 航 运 事 业 的 发 展 ，用 来 制 造 原 动 机 的 庞 大 机 器 才 产 生 出 来 。
用 机 器 制 造 机 器 的 必 要 条 件 ，是 要 有 能 供 给 各 种 强 度 的 力 量 同  

时 又 容 易 控 制 的 发 动 机 《蒸 汽 机 已 经 是 这 样 的 机 器 。但 是 ，机器的 
某 些 部 分 所 必 需 的 精 确 的 几 何 形 状 ，如 直 线 、平 面 、圆 、圆 锥 形 和 球  
形 ，也 同 时 要 用 机 器 来 生 产 。在 本 世 纪 初 ，亨利•莫 兹 利 发 明 了滑 动  
刀 架 ，解 决 了 这 个 问 题 。这 种 刀 架 不 久 就 改 为 自 动 式 ，从 它 最初使用 
的 旋 床 上 随 后 移 到 其 他 制 造 机 器 的 机 器 上 。 这 种 机 械 装 置 不 仅 代  
替 了 某 种 特 殊 工 具 .而 且 还 代 替 了 只 有 把 工 具 的 刃 对 准 或 加 在 劳 动  
对 象 上 才 能 制 造 出 一 定 形 状 的 人 的 手 。这 样 就能

“制 造 出 所 需 嬰 的 几 何 形 状 , 而 .1:1.精 确 、轻 易 和 迅 速 的 程 度 & 任 何 最 熟 练 丄 人 的  
富 有 经 验 的 手 都 无 法 做 到 的 ' (111 )

U 1 1 ) 《各 国 的 工 业 》1855年 伦 敦 版 第 2 卷 第 239 页 。 该 书 在 这 里 还 说  
道 :“不 管 旋 床 的 这 个 附 件 多 么 简 中 -,从 外 表 上 # 多 么 不 重 耍 ，但 我 们 认 为 .可 以  
毫 不 夸 大 地 说 . 它 对 机 器 的 改 良 和 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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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种 附 件 的 结 果 是 ，各 种 机 器 完 善 和 便 宜 了 .而 且 激  
励 了 创 造 发 明 的 精 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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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我 们 现 在 考 察 一 下 机 器 制 造 业 所 采 用 的 机 器 中 构 成 它 的 真  
正 工 作 器 官 的 部 分 ，那 么 ，手 工 工 具 就 再 现 出 来 了 ，不 过 规 模 十 分 庞  
大 。例 如 ，钻 床 的 工 作 部 分 ，是 一 个 由 蒸 汽 机 推 动 的 庞 大 钻 头 ，没 有 
这 种 钻 头 就 不 可 能 制 造 出 大 蒸 汽 机 和 水 压 机 的 圆 筒 。机 械 旋床 是 普  
通 脚 踏 旋 床 的 巨 型 翻 版 ;刨 床 可 以 说 是 一 个 铁 木 匠 ，它 加工铁 所用的 
工 具 就 是 木 匠 加 工 木 材 的 那 些 工 具 ;伦 敦 造 船 厂 切 割 覆 盖 轮 船 龙 骨  
的 铁 板 的 工 具 是 一 把 巨 大 的 剃 刀 ;蒸 汽 锤 靠 普 通 的 锤 头 工 作 ，但这 种  

锤 头 重 得 连 托 尔 神 ① 也 举 不 起 来 。(112)262例 如 ，内 史 密 斯 发 明 的 这  
些 蒸 汽 锤 中 ，有 一 种 重 6 吨 多 ，从 7 英 尺 的 高 度 垂 直 落 在 3 6 吨 重的 

铁 砧 上 。它 能 够 一 下 子 把 一 块 花 岗 石 打 得 粉 碎 ，也 能 轻 轻 地 一 下 一  
下 地 把 钉 子 钉 进 柔 软 的 木 头 里 去 。 (113) 263

劳 动 资 料 取 得 机 器 这 种 物 质 存 在 方 式 ，要 求 以 自 然 力 来 代 替 人  
力 ，以 科 学 来 代 替 成 规 。在 工 场 手 工 业 中 ，劳 动 过 程 的 划 分 纯 粹 是 主  
观 的 ,是 局 部 工 人 的 结 合 ;在 机 器 体 系 中 ，大 工 业 创 造 了 完 全 客 观 的  
或 没 有 个 性 的 生 产 有 机 体 ，这 个 有 机 体 在 工 厂 里 作 为 工 人 劳 动 的 现  
成 的 物 质 条 件 出 现 在 工 人 面 前 。在 简 单 协 作 中 .甚 至 在 以 分 工 为 基  
础 的 协 作 中 ，集 体 劳 动 者 排 挤 单 个 的 劳 动 者 还 多 少 是 偶 然 的 现 象 。 
而 机 器 •除 了 下 面 要 谈 的 少 数 例 外 ，则 只 有 通 过 社 会 化 的 或 共 同 的 劳  
动 才 发 生 作 用 。因 此 ，劳 动 的 ^ >作 性 质 ，在 这 里 成 了 由 劳 动 资 料 的 性

(M25作 伦 敦 有 一 种 锻 造 轮 船 蹼 轮 轴 的 机 器 叫 “托 尔 ”。 这 种 机 器 锻 造 一  

个 Ifij 吨 重 的 轴 .就 像 铁 匠 打 一 个 马 蹄 铁 那 样 轻 松 。261
3 ) 那 些 也 能 供 手 工 业 者 在 劳 动 中 使 用 的 木 材 加 工 机 器 ，大 部 分 是 美  

国 人 的 发 明 《

① 托 尔 神 是 北 欧 神 话 中 的 雷 神 。 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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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本 身 所 决 定 的 技 术 上 的 必 要 了 。

2 . 机 器 转 移 到 产 品 上 的 价 值

我 们 已 经 知 道 ，由 协 作 和 分 工 产 生 的 生 产 力 ，不 费 资 本 分 文 。这  
是 社 会 劳 动 的 自 然 力 。用 于 生 产 的 自 然 力 ，如 水 、蒸 汽 等 等 ，也不费  
分 文 。可 是 ，正 像 人 呼 吸 需 要 肺 一 样 ，人 要 在 生 产 上 消 费 自 然 力 ，就 
需 要 用 自 己 的 劳 动 创 造 出 来 的 器 官 。要 利 用 水 的 动 力 ，就 要 有 水 车 ， 

要 利 用 蒸 汽 的 压 力 ，就 要 有 蒸 汽 机 。利 用 自 然 力 是 如 此 ，利用科学 也  
是 如 此 。 电 流 作 用 范 围 内 的 磁 针 偏 离 规 律 ，或 电 流 绕 铁 通 过 而 使 铁  
磁 化 的 规 律 一 经 发 现 ，就 不 费 分 文 了 。(m )但 是 要 在 电 报 等 方 面 利  
用 这 些 规 律 ，就 需 要 有 极 昂 贵 的 和 巨 大 规 模 的 设 备 。我 们 已 经 知 道 . 

工 具 并 没 有 被 机 器 排 挤 掉 。它 由 人 的 手 中 的 小 工 具 ，通 过 扩 大 规 模 ， 
增 加 数 量 ，发 展 成 为 由 人 创 造 的 机 构 的 工 具 。现 有 资 本 不 要 工 人 用  
手 工 工 具 去 做 工 ，而 要 X 人 用 一 个 会 自 行 操 纵 工 具 的 机 器 去 做 工 。

因 此 ，机 器 工 业 把 科 学 和 巨 大 的 自 然 力 并 入 自 身 ，因而会 大大提 
高 劳 动 生 产 率 ，这 一 点 是 一 目 了 然 的 。但 是 ，一 方 之 所 得 是 否 是 另 一  
方 之 所 失 ，使 用 机 器 所 节 约 的 劳 动 是 否 比 制 造 和 维 修 机 器 所 花 费 的  
劳 动 更 多 ，这 一 点 并 不 清 楚 。像 不 变 资 本 的 任 何 其 他 组 成 部 分 一 样 ，

( 1 1 4 ) 科 学 根 本 不 费 资 本 家 分 文 ，但 这 丝 毫 不 妨 碍 他 们 去 利 用 科 学 。 资  
本 像 吞 并 他 人 的 劳 动 一 样 ，吞 并 他 人 的 科 学 ，但 是 ，对 科 学 或 财 富 的 “资 本 主 义  
的 ”占 有 和 个 人 的 占 有 ，是 截 然 不 同 的 两 件 事 。 允 尔 博 士 本 人 曾 哀 叹 他 的 亲 爱  
的 、使 用 精 巧 的 机 器 的 工 厂 主 们 对 力 学 一 窍 + 通 „ 李 比 希 也 曾 述 说 英 国 的 化 学  
工 厂 主 们 对 化 学 惊 人 地 无 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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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器 不 创 造 价 值 . 而 只 是 把 自 身 的 价 值 转 移 到 它 所 生 产 的 产 品 上 。 
所 以 说 ，它 自 身 的 价 值 进 人 了 产 品 的 价 值 。机 器 不 是 使 产 品 变 便 宜 ， 
而 是 使 产 品 随 着 机 器 的 价 值 相 应 地 变 贵 。很 明 显 ，这 种 大 工 业 特 有  
的 劳 动 资 料 与 手 工 业 和 工 场 手 工 业 所 使 用 的 劳 动 资 料 相 比 是 极 为 昂
贵 的 。

f 先 应 当 指 出 ，机 器 总 是 全 部 地 进 人 创 造 产 品 的 过 程 ，但只是部 
分 地 进 人 创 造 产 品 价 值 的 过 程 。它 转 移 的 价 值 ，绝 不 会 大 于 它 由 于  
磨 损 而 平 均 丧 失 的 价 值 。因 此 ，机 器 的 价 值 和 机 器 定 期 转 给 它 的 产  
品 的 价 值 部 分 .有 很 大 的 差 别 。作 为 价 值 要 素 的 机 器 和 作 为 产 品 要  
素 的 机 器 ，有 很 大 的 差 别 。同 一 机 器 使 用 的 时 期 越 长 ，这 种 差 别 就 越  
大 。诚 然 ，这 一 切 也 同 样 适 用 于 任 何 其 他 的 劳 动 资 料 。但 是 ，使用和 
磨 损 之 间 的 这 种 差 别 ，在 机 器 上 比 在 工 具 上 大 得 多 ，因 为 机器是由比 
较 耐 久 的 材 料 制 成 的 ，因 此 寿 命 较 长 ；因 为 机器 的 使 用 要 遵 照 精 确 的  
科 学 规 律 ;最 后 ，因 为 机 器 的 生 产 范 围 比 工 具 的 生 产 范 围 广 阔 无 比 。

如 采 我 们 不 算 机 器 和 工 具 二 者 每 天 的 费 用 ，即 不 算 由 于 它 们 的  
损 耗 和 煤 炭 、机 油 等 辅 助 材 料 的 消 费 而 平 均 转 移 到 n 产 品 上 的 价 值 ， 
那 么 ，它 们 的 作 用 是 不 需 要 代 价 的 。但 是 机 器 和 工 具 的 这 种 无 偿 服  
务 是 同 它 们 各 自 规 模 的 大 小 成 比 例 的 。 只 是 在 机 器 工 业 中 ，人 才能 
做 到 让 自 己 过 去 的 劳 动 的 产 品 大 规 模 地 、像 自 然 力 那 样 无 偿 地 发 生  
作 用 》 (n5)

U I H ) 李 嘉 图 有 时 很 電 视 机 器 的 这 种 作 用 (何 他 并 不 懂 得 这 种 作 用 ，就 像  
他 不 懂 得 劳 动 过 程 和 剩 余 价 值 形 成 过 程 的 一 般 区 别 一 样 ），以 致 有 时 忘 掉 了 机  
器 转 移 到 产 品 上 的 价 值 组 成 部 分 • 而 把 机 器 和 自 然 力 完 全 混 为 一 谈 。 例 如 他  
说 :“亚 当 • 斯 密 从 来 没 有 低 估 自 然 力 和 机 器 为 我 们 提 供 的 服 务 ,而 是 十 分 恰 当  
地 把 它 们 加 到 有 用 物 品 上 的 价 值 的 性 质 区 别 开 来 …… 由 于 它 们 做 T：不 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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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考 察 协 作 和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我 们 知 道 ，某 些 生产 资 料 如 建 筑 物  

等 ，由 于 共 同 使 用 而 变 得 比 较 经 济 了 ，因 而 能 够 降 低 产 品 的 价 格 。在 
机 器 工 业 中 ，不 仅 一 个 工 作 机 的 许 多 工 具 共 同 使 用 一 个 工 作 机 的 躯  
体 ，而 且 许 多 工 作 机 共 同 使 用 同 一 个 发 动 机 和 一 部 分 传 动 机 构 。

如 果 机 器 的 价 值 和 机 器 在 每 天 的 损 耗 中 失 去 的 并 转 给 产 品 的 价  
值 部 分 之 间 的 差 额 已 定 ，那 么 产 品 由 于 这 种 转 移 而 变 贵 的 程 度 就 同  
产 品 的 数 量 成 反 比 。 布 莱 克 本 的 贝 恩 斯 先 生 在 ]857年 发 表 的 一 篇  

报 告 中 计 算 过 ：
一 机 械 马 力 265可 以 推 动 450个 自 动 走 锭 纺 纱 机 纱 锭 ，或 者 可以  

推 动 200个 翼 锭 纺 纱 机 纱 锭 ，或 者 可 以 推 动 15台 织 宽 4 0 英 寸 布的  

织 布 机 以 及 整 经 等 装 置 266— 蒸 汽 马 力 每 天 的 费 用 及 其 所 推 动 的 机  
器 的 损 耗 ，在 第 一 种 情 况 下 是 分 配 在 450个 走 锭 纺 纱 机 纱 锭 的 产 品  
上 ;在 第 二 种 情 况 下 是 分 配 在 200个 翼 锭 纺 纱 机 纱 锭 的 产 品 h ;在第 
三 种 情 况 下 是 分 配 在 15台 机 械 织 机 的 产 品 上 。 可 见 ，转 给 一 盎 司棉 

纱 或 一 米 布 的 只 是 极 小 的 = 部 分 价 值 。前 面 举 的 蒸 汽 锤 的 例了  •也是 

这 样 。 因 为 蒸 汽 锤 每 天 的 磨 损 和 煤 炭 的 消 耗 等 等 是 分 配 在 它 每 天 锤  
打 的 巨 量 的 恢 上 ，所 以 每 英 担 铁 只 吸 收 了 很 小 一 部 分 价 值 ;但 如 果 用  

这 个 庞 大 的 工 具 来 钉 小 钉 子 ，那 么 分 配 在 每 英 担 上 的 价 值 显 然 就 很  
大 了 。

如 果 工 具 数 量 已 定 ，或 者 在 涉 及 到 力 的 时 候 ，机 器 的 规 模 已

费 用 ，它 们 为 我 们 提 供 的 帮 助 就 不 会 使 交 换 价 值 有 丝 毫 增 加 。”( 李 嘉 图 《政 治 经  
济 学 和 赋 税 原 理 》1821年 伦 敦 第 3 版 第 336、337页 ）当 然 .李 嘉 图 用 这 个 见 解 反  
驳 让 • 巴 • 萨 伊 是 正 确 的 ，因 为 让 • 巴 • 萨 伊 认 为 , 机 器 提 供 的 “服 务 ”创 造 那  
个 构 成 资 本 家 的 利 润 部 分 的 价 值 。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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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那 么 机 器 的 产 品 的 数 量 就 取 决 于 它 的 作 业 的 速 度 ，例 如 取 决 于  
纱 锭 的 转 速 或 蒸 汽 锤 每 分 钟 锤 击 的 次 数 。某 些 大 蒸 汽 锤 每 分 钟 可  
锤 7 0 次 ；赖 德 的 专 利 锻 造 机 ，用 小 蒸 汽 锤 锻 造 纱 锭 .每 分 钟 可 锤  
700 次 。 267

如 果 机 器 转 给 产 品 的 价 值 的 比 率 已 定 ，那 么 这 个 价 值 部 分 的 大  
小 就 取 决 于 机 器 的 最 初 价 值 的 大 小 。(116)机 器 包 含 的 劳 动 越 少 ，它  
加 到 产 品 上 的 价 值 也 就 越 小 。它 转 移 的 价 值 越 小 ，它 的 生 产 效 率 就  
越 高 ，它 的 服 务 就 越 接 近 自 然 力 的 服 务 。而 用 机 器 生 产 机 器 ，显 然会  
使 机 器 的 价 值 同 机 器 的 规 模 和 效 率 相 对 而 言 降 低 下 来 。

比 较 分 析 一 下 机 器 生 产 的 商 品 和 手 工 业 或 工 场 手 工 业 生 产 的 商  
品 的 价 格 . 可 以 得 出 这 样 的 结 论 ： •般 说 来 ，在 机 器 生 产 中 ，产 品中从  
劳 动 资 料 转 来 的 这 个 价 值 部 分 相 对 增 大 了 ，但 却 绝 对 减 少 了 。

换 句 话 ，这 个 价 值 部 分 的 量 绝 对 减 少 了 ，但 它 同 总 产 品 （如一磅 
棉 纱 )的 价 值 相 比 较 的 量 是 增 大 了 。 ( U7)

(11 e > 受 资 本 主 义 观 念 束 缚 的 读 者 ，在 这 里 3 然 会 对 没 有 谈 到 机 器 按 其  
资 本 价 值 加 到 产 品 匕 的 “利 息 ”而 感 到 惊 此 但 是 . 很 容 易 理 解 • 机 器 像 不 变 资  
本 的 任 何 其 他 组 成 部 分 - 样 . 并 不 生 产 新 价 值 . 因 而 不 可 能 加 进 称 做 “利 息 ”的 
新 价 值 》 资 本 主 义 的 计 算 方 法 . 一 看 就 是 荒 谬 的 .是 和 价 值 的 形 成 规 律 相 矛 盾  
的 . . 这 一 点 Ö-:本 P;第 卜 m 将 加 以 说 叫 ,，

( 117 ) 当 机 器 排 挤 马 和 其 他 只 是 气 做 动 力 用 的 役 畜 时 .机 器 所 加 人 的 这  
个 价 值 绀 成 部 分 ，无 论 绝 对 地 说 或 是 相 对 地 说 都 要 减 少 。 按 照 笛 f; 儿 下 的 定  
义 ，动 物 M 单 纯 的 机 器 .268他 是 )H 4 中 IU:纪 不 同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的 眼 光 来 看  
问 题 的 ，在 中 IU:纪 . 动 物 被 看 做 人 的 助 尹 和 伙 伴 •后 来 杩 • 哈 勒 先 牛 Æ他 的 《 H 
家 学 的 M兴 沖 也 是 这 样 看 的 .,269毫 无 疑 问 ， m k )L和 培 根 一 样 ，认 为 思 维 方 法  
的 改 变 导 致 巾 产 方 式 的 改 变 和 人 对 f l然 的 实 际 统 治 . 27〇他在《方 法 论 冲 写 道 ： 
“可 以 (用 新 的 方 法 ) 決 得 一 种 对 牛 .活 II•:常 有 益 的 知 识 . 找 到 一 种 实 践 哲 学 来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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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明 显 ，如 果 生 产 一 台 机 器 所 费 的 劳 动 ，与 使 用 该 机 器 所 节 省 的  
劳 动 相 等 ，那 么 这 只 不 过 是 劳 动 的 变 换 ，就 是 说 ，生 产 一 个 商 品 所 需  
要 的 劳 动 总 量 没 有 减 少 ，或 者 说 ，劳 动 生 产 力 没 有 提 高 。但 是 ，机器 
所 费 的 劳 动 和 它 所 节 省 的 劳 动 之 间 的 差 额 ，不 是 由 机 器 本 身 的 价 值  
和 它 所 代 替 的 工 具 的 价 值 之 间 的 比 率 来 决 定 的 。 只要机器中实 现 的  
劳 动 ，从 而 机 器 加 到 产 品 上 的 价 值 部 分 ，小 于 工人 用 自 己 的 工具 加 到  
劳 动 对 象 上 的 价 值 ，这 种 差 额 就 一 直 存 在 。 因 此 ，机器的生产 率是由 
它 代 替 人 的 程 度 来 衡 量 的 。根 据 贝 恩 斯 先 生 的 计 算 ，由一蒸汽 马 力  
推 动 的 450 个 走 锭 纺 纱 机 纱 锭 及 其 附 属 设 备 ，需 要 两 个 半 工 人 看  
管 < 1^;每 个 自 动 走 锭 纺 纱 机 纱 锭 在 一 个 十 小 时 工 作 日 里 p 纺 出 13 

盎 司 棉 纱 (平 均 纱 支 ），因 此 两 个 半 工 人 一 星 期 可 纺 出 365 |•磅 棉 纱 。 
可 见 ，366磅 棉 花 ( 为 了 简 便 起 见 ，我 们 撇 开 棉 屑 不 说 )在 转 化 为 棉 纱  
时 ，只吸收了  150个 劳 动 小 时 ，或 15个 十 小 时 工 作 H ，而 用 纺 车 ，一 
个 手 工 纺 工 6 0 小 时 纺 1 3 盎 司 棉 纱 ，因 此 ，同 量 的 棉 花 就 要 吸 收

替 学 校 中 所 讲 授 的 思 辨 哲 学 ，借 助 实 践 哲 学 . 我 们 就 可 以 像 r 解 我 们 的 手 X 业  
者 的 各 种 职 业 一 样 . 清 楚 地 了 解 火 、水 、空 气 、星 球 以 及 我 们 周 围 的 其 他 一 切 物  
体 的 力 量 和 作 用 . 这 样 我 们 就 能 在 一 切 适 合 的 地 / / 利 用 这 些 力 量 和 作 用 ，从 而  
使 自 己 成 为 自 然 的 主 人 和 占 有 者 ”，并 且 •‘促 进 人 类 生 活 的 完 善 ”。 在 达 德 利 • 
诺 思 爵 上 《贸 易 论 》（1691年 )一 书 的 序 言 中 写 道 ，笛 卡 儿 的 方 法 在 政 治 经 济 学  
上 的 应 用 ，开 始 使 政 治 经 济 学 摆 脱 r 关 于 货 币 、商 业 等 的 占 代 的 迷 信 观 念 和 神  
话 。但 是 , 当 时 英 国 大 部 分 经 济 学 家 都 把 培 根 和 霍 布 斯 当 做 a 己 的 哲 学 家 .而  
后 来 洛 克 成 了 英 国 .法 国 、意 大 利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杰 出 的 哲 学 家 。

0 1 8 ) 根 据 埃 森 商 会 的 年 度 报 告 （1863年 1 0月 ），1862年 ，克 虏 伯 铸 钢 厂  
用 ]6 1 个 熔 炉 、煅 烧 炉 、渗 碳 炉 ，3 2台 蒸 汽 机 (约 等 于 1800年 曼 彻 斯 特 使 用 的 蒸  
汽 机 总 数 )和 14架 蒸 汽 锤 (合 计 代 表 丨 236 马 力 ）. 49 个 锻 铁 炉 ，203台 工 具 机 . 
约 2 400名 工 人 ，生 产 了  1 300万 磅 钢 锭 。在 这 里 .一 马 力 还 摊 不 到两 个 工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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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00个 十 小 时 工 作 日 ，或 27 000个 劳 动 小 时 。(tl9)在 木 板 印 花 或 手  

工 印 花 这 种 旧 方 法 被 机 器 印 花 代 替 的 地 方 ，一 台 机 器 由 一 个 成 年 男  
工 看 管 ，一小 时 印 制 的 四 色 花 布 的 数 量 .等 于 过 去 200个 成 年工人印 
制 的 数 量 271。* (120) 121在 1793年 伊 莱 • 惠 特 尼 发 明 乳 棉 机 以 前 .轧 除 一 

磅 棉 花 的 棉 籽 平 均 要 花 一 个 工 作 日 。 由 于 有 了 他 的 发 明 ，一 个 黑 人  
妇 女 每 天 可 以 轧 1〇〇磅棉花，而 且 从 那 以 后 ，轧 棉 机 的 效 率 又 大 有 提  
高 。272在 印 度 ，使 用 一 种 半 机 器 式 的 工 具 - 手 工 轧 棉 机 ，来 从 事 这  
种 操 作 。使 用 这 种 工 具 ，一 个 男 工 和 一 个 女 工 每 天 能 轧 2 8磅 棉 花 。 

但 使 用 几 年 前 福 布 斯 博 士 发 明 的 手 工 轧 棉 机 ，两 个 成 年 男 工 和 一 个  
女 工 每 天 可 乳 250磅 棉 花 ;273在 用 牛 、水 或 蒸 汽 作 动 力 的 地 方 ，只需 

要 几 个 男 女 少 年 给 机 器 添 料 。 1 6台 这 样 的 机 器 ，用 牛 来 拉 ,每 天 能  
完 成 以 前 750个 人 一 个 平 均 工 作 日 的 工 作

我 们 d 经 知 道 ，蒸 汽 犁 在 一 小 时 内 花 费 3 便 士 或 +先 令 所 完 成  
的 工 作 ，等 于 6 6 个 耕 作 者 在 一 小 时 内 花 费 15先 令 所 完 成 的 工 作 。 
这 里 重 要 的 是 必 须 消 除 一 种 普 遍 存 在 的 误 解 。这 15先 令 绝 不 是 这  
6 6 个 人 一 小 时 内 消 耗 的 全 部 劳 动 的 货 币 表 现 。如 果 剩 余 劳 动 和 必  
要 劳 动 之 比 为 那 么 ，这 6 6 个 耕 作 者 在 一 个 集 体 劳 动 小 时 内  
就 在 产 品 中 加 进 了  6 6 个 劳 动 小 时 或 3 0先 令 价 值 ，而 他 们 的 工 资 只  

是 这 个 价 值 的 一 半 。可 见 .机 器 所 代 替 的 并 不 是 他 们 的 工 具 ，而是他

u  19 ) 据 拜 比 吉 的 汁 算 . 在 爪 哇 . 几 乎 单 是 纺 纱 劳 动 就 使 棉 花 价 值 增 加  
IL7%„ 而 同 一 时 期 （18M年 ）.英 国 精 纺 业 的 机 器 和 纺 纱 劳 动 加 进 棉 花 的 总 价  
值 约 为 原 料 价 值 的 33% ,( 《论 机 器 和 工 厂 的 经 济 》第 165、1S6贞 ）

(120) • 此 外 ，机 器 印 花 还 可 以 节 省 染 料
( 1 2 1 )  参 看 向 印 度 总 督 府 提 出 产 品 报 告 的 沃 森 医 牛 :1861年 4 月 1 9 日在 

技 艺 协 会 228 丨:所 作 的 报 &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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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的 劳 动 。
因 此 .假 定 150个 工 人 或 代 替 他 们 的 机 器 的 价 格 是 3 000镑 ，那 

么 ，这 个 货 币 量 对 于 机 器 来 说 就 体 现 着 实 现 在 机 器 上 的 全 部 劳 动 (必  
要 劳 动 和 剩 余 劳 动 ）.而 对 于 工 人 来 说 则 体 现 着 他 们 的 劳 动 中 的 有 酬  
部 分 。因 此 . 即 使 一 部 机 器 和 它 所 代 替 的 劳 动 力 的 价 格 相 同 ，它 所花 
费 的 劳 动 总 是 少 于 它 所 代 替 的 劳 动 。 (|22>

如 果 只 把 使 用 机 器 看 做 使 产 品 便 宜 的 手 段 ，那 么 使 用 机 器 就 会  
遇 到 界 限 。生 产 机 器 所 费 的 劳 动 必 须 少 于 使 用 机 器 所 代 替 的 劳 动 。 
可 是 对 资 本 家 说 来 . 这 个 界 限 表 现 得 更 为 狭 窄 。 因 为 资 本 家 支 付 的  
不 是 所 使 用 的 劳 动 ，而 是 所 使 用 的 劳 动 力 ，因 此 ，在 资 本 家 打 算 盘 时  
支 配 他 的 是 机 器 和 机 器 所 能 代 替 的 劳 动 力 之 间 的 价 值 差 额 。工作日 
中 必 要 劳 动 和 剩 余 劳 动 的 划 分 ，不 仅 在 不 同 的 国 家 是 +  M的 ，而且在 
同 一 国 家 不 同 的 时 期 . 或 者 在 同 - 时 期 不 同 的 生 产 部 门 ，也 是 不同  

的 。其 次 ，劳 动 者 的 实 际 工 资 有 时 升 到 他 的 劳 动 力 价 值 以 上 ，有时 降 
到 他 的 劳 动 力 价 值 以 下 。从 所 有 这 些 情 况 中 产 生 出 来 的 结 果 是 :机  
器 的 价 格 和 劳 动 力 的 价 格 之 间 的 差 额 ，吋 能 有 很 大 的 变 动 .即 使 生 产  
机 器 所 必 需 的 劳 动 和 机 器 所 代 替 的 劳 动 总 量 之 间 的 差 额 保 持 不 变 。 
但 是 ，对 资 本 家 來 说 ，只 有 前 一 种 差 额 才 决 定 成 本 价 格 ，而 且 竞 争 强  
制 他 重 视 这 种 差 额 。因 此 ，现 在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英 国 发 明 的 机 器 只 能  
在 北 美 使 用 。 由 于 同 样 的 原 因 . ] 6 世 纪 和 17世 纪 德 国 发 明 的 机 器  
只 能 在 荷 兰 使 用 ；而 18世 纪 法 国 的 某 些 发 明 只 能 在 英 国 使 用 。

在 所 有 较 老 的 文 明 国 家 . 机 器 在 某 些 产 业 部 门 的 使 用 ，会 造成其

( 122> "生 产 这 些 不 会 说 i,S的 因 素 〈机 器 〉所 花 的 劳 动 ，总 是 比 被 它 们 排 挤  
的 劳 动 少 得 多 . 即 使 它 们 具 宥 相 同 的 货 币 价 李 嘉 围 《政 治 经 济 学 和 赋 说 原  
观 M82丨 年 伦 敦 第 3 版 第 4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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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部 丨 的 劳 动 过 剩 (李 嘉 图 用 的 是 redundancy oH ahour).以致其他 

部 门 的 工 资 降 到 劳 动 力 价 值 以 下 ，从 而 阻 碍 机 器 的 应 用 ，并 且使机器 

的 应 用 在 资 本 看 来 是 多 余 的 , 甚 至 往 往 是 不 可 能 的 ，因为 资 本的利润  
本 来 不 是 靠 减 少 所 使 用 的 劳 动 得 来 的 ，而 是 靠 减 少 有 酬 劳 动 得 来 的 。

近 几 年 来 ，在 英 国 毛 纺 织 业 的 某 些 部 门 中 ，童 工 显 著 减 少 ，有的 
地 方 几 乎 完 全 被 排 挤 掉 了 。为 什 么 呢 ？

因 为 工 厂 法 规 定 童 工 必 须 实 行 两 班 制 ，一班 劳 动 6 小 时 ，另 一班 
劳 动 4 小 时 ，或 每 班 只 劳 动 5 小 时 。但 是 父 母 们 不 愿 比 以 前 出 卖 全  

日 工 更 便 宜 地 出 卖 半 日 工 。 因 此 半 日 工 就 被 机 器 所 代 替 。（L23)在矿  

并 禁 止 使 用 女 工 和 童 T U 0 岁 以 下 的 ）以 前 ，275资 本 认 为 .让 裸 体 的  
妇 女 、少 女 和男子混在一起下并 的做法，是 完 全 符 合 它 的 道 德 规 范 .尤  
其是符合 它 的 总 账 的 .所 以 直 到 禁 止 使 用 妇 女 和 儿 童 以 后 .资 本 才 采  
用 机 器 并 废 除 r 这 种 资 本 主 义 的 婚 姻 。美 国 人 发 明 了 碎 石 机 。英国  
人不采用这 种 机器 .W 为 从 事 这 种 劳 动 的“不 幸者 "(“wretch”是英国 政  
治 经 济 学 对 农 业 C人 的 称 呼 )所 得 到 的 只是 他 应 得 到的 东 西 的 很 小一  

部 分 .所 以 对 于 资 本 家 说 来 ，使 用 机 器 反 而 会 使 产 品 变 贵 。(124>在英

(12:<) “雇 主 使 用 两 班 13岁 以 下 的 童 ]:完 全 出 于 必 要 …… 事 实 上 .有 一  
类 r_厂 t ( 毛 纺 业 主 )现 Æ很 少他 '用 13 岁 以 下 的 童 1：即 乍 日 工 。 他 们 采 用 了 各  
种 改 良 的 和 新 式 的 机 器 . 因 而 不 用 雇 用 这 样 的 童 1: 了 。我 可 以 举 一 个 劳 动 过 程  
的 例 子 来 说 明 竜 X 人 数 减 少 的 情 况 :把 一 种 叫 捻 线 机 的 装 置 同 现 W的 机 器 连 接  
起 来 . th a 个 或 四 个  < 根 据 毎 台 机 器 的 性 能 而 定 ）丰 日 工 去 做 的 工 作 • 现 在 可 由  

-个 少 年 <丨3 岁 以 去 完 成 r ……半 日 制 促 进 r 捻 线 机 的 发 明 （《工 厂 视  
察 贤 裉 告 ， 丨,職 1 _  ]〇 海 3Ï t t »

(121) “只 嬰 究 动  < 他 指 的 是 1 资 > 不丨 •.涨 . 机 器 就 t t 往 不 会 被 采 用 ( 李 嘉  
m《政 治 经 济 学 和 赋 税 原 理 >1821年 伦 敦 第 :i 版 第 179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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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 直 到 现 在 还 有 时 不 用 马 而 用 妇 女 在 运 河 上 拉 纤 U2n>，因 为 马 和 机  
器 的 费 用 是 一 个 数 学 上 的 已 知 量 . 而 被 抛 人 下 层 社 会 的 妇 女 的 费 用 . 

却 是 微 不 足 道 的 。因 此 ，恰 恰 是 英 国 这 个 机 器 国 家 .为 了 几 文 钱 而 最  
无 耻 地 浪 费 人 力 。

3 . 机 器 工 业 对 劳 动 者 的 直 接 的 反 作 用

前 面 已 经 指 出 .大 工 业 的 起 点 是 劳 动 资 料 的 革 命 .而经 过 变 革的 
劳 动 资 料 ，在 工 厂 的 机 器 体 系 中 获 得 了 最 发 达 的 形 式 。在 考 察 人 身  
材 料 怎 样 合 并 到 机 器 体 系 之 前 ，让 我 们 先 来 研 究 一 下 这 种 革 命 对 工  
人 的 最 直 接 的 反 作 用 。

( a ) 对 补 充 劳 动 力 的 占 有 。

妇 女 劳 动 和 儿 童 劳 动

机 器 使 肌 肉 力 成 为 多 余 的 东 西 .因 而 它 使 力 气 较 小 或 身 体 发 育  
不 成 熟 而 四 肢 比 较 灵 活 的 工 人 能 够 得 到 使 用 。 当 资 本 占 冇 机 器 以  
后 ，它 的 口 号 就 是 妇 女 劳 动 和 儿 童 劳 动 ！这 种 减 少 人 的 劳 动 的 有 力  
手 段 ,就 立 即 转 化 为 增 加 雇 仰 工 人 人 数 的 Î •段 ，它 使 工 人 家 庭 全 体 成  
员 不 分 男 女 老 少 都 屈 服 于 资 本 的 棍 棒 。 为 资 本 进 行 的 强 制 劳 动 ，夺  
去 了 儿 童 游 戏 的 时 间 ，也 夺 去 了 维 持 家 庭 的 自 由 劳 动 的 时 间 ,而 这 种

( 1 2 3 ) 见 《在 爱 T"堡 社 会 科 学 会 议 丨 •.的 报 告 》 1863年 10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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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 内 的 劳 动 正 是 家 庭 口 常 生 活 的 经 济 支 柱 。 (126)

劳 动 力的价值 决 定于维 持工人及其家庭的费 用。机器丨 巴工人的家庭 
抛到劳 动 市场 上，从 而把一个 劳 动 力 的价 值 分 到 好 几 个 劳 动 力 身上 了 。 
因此.机器使这 个 劳 动 力 贬 值 了  3现 在 ，例 如 一 个 出 卖 四 个 劳 动 力 的 工  
人 家 庭得 到 的 收 入 可 能 比 过 去 仅 仅 出 卖 家 长 的 一 个 劳 动 力 时 多 些 ，但 
是同样 ，四个 工作日代替了一个 工作日，这 四 个 工作日的价格按照四个  
人的剩余劳 动 超 过 一个 人的剩余劳 动 的比例而下降了。现 在 ，一家人要 
维 持 生 活 ，四 口 人 不 仅 要 给 资 本 提 供 劳 动 ，而 且 要 给 资 本 提 供 剩 余 劳  
动 。因 此 .机 器在增加人身剥 削材料的同时 ，也提高了 剥 削 程 度 。 (127)

( 126)  在 美 国 南 北 战 卞 7引 起 的 棉 业 危 机 期 间 .英 国 政 府 把 爱 德 华 • 斯 密  
斯 医 牛 派 往 ， 汗 夏 郡 和 柴 郡 等 地 . 调 查 劳 动 # 的 健 康 状 况 。他 报 告 说 :撇 开 I  
人 被 赶 出 工 厂 环 境 不 说 . 从 卫 生 方 面 来 看 ，危 机 还 有 其 他 许 多 益 处 。 现 在 ，工 人  
的 妻 子 有 足 够 的 空 闲 时 间 来 给 『-1己 的 孩 子 喂 奶 ，而 不 必 用 戈 弗 雷 强 心 剂 276去 
Ü害 他 们 了 ， 她 们 有 时 间 学 习 烹 调 了 。不 幸 的 是 . 她 们 是 在 没 有 仆 么 东 西 可 吃  
的 时 候 . 学 到 这 种 烹 调 术 的 。但 是 ，从 这 里 可 以 看 到 ，资 本 为 了 自 行 增 殖 .是 如  
何 掠 夺 那 种 为 家 庭 消 费 所 必 需 的 劳 动 的 。这 一 危 机 还 被 用 来 在 某 些 学 校 里 教  
女 工 学 缝 纫 。 为 r 使 那 些 为 全 世 界 纺 纱 的 女 工 学 缝 纫 .竟 需 要 有 一 次 美 国 革 命  
和 一 次 壯 界 危 机 ！

(1 2 7 ) ~ 由 亍 男 子 日益 为 4 丨女 代 替 .特 别 是 成 年 人 日 益 为 儿 童 代 替 ，劳 动  
# 人 数 大 大 增 加 了 - 三 个 每 周 工 资 为 fi 8 先 令 的 1 3 岁 的 女 孩 ,排 挤 了 一 个 每  
周 工资 为 丨 8  - 4 . 5 先 令 的 成 年 男 子 。”(托 • 德 • 昆 丙 《政 治 经 济 学 逻 辑 》1 8 « . 年 
伦 敦 版 第 1 4 7 页 注 ) 因 为 某 些 家 务 事 . 如 照 料 婴 儿 和 喂 奶 等 . 不 能 完 全 不 管 .所  
以 . 被 资 木 没 收 的 母 亲 ，必 须 多 多 少 少 雇 用 代 待 者 。 家 务 劳 动 ，如 缝 缝 补 补 等 ， 
必 须 山 购 买 现 成 商 品 来 代 替 , 因 此 ，家 务 劳 动 消 耗 的 减 少 .相 应 地 就 增 加 了 货  
币 的 支 出 。 因 而 ，劳 动 者 的 家 庭 费 用 增 加 r . 并 且 抵 消 r 收 人 的 增 加 。此 外 .节  
酋 地 合 理 地 配 制 和 消 费 牛 .活 资 料 也 不 可 能 了  „ 关 于 被 官 方 政 治 经 济 学 所 隐 瞒  
的 这 咚 事 实 ，《丨 以 在 工 厂 视 察 员 和 童 r 调 查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中 ，特 别 是 在 《公 共  
ß生 报 奪 ^ 中 ，找 到 丰 寓 的 材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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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器 的 资 本 主 义 的 使 用 从 根 本 上 改 变 了 契 约 。这 个 契 约 的 第 一  
个 前 提 是 资 本 家 和 工 人 二 者 都 作 为 自 由 人 . 作 为 商 人 而 互 相 对 立 ;一  
方 是 货 币 和 生 产 资 料 的 所 有 者 ，另 一 方 是 劳 动 力 的 所 有 者 。但 是 ，自 
从 资 本 购 买 未 成 年 人 以 后 ，这 -切 就 都 改 变 了  „ 从 前 工 人 出 卖 他 可  

以 自 由 支 配 的 肉 身 的 劳 动 力 。现 在 他 出 卖 妻 子 儿 女 。他成了奴隶 贩  
卖 者 。(|28)在 实 际 上 . 对 儿 童 劳 动 的 需 氺 ，在 形 式 上 也 往 往 同 美 国 报  
纸 上 见 到 的 对 黑 奴 的 需 求 相 似 。一 个 英 国 J : 厂 视 察 员 说 ：

“在 我 的 管 区 的 一 个 重 要 的 工 业 城 市 1 . 地 方 报 纸 的 一 条 广 告 引 起 r 我 的  
注 意 . 广 告 写 道 :兹 征求 丨 2 2(1名 少 年 . 外 貌 要 13 岁 以 上 = 工 资 每 周 4 先 令
报 名 处 ……" ( 幽

上 面 强 调 的 这 句 话 ，和 工 厂 法 的 一 项 规 定 有 关 ，这 项 规 定 说 ，未 
满 1 3 岁 的 儿 童 只 能 劳 动 6 小 时 .年 龄 必 须 经 过 合 格 医 生 的 证 明 。因

( 1 2 8 ) 在 英 国 工 厂 内 . 是 成 年 男 J:迫 使 资 本 减 少 妇 女 劳 动 和 儿 童 劳 动 的 。 
与 这 个 重 大 的 事 实 相 反 . 人 们 在 童 工 调 杳 委 员 会 最 近 的 报 告 中 竟 然 还 看 到 ，某 
* 父 母 •令 人 十 分 愤 慨 地 像 +■足 的 奴 隶 贩 子 那 样 卑 鄙 地 贩 卖 他 们 的 孩 子 。 可 
是 ，正 如 从 这 些 《报 告 》中 可 以 看 到 的 那 样 . 资 本 主 义 的 伪 善 者 们 . 却 在 那 1 攻 讦  
这 种 他 们 f i己 一 手 造 成 、使 之 永 存 汴 加 以 利 用 的 兽 行 . 他丨 n 把 这 种 兽 行 名 之 曰  
“劳 动 自 山 ' “儿 竜 劳 动 被 利 用 r … … 他 们 甚 至 仅 仅 为 自 己 每 天 的 曲 包 而 劳  
动 。他 们 没 有 力 M承 受 如 此 过 度 的 沉 重 劳 动 ，没 有 受 过 指 导 他 们 米 来 生 活 的 教  
育 ，他丨 n 被 抛 人 一 种 对 身 心 冇 # 的 环 境 中 。犹 太 历 史 学 家 在 谈 到 梯 特 毁 火 耶 路  
撒 冷 时 齊 说 过 , 既 然 一 个 毫 无 人 性 的 母 亲 . 竟 牺 牲 自 c l的 婴 儿 来 解 除 无 法 抑 制  
的 饥 饿 的 痛 苦 .那 么 . 耶 路 撒 冷 遭 到 r 破 坏 . 如 此 彻 底 的 破 坏 . 是 不 足 为 奇 的 。 ” 
(«公 共 经 济 概 论 》】833年 丨 :莱 尔 版 第 5 6 页 )MUÎ医 生 在 《米 卢 斯 产 、Ik协 会 会 报 》 
(1837年 5 月 31 H )中 说 :“贫 困 往 往 会 使 做 父 亲 的 产 生 一 种 在 f: ld 的孩子身丨 : 
打 主 意 的 II恶 念 头 。 企 、Ik主 经 常 被 耍 求 接 受 那 些 低 于 一 般 可 以 接 受 人 厂 的 年  
龄 的 儿 童 到 他 们 的 工 厂 里 做 工 。 ”

a m 亚 • 雷 德 格 雷 夫 I X T 视 察 员 报 告 。 1858年 10月 31 0 》第 4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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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工 厂 主 需 要 外 表 看 来 已 满 13岁 的 儿 童 。英 国 近 2 0 年 来 的 统 计  
材 料 表 明 ，工 厂 中 雇 用 的 未 满 13 岁 的 儿 童 人 数 屡 次 大 幅 度 地 减 少 。 
根 裾 工 厂 视 察 员 的 旺 词 ，这 种 情 况 大 部 分 是 由 于 合 格 医 生 庇 护 父 母  
卑 鄙 的 贩 卖 而 造 成 的 .他 们 为 迎 合 资 本 家 的 剥 削 欲 望 而 虚 报 儿 童 的  
年 龄 。 在 声 名 狼 藉 的 伦 敦 W特 纳 尔 格 林 区 .每 逢 星 期 一 和 星 期 二 的  
早 晨 ，都 有 公 开 的 集 市 ，9 岁 以 上 的 男 女 儿 童 就 在 那 里 把 自 己 出 卖 给  

伦 敦 的 丝 织 厂 主 。一 个 儿 童 在 他 的 证 词 中 说 : “一 般 的 条 件 是 ，每周 
I 先 令 8 便 士 （归 父 母 ）. 2 便 士 归 我 自 己 . 外加茶点费 „ ”契 约 仅 以 一  

周 为 限 。在 集 市 的 整 个 过 程 中 .人 们 看 到 的 情 景 和 听 到 的 语 言 确 实  
令 人 愤 慨 。<13()>直 到 现 在 英 国 还 有 这 样 的 事 发 生 ：贪 图 小 利 的 妇 女  
“把 子 女 从 贫 民 习 艺 所 中 领 出 来 ，以 每 周 2 先 令 6 便 士 的 价 格 出  
租 给 任 何 一 个 主 顾 ”(131)„ 不 顾 法 律 的 规 定 ，至 少 还 有 2 0 00名儿 童  
被 自 己 的 父 母 卖 出 去 充 当 烟 囱 清 扫 机 (虽 然 已 经 有 机 器 可 以 代 替 他  
们 )。(助

机 器 引 起 的 劳 动 力 买 者 和 卖 者 之 间 的 法 的 关 系 的 变 革 ，甚至使 
全 部 交 易 失 去 了 自 由 人 之 间 的 契 约 的 外 表 ，这 就 为 后 来 英 国 议 会 提  
供 了 国 家 干 涉 工 厂 制 度 的 法 律 上 的 根 据 。每 当 工 厂 法 把 以 前 不 受 约  
屯 的 工 业 部 门 的 儿 童 劳 动 限 制 为 6 小 时 的 时 候 ，就 总 是 可 以 听 到 工  
厂 主 的 怨 苕 。他 们 说 :许 多 父 母 会 把 他 们 的 孩 子 从 受 工 厂 法 限 制 的  
工 、Ik部 n 中 领 出 来 •把 他 们 卖 给 “劳 动 自 出 ’’还 盛 行 的 部 门 ，即 卖 给 那 
畔 边 使 不 满 13 岁 的 儿 童 像 成 年 人 样 从 事 劳 动 .因 而 出 价 较 高 的 工  
业 门 。但 W为 资 本 Ü 天 屯 的 平 等 派 ，所 以 它 以 天 赋 "权 利 ”的名义

( 1:«> « 窀 C调 余 委 员 会 . 第 5 号 报 告 》1866年 伦 敦 版 第 8 1 页 第 3 1 号 „ 
( 1 3 1 )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 第 3 兮 报 告 》1864年 伦 敦 版 第 53 页 第 丨 5 号 。 
( I S 2 ) 同丨 -.,«第 5 U 报 告 》第 2 2 页 第 137号 。



4M 第 四 篇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的 生 产

耍 求 在 一 切 生 产 领 域 内 剥 削 劳 动 的 条 件 对 所 有 的 人 都 是 平 等 的 。所 
以 • 儿 童 劳 动 在 一 个 工 业 部 门 受 到 法 律 限 制 ，就 成 为 儿 童 劳 动 在 另 一  
个 工 业 部 门 受 到 限 制 的 原 因 。

我 们 已 经 指 出 ，机 器 起 初 使 儿 童 、青 少 年 像 工 人 妻 子 一 样 在 以  
机 器 为 基 础 的 工 厂 内 直 接 地 受 资 本 的 剥 削 ，后 来 使 他 们 在 所 有 其  
他 工 业 部 n 内 间 接 地 受 资 本 的 剥 削 ，而 使 他 们 的 身 体 受 到 摧 残 》 
因 此 在 这 里 .我 们 只 谈 一 点 ，就 是 劳 动 者 的 子 女 出 生 后 头 几 年 的 惊  
人 的 死 亡 率 。在 英 格 兰 ，有 1 6 个 户 籍 区 在 1 0 万 个 儿 童 中 每 年 平  
均 的 死 亡 人 数 只 是 9 085人 ( 其 中 有 一 个 区 只 是 7 047人 ）；2 4 个 区  
是 10 000人 至 11 000人 ;3 9 个 区 是 11 000人 至 12 000人 ；4 8 个 区  
是 12 0 00人 至 13 0 0 0 人 ；2 2 个 区 超 过 20 0 0 0人 ；2 5 个 区 超 过  
21 000人 ；17 个 区 超 过 22 000人 ；11个 区 超 过 23 000人 ；在 胡 、伍 
尔 弗 汉 普 顿 、阿 什 顿 安 德 莱 恩 和 普 雷 斯 顿 等 地 超 过 24 000人 ；在诺  
丁 汉 、斯 托 克 波 特 和 布 拉 德 福 德 等 地 超 过 25 000人 ;在 威 斯 贝 奇 是  
26 001人 ；在 曼 彻 斯 特 是 26 125人 。(丨33〉1861年 的 一 个 官 方 医 生  

调 查 报 告 指 出 ：造 成 这 样 高 的 死 亡 率 的 原 因 . 除 了 当 地 的 情 况 外 ， 
主 要 是 由 于 母 亲 外 出 就 业 „ 这 样 . 孩 子 就 得 不 到 照 料 并 受 到 虐 待 ， 
饮 食 不 适 或 缺 乏 营 养 ，有 时 被 喂 鸦 片 剂 ，遭 到 违 反 天 性 地 厌 恶 自 己

(V 3 3 )《公 共 卫 生 ，第 6 号 报 告 》1864年 伦 敦 版 第 3 4 页 。
在 法 国 的 工 业 城 市 中 ，不 满 一 周 岁 的 工 人 + 女 的 死 亡 率 为 20% 22% (鲁  

贝 的 数 字 ) ， 1863年 米 卢 斯 的 工 人 子 女 的 死 t 率 高 达 33% , 那 里 的 死 亡 率 总 是  
超 过 30% 。

德 维 利 耶 先 生 在 一 篇 向 医 学 科 学 院 提 交 的 论 文 中 指 出 ：富 裕 家 庭 的 子 女 的  
死 亡 率 为 10%.纺 织 工 人 的 子 女 的 死 亡 率 不 低 f  35% (布 代 先 生 在 医 学 科 学 院  
1_866年丨 ] 月 2 7 日 会 议 上 的 演 说 )。—— 《米 卢 斯 产 业 协 会 会 报 》第 2 8期 确 认  
了 “iE在 成 长 的 一 代 人 的 可 怕 的 衰 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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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 子 的 母 亲 的 遗 弃 。他 们 往 往 被 饿 死 和 毒 死 。(134>在 “妇 女 最 少 就  
业 的 农 业 区 ，死 亡 率 则 最 低 ”(135>。 但 是 ，1861年 的 调 查 委 员 会 却  

得出了  一 个 出 人 意 料 的 结 论 ：在 北 海 沿 岸 的 一 些 纯 农 业 区 ，不 满 一  
周 岁 的 儿 童 的 死 亡 率 几 乎 赶 上 了 名 声 最 坏 的 工 厂 区 。 因 此 ，朱利 
安 • 汉 特 医 生 被 派 去 就 地 研 究 这 种 现 象 。他 的 结 论 载 于 《公 共 卫  

生 。第 6 号 报 告 》中 。(136)在 此 以 前 人 们 认 为 ，疟 疾 和 低 洼 的 沼 泽  
地 K 所 特 有 的 其 他 热 病 是 造 成 儿 童 大 批 死 亡 的 原 因 。但 调 查 却 得  
出 了 完 全 相 反 的 结 论 ：

••把 冬 天 是 沼 译 地 K 天 是 贫 瘠 草 地 的 土 地 变 成 肥 沃 的 谷 物 耕 地 ，这 是 消 灭  
疟 疾 的 原 因 .似 也 就 是 这 个 原 因 造 成 了 作 常 高 的 婴 儿 死 广 韦 。 1371

汉 特 医 生 从 这 些 地 区 的 7 0 个 医 生 那 里 搜 集 了 证 词 . 他 们 “对 这  

一 点 的 意 见 惊 人 地 一 致 ”。事 实 上 ，随 着 土 地 耕 作 的 革 命 ，采 用 了 工  
业 制 度 。

“同 少 年 男 女 在 帮 伙 里 一 起 劳 动 的 已 婚 妇 女 ，为 了 挣 一 些 钱 .被 一 个 出 租 整  
个 帮 伙 的 叫 做 ‘ 帮 头 ’的 人 ，交 给 柑 地 农 场 主 支 配 。这 呰 流 动 的 帮 伙 往 往 到 离 本  
村 许 多 英 里 以 外 的 地 方 去 干 活 ；1ii晚 都 《丨 以 在 路 上 看 到 他 们 ，!iJ女 们 穿 着 短 上  
衣 和 短 裙 •靴 f f 时 穿 长 裤 ，健 壮 有 力 ，但 由 于 放 荡 成 性 而 败 坏 了 .她 们 喜 欢 这

(U.1) **它 <1861年 的 调 杳 > …… 还 证 明 . 在 上 述 情 况 下 ，一 方 面 儿 童 由
于 母 亲 就 业 . 无 人 照 料 和 照 顾 不 周 而 死 亡 . 另 一 方 面 母 亲 自 己 也 渐 渐 丧 失 r  ni 
然 感 情 ，以 致 她 们 对 子 女 的 死 亡 并 不 十 分 介 意 ，冇 时 甚 至 直 接 设 法 弄 死 他 们 。 ” 
( 同 上 )

( 1 3 5 )  同 上 ，第 454 页 。
( 1 3 6 )  同 h .第 45.1 .162 ÿù  «亨 利 • 朱 利 安 • 汉 特 医 生 关 于 英 格 兰 某 些  

农 业 区 婴 儿 死 亡 率 过 高 的 报 告 h
( l : ï ? ) 同 上 ，第  S5、4% 、.!5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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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忙 碌 的 流 浪 的 生 活 方 式 .而 毫 不 考 虑 这 会 给 她 们 家 里 瘦 弱 的 子 女 带 来 多 么 不  
幸 的 后 果 》 ，’( 138)

在 工 厂 区 可 以 看 到 的 各 种 现 象 ，例 如 暗 地 杀 害 儿 童 和 Ü：儿 童服 
鸦 片 剂 ,在 这 里 又 在 更 严 重 的 程 度 上 得 到 了 再 现 。 138 (139) 140

英 国 枢 密 院 149医 官 、《公 共 卫 生 》报 告 主 编 西 蒙 医 生 说 ：

“我 r 解 这 方 面 的 情 况 . 所 以 每 当 谈 到 工 业 屮 雇 用 成 年 妇 女 (我 是 在 广 泛 的  
意 义 上 使 用 这 个 词 的 )时 ,我 就 会 感 到 深 恶 痛 绝 1 w )

工 厂 视 察 员 罗 • 贝 克 在 一 份 官 方 报 告 中 疾 呼 ：

“禁 止 任 何 有 家 的 已 婚 妇 女 在 任 何 I：厂 里 干 活 . 对 于 英 国 的 工 厂 区 来 说 . 确  
实 会 是 一 件 幸 事 。”( 〗w)

关 于 对 妇 女 劳 动 和 儿 童 劳 动 进 行 资 本 主 义 剥 削 所 造 成 的 精 神 摧  
残 ，弗 • 恩 格 斯 在 他 所 著 的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中 以 及 其 他 的 著 作  
家 已 经 作 了 详 尽 的 阐 述 ，因 此 我 在 这 里 只 是 提 一 下 。把 正 在 发 育 的  
未 成 年 人 变 成 单 纯 制 造 剩 余 价 值 的 机 器 ，就 人 为 地 造 成 了 智 力 的 荒  
废 . —— 这 和 自 然 的 无 知 完 全 不 同 ，后 者 把 智 力 闲 置 起 来 ，并 没 有 损  
坏 它 的 发 展 能 力 、它 的 自 然 肥 力 ，—— 为 了 补 救 这 种 致 命 的 荒 废 ，英 
国 议 会 最 后 不 得 不 宣 布 ，在 一 切 受 工 厂 法 约 束 的 工 业 中 ，受初等教 育

( 1 3 8 )  同 上 ，第 456页 。
(139) “在 农 业 区 . 和 在 工 厂 区 一 样 ，成 年 男 工 和 女 工 的 鸦 片 消 费 量 也 日  

益 增 加 。 ‘扩 大 鸦 片 剂 的 销 路 ’，已 成 为 许 多 批 发 商 的 努 力 目 标 。 药 商 认 为 鸦 片  
剂 是 主 要 商 品 。”( 同 i .第 459 页 ）服 用 鸦 片 剂 的 婴 儿 “萎 缩 成 小 老 头 或 瘦 得 像
小 猴 子 ”( 同 上 ，第 460页 ）。这 就 是 印 度 和 中 国 对 英 国 的 可 怕 的 报 复 。

( 1 4 0 )  同 上 ，第 3 7 页 。
(14丨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D 1862年 1 0月 ：i l 日》第 5 9 页 。 这 位 工 厂 视 察  

员 以 前 是 医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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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产 地消费 丨 4 岁 以 下 儿 童 的 法 定 条 件 。工 厂 法 关 于 这 种 所 谓 的  

教 育 条 款 措 辞 草 率 ; 由 于 缺 少 任 何 行 政 监 督 ，这 种 义 务 教 育 大 部 分 仍  
然 徒 有 其 名 ；工 厂 主 反 对 这 个 教 育 法 令 ，使 用 种 种 阴 谋 诡 计 来 回 避 实  
施 这 个 法 令 ； 这 一 切 明 显 地 表 现 出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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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 童 的 教 育 ，但 实 际 上 没 有 一 条 规 定 能 够 保 证 达 到 这 个 1-1头 上 的 目 的 。 它  
只是•规 定 儿 童 每 天 必 须 有 若 干 小 时 〈三 小 时 〉被 关 在 叫 做 学 校 的 地 方 的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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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 签 字 的 人 那 里 得 到  
证 明 书 。”(112 >

在 1844年 的 修 正 工 厂 法 颁 布 以 前 ，许 多 上 学 证 明 书 由 男 教 师 或  

女 教 师 在 上 面 划 一 个 十 字 来 代 替 签 字 . 这 证 明 他 们 ß 己 也 不 会 写 字 。

••我 访 问 一 所 这 样 的 学 校 . 教 师 的 无 知 使 我 非 常 惊 奇 ，所 以 我 问 他 ：‘ 先 生 . 
清 问 您 识 字 吗 ？ ’他 的 回 答 是 唉 . 认 识 一 点 点 为 了 申 辩 , 他 又 补 充 一 句 ：‘不 
管 怎 样 . 我 负 责 看 管 学 生 ’ 。 ”

在 拟 定 1844年 的 法 令 的 时 候 ，工 厂 视 察 员 揭 发 了 这 种 叫 做 学 校  

的 地 方 的 丑 事 。但 他 们 不 得 不 承 认 这 种 学 校 发 的 证 明 书 从 法 律 的 观  
点 来 看 是 无 可 非 议 的 。他 们 取 得 的 全 部 成 果 就 是 ，从 1844年 起 ，教  

师 必 须 在上学 证 明丨 5上 亲 笔 填 写 数 字 .并 且 必 须 亲 笔 签 上 自 己 的 姓  

名 苏 格 兰 工 厂 视 察 员 约 翰 • 金 凯 德 爵 士 谈 到 了 很 多 类 似 的  
情 况 。

“我 们 访 问 的 第 一 所 学 校 是 由 一 个 叫 安 • 基 林 的 夫 人 主 办 的 。 当 我 请 她 把  
她 的 姓 拼 读 出 来 时 ，她 冯 上 就 出 r 错 。 她 先 说 了 一 个 但 马 上 改 正 说 ，她 的 姓

( 丨4 2 ) 伦 纳 德 * 霍 纳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1857年 <1月 30 U 》第 17页 。 
( 1 4 3 ) 伦 纳 德 • 霍 纳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J 8 5 5 年 10月 31 H》第 18、 19 5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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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第 一 个 字 母 是 K。然 而 ，我 査 看 她 在 上 学 证 明 书 h 的 签 字 时 ，发 现 她 的 姓 的  

写 法 不 一 ，同 时 ，她 的 笔 迹 ffi明 . 她 根 本 没 有 教 书 的 能 力 。 她 自 己 也 承 认 . 她 不  
会 填 写 名 册 … … 在 另 一 所 学 校 ，我 发 现 教 莖 长 1.5英 尺 宽 10英 尺 . 里 面 有 73 
个 儿 童 ，不 知 在 叽 叽 喳 喳 讲 邱 什 么 然 而 . 儿 童 只 得 到 上 学 证 明 朽 而 受  
不 到 教 育 的 现 象 ，不 仅 存 在 于 这 些 破 屋 陋 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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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在 最 好 的 情 况 下 也 少 得 可 怜 , 这 些 收 人 完 全 依 靠 儿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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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 产 生 有 害 的 影 响 我 到 过 很 多 这 样 的 学  
校 .看 见 -徘 - 排 的 儿 童 无 所 事 事 ;这 就 是 所 谓 的 上 学 .而 这 些 儿 童 在 官 方 的 统  
计 中 算 是 受 过 教 育 的 。 ”144 (145)

在 苏 格 兰 ，工 厂 主 竭 力 排 斥 那 种 必 须 上 学 的 儿 童 。

"这 足 以 证 明 ，工 厂 主 对 教 育 条 款 是 丨 '分 憎 恶 的

这 种 情 况 在 受 一 种 特 别 工 厂 法 限 制 的 棉 花 、羊 毛 等 印 花 厂 中 表  
现 得 荒 诞 离 奇 。按 照 这 项 法 令 的 规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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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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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过 6 个 月 仍 须 上  
学 30夭 ，而 且 是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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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j 小 时 或 超 过 5 小 时 ，都 不 得 算 人 150小 时 之 内 。在 一 般 情 况  
下 , 儿 童 在 3 0天 内 上 下 午 都 上 学 ，每 天 5 小 时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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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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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此 类  
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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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4 4 )  约 翰 . 金 凯 德 爵 士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1858年 10月 3〗日》第 31、
32 H ,

( 1 4 5 )  伦 纳 德 . 霍 纳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丨857年 4 月 3 0 日》第 ]7 [、1S]页 。 
( 1 4 5 ) 约 翰 • 金 凯 德 爵 士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56年 10月 31 F1》第 6(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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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 时 ，情 形 和 刚 上 学 时 一 样 。他 们 自 然 又 把 前 一 次 上 学 所 学 到 的 东 西 忘 得 一  
干 二 净 。还 有 一 些 棉 布 印 花 厂 ，上 学 的 事 完 全 取 决 于 工 厂 的 劳 动 需 要 》 每 6 个  
月 内 所 必 须 达 到 的 时 数 是 由 每 次 3 — 4 小 时 零 碎 凑 成 的 ，而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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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儿 童 有 些 天 不 上 学 之 后 ，接 着 又 从 下 午 3 点 到 6 点 上 学 , 连 续 上 S 四 天 或 ] 个  
星 期 .然 后 又 停 3 个 星 期 或 1 个 月。 而 当 他 的 雇 主 偶 然 不 需 要 他 的 那 些 零 星 日  
子 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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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A小 时 为 止

机 器 使 儿 童 和 妇 女 以 压 倒 的 多 数 加 入 结 合 劳 动 人 员 中 ，终 于 打  
破 了 男 X 在 工 场 宇 工 业 时 期 仍 在 进 行 的 对 资 本 专 制 的 反 抗 。 (148)

( b ) 工 作 日 的 延 长

如 果 说 机 器 是 提 高 劳 动 生 产 率 ，即 缩 短 生 产 商 品 的 必 要 时 间 的  
最 有 力 的 手 段 ，那 么 ，它 作 为 资 本 的 承 担 者 .在 它 首 先 占 领 的 工 业 部

(W ) 亚 • 雷 德 格 雷 夫 《1：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857年 10月 3 ] 日 》第 41- -43 
页 ，在 早 就 受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工 厂 法 （不 应 把 它 与 印 染 工 厂 法 混 为 …谈 ）约 束 的  
英 国 工 业 部 门 ，实 行 教 育 条 款 的 障 碍 已 有 了 一 定 程 度 的 克 服 。在 不 受 工 厂 法 约  
束 的 工 业 中 . 玻 璃 厂 主 J.格 迪 斯 的 观 点 依 然 f 分 盛 行 。 他 向 调 查 委 员 会 委 员 怀  
特 表 示 了 这 种 看 法 :“据 我 看 来 ，近 几 年 来 一 部 分 工 人 阶 级 受 到 了 更 多 的 教 育 ， 
是 - 种 祸 害 。这 是 特 别 危 险 的 ，因 为 这 会 使 他 们 成 为 过 分 独 立 的 人 。”(《童 工 调  
査 委 员 会 ■■第 4 号 报 告 》_]8ß5年 伦 敦 版 第 253页 ）

(US) “工 厂 主 £ …… 先 生 对 我 说 ;他 只 使 用 妇 女 来 操 纵 他 的 机 械 织  
机 . 他 喜 欢 使 用 已 婚 的 妇 女 , 特 别 是 家 庭 人 口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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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 顺 温 柔 的 天 性 • 竟 成 为 使 她 们  
受 奴 没 和 受 苦 难 的 手 段 》”(《工 厂 十 小 时 工 作 「I法 案 。，阿 什 利 勋 爵 3 月 1 5 日的 
演 说 》]844年 伦 敦 版 第 2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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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中 ，成 了 把 丁 作 日 延 长 到 超 过 一 切 自 然 界 限 的 最 有 力 的 手 段 。一 
方 面 ，它 创 造 了 新 条 件 .使 资 本 能 够 任 意 发 展 体 现 资 本 的 特 点 的 这 种  
—贯 的 倾 向 ，另 一 方 面 ，它 创 造 了 新 动 机 ，使 资 本 增 强 了 对 別 人 劳 动  
的 贪 欲 ~

首 先 ，变 成 了 机 器 的 劳 动 资 料 的 运 动 和 活 动 离 开 劳 动 者 而 独 立  
了 。劳 动 资 料 现 在 成 为 一 种 工 业 上 的 永 动 机 ，如 果 它 不 是 在 內 己 的  
助 手 一 人 的 身 上 遇 到 一 定 的 自 然 界 限 • 即 人 的 身 体 的 虚 弱 和 人 的  
意 志 的 力 量 ，它 就 会 不 停 顿 地 进 行 生 产 。 自动 机作 为 资 本 .在 资 本 家  
身 上 体 现 为 人 。它 燃 烧 着 一 种 欲 望 ，它 要 使 具 有 弹 性 的 人 紧 张 起 来 ， 
并 粉 碎 他 的 一 切 反 抗 。 (1«>

机器丨 :的 劳 动 看 来 很 容 易 ，妇 女 和 儿 童 又 比 较 温 顺 驯 服 ，这 些都 
有 助 于 自 动 机 从 事 这 种 奴 役 性 劳 动 。 (150)

我 们 已 经 知 道 .机 器 的 生 产 率 同 机 器 转 移 到 产 品 L 的 价 值 部 分  
的 大 小 成 反 比 。机 器 执 行 职 能 的 期 限 越 长 ，分 担 机 器 加 进 的 价 值 的

(14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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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能 提 供 的 力 量 。’’(罗 伯 特 •欧 文《评 工 业 体 系 的 影 响 》18】7 年 伦 敦 第 2 版 ） 

U«)) 英 国 人 喜 欢 把 一 个 社 会 现 实 的 存 在 理 由 同 这 个 现 实 最 初 借 以 表 现  
出 来 的 历 史 条 件 混 为 一 谈 :。 他 们 往 往 认 为 ，工 厂 劳 动 时 间 长 的 原 因 ，只 是 因 为  
在 机 器 制 度 初 期 .资 本 曾 在 贫 民 院 和 孤 儿 院 对 儿 童 进 行 了 希 律 王 式 的 大 规 模 掠  
夺 277, 从 而 吞 并 r 一 种 完 全 没 有 意 志 的 人 身 材 料 ， 例 如 •身 为 英 P IT 厂 主 的 菲  
尔 登 就 说 过 很 明 显 . 劳 动 吋 间 长 ，是 因 为 全 国 各 地 提 供 了 大 M 儿 童 .这 使 工 厂  
主 感 到 自 己 是 独 立 的 ,于 是 就 靠 这 样 搜 罗 来 的 可 怜 的 人 身 材 料 建 4 起 一 种 习  
惯 . 后 来 也 就 能 更 加 容 易 地 把 这 种 习 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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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于 妇 女 劳 动 .工 厂 视 察 员 桑 德 斯 在 1843年 
的 工 厂 报 告 中 说 :“在 女 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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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屮 间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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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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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量 就 越 大 ，归 于 每 个 商 品 上 的 价 值 部 分 就 越 小 。而 机 器 的 有 效  
寿 命 ，显 然 取 决 于 工 作 日 的 长 度 或 每 天 劳 动 过 程 的 长 度 乘 以 劳 动 过  

程 反 复 进 行 的 日数 。
机 器 的 损 耗 绝 不 像 在 数 学 h 那 样 精 确 地 和 它 的 使 用 时 间 相 一  

致 。假 定 二 者 相 一 致 .一 台 在 7 + 年 内 每 天 工 作 16小 时 的 机 器 所 包  

含 的 生 产 时 间 和 加 到 总 产 品 上 的 价 值 ，和 同 样 一 台 在 15年内 每天只 
工 作 8 小 时 的 机 器 所 包 含 的 生 产 时 间 和 加 到 总 产 品 上 的 价 值 是 相 等  

的 ,> 但 是 在 第 一 种 情 况 下 ，机 器 价 值 的 再 生 产 要 比 第 二 种 情 况 下 快  
一 倍 .而 且 资 本 家 用 这 台 机 器 在 7^ 年 内 就 可 以 吞 下 在 第 二 种 情 况  
下 15年 内 才 能 吞 下 的 剩 余 劳 动 。

机 器 的 有 形 损 耗 表 现 在 两 个 方 面 ，一 方 面 是 由 于 使 用 ，就像铸 币  
由 于 流 通 而 磨 损 一 样 。另 一 方 面 是 由 于 不 使 用 ，就 像 剑 入 鞘 不 用 而  
生 锈 一 样 。在 后 一 种 情 况 下 ，机 器 受 到 自 然 作 用 的 侵 蚀 。前 一 种 损  
耗 或 多 或 少 地 同 机 器 的 使 用 成 正 比 ，后 一 种 损 耗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同 机  

器 的 使 用 成 反 比 。 (15])

除 此 之 外 ，机 器 还 有 所 谓 无 形 损 耗 。随 着 同 样 结 构 的 机 器 更 便  
宜 地 再 生 产 出 来 ，或 随 着 经 过 改 良 的 机 器 同 原 有 的 机 器 相 竞 争 ，原有 
机 器 的 交 换 价 值 就 会 受 到 损 失 。(]+52)在 这 两 种 情 况 下 ，即 使 原 有 的  
机 器 还 十 分 年 轻 和 富 有 生 命 力 ，它 的 价 值 也 不 再 由 实 现 在 其 中 的 劳

( i r , i )  “ 机 器 搁 置 不 用 ，是 精 密 的 可 转 动 的 金 属 部 件 遭 受 损 坏 的 原 因 „”(尤 
尔 《T.厂 哲 学 》1.83.6年 巴 黎 版 第 2 卷 第 8 页 ）

( 1 M ) 前 面 已 经 提 到 的 那 位 曼 彻 斯 特 纺 纱 业 主 （1邪 2 年 1 1 月 2 _ 6 日《泰 
晤 L 报 》)说 : “ 它 〈即 为 机 器 磨 损 而 作 的 扣 除 〉也 有 这 样 的 目 的 ：当 机 器 在 报 废  
前 被 其 他 新 的 、构 造 更 新 的 机 器 代 替 而 停 止 使 用 时 ，用 来 补 偿 这 样 不 断 造 成 的  
损 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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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时 间 来 决 定 ，而 由 它 的 再 生 产 或 经 过 改 良 的 机 器 的 再 生 产 所 需 要  
的 劳 动 时 间 来 决 定 了 。 因 此 ，它 或 多 或 少 地 贬 值 了 。机 器 总 价 值 的  
再 生 产 时 期 越 短 ，无 形 损 耗 的 危 险 就 越 小 ，而 工 作 日 越 长 .这 个 再 生  
产 时 期 就 越 短 。在某个 生产 部丨 ’ 1最 初 采 用 机 器 时 ，那 些 使 机 器 更 便  
宜 地 再 生 产 出 来 的 新 方 法 会 接 连 不 断 地 出 现 (153) 154 155。然 后 ，不 仅 出 现  
了 对 个 别 部 分 或 装 置 的 改 良 ，而 且 出 现 了 对 机 器 的 整 个 构 造 的 改 良 。 
正 是 由 于 这 个 原 因 ，机 器 的 最 初 的 生 活 期 成 了 延 长 工 作 日 的 激 烈  
时 期 。 ( 154 )

在 工 作 日 已 定 和 所 有 条 件 不 变 的 情 况 下 ，要 剥 削 双 倍 的 工 人 ， 
就 必 须 把 投 在 厂 房 、机 器 、原 料 、辅 助 材 料 等 等 上 的 不 变 资 本 部 分  
增 加 一 倍 。但 是 ，工 作 日 的 延 长 可 以 扩 大 生 产 的 规 模 ，而 不 必 增 加  
投 在 机 器 和 厂 房 上 的 固 定 资 本 部 分 。 因 此 ，不 仅 剩 余 价 值 增 加  
了 ，而 且 获 取 剩 余 价 值 所 必 需 的 开 支 减 少 了 。 当 然 ，只 要 延 长 工 作  
日，总 会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发 生 这 种 情 况 ，但 是 在 这 里 ，它 却 具 有 特 别  
重 要 的 意 义 ，因 为 投 在 劳 动 资 料 上 的 预 付 资 本 部 分 所 占 的 比 重 更

(15 3 )  “根 据 一 般 的 估 算 , 制 造 第 一 台 新 型 机 器 的 费 用 ，是 制 造 第 二 台 的  
五 倍 。”(拜 比 吉 《论 机 器 和 工 厂 的 经 济 》1833年 巴 黎 版 第 349页 ）

(154) “几 年 来 , 网 布 的 生 产 进 行 了 许 多 重 大 的 改 良 .以 致 一 台 保 养 得 很  
好 的 原 来 价 值 1 200镑 的 机 器 .几 年 后 就 只 能 卖 60镑 了 … … 改 良 迅 速 地 接 连  
出 现 . 以 致 机 器 在 其 制 造 者 手 中 半 途 而 废 ，因 为 成 功 的 发 明 已 使 它 们 过 时 。”因 
此 . 在 这 个 狂 飙 时 期 ，网 布 厂 主 自 然 要 使 用 两 班 工 人 ，把 劳 动 时 间 从 原 来 的 8 小 
时 延 长 到 2 4小 时 。 （同 上 .第 377、378、379 页 ）

(1 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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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 料 。”( 罗 • 托 伦 斯 《论 工 资 和 联 合 》 
1834年 伦 敦 版 第 6 4 页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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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了 。(|56)实 际 上 ，机 器 生 产 的 发 展 使 资 本 中 越 来 越 大 的 部 分 固 定  

在 这 样 一 种 形 式 上 ，在 这 种 形 式 上 ，一 方 面 资 本 可 以 不 断 地 增 殖 ，另  
一 方 面 ，一 旦 资 本 同 活 劳 动 的 接 触 被 中 断 .它 就 会 丧 失 使 用 价 值 和 交  
换 价 值 。英 国 棉 纺 织 业 巨 头 阿 什 沃 思 先 生 曾 教 训 纳 索 • 威•西尼耳 
教 授 说 ： 1

“一 个 农 夫 放 下 自 己 的 铁 锹 .他 就 使 一 笔 ] 2 便 士 <〗法 郎 25生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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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2 5 万 法 郎 〉的 资 本 变 成 无 用 的 东 西

请 想 一 想 吧 ！把 一 笔 值 1〇 万 镑 的 资 本 变 成 了 —— 即 使 在 一 瞬  
间 —— 无 用 的 东 西 ！我 们 的 人 有 一 个 竟 然 擅 自 离 开 工 厂 ，这 简 单 是  
大 逆 不 道 ！上 面 这 位 被 阿 什 沃 思 教 训 过 的 西 尼 耳 终 于 承 认 ，投 在 机  
器 上 的 固 定 资 本 部 分 的 不 断 扩 大 ，使 工 作 日 的 不 断 延 长 成 为 “合乎愿 

望 的 事 情 ”。 (|58)

机 器 生 产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不 仅 由 于 它 直 接 地 使 劳 动 力 贬 值 ，使日 
用 商 品 的 价 格 下 降 ，从 而 间 接 地 使 劳 动 力 便 宜 ，而 且 还 由 于 它 在 最 初  156 157

( 1 5 6 )  本 文 谈 到 这 点 ，只 是 为 了 叙 述 t 的 全 面 性 ，因 为 我 要 到 第 三 册 131才 
考 察 利 润 率 ，即 剩 余 价 值 和 预 付 总 资 本 的 比 率 。

( 1 5 7 )  西 尼 耳 《关 于 工 厂 法 的 书 信 》1837年 伦 敦 版 第 ]4 页 。
058) “闶 定 资 本 大 大 超 过 流 动 资 本 … … 使 长 的 劳 动 时 间 成 为 合 乎 愿  

望 的 事 情 V.随 着 机 器 等 等 规 模 的 增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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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上 ，第 ]1、1 4 页 ）。 “一 个 工 厂 ， 
+ 管 它 的 劳 动 时 间 长 短 ，有 许 多 开 支 是 始 终 不 变 的 ，如 建 筑 物 租 金 、地 方 税 和 国  
税 、火 灾 保 险 费 、各 种 固 定 工 人 的 工 资 、机 器 折 旧 费 以 及 其 他 种 种 费 用 。这 些 开  
支 N 利 润 的 比 率 ，会 随 着 生 产 规 模 的 减 小 而 按 同 - 比 例 增 大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62年 10月 3 1 日》第 1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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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 尔 被 采 用 时 ，会 把 机 器 占 有 者 使 用 的 劳 动 变 为 高 效 率 的 劳 动 。这  
种 高 效 率 劳 动 的 产 品 所 具 有 的 社 会 价 值 高 于 其 个 别 价 值 ，从 而使资  
本 家 能 够 用 日 收 益 中 较 小 的 部 分 来 补 偿 劳 动 力 的 日 价 值 。 因 此 ，在 
机 器 生 产 还 被 垄 断 的 这 个 过 渡 时 期 ，利 润 特 别 高 ，而资 本家也就企图  
尽 量 延 长 工 作 日 来 彻 底 利 用 这 个 蜜 月 时 期 。高 额 的 利 润 激 起 r  

贪 欲 。
随 着 机 器 在 同 一 生 产 部 门 内 普 遍 应 用 ，机 器 产 品 的 社 会 价 值 就  

降 低 到 它 的 个 别 价 值 的 水 平 。 于 是 下 述 规 律 就 得 到 了 证 实 :剩 余 价  
值 不 是 来 源 于 资 本 家 用 机 器 所 代 替 的 劳 动 力 ，而 是 相 反 地 来 源 于 资  
本 家 雇 来 使 用 机 器 的 劳 动 力 。剩 余 价 值 只 是 来 源 于 资 本 的 可 变 部  
分 ，而 剩 余 价 值 量 取 决 于 两 个 因 素 ，即 剩 余 价 值 率 和 同 时 使 用 的 工 人  
人 数 。在 工 作 日 的 长 度 已 定 时 ,剩 余 价 值 率 取 决 于 工 作 日 分 为 剩 余  
劳 动 和 必 要 劳 动 的 比 例 》所 使 用 的 工 人 人 数 则 取 决 于 可 变 资 本 和 不  
变 资 本 的 比 例 。现 在 很 明 显 ，不 管 机 器 生 产 怎 样 提 高 劳 动 生 产 力 ，靠  
减 少 必 要 劳 动 来 增 加 剩 余 劳 动 ，它 只 有 减 少 一 定 资 本 所 使 用 的 工 人  
人 数 ，才 能 得 到 这 样 的 结 果 „ 机 器 生 产 使 以 前 的 可 变 资 本 的 一 部 分 ， 
也 就 是 曾 变 为 活 劳 动 力 的 资 本 的 一 部 分 ，转 化 为 机 器 ，即 转 化 为 不生 
产 剩 余 价 值 的 不 变 的 组 成 部 分 。但 是 ，例 如 从 两 个 工 人 身 上 榨 不 出  
从 24个 工 人 身 上 同 样 多 的 剩 余 价 值 。2 4 个 工 人 每 人 只 要 在 12小 
时 中 提 供 一 小 时 剩 士 劳 动 ，他 们 总 共 就 提 供 2 4小 时 剩 余 劳 动 .而 两  
个 工 人 的 全 部 劳 动 在 工 作 日 的 界 限 为 12小 时 的 情 况 下 ，只 不 过 是  
24小 时 。可 见 ，以 增 加 剩 余 价 值 为 目 的 的 机 器 的 利 用 ，包 含 着 一 个  

矛 盾 :在 一 定 量 资 本 所 生 产 的 剩 余 价 值 的 两 个 因 素 中 ，机器的利用使 
一 个 因 素 即 剩 余 价 值 率 提 高 了 ，但 同 时 却 减 少 了 另 一 个 因 素 即 工 人  
人 数 。一 旦 所 有 同 类 商 品 的 社 会 价 值 随 着 机 器 在 一 个 工 业 部 门 普 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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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而 由 机 器 生 产 的 产 品 价 值 来 规 定 ，这 个 内 在 的 矛 盾 就 会 表 现 出  
来 ;但 正 是 这 种 矛 盾 (1S9)本 能 地 推 动 资 本 家 拼 命 延 长 工 作 日 ，以便 
不 仅 增 加 相 对 剩 余 劳 动 ，而 且 增 加 绝 对 剩 余 劳 动 ，来 弥 补 被 剥 削 的 工  
人 人 数 的 相 对 减 少 。

因 此 ，资 本 手 中 的 机 器 创 造 了 无 限 度 地 延 长 工 作 日 的 新 的 强 大  
动 机 ，它 使 劳 动 方 式 和 集 体 劳 动 者 的 社 会 性 质 发 生 这 样 的 变 革 ，以致 
打 破 对 这 种 趋 势 的 一 切 抵 抗 ，最 后 ，由 于 使 资 本 过 去 无 法 染 指 的 那 些  
工 人 阶 层 受 资 本 的 支 配 ，由 于 使 那 些 被 机 器 排 挤 的 工 人 成 为 后 备 军 ， 

制造了过 剩 的 工 人 人口  (160)，这 些 人 不 得 不 听 命 于 资 本 。 由 此 产 生  
了 近 代 工 业 史 上 一 种 令 人 惊 异 的 现 象 ，即 机 器 消 灭 了 工 作 日 的 一 切  
道 德 界 限 和 自 然 界 限 。 由 此 产 生 了 一 种 经 济 上 的 悖 论 ，即 缩 短 劳 动  
时 间 的 最 有 力 的 手 段 ，竟 奇 妙 地 转 变 为 把 劳 动 者 及 其 家 属 的 全 部 生  
活 变 成 可 以 自 由 支 配 的 增 殖 资 本 价 值 的 时 间 的 最 可 靠 的 手 段 。古代 
最 伟 大 的 思 想 家 亚 里 士 多 德 曾 经 幻 想 过 ：

“如 果 每 一 件 工 具 都 能 按 照 命 令 ，或 者 ，甚 至 自 己 去 完 成 它 所 担 负 的 工 作 ， 

就 像 代 达 罗 斯 ① 的 工 艺 品 那 样 会 自 己 动 作 ，或 者 像 武 尔 坎 ® 的 鼎 那 样 会 自 动 执  
行 祭 神 的 工 作 ，如 果 织 布 的 梭 会 自 己 织 布 ，那 么 师 傅 就 不 需 要 助 手 ，主 人 就 不 需
要 奴 隶 了 。

(L59) 为 什 么 资 本 家 以 及 与 资 本 家 持 相 同 看 法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意 识 不 到 这  
个 矛 盾 ，我 们 将 在 第 三 册 头 儿 篇 中 看 到 。

0 6 0 ) 西 斯 蒙 第 和 李 嘉 图 的 功 绩 是 把 机 器 不 仅 看 做 生 产 商 品 的 手 段 ，而 
且 看 做 生 产 “过 剩 人 口 ”的 手 段 。

( 1 6 1 ) 弗 兰 茨 • 比泽 《亚 里 士 多 德 的 哲 学 》1842年 柏 林 版 第 2 卷 第 40.8_页 。

① 代 达 罗 斯 是 古 希 腊 神 话 中 的 能 工 巧 匠 s —— 编 者 注
© 武 尔 坎 是 古 罗 马 人 的 火 神 和 打 铁 业 保 护 神 。 -编 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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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塞 罗 时 代 的 希 腊 诗 人 安 谛 巴 特 洛 斯 ，曾 歌 颂 碾 谷 的 水 磨 这 种  
一 切 生 产 机 器 的 最 初 形 式 的 发 明 ，把 它 看 做 是 女 奴 隶 解 放 的 曙 光 和  
黄 金 时 代 的 复 兴 !n62)噢 , 这 些 异 教 徒 ！巴 师 夏 先 生 继 他 的 先 师 麦  
克 库 洛 赫 之 后 ，发 现 这 些 人 对 政 治 经 济 学 和 基 督 教 一 窍 不 通 》例 如 . 

他 们 就 不 懂 得 ，没 有 什 么 东 西 能 像 机 器 那 样 延 长 工 作 日 。他 们 辩 护  
说 , 一 些 人 受 奴 役 是 使 另 一 些 人 获 得 充 分 发 展 的 手 段 。但 是 ，要鼓吹 
群 众 受 奴 役 ，以 便 使 少 数 粗 野 的 或 者 没 有 多 少 教 养 的 暴 发 户 成 为 “卓 
越 的 纺 纱 业 主 ” 、“大 银 行 家 ”和 “有 势 力 的 改 良 鞋 油 商 人 ”，那 他 们 还  
缺 少 基 督 教 行 善 的 本 领 。

(c ) 劳 动 的 强 化

资 本 家 手 中 的 机 器 所 造 成 的 每 日 劳 动 的 无 限 度 的 延 长 ，使 社会  
的 生 命 根 源 受 到 威 胁 ，结 果 引 起 了 社 会 的 反 应 ，从 而 产 生了受法律限 
制 的 正 常 工 作 日 。从 那 时 起 ,我 们 前 面 已 经 看 到 的 劳 动 强 化 现 象 ，就 
获 得 了 决 定 性 的 重 要 意 义 。

在 分 析 绝 对 剩 余 价 值 时 ，首 先 涉 及 的 是 劳 动 的 持 续 时 间 ，而劳 动  162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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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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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安 谛 巴 特 洛 斯 ）

(1 6 3 > 我 们 用 强 化 一 词 来 表 示 使 劳 动 更 为 紧 张 的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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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平 均 强 度 则 是 不 言 而 喻 的 。现 在 我 们 要 考 察 一 种 量 怎 样 转 化 为 另  
一 种 量 ，即 外 延 量 怎 样 转 化 为 内 涵 量 。

显 然 ，随 着机器的进 步和专 门 的机器工人阶 级 的 经 验 积 累•劳 动  
的 速 度 ，从 而 劳 动 的 强 度 ，自 然 也 会 增 加 。例 如 ，英 国 工 厂 在 半 个 世  
纪 内 ，工 作 日 的 延 长 同 劳 动 强 度 的 增 加 一 直 是 同 时 并 进 的 。但 是 很  
明 显 ，在 活 动 不 是 一 时 的 发 作 ，而 是 划 一 、有 规 律 和 日 复 一 日 地 进 行  
的 情 况 下 ，必 定 会 出 现 这 样 一 个 时 刻 ，这 时 劳 动 的 外 延 量 和 内 涵 量 会  
互 相 排 斥 . 以 致 要 延 长 工 作 n 就 只 有 降 低 劳 动 强 度 ，或 者 反 过 来 ，要 
提 高 劳 动 强 度 就 只 有 缩 短 工 作 日 。

自 从 工 人 阶 级 不 断 增 长 的 反 抗 迫 使 国 家 强 行 规 定 （首 先 为 真 正  
的 工 厂 规 定 ）正 常 工 作 日 以 来 ，也 就 是 说 ，自 从 国 家 禁 止 用 累 进 增 加  
劳 动 时 间 的 方 法 来 增 加 剩 余 价 值 的 生 产 以 来 ，资 本 就 竭 尽 全 力 一 心  
一 意 加 快 发 展 机 器 体 系 来 生 产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

同 时 .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的 性 质 也 发 生 了 变 化 。一 般 地 说 ，生 产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的 方 法 是 :提 高 劳 动 的 生 产 力 ，使 工 人 能 够 在 同 样 的 时  
间 内 以 同 样 的 力 量 消 耗 生 产 出 更 多 的 东 西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同样  
的 劳 动 时 间 生 产 出 的 交 换 价 值 ，仍 然 和 以 前 同 样 多 ，虽 然 这 个 交 换  
价 值 实 现 在 更 多 的 产 品 上 •因 此 单 独 地 看 ，其 中 每 个 产 品 的 价 格 下  
降 了 。

但 足 ，一 旦 法 律 规 定 缩 短 工 作 日 .情 况 就 不 同 了 。法 律 规 定 缩  
短丨 :作丨 丨 . 有 力 地 推 动 了 机 器 体 系 的 发 展 和 费 用 的 节 约 .同 时 迫 使  
工 人 在 同 样 的 吋 间 内 通 过 提 高 劳 动 强 度 来 增 加 劳 动 消 耗 ，更 紧 密  
地 填 满 他 的 工 作 日 的 空 隙 ，使 劳 动 凝 缩 到 不 缩 短 工 作 日 就 不 能 达
到 的 程 度 》

现 在 要 从 两 个 方 而 来 计 算 劳 动 量 ，即 一 方 面 要 根 据 劳 动 的 持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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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或 劳 动 的 外 延 量 ，另 一 方 面 要 根 据 劳 动 的 强 度 ，也 就 是 说 压 缩 Æ 

一 定 时 间 ，例 如 一 小 时 内 的 劳 动 量 。(164) 165十 小 时 工 作 日 中 一 个 较 紧 张  
的 小 时 ，同 十 二 小 时 工 作 日 中 一 个 较 松 弛 的 小 时 相 比 . 会 包 含 相 M的 
或 者 更 多 的 劳 动 ，即 更 多 的 已 耗 费 的 活 的 生 命 力 。 因 此 ，十 小 时 T:作 
日 的 一 小 时 同 十 二 小 时 工 作 H 的 1^■小 时 相 比 ，会 生 产 相 同 的 或 者  
更 多 的 价 值 。3^■小时 剩余劳 动 和6"!小 时 必 要 劳 动 ，也 会 和 从 前 4 

小 时 剩 余 劳 动 和 ^ 小 时 必 要 劳 动 一 样 .给 资 本 家 提 供 至 少 问 样 大 的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量 。
现 在 要 问 ，劳 动 是 怎 样 强 化 的 呢 ？
工 作 日 缩 短 的 第 一 个 结 果 ，是 基 于 一 个 显 而 易 见 的 规 律 .即 任 何  

动 物 力 的 作 用 能 力 都 同 它 的 作 用 时 间 成 反 比 。在 一 定 的 限 度 内 ，在 
效 力 上 的 所 得 就 是 在 持 续 时 间 上 的 所 失 。

在 工 场 手 工 业 中 . 例 如 ，在 机 器 不 起 作 用 或 只 起 很 小 作 用 的 陶 器  
业 中 .工 厂 法 的 实 行 清 楚 地 证 明 ，单 单 缩 短 工 作 n ，就 惊 人 地 增 加 了  
劳 动 的 规 则 性 、划 一 性 、秩 序 性 、连 续 性 和 效 能 。(1S5)但 是 ，在 真 正的 
工 厂 中 是 否 也 有 这 样 的 结 果 ，看 来 是 值 得 怀 疑 的 . 因 为 在 这 里 ，工人 
要 服 从 机 器 的 连 续 的 、划 一 的 运 动 . 这 早 lL造 成 了 最 严 格 的 纪 律 。因 
此 ，当 1844年 讨 论 把 工 作 日 缩 减 到 12小 时 以 下 的 问 题 时 ，丁_厂 主几  

乎 异 口 同 声 地 说 ：

••他们 的监 工在各t 车 间 .都 注 意 不 U:人 f 浪 费 时 间 丄 人 专 心 致 志 的 程

( 1 6 4 )  不 同 种 类 的 劳 动 由 于 它 们 本 身 的 性 质 不 M往 往 要 求 不 间 的 劳 动 强  
度 。这 种 差 别 .正 如 亚 • 斯 密 指 出 的 . 会 因 每 种 劳 动 的 其 他 特 点 . 而 江 相 抵 消 。 
只 有 当 劳 动 的 外 延 量 和 劳 动 强 度 成 为 同 一 劳 动 量 的 彼 此 排 斥 的 两 种 表 现 时 .这  
种 1 别 才 会 影 响 到 劳 动 时 间 充 当 价 值 尺 度 的 作 用 。

( 1 6 5 )  见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865年 10月 3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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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可 以 说 + 能 s 提 高 r ”, 因 此 . 在 机 器 的 速 度 等 其 他 一 切 条 件 不 变 的 情 况 下 ， 
“指 望 在 管 理 良 好 的 工 厂 里 ，通 过 提 髙 工 人 的 注 意 力 等 等 来 获 得 任 何 显 著 的 成  
果 ，是 荒 谬 的 ”(166) * *。

这 种 说 法 被 事 实 驳 倒 了 。 罗 • 加 德 纳 先 生 从 1844年 4 月 2 0 日 
起 ，在 普 雷 斯 顿 他 的 两 个 大 工 厂 里 ，把 劳 动 时 间 由 每 天 12小 时 改 为  

小 时 。大 约 一 年 的 实 验 表 明 ：

" 花 费 冋 样 多 的 开 支 ，得 到 同 量 的 产 品 .而 工 人 1 1小 时 挣 的 工 资 ，和 以 前 12 

小 时 挣 的 同 样 多

我 没 有 谈 到 纺 纱 间 和 梳 棉 间 的 实 验 ，因 为 机 器 的 速 度 在 那 里 提  
高 r  2%。相 反 地 . 在 织 造 各 式 各 样 细 花 时 装 布 的 织 布 间 .物 质 生 产  

条 件 没 有 发 生 任 何 变 化 。结 果 是 ：

“从 18以 年 1月 _fi H到 4 月 2 0 日 ，每 天 干 12小 时 ，每 个 工 人 每 周 的 平 均 工  
资 是 〗〇先 令 便 i - , 从 4 月 20 H到 f>月 2 9 日 ，每 天 干 11小 时 ，平 均 工 资 是  
10先 令 3 ^ 便 士 。 丨68)

因 此 . 11小 时 比 以 前 ]2 小 时 生 产 出 更 多 的 东 西 ，这 完 全 是 由 于  

T 人 iE持 久 、更 划 一 的 劳 动 和 节 约 时 间 造 成 的 。工 人 拿 到 同 样 的 工  
资 ，并 得 到 一 小 时 的 空 闲 时 间 ；而 资 本 家 得 到 同 量 的 产 品 ，并 节 约 了  

-小 时 煤 气 、煤 炭 等 的 消 耗 。在 霍 罗 克 斯 先 生 和 杰 克 逊 先 生 的 工 厂

«T.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44年 和 截 至 1845年 4 月 3 0 日 为 止 的 S 个  
月 》第 抝 、2.丨 ÿù

(1 K 7 ) 丨"1上 ，第 19 页 。 W为 虫 产 一 米 布 工 人 得 到 的 工 资 和 以 前 一 样 ，所以 
他 们 的 周 工 资 额 収 决 T-生 产 的 米 数

( _ ) 同 上 ，第 2 0 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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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也 进 行 过 类 似 的 实 验 ，并 且 得 到 了 同 样 的 结 果 。 (169) 170

一 旦 由 法 律 缩 短 工 作 日 ，资 本 家 手 中 的 机 器 就 成 为 一 种 在 每 一  
时 刻 榨 取 比 以 前 更 多 劳 动 的 系 统 的 f •段 。如 果 要 使 机 器 对 它 的 人 身  

奴 仆 施 加 更 大 的 压 力 ，那 么 就 必 须 改 进 机 器 ，何 况 由 于 工 作 日 的 缩  
短 ，资 本 家 也 不 得 不 把 生 产 的 各 个 发 条 上 紧 并 节 约 生 产 费 用 。

蒸 汽 机 的 改 进 提 高 了 活 塞 每 分 钟 的 冲 击 次 数 ，同 时 由 于 力 的 巧  
妙 的 节 省 ，用 同 0 容 量 的 发 动 机 就 能 推 动 更 大 的 机 构 ，而耗煤量 照 旧  

不 变 。 由 于 传 动 装 置 各 器 官 的 摩 擦 力 减 少 了 ，各 种 大 小 轮 轴 、齿 轮 、 
滚 筒 的 直 径 和 重 量 减 到 越 来 越 小 的 最 低 限 度 ，发 动 机 的 增 大 的 推 动  
力 可 以 更 迅 速 地 被 传 送 到 工 作 机 的 各 个 部 件 上 。机 器 本 身 也 改 进  
了 。工 具 机 的 活 动 性 和 效 能 提 高 了 ，而 它 们 的 体 积 却 缩 小 了 （如现 代 
蒸 汽 织 机 ），或 者 工 具 机 在 增 大 机 体 的 同 时 ，扩 大 了 它 所 使 用 的 工 具  
的 规 模 和 数 量 (如 纺 织 机 ），最 后 ，这 些 工 具 不 断 发 生 细 小 的 变 化 （如
大 约 十 五 年 前 ，自 动 走 锭 纺 纱 机 的 纱 锭 转 速 就 提 高 了 I  )。5

英 国 在 1832年 开 始 把 工 作 日 缩 短 到 12小 时 。在 1836年 ，一个  

英 国 工 厂 主 就 说 过 ：

“同 以 前 比 较 . 现 在 工 r 中 的 劳 动 大 大 加 重 了 ，因 为 机 器 速 度 的 大 大 加 快 要  
求 劳 动 者 更 加 聚 精 会 神 ，更 多 地 活 动 。 ” U7G)

1844年 ，阿 什 利 勋 爵 ，即 现 在 的 舍 夫 茨 别 利 伯 爵 ，在 下 院 所 作 的

( 1 6 9 )  [ 同 上 ，第 2 1 页 ] 在 上 述 实 验 中 ，精 神 要 素 起 着 重 要 的 作 用 。工 人 对  
工 厂 视 察 员 说 :“我 们 更 加 振 奋 地 工 作 ，我 们 心 中 总 是 抱 着 晚 上 可 以 早 一 点 下 班  
的 希 望 ;全 厂 从 最 年 轻 的 工 人 到 最 年 老 的 工 人 ，都 充 满 了 活 泼 愉 快 的 精 神 .因 此  
我 们 能 够 在 劳 动 中 彼 此 多 帮 助 。”( 同 上 ）

( 1 7 0 )  约 翰 • 菲 尔 登 《工 厂 制 度 的 祸 害 》18邪 年 伦 敦 版 第 3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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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十 小 时 工 作 日 法 案 的 发 言 中 说 出 了 下 列 事 实 ：

“现 在 ，在 制 造 的 各 种 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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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 系 完 成 了 需 要 成 百 万 人 的 肌 肉 才 能 完 成 的 工 作 。 但 
是 ，机 器 tli使 受 它 可 怕 的 运 动 支 配 的 人 的 劳 动 惊 人 地 增 加 了 „ 1815年 ,工 人 在  
]2 小 时 内 来 冋 看 •管 两 台 纺 4 0 支 纱 的 走 锭 纺 纱 机 . 等 于 >>行 8 英 里 。 1832年 , 
等 于 步 行 20英 里 ，并 且 往 往 还 要 多 。G7。 1825年 ，一个 纺 纱 工 人 在 12小 时 内 ， 
在 每 台 走 锭 纺 纱 机 上 牵 伸 820次 . 在 二 台 走 锭 纺 纱 机 上 的 牵 伸 总 数 就 是 ] 640 
次 。 1832年 .一 个 纺 纱 工 人 在 —个 十 二 小 时 工 作 日 内 ，在 每 台 走 锭 纺 纱 机 上 牵  
伸 2 200次 ，合 计 是 4 400次 ；1844年 ，在 每 台 走 锭 纺 纱 机 _h牵 伸 2 400次 ，合 计  
是 4 800次 ；有 时 .需 要 的 劳 动 量 还 要 大 。 要 想 估 计 一 个 工 作 H的 疲 劳 程 度 还 应  
该 把 I ：人 必 须 完 成 的 4 000次 或 5 000次 向 相 反 方 向 的 转 身 动 作 以 及 不 断 为 屈  
身 和 直 立 所 做 的 努 力 计 算 进 去 ……现 Æ ,我 ？头 另 有 一 份 1842年 的 文  
件 . 证 明 劳 动 累 进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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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增 加 了 ，而 人 "F的 数 量 相 应 地 减 少 ：T; ffiï且 还 因 为 现 在 纺 的 往 往 是 较 次  
的 棉 花 ，需 要 付 出 更 艰 苦 的 劳 动 …… 在 梳 棉 间 ，劳 动 也 大 大 增 加 了 。 现 在 ，一 
个 人 要 F 以 前 由 两 个 人 分 担 的 活 …… 织 布 间 雇 用 的 人 很 多 ，而 且 多 半 是 妇  
女 . 在 这 识 . 近 年 来 由 于 机 器 速 度 的 提 高 . 劳 动 增 加 了 整 整 10%。 1838年•每周 
纺 纱 lfi 0 0 0 绞 . 1843年 达 到 21 0 0 0 绞 。 1819年 ，织 机 每 分 钟 打 梭 æ 次 • 1842 
年 是 ]彳 〇次，这 说 明 劳 动 大 大 增 加 了 。

鉴 于 十 二 小 时 工 作 H 法 令 支 配 下 的 劳 动 在 1844年 就 已 达 到 这  

样 惊 人 的 强 度 ，闪 此•当 时 英 国 工 厂 主 说 工作日的进 一步缩 短必然会

(171 ) I:人 所 看 管 的 ;Ji锭 纺 纱 机 交 荇 地 前 进 和 后 退 . 当 机 器 前 进 的 时 候 ， 
纱 朿 被 命 仲 . 形 成 拉 长 的 纱 线 .接 头 T：必 须 利 用 移 动 台 接 近 机 架 的 瞬 间 把 断 纱  
接 h或 把 乱 纱 切 断 ，阿 什 利 勋 爵 引 用 了  # 门 派 往 曼 彻 斯 特 的 一 位 数 学 家 作 出  
的 计 算 。

n 72 > 这 1 指 的 是 同 吋 在 两 台 位 S 相 对 的 锭 纺 纱 机 上 操 作 的 纺 纱 工 人  
的 # 动 >

( 1 7 3 ) 故 见 阿 n•利 勋 爵 《丄 厂 十 小 时 工 作 案 。 1844年 3 月 1 5 日星期 
院 的 演 说 》 1 1 年 伦 敦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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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起 生 产 的 相 应 的 缩 减 ，这 似 乎 是 有 道 理 的 。他 们 这 种 看 法 表 面 上  
的 正 确 性 ，在 我 们 的 无 情 的 检 查 官 、工 厂 视 察 员 伦 纳 德 • 霍 纳 当 时 对  
这 个 问 题 所 说 的 下 面 这 段 话 中 得 到 了 最 好 的 证 明 ：

“由 于 产 量 由 机 器 的 速 度 来 调 节 ，工 厂 主 所 关 心 的 必 定 是 设 法 使 机 器 的 速  
度 快 到 极 点 ，而 又 不 违 背 下 列 条 件 :保 护 机 器 以 免 损 坏 得 太 快 .保 持 产 品 的 质  
量 ，使 工 人 能 够 跟 上 机 器 的 运 转 ，而 又 不 过 分 疲 劳 ，以 致 不 能 持 久 .往 往 有 这 样  
的 情 况 :工 厂 主 过 分 地 加 快 了 运 转 ，这 样 ，损 坏 和 次 品 使 提 高 速 度 得 不 偿 失 ，工  
厂 主 又 不 得 不 马 上 放 慢 机 器 的 速 度 。 因 为 精 明 能 千 的 工 厂 主 会 找 到 正 常 的 最  
高 限 度 ，所 以 我 得 出 结 论 . 1 ] 小 时 不 可 能 生 产 出 和 12小 时 一 样 多 的 产 品 „ 同 时  
我 认 为 ，领 取 计 件 工 资 的 工 人 已 经 紧 张 到 了 极 点 . 超 过 这 个 极 限 ，他 就 不 可 能 经  
常 保 持 同 样 的 劳 动 强 度 了 。 ”(174)

因 此 ，尽 管 有 加 德 纳 等 人 的 实 验 ，霍 纳 还 是 得 出 结 论 说 :把 工 作  
日 缩 短 到 12小 时 以 下 ，产 品 数 量 就 一 定 会 减 少 。(175)但 是 1 0年以 

后 ，霍 纳 自 己 引 用 他 1845年 的 疑 虑 ，来 证 明 他 当 时 还 是 多 么 不 了 解  
机 器 体 系 和 人 力 所 具 有 的 弹 性 。这 二 者 同 样 会 由 于 工 作 日 的 强 制 缩  
短 而 紧 张 到 极 点 。

现 在 ，我 们 来 考 察 一 下 1847年 以 后 ，英 国 毛 、亚 麻 、丝 、棉纺 织 厂  

实 行 十 小 时 工 作 日 法 令 1 以 来 的 时 期 。

“纱 锭 的 转 速 ，在 翼 锭 纺 纱 机 上 每 分 钟 增 加 了  500转 .在 走 锭 纺 纱 机 上 每 分  
钟 增 加 了  1 000转 ，也 就 是 说 . 翼 锭 纺 纱 机 纱 锭 的 转 速 在 1839年 是 每 分 钟 4 500 
转 ，现 在 <]862年 〉是 5 00Ü转 ，而 走 锭 纺 纱 机 纱 锭 的 转 速 原 来 是 每 分 钟 5 000 

转 ，现 在 是 6 〇〇〇转 ;前 者 的 转 速 增 加 r & ，后 者 的 转 速 增 加 r

(1 7 4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845年 4 月 3 0 日》第 20 5Û 
( 1 7 5 ) 同 上 ，第 2 2 页 。
( m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1862年 10月 31 H》第 6 2 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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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年 ，曼 彻 斯 特 附 近 帕 特 里 克 罗 夫 特 的 著 名 土 木 工 程 师 詹 姆  

斯 • 内 史 密 斯 .在 给 伦 纳 德 • 霍 纳 的 一 封 信 中 解 释 了 蒸 汽 机 的 改 良 。 
他 指 出 ，在 官 方 的 工 厂 统 计 中 ，蒸 汽 马 力 仍 然 是 按 1828年 的 旧 功 率  

计 算 的 (177) 178 *，这 种 马 力 只 是 额 定 马 力 ，只 能 当 做 实 际 马 力 的 指 数 。他 
还 说 ：

“毫 无 疑 问 ，重 量 相 同 的 蒸 汽 机 (往 往 就 是 只 经 过 现 代 改 良 的 同 一 些 机 器 ）， 
比 以 前 平 均 多 做 50%的 功 ；在 许 多 场 合 ，同 一 些 蒸 汽 机 ，在 速 度 限 制 为 每 分 钟  
220英 尺 的 时 候 ，提 供 50蒸 汽 马 力 ，现 在 则 提 供 100马 力 以 上 ，而 且 耗 煤 量 减 少  
了…… 同 一 额 定 马 力 的 现 代 蒸 汽 机 ，由 于 构 造 的 改 良 ，锅 炉 容 积 的 缩 小 和 结  
构 的 改 良 等 等 ，能 比 以 前 发 出 £ 大 的 推 动 力 …… 因 此 .虽 然 同 额 定 马 力 比 较  
起 来 . 使 用 的 人 手 数 》 和 过 去 一 样 .但 是 同 工 作 机 比 较 起 来 .使 用 的 人 手 数 量 则  
减 少 了 。”<178>

1850年 .联 合王 国 的工厂 共使用 134 217额 定 马 力，推 动 25 638 716 

个 纱 键 和 301 445台织 机。 1856年 ，纱 锭 数 是 33 503 580个 ，织 机 数  
足 369 205台 。 闪 此 ，根 据 1850年 的 基 数 来 计 算 ，1856年 就 需 要  
175 000 马 力 。但 根 据 官 方 材 料 .只 有 161 435 马 力 ，也 就 是 说 .减 少  

了 1 万 多 马 力 / 179>

“ 1856年 的 最 近 的 报 告 （官 方 统 汁  > 确 证 了 下 述 事 实 :工 厂 制 度 在 急 剧 扩  
展 :同 机 器 比 较 起 來 . 人 手 数 量 减 少 丫  ；由 于 力 的 ‘IÏ贫 和 通 过 其 他 方 法 .蒸 汽 机

( 1 7 7 )  这 种 情 形 从 18(52年 的 《议 会 报 告 》起 有 了 改 变 。这 份 报 告 已 经 不 用  
额 走 蒸 汽 马 力 . Ifij用 现 代 蒸 汽 机 和 水 车 的 实 际 马 力 。 叼 样 ，线 锭 也 不 再 和 真 正  
的 纱 锭 混 Æ -起 了 （在 183ÎU8M U8M年 的 《报 告 》中 是 混 在 一 起 的 ）；其 次 ，就 
Ü纺 织 厂 来 说 , “起 t 机 ”的 数 目 列 举 出 来 了  . 黄 麻 、大 麻 厂 同 亚 麻 厂 区 别 开 来  
厂 ;iÄ后 . 在 报 告 屮 第 一 次 收 人 了 织 袜 、Ik

( 1 7 8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丨 856年 1 0月 3 1 日》第 14、2 0 页 ，
U7!” 丨 rill.:,第  1..丨、1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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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推 动 更 重 的 机 器 ; 由 f 工 具 机 的 改 良 、制 造 方 法 的 改 变 、机 器 速 度 的 提 岛 以  
及 其 他 许 多 原 因 , 产 品 量 大 大 增 加 了 。”(18fl)“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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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 种 改 进 以 及 工  
人 紧 张 程 度 的 加 强 .使 得 在 一 个 已 经 缩 短 了 两 小 时 或 j 的 工 作 H 内 干 的 活 .至  
少 和 以 前 在 一 个 较 长 的 工 作 日 内 干 的 活 一 样 多 „”(181)1

工 厂 主 的 财 富 如 何 随 着 劳 动 力 剥 削 的 加 强 而 增 加 ，单 是 下 面 这  
个 事 实 就 可 以 证 明 :英 国 棉 纺 织 工 厂 的 数 目 . 从 1838年 到 1850年间  
平 均 增 加 3 2 个 ，而 在 1850年 到 1856年 间 平 均 增 加 8 6 个 。 279

从 1848年 到 1856年 8 年 间 ，在 十 小 时 工 作 LI的 支 配 下 ,英 国 工  
业 有 f 这 样 大 的 进 步 ,但 这 种 进 步 在 1856年 到 1862年 这 以 后 的 6 

年 间 ，又 被 远 远 地 超 过 了 。例 如 丝 织 厂 ，1856年 有 1 093 7M 个 锭 子  
和 9 260台 织 机 ; 1862年 有 1 388 544 个 锭 子 和 10 709台 织 机 。但 
是 ，工 人 人 数 1856年 是 56 ]3 7 人 ，1862年 是 52 429人 。 因 此 ，锭 子 
数 增加了  26. 9% ，织 机 增 加 了  15. 6% . 而 劳 动 者 人 数 却 同 时 减 少 了  
7%。精 梳 毛 纺 织 厂 使 用 的 锭 子 ，1850年 是 875 8 30 个 ，]856年 是  
1 324 549 个 （增加  51. 2%).  1862 年是  1 289 172 个 （减 少  2 .7% ) 。 
但 是 .1856年 的 数 字 把 线 锭 计 算 在 内 ，而 ]862年 的 数 字 没 有 把 线 锭  
计 算 在 内 ，如 果 把 线 锭 减 去 ，那 么 ，18 5 6 年以来 锭 子数 足•相当 稳 定 
的 。相 反 地 ，1850年 以 来 ，在 许 多 地 方 ，锭 子 和 织 机 的 速 度 增 加 了 ] 

倍 。精 梳 毛 纺 织 厂 的 蒸 汽 织 机 ，在 1850年 是 32 617台 ，1856年是 
38 956台 ，1862年 是 43 048台 。这 种 T 厂 的 工 人 人 数 .在 1850年是 
79 737人 ，1856年 是 87 794人 ，1862年 是 86 063人 ;但 是 其 中 14岁  * 181

H 8〇) I司上. 第 2 0 贞 。
(181)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58年 ]0 月 31 H》第 1〇页 - 参 看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I860年 月 3 0 曰》第 M 页 及 以 下 几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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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 的 童 工 ，1850年 是 9 956人 ，1856年 是 11 228人 ，1862年 是  
13 178人 „ 可 见 ，同 1856年 比 较 起 来 .1862年 虽 然 织 机 数 有 很 大 的  

增 加 ，但 是 工 人 总 数 大 大 减 少 了 ，而 被 剥 削 的 童 工 总 数 却 增  
加 了 / 面

1863年 4 月 2 7 日，议 员 费 伦 德 在 下 院 说 ：

“我 受 兰 开 夏 郡 和 柴 郡 16 个 区 的 工 人 代 表 的 委 托 ，在 这 里 讲 话 。 他 们 告 诉  
我 说 ，工 厂 中 的 劳 动 ，由 于 机 器 的 改 进 ，不 断 加 重 。过 去 一 个 人 带 着 助 手 ，看 管  
两 台 织 机 ，现 在 没 有 助 Î - ,要 看 管 三 台 织 机 ；而 且 一 个 人 看 管 四 台 织 机 等 等 ，也 
完 全 不 是 什 么 稀 罕 的 事 》从 上 述 事 实 中 可 以 看 出 ，12小 时 的 劳 动 . 现 在 压 缩 在  
不 到 10 个 劳 动 小 时 当 中 了 。 因 此 ，不 言 而 喻 ，近 几 年 来 工 厂 工 人 的 辛 劳 有 了 多  
么 惊 人 的 增 加

因 此 ，虽 然 工 厂 视 察 员 不 倦 地 、十 分 正 当 地 颂 扬 1844年 和 1850 

年 的 工 厂 法 的 好 处 ，但 他 们 也 不 得 不 承 认 ，缩 短 工 作 日 ，已 使 劳 动 凝  
缩 到 损 害 工 人 健 康 ，从 而 破 坏 工 人 的 劳 动 力 本 身 的 地 步 。

“近 几 年 来 . 在 大 多 数 棉 纺 织 厂 和 丝 织 厂 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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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2 183 (184)

(182)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S2年 10月 3 ] 日》第 10,0、[103、]29、 ]130 页 。.
( 1 8 3 )  现 在 ，一 个 织 布 工 人 使 用 两 台 现 代 蒸 汽 织 机 ，在 每 周 6 0小 时 内 ，可 

生 产 出 具 有 一 定 长 度 和 宽 度 的 某 种 布 26匹 . 而 使 用 旧 式 的 蒸 汽 织 机 ，只 能 生 产  
4 匹 》 19世 纪 5 0年 代 初 期 ，这 种 布 每 匹 的 织 造 费 就 已 由 3 法 郎 40生 丁 下 降 到
52生了„ 2洲

“30年 前 （1841年 ），棉 纺 厂 的 一 个 棉 纺 工 人 带 2 个 助 手 ，只 看 管 两 台 共 有  
300 — 324个 纱 锭 的 走 锭 纺 纱 机 。 现 在 个 棉 纺 工 人 带 5 个 助 手 要 看 管 几 台  
共 有 2 200 个 纱 锭 的 走 锭 纺 纱 机 ，生 产 的 纱 至 少 比 〖841年 多 六 倍 》”(工 厂 视 察  
员 亚 历 山 大 • 雷 德 格 雷 夫 ，载 于 1872年 1 月 5 日《技 艺 协 会 杂 志 》）

(1M)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861年 10月 3 1 日》第 2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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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 无 疑 问 （当 法 律 使 资 本 永 远 不 能 延 长 工 作 日 时 ），资 本 就 力 图  
不 断 提 高 劳 动 强 度 来 补 偿 .并 且 把 机 器 体 系 的 每 一 改 进 变 成 新 的 剥  
削 手 段 ，资 本 的 这 种 趋 势 很 快 又 必 定 达 到 这 样 一 点 ，这 时 劳 动 时 间 不  
可 避 免 地 再 一 次 缩 短 。(185)另 一 方 面 ，英 国 工 业 的 蓬 勃 发 展 .在  
1833—1847年 时 期 ，即 实 行 十 二 小 时 工 作 日 时 期 ，超 过 了 实 行 工 厂  
制 度 以 来 的 最 初 半 个 世 纪 ，即 工 作 日 不 受 限 制 时 期 ，而 从 1848年开  
始 的 十 小 时 工 作 日 时 期 又 超 过 了  1833—1847年 时 期 ，而且超过 的幅 

度 比 前 一 幅 度 大 得 多 。

(185) 1867年 . 在 兰 开 夏 郡 的 工 厂 工 人 中 已 经 开 始 宣 传 八 小 时 工 作 丨 I / 。
( 1 8 6 )  下 面 的 一 些 数 字 可 以 说 明 1848年 以 来 联 合 王 国 的 貞 (H的 :丨 :厂 的 

进 步 ：

名 称
输 出 量

1848 年 脱 1 年 18(30 年 1865 年

棉 纺 织 厂
棉 纱 (磅 〉 135 831 162 143 966 106 197 343 655 103 751 455
棉 线 (膀 ） 4 392 176 6 297 554 4 648 611
棉 织 品 (码 ， 1 
码 =0. 914 米 ） 1 091 373 930 1 543 161 789 2 776 218 427 2 015 237 85J

亚 麻 厂 和 大 麻 厂
麻 纱 (磅 ） 11 722 182 18 841 326 31 210 612 36 777 334
麻 织 品 (码 ) 

丝 织 厂
88 901 519 129 106 753 143 996 773 247 012 329

各 种 丝 线 (磅 ） 194 815 462 513 897 402 812 589
丝 织 品 ( 码 ） 

毛 纺 织 厂
1 181 455 1 307 293 2 869 837

毛 纱 (膀 ） 14 670 880 27 533 968 3丄  669 267
毛 织 品 ( 码 ） 151 231 153 190 371 537 278 837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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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工

我 们 在 本 章 的 开 头 研 究 了 工 厂 的 躯 体 》即 机 器 体 系 。后来 我们

名 称
输 出 价 值 （镑 ）

1848 年 1851 年 I860 年 1865 年

棉 纺 织 厂
棉 纱 5 927 831 6 634 026 9 870 875 10 351 049
棉 织 品 16 753 369 23 454 810 42 141 505 46 903 796

亚 麻 厂 和 大 麻 厂
麻 纱 493 449 951 426 1 801 272 2 505 497
麻 织 品 2 802 789 4 107 396 4 804 803 9 155 358

丝 织 厂
各 种 丝 线 77 789 196 380 826 107 768 064
丝 织 品 1 130 398 1 587 303 1 409 221

毛 纺 织 厂
毛纱 776 975 1 484 544 3 843 450 5 424 047
& 织 品 5 733 828 8 377 183 12 156 998 20 102 259

( 见 職 《联 合 主 国 简 要 统 计 一 览 _》i861年 和 1866年 伦 敦 版 第 8,卷 和 第 13卷 ) 
18:« <1•:到 185«年 间 . 兰 汗 g 郡 的 工 厂 总 数 只 增 加 T 4%, 1850年 到 1856 

年 间 增 加 了  19K 18S6年 到 1862甲 间 增 加 r  •在 两 个 11年 中 伺 ，雇 用 的  
职 丄 人 数 绝 付 地 说 增 加 「. 相 :付 地 说 减 少 了 . Ü1就 是 同 牛 产 和 机 器 总 数 相 比 来  
说 减 少 参 看 t ] :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62年 诹 月 M [丨 》第 ©  p s, 在 》 开 夏  

丨 纺 织 丨 :厂 占 统 治 地 位 ， t 们 在 英 格 2 、苏 格 —和 爱 尔 ’丨 的 所 有 同 类 工 厂  
中 山 I 5 H 占 联 合 E 阐 的 纱 锭 总 数 的 8 3 .3 K .占 蒸 汽 织 机 总 数 的 8L<I% . 占 
动 力 总 軟 的 ,72, 6 占 雇 用 职 工 蘑 软 酌 5S.2%.(囉 上 ，第 、62、6 3 贞 h 从 这 里 载  
可 以 看 到 它 们 在 纺 织 业 中 相 应 的 地 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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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到 .在 资 本 家 手 中 .机 器 体 系 是 怎 样 通 过 占 有 妇 女 劳 动 和 儿 童 劳  
动 ，通 过 无 限 度 地 延 长 工 作 日 侵 吞 工 人 的 全 部 生 活 ，通 过 H益 强 化 」 : 

人 的 劳 动 以 便 在 越 来 越 短 的 时 间 内 生 产 越 来 越 大 的 价 值 量 ，来 增加 
剥 削 的 人 身 材 料 和 提 高 对 它 的 剥 削 程 度 的 。现 在 我 们 来 看 一 看 处 于  
最 发 达 的 形 式 上 的 工 厂 的 整 体 。

尤 尔 博 士 ，这 位 工 厂 的 平 达 ，给 工 厂 下 r 两 个 定 义 。一方 面他 把  
工 厂 描 写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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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一 个 中 心 动 力 (原 动 机 ) 不 断 推 动 的 、进 行 生 产 的 机 器 体 系

另 一 方 面 ，又 把 工 厂 描 写 成

“一 个 由 无 数 机 械 的 和 有 自 我 意 识 的 器 官 组 成 的 庞 大 的 ß 动 机 .这 些 器 官 都 受 一  
个 自 行 发 动 的 动 力 的 支 配 . 从 而 为 了 生 产 同 一 个 物 品 而 协 调 地 不 间 断 地 活 动 ”。

这 两 个 定 义 绝 不 是 相 同 的 。在 前 一 个 定 义 中 ，集 体 劳 动 者 或 社  
会 劳 动 体 是 占 支 配 地 位 的 主 体 . 而 机 械 自 动 机 则 是 集 体 劳 动 者 或 社  
会 劳 动 体 的 客 体 ;在 后 一 个 定 义 中 ，自 动 机 本 身 是 主 体 ，而劳 动 者只  
是 作 为 有 意 识 的 器 官 附 属 于 自 动 机 的 无 意 识 的 器 官 ，而 且 和 后 者 一  
同 从 属 于 中 心 动 力 。第 一 个 定 义 适 用 于 机 器 体 系 的 一 切 可 能 的 应  
用 ，第 二 个 定 义 表 明 了 机 器 的 资 本 主 义 应 用 的 特 征 ，从 而表明了现 代  
工 厂 的 特 征 。因 此 ，尤 尔 喜 欢 把 中 心 动 力 不 仅 描 写 成 自 动 机 [auto

mate], 而且描写 成 专 制 君 主  [autoc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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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 给 每  
个 人 分 配 必 须 承 担 的 职 务 。 ”(]87>

U 8 7 ) 尤 尔 《工 厂 哲 学 》1836年 巴 黎 版 第 19、20、2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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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工 具 的 技 巧 ，也 同 工 具 一 起 ，从 工 人 身 上 转 到 了 机 器 上 面 。 
由 于 工 具 的 功 能 从 人 力 的 人 身 限 制 F 解 放 出 来 .因 此 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的 技 术 基 础 也 就 消 失 了 。在 自 动 工 厂 里 ，代 替 工 场 手 工 业 所 特 有  
的 专 业 X 人 的 等 级 制 度 的 ，是 机 器 的 助 手 所 要 完 成 的 各 种 劳 动 的 平  

等 化 或 均 等 化 的 趋 势 n8s). 代 替 局 部 工 人 之 间 的 人 为 差 别 的 ，主要是 
年 龄 和 性 别 的 自 然 差 别 。

就 分 工 在 自 动 工 厂 里 重 新 出 现 而 言 ，这 种 分 工 首 先 是 把 工 人 分  

配 到 各 种 专 门 化 机 器 J :去 ，以 及 把 大 群 并 不 形 成 有 组 织 的 小 组 的 工  
人 分 配 到 工 厂 的 各 个 部 门 ，在 那 里 . 他 们 在 并 列 着 的 同 种 T 作机上劳  

动 ，因 此 .在 他 们 之 间 只 有 简 单 的 协 作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有 组 织 的 小 组  
被 一 个 主 要 工 人 同 他 的 助 手 ，例 如 . 纺 纱 工 同 接 头 工 的 联 系 代 替 了 。

劳 动 荇 基 本 上 分 为 两 类 . 即 操 作 工 具 机 的 劳 动 者 (包 括 某 些 烧 蒸  
汽 锅 炉 的 1：人 )和 粗 工 ( 几 乎 完 全 是 儿 童 ，他 们 依 附 于 前 者 )。所有为  
机器提供原料的 “ fewkTS” (添 料 工 )或 多 或 少 地 都 算 在 这 种 粗 工 之 内 》 

除了这 两 类 主 要 劳 动 者 外 .还 有 为 数 不 多 的 负 责 检 查 和 修 理 全部 机 器  
的 人 员 ，如 工 程 师 、机 械 师 、细 木 工 等 等 。这 一 类 是 高 级 的 劳 动 者 ，其 

中 一 部分 人 有 科 学 知 识 ， •部 分 人 有 手 艺 ，他 们 不 属 于 工 厂 工 人 的 范  

围 ，而只是同工厂 工人聚集在一起。(_ 这 种 分工 是 纯 技 术 性的 。 * 1

( 丨88> M上 .第 2 0 典 。 参 看 卡 尔 • 马 克 思 《皙 学 的 贫 困 》1847年 巴 黎 版 第
1 W、 141 页 281,

( 1 8 9 ) 英 国 的 工 厂 立 法 把 止 文 中 提 到 的 后 一 类 劳 动 # 明 确 地 算 做 非 工 厂  
r_人 ,排 斥 fr: I:厂 立 法 的 作 用 范 围 以 外 ：而 议 会 发 表 的 《报 告 》却 也 N 样 明 确 地  
不 似 把 _「_程 师 、机 械 师 等 ，iftlii把 L厂 管 ÎH!人 员 、营 业 员 、仓 库 管 理 员 、外 勤 人  
员 、 装 丨 :等 ，总 而 a 之 ，把 厂 主 以 外 的 -W人 部 列 人 厂 工 人 的 范 畴 —— 这  

-切 都 是 为 了 扩 大 机 器 所 使 用 的 1:人 的 表 面 h 的 数 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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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个 儿 童 都 能 轻 而 易 举 地 学 会 使 自 己 的 动 作 适 应 自 动 机 的 划 一  
的 连 续 的 运 动 。 只 要 总 机 器 是 一 个 由 互 相 结 合 并 同 时 动 作 的 局 部 的  
机 器 构 成 的 分 阶 段 的 体 系 ，以 它 为 基 础 的 协 作 也 就 要 求 把 工 人 分 配  
到 局 部 的 机 器 和 机 组 上 去 。但 是 ，机 器 生 产 不 需 要 像 工 场 手 ] : 、lk那 
样 ，使 同 一 些 工 人 始 终 从 事 同 一 种 职 能 ，从 而 把 这 种 分 工 固 定 下  
来 。 因 为 工 厂 的 全 部 运 动 不 是 从 工 人 出 发 ，而 是 从 机 器 出 发 ，所 
以 不 断 更 换 人 员 也 不 会 使 劳 动 过 程 中 断 。 1848—1850年 英 国 工 厂  

主 叛 乱 期 间 所 实 行 的 换 班 制 度 ，提 供 了 无 可 辩 驳 的 证 明 。最 后 ，儿 童 
很 快 就 可 以 学 会 使 用 机 器 .因 此 也 就 完 全 没 有 必 要 把 使 用 机 器 变 成  
一 种 特 殊 的 劳 动 者 的 专 门 职 业 。 (191 >在 工 厂 里 ，单 纯 的 粗 工 干 的 活  
大 部 分 可 以 用 机 器 来 代 替 ，而 且 由 于 这 种 活 十 分 简 单 ，从 事 这 种 劳 动  
的 人 员 可 以 定 期 地 迅 速 地 更 换 。(192)虽 然 从 技 术 的 观 点 来 看 ，机器

( 1 9 0 ) 尤 尔 也 承 认 这 一 点 •■他 说 ，在 必 要 的 时 候 ，工 厂 经 理 可 以 随 意 把 工  
人 从 一 台 机 器 调 到 另 一 台 机 器 . 他 还 得 意 扬 扬 地 叫 嚷 :“这 样 调 换 显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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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他 本 应 问  
问 自 己 ，为 什 么 自 动 工 厂 只 是 “在 必 要 的 时 候 ”才 废 除 这 个 “老 规 矩 ”。

(191 ) 在 情 况 紧 急 的 时 候 •例 如 美 国 南 北 战 争 7 期 间 .工 厂 工 人 会 破 例 地  
被 资 产 者 用 来 干 最 粗 笨 的 活 ，如 筑 路 等 等 《 1862年 及 以 后 几 年 英 国 为 失 业 的  
工 厂 工 人 设 立 的 国 家 II；场 . 和 1848年 法 国 的 “国 家 工 场 ”的 区 别 在 于 ：在 后 者 . 
工 人 由 国 家 出 钱 从 事 非 生 产 劳 动 ，在 前 者 ,工 人 则 为 巾 政 当 局 的 利 益 而 从 屮 生  
产 劳 动 ；同 时 使 用 这 样 的 工 人 比 使 用 正 规 工 人 更 便 宜 ，从 而 迫 使 他 们 和 iH规 工  
人 竞 争 》 •‘棉纺 厂 丨 :人 的 身 体 ，看 起 来 无 疑 是 变 好 f . 我 认 为 ……就 男 工 (W论 , 
这 是 在 户 外 从 事 公 共 工 程 的 结 果 。’’(这 里 指 的 是 清 理 普 雷 斯 顿 沼 泽 的 普 雷 斯 顿  
的 工 人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63年 10月 》第 页 ）

( 192> 例 如 ：自 从 ]8« 年 的 法 律 颁 布 以 来 .毛 纺 织 厂 就 采 用 各 种 机 械  

装 置 代 替 儿 童 劳 动 》 当 工 厂 主 们 使 用 的 儿 童 必 须 上 粗 工 学 校 吋 ,力 学 中 这 个 几  
乎 尚 末 开 拓 的 领 域 1k h 就 有 了 显 著 的 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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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系 推 翻 r 旧 的 分 工 制 度 ，但 是 最 初 这 种 旧 制 度 仍 然 在 工 厂 里 延 续  
着 ，首 先 是 作 为 工 场 手 工 业 遗 留 下 来 的 传 统 ，后 来 被 资 本 当 做 剥 削 的  
系 统 的 手 段 ，在 更 令 人 厌 恶 的 形 式 上 得 到 了 巩 固 和 恢 复 。过 去 是 终  
生 专 门 使 用 一 种 局 部 工 具 ，现 在 是 终 生 专 门 服 f寺 一 台 局 部 机 器 。滥  
用 机 器 的 目 的 是 要 使 工 人 从 自 己 的 幼 年 开 始 就 变 成 一 部 机 器 的 一 部  
分 ，而 这 部 机 器 本 身 又 是 另 一 部 机 器 的 一 部 分 。(193)这 样 ，不 仅 工 人  
再 生 产 所 必 需 的 费 用 大 大 减 少 了 ，而 且 工 人 对 工 厂 的 绝 对 依 赖 ，从 而 
对 资 本 的 依 赖 也 完 成 r 。在 这 里 ，像 在 其 他 各 处 一 样 ，必 须 把 社 会 劳  
动 过 程 的 发 展 所 造 成 的 生 产 率 的 增 长 同 这 个 过 程 的 资 本 主 义 剥 削 所  
造 成 的 生 产 率 的 增 长 区 别 开 来 。

在 工 场 手 工 业 和 手 工 业 中 ，是 工 人 利 用 工 具 . 在 工 厂 中 ，是 工 人  
服 侍 机 器 。在 前 一 种 场 合 ，劳 动 资 料 的 运 动 从 工 人 出 发 ，在后一种 场  
合 ，工 人 只 是 跟 随 劳 动 资 料 的 运 动 。在 工 场 手 工 业 中 ，工 人 是一 个 活  
机 构 的 肢 体 。在 工 厂 中 ，死 机 构 独 立 于 工 人 而 存 在 ，工 人 被 并 人 死  
机 构 》

“在 这 种 永 尤 止 境 的 苫 役 中 ，反 复 不 断 地 完 成 同 一 个 机 械 劳 动 ;这 种 苦 役 单  
调 得 令 人 丧 7 c ,就 像 息 息 法 斯 的 苦 刑 一 样 ；劳 动 的 重 m ，像 巨 石 般 一 次 X — 次

“ 丨‘丨 动 走 锭 纺 纱 机 足 一 种 M危 险 的 机 器 大 多 数 事 故 都 发 生 Æ幼 t 身 上 • 
这 是 由 于 他 们 在 纺 机 开 动 时 爬 到 它 下 面 去 f 丨 地造成的… … 如 果 能 发 明 一 种  
n 动 扫 地 机 . 那 将 是 对 我 们 的 保 护 措 施 的 侦 得 庆 幸 的 贞 献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66年 10月 31 第 6 3 页 ）

(1 « 3 )  W此 ，我 们 就 A 以 来 评 价 蒲 鲁 东 的 这 种 绝 妙 的 看 法 : 他 认 为 机 器 小 • 
足 ： 动 资 料 的 综 合 •而 是 “一 种 把 由 于 分 1〔而 分 离 的 劳 动 的 各 个 部 分 结 合 在 一  
起 的 方 法 ” 22■•此 外 .他 还 做 出 r 这 样 •个 所 史 性 的 和 惊 人 的 发 现 :"机 器 时 代  
的 特 点 就 坫 雇 佣 劳 动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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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尤 情 地 落 在 疲 惫 不 堪 的 劳 动 荇 身 上 。 194 195 )

机 器 劳 动 极 度 地 损 害 了 神 经 系 统 4司 时 它 又 压 抑 肌 肉 的 多 方 面  
运 动 ，剥 夺 身 体 上 和 精 神 上 的 一 切 自 由 活 动 。 (19 5 >其 至 减 轻 劳 动 也  
成 了 折 磨 人 的 手 段 ，因 为 机 器 不 是 使 工 人 摆 脱 劳 动 ，而是使工人的劳  
动 毫 无 趣 味 。一 切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不 仅 创 造 有 用 物 ，而 且 还 创 造 剩 余  
价 值 ，因 此 在 一 切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中 ，不 是 工 人 支 配 劳 动 条 件 .而 朵 劳  
动 条 件 支 配 工 人 。但 是 ，只 有 机 器 才 第 一 次 使 这 种 颠 倒 具 有 技 术 上  
的 现 实 性 „ 变 成 了 自 动 机 的 劳 动 资 料 .在 劳 动 过 程 本 身 中 以 资 本 即  
支 配 和 吮 吸 活 劳 动 力 的 死 劳 动 的 形 式 同 工 人 相 对 立 。

正 如 前 面 已 经 指 出 的 那 样 . 机 器 大 r 业 最 终 完 成 了 体 力 劳 动 同  
生 产 的 智 力 的 分 离 ，并 把 智 力 转 化 为 资 本 支 配 劳 动 的 权 力 ，工人的 
技 巧 ，在 令 人 惊 异 的 科 学 面 前 ，在 巨 大 的 内 然 力 面 前 .在 大 规 模 的 社  
会 劳 动 面 前 ，显 得 微 不 足 道 ;科 学 、巨 大 的 自 然 力 、大 规 模的 社 会 劳 动  
都 体 现 在 机 器 体 系 中 ，构 成 主 人 的 权 力 。在这 位主人的头 脑 中•他对  
机 器 的 垄 断 和 机 器 的 存 在 混 在 一 起 了 。在 他 同 人 手 发 生 冲 突 时 .他  
就 轻 蔑 地 对 他 们 说 ：

“工 厂 工 人 们 应 ，牢 牢 记 住 . 他 们 的 劳 动 实 际 t 是 一 种 极 低 级 的 劳 动 ;没 存  
一 种 劳 动 比 它 更 容 易 学 会 . 按 质 M来 说 比 它 报 酬 更 高 .因 为 只 耍 用 最 短 的 时 间

( 1 9 4 )  弗 • 恩 格 斯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第 217 页 283。甚 至 一 个 很 普 通 的  
生 性 乐 观 的 自 由 贸 易 论 者 莫 利 纳 甩 先 生 也 指 出 ， 一 个 人 每 天 看 管 机 器 运 转 15 
小 时 ，比 他 从 事 同 样 长 时 间 的 体 力 劳 动 还 要 衰 老 得 快 。这 种 肴 管 机 器 的 劳 动 . 
如 果 时 间 不 太 长 ，也 许 可 以 成 为 一 种 有 益 于 智 力 的 体 操 .但 是 由 于 长 期 从 事 这  
种 劳 动 . 由 于 这 种 劳 动 过 度 ，对 智 力 和 身 体 都 有 损 害 。”( 古 • 德 • 莫利 纳 串 .《经  
济 学 概 论 》1846年 巴 黎 版 [第 4 9 页 ])

( 1 9 5 )  弗 . 恩 格 斯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第 216 贞 284 ,



第 十 五 章 机 器 和 大 工 业 443

和 最 少 的 训 练 ，就 可 以 获 得 这 种 劳 动 所 需 的 全 部 技 能 。 在 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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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 需 要 6 个 月 的 训 练 ，并 且 任 何 一 个 农 民 都 可 以 学 会 。’’U9«

工 人 在 技 术 上 服 从 劳 动 资 料 的 划 一 运 动 以 及 由 各 种 年 龄 的 男 女  
个 体 组 成 的 集 体 劳 动 者 的 特 殊 构 成 ，创 造 了 一 种 兵 营 式 的 纪 律 。这  
种 纪 律 发 展 成 为 完 整 的 工 厂 制 度 ,在 工 厂 制 度 中 ，所谓 的监 督 劳 动 以  
及 把 工 人 划 分 为 普 通 工 业 士 兵 和 工 业 军 士 的 现 象 达 到 了 它 们 的 最 终  
发 展 阶 段 》

“主 要 困 难 不 在 于 发 明 自 动 机 器 ……困 难 主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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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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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 至 在 这 个 体  
系 已 完 全 建 立 起 来 的 今 天 .也 几 乎 不 可 能 在 成 年 I 人 中 间 为 自 动 体 系 找 到 有 用  
的 助 手

资 本 家 把 资 产 阶 级 大 力 鼓 吹 的 分 权 制 285和 十 分 迷 恋 的 代 议 制
抛 到 了 一 边 ，他 在 工 厂 法 典 中 通 过 私 人 立 法 任 意 地 确 立 了 对 人 手 的
专 制 。尽 管 如 此 .这 种 法 典 只 不 过 是 大 规 模 协 作 和 使 用 共 同 的 劳 动  
资 料 ，特 别 是 使 用 机 器 所 必 需 的 社 会 调 节 的 讽 刺 画 。在 这 里 ，奴 隶 监  
督 者 的 鞭 子 被 监 工 的 罚 金 簿 代 替 了 。 自 然 ，一 切 处 罚 都 简 化 成 罚 款  
和 扣 工 资 ，而 a i 厂 的 莱 喀 古 土 们 立 法 的 狡 猾 .使 犯 法 也 许 比 守 法 对

( 1 9 6 )〈<纱 厂 工 头 和 厂 主 的 保 护 基 金 。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1854年 曼 彻 斯 特 版  
第 17[、19]页 ,，后 面 可 以 看 到 . 当 “主 人 ”感 到 他 们 的 “活 的 ”自 动 机 有 丧 失 的 危  
险 的 时 候 .他丨 I'丨 就 唱 完全 不 同 的 调 子 。

(1SJ7)尤 尔 《工 厂 哲 学 》1836_年 巴 黎 版 第 22、2 3 页 。 了 解 阿 克 莱 生 平 的  
人 . 决 不 会 把 “高 尚 ”这 个 字 眼 加 到 这 位 天 才 的 理 发 师 头 上 。 在 18世 纪 的 所 有  
大 发 明 家 中 ,他 无 疑 是 偷 盗 别 人 发 明 的 最 大 的 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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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们 更 有 利 。 (198)

( ] 9 8 ) "资 产 阶 级 用 来 束 缚 无 产 阶 级 的 奴 隶 制 ，在 工 厂 制 度 上 暴 露 得 十 分  
明 显 《在 这 里 ，事 实 上 和 法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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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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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他 的 睡 眠 和 吃 饭 都 打 断 了 。 工 厂  
的 情 形 又 怎 样 呢 ？ 在 这 里 ，工 厂 主 是 绝 对 的 立 法 者 。他 随 心 所 欲 地 颁 布 工 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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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对 劳 动 者 说 :你 们 既 然 愿 地 汀 了 这 个 契 约 . 那 你 们 现 在  
就 得 履 行 它 …… 这 些 劳 动 者 注 定 了 从 9 岁 起 无 论 肉 体 上 和 精 神 上 都 要 受 到  
这 样 的 折 磨 ，一直 到 死 为 止 。”（弗 • 恩 格 斯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第 2 ]7 页 及 以  
下 几 页 284 )我 想 举 两 个 例 子 来 解 释 一 下 “法 院 说 的 话 ”。 一 件 事 是 18(56年 底 在  
设 菲 尔 德 发 生 的 。那 里 ，一 个 工 人 同 一 家 铁 工 厂 汀 了 两 年 合 同 。 由 于 同 X 厂 主  
吵 了 一 次 架 ，他 离 开 了 工 厂 ，并 表 示 决 不 再 给 这 个 工 厂 主 干 活 了 。 结 果 他 被 控  
违 反 合 同 .判 了 两 个 月 监 禁 。 〈要 是 工 厂 主 违 反 合 同 ，只 能 受 民 法 制 裁 ，只 有 罚  
款 的 危 险 。〉两 个 月 刑 满 出 狱 后 ，那 个 工 厂 主 又 要 他 按 旧 合 同 回 厂 工 作 。这 个 工  
人 拒 绝 r ，说 他 已 经 服 了 刑 。工 厂 主 又 把 他 告 了 ，法 院 又 对 他 判 刑 ，虽 然 其 中 一  
位 法 官 希 先 生 公 开 指 责 说 ，一 个 人 为 了 同 一 过 失 或 罪 行 ，要 一 辈 子 一 次 义 一 次  
地 受 处 罚 ，这 在 法 律 上 是 荒 谬 的 „ 作 出 这 个 判 决 的 ，不 是 “伟 大 的 不 领 薪 水 的  
人 ”〇)，不 是 外 省 的 “乡 下 人 ”,而 是 伦 敦 的 一 个 高 等 法 院 。一 第 二 件 事 是 ]8fi3 
年 11月 底 在 威 尔 特 郡 发 生 的 。 韦 斯 特 伯 里 利 这 个 地 方 的 利 奥 韦 呢 绒 厂 主 哈 鲁  
普 雇 用 的 约 30名 蒸 汽 织 机 女 工 举 行 了 一 次 罢 工 ，因 为 这 个 哈 鲁 普 有 一 个 称 心  
的 习 惯 ，对 早 晨 迟 到 者 要 扣 工 资 :迟 到 2 分 钟 扣 6 便 上 ，迟 到 3 分 钟 扣 1先 令 ， 
迟 到 10分 钟 扣 1 先 令 6 便 士 • ■ 这 样 一 小 吋 要 扣 12法 郎 + 生 丁 ，一 天 就 要 扣  
112法 郎 50.生 丁 ，但 是 她 们 全 年 的 平 均 丁 资 毎 周 从 來 没 W fe过 12 —;H 法 郎 。 
哈 鲁 普 还 配 备 了 一 个 男 孩 吹 上 工 哨 。有 时 这 个 男 孩 在 早 晨 S点 以 前 就 吹 哨 了 ，哨 
声 一 停 .工 人 没 有 赶 到 . .C厂 就 关 上 大 门 . 门 外 的 人 都 要 罚 款 ;因 为 厂 里 没 有 钟 .不  
幸 的 工 人 都 受 哈 鲁 普 指 使 的 小 鬼 的 摆 布 举 行 罢 工 的 母 亲 们 和 少 女 们 说 .只 要

① 威 • 科 贝 特 称 那 些 由 各 郡 绅 士 组 成 的 治 安 法 官 为 “伟 大 的 不 领 薪 水 的  
人 '  -一 编 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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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这 1 我 们 只 提 一 下 进 行 工 厂 劳 动 的 物 质 条 件 。 人 为 的 高 温 , 
充 满 原 料 碎 屑 的 空 气 ，机 器 震 耳 欲 聋 的 噪 音 等 等 ，都同样 地 损 害 人 的  
一 切 感 官 ，更 不 用 说 在 可 怕 的 机 器 的 四 面 八 方 的 包 围 中 所 冒 的 危 险  
了 。这 些机器像四季更迭那样 规 则 地 发 布自己的工业 伤 亡公 报

用 钟 来 代 替 报 吋 员 . 规 定 较 合 埋 的 罚 款 • 她 丨 I'丨 就愿意复 工。 哈 魯 普 以 违 反 合 N 
为 理 ih把 19 个 !I丨 女 和 少 女 告 到 了 治 安 法 宫 那 里 。 他 们 每 人 癀 被 判 罚 款 6 便 
士 ，诉 讼 费 2 先 令 ，旁 听 者 都 y 瞪 U 呆 。 哈 鲁 普 离 开 法 院 时 ，一 群 人 跟 仵 他 后 酣  
嘘 叫 „

丁.厂 主 惯 用 的 - • 种 伎 俩 是 ，借 口 工 人 提 供 给 r .厂 主 的 产 品 质 量 不 好 而 通 过  
扣 工 资 来 惩 罚 t 人 。 18(56年 ，这 种 方 法 引 起 了 英 国 陶 业 区 的 总 罢 工 。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1863 186f>)列 举 一 些 事 例 ，说 明 工 人 做 7" 工 不 仅 得 不 到 工
资 . 反 而 由 于 罚 款 规 定 竟 成 f 自 Li•乐 善 好 施 的 主 人 的 债 务 人 。最 近 的 棉 业 危 机  
也 提 供 了 很 有 教 益 的 实 例 . 说 明 工 厂 的 慈 裨 家 们 在 扣 工 资 方 而 是 多 么 精 明 。工 
厂 视 察 员 罗 • 贝 克 说 :“不 久 前 ，我 本 人 不 得 不 对 一 个 棉 纺 织 厂 主 起 诉 .因 为 在  
这 样 艰 难 困 苦 的 时 候 ，他 还 从 他 雇 用 的 某 邱 少 年 <13岁 以 上 的 〉工 人 身 上 扣 10 
便 士 .作 为 他 只 花 6 便 十 领 来 的 闳 生 的 年 龄 iiH明 | i的 费 用 .按 法 律 规 定 只 准 扣 3 
便 士 .按 照 习 惯 是 根 本 不 扣 的 …… 另 有 一 个 工 厂 主 . 为 了 达 到 同 -目 的 而 又  
不 触 犯 法 律 . 在 庹 生 证 明 衿 他 做 工 的 穷 孩 子 适 于 纺 纱 时 . 向 他 们 每 人 收 一 先 令 . 
作 为 学 会 纺 纱 技 术 和 秘 诀 的 学 费 .，闪 此 . 存 在 着 喑 流 . 不 了 解 这 种 喑 流 • 就 不 能  
了 解 在 0 前 这 样 的 时 期 发 屯 的 像 1 工 〈指 1863年 6 月 达 温 的 机 器 织 布 工 人 的  
一次罢 丁 .〉这 样 的 非 常 现 象 / ’(《T.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63年 4 月 .30丨.丨 》) （丁_厂 报  
告 记 载 的 H期 总 是 晚 于 它 的 IH式丨 _丨 期）

< 19ÎO “关 于 操 作 危 险 机 器 的 保 护 法 起 了 有 益 的 作 用 。
但 是 观 在 乂 有 一 些 20年 前 所 没 有 的 造 成 事 故 的 新 根 源 . 其 中 Æ其 是 机 器  

的 转 速 的 加 快 。现 Æ. 推 动 机 轮 、转 轴 、纱 锭 和 织 机 的 力 量 不 断 增 加 ;接 断 头 时 ， 
手 指 的 动 作 必 须 更 迅 速 更 小 心 . 因 为 稍 一 怠 慢 或 疏 忽 ，手 指 就 会 波 轧  
断 …… 很 多 # 故 都 足 闪 为 」:人 急 于 干 完 自 己 的 活 造 成 的 。 必 须 id住 . 对 丨 :厂  
主 来 说 . 最 電 要 的 是 使 他 的 机 器 不 停 地 运 转 ，就 是 说 . 不 停 地 屯 产 出 纱 和 布 来 . 
每 一 分 钟 的 停 顿 不 仅 是 动 力 的 损 失 ，而 11是 产 品 的 损 失 。 因 此 . 从 金 钱 出 发 关  
心 产 品 数 S 的 监 _1:督 促 T.人 使 机 器 转 动 . 而 这 对 于 按 制 品 重 量 或 件 数 汁 酬 的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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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体 生 产 资 料 的 节 约 只 是 在 工 厂 制 度 的 温 室 中 才 得 到 促 进 并 成 熟  
起 来 的 。这 种 节 约 在 资 本 手 中 却 同 时 变 成 了 对 工 人 在 劳 动 时 的 生  
活 条 件 系 统 的 掠 夺 ，也 就 足 对 空 间 、空 气 、阳 光 以 及 对 保 护 工 人 在  
生 产 过 程 中 人 身 安 全 和 健 康 的 保 护 措 施 的 掠 夺 ，至 于 工 人 的 福 利  
设 施 就 根 本 谈 不 上 r 。(2nö)傅 立 叶 称 工 厂 为 温 和 的 监 狱 2S6难 道 不  
对  * 200 201

人来 说 也足 -同 样 s 要 的 。所 以 .虽 然 大 多 数 工 厂 形 式 匕 禁 止 在 机 器 转 动 时 擦 洗  
机 器 .但 这 种 做 法 仍 普 遍 存 在 。 单 是 这 个 原 因 ，最 近 fi个 月 就 造 成 f  906起 灾  
谁 性 事 故 。虽 然 机 器 天 天 都 擦 洗 .但 是 每 星 期 几 ，特 别 是 每 星 期 六 .被 专 门 规 定  
来 做 这 件 事 •而 这 也 多 半 是 在 机 器 运 转 的 时 候 进 行 … … 干 这 个 活 是 没 有 报 酬  
的 . 因 此 工 人 总 想 尽 快 地 把 它 做 完 。 所 以 ，星 期 五 发 生 的 事 故 比 前 4 天 的 平 均  
数 大 约 超 过 12%,星 期 六 则 比 前 5 天 的 平 均 数 多 25%;但 是 .星 期 六 的 工 作 日  
只 有 7 4 小 时 •如 果 把 这 一 点 也 计 算 在 内 ，那 么 ，星 期 六 的 超 过 数 字 就 在 50% 以 
上 。”(《：£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66年 10月 3 1 日M867年 伦 敦 版 第 9、15、16、17页 ）

( 2 0 0 )  在 第 三 册 2(17第 一 篇 里 ,我 将 叙 述 英 国 工 厂 主 对 工 厂 法 中 有 关 保 护  
工 人 不 受 机 器 损 害 的 条 款 所 发 动 的 进 攻 。 在 这 里 ，只 要 引 用 工 厂 视 察 员 伦 纳  
德 • 霍 纳 的 正 式 报 告 中 的 一 段 话 就 够 了  ：“我 听 过 工 厂 主 们 抱 着 令 人 不 能 容 忍  
的 轻 率 态 度 谈 论 某 些 事 故 ，例 如 ，认 为 损 失 一 个 手 指 不 过 是 区 区 小 事 。 然 而 ，一 
个 工 人 的 生 活 和 前 途 都 耍 靠 他 的 手 指 ，这 种 损 失 对 他 说 来 有 致 命 的 后 果 。 当 听  
到 这 种 胡 说 八 道 的 时 候 ，我 立 刻 提 出 下 面 这 个 问 题 : ‘假 定 你 们 需 要 补 充 一 个 工  
人 . 但 来 r 两 个 ，他 们 在 其 他 各 方 面 都 同 样 能 干 ，只 是 其 中 一 个 没 有 大 拇 指 或 食  
指 ，那 么 你 们 挑 选 哪 一 个 呢 ？’ 他 们 会 毫 不 迟 疑 地 说 . 要 那 个 十 指 俱 全 的  
人 …… 这 些 工 广 主 先 生 们 对 他 们 所 说 的 伪 善 立 法 抱 有 错 误 的 偏 见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55年 10月 3 1 曰》)这 些 先 生 都 是 狡 猾 的 同 谋 犯 • 他 们 对 美 国 奴  
隶 主 的 叛 乱 热 烈 地 欢 呼 并 不 是 没 有 目 的 的 ！

( 2 0 1 )  在 最 早 受 工 厂 法 约 束 的 工 厂 里 ，过 去 的 某 些 弊 端 已 经 消 除 。 机 器  
体 系 的 进 一 步 改 进 ，到 一 定 时 候 就 要 求 改 进 厂 房 的 结 构 ，这 对 工 人 是 有 利 的 。 
( 参 看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63年 10月 3 1 日》第 10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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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劳 动 者 和 机 器 之 间 的 斗 争

资 本 家 和 雇 佣 工 人 之 间 的 斗 争 是 同 工 业 资 本 的 起 源 本 身 一 起 开  
始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这 场 斗 争 一 直 如 火 如 荼 地 进 行 着 。 但 
只 是 在 采 用 机 器 后 ，劳 动 者 才 开 始 反 对 劳 动 资 料 。劳 动 者 奋 起 反 对  
被 他 看 做 资 本 的 技 术 化 身 的 这 种 特 殊 形 式 的 工 具 。

1 7世 纪 ，反 对 所 谓 ßandmüh丨e 或 Mühlenstuh丨 即 一种 织 带 子和 

花 边 的 机 器 的 工 人 暴 动 几 乎 席 卷 了 整 个 欧 洲 。这 种 机 器 是 在 德 国 发  
明 的 。意 大 利 神 父 朗 切 洛 蒂 在 一 本 写 于 1579年 并 于 1636年在威尼 
斯 出 版 的 书 中 说 道 :“大 约 5 0年 以 前 ，但 泽 人 安 东 • 弥 勒 在 该 城 市 看  
到 一 台 非 常 精 巧 的 机 器 ，它 能 同 时 织 4一 6 条 花 边 ;但 由 于 市 议 会 害  
怕 这 项 发 明 会 使 大 批 工 人 沦 为 乞 丐 ，因 而 压 制 了 这 项 发 明 ，并 让 人 将  
发 明 人 勒 死 或 溺 死 。 ”287

1629年 ，在 莱 顿 第 一 次 采 用 了 这 种 机 器 。花 边 工 人 的 暴 动 迫 使  

市 政 局 禁 止 使 用 这 种 机 器 „ 博 克 斯 霍 恩 在 谈 到 这 件 事 时 说 道 :“大约  
20年 前 ，这 个 城 市 有 人 发 明 了 一 种 织 机 ，使 用 这 种 织 机 ，在同 样 时 间

( 2 0 2 ) 参 看 约 翰 • 霍 顿 《农 业 和 手 工 业 的 改 进 》1727年 伦 敦 版 ，《东 印 度 贸  
易 的 利 益 》1720年 版 ，约 翰 • 贝 勒 斯 《关 于 创 办 一 所 手 工 业 和 农 业 的 劳 动 学 院  
的 建 议 》1696年 伦 敦 版 „ “不 幸 的 是 ，业 主 和 工 人 彼 此 处 于 一 种 无 休 止 的 战 争  
状 态 中 。业 主 的 一 贾 目 的 是 要 使 自 己 的 活 尽 可 能 廉 价 地 得 到 完 成 :他 们 不 惜 使  
用 各 种 诡 计 来 达 到 这 一 目 的 ；而 工 人 同 样 也 总 想 利 用 一 切 机 会 要 求 更 高 的 工  
资 ”《论 当 前 粮 价 昂 贵 的 原 因 》]7(57年 伦 敦 版 „ 纳 撒 尼 尔 • 福 斯 特 牧 师 是 这 部  
对 工 人 表 示 同 情 的 匿 名 著 作 的 作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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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一 个 人 能 够 比 较 轻 松 地 织 出 比 过 去 几 个 人 所 织 的 还 要 多 的 东 西 。 
因 此 引 起 了 织 工 的 骚 动 和 控 告 ，直 到 市 政 局 禁 止 使 用 这 种 织  
机 。”(2Q3)荷 兰 国 会 在 1632J639等 年 份 对 这 种 机 器 曾 颁 布 过 几 道 程  

度 不 同 的 禁 令 ，最 后 ，1661年 12月 5 日 法 令 才 准 许 在 一 定 条 件 下 使  
用 这 种 机 器 。

1676年 织 边 机 在 科 隆 被 禁 止 使 用 ，同 一 时 候 它 输 人 英 国 ，也引 
起 了 织 工 的 骚 动 。 1685年 2 月 1 9 日，德 皇 颁 布 敕 令 ,禁 止 在 全 德 国  
使 用 这 种 机 器 。在 汉 堡 ，根 据 市 政 局 的 命 令 ，它 被 当 众 焚 毁 。 ] 719 

年 2 月 ，查 理 六 世 重 申 1685年 的 敕 令 ，而 在 萨 克 森 选 帝 侯 国 ，到 
1765年 才 准 许 公 开 使 用 它 。

这 种 轰 动 欧 洲 的 机 器 ，实 际 上 是 纺 纱 机 和 织 布 机 的 先 驱 ，因而也 
是 18世 纪 工 业 革 命 的 序 曲 。一 个 毫 无 织 布 经 验 的 少 年 ，只要来 回推 

动 这 种 机 器 的 摇 杆 ，就 能 使 整 个 机 器 及 其 全 部 织 梭 运 动 ;改 良 后 的 这  
种 机 器 能 同 时 生 产 40—50•条 花 边 。

17世 纪 3 0年 代 末 ，一个 荷 兰 人 在 伦 敦 附 近 开 办 的 一 家 风 力 锯  
木 场 被 民 众 捣 毁 。 ]8 世 纪 初 在 英 国 ，水 力 锯 木 场 好 不 容 易 才 战 胜 了  
议 会 支 持 的 民 众 反 抗 。 1758年 ，埃 弗 里 特 制 成 了 第 一 台 水 力 剪 毛  
机 ，但 是 它 被 10万 名 由 它 所 造 成 的 失 业 者 焚 毁 了 。5 万 名 一 向 以 梳  

毛 为 生 的 工 人 向 议 会 请 愿 ，反 对 阿 克 莱 发 明 的 梳 毛 机 和 梳 棉 机 288。 
19世 纪 最 初 15年 ，É 国 工 场 手 工 业 区 发 生 的 对 机 器 的 大 规 模 破 坏 ， 
即 所 谓 鲁 德 运 动 289, 为 西 德 茅 斯 、卡 斯 尔 雷 等 反 雅 各 宾 派 政 府 采 取  

最 反 动 的 暴 力 行 动 29<)提 供 了 借 口 。
工 人 要 学 会 把 机 器 和 机 器 的 资 本 主 义 应 用 区 别 开 来 ，从 而 不 是

C2(W)博 克 斯 霍 恩 《政 治 原 理 》1663年 版 。



第 十 五 章 机 器 和 大 工 业 449

攻 击 物 质 生 产 资 料 而 是 攻 击 物 质 生 产 资 料 的 社 会 使 用 方 式 ，是 需要 
时 间 和 经 验 的 。 (204)

工 场 手 工 业 工 人 是 为 了 提 高 工 资 ，而 不 是 为 了 破 坏 工 场 手 工 业  
而 进 行 斗 争 。阻 碍 建 立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是 行 会 师 傅 和 享 有 特 权 的 城  
市 ，而 不 是 雇 佣 工 人 。 ，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的 著 作 家 认 为 .分 工 是 补 充 工 人 不 足 的 潜 在 手  
段 ，而 不 是 排 挤 在 业 工 人 的 手 段 。这 个 区 别 是 $ 言 自 明 的 。例 如 ，我 
们 说 ，现 在 英 国 5 万 人 用 机 器 纺 掉 的 棉 花 ，如 果 用 旧 式 纺 车 来 纺 需 要  
2 亿 人 ，这 当 然 不 是 说 纺 纱 机 排 挤 了 这 从 来 没 有 存 在 过 的 2 亿 人的  
位 置 。这 只 是 说 ，要 代 替 纺 纱 机 .需 要 大 量 增 加 工 人 人 口 。反 过 来 ， 
我 们 说 .在 英 国 蒸 汽 织 机 把 8 0万 织 工 抛 向 街 头 .那 么 ，这 并 不 是 说 现  

有 机 器 要 由 大 鼠 工 人 的 手 工 劳 动 来 代 替 .而 是 说 大 批 过 去 被 雇 用 的  
工 人 现 在 事 实 上 已 经 被 机 器 代 替 或 排 挤 。

我 们 已 经 看 到 ，在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手 工 业 仍 然 是 工 业 的 基 础 。 
中丨 It纪 遗 留 下 来 的 城 市 人 的 人 数 不 能 满 足 新 的 殖 民 地 市 场 的  

耑 要 .新 生 的 大 部 分 工 场 手 工 业 充 满 了 那 些 在 封 违 制 度 没 落 的 过 程  
中 被 剥 夺 并 被 赶 出 土 地 的 农 民 。 因 此 ，当 时 特 别 引 人 注 目 的 是 工 场  
内 的 I■办 作 和 分 丄 的 积 极 方 而 .即 工 场 的 提 高 在 业 工 人 的 生 产 效 率 的  
性 质 。雜

C2(M> /h:IH式 的 工 场 i:业 中 .工 人 有 吋 还 对 机 器 采 取 粗 暴 的 反 抗 形 式 ， 
例 如 •] 8 (« 年 在 设 菲 尔 德 袢 刀 T 人 屮 间 就 发 生 过 这 种 事 情 。

( 2 Q 5 ) 詹 姆 斯 • 斯 阁 亚 特 爵 士 也 完 全 从 这 个 意 义 来 理 解 机 器 的 作 用 。 
"因 此 .我 把 机 器 石 做 ( 潜 在 地 )增 加 不 需 要 供 养 的 劳 动 者 人 数 的 手 段 … … 机 
器 的 作 )丨]和 那 种 新 居 民 的 作 用 冇 什 么 区 別 呢 ？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研 究 》法 译 本  
第 1 卷 第 1 分 册 第 19章 )爾 第 无 真 得 多 ，他 说 ，机 器 代 薺 r “一 夫 多 妻 制 ”，这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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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 无 疑 问 ，早 在 大 工 业 时 期 以 前 很 久 .在 农 业 中 实 行 的 协 作 和 劳  

动 资 料 的 集 中 ，使 农 村 居 民 的 生 产 方 式 ，从 而 使 他 们 的 生 活 条 件 和 就  
业 手 段 发 生 了 巨 大 的 、突 然 的 和 强 烈 的 变 化 。但 是 ，这 种 变 化所引起 
的 斗 争 最 初 主 要 是 在 大 土 地 所 有 者 和 小 土 地 所 有 者 之 间 发 生 的 .而  
不 是 在 资 本 家 和 雇 佣 工 人 之 间 发 生 的 ；另 一 方 面 ，就农 民被 农 业 生 产  
资 料 ( 马 、羊 等 等 )排 挤 来 说 ，那 么 在 这 里 ，正 是 直 接 的 暴 力 行 为 使 经  

济 革 命 成 为 可 能 。农 民 被 赶 出 土 地 ，羊 代 替 了 他 们 。像 在 英 国 发 生  
的 那 种 用 暴 力 大 规 模 掠 夺 土 地 的 现 象 . 才 首 先 为 大 农 业 开 辟 r 活动  
场 所 。因 此 ，农 业 的 这 个 变 革 从 一 开 始 与 其 说 具 有 经 济 革 命 的 外 观 ， 
不 如 说 更 具 有 政 治 革 命 的 外 观 。

相 反 ，劳 动 资 料 一 作 为 机 器 出 现 .就 立 刻 成 了 劳 动 者 的 竞 争  

者 。(2()6>从 此 ，资 本 的 收 益 .就 同 生 存 条 件 被 机 器 破 坏 的 工 人 的 人 数  

成 正 比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整 个 体 系 ，是 建 立 在 劳 动 者 把 自 己 的 劳 动  
力 当 做 商 品 出 卖 的 基 础 上 的 。分 工 使 这 种 劳 动 力 成 为 操 纵 局 部 工 具  

的 片 面 的 技 能 。因 此 ，一 旦 工 具 由 机 器 来 操 纵 ,劳 动 力 的 交 换 价 值 就  
随 同 它 的 使 用 价 值 一 起 消 失 。工 人 就像 停 止 流 通 的 纸 币 一 样 卖 不 出  
去 „ 工 人 阶 级 的 一 部 分 就 这 样 被 机 器 转 化 为 过 剩 的 人 口  .也 就 是 对  * 206

观 点 至 多 只 适 用 于 美 国 的 某 些 地 方 。 另 -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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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真 正 有 用 的 。 因 此 ，机 器 总 是 在 人 口 最 稠 密 ，失 业 人 数 最 多 的 地 方 使 用 最 多 。 
使 用 机 器 不 是 由 于 缺 少 工 人 ，而 是 为 了 便 于 吸 引 大 量 工 人 参 加 劳 动 ”( 皮 尔 两 • 
莱 文 斯 顿 《论 公 债 制 度 及 其 影 响 》1824年 伦 敦 版 第 4 5 页 )„

(206) “机 器 同 劳 动 处 于 不 断 的 竞 争 中 。”(李 嘉 图 《政 治 经 济 学 和 赋 税 原  
理 》】821年 伦 敦 第 3 版 第 47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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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本 主 义 剥 削 的 暂 时 需 要 来 说 成 了 无 用 的 人 口 ，他 们 或 者 在 机 器 生  
产 反 对 旧 的 手 工 业 和 工 场 手 工 业 生 产 的 力 量 悬 殊 的 斗 争 中 毁 灭 ，或 
者 大 量 涌 向 所 有 比 较 容 易 进 去 的 行 业 ，从 而 使 那 里 的 劳 动 力 的 价 格  
降 低 。

为 了 安 慰 陷 于 贫 困 的 工 人 . 人 们 向 他 们 保 证 .他 们 的 痛 苦 只 是  
“短 暂 的 不 便 ”(“a tem丨)orary inconvenience”）；机 器 只 是 逐 渐 地 占 据  

一 个 生 产 领 域 ，因 此 它 的 破 坏 作 用 的 范 围 和 强 度 会 缩 减 。但 是 ，这 两  
个 小 小 的 安 慰 却 互 相 抵 消 了 。 在 机 器 的 征 服 过 程 缓 慢 的 地 方 ，机器 
给 被 迫 同 它 竞 争 的 工 人 阶 层 造 成 慢 性 的 贫 困 。在 征 服 过 程 迅 速 完 成  
的 地 方 . 贫 闲 急 剧 加 深 并 造 成 严 重 的 破 坏 。

历 史 上 再 没 有 比 英 国 手 工 织 布 工 人 缓 慢 的 毁 灭 过 程 更 可 悲 的 景  
象 了 ，这 个 过 程 拖 延 了 四 十 年 之 久 ，直 到 1838年 才 结 束 。在 这 些 不  
幸 的 人 中 ，许 多 人 饿 死 了 ，许 多 人 长 期 地 每 天 靠 2 5生 丁 维 持 一 家 人  
的 生 活 。 与 此 相 反 ，在 印 度 .从 英 国 进 口 的 用 机 器 生 产 的 白 布 导  
致 f 痉 挛 性 危 机 的 发 生 。东 印 度 总 督 在 他 的 1834—1835年 度 报 告  207

(207) 1834年 济 贫 法 291实 行 以 前 .英 国 乎 T.织 布 业 和 机 器 织 布 业 间 的 竞
争 之 所 以 拖 延 下 去 .是 因 为 远 远 低 于 最 低 限 额 的 工 资 得 到 了 教 会 救 济 金 的 补  
充 。“1827年 ,牧 师 特 纳 先 生 是 柴 郡 威 尔 姆 斯 托 工 业 区 的 教 区 长 。 移 民 委 员 会  
提 f 11的 问 题 和 特 纳 先 生 的 间 答 表 明 ，手 1:劳 动 N机 器 的 竞 争 是 如 何 维 持 下 来  
的 。 问 ：‘动 力 织 机 的 使 用 排 挤 f 手 工 织 机 的 使 用 吗 ？’答 ：•毫 无 疑 问 是 这 样 ;如  
果 乎 n织 布 I：人 不 能 屈 从 于 工 资 的 降 低 .那 就 会 比 现 在 受 到 更 大 的 排 挤 。’问 ： 
‘何 足 .他 们 Æ屈 从 后 所 得 的 工 资 是 不 足 维 持 生 活 的 ，他 们 是 否 要 求 得 到 教 会 津  
贴 来 弥 补 十 .活 费 用 的 不 足 呢 ？ ’答 ：‘是 的 ，手 工 织 机 和 动 力 织 机 的 竞 争 .事 实 上  
是 靠 济 贫 费 维 持 的 / 可 见 •令 人 受 辱 的 赤 贫 或 叫 国 外 移 民 ，这 就 是 采 用 机 器 给  
劳 动 者 带 来 的 好 处 „ 他 们 从 受 人 尊 敬 的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独 立 的 尹 工 业 者 被 降 低  
为 靠 低 三 H四 地 哀 求 别 人 施 舍 面 包 过 活 的 穷 人 . 这 就 是 人 们 所 说 的 短 暂 的 不  
便 ”(《一 篇 比 较 竞 争 和 合 作 的 利 弊 的 得 奖 论 文 》1834年 伦 敦 版 第 2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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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说 ：

“这 种 灾 难 保 商 业 史 Jr.儿 乎 是 绝 尤 仅 有 的 织 布 工 人 的 尸 骨 把 印 度 的 平 原  
漂 白 了 ，”

诚 然 . 一  _K把 这 些 织 工 送 人 天 国 (2()吣 织 机 带 给 他 们 的 3 然就只 
是 “短 暂 的 不 便 ” 此 外 . 由 于 机 器 不 断 占 领 新 的 生 产 领 域 ，机器的
短 暂 的 影 响 üi就 成 为 长 期 的 r  »

可 见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使 劳 动 条 件 和 劳 动 产 品 具 有 的 与 工 人 相 独  
立 的 性 质 ，随 着 机 器 的 发 胰 而 发 展 成 为 完 全 的 对 立 。 (2œ) >因此•随 着 
机 器 的 出 现 •才 第 一 次 发 生 工 人 对 劳 动 资 料 的 粗 暴 的 反 抗 。

劳 动 资 料 扼 杀 劳 动 者 。 q 然 . 这 种 直 接 的 对 立 ，在 新采川的机器 
同 传 统 的 手 工 业 操 作 或 工 场 手 工 业 操 作 发 生 冲 突 时 ，表 现 得 M明 显 。 
但 在 大 工 业 本 身 内 .机 器 的 不 断 改 良 和 自 动 体 系 的 发 展 也 发 生 类 似  
的 作 用 。

“改 良 机 器 的 一 贯 目 的 ，是 减 少 体 力 劳 动 ，或 荇 说 . 是 通 过 以 铁 的 装 f i  R 替 
人 的 装 置 的 方 法 使 1： r 的 生 产 链 条 增 加 某 个 环 节 „ 21() > “把 蒸 汽 和 水 力 应 用  
到 以 前 用 手 推 动 的 机 器 上 ，是 每 大 都 发 生 的 事 情 …… 为 r  F 省 动 力 .改 进 制

( 2 0 8 ) 把 菜 人 送 人 天 国  to  la u n c h  s o m lw d y  in to  c l c m i t y  这 适 英 国
报 刊 报 道 刽 子 手 的 英 % 业 绩 时 所 使 用 的 一 种 委 婉 的 说 法

(2üÿ )  “使 国 家 的 收 入 （即 地 主 和 资 本 家 的 收 入 ，如 卞 癌 [¥|在 M  .个 地力 
所 说 明 的 。在经 济 学 家 看 来 . 他 们 的 财 富 就 是 国 家 的 财 富 ) 增 加 的 ® 因•同时 吋  
以 使 人 口 过 剩 和 使 劳 动 者 状 况 恶 化 。” ( 李 嘉 图 《政 治 经 济 学 和 赋 税 原 观 》 1821 

年 伦 敦 第 ；? 版 第 469页 r 一 切 机 械 改 f ô 的 一 贯 目 的 和 趋 势 . 实 际 上 就 是 完 仝 摆  
脱 人 的 劳 动 . 或 # 足 以 .妇 女 和 儿 童 的 劳 动 代 替 成 年 男 工 的 劳 动 .以 祖 丨 :和 非 熟  
练 工 代 替 熟 练 工 . 从 而 降 低 劳 动 的 价 格 ”( 尤 尔 《工 厂 哲 学 》1 8 3 6 年 巴 黎 版 第 1 

卷 笫 [34、]3 5 贞 ）
(210) 《.1：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58年 10月 3 1 日》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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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增 加 同 样 时 间 内 的 产 t t . 或 排 挤 掉 一 个 童 工 、一 个 女 工 或 一 个 男 工 ，不 断 实  
行 一 些 小 的 改 良 ，这 种 改 良 虽 然 看 起 来 没 有 多 大 意 义 ，但 会 产 生 重 要 的 结  
果 。” (2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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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地 自 动 操 作 、甚 至 儿 童 都 能 看 管 的 特 殊 机 械 来 进 行 在 肉 动 体 系  
F ，布 才 能 的 手 1 : 业 者 越 来 越 受 到 单 纯 的 机 器 看 管 者 的 排 挤 。 ” (213> “改 良 机 器  
为 取 得 一 圮 成 果 不 仅 不 需 要 雇 用 那 么 多 成 年 工 人 ，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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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荇 男 工 „ 所 有 这  
些 变 化 都 引 起 工 资 率 的 经 常 波 动 “机 器 不 断 地 把 成 年 人 抛 出rr„-c215>

机 器 体 系 在 缩 短 工 作 日 的 压 力 下 的 飞 速 发 展 向 我 们 表 明 ，由于 
实 际 经 验 的 积 累 •由 于 机 械 手 段 的 现 有 规 模 以 及 技 术 的 不 断 进 步 ，机 
器 体 系 具 有 极 大 的 弹 性 。在 I860年 ,英 国 棉 纺 织 工 业 的 这 个 全 盛  
年 ，谁 能 料 到 在 美 国 南 北 战 争 7的 刺 激 下 ，机 器 的 改 良 和 手 工 劳 动 的  
相 应 被 排 挤 竟 会 使 这 种 工 业 发 生 变 革 呢 ？ 在 这 里 ，只 要 从 英 国 工 厂  
视 察 员 关 于 这 一 问 题 的 官 方 材 料 中 引 用 几 个 例 子 就 够 r 。曼彻 斯特 * 212 213 * *

( 如 .)_ «工厂 视 察员 报 告。1856年 10月 31曰丨》第 15页 。
( 2 1 2 )  尤 尔 《r 厂 竹 学 》1 8 3 (5年 巴 黎 版 第 〗卷 第 2 9 页 „ •‘烧 砖 业 所 采 用 的  

机器的丨 （大 好 处 在 于 : 它 使 雇 主 " ] '以 完 仝 不 依 赖 熟 练 工 人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 第 5 号 輝 告 》I S 6 6 年 伦 敦 版 第 1 3 0 页 第 《 号 ) 大 北 铁 路 公 司 机 务 处 主 任  

阿 • 斯 特 罗 Æ 先 牛 就 制 造 机 器 （火 牟 头 等 〉问 题 对 皂 家 调 查 委 员 会 说 : “对 昂 贵  
的 「. 人 的 需 要 一 天 比 一 天 减 少 了 。 在 英 国 . 采 用 改 良 工 具 使 :L 场 的 生 产 率 提  

高 . 时 这 邱 身 却 是 由 低 级 的 工 人 制 造 的 。” 以 前 .“必 须 用 熟 练 劳 动 来 生 产  
机 器 的 所 有 部 件 ，现 在 生 产 这 些 部 件 是 用 不 太 熟 练 的 劳 动 ，但 借 助 优 良 的 n  

具 … … 我 所 说 的 1 : 具 是 指 制 造 机 器 时 所 使 用 的 机 器 ( 《皇 家 铁 道 委 员 会 。 证  
词 》1 8 6 7 年 伦 敦 版 第 [ 1 7 8 6 2 和 ] 1 7 8 6 3 号 ）

( 2 1 3 )  尤尔 《r .厂 哲 学 年 巴 黎 版 第 1 卷 第 3 0 页 ^
( 2 M ) 同 上 ，第 2 卷 第 6_7页 。
(21Ü) M 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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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 个 工 厂 主 说 ：

“我 们 过 去 用 7 5 台 梳 棉 机 ，现 在 只 用 1 2 台 ，产 量 和 过 去 一 样 . 质 量 也 和 过  
去 一 样 ，甚 至 更 好 … … 工 资 每 星 期 节 省 10镑 ，飞 花 减 少 10%。 ”

在 曼 彻 斯 特 的 一 家 纺 纱 厂 内 ，由 于 加 速 运 转 和 采 用 各 种 自 动 过  

程 ，工 人 人 数 在 一 个 车 间 削 减 了  在 另 一 个 车 间 削 减 了  j 以 上 。 另  

一 家 纺 纱 厂 主 估 计 他 削 减 了  10 % 的 “人 手 ”。

曼 彻 斯 特 的 吉 尔 摩 公 司 纺 纱 厂 主 们 说 ：

“我 们 估 计 ，由 于 采 用 新 机 器 ，在 我 们 的 清 棉 间 整 整 节 省 了  j 的 人 手 和 工  
资 …… 在 前 二 道 工 序 中 节 省 了 将 近 j 的 工 资 和 其 他 费 用 ;在 纺 纱 车 间 节 省 了  
将 近 + 的 费 用 。 不 仅 如 此 ，我 们 现 在 ¥ 给 织 布 业 主 的 纱 的 质 量 ，由 于 采 用 新 机  
器 而 矢 大 改 进 了 ，因 此 织 出 的 布 比 用 旧 机 器 纺 的 纱 所 织 出 的 布 又 多  
又 好 。”(216)

关 于 这 一 点 ，工 厂 视 察 员 亚 •雷德格 雷 夫 说 道 ：

“在 生 产 增 加 的 同 时 ，工 人 迅 速 减 少 ;不 久 以 前 ，毛 纺 织 工 厂 又 开 始 裁 减 人  
手 ，而 且 还 在 不 断 裁 减 ;前 几 天 ，一 位 住 在 罗 奇 代 尔 附 近 的 教 员 对 我 说 ,女 子 学  
校 中 人 数 大 大 减 少 ，不 仅 是 由 于 危 机 压 力 ，而 且 是 由 于 毛 纺 织 工 厂 机 器 的 改 良 ， 
改 良 后 平 均 裁 减 了  7 0 个 半 日 工 。”(217) 216 217

( 2 1 6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63年 10月 3 1 日》第 108页 及 以 下 几 页 。
( 2 1 7 )  同 上 ，第 109页 。棉 业 危 机 时 期 机 器 的 迅 速 改 良 ，使 英 国 工 厂 主 能  

在 美 国 南 北 战 争 结 束 后 立 即 又 使 商 品 充 斥 世 界 市 场 。 到 1866年 下 半 年 ，布 匹  
几 乎 就 卖 不 出 去 了 。 于 是 ，商 品 开 始 运 往 印 度 和 中 国 委 托 销 售 , 这 使 商 品 充 斥  
更 加 严 重 。 1867年 初 ，工 厂 主 采 取 了 他 们 惯 用 的 手 段 ，即 降 低 工 资 。工 人 起 来  
反 抗 ，并 且 宣 称 ，唯 一 的 出 路 是 缩 短 劳 动 时 间 ，每 周 工 作 四 天 ( 这 在 理 论 上 是 完  
全 正 确 的 h 在 犹 豫 了 一 个 时 期 以 后 ，工 业 首 领 们 不 得 不 接 受 这 些 条 件 。有 些  
地 方 工 资 降 低 5%,有 些 地 方 没 有 降 低 。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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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表 293说 明 美 国 南 北 战 争 引 起 的 英 国 棉 纺 织 工 业 的 机 械 改 良

的 总 结 果 。
1856、1861、1868年 联 合 王 国 棉 纺 织 厂 统 计 表

工 厂 数
f

1856 年 1861 年 1868 年
英 格 兰 和 威 尔 士 2 046 2 715 2 405
苏 格 兰 152 163 131
爱 尔 兰 12 9 13
联 合 王 国 2 210 2 887 2 549

蒸 汽 织 机 台 数

英 格 兰 和 威 尔 士 275 590 368 125 344 719
苏 格 兰 21 624 30 110 31 864
爱 尔 兰 1 633 1 757 2 746

联 合 王 国 298 847 399 992 379 329

纱 锭 数

英 格 兰 和 威 尔 士 25 818 576 28 352 125 30 478 228
苏 格 兰 2 041 129 1 915 398 1 397 546
爱 尔 兰 150 512 119 944 124 240

联 合 王 国 28 010 217 30 387 467 32 000 014

在 业 人 数

英 格 兰 和 威 尔 士 341 170 407 598 357 052
苏 格 兰 34 698 41 237 39 809
爱 尔 兰 3 345 2 734 4 203
联 合 王 国 379 213 451 569 401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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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见 ，从 1861年 至 1868年 减 少 了  338家 棉 纺 织 厂 ，这 就 是 说 ， 

生 产 效 率 较 高 、规 模 较 大 的 机 器 集 中 在 人 数 较 少 的 资 本 家 手 中 。机 
械 织 机 减 少了  20 663台 ;但 与 此 同 时 它 们 的 产 品 增 加 了 ，可 见 .-台  

改 良 的 织 机 现 在 提 供 的 产 品 比 一 台 旧 式 蒸 汽 织 机 要 多 。最 后 ，纱 锭  
增加了  1 612 547个 ，而 在 业 工 人 却 减 少 了  50 505人 。 因 此 ，棉业 危  

机 压 在 工 人 身 上 的 “暂 时 的 ”贫 困 ，由 于 机 器 体 系 迅 速 不 断 的 进 步 而  
加 剧 和 持 久 了 。

但 是 ，机 器 不 仅 是 一 个 极 强 大 的 竞 争 者 ，随 时 可以 使 雇 佣 工 人过  
剩 ，它 还 被 资 本 公 开 地 宣 布 为 一 种 和 雇 佣 工 人 敌 对 的 力 量 并 加 以 利  
用 。机 器 成 了 镇 压 罢 工 即 劳 动 反 抗 资 本 专 制 的 这 些 周 期 性 暴 动 的 最  
强 有 力 的 武 器 。(218)用 加 斯 克 尔 的 话 来 说 ，蒸 汽 机 一 开 始 就 是 “人 
力 ”的 对 头 294, 它 使 资 本 家 能 够 粉 碎 工 人 日 益 高 涨 的 、可 能 使 刚 刚 开  
始 的 工 厂 制 度 陷 入 危 机 的 那 些 要 求 。(219)可 以 写 出 整 整 一 部 历 史 ， 
说 明 1830年 以 来 的 许 多 发 明 ，都 是 为 了 保 护 资 本 对 付 工 人 暴 动 而出  

现 的 。
蒸 汽 锤 的 发 明 者 内 史 密 斯 ，在 他 向 工 联 调 查 委 员 会 所 作 的 证 词  

中 ，谈 到 他 由 于 1851年 机 器 制 造 工 人 的 长 期 大 罢 工 而 采 用 的 机 器 改  

良 时 说 ：

“我 们 现 代 机 械 改 良 的 特 征 ，是 采 用 自 动 工 具 机 。 一 个 机 械 工 人 现 在 所 要  
做 的 ，并 不 是 自 己 的 劳 动 . 而 是 看 管 机 器 的 出 色 劳 动 ，这 种 活 每 一 个 男 孩 都 能

(218) “在 燧 石 玻 璃 和 瓶 玻 璃 业 中 ，业 主 和 工 人 之 间 的 关 系 ，等 于 一 种 慢 性  
的 罢 工 。”因 此 ，主 要 操 作 靠 机 器 完 成 的 压 制 玻 璃 工 场 手 工 业 就 迅 速 发 展 起 来 。纽  
卡 斯 尔 的 一 家 公 司 ，以 前 每 年 生 产 350 000磅 吹 制 燧 石 玻 璃 ，现 在 生 产 3 .000 500 
磅 压 制 玻 璃 。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第 4 号 报 告 》1865年 版 第 262、263页 ）

( 2 1 9 )  加 斯 克 尔 《英 国 的 工 业 人 口 》]833年 伦 敦 版 第 34、35 页 。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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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完 全 依 仗 自 己 技 能 的 那 类 工 人 ，现 在 全 部 被 排 除 了 。从 前 我 用 四 个 男 孩 配  
一 个 机 械 工 人 。 由 于 这 些 新 的 机 械 结 合 ，我 把 成 年 男 工 从 1 500人 减 到 人 。 
结 果 .我 的 利 润 大 大 增 加 。 ”296 <

尤 尔 在 谈 到 印 花 业 中 的 一 种 印 花 机 时 说 道 ：

“资 本 家 终 于 求 助 于 科 学 来 摆 脱 这 种 难 以 忍 受 的 奴 也 〈也 就 是 使 他 们 感 到  
负 担 的 劳 动 契 约 的 条 件 >,他 们 很 快 地 恢 复 了 自 己 的 合 法 权 利 —— 头 脑 支 配 身  
体 其 他 部 分 的 权 利 。现 在 . 各 大 工 场 都 有 四 色 和 五 色 的 印 花 机 .使 白 布 的 印 花  
工 艺 变 得 既 简 便 又 可 靠 。 ”

他 在 谈 到 由 于 一 次 罢 工 而 直 接 引 起 的 浆 纱 方 面 的 一 项 发 明 时  
说 道 ：

“一 帮 不 满 分 子 自 以 为 在 旧 的 分 工 线 iv构 筑 了 无 法 攻 破 的 工 事 ，却 发 现 现  
代 机 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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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他 在 谈 到 走 锭 纺 纱 机 这 个 标 志 着 机 器 体 系 的 一 个 新 时 代 的 发 明  
时 说 道 ：

“这 个 被 L人 们 正 确 地 称 之 为 铁 人 的 创 造 物 的 使 命 是 恢 复 工 业 阶 级 中 间 的  
秩 序 。这 个 海 格 立 斯 式 的 纺 纱 人 诞 生 的 消 息 在 反 抗 的 人 群 中 引 起 了 恐 慌 .他 还  
没 有 走 出 摇 篮 就 把 暴 乱 的 许 德 拉 扼 杀 了 … … 这 一 发 明 证 实 了 我 们 已 经 阐 述 的  
理 论 :一 旦 资 本 迫 使 科 学 为 自 己 服 务 . 劳 动 的 反 叛 之 手 就 总 是 会 就 范 的 。”d >

尤 尔 的 著 作 虽 然 是 在 37年 以 前 ，也 就 是 说 在 工 厂 制 度 还 不 很 发  

达 的 年 代 出 版 的 ，但 这 部 著 作 由 于 它 包 含 的 直 率 的 昔 尼 克 主 义 298并

< 2 2 0 ) 费 尔 贝 恩 先 生 由 于 自 己 的 机 器 制 造 厂 发 生 罢 工 ，在 机 器 制 造 上 发  
明 了 某 Ä 极 重 耍 的 应 用 机 器 的 方 法 =297

( 2 2 1 ) 尤 尔 《工 厂 哲 学 》1836年 巴 黎 版 第 2 卷 第 W l、142、140页 ，



458 第 四 篇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的 生 产

天 真 地 道 出 了 资 本 先 生 们 头 脑 中 的 荒 谬 的 矛 盾 ，仍 不 失 为 这 个 制 度  

的 精 神 的 典 型 表 现 。 例 如 . 他 先 阐 述 了 前 面 所 引 用 的 学 说 ，即 资 本 借  

助 于 受 它 供 养 的 科 学 “ 总 是 迫 使 劳 动 的 反 叛 之 手 就 范 ”,然 后 他 又 对  

某 些 好 发 议 论 的 人 的 做 法 表 示 惊 讶 ，他 们

“竟 非 难 机 械 物 理 学 .指责 它 助长 富有的资 本家的野心■充当 压 迫贫 苦阶 级 的工 
具” 。（222)

他 到 处 宣 扬 机 器 的 迅 速 发 展 对 工 人 如 何 有 利 ，然 后 又 用 威 胁 的  
口 吻 警 告 工 人 说 ，他 们 的 反 抗 和 罢 工 等 等 会 加 速 机 器 的 发 展 。 他 说 :

“这 种 反 叛 表 示 了 人 们 最 可 鄙 的 目 光 短 浅 ，因 为 这 种 目 光 短 浅 竟 使 一 个 人  
自己成为 自己的刽 子手

与 此 相 反 ，他 在 前 几 页 曾 说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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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 制 度 的 发  
展 还 要 迅 速 得 多 ，迄 今 为 止 给 有 关 各 方 带 来 的 利 益 还 要 大得 多 。 ”

十 行 以 后 他 又 宣 称 ：

“对 大 不 列 颠 城 市 居 民 来 说 ，值 得 庆 幸 的 是 ，机 械 的 改 良 只 是 逐 渐 实 现 的 ， 
或 者 至 少是 逐 步 达 到 普遍 使 用 的 。 ”

他 还 说 ，指 责 机 器 排 挤 了 成 年 工 人 ,使 对 劳 动 的 需 求 超 过 劳 动 的  

供 给 ，从 而 降 低 了 他 们 的 工 资 ，这 是 不 公 正 的 。 “ 当 然 ，对 儿 童 的 使 用  

增 加 了 ，但 是 成 年 工 人 的 收 人 因 此 也 提 高 了 。” 另 一 方 面 ，这 位 八 面 玲  

珑 的 安 慰 家 又 为 儿 童 的 低 工 资 率 辩 护 ，他 借 口 说 .“这 样 就 可 以 阻 止 父  

母 们 过 早 地 把 他 们 的 孩 子 送 进 工 厂 ”。尤 尔 的 整 个 著 作 是 一 部 维 护 无

( 2 2 2 ) 尤 尔 ，同 上 i第 1 卷 第 1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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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制 的 工 作 日 的 辩 护 书 。 当 立 法 规 定 1 3 岁 的 儿 童 每 天 不 得 劳 动 12 

小 时 以 上 时 ，他 这 颗 自 由 主 义 的 心 就 回 想 起 “ 过 去 的 黑 暗 的 时 代 ”。但 

这 并 不 妨 碍 他 去 诱 劝 工 厂 工 人 感 谢 上 帝 ，为 什 么 要 感 谢 上 帝 呢 ？ 因为  

上 帝 通 过 机 器 使 他 们 “有 了 空 闲 时 间 去 考 虑 自 己 的 不 朽 利 益 ”(223) *。
I

6 . 补 偿 理 论

詹 姆 斯 • 穆 勒 、麦 克 库 洛 赫 、托 伦 斯 、西 尼 耳 、约 翰 • 斯 图 亚 特 • 

穆 勒 等 一 整 批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断 言 ，机 器 在 排 挤 在 业 工 人 的 同 时 ， 

必 然 游 离 出 资 本 ，使 这 些 被 排 挤 的 工 人 在 某 种 其 他 的 工 作 中 重 新 得

到 雇 用 。圓
假 定 在 一 家 壁 纸 工 场 ，(225)它 使 用 的 资 本 是 6 0 0 0 镑 ，其 中 一 半  

用 于 预 付 原 料 （厂 房 等 撇 开 不 谈 ），另 一 半 用 来 支 付 1 0 0 个 工 人 的 工  
资 ，每 人 每 年 3 0 镑 。在 一 定 的 时 候 ，资 本 家 解 雇 了  5 0 个 工 人 而 用 一  

部 价 值 1 5 0 0 镑 的 机 器 来 代 替 他 们 。

通 过 这 种 活 动 是 否 游 离 出 任 何 资 本 呢 ？ 原 来 在 总 额 6 0 0 0 镑  

中 ， 3 0 0 0 镑 是 不 变 资 本 ， 3 0 0 0 镑 是 可 变 资 本 。 现 在 这 个 总 额 中 ， 

4 5 0 0 镑 是 不 变 资 本 （ 3 0 0 0 镑 用 于 原 料 ， 1 5 0 0 镑 用 于 机 器 ） ， 1 500 

镑 是 可 变 资 本 ，用 来 支 付 5 0 个 工 人 的 工 资 。 可 变 资 本 部 分 ，从 总 资

( 2 2 3 ) .尤 尔 ，N 上 ，第  2 卷第  143、5、6、68、67、33 页 。
<2 2 « 李 嘉 图 起 初 也 持 这 种 观 点 ，但 是 后 来 ，由 于 他 特 有 的 科 学 的 公 正 态  

度 和 热 爱 真 理 . 断 然 收 阿 了 这 种 观 点 。见 《政 治 经 济 学 和 赋 税 原 理 》第 3 1章《论
机 器 》。

( 2 2 5 ) 注 意 ，我 是 完 全按 照 上 述 那 些经 济 学 家 的 方 式举 例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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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的 一 半 下 降 到 总 资 本 的 j 。 在 这 里 ，资 本 并 没 有 被 游 离 出 来 .倒 是  
被 束 缚 在 一 种 不 再 同 劳 动 力 相 交 换 的 形 式 中 ，也 就 是 说 《从 可 变 资 本  
转 化 为 不 变 资 本 。 以 后 ，这 6 0 0 0 镑 总 资 本 再 也 不 能 雇 用 5 0 个 以 上  

的 工 人 。机 器 每 改 良 一 次 ，这 笔 资 本 雇 用 的 工 人 也 就 减 少 一 次 。

为 了 使 补 偿 理 论 家 们 满 意 ,我 们 假 定 机 器 的 价 格 低 于 被 削 减 的  
工 资 总 额 ，比 如 说 . 机 器 的 费 用 不 是 1 5 0 0 镑 而 只 是 1 0 0 0 镑 。：

在 我 们 的 新 的 条 件 下 ，以 前 预 付 工 资 的 1 5 0 0 镑 现 在 分 割 如 下 ： 

1 〇〇〇镑 被 束 缚 在 机 器 形 式 上 ，5 0 0 镑 从 壁 纸 工 厂 的 使 用 中 游 离 出  

来 ，可 以 作 为 新 资 本 执 行 职 能 。 假 定 工 资 是 相 同 的 ，在 解 雇 5 0 个 工  

人 的 情 况 下 . 这 5 0 0 镑 资 本 就 是 一 笔 足 以 雇 用 约 1 6 个 工 人 的 基 金 ， 

但 实 际 雇 用 的 大 大 少 于 1 6 个 工 人 ，因 为 这 5 0 0 镑 要 转 化 为 资 本 ，就 

必 须 把 其 中 的 一 部 分 用 在 工 具 、原 料 等 等 上 ，总 之 ，必 须 包 含 不 能 转  

化 为 工 资 的 不 变 要 素 。

再 假 定 制 造 机 器 会 雇 用 人 数 较 多 的 机 械 工 人 ，这 是 不 是 应 该 算  

做 对 被 抛 向 街 头 的 壁 纸 工 人 的 补 偿 呢 ？ 在 任 何 情 况 下 ，制 造 机 器 所  
雇 用 的 工 人 也 比 使 用 机 器 所 排 挤 的 工 人 要 少 。 这 1 5 ()0 镑 对 被 解 雇  

的 壁 纸 工 人 来 说 只 代 表 他 们 的 工 资 ，而 对 机 器 来 说 则 代 表 :制 造 机 器  

所 需 要 的 生 产 资 料 的 价 值 ; 制 造 机 器 的 机 械 工 人 的 工 资 r 落 到 他 们 的  

雇 主 手 里 的 剩 余 价 傳 。其 次 ，机 器 一 经 制 成 ，在 它 报 废 以 前 就 不 需 要  

再 更 新 。 因 此 ，要 使 追 加 机 械 工 人 人 数 持 续 地 被 雇 用 ，壁 纸 工 场 就 必  

须 一 个 接 一 个 地 用 机 器 排 挤 工 人 。

事 实 上 ，那 些 补 偿 论 者 津 津 乐 道 的 并 不 是 这 类 事 情 。他 们 所 关 心  
的 是 被 解 雇 的 工 人 的 生 活 资 料 。 机 器 把 我 们 的 5 0 个 工 人 从 他 们 的  

] 5 0 0 镑 工 资 中 游 离 出 来 ，同 时 也 就 把 1 5 0 0 镑 生 活 资 料 从 他 们 的 消  

费 中 游 离 出 来 。这 是 千 真 万 确 而 又 悲 惨 的 事 实 。 而 那 些 大 腹 便 便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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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生 们 却 把 割 断 工 人 同 生 活 资 料 的 联 系 叫 做 为 工 人 提 供 可 供 支 配 的  
生 活 资 料 ，即 工 人 在 别 的 产 业 部 门 就 业 的 新 的 基 金 。可 见 ，一切事情 
全 看 你 怎 么 说 。真 是 :Nominibus mollire licet mala(22fi)。

按 照 这 个 理 论 ， 1 5 0 0 镑 的 生 活 资 料 ，是 一 笔 靠 5 0 个 被解雇的壁 
纸 工 人 的 劳 动 去 增 殖 的 资 本 。因 此 ，一 旦 这 5 0 '个 人 失 业 ，这 笔 资 本  

也 就 无 事 可 做 ，但 是 在 找 到 新 的 “投 资 场 所 ”即 同 一 些 劳 动 者 可 以 重  
新 在 生 产 上 消 费 它 的 地 方 以 前 ，它 是 不 会 安 闲 的 。可 见 ，资 本和工人 
迟 早 总 要 重 新 会 合 ，而 到 那 时 补 偿 就 实 现 了 。可 见 ，被 机 器 排 挤 的 工  
人 所 受 的 痛 苦 ，正 像 这 个 世 界 上 的 财 富 一 样 ，也 是 暂 时 的 。

执 行 资 本 职 能 并 与 机 器 所 排 挤 的 壁 纸 工 人 相 对 立 的 1 5 0 0 镑 , 

实 际 上 并 不 代 表 这 些 壁 纸 工 人 日 常 消 费 的 生 活 资 料 的 价 格 ，而是代 
表 他 们 在 这 〗5 0 0 镑 转 化 成 机 器 以 前 得 到 的 工 资 。这 个 货 币 额 本 身  

只 是 代 表 他 们 一 年 所 生 产 的 壁 纸 的 一 部 分 ，工 人 们 以 货 币 形 式 而 不  
是 以 实 物 形 式 得 到 这 一 部 分 作 为 工 资 。他 们 用 这 笔 钱 (他 们 自 己 的  
一 部 分 产 品 的 货 币 形 式 ）购 买 生 活 资 料 。这 些 生 活 资 料 对 于 他 们 来  
说 •不 是 资 本 ，而 是 商 品 ，而 他 们 本 身 对 于 这 些 商 品 来 说 ，不是 雇佣 工  
人 • 时 是 买 者 。机 器 把 他 们 从 购 买 手 段 中 游 离 出 来 ，于 是 就 把 他 们 从  
X 者 转 化 为 非 买 者 。 因 此 他 们 作 为 消 费 者 的 需 求 也 就 中 止 了 。

如 果 对 必 要 牛 活 资 料 的 需 求 的 这 种 减 少 没 有 其 他 方 面 的 需 求 的  
增 加 来 补 偿 ，生 活 资 料 的 价 格 就 会 下 降 。这 难 道 能 够 成 为 促 使 用 于 生  
产 这 些生 活 资 料 的 资 本 去 雇 用 我 们 的 失 业 的 壁纸 工 人 ，来 充 当 追 加 工  
人的理由吗 ？恰 恰 相 反 . 如 果 价 格 下 降 延 续 一 段 时 间 ，这 部 分 工 人 的  
工 资 就 会 开 始 减 少 。如 果 必 要 生 活 资 料 销 售 不 畅 越 来 越 严 重 ，用于生

m s ) 好话 能遮3U299



462 第 四 篇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的 生 产

产 生 活 资 料 的 资 本 的 一 部 分 就 会 游 离 出 来 ，到 别 的 地 方 去 投 资 。在 这  

个 转 移 以 及 在 这 个 转 移 所 产 生 的 价 格 下 降 的 过 程 中 ，生 活 资 料 的 生 产  

者 同 样 要 经 历 “短 暂 的 不 便 ” 。可 见 ，辩 护 士 并 没 有 证 明 机 器 由 于 剥 夺  

了 工 人 的 生 活 资 料 .同 时 就 把 这 些 生 活 资 料 转 化 为 这 些 工 人 的 新 的 就  

业 基 金 ;相 反 ，他 用 自 己 的 供 求 规 律 证 明 了 机 器 不 仅 打 击 了 被 它 们 所  

排 挤 的 工 人 ，而 且 也 打 击 了 为 这 些 工 人 生 产 消 费 品 的 工 人 。

被 经 济 学 上 的 乐 观 主 义 所 歪 曲 的 事 实 真 相 是 ：

受 机 器 排 挤 的 工 人 从 工 场 被 抛 到 劳 动 市 场 ，增 加 了 那 里 已 可 供  

资 本 主 义 剥 削 支 配 的 劳 动 力 的 数 量 。 我 们 在 第 七 篇 将 会 看 到 ，机 器  

的 这 种 作 用 ，在 这 里 被 说 成 是 对 工 人 阶 级 的 补 偿 ，其 实 正 相 反 ，这 对  

工 人 阶 级 来 说 是 最 可 怕 的 灾 难 。 对 于 这 一 点 我 们 现 在 暂 时 不 谈  

从 一 个 工 业 部 门 被 抛 出 来 的 工 人 ，当 然 可 以 在 另 外 一 个 工 业 部  

门 找 职 业 。 如 果 他 们 找 到 了 职 业 ，从 而 在 他 们 和 同 他 们 一 道 成 为 可  

支 配 的 生 活 资 料 之 间 重 新 建 立 了 联 系 ，那 么 ，这 是 由 于 在 劳 动 市 场 上  

出 现 的 新 资 本 ，而 不 是 由 于 过 去 已 经 执 行 职 能 的 并 且 现 在 转 化 成 机  

器 的 资 本 。 并 且 ，即 使 如 此 . 他 们 的 就 业 机 会 也 是 毫 无 保 障 的 。

这 些 因 为 分 工 而 变 得 畸 形 的 人 ，离 开 他 们 原 来 的 职 业 就 不 值 钱  

了 ，只 能 在 低 级 的 、工 资 微 薄 和 由 于 劳 动 简 单 而 始 终 充 斥 着 求 职 者 的  

劳 动 部 门 去 找 出 路 。 (227)

(227) 关 于 这 个 问 题 . 一 位 李 嘉 图 学 派 28的 人 在 反 对 让 • 巴•萨 伊的胡 
言 乱 语 时 说 道 : “在 分 工 发 达 的 地 方 ，工 人 的技艺 只能在他学 得 这 种 技 艺 的那个  
特 殊 劳 动 部 门 应 用 ;工 人 本 身就 是 一 种 机 器 。因 此 ，像 鹦 鹉 那 样 喋 喋 不 休 地 说 ， 
事 物 都 有找 到 自 己 的 水准 的 趋 势 .是 最 为 荒 唐 不 过 的 事 情 了 。我们 只要看看周 
围 就 可 以 发 现 ，事 物 长 时 期 不 能 找 到 自 己 的 水 准 ; 即 使 找 到了 ,也 比 出 发 点的  
水 准 低 。” (《论 关 于 需 求 的 性 质 的 原理 》1821年 伦 敦 版 第 7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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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次 ，每 个 工 业 部 门 ，例 如 壁 纸 业 ，每 年 都 吸 收 一 批 新 人 ,这 些 新  

人 为 该 部 门 补 充 损 耗 的 劳 动 力 提 供 必 要 的 人 员 ，也 为 该 部 门 正 常 发  

展 所 要 求 的 额 外 劳 动 力 提 供 必 要 的 人 员 。一 旦 机 器 把 一 部 分 至 今 一  

直 在 业 的 工 人 从 手 工 业 或 工 场 手 工 业 中 抛 出 来 ，这 个 由 产 业 新 兵 组  

成 的 新 的 人 流 就 会 改 变 自 己 的 目 的 地 而 逐 渐 地 1注 人 其 他 的 部 门 ，不 
过 ，原 来 的 那 些 牺 牲 者 却 在 过 渡 期 间 堕 落 丧 亡 。

机 器 对 于 它 所 带 来 的 贫 困 是 无 罪 的 。 在 我 们 的 社 会 条 件 下 ，它  
使 工 人 和 他 的 生 活 资 料 分 离 . 这 并 不 是 它 的 过 错 。 机 器 使 它 被 使 用  

的 那 个 部 门 的 产 品 便 宜 ，产 量 增 加 。 因 此 ，完 全 撇 开 年 产 品 中 被 游 手  

好 闲 的 人 挥 霍 掉 的 巨 大 部 分 不 说 . 在 应 用 机 器 以 后 ，社 会 拥 有 的 可 供  

被 解 雇 的 劳 动 者 用 的 生 活 资 料 至 少 同 以 前 一 样 多 。

经 济 学 家 们 正 是 在 解 释 这 一 事 实 的 时 候 显 示 出 谄 媚 的 本 领 。 

在 这 些 先 生 们 看 来 ，同 机 器 在 资 产 阶 级 的 条 件 下 的 应 用 不 可 分  

离 的 矛 盾 和 对 抗 是 不 存 在 的 ，因 为 这 些 矛 盾 和 对 抗 不 是 从 机 器 本 身  

产 生 的 ，而 是 从 机 器 的 资 本 主 义 应 用 产 生 的 ！

因 为 机 器 是 人 对 自 然 力 的 胜 利 ，而 它 在 资 本 家 手 中 使 人 成 为 受  

同 一 自 然 力 奴 役 的 工 具 ; 因 为 机 器 是 缩 短 每 天 的 劳 动 的 可 靠 手 段 ，而 

它 在 资 本 家 手 中 却 使 每 天 的 劳 动 延 长 ；因 为 机 器 是 增 加 生 产 者 的 财  

富 的 魔 杖 . 而 它 在 资 本 家 手 中 却 使 生 产 者 贫 困 化 ; 因 为 … … 所 以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就 坚 定 地 宣 称 ,所 有 这 些 显 而 易 见 的 矛 盾 都 不 过 是  

假 象 和 空 想 ，在 现 实 中 ，因 而 从 理 论 上 来 说 ，这 些 矛 盾 都 是 不 存 在 的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决 不 否 认 短 暂 的 不 便 ，但 是 哪 个 徽 章 没 有  

反 面 呢 ！ 对 他 们 来 说 • 机 器 的 资 本 主 义 的 利 用 是 唯 一 可 能 的 利 用 - 

机 器 使 用 劳 动 者 和 劳 动 者 使 用 机 器 是 一 回 事 》 所 以 ，谁 要 是 揭 露  

机 器 的 资 本 主 义 应 用 的 真 相 ，谁 就 是 反 对 机 器 的 应 用 ，就 是 反 对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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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进 步 ， 28)这 个 推 论 岂 不 是 会 使 人 们 想 起 著 名 的 杀 人 犯 比 尔 • 赛  

克 斯 的 道 理 吗 ？ 他 说 道 ：

“陪 审 官 先 生 们 ，这 些 行 商 的 喉 咙 确 实 被 割 断 了 。事 实 如 此 ，但 这 不 是 我 的  
过 错 ，这 是 刀 的 过 错 。难 道 你 们 因 为 这 种 短 暂 的 不 便 就 要 禁 止 用 刀 吗 ？ 请 你 们  
想 一 想 ！刀 是 手 工 业 和 农 业 的 最 有 用 的 工 具 之 一 ，刀 在 外 科 手 术 上 为 人 造 福 ， 
在 解 剖 方 面 给 人 带 来 知 识 ，在 吃 饭 时 是 一 位 称 心 的 伙 伴 。 如 果 你 们 禁 止 用 刀 . 
那 就 等 于 把 我 们 拖 回 到 野 蛮 时 代 的 深 渊 ,/’228 (229)

虽 然 机 器 在 开 始 应 用 于 手 工 业 和 工 场 手 工 业 部 门 时 不 同 程 度 地  
把 工 人 排 挤 出 去 ，但 是 它 能 引 起 其 他 生 产 部 门 就 业 的 增 加 。不 过 ，这  

种 作 用 同 所 谓 的 补 偿 理 论 毫 无 共 同 之 处 。
因 为 任 何 一 种 机 器 产 品 ，例 如 一 米 蒸 汽 织 机 织 出 的 布 ，总 是 比 它  

的 竞 争 对 象 手 工 产 品 便 宜 ，所 以 我 们 显 然 可 以 得 出 这 个 规 律 ：

如 果 机 器 生 产 的 物 品 的 总 量 同 它 所 代 替 的 手 工 生 产 的 物 品 的 总  
量 相 等 ，那 么 , 所 使 用 的 劳 动 总 量 就 要 减 少 。不 然 的 话 .机 器 产 品 就  

会 同 手 工 产 品 一 样 贵 ，或 者 更 贵 。

但 是 事 实 上 ，人 数 减 少 了 的 工 人 用 机 器 生 产 的 物 品 总 量 远 远 超  
过 以 前 由 手 工 业 或 工 场 手 工 业 提 供 的 同 种 物 品 的 总 量 。假 定 4 0 0 万 

米 机 器 纺 织 品 代 替 了  1〇 〇 万 米 手 工 纺 织 品 。前 者 所 包 含 的 原 料 ，例 

如 羊 毛 , 是 后 者 的 四 倍 。 因 此 羊 毛 的 生 产 也 必 须 增 长 为 原 来 的 四 倍 。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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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1830年 伦  
敦 版 第 166页 ）

(229) ‘‘纺 纱 机 的 发 明 者 毁 灭 了 印 度 . 不 过 这 对 我 们 无 关 紧 要 ”阿 • 梯 也  
尔 《财 产 论 h 这 位 杰 出 的 政 治 家 把 纺 纱 机 和 机 械 织 机 混 淆 起 来 r .“不 过 这 对  
我 们 无 关 紧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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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于 机 器 纺 织 所 耗 费 的 严 格 意 义 上 的 劳 动 资 料 ，如 机 器 、厂 房 、煤 炭  

等 ，用 于 生 产 它 们 的 劳 动 也 会 随 着 一 个 工 人 能 够 在 相 同 的 时 间 内 平  

均 提 供 的 机 器 纺 织 品 量 和 手 工 纺 织 品 量 之 间 的 差 额 的 增 大 而 增 加 。 

但 是 ，无 论 这 种 劳 动 增 加 多 少 ，这 种 增 加 同 使 用 机 器 而 引 起 的 劳 动 减  

少 相 比 ，总 是 较 小 。

可 见 ，随 着 机 器 生 产 在 一 个 工 业 部 门 的 扩 大 ，给 这 个 工 业 部 门 提  

供 原 料 等 等 的 其 他 部 门 必 然 增 加 它 们 的 产 品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这 些  
部 门 的 工 人 的 数 量 会 增 加 多 少 呢 ？ 这 些 部 门 可 能 只 是 增 加 劳 动 强 度  

和 劳 动 持 续 时 间 。但 是 在 劳 动 强 度 和 劳 动 持 续 时 间 已 定 的 情 况 下 ， 

— 切 就 都 取 决 于 所 使 用 的 资 本 的 构 成 ，也 就 是 取 决 于 资 本 不 变 部 分  

和 可 变 部 分 的 比 例 。 资 本 的 可 变 部 分 随 着 机 器 生 产 越 来 越 大 规 模 地  

占 领 生 产 原 料 等 等 的 工 业 部 门 而 相 对 地 缩 小 。

随 着 英 国 机 器 生 产 的 进 展 ，注 定 要 落 到 煤 矿 和 金 属 矿 中 去 的 劳 动  
人 数 极 大 地 增 加 起 来 。 根 据 1 8 6 1 年 的 人 口 调 查 300,煤 矿 工 人 共  

246 6 1 3 人 ，其 中 2 0 岁 以 下 的 73 5 4 6 人 ，2 0 岁 以 上 的 173 0 6 7 人 。在 前  

一 类 中 ,5  - 10 岁 的  835 人 ，10— 15 岁 的  30 701 人 ,15- 19 岁 的  42 010 

人 ^■在 铁 、铜 、铅 、锡 以 及 其 他 所 有 金 属 矿 上 就 业 的 共 319 2 2 2人 。(2咖

机 器 使 一 种 专 门 制 造 机 器 的 工 人 出 现 了 。 在 英 国 ，在 1 8 6 1 年 这  
种 工 人 大 约 有 7 万 人 。 我 们 已 经 知 道 ，机 器 以 越 来 越 大 的 规 模 占  

领 这 个 生 产 部 门 。 再 拿 原 料 来 说 230 * (232)，毫 无 疑 问 ，棉 纺 业 的 飞 速 发 展

(230) 《186丨 年 人 口 岡 奄 》1_8_63年 伦 敦 版 第 TI卷 。
丨） 技 师 总 数 为 32!)人 》

(2：« ) 因 为 铁 是 最 增 要 的 原 料 之 一 , 所 以 这 里 应 当 指 出 年 英 国 （包 
括 威 尔 士 ) 的 炼 铁 工 人 共 有 L25 771人 ，其 中 男 Ï 丨23 430人 ■女 IT2 341人 。 男 
D l，2 0 岁 以 下 的 有 3.0. .810人 ,2 0 岁 以 h 的 有 9.2 620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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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 大 地 促 进 了 美 国 的 植 棉 业 ，从 而 不 仅 大 大 促 进 了 非 洲 的 奴 隶 贸 易 . 

而 且 还 促 成 了 边 疆 畜 奴 各 州 (233>的 黑 人 饲 养 业 》 1 7 9 0 年 ，美 国 进 行  
了 第 一 次 奴 隶 人 口 调 查 ，当 时 共 有 奴 隶 697 0 0 0 人 ，而 到 1 8 6 1 年 有  

4 0 0 万 人 3(>1。 另 一 方 面 ，同 样 明 确 的 是 ，在 英 格 兰 ，机 械 毛 纺 织 工 厂  

的 兴 旺 ，使 耕 地 不 断 转 化 为 牧 羊 场 .从 而 引 起 了 过 剩 的 农 业 劳 动 者 大  
量 被 驱 逐 。爱 尔 兰 直 到 目 前 还 在 经 历 着 这 个 痛 苦 的 过 程 .这 一 过 程  
使 它 的 2 0 年 来 已 经 减 少 了 一 半 的 人 U 继 续 减 少 到 同 爱 尔 兰 大 地 主  

和 英 格 兰 毛 纺 织 厂 主 先 生 们 的 需 要 相 适 应 的 较 低 程 度 。
如 果 机 器 占 领 了 某 一 劳 动 对 象 在 取 得 最 终 形 式 前 所 必 须 经 过 的  

初 期 阶 段 或 中 间 阶 段 ，那 么 ，这 种 机 器 制 品 作 为 要 素 进 人 的 手 工 业 或  
工 场 手 工 业 部 门 就 会 得 到 更 充 足 的 材 料 供 给 ，从 丨 W吸 收 更 多 的 劳 动 。 

在 纺 纱 机 发 明 以 前 ，英 国 织 工 经 常 由 于 原 料 不 足 而 无 事 可 做 „ 但 现  

在 机 器 纺 纱 业 提 供 的 棉 纱 又 多 又 便 宜 ，以 致 上 世 纪 未 和 本 世 纪 初 ，一 
个 有 4 个 成 年 人 和 两 个 充 当 络 纱 工 的 小 孩 的 家 庭 . 每 天 劳 动 1 0 个 小  
时 ，每 周 收 人 4 镑 ; 如 果 活 非 常 忙 ，还 能 收 人 多 些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人 们 纷 纷 拥 向 手 工 棉 织 业 ，直 到 这 些 被 珍 妮  
机 246、走 锭 纺 纱 机 和 环 锭 纺 纱 机 创 造 出 来 的 8 0 万 织 工 最 终 又 被 蒸  

汽 织 机 挤 垮 为 止 。 同 样 ，由 于 机 器 生 产 的 衣 料 充 足 ，男 女 裁 缝 和 缝 纫  
女 工 等 等 的 人 数 也 不 断 增 加 ，直 到 缝 纫 机 出 现 为 止 。

随 着 机 器 用 相 ^ 少 量 的 工 人 人 数 所 提 供 的 原 料 、半 成 品 、劳 动 工  
具 等 等 的 数 量 不 断 增 加 .使 用 这 些 原 料 等 等 的 生 产 部 门 也 就 越 來 越  

细 分 为 许 多 不 同 的 部 门 . 因 此 . 这 里 同 真 止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相 比 ，社 会

( 2 3 3 ) 人 们 把 北部 各 州 和 南 部各 州 之 间 实 行 奴 隶 制 的 州 称 为 边 疆 畜 奴 各  
州 ：这 些 州 就像 出 口 牲 畜 一样 地向南部各州出售 饲 养 的黑人。

( 2 3 0 加斯克尔 《英国 的 1 ：业 人 口 》1833年 伦 敦 版 第 24、2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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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X 获 得 了 更 强 大 的 推 动 力 。

机 器 体 系 首 先 增 加 了 剩 余 价 值 ，同 时 也 增 加 了 实 现 这 些 剩 余 价 值  

的 产 品 量 》 随 着 使 资 本 家 阶 级 及 其 食 客 致 富 的 物 质 的 增 加 ，这 些 社 会  

阶 层 也 增 加 和 扩 大 了 。这 些 社 会 阶 层 的 财 富 的 日 益 增 加 以 及 随 之 而  

来 的 生 产 必 要 生 活 资 料 所 需 要 的 劳 动 者 人 数 的 相 对 减 少 ，一 方 面 产 生  

出 新 的 奢 侈 要 求 ，另 一 方 面 又 产 生 出 满 足 这 些 要 求 的 新 手 段 。社 会 产  

品 中 有 更 大 的 部 分 转 化 为 纯 产 品 ，而 纯 产 品 中 又 有 更 大 的 部 分 以 多 样  

和 精 致 的 形 式 提 供 给 消 费 = 换 句 话 说 ，奢 侈 品 的 生 产 在 增 长 。 (235)

大 工 业 造 成 的 两 大 陆 市 场 的 新 的 关 系 也 引 起 产 品 的 精 致 和 多 样  

化 。不 仅 有 更 多 的 外 国 奢 侈 品 同 本 国 的 产 品 相 交 换 ，而 且 还 有 更 多  

的 来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原 料 、材 料 、半 成 品 等 作 为 生 产 资 料 进 入 本 国 工  

业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运 输 业 对 劳 动 的 需 求 增 加 了 ，而 且 运 输 业 又 分 成  

许 多 新 的 下 属 部 门 。 (236)

劳 动 资 料 和 生 活 资 料 的 增 加 以 及 生 产 劳 动 资 料 和 生 活 资 料 所 需  
要 的 工 人 人 数 的 日 益 相 对 减 少 ，使 那 些 生 产 只 有 在 较 远 的 将 来 才 能  

收 效 的 产 品 （如 运 河 、船 呜 、隧 道 、桥 梁 等 等 ) 的 长 期 企 业 发 展 起 来 了 。

一 些 全 新 的 生 产 部 门 ，从 而 一 些 新 的 劳 动 领 域 ，或 者 直 接 在 机 器  

体 系 的 基 础 上 ，或 者 由 于 机 器 体 系 在 经 济 生 活 中 引 起 的 一 般 变 革 而  

出 现 了 》 不 过 ，它 们 在 总 生 产 中 所 占 的 比 重 ，即 使 在 最 发 达 的 国 家 ， 

也 不 是 很 大 的 。它 们 所 雇 用 的 工 人 人 数 的 增 加 ，同 它 们 对 最 粗 笨 的  

手 工 劳 动 的 需 求 成 正 比 。

( 2 3 5 ) 弗 • 恩 格 斯 在 我 们 引 用 过 的 关 于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一 书 中 指 出 ，生产  
奢侈品的工人 大 部 分 处 于 悲 惨 的 境 地 。关 于 这 个 问 题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有大 量 新的 例 证 。

(2邪 ） 〗861年 英 格 兰 和 威 尔 士 在 商 船 上 工 作 的 海 员 有 94 6_65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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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这 类 工 业 主 要 有 煤 气 厂 、电 报 业 、照 相 业 、轮 船 业 和 铁 路  
业 。根 据 1861年 的 人 口 调 查 (在 英 格 兰 和 威 尔 士 公 国 ），煤 气 业 (包  
括 煤 气 厂 、机 器 设 备 的 生 产 、煤 气 公 司 的 经 理 处 等 )有 15 211人3气  
电 报 业 有 2 399人 ，照 相 业 有 2 366人 ，轮 船 业 有 3 570人 ，铁 路 业 有  
70 599人3(>3。这 最 后 一 类 人 员 包 括 大 约 28 0 00 个 比 较 固 定 的 掘 土  

工 人 以 及 全 部 商 业 人 员 和 管 理 人 员 。所 以 ，这 五 种 新 工 业 总 共 有  
94 145 人 。

最 后 ，大 工 业 领 域 内 生 产 率 的 极 度 提 高 ，以及随 之 而 来 的 所 有其  
他 生 产 部 门 对 劳 动 力 的 剥 削 在 内 涵 和 外 延 两 方 面 的 加 强 ，使 工 人阶  
级 中 越 来 越 大 的 部 分 有 可 能 被 用 于 非 生 产 服 务 ，特 别 是 使 旧 式 家 庭  
奴 隶 在 仆 役 阶 级 (如 仆 人 、车 夫 、厨 师 、使 女 等 等 ）的 名 称 下 越 来 越 大  
规 模 地 被 再 生 产 出 来 。根 据 1861年 的 人 口 调 查 ，英格兰 和 威 尔 士 的  
总 人 口 为 20 066 224人 ，其 中 男 子 9 _7_70 259人 ，妇 女 10 289 965 

人 。从 中 减 掉 不 宜 劳 动 的 老 幼 ，所 有 非 生 产 的 妇 女 、少 年 和 儿 童 ，再 
减 掉 官 吏 、警 察 、神 职 人 员 、法 官 、军 人 、学 者 、艺 术 家 等 从 事 “意识 形 
态 ”职 业 的 人 以 及 所 有 专 门 以 地 租 、利 息 、红 利 等 形 式 消 费 别 人 劳 动  
的 人 ，最 后 再 减 掉 需 要 救 济 的 贫 民 、流 浪 者 、罪 犯 等 ，大 致 还 剩 下 800 

万 不 同 年 龄 的 男 女 ，其 中 包 括 所 有 在 生 产 、商 业 和 金 融 等 部 门 供 职 的  
资 本 家 。在 这 800万 人 中 有 ：f

农 业 劳 动 者 (包 括 牧 人 和 住 在 农 场 主 家 里 的
雇 农 与 使 女 ） .....................................................丨 098 2(51人

棉 、毛 、精 梳 毛 、亚 麻 、大 麻 、丝 纺 织 厂 和 机 器
织 花 边 业 、机 器 织 袜 业 工 人 ..................................  642 607人 (烈7)3<w

煤 矿 和 金 属 矿 工 人 ................................................  565 8.35人

( 2 3 7 ) 其 中 13岁 以 上 的 男 子 只 有 177 5卯 人 。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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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存 冶 金 厂 (炼 铁 厂 、压 延 厂 等 〉和 各 种 金 属
手 工 工 场 的 雇 佣 工 人 ...............................................3滅 _ 人 _ 施

仆 役 阶 级 ...................................................................... 丨 208 648人 (239)

纺 织 厂 的 雇 佣 劳 动 者和煤矿 、金M矿 的 人 员 加 在 一 起 是 I 208 442 

人 ; 纺 织 厂 的 雇 佣 劳 动 者 和 所 有 冶 金 厂 、金 属 手 工 工 场 人 员 加 在 一 起  
是 1 039 605人 ;二 者 都 少 于 现 代 家 庭 奴 隶 的 人 数 。请 看 机 器 的 资  

本 主 义 应 用 获 得 了 多 么 辉 煌 的 结 果 !(2‘1D)

7. 工 厂 对 工 人 的 排 斥 和 吸 引 。
棉 纺 织 业 的 危 机

政 治 经 济 学 上 一 切 严 肃 的 代 表 人 物 都 承 认 ，采 用 机 器 ，对 那些成 
为 机 器 竞 争 对 象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工 人 和 尹 工 业 者 来 说 是 一 个 灾 难 。他 
们 几 f •全 都 为 X 厂 工 人 的 奴 隶 地 位 叹 息 》

但 是 . 他 们 的 主 要 论 据 是 什 么 呢 ？这 就 是 :机 器 在 其 采 用 时 期 和  
发 展 时 期 的 恐 怖 过 i 之 后 ，M 终 是 增 加 而 不 是 减 少 劳 动 奴 隶 ！是 的 ，

( 238) 其 中 妇 女 有 3 & 5 0 1 人 .„

C 2 3 ! » 鼓:中 男 子 有 137 .147人 „ 在 这 1 2ü8 人 中 还 没 有 把 在 旅 馆 和 K-
他 公 共 场 所 服 务 的 全 部 人 员 包 括 é •:内 。 从 1861年 到 1870年 ，男 仆 役 的 人 数 几  
乎 增 加 了 一 倍 ，增 加 到 2ß7 人。 1S彳7 年 看 守 狩 猎 场 的 人 （在 贵 族 的 狩 猎 场 )

有 ？ 69.1人 ，而 1869年 有 4 9幻 人 ， 伦 敦 小 冇 矂 家 中 健 用 撤 少 女 .有 特 别 的 名  
称 •叫 小 奴 隶 （ “L litt丨e]slavt*ys”）。

(24U) “ 为 富 裕 阶 级 服 务 的 仆 役 在 个 国 家 人 I 丨 屮 所 占 的 比 重 ，标 忐 着 这  
个 爾 家 国 民 财 富 和 文 明 的 _ 步 。” （罗 _ 蒙 • 马 丁 《:联 合 前 后 的 爱 尔 兰 》1848年 
伦 敦 第 3 版 第 1 7 9 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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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政 治 经 济 学 沉 醉 的 美 酒 是 这 样 一 个 慈 善 家 的 定 理 ：
工 人 制 度 经 过 一 个 较 迅 速 的 过 渡 和 发 展 时 期 之 后 .会 让 比 它 当  

初 用 强 制 失 业 制 造 的 饥 民 更 多 的 劳 动 者 屈 服 于 它 的 铁 一 般 的 桎 梏 。
加 尼 耳 却 是 个 例 外 .他 认 为 机 器 的 最 终 结 果 是 雇 佣 工 人 人 数 减  

少 ，而 靠 这 些 雇 佣 工 人 养 活 的 “正 直 的 人 们 ”的 人 数 会 增 加 ，这 些 “正 
直 的 人 们 ”可 以 任 意 发 展 傅 立 叶 曾 经 辛 辣 地 讽 刺 过 的 这 种 “能够 完善 
的 完 善 能 力 ” 户 >7加 尼 耳 对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秘 密 了 解 得 很 少 ，但是他 
感 到 ，如 果 机 器 的 采 用 把 就 业 工 人 挤 垮 .而 机 器的 发 展 使 劳 动 奴 隶 增  
加 . 机 器 便 是 一 种 非 常 不 祥 的 东 西 。他 的 观 点 的 愚 昧 ，只有用他自己 
的 话 才 能 表 达 出 来 ：

“注 定 要 从 事 生 产 和 消 费 的 各 阶 级 的 人 数 在 减 少 . 时 管 理 劳 动 ，安 抚 、宽 慰
和 开 导 全 体 居 民 的 各 阶 级 的 人 数 在 增 加 ……他 们 占 有 因 劳 动 费 用 减 少 、产 品 丰  
富 和 消 费 品 价 格 低 廉 而 产 生 的 全 部 利 益 。 人 类 沿 着 这 个 方 向 正 在 升 人 天 才 创  
造 的 至 高 领 域 . 进 入 宗 教 的 最 深 奥 的 境 界 .建 立 救 世 的 道 德  <.那 就 是 占 有 全 部 利  
益 等 等 〉准 则 . 制 定 保 护 自 由 〈大 概 是 注 定 要 从 事 生 产 的 阶 级 的 Ö 11丨〉和 权 力 、顺  
从 和 正 义 、义 务 和 人 道 的 法 律

我 们 已 经 用 精 梳 毛 纺 织 厂 和 丝 纺 织 厂 等 等 例 子 证 明 ，到 了 一定  
的 发 展 程 度 上 ，在 生 产 极 度 扩 展 的 同 时 ，所 使 用 的 工 人 人 数 不 仅 可 能  
相 对 地 减 少 ，而 且 可 能 绝 对 地 减 少 。

I860年 ，根 据 议 会 的 命 令 对 联 合 王 国 所 有 的 工 厂 进 行 一 次 专 门  

调 查 ，在 兰 开 夏 郡 、柴 郡 和 约 克 郡 工 厂 区 中 属 工 厂 视 察 员 罗 • 贝 克 管  
辖 的 地 区 ，共 有 652家 工 厂 ，其 中 570家 拥 有 : 蒸 汽 织 机 85 622台 ， 
纱 锭 (不 包 括 并 纱 锭 ） 6 819 146 个 ，蒸 汽 机 27 439马 力 ，水 车 1 390

(241) 这 段 耸 人 听 闻 的 胡 话 载 于 沙 • 加 尼 耳 先 生 的 著 作 《论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各 种 体 系 》1821年 巴 黎 第 2 版 第 1卷 第 224页 ，参 看 同 书 第 21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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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力 ，雇 用 人 员 94 1 1 9人 。 而 到 1865年 ，这 些 工 厂 拥 有 ：织 机  
95 163台 ，纱 锭 7 025 031 个 ，动 力 30 370马 力 ，其 中 蒸 汽 机 28 925 

马 力 ，水 车 1 445 马 力 ，雇 用 人 员 仅 为 88 913人 。
可 见 ，从 1860年 到 1865年 ,这 些 工 厂 的 蒸 汽 织 机 增 加 了  1丨 ％， 

纱 锭 增 加 r  3% ，蒸 汽 马 力 增 加 f  5% ，而 与 此 同 时 工 人 的 人 数 却 减
少了 5 . 5 % 。⑵ 2)

从 1852年 到 1862年 期 间 ，英 国 的 毛 纺 织 业 获 得 了 显 著 的 发 展 ， 

而 所 使 用 的 工 人 人 数 却 几 乎 没 有 变 化 。

“这 表 明 ，新 采 用 的 机 器 以 多 么 大 的 程 度 排 挤 T 以 前 各 个 时 期 的
劳 动 。

在 某 些 场 合 . 就 业 工 人 人 数 的 增 加 往 往 只 是 表 面 的 ，也 就 是 说 . 
这 种 增 加 并 不 是 由 于 已 经 建 立 的 T.厂 扩 大 了 ，而 是 由 于 尚 未 建 立 机  
器 生 产 制 度 的 部 门 逐 渐 和 它 合 并 。

•‘在 ]838- IK58年 期 间 •机 械 织 机 及 其 使 用 的 工 人 的 增 加 • 完 全 是 由 于 英  
闹 棉 纺 织 工 厂 的 扩 大 ，而 在 另 外 一 些 工 厂 屮 ，则 是 由 于 过 去 用 人 的 肌 肉 力 推 动  
的 织 麻 布 机 、织 带 机 、织 毯 机 等 等 现 在 采 用 了 蒸 汽 力 。 >

(242) «X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丨865年 .10月 ：5 1 丨 丨》第 5 8 页 及 以 下 几 页 „ 但  
在 这 M时 ， 110家 新 的 工 厂 即 将 投 产 . 它 们 共 拥 有 丨 1 625台 蒸 汽 织 机 ，628 576 
t-纱 锭 以 及 2 M 5蒸 汽 马 力 和 水 力 马 力 „

( Z U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年 10月 31 FÎ》第 7 9 页 ， 18H年 12月 • T. 
厂 视 察 ß 亚 • 雷 德 格 雷 夫 在 布 拉 德 福 徳 新 机 械 学 会 作 的 一 次 报 传 中 说 若 十 时  
N 以 来 ，使 我 惊 冴 的 是 . 毛 纺 织 厂 的 面 貌 发 生 了 变 化 ^ 从 前 工 厂 1 都 是 妇 女 和 儿  
« .现 在 看 来 一 切 L作 都 山 机 器 做 了 。一 个 工 厂 主 对 我 提 出 的 问 题 作 了 如 下 的  
解 释 ，在 旧 制 度 K,我 雇 用 63_个 人 ;采 用 改 良 的 机 器 之 后 我 把 上 人 减 少 到 :抑  
人 近 .ti丨 于一些新的電大变 化 . 使 我 乂 能 够 把 T.人 从 33人 减 少 到 13人 ^ ” 

(2-14) T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 © 6年 1:0、月 3J 口Ä 1 6 页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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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在 后 一 种 场 合 ，工 厂 工 人 的 增 加 只 是 表 明 就 业 工 人 总 数 的  
减 少 。最 后 ，在 这 里 还 完 令 撇 幵 了 这 种 情 况 ，就 是 除 金 属 工 厂 外 ，工 
厂 人 员 绝 大 部 分 是 由 少 年 工 人 、儿 童 和 妇 女 组 成 的 。

尽 管 机 器 猛 烈 地 排 挤 和 潜 在 地 代 替 了 大 量 劳 动 者 ，但 随 着 新 工  
厂 的 不 断 建 立 和 原 有 工 厂 的 不 断 扩 大 ，工 厂 工 人 的 人 数 在 某 个 工 业  
部 门 最 终 可 以 比 被 他 们 排 挤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工 人 或 手 工 业 工 人 的 人  
数 多 。

假 定 在 旧 的 生 产 方 式 f 每 周 使 用 500镑 资 本 ，其 中 五 分 之 二 或  

200镑 是 不 变 部 分 ，即 预 付 在 原 料 、工 具 等 等 上 的 部 分 .五 分 之 三 即  
300镑 是 可 变 部 分 ，即 预 付 在 工 资 上 的 部 分 . 例 如 每 个 工 人 1 镑 ，一 
旦 采 用 机 器 体 系 ，这 个 资 本 的 构 成 就 发 生 变 化 :例 如 不 变 资 本 占 {即  
400镑 ,可 以 转 化 为 劳 动 力 的 可 变 资 本 只 有 100镑 。这 样 ，过 去 â 用 
的 工 人 就 有 I 被 解 雇 。如 果 新 工 厂 经 营 得 好 ，生 产 扩 大 ，在其他生产  
条 件 不 变 的 情 况 下 把 它 的 资 本 由 500镑 增 加 到 1 500镑 ，那 么 现 在  
就 要 雇 用 300个 工 人 . 和 工 业 革 命 以 前 同 样 多 。 如 果 所 使 用 的 资 本  
继 续 增 加 到 2 000镑 ，那 么 就 要 雇 用 400个 工 人 ，比 采 用旧 的 生 产 方  

式 时 多 | 。这 样 ，工 人 人 数 增 加 了  1〇〇人，但 是 相 对 地 ，即 同 预 付 资  
本 相 比 ，却减 少了  800人 ，因 为 2 000镑 资 本 在 旧 的 生 产 方 式 下 应 雇  
用 1 200个 工 人 ,而 不 是 400 个 工 人 。 可 见 ，就 业 工 人 的 相 对 减 少 和  

绝 对 增 加 是并 行不 悖 的 》在 机 器 体 系 中 ，工人人数 绝 对 增 加 了  .但相 
对 于 所 使 用 的 资 本 量 和 所 生 产 的 商 品 量 而 言 却 总 是 减 少 了 。上面假 
定 ，总 资 本 的 增 加 不 会 引 起 资 本 的 构 成 的 改 变 ，因为 这 种 增加并 没 有  
改 变 生 产 条 件 》然 而 我 们 已 经 知 道 ，随 着 机 器 体 系 的 每 一 进 步 .顶 付  
在 机 器 、原 料 等 上 的 不 变 资 本 部 分 会 增 加 ，而用于支付劳 动 力的吋 变  
资 本 部 分 则 会 减 少 ，同时 我 们 还 知 道 . 在 任 何 其 他 的 生 产 方 式 下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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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都 不 是 这 样 经 常 进 行 ，因 而 资 本 的 构 成 也 不 是 这 样 变 化 。 然而这  
种 变 化 也 总 是 或 多 或 少 地 被 间 歇 时 期 和 在 既 定 技 术 基 础 上 的 单 纯 量  
的 扩 大 所 中 断 。因 此 就 业 工 人 的 人 数 也 就 增 加 。例 如 ，在 1835年 ， 

联 合 王 国 的 棉 、毛 、精 梳 毛 、亚 麻 、丝 等 纺 织 厂 的 工 人 总 数 只 有  
354 684人 ，可 是 到 1861年 ，仅 机 械 织 机 占 用 尚 织 工 ( 8 岁 以 上 的 各  
种 年 龄 的 男 女 )就 有 230 564人 。309实 际 上 ，这 种 增 加 在 英 国 是 以 80 

万 手 工 织 布 工 人 被 排 挤 为 代 价 的 ，而 且 这 里 还 没 有 提 到 亚 洲 和 欧 洲  
大 陆 上 被 排 挤 掉 的 那 些 手 工 织 布 工 人 。 (245)

只 要 机 器 生 产 在 一 个 工 业 部 H 内 靠 牺 牲 手 工 业 或 工 场 手 工 业 来  
扩 展 ，它 就 一 定 取 得 成 功 .就 像 用 针 发 枪 装 备 的 军 队 在 对 付 弓 箭 手 的  
军 队 时 一 定 取 得 成 功 一 样 。机 器 刚 刚 为 自 己 夺 取 活 动 范 围 的 这 个 初  
创 时 朗 ，由 于 借 助 机 器 生 产 出 异 常 高 的 利 润 而 具 有 决 定 性 的 重 要 意  
义 ,，这 些 利 润 本 身 不 仅 形 成 加 速 积 累 的 基 金 ，而 且 把 不 断 新 生 的 并  
正 在 寻 找 新 的 投 资 场 所 的 很 大 一 部 分 社 会 追 加 资 本 吸 引 到 特 别 有 利  
的 牛 产 领 域 。突 飞 猛 进 的 初 创 时 期 的 这 种 特 殊 利 益 ，不 断 地 在 新 采  
用 机 器 的 生 产 部 n 重 现 。但 是 ，一 旦 工 厂 制 度 达 到 一 定 的 广 度 和 一  
定 的 成 熟 程 度 ，特 别 是 一 旦 它 Ö d 的 技 术 基 础 即 机 器 本 身 也 用 机 器  
来 生 产 ，一 旦 煤 和 铁 的 采 掘 方 式 、金 属 加 工 以 及 交 通 运 输 业 都 发 生 革  
命 ，总 之 ，一 旦 一 般 生 产 条 件 与 大 工 业 相 适 位 ,这 种 生 产 方 式 就 获 得  

-种 弹 性 ，一 种 突 然 地 跳 跃 式 地 扩 展 的 能 力 ，只 有 原料 和 销 售 市 场 才

“手 r.织 布 工 人 _<织 棉 布 或 用 其 他 物 质 惨 t 棉 花 来 织 布 的 工 人 >_的  
痛 冲 ，會 是 一  t 桌 家 委 员 会 的 调 迕 对 象 ，但 是 ，虽 然 他 们 的 苦 难 已 被 承 认 、被 
感 叹 *他丨丨1的 状 况 的 改 善 却 仍 # 听 天 rtl命 r也 许 可 以 析 信 :rÄ种 痛 教 现 在 <__20年  
后 !〉已 近 于 袖 除 . 目 前 蒸 汽 织 机 的 大 量 推 广 •极 有 可 能 促 进 了 这 一 点 。”( 同 上 ，

is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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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它 的 限 制 。
一 方 面 ，机 器 直 接 引 起 原 料 的 增 加 ，例 如 轧 棉 机 使 棉 花 生 产 增  

加 。(246)另 一 方 面 ，机 器 产 品 的 便 宜 和 交 通 运 输 业 的 改 良 是 夺 取 国  

外 市 场 的 武 器 。机 器 生 产 通 过 竞 争 使 国 外 市 场 的 $ 地 的 劳 动 力 破  
产 ，迫 使 这 些 市 场 变 成 它 所 需 要 的 原 料 产 地 。例 如 印 度 就 被 迫 为 大  
不 列 颠 生 产 棉 花 、羊 毛 、大 麻 、靛 蓝 等 。 (247)

由 于 大 工 业 使 它 的 所 在 地 的 一 部 分 生 产 阶 级 过 剩 ，所 以 它 需 要  
向 国 外 移 民 和 外 国 的 殖 民 地 化 ，而 这 些 外 国 变 成 宗 主 国 的 原 料 产 地 . 

例 如 澳 大 利 亚 就 变 成 英 国 的 巨 大 的 羊 毛 仓 库 。 (248)

这 样 ，一 种 由 大 工 业 中 心 强 制 推 行 的 新 的 国 际 分 工 使 地 球 的 一  
部 分 转 变 为 另 一 部 分 的 农 业 生 产 地 区 ，而 这 后 一 部 分 则 成 为 地 道 的  * 16

( 2 4 6 ) 在 第 三 册 131中 我 们 再 举 一 些 其 他 的 例 子  
(24?) 从 印 度 向 大 不 列 颠 输 出 的 棉 花

1846 年  34 54.0 1_43 磅
1860 年  204 141 168 磅
1865 年  445 M7 600 磅

从 印 度 向 大 不 列 颠 输 出 的 羊 毛
1846 年 
1860 年 
18.63 年

4.570 581 磅 
20:214 173^  
.20 670 ] 11 镑

从 好 望 角 向 大 不 列 颠 输 出 的 羊 毛
1846 年 
1860 年 
1865 年

2 958 457 磅
16 574 345 ^  
.29 22U 623 磅

从 澳 大 利 亚 向 大 不 列 颠 输 出 的 羊 毛
1846 年 
I860 年 
1865 年

21 789 346 磅 
59 166 S16 磅 

1.09 734 Ml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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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生 产 地 区 。 (219>

这 种 革 命 是 同 农 业 中 的 各 种 变 革 齐 头 并 进 的 . 关 于 这 些 变 革 ，我 
们 在 这 里 还 不 需 要 作 进 一 步 的 说 明 。 (25ü)

(249) 1867年 2 月 ，英 国 下 院 根 据 格 莱 斯 顿 先 生 的 要 求 ，下 令 公 布 了 一 份
关 于 1831年 到 1866年 期 间 联 合 王 国 各 种 谷 物 输 人 的 统 计 材 料 。现 将 该 材 料  
概 括 如 下 。 面 粉 折 合 成 以 夸 特 为 单 位 的 谷 物 ( 1 夸 特 =12. 699公 斤 )3111

]831年 到 1866年 的 几 个 五 年 期 间

名 称 1831 — 1835 1836— 1840 1841 — 1845 1846— 1850

每 年 平 均 输 入 ( 夸 特 ） 1 096 373 2 389 729 2 843 865 8 776 552
每 年 甲 均 输 出 （夸 特 ） 225 263 251 770 139 056 155 461
每 年 平 均 入 超 ( 夸 特 ）
各 个 时 期 每 年 平 均 人 口 数

871 110 2 137 959 2 704 809 8 621 091

( 夸 特 >
每 人 每 年 平 均 消 费 的 谷 物

24 621 107 25 929 507 27 262 559 27 797 598

等 的 数 量 超 过 本 国 产 品  
的 数 量 ( 夸 特 〉 0. 036 0. 082 0.099 0. 310

名 称 1851 -1855 1856 — 1860 1861 - 1865 1866

每 年 平 均 输 入 ( 夸 特 ） 8 345 237 10 913 612 15 009 871 16 457 340
每 年 平 均 输 出 （夸 特 ） 307 491 341 150 302 754 216 218
每 年 平 均 人 超 ( 夸 特 ） 
各 个 时 期 每 年 平 均 人 『4 数

8 037 746 10 572 462 14 707 117 16 241 122

( 夸 特 ）
每 人 每 年 平 均 消 费 的 谷 物

27 572 923 28 391 544 29 381 760 29 935 404

等 的 数 量 超 过 本 国 产 品  
的 数 M( 夸 特 ） 0. 291 0. 372 0. 501 0. 543

(2M) 关 围 的 经 济 发 展 本 讣 就 是 欧 洲 大 工 业 特 别 是 英 国 的 大 工 业 的 产  
物 。就 美 国 fcl前 的 形 式 来 说 . 它 仍 然 应 当 # 做 是 欧 洲 的 殖 W地 。

从 美 国 向 大 不 列 颠 输 出 的 棉 花 （以 磅 为 单 位 >
1846 年 401 949 393
1852 年 765 630 544
1859 年 961 707 264
1860 年 1 J 1.5 890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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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丨 制 度 巨 大 的 间 隔 性 的 扩 展 能 力 和 它 对 Ht界 Ifi场 的 依 赖 .必  
然 造 成 热 病 似 的 生 产 ，并 随 之 造 成 市 场 商 品 充 斥 ，而 当 市 场 收 缩 时 ， 
就 出 现 瘫 痪 状 态 „ r . 业 的 生 命 按 照 中 常 活 跃 、繁 荣 、生 产 过 剩 、危 机 、 
停 滞 这 儿 个 时 期 的 顺 序 iM不 断 地 转 换 。 由 于 工业 循 环 的 这 种 周 期 变  
换 .机 器 生 产 使 工 人 在 就 业 上 的 无 保 障 和 不 稳 定 状 态 ，终 于被固 定 下  
来 并 成 为 正 常 的 现 象 „ 除 r 繁 荣 时 朗 以 外 .资 本 家 之 间 总 是 进 行 卜  
分 激 烈 的 斗 争 ，以 争 夺 各 自 在 市 场 上 的 份 额 和 个 人 的 利 润 。这 种 份  
额 和 利 润 同 他 们 的 产 品 的 便 宜 程 度 成 正 比 。因 此 ，这 就 要 看 谁 先 使  
用 改 良 最 好 的 机 器 来 代 替 工 人 ，谁 先 采 用 最 科 学 的 生 产 方 法 。仴 这  
还 不 够 ，每 次 都 出 现 这 样 的 时 刻 :他 们 努 力 通 过 强 制 地 把 工 资 压 低 到  
劳 动 力 价 值 以 下 来 降 低 商 品 的 价 格 。 <2G 1 >

从 美 闻 向 大 不 列 颠 输 出 的 谷 物 （以 英 w 为 中.位 )
1850 年 1862 年

小 麦 16 202 312 41 033 503
大 麦 3 669 653 6 624 800
燕 麦 3 17.4 80】 4 426 994
黑 麦 388 749 7 108
面 粉 3 819 440 7 207 113
荞 麦 1 054 19 571
玉 蜀 黍 5 473 161 11 694 818

或  Bigg 
(上 等 大 麦 ） 2 Ü39 7 675

豌 豆 811 620 1 024 722
豆 类 1 822 972 2 037 137
合 计 35 365 801 74 083 441

(251) 181Î6年 7 月 .被 莱 斯 特 的 制 鞋 厂 主 抛 向 街 头 的 J :人 (HI盟 歇 #_),给
"英 国 抵 制 协 会 ”发 出 一 份 呼 吁 书 . 其 中 说 道 :“大 约 2 0 年 前 ，英同的制鞋业 丨 1|于 
采 用 钉 鞋 法 代 替 缝 鞋 法 而 发 生 了 变 革 。 'W n 丨 以 得 到 优 厚 的 V.资 „ 这 种 新 背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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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见 ，工 厂 工 人 人 数 的 增 加 以 投 人 工 厂 的 资 本 在 比 例 上 更 迅 速  
得 多 的 增 加 为 条 件 《但 是 .这 个 运 动 只 是 在 工 业 循 环 的 退 潮 时 期 和  
涨 潮 时 期 闪 实 现 „而 a 它 还 经 常 被 技 术 进 步 所 打 断 .这 种 进 步 有 时 潜  
在 地 代替工人，有 时 实 际 地 排 挤 I I人 d 几 器 生 产 中 这 种 质 的 变 化 ，不断  
地把工人 逐 出 工 厂 ，或 者 把 新 的 补 充 人 员 拒 之 门 外 ，而 工 厂 的 量 的 扩  
大 则 在把被逐出的工人吸收进 来 的同 时 ，还 把 新 的 人 员 吸 收 进 来 。工 
人 就 这 样 交 替 地 被 排 斥 乂 被 吸 引 .被 赶 来 赶 去 .随 着 这 种 排 斥 和 吸 引  
的 运 动 而 发 生 的 是 被 招 募 来 的 人 的 年 龄 、性 别 和 熟 练 程 度 不 断 变 化 》 

只 要 粗 略 地 看 一 下 英 国 棉 纺 织 业 经 历 的 周 折 .就 可 以 再 清 楚 不  
过 地 了 解 工 厂 工 人 经 历 的 周 折 了 。

从 1770年 到 1815年 ，棉 纺 织 业 有 5 年 处 于 不 振 或 停 滞 状 态 。 
在 这 最 初 4 5 年 的 时 期 ，英 国 工 厂 主 垄 断 了 机 器 和 世 界 市 场 。 从  
1815年 到 1821年 ，不 振 。 1822年 和 1823年 ，繁 荣 。 1824年 ，废 除

迅 速 推 广 开 来 。 矜 商 店 之 间 展 开 了 激 烈 的 竞 争 ，看 谁 能 够 提 供 最 稚 致 的 商 品 。 
但 不 久 就 产 生 r - - 种 + fö的 竞 争 . 大 家 竞 相 在 市 场 上 廉 价 出 《 。 有 害 的 后 果 很  
快 衣 现 在 工 资 的 降 低 h ，労 动 的 价 格 急 剧 下 降 .以 致 许 多 商 店 现 在 只 付 出 原 来  
1:资 的 一 半 。 然 而 . 尽 管 工 资 越 降 越 低 . # 来 利 润 却 随 符 丁 . 资 率 的 每 - 变 动 而  
增 加 。”工 厂 主 甚 至 利 用 工 业 的 不 利 时 期 •通 过 过 分 降 低 工 资 . 也 就 是 1Ï接 盗 窃  
劳 动 荇 的 最 必 要 的 生 活 资 料 ，来 取 得 巨 额 利 润 D 下 面 是 考 文 ■ 丝 织 厂 危 机 的 例  
了- :"根 椐 我 从 T 厂 1 和 工 人 那 驵 得 到 的 材 料 来 看 .工 资 的 降 低 无 疑 地 超 过 了 山  
于 外 国 绝 产 者 的 韋 争 或 其 他 原 因 柑 需 要 降 低 的 程 度 。 多 数 织 工 的 工 资 降 低  
30%至 40%。 K年 前 人 织 一 幅 蜱 带 吋 得 fi或 7 祀 令 ，现 在 只 能 得 3 先 令 3 
便 L•或 圯 令 《便 士 ；另 一 种 劳 动 . 从 前 得 1 先 令 和 1 先 令 :< 便 七 •现 在 H 得 2 
'尤 令 或 2 先 令 3 便 士 。 X 资 的 降 低 超 过 f 为 刺 激 需 求 而 必 须 降 低 的 程 度 u 实  
际 丨 •.，就 汴 多 种 丝 带 来 说 . 在 1:资 降 低 吋 . 从 来 没 冇 出 现 过 商 品 价 格 的 任 何 降  
低 ”( 弗 • [ 戴 * ]朗 格 委 员 的 报 告 ，栽 T 《《 丨:调 杳 委 员 会 。 1866年 第 5 号 报  

第 114页 第 1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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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 止 结 社 法 3U，工 厂 普 遍 大 扩 展 。 1825年 ，危 机 312。 1826年 ，工人 
极 端 贫 困 ，发 生 暴 动 。 1827年 ，略 有 好 转 。 1828年 ，蒸汽织 机和输 出 
量 大 增 。 1829年 ，输 出 （特 别 是 向 印 度 的 输 出 ）超 过 历 年 。 1830年 . 

市 场 商 品 充 斥 ，境 况 艰 难 。 1831年 到 1833年 ，连 续 不 振 ；东 印 度 公  
司 对 东 亚 (印 度 和 中 国 ）贸 易 的 垄 断 权 被 取 消 。 1834年 ，工 厂 和 机 器  
大 增 ，人 手 不 足 。新 济 贫 法 促 进 农 业 工 人 向 工 厂 区 流 动 。农 业 各 郡  
的 儿 童 被 劫 掠 一 空 。 白 奴 贸 易 。 1835年 ，大 繁 荣 》 同 时 ，手 工 织 布  
工 人 饥 饿 待 毙 。 1836年 ，大 繁 荣 。 1837年 和 1838年 ，衰 退 ，不振状  
态 和 危 机 。 1839年 ，复 苏 。 1840年 ，严 重 萧 条 ，发 生 暴 动 ，军 队 出 动  
干 涉 。 1841年 和 1842年 ■工 厂 工 人 遭 受 极 大 的 痛 苦 。 1842年 .曼 彻  
斯 特 工 厂 主 解 雇 工 人 以 便 能 够 废 除 谷 物 法 。成 千 上万 的 工 人 涌 向约  
克 郡 ，乂 被 军 队 驱 回 ，他 们 的 领 袖 被 提 交 兰 开 斯 特 法 庭 。 1843年 ，严  
重 贫 困 。1844年 ，复 苏 。 1845年 ，大 繁 荣 。 1846年 .起 初 是 继 续 高  
涨 ，最 后 是 回 落 的 征 候 。谷 物 法 被 废 除 。 1847年 ，危 机 。为 庆 祝 “大 

圆 面 包 ”（自 由 贸 易 派 先 生 们 在 他 们 反 对 谷 物 法 的 宣 传 鼓 动 中 许 诺 的  
巨 大 的 面 包 )177,工 资 普 遍 降 低 ]〇%或 10%以 上 。 1848年 ，继 续 不  
振 。曼 彻 斯 特 处 于 军 队 保 护 之 下 。 1849年 ，复 苏 。 1850年 ，繁 荣 。 
1851年 ，商 品 降 价 ，工 资 低 微 ，罢 工 频 繁 。 1852年 ，开 始 好 转 。 罢 工 
继 续 发 生 ，工 厂 主 以 输 入 外 国 工 人 相 威 胁 。 1853年 ，输 出 增 加 。普 
雷 斯 顿 罢 工 持 续 八 个 月 ，严 重 贫 困 。 1854年 .繁 荣 。 1855年 ，市场 商 
品 充 斥 。破 产 消 息 从 美 国 、加 拿 大 和 东 亚 纷 纷 传 来 。 1856年 ，大繁 
荣 。1857年 ，危 机  ̂ 1858年 . 好 转 。 1859年 . 大 繁 荣 ，工 厂 增 加 。 
I860年 ，英 国 棉 纺 织 业 达 到 顶 点 。印 度 、澳 大 利 亚 以 及 其 他 市 场 上  
商 品 过 剩 ，直 到 1863年 几 乎 还 没 有 销 完 全 部 存 货 。英国 同法 国 缔 结  
贸 易 协 定 313。工 厂 和 机 器 激 增 。 1861年 ，暂 时 的 繁 荣 „ 出 现 回 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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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南 北 战 争 。棉 荒 。 1862年 到 1863年 ，完 全 崩 溃 。
棉 荒 的 历 史 太 有 代 表 性 了 ，我 们 不 能 不 略 为 叙 述 一 下 。从 I860 

年 到 1861年 的 市 场 的 统 计 材 料 中 可 以 看 出 ，对 于 工 厂 主 来 说 ，棉荒 

发 生 的 正 是 时 候 . 对 于 他 们 是 有 利 的 。这 个 事 实 已 被 曼 彻 斯 特 商 会  
的 报 告 所 承 认 ，帕 麦 斯 顿 勋 爵 和 德 比 勋 爵 在 议 会 中 也 宣 布 过 ，而且也 
为 实 际 情 况 证 明 了 。(252) 253当 然 ，1861年 联 合 王 国 的 2 887家棉纺 织 厂  
屮 ，有 许 多 是 小 工 厂 。在 这 2 887家 工 厂 中 ，有 2 109家 是 属 于 工 厂  
视 察 员 亚 • 雷 德 格 雷 夫 的 管 辖 范 围 。根 据 他 的 报 告 ，在 这 2 109家 
工 厂 中 ，使 用 还 不 到 10蒸 汽 马 力 的 有 392家 ，占 19%;使 用 10 20

马 力 之 间 的 有 345家 ，占 1 6 % ;使 用 2 0 马 力 和 2 0 马 力 以 上 的 有  
1 372家 。 小 工 厂 多 半 是 在 ]858年 以 后 的 繁 荣 时 期 建 立 起 来 的  

织 布 厂 ，而 且 大 部 分 是 靠 一 些 投 机 家 分 头 出 棉 纱 、出 机 器 、出 厂 房建  
立 起 来 的 ，交 由 以 前 的 监 工 或 其 他 没 有 资 财 的 人 经 营 。这 些 小 工 厂  
主 几 f-都 破 产 了 》虽 然 他 们 占 工 厂 主 总 数 的 {，但 是 他 们 工 厂 的 资  
本 相 对 地 说 只 占 投 人 棉 纺 织 业 的 资 本 的 极 小 的 一 部 分 。

至 于 危 机 的 规 模 ，据 可 靠 估 计 ，1862年 10月 有 60. 3%的纱 锭 和 
58%的 织 机 停 工 。这 仅 仅 是 整 个 工 业 部 门 的 情 况 ，各 个 区 的 情 况 当  
然 是 很 不 同 的 。只 有 极 少 数 的 工 厂 开 全 工 (每 周 60小 时 ），其 余工厂  

都 有 停 工 现 象 。
即 使 那 些 做 全 工 并 且 照 例 拿 汁 件 工 资 的 少 数 工 人 ，由 于 次 棉 代  

替 好 棉 ，埃 及 棉 代 替 海 岛 棉 、苏 拉 特 棉 代 替 美 棉 和 埃 及 棉 ，以 及 苏 拉  
特 棉 掺 飞 花 代 替 纯 棉 ，所 得 到 的 周 工 资 也 不 可 避 免 地 减 少 r 。 苏 拉

( 2 5 2 )  参 看《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862 年 10月 ：il 口》第 3〇页 。
( 2 5 3 )  同 第 [18、 ]1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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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棉 纤 维 较 短 . 会 有 脏 物 . 棉 纱 易 断 ，经 纱 上 浆 不 用 面 粉 而 用 各 种 重  
拼 料 ，以 及 其 他 等 等 ，这 一 切 都 减 低 ；r 机 器 的 速 度 ，或 者 减 少 了 一 个  

织 工 所 能 看 管 的 织 机 台 数 ，增 加 了 纠 正 机 器 差 错 所 花 的 劳 动 ,在 减 少  
产 量 的 同 时 也 减 少 了 工 资 。使 用 苏 拉 特 棉 时 ，工 人 即 使 做 全 工 也 要  
遭 受 20%、30%或 更 多 的 损 失 。而 多 数 工 厂 主 又 把 计 件 工 资 率 降 低  
了 5%、7 .5% 和  1Ü% 。

因 此 ，那 些 每 周 只 劳 动 3 天 、3 天 半 、4 天 或 者 每 天 只 劳 动 6 小时  
的 工 人 的 处 境 也 就 可 想 而 知 1% 1863年 时 ，在 情 况 已 经 有 所 好 转 之  
后 ，织 布 工 人 、纺 纱 工 人 等 的 周 工 资 也 只 有 3 先 令 4 便 士 、3 先 令 10 

便 士 、4 先 令 6 便 士 、5 先 令 1 便 士 等 。 即 使 在 这 样 悲 惨 的 状 况  

下 ，工 厂 主 在 寻 找 借 口 ，克 扣 已 经 十 分 微 薄 的 工 资 方 面 的 创 造 精 神 却  
有 增 无 减 。工 人 往 往 还 由 于 棉 花 不 好 和 机 器 不 完 善 等 等 所 造 成 的 商  
品 的 毛 病 而 被 罚 款 。如 果 工 厂 主 还 是 工 人 住 的 小 屋 的 房 主 ，那 他还  
要 从 名 义 工 资 中 扣 除 一 部 分 算 做 房 租 。工 厂 视 察 员 雷 德 格 雷 夫 谈 到  
走 锭 纺 纱 机 的 看 管 工 (他 们 每 人 看 管 两 台 走 锭 纺 纱 机 ) 时 指 出 ，他们  
做 满 14天 全 工 ，得 到 8 先 令 11便 上 ; 从 这 个 数 中 首 先 扣 除 房 租 ，而 

工 厂 主 又 把 房 租 的 一 半 作 为 无 偿 的 馈 赠 送 还 工 人 ，这 样 看 管 工 拿 回  
家 去 的 总 共 是 6 先 令 11便 士 。 1862年 的 最 后 几 个 月 ，织 布 工 人 周  
工 资 往 往 只 有 2 先 令 6 便 士 254 (255) 256。甚 至 工 人 只 劳 动 很 短 的 时 间 ，也 
常 常 要 从 工 资 中 扣 除 房 租 。 难 怪 在 兰 开 夏 郡 的 某 些 地 方 发 生 一  
种 饥 饿 病 ！但 更 为 可 怕 的 是 :生 产 过 程 的 变 革 是 靠 牺 牲 工 人 来 进 行  
的 。这 就 像 解 剖 学 家 拿 青 蛙 和 其 他 动 物 做 实 验 一 样 ，完 全 是 拿 无 价

( 254)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63年 10月 31 口 》第 41[ 一 45、]51[、52]页 。
(255)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D 1863年 10月 3 1 日》第 41、4 2 页 。
( 2 5 6 )  同 上 ，第 5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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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的 生 物 体 做 实 验 。工 厂 视 察 员 雷 德 格 雷 夫 说 ：

“我里然列举 了许 多工厂 的工人的实 际 收人.但是不能认 为 ,他们 每星期都 
能得到这 个 数 ß « 由于工厂 主不断 地进 行实 验 .工厂 的状 况 极 不稳 定…… 他 
们 的收人随 着混合棉的质 》而增减 ，有时 和他们 的名义 工资 率相差15% ,而过  
一两 个 星期竟降低50%至 æ % „”(257)

这 些 实 验 不 仅 靠 牺 牲 工 人 很 大 一 部 分 生 活 资 料 来 进 行 ，而且还  
以 工 人 的 全 部 五 官 受 到 痛 苦 为 代 价 。

“清 棉的工人告诉 我，难 忍的臭味熏得人恶 心…… 在梳棉间 和混棉间 里. 
尘 埃、脏 东 西刺激人的七窍 . 引起咳嗽和呼吸困难 …… 由于纤 维 短，浆 纱 时 使 
用大M的各种 代用品来 代替原来 使用的面粉。这 就引起织 布工人恶 心呕 吐和 
消化不É L 因为 灰尘 多，支气 管炎、咽喉炎十分流行;其次，由于苏 拉特棉里的 
脏 东 眄刺激皮肤 ，皮肤 病也很 流行-

另 一 方 面 ，面 粉 的 代 用 品 由 于 增 加 棉 纱 的 重 量 而 成 为 工 厂 主 先  
生 们 的 福 尔 土 纳 特 的 钱 袋 。® 这 些 代 用 品 使 “ ]5 磅 原 料 在 纺 成 纱 后  

重 2〇镑 ”(258)。工 厂 视 察 员 1祐 4 年 4 月 3 0 日 的 报 告 中 说 :

••现 在，工业 t 榨 取利润 的这 种 办 法简 f i 达 到卑鄙无耻 的程度。我从 可靠  
方面得知. 8 磅的布是由5 [ + ] 磅棉花和2 j 磅浆 料制成的。另 一匹5+ 磅的 
布M含侖两 磅浆 料》这 还 是供出口的普通的衬 衫布。其他种 类 的布里^时 萣  
加 F 5 0 5 的浆 料. 因此工厂 主可以吹嘘 .而且确 实 也在吹唬 ，说 他们 之所以发 财  
致富. 坫 因为 他们 的布史得比布在名义 上包含的纱 的价值 还 便宜。 ”(259)

( 2 3 7 )同上，第 50、.51页 __
( 2 S S )同上.第 62、63页 。
(259> (U :厂 视 察贤 报 fi., 1864年 ，I 月 3 0 日》第 2 7 页 。

I 祸 尔 1:纳 特是德国 民间 故事中的人物，有一个 神奇的取之不尽 的钱 袋 
和一顶 隐 身術。 一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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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是 ，工 人 们 不 只 是 苦 于 工 厂 主 和 市 政 当 局 的 实 验 ，不只是苦于 
失 业 和 工 资 降 低 、贫 困 和 救 济 以 及 上 下 两 院 的 赞 美 词 。

‘‘因 棉 荒 而 失 业 的 不 幸 的 妇 女 们 . 成 了 社 会 的 遗 弃 者 ，而 且 现 在 仍 然 如  
此…… 年 轻 妓 女 的 数 目 比 过 去 2「>年 增 多 了 。

可 见 ，英 国 棉 纺 织 工 业 在 最 初 的 4 5 年 中 ，即 从 ]770年 到 1815 

年 ，只 有 5 年 是 危 机 和 停 滞 状 态 ，但 这 4 5年 是 它 垄 断 整 个 世 界 的 时  
期 。在 第 二 个 时 期 ，即 从 1815年 到 1863年 的 4 8年 间 ，只 有 2 0年是 
复 苏 和 繁 荣 时 期 •却 有 2 8年 是 不 振 和 停 滞 时 期 。从 1815年 到 1830 

年 ，开 始 同 欧 洲 大 陆 和 美 国 竞 争 。从 1833年 起 ，靠 “毁 灭 人 种 ”的办  
法 征 服 和 扩 大 亚 洲 市 场 。314谷 物 法 废 除 之 后 ，从 1846年 到 ]863年 , 
有 8 年 是 活 跃 和 繁 荣 时 期 ，却 有 9 年 是 不 振 和 停 滞 时 期 。棉 纺 织 业  

屮 的 成 年 男 工 的 状 况 . 即 使 是 在 繁 荣 时 期 ，也 可根据下面的附注作出 
判 断 。冊 ） 260 261

( 2 6 0 )  引 自 博 尔 顿 警 察 局 长 哈 里 斯 的 信 . 载 于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65年 
10月 3 1 日》第 61 页 。

(261) 1863年 春 ，棉 纺 织 工 人 在 要 求 成 立 移 民 协 会 的 一 份 呼 吁 书 中 说 : 
“工 厂 工 人 的 大 量 移 民 在 目 前 是 绝 对 必 要 的 ，这 一 点 只 有 少 数 人 才 会 否 认 。 下 
列 事 实 表 明 ，经 常 不 断 地 移 民 在 任 何 时 候 都 是 需 要 的 ，否 则 我 们 就 不 能 维 持 我  
们 平 时 的 地 位 。这 些 事 实 就 是 ：1814年 ，输 出 的 棉 织 品 的 官 方 价 值 〈这 只 是 数  
量 的 指 数 〉是 17 665 37*8镑 ，而 其 实 际 市 场 价 值 是 20 〇ro 824镑 ；1858年 ，输 出 
的 棉 织 品 的 官 方 价 值 是 182 221 6 8 ]镑 ，而 其 实 际 市 场 价 值 只 是 43 001 322镑 ； 
数 量 增 加 为 十 倍 ,而 得 到 的 等 价 物 只 增 加 一 倍 多 一 点 。这 种 对 于 整 个 国 家 特 别  
是 对 于 工 厂 工 人 极 其 有 害 的 结 果 •是 由 各 种 同 时 起 作 用 的 原 因 造 成 的 … … 最 
主 要 的 原 因 之 一 是 我 们 这 个 生 产 部 门 必 须 经 常 保 持 超 过 平 均 需 要 的 可 供 支 配  
的 工 人 ，因 为 它 如 要 不 被 消 灭 ，就 得 不 断 扩 大 市 场 . 在 现 有 制 度 下 .商 业 的 周 期  
性 停 滞 就 像 死 亡 一 样 不 可 避 免 . 而 这 种 停 滞 随 时 可 能 使 我 们 棉 纺 织 工 厂 停 工 。 
但 是 ，人 的 创 造 精 神 并 不 因 此 就 停 歇 下 来 ，根 据 最 低 的 估 计 .最 近 25年 有 6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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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大 工 业 所 引 起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
手 工 业 和 家 庭 劳 动 的 革 命

( a ) 以 手 工 业 和 分 工 为 基 础 的 协 作 的 消 灭

我 们 已 经 看 到 ，机 器 经 营 如 何 消 灭 r 以 手 工 业 为 基 础 的 协 作 和  

以 手 工 业 分 工 为 基 础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收 割 机 是 前 一 种 情 况 的 例 子 ， 
它 代 替 了 一 定 数 量 的 收 割 者 的 协 作 。制 针 机 是 后 一 种 情 况 的 明 显 例  
子 。据 亚 当 • 斯 密 说 ，在 他 那 时 候 ，10 个 男 人 分 工 合 作 每 天 能 制 针  
48 000多 枚 。但 是 现 在 ，一 台 机 器 在 一 个 十 一 小 时 工 作 日 中 就 能 制  
针 145 000枚 。 一 个 妇 女 或 少 女 平 均 可 以 看 管 4 台 这 样 的 机 器 ，因 
此 . 她 用 机 器 每 天 可 以 生 产 针 近 6 0万 枚 ，每 星 期 就 可 以 生 产 300多 

万 枚 。圓
如 果 一 台 单 个 的 工 具 机 代 替 了 协 作 或 工 场 手 工 业 ，那 么 ，工 具 机  

本 身 又 可 以 成 为 新 的 手 工 业 生 产 的 基 础 。但 是 ，手 工 业 生 产 在 机 器  
基 础 上 的 再 现 只 是 向 工 厂 制 度 的 过 渡 ，只 要 水 和 蒸 汽 作 为 动 力 代 替  
人 的 肌 肉 ，工 厂 制 度 通 常 就 会 出 现 。小 生 产 可 以 间 或 地 、暂 时 地 同 机  *

人 离 开 r 这 个 国 家 ，尽 管 如 此 ，由 于 为 了 使 产 品 便 宜 而 不 断 排 挤 劳 动 者 ，甚 至 在  
最 繁 荣 的 时 期 , 仍 然 有 很 大 一 部 分 成 年 男 工 无 法 在 T 厂 找 到 任 何 条 件 的 任 何 工  
作 。” 05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1 8 6 3 .年 4 月 3 0 日》第 5 1 、5 2 页 ) 在 以 后 的 某 章 中 ，我 
们 会 看 到 . 在 棉 纺 织 业 的 大 灾 难 中 ，工 厂 主 先 生 们 是 怎 样 用 尽 一 切 办 法 ，甚 至 借  
助 国 家 权 力 .来 力 图 阻 止 工 厂 工 人 移 逋 国 外 。

( 2 r t 2 )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 第 3 号 报 告 》1 8 6 4 年 版 第 1 Ü 8 页 第 4 4 7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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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 动 力 结 合 起 来 •耶 或 是 靠 租 用 蒸 汽 . 如 伯 明 翰 的 某 些 n 场 手 :丨: 业 . 

或 是 靠 采 用 小 型 热 力 机 242•如 织 布 业 等 的 某 咚 部 门 。 m

在 考 文 垂 的 丝 织 业 里 ，一 种 “小 屋 工 厂 ”的 实 验 曾 ß 发 地 发 展  
起 来 由 儿 排 小 屋 围 成 的 方 形 场 地 的 中 间 • 建 起 一 座 安 装 蒸 汽 机  
的 所 谓 机 器 房 . 蒸 汽 机 通 过 枢 轴 同 各 个 小 m 中 的 织 机 连 接 起 来 。 
蒸 汽 一 律 是 租 用 的 . 例 如 每 台 织 机 交 2 ^ 先 令 。 不 管 织 机 迠 扣 转  
动 ，蒸 汽 费 都 得 按 周 支 付 每 个 小 屋 有 1 一 6 台 织 机 ，这 些 机 器 有  
的 是 劳 动 者 的 ，有 的 是 赊 购 的 . 有 的 是 租 来 的 》小 屋 工 厂 和 真 正 的  
工 厂 之 间 的 斗 争 持 续 了  1 2年 以 上 。结 果 是 3 00家 小 屋 工 厂 完 全  
破 产 。 _ )

在 劳 动 过 程 的 性 质 本 身 并 不 要 求 大 规 模 生 产 的 场 合 ，那 邱 最  
近 三 卜 年 间 新 兴 的 工 业 ，例 如 信 封 制 造 业 、钢 笔 尖 制 造 业 等 等 .通  
常 都 是 先 经 过 手 1 : 业 状 态 ，然 后 经 过 工 场 乎 工 业 屯 产 这 些 短 暂 的  
过 渡 阶 段 才 达 到 工 厂 制 度 。这 种 形 态 变 化 .在 工 场 手 工 业 制 品 不  
是 通 过 连 续 阶 段 的 操 作 . 而 是 由 许 多 各 不 相 F+的 操 作 来 生 产 的 地  
方 ，最 为 困 难 。这 种 情 形 曾 经 是 钢 笔 尖 生 产 必 须 克 服 的 障 碍 „ f El 

是 大 约 2 0 年 前 就 已 经 发 明 了 一 种 自 动 机 ，可以一  F 子 完 成 6 种 这  

类 操 作 。
1820年 手 工 业 提 供 的 第 一 批 1 2 打 钢 笔 尖 价 格 7 镑 1 圯 令 ， 

]83()年 工 场 T•工业 提供的为 8 先 令 ，而 现 在 工 厂 提 供 给 批 发 商 的 价  263 264

(263) 在 美 国 ，TVT-、lk在 机 器 基 础 t 的 这 种 ff现 ，是 常 见 的 事 „ ：P 丨 :业 向 
工 厂 生 产 的 进 一 步 转 变 是 必 然 的 .因 此 同 欧 洲 甚 至 同 英 国 比 较 起 来 ，那 甩 的 积  
聚 -R千 里 地 飞 跃 进 展 ，

( 2 6 4 )  参 fl-《工 厂 视 察 报 告 。 1865年 10月 31 第 f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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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是 2 - 6 便 士 0_ 艰

(b ) 工 厂 对 于 工 场 手 工 业  

和 家 庭 劳 动 的 反 作 用
]

随 着 大 工 业 的 发 展 以 及 大 工 业 在 农 业 中 引 起 的 相 应 变 革 ，不仅  

所 有 其 他 工 业 部 门 的 生 产 规 模 扩 大 了 .而 且 它 们 的 性 质 也 发 生 了 变  
化 。机 器 体 系 的 原 则 是 把 生 产 过 程 分 解 为 各 个 组 成 阶 段 • 并 且 应 用  
力 学 、化 学 等 等 ，总 之 就 是 应 用 自 然 科 学 来 解 决 由 此 产 生 的 问 题 。这  
个 原 则 终 于 在 一 切 地 方 为 自 己 开 辟 了 道 路 。 因 此 ，机 器 时 而 占 领 旧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这 个 过 程 ，时 而 又 占 领 那 个 过 程 。机 器 的 侵 人 在 旧  
的 T 场 手 工 业 中 引 起 了 不 断 的 变 化 ，对 旧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由 分 工 产  

生 并 且 几 乎 结 晶 化 的 组 织 起 了 溶 解 的 作 用 。此 外 ，集 体 劳 动 者 或 结  
合 劳 动 人 员 的 构 成 也 发 生 了 根 本 的 变 革 。 同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相 反 ， 
现 Æ .分 工 的 计 划 把 基 点 放 在 使 用 妇 女 劳 动 、各 种 年 龄 的 儿 童 劳 动 和  

作 熟 练 工 人 劳 动 上 ，总 之 . 就 是 放 在 使 用 英 国 人 所 谓 的 廉 价 劳 动 上 。 

这 一 情 况 不 仅 适 用 于 使 用 机 器 或 者 不 使 用 机 器 的 大 规 模 结 合 的 生  
产 ，而 且 适 用 于 在 工 人 的 私 人 住 宅 或 者 在 小 工 场 中 进 行 生 产 的 所 谓  
家 庭 工 业 。这 种 所 谓 的 家 庭 工 业 ，与 那 种 以 独 立 的 城 市 手 工 业 、独 立 

的 乡 村 小 农 业 ，特 别 是 以 工 人 家 庭 的 住 宅 为 前 提 的 旧 式 家 庭 工 业 ，除

( 2 f i ô ) 占 洛 特 先 牛 在 伯 明 翰 建 立 了 第 一 座 大 规 模 的 钢 笔 尖 手 工 工 场 。 ¥-在  
】8 5 ] 年 . 该 厂 就 能 生 产 18 0 0 0 多 万 枚 笔 尖 ，每 年 消 费 1 2 0 吨 钢 板 。 伯 明 翰 垄 断 着  
联 合 王 W 的 这 M 行 业 . 现 在 每 年 生 产 几 十 亿 枚 钢 笔 尖 。根 据 18 6 丨 年 的 调 查 .这 一  
行 业 雇 用 的 工 人 人 数 为 1 4 2 8 人 ，其 中 女 X I  2 6 8 人 . 年 龄 最 小 的 只 有 5 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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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名 称 .毫 无 共 同 之 处 。现 在 它 已 经 转 化 为 工 厂 、手 工 工 场 或 商 店 的  
外 部 分 支 机 构 。 资 本 除 了 把 工 厂 工 人 、手 工 工 场 工 人 和 手 工 业 工 人  
大 规 模 地 集 中 在 大 工 场 . 并 直 接 指 挥 他 们 ，它 还 通 过 许 多 无 形 的 线 调  
动 着 另 一 支 散 居 在 大 城 市 和 农 村 的 工 业 大 军 。例 如 ，蒂 利 先 生 在 爱  
尔 兰 的 伦 敦 德 里 所 开 设 的 衬 衫 工 厂 ，就 雇 用 着 1 〇()〇个 真 正 的 1 厂  
工 人 和 9 000个 散 居 在 农 村 的 家 庭 工 人 。

现 代 工 场 手 工 业 中 对 未 成 熟 劳 动 者 或 简 单 地 说 廉 价 劳 动 者 的 剥  
削 ，比 在 真 正 的 工 厂 中 还 要 无 耻 . 因 为 工 厂 所 拥 有 的 技 术 基 础 .即 用  
机 器 代 替 肌 肉 力 ,在 现 代 工 场 手 工 业 中 大 多 数 是 不 存 在 的 ; 同 时 .在  
现 代 工 场 手 工 业 中 ，女 工 或 儿 童 的 器 官 还 被 丧 尽 天 良 地 置 于 有 毒 物  

质 等 等 的 侵 害 之 下 。而 这 种 剥 削 在 所 谓 的 家 庭 劳 动 中 ，又比 在工 场  
手 工 业 中 更 加 无 耻 ，这 是 因 为 : 劳 动 者 的 反 抗 力 由 于 分 散 而 减 弱 ，在 
雇 主 和 工 人 之 间 挤 进 了 一 大 批 贪 婪 的 寄 生 虫 。不 仅 如 此 .家 庭 劳 动  
到 处 和 同 一 生 产 部 门 的 机 器 或 者 至 少 是 同 工 场 手 工 业 进 行 竞 争 ，极  
度 贫 困 的 工 人 不 能 得 到 必 不 可 少 的 劳 动 条 件 - 空 间 、通 风 、光线 等 
等 ，最 后 .在 这 些 由 大 工 业 和 大 农 业 所 造 成 的 牺 牲 者 的 最 后 避 难 所  
里 ，劳 动 者 之 间 的 竞 争 必 然 达 到 顶 点 。

我 们 已 经 看 到 .机 器 生 产 第 一 次 系 统 地 发 展 和 组 织 了 生 产 资 料  
的 节 约 ，但 是 在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中 . 这 种 节 约 具 有 对 抗 性 的 双 重 性 质 。 
人 们 采 用 机 器 以 及 由 机 器 引 起 的 劳 动 的 社 会 结 合 ，以 便 用 最 低 限 量  
的 支 出 来 取 得 有 用 的 效 果 。另 一 方 面 ，费 用 的 节 约 从 工 厂 出 现 之 日  
起 就 同 时 是 通 过 对 劳 动 力 的 最 疯 狂 的 浪 费 和 对 劳 动 力 执 行 职 能 的 正  
常 条 件 的 最 无 耻 的 剥 夺 来 实 现 的 。现 在 ，在 一 个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领

(2 (5 6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 第 2 号 报 告 》1864年 版 第 L X V ni页 第 4 15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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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中 .大 工 业 的 技 术 基 础 越 不 发 达 .费 用 的 节 约 所 具 有 的 这 种 否 定 的  
和 杀 人 的 一 面 就 越 发 达 。

(C) 现 代 工 场 手 工 业

现 在 ，我 举 几 个 例 子 来 说 明 上 述 原 理 。其 实 读 者 已 经 从 工 作 日  
那 一 章 看 到 大 量 例 证 。

伯 明 翰 及 其 近 郊 的 金 属 手 工 工 场 雇 用 3 万 个 儿 童 和 少 年 ，此外 

还 雇 用 大 约 1 万 名 妇 女 . 他 们 总 是 干 着 很 重 的 活 。这 些 人 员 分 布 在  
铸 铜 业 、纽 扣 业 、油 漆 业 、珐 琅 业 以 及 其 他 有 害 健 康 的 行 业 中 。 (267) 

伦 敦 的 各 家 书 报 印 刷 厂 由 于 让 成 年 和 少 年 工 人 从 事 过 度 劳 动 而 博 得  
了 屠 宰 场 的 美 名 。(268)在 订 书 业 中 也 可 以 看 到 同 样 的 过 度 劳 动 和 同  
样 的 牺 牲 品 . 主 要 是 少 女 和 儿 童 。在 制 绳 业 中 ，少 年 工 人 也 担 负 着 繁  
重 的 劳 动 ，在 制 盐 、制 蜡 烛 以 及 生 产 其 他 化 工 制 品 的 工 场 中 ，他们 还  
得 做 夜 工 ，在 尚 末 采 用 机 械 动 力 的 丝 织 业 中 .织 机 是 由 少 年 来 推 动  
的 。这 种 活 简 直 能 累 死 人 。(269)— 种 最 肮 脏 、最 丢 脸 、报 酬 最 低 、主 
耍 是 雇 用 少 女 和 妇 女 来 干 的 活 是 清 理 破 布 。我 们 知 道 ，大 不 列 颠 不  
仅 自 己 拥 有 无 数 的 破 布 ，而 且 还 是 全 世 界 破 布 贸 易 的 中 心 。破 布 从  
H本 、遥 远 的 南 美 各 国 和 加 那 利 群 岛 流 进 来 。但 是 ，它 的 主 要 供 应 来  
源 足 德 国 、法 国 、俄 国 、意 大 利 、埃 及 、土 耳 其 、比 利 时 和 荷 兰 。破布用

( 2 6 7 ) 莴 至 设 菲 尔 德 的 锉 刀 业 也 雇 用 儿 童 ！
( 2 f i 8 ) 《童 X 调 查 委 员 会 。 第 5 号 报 告 3»1邸 6 年 版 第 3 K 第 2 4 号 ; 第 6 页  

第 热 , S iS 号 ; 第 7 页 第 5 9 ^ 8 0 号 ，
(2 6 9 ) N 上 . 第 I 1 . U 1 5 页 第 6 _ 7兮 。 调 查 委 员 正 确 地 指 出 ，如 果 在 其 他  

地 方 是 机 器 代 替 人 ，那 么 在 这 里 是 少 年 代 替 了 机 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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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做 肥 料 、床 垫 、还 可 以 当 做 造 纸 的 原 料 。这 些 清 理 破 布 的 女 工 是 传  
播 天 花 及 其 他 传 染 病 的 媒 介 .而 她 们 自 己 就 是 这 些 疾 病 的 最 先 的 牺
牲 者 * 卿

除 金 属 矿 和 煤 矿 之 外 ，英 国 还 提 供 r 另 一 类 说 明 过 度 的 、繁重的 
劳 动 以 及 那 些 从 幼 年 起 就 被 使 用 的 工 人 在 这 种 劳 动 中 所 受 虐 待 的 典  
型 例 子 ，这 就 是 很 少 采 用 新 发 明 的 机 器 的 砖 瓦 工 场 。从 5 月 到 9 月 . 

劳 动 是 从 早 晨 5 点 起 到 晚 上 8 点 止 ，如 果 是 在 户 外 晾 干 ，则 往往从 早  
晨 4 点 起 到 晚 上 9 点 止 。早 晨 5 点 至 晚 上 7 点 的 工 作 日 算 是 “缩 短 
的 适 度 的 ”了 。男 女 儿 童 从 6 岁 起 ，甚 至 从 4 岁 起 就 被 使 用 。他 

们 劳 动 的 时 间 同 成 年 人 一 样 长 ，甚 至 往 往 比 成 年 人 还 要 长 。活很 吃  
力 ，太 阳 的 酷 热 更 容 易 使 人 精 疲 力 竭 。例 如 在 莫 克 斯 利 的 一 个 制 砖  
工 场 ，一 个 2 4 岁 的 姑 娘 每 天 制 砖 2 000块 ，只 有 两 个 刚 刚 脱 离 童 年  
的 女 孩 子 做 助 手 ，帮 她 运 土 和 垛 砖 块 。这 两 个 女 孩 子 每 天 要 从 5 0 英 
尺 深 的 土 坑 里 通 过 很 滑 的 斜 坡 挖 出 10吨 黏 土 ，并 把 它 运 到 210英尺 

远 的 地 方 去 。

“通 过 这 座 炼 狱 ，儿 童 在 道 德 上 没 有 不 极 端 堕 落 的 … … 他 们 从 幼 年 起 就  
听 惯 了 各 种 下 流 话 ，他 们 在 各 种 皁 劣 、猥 亵 、无 耻 的 习 惯 中 野 蛮 无 知 地 长 大 ，这  
就 使 他 们 日 后 变 得 无 法 无 天 ，卑 鄙 下 流 和 放 荡 成 性 … … 他 们 的 居 住 方 式 是 道  
德 败 坏 的 一 个 可 怕 根 源 。每 个 成 型 工 〈他 是 熟 练 工 人 ，又 是 一 个 制 砖 工 人 小 组  
的 头 〉要 在 自 己 的 小 屋 軍 安 排 他 这 一 班 7 个 人 的 吃 和 住 。这 些 人 不 管 是 不 是 他  
的 家 里 人 ，成 人 、男 女 青 少 年 都 睡 在 他 的 小 屋 里 。这 种 小 屋 通 常 只 有 2 个 房 间 . 
至 多 有 3 个 房 间 ，他 们 统 统 睡 在 地 上 ，窗 户 很 少 . 他 们 劳 累 一 天 ，浑 身 汗 水 . 已 
经 精 疲 力 竭 . 哪 还 能 讲 究 卫 生 、清 洁 和 礼 貌 。这 样 的 小 屋 多 数 都 是 混 乱 和 肮 脏  
的 真 正 标 本 …… 这 种 制 度 的 最 大 弊 病 就 是 雇 用 少 女 .干 这 种 活 往 往 使 她 们 从  *

( 2 7 0 ) 见 关 于 破 布 贸 易 的 报 告 以 及 《公 共 卫 生 。第 8 号 报 告 》1866年 伦 敦  
版 .附 录 第 196—208页 的 大 量 资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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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年 起 就 终 生 沦 为 放 荡 成 性 的 败 类 》 在 自 然 使 她 们 懂 得 自 己 是 个 女 人 之 前 ，她  
们 已 经 变 成 粗 鲁 的 、出 言 下 流 的 男 孩 子 。 她 们 身 上 披 着 几 块 肮 脏 的 布 片 ，裸 露  
大 腿 . 蓬 头 垢 面 . 根 本 不 在 乎 什 么 端 庄 和 羞 耻 。吃 饭 的 时 候 .她 们 伸 开 四 肢 躺 在  
田 野 上 . 或 者 偷 看 在 附 近 运 河 里 洗 澡 的 小 伙 子 。 她 们 干 完 了 白 天 的 重 活 ，就 换  
- 身 好 一 点 的 衣 服 ，陪 着 男 人 上 酒 馆 在 这 种 环 境 中 , 酗 酒 极 为 流 行 ，这 是 毫 不  
奇 怪 的 ,„ 最 糟 糕 的 是 .制 砖 工 人 自 暴 自 弃 个 比 较 好 的 工 人 曾 对 绍 索 菲 尔 兹  
的 牧 师 说 ，先 生 ，您 感 化 一 个 制 砖 r 人 . 那 简 直 比 感 化 魔 鬼 还 难 ! " f  2 m

关 于 资 本 在 现 代 工 场 手 工 业 (这 里 指 除 真 正 的 工 厂 之 外 的 一 切  
大 规 模 的 工 场 ）中 节 约 劳 动 条 件 的 方 法 ，可 以 在 《公 共 卫 生 报 告 》第 4 

号 （1861年 ) 和 第 6 号 （1864年 ）中 找 到 详 细 的 官 方 材 料 。报 告 中 关  

于 工 场 ，特 别 是 关 于 伦 敦 印 刷 业 和 裁 缝 业 工 场 的 描 绘 ，远 远 超 过 了 小  
说 家 们 所 能 够 想 象 出 来 的 最 令 人 深 恶 痛 绝 的 情 景 。对 工 人 健 康 状 况  
的 影 响 ，是 不 言 而 喻 的 。，枢 密 院 149主 任 医 官 兼 《公 共 卫 生 报 告 》主编  
西 蒙 医 生 说 ：

“我 Æ我 的 第 4 号 报 告 < ]86]年 〉中 曾 指 出 ，劳 动 者 坚 持 的 所 谓 健 康 权 利 .也  
就 是 说 . 要 求 雇 主 无 论 叫 1 : 人 干 什 么 活 时 ，都 要 在 责 任 所 及 的 范 围 内 ，使 劳 动 避  
免 一 切 可 以 避 免 的 有 害 健 康 的 情 况 . 这 实 际 上 是 办 不 到 的 我 曾 指 出 ，当 劳 动  
者 事 实 t 没 有 能 力 ® 己 实 现 这 t 健 康 权 利 的 时 候 .他 们 也 不 可 能 从 卫 生 警 察 官  
吏 那 里 得 到 任 何 有 效 的 帮 助 … … 现 在 ，成 千 上 万 的 男 女 工 人 的 生 命 ，只是由 
于 他 们 的 工 作 方 式 所 造 成 的 无 止 境 的 肉 体 折 磨 .便 无 谓 地 受 到 摧 残 而 缩  
短 了 广 (272)

为 了 更 清 楚 地 说 明 工 场 对 工 人 健 康 状 况 的 影 响 ，西 蒙 医 生 还 列  271 272

( 2 7 1 )  《童 T .调 查 委 员 会 。第 5 号 报 吿 》1編 年 版 第 X V I [ — X V III] 页 第  
8& - 9 7 号 ; 第 13Û [ .1 .3 3 ] 页 第 3 9  —  7 1 号 。 还 可 参 看 同 书 《第 3 号 报 告 》.1 8 6 4 年 
版 第 4 8 、邱 页 :。

( 2 7 2 )  《公 共 卫 生 。第 6 号 报 告 》1 8 6 4 年 伦 敦 版 第 [ 2 9  J M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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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下 面 这 张 死 亡 统 计 表 (27叫

各 有 关 产 业 部 门 在 健 康 方 面 各 有 关 产 业 部 门
雇 用 的 不 同 年 龄 互 相 比 较 的 每 1 0 万 人 中 的 死 亡 率

的 工 人 人 数 几 个 产 业 部 门 25  3b  P 35  —  45  岁 4 5  —  55  岁

9 5 8  2 6 5 英 格 兰 和 威 尔  
士的表业 743 80 5 1 145

男 2 2  3 0 1 \ 
女  12 377 1 伦 敦 的 裁 缝 业 9 58 1 2 6 2 2 0 9 3

1 3  80 3 伦 敦 的 印 刷 业 89 4 1 74 7 2 36 7

(cl) 现 代 家 庭 劳 动

我 们 现 在 来 考 察 一 下 所 谓 家 庭 劳 动 。为 了 对 这 个 构 成 大 工 业 基  
础 的 资 本 主 义 剥 削 领 域 有 个 简 略 的 了 解 ，只 要 看 一 看 例 如 英 格 兰 某  
些 偏 僻 乡 村 经 营 的 那 些 表 面 上 充 满 田 园 风 味 的 制 钉 业 就 够 了 。 273 (274) 

我 们 将 引 用 的 例 子 是 花 边 业 和 草 辫 业 中 没 有 采 用 机 器 .或 者 同 机 器  
生 产 和 工 场 手 工 业 生 产 竞 争 的 部 门 。

在 英 国 从 事 花 边 生 产 的 共 有 1 5万 人 ，其 中 受 1861年 工 厂 法 约  
束 的 大 约 有 1 万 人 , 其 余 的 M 万 人 绝 大 多 数 是 妇 女 、男 女 少 年 和 儿

( 2 7 3 )  同 上 ，第 3 0 页 ， 西 蒙 医 生 指 出 ，伦 敦 25  - 3 5 岁 的 裁 缝 和 印 刷 工 人  
的 死 亡 率 实 际 上 还 要 高 得 多 . 因 为 他 们 的 伦 敦 雇 主 从 农 村 得 到 大 量 的 3 0 岁 以 
下 的 青 年 学 徒 和 “ 实 习 生 ’’（即 那 些 想 提 高 自 己 手 艺 的 人 >。这 些 人 在 调 查 中 算  
做 伦 敦 人 ，他 们 使 伦 敦 死 亡 率 的 计 算 基 数 增 大 了 ，但 是 并 没 有 使 伦 敦 死 亡 的 人  
数 相 应 增 加 ，因 为 他 们 当 中 大 部 分 人 要 返 回 农 村 去 ，特 别 是 在 患 重 病 的 时 候 》

( 2 7 4 )  这 里 指 的 是 用 铁 锤 打 成 的 钉 子 ，而 不 是 用 机 器 制 作 的 钉 子 》见 《童 
工 调 查 [ 委 员 会 ] ，» 第 3 号 报 告 》第 X I、X〗X 页 第 1 2 5 - - 1 3 0 号 ，第 5 2 页 第 U 号 . 

第 1 1 3 、1 1 4 页 第 4 8 7 号 ，第 1 3 .7 页 第 6 7 4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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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其 中 男 性 很 少 。这 些 廉 价 的 剥 削 材 料 的 健 康 状 况 ，可以从 诺 丁 汉  
贫 民 诊 所 杜 鲁 门 医 生 的 下 列 统 计 材 料 中 看 出 来 。在 686个 患病的花 

边 女 工 (大 部 分 是 17 岁 到 2 4 岁 〉中 .患 肺 病 的 比 率 如 下

肺 病 率 的 这 种 增 长 ，一 定 会 使 最 乐 观 的 进 步 党 人 和 厚 颜 无 耻 的  
自 由 贸 易 论 贩 子 感 到 满 意 的 。

受 1861年 工 厂 法 约 束 的 是 采 用 机 器 生 产 的 花 边 业 。我 们 要 在  

这 里 略 加 考 察 的 部 门 (我 们 的 考 察 仅 限 于 所 谓 家 庭 工 人 ），可分为 两  
类 :一 类 是 花 边 整 理 （对 机 织 花 边 进 行 最 后 加 工 ，它 又 分 成 许 多 工  
种 ）. 另 一 类 是 手 织 花 边 。

花 边 整 雕 1彳 做一种 家庭劳 动 .或 者 是 在 所 谓 “老 板 娘 家 ”进 行 的 . 

或 者 是 在 妇 女 家 里 由 她 自 己 或 同 她 的 子 女 一 道 进 行 的 。那 些 开 设  
“老 板 娘家 ”的 妇 女 也 是 贫 穷 的 。劳 动 场 所 就 是 她 们 的 私 宅 的 一 部  
分 。她 们 从 工 厂 主 或 商 店 老 板 等 人 那 里 承 揽 订 货 ，使 用 妇 女 、儿 童和 
少 女 的 劳 动 .其 人 数 要 看 她 们 房 间 的 大 小 和 营 业 需 要 的 变 动 情 况 而  
定 „ 雇 用 的 女 工 的 人 数 有 些 工 场 是 20 — 4 0 人 ，有 些 工 场 是 10 — 20 

人 ，儿 章 开 始 劳 动 的 平 均 最 低 年 龄 是 6 岁 ，但 有 些 儿 童 不 满 5 岁 就开  
始 劳 动 了 。劳 动 时 间 通 常 是 从 早 晨 8 点 到 晚 上 8 点 ，中 间 有 小  
时 的 吃 饭 时 间 ，吃 饭 时 间 很 不 规 则 .而 且 往 往 是 在 臭 气 熏 天 的 小 工 房

1852年 每 4 5人 中 有 ]人  
1853年 每 2 8人 中 有 1 人 
1854年 每 1 7人 中 有 ]人  
1855年 每 18人 中 有 1人  
_l:85ß年 每 15人 中 有 1人

1857年 每 q 人 中 有 1 人 
1858年 每 15人 中 有 1 人 
1859年 每 9 人 中 有 1 人 
1860年 每 S 人 中 有 1 人 
1861年 每 8 人 中 有 1 人

《苋 丨 :调 奄 委 员 会 。第 2 号 报 告 》第 XX丨 丨 页 第166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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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吃 饭 ，生 意 好 的 时 候 ，往 往 从 早 晨 8 点 (有 时 是 6 点 )干 到 夜 里 K)、 
11或 12点 ^

在 英 国 兵 营 中 ，每 个 士 兵 规 定 占 有 500 600立 方 英 尺 的 空 间 ，
在 军 医 院 里 规 定 占 有 1 200立 方 英 尺 。而 在 这 样 的 简 陋 的 小 工 房  
里 ，每 人 只 有 67—100立 方 英 尺 。同 时 煤 气 灯 还 消 耗 空 气 中 的 氧 气 。 

为 了 保 持 花 边 的 清 洁 ，即 使 在 冬 天 ，儿 童 们 也 往 往 必 须 把 鞋 脱 掉 ，哪  
怕 地 面 上 铺 的 是 石 板 或 砖 块 。

“在 诺 丁 汉 . 常 常 可 以 看 到 丨 5 个 至 20.个 儿 童 像 桶 装 的 鲱 鱼 一 样 挤 在 一 ■ 间  
也 许 不 超 过 1 2 英 尺 见 方 的 小 房 间 里 ，一 天 2 4 小 吋 内 要 干 1 5 小 时 ，这 种 劳 动 由  

于 单 调 乏 味 而 令 人 厌 倦 ，而 且 劳 动 条 件 对 健 康 极 为 + 利 … … 甚 至 年 龄 最 小 的  
儿 童 干 起 活 来 也 紧 张 得 要 命 和 迅 速 得 惊 人 • 他 们 的 手 指 几 乎 不 能 放 慢 一 点 或 稍  
停 一 下 。 如 果 有 人 向 他 们 问 话 ，他 们 也 眼 不 离 活 . 唯 恐 耽 误 了 一 分 一 秒 。 "

劳 动 的 时 间 越 长 ，老 板 娘 不 惜 用 “ 长 棍 ”来 维 持 生 产 的 次 数 就
越 多 》

“ 儿 童 们 逐 渐 疲 乏 了 。 他 们 的 劳 动 极 费 眼 力 ，由 于 姿 势 持 久 不 变 而 格 外 累  
人 ，当 这 种 长 时 间 的 劳 动 快 要 结 束 时 , 他 们 在 很 长 时 间 里 都 处 于 兴 奋 状 态 。 这  
是 真 正 的 奴 隶 劳 动 。 ” (27«

如 果 妇 女 是 同 自 己 的 子 女 在 家 里 ( 这 个 家 ，就 是 租 来 的 一 间 房  
子 ，往 往 是 一 间 阁 楼 ) 一 道 劳 动 ，情 况 就 更 坏 了 。这 种 劳 动 在 诺 丁 汉  
周 围 8 0英 里 的 地 区 内 都 可 见 到 。在 商 店 干 活 的 儿 童 ，晚 上 9 点或 

10点 下 工 时 ，往 往 还 要 给 他 一 捆 活 ，让 他 带 回 家 去 干 。 资 本 主 义 的  
伪 君 子 的 代 理 人 ，他 的 雇 佣 奴 才 总 要 说 :“这 是 给 你 母 亲 的 ”，但是他

(276) 《童工调 查 委员 会 。第 2 号 报 告》18fi4年版第[XV inJX IX、XX、 
XXI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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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清 楚 ，可 怜 的 孩 子 必 然 要 熬 夜 来 帮 着 母 亲 干 。 (277)

手 织 花 边 业 主 要 分 布 在 英 格 兰 的 两 个 农 业 区 域 。一 个 是 霍 尼 顿  
花 边 业 区 ，包 括 德 文 郡 南 海 岸 2 0英 里 至 3 0英 里 宽 的 地 带 和 北 德 文  

的 少 数 地 方 ; 另 一 区 域 包 括 白 金 汉 、贝 德 福 德 、北 安 普 敦 等 郡 的 大 部  
分 ，以 及 牛 津 郡 和 亨 廷 登 郡 的 邻 近 地 区 。农 业 短 工 住 的 小 屋 通 常 就  
是 工 场 。有 些 手 工 工 场 老 板 雇 有 3 000多 个 这 样 的 家 庭 工 人 ，几 乎 

都 是 儿 童 和 少 年 ，全 部 是 女 性 。在 花 边 整 理 那 里 见 到 的 情 况 又 重 新  
出现 了  D 只 不 过 老 板 娘 家 被 贫 穷 妇 女 用 自 己 小 屋 开 办 的 所 谓 花 边 学  
校 代 替 T 。 在 这 些 学 校 里 劳 动 的 儿 童 从 5 岁 起 （有 时 还 要 小 ）直到 
12岁 或 者 15 岁 。在 第 一 年 ，年 龄 最 小 的 儿 童 每 天 劳 动 4 一  8 小 时 ， 
稍 大 一 些 就 从 早 晨 6 点 劳 动 到 晚 上 8 点 或 10点 。工 房 通 常 是 小 屋  

的 普 通 卧 室 ，为 了 挡 风 ，烟 囱 也 堵 死 了 ，住 在 里 面 的 人 甚 至 在 冬 天 也  
往 往 只 能 靠 自 己 的 体 温 来 暖 和 自 己 。有 的 地 方 ，这 些 所 谓 教 室 像 个  
小 Pt藏 室 ，连 火 炉 都 没 有 。这 些 破 旧 的 小 屋 舁 常 拥 挤 , 空 气 坏 极 了 《 
此 外 ，臭 水 沟 、厕 所 、腐 烂 物 以 及 经 常 堆 在 小 屋 门 外 的 其 他 脏 物 也 产  
生 着 有 害 的 影 响 。一 位 工 厂 视 察 员 说 ：

“关 于 占 存 空 间 的 情 况 ，我 看 到 在 一 所 花 边 学 校 里 ，有 1 8 个 女 孩 和 一 个 老  
板 娘 ，每 人 占 有 3 5 立 方 英 尺 的 空 间 ; 在 另 一 所 臭 气 熏 天 的 学 校 里 ，有 1 8 个 人 ， 
每 人 占 有 2 4 + 立 方 英 尺 。 在 这 个 行 业 中 ，竟 雇 用 2 岁 到 2 岁 半 的 儿 童  

干 活

在 白 金 汉 和 贝 德 福 德 这 两 个 郡 中 不 从 事 手 织 花 边 业 的 地 方 ，草 
辫 业 就 兴 起 了 。这 种 行 业 扩 展 到 赫 特 福 德 郡 的 大 部 分 地 区 和 埃 塞 克

( 2 7 7 ) 卜] 上 ，第  XXI .XXII 员 。 
( 2 7 H )同丨 :.，第  XXIX、 XXX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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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郡 的 西 部 和 北 部 。 1 8 6 1 年 . 从 事 草 辫 业 和 草 帽 业 的 共 有 48 043 

人 ，其 中 有 各 种 年 龄 的 男 子 3 8 1 5 人 ，其 余 都 是 妇 女 ，2 0 岁 以 下 的 有  

14 9 1 3 人 ，其 中 儿 童 近 6 0 0 0 人 。在 这 里 ，“ 草 辫 学 校 ” 代 替 了 花 边 学  

校 。316孩 子 们 通 常 从 4 岁 起 ，有 时 从 更 小 的 年 龄 起 ，就 开 始 在 这 里 编  

草 辫 。 他 们 当 然 受 不 到 任 何 教 育 。 孩 子 们 自 己 都 把 初 级 小 学 称 为  

“ 自 然 的 学 校 ” , 来 和 这 种 吸 血 的 场 所 相 区 别 。 他 们 到 这 种 地 方 来 劳  

动 ，只 是 为 了 完 成 他 们 的 几 乎 要 饿 死 的 母 亲 指 定 他 们 完 成 的 活 ，即 每  
天 大 多 要 完 成 2 7 8 2 米 。 下 工 后 ，他 们 的 母 亲 往 往 还 要 孩 子 在 家 里  

再 劳 动 到 夜 里 1〇、1 1 以 至 1 2 点 。 他 们 不 断 用 嘴 唇 把 麦 秆 润 湿 ，因此 

常 常 割 破 手 指 和 嘴 唇 。根 据 巴 拉 德 医 生 所 综 合 的 就 这 个 问 题 受 到 咨  

询 的 伦 敦 医 生 们 的 共 同 意 见 ，在 卧 室 或 工 房 中 ，每 个 人 至 少 应 占 有  

3 0 0 立 方 英 尺 的 空 间 。但 是 ，草 辫 学 校 里 的 空 间 比 花 边 学 校 还 要 小 . 

每 个 人 只 有 1 2 ~ |立 方 英 尺 、1 7 立 方 英 尺 、 18 j 立 方 英 尺 ，很 少 达 到  

2 2 立 方 英 尺 。 调 查 委 员 怀 特 说 ：

“ 这 些 数 字 中 的 最 小 的 数 字 ，比 一 个 装 在 每 边 各 3 英 尺 的 箱 子 里 的 儿 童 所  

占 的 空 间 还 要 小 一 半 / ’

这 就 是 孩 子 们 在 1 2 岁 或 1 4 岁 以 前 的 生 活 享 受 。饥 饿 的 和 由 于  

贫 困 而 堕 落 的 双 亲 只 想 从 孩 子 身 上 榨 取 尽 可 能 多 的 东 西 。孩 子 们 长  

大 以 后 ，自 然 也 就 对 他 们 的 双 亲 漠 不 关 心 并 弃 之 不 管 了 。

“ 难 怪 在 这 样 教 养 起 来 的 人 口 中 流 行 着 无 知 和 堕 落 的 现 象 … … 他 们 的 道  

德 极 度 败 坏 …… 许 多 妇 女 都 有 私 生 子 ，而 且 其 中 很 多 人 还 未 到 成 熟 年 龄 就 有  

了 ，这 种 情 况 使 那 些 熟 悉 刑 事 案 件 统 计 材 料 的 人 也 不 免 大 吃 一 惊 。 ” (279)

( 2 7 9 ) 同 上 ，第  X L 、 XLI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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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堪 称 基 督 教 权 威 人 士 的 蒙 塔 朗 贝 尔 伯 爵 竟 然 声 称 ，这 些模 
范 家 庭 的 祖 国 就 是 英 国 这 个 欧 洲 的 基 督 教 模 范 国 家 ！在这 些工业 部  
门 中 ,工 资 一 般 都 低 得 可 怜 (编 草 辫 的 儿 童 的 最 高 工 资 在 例 外 的 情 况  
下 可 以 达 到 每 周 3 先 令 ）.而 由 于 实 行 实 物 或 用 商 品 来 支 付 的 工 资 制  

(这 种 制 度 在 花 边 业 区 特 别 盛 行 ），工 资 比 它 的 名 义 数 额 就 更  
低 了 。蘭

( e ) 现 代 工 场 手 工 业 和 家 庭  

劳 动 向 大 工 业 的 过 渡

单 靠 滥 用 妇 女 和 儿 童 .单 靠 残 酷 地 掠 夺 一 切 正 常 的 生 活 条 件 和  

劳 动 条 件 .单 靠 残 酷 的 过 度 劳 动 和 夜 间 劳 动 来 实 现 的 劳 动 力 的 便 宜  
化 ，终 究 会 遇 到 某 些 不 吋 逾 越 的 生 理 障 碍 ，而 用 这 些 方 法 来 实 现 的 商  
品 价 格 的 降 低 和 以 这 些 方 法 为 基 础 的 资 本 主 义 的 剥 削 ，也 要 遇 到 这  
些 障 碍 。达 到 这 一 点 需 要 很 长 的 时 间 ；当 达 到 这 一 点 时 ，采用 机器 并  
把 家 庭 劳 动 和 工 场 手 工 业 迅 速 转 化 为 工 厂 的 时 刻 就 来 到 了 。

“服 饰 ”的 生 产 为 这 一 转 变 提 供 了 最 惊 人 的 例 证 。根 据 皇家 童 工  
和 女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的 分 类 ，这 一 工 业 部 门 包 括 草 帽 业 .女 帽 业 .便 帽  
业 ，衬 衫 业 .裁 缝 业 ，女 装 剪 裁 业 ，女 时 装 业 •缝 纫 业 .手 套 业 ，胸 衣 业  
和 制 鞋 收 •以 及 其 他 许 多 较 小 的 附 属 行 业 ，如 领 带 和 硬 领 业 等 等 。 
18 6 1年 ，在 英 格 兰 和 威 尔 士 的 这 些 工 业 部 门 中 雇 用 的 女 工 总 计 有  
586 298人 .其 中 2 0 岁 以 下 的 至 少 有 115 2 4 2人 ，1 5 岁 以 下 的 有  
16 560人 & 同 一 年 .在 联 合 五 国 , 这 类 女 工 共 有 750 33'1人 。 同一时

( 280) . 《童 L 调 查 委 员 会 。 第 丨 号 报 告 》1863年 版 第 1 8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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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威 尔 士 和 英 格 兰 的 制 帽 业 、手 套 业 、制 鞋 业 及 裁 缝 业 雇 用 的 男 工  
有 437 9 6 9人 ，其 中 1 5 岁 以 下 的 有 14 964人 ，1 5 岁 至 2 0 岁 的有  
89 285人 ，2 0 岁 以 上 的 有 333 117人 。属 于 这 一 领 域 的 许 多 比 较 小  

的 部 门 还 没 有 统 计 在 内 a 但 是 我 们 就 现 有 的 数 字 来 看 ，单 在 英 格 兰  
和 威 尔 士 ，根 据 1861年 的 调 查 ，从 事 这 种 生 产 的 人 就 有 1 024 267 

人 ，也 就 是 说 ，几 乎 与 农 业 和 畜 牧 业 吸 收 的 人 数 相 等 。我 们 现 在 才 开  
始 明 白 ，机 器 的 魔 力 生 产 出 来 的 大 量 产 品 和 由 于 机 器 而 成 为 可 供 支  
配 的 大 量 劳 动 者 究 竟 做 什 么 用 了 。从 事 服 饰 制 品 生 产 的 有 手 工 工  
场 ，它 们 只 是 把 具 有 现 成 的 分 散 的 肢 体 77的 分 工 在 手 工 工 场 内 部 再  
生 产 出 来 ;还 有 较 小 的 手 工 业 师 傅 ，不 过 他 们 已 不 再 像 从 前 那 样 为 个  
别 消 费 者 劳 动 ，而 是 为 手 工 工 场 和 商 店 劳 动 ，这 样 一 来 ，往 往 整 个 城  
市 和 整 个 地 区 都 专 门 从 事 某 种 行 业 ，像 制 鞋 业 等 等 ;最 后 ，在 最 大 的  
规 模 上 从 事 这 种 生 产 的 有 所 谓 的 家 庭 劳 动 者 ，他 们 成 了 手 工 工 场 、商 
店 、甚 至 小 作 坊 的 外 部 的 分 支 机 构 J 281)

大 量 的 劳 动 要 素 即 原 料 、半 成 品 等 由 机 器 生 产 供 给 ，大量的廉价 
的 任 人 摆 布 的 人 身 材 料 则 由 机 器 生 产 和 大 农 业 排 挤 出 来 的 工 人 供  
给 。这 一 领 域 中 的 手 工 工 场 所 以 会 产 生 ，主 要 是 由 于 资 本 家 需 要 在  
自 己 手 里 拥 有 一 支 能 适 应 需 求 的 每 一 变 动 的 后 备 军 /282)而 手 工 业  
和 家 庭 劳 动 又 作 为 基 础 与 手 工 工 场 并 存 。

在 这 些 劳 动 部 门 中 所 以 能 大 量 地 生 产 剩 余 价 值 ,同 时 能 使 产 品

( 2 8 1 ) 英 国 的 女 时 装 业 大 多 是 在 雇 主 的 作 坊 里 进 行 生 产 的 ，工 人 一 部 分  
是 住 在 那 里 的 女 工 ，《 部 分 是 住 在 外 面 的 女 工 。

. ( 2 8 2 ) 调 査 委 员 怀 特 视 察 了 一 个 军 服 系 工 工 场 . 该 工 场 雇 有 1, 00_0— ! 200 

人 ，几 乎 全 部 是 女 性 ;他 又 视 察 了 一 个 有 1 3 0 0 个 工 人 的 制 鞋 工 场 ，其 中 儿 乎 一  
半 是 少 女 和 儿 童 。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 第 2 号 报 告 》第 XLVI丨 页 第 .319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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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来 越 便 宜 ，这 在 过 去 和 现 在 都 主 要 是 因 为 工 资 被 降 到 仅 够 糊 口 的  
最 低 限 度 . 而 劳 动 时 间 却 延 长 到 人 能 忍 受 的 最 高 限 度 。正 是 由 于 转  
化 为 商 品 的 人 的 汗 和 血 变 得 便 宜 .销 售 市 场 曾 不 断 地 扩 大 并 且 仍 在  
—天 天 扩 大 . 而 对 英 国 来 说 .盛 行 英 国 习 俗 和 爱 好 的 殖 民 地 市 场 尤 其  

是 如 此 。最 后 . 达 到 了 这 样 一 个 必 然 的 时 刻 ：旧 方法的 基 础 即 单 纯 对  
人 身 材 料 进 行 剥 削 . 同 时 采 用 比 较 发 展 的 分 工 ，已 经 不再能适应 日益 
扩 大 的 市 场 和 更 加 迅 速 地 发 展 着 的 资 本 家 之 间 的 竞 争 了 。采用机器 
的 时 刻 来 到 了 。同 等 地 占 领 这 一 生 产 领 域 的 大 量 的 部 门 （如 制 帽 业 、 

制 鞋 业 、缝 纫 业 等 )的 具 有 革 命 意 义 的 机 器 ，是 缝 纫 机 》
缝 纫 机 对 工 人 的 直 接 影 响 .同 所 有 在 大 工 业 时 期 征 服 新 生 产 部  

门 的 机 器 的 影 响 大 体 相 似 。年 龄 最 小 的 儿 童 被 排 挤 了  „ 同家庭劳 动  
者 (其 中 很 多 人 都 是 “穷 人 中 的 最 穷 者 ”) 相 比 ，机 器 劳 动 者 的 工 资 提  
高 了 。处 境 较 好 的 手 工 业 者 的 工 资 由 于 机 器 的 竞 争 而 降 低 了 。机器 
劳 动 者 完 全 是 少 女 和 年 轻 妇 女 。她 们 靠 机 械 的 力 量 消 灭 了 男 工 在 较  
重 的 劳 动 中 的 独 簕 地 位 ，并 且 把 大 批 老 年 妇 女 和 未 成 熟 儿 童 从 较 轻  
的 劳 动 中 赶 走 。竞 争 扼 杀 了 最 弱 的 手 工 劳 动 者 。最 近 16年 来 伦 敦  

因 饥 饿 而 死 亡 的 人 数 的 增 长 ，同 机 器 缝 纫 业 的 扩 大 是 齐 头 并 进  
的 。(28:i)使 用 缝 纫 机 的 新 的 女 工 ，按 照 机 器 的 轻 重 、大 小 及 其 性 能 ， 

坐 着 或 者 站 着 ，用 手 和 脚 或 者 单 用 手 推 动 机 器 ，她 们 要 耗 费 大 量 的 劳  
动 力 。她 们 的 劳 动 由 于 拖 得 很 长 ( 虽 然 大 多 比 在 旧 制 度 下 要 短 些 )危  
害 着 她 们 的 健 康 。在 制 帽 业 、胸 衣 业 和 制 鞋 业 等 行 业 中 ，本来 已 经 很  
小 很 挤 的 工 场 . 现 在 再 塞 进 缝 纫 机 ，不 卫 生 的 情 况 自 然 就 更 严 重 了 。

( 2 8 3 ) 例 如 . 在 1864年 2 | 丨 2 6 日结 朿 的 过 去 一 周 死 亡 情 况 的 官 方 报 告 中  

起 饿 死 'fï件 。 同 《泰 昭 七 报 》又 报 道 起 饿 死 事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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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查 委 员 洛 德 说 ：

“一 走 进 有 3 0 到 4 0 个 机 器 工 人 挤 在 一 起 干 活 的 这 类 工 场 ，就 感 到 实 在 难  

以 忍 受 …… 由 烧 熨 斗 的 煤 气 炉 发 出 的 温 度 高 得 可 怕 … … 即 使 在 实 行 适 度  
劳 动 时 间 ，即 从 上 午 8 点 劳 动 到 下 午 6 点 的 工 场 里 ，每 天 照 例 还 是 有 3 个 或 者 4 

个 人 晕 倒 。 ” (28«

缝 纫 机 无 差 别 地 与 一 切 社 会 的 经 营 方 式 相 适 应 。
例 如 ，在 劳 动 (主 要 通 过 简 单 协 作 )多 半 已 经 组 织 起 来 的 女 时 装  

业 中 ，缝 纫 机 最 初 只 是 工 场 手 工 业 生 产 的 一 个 新 因 素 。在 制 鞋 业 、裁 
缝 业 、衬 衫 业 和 许 多 其 他 协 同 生 产 服 饰 制 品 的 行 业 中 ，有的地方缝 纫  
机 是 真 正 的 工 厂 的 技 术 基 础 ;有 的 地 方 是 中 间 人 从 资 本 家 兼 企 业 主  
那 里 取 得 原 料 ，在 房 间 、阁 楼 里 把 10—5 0或 者 更 多 的 雇 佣 工 人 聚 集  
在 缝 纫 机 周 围 ；有 的 地 方 则 像 机 器 尚 未 形 成 分 阶 段 的 体 系 而 只 能 小  
范 围 使 用 时 会 发 生 的 情 形 那 样 ，是 手 工 业 者 或 家 庭 工 人 同 自 己 的 家  
人 或 少 数 帮 工 一 起 ，使 用 属 于 他 们 自 己 的 缝 纫 机 。284 (285) 286在 英 国 ，现 在 
盛 行 的 实 际 上 是 这 样 一 种 制 度 : 资 本 家 在 自 己 的 厂 房 里 用 机 器 生 产 ， 
然 后 把 机 器 产 品 分 给 家 庭 劳 动 者 大 军 去 进 一 步 加 工 。 (2SS)

虽 然 缝 纫 机 是 在 多 种 多 样 的 社 会 结 合 中 执 行 职 能 ，但 是 ，这 种 错

( 2 8 4 )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 第 2 号 报 告 》[1.864年 版 ] 第 LX V 1I页 第 406 

4 0 9 号 ; 第 8 4 页 第 124'号 ; 第 L X X III页 第 4 4 1 号 ; 第 6 8 页 第 6 号 ; 第 8 4 页 第  
126 号 ;第 7 8 页 第 8 S 号 ;第 76 页 第 6 9 号 ; 第 L X X II页 第 4 8 3 号 。

( 2 8 5 )  在 手 套 业 中 ，工 人 的 状 况 和 需 要 救 济 的 贫 民 几 乎 没 有 什 么 区 别 ，他 

们 无 法 获 得 缝 纫 机 , 所 以 不 存 在 这 种 情 况 。 - 英 国 人 用 需 要 救 济 的 贫 民 来 表  
示 那 些 靠 公 共 慈 善 事 业 救 济 的 穷 人 。

( 2 8 6 )  同 上 ，[ 第 8 3 页 第 ] 122[ 号 1„ 租 金 率 起 着 重 要 的 作 用 „ 由 于 伦 敦 的  

租 金 率 非 常 高 ，因 此 . “ 旧 的 转 包 制 度 或 家 庭 劳 动 在 首 都 维 持 得 最 久 .恢 复 得 最  
早 。” ( 同 上 ，第 8 3 页 ) 后 面 这 句 话 只 是 就 制 鞋 业 而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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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复 杂 的 使 用 方 式 显 然 只 是 属 于 一 个 过 渡 时 期 。这 个 过 渡 时 期 越 来  

越 显 示 出 把 渗 入 了 新 的 机 器 动 因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手 工 业 和 家 庭 劳 动  

转 变 为 真 正 的 工 厂 的 必 然 趋 势 》

促 成 这 一 结 局 的 ，首 先 是 缝 纫 机 的 技 术 性 能 ，它 的 多 种 多 样 的 用  

途 促 使 以 前 分 散 的 生 产 部 门 在 同 一 个 厂 房 和 在 同 一 个 资 本 的 指 挥 下  

联 合 起 来 ; 其 次 是 ，某 些 初 步 的 操 作 ，例 如 缝 纫 工 作 ，最 适 合 在 机 器 所  

在 的 地 方 进 行 。

另 一 个 起 决 定 性 作 用 的 原 因 是 ，那 些 用 自 己 的 机 器 进 行 生 产 的  

手 工 业 者 和 家 庭 劳 动 者 不 可 避 免 地 遭 到 剥 夺 》这 种 事 情 每 天 都 在 发  
生 。投 在 缝 纫 机 上 的 资 本 量 的 不 断 增 加 —— 1 8 6 4 年 ，在 莱 斯 特 ，仅  

制 鞋 业 就 已 经 使 用 了  8 0 0 台 缝 纫 机 —— 导 致 生 产 过 剩 .从 而 造 成 了  

市 场 停 滞 ，产 品 价 格 剧 烈 波 动 ，失 业 。所 有 这 些 原 因 迫 使 家 庭 劳 动 者  

出 卖 自 己 的 缝 纫 机 。缝 纫 机 本 身 的 生 产 过 剩 又 迫 使 急 于 打 开 销 路 的  

缝 纫 机 生 产 者 按 周 出 租 缝 纫 机 ，这 就 造 成 了 把 拥 有 机 器 的 工 人 置 于  

死 地 的 竞 争 局 面 。(287)不 仅 如 此 ，机 器 的 不 断 改 良 和 价 格 的 日 益 降  

低 •使 现 有 的 机 器 不 断 地 贬 值 ，以 致 只 有 那 些 以 极 低 的 价 格 大 批 收 买  

这 种 机 器 的 大 资 本 家 ，才 能 从 使 用 这 种 机 器 中 获 利 。
最 后 ，用 蒸 汽 机 代 替 人 ，在 这 里 也 像 一 切 类 似 的 工 业 革 命 一 样 ， 

具 有 决 定 性 的 意 义 。蒸 汽 力 的 运 用 最 初 遇 到 了 一 些 纯 粹 技 术 上 的 障  

碍 ，例 如 机 器 发 生 震 动 ，机 器 损 坏 很 快 ，控 制 机 器 速 度 有 困 难 ，但 经 验  

很 快 就 教 会 了 人 们 克 服 这 些 障 碍 。 例 如 ，伦 敦 皮 姆 利 科 的 军 服 厂 ，伦  
敦 德 里 的 蒂 利 亨 德 森 衬 衫 厂 ，利 默 里 克 的 一 家 使 用 近 1 2 0 0 人 的  

泰 特 公 司 服 装 厂 就 是 这 样 。

( 2 8 7 ) 同 上 ，第 8 4 页 第 1 2 4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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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说 ，一 方 面 许 多 工 具 机 在 比 较 大 的 手 工 工 场 中 的 集 中 促 进  
了 蒸 汽 力 的 应 用 .那 么 另 一 方 面 ,蒸 汽 同 人 的 肌 肉 力 量 的 竞 争 则 加 速  
了 工 人 和 工 具 机 在 大 工 厂 的 集 中 运 动 。

例 如 ，英 国 生 产 服 饰 制 品 的 庞 大 领 域 以 及 大 部 分 其 他 行 业 .现 在  
正 经 历 着 从 工 场 手 工 业 、手 工 业 、家 庭 劳 动 过 渡 到 工 厂 制 度 的 变 革 。 
但 在 这 以 前 ，所 有 这 些 旧 的 生 产 方 式 已 经 在 大 工 业 的 影 响 下 完 全 变  
样 、解 体 ，变 得 畸 形 了 ，它 们 没 有 吸 收 工 厂 制 度 的 积 极 发 展 因 素 ，却老 
早 就 再 现 了 工 厂 制 度 的 可 怕 的 方 面 ，甚 至 有 过 之 无 不 及 。 >

这 个 工 业 革 命 的 进 程 ，由 于 工 厂 法 在 所 有 使 用 妇 女 、少年和儿 童  
的 工 业 部 门 的 推 行 而 被 加 速 了 。用 法 律 来 规 定 工 作 日 ，实 行 儿 童 的  
换 班 制 度 ，禁 止 使 用 未 满 一 定 年 龄 的 儿 童 等 等 ，迫 使 雇主增加机器的 
数 量 288 (289) 290，并 用 蒸 汽 代 替 肌 肉 充 当 动 力 (29Ü)。另 一 方 面 ，为 了 从 空 间  
上 夺 回 在 时 间 上 失 去 的 东 西 ，就 要 扩 充 集 体 生 产 资 料 如 炉 子 、厂 房等 
等 ，因 此 ，集 体 生 产 资 料 的 更 大 规 模 的 集 中 就 成 为 雇 佣 工 人 日 益 集 结

(288) “向工厂 制度过 渡的趋 势 ” ( 同 上 ，第 LXV]丨 页 ）。“现 在整个 行 业 都  
处 于 过 渡 状 态 . 并 经 历 着 花 边 业 、织 布 业 等 已 经 历 过 的 那 种 变 化 。” ( 同 上 .第 405 

号 )“一 次 完 全 的 革 命 。” (同 上 ，第 X LV1页 第 3 1 8 号 )在 1840年 ,织 袜 业 还 是 手  
工 操 作 。从 1846年 起 ，各 种 不 同 的 机 器 被 采 用 了 ，现 在 这 些 机 器 已 用 蒸 汽 推  
动 。英 国 织 袜 业 雇 用 的 各 种 年 龄 (从 3 岁 起 ）的 男 女 工 人 总 数 ，在 1862年将 近 
1 2 万 人 。其 中 受 到 工 厂 法 约 束 的 ，根 据 1862年 2 月 1 1 日的议 会 报 告317,只有 
4 063 人 。

( 2 8 9 )  例 如 ，在 陶 器 业 中 格 拉 斯 哥 不 列 颠 陶 器 厂 ”的柯 克 伦 公 司 报 告 说 : 

“ 为 了 维 持 我 们 的 产 量 ，我 们 大 规 模 地 使 用 机 器 . 这 样 ，熟 练 工 人 就 过 剩 了 。每 
天 都 使 我们 相 信 .我 们 能 够 比 使 用 旧 方 法 生 产 出 更 多 的 产 品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丨865年 1 0月 3 1 日》第 】3 页 ）。“工 厂 法 的 作 用 是 促 进 机 器 的 进 一 步 采  
用 。” ( 同 上 ，第 13、1 4 页 ）

( 2 9 0 )  例 如 ，陶器业 实 行 工 厂 法 以 后 ，手摇 辘 轳 大部分被机动 辘 轳 代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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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必 然 结 果 。事 实 上 ，每 当 一 种 工 场 手 工 业 受 到 工 厂 法 威 胁 的 时 候 ， 
都 有 人 声 嘶 力 竭 地 叫 嚷 :必 须 预 付 更 大 量 的 资 本 ，才 能 在 原 有 规 模 上  
继 续 进 行 生 产 。至 于 说 家 庭 劳 动 以 及 家 庭 劳 动 和 工 场 手 工 业 之 间 的  
中 间 形 式 的 工 场 ，它 们 在 竞 争 战 中 的 唯 一 的 进 攻 和 防 御 的 武 器 ，就是 
对 廉 价 劳 动 力 的 无 限 制 的 剥 削 。一 旦 工 作 日 和 儿 童 劳 动 受 到 限 制 ， 
它 们 也 就 被 宣 判 死 刑 了 。

工 厂 制 度 (特 别 是 在 这 种 制 度 受 到 法 定 工 作 日 的 约 束 以 后 )所要 
求 的 首 要 条 件 ，就 是 生 产 结 果 必 须 符 合 严 格 的 计 算 ，也 就 是 说 ，要能 
够 保 证 在 一 定 的 时 间 里 生 产 出 一 定 量 的 商 品 。其 次 ，法 定 休 息 时 间 ， 
要 求 劳 动 的 周 期 的 停 顿 不 能 损 害 已 经 开 始 的 制 品 。 当 然 ，纯 机 械 性  
质 的 操 作 N 那 些 要 经 历 某 种 化 学 和 物 理 过 程 的 操 作 (如 陶 器 业 、漂白 
业 、面 包 业 以 及 大 部 分 金 属 加 工 业 ）相 比 ，生 产 结 果 比 较 容 易 得 到 保  
证 ，劳 动 的 中 断 也 比 较 容 易 做 到 。

不 受 限 制 的 工 作 日 、夜 工 以 及 对 人 的 生 命 的 肆 意 糟 蹋 的 成 规 ，使 
仟 何 障 碍 都 被 看 做 是 事 物 的 本 性 强 行 设 置 的 永 久 的 障 碍 ，没 有一种  
杀 虫 药 消 灭 害 虫 能 比 工 厂 立 法 消 灭 这 类 “ 自然障碍 ”更 有 效 。陶器业  
老 板 比 任 何 人 都 更 夸 大 这 些 “不 可 能 性 ”。 1864年 ，工 厂 法 施 行 到 他  
们 身 上 ，过 了  16 个 月 以 后 ,一 切 “不 可 能 性 ”都 消 失 了 。工 厂 法所 引  

起 的 各 种 改 良 ，例如

“用 压 缩 代 替 蒸 发 的 改 良 方 法 . 新 的 烘 干 炉 的 建 成 等 等 .都 是 制 陶 技 术 上 极 其 重  
要 的 事 件 ，它 们 标 志 着 上 一 世 纪 无 法 比 拟 的 制 陶 技 术 上 的 进 步 … … 炉 温 大 大  
降 低 T ，而 煤 的 消 耗 大 大 减 少 了  .陶 品 制 作 得 更 快 了  ” ( 291

同 各 种 不 祥 的 预 言 相 反 ，提 高 的 并 不 是 陶 制 品 的 价 格 ，而 是 产  *

(29】） 同 上 ，第 96、1_2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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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结 果 从 1 8 6 4 年 1 2 月 到 1 8 6 5 年 1 2 月 的 1 2 个 月 中 ，陶 制 品 出 口  

的 价 值 比 前 三 年 的 平 均 出 口 价 值 超 过 了  138 6 2 8 镑 。

在 火 柴 业 里 ，少 年 们 甚 至 在 吃 中 饭 时 也 得 用 火 柴 棍 去 浸 蘸 发 热  
的 磷 混 合 溶 液 ，这 种 溶 液 的 有 毒 的 气 体 直 扑 到 他 们 脸 上 ，这 种 情 况 过  
去 被 认 为 是 自 然 规 律 。

1 8 6 4 年 工 厂 法 使 工 厂 不 得 不 节 省 时 间 ，结 果 促 使 一 种 浸 蘸 机 问  

世 ，这 种 机 器 发 出 的 气 体 不 会 扑 到 工 人 身 上 。 (292)

目 前 还 没 有 失 去 自 己 的 自 由 的 那 些 花 边 工 场 手 工 业 部 门 还 坚 持
认 为 ，因 为 各 种 花 边 材 料 烘 干 时 间 长 短 不 同 ，从 3 分 钟 到 1 小 时 或 1 

小 时 以 上 不 等 ，所 以 吃 饭 时 间 不 能 固 定 。对 于 这 种 说 法 ，童工 和女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委 员 回 答 说 ：

“这 里 的 情况 和 壁 纸 业 的情 况 一 样 。这 个 部 门 的某些主要工厂 主曾激烈地 
争 辩 说 , 由 于 所 使 用 的 材 料 的 性 质 和 这 些 材 料 要 经 过 的 各 道 工 序 的 差 异 ，突然 
停 下 劳 动 去 吃 饭 ，就 会 造 成 重 大 的 损 失 …… 按 照 《工 厂 法 扩 充 条 例 》U864 
年 )第 6 节 第 6 条 的 规 定 ，自 该 法 公 布 之 日 起 给 予 他 们 1 8 个 月 的 期 限 ，期 满 后 ， 
他 们 就必须 遵行工 厂 法所 规 定 的 休 息 时 间 。 ” (293) 294

结 果 如 何 呢 ？ 议 会 刚 批 准 这 个 法 律 ，工 厂 主 先 生 们 就 认 到 ，原 
来 是 他们 错 了  ：

“我 们 原 来 担 心 实 行 工 厂 法 后 会 产 生 的 种 种 弊 端 并 没 有出 现 。我们 没 有 发  
现 生 产 有任 何 瘫 痪 现 象 ，实 际 上 ，我们 在同一时 间 内 生 产 得更多了 。 ” (2M)

( 2 9 2 )  火 柴 厂 由 于 采 用 了 这 种 机 器 和 其 他 的 机 器 . 其 中 一 个 部 门 就 用 32 
个 14岁 至 1 7 岁 的男女少年代替了  230 个 青 年 。 1865年 ，由 于 蒸 汽 的 应 用 ，这  
种 节 省 工人 的 做 法 又 进 了 一 步 。

( 2 9 3 )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第 2 号 报 告 》1864年 版 第 IX 页 第 5 0 号 。
( 2 9 4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1865年 10月 3 1 日》第 2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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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看 到 ，英 国 议 会 (肯 定 不 会 有 人 责 备 它 的 冒 险 精 神 和 卓 绝 的  
独 创 性 )根 据 经 验 已 经 认 识 到 ，仅 仅 一 项 强 制 性 的 法 律 ，就 可 以 消 除  
一 切 有 碍 于 限 制 和 规 定 工 作 日 的 所 谓 自 然 障 碍 。 因 此 ，当 英 国 议 会  
对 一 个 新 的 工 业 部 门 实 行 工 厂 法 时 ，总 要 给 予 6 到 1 8 个 月 的 期 限 ， 

在 这 段 时 期 内 ，工 厂 主 的 事 情 就 是 扫 除 技 术 上 治 障 碍 。现 代 工 艺 学  
和 米 拉 波 异 口 同 声 地 喊 道 :“不 可 能 ？ 永 远 别 对 我 说 这 种 蠢 话 !” 

但 是 ，工 厂 法 在 这 样 推 动 工 场 手 工 业 制 度 转 化 为 工 厂 制 度 所 必
需 的 物 质 要 素 发 展 的 同 时 ，又 由 于 它 的 实 施 使 资 本 支 出 扩 大 ，从 而加 
速 了 小 师 傅 的 破 产 和 资 本 的 积 聚 。 (295)

撇 开 用 技 术 手 段 可 以 排 除 的 纯 技 术 上 的 障 碍 不 说 ，对 工 作 日 的  
规 定 还 遇 到 工 人 本 身 的 不 规 则 的 生 活 习 惯 的 障 碍 ，这 特 别 是 发 生 在  
这 样 的 地 方 ，那 里 盛 行 计 件 工 资 ，在 一 天 或 一 星 期 中 所 旷 费 的 时 间 可  
以 由 以 后 的 过 度 劳 动 或 做 夜 工 来 补 偿 ，这 种 方 法 使 成 年 工 人 变 得 野  
蛮 ，使 他 们 的 未 成 年 的 和 女 性 的 伙 伴 遭 到 毁 灭 。 (296)

生 命 力 耗 费 方 面 的 这 种 毫 无 规 则 的 情 形 ，虽 然 是 对 单 调 乏 味 的

(295) “必 要 的 改 良 在 许 多 旧 的 手 工 工 场 中 是 不 可 能 实 行 的 ，因 为 要 支 出  

一 大 笔 资 本 . 而 这 是 现 在 许 多 所 有 者 的 财 力 所 不 能 胜 任 的 … … 工 厂 法 的 施 行  
必 然 会 引 起 暂 时 的 紊 乱 。 这 种 紊 乱 的 程 度 同 需 要 革 除 的 弊 病 的 大 小 成 正 比 。 ” 
( 同 上 ，第 96、9 7 页 )■

( 2 9 6 )  以 高 炉 为 例 ，“ 因 为 工 人 们 习 惯 于 在 星 期 一 不 上 工 ,有 时 星 期 二 的  

— 部 分 时 间 或 者 整 天 也 不 上 工 ，所 以 ，每 到 周 未 . 劳 动 时 间 一 般 都 要 大 大 延 长 ” 
(《童 丄 调 查 委 员 会 。 第 3 号 报 告 》第 V I 页 ）。 “小 师 傅 们 的 劳 动 时 间 一 般 是 极  
+ 规 则 的 „ 他 们 放 过 2 天 或 者 3 天 ，以 后 就 通 宵 劳 动 以 弥 补 损 失 … … 如 果 他  
们 有 子 女 . 还 会 让 自 己 的 子 女 来 劳 动 》” ( 同 上 ，第 V II 页 )“上 工 时 间 没 有 规 则 的  

现 象 ，由 于 人 们 可 能 并 且 习 惯 于 靠 过 度 劳 动 来 弥 补 损 失 而 得 到 了 滋 长 。’’( 同 h ， 
第 XVIII页 ) “在 伯 明 翰 . 时 间 的 损 失 令 人 吃 惊 …… 他 们 在 一 天 里 游 游 逛 逛 ， 
在 另 一 天 里 则 像 奴 隶 一 样 劳 动 ， ( 同 上 ，第 X I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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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役 的 一 种 自 发 的 粗 暴 反 应 ，但 在 极 大 程 度 上 是 由 生 产 的 无 政 府 状  
态 引 起 的 • 而 这 种 无 政 府 状 态 又 是 以 劳 动 者 的 不 受 限 制 的 剥 削 为 前  
提 的 „

除 了 工 业 周 期 的 一 般 的 周 期 变 动 和 每 个 生 产 部 门 的 特 殊 的 市 场  
波 动 外 ，还 出 现 j 种 所 谓 旺 季 •这 种 旺 季 是 由 于 赶 时 髦 .由 于 航 海 季  
节 的 周 期 性 ，或 者 由 于 在 最 短 期 限 内 必 须 完 成 的 突 然 和 意 外 的 汀 货  
习 惯 (铁 路 和 电 报 的 发 展 使 这 种 习 惯 变 得 更 为 经 常 了  )而 形 成 的 ，关  
于 这 种 情 况 ，伦 敦 的 一 个 工 厂 主 说 ：

“ 铁 路 系 统 扩 展 到 全 国 各 地 . 这 使 短 期 定 货 大 为 流 行 ；买 主 现 在 从 格 拉 斯  
哥 、曼 彻 斯 特 和 爱 丁 堡 每 隔 1 4 天 来 一 次 . 到 我 们 供 货 的 西 蒂 大 商 行 成 批 购 货 ,, 

他 们 不 再 像 往 常 那 样 从 货 栈 里 购 买 ，而 是 发 出 必 须 立 即 交 货 的 汀 单 „ 前 几 年 . 

我 们 总 是 可 以 在 淡 季 预 先 准 备 好 下 一 旺季 的 需 要 ，而现 在 谁 也不能预 言 将 会 需  
要 什 么 。” ( 2 9 7 )

在 那 些 尚 未 受 工 厂 法 约 束 的 工 厂 和 手 工 工 场 里 ，在 旺 季 .由 于 突  
如 其 来 的 订 货 ，周 期 性 地 盛 行 着 骇 人 听 闻 的 过 度 劳 动 。

在 向 来 就 极 不 规 则 的 家 庭 劳 动 领 域 里 ，工 人 的 原 料 和 工 作 完 全  
取 决 于 资 本 家 的 情 绪 ，在 这 里 ，资 本 家 不 用 去 考 虑 投 入 厂 房 、机 器等 
的 资 本 的 利 用 问 题 ，而 在 劳 动 间 断 地 进 行 的 时 候 ，他只是拿工人的生 
命 去 冒 险 。在 这 个 领 域 里 ，他 可 以 系 统 地 招 募 一 支 随 时 可 供 支 配 的  
产 业 后 备 军 ，这 支 后 备 军 在 一 年 的 一 部 分 时 间 里 由 于 被 迫 从 事 过 度  
的 劳 动 而 遭 到 摧 残 ，在 另 一 部 分 时 间 里 则 由 于 被 迫 失 去 工 作 而 陷 于  
贫 困 D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说 ：

( 2 9 7 )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第 4 号 报 告》第 XXXII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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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 主 们 利 用 家 庭 劳 动 习 以 为 常 的 不 规 则 性 .在 要 完 成 紧 急 的 活 计 时 ，迫 使  
家 庭 劳 动 延 长 到 夜 问 11点 、12点 、2 点 ，总 之 . 就 像 实 业 家 们 所 说 的 .延 长 到 随  
便什么 时 间 ”, 而 劳 动 场 所 又 是 ••臭 气 熏 天 . 简 直 会 使 你 晕 倒 „ 你 可 能 走 到 门 口 ， 
把 门 打 开 ，但 不 敢 往 里 走 =’’(29S1

有 一 个 被 询 问 的 证 人 鞋 匠 说 ： 1

“我丨 H的 雇 主 真 古 怪 . 他 们 认 为 ，让 一 个 可 怜 的 孩 子 在 这 半 年 累 得 要 死 ，在 
另 外 半 年 又 几 乎 被 迫 到 处 闲 逛 . 这 对 孩 子 似 乎 没 有 什 么 害 处 / ’(299)

这 些 「丨] 商 业 成 规 确 立 下 来 的 习 惯 （ “usages which have grown 

with the growth of trade”），同 前 面 提 到 过 的 技 术 上 的 障 碍 一 样 ，过

去 和 现 在 都 被 有 利 害 关 系 的 资 本 家 硬 说 成 是 生 产 上 的 自 然 障 碍 ，这  
是 棉 纺 织 业 巨 头 们 在 受 到 工 厂 法 威 胁 时 不 断 发 出 的 抱 怨 。虽 然他们  
的 工 业 比 任 何 其 他 工 业 更 依 赖 于 世 界 市 场 ，从 而 也 更 依 赖 于 航 海 业 ， 
但 是 经 验 已 经 揭 露 了 他 们 的 谎 言 ，从 此 以 后 ，成 规 中 的 这 一 切 永 久  
的 障 碍 都 被 英 国 的 工 厂 视 察 员 看 成 是 无 聊 的 借 口 了 ，

童工调 查 委 员 会 的 极 其 认 真 的 调 查 用事实 证 明 :在 某 些 工 业 中 ，规  
定工作日只不过 是把已经 使用的劳 动 量较 均衡地分配在全年 (301 这 种  
规 定 .对 于那种 毫无意义 的、害 死 人 的 、本 身 同 大 工 业 制 度 不 相 适 应 的 、

. (2 9 8 > 《童 : I :调 查 委 员 会 。第 4 号 报 告》第 XXXV页 第 235号 和 第 2 3 7 号 。 
( 2 9 9 ) 同 上 ，第丨 2 7 [ 页 J 第 S f i # .

( 3 n 〇)_ “ 至 于 因 【T 货 未 能 准 吋 完 成 而 造 成 的 商 业 损 失 • 我 想 起 • 这 是 1 8 3 2  

年 和 1 8 3 3 年 J _ 厂 主 最 喜 欢 列 举 的 论 据 现 在 蒸 汽 B 把 一 切 距 离 缩 短 了 一 半 ， 
并 对 交 通 进 行 f 新 的 调 整 》因 此 ，在 这 个 问 题 上 已 提 不 出仟 何 像 过 去 那 样 有 力  
的论 据了  „ 这 类 论 调 当 时 在 实 际 考 验 面 前 就 已 经 站不 住 脚 .现 在 肯定 也 经 不 起  
再 次 考 验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 8 6 2 年 1 0 月 3 1 日》第 5 4 、5_5..页 〉 

n n l > 《童 X 调 杳 委 员 会 .，第 3 号 报 告 》第 X V I I ] 页 第 1 1 8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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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化无常的赶 时 髦 的 风 气 (_W2)，是 第 一个 合 理 的 约 束 ;远 洋 航 行 和 一 般  
交 通 工 具 的 发 展 已 经 真 正 消 除 了 季 节 性 劳 动 的 技 术 基 础 — 切其他 
所 谓 不 能 控 制 的 条 件 . 也 由 于厂 房 的 扩 大 、机 器 的 增 加 、同时 使用的工 
人人数 的增长 (3Q4>以及工业 中所有这 叫变 化对 批发 商业 制度产 生的反 
作用而被消除了 (3()5)。但 是 ，正 像 资 本 通 过 自 己 代 表 的 嘴 承 认 的 那 样 ， 
要资 本间 意这 些措施，“只有在一项 普遍迠 用的议 会 法令的压 力下”(3(>S). 302 303

( 3 0 2 )  还 在 1 6 9 9 年 ，约 翰 • 贝 勒斯就指出：“ 时 髦 的 变 化无常.使 贫 苦的穷  
人 增 加 。它 有 两 大 害 处 : 1 . 帮 工 在 冬 季 由 于 找 不 到 工 作 而 陷 入 贫 困 ，因为 衣料 
商 人 和 织 布 厂 老 板 在 春 天 到 来 以 前 ，在 他 们 得 知 什 么 东 西 将 成 为 时 髦 货 以 前 . 

不 敢 支 出 资 本 去 雇 用 帮 工 < 2 . 在 春 天 ，帮 工 又 不 够 用 ，于 是 ，为 r 保 证 王 国 商 业  
在 一 季 或 半 年 内 的 需 要 , 织 布 厂 老板 必 须 采 用 许 多 习 惯 做 法 。这 一切所产 生的 
结 果 就 是 把 人 手 从 耕 犁 旁 夺 走 ，把 农 民 从 农 村 夺 走 ，而 城 市 则 大 都 充 满 乞 丐 .许  
多 耻 于乞讨 的人就会 饿 死。” ( 《论 贫 民 、工 业 、贸 易 、殖 民 地 和 道 德 堕 落 》1 6 9 9 年 
伦 敦 版 第 1 9 页 ）

( 3 0 3 )  《童工 调 査委 员 会 。第 5 号 报 告 》第 1 7 1 页 第 3 4 号 。
( 3 C M ) 例 如 ,某 些 布 拉 德 福 德 出 口 商 人 的 证 词 说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很 明 显 , 

少 年 在 商 店 里 从 早 晨 8 点 干 到 晚 上 7 点 就 够 了 ，用 不 着 再 延 长 。 唯 的 问 题 是  
得 增 加 开 支 和 增 加 人 手 。 如 果 某 些 雇 主 不 这 样 贪 图 利 润 ，少 年 是 没 有 必 要 劳 动  
到 这 样 晚 的 ;添 置 一 部 机 器 只 需 花 费 16镑 到 18镑 。 一 切 困 难 都 是 由 设 备
不 够 和 空 间 不 足 引 起 的 。”( 同 上 ，第 171页 第 :i5 [、36j和 38 号 ）

( 3 0 5 > 同 上 。伦 敦 _有 一 个 工 厂 主 认 为 .强 制 规 定 工 作 日 是 保 护 工 人 不 受  
工 厂 主 侵 害 的 手 段 ，也是保护 工 厂 主 不 受 批发 商 侵 害 的 手 段 。他 说 :“我们 在交 
易 中 遇 到的 困 难 是 由 出口 商 人 造 成 的 ; 例 如 • 他 们 愿 意 用 帆 船 运 送 货 物 ，既 想在 
一 定 的 季 节 到 达 目 的 地 ，同时 又想把帆船运 费 和 轮 船 运 费 之 间 的差额 装 进 自己 
腰 包 ; 或 者 , 从 两 艘 轮 船 中 挑 选 最先出航的一瞍 .争 取在他们 的 竞 争 者之前到达  
国 外市场 。” ( 同 上 ，第 8 〗页 第 3 2 号 ）

( 3 0 6 ) 有 个 工 厂 主 说 :“只 有 在 一 项 普 遍 适 用 的 议 会 法 令 的 压 力 下 .以 牺  
牲 劳 动 场 所 的 扩 大 为 代 价 ，才 能 避 免 这 种 情 况 。”( 同 上 ，第 X 页 第 3 8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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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同 时 在 所 有 生 产 部 门 用 法 律 强 制 规 定 正 常 工 作 日 的 情 况 下 ，才能 
办 到 。

9. 工 厂 立 法 ，

工 厂 立 法 是 社 会 对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自 发 运 动 所 产 生 的 社 会 机 体  
自 身 的 第 一 次 有 意 识 、有 系 统 的 反 作 用 》正 如 我 们 看 到 的 ，它 像 铁  
路 、自 动 机 和 电 报 一 样 ，是 大 工 业 的 必 然 产 物 。在 考 察 工 厂 立 法 如 何  
在 英 国 普 遍 实 行 之 前 .我 们 还 要 看 一 看 英 国 工 厂 立 法 中 与 劳 动 持 续  
时 间 无 关 的 某 些 条 款 。

卫 生 条 款 是 按 照 资 本 家 容 易 规 避 的 方 式 来 拟 定 的 .而 且 它 实 际  
上 只 是 就 粉 刷 墙 壁 和 其 他 几 项 清 洁 措 施 ，通 风 和 危 险 机 器 的 防 护 等  
做 出 一 些 规 定 。

我 们 在 第 三 册 131里 还 会 谈 到 ，工 厂 主 曾 怎 样 进 行 疯 狂 的 斗 争 ， 
反 对 这 些 要 求 他 们 拿 出 少 量 的 钱 来 保 护 他 们 的 工 人 的 四 肢 的 条 款 。 
在 这 1 ，再 一 次 无 可 辩 驳 地 证 实 了 自 由 贸 易 论 者 的 信 条 :在 一 个 以 阶  
级 利益对 抗 为 基 础 的社 会 里 ，人 人 追 逐 私 利 ，就 必 然会 促 进 公 共 福利 。

现 在 ，举 一 个 例 子 就 够 了 。在 过 去 3 0年 的 初 期 ，爱 尔 兰 的 亚 麻  
工 业 以 及 随 之 兴 起 的 打 麻 工 厂 ，都 得 到 了 很 大 的 发 展 。 1864年那里 
的 打 麻 工 厂 已 有 约 1 800 个 。每 到 春 冬 两 季 ，便 从 农 村 中 招 收 一 些  

完 全 不 熟 悉 机 器 的 人 ，妇 女 和 少 年 ，即 附 近 小 租 地 农 民 的 妻 子 儿 女 ， 
让 他 们 从 事 往 碾 压 机 里 装 填 亚 麻 的 劳 动 。这 里 的 事 故 ，按 其 数 量 和  
可 怕 程 度 来 说 是 工 厂 史 上 根 本 没 有 先 例 的 。 只 在 基 尔 迪 南 （在 科 克  
附 近 )的 一 家 打 麻 工 厂 里 ，从 ]852年 至 1856年 就 一 共 发 生 6 起 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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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亡 和 60起 造 成 严 重 残 废 的 事 故 ，而 所 有 这 些 事 故 本 来 只 要 安 上 一  

些 非 常 便 宜 的 装 置 就 可 以 防 止 。唐 帕 特 里 克 各 工 厂 的 外 科 医 生 怀 特  
先 生 ，在 1865年 ]2 月 16 I丨 的官方报 告中说 道：

“ 打 麻 工 厂 里 的 事 故 》丨 怕 到了极 点4 在 许 多 场 合 身 体 被 铡 掉 四 分 之 一 。受 
伤 者 的 通 常 结 局 ，不 是 死 亡 ，就 是 变 成 残 废 而 痛 芮 终 身 。国 内 工 厂 数 虽 的 增 多  
当 然 会 扩 大 这 种 可 怕 的 结 果 。我 相 信 . 通 过 H 家 对 打 麻 I . 厂 的 适 3 监 督 .人 类  
的 这 种 牺 牲 大 部 分 可 以避 免 。 ” ( : W 7 )

为 了 迫 使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采 取 最 起 码 的 清 洁 卫 生 措 施 .也 必  
须 由 国 家 颁 布 强 制 性 的 法 律 。还 有 什 么 比 这 一 点 能 更 好 地 说 明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的 特 点 呢 ？

“ 1 8 6 4 年 的 工 厂 法 使 陶 器 业 的 2 0 0 多 个 工 场 进 行 丫 粉 刷 和 清 扫 ，这 些工场  
已经 W  2 0 年 有 意 识 地 Ï Ï 制 了 这 一 类 的 工 作 。〈这 就 是 资 本 的 节 欲 !〉这 些 作 坊  
里 雇 有 2 7  8 7 8 个 工 人 . 他 们 被 昼 夜 的 劳 动 搞 得 筋 疲 力 尽 . 他丨 |'|不得不呼吸着极  
端 有 害 的 空 气 。这 种 空 气 使 得 这 种 危 害 相 对 较 少 的 职 业 也 成 为 疾 病 和 死 亡 的  
温 床 。工 厂 法 使通 风 设 备 大 大 增 加 了 。

同 时 ，工 厂 法 也 证 明 ，资 本 主义 制 度 只 要 超 过 一 定 的 限 度 就 拒 绝  
任 何 合 理 的 改 良 。例 如 ，英 国 的 医 生 曾 异 口 同 声 地 宣 布 ，每人起码 要  
有 500立 方 英 尺 的 空 间 才 能 持 续 地 工 作 。好 了 ！既 然工厂 法通过 它  

的 各 种 强 制 性 措 施 间 接 地 加 速 了 工 厂 取 代 较 小 的 工 场 的 进 程 ，从 而 
侵 害 了 较 小 的 资 本 家 的 所 有 权 ，并 确 保 了 大 资 本 家 的 垄 断 权 . 那 么 ， 
法 律 关 于 任 何 工 场 中 的 每 个 劳 动 者 应 得 到 充 分 的 空 气 的 强 制 规 定 ， 
就 会 一 下 子 直 接 剥 夺 成 千 上 万 的 小 资 本 家 ！就 会 动 摇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307 308

( 3 0 7 )  同 上 ，第 X V 页 第 7 ] 号 及 以 下 各 号 。
( 3 0 8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 8 6 5 年 1 0 月 3 1  H 》第 1 2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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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根 基 . 也 就 是 说 ，会 破 坏 大 小 资 本 通 过 劳 动 力 的 自 由 购 买 和 自 由 消  
费 而 实 现 自 行 增 殖 。所 以 说 ,5 0 0 立 方 英 尺 的 空 气 使 工 厂 立 法 窒 息  
了 „ 公 共 卫 生 机 关 、工 业 调 查 委 员 会 、工 厂 视 察 员 ，都 一 再 强 调 500 

立 方 英 尺 的 必 要 性 ，又 一 再 述 说 不 可 能 强 迫 资 本 接 受 这 一 点 。这 样 ， 
他 们 实 际 上 就 是 宣 布 ，劳 动 者 的 肺 结 核 和 其 他 肺 部 疾 病 是 资 本 家 生  
存 的 条 件 。 (3M)

尽 管 工 厂 法 的 教 育 条 款 整 个 说 来 是 不 足 道 的 ，但 还 是 把 初 等 教  
育 宣 布 为 儿 童 劳 动 的 强 制 性 条 件 。 这 一 条 款 的 成 就 第 一 次 从 实  
践 h 证 明 了 智 育 和 体 育 同 体 力 劳 动 相 结 合 的 可 能 性 ，反 过 来 也 证 明  
了 体 力 劳 动 同 智 育 和 体 育 相 结 合 的 可 能 性 。 (311 >工 厂 视 察 员 在 向 教  
师 咨 询 时 立 刻 发 现 :虽 然 工 厂 儿 童 只 上 半 天 课 ，但 学 到 的 东 西 和 正 规  
的 学 生 一 样 多 ，而 且 往 往 更 多 。 * * *

( 3 0 9 ) 我 们 从 经 验 屮 发 现 ，一 个 屮 等 健 康 的 人 每 次 呼 吸 通 常 大 约 要 消 耗  
:23_立 方 英 寸 空 气 。而 每 分 钟 大 约 要 呼 吸 2 0 次 。所 以 ，一 个 人 在 2 4 小时 内 所消 
耗 的 空 气 约 为 7 2 万 立 方 英 寸 或 4 1 6 立 方 英 尺 。我 们 又 知 道 .呼 吸 过 的 空 气 在  
自然大工场 内 经 过 净 化以前，是 不 能 再 用 于 呼 吸 过 程 的 。根据瓦 伦 廷 和 布 鲁 纳  
的 试 验 ，一 个 健 康 的 人 看 来 每 小 时 呼 出 的 碳 酸 气 约 为 ] 3 0 0 立 方 英 寸 ;这 就 等  
于 说 ，在 2 4 小 时 内 从 肺 中 排 出 的 ，约 合 8 盎 司 固 体 碳 素 ，一 赫 胥 黎 说 • 每 人  
至 少 应 该 有 8 0 0 立 方 英 尺 空 气 。

« 1 0 ) 根 据 工 厂 法 .如 果 父 母 不 能 让 他 们 的 1 4 岁 以下的孩 子 受 初 等 教 育 ， 
就不能同时 把他们 送 进 “ 受 监 督 ” 的 r . 厂 做 工 工 广 主 对 遵 守 法 律 有 责 任 。“工 
厂 教 肓 是 强 制 性 的 ，并 且 是 劳 动 条 件 之 一 ,，”(《!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 8 6 5 年 1 0 月 
3 1 日》第 m 页 ）

( r m ) 关 于 体 育 ( 对 男 孩 子 来 说 还 有 军 事 训 练 ）同 工 厂 儿 童 和 贫 民 学 生 的  
强 制 教 育 相 结 合 的 非 常 有 利 的 结 果 ，可 以 参 看 纳 • 威 • 西 尼 耳 在 “全国 社会 科 
学 促 进 协 会 ” 第 f c 届 年 会 上 的 演 说 。 （载 于 《总 结 报 告 》1 8 6 3 年 伦 敦 版 第 6 3 、 6 4  

页 ）也 可 以 参 看 〖8 6 5 年 1 _ 0月 3 1 日 工 广 视 察 员 报 告 第 1 ] 8 、] ] 9 、1 2 0 、1 2 6 页 及以 
下几 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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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 理 很 简 单 。那 些 在 学 校 里 只 待 半 天 的 人 ，总 M 精 力 充 沛 .有 较 强 的 能 力  
并 愿 意 学 功 课 ，半 工 半 读 的 制 度 使 得 两 种 活 动 互 为 休 息 和 调 剂 . 因 此 .对 儿 童  
来 说 ，这 种 制 度比 不 间 断 地 从 事 其 中 一 种 活 动 要 合 适 得 多 》— 个 从 清 辰就坐在 
学 校 里 的 儿 童 . 特 别 在 暑 天 . 不 呵 能 同 - 个 从 劳 动 中 来 的 活 泼 愉 快 的 儿 童  
相 比 。” ( 3 1 2 )

关 于 这 一 点 ，从 西 尼 耳 于 1863年 在 爱 丁 堡 举 行 的 社 会 学 家 大 会  

的 演 说 中 也 可 以 找 到 更 丰 富 的 材 料 „ 他 在 这 篇 演 说 屮 还 指 出 ，匕层  
阶 级 的 孩 子 们 的 漫 长 的 、单 调 的和不生产 的学 习 丨 丨 ，只是白白地增加 
教 师 的 劳 动 ，“同 时 ，不 仅 无 益 地 并 且 是 绝 对 有 害 地 浪 费 着 儿 童 的 时  

间 、健 康 和 精 力 ”(3]3)。 只 要 看 过 罗 伯 特 • 欧 文 的 著 作 318,就 会 确 信 ， 
从 工 厂 制 度 中 萌 发 出 了 未 来 教 育 的 幼 芽 ，未 来 教 育 对 所 有 已 满 一 定  

年 龄 的 儿 童 来 说 ，就 是 生 产 劳 动 同 智 育 和 体 育 相 结 合 .它 不 仅 是 提 高  
社 会 生 产 的 一 种 方 法 ，而 且 是 造 就 全 面 发 展 的 人 的 唯 一 方 法 。

我 们 已 经 看 到 ，大 工 业 从 技 术 上 消 灭 了 那 种 使 一 个 完 整 的 人 终  312 313

( 3 1 2 )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 8 6 5 年 1 0 月 3 】[ :1》第 1 1 8 [ 、1 1 9 ] 页 „ — 个 丝  
织 厂 主 曾 天 真 地 对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委 员 说 我 完 全 相 信 . 造 就 优 秀 工 人 的 Ä 正 
秘 诀 在 于从 幼 年 时 期起就把劳 动 与 智育结 合起来 》当 然 ，劳 动 既 不 应 该 过 分 紧  
张 ，又 不 应 该 令 人 厌 恶 、有 损 健 康 u 我 希 望 我 自 己 的 孩 子 们 能 够 用 一 部 分 时 间  
上 课 . 另 一 部 分 时 间 劳 动 。” ( 《章_工 调 a 委 员 会 。第 5 号 报 告 》第 8 2 页 第 3 6 号 ）

( 3 1 3 )  把 纳 . 威 • 西 尼 珲 在 1 8 6 3 年 的 演 说 和 他 对 1 8 3 3 年工厂 法的痛骂  
比 较 一下，或 者 把这 次大会 的 观 点同英国 某些农 业 区 域仍然禁止贫 穷 的父母送 
子 女 上 学 ，违 者 将 受到 饿 死 的 惩 罚 这 个 事 实 比 较 一下 . 就 可 以 判 断 ，大工业 发 展 
到 一 定 水平 时 能 够 在 多大程度上使物质 生 产 发 生 变 革，使 这 种 物 质 生 产 所 产 生  
的 社 会 关 系 发 生 变 革 . 从 而 同 样 使 人 的 头 脑 发 生 变 革 。例 如 ，斯 内 尔 先 生 报 告  
说 ，在 萨 默 塞 特 郡 ，任 何 向 教 K 请 求 救 济 的 穷 人 ，必 须 让 自 己 的 孩 子 退 学 ，这 已 
经 成 为 惯 例 。例 如 . 费 尔 特姆市的牧师 沃拉斯顿 先生谈 到过 这 样 的事情.•柯些 
家 庭 被 拒 绝 给 予 任 何 救济 ，因为 他 们 让 自 己 的 孩 子上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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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固 定 从 事 某 种 局 部 操 作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而 同 时 ，大工业 以 资 本  
主 义 形 式 同 时 又 更 可 怕 地 再 生 产 了 这 种 分 工 并 且 把 工 厂 工 人 变 成 局  
部 机 器 的 有 自 我 意 识 的 附 件 ;在 工 厂 之 外 ，大 工 业 由 于 几 乎 使 一 切 手  
工 工 场 都 间 或 地 使 用 机 器 和 机 器 劳 动 者 . 由 于 到 处 利 用 妇 女 、儿 童和 
廉 价 工 人 作 为 分 工 的 新 基 础 ，也 引 起 了 同 样 的 结 果 。 (314)

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和 大 工 业 性 质 之 间 的 矛 盾 通 过 一 些 破 坏 性 的 现  
象 表 现 出 来 。例 如 它 表 现 在 这 样 一 个 事 实 上 ,现 代 工 厂 和 手 工 工 场  
雇 用 的 大 部 分 儿 童 从 最 年 幼 的 时 期 起 整 年 整 年 被 牢 牢 地 束 缚 在 最 简  
单 的 操 作 上 ，却 没 有 学 会 任 何 一 种 哪 怕 以 后 只 是 在 同 一 工 厂 或 手 工  
工 场 中 能 用 得 上 的 手 艺 。例 如 ，过 去 在 英 国 的 印 刷 业 中 ，同旧 的工场  
手 工 业 和 手 工 业 制 度 相 适 应 ，学 徒 工 是 从 比 较 简 单 的 活 过 渡 到 比 较  
复 杂 的 活 。他 们 经 过 若 干 阶 段 的 实 习 ，最 终 就 成 为 熟 练 的 印 刷 工 人 。 
所 有 的 人 都 必 须 能 读 会 写 。印 刷 机 使 一 切 都 变 了 。印 刷机使用两 种  
工 人 :一 种 是 一 个 成 年 工 人 ，他 看 管 机 器 ; 另 一 种 是 两 个 少 年 ，大 多从  
1】岁 到 1 7 岁 ，他 们 的 工 作 只 是 把 纸 铺 开 送 到 机 器 上 ，或 者 从 机 器 上  

把 印 好 的 纸 取 下 来 。他 们 (特 别 是 在 伦 敦 )在 一 星 期 中 有 好 几 天 要 连  
续 不 断 地 从 事 这 种 枯 燥 乏 味 的 工 作 达 ]4、15、16小 时 ，甚 至 往 往 一 连

c - i i - n 在 为 £ 业 t 制 造 并 山 人 力 推 动 的 机 器 ，同 发 达 的 机 器 即 以 机 械  
动 力 为 前提 的 机 器直接或间 接地发 生 竞 争 的地方.对 推 动 机器 的 劳 动 者 来 说 就  
会 发 生巨大的变 化 „ 原 来 是 蒸汽 机 代 替 工 人 ，而 在 t 述 情 况 下 却 是 工 人 要 代替  
蒸 汽 机 . I :人 的 劳 动 力 的 紧 张 和耗费 就 会 达 到 惊 人的程度，而且注定要受这 种  
苦 刑 的 全 坫 未 成 年 人 ！如 调 查 委 员 朗 格 在 考 文 垂 及 其 附 近 地 方 发 现 ，人们 使用 
1 0 岁 到 1 5 岁 的 少 年推动 织 带 机，至 于 使 用 更 幼 小 的 孩 子 去 推 动 小 型 织 机 的 情  
况 就 更 不用 说 了 。“ 这 是 非 常 吃 力 的 工 作 》儿 童成了蒸汽力的单 纯 的代用品 
(《章—C调 丧 委 员 会 .第 5 号 报 告》186fi年 版 第 114 页 第 6 号 ）关 于 官 方 报 告 所  
说 的 “ 这 种 奴 隶 制 度 ” 的 杀 人 后 果 ，见 同 页 及以下几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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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动 36小 时 ，而 中 间 只 有 两 小 时 吃 饭 和 睡 觉 的 休 息 时 间 ！(:m)他们  

当 中 大 部 分 人 不 识 字 ，他 们 通 常 都 是 笨 手 笨 脚 的 非 常 粗 野 的 人 》

“ 要 使 他 们 能 胜 任 自 己 的 工 作 . 不需 要 任何 知 识 教 育 ;他 们 很 少 有机 会 使 用  
技 巧 ，更 少 有 机 会 运 用 判 断 力 ; 他 们 的 工 资 虽 然 比 他 们 这 个 年 龄 的 少 年 略 高 -  

些 . 但 是 不 会 随 着 他 们 的 成 长 按 比 例 增 加 • 而 n .他 们 之 中 只 有 少 数 人 冇 沿 望 被  
提 升 到 收 人 较 高 和 地 位较 高 的 机 器 看 管工 人 的 职 位 ，因为 每一  • 台 机 器 只 需 要 - 

个 看管 X 人 , 却 需 要 4 个 助手 。 ” ⑶ 《 )

当 他 们 长 大 到 不 适 于 从 事 儿 童 劳 动 时 ,也 就 是 最 迟 到 岁 时 ， 
就 被 印 刷 厂 解 雇 。他 们 成 为 罪 犯 的 补 充 队 。企图 在 别 的 地 方 为 他 们  
找 到 职 业 的 某 些 尝 试 ，也 都 由 于 他 们 的 无 知 、粗 野 、体 力 衰 退 和 精 神  
堕 落 而 遭 到 了 失 败 。

关 于 工 场 内 部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所 谈 到 的 这 •切 ，也 适 用 于 社  

会 内 部 的 分 工 。 只 要 手 工 业 和 工 场 手 工 业 构 成 社 会 生 产 的 普 遍 基  
础 ，劳 动 者 对 专 一 职 业 的 依 附 ，他 的 能 力 和 职 业 的 原 有 多 样 性 的 破  
坏 17)，就 可 以 被 看 做 是 历 史 发 展 的 必 要 因 素 。在 这 一 基 础 上 ，每一 

个 生 产 部 门 都 通 过 经 验 得 到 确 立 ，慢 慢 地 完 善 ，而 一 当 达 到 一 定 的 成  
熟 程 度 ，就 迅 速 地 固 定 下 来 。不 时 地 引 起 变 化 的 原 因 ，正是由于通过

( 3 . 1 5 ) 同 上 ，第 3 页 第 2 4 号 D 

⑶ 6 ) 同 上 ，第 7 页 第 5 9 、6 0 页 D

U ] 7 ) 根 据 统 计 报 告 ，过 去 人 们 可 以 看 到 ，在 苏 格 兰 高 地 某 些 地 方 ，
有 许 多 牧 羊 人 和 小 屋 贫 农 及 其 妻 子 儿 女 ，穿 着 他 们 用自己鞣 制的皮革缝 制的鞋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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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 毛 ，或 者 是 用 他 们 自 己 种 出 来 的 麻 。在 做 衣 服 时 ，除 锥 子 、针 、 
顶 针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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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 木 、野 生 植 物 上 面 采 来 的 。（《杜 格 尔 德 • 斯 图 亚 特 全 集 》汉 密 尔 顿 编  
1 8 5 5 年 爱 丁 堡 版 第 . 8 卷 第 3 2 7 [ 、3 2 8 ]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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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业 进 口 外 国 商 品 和 不 断 地 改 造 劳 动 工 具 。但 劳 动 工 具 一 旦 取 得 比  
较 适 合 的 形 式 ，它 就 会 结 晶 化 ，而 且 往 往 会 世 代 相 传 达 几 个 世 纪  
之 久 。

一 个 颇 具 典 型 意 义 的 事 实 是 . 各 种 手 艺 直 到 18世 纪 还 称 为 秘  

诀 。在 埃 蒂 耶 纳 • 布 瓦 洛 的 有 名 的 著 作 《手 工 业 手 册 》中有这 样 一 条  
规 定 :“帮 工 升 师 傅 时 ，要 进 行 如 下 宣 誓 : 要 兄 弟 般 地 热 爱 同 行 弟 兄 ， 

扶 持 同 行 弟 兄 .每 个 人 都 必 须 遵 守 本 行 业 的 规 定 即 决 不 随 意 泄 露 本
行 秘 诀 。 ”(318)

事 实 上 ，由 社 会 分 工 Ö然 形 成 的 各 个 不 同 的 产 业 部 门 彼 此 成 了  
外 行 业 的 人 不 得 涉 足 其 间 的 独 立 王 国 。这 些 产 业 部 门 怀 着 焦 虑 不 安  
的 唯 恐 失 去 的 心 情 严 守 着 本 行 业 传 统 做 法 的 秘 密 ，其 理 论 甚 至 对 内  
行 人 来 说 也 仍 然 是 个 哑 谜 。

这 层 帷 幕 使 人 们 看 不 到 自 己 生 活 的 物 质 基 础 ，社 会 生 产 。这 层  
帷 幕 在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代 被 揭 开 了 ，而 在 大 工 业 到 来 的 时 候 则 被 完 全  
撕 碎 了 》大 工 业 的 原 则 是 ，对 每 一 个 生 产 过 程 就 其 自 身 来 进 行 考 察 ， 
把 每 一 个 生 产 过 程 分 解 成 各 个 构 成 运 动 ，而 不 管 这 些 运 动 是 由 人 的  
肌 肉 力 还 是 由 手 艺 来 完 成 。这 个 原 则 创 立 了 工 艺 学 这 门 完 全 现 代 的  
科 学 。工 艺 学 把 T.业 生 活 的 五 光 十 色 的 、一 成 不 变 的 和 表 面 上 无 联  

系 的 形 态 ，分 解 成 为 自 然 科 学 的 各 种 按 不 同 预 期 效 用 进 行 划 分 的  
应 用 。

同 时 ，工 艺 学 揭 示 了 为 数 不 多 的 基 本 运 动 形 式 ，不 管 所 使 用 的 工  

具 多 么 多 样 •人 体 的 一 切 生 产 活 动 必 然 在 这 些 形 式 中 迸 行 ，正像最复

他 还 必 须 发 誓 ，为 r 本 行 业 的 共 M 利 益 .决 不 为 了 宣 扬 自 己 的 商 品  
而向实 主指出那些制作不好的商品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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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 的 机 器 不 过 是 掩 盖 了 简 单 机 械 力 的 作 用 一 样 。

现 代 工 业 从 来 不 把 某 一 生 产 过 程 的 现 存 形 式 看 成 和 当 做 最 后 的  
形 式 。 因 此 ，现 代工业 的技术 基 础 是華 :命 的 .而 所 有 以 往 的 生 产 方 式  
的 技 术 基 础 本 质 上 是 保 守 的 。(319)现 代 工 业 通 过 机 器 、化 学 过 程 和  
其 他 方 法 ，使 劳 动 者 的 职 能 和 劳 动 的 社 会 结 合 不 断 地 随 着 生 产 的 技  
术 基 础 发 生 变 革 《同 时 它 不 断 地 把 大 量 资 本 和 大 批 工 人 从 一 个 生 产  
部 门 投 到 另 一 个 生 产 部 门 ，从 而 使 已 有 的 分 工 不 断 发 生 革 命 。

如 果 说 大 工 业 的 性 质 本 身 需 要 劳 动 的 变 换 、职 能 的 流 动 和 劳 动  
者 的 普 遍 流 动 性 ，那 么 ，另 一 方 面 ，大 工 业 在 它 的 资 本 主 义 形 式 上 又  
再 生 产 出 旧 的 分 工 及 其 固 定 化 的 专 业 。我 们 已 经 看 到 ，大 工 业 的 技  
术 上 的 必 然 性 和 它 在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下 所 具 有 的 社 会 性 之 间 的 这 个 绝  
对 的 矛 盾 最 终 破 坏 了 劳 动 者 生 活 的 一 切 保 障 ，使 劳 动 者 面 临 这 样 的  

威 胁 :在 劳 动 资 料 被 夺 走 的 同 时 . 生 活 资 料 也 不 断 被 夺 走 (32u \在 他  
的 局 部 职 能 被 排 挤 的 同 时 ，他 本 身 也 变 成 过 剩 的 东 西 ;我 们 也 看 到 ， 
这 个 对 抗 产 生 r  一 支 处 于 贫 困 中 、从 而 在 资 本 家 需 要 时 随 时 可 供 支  
配 的 庞 大 的 产 业 后 备 军 ; 它 导 致 r 工 人 阶 级 的 周 期 性 的 牺 牲 ，劳 动 的

(319) “资 产 阶 级 除 非 对 生 产 工 具 ，从 而 对 生 产 关 系 .从 而 对 全 部 社 会 关
系 不 断 地 进 行 革 命 . 否 则 就 不 能 生 存 下 去 。 反 之 •原 封 不 动 地 保 持 旧 的 ' t 产 方  
式 ，却 是 过 去 的 一 切 工 Jl1阶 级 生 存 的 首 要 条 件 。生 产 的 不 断 变 革 ，一 切 社 会 状  
况 不 停 的 动 荡 ，永 远 的 不 安 定 和 变 动 ，这 就 是 资 产 阶 级 时 代 不 同 于 过 太 • • 切 时  
代 的 地 方 。一 切 固 定 的 僵 化 的 关 系 以 及 与 之 相 适 应 的 素 被 尊 崇 的 观 念 和 见 解  
都 被 消 除 了 ，一 切 新 形 成 的 关 系 等 不 到 固 定 下 来 就 陈 旧 了 。一 切 等 级 的 和 固 定  
的 东 西 都 烟 消 云 散 了 ，一切 神 圣 的 东 西 都 被 亵 渎 了 。 人 们 终 于 不 得 不 用 冷 静 的  
眼 光 来 看 他 们 的 生 活 地 位 、他 们 的 相 互 关 系 。”( 弗 • 恩 格 斯 和 卡 • 马 克 思 《共 产  
党 宣 言 》1848年 伦 敦 版 第 5 页 3 |9)

<32〇) “你 们 夺 去 r 我 活 命 的 资 料 ，就 是 要 了 我 的 命 。’’(莎 士 比 亚 )3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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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限 度 的 浪 费 和 社 会 无 政 府 状 态 造 成 的 灾 难 ，这 种 无 政 府 状 态 使 每  
一 个 经 济 进 步 都 成 了 社 会 的 灾 难 。这 是 消 极 的 方 面 。

但 是 ，如 果 说 劳 动 的 变 换 现 在 只 是 作 为 自 然 规 律 "~一 这 个 自 然  
规 律 到 处 都 遇 到 障 碍 并 盲 目 地 破 坏 这 些 障 碍 一 为 自 己 开 辟 道  
路 (321)，那 么 ，大 工 业 所 产 生 的 灾 难 本 身 必 然 要 求 承 认 劳 动 的 变 换 ， 
从 而 承 认 劳 动 者 尽 可 能 多 方 面 发 展 能 力 是 现 代 生 产 的 规 律 .并 且 必  
须 不 惜 一 切 代 价 地 使 各 种 情 况 适 应 于 这 个 规 律 的 正 常 作 用 。这 是生 

死 攸 关 的 问 题 》大 工 业 迫 使 社 会 在 死 亡 的 威 胁 下 用 全 面 发 展 的 个 人  
来 代 替 局 部 的 个 人 ，也 就 是 用 能 够 适 应 极 其 不 同 的 劳 动 需 求 并 且 在  
交 替 变 换 的 职 能 中 只 是 使 自 己 先 天 的 和 后 天 的 各 种 能 力 得 到 自 由 发  
展 的 个 人 来 代 替 局 部 生 产 职 能 的 痛 苦 的 承 担 者 。

资 产 阶 级 为 自 己 的 子 孙 创 办 了 工 科 学 校 、农 科 学 校 等 等 ，但这 仅  
仅 是 为 了 顺 应 现 代 生 产 的 内 在 趋 势 .它 给 予 无 产 者 的 只 是 一 点 点 职  
业 教 育 ，但 是 ，如 果 说 .工 厂 立 法 作 为 从 资 本 那 里 奋 力 争 取 来 的 最 初  
的 让 步 ，不 得 不 把 初 等 教 育 ( 虽 然 是 很 可 怜 的 初 等 教 育 ）同 工 业 劳 动  
结 合 起 来 ，那 么 .工 人 阶 级 在 不 可 避 免 地 夺 取 政 权 之 后 .必 将 在 人 民  
的 学 校 中 实 行 实 践 的 和 理 论 的 工 艺 教 育 。(322)毫 无 疑 问 ，这 种 以 消

(321 > —个 法 国 工 人 从 旧 金 山 冋 来 后 这 样 写 道 ：“我 从 没 有 想 到 • 我 在 加  
利 塥 尼 亚 竟 能 够 干 各 种 职 业 《 我 原 来 确 信 ，除 了 印 刷 业 外 . 我 什 么 也 干 不  
r …… nj•足 .一 U.处 在 这 个 换 ：F•艺 比 换 衬 衫 还 要 荇 易 的 胃 险 家 世 界 中 . 实 际  
h.我 也 就 和 别 人 一 样 地 十 了 ， 由 于 矿 山 劳 动 的 收 入 不 多 .我 就 抛 弃 了 这 个 职  
业 到 城 1 去 ，在 那 祖 我 先 后 做 过 印 刷 工 人 、屋 面 工 人 .铸 铅 t 人 等 等 。 因 为 有 了  
适 合 做 任 何 工 作 的 经 验 ，我 觉 得 fl d + 再 像 一 个 软 体 动 物 而 更 像 一 个 人 了 。” 
[(吊 • 科 尔 邦 《论 职 业 教 ff》第 2版 第 5〇 页 )]

(:«2) 17 III:纪 末 , 一 位 那 个 时 代 的 最 杰 出 的 经 济 学 家 约 翰 • 贝 勒 斯 在 谈
到 不 包 括 十 .产 劳 动 的 教 f f 时 说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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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 旧 分 工 为 最 终 目 的 的 变 革 ，是 同 产 业 的 资 本 主 义 方 式 以 及 这 种 方  
式 使 工 人 所 处 的 经 济 环 境 明 显 地 矛 盾 的 。但 是 ，一 种 生 产 方 式 和 与  
之 相 适 应 的 社 会 组 织 走 向 瓦 解 和 形 态 变 化 的 唯 一 的 现 实 道 路 ，是它  
们 的 内 在 的 对 抗 的 历 史 发 展 。这 正 是 乐 观 主 义 的 或 社 会 主 义 的 空 论  
家 们 不 愿 意 理 解 的 历 史 运 动 的 秘 密 。

“鞋 匠 .管 你 自 己 的 事 吧 ! ”321手 工 业 和 工 场 手 工 业 智 慧 的 这 一  
顶 峰 ，在 钟 表 匠 瓦 特 发 明 蒸 汽 机 .理 发 师 阿 克 莱 发 明 经 线 织 机 ，宝 心 
工 人 富 尔 顿 发 明 轮 船 以 来 ，已 成 为 荒 唐 和 可 诅 咒 的 事 情 了 》

当 工 厂 立 法 规 定 工 厂 、工 场 手 工 业 等 的 劳 动 时 ，这 仅 仅 表 现 为 对  
资 本 的 领 主 权 的 千 涉 。但 是 ，一 旦 触 及 到 家 庭 劳 动 时 ，这 就是对 父 权  
(用 现 代 语 言 来 说 是 亲 权 ）的 直 接 的 、公 开 的 侵 犯 。英 国 议 会 元 老 对  
于 采 取 这 一 触 犯 祌 圣 的 家 庭 制 度 的 步 骤 长 期 来 一 直 装 腔 作 势 ，畏缩  
不 前 。然 而 ，用 夸 夸 其 谈 并 不 能 逃 避 事 实 。最 终 必 须 承 认 ，大工业 在 
破 坏 工 人 家 庭 的 经 济 基 础 的 同 时 ，使 工 人 家 庭 的 一 切 其 他 关 系 也 发  
生 了 变 革 。 人 们 不 得 不 为 儿 童 的 权 利 来 呼 吁 了 》

关 于 这 个 问 题 ，1866年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的 最 后 报 告 说 ：

“不 幸 的 是 ，所 有 的 证 词 都 表 明 ，男 女 儿 童 在 自 d 的 父 母 面 前 比 在 任 何 别 人  
面 前 都 吏 需 要 保 护 一 般 儿 童 劳 动 ，特 别 是 家 庭 劳 动 遭 受 剥 削 的 制 度 "之 所 以  
能 够 维 持 ，是 因 为 父 母 对 自 己 的 年 幼 顺 从 的 儿 女 滥 用 权 力 ，任 意 虐 待 ，而 不 受 任  
何 约 束 或 监 督 … … 父 母 不 应 当 享 有 为 每 周 取 得 一 点 工 资 而 把 自 己 的 孩 子 变

“游 手 好 闲 的 学 习 并 不 比 学 习 游 手 好 闲 好 … … 体 力 劳 动 是 上 帝 原 本 安 排  
的 …… 劳 动 对 于 身 体 健 康 犹 如 吃 饭 对 于 生 命 那 样 必 要 ，因 为 舒 适 固 然 使 人 免  
掉 痛 苦 .但 身 体 不 适 又 会 给 他 带 来 痛 苦 …… 劳 动 给 生 命 之 灯 添 油 .而 思 想 把  
灯 点 燃 。一 种 愚 笨 的 儿 童 劳 动 会 使 儿 竜 的 心 灵 愚 笨 ( 约 翰 • 贝 勒 斯 《关 于 创  
办 一 所 一 切 有 用 的 手 T.业 和 农 业 的 劳 动 学 院 的 建 议 》1696年 伦 敦 版 第 12、14、 
[J.6J1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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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单 纯 机 器 的 绝 对 权 力 … … 儿 童 和 少 年 有 权 为 防 止 亲 权 的 滥 用 而 取 得 立 法  
方 面 的 保 护 . 这 种 滥 用 会 过 早 地 毁 坏 他 们 的 体 力 ，并 且 使 他 们 道 德 堕 落 ，智 力 衰退”，323)

然 而 .不 是 亲 权 的 滥 用 造 成 了 对 儿 童 的 剥 削 ，恰 恰 相 反 ，正是资  
本 主 义 的 剥 削 造 成 了 亲 权 的 滥 用 。而 且 工 厂 立 法 不 是 公 开 承 认 ，资  
本 对 妇 女 和 儿 童 的 剥 削 这 种 使 旧 的 工 人 家 庭 彻 底 解 体 的 溶 剂 ，由于 
大 丄 业 而 成 为 经 济 的 必 然 性 f 吗 ？ 工 厂 立 法 不 是 承 认 大 工 业 把 亲 权  
变 成 了 社 会 机 构 的 一 个 装 置 ，其 使 命 就 是 直 接 或 间 接 地 为 资 本 家 提  
供 那 些 由 于 处 在 死 亡 威 胁 下 面 不 得 不 充 当 贩 卖 奴 隶 的 掮 客 和 商 人 的  
无 产 者 的 子 女 吗 ？ 因 此 ,这 个 立 法 的 全 部 努 力 也 不 过 是 企 图 对 这 种  
奴 隶 制 度 的 过 度 行 为 加 以 克 制 而 已 。

不 论 旧 家 庭 关 系 在 目 前 条 件 下 的 解 体 表 现 得 多 么 可 怕 和 可  
厌 m i M旦 是 由 于 大 工 业 使 妇 女 和 儿 童 在 家 庭 范 围 以 外 ，在 社 会 地 组  

织 起 来 的 生 产 过 程 中 起 着 决 定 性 的 作 用 .它 也 就 为 家 庭 和 两 性 关 系  
的 更 高 级 的 形 式 创 造 了 新 的 经 济 基 础 。把 基 督 教 日 耳 曼 家 庭 形 式 看  
成 绝 对 的 和 最 后 的 东 西 ，就 像 把 东 方 家 庭 形 式 、希 腊 家 庭 形 式 和 罗 马  
家 庭 形 式 看 成 绝 对 的 和 最 后 的 东 西 一 样 ，都 是 荒 谬 的 。这 些 形 式 依  
次 构 成 一 个 发 展 序 列 。 甚 至 由 各 种 年 龄 的 男 女 个 人 组 成 集 体 劳 动  
者 .这 个 在 资 本 主 义 的 统 治 下 产 生 堕 落 和 奴 役 的 根 源 也 包 含 着 新 的  
社 会 发 展 的 萌 芽 。* (325)在 历 史 中 同 在 自 然 中 一 样 .腐 败 孕 育 着 生 命 。

(您 ） 《责 工 调 《 委 员 会 。第 5 号 报 告 》第 XXV Ä 第 162号 和 《第 2 号 报  
飪 》第 XXXVHI页 第 285、289号 ■第 XXVLXXV1]页 第 191号 。

(32‘1 ) 弗 • 恩 格 斯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第 162、 178 . 183页 。
(325) “ n 厂 劳 动 可 以 像 过 去 的 家 务 劳 动 一 样 洁 净 、美 妙 ，甚 至 更 洁 净 、更 

美 妙 。”(〇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65年 10月 3 1 日》第 12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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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厂 法 从 一 项 在 机 器 纺 纱 业 和 机 器 织 布 业 中 实 行 的 特 殊 法 律 . 

发 展 成 为 整 个 社 会 生 产 中 普 遍 实 行 的 法 律 .这 种 必 然 性 ，正如我们 已 
经 看 到 的 ，在 英 国 是 通 过 大 工 业 对 工 场 手 工 业 、手 工 业 和 现 代家庭劳  
动 的 反 作 用 为 自 己 开 辟 道 路 的 。

对 妇 女 和 儿 童 的 剥 削 在 受 工 厂 法 约 束 的 产 业 部 门 中 遇 到 的 界 限  
本 身 扩 大 了 这 种 剥 削 . 使 之 和 所 谓 的 自 由 (326)产 业 部 门 比 起 来 也 有  
过 之 而 无 不 及 。

最 后 ，“受 工 厂 法 约 束 的 ”产 业 部 门 叫 喊 着 要 求 在 法 律 上 有 平 等  

的 竞 争 权 ，即 要 求 在 法 律 上 有 平 等 的 对 劳 动 的 剥 削 权 ， 27) 328
我 们 且 听 一 听 关 于 这 方 面 的 两 种 由 衷 的 呼 声 吧 。 W.库 克 斯 利  

先 生 们 （布 里 斯 托 尔 的 生 产 钉 子 、链 条 等 的 工 厂 主 ），自 愿 接受工厂  
条 例 》

“因 为 邻 近 各 厂 继 续 存 在 着 旧 的 不 规 范 的 制 度 ，所 以 他 们 不 得 不 遭 受 损 失 ， 
眼 看 着 他 们 的 少 年 工 人 在 下 午 6 点 钟 以 后 被 引 诱 到 别 的 地 方 去 继 续 做 工 。 他们  
当 然 会 说 : ‘这 对 于 我 们 是 一 种 不 公 平 ，并 且 是 一 种 损 失 .因 为 这 样 会 消 耗 少 年 工  
人 的 部 分 体 力 ，而 从 少 年 取 得 的 全 部 利 益 理 应 属 于 我 们 。 ’

辛 普 森 先 生 ( 伦 敦 纸 盒 纸 袋 厂 的 工 厂 主 ）对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委  
员 说 ：

"他 愿 意 在 任 何 一 个 要 求 实 行 工 厂 法 的 请 愿 书 上 签 名 。 在 当 前 的 状 况 下 . 
他 在 他 的 工 场 关 门 以 后 总 是 感 到 不 安 . 睡 觉 时 总 是 在 想 ，别 的 工 场 T-的 时 间 更  
长 些 . 正 在 把 订 货 从 他 的 鼻 子 底 下 抢 走 。 ”(329)

( 3 2 6 )  同 上 ，第 27、3 2 页 „
( 3 2 7 )  关 于 这 一 点 ，在《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中 可 以 找 到 大 量 的 例 证 。
( 3 2 8 )  《童 工 调 査 委 员 会 。 第 5 号 报 告 》第 X 页 第 35 号 。
( 3 2 9 )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第 5 号 报 告 》, [ 第丨 X 页 ]第 28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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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总 结 说 ：

“只 使 较 大 的 雇 主 的 工 广 遵 守 规 定 ，而 他 们 同 行 业 的 小 工 场 在 劳 动 时 间 上  
却 不 受 任 何 法 律 限 制 . 这 对 较 大 的 雇 主 是 不 公 平 的 。 大 工 厂 主 不 仅 要 接 受 劳 动  
时 间 上 的 不 平 等 的 竞 争 条 件 ，而 a 他 们 的 女 工 和 童 工 也 会 被 引 到 不 受 工 厂 法 约  
束 的 1:场 . 从 而'给 他 们 造 成 损 失 。最 后 ，这 会 促 使 较 小 的 工 场 增 加 ，而 这 些 较 小  
的 工 场 对 国 民 的 健 康 、福 利 、教 f 以 及 普 遍 的 改 善 几 乎 毫 无 例 外 都 是 最 为 不

童 工 凋 查 委 员 会 在 它 的 最 终 报 告 (1866年 ）中 ，建 议 把 140多万 

儿 童 、少 年 和 妇 女 (其 中 几 乎 有 一 半 人 受 小 工 场 和 家 庭 劳 动 的 剥 削 ） 
置 于 工 厂 法 的 约 束 之 下 。委 员 会 说 ：

••如 果 议 会 全 部 接 受 我 们 的 建 议 ，那 么 毫 无 疑 问 ，这 样 的 立 法 不 仅 对 同 它 直  
接 有 关 的 年 幼 和 体 弱 的 人 ，而 且 对 直 接 〈妇 女 〉和 间 接 〈男 子 〉地 受 立 法 约 束 的 更  
大 量 的 成 年 工 人 也 会 产 生 非 常 有 益 的 影 响 。这 种 立 法 会 迫 使 他 们 接 受 规 定 好  
的 和 适 度 的 劳 动 时 间 ，它 会 节 约 和 积 蓄 体 力 储 备 .而 这 同 他 们 的 个 人 幸 福 和 国  
家 幸 福 是 息 息 相 关 的 ;它 会 保 护 正 在 发 育 的 一 代 ，使 他 们 免 于 在 幼 年 从 事 毁 坏  
体 质 和 引 起 早 衰 的 过 度 紧 张 的 劳 动 ;最 后 . 它 还 会 为 至 少 13 岁 以 下 的 儿 童 提 供  
接 受 初 等 教 育 的 机 会 ，从 而 结 电 那 种 难 以 置 信 的 愚 昧 无 知 状 态 ，这 种 状 态 在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里 曾 得 到 如 实 的 描 写 ，使 人 看 了 不 能 不 十 分 痛 心 ，深 感 国 民 受 到 了  
侮辱。 3.31)

早 在 2 4 年 前 ，另 一 个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用 纳 • 威 • 西 尼 耳 的 话 来  

说 .就已 经

“Æ该 委 员 会 1842年 报 告 屮 对 资 本 家 和 父 母 的 贪 婪 、自 私 和 残 酷 .对 儿 童 和 少

( _ M ) 同 1'..[第 XXV贞 ] 第 脱 一  167号 „ 关 于 大 生 产 对 小 生 产 的 优 越  
性 . 清 参 看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 箄 3 号 报 告 》第 13页 第 1 M 号 ；第 2 5 页 第 1Z1 
号 ;第 26 页 第 125号 ;第 2 7 页 第 M0号 等 等 。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第 5 号 报 告 》第 XXV®第 1M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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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的 困 苦 、噴 落 和 遭 受 摧 残 .展 尔 出 一 幅 极 为 可 怕 的 图 景 …… 也 许 心 人 会 说 , 
报 告 描 写 的 是 过 去 时 代 的 惨 状 …… 这 种 惨 状 仍 然 存 在 ，比 过 去 更 为 严  
重 …… 1842年 受 到 指 责 的 弊 端 ，今 天 <1863年 10月 >仍 在 泛 滥 … … 这 份 报  
告 <1842年 〉上 面 又 压 上 了 其 他 文 件 . 根 本 无 人 过 问 ，就 这 样 整 整 过 了  2 0 年 ，在 
这 期 间 ，这 些 在 身 体 、智 力 和 道 德 t 受 到 摧 残 的 儿 奄 又 成 f 现 在 这 一 代 孩 子 的  
父母”(332)。

在 这 期 间 ,社 会 状 况 发 生 r 变 化 。 议 会 再 也 不 敢 像 当 年 拒 绝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1840年 的 要 求 那 样 ，千 脆 柜 绝 该 委 员 会 1862年的要 
求 了 。 因 此 还 在 1864年 ,当 新 的 委 员 会 只 公 布 了 它 最 初 的 几 份 报 告  

时 ，瓦 器 业 (包 括 陶 器 业 ）、壁 纸 、火 柴 、弹 药 和 雷 管 制 造 业 以 及 剪 绒  
业 .便 都 受 到 已 在 纺 织 业 中 实 行 的 那 些 法 律 的 约 束 》 当 时 的 托 利 党  
内 阁 在 1867年 2 月 5 日 的 国 王 演 辞 中 ,公 布 了 根 据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这 个 委 员 会 在 1866年 完 成 了 它 的 工 作 )的 最 后 提 案 起 草 的 新 法 案 。

1867年 8 月 1 5 日 颁 布 了 工 厂 法 扩 充 条 例 . 8 月 2 1 日颁 布了工 

场 管 理 条 例 。前 者 约 束 大 企 业 ，后 者 约 束 小 企 业 。
工 厂 法 扩 充 条 例 约 束 炼 铁 厂 、铜 铁 工 人 、用 机 器生 产 的 机 器 制造  

厂 、金 属 加 工 厂 、古 塔 波 树 胶 厂 、造 纸 厂 、玻 璃 厂 、烟 草 厂 ，还 有印刷业  
(包 括 报 纸 印 刷 业 ）和 装 订 业 ，以 及 所 有 在 一 年 中 至 少 有 100天同时  
雇 有 5 0名 以 上 工 人 的 同 类 工 业 的 工 场 。

为 了 对 “工 场 管 理 条 例 ”的 适 用 范 围 的 扩 大 有 一 个 概 括 的 了 解 , 

我 们 在 这 里 引 用 该 法 律 的 几 项 条 款 ：
第 四 条 。

“手 工 业 是 指 任 何 一 种 作 为 职 业 或 者 为 了 谋 利 而 从 事 的 对 任 何 物 品 或 任 何

( 3 3 2 ) 西 尼 耳 在 “全 国 社 会 科 学 促 进 协 会 ”第 七 届 年 会 上 的 演 说 •裁于《总  
结 报 告 》1863年 伦 敦 版 第 5 5 页 及 以 下 几 页 。



第 十 五 章 机 器 和 大 工 业 521

物 品 的 一 部 分 进 行 改 装 、修 理 、装 饰 、最 后 加 工 或 用 其 他 方 式 使 之 适 于 出 售 的  
劳 动 。 ”

“ 工场 是指有 任 何 一 个 儿 童 、少 年 或 妇 女 在 其 中 从 事 某 种 '  手 工 业 ’，并 且雇 
用 这 个 儿 童、少 年 或 妇 女 的 人 有 权 进 人 并 实 行 监 督 的 一 切 有 顶 的 或 露 天 的  
场 所 / ，

“ 受 雇 是 指 在 一 个 雇 主 或 尊 亲 的 手 下 从 事 任 何 手 工 #,不 管 领 工 资 或 不 领
工资

“ 尊 亲 是 指 父 、母 、监 护 人、或 其 他 负 责 监 护 或 监 督 某 一 … … 儿 童 或少年工 
人的人 / ’

第 七 条 的 处 罚 条 款 中 规 定 ，凡 违 反 该 法 律 者 ，得 处 以 罚 款 ，这 一  
条 不 仅 适 用 于 雇 主 ( 不 管 是 不 是 尊 亲 之 一 ），而且也适用于

“ 尊 亲 或 从 儿 童 、少 年 工 人 或 妇 女 的 劳 动 中 得 到 直 接 好 处 或 对 他 们 的 劳 动 有 监  
督 权 的人 '

适 用 于 大 企 业 的 工 厂 法 扩 充 条 例 作 了 大 量 恶 劣 的 例 外 规 定 和 对  
企 业 主 的 卑 怯 妥 协 ，因 此 同 工 厂 法 比 较 起 来 ，是 后 退 了 。

工 场 管 理 条 例 由 于 其 各 项 细 节 十 分 贫 乏 ，它 在 被 授 权 执 行 该 法  
律 的 市 政 及 地 方 当 局 手 中 仍 然 是 一 纸 空 文 。 1871年 议 会 从 这 些 当  

局 手 里 收 回 该 法 的 执 行 权 .把 它 交 给 工 厂 视 察 员 ，从 而使工厂 视 察 员  
的 视 察范 围 一 举 扩 大了  10万 多 个 工 场 和 300个 砖 厂 ，但 对 于 本 来 就  
人 手 不 足 的 视 察 人 员 ，只增派了  8 名 助 手 。

因 此 .在 1867年 的 这 次 英 国 立 法 中 引 人 注 意 的 地 方 是 :一 方 面 ， 

统 治 阶 级 的 议 会 不 得 不 被 迫 在 原 则 上 采 取 非 常 的 和 广 泛 的 措 施 ，来

( 3 3 : i ) 工 厂 视 察 人 员 包 括 : 2 名 视 察 员 ，2 名 副 视 察 员 ，4 1 名 助 理 视 察 员 。 
新 添 的 8 名 助 理 视 察 员 是 1 8 7 ] 年 任 命 的 。 1 S H 年 至 1 8 7 2 年 ，英 格 兰 、苏 格兰  
和 爱 尔 兰 用 于 这 些 行 政 人 员 的 全 部 预 算 只 有 2 5  3 4 7 镑 ,其 中 还 包 括 控 告 违 法  
雇 主 的 诉 讼 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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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止 资 本 主 义 剥 削 的 过 火 现 象 ；另 一 方 面 .议 会 在 真 正 实 现 这 些 措 施  
时 又 迟 疑 不 决 、很 不 自 愿 、很 少 诚 意 。

1862年的调 查 委 员 会 还 建 议 对 采 矿 业 实 彳 f •种 新 的 规 定 ；采矿  

业 和 其 他 各 种 工 业 不 同 的 地 方 在 于 ，在 这 里 土 地 所 有 者 和 资 本 主 义  
企 业 主 的 利 益 是 一 致 的 。过 去 .这 两 种 利 益 的 对 立 曾 促 进 了 工 厂 立  
法 ; 现 在 ，正 是 不 存 在 这 种 对 立 ，才 足 以 说 明 矿 业 立 法 为 什 么 会 如 此  
拖 延 和 施 展 诡 汁 。

1840年 调 查 委 员 会 揭 露 了 骇 人 听 闻 、令 人 愤 慨 的 事 实 ，这 在 欧  

洲 成 为 一 件 丑 闻 ，以 致 议 会 为 了 拯 救 自 己 的 良 心 ，不 得 不 通 过 了  
1842年 的 矿 业 法 ，这 项 法 律 仅 限 于 禁 止 使 用 妇 女 和 不 满 1 0 岁 的 儿  
童 从 事 井 下 劳 动 。

以 后 ，1860年 ,一 条 新 的 法 令 . “矿 山 视 察 法 ”，规 定 矿 山 要 受 专  
门 任 命 的 国 家 官 员 的 检 查 ，不 许 雇 用 10 岁 至 12 岁 的 儿 童 ，除非他们  

持 有 学 校 的 证 明 或 者 按 一 定 的 时 数 上 学 。 由于仟命 的 视 察 员 少得 吋  
笑 ，职 权 又 很 小 ，加 上 其 他 一 些 下 面 将 要 详 细 叙 述 的 原 因 ，这 项 法 令  
仍 完 全 是 一 纸 空 文 。

关 于 矿 山 的 最 近 的 蓝 皮 书 1u之 一 ，是 《矿 山 特 别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附 证 词 。 1866年 7 月 2 3 日》。这 是 由 下 院 内 部 组 成 的 一 个 有 全 权  

传 呼 和 询 问 证 人 的 议 会 委 员 会 的 作 品 ，是 厚 厚 的 一 册 对 开 本 ,其 中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本 身 一  只 有 五 行 。 由 于 无 话 可 说 , 还 必 须 有 大 量 资 料 ！ 
所 有 只 有 五 行 字 。剩 下 的 就 是 对 证 人 的 询 问 记 录 了 。

询 问 证 人 的 方 式 使 人 想 起 英 国 法 庭 对 证 人 的 反 问 法 . 就 M律师  
乱 七 八 糟 地 提 出 各 种 无 耻 的 、临 时 拼 凑 的 、模 棱 两 可 的 问 题 .吓 唬 证  
人 ，弄 得 他 们 手 足 无 措 ，糊 里 糊 涂 ，然 后 对 他 的 话 加 以 歪 曲 。在 这 里 ， 
律 师 也 就 是 议 会 里 负 责 调 查 的 先 生 们 ,其 中 有 矿 主 和 矿 山 经 营 者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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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是 煤 矿 工 人 。这 套 滑 稽 戏 最 能 说 明 问 题 了 ，因 此 在 这 里 不 能 不 从  
这 个 报 告 中 引 述 几 段 。为 了 简 便 起 见 ，我 们 分 类 叙 述 。当 然 ，问 题 和 
相 应 的 回 答 在 英 国 蓝 皮 书 中 都 是 编 有 号 码 的 。

1 . 矿 山 中 10 岁 以 上 童 工 的 劳 动 。 一 在 矿 山 中 ，劳 动 ，连 同到
矿 山 往 返 的 路 程 ，.一 般 持 续 14 — 15小 时 ，有 时 甚 至 从 早 晨 3、4、5 点 
钟 到 傍 晚 4一 5 点 钟 (第 6、452、8 3 号 ）。成 年 工 人 分 两 班 劳 动 ，每班 
8 小 时 ，但 是 为 了 节 省 开 支 ，少 年 不 换 班 (第 80、203、204号 ）。年幼 

的 儿 童 主 要 是 雇 来 开 关 矿 内 各 巷 道 的 通 风 门 .大 一 些 的 儿 童 则 做 较  
重 的 活 ，如 运 煤 等 等 (第 122、739、740、1717号 ）。这 种 长 时 间 的 井 下  
劳 动 一 直 要 做 到 1 8 岁 或 者 2 2 岁 ，然 后 才 转 入 真 正 的 矿 山 劳 动 （第 
161号 ) 。现 在 儿 童 和 少 年 受 到 的 虐 待 和 剥 削 ，比 以 往 任 何 时 期 都 更  
残 酷 (第 1663 —1667号 ）。矿 工 几 乎 一 致 要 求 议 会 制 定 一 项 法 令 禁  

止 使 用 不 满 14岁 的 童 工 从 事 矿 山 劳 动 。 于 是 ，布 鲁 斯 先 生 问 道 ：

“这 种 要 求 难 道 不 取 决 于 父 母 的 贫 穷 程 度 吗 ？ 如 果 父 亲 死 了 或 者 变 成 残 废  
等 等 .那 么 夺 去 家 庭 的 这 个 收 人 来 源 .难 道 不 残 忍 吗 ？ 那 就 必 须 施 行 一 项 普 遍 的  
规 章 。你 愿 意 在 任 何 情 况 下 都 禁 止 不 满 14岁 的 儿 童 从 事 并 下 劳 动 吗 ?”回 答 :"在 
任 何 情 况 下 都 愿 意 。”(第 1()7 —1〗〇号 )哈 西 • 维 维 安 (一 个 矿 山 经 营 者 ）：“如 果 矿
山 禁 止 使 用 不 满 W 岁 的 童 工 ，父 母 不 会 把 孩 子 送 到 工 厂 等 处 去 吗 ？ -------- 般
说 ，不 会 。”(第 174号 )工 人 :“开 关 通 风 门 看 起 来 很 容 易 ，但 这 是 很 苦 的 活 。 这  
些 少 年 不 仅 老 是 挨 风 吹 ，而 a 关 在 那 里 完 全 像 关 在 阴 暗 的 牢 房 里 的 囚 犯 一 样 。 ” 
资 产 者 哈 西 :“如 果 一 个 少 年 有 灯 .他 不 能 在 看 门 的 时 候 读 读 书 吗 ？ 一-首 先 ， 
他 得 自 Ü 买 蜡 烛 ，W说 ，也 不 会 允 许 他 这 样 做 „ 他 在 那 里 要 注 意 自 己 的 工 作 ，他 
必 须 尽 他 的 责 任 。我 从 来 没 见 过 任 何 少 年 在 矿 里 念 书 ， (第 139 -1 6 0 号 )

2 . 教 育 。 一 矿 工 要 求 像 工 厂 中 那 样 ，制 定 一 项 有 关 儿 童 强 制  
教 育 的 法 律 。他 们 声 言 ，I860年 法 令 中 关 于 使 用 10— 12 岁 儿 童 要  

有 学 校 证 明 的 条 款 纯 粹 是 一 种 空 想 。资 本 家 的 预 审 法 官 的 盘 问 在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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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实 在 可 笑 极 了 。 [ (第 115号 )]

“法 令 应 当 更 多 地 约 束 谁 呢 . 雇 主 还 是 父 母 ？ 对 双 方 都 应 当 约 束 第
l l f i 号 )“不 更 多 地 约 束 其 中 的 一 方 吗 ？ 让 我 怎 么 问 答 呢 ?”(第 I:打 号 )“雇

主 有 没 有 表 示 某 种 愿 望 想 使 劳 动 时 伺 规 定 得 适 合 于 fc学 呢 ？ 从 来 没 打 ”
(第 2】] 号 )“矿 工 以 后 能 改 进 自 己 的 教 养 吗 ？ 一 般 说 来 ，他 们 越 来 越 坏 ，染
上 了 各 种 恶 习 S睹 钱 、酗 酒 等 等 ，完 全 堕 落 了 (第 4S4号 )“为 什 么 不 送 儿 童 们  
进 夜 校 呢 ？ 多 数 煤 矿 K 根 本 没 有 夜 校 》 何 主 要 的 是 . 他 们 都 il: KH.f间 的 过
度 劳 动 累 得 精 疲 力 尽 . 连 眼 晴 也 睁 不 开 …… 闪 此 , 资 产 者 后 断 定 说 ，这 样  
看 . 你 是 反 对 教 t 啰 ？ - 决 不 是 。”（第 441- U 3 号 ）“1860年 的 法 令 不 是 规
定 矿 主 等 等 在 雇 用 10 岁 至 1 2 岁 的 儿 童 时 要 索 取 学 校 的 证 明 么 ？ 法 律 是
这 样 规 定 的 ，但 是 矿 主 不 照 办 。”(第 4 4 4 号 )“你 认 为 .法 律 的 这 项 条 款 没 有 普 遍  
实 行 吗 ？ -  一 根 本 就 没 有 实 行 。’’(第 717 号 )“矿 工 对 教 育 问 题 很 关 心 吗 ？ 
绝 大 多 数 人 都 很 关 心 。”(第 718号 )“他 们 都 盼 ® 强 制 实 行 这 项 法 律 吗 ？ 绝
大 多 数 人 都 盼 望 。”(第 720 号 广 为 什 么 他 们 不 力 争 实 行 这 项 法 律 呢 ？ 存 许
多 工 人 希 望 拒 绝 没 有 学 校 证 明 的 少 年 做 工 ，但 是 他 会 成 为 被 记 名 的 人 (第 721 
号 )“谁 给 他 记 名 呢 ？ 他 的 雇 主 第 722号 >“那 你 岂 不 是 相 信 雇 主 会 追 究
一 个 服 从 法 律 的 人 吗 ？ 我 相 信 雇 主 会 这 样 做 。”( 第 723号 >“为 什 么 工 人 不
拒 绝 使 用 这 样 的 少 年 呢 ？ —— 这 可 不 由 工 人 做 主 。”(第 1634号 ）“你 要 求 议 会  
干 涉 吗 ？ —— 要 在 矿 ]:的 孩 子 们 的 教 育 匕 多 少 做 出 点 有 成 效 的 事 情 ，议 会 必 须  
制 定 一 项 法 令 来 强 制 实 行 ”。 （第 1636号 )“这 种 办 法 应 适 用 于 大 不 列 颠 全 部 劳  

动 者 的 孩 子 呢 ，还 是 只 适 用 于 矿 工 的 孩 子 ？ —— 我 到 这 里 来 是 代 表 矿 工 说 话 。 ” 
( 第 1638号 ) 。“为 什 么 耍 把 矿 工 的 孩 子 和 别 的 孩 子 分 开 ？ 因 为 他 们 是 通
常 情 况 下 的 一 个 例 外 第 1639号 ）“在 哪 一 方 面 ？ - 身 体 方 面 。”（第 1640 

号 )“为 什 么 教 育 对 他 们 比 对 其 他 阶 级 的 孩 子 更 有 价 值 呢 ？ 我 不 是 说 教 育
对 于 他 们 更 有 价 值 .但 是 . 由 于 他 们 在 矿 上 从 事 过 度 劳 动 . 就 Ü 少 有 机 会 上 R校 
和 星 期 日 学 校 。”（第 1644号 ）“这 类 问 题 可 不 能 绝 对 地 看 . 难 道 不 是 这 样 吗 ?’’ 
(第 1646号 )“矿 区 的 学 校 够 么 ？ —— 不 够 / ’(第 1647号 ）“如 果 国 家 要 求 每 一  
个 儿 童 都 人 学 ，那 么 ，从 哪 里 来 这 么 多 的 学 校 容 纳 所 有 的 儿 童 上 学 呢 ？ 我
想 . 如 果 情 况 需 要 这 么 办 ，学 校 自 然 会 办 起 来 的 。 不 只 是 绝 大 部 分 儿 童 ，而 且 绝  
大 部 分 成 年 矿 工 也 都 不 会 写 不 会 读 。”(第 705、726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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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妇 女 劳 动 》—— 虽 然 从 1842年 以 来 已 经 不 再 在 井 下 使 用 女  

工 ，但 是 她 们 仍 被 用 来 在 井 上 装 卸 煤 炭 等 物 ，把 煤 桶 拉 到 运 河 边 和 火  
车 旁 等 等 。最 近 三 四 年 来 使 用 的 女 工 大 有 增 加 (第 1727号 ）。这 些  
女 工 大 多 数 是 矿 工 的 妻 子 、女 儿 和 寡 妇 ，年 龄 从 12 岁 至 50、6 0 岁 不 
等 。（第  647、1779、 】 781 号 ;第  648 号 ）

“ 矿 工 对 矿 上 雇 用 妇 女 有 什 么 想 法 呢 ？ —— 他 们 普 遍 谴 责 这 种 做 法 。”（第 
649号 ) “ 为 什么 ？ —— 他 们 认 为 这 是 对 女 性 的 侮 辱 并 且 会 使 女 性 堕 落 。妇 女 
穿着 男 人的 衣 服 。有 些 妇 女 抽 烟 。在 许 多 场 合 下 丧 失 了 任 何 的 羞 耻 心 《劳 动  
同 井 f  一 样 脏 。其 中 许 多已 婚 的 妇 女 不 能 尽 自 己 的 家 庭 职 责 。” ( 第 6 5 1 号 及以 
下 几 号 ;第 709号 ) “ 寡妇 能在其 他 地 方 找 到同 样 收 人 ( 每 周 8 — 1 0 先令)的职 业  
吗 ？ 我 不 能 回答 这 个 问 题 。” ( 第 7 1 0 号 )“那 么 你 仍然 下 决 心 截 断 她 们 的 这
条 谋 生之路么 ？〈铁 石 心 肠 ！〉—— 毫 无 疑 问 。” （第 1 7 1 5 、〗7 1 7 号 ）“哪 儿 来 的 这  
种 情 绪 呢 ？ 我 们 矿 工 非 常 尊 敬 女 性 . 不 忍 看 到 她 们 在 煤 矿 里 受 罪 … …这 种
活 大 部 分是很 繁重的。有 许 多 姑 娘 一 天 要 提 重 物 达 1 0 吨 之 多 。” ( 第 1 7 3 2 号 ） 
■■你 是否 认 为 矿 上雇用的女工比 I 厂 雇 用 的 女 工 更 没 有 道 德 ？ 我们 这 里 变
坏 的 姑 娘比 别 的 地 方 要多 。” ( 第 1 7 3 3 号 )“但 你 不 是 对 工 厂 里 的 道 德 状 况 也 不  
满 意 么 ？ -  不 满 意 》” ( 第 1 7 3 4 号 )“那 么 你 也 希 望 禁 止 工 厂 里 使 用 妇 女 劳 动  
吗 ? -一不，我 不 希 望 《■” ( 第 1 7 3 5 号 ) “ 为 什 么 不 希 望 ？—— 工 厂 劳 动 对 于 女 性  
比较 体 面和适合。” ( 第 1 7 3 6 号 )“你 不 是 认 为 这 种 劳 动 对 她 们 的 道 德 仍 然 是 有  
害的吗 ？—— 不 ，远 不 像 矿 上 的 劳 动 那 样 有 害 。 + 过 ，我 的 意 见 不 仅 是 出 于 道  
德方面 的考 虑 ，而 且 也 出于 身 体 和 社 会 方面的考虑 „ 姑娘 们 的社会 堕 落是令人 
痛 心 的 ，是 极 端 严 重的。在 这 岬 姑 娘 成 为 矿 工 的 妻 子 以 后 ，她 们 的 丈 夫 就 深 受  
这 种 堕 落 之 苦 ，这 种 情 况 使 他 们 离 开 家 跑 去 酬 酒 ( 第 1 7 3 7 号 )“但是工厂 雇用 
的 妇 女 不 也 是 这 样 吗 ？ -关 于 其 他 生 产 部 门 我 不 能 说 什 么 。” （第 1 7 4 0 号 ）
“ 但是矿 上雇用 的 妇 女 和工 厂 雇 用 的 妇 女有 什 么 不 同 呢 ？—— 我 没 有 研 究 过 这  
个 问 题 „ ” ( 第 1 7 4 1 号 ) “ 你 能 找 出 这 两 类 人 之 间 的 区 别 吗 ？—— 我 没 有 把 握 回  
答 这 个 问 题 . 不 过 我 挨 家 挨 户 访 问 过 ，知 道 我 们 矿 区 里 的 一 些 丑 事 / ’ （第 17 5 0  

号 ) “ 你 是 不 是 很 希 望 在 所 有 会 使 妇 女 堕 落 的 地 方 消 灭 妇 女 劳 动 呢 ？ 一 - 是  
的 … … 儿 童 的 最 好 的 感 情 应 由 母 亲 来 培 养 。” （第 1 7 5 1 号 ）“但 是 从 事 农 业 劳  
动 的 妇 女也是这 样 吗 ？ 一 - 农 活 只 有 两 季 , 而 我 们 这 里 的 妇 女一年四季都要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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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 有 时 白 天 黑 夜 接 着 干 ，汗 流 浃 背 . 使 她 们 的 体 质 变 弱 ，健 康 受 到 损 害 „”(第 
1 7 5 3 号 你 没 有 全 盘 地 研 究 过 这 个 问 题 < g卩 们 女劳 动 的问 题 >吗 ？ 我观 察
了 周 围 的 情 况 ，我 敢 说 .我 在 任 何 地 方 都 找 不 到 和 煤 矿 上 的 妇 女 劳 动 相 似 的 工  
作 … … [ ( 第 ] 7 9 3 、1 7 9 4 、1 8 0 8 号 ) ] 这 是 男 人 干 的 活 ，而 且 是 身 强 力 壮 的 男 人 f  

的活 … … 较 好 的 矿 工 想 振 奋 起 来 并 认 真 做 人 . 但 在 妻 子 那 里 得 不 到 支 持 ，反 
而被她 们 拖了后腿

资 产 者 先 生 们 又 乱 七 八 糟 地 盘 问 了 一 通 之 后 ，终 于 暴 露 了 他 们  
对 寡 妇 、贫 苦 家 庭 等 等 的 同 情 心 的 秘 密 。

“ 煤 矿 主 们 派 一 些 绅 士 去 当 总 监 工 ，而 这 些 总 监 工 为 了 博 得 主 人 嘉 许 ，就实  
行 尽 可 能 节 约 地 办 一 切 事 情 的 政 策 ;雇 用 的 姑 娘 每 天 得 到 1 先 令 1 先 令 6 便 
士 . 而 男 人 却 得 到 2 先 令 6 便 士 。’’ ( 第 〗8 1 6 号 ）

4 . 矿 山 事 故 死 者 的 验 尸 陪 审 员 。 [ ( 第 360号 )]

••谈 到 你 们 区 里 的 验 尸 官 的 调 查 ，那 么 ，在 发 生 事 故 时 .工 人 对 诉 讼 程 序 是  
否满 意？ - 不 ，他 们 不 满 意 ， ( 第 361  3 7 5 号 ) “ 为 什 么 不满 意？ 主要是
因 为 当 陪 审 员 的那些人对 矿 山毫无所知。工 人 除 了 当 证 人 以 外 .根本 不 让 干 别  
的 。我 们 要 求 由 矿 T 当 一 部 分 陪 审 员 。现 在•判决 和 证 人 的 证 词 一 般 是 矛 盾  
的 。” ( 第 3 7 8 号 ) “ 陪 审 员 不是 应 当 公正 吗 ？ -  是 的 ，他 们 应 该 是 公 正 的 。”(第 
3 7 9 号 ) “ 劳 动 者 会 公 正 吗 ？ -  我 看 不 出 有 任 何 原 因 会 使 劳 动 者 不 公 正 。他 
们 有 实 际 知 识 。” ( 第 3 8 0 号 r 但 是 他 们 会 不 会 由 于 偏 袓 工 人 并 为 / 工人的利益 
而作出不公正的苛刻的判决 呢 ？ - 不 ，我 相 信 不 会 。 ”

5 . 虚 假 的 度 量 衡 等 等 。 —— 工 人 要求 以 每 周 发 一 次 工 资 的 办 法  
代 替 两 周 发 一 次 工 资 的 办 法 ，要 求 按 桶 的 重 量 计 算 ，保证 不使用假秤
等 等 。

( 第 1 0 7 1 号 ) “ 如 果 煤 桶 用 欺 骗 的 办 法 被 加 大 ，工 人 不 是 在 提 出 声 明 后 14 

天就可以离 开 矿 井 吗 ？ ;一 是 的 。但 是 如 果 他 到 另 外 一 个 地 方 去 ，也会 遇到同 
样 的 情 况 。” ( 第 1 0 7 2 号 ) “ 但 他 不 是 仍 然 可 以 离 开 这 种 不 公 平 的 地 方 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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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 都是不公平的》”(第 1073号 广 但 是 工 人 不 是 在 提 出 声 明 后 14天又可以离  
开 他所在的地方吗 ？—— 是的

询 问 就 此 了 结 ！
6 .矿 山 视 察 - I：人 不 仅 遭 受 瓦 斯 爆 炸 事 故 带 来 的 痛 苦 。

(第 234号 及 以下几 号 ) “ 我们 也要对 煤 矿 内 通 风 不 良 提 出 控 诉 ，这 种 情 况 使  
工人在矿 内 几 乎无法呼吸 , 因此什么 活也干不了 D 例 如 ，正好现 在在我千活的那 
个 工作面上 , 恶 劣的空气 使许 多工人病倒了好几 个 星期 ,，在 主 要 巷 道 里 ,空气 一 
般 还 够 用，然 而 正 好在 我 们 干 活 的地 方 就 不 够 用 了 。如 果 有 谁 向 视 察 员 控 诉 通  
风 情 况 ，那他就会 被解雇，并 且 成 为 一 个 ‘ 被 记 名 的 ’ 人，到 别 的 地方 也 找 不 到 工  
作 。1860年的 矿 山 视 察 法 纯 粹 是 一 张 废 纸 。视 察 员 这 类 先 生 的 人 数 太 少 了 ，他 
们 也 许 要 7年才能进 行一次形式上的视 察。我们 的视 察员 f 个 70多岁 的残 废  
人 ，他 要 管 130多个 煤矿 。我们 除了需 要 有 更 多 的视 察 员 外 ，还 需要有助理视 察  
员 。”(第 280号 ) “ 这 样 是不是政府应 当 维 持一支视 察 员 队 伍 .让 他 们 在 没 有工人 
报 告的情况 下自己 就 能够 解 决 你 们 的 全部 要 求 ？ —— 这 是 不 可 能 的 ，不过 他们  
应 该 自己到矿 井里来 听 取报 告。”(第 285号 )“你 不认 为 这 样 做的结 果就会 把矿 主 
和矿 山经 营 者的 责 任 推 到 政 府 官 员 身 上 吗 ？ —— 绝 不 会 这 样 ，他 们 的 职 责 是要  
求人们 遵守现 行的法律/ ’(第 294号 )“你 说 的助理视 察员 是不是指那些比现 任视  
察 员 薪水少级 别 低的人呢 ？—— 如 果 你 们 能 够 派 比 较 好 的 ，我决 不希望要级 别  
比 较 低 的 ” ( 第 2 9 5 号 ) " 你 们 是要更多的视 察 员 呢 ,还 是 要 比 视 察 员 低 一 级 的 人  
呢 ？—— 我们 需要那些能亲 自到矿 上来 跑 跑 并 且不顾 私利的人。’’(第 297号 )“如 
果 你 们 要求派另 一 类 视 察 员 的愿望得到满 足，那 么 他 们 在 熟 练 程 度 上 的 缺 陷 不  
会 造成危险 吗 ？ … …  不 会 ，政府的责 任是委派适当 的人员 。 ”

这 种 询 问 法 最 终 连 调 査 委 员 会 的 主 席 也 感 到 太 荒 唐 了 。 [ 2 9 8 、 

2 9 9 号 ]他 打 断 他 的 伙 伴 的 话 说 ：

••你 们 是 希 望 有 实 际 经 验 的 人 员 ，能 亲 自 到 矿 井 看 看 并 把 情 况 报 告 给 视 察  
员 ，而 觇 察 员 就 《丨 以运 用他的较 高 级 的 知 识 ”(第 531号 )“所 有 这 些 旧 矿 井 都  
搞 通 风 设 备 . 不是会 造成 很 大 的 花 费 吗 ? 是 的 . 费 用 可 能 会 增 加 ，但人的生
命 会 得 到保 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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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81号 )一 个 煤 矿 工 人 对 I860年 法 令 第 17 条 表 示 抗 议 ：

“ 现 在 ，如果矿 山视 察员 发 现 矿 井的某一部分不适于工作•他必须 向矿 主和 
内 务 大 臣报 告 》然 后 矿 主 有 2 0 天 的 考 虑 时 间 ; 2 0 天期满 后•矿 主可以拒绝 任何 
改 进 。但 是 矿 主 要 是 这 样 做 ，他 就 必 须 给 内 务 大 臣 打 一 个 报 告 ，并 向 他 推 荐 5 

名 矿 山 工 程 师 ，由内 务 大臣 从 中 挑 选 仲裁 人 s 我 们 认 为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矿 主 实  
际 上 是 委 派 自 己 的 仲 裁人 。 ”

(第 586号 )作 为 询 问 人 的 资 产 者 (他 自 己 就 是 矿 主 )说 ：

“ 这 种 抗 辩 纯 粹是瞎 想出来 的。” ( 第 5 .8 8 号 )•‘这 样 说 来 .你 们 对 矿 山工程师 的 
正直评 价很 低了？ - 我 是 说 . 这 种 做法非常不合理、不 公平。” ( 第 5 8 9 号 )“难 道 
矿 山工程师 不具备 某 种 公正的品格.从 而 可 以使 他 们 的 决 定 避 免 你 们 所 担 心 的  
那种 偏祖吗 ？—— 我 拒 绝 回 答 有 关 这 些 人 的 个 人 品 格 的 问 题 。我相信•在许 多 
情 况 下 ，他们 做事很 不公正，在这 种 人命关 天的地方，应 3 剥 夺 他 们 的 这 种 权 力，

这 个 资 产 者 又 厚 颜 无 耻 地 问 ：

“ 你 不 认 为 矿 主也 会 因瓦斯爆炸而遭到损 失 吗 ? ”

最 后 还 问 道 ：

“ 你 们 工 人 不 请 求 政 府 的帮 助 就 不 能 自 己维 护 你 们 自 己的 利 益 吗 ？ 一一不 
能 。” ( 第 ] 0 4 2 号 ）

1865年 大 不 列 颠 有 3 217个 煤 矿 和 12 个 视 察 员 。约 克 郡 的 一  
个 矿 主 （1867年 1 月 2 6 日《泰 晤 士 报 》报 道 ）自 己 曾 计 算 过 ，撇 开 视  

察 员 的 纯 事 务 性 的 工 作 (而 这 就 占 了 他 们 的 全 部 时 间 ）不 说 ,每 个 矿  
山 每 10年 才 能 被 视 察 一 次 。无 怪 近 几 年 来 惨 祸 发 生 的 次 数 越 来 越  

多 ，情 况 越 来 越 严 重 .有 时 一 次 竟 牺 牲 200 300名 工 人 。
议 会 于 1872年 通 过 的 有 很 大 缺 陷 的 法 令 ，是 对 矿 山 雇 用 的 儿 童  

的 劳 动 时 间 作 出 规 定 ，并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使 矿 山 经 营 者 和 采 矿 业 主 要  
对 所 谓 的 事 故 负 责 的 第 一 个 法 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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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 调 查 农 业 中 儿 童 、少 年 、妇 女 的 劳 动 情 况 的 皇 家 委 员 会  

公 布 了 几 个 很 重 要 的 报 告 。为 了 把 工 厂 立 法 在 形 式 上 加 以 改 变 而 应  
用 到 农 业 方 面 去 ，曾 有 过 各 种 尝 试 .但 直 到 今 天 没 有 取 得 任 何 成 果 。 
可 是 我 在 这 里 必 须 提 醒 注 意 的 •点 是 :普 遍 应 用 工 厂 立 法 已 经 是 不  
可 抗 拒 的 趋 势 。 ’

如 果 说 ，工 厂 立 法 的 普 遍 化 对 于 保 护 工 人 阶 级 的 身 体 和 精 神 来  
说 已 经 必 不 可 少 ，那 么 ，正 如 前 面 讲 到 的 .这 种 普 遍 化 同 时 也 加 速 了  
孤 立 的 、分 散 的 和 小 规 模 的 劳 动 向 社 会 地 组 织 和 大 规 模 结 合 的 劳 动  
过 渡 ，从 而 加 速 了 资 本 的 积 聚 和 工 厂 制 度 的 独 占 统 治 。它 破 坏 一 切  
还 部 分 地 掩 盖 着 资 本 权 力 的 传 统 的 过 渡 形 式 ，而 代 之 以 直 接 的 资 本  
的 专 制 „ 这 样 ，它 同 时 就 使 反 对 这 种 统 治 的 直 接 斗 争 普 遍 化 „ 它 迫  
使 每 个 单 个 的 工 场 实 行 划 一 性 、规 则 性 、秩 序 和 节 约 ，同 时 ，它 又通过  
对 丁.作 H 的 限 制 和 规 定 所 造 成 的 对 技 术 发 展 的 巨 大 刺 激 ，加 重 社会  
生 产 的 无 政 府 状 态 和 危 机 .提 高 劳 动 强 度 并 扩 大 工 人 与 机 器 的 竞 争 。 
它 在 消 灭 小 生 产 和 家 庭 劳 动 的 同 时 ，也 消 灭 了 大 量 日 益 过 剩 的 劳 动  
者 的 最 后 避 难 所 ，从 而 消 灭 了 整 个 社 会 机 制 的 安 全 阀 。它 在 发 展 生  
产 的 物 质 条 件 和 社 会 结 合 的 同 时 ，也 发 展 了 生 产 的 资 本 主 义 形 式 的  
矛 盾 和 对 抗 ，发 展 了 新 社 会 的 形 成 要 素 即 破 坏 旧 社 会 的 力 量 。 (334>

( 3 3 4 ) 罗 伯 特 • 欧 文 是 合 作 L :厂 和 合 作 商 店 之 父 ，但 是 正 如 前 面 所 指 出  
的 . 他 不像他的追随 # 那 样 . 对 这 邱 孤 立 的 转 变 要 素 的 作 用 抱 有 任 何 幻 想 .他  
不 仅 在自己的试 验 中以 T .厂 制 度 为 起 点 , 而 且 还 在 理 论 h 说 明 工 厂 制 度 是 社 会  
革 命 的 起 点 3 2 2 莱 顿 大 学 政 治 经 济 学 教 授 菲 瑟 灵 先 生 . 在 I 8 6 0 年 至 1 8 6 2 年所 
出版的著作《实 用 国 民 经 济 手 册 》(这 部 箸 作以 最 适 当 的 形 式 复 述 了 庸 俗 经 济 学  
的 一 切 庸 俗 主 张 ) 中竭力赞 成 手 工 业 生 产 、反 对 大 工 业 ，可 见 他似乎也感觉 到了 
类 似 脑 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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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大 工 业 和 农 业

大 工 业 在 农 业 以 及 农 业 生 产 当 事 人 的 社 会 关 系 上 引 起 的 革 命 , 
要 留 到 以 后 才 能 说 明 。在 这 里 ，我 们 先 简 短 地 提 一 下 某 些 一 般 的 结  
果 就 够 了 。如 果 说 机 器 在 农 业 中 的 使 用 大 多 避 免 了 机 器 使 工 厂 工 人  
遭 到 的 那 种 身 体 上 的 损 害 和 危 险 ，那 么 劳 动 者 由 于 机 器 在 农 业 中 的  
使 用 而 被 取 代 和 排 挤 的 倾 向 则 表 现 得 更 为 强 烈 ，而 且 没 有 遇 到 什 么  
抵 抗 。 例 如 ，在 萨 福 克 郡 和 剑 桥 郡 ，最 近 20年 来 耕 地 面 积 大 大 扩  
大 了 ，而 在 这 一 时 期 农 村 人 口 不 但 相 对 地 减 少 了 ，而 且 绝 对 地 减 少  
了 。在 北 美 合 众 国 ，农 业 机 器 使 相 同 数 量 的 劳 动 者 能 够 耕 种 更 大 的  
面 积 ，从 而 潜 在 地 代 替 了 工 人 ，只 是 现 在 还 没 有 把 他 赶 走 。在 英 格  
兰 ，农 业 机 器 使 农 村 人 口 大 量 减 少 。如 果 认 为 这 可 以 由 于 使 用 机 器  
的 新 的 农 业 劳 动 而 得 到 补 偿 ，那 就 大 错 而 特 错 了 。 1861年 ，在 农 业  
机 器 即 蒸 汽 机 和 工 具 机 上 干 活 的 农 业 工 人 只 有 1 205人 ，而制造这  

些 蒸 汽 机 和 工 具 机 所 雇 用 的 工 人 人 数 和 这 个 数 字 大 致 相 等 。
与 所 有 其 他 地 方 相 比 ，大 工 业 在 农 业 领 域 内 所 起 的 更 为 革 命 的  

作 用 ，是 消 灭 农 民 旧 社 会 的 堡 垒 ，并 代 之 以 雇 佣 工 人 。 因 此 ，农  
村 中 社 会 变 革 的 需 要 和 阶 级 斗 争 ，就 和 城 市 达 到 了 相 同 的 程 度 。

最 墨 守 成 规 和 最 不 合 理 的 经 营 . 被 科 学 在 工 艺 上 的 应 用 代 替 了 。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最 终 切 断 了 在 农 业 和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幼 年 时 期 把 这

( 3 3 5 > 我 们 可 以 在 威 • 哈姆博士 .的《英 国 的 农 具 和 农 业 机 器 》( 1 8 5 .6 年 第 2 

版 ) 中找 到 关 于英国 农 业 所 应 用的机器的详 细 叙 述。哈姆先生在描述英国 农 业  
发 展 进 程 时 毫 无 批 判 地 童 复 莱 昂 斯 • 德 • 拉韦 涅先生 3 2 3 的 著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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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者 联 结 在 一 起 的 纽 带 。但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同 时 为 一 种 新 的 更 高  
级 的 综 合 ，即 农 业 和工 业 各自在它 们 完全分离 的 时 期所取得的发 展的 
基 础 上 的 联 合 ，创 造了物 质 条 件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使 它 汇 集 在 各 大 中 心  
的 城 市 人 口 越 来 越 占 优 势 ，这 样 一 来 ，它 一 方 面 聚 集 着 社 会 的 历 史 动  
力 ，另 一 方面 它 不 仅 破 坏 城市工人的身体 健康和农 村 劳 动 者的精神生 
活 而 且 也 使 以 衣 食 等 形 式 从 土 地 取 走 并 消 费 掉 的 土 地 的 各 种 肥  

力要素和化学 成分的恢复 越 来 越困难 ，从 而 破 坏 着 人 和 土 地 之 间 的 物  
质 循 环 。但 是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在 破 坏 落 后 社 会 几 乎 是 自 发 地 完 成 这 种  
物 质 循 环 的 条 件 的 同时 ，又 强 制地 把 这 种 物 质 循 环 作 为 调 节 社 会 生 产  
的 规 律 ，并 在一种 同人的充分发 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 地建立起来 。

在 农 业 中 ，像 在 工 场 手 工 业 中 一 样 ，生 产 的 资 本 主 义 转 化 只 是 表  

现 为 生 产 者 的 殉 难 历 史 ，劳 动 资 料 只 是 表 现 为 征 服 劳 动 者 、剥 削 劳 动  
者 和 使 劳 动 者 贫 困 的 手 段 ，劳 动 的 社 会 结 合 只 是 表 现 为 对 劳 动 者 个  
人 的 活 力 、自 由 和 独 立 的 有 组 织 的 压 制 。农 业 劳 动 者 在 广 大 土 地 上  
的 分 散 .破 坏 了 他 们 的 反 抗 力 量 ，而 集 中却 增 强 了 城 市 工 人 的 反 抗 力  
量 。在 现 代 农 业 中 ，也 和 在 城 市 工 业 中 一 样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提 高 和 劳  
动 收 益 的 增 大 是 以 劳 动 力 的 破 坏 和 衰 退 为 代 价 的 。此 外 ，资 本 主 义  
农 业 的 任 何 进 步 ，都 不 仅 是 掠 夺 劳 动 者 的 技 巧 的 进 步 ，而 且 是掠 夺 土  

地 的 技 巧 的 进 步 ，在 一 定 时 期 内 提 高 土 地 肥 力 的 任 何 进 步 ，同时 也是 336

(3 3 6 ) “ 你 们 把 人 民 分 成 两 个 敌 对 的 阵 营 : 粗 笨 的 农 民 和 娇 弱 的 侏 儒 „ 天  
啊 ！ 一 个 按 农 业 利 益 和 商 业 利 益 分 裂 开 来 的民 族 ，不仅 无 视 这 种 惊 人的 违 反自 
然 的 划 分 ，而 且 正 是因 为 这 种 划 分 ，才 f r 称 为 健 康 的 .甚 至 自 命 为 开 化 的 和 文 明  
的民族。” ( 戴 维 • 乌 尔 卡 尔 特《家 常 话 M 8 5 5 年 伦 敦 版 第 1 1 9 页 )这 段 话 同 时 表  
明 r 这 样 一 种 批 判 的 长 处 和 短 处 . 这 种 批 判 知 道 评 论 现 在 ，谴 责 现 在 ，却不知道 
i l 解 现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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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坏 土 地 肥 力 持 久 源 泉 的 进 步 。 一 个 国 家 ，例 如 北 美 合 众 国 ,越 是 以  
大 工 业 作 为 自 己 发 展 的 基 础 ，这 个 破 坏 过 程 就 越 迅 速 。<337)因 此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发 展 了 社 会 生 产 过 程 的 技 术 和 结 合 ，只 是 由 于 它 同 时 破  
坏 了 一 切 财 富 的 两 个 源 泉 :土 地 和 劳 动 者 。

( 3 3 7 ) 参 看李比希《化 学 在 农 业 和 生 ;P |学 中 的 应 用 》1 8 6 2 年 第 7 版 ，特别  
是 第 1 卷《农 业 自 然 规 律 概 论 h 李比希的不朽功绩 之一 ,是 从 科 学 的 观 点出发  
阐 明 了 现 代 农 业 的 消 极 方 面 。他 对 农 业 发 展 所 作 的 历 史 的 概 述 虽 不 免 有 严 重  
错 误 . 但 也 说 明 了 不 少 问 题 „ 可 惜 的 是 ，他 竟 会 不 加 考 虑 地 发 表 这 样 的 见 解 : 

“ 把 土 弄 得 更 细 并 且 经 常 翻 耕 . 会 促 进 疏 松 的 那 部 分 土 壤 内 的 空 气 流 通 .扩 大并  
更 新 受 空 气 作 用 的 土 壤 表 面 ; 但 是 很 容 易 理 解 ，土 地 的 收 益 不 会 同 使 用 在 土 地  
上 的 劳 动 成 比 例 地 增 加 ，而 是 以 小 得 多 的 比 率 增 加 ” 。李 比 希 接 着 说 :“这 个 规  
律 最 先 是 由 约 翰 • 斯 • 穆勒在他的《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中 表 述 的 ，该 丨 5第一卷第 
2 17 页 这 样 写 道 : ‘ 在 其 他 条 件 相 同 的 情 况 下 ，同 雇 用 的 劳 动 者 人 数 的 增 加 相  
比 . 土 地 的 产 量 以 递 减 的 比 率 增 加 , 这 是 农 业 的普遍规 律〈穆勒先生甚至以错 误  
的公式复 述了李嘉图 学 派 2 8 的 规 律 . 因 为 在 英 国 ，农 业 工 人 的 人 数 不 断 减 少 而  
农 业 却 不 断 取 得 进 步 ，因 此 ，这 个 在 英 国 并 且 为 了 英 国 而 发 明 的 规 律 ，至少在英 
国 是完全不适用的〉。’ 这 确 是 令 人 惊 奇 的 事 情 ，因 为 穆 勒 并 不 知 道 这 个 规 律 的  
根 据 。” ( 李比希《化 学 在 农 业 和 生 理 学 中 的 应 用 》第 1 卷 第 143页 和 注 释 ）且不 
说 李 比 希 对 劳 动 （他 所 理 解 的 劳 动 与 政 治 经 济 学 不 同 ，他 把 劳 动 理解 为 对 土地  
施肥和对 土 地 施 加 机 械作 用 ) 一 词 的 错 误 解 释 , 无论 如何 “ 令 人 惊 奇 的 ” 是 ，他竟 
把 约 翰 • 斯 • 穆 勒 先 生 当 做 这 个 规 律 的 首 倡 者 ，其 实 ，这 个 规 律 最 先 由 亚 当 • 

斯 密 时 代 的 詹 姆 斯 * 安 德 森 发 现 .直 到 19⑴:纪 初 还 被 他 在 不 同 的 著 作 324中加 
以重复 。 1815年 ，剽 窃 能 手 马 尔 萨 斯 ( 他 的 全 部 人 口 论 都 是 惊 人 的 剽 窃 ）把它  
据 为 己 有 ，3 2 5 威 斯 特 在 当 时 也 与 安 德 森 无 关 而 独 立 地 阐 述 了 这 个 规 律 。 326 

1817年 ，李 嘉 图 把 这 个 规 律 同 一 般 的 价 值 理 论 调 和 起 来 ，3 2 7 从 此 以 后 ,这 个 规  
律就以李嘉 图 的 名 字 传 遍 全 世 界 。 1820年 . 詹 姆 斯 • 穆 勒 ( 约 翰 • 斯•穆勒的 
父 亲 ) 把 这 个 规 律 庸 俗 化 了 ，3 2 8 后 来 ，约 翰 • 斯 • 穆 勒 也 把 它 当 做 一 种 老 生 常  
谈 的 学 派 教 条 加 以 复 述 。不 可 否 认 ，约 • 斯•穆勒先生之所以享有那种 无 论 如  
何 “ 令人惊 奇 ” 的 权 威 . 完 全 是 由 于 类 似 的 误 解造 成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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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六 章

绝 对 剩 余 价 值 和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 我 们 从 劳 动 过 程 的 一 切 历 史 形 式 所 共 有 的 最 简 单 的 方 面 来 对  
它 进 行 研 究 ，即 把 它 作 为 人 和 自 然 之 间 的 行 为 来 研 究 时 已 经 看 到 ： 
“如 果 这 整 t 运 动 从 其 结 果 即 产 品 的 角 度 加 以 考 察 ，那么 劳 动 资 料 和  
劳 动 对 象 二 者 都 表 现 为 生 产 资 料 ，劳 动 本 身 则 表 现 为 生 产 劳 动 。 ”(1) 

人 创 造 出 产 品 ，使 外 在 物 适 合 自 己 的 需 要 ，在 这 一 行 为 中 ，正像在自 
然 机 休 中 手 和 头 缺 一 不 可 一 样 • 体 力 劳 动 和 脑 力 劳 动 不 可 分 割 地 结  
合 在 一 起 了 。

但 是 ，一 旦 个 人 的 产 品 转 化 为 社 会 的 产 品 ，转 化 为 集 体 劳 动 者 的  
产 品 ，而 这 一 集 体 劳 动 者 的 不 同 成 员 以 极 其 不 同 的 程 度 参 与 材 料 的

( 1 ) 见 第 七 章 第 76 — 79 页 ，①

① 见 本 卷 第 1 8 3 页 „ 一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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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工 ，或 近 或 远 .或 者 甚 至 根 本 不 接 触 材 料 ，生 产 劳 动 、生产 劳 动 者的 
定 义 就 必 然 获 得 更 广 泛 的 意 义 》要 成 为 生 产 的 ，不 再 有 必 要 亲 自 动  
手 ，只 要 成 为 集 体 劳 动 者 的 一 个 器 官 或 者 完 成 其 某 一 种 职 能 就 够 r 。 
从 物 质 生 产 性 质 本 身 中 产 生 出 来 的 关 于 生 产 劳 动 的 最 初 的 定 义 ，对  
于 被 看 做 一 个 人 的 集 体 劳 动 者 来 说 •始 终 是 正 确 的 .但 是 对 于 集 体 劳  
动 者 的 每 一 单 个 成 员 来 说 ，就 不 再 适 用 了 。

但 是 ，这 不 是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的 生 产 劳 动 的 独 特 特 征 。在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中 ，生 产 的 决 定 性 目 的 是 剩 余 价 值 。因 此 ，只有为 资 本家生产  
剩 余 价 值 或 者 通 过 劳 动 使 资 本 增 殖 的 劳 动 者 才 被 看 做 是 生 产 的 。例 
如 ，一 个 教 员 所 以 是 生 产 劳 动 者 ，并 不 是 因 为 他 训 练 他 的 学 生 的 头  
脑 ，而 是 因 为 他 为 校 董 带 来 了 金 钱 。校 董 不 把 他 的 资 本 投 入 香 肠 工  
厂 ，而 投 人 教 育 工 厂 , 这 是 他 的 事 情 。从 此 以 后 .生 产 劳 动 的 概 念 不  
只 包 含 活 动 和 有 用 效 果 之 间 的 关 系 ，生 产 者 和 产 品 之 间 的 关 系 ，而且 
还 特 别 包 含 一 种 使 劳 动 成 为 增 殖 资 本 的 直 接 工 具 的 社 会 关 系 。

因 此 .古 典 政 治 经 济 学 时 而 本 能 地 、时 而 有 意 识 地 始 终 主 张 生 产  
劳 动 的特征 是 生 产 剩余 价 值 ,,329随 着 古 典 政 治 经 济 学 把 它 对 剩 余 价  
值 的 分 析 推 向 前 进 ，它 对 生 产 劳 动 所 下 的 定 义 也 就 有 所 变 化 。例 如 . 

重 农 学 派 认 为 ，只 有 农 业 劳 动 才 是 生 产 劳 动 。 为 什 么 ？ 因 为 只 有 农  
业 劳 动 才 提 供 剩 余 价 值 。在 重 农 学 派 看 来 ，剩 余 价 值 只 存 在 于 地 租  
形 式 中 。33n

把 工 作 日 延 长 ，使 之 超 出 工 人 为 提 供 自 己 的 生 活 费 用 的 等 价 物  
所 必 需 的 时 间 ，并 把 这 部 分 剩 余 劳 动 交 给 资 本 ,这 就 是 绝 对 剩 余 价 值  
的 生 产 。绝 对 剩 余 价 值 的 生 产 构 成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的 一 般 基 础 .并 且  
是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生 产 的 起 点 。在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生 产 中 ，工 作 日 已 经  
分 成 必 要 劳 动 和 剩 余 劳 动 这 两 个 部 分 。 为 了 延 长 剩 余 劳 动 ，就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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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以 较 少 的 时 间 生 产 出 工 资 的 等 价 物 的 各 种 方 法 来 缩 短 必 要 劳 动 。 
绝 对 剩 余 价 值 的 生 产 只 同 劳 动 的 持 续 时 间 有 关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的 生  
产 使 劳 动 的 技 术 过 程 和 社 会 组 织 发 生 根 本 的 变 化 。 因 此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的 生 产 随 着 严 格 意 义 的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的 发 展 而 发 展 。

这 种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一 旦 建 立 起 来 并 成 为 普 遍 的 方 式 ，那么  
只 要 涉 及 剩 余 价 值 率 的 提 高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和 绝 对 剩 余 价 值 之 间 的  
差 别 就 会 明 显 地 表 现 出 来 。假 定 劳 动 力 按 照 它 的 公 平 的 价 值 得 到 支  
付 . 我 们 显 然 就 会 面 临 这 样 的 抉 择 :在 工 作 日 的 界 限 既 定 的 情 况 下 ， 
剩 余 价 值 率 只 有 通 过 下 述 二 种 办 法 才 能 提 高 ，或 者 增 大 劳 动 强 度 ，或 
者 提 高 劳 动 生 产 率 。反 过 来 ，如 果 劳 动 强 度 和 劳 动 生 产 率 不 变 ，剩余 
价 值 率 就 只 有 通 过 进 一 步 延 长 工 作 日 才 能 提 高 。

然 而 ，不 管 劳 动 持 续 时 间 的 长 度 如 何 ，只 要 劳 动 不 具 有 使 工人 只  
需 要 用 他 的 工 作 日 的 一 部 分 就 可 以 生 产 出 他 自 己 的 生 活 资 料 的 最 低  
限 度 的 生 产 率 ，这 种 劳 动 就 不 会 提 供 剩 余 价 值 。因 此 ，我 们 要 问 ：是 
否 存 在 着 人 们 所 说 的 剩 余 价 值 的 自 然 基 础 呢 ？

假 定 维 持 生 产 者 和 他 的 家 庭 的 生 存 所 必 要 的 劳 动 占 据 了 他 可 供  
支 配 的 全 部 时 间 ，那 么 他 在 哪 里 能 找 到 为 别 人 进 行 无 偿 劳 动 的 方 法  
呢 ？ 没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劳 动 生 产 率 ，就 没 有 可 供 支 配 的 时 间 .而 没 有 这  
种 剩 余 时 间 .就 不 可 能 有 剩 余 劳 动 . 从 而 不 可 能 有 剩 余 价 值 ,不 可 能  
有 纯 产 品 ，不 可 能 有 资 本 家 . 而 且 也 不 可 能 有 奴 隶 主 ，不 可 能 有 封 建  
贵 族 ，一 句 话 ，不 可 能 有 私 有 者 阶 级 。 (2)

(2) “资 本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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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6年 爱 丁 堡 版 第 206页 )“如 果 每 个 人 的 劳 动 刚  
够 生 产 他 自 己 的 食 物 .那 就 不 会 有 财 产 了  （莱 文 斯 顿 《论 公 债 制 度 及 其 影 响 》 
1824年 伦 敦 版 第 .1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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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然 并 没 有 妨 碍 一 些 人 的 肉 成 为 另 一 些 人 的 食 物 ; (3)同样 •自 
然 也 没 有 设 置 不 可 克 服 的 障 碍 会 妨 碍 一 个 人 能 够 为 更 多 的 人 劳 动 ， 
会 妨 碍 另 一 个 人 能 够 把 劳 动 负 担 解 脱 下 来 并 转 嫁 给 前 一 个 人 。但 
是 ，人 们 赋 予 这 种 自 然 的 事 实 以 某 种 神 秘 的 色 彩 ，力图 经 院式地通过  
劳 动 的 “看 不 见 的 ”性 质 . 劳 动 的 固 有 的 生 产 率 .即 人 一 来 到 世 间 就 天  
然 具 有 的 现 成 的 生 产 率 来 说 明 这 种 自 然 的 事 实 。

但 是 ，原 始 人 的 那 些 仍 然 处 在 萌 芽 状 态 的 、隐 藏 在 他 的 动 物 的 硬  
皮 底 下 的 能 力 ，只 是 在 生 理 需 要 的 压 力 下 慢 慢 地 形 成 的 。当 人们 通过  
艰 苦 的 劳 动 终 于 摆 脱 了 他 们 的 最 初的 动 物 状 态 ，因而他们 的 劳 动 在一 
定 的 范 围 内 已 经 社 会 化 时 ，在 那 时 并 且 只 是 在 那 时 ，使 一 个 人 的 剩 余  
劳 动 能成 为 另 一 个 人的 生 命 的 源 泉的 条 件 才 产 生 出 来 .然 而 如果 不 通  
过 暴 力 ，使 一 个 人 从 属 于 另 一 个 人 ，这 种 情 况 是 不 可 能 出现 的 。

在 社 会 生 活 的 初 期 ，已 经 取 得 的 劳 动 生 产 力 确 实 是 很 低 的 ，但是 
需 要 也 很 低 ，需 要 是 同 满 足 需 要 的 手 段 一 同 发 展 的 。 同 时 ，社会 上依 
靠 别 人 劳 动 来 生 活 的 那 部 分 人 的 数 量 ，同 直 接 生 产 者 的 数 M相 比 ，是 
微 不 足 道 的 。随 着 社 会 劳 动 的 生 产 效 率 的 增 进 ，这 部 分 人 也 就 绝 对  
地 和 相 对 地 增 大 起 来 。 (4)

此 外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是 在 一 系 列 长 期 的 经 济 进 化 和 经 济 革 命 所  
准 备 好 的 土 壤 上 扎 下 根 的 。作 为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起 点 的 劳 动 生 产 率I

是 历 史 发 展 的 产 物 。这 种 历 史 发 展 的 时 期 不 是 以 若 千 世 纪 来 计 算 ，

n ) 据 最 近 统 计 .仅 在 地 球 t : 已 经 考 察 过 的 地 K 内 .至 少 还 居 住 着 4 0 0 万 
吃人的人

( 4 )  “在 美 洲 未 开 化 的 印 第 安 人 那 里 ， 4 乎 …切 都 属 于 劳 动 者 ，9 9 % 的产  
品 归 劳 动 所 有 ；在 英 国 ，3：人 从 来 没 有 得 到 ” (《东 印 度 贸 易 对 英 国 的 利 益 》 
172Û年 伦 敦 版 第 72、7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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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是 要 用 几 千 个 世 纪 来 汁 算 的 。
撇 开 社 会 的 生 产 方 式 不 说 ，劳 动 生 产 率 取 决 于 进 行 这 种 劳 动 的  

自然 条 件。这 些 自 然 条 件 都 可 以 归 结 为 人 本 身 的 自 然 （如 人 种 等 等 ） 
和 人 的 周 围 的 自 然 。外 界 自 然 条 件 从 经 济 的 角 度 可 以 分 为 两 大 类 ： 

生 活 资 料 的 自 然 富 源 ，例 如 土 壤 的 肥 力 ，渔 产 _ 富 的 水 域 等 等 ;劳 动  
资 料 的 自 然 富 源 . 如 奔 腾 的 瀑 布 、可 以 航 行 的 河 流 、森 林 、金 属 、煤炭 
等 等 。在 文 明 初 期 .第 一 类 自 然 富 源 具 有 决 定 性 的 意 义 ; 后 来 .在 较  

进 步 的 社 会 ,第 二 类 自 然 富 源 具 有 决 定 性 的 意 义 。例 如 ，可以用英国  
同 印 度 比 较 ，或 者 在 古 代 世 界 .用 雅 典 、科 林 斯 同 黑 海 沿 岸 各 国 比 较 。

必 须 满 足 的 自 然 需 要 的 数 量 越 少 ，土 壤 自 然 肥 力 越 大 ,气 候 越  
好 ，维 持 和 再 生 产 生 产 者 所 必 需 的 劳 动 时 间 就 越 少 。因 而 ，生产 者为  
别 人 的 劳 动 超 过 他 为 自 己 的 劳 动 的 部 分 就 可 以 越 多 。西西里的狄奥  
多 鲁 斯 谈 到 占 代 埃 及 人 时 就 这 样 说 过 ：

••他 们 抚 养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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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迚 煮 一 点最 简 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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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 一 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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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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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 是 古 代 埃 及 能 兴 建 这 些 宏 伟 建 筑 ，与 其 说 是 由 于 埃 及 人 口 众  
多 •还 不 如 说 是 由 于 有 相 对 更 大 -部 分 人 口 可 以 用 于 非 生 产 劳 动 。 
个 体 劳 动 者 的 必 要 劳 动 时 N 越 少 ，他 能 提 供 的 剩 余 劳 动 就 越 多 ；同 
样 .工 人 人 门 中 为 生 产 必 要 生 活 资 料 所 需 要 的 部 分 越 小 ，可以用于其 *

⑶ 伙 奥 多 兽 斯 'X史学 丛 书 》第 丨 雈 第 8 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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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事 情 的 部 分 就 越 大 。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一 旦 建 立 起 来 ，在 其 他 一 切 条 件 不 变 的 情 况 下 ，剩 

余 劳 动 量 随 劳 动 的 自然 条 件 .特 别 是 随 土 壤 的 肥 力 而 变 化 。但绝 不能 
由 此 说 .最 肥 沃 的 土 壤 最 适 于 、最 有 利 于 以 人 对 自 然 的 支 配 为 前 提 的  

资 本 主义 生 产 。过 于 富 饶 的 自 然 “使 人 离 不 开 自 然 的 手 ，就 像 小 孩 子  
离 不 开 引 带 一 样 ”。331它 不能使人的发 展成为 一 种 自然必然性.因而妨 

碍 人 的 发 展 。(6)资 本 的 祖 国 不 是 草 木 繁 茂 的 热 带 ，而 是 温 带 。不是土 
地 的 绝 对 肥 力 ，而是它 的 化 学 性 质 、地 质 构 成 、自然地形的差异 性和它  
的 自 然 产 品 的 多 样 性 ，形 成 社 会 分 工 的 自 然 基 础 ，并 且 由 于 人 所 处 的  
条 件 的 多 样 性 ，促 使 人 的 需 要 、能 力 、劳 动 资 料和劳 动 方式趋 于多样 化。

社 会 地 控 制 、利 用 和 节 约 自 然 力 ，用 人 力 兴 建 的 工 程 大规 模 地 占  
有 自 然 力 的 必 要 性 ，总 之 . 驯 服 自 然 力 的 必 要 性 ，在 产 业 史 上 起 着 决  
定 性 的 作 用 。如 埃 及 (7)、伦 巴 第 、荷 兰 等 地 的 治 水 的 必 要 性 就 是 例

(6) “因为 前者〈自然富源〉非 常 富 饶 非 常 有 利 ，它 使 人 无 所 用 心 .骄 傲 自  
满 ，放 荡 不 羁 : 而 后 者 则 发 展 并 加 强 积 极 性 、上 进 心 、技 术 、文 化 知 识 和 文 明 程  
度 。” (《英 国 得 自 对 外 贸 易 的 财 富 .或 我 国 对 外 贸 易 差 额 是 衡 量 我 国 财 富 的 尺  
度 )).伦 敦 商 人 托 马 斯 • 曼 著 ,作 者 之 子 约 翰 • 曼 为 公 共 利 益 出 版 ，1669年伦 敦 
版 第 ]81、182页 )“我 觉 得 . 对 于 一 个 民 族 来 说 ，最 大 的 不 幸 莫 过 于 他 们 所 居 住  
的 地 方 天 然 就 能 出 产 大 部 分 生 活 资 料 和 食 物 ，而 气 候 又 使 人 几 乎 不 必 为 穿 担  
忧 …… 当 然 也 可 能 有 另 一 方 面 的 极 端 。即 使 投 人 劳 动 也 不 能 带 来 任 何 结 果  
的 土 地 . 同不投入任何劳 动 就能出产 丰 富 产 品的土地是一 样 坏 的 / ’(《论 当 前粮 
价 昂 贵 的 原 因 》1767年 伦 敦 版 第 10 页 〉

( 7 )  计 算 尼 罗 河 泛 滥 期 的 需 要 ，产 生 了 埃 及 的 天 文 学 ，同时 这 又使祭司种  
姓 作 为 农 业 领 导 者 进 行 统 治 。“二 至 点 是 尼 罗 河 水 每 年 开 始 h 涨 的 时 刻 ，埃及 
人必须 以 M 大 的 注 意 力 去 观 察 它 …… 确 定 这 个 回 归 年 • 以 便 安 排 农 事 .这 对  
他 们 来 说 是 很 重 要 的 。因 此 . 他 们 必 须 向 天 空 探 索 它 的 回 转 的 明 显 标 志 。”（居 
维 叶 《论 地球表面的巨变 》,赫 弗 编 .1863年 巴 黎 版 第 1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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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在 印 度 、波 斯 等 地 也 是 这 样 ，在 那 里 人 们 利 用 人 工 渠 道 进 行 灌  
溉 ，不 仅 使 土 地 获 得 必 不 可 少 的 水 ，而 且 使矿 物 质 肥 料 从 山 上 流 下 来  
并 沉 淀 在 淤 泥 中 。兴 修 水 利 是 阿 拉 伯 人 统 治 下 的 西 班 牙 和 西 西 里 岛  
产 业 繁 荣 的 秘 密 。 (8) 9

良 好 的 自 然 条 件 会 提 供 剩 余 劳 动 的 可 能 性 ，从 而 会 提 供 纯 产  
品 或 剩 余 价 值 的 n丨 能性，而 绝 不 能 提 供 它 的 现 实 性 。视 气 候 好 坏  

的 程 度 、土 地 天 然 肥 力 的 程 度 不 同 ，基 本 需 要 的 数 量 也 会 或 者 较 多  
或 者 较 少 ，为 满 足 这 些 需 要 所 必 须 作 出 的 努 力 程 度 也 会 或 者 较 大  
或 者 较 小 ，因 而 在 其 他 条 件 相 似 的 情 况 下 ，各 个 国 家的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都 不 相 同 (9 > ;但 是 剩 余 劳 动 只 能 在 必 要 劳 动 终 止 的 地 方 开 始 。 
因 此 ，那 些 决 定 必 要 劳 动 相 对 量 的 自 然 作 用 ，为 剩 余 劳 动 规 定 了 自  
然 界 限 „ 产 业 越 进 步 ，这 一 自 然 界 限 就 越 退 缩 。在 我 们 的 欧 洲 社  
会 中 ，劳 动 者 只 有 靠 剩 余 劳 动 方 能 买 到 为 维 持 自 己 生 存 而 劳 动 的  
许 可 . 因 此 容 易 产 生 一 种 错 觉 ,似 乎 提 供 纯 产 品 是 人 类 劳 动 的 一 种

( 8 )  在 印 度 ，供 水 的 管 理 是 中 央 权 力 对 互 不 联 系 的 小 的 共 同 生 产 组 织 进  
行 统 治的物质 基 础 之一。印 度 的 伊 斯 兰 教 征 服 者 比 他 们 的 后 继 者 英 国 人 更 懂  
得 这 一 点 = 我 们 只 要 回 忆 一 下 1 8 6 6 年 的 那 次饥 荒 在 孟 加 拉 省 奥 里 萨 地 区 饿 死  
了 100多万印度人就够 了。

( 9 ) “没 有 两 个 国 家 能 够 以 等 遍 :的 劳 动 耗 费 而 冋 样 丰 富 地 提 供 数 目 相 等  
的必要 生活 资 料 „ 人 的 需 要的 增 减 取 决 于人 所 处 的 气 候 的严 寒 或 温 暖 ，所以不 
同 国 家的居民必须 从 事的各 种 职 业 的 比例 是 不 一 样 的 .这 种 差 别 的 程度 只 有 根  
据 冷 热 的程 度 才 能 断 定 。由此可以得出 一 个 一 般的 结 论 : 维 持 一 定 数 M的人的 
生 活 所 需 要 的 劳 动 在 气 候 寒 冷 的 地 方 最 大 . 在 气 候 炎 热 的 地 方 最 小 ，前一种  
地 方 与 后一 种 地 方 相 比 . 人 们 不 仅 需 要 较 多 的 衣 服 .而 且 土 地 也 必 须 耕 作 得 更  
好 。”(《论 决 定 自 然 利 息 率 的 原因 > H 750年 伦 敦 版 第 5 9 页 )这 部 划 时 代的著作的 
作 者 是 约 瑟 夫 • 马 西 休 谟 就 是 从 这 部 著 作 中 得 出 他 的 利 息 理 论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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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生 的 性 质 。(1G)但是 •我 们 可 以 举 出 亚 洲 群 岛 的 东 部 一 些 岛 屿 上 的  
居 民 的 例 子 。那 里 的 森 林 中 长 着 野 生 的 西 米 树 。

“居 民 在 两 米 树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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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搀 水 和 过 滤 ，就 得 到 完 全 可 以 食 用 的 两 米 粉 „ 从 •棵 两 米树 丨 •.通常 
可 以 采 得 西 米 粉 300磅 ，有 时 扣 采 得 500磅 至 600磅 。那 里 的 居 民 到 森 林 i 采 
伐 面 包 . 就 像 我 们 到 森 林 去 砍 柴一 样 。 ” ( j l )

假 定 某 个 这 样 的 岛 民 为 了 满 足 自 己 的 全 部 需 要 ，每 周 耑 要 劳 动  
小 时 D 我 们 看 到 ，自 然 给 予 他 的 第 一 个 恩 惠 ，是 许 多 闲 暇 时 间 < 

要 他 把 这 些 闲 暇 时 间 用 于 为 自 己 生 产 ，需 要 一 系 列 的 历 史 条 件 ;要 他  

把 这 些 时 间 用 于 为 别 人 从 事 剩 余 劳 动 ，他 就 必 须 受 到 暴 力 的 强 制 ,, 
如 果 在 他 的 岛 上 出 现 了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这 个 诚 实 的 岛 民 为 了 能 被 允  
许 占 有 自 己 的 一 个 工 作 日 的 产 品 ，也 许 每 周 就 得 劳 动 6 天 。 自然的 
恩 惠 说 明 不 了 ，为 什 么 他 现 在 每 周 要 劳 动 6 天 ，或 者 为 什 么 他 要 提 供  

5 天 的 剩 余 劳 动 。它 只 是 说 明 • 为 什 么 他 的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可 以 缩 减  

到 每 周 一 天 。 333

因 此 .劳 动 要 能 够 延 长 到 超 出 生 产 者 为 自 己 生 产 生 活 资 料 所 必  
需 的 时 间 ，必 须 在 此 以 前 达 到 一 定 程 度 的 生 产 率 ;但 是 ，剩 余 价 值 的  
原 因 绝 不 是 这 种 生 产 率 . 不 管 这 种 生 产 率 的 程 度 如 何 „ 剩 余 价 值 的  
原 因 始 终 是 剩 余 劳 动 ，而 不 管 以 何 种 方 式 夺 取 这 种 剩 余 劳 动 。

李 嘉 图 从 来 没 有 考 虑 到 剩 余 价 值 存 在 的 原 因 。他 把剩余价值 看  
做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固 有 的 东 西 ，而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在 他 看 来 是 社 会 生 产  10

(10) “任 何 劳 动 都 必 须 留 有 一些 剩 余 量 . ”(蒲鲁 东 332)〈看来 .这 也是 市 民  
的 权 利和义 务 。〉

( U ) 弗 . 沙乌 《土 地 、植 物 和 人 》1854年 莱 比 锡 第 2 版 第 ] 4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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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自 然 形 式 。他 在 谈 到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时 候 .不 是 在 其 中 寻 找 剩 余 价  
值 存 在 的 原 因 ，而 只 是 寻 找 决 定 剩 余 价 值 量 的 原 因 。相 反 ，他的学 派  
公 开 宣 称 ，劳 动 生 产 力 是 利 润 ( 应 读 做 剩 余 价 值 )存 在 的 原 因 。这 无  
论 如 何 总 比 重 商 主 义 者 前 进 了 一 步 ，因 为 重 商 主 义 者 认 为 ，产 品的价 
格 超 过 产 品 费 用 而 形 成 的 余 额 是 从 交 换 中 .从 商 品 高 于 其 价 值 的 出  
售 中 产 生 的 。不 过 对 这 个 问 题 ，李 嘉 图 学 派 28也 只 是 回 避 ，而 没 有 解  
决 这 些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实 际 上 本 能 地 感 觉 到 ，如 果 过 分 深 人  
地 研 究 剩 余 价 值 的 起 源 这 个 棘 手 的 问 题 ，用 基 佐 先 生 的 夸 张 的 语 言  
来 说 ，那 是 “非 常 危 险 的 事 情 ' 可 是 在 李 嘉 图 以 后 半 个 世 纪 . 约 翰 • 
斯 图 亚 特 • 穆 勒 先 生 还 在 拙 劣 地 重 复 那 些 最 先 把 李 嘉 图 学 说 庸 俗 化  
的 人 的 陈 腐 遁 词 ，郑 重 其 事 地 宣 称 他 比 重 商 主 义 者 高 明 ，对 此我们 该  
说 些 什 么 呢 ？

穆 勒 说 ：

"利 润 的 原 因 在 于 .劳 动 生 产 的 东 西 比 维 持 劳 动 所 需 要 的 东 西 多

这 不 过 是 旧 话 重 提 ;但 是 穆 勒 还 想 加 上 一 些 自 己 的 东 西 。他接 
着 说 ：

“或 者 对 这 一 论 点 换 一 种 说 法 ：资 本 提 供 利 润 的 原 因 在 于 ，食 物 、衣 服 、原 料  
和 T_具 等 存 在 的 时 间 比 生 产 它 们 所 需 要 的 时 间 长 ，

这 里 ，穆 勒 把 劳 动 时 间 的 持 续 与 劳 动 产 品 存 在 时 间 的 持 续 混 为  
—谈 了 。按 照 这 种 看 法 ，面 包 业 主 不 可 能 从 他 的 雇 佣 工 人 那 里 取 得  
同 机 器 制 造 业 主 相 同 的 利 润 ，因 为 面 包 业 主 的 产 品 只 能 持 续 一 天 ，而 
机 器 制 造 业 主 的 产 品 却 能 持 续 20年 或 更 长 的 时 间 。 自 然 ，如果鸟 巢 

存 在 的 时 间 不 比 造 巢 所 需 的 时 间 长 ，鸟 只 好 不 要 巢 了 。
这 一 基 本 真 理 一 旦 确 立 ，穆 勒 就 来 确 立 他 比 重 商 主 义 者 高 明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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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了 ，他 大 声 说 ：

”因 此 . 我 们 肴 到 ，利 润 不 是 来 i l 交 换 这 种 偶 然 的 事 情 . 而 是 来 n 劳 动 屯 产
力 》不 管 交 换 是 否 发 生 .一 个 国 家 的 总 利 润 总 是 由 劳 动 生 产 力 生 产 的 。 如 果 没  
有 职 业 的 区 分 •那 就 既 没 有 买 . 也 没 有 卖 .何 是 利 润 依 然 存 在 ”》

在 他 看 来 ，交 换 、买 和 卖 这 些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一 般 条 件 只 是 偶 然  
的 事 情 : 并 且 没 有 劳 动 力 的 买 和 卖 . 利 润 依 然 存 在 ！他 接 下 去 乂 说 ：

“如 果 一 个 国 家 的 全 体 劳 动 者 所 生 产 的 东 西 超 过 了 他 们 的 r 资 总 额 的  
20%，那 么 不 论 商 品 价 格 的 水 平 如 何 . 利 润 总 是 20%„”

从 一 方 面 看 ，这 是 绝 妙 的 大 实 话 .因 为 既 然 工 人 为 资 本 家 生 产 了  
20%的 剩 余 价 值 ，利 润 和 工 人 工 资 之 比 自 然 是 20 :100。另 一 方 面 ， 
说 利 润 “总 是 20%”却 是 完 全 错 误 的 。它 必 然 总 是 小 于 20% ，因为 利 
润 要 按 预 付 资 本 的 总 额 来 计 算 。例 如 ，假设 企 业 主 预 付了  500镑 ，其 

中 五 分 之 四 预 付 在 生 产 资 料 上 ，五 分 之 一 预 付 在 工 资 上 ，那么 利 润 率  
就 是 20:500,即 4% ，而 不 是 20% 。

下 面 是 穆 勒 先 生 对 待 社 会 生 产 各 种 历 史 形 式 的 方 法 的 最 卓 越 范  
例 . 这 是 他 给 我 们 的 最 精 彩 的 东 西 。他 说 ：

“我 总 是 假 定 .除 少 数 例 外 .事 物 的 现 状 到 处 都 占 统 治 地 位 . 这 就 是 说 .资 本  
家 预 付 全 部 费 州 .包 括 劳 动 者 的 报 酬 在 内 ” „

把 我 们 地 球 上 迄 今 只 是 作 为 例 外 而 存 在 的 一 种 状 态 看 做 到 处 存  
在 的 状 态 ，这 真 是 奇 怪 的 错 觉 ！我 们 再 往 下 看 。穆 勒 欣 然 承 认 ，“资  
本 家 这 样 做 也 没 有 绝 对 的 必 要 ”335» 事 情 正 好 相 反 。

“如 果 劳 动 者 在 他 完 成 全 部 工 作 以 前 已 有 维 持 这 段 时 间 生 活 所 必 需 的 资  
金 .他 就 可 以 在 劳 动 全 部 结 束 后 再 去 领 …… 甚 至 他 的 全 部 工 资 。但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他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成 了 资 本 家 了  •因 为 他 把 资 本 投 人 企 业 .提 供 了 经 营 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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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需 的 一 部 分 基 金 / ’

穆 勒 先 生 还 可 以 进 一 步 断 言 ,—个 不 仅 为 自 己 预 付 生 活 资 料 ，而 
且 为 自 己 预 付 生 产 资 料 的 工 人 实 际 上 只 是 他 自 己 的 雇 佣 工 人 。他同 
样 也 可 以 说 美 国 农 民 只 是 为 自 己 服 劳 役 而 不 是 为 主 人 服 劳 役 的  
奴 隶 „

穆 勒 先 生 在 这 样 清 楚 地 论 证 了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即 使 在 它 不 存 在 的  
时 候 也 总 是 存 在 的 以 后 ，又 完 全 合 乎 逻 辑 地 证 明 ，资 本主义 生 产 即 使  
在 它 存 在 的 时 候 也 是 不 存 在 的 。他 说 ：

“甚 至 在 前 一 场 合 〈即 工 人 是 由 资 本 家 预 付 自 己 全 部 生 活 资 料 的 雇 佣 工  
人 >.我 们 也 可 以 用 同 一 观 点 来 考 察 工 人 〈即 把 他 看 做 资 本 家 h 因 为 他 是 在 市  
场 价 格 以 下 < ! >提 供 他 的 劳 动 的 .所 以 他 好 像 是 把 其 中 的 差 额 < ? >预 付 给 他 的 企  
业 主 … … ”(⑵

实 际 t 工 人 是 在 一 周 或 其 他 一 段 时 间 内 把 自 己 的 劳 动 无 偿 地 预  
付 给 资 本 家 ，然 后 在 一 周 之 末 或 其 他 一 段 时 间 结 束 时 才 取 得 他 的 劳  
动 的 市 场 价 格 ; 在 穆 勒 看 来 .这 就 使 工 人 成 了 资 本 家 。平 地 上的 一 堆  
土 ，看 起 来 也 像 座 小 山 ；因 此 ，现 代 资 产 阶 级 的 平 庸 ，从 它 的 大 思 想 家  
的 水 平 上 就 可 以 测 量 出 来 。

( 1 2 ) 约 • 斯 图 亚 特 • 穆 勒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1868年 伦 敦 版 第 252— 25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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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七 章

剩 余 价 值 和 劳 动 力 价 值 之 间  
量 的 比 例 的 变 化

我 们 看 到 • 剩 余 价 值 和 劳 动 力 价 格 之 叫 量 的 比 例 取 决 于 三 个 因  
素 劳 动 的 持 续 时 间 .或 劳 动 的 外 延 量 ;2 .劳 动 强 度 ，由于劳 动 强度 
不 同 ，同 一 时 间 支 出 的 劳 动 量 不 同 ；3 .劳 动 生 产 力 水 平 ，由于劳 动 生  

产 力 水 平 不 同 ，同 量 劳 动 能 在 N —时 间 内 提 供 不 同 的 产 品 量 。显 然 ， 
这 三 个 因 素 可 以 有 各 种 各 样 的 组 合 :或 者 是 其 中 •个 因 素 不 变 (Ä•不 
变 ）.其 他 两 个 因 素 可 变 (量 发 生 变 化 );或 者 两 个 因 素 不 变 ，一个 因素 
可 变 ;最 后 .或 者 三 个 因 素 同 时 变 化 。如果各个 不同 因 素 的量 不 是 同  
时 按 同 一 方 向 变 化 (一 个 因 素 增 大 而 另 一 个 因 素 变 小 ），或 者 不按 同  
一 程 度 变 化 (一 个 因 素 比 另 一 个 因 素 以 更 快 的 速 度 增 大 ）等 等 .组 合  
也 就 会 更 加 多 种 多 样 。我 们 在 这 里 只 考 察 几 种 主 要 的 组 合 。

1 . 已 定 :劳 动 持 续 时 间 和 劳 动 强 度 不 变 。
生 产 率 可 变

假 定 有 这 些 条 件 ，我 们 就 可 以 得 到 下 述 三 个 规 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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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不 论 劳 动 生 产 率 如 何 变 化 ,一 定 长 度 的 工 作 日 总 是 生 产 相  
同的价值

如 果 一 个 具 有 平 均 劳 动 强 度 的 劳 动 小 时 生 产 半 法 郎 价 值 ，那么  
十 二 小 时 工 作 日 所 生 产 的 就 总 只 是 6 法 郎 价 值 。(13)如 果 劳 动 生 产  
率 提 高 或 者 降 低 ，同 一 工 作 日 就 会 提 供 较 多 或 较 少 的 产 品 ，6 法郎的 

价 值 就 会 分 配 在 较 多 或 较 少 的 商 品 上 面 。
第 二 ，剩 余 价 值 和 劳 动 力 价 值 彼 此 按 照 相 反 的 方 向 变 化 。剩余 

价 值 按 照 劳 动 生 产 率 变 化 的 同 一 方 向 变 化 .而 劳 动 力 价 值 则 按 照 相  
反 的 方 向 变 化 。

显 然 ，在 一 个 不 变 量 的 两 个 部 分 中 ，如 果 一 个 部 分 不 减 少 ，另 一 
个 部 分 就 不 能 增 大 ；如 果 一 个 部 分 不 增 大 ，另 一 个 部 分 也 不 能 减 少 。 
但 是 ，一 个 十 二 小 时 工 作 日 总 是 生 产 同 一 价 值 ，例 如 6 法 郎 ，其 中一 

部 分 是 剩 余 价 值 ，另 一 部 分 是 劳 动 力 的 等 价 物 ，假 定 前 一 部 分 和 后 一  
部 分 都 是 3 法 郎 。很 清 楚 ，剩 余 价 值 不 降 低 到 2 法 郎 ，劳 动 力的价格 
就 不 可 能 达 到 4 法 郎 ，而 如 果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不 降 低 到 2 法 郎 .剩 余 价  
值 就 不 可 能 提 高 到 4 法 郎 。因 而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剩 余 价 值 或 劳 动 力  

等 价 物 的 绝 对 量 的 每 一 次 变 化 ，都 要 求 它 们 的 相 对 量 或 比 例 量 发 生  
变 化 。剩 余 价 值 和 劳 动 力 价 值 不 可 能 同 时 提 高 或 同 时 降 低 。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每 一 次 变 化 都 会 导 致 劳 动 力 价 值 的 相 反 方 向 的 变  
化 。如 果 生 产 率 的 提 高 使 以 前 需 要 6 小 时 生 产 的 生 活 资 料 量 用 4 小 
时 就 可 以 生 产 出 来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就 会 从 3 法 郎 降 低 到 2 法 郎 ;但  
是 ，如 果 生 产 力 的 下 降 使 以 前 只 用 6 小 时 就 能 生 产 的 生 活 资 料 量 要  
用 8 小 时 才 能 生 产 出 来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也 就 会 从 3 法 郎 提 高 到 4

C13) 我 们 总 是 假 定 货 币 价 值 不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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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郎 。
最 后 . 既 然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和 剩 余 价 值 彼 此 按 相 反 的 方 向 变 化 ，那 

就 由 此 可 以 得 出 结 论 ，生 产 率 的 提 高 会 降 低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从 而 必 然  
会 提 高 剩 余 价 值 ，而 生 产 率 的 下 降 会 提 高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从 而 必 然 会  
降 低 剩 余 价 值 。

李 嘉 图 在 表 述 这 个 规 律 时 忽 略 r 重 要 的 一 点 :虽 然 剩 余 价 值 量  
或 剩 余 劳 动 量 和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量 或 必 要 劳 动 M 只能按照相反的方向 
变 化 ，但 不 能 由 此 推 论 说 . 这 些 量 是 按 照 同 一 比 例 变 化 的 。假定劳 动  
力 价 值 为 4 法 郎 ，或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为 8 小 时 . 剩 余 价 值 为 2 法 郎 .或  
剩 余 劳 动 为 4 小 时 ；如 果 由 于 生 产 率 提 高 ，劳 动 力 价 值 降 低 到 .3法 
郎 .或 必 要 劳 动 降 低 到 6 小 时 ，那 么 剩 余 价 值 就 提 高 到 3 法 郎 ，或剩 
余 劳 动 提 高 到 6 小 时 。 一 方 增 加 的 量 和 另 一 方 减 少 的 量 都 是 2 小时  

或 1法 郎 ，但 这 同 一 个 量 不 是 按 相 同 的 比 例 影 响 每 一 方 的 量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由 4 法 郎 降 低 到 3 法 郎 . 即 降 低 r { 或 25% . 剩 余 价 值 则  
由 2 法 郎 提 高 到 3 法 郎 , 即 提高 4 或 50% 。

总 之 ，假 定 工 作 日 的 长 度 已 定 ，而 工 作 日 又 分 为 两 个 部 分 .即 必  
要 劳 动 部 分 和 剩 余 劳 动 部 分 ，那 么 ，剩 余 劳 动 部 分 原 来 越 小 .生 产 率  
的 提 高 所 引 起 的 剩 余 价 值 的 相 应 增 长 就 越 大 ，而 如 果 剩 余 劳 动 部 分  
原 来 越 大 ，生 产 率 的 下 降 所 引 起 的 剩 余 价 值 的 相 应 减 少 就 越 小 ,

第 三 ，剩 余 价 值 的 增 加 或 减 少 始 终 是 劳 动 力 价 值 相 应 的 减 少 或  
增 加 的 结 果 .而 绝 不 是 这 种 减 少 或 增 加 的 原 因

(U ) 麦 克 库 洛 赫 也 以 自 己 的 方 式 对 这 个 规 律 作 了 荒 谬 的 补 充 :通 过 取 消  
资 本 家 以 前 必 须 交 纳 的 捐 税 . 剩 余 价 值 在 劳 动 力 不 降 低 的 情 况 下 ，也 能 提 高 . 
这 些 捐 税 的 取 消 绝 不 会 改 变 产 业 资 本 家 直 接 从 工 人 身 七 榨 取 的 剩 余 劳 动  
它 只 是 改 变 产 业 资 本 家 装 进 自 己 腰 包 的 剩 余 价 值 的 比 例 或 要 同 第 飞 者 分 享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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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日 是 一 个 不 变 量 ，不 断 生 产 出 同 一 价 值 ，这 个 价 值 ，分 为 劳  

动 力 的 等 价 物 和 剩 余 价 值 这 两 个 部 分 ，剩 余 价 值 量 的 每 一 变 化 都 伴  
随 着 劳 动 力 价 值 的 相 反 的 变 化 ，而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最 终 只 是 由 于 劳 动  
生 产 率 变 化 而 发 生 量 的 变 化 ，所 以 很 清 楚 ，在 这 些 条 件 下 .首 先 是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变 化 使 劳 动 力 价 值 提 高 或 降 低 .而 者 的 上 升 或 下 降 的  
运 动 又 会 引 起 剩 余 价 值 的 相 反 方 向 的 运 动 。因 此 .剩 余 价 值 和 劳 动  
力 价 值 之 间 的 量 的 比 例 的 每 一 次 变 化 ，始 终 是 由 于 后 者 的 量 的 绝 对  
变 化 而 引 起 的 。

我 们 曾 假 定 ，一 个 十 二 小 时 工 作 日 生 产 的 全 部 价 值 是 6 法 郎 ，
这 6 法 郎 分 为 劳 动 力 价 值 1法 郎 和 剩 余 价 值 2 法 郎 。换 句 话 说 ， 8
小 时 为 必 要 劳 动 ，4 小 时 为 剩 余 劳 动 。如 果 劳 动 生 产 率 提 高 一 倍 ，

那 么 工 人 只 需 要 他 以 前 的 一 半 时 间 就 可 以 生 产 出 自 己 每 天 的 生 活
1

资 料 的 等 价 物 。他 的 必 要 劳 动 从 8 小 时 减 少 到 4 小 时 ，闽 此 他 的  

刺 余 劳 动 就 从 4 小 时 增 加 到 8 小 时 ；同 样 ，他 的 劳 动 力 价 值 从 4 法 
郎 下 降 到 2 法 郎 . 而 劳 动 力 价 值 的 下 降 会 使 剩 余 价 值 从 2 法 郎 增  
加 到 4 法 郎 。

但 是 ，这 一 使 劳 动 力 的 价 格 总 是 还 原 为 劳 动 力 价 值 的 规 律 会 遇  
到 障 碍 ，从 而 只 能 在 一 定 的 界 限 内 得 到 实 现 。劳 动 力 的 价 格 只 能 降  
低 到 3 法 郎 8 0生 丁 、3 法 郎 4 0生 丁 、3 法 郎 2 0生 丁 等 等 .从 而 剩 余  
价 值 只 能 增 加 到 2 法 郎 2 0 生 丁 、2 法 郎 6 0生 丁 、2 法 郎 8 0 生 丁 等  
等 。这 种 以 劳 动 力 的 新 价 值 2 法 郎 为 最 低 限 额 的 下 降 的 程 度 ，取决

剩 余 价 值 的 比 例 。 所 以 它 不 会 改 变 剩 余 价 值 和 劳 动 力 价 值 的 比 例 。 闪 此 .麦 克  
库 洛 赫 的 “例 外 情 Ä ”只 能 证 明 他 对 规 则 的 误 在 他 把 李 嘉 图 庸 俗 化 时 ，正 像  
il: • 巴 • 萨 伊 把 亚 ■斯 密 谢 俗 化 吋 一 样 •常 常 发 生 这 种 不 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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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资 本 的 压 力 和 工 人 的 反 抗 这 二 者 的 力 量 对 比 。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是 由 维 持 工 人 所 必 需 的 生 活 资 料 的 价 值 决 定 的 。 

这 些 生 活 资 料 的 价 值 随 着 劳 动 生 产 率 水 平 的 变 化 而 变 化 。 在 我 们 的  

例 子 中 ，尽 管 劳 动 生 产 率 已 经 提 高 一 倍 ,但 工 作 日 分 为 必 要 劳 动 和 剩  
余 劳 动 的 比 例 不 变 ，工 人 始 终 得 到 4 法 郎 ，而 资 本 家 得 到 2 法 郎 ;但  

是 这 两 笔 钱 中 的 每 一 笔 钱 可 以 购 买 到 的 生 活 资 料 比 以 前 多 一 倍 。 尽  

管 劳 动 力 的 价 格 没 有 变 ，但 是 这 种 价 格 已 经 超 过 了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 
如 果 这 种 价 格 没 有 下 降 到 劳 动 力 的 新 价 值 的 最 低 限 额 2 法 郎 ，而是 

下 降 到 3 法 郎 8 0 生 丁 、3 法 郎 4 0 生 丁 、3 法 郎 2 0 生 丁 等 等 ，那 么 这  

种 下 降 的 价 格 仍 然 代 表 着 较 多 的 生 活 资 料 。 可 见 ，在 劳 动 生 产 率 不  

断 提 高 时 ，劳 动 力 的 价 格 能 够 不 断 下 降 ，而 工 人 可 以 支 配 的 生 活 资 料  
同 时 不 断 增 加 。但 是 . 即 使 在 这 种 场 合 ，劳 动 力 价 格 的 不 断 的 下 降 也  

会 导 致 剩 余 价 值 的 不 断 增 加 ，从 而 扩 大 劳 动 者 和 资 本 家 的 生 活 状 况  

之 间 的 鸿 沟 。 (15>

李 嘉 图 第 一 个 严 密 地 表 述 了 上 述 三 个 规 律 ; 但 是 他 犯 了 错 误 .他  

把 这 些 规 律 所 适 用 的 各 种 特 殊 条 件 看 做 是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普 遍 的 和  

独 有 的 条 件 。 在 他 雩 来 ，工 作 日 的 长 度 不 变 ，劳 动 的 强 度 也 不 变 .因  

此 劳 动 生 产 率 是 唯 一 可 变 的 因 素 。

事 情 还 不 止 于 此 . 他 同 其 他 一 切 经 济 学 家 一 样 ，从 不 研 究 剩 余 价  

值 本 身 ，就 是 说 . 他 不 是 撇 开 它 的 特 殊 形 式 如 利 润 、地 租 等 去 进 行 研  

究 。 他 把 剩 余 价 值 率 同 利 润 率 混 为 一 谈 ，因 此 认 为 利 润 率 能 直 接 表

(15> “当 工 业 生 产 韦 发 生 变 化 ，一 定 置 的 劳 动 和 资 本 所 生 产 的 产 品 增 多  
或 减 少 时 . 工 资 所 占 的 比 例 部 分 会 发 生 显 著 的 变 化 ，但 这 个 部 分 所 代 表 的 M不 
变 ;或 者 这 个 量 发 生 变 化 . 但 工 资 的 比 例 部 分 不 变 。”(《政 治 经 济 学 大 纲 》 ]832 
年 伦 敦 版 第 6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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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劳 动 的 剥 削 程 度 J 36我 们 已 经 指 出 (16)»利 润 率 是 剩 余 价 值 同 预 付  

总 资 本 的 比 率 .而 剩 余 价 值 率 则 是 剩 余 价 值 同 预 付 资 本 的 可 变 部 分 的  
比 率 。假 定 资 本 (C )为 MO镑 ，分 为 400镑 价 值 的 原 料 、劳 动 资 料 等  

(C)，支 付 给 工 人 的 1〇〇镑 (V) ;再 假 定 剩 余 价 值 (p )为 100镑 ; 这 样 ，剩 

余 价 值 率 为 f  = { ^ |  =  ]〇〇% , 而 利 润 率 老 = ；| ^ | = 2 〇%。 除 了 这  

种 骨 的 差 别 外 ，很 显 然 \ 利 润 率 还 会 受 到 与 剩 é 价 值 率 毫 无 关 系 的 一  

些 情 况 的 影 响 。 以 后 在 本 书 第 三 册 中 . 我 将 说 明 ，在 剩 余 价 值 率 已 定  

的 情 况 下 ，利 润 率 可 以 有 无 限 多 样 的 变 化 ，而 在 利 润 率 已 定 的 情 况 下 . 

与 这 种 利 润 率 相 适 应 的 也 可 以 是 各 种 不 同 的 剩 余 价 值 率 。 337

2 . 已 定 :劳 动 持 续 时 间 和 劳 动 生 产 率 不 变 。 
劳 动 强 度 可 变

如 果 劳 动 生 产 率 提 高 .劳 动 就 会 在 同 一 时 间 内 生 产 出 更 多 的 产  

品 ，但 不 是 生 产 出 更 多 的 价 值 。 如 果 劳 动 强 度 提 高 ，劳 动 就 不 仅 会 在  

同 一 时 间 内 生 产 出 更 多 的 产 品 . 而 且 也 会 生 产 出 更 多 的 价 值 ，因 为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更 多 的 产 品 来 自 更 多 的 劳 动 。

因 此 . 在 劳 动 持 续 时 间 和 劳 动 生 产 率 已 定 的 情 况 下 ，劳 动 的 强 度 超  

出 社 会 平 均 强 度 多 少 ，劳 动 所 实 现 的 价 值 就 增 大 多 少 。这 样 ，一 个 十 二  

小 时 工 作 日 所 生 产 的 价 值 就 不 再 趋 不 变 的 ，而 是 可 变 的 。 由 此 就 可 以

( 1 6 ) 见 第 9 3 页 „ ①

① 见 本 卷 第 423 页 。 编 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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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剩 余 价 值 和 劳 动 力 价 值 可 以 按 相 等 的 比 例 或 不 等 的 比 例 平 行 地 朝 同  
一 方 向 变 动 。如 果 同 一 个 工 作 日 不 是 生 产 6 法 郎 而 是 生 产 8 法 郎 ，那么  

很 明 显 ，工 人 的 份 额 和 资 本 家 的 份 额 就 会 N 时 从 3 法 郎 提 高 到 4 法 郎 。

劳 动 力 价 格 的 这 种 提 高 并 不 意 味 着 劳 动 力 得 到 的 报 酬 超 过 了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相 反 ，与 价 格 的 提 高 相 伴 随 的 IU■以 是 价 值 的 下 降 。当 价 格  
的 提 高 不 足 以 补 偿 劳 动 力 损 耗 的 增 大 时 ，就 总 是 发 生 这 种 情 况 。我 们  

知 道 ，只 有 影 响 劳 动 力 价 值 的 那 些 生 产 率 的 变 化 ，才 影 响 到 为 工 人 的  

日 常 消 费 生 产 产 品 的 产 业 部 门 。相 反 ，劳 动 量 在 外 延 上 和 内 涵 上 发 生  
的 一 切 变 化 ，只 要 它 加 速 劳 动 力 的 损 耗 ，都 会 对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发 生 影 响 《

如 果 劳 动 在 一 个 国 家 的 一 切 产 业 部 门 中 都 同 时 达 到 了 同 样 的 较  

高 的 强 度 ，这 种 劳 动 强 度 从 此 就 会 成 为 国 民 劳 动 的 通 常 的 强 度 ，从 而 

不 再 受 到 人 们 的 注 意 „ 但 是 甚 至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平 均 的 劳 动 强 度 在  

不 同 的 国 家 仍 然 是 不 同 的 ，因 而 ，会 使 价 值 规 律 在 不 同 国 家 的 应 用 上  
有 所 变 化 。一 个 国 家 的 强 度 较 大 的 工 作 日 ，比 另 一 个 国 家 的 强 度 较  
小 的 工 作 日 ，会 创 造 更 多 的 价 值 ，表 现 为 更 大 的 货 币 额 。 (17)

3 . 已 定 :劳 动 生 产 率 和 劳 动 强 度 不 变 。
劳 动 持 续 时 间 可 变

从 持 续 时 间 来 看 ，劳 动 可 以 向 两 个 方 向 变 化 ，可 以 缩 短 或 延 长 。 
我 们 在 我 们 假 定 的 前 提 下 会 得 到 下 述 新 的 规 律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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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吋  
间 内 所 能 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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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小 时 的 工 作 日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55年 10月 3 1 日》第 6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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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 作 日 同 它 的 持 续 时 间 成 正 比 地 实 现 为 较 大 量 的 价 值 或 较 小
量 的 价 值 . 因 此 .是 可 变 的 .而 不 是 不 变 的 》

2 . 剩 余 价 值 和 劳 动 力 价 值 之 间 的 量 的 比 例 的 一 切 变 化 都 产 生 于  

剩 余 劳 动 、从 而 剩 余 价 值 的 绝 对 量 的 变 化 。
3 . 劳 动 力 的 绝 对 价 值 的 变 化 只 能 来 自 剩 余 劳 动 的 延 长 对 这 种 劳  

动 力 的 损 耗 程 度 发 生 的 反 作 用 。 因 此 ，劳 动 力 绝 对 价 值 的 一 切 变 动  
都 是 剩 余 价 值 量 变 动 的 结 果 .而 不 是 这 种 变 动 的 原 因 ,，

我 们 在 本 章 以 及 以 后 总 是 假 定 ，通 常 计 算 的 十 二 小 时 工 作  
日- 6 小 吋 必 要 劳 动 和 6 小 时 剩 余 劳 动  生 产 价 值 6 法 郎 .其

中 一 半 归 工 人 . 另 一 半 归 资 本 家 。
我 们 从 工 作 日 例 如 由 12小 时 缩 短 到 L0小 时 开 始 。这 时 ，工作 

日 就 只 生 产 价 值 5 法 郎 。剩 余 劳 动 从 6 小 时 减 少 到 4 小 时 ，因而剩 
余 价 值 从 3 法 郎 减 少 到 2 法 郎 。剩 余 价 值 绝 对 量 的 这 种 减 少 会 引 起  

剩 余 价 值 相 对 量 的 减 少 。剩 余 价 值 同 劳 动 力 价 值 之 比 原 来 是 3:3,  

现 在 只 是 2 : 3。相 反 ，劳 动 力 价 值 没 有 变 ，在 相 对 量 上 增 大 了 ；劳 动  

力 价 值 同 剩 余 价 值 之 比 现 在 是 3 :2 ,而 不 是 3:3。

资 本 家 只 能 把 他 对 劳 动 力 支 付 的 报 酬 压 低 到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以  
下 . 以 此 来 取 得 补 偿 。

反 对 减 少 劳 动 时 间 的 陈 词 滥 调 都 以 这 样 一 种 假 设 为 基 础 ，按照这  
种 假 设 ，这 种 现 象 是 在 这 里 假 定 的 条 件 下 发 生 的 ;这 就 是 说 ，假定劳 动  
生 产 率和劳 动 强度不变 。实 际 I：.劳 动 生产 率和劳 动 强度即 使不是在工 
作曰缩 短以前已经 提高 .那么 在工作口缩 短以后也总 会 紧 接着提高 。 (18)

( 18) “十 小 时 T 作 日 法 令 的 施 行 . 表 明 … … 存 在 着 各 种 补 偿 的 情 况  
(« X 厂 裸 察 员 报 告 • ]848年 12月 I 日 》第 7 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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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工 作 日 例 如 从 1 2 小 吋 延 长 到 ] 4 小 时 ，而 追 加 的 几 小 吋 并  

人 剩 余 劳 动 ，剩 余 价 值 就 会 从 3 法 郎 增 加 到 4 法 郎 。 剩 余 价 值 绝 对  

地 和 相 对 地 增 大 了 ，而 劳 动 力 ，虽 然 它 的 名 义 价 值 没 有 变 ，但 它 的 41丨 
对 价 值 却 变 小 了 。 它 同 剩 余 价 值 之 比 只 是 3 : 4 。

在 我 们 假 定 的 条 件 F ，生 产 出 来 的 日 价 值 总 M 随 着 每 日 的 劳 动  

持 续 时 间 的 延 长 而 增 大 ，这 个 增 大 的 总 量 的 两 个 部 分 —— 剩 余 价 值  

和 劳 动 力 等 价 物 —— 可 以 同 时 等 量 或 不 等 量 地 增 大 ; 同 样 ，在 劳 动 强  
度 增 大 的 情 况 下 也 是 如 此 。

随 着 工 作 H 的 延 长 ，劳 动 力 可 能 降 到 它 的 价 值 以 下 ，虽 然 它 的 价  

格 没 有 变 或 者 甚 至 提 高 了 。 在 一 定 的 限 度 内 ，更 大 的 收 入 可 以 补 偿  
由 于 延 长 工 作 日 而 强 加 给 工 人 的 生 命 力 的 更 大 的 耗 费 。(19)但 事 情  

总 是 会 达 到 这 样 一 点 . 那 时 ，工 人 的 工 作 日 的 任 何 进 一 步 的 延 长 都 会  

打 乱 他 的 再 生 产 和 活 动 的 正 常 条 件 ，从 而 缩 短 他 的 平 均 寿 命 。 从 这  

时 起 ，劳 动 力 的 价 格 和 劳 动 力 的 剥 削 程 度 就 不 再 是 可 通 约 的 量 了 。

4 . 已 定 : 劳 动 持 续 时 间 、劳 动 生 产 率  
和 劳 动 强 度 同 时 变 化

劳 动 持 续 时 间 、劳 动 生 产 率 和 劳 动 强 度 同 时 发 生 变 化 会 产 生 出  

许 多 种 组 合 ，因 而 会 产 生 出 许 多 问 题 .不 过 只 要 依 次 把 这 三 个 因 素 中  
的 一 个 因 素 看 做 是 可 变 的 . 而 其 他 两 个 因 素 是 不 变 的 .或 者 计 算 三 个

(19) “人 在 24小 时 内 所 耗 费 的 劳 动 M , 可 以 从 研 究 人 体 内 部 的 化 学 变 化  
来 大 致 确 定 ，因 为 物 质 形 式 的 变 化 能 表 明 动 力 已 经 消 耗 的 情 况 。”(格 罗 夫 《物 理  
力 的 相 互 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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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动 的 因 素 的 产 物 ，这 些 问 题 总 是 很 容 易 解 决 的 。 我 们 在 这 里 只 考  

察 两 种 特 别 有 趣 的 情 况 。

劳 动 生 产 率 降 低 ，而 劳 动 持 续 时 间 同 时 延 长 ：
假 定 同 量 劳 动 由 于 土 地 肥 力 减 退 生 产 出 较 少 的 日 常 消 费 品 ，这  

些丨 1 常 消 费 品 的 价 值 的 提 高 使 工 人 每 天 的 生 活 费 昂 贵 ，结 果 这 种 生  

活 费 现 在 不 是 3 法 郎 而 是 4 法 郎 。再 生 产 出 劳 动 力 的 新 的 日 价 值 所  

必 需 的 时 间 从 6 小 时 增 加 到 8 小 时 ，或 者 说 占 了 工 作 日 的 4  ,而 不 是  
I . 因 此 . 剩 余 劳 动 就 从 6 小 时 减 少 到 4 小 时 ，剩 余 价 值 就 '从 3 法 郎  
A 少 到 2 法 郎 。

如 果 工 作 H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延 长 到 1 4 小 时 ，追 加 的 2 小 时 并 人 剩  

余 劳 动 ，剩 余 劳 动 重 新 达 到 6 小 时 ，剩 余 价 值 就 增 大 到 它 原 来 的 量 3 

法 郎 ，但 是 它 的 相 对 量 仍 然 减 少 了  .因 为 它 同 劳 动 力 价 值 之 比 原 来 是  
3 : 3 , 而 现 在 只 是 3 : 4 。

如 果 工 作 口 延 长 到 1 6 小 时 ，或 剩 余 劳 动 延 长 到 8 小 时 ,剩 余 价  

值 就 会 提 高 到 4 法 郎 ，同 劳 动 力 价 值 的 比 例 就 会 达 到 4 : 4 ,也 就 是  

说 ，同 劳 动 生 产 率 下 降 以 前 的 比 例 一 样 ，因 为 4 : 4 = 3 : 3 。 但 是 ，尽 管  

剩 余 价 值 的 相 对 量 由 此 只 是 恢 复 到 原 来 的 水 平 ，它 的 绝 对 量 却 增 大  
从 3 法 郎 增 加 到 4 法 郎 。

因 此 ，当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下 降 和 劳 动 的 持 续 时 间 的 延 长 同 时 发 生  

时 ，剩 余 价 值 的 绝 对 量 可 以 不 变 ，但 它 的 相 对 量 却 会 减 少 ;它 的 相 对  

量 可 以 不 变 ，但 它 的 绝 对 量 却 会 增 加 = 如 果 人 们 把 劳 动 的 持 续 时 间  

延 长 到 足 够 的 程 度 ，剩 余 价 值 的 绝 对 量 和 相 对 量 还 会 同 时 增 加 。

如 果 在 劳 动 持 续 时 间 延 长 的 同 时 劳 动 强 度 也 增 大 ，那 就 可 以 更  

快 地 达 到 同 样 的 结 果 。
在 ] 7 9 9 年 到 1 8 1 5 年 期 间 .英 国 粮 食 价 格 的 不 断 上 涨 引 起 了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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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工 资 的 提 高 ，虽 然 实 际 工 资 降 低 了 。威 斯 特 和 李 嘉 图 由 此 得 出 农  
业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下 降 引 起 剩 余 价 值 率 下 降 的 结 论 ，并 且 把 这 个 完 全  
是 想 象 出 来 的 假 定 当 做 对 工 资 、利 润 和 地 租 的 量 的 关 系 进 行 重 要 分  
析 的 出 发 点 。338但 是 在 实 际 上 ，由 于 劳 动 强 度 的 提 高 和 劳 动 时 间 的  
强 制 延 长 ，剩 余 价 值 也 绝 对 地 和 相 对 地 增 加 J\ <2〜 这 个 时 期 的 特 点  
正 是 资 本 和 需 要 救 济 的 赤 贫 的 加 速 增 长 。 20 (21)

劳 动 强 度 和 劳 动 生 产 率 提 高 . 劳 动 持 续 时 间 同 时 缩 短 „

劳 动 生 产 率 和 劳 动 强 度 的 提 高 ，使 一 定 时 间 内 得 到 的 商 品 ift成

(20) “谷 物 和 劳 动 很 少 会 完 全 齐 头 并 进 ，但 是 有 一 个 明 显 的 界 限 ，越 过 这  
个 界 限 它 们 就 不 能 互 相 分 离 。 劳 动 阶 级 在 物 价 上 涨 时 期 作 出 的 异 乎 寻 常 的 努  
力 ，引 起 工 资 下 降 ，这 种 下 降 在 证 词 〈特 别 是 向 18]4 — 1.81.5年 议 会 调 查 委 员 会  
作 的 证 词 〉中 已 经 得 到 证 实 。 这 种 努 力 对 个 人 来 说 是 十 分 光 荣 的 . 并 确 能 促 使  
资 本 增 长 。但 是 ，一 个 有 人 性 的 人 会 希 望 看 到 这 种 努 力 无 限 地 继 续 下 去 吗 ？ 这  
种 努 力 在 一 定 的 时 期 内 是 值 得 赞 扬 的 救 济 措 施 ;如 果 这 种 努 力 永 远 坚 持 下 J、-. 
其 结 果 就 和 一 个 国 家 的 居 民 在 食 物 上 瀕 于 绝 境 q 样 。"（马 尔 萨 斯 《关 于 地 机 的  
本 质 和 增 长 》1815年 伦 敦 版 第 48[、49]页 注 ）当 李 嘉 图 等 人 面 对 最 惹 人 注 目 的  
事 实 ，把 工 作 日 是 不 变 t t 这 个 假 定 当 做 他 们 全 部 研 究 的 基 础 时 . 马 尔 萨 斯 却 注  
意 到 工 作 日 的 延 长 ，并 且 在 自 己 的 小 册 子 的 其 他 地 方 直 接 强 调 这 一 点 。 这 对 马  
尔 萨 斯 来 说 是 一 种 光 荣 。但 是 马 尔 萨 斯 为 之 忠 实 效 劳 的 保 守 利 益 使 他 看 不 到 . 
随 着 机 器 的 异 常 的 发 展 以 及 对 妇 女 劳 动 和 儿 童 劳 动 的 日 益 严 重 的 剥 削 .一 当 战  
争 结 束 和 英 国 失 去 对 世 界 市 场 的 垄 断 .无 限 度 地 延 长 工 作 日 必 定 会 使 工 人 阶 级  
的 很 大 一 部 分 “过 剩 ' 用 永 恒 的 自 然 规 律 去 解 释 这 种 “人 口 过 剩 ”.当 然 比 用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历 史 规 律 去 解 释 更 便 利 ，更 符 合 马 尔 萨 斯 真 正 牧 师 般 地 崇 拜 的 统  
治 阶 级 的 利 益 。

(21) “战 争 期 间 资 本 增 加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在 于 每 个 社 会 中 人 数 最 多 的  
劳 动 阶 级 的 更 加 努 力 ，也 许 还 在 于 这 个 阶 级 的 更 加 贫 困 。 更 多 的 妇 女 和 儿 童 为  
环 境 所 迫 ，不 得 不 从 事 痛 苦 的 劳 动 ;由 于 同 样 的 原 因 ，男 工 不 得 不 拿 出 他 们 的 大  
部 分 时 间 去 增 加 生 产 。”(《政 治 经 济 学 论 文 集 。 论 当 前 国 家 贫 困 的 主 要 原 因 》 
1830年 伦 敦 版 第 248[、24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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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增 加 ，从 而 缩 短 工 人 生 产 自 己 的 生 活 资 料 的 等 价 物 的 工 作 日 部 分 。 
工 作 日 的 这 个 必 要 的 但 能 缩 减 的 部 分 形 成 工 作 日 的 绝 对 界 限 ，这 个  
界 限 在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下 是 不 可 能 达 到 的 。 一 旦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被 消  
灭 .剩 余 劳 动 就 会 消 失 ，整 个 工 作 日 就 可 以 限 制 在 必 要 劳 动 上 。但是 
不 应 忘 记 ，现 在 的 剩 余 劳 动 的 一 部 分 .即 形 成 准 备 基 金 和 积 累 基 金 的  
部 分 在 这 种 场 合 将 会 被 看 做 是 必 要 劳 动 ，而 现 在 的 必 要 劳 动 量 只 是  
以 替 自 己 的 雇 主 生 产 财 富 的 雇 佣 劳 动 阶 级 的 生 活 费 用 为 限 。

劳 动 生 产 力 越 是 增 长 ，劳 动 持 续 时 间 就 越 能 缩 短 ;而 劳 动 持 续 时  
间 越 是 缩 短 ，劳 动 强 度 就 越 能 增 加 。从 社 会 的 角 度 来 看 ，还 可 以通 过  
节 约 劳 动 ，即 通 过 消 除 生 产 资 料 以 及 生 命 力 的 无 益 耗 费 来 提 高 劳 动  
生 产 率 。确 实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迫 使 每 一 个 企 业 节 约 生 产 资 料 ;但 是 这  
个 制 度 不 仅 把 疯 狂 地 耗 费 劳 动 力 当 做 为 剥 削 者 节 约 的 手 段 ，而且它  
还 通 过 无 政 府 的 竞 争 制 度 使 最 无 节 制 地 浪 费 生 产 劳 动 和 社 会 生 产 资  
料 成 为 必 然 的 事 情 ，更 不 用 说 它 所 产 生 的 并 使 之 成 为 多 少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许 多 寄 生 性 职 能 了 。

在 劳 动 强 度 和 劳 动 生 产 率 已 定 的 情 况 下 ，劳 动 在 一 切 社 会 成 员  
之 间 分 配 得 越 平 均 ，一 个 社 会 阶 层 把 自 然 迫 使 接 受 的 必 然 性 从 自 身  
t 解 脱 下 来 并 转 嫁 给 另 一 个 社 会 阶 层 的 权 力 越 小 ，社 会 必 须 用 于 物  
质 生 产 的 时 间 就 越 短 ，可 供 个 人 自 由 发 展 的 时 间 就 越 多 。从 这 一 方  
面 来 说 . 工 作 日 的 缩 短 的 最 后 界 限 就 是 体 力 劳 动 的 普 遍 化 。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通 过 把 群 众 的 全 部 生 活 转 化 为 劳 动 时 间 .为 唯 一  
的 阶 级 挣 得 了 自 由 时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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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八 章

剩 余 价 值 率 的 各 种 公 式

我 们 已 经 知 道 ，剩 余 价 值 率 是 用 下 列 公 式 来 表 示 的 ：

, 剩 余 价 值 丨 p 彳 _ 剩 余 价 值 + 剩余 劳 动  
可 变 资 本 劳 动 力 价 值 — 必 要 劳 动

前 两 个 比 率 是 价 值 比 率 ，第 三 个 比 率 是 生 产 这 些 价 值 所 需 要 的 时 间  

的 比 率 ，它 们 表 示 同 一 个 东 西 。

这 些 互 相 补 充 的 公 式 在 古 典 政 治 经 济 学 中 只 是 隐 约 地 和 无 意 识  

地 出 现 的 。 相 反 ，下 列 公 式 在 古 典 政 治 经 济 学 中 却 起 着 重 要 的 作 用 :

„ 丨 剩 余 劳 动 彳 （22) 剩 余 价 值 纯 产 品  
( 工 作 日  ̂ 一 产 品 价 值 — 总 产 品

这 里 ，同 一 个 比 率 依 次 地 在 劳 动 量 的 公 式 上 ，在 劳 动 量 借 以 实 现  

的 价 值 的 公 式 上 ，在 这 些 价 值 借 以 存 在 的 产 品 的 公 式 上 表 现 出 来 。 

不 言 而 喻 ，这 里 所 说 的 产 品 价 值 必 须 理 解 为 一 个 工 作 日 的 价 值 产 品 . 

完 全 不 包 括 生 产 资 料 的 价 值 。

在 所 有 这 些 公 式 中 ，实 际 的 劳 动 剥 削 程 度 或 剩 余 价 值 率 是 虚 假

( 2 2 ) 我 们 把 第 一 个 公 式 放 在 括 号 内 . 因 为 剩 余 劳 动 的 概 念 在 资 产 阶 级 政  

治 经 济 学 中 表 述 得 不 清 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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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被 表 现 出 来 的 。 在 前 面 的 例 子 中 ，实 际 的 剥 削 程 度 表 现 为 如 下 的  

比 率 ：

6 小 时 剩 余 劳 动 _ 法 郎 剩 余 价 值  
S 小 时 必 要 劳 动 _ 3 法 郎 吋 变 资 本 ^

但 是 . 根 据 公 式 n . 我 们 却 得 出 ：

100
TÖÜ

6 小 时 剩 余 劳 动  
】2 小 时 T 作 H —

;法 郎 剩 余 价 值
法 郎 价 值 产 品 —

JS0
TÖ5

这 些 派 生 的 公 式 实 际 上 表 示 工 作 H 或 其 价 值 产 品 在 资 本 家 和 工  

人 之 间 进 行 分 配 的 比 例 。 因 此 ，如 果 把 这 些 公 式 看 做 资 本 的 价 值 增  

殖 的 直 接 表 现 ，就 会 得 出 一 个 错 误 的 规 律 :剩 余 劳 动 或 剩 余 价 值 绝 不  
能 达 到 1〇〇% 。 剩 余 劳 动 只 是 工 作 日 的 一 个 部 分 ，或 剩 余 价 值 只 是  

所 生 产 的 价 值 量 的 一 个 部 分 ，所 以 剩 余 劳 动 必 然 始 终 小 于 工 作 日 ，或 

剩 余 价 值 必 然 始 终 小 于 所 生 产 的 价 值 。 如 果 剩 余 劳 动 同 工 作 日 之 比  
为 1〇〇 : 1〇〇, 剩 余 劳 动 就 会 吞 掉 整 个 工 作 日 （这 里 指 年 平 均 日 ），必 要 劳  

动 就 会 被 消 灭 „ 但 是 . 如 果 必 要 劳 动 消 失 了 ，剩 余 劳 动 同 样 也 就 消 失

•闪 为 后 者 只 是 前 者 的 函 数 。 因 此 ，剩 余 劳 动 1 剩 余 价 值，或 ;这 个工 作 日 〜 所 生 产 的 价 值 > 

比中:永 远 不 能 达 到 的 界 限 ，更 不 能 提 高 到 1̂ x 。 但 剩 余 价 值  

率 或 实 际 的 劳 动 剥 削 程 度 不 是 这 种 情 况 。 就 拿 莱 昂 斯 • 德 • 拉 韦 涅  

先 屮 的 汁 算 做 例 子 。 根 据 他 的 计 算 ，英 国 农 业 工 人 只 得 到 产 品 或 其  

价 俏 的 -1 . 而 资 本 家 ( 租 地 农 场 主 ) 得 到 I (24 \不 管 这 个 赃 物 以 后 还  23 24

( 2 3 )  例 如 . Wi洛 W尔 图 斯 给 冯 • 基 尔 希 曼 的 第 二 封 信 。 驳 李 嘉 阍 的 地  
租 学 说 ,，并 论 证 新 的 租 的 壤 论 M 85 ] 年 柏 林 騰 。.

( 2 4 )  在 这 种 汁 算 中 ，产 品 中 只 补 偿 预 付 + 变 资 本 的 那 一 部 分 是 没 有 计 算  
在 内 的 . 策 昂 斯 • 德 • 拉 书 涅 先 生 是 •位 盲 目 崇 拜 英 国 的 人 ，他 只 会 把 比 例 估  
汁 过 低 ，决 不 会 估 汁 过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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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在 资 本 家 和 土 地 所 有 者 等 人 之 间 怎 样 进 行 分 配 《 在 这 个 场 合 ，英 

国 工 人 的 剩 余 劳 动 和 他 的 必 要 劳 动 之 比 是 3 : 1 , 也 就 是 说 ,剥 削 率
是  3 0 0 % 。

古 典 学 派 把 工 作 日 看 做 不 变 量 的 方 法 ，在 公 式 I I 的 应 用 中 找 到  

了 根 据 ，因 为 人 们 在 这 里 总 是 把 剩 余 劳 动 同 一 定 的 工 作 日 进 行 比 较 。 

如 果 只 考 察 所 生 产 的 价 值 的 分 配 ，也 会 得 到 同 样 的 结 果 。 一 旦 工 作  

曰 已 经 物 化 在 价 值 中 ，它 的 界 限 就 必 然 是 已 定 的 。

把 剩 余 价 值 和 劳 动 力 价 值 表 现 为 所 生 产 的 价 值 量 的 各 个 部 分 的  

习 惯 ，掩 盖 着 可 变 资 本 同 劳 动 力 相 交 换 这 样 一 个 基 本 事 实 .而 这 个 事  

实 意 味 着 产 品 归 非 生 产 者 所 有 。 在 这 种 场 合 . 资 本 和 劳 动 之 间 的 关  

系 采 取 了 一 种 协 同 关 系 的 假 象 ，仿 佛 工 人 和 雇 主 在 这 种 协 同 关 系 中  

是 按 照 他 们 向 产 品 提 供 的 不 同 要 素 的 比 例 来 分 配 产 品 的 (25)。
但 是 ，公g  I I 总 是 能 还 原 为 公 式 I 。 例 如 .如 果 我 们 知 道 比 率  

，那 么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等 于 1 2 小 时 工 作 0 减 掉 6 小 时  
剩 余 劳 动 ，并 得 出 ：

6 小 时 剩 余 劳 动 _  100 
6 小 时 必 要 劳 动

我 在 前 面 已 经 顺 便 提 到 的 第 三 个 公 式 是 ：

n l 剩 余 价 值 + 剩 余 劳 动 = 无 酬 劳 动  
' 劳 动 力 价 值 - 必 要 劳 动 + 有 酬 劳 动

( 2 5 ) 因 为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过 程 的 一 切 发 达 的 形 式 都 是 协 作 形 式 ，所以•把 
这 些 形 式 所 特 有 的 对 抗 性 质 抽 去 ，并 像 变 魔 术 一 样 把 它 们 变 成 自 由 的 协 同 形  
式 • 自 然 是 再 容 易 不 过 的 事 情 了 ，例 如 ，亚 • 德 • 拉 博 尔 德 伯 爵 在 《论 有 利 于 社  
会 一 切 方 面 的 协 同 精 神 》(1818年 巴 黎 版 ) 中 就 是 这 样 做 的 。339美 国 人 亨 • 凯 里  
甚 至 在 谈 到 奴 隶 制 度 时 也 同 样 成 功 地 完 成 了 这 一 壮 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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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 公 式 只 是 公 式 f f f ! 的 通 俗 的 表 述 。

Æ 我 们 前 面 所 作 的 说 明 之 后 ，从 这 一 公 式 中 不 再 会 产 生 出 这 样  

一 种 流 行 的 错 误 ，好 像 资 本 家 是 向 劳 动 而 不 是 向 劳 动 力 支 付 报 酬 》 

资 本 家 购 买 了 一  H 、一 周 等 等 的 劳 动 力 ，因 此 通 过 交 换 取 得 了 在 一  

H 、一 周 等 等 时 间 内 使 用 这 种 劳 动 力 的 权 利 。 俛 用 时 间 分 为 二 个 时  

期 „ Æ — 个 时 期 内 ，劳 动 力 的 使 用 只 生 产 出 劳 动 力 的 价 格 的 等 价 物 ; 

在 另 一 个 时 期 内 ，劳 动 力 的 使 用 是 无 偿 的 ，因 而 给 资 本 家 带 来 一 个 他  

没 有 给 予 任 何 等 价 物 、没 有 为 此 花 费 分 文 的 价 值 。 (2 6 >在 这 个 意 义  

上 . 资 本 家 从 中 得 到 剩 余 价 值 的 剩 余 劳 动 可 以 称 为 无 酬 劳 动 -

因 此 . 资 本 不 仅 像 亚 • 斯 密 所 说 的 那 样 ，是 对 别 人 的 劳 动 的 支 配  

权 而 且 在 本 质 上 是 对 无 酬 劳 动 的 支 配 权 。 一 切 剩 余 价 值 .不 论  

它 具 旮 何 种 特 殊 形 态  利 润 、利 息 、地 租 等 等 ， 实 质 上 都 是 无  

酬 劳 动 的 物 化 。 资 本 的 增 殖 能 力 的 全 部 秘 密 就 在 于 这 样 一 个 简 单 的  

事 实 :资 本 支 配 着 别 人 的 一  Æ 数 量 的 、它 不 支 付 报 酬 的 劳 动 。

( ) 里 然 屯 农 学 派 没 柯 拧 出 剩 余 价 值 的 秘 密 . 何 他 们 至 少 承 认 .剩 余 价  
值 是 “ 种 独 、_/:的 和 "丨 供 支 配 的 财 富 ，是 他 〈财 富 的 占 有 者 〉没 有 出 钱 买 却 可 以  
拿 去 卖 的 财 富 ”(杜 尔 哥 《关 于 财 常 的 形 成 和 分 配 的 考 察 》第 1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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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资 产 阶 级 社 会 的 表 面 上 ，劳 动 者 的 报 酬 表 现 为 劳 动 的 工 资 :劳  
动 多 少 .就 支 付 给 多 少 货 币 a 因 此 劳 动 本 身 被 看 做 是 一 种 其 市 价 在  
自 己 的 价 值 上 下 波 动 的 商 品 。

何 什 么 是 价 值 呢 ？这 就 是 耗 费 在 商 品 生 产 上 的 社 会 劳 动 的 客 体  
形 式 。我 们 又 用 仆 么 来 计 量 商 品 的 价 值 1 呢 ？用 它 所 包 含 的 劳 动 量  
来 汁 量 。那 么 . 比 如 说 ，一 个 十 二 小 时 工 作 日 的 价 值 是 由 什 么 决 定 的  
呢 ？是 由 一 个 十 二 小 时 工 作 日 中 包 含 的 12个 劳 动 小 时 决 定 的 ;这 是  
荒 谬 的 同 义 反 复 。 (1)

a »  “ 乍 卨 图 相 当 机 智 地 避 开 r 一 个 闲 难 ，这 个 困 唯 乍 看 起 来 似 乎 会 推翮  
他 的 关 于 价 值 取 决 于 生 产 中 所 使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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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亍 劳 动 的 生 产 中 所 使 用 的 劳 动 》—— 这  
M 然 足 荒 谬 的 因 此 . 李 嘉 图 圯 生 用 / 一 个 巧 妙 的 手 法 .使 劳 动 的 价 值 取 决 于  
十 产 「. 资 听 耑 嬰 的 劳 动 量 ；他这 里指的是为 生 产 付 给 劳 动 者的 货 币 或商品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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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动 要 作 为 商 品 在 市 场 上 出 卖 ，无 论 如 何 必 须 在 出 卖 以 前 就 已  
存 在 。但 是 ，劳 动 者 如 果 能 使 他 的 劳 动 具 有 一 种 与 他 ËI身 相 分 离 、相 
独 立 的 物 质 存 在 ，他 出 卖 的 就 是 商 品 ，而 不 是 劳 动 》 * (2)

撇 开 这 些 矛 盾 不 说 ，货 币 即 已 实 现 的 劳 动 同 活 劳 动 的 直 接 交 换 . 

也 会 或 者 消 灭 那 个 正 是 在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基 础 丨 ：：才 展 开 的 价 值 规  
律 ，或 者 消 灭 那 种 正 是 以 雇 佣 劳 动 为 基 础 的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木 身 。 举  
例 来 说 ，假 定 一 个 h 二 小 时 工 作 日 实 现 为 6 法 郎 的 货 币 价 值 。 如果 
是 等 价 物 相 交 换 ，这 样 ，工 人 以 12小 时 劳 动 获 得 6 法 郎 .或 者 说 他 的  

劳 动 的 价 格 就 会 等 于 他 的 产 品 的 价 格 在 这 种 情 形 下 ，他 没 有 为 他  
的 劳 动 的 购 买 者 生 产 任 何 剩 余 价 值 ，这 6 法 郎 不 转 化 为 资 本 ，资 本主 

义 生 产 的 基 础 就 会 消 失 。然 而 正 是 在 这 个 基 础 h ，工 人 才 出 卖 他 的  
劳 动 ，而 他 的 劳 动 才 成 为 雇 佣 劳 动 。或 者 工 人 在 12小 时 劳 动 中 获 得  
的 少 于 6 法 郎 .就 是 说 ，少 于 12小 时 劳 动 。在 这 种 场 合 就 是 12小时  
劳 动 同 10小 时 劳 动 、6 小 时 劳 动 等 等 相 交 换 。这 样 使 不 等 的 量 相 等  

的 做 法 ，不 只 是 消 灭 了 一 切 价 值 规 定 。这 种 自 我 消 灭 的 矛 盾 甚 至 根  
本 不 可 能 当 做 规 律 来 表 述 。 (3)

需 的 劳 动 量 。那 我 们 同 样 也 可 以 说 ，衣 服 的 价 值 不 是 由 生 产 衣 服 所 花 费 的 劳 动  
a 来 估 量 ,而 是 由 生 产 用 衣 服 换 得 的 银 所 花 费 的 劳 动 w来 估 量 。”(《对 价 值 的 本  
质 、尺 度 和 原 因 的 批 判 研 究 》1825年 伦 敦 版 第 50、51页 ）

(2) “如 果 你 们 把 劳 动 叫 做 商 品 .那 么 它 Üi还 是 不 同 于 这 样 的 商 品 . 这 种  
商 品 最 初 为 交 换 的 目 的 而 生 产 .然 后 拿 到 市 场 上 i ，应 和 同 时 可 能 出 现 在 市 场  
上 的 其 他 商 品 按 照 各 自 的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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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 至 可 以 说 . 劳 动 是 在 它 被 创 造 出 来 以 前 被 带 到 布 场 上 去  
的 。”(《评 政 治 经 济 学 上 若 干 用 语 的 争 论 》182]年 伦 敦 版 第 75、76页 ）

( 3 )  “如 果 把 劳 动 看 成 一 种 商 品 ，而 把 资 本 ，劳 动 的 产 品 . 看 成 另 一 种 商  
品 .并 且 假 定 这 两 种 商 品 的 价 值 是 由 相 同 的 劳 动 M来 决 定 的 .那 么 … … 一 定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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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互 相 交 换 的 各 种 劳 动 之 间 的 形 式 的 差 别 ，从 买 者 用 过 去 的  
劳 动 或 已 实 现 的 劳 动 支 付 而 卖 者 用 现 在 的 劳 动 或 活 劳 动 支 付 来 解  
释 这 种 以 多 换 少 的 交 换 ，这 是 徒 劳 无 益 的 „(4)假 定 一 个 商 品 代 表 6 

个 劳 动 小 时 》如 果 一 些 发 明 使 这 个 商 品 用 3 小 时 就 可 以 生 产 出  
来 ，那 么 . 连 已 经 生 产 出 来 、已 经 在 市 场 上 流 通 的 商 品 的 价 值 也 就  
只 有 它 原 来 的 价 值 的 一 半 。现 在 ，这 个 商 品 所 代 表 的 只 是 3 小时  
劳 动 ，尽 管 已 经 实 现 在 这 个 商 品 中 的 是 6 个 小 时 。 因 此 ，这 种 已 实  

现 的 劳 动 的 形 式 不 会 给 价 值 增 添 什 么 东 西 ，相 反 ，这 种 价 值 的 量 始  
终 取 决 于 生 产 商 品 所 需 要 的 现 在 的 劳 动 的 量 ，或 社 会 必 要 的 劳  
动 量 。

在 市 场 上 同 资 本 家 直 接 对 立 的 不 是 劳 动 ，而 是 劳 动 者 。劳 动 者  
出 卖 的 是 自 身 ，是 他 的 劳 动 力 。一 旦 他 幵 始 把 这 种 力 投 人 运 动 ，开 始 
劳 动 ，一旦 他 的 劳 动 已 经 存 在 ，这 种 劳 动 就 已 经 不 再 属 于 他 ，从 这 时  
起 也 就 不 再 能 被 工 人 出 卖 / 。劳 动 是 价 值 的 实 体 和 内 在 尺 度 ，但是 
它 本 身 没 有 任 何 价 值 。 (5)

在 劳 动 的 价 值 这 个 用 语 中 ，价 值 概 念 完 全 消 失 了 。这 是 一 个 不  
合 理 的 用 语 ，就 像 说 土 地 的 价 值 一 样 。但 是 这 类 不 合 理 的 用 语 却 根

的 劳 动 就 会 和 h 量 劳 动 所 生 产 的 资 本 a 相 交 换 。过 去 的 劳 动 就 会 和 同 量 的 现  
在 的 劳 动 相 交 换 。但 是 ，劳 动 的 价 值 间 其 他 商 品 相 比 … … 不 是 由 同 量 劳 动 决  
定 的 。”(爱 • 吉 • 韦 克 非 尔 德 对 他 出 版 的 亚 • 斯 密 《国 富 论 》所 加 的 注 。 1835 
年 伦 敦 版 第 〗卷 第 [230J231 页 注 ）

(4) ••必须 同意C‘社 会 契 约 ”341的 义 一 翻 版  > ,每 当 已 经 完 成 的 劳 动 同 将  
要 完 成 的 劳 动 相 交 换 时 ，后 者 〈资 本 家 >获 得 的 价 值 会 多 于 前 者 CL人 〉。”(西 斯  
蒙 第 《论 商 业 财 富 >1803年 日 内 瓦 版 第 1 # 第 3 7 页 ）

(5) “劳 动 . 即 价 值 的 唯 一 尺 度 …… 一 切 财 富 的 唯 一 创 造 者 ，不 是 商  
品 (托 • 霍 存 斯 金 《通 俗 政 治 经 济 学 》1827年 伦 敦 版 第 18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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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于 生 产 关 系 本 身 ，它 们 是 这 些 生 产 关 系 的 现 象 形 态 的 反 映 。不过  
我 们 知 道 ，除 政 治 经 济 学 外 .在 一 切 科 学 屮 都 必 须 区 分 事 物 的 外 观 和  
事 物 的 实 在 (6)。

古 典 政 治 经 济 学 事 先 丝 毫 不 加 检 验 就 天 真 地 从 日 常 牛 活 中 借 用  
了“劳 动 的 价 格 ”这 一 范 畴 ，然 后 问 自 己 : 这 一 价 格 是 怎 样 决 定 的 ？它  
马 上 认 识 到 ，供 求 关 系 对 于 劳 动 也 像 对 于 一 切 其 •他 商 品 一 样 .无非是 
说 明 市 场 价 格 围 绕 着 一 定 的 量 上 下 波 动 。 如 果 供 求 相 抵 ，供求所引 
起 的 价 格 波 动 就 会 停 止 。而 这 时 ，供 求 也 就 不 起 任 何 作 用 了 。在供 
求 相 抵 时 ，劳 动 的 价 格 就 不 再 取 决 于 供 求 的 作 用 ，因此必然 会 像 不 存  
在 供 求 时 那 样 被 决 定 。 因 此 ，这 个 价 格 . 市 场 价 格 的 这 个 引 力 中 心 ， 
就 表 现 为 科 学 分 析 的 真 正 对 象 。

如 果 考 察 数 年 的 时 期 .比 较 上 升 和 下 降 的 交 替 运 动 由 于 不 断 抵

( 6 ) 把 这 些 不 合 理 的 用 语 说 成 是 单 纯 的 诗 人 的 破 格 权 ，这 只 能 说 明 分 析  
的 无 能 。蒲 鲁 东 说 :“人 们 认 为 劳 动 冇 价 值 并 不 W为 它 + 身 是 商 品 ，而 M指 人  
们 认 定 劳 动 中 所 隐 含 的 价 值 。 劳 动 的 价 值 是 一 种 …… 比 喻 说 法 。”因 此 .针  
对 这 种 说 法 我 指 出 ：•‘他 把 劳 动 商 品 这 个 可 怕 的 现 实 只 看 做 是 文 法 上 的 简 略 。 
这 就 是 说 ，建 立 在 劳 动 商 品 基 础 上 的 整 个 现 代 社 会 ，今 后 仅 仅 是 建 S:在 某 种  
破 格 的 诗 文 和 比 喻 性 的 用 语 上 r 。 如 果 社 会 愿 意 ‘排 除 ’ 使 它 烦 恼 的 ‘一 切  
麻 烦 好 吧 ！ 只 要 去 掉 不 好 听 的 字 句 ，改 一 改 说 法 就 可 以 了 ；耍 达 到 这 个 目  
的 ，只 要 请 求 科 学 院 出 版 一 部 新 辞 典 就 够 了 。”（卡 尔 • 马 克 思 《哲 学 的 贫 困 》 
1847年 巴 黎 版 第 34、35页 )342把 价 值 理 解 成 仆 么 也 不 是 ，当 然 方 便 多 了 。 这  
样 ，就 可 以 随 便 把 任 何 东 西 都 包 栝 到 这 个 范 畴 中 例 如 .i t  • 巴 • 萨 伊 就  
是 这 样 做 的 。“价 值 ”是 什 么 ？ 答 :••物 之 所 值 ••价 格 ”是 什 么 ？ 答 以 货 币  
表 现 的 物 的 价 值 。”为 什 么 “土 地 的 劳 动 ”具 有 •‘价 值 ”？ 因 为 人 们 赋 予 它 一 个  
价 格 。 这 就 是 说 •价 值 是 物 之 所 值 ，而 土 地 之 所 以 有 “价 值 ”.是 因 为 人 们 用 货  
币 表 现 了 它 的 价 值 。 总 之 . 这 是 理 解 事 物 •‘因 何 ” 和 “为 何 ”问 题 的 非 常 简 便  
的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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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而 达 到 的 平 均 数 .也 可 以 得 出 同 样 的 结 果 。这 样 就 发 现 了 平 均 价  
格 ，即 在 市 场 价 格 的 波 动 本 身 中 显 示 出 来 并 成 为 市 场 价 格 的 内 在 调  
节 因 素 的 比 较 固 定 的 量 。因 此 ，这 个 平 均 价 格 ，重 农 主 义 者 的 “必要 
价 格 ”，业 当 《斯 密 的 “ 自 然 价 格 ”343, 对 劳 动 来 说 （对 一 切 其 他 商 品  
也 一 样 ）只 是 用 货 币 来 表 现 的 劳 动 的 价 值 D 亚 当 • 斯 密 说 :“商品在 
这 种 场 合 被 卖 掉 的 正 是 它 的 所 值 ”。

占 典 经 济 学 以 为 用 这 种 办 法 就 已 经 从 劳 动 的 偶 然 价 格 进 到 劳  
动 的 实 际 价 值 。然 后 .它 用 维 持 和 再 生 产 劳 动 者 所 必 需 的 生 活 资  
料 的 价 值 来 决 定 劳 动 的 实 际 价 值 。 这 样 ，它 就 不 知 不 觉 地 变 换 了  
场 所 ，用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代 替 了 迄 今 为 止 一 直 是 它 研 究 的 明 显 对 象  
的 劳 动 的 价 值 。 劳 动 力 只 存 在 于 劳 动 者 的 身 体 内 ，它 不 同 于 它 的  
职 能 即 劳 动 ，正 如 机 器 不 同 于 机 器 的 运 转 一 样 。 因 此 ，分 析 的 进 程  
不 仅 不 町 避 免 地 从 劳 动 的 市 场 价 格 推 异 出 劳 动 的 必 要 价 格 或 劳 动  
的 价 值 ，而 且 把 所 谓 的 劳 动 的 价 值 化 为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从 而 劳 动 的  
价 值 今 后 只 应 该 被 看 做 是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的 现 象 形 态 。 因 此 ，这 种  
分 析 得 出 的 结 果 不 是 解 决 了 在 出 发 点 上 提 出 的 问 题 ，而 是 完 全 改  
变 了 它 的 用 语 。

r!(典 经 济 学 从 来 没 有 能 发 现 这 种 混 乱 ，它 只 是 把 全 副 精 力 用 于  
研 究 穷 动 的 市 价 和 劳 动 的 价 值 之 间 的 K 别 ，研 究 这 种 价 值 同 商 品 的  
价 值 、M利 润 率 的 关 系 等 等 . 它 越 是 深 入 分 析 价 值 一 般 .所 谓 的 劳 动  
的 价 值 就 越 是 使 它 陷 人 尤 法 摆 脱 的 矛 盾 。

工 资 是 按 照 劳 动 的 价 值 或 来 自 这 一 价 值 的 价 格 支 付 给 劳 动 的 报  
，因 此 . C资 意 味 着 劳 动 力 的 偶 然 的 价 值 和 价 格 已 经 发 生 形 态 变  

化 . 从 而 使 它 们 表 现 为 劳 动 本 身 的 价 值 和 价 格 。现 在 我 们 吏 仔 细 地  
考 察 这 种 转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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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定 劳 动 力 的 H 价 值 是 3 法 郎 (7)，工 作 日 是 12小 时 7 (8)。现 在如 

果 把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同 劳 动 力 的 职 能 的 价 值 、劳 动 力 的 劳 动 混 为 一 谈 ， 
那 就 会 得 出 这 样 一 个 公 式 ： 12小 时 的 劳 动 有 3 法 郎 价 值 如 果 劳 动  
力 的 价 格 低 于 或 高 于 其 价 值 ，也 就 是 1法 郎 或 2 法 郎 ，12小 时 劳 动  

的 市 价 就 等 于 4 法 郎 或 2 法 郎 。 只 是 形 式 改 变 了 。劳 动 的价 值 只 是  

反 映 劳 动 力 —— 劳 动 是 劳 动 力 的 职 能 - 的 价 值 .劳 动 的 市 场 价 格  
按 照 劳 动 力 的 市 场 价 格 与 劳 动 力 价 值 相 偏 离 的 同 一 比 例 而 与 劳 动 的  
所 谓 价 值 相 偏 离 。

既 然 劳 动 的 价 值 只 是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的 不 合 理 的 用 语 .那 么 不 言  

而 喻 ，劳 动 的 价 值 必 定 总 是 小 于 劳 动 的 产 品 的 价 值 ，因 为 资 本家 总 是  
使 劳 动 力 执 行 职 能 的 时 间 超 过 再 生 产 劳 动 力 的 等 价 物 所 需 要 的 时  
间 。在 我 们 的 例 子 中 . 为 了 生 产 3 法 郎 价 值 ，即 劳 动 力 的 日 价 值 ，每 
天 需 要 劳 动 6 小 时 ，但 是 劳 动 力 执 行 职 能 12小 时 .因 此 它 每 天 生 产  
出 6 法 郎 价 值 。这 样 ，我 们 就 会 得 到 一 个 荒 谬 的 结 果 :创 造 6 法郎价 
值 的 劳 动 只 值 3 法 郎 。 但 是 ，这 个 结 论 在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的 表 面 上  

是 看 不 见 的 。完 全 相 反 ：在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里 ，6 小 时 劳 动 即 半 个 工  
作 日 所 生 产 的 3 法 郎 价 值 表 现 为 1 2小 时 劳 动 即 整 个 工 作 日 的 价  
值 。因 此 ，工人 每 天 得 到 3 法 郎 工 资 ，就 好 像 是 得 到 了 他 的 劳 动 所

( 7 )  同 在 第 五 篇 一 样 ，假 定 一 个 劳 动 小 时 内 所 生 产 的 价 值 是 半 法 郎 。
( 8 )  如 果 用 平 均 H内 正 常 维 持 工 人 所 需 要 的 商 品 的 价 值 来 规 定 劳 动 力 的  

日 价 值 ，那 么 不 言 而 喻 ，他 的 劳 动 力 的 支 出 是 正 常 的 ，工 作 日 不 超 过 与 劳 动 者 一  
定 的 平 均 寿 命 相 一 致 的 界 限 。

( ! ) ) 参 看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第 40页 „34■»我 曾 在 那 里 指 出 .对 资 本 的 考 察  
将 解 决 这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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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 会 使 劳 动 的 交 换 价 值 小 于 这 劳 动 的 产 品 的 交 换 价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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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该 得 到 的 全 部 价 值 ，而 正 因 为 如 此 ，工 人 的 产 品 的 价 值 超 过 工 人  
的 工 资 的 余 额 采 取 r 由 资 本 而 不 是 由 劳 动 创 造 的 3 法 郎 剩 余 价 值

的 形 式 。
因 此 ，工 资 的 形 式 ，或 劳 动 的 Ä接 报 酬 的 形 式 ，消 灭 了 工 作 日 分  

为 必 要 劳 动 和 剩 余 劳 动 、分 为 有 酬 劳 动 和 无 酬 劳 动 的 一 切 痕 迹 ，结 果 
是 自 ftl工 人 的 全 部 劳 动 都 被 看 做 是 有 酬 的 劳 动 。在 农 奴 制 下 .服 徭  
役 者 为 自 己 的 劳 动 和 为 领 主 的 强 制 劳 动 在 时 间 上 和 空 间 上 都 是 明 显  
地 分 开 的 „ 在 奴 隶 制 度 下 ，连 奴 隶 只 是 用 来 补 偿 他 的 生 活 资 料 的 价  
值 的 工 作 日 部 分 . 即 他 实 际 上 为 自 己 劳 动 的 工 作 日 部 分 .也 表 现 为 为  
主 人 的 劳 动 。他 的 全 部 劳 动 都 具 有 无 酬 劳 动 的 外 观 。(1())相 反 地 ，在 
雇 佣 劳 动 下 , 甚 至 剩 余 劳 动 或 无 酬 劳 动 也 具 有 有 酬 劳 动 的 外 观 。在 
奴 隶 劳 动 下 ，所 有 权 关 系 掩 盖 了 奴 隶 为 自 己 的 劳 动 ,而 在 雇 佣 劳 动  
下 ，货 币 关 系 掩 盖 了 雇 佣 T.人 为 他 的 资 本 家 的 无 代 价 劳 动 。

现 在 我 们 可 以 懂 得 这 种 使 劳 动 力 的 报 酬 表 现 为 工 资 、劳 动 力  
的 价 格 表 现 为 劳 动 力 的 职 能 的 价 格 的 形 态 变 化 在 实 际 上 所 具 有 的  
十 分 重 要 的 意 义 了 。这 种 只 表 现 雇 佣 劳 动 的 假 象 的 形 式 ，使 资 本  
和 劳 动 之 间 的 现 实 关 系 看 不 见 了  . 它 恰 恰 表 示 着 与 此 相 反 的 关 系 ； 
雇 佣 工 人 和 资 本 家 的 一 切 法 的 观 念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一 切 神 秘 性 ， 
一 切 自 由 幻 觉 ，庸 俗 经 济 学 的 一 切 辩 护 遁 词 .都 是 从 这 种 形 式 中 产  
牛 出 来 的 。

如 果 说 世 界 历 史 需 要 经 过 很 长 时 间 才 揭 开 了 工 资 的 秘 密 ，那么

(1 0 )伦 敦 一 家 天 Ä到 愚 蠢 程 度 的 自 由 贸 易 派 机 关 报 报 ))，在 美 国 南  
北 战 争 时 期 ,一 再 以 人 类 所 能 有 的 义 愤 对 南 部 卜 il盟 的 黑 人 完 全 无 偿 地 劳 动 的 状  
况 悲 叹 不 Li, 最 好 请 它 把 这 种 黑 人 的 一 天 的 食 物 同 例 如 伦 敦 东 头 的 自 由 工 人  
的 一 天 的 食 物 比 较 一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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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反 地 .要 了 解 这 种 现 象 形 态 的 必 然 性 ，存 在 的 理 由 ，却 是 再 容 易 不  
过 的 了 。

资 本 和 劳 动 的 交 换 ，最 初 完 全 同 其 他 一 切 商 品 的 买 卖 一 样 。买  
者 付 出 一 定 数 额 的 货 币 ，卖 者 付 出 与 货 币 不 同 的 物 品 。因 此 ，从 法律 
的 角 度 来 看 ，我 们 在 劳 动 契 约 中 所 能 看 到 的 同 其 他 一 切 种 类 的 契 约  
的 区 别 ，只 是 这 样 一 种 包 含 在 法 律 上 对 等 的 各 个 公 式 中 的 区 别 :“我 
给 ，为 了 你 给 ;我 给 ，为 了 你 做 ;我 做 ，为 了 你 给 ;我 做 ，为 了 你 做 ”345。

因 为 使 用 价 值 和 交 换 价 值 按 其 性 质 是 彼 此 不 可 通 约 的 量 ，所以 
“劳 动 的 价 值 劳 动 的 价 格 ”这 种 用 语 ，似 乎 并 不 比 “棉 花 的 价 值 ”， 
“棉 花 的 价 格 ”这 种 用 语 更 不 合 理 。况 且 ，劳 动 者 是 在 提 供 自 己 的 劳  
动 以 后 被 支 付 报 酬 的 。而 货 币 在 其 充 当 支 付 手 段 的 职 能 上 ，是 在 事  
后 才 实 现 所 提 供 的 物 品 的 价 值 或 价 格 的 ，在 我 们 这 个 场 合 就 是 实 现  
已 经 完 成 的 劳 动 的 价 值 或 价 格 。最 后 ，工 人 提 供 给 资 本 家 的 使 用 价  
值 . 实 际 上 不 是 他 的 劳 动 力 ，而 是 这 个 力 的 使 用 ，它 的 职 能 . 即 劳 动 。 
因 此 ，从 一 切 表 面 现 象 来 看 ，资 本 家 所 支 付 的 是 工 人 给 予 资 本 家 的 使  
用 价 值 的 价 值 ，劳 动 的 价 值 ，而 不 是 工 人 在 表 面 上 没 有 让 渡 的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仅 仅 靠 实 际 生 活 经 验 并 不 能 清 楚 地 看 到 劳 动 的 双 重 有 用  
性 ，即 满 足 需 要 的 属 性 和 创 造 价 值 的 属 性 。前 一 种 属 性 为 劳 动 与 一  
切 商 品 所 共 有 ，后 一 种 属 性 使 劳 动 区 别 于 一 切 商 品 并 使 劳 动 成 为 价  
值 形 成 要 素 ，从 而 排 除 了 劳 动 不 具 有 任 何 价 值 的 可 能 性 。

让 我 们 站 在 工 人 的 立 场 上 来 看 ，他 以 12小 时 劳 动 获 得 6 小时 内  
所 生 产 的 价 值 ，比 如 说 3 法 郎 ，对 他 说 来 ，他 的 12小 时 劳 动 实 际 1：是 
3 法 郎 的 购 买 手 段 。 由 于 他 的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的 变 化 或 者 供 求 关 系 的  
波 动 ,他 的 报 酬 时 而 提 高 到 4 法 郎 ，时 而 又 降 低 到 2 法 郎 .一 一 但是 

他 付 出 的 始 终 不 少 于 12个 劳 动 小 时 。 因 此 .在 他 看 来 ，他 所 获 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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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价 物 的 量 的 任 何 变 化 ，都 必 然 表 现 为 他 的 12 个 劳 动 小 时 的 价 值 或  

价 格 的 变 化 。把 工 作 日 看 做 不 变 量 的 亚 • 斯 密 (n)反 过 来 根 据 这 一  
事 实 断 言 ，劳 动 所 固 有 的 价 值 始 终 不 会 发 生 变 化 。他 说 :“不 管 工 人  
作 为 自 d 的 劳 动 的 报 酬 所 得 到 的 商 品 量 如 何 ，他 支 付 的 价 格 始 终 不  
变 。这 种 价 格 实 际 上 有 时 可 以 买 到 较 大 量 的 # 品 ，有 时 可 以 买 到 较  
小 量 的 商 品 :但 是 ，发 生 变 化 的 是 这 些 商 品 的 价 值 .而 不 是 购 买 它 们  
的 劳 动 的 价 值 …… 等 量 的 劳 动 始 终 具 有 相 等 的 价 值 ”。 (12)

现 在 我 们 拿 资 本 家 来 说 ，他 希 望 得 到 什 么 ？ 他 希 望 用 尽 量 少 的  
货 币 换 取 尽 量 多 的 劳 动 。 因 此 ，他 实 际 上 所 关 心 的 只 是 劳 动 力 的 价  
格 和 劳 动 力 执 行 职 能 时 所 创 造 的 价 值 之 间 的 差 额 。但 是 ，他 同 时 力  
图 尽 可 能 便 宜 地 购 买 一 切 其 他 商 品 ，并 且 总 是 把 低 于 价 值 购 买 和 高  
于 价 值 出 售 这 一 纯 粹 欺 诈 行 为 说 成 是 他 的 利 润 的 来 源 。 因 而 ，他理 
解 不 到 ，如 果 劳 动 的 价 值 这 种 东 西 确 实 存 在 ，而 且 他 确 实 支 付 了 这 一  
价 值 ，那 么 资 本 就 不 会 存 在 . 他 的 货 币 也 就 会 失 去 产 仔 的 神 秘 性 质 。

此 外 ，工 资 的 实 际 运 动 显 示 出 一 些 现 象 ，似 乎 证 明 被 支 付 的 不 是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 而 是 它 的 职 能 即 劳 动 本 身 的 价 值 。这 些 现 象 可 以 归  
纳 为 两 大 类 :第 一 .工 资 随 着 劳 动 持 续 时 间 的 变 化 而 变 化 。如果是这  
样 .那 我 们 同 样 可 以 得 出 结 论 说 ，因 为 租 用 机 器 一 周 的 费 用 比 租 用 一 
天 要 贵 ，所 以 被 支 付 的 不 是 机 器 的 价 值 ，而 是 机 器 运 转 的 价 值 。第 
. = ，执 行 同 一 职 能 的 劳 动 者 的 工 资 间 存 在 着 个 人 的 差 别 。这 种 个 人  
的 差 别 在 奴 隶 制 度 下 也 可 以 看 到 .但 是 在 那 里 劳 动 力 本 身 是 赤 裸 裸  
地 、不 加 任 何 掩 饰 地 出 卖 的 . 这 种 差 別 没 有 引 起 任 何 幻 觉 。确 实 ，在

( 1 1 ) 亚 • 斯 密 只 是 在 谈 到 汁 件 工 资 时 , 才 偶 然 地 隐 约 提 到 工 作 日 的 变 化 》 
( 3 2 ) 亚 • 斯 密 《国 富 论 》•热 尔 曼 • 加 尔 涅 的 新 泽 本 ，1K32年 巴 黎 版 第 1 

卷 第 65、6.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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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 隶 制 度 下 对 奴 隶 主 来 说 ，在 雇 佣 劳 动 制 度 下 对 劳 动 者 来 说 ，劳 动 力 
超 过 平 均 水 平 是 ^ 种 利 益 ，而 低 于 平 均 水 平 是 一 种 损 失 ，因为 在后一 
种 场 合 ，劳 动 者 是 自 己 出 卖 劳 动 力 . 而 在 前 一 种 场 合 ，是 由 第 3 者 
出 卖 。

此 外 / ‘劳 动 的 价 值 和 价 格 ”或 “工 资 ”这 种 形 式 与 这 种 形 式 所 包  
含 的 本 质 关 系 即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和 价 格 之 间 的 关 系 ，就 如 同 一 切 现 象  
形 态 与 它 们 的 实 体 之 间 的 关 系 一 样 。前 者 是 自 发 地 直 接 地 在 知 性 中  
反 映 出 来 ，而 后 者 只 有 通 过 科 学 才 能 揭 示 出 来 3 古 典 政 治 经 济 学 几  
乎 接 触 到 事 物 的 真 实 状 况 ，但 是 从 来 没 有 自 觉 地 把 它 表 述 出 来 。只 
要 古 典 政 治 经 济 学 不 蜕 掉 它 的 资 产 阶 级 的 旧 皮 ，它 就 不 可 能 做 到 这  
一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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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资 又 采 取 各 种 各 样 的 形 式 ，对 于 这 些 形 式 ，那 些 只 注 重 粗 糙 的  
事 实 的 经 济 学 论 著 的 作 者 没 有 作 出 任 何 说 明 。显 然 ，在 本 书 中 不 可  
能 论 述 所 有 这 些 形 式 ，这 是 专 门 研 究 雇 佣 劳 动 的 论 著 的 任 务 346,不 
是 本 书 的 任 务 。不 过 ，这 里 要 详 细 地 说 明 一 下 两 种 基 本 形 式 。

我 们 记 得 ，劳 动 力 总 是 按 一 定 时 期 来 出 卖 的 。 因 此 ，劳 动 力的日 
价 值 、周 价 值 或 年 价 值 呈 现 出 来 的 表 面 的 形 式 ，首 先 是 计 时 工 资 的 形  
式 ，也 就 是 H 丁 资 、周 丁 资 等 等 ^

工 人 靠 日 劳 动 、周 劳 动 等 等 得 到 的 货 币 额 形 成 他 的 名 义 的  
即 按 价 值 汁 算 的 工 资 额 。但 是 很 明 显 ，依 照 他 的 工 作 日 的 长 短 ，即 依 
照 工 人 每 天 所 提 供 的 劳 动 M ，同 样 的 日 工 资 、周 工 资 等 等 可 以 代 表 极  
不 相 同 的 劳 动 价 格 . 也 就 是 说 .可 以 代 表 对 同 量 劳 动 所 支 付 的 极 不 相  
同 的 货 币 额 。 (14 >因 而 ，在 谈 到 计 时 工 资 时 必 须 再 把 日 工 资 、周 工 资

U Ü ) 这 里 总 是 假 定 货 币 的 价 值 是 不 变 的 .

( U )  “ 劳 动 价 格 是 对 一 定 量 劳 动 所 支 付 的 货 币 额 „ ” ( 爱 德 华 • 威 斯 特 爵  
士 《谷 物 价 格 和 工 资 》1 8 2 6 年 伦 敦 版 第 6 7 页 ) 这 个 威 斯 特 是 《论 资 本 用 于 土 地 》 
( 牛 津 大 学 大 学 学 院 一 研 究 员 著 . 1 8 1 5 年 伦 敦 版 ）这 本 在 政 治 经 济 学 史 上 有 划  

吋 代 意 义 的 匿 名 著 作 的 作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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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等 的 总 额 和 劳 动 价 格 区 别 开 来 。但 怎 样 得 出 这 个 价 格 .即 一 定 量  
劳 动 的 货 币 价 值 呢 ？ 劳 动 力 的 平 均 日 价 值 除 以 平 均 工 作 日 的 小 时  
数 ，就 得 出 平 均 的 劳 动 价 格 。

如 果 劳 动 力 的 H价 值 例 如 是 3 法 郎 6 小 时 所 生 产 的 价 值 ，而 

工 作 日 为 12小 时 .那 么 1 小 时 的 价 格 生 丁 。这 样 得出 
的 劳 动 小 时 的 价 格 就 是 劳 动 价 格 的 i十量单 位。

由 此 可 见 ，即 使 劳 动 价 格 不 断 下 降 . 日 工 资 、周 工 资 等 等 仍 然 可  
以 保 持 不 变 。如 果 工 作 日 是 ]〇小 时 ，劳 动 力 的 日 价 值 是 3 法 郎 ，那 
么 1 个 劳 动 小 时 得 到 的 报 酬 就 是 3 0生 丁 。 一 旦 工 作 13延 长 到 12小 
时 ，1 个 劳 动 小 时 的 价 格 就 降 低 到 2 5生 丁 ，一旦工 作 日 延 长 到 15小 
时 ，1 个 劳 动 小 时 的 价 格 就 降 低 到 2 0生 丁 。虽 然 如 此 ，日工资 或周 

工 资 仍 旧 不 变 。反 之 ，即 使 劳 动 价 格 不 变 或 甚 至 下 降 ，日工资 或周工 
资 也 可 以 增 加 。

如 果 工 作 日 是 10小 时 ，而 劳 动 力 的 日 价 值 是 3 法 郎 ，那 么 J 个  
劳 动 小 时 的 价 格 就 是 30生 丁 ，如 果 由 于 工 作 量 增 加 ，工人按照原来  
的 劳 动 价 格 劳 动 12小 时 ，那 么 他 的 日 工 资 就 增 加 到 3 法 郎 60生 丁 ， 

而 劳 动 价 格 没 有 变 化 。如 果 不是 增 加 劳 动 的 外 延 量 而 是 增 加 劳 动 的  
内 涵 量 ，那 也 会 得 到 同 样 的 结 果 。 (]5)

因 此 ，在 名 义 日 工 资 或 周 工 资 提 高 的 同 时 ，劳 动 价格 吋 以不 
变 或 下 降 。这 也 适 用 于 工 人 家 庭 的 收 人 ，只 要 家 长 提 供 的 劳 动 量 是  
靠 其 他 家 庭 成 员 的 劳 动 而 增 加 的 。我 们 看 到 ，直 接 减 少 日 丄 资 或 周

(15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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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工 作 量 较 大 的 情 况 下 . 工 资 可 以 大 大 增 加 ，而 劳 动 价 格 却  
可 以 保 持 不 变 , ” ( 爱 德 华 • 威 斯 特 爵 士 . 同 t , 第 6 7 、6 « 和 1 1 2 页 ) 不 过 关 于 “劳 动  

价 格 ” 是 怎 样 决 定 的 这 样 - 个 主 要 问 题 . 威 斯 特 却 用 陈 词 滥 调 搪 塞 过 去 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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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资 并 不 是 降 低 劳 动 价 格 的 唯 一 方 法 。 (16) —般 说 来 ，我 们 可 以 得 出  
这 样 一 个 规 律 ：日 劳 动 或 周 劳 动 的 量 已 定 ，日工资 或周工资 就 决 定于 
劳 动 价 格 ，而 劳 动 价 格 本 身 或 者 是 随 着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而 变 化 .或 者 是  
随 着 劳 动 力 的 市 场 价 格 而 变 化 。

反 之 ，如 果 劳 动 价 格 已 定 ，那 么 日 工 资 或 周 工 资 就 决 定 于 日 劳 动  
或 周 劳 动 的 量 。

计 时 工 资 的 计 量 单 位 ，即 1 个 劳 动 小 时 的 价 格 ，是 劳 动 力 的 R价 
值 除 以 普 通 工 作 日 的 小 时 数 所 得 之 商 。假 定 一 个 普 通 工 作 日 是 12 
小 时 ，而 生 产 劳 动 力 的 日 价 值 3 法 郎 需 要 6 小 时 ，1 个 劳 动 小 时 的 价  
格 就 是 25生 丁 ，但 它 却 生 产 出 50生 丁 的 价 值 。 如 果 现 在 工 人 就 业  
不 足 12小 时 (或 每 周 不 足 6 天 ），例 如 8 小 时 或 6 小 时 ，那 么 按 这 个  
劳 动 价 格 计 算 ，他 就 只 能 得 到 2 法 郎 或 法 郎 的 日 工 资 。 因 为 工  

人 仅 仅 为 了 生 产 出 一 个 只 是 和 他 的 劳 动 力 价 值 或 者 说 和 他 的 必 要 生  
活 资 料 的 价 值 相 适 应 的 工 资 ，一 天 必 须 平 均 劳 动 6 小 时 ，又因为 他在 

每 小 时 内 只 有 半 小 时 是 为 自 己 劳 动 ，而 半 小 时 是 为 资 本 家 劳 动 .所 以  
很 清 楚 ，如 果 他 就 业 不 足 12小 时 ，他 就 不 能 挣 得 正 常 工 资 ，即 他 用 6 

小 时 生 产 出 的 价 值 。

(1 6 )  L 8 世 纪 工 业 资 产 阶 级 的 最 狂 热 的 代 表 人 物 、我 们 多 次 引 用 过 的 《论  

手 工 业 和 商 业 》的 作 者 完 全 注 意 到 了 这 •点 ，虽 然 他 把 问 题 阐 述 得 很 混 乱 .他  
说 :• ‘ 由 食 品 和 K 他 生 活 必 需 品 的 价 格 决 定 的 是 劳 动 的 量 ，而 不 是 劳 动 的 价 格  
〈名 义 上 的 H 工 资 或 周 工 资  > , 如 果 降 低 生 活 必 需 品 的 价 格 ，那 你 们 自 然 就 会 相  
应 地 减 少 劳 动 的 量 … … 工 厂 主 们 知 道 .在 不 改 变 劳 动 价 格 的 名 义 数 额 的 情 况  
下 ，有 各 种 提 高 或 降 低 劳 动 价 格 的 方 法 ” ( 同 上 . 第 4 8 和 6 1 页 U 纳 • 威 • 西 尼  

耳 在 他 的 《关 于 工 资 率 的 三 篇 演 讲 》中 不 加 引 号 地 利 用 了 威 斯 特 的 著 作 :" 劳 动  
者 主 要 关 心 的 是 工 资 的 数 量 ”(第 15 页 ) „ 这 就 是 说 . 劳 动 者 主 要 关 心 的 是 他 所  

得 到 的 东 西 ，即 I 资 的 名 义 数 额 . 而 不 是 他 所 给 予 的 东 西 . 即 劳 动 的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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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已 经 看 到 过 度 劳 动 的 有 害 后 果 ，同 样 ，这 里 我 们 又 发 现 了 工  
人 由 于 就 业 不 足 所 遭 受 的 苫 难 的 根 源

如 果 小 时 工 资 是 用 下 述 办 法 来 确 定 的 ，即 资 本 家 只 承 担 支 付  
一 天 屮 他 让 工 人 就 业 多 少 小 吋 就 支 付 多 少 小 时 工 资 的 义 务 ，那 么 ， 

资 本 家 就 能 使 工 人 就 业 的 吋 间 少 于 原 先 作 为 计 算 小 时 工 资 或 劳 动  
价 资 坤 计 量 单 位 的 基 础 的 那 个 时 间 。 因 为 这 种 计 暈 单 位 是 由  

.一  这 个 比 率 确 定 的 ，所 以 ，一曰■•工作曰不再包含
一 定 的 小 时 数 . 这 种 计 量 单 位 自 然 就 失 去 了 任 何 意 义 有 酬 劳 动  
时 间 和 无 酬 劳 动 时 间 之 间 就 没 有 联 系 了 。现 在 资 本 家 不 让 工 人 做  

满 维 持 自 身 生 存 所 必 要 的 劳 动 时 间 ，也 能 从 工 人 身 上 榨 取 一 定 量  
的 剩 余 劳 动 。他 可 以 破 坏 就 业 的 任 何 规 则 性 .任 意 地 按 照 自 己 的  
方 便 和 眼 前 利 益 ，使 最 长 的 过 度 劳 动 同 部 分 的 或 完 全 的 失 业 互 相  
交 替 。他 可 以 在 支 付 “正 常 的 劳 动 价 格 ”的 借 口 下 ，无 限 度 地 延 长  
工 作 日 ，而 不 给 工 人 任 何 补 偿 。这 就 是 I 8 6 0 年 伦 敦 建 筑 工 人 为 反  

对 资 本 家 强 制 实 行 这 种 小 时 工 资 的 企 图 而 发 动 完 全 合 理 的 暴 动 的  
原 因 。法 律 对 T_作 日 的 限 制 结 束 了 这 种 可 耻 的 做 法 ，不 过 ，这 种 限  

制 当 然 没 有 消 灭 由 于 机 器 的 竞 争 ，由 于 用 不 熟 练 劳 动 代 替 熟 练 劳  
动 ，用 儿 童 妇 女 代 替 成 年 男 子 等 等 ，最 后 由 于 局 部 的 和 普 遍 的 危 机  
而 产 生 的 失 业 。 ■

U 7 ) 这 种 异 常 的 就 业 不 足 的 影 响 是 和 普 遍 缩 短 工 作 日 的 影 响 完 全 不 同  
的 。 前 者 与 工 作 H 的 绝 对 长 度 无 关 ，它 可 以 在 15小 时 工 作 H 上 发 生 ，同 样 也 可  
以 在 6 小 时 工 作 日 上 发 生 / 正 常 的 劳 动 价 格 .在 第 一 种 场 合 是 按 照 工 人 平 均 每  

天 劳 动 1 5 小 时 来 计 算 的 , 在 第 二 种 场 合 ，是 按 照 他 平 均 每 天 劳 动 6 小 时 来 计 算  
的 。 因 此 . 如 果 他 的 第 一 种 场 合 只 劳 动 7士 小 时 ，在 第 二 种 场 合 只 劳 动 3 小 时 ， 
那 么 结 果 就 会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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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 然 日 工 资 或 周 工 资 增 加 了 ，但 劳 动 价 格 可 以 在 名 义 上 保 持 不  
变 ，甚 至 降 低 到 它 的 正 常 水 平 以 下 „ 只 要 工 作 日 超 ^ 的 普 通 长 度 ， 
同 时 劳 动 小 时 的 价 格 不 变 ，这 种 情 况 就 会 发 生 。在 劳 动 价 值  
这 一 分 数 中 ，如 果 分 母 增 大 ，分 子 就 会 更 快 地 增 大 。 由于劳 动 力的损  
耗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会 同 劳 动 力 执 行 职 能 的 持 续 时 间 一 起 增 加 ，而且前 
者 增 加 的 比 例 比 后 者 更 快 。

在 计 时 工 资 占 统 治 地 位 而 工 作 日 又 不 受 法 律 限 制 的 许 多 产 业 部  
门 中 ，就 逐 渐 地 形 成 了 一 种 习 惯 . 把 只 持 续 一 定 小 时 数 例 如 10小时  
的 工 作 日 部 分 当 做 是 正 常 的 （ “normal working day”[“正 常 的 工 作  
日 ”] ， “the day’s work” [ “ 日 劳 动 ”] ， “ the regular hours of work” 

[ “正 规 的 劳 动 时 间 ”] ) 。超 过 这 个 界 限 就 开 始 了 额 外 劳 动 时 间 .这  
种 额 外 时 间 以 小 时 为 计 量 单 位 得 到 额 外 报 酬 ，虽 然 额 外 报 酬 往 往  
低 得 可 怜 》U8)正 常 工 作 曰 在 这 里 是 作 为 实 际 工 作 日 的 一 部 分 而 存  
在 的 . 而 且 就 全 年 来 说 ，实 际 工 作 日 往 往 比 正 常 工 作 日 要 长 。 ç 10)在 
英 国 各 种 产 业 部 门 中 ，随 着 工 作 日 的 延 长 超 出 一 定 的 界 限 ，劳 动 价  
格 的 增 长 导 致 了 这 样 一 种 结 果 ：所 谓 正 常 时 间 内 的 劳 动 价 格 很 低 • 

这 就 迫 使 那 些 想 挣 得 足 够 工 资 的 工 人 在 额 外 时 间 去 做 报 酬 较 高 的  US)

US) “ 额 外 时 间 的 额 外 报 酬 〈在 花 边 制 造 业 中 〉非 常 低 ，每 小 时 + 便 士 等  

等 . 以 致 同 它 对 劳 动 者 的 健 康 和 生 命 力 所 造 成 的 巨 大 损 害 形 成 I"尖 锐 的 对  
照 … … 不 仅 如 此 , 这 样 挣 得 的 一 点 点 额 外 报 酬 往 往 又 不 得 不 耗 费 在 额 外 的  
饮 食 上 《” ( 《童 工 调 査 委 员 会 》 第 2 号 报 告 》第 X V I 页 第 1 ] 7 号 ）

( 1 9 ) 例 如 ，在 染 料 工 场 中 ，在 工 厂 法 最 近 实 行 以 前 ，情 况 就 是 这 样 „ “我  
们 一 直 劳 动 ，连 吃 饭 的 间 歇 时 间 也 没 有 ，结 果 W 个 半 小 时 的 日 工 到 下 午 4 点 半  
就 完 了 ，此 后 就 全 是 额 外 时 间 • 这 种 时 间 很 少 在 下 午 6 点 以 前 结 束 ，因 此 ，实 际  

上 我 们 终 年 都 在 做 额 外 时 间 的 工 作 。” ( 斯 密 斯 先 生 的 证 词 ，载 于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 . 第 1 号 报 告 》第 1 2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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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2())法 律 对 工 作 日 的 限 制 结 束 了 这 种 伎 俩 》 (2i 〃
在 一 个 产 业 部 门 内 ，工 作 0 越 长 ，工 资 就 越 低 ，这 是 人 所 共 知 的  

韦 实 ，* 21 22)工 厂 视 察 员 亚 •雷德 格 雷 夫 通 过 1839年 到 1859年 间 的  

不 同 产 业 的 比 较 观 察 证 明 了 这 …点 。我 们 在 这 种 比 较 观 察 中 可 以 看  
到 ，在 受 十 小 时 工 作 日 法 令 约 束 的 工 厂 中 ，工 资 提 高 了 ，而 在 每 天 工  
作 U  —1 5小 时 的 工 厂 中 •工 资 下 降 f V 23)

<2〇> 例 如 ，在 苏 格 兰 的 漂 白 业 中 就 是 这 样 》 “ 在 苏 格 兰 的 某 些 地 方 ，这 种  
行 业 〈在 ] 8 6 2 年 工 厂 法 实 行 以 前 >是 按 额 外 时 间 的 制 度 经 营 的 ，即 把 K )小 时 当  
做 正 常 的 工 作 口 ，每 小 时 的 报 酬 是 [ 1 先 令 ] 2 便 士 „ 每 天 还 有 3 或 4 小 时 额 外  

时 问 . 每 小 时 的 报 酬 是 3 便 士 。 实 行 这 种 制 度 的 结 果 是 :只 在 正 常 时 间 内 劳 动  
的 人 ，只 能 挣 得 8 先 令 的 周 工 资 ，而 这 样 的 工 资 是 不 够 用 的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 8 6 3 年 4 月 3 0 日 》第 1 0 页 ) 这 种 “ 额 外 时 间 的 额 外 报 酬 ，是 工 人 无 力 抗 拒  
的 一 种 诱 惑 ”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 8 4 8 年 4 月 3 ( ) 日 》第 5 页 ）。 伦 敦 西 蒂 的 书  
籍 装 订 业 雇 用 了 许 多 1 4 、1 5 岁 的 少 女 . 而 且 还 汀 有 学 徒 合 同 . 规 定 了 一 定 的 劳  
动 小 时 . 尽 管 如 此 ，Æ 每 月 的 最 后 一 周 ，她 们 还 是 要 同 较 年 长 的 男 1 : 混 杂 在 一  
起 .• 直 劳 动 到 夜 间 丨 〇、11、 12点 ，甚 至 到 凌 晨 1 点 。 “业 主 以 额 外 工 资 和 一 顿  

羊 富 的 夜 餐 钱 来 引 诱 她 们 这 顿 夜 餐 . 她 们 是 在 附 近 的 酒 馆 中 吃 的 。 在 这 些  
“ 年 轻 的 永 生 者 ” 中 间 因 此 产 生 了 十 分 放 荡 的 行 为 (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 第 5 号  
报 告 》第 4 4 页 第 1 9 丨 号 ）, 不 过 这 些 行 为 . 由 于 她 们 除 了 其 他 书 籍 外 还 装 n ■了大 

» 的 圣 经 和 宗 教 B 籍 而 或 许 得 到 了 补 偿 。
( 2 1 )  见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 8 6 3 年 4 月 30 H »第 5 页 。 在 1 8 6 0 年 大 罢 工  

和 同 盟 歇 业 中 ，伦 敦 建 筑 r 人 对 事 态 作 了 完 全 正 确 的 判 断 ，他 们 声 明 ，只 有 在 下 述  
两 个 条 件 下 才 愿 意 接 受 小 时 工 资 ：1 .在 规 定 劳 动 小 时 价 格 的 同 时 ，也 要 规 定 以 9 

小 时 或 1 0 小 时 为 正 常 工 作 日 .而 且 十 小 时 工 作 日 的 每 小 时 价 格 要 高 于 九 小 时 工  
作 日 的 每 小 吋 价 格 ; 2 . 超 过 正 常 工 作 日 的 每 一 小 时 都 要 相 应 地 付 给 较 高 的 报 酬 。

( 2 2 )  " 这 是 一 个 十 分 值 得 注 意 的 事 实 : 通 常 劳 动 时 间 长 的 地 方 ，工 资 就  
低 。”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 8 6 3 年 1 0 月 3 1 日 》第 9 页 ) ‘‘只 能 挣 得 一 点 点 U 粮 的  
劳 动 几 乎 都 是 过 长 的 。” <《公 共 卫 生 。 第 6 号 报 告 。 1 8 6 3 年 》第 1 5 页 ）

(23)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 8 6 0 年 4 月 3 0 日 》第 3 1 、3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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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从 前 面 的 叙 述 中 已 经 知 道 ，在 劳 动 价 格 已 定 时 ，日工资 或周 
工 资 决 定 于 所 提 供 的 劳 动 量 》 由 此 可 以 得 出 这 样 的 结 论 :劳 动 价 格  
越 低 ，工 人 为 了 保 证 得 到 哪 怕 是 不 充 分 的 平 均 工 资 而 付 出 的 劳 动 量  
必 然 越 大 ，或 者 说 ，工 作 日 必 然 越 长 。如 果 劳 动 价 格 是 12生 丁 ，也就 
是 说 ，一小 时 得 到 这 么 多 报 酬 ，那 么 工 人 为 了 得 到 1 法 郎 6 0生丁的 
日 工 资 就 必 须 一 天 劳 动 1 3 ^ 小 时 。如 果 劳 动 价 格 是 2 5 生 丁 ，一个  
12小 时 的 工 作 日 就 足 以 使 ‘ 得 到 3 法 郎 的 日 工 资 „ 因 此 ，劳 动 价 格  

的 低 廉 起 了 刺 激 劳 动 时 间 延 长 的 作 用 。 (24)

但 是 ，如 果 工 作 日 的 延 长 是 劳 动 价 格 低 廉 的 自 然 结 果 ，那 么 ，工 
作 日 的 延 长 反 过 来 又 会 引 起 劳 动 价 格 的 下 降 ，从 而 引 起 日 工 资 或 周  
工 资 的 下 降 „ ^

劳 动 价 格 由 二 雲 日 来 决 定 这 个 事 实 表 明 : 即 使 名  
义 上 的 劳 动 价 格 率 没 有 下 降 . 单 是 工 作 H 的 延 长 就 会 在 实 际 上 降 低  
劳 动 价 格 。但 是 那 些 使 资 本 家 能 够 延 长 工 作 日 的 情 况 ，最 初 使 他 能  
够 ，后 来 则 迫 使 他 也 在 名 义 上 降 低 劳 动 价 格 ，以 致 劳 动 时 数 增 加 了 ， 
但 总 价 格 下 降 了 ，因 而 日 工 资 或 周 工 资 下 降 7̂ 如 果 由 于 工 作 曰 的  
延 长 ，一 个 人 完 成 两 个 人 的 工 作 . 那 么 即 使 劳 动 力 的 供 给 ，也 就 是 市  
场 上 的 工 人 人 数 不 变 ，劳 动 的 供 给 还 是 增 加 了 。 由 此 造 成 的 工 人 之  
间 的 竞 争 •使 资 本 家 能 够 压 低 劳 动 价 格 ，而 劳 动 价 格 的 降 低 反 过 来 又

(24 )例 如 ,英 国 手 工 制 钉 业 工 人 .由 于 他 们 的 劳 动 价 格 低 廉 ，不 得 不 每 天  
劳 动 15小 时 才 能 在 周 末 挣 得 极 可 怜 的 工 资 。 “他 一 天 到 晚 累 死 累 活 地 要 干 许  
许 多 多 小 时 ，才 能 挣 得 11便 士 或 1先 令 ，而 且 从 中 还 要 扣 除 2 j 到 3便 士 ，以补  
偿 工 具 的 磨 损 、燃 料 的 耗 费 和 铁 屑 的 耗 损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 第 3号 报 告 》 
第 13(5页 第 671号 )在 同 样 长 的 劳 动 时 间 内 .女 工 只 能 挣 得 5先 令 的 周 工 资 （同 
上 .第 137贝 _第 _674号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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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他 能 够 把 工 作 R 的 界 限 往 后 推 延 。<25>因 此 .资 本 家 可 以 从 通 常 的  
劳 动 价 格 的 扣 除 和 劳 动 持 续 时 间 的 过 度 延 长 中 得 到 双 重 的 好 处 。但 
是 .在 剩 余 价 值 由 此 高 于 平 均 水 平 的 特 殊 产 业 部 门 中 ，支配异 常的无 
酬 劳 动 量 的 这 种 权 力 . 很 快 就 会 成 为 资 本 家 本 身 之 间 的 竞 争 手 段 。 
商 品 的 价 格 包 含 劳 动 的 价 格 。 因 此 .劳 动 价 格 的 无 酬 部 分 可 以 不 被  
资 本 家 计 算 在 他 的 商 品 的 出 售 价 格 内 ；他 可 以 把 这 一 部 分 赠 送给 买  
者 。这 是 竞 争 促 使 他 走 的 第 一 步 。竞 争 迫 使 他 完 成 的 第 二 步 是 ，至 
少 把 额 外 劳 动 产 生 的 异 常 的 剩 余 价 值 的 一 部 分 也 不 包 括 在 商 品 的 出  
售 价 格 中 。在 发 生 这 种 运 动 的 产 业 部 门 中 ，产 品 的 异 常 低 廉 的 出 售  
价 格 就 是 以 这 样 的 方 式 逐 渐 形 成 并 在 最 后 固 定 下 来 .并 且 从 这 时 起  
成 为 极 低 的 工 资 的 不 变 基 础 ，而 这 种 工 资 的 量 N 劳 动 量 成 反 比 。在 
这 里 只 是 简 单 地 提 到 这 一 点 就 够 了 ，因 为 分 析 竞 争 不 是 这 里 要 做 的  
事 情 。347不 过 我 们 还 是 可 以 听 一 下 资 本 家 本 人 的 自 白 。

“在伯明翰. 业 È 之间 的竞 争 是这 样 激烈. 以致我们 中间 的某些人.不得不 
以雇主的身份 做他们 平素感到对 耻 的V情;但是即 使如此也不能多赚 钱 ，而只 
是让 公众 从 中得到全部好处 。 ”(26)

我 们 记 得 伦 敦 有 两 种 面 包 房 老 板 ，一 种 是 按 全 价 出 售 面 包 ，另 一 
种 是 低 于 正 常 价 格 出 售 面 包 。“全 价 出 售 者 ”向议 会 调 查 委 员 会 指 责  
他 们 的 竞 争 者 说 ：

(25>例 如 ,一 个 工 厂 工 人 如 果 拒 绝 像 通 常 那 样 干 较 多 的 时 数 他 很 快 就  
会 被 任 何 一 个 不 论 干 多 长 时 间 都 愿 意 的 工 人 所 代 替 ，这 样 他 就 会 失 业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48年 10月 3〗日》，证 词 第 39页 第 58号 ）。 “如 果 一 个 人 做 两  
个 人 的 工 作 ……利 润 率 通 常 会 提 高 …… 因 为 这 种 追 加 的 劳 动 供 给 ，压 低 了 劳  
动 的 价 格 。”(西 尼 耳 《关 于 工 资 率 的 三 篇 演 讲 》1830年 伦 敦 版 第 15页 ）

(26)《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 第 3 号 报 告 》.证 词 第 66页 第 22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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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们 能 够 存 在 ，首 先 就 是 靠 欺 骗 公 众 〈通 过 面 包 掺 假  > ,其 次 是 靠 从 穷 鬼 身  
上 榨 取 18小 时 的 劳 动 而 支 付 12小 时 的 工 资 … … 工 人 的 无 酬 劳 动 是 使 他 们 有  
可 能 进 行 竞 争 斗 争 的 手 段 … … 面 包 业 主 之 间 的 这 种 竞 争 是 夜 间 劳 动 难 以 废 除  
的 原 因 ，低 价 出 售 者 低 于 实 际 价 格 (它 随 着 面 粉 价 格 的 变 化 而 变 化 ）出 售 面 包 ， 
但 他 得 到 了 补 偿 ，因 为 他 从 他 的 工 人 身 上 榨 取 了 更 多 的 劳 动 。 如 果 我 从 工 人 那  
里 只 取 得 12小 时 劳 动 ，而 我 的 邻 居 却 从 他 的 工 人 耶 里 取 得 18或 20小 时 劳 动 ，
么 ，我 就 会 在 商 品 价 格 上 被 他 击 败 《如 果 工 人 能 要 求 支 付 额 外 时 间 的 报 酬 .这 种
手 法 立 刻 就 会 完 蛋 ........ 低 价 出 售 者 雇 用 的 工 人 中 ，有 很 大 一 部 分 是 外 国 人 、少
年 和 其 他 被 迫 满 足 于 任 何 一 种 他 们 所 能 得 到 的 工 资 的 人

这 种 诉 苦 之 所 以 特 别 有 意 思 ，就 在 于 它 表 明 ：反 映 在 资 本 家 头 脑  
中 的 只 是 生 产 关 系 的 假 象 。，资 本 家 不 知 道 ，所 谓 劳 动 的 正 常 价 格 也  
包 含 着 一 定 量 的 无 酬 劳 动 ，并 且 正 是 这 种 无 酬 劳 动 是 他 的 正 常 利 润  
的 源 泉 。剩 余 劳 动 时 间 对 他 说 来 是 不 存 在 的 ，因 为 剩 余 劳 动 时 间 包  
含 在 正 常 的 工 作 日 之 内 ，而 这 个 正 常 工 作 日 在 他 看 来 已 经 在 日 工 资  
中 支 付 了 。但 是 ，他 承 认 额 外 时 间 的 存 在 ，并 按 照 工 作 日 超 过 与 普 通  
的 劳 动 价 格 相 适 应 的 界 限 的 延 长 部 分 来 计 算 这 种 额 外 时 间 。 为 了对  
付 他 的 低 价 出 售 的 竞 争 者 ，他 甚 至 主 张 对 这 种 额 外 时 间 支 付 额 外 报  
酬 。但 是 他 仍 然 不 知 道 ，这 种 额 外 价 格 ，和 普 通 的 劳 动 小 时 的 价 格 一  
样 ，也 包 含 着 无 酬 劳 动 。例 如 ，丨 •二小时 普通工作日的一个 小时 的报  
酬 是 2 5 生 丁 ，即 j 个 劳 动 小 时 所 生 产 的 价 值 ,而 普 通 工 作 日 以 外 的  

每 一 小 时 的 报 酬 提 高 到 33 j 生 丁 。在 第 一 种 场 合 ，资 本 家 无 偿 地 占  
有了  j 个 劳 动 小 时 ，在 第 二 种 场 合 ，无 偿 地占 有 了  I 个 劳 动 小 时 。

(27)《就 面 包 工 人 的 申 诉 向 女 王 陛 下 内 务 大 臣 所 作 的 报 告 》1862年 伦 敦  
版 第 LI]页 和 同 一 报 告 ，证 词 第 479、359、27号 。 不 过 ，全 价 出 售 面 包 者 ,如 我 们  
在 前 面 L1经 提 到 的 ，而 且 像 他 们 的 代 3 人 贝 内 特 本 人 所 承 认 的 .也 让 他 们 的 工  
人 “在 晚 上 点 钟 或 更 早 的 时 候 开 始 干 活 ，并 且 往 往 干 到 第 二 天 晚 上 7点 钟 ” 
(同 上 •第 2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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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件 工 资

计 件 工 资 只 是 计 时 工 资 的 转 化 形 式 ，正 如 计 时 工 资 只 是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或 价 格 的 转 化 形 式 一 样 。

乍 一 看 来 ，计 件 工 资 似 乎 表 明 ，支 付 给 工 人 的 不 是 他的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而 是 已 经 实 现 在 中 的 劳 动 的 价 值 ，而 这 种 劳 动 的 价 格 不是  
像 计 时 工 资 那 样 ，由 这 个 分 数 来 决 定 . 而 是 由  
生 产 者 的 工 作 能 力 来 决 定 的 ， 28)

那 些 受 到 这 种 假 象 欺 骗 的 人 ，仅 仅 由 于 同 一 些 工 业 部 门 中 同 时  
并 存 着 两 种 工 资 形 式 这 一 简 单 事 实 ，就 已 经 应 该 感 到 他 们 的 信 念 被  
剧 烈 地 动 摇 了 。

“ 例 如 ，伦 敦 的 排 宇 工 人 通 常 是 拿 计 件 工 资 ，日 工 资 在 他 们 那 里 是 例 外 。 相

(2K) “i丨•件 劳 动 度 标 志 着 劳 动 者 史 上 的 一 个 时 代 ;它 是 介 T受 资 本 家  
意 志 支 配 的 普 通 短 工 的 地 位 和 不 久 的 将 来 冇 希 堪 一 #  t 任 节 工 t 行 和 资 本 家  
的 合 作 T人 之 间 的 阶 段 。计 件 劳 动 者 虽 然 靠 他 们 的 W主 的 资 本 并 按 照 这 邱 鹿  
主 的 命 令 从 事 劳 动 ，实 际 h 是 內 己 的 主 人 。"(约 翰 • 瓦 茨 《工 会 和 罢 X。 机 器 和  
合 作 社 》1865年 曼 彻 斯 特 版 第 52、53页 )我 引 用 这 本 小 册 子 ，是 因 为 它 是 -切 早  
已 陈 腐 的 辩 护 滥 调 的 真 正 Ä水 坑 。 就 是 这 位 瓦 茨 先 生 . 以 前 曾 热 衷 于 欧 文 主  
义 ，并 在 1842年 发 表 过 另 外 一 本 小 册 子 《政 治 经 济 学 家 的 事 实 和 臆 想 》，在 那  
丨R，他 说 财 产 就 是 掠 夺 。 从 那 时 起 .时 过 境 迁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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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地 .外 省 的 排 字 工 人 通 常 是 拿 计 时 工 资 ，计 件 工 资 是 例 外 。伦 敦 港 口 的 造 船  
工 人 拿 计 件 工 资 ，英 国 其 他 港 口 的 造 船 工 人 则 拿 日 工 资 、周 工 资 等 等 。”(29)

在 伦 敦 ，同 一 些 马 具 工 场 中 ，往 往 对 法 国 人 支 付 计 件 工 资 ，对 英  
国 人 支 付 汁 时 丁 资 。在 普 遍 实 行 计 件 工 资 的 真 正 工 厂 中 ，某 些 劳 动  
职 能 由 于 无 法 按 件 计 算 . 因 而 按 所 使 用 的 时 间 染 支 付 。 不 过 很 清  

楚 ，工 资 支 付 的 不 同 形 式 丝 毫 没 有 改 变 工 资 的 本 质 ，虽 然 其 中 一 种 形  
式 可 以 比 另 一 种 形 式 更 有 利 于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发 展 。

假 定 普 通 工 作 日 为 1 2 小 时 ，其 中 6 小 时 是 有 酬 的 ，6 小 时 是 无  
酬 的 ，并 假 定 所 生 产 的 价 值 是 6 法 郎 。因 此 ，一 个 劳 动 小 时 的 产 品 是  

50生 丁 。假 定 经 验 表 明 ，一个 具 有 平 均 劳 动 强 度 和 技 能 ，因 而 在 生  
产 一 种 物 品 时 只 使 用 社 会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的 工 人 ，在 1 2 小 时 内 提 供  
2 4 件 产 品 ，不 管 它 们 是 一 个 个 可 分 离 的 产 品 ，还 是 一 个 具 有 连 续 性  
的 制 品 的 可 以 分 别 计 量 的 部 分 。这 样 ，这 2 4 件 产 品 的 价 值 ，扣 除 其  

中 包 含 的 生 产 资 料 . 为 6 法 郎 ，每 件 产 品 的 价 值 为 2 5 生 丁 。工 人 每  
件 得 12 j 生 丁 ，所 以 ] 2 小 时 得 3 法 郎 。在 实 行 日 工 资 的 情 况 下 ，不

( 2 9 ) 托 • 约 • 邓 宁 《工 联 和 罢 工 〉>1860年 伦 敦 版 第 22 页 。
( :« ) 这 两 种 工 资 形 式 的 同 时 并 存 有 利 干 工 厂 主 进 行 欺 诈 :“ 一 个 工 厂 雇  

个 人 ，其 中 一 半 是 拿 计 件 工 资 的 ,劳 动 时 间 长 一 些 对 他 们 有 直 接 利 益 ，另  
外 200人 是 按 日 支 付 报 酬 的 .他 们 劳 动 的 时 间 与 汁 件 工 人 一 样 长 ，但 是 他 们 的  
额 外 劳 动 时 间 得 不 到 任 何 报 酬 。这 200个 人 每 天 在 半 小 时 内 干 的 活 ，就 等 于 1 
个 人 在 5Ö小 时 内 或 一 个 人 在 一 周 劳 动 的 j 的 时 间 内 所 干 的 活 ，这 对 于 企 业 主  
有 实 际 的 好 处 。”(_《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860年 10月 3丨 日》第 _9页 )“额 外 劳 动 仍  
旧 非 常 盛 行 。 而 且 ，在 大 多 数 场 合 下 ，法 律 本 身 为 工 厂 主 提 供 了 保 障 .使 工 厂 主  
不 会 遭 到 被 揭 发 出 来 并 受 到 惩 处 的 危 险 。 在 以 前 许 多 报 告 中 ，我 曾 指 出  
过 …… 所 有 那 些 不 是 领 取 计 件 工 资 而 是 领 取 周 工 资 的 工 人 所 受 到 的 损 失 。” 
(伦 纳 德 • 霍 纳 O：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59年 4月 30日》第 8、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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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是 假 定 工 人 6 小 时 为 自 己 劳 动 . 6 小 时 为 资 本 家 劳 动 .还 是 假 定 他  
每 小 时 一 半 为 自 己 劳 动 ，另 一 半 为 他 的 雇 主 劳 动 . 都 是 没 有 区 别 的 ; 

同 样 在 这 里 ，不 管 是 说 每 一 件 产 品 一 半 是 有 酬 的 半 是 无 酬 的 .还  
是 说 1 2 件 产 品 的 价 格 只 是 劳 动 力 的 等 价 物 ，而 剩 余 价 值 体 现 在 另 外  
1 2 件 产 品 中 ，也 是 没 有 区 别 的 。

计 件 工 资 的 形 式 同 汁 时 工 资 的 形 式 一 样 是 不 合 理 的 》例 如 .两  
件 商 品 . 扣 除 已 耗 费 掉 的 生 产 资 料 . 作 为 一 个 劳 动 小 时 的 产 品 . 值 50 

生 丁 ，而 工 人 由 此 得 到 2 5 生 丁 的 价 格 。计 件 工 资 实 际 上 不 表 现 直 接  

的 价 值 关 系 。因 为 ，在 这 里 计 件 工 资 不 是 用 体 现 在 某 件 产 品 的 价 值  
中 的 劳 动 时 间 来 计 量 该 件 产 品 的 价 值 • 相 反 是 用 工 人 生 产 的 产 品 的  
件 数 来 计 量 工 人 耗 费 的 劳 动 。在 实 行 计 时 工 资 的 情 况 下 ，劳 动 由 劳  
动 的 直 接 的 持 续 时 间 来 汁 量 ;在 实 行 计 件 工 资 的 情 况 下 ，则 由在一定 
时 间 内 劳 动 所 凝 结 成 的 产 品 量 来 汁 量 。( 劳 动 时 间 的 价 格 始 终 决  
定 于 这 个 等 式 ：日劳 动 价 值 = 劳 动 力 的 日 价 值 。因 此 .计 件 工 资 只 足  
计 时 工 资 的 转 化 形 式 。

现 在 我 们 比 较 详 细 地 来 考 察 一 下 计 件 工 资 的 特 点 》
在 这 里 . 劳 动 的 质 量 是 由 产 品 本 身 来 控 制 的 ，产 品 必须 具 有 平 均  

的 质 量 ，每 件 产 品 才 能 按 照 约 定 的 价 格 得 到 支 付 。从 这 方 面 说 ，计 件 
工 资 是 克 扣 工 人 工 资 和 夺 取 属 于 工 人 的 东 西 的 借 口 的 永 不 枯 竭 的  
源 泉 。

计 件 工 资 同 时 给 资 本 家 提 供 了 一 个 计 算 劳 动 强 度 的 准 确 尺 度 。 
只 有 体 现 在 一 个 预 先 规 定 的 并 由 经 验 确 定 的 商 品 量 中 的 劳 动 时 间 .

(31> “工 资 有 两 种 计 算 方 法 ，或 者 是 按 劳 动 的 持 续 时 间 来 汁 算 .或 者 是 按  
劳 动 产 品 来 计 算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概 论 》1796年 巴 黎 版 第 3 2 页 ) 这 部 匿 名 著  
作 的 作 者 是 热 • 加 尔 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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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被 看 做 是 社 会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并 当 作 这 种 劳 动 时 间 来 支 付 报 酬 。 
因 此 ，在 伦 敦 较 大 的 裁 缝 工 场 中 ，把 某 件 产 品 ，例 如 一 件 背 心 等 等 ，叫 
作 一 小 时 或 半 小 时 等 等 ，每 小 时 付 给 6 便 士 。从 实 践 中 就 可 以 知 道 ， 

一 小 时 的 平 均 产 品 是 多 少 。在 做 时 装 等 等 时 .雇 主 和 工 人 之 间 常 常  
会 为 某 件 产 品 是 否 等 于 一 小 时 等 等 发 生 争 执 ，最 后 还 是 要 由 经 验 来  
解 决 。在 细 木 工 场 和 高 级 木 器 工 场 等 等 中 也 有 类 似 的 情 况 。如果工 
人 没 有 平 均 的 工 作 效 率 ，因 而 不 能 提 供 一 定 的 最 低 限 度 日 劳 动 ，他就 
会 被 解 雇 。 (32)

既 然 劳 动 的 质 M和 强 度 在 这 里 是 由 工 资 形 式 本 身 来 保 证 的 ，那 
么 对 劳 动 的 监 督 大 部 分 就 成 为 多 余 的 了 。计 件 工 资 的 形 式 不 仅 是 现  
代 家 庭 劳 动 的 基 础 ，而 且 也 是 层 层 剥 削 和 压 迫 的 制 度 的 基 础 。后一 
种 制 度 有 两 种 基 本 形 式 。一 方 面 . i 卜件工资 使 资 本 家 和劳 动 者 之 间  
容 易 介 入 寄 生 者 ，使 包 工 制 (subletting oflabour)更 容 易 实 行 。 中间  

人 即 包 工 者 的 利 润 完 全 来 自 资 本 家 支 付 的 劳 动 价 格 和 中 间 人 付 给 工  
人 的 那 部 分 劳 动 价 格 之 间 的 差 额 在 英 国 .这 种 制 度 在 俗 话 中 被  
称 呼 为 “sweating-system”(血 汗 制 度 ）。 另 一 方 面 ，计 件 工 资 使 资

G2) “纺 纱 工 人 得 到 一 定 重 量 的 准 备 好 的 棉 花 。 经 过 一 定 时 间 ，他 必 须  
交 出 一 定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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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 品 的 质 》 不 好 ，他 就 要 受 罚 ;如 果 产 品 数 量 少 于 一 定 时 期 规 定 的 最 低 限 度 ， 
他 就 会 被 解 鹿 .就 会 被 更 熟 练 的 」:人 所 代 替 。”（允 尔 《工 厂 哲 学 》1836年 巴 黎 版
第 2 卷 第 6 ] 页 ）

m ) “如 果 一 件 劳 动 产 品 要 经 过 许 多 人 的 手 . 他 们 都 要 从 中 分 取 利 润 ，而 
只 有 最 后 一 双 尹 才 从 事 劳 动 . 那 么 女 工 最 后 得 到 的 报 酬 就 微 乎 其 微 r /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第 2 号 报 告 》第 LXX页 第 424号 ）

( 3 .U 实 际 丨 . .如 果 货 币 贷 出 者 按 照 法 国 人 的 说 法 是 用 他 的 钱 生 钱 .那 么
乜 工 # 足 Ä 接 用 劳 动 生 钱 .



584 第 六 篇 工  资

本 家 能 与 工 头 ( 在 手 工 工 场 是 组 长 ，在 矿 井 是 真 正 的 采 煤 工 人 等 等 ） 
签 订 按 件 计 酬 的 合 同 ， -这 个 工 头 按 照 规 定 的 价 格 自 己 负 责 招 募  
帮 手 和 支 付 给 他 们 工 资 。在 这 里 .资 本 对 劳 动 者 的 剥 削 是 通 过 劳 动  
者 对 劳 动 者 的 剥 削 来 实 现 的 。

一 旦 实 行 了 计 件 工 资 . 很 自 然 .个 人 利 益 就 会 使 工 人 尽 可 能 紧 张  
地 发 挥 自 己 的 劳 动 力 ，而 这 使 资 本 家 更 容 易 提 高 劳 动 强 度 的 正 常 程  
度 。(36)同 样 . 延 长 工 作 日 也 是 工 人 的 个 人 利 益 之 所 在 ，因为 这 是提高 
他 的 日 工 资 或 周 工 资 的 手 段 。(37)由 此 就 产 生 了 与 我 们 在 研 究 计 时 工

( 3 5 ) 甚 至 辩 护 士 瓦 茨 谈 到 这 种 情 况 时 也 说 :“如 果 在 -• 项 工作中所冇 被 
雇 用 的 人 都 成 为 合 间 的 参 加 者 . 每 个 人 都 最 力 而 为 ，而 不 是 从 属 于 他 们 屮 间 那  
个 只 顾 自 己 的 利 益 而 让 其 他 人 去 从 事 过 度 劳 动 的 人 ，那 么 这 会 是 计 件 _I: 资 制 的  
—个 重 大 改 进 》”( 约 翰 • 瓦 茨 《工 会 和 罢 工 》 机 器 和 合 作 社 》]865年 曼 彻 斯 特  
版 第 53 页 ）关 于 这 个 制 度 的 害 处 ，参 看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第 3 号 报 告 )〉第 66 
页 第 2 2 号 ;第 11页 第 124号 .第 XI页 第 13、53、5 9 号 等 等 。

( 3 6 > 虽 然 这 种 结 果 会 自 己 产 生 出 来 ,但 人 们 往 往 采 用 各 种 手 段 人 为 地 造  
成 这 种 结 果 。 例 如 .伦 敦 的 机 器 制 造 业 中 惯 用 的 诡 计 是 资 本 家 挑 选 一 名 特 别  
强 壮 和 灵 巧 的 人 做 一 定 数 量 工 人 的 头 头 。每 到 一 个 季 度 或 其 他 期 限 就 付 给 他  
以 追 加 工 资 ，条 件 是 他 拼 命 地 干 • 以 促 使 他 的 那 些 只 领 取 普 通 工 资 的 同 伴 也 跟  
着 拼 命 地 干 …… 这 不 用 解 释 就 可 以 说 明 ，为 什 么 资 本 家 要 抱 怨 说 :‘工 联 限 制  
劳 动 、卓 越 技 能 和 劳 动 力 的 发 挥 ’。”(托 • 约 • 邓 宁 《工 联 和 罢 工 》I860年 伦 敦  
版 第 22、2 3 页 ）因 为 作 者 本 人 就 是 工 人 和 工 联 书 记 ，人 们 也 许 会 认 为 他 的 话 过  
于 夸 张 。但 是 请 看 一 看 ，比 如 说 ，约 • 査 • 摩 尔 顿 的 “受 人 推 崇 的 ”农 业 百 科 全  
书 吧 ，在 那 里 ，这 个 方 法 是 当 做 一 种 卓 有 成 效 的 方 法 向 租 地 农 场 主 们 推 荐 的 。

C37) “所 有 拿 汁 件 r 资 的 人 …… 由 亍 劳 动 超 过 法 定 界 限 而 获 得 利 益 。 
这 种 从 事 额 外 时 间 的 劳 动 的 愿 望 ，在 织 布 女 工 和 绞 纱 女 工 中 间 尤 为 常 见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58年 4 月 3 0 日》第 9 页 广 这 种 计 件 工 资 制 对 资 本 家 非 常 有  
利 …… 它 直 接 促 使 少 年 陶 工 在 四 五 年 内 从 事 过 长 的 额 外 劳 动 ，而 得 到 的 却 是  
按 低 价 支 付 的 计 件 工 资 。这 是 引 起 陶 工 身 体 衰 退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 第 〗号 报 告 》第 XIII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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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时 已 经 谈 到 过 的 反 作 用 相 类 似 的 反 作 用 ，更 不 用 说 ，即 使 在 计 件 工  
资 保持不变 的情况 下，工 作日的延长 本身就包含着劳 动 价格的下降。

除 少 数 例 外 ，计 时 工 资 的 前 提 是 对 从 事 同 一 工 作 的 工 人 支 付 同  
额 的 报 酬 ;计 件 工 资 由 于 劳 动 时 间 的 价 格 是 由 一 定 量 的 产 品 来 计 量  
的 ，所 以 很 自 然 会 随 着 一 定 时 间 内 提 供 的 产 品 超 过 规 定 的 最 低 限 额  
的 程 度 而 变 化 。因 此 在 这 里 ，由 于 劳 动 者 个 人 的 技 能 、体 力 、精 力 、耐 
力 的 程 度 不 同 ，他 们 的 收 人 也 会 有 很 大 的 差 别 。(38) 39当 然 ，这 绝 不 会  
改 变 资 本 和 劳 动 的 工 资 之 间 的 一 般 关 系 。第 一 ，就 整 个 工 场 来 说 ，这  
些 个 人 的 差 别 会 互 相 抵 消 ，所 以 ，在 一 定 劳 动 时 间 内 几 乎 总 是 会 得 到  
一 个 平 均 产 品 ，而 总 工 资 最 终 也 超 不 过 工 场 所 在 的 产 业 部 门 的 平 均  

工 资 。第 二 ，工 资 和 剩 余 价 值 之 间 的 比 例 仍 旧 不 变 ，因为 各 个 工人各 

自 提 供 的 剩 余 价 值 量 是 同 他 们 各 自 的 工 资 相 适 应 的 。但 是 计 件 工 资  
给 个 性 提 供 的 较 大 的 活 动 场 所 ，一 方 面 在 发 展 工 人 个 性 的 同 时 发 展  
了 劳 动 者 的 自 由 精 神 、独 立 性 和 自 我 监 督 精 神 ;但 另 一 方 面 也 促 进 了  
他 们 之 间 的 互 相 竞 争 。因 此 ，个 别 工 资 在 提 高 到 高 于 一 般 水 平 的 同  
时 会 把 这 个 水 平 本 身 降 低 。但 是 ，在 古 老 的 习 惯 已 经 确 立 某 种 计 件  
工 资 、因 而 特 别 难 以 降 低 的 地 方 ，雇 主 就 会 把 计 件 工 资 强 行 转 化 为 日  
工 资 。针 对 第 一 点 ，例 如 ，I 8 6 0 年 考 文 垂 织 带 工 人 举 行 了 大 罢 工

(38) “在 劳 动 按 件 付 酬 的 地 方 … … 工 资 在 数 量 上 就 会 有 实 际 的 差  
别 …… 但 就 日 工 资 来 说 ，通 常 都 有 一 个 统 一 的 数 额 … … 雇 主 和 工 人 都 把 这  
个 数 额 看 做 是 该 类 工 作 的 工 资 标 准 。”(托 • 约 • 邓 宁 《工 联 和 罢 工 》I860年 伦  
敦 版 第 17页 ）

(39) “手 工 业 帮 工 的 劳 动 ，是 按 日 或 按 件 规 定 的 … … 从 事 每 种 手 艺 的  
手 工 业 帮 工 一 天 能 完 成 多 少 工 作 ，手 工 业 师 傅 大 体 是 心 中 有 数 的 ，他 们 往 往 根  
据 完 成 的 工 作 量 付 给 这 些 帮 T.报 酬 ;这 样 •即 使 没 有 监 督 ，这 些 帮 工 为 了 切 身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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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后 ，计 件 工 资 是 前 面 叙 述 的 计 时 制 的 一 个 主 要 支 柱 .这 种 制度就是

雇 主 只 支 付 小 时 劳 动 而 不 必 在 一 日 或 一 周 内 固 定 地 雇 用 工 人 。 <40)

从 以 上 所 述 可 以 得 出 :计 件 工 资 是 最 适 合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的 工  
资 形 式 。虽 然 计 件 工 资 绝 不 是 什 么 新 东 西 ，在 】4 世 纪 ,它 就 已 经 与 计  

时 工 资 一 起 正 式 列 人法 国 和 英 国 的法 律 中 ，但 是 只 是 在 真 正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 它 才 得 到 比 较 广 泛 的 发 展 。在 机 器 制 造 工 业 的 初 期 .特 別 是  
从 1 7 9 7年 至 18 1 5年 ，计 件 工 资 成 了 延 长 劳 动 持 续 时 间 和 降 低 r 资 的 

强 有 力 的 杠 杆 。蓝 皮 书 10《谷 物 法 请 愿 特 别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和 证 词 》 
(1 8 1 3年 至 1 8 1 4年 议 会 会 期 ）和《上 院 委 员 会 关 于 谷 物 的 生 长 、贸 易 、 
消费 状 况 以及有关 法律的报 告》(1 8 1 4年 至 1815年 会 期 )提供了无可辩  

驳 的 证 据，证 明 自 从 反 雅 各 宾 战 争 349开 始 以 来 劳 动 价 格 不 断 下 降 了 》 * *

益 也 会 尽 力 劳 动 。”(康 替 龙 《试 论 一 般 商 业 的 性 质 》17M 年 阿 姆 斯 特 丹 版 第 185 
页 和 第 202页 。 第 ] 版 于 1755年 出 版 )魁 奈 、詹 姆 斯 • 斯 图 亚 特 爵 士 和 亚 • 斯  
密 曾 充 分 利 用 过 的 康 替 龙 ，在 这 里 已 经 把 计 件 工 资 看 做 只 是 计 时 工 资 的 改 变 了  
的 形 式 。在 康 替 龙 著 作 的 法 文 版 的 扉 页 上 注 明 系 译 自 英 文 ，但 是 该 书 的 英 文 版  
《关 于 工 商 业 、货 币 、金 银 、银 行 和 外 汇 的 分 析 >)(菲 力 浦 • 康 替 龙 著 ，选 自 一 位 已  
故 的 伦 敦 西 蒂 商 人 的 手 稿 ) 不 仅 出 版 日 期 较 晚 （ 1759年 ），而 且 按 其 内 容 来 说 . 
也 表 明 是 后 来 的 修 订 版 。例 如 ，在 法 文 版 中 还 没 有 提 到 休 谟 ，而 在 英 文 版 中 ，配 
第 的 名 字 几 乎 再 也 没 有 出 现 过 。 英 文 版 在 理 论 上 的 价 值 比 较 小 ，但 是 其 中 关 于  
英 国 贸 易 、贵 金 属 贸 易 等 等 的 各 种 专 门 材 料 ,却 是 法 文 版 所 没 有 的 。 因此•英文 
版 扉 页 上 注 明 的 本 书 “主 要 选 自 一 位 已 故 的 人 的 手 稿 ，加 以 改 编 ”等 字 样 .看 来  
并 不 完 全 是 当 时 所 流 行 的 虚 构 手 法 。348

(40〉 “我 们 不 是 常 常 看 到 ，有 些 工 场 雇 用 的 工 人 远 远 超 过 要 做 的 工 作 的  
需 要 吗 ？ 雇 主 雇 用 工 人 往 往 是 为 了 期 待 某 种 无 法 预 料 的 、有 时 甚 至 完 全 是 想 象  
的 工 作 。既 然 雇 主 支 付 计 件 工 资 . 所 以 他 认 为 他 并 不 a 任 何 风 险 ，因 为 一 切 时  
间 上 的 损 失 完 全 由 没 有 活 干 的 人 承 担 。”( 昂 • 格 雷 古 瓦 《布 鲁 塞 尔 轻 罪 法 庭 上  
的 印 刷 T；人 》1865年 布 鲁 塞 尔 版 第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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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如 ，织 布工人的计 件工资 下降得很 厉 害，尽 管工作日已经 大大延长 ，但 
1814年的日工资 或周工资 低于 1 8世纪 末的水平。

“织 布 工 人 的 实 际 收 入 比 从 前 大 为 减 少 :同 普 通 工 人 相 比 ，他 的 优 越 性 以 前  
是 很 大 的 ，而 现 在 几 乎 完 全 消 失 了 。事 实 上 ，普 通 工 人 的 工 资 和 熟 练 工 人 的 工  
资 间 的 差 别 现 在 比 过 去 任 何 时 期 都 小 得 多 。”(41 > ,

计 件 工 资 增 加 了 劳 动 强 度 和 劳 动 持 续 时 间 ，但 对 农 业 无 产 阶 级  
毫 无 好 处 ，这 从 维 护 英 国 大 地 主 和 租 地 农 场 主 利 益 的 辩 护 论 中 摘 录  
出 来 的 下 面 这 段 话 可 以 得 到 证 明 ：

“绝 大 部 分 农 活 是 由 按 日 或 按 件 雇 用 的 人 来 完 成 的 》 他 们 的 周 工 资 约 为 12 
先 令 ;虽 然 可 以 假 定 ，一 个 人 在 采 用 计 件 工 资 的 情 况 下 ，由 于 劳 动 有 较 大 的 刺  
激 ，比 在 采 用 周 工 资 的 情 况 下 能 够 多 挣 1先 令 或 许 2先 令 ，但 是 总 起 来 计 算 就  
会 发 现 ,他 在 一 年 中 由 于 失 业 而 造 成 的 损 失 抵 消 了 这 一 增 加 部 分 …… 此 外 ， 
- 般 说 来 我 们 还 会 发 现 ，这 些 人 的 工 资 同 必 要 生 活 资 料 的 价 格 保 持 着 一 定 的 比  
例 ，所 以 有 两 个 孩 子 的 人 ，可 以 不 靠 教 区 的 救 济 而 维 持 一 家 的 生 活 。”(42) *

如 果 这 个 人 有 三 个 孩 子 ，他 就 不 得 不 接 受 社 会 慈 善 事 业 的 救 济  
粮 。当 时 ，议 会 公 布 的 全 部 事 实 引 起 了 马 尔 萨 斯 的 注 意 ，他 大 声 说 ：

•‘我 承 认 ，我 看 到 汁 件 工 资 的 广 泛 采 用 ，感 到 不 愉 快 。 在 较 长 的 时 期 内 每 天  
从 事 12或 H 小 时 实 在 繁 重 的 劳 动 ，对 一 个 人 来 说 是 太 多 了 / ’(43)

在 受 工 厂 法 约 束 的 工 场 内 ，一 般 采 用 的 是 计 件 工 资 ，因 为 在 这  
里 ，资 本 只 能 从 强 度 方 面 扩 大 每 天 的 劳 动 。 (44)

U1 ) 《评 大 不 列 颠 的 商 业 政 策 》1815年 伦 敦 版 第 48.页 。
(42)《论 谷 物 法 》1815年 伦 敦 版 第 34页 ，
M 3)马 尔 萨 斯 《关 于 地 租 的 本 质 和 增 长 》1815年 伦 敦 版 [第 49页 注 ]„
(44) “拿 计 件 工 资 的 劳 动 者 ，约 占 工 厂 工 人 总 数 的 I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58年 4月 30日》第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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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劳 动 生 产 率 提 髙 ，同 量 产 品 就 代 表 较 少 的 劳 动 量 。这 时 ，只 
表 示 一 定 量 劳 动 的 价 格 的 计 件 工 资 也 必 然 会 发 生 变 化 。

我 们 回 到 前 面 所 举 的 例 子 并 假 定 劳 动 生 产 率 提 髙 了 一 倍 。在这  
种 场 合 ，1 2 小 时 工 作 日 生 产 4 8 件 产 品 ，而 不 是 2 4 件 产 品 .每 件 产 品  

只 代 表 { 个 劳 动 小 时 而 不 是 j 个 劳 动 小 时 ，因 此 计 件 工 资 就 会 由  
12j 生 丁 降 低 到 6 + [ 生 丁 ] ，但 是 每 天 的 工 资 总 额 不 会 变 ，因为  
2 4 X 1 2 + 生 丁 = 4 8 X 6  I 生丁  =  3 法 郎 。换 句 话 说 ，计 件 工 资 的 下  

降 是 与 同 一 时 间 内 所 生 产 的 产 品 件 数 的 增 加 成 比 例 的 ，从 而 ，是 
与 耗 费 在 同 一 件 产 品 上 的 劳 动 时 间 的 减 少 成 比 例 的 。工 资 的 这 种 变  
动 虽 然 纯 粹 是 名 义 上 的 ，但 也 会 引 起 资 本 家 和 工 人 之 间 的 经 常 不 断  
的 斗 争 ; 或 者 是 因 为 资 本 家 以 此 为 借 口 来 实 际 降 低 劳 动 的 价 格 ，或者 
是 因 为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提 高 会 引 起 劳 动 强 度 的 提 高 ；或 者 是 因 为 工 人  
当 真 看 待 计 件 工 资 的 假 象 ，认 为 被 支 付 的 是 他 的 产 品 ，而 不 是他的劳  
动 力 .因 此 反 对 在 商 品 的 出 售 价 格 没 有 相 应 地 降 低 的 情 况 下 降 低  
工 资 。 45

(45) “他  < 纺 纱 工 〉的 纺 纱 机 的 生 产 力 是 准 确 计 算 好 了 的 . 劳 动 的 报 酬 ，随  
着 生 产 力 的 提 髙 而 减 少 了 … … 虽 然 这 种 减 少 同 生 产 力 的 提 高 不 是 按 同 一 比  
例 。”(尤 尔 《工 厂 哲 学 》1836年 巴 黎 版 [第 2卷 ]第 61页 ）可 是 尤 尔 自 己 又 把 后 面  
那 种 不 是 按 同 一 比 例 减 少 的 情 况 否 定 了 。例 如 他 在 谈 到 在 走 锭 纺 纱 机 加 民 的  
时 候 说 :“由 于 这 种 加 长 ，劳 动 会 有 某 些 增 加 。”(同 上 ，第 2 卷 第 134页 )可 见 ，劳  
动 不 是 按 照 劳 动 生 产 率 增 长 的 同 一 比 例 减 少 他 又 说 :“这 种 加 长 使 生 产 力 提  
高 了 在 这 种 场 合 ，纺 纱 工 的 价 格 就 会 降 低 ，但 由 于 不 是 减 少 于 是 这 种  
改 良 Ä就 会 在 一 定 数 量 劳 动 小 时 中 提 高 纺 纱 工 的 收 人 。 但 是 必 须 °改 变 … … 纺  
纱 工 由 于 必 须 增 加 他 的 未 成 年 的 助 手 人 数 ,他 要 从 6便 士 中 拿 出 追 加 费 用 ，同 
时 ，还 有 一 部 分 成 年 工 人 被 挤 掉 了 ”(同 上 ，第 66、67页 ），这 一 事 实 绝 没 有 提 高  
工 资 的 趋 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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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人 仔 细 地 注 视 着 原 料 的 价 格 和 制 品 的 价 格 ，这 样 就 能 够 准 确 地 估 计 他  
们 的 雇 主 的 利 润 。 ”(46)

资 本 有 权 拒 绝 这 种 要 求 ，认 为 这 是 对 工 资 性 质 的 粗 暴 歪 曲 。 (47) 

它 大 骂 这 种 要 求 是 企 图 对 产 业 进 步 课 税 的 侵 占 行 为 ，并 且 断 然 宣 称
劳 动 生 产 率 与 工 人 毫 不 相 干 。 (48)

M ß ) 亨 • 福 塞 特 《英 国 工 人 的 经 济 状 况 》186_5年 剑 桥 一 伦 敦 版 第 1 7 8

[ 、1.7扪 页 „
H 7 ：) 在 1 8 6 1 年 〗0 月 26 口 伦 敦 的 《旗 帜 报 》上，载 有 一 篇 关 于 约 翰 •布莱  

特 公 司 诉 讼 案 的 报 &。 该 公 n•丨 向 罗 奇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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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的 股 东 采 用 了 一 种 新 机 器 ，用 以 前 生 产 160米 地 毯  
所 需 的 时 间 和 劳 动 〈丨> ，现 在 可 以 生 产 2 4 0 米 ， T：人 无 权 要 求 参 与 他 们 的 雇 主  
因 投 资 于 改 Ü 机器而 '获 得 的 利 润 的 分 配 。 因 此 ，布 莱 特 公 司 提 议 把 每 米 的 工 资  
从 1士 便 士 降 低 到 1便 士 ，这 样 ,工 人 以 同 量 劳 动 所 得 的 收 人 仍 和 以 前 完 全 一 样 。 
这 只 是 名 义 1：的 降 低 。关 于 这 件 事 •据 说 T 人 事 先 一 点 也 不 知 道 '

(4S> “工 联 的 不 变 目 的 是 要 保 持 工 资 ，他 们 企 图 分 享 改 良 机 器 而 获 得 的  
利 润 ！〈多么 可怕 啊 丨 〉…… 他 们 因 为 劳 动 缩 短 而 要 求 较 髙 的 工 资 … … 换 句  
i S 说 ，他 们 企 阁 对 产 业 改 良 课 税 (《论 工 会 》1 8 3 4 年 伦 敦 新 版 第 4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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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比 较 不 同 国 家 的 工 资 率 时 ，首 先 必 须 考 虑 到 每 个 国 家 决 定 劳  
动 力 的 绝 对 价 值 和 相 对 价 值 (49)的 各 种 情 况 ，如 通 常 的 需 要 范 围 、生 
活 资 料 的 价 格 、工 人 家 庭 的 平 均 人 数 、劳 动 者 的 教 育 费 用 、妇 女 劳 动  
和 儿 童 劳 动 的 作 用 ，最 后 还 要 考 虑 到 劳 动 生 产 率 、劳 动 持 续 时 间 和 劳  
动 强 度 。

同 一 些 产 业 部 门 内 的 每 日 劳 动 的 持 续 时 间 在 不 同 国 家 是 不 同  
的 ，但 是 只 要 把 日 工 资 除 以 工 作 日 小 时 数 ，我 们 就 可 以 得 出 每 个 国 家  
内 对 一 定 量 劳 动 即 一 小 时 支 付 的 价 格 。假 定 劳 动 的 价 格 和 持续 时 间  
这 两 个 因素 已 定 ，我 们 就 可 以 比 较 各 个 国 家 的 计 时 工 资 率 „

其 次 ，应 该 把 计 时 工 资 换 算 成 计 件 工 资 ，因 为 只有计 件工资 才能 
表 明 劳 动 强 度 和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不 同 程 度 。

每 一 个 国 家 都 有 一 个 通 常 的 平 均 的 强 度 ，在 没 有 达 到 这 种 平 均  
强 度 的 情 况 下 ，劳 动 在 生 产 一 个 商 品 时 所 耗 费 的 时 间 要 多 于 社 会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所 以 不 能 算 做 正 常 质 量 的 劳 动 。在 一 个 国 家 内 ，只有超 
过 国 民 平 均 水 平 的 强 度 ，才 会 改 变 单 纯 以 劳 动 的 持 续 时 间 来 计 量 的  
价 值 尺 度 。但 是 ，在 以 各 个 国 家 作 为 组 成 部 分 的 世 界 市 场 上 ，情形就

( 4 9 ) 即 同 剩 余 价 值 相 比 较 的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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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了 。 国 民 劳 动 的 平 均 强 度 或 通 常 的 强 度 在 不 同 的 国 家 是 不 同  
的 。有 的 国 家 高 些 ，有 的 国 家 低 些 。 于 是 各 国 的 平 均 数 形 成 一 个 阶  
梯 ，劳 动 的 普 遍 的 通 常 强 度 是 这 个 阶 梯 的 计 量 单 位 。因 此 ，强度较 大  
的 国 民 劳 动 比 强 度 较 小 的 国 民 劳 动 ，会 在 同 一 时 间 内 生 产 出 更 多 的  
价 值 ，从 而 表 现 为 更 多 的 货 币 。

价 值 规 律 在 国 际 范 围 的 应 用 还 会 由 于 下 述 情 况 而 发 生 更 深 刻 的  
变 化 ：只 要 生 产 效 率 较 高 的 国 家 没 有 因 竞 争 而 被 迫 把 它 们 的 商 品 的  
出 售 价 格 降 低 到 和 商 品 的 价 值 相 等 的 程 度 ，生 产 效 率 较 高 的 国 民 劳  
动 在 世 界 市 场 上 也 被 算 做 强 度 较 大 的 劳 动 。

—个 国 家 的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越 发 达 •那 里 的 （国 民 )劳 动 的 平 均 强  

度 和 生 产 率 ，就 越 超 过 国 际 水 平 。(50>因 此 .不 同 国 家 在 同 一 劳 动 时  

M 内 所 生 产 的 同 种 商 品 的 不 同 量 ，有 不 同 的 国 际 价 值 ，从 而表现 为 不  
M的 价 格 ，即 表 现 为 同 国 际 价 值 的 量 一 起 发 生 量 的 变 化 的 货 币 额 。 
所 以 ，货 币 的 相 对 价 值 在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较 发 达 的 国 家 里 ，比在资 本主 
义 生 产 不 太 发 达 的 国 家 里 要 小 ， 由 此 可 以 得 出 结 论 ：名 义 工 资 ，即 表 
现 为 货 币 的 劳 动 的 等 价 物 ，在 前 一 种 国 家 平 均 比 在 后 一 种 国 家 高 ;但  
这 绝 不 是 说 ，实 际 工 资 即 供 劳 动 者 支 配 的 生 活 资 料 数 额 也 是 这 样 。

但 是 即 使 撇 开 不 同 国 家 货 币 的 相 对 价 值 的 这 种 差 异 ，也 常 常 可  
以发 现 •日丁 资 、周 工 资 等 等 在 A 国 比 在 B 国 高 ，而 劳 动 的 相 对 价  

格 . 即 同 剩 余 价 值 和 同 产 品 价 值 相 比 较 的 劳 动 价 格 . 在 B 国 却 比 在  
八闻 高 -

S 亚 当 • 斯 密 同 时 代 的 经 济 学 家 詹 姆 斯 • 安 德 森 说 过 :“应 当 指

( 5 0 ) 我 们 将 在 别 处 研 究 . 哪 吟 和 生 产 率 有 关 的 情 况 能 够 在 个 别 生 产 部 门  
使 这 一 规 律 发 生 变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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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虽 然 在 农 产 品 特 别 是 谷 物 便 宜 的 贫 国 中 ，劳 动 价 格 表 面 上 通 常 较  
低 .其 实 在 那 里 ，劳 动 价 格 实 际 上 比 其 他 国 家 高 。给 予 劳 动 者 的 工  
资 ，虽 然 是 劳 动 的 表 面 价 格 ，但 是 并 不 构 成 劳 动 的 实 际 价 格 。实 际 价 
格 是 已 完 成 的 一 定 量 劳 动 使 资 本 家 花 去 的 费 用 。从 这 个 观 点 看 来 ， 
劳 动 在 富 国 几 乎 总 是 比 在 贫 国 便 宜 ，虽 然 谷 物 和 其 他 食 品 的 价 格 在  
贫 国 通 常 比 在 富 国 低 得 多 … …按 日 计 酬 的 劳 动 在 苏 格 兰 比 在 英 格 兰  
贱 得 多 ，而 按 件 计 酬 的 劳 动 一 般 在 英 格 兰 较 贱 。 ”(51>

工 厂 调 查 委 员 会 (1833年 )成 员 J.W.考 威 尔 ，曾 对 纺 纱 业 作 了 仔  

细 分 析 ，并 得 出 如 下 结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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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比 欧 洲 大 陆 低 。 ” 51 (52)

工 厂 视 察 员 亚 历 山 大 • 雷 德 格 雷 夫 根 据 比 较 统 计 材 料 指 出 ，大 
陆 的 劳 动 ，尽 管 工 资 较 低 ，工 作 日 长 ，但 是 同 所 生 产 的 价 值 相 比 较 ，还  
是 比 英 国 的 劳 动 贵 》他 引 用 奥 登 堡 一 家 棉 纺 织 厂 的 一 位 英 国 经 理 给  
他 提 供 的 资 料 说 ，那 里 的 劳 动 时 间 每 天 是 十 四 小 时 半 （从 早 晨 5 点 
30分 到 晚 上 8 点 ），但 是 ，工 人 在 英 国 监 工 的 监 视 下 在 这 个 时 间 内 提  
供 的 产 品 . 也 比 英 国 工 人 在 10小 时 内 提 供 的 产 品 少 ，要 是 在 德 国 监  
工 的 监 视 下 ，那 还 要 少 得 多 。他 们 的 工 资 比 英 国 的 工 资 低 得 多 ，往往 
低 50%，但 是 机 器 所 使 用 的 工 人 数 却 比 较 多 ，在 一 些 工 厂 部 门 的 比

( 5 1 )  詹 姆 斯 • 安 德 森 《论 激 励 民 族 创 业 精 冲 的 手 段 ;H 7 7 7 年 爱 丁 堡 版 第  
350、3 5 1 页 。 —— 相 反 . 负 责 调 查 铁 路 情 况 的 皂 家 委 员 会 却 说 :“劳 动 在 爱 尔 兰  
比 在 英 格 兰 贵 ，因 为 那 里 的 工 资 低 得 多 。” (《皁 家 铁 道 委 员 会 报 告 》18fi7年 版 第  
2074 号 ）

( 5 2 )  尤 尔 《工 厂 哲 学 》1 8 3 6 年 巴 黎 版 第 2 # 第 5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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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为  5 : 3 / 5 3 )

下 面 是 雷 德 格 雷 夫 先 生 提 供 的 关 于 英 国 棉 纺 织 厂 和 大 陆 棉 纺 织
厂 内 劳 动 强 度 的 比 较 表 ：

每 个 工 厂 的 平 均 纱 锭 数
英 格 兰 ......................................................... 12 600

瑞 土 ..................................................................  8 000

奥 地 利 .....................................................................7 000

萨 克 森 .....................................................................4 500
比 利 时 .....................................................................4 000

法 国 ..................................................................... 1 500

普 鲁 士 ..................................................................  1 500
每 个 工人 的 平 均 纱 锭 数

英 格 兰 ................................................................. 74
瑞 士  ...............................................................  55

德 意 志 各 小 邦 ..................................................... 55
萨 克 森 ................................................................. 50
比 利 时 ................................................................. 50
奥 地 利 ................................................................. 49

巴 伐 利 亚 ............................................................. 46

普鲁 士  ...............................................................  37
俄 国 ................................................................. 28
法 国 ..................................................................】 4

( 5 3 ) 在 俄 国 .棉 纺 织 厂 是 英 国 人 管 理 的 .因 为 当 地 的 资 本 家 不 适 合 于 这  
-职 务 根 据 •个 英 M经 观 向 雷 德 格 雷 文 •提 供 的 确 叻 的 详 细 材 料 ，那 里 的 工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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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德 格 雷 夫 先 生 指 出 ，这 些 数 字 是 他 写 报 告 的 那 年 即 1866年以 

前 几 年 内 收 集 的 . 而 从 那 时 以 来 ，英 国 棉 纺 织 业 已 经 有 了 很 大 的 进  
步 ，不 过 他 假 定 大 陆 的 纺 织 业 也 取 得 了 类 似 的 进 步 ，因此这 些 数 字仍 
然 有 比 较 的 价 值 。

但 是 他 认 为 ，英 国 劳 动 的 优 越 性 没 有 得 到 充 分 的 说 明 ，因为 英国  
有 许 多 工 厂 兼 营 机 器 织 布 业 和 纺 纱 业 ，而 在 上 表 中 织 工 一 个 也 没 有  
除 去 。相 反 ，大 陆 工 厂 一 般 都 是 纺 纱 工 厂 * (54)»

我 们 知 道 ，英 国 的 一 些 公 司 在 西 欧 和 亚 洲 承 包 过 铁 路 建 筑 工 程 . 

它 们 除 了 使 用 当 地 工 人 外 ，一 般 还 使 用 了 一 定 数 量 的 英 国 工 人 。它  
们 迫 于 实 际 的 需 要 ，就 不 得 不 考 虑 劳 动 强 度 的 国 民 差 异 ，但是这 并 没  
有 使 它 们 受 到 任 何 损 失 。，从 它 们 的 经 验 可 以 知 道 • 即 使 工 资 的 提 高  
多 少 同 平 均 劳 动 强 度 是 相 符 合 的 ，但 是 劳 动 的 相 对 价 格 通 常 是 按 相  
反 方 向 变 动 的 。

亨 • 凯 里 先 生 在 他 的 最 早 的 经 济 学 著 作 之 一 《论 工 资 率 》(55)中 
企 图 证 明 ，不 同 的 国 民 工 资 表 示 国 民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各 个 阶 段 。他想 
从 这 种 国 际 的 对 比 中 得 出 结 论 说 ，劳 动 者 的 报 酬 总 是 同 他 的 劳 动 生  
产 率 相 一 致 的 。即 使 凯 里 没 有 像 往 常 那 样 毫 无 道 理 地 把 未 经 批 判 的  

统 计 材 料 堆 砌 在 一 起 ，而 是 论 证 了 自 己 的 前 提 ，我们 关 于 剩 余 价 值 生

低 得 可 怜 ，过 度 劳 动 骇 人 听 闻 ，生 产 夜 以 继 日 不 间 断 地 进 行 。 而 且 ，这 些 棉 纺 织  
厂 只 是 由 于 实 行 禁 止 外 国 货 的 制 度 才 能 勉 强 维 持 。

( 5 4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6fi年 1 0 月 耵 日 》第 31 — 3 7 页 。雷 德 格 雷 夫  

先 生 还 说 ，我 可 以 从 我 的 管 区 中 举 出 忤 多 棉 纺 厂 , 在 这 些 工 厂 里 1只 要 - 个 男 工  
和 两 个 少 女 作 助 手 就 能 看 管 共 有 2 2 0 0 个 纱 锭 的 走 锭 纺 纱 机 . 每 天 生 产 出 重  
2 2 0 磅 、长 400英 里 的 棉 纱 。

( 5 5 )  亨 . 凯 里 《:论 工 资 率 : 世 界 劳 动 人 11状 况 差 别 的 原 因 的 探 讨 》1835年 

费 城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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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的 分 析 还 是 证 明 .他 的 这 个 推 论 是 荒 谬 的 。但 是 他 毕 竟 承 认 ，实 际  
同 他 的 理 论 是 相 违 背 的 。在 他 看 来 ，国 家 的 f 涉 歪 曲 了 这 种 自 然 的  
经 济 关 系 . 因 此 在 计 算 国 民 工 资 时 ，似 乎 必须 把 工 资 中 归 国 家 所 有 的  
那 -部 分 看 做 是 留 在 工 人 手 中 的 部 分 。凯 里 先 生 难 道 不 应 当 自 问 一 
下 :这 种 政 府 的 意 外 开 支 不 也 是 资 本 主 义 发 展 的 自 然 果 实 吗 ？ 他把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关 系 宣 布 为 永 恒 的 自 然 规 律 和 理 性 规 律 ，并 且 说 这 些  
规 律 的 和 谐 的 作 用 只 是 由 于 国 家 干 涉 才 遭 到 破 坏 • 可 是 后 来 他 竟 发  
现 ，英 国 对 两 大 陆 市 场 的 恶 魔 般 的 影 响 （似 乎 这 种 影 响 与 竞 争 的 自 然  
规 律 无 关 ）.最 终 使 得 有 必 要 把 这 些 前 定 和 谐 12(1即 这 些 永 恒 的 自 然  
规 律 置 于 国 家 的 保 护 之 下 . 换 句 话 说 ，就 是 有 必 要 采 用 保 护 关 税 制  
度 。其 次 他 发 现 .李 嘉 图 用 来 表 述 现 存 的 社 会 对 立 的 定 理 ，并 不 是现  
实 经 济 运 动 的 观 念 上 的 产 物 ，相 反 地 ，英 国 和 其 他 地 方 的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所 固 有 的 这 些 现 实 对 立 倒 只 是 由 于 李 嘉 图 的 理 论 才 存 在 ！最 后 ， 
他 发 现 ，破 坏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天 生 的 优 美 与 和 谐 的 ，归 根 到 底 是 贸 易 。 
再 前 进 一 步 . 他 也 许 会 发 现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真 正 弊 病 就 是 资 本  
本 身 。

只 有 一 个 如 此 惊 人 地 缺 乏 批 判 能 力 和 如 此 假 装 博 学 的 人 （尽 管 
他 相 信 保 护 关 税 的 异 端 邪 说 ）.才 配 成 为 一 位 名 叫 巴 师 夏 的 人 和 其 他  
Ö 由 贸 易 论 鼓 吹 者 的 和 谐 智 慧 的 秘 密 源 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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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一 个 货 币 额 转 化 为 生 产 资 料 和 劳 动 力 ，这 是 要 执 行 资 本 职 能 的  
价 值 的 第 一 个 运 动 ，这 个 运 动 是 在 市 场 上 ，在 流 通 领 域 内 进 行 的 。

生 产 过 程 ，运 动 的 第 二 个 阶 段 ，在 生 产 资 料 转 化 为 商 品 时 就 告 结  
束 ，这 些 商 品 的 价 值 大 于 其 组 成 部 分 的 价 值 ，或 者 说 .除 了 预 付 资 本  
以 外 还 包 含 剩 余 价 值 。

这 时 . 商 品 必 须 被 投 入 流 通 领 域 。必 须 出 售 这 些 商 品 .把 它 们 的  
价 值 实 现 在 货 币 上 . 然 后 把 这 些 货 币 又 重 新 转 化 为 资 本 ，这 样 周而 复  
始 地 不 断 进 行 》

这 种 通 过 这 样 一 些 连 续 阶 段 的 循 环 运 动 ，就是资 本流通
积 累 的 第 一 个 条 件 ，足 资 本 家 能 够 卖 掉 肉 己 的 商 品 ，并 把 由此 得  

钊 的 绝 人 部 分 货 币 再 转 化 为 资 本 。在 下 面 的 叙 述 中 假 定 资 本 是 按 正  

常 的 方 式 完 成 向 己 的 流 通 过 程 的 。我 们 将 在 第 二 册 进 一 步 分 析 这 一  
流 通 过 程 。

生 产 剩 余 价 值 即 直 接 从 丄 人 身 h 榨 取 间 定 在 商 品 中 的 尤 酬 劳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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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资 本 家 ，是 剩 余 价 值 的 第 一 个 占 有 者 ，但 绝 不 是 剩 余 价 值 的 最 后 所  
有 者 。相 反 ，以 后 他 还 必 须 冋 在 整 个 社 会 生 产 中 执 行 其 他 职 能 的 其  
他 资 本 家 ，同 土 地 所 有 者 等 等 , 共 同 瓜 分 剩 余 价 值 。

因 此 ，剩 余 价 值 分 为 各 个 不 同 的 部 分 . 份 额 ，这 些 份 额 为 不 同 类  
的 人 所 有 ，具 有 表 面 上 互 相 独 立 的 不 同 形 式 ，如 产 业 利 润 、利 息 、商业  
利 润 、地 租 等 等 。但 是 ，这 种 分 割 既 不 会 改 变 剩 余 价 值 的 性 质 ，也不 
会 改 变 使 它 成 为 积 累 源 泉 的 那 些 条 件 „ 无 论 资 本 主 义 企 业 主 为 自 己  
留 下 的 或 者 转 交 给 别 人 的 份 额 如 何 ，他 始 终 是 第 一 个 占 有 全 部 剩 余  
价 值 ，并 且 只 是 他 一 个 人把剩 余 价 值 转 化 为 资 本 。因 此 ，我们 不谈 剩  
余 价 值 的 分 配 和 转 化 ，把 它 们 放 到 第 三 册 131中 去 研 究 。在 这 里 ，我 
们 把 产 业 资 本 家 ，如 工 厂 主 、农 场 主 等 等 ，看 做 剩 余 价 值 的 唯 一 所 有  
者 ，或 者 也 可 以 说 ,看 做 所 有 瓜 分 掠 夺 物 的 人 的 代 表 。

流 通 的 中 介 运 动 ，剩 余 价 值 分 割 为 具 有 不 同 形 式 的 不 同 部 分 ，使 
积 累 的 基 本 过 程 复 杂 化 了 ，模 糊 了 。 因 此 ，为 了 使 分 析 简 化 .我 们 必  
须 预 先 抛 开 掩 盖 积 累 机 制 的 内 部 作 用 的 一 切 现 象 ，从 生 产 的 观 点 来  
研 究 积 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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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管 生 产 过 程 具 有 的 社 会 形 式 怎 样 ，生 产 过 程 必 须 是 连 续 不 断  
的 ，或 者 说 ，必 须 周 而 复 始 地 经 过 同 样 一 些 阶 段 。一 个 社 会 不 能 停 止  
消 费 . 同 样 ，它 也 不 能 停 止 生 产 。因 此 ，每 一 个 社 会 生 产 过 程 .如 果 不  
是 从 它 的 孤 立 的 方 面 ，ifi丨 是 从 它 不 断 电 新的过 程来 看，它 同 时 也 就 是
再 生 产 过 程 。

生 产 的 条 件 也 就 是 再 生 产 的 条 件 。社 会 如 果 不 是 不 断 地 把 它 的  
一 部 分 产 品 再 转 化 为 生 产 资 料 ，再 转 化 为 新 产 品 的 要 素 ，它 就 不能 再  
生 产 ，即 不 断 地 生 产 。在 一 切 条 件 不 变 的 情 况 下 ，社 会 在 例 如 一 年 里  
所 消 费 的 劳 动 资 料 、原 料 、辅 助 材 料 . 总 之 . 所 消 费 的 生 产 资 料 ，只奋  
为 数 相 等 的 其 他 同 类 物 品 所 替 换 ，社 会 才 能 在 原 有 的 规 模 上 保 持  
自己 的财 富 。因 此 年 产 品 中 必 须 定 期 地 分 离 出 来 的 、以 便 不 断 重 新  
并 人 生 产 过 程 的 部 分 . 是 厲 于 生 产 的 》这 部 分 本 来 供 生 产 消 费 之 用  
的 产 品 ，大 部 分 是 这 样 一 些 东 西 .这 呰 东 西 的 存 在 方 式 本 身 使 它 们 不  
适 合 于 充 当 消 费 资 料 》

生 产 具 有 资 本 主 义 的 形 式 . 再 生 产 也 就 具 有 间 样 的 形 式 。在 前  

一 场 合 ，劳 动 过 程 是 创 造 剩 余 价 值 的 手 段 ;在 后 一 场 合 ，劳 动 过 程 是  
把 已 经 预 付 的 价 值 作 为 资 本 .也 就 是 作 为 产 生 价 值 的 价 值 再 生 产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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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或 者 使 之 永 久 化 的 手 段 。
一 个 人 只 有 让 他 的 货 币 执 行 资 本 的 职 能 • 他 才 具 有 资 本 家 的 经  

济 特 征 。 比 如 说 ，如 果 他 今 年 预 付 100镑 ，把 这 些 钱 转 化 为 资 本 ，从  
中 得 到 20 镑 剩 余 价 值 .那 么 ，他 在 明 年 必 须 重 复 同 样 的 活 动 。

剩 余 价 值 作 为 预 付 价 值 的 周 期 增 加 额 .取 得 了 来 源 于 资 本 的 收  
入 的 形 式 。 (1)

如 果 资 本 家 只 是 把 这 种 收 入 当 做 消 费 基 金 来 使 用 .周 期 地 获  

得 ，也 周 期 地 消 费 掉 ，那 么 . 在 一 切 条 件 不 变 的 情 况 下 ，这 就 是 简 单  
再 生 产 ，或 者 换 句 话 说 . 资 本 继 续 执 行 职 能 但 不 会 增 殖 。周 期 地 重  
新 开 始 的 生 产 过 程 . 总 是 在 一 定 时 期 内 通 过 同 样 一 些 阶 段 ，但 它 总  
是 在 原 来 规 模 上 的 重 复 。不 过 ，这 种 重 复 或 连 续 性 ，赋 予 这 个 过 程  
以 某 些 新 的 特 征 ，或 者 不 如 说 ，消 除 它 作 为 孤 立 行 为 表 现 出 来 的 虚  
假 特 征 。

我 们 首 先 考 察 预 付 在 工 资 上 的 资 本 部 分 ，或 可 变 资 本 。
开 始 生 产 前 ，资 本 家 购 买 一 定 时 间 的 劳 动 力 ，而在规 定的期限届  

满 • 即 在 一 定 的 生 产 期 间 （如 一 个 星 期 ，一 个 月 等 等 )之 后 .電 新 开 始

(1 ) “但 是 ，这 些 消 费 别 人 劳 动 产 品 的 富 人 . 只 有 通 过 交 换 才 能 获 得 这 种  
产 品 。 如 果 他 们 把 已 经 得 到 的 和 已 经 积 累 的 财 富 拿 去 交 换 那 些 成 为 他 们 的 嗜  
好 品 的 新 产 品 ，那 么 ，他 们 似 乎 很 快 就 会 花 光 自 己 的 准 备 金 。 我 们 曾 经 说 过 . 他  
们 完 全 不 劳 动 ，他 们 甚 至 不 会 劳 动 。 因 此 . 人 们 相 信 .他 们 原 有 的 财 富 会 曰 益 减  
少 . 而 当 他 们 完 全 没 有 这 些 财 富 的 时 候 . 他 们 就 没 有 任 何 东 西 öj• 以 用 来 同 只 为  

他 们 劳 动 的 工 人 相 交 换 …… 但 是 在 这 种 社 会 制 度 下 . 财 富 获 得 了 一 种 没 有 它  
的 所 有 者 的 参 与 时 通 过 别 人 劳 动 再 生 产 出 来 的 能 力 。 财 富 . 和 劳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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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年 巴 黎  
版 第 1 卷 第 8 ] 、8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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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 交 易 。但 是 ，资 本 家 只 是 在 工 人 已 经 发 挥 了 作 用 并 在 产 品 上 加  
进 自 己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和 一 定 的 剩 余 价 值 之 后 才 支 付 。 因 此 ，除了剩 
余 价 值 即 资 本 家 的 消 费 基 金 以 外 ，工 人 还 生 产 了 付 给 他 自 己 报 酬 的  
基 金 即 可 变 资 本 , 而 后 者 是 在 它 以 工 资 形 式 流 回 到 工 人 手 里 之 前 生  

产 的 ，只 有 当 工 人 不 断 地 再 生 产 这 种 基 金 的 时 候 .他 才 被 雇 用 。 由此 
产 生 了 经 济 学 家 的 公 式 ( 见 第 十 七 章 ），这 个 公 式 把 工 资 表 现 为 成 品  
的 一 部 分 。(2>实 际 上 ，工 人 不 断 再 生 产 出 来 的 商 品 中 有 一 部 分 不 断  
地 以 工 资 形 式 流 回 工 人 手 中 。当 然 ，这 个 部 分 是 用 货 币 支 付 给 工 人  
的 ，但 是 这 些 货 币 不 过 是 商 品 的 价 值 形 式 。

当 工 人 把 ■■部 分 生 产 资 料 转 化 为 新 的 产 品 时 ，他 的 过 去 劳 动 的  
产 品 在 市 场 上 流 通 ，在 那 里 转 化 为 货 币 。因 此 .工 人 今 天 的 劳 动 或 下  
半 年 的 劳 动 是 用 他 上 星 期 的 劳 动 或 i l 半 年 的 劳 动 来 支 付 的 。

只 要 我 们 不 是 考 察 单 个 资 本 家 及 其 工 人 ，而 是 考 察 资 本 家 阶 级  
和 工 人 阶 级 ，商 品 流 通 所 造 成 的 错 觉 就 会 立 即 消 失 。 资 本 家 阶 级 定  
期 地 以 货 币 形 式 发 给 工 人 阶 级 票 据 ，让 工 人 阶 级 用 来 领 取 由 它 生 产  
时 为 资 本 家 阶 级 所 占 有 的 产 品 中 的 一 部 分 。工 人 阶 级 也 不 断 地 把 这  
些 票 据 还 给 资 本 家 阶 级 ，以 便 从 资 本 家 阶 级 那 里 取 得 他 们 自 己 的 产  
品 中 属 于 他 们 的 那 一 部 分 。产 品 的 商 品 形 式 和 商 品 的 货 币 形 式 掩 饰  
了 这 种 交 易 。

因 此 .可变 资 本 (3>不过 是所谓 的 维 持 劳 动 的基金 [fonds d ’entre- 2 *

(2) “ r . 资 和 利 润 一 样 . 都 应 该 肴 成 成 品 的 一 部 分 。” ( 拉 姆 赛 《论 财 富 的 分  
祁 年 爱 r 缓 版 第 142 页 ）“ 产 品 的 一 部 分 以 工 资 的 形 式 等 等 属 于 工 人 。 ” 

( 伐 • 梅 勒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 帕 趴 佐 译 .1 8 2 3 年 巴 黎 版 第 3 4 页 ）

( ：n  "了 变 资 本 在 这 里 只 是 被 fi•成 工 资 基 金 ， 我 们 知 道 ，实 际 上 ，可 变 资 本  
它 所 购 尖 的 劳 动 力 已 经 在 牛 产 过 程 中 发 挥 作 丨 9 时 1 是 可 变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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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n du travail](4)的 一 种 特 殊 历 史 形 式 ，这 种 基 金 在 一 切 可 能 的 生  

产 制 度 下 都 始 终 必 须 由 劳 动 者 本 身 来 生 产 和 再 生 产 。如果说 在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下 这 一 基 金 以 工 资 的 形 式 即 工 人 劳 动 的 支 付 手 段 的 形 式 回  
到 工 人 手 里 ，那 么 这 只 是 因 为 工 人 自 己 的 产 品 不 断 以 资 本 的 形 式 离  
幵 工 人 。但 是 这 丝 毫 没 有 改 变 这 样 一 个 事 实 :工 人 所 得 到 的 作 为 资  
本 家 的 预 付 (5)的 东 西 . 只 是 工 人 A 己 的 过 去 的 和 已 经 实 现 的 劳 动 的  
一 部 分 。

以 徭 役 农 民 为 例 ，他 每 周 比 如 说 3 天 用 自 己 的 生 产 资 料 在 0 己 
的 耕 地 上 劳 动 ，其 余 3 天 在 主 人 的 庄 园 服 徭 役 。 他 不 断 地 再 生 产 出  
维 持 自 己 的 基 金 ，他 是 这 一 基 金 的 唯 一 所 有 者 ，而 这 一 基 金 对 他 来  
说 ，从 来 也 没 有 采 取 第 三 者 预 付 给 他 的 支 付 手 段 的 形 式 ，然 而 ，他的 
无 酬 的 强 制 的 劳 动 也 同 样 从 来 没 有 采 取 自 愿 的 和 有 酬 的 劳 动 形 式 。 
现 在 我 们 假 定 .他 的 主 人 把 他 的 耕 地 、耕 畜 、种 子 ，一 句 话 .把 他 的 生  
产 资 料 都 攫 为 己 有 ，那 么 .谣 役 农 民 从 此 以 后 就 不 得 不 把 自 己 的 劳 动  

出 卖 给 主 人 。在 其 他 条 件 不 变 的 情 况 下 ，他 现 在 也 和 过 去 一 样 每 周  
劳 动 6 天 ，3 天 为 了 养 活 自 己 ，3 天 为 了 现 在 转 化 为 雇 主 的 过 去 的 主  

人。他 继 续 使 用 同 样 一 些 生 产 资 料 ，并 把 它 们 的 价 值 转 移 到 产 品 上 。 
同 以 前 一 样 ，一 定 部 分 的 产 品 进 人 再 生 产 。但 是 ，一旦徭 役 劳 动 变 成  
了 雇 佣 劳 动 ，过 去 的 徭 役 农 民 自 己 不 断 再 生 产 出 来 的 维 持 自 己 的 基  
金 就 立 即 会 采 取 前 面 提 到 的 那 个 主 人 预 付 给 他 的 资 本 的 形 式 =

( 4 )  英 国 人 说 丨 abour fund[ 劳 动 基 金 ] , 法 语 从 字 面 上 来 说 是 fonds de 

travail，但 这 样 表 达 在 法 语 中 是 有 歧 义 的 „

( 5 )  “用 资 本 来 给 工 人 预 付 工 资 ，这 丝 毫 不 增 加 用 来 维 持 劳 动 的 基 金
( 卡 泽 诺 夫 对 他 编 的 马 尔 萨 斯 《政 治 经 济 学 定 义 》所 加 的 注 。 〖8 5 3 年 伦 敦 版 第  
2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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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不 能 区 别 形 式 和 本 质 .他 们 无 视 这 样 一 个 事  
实 : 甚 至 在 欧 洲 大 陆 和 北 美 的 农 民 那 里 .维 持 劳 动 的 基 金 也 只 是 例 外  

地 采 取 资 本 的 形 式 ，(6 )即 资 本 主 义 企 业 主 付 给 直 接 牛 产 #的 预 付 金
的 形 式 。

诚 然 ，只 是 由 于 生 产 过 程 的 周 期 更 新 ，可变 1资 本 才 失 去 从 资 本 家  

的 私 人 基 金 中 拨 出 的 预 付 金 m 的 性 质 。 但 是 ，这 一 过 程 在 更 新 之  
前 ，总 必 须 已 经 开 始 进 行 并 继 续 一 定 的 时 间 ，在 这 段 时 间 内 .工 人 还  

不 能 从 他 自 己 的 劳 动 产 品 中 得 到 报 酬 ，也 不 能 靠 空 气 为 生 。是 否 应  
该 假 定 ：资 本 家 阶 级 第 一 次 出 现 在 劳 动 市 场 上 时 ，就 已 经 靠 自 己 的 劳  
动 和 节 约 积 累 起 一 笔 财 富 ，从 而 使 它 能 够 以 货 币 形 式 预 付 工 人 的 生  

活 资 料 ？我 们 哲 时 先 这 样 解 决 问 题 ，在 所 谓 的 原 始 积 累 一 章 中 再 进  
行 更 详 细 的 考 察 。

无 论 如 何 . 只 要 同 一 资 本 不 断 执 行 职 能 ，或 者 以 经 久 不 变 的 规 模  
不 断 重 复 生 产 过 程 ，连 续 再 生 产 就 会 引 起 另 一 种 变 化 ，改 变 预 付 资 本  
的 可 变 部 分 和 不 变 部 分 的 原 有 性 质 。

如 果 1 0 0 0 镑 资 本 周 期 地 ，例 如 每 年 创 造 剩 余 价 值 2 0 0 镑 ，而资  
本 家 每 年 把 这 2 0 0 镑 消 费 掉 ，那 就 很 清 楚 ，年 生 产 过 程 重 复 五 次 以  
后 ，剩 余 价 值 量 就 等 于 5 X 2 0 0 , 即 1 0 0 0 镑 ，也 就 是 预 付 资 本 的 全 部  

价 值 „ 如 果 年 剩 余 价 值 只 是 部 分 地 消 费 掉 . 例 如 消 费 掉 一 半 ，那么 在

(fi) “在地球上的大部分地K . 劳 动 扦 的生活资 料不是Ih资 本家预 付给 他 
们 的。”(理查 • 琼 斯《国 民政治经 济 学 教 程》18K年赫特福德版第3 6 页 ）

(7 ) “〈制造业 工人〉的_ I :资 虽 然由雇主预 付•但实 际 上雇主没 有破费 什
么 . 因为 这 些工资 的价值 通常总 是带 着利润 ，在工人的劳 动 加于其上的对 象的 
增大的价值 中又被保留下来 。”（亚 • 斯密《国 民财 富的性质 和原因的研 究》 1802 
年巴黎版第2 篇第3 章第31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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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年 以 后 也 会 产 生 同 样 的 结 果 . 因 为 10X  1 0 0 =  1 0 0 0 。总 之 .预 付  
资 本 除 以 每 年 所 消 费 的 剩 余 价 值 . 就 可 以 求 出 .经 过 若 干 年 或 者 经 过  
若 干 个 生 产 期 间 ，原 有 资 本 就 会 被 资 本 家 消 费 掉 ，因 而 消 失 了 。

资 本 家 无 疑 认 为 ，他 消 费 了 剩 余 价 值 ，保 存 了 资 本 价 值 ，但 是 他  
的 这 种 看 法 丝 毫 也 不 会 改 变 这 样 一 个 事 实 : 经 过 一 定 时 期 以 后 ，他的 
资 本 价 值 就 等 于 他 在 同 一 时 期 内 尤 偿 地 占 有 的 剩 余 价 值 额 ，而他消 
费 的 价 值 额 就 等 于 他 预 付 的 价 值 额 。因 此 ，他 从 自 己 的 基 金 中 预 付  
的 原 有 资 本 的 任 何 一 个 价 值 原 子 都 不 复 存 在 了 。

诚 然 ，他 手 中 始 终 握 有 一 笔 数 量 没 有 改 变 的 资 本 ，而且其中一部 
分 如 厂 房 、机 器 等 等 ，在 他 开 始 经 营 的 时 候 就 已 经 存 在 。但 是 ，这 里 
问 题 在 于 资 本 的 价 值 ，而 不 在 于 资 本 的 物 质 要 素 。如 果 某 人 借 债 而  
把 全 部 财 产 耗 尽 ，那 么 他 的 财 产 的 价 值 就 只 代 表 他 的 债 务 的 总 额 。 
同 样 ，如 果 资 本 家 把 自 Ü 预 付 资 本 的 等 价 物 消 费 掉 .那 么 这 些 资 本 的  
价 值 就 只 代 表 他 占 有 的 剩 余 价 值 的 总 额 。

因 此 ，撇 开 一 切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积 累 不 说 ，简 单 再生 产 就 足 以 使全  
部 预 付 资 本 或 早 或 迟 地 转 化 为 积 累 的 资 本 或 资 本 化 的 剩 余 价 值 „ 即  

使 这 些 资 本 在 进 入 生 产 过 程 时 是 企 业 主 靠 自 己 的 劳 动 获 得 的 ，但在 
经 过 了 一 个 或 长 或 短 的 时 期 以 后 ，也 会 成 为 不 付 等 价 物 而 获 得 的 价  
值 ，成 为 他 人 的 无 酬 _ 动 的 化 身 。

我 们 在 开 始 分 析 的 时 候 ( 第 二 篇 ) 已 经 看 到 . 要 使 资 本 产 牛 出 来 . 

只 有 商 品 生 产 和 商 品 流 通 还 是 不 够 的 。还 必 须 有 这 样 的 条 件 :拥 有  
货 币 的 人 能 够 在 市 场 上 找 到 其 他 的 人 ，这 些 人 是 自 由 的 ，何因为 他 们  
没 有 仟 何 别 的 东 西 可 以 出 售 . 他 们 不 得 不 自 愿 出 卖 自 己 的 劳 动 力 《 
产 品 和 生 产 者 的 分 离 ，拥 有 实 现 劳 动 所 必 需 的 一 切 东 西 的 人 和 只 有  
自 己 的 劳 动 力 的 人 的 分 离 ，这 是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起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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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起 初 是 起 点 的 东 西 ，后 来 由 于 简 单 再 生 产 而 成 为 不 断 重 新  
出 现 的 结 果 。一 方 面 ，生 产 过 程 不 断 地 把 物 质 财 富 转 化 为 资 本 和 资  
本 家 的 消 费 品 ；另 一 方 面 .工 人 像 进 人 生 产 过 程 时 那 样 走 出 生 产 过  
程 : 他 是 财 富 的 人 身 源 泉 ，被 剥 夺 了 他 自 己 的 实 现 [ 劳 动 ] 的 手 段 。他 
的 劳 动 还 在 过 程 开 始 以 前 就 已 经 异 化 ，成 为 资 本 家 的 财 产 ，并 人了资  
本 ，所 以 很 清 楚 ，他 的 劳 动 在 过 程 中 只 能 实 现 在 迅 速 离 开 他 的 产 品  
中 。因 为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同 时 就 是 资 本 家 对 劳 动 力 的 消 费 .所 以 它 不  
断 地 把 雇 佣 劳 动 的 产 品 不 仅 转 化 为 商 品 . 而 且 也 转 化 为 资 本 .转 化 为  
汲 取 创 造 价 值 的 力 的 价 值 ，转 化 为 统 治 生 产 者 的 生 产 资 料 .转 化 为 购  
买 工 人 本 身 的 生 活 资 料 。 因 此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过 程 的 连 续 性 或 者 周  
期 重 复 本 身 会 再 生 产 出 它 的 基 础 . 即 作 为 雇 佣 工 人 的 劳 动 者 ，并 使之 
永 久 化 。 (8>

劳 动 者 的 消 费 有 两 种 。在 生 产 行 为 中 ，他 通 过 自 己 的 劳 动 消 费  
生 产 资 料 ，以 便 把 生 产 资 料 转 化 为 价 值 高 于 预 付 资 本 价 值 的 产 品 。 
这 是 他 的 生 产 消 费 ，这 种 生 产 消 费 同 时 是 他 的 力 所 从 属 的 那 个 资 本  
家 对 他 的 力 的 消 费 。8 (9 )但 是 .购 买 这 个 力 的 货 币 被 劳 动 者 用 于 生 活  
资 料 . 而 这 就 是 他 的 个 人 消 费 。

(8) “确 实 ，一 种 1:场 手 丄 业 最 仞 采 用 时 ，会 使 许 多 贫 K 得 到 工 作 ;但 他 们  
依 然 贫 穷 ，而 II这 种 t:场 f  i :、lk的 继 续 经 营 义 会 造 成 ® 多 的 贫 民 。”(《限 制 羊 毛  
出 n 的 理 山 》]677年 伦 敦 版 第 ]9 îU广 租 地 农 场 主 荒 谬 地 断 言 他 维 持 穷 人 生 活 。 
实 P小 匕 穷 人 被 维 持 在 贫 困 生 活 屮 。”(《f i 近 济 贫 税 增 加 的 理 由 ，或 劳 动 价 格 和  
粮 食 价 格 的 比 较 研 究 》1777年 伦 敦 版 第 3 1 页 ）

(9) “这 就 是 生 产 消 费 的 一 个 特 别 值 得 注 意 的 属 性 „ 生 产 中 所 消 费 的 东  
西 就 足 资 本 ，并 且 通 过 消 费 才 成 为 资 本 。’’（詹 姆 斯 • 穆 勒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 
1823年 巴 黎 版 第 242 页 )如 果 詹 • 穆 勒 懂 得 生 产 消 费 . 他 就 不 会 在 这 种 “特 别 值  
得 注 意 的 属 性 ’’中 发 现 什 么 令 人 奇 怪 的 尔 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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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见 . 劳 动 者 的 生 产 消 费 和 个 人 消 费 是 完 全 不 同 的 。在 前 一 种  
消 费 下 ，劳 动 者 起 资 本 动 力 的 作 用 ，属 于 资 本 家 ; 在 后 一 种 消 费 下 ，他 
属 于 自 己 ，在 牛 产 过 程 以 外 执 行 生 活 职 能 。前 一 种 消 费 的 结 果 是 资  
本 的 生 存 ，后 一 种 消 费 的 结 果 是 工 人 自 己 的 生 存 。

诚 然 . 在《工 作 日 》和《大 工 业 》等 章 中 已 经 有 许 多 例 证 向 我 们 表  
明 ，工 人 不 得 不 把 自 己 的 个 人 消 费 变 成 生 产 过 程 的 纯 粹 附 带 的 事 情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维 持 他 的 力 的 食 物 所 起 的 作 用 同 供 给 蒸 汽 机 的 水 和  
煤 所 起 的 作 用 一 样 。这 些 食 物 只 是 为 r 工 人 能 从 事 生 产 ，或 者 换 句  
话 说 ，工 人 的 个 人 消 费 同 他 的 生 产 消 费 结 合 在 一 起 了 。但 是 ，这 表现  

为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一 种 迫 不 得 已 的 消 耗 。 (1())

但 是 ，如 果 我 们 考 察 的 不 是 单 个 资 本 家 和 单 个 工 人 .而 是 资 本 家  
阶 级 和 工 人 阶 级 . 不 是 孤 立 的 生 产 行 为 ，而 是 在社 会 范 围 内 进 行 的 并  

且 不 断 更 新 的 整 个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情 况 就 不 同 了 。
当 资 本 家 把 自 己 的 一 部 分 资 本 转 变 为 劳 动 力 时 .他 由 此 就 为 保  

存 和 增 殖 自 己 的 总 资 本 做 好 了 准 备 。但 事 情 不 止 于 此 。他 一 举 两  
得 。他 不 仅 从 他 由 工 人 那 里 取 得 的 东 西 中 ，而 E 从 他 给 工 人 的 东 西  
中 获 取 利 益 。

为 了 取 得 劳 动 力 而 让 渡 的 资 本 ，被 工 人 阶 级 用 来 交 换 生 活 资 料 . 

这 种 生 活 资 料 的 消 费 是 为 了 冉 生 产 现 有 的 劳 动 者 的 肌 肉 、神 经 、骨 
骼 、脑 髓 和 生 出 新 的 劳 动 者 。 因 此 ，工 人 阶 级 的 个 人 消 费 .在 绝 对 必

( l ü ) 那 些 把 个 人 消 费 和 生 产 消 费 的 这 种 合 一 看 做 正 常 情 况 的 经 济 学 家 . 
必 然 会 把 工 人 的 生 活 资 料 列 人 辅 助 材 料 ，如 像 劳 动 工 具 所 消 费 的 、因 而 构 成 生  
产 资 本 的 要 素 的 油 、煤 等 等 一 样 。 罗 西 激 烈 地 反 对 这 种 分 类 法 .他 完 全 忘 记 了  
这 样 一 个 事 实 : 即 使 工 人 的 生 活 资 料 不 进 人 生 产 资 本 ，但 工 人 本 身 是 生 产 资 本  

的 组 成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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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的 限 度 内 .是 把 它 通 过 出 卖 自 己 的 劳 动 力 而 购 买 到 的 生 活 资 料 转  
化 为 新 的 劳 动 力 ，转 化 为 可 供 资 本 剥 削 的 新 的 材 料 》这 是 资 本 家 最  
不 可 少 的 工 具 即 劳 动 者 本 身 的 生 产 和 再 生 产 。可 见 ，工 人 的 个 人 消  

费 ，不 论 在 工 场 以 内 或 以 外 进 行 ，总 是 资 本 再 生 产 的 一 个 要 素 ，正像 
擦 洗 机 器 不 论 在 劳 动 过 程 中 或 劳 动 间 歇 中 进 行 ，总 是 资 本 再 生 产 的  
一 个 要 素 一 样 。

劳 动 者 实 现 自 己 的 个 人 消 费 确 实 是 为 了 自 己 ，而 不 是 为 了 资 本  
家 。但 是 ，役 畜 同 样 要 吃 东 西 ，有 准 会 断 言 .役 畜 的 词 料 不 是 租 地 农  

场 主 所 关 心 的 事 情 呢 ？ 而 资 本 家 在 这 里 没 有 必 要 进 行 监 督 ，他可以 
大 胆 地 信 任 自 由 劳 动 者 保 存 自 己 和 繁 殖 后 代 的 本 能 。

因 此 ，资 本 家 同 粗 暴 的 南 美 洲 矿 山 主 相 比 有 着 天 壤 之 别 ,这 些 矿  

山 主 强 迫 工 人 吃 营 养 较 多 的 食 物 . 不 吃 营 养 较 少 的 食 物 :(11)而 资 本  

家 唯 一 操 心 的 是 把 工 人 的 个 人 消 费 限 制 在 绝 对 必 要 的 范 围 之 内 。

因 此 ，资 本 的 意 识 形 态 家 即 政 治 经 济 学 家 认 为 .个 人 消 费 中 只 有  
工 人 阶 级 为 了 延 续 并 扩 大 自 己 所 必 要 的 部 分 ，才 是 生 产 的 消 费 ，没 有 

这 一 部 分 . 资 本 就 找 不 到 可 供 消 费 的 劳 动 力 ，或 者 就 找 不 到 足 够 数 M  

的 劳 动 力 。除 此 之 外 . 劳 动 者 为 r 物 质 的 享 受 和 精 神 的 享 受 而 可 能  
花 费 的 一 切 ，都 是 非 生 产 消 费 。(1 2 )如 果 资 本 积 累 引 起 工 资 的 提 高 ， * 180

(1 n  “南 美 洲 矿 工 每 天 的 劳 动 〈也 许 是 世 界 J : 最 繁 重 的 劳 动  > ,就 是 把 重
180 200磅 的 矿 石 从 450英 尺 深 的 地 下 背 到 地 面 上 来 .但 他 们 只 靠 面 包 和 豆
子 过 活 ;他 们 宁 愿 只 吃 面 包 ，但 他 们 的 雇 主 发 现 他 们 光 吃 面 包 不 可 能 干 这 样 的  
1 活 . 所 以 强 迫 他 们 吃 豆 子 ：豆 f •含 磷 酸 钙 比 面 包 多 得 多 。”（李 比 希 《化 学 在 农  
业 和 生 理 学 中 的 应 用 》1862年 第 7 版 第 1 卷 第 194页 注 ）

( 1 2 ) 詹 姆 斯 • 穆 勒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1823年 巴 黎 版 第 238 页 及 以 下  
几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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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这 种 提 高 使 工 人 的 花 费 增 加 却 不 会 使 资 本 家 有 可 能 扩 大 劳 动 力 的  

消 费 ，那 么 追 加 资 本 就 会 非 生 产 地 被 消 费 掉 》 ( 13)实 际 上 ，劳 动 者 的  
消 费 对 他 自 己 来 说 是 非 生 产 的 ，因 为 它 再 生 产 出 来 的 只 是 贫 困 的 个  
人 ; 而 对 资 本 家 和 国 家 来 说 是 生 产 的 .因 为 它 生 产 出 创 造 资 本 家 和 国  
家 的 财 富 的 力 量 。 ( 11 >

因 此 . 从 社 会 角 度 来 看 . 工 人 阶 级 同 其 他 一 切 劳 动 工 具 一 样 ，是 

资 本 的 附 属 物 ，资 本 的 再 生 产 过 程 在 一 定 限 度 内 甚 至 包 含 着 劳 动 者  
的 个 人 消 费 。这 个 过 程 不 断 地 从 劳 动 那 里 夺 取 它 的 产 品 ，并 把 产 品  
转 移 到 对 立 的 一 极 . 即 转 移 到 资 本 那 里 ，不 让 符自 我 意 识 的 工具 逃 离  

资 本 》个 人 消 费 维 持 并 再 生 产 出 这 咚 工 具 ，同 时 毁 灭 掉 他 们 的 生 活  
资 料 ，从 而 迫 使 他 们 不 断 地 重 新 出 现 在 市 场 上 。 罗 马 的 奴 隶 是 由 锁  
链 ，雇 佣 工 人 则 由 看 不 见 的 线 系 在 自 己 的 所 有 者 手 里 。只 不 过 这 个  

所 有 者 - 不 是 个 别 的 资 本 家 ，而 是 资 本 家 阶 级 。
不 久 之 前 ，这 个 阶 级 还 采 取 法 律强 制 手 段 来 实 现 对 自 由 工人 的 所  

有 权 。1 8 1 5年 以 前 ，英 国 禁止 机 器 工 人 移居 国 外 . 违 者 予以 严 惩 。

工 人 阶 级 的 再 生 产 ，同 时 也 包 括 世 代 相 传 的 技 能 的 积 累 。13 * (15)这

( 13) “如 果 劳 动 价 格 大 大 提 高 ，以 致 增 加 资 本 也 无 法 使 用 更 多 的 劳 动 ，那 
我 就 要 说 ，这 样 增 加 的 资 本 就 会 非 生 产 地 消 费 掉 。”(李 嘉 图 《政 治 经 济 学 和 赋 税  
原 理 》1821年 伦 敦 第 3 版 第 163页 ）

(]4) “唯 一 真 正 的 生 产 消 费 ，就 是 资 本 家 为 了 再 生 产 而 对 财 富 的 消 费 或  
破 坏 〈他 指 的 是 生 产 资 料 的 消 耗 〉…… 工 人 对 于 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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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3年 伦 敦 版 第 3 0 页 ）

(15) “人 们 可 以 说 真 正 积 累 起 来 的 唯 一 的 东 西 .就 是 劳 动 者 的 技 能 …… 熟 
练 劳 动 的 积 累 ，这 种 最 重 要 的 操 作 ，对 大 部 分 劳 动 者 来 说 ,不 要 任 何 资 本 也 可 以  
完 成 。”(霍 吉 斯 金 《保 护 劳 动 反 对 资 本 的 要 求 》]825年 伦 敦 版 第 1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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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技 能 列 人 了 资 本 家 的 财 产 清 单 .资 本 家 只 把 工 人 的 存 在 看 做 他 的  
可 变 资 本 的 存 在 方 式 ，这 是 确 实 无 疑 的 事 实 ，每 当 危机 使 这 种 珍 贵 的  
财 产 有 丧 失 的 危 险 时 ，资 本 家 就 会 毫 无 顾 忌 地 公 开 承 认 这 一 事 实 。

美 国 的 南 北 战 争 7 以 及 随 之 而 来 的 棉 荒 ，把 兰 开 夏 郡 和 英 格 兰 其  
他 郡 的 大 部 分 工 人 抛 向 街 头 。3SU于 是 他 们 要 国 家 援 助 或 国 民 自 愿  
捐 款 ，使 他 们 便 于 迁 往 国 外 。英 国 到 处 都 可 以 听 到 这 种 绝 望 的 呼 声 。 
当 时 《泰 晤 士 报 》( ] 8 6 3 年 3 月 24 F1)发 表 了 曼 彻 斯 特 前 任 商 会 会 长  

埃 德 蒙 • 波 特 尔 的 一 封 信 。这 封 信 在 下 院 被 恰 当 地 称 为 “工 厂 主 宣  
言 我 们 在 这 里 举 出 几 处 有 代 表 性 的 地 方 ，这 些 地 方 蛮 横 无 理  
地 要 求 得 到 资 本 对 劳 动 力 的 所 有 权 。

“有 人 可 能 对 棉 纺 织 业 工 人 说 ，他 们 的 劳 动 供 给 太 多 了 … … 也 许 应 当 减 少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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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棉 纺 织 厂 主 等 〉不 愿 意 看 到 他 的 劳 动 供 给 减 少 ；他 会 想 ，这  
样 做 既 不 公 正 又 不 正 确 …… 如 果 移 民 靠 国 库 资 助 ，他 就 有 权 要 求 听 取 他 的 意  
见 ，也 许 冇 权 提 出 抗 议 。 ”

这 个 波 特 尔 接 着 强 调 了 棉 纺 织 业 的 极 其 有 用 的 性 质 。他 说 .棉  
纺 织 业 “无 疑 地 吸 收 7^爱 尔 兰 和 英 国 农 业 区 的 多 余 人 口 ”，它 在 1866 

年占英丨 |:彳 输 出总 额 的g ，它 将 会 在 几 年 之 后 由 于 市 场 特 别 是 印 度 市  
场 的 扩 大 ，并 由 于 “按 每 磅 6 便 士 得 到 充 足 的 棉 花 供 给 ” 而 再 行 扩 大 , 

他 继 续 说 ：

“时 间 年 两 年 或 许 是 上 年 ) 会 生 产 出 必 要 的 数 量 _… ” 于 是 我 要 提 出 一  

个 问 题 :这 种 工 业 值 得 维 持 吗 ？ 这 种 机 器 〈指 活 的 劳 动 机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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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弋 汗 Ä 郡 和 雇 主 们 的 财 产 ;然 而 他 们 是 二 者 的 力 量 ;他 们 是 有 智 慧 的 和  16

(16) 1863年 4 月 2 7 日 费 伦 德 在 下 院 会 议 上 就 棉 荒 提 出 的 议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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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过 教 育 训 练 的 力 量 ，不 是 在 一 代 之 内 就 能 替 换 的 ;相 反 地 ，工 人 进 行 操 作 的 机  
器 ，很 大 一 部 分 可 以 在 一 年 内 加 以 替 换 和 改 良 而 获 得 利 益 》 ( 17)… … 如 果 鼓 励  
或 允 许 劳 动 力 迁 往 国 外 .那 资 本 家 以 后 怎 么 办 呢

这 种 发 自 内 心 的 叫 喊 使 人 想 起 了  1 7 9 2 年 的 哀 号 ：如 果 没 有 朝  

臣 ，假 发 师 怎 么 办 呢 ？

“抛 掉 劳 动 者 的 精 华 ，固 定 资 本 就 会 大 大 贬 值 ,流 动 资 本 就 会 经 不 起 同 劣 等  
劳 动 供 应 不 足 的 斗 争 …… 有 人 对 我 们 说 ，工 人 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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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 棉 纺 织 业 生 产 缩 减 ，把 支  
付 给 工 人 的 工 资 比 如 降 低 + ，或 500万 ，这 样 一 来 ,工 人 上 面 的 一 个 阶 级 即 小 店  
主 怎 么 办 呢 ？地 租 及 小 屋 à 金 怎 么 办 呢 ？小 租 地 农 场 主 .房 主 和 土 地 所 有 者 怎 么  
办 呢 ？输 出 国 家 最 优 秀 的 工 厂 工 人 ，降 低 它 的 那 部 分 生 产 效 率 最 高 的 资 本 和 财  
富 的 价 值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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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 建 议 两 二 年 内 分 批 发 放 一 笔 500万 _ -  600万 
的 贷 款 ;这 笔 钱 由 棉 纺 织 工 业 区 济 贫 所 所 属 的 特 别 委 员 掌 管 .依 照 特 别 法 律 的  
规 定 来 使 用 ，并 实 行 一 定 的 强 制 劳 动 来 保 持 受 救 济 者 的 道 德 标 准 … …放 弃 自 己  
最 优 秀 的 工 人 ，并 且 通 过 实 行 大 规 模 的 造 成 国 内 空 虚 的 移 民 ,（18)以 及 把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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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坏 的 事 情 吗 ?’’

( 1 7 ) 人 们 会 i己得，通 常 在 必 须 降 低 工 资 的 情 况 下 ，同 一 资 本 就 唱 完 全 不  
同 的 调 子 。这 时 “主 人 ”异 口 同 声 地 说 ( 见 第 十 五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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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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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为 只 要 用 最 短 的 时 间  
和 最 少 的 训 练 就 可 以 获 得 这 种 劳 动 所 需 的 全 部 技 能 。 在 生 产 中 ，主 人 的 机 器  
〈现 在 我 们 听 到 ，这 种 机 器 可 以 在 一 年 内 加 以 改 良 和 替 换 而 获 得 利 益 〉所 起 的 作  
用 . 实 际 上 比 工 人 的 劳 动 和 技 巧 〈按 照 波 特 尔 的 意 见 . 今 天 这 种 劳 动 和 技 巧 在 30 
年 中 无 法 替 换 〉所 起 的 作 用 重 要 得 多 ，因 为 工 人 的 劳 动 和 技 巧 只 需 要 6 个 月 的  
训 练 ，并 且 一 个 普 通 农 民 都 可 以 学 会 。 ”

(]8 ) 相 反 ，资 本 家 在 通 常 的 时 期 说 :如 果 工 人 能 明 智 地 减 少 他 们 的 人 手  
数 目 以 提 高 价 格 ,那 么 他 们 就 不 会 挨 饿 、道 德 败 坏 和 感 到 不 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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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特 尔 这 位 被 工 厂 主 选 中 的 辩 护 士 ，把 机 器 分 为 两 类 ，这 两 类 都  
属 于 资 本 。一 类 固 定 在 工 厂 里 ，另 一 类 在 千 完 每 天 的 活 以 后 离 开 工  
厂 。一 类 是 死 机 器 ，另 一 类 是 活 机 器 。死 机 器 不 仅 逐 H 损 坏 和 贬 值 ， 
而 且 由 于 技 术 不 断 进 步 ，它 的 大 部 分 不 断 变 得 如 此 陈 旧 ，以致在几 个  
月 之 内 可 以 用 新 机 器 来 替 换 而 获 得 利 益 。活 机 器 则 相 反 ，它 延 续 的  
时 间 越 久 ，历 代 的 技 能 积 累 得 越 多 ，就 越 好 。《泰 晤 士 报 》在回 答这 位  
大 厂 主 时 写 道 ：

“埃 • 波 特 尔 先 生 深 深 感 到 棉 纺 织 企 业 主 的 异 乎 寻 常 的 绝 对 的 重 要 性 ，因 
此 为 了 维 持 这 个 阶 级 并 且 使 他 们 的 行 业 永 世 长 存 ■他 准 备 把 M 万 劳 动 者 强 行  

关 进 庞 大 的 有 道 德 的 贫 民 习 艺 所 164。波 特 尔 先 生 问 道 .棉 纺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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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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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的 机 器 是 人  
这 种 机 器 ，因 为 他 断 言 他 并 不 打 算 把 这 种 机 器 当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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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管 你 如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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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d 放 出 蒸 汽 •发 生 爆 炸 ，在 我 们 的 大 城 市 里 疯 狂 地 喧 闹 。 正 如 波  
特 尔 先 生 所 说 ，再 生 产 劳 动 者 可 能 需 要 很 长 时 间 ,但 是 只 要 我 们 手 里 有 机 械 师  
和 货 币 ，我 们 总 是 能 够 找 到 克 勤 克 俭 、吃 苦 耐 劳 的 人 ，从 这 些 人 屮 间 可 以 造 就 出  
超 过 我 们 任 何 时 候 所 能 需 要 的 工 厂 工 长 …… 波 特 尔 先 生 向 我 们 宣 告 ，过 一  
年 、两 年 或 三 年 工 业 又 会 活 跃 起 来 ，要 求 我 们 不 鼓 励 或 不 允 许 劳 动 力 迁 往 国 外 ！ 
他 说 工 人 希 望 移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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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0 万 工 人 和 他 们 的 7 0 万 家 属 关 闭 在 棉 纺 织 工 业 区 里 ，并 且  这 是 必 然 会  
得 出 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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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都 是 由 于 考 虑 到 有 朝 一 日 棉 纺 织 企 业 主 可 能 再 需 要 他 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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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 花 和 铁 一 样 看 待  
的 人 的 手 里 拯 救 出 这 种 劳 动 力 的 时 候 了  ”( 19 >

(1.0) 1863年 3 月 24 H《泰 晤 士 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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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晤 士 报 》的 文 章 只 不 过 是 一 种 益 智 游 戏 。“ 强 大 的 舆 论 ”实 际  
上 同 波 特 尔 先 生 的 意 见 一 样 ，认 为 工 厂 工 人 是 工 厂 主 的 动 产 的 一 部  
分 。 丨: 人 被 制 止 移 居 国 外 。 >他 们 被 关 进 棉 纺 织 工 业 区 的 “有道德 
的 贫 民 习 艺 所 ” . 他 们 仍 然 是 “ 兰 开 夏 郡 棉 纺 织 业 主 的 力 贷 ”。

W 此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过 程 本 身 会 冉 生 产 出 劳 动 者 同 劳 动 条 件 的  
分 离 。这 样 ，它 就 洱 生 产 出 那 些 迫 使 工 人 为 r 生 活 而 出 卖 自 己 、使资  
本 家 有 可 能 购 买 工 人 以 发 财 致 富 的 条 件 (21>. 并 使 这 些 条 件 永 久 化 。 
现 Æ ,已 经 不 再 是 偶 然 的 事 情 使 资 本 家 和 工 人 作 为 买 者 和 卖 者 在 市  
场 上 相 对 立 。过 程 本 身 必 定 把 工 人 小 断 地 当 做 自 己 劳 动 力 的 卖 者 投  
回 市 场 . 并 把 工 人 自 己 的 产 品 不 断 地 转 化 为 资 本 家 的 购 买 手 段 。实  
际 上 ，劳 动 者 在 把 自 己 出 卖 给 个 别 资 本 家 以 前 就 已 经 属 于 资 本 家 阶  
级 。劳 动 者 在 经 济 上 的 奴 隶 地 位 ,(22)是 通 过 这 种 出 卖 行 为 的 周 期

(2〇) 议 会 没 有 为 移 民 批 准 - 个 铜 板 的 经 费 ，只 是 颁 布 法 令 . 责 成 市 政 a  
局 把 劳 动 者 维 持 在 年 死 不 活 的 状 态 中 ，或 不 付 给 标 准 工 资 而 对 他 们 进 行 剥 削 a 
相 反 . = 年 后 . 当 农 村地丨 X:牛 瘟 流 行 的 时 候 . 议 会 》 至 粗 暴 地 破 坏 议 会 惯 例 .立  
即 批 准 数 百 万 来 补 偿 &万 富 翁 地 主 们 的 损 失 ：他 们 的 租 地 农 场 主 由 于 肉 价 上 涨  
已 经 得 到 了 补 偿 ,，土 地 所 有 者 在 18M年 议 会 开 会 时 的 S f涔 般 的 吼 叫 表 明 ，即  
使 不 是 印 度 教 徒 也 可 以 礼 拜 撒 巴 拉 神 牛 . 即 使 不 是 £ 必 特 也 可 以 转 化 为 牛 。

(2〗） ‘‘工 人 为 了 生 活 而 需 要 生 活 资 料 , 工 厂 主 为 了 获 利 而 需 要 劳 动 。”(两  
斯 蒙 第 《政 治 经 济 学 新 原 理 》布 鲁 塞 尔 版 第 1 卷 第 9 1 页 ）

( 2 2 ) 达 勒 姆 邯 存 在 肴 这 种 隶 属 地 位 的 农 村 粗 野 形 式 。 冇 少数 丨 L个 郡•当  
地 的 条 件 不 能 保 证 租 地 农 场 主 对 农 业 短 工 的 无 n丨 争 辩 的 所 有 权 ,达 勒 姆 郡 就 是  
其 中 的 一 个 。 采 矿 业 使 农 业 短 I:有 选 择 的 机 会 。 因 此 ，在 这 些 地 方 .租 地 农 场  
主 打 破 惯 例 ，只承租筑有丨 :人 小 屋 的 土 地 。小 屋 祖 金 就 是 工 资 的 一 部 分 。这 些  
小 屋 叫 做 ••农 业 工 人 房 舍 ”„ r 人 要 忸 这 些 小 屋 必 须 完 成 一 定 的 封 建 义 务 ，IU赁  
契 约 就 叫 做 “依 附 关 系 按 照 这 种 朿 缚 劳 动 者 的 契 约 . 例 如 劳 动 者 在 外 地 做 T: 
的 时 候 . 必 须 由 他 的 女 儿 或 其 他 人 代 他 r 作 。 劳 动 者 本 人 叫 bondsman.即 依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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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新 、自 由 契 约 的 假 象 、雇 主 的 更 换 和 劳 动 的 市 场 价 格 的 变 动 来 实 现  
的 ，同 时 又 被 这 些 事 实 所 掩 盖 。 (23)

可 见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过 程 从 其 连 续 性 来 考 察 ，或 作 为 再 生 产 来 考  
察 , 不 仅 生 产 商 品 ，不 仅 生 产 剩 余 价 值 ，而 且 还 生 产 出 资 本 家 和 雇 佣  
工 人 的 社 会 关 系 ，并 使 之 永 久 化 。 (24) '

农 》这 种 关 系 还 从 一 个 全 新 的 角 度 表 明 ，劳 动 者 的 个 人 消 费 同 时 是 为 资 本 的 消  
费 或 生 产 消 费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甚 至 这 种 依 附 农 的 粪 便 都 成 了 他 的 利 欲 熏 心  
的 主 子 的 一 项 额 外 收 人 …… 租 地 农 场 主 除 了 自 己 的 厕 所 以 外 ，不 许 邻 近 有 别  
的 劂 所 ，而 且 不 容 许 对 这 方 面 的 领 主 权 有 任 何 侵 犯 》”(《公 共 E 生 。 第 7 号 报  
告 》1865年 版 第 188页 ）

( 2 ^ 我 们 记 得 ，在 儿 童 劳 动 等 方 面 ，甚 至 连 卖 身 的 形 式 也 不 需 要 。
(24) “资 本 以 雇 佣 劳 动 为 前 提 , 而 雇 佣 劳 动 又 以 资 本 为 前 提 。 两 者 相 互  

制 约 ；两 者 相 互 产 生 。一 个 棉 纺 织 厂 的 工 人 是 不 是 只 生 产 棉 织 品 呢 ？ 不 是 ，他 
牛 产 资 丰 „ 他 生 产 重 新 供 人 利 用 去 支 配 他 的 劳 动 并 通 过 他 的 劳 动 创 造 新 价 值  
的 价 值 ..”（片 尔 • 马 克 思 《雇 佣 劳 动 与 资 本 》，载 于 《新 莱 茵 报 》1849年 4 月 7 日 
第 266 号 )用 这 个 标 题 在 《新 莱 茵 报 》上 发 表 的 文 章 ，是 1847年 我 在 布 鲁 塞 尔 德  

意 志 工 人 协 会 351就 这 个 题 目 发 表 的 演 说 的 片 断 :文 章 的 登 载 由 于 二 月 革 命 191 
而 中 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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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四 章

剩 余 价 值 转 化 为 资 本

1 . 规 模 扩 大 的 再 生 产 。 商 品 生 产 所 有 权  
如 何 转 变 为 资 本 主 义 占 有 权

我 们 在 前 几 篇 中 已 经 看 到 , 剩 余 价 值 怎 样 从 资 本 产 生 ;现 在 我 们  
考 察 资 本 怎 样 从 剩 余 价 值 产 生 。

如 果 剩 余 价 值 不 是 被 花 费 掉 ，而 是 作 为 资 本 被 预 付 和 使 用 .那 就  
会 形 成 一 个 新 的 资 本 并 加 人 原 有 资 本 。 因 此 ，积 累 是 通 过 剩 余 价 值  
的 资 本 化 进 行 的 。 (25)

首 先 ，我 们 从 单 个 资 本 家 的 角 度 来 考 察 这 个 过 程 。
例 如 ，一 个 纱 厂 主 预 付 了  2 5 万 法 郎 . 其 中 I 用 于 棉 花 ，机 器 等  

等 ，+ 用 于 工 资 。假 定 他 每 年 生 产 棉 纱 2 4 万 磅 7价 值 为 3 0 万 法 郎 。 
5 万 ^ 郎 剩 余 价 值 包 含 在 4 万 磅 纯 产 品 中 ，它 占 总 产 品 的 j 。这 笔  
剩 余 价 值 将 由 于 出 售 而 变 成 5 万 法 郎 总 额 。 5 万 法 郎 就 是 5 万法

(25) “资 本 积 累 就 是 把 收 人 的 一 部 分 当 做 资 本 使 用 。”(马 尔 萨 斯 《政 治 经  
济 学 定 义 》1853年 伦 敦 版 ，卡 泽 诺 夫 编 ，第 1〗页 )“收 人 转 化 为 资 本 。”(马 尔 萨 斯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1836年 伦 敦 第 2版 第 32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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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 。它 们 的 剩 余 价 值 的 性 质 ，向 我 们 表 明 它 们 是 如 何 落 人 资 本 家 手  
中 的 ，但 是 丝 毫 也 不 会 影 响 它 们 的 价 值 或 货 币 的 本 性 。

因 此 ，纱 厂 主 要 把 追 加 的 5 万 法 郎 转 化 为 资 本 ，在 其 他 条 件 不 变  

的 情 况 下 ，就 只 需 预 付 其 中 的 { 去 购 买 棉 花 等 物 ，+去 购 买 追 加 的 纺  
纱 工 人 ，这 些 纺 纱 工 人 会 在 市 场 上 找 到 生 活 资 料 ，而 生 活 资 料 的 价 值  
已 由 纱 厂 主 预 付 给 他 们 了 。于 是 ，这 5 万 法 郎 新 资 本 就 在 纺 纱 厂 中  

执 行 职 能 ，并 又 带 来 1 万 法 郎 剩 余 价 值 ，等 等 。 y

资 本 价 值 最 初 是 以 货 币 形 式 预 付 的 ; 相 反 ，剩 余 价 值 一 开 始 就 作  
为 总 产 品 的 一 定 部 分 的 价 值 而 存 在 。如 果 总 产 品 卖 出 去 ，同货 币 相  
交 换 ，那 么 资 本 价 值 就 又 取 得 了 自 己 最 初 的 形 式 ，而剩余价 值 则 改 变  
了 自 己 最 初 的 存 在 方 式 。但 是 从 这 时 候 起 ，资 本 价 值 和 剩 余 价 值 二  
者 都 成 了 货 币 额 ，并 且 后 来 以 完 全 相 同 的 方 式 转 化 为 资 本 。纱 厂 主  
预 付 这 二 者 用 来 购 买 商 品 ，以 便 能 够 重 新 开 始 制 造 自 己 的 产 品 。而 
这 次 是 在 扩 大 的 规 模 上 进 行 的 。但 是 ，他 要 买 到 这 些 产 品 的 构 成 要  
素 ，就 必 须 在 市 场 上 找 到 这 些 要 素 。

他 自 己 的 棉 纱 所 以 能 流 通 ，只 是 因 为 他 把 自 己 的 年 产 品 投 人 市  
场 ，正 像 其 他 所 有 的 资 本 家 也 把 自 己 的 商 品 投 人 市 场 一 样 。但 这 些  
商 品 在 进 人 市 场 以 前 ，就 已 经 存 在 于 年 生 产 基 金 中 了 ,这 个 基 金 不 过  
是 各 个 单 个 资 本 的 总 额 或 社 会 资 本 在 一 年 中 转 化 成 的 各 种 物 品 的 总  
额 ，而 每 个 资 本 家 只 占 有 其 中 的 一 个 相 应 部 分 。市 场 上 的 过 程 只 是  
年 生 产 的 各 个 组 成 部 分 的 转 移 或 易 手 ，既 不 能 增 大 年 生 产 ，也不能改 
变 所 生 产 的 物 品 的 本 性 。可 见 ，全 部 年 产 品 能 有 什 么 用 途 ，取 决 于 它  
本 身 的 构 成 ，而 不 取 决 于 流 通 。，

首 先 ，年 生 产 必 须 提 供 用 来 在 实 物 形 式 上 补 偿 一 年 中 所 消 费 的  
资 本 的 物 质 组 成 部 分 的 一 切 物 品 。扣 除 这 一 部 分 以 后 ，剩 下 的 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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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含 剩 余 价 值 的 纯 产 品 》
但 是 这 种 纯 产 品 是 由 什 么 构 成 的 呢 ？
当 然 是 那 些 供 资 本 家 阶 级 满 足 需 要 和 欲 望 的 物 品 ，即 加 入 该 阶  

级 的 消 费 基 金 的 物 品 。如 果 这 些 物 品 全 部 加 人 消 费 基 金 ，剩 余 价 值  
就 会 被 挥 霍 尽 ，这 样 就 只 能 进 行 简 单 再 生 产 了 。

要 积 累 ，就 必 须 把 一 部 分 纯 产 品 转 化 为 资 本 。但 是 ，如果不是出 
现 了 奇 迹 ，能 够 转 化 为 资 本 的 ，只 是 那 些 能 够 在 劳 动 过 程 中 执 行 职 能  
的 物 品 ，即 生 产 资 料 ，以 及 那 些 能 够 维 持 劳 动 者 生 存 的 物 品 ，即 生活 
资 料 。所 以 ，除 了 补 偿 预 付 资 本所需的 生 产 资 料 和 生 活 资 料 以 外 ，还  
要 有 一 部 分 年 剩 余 劳 动 用 来 生 产 追 加 的 生 产 资 料 和 生 活 资 料 „ 总  
之 ，剩 余 价 值 所 以 能 转 化 为 资 本 ，只 是 因 为 纯 产 品 （它 的 价 值 就 是 剩  
余 价 值 ) 已 经 包 含 了 新 资 本 的 物 质 要 素 。 (26)

要 使 这 些 要 素 执 行 资 本 的 职 能 ，资 本 家 阶 级 还 需 要 追 加 劳 动 ，而 
这 种 追 加 劳 动 ，除 了 在 外 延 方 面 或 内 涵 方 面 更 多 地 剥 削 已 就 业 的 工  
人 以 外 ，资 本 家 阶 级 只 有 靠 吸 收 追 加 劳 动 力 才 能 得 到 。 资 本 主义 生  
产 的 机 制 已 经 提 供 了 这 个 条 件 ，它 把 工 人 阶 级 作 为 雇 佣 工 人 阶 级 再  
生 产 出 来 ，让 他 们 的 通 常 的 工 资 不 仅 能 维 持 生 存 ，而 且 还 能 用 来 进 行  
繁 殖 。

现 在 剩 下 的 事 情 只 是 要 把 工 人 阶 级 每 年 所 提 供 的 各 种 年 龄 的 追  
加 劳 动 力 ，同 年 产 品 à 经 包 含 的 追 加 生 产 资 料 结 合 起 来 。

因 此 ，具 体 说 来 ，积 累 就 是 资 本 以 不 断 扩 大 的 规 模 进 行 的 再 生

( 2 6 ) 这 里 我 们 把 出 口 贸 易 撇 开 不 说 。一 个 国 家 借 助 出 口 贸 易 可 以 使 奢  
侈 品 转 化 为 生 产 资 料 或 必 要 生 活 资 料 ，或 者 也 可 以 反 过 来 。 为 了 使 一 般 的 分 析  
摆 脱 没 有 用 处 的 偶 然 情 况 ，必 须 把 整 个 贸 易 世 界 看 做 一 个 国 家 ，并 且 假 定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已 经 到 处 确 立 并 占 据 了 一 切 产 业 部 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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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简 单 再 生 产 的 循 环 扩 大 了 ，按 照 西 斯 蒙 第 的 说 法 (27)，变 成 螺 旋  

形 了 。 3S2

现 在 我 们 再 回 过 头 来 谈 我 们 所 举 的 例 子 。这 是 亚 伯 拉 罕 生 以  
撒 ，以 撒 生 雅 各 353等 等 的 老 故 事 。 250 0 0 0 法 郎 原 有 资 本 带 来  

50 0 ()0法 郎 剩 余 价 值 ，这 些 剩 余 价 值 资 本 化 了  1 新 的 50 0 0 0 法郎资  

本 又 带 来 10 0 0 0 法 郎 剩 余 价 值 ，这 个 剩 余 价 值 又 资 本 化 了 。或 者 说  
转 化 为 第 二 个 追 加 资 本 ，又 带 来 2 0 0 0 法 郎 剩 余 价 值 ，依 此 类 推 。

我 们 在 这 里 撇 开 资 本 家 自 己 所 消 费 的 那 部 分 剩 余 价 值 不 说 。追 
加 资 本 是 作 为 增 殖 额 加 在 原 有 资 本 上 ，还 是 同 它 分 开 而 独 立 执 行 职  
能 ;是 由 积 累 它 的 同 一 个 人 使 用 ，还 是 由 他 转 人 别 人 手 中 ，这 些 我 们  
暂 时 也 不 必 过 问 。只 是 不 应 当 忘 记 , 在 新 形 成 的 资 本 旁 边 ，原有资 本 

仍 在 继 续 再 生 产 自 己 ，并 生 产 剩 余 价 值 ，而 且 每 一 个 积 累 的 资 本 就 它  
同 自 己 所 创 造 的 追 加 资 本 的 关 系 来 说 ，也 是 这 样 。

原 有 资 本 是 由 预 付 2 5 万 法 郎 而 形 成 的 。它 的 占 有 者 是 从 哪 里  

得 到 它 的 呢 ？它 是 通 过 占 有 者 本 人 的 劳 动 和 他 的 祖 先 的 劳 动 得 到  

的 ！——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代 表 人 物 一 致 这 样 回 答 我 们 ，(28)而 他 们 的  

这 种 假 定 好 像 真 的 是 唯 一 符 合 商 品 生 产 的 规 律 的 。
5 万 法 郎 追 加 资 本 的 情 况 就 完 全 不 同 了 。它 的 产 生 过 程 我 们 是  

一 清 二 楚 的 。这 是 资 本 化 了 的 剩 余 价 值 。它 一 开 始 就 没 有 一 个 价 值  
原 子 不 是 由 无 酬 的 他 人 劳 动 产 生 的 。合 并 追 加 劳 动 力 的 生 产 资 料 .

( 2 7 )  西 斯 蒙 第 对 积 累 的 分 析 有 一 个 很 大 的 缺 点 ，就 是 他 太 满 足 于 “收 人  
转 变 为 资 本 ”这 句 话 ，而 没 有 深 究 这 个 活 动 的 物 质 条 件 》

(28) “最 初 的 劳 动 是 他 的 资 本 产 生 的 由 来 。”(西 斯 蒙 第 《政 治 经 济 学 新 原  
理 >)18.1_9年 巴 黎 版 第 1 卷 第 10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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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 维 持 这 种 劳 动 力 的 生 活 资 料 . 都 不 外 是 纯 产 品 ，即 资 本家 阶 级 每  
年 从 工 人 阶 级 那 1 夺 取 的 贡 品 的 组 成 部 分 。如果资 本 家 阶 级 用 贡 品  

的 一 个 部 分 从 工 人 阶 级 那 里 购 买 追 加 劳 动 力 ，甚 至 以 公 平 的 价 格 来  
购 买 ，就 是 说 ，用 等 价 物 交 换 等 价 物 ，这 仍 然 是 征 服 者 的 做 法 ，他们 乐  
于 用 从 被 征 服 者 那 里 掠 夺 来 的 货 币 去 购 买 被 征 服 者 的 商 品 。

如 果 追 加 资 本 所 雇 用 的 就 是 把 它 生 产 出 来 的 人 .那 么 他 们 在 继  
续 使 原 有 资 本 增 殖 的 同 时 ，必 须 对 自 己 过 去 的 无 酬 劳 动 的 产 品 用 比  
它 所 费 劳 动 更 多 的 追 加 劳 动 买 回 来 。如 果 我们 把 这 看 做 资 本 家 阶 级  
和 工 人 阶 级 之 间 的 交 易 ，那 么 ，即 使 用 过 去 雇 用 的 工 人 的 无 酬 劳 动 来  

雇 用 追 加 的 工 人 ，事 情 也 是 一 样 的 。新 资 本 也 可 能 用 来 购 买 机 器 ，以 
便 把 生 产 这 种 新 资 本 的 那 些 人 抛 向 街 头 ，用 几 个 儿 童 来 代 替 他 们 。 

不 管 怎 样 ，工 人 阶 级 总 是 用 这 一 年 的 剩 余 劳 动 创 造 了 下 一 年 雇 用 追  
加 劳 动 的 追 加 资 本 。(29)这 就 是 所 谓 的 资 本 创 造 资 本 。

第 一 个 资 本 5 万 法 郎 的 积 累 的 前 提 ，是 作 为 原 有 资 本 而 预 付 的  
2 5 万 法 郎 来 自 它 的 占 有 者 的 自 己 的 基 金 ，来 自 他 的 “最 初 劳 动 ”。 而 
第 二 个 追 加 资 本 1 万 法 郎 的 前 提 只 能 是 5 万 法 郎 资 本 的 先 行 积 累 ， 

因 为 前 者 只 是 后 者 的 资 本 化 的 剩 余 价 值 。 由 此 产 生 的 结 果 是 ，资 本 
家 已 经 积 累 的 越 多 ，就 越 能 更 多 地 积 累 。换 句 话 说 :他 过 去 占 冇 尤 酬  
的 他 人 劳 动 越 多 ，现 在 就 越 能 更 多 地 占 有 。在 这 里 ，甚 至 等 价 物 交  
换 、交 换 者 的 劳 动 产 品 的 交 换 的 假 象 也 看 不 见 了 。

尽 管 这 种 发 财 致 富 的 方 式 同 最 初 的 商 品 生 产 规 律 十 分 矛 盾 .但  
必 须 清 楚 懂 得 ，它 的 产 生 不 是 由 于 这 些 规 律 遭 到 违 反 ，相 反 地 ，是由

(29> “在 资 本 使 用 劳 动 以 前 ，劳 动 就 已 经 创 造 了 资 本 。”(爱 • 吉 ■ 韦 克 菲  
尔 德 《英 国 和 美 国 》1833年 伦 敦 版 第 2卷 第 11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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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这 些 规 律 得 到 应 用 。为 了 证 实 这 一 点 ，只 要 略 微 回 顾 一 下 导 致 积  
累 的 那 个 运 动 的 依 次 发 生 的 各 个 阶 段 就 够 了 。

首 先 我 们 看 到 ，一 个 价 值 额 最 初 转 化 为 资 本 是 完 全 按 照 交 换 规  
律 进 行 的 。交 换 双 方 中 的 一 方 出 卖 自 己 的 劳 动 力 ，他 方 购 买 劳 动 力 。 
前 者 取 得 自 己 商 品 的 价 值 ，从 而 这 种 商 品 的 使 用 即 劳 动 就 让 渡 给 后  
者 。于 是 ，后 者 就 借 助 于 归 他 所 有 的 劳 动 ，把 归 他 所 有 的 生 产 资 料 转  
化 为 一 种 新 产 品 , 这 个 产 品 理 所 当 然 归 他 所 有 6

这 个 产 品 的 价 值 首 先 包 含 了 已 被 消 费 掉 的 生 产 资 料 的 价 值 ，但 
如 果 有 用 劳 动 不 把 生 产 资 料 的 价 值 转 移 到 产 品 上 去 ，就 不 能 消 费 这  
些 生 产 资 料 ，而 劳 动 力 要 卖 得 出 去 ，就 必 须 能 够 向 使 用 它 的 工 业 部 门  
提 供 有 用 劳 动 。

新 产 品 的 价 值 包 含 了 劳 动 力 的 等 价 物 和 — 个 剩 余 价 值 。这 是由 
于 按 一 定 时 期 ( 一 日 、一 周 等 等 ) 出 卖 的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低 于 它 的使用 
在 同 一 时 期 所 创 造 的 价 值 。但 是 ，劳 动 者得到了他的劳 动 力的交换 价 
值 ，因 而 让 渡 了 他 的 劳 动 力 的 使 用 价 值 ，这 同 任 何 商 品 买 卖 都 一 样 。

劳 动 力 这 种 特 殊 商 品 的 使 用 会 提 供 劳 动 ，从 而 能 创 造 价 值 ，但这  
种 情 况 丝 毫 也 不 会 改 变 商 品 生 产 的 一 般 规 律 。所 以 ，如 果 说 预 付 在  
工 资 上 的 价 值 额 再 现 在 产 品 中 ，而 且 还 带 有 一 个 余 额 ，那 么 ，这 绝 不  
是 由 于 卖 者 受 到 损 害 ， - 因 为 他 得 到 了 自 己 商 品 的 等 价 物 ，—— 而 
是 由 于 买 者 消 费 了 这 种 商 品 。

交 换 规 律 只 要 求 彼 此 出 让 的 物 品 的 交 换 价 值 相 等 ，但 它 要 求 这  
些 物 品 的 使 用 价 值 即 它 们 的 效 用 各 不 相 同 ，它 同 这 些 物 品 的 消 费 无  
关 . 因 为 消 费 只 是 在 买 卖 结 束 以 后 才 开 始 的 。

吋 见 ，货 币 最 初 转 化 为 资 本 ，是 符 合 商 品 生 产 的 经 济 规 律 以 及 由  
此 产 生 的 所 有 权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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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 管 如 此 ，这 种 转 化 会 产 生 如 下 结 果 ：
( 1 )  产 品 属 于 资 本 家 ，而 不 属 于 生 产 者 ；
( 2 )  这 一 产 品 的 价 值 既 包 含 预 付 资 本 的 价 值 ，也 包 含 剩 余 价 值 . 

后 者 要 工 人 耗 费 劳 动 ，而 不 要 资 本 家 耗 费 任 何 东 西 ，但 它 却成 为 资 本  
家 的 合 法 财 产 ；

( 3 )  工 人 保 持 了 自 己 的 劳 动 力 ，只 要 找 到 买 者 就 可 以 重 新 出 卖 。 
简 单 再 生 产 仅 仅 是 这 种 最 初 的 活 动 的 周 期 反 复 ；因 而 它 每 一 次

都 是 货 币 最 初 转 化 为 资 本 。规 律 的 作 用 的 连 续 性 ，显 然 是 规 律 的 违  
反 的 对 立 面 》

“好 多 次 连 续 发 生 的 交 换 ，不 过 使 最 后 一 次 成 为 最 初 一 次 的 代 表 。 ”(3Q)

然 而 ，我 们 已 经 知 道 ，简 单 再 生 产 根 本 改 变 了 第 一 个 行 为 就 其 孤  
立 的 方 面 来 考 察 时 所 具 有 的 性 质 。

“在 参 加 国 民 收 人 分 配 的 人 中 间 .一 部 分 人 〈工 人 〉每 年 通 过 新 的 劳 动 获 得  
新 的 分 配 权 ;另 一 部 分 人 〈资 本 家 〉则 通 过 最 初 劳 动 已 经 预 先 取 得 了 永 久 的 分
配 权 。，，(31)

此 外 ，劳 动 领 域 并 不 是 长 子 继 承 权 创 造 奇 迹 的 唯 一 领 域 。
如 果 简 单 再 生 产 为 规 模 扩 大 的 再 生 产 ，为 积 累 所 代 替 ，会 发 生什 

么 变 化 呢 ？
在 前 一 种 情 况 下 ，资 本 家 花 费 了 全 部 剩 余 价 值 ，在 后 一 种 情 况  

下 ，他 只 花 费 了 剩 余 价 值 的 一 部 分 ，而 把 其 余 部 分 转 化 为 货 币 ，以此 
表 现 了 自 己 的 公 民 美 德 。

C « ) ) 西 斯 蒙 第 《政 治 经 济 学 新 原 理 》1819年 巴 黎 版 第 1 畚 第 7 0 页 。
( 3 1 ) 同 上 ，第 11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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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 余 价 值 是 资 本 家 的 财 产 ，它 从 来 不 属 于 别 人 。因 此 ，他预 付剩 
余 价 值 时 ，就 像 他 第 一 天 进 入 市 场 时 那 样 ，是 他 从 自 己 的 基 金 中 预 付  
的 ，尽 管 这 一 次 他 的 基 金 来 自 他 的 工 人 的 无 酬 劳 动 。如 果 工 人 B 是 
用 工 人 A 所 生 产 的 剩 余 价 值 来 雇 用 的 . 那 么 ，应 该 看 到 ，一 方 面 . A 

提 供 这 种 剩 余 价 值 时 ，资 本 家 对 他 的 商 品 支 付 了 合 理 的 价 格 ，分文也 
没 有 少 给 ; 另 一 方 面 ，这 一 交 易 同 工 人 B 毫 无 关 系 。B 所 要 求 的 而 且  

有 权 要 求 的 ，是 资 本 家 把 他 的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付 给 他 。

“双 方 都 有 利 ，因 为 对 工 人 来 说 ，他 在 劳 动 前 〈应 当 说 :在 他 自 己 的 劳 动 带 来  
成 果 前  >就 预 先 得 到 劳 动 〈应 当 说 :别 的 工 人 的 无 酬 劳 动 〉的 果 实 ；对 雇 主 来 说 . 
这 个 工 人 的 劳 动 的 价 值 大 于 他 的 工 资 的 价 值 〈应 当 说 :他 生 产 的 价 值 大 于 他 的  
工 资 的 价 值 〉 。”

诚 然 .如 果 我 们 对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从 它 的 更 新 的 不 间 断 进 行 中 加  
以 考 察 . 而 且 我 们 考 察 的 不 是 单 个 资 本 家 和 单 个 工 人 .而 是 资 本 家 阶  
级 和 工 人 阶 级 .那 么 .情 况 就 完 全 不 同 了 。但 这 样 一 来 ，我 们 就 得 应  

用 一 个 与 商 品 生 产 完 全 不 同 的 标 准 》
Æ商 品 生 产 中 . 互 相 对 立 的 仅 仅 是 彼 此 独 立 的 卖 者 和 买 者 .他 们  

之 N 的 关 系 在 他 们 的 契 约 所 规 定 的 期 限 到 期 以 后 即 告 结 束 。要是交 
易 電 复 进 行 ，那 是 由 于 订 了 新 的 契 约 ，它 同 旧 的 契 约 没 有 什 么 联 系 . 

同 一 卖 者 和 同 一 买 者 订 立 契 约 纯 粹 是 偶 然 的 事 情 。
因 此 .如 果 要 把 商 品 生 产 按 商 品 生 产 本 身 的 经 济 规 律 来 加 以 判  

断 •我 们 就 必 须 把 每 个 交 易 孤 立 起 来 考 察 .撇 开 它 与 以 前 的 和 以 后 的  
交砧的一  t刀联 系„ 此 外 ，因 为 卖 和 买 总 是 在 个 別 人 之 间 进 行 ，所以不 

位 该 在 这 里 去 4 找 阶 级 和 阶 级 之 间 的 关 系 。

( 3 2 ) 丨 d h .第  13S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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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在 执 行 职 能 的 资 本 .不 管 它 经 过 的 周 期 的 再 生 产 和 先 行 积 累  
的 系 列 多 么 长 ，总 是 保 持 着 它 本 来 的 处 女 性 。 假 定 每 一 个 单 独 考 察  
的 交 易 仍 遵 循 交 换 规 律 ，但 占 有 方 式 却 会 发 生 根 本 的 变 毕 而 这 丝 毫  
不 触 犯 与 商 品 生 产 相 适 应 的 所 有 权 。所 有 权 在 产 品 归 生 产 者 所 有 . 

生 产 者 用 等 价 物 交 换 等 价 物 ，只 能 靠 自 己 劳 动 致 富 的 初 期 ，是 有 效  
的 ;在 财 富 由 于 不 断 地 占 有 别 人 的 无 酬 劳 动 而 越 来 越 大 规 模 地 枳 累  
起 来 的 资 本 主 义 时 期 ，也 是 有 效 的 „ (33)

一 旦 劳 动 力 由 劳 动 者 自 己 作 为 商 品 自 由 出 卖 ，这 种 结 果 就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但 只 有 从 这 时 起 ，商 品 生 产 才 普 遍 化 ，才 成 为 典 型 的 生 产  
形 式 ; 只 有 从 这 时 起 ，每 一 个 产 品 越 来 越 是 为 卖 而 生 产 ，而 且 一 切 财  
富 都 要 经 过 流 通 。 只 有 当 雇 佣 劳 动 成 为 商 品 生 产 的 基 础 时 ，商 品生 
产 才 不 仅 强 加 于 整 个 社 会 ，而 且 第 一 次 发 挥 出 自 己 的 全 部 潜 力 。说  
雇 佣 劳 动 的 介 入 使 商 品 生 产 变 得 不 纯 ，那 就 等 于 说 ，商 品 生 产 要 保 持  
纯 粹 ，它 就 不 该 发 展 。商 品 生 产 越 是 变 成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商品生产 的 
所 有 权 规 律 就 越 是 必 然 转 化 为 资 本 主 义 的 占 有 规 律 。某些社会 主 义  
学 派 以 为 ，在 资 本 的 制 度 中 应 用 商 品 生 产 的 永 恒 规 律 可 以 摧 毁 这 一  
制 度 . 他 们 的 这 种 想 法 多 么 荒 唐 !354

大 家 知 道 ，最 初 预 付 的 资 本 ，即 使 它 完 全 起 源 于 它 的 占 有 者 的 劳  
动 ，迟 早 也 会 由 于 简 单 再 生 产 而 转 化 为 积 累 的 资 本 ，或资 本化了的剩 
余 价 值 。但 除 此 以 外 ，全 部 预 付 资 本 会 像 一 滴 水 一 样 消 失 在 越 来 越  
大 的 积 累 的 洪 流 中 。经 济 学 家 们 如 此 熟 知 这 一 事 实 ，以 致 他 们 热 衷

( 3 3 ) 资 本 家 对 劳 动 者 的 产 品 的 所 有 权 “是 占 有 规 律 的 严 酷 的 结 果 ，但 这  
个 规 律 的 基 本 原 则 却 是 每 个 劳 动 者 对 自 己 的 劳 动 产 品 拥 有 唯 一 的 所 有 权 ”（舍 
尔 比 利 埃 《富 或 贫 》1841年 巴 黎 版 第 5 8 页 ）。 - 一 作 者 感 觉 到 了 辩 证 的 矛 质 ，但 
错 误 地 加 以 解 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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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把 资 本 说 成 是 “重 新 用 来 生 产 剩 余 价 值 的 积 累 起 来 的 财 富 ”(34)，而 

把 资 本 家 说 成 是 “纯 产 品 的 占 有 者 ”(35)。这 种 看 法 还 可 以 用 另 一 种  

方 式 来 表 述 :全 部 现 存 的 资 本 都 是 积 累 起 来 的 或 资 本 化 的 利 息 ，因为  
利 息 不 过 是 剩 余 价 值 的 一 部 分 。伦 敦 《经 济 学 家 》杂 志 写 道 :“资 本加 
上 储 蓄 资 本 的 每 部 分 复 利 .将 以 这 样 的 方 式 增 加 ，以致全世 界 能 提 供  
收 人 的 一 切 财 富 早 就 成 了 资 本 的 利 息 。”(36) *《经 济 学 家 》实 在 太 克 制  

既 然 它 步 普 赖 斯 博 士 的 后 尘 ，它 就 应 当 用 准 确 的 计 算 来 证 明 ，为  
了 把 应 该 还 给 资 本 的 一 切 东 西 还 给 资 本 ，只 有 地 球 是 不 够 用 的 ，还 必 
须 加 上 其 他 的 星 球 。

2 . 关 于 规 模 扩 大 的 再 生 产 的 错 误 见 解

资 本 家 用 一 部 分 剩 余 价 值 购 买 的 作 为 消 费 资 料 的 商 品 .显 然 对  
他 + 能 起 生 产 资 料 和 价 值 增 殖 [valor— 手 段 的 作 用 ；他为  

了 同 一 目 的 而 购 尖 的 劳 动 也 不 是 生 产 劳 动 。购 买 这 些 商 品 和 购 买 这  

种 劳 动 .不 会 使 他 致 富 .相 反 会 减 少 他 的 财 富 。他 这 样 做 就 是 把 剩 余

(34) “资 本 就 是 用 来 获 取 利 润 的 枳 累 起 来 的 财 富 。”（马 尔 萨 斯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18邪 年 伦 敦 第 2版 )“资 本 就 足 由 收 人 中 节 约 下 来 并 用 来 获 取 利 润 的 财  
M 所 构 成 的 • 琼 斯《国 民政治经 济 学 教 程 》 1 8 5 2 年 赫 特福 德 版 第 1 6 页 ）

(35) “纯 产 品 或 资 本 的 占 有 者 。”(《国 民 闲 难 的 原 因 及 其 解 决 办 法 „ 给 约  
翰 • 罗 素 勋 爵 的 --封 信 》1821年 伦 敦 版 ）

( 3 6 )  伦 敦 《经 济 学 家 》杂 志 丨 851年 7月 19日„
< 3 7 ) 我 们 认 为 .“ valonsatioiT这 个 术 语 最 准 确 地 反 映 了 使 价 值 成 为 它 自  

§ 的 增 殖 Î•段的运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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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值 当 做 收 人 来 消 费 ，而 不 是 把 它 作 为 资 本 来 获 利 。
封 建 贵 族 竭 力 要 消 费 比 自 己 的 财 产 更 多 的 东 西 ，炫 耀 自 己 有 不  

计 其 数 的 游 手 好 闲 的 侍 从 ，以 示 自 己 的 阔 绰 。与 此 相 反 ，资 产 阶 级 政  
治 经 济 学 则 必 然 宣 扬 积 累 是 公 民 的 首 要 义 务 ，并 谆 谆 告 诫 人 们 ，为 了 
积 累 ，需 要 明 智 ，不 应 该 把 全 部 收 入 吃 光 用 尽 ，而 应 该 把 其 中 相 当 的  
一 部 分 用 来 雇 用 生 产 劳 动 者 ，他 们 提 供 的 东 西 比 他 们 得 到 的 东 西  
更 多 。

此 外 ，资 产 阶 级 政 治 经 济 学 又 不 得 不 同 一 般 人 的 偏 见 作 斗 争 ，这  
种 偏 见 把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和 货 币 贮 藏 混 为 一 谈 ，以 为 积 累 就 是 使 构 成  
财 富 的 那 些 物 品 不 被 消 费 掉 ，或 者 说 ，把 货 币 从 流 通 的 危 险 中 救 出  
来 。其 实 ，把 货 币 锁 起 来 ，才 是 使 货 币 避 免 资 本 化 的 最 可 靠 的 方 法 ， 
而 为 了 货 币 贮 藏 而 积 累 商 品 ，这 只 有 发 狂 似 的 悭 吝 鬼 才 会 这 样  
做 。(38) 39 40商 品 的 积 累 ，如 果 它 不 是 商 品 流 通 本 身 的 暂 时 现 象 ，就 是 市  
场 商 品 充 斥 或 者 生 产 过 剩 的 结 果 。

在 日 常 生 活 用 语 中 ，人 们 还 把 资 本 主 义 积 累 ( 它 是 生 产 过 程 )同 其  
他 两 种 经 济 现 象 混 为 一 谈 ，这 两 种 现 象 是 :富 人 消 费 基 金 中 供 慢 慢 消  
费 的 财 物的增长 _ 和一切生产 方式所共有的储 备 或 库 存的形成。

因 此 ，古 典 政 治 经 济 学 强 调 指 出 ，积 累 的 最 富 有 特 征 的 地 方 是 ，

( 3 8 )  例 如 巴 尔 扎 克 曾 对 各 色 各 样 的 贪 婪 作 了 透 彻 的 研 究 。 在 他 的 作 品  
中 ，那 个 老 高 利 贷 者 高 布 赛 克 在 他 开 始 为 了 货 币 贮 藏 而 积 累 商 品 时 就 已 经 失 去  
了 理 智 。

(39) “商 品 积 累 …… 交 换 停 滞 …… 生 产 过 剩 。”(托 • 柯 贝 特 《个 人 致  
富 的 原 因 和 方 法 的 研 究 》1841年 伦 敦 版 第 104页 ）

( 4 0 )  内 克 正 是 在 这 个 意 义 上 谈 到 了 “奢 侈 品 ”的 “积 累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而  
增 长 ”，“财 产 法 使 奢 侈 品 集 中 在 一 个 社 会 阶 级 手 中 。”(《内 克 著 作 集 》1789年 巴  
黎 一 洛 桑 版 第 2 卷 《论 法 国 财 政 的 管 理 》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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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 纯 产 品 维 持 生 活 的人 应 该 是 生 产 劳 动 者 ，而 不 是 非 生 产 劳 动 者 (41)， 
这 是 完 全 正 确 的 。但 它 的 错 误 也 正 是 从 这 里 开 始 。亚 当 •斯密的任 
何 理 论 都 没 有 像 下 面 这 一 点 一 样 被 认 为 是 无 可 辩 驳 的 真 理 :积 累 无  
非 是 纯 产 品 由 生 产 劳 动 者 消 费 ，或 者 说 ，剩 余 价 值 的 资 本 化 无 非 是 剩  
余 价 值 转 变 为 劳 动 力 。

例 如 ，我 们 听 听 李 嘉 图 的 说 法 ：

“必 须 懂 得 .一 个 国 家 的 全 部 产 品 都 是 要 消 费 掉 的 ，但 究 竟 由 生 产 新 价 值 的  
人 消 费 .还 是 由 不 再 生 产 新 价 值 的 人 消 费 ，这 中 间 有 难 以 想 象 的 区 别 。 我 们 说  
收 人 节 约 下 来 加 人 资 本 ，我 们 的 意 思 是 ，加 人 资 本 的 那 部 分 收 人 .是 由 生 产 劳 动  
# 消 费 的 ，而 不 是 由 非 生 产 劳 动 # 消 费 的 。如 果 认 为 资 本 可 以 由 于 不 消 费 而 增  
加 .那 就 大 错 特 错 了

认 为 “ 加 人 资 本 的 那 部 分 收 人 ，是 由 生 产 劳 动 者 消 费 的 ”，这 就大 
错 特 错 了 。根 据 这 种 看 法 ，所 有 转 化 为 资 本 的 剩 余 价 值 都 要 成 为 可  
变 资 本 ，并 且 只 能 预 付 在 工 资 上 。相 反 ，剩 余 价 值 和 产 生 它 的 资 本 价  
值 一 样 ，分 成 不 变 资 本 和 可 变 资 本 ，分 成 生 产 资 料 和 劳 动 力 。纯 产 品 
要 转 化 为 追 加 劳 动 力 ，它 必 须 包 含 追 加 的 必 要 生 活 资 料 ; 但 是 ，这 个 劳  
动 力 要能 够 被 利 用 , 纯 产 品 还 必 须 包 含 追 加 的 生 产 资 料 ，这 种 追 加 的  
生 产 资 料 既 不 进 入 劳 动 者 的 个 人 消费 ，也 不 进 入 资 本家的个 人消费 。

既 然 从 积 累 产 生 的 追 加 价 值 额 转 化 为 资 本 的 方 式 同 任 何 其 他 价  
值 额 一 样 ，那 就 很 清 楚 ，亚 当 • 斯 密 的 错 误 的 积 累 理 论 只 能 是 他 对 资

n I > “现 今 任 何 经 济 学 家 都 不 能 把 储 蓄 # 做 只 是 货 币 贮 藏 :撇 开 这 种 狭  
隘 和 尤 效 的 做 法 不 说 .储 蓄 这 个 术 语 在 涉 及 国 民 财 富 方 面 只 能 设 想 有 一 个 用  
法 ，即 根 据 储 蓄 维 持 这 种 或 那 种 劳 动 〈生 产 劳 动 或 非 生 产 劳 动 〉而 表 示 储 蓄 的 不  
丨 同川途。”(马 尔 萨 斯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1836年 伦 敦 第 2版 第 38、39页 ）

( 4 2 ) 孪 嘉 图 《政 治 经 济 学 和 赋 税 原 理 》1 8 2 1 年 伦 敦 第 3 版 第 1 6 3 页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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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主 义 生 产 的 分 析 的 根 本 错 误 造 成 的 结 果 。他 实 际 上 断 3 ，尽 管每 
一 单 个 资 本 分 为 不 变 部 分 和 可 变 部 分 .分 为 工 资 和 生 产 资 料 的 价 值 ， 
但 单 个 资 本 的 总 和 即 社 会 资 本 却 不 是 这 样 „ 社 会 资 本 的 价 值 等 于 它  

支 付 的 工 资 的 总 和 ，换 句 话 说 ，社 会 资 本 只 是 可 变 资 本 。
例 如 ，一 个 呢 绒 厂 主 把 2 0万 法 郎 转 化 为 资 本 。他把这 些 货 币 的  

一 部 分 用 来 雇 织 工 ，另 一 部 分 用 来 购 买 毛 纱 和 织 毛 机 等 等 。这 样 转  
到 生 产 毛 纱 、织 毛 机 等 等 的 厂 主 手 中 的 货 币 ，首 先 要支 付 他 们 的 商品  
所 包 含 的 剩 余 价 值 。扣 除 剩 余 价 值 以 外 .货 币 又 要 用 于 支 付 工 人 的  
劳 动 . 购 买 其 他 厂 主 所 制 造 的 生 产 资 料 .依 此 类 推 .:，因 此 .呢 绒 厂 主  
预 付 的 2 0万 法 郎 逐 渐 消 费 在 工 资 上 :一 部 分 由 呢 绒 厂 主 用 于 工 资 . 

另 一 部 分 由 卖 给 他 生 产 资 料 的 那 些 厂 主 用 于 工 资 ，依 此 类 推 ,直 至 全  
部 价 值 额 .除 了 预 先 依 次 扣 除 的 剩 余 价 值 外 ，或 者 完 全 预 付 在 工 资  
上 ，或 者 这 一 价 值 额 所 体 现 的 产 品 完 全 为 生 产 劳 动 者 所 消 费 。

这 个 论 据 的 全 部 力 量 就 在 于 把 我 们 推 来 推 去 的 "依 此 类 推 ”这 几  
个 字 。这 几 个 宇 并 没 有 使 我 们 能 够 看 到 这 样 一 个 手 中 握 有 的 不 变 资  
本 即 生 产 资 料 的 价 值 最 终 会 消 失 不 见 的 资 本 家 。亚 当 •斯 密 正 是 在  
困 难 开 始 的 地 方 中 止 了 他 的 研 究 。

如果我们 只 考 察 年 生产 基 金 ，那么 年再生产 就 是 一个 很 容 易 理 解  
的 过 程 ;但 年 生 产 的 各 个 组 成 部 分 都 必 须 投 入 市 场 。在 市 场 h ，各个 资  
本 的 运 动 和 个 人 收 入的 运 动 交 错 混合 在 一 起 ，消 失 在普遍的换 位 运 动  
中 ，即 消 失在 社会 财 富的流通中，这 就 迷 惑 了 观 察 者 的 视 线 ，给 研 究提

(43>尽 管 约 翰 • 斯 图 亚 特 • 穆 勒 先 生 著 有 《逻 辑 》一 书 但 从 未 怀 疑 他  
的 老 师 的 这 种 错 误 的 分 析 ;他 满 足 于 以 门 徒 的 教 条 主 义 态 度 重 复 这 些 错 误 。 在 
这 里 也 是 这 样 .他 说 :“从 长 远 来 肴 , 资 本 本 身 终 归 要 全 部 分 解 为 工 资 ，当 资 本 因  
产 品 出 售 ifn得 到 补 偿 时 ，会 再 变 为 工 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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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极 其复 杂 的 问 题 。(44) 45 46重 农 学 派 最 大 的 功 劳 ，就 在 于 他 们 在 自 己  
的《经 济 表 》358中 ,首 次 试 图 画 出 一 幅 通 过 流 通 表 现 出 来 的 年 再 生 产  
的 图 画 。他们 的 论 述在许 多方面比他们 的继 承者的论 述更接近于真 理。

既 然 亚 当 • 斯 密 把 执 行 资 本 职 能 的 全 部 社 会 财 富 归 结 为 可 变 资  
本 或 者 说 工 资 基 金 .他 就 不 可 避 免 地 得 出 确 实 赛 谬 绝 伦 的 教 条 ，这 个  
教 条 在 今 天 仍 然 是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基 石 :商 品 的 必 要 价 格 由 工 资 、利润  
(包 括 利 息 )和 地 租 构 成 ;换 句 话 说 . 由 工 资 和 剩 余 价 值 构 成 。从 这 一  
点 出 发 ，施 托 尔 希 至 少 幼 稚 地 承 认 :“把 必 要 价 格 分 解 为 它 的 最 简 单  
的 要 素 是 不 可 能 的 。 ”(453

不 言 而 喻 ，政 治 经 济 学 不 会 不 利 用 亚 • 斯 密 的 所 谓 纯 产 品 中 转  
化 为 资 本 的 部 分 完 全 由 工 人 阶 级 消 费 这 一 论 点 ，来 为 资 本 家 阶 级 的  
利 益 服 务 。，

3 . 剩 余 价 值 分 为 资 本 和 收 人 。节 欲 论

迄 今 为 止 ，我 们 考 察 剩 余 价 值 ，有 时 把 它 看 做 消 费 基 金 ，有时 把它  
看 做 资 本 家 的 积 累 基 金 。剩 余 价 值 同 时 既 是 前 者 又 是 后 者 。 一 部 分  
剩 余 价 值 作 为 收 人 被消 费 , (4fi >另 一部分剩余价值 作 为 资 本 积 累起来 。

( 4 4 )  我们 将 在本书 的第二册 357中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
( 4 5 )  施托尔 希《政 治 经 济 学 教 程 》1815年 彼 得 堡 版 第 2 卷 第 141 页 注 。
( 4 6 )  读 者 会 注 意 到 ，收 人 [revenue]— 词 有 两 种 不 同 含 义 的 用 法 :第一是 

指 剩 余 价 值 . 即 从 资 本 周 期 地 产 生 的 果 实 ;第 二 是 指 这 一 果 实 中 被 资 本 家 周 期  
地 消 费 掉或 加 人 他 的 消费 基 金 的 部 分 。我 们 保 留 了 这 一 双 重 意 义 ，因为 它 同英 
法 两 国 经 济 学 家 的 通 常的 用 语 相 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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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剩 余 价 值 量 已 定 时 ，这 两 部 分 中 的 一 部 分 越 大 ，另 一部分就越 
小 。在 其 他 一 切 条 件 不 变 的 情 况 下 ，这 种 分 割 的 比 例 决 定 着 积 累 量 。 
而 谁 进 行 这 种 分 割 呢 ？ 是 剩 余 价 值 的 所 有 者 资 本 家 。因 此 ,这 是他  
的 意 志 行 为 。至 于 他 所 征 收 的 贡 品 中 由 他 积 累 的 部 分 ，据 说 是 他 节  
约 下 来 的 ，因 为 他 没 有 把 它 吃 光 用 尽 ，也 就 是 说 ，因 为 他 执 行 丫 他 作  
为 资 本 家 的 职 能 ，即 执 行 使 自 己 致 富 的 职 能 。

资 本 家 只 有 作 为 人 格 化 的 资 本 执 行 职 能 ，他 才 有 历 史 的 价 值 .才  
有 历 史 存 在 权 和 社 会 意 义 。只 有 以 这 样 的 身 份 ，他 本 身 的 暂 时 必 然  
性 才 包 含 在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的 暂 时 必 然 性 中 。 因 此 ，他 的 活 动 的  
决 定 性 的 目 的 不 是 使 用 价 值 和 享 受 .而 是 交 换 价 值 和 交 换 价 值 的 不  
断 的 增 殖 。他 狂 热 地 追 求 积 累 ，无 情 地 、无 休 止地 迫 使 人 们 为 生 产 而  
生 产 ，因 而 本 能 地 推 动 人 们 发 展 那 些 唯 一 能 为 新 的 、更高级 的社会 创  
造 基 础 的 生 产 力 和 物 质 条 件 。

资 本 家 只 是 作 为 人 格 化 的 资 本 才 受 到 尊 敬 。作 为 资 本 的 人 格  
化 ，他 同 货 币 贮 藏 者 一 样 ，为 盲 目 的 追 求 抽 象 财 富 即 价 值 的 欲 望 所 支  
配 。何 是 ，在 货 币 贮 藏 者 那 里 表 现 为 个 人 的 狂 热 的 事 情 ，在资 本家那 
里 却 表 现 为 社 会 机 制 的 作 用 ，而 资 本 家 不 过 是 这 个 社 会 机 制 中 的 一  
个 齿 轮 罢 了 。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发 展 ，使 投 人 企 业 的 资 本 有 不 断 增 长 的 必 要 ，而 
竞 争 使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内 在 规 律 作 为 外 在 的 强 制 规 律 支 配 着 每 一 个  
资 本 家 。竞 争 使 资 本 家 只 有 扩 大 资 本 才 能 保 存 资 本 ，而 他 扩 大 资 本  
只 能 靠 累 进 的 积 累 。

资 本 家 的 意 志 和 意 识 只 反 映 他 所 代 表 的 资 本 的 需 要 ，所以他的 
个 人 消 费 对 他 来 说 就 像 是 偷 窃 积 累 ，至 少 是 向 积 累 的 借 贷 ; 实 际 上 ， 
私 人 开 支 在 簿 记 中 记 在 借 方 ，作 为 资 本 家 欠 他 的 资 本 的 债 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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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后 ，积 累 意 味 着 征 服 社 会 财 富 世 界 ，扩 大 资 本 家 的 私 人 统  
治 ，<47)增 加 他 的 臣 民 的 人 数 . 满 足 贪 得 无 厌 的 欲 望 。

但 是 ，原 罪 到 处 发 生 作 用 ，毁 坏 一 切 。 随 着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的 发 展 ，从 而 积 累 和 财 富 的 发 展 ，资 本 家 不 再 仅 仅 是 资 本 的 化 身 。 
他 对 自 己 的 亚 当 ，对 他 的 肉 体 具 有 “ 人 的 同 情 感 ”359. 他 非 常 开 明 ，

(17) 路 德 用 高 利 贷 者 这 种 里 然 在 不 断 翻 新 似 仍 厲 老 式 的 资 本 家 形 式 为  
例 . 出 色 地 说 明 r 统 治 欲 是 致 富 欲 的 一 个 要 素 。“异 教 徒 仅 凭 理 性 得 出 了 高 利  
贷 # 是杀 人犯和四《盗 贼 的 结 论 . 时 我 们 基督教 徒却非常尊敬他们 •几 乎要为  
了他 们 的金钱 而崇拜他们 „ 凡 是 偷 盗 和 掠 夺 别 人 食 物 的 人 . 就 是 使 \ 饿 死 ，使 
人毁灭 的杀 人M手 ( 这 要 看 他 的 力 1 的 大 小 ）。高 利 贷 # 实 际 上 就 是 这 样 做 的 . 
他照理应 当 丨 •.绞 架 ，如 果 他 身 h 的 肉 多 得 足 供 许 多 乌 鸦 啄 而 分 食 . 那 么 .他盗 窃  
了多少埃巨，就 戍 该 被 多 少 乌 鸦 去 吃 ，但 是 他 们 却 泰 然 坐 在 安 乐 椅 上 .而 小 偷 却  
被绞 死 …… 小 偷 带 上 镣 铐 ，大 盗 却腰缠 万 贯 •身 普 丝 绸 。所 以 ，在世界上人类  
H 没 有 比 守财 奴和高利贷 者更大的敌 人了 (恶 魔 除 外 ) ，因为 他想成 为 支 配 • 切  
人的上帝 ,，土 耳 其 人 、武 夫 、暴 君 当 然 也 是 恶 人 . 何 他 们 仍 不 得 不 让 穷 人 生 活 ， 
并 自 认 是 恶 人和敌 人，他 们 有 时 不 免 会 产 生 恻 隐 之 心 。 [M高 利 贷 者 ，这 个 贪 财  
之 徒 却 想 使 整 个 世 界 处 于 饥 渴 、悲 伤 和 贫 苦 之 屮 ；他 想 独 占 -切 ，人人都把他奉 
为 J :帝 . A•领 受 他 的 恩 赐 . 永 远 成 为 他 的 奴 隶 „ 他 戴 』•.金 链 指 环 . 擦 擦 油 嘴 .让  
人 看 来 俨 如 温 厚 的 虔 诚 者 = 高 利 贷 者 是 一 个 庞 大 可 怕 的 怪 物 ，比 吃 人 妖
魔 . 比 任 何 卡 库 斯 、格 1 昂 或安 泰都 厉 害 。但 他 却 装 扮 成 一 个 伪 善 的 圣 徒 ，使人 
们 到 他 是 从 汗 么 地 方 把 牛 倒 打 拖 凹 他 的 洞 穴 屮 去 。然 而 海 格 立 斯 必 然 会  
听 到 被 囚 禁 的 牛 的 吼 声 至 到 哲 打 中 去 搜 寻 卡 库 斯 .把 牛 从 恶 汉 手 中 杨 救 出  
来 所 谓 卡 库 斯 就 是 指 盗 窃 ，抢 劫 和 吞 食 一 切 的 虔 诚 的 高 利 贷 者 这 个 恶 汉 „ 他  
装 着 什 么 坏 事 也 没 杳 做 ，小 心 輿 翼 不 i l : l  A t 现 他 ，,因 为 牛黨倒着拖回他的洞 
甩 上的，从 足 迹 矜 来 牛 似 乎 是 从 洞 咀 止 出 来 的 高 利 贷 者 正 是 想 这 样 愚 弄 整 个  
世 界 . 似 乎 他 带 来 f 利 益 ，他 把 牛 给 n i t 界 ，其 实 他 夺 取 f 牛 并 把 它 独 吞  
r …… 既 然 对 杀 人 犯 、劫 路 人 应 处 以 磔 车 刑 或 斩 淨 ，耶 就 ® 应 该 把 一 切 高 利  
贷 # 驱 逐 . 革 出 教 门 . 处 以 磔 车 刑 或 斩 许 .”(马 丁  • 路 德 《给 牧 师 们 的 渝 示 ：讲 道 
时 要 反 对 高 利 贷 ))1 5 1 0 年 维 滕 贝 格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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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疑 . 以 致 敢 于 把 严 肃 的 禁 欲 主 义 嘲 笑 为 旧 式 货 币 pr:藏 者 的 偏 见 u 

老 派 的 资 本 家 谴 责 一 切 不 是 必 需 的 个 人 消 费 ，认 为 这 些 消 费 仅 仅  
是 积 累 的 损 失 .而 现 代 化 的 资 本 家 却 能 把 剩 余 价 值 的 资 本 化 过 程  
看 做 延 自 己 的 欲 望 的 障 碍 。前 者 说 ，消 费 意 味 着 “ 节 制 ”积 累 ；后者 
说 ，积 累 意 味 着 “放 弃 ”享 受 。“ 啊 ，我 的 胸 中 有 两 个 灵 魂 .一 个 要 想  
同 另 一 个 分 离 ！ ”(48)3W>

在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初 期 ，'— 在 每 个 产 业 暴 发 户 的 私 人 生 活 中  
都 出 现 过 这 个 历 史 阶 段 . 一 一 贪 欲 和 致 富 欲 绝 对 占 统 治 地 位 。 {I I.是 
生 产 的 进 步 不 仅 创 立 了 一 个 新 的 享 乐 世 界 ；随 着 投 机 和 信 用 事 业 的  
发 展 ，它 还 开 辟 了 千 百 个 突 然 致 富 的 源 泉 。在 一 定 的 发 展 阶 段 上 ，已 
经 4 以 为 常 的 挥 霍 ，作 为 炫 耀 富 有 和 取 得 信 贷 的 手 段 .甚 至 成了不幸 
的 资 本 家 的 一 种 必 要 。奢 侈 成 了 营 业 的 必 需 ，被 列 入 资 本 的 交 际 费  
用 。此 外 ，资 本 家 财 富 的 增 长 ，不 像 独 立 的 农 民 和 手工 业 者 那 样 同自  
己 的 个 人 劳 动 和 个 人 的 节 约 成 比 例 ，而 是 同 他 吸 收 别 人 的 无 酬 劳 动  
的 程 度 和 强 迫 工 人 放 弃 一 切 生 活 享 受 的 程 度 成 比 例 的 。因 此 .虽 然  
资 本 家 的 挥 霍 从 来 不 像 封 建 主 的 挥 霍 那 样 是 直 截 了 当 的 ;虽 然 它 难  
以 隐 藏 最 可 鄙 的 吝 啬 和 最 小 心 的 盘 算 ，但 是 资 本 家 的 挥 霍 仍 然 和 积  
累 一 同 增 加 ，他 的 积 累 不 一 定 要 受 到 他 的 消 费 的 限 制 ，他的消费 也不 
一 定 要 受 到 他 的 积 累 的 限 制 。不 过 那 时 ，在 资 本 家 身 上 仍 然 存 在 着  
积 累 欲 和 享 受 欲 之 间 的 浮 士 德 式 的 冲 突 。

艾 金 医 生 在 1795年 发 表 的 一 部 著 作 中 说 ：

‘‘ 曼 彻 斯 特 的 工 业 可 分 为 四 个 时 期 。在 第 一 个 时 期 ，工 厂 主 为 了 维 持 生 活 ， 
不 得 不 辛 勤 劳 动 。 ”

( 4 8 ) 引 自 歌 德 的 《浮 士 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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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们 发 财 致 富 的 主 要 手 段 是 从 那 些 把 子 女 送 来 当 学 徒 的 父 母 那  
■ 盗 窃 ，那 些 父 母 付 给 他 们 高 额 学 费 ，而 这 些 学 徒 却 忍 饥 挨 饿 。 另 一 
方 面 ，当 时 平 均 利 润 很 低 .要 积 累 就 得 大 大 节 俭 。他 们 过 着 像 货 币 贮  

藏 者 一 样 的 生 活 ，甚 至 连 资 本 的 利 息 也 不 肯 消 费 。

“在 第 二 个 时 期 . 他 们 开 始 賺 到 了 少 量 的 财 产 ，但 还 像 过 去 那 样 辛 勤 地 劳  
动 一 因 为 像 一 切 奴 隶 监 督 者 都 知 道 的 那 样 ，对 劳 动 的直接 剥 削 是 要花 费 劳  
动 的 . “ 并 且 过 着和 过 去一样 的俭 朴生活 ……”

•‘在 第 三 个 时 期 . 奢 侈 开 始 r ,各企 业 通 过 派 骑 马 的 推 销 员 到 王 国 各 商业 城  
市去兜揽 生意 . 扩 大 经 营 。在 】明 ()年 以 前 ，在 工 业 中 赚 到 3 0 0 0 镑 以 上 资 本的 
人为 数 极 少，甚 至 根本没 有。但 大 约 就 在 这 个 时 候 .或 荇 在 稍 后 的 时 期 . I ：业 家 
已 经 赚 了 钱 ，开 始建造石头 房 子 来 代 锌 木 棚 或 土 房 ……’’

“但 在 ]8世 纪 最 初 30年 ，如 果 一 个 曼 彻 斯 特 的 工 厂 主 以 一 品 脱 外 国 葡 萄  
酒 款 待 自 Q的 客 人 ，那 就 会 遭 到 所 有 邻 居 的 议 论 和 非 难 … … 在 机 器 生 产 出 现 以  
前 丨 :厂 主 们 晚 上 在 酒 店 聚 会 时 花 的 费 用 从 来 不 会 超 过 S德 尼 埃 ① <62 j 生 丁 > 
一 杯 果 汁 酒 和 】德 尼 埃 一 包 烟 。”

'‘直 到 1758年 ，才 出 现 了 划 时 代 的 事 情 ，人们 第一次看■到，一 个 实 业 家坐上 
自己的马 车 ！ ……

“第 四 个 时 期 即 18世 纪 最 后 3 0多 年 ，“是 穷 奢 极 欲 .大 肆 挥 霍  

的 吋 期 . 这 是 扩 大 营 业 所 造 成 和 维 持 的 如 果 善 良 的 艾 金 医 生  

今 天 在 曼 彻 斯 特 复 活 的 话 . 他 又 将 说 些 什 么 呢 ！
积 累 啊 ，积 累 啊 ！这 是 天 经 地 义 的 ！ “资 本 增 加 的 直 接 原 因 不 是  

勤 劳 . 而 是 节 俭 . 实 际 h .勤 劳 提 供 物 资 . 而 节 俭 把 它 积 累 起 来 ”。

( W 艾 金 医 生 《曼 彻 斯 特 市 外 挪 - 〖0 英 里 范 围 内 的 郊 区 >1795年 伦 敦 版  
第 182页 及 以 下 几 页 „

(〇» ) 亚 • 斯 密 《M富 论 》第 2 卷 第 3 章 。

丨 丨 丨 时 法国 一种 辅 币 的名称 。 编 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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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节 俭 啊 •节 俭 啊 ，也 就 是 不 断 地 把 尽 可 能 多 的 剩 余 价 值 或  
纯 产 品 重 新 转 化 为 资 本 ！为 积 累 而 积 累 ，为 生 产 而 生 产 .这 就 是 政 治  
经 济 学 宣 告 资 产 阶 级 时 期 的 历 史 使 命 的 口 号 。它 从 未 低 估 H 财 富分 
娩 带 来 的 痛 苦 (51 \ 但 是 ，既 然 悲 叹 无 法 改 变 历 史 必 然 性 .那 么 这 种 悲  
叹 又 有 什 么 用 处 呢 ？

从 这 个 观 点 来 看 ，无 产 者 不 过 是 生 产 剩 余 价 值 的 机 器 ，而资 本家 
也 不 过 是 把 这 剩 余 价 值 资 本 化 的 机 器 。

古 典 政 治 经 济 学 非 常 严 肃 地 对 待 资 本 家 及 其 职 能 。为 了使资 本 
家 摆 脱 享 受 欲 和 致 富 欲 之 间 的 不 幸 的 冲 突 ，马 尔 萨 斯 在 维 也 纳 会  
议 362数 年 后 ，在 理 论 上 曾 维 护 这 样 一 种 分 工 体 系 ：让 从 事 生 产 的 资  
本 家 承 担 积 累 的 任 务 ，而 Ü;另 一 些 共 同 参 加 剩 余 价 值 分 配 的 人 ，如土 
地 贵 族 、国 家 和 教 会 的 达 官 贵 人 ,游 手 好 闲 的 年 金 收 入 者 等 等 承 担 挥  
霍 的 任 务 。他 说 :“最 重 要 的 就 是 把 支 出 欲 和 积 累 欲 分 开 ”51 (52)。那些 
早 就 变 得 享 乐 成 性 和 沉 湎 于 交 际 的 资 本 家 先 生 们 不 由 得 大 叫 起 来 。 
他 们 的 代 言 人 之 一 ，一 个 李 嘉 图 派 反 对 说 :马 尔 萨 斯 先 生 鼓 吹 高 额 地  
租 、高 额 税 收 、肥 差 ，难 道 是 为 了 让 非 生 产 消 费 者 来 不 断 地 刺 激 工 业  
家 ！诚 然 ，我 们 的 口 号 ，我 们 的 万 应 灵 丹 是 生 产 ，越 来 越 多 的 生 产 ， 
但 是 ，

“这 个 办 法 与 其 说 会 促 进 生 产 . 不 如 说 会 阻 碍 生 产 。而 且 让 一 部 分 人 过 着 游 手  
好 闲 的 生 活 ，只 是 为 了 去 鞭 策 另 一 些 人 ，这 也 不 是 十 分 公 正 的 。尽 管 从 后者 的

( 5 1 )  甚 至 让 • 巴 • 萨 伊 也 说 : “富 人 是靠 牺 牲 穷 人 进 行 储 蓄的„ ”361••罗 
马 的 无 产 者 几 乎 完 全 靠 社 会 过 活 …… 几 乎 可 以 说 .现 代 社 会 是 靠 无 产 者 过  
活 ，靠 夺 取 无 产 者 的 那 一 部 分 劳 动 报 酬 过 活 （西 斯 蒙 第 《政 治 经 济 学 概 论 >) 
1837- 1838年 布 鲁 塞 尔 版 第 1 卷 第 2 4 页 ）

( 5 2 )  马 尔 萨 斯《政治经 济 学 原押 .》1836年 伦 敦 版 第 325、326 页 。



第 二 十 四 章 剩 余 价 值 转 化 为 资 本 633

性 格 来 说 ，如 果 强 迫 他 们 去 做 ，他们 是能把 事 情 办 好 的 ” (53 >。

尽 管 这 位 李 嘉 图 派 认 为 靠 吸 掉 工 业 资 本 家 汤 里 的 油 水 这 种 办 法  
来 刺 激 工 业 资 本 家 去 积 累 是 不 公 正 的 ，但 是 他 宣 布 ，把 工 人 的 工 资 减  
到 最 低 限 度 ，从 而 “让 工 人 勤 勉 劳 动 ” ，是 合 理 的 ,。他 从 来 也 不 隐 瞒 剩  
余 价 值 的 全 部 秘 密 就 在 于 占 有 无 酬 劳 动 》

" 从 工 人 方 面 来 说 ，对 劳 动 的 需 求 的 增 加 不 过 是 表 明 他 们 甘 愿 拿 走 自 己 产  
品中 的 一小 部 分 , 而把其中大 部 分 留 给 他 们 的 雇 主 ;要 是 有 人 说 ，工人的消费 减  
少 会 产 生所 谓 过 剩 现 象 < 市 场 商 品 充 斥 ，生 产 过 剩 〉，那 我 只 能 回 答 说 :过 剩 现 象  
是 高 额 利 润 的 同 义 语 / ’* (54)

关 于 从 工 人 那 里 掠 夺 来 的 赃 物 应 该 怎 样 在 工 业 资 本 家 和 游 手 好  
闲 的 富 人 之 间 进 行 分 配 才 最 有 利 于 积 累 这 种 学 究 气 的 争 论 ，遇到七 
月革命 363就 中 断 了 。此 后 不 久 ，城 市 无 产 阶 级 在 里 昂 敲 响 了 警 钟 ， 

而 农 村 无 产 阶 级 在 英 国 燃 起 了 熊 熊 烈 火 。364海 峡 此 岸 在 传 播 傅 立 叶  
主 义 和 圣 西 门 主 义 .海 峡 彼 岸 在 传 播 欧 文 主 义 。庸 俗 政 治 经 济 学 抓  
住 这 个 时 机 ，提 出 了 拯 救 社 会 的 学 说 。

这 个 学 说 是 由 纳 • 威 • 西 尼 耳 公 诸 于 世 的 。恰 恰 在 一 年 以 前 ，他 
在 曼 彻 斯 特 发 现 ，一 个 十二 小 时 的 工 作 日 中 只 有 最 后 第 十 二 个 小 时 生  
产 利 润 ，其 中 包 括 利 息 。他 庄 严 地 声 称 : “ 当 资 本 和 生 产 相 关 时 ，我用 
节 欲 一 同 来 代 替 资 本 一 词 / ’(55)没 有 比 这 更 能 说 明 庸 俗 经 济 学 的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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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8 2 1年 伦 敦 版 第 6 7 页 》

(54)  . 同 上 .第 M 页 .
(55)  . 西尼耳《政 治 经 济 学 基 本 原 理 》，阿 里 瓦 本 泽 ，1836年 巴 黎 版 第 3_0_9_ 

豇 , . 在丨 | 丨 山' 典 学 派 的追随 者看来 ，这 也 未 免 太 过 分 r»  “西尼耳先生用劳 动 和节



634 第 七 篇 资 本 的 积 累

现 ”的 概 念 了 !它 用答尔 丢 夫 © 的言辞 来 替 换 经 济 学 的范 畴 。如 此 而已 .

西 尼 耳 教 训 说 : “野 蛮 人 造 弓 就 是 从 事 工 业 ，但 他 没 有 实 行 节  
欲 。”这 就 清 楚 地 向 我 们 说 明 ，在 比 我 们 落 后 的 时 代 ，为 何和如何可以 
没 有 资 本 家 的 节 欲 ，但 不 能 没 有 劳 动 工 具 。 “社 会 越 进 步 ，就 越 要求  
节 欲 ”(56)，尤 其 要 求 那 些 以 占 有 别 人 劳 动 产 品 为 业 的 人 实 行 节 欲 ^

如 果 资 本 家 的 工 人 毫 不 节 欲 地 为 资 本 家 劳 动 ，那 么 ，劳 动 过 程的 
一 切 条 件 一 下 子 就 如 数 转 化 为 资 本 家 的 节 欲 行 为 1T。谷物不只是吃 
掉 ，而 且 还 用 来 播 种 ，这 是 资 本 家 的 节 欲 ！葡 萄 酒 保 留 一 段 时 间 进 行  
发 酵 ，这 是 资 本 家 的 节 欲 !(57)资 本 家 “把 生 产 工 具 贷 给 <!>劳 动 者 ”， 
也 就 是 说 ，把 劳 动 力 并 入 生 产 工 具 . 使 之 作 为 资 本 来 增 殖 .而 不 把 肥  
料 、挽 马 、棉 花 、蒸 汽 机 、铁 路 等 等 吃 光 .或 者 按 照 节 欲 论 的 理 论 家 的  
幼 稚 说 法 ，不 把 “它 们 的 价 值 ”变 成 奢 侈 品 等 等 挥 霍 掉 ，这 就是资 本家

欲 这 两 个 词 来 代 替 劳 动 和 资 本 这 两 个 词 …… 节 欲 是 一 个 单 纯 的 否 定 。利润  
的 来 源 不 是 节 欲 ，而 是 用 于 生 产 的 资 本 的 使 JTL” ( 约 翰 • 卡 泽 诺 夫 对 他 编 的 冯  
尔 萨 斯《政 治 经 济 学 定 义 》所 加 的 注 。1853年 伦 敦 版 第 130页 ) 约 翰 • 斯 图 亚  
特 • 穆 勒 先 生 一 面 满 足 于 抄 4 李 嘉 图 的 利 润 理 论 ，另 一 面 又 接 受 西 尼 I f 的”节  
欲 报 酬 论 ”。 - 庸 俗 经 济 学 家 从 来 也 不 会 作 这 种 简 单 的 思 考 :人 的 一 切 行 动  
都 可 以 看做 他 的 相 反 行动 的 “ 节 欲 ' 吃 饭 是 馈 食 的 节 欲 . 行 走 是 站 立 的 节 欲 • 
劳 动 是 闲 逸 的 节 欲 . 闲 逸 是 劳 动 的 P 欲 等 等 。这 些先生们 应 当 想 一 想斯 宾 诺 莎  
的 话 : 规 定 就 是 否 定 -%5

( 5 6 )  西 尼 耳 《政 铪 经 济 学 基 本 原 理 》. 阿 里 f i 本 译 ，1836年 巴 黎 版 第  
342[、343]页 。

(57) “如 果 不 打 算 获 得 追 加 价 值 ，谁 …… 也 不 会 播 种 自 己 的 小 麦 并 让 它  
在 地 里 种 上 一 年 ,或 把 自 己 的 葡 萄 酒 藏 在 窖 里 好 多 年 .而 会 立 即 把 这 些 东 西 或  
它 们 的 等 价 物 消 费 掉 。” (斯 克 罗 普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 阿 • 波 特 尔 编 .184] 年 
纽 约 版 第 133页 366>

① 莫 里 哀 喜 剧 《伪 君 子 》中主人公的名字》 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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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掠 夺 自 己 的 欲 望 。(58)资 本 家 阶 级 究 竟 怎 样 能 做 到 这 一 点 ，至今仍 

然 是 庸 俗 经 济 学 严 加 保 守 的 秘 密 。总 之 ，世 界 之 所 以 能 生 存 ，无非全 

靠 这 个 在 毗 湿 奴 神 前 的 现 代 赎 罪 者 资 本 家 的 n 我 修 行 17气 不 仅 是  
积 累 .就 是 “单 纯 保 存 资 本 也 要 求 不 断 地 努 力 克 服 把 资 本 吃 光 用 尽 的  

诱 惑 ”(59)» 所 以 , 单 是 人 道 就 要 求 把 资 本 家 从 ü 惑 和 殉 道 中 解 救 出  
来 ，其 办 法 同 不 久 前 解 救 佐 治 亚 州 的 种 植 园 主 所 采 取 的 一 样 ，人们 用 

这 种 办 法 使 种 植 园 主 摆 脱 了 这 样 一 种 左 右 为 难 的 境 地 367:是 把 鞭 打  
黑 奴 所 得 的 全 部 纯 产 品 轻 而 易 举 地 消 耗 在 香 槟 酒 和 巴 黎 的 时 髦 商 品  
上 ，还 是 把 其 中 一 部 分 变 成 追 加 的 土 地 和 黑 人 。

在各种 不同的社会 中，从 经 济 角度来 看 .不仅 都有简 单 再生产 ，而且 
都有规 模 扩 大的再生产 ,虽 然 程 度 不 同 。随 着 生 产 和 消 费 的 增 加 .必 须  
把 更 多的 产 品再变 成新的生产 资 料。但 是 ，只 要 劳 动 者 的 生 产 资 料 ，从  
而他的产 品和生活资 料，还 没 有 打 上 使 它 们 转 化 为 资 本 的 社 会 的 印 记 ， 

这 个 过 程就不会 表现 为 资 本积 累，因而也不会 表现 为 资 本家的职 能

<58) “资 本 家 如果 不 把 自 己 的 生 产 工 具 的 价 值 转 化 为 消 费 品 或 奢 侈 品 供  
白d 使 用 . 而 把 生产 工具贷 给 工人 . 就 是 资 本 家 对 自 己 的 掠 夺 （古 • 德•莫利 
纳 电 《经 济 学 概 论 H M 6 年 巴 黎 版 第 :祀 页 ）

庸俗经 济 学 使 用 贷 给 这 种 委 婉 的 说 法 ，是 为 了 把受 工业 资 本家剥 削的雇佣  
T.人 ，与 那些向其他资 本家借款的 T 业 资 本 家 本 身 混 为 谈 。

库 尔 塞 尔 塞 讷 伊 《] : 商 企 业 、农 业 企 业 的 理 论 和 实 践 概 论 ，或 收 务  
T•册 》第 2.0页 。

(sen “最 有 助 于 增 加 国 民 资 本 的 几 种 特 殊 收 人 ，在 各 个 不 同 时 代 的 地 位  
是 不 N 的 ，而 E 它 们 在 处 于 经 济 发 展 的 不 同 阶 段 的 各 个 R 家 里 也 是 不 间 的 。在 
H 会 的初期阶 段 .同 :C资 和地租相比 . 利润 ……是一个 不重要的积 累源泉…… 当  
IRIK劳 动 的 力 量 得 到 显 著 发 展 时 . 利 润 作 为 一 个 积 累 源 泉 就 非 常 重 要 ；T。 ” (理 
杏 • 琼 斯《国 民 政治经 济 学 教 程》1852年 赫 特 福 德 版 第 16、20、2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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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马 尔 萨 斯 之 后 在 黑 利 伯 里 东 印 度 学 院 讲 授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理 查 • 琼  
斯 . 曾 用 东 印 度 的 文 例 很 好 地 阐 明 了 这 一 点 。

因 为 印 度 人 民 大 部 分 是 自 耕 农 .所 以 他 们 的 产 品 、劳 动 资 料和生 
活 资 料 从 来 不 具 有 “从 别 人 的 收 人 中 节 约 下 来 从 而 要 经 过 一 个 预 先  
的 积 累 过 程 的 基 金 的 形 式 ”(fil >„ 另 一 方 面 ，在 旧 制 度 被 英 国 统 治 改  
变 最 小 的 省 份 ，一部 分 纯 农 产 品 以 贡 品 或 地 租 形 式 流 到 这 些 豪 门 手  
中 。他 们 把 这 种 纯 产 品 分 为 三 个 部 分 。第 一 部 分 在 实 物 形 式 上 为 豪  
门 所 消 费 ，第 二 部 分 由 非 农 业 劳 动 者 转 化 为 奢 侈 品 和 消 费 品 供 他 们  
使 用 ，而 第 三 部 分 则 用 來 支 付 非 农 业 劳 动 者 的 工 资 „ 这 些 劳 动 者 是  
占 有 自 己 的 劳 动 工 具 的 手 工 业 者 。在 这 里 ，虽 然 没 有 现 代 的 圣 徒 ，神 
色 黯 然 的 骑 士 ① 、实 行 禁 欲 的 资 本 家 介 于 其 间 ，生 产 和 再 生 产 ，简 单  
再 生 产 或 规 模 扩 大 的 再 生 产 ，也 仍 在 照 常 进 行 。

4 . 几 种 同 剩 余 价 值 分 为 资 本 和 收 人 的  
比 例 无 关 但 决 定 积 累 量 的 情 况 。 
劳 动 力 的 剥 削 程 度 。劳 动 生 产 率 。
所 使 用 的 资 本 和 所 消 费 的 资 本 之 间  
差 额 的 扩 大 。预 付 资 本 的 量

假 设 剩 余 价 值 分 为 资 本 和 收 人 的 比 例 已 定 ，枳 累 的 资 本 M 显 然 
取 决 于 剩 余 价 值 的 绝 对 量 。假 定 80% 资 本 化 ，20%被 消 费 掉 ，那 么 .

( 6 1 ) 同 ，匕 • 第 祁 页 及 以 下 几 页 。

① 指 唐 • 吉 诃 德 。 一 编 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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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累 的 资 本 是 2 400法 郎 还 是 1 200法 郎 ，就 要 看 剩 余 价 值 是 3 000 

法 郎 还 是 1 500法 郎 。可 见 ，决 定 剩 余 价 值 量 的 一 切 情 况 也 参 与 决  

定 积 累 的 量 。因 此 .我 们 必 须 对 这 些 情 况 再 作 一 次 扼 要 的 说 明 .但 是  
这 一 次 仅 仅 从 积 累 的 角 度 来 考 察 。

我 们 知 道 •剩 余 价 值 率 首 先 取 决 于 劳 动 力 的 剥 削 程 度 (lî 2)。在考 
察剩余价值 的生产 时 ，我们 总 是假定工人得到正常工资 ，就 是 说 ，工人得 
到的工资 同他的劳 动 力价值 相等。何 是 在 实 际 生 活 中 ，扣 除 工 资 起 着  
极 为 重 要 的 作 用 ，因 此 我 们 不 能 不 对 这 一 点 略 加 考 察 .在 一 定 限 度 内 ， 
这 种 做法实 际 上是把劳 动 者的必要消费 基金转 化 为 资 本的 积 累基金。 

约 • 斯 • 穆 勒 说 ：

“工 资 没 有 生 产 力 : 它 是 一 个 生 产 力 的 价 格 。工 资 不 会 同 劳 动 本 身 一 起 参  
加 商 品 的 生 产 ，正 如 机 器 的 价 格 也 不 会 同 机 器 本 身 一 起 参 加 商 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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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 是 ，假 如 劳 动 无 须 任 何 花 费 ，那 用 任 何 价 格 也 不 能 得 到 它 了 。 
W此 ，工 资 永 远 不 n丨 能降低到这 种 不 费 分文的极 限，虽 然 资 本 的 趋 势

(S2 ) 靠 提 高 劳 动 生 产 力 来 加 速 积 累 和 靠 提 高 对 劳 动 者 的 剥 削 程 度 来 加  
速 枳 累 ，这 是 两 个 完 全 不 同 的 过 程 ，而 经 济 学 家 却 常 常 把 它 们 混 为 一 谈 。例 如 . 
李 Ä 图 说 :“在 不 同 的社 会 或 同 一 个 社 会 的 不 同 阶 段 .资 本 或 使 用 劳 动 的 手 段 的  
枳 累 有 快有 慢 ，但 无 论 怎 样 都 必 然 取 决 于 劳 动 生 产 力 。 一 般 说 来 ，在 有 大 f t 肥 
沃 t 地 的 地 方 ，劳 动 牛 产 力 最 高 。”另 一 个 经 济 学 家 这 样 评 论 道 :“假如在这 句名 
言 里 所 说 的 劳 动 生 产 力 ，是桁每一产 品中属 于 亲 手 生 产 该 产 品 的人 的 那 一 部 分  
很 小 •那 么 这 段 话 就 是 同 义 反 复 •因 为 î t 余 部 分 是 基 金 ，只 要 它 的 占 钉 者 高 兴 ， 
便 吋 以 用来 枳累资 本。似 是 在 土 地 最 肥 沃 的 地 方 ，大 多 不 会 有 这 种 情 况 。”(《评  
政 治 经 济 学 .h若 干 用 语 的 争 论 》1821年 伦 敦 版 第 7 4 页 ）

( f i 3 ) 约 • 斯 • 穆勒《略 论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某 埤 有 待 解 决 的 问 题 》1844年伦  
敦 版 第 9〇[ 、9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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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不 断 接 近 这 一 极 限 。
我 常 引 用 的 一 个 18世 纪 著 作 家 、《论 手 X 业 和 商 业 》的 作 者 声  

称 . 英 国 的 重 大 历 史 任 务 是 把 英 国 的 工 资 降 低 到 法 国 和 荷 兰 的 水 平 . 

他 不 过 是 泄 露 r 英 国 资 本 家 灵 魂 深 处 的 秘 密 。(64>他 说 ：

“如 果 我 们 的 穷 人 一 味 追 求 奢 侈 的 生 活 . 他 们 的 劳 动 就 必 然 昂 贵 … … 我 
们 只 要 看 看 那 些 』:场 手 T.业 工 人 消 费 大 量 的 奢 侈 品 就 够 了  . 例 如 白 兰 地 酒 ，杜 
松 子 酒 、茶 叶 、砂 糖 、外 国 水 采 、烈 性 啤 酒 、印 花 麻 布 、鼻 烟 和 香 烟 等 等 ，难 道 这
不 令 人 吃 惊 吗 ？ ”(65)

他 还 引 用 了 北 安 普 敦 郡 的 一 个 工 厂 主 的 小 册 子 .这 位 工 厂 主 仰  
天 长 叹 ：

“劳 动 在 法 国 要 比 在 英 国 整 整 便 宜 三 分 之 ，因 为 法 国 的 穷 人 劳 动 繁 S .伛  
衣 食 简 单 . 他 们 的 主 要 食 物 是 面 包 、水 果 、青 菜 、根 菜 和 咸 鱼 ;他 们 很 少 吃 肉 .小  
麦 昂 贵 时 . 甜 包 也 吃 得 很 少 《论 手 工 业 和 商 业 》的 作 者 接 着 说 道 :“而 & 他  
们 喝 的 只 是 白 水 或 低 度 酒 因 此 他 们 实 际 上 花 的 钱 极 少 … … 这 种 状 况 在 我  
们 这 里 当 然 很 难 达 到 . 佴 并 不 Ä 不 能 达 到 的 .在 法 国 和 荷 兰 这 种 状 况 已 经 存  
在 了 。 ”《 7)

(6.1).《论 手 工 业 和 商 业 》】770年 伦 敦 版 第 L43_、] 4 4 页 ]866年 12月和 
1S67年 1月 的 《泰 唔 士 报 》也 表 达 了 英 国 矿 山 所 存 者 的 真 实 心 情 。这 些 先 生 描  
绘 r 比 利 时 矿 工 的 幸 福 的 、令 人 句 往 的 生 活 ，他 们 只 是 要 求 和 得 到 为 他 们 的 “主 
人 ”而 生 存 所 绝 对 必 需 的 东 西 。 比 利 时 的 矿 工 不 久 就 用 马 谢 讷 的 罢 1: 对 这 类 贺  
词 作 了 回 答 ，这 次 罢 工 是 用 枪 弹 镇 压 下 i 的 . 36K

(65> 同 上 ,第 [44、 ]46 页 。
( S 6 ) 北 安 普 敦 郡 的 这 位 工 厂 主 犯 了 一 个 虔 诚 的 欺 骗 罪 .这 是 出 于 内 心 的  

冲 动 . 因 而 是 可 以 原 谅 的 。 他 表 面 上 是 在 比 较 英 国 的 和 法 国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人 
的 生 活 .但 是 ，正 如 他 后 来 所 承 认 的 ，在 本 文 的 引 文 中 .他 描 写 的 却 是 法 国 的 农  
业 I 人 的 状 况 。

( 6 7 ) 同 上 .第  7〇[ 、7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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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 .由 于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发 展 把 全 世 界 的 劳 动 者 都 投 人 世 界  
市 场 上 的 竞 争 ，这 种 愿 望 已 经 大 大 地 落 后 了 。现 在 不 仅 是 要 把 英 国  
工 资 降 到 欧 洲 大 陆 工 资 的 水 平 ，而 且 是 要 在 或 远 或 近 的 将 来 把 欧 洲  
的 水 平 降 到 中 国 的 水 平 。英 国 议 会 的 议 员 斯 特 普 尔 顿 在 《未 来 的 劳  
动 价 格 》的 演 说 中 ，向 他 的 选 举 人 展 示 丫 这 样 一 种 前 景 :“如果中国 成  
了 一 个 大 工 业 国 ，那 么 欧 洲 的 工 业 人 口 除 非 把 生 活 水 平 降 低 到 他 们  
的 竞 争 者 的 水 平 ，否 则 ，我 就 不 知 道 他 们 怎 样 才 能 坚 持 竞 争 。

20年 后 .一 位 名 列 贵 族 的 美 国 人 本 杰 明 • 汤 普 森 （又 称 拉 姆 福  
德 伯 爵 )遵 循 着 同 一 博 爱 主 义 的 路 线 ，使 t.帝 和 人 都 大 为 满 意 。他的 
《论 文 集 》 (6 9 >可 以 说 是 一 本 菜 谱 ，其 中 全 是 制 作 各 种 各 样 的 代 用 品  
的 方 法 ，用 以 代 替 工 人 H 常 的 昂 贵 食 品 。请 看 这 位 哲 学 家 的 一 张 特  
別 成 功 的 菜 单 ：

“ 大灰5 磅 .玉米5 磅，青 龟 .3便士〈按整数 算为 34生丁>,醋 1 便士，胡椒和
内 菜2 便 t , 盐 1便士，总 计 2 0 ^ 便 I •可以做成供6 4 个 人喝的汤 .如果粮食的

4 68 *

(68) 1 8 7 3 年 9 月 9 曰 《泰 晤 士 报 》。
■ ) 本 杰 明 • 汤 普 森 《政 治 、经 济 、哲 学 论 文 集 》, 三 卷 集 ，17% — 1802年 

伦 敦 版 》 当 然 .我 们 这 里 只 涉 及 到 《论 文 集 》的 经 济 学 部 分 。 至 于 汤 普 森 对 热 等  
等 的 研 究 ，这 方 面 的 功 劳 今 天 已 经 得 到 了 普 •遍 的 承 认 。 弗 • 莫 • 伊 登 爵 士 在 他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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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书 中 .热  
烈 称 赞 拉 姆 福 德 氏 汤 的 效 用 并 竭 力 向 贫 民 习 艺 所 164的 主 管 人 推 荐 。他 以 责 备  
的 丨 丨 吻提醒英格弋 的T：人 说 :“在 苏 格 兰 .有 许 多 家 庭 一 连 几 个 月 都 只 吃 加 盐 和  
水 的 燕 麦 而 和 大 麦 面 . 而 不 吃 小 麦 、黑 泰 和 肉 ，尽 管 如 此 ,他 们 还 是 生 活 得 很 舒  
适 ”( 同 h .第 1 卷 第 2 篇 第 2 章 h 在 19世 纪 持 这 种 看 法 的 也 不 乏 其 人 。 例如 
查 理 • 亨 • 帕 里 说 :“英 格 兰 的 工 人 不 愿 吃 搀 有 杂 粮 的 混 合 面 粉 。 在 教 育 比 较  

好 的 苏 格 兰 就 没 冇 这 种 偏 见 。”(《从 农 业 工 人 、佃 农 、土 地 所 有 者 和 国 家 方 而 来  
看 现 行 谷 物 法 的 必 要 性 》]81fi年 伦 敦 版 第 [68 、 ]69 5_ï)可 是 这 位 帕 1 也 哀 叹 ， 
“观 在 （1815年 ）英 格 兰 工 人 的 境 况 ”比 价 登 时 代 （]797年 )“差 多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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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格 中 常 ，汤 的 费 用 还 可 以 降 低 到 每 人 合 -|"便 1:〈不 到 3 生 丁 >。 ”

商 品 掺 假 和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发 展 齐 头 并 进 ，把 这 位 勇 敢 的 汤 普  
森 的 理 想 抛 到 后 面 去 了 ^ 7(1)

18世 纪 末 和 19世 纪 的 最 初 2 0年 间 .英 国 的 租 地 农 场 主 和 地 主  

竞 相 把 工 资 降 低 到 绝 对 的 最 低 限 度 ，为 此 .他 们 以 工 资 形 式 付 的 钱 比  
最 低 限 度 还 要 低 . 而 用 教 区 救 济 金 付 给 不 足 的 部 分 。在 这 个 美 好 的  
时 期 ，这 些 英 国 的 乡 绅 们 还 享 有 为 农 业 劳 动 规 定 合 法 的 工 资 率 的 特  
权 。下 面 的 例 子 可 以 说 明 他 们 的 丑 态 ：

“ 1795年 . 当 地 主 们 在 规 定 斯 皮 纳 姆 兰 地 友 的 工 资 的 时 候 ,他 们 已 用 过 午  
餐 .但 是 他 们 S 然 认 为 劳 动 者 是 无 须 用 肀 餐 的 …… 他 们 决 定 ：当 一 个 8 磅 I] 
盎 司 重 的 Ifl丨 包卖 1 先 令 的 时 候 .每 人 每 周 的 工 资 应 为 3 先 令 ，在 这 种 面 包 价 格  
上 涨 .而 没 有 达 到 1 先 令 5 便 士 之 前 . 工 资 可 以 适 当 增 加 。一 旦 超 过 了 这 一 价  
格 . 工 资 则 应 按 比 例 地 减 少 . 直 到 这 种 面 包 的 价 格 达 到 2 先 令 为 止 ，这 吋 每 人 的  
食 量 应 比 以 前 减 少 + / ’70 (71)

1814年 ，有 一 位 大 租 地 农 场 主 ，治 安 法 官 . 济 贫 院 主 管 ，农 业 工  
资 官 方 调 整 人 A . 贝 内 特 在 上 院 调 查 委 员 会 上 被 质 问 ：

“一 天 劳 动 的 价 值 和 教 K 给 工 人 的 救 济 金 之 间 是 否 有 某 种 比 例 ? ”著 名 的 贝  
内 特 回 答 说 :“有 的 ，每 个 家 庭 每 周 的 收 入 要 超 过 名 义 工 资 ，补 足 到 每 人 一 个 8 
磅 〗1 盎 司 的 圆 面 包 和 每 人 3 便 士 … … 我 们 认 为 一 个 家 庭 中 每 人 每 周 有 一 个  
圆 面 包 就 足 以 维 持 生 活 丫 ；3 便 士 则 用 来 买 衣 服 ；如 果 教 区 愿 意 发 给 实 物 ，这 3

( 7 0 )  从 最 近 的 议 会 调 查 委 员 会 关 于 食 物 掺 假 的 报 告 可 以 看 到 ，在 英 国 ， 
药 物 的 掺 假 也 不 是 例 外 的 现 象 . 而 成 为 一 种 通 例 。例 如 .把 从 伦 敦 3 4家 药 房 买  
来 的 34个 鸦 片 样 品 进 行 化 验 .发 现 其 中 3 1 种 掺 有 面 粉 、罂 粟 头 、树 胶 、黏 土 和  
沙 等 物 . 而 且 大 部 分 样 品 连 一 个 吗 啡 原 子 也 没 有 。

( 7 1 )  乔 • 路 • 纽 纳 姆 (律 师 )《评 向 议 会 两 院 委 员 会 所 作 的 关 于 谷 物 法 的  
证 词 》1815年 伦 敦 版 第 2 0 页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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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t 就 N'以 不 发 了 。这 种 办 法 不 仅 在 威 尔 特 邵 两 部 一 带 普 遍 采 用 .我 想 全 国 也  
在 普 遍 采 用 。 ”(72)

当 时 有 一 位 资 产 阶 级 著 作 家 喊 道 ：

'‘这 样 ，m地 农 场 主 们 在 荇 干 年 内 就 把 ä 己 同 胞 中 的 这 个 可 敬 的 阶 级 贬 低  
了 ，竟 然 迫 使 他 们 以 贫 民 习 艺 所 作 为 栖 身 之 所 …… fe地 农 场 主 甚 至 阻 碍 工 人  
积 累 最 必 要 的 消 费 基 金 . 以 便 增 加 自 己 的 收 人 。 >

0 前 ，掠 夺 劳 动 者 必 耍 的 消 费 对 于 剩 余 价 值 的 形 成 ，从 而 对 于 资  
本 枳 累 究 竟 起 怎 样 的 作 用 . 已 经 由 所 谓 家 庭 劳 动 的 例 子 说 明 了 <<在 
下 一 章 屮 我 们 还 可 以 看 到 有 关 这 个 问 题 的 更 丰 富 的 详 细 的 材 料 。

虽 然 在 一 切 产 业 部 门 M ，由 劳 动 资 料 [outillage]m ) 构 成 的不 变  

资 本 部 分 ，必 须 足 够 供 由 设 备 规 模 决 定 的 一 定 数 量 的 工 人 使 用 ，但是 
它 并 不 足 同 所 使 用 的 劳 动 1 按 同 一 比 例 增 加 。假 定 某 一 工 厂 有 100 
个 工 人 . 每 天 劳 动 8 小 时 ，每 天 共 提 供 800个 劳 动 小 时 。 如果资 本家 
想 使 这 个 劳 动 小 时 数 增 加 一 半 . 他 可 以 再 雇 用 5 0 个 工 人 ，或 者 使 原  
有 的 工 人 不 是 劳 动 8 小 时 而 是 劳 动 12小 时 。在 第 一 种 场 合 ，他不仅  

要 Æ工 资 上 . 而 且 要 在 劳 动 资 料 上 追 加 预 付 资 本 。在 第 二 种 场 合 ，原 
有 的 劳 动 资 料 就 足 够 使 用 了 ，只 是 今 后 要 加 速 运 转 ，积 极 服 务 ，损 耗  
得 快 一 些 . or新 日 期 早 一 些 到 来 罢 了 。 可 见 ，由 提 高劳 动 力 的 紧 张 程

( 7 2 ) 同上[，第 19、 20 页 ：U

< 7 S )奄 • ， • 帕 里 《从 农 业 工 人 、佃 农 、土 地 所 有 者 和 国 家 方 面 来 看 现 行  
谷 物 法 的 必 耍 性 》1816年 伦 敦 版 第 77[、69]页 。地 主 老 爷 们 不 仅 补 偿 了 他 们 以  
英 国 的 名 义 所 进 行 的 反 雅 各 宾 战 争 349屮 的 损 失 。 在 18年中•‘•他们 的地租增 
加了  1 倍 、2 倍 、3 倍 ，t 别 的 甚 至 增 加 r  5 倍 。”( 同 上 ，第 100、101页 ）

(71 ) 我们 用-mnillagc”表示劳 动 资 料的总 称 . 包括机器、器具、工具、厂  
房、违 筑物、交通运 输 线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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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而 获 得 的 追 加 劳 动 ，没 有 预 付 资 本 的 不 变 部 分 预 先 的 相 应 增 加 ，也 
能 够 增 加 剩 余 价 值 和 纯 产 品 ，即 积 累 的 实 体 。

在 采 掘 工 业 中 . 例 如 在 采 矿 业 中 ，原 料 不 是 预 付 资 本 的 组 成 部  
分 。这 里 的 劳 动 对 象 不 是 过 去 劳 动 的 产 品 ，而 是 由 自 然 无 偿 赠 予 的 。 
如 金 属 矿 石 、矿 物 、煤 炭 ，石 头 等 等 。这 里 的 不 变 资 本 几 乎 完 全 由 预  
付 的 劳 动 资 料 组 成 ，它 们 不 会 由 于 增 加 劳 动 而 受 到 影 响 。 1市在其他 
条 件 相 同 的 情 况 下 ，产 品 的 价 值 和 数 M同 采 矿 中 所 使 用 的 劳 动 成 正  
比 地 增 加 。在 这 里 .正 像 在 生 产 的 第 一 天 一 样 .人和自然作为 财 富的  
原 始 源 泉 是 共 同 起 作 用 的 。 由 于 劳 动 力 具 有 弹 性 ，即 使 不 预 先 增 加  
预 付 资 本 ，积 累 的 领 域 也 能 扩 大 。

在 农 业 中 ，不 预 付追 加 的 种 子 和肥 料 ，就 不 可 能 扩 大 耕 地 。但 是 . 

一 旦 预 付 了 追 加 的 种 子 和 肥 料 ，那 么 .即 使 只 对 土 地 进 行 机 械 性 的 耕  
作 ，也会 奇迹 般 地 提 高 它 的 肥 力 。只 要 原 有 数 量 的 X 人付出更多的劳  
动 ，不 必 增 加 预 付 的 农 具 . 也 珂 以 提 高 肥 力 》这 又 是 人 对 自 然 的 直 接  
作 用 .这 种 作 用 无 需 追 加 资 本 的 介 人 ，也会 提供枳累的追加资 金 <,

最 后 ，在 加 工 厂 、制 造 厂 和 工 厂 中 ，任 何 追 加 的 劳 动 消 耗 都 要 求  
相 应 的 追 加 原 料 的 消 耗 . 而 不 是 要 追 加 劳 动 资 料 的 消 耗 。此 外 ，因为  
采 掘 工 业 和 农 业 给 加 工 工 业 提 供 了 它 的 原 料 和 劳 动 资 料 的 原 料 .所  
以 采 掘 工 业 和 农 业 无 需 追 加 资 本 就 能 生 产 的 追 加 产 品 ，对 于 加工 工  
业 也 是 有 利 的 。

总 的 结 论 是 :资 本 一 旦 合 并 了 劳 动 力 和 土 地 这 两 个 财 富 的 原 始  
源 泉 ，它 便 获 得 了 一 种 扩 张 的 能 力 ，这 种 能力 使 资 本 能 把 它 的 积 累 的  
要 素 扩 展 到 超 出 似 乎 是 由 它 本 身 的 大 小 所 确 定 的 范 围 ，即 超出资 本 
赖 以 存 在 的 、已 经 生 产 的 生 产 资 料 的 价 值 和 数 量 所 确 定 的 范 围 。

枳 累 的 另 一 个 重 要 的 因 素 是 社 会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水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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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 余 价 值 既 定 ，代 表 这 一 价 值 的 纯 产 品 的 量 就 同 所 用 劳 动 的 生  
产 率 相一致。随 着 劳 动 生 产 力 的 发 展 ，纯 产 品 就 包 含 着 更 多 的 消 费  
资 料 和 积 累资 料。在 这 种 场 合 .剩 余 价 值 中 资 本 化 的 那 一 部 分 甚 至  
会 牺 牲 构 成 收 入 的 那 一 部 分 剩 余 价 值 而 增 加 ，但不会 缩 减 资 本 家 的  
消 费 ，因为 较 小的价值 现 在实 现 为 较 大量的使用价值 。

扣 除 收 人 ，余 下 的 剩 余 价 值 作 为 追 加 资 本 发 挥 作 用 。劳 动 生产  
力 的 发 展 使 生 活 资 料 变 得 更 便 宜 ，从 而 也 会 使 劳 动 者 的 价 格 下 降 。 
劳 动 生 产 力的发 展 也 会 影 响 生 产 资 料 的 效 率 、数 量 和 价 格 。因此.新 
资 本 本 身的进 一步积 累，不 是 取 决 于 该 资 本 的 绝 对 价 值 ，而是取决 于 
该 资 本所掌握的劳 动 力、劳 动 资 料 、原料和 辅 助 材 料 的 数 量 。

通 常 . 由 于 新 的 追 加 资 本 的 参 与 . 更 完 善 的 组 合 、方 法 和 工 具 会  
首先得到应 用。

至于原有资 本，它 的 一部分是劳 动 资 料.这 种 劳 动 资 料是逐步被 
消 费 掉 的 ，而 且 只 是 在 经 过 了 一 段 相 当 长 的 时 期 以 后 才 需 要 再 生 产  
出来 。但 是 ，这 些 劳 动 资 料 每 年 都 有 相 当 大 一 部 分 走 到 自 己 生 命 的  
终 点 ，就像衰弱的老年 人 结 束 自 己 的 一 生 一 样 。于 是 ，在这 些劳 动 资  
料 提 供 积 极 服 务 的 时 期 内 所 取 得 的 科 学 技 术 的 进 步 ，就有可能用另  
一些效率更高的而且相对 來说 更便宜的工具来 代替那些已经 损 坏 的 
工 具 。因 此 .原 有 工 具 除 了 不 时 有 细 小 的 改 变 以 外 ，它 的大部分每年 
都要彻 底 更 新 . 因 而会 成为 生产 效率更高的工具。

至 于 原 有 资 本 的 另 一 个 不 变 要 素 ，即 原料和辅 助材料•如果它 们  
是 农 业 的 产 品 ，那 么 它 们 大 部 分 至 少 需 要 一 年 才 能 再 生 产 出 来 ；如果 
它 们 是 矿 产 品 ，那 么 它 们 就 可 以 在 比 较 短 的 时 间 内 再 生 产 出 来 ，等 
等 。因 此 . 仟何不会 引起劳 动 资 料的改变 的工艺 上的改良.儿 乎会 同 
时 既 影 响 到 追 加 资 本 ，又影响 到 原 有 资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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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学 会 发 现 新 的 有 用 物 质 或 已 经 被 使 用 的 物 质 的 新 的 有 用 属  
性 ，从 而 会 扩 大 积 累 资 本 的 投 资 领 域 。化学 会 创 造出一套方法.把生 
产 和社会 消费 的 残 余 物 即 废 物 重 新 投 人 再 牛 .产 循 环 过 程 ，从 而在没  
有 资 本 参 与 的 情 况 下 把这 些非价值 变 成积 累的补 充要素。

因 此 ，同 劳 动 力 所 具 有 的 弹 性 一 样 ，科 学 技 术 的 不 断 进 步 ，也会  
使资 本具有一种 在一定范围 内 不取决 于构 成该 资 本的已有财 富量的 
扩 张 能 力 。

毫 无 疑 问 ，劳 动 生 产 力 没 有 正 在 执 行 职 能 的 资 本 的 参 与 也 可 以  
发 展 ，但 是 ，资 本 一 旦 采 取 新 的 形 式 就 可 以 从 这 种 发 展 中 获 得 利 润 。 
劳 动 生产 力的这 种 发 展会 使资 本在它 以原有形式执 行职 能的时 期内  
或 多 或 少 地 贬 值 。例 如 .投 在 机 器 上 的 资 本 会 由 于 出 现 更 好 的 同 类  
机 器 而 丧 失 其 价 值 。但 是 , 一 旦 竞 争 使 资 本 家 感 觉 到 这 种 贬 值 ，他就 
会 通 过 降 低 工 资 的 办 法 来 弥 补 所 受 到 的 损 失 。

劳 动 把 它 所 消 費 的 生 产 资 料 的 价 值 转 移 到 产 品 上 去 。 另 一方 
面 ，一 定 量 的 劳 动 所 推 动 的 生 产 资 料 的 价 值 和 数 量 是 随 着 劳 动 的 生  
产 效 率 的 提 高 而 增 加 的 。因 此 ，虽 然 同 量 的 劳 动 始 终 只 是 给 自 己 的  
产 品 增 加 同 量 的 新 价 值 . 但 是 ，随 着 工 业 的 发 展 .转 移 到 产 品 上 的 原  
有 资 本 的 价 值 仍 会 增 加 -

例 如 ，一 个 英 国 的 纺 纱 工 人 和 一 个 中 国 的 纺 纱 工 人 以 同 样 的 强  
度 劳 动 同 样 多 的 小 时 ，那 么 在 一 周 当 中 他 们 会 创 造 出 和 等 的 价 值 。 
但 是 ，尽 管 有 这 种 相 等 ，使用一架强有力的自动 机劳 动 的英国 人一周 
的 产 品 的 价 值 和 只 使 用 一 架 原 始 纺 车 的 中 国 人 一 周 的 产 品 的 价 值 ， 
仍 有 大 得 惊 人 的 差 别 。在 同 一 个 时 间 内 ，中 国 人纺 一磅棉花.英国 人 
由 于 机 器 劳 动 的 高 度 的 生 产 率 可 以 纺 好 几 百 磅 。于 是 ，一个 巨大的 
旧 价值 的追加额 使英国 人的产 品的价值 膨胀 了，这 些旧 价值 以新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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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形式重新出现 在产 品中，因而又可以重新执 行资 本的职 能。
“在英国 ，从 1780年 到 1782年三年中剪下的全部羊毛都因为 缺少 

工人而没 有加工.假若不是新发 明的机器及时 提供设 备 把羊毛都纺 出 
来 的话 ，这 些羊毛还 得这 样 搁 下去。” (75) 76新机器并 没 有使任何一个 人 
从 地下冒出来 ，但是它 使相对 少量的工人能够 用很 短的时 间 把连 续 三 
年积 压 的大量羊毛纺 出来 ，并 加 进 新 的 价 值 ，而 且 还 以毛纱 等等的形 
式保存它 的旧 的资 本价值 。此 外 ，它 还 引起了羊毛的扩 大再生产 。

在 创 造 新 价 值 时 又 保 存 旧 价 值 •这 是 劳 动 的 自 然 属 性 。因 此 ，随  
着 劳 动 的 生 产 资 料 的 效 能 、数 量 和 价 值 的 增 长 ，也 就 是 说 .随 着 劳 动  
生 产 力 的 提 高 而 造 成 的 积 累 的 加 快 ，劳 动 在 不 断 更 新 的 形 式 中 把 不  
断 增 大 的 旧 的 资 本 价 值 保 存 下 来 并 使 其 永 久 化 。 但 是 在 雇 佣 劳

( 7 5 )  弗 里 德 里 希 • 恩 格 斯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第 2 0 页 369。
( 7 6 )  占 典 经 济 学 由 于 没 有 对 生 产 过 程 和 价 值 增 殖 过 程 作 出 正 确 的 分 析 ，

从 来 也 没 有 真 正 了 解 积 累 这 一 重 要 因素。例 如 李 嘉 图 说 :“不 管 生 产 力 发 生 怎  
样 的 变 化 ，100万 人 在 工 厂 里 总 是 生 产 出 相 同 的 价 值 ”。 在 他 们 的 劳 动 持 续 时  
间 和 劳 动 强 度 不 变 时 , 这 样 说 是 对 的 。 但 是 随 着 他 们 的 生 产 力 的 不 断 的 变 化 ， 
他 们 的 产 品 的 价 值 和 积 累 的 规 模 也 在 不 断 地 变 化 。 在 这 个 问 题 上 .李 嘉 图
试 图 向 让 • 巴 • 萨 伊 阐 明 使 用 价 值 (wealth.即 物 质 财 富 )和 交 换 价 值 的 区 别 是  
白费 力气 。

萨 伊 回 答 说 :“李 嘉 图 先 生 说 ，应 用 较 好 的 方 法 . 1〇 〇 万 人 可 以 生 产 出 多 一  
两 倍 的 财 富 . 而并 •不 生 产 更 多 的 价 值 。 李 嘉 图 提 出 的 这 一 难 题 .只 要 我 们 把 生  
产 苻 做 ( 也 必 须 看 做 〉一 种 交 换 .即 人 们 为 丫 取 得 产 品 而 在 其 中 提 供 自 己 的 劳  
动 、土 地 和 资 本 的 生 产 服 务 的 耶 种 交 换 . 就 能 迎 刃 而 解 f 。 我 们 正 是 通 过 这 些  
生 产 服 务 才 获 得 丨 让 界 的 一 切 产 品 …… 因 此 ……在 名 为 生 产 的 那 种 交 换 中 ， 
我 们 的 牛 产 服 务 所 产 生 的 有 用 物 的 量 越 多 ，我 们 就 越 富 ,我 们 的 生 产 服 务 的 价  
值 就 越 大 。”( 让 • 巴 • 萨 伊 《给 马 尔 萨 斯 先 生 的 信 》1820年 巴 黎 版 第 168、169页 ） 
萨 伊 竭 力 想 要 解 决 的 “难 题 ’’(这 种 “难 题 ”只 是 对 他 来 说 才 是 存 在 的 )如 下 ：为 什 
么 作 使 用 价 值 由 于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提 髙 而 增 加 时 . 使 用 价 值 的 交 换 价 值 却 在 减 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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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制 度 中 ，劳 动 的 这 种 自 然 能 力 具 有 一 种 假 象 ，似乎它 是一种 会 使资  
本 永 久 化 的 资 本 固 有 的 属 性 ; 同样 .结 合劳 动 的集体 力量表现 为 资 本 
的 神 秘 性 质 ，资 本 家 对 剩 余 劳 动 的 不 断 占 有 由 于 资 本 的 增 殖 力 而 成  
为 不 断 再现 的奇迹。

不 变 资 本 中 以 劳 动 资 料 形 式 预 付 的 、被 亚 当 • 斯密称 为 “ 固定资  
本 ”的 部 分 ，在 周 期 的 生 产 过 程 中 总 是 用 自 己 的 整 体 执 行 职 能 .但 只  
是 逐 渐 地 损 耗 自 己 .一 部 分 一 部 分 地 把 自 己 的 价 值 转 移 到 在 它 的 参

回 答 是 :只 要 我 们 把 使 用 价 值 叫 做 (“也 必 须 叫 做 ”）交 换 价 值 .这 个 难 题 就 解 决  
了 。交 换 价 值 无 疑 是 一 种 以 某 种 方 式 与 交 换 相 联 系 的 东 西 。 因 此 ，我 们 把 生 产  
称 为 “交 换 ”, 劳 动 和 生 产 资 料 同 产 品 的 交 换 . 同 时 卜 分 清 楚 ，生 产 提 供 的 使 用 价  
值 越 多 , 所 得 到 的 交 换 价 值 也 就 越 多 。例 如 . 一 个 工 作 IEI生 产 的 袜 子 越 多 ，工 厂  
主 也 就 越 富 有 袜 子 。但 是 萨 伊 先 生 突 然 想 起 了 供 求 规 律 。 按 照 这 个 规 律 ，更多 
量 的 有 用 物 似 乎 就 是 更 低 廉 的 价 格 的 同 义 语 。 因 此 ，他 告 诉 我 们 袜 子 的 价 格  
(它 当 然 与 袜 子 的 交 换 价 值 毫 无 关 系 )就 会 下 降 ，因 为 竞 争 迫 使 他 们 〈生 产 者 〉按 
照 他 们 在 产 品 上 花 去 的 费 用 出 售 产 品 ”。但 如 果 资 本 家 按 照 他 在 商 品 上 所 耗 费  
的 价 格 出 售 这 些 商 品 . 那 么 利 润 又 从 什 么 地 方 来 呢 ？ 这 不 要 紧 。 总 之 . 萨 伊 得  
出 了 这 样 的 结 论 :如 果 生 产 袜 子 的 劳 动 生 产 率 提 高 一 倍 ，那 么 .每 一 个 买 者 现 在  
用 同 一 等 价 物 就 不 是 换 一 双 而 里 换 两 双 。很 不 幸 ,这 个 结 论 正 是 他 想 驳 倒 的 李  
嘉 图 的 论 点 。经 过 了 这 样 - - 番 苦 思 之 后 ，他 用 谦 虚 的 口 吻 教 训 马 尔 萨 斯 道 :“先 
生 ，这 是 个 有 充 分 根 据 的 学 说 . 我 敢 说 . 如 果 没 有 这 个 学 说 ，便 无 从 解 决 政 治 经  
济 学 上 一 些 非 常 困 难 的 问 题 ，特 别 是 解 决 这 样 的 问 题 :财 富 代 表 价 值 .但 在 产 品
价 值 下 降 时 ，一 个 国 家 怎 ’么 会 变 得 更 为 富 有 。”( 同 上 ，第 170页 )---------位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对 于 萨 伊 在 ‘‘信 ”中 所 玩 弄 的 类 似 手 法 说 道 ，这 些 装 腔 作 势 的 说 法 大  
体 上 就 是 萨 伊 先 生 喜 欢 称 之 为 自 己 的 学 说 的 东 西 ,他 还 力 劝 马 尔 萨 斯 在 赫 特 福  
德 讲 授 这 种 学 说 ，就 像 人 们 ‘在 欧 洲 许 多 地 方 ’已 经 做 过 的 那 样 。 他 还 说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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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过 这 种 手 法 . 这 些 论 断 绝 不 会 表 现 为 独 创 的 或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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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 ]年 伦 敦 版 第 11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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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下依次制造出来 的商品中去。不变 资 本的这 个 部分的增加是生产  
力 发 展 的 真 正 的 测 量 器 ，这 种 增 加 使 正 在 使 用 的 整 个 资 本 和 只 用 一  
次 就 消 费 掉 的 那 部 分 资 本 之 间 的 量 的 差 额 越 来 越 大 。例 如 ，我们 可 
以把每天都在使用的欧 洲铁 路的价值 和它 们 在每天的使用过 程中所 
消 耗 的 价 值 总 额 做 一 个 比 较 。实 际 上 ，人 们 创 造 的 这 些 劳 动 资 料 就  
像 自 然 力 如 水 、蒸 汽 、电 力 等 等 那 样 ，提 供 无 偿 的 服 务 。它 们 提 供 的  
无偿 服务 是与 它 们 在不增加费 用的情况 下协 助生产 出来 的有用效果 
成 比 例 的 。被 现 在 劳 动 抓 住 并 赋 予 生 命 的 过 去 劳 动 的 这 种 无 偿 服  
务 ，会 随 着 生 产 力 的 发 展和相应 的资 本积 累而积 累起来 。

因 为 劳 动 者 A 、B、C 等 人 的 过 去 劳 动 在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中 总 是 表  
现 为 非 劳 动 者 X 等 人 的 资 产 ，所 以 资 产 者 和 经 济 学 家 们 对 这 种 死 劳  
动 的 恩 惠 总 是感激涕零，赞 扬 备 至;苏 格兰 的天才麦 克库 洛赫甚至认  
为 ，过 去 劳 动 应 当 得 到 特 殊 的 报 酬 ，通 俗 的 名 称 就 是 利 息 、利 润 等  
等 。(77)可 见 ，这 些 智 者 不 是 把 过 去 劳 动 以 劳 动 资 料 形 式 给 予 活 劳 动  
的 越 来 越 大 的 帮 助 归 功 于 创 造 产 品 的 工 人 ，而是归 功于占有产 品的 
资 本家。在 他 们 看 来 . 劳 动 X 具和它 的资 本的性质 (现 有的社会 环 境 
给 劳 动 工 具 打 上了这 种 性质 的印 E ) 是 不 能 分 开 的 ，就像在佐治亚 州 
的种 植园 主的思想中劳 动 者本身和他的奴隶 性质 不能分开 一样 。

M后 ，在 所 有 间 剩 余 价 值 分 为 收 人 和 资 本 的 比 例 无 关 但 极 大 地  
影 响 积 累 规 模 的 情 况 中 ，必须 注意到预 付资 本的量

在 劳 动 力 的 剥 削 程 度 已 定 的 情 况 下 ，剩 余 价 值 量 就 取 决 于 同 时  
被 剥 削 的 工 人 人 数 ，而 工 人 人 数 和资 本的量是相适应 的，虽 然它 们 的

( 7 7 ) 在 西 尼 耳 取 得 “节 欲 的 报 酬 ”的 专 利 权 以 前 ，麦 克 库 洛 赫 早 就 取 得 了  
过 去 劳 动 的 报 酬 ”的 专 利 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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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是变 动 着的。所 以 ，资 本 由 于 连 续 的 积 累 而 增 加 得 越 多 ，分为 消 
费 基 金 和 用 做 进 一 步 积 累 的 基 金 的 价 值 也 就 增 加 得 越 多 。此 外 ，生 
产 的 规 模 越 是 随 着 预 付 资 本 量 -同 扩 大 ，生产 的全部发 条 也就运 作 
得 越 是 有 力 。

5 . 所谓 劳 动 基金

资 本 家 、他 们 的 共 同 所 有 者 、他们 的下属 以及他们 的政府每年都 
要 浪 费 很 大 一 部 分 年 纯 产 品 。此 外 ，他 们 还 把 大 量 可 以 用 于 再 生 产  
的耐用物 品 留 在 消 费 基 金 中 ，他们 把大量劳 动 力用于为 个 人服务 .从  
而 使 这 些 劳 动 力 不 能 从 事 生 产 。 因 此 ，财 富 中 资 本 化 的 部 分 绝 +会  
像 它 本 来 可 以 资 本 化 的 部 分 那 样 大 。这 部分财 富和整个 社会 财 富的 
量的比例随 着剩余价值 分割为 个 人收人和追加资 本的每一变 化而变  
化 。这 种 分 割 的 比 例 在 周 围 情 况 的 影 响 下 不 断 变 化 。这 里 ，我们 不 
去 研 究 这 些 情 况 .我 们 只 要 了 解 资 本 不 是 社 会 财 富 中 预 定 的 和 固 定  
的 部 分 而 是 变 化的和流动 的部分就够 了。

至 于 已 经 积 累 的 和 投 人 使 用 的 资 本 ，即 使它 的价 值 和 它 由 以 构  
成 的 商 品 的 总 量 一 样 已 经 被 规 定 ，它 也 并 不 表 现 为 不 变 的 、以划 一方 
式 起 作 用 的 生 产 力 。相 反 . 我 们 看 到 ，资 本 在 它 的 作 用 的 强 度 、效率 
和规 模上具有 很 大 的 弹 性 。我们 已经 从 生产 的观 点考察了这 一现 象 
的 原 因 ，但是我们 不能忘记 .各种 不同程度的流通速度也会 极 大地改 
变 现 有 资 本 的 作 用 。经 济 学 家 不 顾 这 些 事 实 ，他 们 总 是 喜 欢 把 资 本  
看 成 是 社 会 财 富 中 的 预 定 的 部 分 ，看成以划 一的方式 起 作 用 的 一 定  
量 商 品 和劳 动 力。而 边 沁 这 个 19世 纪 的庸俗的圣 哲，却把这 种 偏见



第 二 t 四 章 剩 余 价 值 转 化 为 资 + 649

变 成 了 一种 教 条 (78)。边 沁 在 哲 学 家 中 的 地 位 ，就 像 他的同胞马 丁  • 

塔 珀 在 诗 人 中 的 地 位 一 样 。同 样 的 陈 腐 不 堪 的 论 调 ,在 前 者 表 现 为  
哲 学 ，在 后 者 则 表 现 为 诗 歌 。 (79) 80

关 于 社 会 资 本 的 量 在 任 何 时 候 固 定 不 变 的 教 条 ，不仅 和生产 的 
最 普 通 的 现 象 . 如生产 的扩 张 和收缩 运 动 相矛盾.而且它 使积 累本身 
变 得几 乎不可理解 (8气 可 以 说 ，边 沁 及 其 追 随 者 麦 克 库 洛 赫 、穆勒

( 7 8 )  参 看 耶 • 边 沁 《惩 罚 和 奖 赏 的 理 论 》，埃 • 杜 蒙 编 . 1826年 巴 黎 第 3 
版 [ 第 2 卷 第 4 册 第 2 章 ]。

( 7 9 )  耶 利 米 • 边 沁 是 一 种 英 国 的 现 象 。 在 任 何 国 家 、任 何 时 代 .都 不 曾  
冇 一 个 哲 学 家 ，就 连 德 国 哲 学 家 克 里 斯 蒂 安 • 沃 尔 弗 也 算 在 内 ，曾 如 此 热 衷 谈  

论 这 些 庸 俗 不 堪 的 东 西 ■■他 不 仅 是 津 津 乐 道 . 简 直 是 沾 沾 自 喜 ， 著 名 的 效 用 原  
则 并 不 是 边 沁 的 发 明 。他 不 过 把 爱 尔 维 修 和 18世 纪 其 他 法 国 人 的 才 气 横 溢 的  
言 论 平 庸 无 味 地 重 复 一 下 而 已 。 —— 假 如 我 们 想 知 道 什 么 东 西 对 狗 有 用 .我 们  
就 必 须 探 究 狗 的 本 性 。这 种 本 性 本 身 是 不 能 从 “效 用 原 则 ”中 推 导 出 来 的 。 如 
果 我 们 想 把 这 一 原 则 变 成 评 价 人 的 运 动 和 关 系 的 最 高 准 则 ，就 首 先 要 研 究 人 的  
一 般 丰 性 ，然 后 要 研 究 在 每 个 历 史 时 代 人 的 本 性 的 变 化 。但 是 边 沁 不 管 这 些 。 
他幼椎而 '乏 味 地 把 现 代 的 小 资 产 者 、市 侩 . 特 别 是 英 国 的 市 侩 说 成 是 标 准 人 。 
凡 是 对 这 种 占 怪 的 标 准 人 和 他 的 世 界 有 用 的 东 西 . 就 被 宣 布 为 本 身 是 有 用 的 。 
他 还 用 这 种 尺 度 来 评 价 过 现 f t 和 将 来 。 例 如 基 督 教 是 有 用 的 ■•为 什 么 ？ 因 
为 它 对 刑 法 从 法 律 方 而 所 宣 判 的 罪 行 ，从 宗 教 方 面 严 加 禁 止 。文 学 批 评 是 有 害  
的 . 因 为 它 妨 碍 贵 人 们 上 欣 赏 马 丁 • 塔 珀 的 讲 究 韵 律 的 散 文 》 边 沁 的 座 右 铭 是  
没 有 _ 天 不 动 笔 37H，他 就 用 这 苎 废 话 写 出 了 堆 枳 如 山 的 书 . 这 是 一 个 被 捧 为  
天 才 的 资 产 阶 级 蠢 材 《

(80) “政治经 济 学 家丨 I'丨 赛 欢 把一定1 的 资 本 和 一 定 数 目 的 劳 动 # 看 做 具  
有 •种 划 一 效 能 JL乎 以 不 变 的 强 度 发 生 作 用 的 生 产 工 具 … … 那 些 主 张 商 品  
是 生 产 的 唯 一 要 .素 的 人 证 明 生 产 根 本 不 能 扩 大 • 因 为 要 扩 大 生 产 就 必 须 预 先 增  
加 生 活 资 料 、原 料 和 工 具 . 这 等 于 说 ，没 有 生 产 的 预 先 增 长 ，就 不 可 能 有 生 产 的  
增 或 者 换 句 活 说 . 仟 何 增 K 都 是 不 可 能 的 ( 赛 • W利 《货 币 及 其 价 值 的 变  
动 》1837年 伦 敦 版 第 58、7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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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都 是带 着 “功 利 主 义 ”的不可告 人 的 目 的 来 鼓 吹 这 个 教 条 的 。他们  
特 别 喜 欢 把 这 个 教 条 应 用 于 资 本 中 和 劳 动 力 相 交 换 的 部 分 ，这 一部 
分资 本被他们 不 加 区 别 地 称 为 “工 资 基 金 ”、“ 劳 动 基 金 ” 。在他们 看 
来 ，这 是 社 会 财 富 的 特 殊 部 分 ，是 一 定 量 的 生 活 资 料 的 价 值 .这 个 价  
值 的性质 在任何时 候都设 置了工人阶 级 竭力想超越但又无法超越的 
最 后 界 限 。既 然 在 雇 佣 工 人 之 间 进 行 分 配 的 总 量 是 这 样 确 定 的 ，所 
以 可 以 得 出 结 论 说 :每 个 参 加 分 配 的 人 得 到 的 部 分 太 小 ，这 是因为 他 
们 的 人 数 太 多 了 ；归 根 结 底 ，他 们 的 贫 困 不 是 由 社 会 造 成 的 .而 是 由  
自然造成的。

首 先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为 生 产 者 的 消 费 所 规 定 的 界 限 只 有 在 这 个  
制度特有的条 件下才是“ 自然”的 ，就 像 鞭 子 的 作 用 只 有 在 奴 隶 制 的  
条 件下才是对 劳 动 的“ 自然”刺 激 一 样 。实 际 上 .把 生 产 者 应 得 的 份  
额 限 制 在 维 持 劳 动 力 所 必 需 的 部 分 ，把 他 的 产 品 的 剩 余 部 分 交 给 资  
本 家 ，这 是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本 性 。同 样 ，归 资 本家所得的纯 产 品也被 
他 分 为 收 人 和 追 加 资 本 ，而劳 动 者只有在特殊的 情 况 下 才 能 靠 侵 占  
非 劳 动 者 的 消 费 基 金 来 增 加 自 己 的 消 费 基 金 ，这 也是这 个 制度的本 
性 。西 斯 蒙 第 说 ：

“ 富人向穷 人 发 号 施 令 ……因 为 年 产 品 是 由 他 自 己 来 分 配 的 .他 把 一 切 被  
他 称 为 收 入 的 东 西 留 做 自 己 消 费 ，而 把 一 切 被 他 称 为 资 本 的 东 西 让 给 穷 人 .以  
便 使 后 者 为 他 创 造 收 入 ， (81)( 应 读 做 :以 便 使 后 者 为 他 创 造 追 加 收 人 。）

约 • 斯 • 穆 勒 说 ：

“现 在 劳 动 产 品 的 分 配 是 同 劳 动 成 反 比 的 :产 品 的 最 大 部 分 属 于 从 来 不 劳  
动 的 人 ，次 大 部 分 属 于 儿 乎 只 是 名 义 上 劳 动 的 人 ， 且 劳 动 越 不 愉 快 和 越 艰 苦 ，

( 8 1 ) 西 斯 蒙 第 《政 治 经 济 学 新 原 理 》1827年 巴 黎 版 第 1 卷 第 107J0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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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酬 就 越 少 .最 后 . 从 事 最 劳 累 、最 费 力 的 体 力 劳 动 的 人 甚 至 连 得 到 生 活 必 需 品  
都 没 有 保 证 / ’(82) 83

因 此 ，首先应 该 证 明.社会 生产 的资 本主义 方式虽 然刚 刚 出现 不 
久 ，但却是社会 生产 的不变 的和 “ 自然”的 方 式 。但 是 ，即 使在资 本主 
义 制度条 件下，“工 资 基 金 ” 由 社 会 财 富 的 量 或 会 资 本 的 量 预 定 的  
说 法 也 是 错 误 的 。

社 会 资 本 不 过 是 社 会 财 富的变 化的和流动 的部分 . 因 此 .仅 仅 作 
为 社会 资 本一个 部分的工资 基金不可能是社会 财 富的固定的和预 定 
的 部 分 ; 另 一 方 面 ，r 资 基金的相对 量取决 于社会 资 本分为 不变 资 本 
和可变 资 本的比例，这 个 比例 在 积 累 过 程 中 并 不 是 不 变 的 。（这 一点 
我 们 已 经 看 到 ，在以 后 各 章 中 我 们 还 要 加 以 洋 细 的 说 明 。）

工 资 基 金 的 量 固 定 不 变 的 学 说 会 导 致 荒 谬 的 同 义 反 复 ，在这 一 
点上福塞特教 授 为 我 们 提 供 了 一 个 例 子 。

他 说 ：

“一 个 H 家 的 流 动 资 本 就 是 它 的 维 持 劳 动 的 基 金 。 因 此 ，要 想 汁 算 出 每 个 工  
人所得到的平均丨 :资 ，只 要 简 单 地 用 工 人 人 口 的 数 目 去 除 这 个 资 本 就 行 了 。 ”(835

这 就 是 说 .我 们 先 算 出 实 际 付 给 的 个 人 工 资 的 总 额 ，然后我们 就 
可以断 言，这 样 加 起 来 的 结 果 就 是 “工 资 基 金 ”的 价 值 。我 们 接着把 
这 个 总 额 除 以 全 部 工 人 人 n 的 人 数 . 而 不 是 除 以 雇 用 的 工 人 人 数 ，就 
可以发 现 平均每个 工人能得到多少。多 么 狡 猾 的 手 法 ！

福 塞 特 先 生 又 一 口 气 地 说 下 去 ：

( 8 2 )  约 • 斯 • 穆 勒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 „
( 8 3 )  剑 桥 大 学 政 治 经 济 学 教 授 亨 • 福 塞 特 《英 国 工 人 的 经 济 状 况 》 1865 

年 伦 敦 版 第 12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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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国 每 年 所 积 累 的 总 财 富 分 为 两 个 部 分 。 一 部 分 用 来 维 持 我 们 本 国 的 I: 
业 : 另 一 部 分 则 输 往 国 外 …… 用 在 本 国 r 、丨k I：的 那 一 部 分 占 这 个 W家 每 年 积  
累 的 财 富 的 不 大 的 一 部 分 。

由 此 可 见 . 逐 年 都 在 增 长 的 纯 产 品 的 最 大 部 分 ，不是在英国 而是 
在 国 外 资 本 化 的 。因 此 ，这 部 分 产 品 就 从 英 国 工 人 乎 中 毫 无 补 偿 地  
被 夺 走 了 。但 是 同 这 个 额 外 资 本 一 起 输 出 的 ，不是偶尔 还 有上帝和 
边 沁分配 给 英 国 劳 动 的 很 大 - 部 分 基 金 吗 ?(85)

(84> 同 上 ，第  123、 122 页 。
( 8 5 ) 可 以 说 ，每 年 从 英 K 输 出 的 不 仅 是 资 本 ，而 且 还 有 以 移 民 形 式 输 出  

的 工 人 。 不 过 本 文 所 指 的 并 不 是 移 民 的 特 有 财 产 371，这 些 移 民 中 租 地 农 民 的  
儿 子 和 高 等 阶 层 的 成 员 占 很 大 部 分 。每 年 为 / 获 得 利 息 而 输 往 国 外 的 英 国 额 外  
资 本 N 每 年 的 积 累 的 比 率 •要 比 每 年 的 移 民 同 每 年 人 II的 增 长 的 比 率 大 得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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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资 本构 成不变 ，积 累的 
增长 导 致工资 率的提高

现 在 我 们 来 研 究 资 本的增长 对 工人阶 级 的命运 产 生的影响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的最重要的条 件是资 本的构 成和它 在积 累过 程中所起的
变 化 。

资 本 的 构 成 要 从 双 重 角 度 来 看 。从 价 值 方 面 来 看 ，资 本 的 构 成  
是由资 本 分 为 不 变 部 分 (生 产 资 料 的 价 值 )和 可 变 部 分 (劳 动 力 的 价  
衍即 工 资 总 额 )的 比 例 来 决 定 的 。从 在 生 产 过 程 中 发 挥 作 用 的 物 质  
方 面 来 看 ，每一个 资 本都分为 生产 资 料和活的劳 动 力;这 种 构 成是由 
所使用的生产 资 料量和为 使用这 些生产 资 料而必需的劳 动 量之间 的 
比例来 决 定的。前 一 种 资 本 构 成 是 价 值 构 成 .后 一 种 资 本 构 成 是 技  
术 构 成 。最 后 ，为 了表明二 者 之 间 的 密 切 的 相 互 关 系 ，我们 把由资 本 
技 术 构 成 决 定 并 因 而 反 映 技 术 构 成 变 化 的 资 本 价 值 构 成 ，叫做资 本 
的 有 机 构 成 。 凡 是 一 般 地 说 资 本 构 成 的 地 方 ，总 是 指 资 本 的 有 机  
构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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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同一生产 部门 并 在许 多资 本家手中执 行职 能的互相独 立的 
许 多 资 本 在 构 成 上 多 少 不 同 ，但 是 .它 们 的 个 别 的 构 成的平均数 就是 
这 个 生 产 部 门 的 总 资 本 的 构 成 。各生产 部门 的资 本的平均构 成是大 
不 相 同 的 ，但 是 ，所有这 些平均构 成的平均数 就是一个 国 家的社会 资  
本 的 构 成 ，后 面 的 研 究 所 涉 及 的 归 根 到 底 就 是 这 种 构 成 。

在 做 出 这 些 预 备 性 的 说 明 以 后 ，让 我 们 再 回 到 资 木 主 义 积 累 。
资 本 的 增 长 包 含 它 的 可 变 部 分 的 增 长 。换 句 话 说 :一 部 分 资 本  

化 的 剩 余 价 值 必 须 作 为 工 资 预 付 出 去 。因 此 ，假 定 资 本 的 构 成 不 变 , 

对 劳 动 的 需 要 就 会 和 积 累 齐 头 并 进 ，资 本 的 可 变 部分就至少会 按照 
总 资 本 增 长 的 同 一 比 例 增 长 。

在 这 种 条 件 下 ，积 累 的 不 断 增 长 迟 早必然导 致工资 的逐步提高》 
因 为 每 年 结 出 的 这 种 果 实 即 剩 余 价 值 中 有 一 部 分 每 年 都 并 入 原 资  
本 ;其 次 ，这 种 年 增 殖 额 本 身 会 随 着 职 能 资 本 的 膨 胀 而 增 长 ;最 后 ，致 
富 欲 在 特 别 有 利 的 情 况 的 刺 激 下 . 例 如 ，在 国 外 开 辟 了 新 的 市 场 、在 
国 内 开 辟 了 新 的 投 资 领 域 等 等 的 情 况 下 ，就会 把较 大份 额 的 纯 产 品  
突 然 投 入 再 生 产 基 金 ，使 再 生 产 的 规 模 更 加 扩 大 。

从 以 上 论 述 中 可 以 得 出 这 样 的 结 论 :每 年 就 业 的 雇 佣 工 人 人 数  
要 比 前 一 年 多 ，在 一 定 的 时 候 .积 累 的 需 要 开 始 超 过 通 常 的 劳 动 供  
给 ，于 是 工 资 率 必 然 会 发 生 上 升 的 运 动 。在 整 个 15世 纪 和 18世纪  
上 半 叶 ，在英 国 就 可 以 不 断 地 听 到 这 方 面 的 怨 言 。

但 是 这 些 多 少 有 利 于 工 人 阶 级 的 再 生 产 和 繁 殖 的 情 况 ,丝 毫 不  
会 改 变 资 本 主 义 再 生 产 的 基 本 性 质 。简 单 再生产 不断 地再现 同一的 
社 会 关 系 即 资 本 主 义 和 雇 佣 劳 动 制 度 ；同 样 ，积 累只是再生产 出规 模 
扩 大 的 这 种 关 系 :一 方 是 更 多 的 (或 更 大 的 ) 资 本 家 ，另 一方是更多的 
雇 佣 工 人 。资 本的再生产 包含了它 的主要增殖手段即 劳 动 力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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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因 此 •资 本的积 累同时 就是无产 阶 级 的增加 。 (86)

亚 • 斯 密 、李 嘉 图 等 人 这 样 理 解 这 种 表 面 上 相 互 对 立 的 两 个 用  
语 的 同 一 性 ，以 致 在 他 们 看 来 资 本 的 积 累 不 过 是 纯 产 品 中 整 个 资 本  
化 的 部 分由生产 劳 动 者消费 或转 化成追加的无产 者。

早 在 1696年 ，约 翰 • 贝 勒 斯 就 说 过 ：

“假 设 某 人 有 10万 英 亩 土 地 ，有 10万 镑 货 币 和 10万 头 牲 畜 ，而 没 有 一 个  
劳 动 者 ，耶 么 这 个 富 人 自 己 还 不 就 是 劳 动 者 ？ 既 然 劳 动 者 使 人 变 富 .那 劳 动 者  
越 多 ，富 人 也 就 越 多 …… 穷 人 的 劳 动 就 是 富 人 的 财 源 。 ”(87)

同 样 . 贝 尔 纳 德 • 曼 德 维 尔 在 18世 纪 初 也 曾 说 过 ：

“Æ财 产 有 充 分 保 障 的 地 方 . 没 有 货 币 还 比 较 容 易 生 活 . 没 有 穷 人 就 不 行 ， 
因 为 谁 去 劳 动 呢 ？ …… 应 当 使 劳 动 者 免 于 挨 饿 .但 不 应 当 使 他 们 拥 有 任 何 可  
供 储 蓄 的 东 西 。 如 果 某 处 有 〜 个 属 于 最 低 阶 级 的 人 ，想 靠 忍 饥 挨 饿 和 异 常 的 勤  
劳 来 提 高 自 己 的 地 位 ，耶 淮 也 不 应 当 妨 碍 他 。但 是 不 能 否 认 ，对 每 一 个 人 ，每 一  
个 家 庭 来 说 . 节 俭 无 可 办 认 是 M聪 明 的 做 法 ;但 是 对 一 切 富 裕 民 族 有 利 的 是 :绝

(86) 尔 • 马 克 思 《雇 佣 劳 动 与 资 本 》。 - “在 群 众 受 压 迫 的 程 度 相 同  
的 情 况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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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谓 社 会 主 义 乌 托 邦 的 起 源 》1857年 巴 黎 版 第 3 卷 第 331 页 ）无 产 者 在 政  
治 经 济 学 t 只 能 Ü 解 为 生 产 和 增 殖 资 本 的 鹿 佣 工 人 ，只 要 他 对 资 本 先 生 （贝 魁  
尔 对 这 种 人 的 称 哼 )的 耑 要 成 为 多 余 时 ，就 被 抛 向 街 头 。 “原 始 森 林 中 的 病 弱 的  
Æ产 者 ”只 是 罗 雪 尔 的 奇 妙 的 幻 想 。 原 始 森 林 的 居 民 是 原 始 森 林 的 所 有 主 • 就  
像 挥 提 一 样 毫 不 客 气 地 把 原 始 森 林 看 做 自 己 的 财 产 。 可 见 ，他 不 是 无 产 者 。 只 
行 在 哚 始 森 林 剥 削 他 . Ifl丨 不 是 他 刹 削 原 始 森 林 时 ，他 才 是 无 产 者 。 至 于 他 的 健  
康 状 况 . 耶 么 . 不 仅 完 全 可 以 同 现 代 无 产 者 的 健 康 状 况 相 比 ，而 且 也 可 以 N 患 梅  
毒 的 和 患 瘰 疬 病 的 t 流 人 士 的 健 康 状 况 相 比 。 不 过 . 威 廉 • 罗 雪 尔 先 生 所 说 的  
“原 始 森 林 大 概 是 指 他 的 家 乡 吕 讷 堡 吧 。

( 8 7 )  约 翰 • 贝 勒 斯 《关 于 创 办 一 所 一 切 有 用 的 手 工 业 和 农 业 的 劳 动 学 院  
的 建 议 年 伦 敦 版 第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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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部 分 穷 人 永 远 不 要 无 事 可 做 ，但 要 经 常 花 光 他 们 的 收 人 …… 靠 每 夭 劳 动 为  
生 的 人 ，只 有 贫 困 才 能 激 励 他 们 去 工 作 . 缓 和 这 种 贫 困 是 明 智 的 ，何 加 以 治 疗 则  
未 免 愚 蠢 。能 使 卖 苦 力 的 人 勤 勉 的 唯 一 手 段 是 适 度 的 工 资 。工 资 过 低 会 使 他  
们 依 各 自 的 气 质 或 者 垂 头 丧 气 ，或 者 悲 观 绝 望 .工 资 过 高 则 会 使 他 们 傲 慢 不 逊 ， 
好 逸 恶 劳 …… 从 以 上 的 说 明 就 可 以 知 道 . 在 不 允 许 奴 隶 存 在 的 自 由 民 族 中 . 
最 可 靠 的 财 富 就 是 众 多 的 勤 劳 贫 民 。此 外 ,他 们 还 是 征 募 海 陆 军 的 永 不 枯 竭 的  
源 泉 ，没 有 他 们 ，就 不 能 有 任 何 亨 -乐 .任 何 一 个 国 家 的 自 然 产 品 都 不 可 能 被 用 来  
谋 利 。要 使 社 会 〈当 然 是 非 劳 动 者 的 社 会 〉幸 福 . 使 人 民 PI己 满 足 于 可 怜 的 处  
境 ，就 必 须 使 大 多 数 人 既 无 知 又 贫 困 „ 知 识 会 使 我 们 产 生 更 大 和 更 多 的 愿 望 . 
而 人 的 愿 望 越 少 . 他 的 需 要 也 就 越 容 易 满 足 。 ”

曼 德 维 尔 这 个 勇 敢 的 和 头 脑 清 晰 的 著 作 家 还 没 有 了 解 :积 累 的  
机 制 ，会 在 增 大 资 本 的 同 时 ，增 加 “勤 劳 贫 民 ” 即 雇 佣 工 人 的 数 量 ，这  
些 雇 佣 工 人 把 自 己 的 劳 动 力 转 化 为 资 本 的 生 命 力 .从 而 不 管 他 们 愿  
意 还 是 不 愿 意 ，他 们 变 成 r 自己的人格化为 资 本家的产 品的奴隶 。

弗 • 莫 • 伊登爵士在他所著《贫 民 的 状 况 ，或英国 劳 动 者阶 级 的 
历 史 》一 书 中 曾 谈 到 这 种 作 为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公 认 的 必 要 条 件 之 一 的  
从 属 关 系 ，他 说 ：

“在 我 们 这 个 地 带 , 为 了 满 足 需 求 ，就 需 要 冇 劳 动 ，因 此 .社 会 上 至 少 有 一 部  
分 人 必 须 不 倦 地 劳 动 … … 但 是 一 些 不 劳 动 的 人 却 随 心 所 欲 地 支 配 着 勤 劳 的  
产 品 。这 些 所 有 主 所 以 这 样 得 天 独 厚 ，仅 仅 归 因 于 文 明 和 既 定 的 秩 序 ;他 们 纯  
粹 是 市 民 制 度 的 创 造 物 ”。

伊 登 应 当 问 一 下 : 谁 创 造 了 市 民 制 度 ？他 从 法 律幻想的观 点出

( 8 8 ) 贝 • 曼 德 维 尔 (《蜜 蜂 的 寓 言 》1728年 伦 敦 第 5 版 第 2】2、213、328页  
附 注 )“有 节 制 的 生 活 和 不 断 的 劳 动 . 对 于 穷 人 来 说 . 是 通 广 物 质 幸 福 ’〈他 是 指  
尽 可 能 长 的 工 作 日 和 尽 可 能 少 的 生 活 资 料 〉的 道 路 ，而 对 于 国 家 〈即 地 主 、资 本  
家 和 他 们 的 代 理 人 与 政 界 显 贵 〉来 说 ，是 通 向 富 裕 的 道 路 / ’(《论 手 工 业 和 商 业 》 
1770年 伦 敦 版 第 5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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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不 是 把 法 律 看 做 物 质 生 产 关 系 的 产 物 . 而 是 相 反 ，把 生 产 关 系 看
做法律的产 物 „ 兰 盖只用“法 的 精 神 就 是 所 有 权 ”372这 样 一 句 话 .就  
把孟德斯鸠 拼 凑 的虚 幻的“法的 精 神 ”推 翻 了 。现 在我们 让 伊登继 续  
说 下 去 ：

“因 为 这 种 制 度 〈市 民 制 度 〉承 认 ，除 了 劳 动 之 外 ，还 可 以 用 别 种 方 法 占 有 劳  
动 的 果 实 „ 拥 有 独 立 财 产 的 人 所 以 能 够 拥 有 财 产 . 几 乎 完 全 是 靠 别 人 的 劳 动 ， 
而 不 是 靠 他 们 自 己 的 能 力 ，他 们 的 能 力 绝 不 比 别 人 强 :富 人 不 同 于 穷 人 的 地 方 ， 
不 在 于 占 有 土 地 和 货 币 ，而 在 于 拥 有 对 劳 动 的 支 配 权 …… 对 穷 人 适 宜 的 ，不 
是 使 他 们 处 于 卑 贱 的 或 奴 隶 般 的 地 位 ，而 是 使 他 们 处 于 安 适 和 宽 松 的 从 属 关  
系 . 对 拥 有 财 产 的 人 来 说 ，他 们 则 应 当 对 于 为 他 们 劳 动 的 人 拥 有 充 分 的 影 响 和  
权 威 …… 每 一 个 懂 得 人 类 天 性 的 人 都 承 认 ，这 样 一 种 从 属 关 系 是 劳 动 者 自 身  
安 乐 所 必 需 的 。 89 90 >

顺 便 提 一 下 ,在 亚 当 • 斯 密 的 学 生 中 ，只 有 弗 • 莫•伊登爵士在 
18世 纪 写 过 一 部 杰 出 的 著 作 。

( 8 9 )  伊 登 《贫 民 的 状 况 ，或 英 国 劳 动 者 阶 级 的 历 史 》1797年 伦 敦 版 第 1 卷 
第 1 篇 第 1 章 [ 第 1、2 页 ] 和 序 言 [ 第 2 0 页 ]。

( 9 0 )  人 们 可 能 会 举 出 1 7 9 8 年 发 表 的 《人 口 原 理 》来 反 对 我 的 看 法 。 但 是  
马 尔 萨 斯 的 这 本 书 圾 初 的 版 本 不 过 是 对 笛 福 、富 兰 克 林 、华 莱 士 、詹 姆 斯 • 斯 图  
亚 特 爵 士 、唐 森 等 人 的 原 著 的 小 学 生 般 的 拿 腔 做 调 的 剽 窃 .其 中 没 有 一 点 作 者  
自d 的 研 究 和 思 考 出 来 的 命 题 。这 本 幼 稚 的 小 册 子 所 以 轰 动 一 时 ，完 全 是 由 党  
派 的 理 念 引 起 的 。法 国 革 命 在 海 峡 彼 岸 找 到 了 热 情 的 维 护 者 ;“人 口 原 理 ”是 在  
18世 纪 逐 渐 编 造 出 来 的 ，接 着 在 -次 巨 大 的 社 会 危 机 中 被 大 吹 大 擂 地 宣 扬 为  
对 付 孔 多 塞 等 人 学 说 的 万 无 一 失 的 解 莓 剂 • 英 国 的 寡 头 政 府 认 为 它 可 以 最 有 效  
地 扑 灭 一 切 追 求 人 类 进 步 的 热 望 . 因 而 报 以 热 情 的 喝 彩 。 马 尔 萨 斯 对 自 己 的 成  
功 大 为 惊 奇 ，于 是 + 断 把 一 些 衣 面 地 拼 凑 起 来 的 材 料 塞 进 原 来 的 模 型 中  
去 。 - - 最 初 研 究 政 治 经 济 的 . 适 像 霍 布 斯 、洛 克 、休 谟 一 类 的 哲 学 家 ，以 及  
像 托 马 斯 • 莫 尔 、UI.普 尔 、苏 利 、德 • 维 特 、诺 思 、罗 、范 德 林 特 、康 替 龙 、富 兰 克  
林 -类 的 实 业 家 和 政 治 家 . 而获 得丨 -1: 大 成 就 的 ，是 像 配 第 、巴 尔 本 、曼 德 维 尔 、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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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所假定的积 累条 件下—— 这 是对 工人最合适的积 累条 件

奈 - 类 的 医 生 。 甚 至 在 ]8 肚 纪 中 外 . 一 位 当 时 著 名 的 经 济 学 家 ,牧 师 塔 克 尔 先  
生 . 还 认 为 有 必 要 为 自 己 这 样 一 个 圣 职 人 员 参 U玛 门 ① 的 勾 当 而 辩 解 ,，新 教 牧  
师 们 打 着 “人 口 原 理 ”的 旗 号 开 始 进 人 政 治 经 济 学 并 在 这 个 领 域 大 量 繁 殖 。 除 
了 威 尼 斯 的 僧 侣 奥 特 斯 这 位 有 创 见 有 才 智 的 苦 作 家 外 ，大 多 数 人 n 学 博 士 都 是  
新 教 牧 师 . 例 如 布 鲁 克 纳 • 他 1767年 在 莱 顿 出 版 的 《动 物 界 论 》提 出 了 完 整 的 现  
代 人 口 理 论 ，还 有 华 莱 士 “牧 师 ’’、唐 森 ‘•牧 师 ”、马 尔 萨 斯 “牧 师 ”及 其 学 生 托 • 查  
默 斯 大 牧 师 ，马 尔 萨 斯 虽 然 是 英 国 国 教 高 教 会 派 8的 牧 师 ，但 他 作 为 剑 桥 大 学 的  
研 究 员 曾 立 过 终 身 不 婚 的 誓 言 :“已 婚 者 不 得 成 为 本 委 M会 会 员 。 谁 一 旦 娶 妻 . 
即 不 再 为 会 员 。”(《剑 桥 大 学 委 员 会 报 告 》第 172页 ）而 一 般 的 新 教 牧 师 在 摆 脱  
了 天 主 教 终 身 不 婚 的 束 缚 以 后 ，则 耍 求 把 实 现 圣 经 的 “ 耍 生 养 众 多 ”373的 圣 诫  
气 做 自 己 的 特 殊 使 命 ，但 是 这 并 不 妨 碍 他 们 同 时 向 工 人 宣 讲 “人 (J原 理 ”„ 他们  
几 乎 垄 断 r 这 个 学 说 的 微 妙 之 处 :经 济 学 上 仿 造 出 来 的 原 罪 ；亚 4彳 的 苹 果 ;“迫 
不 及 待 的 情 欲 ”;唐 森 牧 师 风 趣 地 称 之 为 “要 把 邱 比 特 的 箭 弄 钝 的 各 种 障 碍 '  
配 第 . 似甲-预 料 到 了 这 些 渎 职 的 家 伙 的 所 作 所 为 ，他 说 道 :“教 丄 最 守 苦 行 时 ，宗 
教 最 繁 荣 ，正 如 在 律 师 饿 死 的 地 方 . 法 律 最 昌 明 一 样 ' 因 此 ，配 第 劝 告 新 教 的  
牧 师 们 :如 果 你 们 不 愿 再 追 随 使 徒 保 罗 ，不 愿 终 身 不 婚 来 禁 欲 ，至 少 不 要 牛 出 多  
于 现 有 牧 师 俸 禄 所 能 吸 收 的 牧 师 ，也 就 是 说 ，“在 英 格 兰 和 威 尔 士 只 有 12 000份  
牧 师 俸 禄 的 时 候 ，要 是 生 出 24 000 个 牧 师 . 那 是 很 危 险 的 ，因 为 12 000 个 无 以  
为 生 的 人 总 要 设 法 自 谋 生 计 。 为 此 他 们 走 向 民 间 ，向 人 们 游 说 :那 12 000 个 受  
俸 牧 师 在 毒 害 人 们 的 灵 魂 . 使 这 些 灵 魂 饿 死 .把 他 们 引 人 歧 途 而 无 法 升 人 天  
国 。”(配 第 《赋 税 论 M 6 6 7年 伦 敦 版 第 5 7 页 ）同 配 第 一 样 . 亚 当 • 斯 密 也 被 牧 师  
所 憎 恶 ，这 可 以 从 一 本 名 为 《给 法 学 博 士 亚 • 斯 密 的 一 封 信 . 论 他 的 朋 友 大 li • 
休 谟 的 生 平 和 哲 学 》(一 位 称 做 基 督 徒 的 人 著 .1 7 8 4 年 牛 津 第 J 版 ）的 著 作 中 看  
出 来 . 这 本 小 册 子 的 作 者 诺 里 奇 的 高 教 会 派 主 教 霍 恩 博 士 责 难 亚 • 斯 密 ，因 为  
斯 密 发 表 了 一 封 致 斯 特 拉 恩 先 生 的 信 . 他 在 信 中 要 使 自 己 的 ••朋 友 大 卫 〈即 休  
漠 〉不 朽 ”. 因 为 斯 密 向 公 众 讲 述 • “休 谟 在 他 临 终 的 床 上 以 读 琉 箬 的 作 品 和 玩 惠  
斯 特 牌 而 自 娱 ”.甚 至 胆 敢 写 道 :“无 论 在 休 谟 牛 前 或 死 后 ，我 始 终 认 为 .他 在 人  
类 天 性 的 弱 点 所 允 许 的 范 围 内 .接 近 r  一 个 理 想 的 全 智 全 德 的 人 ”。这 位 主 教

① 玛 门 ，《圣 经 》中 的 财 神 ，贪 欲 之 神 编 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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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一 - 他 们 的 从 属 关 系 是 采 取 可 以 忍 受 的 ，或 者 如 伊 登 所 说 的 “ 安 
适 和 宽 松的 ”形 式 。随 着资 本的增长 和 它 的 臣 民 人 数 的 增 大 ，资 本主 
义 的 剥 削 和 统 治 不 是 更 为 加 强 ，而 只 是 更 为 扩 大 。在 工 人 自己所生 
产 的 日 益 增 加 的 并 a 越 来 越 多 地 资 本 化 的 纯 产 品 中 ，会 有较 大的部 
分 以 支 付 手 段 的 形 式 流 回 到 工 人 手 中 ，使 他 们 能 够 扩 大 自 己 的 享 受  
范 围 ，有 较 好 的 饮 食 ，有 较 多 的 衣 服 、家具等等.并 且积 蓄一小笔 货 币  
准 备 金 。但 是 . 待 遇 高 一 些 . 食 物 丰 富 一 些 ，衣 服 体 面 一 些 ，特 有 财  
产 371多 一 些 ，不 会 消 除 奴 隶 制 的 锁 链 . 同样 .也 不 会 消 除 雇 佣 劳 动 制  
的 锁 链 。由 于 资 本 积 累 而 带 来 的 劳 动 价 格 上 升 的 运 动 不 过 表 明 ，资  
本家给 雇 佣 工 人 戴 上 的 、雇佣 工 人 不 停 地 铸 造 的 金 锁 链 已 经 够 长 ，容 
许 把它 略微放松一点。

愤 怒 地 叫 喊 道 :“先 生 . 您 向 我 们 把 一 个 不 吋 救 药 地 反 对 一 切 叫 做 宗 教 的 东 西 ， 
并 且 竭 尽 全 力 甚 至 要 使 宗 教 这 个 名 称 Ui从 人 们 的 记 忆 中 消 失 的 人 的 性 格 和 品  
行 .描 绘 成 全 智 令 德 的 •您 这 样 做 合 适 吗 ？ …… 但 是 ，热 爱 真 理 的 朋 友 们 .不  
要 气 馁 ，无 神 论 是 长 久 不 r 的 …… 您 <亚 当 • 斯 密 〉抱 着 残 忍 的 恶 意 ，要 在 全  
国 宣 扬 无 神 论 〈主 要 是 通 过 《道 德 情 操 论 》〉…… 博 士 先 生 .我 们 了 解 您 的 诡  
U -! 您 想 得 倒 好 .但 是 这 一 次 却 失 算 了 。 您 想 用 大 卫 • 休 漠 先 生 的 例 子 来 使 我  
ii'j相 信 ，无 神 论 对 于 精 神 沮 丧 的 人 来 说 是 唯 一 的 兴 奋 剂 ，是 对 付 死 亡 恐 怖 的 唯  
一 的 解 毒 剂 …… 您 去 笑 那 废 墟 中 的 巴 比 伦 吧 ！ 去 祝 贺 耶 无 情 的 恶 魔 法 老  
吧 ?”( 同 11.第 8、丨7、21、 2 2 页 ） -个 商 教 会 的 正 统 派 , 一 个 经 常 听 亚 • 斯 密 讲  
课 的 人 ，在 亚 • 斯 密 去 世 时 告 诉 我 们 :“斯 密 对 休 谟 的 友 谊 妨 碍 他 成 为 一 个 基 督  
徒 …… 他 相 信 休 漠 的 每 一 句 话 。 即 使 休 谟 对 他 说 ，月 亮 是 一 块 绿 色 的 干 酪 ， 
他 也 会 相 信 》 所 以 ，休 漠 说 没 有 上 帝 . 没 有 奇 迹 . 他 也 同 样 相 信 … … 斯 密 在  
政 治 原 则 上 接 近 于 共 和 主 义 》”( 詹 姆 斯 • 安 德 森 《蜜 蜂 》1791 — ] 793年 爱 丁 堡  
版 )最 后 ，托 • 查 默 斯 “牧 师 ”曾 怀 疑 . 亚 • 斯 密 故 意 捏 造 出 “非 生 产 劳 动 者 ”这  
个 范 畴 用 来 指 新 教 牧 师 . 虽 然 牧 师 们 在 t 帝 的 葡 萄 园 中 也 进 行 了 富 有 成 果 的  
劳 动 ,。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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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关 于 这 一 问 题 的 经 济 学 争 论 中 ，人 们 忘 掉 了 主 要 的 东 W，即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特 征 》在 这 里 ，购 买 劳 动 力 ，不是为  
r 用 它 的 服 务 或 它 的 产 品 来 直 接 满 足 买 者 的 个 人 需 要 。买 者的目 
的 是 增 殖 他 的 资 本 ，生 产 商 品 ，使 其 中 包 含 的 劳 动 比 他 支 付 了 报 酬  
的 劳 动 多 ，也 就 是 包 含 一 个 不 花 费 他 什 么 、但 会 通 过 商 品 的 出 售 得  
到 实 现 的 价 值 部 分 ，从 而 达 到 发 财 致 富 。生 产 剩 余 价 值 ，是这 个 生 
产 方 式 的 绝 对 规 律 。劳 动 力 只 有 在 它 会 把 生 产 资 料 当 做 资 本 来 保  
存 ，把 自 身 的 等 价 物 当 做 资 本 再 生 产 出 来 ，此 外 还 要 为 资 本 家 创 造  
出 消 费 基 金 和 资 本 的 追 加 额 的 情 况 下 ，才 能 够 卖 出 去 。所 以 ，劳 动  
力 的 出 卖 条 件 不 管 对 工 人 怎 样 有 利 ，必 然 包 含 着 劳 动 力 的 不 断 再  
出 卖 ，资 本 家 财 富 的 扩 大 再 生 产 。工 资 按 其 本 性 来 说 ，总 是 要 求 推  
动 一 定 数 量 的 无 酬 劳 动 。 因 此 ，工 资 的 增 大 至 多 也 不 过 说 明 工 人  
必 须 提 供 的 无 酬 劳 动 量 的 相 对 减 少 。这 种 减 少 永 远 也 不 会 达 到 损  
害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的 程 度 。

在 我 们 的 条 件 下 ，工 资 率 由 于 资 本 的 增 长 大 于 供 给 的 劳 动 的 增  
长 而 提 高 。以 下 两 种 情况 二者必居其一：

一 种 情 况 是 ，工 资 继 续 提 高 ，因 为 它 的 提 高 不 会 妨 碍 枳 累 的 进  
展 ; 这 没 有 什 么 值 得 奇 怪 的 地 方 ，因 为 . 亚 • 斯 密 说 过 ，

“即 使 利 润 下 降 ，资 本 还 # 能 增 长 ，甚 至 增 长 得 比 以 前 还 要 快 … … 利 润 小 的 大  
资 本 ，一 般 也 比 利 润 大 h 小 资 本 增 长 得 快 。w 11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很 显 然 ，工 人 的 无 酬 劳 动 的 减 少 绝 不 会 妨 碍 资  
本 统 治 范 围 的 扩 大 。相 反 ，这 种 运 动 使 劳 动 者 习 惯 于 把 他 的 主 人  
的 发 财 致 富 当 做 自 己 唯 一 能 够 得 救 的 机 会 。另 一 种 情 况 是 ，工资

(9 1 )亚 . 斯 密 《国 富 论 )>第 1卷 第 18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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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逐 步 提 高 使 利 润 的 刺 激 迟 钝 . 从 而 减 缓 了 积 累 的 进 程 ，枳累减 少 
了 。但 是 这 种 减 少 本 身 使 积 累 减 少 的 最 初 原 因 ，即 资 本 和 劳 动 供  
给 相 比 而 g 的 过 剩 也 消 失 了 。从 那 时 起 ，工 资 率 就 会 重 新 降 到 适  
合 资 本 增 殖 需 要 的 水 平 ，这 个 水 平 可 能 高 于 、等 于 或 低 于 工 资 提 高  
前 的 水 平 。通 过 这 种 方 式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机 制 会 自 行 排 除 它 有  
时 造 成 的 障 碍 。

我们 必须 充分地理解积 累过 程中的资 本的运 动 和工资 率所发 生 
的相应 的周期变 化之间 的联 系。

有 时 是 积 累 的 加 速 所 引 起 的 资 本 过 剩 使 劳 动 的 供 给 相 对 不 足 ， 
从 而 导 致劳 动 价格的提高。有时 是积 累的减 缓 使劳 动 的供给 相对 过  
剩 ，从 而 使 劳 动 的价格下降。

可 见 .积 累 过 程 中 的 资 本 的 扩 张 和 收 缩 的 运 动 交 替 地 引 起 劳 动  
供 给 的 相 对 不 足 和 过 剩 ，但 是 ，在 第 一 种 情 况 下 ，并 不 是 工 人 人 口 数  
量 的 绝 对 或 相 对 减 少 引 起 资 本 过 剩 ，在 第 二 种 情 况 下 ，并 不是工人人 
n 数 量 的 绝 对 或相对 增加引起资 本不足。

我们 在工业 周期的变 迁 中 吋 以 看 到 完 全 类 似 的 现 象 。在危机到 
来 的 时 候 . 商 品 价 格 普 遍 降 低 . 这 种 降 低 表 现 为 货 币 相 对 价 值 的 提  
高 。相 反 ，在 信 心 恢 复 的 时 候 . 商 品 的 价 格 普 遍 提 高 ，这 种 提 高 表 现  
为 货 币 相对 价 fft的 下 降 . 尽 宵 在 这 两 种 情 况 下 ，货 币 的实 际 价值 并 没  
冇 丝 毫 的 变 化 。fü是 ，以 通 货 学 派 |<>8(92>闻 名 的 英 国 学 派 歪 曲 了 这  
些 車 实 。他 们 认 为 价 格 提 高 是 由 于 货 IÜ太 多 .价 格 下 降 是 由 于 货 币  
太 少 „ 同 样 ，经 济 学 家 们 倒 果 为 因 ，他们 力图 用工人人口提供的人手

( 9 2 ) 关 于这 个 学 派 的 诡 辩 • 参 看 卡 尔 •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59年 
柏 林 版 第 1 « 贞 及 以 下 JL页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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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和太少 的 运 动 去 解 释 积 累 的 周 期 变 化 。
这 样 . 资 本主义 生产 规 律就变 成了所谓 的“ 自然人口规 律” .它 可 

以 简 单 地 归 结 如 下 ：
资 本 积 累 N 工 资 率 之 间 的 关 系 ，不 外 是 转 化 为 资 本 的 无 酬 劳  

动 和 为 推 动 追 加 资 本 所 必 需 的 有 酬 追 加 劳 动 之 间 的 关 系 。 W此 . 

这 绝 不 是 两 个 彼 此 独 立 的 项 ，即 一 方 为 资 本 量 和 另 一 方 为 工 人 人  
口 数 量 之 间 的 关 系 ；而 归 根 到 底 这 只 是 同 一 工 人 人 口 的 无 酬 劳 动  
和 有 酬 劳 动 之 间 的 关 系 。如 果 工 人 阶 级 提 供 的 并 由 资 本 家 阶 级 所  
积 累 的 无 酬 劳 动 量 增 长 得 十 分 迅 速 ，以 致 必 须 大 大 追 加 有 酬 劳 动  
才 能 转 化 为 追 加 资 本 ，那 么 ，工 资 就 会 提 高 ，而 在 其 他 一 切 情 况 不  
变 时 . 无 酬 劳 动 就 会 相 应 地 减 少 。但 是 ，一 旦 这 种 减 少 达 到 这 样 一  
点 ，即 滋 养 资 本 的 剩 余 劳 动 不 再 有 正 常 数 量 的 供 应 时 .反 作 用 就 会  
发 生 ：收 人 中 资 本 化 的 部 分 减 少 ，积 累 减 缓 ，工 资 的 上 升 运 动 受 到  
反 击 。可 见 ，劳 动 价 格 的 提 高 永 远 被 限 制 在 这 样 的 界 限 内 .这 个 界  
限 不 仅 使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的 基 础 不 受 侵 犯 .而 且 还 使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的 规 模 扩 大 的 再 生 产 得 到 保 证 。 (9:i)

在 劳 动 者 的 存 在 只 是 为 了 用 自 己 创 造 的 财 富 来 增 加 别 人 的 财  
富 的 地 方 ，事 情 也 不 可 能 是 别 的 样 子 。正 像 人 在 宗 教 世 界 中 受 他  
自 己 头 脑 的 产 物 的 支 配 一 样 ，人 在 资 本 主 义 世 界 中 受 他 自 己 双 手  93

(93) “工 业 工 人 和 农 业 r 人 的 就 业 界 限 是 相 同 的 ，那 就 是 雇 主 能 够 从 他  
们 的 劳 动 产 品 中 榨 取 一 定 的 利 润 ……如 果 工 资 提 高 ，使 雇 主 的 利 润 降 低 到 平 均  
利 润 以 下 ，那 么 雇 主 就 会 不 再 雇 用 他 们 ，或 者 只 有 在 他 们 答 应 降 低 r 资 的 条 件  
下 才 会 雇 用 他 们 。”( 约 翰 • 威 德 《中 等 阶 级 和 工 人 阶 级 的 历 史 》1835年 伦 敦 第 3 
版 第 24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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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产 物 的 支 配 。 (94)

2 . 资 本构 成在积 累的增进 中的一系 
列变 化和资 本中与 劳 动 力相交换  
的那一部分的相对 减 少

按 照 经 济 学 家 们 ß 己 的 见 解 ，引 起 工 资 提 高 的 ，既 不是社会 财 富 
的 现 有 规 模 ，也 不 是 已 经 取 得的资 本的绝 对 量，而仅 仅 是积 累的不断  
增长 和它 的 增 长 速 度 。(95)因 此 ，t 先 我 们 必 须 阐 明 这 个 过 程 实 现 的  
条 件 。以 t 我 们 只 考 察 了 这 个 过 程 的 一 个 特 殊 阶 段 ，即 在资 本技术  
构 成不变 的情况 下资 本增长 的阶 段=>

一 旦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的 一 般 基 础 奠 定 下 来 .在 积 累 中 就 一 定 会 出  
现 一 个 时 刻 ，那 时 社 会 劳 动 生 产 力 的 发 展 成 为 积 累 的 最 强 有 力 的 杠  
杆 。 亚 • 斯 密 说 ：

“引 起 」.资 提 高 的 原 因 . 即 资 本 的 增 长 . 也 促 使 劳 动 生 产 能 力 提 高 .使 较 小  
s 的 劳 动 能 够 生 产 出 较 大 量 的 产 品

何这 个 结 果是通过 什么 途径 得到的呢 ？ 是通过 生产 方式的一系

C!W ) “如 皋 回 头 来 看 看 我 们 在 最 初 确 究 时 曾经 擤 出 的 … … 资 本 本 身 不 过  
是 人 的 劳 动 的 产 物 … … 那 么 似 乎 完 令 不 能 理 解 的 是 .人 怎 么 会 落 入 他 自 己 的 产  
物 资 本  的 统 治 下 . 并 且 从 属 于 这 个 产 物 然 而 . 因 为 实 际 上 情 况 确 实
如 此 . 所 以 不 禁 要 问 :劳 动 者 作 为 资 本 的 创 造 者 . 怎 么 会 由 资 本 的 È 人 变 为 资 本  
的 奴 隶 呢 ?”( 冯 . 杜 能 《孤 立 M家 》 年 罗 斯 托 克 版 第 2 # 第 2 部 分 第 5 、 6 

洱 )杜 能 的 功 绩 在 于 提 出 了 问 题 他 的 M答 却 十 分 幼 稚 。
C95) 、[R • 斯 密 《国 富 论 》第 〗毯 第 8 章 。
( 9 6 ) 同 上 .加 尔 涅 译 ，第 1 卷 第 17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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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变 化 . 使 一 定 量 的 劳 动 力 能 够 推 动 数 量 越 来 越 多 的 生 产 资 料 ä 对  

所 使 用 的 劳 动 力 来 说 . 生 产 资 料 在 这 种 增 长 屮 起 着 双 重 作 用 》— 些 
生 产 资 料 . 例 如 机 器 、建 筑 物 、炼 铁 炉 、排 水 装 置 、矿 物 质 肥 料 等 等 在  
数 量 、规 模 、总 量 和 效 率 上 增 长 了 ，使劳 动 有了更高的生产 效率.而另  
一 些 生 产 资 料 .原 料 和 辅 助 材 料 的 增 长 是 因 为 劳 动 的 生 产 效 率 提 高  
了 ,在 一 定 时 间 内 消 费 的 生 产 资 料 也 增 多 了 。

在 大 工 业 诞 生 时 期 ，有 人 在 英 国 发 明 了 一 种 利 用 焦 炭 把 铸 铁 变  
成 锻 铁 的 方 法 。这 种 被称 为 搅 炼 法的工艺 就是在具有特殊构 造的高 
炉 中 精 炼 生 铁 . 它 使 高 炉 的 规 模 变 得 非 常 巨 大 ，导 致了鼓风 装 置等等 
的 使 用 ，最 后 ，它 使 同 M 劳 动 所推动 的劳 动 资 料和原料得到了极 大的 
增 长 ，以致铁 很 快就有了相 当 充 足 和 廉 价 的 供 应 ，从 而在许 多用途上 
代 替 了 石 头 和 木 材 。因 为 铁 和 煤 是 现 代 工 业 的 有 力 的 杠 杆 ，所以怎  
么 评 价 这 一革新 的 重 要 意 义 也 不 算 过 分 -

但 是 , 搅 炼 工 ，即 从 事生铁 精炼 的工人是用手工操作的，所以他们  
能够 生产 的炉 量仍然受到他 们 个 人 能 力 的限制。正是这 种 限制阻碍了 
冶 金 工 业 自 1780年搅 炼 法发 明以来 所取得的令人惊 异 的E跃 发 展 。 

英国 工程师 的一家机关 报 《工 程 学 》报 说 ：

“ 事 实 上 ，手T 操 作 的 搅 炼 法 的 陈 旧 工 艺 不 过 是 野 蛮 的 残 余 … … 「丨 前•我 
国 工 业 的 发 展 趋 向 是 要 在 各 个 不 同 生 产 阶 段 对 越 来 越 多 的 原 料 进 行 加 工 。所 
以 ，几 乎 每 年 我 们 都 可 以 看 到 更 庞 大 的 高 炉 、更 沉 重 的 气 锤 、更 强 大 的 锻 J 1 机以 
及 在 许 多金属 工业 部 N 使 用 的 更 巨 大 的 工 具 出 现 。在 这 种 普 遍 的 增 长  生产  
资 料比使用的劳 动 的相对 增长  中 ，搅 炼 工 艺 几 乎 停 滞 不 前 ，而 现 在 则 成 了 工  
业 运 动 的 不 可 容 忍 的 障 碍 … … 因 此 . 在 所 有 大 工 厂 ，我 们 正 在 用 自 动 转 炉 来 代  
替这 种 工 艺 。 自 动 转 炉 的巨大炉 量完全是手工劳 动 所力不能及的 。 ” (9 7 )

( 9 7 ) 《工 程 学 》报 1874年 fi月 1 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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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搅 炼 法 在 完 成 了 炼 铁 工 业 革 命 并 引 起 了 劳 动 资 料 和 一 定  
量 劳 动 推 动 的 原 料 总 量 极 大 扩 张 以 后 ，在积 累 过 程 中 成 为 一 种 经 济  
h 的 障 碍 ，它 限 制 了 物 质 生产 资 料比所使用的劳 动 进 一步相对 增长 。 
现 在 ，人 们 正 在 通 过 能 够 消 除 这 种 限 制 的 新 工 艺 来 摆 脱 上 述 障 碍 。 
这 就 是 由 积 累 而 引 起 的 •切 发 现 和 发 明 的 历 史 ，我们 在回顾 现 代生 
产 从 它 的起源到现 在的进 程时 ，已经 证 明 了 这 一 点 。 (98)

可 见 . 在积 累的增进 中.不仅 是资 本的各种 现 实 要素在量上同时  
增 长 ，这 个 增 进 所 引 起 的 社 会 劳 动 生 产 力的发 展还 表现 为 质 的 变 化 . 

表 现 为 资 木 技 术 构 成 的 逐 步 变 化 ：资 本 的 客 观 因 素 比 主 观 因 素 在 量  
上 所 占 的 比 例 Ü 益 相 对 增 大 ，也就是说 .劳 动 资 料和原料的总 量比推 
动 这 些 劳 动 资 料 和 原 料 的 必 要 的 劳 动 力 的 总 量 FI益 相 对 增 加 。 因 
此 ，随 着 资 本 的 增 K 使 劳 动 的 生 产 效 率 提 高 ，资 本对 劳 动 的需求就会  
同资 本自身的量成比例地减 少。

资 本技术 构 成 的 这 些 变 化 ，反映在资 本的价值 构 成上.反映在资  
本 的 不 变 部 分 靠 减 少 它 的 可 变 部 分 的 逐 步 增 加 上 。例 如 ，在积 累停 
滞 的 时 期 .50%的 资 本 价 值 转 化 为 生 产 资 料 .50% 转 化 为 劳 动 。在积  
累 增 长 比 较 快 的 时 期 ，80% 的 资 本 价 值 花 费 在 生 产 资 料 上 • 只 有  
20%花 费 在 劳 动 h 。 显 然 ，并 不 是 整 个 资 本 而 只 是 资 本 的 可 变 部 分  
与 劳 动 力相交换 . 并 形 成 分 配 给 雇 佣 工 人 的 基 金 。

资 本 的 不 变 部 分 比 可 变 部 分 日 益 相 对 增 长 的 这 一 规 律 ，在每一 
步 I'.都 由 商 品 价 格 的 比 较 分 析 所 证 实 (像 前 面 已 t  兑 明的），不管我 
们 比 较 的 是 同 一 国 家 的 不 同 经 济 时 代 ，还 是 同 一  I 1代 的 不 同 国 家 。 
只 代 表 所 消 费 的 生 产 资 料 价 饱 . 即 M付 资 本 的 不 变 部 分 的 那 个 价 格

( • > 8 ) 见 本 书 第 四 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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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素 的 相 对 量，一般同积 累的增进 成正比;用来 支付劳 动 或代表预 付 
资 本 的 可 变 部 分 的 另 一 价 格 要 素 的 相 对 量 ，一般 同 积 累 的 增 进 成  
反 比 。：

不 过 ，资 本 可 变 部 分 比 不 变 部 分 的 相 对 减 少 ，资 本价值 构 成的这  
种 变 化 ，只是近似地表示出资 本技术 构 成上的变 化。例如.目前投人 
纺 纱 业 的 资 本 价 值 中 ，不 变 资 本占 f ，可变 资 本占 I , 而 在 18世纪 初 
不变 资 本占 j ，可变 资 本占 j ，但 是 ，目前一个 纺 纱 工在一定的时 间  
所 消 耗 的 棉 花 、纱 锭 等 等 的 量 却 比 18世 纪 初 要 多 几 百 倍 。这 里的原 
因 就 是 :这 种 劳 动 能 力 的 增 长 不 仅 使 较 少 量 劳 动 所 推 动 的 劳 动 资 料  
和 原 料 增 大 ，而 且 也 减 少 了 作 为 生 产 资 料 执 行 职 能 的 大 部 分 产 品 的  
价 值 。

因 此 ，这 些 产 品 的 价 值 并 不 同 它 们 的 量 按 同 一 比 例 增 长 ，因而资  
本 不 变 部 分 比 可 变 部 分 的 相 对 增 长 大 大 低 ？生产 资 料的量比所使用 
的 劳 动 量 的 相 对 増 长 „ 前 一 个 运 动 以 较 慢 的 速 度 跟 随 着 后 一 个  
运 动 ö

最 后 ，为 了 避 免 发 生 误 解 ，我 们 必 须 明 确 指 出 ，积 累 的 增 进 虽 然  
使 资 本 可 变 部 分 的 相 对 量 减 少 ，但 是 绝 不 排 斥 它 的 绝 对 的 增 加 。假 
定 资 本 价 值 起 初 分 为 j 的 不 变 资 本 和 I 的 可 变 资 本 ，后来 可变 部分 
只占资 本价值 的{ 。在 发 生 这 种 变 化 的 情 况 下 ，如 果 原 有 资 本 价 值  
例 如 6 000法 郎 增 加 到 18 000法 郎 .那 么 ，可 变 部 分 也 就 增 加 这  
个 可 变 部 分 从 3 000法 郎 增 加 到 3 600法 郎 。但 是 ，要使对 劳 动 的需 
求 提 高 20% ,以 前 只 需 积 累 增 加 20%就 够 了 ，现 在 要 产 生 同 样 的 效  
果 则 要求积 累增加为 三倍。

协 作 、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机 器 等 等 ，总 之 ，能够 使集体 劳 动 能力得 
到 飞 跃 发 展 的 方 法 ，只有在生产 规 模已经 相当 大的地方才能被引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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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生 产 的扩 大，这 些 方 法 也 得 到 发 展 。在 雇 佣 劳 动 的 基 础 上 ，操作 
的 规 模 首 先 取 决 于 在 私 人 企 业 主 手 中 积 累 的 资 本 的 量 。因 此 ，一定 
的预 先积 累 (99)(我 们 以 后 再 研 究 它 的 起 源 ）就 成 了 现 代 工 业 ，即 我 
们 称 之为 特殊的资 本主义 的生产 方式或严 格意义 的资 本主义 生产 的 
社 会 结 合 和 技 术 工 艺 的 整 体 的 起 点 。但 是 ，现 代 工 业 用 以 提 高 劳 动  
的 生 产 效 率 的 一 切 方 法 也 就 是 增 加 剩 余 价 值 或 纯 产 品 ，补 充积 累源 
泉 ，用资 本来 生产 资 本 的 方 法 。因 此 ，如果说 特殊的资 本主义 的生产  
方 式 只 有 在 枳 累 的 量达 到一定的程度时 才能够 确 立 . 那 么 ，这 种 生产  
方 式 反 过 来 又 会 加 速 积 累 ，而 积 累 的 进 一 步 增 长 则 使 企 业 的 规 模 能  
够 扩 大 ，从 而 又 反 作 用 于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发 展 ，等 等 。这 两 种 经 济 因 
素由于这 种 互相推 动 的 复 合 关 系 . 引 起 资 本 技 术 构 成 的 变 化 .从 而使 
资 本的可变 部分同不变 部分相比越来 越小。

构 成社会 资 本的每一单 个 资 本最初代表生产 资 料和维 持劳 动 的 
资 料 在 一 个 资 本家手中的某种 积 聚 •随 着 单 个 资 本 的 积 累 ，这 种 积 聚 
也 就 扩 大 。因 此 .积 累 在 增 大 财 富 的 再 生 产 要 素 的 同 时 也 就 使 这 些  
要 素 在 私 人 企 业 主 手 中 的 积 聚 不 断 扩 大 。然 而 ，这 种 作 为 积 累 的 必  
然结 果的积 聚只 能 在 比 较 狭 隘 的 界 限 内 运 动 。

社 会 资 本 分 配 在 不 同 生 产 领 域 ，在 那 里 采 取 许 多 单 个 资 本 的 形  
式 这 些 单 个 资 本 矜 自 经 历 自 己 的 积 累 的 运 动 .即 规 模 扩 大 的 再 生  
产 运 动 。这 个 运 动 首 先 生 产 出 财 富 构 成 要 素 的 追 加 额 .然 后 把 这 个  
追 加 额 并 人 已 经 结 合 、因 而 执 行 资 本 职 能 的 财 富 构 成 要 素 的 整 体 。 
每 一 个 这 样 的 整 体 .每 一 个 资 本 . 都与 它 已经 达 到的量和它 的再生产

(9!1) “ 如 果 没 苻 资 本 的 预 先 枳 累 ，劳 动 能 力 就 不 能 得 到 这 种 扩 大 。” ( 亚 •

斯 密 《国 富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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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的 程 度 相 应 地 由 于 这 些 追 加 要 素 而 增 大 了 财 富 ，从 而发 挥 出固有 
的 活 力 ，通 过 扩 大 这 种 活 力 来 保 持 自 己 的 独 特 存 在 并 限 制 其 他 资 本  
的 活 动 领 域 ，积 聚 的 运 动 不 仅 和 积 累 一 样 分 散 在 间 样 多 的 点 上 ，而 
且正因为 每一个 资 本都作为 相对 的积 聚点执 行职 能•社会 资 本分裂 
为 许 多互相独 立 的 资 本 的 情 形 就 加 强 了 。

因 为 积 累 增 大 各 单 个 资 本 的 量 ，使 社 会 资 本 也 得 到 丫 同 量 的 增  
长 ，所 以 ，如 果 没 有 社 会 资 本 即 用 于 再 生 产 的 社 会 财 富 的 同 时 增 长 ， 
所 有 这 些 资 本 平 均 代 表 的 相 对 积 聚 就 不 能 增 大 。这 就是积 聚的第一 
个 限 制 ，因为 积 聚不过 是积 累 的 必 然 结 果 。

不 仅 如 此 ，社 会 资 本 的 积 累 不 仅 是 各 单 个 资 本 逐 步 增 长 的 结 果 ， 
而 且 也 是 它 们 的 数 量 增 多 的 结 果 :或 者 是 闲 置 价 值 转 化 为 资 本 ，或者 
是 从 原 资 本 分 出 枝 杈 而 成 为 独 立 的 根 系 .最 后 ，慢慢积 累起来 的大资  
本 在 一 定 时 刻 分 裂 为 好 几 个 不 同 的 资 本 ，例 如资 本家家庭内 部分遗  
产 的 时 候 就 是 如 此 。因此•积 聚既 被新资 本的形成所中断 又被旧 资  
本 的 分 裂 所 中 断 。

因 此 ，社 会 积 累 的 运 动 一 方 面 表 现 为 财 富 的 再 生 产 要 素 在 私 人  
企 业 主 手 中 的 不 断 增 大 的 积 聚 ，另 一方面表现 为 相 对 的 积 累 和 积 聚  
点 的 分 散 和 增 加 ，而这 些点在它 们 各自的轨 道上互相排斥。

社会 资 本分裂为 许 多单 个 资 本或社会 资 本的各个 组 成部分的互 
相 排 斥 运 动 ，在经 济 à 展 的 -定 点 上 ，会 遭到各部分间 的互相吸引的 
对 立 运 动 的 阻 碍 „ 这 个 对 立 的 运 动 不 再 是 与 积 累 等 同 的 积 聚 ，而是 
根 本 不 同 的 过 程 ，是 把 不 同 的积 累和积 聚点结 合在一起的吸引，是已 
经 形 成 的 各 资 本 的 积 聚 ，是数 量较 多的资 本合并 为 数 量 较 少的资 本， 
总 之 ，这 是 本 来 意 义 的 集 中 >

资 本 的 这 种 集 中 或 资 本 吸 引 资 本 的 规 律 ，在 这 里 我 们 就 不 深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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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了 。我 们 只 做一些简 单 扼要的论 述。
竞 争 斗 争 是 通 过 使 商 品 便 宜 来 进 行 的。在 其 他 条 件 不 变 时 ，商 

品 的 便 宜 取 决 于 劳 动 生 产 率 . 而 劳 动 生 产 率 又 取 决 于 企 业 的 规 模 。 
因 此 ，大资 本 战 胜 小 资 本 。

我 们 已 经 看 到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越 发 达 ，在正常条 件下经 营 某 
种 行 业 所 需 要 的 预 付 资 本 的 最 低 限 量 就 越 高 。因 此 ，较 小 的 资 本 就  
涌 向 那些大工业 还 没 有或只是不完全地占领 的生产 领 域中去。在那 
里 ，竞 争 的激烈程度同介入的资 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介人的资 本的大 
小 成 反 比 。竞 争 的 结 果 总 是 许 多 较 小 的 资 本 家 垮 台 ，他们 的 资 本 一  
部 分 归 于 消 灭 ，一 部 分 转 人 胜 利 者 手 中 。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发 展 产 生 了 一 种 崭 新 的 力 量 一 信 用 事 业 。起 
初 ，它 作为 积 累 的 小 小 的 助 手 不 声 不 响 地 挤 了 进 来 ，但是很 快它 就成 
了竞 争 斗争 中的一个 新的可怕 的武器 ;最 后 ，它 转 化为 一个 实 现 资 本 
集 中 的 庞 大 的 社 会 机 构 。

随 着 资 本 主 义 积 累 和 生 产 的 发 展 ，竞 争 和 信 用 —— 集 中 的 两 个  
最 强 有 力 的 动 因 ，也 获 得 了 飞 跃 的 发 展 。同 时 , 积 累的增进 又使可以 
集 中 的 材 料 即 单 个 资 本 增 加 ，而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的 发 展 ，又替那些 
要 有 资 本 的 预 先 集 中 才 能 建 立 起 来 的 巨 大 企 业 ，一 方 面 创 造 了 社 会  
需 要 •另 一方面创 造 了 技 术 能 力 。因 此 .现 在单 个 资 本的互相吸引力 
和集中的趋 势 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加强烈。虽 然集中运 动 的相对 广  
度和强度在一定程度上由资 本主义 财 富已经 达 到的数 量和经 济 机制 
的 优 越 程 度 来 决 定 ，但 是 集 中 的 进 展 并 不 取 决 于 社 会 资 本 的 实 际 增  
长 量。这 正 是 集 中 与 积 聚 特 别 不 同 的 地 方 ，因 为 积 聚 不 过 是 规 模 扩  
大的再 生 产 的 必 然 结 果 。集 中 只 要 求 改 变 现 有 资 本 的 分 配 ，改变 社 
会 资 本各组 成 部 分 的 量 的 组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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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本 所 以 能 在 这 里 •在一个 人手中大量增长 .是因为 它 在许 多人 
手 中 丧 失 了 。在 一 个 特 殊 的 生 产 部 门 中 .只 有 在 投 人 的 全 部 资 本 仅  
仅 成 为 唯 一 的 个 别 资 本 时 . 集 中 才 算 达 到 极 限 。在 一 定 的 社 会 里 ，只 
有 3 全 国 的 资 本 仅 仅 成 为 唯 一 的 资 本 家 手 中 的 唯 一 资 本 .或 者 唯 一  
的 资 本 家 公 司 手 中 的 唯 一 资 本 的 时 候 . 集 中 才 算 达 到 极 限 。

集 中 补 充 了 积 累 的 作 用 ，使 工 业 资 本 家 能 够 扩 大 己 的 经 营 规  
模 。不论 经 营 规 模 的 扩 大 是 积 累 的 结 果 ，还 是集中的结 果;不论 集中 
是 通 过 暴 力 方 法 吞 并 ，•~ 一 在 这 种 场 合 ，某些资 本成为 对 其他资 本的 
强 大 的 引 力 中 心 ，打 破 其 他 资 本 的 个 体 内 聚 力 ，由于并 人其他资 本的 
瓦 解 的 部 分 而 增 大 了 财 富 .一 还 是 通 过 建 立 股 份 公 司 这 一 比 较 温  
和 的 办 法 把 许 多 已 经 形 成 或 正 在 形 成 的 资 本 融 合 起 来 ，经 济 作用总  
是 - • 样 的 。企 业 规 模 的 扩 大 ，对 于更广 泛地组 织 集体 劳 动 .对 于更广  
泛 地 发 展 这 种 劳 动 的 物 质 动 力 ，总 之 ，对 于使分散的旧 式生产 过 程不 
断 地 变 成 社 会 结 合 的 、用 科 学 处 理 的 生 产 过 程 来 说 ，始 终 是 起 点 。

不 过 很 明 显 ，积 累.即 由螺旋形的再生产 所引起的资 本的逐渐 增 
大 ，同 首 先 只 是 改 变 社 会 资 本 各 组 成 部 分 的 量 的 组 合 的 集 中 比 较 起  
来 . 不 过 是 一 个 缓 慢 的 过 程 。假 如 必 须 等 待 积 累 使 单 个 资 本 增 长 到  
能 够 修 建 铁 路 的 程 度 ，那 么 恐 怕 Ë 到今天世界上 还 没 有 铁 路 。但 是 ， 
资 本 的集中通过 股份 公司转 瞬之间 就把这 件事完成了。集中在这 样  
扩 大 和 加 速 积 累 作 用 的 同 时 ，又扩 大和加速资 本技术 构 成的变 革，即  
减 少 资 本 的 可 变 部 分 来 增 加 它 的 不 变 部 分 ，从 而减 少对 劳 动 的相对  
需 求 。

通 过 集 中 而 迅 速 形 成 的 大 资 本 ，同 其 他 资 本一样 再生产 ，但速度 
更 快 ，从 而又成为 社会 积 累 的 强 有 力 的 动 因 。因此.当 人们 谈 到社会  
积 累 的 增 进 时 . 已经 把集中产 生的作用包括在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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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积 累 提供的追加资 本(1QÛ )，主 要 是 充 当 利 用 新 发 明 和 新 发 现  
等 等 的 手 段 ，总 之 ，是 充 当 利 用 工 业 改 良 的 手 段 。但 是 ，旧 资 本一旦 
达 到 全 部 更 新 的 时 期 ，就会 脱 皮 ,并 且同样 会 以 技 术 上 更 加 完 善 的 形  
态 再 生 产 出 来 ，在 这 种 形 式 下 ，用较 少量的劳 动 力就足以推动 较 多量 
的劳 动 资 料和原料。经 历 这 种 技术 变 革的资 本越是由于集中运 动 而 
大 量 增 长 ，这 种 变 革所引起的 对 劳 动 需 求 的 绝 对 减 少 也 就 越 明 显 。

可 见 ，〜 方 面 ，在 由 于 集 中 而 加 剧 的 积 累 进 程 中 形 成 的 追 加 资  
本 ，同 它 自 己 的 量 比 较 起 来 ，会 越 来 越 少 地 吸 引 劳 动 者 。另 一 方 面 ， 
旧 资 本周期地经 历 的技术 变 革和相应 的价值 构 成的变 化使它 越来 越 
多 地 排 斥 以前被它 所吸引的劳 动 者》

3 . 相对 过 剩人口或产 业  
后备 军 的累进 生产

资 本对 劳 动 的绝 对 需求与 资 本的绝 对 量无关 ，而是与 资 本中仅 仅  
同劳 动 力相交换 的可变 部分的绝 对 量有关 。资 本 对 劳 动 的 相 对 需 求 ， 
即 资 本的量本身和它 吸收的劳 动 量之间 的比例，取决 于资 本的可变 部 
分的相对 量。我 们 刚 才 已 经 说 明 ，积 累 会 使 社 会 资 本 增 大 ，但同时 又 
会 缩 小资 本的可变 部分的相对 量，从 而 会 减 少对 劳 动 的相对 需求。现  
在我们 要问 ，这 一运 动 对 雇佣 工人阶 级 的命运 有什么 影响 呢 ？

很 清 楚 ，要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首 先 必 须 研 究 这 样 一 个 问 题 ，即 资 本 
的 可 变 部 分 在 积 累 过 程 中 的 减 少 是 如 何 影 响 这 一 部 分 的 绝 对 量 的 ，

n o w 见 本 书 第 七 篇 第 二 十 四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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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而 也 就 是 ，对 劳 动 的 相 对 需 求 的 减 少 是 如 何 影 响 对 劳 动 的 绝 对 需  
求 或 者 现 实 需 求 的 。

只要资 本的Ä 没 有 变 化 ，资 本 的 可 变 部 分 的 每 一 次 相 对 减 少 N 

时 就 是 它 的 绝 对 减 少 。要 避 免 出 现 这 种 情 况 ，就 必 须 增 加 预 付 资 本  
价 值 的 总 额 来 抵 消 这 种 相 对 减 少 。W此 .充 当 工 资 基 金 的 可 变 部 分  
的 减 少 ，同它 的相对 Ä 的 减 少 成 止 比 例 . 同总 资 本的M时 的增加则 成 
反 比 例 。从 这 一 前 提 出 发 ，我 们 《r 以得出以下儿 种 组 合：

第一 . 如果可变 资 本的相对 M 的减 少 N 总 资 本 的 增 加 成 反 比 例 ， 
那 么 丄 资 基 金 的 绝 对 量 就 不 变 。例 如 ，无 论 它 是 1 〇〇〇法郎 资 本的 
寻 ，还 是 2 00Ü法 郎 资 本的+ ，它 都 是 400法 郎 。

第 二 ，如 果 可 变 资 本 的 îa 对 M减 少 的 程 度 大 于 总 资 本 量 增 加 的  
程 度 ，那 么 ，尽 管 预 付 资 本 价 值 绝 对 增 加 了 ，但 工 资 基 金 绝 对 减 少 。

第 三 . 如 果 可 变 资 本 的 相 对 s 减 少 的 程 度 小 于 总 资 本 量 增 加 的  
程 度 . 那 么 ，尽 管 工 资 基 金 的 相 对 量 减 少 了 ，但 却 会 绝 对 增 加 。

从 社 会 积 累 的 观 点 来 看 , 这 些 不 M的组 合会 对 形 式 发 生 影 响 ，会  
对 分 配 在 不 同 生 产 领 域 中 的 各 个 社 会 资 本 所 依 次 经 历 的 （常常是不 
N 方 向 的 )各 个 阶 段 发 生 影 响 . Ü1会 对 不同生产 领 域同时 代表的各种  
不 M的 情 况 发 生 影 响 。我们 在大工业 那一章中考察了运 动 的这 两 个  
方 面 。

我 们 记 得 ，例 如 在 那 些 工 厂 里 ，同样 数 量的工人足以推动 数 M越 
来 越 多 的 原 料 和 劳 动 资 料 》在 那 里 ，仅 仅 由 于 资 本 的 不 变 部 分 的 扩  
大 而 引 起 的 资 本 增 长 ，虽 然 会 减 少 可 变 资 本 的 相 对 M或被剥 削的劳  
动 力 的 相 对 量 ，但 是 并 不 改 变 可变 资 本的绝 对 量。

有 些 大 的 工 业 部 门 的 雇 佣 工 人 人 数 绝 对 减 少 ，ifi丨 其他部门 的雇 
佣 工 人 人 数 却 同 时 增 加 ，虽 然所有这 些部门 的投人资 本都同样 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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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们 的生产 率都同样 得到了提 高 。这 里 以 英 国 的 情 况 为 例 : 从 1851 

年 到 186丨 年，从 事 农 业 的 人 员 从 2 011 447人 减 少 到 1 924 110人 ； 
从 事 毛 织 业 的 人 员 从 102 714人 减 少 到 79 2 42人 ；丝 织 厂 人 员 从  
】 U 940人 减 少 到 101 678人 ，而在同一时 期从 事棉纺 织 业 的人员 从  
371 777人 增 加 到 456 646人 ; 从 事 制 铁 业 的 人 员 从 68 053人增加到 
125 711 人 。 (101)

最 后 ，至于说 到社会 积 累的另 一方面•即 社会 积 累的增进 在同一 
工业 部 门 中 交 替 地 使 雇 佣 工 人 人 数 增 加 、减 少 或 停 滞 不 变 的 情 况 ，棉 
纺 织 业 变 迁 的 历 史为 我 们 提 供 了 最 明 显 的 例 子 。

如果我们 考察若干年 . 例 如 K)年 的 时 期 ，那 么 ，我们 一般可以看 
到 . 随 着 社 会 积 累 的 增 进 ，波 剥 削 的 工 人 人 数 也 增 多 了 ，虽 然 单 独 地  
看 各 年 ，它 们 对 于 被 剥 削 的 工 人 人 数 的 增 多 起 着 程 度 极 不 相 同 的 作  
用 . 某 些 年 甚 至 没 有起任何作用。W此 ，我们 在一些工业 中可以看到 
的邶 种 与 投人资 本的巨大增长 同时 发 生的雇佣 工人人口绝 对 人数 的 
停 滞 或 减 少 ，必 然 会 由 于 另 一 些 工 业 雇 用 的 劳 动 力 的 增 加 最 终 战 胜  
了相反方 向 的 运 动 而 得 到 更 多 的 抵 偿 。但 是 , 这 种 结 果 只 有 在 动 荡  
不定的坏 境和越来 越难 于 实 现 的 条 件 下 才 能 够 得 到 。

在 枳 尜 和 劳 动 能 力 同 时 扩 大 的 过 程 中 ，可 变 资 本 部 分 的 量 的 相  
对 减 少 足 累 进 的 。假 定 不 变 资 本 和 可 变 资 本 的 比 例 最 初 是 1 :1 .后 
来 会 变 成 2:1 、 3 :1、5 :1、6 : 1 等 等 .因 而 总 资 本 价 值 中 用 于 预 付 生 产  
资 料 的 部 分 递 增 为 寻 、| 、j 、寻 等 等 ，但 是 .用 于 预 付 劳 动 力 的 部 分  
只是m + 等 等 = 虽 ^资 本 的 总 量 会 按 照 相 同 的 顺 序 增 长 到,5 4 0 / *

n u n 《英 格 兰 和 威 尔 七 人 口 调 杳 。 1861年 》】8 6 3 年 伦 敦 版 第 3 # 第
：?6 ：I9



674 第 七 篇 资 本 的 积 累

3 倍 、4 倍 、6 倍 、7 倍 等 等 ，但 是 ，这 并 不足以增加 被 雇 用 的 工 人 人 数 。 
要 使 雇 用 的 工 人 人 数 增 加 ，社 会 资 本 总 量 增 长 的 比 例 的 指 数 就 必 须  
大 于 工 资 基 金 相 对 量 减 少 的 比 例 的 指 数 。

因 此 ，工 资 基 金 的 相 对 量 下 降 得 越 低 ，社 会 资 本 必 须 增 长 得 越  
快 。社 会 资 本 的 增 长 本 身 会 成 为 新 的 技 术 变 革 的 源 泉 ，而这 些技术  
变 革又 会 减 少 对 劳 动 的 相 对 需 求 。于是机制又重新开 始发 生作用。

我们 在大工业 那一章中详 细 地考察了那些使雇佣 工人队 伍不顾  
对 抗性趋 势 而 随 着 积 累 的 增 进 不 断 扩 大 的 原 因 。我们 在这 里简 要地 
谈 一 谈 直 接 与 我 们 的 题 目 有 关 的 问 题 。

劳 动 生产 力的发 展会 使某些大工业 部门 雇用的工人人数 不仅 相 
对 减 少，而且往往是绝 对 减 少，同时 还 会 使这 些部门 廉价提供越来 越 
多的产 品。因此.这 些部门 会 刺激那些从 它 们 那里得到生产 资 料或者 
向它 们 提供原料、工具等等的其 他 工 业 部 门 ;使 其 他 工 业 部 门 的 规 模  
不断 扩 大。如果在这 些部门 中占统 治地位的是手工劳 动 ，那么 对 这 些 
部 门 的 劳 动 市 场 所 产 生 的 影 响 将 是 很 大 的 。1861年的《英国 人口调  
查 》的编 纂官员 说 :“ 工人人数 的增长 一般在尚 未卓有成效地引进 机器 
的那些工业 部门 中达 到最高限量。 1Ü2M旦是•我 们 已 经 看 到 ，所有这  
些工业 同样 经 历 了使它 们 能够 适应 现 代生产 方式的技术 变 革。

经 济 发 展 所 带 来 的新生产 部门 为 劳 动 提供了补 充市场 。这 些新 
部 门 在 出 现 时 所 采 取 的 形 式 有 手 工 业 、工 场 手 工 业 ，或 者 ，最后是大 
工 业 。在 前 两 种 场 合 ，它 们 必 须 转 化 为 机 器 生 产 ;在 最 后 一 种 场 合 ， 
资 本 的 集 中 使 这 些 部 门 有 可 能 建 立 起 一 支 如 此 巨 大 的 产 业 军 ，人们  
不 禁 为 之 目 瞪 n 呆 . 似乎它 是从 地下突然冒出来 的一样 。但 是 ，不管

n 〇2 ) 同 h ,第 3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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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样 雇 用 的 工 人 人 数 有 多 大 .他 们 的 相 对 人 数 同 投 人 企 业 的 资 本 数  
量 相 比 ，一 开 始 就 显 得 微 不 足 道 ，一 旦 这 些 工 业 部 门 扎 下 根 以 后 ，他 
们 的相对 人数 就会 立即 减 少。

最 后 ，有 这 样 一 些 间 歇 时 期 ，那 时 技 术 变 革 不 太 明 显 ，积 累则 更 
多地表现 为 在已经 达 到的新的技术 基础 上的量的扩 张 运 动 。在这 种  
场 合 ，不管资 本的实 际 构 成 如 何 ，对 劳 动 的需求按照资 本增长 的同一 
比例而 增 加 的 规 律 ，就 会 在 或 大 或 小 的 程 度 上 重 新 开 始 发 生 作 用 。 
但 是 ，在资 本所吸引的工人人数 达 到最大限度的同时 .产 品会 变 得如 
此 之 多 •以至于只要这 些产 品的销 路稍遇到一点障碍，社会 机制就会  
停 滞 下 来 ; 资 本 就 会 立 即 以 最 大 的 规 模和最粗暴的方式排斥劳 动 ，紊 
乩 本 身 迫 使 资 本 家 要 以 最 大 的 努 力 节 约 劳 动 .逐 渐 积 累 起 来 的 许 多  
细 小 的 改 良 ，可 以 说 ，就 在 这 种 高 压 下 集 中 起 来 了 ；它 们 体 现 为 使 全  
部 大 的 生产 领 域里的资 本构 成发 生革命的技术 变 革。美国 的南北战  
争 曾 促 使 英 国 的 纺 纱 业 者 用 更 强 大 的 机 器 来 装 备 自 己 的 工 厂 ，并 减  
少 工 厂 中 劳 动 者 的 人 数 ，最 后 , 积 累 最 能 促 进 对 劳 动 的 需 求 的 那 些  
间 歇时 期的长 度会 逐渐 缩 短。

因 此 ，一旦 机 器 工 业 占 了 优 势 ，积 累的增进 就会 成倍地加大那些 
趋 向 于 减 少 可 变 资 本 相 对 1 的 力 量 ，并 且 减 弱 那 些 趋 向 于 增 加 可 变  
资 本 绝 对 量的力量。可 变 资 本 随 着 社 会 资 本 （可 变 资 本 是 它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的 增 长 而 增 长 .但 是 增 长 的 比 例 越 来 越 小 。 ( * 14

( 〖〇3 ) 这 种 比 例 越 来 越 小 的 增 K 的 明 显 例 子 ，是 生 产 花 布 的 工 厂 的 变 动  
我 们 比 较 下 述 数 字 ：在 英 国 .这 类 工 业 1 8 5 1 年出口  5 7 7  6 8 7  2 2 9 码 （1 码 等 于  
0 . .9 H  米 价 值  10  2 5 9  S.21 镑 ，而 在  1861 年 出 口  8:28 8__7 3. 92_2 码 .价 值
14 211 5 7 2 镑 . . 雇 佣 工 人 人 数 . 1 8 5 1 年 为 12  0 9 8 , 1 8 6 ] 年 只 增 加 到 12 5 .5 6 , 也 
就 是 只 增 加 4 5 8 人 ，或 者 说 . 在 整 整 十 年 时 期 内 约 增 加 4 %。



676 第 L篇 资 本 的 《 累

对 劳 动 的 实 际 需 求 ，不 仅 要 由 已 经 投 人 周 转 的 可 变 资 本 的 量 来  
调 节 ，而且还 要由可变 资 本不 断 增 长 的 平 均 量 来 调 节 ，劳 动 的供给 只 
要 紧 随 这 •运 动 ，就 是 正 常 的 。但 是 ，一 旦 可 变 资 本 的 增 K平均降到 
较 低 的 水 平 ，那 时 ，原 来 正 常 的 劳 动 的 供 给 就 成 『不 £ 常 的 、多余的 
供 给 ，于 是 工 人 阶 级 中 相 当 大 一 部 分 人 ，对 资 本的增殖来 说 就不再是 
必 要 的 ，失 去 r 存 在 的 理 由 ，成 为 多 余 的 、过 剩 的 。既 然这 种 情况 还  
会 随 着 积 累 的 增 长 过 程 不 断 反 复 出 现 ，积 累 就 会 带 来 不 断 增长 的过  
剩 人 口 。

因 此 ，可 变 资 本 相 对 减 少 以 及 对 劳 动 的 相 对 需 求 相 应 减 少 的 规  
律 所 引 起 的 不 可 避 免 的 结 果 是 :可 变 资 本 按 越 来 越 小 的 比 例 的 绝 对  
增 长 ，对 劳 动 的 需 求 按 越 来 越 小 的 比 例 的 绝 对 增 长 ，最 后 ，作为 补 充 
的 是 相 对 过 剩 人 口 的 生 产 。我 们 说 : “相 对 的 ” ，因为 这 种 过 剩不是工 
人 人 口 超 过 正 在 积 累 的 财 富 的 界 限 的 实 际 增 长 的 结 果 ，而相反是社 
会 资 本 加 速 增 长 的 结 果 ，这 种 加 速 增 长 使 社 会 资 本 不 再 需 要 它 的 相  
当 大 部 分的工人。既 然这 种 过 剩人口只是对 资 本主义 剥 削的暂 时 需 
要 相 对 而 言 才 存 在 ，它 就 可 以 突 然 膨 胀 ，也 可 以 突 然 收 缩 。

因 此 ，雇 佣 工 人 阶 级 生 产 出 资 本 的 积 累 并 随 着 它 在 这 一 方 面 所  
取 得 的 成 功 ，同 时 它 自 身 就 生 产 出 解 雇 自 己 或 者 把 自 己 变 成 相 对 过  
剩 人 口 的 手 段 。这 轉是标 志着资 本主义 时 代的特点并 且同它 的特殊 
的 生 产 方 式 相 适 应 的 人 口 规 律 。实 际 上 .每 一 历 史 的 社 会 生 产 方 式  
都 有 它 特 有 的 人 口 规 律 ，这 一 规 律 只 适 用 于 它 ，同 它 一 起 存 亡 ，因此 
只 具 有 历 史 意 义 。抽 象 不 变 的 人 口 规 律 只 对 植 物 和 动 物 来 说 才 存  
在 .而且还 只有在这 些植物和动 物不受到人的影响 的情况 齐 才存在。

古 典 学 派 的 某 驻 著 名 的 经 济 学 家 ，与 其 说 理 解 ，不如说 是感觉 到 
了可变 资 本相对 量递 减 的规 律和这 一规 律对 雇佣 工人阶 级 状 况 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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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 影 响 。在 这 一 方 面 ，最 大 的 功 绩 应 归 于 约 翰 • 巴 顿 ，虽 然他把不 
变 资 本 同 固 定 资 本 混 为 一 谈 ，把 可 变 资 本 同 流 动 资 本 混 为 一 谈 。他 
在《论 影响 社会 上劳 动 阶 级 状 况 的 环 境》一 书 中 说 ：

“对 劳 动 的 需 求 取 决 于 流 动 资 本 的 增 加 •而 不 是 取 决 于 固 定 资 本 的 增 加 „ 
如 果 这 两 种 资 本 的 比 例 在 任 何 时 候 和 在 任 何 情 况 下 确 龛 都 是 一 样 的 话 ，那 么 由  
此 的 确 吋 以 得 出 结 论 说 ，就 业 i：人 的 人 数 同 国 家 的 财 富 成 比 例 。但 是 这 种 假 定  
—点 也 不 符 合 现 实 。 随 着 技 术 的 进 步 和 文 明 的 传 播 ，固 定 资 本 与 流 动 资 本 相 比  
越 来 越 大 „ 奥 国 生 产 一 匹 凡 尔 纱 所 使 用 的 固 定 资 本 额 至 少 等 于 印 度 生 产 同 样  
一 匹 凡 尔 纱 所 使 用 的 固 定 资 本 额 的 一 百 倍 .也 许 是 一 千 倍 。 而 流 动 资 本 的 份 额  
则 是 百 分 之 一 或 千 分 之 一 …… 如 果 把 一 年 的 全 部 积 蓄 都 加 到 固 定 资 本 上 去 , 
也 不 会 使 劳 动 的 需 求 有 任 何 增 长 。”(104)

李嘉图 虽 然 赞 同 巴 顿 的 一 般 观 点 ，但 是 ，他对 上面引用的这 段话  
提 出 r 以下不同意见 ：

“资 本 的 增 K在 任 何 情 况 下 都 不 会 引 起 对 劳 动 的 更 大 的 需 求 ，这 是 很 难 理  
解 的 。 人 们 至 多 可 以 说 ，这 种 需 求 会 相 对 减 少 。

他 还 说 :

“地 主 和 资 本 家 赖 以 提 取 收 人 的 甚 金 会 增 大 .而 与 此 同 时 ，工 人 阶 级 赖 以 生  
存 的 雄 金 却 会 减 少 》 山 此 可 以 得 出 结 论 说 ，同 一 原 因 〈即 用 机 器 来 代 替 人 力 劳  
动 〉既 会 使 闰 家 纯 收 人 增 加 . 同 时 乂 会 使 人 丨 —丨 过 剩 . 从 而 使 劳 动 者 状 况
麵 ， ， _

理 查 • 琼 斯 则 宣 布 ：

( 1 0 . 1 ) 约 翰 • 巴 顿 《论 影 响 社 会 上 穷 动 阶 级 状 况 的 环 境 》1817年 伦 敦 版 第  
16、I7 5L

(1阳 ） 孪 嘉 图 《政 治 经 济 学 和 赋 税 原 理 》〖 8 2 1 年 伦 敦 版 第 4 8 0 页 [注 ]。 
(K)6) N 上•第 46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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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来 维 持 劳 动 的 资 本 额 可 以 不 依 赖 于 资 本 总 额 的 变 化 而 发 生 变  
化 …… 随 着 资 本 车 身 越 来 越 雄 厚 ，就 业 M• 的 大 波 动 以 及 大 贫 困 变 得 越 来 越  
频 繁5 1 0 7 )

让 我 再 引 用 拉 姆 赛 的 话 ：

“对 劳 动 的 需 求 的 提 高 …… 并 不 是 间 总 资 本 成 比 例 的 …… 因 此 ，在 社  
会 进 步 的 过 程 中 ，用 于 再 生 产 的 国 民 资 本 的 每 次 增 加 .对 劳 动 者 命 运 的 影 响 会  
越 来 越 小 。 ”( 107 108)

因 此 . 如 果 说 •积 累 . 即 财 富在资 本主义 基础 上的发 展，必然会 生 
产 出 过 剩 的 工 人 人 11. 那 么 ，这 种 过 剩人口反过 来 又成为 积 累的最强 
有 力 的 杠 杆 ，成 为 处 在全面发 展过 程中的资 本主义 生产 的存在条 件。 
过 剩 的 工 人 人 口 形 成 产 业 后 备 军 ，它 绝 对 地 从 属 于 资 本 ，就好像它 是 
由资 本出钱 培养 并 训 练 出 来 的一样 。这 支后备 军 不取决 于人口的自 
然 增 长 ，为 波 动 的 资 本 增 殖 需 要 提 供 随 时 可 供 剥 削 和 随 时 可 供 支 配  
的 人身材料。

这 种 产 业 后 备 军 的 存 在 ，它 有 时 部 分 地 、有时 全部地转 人现 役的 
情 况 ，它 在更大规 模上的重新建立.所有这 一切都出现 在现 代工业 所 
经 历 的 充 满 变 化 的 生 活 过 程 的 深 处 ，现 代 工 业 经 历 着 由 中 常 活 跃 、生 
产 高 度 繁 忙 、危 机 和 停 滞 这 几 个 时 期 构 成 的 、有规 则 的大约 十年一次 
的周期 (其 他 不 规 则 的动 荡 除外）。

工 业 的 这 种 独 特 的 进 程 ，我 们 在 人 类 过 去 的 任 何 时 代 都 是 看 不  
到 的 ，在 资 本 主 义 生产 的幼年时 期也不可能出现 。那 时 ，技术 进 步缓  
慢 ，技 术 进 步 的 普 遍 推 广 更 慢 ，社 会 资 本 构 成 的 变 化 几 乎 还 感 觉 不

( 1 0 7 )  理 查 • 琼 斯 《政 治 经 济 学 绪 论 》1833年 伦 敦 版 第 5 2 页 。
( 1 0 8 )  拉 姆 赛 《论 财 富 的 分 配 》1836年 爱 丁 堡 版 第 90、9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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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在 同 一 时 期 ，不 久 前建立的殖民地市场 的扩 大，需要以及满 足这  
些 需 要 的 手 段 的 相 应 增 加 ，新 的 工 业 部 门 的 出 现 ，所有这 些增加了积  
累 ，同时 扩 大了对 劳 动 的需求。尽 管 从 我 们 时 代 的 观 点 来 看 ，积 累增 
长 的 速 度 不 快 ，但是这 种 增 长 还 是 碰 到 了 人 口 的 自 然 界 限 ，我们 将 在 
以后 看 到 ，这 种 界 限 只 有 靠 剧 变 才 能 消 除 。只 有 在 大 工 业 制 度 下 ，过  
剩 人 口 的 生 产 才成为 财 富生产 的经 常的原动 力。

如 果 说 这 个 制 度 使 社 会 资 本 具 有 突 然 膨 胀 的 力 量 ，令人惊 异 的 
弹 性 ，那 么 ，这 是 因 为 ，在 有 利 情 况 的 刺 激 下 ，信用使大量不断 增长 着 
的社会 财 富涌人生产 ，使 新 资 本 涌 入 生 产 ，这 些新资 本的占有者都急 
不 可 侍 地 要 增 殖 资 本 , 总 是 在 等 待 着 适 当 的 时 机 ; 另 一 方 面 ，这 是因 
为 ，大 工 业 的 技 术 手 段 使 得 有 可 能 把 大 量 增 长 的 产 品 非 常 迅 速 地 变  
成 追 加 的 生 产 资 料 ，并 且 更 加 迅 速 地 把 商 品 从 世 界 的 一 端 运 到 世 界  
的另 一端„ 如果这 些商品的低廉价格最初为 它 们 开 辟 了新的市场 并  
扩 大 了 旧 的 市 场 ，那 么 这 些 商 品 的 过 剩 会 逐 渐 地 缩 小 整 个 市 场 ，直到 
它 们 突 然 被 排 挤 出 市 场 为 止 ，因 此 ，商业 的兴 衰就同社会 资 本的交替 
运 动 结 合在一起•社会 资 本在自己的积 累过 程中有时 在构 成上发 生 
根 本 变 革 ，有时 又在 已 经 达 到 的 技 术 基 础 上 增 长 。所 有 这 一 切 影 响 ， 
都会 促使生产 规 模 突 然 膨 胀 和 收 缩 。

生 产 通 过 不 规 则 的 运 动 的 膨 胀 ，是 它 突 然 收 缩 的 首 要 原 因 ；诚  
然 ，后 者 又 会 引 起 前 者 . 但 是 ，如 果 没 有 可 供 资 本 支 配 的 后 备 军 ，如果 
没 有 不 取 决 于 人 口 的 自 然 增 长 的 劳 动 者 人 数 的 增 加 ，形成起点的生 
产 的过 度膨胀 难 道是可能的吗 ？劳 动 者人数 的这 种 增加是通过 工人 
每 天 被 抛 向 街 头 这 样 一 个 十 分 简 单 的 过 程 达 到 的 ，是 通 过 使劳 动 具 
有 更 高 的 生 产 效 率 从 而 缩 减 对 劳 动 的 需 求 这 种 办 法 达 到 的 。 因 此 ， 
工人阶 级 的一部分周而复 始地不断 变 成半失业 的或者完全失业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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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这 是 现 代 工 业 运 动 具 有 的 典 型 形 式 。
正如天体 一经 投人它 们 的轨 道就会 无限期地围 绕 着轨 道旋转 一 

样 ，社 会 生 产 一 经 投 人 这 个 膨 胀 和 收 缩 的 交 替 运 动 ，也会 曲于机制的 
必 然 性 不 断 重 复 这 一 运 动 。结 果 乂 成 为 原 因 ，最 初 是 不 规 则 的 、表面 
上 是 偶 然 的 变 动 ，越 来 越 表 现 为 正 常 周 期 的 形 式 。怛 是 ，当 机器工业  
如 此 根 深 蒂 固 ，以致对 整个 国 民生产 产 生了决 定性影响 时 ;当 对 外贸  
易 由 于 机 器 工 业 而 开 始 超 过 国 内 贸 易 时 ；当 世界市场 逐渐 兼并 了新 
大 陆 ，亚 洲 和 澳 洲 的 广 阔 地 区 时 ;最 后 ，当 走 上 竞 赛 场 的 工 业 国 家 为  
数 众 多 时 ； 只 是 从 这 个 时 候 起 •才 开 始 出 现 不 断 重 复 的 周 期 .它
们 的 各 个 相 继 的 阶 段 都 为 时 数 年 ，而且它 们 总 是以一场 普遍危机的 
爆 发 而 告 终 ，这 场 危 机 既 是 一 个 周 期 的 终 点 ，也是另 一个 新周期的起 
点 。直 到 现 在 ，这 种 周 期 的 延 续 时 间 是 十 年 或 十 一 年 ，但绝 不应 该 把 
这 个 数 字 看 做 是 固 定 不 变 的 。相 反 ，根 据 我 们 以 上 阐 述 的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各 个 规 律 ，必 须 得 出 这 样 的 结 论 : 这 个 数 字 是 可 变 的 ，而且周 
期 的 时 间 将 逐 渐 缩 短 。

当 工 业 兴 衰 的 周 期 性 已 经 成 为 举 世 瞩 目 的 事 情 时 ，甚至在经 济  
学 家 中 也 有 一 些 人 准 备 承 认 ，资 本 不 能 没 有 由 过 剩 人 口 中 的 “ 贱 民 ” 
构 成 的 后 备 军 。

曾 任 牛 津 大 学 政 治 经 济 学 教 授 、后 来 又 任 英 国 殖 民 部 官 员 并 兼  
历 史 学 家 的 赫 • 梅 鱼 韦 尔 说 ：

“假 定 在 危 机 时 期 国 家 竭 力 通 过 向 国 外 移 民 的 办 法 来 摆 脱 儿 十 万 过 剩 的 人  
手 ，那 结 果 会 怎 样 呢 ？ 结 果 是 . 当 对 劳 动 的 更 强 烈 的 需 求 刚 一 恢 复 时 ，就 会 感 到  
劳 动 不 足 。人 的 再 生 产 不 管 多 么 快 ，要 把 成 年 劳 动 者 补 充 起 来 ，总 需 要 有 一 代  
人 的 时 间 。 可 是 我 们 的 工 厂 主 的 利 润 主 要 取 决 亍 是 否 冇 能 力 利 用 需 求 活 跃 的  
有 利 时 机 ，并 以 此 来 弥 补 滞 销 时 期 的 损 失 。而 他 们 只 有 拥 有 对 机 器 和 人 手 的 支  
配 权 ，才 能 保 证 有 这 种 能 力 。 他 们 必 须 找 到 可 供 支 配 的 人 手 ;他 们 必 须 能 够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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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市 场 情 况 在 必 要 时 加 强 或 收 缩 他 们 的 营 业 活 动 ，否 则 他 们 就 决 不 能 在 竞 争 的  
角 逐 中 保 持 优 势 .而 这 种 优 势 是 国 家 财 富 的 基 础

甚 至 马 尔 萨 斯 也 承 认 过 剩 人 口 对 于 现 代 工 业 来 说 是 必 要 的 ，虽  
然 他 按 照 自 己 的 偏 狭 之 见 . 把 它 解 释 成 人 手 和 嘴 的 现 实 的 过 剩 。 
他 说 ：

“在 一 个 主 要 依 靠 1：商 业 的 国 家 里 ,如 果 在 I：人 阶 级 中 间 盛 行 慎 重 地 对 待  
婚 姻 关 系 的 习 惯 ，那 对 国 家 是 有 害 的 …… 按 人 口 的 性 质 本 身 来 说 .即 使 遇 到  
特 殊 ® 求 , 不 经 过 16年 或 18年 的 时 间 ，也 不 可 能 向 市 场 供 应 追 加 劳 动 者 。 然 
而 , 收 人 通 过 节 约 转 化 为 资 本 却 可 以 快 得 多 ；因 此 ，一 个 国 家 总 是 处 于 工 资 基 金  
比 人 n 增 长 得 快 的 状 况 之 中 。 ”

政治经 济 学 在这 样 充分地证 明了资 本主义 积 累不能没 有工人的 
过 剩 人 n 之 后 ，便 恰 如 其 分 地 用 模 范 工 厂 主 的 优 雅 的 谈 叶 ，对 那些因 
自 己 创 造 f 过 剩 资 本而被抛 向 街 头 的 过 剩 的 人 说 了 如 下 的 话 ：

“我 们 工 厂 主 为 你 们 做 r 我 们 所 能 做 的 事 情 ;而 你 们 必 须 去 做 其 余 的 事 情 ， 
去 使 你 们 的 人 数 同 生 存 资 料 的 数 量 相 适 应 。 ”n  11 )

伴 随 着 积 累 进 程 的 工 业 进 步 ，不 仅 会 越 来 越 减 少 推 动 日 益 增 长  
的 生 产 资 料 量 所 必 需 的 工 人 人 数 ，而且同时 还 会 增加 单 个 工 人 必 须

( 丨( ) 9 ) 赫 . 梅 I!.韦 尔 《关 于 殖 民 和 殖 民 地 的 演 说 》 1841 1842年 伦 敦 版 第  
1 卷 第 146页 .

( 丨1〇) 马 尔 萨 斯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1836年 伦 敦 第 2 版 第 215、319、 320 
贞 。 在 这 本 朽 中 ，马 尔 萨 斯 依 靠 西 斯 蒙 第 终 于 发 现 了 资 本 主 义 的 美 妙 的 三 位 一  
体 :生 产 过 剩 . 人 I】过 剩 ，消 费 过 剩 . 实 在 是 ' 个 极 美 妙 的 怪 物 ！ 参 看 弗 * 恩 格  
斯 《国 民 经 济 学 批 判 大 纲 》第 〖〇7 页 及 以 下 几 页 376. 载 于 阿 尔 诺 德 • 卢 格 和 卡  
尔 • 马 克 思 编 的 《德 法 年 鉴 》1844年 巴 黎 版

( I l l ) 哈 丽 椎 特 • 马 蒂 诺 《曼 彻 斯 特 的 罢 工 》1832年 版 第 101页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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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 的 劳 动 量 。在发 展劳 动 生产 力并 保证 用较 少的劳 动 生产 出较 多 
的产 品的同时 •资 本主义 制度既 通过 延长 工作日也通过 提高劳 动 强 
度 发 展 着 从 雇 佣 工 人 身 上 汲 取 更 多 劳 动 的 手 段 ，或 # 在 表 面 t 增加 
雇 佣 劳 动 者 的 人 数 ，用 较 低 级 的 劳 动 力 代 替 较 高 级 的 劳 动 力 ，用较 便 
宜 的 劳 动 力 代 替 较 贵 的 劳 动 力 ，用女工代替男工.用少年儿 童代替成 
年 人 ，用 三 个 中 国 人 代 替 一 个 美 国 人 。这 些 就 是 减 少 对 劳 动 的 需 求 、 
创 造 出 过 多 的 供 给 ，总 之 ，生 产 出 过 剩 人 口 的 办 法 。

雇 佣 工 人 阶 级 中 服 现 役 的 那 一 部 分 被 迫 从 事 的 过 度 劳 动 ，会 扩  
大 后 备 军 队 伍 ，增 加 后 者 的 竞 争 对 前 者 造 成 的 压 力 ，迫使前者更听 命 
于 资 本 。在 这 方 面 ，我 们 把 上 一 个 世 纪 机 器 革 命 前 夕 .英国 工厂 主提 
出 的 告 诫 和 19世纪 英国 工厂 的工人提出的告诫 做一个 比较 是丨 •分 
有 益 的 。前者的代言人高度评 价过 剩劳 动 者的后备 军 对 劳 动 者的现  
役 军 的 影 响 。

“在 这 个 王 国 中 ，引 起 怠 惰 的 另 一 个 原 因 ，就 是 缺 少 足 够 数 量 的 劳 动 人 手
只 要 出 现 对 产 品 的 某 种 特 殊 需 求 , 而 使 可 供 支 配 的 劳 动 i t 变 得 不 足 时 .工 人 就  
会 感 觉 到 自 己 的 重 要 性 ，并 a 想 使 业 主 也 感 觉 到 这 一 点 ;这 是 令 人 惊 奇 的 ;f t  M 

这 帮 家 伙 坏 透 了 ，每 遇 到 这 种 场 合 . 成 群 的 工 人 就 联 合 起 来 ，终 Fl停 工 .使 他 们  
的 业 主 陷 于 困 境 。 ”(112>

他 是 说 ，这 帮 “ 坏 透了  ”的 家 伙 竟 以 为 商 品 的 价 格 取 决 于 “ 冲 圣  
的”供 求 规 律 。

今 天 ，由于机器工 业 的 发 展 ，情 况 完 全 不 同 了 。再也没 有人敢说  
在 这 个 繁 荣 的 联 合 王 国 劳 动 人 手 不 足 使 工 人 怠 惰 了 。在 棉 荒 时 期 ， 
当 英 国 工 厂 把 大 部 分 苦 工 抛 向 街 头 ，其 余 的 人 每 天 只 能 工 作 4 或 6

( 1 1 2 ) 《论 手 工 业 和 商 业 》1770年 伦 敦 版 第 27,2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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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时 的 时 候 ，博 尔 顿 的 一 些 工 厂 主 却 力 图 迫 使 他 们 的 织 工 从 事 额 外  
劳 动 。根 据 工 厂 法 ，只 有 成 年 男 工 才 能 从 事 这 种 劳 动 。工 人 们 在 一  
本小册 子 中 做 出 了 回 答 。我 们 从 中 摘 录 了 下 面 这 段 话 ：

“人 们 要 求 成 年 工 人 每 天 劳 动 ]2 — 13小 时 ,虽 然 有 成 百 的 人 被 迫 无 事 可  
做 ，而 他 们 又 愿 意 劳 动 一 部 分 时 间 ，以 便 养 家 糊 口 和 防 i 自 己 的 工 人 弟 兄 因 过  
度 劳 动 而 早 死 …… 我 们 要 问 ，迫 使 就 业 工 人 进 行 额 外 时 间 的 劳 动 这 种 做 法 ， 
能 使 主 人 和 仆 役 之 间 建 立 某 种 可 以 容 忍 的 关 系 吗 ？ 过 度 劳 动 的 牺 牲 者 和 因 此  
而 被 宣 告 为 被 迫 无 事 可 做 的 人 ，同 样 地 感 到 不 公 平 ■ ■ 如 果 把 劳 动 加 以 公 平 的 分  
配 ，那 么 ，这 个 地 区 所 需 完 成 的 工 作 足 以 使 所 有 的 人 都 能 部 分 地 就 业 。 我 们 只  
要 求 一 个 权 利 :我 们 请 求 业 主 们 .至 少 在 目 前 状 况 维 持 不 变 的 期 间 ，普 遍 缩 短 劳  
动 时 间 ，而 不 是 使 一 部 分 人 从 事 过 度 劳 动 ，使 另 一 部 分 人 由 于 没 有 活 干 被 迫 靠  
救 济 来 维 持 生 活 。

雇 佣 工 人 阶 级 的 一 部 分 被 迫 无 事 可 做 ，不 仅 迫 使 它 的 另 一 部 分  
从 事 过 度 劳 动 ，使 单 个 资 本 家 发 财 致 富 ，而且同时 也有利于资 本家阶  
级 维 持 一 支 同 积 累 的 发 展 齐 头 并 进 的 产 业 后 备 军 。我 们 以 英 国 为  
例 :英 国 为 了 节 约 劳 动 而 采 用 的 技 术 手 段 规 模 之 大 、数 量 之 多 、完善 
程 度 之 高 是 十 分 令 人 惊 奇 的 ！但 是 ，如 果 明 天 劳 动 减 少 到 与 雇 佣 Ï  

人的 年 龄 、性 别 相 适 应 的 正 常 程 度 ，那 么 ，为 了 进 行 国 民 生 产 , 现 有的 
工 人 人 口 就 会 不 够 ，而 且 远 远 不 够 不 管 愿 意 不 愿 意 ，这 时 就必须 把 
所谓 的“非生 产 劳 动 者 ”变 成“生 产 劳 动 者 ” 。

因 此 ，_ 般 工 资 率 的 变 动 与 人 口 绝 对 数 量 的 变 动 并 不 一 致 。这  
种 变 动 仅 仅 取 决 于 工 人 阶 级 分 为 现 役 军 和 后 备 军 的 不 同 比 例 ，相对  
过 剩 人 口 的 增 减 ，相对 过 剩人口时 而被“吸 收 ” ，时 而又被 “游 离 ” 的程 
度 ，总 之 ，取决 于相对 过 剩人口同工业 周期变 化相应 的膨胀 和收缩 的

( m . )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63年 10月 3 1 日》第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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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替 运 动 。对 于 现 代 工 业 来 说 ，如 果 有 下面这 样 的规 律，那确 实 是太 
好 f : 资 本的运 动 依存于工人人口的绝 对 量的运 动 ;劳 动 的供给 不是 
通 过 执 行 职 能 的 资 本 的 交 替 的 膨 胀 和 收 缩 . 也 就 是 说 ，不是按照资 本 
家 阶 级 的 临 时 需 要 来 调 节 。然 而 ，这 iE是 经 济 学 的 教 条 。

按 照 这 个 教 条 ，工 资 因 积 累 而 提 高 。工 资 的 提 高 使 工 人 人 口 逐  
渐 增 加 ，直 到 劳 动 市 场 充 斥 ，资 本不足以同时 雇用他们 时 为 止。工资  
下 降 ，于 是 事 情 走 向 反 面 。 由 于 工 资 的 下 降 ，工 人 人 口 减 少 ，以致资  
本 同 工 人 人 U 数 量 比 较 起 来 又 过 剩 ，于 是 , 我 们 又 回 到 了 起 点 。

或 者 像 另 一 些 人 口 学 博 士 所 说 的 那 样 ，工 资 的 降 低 及 其 引 起 的  
对 工 人 剥 削 的 提 高 ，会 重 新 刺 激 积 累 . 而 与 此 同 时 ，低 工 资 又会 抑制 
人 口 的进 一步增长 。于 是 . 就又出现 劳 动 的供给 小 于 劳 动 的 需 求 、工 
资 提 高 等 等 情 况 。

这 种 运 动 如果能同发 达 的资 本主义 生产 制度和谐 相处 该 有多好 
啊 ！可是，在 真 正 有 劳 动 能 力 的 绝 对 人 口 因 工 资 提 高 而 有 稍 许 的 实  
际 增 长 以 前 ，人们 已 经 一 再 经 过 了 这 样 一 个 时 期 ，在这 个 时 期必然发  
生 工 业 战 . 展 开 厮 杀 ，并 且 决 出 胜 负 。

1849年 至 1859年 间 ，尽 管 谷 物 价 格 下 降 ，但 英 国 农 业 地 K 工资  
同时 却略有提高。例 如 ，周 工 资 在 威 尔 特 郡 由 7 先 令 提 高 到 8 先 令 ， 
在 多 塞 特 郡 由 7 先 令 或 8 先 令 提 高 到 9 先 令 ，等 等 。这 是农 业 过 剩 
人 口 异 乎 寻 常 外 流 的 结 果 ，而这 种 外流是由于为 克里木战 争 377征兵 
和 铁 路 工 程 、工 厂 、矿 山 等 部 H 的大规 模扩 展对 劳 动 人手的需要而引 
起 的 。工 资 率 越 低 ，它 的 任 何 提 高 . 即 使 是 微 不 足 道 的 提 高 .在 百 分  
比上也表现 得越高。例 如 ，周 工 资 是 2 0 先 令 ，提 高 到 2 2 先 令 ，只是 
提 高 10%;但 如 果 周 工 资 只 有 7 先 令 . 提 高 到 9 先 令 ，那 就 是 提 高  
28 j % ，这 听 起 来 就 相 当 可 观 了 。不管怎 样 .租地农 场 主大喊大叫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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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甚至伦 敦《经 济 学 家 》在 谈 到 这 些 饥 饿 工 资 时 ，也郑 重其事地说 什 
么 有了“普遍的和重大的提高”(114)。租 地 农 场 主 该 怎 么 办 呢 ？ 难 道 
他 们 会 等 待 这 种 优 厚 的 报 酬 促 使 农 业 工 人 增 加 .用 这 种 方 法 制 造 出  
充斥市场 的未来 人手并 降低未来 的工资 吗 ？ 在空论 家们 的头 脑 中事 
情 确 实 是 如 此 u 但 是 ，我们 的诚 实 的 租 地 农 场 主 只 是 采 用 了 机 器 ，后 
备 军 转 瞬 间 又满 员 了，从 此 ，以强大的工具的形式预 付的追加资 本开  
始 在 英国 农 业 中 执 行职 能 . 而农 业 工人人口却绝 对 地减 少了。

经 济 学 家们 把调 节 一般工资 率和表现 总 资 本和总 劳 动 力之间 的 
关 系 的 规 律 ，同 在 各 个 投 资 领 域 之 间 分 配 工 人 人 n 的 规 律 混 为 一  
谈 了 。

一 些 特 殊 的 情 况 ，时 而 会 促 进 一 个 工 业 部 门 的 积 累 ，时 而会 促进  
另 一 个 工 业 部门 的积 累 ■•一 旦 有 的 部 门 利 润 超 过 了 平 均 利 润 率 ，追 
加 资 本 就 会 受 到 强 大 的 吸 引 . 于是对 劳 动 的需求就会 受到影响 .变 得 
更 为 强 烈 • 从 而引起丁 .资 的 提 高 。较 高 的 工 资 把 较 大 一 部 分 雇 佣 阶  
级 吸 引 到 这 个 有 利 的 部 门 . 直到这 串 .劳 动 力 达 到 饱 和 ，但 是 ，由于候 
补 荇 不 断 流 人 ，工 资 很 快 又 下 降 到 通 常 的 水 平 ，甚至会 降到这 个 水平 
以 下 那 时 工 人 流 人 不 仅 停 止 , 甚 至 还 会 流 到 其 他 工 业 部 门 。在这  
M .政 治 经 济 学 家 ß 以 为 看 到 了 实 际 的 社 会 运 动 。他 亲 眼 看 到 了 资  
本的积 累引起了工资 的提高，工 资 的 提 高 引 起 了 工 人 的 增 长 ，而工人 
的 增 长 又 引 起 了 工 资 的 下 降 . 最 后 ，工 资 的 下 降 引 起 了 工 人 的 减 少 。 
似 足 ，他 所 肴 到 的 ，只是劳 动 者在各投资 领 域之间 的分配运 动 所造成 
的 劳 动 市场 的波动 。

产 业 后 济 军 在 停 滞 和 中 常 活 跃 时 期 加 压 力 于 现 役 劳 动 军 ，在生

U H ) 丨 邮 0 年 1 月 21 F1《经 济 学 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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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过 剩 和 高 度 繁 荣 时 期 又 抑 制 现 役 劳 动 军 的 要 求 。所 以 . 一 H 相对  
过 剩 人 口 成 为 劳 动 供 求 规 律 运 转 的 枢 轴 ，它 就把这 个 规 律 的 作 用 范  
围 限 制 在 使 资 本 的 剥 削 活 动 和 统 治 欲 能 够 有 充 分 行 动 余 地 的 界 限  
之 内 。

这 里正好应 该 回过 来 谈 一下“科 学 ”的 一大业 绩 。每当 一部分工 
资 基 金 转 化 为 机 器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空 想 家 们 就 宣 称 ，这 种 转 化会 按照 
这 样 固 定 下 来 的 资 本 的 比 例 排 挤 当 时 已 经 就 业 的 工 人 ，与 此同时 就 
游 离 出 等 量 的 资 本 ，从 而使他们 以后能够 在 某 个 别 的 工 业 部 门 就 业 。 
我 们 已 经 指 出 （见 “补 偿 理 论 ”第 十 五 章 第 六 节 ），情 况 完 全 不 是 这 样 ； 
原有资 本的任何部 分 都 不 会 因 此 而 可 供 被 排 挤 的 工 人 支 配 ，相 反 ，在 
有 新 资 本 存 在 的 情 况 下 ，他 们 本 身 却 可 供 这 些 新 资 本 支 配 。只有到 
现 在我们 才能充分地评 价这 种 “补 偿 理 论 ”的 肤 浅 。

工资 基金部分地转 化为 机器所 打 击 的 工 人 分 属 不 同 的 类 别 。这  
里 首 先 是 被 解 雇 的 工 人 ，其 次 是 他 们 的 经 常 的 代 替 者 ，最后是一种 产  
业 在通常的扩 大 状 态 中 可 以 吸 收 的 追 加 人 员 。 现 在他们 都是可供支 
配 的 ，并 且 每 一 笔 即 将 执 行 职 能 的 追 加 资 本 都 能 支 配 他 们 。不管这  
种 资 本 吸 引 的 是 这 些 工 人 . 还 是 另 一 些 工 人 ，只要这 笔 资 本刚 好足以 
从 市 场 上 雇 走 被 机 器 抛 到 市 场 上 的 那 么 多 人 手 ，那么 它 对 劳 动 的 总  
需 求 的 影 响 就 等 于 零 。如 果 这 笔 资 本 雇 用 的 人 数 较 少 ，过 剩的人数  
就 会 增 加 ;如 果 它 雇 用 的 人 数 较 多 ，劳 动 总 需求增加的幅度也只不过  
等于它 “吸收”的 人 手 超 过 被 机 器 “游 离 的 人 ”的 那 个 差 额 。可 见 .正  
在 投 入 的 追 加 资 本 本 来 会 给 予 人 手 总 需 求 的 刺 激 ，在每一种 情况 下 
都 会 按 照 人 手被机器抛向劳 动 市场 的程度而抵消。

这 就 是 一 切 会 引 起 劳 动 者过 剩的方法的一般结 果。由于这 些方 
法 ，劳 动 的供求不再是从 资 本和劳 动 这 两 个 对 立的方面出发 的运 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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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本在两 方面 同 时 起 作 用 。如 果 说 它 的 积 累 增 加 了 对 人 手 的 需 求 , 

那 么 . 它 也 通 过 制 造 过 剩 人 口 扩 大 了 人 手 的 供 给 》骰 子 是 假 的 。在 
这 些 条 件 下 ，劳 动 供求规 律成全了 资 本 主 义 的 专 制 。

因 此 ，一 旦 劳 动 者 发 现 ，随 着他们 的劳 动 和他们 的主人的财 富的 
增 加 . 他们 充当 资 本增殖手段的职 能也就越是没 有保障;一旦他们 发  
现 . 他们 本身之间 竞 争 的激烈程度完全取决 于过 剩人口的压 力;一旦 
他 们 团 结 起 来 ，在 就 业 工 人 和 失 业 工 人 之 间 组 成 联 盟 并 采 取 共 同 行  
动 来 削弱资 本主义 积 累的这 个 “ ä 然 ”规 律 所 造 成 的 毁 灭 性 后 果 ，资  
本 和 它 的 献 媚 者 经 济 学 家 就 立 刻 大 吵 大 叫 起 来 ，说 这 是亵 渎 和违 反 
厂 ‘永 恒 的 ”供 求 规 律 。事实 上，在另 一些地方，例如在殖民地,只要有 
小利的情况 妨碍建立产 业 后备 军 ，资 本家和他们 的官方辩 护 士就会 毫 
不迟 疑地督促国 家来 阻止这 个 “神圣 的” 规 律的危险 倾 向 。

4 . 相对 过 剩人口的各种 存在形式。
资 本主义 积 累的一般规 律 _

相对 过 剩人丨 J 除 了 在 工 业 周 期 从 一 个 阶 段 过 渡 到 另 一 个 阶 段  
时 ，在总 的 形 态 上 发 生 的 茧 大 周 期 变 化 以 外 ，总 是表现 出无限多样 的 
变 化 。似 足 我 们 可 以 很 快 地 把 它 们 划 分 成 几 个 大 的 范 畴 ，几 种 显 著  
不同的形式  流 动 的 形 式 、潜 在 的 形 式 和 停 滞 的 形 式 。

现 代 工 业 的 中 心 一 自 动 工 厂 、制 造 厂 、工 厂 、矿 山 等 等 ，不断 交 
鞞 地吸」丨 和排斥劳 动 者. 但 是 ，一 般 说 来 .吸 引 从 长 期 来 看 是 压 倒 排  
斥 的 。闪 此 . 在 那 ffl被 剥 削 的 工 人 人 数 不 断 增 加 ，虽 然这 个 人数 和生 
产 规 模相比Æ缩 小 。在 这 电 ，过 剩 人 N 处 于 流 动 状 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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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自 动 工 厂 以 及 机 器 只 是 在 现 代 分 工 之 旁 起 辅 助 作 用 的 大 多  
数 大 制 造 厂 ，只 是 大 量 雇 用 未 成 年 的 男 工 ，少 年 期 一 过 ，只有 少 数  
人 能 够 留 下 ，而 大 多 数 的 人 通 常 要 被 解 雇 。过 剩 人 口 的 这 个 要 素  
随 着 大 工 业 的 扩 大 而 增 大 》其 中 一 部 分 人 移 居 国 外 ，其 实 不 过 是  
跟 着 外 流 的 资 本 流 出 去 。 由 此 造 成 的 后 果 是 ，女 性 人 口 比 男 性 人  
口 增 长 得 快 ，英 格 兰 就 是 一 个 例 子 》 工 人 阶 级 的 自 然 增 长 不 能 满  
足 全 国 积 累 的 需 要 ，但 又 超 过 全 国 市 场 的 吸 收 能 力 ，这 里 似 乎 包 含  
着 矛 盾 ，但 是 这 个 矛 盾 是 由 资 本 运 动 本 身 引 起 的 。资 本 需 要 的 女  
工 、童 工 、少 年 工 人 、青 年 工 人 的 比 例 较 大 . 成 年 男 工 的 比 例 较 小 》 
因 此 ，乍 一 看 来 ，在 成 千 上 万 的 工 人 流 落 街 头 的 同 时 ，却 有 人 抱 怨  
人 手 不 足 ，这 更 是 一 件 矛 盾 的 事 情 。例 如 ，在 1866年 下 半 年 ，伦 敦 
有 1 0 万 工 人 被 迫 失 业 ，而 由 于 缺 乏 劳 力 ，兰 开 夏 郡 工 厂 的 许 多 机  
器 不 得 不 停 工 。 ⑴ 5)

此 外 ，资 本对 劳 动 力 的 剥 削 是 如 此 严 重 ，以至于劳 动 者刚 过 中年 
就 已 经 消 耗 殆 尽 了 。一 旦 到 了 成 年 ，他 就 必 须 让 位 于 更 年 轻 的 劳 动  
力 ，从 社 会 的 阶 梯 上 降 一 级 ，如 果 他 终 于 能 留 在 过 剩 者 队 伍 中 ，那就 
是 万 幸 了 。 而且 我 们 看 到 ，正是大工业 中的工人的平均寿 命最短。

“曼 彻 斯 特 保 健 医 官 利 医 生 证 实 . 该 市 富 裕 阶 级 的 平 均 寿 命 是 3 8 岁 ，而工 
人 阶 级 的 平 均 寿 命 只 有 17 岁 。在 利 物 浦 . 前 者 是 3 5 岁 ，后 者 是 1 5 岁 。可 见 ， 
特 权 阶 级 的 寿 命 比 不 那 么 幸 运 的 公 民 的 寿 命 要 长 一 倍 以 丨 :/’ (116〉 115

(115) “ 说 需 求 总 是 恰 好 在 必 需 的 时 候 引 起 供 给 ，似 乎 不 是 绝 对 正 确 的 „ 

至 少 工 厂 劳 动 就 不 是 这 样 ，因 为 许 多 机 器 由 于 缺 乏 劳 动 力 ，不得不停丨 二”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66年 10月 3 1 日》[1867年 伦 敦 版 ] 第 8 1 页 ）

( 1 ] 6 ) 伯 明 翰 市 长 约 • 张 伯 伦 1875年 1 月 M 丨1 在 伯 明 翰 市 I 丨 生改革会  
议 上 的 开 幕 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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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旦 形 成 了 这 样 的 条 件 ，这 部 分 无 产 阶 级 就 只 有 经 常 地 替 换 它  
的 单 个 的成员 ，它 的 人 数 才 能 增 大 。这 样 就 需 要 工 人 一 代 一 代 地 迅  
速 更 替 。这 种 社 会 需 要 ，是通过 早婚(这 是大工业 工人社会 条 件的必 
然 后 果 ），并 通过 剥 削工人子女以奖 励 工人生育子女的办 法来 得到满  
足 的 。 ，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一 旦 占 领 农 业 ，在 那 里 对 劳 动 的 需 求 就 随 着 资 本  
的积 累而绝 对 地减 少。在 农 业 部 门 ，对 劳 动 力 的 排 斥 不 像 在 其 他 产  
业 中 那 样 ，会 由 于 更 大 规 模 的 吸 引 而 得 到 补 偿 。因 此 ，一部分农 村人 
口 经 常 准 备 着 转 人 城 市 或 制 造 业 人 口 ，经 常 等 待 着 有 利 于 这 种 转 化  
的条 件。

1861年 对 英 格 兰 和 威 尔 士 公 国 的 人 口 调 查 表 明 .

“781座 城 市 有 居 民 10 960 998人 , 而 乡 村 和 农 村 教 区 只 有 居 民 9 105 226人 …… 
在 ]8 5 ]年 的 人 口 调 査 中 列 有 580座 城 市 ，它 们 的 人 口 同 农 业 地 区 的 人 口 大 致  
相 等 。可 是 . 农 业 地 区 的 人 口 只 增 加 5 0 万 人 . 而 580座 城 市 的 人 口 却 增 加 了  
1554 067人 。农 村 教 区 的 人 U 增 加 6. 5 % ,而 城 市 人 口 增 加 17. 3% 。增 长 率 的  
差 额 是 由 于 农 村 人 口 流 人 城 市 造 細 。人 口 增 长 总 额 中 有 + 属 于 城 市 ' ( ，

农 业 地 K 要成为 流人城市的人口的供给 地•农 村本身必须 有潜  
在 的 过 剩 人 口 。这 种 过 剩人口的整个 规 模只有在排水渠开 放得特别  
大的特 殊 情 况 下 才 能 看 得 到 。

因 此 ，农 业 工 人 的 工 资 被 压 到 最 低 限 度 ，他总 是有一只脚陷在需 
要救济 的 赤 贫 的 泥 潭 里 。

第 S类 相 对 过 剩 人 口 ，停 滞 的 过 剩 人 口 ，是 现 役 产 业 军 的 一 部  
分 。但 同 时 它 的 就 业 极 不 规 则 .因 此 成 了 一 个 贮 存 着 可 供 支 配 的 劳

(11.7) U 861年 人 口 调 查 》第 3 卷 第 11J.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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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力 的 取 之 不 竭 的 蓄 水 池 。因为 这 种 相对 过 剩人口经 常处 于慢性的 
贫 困 ，毫无保障 和 大 大 低 于 工 人 阶 级 的 正 常 水 平 的 生 活 状 况 之 中 ，所 
以 它 成 为 特 殊 剥 削 部 门 的 广 泛 基 础 。在 这 些 部 门 中 ，劳 动 时 间 达 到  
了 最 高 限 量 ，而工资 率 则 达 到 了 最 低 限 量 。在 这 方 面 ，所谓 的家庭劳  
动 为 我 们 提 供 了 骇 人 听 闻 的 例 子 。

工 人 阶 级 的这 个 阶 层 不 断 地从 大工业 和农 业 的“过 剩 者 ” 那里得 
到 补 充 ，特 别 是 从 那 些 由 于 手 工 业 被 工 场 手 丄 业 打 垮 ，或者工场 手工 
业 被机器生产 打 垮 而 没 落 的 生 产 领 域 里 得 到 补 充 。这 个 阶 层 的队 伍 
除 了 由 这 些 补 充 成 分 而 得 到 扩 大 以 外 .它 本 身 也 以 扩 大 的 规 模 再 生  
产 着 。不 仅 这 个 阶 层 的 出 生 和 死 亡 的 人 数 非 常 高 ，而 且 ，目前这 种 处  
于 停 滞 状 态 的 过 剩 人 口 的 各 类 工 人 与 他 们 所 得 到 的 工 资 、从 而与 他 
们 赖 以 活 命 的 生 活 资 料 的 数 量 成 反 比 例 地 增 长 着 。这 种 现 象在野蛮  
人 中 间 ，或 者 甚 至 在 文 明 的 移 民 中 间 ，都 是 前 所未有的。它 使人想起 
某 些 种 类 的 软 弱 的 、经 常 受 到 追 捕 的 动 物 的 大 量 再 生 产 。但 是 亚  
当 • 斯 密 说 :“ 贫 困 似 乎 会 促 进 繁 殖 。”378在 风 流 才 子 加 利 阿 尼 神 父  
看 来 ，这 甚 至 是 上 帝 特 别 英 明 的 安 排 :“上 帝 安 排 好 r ，让 从 事最有益 
的 职 业 的 人 生 得 绰 绰 有 余 ” (118)。“ 贫 困 在 达 到 引 起 饥 馑 和 瘟 疫 的  
极 限 以 前 ，与 其 说 会 妨 碍 人 U 的 增 长 ，不 如 说 会 促 进 人 U 的增长  
兰 格 用 统 计 材 料 说 明 了 这 个 论 点 之 后 ，又 继 续 说 道 ：“ 如 果 世 界 上  
所 有 的 人 都 生 活 在 舒 适 安 乐 的 环 境 中 .那 么 世 界 上 很 快 就 会 荒 无  
人 烟 。

最 后 ，相对 过 剩人口的M低 层 陷 于 需 要 救 济 的 赤 贫 的 境 地 。撇

( 1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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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页 „

(1】9 ) 赛 . 兰 格 《闽 家 的 贫 困 》1844年 伦 敦 版 第 M 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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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流浪者、罪 犯 、妓 女 、乞 丐 ，撇 开 这 些 被 称 为 危 险 阶 级 的 人 们 不 说 ， 
这 个 社 会 阶 层 由三类 人组 成。

第 一 类 是 有 劳 动 能力的工人。只要粗略地浏 览 一下英格兰 需要 
救济 的 贫 民 的 统 计 数 字 ，就 会 发 现 ，他们 的人数 每当 发 生危机和处 于 
停 滞 阶 段 时 就 增 大 ，每 当 营 业 复 苏 时 就 减 少 。第 二 类 是 需 要 救 济 的  
贫 民的子女和孤儿 。他幻是产 业 后 备 军 的 候 补 者 ，在 高 度 繁 荣 时 期 ， 
如 在 1860年 ,他们 大 量 地 进 人 现 役 劳 动 军 的 队 伍 。第三类 是悲惨 的 
人 们 。主要可以说 是由于社会 发 展取消了分散的劳 动 而被淘汰的男 
女 工 人 . 而这 种 分散劳 动 的分工过 去是他们 的收人的唯一来 源;还 有 
不 幸 已 经 超 过 雇 佣 工 人 正 常 年 龄 的 人 ;最 后 还 有 随 着 带 有 危 险 性 的  
机 器 、采 矿 业 、化工工厂 等等的发 展而人数 日益增多的工业 的直接牺  
牲 者 ，如 病 人 、残 疾 人 、寡 妇 等 等 。

需要救济 的赤贫 形成现 役劳 动 军 的残 疾院和现 役劳 动 后备 军 的 
死荷重®。它 的 生 产 包 含 在 相 对 过 剩 人 口 的 生 产 中 ，它 的 必 然 性 包  
含 在 相 对 过 剩 人 口 的 必 然 性 中 ，它 和 相 对 过 剩 人 口 一 起 ，形成资 本主 
义 财 富 的 一个 存在条 件。它 是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一 项 非 生 产 费 用 ，但 
是 ,资 本 知 道 怎 样 把 这 项 费 用 的 大 部 分 转 嫁 到 工 人 阶 级 和 中 等 阶 级  
下 层 的 肩 上 。

社 会 的 财 富 即 执 行 职 能 的 资 本 越 大 ，它 的 积 累 的 规 模 和 能 力 越  
大 ，从 而工人阶 级 的 绝 对 数 量 和 他 们 的 劳 动 生 产 力 越 大 ，产 业 后备 军  
人 数 也 就 越 多 。发 展 资 本 的 膨 胀 力 的 同 一 些 原 因 ，也 会 产 生 出 可 供  
支 配 的 劳 动 力 ，因 此 ，产 业 后 备 军 必 然 会 同 财 富 的 增 长 一 起 增 大 。但 
是 同 现 役 劳 动 军 相 比 ，这 种 后 备 军 越 大 . 常 备 的 过 剩 人 I I也 就 越 多 ，

① "死 荷 重 ”是 运 输 业 的 用 语 .指 运 输 工 具 自 身 的 重 编 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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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们 的 贫 困 同 劳 动 折 磨 成 正 比 ®。最 后 ，雇 佣 工 人 阶 级 中 的 这 个 贫  
苦 阶 层 越 大 ，官 方 认 为 需 要 救 济 的 贫 民 也 就 越 多 。这 就 是 资 本 主 义  
积 累 的 绝 对 的 、一 般 的 规 律 s 像 其 他 一 切 规 律 一 样 ，这 个 规 律的作用 
当 然 也 会 由 于 各 种 特 殊 情 况 而 有 所 变 化 。

因 此 我 们 可 以 明 白 ，当 经 济 学 的 智 者 们 不 断 向 劳 动 者 说 教 ，要他 
们 使 自 己 的 人 数 去 适 应 资 本 的 需 要 时 ，他 们 的 愚 蠢 是 很 清 楚 的 。难  
道 资 本的机制不是在经 常地实 现 所期望的这 种 适应 吗 ？这 种 适应 的 
开 为 是 创 造 出 产 业 后 备 军 , 结 尾 是 贫 困 越 来 越 深 地 侵 入 现 役 劳 动 军 ， 
是 需 要 救 济 的 赤 贫 的 死 荷 重 。

由 于 劳 动 的 集 体 力 量 的 不 断 发 展 ,花 费 越 来 越 少 的 人 力 可 以 推  
动 越 来 越 多 的 财 富 组 成 要 素 ，这 个 规 律 使 社 会 的 人 有 可 能 用 较 少 的  
劳 动 生 产 出 更 多 的 东 西 ，但 在 不 是 生 产 资 料 为 劳 动 者 服 务 而 是 劳 动  
者 为 生产 资 料服务 的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却 会 转 化 为 相 反 的 规 律 ，即 :劳  
动 的 资 源 越 多 ，力 量 越 大 ，劳 动 者 对 自 己 的 就 业 手 段 的 压 力 越 大 ，雇 
佣 工 人 的 生 存 条 件 ，劳 动 力 的 出 卖 就 越 没 有 保 证 。因 此 ，物质 手段和 
劳 动 的 集 体 力 量 比 人 口 增 长 得 快 这 一 事 实 表 现 为 相 反 的 公 式 ，即 生 
产 人 口 总 是 比 资 本 对 它 的 需 要 增 长 得 快 。

我 们 在 分 析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第 四 篇 ）时 得出了 如 下 结 论 :在 资 本  
主义 制度内 部，一切提声 集体 劳 动 力量的方法都是靠 牺 牲劳 动 者个 人 
来 实 现 的 ;一 切 发 展 生 产 的 手 段 都 转 变 为 统 洽 和 剥 削 生 产 者 的 手 段 , 

都使生产 者畸形发 展，成为 局部的人，或 者 机 器 的 附 属 品 ，使生产 的科 
学 力量作为 敌 对 的力量与 生产 者相对 立;这 些手段把具有吸引力的劳

Q 在《资 本 论 》第 一 卷 德 文 第 1 版 至 第 4 版 中 是 “成 反 比 ” 。 （参 看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4 4 卷 第 742 页 ) -一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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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转 化为 强制劳 动 ，使 劳 动 条 件 越 来 越 不 正 常 ，使工人在劳 动 过 程中 
屈服于卑 鄙 可 恶 的 无 限 专 制 ，把 工 人 的 全 部 生 活 时 间 转 化 为 劳 动 时  
间 ，并 且把工人的妻子儿 女都抛到资 本主义 的札格纳 特车 轮 下 。 175

但 是 ，一切有助于生产 剩余价值 的方法同时 也促进 积 累 ,而积 累 
的 每 一 次 扩 大 又 促 进 了 这 些 方 法 的 发 展 。 由 此 龟 见 ,不 管 工 人 的 工  
资 率高 低 如 何 ，劳 动 者的状 况 必然随 着 资 本 的 积 累 而 恶 化 。

最 后 ，使 积 累 的 增 进 和 相 对 过 剩 人 口 的 增 长 始 终 保 持 平 衡 的 规  
律 把 劳 动 者 钉 在 资 木 上 ，比武尔 坎 的 楔 子 把 普 罗 米 修 斯 钉 在 岩 石 上  
钉 得 还 要牢。正 是 这 一 规 律 确 立 r 资 本积 累同贫 困积 累之间 必然相 
适 应 的 关 系 。因 此 ，在 一 极 是 财 富 的 积 累 ，同 时 在 对 立 的 一 极 ，即 在 
生 产 资 本 本 身 的 阶 级 方 面 , 是 贫 穷 、劳 动 折 磨 、无 知 、粗 野 、道德堕 落 
和受奴役的积 累。

资 本主义 生产 的这 种 对 抗性质 甚至使经 济 学 家们 感到吃惊 (12ö). 

虽 然他们 往往把这 种 对 抗性质 表现 出来 的现 象同属 于以前的社会 生 
产 制度 的 现 象 混 同 起 来 。

18世纪 的一位著名的经 济 学 家、威 尼 斯 的 修 道 士 贾 • 奥 特 斯 ，把 
资 本主义 财 富固有的对 抗性理解为 社会 财 富的不变 的自然规 律。他说 ：

“我 不 想 设 计 对 人 民 幸 福 无 用 的 制 度 ，我 只 研 究 人 民 不 幸 的 原 因 … … 在 
一 个 国 家 里 .经 济 上 的 善 和 经 济 上 的 恶 总 是 保 持 平 衡 . 一 些 人 财 富 的 充 裕 总 是

( 12«) ••资 产 阶 级 借 以 在 其 中 活 动 的 那 邱 帀 产 关 系 的 性 质 绝 不 是 单 一 的 、 
单 纯 的 .而 足 两 重 的 ；在产 十 .财 富 的 那 些 关 系 中 也 产 生 贫 困 ；在 发 展 生 产 力 的 那  
些 关 系 中 也 发 展 一 种 产 生 压 迫 的 力 量 ;这 * 关 系 只 有 不 断 消 灭 资 产 阶 级 单 个 成  
员 的 财 富 和 产 生 出 不 断 壮 大 的 无 产 阶 级 . 才 能 产 生 资 产 者 的 财 富 • 即 资 产 阶 级  
的 财 富 ;这 一 切 都 一 天 比 一 天 明 显 了 / ’( 卡 尔 • 马 克 思 《哲 学 的 贫 困 》 44 18_47年 
巴 黎 版 第 IIS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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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另 一 些 人 财 富 的 贫 乏 相 抵 n 少 数 人 享 有 巨 大 财 富 ，同 时 总 伴 有 多 数 人 被 剥 夺  
必 需 晶 。一 些 人 的 过 度 勤 劳 迫 使 另 一■些 人 懒 惰 ,，一 个 国 家 的 财 富 同 它 的 人 口  
相 适 应 ，而 它 的 贫 困 则 同 它 的 财 富 相 适 应 1

但 是 ，如果说 奥 特 斯 对 于 经 济 上 遭 受 的 这 种 厄 运 深 感 悲 痛 的 话 ， 
那 么 ，在 他 之 后 10年 ，高教 会 8新 教 牧 师 约 • 唐 森 ，则 以轻 松愉快的 
心 情 颂 扬 这 种 厄 运 是 财 富 的 必 要 条 件 。他 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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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 动 和 勤 勉 的 最 自 然 的 动 力 ，会 唤 起 
最大 的 干 劲

所 以 ,使 劳 动 者 的 饥 饿 永 久 化 是 他 的 劳 动 法 典 中 唯 一 重 要 的 条  
款 。而 且 ，他 补 充 说 ，只要让 对 穷 人特别 有效的人口原理充分发 挥 作 
用 ，这 项 条 款 就 可 以 得 到 实 施 了 。

“下 面 这 一 点 似 乎 是 一 个 自 然 规 律 : 穷 人 在 - 定 程 度 上 是 轻 率 的 ，所 以 ，总  
是 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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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幸 福  
基 金 大 大 增 加 ，比 较 高 雅 的 人 们 解 除 了 烦 劳 ，可 以 安 心 地 从 事 比 较 高 尚 的 职 业  
等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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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个  
制 度 的 和 谐 与 优 美 、秩 序 与 均 称 。 ” (122)

( ] 2 1 ) 贾 • 奥 特 斯 《国 民 经 济 学 》( 六 卷 集 ）1774年 版 ，载 于 库 斯 托 第 编 《意 
大 利 政 治 经 济 学 名 家 文 集 • 现 代 部 分 》第 2 1 卷 第 fi、9、24、25等 页 。

( 1 2 2 ) 《论 济 贫 法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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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 1 页 。这 位 “高 雅 的 ” 牧 师 的 上 述 著 作 和 他 的  
《西 班 牙 游 记 》, 马 尔 萨 斯 曾 经 恬 不 知 耻 地 加 以 抄 袭 ，而 唐 森 自 己 的 大 部 分 学 说  
却 是 从 詹 • 斯 图 亚 特 爵 士 那 里 抄 袭 来 的 ，不 过 加 以 歪 曲 了 而 已 。例 如 斯 图 亚 特  
说 :“奴 隶 制 度 曾 经 是 使 人 超 出 自 身 的 需 求 而 劳 动 ,使 国 家 的 一 部 分 人 无 偿 地 养  
活 另 一 部 分 人 的 唯 一 手 段 《• 这 是 一 种 使 人 〈为 了 别 人 〉勤 勉 劳 动 的 暴 力 手  
段 ……那 时 人 们 被 迫 从 事 劳 动 ，因 为 他 们 是 别 人 的 奴 隶 ; 而 现 在 ，人 们 被 迫 从 事  
劳 动 〈为 了 别 的 不 劳 动 的 人 > ,因 为 他 们 是 自 己 需 求 的 奴 隶 ’’(詹 • 斯图 亚 特《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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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 尼 斯 的 修 道 士 从 经 济 上 遭 受 贫 困 的 厄 运 中 ，找 到 基 督 教 的 善  
行 、终 身 不 婚 、修 道 院 和 女 修 道 院 等 等 存 在 的 理 由 ，而这 位新 教 的 牧  
师 却从 其中找 到借口来 指责 使穷 人有权 享受教 区 的救济 的英国 法律 
“济 贫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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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厌 恶 的 职 、Ik, - 句 话 ，它 把 生 活 中 一 愉 快 的 、受 奴 役 的 事 情 担 在  
自d 的 肩 上 ，从 而 使 其 他 阶 级 有 闲 暇 ，有 开 阔 的 心 境 和 传 统 的  < 妙 !〉高 贵 品  性........，，（t23)

施 托 尔 希 问 自 己 ：这 种 伴 随 有 群 众 贫 困 和 堕 落 的 资 本 主 义 文 明 . 

同野蛮 相比究竟有什么 优 越性呢 ? 他 只 找 到 一 个 答 案 :安 全 ！
西 斯 蒙 第 发 现 •由 于 工 业 和科学 的进 步，每一个 劳 动 者每天所能 

生 产 的 东 西 比 维 持 他 自 己 H常 需 要 的 东 西 多 得 多 。但 是 ，如果叫他 
自己去消费 这 个 财 富，那 么 这 个 财 富 ，即 他 的 劳 动 的 产 品 ，就 会 使 他  
+ 适 宜 于 劳 动 了 。他 认 为 ：

“如 朿 人 们 〈当 然 是 非 劳 动 者  >必 须 像 工 人 那 样 不 倦 地 劳 动 才 能 获 得 技 艺 的  
一 切 改 良 和 制 造 业 给 我 们 带 来 的 _ 切 享 受 . 那 么 他 们 大 概 会 放 弃 这 些 东 西 ……
在 今 天 ，努 力 同 它 的 报 酬 分 开 了  ：不 是 同 一 个 人 先 劳 动 而 后 休 息 ,相 反 地 ，正 是  
因 为 一 个 人 劳 动 .另 一 个 人 才 休 息 ……因 此 ，劳 动 生 产 力 的 无 限 增 长 的 结 果 .只
能 增 加 那 些 游 手 好 闲 的 富 人 的 奢 侈 和 享 受 。 ”n 24 )

经 济 学 原 埋 研 究 》17W)年 都 扪 林 版 第 I;章 379) 但 他 扦 没 有 因 此 就 像 这 位 教
会 的 慈 善 家 那 样 作 出 结 论 :雇 佣 T：人 应 当 挨 饿 》 相 反 地 ,他 希 望 增 加 雇 佣 工 人  
的 盂 要 Ü 望 他 们 需 要 Ä 的 增 加 能 刺 激 他 们 i 为 体 面 的 人 们 劳 动 。

(1 2 :1 )施 托 尔 希 《政 治 经 济 学 教 程 》1823年 巴 黎 版 第 3 卷 第 223页 。
( 1 ^ 1 ) 西 斯 蒙 第 《政 治 经 济 学 新 原 理 》[18]9年 ]巴 黎 版 第 1卷 第 79、8〇 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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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斯 蒙 第 的 门 徒 舍 尔 比 利 埃 补 充 说 ：

“ 劳 动 者 自 身 ……在 协 助 生 产 资 本 积 累 的 同 时 迟 早 必 然 促 使 自 己 的 工 资 的
—部 分 被 剥 夺 。 ”( 〗 25)

最 后 ，在 内 心 狂 热 地 拥 护 资 产 阶 级 理 论 的 德 斯 杜 特 • 德•特拉 
西 率 直 地 声 称 ：

“在 贫 国 ，人 民 是 安 乐 的 ;在 富 国 ，人 民 通 常 是 贫 苦 的 。 ”(126)

5. 资 本主义 积 累一般规 律的例证

( a )  1846 — 1 8 6 6 年的英格兰

现 代 社 会 的 任 何 一 个 时 期 ，都 不 如 最 近 20年这 样 适合于研 究资  
本 主 义 的 积 累 。(127)在 这 个 时 期 ，真 好 像 是 福 尔 土 纳 特 的 钱 袋 被 发  
现 了 。不 过 ，在 所 有 国 家 中 ，英 格 兰 又 是 一 个 典 型 的 例 子 .因 为 它 在  
世 界 市 场 上 占 据 首 位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只 有 在 这 里 才 得 到 了 充 分  
的 发 展 ，还 因 为 ，从 1846年 以 来 自 由 贸 易 千 年 王 国 380的 实 现 ，又把 
庸俗政治经 济 学 从 它 的 最 后 的 避 难 所 赶 了 出 来 。我们 已经 在第三篇 
和 第 四 篇 里 充 分 谈 到 了 这 2 0 年 期 间 英 国 生 产 的 巨 大 进 步 ，其中后 
10年 的 进 步 又 远 远 超 过 了 前 1〇年。 * 146

( 1 2 _ 5 ) 舍 尔 比 利 埃 《富 或 贫 。社 会 财 富 当 前 分 配 的 因 果 》1 8 4 1 年巴黎版第
1 4 6  页 。

U 2 S ) 德 斯 杜 特 • 德 . 特拉西《论 意 志 及 其 作 用 》1826年 巴 黎 版 第 231页 。 
( 1 2 7 ) 写 于 1867年 3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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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 半 个 世 纪 以 来 ，英 格 兰 人 口 的增长 虽 然很 大，但是它 的相对  
增 长 或 增 长 率 却 不 断 下 降 。引 自 1861年 官 方 人 口 调 查 的 下 列 表 格  
就 可 以 证 明 。

英 格 兰 和 威 尔 士 公 国 每 十 年中人口每年增长 的百分率：
1811 一 1821 1.533%
1821 — 1831 L 446%
1831 一 1841 1.326%
1841 一 1851 1.216%
1851 — 1861 1. 141%

现 在 我 们 再 来 看 看 财 富 的 同 时 增 长 。在 这 里 ，应 纳 所 得 税 的 产  
业 利 润 、地 租 等 等 的 变 动 情 况 是 最 可 靠 的 依 据 。 1853 — 1864年 ，大 
不列颠 应 纳 税 的 利 润 (不包 括 租 地 农 场 主 的 和 若 于 其 他 项 目 的 利 润 ) 
增 长 50. 47%(平 均 每 年 增 长 4. 58%)(]28)，而 同 时 期 人 口 增 长 12% 。 
1853 1864年 ，应 纳 税 的 地 租 (包 括 房 屋 、铁 路 、矿 山 、渔 场 等等的地
租 )在 同 时 期 内 增 加 38%，每 年 增 加 3 ^  % ，其 中 增 加 最 快 的 是 下 列  
项 目 ：

L853年 到 1864年 每年增加
收入增加

房 屋 ................................. 38.60% 3 .50%
采 石 场 ............................. 84.76% 7 .70%
矿 山 ...............................68.85% 6 .26%
铸 铁 厂  .........................39. 9 2 %  3. 63%
渔 场 ........................ — W . m %  5. 21%
煤 气 厂 .......... .............  12.6.02%. 11.45%
铁 路 ..................................83.29% 7 .57%

( 1 2 8 ) 《皇 家 国 内 税 务 委 员 ，第 10号 报 告 》1866年 伦 敦 版 第 3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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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把 1853 — 1864年 这 段 时 间 以 每 四 年 为 一 期 作 :一 比 较 ，就 
会 看 出 ，收 入 的 增 长 程 度 是 不 断 提 高 的 。例 如 ，利 润 的 收 人 ，1853 — 

1857年 期 间 每 年 增 加 1. 73% • 1857 — 1861年 期 间 每 年 增 加  
2. 74%, 1861 — 1864年 期 间 每 年 增 加 9. 3 0 ? ^ 在 联 合 王 国 ，应 纳 所 
得 税 的 收 人 总 额 ，1856年 为 307 068 8:98镑 ，1859年 为 328 127 416 

镑 ，1862 年为  35] 745 241 镑 ，1.863 年为  359 142 897 镑 ，1.864 年为  
362 462 279 镑 ，1865 年为  3.85. 530 02.0 镑 。（ 129)

资 本的 集 中 与 资 本 积 累 齐 头 并 进 。虽 然英格兰 没 有官方的农 业  
统 计 材 料 ( 爱 尔 兰 倒 有 ），但 是 有 10 个 郡自动 提供了统 计 材料。根据 
这 些 统 计 材 料 可 以 看 出 ：]851年 到 186]年 ，100英 亩 以 下 的 租 地 农  
场 从 31 583个 减 少 到 2(5 567 个 ，也 就 是 说 ，有 5 016 个 合 并 于较 大 
的租 地 农 场 了 。 (13()) 1815年 到 1825年 ，在应 纳 遗 产 税 的动 产 中还 没  
有 一 份 超 过 1〇〇万镑 的，但 是 从 1825年 到 1855年 ，就有了  8 份 ，从  
1855年 到 1859年 6 月 ，也 就 是 4 年 半 的 时 间 里 ，又有了  4 份 。
简 单 地 分 析 一 下 1864年 和 1865年 的 D 项 所 得 税 (把 租 地 农 场 等 等  
的利润 除外的产 业 利润 和商业 利润 ).可以最为 明显 地看出这 种 集中

U 2 9 ) 这 些 数 字 用 来 作 比 较 是 足 以 说 明 问 题 的 ，但 是 绝 对 地 看 来 .则 是 虚  
假 的 ，因 为 每 年 也 许 有 ] 亿 镑 收 人 没 有 申 报 。 国 内 税 务 委 员 在 每 - 次 报 告 中 都  
要 对 这 种 一 贯 的 欺 瞒 . 特 别 是 商 业 和 工 业 方 面 的 欺 瞒 抱 怨 不 已 。 例 如 ：“某 股 份  
公 司 估 算 应 纳 税 的 利 润 是 6 000镑 ，而 税 务 员 估 算 为 肋 000镑 . 结 果 还 是 按 后  
面 这 个 数 目 纳 了 税 》另 1 家 公 司 呈 报 的 是 19万 镑 ，但 后 来 被 迫 承 认 . 实 际 数 H 
是 25万 镑 。”（同 上 ，第 4 2 页 ）

( 1 3 0 ) 《人 口 调 查 》1863年 伦 敦 版 第 3 卷 第 2 9 页 。 约 翰 . 布 莱 特 断 言 ，英  
格 兰 的 土 地 有 一 半 属 于 150个 地 主 . 苏 格 兰 的 土 地 有 一 半 属 亍 12 个 地 主 。这  
一 说 法 从 未 有 人 反 驳 过 。

(]3】） 《皇 家 国 内 税 务 委 员 。第 4 号 报 告 》186G年 伦 敦 版 第 1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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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发 展 》首 先 应 该 指 出 ，这 种 来 源 的 收 人 在 60 镑 以上的就要交纳 所 
得 税 ，收 人 在 60 镑 以 下 的 无 需 纳 税 。在 英 格 兰 、威 尔 士 公 国 和 苏 格  
兰 ，这 种 应 纳 税 的 收 入 1864年 为 95, 844 2 2 2 镑 ，1 8 6 5年 为  
105 435 579镑 纳 税 的 人 数 1864年 在 居 民 总 数 23 891 009人 
中 是 308 416人 ，1865年 在 居 民 总 数 24 127 0(î)3人 中 是 332 431人 。 
两 年中这 种 收人的分配情况 如下表：

到 18.64年 4 月 5 日 为 止 的 一 年 到 1865年 4 月 5 日 为 止 的 一 年

利 润 收 入 (镑 ） 人  数 利 润 收 人 (镑 ） 人  数

总 收 人 95 844 222 308 416 105 435 738 332 431
其 中 57 028 290 22 334 64 554 197 24 075
其 中 36 415 225 3 619 42 535 576 4 021
其 中 22 809 781 822 27 555 313 973
其 中 8 744 762 9] 11 077 238 107

联 合 王 国 的 煤 产 量 ，1855年 为 61 453 079 吨 ，价 值 16 113 267 

镑 ，1864年 为 92 787 873 吨 ，价 值 23 197 968镑 ；生 铁 产 量 ，1855年 
为 3 218 154 吨 ，价 值 8 045 385 镑 ，1864年 为 4 767 951 吨 ，价 值  
11 919 877镑 。联 合 王 国 的 营 业 铁 路 里 程 ，1854年 为 8 054英里•投 
入 资 本 2.86 068 7 9 4 镑 ，18.64年 为 12 7 8 9 英 里 ，投 人 资 本  
425 719 613镑 。联 合 王 国 的 进 出 口 总 额 ，1854年 为 268 210 145 

镑 ，1865年 为 489 993 285镑 。出 口 的 变 动 情 况 如 下 表 ： （ 133)

U 3 2 ) 这 是 纯 收 人 ，即 已 扣 除 了 法 定 的 免 税 额 „
u m 现 在 ，18S7年 3 月 ，印 度 和 中 国 的 rfî场 由于英国 棉 纺 织 厂 主 的 委 托  

销 售 .又 已 经 商 品 过 剩 了  _ 1866年 棉 纺 织 业 工 人 的 工 资 开 始 下 降 5% ,1867年  
由 于 类 似 的 过 程 .普 雷 斯 顿 发 生了  2 万 人 的 罢 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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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7年  
1849 年  
lHGfi 年 
V860 年 
L8S5 年 
1866 年

58 842 377 镑  
63 596. 025 镑  

115 .826 94 fi 镑  
135 142 8ïl7H  
.165 862 402 镑  
]88 917 536 镑

根 据 这 些 为 数 不 多 的 材 料 .我 们 已 经 可 以 理 解 为 什 么 英 国 国 民  
户 籍总 署署长 381发 出这 样 一种 胜 利的欢 呼了  ：

_ “人 口 的 增 加 固 然 迅 速 ，但 它 赶 不 h工 业 和 财 富 的 增 长 。 1M>

现 在 让 我 们 再 来 看 看 这 种 工 业 的 直 接 代 表 ，或 这 种 财 富 的 生 产  
者 ，即 工 人 阶 级 。格 莱 斯 顿 先 生 说 ：

“我 国 社 会 状 况 最 令 人 感 到 忧 虑 的 特 点 之 一 就 是 ，国 民 的 消 费 力 在 下 降 .工  
人 阶 级 的 困 苦 和 贫 穷 在 加 剧 •而 与 此 同 时 •上 层 阶 级 的 财 富 不 断 积 累 .资 本 不 断  
增 长 。 ” m s)

这 位 假 献 殷 勤 的 大 臣 1843年 2 月 1 3 日在下院是这 样 说 的。过  
了 2 0年 ，在 1863年 4 月 1 6 日，他 在 预 算 演 说 中 又 说 ：

“从 1842年 到 18.52年 ，国 内 应 纳 税 的 收 人 增 加 了 6%…… 在 从 1853年 
到 1861年 的 8 年 内 ，如 以 1853年 的 收 人 为 基 础 ，这 种 收 人 则 增 加 了  2 0 % !事 

实 令 人 惊 奇 得 儿 乎 到 了 难 以 置 信 的 程 度 … … 财 富 和 实 力 这 种 令 人 陶 醉 的 增  
长 ……完 全 限 于 有 产 阶 级 …… 这 种 增 长 对 工 人 居 民 也 一 定 有 间 接 的 好 处 ，因 
为 它 会 降 低 日 用 消 费 品 的 价 格 富 人 更 富 了 ，但 穷 人 也 不 那 么 穷 了 》不 过 我 不  
敢 断 定 穷 的 极 端 程 度 已 经 缩 小 . 1315)382

U 3 4 ) 《人 11调 查 )>18妇 年 伦 敦 版 第 3 卷 第 11页 ,，
( 1 3 5 ) [ 格 莱 斯 顿 ]843年 2 月 1 3 日 在 下 院 的 演 说 。 （1 8 « 年 2 月 W 日 

«泰 晤 士 报 2 月 13.日《汉 萨 德 》 )]
H3 6 ) 格 莱 斯 顿 18fi3年 4 月 .16 0 在 下 院 的 演 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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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段 演 说 的 结 尾 多 么 精 彩 ！如 果 说 工 人 阶 级 仍 然 “穷 ” ，只是随  
着 他 们 给 有 产 阶 级 创 造 的 “ 财 富 和 实 力 的 令 人 陶 醉 的 增 长 ” 而变 得 
“不那么 穷 ”了 ，那 也 就 是 说 ，工 人 阶 级 相 对 地 还 是 像 原 来 一 样 穷 。如 
果说 穷 的 极 端程度没 有缩 小，那 么 ，穷 的极 端程度随 着富的极 端程度 
的增大已经 增大了。至 于 说 到 生 活 资 料 价 格 的 降 低 ，那 么 官 方 的 统  
计 材 料 ，例 如 伦 敦 孤 儿 院 的 材 料 却 表 明 .1860- 18(52年 3 年间 的 生  
活 资 料 价 格 平 均 比 1851 1853年 3 年 间 上 涨 了  20? ^ 在随 后的
1863 - 1865年 3 年 中 •肉 、黄 油 、牛 奶 、糖 、盐 、煤 以 及 其 他 许 多 必 要  
的生活资 料的价格又继 续 上涨 了。(|37)格 莱 斯 顿 先 生 在 〖864年 4 月 
7 日所做的演说 ，是 一 首 真 正 的 、平 达 式 的 赞 歌 。他在 这 个 演 说 中 歌  
颂 了 赚 钱 事 业 、它 的 进 步 和 因 “贫 穷 ”而 减 色 的 国 民 幸 福 ，谈 到 了 “ 处  
于需要救济 的赤贫 边 缘 ”的 群 众 ，谈 到 了 “工 资 没 有 提 高 的 ”行 业 ，最 
后 ，他用下面这 样 的 话 概 括 了 工 人 阶 级 的 幸 福 ：

“人 的 生 活 卜 有 八 九 都 纯 粹 是 为 生 存 而 挣 扎 。 137 138

( 1 3 7 )  见 蓝 皮 书 中 的 官 方 材 料 :散 见 《联 含 王 国 的 各 种 统 汁 材 料 . （第'六部 
分 )》1866年 伦 敦 版 第 260、273 页 。 不 用 研 究 孤 儿 院 等 的 统 计 材 料 ，只 要 看 一 看  
有 关 皂 家 儿 女 婚 嫁 费 用 的 政 府 公 告 就 "I以了  „ 这 些 公 告 从 朱 忘 记 提 到 生 活 资  
料 昂 贵 的 情 形 》

( 1 3 8 )  格 莱 斯 顿 1864年 4 月 7 H在 下 院 的 演 说 。英 国 的 一 位 平 庸 的 著 作  
家 用 布 瓦 洛 的 下 面 的 文 句 • 来 说 明 1洲 3 年 和 18M年 格 莱 斯 顿 先 生 的 预 算 演 说  
中 出 现 的 显 著 的 矛 衝 :

“人 皆 如 此 ：鞟 四 朝 三 •
山 白 变 黑 . 反 复 无 常 .
打 如 时 装 ，时 时 变 换 .
惹 人 讨 厌 . 自 己 心 烦 / ’383 
(《兑 换 理 论 》WM年 伦 敦 版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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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像 这 位 大 匝 那 样 受 宫 方 考 虑 的 约 束 的 福 塞 特 教 授 则 直 截 r 当  
地 说 ：

••我 并 不 ® 认 *工 资 随 着 资 丰 的 这 种 增 加 〈最 近 20年 〉而 冇 所 提 高 ，但 是 ，由 
T 许 多 卞 活 必 需 品 日 益 昂 贵 〈他 认 为 这 是 由 于 贵 金 属 贬 值 造 成 的  >.这 种 表 而 上  
的 利 益 人 部 分 都 丧 失 了 …… 富 人 迅 速 地 变 得 觅 富 了 ，而 1: 人 阶 级 的 摇 利 却 没  
灯 什 么 可 以 觉 察 得 出 來 的 改 善 …… 劳 动 荇 几 乎 成 了 小 店 主 的 奴 隶 .他 们 都 是  
小 店 主 的 债 务 人 。

渎 者已经 知道, 不列颠 工人阶 级 最近二三丨 •年 是在怎 样 的条 件 r  

为 有 产 阶 级 创 造 r 前面提到的“ 财 富 和 实 力 的 令 人 陶 醉 的 增 长 '本  
书 论 述工作口和机器的那几 篇充分地谈 到了这 方面的情况 。不过 我 
们 那时 考察的，主要是在工厂 中执 行职 能的劳 动 者。为 了深人地说 明 
资 本主义 积 累的规 律 . 还 必须 对 他的私人生活.他的营 养 和居住的状 况  
略加考察。由于本 15篇幅所限，我们 在这 里考察的主要是工业 劳 动 者和 
农 业 劳 动 者 中 报 酬 微 薄 的 部 分 ，因为 他们 是工人阶 级 的大多数 。 (Hn)

在这 以 前 . 我 还 要 简 单 谈 -谈 官方认 为 需要救 济 的 贫 民 ,也 就 是  
工人阶 级 中丧 失丫 出卖 劳 动 力这 个 生存条 件而靠 社会 施舍度日的那 
部 分 人 。在 英 格 兰 139 140 (141)，官 方 认 为 需 要 救 济 的 贫 民 的 人 数 1855年是 
851 369人 ，1856年 是 877 767人 ，1865年 是 971 433人 。 由于棉荒，

( 1 3 9 )  亨 • 福 塞 特 《;英国 丨 :人 的 经 济 状 况 》1865年 伦 敦 版 第 67、8 2 豇 。 至 
于 说 劳 动 者 越 来 越 依 赖 于 小 店 主 .这 是 劳 动 者 就 业 方 面 越 来 越 多 的 变 动 和 中 断  
迫 使 他 们 赊 购 的 结 果 。

( 1 4 0 )  我 期 望 弗 • 恩 格 斯 很 快 就 会 着 手 研 究 1844年 以 来 的 这 一 时 期 的 情  
况 . 以 此 对 他 的 著 作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作 出 增 补 .或 者 单 独 以 第 二 卷 的 形 式  
把 最 近 这 一 时 期 的 情 况 示 于 世 人 „

( 141 ) 英 格 兰 总 是 包 括 威 尔 士 ；大 不 列 颠 包 括 英 格 兰 、威 尔 士 和 苏 格 兰 ； 
联 合 王 同 包 括 以 上 三 个 地 方 和 爱 尔 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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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 和 1864年 这 种 贫 民 的 人 数 分 别 增 加 到 1 079 3 8 2 人和  
I 014 978人 。 18(56年 的 危 机 使 伦 敦 遭 到 了 最 沉 重 的 打 击 ，在这 个  
居 民 比 苏 格兰 王国 还 要多的世界市场 中心，这 种 贫 民 的 人 数 1866年 
比 1:865年增加了  19. 5%，比 1864年增加了  24. 4% ，而 在 1867年的 
头 几 个 月 比 1866年 增 加 得 还 多 。在 分 析 需 要 救 济 的 贫 民 的 统 计 数  
字 时 必 须 指 出 两 个 主 要 方 面 。 一 方 面 ，这 种 贫 困 人 数 的 增 减 运 动 反  
映着工业 周期各阶 段的变 换 。另 一 方 面 . 随 着 资 本的积 累 .阶 级 斗 争  
H 益 发 展 ，从 而 劳 动 者 的 觉 悟 U 益 提 高 ，关 于需要救济 的贫 民实 际 人 
数 的 官 方 统 计 也 就 越 来 越 带 有 欺 骗 性 。例 如 .最 近 几 年 来 英 国 报 刊  
(《泰晤士报 》、《派尔 - 產尔 新 闻 》等)大声 叫嚷 的虐待贫 民习 艺 所的穷  
人 的 现 象 .楚 早 就 存 在 的 。弗 • 恩 格 斯 在 1財4 年就叙 述过 完全相同 
的惨 状 和“追 求 轰 动 效应 的作品 ”中 完 全 相 同 的 喧 闹 一 时 的 呼 叫 。384 
不 过 ，最 近 】〇年 伦 敦 饿 死 的 人 数 惊 人 地 增 加 了 ，这 清 楚 地 、“ 明白无 
误 ”地 证 明 劳 动 者是更加憎恶 贫 民4 艺 所 这 种 贫 民 惩 治 所 的 奴 役 了 。

( b ) 报 酬 微 薄 的 产 业 阶 层

现 在 我 们 来 考 察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中 报 酬 微 薄 的 阶 层 。 1862年棉 
荒 时 期 ，枢 密 院 149委 派 斯 密 斯 医 生 调 杳 了 处 于绝 望境地的工人的营  
养 状 况 。根 据 过 去 多 年 的 观 察 ，斯 密 斯 曾 得 出 过 这 样 的 结 论 ：

"为 广 避 免 饥 饿 病 ，每 个 中 常 妇 女 一 天 的 背 养 ，最 低 限 度 必 须 包 含 3 MCI格 
令 碳 素 ，丨80格 令 氮 索 .每 个 中 常 男 子 一 天 的 营 养 ，最 低 限 度 必 须 包 含 1 300格 
令 碳 素 ,200格 令 氮 素 ，这 就 是 说 .一 个 妇 女 需 要 的 养 料 大 致 等 于 2磅 上 等 小 麦  

面 包 所 含 的 养 料 •男 子 ®要 的 还 要 多 j . 成 年 男 女 平 均 每 周 最 低 限 度 需 要  
雄 .邮 《格 令 硪 素 和 .1 3'30_’格 令 氮 .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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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计 算在实 际 生活中惊 人地得到了证 实 :他的计 算同棉纺 织 工 
人消费 的营 养 量因棉荒而被压 低到的可怜水平是相一致的。 1862年 
12月 •棉纺 织 工人每周得到的碳 素是29 211格 令 ，氮 素 是 1 295格 令 。

1863年 ，枢 密 院 下 令 调 査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中 营 养 最 差 的 那 部 分 人  
的 状 况 。枢 密 院 医 官 西 蒙 Kz丨i 选 派了上述那位斯密斯医 生协 助他做 
这 项 工 作 。他 的 调 查 范 围 一 方 面 包 括 农 业 劳 动 者 ，另 一方面包括丝  
织 工 人 . 女 缝 工 、皮 手 套 工 人 、织 袜 工 人 、织 手 套 工 人 和 制 鞋 工 人 《后 
一 方 面 的 各 类 工 人 ，除 织 袜 工 人 外 . 全 是 城 市 工 人 。按 照 调 查 的 惯  
例 ，"'选 择 的 对 象 是 每 一 类 工人中最健康的和境况 比较 好的家庭。

调 查 得 出 的 总 的 结 论 是 ：

“各 类 城 市 工 人 中 ，只 有 一 类 工 人 消 费 的 氮 素 略 微 超 过 那 个 免 于 患 饥 饿 病 的 绝  

对 最 低 fi:有 两 类 丁 人 氮 素 和 碳 素 营 养 都 不 足 ,而 其 中 一 类 相 差 很 多 ;调 杳 过 的 农  
业 家 庭 中 ，有 + 以 上 得 到 的 碳 素 啻 养 少 于 必 耍 a . ï ï j 以 上 得 到 的 氮 素 营 养 少 于  
必 要 量 ;存三+ 郡 (伯 克 郡 .牛 渖 郡 、萨 默 塞 恃 郡 )缺 乏 i 低 限 度 的 氮 素 营 养 。”(|12>

在 农 业 劳 动 者 中 .联 合 王 国 最 富 庶 的 地 区 英 格 兰 的 劳 动 者 营 养  
最 差 。 u m  385农 村 工 人 中 缺 乏 营 养 的 主 要 又 是 妇 女 和 儿 童 ，因为 “ 男 

人 要 去 干 活 ，总 得 吃 饭 ”。在 调 查 过 的 各 类 城 市 劳 动 者 中 ，营 养 缺乏 
的 程 度 更 为 严 重 。“他们 的饮 食非常坏 .以致必然发 生许 多严 重的有 
害 健 康 的 不 足 现 象 。”W4)这 一 切 都 是 资 本 家 的 禁 欲 ！

事 实 上 ，资 本 家 禁 欲 到 了不给 他的奴隶 勉强糊口的地步！
我们 从 下 表 可 以把上述各类 城市劳 动 者的营 养 状 况 同棉纺 织 工 * 143 144

( U 2 ) 《公 共 E 生 。 第 6 号 报 告 „ _1863年 》1864年 伦 敦 版 第 13 页 。
( 1 4 3 )  同 上 .第 17 页 。
( 1 4 4 )  同 上 ，第 1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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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最贫 困吋 期的背养 状 况 ，以及同斯密斯医 生假定的最低营 养 量进  
行对 比。削

男 女  两  性 每 周 平 均 的 每 周 平 均 的
碳 素 t (格 令 ） 氮 素 s (格 令 ）

五 种 城 市 生 产 部 门 28 876 • 1 192
兰 开 夏 郡 失 业 的 工 厂 工 人 29 211 i 295
兰 开 « 郡 工 人 应 得 的 最 低 限 揸  
(按 男 女 人 数 相 等 计 算 ） 28 600 1 330

各类 工ik 劳 动 者中，有半数 完全得不到啤 酒，有i ，28%完全得不 
到牛奶 。家庭屮 平均每周消费 的流质 食物量，最低k 是女缝 工的家 
庭，只有7 盎 司，最高的是织 袜 工人的家庭，有 24 j 盎 司。完全得不到牛 
奶 的人当 中，大部分是伦 敦的女缝 工„ 每周消费 的面包量，最低的是 
女缝 工，只 有 磅 ，最高的是制鞋工人. 存 11+磅，每个 成年人每周 
消费 的平均总 埴是9. 9 磅„ 糖(糖娘等等)每周的消费 量，最低的是皮 
手套工人，只有4 盎 司，最高的是织 袜 工人. 有 11盎 司;所有各类 中每 
个 成年人平均每周消费 的总 量不超过 8 盎 n]。每个 成年人平均每周的 
奶 油(脂肪等等)消费 总 量是5 盎 司。每个 成年人平均每周的肉类 '(腊  
肉等等)消费 M ，最低是丝 织 工人，只有 7 j 盎 司. 最高是皮手套工人， 
有丨 S + 盎 W];各类 工人每人消费 的平均总 量是13. 6 盎 司。每个 成年人每 
周的饮 食费 大致平均如下:丝 织 工人2 先令 2 + 便士，女缝 工2 先令 7 
便七，皮丁-套X 人 2 宄 令9 + 便士.制鞋工人2 ^ 令 7 j 便士，织 袜 工人 
2 先令4 便 1:。麦 克尔 斯菲尔 德丝 织 工人的饮 食费 平均每周不超过 1 
先令8 + 他十. 营 养 最差的是女缝 工、丝 织 工人和皮手套工人。

同 I:.附录 第23?页 。
(1 4 (5 )同上，第 23.2、2:i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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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蒙 医 生 在 他 的 总 报 告 中 说 ：

•‘ ii丨 于缺乏背养 而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事例可以说 垦 举 不胜 举 的.仃  
何 - 个 熟悉贫 民K 疗 情况 .或荇熟悉医 院的住院或门 诊 病人的人都4 以证 实 这  
一点…… 但是, 从 卫 生的观 点t , 这 里还 要加上另 一个 非常重要的情况 …… 
应 该 i己住. 缺乏饮 食是极 难 忍受的，而饮 食的严 重缺之通常总 是跟 随 在其他方 
面的不足发 生之后。远 在缺乏营 养 成为 J 丨 生问 题 以前，远 在生理学 家想到i I■箅  
决 定牛死的氣素和碳 素的剂 量以前，家庭生活中早已谈 + 上仟何物质 享受了。 
衣服和燃料比食物还 缺。没 有足够 的抗寒能力;居住面积 狭 小到了引起疾病或 
者加重疾病的程度;家具器皿几 f •一无所宥;某至保持整洁 也成r 过 于破费 和 
难 千办 到的事。如果出于ö 尊心想保持整洁 ，那么 任何这 样 的尝 试 都会 加重饥  
饿 。住的地方是在房屋最便宜的地区 ；是在卫 牛警察的T:作收效最少,排水沟  
最坏 ，交通最差，环 境最脏 ，水的供给 最不充分最不清 洁 的地K .如果是在城市 
的话 ,空气 和阳 光也最缺乏。当 穷 到连 饮 食都感到缺乏时 .也就必然要逍到这  
* 灾 祸 . 这 《灾 祸 加在一起对 生命固然是可怕 的威胁 ，ffl仅 仅 缺乏饮 食本身就 
已经 够 骇 人的了…… 这 使人产 生痛苦的思考，特別是. 如果想到这 电 所说 的 
贫 困不是由于游乎好闲 而应 得的贫 困。这 是勤劳 的人的贫 困》是的.说 到城市 
工人，他们 为 f 换 取少量的食物，竞 多半要使劳 动 延K到超出一切界限。然而. 
只有作极 大的保留.才能说 这 种 劳 动 nr以使工人维 持生活…… 在大多数 场  
合，这 不过 是一条 或K或短的通向需耍 救济 的赤贫 的迂冋 逍路而已”(M7)

人们 只有认 识 了经 济 规 律，才能理解最勤劳 的社会 阶 层 的饥 饿 痛 
苦和资 本主义 积 累及其必然结 果.即 富人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  
之间 的内 在联 系。居_ 状 况 却不是这 样 。在 这 方 面 ，任何一个 公正的 
观 察者都能看到，生 产 资 料 越 是 大 量 集 中 ，劳 动 者也就越要聚集在一 
个 狭 窄的空间 ，因此，资 本主义 的积 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 况 就越悲 
惨 „ 实 际 上 ，很 明 显 ，城 市 的 改 良 和 美 化 - 这 是 财 富 增 长 的 结  
果—— 例 如 ，拆 除建筑低 劣 地 区 的 房 屋 . 建造供银 行和货 栈 等等用的

( U 7 > 《公共卫 生。‘第 6 号 报 告。1863年》1864年伦 敦版第[14、]15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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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楼 大厦，为 交易往来 和豪华 马 车 而加宽 街道，修 建 市 内 的 铁 路 等 等 , 

总 是要把贫 民赶 到越来 越肪脏 和有害健康的角落里去。另 一 方 面 ，每 
个 人都知道，房 屋 的 昂 贵 和 房 屋 的 质 量 成 反 比 . 房屋投机分子开 采贫  
困这 个 矿 山比当 年开 采波托西矿 山386赚 钱 多 ，花 钱 少 。在 这 里 ，资 本 
主义 积 累的对 抗性质 ，从 而由资 本主义 积 累产 生的财 产 关 系的对 抗性 
质 表 现 得 如 此 明 显 .就 连 英 国 官 方 关 于 这 个 问 题 的 报 告 也 都 充 满  
了激烈的对 “财 产 和财 产 权 ”的异 端攻击 „ 随 着 工 业 的 发 展 、资 本的积  
累、城市的扩 展和美化，灾 祸 越来 越严 重 . 以 致 在 1847年 到 1864年 间 ， 
仅 仅 由丁•害怕 那些对 上流人士即 有身份 的人也决 不留情的传 染病，议  
会 就制定了不下十项 卫 生瞥察法令 . 在 某 些 城 市 ，如 利 物 浦 、格拉斯哥 
等 地 ，吓 破了胆 的资 产 阶 级 还 强制市政当 局来 实 行公共卫 生措施。不 
过 .西 蒙 医 生 在 他 的 1865年 的报 告中仍然大声 疾呼 :“一 般 说 来 ，这 种  
恶 劣的状 况 在英国 还 没 有控制住。”根 据 枢 密 院 149的 命 令 ，1864年对  
农 村劳 动 者的居住条 件进 行了调 查 ，1865年又对 城市中贫 穷 的阶 级 的 
居住条 件进 行了调 查 。人 们 在 关 于 公 共 ß 生 的 第 7 号 ( ]8 H 年 )和 第 8 
号 (1866年 )报 告 中 ，可 以 看 到 朱 利 安 • 汉 特 医 生 完 成 的 这 一 出 色 工  
作 。关 于农 村劳 动 者的情况 ，我丨 n 以后再来 研 究。在介绍 城市工人的 
情况 之前，我先引用西蒙M生总 的评 语 。他 说 ：

“ 虽 然 我 的 公 务 上 的 观 点 仅 限 F 身 体 方 酣 ，然 rtt丨 最普通的人道不容许 我忽 
视 这 种 灾 祸 的 另 外 一 面 。作 灾 祸 达 到 一 定 程 度 时 ，几 乎 必 然 会 使 人 们 不 顾 任 何  
体 面 . 造 成 _ 龊 的 男 女 混 杂 ，像 野 矜 而 不 像 人 的 身 体 的 裸 露 。受 这 种 影 响 会 使

(U 8) “ 任 何 怡 况 都 不 像 工 人 阶 级 的 居 住 条 件 这 样 露 骨 这 样 无 耻 地 使 人  
权 成 为 产 权 的 牺 牲 品 。 每 个 大 城 市 都 足 •使 人 成 为 柄 牲 品 的 ■•个 场 所 ，一 个 祭  
Ja-,每 年 耍 靖 杀 成 T•上 万 的 人 来 祭 祀 贪 婪 的 噑 洛 赫 。’’( 赛 • ：':格《国 家 的 贫 困 》 
184.4年 伦 镀 厳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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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堕 落 .n彳 间 越久 • ® 落 越 深 „ 对 于 在 这 样 可 诅 咒 的 环 境 下 养 育 的 儿 童 来 说 . 这  
是 一 种 寡 廉 鲜 耻 的 洗 礼 。 如 果 想 让 处 在 这 种 境 况 下 的 人 们 在 其 他 方 面 努 力 向  
t . iß求 以 身 心 纯 洁 为 本 质 的 高 度 文 明 .那 是 绝 对 无 望 的 》”（

就 住 宅 过 分 拥 挤 和 绝 对 不 适 于 人 居 住 而 言 ，伦 敦 首 屈 一 指 。汉  
特 医 生 说 ：

“有 两 点 是 肯 定 无 疑 的 ：第 一 ，在 伦 敦 . 大 约 有 2 0 个 大 的 贫 民 区 ，每 个 区 住  

1 万 人 左 右 , 这 些 人 的 悲 惨 处 境 超 过 了 到 目 前 为 止 在 英 国 所 能 见 到 的 一 切 惨  
象 ,而 这 种 处 境 几 乎 完 全 是 由 住 宅 设 备 恶 劣 造 成 的 ；第 二 ，在 这 些 贫 民 区 ，住 房  
过 矛 拥 挤 和 破 烂 的 情 形 ，比 2 0 年 前 糟 糕 得 多 。 ” “ 即 使 把 伦 敦 和 纽 卡 斯 尔  

的 许 多 地 区 的 活 说 成 是 地 狱 生 活 ，也 不 算 过 分 151 >

在 伦 敦 ，随 着旧 区 的“改良”和 拆 除 ，随 着这 个 大都会 中工厂 增多 
和 人 口 流 入 ，随 着 房 租 同 城 市 地 租 -道 上 涨 ，就连 工人阶 级 中处 境较  
好 的 那 部 分 人 以 及 小 店 主 和 中 等 阶 级 其 他 下 层 分 子 ，也越来 越受到 
这 种 恶 劣 的 居 住 环 境 的 致 命 影 响 了 。

“房 租 过 高 ，只 有 很 少 数 的 工 人 才 付 得 起 一 间 房 子 以 上 的 租 金 。 ”149 150 * (152)

在 伦 敦 ，几 乎 没 有 一 所 房 产 不 寄 生 着 无 数 的 “中 间 人 '  伦 敦的 
地 价 总 是 大 大 高 于 土 地 的 年 收 人 ，因为 每个 买 地的人都抱着投机的

(1 4 9 )  《公-共 卫 生 。第 8 号 报 告 》 ]8&6年 伦 敦 版 第 14页 注 。
( 1 5 0 )  同 上 ，第 891页 。关 于 生 活 在 这 些 贫 民 区 里 的 儿 童 ，汉 特 医 牛 .说 :“我 

们 不 知 道 ，在 这 种 贫 民 密 集 成 堆 的 时 期 以 前 ，孩 子 们 是 怎 样 被 教 养 成 人 的 。 现  
在 ，孩 子 们 同 各 种 年 龄 的 人 混 到 深 更 半 夜 ，酗 酒 ，揋 亵 . 吵 架 ，他 们 就 是 这 样 在 我  
国 史 无 前 例 的 环 境 下 受 着 危 险 阶 级 的 教 育 (他 们 以 后 将 按 照 这 种 教 f f行 事 ）;要  
是 有 谁 敢 预 断 这 样 的 孩 子 将 来 会 有 怎 样 的 品 行 ，那他就是个 大丨 111的 预 言 家 。 ” 
( 同 上 ，第 5 6 页 ）

( 1 5 . 1 ) 同 上 ，第  6 2 ^ a

(15.2:)《圣 马 丁 的 医 官 的 报 告 。. 1865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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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指望迟 早 会 按 审 定 价 格 （即 征 用 时 由 陪 审 员 确 定 的 价 格 ）再把 
买 到 的 地 抛 售 出 去 ，或 者 会 由 于 靠 近 某 个 大 企 业 而 能 获 取 异 常 高 的  
价钱 。结 果 是 ，买 卖 快到期的租约 成了一项 经 常的交易。

“对 于 从 事 这 种 营 业 的 绅 士 们 所 能 期 待 的 .就 是 尽 量 从 房 客 身 上 榨 取 一 切  
可 能 榨 取 的 东 西 ，而 把 糟 到 不 能 再 糟 的 房 子 留 给 他 们 的 后 继 者 。 153)

房 租 是 按 周 支 付 的 ，所 以 这 些 先 生 们 不 会 冒 任 何 风 险 。 由于市 
内 修 建铁 路，

"不 久 前 的 一 个 星 期 六 的 晚 上 .我 们 看 到 伦 敦 东 头 有 许 多 突 然 从 自 己 的 旧 住 所  
里 被 赶 出 來 的 家 庭 ，背 着 他 们 的 全 部 家 当 到 处 徘 徊 ，可 是 除 了 投 奔 贫 民 习 艺 所 . 
找 不 到 任 何 栖 l î 之 处

贫 民 习 艺 所 已 经 有 人 满 之 患 ，而 议 会 批 准 的 “改 良 ” 措 施 不 过 刚
刚 开 始 执 行 。

因 拆 毁旧 房而被赶 了出来 的工人，并 不 离 开 自 己 的 教 区 ，或者最 
远 也 只 是 搬 到紧 靠 原来 教 区 的地方。

“他 们 N然 想 要 尽 》 住 在 自 己 劳 动 场 所 的 附 近 ,，结 果 原 来 住 两 间 房 的 人  
家 •现 在 也 不 得 + 住 一 间 。 即 使 出 的 房 租 比 原 来 的 高 ，新 的 住 所 却 比 他 们 被 ^  
出 来 的 那 些 糟 糕 的 房 子 还 要 糟 糕 。住 在 滨 河 路 的 工 人 .有 半 数 要 走 两 英 里 路 才  
能 到 达 劳 动 场 所 / ’

滨 河 路 的 主 要 街 道 虽 然 使 外 国 人 为 伦 敦 的 富 庶 而 惊 叹 .但 是 这  
条 路 本 身 可 以 作 为 伦 敦 人 n 拥 挤 的 例 子 。据 保 健 医 官 计 算 ,在 滨 河  
路 的 j 个 教 区 里 ，每 英 亩 面 积 就 住 冇 581人 ，而且还 把泰晤士河的一 
半 水 tW算 了 进 去 。很 明 显 ，每一项 警 察 措 施 .都 由 于 拆 毁 不 适 用 的 房

( 《公 共 卫 生 。 第 8 兮 报 告 》K%6年 伦 敦 版 第 9 1 页 。 
( 1 M ) 同 上 ，第 8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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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而 把 工 人 从 某 个 街 区 赶 出 去 ，其 唯 一 的 结 果 就 是 使 他 们 更 加 密 集  
地 拥 挤 在 另 一 个 街 区 ，在 伦 敦 历 来 就 是 这 样 。汉 特 医 生 说 ：

“或 者 是 必 须 结 束 这 一 幣 套 荒 谬 的 做 法 ;或 者 是 必 须 唤 起 公 众 的 同 情 < !〉 • 
让 公 众 关 心 现 在 可 以 毫 不 夸 大 地 称 为 国 民 义 务 的 事 情 ，这 就 是 为 那 些 不 能 出 资  
自 建 房 屋 .但 能 足 期 交 纳 房 租 以 报 偿 出 租 # 的 人 提 供 住 房 。 ” <

让 我 们 来 赞 美 资 本 主 义 的 公 正 吧 ！ 土 地 所 有 者 、房 主 、实 、Ik家 . 

在 他 们 的 财 产 由 于 进 行 改 良 ，如 修 铁 路 、修 新 街 道 等 等 而 被 征 用 时 . 

f 仅 可 以 得 到 充 分 的 赔 偿 ，而 且 按 照 法 律 和 公 道 ，他们 还 要得到一大 
笔 赏 钱 ，作为 对 他们 的“禁欲” , 迫不得已的“节 制 ”的 安 慰 。而劳 动 者 
及 其 妻 子 儿 女 连 同 全 部 家 当 却 被 抛 到 大 街 上 来 ，如 果 他 们 过 于 大 M 
地 拥 到 那 些 市 政 当 局 要 维 持 市 容 的 市 区 ，警察还 要以公共卫 生的名 
义 把 他 们 驱 逐 出 去 。

19世 纪 初 ，在 英 国 除 伦 敦 外 再 没 有 一 个 i o 万 人 a 的 城 市 。 只 
有 五 个 城 市 超 过 5 万 人 。而 现 在 ，超 过 5 万 人 的 城 市 已 有 28 个 。

“这 种 变 化 的 结 果 ，不 仅 是 城 市 人 U 大 量 增 加 .而 且 原 先 人 口 稠 密 的 小 城 山  
现 在 也 变 成 r 中 心 •四 周 建 筑 起 许 多 房 屋 ，简 直 没 有 地 方 进 得 了 新 鲜 空 气 . 这  
里 已 不 再 合 富 人 的 心 意 了  . 于 是 他 们 搬 到 爽 心 悦 目 的 郊 外 去 。 继 这 些 富 人 之 后  
而 來 的 住 户 ，住 进 这 些 较 大 的 房 子 里 . 每 家 一 间 . 往 往 还 要 再 收 房 客 《 这 样 一  
来 ，居 民 就 都 被 塞 到 不 是 专 为 他 们 盖 的 、完 全 不 适 合 他 们 住 的 房 ？里 ，周 围 的 影  
响 会 使 成 年 人 堕 落 ,使 儿 童 毁 灭 。

随 着 工 业 城 市 或 商 业 城 市 中 资 本 积 累 的 加 速 .随 着 可 供 剥 削 的  
人身材料流人这 些城市 , 为 劳 动 者 安排的临 时 住所也就越坏 。因 此 .

( 1 5 5 ) 同 上 ，第 [88J89 页 。 
U 5 6 V 同 上 ，第 5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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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产 规 模 不 断 扩 大 的 煤 和 采 石 矿 区 的 中 心 泰 恩 河 畔 纽 卡 斯 尔 ，是一 
座 仅 次 于 伦 敦 而 居 第 二 位 的 住 宅 地 狱 》那 里 住 小 单 间 房 屋 的 不 下  
34 000人 。在 纽 卡 斯 尔 和 盖 茨 黑 德 ，不 久 前 警 察 局 以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为 理 由 下 令拆 毁了大量的房屋。新 房 子 盖 得 很 慢 ，但 是 营 业 却 发 展  
得 很 快 。因 此 ，1865年 ，城 市 比 过 去 任 何 时 候 都 更 加 拥 挤 不 堪 ，简 直 
难 得 有一间 招租的小单 间 。纽 卡 斯 尔 热 病 医 院 的 恩 布 尔 顿 医 生 说 ：

“毫 无 铋 问 ，伤 寒 病 持 续 和 鐘 延 的 原 因 .是 人 们 住 得 过 于 拥 挤 和 住 房 肮 脏 不  
堪 „ T.人 常 住 的 庑 子 都 在 偏 街 陋 巷 和 M外 面 隔 绝 的 大 院 里 。 从 光 线 、空 气 、空 
间 、清 洁 各 方 面 来 说 ，W也 没 冇 比 这 E 不 完 善 和 更 不 卫 生 了 。这 是 任 何 一 个 文  
明 N 家 的 耻 辱 。 男 人 、妇 女 、儿 截 夜 晚 混 睡 在 一 起 。 男 人 们 上 日 班 和 上 夜 班 的  
你 來 我 往 . 川 流 不 息 ，以 致 床 铺 难 得 冇 变 冷 的 时 候 。这 些 住 房 供 水 不 良 ，几 萨 完  
全 没 有 蚵 所 , 不 通 风 •臭 气 熏 大 ，瘟 疫 蔓 延 。 ”( 〗57)

这 样 简 陋的房屋，每周机金也从 § 便士涨 到了 3 先令。汉 特医 生说 :

“泰 恩 河 畔 纽 卡 斯 尔 是 一 个 例 子 . 说 明 我 们 H胞 屮 最 优 秀 的 一 部 分 ，出 于 房  
M和 街 道 这 些 纯 粹 的 外 部 环 境 的 影 响 .往 往 沉 沦 到 接 近 野 蛮 的 退 化 状 态 。”(158)

由 于 资 本和劳 动 的流动 ，-个 工 业 城 市 的 居 住 状 况 今 天 还 勉 强  
过 得 去 ，明 天 就 会 变 得 恶 劣 不 堪 。如 果 市 政 官 员 终 于 可 能 振 作 起 来  
去 消 除 最 恶 劣 的 弊 端 ，那 么 ，衣衫褴 褛 的爱 尔 兰 人或者破落的英格兰  
农 业 劳 动 者立即 就会 像蝗虫 一样 成群地拥 来 。人们 把他们 塞到地下 
室 和 仓 库 里 .或 者 把 过 去 还 像 样 的 劳 动 者 住 房 变 成 一 种 临 时 营 房 ，里 
而住的人不断 地更换 。布拉德福德就 是 一 个 例 子 。那里的市政当 局 
的 凡 大 俗 子 们 正 在 从 事 城 市 改 革 。此 外 ，〗861年 那 里 还 有 1 751栋

<157i■ 同  h ，索  149页 „ 
同 上 ，第 5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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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 有 住 人 的 房 子 。但 是 营 业 突 然 兴 旺 起 来 了 ，关 于这 种 情况 .温 和的 
自由主义 者、黑人之友福斯特先屮 最近曾经 文雅地谈 到过 :随 着营 业  
的 兴 旺 ，那 里 自 然 也 就 被 不 断 起 伏 的 “后 备 军 ”或 相 对 过 剩 人 UI的浪 
潮 所 淹 没 》汉 特 医 生 从 一 家 保 险 公 Hl代 办 所 得 到 •张 表 格 nf>9>, 表

( 1 5 9 ) 布 拉 德 福 德 一 家 丄 人 保 险 公 的 代 办 所 的 一 张 农 格 :
火 神 街 ]2 2 号 ..............…… ...........1 间 房 Ifi人
拉 姆 利 街 13号 ....................... ...........  1 间 房 11人
鲍 威 尔 街 4 1 号 ....................... ...........1 间 房 11人
波 特 兰 街 112号 ................... ...........1 间 房 10人
哈 迪 街 17 号 ........................... ...........1 间 房 1()人
北 街 18 号 ............................... ...........1 间 房 16人
北 街 17 号 …------- ----------- •… 1 间 房 13人
怀 默 街 19 号 ........................... ...........I 间 房 8 个 成年人
乔 伊 特 街 56 号 ....................... ...........1 间 房 12人
乔 治 街 150号 ....................... ...........1 间 房 3 家
赖 夫 尔 广 场 玛 丽 门 11号 ……...........1 间 房 11人
马 歇 尔 街 28号 ....................... ...........1 间 房 10人
马 歇 尔 街 4 9 号 ....................... ...........3 间 房 3 家
乔 治 街 128号 ....................... ...........I 间 房 18人
乔 治 街 130号 ....................... ........... 1 间 房 1 6 人
爱 德 华 街 4 号 ....................... ...........1 间 房 17人
约 克 街 3 4 号 ........................... ..............1 间 房 2 家
咸 饼 街 ••…r ........................... ...........2 间 房 26人

地 下 室

瑞 琴 特 广 场 ........................... …… 1 个 地 下 室 8 人
爱 克 街 ................................... …… 1 个 地 下 室 7 人
罗 伯 茨 街 3 3 号 ....................... 1 个 地 下 室 7 人
普 拉 特 后 街 ( 炼 铜 场 ） ........... … … 】个 地 下 室 7 人
埃 比 尼 泽 街 2 7 号 ................... …… 1 个 地 下 室 6 人
(《公 共 卫 '丨:.„第 8 号 报 告 》1866年 伦 敦 版 第 11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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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记 载 的 这 些 令 人 厌 恶 的 地 下 室 和 小 房 间 ，被迫住在里面的大多还  
都是收人较 好的劳 动 者。这 些 人 都 说 ，如 果 有 较 好 的 房 子 他 们 是 愿  
意 租 赁 的 。 正当 温 和的自由主义 者福斯特先生流着激动 的眼泪 为 自 
由 贸 易 即 听 之 任 之 政 策 的 巨 大 恩 惠 ，为 布拉德福德 的 致 力 于 研 究 精  
梳 毛 纺 业 的 巨 头 们 的 高 额 利 润 祝 福 的 时 候 ，劳 动 者 们 的境遇却每况  
愈 F ，疾 病 + 断 夺 走他们 的生命《

布 拉 德 福 德 的 贫 民 诊 所 医 生 贝 尔 在 他 1865年 9 月 5 日的报 告 
中 说 , 在 他 的 管 区 内 ，热 病患者的惊 人的死亡率是由他们 的居住条 件 
造 成 的 。他 说 ：

" 在 一 个 1 500立 方 英 尺 的 地 "F室 里 住 着 U)个 人 … … 在 文 森 特 街 、格林 
艾 尔 广 场 和 利 斯 • 有 223 栋 房 子 住 着 1 450人 ，可 是 只 有 435 个 床 铺 和 3 6 个 厕  
所 …… 我 所 指 的 床 铺 是 连 一 卷 肮 脏 的 破 布 或 一 小 堆 刨 花 也 都 算 在 内 的 ，每 个  
床 铺 平 均 睡 又 3 人 ，有 鸣 甚 至 睡 4一  6 人 。很 多 人 没 有 床 ，穿 着 衣 服 睡 在 光 秃 秃 的  
地 匕 青 年 男 女 ，已 婚 的 和 未 婚 的 •都 混 睡 在 一 起 。这 些 房 子 大 都 是 些 臭 气 熏 天 、阴  
暗 、潮 湿 的 洞 穴 ，根 本 不 适 合 人 住 . 这 还 用 得 着 说 吗 ？ 这 里 是 引 起 疾 病 和 死 亡 的  
中 心 = 连 那 些 听 任 这 种 毐 疮 在 我 们 中 间 溃 烂 的 境 况 良 好 的 人 也 身 受 其 害 。

按照城市中住房的数 量和住房的可怕 现 状 来 划 分，布里斯托尔 居第
三位》

“这 里 ，在 这 个 欧 洲 Ä 富 的 城 市 之 一 ，赤 贫 现 象 和 住 房 惨 状 也 极 为 严 重 。

( C ) 流 动 人 口 。 矿 工

无 产 阶 级 的 流 民 来 自 农 村 ，但 是 他 们 大 部 分 在 工 业 中 就 业 。他

( m ) > 丨 社 ,第 1 " 页 。 
( 1 6 1 ) 同 上 ，第 「)〇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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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是 资 本 的 轻 步 兵 ，资 本 按 自 己 的 需 要 把 他 们 吋 而 调 到 这 里 ，时 而调  
到 那 里 。当 不 行 军 的 吋 候 ，他 们 就 露 营 。这 支 轻 步 兵 被 ；1丨 在各种 建 
筑 工 程 和 排 水 工 程 、制 砖 、烧 石 灰 、修 铁 路 等 方 面 。这 是 一 支 流 动 的  
传 染 病 纵 队 ，他 们 在 一 路 上 并 在 他 们 扎 营 的 地 方 和 附 近 地 区 散 布 天  
花 、伤 寒 、霍 乱 、猩 红 热 等 疾 病 。(1S2)在 像 铁 路 建 设 等 需 要 大 量 投 资  
的 企 业 中 ，企 业 主 通 常 为 自 己 的 军 队 提 供 一 些 木 棚 之 类 的 住 所 ，这 种  
临 时 性 的 村 落 ，没 有 任 何 卫 生 设 备 ，不 受 地 方 当 局 监 督 ，对 企业 主先 
_ 非 常 有 利 可 图 ，他 把 工 人 既 当 做 产 业 士 兵 又 当 做 房 客 进 行 剥 削 。 
^ 棚 里 各 有 1 个 、2 个 或 3 个 洞 穴 ，住 户 即 掘 土 工 人 、瓦工等等按照 
洞 穴 数 每 周 分 别 付 房 租 1 先 令 、2 先 令 、3 先 令 。 举 一个 例子就够  
了。据 西 蒙 医 生 报 告 ，1864年 9 月塞文欧 克斯教 区 卫 生 治 理 委 员 会  
主 席 向 内 务 大 臣 乔 治 • 格 雷 爵 上 揭 发 了 如 下 事 实 ：

“大 约 一 年 以 前 . 这 个 教 K 根 本 没 听 说 有 天 花 病 。 在 那 以 前 不 久 .从 刘 易 舍  
姆 到 坦 布 里 奇 的 铁 路 工 程 开 始 了 。 此 外 . 主 要 工 程 就 在 这 个 城 市 附 近 进 行 .工  
程 总 部 也 设 在 这 里 。 因 为 有 大 a t的 人 在 这 里 就 业 . 小 屋 住 不 下 所 w 的人•所以 
企 业 主 杰 伊 先 生 就 吩 咐 在 铁 路 沿 线 各 点 建 造 一 些 供 j：人 居 住 的 小 棚 。这 些 小  
棚 既 没 有 通 风 设 备 . 也 没 有 排 水 沟 ，而 i l 必 然 拥 挤 不 堪 . 因 为 每 个 房 客 不 管 ä 己 
家 里 有 多 少 人 ，而 且 尽 管 每 个 小 棚 只 有 两 个 房 间 . 也 必 须 接 纳 别 的 房 客 - 根 据  
我 们 所 收 到 的 医 生 的 报 告 说 ，结 采 是 这 些 可 怜 的 人 夜 里 为 了 躲 避 从 紧 铱 窗 了 -的  
臭 水 里 和 厕 所 里 发 出 的 会 传 播 疾 病 的 恶 臭 ，不 得 不 忍 受 窒 息 的 痛 苦 „ 最 后 .一  
位 有 机 会 参 观 过 这 些 小 棚 的 医 生 向 我 们 委 员 会 提 出 丫 控 诉 《这 位 庹 生 用 极 其  
沉 痛 的 语 调 叙 述 了 这 些 所 谓 住 宅 的 状 况 ，他 担 心 倘 若 不 立 即 采 取 - 些 卫 生 措  
施 ，就 会 产 生 极 其 严 重 的 后 果 。 大 约 一 年 前 .杰 伊 曾 答 应 安 排 一 所 房 子 . 以 便 他  
雇 用 的 人 在 患 传 染 病 时 可 以 立 即 被 隔 离 。今 年 7 W底 .他 再 次 许 下 了 这 个 诺  
言 ，但 是 此 后 尽 管 就 在 他 向 我 描 绘 的 情 况 非 常 可 怕 的 小 棚 壯 发 生 了 几 起 天 花 •

( 1 6 2 ) 《公 共 卫 生 ， 第 7 兮 报 告 》1865年 伦 敦 版 第 18页 。 
0 6 3 ) 同 上 ，第 16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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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仍 然 没 仃 采 取 任 何 步 骤 履 行 自 己 的 诺 言 。 我 还 应 当 向 阁 下 〈大 臣 〉补 充 报 告  
—点 。我 们 教 区 已 有 了 一 座 隔 离 所 ，也 就 是 所 说 的 传 染 病 房 ，用 来 收 容 本 教 区  
传 染 病 患 者 。 几 个 月 来 ，这 个 病 房 总 是 挤 满 病 人 《有 一 家 5 个 孩 子 死 于 天 花 和  
热 病 》今 年 4 月 1 日 至 9 月 1 日，死 于 天 花 的 已 不 下 10人 , 其 中 有 4 个 人 就 是  

死 在 成 为 传 染 病 发 源 地 的 上 述 小 棚 中 。 由 于 遭 难 的 家 属 竭 力 保 守 秘 密 ，患 者 的  
数 目 无 法 确 定 , ，，(164) '

煤矿 以及其他矿 山的工人是属 于不列颠 无产 阶 级 中报 酬最优 厚 
的一类 工人。他 们 花 了 怎 样 的 代 价 才 挣 得 自 己 的 工 资 ，这 一 点 在 前  
面已经 说 过 了。 在 这 里 我 们 只 是 谈 谈 考 察 他 们 的 居 住 情 况 。矿  
山开 采 者 ，不管他是矿 山的 所 有 主 还 是 承 租 人 ,通 常 要 为 自 己 的 工 人  
建 造 一 定 数 量 的 小 屋 。此 外 .工 人 还 无 偿 得 到 一 部 分 煤 ，也 就 是 说 ， 
他 们 的 工资 的一部分是用煤而不是用货 币 来 支付的》靠 这 种 办 法安 
置 不 了 的 人 ，每 年 可 以 领 到 4 镑 作 为 补 偿 。

矿 区 很 快 就 吸 引 来 大 批 的 居 民 ，他 们 是 原 来 的 矿 工 以 及 聚 集 在  
他 们 周 围 的 手 工 业 者 和 小 店 主 等 等 。这 里也像其他一切人口稠密的 
地 方 一 样 .地 租 很 高 。因 此 ，采矿 业 主力图 在井口附近的狹小的萼 筑 
地 段 上 ，盖 起 尽 可 能 多 的 正 好 能 塞 下 他 的 工 人 和 工 人 家 属 的 必 要 数  
量 的 小 屋 。 一 旦 附 近 又 开 凿 新 矿 井 或 者 電 新 开 采 旧 矿 井 ，拥 挤 的 程  
度 3 然 就 会 达 到 极 点 。在 建 造 小 屋 方 而 .唯 一 起 支 配 作 用 的 动 机 就

(1(5.1) N 上 ，第 1S页 注 „ 查 珀 伦 勒 弗 里 斯 联 合 教 区 的 济 贫 所 监 督 向 户 籍  

总 署 署 K381报 告 说 :“在 达 夫 霍 尔 斯 . 在 小 山 似 的 石 灰 渣 堆 上 挖 了 许 多 小 窑 洞 。 
这 些 洞 穴 就 是 掘 土 工 人 和 雇 来 修 筑 铁 路 的 其 他 工 人 的 住 处 。 这 些 洞 穴 狭 窄 、潮 
湿 . 没 有 排 水 沟 . 也 没 有 厕 所 。 除 了 在 顶 h 凿 一 个 小 孔 兼 作 烟 囱 外 . 没 有 任 何 通  
K 设 备 <,天 花 十 分 狷 獗 •已 经 在 这 些 穴 居 人 之 中 造 成 几 起 死 亡 ( 同 上 ，注 2) 

( V B 5 ) 第 四 篇 末 的 注 释 主 要 是 关 于 煤 矿 工 人 的 情 况 》 关 于 金 属 矿 山 的 更  
加 恶 劣 的 状 况 ，参 看 〗 年 “皇 家 委 员 会 ”的 诚 实 的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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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资 本 家 的 “禁 欲 ”，即 他对 一切非必需的现 金开 支的厌 恶 》
朱 利 安 • 汉 特 医 生 说 ：

“除 了 蒙 茅 斯 郡 的 一 些 类 似 的 地 区 外 ，诺 森 伯 兰 和 达 勒 姆 矿 山 的 矿 工 以 及  
其 他 工 人 的 住 宅 ，整 个 说 来 ，大 概 是 英 国 能 够 大 量 见 到 的 最 坏 的 和 最 贵 的 住 宅  
了 。最 糟 糕 的 是 :许 多 人 挤 在 一 间 房 里 ;在 狭 小 的 建 筑 地 段 ，胡 乱 盖 了 一 大 批 房  
子 ;缺 水 并 且 没 有 厕 所 ;经 常 采 取 屋 上 架 屋 或 者 把 屋 子 分 几 层 的 办 法 （以 致 各 种  
小 屋 都 层 层 相 叠 ）。 采 矿 业 主 把 整 个 移 民 队 伍 看 成 似 乎 只 是 露 营 ，而 不 是  
定 居 。

- 斯 蒂 文 斯 医 生 说 :

“我 奉 命 视 察 了 达 勒 姆 联 合 教 区 大 部 分 的 矿 山 村 落 …… 除 r 极 少 数 例  
外 ，可 以 说 ，所 有 的 村 落 都 没 有 采 取 过 任 何 措 施 来 保 障 居 民 的 健 康 … … 所 有  
矿 工 都 被 束 缚 〈 b o u n d 这 个 词 和 Ixm dageL依 附 」一 样 . 部 来 源 于 农 奴 制 时 代 〉在与  
矿 山 承 租 人 或 矿 山 所 有 主 签 订 的 12个 月 的 契 约 上 „ 只 要 工 人 流 露 出 不 满 .或  
者 在 哪 一 方 面 得 罪 了 监 工 ，监 工 就 在 监 督 簿 上 他 们 的 姓 名 下 面 作 个 记 号 或 加 个  
注 ，等 到 年 底 就 不 再 和 他 们 签 订 新 的 契 约 …… 在 我 看 来 ，再 没 有 别 的 实 物 工  
资 制 〈用 商 品 支 付 工 资 的 制 度 〉比 这 个 人 口 稠 密 地 区 所 流 行 的 实 物 工 资 制 更 坏  
了 。劳 动 者 不 得 不 接 受 处 于 传 染 病 影 响 下 的 住 房 ，作 为 他 的 工 资 的 一 部 分 。 他 
自 己 一 点 也 无 能 为 力 。无 论 从 哪 方 面 看 ，他 都 是 一 个 农 奴 ■ • 他 在迫 不 得 已 的 时  
候 ，恐 怕 只 有 向 他 的 所 有 主 请 求 帮 助 。但 是 所 有 主 f 先 要 考 虑 的 是 自 己 的 收  
支 表 ，其 结 果 是 可 想 而 知 的 。 劳 动 者 还 从 所 有 主 那 里 得 到 水 的 供 应 。 不 管 供  
应 好 坏 ，不 管 有 无 ，工 人 都 要 付 水 费 ，或 者 不 如 说 . 从 他 的 工 资 中 都 要 作 出  
扣 除 。 ”( 167)

在同 “社 会 舆 论 ”或 甚 至 同 卫 生 警 察 发 生 冲 突 时 ，资 本总 是恬不 
知耻 地 对 它 强 制 工 人 接 受 的 、既 危险 又使人堕 落的条 件进 行“辩 护 ” ， 
说 这 一切都是增加收入所必需的。当 资 本拒绝 在工厂 的机器上安装

U 6 & )同 上 ，第  1B0、.182_ 页  
U 6 7 ) 同 上 ，第  51.5、5]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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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护 设 备 ，拒绝 在矿 山中安 装 通 风 设 备 和 采 取 安 全 措 施 ，对 此一概 实  
行 “禁欲”时 ，就 是 这 样 说 的 。现 在 ，在 矿 工 的 住 宅 方 面 ，它 也是这 样  
说 的 。枢 密 院 的 医 官 西 蒙 医 生在他的正式报 告中说 ：

“人 们 替 恶 劣 的 房 屋 设 备 辩 解 ，说 矿 山 通 常 是 以 租 _ 方 式 开 采 的 ;租 赁 合 同  
期 限 太 短 (煤 矿 大 多 是 2〗年 ）.所 以 矿 山 承 租 人 认 为 不 值 得 为 企 业 所 招 来 的 工  
人 和 从 事 找 他 职 业 的 人 提 供 适 当 的 住 房 ；即 使 承 租 人 自 己 想 在 这 方 面 慷 慨 一  
点 .他 的 良 好 愿 望 也 会 由 于 地 主 的 耍 价 而 受 到 挫 折 :如 果 他 要 取 得 这 样 一 种 特  
权 ，也 就 足 在 地 主 的 土 地 上 造 起 像 样 而 舒 适 的 村 庄 供 那 些 开 采 地 主 的 地 下 财 产  
的 劳 动 者 居 住 ，那 么 .地 主 马 上 就 会 来 索 取 异 常 高 的 追 加 地 租 。 这 种 禁 令 性 的  
价 格 . 即 使 小 是 一 道 直 接 的 禁 令 . 也 会 把 建 筑 投 机 商 吓 回 去 … … 我 不 想 进 一  
步 研 究 这 种 辩 解 的 价 值 ，也 不 想 研 究 追 加 费 用 归 根 到 底 应 当 由 谁 负 责 ，由 地 主 、 
矿 山 承 租 人 、劳 动 者 还 是 山 公 众 负 担 …… 但 是 ，面 对 后 面 所 附 报 告 〈汉 特 、斯 
蒂 文 斯 等 医 生 的 报 告 〉中 揭 謀 出 来 的 那 些 可 耻 事 实 ，必 须 采 取 一 个 补 救 的 办  
法 …… 上 地 所 有 权 竞 被 利 用 來 造 成 社 会 的 极 大 不 公 平 。 地 主 以 矿 山 所 有 主  
的 身 份 把 •个 J .业 移 民 队 伍 f 丨 到 自 己 的 领 地 上 来 从 事 劳 动 ，然 后 又 以 地 面 所 有  
主 的 身 份 使 他 所 招 来 的 劳 动 者 的 住 房 要 无 法 得 到 满 足 。 矿 山 承 租 人 〈资 本 主  
义 的 矿 山 汗 采 者 〉没 有 任 何 金 钱 h：的 利 益 要 来 反 对 这 种 说 不 清 楚 的 交 易 ，因为  
他 知 道 得 很 清 楚 : 即 使 地 主 的 条 件 很 苛 刻 . 后 果 也 不 由 他 承 担 ，而 承 担 这 种 后 果  
的 1:人 受 的 教 f f 太 少 . 不 懂 得 Ü!己 享 有 的 卫 生 权 利 ;不 论 极 端 恶 劣 的 住 宅 ，ä 是 
污 浊 不 堪 的 饮 用 水 . 从 来 都 没 有 引 起 过 罢 工 。

( d ) 危 机 对 工 人 阶 级 中 报 酬  
最 优 厚 的 部 分 的 影 响

在 谈 到 农 业 r 人 之 前 ，我 还 要 举 一 个 例 子 ，说 明危机甚至对 工人 
阶 级 中 报 酬 最 优 厚 的 部分即 工人阶 级 的贵 族产 生了怎 样 的影响 。

( 1 6 8 ) 同 :fc，第  1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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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记 得 ，1857年 发 生 了 一 次 普 遍 危 机 .每 一 次 工 业 周 期 都 是  
周 期 性 地 以 这 种 危 机 而 告 终 。下 一 个 周 期 是 在 1866年 到 来 的 , [Il 

于 棉 荒 把 许 多 资 本 从 通 常 的 投 资 领 域 赶 到 了 货 币 市 场 的 大 中 心 ，这  
次 危 机 在 工 厂 区 域 已 经 打 了 折 扣 •因 而 主 要 带 有 金 融 的 性 质 。这 次 
危 机 于 1866年 5 月 在 伦 敦 爆 发 ，这 是 以 一 家 大 银 行 的 破 产 为 信 号  
的 ，继 这 家 银 行 之 后 ，无 数 不 可 靠 的 金 融 公 司 也 接 着 彻 底 垮 台 了 遭  
殃的伦 敦大工业 部门 之一是铁 船制造业 „ 这 一行业 的巨头 们 在高度 
繁 薄 时 期 不 仅 无 限 度 地 发 展 生 产 ，而 且 由 于 他 们 以为 信用来 源不会  
迅 速 枯 竭 ，还 接 受 了 大 宗 的 供 货 合 同 。现 在 ，一种 可怕 的反作用发 生 
了 ，而 且 直 到 目 前 ，】8 6 7 年 3 月 底 ，这 种 反 作 用 还 在 许 多 工 业 部  
门 (1(59>继 续 发 生 。为 了 说 明 劳 动 者 的 状 况 ，从 1867年 ]月 初 采 访 过  
主要受难 地区 的《晨 星 报 》记 者 的 详 细 报 道 中 摘 引 一 段 如 下 。 169

(169) “大 批 伦 敦 贫 民 在 饥 饿 中 倒 毙 …… 近 儿 天 来 ，在 伦 敦 的 墙 上 张 贴  
着 巨 幅 招 贴 画 ，上 面 写 着 ：‘肥 牛 们 ！快 饿 死 的 人 们 ！肥 牛 离 开 了 自 己 的 水 晶  
宫 . 来 养 肥 住 在 豪 华 宅 第 中 的 财 主 ，而 快 饿 死 的 人 们 却 惨 死 在 自 己 的 穷 窟 4L ’ 
载 有 这 种 不 祥 字 句 的 招 贴 画 不 断 地 重 新 出 现 。 刚 刚 撕 掉 或 盖 住 一 批 . 马 上 在 同  
一 地 方 或 在 同 样 显 眼 的 地 方 又 出 现 一 批 … … 这 使 人 想 起 促 使 法 国 人 民 发 动  
1785)年 事 变 的 不 祥 之 兆 …… £ 当 英 国 工 人 和 他 们 的 妻 子 儿 女 死 F饥 寒 交 迫  
的 时 候 ，成 百 万 的 英 国 货 币 . 即 英 国 劳 动 的 产 品 ，却 被 投 资 到 俄 闻 、西 班 牙 、意 大  
利 和 别 的 国 家 的 企 业 中 去 。’’(1867年 1 月 2 0 日《雷 诺 新 闻 》) 不 要 忘 Ù!，这 fJU炎 
到 的 伦 敦 东 头 ，不 仅 是 铁 船 制 造 业 以 及 其 他 大 丨 : 业 部 门 工 人 的 所 f t地 .而 且 还  
是 大 量 处 于 停 滞 状 态 的 过 剩 人 口 的 所 在 地 。 这 种 过 剩 人 口 分 配 在 各 种 不 同 的  
家 庭 劳 动 部 I’】中 。下 面 我 们 从 托 利 党 人 的 主 要 机 关 报 《旗 帜 报 》中 摘 引 一 段 冇  
关 这 方 面 的 报 道 :“昨 天 在 这 个 大 郎 会 的 一 角 出 现 T 一 幅 可 怕 的 情 景 。虽 然 只  
是 伦 敦 东 头 的 一 部 分 失 业 工 人 打 着 黑 色 丧 旗 游 行 ,但 是 这 股 人 潮 已 经 相 当 可 观  
了 。让 我 们 想 想 这 些 人 受 着 怎 样 的 苦 难 吧 。他 们 快 要 饿 死 了 。 这 是 一 个 简 单  
而 可 怕 的 事 实 。他 们 共 有 4 万 人 …… 在 我 们 面 前 .在 这 个 不 可 思 议 的 大 都 会  
的 一 个 区 ，一边 是 旷 古 未 奋 的 最 大 量 财 富 的 枳 累 ，另 一 边 是 4 万 个 行 将 饿 死 的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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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伦 敦 东 头 . 在 波 普 勒 、米 尔 沃 尔 、格 林 尼 治 、德 特 福 德 、莱 姆 豪 斯 、坎 宁  
镇 等 K ,至 少 有 13 〇〇〇名 劳 动 者 及 其 家 属 处 于 极 端 贫 困 的 状 态 ，其 中 有 3 000 
多 人 是 熟 练 的 劳 动 者 。 他 们 失 业 6 个 月 至 8 个 月 了 ，积 蓄 已 全 部 用 光 … … 我 
费 r 好 大 劲 才 挤 到 贫 民 习 艺 所 （在 波 普 勒 ）的 大 门 口 ，因 为 它 已 被 一 群 饿 坏 了 的  
人 团 闭 围 仆 . . 他 们 在 等 猗 发 面 包 票 . 但 是 发 票 的 时 间 还 没 有 到 。 院 子 很 大 ，是 
方 形 的 . 沿 拧 院 墙 盖 有 一 圈 棚 子 几 大 堆 雪 檀 盖 着 堆 在 院 子 当 中 的 铺 路 石 块 . 
院 子 电 有 用 柳 条 篱 笆 隔 成 的 小 块 地 方 ，活 像 羊 栏 一 样 ;天 气 好 的 时 候 男 人  
们 就 在 甩 面 活 》我 去 采 访 那 天 ，栏 子 甩 面 全 是 雪 ，没 法 坐 人 。男 人 们 就 在 屋  
檐 底 下 砸 铺 路 的 石 块 。 每 个 人 都 坐 在 …块 大 石 头 上 . 挥 动 着 大 锤 砸 碎 结 着 冰 的  
花 iÜ f î .直 到 砸 满 5 蒲 式 珲 为 出 。这 样 他 们 一 天 的 活 才 算 干 完 ，并 获 得 3 便士 
(3〇 生 丁 〉和 一 张 面 包 票 。院 子 的 一 边 有 一 座 歪 歪 斜 斜 的 小 木 房 。 我 们 把 门 推  
开 . # 见 ffUfif塞 满 了 人 .肩 扦 肩 地 挤 在 一 起 互 相 取 暖 。 他 们 一 边 拆 船 上 用 过 的  
绳 索 一 边 争 论 •看 淮 能 吃 得 最 少 而 干 的 时 间 最 长 ,因 为 有 耐 力 成 了 受 称 赞 的 事  
悄 《 单 是 这 个 贫 民 习 艺 所 就 收 容 着 7 000个 接 受 救 济 的 人 . 其 中 很 多 人 在 6 个  
月 或 8 个 n 以 前 还 拿 着 我 围 熟 练 劳 动 的 最 高工资 。冇 些 人 即 使 积 蓄 已 经 用 光 • 
似 U 耍 还 存 一 点 尔 西 可 以 典 巧 . 也 决 不 乞 求 教 K 救 济 ;如 果 没 有 这 种 情 况 .接 受  
救 济 的 人 数 还 要 增 加 一 倍 …… 离 幵 贫 民 习 艺 所 ，我 又 到 街 丨 ::走 了 走 ，街 道 两  
旁 大 多 是 两 层 楼 的 房 子 . 这 种 房 子 在 波 普 勒 比 比 皆 是 。我 的 向 导 是 失 业 工 人 委  
员 会 的 委 员 t 我 们 访 问 的 第 一 家 是 一 个 已 经 失 业 2 7周 的 铁 匠 。我 看 见 他 和 他  
的 令 家 坐 在 一 间 后 屋 里 ，屋 子 里 还 剩 下 一 点 家 而 ä 生 着 火 。 为 丫 使 小 孩 子  
们 光 着 的 脚 不 致 冻 坏 ，不 生 火 足 •不 行 的 ，因 为 那 天 非 常 冷 。 在 火 对 面 的 盆 子 里  
放 ff 一 堆 粗 麻 .妻 子 和 孩 子 们 正 在 撕 麻 絮 . 这 是 从 贫 民 习 艺 所 领 取 面 包 的 代 价 。 
丈 夫 在 菜 个 hiftn炎 到 过 的 那 种 院 子 里 〒 活 .每 天 得 一 张 面 包 票 和 便 士 。 这 时  
他 正 好 冋 家 吃 午 饭 。 他 冷 笑 着 对 我 们 说 ，他 饿 极 了 ；他 的 午 饭 只 有 儿 片 薄 薄 的  
涂 t 油 的 im包 和 一 杯 没 有 牛 奶 的 清 茶 。我 们 乂 敲 第 二 家 的 门 ，开 门 的 是 … 个 中  
年 !!丨 女. 她 - 句 Wik没 A 说 就 把 我 们 领 进 一 间 狹 小 的 后 屋 ，一 家 大 小 都 在 那 里

观 fr这 成 r 丨 万 的 人 1卜:在 涌 入 其 他 市 K ; 这 些 一 年 到 头 处 于 饥 饿 状 态 的 人 向 我  
们 大 声 诉 茬 . 向 天 哀 号 . 同 我 们 诉 说 悝 们 的 破 烂 眾 堪 的 隹 所 ，他 们 无 法 找 到 工  
作 . 也 不 能 靠 求 乞 度 H , 而地方卜 .交 纳 济 贫 税 的 人 •由 于 教 区 的 勒 索 .也 濒 于 需  
要 救 济 的 赤 贫 的 边 缘 了 。”0 ；8.67年 4 月 5 H«旗 职 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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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声 不 响 地 坐 着 , 呆 望 着 快 要 熄 灭 的 火 。他 们 脸 上 和 他 们 的 小 屋 里 笼 罩 符 • 的 那  

种 凄 凉 绝 望 的 情 景 ，使 我 再 也 不 愿 看 到 类 似 的 景 象 … … 妇 人 指 着 她 的 孩 子 们  
说 : ‘先 生 ，他 们 已 经 2 6 个 星 期 没 有 活 千 了 。 我 们 所 有 的 钱 都 花 光 了 ，那 适 我 和  
孩 子 们 的 父 亲 在 光 景 好 时 积 蓄 下 来 想 在 困 难 时 宥 点 依 靠 。 请 你 们 看 吧 ！ ’她 几  
乎 是 发 狂 似 地 喊 着 ，一 边 拿 出 一 本 存 取 款 项 写 得 清 清 楚 楚 的 银 行 存 折 ;我 们 从  
上 面 可 以 看 出 ，这 笔 小 小 的 财 产 最 初 怎 样 从 5 先 令 开 始 存 起 . 怎 样 一 点 一 点 地  
增 加 到 20 镑 ，然 后 又 怎 样 逐 渐 消 失 ，从 若 干 镑 减 到 若 干 先 令 . 从 若 干 先 令 减 到  
若 干 便 士 ，直 到 存 折 变 得 像 一 张 白 纸 一 样 一 文 不 值 。这 家 人 每 天 从 贫 民 习 艺 所  
领 到 一 顿 救 济 饭 … … 最 后 我 们 访 问 了 一 个 曾 在 造 船 厂 工 作 的 爱 尔 兰 人 的 妻  
子 。我 们 发 现 她 已 经 饿 病 了 . 穿 着 衣 服 躺 在 一 张 垫 子 上 ，勉 强 算 盖 着 一 条 毯 子 . 
因 为 所 有 的 被 褥 都 已 进 了 当 铺 . . 她 可 怜 的 孩 子 照 料 着 她 ,但 是 看 来 孩 子 们 自 己  
正 需 要 母 亲 的 照 顾 。 她 已 经 1 9 个 星 期 被 迫 无 事 可 干 ，以 致 陷 人 这 样 的 境 地 。 
她 一 边 哭 泣 ，一 边 讲 述 她 的 痛 苦 经 历 ，仿 佛 失 去 丫 对 美 好 末 来 的 一 切 希 钽 。 我 
们 走 出 房 子 的 时 候 ，有 一 个 年 轻 人 跑 来 要 我 们 到 他 家 去 ，看 看 是 不 是 能 帮 他 一  
点 忙 。一 个 年 轻 的 妻 子 ，两 个 可 爱 的 小 孩 .一 卷 当 票 ，一 间 空 房 - 这 就 是 他 指  
给 我 们 看 的 一 切 。 ”(170)

( 1 7 0 ) 英 国 的 资 本 家 中 间 流 行 着 一 种 说 法 . 认 为 比 利 时 是 “劳 动 者 的 乐  
园 ”，因 为 据 说 “劳 动 的 自 由 ”, 其 实 也 就 是 “资 本 的 自 由 ”，在 那 里 既 不 受 臭 名 昭  
著 的 工 联 专 制 的 侵 犯 ，也 不 受 工 厂 视 察 员 的 强 制 性 的 财 产 管 理 的 侵 犯 。 关 于 
“ 自 由 的 ”比 利 时 劳 动 者 的 幸 福 的 全 部 秘 密 ，肯 定 再 也 没 有 人 比 已 故 的 杜 克 佩 西  
奥 先 生 更 为 熟 悉 的 了 。杜 克 佩 西 奥 先 生 是 比 利 时 监 狱 和 慈 善 机 关 的 总 监 .也 是  
比 利 时 中 央 统 计 委 员 会 的 委 员 。 现 ÆU:我 们 来 翻 看 一 下 他 的 《比 利 时 劳 动 阶 级  
的 经 济 预 算 》(1855年 布 鲁 塞 尔 版 ) 。 在 这 本 书 中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一 个 比 利 吋 的  
标 准 工 人 家 庭 ，该 书 根 据 非 常 精 确 的 材 料 算 出 r 这 个 家 庭 每 年 的 收 支 ，然 后 又  
把 它 的 营 养 状 况 同 士 兵 、水 兵 和 囚 犯 的 营 养 状 况 作 了 比 较 。这 个 家 庭 有 “父 亲 、 
母 亲 和 4 个 孩 子 ' 这 6 个 人中••有4 个 人 可 以 全 年 就 业 而 有 所 收 益 ”;假 定 “他 
们 中 间 没 有 生 病 的 和 不 能 劳 动 的 人 他 们 “除 了 交 纳 为 数 极 少 的 教 堂 座 位 费 以  
外 ，在 宗 教 、道 德 和 精 神 需 要 方 面 没 有 什 么 开 支 他 们 不 “在 储 蓄 银 行 存 款 或 交  
纳 养 老 准 备 金 ”, 没 有 “奢 侈 品 的 开 支 或 其 他 的 多 余 的 汗 支 ”。 只 存 父 亲 和 大 儿  
子 抽 点 烟 ，星 期 天 上 个 酒 馆 . 这 些 总 共 每 周 花 8ß生 丁 .，“根 据 不 同 行 业 同 意 支  
付 给 工 人 的 工 资 的 综 合 材 料 可 以 看 出 … … 一  [I工 资 的 最 高 平 均 额 . 男 人 是 1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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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不 列 颠 的 农 业 无 产 阶 级

资 本 主 义 积 累 的 对 抗 性 质 ，在 任 何 地 方 再 也 没 有 比 在 英 格 兰 农

郎 56生 丁 , 妇 女 是 8 9生 丁 , 男 孩 是 56生 丁 , 女 孩 是 5_5生 丁 。 按 照 这 个 标 准 计  
算 ，这 家 的 收 人 一 年 最 多 不 过 1 068法 郎 … … 我 们 把 这 个 当 做 典 型 的 家 庭 的  
一 切 可 能 的 收 入 都 i十 算 进 去 了 。

但 是 ，既 然 我 们 也 给 母 亲 算 上 一 笔 工 资 ，这 样 .我 们 就 使 她 无 法 料 理 家 务  
了 ;谁 来 料 理 家 务 呢 ？ 谁 来 照 料 孩 子 、谁 来 做 饭 、洗 衣 服 和 缝 缝 补 补 呢 ？ 这 是 工  
人 每 天 都 要 碰 到 的 难 题 。 ”

根 据 这 个 算 法 . 这 个 家 庭 的 年 预 算 是 ：

1 日 的 工 资 额  300 个 工 作 日 的 工 资 总 额
父 亲 1. 56法 郎 468法郎
母 亲 0. 89法 郎 267法 郎
儿 子 0. 56法 郎 168法 郎
女 儿 0. K 法 郎 165法 郎

合计  1 068法 郎

X 人 如 果 要 达 到 7 述 各 种 人 的 营 养 水 平 ，全 家 每 年 的 支 出 额 和 不 足 额  
如 下 ：

支 出 额  不 足 额
水 兵 的 营 养 ..........................1 828法 郎  760法 郎
士 兵 的 营 养 ..........................1 473法 郎  405法 郎
囚 犯 的 营 养 ......................... 1 112法 郎  《 法 郎

“我丨 1‘] # 到 . 只 衍 少 数 工 人 家 庭 才 能 达 到 囚 犯 的 伙 食 标 准 .更 不 用 说 达 到 水  
兵 或 士 兵 的 伙 食 标 准 了 . 所 有 监 狱 的 总 平 均 费 用 （ 1847 — 18.19年 期 间 ,各 个 监  
狱 中 监 禁 的 每 个 闪 犯 的 费 用 ）为 <53生 丁 ，这 个 数 字 同 劳 动 者 每 天 的 生 活 费 用 相  
比 还 1Ï 一 个 13 1:.丁 的 趋 额 。此 外 要 说 明 的 是 .虽 然 监 狱 的 管 理 费 和 监 视 费 必 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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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的 进 步和 农 业 工 人 的 退 步 上 表 现 得 更 为 残 酷 的 了 。在考察农 业 工 
人 的 现 状 之 前 ，我 们 有 必 要 回 顾 一 下 过 去 。在 英 格 兰 ，现 代农 业 是在 
18世 纪 中 叶 出 现 的 ，虽 然 新 的 生 产 方 式 由 以 发 生 变 化 的 基 础 ，即 土 
地 所 有 权 制 度 的 变 革 还 要 早 得 多 。

阿 瑟 • 杨 格 虽 是 一 个 肤 浅 的 思 想 家 ，但 不 失 为 一 个 精 确 的 观 察  
家 ，他 所 提 供 的 材 料 无 可 辩 驳 地 证 明 T  1771年 的 农 业 工 人 同 他 们  
14世纪 末“生 活 得 很 富 裕 并 且 能 积 累 财 富 的 先 人 比 较 起 来 . 扮

计 算 进 去 .但 是 囚 犯 不 用 支 付 fö租 :他 们 在 监 狱 食 堂 小 卖 部 1 购 矢 的 东 西 并 没  
有 包 括 在 生 活 费 用 里 边 . 而 a 由 于 监 狱 1 人 很 多 ，囚 犯 们 消 费 的 食 品 和 其 他 物  
品 都 是 通 过 拍 卖 或 批 发 购 进 的 . 所 以 他 们 的 中 活 费 用 大 大 降 低 了 … … 但 是 多 数  
劳 动 者 ，甚 至 可 以 说 大 多 数 劳 动 者 的 生 活 过 得 还 要 俭 朴 ，这 是 怎 么 囬 事 呢 ？ 这  
是 •由 于 工 人 采 取 了 只 有 他 们 自 己 才 了 解 其 中 秘 密 的 应 急 措 施 ;他 们 减 少 r  
每 天 的 n 粮 ;吃 黑 面 包 而 不 吃 白 面 包 ;少 吃 或 # 根 本 不 吃 肉 ；少 用 或 者 根 本 不 用  
奶 油 和 调 味 品 ;一 家 大 小 挤 在 一 两 间 小 男 孩 和 女 孩 盹 在 一 起 ，往 往 就 睡 在  
同 一 张 简 陋 的 床 上 ;他 们 节 减 服 装 、洗 濯 和 清 洁 用 品 的 幵 支 ;放 弃 星 期 天 的 消  
遣 ;总 之 ，他 们 甘 愿 过 最 痛 竚 的 贫 困 生 活 。 工 人 已 经 到 了 山 穷 水 尽 的 地 步 • 只 要  
食 品 的 价 格 稍 稍 h 涨 一 点 . 或 者 无 工 可 做 ，或 者 生 病 . 都 会 加 深 劳 动 者 的 贫 困 . 
使 他 完 全 毁 灭 。 债 台 高 筑 •借 贷 无 门 . 衣 服 和 绝 对 必 需 的 家 技 送 进 当 铺 .最 后 是  
全 家 中 请 列 人 贫 民 名 册 同 上 ，第 151、154、155页 ）„ 其 实 •在 这 个 " 资 本 家 的  
乐 [31”里 ，只 要 最 必 要 的 生 活 资 料 的 价 格 发 土  W微 小 的 变 动 ，就 会 引 起 死 亡 和 犯  
罪 数 字 的 变 动 ！ （见 《〈佛 来 米 人 . 前 进 !〉协 会 呼 吁 书 》I860年 布 鲁 塞 尔 版 第 13、 
14页 ） 全 比 利 时 共 有 93万 个 家 庭 。 根 据 官 方 统 计 ，其 中 富 有 的 家 庭 ( 选 K) 
!)万 户 ，共 4 5万 人 ;城 乡 中 等 阶 级 下 层 的 家 庭 3 9 万 户 ，共 195万 人 ，其 中 有 相 当  
大 一 部 分 正 在 不 断 地 下 降 为 无 产 阶 级 。 ：丨:人 家 庭 4 5万 户 ，共 225万 人 。 在这  
4 5 万 户 工 人 家 庭 中 ，列 人 贫 K 名 册 的 竟 达 2 0万 户 以 上 ！

U 7 1 ) 詹 姆 斯 • 埃 • 索 . 罗 杰 斯 （牛 津 大 学 政 治 经 济 学 教 授 〉《英 国 的 农  
业 史 和 价 格 史 》1866年 牛 津 版 第 1 卷 第 690页 。 这 部 著 作 是 辛 勤 劳 动 的 成 果 , 
目 前 已 出 版 的 头 两 卷 只 包 括 1259 — 1400年 时 期 。第 二 卷 全 是 统 计 资 料 。这 是  
我 们 手 头 所 有 的 关 于 那 个 时 期 的 第 一 部 f t 实 可 靠 的 《价 格 史 》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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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着 非 常 可 怜 的 角 色 ，更 不 用 说 同 “ 英 格 兰 城 乡 劳 动 者 的 黄 金 时 代 ” 

1 5 世 纪 相 比 了 。但 是 我 们 用 不 着 追 溯 这 么 远 。在 1 7 7 7 年 出 版 的 一  

部 引 人 注 目 的 著 作 中 写 道 ：

“大 租 地 农 场 主 几 乎 上 升 到 绅 士 的 地 位 ，而 贫 困 的 农 业 工 人 却 被 踩 在 脚  
下 …… 把 今 天 农 业 工 人 的 状 况 和 4()年 前 的 状 况 比 较 一 下 ，他 们 的 不 幸 处 境  

是 一 目 了 然 的 …… 土 地 所 有 者 和 租 地 农 场 主 狼 狈 为 奸 ，压 梅 劳 动 者 。 ”(172) 173

接 着 作 者 又 详 细 地 证 明 ，农 村 中 的 实 际 工 资 从 1 7 3 7 年 到 1777 

年几 乎降低了  j 即 2 5 % c 理 查 • 普 赖 斯 说 ：

“现 代 政 治 袒 护 国 民 中 的 上 层 阶 级 ;其 结 果 是 ,整 个 王 国 迟 早 终 将 只 由 绅 士  
和 乞 丐 ，贵 族 和 奴 隶 组 成 。 ”(]73)

但 是 英 格 兰 农 业 劳 动 者 在 1 7 7 0 年 至 1 7 8 0 年 期 间 的 状 况 ，无论  

就 他 们 的 居 住 和 营 养 状 况 来 说 ，或 者 就 他 们 的 自 尊 感 和 娱 乐 情 况 等  
等 来 说 ，都 成 了 以 后 再 也 没 有 达 到 过 的 理 想 。他 们 的 平 均 工 资 如 果  
用 小 麦 来 表 示 ，1 7 7 0 年 至 1 7 7 1 年 是 9 0 品 脱 ，到 伊 登 时 代 （1 7 9 7 宇 > 

已 经 只 有 6 5 品 脱 ，而 到 1 8 0 8 年 时 则 只 剩 下 6 0 品 脱 了 。 (174)

( 1 7 2 )  《最 近 济 贫 税 增 加 的 理 由 ，或 劳 动 价 格 和 粮 食 价 格 的 比 较 研 究 》 1777 
年 伦 敦 版 第 5、11页 。

( 1 7 3 )  [ 理 查 • 普 赖 斯 Ü 《评 继 承 支 付 》，威 • 摩 尔 根 编 ，1803年 伦 敦 版 第 2 

卷 第 ]5 8 页 。作 者 在 第 1 5 9 页 上 指 出 ：“现 在 一 个 工 作 日 的 名 义 价 格 不 过 比  
1514年 提 高 3 倍 ，或 者 最 多 不 过 提 高 4 倍 „ 可 是 现 在 谷 物 价 格 却 涨 了  6 倍 ，肉 
类 和 衣 服 的 价 格 涨 了 将 近 14倍 „ 因 此 . 劳 动 价 格 的 提 高 远 远 赶 不 上 生 活 的 必  
需 费 用 的 t 涨 , 现 在 的 劳 动 价 格 同 生 活 的 必 需 费 用 相 比 较 .看 来 还 买 不 到 过 去  
的 一 半 东 西 。 ”

( 1 7 4 )  巴 顿 《论 影 响 社 会 上 劳 动 阶 级 状 况 的 环 境 》1817年 伦 敦 版 第 2 6 页 。 
关 于 18世 纪 末 的 情 况 ，参 看 伊 登 《贫 民 的 状 况 》一 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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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面 我 们 已 经 提 到 反 雅 各 宾 战 争 349 ( 威 廉 • 科卩 1 特 把 这 场 反  
对 法 国 革 命 的 战 争 称 之 为 反 雅 各 宾 战 争 ）末 期 农 业 劳 动 者 的 状 况 ， 
在 这 次 战 争 中 ，土 地 贵 族 、租 地 农 场 主 、工 厂 主 、商 人 、银 行 家 、贪 婪  
的 金 融 资 本 家 、军 火 商 等 等 大 发 横 财 》 同 时 ，一 方 面 由 于 银 行 券 贬  
值 . 另 一 方 面 由 于 同 锒 行 券 贬 值 无 关 的 生 活 必 需 品 价 格 的 上 涨 ，名 
义 工 资 也 提 高 了 。但 是 工 资 的 实 际 变 动 情 况 ，用 不 着 在 这 里 详 细  
论 述 ，用 很 简 单 的 方 法 就 可 以 说 明 。 济 贫 法 291及 其 行 政 机 关 在  
18J4年 同 1795年 并 没 有 什 么 变 化 。我 们 还 记 得 这 项 法 令 在 农 村  
中 是 怎 样 实 施 的 .那 就 是 由 教 区 以 救 济 形 式 来 补 足 名 义 工 资 和 劳  
动 者 勉 强 糊 口 所 不 可 缺 少 的 最 低 数 额 之 间 的 差 额 。租 地 农 场 主 支  
付 的 工 资 和 教 区 贴 补 的 工 资 不 足 额 之 间 的 比 率 说 明 两 件 事 :第 一 ， 
工 资 比 它 的 最 低 限 额 低 多 少 ; 第 二 ，农 业 劳 动 者 在 何 种 程 度 上 被 变  
成 了 他 所 在 的 教 区 的 农 奴 。我 们 选 一 个 能 代 表 其 他 各 郡 平 均 情 况  
的 郡 来 说 吧 。在 北 安 普 敦 郡 ，1795年 平 均 周 工 资 是 7 先 令 6 便 士 . 

一 个 六 口 之 家 的 年 支 出 总 额 是 3 6 镑 1 2 先 令 5 便 士 ，收 人 总 额 是  
2 9 镑 18先 令 ，由 教 区 贴 补 的 不 足 额 是 6 镑 14先 令 5 便 士 。 ]814 

年 ，该 郡 周 工 资 是 12先 令 2 便 士 ， 一 个 五 口 之 家 的 年 支 出 总 额 是  
5 4 镑 18先 令 4 便 士 ，收 人 总 额 是 36 镑 2 先 令 ，由教 区 贴 补 的不足 
额 是 18 镑 6 先 令 4 便 士 。(175) 176可 见 ，在 1795年 ，不 足 额 占 工 资 的  
+ 弱 ，而 到 1814年 竟 占 一 半 以 上 。不 言 而 喻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伊登 
曾 经 在 农 业 工 人 小 屋 中 看 到 过 的 那 种 略 感 舒 适 的 情 景 . 到 1814年 
早 已 无 影 无 踪 了 。 ( 176 >从 此 以 后 ，在 租 地 农 场 主 饲 养 的 各 种 牲 畜 中 .

( 1 7 5 )  帕 里 《从 农 业 工 人 、佃 农 、土 地 所 有 者 和 国 家 方 而 来 看 现 行 谷 物 法  
的 必 要 性 》1816年 伦 敦 版 第 8 ü 页 。

( 1 7 6 )  同 上 ，第 21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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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动 者 这 种 会 说 话 的工具 一 直 是 喂 得 最 坏 和 虐 待 得 最 残 酷 的 了 》 
这 种 状 况 一 直 平 静 无 事 地 继 续 下 去 ，直到

“1830年 暴 动 388使 我 们 〈即 统 治 阶 级 〉在 燃 烧 着 的 麦 垛 的 熊 熊 火 光 屮 看 到 ，在 农  
业 英 格 兰 的 表 面 下 也 像 在 工 业 英 格 兰 的 表 面 下 一 样 ，痄 满 着 贫 困 和 燃 烧 着 一 触  
即 发 的 則 森 的 反 叛 的 怒 火 ”<177)。

当 时 萨 德 勒 曾 在 下 院 给 农 村 工 人 起 了 一 个 绰 号 ，把 他 们 叫 做 “白 
奴 ” . 一 个 主 教 在 上 院 也 袭 用 了 这 个 绰 号 。 当 时 最 著 名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家 爱 • 吉 • 韦 克 菲 尔 德 说 ：

“英 格 兰 南 部 的 农 业 劳 动 者 不 是 奴 隶 . 也 不 是 自 由 人 ，而 是 需 要 救 济 的  
贫 民。

谷 物 法 179临 废 除 前 的 一 段 时 期 ，有 关 派 别 之 间 的 斗 争 进 一 步  
暴 露 了 农 业 工 人 的 状 况 。一 方 面 ，废 除 派 鼓 动 家 通 过 事 实 和 数 字  
来 证 明 这 个 保 护 法 对 谷 物 的 真 正 生 产 者 从 来 就 没 有 起 什 么 保 护 作  
用 • 以 此 来 争 取 人 民 的 同 情 ， 另 一 方 面 ，工 业 资 产 阶 级 又 非 常 恼 恨  
土 地 贵 族 对 工 厂 状 况 的 非 难 ，恼 恨 这 些 丧 尽 天 良 、腐 败 透 顶 的 游 惰  
者 对 工 厂 工 人 的 痛 楚 所 表 示 的 假 慈 悲 ，恼 恨 他 们 大 喊 大 叫 地 要 求  
工 厂 立 法 的 干 预 。 英 格 兰 有 句 古 老 的 谚 语 ：两 贼 相 争 . 好 人 得 利 。 
事 实 上 ，统 治 阶 级 的 两 个 派 别 在 关 于 它 们 当 中 谁 最 无 耻 地 剥 削  
劳 动 者 的 问 题 上 展 开 的 喧 闹 的 狂 热 的 争 吵 ，大 大 有 助 于 真 相 的  
暴 露 。

舍 大 茨 别 利 伯 爵 (以 前 称 做 阿 什 利 励 爵  >是 上 地贵 族 反 对 工 厂 主  * *

赛 格 。
( I 7 S , ) .《英 国 和 美 国 》18:«年 伦 敦 版 第 1卷 第 4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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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慈 善 运 动 的 总 司 令 因 此 . 他 成 了  1844年 至 1845年《纪 事晨 
报 》发 表 的 揭 露 性 文 章 中 的 主 要 H 标 。这 家 报 纸 是 当 时 最 重 要 的 ß 

由 党 机 关 报 ，它 在 矜 个 农 业 地 区 都 有 特 派 记 者 》这 些 记 者 不 满 足 于  
-般 的 记 述 和 统 计 .而 且 还 把 调 査 过 的 工 人 家 庭 和 他 们 的 地 主 的 姓  

名 公 布 出 来 。下 表 u 79 >列 举 了 布 兰 福 德 、温 伯 恩 和 普 尔 附 近 三 个 村  
庄 工 资 的 支 付 情 况 。这 些村庄是乔 治•班克斯先生和舍夫茨別利伯 
爵的 财 产 。我 们 将 会 看 到 ，这 位 低 教 会 派 39U的 教 皇 .英 格 兰 虔 诚 派  
的 头 目 . 同 他 的 伙 伴 班 克 斯 一 样 . 还 以 房 租 为 借 U 从 他 表 面 』1给 农 业  
工人的微薄工资 中 克 扣 掉 相 当 大 一 部 分 。 179

儿 童
人数

全家 
L人 pj

男 子  
周 工 资

儿 童
周 工 资

全 家 每
周 收 人

每 周  
房 租

扣 除 房 租 后  
每 周 净 收 人

平 均 每 人  
每 周 收 人

先 令 便 士 先 令 便 士 先 令 便 士 先 令 便 土 先 令 便 士 先 令 便 士

村 庄 —

2 4 8 8 2 6 1 6

3 5 8 8 1 6 6 6 1 3t

2 4 8 8 1 7 1 9

2 4 8 卜一 8 1 7 1 9

6 8 7 1 6 10 6 2 8 6 ' 1

3 5 7 2 7 1 4 5 8 1

(179) 1845年 [ 3 月 29 U J伦 敦 《经 济 学 家 》第 29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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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童
人数

全家
人口

男 子  
周 工 资

儿 童
周 工 资

全 家 每
周 收 入

每
房

周
租

扣 除 房 租 后  
每 周 净 收 入

平 均 每 人  
每 周 收 入

先 令 便 士 先 令 便 士 先 令 便 士 先 令 便 h 先令 便 士 先 令 便 士

村 庄 二 1

6 8 7 1 6 10 1 6 8 6

6 8 7 1 6 7 1 3y 5 8i 4
8 10 7 7 一  ^ 1 3y

5 81 7

■J 6 7 7 1 4 5 4 11

3 5 7 7 1 4 5 5i 1 I

村 庄 三
4 6 7 7 1 6 1

3 5 7 2 11 6 10 10 8

0 2 5 2 6 5 1 4 2

谷 物 法 的 废 除 使 英 格 兰 的 农 业 得 到 丫 一 个 新 的 惊 人 的 推 动 力 。 
修 逮 巨 大 规 模 的 排 水 工 程 • 采 用 圈 养 牲 畜 和 人 工 种 植 伺 料 的 新  
/ / 法 . 应 用 施 肥 机 . 采 用 处 理 黏 上 的 优 良 方 法 ，史 多 地 使 用 矿 物 质 肥  
料 . 采 用 蒸 汽 犁 以 及 其 他 各 种 新 式 X 具 机 等 等 . 总 之•集约 化的耕作 
就是这 一时 期 的 特 点 。皇 家 农 业 学 会 主 席 皮 由 兹 先 生 断 R . 由于采 
用 新 机 器 ，（相 对 的 )经 营 费 用 儿 乎 减 少 r —半 。另 一 方 面 ，从 土地上

( l » n 为 此 的 •士 地 贵 族 f i己 从 国 库 中 贷 给 向 t i 一 笔 低 利 资 金 （当 然是 
通 过 议 会 ），iwm地 农 场 ë 却 必 须 以 《 倍 的 利 息 偿 还 给 这 班 贵 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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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到 的 实 际 收 益 迅 速 增 加 了 。投 资 的 增 加 ，由 此 必 然 引 起 的 租 地 农  
场 的 加 速 积 聚 ，是 采 用 新 方 法 的 基 本 条 件 。 同 时 . 从 1846年到 
1865年耕地面积 约 扩 大了  464 119英 亩 ，东 部 各 郡 原 为 养 兔 场 和 贫  
瘠牧场 而现 在 变 成 了 富 饶 的 庄 稼 地 的 大 片 土 地 尚 不 计 算 在 内 。我们  
已 经 知 道 ，从 事 农 业 的 总 人 数 在 同 一 时 期 内 却 减 少 了 。就拿男女两  
性 各 种 年 龄 的 真 正 农 业 工 人 来 说 ，他 们 的 人 数 从 1851年的  
1 241 269人 减 少 到 1861年 的 1 163 227人 。(脱 〕因 此 ，英国 户 籍总  
署署长 381有 理 由 说 : “1801年 以 来 租 地 农 场 主 和 农 业 工 人 数 目 的 增  
加 ，同 农 产 品的增长 是极 不相称 的 ”(183)。但 是 从 1846年 到 1866年 
这 个 时 期 ，这 种 不 相 称 的 情 况 更 加 严 重 了 。在 这 个 时 期 内 ，随 着耕地 
面 积 的 扩 大 ，耕 作 的 集 约 化 .投 在 土 地 及 其 耕 作 上 的 资 本 的 空 前 积  
累 ，英 格 兰 农 业 史 上 空 前 未 有 的 农 产 品 的 增 长 ，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以 
及 资 本 主 义 租 地 农 场 主 实 现 的 利 润 的 增 加 ，农 村人口逐渐 地减 少了。 
如 果 再 考 虑 到 与 这 一 切 相 适 应 的 城 市 销 售 市 场 的 不 断 迅 速 扩 大 ，自
由贸 易的占 统 治 地 位 ，那 么 ，农 业 劳 者 在 经 过 种 种 不 幸 之 后 终 于 被

U 8 1 ) 在 全 国 人 口 调 查 中 ，“租 地 农 场 主 的 儿 子 、孙 子 、兄 弟 、侄 子 、女 儿 、孙  
女 、姊 妹 、侄 女 ”，一 句 话 ，就 是 租 地 农 场 主 所 使 用 的 自 己 家 庭 的 成 员 一 栏 的 总 人  
数 1851年 为 216. 851人 ，到 1861年 就 只 有 176 151人 了 。这 个 数 字 的 缩 小 证  
明 了 中 等 租 地 农 场 主 的 减 少 „ 一 从 1851年 到 1871年 , 英 格 兰 2 0英 亩 以 下  
的 小 租 地 农 场 减 少 了  9.00多 个 ,50 — 75英 亩 的 租 地 农 场 由 8 253个 减 到 6 370 
个 •所 有 100英 亩 以 下 的 其 他 各 类 租 地 农 场 减 少 的 情 况 也 与 此 相 仿 。 相 反 ，在 
同 一 时 期 大 租 地 农 场 的 数 目 却 增 加 了 .30.0—50.0英 亩 的 租 地 农 场 由 7 771个 增  
加 到 8 410个 ,500英亩 以卜 .的 租 地 农 场 由 2 755个 增 加 到 3 !3丨.1个 ，1.000英 h  
以 上 的 租 地 农 场 由 492 个 增 加 到 582 个 .等 等 。

( 1 8 2 ) 牧 羊 人 总 数 由 】 2 517人 增 加 到 25 5.59人 。
(船 ） 《英 格 兰 和 威 尔 士 人 口 调 查 1861年 》〗863_年 伦 敦 版 第 3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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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在人们 所说 的理应 令人陶醉的幸福环 境中了。
但是罗 杰斯教 授却得出这 样 的结 论 :今 天 的 英 格 兰 农 业 劳 动 者 , 

不 要 说 同 他 们 从 14世 纪 后 30多 年 到 15世 纪 后 30多 年 的 先 人 相 比 ， 
就 是 同 他 们 1770年 到 1780年 时 期 的 先 人 相 比 ，他们 的状 况 也是极 端 
恶 化 了 ，“他们 又成了农 奴”，而且是食宿都很 坏 的农 奴 。 (184 >朱 利 安 • 

汉 特医 生在他关 于农 业 工人的居住状 况 的划 时 代的报 告中说 ：
“农 仆 〈这 是 封 建 时 期 对 农 民 的 称 呼 〉的 生 活 费 用 同 从 他 身 上 榨 取 的 利 润 相  

比 ，几 乎 不 值 一 提 。他 在 租 地 农 场 主 的 计 算 中 是 个 零 。(lfi5)他 的 生 存 资 料 永 远  
被 看 成 是 一 个 固 定 的 量 “至 于 他 的 微 薄 收 人 的 进 一 步 减 少 , 他 会 说 ，我 
什 么 也 没 有 ，我 什 么 也 不 操 心 。 他 不 袒 心 将 来 ，因 为 他 除 了 生 存 所 绝 对 必 需 的  
东 西 之 外 ，一 无 所 有 。他 降 到 T零 点 ，也 就 是 租 地 农 场 主 计 算 的 起 点 。 由 它 去  
吧 . 幸 福 与 不 幸 反 正 同 他 无 关 ， 184 185 186 (187)

1863年 ，对 被判 处 流 放 和 强 制 劳 动 的 犯 人 的 饮 食 状 况 和 劳 动 状  
况 曾 进 行 过 正 式 调 查 。调 查 的 结 果 记 载 在 两 大 本 厚 厚 的 蓝 皮 书 1() 

中 。其 中 写 道 ：
“英 格 兰 监 狱 中 犯 人 的 饮 食 同 这 个 国 家 贫 民 习 艺 所 中 需 要 救 济 的 贫 民 以 及  

自 由 农 业 劳 动 者 的 饮 食 的 详 细 对 比 ，无 可 辩 驳 地 表 明 ，前 者 的 饮 食 比 后 二 者 都  
要 好 得 多 / ’US8)而“被 判 处 强 制 劳 动 的 犯 人 的 劳 动 量 ，大 约 只 有 普 通 农 业 劳 动

( 1 8 4 )  罗 杰 斯 《英 国 的 农 业 史 和 价 格 史 年 牛 津 版 第 1 卷 第 693页 .。 
“农 W乂 成 了 农 奴 / ’( 同 上 .第 10页 ）罗 杰 斯 先 生 属 于 自 由 学 派 391.他 是 科 布 顿  
和 布 莱 特 之 流 的 私 人 朋 友 . 因 此 绝 不 是 过 去 时 代 的 赞 颂 者 392„

(185) «公 共 卫 生 ， 第 7 号 报 告 》1865年 伦 敦 版 第 M 2 页 。 因 此 一 点 也 不  
奇 怪 ，为 什 么 房 屋 出 租 者 -听 说 劳 动 者 挣 得 多 一 些 就 对 他 提 高 房 租 .而 租 地 农  
场 主 - 看 到 “工 人 的 妻 子 找 到 X 作 ”就 降 低 他 的 工 资 ( 同 上 )。

( 1 8 6 )  同 上 ，第 135页 *
U 8 7 ) 同 上 ，第 m 苋 。
(1 K 8 )《法 律 执 行 情 况 调 杏 委 员 会 关 于 流 放 和 劳 役 监 禁 的 报 告 》1863年 伦  

敦 版 第 1 卷 第 50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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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面 略 引 几 段 颇 为 典 型 的 证 词 ，爱 丁堡典狱 官约 翰•斯密斯在 
作 证 时 说 ：

“英 格 兰 监 狱 中 的 饮 食 比 普 通 农 业 工 人 要 好 得 多 。”(第 5056号 ）“苏 格 兰 的  
普 通 农 业 劳 动 者 很 少 吃 到 什 么 肉 类 •这 是 事 实 。’’(第 5057号 )“你 知 道 有 什 么 理  
由 能 说 明 犯 人 的 饮 食 必 须 比 普 通 农 业 工 人 好 得 多 吗 ？ -确 实 不 知 道 。”（第
3047号 )“你 是 否 认 为 应 当 作 进 •步 试 验 .使 被 判 处 强 制 劳 动 的 犯 人 的 饮 贪 和  
自 由 农 业 劳 动 者 的 饮 食 大 致 差 不 多 呢 ?”（第 3048号 否 则 “农 业 工 人 会  

说 :我 干 的 活 很 重 但 是 吃 不 饱 。 我 在 蹲 监 狱 的 时 候 ，活 没 有 这 样 重 但 是 吃 得 很  
饱 ，因 此 我 觉 得 释 放 出 来 还 不 如 关 在 监 狱 里 好 。 ”( 1 )

综 合 该 报 告 第 一 卷 中 所 附 的 各 种 表 格 ，可以得出如下比较 表。

每 周 营 养 量
( 单 位 :盎 司 ）

含 氮 成 分 无 氮 成 分 矿 物 质 合  计

波 特 兰 监 狱 的 犯 人 28. 95 150.06 4. 68 183. 69
皇 家 海 军 水 兵 29. 63 152. 91 4. 52 187. 06
士 兵 25. 55 114.49 3, 94 143. 98
马 车 制 造 工 人 24. 53 162. 06 4. 23: 190. 82
排 字 IE… 人 , 21. 24 L00. 83 3, 12 125. 19
农 业 I • 人 17. 73 118.06 3. 29 139, 08

医 务 调 查 委员 会 对 英国 国 民中吃得较 坏 的各阶 级 的营 养 状 况 进  
行 过 一 次 调 查 ，这 次 调 查 的 结 果 读 者 已 经 知 道 了 。① 它 表 明 ，许 多农

( 1 8 9 ) 同 上 ，第 77 页 J 大 法 官 备 忘 录  
(1_90)同 h .第 2 卷 证 词 《
( 1 9 1 ) 同 上 .第 1 卷 附 录 第 280页 „

① 见 本 卷 第 703 — 70S页 。—— 编 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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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工人家庭的饮 食都低子“防止饥 饿 病”所必 需 的 最 低 限 度 。特别 在 
康 沃 尔 、德 文 、萨 默 塞 特 、多 尔 塞 特 、威 尔 特 、斯 塔 福 德 、牛 津 、伯克斯 
和赫茨等地的所有纯 农 业 区 更是这 样 。西蒙医 牛. 说 ：

”农 业 工 人 得 到 的 营 养 比 我 们 指 出 的 平 均 a 多 .因 为 他 得 到 的 食 物 比 家 庭  
其 他 成 员 多 得 多 ,，这 对 他 的 劳 动 来 说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 在 比 较 贫 困 的 地 区 . 几 乎  
仝 部 肉 类 或 油 脂 都 归 他 一 个 人 r  „ 他 的 妻 子 和 正 处 在 发 育 期 的 孩 子 们 得 到 的  
营 养 量 多 半 不 够 . 主 要 是 缺 乏 氮 素 ，几 乎 所 有 的 郡 都 是 如 此 。 ”( 】 92)

同租地农 场 主住在一起的男仆 和婢女的营 养 倒很 充足。但是他们  
的总 数 在减 少，由 1851年 的 288 272人 减 少 到 1861年 的 204 962人 。

斯 密 斯 医 生 说 ：
“妇 女 参 加 fflN 劳 动 尽 管 有 一 些 不 可 避 免 的 坏 处 ，但 在 目 前 情 况 下 对 一 个  

家 庭 来 说 还 是 大 有 好 处 ，因 为 这 样 可 以 给 家 庭 增 加 一 些 钱 用 于 买 鞋 子 、衣 服 和  
支 付 房 租 ，使 一 家 人 可 以 吃 得 好 些 。

这 次调 杳的最值 得注意的事实 就是在联 合王国 的农 业 劳 动 者中英 
格兰 农 业 劳 动 者的营 养 是最差的。下表就是他们 的食物的比较 分析：

中 等 农 业 工 人 每 周 消 费 的 碳 素 和 氮 素

( 单 位 满 令 )

碳 素  氮 素
英 格 兰 …-..................... 40 673. 1 594
威 尔 上 ................. 48 354 2 031
苏 格 兰 ............................. 48 98Ü 2 348
爱 尔 兰 ............................. 43 366 2  434 * 261

0 1 )2 )  I；公 共 卫 生 。第 6 号 报 吿 。 1部 3 年 》1 8 6 4 年 伦 敦 版 第 2 3 8 、2 4 9 、
26 1  v2 6 2  M 〇

( 1 5 ) 3 ) 同 上 . 第 2 6 2 页 。
( 1 9 4 ) 同 上 ，第 1 7 页 。英 格 兰 农 业 工 人 得 到 的 牛 奶 量 只 等 于 爱 尔 兰 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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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蒙 医 生 在 官 方 的 卫 生 报 告 中 说 :

工 人 的 面 包 量 只 等 于 * ! . . 本 世 纪 初 . 阿 • 杨 格 在 他 的 《爱 尔 兰 游 记 》中就 
指 出 . 爱 尔 兰 工 人 的 营 养 状 况 要 好 些 . 理 由 很 简 单 ：贫 穷 的 爱 尔 兰 租 地 农 场  
主 比 富 裕 的 英 格 兰 租 地 农 场 主 要 人 道 得 多 ， 至 于 威 尔 士 公 国 ，|卜:文中引用的 
资 料 不 适 用 于 它 的 西 南 地 区 》 “ 当 地 的 所 有 医 生 都 一 致 承 认 ，随 着 居 民 身 体  
状 况 的 恶 化 ，由 结 核 病 和 瘰 疬 病 等 等 引 起 的 死 亡 率 急 剧 上 升 了  . 并 且 一 致 认  
为 身 体 状 况 的 恶 化 是 由 贫 穷 造 成 的 。当 地 农 业 劳 动 者 一 天 的 生 活 费 大 约 为 5 
便 士  <在 许 多 地 区 ，租 地 农 场 主 〈他 自 己 也 很 拮 据 〉付 给 的 还 要 少 些 。 大 量 的  
葱 花 麦 面 汤 或 燕 麦 粥 ，加 上 一 片 干 得 像 红 木 •样 硬 、几 乎 不 值 得 费 很 大 的 劲  
去 消 化 的 咸 肉 ，或 者 加 上 •小 块 油 脂 当 做 调 味 品 ，每 天 都 是 这 样 的 饮 食 1： 
业 进 步 的 结 果 对 于 这 些 劳 动 者 来 说 .不 过 是 在 这 样 寒 冷 潮 湿 的 气 候 下 用 廉 价  
的 棉 织 品 代 替 了 结 实 的 家 庭 手 织 棉 布 ，用  > 名 义 上 的 ’茶 代 替 了 浓 烈 的 饮  
料 …… 农 民 在 风 吹 雨 打 中 劳 动 了 好 几 个 小 时 以 后 回 到 自 己 的 小 屋 里 ，坐 下  
来 烤 烤 火 ，烧 的 是 泥 炭 或 用 黏 土 和 煤 末 做 的 煤 球 . 碳 酸 气 和 硫 酸 气 烟 雾 腾 腾 - 
小 屋 的 墙 是 用 黏 土 和 石 块 砌 成 的 ，地 是 光 秃 秃 的 泥 地 . 跟 没 盖 房 子 以 前 •样 . 
屋顶 是一 •堆 切 碎 的 、蓬 松 的 秸 秆 》 为 了 保 暖 ，所 有 的 裂 缝 都 堵 死 了 。 r 人 就  
是 在 这 种 充 满 恶 臭 的 空 气 里 ，在 泥 泞 的 地 h 同 他 的 老 婆 孩 子 - 起 吃 晚 饭 ，披 
着 仅 有 的 一 套 湿 衣 服 让 它 在 身 上 暖 干 。 有 些 曾 在 夜 间 不 得 不 在 这 类 小 屋 里  
待 过 几 小 时 的 助 产 医 生 们 描 绘 说 ，他 们 的 双 脚 曾 怎 样 陷 在 泥 泞 里 • 他 们 曾 经  
怎 样 不 得 不 在 墙 上 挖 一 个 小 洞 （这 很 容 易 办 到 ）为 自 己 吸 点 新 鲜 空 气 》 各 阶  
层 的 大 量 证 人 都 证 明 ，吃 不 饱 的 农 民 每 天 晚 J: 都 处 在 各 种 各 样 的 有 害 健 康 的  
影 响 下 ；其 结 果 是 居 民 身 体 孱 弱 ，常 常 患 瘰 疬 病 ，在 这 方 面 确 实 不 乏 证  
据 …… 卡 马 森 郡 和 卡 i s 根 郡 的 教 区 官 吏 的 报 吿 也 清 楚 地 证 明 r 同 样 的 情  
况 ■■此 外 还 有 一 个 更 大 的 灾 难 . 这 就 是 白 痴 病 的 流 行 。 下 面 再 谈 谈 气 候 情  
况 《在 威 尔 士 全 境 ，一 年 中 有 八 九 个 月 刮 着 强 烈 的 西 南 风 ，带 来 r 暴雨•受侵 
袭 的 主 要 是 丘 陵 地 带 的 西 坡 .，树 木 稀 少 . 只 在 冇 遮 挡 的 地 方 才 能 见 到 • 在 没  
有 遮 挡 的 地 方 全 被 大 风 刮 倒 了  . 小 屋 都 蜷 缩 在 山 脚 下 ，往 往 是 在 山 沟 里 或 者  
石 坑 里 ，只 有 最 小 的 羊 和 本 地 的 牛 才 能 在 这 种 牧 场 h 生 活 … … 年 轻 人 都 跑 到  
格 拉 摩 根 郡 和 蒙 茅 斯 郡 的 东 部 矿 区 去 了 ， 卡 马 森 郡 是 矿 工 的 繁 M 场 和 他 们  
的 残 疾 人 收 容 所 …… 人 口 勉 强 维 持 原 状 。 例 如 在 卡 迪 根 郡 ：



第 二 十 £ 章 资 本 主 义 积 累 的 一 般 规 律 733

“汉 特 医 生 报 告 的 每 一 页 都 证 明 .我 N1农 业 劳 动 者 的 住 宅 数 f t 不 足 而 且 质 量  
很 坏 „多 年 来 .他 们 在 这 方 面 的 情 况 不 断 恶 化 。现 在 农 业 工 人 要 找 到 栖 身 之 所 困 难  
大 得 多 即 使 找 到 了 ，也 远 不 能 适 应 他 们 的 需 要 ，这 种 情 况 也 许 比 几 世 纪 以 来  
的 任 何 时 候 都 更 糟 。特 别 是 最 近 二 1 十 年 來 ，这 种 祸 害 更 迅 速 滋 长 了 ，目 前 村 民 的  
居 住 条 件 简 直 糟 糕 透 了 。村 民 在 这 方 面 束 手 无 策 ，除 非 那 些 靠 他 们 的 劳 动 发 财 致  
富 的 人 认 为 值 得 对 他 们 发 点 善 心 。农 业 」:人 能 在 他 耕 种 的 土 地 上 找 到 一 个 像 样 的  
住 处 还 是 找 到 一 个 猪 舍 . 同 时 是 否 附 有 -•小 块 能 够 大 大 减 轻 贫 困 压 力 的 园 圃 ，这  
- ■切 都 不 取 决 于 他 是 否 愿 意 或 者 有 能 力 支 付 要 求 他 支 付 的 房 租 • 而 是 取 决 于 别  
人 怎 样 行 使 任 意 支 配 自 己 财 产 的 ‘权 利 不 管 租 地 面 积 有 多 大 ，也 没 有 一 项 法 律 规  
定 必 须 在 上 面 建 有 一 定 数 量 的 工 人 住 宅 ，更 不 用 说 像 样 的 住 宅 了 ;法 律 同 样 也 没  
有 给 工 人 保 留 拥 有 土 地 的 丝 毫 权 利 ，虽 然 工 人 的 劳 动 对 土 地 来 说 就 像 雨 露 和 阳 光  
一 样 必 不 可 少 …… 还 有 一 种 大 家 都 知 道 的 情 况 更 加 深 了 工 人 的 灾 难 ，这 就 是 济  
贫 法 关 于 居 住 和 教 区 负 担 济 贫 税 的 规 定 所 产 生 的 影 响 。(MS )在 这 项 法 律 的 影 响  
下 ，各 教 K 为 了 金 钱 h 的 利 益 都 要 把 本 教 区 居 住 的 农 业 工 人 的 人 数 限 制 在 最 低 限  
度 之 内 ;因 为 不 幸 的 是 ，农 业 劳 动 并 不 能 保 证 农 业 工 人 和 他 的 一 家 维 持 永 久 可 靠  
的 独 立 地 位 ，无 论 这 种 劳 动 是 多 么 辛 苦 • 它 多 半 不 过 是 一 条 通 向 需 要 救 济 的 赤 贫  
的 或 长 或 短 的 迂 回 道 路 ，在 整 个 途 程 中 工 人 离 需 要 救 济 的 赤 贫 是 这 样 近 .他 只 要  
一 生 病 或 # 暂 时 失 业 ，就 不 得 不 立 刻 求 助 于 教 区 救 济 ;因 此 ,只 要 有 农 业 人 口 在 教  
区 内 定 居 下 来 ，显 然 就 会 加 重 教 区 的 济 贫 税 负 担 …… 大 地 主 们 (]96)只 要 决 定 不  * 97

1851 ¥  1861 年
男 人 ...........45 155: 44 44ß
女 人 ...........52 459 52 955

97 614 97 401
( 汉 特 医 虫 的 报 告 ■散 见 《公 共 卫 生 第 7 号 报 告 ，1864年 》1865年 伦 敦 版 第  
498. -502 页 ）

<lî)5) 18S5年 这 项 法 律 有 了 某 些 改 进 。但 是 人 们 从 经 验 中 很 快 就 知 道 ，
这 种 修 补 是 无 济 于 事 的 》

U 9 6 ) 为 r 便 于 理 解 下 文 ，这 里 要 说 明 ： c l o s e  v i l l a g e s (非 开 放 村 庄 )是 指 一  
个 或 两 个 大 地 主 所 有 的 村 庄 ；o p e n  v i l l a g e s ( 开 放 村 庄 ）是 指 土 地 分 属 子 许 多 地  
主 的 村 庄 。建 筑 投 机 家 只 存 在 开 放 村 庄 才 能 建 造 小 屋 和 旅 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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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V他丨 N的 领 地 上 建 筑 劳 动 I*f的 住 宅 ，他 们 对 穷 人 的 负 担 马 丨 ::就 可 以 减 较 - 
t. ij|;些 可 以 ‘任意支配丨 '1 d 财 产 ’的 地 主 ，凭 借 绝 对 的 土 地 所 存 权 .竟 能 够 像  

付 fö异 拌 人 那 样 对 待 土 地 的 耕 种 者 并 把 他 们 从 É1 d 的庄园 上赶 出去■•对 于这  
样 一 种 绝 对 的 土 地 所 f f 权 ，英 国 法 律 和 宪 法 究 竟 准 备 在 多 大 程 度 上 f 以 承 认 . 

这 个 问 题 不 属 于 本 报 告 所 U 论 的 范 M…… 这 种 驱 逐 权 4、'单 M—种 埋 论 问 题 , 
它 被 广 泛 地 行 使 着 。这 是 对 农 业 劳 动 荇 的 居 往 条 件 决 足 性 影 响 的  
情 况 之 一 ……”

这 种 灾 祸 殃 及 的 范 围 . 从 最 近 一 次 人 口 调 查 中 就 "了以看出》根 
据 调 查 . 在 最 近 i o 年 间 ，尽 管 地 方 上 对 房 屋 的 需 求 增 加 r .但是英格 
兰 釦 821 个 地 区 拆 除的 房 屋 却 越 来 越 多 。

拿 1861年 和 1851年 相 比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除 f 那些不得不在自 
己劳 动 的教 区 以外 居 住 的 人 之 外 .居 民 人 数 增 加 了  5 j  % ，但是他们  
居住的房屋却减 少了  4 ^ % …… 汉 特 医 生 说 ：

“减 少人丨 丨 的过 程一曰 .达 到 目 的 . 就 出 现 一 种 供 人 观 赏 村 丨 t ,那 里 小 屋 所  
剩 无 儿 ，除 了 牧 羊 人 、园 丁 , 看 守 狩 猎 场 的 人 以 及 其 他 仆 役 以 外 ，谁 也 不 准 尻  
住 ，只 冇 他 们 才 能 从 慈 善 的 主 人 那 1 得 到 通 常 已 算 不 坏 的 待 遇 。 n >但 是 土  
地 需 要 耕 种 ，于 是 我 们 看 到 ，雇 来 种 地 的 T 人 并 不 是 居 住 在 地 主 的 庄 园 里 .而  
是 也 许 从 3 英 里 外 的 开 放 村 庄 来 的 ；他 们 是 在 自 己 的 小 M 被 拆 除 以 后 在 耶 〖丨!. 
被 接 纳 下 来 的 .，在 那 作 拆 除 工 作 正 在 进 行 的 地 方 .小 屋 的 悲 惨 景 象 显 示 出 它  
们 汴 定 要 遭 到 的 命 运 。 这 些 小 M正 处 在 f )然 倒 塌 的 各 个 阶 段 。 只 要 房 子 还  
没 有 塌 下 来 . 就 允 许 劳 动 者 fl •而 他 往 往 也 非 常 乐 意 承 租 . 即 使他必须 丨 、HI1 
像 样 的 住 宅 的 租 金 。可 足 房 子 从 來 不 修 缮 .除 非 穿 无 分 文 的 伐 户 f l 己 动 乎 收

( H 1 7 ) 这 种 忖 庄 华 而 不 实 . 如 同 叶 卡 捷 琳 娜 二 世 巡 游 克 Ü1木 时 所 看 到 的  
村 庄 一 样 。394近 来 ，连 牧 羊 人 往 往 也 被 赶 出 这 些 供 人 观 赏 的 村 庄 r 。 例 如 .在  
哈 伯 勒 市 场 附 近 有 一 个 占 地 将 近 500英 m的 牧 羊 场 ，这 里 只 æ 要 一 个 男 劳 力 。 
以 前 ，为 了 减 少 在 这 个 辽 阔 的 草 原  莱 斯 特 和 北 安 普 敦 的 美 丽 的 牧 场 上 进 ï r
长 途 跋 涉 .牧 羊 人 通 常 《丨 以 在 农 场 上 得 到 一 所 小 屋 。 而 现 在 多 付 给 他 一 个 先 令  
让 他 到 很 远 的 开 放 村 压 去 fll住 处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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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一 下 。 当 房 屋 终 于 完 全 不 能 住 人 时 ，只 不 过 表 示 又 多 了 一 座 拆 毁 的 小 屋 和  
未 来 的 济 贫 税 将 相 应 减 少 而 已 。当 大 地 主 这 样 把 居 民 从 他 们 的 土 地 上 赶 走  
以 摆 脱 济 贫 税 时 ，开 放 村 庄 或 最 近 的 小 村 子 就 把 这 些 被 赶 出 来 的 劳 动 者 接 纳  
下 来 。 我 说 的 是 附 近 , 但 是 这 个 ‘ 附 近 ’也 可 能 离 劳 动 者 每 天 做 苦 工 的 租 地 农  
场 有 3— 4 英 里 远 。这 样 ，工 人 为 了 挣 得 每 天 的 面 包 ，除 了 整 天 干 活 外 ，每 天  
还 必 须 走 6 —8 英 里 路 ，而 这 好 像 不 算 一 回 事 似 的 。1现 在 ，他 的 妻 子 和 孩 子 们  
所 从 事 的 一 切 农 活 也 要 在 同 样 困 难 的 条 件 下 来 f  了 。 然 而 住 的 地 方 离 做 工  
的 地 方 远 所 引 起 的 灾 难 还 不 止 于 此 。 在 开 放 村 庄 里 ，建 筑 投 机 家 购 买 小 块 地  
皮 . 尽 量 密 集 地 建 造 多 种 最 廉 价 的 简 陋 小 屋 D 在 这 些 肮 脏 不 堪 的 小 屋 里 挤 满  
r 英 格 兰 农 业 工 人 ，这 些 小 屋 即 使 面 临 空 旷 的 田 野 ，也 具 有 最 坏 的 城 市 住 宅  
的 种 种 弊 病 (198 >…… 另 一 方 面 . 绝 不 要 以 为 ，那 些 即 使 居 住 在 他 们 耕 种 的  
土 地 t 的 工 人 能 够 找 到 卜 一 所 同 他 们 的 辛 勤 劳 动 的 生 活 相 称 的 住 宅 《 甚 至 在  
最 阔 绰 的 田 庄 ，工 人 的 小 屋 也 往 往 是 非 常 简 陋 的 。 许 多 地 主 认 为 ，能 让 工 人  
的 家 庭 住 上 = 间 牲 口 棚 已 经 很 不 错 了 ，可 是 他 们 在 出 租 这 类 房 子 时 竟 然 恬 不

nss> “工 人 住 宅 〈在 开 放 村 庄 里 ，这 些 住 宅 当 然 总 是 挤 得 满 满 的 〉通 常  
都 是 盖 成 一 排 一 排 的 ，后 墙 紧 挨 着 建 筑 投 机 家 声 称 属 于 他 的 小 块 地 皮 的 边  
缘 。 因 此 这 些 住 宅 只 有 从 正 面 才 能 透 进 阳 光 和 空 气 。”（汉 特 医 生 的 报 告 ，载  
于《公 共 第 7 号 报 告 。 18_6<1年 》第 135页 ）“在 农 村 中 ，啤 酒 店 老 板 或 小  
店 主 往 往 同 时 就 是 房 屋 出 租 t 。 Æ这 种 情 况 下 ，农 村 工 人 除 了 租 地 农 杨 主  
外 . 又 有 r 这 第 二 个 主 人 。 他 必 须 既 是 这 个 主 人 的 房 客 又 是 这 个 主 人 的 顾  
客 农 业 工 人 每 周 收 人 1 0先 令 ，除 每 年 付 房 租 4 镑 外 , 还 得 按 小 店 主 随 意 规  
定 的 价 格 向 他 购 买 一 点 茶 叶 、糖 、面 粉 、肥 皂 、蜡 烛 和 啤 酒 。”（同 上 ，第 132页 ） 
这 些 开 放 村 庄 实 际 上 成 了 英 格 兰 农 业 无 产 阶 级 的 “流 放 地 ”。 许 多 小 屋 不 过  
是 当 地 一 切 流 氓 出 出 进 进 的 场 所 。.村 民 和 他 的 家 庭 虽 然 在 最 污 浊 的 环 境 中  
也 往 往 能 Ä 正 令 人 惊 奇 地 保 持 纯 朴 TH直 的 品 格 ，但 是 在 这 种 地 方 也 会 彻 底 堕  
落 。 显 贵 的 夏 洛 克 们 在 谈 到 建 筑 投 机 家 、小 地 主 和 开 放 村 庄 时 ，会 伪 善 地 耸  
耸 肩 膀 •这 在 他 们 中 间 已 经 成 了 一 种 时 髦 。但 是 他 们 知 道 得 很 清 楚 ，如 果 没  
有 他 们 的 “非 开 放 村 庄 和 供 人 观 赏 的 村 庄 "，这 些 开 放 村 庄 就 不 可 能 存 在 》 
•‘如 果 没 有 开 放 村 庄 的 小 地 主 ，绝 大 部 分 农 业 工 人 就 得 在 他 们 劳 动 的 田 庄 的  
树 下 过 夜 了 。”（同 上 ，第 135 页 )“开 放 村 庄 ”和 •‘非 开 放 村 庄 ”的 制 度 ，在 英 格  
兰 中 部 各 郡 和 东 部 地 区 非 常 流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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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耻 地 榨 取 尽 可 能 多 的 房 租 „( 这 也 许 是 一 座 破 落 的 小 屋 . 只 有 一 间 卧 宰 . 
没 有 火 炉 ，没 有 厕 所 ，没 有 窗 户 . 除 了 水 沟 而 外 没 有 任 何 供 水 设 备 ，没 有园 圃•佝  
劳 动 者 对 这 种 不 公 正 也 无 可 奈 何 „ 而 我 们 的 卫 生 警 察 法 仍 然 是 一 纸 空 文 „ 这  
些 法 律 竟 然 恰 恰 要 靠 出 租 这 类 破 屋 的 地 主 们 来 实 行 … … 我 们 决 不 能 让 那 些  
偶 尔 见 到 的 灿 烂 夺 目 的 景 象 迷 住 眼 睛 而 看 不 见 那 些 有 辱 英 国 文 明 的 大 量 事 实 . 
尽 管 现 在 的 居 住 情 况 已 经 糟 到 r 骇 人 听 闻 的 地 步 .但 是 权 威 的 观 察 家 们 却 一 致  
得 出 结 论 说 •住 宅 固 然 普 遍 恶 劣 不 堪 ，但 同 住 宅 数 s 不 足 比 较 起 来 ，耶 还 是 - 个  
微 不 足 道 的 灾 难 。这 种 状 况 真 是 太 町 怕 了 。 多 年 来 ，农 业 工 人 居 住 过 挤 的 状 况  
不 仅 使 关 心 健 康 的 人 深 感 不 安 • 而 且 也 使 一 切 关 心 体 面 和 有 道 德 的 生 活 的 人 深  
感 不 安 。因 为 那 些 提 出 关 于 农 村 地 区 流 行 病 蔓 延 情 况 报 告 的 人 总 是 不 停 地 用  
一 成 不 变 的 看 来 已 成 老 套 的 词 句 指 出 . 由 于 居 住 过 挤 ，为 制 止 已 发 生 的 流 行 病  
进 一 步 蔓 延 而 作 的 一 切 努 力 ^5白 费 T 。报 告 一 而 再 再 而 三 地 证 明 ，农 村 生 活 本  
来 对 健 康 有 许 多 好 处 ，但 是 由 于 居 尻 过 于 密 集 . 传 染 病 的 蔓 延 也 促 使 一 般 的 疾  
病 发 生 ,=■ 揭 露 这 类 情 况 的 人 对 另 一 种 更 严 t 的 祸 害 也 没 有 保 持 沉 默 ， 虽 然 他  
们 原 来 的 任 务 只 限 于 保 健 工 作 .何 是 他 们 几 T 总 是 不 得 不 注 意 到 问 题 的 其 他 方  
面 。 他 们 在 报 告 中 指 出 ，已 婚 的 和 未 婚 的 成 年 男 女 常 常 挤 住 在 一 间 狭 小 的 屋 子  
里 ，这 必 定 使 人 相 信 ，在 这 种 情 况 T 羞 耻 心 和 庄 重 感 被 最 粗 暴 地 伤 害 了 ，道 德 的  
败 坏 几 乎 是 必 然 的 (20())…… 例 如 , 在 我 最 近 一 次 报 告 的 附 录 里 • 载 有 奥 德 医  * 200

(W9) “房 屋 出 租 者 〈租 地 农 场 主 或 地 主 〉直 接 或 者 间 接 地 靠 别 人 的 劳 动  
致 富 ，他 每 周 给 这 个 人 10先 令 工 资 ，然 后 每 年 再 从 这 个 穷 鬼 身 上 榨 取 4 镑 或 5 
镑 房 租 „ 这 种 房 子 在 市 场 上 连 20 镑 也 不 值 ，但 是 由 于 地 主 的 权 力 却 保 持 着 人  
为 的 价 格 ，地 主 会 说 ：‘要 么 住 我 的 房 子 ,要 么 滚 你 的 蛋 ，没 有 我 的 证 明 ，看 你 到  
哪 里 去 找 住 处 ……’如 果 肴 人 为 了 改 善 自 己 的 状 况 ，想 到 采 石 场 去 干 活 或 者 到  
铁 路 上 去 铺 轨 . 同 样 的 权 力 又 会 对 他 说 ：‘要 么 拿 这 样 的 低 工 资 给 我 干 下 去 ，要 
么 再 过 一 个 星 期 就 滚 蛋 ，有 猪 你 也 弄 走 ，往 后 看 你 从 你 的 菜 园 里 长 的 马 铃 薯 中  
能 搞 到 什 么 在 地 主 〈或 租 地 农 场 主 〉认 为 对 他 有 利 的 情 况 下 ，他 就 抬 高 房 租 . 
以 作 为 对 工 人 辞 工 的 惩 罚 。”( 同 上 ，第 132页 ）

(200) “新 婚 夫 妇 对 于 睡 在 同 一 个 房 间 里 的 成 年 弟 弟 妹 妹 不 会 有 什 么 好  
影 响 ，虽 然 不 能 记 下 实 例 ，但 有 足 够 的 材 料 可 以 证 实 这 种 说 法 ：血 亲 通 奸 罪 使 妇  
女 招 致 极 大 痛 苦 .甚 至 常 常 死 亡 . ”( 汉 特 医 生 的 报 告 ，同 上 ，第 137页 ）有 个 曾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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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关 r• 卩 丨 金 汉 郡 温 地 区 突 然 发 生 热 病 的 报 告 他 谈 到 一 个 从 温 格 雷 夫 来 的 年  
轻 人 怎 样 把 热 病 带 到 了 温 。 他 在 得 病 的 M初 几 天 和 另 外 9 个 人 同 住 在 一 个 房  
间 里 。 在 几 星 期 内 . 9 人 中 有 5 人 得 了 热 病 ，并 有 一 人 死 亡 ！ 同 时 . 圣 乔 治 医 院  

的匿牛:哈 维 曾 因 私 人 出 诊 的 关 系 在 传 染 病 流 行 期 间 到 过 温 ，他 也 向 我 提 供 了 类  
似 的 情 况 :‘ •个 患 热 病 的 年 轻 女 人 晚 t N 父 亲 、母 亲 、她 的 私 生 子 、两 个 小 伙 子  
即 她 的 兄 弟 以 及 各 存 一 个 私 生 子 的 两 个 姊 妹 睡 在 一 个 房 间 1 , 一 共 是 10 个 人 ， 
几 M期 以 前 这 个 房 间 曾 住 过 13个 儿 逭 ’ 。 ’’(2()1)

汉 特 医 生 调 查 过 5 375户 农 村 劳 动 者 居 住 的 小 屋 ，其中不仅 有纯  
农 业 区 的 .而且有英格兰 所有各郡的。在 5 375座 小 屋 中 .2 195座小 
屋 只 有 一 问 卧 室 (整 个 住 宅 往 往 只 有 这 一 间 屋 子 ），2 930座 小 屋 有 2 

间 卧 室 ,250座小M 有 2 间 卧 室以上。以 下 是 12 个 郡中的若干例子。
I . 贝 德 福 德 郡 ：
雷 斯 林沃思：卧 索 大 约 长 ] 2 英 尺 、宽 10英 尺 .还 有 许 多 比 这 更  

小。矮小的平房通常都m 木板隔成两 间 卧 室，在 高 5 英 尺 6 英寸的厨  
房 )ft往往还 放上一张 床。房 租 每 年 3 镑 。住 户 要 自 己 盖 厕 所 ，房东 只 
提 供 个 土 坑 。谁 家一盖了厕 所.邻 居们 便都来 使用。一 个 叫理套森 
的 •家机的一栋 房屋真 是一个 奇观 。它 的 石 灰 墙 鼓 得 像 行 屈 膝 礼 的  
女人的U：裙一样 。山 墙 一 边 突 出 来 . 一 边 凹 进 去 ，而在凹进 去的一边  
不 幸 还 贤 打 - 根 烟 囱 ，即 一 根 用 木 头 和 泥 土 做 的 歪 歪 扭 扭 的 管 子 ，活 
像 - 个 象 # 子 。烟制m —根很 粗的棍子支着 . 防 备 它 倒 下 来 。门 和窗

伦 敦风 纪 最坏 的街K 当 过 多年侦 探的农 村筲 官•在谈 到他们 村的姑娘时 说 :1■她  
们 作这 样 小的年纪 就这 样 近德败 坏 . 这 样 放荡 不羁 和厚颜 无耻 ，这 是我在伦 敦 
风 坏 的 街 侦 探 时 都 从 来 没 有 见 过 的 ……他们 像诸 一般地生活，小伙 子 
和大姑娘，母亲 和父亲 •统 统 睡Æ —个 铅 间 甩 / ’(《童工调 查 委员 会 „ 第 6 号 报  
& 》1867年伦 敎版，闲 '录 第7 7 页 第1涵 号 )

( 2 0 J ) 敗见 《公Ä  I V I : 第 7 号 报 告. 18阽 年》第 !） 1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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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菱形的》在 调 查 过 的 17户 人 家 中 ，只 4 户 有 卧 室 一 间 以 上 ，不过  
也是挤 得满 满 的》在 一座只有一 间 卧 室 的 小 屋 里 ，住 着 3 个 大 人 和 3 

个 孩子，另 一 户 这 样 的 小 屋 住 着 一 对 夫 妇 和 6 个 孩 子 ，如此等等。
邓 顿 :房 租 昂 贵 ，每 年 4 镑 至 5 镑 ,男 子 每 周 工 资 10先 令 。他们  

都 想 靠 家 庭 劳 动 ( 编 草 辫 ）来 挣 钱 付 房 租 。房 租 越 高 ，需要一起干活 
的 人 便 越 多 ，这 样 才 能 付 得 起 房 租 。一 间 住 着 6 个 大 人 和 4 个 孩子 
的 卧 室 ，房 租 是 3 镑 10先 令 。邓 顿 最 便 宜 的 房 屋 外 沿 长 15英 尺 ，宽  
10荚 尺 ，租 金 3 镑 。在 调 查 过 的 1 4 户 人 家 中 ，只 有 一 户 有 两 间 卧  
室。村 前 不 远 有 一 户 人 家 ，住 户 就 在 墙 脚 下 大 小 便 ，房门 下端烂 掉了 
9 英 寸 。晚 上 关 门 的 时 候 ，人 们 巧 妙 地 从 里 向 外 塞 上 几 块 瓦 片 ，再挡  
上 块 破 席 子 。房 子 里 没 有 任 何 家 具 ， 3 个 大 人 和 5 个 小 孩 挤 做 一 团 。 
邓 顿 比 起 比 格 尔 斯 韦 德 联 合 教 区 的 其 他 地 方 来 ，还 不 算 是 最 坏 的 《

2 .伯 克 郡 ：
比 内 姆 : 1864年 6 月 ，1 间 小 平 房 住 着 丈 夫 、妻 子 和 4 个 孩 子 。 

一 个 女 儿 得 了 猩 红 热 ，解 雇 后 回 到 家 里 就 死 了 。另 一 个 孩 子 也 得 病  
死 去 。汉 特 医 生 被 请 来 的 时 候 .母 亲 和 一 个 孩 子 正 患 着 伤 寒 病 a 父 
亲 和 另 一 个 孩 ？睡 在 屋 外 边 。但 是 ，这 里 要 保 证 隔 离 很 难 ，因为 在这  
个 不 幸 的 村 庄 的拥 挤 的市场 上就放着这 一家人的待洗的衣物。
哈 家 的 房 租 每 周 1 先 令 ，唯 一 的 卧 室 里 住 着 一 对 夫 妇 和 6 个 孩 子 。 
另 一 座 房 子 租 金 8 便 士 (每 周 ）; 长 14英 尺 6 英 寸 ，宽 7 英 尺 ，厨 房高 
6 英 尺 ; 卧 室 没 有 窗 户 ，没 有 火 炉 ，没 有 门 ，只有一个 通向过 道的出人 
口 . 也 没 有 园 圃 。不 久 前 ，有一个 男人同他的两 个 成年女儿 和一个 行 
将 成 年 的 儿 子 住 在 里 边 ; 父 亲 和 儿 子 睡 在 一 张 床 上 ，两 个 女儿 睡在过  
道 里 。他 家 住 在 这 里 的 时 候 ，两 个 女 儿 各 生 过 一 个 小 孩 ，其中一个 女 
儿 是到贫 民习 艺 所生了孩子以后才回家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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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白金 汉 郡 ：
在 1 000英 亩 土 地 上 建 有 3 0 户 小 屋 ，大 约 住 着 130 - 140人 。 

布 拉 德 纳 姆 教 区 占 地 1 〇(X)英 亩 ，185]年 有 3 6 户 人 家 ，住 着 8 4 个 男 
人 和 54 个 女 人 。男 女 人 数 的 不 平 衡 到 186〗年 有 所 改 变 ，这 时 男子 
有 98人 ，女 子 8 7人 .1 0 年 间 男 子 增 加 1.1人 ，女 子 增 加 3 3 人 。然而 
户 数 却 减 少了一户 u

温 斯 洛 :大 部 分 房 屋 是 按 好 式 样 新 建 的 ；房 屋 的 需 要 量 看 来 很  
大 ，因 为 非 常 蹩 脚 的 小 屋 每 周 也 要 付 1 先 令 或 1 先 令 3 便 士 的 租 金 。

沃 特 伊 顿 :这 里 的 地 主 眼 看 居 民 增 加 了 ，却 拆 除 了 大 约 20% 

的房屋。有 一 个 贫 穷 的 工 人 上 工 时 大 约 要 走 4 英 里 路 ，有人问 他能 
不能找 到一座比较 近的小屋 . 他 回 答 说 :~不 能 ，他们 生怕 招到像我这  
样 有 一 大 家 人 U 的 房 客 。 ”

温 斯 洛 附 近 的 廷 克 斯 恩 德 :一 间 卧 室 长 11英 尺 ，宽 9 英 尺 ，最高 
处 6 英 尺 5 英 寸 ，住 着 4 个 大 人 和 5 个 孩 子 。另 一 间 卧 室 长 11英尺 
7 英 寸 ，宽 9 英 尺 ，高 5 英 尺 10英 寸 ，住 着 6 个 人 。这 两 个 家庭每个  
成员 所占的空间 比一个 苦役犯人所应 占的空间 还 要小。每座房屋只 
有 一 间 卧 室 ，没 有 后 f j . 水 非 常 缺 乏 》房 租 每 周 从 1 先 令 4 便 士 到 2 

先 令 „ 在 调 查 过 的 16 户 人 家 中 ，只 有 一 个 人 每 周 有 10先 令 的 收 人 。 
在 这 样 的 居 住 条 件 下 . 每 个 人 得 到 的 空 气 量 相 当 于 他 整 夜 被 关 在 4 

英 尺 立 方 的 箱 子 里 所 得 到 的 空 气 M 。不 过 ，那 些 旧 的 小 屋 倒 有 许 多  
通 风 口 。

4 . 剑 桥 郡 ：
U•布 林盖属 于儿 个 地主所有。在仟何地方都看不到这 样 破烂 不 

堪 的 小 屋 。许 多 人 以 编 草 辫 为 业 。甘 布 林 盖 到 处 都 是 致 命 的 疲 惫 ， 
到 处 都 绝 望 地 屈 服 T 肮 脏 生 活 。中心地区 年久失修已经 成为 南北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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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的 灾 难 ，在 这 两 端 房 子 正 一 座 接 一 座 地 倒 塌 下 去 。 另 有住处 的地 
主们 对 这 些 不 幸 的 房 客 敲 骨 吸 髓 。房 租 贵 极 9 个 人硬挤 在一 
间 卧 室 里 ，有 两 处 是 6 个 大 人 各 带 着 1 - 2 个 孩 子 挤 在 一 间 小 小 的  
卧 室 里 。

5 . 埃 塞 克 斯 ：
在 本 郡 的 许 多 教 区 ，居 民 和 小 屋 冋 时 减 少 。但 是 有 2 2 个 教  

区 . 房 屋 的 拆 除 并 没 有 阻 止 住 居 民 的 增 加 ，或 者 说 ，没 有 引 起 那 种  
到 处 发 生 的 以 “向 城 市 移 居 ” 为 名 而 进 行 的 驱 逐 居 民 的 现 象 。在面 
积 为 3 443英 亩 的 芬 格 林 霍 教 区 ，1851年 有 房 屋 145座 ，到 1861 

年只剩了  U 0 座 ，但 是 居 民 不 愿 意 搬 走 ，并 且 甚 至 在 这 样 的 条 件  
下 ，人 口 还 增 加 了 。 在 拉 姆 斯 登 克 莱 斯 教 区 ，1851年 2 5 2 人住在 
6 1座 房 屋 里 ，而 到 1861年 ,2 6 2 人 却 挤 在 4 9 座 房 屋 里 。在面积 为  
1 82,7英 亩 的 巴 西 尔 登 教 区 ，1851年 157人 住 3 5 座 房 屋 ，1〇年以 
后 ，180人 却 只 住 2 7座 房 屋 在 总 面 积 为 8 4 4 9 英 亩 的 芬 格 林 霍 、 
南 芬 布 里 奇 、威 德 福 德 、巴 西 尔 登 和 拉 姆 斯 登 克 莱 斯 等 教 区 ， 1851 

年 1 392人 住 316座 房 屋 ，到 1861年 ，在 同 样 大 的 面 积 上 ] 473人 
却 只 住 249座 房 屋 。

6 . 赫 里 福 德 郡 ：
这 个 小郡受 “驱 逐 风 气 ”之 苦 比 英 格 兰 任何其他郡都更厉 害。在 

马 德 利 ，小 屋 挤 得 满 满 的 ，这 些 小 屋 通 常 有 两 间 卧 室 ，多半为 租地农  
场 主 所 有 。他 们 很 容 易 按 每 年 3 镑 或 4 镑 的 租 金 出 租 这 些 小 屋 ，而 
他 们 每 周 支 付 的 工 资 才 9 先 令 ！

7 . 亨 廷 登 郡 ：
哈 特 福 德 教 区 ，1851年 有 房 屋 8 7 座 ，此 后 不 久 ，这 个 面 积 为  

1 720英 亩 的 小 教 区 拆 除 了  19座 小 屋 。居 民 ]831年 452人 ，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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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82人 .1861年 341人 。调 查 过 的 1 4 户 人 家 居 住 的 小 屋 ，都只 
有 一 间 卧 室 。其 中 一 户 住 着 一 对 夫 妇 、3 个 成 年 儿 子 、一 个 成 年 姑  
娘 、4 个 小 孩 ，共 计 10人 ；另 一 户 住 着 3 个 大 人 、6 个 小 孩 „ 有 一 个  
房 间 长 12英 尺 10英 寸 ，宽 12英 尺 2 英 寸 ，高 6 英 尺 9 英 寸 ，住着 
8 个 人 ; 连 房 子 向 外 突 出 的 部 分 计 算 在 内 ，平 均 每 人 占 有 的 空 间 才  
将 近 130立 方 英 尺 。在 这 间 卧 室 内 ，共 住 着 3 4 个 大 人 和 3 3 个  
小 孩 》这 些 小 屋 四 周 很 少 有 小 园 圃 ，不 过 许 多 住 户 可 以 按 每 路 得  
( 大 约 17英 尺 ）10或 12先 令 的 租 金 租 到 一 小 块 土 地 。这 些地块 离  
住 宅 很 远 。住 宅 没 有 厕 所 。全 家 人 要 么 不 得 不 到 自 己 的 地 里 去 大  
便 ，要 么 ，像 这 里 发 生 的 那 样 ，这 简 直 很 难 说 出 口 ，干 脆 就 拉 在 一 个  
橱 柜 的 抽 屉 里 ，满 了 以 后 . 便 拿 到 需 要 粪 便 的 地 方 倒 掉 。在 日 本 . 

这 类 事 情 也 要 比 这 清 洁 些 。
8 .林 肯 郡 ：
兰 托 夫 特 :在 莱 特 的 一 家 中 住 着 1 个 男 人 、他 的 妻 子 、母 亲 和 5 

个 孩子。这 座 房 屋 一 进 门 有 个 厨 房 . 厨 房 顶 上 是 卧 室 ，还 有 个 洗 濯  
间 。厨 房 和 卧 室 长 1 2 英 尺 2 英 寸 ，宽 9 英 尺 5 英 寸 。房屋总 面积 长  
2 1 英 尺 3 英 寸 ，宽 9 英 尺 5 英 寸 。卧 室 是 个 小 阁 楼 ，四壁 像 宝 塔 糖  
一 样 越 往 」:越 收 拢 ，正 面 开 着 一 个 天 窗 。他 为 什 么 要 住 在 这 里 ？ 因 
为 有园 圃吗 ？ 园 圃 小 极 了 。因 为 房 租 低 吗 ？ 房 租 很 贵 . 每 周 1 先令 
3 便 t 。因为 离 工作地点近吗 ？不 ，离 工 作 地 点 有 6 英 里 远 . 他每天 
来 M要 走 12英 里 路 ,，他 住 在 这 里 ，只 是 因 为 这 座 小 屋 可 以 租 到 ，并  
且 他 想 找 一 座 独 门 独 户 的 小 屋 ，而 不 管 房 子 在 什 么 地 方 ，租 价 多 高 ， 
好 坏 如 何 。

下 面 是 兰 托 夫 特 教 区 12 户 人 家 的 统 计 资 料 ，每户 都只有一间 卧
室 ,共 住 着 3 8 个 大 人 和 3 6 个 小 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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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托 夫 特 的 丨 2 座 房 屋

户 数 卧 室 大人 小孩 总 人数 户 数 卧 室 大人 小孩 总 人数
1 1 3 5 8 1 1 3 3 6

1 1 4 3 7 1 1 3 2 5

1 1 4 4 8 1 1 2 0 2

1 1 5 4 9 1 1 2 3 5

1 1 2 2 4 1 1 3 3 6

1 1 5 3 8 1 1 2 4 6

* 9. 肯 特 郡 ：
肯 宁 顿 ，1859年 居 民 拥 挤 到 了 极 点 ，当 时 发 生 丫 白 喉 ，教 区 医 生 

对 居 民 中 贫 困 阶 级 的 状 况 进 行 r 一 次 正 式 调 查 。他 发 现 ，在这 个 需 
要 大 量 劳 动 的 地 方 ，好 多 小 屋 被 拆 除 了 ，新 的 却 没 有 建 造 》在一个 地 
区 有 4 座 被 称 为 鸟 笼 的 小 房 子 ，每 座 有 4 个 房 间 . 其 大 小 如 下 ：

厨 房 ............... 9 英 尺 S 英 寸 X 8 英 尺 .11.英 寸 X 6 英 尺 6 英寸
洗 濯 间 … … 8 英 尺 6 英 寸 X 4 英 尺 6 英 寸 X 6 英 尺 6 英寸
卧 室 ............... 8 英 尺 5 英 寸 X 5 英 尺 10英 寸 X 6 英 尺 3 英寸
臣卜室............... 8 英 尺 3 英 寸 X 8 英 尺 4 英 寸 X 6 英 尺 3 英寸

10. 北 安 普 敦 郡 ：
布 里 克 斯 沃 思 、皮 茨 福 德 、弗 洛 尔 : 这 3 个 村 庄 中 ，一到冬天就有

20 — 3 0 个 人 因 为 找 木 到 工 作 流 落 街 头 ^租 地 农 民 栽 种 的 谷 物 和 块  
根 作 物 往 往 种 得 不 够 好 ，因此地主 认 为 最 好 还 是 把 他 所 有 的 租 地 合  
并 成 两 到 三 片 大 地 块 。这 样 一 来 就 造 成 了 失 业 现 象 。地沟 的一边 是 
土 地 需 要 耕 种 ，另 一 边 是 被 剥 夺 的 劳 动 者 眼 巴 巴 地 望 着 土 地 。工人 
们 夏 天 拼 死 拼 活 地 劳 动 ，而冬天却要忍饥 挨 饿 ，难 怪工人们 用他们 自 
己 的 方 言 说 ： “ the parson and gentlefolks seem frit to death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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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e m ” (牧师 和贵 族好像勾结 起来 要逼死他们 ）。
弗 洛 尔 村 有 好 几 家 这 样 的 例 子 :一 间 极 其 狭 窄 的 卧 室 住 着 一 对  

夫 妇 和 4、5 或 6 个 孩 子 ，或 者 是 住 着 3 个 大 人 和 5 个 孩 子 ，或者是住 
着 一 对 夫 妇 、祖 父 和 6 个 患猩 红 热 的 [孩 子 ] . 如 此 等 等 。有两 座各有 
两 间 卧 室的房子，住 着 两 户 人 家 , 分 别 有 8 个 大 人 和 9 个 大 人 。

11. 威 尔 特 郡 ：
斯 特 拉 顿 :调 查 过 3 1 户 人 家 ，其 中 8 户 都 只 有 一 间 卧 室 。在这  

个 教 区 的 彭 希 尔 地 方 . 有 一 座 小 屋 ，每 周 租 金 1 先 令 3 便 士 ，住 着 4 
个 大 人 和 4 个 孩 子 ，除 了 墙 壁以外.从 做得很 粗糙 的碎石铺 成的地面 
到 腐 烂 的 茅 草 屋 顶 ，没 有一处 好地

12. 伍 斯 特 郡 ：
这 甩 拆 除 房 屋 的 现 象 并 不 那 么 严 重 . 但 是 从 1851年 到 1861年 ， 

每 座 房 屋 容 纳 的 人 数 平 均 由 4. 2 人 增 加 到 4. 6 人 。
巴德西 : 这 里 有 汴 多 小 屋 和 小 园 圃 。有 些 租 地 农 场 主 说 ，小屋 

“是 个 大 祸 害 ，因为 它 招引穷 人”。一 个 绅 士 说 ：
•‘ 即 使 HÏ修 建 5 U 0 座 小 屋 ，穷 人 也 不 会 因 此 得 到 什 么 好 处 ；事 实 上 ，修 建 得  

越 多 . 需 ® 也 就 越 大 ” -

照 他 看 来 . 房 屋 产 生 住 户 . 而住户 反过 来 自然又会 对 “居住手段” 产 生 
m 力 。汉 特 医 生 在 回 答 这 种 说 法 时 指 出 ：

“似 足 这 些 穷 人 必 然 是 来 丨 ‘] 瑤 个 地 方 。既 然 巴 德 西 不 存 Æ救 济 之 类 的 特 别  
吸 引 力 ，耶 必 然 是 从 另 一 个 :史 不 适 合 的 地 方 被 赶 到 这 儿 来 的 》 他 们 在 这 里 定  
居 . 只 足 w 为 没 荇 更 好 的 地 方 了 。 如 架 每 个 人 都 能 在 自 己 的 劳 动 地 点 附 近 找 到  

-座 小 屌 和 一 小 块 土 地 .那 他 丐 然 宁 愿 住 在 这 种 地 方 而 不 会 搬 到 巴 德 西 来 了 ， 

闪 ü 这 1丨 .他 租 一 小 块 上 地 的 m金 比 租 地 农 场 主 所 付 的 租 金 贵 •倍 .”

人 1 断 地 流 往 城 市 ，农 村 人 口 由 于 租 地 集 屮 、采 用 机 器 、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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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化 为 牧 场 等 原 因 而 不 断 地 变 得 相 对 过 剩 ，农 村 人 口因小屋拆 除而 
不 断 地 被 驱 逐 ，这 些 现 象 是 同 时 发 生 的 。 一 个 地 区 的 人 口 越 稀 少 ，那 
里 的 相 对 过 剩 人 口 就 越 多 ，他 们 对 就 业 f •段的压 力就越大.农 村人口 
多 于 住 房 的 绝 对 过 剩 也 就 越 大 ，这 种 过 剩 在 农 村 中 所 造 成 的 最 容 易  
传 染 疾 病 的 人 n 拥 挤 现 象 也 就 越 严 重 。 人群密集在小村庄和小市镇  
的 现 象 ，同 人 们 被 强 行 从 地 面 上 赶 走 是 相 适 应 的 。尽 管农 业 工人的 
实 际 人 数 减 少 了 ，同时 他们 的 产 品 的 数 M•增 加 了 ，但他们 还 是不断 地 
变 得 过 剩 ，这 是 使 他 们 成 为 需 要 救 济 的 贫 民 的 摇 篮 。他们 可能成为  
需 窭 救 济 的 贫 民 ，是 他 们 被 驱 逐 的 一 个 原 因 ，也是居住条 件恶 劣的主 
要 根 源 ，而居住条 件恶 劣又摧 毁 了 他 们 最 后 的 反 抗 能 力 ，使他们 完全 
变 成 地 主 (202)和 租 地 农 场 主 的 奴 隶 ，以 致 获 得 最 低 的 工 资 对 他 们 來  
说 已 成 了 天 经 地 义 。另 一 方 面 ，农 村 中 尽 管 经 常 出 现 相 对 过 剩 人 口 ， 
但 同 时 也 感 到 人 手 不 足 。这 种 现 象 不 仅 局 部 地 发 生 在 人 n 过 快地流 
往 城 市 、矿 山 、铁 路 等 处 的 地 区 ，而且在秋 季 以 及 在 春 夏 两 季 ，当 英国  
的 精 耕 细 作 的 、集约 化 的 农 业 需 要 额 外 劳 力 的 许 多 时 候 ，到处 都可以

(202) “农 仆 的 高 贵 职 业 甚 至 使 他 的 地 位 显 得 尊 严 。 他 不 是 奴 隶 ，而 是 和  
平 的 士 兵 ，他 理 应 得 到 必 须 由 地 主 提 供 的 适 合 已 婚 人 居 住 的 房 屋 ，闪 为 地 主 有  
权 要 求 他 从 事 强 制 劳 动 ，就 像 国 家 要 求 士 兵 这 样 做 一 样 。 他 的 劳 动 .也 像 士 兵  
的 劳 动 一 样 .得 不 到 按 市 场 价 格 支 付 的 报 酬 。像 士 兵 一 样 ，他 也 是 在 年 幼 无 知 、 
只 熟 悉 本 行 职 业 和 本 乡 本 土 的 时 候 就 被 人 抓 去 的 。 他 必 须 早 婚 并 遵 守 各 种 居  
住 法 .就 像 七 兵 必 须 应 征 入 伍 并 遵 守 军 法 一 样 / ( 汉 特 医 生 的 报 告 ，载 Î •《公 共  
卫 生 。 第 7 号 报 告 。 1864年 》第 132页 )有 时 也 例 外 地 有 某 个 软 心 肠 的 地 主 对  
他 一 手 造 成 的 荒 凉 景 象 感 到 惋 惜 。 例 如 莱 斯 特 伯 爵 在 人 们 向 他 祝 贺 霍 尔 克 姆  
城 堡 落 成 的 时 候 就 说 :“一 个 人 独 居 在 Ü 己 的 领 地 上 是 作 常 郁 闷 的 事 a 我 环 顾 四  
周 .除 了 我 ri己 的 房 子 外 ，再 看 不 到 别 的 房 子 。我 成 了 巨 人 城 堡 中 的 t î 人 ，把我所有 
的 邻 居 都 吃 光 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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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到 。农 业 工 人 按 农 业 的 平 均 需 要 来 说 总 是 过 多 ，而 按 特 殊 的 或 者  
临 时 的 需 要 来 说 又 总 是 过 少 。(203)因 此 ，在 官 方 的 文 件 中 可 以 看 到  
同一地区 同时 发 出的大量自相矛盾的抱怨，既 抱 怨 劳 力 不 足 ，又抱怨 
劳 力 过 剩 。临 时 性 的 或 局 部 的 劳 力 不 足 并 不 会 引 起 工 资 的 提 高 ，只 
会 迫 使 妇 女 和 儿 童 也 参 加 田 间 劳 动 ，使 妇 女 和 儿 童 开 始 受 剥 削 的 年  
龄 不 断 下 降 。一 旦 妇 女 和 儿 童 被 大 规 模 地 使 用 ，这 又 会 反 过 来 成 为  
一 种 新 的 手 段 ，造 成 男 劳 动 者 过 剩 ，并 使 他 们 保 持 最 低 的 工 资 。英格 
兰 东 部 地 区 使 我 们 看 到 了 这 种 恶 性 循 环 的 一 个 美 好 结 果 ，即 帮 伙 制  

度 。下面我们 来 看 看 这 种 制 度 。 (2()4)

帮 伙 制度几 乎是林肯、亨 廷 登 、剑 桥 、诺 福 克 、萨 福克和诺 丁汉 等 
郡所独 有的，在 邻 近 的 北 安 普 敦 、贝 德福德和拉特兰 各郡的个 别 地方 
也可以见 到。我们 且举 林肯郡为 例。这 个 郡 的 很 大 一 部 分 是 新 地 ，原 
来 是沼泽 ，同上述东 部其他各郡的情况 一样 ，是 从 海 水 下 夺 来 的 土 地 。

( 2 0 3 ) 近 十 年 来 在 法 国 , 随 着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侵 人 农 业 和 把 “过 剩 的 ”农 村  
人 口 赶 往 城 市 .也 出 现 了 类 似 的 现 象 。这 里 . 居 住 条 件 也 变 坏 了 ,生 活 也 同 样 越  
来 越 困 难 。关 于 小 块 土 地 所 有 制 所 造 成 的 真 正 “农 业 无 产 阶 级 ”，请 参 看 前 面 引  
用 过 的 科 兰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和 卡 尔 • 马 克 思 的 《路 易 • 波 拿 巴 的 雾 月 十 八 曰 》 
1852年 纽 约 版 (第 5S 页 及 以 下 几 页 列 5 )„ 丨846年 ，法 国 城 市 人 口 占 24. 42%, 
农 村 人 口 占 75. SSt；.%]:;到 1861年 ，城 市 人 口 占 28. 86% ,农 村 人 口 占 71. M 
[% ]».最 近 几 年 来 ，农 村 人 口 所 占 的 百 分 比 又 减 少 T 。早 在 1846年 ，皮 埃 尔 《 
杜 邦 就 在 Ù 己 的 《工 人 之 歌 》中 写 道 ：

“穿 破 衣 . 住 洞 窟 .
屋 檐 底 下 . 垃 圾 堆 1 找 栖 身 处 .
猫 头 鹰 . 小 扒 手 ，这 些 黑 夜 之 友 啊 •
齐 来 和 我 们 同 住

(2 U 4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第 6 号 报 告 ，也 就 是 最 后 一 次 报 告 ，于 1867年 3 月 

底 公 布 ，专 门 谈 农 业 中 的 帮 伙 制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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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机在排水方面创 造了奇迹。过 去的沼泽 地和 沙 地 现 在 已 成 了 一  
片富饶 的米粮川 . 可以得到最高的地租。阿克斯霍 姆岛 及特伦 特河沿 
岸其他教 区 人工开 拓的冲 积 地也是如此。新 的 租 地 农 场 出 现 了 ，然而 
不但没 有相应 地修建新的小屋，连 旧 的 小 屋 也 拆 毁 了 ,劳 动 者 来 自 几  
英 里 以外的、分布在蜿 顿 于丘陵之间 的大道两 旁的开 放村庄。从 前居 
民只是为 了躲 避漫长 的冬季水患才到那里居住。在 400-- I 000英亩  
的租地农 场 上长 期住着一些劳 动 者(他们 被称 为 定居 工 人 ）.他们 专 门  
干# 常性的使用马 匹的繁重农 活。每 100英亩 土地平 均 还 摊 不 到 一  
座小屋。例 如 ，一个 租种 沼泽 地的租地农 场 主对 童工调 查 委员 会 说 ：

“我 的 租 地 占 地 320多 英 亩 ，全 是 耕 地 。没 有 小 屋 „ 有 一 个 工 人 现 在 住 在 我 这  
里 。我 有 四 个 养 马 工 ，住 在 农 场 附 近 。需 要 大 量 人 手 的 轻 活 都 找 帮 伙 去 做

田间 有许 多轻 活，如 除 草 、松 土 、拣 石 子 、施 肥 等 等 。所有这 些活 
都 由 住 在 开 放 村 庄 的 帮 伙 ，即 一 群 有组 织 的人来 干。

每 个 帮 伙 由 10人 至 40或 50人 组 成 ，有 妇 女 、男女青 少年(不过 男 
孩 们 大 多 一 到 13 岁 就离 开 帮 伙 )和男女儿 童 (6— 13 岁 ）。为 首的是帮  
头 ，他通常是一个 普通农 业 工人，多 半 是 所 谓 的 坏 蛋 ，无 赖 汉 ,漂 泊 不  
定 ，好 酗 酒 ，但是有一定的干劲 和才干。他 招 募 帮 伙 .帮 伙 在他指挥 下 
干 活 ，而不是在租地农 场 主指挥 下干活。他多半从 租地农 场 主那里按 
活茬 包揽 农 活，他的收人平均起来 不会 比一个 普通农 业 工人的收入高 
出 许 多 这 种 收 人 几 乎 完 全 要 看 他 有 多 大 本 领 能 在 最 短 时 间 内 使  
他的那伙 人付出最大量的劳 动 。租地农 场 主们 从 经 验 中 发 现 ，妇 女只

(2〇5 )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第 6 号 报 告 》，证 阔 [第 3 7 页 ]第 173号 ，
( 2 0 6 ) 但 是 有 的 帮 头 已 经 变 成 了 拥 有 500英 亩 土 地 的 租 地 农 场 主 ，有 的 则  

变 成 了 成 片 房 屋 的 所 有 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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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 在 男 子 的 指 挥 下 才 能 好 好 地 F 活 ，而 少 女 和 儿 童 一 干 起 活 来 ，正像 
傅立叶 已经 知道的那样 ，就会 拼 命地使出自己的全身力气 。可是成年 
男工却很 滑头 ，总 是尽 量节 省力气 。帮 头 带 着人从 一个 庄园 到另 一个  
庄 园 ，一年中能使他的帮 伙 干6- 8 个 月的活。因此对 工人家庭来 说 , 

同他打交道要比同个 别 只是偶尔 雇用孩子的租地农 场 主打交道有利 
和可靠 得多。这 种 情形大大加强了帮 头 的权 势 . 以致在许 多开 放村庄 
中只有经 过 他的介绍 才能雇到孩子。他也把个 别 儿 童 向 租 地 农 场 主  
出 租 , 不过 这 只是“帮 伙 ”制度中的特殊情况 。

这 种 制度的阴 暗面 . 就 是 儿 童 和 青 少 年 要 从 事 过 度 劳 动 ，他们 每 
天 要 到 5、6 英 里 有 时 甚 至 7 英 里 以 外的庄园 去劳 动 ，往返时 要长 途跋 
涉 ，最 后 ,这 支流动 的队 伍内 道德败 坏 。虽 然帮 头 (在某些地区 被称 为  
“赶 牲口的人”) 备 有一根长 棍子，但 是 他 很 少 用 它 打 人 ,极 少 听 到 有 谁  
抱怨他虐待人。他 就 像 传 说 中 的 捕 鼠 者 一 样 ，是 一 个 魔 法 师 ，一个 民 
主的皇帝 . 他 需 要 在 自 己 的 臣 民 中 树 立 威 望 ，他 用 那 种 茨 冈 式 的 生  
活 流浪的牛活，毫无节 制的寻 欢 作乐 和粗野的放纵 —— 把他的臣
民笼 络 住》帮 头 常 常 在 小 酒 馆 里 支 付 工 资 . 大 家 开 怀 畅 饮 ，然后酣 醉 
丨flï归 .受人尊敬的帮 头 步履蹒 跚 ，左右 由 一 个 剽 悍 的 女 人 搀 扶 着 ，走在 
行列的前头 ，儿 童和青 少年跟 在后面乱 嚷 乱 叫，唱 着 嘲 讽 轻 浮 的 歌 曲 。 
这 种 I丨 丨 途成了博立叶 所说 的男女公开 396的 凯 旋 。十三四岁 的女孩因 
她 们 的年龄 相仿 的男伙 伴而怀 孕的现 象屡 见 不鲜 。开 放村庄是这 些 
f 伙 产 生和聚集的地方，成了所多玛 和蛾摩拉397 (2OT), 这 些 地 方 的 非  
婚 屮 子 是 最 多 的 t 受 这 种 环 境 熏 陶 的 姑 娘 出 嫁 以 后 ，在道 德 上 会 落  207

(207) “拉 德 福 德 郡 有 半 数 少 女 让 帮 伙 制 度 毁 了 。”（同 上 ，附 录 第 6 页 第
3 2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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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怎 样 的 结 果 . 我 们 在 前 面 已 经 指 出 。(2Q8)她 们 的 子 女 即 使 不 被 鸦  
片 毁 掉 ，也 是 帮 伙 的 天 生 的 新 兵 。

上 面 所 说 的 是 帮 伙 的 典 型 形 式 ，这 种 帮 伙 称 为 公 开 的.公共的或 
流 动 的 帮 伙 。此 外 ，还 有 私 人 帮 伙 。私 人 帮 伙 的 组 成 同 普 通 帮 伙 一  
样 ，但 人 数 较 少 ，这 种 帮 伙 不 是 在 帮 头 手 下 干 活 ，而是在一个 租地农  
场 主不知 如 何 使 用 才 好 的 老 雇 农 手 下 干 活 。这 里没 有茨冈 式的放荡  
不 羁 的 生 活 ，但 是 各 种 证 词 表 明 ，儿 童的报 酬和待遇变 坏 了。

_ 最近几 年 来 不 断 壮 大 的 帮 伙 制 度 (2()9)当 然不是为 了帮 头 的利益 
而 存 在 的 。它 是 为 了 大 租 地 农 场 主 208 209 (210) *或 地 主 (211>的 发 财 致 富 的  
需 要 而 存 在 的 。在 租 地 农 场 主 看 来 ，再 没 有 更 巧 妙 的 方 法 能 把 他 的  
劳 动 者 人 数 大 大 压 低 到 正 常 水 平 以 下 ，而又能经 常拥 有一批额 外劳  
力 来 应 付 额 外 工 作 ，花 尽 量 少 的 钱 榨 取 尽 量 多 的 劳 动 (212)，并 使成年 
男工“过 剩 ”。根 据 以 上 所 述 ，我们 不会 再感到奇怪的是:为 什么 人们

( 2 0 8 )  见 本 书 第 172、173 页 《
(209) “最 近 几 年 来 ，这 种 制 度 大 为 流 行 。在 某 些 地 区 .这 种 制 度 刚 实 行 不  

久 ，在 另 一 些 实 行 较 久 的 地 区 ，就 有 更 多 和 更 年 幼 的 儿 童 被 卷 到 帮 伙 里 面 来  
了 。” ( 同 上 ，第 7 9 页 第 174 号 ）

(210) “小 租 地 农 场 主 不 使 用 帮 伙 贫 瘠 的 土 地 I :不 使 用 帮 伙 ，只有每英 
宙 能 提 供 2 镑 至 2 镑 1 0 先 令 地 租 的 土 地 t 才 使 用 帮 伙 。” （同 上 •第 1 7 页 和 第  
1 4 页 ）

( 2 ] 1 ) 有 一 位 地 主 担 心 他 的 地 租 P丨 能会 减 少 . 他 愤 然 地 对 调 查 委 员 会 说 • 

一 切 喧 扰 的 产 生 只 是 因 为 这 种 制 度 的 名 称 太 刺 耳 f 。 如 果 不 叫 “ 帮 伙 而 叫  
“ 农 村 少 年 工 农 业 合 作 协 会 那 么 谁 也 不 会 再 说 什 么 了 。

(212 > — 个 当 过 帮 头 的 人 说 : “ 帮 伙 劳 动 比 任 何 其 他 劳 动 都 便 宜 ,这 就 是  
人 们 所 以 使 用 它 的 原 因 。”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第 6 号 报 告 》. 第 ] 7 页 第 号 ） 

- 个 租 地 农 场 主 说 :**帮 伙 制 度 对 租 地 农 场 主 来 说 无 疑 是 最 便 宜 的 ，对 儿 童 来 说  
无 疑 是 最 有 害 的 。" ( 间 上 ，第 1 6 页 第 3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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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公开 承认 农 业 工 人 处 于 或 长 或 短 、或 多 或 少 的 失 业 中 ，而另 一 
方面又认 为 ，由于男劳 力缺乏并 流往城市，帮 伙 制度是“必要的”。 (213)

林 肯 郡 的 已 清 除 杂 草 的 田 地 和 被 玷 污 的 农 业 工 人 ，就 是 资 本主 
义 生产 的正负 两 极 。 (214>

m 3 )  “ 毫 尤 疑 问 ，现 在 由 帮 伙 中 的 儿 童 F 的 许 多 活 过 去 都 是 由 男 子 和  
妇 女 干 的 。在 使 用 妇 女 和 儿 童 的 地 方 ，现 在 失 业 的 男 子 比 以 前 更 多 了 。” （同 
上 ，第 4 3 页 第 2 0 2 号 ) 但 是 另 • 方 面 , “ 在 许 多 农 业 地 区 ，特 别 是 产 粮 区 ，因为  
农 民 移 居 国 外 以 及 铁 路 使 他 们 便 于 流 往 大 城 市 ，劳 力 问 题 非 常 严 重 ，所 以 .我  
〈这 个 • '证 人 ” 是 某 个 大 地 主 在 农 村 的 代 理 人 〉认 为 儿 童 劳 动 是 绝 对 必 要 的 ”  

( 同 t • 第 8 〇 页 第 〗8 0 兮 ）。英 格 兰 农 业 地 区 的 劳 力问 题 和 文 明 世 界 的 其 他 地  
区 不卜ï l , 这 是 地 主 和 租 地 农 场 主 的 问 题 ：怎 样 才 能 在 农 村 工 人 外 流 不 断 增 加  
的 怙 况 下 . Æ 农 村 中 永 远 保 持 足 够 的 “ 相 对 过 剩 人 口 ” 并 从 而 使 农 业 工 人 永 远  
领 取 最 低 工 资 ？

(210  4 :本 B第 四 篇 中 我 呰 引 用 过 的 《公 共 卫 生 报 告 》，在 说 明 儿 童 死 亡
率 吋 W!便 谈 到 了 帮 伙 制 度 .这 个 报 告 一  f i 是 报 刊 从 时 是 英 国 公 众 所 不 知 道 的 。 
似 足 ， t u  :调 杏 委 员 会 的 第 六 兮 报 告 却 为 报 刊 提 供 了 求 之 不 得 的 耸 人 听 闻 的 材  
枓 n 由 派 报 刊 质 h 那 《 雍 容 尔 雅 的 绅 士 们 、女 士 们 和 英 国 国 教 会 享 受 高 额 俸  
禄 的 人 们 • 耶 鸣 曾 派 出 n 己 的 使 w 到 另 一 半 球 去 驯 化 南 洋 野 人 的 人 物 们 .全 么  
竞 会 昨着跟 w 听 任 这 样 的 弊 宙 在 他 们 的 Æ W 内 发 展 起 来 . 与 此 同 时 ，上流报 刊 
则 人 谈 特 谈 农 村 的 极 端 唷 落 . 他 们 愚 蠢 到 了 竟 肯 把 亲 生 儿 女 卖 身 为 奴 的 地  
少 ！ K.实 . 这 鸣 ”野 人 们 ’’ 处 在 开 明 的 阶 级 把 他 们 紧 紧 束 缚 住 的 那 种 万 恶 的 条 件  
下 . 就足把他们 丨 ' 丨 己的儿 女吃掉 . 也 ü n r以 理 解 的 。 k 正 值 得 惊 奇 的 ，倒 是 他 们  
大 多 数 人 都 能 保 持 以 好 品 德 苜 方 报 告 的 起 葶 人 证 明 .甚 至 在 帮 伙 制 度 盛 行 的  
地 K . 父 坫 们 对 这 种 制 度 也 非 常 反 感 “ 在 我 们 收 集 的 证 间 中 可 以 找 到 大 量 的  
材 料 证 明 . 如 果 心 '一 项 强 制 法 律 能 够 使 父 母 们 抵 制 他 们 经 常 遇 到 的 诱 惑 和 压  
力 . 他 们 多 t  è 感 激 不 尽 、时 而 足 教 K 官 史 . 时 而 是 雇 主 们 用 解 雇 威 胁 他 们 ，强 
i û 他 们 从 孩 广 分 h 谋 利 . 而不足送他丨 f l去 上 学 。时 间 1:和 精 力 上 造 成 种 种 浪 费 ， 
农 W 令 家 山 T-过 度 的 无 益 的 劳 累 而 含 辛 茹 父 母 们 眼 t 自 己 的 子 女 由 于 小 屋  
I,*; fi:过 挤 或 片 帮 伙 制 度 的 恶 劣 影 响 而 进 德 败 坏 .所 朽 这 一 切 在 劳 苫 的 穷 人 心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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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爱 尔 兰 398

在 结 束 本 篇 时 .我 们 还 应 该 离 开 英 格 兰 到 爱 尔 兰 去 看 一 看 ，首
先说 一说 作为 我 们 的 出 发 点 的 事 实 。

爱 尔 兰 的 人 口 ， 1841年 曾 达 到 8 222 6 6 4 人 ，1861年 减 少 到
5 788 415人 ，1866年 减 少 到 5 500 000人 ，即 几 乎 减 少 到 1800年的
水 平 。人 口 减 少 是 从 饥 荒 的 1846年 开 始 的 ，此 后 不 到 2 0年 的 工 夫 ，
爱 乐 兰 就 失 去 了 它 的 总 人 口 的 县 以 上 ，215> 1851年 5 月 到 ]865年16
7 月 ，从 爱 尔 兰 移 居 国 外 的 总 人 数 为 1 591 487人 ，而 在 ]861年到 
1865年 最 近 5 年 间 移 居 国 外 的 人 口 达 500 0 0 0 人 以 上 。住 宅 从  
1851年 到 1861年减 少了  S2 990座 。从 1851年 到 1861年 ,15 30 

英 亩 的 租 地 农 场 增 加 61 0 0 0 个 ，3 0 英 亩 以 上 的 租 地 农 场 增 加  
109 000 个 ，但 是 全 部 租 地 农 场 的 总 数 减 少 了 ]20 000 个 。可 见 .减  
少 的 原 因 完 全 是 由 于 15英 亩 以 下 的 租 地 农 场 消 灭 了 ，也 就 是 说 .它  
们 集 中 了 。

随 着 人 口 的 减 少 ，自 然 ，产 品 总 量 也 减 少 了 。就 我 们 的 的 来  
说 ，只 要 考 察 一 下 1861年 到 1865年 这 5 年 就 够 了 。这 5 年 间 ，有 
500 000以 上 的 人 口 移 居 国 外 ，绝 对 人 口 数 减 少 了  330 000以 h (见

会 引 起 怎 样 的 感 触 是 不 难 理 解 的 . 这 里 用 不 着 详 加 叙 述 a 他 们 意 识 到 .他 们 对  
于 使 他 们 在 肉 体 上 和 精 神 上 遭 受 许 多 痛 苦 的 处 境 是 完 全 没 有 责 任 的 ，只要他们  
有 能 力 ，他 们 是 决 不 会 表 示 赞 间 的 ，但 是 他 们 无 力 反 抗 这 种 处 境 。” (《童 工 调 査  
委 员 会 。第 6 号 报 告 》第 XX 贝 第 8 2 号 ;第 XXIII 5Ï第 96 号 ）

( 2 1 5 ) 爱 尔 兰 的 人 口  ： 1801 年 5 319 867 人 ， 1811 年 6 084 996 人 ， 1821 年 
6 869 544 人 ，183]年 7 828 347 人 ， 184丨 年 8 222 (56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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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表 ）。

A 表 牲 畜 头 数 G l6>

年 份
马 牛

总 数 减 少 总 数 ，减 少 增 加
1860 619 811 3 606 374
1861 614 232 5 579 3 471 688 134 686
1862 602 894 11 338 3 254 890 216 798
1863 579 978 22 916 3 144 231 110 659 —
1864 562 158 17 820 3 262 294 11:8 063
1865 547 867 14 291 3 493 414 231 120

年 份
羊 猪

总 数 减 少 增 加 总 数 减 少 增 加
1860 3 542 080 1 271 072
1861 3 556 050 13 970 1 102 042 169 030 —
1862 3 456 132 99 918 1 154 324 52 282
1863 3 308 204 147 928 — 1 067 458 86 866
1864 3 366 941 58 737 1 058 480 8 978 _
1865 3 688 742 321 801 1 299 893 241 413

根 据 上 表 可 得 出 如 下 结 果 :

马 牛 羊 猪
绝 对 减 少 绝 对 减 少 绝 对 增加 绝 对 增加

7194-1 112 960 1 16 662 28 821

( 216) 如 果 我 们 M 溯 得 吏 远 一 些 ._结 果 会 更 加 糟 糕 。 例 如 ，丨8 6 5 年 有 羊  
3 舫 8_ 742 只 ,，丨衍_ 年 屬 294 只 ；18S5 年 有 猪  1 2â:a_8IS 头 ，而  1851 年_

111:09_883 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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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在我们 再来 看看为 人和 牲 畜 提 供 生 活 资 料 的 农 业 。 "F表中的 
各 年 度 的 数 字 是 比 上 一 年 度 增 加 或 减 少 的 数 字 。“谷 物 ”包 括 小 麦 、 
燕 麦 、大 麦 、黑 麦 、菜 豆 和 豌 豆 ; “蔬 菜 ”包 括 马 铃 薯 、芜 菁 、甜 萝 卜 、甜  
菜 、白 菜 、欧 洲 防 风 、野 豌 豆 等 等 。

B 表 耕 地 和 草 地 ( 即 牧 场 )的 面 积 的 增 减 情 况
( 单 位 : 英 亩 ）

年4 份
谷 物 地 蔬 菜 地 草 地 和

三 叶 草 地 亚 麻 地 耕 地 及 畜 牧 地
总 面 积

减 少 减 少 增 加 减 少 增 加 减 少 增 加 减 少 增 加

1861 15 701 36 974 47 969 19 271 81 873

1862 72 734 74 785 6 623 2 055 138 841 一
1863 144 719 19 358 7 724 — 63 922 92 431

1864 122 437 2 317 47 486 87 761 10 493

1865 72 450 — 25 421 68 970 50 159 28 218

1 8 6 1 -6 5 428 041 108 013 82 834 122 850 330 370

1865年 ，“草 地 ”增 加 f  127 470英 亩 ，因为 未开 垦 的荒地和泥沼 
地减 少了  101 543英 亩 。我 们 把 1865年 同 1864年 比 较 一 下 ，则 可 
以看到谷物减 少了  246 667 夸 特 (一 个 英 国 夸 特 =29 078升 ），其中 
小 麦 减 少 48 999 夸 特 ，燕 麦 减 少 166 605 夸 特 ，大 麦 减 少 29 892 夸  
特 ,等 等 ; 马 铃 薯 种 植 面 积 在 1865年虽 然有所增加.但是收获 量却减  
少 446 398 吨 ，等等 [ 见 C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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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考 察 了 爱 尔 兰 的 人 口 和 农 业 生 产 的 变 动 ，现 在 应 该 考 察 爱  
尔 兰 地 主 、大 租 地 农 场 主 和 工 业 资 本 家 的 财 产 的 变 动 。这 种 变 动 反  
映 在 所 得 税 的 增 减 上 。为 了 便 于 理 解 下 面 的 D 表 ，应 当 指 出 .1) 项  
(把 租 地 农 场 主 的 利 润 除 外 的 利 润 ）也包拈英国 人所说 的自由职 业 的 
利 润 ，即 律 师 、医 生 等 的 收 人 ，总 之 技 能 ”的 收 人 ，表内 没 有详 细 列 
出 的 C 和 E 项 则 包 括 官 吏 、军 官 、领 干 薪 的 挂 名 官 员 、国 债 债 权 人等 
的 收 入 。

I)表 应 纳 所 得 税 的 收 入 (218) 
(单 位:镑 ）

1860 1861 1862: ]863 ]864 JB65

A 项  
地 租  
B 项
拊 地 农 场 主

12 893 829 13 003 554 13 398 938 13 494 091 13 470 700 13 801 616

的利润 2 765 387 2 773 644 2 937 899 2 938 923 2 930 874 2 946 072
D 项
工 业 等 利 润  
A 至 E

4 891 652 3 836 203 3 858 800 1 846 497 4 546 147 4 850 199

各 项 合 计 22 962 885 22 998 394 23 597 574 23 658 631 23 236 298 23 930 340

从 1853年 到 18Ö4年 ，D 项 收 人 每 年 平 均 只 增 长 0.93% ,而同 
一 时 期 在 大 不 列 颠 该 项 收 人 每 年 平 均 却 增 长 4.48%。下 表 表 明  
1864年 和 1865年 利 润 （租 地 农 场 主的利润 除外 )的分配情况 。

(2 1 8 > 《皇 家 国 内 税 务 委 员 ：第 10 号 报 告 H 866年 伦 敦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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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表 爱 尔 兰 的 D 项 利 润 收 入 (60 镑 以 上 者 ）(21£»

1864 年 1865 年

镑 分 配 人 数 镑 分 配 人 数

年 总 收 人 …......... ......... 4 368 610 17 467 4 669 979 18 081
6()镑 以 上 100镑 以 下 的 I

年 收 入 ...................... 238 726 5 015 222 575 4 703
年 总 收 入 中 .................. 1 979 066 11 821 2 028 571 12 184
年 总 收 人 中 尚 余 ........... 2 150 818 1 131 2 418 833 1 194
M .................................. 1 073 906 1 010 J 097 927 1 044

1 076 912 121 I 320 906 150
430 535 95 584 458 122
646 377 26 736 448 28
262 819 3 274 528 3

英 格 兰 是 一 个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发 达 和 工 业 占 优 势 的 国 家 ，如果它  
的 人 口 也 像 爱 尔 兰 那 样 放 血 般 地 外 流 ，它 也 许 已 失 血 而 死 》但是今 
天 的 爱 尔 兰 仅 仅 是 英 格 兰 的 一 个 被 大 海 峡 隔 开 的 农 业 区 ，它 为 英格 
兰 提 供 着 谷 物 、羊 毛 、牲 畜 、工 业 新 兵 和 军 事 新 兵 。

人 口 的 减 少 使 许 多 土 地 荒 废 ，使 农 产 品 大 大 减 少 ，并 且 ，尽 管牧 
场 面 积 扩 大 了 ，但是某些畜牧部门 的生产 绝 对 减 少了  •而在另 外一些 
部 门 中 ，即 使 有 一 点 微 不 足 道 的 进 步 . 也 经 常 为 退 步 所 中 断 。然 而 ， 
在 人 口 减 少 的 同 时 . 地租和租地农 场 主的利 润 却 继 续 增 加 .虽 然 后 者  
的 增 加 不 像 前 者 那 样 经 常 不 断 。原 因 是 容 易 理 解 的 。 一 方 面 ，随 着 
小 的 租 地 农 场 被 大 的 租 地 农 场 兼 并 和 耕 地 转 化 为 牧 场 .总 产 品 中 越  
来 越 大 的 部 分 转 化 为 纯 产 品 。虽 然 总 产 品 减 少 了 ，但 是 构 成 其 中 一  219

(219) r)项 中 年 总 收 人 的 数 字 同 前 表 不 符 ，w 为 已 经 做 了 法 律 许 可 的 一 定  
扣 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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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分 的 纯 产 品 增 加 了 。另 一 方 面 ，这 呰 纯 产 品 的 货 币 价 值 比 它 们 的  
数 量 增 长 得 更 快 ，因 为 最 近 20年 来 ，特 别 是 最 近 10年 来 . 肉 类 、羊毛 
等 等 的 英 格 兰 市 场 价 格 上 涨 了 。

正 如 生 产 者 所 消 费 的 他 自 己 的 产 品 不 是 商 品 一 样 ，为 生产 者本 
身提供就业 和生存资 料而不合并 他人劳 动 不靠 别 人劳 动 增殖的分散 
的 生 产 资 料 ，也 不 是 资 本 。因 此 ，用在农 业 上的生产 资 料量与 人口同 
时 减 少 .但是用在农 业 上的资 本量却增加了  •因为 从 前分散的生产 资  
料 f 的一部 分 转 化 为 资 本 了 。

1 爱 尔 兰 用 在 农 业 以 外即 投人工商业 的总 资 本，在 最 近 20年间 枳 
累得很 缓 慢，而 且 处 在 经 常 不 断 的 波 动 之 中 。但 是 ，这 个 总 资 本的各 
个 组 成 部 分 的 积 聚 却 发 展 得 更 快 了 《最 后 .尽 管 它 的 绝 对 增 长 敏 很  
小 ，但是同不断 减 少的人口比较 起来 ,这 个 增氏量还 是相当 大的。

因 此 ，这 里 在 我 们 眼 前 大 规 模 地 展 开 了 一 个 过 程 。正统 的经 济  
学 不 能 指 望 有 比 这 个 过 程 更 美 好 的 东 两 n丨 用来 证 实 他们 的著名的教  
条 了 。按 照 他 们 的 教 条 ，贫 困是由绝 对 的人口过 剩产 生的.减 少人口 
才 能 够 恢 复 平 衡 。从 经 济 学 角 度 来 看 .这 是 同 马 尔 萨 斯 信 徒 所 极 力  
赞 美 的 14世 纪 中 叶 的 鼠 疫 168完 全 不 同 的 另 一 重 要 实 验 。而 且 ，把 
14世 纪 的 尺 度 应 用 到 19世 纪 的 生 产 关 系 和 相 应 的 人 口 变 动 上 来 ， 
这 是 一 种 学 究 式 的 天 真 ，另 一 方 面 ，他 们 引 用 这 次 造 成 欧 洲 人 U 大置 
死 亡 的 鼠 疫 而 不 知 道 这 次 鼠 疫 在 海 峡 两 岸 产 生 了 完 全 相 反 的 后 果 ， 
这 是 小 学 生 的 知 识 水 平 ; 在英格兰 •这 次鼠疫导 致了农 民的致富和解 
放 ，但 在 法 兰 西 却 导 致 r 贫 困和更全面的奴役(221))。

( 2 2 0 ) 因 为 爱 尔 兰 被 看 做 “人 口 原 理 ”的 乐 土 . 所 以 托 • 萨 德 勒 在 发 衣 他  
的 关 于 人 I I问 题 的 著 作 之 前 . 先 出 版 了 他 的 批 判 马 尔 萨 斯 的 名 莕 :《爱 尔 兰 .它 的



第 二 十 五 章 资 本 主 义 积 累 的 一 毂 规 律 757

爱 尔 兰 1846年 的 饥 荒 毁 灭 的 人 超 过 100万 , 然 而 全 是 穷 人 。饥  
荒 没 有 使 该 国 的 财 富 直 接 遭 受 损 失 。此 后 2 0年 不 断 扩 大 的 人 口 外  
流 ，也 不 像 例如德国 的三十年战 争 那样 ,在 减 少人口的同时 也减 少他 
们 的 生 产 资 料 。爱 尔 兰 的 大 才 发 明 了 一 种 崭 新 的 方 法 ，把 穷 人从 他 
们 的 贫 困 之 境 送 到 数 千 里 之 外 。迁 往 美 洲 的 移 民 ，逐 年 寄 回 国 一 笔  
钱 ，给 亲 属 和 朋 友 做 旅 费 用 。今 年 迁 出 去 的 一 批 人 会 在 明 年 带 走 另  
外 一 批 人 。这 样 一 来 ，向 国 外 移 民 不 仅 不需要爱 尔 兰 花 费 什么 ，反而 
成 了 它 的 出 口 业 中 最 能 获 利 的 部 门 之 一 。最 后 ，这 种 向 国 外 移 民 又  
是 一 个 有 组 织 的 过 程 ，它 不 只 是 暂 时 地 为 人 口 钻 开 一 个 出 口 ，而是使 
每 年 从 人 口 中 夺 走 的 人 数 多 于 新 生 的 人 数 ，结 果 是 绝 对 人 口 水 平 年  
复 一 年 地 下 降 。 (221)

那些得以避免成为 过 剩人口而留下来 的爱 尔 兰 劳 动 者的结 局又 
是怎 样 的呢 ？ 目 前 的 相 对 过 剩 人 手 同 ]846年 以 前 一 样 庞 大 ;实 际 工  
资 同样 很 低，劳 动 的折磨更重;农 村的 贫 困 再 一 次 把 这 个 国 家 引 向 新  
的危机。原因很 简 单 。农 业 革 命 和 向 国 外 移 民 保 持 同 一 步 伐 。相对  
过 剩人口的生产 比人口的绝 对 减 少更快。在 英 格 兰 ，随 着畜牧业 的发  
展 •使用大量人手 的 菜 类 例 如 蔬 菜 等 等 的 生 产 也 发 展 了 ，而在爱 尔 兰  
却减 少了 „ 在 爱 尔 兰 . 从 前 的 大 片 耕 地 转 化 为 休 耕 地 或 永 久 的 牧 场 ， 
而 同 时 一 部 分 从 前 末 开 垦 的荒地和泥沼地被用来 扩 大畜牧业 。中小 
租 地 农 场 主 - 我 把 耕 地 不 超 过 1()〇英亩 的租地农 场 主全都计 算在

灾 难 及 其 补 救 办 法 》 ( 】 829年 伦 敦 第 2 版 ）。 Æ 该 书 中 .他 比 较 r 爱 尔 兰 各 省 的  
统 i 丨•资 料 以 及 每 一 省 里 各 郡 的 统 H•资 料 ，并 证 明 ，爱 尔 兰 各 地 的 贫 困 并 不 像 马  
尔 萨 斯 所 设 想 的 那 样 同 人 丨 丨 密 度 成 正 比 ，而 是 同 人 口 密 度 成 反 比 《

(221 ) 18.51 1874年 期 间 . 移届 -国 外 的 总 人 数 达 2 3_25 9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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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 仍然占总 数 的g 。(222)他们 越来 越受到资 本主义 农 业 生产 的竞  
争 的空前压 迫而被挤 垮 ，因此不断 地为 雇佣 工人阶 级 提供新兵。

爱 尔 兰 唯 一 的 大 工 业 ，麻 布 制 造 业 ，需 要 的 成 年 男 工 比 较 少 ，虽  
然 自 棉 花 涨 价 以 来 这 种 1 业 扩 大 了 ，但 总 的 来 说 ，它 只能雇用居民中 
较 小 的 一 部 分 人 。像 所 有 其 他 大 工 业 一 样 ，它 由 于 不 断 发 生 波 动 和  
痉 挛 而 生 产 出 相 对 过 剩 人 口 ，即 使在它 吸 收 的 人 数 增 加 的 情 况 下 也  
是 如 此 。另 一 方 面 ，农 村居民的 贫 困 成 为 巨 大 的 衬 衫 厂 等 等 的 基 础 . 

这 _ 工 厂 的 劳 动 大 军 分 散 在 农 村 中 。在 这 里 ，我 们 又 一 次 碰 到 前 面  
曾 经 叙 述 过 的 家 庭 劳 动 制 度 。低 工 资 和 过 度 劳 动 是 这 种 制 度 “ 生产  
过 剩 人 口 ”的 系 统 的 手 段 。最 后 , 人口的减 少虽 然没 有带 来 像它 在一 
个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发 达 的 国 家 所 带 来 的 同 样 后 果 ，但是也不能不对 国  
内 市 场 产 生 经 常 的 反 作 用 。国 外 移 民 现 象 在 这 里 所 造 成 的 空 隙 ，不 
仅 使 地 方 性 的 劳 动 需 求 缩 小 了 ，而 且 也 使 小 店 主 、零 售 商 、小 工 场 主 、 
手 工 业 者 ，总 之 ，小 资 产 阶 级 的 收 人 减 少 了 。E 表 内 60 - 100镑 之间  
收 入 的 减 少 .就 是 由 f 这 种 原 因 。

关 于农 业 雇佣 ：̂ 人 的 状 况 .在 爱 尔 兰 济 贫 法 视 察 员 的 报 告 (1870 

年 ) (223)中 叙 述 得 很 清 楚 。这 些 视 察 员 既 然 供 职 于 一 个 只 有 靠 刺  
刀 ，靠 时 而 公 开 时 而 隐 蔽 的 戒 严 状 态 才 得 以 维 持 的 政 府 ，在措辞 上不 
得 不 十 分 审 慎 ，而 这 焉 他 们 的 英 格 兰 的 同 僚 们 所 不 齿 的 。虽 然他们

(222) 根 据 墨 菲 《爱 尔 《 的 工 业 、政 治 和 社 会 》(1870年 版 )一 书 中 的 一 个  
统 计 表 :在 所 有 的 租 地 农 场 中 ，占 有 土 地 100英 亩 以 下 者 为 94. 6% ，占 有 土 地  
100英 亩 以 上 者 为 .5. 4% 。

(223) 《济 贫 法 视 察 员 关 于 爱 尔 兰 农 业 工 人 工 资 的 报 告 .》]870年 都 柏 林  
版 ，并 参 看 《农 业 工 人 （爱 尔 兰 ）。 答 可 尊 敬 的 下 院 186]年 3 月 8 日 的 质 询 》 
1862年 伦 敦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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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智 地 采 取 了 谨 慎 的 做 法 ，但 是 他 们 也 没 有 让 他 们 的 主 人 沉 湎 于
幻 想 。

据 他 们 说 ，农 村 中 工 资 率 至 今 仍 然 很 低 ，可 是 最 近 2 0年来 已经  
提高了  50% — 现 在 每 周 平 均 是 6— 9 先 令 。

但是在 这 种 表 面 提 高 的 背 后 ，隐 藏 着 工 资 的 实 际 降 低 ，因为 工资  
的 提 高 并 没 有 和 必 要 生 活 资 料 的 涨 价 保 持 平 衡 ;从 爱 尔 兰 某 个 贫 民  
习 艺 所的官方报 告中摘引的如下数 字就可作为 例证 。

每 人 每 周 的 平 均 生 活 费

日 期 食 衣 合  计

到 1849年 9月 29日止 1先 令 3+ 便士 3便 士 1先 令 6 j 便 士

到 〗86.9年 S月 29日止 2先 令 7 j 便 士 6便 士 3先 令 1+ 便 士

可 见 ，同 2 0 年 前 比 较 ，必 要 生 活 资 料 的 价 格 几 乎 上 涨 丫 一 倍 ，而 
衣类 的价格恰好上涨 一^齊。

撇 开 这 种 不 平 衡 不 说 ，如果只是 比 较 两 个 时 期 的 货 币 工 资 率 ，就 
可能得出丨 卜•常 错 误 的 结 论 。在 发 生 灾 荒 以 前 ，农 村 的 工 资 大 部 分 是  
用 实 物 支 付 的 ，用 货 币 支 付 的 只 是 工 资 的 补 充 部 分 ; 而 今 天 ，用货 币  
支付 已 经 是 通 例 了 。由此就可以 得 出 结 论 :不 管 实 际 工 资 如 何 变 动 ， 
货 币 工 资 率 必 然 提 高 。

"饥 荒 以 前 .农 业 劳 动 者 还 冇 一 小 块 土 地 .用 来 种 植 马 铃 薯 ，饲 养 猪 和 家 禽 。 
现 在 .他 不 仅 耍 购 买 一 切 生 活 资 料 ，而丨 i 连 出 卖 猪 、家 禽 和 蛋 类 所 得 的 收 人 也 丧
失 了 ，”(224) *

(224 ) . 《济 贫 法 视 察 员 关 于 爱 尔 5 农 、丨 T 人 工 资 的 报 告 》18_7〇 年 版 第  
[具 ]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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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前 ，农 业 工 人 实 际 上 又 是 小 租 地 农 民 ，他们 大多只是大农 场 和 
中 等 农 场 的 后 卫 部 队 ，在 这 些 农 场 里 找 些 活 干 。只 是 在 1846年的灾  
荒 以 后 ，他 们 才 开 始构 成真 正雇佣 工人阶 级 的一部分.构 成一个 同他 
们 的 雇 主 只 发 生 货 币 关 系 的 特 殊 阶 层 。

我 们 已 经 知 道 1846年 以 前 农 业 工 人 的 居 住 状 况 是 怎 样 的 。从  
那 以 后 ，他们 的居住状 况 更糟了,。一 部 分 农 业 工 人 尽 管 人 数 日 益 减  
少 ，仍 然 居 住 在 租 地 农 场 主 土 地 上 的 拥 挤 不 堪 的 小 屋 里 ，这 种 住处 的 
可怕 情景远 远 超 过 了 英 格 兰 各 农 业 地 区 最 坏 的 居 住 情 况 。除了阿尔  
斯 特 省 的 某 些 地 区 以 外 , 到 处 都 是 如 此 ：南 部 有 科 克 、利 默 里 克 、基尔  
肯 尼 等 郡 ，东 部 有 韦 克 斯 福 德 、威 克 洛 等 郡 ，中 部 有 女 王 郡 、国 王 郡 、 
都 柏 林 郡 等 ，北 部 有 唐 郡 、安 特 里 姆 、蒂 龙 等 郡 ，最 后 ，西 部 有 斯 莱 戈 、 
罗 斯 康 芒 、梅 奥 、戈 尔 韦 等 郡 。 一 个 视 察 员 感慨地说 :“ 这 简 直是宗教  
和我国 文 明 的 耻 辱 。”(225) 226为 了 使 农 业 工 人 们 的 洞 窟 生 活 更 舒 服 些 ， 
那 些 自 古 以 来 就 附 属 于住宅的小块 土地也被系统 地没 收了。

“由 于 意 识 到 是 地 主 及 其 管 家 使 他 们 受 到 这 种 非 人 待 遇 ，农 业 工 人 对 那 些 把  
他 们 当 做 无 权 人 种 看 待 的 人 ，产 生 了 一 种 相 应 的 对 抗 情 绪 和 憎 恨 心 理 。”(22fî )

农 业 革 命 的 第 一 个 行 动 ，就 是 以 极 大 的 规 模 ，像 奉 天 之 命 一 样 ， 
拆 除 耕 地 上 的 那 些 小 屋 。因 此 ，许 多 劳 动 者 不 得 不 到 附 近 的 城 市 和  
村 镇 里 去 寻 找 栖 身 之 所 。在 那 里 ，他们 就像废 物 一 样 被 抛 进 阁 楼 、洞 
窟 、地 下 室 和 最 糟 糕 的 街 区 的 屋 角 里 。爱 尔 兰 人 素 来 以 罕 有 的 眷 恋  
乡 土 之 情 、开 朗 的性格和 纯 正 的 家 风 而 著 称 ，这 是连 抱有民族偏见 的 
英 格 兰 人 也 承 认 的 ，可 是 现 在 ，成千上万个 这 样 的爱 尔 兰 家庭突然被

(225) 同 上 ，第 12页 ,
(226) 同 上 ，第 1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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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到腐化堕 落的温 室中来 了  „ 男人们 现 在必须 到邻 近的租地农 场  
主 那 里 找 寻 工 作 ，并 且 只 能 按 日 被 雇 用 ，因 而 工 资 收 人 极 不 稳 定 ; 

同 时 ，

“他 们 现 在 不 得 不 在 往 返 农 场 的 路 上 长 途 跋 涉 ，经 常 _ 雨 淋 透 ，还 要 吃 到 别 的 苦  
头 ，结 果 往 往 引 起 身 体 虚 弱 、疾 病 和 贫 困

“城市不得不年年收纳 农 业 地区 中被认 为 是过 剩的人手” * (228),可  
是令人奇怪的是，“城镇 中人手过 剩，而 农 业 地 区 中 则 人 手 不 足 !，，(229) 

实 际 情形是，只有“在 春 秋 农 忙 季 节 才 感 到 人 手 不 足 ，而 在 其 余 季 节 ， 
很 多人都闲 着没 事干”(230)广 秋收以后，从 10月到翌年开 春，他们 几 乎 
找 不到什么 工作” (231);甚 至 在 干 活 的 季 节 他 们 也 经 常 一 连 几 天 没  
事 干 . 并 且他们 的工作还 经 常发 生各种 各样 的中断 ” (232)。

农 业 革 命 一 - 耕 地 转 化 为 牧 场 ，采 用 机 器 ，最严 格的节 约 劳 动 等 
等- 一 所 引 起 的 这 些 后 果 ，被 那 些 不 在 国 外 挥 霍 地 租 而 甘 愿 住 在 爱  
尔 兰 本人领 地内 的模范地主们 弄得更加严 重了。为 了使供求规 律完 
全 不 受 损 害 ，这 班老爷 们  ，

“现 在 儿 f 完 全 是 从 他 们 的 小 租 地 农 民 那 里 取 得 他 们 所 需 要 的 全 部 人 手 ，小 租  
地 农 民 这 样 就 不 得 不 为 他 们 的 地 主 做 苦 工 ，而 工 资 通 常 比 当 时 的 普 通 短 工 的 工  
资 还 要 低 . .至 于 在 播 种 或 收 割 的 紧 急 时 刻 ，他 们 被 迫 搁 下 自 己 的 事 情 而 招 致 许

■ a m 同上，第 25页 ,,
(228) 同 上 ，第 27页 《
(229) 同 上 ，第  26 K.,
(230) 同 上 ，第 1页 。
(2 :m 同 上 ，第 涊 页 。
⑵ 2 ) 同 上 •第 25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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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不 便 和 损 失 ，那 就 更 不 用 说 了 ”(233)„

可 见 .就 业 的 没 有 保 障 和 不 稳 定 ，频 繁 和 长 期 的 被 迫 失 业 ，所有 
这 一 切 相 对 人 口 过 剩 的 征 候 ，都 在 济 贫 所 视 察 员 的 报 告 中 作 为 爱 尔  
兰 农 业 无 产 阶 级 的 苦 难 列 举 出 来 了 。我 们 记 得 ，在 英 格 兰 农 业 无 产  
阶 级 中 我 们 已 经 看 到 过 类 似 的 现 象 不 过 ，不同的是 ,在 工 业 国 的 英  
格 兰 ，工 业 后 备 军 是 从 农 村 得 到 补 充 ，而 在 农 业 国 的 爱 尔 兰 ，农 业 后 
备 军 则 是 从 收 容 被 驱 逐 的 农 业 工 人 的 城 市 得 到 补 充 。在 英 格 兰 ，过  
剩 的 农 业 工 人 转 化 为 工 厂 工 人 ，而 在 爱 尔 兰 ，被驱 逐到城市里去的人 
口 ，虽 然 不 断 压 低 城 市 的 工 资 率 ，但 仍 然 是 农 业 工 人 ，并 不断 地被送 
回农 村去找 活干。

官方报 告的起草人对 农 业 工 人 的 物 质 状 况 作 了 如 下 的 概 述 ：

“虽 然 他 们 的 生 活 极 端 俭 朴 .但 是 他 们 的 工 资 只 能 勉 勉 强 强 应 付 他 们 自 己  
及 其 家 属 吃 住 之 用 。要 做 衣 服 ，他 们 得 有 另 外 的 收 人 ……他 们 的 居 住 环 境 ，加 
上 其 他 方 面 的 困 苦 ，使 得 这 个 阶 级 特 别 容 易 感 染 伤 寒 和 肺 结 核 。”(2&)

这 就 无 怪 报 告 起 草 人 都 异 口 同 声 地 证 明 ，阴 郁的不满 情 绪 笼 罩  
着 这 个 阶 级 的 行 列 ，他 们 留 恋 过 去 ，厌 恶 现 在 ，绝 望 于 将 来 ，“ 受到煽 
动 者的有害影响 ”，并 且 只 有 一 个 固 执 的 想 法 :移 居 美 洲 。这 就是伟  
大的马 尔 萨 斯的万应 灵 丹一  - 减 少 人 口 ，已经 把绿 色埃林①变 成了 
多 么 幸 福 的 乐 土 ！ ‘

爱 尔 兰 的工业 工人又是过 着怎 样 幸福的生活呢 ？举 一个 例子就

(23.3)同 上 ，第 30页 . 
C234)同 上 ，第  21、13 1

① 凯 尔 特 语 :绿 岛 ; 爱 尔 3 的 古 称 。 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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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说 明 。工 厂 视 察 员 罗 伯 特 • 贝 克 说 ：

“我 最 近 视 察 爱 尔 兰 北 部 的 时 候 .看 到 一 个 熟 练 的 爱 尔 兰 r 人 靠 d 少 得  
可 怜 的 收 人 尽 力 使 自 己 的 孩 子 受 教 育 . 这 件 事 使 我 深 为 惊 冴 他 是 一 个 干 活 的  
好 手 ，不 然 是 不 会 被 雇 用 来 为 曼 彻 斯 特 市 场 制 造 商 品 的 1 我 把 约 翰 逊 〈这 是 他  
的 名 字 〉亲 n 对 我 说 的 话 逐 字 逐 句 地 写 在 下 面 „ 他 说 :我 是 一 个 捶 布 工 . 从 星 期  
一 到 星 期 五 ，都 是 从 早 晨 6点 钟 千 到 夜 里 U 点 ;星 期 六 干 到 下 午 (5点 .有 3 个  
钟 头 的 吃 饭 和 休 息 时 间 》 我 有 r>个 孩 ：F . 我 干 这 种 活 每 周 收 人 ]0 先 令 6便 
士 ;我 的 妻 子 也 做 工 ，每 周 挣 5先 令 。 大 女 儿 丨 2 岁 .料 理 家 务 D 她 是 我 们 的 厨  
师 和 唯 一 的 帮 手 。 她 照 料 弟 妹 上 学 。 我 的 妻 子 和 我 同 时 起 床 上 工 。 有 一 个 小  
姑 娘 每 天 经 过 我 家 门 口  .她 &早 晨 5点 半 钟 把 我 叫 醒 。我 们 什 么 üi不 吃 就 i 上 
H -白 天 ，12岁 的 女 儿 照 顾 弟 妹 。我 们 在 8点 钟 回 家 吃 早 饭 „ 我 们 每 周 只 喝 一  
次 茶 :我 们 平 时 喝 粥 ，有 时 是 燕 麦 片 粥 ，有 时 是 玉 米 面 粥 ，这 要 看 我 们 能 买 到 什  
么 了 。冬 天 .我 们 往 五 米 面 里 加 一 点 糖 和 水 。夏 天 ，我 们 收 点 马 铃 薯 ，那 是 我 们  
在 一 小 块 地 上 自 d 种 的 ；马 铃 # 吃 完 了  . 还 得 喝 粥 。 不 管 星 期 日 也 好 ，平 日 也  
好 . 一 年 到 头 就 是 这 样 过 日 子 》 晚 上 下 工 以 后 ，我 总 是 感 到 非 常 疲 乏 。我丨 f丨 偶 
尔 ÜL能 见 到 一 小 块 肉 .似 邱 是 太 难 得 了 。我 们 有 3 个 孩 予 上 学 .每 人 每 周 要 花  
费 1便 士 ，. 我 们 的 房 租 每 周 9便 士 ，泥 炭 每 两 周 至 少 也 要 1先 令 fî便 七 ，这 就  
玷 爱 尔 兰 的 屯 活 .这 就 是 爱 尔 兰 的 工 资 ! ”(235>

事 实 上 ，爱 尔 兰 的 贫 困 又 成 为 英 格 兰 当 前 的 话 题 了 。1866年底 
和 ]867年 初 . 有一个 叫 达 弗 林 侯 爵 的 爱 尔 兰 大 地 主 ，曾经 在《泰晤士 
报 》上 着 手 讨 论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靡 菲 斯 特 斐 勒 司 说 :“ 这 位 伟 大 的 至  
尊 多 么 仁 慈 啊 ! ”3M

我 们 从 E 表 可 以 看 出 .186」年 ，3 个 剩 余 价 值 制 造 者 从 爱 尔 兰

视 察 K W ÂÆ上丨 斤〗1用 的 这 段 iS-之 下 f 这 样 的 感 想 :“我 们  
很 丨 ‘j然 地 会 把 这 位 面 带 病 容 的 熟 练 二 人 和 南 部 斯 塔 福 德 郡 的 身 体 健 康 ，肌 肉 发  
达 的 搅 炼 工 作 一 比 较 . 后 者 每 周 的 工 资 和 许 多 绅 士 、学 者 的 收 人 一 样 • 甚 至 更  
多 但 是 他 们 无 论 在 智 力 上 还 是 在 行 为 上 都 停 留 在 乞 丐 的 水 平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66年 10月 3 ]日》[1867年 伦 敦 版 J第 96,9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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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现 的 总 利 润 4 368 6 1 0 镑 中攫取了  262 6 1 0 镑 ，而 1 8 6 5 年 ，同是这  
3 位 大 “禁 欲 家 ” 就 从 总 利 润 4 669 9 7 9 镑 中 捞 去 274 5 2 8 镑 ； 1864 

年 ，2 6 个 剩 余 价 值 制 造 者 得 到 646 3 7 7 镑 ，1 8 6 5 年 ，2 8 个 剩余价值 制 
造 者 得 到 736 4 4 8 镑 ；1 8 M 年 ，1 2 ] 个 剩 余 价 值 制 造 者 得 到 1 076 912 

镑 ，1 8 6 5 年 ，1 5 0 个 剩 余 价 值 制 造 者 得 到 I 320 9 0 6 镑 ；1 8 6 4 年 , 

1 1 3 1 个 剩 余 价 值 制 造 者 得 到 2 150 8 1 8 镑 .几 乎 占 全 年 总 利 润 的 一  
半 ，1 8 6 5年 ， 1 1 9 4 个 积 累 狂 得 到 2 418 8 3 3 镑 ，超 过 全年 总 利 润 的 一  

半 。可 是 同 英 格 兰 和 苏 格 兰 的 情 况 一 样 .爱 尔 兰 的 一 小 撮 大 地 主 从  
年 j ：地 收 人 中 吞 掉 的 数 额 是 如 此 庞 大 . 以 致 英 国 的 治 国 明 哲 认 为 ，关  
于 地 租 的 分 配 不 宜 于 提 出 像 利 润 分 配 这 样 的 统 计 资 料 。达 弗林侯爵 
就 是 这 些 大 地 主 中 的 一 个 。说 地 租 、工 业 或 商 业 利 润 、利息等等会 在  
某 个 时 候 过 多 ，或 者 说 财 富 的 过 多 同 人 民 的 过 于 贫 困 有 某 种 联 系 ，这  
当 然 是 既 “ 不 体 面 ” 又 “ 不 健 全 的 ” 看 法 „ 侯 爵 依 据 的 是 事 实 。事实  
是 ，爱 尔 兰 人 口 减 少 了 ，而 爱 尔 兰 的 地 租 却 增 长 了 ;人 口 减 少 对 地 主  
“有 利 ” , 从 而 对 土 地 以 及 仅 仅 是 土 地 附 属 品 的 人 民 也 “有 利 '  于 是 ， 
侯 爵 宣 告 ，留 在 爱 尔 兰 的 爱 尔 兰 人 仍 然 太 多 ，人 口 外 流 仍 然 不 够 。要 
想 享 有 十 足 的 幸 福 ，爱 尔 兰 至 少 还 应 该 再 排 出 3 0 多 万 农 民 。桑格拉 
都 学 派 的 医 生 ® 见 病 人 没 有 起 色 ，就 让 放 血 ，再 放 血 ，直 到 病 人 的 血  
放 完 了 ，病 也 就 没 了 。我 们 不 要 以 为 这 位 还 很 富 有 诗 意 的 侯 爵 是 个  
桑 格 拉 都 学 派 的 医 生 ：他 只 是 要 求 4 5 万 牺 牲 者 而 不 是 20(>万 。 如 
果 拒 绝 他 的 要 求 ，就 别 想 在 爱 尔 兰 建 立 起 千 年 王 国 。证 据 是 可 以 立  
即 提 出 来 的 。

① 桑 格 拉 都 是 勒 萨 U 的 小 说 《山 悌 良 那 的 吉 尔 • 布 拉 斯 奇 遇 iü 》中 的 人  
物 ，医 生 •他 睽 治 一 切 疾 病 时 都 给 病 人 放 血 和 让 他 们 喝 温 水 。 _编
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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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 爱 尔 兰 租 地 农 场 的 数 目 和 面 积

(单 位 :英 亩 ）

1
1 英 亩 以 下  
的 租 地 农 场

2
1 一 5 英亩  

的 租 地 农 场

3
6 15英戽  
的 租 地 农 场

4
16 —3 0 英亩  
的 租 地 农 场

数 目  面 积
48 653 25 394

数 目  面积
82 037 288 916

数 目 面积
176 368 J 836 310

数 目  面 积
136 578 3 051 343

5 6 7 8
3】 50英 亩 51- - 10Ü 英亩 1〇()英宙以上 总 面 积
的 祖 地 农 场 的 租 地 农 场 的 租 地 农 场 (泥 沼 地 和 荒  

地 包 括 在 内 ）

数 U 面积 数 a  面积 数 罔  面积
71 961 2 906 274 54 247 3 983 880 31 927 8 227 807 20 319 924

1 8 5 1 年 到 1 8 6 1 年 间 的 集 中 只 是 消 灭 了 前 三 类 丨 英 苗 以 下 至 15 

英 亩 的 一 部 分 租 地 农 场 。这 些 农 场 必 然 要 先 于 其 他 农 场 被 消 灭 。结  
果就产 生了  307 0 5 8 户 过 剩 的 租 地 农 民 ，作一个 低的估 计 •每家平均 
4 [ 丨 人，那 么 就 有 1 228 2 3 2 “ 过 剩 人 口 ” 。 即 使 作 一 夸 大 的 假 定 ，假 
定 农 业 革 命 完 成 后 ，其 中 的 { 将 被 吸 收 . 结 果 仍 须 有 92] 1 7 4 人移居 
国 外 。 15- 1 0 0 英 亩 的 4 、5 、6 三 类 租 地 农 场 .用 来 经 营 资 本 主 义 的  

大 规 模 的 谷 物 生 产 也 嫌 太 小 . 至 于 用 来 牧 羊 ，就 简 直 等 于 零 ,这 是 大  
家 在 英 格 兰 就 知 道 的 。因 此 ，在 上 述 同 样 的 假 定 下 . 又 得 有 788 358 

人 移 居 IS!外 ，结 果 总 人 数 就 是 1 709 5 3 2 人 „ 既 然 胃 口 越 吃 越 大 ■•m， 

所 以 大 地 主 们 立 刻 会 发 现 . 具 有 :《〇万 人 「丨 的爱 尔 兰 仍然贫 困.而贫  
困 的 原 因 是 爱 尔 兰 人 太 多 ，因 此 . 它 必 须 更 进 一 步 大 力 减 少 人 口 ，才 
能 完 成 它 的 真 正 使 命 . 即 成 为 辽 阔 的 牧 场 和 筝 地 .以 便 满 足 英 格 兰 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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餮 的 吸 血 鬼 的 贪 欲 。 2:ifi >

这 个 有 利 可 图 的 方 法 . 正 像 这 个 世 界 上 一 切 美 好 的 事 物 一 样 .也  
舍 它 的 缺 陷 。随 着 地 租 在 爱 尔 竺 不 断 积 累 ，爱 尔 兰 人 在 美 国 也 以 同  
一 步 伐 不 断 积 累 《■ 被 牛 和 羊 挤 走 的 爱 尔 兰 人 作 为 芬 尼 社 社 员 崛  
起 于 大 洋 彼 岸 了 。年 轻 的 大 共 和 国 面 对 日 趋 衰 落 的 海 上 女 皇 越 来 越  
带 威 胁 性 地 昂 起 头 来 。

严 酷 的 命 运 ,兄 弟 互 相 残 杀 的 罪 孽 •

使 罗 马 人 受 尽 了 苦 难 。

( 2 3 6 ) 在 本 书 第 二 卷 论 述 土 地 所 有 制 的 那 一 篇 ，我 将 更 洋 细 地 谈 到 • 英 国  
的 立 法 以 及 爱 尔 兰 的 土 地 所 有 者 如 何 共 同 利 用 饥 荒 和 饥 馑 来 推 行 农 业 革 命 ，并  
使 人 口 减 少 401, , 在 那 里 我 还 要 重 新 谈 到 小 租 地 农 K 的 状 况 。 这 里 只 引 证 -段  
话 纳 索 • 威 • 西 尼 耳 在 他 的 遗 著 《关 于 爱 尔 兰 的 日 志 、谈 话 和 短 评 》( 两 卷 集 . 
1868年 伦 敦 版 ) 中 提 到 :“G 博 士 非 常 正 确 地 指 出 ：首 先 我 们 有 了 自 己 的 济 贫 法 • 
这 是 使 地 主 取 胜 的 强 大 武 器 ;另 一 个 武 器 就 是 往 国 外 移 民 。 没 有 一 个 爱 尔 兰 朋  
友 〈应 读 做 在 爱 尔 兰 实 行 英 格 1 统 治 的 朋 友 〉会 希 望 战 争 〈地 主 和 凯 尔 特 族 小 租  
地 农 民 之 间 的 战 争 〉拖 延 下 去 ，更 不 希 望 这 场 战 争 以 小 租 地 农 民 获 胜 而 告 终 《 
这 场 战 争 越 是 迅 速 地 结 束 ，爱 尔 兰 越 是 迅 速 地 变 成 牧 场 国 .同 吋 人 口 相 应 地 减  
少 到 一 个 牧 场 国 所 需 要 的 程 度 . 对 一 切 阶 级 就 越 是 有 利 （同 上 ，第 2 卷 第 282 
页 ）i8 i5 年 的 英 国 谷 物 法 保 证 r 爱 尔 兰 向 大 不 列 颠 自 由 输 出 谷 物 的 独 占 权 ， 
这 样 一 来 ，谷 物 法 就 人 为 地 促 进 了 谷 物 生 产 。 1846年 . 当 议 会 废 除 谷 物 法 时 ， 
这 种 独 占 权 突 然 消 灭 即 使 撇 开 其 他 各 种 情 况 不 说 ，单 是 这 -事 实 就 足 以 大  
大 促 使 耕 地 向 牧 场 转 化 、租 地 农 场 的 积 聚 和 小 农 的 被 驱 逐 》 ]815- 1846年 间 ， 
人 们 称 赞 爱 尔 兰 土 地 的 资 源 . 大 肆 宣 扬 爱 尔 兰 的 土 地 天 然 适 合 种 植 小 麦 .可 是  
后 来 ，英 国 的 农 学 家 、经 济 学 家 和 政 治 家 们 又 突 然 发 现 ，这 些 土 地 除 适 于 种 植 f  
词 料 外 别 无 用 处 ！莱 昂 斯 • 德 • 拉 韦 涅 先 生 也 急 急 忙 忙 在 海 峡 彼 岸 重 复 这 种  
论 调 „ 大 概 只 有 像 拉 韦 涅 那 样 认 真 的 人 才 会 相 信 这 种 无 稽 之 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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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始 积 累 的 秘 密

我 们 已 经 知 道 . 货 币 怎 样 变 成 资 本 ，资 本怎 样 成为 剩余价值 的源 
泉，(Ti丨 剩余价值 又怎 样 成为 追加资 本的源泉„ 但 是 ，资 本枳累以剩余 
价值 的 存 在 为 前 提 .剩余价值 以资 本主义 生产 为 前提•而资 本主义 生 
产 又只是在既 是生产 者又是商人的人手中已经 积 累了足够 量的资 本 
和劳 动 力时 才出现 。因 此 ，这 整 个 运 动 好 像 是 在 一 个 恶 性 循 环 中 兜  
圈 子 ，要脱 出这 个 循环 .就只有假定在资 本主义 积 累之前有一种 原始 
积 累 （ 、m  • 斯 密 称 为 预 先 积 累 这 种 积 累 不 是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结  
果 ，lïiî是 它 的 起 点 。

这 种 原 始 积 累 在 政 治 经 济 学 中 所 起 的 作 用 . 同 原 罪 在 神 学 中 所  
起 的 作 用 儿 乎 是 一 样 的 当 吃 了 苹 果 ，人类 就有罪了..4"4人们 用 
创 世 数 H之 后 发 生 的 奇 遇 来 解 释 这 种 罪 恶 的 起 源 。

Æ很 久 很 久 以 前 .社 会 分 成 了 两 种 人 ，一 种 是 勤 劳 的 ，聪 明 的 .而  
丨1. f î先是有 节 约 七 惯 的 精 英 人 物 . 另 一 种 是 整 天 吃喝玩乐 的无赖 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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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言 而 喻 ，前 一 种 人 积 累 的 财 富 越 来 越 多 ，而后一种 人则 很 快失去丫  
一 切 。 由 此 产 生 了 大 多 数 人 的 贫 穷 和 少 数 人 的 富 有 ;前 者 尽 管 无 休  
止 地 劳 动 ，仍然不得不用自己的身体 来 支付.而后者虽 然手指都没 有 
动 一 下 ，却 获 得 了 全 部 劳 动 果 实 。

诚 然 . 神 学 中 关 于 原 罪 的 故 事 清 楚 地 告 诉 我 们 ，上 帝 怎 样 注 定  
人 必 须 汗 流 满 面 才 得 糊 口 ；而 经 济 学 中 关 于 原 罪 的 故 事 则 向 我 们  
揭 示 . 怎 么 有 的 人 会 逃 脱 上 帝 的 这 种 安 排 ，从 而 填 补 了 一 个 令 人 遗  
憾 的 空 白 。

4人 们 不 厌 其 烦 地 叨 念 这 些 乏 味 的 儿 童 故 事 。例 如 ，梯 也 尔 先  
生 竟 然 现 在 还 用 这 种 儿 童 故 事 戏 弄 ， 度 如 此 富 有 才 华 的 法 国 人 ， 
他 在 一 部 著 作 中 就 是 这 样 做 的 ，他 在 这 部 著 作 中 以 政 治 家 的 厚 颜  
无 耻 断 言 已 经 粉 碎 了 社 会 主 义 对 所 有 权 的 诽 谤 性 的 攻 击 。确 实 ， 
—旦 讨 论 到 所 有 权 问 题 ，每 个 人 就 都 认 为 自 己 的 神 圣 义 务 是 满 足  
于 识 字 课 本 的 智 慧 ，即 满 足 于 只 是 各 种 年 龄 的 小 学 生 所 能 运 用 和  
达 到 的 智 慧 。 U)

在 现 实 历 史 的 编 年 史 中 . 征 服 、奴 役 、劫 掠 ，总 之 ，暴 力 统 治 占 优  
势 。但 是 在 恬 静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教 科 书 中 ，从 来 就 是 田 园 诗 占 统 治 地  
位 。按 照 这 些 教 科 书 的 说 法 ，除 了 当 前 这 一 年 以 外 ，劳 动 和权 利从 来

(1 ) 歌 德 被 这 种 无 稽 之 谈 所 激 怒 ，用 下 列 的 对 话 作 了 嘲 笑 ： 
小 学 教 师 :告 诉 我 . 你 父 亲 的 财 富 是 从 哪 里 来 的 ? 
孩 子 :祖 父 给 的 。
小 学 教 师 :祖 父 的 财 富 是 从 哪 里 来 的 ？
孩 子 :曾 祖 父 给 的 。
小 学 教 师 :曾 祖 父 的 财 富 是 从 哪 里 来 的 ？
孩 子 :抢 来 的 .4Ö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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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事 实 上 ，原 始 积 累 的 方 法 绝 不 是 田 园 诗 式 的  
东 西 。

资 本家和雇佣 劳 动 者之间 的公开 关 系具有纯 粹商业 的性质 。如 
果 说 前 者 是 主 人 .后 者 是 仆 人 . 那 么 这 是 因 为 有 一 个 契 约 。按照这 个  
契 约 ，后 者 不 仅 为 前 者 服 务 ，从 而 依 附 于 前 者 ，而且还 放弃 了对 他自 
己的产 品的所有权 。那么 雇佣 劳 动 者 为 什 么 要 做 这 种 交 易 呢 ？ 因为  
他 拥 有 的 只 是 自 己 的 劳 动 力 即 潜 在 状 态 的 劳 动 .而 使 这 种 潜 在 状 态  
具 体 化 所 必 需 的 一 切 外 在 条 件 ，有 效 地 进 行 劳 动 所 必 需 的 原 料 和 工  
具 .维 持 劳 动 力 并 把 劳 动 力 转 化 为 生 产 运 动 所 必 不 可 少 的 生 活 资 料  
的 支 配 权 ，所有这 一切都处 在 另 一 方 的 手 中 。

因 此 1在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的 基 础 h ，牛 产 者 和 生 产 资 料 彻 底 分 离  
了。 - L1资 本 主 义 制 度 建 立 起 来 ，这 种 分 离 就 以 不 断 扩 大 的 规 模 再  
生 产 出 来 ;但 是 ，因 为 这 种 分 离 是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的 基 础 ，没 有 这 种 分  
离 .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就 不 可 能 建 立 起 来 。因 此 ，至 少 局 部 地 说 ，只是在 
生 产 者 被 剥 夺 了 他 们 用 以 实 现 自 己 劳 动 的 生 产 资 料 ，这 些生产 资 料 
为 既 是 生 产 者 又 是 商 人 的 人 所 占 有 并 被 用 于 从 他 人 的 劳 动 中 获 利  
时 ，资 木 I I 义 制 度 才 诞 生 .把 劳 动 同 它 的 外 在 条 件 分 离 开 来 的 历 史  
运 动 ，这 就 是 因 属 于 资 产 阶 级 世 界 的 史 前 时 代 而 被 称 做 “原 始 ” 积 累 
的 秘 密 ,，

资 木 t 义 的经 济 制度是•从 封 建 的 经 济 制 度 的 母 胎 中 产 生 的 。后 
者 的 解 体 使前者的构 成要素得到解放。

劳 动 者 ，直 接 生 产 者 ，只 有 当 他 不 再 束 缚 于 土 地 ，不 再 隶 属 于 他  
人的 吋 候 ，才 能 支 配 向 身 他 要 成 为 劳 动 的 自 由 出 卖 者 ，能把他的商 
品 带 到 任 何 可 以 找 到 市 场 的 地 方 去 ，他就 必 须 摆 脱 行 会 制 度 .摆 脱 行  
会 关 丁•师 傅 身 份 、行会 理 事 会 的 规 定 以 及 行 会 学 徒 法 等 等 《因 此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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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产 者 转 化 为 雇 佣 工 人 的 历 史 运 动 ，表现 为 生产 者 从 农 奴 地 位 和 产  
业 的 等 级 制 下 解 放 出 来 。另 一 方 面 .新 被 解 放 的 人 只 有 在 他 们 被 剥  
夺 了 一 切 生 产 资 料 和 旧 制 度 给 予 他 们 的 一 切 生 存 保 障 之 后 ，才能成 
为 他 们 自 身 的 出 卖 者 。对 他 们 的 这 种 剥 夺 的 历 史 不 是 臆 造 出 来 的 ， 
而是用不可磨灭 的血和火的文字载 入人类 编 年史的。

资 本 主 义 企 业 主 这 些 新 权 贵 ，不 仅 要 排 挤 手 工 业 师 傅 ，而且要排 
挤 占 有 财 富 源 泉 的 封 建 主 。从 这 方 面 来 说 .他 们 的 兴 起 是 战 胜 了 领  
主 权 力 及 其 令 人 愤 恨 的 特 权 的 结 果 ，也 是 战 胜 r 行会 制度及其对 生 
产 知 自 由 发 展 和 人 对 人 的 自 由 剥 削 所 加 的 束 缚 的 结 果 。但 是 ，工业  
骑 士 之 所 以 能 够 排 挤 掉 佩 剑 骑 士 ，只是因为 他们 利用了与 自己毫不 
相 干 的 事 件 。他 们 借 以 兴 起 的 手 段 ，同 罗 马 的 被 释 奴 隶 成 为 自 己 保  
护 人的主人所使用的手段同样 卑 -鄙 。

劳 动 者的奴役状 态 是同时 既 产 生雇佣 工人又产 生资 本家的整个  
发 展 过 程 的 起 点 。这 一 发 展 过 程 就 是 这 种 奴 役 状 态 的 形 式 变 换 ，就 
是 封 建 剥 削 转 化 为 资 本 主 义 剥 削 。要 了 解 这 一 过 程 的 经 过 ，不必追 
溯 太 远 。虽 然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早已出现 了资 本主义 生产 的 
最 初 萌 芽 ，但 是 资 本 主 义 时 代 是 从 16世 纪 才 开 始 的 。在这 个 时 代来  
到 的 地 方 ，农 奴 制 早 已 废 除 ，中 世 纪 的 光 荣 一 -主 权 城 市 制 度 也 已 经  
衰 落 》

在原始积 累的历 1史 中 ，对 正 在 形 成 的 资 本 家 阶 级 起 过 推 动 作 用  
的 一 切 变 革 ，都是历 史上划 时 代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剥 夺 大量人手中 
的 传 统 的 生 产 资 料 和 生 存 资 料 并 把 他 们 突 然 抛 向 劳 动 市 场 的 变 革 。 
但 是 . 全部过 程的基础 是 对 农 民 的 剥 夺 。

这 种 剥 夺 只 是 在 英 国 才 彻 底 完 成 了 。因 此 .英 国 必 然 在 我 们 的  
概 述 中 占 着 主 要 的 地 位 。但 是 ，西 欧 的 其 他 一 切 国 家 都 正 在 经 历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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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样 的运 动 ，虽 然 因 环 境 不 同 而 具 有 不 同 的 地 域 色 彩 ，或者局限在较  
窄 的 范 围 内 .或 者 特征不是那么 明显 ,或者过 程的顺 序不同

^ 在 意 大 利 . 资 丰 主义 牛 . 产 发 展 得 比 其 他 地 方 平 .封 建 制 度 也 比 较 早 地  
消 火 广 ，在 这 里 . 农 奴 在 获 得 对 他 们 山 ' 的 土 地 的 原 有 时 效 权 之 前 ，就 已 经 在  
实 际 匕 得 到 解 放 . 这 些像空气 一 - 样 自 由 轻 松 的 无 产 者 ，大 部 分 涌 向 了 多 半 还 是  
罗 马 帝 l i l 遗 留 下 来 而 领 主 们 早 就 在 那 里 定 居 的 城 市 1 5 世 纪 末 肚 界 市 场 上 发  
生 的 巨 大 变 革 4Ü 6破 坏 了 意 大 利 北 部 的 商 业 优 势 并 使 它 的 制 造 业 走 向 没 落 .这  
时 产 生 了 一 个 方 向 相 反 的 运 动 。城市工人大批地被赶 往农 村•给 那 里 按 园 艺 形 
式 经 营 的 小 规 模 耕 作 带 来 了 空 前 的 繁 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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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英 国 ，农 奴 制 实 际 t；在 Mü± 纪 末 期 已 经 不 存 在 了 。 当 时 ， 
尤 其 是 L5世 纪 ，绝 大 多 数 人 口  — 是 耕 种 自 己 土 地 的 自 由 农 民 ，尽  
管 他 们 的 所 有 权 还 隐 藏 在 封 建 的 招 牌 后 面 。 在 较 大 的 封 建 领 地  
上 ，过 去 本 身 也 是 农 奴 的 管 事 ，被 独 立 的 租 地 农 场 主 排 挤 了 。农 业  
中 的 雇 佣 工 人 包 括 两 种 人 ，一 种 是 在 耕 种 自 己 土 地 以 外 的 空 闲 时  
间 为 大 土 地 所 有 者 做 工 的 农 民 ，一 种 是 特 殊 的 、人 数 不 多 的 雇 佣  
工 人 阶 级 》甚 至 后 者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也 是 自 耕 农 ，因 为 除 了 工 资 ，他 
们 至 少 还 分 得 4 英 亩 耕 地 和 小 屋 。此 外 ，他 们 又 和 真 正 的 农 民 共  
同 利 用 公 有 地 . 在 公 有 地 匕 放 牧 自 己 的 牲 畜 和 取 得 木 材 、泥炭等 
燃 料 。

我 们 顺 便 指 出 ，农 奴本身不仅 楚他的宅旁小块 土地的卩 彳 打荇.也 
就 是 纳 税 人 ，而 乱 也 是 公 有 地 的 共 有 者 。例 如 ，在 米 拉 波 出 版 他 的  
《弗 里德里希大帝时 代的普鲁 士君主制度》时 ，普 鲁 士 的 大 多 数 州 ，其 
中 包 括 西 里 西 亚 . 还 存 在 着 农 奴 制 。但 是 .农 民 占 有 公 有 地 米 拉 波

( 3 ) 直 到 1 7世 纪 末 . 英 国 的 农 业 人 口 占 80 % 。 见 麦 芩 莱 《詹 姆 斯 二 l i t登 
极 以 来 的 英 国 史 》1851年 伦 敦 版 第 1 # 第 4 1 3 页 。我 所 以 引 用 麦 考 莱 的 话 ，是 
因 为 他 作 为 系 统 的 历 史 伪 造 者 . 总 是 要 随 心 所 欲 地 砍 掉 这 * 事实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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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直到今天还 无法“使 西 里 西 亚 人 分 割 公 冇 地 ，而 在 诺 伊 马 克 ，几 乎 
没 有一个 村庄不是非常成功地实 行了这 种 分割”(A

在 西 欧 一 切 国 家 中 ,封 建 生 产 的 最 显 著 的 特 点 是 土 地 分 给 尽 可  
能 多 的 臣 属 。同 其 他 一 切 君 主 的 权 力 一 样 .封 建 主 的 权 力 不 取 决 于  
他 的 钱 财 的 多 少 ,而 是 取 决 于 他 的 臣 民 的 人 数 .，也就是取决 于在他的 
领 地上定居的农 民的人数 》 日本有纯 粹封建性的土地所有组 织 和小 
农 经 济 ，同 我 们 的充满 资 产 阶 级 偏 见 的历 史著作相比，它 在许 多方面 
为 欧 洲的中世纪 提供了一幅更真 实 得多的图 画 。牺 牲中世纪 来 显 示 
“ 自由精神”，是 极 其 方 便 的 事 情 。

虽 然诺 曼人的征服4117把 整 个 英 国 分 为 巨 大 的 男 爵 领 地 . 往
往 一 个 男 爵 领 地 就 包 括 900多 个 盎 格 鲁 撒 克 逊 领 地 - 但 是 ，农 村 
的小地 产 仍 然 遍 布 全 国 ，有些 地 方 穿 插 有 大 的 封 建 领 地 。因 此 ，一当  
农 奴 制 消 失 和 15世 纪 城市迅速繁荣 ，英国 居民就达 到了大法官福蒂  
斯丘在其《谈 谈 英 国 法律的优 越性》一书 中卜分雄辩 地描述过 的富裕 
境 地 。但是英国 居民的这 种 财 富 是 排 斥 资 本 家 的 财 富 的 。

为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奠 定 基 础 的 变 革 的 序 幕 . 是 在 1 5世 纪 最 后 30 

多 年 和 16世 纪 初 演 出 的 。 由 于 无 数 的 领 主 的 家 臣 （这 些 领 主 的 家  
臣 ，H:如 詹 姆 斯 • 斯 图 亚 特 爵 士 恰 当 地 指 出 的 ，“ 塞 满 了 房 屋 和 城  
堡”4"8)的 解 散 . 大M 无 家 可 归 的 无 产 者 突 然 被 抛 向 劳 动 市 场 。虽 然 
Ï 权  它 自已也是资 产 阶 级 发 展的一 个 产 物  在追求绝 对 权 力
时 . 用 暴 力 手 段 加 速 了 这 些 家臣的解散.但王权 绝 不是这 件事情的唯 
一 原 因 。同 王 室 和 议 会 公 开 对 抗 的 大 领 主 ，通 过 夺 去 农 民 的 公 有 地  * 125

( 1 ) 米拉波《弗 .德 M 希 大 帝 时 代 的 普 鲁 士 君 主 制 度 》1788年 版 第 2 卷第
125 126 页 。



774 第 八 篇 原 始 积 尜

并 把 他 们 从 土 地 (农 民 对 土 地 享 有 和 他 们 的 主 人 一 样 的 封 建 权 利 ）上 
赶 走 的 办 法 ，造 成 了 人 数 更 多 得 无 比 的 无 产 阶 级 。在 英 国 ，特別是佛 
兰 德 毛 纺 织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繁 荣 ，以及凼 此引起的羊毛价格的上涨 .造 
成 了 这 些 暴 力 行 为 。长 期的蔷 薇战 争 4U9已 经 消 灭 了 旧 的 封 建 贵 族 ， 
而 新 的 封 建 贵 族 则 是 他 们 自 己 的 时 代 的 儿 子 ,他 们 把 货 币 看 做 权 力  
的 权 力 。因 而 ，把 耕 地 转 化 为 牧 羊 场 就 成 r 他 们 的 口 号 。

哈 里 逊 在 其 著 作 《英 国 概 述 》( 载 于 霍 林 舍 德 的 编 年 史 的 卷 肖 ' ) 

中 ，描述了 对 农 民 的 剥 夺 给 国 家 造 成 了 多 么 大 的 破 坏 。他 写 道 ：

1 “我 们 的 大 掠 夺 者 什 么 也 不 在 乎 ！农 民 的 住 房 和 I :人 的 小 屋 被 强 行 拆 除 • 
或 者 任 其 坍 毁 。我 们 对 照 一 下 每 一 个 骑 t 领 地 的 旧 财 产 清 单 ，就 会 发 现 .无 数  
的 房 屋 和 小 农 户 消 失 现 在 土 地 供 养 的 人 口 少 得 多 了 ;虽 然 有 一 些 新 的 城 市  
繁 荣 起 来 ,但 是 很 多 城 市 衰 落 了 …… 城 市 和 乡 村 为 r 作 牧 羊 场 而 被 毁 坏 ，只 
有 领 主 的 城 堡 保 留 下 来 .我 可 以 列 举 很 多 这 方 面 的 情 况 / ’(5)

这 些 老 的 编 年 史 家 的 抱 怨 总 是 夸 大 的 ，但 是 他 们 准 确 地 描 绘  
了 社 会 的 经 济 制 度 的 革 命 给 当 时 的 人 们 造 成 的 印 象 。把 大 法 官 福  
蒂 斯 丘 的 著 作 与 大 法 官 托 马 斯 • 莫 尔 的 著 作 比 较 一 下 ，我 们 就 会  
清 楚 地 看 见 1 5 世 纪 和 1 6 世 纪 之 间 的 鸿 沟 。 桑 顿 说 得 对 . 英 国 劳  
动 者 阶 级 没 有 经 过 任 何 过 渡 阶 段 就 从 自 己 的 黄 金 时 代 陷 人 了 黑 铁  
时 代 。

立 法 被 这 一 变 革 吓 住 了 。它 还 没 有 达 到 这 样 高 的 文 明 程 度 :把
国 民 财 富 ，也 就 是 把 资 本 家 的 发 财 致 富 、对 人民群众 的残 酷剥 削和他

( 5 ) 霍 林 舍 德 的 编 年 史 （两 卷 集 )初 版 刊 印 于 1577年 。这 是 珍 本 书 ;英 国  
博 物 馆 所 藏 的 一 本 有 缺 损 。 书 名 是 :《英 格 兰 、苏 格 兰 和 爱 尔 兰 等 的 编 年 史 》第 
一 卷 ，拉 • 霍 林 舍 德 收 集 并 出 版 ，伦 敦 威 • 哈 里 逊 印 刷 。 第 二 卷 的 书 名 相 同 。 
第 二 版 分 三 卷 ，增 订 至 1586年 ，1587年 由 约 • 胡 克 等 出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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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的 贫 穷 化 当 做 全 部 国 策 的 极 限 1 培 根 在 他 的 亨 利 七 世 执 政 史 中  
说 道 ：

“这 时 <1489年 〉人 们 越 来 越 多 地 抱 怨 把 耕 地 转 化 为 少 数 牧 人 就 可 照 管 的  
牧 场 :定 期 租 地 、终 身 租 地 和 年 度 租 地 ( 很 多 自 耕 农 靠 年 度 租 地 生 活 )转 化 为 领  
地 。这 使 人 民 衰 落 . 因 而 使 许 多 城 市 、教 会 衰 落 ，使 什 t 税 减 少 … … 国 王 和 议  
会 为 挽 救 这 种 灾 难 性 的 局 势 而 表 现 出 的 智 慧 是 值 得 赞 叹 的 。 他 们 采 取 措 施 来  
制 止 对 公 有 地 的 灭 绝 人 口 的 掠 夺 ，来 制 止 随 之 而 来 的 灭 绝 人 口 的 牧 场 的 扩 大 。 ”

1488年 亨 利 七 世 颁 布 的 第 19 号 法 令 ，禁 止 拆 毁 附 有 2 0 英亩 以 
上 土地的农 民房屋。 亨利八世二彳 •五 年 颁 布 的 法 令 ,又 重 申 这 条 法  
律 。其 中 谈 到 ：

“很 多 机 地 和 大 畜 群 .特 别 是 大 羊 群 ，集 中 在 少 数 人 手 中 ，因 此 地 租 飞 涨 ，耕 
地 荒 芜 ，房 屋 和 教 堂 被 毁 ，无 力 养 家 糊 □ 的 人 多 得 惊 人 。 ”

因 此 法 律 规 定 重 建 那 些 拆 毁 的 农 场 上 的 房 屋 ，制 定 耕 地 和 牧 场  
的 比 例 等 等 。1533年 的 一 项 法 令 指 出 ，有 些 所 有 者 拥 有 24 000只 
羊 ，于 是 规 定 不 得 超 过 2 000只 ，等 等 。

但 是 ，人 民 的 抱 怨 和 从 亨 利 七 世 以 来 150年 内 颁 布 的 禁 止 知 夺  
农 民 和 小 租 地 农 民 的 法 律 ，都 同 样 毫 无 效 果 。它 们 毫 无 效 果 的 秘 密 ， 
培 根 已 经 不 自 觉 地 透 露 给 我 们 了 。他 在 《文 明 与 道 德 论 文 集 》第 20 

节 中 写 道 ：

“亨 利 L'世 的 法 令 是 深 思 熟 虑 的 和 值 得 赞 赏 的 ，因 为 它 建 立 了 一 定 标 准 的  
农 场 和 农 舍 ，也 就 是 说 ，保 证 农 民 有 址 够 数 量 的 土 地 . 这 样 . 农 场 和 农 舍 就 能 养  
活 相 当 富 裕 的 、不 是 处 于 奴 隶 地 位 的 臣 民 ，并 能 使 耕 犁 掌 握 在 所 有 者 手 中 ，而 不

( s ) 托 马 斯 • 莫 尔 在 他 的 《乌 托 邦 》一 书 中 谈 到 一 个 奇 怪 的 国 家 ，在 那 里 . 
羊 吃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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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掌 握 在 雇 工 手 中

但 是 ，资 本主义 生产 制度却正是要求人民群众 处 于奴隶 地位•使 
他 们 本 身 转 化 为 雇 工 ，使 他 们 的 劳 动 资 料 转 化 为 资 本 。

在这 一过 渡时 期中，立 法 也 曾 力 图 使 农 业 雇 佣 工 人 的 小 屋 保 有 4 
英 亩 土 地 ，并 且禁止他们 以自己 的 小 屋 招 揽 房 客 》1627年 .在查 理一 
世的时 候，丰 特米尔 的罗 杰•克罗 克在丰 特米尔 的领 地上修建一座小 
屋 时 ，还 因 没 有 拨 出 4 英 亩 土 地 作 为 小 屋 的 永 久 附 属 物 而 被 判 罪 ; 

1638年 ，在查 理一世的时 候，还 任命了一个 皇家委员 会 来 监 督 旧 法律 
的实 施，特 别 是 关 于 4 英亩 土地的 法 律 的 实 施 ;克 伦 威 尔 还 禁 止 在 伦  
敦 周 围 10英里的地区 内 修建未附有至少4 英亩 土地的房屋。在 18世 
纪 上 半 叶 ，如果农 业 工人的小屋未附有1一 2 英亩 土地.他还 会 到法院 
去控告。但是 现 在 ，如 果 小 屋 附 有 一 个 小 园 子 ，或者在远 离 小 屋 的 地  
方可以租到几 平方米的土地，就是很 幸运 的了。汉 特医 生说 ：

( 7 ) 培 根 很 清 楚 地 说 明 了 自 由 的 富 裕 农 民 的 存 在 是 优 秀 步 兵 的 条 件 „ 他  
说 :“保 持 足 够 的 租 地 . 以 保 证 精 明 强 壮 的 男 子 能 过 富 裕 的 生 活 ,使 王 国 的 大 部  
分 土 地 牢 靠 地 掌 握 在 自 耕 农 ，即 处 于 贵 族 和 小 屋 贫 农 、雇 农 之 间 的 中 等 地 位 的  
人 的 手 里 , 这 对 维 持 王 国 的 威 力 和 风 度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K 为 最 有 权 威 的 军 事 专  
家 一 致 认 为 …… 军 队 的 主 力 是 步 兵 。 但 是 ，耍 建 立 一 支 优 秀 的 步 兵 ，就 需 要  
不 是 在 奴 役 或 贫 穷 中 而 是 在 自 由 和 富 裕 的 状 况 下 成 长 的 人 。 闪 此 .如 果 在 一 个  
国 家 里 . 贵 族 和 上 流 人 士 占 有 重 要 的 地 位 ，而 农 村 居 民 和 庄 稼 人 却 是 準 纯 的 雇  
工 或 雇 农 ，却 是 小 屋 贫 农 . 即 有 栖 身 之 处 的 乞 丐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可 能 会 打 一 支 优  
秀 的 骑 兵 ，但 绝 不 会 有 一 支 强 健 的 步 兵 。 法 国 、意 大 利 和 其 他 一 些 国 家 的 情 况  
就 是 这 样 ，那 里 实 际 上 只 有 贵 族 和 贫 穷 的 农 民 …… 因 此 ，它 们 只 好 鹿 用 瑞 士  
等 国 的 人 来 当 自 己 的 步 兵 营 的 士 兵 ，结 果 形 成 这 种 情 况 :这 些 国 家 人 口 众 多 ，似 
士 兵 很 少 。”(《亨 利 七 Ö 的 执 政 时 代 》，全 文 转 载 自 1719年 肯 尼 特 《英 围 》 1870年 
伦 敦 版 第 30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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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主 和 租 地 农 场 主 在 这 方 面 是 行 动 一 致 的 。他 们 认 为 ，小 屋 附 有 几 英 亩  
土 地 就 会 使 劳 动 者 过 于 独 立 。

在 16世 纪 ，宗 教 改 革 和 随 之 而 来 的 对 教 会 地 产 的 掠 夺 ，使暴力 
剥 夺 人 民 群 众 的 过 程 得 到 新 的 惊 人 的 推 动 。那 时 ，天主教 会 是英国  
绝 大 部 分 土 地 的 封 建 所 有 者 。对 修 道 院 等 的 压 迫 ，把 住 在 里 面 的 人  
抛 进 了 无 产 阶 级 行 列 。教 会 地 产 落 人 了 国 王 的 宠 臣 手 中 ，或者非常 
便 宜 地 卖 给 了 市民和投机的租地农 场 主，这 些 人 把 旧 的 世 袭 佃 户 大  
批 地 赶 走 „ 贫 苦 农 民 对 一 部 分 教 会 什 一 税 的 所 有 权 ，也 被 暗 中 取  
消 了 。* (9)伊 丽 莎 白 女 王 一 次 巡 视 英 格 兰 之 后 叫 喊 说 :“ 穷 人到处 受苦 
难 。”410在 她 执 政 的 第 四 十 三 年 ，终 于 不 得 不 承 认 救 济 贫 民 是 一 项 国  
家制度并 设 立了济 贫 税 。

‘‘这 一 法 律 的 起 草 人 不 好 意 思 说 明 起 草 该 法 律 的 理 由 ，因 此 一 反 惯 例 ，未附
有 任 何 序 言 就 把 该 法 律 公 布 了  = 10)

在 查 理 一 世 时 期 ，议 会 宣 布 这 项 法 律 是 永 久 性 的 ，该 法律只是在 
1834年 才 进 行 了 修 改 。那 时 ，人 们 把 贫 民 原 先 因 被 剥 夺 而 作 为 补 偿  
得 到 的 东 西 ，变 成了对 贫 民 的 惩 罚 。

新教 实 质 上是 资 产 阶 级 的 宗 教 。只需举 一个 例子就足以说 明这  
种 新教 的“精 神 ”。那 还 是 在 伊 丽 莎 白 时 代 :英 格 兰 南 部 的 若 干 土 地

( K ) 汉 特 医 生 《公 共 卫 生 。第 7 号 报 告 。 丨8 6 4 年 》第 1 3 4 页 。 “ 〈旧 法 律 〉 
规 定 的 土 地 数 景 . 现 在 # 来 对 于 劳 动 # 是 太 多 了 ，甚 至 能 使 他 们 变 成 小 租 地 农  
民 。” ( 乔 治 • 罗 伯 茨 《过 去 若 干 世 纪 英 国 南 部 各 郡 人 民 的 社 会 史 》1 8 5 6 年 沦 敦  
版 第 1 8 4 页 〉

(9 )  “ 贫 民事-有 一 部 分 教 会 什 一 税 的 权 利 是 由 旧 法 律 明 文 规 定 的 / ’ (塔克
特《劳 动 人 U 今 昔 状 况 的 历 史 》1 8 4 6 年 伦 敦 版 第 2 卷 第 8 0 4 、8 0 5 页 ）

( U i > 威 廉 • 科 W 特《新 教 改 革 史 》第 4 7 1 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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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有 者 和 富 裕 的 租 地 农 场 主 秘 密 集 会 ，彻 底 地 研 究 了 新 颁 布 的 济 贫  
法 。接着他们 在一部提出十个 经 过 认 真 推敲的问 题 的著作里概 括了 
他 们 共 同 研 究 的 结 果 。后 来 ，他 们 清 当 时 著 名 的 法 学 家 皇 家 律 师 斯  
尼 格 (后 来 在 詹 姆 斯 一 世 时 晋 升 为 法 官 ) 对 这 十 个 问 题 发 表 意 见 。下 
面 是 从 中 摘 出 的 一 部 分 ：

“第 九 个 问 题 是 :本 教 区 某 些 富 有 的 租 地 农 场 主 想 出 了 一 个 能 排 除 法 令 执  
行 中 遇 到 的 任 何 困 难 的 巧 妙 计 划 。 他 们 建 议 在 本 教 区 设 立 一 座 监 狱 。 每 个 贫  
民 如 不 愿 被 投 人 上 述 监 狱 ，就 不 予 救 济 „ 其 次 ，应 当 通 知 邻 近 居 民 .如 果 有 人 打  
算 É 赁 这 个 教 区 的 贫 民 ，他 可 以 在 预 定 的 期 限 内 以 密 封 函 件 提 出 他 愿 出 的 最 低  
价 格 。这 个 计 划 的 起 草 人 认 为 ，邻 郡 有 这 样 的 人 . 他 们 不 愿 劳 动 ,但 又 没 有 财 产  
或 信 用 可 用 来 获 得 租 地 或 船 舶 而 过 不 劳 而 获 的 生 活 。 于 是 这 种 人 只 能 提 出 对  
教 区 十 分 有 利 的 价 格 。 如 果 贫 民 在 雇 主 的 保 护 下 死 亡 ，那 就 罪 在 雇 主 ，因 为 教  
区 对 这 些 贫 民 已 经 尽 了 自 己 的 义 务 。但 是 ，我 们 担 心 ，现 行 法 令 不 会 允 许 实 施  
这 类 英 明 措 施 .但 你 们 要 知 道 .本 郡 及 邻 郡 的 所 有 其 他 的 自 由 农 都 赞 同 我 们 的  
意 见 ，来 敦 促 他 们 的 下 院 议 员 提 出 这 样 的 法 案 :允 许 监 禁 贫 民 和 强 迫 贫 民 劳 动 ， 
从 而 使 任 何 拒 绝 受 监 禁 的 人 都 无 权 要 求 救 济 。我 们 希 望 ，这 样 能 使 陷 于 贫 闲 的  
人 不 致 要 求 救 济 。 ”(11>

但 是 ，宗 教 改 革 的 这 些 直 接 后 果 并 不 是 这 一 改 革 的 最 重 要 的 后

( 1 1 ) 罗 • 布 莱 基 《古 今 政 治 文 献 史 》】.855年 伦 敦 版 第 2 卷 第 84、 85 
页 。—— 苏 格 兰 农 奴 制 的 废 除 要 比 英 格 兰 迟 几 百 年 。 1698年 索 尔 顿 的 弗 莱 彻 还  
在 苏 格 兰 议 会 中 说 :“在 英 格 兰 ,乞 丐 的 人 数 估 计 不 下 20万 。我 ，一 个 原 则 上 的 共  
和 主 义 者 ，能 提 出 的 消 除 这 种 现 象 的 唯 一 办 法 是 恢 复 农 奴 制 的 旧 状 态 .把 一 切 没  
有 能 力 独 立 谋 生 的 人 变 为 奴 隶 。”同 样 ,伊 登 在 《贫 民 的 状 况 》1797年 伦 敦 版 第 1 
卷 第 1 章 中 说 :“农 业 工 人 的 自 由 是 需 要 救 济 的 赤 贫 的 开 始 … … 工 场 手 工 业 和  
商 业 是 我 国 贫 民 的 真 正 父 母 。”伊 登 和 我 们 的 那 位 原 则 上 是 共 和 主 义 者 的 苏 格 兰  
人 的 错 误 只 在 于 :不 是 农 奴 制 的 废 除 ，而 是 农 民 的 土 地 所 有 权 的 废 除 ，才 使 农 民  
成 为 无 产 者 ,最 后 成 为 需 要 救 济 的 贫 民 。■~ ■ 在 法 国 ，剥 夺 是 以 另 外 的 方 式 完 成  
的 ，1566年 的 穆 兰 敕 令 和 1656年 的 敕 令 相 当 于 英 格 兰 的 济 贫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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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教 会 所 有 权 是 传 统 的 土 地 所 有 权 的 神 圣 堡 垒 。前 者 受 到 冲 击 ， 
后 者 也 就 不 能 维 持 了 。 (12)

在 1 7 世 纪 最 后几 十年，自 耕 农 即 莎 士 比 亚 称 为 “ 骄 傲的英国 自 
耕 农 ”的 独 立 农 民 阶 级 还 比 租 地 农 民 阶 级 的 人 数 多 。他们 曾经 是英 
格兰 共 和 国 的 主 要 力 量 ，甚 至 麦 考 莱 也 承 认 ，他们 的风 俗习 惯 与 同时  
代 乡 绅 即 怪 辟 、粗 鲁 、嗜酒的宁 禄 们 ® 以及他们 的奴仆 即 那些急于向 
乡 村贵 族的“ 弃 妾”求 婚 的 乡 村 教 士 们 的 风 俗 习 惯 相 比 ，形成了鲜 明 
的 对 照 。大 约 在 1750年 ，自耕农 消灭 了

我 们 在 这 里 不 谈 那 些 为 剥 夺 农 民做好准备 的纯 经 济 原因。我们  
在 这 里 只 研 究那些以暴力方式加速这 一剥 夺 过 程的手段。

在 斯 图 亚 特 王 朝 复 辟 时 期 ，土 地 所 有 者 终 于 通 过 立 法 实 行 掠 夺 ， 
而这 种 掠夺 随 后在大陆 则 是不经 过 议 会 就直接完成了的。他们 取消 
了封建 的 土 地 制 度 ，也 就 是 使 土 地 摆 脱 了 隶 属 关 系 ，摆 脱 了由此造成 
的 过 重 负 担 ，以对 农 民和其他人 民 群 众 的 课 税 来 补 偿 国 家 ，他们 要求 
对 地产 的现 代私有权 (他 们 对 地 产 只 有 封 建 权 利 ），最 后 .他 们 强 令 对

(12) 甚 至 罗 杰 斯 先 生 这 位 新 教 正 统 派 的 故 乡 牛 津 大 学 的 前 政 治 经 济 学  
教 授 . 也 在 自 d 的 著 作 《英 国 的 农 业 史 和 价 格 史 》的 序 言 中 指 出 这 个 事 实 ，即 英  
国 人 民 群 众 的 贫 困 是 宗 教 改 革 的 结 果 。

( 1 3 > 《关 于 食 物 价 格 高 昂 给 邦 伯 里 爵 士 的 一 封 信 》. 萨 福 克 一 绅 士 著 , 
1795年 伊 普 斯 威 奇 版 第 4 页 . 甚 至 大 租 地 制 度 的 狂 热 的 维 护 者 ，《当 前 粮 食 价  
格 和 农 场 曲 '积 相 互 关 系 的 研 究 K1773年 伦 敦 版 第 139页 ) 的 作 者 也 说 :“我 最 感  
痛 心 的 是 .我 们 的 自 耕 农 ，即 那 群 实 际 上 维 持 这 个 国 家 的 独 立 的 人 消 失 了 ;我 惋  
惜 的 是 ，看 见 他 们 的 土 地 现 在 都 掌 握 在 实 行 垄 断 的 地 主 和 小 租 地 农 民 手 里 ，而 
小 租 地 农 民 承 租 的 条 件 并 不 比 必 须 随 时 听 从 召 唤 的 仆 从 好 多 少 。 ”

① 宁 禄 ，圣 经 中 挪 亚 的 曾 猎 人 。- 一 编 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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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村 劳 动 者 实 行 定 居 法 。这 个 定居法使农 村劳 动 者成为 教 区 的附厲  
物 ，就 同 鞑 靼 人 波 里 斯 • 戈 东 诺 夫 的 著 名 命 令 使 俄 国 农 R 成为 土地 
的附属 物一样 4|1。

“光荣 革 命 ”412把 谋 利 者 、贵 族地主和平民资 本 家 同 奥 伦 治 的 威  
廉 三 世 (14) 15 16 一 起 推 上 了 统 治 地 位 。他 们 以 国 库 的 真 正 大 规 模 的 浪 费  
开 辟 了 一 个 新 时 代 。以前只是在符合社交惯 例的限度内 有节 度地对  
国 有 土 地 进 行 掠 夺 ，现 在 这 些 土 地 是 从 新 即 位 的 国 王 手 中 被 强 制 地  
夺 ÿ 来 ，作 为 对 国 王 的 昔 日 的 同 伙 的 酬 谢 , 或 者 非 常 便 宜 地 出 售 ，或 
者 i 截 了 当 地 合 并 到 私 人 地 产 中 去 了 。(15>所 有 这 一 切 都 是 厚 颜 无  
耻 地 在 光 天 化 日 之 下 ，在 蔑 视 任 何 法 律 的 情 况 下 完 成 的 。这 种 对 国  
有 土 地 的 欺 诈 性 的 攫 取 和 对 教 会 地 产 的 掠 夺 ， -共和 革 命 413投人 
流 通 的 土 地 除 外 —̂ i t 构 成 现 今 英 国 寡 头 政 治 的 地 产 权 的 基  
础 。(1(5)市 民 资 本 家 鼓 励 这 种 做 法 ，为 的 是 把 土 地 转 化 为 商 品 ，增加 
来 自 农 村 的 无 产 者 的 供 给 ，扩 大农 业 大 规 模生 产 的 范 围 等 等 。并 且 ， 
新 土 地 贵 族 又 是 新 银 行 巨 头 、刚 刚 孵化 出 来 的 金 融 显 贵 和 当 时 支 持

(14) F 面 的 记 载 表 明 了 这 位 资 产 阶 级 英 雄 的 私 人 道 德 : “ 1 6 9 5 年 爱 尔 爻  
的 大 片 土 地 被 赠 送 给 奥 克 尼 夫 人 ，这 是 国 王 的 宠 爱 和 夫 人 的 影 响 的 公 汗 证  
明 …… 奥 克 尼 夫 人 的 可 爱 的 和 忠 实 的 效 劳 想 必 就 是 淫 秽 的 嘴 唇 的 效 劳 / ’(英 
国 博 物 馆 斯 隆 收 集 的 原 稿 第 4 2 2 4 号 , 原 稿 的 标 题 适 :《萨 默 斯 、哈 利 法 克 斯 、牛 
津 、秘 书 弗 农 等 人 给 什 鲁 斯 伯 里 公 爵 的 原 信 中 所 描 绘 的 威 廉 国 王 、桑 德 兰 等 人  
的 性 格 和 行 为 》。 里 面 充 满 了 秘 闻

(15) “王 室 土 地 的 非 法 让 渡 (一 部 分 通 过 出 卖 ，一 部 分 通 过 赠 送 ）是 英 国  
历 史 上 可 耻 的 一 章 …… 是 对 国 家 的 一 个 大 欺 骗 。”( 弗 • 威 • 纽 曼 《政 治 经 济  
学 讲 演 集 》1851年 伦 敦 版 第 129、130页 )

( 1 6 )  参 看 埃 . 伯 克 的 关 于 贝 德 福 德 公 爵 家 族 的 小 册 子 414„ 自 由 主 义 的  
山 雀 约 翰 • 罗 素 爵 士 就 是 这 个 家 族 的 后 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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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护 关 税 制 度 的 大 手 工 工 场 主 的 自 然 盟 友 。英 国 资 产 阶 级 同 瑞 典  
的 资 产 阶 级 一 样 是 按 照 自 己 的 利 益 行 事 的 ，虽 然 后 者 的 做 法 相 反 ： 
他 们 同 农 民 协 同 一 致 ，支 持 国 王 用 暴 力 手 段 夺 回 被 贵 族 夺 走 的 王  
室 土 地 。 41S

公 有 地 一 同 刚 才 谈 的 国 有 土 地 完 全 不 同 —— 是一种 在封建社 
会 中 保 存 下 来 的 古 代 日 耳 曼 制 度 》我 们 已 经 知 道 ，对 公 有 地的暴力 
掠 夺 大 都 伴 有 变 耕 地 为 牧 场 的 现 象 ，它 开 始 于 15世 纪 的 最 后 3 0 多 
年 ，在 16世 纪 还 在 继 续 下 去 。但 是 ，这 些 掠 夺 行 为 当 时 只 是 个 人 的  
暴 力 行 为 ，立 法 同 这 种 暴力行为 斗争 了  150年 而 毫 无 效 果 。但是在 
18世 纪 . 一 请 看 这 种 进 步 吧 ！ 法 律 本 身 现 在 成 了 掠 夺 的 工
具 ，虽 然 这 并 不 妨 碍 大 租地农 场 主也使用自己的小办 法，或者说 超法 
律的 办 法 。 (17)

对 公宥地的掠夺 的议 会 形式就是“公有 地 圈 围 法 ” 。这 实 际 上是 
地主借以把 公 有 地 当 做 礼 物 赠 送 给 自 己 的 法 令 ，是 剥 夺 人 民 的 法 令 。 
弗 • 莫•伊登爵士在狡黠 的辩 护 词 中企图 把公有地说 成是现 代地主 
从 他 们 的 先 辈 封 建主那里取得的私有地，虽 然 这 种 私 有 地 尚 未 分 割 。 
但 是 他 f i己否定了  (Ü己 ，因为 他要求议 会 通 过 一 项 一 般 性 的 法 令 ，永 
远 认 可 公 有 地 的 圈 围 制 。这 样 ，他 就 承 认 ，为 了使公有地转 让 给 地主 
的 现 象 合 法 化 ，议 会 必 须 进 行 一 次 彻 底 的 变 革 。但 是 他 并 没 有 就 此  
感 到 满 足 . 他 在 结 束 他 的极 度混乱 的辩 护 词 时 .由于良心发 现 而坚 持 *

(17 ) “租 地 农 场 主 禁 止 小 M 贫 农 在 他 们 自 身 以 外 饲 养 牲 畜 和 家 禽 等 生  
物 .Ä 借 11足 :如 采 他 们 饲 养 牲 畜 或 家 禽 ■他 们 就 会 从 谷 仓 中 偷 窃 饲 料 。他 们 还  
说 : 如 果 你 们 使 小 屋 贫 农 处 于 贫 穷 状 态 ，你 们 就 能 使 他 们 保 持 勤 劳 。 实 际 情 况  
坫 ：租 地 农 场 主 用 这 种 办 法 夺 取 对 公 有 地 的 令 部 权 利 并 随 心 所 欲 地 利 用 这 种 权  
利 ，”(《_ 丨卩1荒 地 的 后 果 的 政 治 丨 '.的 分 析 》1785年 伦 敦 版 第 7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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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为 ，应 该 给 予 贫 苦 农 民 以 赔 偿 。(18) 19 20 21但 是 ，如 果 没 有 被 剥 夺 者 ，显 然 
也 就 没 有 人 需 要 赔 偿 。

当 任 意 租 户 . 即 每 年 都 可 能 被 解 除 租 契 的 小 租 地 农 民 .一 群像奴 
隶 一 样 战 战 兢 兢 地 完 全 听 大 地 主 摆 布 的 人 ，代替独 立 的 自 耕 农 阶 级  
时 ，对 公 有 地 的 有 组 织 的 盗 窃 同 对 国 有 土 地 的 掠 夺 结 合 起 来 ，促使在 
18世 纪 叫 做 资 本 租 地 农 场 或 商 人 租 地 农 场 《̂ »的大租地农 场 增 
长 ，并 且促使农 村居民变 成工业 “可 以 自 由 使 用 ”的 无 产 阶 级 。

* 但 是 ，18世 纪 的 人 还 不 像 19世 纪 的 人 那 样 清 楚 地 了 解 到 ，国 民 
财 富 和 人 民 贫 穷 是 一 回 事 。因 此 ，当 时 经 济 著作中就有关 于“ 公有地 
的圈围 ”的 十 分 激 烈 的 论 战 。我 从 手 边 的 大 量 材 料 416中只摘录 几 段 
话 ，因 为 这 几 段 话 就能生动 地说 明当 时 的情况 。

一 位 作 者 愤 慨 地 写 道 ：

“在 赫 特 福 德 郡 的 很 多 教 区 中 ，有 2 4 个 平 均 占 50 — 150英 亩 土 地 的 租 地 农  
场 被 合 并 为 3 个 租 地 农 场 了 。”(21> “在 北 安 普 敦 郡 和 莱 斯 特 郡 ，圈 围 公 有 地 的  

做 法 十 分 流 行 ，由 于 圈 地 而 形 成 的 新 领 地 大 部 分 都 变 成 牧 场 ;结 果 在 很 多 领 地  
中 ，现 在 耕 地 还 不 到 50英 亩 ，而 过 去 耕 种 的 有 1 M 0英 亩 …… 过 去 的 住 宅 、谷 
仓 、马 厩 等 等 变 成 的 废 墟 是 以 往 居 民 留 下 的 唯 一 痕 迹 。在 某 些 地 方 ，100所 房  
屋 和 家 庭 已 经 减 少 到 8 所 或 10所 。在 大 多 数 不 过 15年 或 20年 前 才 开 始 圈 地

( 1 8 )  伊 登 《贫 民 的 状 况 》1797年 伦 敦 版 序 言 。 -公 有 地 圈 围 法 只 是 在  
局 部 地 区 有 效 ，因 此 在 某 些 地 主 的 请 愿 下 ，下 院 通 过 了 一 项 法 案 .批 准 在 地 主 所  
要 求 的 地 区 圈 围 公 有 地 。

(19) “C apital-f_s”(《论 面 粉 业 和 谷 物 昂 贵 的 两 封 信 》，一 个 企 业 家 著 . 
1767年 伦 敦 版 第 19、20 页 。）

(20) “Merchant-farnis”(《论 当 前 粮 价 昂 贵 的 原 因 》1767年 伦 敦 版 第 111 
页 注 ，这 部 匿 名 佳 作 的 作 者 是 牧 师 纳 撒 尼 尔 • 福 斯 特 。）

( 2 1 )  托 马 斯 • 莱 特 《论 小 农 场 垄 断 的 简 短 的 公 开 演 说 》]795年 版 第 2、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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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教 区 ，土 地 所 打 # 的 数 H同 以 前 耕 种 幵 放 地 的 土 地 所 有 者 的 人 数 相 比 是 很 少  
的 。往 往 还 有 这 样 的 事 情 .4 一 5 个 富 有 的 畜 牧 业 主 侵 吞 了 不 久 前 圈 围 的 大 片  
领 地 , 这 些十 .地 以 前 是 在 20 — 3 0 个 租 地 农 民 和 大 量 较 小 的 所 有 者 以 及 居 民 的  
手 电 。所 有 这 些 人 和 他 们 的 家 属 . 从 自 己 占 有 的 土 地 上 被 赶 走 ，同 他 们 一 起 被  
赶 走 的 . 还 有 转 他 们 做 T：以维 持牛 .活 的 许 多 其 他 家 庭 。 ”(22)

邻 近 的 地 主 在 圈 地 的 借 口 下 ，不 仅 侵 占 了 荒 地 ，而且往往也侵占 
r 共同耕种 的土地或以一定的租金向公社租来 耕种 的土地。

“我 这 里 是 说 汗 放 地 和 已 耕 地 的 圈 围 。 甚 至 为 圈 地 辩 护 的 作 者 也 承 认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圈 地 减 少 了 耕 地 ，提 高 了 生 活 资 料 的 价 格 ，造 成 了 人 n 的 减  
少 … … 甚 至 像 现 在 这 样 进 行 的 荒 地 的 圈 围 .也 使 贫 民 失 去 他 们 的 一 部 分 生 存  
资 料 ，而 把 本 来 Q 经 过 大 的 租 地 农 场 更 加 扩 大 。 ”(23)

普 赖 斯 博 士 说 ：

“如 果 土 地 落 到 少 数 大 租 地 农 场 主 手 中 ，那 么 小 租 地 农 民 〈以 前 他 是 指 许 多  
小 土 地 所 有 者 和 小 租 地 农 民 • 他 们 靠 自 己 耕 种 的 土 地 上 的 产 品 和 在 公 有 地 上 放
养 的 羊 、家 禽 、猪 等 来 维 持 自 己 和 家 庭 的 生 活 〉 就 要 转 化 为 这 样 一 种 人 ，他
们 必 须 为 別 人 劳 动 才 能 维 持 生 活 ，而丨 :1不 得 不 到 市 场 上 去 购 买 自 己 所 盂 要 的 一  
切 。 劳 动 也 许 加 重 r , 因 为 对 劳 动 的 强 制 更 大 了 … … 城 市 和 手 工 工 场 蒋 会  
扩 大 •因 为 将 有 史 '多 浮 找 职 业 的 人 被 赶 到 那 M去 。 这 就 是 租 地 农 场 的 集 中 必  
然 发 屯 作 用 的 M路 ， üi 这 种 集 中 多 年 以 来 在 这 个 王 国 中 实 际 发 生 作 用 的
道 路 ， (糾）

( Ï 2 ) 敗 见 牧 师 阿 r 顿 《赞 成 和 反 对 圈 地 的 论 据 的 探 讨 》1 7 7 2 年 伦 敦 版 第
3.7 — 43 页 ,，

( 2 3 > 现 *普 赖 斯 博 士 《评 继 承 支 付 》，威 * 摩 尔 根 编 . 1 8 0 3 年 伦 敦 版 第 2 

卷 第 155[、15fi]f)ù i#i卖 一读 福 斯 特 、阿 丁 顿 、肯 特 、普 赖 斯 和 詹 姆 斯 • 安 德 森  
的 论 羚 •并 把 它 丨 È 库 洛 赫 在 他 的 书 目 汇 编 《政 治 经 济 学 文 献 》( 1 8 4 5 年 伦  
敦 版 ）中 穷 极 尤 聊 的 献 媚 的 饶 舌 比 较 一 下 吧 。

(24:>同 上 .第 ,2榜 第 明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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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把 圈 地 的 总 的 结 果 概 括 如 下 ：

“总 的 说 来 ，下 层 人 民 的 状 况 几 乎 在 各 方 面 都 恶 化 了 ，小 土 地 所 有 者 和 小 租  
地 农 民 降 到 短 工 和 雇 工 的 地 位 ；同 时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谋 生 变 得 更 加 困  
难 了 。，’(25..)

确 实 ，对 公 有 地 的 掠 夺 和 随 之 而 来 的 农 业 革 命 ，对 农 业 劳 动 者产  
生 十 分 强 烈 的 影 响 ，伊 登 自 己 就 说 , 农 业 劳 动 者 的 工 资 在 1765 — 
1780年 之 间 开 始 降 到 最 低 限 度 以 下 ，因 此 必 须 由官方的济 贫 费 来 补  
助 。4 他 说 ，“他们 的工资 已经 不能满 足绝 对 必要的生活需要” 。

现 在 我 们 再 听 一 下 一 位 圈 地 卫 护 者 ，普 赖 斯 博 士 的 反 对 者 的  
意 见 。

“因 为 不 再 看 见 人 们 在 开 放 地 浪 费 自 己 的 时 间 和 劳 动 ，就 得 出 人 口 减 少 的  
结 论 ，这 是 绝 对 错 误 的 。 如 果 农 村 人 口 减 少 ，那 么 城 市 的 人 n 就 会 增  
多 …… 如 果 小 农 转 化 为 不 得 不 替 别 人 劳 动 的 短 工 之 后 ，可 以 把 更 多 的 劳 动 动  
用 起 来 ，那 么 ，这 是 国 民 〈那 些 已 经 经 历 转 化 的 农 民 当 然 不 在 此 列 〉应 当 期 待 的

( 2 5 ) 同 上 ，第 2 卷 第 159[、160]页 。这 使 我 们 想 起 了 古 罗 马 的 冲 突 。 “富 
人 占 有 了 未 分 土 地 的 最 大 部 分 „ 他 们 根 据 当 时 的 形 势 ，相 信 这 些 土 地 不 会 再 被  
夺 去 ，因 此 ，把 邻 近 贫 民 的 土 地 也 占 有 了 ，部 分 是 取 得 贫 民 的 同 意 买 下 来 的 ，部 
分 是 用 暴 力 夺 得 的 ，于 是 ，他 们 不 再 是 耕 种 零 星 的 土 地 ，而 是 耕 种 大 片 的 土 地 。 
这 时 ，他 们 使 用 奴 隶 来 从 事 耕 作 和 畜 牧 ，因 为 自 由 民 在 一 旦 发 生 战 争 时 要 服 兵  
役 ，不 能 替 他 们 劳 动 。拥 有 奴 隶 所 以 给 他 们 带 来 巨 大 利 益 ，还 因 为 奴 隶 不 服 兵  
役 ，可 以 没 有 阻 碍 地 繁 殖 ，而 且 实 际 上 也 生 了 许 多 孩 子 。 这 样 一 来 ，强 者 占 有 了  
一 切 财 富 ，全 境 到 处 都 是 奴 隶 。 而 意 大 利 人 则 由 于 贫 穷 、赋 税 和 兵 役 的 折 磨 而  
逐 渐 减 少 了 。 当 和 平 时 期 到 来 时 ，他 们 还 要 遭 到 完 全 无 事 可 做 的 痛 苦 ,因 为 富  
人 占 有 土 地 , 并 且 用 奴 隶 而 不 用 自 由 民 来 耕 种 。”(阿 庇 安 《罗 马 内 战 》第 1卷 第 7 

页 )这 里 说 的 是 李 奇 尼 乌 斯 法 417颁 布 以 前 的 时 代 的 情 况 。兵 役 大 大 加 速 r 罗  
马 平 民 的 没 落 ，它 也 是 查 理 大 帝 大 力 促 使 自 由 的 德 意 志 农 民 转 化 为 农 奴 的 一 个  
主 要 手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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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 利 益 …… 如 果 他 们 的 结 合 的 劳 动 在 一 个 租 地 农 场 上 使 用 .产 品 就 会 更  
多 :这 样 就 可 以 为 工 场 手 工 业 创 造 出 剩 余 产 品 . 从 而 工 场 手 工 业 • 这 个 国 家 的 金  
矿 之 一 ，就 会 随 着 生 产 出 的 谷 物 量 的 增 加 而 相 应 增 加 。 ”(2~

对 “神圣 的所有权 ”进 行 最 无 耻 的 凌 辱 ，对 人 身 施 加 最 粗 暴 的 暴  
力，只 要 这 有助于建立资 本主义 生产 方式，政治经 济 学 家就会 以平静  
的心情和坚 定的斯多亚 主义 418来 加 以 观 察 。托 利 党 人 ，博 爱 主义 者 
弗 • 莫 • 伊 登 爵 士 就 是 一 个 例 子 。从 1 5 世 纪 最 后 3 0 多 年 到 1 8 世 
纪 末 ，伴 随 着 对 农 民 的 暴 力 剥 夺 的 是 一 连 串 的 掠 夺 、残 暴 行 为 和 苦  
难 . 这 些只不过 使 他 得 出 下 面 这 个 令 人 鼓 舞 的 结 论 ：

“必 须 确 定 耕 地 和 牧 场 之 间 的 适 当 的 比 例 。在 整 个 ]4 世 纪 和 15世 纪 的 大  
部 分 时 期 , 还 要 有 2、3 英 亩 甚 至 4 英 南 耕 地 才 有 1 英 亩 牧 场 。 在 16世 纪 中 叶 ， 
这 个 比 例 变 为 3 英 ft牧 场 对 2 英 FÎT耕 地 ，后 来 是 2 英 亩 牧 场 对 1 英亩 耕地■直 
到 最 后 达 到 3 英 亩 牧 场 对 1 英 亩 耕 地 这 个 适 当 的 比 例 。 ”

到 1 9 世 纪 ，人 们 甚 至 把 农 民 和 公 有 地 之 间 密 切 的 联 系 都 忘 却  
了 。例 如 ，从 1801年 到 ]8 3 1 年 农 村 居 民 被 夺 去 3 511 7 7 0英亩 公有 
地 . 并 由地主通过 圈地法案赠 送给 地主•难 道农 村居民为 此得到过 一 
文钱 的补 偿 吗 ？ 人 们 用 来 剥 夺 农 民 的 最 后 一 个 具 有 历 史 意 义 的 手  
段 . 是 所 谓 的 Clearing of Estates，即 清 扫 领 地 ，从 字 面 上 讲 是 :“ 地产  
间 伐”。法语 中有 “森林 间 伐 ”的 说 法 ，而英语 中的“地 产 间 伐 ” 并 不是 
一 项 农 艺 学 上 的 技 术 措 施 ;这 是 把 农 民 以 及 要 转 为 大 农 场 耕 作 和 牧

《j 的 粮 食 价 格 和 农 场 面 枳 相 互 关 系 的 研 究 》〗773年 伦 敦 版 第 m 、 
[12S、]28J129 页 。 一 位 同 时 代 的 作 者 指 出 了 词 样 的 事 实 ，但 僦 向 相 反 :“劳 动  
荇被赶 出了丨 ’I己 的 小 屋 ，被 迫 去 城 市 寻 找 职 业 :但 这 样 便 生 产 出 「更 多 的 纯 产  
品 . 于 是 资 本 也 增 大 厂 ’( [ 罗 • 本 • 西 利 ]《国 家 的 危 险 》1843年 伦 敦 第 2 版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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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的 地 产 上 的 农 民 房 屋 清 除 掉 的 全 部 暴 力 行 为 。这 是前面谈 过 的一 
切 剥 夺 方 法 的 顶 点 。我 们 在 h 面 谈 到 . 现 在 在 英 国 已 经 没 有 农 民 可  
以 清 除 ，人 们 正 在 清 除 农 业 工 人 的 小 屋 ，因为 这 些小屋的存在有损 他 
们 耕 种 的 土 地 的 美 观 。我们 将 要考察的 “ 清 扫 领 地 ” 的适当 舞台是现  
代 小 说 家 所 喜 爱 的 地 方 ，苏 格 兰 高 地 D

在 那 里 ，这 个 过 程 的 特 点 是 ，它 有 系 统 性 ，有 一 举 完 成 的 巨 大 规  
模 ( 在 爱 尔 兰 ，一 个 地 主 一 下 子 就 把 好 几 个 村 庄 清 扫 掉 ;在 苏 格 兰 高  
地 ，一 下 子 被 清 扫 的 土 地 面 积 相 当 于 德 意 志 几 个 公 国 ），还 有被侵吞  
的 命 有 权 的 特 殊 形 式 。

苏 格兰 高地的 居 民 由 克 兰 ® 组 成 ，每 一 克 兰 是 该 克 兰 所 居 住 的  
土 地 的 所 有 者 。克 兰 的 代 表 . 即 克 兰 的首领 或“大人” ，只是这 块 土地 
名 义 上 的 所 有 者 .就 像 英 国 女 王 是 全 国 土 地 名 义 上 的 所 有 者 完 全 一  
样 。英 国 政 府 虽 然 成 功 地 镇 压 了 这 些 “大 人 ”之 间 的 内 部 战 争 ，制止 
了 他 们 对 苏 格 兰 低 地 的 不 断 侵 袭 ，但是克兰 首领 们 丝 毫没 有放弃 自 
己原来 的 劫 掠 行 径 ; 他 们 只 不 过 改 变 了 形 式 而 已 。他们 依靠 自己的 
权 威 ，把 他 们 名 义 上 的 所 有 权 转 化 为 私 有 财 产 权 ，由于发 现 克兰 成员  
妨 碍 他 们 发 财 致 富 ，但 又 没 有 必 要 杀 死 这 些 人 ，他们 就决 定公开 使用 
暴 力 把 克 兰 成 员 驱 逐 出 去 。纽 曼 教 授 说 ：

“英 国 国 王 可 以 岿 以 为 有同 样 的 权 利 把 自 d 的 臣 民 赶 下 大 海 。 ”(27)

这 种 革 命 是 在 拥 护 王 位 觊 觎 者 的 人 进 行 了 最 后 一 次 武 装 暴

( 2 7 ) 弗 . 威 • 纽 曼 《政 治 经 济 学 讲 演 集 》1851年 伦 敦 版 第 132页 。

① 即 氏 族 。 编 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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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419后 开 始 的 ，我 们 可 以 从 詹 姆 斯 • 安 德 森 (28)和 詹 姆 斯 • 斯 图 亚  
特 的 著 作 中 看 到 这 次 革 命 的 最 初 阶 段 。斯 图 亚 特 告 诉 我 们 ，在他那 
个 时 代 ，即 在 18世 纪 最 后 3 0 多 年 间 ，苏 格兰 高地还 是四百年前的欧  
洲 的 缩 影 。斯 图 亚 特 说 ：

“ 这 些 土 地 的 地 租 〈他 这 样 称 谓 向 克 兰 首 领 交 纳 的 贡 税 是 错 误 的 〉与 其 土 地  
的 面 积 相 比 是 微 乎 其 微 的 ; 但 是 ，把 租 地 农 场 所 养 活 的 人 数 拿 来 比 较 ，也 许 会 发  
现 ，苏 格 兰 高 地 的 一 块 土 地 所 养 活 的 人 数 ，是 最 富 饶 地 区 的 同 等 价 值 的 土 地 所  
养 活 的 人 数 的 1 0 倍 》某 些 土 地 的 情 况 同 托 钵 僧 寺 院 的 情 况 一 样 :要 养 活 的 人  
越 多 ，这 些 人 的 生 活 就 越 好 ， ( 2 9 )  30

当 18世 纪 最 后 3 0多年间 开 始 驱 逐 盖 尔 人 420时 ，人们 同时 禁止 
他 们 移 居 国 外 ，以 便 用 暴 力 把 他 们 赶 到 格 拉 斯 哥 和 其 他 工 业 城
市 去 。 (3W

大 卫 • 布 坎 南 在 他 的 于 1814年 出 版 的 著 作 《论 亚 • 斯 密 的 〈国  
富 论 〉》中向我们 描述了“清 扫 领 地 ”所 取 得 的 进 步 。他 说 ：

“ 地 主 不 顾 t t 袭 租 佃 者 〈他 错 误 地 把 这 个 称 呼 用 于 共 同 占 有 克 兰 土 地 ，的克 
兰 成 员 〉而 把 土 地 给 予 出 价 最 高 的 人 ，如 果 这 人 是 个 改 良 家 ，他 就 会 立 即 采 用 新  
的 耕 作 制 度 。在 先 前 广 布 着 小 农 的 土 地 上 ，居 住 的 人 口 是 同 它 的 产 品 数 量 相 适  
应 的 ；在 耕 作 改 良 和 地 租 增 加 的 新 制 度 下 ，人 们 力 求 以 尽 量 少 的 费 用 ，获 得 尽 量  
多 的 纯 产 品 ，因 此 ，变 得 无 用 的 租 佃 者 都 要 被 赶 走 。被 赶 出 故 乡 的 人 都 到 工 业  
城 市 去 找 生 路 , 如 此 等 等 ” 。 ( 3 1 )

( 2 8 )  詹 姆 斯 . 安 德 森 《论 激 励 民 族 创 业 精 神 的 手 段 》1 7 7 7 年 爱 丁 堡 版 。
( 2 9 )  詹 姆 斯 • 斯 图 亚 特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研 究 》1 7 T O 年 都 柏 林 版 第 1 卷

第 :1丨.6章 。
(30) 1 8 ( 5 0 年 ，被 暴 力 剥 夺 的 人 在 各 种 虚 伪 的 许 诺 下 被 运 往 加 拿 大 。有些 

人 逃 往 山 里 和 邻 近 的 小 岛 。警 察 在 后 面 追 赶 . 他 们 便 同 警 察 格 斗 ，然 后 逃 走 了 。
( 3 1 )  大 卫 . 布 坎 南 《论 亚 • 斯 密 的 〈国 富 论 〉》1 8 1 4 年 爱 丁 堡 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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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 治 • 恩 索 尔 在 1818年出版的一•本 书 中 说 ：

“ 苏 格 兰 的 显 贵 像 拔 除 野 草 那 样 剥 夺 农 民 的 家 庭 ，像 热 衷 于 复 仇 的 印 第 安 人  
对 待 猛 兽 及 其 巢 穴 那 样 来 对 待 村 庄 及 其 居 民 。一 个 人 只 能 换 到 一 只 羊 的 毛 或 一  
条 羊 腿 . 甚 至 更 贱 … … 当 蒙 古 人 人 侵 中 国 北 部 地 区 的 时 候 ，蒙 古 人 长 老 会 议 曾  
经 商 议 要 消 灭 这 一 地 区 的 全 体 居 民 ，并 把 这 一 地 区 转 化 为 广 阔 的 牧 场 苏 格  
高 地 的 许 多 地 主 已 经 在 自 己 的 土 地 上 对 自 己 的 同 胞 实 现 了 这 个 建 议 。 ” ( 3 2 )

但 是 ，一 切 光 荣 归 于 所 有 的 领 主 。最 富 有 蒙 古 人 格 调 的 独 创 精  
神 归 于 萨 瑟 兰 公 爵 夫 人 。这 个 女 人 受 过 很 好 的 教 育 ，她 一当 权 就决  
定 采 取 非 常 措 施 ，把 全 郡 转 化 为 牧 场 。当 时 该 郡 的 人 口 由 于 采 取 类  
似 的 措 施 (不 过 规 模 较 小 而 已 ）已 经 减 少 到 15 〇〇〇人 。从 ]8] 1 年到 
1820年 ，这 15 000 个 居 民 ，大 约 3 000 户 . 陆 续 地 被 驱 逐 了 。他们 的 
村 庄 全 都 被 破 坏 和 烧 毁 ，他 们 的 田 地 全 都 变 成 了 牧 场 。不列颠 的士 
兵 奉 命 协 助 ，同 当 地 居 民 发 生 了 冲 突 。一 个 老 太 太 因 拒 绝 离 开 小 屋  
而 被 烧 死 在 里 面 。这 位贵 夫人用这 种 方式把自古以来 就属 于克兰 的 
794 000英 亩 土 地据为 己 有 了 。

一 部 分 被 剥 夺 的 人 完 全 被 赶 出 去 了 。她 把 沿 海 地 区 大 约 6 000 

英亩 的土地分 配 给 另 一 些 被 驱 逐 的 居 民 。这 6 000英 亩 土 地 以 前 一 
直 是 荒 地 ，没 有 给 所 有 者 带 来 过 收 人 。这 位 公 爵 夫 人 是 如 此 的 宽 宏  
大 量 ，她 以 平 均 每 英 亩 2 先 令 6 便 士 的 租 金 把 这 些 荒 地 租 给 那 些 几  
百年来 为 萨 瑟 兰 家族 流 洒 鲜 血 的 克 兰 成 员 。她 把从 克兰 那里夺 来 的 
全 部 土 地 划 分 为 2 9 个 大 牧 羊 租 地 农 场 ，每 一 个 租 地 农 场 住 一 户 人  
家 ，他 们 几 乎 都 是 英 格 兰 租 地 农 场 主 的 雇 农 。到 1825年 ， 15 000 个  
放 逐 者 已 经 被 131 000只 羊 所 代 替 。被赶 到海边 的那部分土著居民

( 3 2 ) 乔 治 . 恩 索 尔 《各 国 人 口 的 研 究 》1 8 1 8 年 伦 敦 版 第 2 1 5 、2 1 f i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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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 靠 捕鱼 为 生。用 一 位 英 国 作 家 的 话 来 说 ，他 们 成 了 真 正 的 两 柄  
动 物 ，一半 生 活 在 陆 上 ，一 半 生 活 在 水 上 ，但 是 二 者 合 在 一 起 也 只 能  
使 他 们 过 半饱 的生活 。 <33>

但 是 ，书 中 写 道 . 诚 实 的盖尔 人由于他们 对 “克兰 大人” 的山岳般 
浪 漫 的 崇 拜 ，必 须 更 加 含 辛 茹 苦 。鱼 的 气 味 传 到 这 些 大 人 的 鼻 子 里  
去 了 。他 们 嗅 到 其 中 有 某 种 有 利 可 图 的 东 西 ，于 是 把 沿 海 地 区 租 给  
伦 敦 的 大 鱼 商 。盖 尔 人 又一次被驱 逐了 。 (34)

最 后 的 一 次 形 态 变 化 终 于 完 成 了 。一部分变 成牧场 的土地又转  
化 为 狩 猎 场 。

大 家 知 道 ，英 格 兰 没 有 真 正 的 森 林 。饲 养 在 贵 族 们 的 鹿 苑 中 的  
鹿 长 得 像 家 畜 ，肥 得 像 伦 敦 的 市 议 员 一 样 。所以.苏 格兰 就必然成为  
狩 猎 这 种 高 贵 情欲的最后的寄托所。

罗 伯 特 • 萨 默 斯 写 道 ：

“在 苏 格 $ 高 地 . 鹿 林 (:i5>的 面 积 大 大 扩 大 r 。 在 盖 克 的 一 边 ，可 以 看 见

<：« )  y 彳 现 在 的 萨 瑟 兰 公 爵 夫 人 在 伦 敦 隆 軍 欢 迎 《汤 姆 叔 叔 的 小 屋 》的作 
者 比 彻 斯 托 夫 人 .利 用 这 个 机 会 发 泄 她 对 美 洲 共 和 国 的 仇 恨 并 对 黑 奴 表 示 同  
情 的 时 候 . 后 来 在 南 北 战 争 时 期 . 她 和 其 他 贵 妇 人 一样 •明智地忘记 了这 种
冋 惝 彳 时 所 钉 高 贵 的 英 国 人 的 心 都 是 同 情 奴 求 主 的 . - 我 在 《纽 约 论 坛 报 》 
h 描 述 r 萨 瑟 \ 的 奴 隶 的 状 况 4 2 1 ,> ( 凯 里在丨 8 5 3 年 费 城 出 版 的 《奴 隶 贸 易 》一 
丨5 的 第 2 0 2 、2 0 3 页 h 引 用 了 我 的 文 章 的 一 部 分 J 我 的 文 章 被 一 家 苏 格 兰 报 纸  

转 载 . 片U 引 起 r 该 报 和 萨 瑟 5 家 族 的 献 媚 者 之 间 的 一 场 冇 趣 的 论 战 》
C M ) 关 于 这 种 龟 类 买 卖 的 有 趣 材 料 . 我 们 可 以 在 戴 维 • 乌 尔 I?尔 特 的  

《公 文 新 辑 》中 看 到 。 纳 索 • 威 • 西 尼 耳 在 他 的 前 面 引 述 过 的 遗 箸 中
把 萨 瑟 戶 邵 驱 逐 盖 尔 人 的 做 法 说 成 是 有 史 以 来 最 有 利 的 一 次 •‘ 清 扫 ” 。

( 3 5 ) 必 须 指 出 ，在 苏 格 兰 高 地 的 “ 鹿 林 ” 中 没 有 一 棵 树 木 。 人 们 把 羊 群 从  
费 山 上 赴 走 • 把 鹿 群 赶 h 秃 山 称 此 为 “ 鹿 林 ” 。因 此 造 林 也 谈 不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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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伦 费 希 新 森 林 ，在 另 一 边 ，是 阿 德 韦 里 基 新 森 林 = 从 同 一 条 线 上 .布 莱 克 山  
这 一 大 片 荒 地 不 久 前 植 树 造 林 了 ，从 东 到 西 . 从 阿 伯 丁 附 近 到 奥 本 峭 壁 ，现  
在 都 是 一 条 连 绵 不 断 的 林 带 ，而 在 高 地 的 其 他 地 方 ，又 有 阿 恰 格 湖 、格 伦 加  
里 、格 伦 莫 里 斯 顿 等 新 森 林 出 现 … … 盖 尔 人 由 于 他 们 的 土 地 转 化 为 牧 羊 场  
而 被 赶 到 更 贫 瘠 的 地 方 „ 现 在 供 狩 猎 用 的 鹿 开 始 代 替 羊 ，使 盖 尔 人 更 加 贫  
困 》这 种 迅 速 营 造 起 来 的 森 林 和 人 民 不 能 并 存 。总 有 一 方 要 让 位 。 如果在未 
来 的 2 5 年 当 中 ，狩 猎 场 的 数 目 和 规 模 像 过 去 2 5 年 那 样 增 长 ，那 么 盖 尔 人 就 会  
在 他 们 家 乡 的 土 地 上 绝 迹 了  ̂ — 方 面 ，人 为 地 把 苏 格 兰 高 地 变 成 荒 地 是 一 种  
满 足 地 主 贵 族 的 欲 望 和 打 猎 的 爱 好 的 时 髦 ；另 ~ 方 面 ，他 们 做 鹿 的 交 易 只 是  
为 7 商 业 的 目 的 D 毫 无 疑 问 ，把 一 块 山 地 辟 为 狩 猎 场 ，常 常 比 把 它 变 为 牧 羊  
场 有 利 得 多 。对 于 爱 好 打 猎 而 寻 找 狩 猎 场 的 人 说 来 ，出 价 高 低 一 般 只 受 自 己  
钱 袋 大 小 的 限 制 ( 3 6 ) … … 苏 格 兰 高 地 所 受 的 痛 苦 ，不 下 于 诺 曼 人 国 王 的 政  
策 给 英 格 兰 带 来 的 痛 苦 。鹿 有 了 更 自 由 的 活 动 场 所 ，而 人 却 被 赶 到 越 来 越 窄  
的 圈 子 里 去 了 … … 人 民 的 自 由 接 二 连 三 地 被 夺 去 … … 在 地 主 们 看 来 .把  
当 地 居 民 从 土 地 上 清 除 出 去 ，像 在 美 洲 和 澳 洲 的 荒 野 上 砍 除 树 木 和 灌 木 丛 一  
样 ，被 当 做 固 定 的 原 则 ，当 做 农 业 上 的 必 要 措 施 ；这 一 过 程 静 静 地 、有 条 不 紊  
地 进 行 着 。 ” ( 3 7 )

我 们 刚 刚 引 用 了 罗 伯 特 • 萨 默 斯 著 作中的几 段话 。这 部著作最 
初发 表在《泰 晤 士 报 》上 ，以 书 信 的 形 式 报 导 了 被 鹿 的 竞 争 所 压 垮 的  
盖 尔 人 在 1847年 遭 受 到 的 饥 荒 。有 学 识 的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由 此 得 出  
了 这 样 一 个 高 明 的 结 论 . 即 盖 尔 人 太 多 了 ，这 就不能不对 他们 的生存 

资 料形成不正常的“压 力 ” 。
20年 后 ，这 种 状 况 大 大 恶 化 了 。莱 昂 内 • 莱 维 教 授 1866年在

C 3 6 ) 英 国 的 猎 鹿 爱 好 者 是 有 钱 的 ！租 借 这 些 狩 猎 场 的 不 仅 有 贵 族 成 员 ， 
而 且 还 有 最 早 的 暴 发 户 们 ，这 些 人 在 谈 到 自 己 在 高 地 上 有 “ 狩 猎 的 小 屋 ” 时 ，简  
直 以 为 自 己 就 是 麦 卡 勒 姆 • 莫 尔 了 。

( 3 7 ) 散 见 罗 伯 特 • 萨 默 斯 《苏 格 兰 高 地 来 信 ，或 1 8 4 7 年 的 饥 荒 》1 8 4 8 年 
伦 敦 版 第 1 2  —  2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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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 协 会 228所作的报 告中也确 认 了这 一点。他 说 ：

“ 减 少人口  . 把 耕 地 变 为 牧 场 .是 不 花 费 代 价 便 能 获 得 收 人 的 最 方 便 的 手  
段 … … 鹿 林 代 替 牧 场 已 经 成 为 苏 格 兰 高 地 的 普 遍 的 变 化 。现 在 是 鹿 赶 走 了  
羊 群 • 就 像 从 前 羊 群 把 人 赶 走 一 样 … … 从 福 弗 尔 郡 的 达 尔 豪 西 伯 爵 领 地 一 直  
到 约 翰 • 奥 格 罗 特 都 是 所 谓 的 森 林 „ Æ 这 些 森 林 中 早 已 住 有 狐 狸 、野 猫 、白 鼬 、 
黄 鼠 狼 >貂 、鼬 和 山 兔 ; 近 来 那 里 还 出 现 r 兔 、松 鼠 和 鼠 。 在 苏 格 兰 的 统 计 中 被  
，做 特 别 富 饶 和 广 阔 的 牧 场 的 大 片 土 地 ，现 在 既 不 耕 作 ，也 不 改 良 ，只是供少数  
人 在 每 年 的 几 个 月 时 期 内 狩 猎 消 遣 。 ”

1866年 5 月 底 ，一 家苏 格 兰 报 纸 在 新 闻 中 提 到 了 下 述 事 实 ：

••萨 瑟 兰 郡 的 最 好 的 牧 羊 场 之 一 ，在 不 久 前 租 约 期 满 时 ，还 曾 有 人 出 价 年 租  
丨 2 0 0 镑 . 然 而 现 在 正 在 转 化 为 鹿 林 ! ”

1866年 6 月 2 日 出 版 的 一 期 伦 敦 《经 济 学 家 》杂 志 就 这 一 事 实  
写 道 ：

“ 就 像 当 时 诺 曼 征 服 者 为 造 新 林 矜 毀 掉 了  3 6 个 村丨 t 一 样 .这 种 封 建 本 能 现  
住 又 风 行 一 时 … … 包 括 苏 格 兰 某 些 最 肥 沃 的 地 区 在 内 的200万 英 亩 土 地 完  
全 变 成 了 荒 地 u 格 伦 蒂 尔 特 的 野 寧 是 珀 斯 邵 最 富 于 营 养 的 牧 草 之 一 :本 奥 尔 德  
的 鹿 林 普 是 巴 德 诺 赫 广 大 地 区 内 的 最 好 的 天 然 草 地 ;布 莱 克 山 森 林 的 一 部 分 曾  
足 苏 格 兰 最 适 宂 放 牧 黑 脸 羊 的 牧 场 . 为 了 狩 猎 爱 好 而 变 成 荒 野 的 土 地 面 枳 ，比 
整 个 珀 斯 郡 的 面 积 还 要 广 阔 得 多 。本 奥 尔 德 森 林 的 土 地 可 以 养 活 ] 「) 〇〇〇只 羊 , 

而 这 个 森 林 的 面 积 不 过 只 占 苏 格 兰 全 部 猎 区 的 ，从 这 里 可 以 看 出 ，这 种 人 为  
的 荒 芜 给 M 絮 带 来 r 多 大 的 生 产 资 源 的 损 失 。'所 有 这 些 土 地 都 完 全 是 非 生 产  
的 … … 结 果 等 于 J 6 沉 到 了 北 海 海 底 一 样 „ 这 种 随 意 制 造 的 荒 野 或 荒 地 应 ， 
Ï Ï 1 立法的断 然 手 段 来 加 以 铲 除

m 是 . 同一期伦 敦《经 济 学 家 》杂 志 又 刊 登 了 为 制 造 荒 地 辩 护 的  
文茕 。作者通过 严 密的丨 卜算证 明，地 主 的 纯 收 入 增 加 了 ，因而苏 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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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地 的 国 民 财 富 也 增 加 了 。
掠 夺 教 会 地 产 ，欺 骗 性 地 出 让 国 有 土 地 ，盗 窃 公 有 地 ，用剥 夺 方 

法 、恐 怖 手 段 把 封 建 财 产 和 宗 法 制 财 产 转 化 为 现 代 私 有 财 产 ，清 除茅 
屋 之 战 ，这 就 是 原 始 积 累 的 田 园 诗 式 的 方 法 。这 些 方 法 为 资 本 主 义  
农 业 夺 得 了 地 盘 ，使 土 地 与 资 本 合 并 ，为 城 市 工 业 提 供 了 无 家 可 归  
的 、顺 从 的 无 产 阶 级 人 手 。

( 3 8 ) 在 德 国 . 尤 其 是 在 3 十 年 战 争 之 后 ，地 主 贵 族 开 始 暴 力 剥 夺 他 们 的  
农 民 。这 个 过 程 引 起 了 多 次 起 义 ( 其 中 最 后 一 次 起 义 是 1 7 9 0 年 在 萨 克 森 选 帝  
侯 国 爆 发 的 起 义 4 2 2 ) » 在 德 国 东 部 ，这 种 暴 力 剥 夺 尤 为 流 行 a 在 普 鲁 i :的大部 
分 省 里 ，弗 里 德 里 希 二 世 第 一 次 保 护 农 民 免 遭 这 种 剥 夺 。他 占 领 了 西 里 西 亚 以  
后 ，强 迫 地 主 重 建 他 们 拆 毁 的 农 舍 、谷 仓 ，供 给 农 户 牲 畜 和 农 具 。他 的 军 队 需 要  
士 兵 ，他 的 国 库 需 要 纳 税 人 „ 但 是 ，不 应 当 想 象 农 民 在 他 的 军 事 专 制 主 义 、官僚 
主 义 、封 建 主 义 和 财 政 勒 索 的 混 合 统 治 下 过 着 愉 快 的 生 活 。关 于 这 一 点 ，我们  
可 以 从 弗 里 德 里 希 的 崇 拜 者 伟 大 的 米 拉 波 的 叙 述 中 看 出 ：“ 亚 麻 是 德 国 北 部 农  
民 的 最 大 财 富 之 一 。但 可 惜 ，对 于 人 类 来 说 . 这 只 是 防 止 贫 困 的 手 段 .而 不 是 走  
向 幸 福 生 活 的 途 径 。直 接 税 、徭 役 以 及 各 种 强 制 性 服 役 使 德 国 农 民 破 产 ，此外 
他 们 还 要 为 他 们 所 买 的 一 切 东 西 缴 纳 间 接 税 … … 而 使 他 们 彻 底 毁 灭 的 是 :他  
们 不 敢 在 他 们 愿 意 的 地 方 ，以 他 们 愿 意 的 方 式 出 售 他 们 的 产 品 ;他 们 也 不 敢 从  
那 些 能 够 以 较 低 廉 的 价 格 供 给 他 们 所 需 要 的 东 西 的 商 人 那 里 购 买 这 些 东 西 。 
所 有 这 些 原 因 不 知 不 觉 地 使 他 们 毁 灭 ，如 果 不 纺 纱 ，他 们 就 无 法 到 期 缴 纳 直 接  
税 ; 纺 纱 成 了 他 们 的 补 助 的 来 源 ，因 为 这 可 以 使 他 们 的 妻 子 、儿 女 、男 女 仆 人 甚 至  
他 们 自 己 从 事 有 利 的 工 作 。但 是 ，即 使 有 了 这 种 补 助 来 源 ，生 活 还 是 可 怜 极 n  

夏 天 ，他 们 9 点 睡 觉 , 2 点 就 要 起 床 ，这 样 才 能 把 活 干 完 ; 冬 天 ，他 们 本 来 需  
要 有 较 长 期 的 休 息 来 恢 复 体 力 ，但 是 . 如 果 他 们 为 了 缴 纳 税 款 而 出 售 产 品 ，他们  
就 缺 少 谷 物 来 做 面 包 和 种 子 了 。 因 此 ，只 好 以 纺 纱 来 填 补 这 种 不 足 … … 而且 
要 十 分 勤 奋 地 纺 。因 此 ，农 民 在 冬 天 要 到 半 夜 或 1 点 才 睡 觉 ，而 早 晨 5 点 或 6  

点 就 要 起 床 ，或 者 在 晚 上 9 点 睡 觉 ，2 点 起 床 ; 除 了 星 期 日 ，他们 一 辈 子 天 天 都 是  
这 样 。这 种 过 度 的 不 眠 和 劳 动 使 人 憔 悴 ;因 此 农 村 里 的 男 女 比 城 市 里 的 男 女 要  
衰 老 得 快 ” （米拉波《弗 里 德 里 希 大 帝 时 代 的 普 鲁 士 君 主 制 度 》1 7 路 年 伦 敦 版 第  
3 卷 第 2 1 2 页 及 以 下 几 页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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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世 纪 末 以 来 惩 治 被 剥 夺 者 的  
血 腥 立 法 。 关 于 工 资 的 法 律

创 造 出 无 家 可 归 的 无 产 阶 级 - 大封建领 主遣散的人和成为 不 
断 反 复 出 现 的 暴 力 剥 夺 的 牺 牲 品 的 农 民 的 速 度 必 然 比 新 兴 工 业  
吸 收 它 们 的速度快。另 一 方 面 ，突 然 被 夺 走 自 己 惯 常 生 活 条 件 的 人 ， 
也 不 能 一 下 子 就 适 应 新 社 会 制 度 的 纪 律 。 由 此 就 产 生 了 大 量 的 乞  
丐 、盗 贼 和 流 浪 者 。从 这 时 起 直 至 15世 纪 末 和 整 个 16世 纪 ，整个 西 
欧 都 颁 布 了 惩 治 流 浪 者 的 血 腥 法 律 。现 在 的 工 人 阶 级 的 祖 先 ，当 初 
曾因被迫转 化为 流浪者和需要救济 的贫 民而受到惩 罚 。法律把他们  
看 做 r i愿 的 罪 犯 ，其 依 据 是 ：只 要 他 们 愿 意 ，就 可 以 继 续 像 过 去 他 们  
的 生 活 条 件 没 有发 生任何变 化时 那样 劳 动 。

在 英 H ，这 种 立 法 是 在 亨 利 七 世 时 期 开 始 的 。
亨 利 八 世 时 期 ，1530年 ，年老和尤劳 动 能力的乞丐 获 得一种 行乞 

许 可证 。身 强 力 壮 的 流 浪 者则 要遭到鞭打和监 禁。他们 要被绑 在马  
乍后面，被 鞭 打 到遍体 流血为 止，然 后 要 发 誓 回 到 原 籍 或 最 近 三 年 所  
陆 住的地方去“从 事劳 动 ”。多么 残 酷 的 讽 刺 ！ 嘥 利八世二十七年，人 
们 认 为 这 项 法令还 太宽 大 ,，于 是 议 会 通 过 r 补 充 条 款 ，使处 罚 更严 厉  
广 如 朵 在 流 浪 时 第 ：次 被 捕 ，就 要 再 受 鞭 打 并 被 割 去 半 只 耳 朵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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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第三次被捕 . 就要被当 做叛H 犯并 作为 丨 lïl家的敌 人被处 死u

大 法 官 托 马 斯 • 莫 尔 在他的《乌 托 邦 》一 书 中 生 动 活 泼 地 描 述 r  

受 这 些 残 忍 的 法 律 打 击 的 不 幸 者 的 状 况 ，他 说 ：

“ 于 是 , 贪 得 无 厌 的 人 ，自 己 家 乡 的 真 正 瘟 疫 , 强 占 几 T -英 亩 土 地 .统 统 用 栅  
栏 或 篱 笆 圈 圃 起 来 ，或 者 通 过 不 正 当 的 手 段 迫 使 所 有 者 不 得 不 出 卖 一 切 。不管 
以 什 么 方 式 • 不 管 愿 意 + 愿 意 ，这 些 贫 穷 朴 实 的 人 ，男 人 、女 人 、丈 火 、孤 儿 、寡 
妇 . 抱 着 婴 儿 的 母 亲 . 必 须 带 着 他 们 的 全 部 家 冉 离 开 ; 他 们 的 财 产 很 少 ，彳n 娃人 
口 很 多 . 因 为 农 业 需 要 许 多 人 手 。我 是 说 ，这 些 人 背 井 离 乡 . 找 不 到 安 贷 之 处 ; 

他 们 所 有 的 动 产 和 家 庭 用 具 虽 然 + 很 值 钱 . 但 在 其 他 的 情 况 下 ，还 能 丈 一 点 钱 ; 

可是 Î也 们 是 突 然 被 驱 逐 出 来 的 . 丨ä 此 只 好 以 极 低 的 价 格 卖 掉 „ 当 他 们 游 荡 到 一  
文+ 名 的 吋 候 ，除 了 偷 盗 以 致 被 依 法 绞 死 以 外 ，除 了 行 乞 以 外 . 还 能 做 什 么 呢 ？ 
而 他 们 i 行 乞 ，就 会 被 当 做 流 浪 荞 投 人 监 狱 ，理 由 是 他 们 游 手 好 闲 、无所事事的 
罪 名 . 虽 然 他 们 努 力 找 工 作 . 讥 没 冇 人 愿 意 给 他 们 工 作 做 。” 他 们 的 间 时 代 人 托  
马 斯 • 莫 尔 说 . 这 些 不 幸 的 难 民 被 迫 流 浪 和 行 窃 . 他 们 中 间 ，“ 在 亨 利 八 世 执 政  
时 期 有 72 0 0 0 人被处 死 ’ ’ 。 ( 3 9 )

爱 德 华 六 世 在 他 即 位 的 第 一 年 （1547年 ) 颁 布 的 法 令 规 定 ，拒绝  
劳 动 的 人 ，如 被 告 发 为 游 惰 者 ，就 要 判 为 告 发 者 的 奴 隶 。（闪 此 ，为 了 
利 用 某 个 穷 鬼 的 劳 动 ，只 要 告 发 他 拒绝 劳 动 就行了..）

主 人 应 当 用 面 包 和 水 .用 稀 汤 和 他 认 为 适 当 的 肉 屑 给 自 己 的 奴  
隶 吃 。他有权 用鞭打和镣 铐 强迫奴隶 从 事一切令人厌 恶 的劳 动 。如 
果 奴 隶 逃 亡 达 14天 ，就 要 判 为 终 身 奴 隶 ，并 在 额 头 或 脸 颊 打 上 S 字 
样 的 烙 印 ；如 果 第 三 次 逃 亡 ，就 要 当 做 叛 国 犯 处 死 。主人可以把他出 
卖 ，遗 赠 ，把 他 出 租 给 别 人 ，完 全 像 对 待 其 他 动 产 和 牲 畜 一 样 。如果 
奴隶 图 谋 反 抗 主 人 . 也 要 被 处 死 。治 安 法 官 在 接 到 报 告 后 必 须 搜 捕
逃 亡 的 坏 蛋 。如 果 抓 住 一 个 流 浪 者 .就 要 用 烧 红 的 铁 器 在 他 胸 前 打

( 3 9 ) 霍 林 舍 德 《英 国 概 述 》第 1 卷 第 1 8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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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V 字 样 的 烙 印 . 把 他 送 回 原 籍 . 套 上 锁 链 在 公 共 广 场 上 劳 动 。如 
果 流 浪 者 谎 报 籍 贯 ，就 要 被 罚 充 当 该 地 、该 地 居 民 或 社 团 的 终 身 奴  
隶 ，并 打 上 S 字 样 的 烙 印 。任 何 人 都 有 权 把 流 浪 者 的 子 女 领 去 当 学  
徒 ，男 的 当 到 2 4 岁 为 止 . 女 的 $ 到 2 0 岁 为 止 。如 果 他 们 逃 亡 ，就要 
成 为 他 们 师 傅 的 奴 隶 ，直 到 这 个 年 龄 为 止 》师 傅 可 以 随 意 给 他 们 戴  
上 镣 铐 . 鞭 打 他 们 等 等 。为 r 便 于 识 别 和 更 加 保 险 起 见 ，每个 主人可 
以在自己奴 隶 的 脖 子 、手 或 脚 上 套 一 个 铁 环 。UG)这 个 法 令 的 最 后 一  
部 分 规 定 ，贫 民 必 须 在 愿 意 给 他 们 饮 食 和 劳 动 的 个 人 或 地 区 那 里 干  
活 《在 英 国 ，这 种 教 区 的 奴 隶 . 在 游 荡 者 的 名 义 下 一 直 保 留 到 19世 
纪 中 叶 。

伊 丽 莎 白 执 政 时 期 的 1572年 的 法 令 规 定 ，没 有得到行乞许 可的 
1 4 岁 以上的乞丐 ，如 果 没 有 人 愿 意 使 用 他 一 年 ，就 要 受 猛 烈 的 鞭 打 ， 
并 在 右 耳 打 上 烙 印 ；如 果 有 人 再 度 行 乞 而 且 年 过 1 8 岁 ，又没 有人愿 
意 使 用 两 年 ，就 要 被 处 死 ; 第 三 次 重 犯 ,就 要 毫 不 容 情 地 当 作 叛 国 犯  
处 死 。类 似 的 法 令 还 有 伊 丽 莎 白 卜 八 年 所 颁 布 的 第 3 号 法 令 和  
1597年 的 法 令 。斯特 赖 普 Æ他 的 编 年 史 中 说 .在 伊 丽 莎 白 女 皇 羌 论  
是 作 为 母 亲 还 是作为 处 女的时 代 •成 队 的 流 浪 者 被 绞 死 ，每年在各地 
绞 死 的 有 300或 400人 ; 根 据 他 的 统 计 ，仅 萨 默 塞 特 郡 一 年 中 就 有  
4 0 人 被 处 决 ，3 5人 被 打 h 烙 印 ，3 7 人 遭 鞭 打 和 183个 “ 不可救药 的 
恶 棍 ”被 释 放 。但 这 位 博 爱 家 乂 说 ：

( « U » 资 本 家 的 捍 卫 者 、《论 手 工 、I k 和 商 业 》（1 7 7 0 年 伦 敦 版 ) 的 作 若 说 :“ 在 
爱 德 华 六 世 执 政 时 期 ，英 国 人 确 实 似 乎 非 常 认 真 地 鼓 励 工 场 手 工 业 和 使 用 贫  
民 。这 一 点 ö]■以 从 规 定 一 切 流 浪 者 都 要 打 上 烙 印 这 条 值 得 注 意 的 法 令 中 看 出  
来 . 同 上 . 第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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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f 治 安 法 官 的 疏 忽 大 意 和 人 民 的 愚 味 N 情 ，这 个 r i 大 的 被 控 告 者 人 数  
还 + 到 实 阽 犯 罪 人 数 的 + … … 英 格 兰 其 他 郡 的 情 形 并 + 比 萨 默 塞 特 郡 好 ,许
多 郡 的 情 况 《 至更糟

詹姆斯一世 时 期 . 游 荡 和 行 乞 的 人 被 宣 布 为 流 浪 者 、无 赖 。即 决  
法庭423的治安法官 ( 当 然 . 所 有 的 地 主 、工 场 主 、牧师 等等都被授与 了 
刑事裁判权 )有权 当 众 鞭打他们 ，把 第 一 次 被 抓 到 的 监 禁 6 个 月 ，第二 
次 被 抓 到 的 监 禁 2 年 。在监 禁期间 ，治 安 法 官 认 为 适 当 就 M丨 以随 时 鞭 
打 他 们 ，要 打 多 少 就 打 多 少 …… 不 可 救 药 的 危 险 的 流 浪 者 ，要在左 
肩 打 上 R 字样 的烙印 ; 如果他再度在行乞时 被抓 到•那就要毫不容情地 
并 在没 有牧师 出席的情况 下被处 死。这 些 条 例 直 到 1714年才被废 除。

法 国 也 有 同 样 的 法 律 。17世 纪 中 叶 ，流浪者在法国 建立了  -个  
王 国 ，并 以 B 黎 为 他 们 的 首 都 。在 路 易 十 六 初 期 （Ï777年 7 月 1 3 日 
的 敕 令 )还 规 定 . 16 岁 至 6 0 岁 的身体 强壮 而没 有生存资 料或职 业 的 
人 . 都 要 罚 做 苦 工 。 153】年 1 0 月 查 理 五 世 对 尼 德 兰 颁 布 的 法 令 . 

1614年 3 月 ]9 日 荷 兰 各 州 和 各 城 市 的 第 1 号 告 示 ，1649年 6 月 25 

曰联 合省的公告等，都 有 类 似 的 规 定 。
这 样 ，被 暴 力 剥 夺 t  土 地 而 变 成 了 流浪者的农 村居民，由于这 些 

古 怪 的 恐 怖 的 法 律 ，通 过 鞭 打 、烙 印 、酷 刑 、奴 役 .被 迫 习 惯 于 雇 佣 劳  
动 制 度 所 必 需 的 纪 律 。 1

单 是 在 一 方 有 劳 动 的 物 质 条 件 作 为 资 本 出 现 ，在另 一方有除了 
劳 动 力 以 外 没 有 东 沔 可 出 卖 的 人 ，还 是 不 够 的 》这 还 不 足 以 迫 使 他  
们 自 愿 地 出 卖 自 己 。在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进 展 中 ，劳 动 者 阶 级 的 人 数

( 4 1 ) 文 学 硕 士 约 翰 • 斯 特 赖 普 《识 丽 莎白女王盛丨 汁的宗教 改笮 和国 教 运  
动 以 及 英 国 教 会 中 其 他 事 1件 的 编 年 史 》( 1 7 2 5 年 I I I作 者 亲 自 出 版 的 第 2 .版 )。



第二丨 •八 章 i s 世纪 末以来 惩 治被剥 夺 者的血腥立法„ 关 亍 工资 的法律 m

越 来 越 多 ，他 们 由 于 教 育 、传 统 、习 惯 而本能地 接 受 制 度 的 要 求 ，就像 
承认 季节 的变 化一样 。 一 H 这 种 生 产 方 式 达 到 一 定 的 发 展 程 度 ，它  
的 机 制 就 会 粉 碎 一 切 反 抗 ;相 对 过 剩 人 口的不断 产 生把劳 动 的供求 
规 律 ，从 而把工资 限制在与 资 本的需要相适应 的范围 以内 ;经 济 关 系 
的无声 的压 力执 行着资 本家对 劳 动 者的专 制。’ 固然有时 还 求助于强 
制 ，还 在 使 用 暴 力 ，但 只 是 例 外 地 使 用 。在 通 常 的 情 况 下 ，可以让 劳  
动 者由社会 的“ 自然规 律”去 支 配 . 即 由 他 对 资 本 的 从 属 性 去 支 配 ，这  
种 从 属 性 由 生 产 的 机 制 本 身 产 生 ，得 到 这 种 机 制 的 保 证 并 由 它 永 久  
维 持 下 去 。在资 本主义 生产 在历 史 上 刚 刚 产 生 的 时 期 ，情 况 则 不 同 。 
新 兴 的 资 产 阶 级 不 能 没 有 不 断 的 国 家 干 预 ；它 利 用 这 种 干 预 来 “ 规  
定 ”工 资 ，即 把 工 资 强 制 地 限 制 在 适 当 的 水 平 ，延长 工作日并 使劳 动  
者本身处 于所需要的从 属 状 态 。这 是 原 始 积 累 的 一 个 重 要 因 素 。

雇 佣 工 人 阶 级 是 在 14世 纪 下 半 叶 产 生 的 ，它 在当 时 和后一世纪  
内 只 占 居 民 中 很 小 的 一 部 分 ;它 的 地 位 受 到 农 村 的 独 立 农 民 和 城 市  
的 手 工 业 行 会 制 度 的 有 力 的 保 护 。在 农 村 和 城 市 ，雇 主 和 工 人 在 社  
会 上 是 接 近 的 。生 产 技 术 方 式 还 没 有 特 殊 的 资 本 主 义 性 质 ，所 ß 劳  
动 对 资 本 的从 属 只是形式上的。资 本的可变 要素大大超过 它 的不变  
要 素 。因 此 ，对 雇 佣 劳 动 的 需 求 随 着 资 本 的 每 一 次 新 的 积 累 而 迅 速  
增 加 . 而 劳 动 者 的 供 给 只 是 缓 慢 地 跟 在 后 面 。后 来 转 化 为 资 本 家 的  
积 累 基 金 的 一 大 部 分 国 民 产 品 ，在 当 时 还 是 劳 动 者 的 消 费 基 金 。

自 始 就 是 为 /■剥 削 劳 动 者 ，而 在 后 来 一 直 与 劳 动 者 为 敌 的 关 于  
雇 佣 劳 动 的 立 法 (42)，在 英 国 开 始 于 1349年 爱 德 华 三 世 的 劳 工 法 。

C42) “毎 出 立 法 机 关 企 图 调 解 雇 主 与 其 丨 :人 之 间 的 纠 纷 时 ，它 的 顾 问 总  
是 雇 主 。”( 亚 当 • 斯 密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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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法 国 ，与 此 相 当 的 是 1350年 以 国 王 约 翰 名 义 颁 布 的 敕 令 。英法两  
国 的立 法 齐 头 并 进 ，内 容 也 相 同 。关 于劳 工 法 企 图 强 制 延 长 工 作 曰  
这 一 点 ，我 就 不 再 谈 了 ，因 为 前 面 (第 十 章 )已 经 讲 过 了。

劳 工 法 是由于 下 院 即 劳 动 的 购 买 者 的 迫 切 要 求 而 颁 布 的 。一个  
托 利 党 人 天 真 地 说 ：

“ 以 前 贫 民 要 求 的 工 资 太 高 ，使 工 业 和 财 富 受 到 威 胁 。现 在 他 们 的 工 资 太  
低 ，也 使 工 业 和 财 富 受 到 威 胁 ，不 过 这 种 威 胁 和 以 前 的 不 同 ，可 能 更 危 险 。 ” (4 3 )

+ 法 律 规 定 了 城 市 和 农 村 、计 件 劳 动 和 日 劳 动 的 工 资 率 。农 村工 
人 受 雇 期 限 应 为 一 年 ，城 市 工 人 则 应 在 “ 自由市场 ”上 受 雇 。支付高 
于 法 定 工 资 的 人 要 被 监 禁 ，但 接 受 高 工 资 的 人 要 比 支 付 高 工 资 的 人  
受 到 更 严 厉 的 处 罚 。例 如 ，伊 丽 莎 白 的 学 徒 法 第 18 条 和 第 19 条 也 
还 规 定 ，支 付 高 工 资 的 人 ，监 禁 10天 . 而 接 受 的 人 ，则 监 禁 21天 。，立 
法并 不仅 仅 满 足于强制雇主个 人接受那些对 雇主的集体 利益有好处  
的 限 制 ，而 且 还 在 违 章 的 情 况 下 ，把 雇 主 当 做 同 谋 者 处 理 ，把工人则  
当 做 叛逆者。1360年 的 一 项 法 令 加 重 了 处 罚 ，甚至授权 雇主按法定 
的 工 资 率 通 过 体 罚 去 榨 取 劳 动 ，把 瓦 匠 和 木 匠 相 互 联 系 在 一 起 的 一 
切 契 约 、誓 约 等 都 被 宣 告 无 效 。从 14世 纪 起 到 1824年止.工人结 社 
一直被认 为 是 最 严 重 的 犯 罪 行 为 。

1349年 的 法 令 和 以 后 的 类 似 法 令 的 精 神 清 楚 地 表 现 在 这 一 事  
实 上 :法律虽 然规 定了工资 的最高限度,但从 来 没 有 规 定工资 的最低 
限 度 》

大 家 知 道 ，在 16世 纪 ，劳 动 者 的 状 况 十 分 恶 化 。名义 工 资 提 高

( 4 3 ) 《' 自 由 贸 易 的 诡 辩 》，一 个 律 师 著 ，1 8 5 0 年 伦 敦 版 第 2 0 6 页 。他 补 充  
说 : “ 立 法 总 是 准 备 以 自 己 的 权 威 为 雇 主 效 劳 ; 难 道 就 不 能 为 雇 工 做 一 点 事 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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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但 其 提 高 的 程 度不及货 币 贬 值 和物价相应 上涨 的程度。因 此 ，工 
资 实 际 上是下降了。但 是 ，旨在压 低工资 的法律仍然有效，同 时 ，“ 没  
有人愿意使用 ”的 人 要 被 割 耳 朵 和 打 烙 印 。伊 丽 莎 白 五 年 颁 布 的 第  
4 号 法 令 学 徒 法 ，授 权 治 安 法 官 (必 须 始 终 记 住 ，不 是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法 官 ，而 是 地 主 、工 场 主 、牧师 及富裕阶 级 中 充 当 法 官 的 其 他 成 员 )规  
定 一 定 的 工 资 ，并 按 季 节 和 物 价 加 以 调 整 。詹 姆 斯 一 世 也 把 这 种 有  
关 劳 动 的 规 定 推 行 到 纺 织 工 人 和 其 他 各 种 劳 动 者 身 上 。(44)乔 治二 
世把禁止工人结 社的法律311推 行 到 一 切 工 场 手 工 业 。

在 真 正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资 本主义 生 产 方 式 已 经 相 当 强 大 ，因 
而 用 法 律 来 规 定 工 资 已 经 行 不 通 而 且 没 有 必 要 ，但 是 人们 为 了防备  
万 一 ，还 不想抛 弃 敕 令 这 个 旧 武 库 。在 乔 治 三 世 时 期 ，议 会 通过 了一 
项 法 案 ，该 法 案 规 定 ，除 国 丧 期 外 ，伦 敦 及 其 近 郊 的 裁 缝 帮 工 的 日 工  
资 不 得 超 过 2 先 令 便 士 ; 乔 治 三 世 十 三 年 颁 布 的 第 6 8 号 法令还  
授 权 治 安 法 官 规 定 丝 织 工 人 的 工 资 ; 在 1796年 ，治 安 法 官 关 于 工 资  
的 命 令 是 否 也 适 用 于 非 农 业 劳 动 者 ，还 需 要 经 过 高 等 法 院 的 两 次 判

( 4 4 ) 从 詹 姆 斯 一 世 一 年 颁 布 的 第 6 号 法 令 的 一 条 规 定 中 可 以 看 出 ，某些 
织 布 业 主 以 治 安 法 官 的 身 份 在 自 己 的 工 场 内 正 式 规 定 了 工 资 率 。—— 在 德 国 ， 
三 十 年 战 争 以 后 常 常 颁 布 尽 量 压 低 工 资 的 法 令 。“ 对 人 口 稀 少 地 区 的 地 主 来  
说 ，缺 乏 仆 人 和 劳 动 者 是 十 分 麻 烦 的 • ■所 有 村 民 都 被 禁 止 把 自 己 的 房 间 租 给 独  
身 男 女 ; 凡 遇 到 这 种 租 房 人 ，必 须 报 告 当 局 ，如 果 他 们 不 愿 当 仆 人 ，那 么 ，即 使他 
们 靠 其 他 工 作 , 靠 替 农 民 做 短 工 或 从 事 粮 食 买 卖 为 生 ，也 要 被 关 进 监 狱 。 （《帝 
国 对 于 西 里 西 亚 的 特 权 和 法 令 》第 1 章 第 1 2 5 条 ) 在 整 整 一 个 世 纪 中 ，德 国 各 君  
主 的 命 令 不 断 地 强 烈 责 骂 那 些 不 服 从 苛 刻 条 件 、不 满 法 定 工 资 的 蛮 横 的 无 赖  
汉 ; 每 个 地 主 都 被 禁 止 付 给 高 于 行 政 区 规 定 的 工 资 。尽 管 如 此 .战 后 仆 人 的 处  
境 有 时 比 — 个 世 纪 后 还 要 好 ；1 6 5 2 年 在 西 里 西 亚 ，仆 人 每 周 还 可 以 吃 到 两 次  
肉 ，而 在 我 们 这 个 世 纪 ，那 里 的 某 些 地 方 . 仆 人 每 年 只 能 吃 到 H 次 肉 。而 战 后 的  
T . 资 也 比 以 后 几 个 世 纪 都 要 高 。” （古 • 弗 赖 塔 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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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来 确 定 ;在 1789年 ，一 项 议 会 法 令 还 确 认 ，苏 格兰 矿 工的工资 要根 
据伊丽 莎白时 期的一项 法令和丨 617年 及 166] 年的两 项 苏 格兰 法令 
來 规 定 。在 此 期 间 ，经 济 情 况 经 历 了 如 此 彻 底 的 变 化 ，甚至连 英国 下 
院 也 发 生 了 一 件 前 所 未 闻 的 事 情 。在 这 里 ，400多 年 来 人 们 都 是 制  
定 法 律 来 规 定 工 资 绝 不 能 超 过 的 最 高 限 度 ，而 在 1796年 ，惠特布雷 
德 建 议 用 法 律 规 定 农 业 短 工 工 资 的 最 低 限 度 。皮 特 表 示 反 对 ，但承 
认 “ 贫 民 的 状 况 是 悲 惨 的 ' 最 后 ，在 1813年 ，规 定 工 资 的 法 律 被 废  
除 r 。 自 从 工 厂 主 以 其 私 人 权 威 ，通 过 以 工 厂 规 则 的 形 式 颁 布 的 法  
令 来 监 督 工 人 ，租 地 农 场 主 依 靠 济 贫 税 把 他 的 苦 力 的 工 资 补 充 到 必  
要 的 最 低 限 度 以 来 . 这 些 法 律 实 际 上 就 变 成 了 可 笑 的 反 常 的 东 西 。 
但 是 法 令 中 有 关 雇 主 和 雇 佣 工 人 之 间 的 契 约 的 条 款 ，直到现 在还 完 
全 有 效 , 这 些 条 款 规 定 ，对 违 约 的 雇 主 只 许 提 出 民 事 诉 讼 ，而对 违 约  
的工人则 可提 出 刑 事 诉 讼 》

残 酷 的 禁 止 结 社 法 于 1825年 在 无 产 阶 级 的 威 胁 性 态 度 面 前 取  
消 F . 但 是 并 没 有 彻 底 废 除 。旧 法 令 某 些 美 丽 的 残 片 直 到 1859年才 
消失 》最 后 ，1871年 6 月 2 9 日的法令，在 法 律 上 承 认 工 联 时 就 认 为  
消 除 了 这 项 阶 级 立 法 的 最 后 痕 迹 。但 是 ，同 一 天 颁 布 的 一 项 修 正 法  
令 ，g卩 《惩 治 暴 行 、胁 迫 和 侵 害 行 为 的 刑 法 修 正 法 令 》，实 际 上是以新 
的 形 式 恢 复 了 禁 止 结 社 法 。这 种 议 会 把 戏 .使 工 人 在 罢 工 或 同 盟 歇  
业 (结 成同盟的工厂 主同时 把工厂 关 闭 )时 可能利用的斗争 手段都不 
按 普 通 法 来 处 理 ，而 按 特 别 刑 法 来 处 理 ，而这 个 刑法的解释 权 又操在 
担 任 治 安 法 官 的 雇 主 本 人 手 中 。下 院 和 格 莱 斯 顿 先 生 在 1871年的 
修正法令中杜撰了一些 针 对 劳 动 者 的 新 的 犯 罪 条 例 ，而 在 两 年 前 ，同 
一 个 下 院 和 同 一 个 格 莱 斯 顿 先 生 ，却曾以正直态 度把一项 废 除一切 
反 对 工 人 阶 级 的 特 别 刑 法 的 法 案 提 交 二 读 。在 这 二 年 时 间 内 ，这 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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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 猾 的 家 伙 始 终 停 留 在 二 读 上 ，把 问 题 搁 置 下 来 ，直 到 后 来 , “ 伟 大的 
自由党 ”《5同 托 利 党 结 成 联 盟 ，竟 然 反 过 来 反 对 扶 它 上 台 的 无 产 阶  
级 。伟 大 的 自 由 党 并 不 以 这 种 背 叛 为 满 足 ，在 自 己 的 热 忱 的 领 袖 的  
一 贯 支 持 下 ，它 让 一 贯 奴 颜 婢 膝 地 为 统 治 阶 级 效 劳 的 英 国 法 官 把 已  
经 失效的禁 止 秘 密 活 动 法 426重 新 挖 掘 出 来 ，用 i 对 付 工 人 的 结 社 。 
我 们 看 到 . 五 百 年 来 ，英国 议 会 卑鄙无耻 地一直固守那种 反抗劳 动 者 
的 常 设 的 资 本 家 工 联 的 地 位 ，后 来 只 是 在 群 众 的 具 有 威 胁 性 的 压 力  
下 才 迫 不 得 已 地 放弃 了反对 结 社和工联 的法律。

法 国 资 产 阶 级 在 革 命 风 暴 一 开 始 ,就 胆 敢 再 把 工 人 刚 刚 争 得 的  
结 社 权 剥 夺 掉 。它 在 1791年 6 月 1 4 日 颁 布 组 织 法 ，宣 布 劳 动 者 为  
保 卫 自 己 的 共 同 利 益 的 一 切 联 合 都 是 “对 自 由 和 人 权 宣 言 的 侵 犯 ” ， 
要 课 以 500利 弗 尔 的 罚 金 并 剥 夺 公 民 权 一 年 。 这 个 法 令 依 靠 刑  
法 和 警 察 把 资 本 和 劳 动 之 间 的 斗 争 限 制 在 对 资 本 家 有 利 的 范 围 内 ， 
它 经 历 了 几 次 革 命 和 几 次 改 朝 换 代 。甚 至 恐 怖 政 府 427也 没 有 触 动  
它 。直到最近它 才被从 刑法典428中 取 消 ；而 且 还 留 了 一 手 ！最能说  
明 资 产 阶 级 的 这 种 彻 底 转 变 的 ，是 下 述 借 口 。被 卡 米 耶 • 德 穆 兰 称  
为 “可悲的诡 辩 家”(4S)的 法 律 报 告 人 列 沙 白 里 哀 非 常 坦 率 地 说 :“ 日 
工资 应 该 比 现 在 提 高 一 些 …… 因 为 在 一 个 自 由 的 国 家 里 ，工资 的

这 个 法 律 的 第 一 条 说 :“ 取 缔 同 一 等 级 或 同 一 职 业 的 市 民 的 各 种 联 合  
组 织 ，是法网 宪 法的根本基础 之一•因此禁止以仟何借口或任何形式恢复 这 种 联  
合 组 织 》” 第 四 条 说 同 一 职 业 、乒 艺 或 手 工 业 的 市 民 ，如 果 为 了 一 致 拒 绝 从 事  
手 艺 或 分 动 或 为 了 按 一 定 报 酬 才 从 事 手 艺 或 劳 动 而 彼 此 协 商 或 协 议 ，那 么 这 种  
I•办 商和协 议 … … 应 视 为 违 反 宪 法 . 侵 犯 自 由 和 人 权 … … ” 从 而 .和 旧 劳 工 法 中 的  
规 定 完 全 一 样 ，应 视 为 国 事 罪 。 C«巴 黎 革 命 》179〗年 巴 黎 版 第 3 卷 第 5 2 3 页 ） 

M S ) « 法 国 革 命 … … 》第 7 7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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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额 必须 使领 工资 的人能够 摆 脱 由于缺乏必要的生活资 料而陷人的 
绝 对 的 、几 乎 是 奴 隶 般 的 依 赖 状 态 ”。但 是 ，在 他 看 来 , 现 在 是 “ 防止 
混乱 状 态 进 一步发 展的时 候了” . 这 种 混 乱 状 态 就 是 :“ 工人为 了堤高 
工作日的价格”和 缓 和 这 种 绝 对 的 、几 乎 是 奴 隶 般 的 依 赖 状 态 “ 而结  
社 ”。必须 绝 对 制止结 社，为 什么 ？因为 工人这 样 做就会 损 害“ 他们 从  
前的老板现 在的企业 主的自由” ，因为 他们 在破坏 从 前公会 老板的专  
制的同时 —— 谁 也想不到—— 却 “力图 恢复 革命所取消的公会 ” 。 (m  * 195

( 4 7 ) 散 见 毕 舍 和 卢 - 拉 维 捏 《法 国 革 命 议 会 史 》1 8 3 4 年 版 第 1 0 卷 第 1 .9 3 -

1 9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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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九 章

资 本 主 义 租 地 农 场 主 的 产 生

我 们 考 察 了 无 家 可 归 的 无 产 者 怎 样 通 过 暴 力 产 生 ，考 察 了 使 他  
们 转 化 为 雇 佣 工 人 阶 级 的 血 腥 纪 律 ，考 察 r 国 家用警察手段加强对  
劳 动 的 剥 削 程 度 ，从 而 提 高 资 本 积 累 的 无 耻 行 为 。现 在 我 们 还 不 知  
道 的 是 : 资 本家最初是从 哪 里来 的呢 ？ 因 为 很 清 楚 ，对 农 村居民的剥  
夺 只是直接地产 生了大土地所有者。

至 于 资 本 主 义 农 场 主 的 产 生 ，我 们 是 能 够 弄 清 楚 的 ，因为 这 是一 
个 缓 慢 的 、经 历 了 许 多 世 纪 的 过 程 。农 奴 以 及 大 大 小 小 的 自 由 的 土  
地 所 有 者 以 领 主 转 让 采 地 的各种 各样 的形式占有自己的土地。因此 
他 们 在 解 放 后处 于极 不相间 的经 济 状 况 下。 ，

在英国 ，最初形式的租地农 场 主是本身也是农 奴的管事。他的地 
位和占罗 马 的斐力卡 斯相似，不过 活动 范围 狭 小一些。在 】4 世纪 下半 
叶 ，管事被由地主供给 全部所需的资 本、种 子 、牲畜和农 具的自由租地 
农 民所代替。这 种 租 地 农 民 的 地 位 同 农 民 没 有 多 大 的 区 别 .不 过 他 剥  
削更多的雇工。他不久就成为 分成制佃农 ，半租 地 农 场 主 。他预 付农 业  
基金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 则 由 地 主 提 供 。双 方 按 合 同 规 定 的 比 例 分  
配总 产 品。这 种 租佃形式在法国 、意 大 利 等 国 存 在 了 很 长 时 间 ，而在英 
国 却很 快就消失了 .代之而起的是真 正的租地农 场 ，在 这 种 农 场 中 ，租 
地农 场 主预 付资 本 . 靠 使 用 雇 佣 工 人 来 增 殖 自 己 的 资 本 ，并 按照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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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 款把年纯 产 品的-部分以实 物或货 币 的形式作为 地机交给 地主 
当 独 立 农 K 和 那 些 既 11彳 雇工同时 又独 f l耕 作 的 雇 农 靠 Ü d 的劳  

动 Ifl丨 致富的时 候. 租 地 农 场 主 的 境 况 和 生 产 范 围 都 同 样 是 中 等 的 。 
1 5 肚 纪 最 后 3 0 多 年 开 始 的 、一 直 延 续 到 16世 纪 圾 后 2 5 年 的 农 、丨k 

革 命 . 以 同 一 速 度 使 农 村 居 民 变 穷 ，使 租 地 农 场 主 致 富 。 对 公有 
牧 场 等 的 掠 夺 ，使 租 地 农 场 主 几 乎 不 费 代 价 就 迅 速 增 加 r 自d 的牲 
畜 数 M 。他 通 过 出 售 牲 畜 . 把 牲 畜 当 役 畜 使 用 ，最后供给 土地以十:富 
的肥料 而 得 到 了 极 大 的 好 处 。
* 在 16世 纪 ，出 现 了 一 个 萬 有 重 要 意 义 的 因 素 ，给 租 地 农 场 主 和  

其 他 的 资 本 主 义 企 业 主 带 来 了 黄 金 果 。这 个 因素就是贵 金属 价值 从  
而 货 币 价 值 的 不 断 下 降 ^这 种 下 降 导 致 城 市 和 农 村 的 工 资 率 的 下 降  
(工资 率只是缓 慢地跟 随 一切其 他 商 品 价 格 的 提 高 发 牛 变 动 ）。农 村 
工 人 的 工 资 的 一 部 分 变 成 了 租 地 农 场 的 利 润 。谷 物 、羊 毛 、肉 类 .总
之 . 一 切 农 产 品 的 价 格 不 断 上 涨 ，不 费 租 地 农 场 主 一 点 力 气 ，就增大
了 他 的 货 币 资 本 . 而 他 必 须 支 付 的 地 租 ，由于租约 期限内 货 币 的贬 值  
而 减 少 了 。必 须 指 出 ，在 16世 纪 . 租约 期限一般来 说 是很 长 的.往往 
达 9 9年 。所以.租地农 场 主是同时 靠 牺 牲自己的雇佣 工人和地主的 
利益 而 致 富 的 (19)。因 此 ，在 16世 纪 末 ，英国 有了一个 就当 时 情况 来

< 4 8 ) 哈 里 逊 在 I：彳 己的《英 t u 概 述 》中 说 : “ 过 去 交 出 ._i镑 地 m 部 很 w 难 的祖 
地 农 场 主 ，现 在 耍 交 4 0 镑 、5 0 镑 、1 0 0 镑 ，但 是 他 们 在 租 约 满 期 时 . 如果丁- I 没  
有 积 存 6 — 7 年 租 金 的 话 ，就 认 为 是 做 r  一 次 不 好 的 生 意 。 ”

( 4 9 ) 关 于 1 6 世 纪 货 币 贬 值 对 社 会 各 阶 级 的 影 响 ，当 时 的 一 个 署 作 家 在  
《对 近 来 我 国 各 界 同 胞 常 有 的 一 些 抱 怨 的 简 单 考 察 》( 绅 士 威 • 斯 • 著 ，】5 8 1 年 
伦 敦 版 ) 中 作 了 非 常 清 楚 的 描 述 „ 由 于 这 一 茗 作 采 取 对 话 形 式 ，人 们 Æ 很 长 时  
期 内 认 为 这 是 莎 士 比 亚 写 的 . 直 到 ] 7 5 1 年 还 用 他 的 名 字 出 过 新 版 „ 它 的 作 者  
是 威 廉 • 斯 塔 福 德 。 书 中 的 一 个 地 方 ，骑 士 有 如 下 的 推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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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巳 很 富苻 的资 本主义 租地农 场 主阶 级 ，是 不 足 为 奇 的 。 (5(1>

骑 士  : “ 您 . 我 的 邻 居 农 民 . 您 . 商 人 先 生 ，您 . 善 良 的 铜 匠 ，你 们 同 其 他 的 尹  
I：业 荇 们 一 样 . 都 知 道 怎 样 维 护 自 己 的 利 益 。 因 为 一 切 物 品 比 以 前 贵 多 少 ，你  
们 也 会 把 你 们 的 商 品 和 劳 动 的 价 格 提 高 多 少 。但 是 .我 们 没 有 任 何 东 西 可 以 出  
卖 ，以 抵 偿 我 们 在 购 买 物 品 时 所 受 的 损 失 ， 在 另 一 个 地 方 .骑 士 问 博 士  : “ 清 告 
诉 我 ，您 指 的 是 哪 种 人 ？ 許 先 . 您 认 为 哪 些 人 不 会 受 到 损 失 ？” 博 士 :“ 我 指 的 是  
所 冇 靠 买 卖 为 生 的 人 ，因 为 他 们 以 高 价 买 进 •也 以 高 价 卖 出 。” 骑 士  : “ 其 次 ，您 认  
为 哪 种 人 会 得 利 呢 ? ” 博士  : “是 所 有 按 旧 租 金 租 赁 租 地 或 农 场 的 人 ，因 为 他 们 按  
旧 价 格 支 付 ，按 新 价 格 出 售 . 就 适 说 ，他 们 为 土 地 支 付 极 少 的 钱 . 而 以 高 价 出 售  
t 地 的 一 切 产 品 ……”骑 士 / ‘您 认 为 .哪 种 人 会 受 到 比 这 些 人 得 到 的 利 益 还 要  
大 的 损 失 _? ” 博 上 : " 那 就 是 所 有 贵 族 、绅 士 以 及 其 他 一 切 靠 少 量 地 租 或 薪 金 过  
活 . 或 不 亲 É)耕 种 土 地 ，或 不 做 买 卖 的 人 。 ”

(no) 在 封 建 领 主 和 他 的 隶 属 程 度 各 不 相 同 的 从 臣 之 间 有 一 种 很 快 成 为 实  
业 家 的 中 间 代 理 人 ，这 些 人 的 原 始 积 累 方 法 同 置 身 于 国 库 和 纳 税 人 的 钱 袋 之 间  
的 征 税 员 的 原 始 积 累 方 法 一 样 .就 是 采 取 各 种 形 式 的 贪 污 、舞 弊 和 诈 骗 。管 理 和  
征 收 租 税 、W金 、地 租 以 及 应 交 给 领 主 某 些 产 品 的 人 .在 英 国 称 为 Steward,在 法 国  
称 为 Régisseur这 些 管 家 有 时 向 己 就 是 涵 贵 „ 例 如 .在 首 次 发 表 的 蒙 泰 伊 的 手 稿  
中 说 这 个 账 单 是 W桑 松 的 城 堡 主 人 .骑 士 雅 克 • 德 • 托 雷 斯 就 其 应 当 支 付 的  
13K)年 12月 25日至丨 360年 12月 28日 的 地 租 ，交 给 勃 艮 第 公 爵 和 伯 爵 在 第 戎  
的 管 账 先 乍 的 。”(亚 历 克 西 斯 • 蒙 泰 伊 《关 于 各 类 历 史 f-稿 的 研 究 》[第 234 J35 
页 ] )11丨 此h丨 见 •在 社 会 生 活 的 各 方 而 .有 很 大 的 一 部 分 常 常 落 人 中 间 人 的 手 里 。 
例 如 •/!:经 济 力 '面 .金 融 家 、交 秘 所 经 纪 人 、银 行 家 、大 小 商 人 等 捞 足 了 营 业 的 油  
水 :在 K法 力 lùj,律 师 敲 诈 诉 讼 议 方 ift丨 又 使 他 们 提 不 出 异 议 ;在 政 治 方 面 .议 员 比  
选 举 人 重 要 .大 KU七 君 主 重 要 ，等 等 :在 宗 教 //向 .上 帝 被 中 介 人 挤 到 次 要 地 位 .而  
JH-者 乂 被 牧 师 挤 到 次 耍 地 位 .牧 师 乂 是 善 Éi的 牧 羊 人 和 他 的 羊 群 之 间 的 必 然 的  
中 间 人 。 ft法 . 和 在 英 W—样 .大 的 封 违 领 地 被 划 分 为 无 数 的 小 块 土 地 .那 是  
在 对 农 民 极 其 不 利 的 条 件 F迸 ü•的 „ 在 14世 纪 出 现 r 租 地 农 场 。它 们 的 数 M不 
断 增 K：.远 远 超 过 〗〇万 个 =它 们 以 实 物 或 货 币 Ü付 产 品 的 A I■作 为 地 租 。 租 
地 农 场 根 椐 七 地 价 值 和 面 枳 的 大 小 分 为 封 地 、次 封 地 等 等 .而 土  Ä的 面 积 有 时 只  
仃 儿 矩 由 。所 有 这 A机 地 农 场 对 自 己 土 地 上 的 居 民 享 有 哉 判 权 ; 这 种 裁 判 权 有  
四 等 . 农 村 届 比 在 所 有 这 终 小 辚 君 F 受 到 的 ffi迫 f i 然 是 残 醣 的 。 蒙 泰 伊 说 ，当  
时 让 丨 M n« 乃' 个 法 庭 .而 现 在 有 1 «)〇个 法 庭 和 治 安 法 庭 就 足 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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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十章

农 业 革 命 对 工 业 的 反 作 用 。
工 业 资 本 的 国 内 市 场 的 形 成

我 们 已 经 知 道 ，对 农 民 断 断 续 续 的 、一 再 重 复 的 剥 夺 和 驱 逐 ，不 
断 地为 城市工业 提供大批完全 处 于 行 会 关 系 之 外 的 无 产 者 。这 一奇 
妙 的 现 象 ，使 老 亚 • 安 德 森 ( 不 要 和 詹 姆 斯 • 安 德 森 相 混 )在他的《商 
业 史 》429中 也 相 信神的直接干预 。我们 还 必 须 谈 一 谈 原 始 积 累 的 这  
个 要 素 。若 弗 鲁 瓦 • 圣 伊 莱 尔 假 设 ，宇 宙 物 质 在 一 处 的 稀 薄 化 会 引  
起 它 在 另 一 处 的 稠 密 化 (51) 52，同 样 , 独 立 的 、自耕的农 村居民的稀薄化 
也 不 仅 仅 引 起 了 工 业 无 产 阶 级 的 稠 密 化 。虽 然 种 地 的 人 数 减 少 了 . 

但 土 地 提 供 的 产 品 和 过 去 一 样 多 ，或 者 比 过 去 更 多 ，因为 伴随 土地所 
有 权 关 系 革 命 而 来 的 ，是 耕 作 方 法 的 改 进 ，协 作 的 扩 大 ，生产 资 料的 
积 聚 等 等 。此 外 ，农 业 雇 佣 工 人 不 仅 被 迫 加 强 了 劳 动 强 度 <52)，而且 
他 们 为 自 己 谋 利 而 经 营 的 耕 地 也 日 益 缩 小 了 ，因此租地农 场 主越来  
越 多 地 占 有 这 些 人 的 全 部 自 由 劳 动 时 间 。正 是 由 于 这 一 原 因 ，大部 
分 农 村 居 民 的 生 活 资 料 与 他 们 自 己 同 时 成 为 可 以 自 由 支 配 的 ，而这

( 5 1 )  见 他 的 《对 自 然 哲 学 的 认 识 》1838年 巴 黎 版 。
( 5 2 )  这 一 点 是 詹 姆 斯 • 斯 图 亚 特 爵 士 所 强 脾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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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生活资 料在将 来 则 必然表现 为 可变 资 本的物质 要素。被剥 夺 的农  
民 今 后 必 须 从 自 己 的 新 主 人 工 业 资 本 家 那 里 ，以工资 的形式挣 得这  
些 生 活 资 料 的 价 值 。农 业 提 供 的 工 业 原 料 也 同 生 活 资 料 的 情 况 一  
样 。它 转 化 为 不 变 资 本 的 要 素 。

例 如 ，可 以 设 想 ，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 代全都纺 亚 麻的威斯特伐 
利 亚 农 民 ，一 部 分 突 然 被 剥 夺 了 土 地 ，另 一部分留下来 的则 转 化为 大 
租 地 农 场 的短工。与 此 同 时 ，大 大 小 小 的 亚 麻 纺 织 厂 出 现 了 ，这 些农  
民受雇在那里做工。

亚 麻外 表 上 和 过 去 完 全 一 样 。它 的 纤 维 一 根 也 没 有 发 生 变 化 , 

但 是 一 个 新 的社会 灵 魂已经 进 人它 的身体 。它 现 在是手工工场 主的 
不变 资 本的一部分。以 前 ，亚 麻 分 散 在 许 多 小 生 产 者 之 间 ，他们 自己 
种 植业 :麻 ，并 和 家 人 一 道 小 量 地 进 行 纺 织 ; 现 在 ，它 积 聚 在 一 个 资 本  
家 手 中 ，他 叫 别 人 为 他 纺 织 。消 耗 在 纺 亚 麻 上 的 额 外 劳 动 以 前 实 现  
为 无 数 农 民家庭的额 外收人 .或 者 说 .既 然 我 们 谈 的 是 弗 里 德 里 希 二  
世 时 代 ，还 实 现 为 “给 普 鲁 七国 王 ”的 赋 税 。现 在 ，它 实 现 为 少数 资 本 
家 的 利 涧 。纱 锭 和 织 机 不 久 以 前 分 散 在 全 国 各 地 ，现 在 和 劳 动 者 以  
及原料一样 都集中在少数 大劳 动 营 里了。现 在 ，纱 锭 、织 机和原料由 
使用它 们 的纺 织 工人独 立生存的手段都转 化为 指挥 他们 和搾取他们  
的 无 酬劳 动 的手段 。 (53>

大 手 工 工 场 同 大 租 地 农 场 一 样 ，表 面 上 看 不 出 它 们 是 怎 样 产 生  
的 。无 论 是 由 小 工 场 的 集 中 而 形 成 ，还 是 由 剥 夺 大 量 独 立 小 生 产 者  
而 形 成 . 都 没 有 留 下 明 显 的 痕 迹 。

(5：i ) 资 本 家 说 :“如 果 你 们 把 你 们 仅 有 的 一 点 东 西 交 给 我 ，作 为 我 辛 苦 指 挥  
你 们 的 报 酬 .我 就 ih你 们 得 到 为 我 服 务 的 荣 • 雅 • 卢 梭 《论 政 治 经 济 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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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民 众 的 直 观 是不会 受迷惑的。在 革 命 狮 子 米 拉 波 的 时 代 ， 
人 们 还 把大手工工场 叫做“联 合 手 工 工 场 ”，正如我们 现 在说 “ 联 合耕 
地 ”一 样 。米 拉 波 说 ：

“人 们 只 注 意 有 几 百 人 在 •个 厂 长 指 挥 下 进 行 劳 动 的 、通 常 叫 做 联 合 手 工  
工 场 的 大 手 工 工 场 ;而 对 人 数 众 多 的 工 人 分 散 地 独 自 经 营 的 手 1：工 场 • 几 7•不 
屑 一 顾 ，把 这 些 手 工 工 场 完 全 摆 到 次 要 的 地 位 。这 是 一 个 很 大 的 错 误 .因 为 只  
有 它 们 才 是 使 国 家 繁 荣 的 真 正 重 要 的 因 素 … … 联 合 工 场 使 一 两 个 企 业 主 大  
发 其 财 .但 工 人 不 过 是 得 到 或 多 或 少 的 报 酬 的 短 工 ，他 们 丝 毫 分 享 不 到 企 业 得  
到 的 好 处 。相 反 地 . 在 分 散 的 工 场 中 没 有 人 发 财 致 富 ，何 许 多 工 人 过 着 优 裕 的  
生 活 ;勤 劳 节 俭 的 人 会 积 聚 起 一 小 笔 资 本 ，为 生 育 孩 子 、防 备 疾 病 . 为 他丨 1'丨 自己 
或 他 们 的 某 个 家 庭 成 员 而 节 约 少 量 的 资 金 „ 勤 劳 节 俭 的 工 人 人 数 将 会 增 加 ，因 
为 他 们 将 会 认 识 到 ，良 好 的 品 行 和 劳 动 .是 根 本 改 善 自 己 状 况 而 不 是 稍 许 提 高  
工 资 的 手 段 ;稍 许 提 高 工 资 对 于 将 来 绝 不 可 能 是 重 要 的 事 情 ，只 能 使 工 人 的 生  
活 稍 为 好 一 •些 . 不 过 也 只 能 勉 强 糊 口 …… 联 合 的 手 工 工 场 ，即 由 若 干 对 工 人  
支 付 日 工 资 、独 立 经 营 的 企 业 主 组 成 的 企 业 .能 够 使 这 些 企 业 主 个 人 过 富 裕 的  
生 活 ，但 是 根 本 不 足 以 引 起 政 府 的 注 意 。 ”(54>

此 外 ，他 把 通 常 同 小 农 经 济 结 合 在 一 起 的 单 个 分 散 的 手 工 工 场  
称 为 “唯 一 自 由 的 手 工 工 场 ”。他 还 认 为 ，分 散 的 工 场 比 “联 合 的 ” 工 
场 更 经 济 ，生 产 率 更 高 ，并 把 后 者只是看做政府温 室中的果实 。 当 时  
大 陆 上大部分手工工场 的 情 况 可 以 说 明 这 一 点 。

那 些 使 农 民 转 化 为 雇 佣 工 人 ，使 他 们 的 生 活 资 料 和 劳 动 资 料 转  
化 为 资 本 的 物 质 要 素 的 事 件 ，也 为 资 本 建 立 了 自 己 的 国 内 市 场 。 以 
前 ，同 样 的 农 民 家 庭 先 加 工 生 活 资 料 和 原 料 . 即 自 L：的 劳 动 果 实 .然  
后 直 接 消 费 (至 少 大 部 分 是 这 样 ）》现 在 .这 些 生 活 资 料 和 原 料 都 变

( 5 4 ) 散 见 米 拉 波 《弗 里 德 里 希 大 帝 时 代 的 普 鲁 士 君 主 制 度 》1788年 伦 敦  
版 第 3 卷 第 20、21、10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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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了 商 品 ；租 地 农 场 主 大 批 地 出 售 它 们 . 手 工 工 场 则 成 了 他 的 市 场 》 
另 一 方 面 ，纱 、麻 布 、粗 毛 织 品 ，等 等 (过 去 每 个 农 民 家 庭 都 有 这 些 东  
西 的 原 料 ），以前是农 村的产 品，现 在 转 化 为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产 品 ，农 村 
是这 些东 西的销 售 市场 。以前从 大量独 自经 营 的小生产 者那里就地 
零星地得到供应 的 许 多 分 散 的 买 主 ，现 在 集 中 起 来 ，仅 仅 形成工业 资  
本的 一 个 巨 大 市 场 。(!55)于 是 ，随 着 农 民 的 被 剥 夺 以 及 他 们 变 成 雇 佣  
工 人 , 农 村 的 家 庭 工 业 就 被 消 灭 了 ，农 业 与 一切种 类 的工场 手工业 分 
离 了 。实 际 上 ，只有消灭 农 民的家庭工业 •才能使一个 国 家的国 内 市 
场 获 得 资 本主义 生产 所需要的范围 和结 构 。

但 是 ，真 正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并 没 有 引 起 这 种 根 本 的 改 变 》我 
们 已 经 看 到 ，工 场 手 工 业 只 是 局 部 地 、分 散 地 占 领 一 国 的 工 业 ，它 的 
主 要 基 础 始 终 是 城 市 手 工 业 和 农 村 家 庭 工 业 。它 在 某 种 形 式 下 ，在 
某 些 工业 部 N ，在 某 些 地 方 消 灭 城 市手工业 和农 村家庭工业 ，同时 又 
在 其 他 地 方 使 它 们 重 新 出 现 ，因为 它 需 要 它 们 对 原 料 进 行 最 初 的 加  
工 。因 此 ，它 产 生 了 一 个 新 的 小 农 阶 级 ，这 些 小 农 以 种 地 为 副 业 ，而 
以工业 劳 动 为 主 业 ，把产 品直 接 或 通 过 商 人 卖 给 手 工 工 场 。例如，，伊 
丽 莎白统 治末期的亚 麻种 植业 就是这 样 。这 就是使详 细 研 究英国 历  
史的人 困 惑 不 解 的 原 因 之 一 。实 际 上 ，从 ]5 世 纪 最 后 3 0 多年起怨 55

(55) •‘一 个 农 民 家 庭 在 它 从 事 的 农 业 劳 动 的 间 歇 .通 过 自 己 的 辛 劳 不 知  
不 觉 地 把 20磅 羊 毛 转 化 为 全 家 的 衣 着 ，这 并 不 引 人 注 意 。但 是 ，如 果 您 把 羊 毛  
拿 到 市 场 ，送 进 工 厂 .然 后 送 到 经 纪 人 手 里 ，然 后 再 送 到 商 人 手 里 .那 么 您 就 可  
以 看 到 巨 大 的 商 业 活 动 , 所 用 的 名 义 资 本 会 是 羊 毛 的 价 值 的 2〇倍… … 生产  
阶 级 就 是 这 样 为 了 维 持 不 幸 的 工 厂 人 口 、寄 生 的 商 人 阶 级 和 绝 对 虚 假 的 商 业 制  
度 、货 币 制 度 、财 政 制 度 而 受 人 剥 削 。”（戴 维 • 乌 尔 卡 尔 特 《家 常 话 》1855年 伦  
敦 版 第 120 _ö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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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不 断 （只是有 短 暂 的 中 止 ），抱 怨 资 本 主义 农 业 日益发 展.独 立农 民 
日益被消灭 ，同 时 又 看 到 ，这 些 农 民 不 断 重 新 出 现 .虽 然 他 们 人 数 在  
减 少 ，处 境 日 益 恶 化 。克 伦 威 尔 时 代 是 一 个 例 外 。在 实 行 共 和 制 朗  
间 ,英 国 各 阶 层 的 人 民 群 众 都 从 他 们 在 都 铎 王 朝 时 代 所 陷 人 的 那 种  
衰 落 状 态 中 恢 复 过 来 。

我 们 刚 刚 看 到 . 小 农 的 这 种 再 现 一 部 分 是 T 场 手•+「.业 制 度本身 
的 结 果 ，但 主 要 原 因 是 英 国 有 时 以 种 植 谷 物 为 主 ，有 吋 以 畜 牧 为 主 . 
而 它 们 的 交 替 周 期 有 时 长 达 50年 . 有 时 刚 刚 达 到 2 0 年 。独 自经 营  
的小农 的人数 也随 着 这 种 变 动 而 变 动 。

只 有 大 工 业 才 用 机 器 把 资 本 主 义 农 业 经 营 建 立 在 永 久 的 基 础  
上 ，彻 底 地 剥 夺 了 极 大 多 数 农 村 居 民 ，使农 业 和农 村家庭工业 完全分 
离 ，铲 除 了 农 村 家 庭 工 业 的 根 基 - - 纺 纱 和 织 布 。例 如 :“ 随 着机器 
的 采 用 ，大羊毛工业 从 真 正的工场 手工业 中.从 农 村工业 或家庭工业
的 毁 灭 中产 生出来 。”(；56)戴 维 • 乌 尔 卡 尔 特 大 声 说 ：

“犁 和 轭 为 神 所 发 明 ，而 由 英 雄 使 用 一 •难 道 织 机 、纱 锭 和 纺 车 的 由 来 就 没  
有 这 么 高 贵 吗 ？ 你 们 把 纺 车 和 犁 分 开 ，把 纱 锭 和 轭 分 开 ，结 果 产 生 了 工 厂 和 济  
贫 院 、信 贷 和 恐 慌 . 产 生 了 两 种 敌 对 的 国 民 ，即 农 业 国 民 和 商 业 国 民 。 ”56 (57)

( 5 6 )  塔 克 特 <(劳 动 人 口 今 昔 状 况 的 历 史 》1846年 伦 敦 版 第 ] 卷 第 】42、]43 页 《
( 5 7 )  戴 维 • 乌 尔 卡 尔 特 《家 常 话 》1855年 伦 敦 版 第 122页 。但 凯 里 出 来 了 . 

他 当 然 不 是 没 有 理 由 地 责 备 英 国 ，说 英 国 力 图 把 其 他 所 有 国 家 转 化 为 纯 农 业 闽 . 
而 唯 有 英 国 拥 有 工 厂 垄 断 权 431。 他 认 为 ，土 耳 其 就 是 这 样 被 毁 灭 的 ，因 为 英 国  
“从 来 不 允 许 土 耳 其 的 土 地 所 有 者 和 耕 种 t 把 犁 和 织 机 、锤 和 杷 自 然 地 结 合 起  
来 ，以 巩 固 自 己 的 地 位 ”(《奴 隶 贸 易 》1853年 费 城 版 第 125页 ）。 在 他 看 来 . 乌 尔  
卡 尔 特 本 人 就 是 毁 灭 土 耳 其 的 罪 魁 之 一 .因 为 乌 尔 卡 尔 特 曾 在 土 耳 其 为 英 国 的  
利 益 鼓 吹 过 自 由 贸 易 ，但 是 最 妙 不 过 的 是 ，极 其 钦 佩 俄 国 政 府 的 凯 里 竟 想 利 用  
保 护 关 税 制 度 来 阻 止 I ：业 劳 动 和 农 业 劳 动 的 分 离 过 程 .其 实 它 只 会 加 速 这 个 过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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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从 这 种 必 然 的 分 离 开 始了集体 劳 动 能力的必然的发 展，分 
散 的 、因 循 守 旧 的生产 转 变 为 结 合的、科 学 的 生 产 。完成这 种 分离 的 
机 器 工 业 也 首 先 为 资 本 征 服 r 全部国 内 市场 。

英 国 的 博 爱 主 义 经 济 学 家 （如 约 • 斯 • 穆 勒 、罗 杰 斯 、戈 尔 德  
温 • 斯 密 斯 、福 塞 特 等 人 ）和 自 由 主 义 工 厂 主 丨 如 约 翰 • 布 莱 特 之  
流 ）.像 上 帝 向 该 隐 洵 问 他 的 弟 弟 亚 伯 的 下 落 一 样 ^，向英国 的地主 
问 道 ，我 们 成 千 上 万 的 自 由 农 到 哪 里 去 了 ？然 而 你 们 又 是 从 哪 里 来  
的呢 ？是 从 这 些 自 由 农 的 消 灭 中 来 的 。为 什 么 你 们 不 往 下 问 ，那些 
独 立 的 纺 纱 工 人 、织 布 工 人 以 及 所 有的独 立手工业 者到哪 里去了？



812

第 三 十 一 章

工 业 资 本 家 的 产 生

工 业 (ïï8)资 本家不是像租地农 场 主那样 逐渐 地产 生的■•毫无疑 
问 ，有些行会 师 傅 和 更 多 的 独 立 小 手 工 业 者 ，甚 至 雇 佣 工 人 ，首先转  
化 成 了 尚 未 成 熟 的 资 本 家 ，并 且 由 于 逐 渐 扩 大 对 雇 佣 劳 动 的 剥 削 和  
相 应 的 积 累 .最 后 完 全 蜕 去 了 包 裹 着 资 本 家 的 外 壳 。在中丨 i t 纪 城市 
的 幼 年 时 期 ，逃 跑 的 农 奴 中 谁 成 为 主 人 ，谁 成 为 仆 人 的 问 题 ，多半取 
决 于 他 们 逃 出 来 的 日 期 的 先 后 ，在资 本主义 生产 的幼年时 期，情形往 
往 也 是这 样 。但 是 这 种 方 法 的 乌 龟 爬 行 的 进 度 .无 论 如 何 也 不 能 适  
应 15世 纪 末 各 种 大 发 现 433所 造 成 的 新 的 世 界 市 场 的 贸 易 需 要 》而 
中世纪 已经 留下两 种 资 本，它 们 是在极 不相同的社会 经 济 制度中成长  
的 ，而乱 在现 代以前 . 独 自垄 断 着资 本的地位。这 就 是高利贷 资 本和 
商 业 资 本 。一位没 有注意到商业 资 本的作用的英国 作者说 ：

“现 今 ，社 会 的 一 叻 财 富 首 先 落 人 资 本 家 f-中 … … 他 对 土 地 所 冇 者 支 付 地  
租 ，对 劳 动 者 支 付 工 资 ，对 征 税 荇 支 付 赋 税 和 丨 丨 - 税 ，而 留 给 自 己 的 足 年 劳 动 产  
品 的 很 大 一 部 分 ，其实 楚最 大 的 ifii且 日 益 增 长 的 - 部 分 》 观 在 ，资 本 家 》了以看 
做 是 全 部 社 会 财 富 的 最 先 所 有 # , 虽 然 没 有 任 何 一 项 法 律 给 T 他 这 种 所 荷

( 5 8 ) 这 里 的 “ 工 业 ” 一 词 是 在 相 对 意 义 上 使 用 的 。就 “ 范 畴 ” 的 含 义 来 说 ,  

租 地 农 场 主 和 工 厂 主 一 样 ，也 是 工 、J k 资 本 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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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 所 有 权 方 面 的 这 种 变 化 是 由 于 放 高 利 贷 而 产 生 的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整 个 欧 洲 的 立 法 者 都 想 用 取 缔 高 利 贷 的 法 律 来 阻 止 这 件 事 … … 资 本 家 支 配  
国 家 的 全 部 财 富 的 权 力 是 所 有 权 上 的 一 种 彻 底 的 革 命 ;然 而 这 个 革 命 是 靠 哪 - - 
项 法 律 或 t 哪 一 套 法 律 来 实 行 的 呢 ? ”(「>9)

这 位 作 者 应 当 说 ，革 命 不 是 靠 法 律 制 造 出 来 的 。
农 村的封建制度和城市的行会 组 织 妨碍着通过 高利贷 和商业 这  

两 条 道路形成的货 币 资 本转 化为 工业 资 本。这 些障碍随 着封建家臣 
的 解 散 、农 民 的 被剥 夺 和一部分被驱 逐而消失。但 是 , 我们 可以从 下 
述事实 中看到商人在转 化为 既 是生产 者又是商人的人时 所遇到的反 
抗 :在 1794年 ，利兹 城的小织 布 业 者 还 派 代 表 请 求 议 会 制 定 法 律 ，禁 
止任何商人成为 工厂 主。(eü>因此•新的工场 手工业 宁 愿建立在作为  
出门 中心的沿海港丨 I或不受城市自治制度及其行会 制度控制的内 陆  
地 区 《 W此 ，在 英 国 ，在享有公会 特权 的旧 城市和这 些新的工业 培养  
所之问 进 行了激烈的彳 •争 《在 其 他 国 家 ，例 如 在 法 国 ，这 些工业 培养  
所 是 处 在 H 王的特殊保护 之下的。

美洲金银 产 地的发 现 ，土 著 居 民 的 被 奴 役 、被埋葬于矿 井和%剿 
灭 . 对 东 印度幵 始进 行 的 征 服 和 掠 夺 ，非 洲 变 成 猎 获 黑 人 的 商 业 饲  
养 场  这 就是标 志着资 本主义 时 代曙光的田园 诗 式的原始积 累过
f t L 紧 接 着 爆发 了以整个 地球为 战 场 而 进 行的商业 战 争 。这 场 战 争  
以 尼 德 t 反对 两 班牙的暴动 434开 始 .在 英 国 的 反 对 法 国 革 命 的 十 字  
率东 征349中 具 冇 巨 大 的 规 模 . 在 3 代 .以 海 盗 船 远 征 的 形 式 继 续 下  
去 ，著名的反对 中国 的鸦 片战 争 就是一个 例子4

(「>!)).. «ïkr产 的丨 '=丨 然 权 利 和 人 为 权 利 的 比 较 》]832年 伦 敦 版 第 98、M_页 。, 
这 •匿 名 苦 作 的 作 者 是 托 • 霍 古 斯 金 .

( W ) 艾金 K 生《曼 沏 斯 特 市 外 30 -4 0英 里 范 围 内 的 郊 区 》1795年 伦 敦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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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本 主 义 时 代 产 生 的 原 始 积 累 的 不 同 方 法 ，当 初多少是按时 间  
顺 序 分 配 在 葡 萄 牙 、西 班 牙 、荷 兰 、法 国 和 英 国 .甚 至 英 国 在 17世纪  
的 最 后 3 0 多 年 里 ，把 所 有 这 些 方 法 结 合 在 一 起 ，变 成 一个 同时 包括 
殖 民 制 度 、国 家 信 贷 、现 代 财 政 、保 护 关 税 制 度 的 完 整 体 系 。这 些方 
法 一 部 分 是 以 使 用 暴 力 为 基 础 的 ，但 所 有 这 些 方 法 都 毫 无 例 外 地 利  
用 了 国 家 权 力 ，也 就 是 利 用 集 中 的 、有 组 织 的 社 会 暴 力 ，来 大力促进  
从 封建经 济 制度向资 本主 义 经 济 制 度 的 转 化 并 缩 短 过 渡 时 期 。暴力 
是 每 一 个 临 产 的 旧 社 会 的 助 产 婆 。暴 力 就 是 一 种 经 济 动 因 。

‘ 关 于 基 督 教 殖 民 制 度 ，有 一 个 由 于 对 基 督 教 虔 诚 而 非 常 出 名 的  
人 ，威 • 豪 伊 特 曾 这 样 说 过 ：

“ 所 谓 的 基 督 教 人 种 在 世 界 各 地 对 他 们 所 能 奴 役 的 一 切 民 族 所 采 取 的 野 蛮  
和 残 酷 的 暴 行 ，是 世 界 历 史 上 任 何 时 期 ，任 何 野 蛮 愚 昧 和 残 暴 无 耻 的 人 种 都 无  
法 比 拟 的 。 ” ( s l )

荷 兰 —— 它 是 17世 纪 标 准 的 资 本 主 义 国 家  经 营 殖民地的
历 史 展 示 出 一 幅 残 杀 、背 信 弃 义 、贿 赂 、卑 鄙 行 为 的 绝 妙 图 画 ” 61 (62)。

最 有 代 表 性 的 是 ，荷 兰 人 为 了 使 爪 哇 岛 得 到 奴 隶 而 在 西 里 伯 斯  
岛 实 行掠夺 当 地 人 的 制 度 。他们 专 门 训 练 了一批人员 来 进 行这 种 新 
式 的 诱 拐 。盗 贼 、译 员 、贩 卖 人 就 是 这 种 交 易 的 主 要 代 理 人 ，土著王 
子 是 主 要 的 贩 卖 人 。瘅 夺 来 的 青 年 在 装 上 奴 隶 船 以 前 ，被关 在西里

( 6 1 )  威 廉 • 豪 伊 特 《殖 民 和 基 督 教 .欧 洲 人 对 待 所 有 殖 民 地 人 民 的 通 俗  
历 史 》〖8 3 _ 8年 伦 敦 版 第 9 页 。关 于 对 奴 隶 的 待 遇 ，沙 尔 • 孔 德 在 其 《立 法 论 I  

( 1 8 3 7 年 布 鲁 塞 尔 第 3 版 ) 中 收 集 了 很 多 材 料 》要 想 知 道 资 产 者 在 其 能 够 随 心  
所 欲 地 按 照 自 己 的 形 象 来 塑 造 世 界 的 地 方 , 把 自 己 和 劳 动 者 变 成 了 什 么 .就 必  
须 仔 细 研 究 这 部 著 作 。

( 6 2 )  前 爪 哇 岛 副 总 督 托 马 斯 • 斯 坦 福 • 拉弗尔 斯《爪哇 史》1 8 1 7 年伦 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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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斯 的 秘 密 监 狱 中 。
—份 官 方 报 告 说 ：

“ 例 如 ，望 加 锡 这 个 城 市 到 处 都 是 秘 密 监 狱 ，一座 比 一 座 恐 怖 ，里 面 挤 满 了  
不 幸 的 人 ，贪 欲 和 暴 政 的 牺 牲 者 ，他 们 戴 着 镣 铐 ，被 强 行 和 家 人 分 离 。 ”

荷 兰 人 为 了 霸 占 马 六 甲 ，曾 向 葡 萄 牙 的 总 督 行 贿 。1641年总 督 
允许 他们 进 城。他 们 立 即 到 总 督 住 宅 把 他 杀 了 ，从 而 就 节 省 …… 支 
付 21 875镑 ，即 总 督 背 叛 的 酬 金 。他 们 走 到 哪 里 ，那 里 就 变 得 一 片  
荒 芜 . 人烟稀少。爪 哇 的 巴 纽 旺 宜 省 在 1750年 有 8 万 多 居 民 .而 到  
18] 1 年 只 有 8 000人 了 。这 就 是 温 和 的 商 业 ！

英国 东 印度公司98除 了 拥 有 政 治 统 治 权 外 ，还 拥 有 茶 叶 贸 易 、 
同 中 国 的 贸 易 和 对 欧 洲 和 亚 洲 之 间 往 来 的 货 运 的 垄 断 权 。而印度 
的 沿 海 航 运 和 各 岛 屿 之 间 的 航 运 以 及 印 度 内 地 的 贸 易 .却 为 公 司  
的 高 级 职 员 所 垄 断 。对 盐 、鸦 片 、槟 榔 和 其 他 商 品 的 垄 断 权 成 了 财  
富 的 取 之 不 尽 的 矿 藏 这 些 职 员 自 定 价 格 ，任 意 勒 索 不 幸 的 印 度  
人„ 总 督 参 与 这 种 私 人 买 卖 。他 的 宠 信 们 是 在 使 他 们 这 些 比 炼 金  
术 士 聪 明 的 人 们 能 从 无 中 生 出 金 来 的 条 件 下 接 受 契 约 的 》 巨额 财  
产 像 雨 后 春 笋 般 地 增 长 起 来 ，原 始 积 累 在 不 预 付 一 个 铜 板 的 情 况  
T 进 行 。沃 伦 • 哈 斯 丁 的 审 判 记 录 中 有 很 多 这 样 的 实 例 。举 d 个  
例 子 来 说 。有 一 个 名 叫 沙 利 文 的 人 • 当 他 因 公 出 差 到 印 度 一 个 离  
鸦 片 产 地 很 远 的 地 区 时 ，接 受 了 一 项 鸦 片 契 约 。沙 利 文 以 4 万镑  
把 他 的 契 约 卖 给 一 个 名 叫 本 恩 的 人 ，本 恩 又 在 当 天 以 6 万镑 把 它  
转 奕 出 去 . 而 这 张 契 约 的 最 后 购 买 者 和 履 行 者 声 称 ，他 从 中 还 赚 了  

-大 笔 钱 。根 据 一 个 呈 报 议 会 的 表 报 .从 1757年 到 1766年 ，东 印 
度 公 司 和 它 的 职 员 仅 以 无 偿 赠 与 的 名 义 就 从 印 度 人 那 里 夺 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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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万 镑 ！在 1769年 到 1770年 间 ，英 国 人 用 囤 积 全 部 大 米 ，不出 
骇 人 听 闻 的 高 价 就 拒 不 出 售 的 办 法 制 造 了 一 次 饥 荒 。 (63)

在 像 西 印 度 那 样 专 营 出 口 贸 易 的 种 植 殖 民 地 ，以及在像东 印度 
和墨西哥那样 落入贪 婪 的欧 洲冒险 家手中的资 源丰 富人口稠密的国  
家 里 ，土 著 居 民 的 境 遇 当 然 是 最 可 怕 的 。但 是 ，即 使 在 真 正 的 殖 民  
地 ，原 始 积 累 的 基 督 教 性 质 也 是 无 可 否 认 的 。那 些 节 俭 的 新 教 阴 谋  
家 ，清 教 徒43S, 1703年 在 他 们 的 议 会 法 令 中 决 定 ，每剥 一 张 印 第 安 人  
的 头 盖 皮 和 每 俘 获 一 个 红 种 人 都 给 赏 金 4 0 镑 ；1722年 ，赏 金提高到 
100镑 ; 1744年 马 萨 诸 塞 湾 的 一 个 部 落 被 宣 布 为 判 匪 以 后 ，规 定了这  
样 的 赏 格 :每 剥 一 个 12 岁 以 上 男 子 的 头 盖 皮 得 100镑 ，每俘 获 一个  
男 子 得 105镑 ，每 俘 获 一 个 妇 女 或 儿 童 得 55 镑 ，每 剥 一 个 妇 女 或 儿  
童 的 头 盖 皮 得 50 镑 ！ 3 0 年 后 ，这 些 虔 诚 的 朝 圣 者 436的子孙 成了叛 
匪 ，殖民制度 的 残 酷 暴 行 又 落 到 了 他 们 的 头 上 。英 国 议 会 曾 宣 布 ，用 
经 过 训 练 的 警 犬 来 驱 逐 反 叛 的 殖 民 者 ，以及出钱 收买 印第安人的头  
盖皮是“上帝和自然赋 予 它 的 手 段 ” 。

殖 民 制 度 大 大 地 促 迸 了 航 运 和 贸 易 的 发 展 。它 创 立 了 商 业 公  
司 ，这 些 商 业 公 司 由 政 府 授 予 垄 断 权 和 特 权 ，成为 资 本积 聚的强有力 
的 手 段 。殖民地制度为 新兴 的工场 手工业 保证 了销 售 市 场 。这 些工 
场 手工业 的积 累能力 i l 过 对 殖 民 地 『ff场 的 垄 断 成 倍 增 长 了 。在欧 洲 
以外直接靠 变 成奴隶 的土著居民的强制劳 动 、贪 污 、掠 夺 和 杀 人越货  
而夺 得的财 宝 ，源 源 流 人 宗 主 国 ，在 这 里 转 化 为 资 本 。第一个 充分发  
展 了 殖 民 制 度 的 荷 兰 ，在 1648年就已达 到了它 的姑盛时 期。它 ILf-

( 6 3 )  1 8 6 6 年 仅 奥 黾 萨 一 个 邦 就 饿 死 了 〗0 0 多 万 印 度 人 。尽 管 如 此 ，有人
仍 力 图 以 高 价 把 粮 食 卖 给 耶 些 快 要 饿 死 的 人 ，借 此 来 Æ 实 印 度 的 国 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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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 占了东 印度的贸 易及欧 洲西南部和东 北部之间 的商业 往来 。它 的 
渔 业 、海 运 业 和 工 场 手 工 业 ，都 胜 过 任 何 别 的 国 家 。这 个 共和国 的资  
本也许 比整个 欧 洲其余地区 的资 本总 和还 要多437。

现 在 ，工 业 上 的 霸 权 带 来 商 业 上 的 霸 权 ，但在真 正的工场 手工业  
时 期 ，却 是 商 业 上 的 霸 权 造 成 了 工 业 上 的 霸 权 。所 以 殖 民 制 度 在 当  
时 起 着决 定性作用。“一 位 外 来 的 神 把 自 己 安 置 在 祭 坛 上 ” ，与 欧 洲 
旧 的偶像并 列 ;“忽 然 有 一 天 ，他 用 胳 膊 肘 推 了 他 的 同 伴 们 一 下 ，于是 
啪 嚓 一 声 ，所有的偶像都倒下来 ” 。438

公 共 信 用 制 度 ，即 国 债 制 度 ，在中世纪 的热 那亚 和威尼斯就已产  
生 , 到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流 行 于 整 个 欧 洲 。殖 民 制 度 以 及 它 的 海 外 贸  
舄 和商业 战 争 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温 室。所以公共信用制度首先在荷 
兰 确 立起来 。国 债 ，即 国 家 的 让 渡 ，不 论 是 在 专 制 国 家 ，立 宪 国 家 ，还  
是 共 和 国 家 ，总 是 给 资 本 主 义 时 代 打 下 自 己 的 烙 印 。在 所 谓 国 民 财  
富 中 , 真 正 为 现 代 人 民 所 共 有 的 唯 一 部 分 ，就 是 他 们 的 国 债 。(64>因 
此 .一 个 国 家 的 人 民 负 债 越 多 就 越 富 这 一 现 代 学 说 丝 毫 也 不 值 得 奇  
怪 , ， 公 共 信 用 成 了 资 本 的 信 条 。因 此 ，自国 债 产 生以后，唯一不可饶  
恕 的 罪 恶 . 已不 再 是 亵 渎 圣 灵 ，而 是 不 相信国 债 。 (65)

国 债 成 r 原 始 积 累 的 最 强 有 力 的 手 段 之 一 。它 像 挥 动 魔 杖 一

( f i l ) 威 廉 . 科 W 特 指 出 . 英 国 的 • 切 公 共 的 东 西 都 被 称 为 皇 家 的 .但 是  
作为 补 偿 •债 是国 家的

( 6 . T ) 在 第 二 次 投 石 党 人 战 争 的 最 紧 急 的 时 刻 ，比 西 • 拉 布 丹 为 了 成 立 一  
个 不 W  . 要:求 拨 给 “ 涅 弗 尔 努 i l：的 来 交 纳 的 人 头 税 ” 和 盐 税 ，马 扎 里尼丨 2 |答 说 : 

•‘ f U f ê 这 是 叻 实 《丨 行的办 法，不 过 这 ' W 都 要 用 于 向 巴 黎 市 政 厅 支 付 年 金 ：因此 
用 这 些 钱 来 征 砖 是 荒 唐 的 ；+ 应 该 激 怒 年 金 收 取 者 来 反 对 我 和 您 / ’ （比 西 • 拉  
布圩 伯爵《N 忆 录  > 丨 7 5 1 年 阿 姆 斯 特 丹 新 版 第 1 卷 第 1邱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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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使 不 生 产 的 货 币 具 有 了 生 殖 力 . 这 样 就 使 它 转 化 为 资 本 .而 又 用  
不 着 承 担 投 资 于 工 业 甚 至 私 人 高 利 贷 时 所 不 可 避 免 的 风 险 和 纷 争 。 
国 债 债 权 人 实 际 上 并 没 有 付 出 什 么 .因 为 他 们 的 转 化 为 容 易 转 让 的  
国 债 券 的 本 金 ，在 他 们 手 里 所 起 的 作 用 和 N a 现 金 一 样 。于是就有 
了 这 样 产 生 的 有 闲 的 食 利 者 阶 级 .充 当 政 府 和 国 民 之 间 中 介 人 的 金  
融 家 就 大 发 横 财 ， 包 税 者 、商 人 和 私 营 工 厂 主 同 样 也 大 发 横 财 ，
他 们 把 每 次 国 债 的 一 大 部 分 当 做 从 天 iw降 的 资 本 来 利 用 . 撇 开  
这 些 不 说 ，国 债 还 使 股 份 公 司 、各 种 有 价 证 券 的 交 易 、冒 险 活 动 、投机 
买 卖 ，总 之 ，使交易所 投 机 和 现 代 的 银 行 统 治 兴 盛 起 来 。

用 国 家 的 名 义 装 饰 起 来 的 大 银 行 ,从 一 产 生 起 就 只 不 过 是 私 人  
投 机 家 的 公 司 ，它 们 与 政 府 并 立 ，依靠 从 政府那里取得的特权 能够 把 
公 众 的 货 币 贷 给 政 府 。因 此 .国 债 积 累 的 最 准 确 的 尺 度 就 是 这 些 银  
行 的 股 票 的 不 断 涨 价 .这 些 银 行 的 充 分 发 展 是 从 英 格 兰 银 行 的 创 立  
(1694年 ) 开 始的。英 格 兰 银 行 一 开 始 就 以 8%的利率把它 的全部货  
币 资 本 贷 给 政府 ; 同 时 它 由 议 会 授 权 用同一资 本铸 造货 币 . 这 同--资  
本 又 以 银 行 券 的 形 式 贷 给 公 众 。它 可 以 把 这 些 银 行 券 投 人 流 通 ，并  
用 来 办 理 期 票 贴 现 、发 放 货 物 抵 押 贷 款 、购 买 贵 金 属 。过 了 不 久 ，这  
些 由 银 行 自 己 制 造 的 信 用 货 币 又 变 成 了 铸 币 ，英格兰 银 行用这 些铸  
币 贷 款 给 国 家 并 代 国 家 支 付 公 债 利 息 。它 一 只 手 拿 出 去 • 另 -只于- 

拿 更 多 的 进 来 . 这 还 不 够 ; 当 它 拿 迸 来 时 .它 仍 然 是 国 民 的 永 远 债 权  
人 ，直 到 最 后 一 个 铜 板 付 清 为 止 „ 它 逐 渐 成 了 国 家 的 贵 金 属 必 然 贮  
藏所和 全 部 商 业 信 用 的 重 心 。在 英 国 . 4 人 们 禁止焚杀 女巫的时 候， 
却 开 始绞 死伪 造银 行券者a

为 了 了 解 银 行 巨 头 、金 融 家 、食 利 t 、经 纪 人 、证 券 投 机 家 、大实  
业 家 和 交 易 所 的 豺 狼 这 一 伙 人 的 突 然 兴 起 .对 同 时 代 人 曾 产 生 怎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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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影 响 ，必须 阅 读 当 时 的著作如博林布罗 克的著作 。 (66)

随 着 国 债 的 产 生 ，国 际 信 用 制 度 出 现 了 。国 际 信 用 制 度 常 常 隐  
藏 着 这 个 或 那 个 国 家 原 始 积 累 的 源 泉 之 一 。例 如 ，由于没 落的威尼 
斯 以 巨 额 货 币 贷 给 荷 兰 ，威 尼 斯 的 劫 掠 和 暴 力 就 是 荷 兰 资 本 财 富 的  
基 础 。荷 兰 的 工 业 霸 权 和 商 业 霸 权 在 17世 纪 末 也 没 落 了 ，它 只得通 
过 向 外 国 提 供 贷 款 的 办 法 来 使 自 己 的 巨 额 资 本 增 殖 ，尤 其 是 从 1701 

至 1776年 期 间 向 它 的 胜 利 的 竞 争 者 英 国 提 供 贷 款 。现 在 英 国 和 美  
国 之间 也有类 似的情形。今 天 出 现 在 美 国 的 许 多 身 世 不 明 的 资 本 ， 
仅 仅 在昨天还 是在英国 资 本化了的工厂 儿 童的血液。

因 为 国 债 是 依 靠 国 家 收 人 来 支 付 年 利 息 ，所 以 现 代 税 收 制 度 就  
成 为 国 债 的 必 然 结 果 。借 债 使 政 府 可 以 应 付 额 外 的 开 支 ，而纳 税 人 
又 不 会 立 即 有所感觉 ，但 借 债 最 终 还 是 要 求 提 高 税 收 。另 一 方 面 ，由 
于 债 务 的 不 断 积 累 而 引 起 的 增 税 ，又迫使政 府 在 遇 到 新 的 额 外 开 支  
时 ，总 是 要 借 新 债 。因 此 . 一 开 始 就 以 对 必 要 生 活 资 料 的 课 税 （因而 
也是以它 们 的昂 贵 )为 轴 心 的 现 代 财 政 制 度 ，本身就包含着税 收自行 
增 加 的 萌 芽 s 过 重 的 课 税 并 不 是 一 件 偶 然 的 事 情 ，而 是 一 个 暸 则 。 
因 此 , 在 首 先 建 立 这 种 制 度 的 荷 兰 ，大 爱 国 者 德 • 维 特 在 他 的 箴  
言439中对 这 种 制 度 备 加 赞 扬 ，把 它 说 成 是 促 使 雇 佣 工 人 服 从 、俭 朴 、 

勤 勉 和 ……从 事 过 度 劳 动 的 最 好 制 度 。但 这 里 ，我 们 所 关 心 的 ，与 其 
说 是 这 种 制 度 对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的 破 坏 性 影 响 ，不如说 是它 所引起的 
对 农 民 、手 X 业 者 ，一 句 话 ，对 一 切 中 等 阶 级 下 层 分 子 的 暴 力 剥 夺 。 
关 于 这 一点，甚至在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中间 也没 有异 议 。现 代财 政制

(fifi) “ 如 果 鞑 靼 人 充 满 了 今 日 的 欧 洲 ，要 使 他 们 理 解 我 们 这 里 的 金 融 家 是  
什 么 ，会 是 很 困 难 的 / ’ ( 孟德斯鸠 《论 法 的 精 神 》] 7 6 9 年 伦 敦 版 第 4 卷 第 3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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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剥 夺 作用 .被这 一制度的一个 组 成部分即 保护 关 税 制度加强了。
国 债 和与 之相适应 的财 政制度在财 富的资 本化和对 群众 的剥 夺  

中 所 起 的 重 大 作 用 ，使 科 贝 特 、道布尔 迪等一大批著作家错 误 地在国  
债 和 财 政制 度 中 寻 找 现 代 人 民 贫 困 的 根 本 原 因 。

保 护 关 税 制 度 是 制 造 工 厂 主 、剥 夺 独 立 劳 动 者 、使劳 动 工具和劳  
动 的 物 质 条 件 资 本 化 、强 行 缩 短 从 传 统 生 产 方 式 向 现 代 生 产 方 式 的  
过 渡 的 一 种 人 为 手 段 。欧 洲各国 为 了获 得保护 关 税 主义 的荣 誉 而勾 
心 斗 角 ，它 们 一旦为 剩余价值 谋 取者效劳 .就不会 满 足于间 接通过 保 
护 关 税 ，直 接 通 过 出 口 补 助 金 和 国 内 专 卖 权 等 来 对 本 国 人 民 敲 骨 吸  
髓 。在 附 属 它 的 邻 国 里 ，它 用 暴 力 摧 毁 一 切 工 业 ，例如英格兰 通过 议  
会 的强 制 命 令 摧 毁 了 爱 尔 兰 的 毛 纺 织 工 场 手 工 业 。在柯尔 培尔 已经  
开 了先例44ü的 欧 洲 大 陆 上 ，制 造 工 厂 主 的 过 程 更 是 大 大 地 简 化 了  
在 那 里 ，国 库 往 往 是 具 有 魔 力 的 财 源 ，原 始 资 本 从 那 里 以 预 付 的 形  
式 、甚 至 以无偿 赠 与 的形式直接流人工厂 主的手中。米 拉 波 喊 道 ：

“ 为 什 么 要 追 溯 到 那 么 远 去 寻 找 战 前 ① 萨 克 森 工 场 手 工 业 繁 荣 的 原 因 呢 ? 

只 要 看 看 君 主 们 制 造 的 18  0 0 0 万 国 债 就 行 了 ！ ” (6 7 )

殖 民 制 度 、国 债 、征 税 、工 业 保 护 制 度 、商收战 争 等等  所有这
些 真 正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的 嫩 芽 ，在大 工 业 的 幼 年 时 期 郎 大 大 地 成 长  
起 来 了 。大 工 业 是 以 残 杀 无 辜 者 、大 规 模 掠 夺 儿 童 来 庆 贺 自己的诞  
生 的 。像皇家海军 强征水兵一样 .新工厂 也是强行招收工人的

( 6 7 ) 米 拉波《弗 里 德 ！H 希 大 帝 时 代 的 普 鲁 十 君 主 制 度 》1 7 8 8 年 伦 敦 版 第 (; 

卷 第 1 0 】页 。

① 这 里 指 的 是 1 7 5 6 -  1 7 6 3 年 的 七 年 战 争 编 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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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 管 弗 • 莫•伊登爵士对 于三个 世纪 以来 由于剥 夺 农 村居民而 
造 成 的 惨 象 . 处 之 泰 然 ，尽 管 他 对 于 为 建 立 资 本 主 义 农 业 以 及 “ 确 定 
耕地和牧场 的合理比例”所 “必需的 ”这 一 历 史 悲 剧 表 示 满 意 ，然而他 
对 于为 了使工场 手工业 生产 转 化为 机器生产 以及确 定资 本和劳 动 力 
的 合 理 比 例 而 必 须 掠 夺 和 奴 役 儿 童 这 一 点 ，却 没 有 对 经 济 必然性表 
现 出这 种 清 醒 的 理 智 。他 说 ：

“ 公 众 也 许 有 必 要 考 虑 一  T 这 个 问 题 : 如 果 --种 工 场 手 工 业 只 有 掠 夺 小 屋  
和 贫 民 习 艺 所 中 的 贫 苦 儿 童 , 并 让 他 们 成 群 结 队 地 轮 班 劳 动 大 半 夜 而 得 不 到 休  
息 . 才 能 顺 利 地 经 营 r 去 ，如 果 -• 种 工 场 手 工 业 把 不 同 年 龄 和 不 同 爱 好 的 男 女  
混 杂 在 一 起 ，以 致 通 过 实 例 的 传 染 必 然 造 成 道 德 败 坏 ，荒 淫 放 荡 . 这 样 一 种  
工 场 f -工 业 难 道 能 够 增 加 国 家 和 个 人 的 幸 福 的 总 和 吗 ?  S 8 )

本 人 是 纺 纱 、|卜.者 的 菲 尔 登 写 道 ：

••在 德 比 郡 、诺 丁 汉 郡 J Ü J ：在 兰 汗 夏 郡 .沿 着 能 够 推 动 水 乍 的 河 流 修 建 的  
大丁. 厂 ，采 用 了 最 新 发 明 的 机 器 „ 这 些 远 离 城 市 的 地 方 ,突 然 需 要 成 千 上 万 的  
人 宇 ; 其 中 以 当 时 人 「I 较 少 、土 地 贫 瘠 的 兰 开 夏 郡 最 需 要 人 。普 遍 需 要 手 指 细  
小 而 灵 巧 的 儿 童 . f 是 . 从 伦 敦 、伯 明 翰 等 地 的 教 区 贫 民 习 艺 所 招 收 学 徒 之 风  
盛行一則 • „ 成 千 上 万 这 种 从 7 岁 到 1 3 、1 4 岁 的 无 依 无 靠 的 儿 童 , 就 这 样 被 运 到  
北 力 去 。通 常 ，主 人 〈即 掠 夺 儿 童 的 人 〉要 供 给 自 己 的 学 徒 衣 食 • 让 他 们 住 在 工  
厂 附 近 专 门 的 房 子 里 。他 们 在 劳 动 时 要 受 到 监 工 监 督 。这 些 苦 役 犯 看 守 人 的  
I 资 和从 儿 童身丨 •.榨 取 的 产 品 量 成 ÏÏ•:比 ，因 此 他 们 的 兴 趣 是 比 儿 童 尽 量 多 T  

活 。结 采 必 然 是 残 酷 虐 待 … … 在 许 多 工 厂 区 . 尤 其 是 在 兰 开 夏 郡 ，这 些 任 凭  
X  r 主 支 配 的 尤 依 无 _ 的 尤 辜 儿 童 ，遭 到 了 极 其 残 忍 的 折 磨 。他 们 被 过 度 的 劳  
动 折 磨 得 精 疲 力 尽 ，他 们 被 鞭 打 . 戴 上 镣 铐 • 受 尽 挖 空 心 思 的 残 酷 虐 待 》当 他们  
波 饥 饿 折 磨 得 奄 奄 一 息 时 . 常 常 还 用 皮 鞭 催 他 们 干 活 。他 们 有 时 甚 至 被 逼 得 自  
杀 ！… … 德 比 郡 、 r 汉 郡 和 六 开 夏 郡 的 那 》 美 丽 而 浪 漫 的 山 咎 ，竟 成 为 对  
人 施 加 令 人 发 指 的 暴 行 . 甚 至 加 以 虐 杀 而 不 受 处 罚 的 恐 怖 地 方 ！… … 工厂 主

((« > 伊登《贫 民 的 状 况 》1 ? 9 _7 '4 •:伦 敦 版 第 2 _ 接 第 ] 章 第 _420 - _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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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利 润 是 t i À 的 。似 这 只 能 燃 起 他 们 狼 一 般 的 贪 欲 。他 们 开 始 实 行 夜 间 劳 动 . 

就 是 说 ，在 做 t l 工 的 一 批 工 人 精 疲 力 尽 之 后 .他 们 已 经 准 备 好 另 一 批 工 人 去 做  
夜 工 ; 夜 班 工 人 刚 下 床 . 「I 班 1 :人 就 躺 上 去 • 然 后 再 反 过 来 ，兰 开 ® 郡 流 行 一 句  
俗 语 : 床 永 不 凉 。 ” (6 9 )

随 着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在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的 发 展 ，欧 洲 的 舆 论 丢 掉  
了 最 后 一 点 良 心 和 羞 耻 心 „ 各 国 恬 不 知 耻 地 夸 耀 -切 加 速 资 本 积 累  
的 卑 鄙 行 径 》例 如 ，读 一 读 老 实 人 亚 • 安德森的天真 的商业 编 年史。 
这 个 正直的人把下面的事实 当 做英国 国 策的一种 机智的行为 而倍加 
赞 扬 :英 国 在 乌 得 勒 支 和 谈 时 通 过 阿 西 恩 托 条 约 从 西 班 牙 人 手  
里夺 走了经 营 非洲 和 西 班 牙 美 洲 之 间 贩 卖 黑 人 的 特 权 ，而 在 此 以 前 . 
英 国 只 经 营 非 洲 和 英 属 西 印 度 之 间 的 这 种 买 卖 。 英 国 获 得 r 到 
1743年 为 止 每 年 供 给 西 班 牙 美 洲 4 800个 黑 人 的 权 利 。这 同时 义 为  
英 国 的走私大 业 提 供 了 公 开 的 掩 护 》黑人贸 易为 利物浦的繁荣 打下

( 6 9 ) 约 翰 • 菲 尔 登 《工 厂 制 度 的 祸 害 》1 8 3 6 年 伦 敦 版 第 5 、6 页 。关 于工 
厂 制 度 的 早 期 的 丑 恶 ，见 艾 金 医 生 （1 7 9 5 年 ) 《曼 彻 斯 特 市 外 S O - -  4 0 英 型 范 围  
内 的 郊 区 》第 2 1 9 页 . 以 及 吉 斯 伯 恩 《论 大 不 列 颠 社 会 上 层 和 中 层 阶 级 人 们 的 义  
务 》1 7 9 5 年 版 第 2 卷 。 一 - 于 蒸 汽 机 使 工 厂 从 农 村 冇 河 流 的 地 方 搬 到 城 市 中  
心 喜 欢 禁 欲 ” 的 剩 余 价 值 谋 取 者 现 在 随 手 就 可 以 找 到 童 工 .而 不 必 从 贫 民 习  
艺 所 征 用 了■■一 4 罗 • 皮 尔 爵 士 ( 诡 辩 大 臣 的 父 亲 ）于 1 8 1 5 年 提 出 保 护 儿 童
法 案 时 . 弗 • 霍 纳 ( 李 嘉 图 的 密 友 ) 在 下 院 引 证 下 述 事 实 说 : “ 大 家 都 知 道 . 最 近 ， 
有 一 帮 工 厂 儿 童 ( 如 果 可 以 这 样 说 的 话 ) 被 列 为 一 个 破 产 者 的 财 产 的 一 部 分 ，同 
他 的 动 产 一 起 公 开 拍 卖 ，并 且 卖 掉 了 。 两 年 前 < 1 8 1 3 年 > 王 座 法 院 441受 跸 一 件  
令 人 愤 慨 的 案 子 。这 是 一 件 关 于 一 批 儿 童 的 案 子 。伦 敦 一 个 教 区 把 这 批 儿 童  
交 给 一 个 工 厂 主 , 这 个 工 厂 主 又 把 他 们 转 让 给 另 一 个 工 厂 主 。最 后 ，一 些 慈 善  
家 发 现 这 些 儿 童 处 于 绝 对 饥 饿 的 状 态 。当 我 是 议 会 调 査 委 员 会 的 成 员 时 ，我还  
知 道 另 一 个 更 令 人 愤 慨 的 案 件 ，几 年 前 .伦 敦 某 一 教 区 和 一 个 工 厂 主 签 订 了 一  
项 合 同 . 规 定 这 个 工 厂 主 每 购 买 2 0 个 身 体 和 智 力 健 全 的 儿 童 ，必 须 购 买 一 个  
白 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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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础 。人肉买 卖 是这 个 正 教 城市进 行原始积 累的唯一方法。 直到 
目前为 止，利 物 浦 受 尊 敬 的 人 仍 然 赞 扬 奴 隶 贸 易 的 特 殊 美 德 ;“ 奴隶  
贸 易 使 企 业 精 神 达 到 了 狂 热 . 产 生 了 出 色 的 海 员 ，带 来 了 巨 额 的 金  
钱 。” (7n)利 物 浦 用 于 奴 隶 贸 易 的 船 只 ， 1730年 15 艘 ，1751年 5 3 艘 . 

1760 年 74 艘 ，1770 年 ％ 艘 ，1792 年 132 艘 。
当 棉 纺 织 工 业 在 英 国 采 用 儿 童 奴 隶 制 的 时 候 ，它 同 时 在 美 国 促  

使 过 去 多 少 带 有 家 K：制性质 的黑人买 卖 转 化为 一种 商业 性的剥 削制 
度 。总 之 •欧 洲的隐 蔽的雇佣 工人奴隶 制•需要以新大陆 的赤棵 裸的 
奴隶 制作为 基础 „* (71)

这 是 多 么 艰 难 的 事 情 ！我们 为 了取得我们 的成就付出了多大的 
代 价 ！为 了使资 本主义 生产 的“永 恒 的 自 然 规 律 ’’畅 通 无 阻 .为 了 使  
劳 动 者 同 劳 动 条 件 分 离 .把 劳 动 条 件 转 化 为 资 本 ，把人民群众 转 化为  
雇 佣 「人 ，转 化 为 劳 动 贫 民 这 一 艺 术 杰 作 .现 代 史 的 这 一 最 高 创 造  
物 (72)，我 们 经 受 了 多 少 苦 难 443! 如 果 按 照 奥 日 埃 的 说 法 ，“ 货 币 来

(7〇) 参 ！Al前 面 所 引 1795年 出 版 的 艾 金 医 生 的 苫 作 。
(71)  1 7 9 0 年 ，奴 隶 与 自 由 ß 在 英 属 西 印 度 是 1 0 比 1 ，在 法 属 西 印 ® 是 14 

比 1 . Æ 荷 属 西 印 度 足 2 : i 比 1 ; ( 亨 利 • 布 鲁 姆 《关 于 欧 洲 列 强 殖 K 政 策 的 研  
究 H.803年 爱 丁 堡 版 第 2.卷 第 7 4 沉 )_

( 7 2 )  劳 动 贫 民 - 间 是 当 雇 佣 I : 人 阶 级 L 1 经 引 人 注 意 时 出 现 在 英 国 法 律  
中 的 。劳 动 贫 民 一 方 面 是 同 _ 散 贫 K 、乞 4 等 相 对 而 言 ，另 一 方 面 是 同 那些尚  
未 被 掠 夺 一 空 而 仍 然 占 冇 劳 动 资 料 的 劳 动 者 相 对 而 育 ,，劳 动 贫 民 一 词 是 从 法  
律搬丨 0 到政治经 济 学 丨 •.的 ，卡 坏 佩 珀 、乔 • 柴 尔 德 等 人 Û 到 亚 • 斯 密 和 伊 登 都  
使 )11这 个 讨 。1:1:丨 此⑴' 以 i f 价 可 憎 的 政 治 伪 君 子 埃 德 蒙 • 们 克 仵 把 “ 劳 动 贫 民 ”

•inJ解 怿 为 可 憎 的 政 治 伪 善 时 的 好 心 # 意 究 竟 是什么 丨 '  这 个 献 媚 者 ，肖他受 
英 h r # 头 政 治 他 川 时 ，扮 演 r 反 对 法 w 笮 命 的 浪 漫 主 义 # 的 角 色 .就 像 在 美 洲  
动 乩 一  fi+-始 • 3 他 受 北 龙 殖 M地 雇 用 时 . 扮 演 r  s 对 英 网 寡 头 政 治 的 自 由 主 义  
择 的 爾 想 完 令 -样 :他 是 - 个 御 头 俾 堪 的 资 产 f  • 他 氍 黄 易 的 塊 律 就 Â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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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世 间 ，在一边 脸 上 带 着 天 生 的 血 斑 ”* (73) 74，那 么 ，资 本 来 到 世 间 ，每个  
毛 孔 都 滴 着 血 和 肮 脏 的 东 西 „( 74 >

的 规 律 ，因 而 也 就 是 上 帝 的 规 律 、 埃 • 泊 克 《关 于 贫 困 的 意 见 和 洋 情 》1 8 0 0 年 
伦 敦 版 第 3 2 页 ）。他 忠 亍 上 帝 和 肉 然 的 规 律 .因 此 无 怪 乎 他 总 是 把 自 己 卖 给 出  
价 最 高 的 人 ！在 塔 克 尔 牧 师 —— 塔 克 尔 是 一 个 牧 师 和 托 利 党 人 .但 他 却 是 一 个  
正 直 的 人 ，一 个 很 有 才 干 的 经 济 学 家 一 - 的 著 作 中 ，可 以 看 到 对 这 位 埃 德 蒙 • 

伯 克 在 他 的 自 由 主 义 时 期 的 最 好 的 评 述 。在 我 们 这 个 行 为 荦 鄙 、毫 无 气 节 并 虔  
诚 地 信 仰 “ 贸 易 的 规 律 ” 的 时 代 ，我 们 有 责 任 不 懈 地 揭 露 伯 克 之 流 ，他 们 同 自 L i 

的 继 承 者 只 有 一 点 不 同 —— 那 就 是 才 能 ！
( 7 3 )  马 利 • 奥 日 埃 《; 论 公 共 倍 用 及 其 古 今 史 》1 8 4 2 年 巴 黎 版 第 2 6 5 页 .

( 7 4 )  《评 论 家 季 刊 》说 : “ 资 本 逃 避 动 乱 和 纷 争 ，它 的 本 性 是 胆 怯 的 。这 是 
真 的 . 但 还 不 是 全 部 真 理 。资 本 害 怕 没 有 利 润 或 利 润 太 少 .就 像 自 然 界 害 怕 真  
空 一 样 。一旦有 适 当 的 利 润 • 资 本 就 胆 大起 来 。 如 果 有 1 0 % 的 利 润 ，它 就 保 证  
到 处 被 使 用 ：有 2 0 % 的 利 润 .它 就 活 跃 起 来 ;有 5 0 % 的 利 润 . 它 就 铤 而 走 险 ；为  
了 _丨 ()〇% 的 利 润 ，它 就 敢 践 踏 一 切 人 间 法 律 r 有 ：w o % 的 利 润 .它 就 敢 犯 任 何 罪  
行 ，甚 至 冒 绞 t 的 危 险 u 如 果 动 乱 和 纷 争 能 带 来 利 润 . 它 就 会 鼓 励 动 乱 和 纷 争 ,, 

走 私 和 贩 卖 奴 隶 就 是 证 明 ( 托 . 约 • 邓 宁 《工 联 和 罢 工 》I 8 6 0 年 伦 敦 版 第 3 5 、 
3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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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二 章

资 本 主 义 积 累 的 历 史 趋 势

因 此 ，资 本 的 原始积 累、资 本 的 历 史 起 源 的 本 质 ，就 是 直 接 生 产  
者被剥 夺 ，是 以所有者的个 人劳 动 为 基 础 的所有制的解体 。

私 有 制 是 集 体 所 有 制 的 对 立 物 ，它 只 存 在 于 劳 动 工 具 和 劳 动  
的 其 他 外 部 条 件 属 于 私 人 的 地 方 。但 是 ，私 有 制 的 面 貌 ，却依这 些 
私 人 是 劳 动 者 还 是 非 劳 动 者 而 有 所 不 同 。私 有 制 在 最 初 看 来 所 表  
现 出 的 无 数 色 彩 不 同 的 形 式 ，只 不 过 反 映 了 这 两 极 间 的 各 种 中 间  
状 态 。

劳 动 # 对 他 的 生 产 活 动 的 资 料 的 私 有 权 ,是 农 业 或 工 场 手 土 业  
的 小 生 产 的必然结 果，而这 种 小生产 是 社 会 生 产 的 技 艺 养 成 所 ，是培 
养 劳 动 者 的 手 艺 、发 明技 巧 和 自 由 个 性 的 学 校 。诚 然 ，这 种 生产 方式 
在 奴 隶 制 度 、农 奴制度以 及 其 他 从 属 形 式 中 也 是 存 在 的 》但 是 ，只有 
在 劳 动 者 是 自 己 使 用 的 劳 动 条 件 的 自 由 所 有 者 、农 民 是 f 丨 己耕种 的 
土 地 的 自 由 所 有 者 ，手 工 业 者 是 自 己 运 用 自 如 的 工 具 的 自 由 所 有 者  
的 地 方 . 它 才 得 到 充 分 发 展 • 才 湿 示 出 它 的 全 部 力 量 .才 获 得 完 整 的  
典 型 的 形 式 ，

这 种 〔丨 观 的独 立小生产 者的生产 制度是以土地的分割和其他生 
产 资 料 的 分 散 为 前 提 的 这 种 生 产 制 度 既 排 斥 这 些 生 产 资 料 的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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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 也 排 斥 大 规 模 的 协 作 《它 排 斥 工 厂 和 农 业 劳 动 中 的 分 工 ，机 器 . 

人 对 自 然 的 科 学 统 治 ，社 会 劳 动 力 的 自 山 发 展 ，集体 活动 的丨 自的、:P- 
段 和 努 力 的 协 调 一 致 。它 只丨 ri]生 产 和 社 会 的狹隘状 态 相容。要使它  
永 远 存 在 下 去 ，就 像 贝 魁 尔 公 正 地 指 出 的 那 样 ，等 于 “ 下令实 行普遍 
的中庸”4̂ 但 它 发 展 到 一 定 的 程 度 ，自 己 就 会 产 生 出 使 它 自 身 解  
体 的 物 质 手 段 D 从 这 时 起 ，社 会 内 部 受 它 朿 缚 的 力 量 和 激 情 就 活 动  
起 来 《这 种 生 产 制 度 必 然 要 被 消 灭 ，而 EL已 经 在 消 灭 。它 被消火的 
运 动 ，即 个 人 的 分散的生产 资 料转 化为 社会 的积 聚的生产 资 料，多数  
人 的 小 财 产 转 化 为 某些人的大财 产 ， 这 种 对 劳 动 人 民 的 痛 苦 的 、
残 酷 的 剥 夺 ，就 是 资 本 的 起 源 ，资 本 的 产 生 。这 种 剥 夺 包含一系列的 
暴 力 方 法 ，其 中 我 们 只 考 察 了 那 些 具 有 最 重 要 意 义 的 原 始 积 累 的  
方 法 。

对 直 接 生 产 者 的 剥 夺 .是 在 最 无 耻 的 动 机 、最 卑 鄙 而 又 吋 憎 的 F  

流的贪 欲驱 使下使用最残 酷无情的野蛮 手段完成的。以 ä 己的劳 动  
为 基 础 的 私 有 制 ，这 种 把 孤 立 的 、自主的劳 动 者N 劳 动 的外部条 件结  
合 在 一 起 的 私 有 制 ，被 以 剥 削 他 人 劳 动 即 以 雇 佣 劳 动 为 基 础 的 资 本  
主 义 私有制所排挤 。 (75)

一 旦 这 一 转 化 过 程 使 旧 社 会 充 分 地 彻 底 地 瓦 解 .一 旦 生 产 # 转  
化 为 无 产 者 . 他们 的劳 # 条 件 转 化 为 资 本 ，最 后 .一 旦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建 立 在 唯 一 的 经 济 力 量 的 基 础 上 . 那 时 . 劳 动 的 进 一 步 社 会 化 .以 及  
土地和其他生产 资 料向社会 地使用的即 公共的资 料逐步转 化，总 之 . 

私 有 制 的 进 一 步 消 灭 . 就 会 获 得 新 的 形 式 。现 在 要 剥 夺 的 已 经 不 再

(75 > “我 们 是 处 于 社 会 的 全 新 状 态 中 ……我 们 努 力 使 任 何 一 种 所 冇 制 丨 ■<】 
任 何 一 种 劳 动 完 全 分 离 《’’<西 斯 蒙 第 《政 治 经 济 学 新 原 现 》1827年 巴 黎 版 第 2 卷 
第 43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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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独 立 的 劳 动 者 ，而 是 资 本 家 ，即 雇佣 工人大军 或一队 雇佣 工人的指
挥 员 。

这 种 剥 夺 是 通 过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内 在 规 律 的 作 用 进 行 的 .这  
些 规 律 会 导 致 资 本 的 集 中 。随 着 这 种 集 中 ，即 少 数 资 本 家 对 多 数  
资 本 家 的 剥 夺 ，科 学 在 越 来 越 大 的 规 模 上 被 应 用 于 技 术 方 面 ，土地 
的 利 用 U 益 讲 究 方 法 和 整 体 性 ，工 具 仅 仅 由 于 共 同 使 用 而 转 化 为  
强 大 的 f 段 ，山 此 生 产 资 料 越 来 越 节 省 ，各 国 人 民 日 益 被 卷 人 世 界  
市 场 网 . 从 而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丨 益 具 有 国 际 的 性 质 。随 着 那 些 掠 夺  
和 荖 断 这 一 社 会 进 化 时 期 的 全 部 利 益 的 资 本 巨 头 + 断 减 少 ，贫 困 、 
压 迫 、奴 役 、退 化 和 剥 削 的 程 度 不 断 加 深 ，而 日 益 壮 大 的 、由资 本主 
义 生 产 机 制 本 身 所 训 练 、联 合 和 组 织 起 来 的 工 人 阶 级 的 反 抗 也 不  
断 增 K 。 资 本 的 垄 断 成 r 与 这 种 垄 断 一 起 并 在 这 种 垄 断 的 庇 护 之  
下 成 长 、繁 荣 起 来 的 生 产 方 式 的 侄 梏 „ 劳 动 的 社 会 化 和 劳 动 的 物  
质 资 料 的 集 中 达 到 r 它 们 的 资 本 主 义 外 克 不 能 再 容 纳 它 们 的 地  
步 。这 个 外 壳 就 要 炸 毁 了 。资 本 主 义 所 有 制 的 丧 钟 敲 响 了 。剥 夺  
者 自 身 就 要 被 剥 夺 了 。 ，

同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相 适 应 的 资 本 主 义 占 有 ，是 这 种 仅 仅 作 为  
独 立 的 个 体 劳 动 的 必 然 结 果 的 私 有 制 的 第 一 个 否 定 。但 是 ，资 本主 
义 生 产 本 身 由 于 f j然 变 化 的 必 然 性 ，造 成 了 对 自 身 的 否 定 。这 是否 
定 的 杏 定 。这 种 否 定 不 足 t 新 建 立 劳 动 者 的 私 畚 制 ，而是 在 资 本 主  
义 时 代 的 成 就 的 基 础 上 • Æ 协 作 和 共 M 占有包括土地在内 的一切生 
产 资 料 的 基 础 上 ，m 新 建 、'/：劳 动 者 的 个 人 所 有 制 。

，然 ，作 为 个 人 劳 动 的 目 的 的 分 散 的 私 有 制 转 化 为 资 本 主 义 私  
有 制 . M事 实 上 已 经 以 集 体 生 产 方 式 为 基 础 的 资 本 主 义 所 有 制 转 化  
为 社会 所有制比较 起来 ，必 然 要 有 更 长 的 时 间 、更 多 的 努 力 和 痛 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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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者 是 少 数 掠 夺 者 剥 夺 群 众 ，后 者 是 群 众 剥 夺 少 数 掠 夺 者 。 (7fi)

(7(5) “资 产 阶 级 无 意 中 造 成 而 又 无 力 抵 抗 的 工 业 进 步 ，使 劳 动 者 通 过 结  
社 而 达 到 的 革 命 联 合 代 替 了 他 们 由 于 竞 争 而 造 成 的 分 散 状 态 。 于 是 ，随 着 大 丁  
业 的 发 展 . 资 产 阶 级 赖 以 生 产 和 卩 了 有 产 品 的 基 础 本 身 也 就 从 它 的 脚 下 被 挖 掉  
了 》它 t 先 生 产 的 是 它 自 身 的 掘 墓 人 ，。 资 产 阶 级 的 灭 亡 和 无 产 阶 级 的 胜 利 是  
同 样 不 可 避 免 的 …… 在 3 前 同 资 产 阶 级 对 立 的 一 切 阶 级 中 ，只 有 无 产 阶 级 是  
真 正 革 命 的 阶 级 。 其 余 的 阶 级 都 随 # 大 丄 业 的 发 展 而 日 趋 没 落 和 灭 亡 ，无 产 阶  
级 却 是 大 工 业 本 身 的 产 物 …… 中 间 等 级 . 即 小 工 业 家 , 小 商 人 、手 工 业 者 、农  
民 ，他 们 同 资 产 阶 级 作 斗 争 ，都 是 为 了 维 护 他 们 这 种 中 间 等 级 的 生 存 ，以 免 灭  
亡 …… 他 们 甚 至 是 反 动 的 . 因 为 他 们 力 图 使 历 史 的 车 轮 倒 转 。”( 卡 尔 • 马 克 , 
思 和 弗 • 恩 格 斯 《共 产 党 宣 言 》丨848年 伦 敦 版 第 11、9 页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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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经 济 学 在 原 则 上 力 图 把 两 种 极 不 相 同 的 私 有 制 随 心 所 欲  
地 混 为 一 谈 ，其 中 一 种 是 以 个 人 劳 动 为 基 础 的 私 有 制 ，另 一种 是以 
他 人 劳 动 为 基 础 的 资 本 主 义 所 有 制 。它 有 意 忘 记 了 ，后 者 不 仅 是  
前 者 的 对 立 物 . 而 且 只 是 在 前 者 的 坟 墓 上 成 长 起 来 的 。在 西 欧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故 乡 ，原 始 积 累 ，也 就 是 说 ，对 劳 动 者 的 剥 夺 部 分 地 已  
经 完 成 。在 这 里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或 者 已 经 直 接 支 配 整 个 国 民 生 产 ， 
或 者 在 经 济 条 件 还 不 很 发 达 的 地 方 . 它 也 至 少 间 接 地 控 制 着 那 些  
与 它 一 起 继 续 存 在 的 、与 ä 己 所 体 现 的 过 时 的 生 产 方 式 一 起 0 趋  
衰 落 的 社 会 阶 层 。 事 实 越 是 明 显 地 反 对 政 治 经 济 学 家 的 意 识 形  
态 ，政 治 经 济 学 家 就 越 是 热 心 地 起 劲 地 把 资 本 主 义 以 前 社 会 遗 留  
下 来 的 法 的 观 念 和 所 有 权 观 念 应 用 到 这 个 已 经 完 成 的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殖 民 地 的 情 况 却 不 是 这 样 。 <77)

在那 s  •资 本主义 的屮 产 方式和占有方式到处 都碰 到作为 个 人 
劳 动 的必 然 结 果 的 所 打 权 的 阻 碍 . 碰 到 这 样 种 生 产 者 的 阻 碍 ，这 种

( 7 7 > 这 取 说 的 是 JÏ1丨 的殖K 地 • U卩 由 移 民 所 开 拓 的 处 女 地 从 经 济 上  
来 说 ，美 国 仍 然 是 欧 洲 的 殖 民 地 ■■此 外 ，这 1fi还 包 括 耶 些 由 f •废 除 r 奴 隶 制 而  
早 己 彻 底 改 变 了 征 服 者 所 强 加 的 制 度 的 旧 种 植 殖 民 地 在 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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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产 片 支 配 着 劳 动 的 外 部 条 件 ，靠 ß  d 的 劳 动 使 内 d 变 富.而不是使 
资 本 家 变 富 。在 那 里 ，这 两 种 完 全 对 立 的 占有方式之间 的矛盾.在它  
们 的 斗 争 中 具 体 地 得 到 证 实 。在资 本家侖宗主国 的力量作后盾的地 
方 . 资 木 家 就 企 图 用 暴 力 清 除 前 进 道 路 h 的绊 脚 石 。同 样 的 利 益 ，在 
宗主国 使资 本的献 媚者经 济 学 家从 理论 上把资 本主义 的所有权 和它  
本 身 的 对 立 面 成 是 同 一 的 ，在殖民地却 使 他 开 诚 布 公 ，大声 宣布这  
两 种 社 会 秩 序 是 互 不 相 容 的 。因 此 ，他 i正明，不 想 方 设 法 剥 夺 劳 动  
者 ,把他们 的生产 资 料转 化为 资 本.就是放弃 劳 动 的集体 生产 力的发  
展 ，协 作 、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以 及机器的大规 模使用等等。为 了所谓 国  
民 财 富 的 利 益 ，他 要 寻 找 那 些 制 造 人 民 贫 穷 的 人 为 的 手 段 。在 这 里 ， 
他的辩 护 论 的甲冑 就像 朽 木 一 样 裂 成 一 片 一 片 的 了 。

关 于 殖 民 地 ，爱 • 吉 • 韦 克 菲 尔 德 没 有 说 出 什 么 新 的 东 西 (78) 79， 
他 的 独 特 功 绩 是 他 在 殖 民 地 发 现 了 关 于 欧 洲 的 资 本 主 义 关 系 的 真  
理 。正 如 保 护 关 税 制 度 起 初 <79)力 图 在 宗 主 国 制 造 出 工 厂 主 一 样 ， 
英 国 在 若 干 年 间 力 图 用 立 法 手 段 来 推 行 的 韦 克 菲 尔 德 的 殖 民 理 论 ， 
其目的是 要 在 殖 民 地 制 造 出 雇 佣 工 人 。韦 克菲尔 德把这 称 为 系统 的 
殖 民 。

首 先 ，韦 克 菲 尔 德 在 殖 民 地 发 现 ，一 个 人 只 拥 有 货 币 、生 活 资 料 、 
机 器 以 及 其 他 生 产 资 料 ，而 没 有 一 定 的 补 充 物 即 雇 佣 工 人 ，总 之 .没  
有 被 迫 自 愿 出 卖 自 己 的 另 一 个 人 ，还 不 能 成 为 资 本 家 。他 发 现 ，资 木

( 7 8 )  韦 克 菲 尔 德 的 少 许 卓 见 ，全 都 由 老 米 拉 波 、重 农 主 义 者 以 及 他 以 前  
的 17 肚 纪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例 如 卡 耳 佩 珀 、柴 尔 德 等 人 提 出 过 了 。

( 7 9 )  后 来 . 这 种 制 度 在 国 际 竞 争 斗 争 中 成 了 一 种 暂 时 的 必 要 。 但 不 论 它  
的 动 机 如 何 ，后 果 都 是 一 样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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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是 一 种 物 ，而 是 一 种 以 物 为 中 介 建 立 起 来 的 人 和 人 之 间 的 社 会 关  
系。(8U)他 向 我 们 感 慨 地 说 ，皮 尔 先 生 把 共 值 5 万 镑 的 生 活 资 料 和 生  
产 资 料从 英国 带 到新荷兰 ® 的 斯 旺 河 去 。皮 尔 先 生 非 常 有 远 见 ，他 
除此以外还 带 去了  3 000名工人阶 级 的成员  男 人 、妇 女 和 儿 童 。
可是，一 到 达 R 的 地 ，“ 皮 尔 先 生 竟 连 一 个 替 他 铺 床 或 到 河 边 打 水 的  
仆 人也没 有丫  ”(ijl>。不 幸 的 皮 尔 先 生 ，他 什 么 都 预 见 到 了 ，就是忘了 
把英 国 的 生 产 关 系 输 出 到 斯 旺 河 去 ！

为 了 理 解 韦 克 菲 尔 德 下 述 的 发 现 ，必 须 先 作 两 点 说 明 。我们 知 
道 . 属 于 直 接 生 产 者 即 劳 动 者 自 己 的 生 产 资 料 和 生 活 资 料 . 不是资  
本 。它 们 只 有 在 问 时 还 充 当 剥 削 和 统 治 劳 动 的 手 段 的 条 件 下 ，才成 
为 资 本。但 是 ，在 政 治 经 济 学 家 的 头 脑 中 . 这 种 属 性 ,可 以 说 它 们 的  
资 本 主 义 灵 魂 ，和它 们 的 物 质 实 体 如 此 紧 密 地 结 合 在 一 起 ，以致在任 
何 情 况 下 ，甚 至 当 它 们 正 好 是资 本的对 立面的时 候，他也把它 们 称 为  
资 本 。韦 克 菲 尔 德 就 是 这 样 。 其 次 ，他 把 生 产 资 料 为 许 多 互 不 依 赖  
而 独 立 经 营 的 生 产 者 私 人 所 冇 这 种 分 散 的 现 象 . 称 为 资 本 的 均 分 》 
政 治 经 济 学 家 的 做 法 和 中 世 纪 的 法 学 家 一 样 ，后 者 在 纯 粹 的 货 市 关  
系 上 ，也 贴 上 自己封建的标 签 》

“黑 人 就 是 黑 人 。 只 有 在 一 定 的 条 件 下 ，他 才 成 为 奴 隶 。 纺 纱 机 是  
纺 棉 花 的 机 器 只 存 在 一 定 的 条 件 下 •它 才 成 为 资 本 。 脱 离 r 这 种 条 件 ，它 也  
就 不 是 资 本 了 ，就 像 黄 金 本 分 并 不 是 货 币 ，砂 糖 并 不 是 砂 搪 的 价 格 - 
样 …… 资 本 是 一 种 社 会 生 产 关 系 3 它 是 一 种 历 史 的 生 产 关 系 。”( 卡 尔 • 马 克  
思 《鹿 佣 劳 动 与 资 本 》，载 于 1849年 •！ J1 7 F1《新 莱 齒 报 》第 266号 ）

( 8 1 ) 爱 * 吉 • 韦 Æ 菲 尔 德 《英 围 和 美 国 》1 8 3 3 年 伦 敦 版 第 2 卷 第 汨 页 。

① 澳 大 利 亚 的 旧 称 „ 一 编 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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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 克 菲 尔 德 说 ：

“如 果 把 资 本 以 相 等 的 份 额 分 给 社 会 的 所 有 成 员 .那 就 没 有 人 想 要 枳 尜 多  
于 他 能 亲 手 使 用 的 资 本 了 。美 洲 新 殖 民 地 的 情 况 .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就 是 这 样 。 在 
那 里 ，对 土 地 所 苻 权 的 热 望 訪 碍 了 雇 佣 工 人 阶 级 的 存 在 。 ”(82)

因 此 ，只 要 劳 动 者 能 为 自 己 积 累 一 -只 要 他 是 自 己 的 生 产 资 料  
的 所 有 者 ，他就能做到这 一点  .资 本主义 积 累和资 本主义 生产 就
是 不 可 能 的 。为 此 所 必 需 的 雇 佣 工 人 阶 级 还 没 有 。那 么 ，在韦 克罪 
尔 g 的 想 象 中 . 旧 大 陆 劳 动 者 的劳 动 资 料是怎 样 被剥 夺 ，从 而资 本主 
义 i l 雇 佣 劳 动 是 怎 样 产 生的呢 ？靠 一 种 非 常 原始的社会 契约 。

人 类 “采 用 r  一 种 促 进 资 本 积 累 的 简 单 方 法 ”，ni然 ，从 亚 当 和 夏 娃 时 代 起  
人 类 在 想 象 中 就 把 这 种 枳 累 当 做 自 己 生 存 的 唯 一 的 和 最 终 的 目 的 广 人 类 把 自  
己 分 为 资 本 所 有 者 和 劳 动 所 冇 者 … … 这 种 划 分 是 自 愿 协 商 和 结 合 的 结  
果 ”(83!

一 句 话 ，人 类 的 大 多 数 为 了积 累资 本而自己剥 夺 了自己。这 样 ， 
我 们 就 应 当 相 信 ，这 种 克 己 的 狂 热 本 能 必 定 会 特 别 在 殖 民 地 充 分 地  
表 现 出 来 ，因 为 只 有 在 那 里 才 存 在 着 能 够 把 社 会 契 约 从 梦 想 变 为 现  
实 的 人 和 条 件 。何 是 ，为 什 么 又 要 提 倡 与 自 然 的 殖 民 相 对 立 的 系 统  
的殖民呢 ？ 唉 ！这 是因为

“在 美 国 北 部 各 州 ，是 否 有 & 的 人 口 属 于 雇 佣 工 人 的 范 畴 ，是 值 得 怀 疑  
的 …… 在 英 国 几 乎 所 有 的 人 民 群 众 都 是 雇 佣 工 人 „ ”( M >

可 见 ，劳 动 人 r i 为 资 本的荣 誉 而自我剥 夺 的欲望完全是虚 构 的， * 83 84

( 8 2 > 同 上 ，第 1卷 第 17页 。
( 8 3 )  同 ±1，第  18 页 。
( 8 4 )  同 上 ，第 [42、]43、4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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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韦 克 菲 尔 德 本 人 也 认 为 ，奴 隶 制 是 殖 民 地 财 富 唯 一 的 自 然 基 础 。 
他的系统 的殖民只是一种 应 急手段，因 为 他 要 对 付 的 是 自 由 民 ，而不 
是 奴 隶 。

••但 是 在 西 班 牙 的 殖 民 地 如 果 没 有 奴 隶 制 . 资 本 就 会 死 亡 ，至 少 也 会 缩 小 到  
每 个 人 都 可 以 在 己 的 狭 小 领 域 甩 使 用 的 微 小 数 额 。实 际 上 ，英 国 人 最 后 建 立  
的 殖 w 地 的 情 况 就 是 这 样 . 在 那 里 ，大 a 资 本 即 种 子 ，牲 畜 和 工 具 ，由 于 缺 乏 雇  
仰 工 人 而 毁 掉 r . 同 时 每 个 移 民 所 占 有 的 资 本 超 过 了 他 能 亲 手 使 用 的  
资 本 。

剥 夺 人 民 群 众 的 地 产 是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第 一 个 条 件 。与 此相 
反 ，自由殖K 地 的 本 质 在 于 ，大 量 土 地 仍 然 是 人 民 的 财 产 .因 此 每 个  
移 民 都 能 够 占 有 一 部 分 土 地 作 为 个 人 的 生 产 资 料 .而 又 不 因 此 妨 碍  
后 来 的 移 民 这 样 做 》(■ 这 就 是 殖 民 地 繁 荣 的 秘 密 ，同时 也是殖民地
的 痼 疾 - 反 抗 资 本 迁 入 一 的 秘 密 。

“作 上 地 t 分 便 宜 ，所 有 的 人 都 自 由 ，每 个 人 能 随 意 得 到 一 块 土 地 的 地 方 ， 
不 仪 劳 动 十 分 昂 资  就 劳 动 者 在 ß 己 的 产 品 中 占 很 大 的 份 额 而 言 - 而 且  
不 论 出 仆 么 价 格 都 很 难 得 到 结 合 劳 动 。 ”(87) ’

w 为 姑民地的劳 动 者还 没 有和劳 动 的物质 条 件以及他们 的根基 
即 土 地 分 离 •或 # 这 种 分 离 只 是 间 或 地 或 在 极 有 限 的 范 围 内 存 在 ，所 
以 ，农 业 还 没 f r 和丨 :场 手 工 业 分 离 •农 村 家 庭 工 业 也 还 没 有 消 灭 。在 
那 里 ，资 本的国 内 市场 又从 何而来 呢 ? 85

( 8 5 )  H  h •第 2 # 第  5  页 ，
(Hfi> “ 七 地 要 成 为 殖 K 的 耍 索 . 不 仅 必 须 是 未 耕 种 的 ，而 且 必 须 是 能 够 转  

化 为 私 人 财 产 的 公 共 财 产 ， ( 同 上 . 第 125页 ）
(町> 同卜.，第 1卷 第 24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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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洲，除 r 奴隶 和他们 的主人. 即 耶些把资 本和劳 动 结 合起来 经 '/?大企 
、丨k的人. 没 有一部分专 门 从 事农 业 的人口。É)由的1 洲人Éi己耕种 土地. N 时  
还 从 事其他许 多职 业 ，他们 使用的一部分家具和u n .通常是他们 向制造 
的，他们 往往自d 建造房屋，并 把自己的工、Ik制品送到遥 远 的市场 占. 他(门 是 
纺 鈔 者和织 布者，他们 '翻 造自Ü消费 的肥皂 、蜡 烛 、鞋和衣服》在美洲，铁 匠、小 
商人或木匠等人往往同时 也是农 民”(S8 >

这 些 古 怪 的 人 哪 里还 给 资 本家留下什么 禁欲的场 所呢 ？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最 美 妙 的 地 方 .就 在 于 它 不 仅 不 断 地 再 生 产 出 雇  

佣 工 人 本 身 . 而且总 是与 资 本积 累相适应 地生产 出过 剩的雇佣 工人 .

样 ，劳 动 的 供 求 规 律 就 保 持 在 正 常 的 轨 道 上 ，工资 的变 动 就限制在 
对 剥 削 最 有 利 的 范 围 内 ，最 后 ，劳 动 者对 资 本家必不可少的社会 从 属  
性 得 到 了 保 证 。惯 于 欺 骗 的 经 济 学 家 在 欧 洲 ，用 花 言 巧 语 把 这 种 绝  
对 的 从 属 关 系描 绘 成 同 样 独 立 的 商 人 即 一 个 U:渡资 本商品和另 一个  
让 渡 劳 动 商 品 的 商 人 之 间 的 自 由 契 约 关 系 ，并 使 之 永 久 化 。但是在 
殖 民 地 . 这 个 美 丽 的 幻 想 破 灭 r 。到 这 里 来 的 许 多 劳 动 者 都 朵 成 年  
人 . 因 此 这 里工人人口的绝 对 数 卞的增长 比宗主国 快得多，但是劳 动  
市 场 却 总 是 供 给 不 足 。供 求 规 律 遭 到 了 破 坏 。一 方 面 ，旧 大陆 不断  
地 把 渴 望 剥 削 和 要 求 禁 欲 的 资 本 投 进 来 ，另 一方面.雇佣 工人本身有 
规 则 的 再 生 产 . 遇 到 了 致 命 的 障 碍 。哪 1 还 能 与 资 本 积 累 相 适 应 地  
生 产 出 过 剩 的 劳 动 者 呢 ！今 天 的 雇 佣 工 人 ，明天就 会 成 为 独 立 经 营  
的手 工 业 者 或 农 民 。、也从 劳 动 市 场 上 消 失 ，但 并 不 是 到 贫 民 习 艺 所  
去 了 。雇 佣 工 人 不 断 地 转 化 为 自 由 生 产 者 .他 们 不 是 为 资 本 劳 动 ，而 
是 为 自 己 劳 动 .不 是 使 资 本 家 先 生 变 富 ，而 是 使 自 己 变 富 ;这 种 转 化  
又 反 过 来 对 市 场 的 状 况 . 从 而 对 工 资 率 ，产 生 极 有 害 的 影 响 不 仅 雇

( 88) 同上. 第 2 [ . , 2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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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 工 人 受 剥 削的程度低得不像样 子 ; 而 且 ，雇佣 工人在丧 失对 资 本家 
的 实 际 的 从 属 关 系 时 ，也 丧 失 了 对 他 的 从 属 感 情 。我 们 的 卓 越 的  
爱 • 吉 • 韦 克菲尔 德 那 样 感 人 . 那 样 雄 辩 地 描 述 的 种 种 弊 病 ，就是由 
此 而 来 的 》

他 说 ：

"雇 佣 劳 动 的 供 给 不 经 常 ，不 规 则 ，不 充 足 ，不 仅 总 是 过 少 ，而 且 没 有 保  
证 (89) * *……虽 然 在 资 本 家 和 劳 动 者 之 间 分 配 的 产 品 很 多 ,但 是 工 人 取 得 的 部 分  
非 常 大 ，以 致 他 很 快 就 成 了 资 本 家 ， 而 即 使 寿 命 大 大 超 过 平 均 寿 命 的 人 ，也 只  
有 少 数 人 能 够 积 累 大 量 的 财 富

劳 动 者 决 不 允 许 资 本家不支付工人最大部分的劳 动 。即 使资 本 
家 想 出 绝 妙 的 主 意 ，把 自 己 的 雇 佣 工 人 连 同 自 己 的 资 本 一 起 从 欧 洲  
输 人 ，那 也 无 济 于 事 。

“他 们 很 快 就 不 再 是 雇 佣 T：人 ，他 们 很 快 就 转 化 为 独 立 的 农 民 ，甚 至 和 自 己  
原 来 主 人 展 开 竞 争 ,把 到 市 场 上 来 等 待 雇 用 的 人 手 夺 走

这 是 多 么 令 人 不 快 的 事 情 ！精明能干的资 本家竟用自己宝 贵 的 
金钱 从 欧 洲 输 入 了 自 己 的 竞 争 者 ！ 一 切 都 完 蛋 了 ！无怪乎韦 克菲尔  
德 埋 怨 殖 民 地 的 工 人 缺 乏 服 从 精 神 和 从 属 感 情 。他 的 门 徒 梅 里 韦  
尔 说 ：

“由 于 殖 民 地 的 工 资 高 昂 .那 里 渴 望 有 一 种 较 便 宜 较 驯 服 的 劳 动 ，有 一 个 能  
接 受 资 本 家 的 条 件 ，而 不 是 向 资 本 家 提 出 条 件 的 阶 级 …… 在 旧 的 文 明 国 家 ， 
工 人 虽 然 自 由 . 但 按 照 自 然 规 律 < ! >他 是 从 属 于 资 本 家 的 ;在 殖 民 地 ，这 种 从 属

(89) M上 ，第 2 卷 第 116页 。
<9〇3 同 上 ，第 1卷 第 ]3 1 页 。
( a i ) 同 上 ，第 2 卷 第 5 页 .。



836 第 八 篇 垛 始 枳 累

关 系 必 须 用 人 为 的 手 段 建 立 起 来 ， ( ^

那 么 ，殖 K 地 的 这 种 占 支 配 地 位 的 、以 每 个 人 Û 己的劳 动 为 堪础  
而不是以剥 削他人的劳 动 为 基础 的私人所有权 制度产 生的后果是什 
么 呢 ？就 是 “使 生 产 者 和 国 民 财 产 分 散 的 野 蛮 制 度 ' (iKÎ) t 产 资 料 
分 散 在 无 数 独 立 经 营 的 既 是 生 产 # 又 是 所 存 者 的 人 之 间 ，这 就既 破 
坏 了 资 本 集 中 . 也破坏 了各种 结 合 劳 动 的 资 本 主 义 基 础 。

一切要历 经 多年并 需要投人大M 固定资 本的氏期性的企业 能否 
脱 得 成 功 就 成 f 问 题 „ Æ 欧 洲 . 资 本 在 同 样 的 情 况 T 不会 有片刻迟  92 93

( 9 2 )  散 见 梅 取 韦 尔 《关 于 殖 民 和 殖 K 地 的 演 说 》 I M 2 年 伦 敦 版 第  
2 卷 第 237]、_3丨4 办 '  甚 至 那 位 大 好 人 ，庸 俗 经 济 学 家和杰出的丨 1 丨__丨_:1贸 易 
论 者 莫 利 纳 1 先 生 也 说 :“在 奴 隶 制 己 经 消 灭 、但 没 f f相 A V :数 量 的 囱 山 穷 动 来 代  
替 强 制 劳 动 的 殖 踔 地 . 我 们 看 到 了 和 每 天 在 我 们 眼 前 发 生 的 事 实 相 反 的 现 象 .. 
我 们 看 到 ，普 通 的 〈原 文 如 此 〉劳 动 者 反 过 来 剥 削 J:业 企 业 主 .他 们 要 求 企 业 主  
给 的 工 资 大 大 超 过 产 品 中 应 归 他 丨 I' ]所 有 的 合 法 部 分 闪 为 种 植 园 主 出 忾 砂 糖  
得 到 的 价 格 . 不 足 以 弥 补 丁 资 的 提 高 ,所 以 对 这 -超 额 部 分 •最 初 不 得 4、用 他 的  
利 润 来 弥 补 .后 来 不 得 不 用 他 的 资 丰 本 身 来 弥 补 》 汴 多 种 挝 岡 主 就 足 这 样 破 产  
的 ，另 一 些 种 植 闻 主 为 了 避 免 迫 在 眉 陡 的 破 产 ，IW关 闭 广 自 d 的 企 业 … … 毫 尤  
疑 问 . 与 其 看 着 幣 代 的 人 毁 火 . 还 不 如 f t # 资 本 枳 累 毁 灭 〈奠 利 纳 H m :.多 么 悚  
慨 ! > ;但 如 果 二 者 邡 不 翠 灭 ，岂 不 更 好 吗 ?”( 莫 利 纳 里 《经 济 学 概 论 》丨 幻R年 巴 黎  
版 第 5:1、5这 页 )莫 利 纳 里 先 生 啊 ，莫 利 纳 里 棄 Æ ! 如 果 在 欧 洲 •‘企 业 主 ”可 以 减  
少 工 人 的 合 法 部 分 . Ifi丨 在 西 印 度 丄 人 可 以 减 少 企 业 È的 合 法 部 分 ，邺 么 ，十 诫 • 
摩 西 和 先 知 们 445. 以 及 供 求 规 汴 乂 都 成 / 什 么 呢 ！ 谙 问 您 所 承 认 的 欧 洲 资 本  
家 每 天 没 有 支 付 的 这 个 合 法 部 分 . 又 是 什 么 呢 ？ 在 殖 民 地 耶 甩 •劳 动 # 竞 头 脑  
简 单 到•‘剥 削 ”起 资 本 家 来 r . M 此 . 兑 :利 纳 1 先 生 很 想 在 那 ® 用 一 点 3 察 r - 段  
来 挽 救 这 条 可 怜 的 供 求 规 _  rt丨 按照您 的说 法 . 这 条 规 丨 其 他 场 合 足 会 丨 ’丨 动  
发 生 作 用 的 》

( 9 3 )  韦 Æ#:尔 德《英 国 Ï1丨美 闻 》1»幻 年 伦 敦 版 第 2 卷 笫 5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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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 ，因 为 工 人 阶 级 是 它 的 活 的 附 属 物 ，总 是 可 以 自 由 支 配 的 ，总 是过  
剩 的 。可是在殖民地国 家…… 韦 克菲尔 德讲 了一个 非常令人痛心 
的奇闻 逸事。他 曾 经 同 加 拿 大 和 纽 约 州 的 某 些 资 本 家 交 谈 过 ，这 些 
地 方 移 民 浪潮经 常发 生停滞 并 且把工人沉 淀下来 。传 奇剧 中的一个  
人 物 叹 惜 说 ：

“我 们 的 资 本 打 算 从 事 许 多 需 要 很 长 时 期 才 能 完 成 的 工 作 ,可 是 我 们 能 用  
我 fl'l明 知 很 快 就 会 离 开 我 们 的 工 人 来 开 始 这 些 工 作 吗 ？ 如 果 我 们 能 确 实 掌 握  
这 些 移 民 .我 们 就 会 乐 意 立 即 用 高 价 雇 用 他 们 。 确 实 ，如 果 我 们 有 保 证 能 根 据  
我 们 的 需 要 得 到 新 的 供 给 ，即 使 他 们 # 定 要 离 开 .我 们 还 是 会 雇 用 他 们 。 ”(M)

韦 克菲尔 德在把英国 的“结 合 劳 动 ”式 的 资 本 主 义 农 业 ，同美洲 
农 民 的 分 散 经 营 作 了 绝 妙 的 对 比 之 后 ，却无意 中 让 人 看 到 了 事 情 的  
反 面 。他 把 美 洲 的 人 民 群 众 描 绘 成 独 立 、富 裕 、有事业 心和比较 有教  
养 的 人 ，而

••英 H 的 农 业 工 人 是 衣 衫 褴 楼 的 穷 人 ，需 要 救 济 的 贫 民 … … 除 了 北 美 和 某 些  
新 殖 民 地 以 外 ，还 有 哪 个 国 家 , 农 业 上 使 用 的 內 由 劳 动 的 r .资 稍 许 超 过 工 人 最  
必 需 的 生 存 资 料 的 呢 ？ …… 毫 无 疑 问 ，英 闰 的 耕 马 对 于 它 们 的 主 人 来 说 是 一  
种 贵 重 财 产 ，所 以 吃 得 比 英 国 的 农 业 工 人 好 得 多 ”。 94 (95)

不 过 没 有 关 系 ！国 民财 富和人民贫 困就事物的性质 来 说 本来 就 
是 不 可 分 割 的 》

究竞 应 该 怎 样 治 疗 殖民地的反资 本主义 的痼疾呢 ？ 如果一下子 
把 殖 民 地 的 令 部 土 地 由 公 有 财 产 转 化 为 私 有 财 产 ，这 固然会 消除祸  
根 . 但 同 时 也 会 消 除 殖 民 地 。必 须 有 一 举 两 得 的 妙 计 。政 府 应 当 正

( 9 4 )  同 上 ，第  lï) l、192ÿû
( 9 5 )  同 .1.1,第  _1 卷 第 [24、J47、246 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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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规 定 一 种 不 以 供 求 规 律 为 转 移 的 人 为 价 格 来 出 售 处 女 地 。这 样 就 
可 以 迫 使 移 民 在 赚 到 足 够 的 钱 购 买 土 地 (9 6〕，转 化 为 独 立 农 民 以 前 , 

必 须 从 事 较 长 时 期 的 雇 佣 劳 动 。政府应 当 用按照迁 移来 的劳 动 者较  
难 支 付 的 价 格 出 售 土 地 得 来 的 基 金 ，即 靠 违 背神圣 的供求规 律而从  
工 资 中 榨 取 来 的 基 金 ，并 依 据 这 个 基 金 增 长 的 程 度 ，从 欧 洲把穷 人输  
入 到 殖 民 地 来 ，使 资 本 家 先 生 在 那 里 总 是 可 以 找 到 人 手 充 裕 的 劳 动  
市 场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在 这 个 最 美 好 的 殖 民 地 上 ，一 切 都 十 全 十  
美 129。这 就是 “系 统 的殖民 ”的 最 大 秘 密 。

韦 克 菲 尔 德 扬 扬 得 意 地 喊 道 ：

“按 照 这 个 计 划 ，劳 动 的 供 给 必 然 是 不 断 的 和 有 规 则 的 ；因 为 ，第 一 .既 然 任  
何 一 个 劳 动 者 在 没 有 靠 劳 动 挣 到 钱 以 前 ，都 不 能 获 得 土 地 ，所 有 移 民 就 必 须 作  
为 结 合 起 来 的 雇 佣 工 人 进 行 劳 动 ，从 而 就 为 他 们 的 主 人 生 产 出 可 以 使 用 更 多  
劳 动 者 的 资 本 来 ；第 二 ，每 个 改 变 了 自 己 的 雇 佣 工 人 地 位 而 成 为 农 民 的 人 ，正 
好 由 于 购 买 公 有 土 地 而 提 供 了 一 个 能 把 新 劳 动 者 输 人 到 殖 民 地 来 的 追 加  
基 金 。”(97)

国 家 强 行 规 定 的 土 地 价 格 ，当 然 必 须 是 充 分 的 价 格 ，也 就 是 说 ， 
必须 高到“ 使 劳 动 者 在 劳 动 市 场 上 被 另 一 个 人 取 代 以 前 不 可 能 变 成  * 271

(96) “你 们 还 说 , 除 双 手 以 外 一 无 所 有 的 人 所 以 能 找 到 工 作 ，为 自 己 弄 到
收 人 ，是 由 于 土 地 和 资 本 的 占 有 ............洽 恰 相 反 ，所 以 会 有 这 种 除 双 手 以 外 一
无 所 有 的 人 ，正 是 由 于 土 地 的 个 人 占 有 …… 你 们 把 一 个 人 置 于 真 空 中 ，你 们  
就 夺 去 了 他 的 空 气 。你 们 夺 取 土 地 ，也 就 是 这 样 …… 这 就 是 说 ，你 们 把 他 置  
于 没 有 任 何 财 富 的 真 空 中 ，所 以 他 只 能 按 照 你 们 的 意 志 生 活 。”(散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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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271 页 ）

0 7 ) 韦 克 菲 尔 德 《英 国 和 美 国 》1 8 3 3 年 伦 敦 版 第 2 卷 第 1 9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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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 立的农 民”(98>。因 此 ，这 种 “充分的价格” ，无非是工人为 了能从 劳  
动 市 场 回到农 村而付给 资 本家的赎 金的一种 隐 蔽婉转 的说 法。他先 
是 必 须 为 自 己 的 慈 善 的 主 人 创 造 资 本 ，以及使他的主人能够 剥 削更 
多 的 劳 动 者 ，然 后 又 必 须 使 政 府 能 够 用 他 所 提 供 的 费 用 ，为 这 位高 
贵 的 、精 明 强 干 的 老 爷 把他的替身送到劳 动 市场 上来 。

最 具 有 典 型 意 义 的 事 实 是 ，韦 克 菲 尔 德 先 生 制 定 的 这 个 专 门 用  
于殖民地的原 始 积 累 方 法 ，英 国 政 府 采 用 了 好 些 年 。当 然 ，它 遭到了 
和 罗 伯 特 • 皮 尔 先 生 的 银 行 法 104同 样 彻 底 的 可 耻 的 失 败 。结 果只 
是 使 移 民 潮 流 从 英 国 殖 民 地 转 向 美 国 ，同 时 ，欧 洲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进 步 ，以 及 随 之而来 的政府压 迫的加重，使韦 克菲尔 德的方案成为 多 
余 。一 方 面 , 逐 年 涌 向 美 洲 的 巨 大 的 不 断 的 人 流 ，在美国 东 部停滞 并  
沉 淀 下 来 ，因 为 从 欧 洲 来 的 移 民 浪 潮 把 第 二 次 移 民 浪 潮 还 没 有 卷 到  
西部去的那些人抛到东 部的劳 动 市场 了  „ 另 一 方 面 ，美国 南北战 争 7 

的 结 果 造 成 了 巨额 的国 债 和赋 税 ，产 生 了 最 卑 鄙 的 金 融 贵 族 .使极 大 
一 部 分 公 有 土 地 被 分 送 给 经 营 铁 路 、矿 山 等 的 投 机 家 公 司 ，一 句 话 ， 
造 成 了 最 迅 速 的 资 本 集 中 。 因 此 .这 个 大 共 和 国 已 经 不 再 是 迁 移 来  
的 劳 动 者的乐 园 了。在 那 里 . 特 别 是 在 东 部 各 州 ，资 本主义 生产 正在 
飞 速 向 前 发 展 ，虽 然 工 资 的 下 降 和 对 工 人 的 奴 役 还 远 没 有 达 到 欧 洲  
的标 准水平。

韦 克菲尔 德本人大声 责 难 英国 政府如此大规 模地把殖民地未开  
垦 的土地 滥 送 给 贵 族 和 资 本 家 的 做 法 。这 种 做法加上寻 找 金矿 的不 
断 的 人 流 ，以 及 英 国 商 品 的 输 人 所 引 起 的 对 殖 民 地 最 小 的 手 工 业 者  
的 竞 争 ，在 澳 大 利 亚 产 生 了 一 个 相 对 过 剩 人 口 ，这 种 相对 过 剩人口虽

(98 )同 第 4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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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还 远 远 没 有 像 在 欧 洲 那 样 固 定 ，但 数 量 相 当 可 观 ，以致每班邮 船都 
带 来 澳 大 利 亚 劳 动 市 场 供 给 过 剩 的 凶 讯 。在 那 里 ，有 些 地 方的卖 淫 
现 象和在伦 敦草市440 一 样 盛 行 。 (99)

但 是 ，我 们 在 这 里 并 不 是 要 研 究 殖 民 地 的 现 状 。我们 感 兴 趣 的  
只是旧 大陆 的政治经 济 学 在新大陆 发 现 并 在其论 述殖民地的煞费 苦 
心 的 著 作 中 真 实 地 暴 露 的 秘 密 : 资 本主义 的 生 产 方 式 和 积 累 方 式 ，从  
而 资 本 主 义 的 私 有 制 .是 以 那 种 以 自 己 的 劳 动 为 基 础 的 私 有 制 的 消  
灭 为 前 提 的 ;是 以 劳 动 者 的 被 剥 夺 为 基 础 的 》

( 9 9 ) 澳 大 利 亚 自 治 后 ，当 然 就 要 制 定 有 利 于 移 民 的 法 律 ，但 英 国 过 去 滥  
送 土 地 的 做 法 . 成 了 一 种 障 碍 。“1862年 新 土 地 法 的 第 一 个 最 主 要 的 目 的 ，就  
是 为 移 民 提 供 更 便 利 的 条 件 (公 共 土 地 大 ë 加 •达 菲《维 多 利 、E土 地 法 指 南 》 
1862年 伦 敦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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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读 者

约 • 鲁 瓦 先 生 保 证 尽 可 能 准 确 地 、甚 至 逐 字 逐 句 地 进 行 翻 译 。 
他 非 常 认 真 地 完 成 了 自 己 的 任 务 。但 正 由 于 他 那 样 认 真 ，我不得不 
对 译 文 作 些 修 改 ，使 读 者 更 容 易 理 解 。因 为 本 书 分 册 出 版 ，这 些修改 
是 逐 日 作 的 ，所 以 不 能 处 处 一 样 仔 细 ，文 体 不 免 有 不 一 致 的 地 方 。

在 担 负 校 正 工 作 后 ，我 就 感 到 作 为 依 据 的 原 本 (德 文 第 二 版 )应  
当 作 一 些 修 改 ，有 些 论 述 要 简 化 ，另 一 些 要 加 以 完 善 ，一 些 补 充 的 历  
史 材 料 或 统 计 材料要加进 去，一 些 批 判 性 评 注 要 增 加 ，等 等 。不管这  
个 法 文 版 本 有 怎 样 的 文 字 上 的 缺 点 ，它 仍 然 在 原 本 之 外 有 独 立 的 科  
学 价 值 ，甚至对 懂 德语 的读 者也有参 考价值 。

下 面 是 我 从 德 文 第 二 版 跋 中 摘 引 的 几 段 ，是 有 关 政 治 经 济 学 在  
德 国 的发 展和本书 运 用的方法的。

卡 尔 •马 克思 
1875年 4 月 2 8 日于伦 敦



842

德 文 第 二 版 跋 摘 录

在 德 国 ，直 到 现 在 ，政 治 经 济 学 一 直 是 外 来 的 科 学 。古 斯 塔 夫 • 

居利希在他的《商 业 、工 业 等 的 历 史 》中 ，已经 大体 上说 明了在我们 这  
里É 碍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发 展 、因 而 也 阻 碍 现 代 社 会 ，即 资 产 阶 级 社 
会 发 展 的 特 殊 的 历 史 条 件 ^ 可 见 ，政治经 济 学 不是我国 的产 品;它 作 
为 成 品 从 英 国 和 法 国 输 入 。我 们 的 教 授 一 直 是 学 生 ; 而 且 ，进 步社会  
的 理 论 表 现 ，在 他 们 手 中 变 成 了 教 条 集 成 ，被他们 用落后社会 的意识  
去 解 释 ，因 此 ，被 歪 曲 了 。为 了 掩 饰 自 己 的 虚 伪 的 立 场 、缺 乏独 创 性 
的 见 解 和 科 学 上 的 无 能 为 力 ，我 们 这 些 由 于 置 身 于 不 熟 悉 的 领 域 而  
感 到 困 惑 的 先 生 们 就 摆 出 一 副 十 足 的 博 通 文 史 的 架 势 ，或者从 德国  
官 僚 用 官 房 学 447的 美 名 装 饰 起 来 的 各 种 知 识 的 杂 拌 中 抄 袭 一 些 东  
西 ，把 它 们 同 自 己 的 货 色 掺 在 一 起 。

从 1848年 起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在 德 国 日 益 牢 固 地 树 立 起 来 ，现 在 
它 已 经 把 这 个 梦 幻 者 的 国 家 变 成 了 行 动 者 的 国 家 ，但是我们 的经 济  
学 家 显 然 命 运 不 济 。当 他 们 能 够 不 偏 不 倚 地 研 究 政 治 经 济 学 时 ，恰 
好 缺 少 作 为 政 治 经 济 学 前 提 的 社 会 环 境 。而 当 这 种 环 境 出 现 时 ，容 
许 他们 即 使在资 产 阶 级 的视 野之内 进 行不偏不倚的研 究的条 件已经  
不 复 存 在 了 。只要政治经 济 学 是 资 产 阶 级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就 是 说 ，只 
要 它 把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不 是 看 做 历 史 发 展 的 过 渡 阶 段 ，而是看做社会  
生 产 的 绝 对 的 最 后 的 形 式 ，那就 只 有 在 阶 级 斗 争 处 于 潜 伏 状 态 或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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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在 个 别 的 现 象 上 表 现 出 来 的 时 候 ，它 还 能 够 是 科 学 。
拿 英 国 来 说 。在 那 里 ，阶 级 斗 争 尚 不 发 展 的 时 期 也 就 是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古 典 时 期 。它 的 最 后 的 伟 大 的 代 表 李 嘉 图 ，是 第 一 个 有 意 识  
地 把 阶 级 利 益 的 对 立 、工 资 和 利 润 的 对 立 、利润 和地租的对 立当 做他 
的研 究的出发 点的经 济 学 家。这 种 对 立实 际 上同构 成资 产 阶 级 社 会  
的 各 阶 级 的 存 在 本 身 是 不 可 分 离 的 ，而 他 却 天 真 地 把 这 种 对 抗 说 成  
是 人 类 社 会 的 不 变 的 自 然 规 律 。这 样 ，资 产 阶 级 的 科 学 也 就 达 到 了  
它 的 不 可 逾 越 的 界 限 。还 在 李 嘉 图 活 着 的 时 候 ，就 有 人 起 来 批 判 资  
产 阶 级 的 科 学 了 ，这 个 人 就 是 西 斯 蒙 第 。 448

随 后 一 个 时 期 ，从 1820年 到 1830年 , 在 英 国 ，政 治 经 济 学 领 域  
生 机 勃 勃 ，大 放 异 彩 。这 是 李 嘉 图 的 理 论 完 成 和 庸 俗 化 的 时 期 ，也是 
他的理论 同由亚 当 •斯密的学 说 中产 生的其他各个 学 派进 行斗争 的 
时 期 。449这 是 一 场 出 色 的 比 赛 。当 时 的 情 况 ，欧 洲 大 陆 知 道 得 很 少 ， 
因 为 论 战 几 乎完全分散在杂 志论 文、小 册 子 以 及 其 他 时 事 性 著 作 中 。 
这 一论 战 的纯 朴的性质 —— 虽 然某些无派别 的著作家已经 把李嘉图  
的 理 论 当 做 攻 击 资 本 主 义 的 武 器 45U—— 可 由 当 时 的 情 况 来 说 :明 。 
一 方 面 ，大 工 业 刚 刚 脱 离 幼 年 时 期 ，因 为 大 工 业 只 是 从 1825年的危 
机 才 开 始 它 的 现 代 生 活 的 周 期 循 环 的 。另 一 方 面 ，资 本和劳 动 之间  
的 阶 级 斗 争 被 推 到 后 面 : 在 政 治 方 面 是 由 于 纠 合 在 神 圣 同 盟 451周围  
的 政 府 和 封 建 主 同 资 产 阶 级 所 领 导 的 人 民 大 众 之 间 发 生 了 纠 纷 ;在  
经 济 方 面 是 由 于 工 业 资 本 和 贵 族 土 地 所 有 权 之 间 发 生 了 纷 争 。这 种  
纷 争 在 法 国 是 隐 藏 在 小 块 土 地 所 有 制 和 大 土 地 所 有 制 的 对 立 后 面 ， 
在 英 国 则 在 谷 物 法 179颁 布 后 公 开 爆 发 出 来 。这 个 时 期 英 国 的 经 济  
学 文 献 ，使 人 想 起 魁 奈 逝 世 后 法 国 的 狂 飙 时 期 ，但这 只是像晚 秋晴曰 
使 人 想 起 春 天 一 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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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 ，决 定 性 的 危 机 发 生 了 。
资 产 阶 级 在 法 国 和 英 国 夺 得 了 政 权 。从 那 时 起 ，阶 级 斗 争 在 实  

践 方面和理论 方面采取了日益 鲜 明 的 和 带 有 威 胁 性 的 形 式 。它 敲响  
了 科学 的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的 丧 钟 。现 在问 题 不再是这 个 或那个 原理 
是 否 正 确 ，而 是 它 对 警 察 来 说 是 否 悦 耳 ，是 否 能 够 博 得 他 们 的 欢 心 , 

对 资 本 有 利 还 是 有 害 。无 私 的 研 究 让 位 于 豢 养 的 文 丐 的 争 斗 ，有良 
心的探 i t 让 位 于 辩 护 士 的 坏 心 恶 意 。甚至由工厂 主科布顿 和布莱 特 
赞 @的反谷物法同盟 452强 加 给 公 众 的 论 文 集 子 ，由于对 地主贵 族展 
开 f 论 战 ，即 使 没 有 科 学 的 意 义 , 毕 竟 也 有 历 史 的 意 义 。但 是 不 久 ， 
罗 伯特•皮尔 的自由贸 易的立法就把庸俗经 济 学 的最后的爪子连 同 
它 的 最 后 的 抱 怨 一 起 除 掉 了 。 453

1848— 1849 年 大 陆 的 革 命 爆 发 了 。它 在 英 国 产 生 了 反 应 。那 
些 还 有 科 学 抱 负 、不 愿 单 纯 充 当 上 层 阶 级 的 诡 辩 家和献 媚者的人，力 
图 使资 本的政治经 济 学 同这 时 已不容忽视 的无产 阶 级 的要求调 和起 
来 。于 是 ，以 约 翰 • 斯 图 亚 特 • 穆 勒 为 最 著 名 代 表 的 缓 和 的 折 中 主  
义 产 生了。454正如俄国 的伟 大学 者和批评 家尼•车 尔 尼雪夫斯基出 
色 地 指 出 的 那 样 ，这 宣告了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的 破 产 。

可 见 ，当 资 本 主义 生产 在德国 成熟时 ，阶 级 斗争 已经 在英国 和法 
国 明 显 地 表 现 出对 抗的性质 ;此 外 ，德国 无产 阶 级 已经 在不同程度上 
受 到 社 会 主 义 的 影 响 。因 此 ，当 政 治 经 济 学 作 为 一 门 资 产 阶 级 的 科  
学 看 来 在 德 国 有 可 能 产 生 的 时 候 ，它 又 成 为 不 可 能 了 。在这 种 情况  
下 ，政治 经 济 学 的 代 表 人 物 分 成 了 两 派 。一 派 是 精 明 的 、雄心勃勃的 
实 践 家 ，他 们 聚 集 在 辩 护 论 经 济 学 的 最 浅 薄 的 因 而 也 是 最 成 功 的 代  
表 巴 师 夏 的 旗 帜 下 ; 另 一派是以自己科学 的教 授资 望自负 的人，他们  
追 随 约 翰 • 斯 图 亚 特 • 穆 勒 ，企 图 调 和 不 能 调 和 的 东 西 。德 国 人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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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衰 落 时 期 ，也 同 在 它 的 古 典 时 期 一 样 ，始 终 只是道 
地 的 背 诵 课 文 、模 仿 老 师 的 学 生 ，是 为 外 国 大 商 行 效 劳 的 可 怜 的  
小 贩 。

所 以 ，德 国 社 会 特 殊 的 历 史 发 展 ，排除了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任何独  
创 的 进 步 ，但 是 没 有 排 除 对 它 的 批 判 。就 这 种 批 判 代 表 一 个 阶 级 而  
论 ，它 能 代 表 的 只 是 这 样 一 个 阶 级 ，这 个 阶 级 的历 史使命是变 革资 本 
主义 生产 方式和最后消灭 阶 级 。这 个 阶 级 就 是 无 产 阶 级 。

人们 对 《资 本 论 》中 应 用 的 方 法 理 解 得 很 差 ，这 已 经 由 对 这 一 方  
法 的各种 互相矛盾的评 论 所证 明。

例 如 ，巴黎的《实 证 论 者 评 论 》455既 责 备 我 把 政 治 经 济 学 变 成 了  
形 而 上 学 ，又责 备 我  你 们 猜 猜 看 ！ 只 限 于 单 纯 批 判 地 分 析
既 成 的 要 素 ，而没 有为 未来 的食堂开 出调 味单 (孔 德 主 义 的 吗 ？)。关  
于 形 而 上 学 的 责 备 ，基辅 大 学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教 授 季 别 尔 先 生 指 出 ：

‘‘就 fl!论 丰 身 来 说 . 马 克 思 的 方 法 适 整 个 英 国 学 派 的 演 绎 法 ，其优 点和_缺点  
是 -W最 伟 大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现 论 家 所 共 有 的 1)456

莫 • 布洛克先生1 (2)认 为 我 的 方 法 是 分 析 的 方 法 ，他 甚 至 说 ：

“ 马 克 思 叱 生 通 过 这 部 著 作 而 成 为 一 个 最 出 色 的 具 有 分 析 能 力 的 思 想 家 '

德 国 的 评 论 家 当 然 大 叫 什 么 黑 格 尔 的 诡 辩 。457彼得堡出版的俄 
国 杂 志《欧 洲 通 报 》在 一 篇 专 谈 《资 本 论 》的 方 法 的 文 章 中 (3 >458 . 声

( 1 )  《李 蛊 图 的 价 值 和 资 本 理 论 的 最 新 补 充 和 解 释 》187]年 * 辅 版 。
( 2 )  《德 国 的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家 》，摘 1872年 7 月 和 8 月 《经 济 学 家 杂 志 》 , 
W  1872 年  5 月 号 第  427 -43.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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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我 的 研 究 方 法 是 严 格 的 实 在 论 的 ，而 叙 述 方 法 不 幸 是 辩 证 法 的  
文 中 说 道 ：

“如 果 从 外 表 的 叙 述 形 式 来 判 断 ，那 么 最 初 看 来 ，马 克 思 是 最 大 的 唯 心 主 义  
者 . 而 且 是 德 国 的 即 坏 的 唯 心 主 义 者 。 而 实 际 上 ，在 批 判 的 经 济 学 领 域 中 ，他 是  
他 的 所 有 前 辈 都 无 法 比 拟 的 实 在 论 者 …… 决 不 能 把 他 称 为 唯 心 主 义 者 / ’

我 回 答 这 位 俄 国 著 作 家 的 最 好 的 办 法 ，是 从 他 自 己 的 批 评 中 摘  
出 儿 段 话 来 . 这 几 段 话 也 会 使 读 者 感 到 兴 趣 。这 位 作 者 先 生 从 我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序 言 (1859年 柏 林 版 第 4 - 7 贞 459,在那里我说 明
了 我 的 方 法的唯物主义 基础 ）中 摘 引 一 段 话 后 说 ：

“在 马 克 思 看 来 ，只 有 一 件 事 情 是 重 要 的 .那 就 是 发 现 他 所 研 究 的 那 珥 现 象  
的 规 律 。而 ä 他 认 为 重 要 的 ，不 仅 是 在 这 些 现 象 具 有 完 成 形 式 和 处 于 一 定 时 期  
内 可 见 到 的 联 系 中 的 时 候 支 配 着 它 们 的 那 个 规 律 . 在 他 看 来 ，除 此 而 外 .最 重  
要 的 是 这 些 现 象 变 化 的 规 律 ，这 些 现 象 发 展 的 规 律 ，即 它 们 由 一 种 形 式 过 渡 到  
另 一 种 形 式 ，由 一 种 联 系 秩 序 过 渡 到 另 一 种 联 系 秩 序 的 规 律 。 他 - 发 现 了 这 个  
规 律 ，就 详 细 地 来 考 察 这 个 规 律 在 社 会 生 活 中 表 现 出 来 的 各 种 后 果 … … 所以  
马 克 思 关 心 的 只 是 一 件 事 :通 过 准 确 的 科 学 研 究 來 证 明 社 会 关 系 的 一 定 秩 序 的  
必 然 性 . 同 时 尽 可 能 完 善 地 指 出 那 些 作 为 他 的 出 发 点 和 根 据 的 事 实 。 为 此 .只  
要 ffi明 现 有 结 构 的 必 然 性 ，同 时 证 明 这 种 结 构 不 可 避 免 地 要 过 渡 到 另 一 种 结 构  
的 必 然 性 就 完 全 够 了 ，而 不 管 人 类 相 信 或 不 相 信 ，意 识 到 或 没 有 意 识 到 这 种 过  
渡 。 马 克 思 把 社 会 运 动 看 做 历 史 现 象 的 自 然 的 联 系 ，即 受 一 些 规 律 支 配 的 联  
系 , 这 些 规 律 不 仅 不 以 人 的 意 志 、意 识 和 意 图 为 转 移 . 反 而 决 定 人 的 意 志 、意 识  
和 意 图 …… 既 然 意 识 要 素 在 文 明 史 上 只 起 着 这 种 从 属 作 用 , 那 么 不 a 而 喻 ， 
以 文 明 本 身 为 对 象 的 批 判 .既 不 能 以 意 识 的 任 何 形 式 也 不 能 以 意 识 的 任 何 结 果  
为 基 础 。作 为 这 种 批 判 的 出 发 点 的 不 能 是 观 念 . 而 只 能 是 外 部 的 现 象 „ 批 判 将  
不 是 把 事 实 和 观 念 比 较 对 照 ，而 只 是 把 一 种 事 实 同 另 一 种 事 实 比 较 对 照 。这 种  
批 判 仅 仅 要 求 对 两 种 事 实 进 行 尽 量 准 确 的 研 究 ，使 之 真 正 形 成 相 氐 不 冋 的 发 展  
阶 段 .但 最 重 要 的 是 ，它 要 求 把 各 种 现 象 的 序 列 、对 这 些 现 象 作 为 连 续 的 发 展 阶  
段 所 表 现 出 来 的 顺 序 进 行 同 样 准 确 的 研 究 „ 但 是 有 人 会 说 .经 济 生 活 的 一 般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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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不 管 是 应 用 于 现 在 或 过 去 ，都 是 同 一 的 、永 远 不 变 的 。 马 克 思 否 认 的 正 是 这  
一 点 。 在 他 看 来 , 这 样 的 抽 象 规 律 是 不 存 在 的 … … 一 旦 生 活 经 过 了 一 定 的 发 展  
时 期 . 由 一 定 阶 段 进 入 另 一 阶 段 时 , 它 就 开 始 受 另 外 的 规 律 支 配 。 总 之 ，经 济 生  
活 在 自 己 的 历 史 发 展 中 呈 现 出 的 现 象 .和 我 们 在 生 物 学 的 其 他 领 域 所 看 到 的 现  
象 相 同 ……旧 经 济 学 家 不 懂 得 经 济 规 律 的 性 质 ，他 们 把 经 济 规 律 同 物 理 学 定 律  
和 化 学 定 律 相 比 拟 》对 现 象 所 作 的 更 深 刻 的 分 析 证 明 .各 种 社 会 有 机 体 像 动 植  
物 奋 机 体 一 样 , 彼 此 根 本 不 同 。 事 情 远 远 不 止 于 此 ，由 于 这 些 有 机 体 的 整 个 结  
构 不 同 ，它 们 的 各 个 器 官 有 差 别 , 以 及 器 官 借 以 发 生 作 用 的 条 件 不 一 样 等 等 .同  
一 个 现 象 就 受 绝 对 不 同 的 规 律 支 配 。例 如 .马 克 思 否 认 人 口 规 律 在 任 何 时 候 在  
任 何 地 方 都 是 一 样 的 。 相 反 地 , 他 断 言 每 个 经 济 时 代 有 它 自 己 的 人 口 规 律 …… 
生 产 力 的 发 展 不 间 ,生 产 关 系 和 调 节 生 产 关 系 的 规 律 也 就 不 同 … … 从 这 个 观 点  
出 发 去 研 究 资 本 主 义 经 济 制 度 . 这 样 .他 只 不 过 是 极 其 科 学 地 表 述 了 任 何 对 经  
济 生 活 进 行 准 确 的 研 究 所 必 须 完 成 的 工 作 。这 种 研 究 的 特 殊 的 科 学 价 值 在 于  
阐 明 支 配 蕾 一 定 社 会 有 机 体 的 产 生 、生 存 、发 展 和 死 亡 以 及 为 另 一 更 高 的 有 机  
体 所 代 替 的 规 汴 。 马 克 思 的 这 本 书 正 是 具 有 这 种 价 值 '

这 位 作 者 把 他 称 为 我 的 研 究 方 法 的 东 西 描 述 得 这 样 恰 当 ，并 且 
在 谈 到 我 个 人 对 这 种 方 法 的 运 用 时 又 抱 着 这 样 的 好 感 ，那他所描述 
的不正是辩 证 方法吗 ？

当 然 .在 形 式 上 . 叙 述 方 法 必 须 与 研 究 方 法 不 同 。研 究必须 充分 
地 占 有 材 料 ，分 析 它 的 各 种 发 展 形 式 ，探 寻 这 些 形 式 的 内 在 联 系 。 只 
有 这 项 工 作 完 成 以 后 ，现 实 的 运 动 才 能 完 整 地 叙 述 出 来 。这 点 一 旦  
做 到 ，材 料 的 生 命 一 旦 在 观 念 上 反 映 出 来 ，这 种 幻影就可能被人们 认  
为 是一个 先验 的结 构 了》

我 的 辩 证 方 法 . 从 根 本 丨 來 说 ，不 仅 和 黑 格 尔 的 辩 证 方 法 不 同 ， 
tfii丨 L和 它 截然 相反 。 黑 格 尔 看 来 ，思 维 运 动 ，即 他用观 念这 一名 
称 加 以 人 格 化 的 思 维 运 动 ，是现 实 的 创 造 主 .而 现 实 只 是 观 念 的 现 象  
形 态 。我 的 看 法 则 相 反 ，思 维 运 动 不 外 是 移 人 人 的 头 脑 并 在 人 的 头  
脑 中改造过 的 现 实 运 动 的 反 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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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近 30年 以 前 ，当 黑 格 尔 辩 证 法 还 很 流 行 的 时 候 ，我 就 批 判 过  
黑 格 尔 辩 证 法 的 神 秘 方 面 。…… 虽 然黑格尔 出于自己的误 解而用 
神 秘 主 义 歪 曲 了 辩 证 法 ，但 这 绝 没 有 妨 碍 他 第 一 个 叙 述 了 辩 证 法 的  
总 体 的 运 动 。在 他 那 里 ，辩 证 法 是 倒 立 着 的 。只 要 使 它 重 新 用 脚 站  
起 来 , 就 可 以 发 现 它 的 完 全 合 理 的 面 貌 。

辩 证 法 ，在 其 神 秘 的 形 态 上 ，成 了 德 国 的 时 髦 东 西 ，因为 它 似乎 
使 现 存 事 物 显 得 光 彩 。辩 证 法 ，在 其 合 理 的 形 态 上 ，引起统 治阶 级 及 
其 夸 夸 其 谈 的 意 识 形 态 家 们 的 恼 怒 和 恐 怖 ，因为 辩 证 法在对 现 存事 
物 4 肯 定 的 理 解 中 同 时 包 含 对 现 存 事 物 的 必 然 的 否 定 的 理 解 ，即 对  
现 存 事 物 的 必 然 灭 亡 的 理 解 ;辩 证 法 把 运 动 本 身 的 一 切 既 成 形 式 都  
看 做 是 过 渡 的 形 式 ，因 此 它 不 崇 拜 任 何 东 西 ，按 其 本 质 来 说 .它 是 批  
判 的 和 革 命 的 。

使 实 际 的 资 产 者 最 深 切 地 感 到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矛 盾 的 运 动 的 ，是 
现 代 工 业 所 经 历 的 周 期 循 环 的 各 个 变 动 ，而 这 些变 动 的 顶 点就是普 
遍 危 机 。我 们 已 经 看 到 了 这 个 危 机 的 先 兆 . 它 又 要 临 头 了 ；由于它 的 
作 用 范 围 的 广 阔 和 影 响 的 强 烈 ，它 甚 至 会 把 辩 证 法 灌 进 新 的 神 圣 普  
鲁 士德意志帝国 的像雨后春笋 般出现 的投机家们 的头 脑 里去 。 (1)

( 4 ) 德 文 第 二 版 跋 写 于 1873年 1 月 2 4 日。 该 文 发 表 不 久 ，文 中 预 言 的 危  
机 就 在 奥 地 利 、美 国 和 德 国 爆 发 了 461。 许 多 人 错 误 地 认 为 ，这 些 猛 烈 的 、但 又  
是 局 部 的 爆 发 已 经 就 是 普 遍 危 机 相 反 . 普 遍 危 机 正 在 向 自 己 的 顶 点 发 展 „ 英  
国 将 成 为 这 场 危 机 爆 发 的 中 心 . 其 影 响 将 波 及 世 界 市 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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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I1

I 《资 本 论 》第 一 卷 1867年 德 文 第 一 版 第 一 章 的 标 题 是 《商 品 和 货 币 》，其中  
概 述 了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第 一 分 册 》1859年 柏 林 版 的 内 容 。 马 克 思 在  
1866年 10月 1 3 日 给 路 • 库 格 曼 的 信 中 谈 到 了 作 这 一 概 述 的 原 因 。 后 
来 1在 准 备 《资 本 论 》第 一 卷 德 文 第 二 版 时 ，马 克 思 修 订 了 自 己 的 著 作 ，对  
它 的 结 构 也 作 了 很 大 的 改 动 。 他 把 原 先 的 第 一 章 和 附 录 改 为 独 立 的 三  
章 . 这 三 章 构 成 第 一 篇 。关 于 这 些 修 改 的 具 体 情 况 . 见 《第 二 版 跋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4 4卷 第 14 页 ）。—— 16。

2 完 全 删 去 的 是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第 一 分 册 》中 《A. 关 于 商 品 分 析 的 历  
史 》、《Ü 关 于 货 币 i卜 量 单 位的 学 说 》和 《C.关 于 流 通 手 段 和 货 币 的 学 说 》这  
三 节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1 卷 第 445 — 457、 470 — 
481、 552 — 582 页 ）。 马 克 思 在 撰 写 1863 — 1865年 经 济 学 手 稿 时 放 弃 了  

他 最 初 的 打 算 •即 在 每 一 章 理 论 部 分 的 后 面 加 上 理 论 史 的 部 分 . 而 i t 划 在  
《资 本 论 》第 四 册 中 来 叙 述 理 论 史 , 这 部 分 后 来 以 《剩 余 价 值 理 论 》为 书 名  
发 表 。 -----16。

3 指 斐 • 拉 萨 尔 《巴 师 夏 舒 尔 采 德 里 奇 先 生 ，经 济 学 上 的 尤 里 安 ，或 者 ：资  
本 和 劳 动 》一 书 的 第 III章 《交 换 、价 值 和 自 由 竞 争 》( 见 该 书 1864年 柏 林  
版 第 120 — 158页 ），其 中 拉 萨 尔 在 第 149页 上 指 明 参 看 马 克 思 〗859年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一 书 。

有 关 拉 萨 尔 的 抄 袭 行 为 ，见 马 克 思 1864年 6 月 3 日 给 恩 格 斯 和 1866 
年 10月 13 H给 路 • 库 格 曼 的 信 。 16。

4 ■'只要换 一个 名字，这 正是说 的阁 下的事情 ’’（ Mutato nomine de te fabula 
namitur) .这 句 话 引 自 贺 拉 斯 《讽 刺 诗 集 》第 1 卷 第 1 首 。 丨7、274。

S 英 国 应 用 社 会 统 计 比 德 国 ¥ 得 多 ,，1662年 伦 敦 市 的 官 员 约 • 格 朗 特 首 次



852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

把 计 算 具 体 地 运 用 于 人 U 统 计 。但 政 治 算 术 ( 统 i|_)的 真 止 创 始 人 足 威 • 
配 第 . 他 在 1676年 写 成 的 《政 治 算 术 》这 1 著 作 中 用 算 术 方 法 来 分 析 社 会  
经 济 问 题 。 - _ 1 8 。

6 美 国 独 立 战 争 即 1775. 1783年 北 美 独 立 战 争 ，是 13 个 英 属 北 美 殖 民 地  
推 翻 英 国 殖 民 统 治 . 争 取 民 族 独 立 的 战 争 。 七 年 战 争 后 英 国 加 强 对 北 美  
殖 民 地 的 压 迫 和 剥 削 . 激 起 3 地 新 兴 资 产 阶 级 和 人 民 群 众 的 反 抗 。 177.1 
年 北 美 殖 民 地 代 表 召 开 第 一 届 大 陆 会 议 .通 过 呈 交 英 王 的 请 愿 丨 5和 抵 制  
英 货 的 法 案 ， 1775年 4 月 1 9 日 •战 争 在 列 克 星 敦 爆 发 , 5 月 1 0 丨 丨 在费 城 
召 开 的 第 二 届 大 陆 会 议 决 定 组 织 大 陆 军 ，任 命 华 盛 顿 为 总 司 令 。 I77ti年 

47 月 4 日 在 进 行 反 英 战 争 中 的 大 陆 会 议 通 过 《独 立 宣 言 》.宣 告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成 立 。 1781年 1Ü月 ，英 军 主 力 被 击 溃 后 . 在 约 克 镇 被 迫 投 降 ，交 战 双 方  
最 终 于 1783年 9 月 签 〖 r 了 巴 黎 和 约 <■ 在 条 约 中 英 M正 式 承 认 美 S 浊  
取 得 胜 利 的 北 美 人 民 建 立 了 美 洲 第 一 个 资 产 阶 级 共 和 国 》 】8。

7 美 国 南 北 战 争 即 1861 — 1865年 的 美 国 内 战 。 19 lit纪 中 叶 ，美 M南 部 种  
植 园 主 奴 隶 制 与 北 部 资 产 阶 级 雇 佣 劳 动 制 的 矛 盾 丨 :!益 尖 锐 。 I860年 11 
月 ，主 张 限 制 奴 隶 制 的 共 和 党 候 选 人 林 肯 当 选 为 总 统 ，美 W南 部 的 奴 隶 t  
发 动 r 维 护 奴 隶 制 的 叛 乱 》 1861年 2 月 ，南 部 先 后 宣 布 脱 离 联 邦 的 各 州  
在 蒙 哥 马 利 大 会 上 成 立 南 部 N 盟 , 公 开 分 裂 国 家 ，并 于 当 年 4 J 1 】2 F1炮  
轰 萨 姆 特 要 塞 ( 南 _ 罗 来 纳 州 ），挑 起 内 战 。 1865年 1 月 ，南 部 同 盟 的 酋 都  
里 士 满 被 攻 克 ,南 部 同 盟 的 联 军 投 降 ，战 争 结 束 。北 部 各 州 在 南 北 战 争 中  
取 得 了 胜 利 . 维 护 了 国 家 的 统 …，并 为 资 本 主 义 的 蓬 勃 发 展 扫 清 丫 道 路 .

一 18、4.11、453、609。

8 高 教 会 派 是 英 国 国 教 会 中 的 一 派 ，产 生 于 1 9 丨 比 纪 „ 高 教 会 信徒主要是土  
地 贵 族 和 金 融 贵 族 。 他 们 主 张 保 持 古 老 的 楽 午 仪 式 ，强 调 与 天 主 教 徙 的  
传 统 的 联 系 „ 英 国 国 教 会 中 4 高 教 会 相 对 、>:的 另 一 派 为 低 教 会 派 （见 注  
3 90 ) ,其 信 徒 主 要 是 资 产 阶 级 和 下 M 教 士  . 具-有 新 教 倾 向 。 丨9、658、
694。

9 三 十 九 条 信 纲 是 英 国 国 教 会 的 信 仰 纲 要 ，由 女 王 伊測 '莎 白 一 世 主 持 制 定 《 
1562年 女 王 审 定 批 准 克 兰 默 起 草 的 四 十 二 条 款 • 后 压 缩 为 三 十 九 条 》 
1563年 起 ，所 冇 神 职 人 员 就 职 时 必 须 宣 誓 恪 守 这 吟 信 纲 。 1571年 英 国 国  
会 通 过 法 案 ，三 十 九 条 信 纲 正 式 成 为 英 国 国 教 会 的 信 纲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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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蓝 皮 书 是 英 国 议 会 或 政 府 的 (包 括 政 府 向 议 会 提 交 的 ）文 件 或 报 告 书 的 通  
称 ，因 封 皮 为 蓝 色 而 得 名 。英 国 从 17世 纪 开 始 发 表 蓝 皮 书 ，它 是 英 国 经  
济 史 和 外 交 史 主 要 的 官 方 资 料 。 —— 19、175、437、522、586、729/

I I 马 克 思 未 能 实 现 他 的 计 划 。 在 他 逝 世 后 ，《资 本 论 》第 二 册 和 第 三 册 作 为  
他 的 主 要 著 作 的 第 二 卷 和 第 三 卷 ，先 后 于 1885年 和 1894年 由 恩 格 斯 编  
辑 出 版 。恩 格 斯 没 有 能 出 版 《资 本 论 》第 四 册 。 1 20.363,

12 •‘走你 的路，让 人们 去说 罢 ！ ”（ Scgui il tuu corso.c lascia dir le genti!)是 套  
用 但 丁 《神 曲 》中《炼 狱 篇 》第 5 皆 中 的 一 句 (Vien diet.ro a me，e lascia dir le 
genti) , ------20。

1 3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_1卷 第 419 页 。 —— 23。

1 4 法的拟 制 （ fictio juris)本 是 法 律 1：—个 原 则 ，即 把 现 实 中 不 存 在 的 事 实 在  
法 律 上 当 做 存 在 的 事 实 来 处 理 。正 文 中 的 意 思 是 指 一 种 与 现 实 相 矛 盾 的
假 定 。一 糾 -

1 5 这 里 套 用 了 赛 • 巴 特 勒 的 长 诗 《休 迪 布 腊 斯 》第 2 部 第 1 首 中 的 诗 句 。
一 27„

16 1785年 ，埃 • 卡 特 赖 特 发 明 了 机 械 织 布 机 ä 19世 纪 20 — 30年 代 ,蒸 汽 织
布 机 得 到 较 广 泛 的 使 用 „ — 30.

1 7 见 威 • 杰 科 布 《贵 金 属 生 产 和 消 费 的 历 史 研 究 M两 卷 集 ）丨831年 伦 敦 版 。 
马 克 思 在 1857 1858年 经 济 学 手 稿 中 直 接 引 用 了 杰 科 布 的 这 句 话 :“可
能 在 所 有 时 代 ，贵 金 属 的 生 产 费 用 都 超 过 它 们 历 来 被 支 付 的 价 值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1卷 第 279 页 ） 31。

1 8 见 赫 • 梅 甩 韦 尔 《关 于 殖 民 和 殖 民 地 的 演 说 》1841年 伦 敦 版 第 1 卷 第 52 
页 <• 马 克 思 在 1857- 1沾 8 年 经 济 学 T•稿 中 直 接 引 用 了 这 句 话 :“厄 什 韦  
鷂 (在 1823年 )估 汁 ，在 巴 四 ,8 0年 间 汗 采 的 金 刚 石 的 总 价 值 还 赶 不 上 18 
t 月 中 所 生 产 的 砂 糖 或 咖 啡 的 价 值 （见 《马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卷 第 2.16页 ） 31.。

1 9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令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1 卷 第 427 页 及 以 下 儿 页 。
32,

2 0 古代印度公社是 古 印 度 社 会 典 型 的 劳 动 组 织 形 式 ，形 成 于 原 始 社 会 瓦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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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 级 社 会 关 系 产 生 的 时 期 。作 为 生 产 者 集 体 的 村 社 由 当 地 的 农 民 和 其 他  
以 某 种 方 式 与 农 业 相 联 系 的 人 组 成 。它 相 当 独 立 地 组 织 几 乎 所 有 地 区 的  
以 人 工 灌 溉 和 排 水 为 基 础 的 生 产 。 由 于 受 气 候 和 地 理 位 置 的 限 制 ，村 社  
形 成 了 一 种 特 殊 的 制 度 ，即 把 手 工 业 纳 人 农 业 生 产 中 。 村 社 的 原 始 形 式  
的 特 点 保 持 了 很 久 。虽 然 在 大 约 公 元 前 1 世 纪 中 期 出 现 了 财 产 差 异 （村  
社 中 开 始 形 成 阶 级 ），但 村 社 成 员 的 土 地 优 先 权 继 续 存 在 (种 姓 制 度 形 成  
以 及 手 工 业 继 续 受 农 业 的 约 束 )阻 止 了 村 社 最 后 的 瓦 解 。 马 克 思 在 《不列  
颠 在 印 度 的 统 治 》以 及 1857— 1858年 经 济 学 手 稿 中 对 古 代 印 度 公 社 作 了  
详 细 阐 述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12卷 第 137 R 4 页 和  
第  30 卷 第  467、476--478 页 〉。—— 33,82,372»

2 1 威 • 配 第 所 说 “劳 动 是 财 富 之 父 ，土 地 是 财 富 之 母 ”，见 他 的 〈〈赋 税 论 》166.7 
年 伦 敦 版 第 4 7 页 。 马 克 思 在 1857— 1858年 经 济 学 手 稿 中 引 用 了 配 第 的  
这 句 话 (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1卷 第 333、428 页 ）；他在  
1875年 4 一 5 月 写 的 《德 国 工 人 党 纲 领 批 注 》( 同 上 ，第 2 5 卷 ) 中 ，批 评 J*劳  
动 是 一 切 财 富 的 源 泉 的 论 点 —— 34。

22 “上帝的羔羊”, 见 《新 约 全 书 • 约 翰 福 音 》第 1 章 第 2 9 节 。 —— 43„

23 “ 巴 黎 确 实 值 一 次 弥 撒 ”（ Paris vaut bien une messe ) 是 亨 利 四 世 的 话 。 
1593年 ，当 巴 黎 人 答 应 承 认 他 为 国 王 ，条 件 是 他 应 由 新 教 改 宗 天 主 教 时 ， 
他 说 了 这 句 话 。—— 43。

2 4 亚 里 土 多 德 《尼 科 马 赫 伦 理 学 》第 5 卷 第 5 章 。 —— 51.

2 S 关 于 弗 • 路 • 奥 • 费 里 埃 和 沙 • 加 尼 耳 的 重 商 主 义 的 观 点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8.61 — 1863年 手 稿 ）》第 IX 笔 记 本 第 391 页 和 第 VIII笔  
记 本 第 358 — 361页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3 畚 第 308- 
31i3、24t)— 247 页 ）。—— 52。

2 6 马 克 思 所 说 的 现 代 自 由 贸 易 贩 子 ，除 了 弗 . 巴 师 夏 之 外 ，还 有 德 国 自 由 贸  
易 派 的 信 徒 如 约 • 普 林 斯 -斯 密 斯 、维 • 伯 默 特 、尤 • 孚 赫 、奥 • 米 夏 埃 利  
斯 、麦 • 希 尔 施 、海 • 舒 尔 采 - 德 里 奇 等 人 。他 们 为 工 人 举 办 讲 座 ，其 中 一  
部 分 人 还 在 工 人 协 会 中 宣 传 他 们 的 目 的 。 —— 53。

2 7 这 是 马 克 思 对 亨 • 邓 • 麦 克 劳 德 《银 行 业 的 理 论 与 实 践 》1855年 伦 敦 第 2 
版 作 出 的 评 论 „ 《乌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ä l 卷 第 538 页 和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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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思 1868年 3 月 6 日 给 恩 格 斯 的 信 中 也 有 对 该 书 的 评 价 D —= 5 3 。

2 8 马 克 思 所 说 的 李 嘉 图 学 派 是 指 以 罗 • 托 伦 斯 . 詹 • 穆 勒 和 约 • 斯 • 穆 勒  
为 代 表 的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他 们 在 大 • 李 嘉 图 的 主 要 著 作 《政 治 经 济 学  
和 赋 税 原 理 》1817年 在 伦 敦 出 版 之 后 用 庸 俗 经 济 学 取 代 了 古 典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 试 图 用 资 产 阶 级 的 方 式 来 解 决 李 嘉 图 理 论 中 的 基 本 对 立 。 其 结  
果 正 如 马 克 思 所 说 的 那 样 •李 嘉 图 学 派 的 解 体 是 '由 于 它 无 法 解 决 两 个 问  
题 :“（1)资 本 和 劳 动 之 间 的 交 换 ，与 价 值 规 律 相 一 致 。 （2)— 般 利 润 率 的  
形 成 。 把 剩 余 价 值 和 利 润 等 同 起 来 。 不 理 解 价 值 和 费 用 价 格 之 间 的 关  
系 ”(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5 卷 第 208 页 ）。 对 这 一 学 派  
的 详 细 分 析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 1863年 手 稿 ）》第 V II笔  
记 本 第 319页 - 第 VII丨 笔 记 本 第 347页 （同 上 ，第 33卷 第 168—221页 ）。

—55、320、462、532、541。

2 9 指 马 克 思 的 《哲 学 的 贫 困 。 答 蒲 鲁 东 先 生 的 <贫 困 的 哲 学 >》第 1 章 第 2 
忤 . 其 中 马 克 思 提 到 下 述 著 作 :托 • 萑 吉 斯 金 《通 俗 政 治 经 济 学 》，威 • 汤  
普 森 《最 能 促 进 人 类 幸 福 的 财 富 分 配 原 理 的 研 究 》，托 • 娄 • 埃 德 蒙 兹 《实  
践 的 、精 神 的 和 政 治 的 经 济 学 》。 他 还 详 细 地 引 用 了 约 • 布 雷 《劳 动 的 不  
公 正 现 象 及 其 解 决 办 法 》一 书 。 而 约 • 格 雷 《社 会 制 度 》一 书 ，马 克 思 是 在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第 一 分 册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卷  
第 478 — 480页 ）中 引 用 的 _>—— 61。

30 “在 蒲 鲁 东 以 前 , 就 已 经 有 布 雷 、格 雷 等 人 进 行 过 这 种 尝 试 这 句 话 在 德  
文 版 中 是 :“没 有 一 个 学 派 比 蒲 鲁 尔 学 派 更 会 滥 用 ‘科 学 ’ 这 个 字 眼 了 。 ” 
(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4.1卷 第 8 5 页 注 (24>)马 克 思 对 蒲  
兽 东 的 批 判 远 没 有 在 德 文 版 中 那 么 激 烈 ，这 是 马 克 思 采 取 的 另 一 种 策 略 。 
4 克 思 考 虑 到 了 蒲 鲁 东 的 思 想 当 时 在 法 国 工 人 阶 级 中 还 有 比 较 广 泛 的 影  
响 •也 考 虑 到 r 法 文 版 《资 本 论 》在 法 f l 的 销 售 数 量 问 题 ，正 是 这 些 原 因 促  
使 他 在 文 字 上 作 出 f  L述 修 改 „ 实 际 上 ，蒲 鲁 东 的 思 想 早 就 受 到 了 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的 深 刻 批 判 。 1丨1于 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的 批 判 . 尤 其 是 在 1859年  
出 版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第 一 分 册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令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1卷 )中 的 批 判 •“蒲 鲁 东 主 义 被 连 根 铲 除 了 ’’（马 克 思 丨 859年 7 月 22 
n 给 恩 格 斯 的 信 )。 巴 黎 公 社 的 实 际 经 验 驳 倒 r 蒲 鲁 东 的 小 资 产 阶 级 的  
空 想 的 社 会 主 义 观 。 公 社 成 为 “蒲 魯 东 派 社 会 主 义 的 坟 墓 ’’（见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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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年 为 马 克 思 的 著 作 《法 兰 西 内 战 》德 文 第 三 版 写 的 导 言 ）。但 蒲 鲁 东  
的 一 些 重 要 思 想 ，如 他 的 社 会 主 义 观 点 和 他 的 反 国 家 主 义 .在 各 种 无 政 府  
主 义 的 流 派 中 都 有 反 映 》 — 61。

3 1 见 歌 德 《浮 士 德 》第 1 部 第 16场 《玛 尔 特 的 花 园 》。 65。

32 1848— ]849年 革 命 失 败 后 . 欧 洲 出 现 了 一 个 政 治 反 动 时 期 。 当 吋 欧 洲 的  
贵 族 和 资 产 阶 级 热 衷 于 唯 灵 论 .特 别 是 桌 子 跳 舞 的 降 神 术 ，而 中 国 爆 发 了  
太 平 天 国 革 命 运 动 。恩 格 斯 在 他 的 《自 然 辩 证 法 》的 《神 灵 世 界 中 的 Ö然 
研 究 》一 文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26卷 第 506 — 517 页 ）中 
深 人 分 析 了 唯 灵 论 。 在 德 文 版 中 马 克 思 在 此 处 加 丫  一 个 注 ：“我 们 想 起

- r , 当 世 界 其 他 一 切 地 方 好 像 静 止 的 时 候 ，中 国 和 桌 子 开 始 跳 起 舞 来 ，以 
激 励 别 人 。”（同 上 . 见 第 44卷 第 8 8 页 )—— 65。

33 “在额 上写 明它 是什么 ”，见 《新 约 全 书 • 约 翰 启 示 录 》第 1 4 章 第 1 节 和 第  
9 节 。 - 6 7 、376。

3 4 谈 到 鲁 滨 逊 的 故 事 时 ，马 克 思 指 的 是 大 • 李 嘉 图 的 著 作 《政 治 经 济 学 和 赋  
税 原 理 》1821年 伦 敦 第 三 版 第 一 章 ，尤 其 是 第 一 章 第 三 节 。 马 克 思 在  
1857年 8 月 写 的 《导 言 》里 全 面 论 述 了 鲁 滨 逊 故 事 在 资 产 阶 级 政 治 经 济 学  
中 的 作 用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0卷 第 22 — 2 5 贞 ）。在  
恩 格 斯 1869年 11月 19 口 给 马 克 思 的 信 中 也 有 相 关 的 论 述 。 —— 70。

35 “欧 文 先 生 的 平 行 四 边 形”，见 大 • 李 嘉 图 的 著 作 《论 农 业 的 保 护 关 税 》 
]822年 伦 敦 第 4 版 第 21 页 。 罗 • 欧 文 在 阐 述 他 的 社 会 改 革 的 空 想 i 卜划  
时 证 明 ，从 经 济 上 以 及 从 建 立 家 庭 生 活 的 观 点 看 来 ,最 适 当 的 是 建 筑 平 行  
四 边 形 的 或 正 方 形 的 住 宅 区 。 “欧 文 的 平 行 四 边 形 ”这 一 名 词 即 「丨 ]此而
来 。 ----- 70»

3 6 参 看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卷 第 454 -  455页 。 70„

3 7 参 看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1卷 第 426页 。—— 7]。

3 8 关 于 古 亚 细 亚 的 、古 代 世 界 的 等 等 生 产 方 式 . 马 克 思 在 1857— 1858年 经  
济 学 手 稿 中 已 有 论 述 .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1卷 第 413
页 。 ----- 73。

古 希 腊 哲 学 家 伊 壁 鸠 鲁 认 为 有 无 数 的 批 界 。这 些 世 界 是 按 照 它 们 本 身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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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然 规 律 产 生 和 存 在 的 。 神 虽 然 存 在 ，但 存 在 于 世 界 之 外 ，存 在 于 世 界 之  
间 的 空 隙 中 ，对 宇 宙 的 发 展 和 人 的 生 活 没 有 任 何 影 响 。—— 73。

4 0 在 马 克 思 1843年 底 写 的 《〈黑 格 尔 法 哲 学 批 判 ) 导 言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卷 ) 中 已 包 含 了 这 一 思 想 。—— 73。

41 “马 克 思 所 说 的 本 书 第 三 册 和 第 四 册 中 评 论 大 •,李 嘉 图 的 价 值 量 的 地 方 ， 
见 马 克 思 《资 本 论 (1863 —1865年 手 稿 ）》第 三 册 第 二 章 《5. 工 资 的 普 遍 提  
高 或 降 低 ( 下 降 ) 对 各 种 商 品 的 生 产 价 格 的 影 响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历  
史 考 证 版 第 2 部 分 第 4 卷 第 2 册 第 273 -278 页 ）以 及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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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1 英 语 “sovereign”一 词 •既 有 “君 主 V ‘帝 王 ”的 意 思 ，又 是 一 英 镑 金 币 的 名  
称 „ ------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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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黑 格 尔 关 于 一 切 限 度 都 消 失 了 的 观 点 ，见 他 的 《逻 辑 学 》第 1 部 《客 观 逻  
辑 》第 1 编 《存 在 论 》1833年 柏 林 版 第 421 455 页 （《黑 格 尔 全 集 》第 3
卷 ----- 122,,

9 2 皮 • 布 阿 吉 尔 贝 尔 《法 国 详 情 L 见 《18世 纪 的 财 政 经 济 学 家 D1843年 巴 黎  
版 第 213页 。 参 看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第 一 分 册 〉初 稿 片 断 K《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卷 第 337页 ）， —— 125,

W “社 会 的 抵 押 品 ”这 个 表 述 , 马 克 思 引 自 约 • 格 • 毕 希 《从 国 家 经 济 和 商 业  
来 看 的 货 币 流 通 H 800年 汉 堡 …基 尔 增 订 第 2 版 第 _298— 299页 :“… … 货  
币 ……作 为 普 遍 的 抵 押 品 ，不 仅 仅 是 在 • 个 资 产 阶 级 社 会 的 成 员 之 间 ，而 

* 是 在 几 个 资 产 阶 级 社 会 之 间 。 ”
马 克 思 在 《伦 敦 笔 记 》的《金 银 条 块 。完 成 的 货 币 体 系 》第 LX 节 中 简  

短 地 概 括 了 毕 希 的 论 点 : 货 币 是 资 产 阶 级 社 会 的 普 遍 抵 押 品 。”(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历 史 考 证 版 第 4 部 分 第 8 卷 第 4 8 页 ) 并 参 看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0卷 第 ] 10页 ，—— 126。

W “物 的 神 经 "(nexus rerum),意 思 是 各 种 物 的 联 系 。 此 处 当 指 货 币 ，
126,

9 5 位 于 福 基 斯 领 土 上 的 德 尔 斐 阿 波 罗 神 庙 被 看 做 是 中 立 的 、不 可 侵 犯 的 。 
大 量 的 捐 赠 和 贵 重 物 品 使 寺 庙 成 为 一 个 重 要 的 财 政 中 心 。公 元 前 356年  
福 基 斯 人 占 领 并 抢 劫 了 寺 庙 区 ，这 导 致 一 场 大 规 模 的 军 事 冲 突 (即 公 元 前  
356—346年 的 第 三 次 神 圣 战 争 ），马 其 顿 王 菲 力 浦 二 世 也 参 加 了 这 场 战  
争 。儿 年 后 (公 元 前 338年 凯 罗 尼 亚 会 战 ），他 把 由 此 而 贏 得 的 影 响 进 一  
步 扩 大 为 对 希 腊 的 统 治 》 — 127。

% 圣 杯 ，根 据 中 世 纪 啤 传 说 ，是 耶 稣 的 门 徒 用 来 承 接 耶 稣 自 十 字 架 上 流 下 来  
的 血 的 神 圣 杯 子 。 中 K 纪 后 ，教 会 规 定 圣 杯 (至 少 杯 身 )需 用 金 或 银 制 造 。 
如 果 是 银 杯 ，里 面 还 应 镀 金 。有 些 圣 杯 还 要 镶 嵌 珍 珠 宝 石 。—— 127。

97 “让 我 们 成 为 富 人 或 外 表 像 富 人 吧 。”引 自 德 • 狄 德 罗 《1767年 的 沙 龙 ))。 
—— 129。

9 8 东 印 度 公 司 是 存 在 于 1600 — 1858年 的 英 国 贸 易 公 司 ，是 英 国 在 印 度 和 中  
国 以 及 亚 洲 其 他 国 家 经 营 垄 断 贸 易 、推 行 殖 民 主 义 掠 夺 政 策 的 工 具 。从  
18世 纪 中 叶 起 ，公 司 拥 有 军 队 和 舰 队 .成 为 巨 大 的 军 事 力 量 。在 公 司 的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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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下 ，英 国 殖 民 主 义 者 完 成 了 对 印 度 的 占 领 。 该 公 司 长 期 控 制 着 同 印 度  
进 行 贸 易 的 垄 断 权 和 印 度 最 主 要 的 行 政 权 。 1857 - 1859年 印 度 的 民 族  
解 放 起 义 迫 使 英 国 改 变 殖 民 统 治 的 形 式 ，于 是 公 司 被 撤 销 ，印 度 被 宣 布 为  
英 王 的 领 地 . ■~ 129.815.

9 9 见 《东 印 度 （金 银 条 块 >。 答 可 尊 敬 的 下 院 1864年 2 月 8 日 的 质 询 》第 3 
页 。 —— 129。

10(1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 卷 第 534页 。 132。

1 0 1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1卷 第 541页 。 —— 134。

1 0 2 在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历 史 考 证 版 收 人 的 《资 本 论 》第 一 卷 第 一 至 第 四 版  
中 ，除 第 一 版 直 接 改 为 ‘‘正 比 ”外 ，其 余 各 版 仍 为 “反 比 ”，但 编 者 在 注 释 中  
作 了 如 下 说 明 ：“ 马 克 思 这 里 指 的 是 货 币 流 通 的 一 般 规 律 （参 看 本 卷 第  
141 144页 ) 。 由 此 得 出 . 在 支 付 期 限 较 长 的 情 况 下 ，流 通 的 货 币 手 段 增
加 了 。脚 注 (107)也 说 明 了 这 一 点 。”—— 137。

1«3马 克 思 在 这 里 引 用 的 是 威 • 配 第 的 著 作 《爱 尔 兰 的 政 治 解 剖 M69] 年 伦 敦  
版 的 附 录 《献 给 英 明 人 士 137、141、280。

1〇4 ] 8 4 4 年 英 国 政 府 为 了 克 服 银 行 券 兑 换 黄 金 的 困 难 .根 据 罗 • 皮 尔 的 创 议 ， 
实 施 f 英格兰 银 行改革法 .把 英 格 兰 银 行 分 为 两 个 独 立 部 门 • 即 银 行 部 和  
发 行 部 . 并 规 定 银 行 券 应 有 一 定 数 量 的 黄 金 作 保 证 。 没 有 黄 金 保 证 的 银  
行 券 的 发 行 额 限 丨 4 0 0 万 英 镑 。何 是 1 8 4 4 年 银 行 法 没 有 取 得 成 效 实 际  
上 流 通 中 的 银 行 券 的 数 量 不 是 取 决 于 抵 补 基 金 ，而 是 取 决 于 流 通 领 域 内  
对 银 行 券 的 需 求 最 u 在 经 济 危 机 时 期 . 因 货 币 需 求 量 特 别 大 .英 国 政 府 暂  
时 停 止 实 行 1 8 4 4 年 的 法 令 .增 加 f 没 有 黄 金 保 证 的 银 行 券 的 总 额 3 马 克  
思 在 《资 本 论 》第 三 卷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4 6 卷 )第 三  
卜 四 章 对 1 8 4 4 年 银 行 法 的 内 容 和 意 义 作 了 专 门 评 论 。

关 于 马 克 思 仔 细 研 究 英 国 银 行 制 度 的 发 展 和 1844年 皮 尔 银 行 法 的  
情 况 . 见 他 的 1850 1853年 《伦 敦 笔 记 》的 有 关 部 分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历 史 考 证 版 第 4 部 分 第 7 卷 第 89— 94、 108 — 109页 ;历 史 考 证 版 第 4 
部 分 第 8 卷 第 111 113、251和 269页 ) 以 及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1 卷 第  569、 579 页 „ —— 138、440、839。

1 0 5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1 卷 第 550 页 及 以 下 几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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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1 0 6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1卷 第 563页 及 以 下 几 页 „
139。

1 0 7 见 大 • 李 嘉 图 《金 银 条 块 价 格 高 昂 是 银 行 券 贬 值 的 证 明 》1811年 伦 敦 修 订
第  4 版 „ -139。

108 “通 货 原 理 "(currency principle)或 “通 货 理 论 "（ currenéy theory)是  19 世  
纪 广 泛 流 行 于 英 国 的 一 种 货 币 理 论 ，是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对 丨 825年 开 始  
资 本 主 义 周 期 性 发 展 所 作 出 的 一 种 反 应 „ 它 以 大 • 李 嘉 图 的 货 币 数 f t 论  
为 出 发 点 ，认 为 商 品 的 价 值 和 价 格 决 定 于 流 通 领 域 中 的 货 币 数 蛰 < ,他 们  

' 的 目 的 是 要 保 持 稳 定 的 货 币 流 通 .并 认 为 银 行 券 的 必 需 的 黄 金 保 证 和 根  
据 贵 金 属 进 出 口 情 况 调 整 银 行 券 的 发 行 量 是 达 到 这 一 目 的 的 唯 一 手 段 。 
从 这 些 错 误 的 理 论 前 提 出 发 通 货 理 论 ”认 为 生 产 过 剩 的 经 济 危 机 的 决  
定 性 原 因 . 是 由 于 他 们 所 宣 布 的 货 币 流 通 规 律 遭 到 破 坏 。 这 一 理 论 的 代  
表 人 物 有 赛 • 琼 * 劳 埃 德 （1850年 起 为 奥 弗 斯 顿 男 爵 ）、罗 • 托 伦 斯 、乔 • 
沃 • 诺 曼 、威 • 克 莱 、乔 • 阿 巴 思 诺 特 等 人 。他 们 主 张 把 金 属 货 币 流 通 的  
抽 象 规 律 推 广 到 银 行 券 的 发 行 上 。 除 r 金 属 货 币 以 外 ，他 们 还 把 银 行 券  
称 做 “通 货 ”( 即 流 通 手 段 ）。 他 们 相 信 .用 贵 金 属 为 银 行 券 建 立 充 足 的 准  
备 金 ，可 以 实 现 稳 定 的 货 币 流 通 .认 为 银 行 券 的 发 行 应 按 照 贵 金 属 的 输  
出 、输 人 来 调 整 。英 国 政 府 依 据 这 个 理 论 所 进 行 的 尝 试 （包 括 】844年和  
1845年 银 行 法 ) 没 有 收 到 仟 何 成 效 ，从 而 证 明 了 这 一 理 论 在 科 学 上 缺 乏 根  
据 . 在 实 践 上 也 不 能 解 决 问 题 (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1 
卷 第  577—580 页 ）。—— 139、661。

1 0 9 见 约 • 拉 • 麦 克 库 降 赫 《政 治 经 济 学 文 献 。这 门 科 学 的 分 类 书 目 》1845年 
伦 敦 版 第 IS IS »  •— 13Ö.

1 1 0 詹 • 斯 图 亚 特 关 于 金 银 的 特 征 是 世 界 货 币 的 说 法 ，见 他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研 究 H 770年 都 柏 林 版 第 2 卷 第 370页 ；马 克 思 在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第 一 分 册 ))中 已 提 到 斯 图 亚 特 这 一 说 法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1卷 第 562页 ) 。—— 140。

111 ‘‘生 出 货 币 的 货 币 ”（ money which begets money) , 引 自 亚 . 斯 密 《国 民 财
富 的 性 质 和 原 因 的 研 究 》1812年 伦 敦 版 第 8 7 页 ，参 看 马 克 思 <(1844年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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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学 哲 学 手 稿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卷 第 245 页 ）。
- 153„

1 1 2 指 法兰 西研 究院，它 是 1795年 成 立 的 法 国 的 最 高 科 学 机 构 ，由 若 干 部 分  
即 若 干 学 院 组 成 。德 斯 杜 特 • 德 • 特 拉 西 是 伦 理 学 和 政 治 学 学 院 院 士 。

一  162.。

113 “这 里 是 罗 陀 斯 ，就 在 这 里 跳 跃 吧 !”（ Hic RhodUS， hic saltan这 句 话 出 自  
伊 索 寓 言 《说 大 话 的 人 》。,一 个 说 大 话 的 人 自 吹 在 罗 陀 斯 岛 上 跳 得 很 远 很  
远 。 别 人 就 用 这 句 话 反 驳 他 》 其 转 义 是 :这 里 就 是 最 主 要 的 ，你 就 在 这 里  
证 明 吧 ！ -^ 1 6 _ 5 。

114 “历 史 学 家 ”在 德 文 版 中 为 “有 关 古 典 古 代 的 一 些 实 用 百 科 辞 典 ”，显 然 是  
指 奥 • 保 利 的 《古 典 古 代 实 用 百 科 全 书 )>1839 — 1852年 斯 图 加 特 版 第 1 一  

6 卷 。马 克 思 在 1857年 7 月 1 6 円 和 9 月 .2 5 日 给 恩 格 斯 的 信 中 曾 提 到 过  
这 一 著 作 »̂—— 167.

1 1 5 卑扎 政 变 是 罗 马 尼 亚 历 史 上 的 重 要 事 件 。 1859年 1 月 ，著 名 的 社 会 政 治  
活 动 家 亚 • 库 扎 先 后 被 选 为 摩 尔 多 瓦 和 瓦 拉 几 亚 公 国 的 国 君 。 这 两 个 长  
期 隶 属 于 奥 斯 曼 帝 国 的 多 瑙 河 公 国 于 1862年 合 并 ，为 罗 马 尼 亚 国 家 的 统  
一 奠 定 了 基 础 。库 扎 执 政 后 ，立 意 实 行 一 系 列 的 资 产 阶 级 民 主 改 革 。 但  
是 他 的 政 策 遇 到 了 地 主 和 一 部 分 资 产 阶 级 的 强 烈 反 抗 .在 地 主 代 表 占 优  
势 的 国 民 议 会 否 决 了 政 府 提 出 的 土 地 改 革 草 案 后 ，库 扎 于 1864年 实 荇 政  
变 . 解 散 了 国 民 议 会 , 颁 布 了 新 宪 法 ，扩 大 了 选 民 范 围 ，加 强 了 政 府 权 力 。 
在 这 种 新 的 政 治 局 势 T 实 行 的 土 地 改 革 ，规 定 废 除 农 奴 制 和 通 过 赎 买 把  
土 地 分 给 农 民 ，—— 167,242.

116 抵 债 劳 役 (péomge),就 是 要 由 劳 役 来 偿 还 的 借 债 形 式 ，马 克 思 在 1867年  
I0J1 11 t 丨 给 路 • 库 格 曼 的 信 中 作 过 论 述 168。

1 17 威 • 配 第 《爱 尔 兰 的 政 治 解 剖 》1691年 伦 敦 版 第 6 4 页 。 另 参 看 本 卷 第  
326 页 脚 注 (1)_。—— 171.

1 1 8 关 于 伊 甸 园 ，见 《旧 约 全 书 • 创 世 i己》第 2 章 第 8.节 。 176,

1 1 9 耶 • 边 沁 是 所 谓 的 有 用 哲 学 即 功 利 主 义 的 代 表 人 物 之 一 对 他 来 说 ，个  
人 的 利 益 是 一 切 行 动 的 动 力 . 然 而 .一 切 利 益 ，如 果 正 确 加 以 理 解 .又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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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内 在 的 和 谐 状 态 中 。 各 个 人 的 正 确 理 解 的 利 益 也 就 是 社 会 的 利 益 。
一 176。

120 “ 前定和谐 ”是 哥 •威 • 莱 布 尼 茨 的 用 语 , 根 据 他 的 哲 学 ，特 别 是 他 的 单 子  
论 ，每 个 单 子 与 其 他 所 有 单 子 和 整 个 宇 宙 的 发 展 是 一 致 的 ，这 种 和 谐 秩 序  
是 由 上 帝 事 先 确 定 的 。 一 176。

1 21 《新 约 全 书 • 马 太 福 音 》第 6章 第 2 7 货 和 《新 约 全 书 • 路 加 福 音 》第 1.2章  
第  25 节 。一 一 ]81。

1 2 2 雅 • 杜 尔 哥 的 这 一 著 作 写 于 1766年 。 马 克 思 把 这 一 年 作 为 本 书 的 发 表  
年 。其实 该 书 是 1769— 1770年 由 杜 邦 • 德 奈 穆 尔 第 一 次 发 表 的 ， 马 克  

• 思 引 用 的 是 1844年 欧 ■德 尔 在 巴 黎 编 辑 出 版 的 版 本 《 182。

123 “a toolmaking animal”(制 造 工 具 的 动 物 )这 一 说 法 ，引 自 托 .本 特 利 的 著  
作 《关 于 使 用 机 器 缩 短 工 时 的 益 处 和 政 策 的 书 信 》1780年 伦 敦 版 „ 马 克 思  
在 1859— 1863年 于 伦 敦 所 作 的 第 VII笔 记 本 第 155页 中•摘录 了 这 一著
作 第 2 —3 页 上 的 一 段 话 :“人 们 用 许 多 方 式 对 人 下 定 义 ....... a toolmaking
animal或 engineer〈富 兰 克 林 〉已 被 一 些 人 当 做 人 的 最 好 的 、最 有 特 点 的 定  
义 而 加 以 采 纳 。 ” -182.

1 2 4 见 亨 • 施 托 尔 希 《政 治 经 济 学 教 程 ，或 论 决 定 人 民 幸 福 的 原 理 》1823年巴  
黎 版 第 1卷 第 229—238页 。 184。

1 2 S 安 • 舍 尔 比 利 埃 《富 或 贫 。社 会 财 富 当 前 分 配 的 因 果 》1841年 巴 黎 版 第  
14 页 。 184。

1 2 6 这 是 套 用 圣 经 后 典 中 的 一 句 话 :“虽 然 不 信 神 的 人 走 在 良 好 的 道 路 t .,但  
是 他 的 终 点 是 地 狱 的 深 渊 。”( 圣 经 后 典 《西 拉 子 耶 稣 智 慧 书 》或 《便 西 拉 智  
训 》第 21章 第 10节 ）。—— 193。

1 2 7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U 卷 第 430页 。 -195。

128 “这 正是他发 笑的原因 ’’是 套 用 歌 德 《浮 士 德 》第 ] 部 第 3 场 《书 斋 》中 的 诗
句 。 ----- 196。

129 '‘ 在这 个 最美好的世界上 ，一 切 都 十 全 十 美 "（ Tout pour le niit'ux dans le 
meilleur des mondes possibles)是 伏 尔 泰 小 说 《老 实 人 》中 的 一 句 格 言 》 
— -197、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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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 劳 动 者 只 是 会 说 话 的 工 具 ”是 套 用 的 古 罗 马 作 家 马 可 • 忒 伦 底 乌 斯 • 瓦  
罗 的 话 。他 在 《论 农 业 》第 1 卷 第 17章 第 1 节 中 说 :奴 隶 是 “会 说 话 的 工  
具 ”，牲 畜 是 “会 发 声 的 工 具 ”，犁 是 “无 声 的 工 具 ' 马 克 思 引 自 杜 罗 • 德  
拉 马 尔 《罗 马 人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1840年 巴 黎 版 。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1卷 第 247页 。—— 198。

1 3 1 见 马 克 思 《资 本 论 （ 1863 — 18阽 年 手 稿 ) 》第 三 册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历  
史 考 证 版 第 2 部 分 第 4 卷 第 2 册 ）。—— 2】8、405、423、474、507、5.98。

132 ••无 中 不 能 生 有 ”引 自 卢 克 莱 修 《物 性 论 》第 1 卷 第 156 — 159行 。
218。

1 3 3 修 昔 的 底 斯 是 占 希 腊 历 史 学 家 , 马 克 思 把 威 廉 • 罗 雪 尔 讽 刺 地 叫 做 威 廉 • 
修 昔 的 底 斯 • 罗 雪 尔 . 因 为 这 个 庸 俗 经 济 学 家 在 他 的 著 作 《国 民 经 济 学 原  
理 》第 一 版 序 言 中 ，如 马 克 思 所 说 谦 虚 地 宣 称 自 己 是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修 昔  
的 底 斯 ”。 罗 雪 尔 在 引 用 修 皆 的 底 斯 的 著 作 时 表 示 :“像 那 位 我 特 别 地 奉  
为 老 师 的 古 代 历 史 学 家 一 样 ，我 也 希 望 我 的 著 作 有 益 于 这 样 一 些 人 .他 们  
希 望 准 确 地 r 解 过 去 的 事 情 ，了 解 由 于 人 性 的 缘 故 有 朝 一 日 会 以 这 样 或  
那 样 的 方 式 再 次 发 生 的 事 情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61- 1863 
年 手 稿 ）》第 X V 笔 记 本 第 922页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5 
卷 第  362 页 ）。一— 220 „

■ 3 4 马 克 思 在 《资 本 论 》德 文 第 一 版 中 此 处 的 注 文 中 所 举 的 一 个 纺 纱 业 例 子 ， 
摘 1*1他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 1863年 手 稿 ）》第 II 笔 记 本 第 8 7 页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2卷 第 184 -  185页 ）。 在 德 文 第 二  
版 中 改 写 的 第 (31)脚 注 注 文 根 据 的 是 恩 格 斯 提 供 的 材 料 。 见 马 克 思 在  
1865年 11 月 2 0 日 和 1868年 5 月 7 日 和 1 6 日 给 恩 格 斯 的 信 。一 222。

1 3 5 威 • 杰 科 布 《再 论 英 国 农 业 需 要 保 护 关 税 . 给 赛 • 惠 特 布 雷 德 的 一 封 信 》 
1815年 伦 敦 版 第 3 3 页 。 一一  2230

1 3 6 见 马 克 思 《资 本 论 （ 1863 — 1_865年 手 稿 ）》第 三 册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历  
史 考 证 版 第 2 部 分 第 4 卷 第 2 册 第 2 章 《利 润 转 化 为 平 均 利 润 》)。
223。

U 7 指 1833年 的 工 厂 法 《关 于 规 定 联 合 王 国 工 厂 童 工 与 青 工 劳 动 强 度 的 法  
令  ̂ (1833年 8 月 2 9 日 ）》（见 《公 共 普 通 法 汇 编 》1833年 伦 敦 版 第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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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I 马 Ä思 在 本 卷 第 3.20 — 3 2 6 页 还 专 f 丨 论 述 T 丨833年 的 工 厂 法 , 
—— 227,287,

1 3 8 锡 利 Æ—词 源 于 希 腊 文 cMias，意 为 一 千 年 的 时 期 。 锡 利 亚 教 义 产 生 于  
奴 隶 制 度 解 体 时 期 .宣 传 基 督 复 临 .在丨 ttJ•.建立公正,平 等 和 幸 福 的 “千 年  
丨:.国 ’’的 宗 教 神 秘 主 义 学 说 ，反 映 了 农 民 和 城 市 平 民 的 心 态 》 恩 格 斯 把 这  

种 信 仰 称 做 “锡 利 亚 式 狂 想 ' 这 种 信 仰 在 基 督 教 早 期 流 传 很 广 米 经  
常 出 现 在 中 世 纪 各 种 教 派 的 教 义 屮 - 231。

1 3 9 安 • t 尔 《工 厂 哲 学 :或 论 大 不 列 颠 T:厂 制 度 的 科 学 、道 德 和 商 、Ik的 经 济 》 
1836年 巴 黎 版 第 2 畚 第 1.97 198页  ̂ 一 232。

140‘ 关 于 英 国 十 小 时 I:作丨 彳 法案. 见 本 卷 第 273 — 302页 、恩 格 斯 《英 国 的 十 小  
吋 工 作 日 法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10卷 第 299- -310 页 ）、 
马 克 思 《国 际 工 人 协 会 成 立 寅 〇》(《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21 
卷 第 ] 1 一  12页 ）和《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fU… 丨863年 手 稿 ）》第 V 笔 记 丰  
第  217 —.218 页 。—— 232,290,432.

1 4 1 小 先 令 派 （丨itlk shilling men)亦 称 伯 明 翰 派 ，是 U) 世 纪 上 半 叶 在 英 国 伯  

明 翰 产 生 的 一 个 经 济 学 学 派 。他 们 宣 扬 观 念 的 货 币 汁 Ä 单 位 理 论 .把 货  
币 仅 仅 看 做 “计 算 名 称 否 认 货 币 的 计 算 名 称 (例 如 镑 、先 令 ）是 与 一 定 量  
的 贵 金 属 相 联 系 的 „ 这 一 学 派 的 代 表 人 物 足 托 • 阿 特 伍 德 和 '4 •阿特伍 
德 兄 弟 以 及 理 • 斯 普 纳 等 人 D 他 们 提 出 了 一 个 降 低 英 国 货 币 U S 伞 位含 
金 量 的 方 案 . 这 一 方 案 被 称 为 “小 先 令 方 案 ”。这 一 学 派 的 別 名 由 此 而 来 D 
同 时 / •小 先 令 派 ”还 反 付 政 府 H•在 减 少 流 通 中 的 货 币 献 的 措 施 。 他 们 认  
为 . 运 用 他 们 的 理 论 就 可 以 通 过 人 为 地 提 高 价 格 而 振 兴 工 业 •保 证 W家 普  
遍 繁 荣 。然 而 . 他 们 提 出 的 使 货 币 贬 值 的 办 法 . 实 际 h 只 是 为 以 贬 fit的 货  
币 来 清 偿 国 家 和 私 人 的 债 务 创 造 条 件 . 从 而 为 矜 种 贷 款 的 获 得 苒 即 M库  
和 大 企 业 主 带 来 一 定 的 利 益 。 关 于 马 克 思 对 这 一 学 派 的 评 价 . 参 看 《H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1卷 第 476 477 页 。一 237。

142 “在 金 钱 问 题 上 没 有 温 情 可 言 ”是 大 • 汉 泽 曼 1847年 f i月 8 日 在 普 鲁 1: 
联 合 议 会 的 演 说 屮 的 一 句 话 . 见 《在 第 一 届 普 鲁 士 联 合 议 会 的 演 说 及 演 说  
者 》1847年 桕 林 版 第 417 页 。 马 克 思 在 《资 产 阶 级 和 反 革 命 》第 四 篇 论 文  
开 头 也 引 用 T这 句 话 „ 一 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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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V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 1863年 手 稿 ）》第丨 丨 1笔 记 本 第 106 页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2卷 第 217 — 218 页 ）以 及 第 XXI笔  
记 本 第 13M 页 上 ，都 有 关 于 工 资 制 和 正 常 工 作 日 的 论 述 。一  -239。

1 44 《组 织 规 程 》是 1831年 多 瑙 河 两 公 Mff:尔 多 瓦 和 瓦 拉 几 亚 的 第 一 部 宪 法 。 
这 两 个 公 国 在 1828-  1829年 俄 土 战 争 结 束 后 为 俄 军 所 占 领 。《组 织 规  
程 》的 方 案 是 由 两 公 国 的 俄 国 行 政 1 局 首 脑 帕 德 • 基 谢 廖 夫 拟 定 的 。 
根 据 《组 织 规 程 》. 每 个 公 H 的 立 法 权 交 给 土 地 占 有 者 选 出 的 议 会 ,而 行 政  
权 则 交 给 土 地 占 有 者 ，僧 侣 和 各 城 市 的 代 表 推 选 出 的 终 身 M君 。 规 程 保  
持 了 原 宥 的 封 建 制 度 ，包 括 徭 役 制 . 将 政 治 权 力 集 中 在 土 地 占 有 者 手 中 。 
N 时 ，《组 织 规 程 》还 规 定 实 行 一 系 列 资 产 阶 级 的 改 革 措 施 .即 废 除 国 内 关  
税 壁 垒 , 实 行 贸 易 自 由 . 司 法 与 行 政 分 立 以 及 取 消 刑 讯 等 。 1848年 革 命 期  
间 ，该 《组 织 规 程 》被 废 除 。 一 243。

1 45 指 《关 于 工 厂 劳 动 条 例 的 修 正 法 令 。 （丨850.年 8 月 5 日）》。其 中 对 工 作 日  
的 时 间 作 了 规 定 。

马 克 思 利 用 的 大 概 是 下 院 决 定 于 1859年 8 月 9 日 刊 印 的 《工 厂 法 》 
第  3 5 页 ， -245、276、303。

1 4 6 关 于 这 条 注 释 的 改 动 情 况 ，见 马 克 思 1866年 2 月 1 0 日 给 恩 格 斯 的 信 ， Ä  
中 说 道 :“我 对 《工 作 日 》一 节 作 了 历 史 的 扩 展 ，这 超 出 了 我 原 来 的 计 划 。 
我 现 在 ‘加 进 去 的 ’是 对 你 的 书 到 18fi5年 止 的 ( 简 略 的 〉补 充 (我 在 注 释 中
指 出 了 这 一 点 ) 。 ”

《T.作 日 》— 节 在《资 本 论 》第 一 卷 德 文 第 一 版 中 是 第 三 章 的 组 成 部  
分 ，在 德 文 第 二 版 中 是 第 1篇 第 八 t ( 参 孴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4 4 卷 第 267 — 350 页 ）。 —— 245。

1 47 杰 • 乔 叟 《公 鸡 和 狐 浬 : •见 德 莱 登 编 《古 代 和 现 代 寓 言 》1713年 伦 敦 版 第
280. M b ----- 248〇

1 4 8 关 于 “全丨 丨 工”和 “半 日 工 ”的 区 别 ，见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1858年 1 0 月 31 
f.|》1858年 伦 敦 版 。—— 249。

1 4 9 枢 密 院 是 英 国 国 王 属 下 的 一 个 最 高 咨 洵 机 关 .由 内 阁 大 臣 和 其 他 官 员 以  
及 宗 教 界 的 高 级 代 表 组 成 。 它 最 初 成 立 于 1 3世 纪 。 在 很 长 的 时 期 内 它  
拥 有 代 表 H iHlfn‘不 经 过 议 会 进 行 立 法 的 权 力 。 17世 纪 以 前 ，枢 密 院 在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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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国 家 方 面 起 过 重 要 作 用 .到 f l 8 、19世 纪 ，随 着 议 会 制 的 发 展 和 内 阁 权  
力 的 加 强 ，枢 密 院 的 作 用 急 剧 下 降 ，仅 保 留 接 受 和 审 理 殖 民 .宗 教 和 行 政
事 务 方 面 的 申 诉 权 》 在 现 今 的 英 国 . 它 实 际 已 没 有 任 何 意 义 。 - 250、 
416,489,703,707.

I S O 这 些 材 料 的 实 际 来 源 是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E 1862年 。第 1 号 报 告 》 1863 
年 伦 敦 版 第 1〇页 。 —— 250»

1 5 1 见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中 的 《其 他 劳 动 部 门 》— 节 „ -2 5 0 ,2 6 1〇

152 “又 是 克 里 斯 平 ”(Ecce herum C.rispinus)是 尤 维 纳 利 斯 的 《讽 刺 诗 集 》第四 
I —诗 的 貧 句 ，在 讽 刺 诗 集 的 第 一 部 分 中 曾 有 一 篇 痛 斥 罗 马 皇 帝 多 米 齐 安  

. 的 一 个 宫 臣 克 里 斯 平 的 。这 句 话 的 转 义 是 :“乂 是 这 个 家 伙 ”或 又 是 这 个  
东 西 ”。—— 254.

1 5 3 马 克 思 在 本 卷 第 174页 脚 注 (52)以 及 他 1862年 10月 写 的 《面 包 的 制 作 》 
一 文 中 也 谈 到 了 有 关 面 包 掺 假 的 情 况 。 - 255。

1 5 4 普 罗 塔 哥 拉 是 古 希 腊 诡 辩 派 哲 学 家 ，他 认 为 物 质 处 于 不 断 流 动 中 ，不 断 变  
动 中 ，但 是 在 认 识 论 方 面 ，他 否 认 真 理 的 客 观 性 ，主 张 人 的 每 一 个 认 识 的  
相 对 性 。在 他 看 来 ，认 识 的 内 容 取 决 于 进 行 认 识 的 人 :“人 是 万 物 的 尺 度 ， 
是 存 在 的 事 物 存 在 的 尺 度 . 也 是 不 存 在 事 物 不 存 在 的 尺 度 。 255。

1 5 5 埃 利 亚 派 是 公 元 前 6 世 纪 末 一 5 世 纪 古 希 腊 哲 学 中 的 唯 心 主 义 派 别 。 这  
一 派 别 的 最 重 要 的 代 表 有 色 诺 芬 、巴 门 尼 德 和 芝 诺 。 埃 利 亚 派 企 图 证 明 ， 
运 动 和 现 象 的 多 样 性 不 是 存 在 于 现 实 中 ，而 只 存 在 于 想 象 中 。 —— 255。

1 5 6 大 陪 审 团 是 1933年 之 前 存 在 于 英 国 的 一 种 陪 审 团 ，由 郡 长 从 郡 中 选 出  
12 — 2 3 个 “忠 厚 老 实 的 人 ”组 成 。 陪 审 团 的 职 能 是 对 案 件 进 行 预 先 审 查 ， 
并 决 定 是 否 将 被 告 提 交 刑 事 法 庭 审 判 258。

1 5 7 英 国 国 教 把 星 期 日 定 为 安 息 [:丨 ，它 在 爷 期 方 面 虽 不 同 于 犹 太 教 （星 期 五 晚  
上 到 星 期 六 晚 上 为 安 息 日 ），但 有 关 安 息 日 的 规 定 却 一 样 严 格 ：在 安 息 日 ， 
任 何 人 都 不 得 经 商 或 旅 行 ; 不 许 挑 担 ，或 把 负 载 的 牲 r i赶 回 来 .仆 么 东 两  
都 不 许 从 家 里 拿 出 去 . 特 别 是 禁 止 从 事 各 种 劳 动 - 251272»

1 S 8 参 见 荷 马 史 诗 《奥 德 赛 》第 11章 第 34— 4 3 和 541 —542节 。 —— 260。

1 5 9 马 克 思 指 他 和 恩 格 斯 对 托 • 卡 莱 尔 的 《当 代 评 论 。 （一 ）当 前 的 时 代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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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二 )模 范 监 狱 。3 月 》一 书 的 书 评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1 0 卷 第 3 1 1 — 323页 天 才 已 经 消 失 ，剩 下 的 只 是 崇 拜 ”这 句 话 ， 
看 来 是 套 用 席 勒 《阉 人 和 男 人 》中 的 诗 句 。—— 262。

1 6 0 威 • 斯 特 兰 奇 《健 康 的 七 要 素 》1864年 伦 敦 版 第 8 4 页 。 —— 265。

161 1866年 危 机 以 前 , 英 国 工 商 业 欣 欣 向 荣 ，无 数 股 份 公 司 纷 纷 成 立 ，以致 
约 • 罗 素 内 阁 中 越 来 越 多 的 自 由 派 资 产 阶 级 在 '1865年 把 这 一 发 展 称 为  
整 个 社 会 的 进 步 。

关 于 马 克 思 在 这 里 描 述 的 “进 步 年 ”里 英 国 工 人 的 状 况 ，恩 格 斯 后 来  
在 他 的 著 作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1892年 德 文 第 二 版 序 言 》中 写 道 :“马 克  
思 的 《资 本 论 》第 一 卷 已 经 洋 细 描 述 了  1865年 前 后 ，即 英 国 的 工 业 繁 荣 达  
到 顶 点 时 的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 271„

162 “ 不 列 颠 人 永 远 永 远 不 会 当 奴 隶 ！ ”（ B r ito n s  n e v e r ， n e v e r  s h a 丨1 be s la v es  ! ) 

是 词 作 家 詹 • 汤 姆 生 和 作 曲 家 托 • 阿 恩 1 7 4 0 年 谱 写 的 歌 曲 《统 治 吧 ，不 
列 颠 !》中 的 最 后 一 句 歌 词 。—— 2 7 1 。

1 63 埃 克 塞 特 会 堂 是 伦 敦 的 一 座 建 筑 物 ，各 种 宗 教 团 体 和 慈 善 团 体 集 会 的 地
方 ， •— 272。

1 6 4 习 艺 所 是 根 据 英 国 的 《济 贫 法 》设 置 的 救 济 贫 民 的 机 构 。 1 6 0 1 年 《济 贫 法 》 
规 定 以 教 区 为 单 位 解 决 贫 民 的 救 济 问 题 。 1 7 2 3 年 颁 布 的 《济 贫 法 》进 一 步  
作 出 规 定 ，设 立 习 艺 所 ，受 救 济 者 必 须 入 所 接 受 救 济 。 1 7 8 2 年又改为 '只 对  
年 老 和 丧 失 劳 动 能 力 的 人 采 取 集 中 救 济 的 方 法 。 1 8 3 4 年 英 国 颁 布 的 新 济  
贫 法 对 以 前 实 施 的 《济 贫 法 》作 了 修 订 ，规 定 不 得 向 有 劳 动 能 力 的 人 及 其  
家 属 提 供 任 何 金 钱 和 食 品 的 救 济 ，受 救 济 者 必 须 在 习 艺 所 里 从 事 强 制 性  
劳 动 。 习 艺 所 里 生 产 条 件 恶 劣 ，劳 动 强 度 大 ，生 产 效 率 低 ，那 里 实 行 的 制  
度 与 强 迫 闪 徒 从 事 苦 役 的 牢 狱 制 度 不 相 上 下 ，因 此 , 被 贫 民 们 称 为 “济 贫  
法 巴 土 底 狱 ”( 见 恩 格 斯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中《资 产 阶 级 对 无 产 阶 级 的  
态 度 》一 节 ），马 克 思 则 称 它 为 “无 产 者 的 巴 士 底 狱 ”（见 马 克 思 《关 于 自 由  
贸 .易 问 题 的 演 说 》）。 2 7 5 、4 1 3 、6 1 1 、6 3 9 。

165 “ 我 死 后 哪 怕 洪 水 滔 天 ！ " （ A p rè s  moi le déluge!)据 说 这 句 话 是 法 国 国 王  
路 易 十 五 回 答 他 的 亲 信 们 的 谏 告 时 说 的 ，他 们 劝 他 不 要 经 常 大 办 酒 宴 和  
举 行 节 庆 ，认 为 这 会 使 国 偾 剧 增 ，危 及 国 家 。——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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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6 歌 德 《致 祖 莱 卡 》。—— 277。：

167 “为 了 一 碗 红 豆 汤 出 卖 自 己 的 长 子 继 承 权 ” 这 一 典 故 源 于 圣 经 故 事 ：一 天 ， 
雅 各 熬 红 豆 汤 ，其 兄 以 扫 打 猎 回 来 ，累 得 昏 了 .求 雅 各 给 他 汤 喝 „ 雅 各 说 ， 
须 把 你 的 长 子 名 分 让 给 我 ，以 扫 就 起 r 誓 , 出 卖 了 自 己 的 长 子 权 （见 《旧 约  
全 书 • 创 世 记 》第 2 5 章 第 29 — 3 4 节 ）。 现 已 成 为 日 常 惯 用 的 借 喻 语 。 
—— 279„

168 1347 — 1350年 西 欧 鼠 疫 猖 獗 „ 根 据 现 有 资 料 ，当 时 死 于 鼠 疫 的 约 有
2 5 0 0 万 人 ，占 西 欧 总 人 口 的 四 分 之 一% _279、756,

1 69 关 于 摩 西 传 上 帝 的 十 诫 . 规 定 每 周 第 七 日 人 们 应 安 息 的 传 说 . 见 《旧 约 全  
- 书 . 出 埃 及 记 》第 20章 第 1 一 17节 。—— 2830

1 70 这 些 材 料 马 克 思 可 能 引 自 恩 格 斯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中 《各 别 的 劳 动 部  
门 狭 义 的 工 厂 工 人 》一 节 . 其 中 提 到 1802年 的 学 徒 法 以 及 1819.、182__5.、 
1831、1833年 工 厂 法 _>并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 1863.年 手  
稿 ）》第 XX笔 记 本 第 1243页 。—— 286.

171 1833年 fi月 2 8 日 的 第 1 号 报 告 即 根 据 下 院 决 定 于 1833年 6 月 2 8 日刊 
印 的 《工 厂 调 查 委 员 会 。皇 家 委 员 会 中 央 评 议 会 的 第 1 号 报 告 》。 这 里 的  
信 ，引 自 《工 厂 视 察 员 向 女 王 陛 下 内 务 大 臣 所 作 的 报 告 ，截 至 1848年 10 
月 3 1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849年 伦 敦 版 第 141页 。 —— 287。

172 “危 险 在 于 迟 缓 ”这 句 话 引 自 罗 马 历 史 学 家 梯 特 • 李 维 《罗 马 建 城 以 來 的  
历 史 》第 3 8 卷 第 2 5 章 第 1 3 节 。 - - - -  2 8 8 。

1 7 3 引 自 《〈联 合 王 国 儿 童 劳 动 阔 整 法 案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附 证 词 》第 6 0 2 页 ， 
根 据 下 院 决 定 于 1832年 8 月 8 日 刊 印 。 -288。I

1 7 4 解 放 法 令 可 能 是 指 英 国 政 府 183丨 年 1 1月 2 日 颁 布 的 一 项 法 令 ，该 法 令  
把 生 活 在 印 度 西 部 的 14 岁 以 上 的 黑 人 的 劳 动 时 间 限 为 9 小 时 ,1 4 岁 以 下  
的 限 为 6 小 时 。-------288。

1 7 5 札 格 纳 特 是 印 度 教 的 主 神 之 一 毗 湿 奴 的 化 身 。崇 拜 札 格 纳 特 的 教 派 的 特  
点 是 宗 教 仪 式 十 分 豪 华 ，充 满 极 端 的 宗 教 狂 热 ，这 种 狂 热 表 现 为 教 徒 的 自  
我 折 磨 和 自 我 残 害 。在 举 行 大 祭 的 日 子 里 ，某 些 教 徒 往 往 投 身 于 载 着 毗  
湿 奴 神 像 的 车 轮 下 将 自 己 轧 死 - . . 2 8 9 、6 3 5 、6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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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指 英 国 宪 章 运 动 的 纲 领 性 文 件 人 民 宪 章 ，1837年 由 下 院 六 名 议 员 和 六 名  
伦 敦 工 人 协 会 会 员 组 成 的 一 个 委 员 会 提 出 ，并 于 1838年 5 月 8 日 作 为 准  
备 提 交 议 会 的 一 项 草 案 在 各 地 群 众 大 会 上 公 布 。 人 民 宪 章 包 括 宪 章 派 的  
下 列 六 项 要 求 ：普 选 权 （年 满 2 1 岁 的 男 子 〉、议 会 每 年 改 选 一 次 、秘 密 投  
票 、各 选 区 一 律 平 等 、取 消 议 会 议 员 候 选 人 的 财 产 资 格 限 制 以 及 发 给 议 员  
薪 金 。 183SM842和 1849年 ，议 会 三 次 否 决 了 宪 章 派 递 交 的 要 求 通 过 人  
民 宪 章 的 清 愿 书 。■— 290。

H 7 反 谷 物 法 同 盟 ( 见 注 452)拥 护 者 通 过 蛊 惑 性 的 宣 传 要 工 人 相 信 ，随 着 贸 易  
自 由 的 实 行 ，工 人 的 实 际 工 资 会 提 高 ,工 人 会 得 到 比 从 前 大 一 倍 的 大 圆 面
包 (big loaf〉。 他 们 还 拿 着 两 个 写 着 有 关 字 句 的 面 包 --------■个 大的和一个
小 的 —— 在 街 上 形 象 地 进 行 鼓 动 。现 实 生 活 揭 穿 了 这 些 诺 言 的 全 部 欺 骗  
性 》 由 于 谷 物 法 的 废 除 而 得 到 巩 固 的 英 国 工 业 资 本 加 紧 了 对 工 人 阶 级 的  
切 身 利 益 的 进 攻 。 —— 290、478。

1 7 8 根 据 基 督 教 关 于 “千 年 王 国 ”的 教 义 ，在 世 界 末 日 来 临 之 前 基 督 将 亲 自 为  
王 治 理 世 界 一 千 年 。在 这 期 间 ，信 仰 基 督 的 圣 徒 们 将 复 活 并 与 基 督 一 同  
为 魔 鬼 暂 被 捆 锁 ，福 音 将 顺 利 传 遍 世 界 。 见 《新 约 全 书 • 约 翰 启 示 录 》
第 20章 第 3 —4 节 。 —— 290。

1 7 9 谷 物 法 是 1815年 以 来 英 国 历 届 托 利 党 内 阁 为 维 护 大 土 地 占 有 者 的 利 益  
而 实 施 的 法 令 ，对 谷 物 征 收 髙 额 进 口 关 税 ，旨 在 限 制 或 禁 止 从 国 外 输 人 谷  
物 。谷 物 法 规 定 ，当 英 国 本 国 的 谷 物 价 格 低 于 每 夸 特 80先 令 时 ，禁 止 输  
人 谷 物 。 1822年 对 这 项 法 律 作 了 某 些 修 改 ，1828年 实 行 了 滑 动 比 率 制 ， 
即 国 内 市 场 谷 物 价 格 T 跌 时 提 高 谷 物 进 口 关 税 .谷 物 价 格 上 涨 时 降 低 谷  
物 进 口 关 税 。谷 物 法 的 实 施 严 t 影 响 了 贫 民 阶 层 的 生 活 ，同 时 也 不 利 于  
工 业 资 产 阶 级 . 因 为 它 导 致 劳 动 力 涨 价 .妨 碍 国 内 贸 易 的 发 展 》 谷 物 法 的  
实 施 引 起 了 工 业 资 产 阶 级 和 土 地 贵 族 之 间 的 斗 争 。这 场 斗 争 是 由 曼 彻 斯  
特 的 两 个 纺 织 厂 主 理 • 科 布 顿 和 约 • 布 莱 特 于 1838年 创 立 的 反 谷 物 法  
同 盟 领 导 , 在 自 由 贸 易 的 口 号 下 进 行 的 。 1846年 6 月 2 6 日 英 国 议 会 通 过  
/ ! 关 于 修 改 进 口 谷 物 法 的 法 令 》和 《关 于 调 整 某 些 关 税 的 法 令 》，从 而 废  
除 了 谷 物 法 =•. —— 292、725、843。

1 8 0 革命委员 指 国 民 公 会 委 员 ，是 18 IÜ纪 末 法 国 资 产 阶 级 革 命 时 期 . 国 民 公  
会 (1792 1795年 法 兰 西 共 和 国 国 民 议 会 ）在 各 铒 和 军 队 中 派 驻 的 亨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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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许 全 权 的 代 表 。—— 293。

1 8 1 暗 指 英 国 议 会 第 三 次 也 是 最 后 一 次 否 决 人 民 宪 章 ( 见 注 176) , , 宪 章 派 原  
定 于 1848年 4 月 1 0 日 在 伦 敦 组 织 大 规 模 游 行 示 威 ，示 威 者 将 前 往 议 会  

大 厦 . 递 交 第 三 封 要 求 通 过 人 民 宪 章 的 请 愿 书 = 但 是 政 府 禁 止 这 次 示 威  
游 行 . 为 了 阻 挠 游 行 示 威 的 进 行 .在 伦 敦 集 结 了 大 批 军 瞥 。 宪 章 派 的 领 导  
人 中 有 许 多 人 (例 如 爱 • 奥 康 瑙 尔 )发 生 了 动 摇 ，决 定 放 弃 游 行 示 威 .并 劝  
说 请 愿 的 群 众 就 地 解 散 《反 动 势 力 利 用 这 次 行 动 的 失 败 向 工 人 发 起 进 攻  
并 对 宪 章 派 加 以 迫 害 。结 果 导 致 了 大 逮 捕 ，大 约 500名 最 有 名 、最 积 极 和  
最 激 进 的 分 子 被 捕 . 其 中 也 包 括 厄 ■琼 斯 . 他 于 1848年 6 月 1850年 7 
月 遭 到 拘 禁 。恩 格 斯 在 《1845年 和 1885年 的 英 国 》中 谈 到 宪 章 运 动 的 这  

_ 次 失 败 时 写 道 :“工 人 阶 级 的 活 动 被 推 到 了 后 台 。 资 本 家 阶 级 获 得 了 全 线  
的 胜 利 。”- 一 294。

【8 2 指 巴 黎 工 人 于 ]848年 6 月 23—..26日 的 英 勇 起 S U 二 月 革 命 （见 注 ]fll) 
后 ，无 产 阶 级 要 求 把 革 命 推 叫 前 进 • 资 产 阶 级 共 和 派 政 府 推 行 反 对 无 产 阶  
级 的 政 策 . 6 月 2 2 日 颁 布 了 封 闭 “国 家 工 场 ”的 挑 衅 性 法 令 ，激 起 巴 黎 工 人  
的 强 烈 反 抗 。6 月 23— 2 6 日 ，巴 黎 工 人 举 行 了 大 规 模 武 装 起 义 ，6 月 25 

日 ，镇 压 起 义 的 让 • 巴 • 菲 • 布 雷 亚 将 军 在 枫 丹 白 露 哨 兵 站 被 起 义 者 打  
死 ，因 此 两 名 起 义 者 后 来 被 判 处 死 刑 。经 过 四 天 英 勇 斗 争 .起 义 被 资 产 阶  
级 共 和 派 政 府 残 酷 地 镇 压 下 去 。马 克 思 在 《1848年 至 1850年 的 法 兰 西 阶  
级 斗 争 》中 论 述 这 次 起 义 时 指 出 ：“这 是 分 裂 现 代 社 会 的 两 个 阶 级 之 间 的  
第 一 次 大 规 模 的 战 斗 。这 是 保 存 还 是 消 灭 资 产 阶 级 制 度 的 斗 争 。”（参 肴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1Ü卷 第 153页 )—— 294。

183 嫌 疑 犯 处 治 法 （loi des suspects)又 称 社 会 治 安 法 （lois de sûrc.ié puh 
lique)，它 是 1858年 2 月 19 H由 法 国 立 法 团 通 过 的 一 项 法 律 。 该 法 律 授  
予 皇 帝 拿 破 仑 第 三 及 其 政 府 以 无 限 的 权 力 ，可 以 把 一 切 敌 视 第 二 帝 国 制  
度 的 嫌 疑 分 子 投 人 监 狱 或 流 放 到 法 国 和 阿 尔 及 利 亚 的 偏 僻 地 区 ,或 者 彻  
底 驱 逐 出 法 国 领 土 。 一 一 295。

1 8 4 莎 士 比 亚 《威 尼 斯 商 人 》第 4 幕 第 1 场 。—— 297,

1 8 5 十 二 表 法 .即 十 二 铜 表 法 ，是 古 罗 马 最 早 的 成 文 法 ，它 代 替 了 原 先 在 罗 马  
有 效 的 >3惯 法 。 习 惯 法 的 解 释 权 原 先 掌 握 在 贵 族 f 中 ，在 平 民 的 要 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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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立 了 以 亚 庇 乌 斯 • 克 劳 狄 乌 斯 为 首 的 十 人 委 员 会 （十 人 团 ），该 委 员 会  
受 托 编 制 法 律 , 公 元 前 451年 编 出 十 表 ，次 年 又 成 立 新 的 十 人 委 员 会 ，再  

编 两 表 ，先 后 刻 在 十 二 块 铜 牌 上 公 布 ，故 而 得 名 ，原 物 已 散 失 ，仅 在 拉 丁 作  
家 文 集 中 保 存 下 来 不 完 整 的 法 律 条 文 。 十 二 铜 表 法 反 映 了 罗 马 社 会 财 产  
分 化 的 过 程 、奴 隶 制 发 展 和 奴 隶 主 国 家 形 成 的 过 程 。 十 二 铜 表 法 是 后 来  
罗 马 法 以 及 欧 洲 法 学 的 渊 源 。—— 297。 I

1 8 6 见 西 • 尼 • 昂 • 兰 盖 《民 法 论 ，或 社 会 的 基 本 原 理 》1767年 伦 敦 版 第 2 卷 
第  5 册 第  20_ 章 。, 一 一 2.97。

1 8 7 德 国 著 作 家 格 • 弗 • 道 默 在 他 的 著 作 《基 督 教 古 代 的 圣 礼 》1847年 汉 堡 版  
第 1 卷 第 33 — 34 页 中 证 明 ，最 初 的 基 督 徒 在 举 行 圣 餐 礼 时 吃 人 肉 。 马 克  
思 1847年 ] 丨 月 3 0 日 在 伦 敦 德 意 志 工 人 教 育 协 会 的 演 说 中 也 谈 到 这 一
点 a ------ 297„

1 8 8 世 袭 法 庭 是 在 地 主 有 权 审 判 和 惩 罚 自 己 的 农 民 的 基 础 上 建 立 起 来 的 封 建  
法 庭 。这 类 法 庭 在 封 建 领 主 土 地 所 有 权 范 围 内 拥 有 较 低 的 司 法 权 ( 财 产  
司 法 权 、遗 产 司 法 权 和 地 产 司 法 权 ），往 往 委 托 一 位 世 袭 法 官 （乡 长 或 管  
家 ) 来 行 使 职 权 》—— 299。

1 8 9 在 法 国 空 想 社 会 主 义 者 沙 • 傅 立 叶 描 绘 的 未 来 社 会 里 ，人 在 一 个 丁 作 日  
里 从 事 几 种 劳 动 ，也 就 是 说 工 作 日 将 由 若 干 “短 时 工 作 ” （ courtes 
séances)组 成 ，每 一 项 工 作 不 超 过 一 个 半 至 两 个 小 时 。 傅 立 叶 认 为 ，这 样  
劳 动 生 产 率 就 会 大 大 提 高 ，连 最 贫 穷 的 劳 动 者 也 能 够 比 从 前 的 任 何 资 本  
家 更 充 分 地 满 足 自 己 的 一 切 需 要 . —— 301。

1 9 0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10卷 第 307 页 ,。—— 302。

1 9 1 二 月 革 命 指 1848年 2 月 爆 发 的 法 国 资 产 阶 级 民 主 革 命 。 代 表 金 融 资 产  
阶 级 利 益 的 “七 月 王 朝 ”推 行 极 端 反 动 的 政 策 • 反 对 任 何 政 治 改 革 和 经 济  
改 革 •阻 碍 资 本 主 义 发 展 ，加 剧 对 无 产 阶 级 和 农 民 的 剥 削 • 引 起 全 国 人 民  
的 不 满 ;农 业 歉 收 和 经 济 危 机 进 一 步 加 深 了 国 内 矛 盾 。 1848年 2 月 22 — 
2 4 日 巴 黎 爆 发 革 命 ，推 翻 了 “七 月 王 朝 ”,建 立 了 资 产 阶 级 共 和 派 的 临 时 政  
府 ，宣 布 成 立 了 法 兰 西 第 二 共 和 国 。法 国 二 月 革 命 在 欧 洲 1848 — 1849年 
革 命 中 具 有 重 要 影 响 。无 产 阶 级 和 小 资 产 阶 级 积 极 参 加 了 这 次 革 命 ，但  
革 命 果 实 却 落 到 了 资 产 阶 级 手 里 。 31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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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2 指 1866年 8 月 20 2 5 日 在 巴 尔 的 摩 召 开 的 美 H 工 人 代 表 大 会 . 出 席 人
会 的 代 表 有 60人 ，代 表 加 人 工 会 的 6 万 名 .1:人 „ 大 会 讨 论 了 在 法 律 t 规  
定 八 小 时 丁 .作 日 、工 人 的 政 治 活 动 、合 作 社 、吸 收 全 体 工 人 参 加 工 会 、'IL匸  
等 问 题 。 大 会 通 过 / 建 立 .1：人 阶 级 的 政 治 组 织  全 W劳 工 同 盟 的 决
定 。—— 312。

193 这 里 引 用 的 国 际 工 人 协 会 口 内 瓦 代 表 大 会 的 决 议 . 是 根 据 3 克 思 ]866年 
8 月 底 写 的 《给 临 时 中 央 委 员 会 代 表 的 关 于 若 干 问 题 的 指 示 》拟 定 的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2 丨 卷 第 268 页 。 . 一一  3J3„

1 9 4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Ü卷 第 299页 。 314。

195" “折 磨 他 们 的 毒 蛇 ”是 套 用 海 浬 《亨 利 希 》（诗 集 《时 代 的 诗 》）中 的 诗 句 。
一 314 〇

1 9 6 大 宪 章 即 自 由 大 宪 章 。 英 王 “无 地 王 约 翰 ”统 治 时 期 （1199一  1216年 ），对  
内 肆 意 践 踏 封 建 秩 序 ，对 外 征 战 失 利 ，引 起 大 封 建 主 的 不 满 .连 支 持 王 权  
的 中 小 领 主 以 至 市 民 也 加 人 了 反 对 国 王 的 行 列 。 在 受 到 骑 士 和 市 民 支 持  
的 大 封 建 主 和 大 主 教 等 的 联 合 压 力 下 ，约 翰 被 迫 于 1215年 6 月 〗5 円接 
受 并 签 署 了 这 个 大 宪 章 。 大 宪 章 限 制 r 国 王 的 权 力 .确 认 和 扩 大 了 大 封  
建 贵 族 的 政 治 、经 济 和 法 特 权 ，甚 至 规 定 在 他 们 的 封 建 特 权 遭 到 破 坏  
时 ，可 以 举 行 起 义 反 对 王 室 ;对 骑 士 阶 层 和 城 市 居 民 作 了 某 些 让 步 ：自由 
民 得 到 不 受 国 王 滥 用 专 制 权 力 的 法 律 保 证 .但 基 本 居 民 群 众 即 农 奴 没 存  
得 到 任 何 权 利 。 到 19世 纪 ，英 国 资 产 阶 级 革 命 时 期 ，大 宪 章 被 用 来 作 为  
争 取 权 利 的 法 律 依 据 . 并 成 为 英 国 立 宪 君 主 制 的 象 征 和 基 础 。 马 克 思 作  
这 m是 指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经 过 长 期 顽 强 的 反 资 本 斗 争 而 争 得 的 限 制 工 作 h 
的 法 律 --------- 314»

1 9 7 多 么 大 的 变 化 啊 ！ （ Quantum mutatus ah illo!)引 自 维 吉 尔 《亚 尼 雅 士 之  
肷 》第 2 卷 第 274行 。 - 一  314。

1 9 8 指 古 希 腊 数 学 家 阿 基 米 德 的 名 a v ‘给 我 一 个 坚 实 的 支 点 ，我 将 把 地 球 彻  
底 翻 转 过 来 317.

1 9 9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 18fi3年 手 稿  >》第 X IV 笔 记 本 第  
782 _ 8ÎH页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5卷 第 70— 208 页 h

一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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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关 Î'庸 俗 经 济 学 抓 住 现 象 的 外 表 来 反 对 现 象 的 规 律 ，见 马 克 思 丨 868年 7 
月 1 1 日 给 路 • 库 格 曼 的 信 ，以 及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61- 1863 
年 手 稿 ) 》第 XV 笔 记 本 第 920 921 页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5 卷第  358 -  361 页 ）。—— 320。.

2 0 1 巴 • 斯 宾 诺 莎 《伦 理 学 》(第 一 部 分 .增 补 ）中 说 ，尤 知 并 不 是 充 足 的 论 据 。 
这 句 话 是 针 对 那 鸣 对 抱 有 僧 侣 主 义 目 的 论 的 疔 然 观 的 代 表 人 物 说 的 ，他 
们 认 为 “上 帝 意 志 ”是 一 切 现 象 的 原 因 的 原 因 .他 们 进 行 论 证 的 唯 一 手 段  
就 是 求 助 于 对 其 他 原 因 的 无 知 。- - -320。

2 0 2 黑 格 尔 关 于 量 变 到 质 变 的 观 点 ，见 他 的 《逻 辑 学 》第 1 部 《客 观 逻 辑 》第 1 
编 《存 在 论 》1833年 柏 林 版 (《黑 格 尔 全 集 》第 3 卷 ）。 马 克 思 在 1867年 6 
少1 22 R 给 恩 格 斯 的 信 中 谈 到 他 在 这 里 引 用 黑 格 尔 的 观 点 描 述 手 工 业 师  
傅 变 成 资 本 家 的 情 况 。 - 一  322。

2 0 3 马 克 思 在 这 电 指 的 是 〗843年 由 热 拉 尔 首 次 命 名 的 碳 氢 化 合 物 的 “同系 
列 ”•恩 格 斯 在 德 文 第 3 版 中 对 此 加 了 一 个 补 注 .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
中 文 第 2 版 第 4.1 # 第 358页 。一 322。

2〇■»马 丁 • 路 德 《论 商 业 与 岛 利 贷 》，见 《可 尊 敬 的 3 丁  • 路 德 博 t 先 生 著 作  
集 》.1589年维 滕 丨 4 格 版 第 6 部 第 296 页 。 - 322。

2 0 5 阿 • 凯 特 勒 关 于 T 均 的 个 人 的 言 论 ，见 他 的 《论 人 和 人 的 能 力 之 发 展 》 
I别 2 年 爱 丁 堡 版 第 9 页 》 -  336„

威 • 狀 雪 尔 《国 民 经 济 体 系 》第 L卷《国 民 经 济 学 原 理 》1858年 斯 图 加 特 一  
奥 格 斯 堠 增 iT第 3 版 第 88 - M 页 。一 3:<7。

2 (1 7 指 'W i思 《资 本 论 ( 】 863 1865年 手 稿 ）》第 三 册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历
■il考 ill:版 第 2 部 分 第 I # 第 2 册 第 1 章 《剩 余 价 值 转 化 为 利 润 》以 及 《马  
i t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彳 H卷 第 一 篇 《剩 余 价 值 转 化 为 利 润 和 剩  
余 价 坑 率 转 化 为 利 润 率 》 ).

恩 格 斯 Æ屯 阅 《资 丰 论 》第 一 卷 德 文 第 四 版 的 校 样 之 前 .已 把 这 一 篇  
和<(资 本 论 》第 三 册 的 第 二 至 四 篇 完 成 并 准 备 付 印 。 见 恩 格 斯 1890年 4 
月 9■箱 给 斐 • 多 . 維 文 朗 斯 的 信 , 338,446；.

208 >1卩m : 多 德 在 《尼 科 马 # 伦 理 学 》中 把 人 定 义 为 城 市 的 市 民 （zoon丨)ol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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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poüùom”既 有 “国 家 的 ”含 义 ，也 有 “城 市 的 ”含 义 . 因 为 在 古 希 腊 ，
城 市 和 国 家 是 一 回 事 ，它 们 用 同 一 字 (polis)来 表 示 。 关 于 人 的 定 义 ，马 克  
思 在 1857— 丨 858年 经 济 学 手 稿 的 《导 0 》部 分 也 有 论 述 ，见 《马 芘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0卷 第 2 5 页 。一 一  :i40。

2 0 9 在 空 想 社 会 主 义 者 的 思 想 的 影 响 下 . 罗 奇 代 尔 城 （曼 彻 斯 特 北 部 ）的 工 人  
在 i844年 成 立 了 公 平 先 驱 社 。 它 最 初 是 一 个 消 费 合 作 社 ，不 久 就 扩 大  
了 ，成 立 r 生 产 合 作 机 构 。随 着 罗 奇 代 尔 城 先 驱 社 的 成 立 ，英 国 和 其 他 W 
家 的 合 作 运 动 开 始 了 一 个 新 的 时 期 。—— 345。

2 1 0 奥 • 孔 德 在 其 1830— 1842年 出 版 的 著 作 《实 证 哲 学 教 程 》中 论 E 了 实 证  
. 论 . 它 是 要 把 科 学 主 要 归 结 为 对 现 存 事 物 即 事 实 上 (“实 证 的 ”）的 东 西 以  
及 它 们 之 间 的 关 系 的 观 察 和 理 解 。孔 德 从 自 己 的 社 会 理 想  人 和 资
本 家 的 和 谐  出 发 ，认 为 任 何 一 种 理 论 活 动 和 实 际 活 动 都 在 于 巩 固 资
本 主 义 的 制 度 。在 〗 848 —1849年 革 命 以 后 .他 的 观 点 在 法 国 和 其 他 国 家  
的 资 产 阶 级 的 范 围 内 已 经 获 得 广 泛 的 影 响 „ 马 克 思 在 1866年 7 月 7 丨1 
给 恩 格 斯 的 信 中 曾 经 谈 到 对 孔 德 的 看 法 。 一  346。

2 1 1 古 代 亚 洲 的 庞 大 建 筑 。 例 如 业 述 尼 尼 微 的 庙 宇 ，巴 比 伦 的 伊 什 塔 尔 城 门  
和 中 国 的 长 城 ;在 埃 及 人 那 里 出 名 的 有 吉 萨 的 金 字 塔 ，在 伊 特 鲁 M亚 人 那  
里 有 公 元 前 7 世 纪 一 4 世 纪 的 庙 宇 和 陵 墓 。—— 347。

2 1 2 关 于 股 份 公 司 ，在 马 克 思 《资 本 论 （1863— 18fi5年 手 稿 ）》第 三 册 已 有 论 述  
(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历 史 考 证 版 第 2 部 分 第 4 卷 第 2 册 第 11章 第 6
节 〉。------348 〇

2 1 3 关 于 古 典 共 同 体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0 卷第丨 7 2 页 。 
----- 348。

2 1 4 马 克 思 在 这 里 指 的 是 亚 • 斯 密 在 其 主 要 著 作 中 所 说 的 制 造 针 的 18种 操  
作 （见 斯 密 《国 段 财 富 的 性 质 和 原 因 的 研 究 》1802年 巴 黎 版 第 1 卷 第 13 
页 )。------3520 .

2 1 5 威 • 配 第 关 于 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的 观 点 ，见 他 的 《论 人 类 的 增 殖 》(《政 治 算  
术 论 文 集 》1699年 伦 敦 版 第 35 页 ) 。—— 356。

2 1 6 指 纽 伦 堡 的 装 配 工 和 钟 表 匠 彼 • 亨 莱 恩 在 1510年 前 后 制 造 出 的 第 一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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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弹 簧 推动 的小怀 表 , , 一 一 357。

2 1 7 这 个 例 子 摘 自 《各 国 的 工 业 》1855年 伦 敦 版 第 203 — 204 页 。 参 看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 1863年 手 稿 ）》第 XIX笔 记 本 第 1183- . 1184
页 。 ------360.。

2 1 8 马 克 思 这 里 依 据 的 是 约 • 冯 • 波 珀 的 《从 科 学 复 兴 至 18世 纪 末 的 工 艺 学  
历 史 》1810年 格 :r 根 版 第 2 卷 第 〗98、381…384和 386页 的 论 述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61. 1863年 手 稿 ）》第 XIX笔 记 本 第 1]70 — 117] 页  
.已 有 关 于 工 艺 学 的 摘 录 。 _ _363„

2 1 9 马 克 思 这 里 依 据 的 是 约 • 冯 • 波 珀 的 《从 科 学 复 兴 至 18世 纪 末 的 工 艺 学  
历 史 》1807年 格 丁 根 版 第 1 卷 第 109页 的 论 述 。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61 — 1863年 手 稿 ）》第 X丨X 笔 记 本 第 1163和 1164页 有 关 于 水 磨 的 摘  
录 。 马 克 思 在 1863年 1 月 2 8 日 给 恩 格 斯 的 信 中 也 谈 到 了 有 关 情 况 。

- 3630

22(丨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2 卷 第 308 —314 页 ，第 3 3 卷 第
219 221、3.ir>_—.317、357. 3诏 页 .第  315 卷 第  6_2 — 66 页 。—— 36.3。

2 2 1 由 于 1861 18fi5年 美 国 南 北 战 争 ( 见 注 7 )的 影 响 ，棉 花 供 应 不 足 而 需 求
量 大 增 = - 368。.

222 4 克 思 这 电 依 据 的 是 约 • 冯 • 波 珀 的 《从 科 学 复 兴 至 18世 纪 末 的 工 艺 学
历 史 》1807年 格 丁 根 版 第 1 卷 第 1]3 — 414 页 的 论 述 。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1863年 手 稿 ）》第 XD( 笔 i己 本 第 ]175页 ， - 一 -368。

223 一 切 反 对 一 切 的 战 争 (bel丨um omnium contra oranes，也 泽 “一 切 人 反 对 一  
W人 的 战 争 ”〉足 英 国 哲 学 家 托 • 霍 布 斯 的 用 语 ，出 â 他 1642年 的 论 文  
«论 公 民 》中 的 致 读 者 序 (《S 布 斯 哲 学 著 作 集 》16fi8年 阿 姆 斯 特 丹 版 第 1 
卷 第 7 页 ）以 及 他 英 文 写 的 《利 维 Ä .或 教 会 国 家 和 市 民 国 家 的 实 质 、形 
式 和 权 乃 H 651年 伦 敦 版 的 拉 T 文 译 本 （同 上 . 第 2 卷 第 8 3 页 ）。 霍 布 斯  
认 为 . 人 的 f l然 状 态 , U卩 市 民 社 会 之 外 的 状 态 ，是 一 切 人 反 对 一 切 人 的 战  
肀 ：为 了  Æ服 这 种 状 态 •人 们 必 须 通 过 契 约 来 建 家 。 - 372„

2 2 4 见 马 克 思 《祈 学 的 贫 困 》第 2 章 第 2 节 《分 工 和 机 器 》。 另 参 看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邰 1 18(«年 手 稿 ）》第 IV 笔 记 本 第 171页 (《马 克 思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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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2卷 第 335 页 ）。 —— 372,375,441.

22S 关 于 印 度 公 社 的 情 况 ，马 克 思 依 据 的 不 只 是 这 里 提 到 的 著 作 ，还 有 托 • 
斯 • 拉 弗 尔 斯 的 著 作 《爪 哇 史 》1817年 伦 敦 版 第 1卷 第 285页 的 材 料 。 马  
克 思 在 《不 列 颠 在 印 度 的 统 治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2 卷 
第 137 — ]4 4 页 ）以 及 1853年 6 月 1 4 日 给 恩 格 斯 的 信 （N 上 ，第 +19卷第 
432 —433页 ) 中 都 引 用 过 拉 弗 尔 斯 的 《爪 哇 史 》。—— 373。

2 2 6 拉 普 拉 塔 各 国 指 阿 根 廷 、乌 拉 圭 、巴 拉 圭 。 376,

2 2 7 据 罗 马 历 史 传 说 ，公 元 前 <104年 罗 马 的 乎 民 和 贵 族 之 间 第 一 次 发 生 f 大 
冲 突 ，贵 族 梅 涅 尼 • 阿 格 利 巴 为 了 劝 说 举 行 起 义 并 上 圣 山 反 对 贵 族 压 迫  

‘ 的 平 民 ，向 他 们 讲 了 一 则 人 体 四 肢 反 抗 胃 的 寓 言 . 使 平 民 同 意 和 解 。 他把 
当 时 的 社 会 比 做 有 生 命 的 机 体 ，把 平 民 比 做 这 个 机 体 的 手 .把 贵 族 比 做 供  
养 这 个 机 体 的 胃 。 手 和 胃 分 离 开 来 . 就 要 引 起 生 命 机 体 的 必 然 死 亡 ，同 
样 ，平 民 拒 绝 履 行 他 们 的 义 务 ，就 等 于 古 罗 马 国 家 的 灭 亡 。 - 3_71

2 2 8 技 艺 和 手 工 业 协 会 (Society of Arts and Trades)是 一 个 于 】754年 在 伦 敦  
成 立 的 资 产 阶 级 慈 善 性 质 的 教 育 团 体 。 19世 纪 50年 代 ，协 会 的 领 导 人 是  
阿 尔 伯 特 亲 王 。协 会 宣 称 ，它 的 宗 旨 是 “促 进 技 艺 、手 工 业 和 商 业 的 发 展 ” 
并 酬 劳 那 些 •‘为 解 决 穷 人 就 业 、扩 大 商 业 贸 易 以 及 对 国 家 财 富 增 长 等 方 面  
作 出 贡 献 的 人 ”。 1853年 ,该 协 会 为 了 阻 挠 英 国 群 众 性 罢 工 运 动 的 发 展 和  
宪 章 派 酝 酿 成 立 工 人 议 会 ，企 图 充 当 工 人 和 企 业 主 之 间 的 调 停 人 。 马 克 
思 称 该 协 会 为 “技 艺 和 骗 术 协 会 ”( 参 看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13 卷 第  68 页 ）。 一 379.391,407,791,

2 2 9 见 黑 格 尔 《法 哲 学 原 理 》1840年 柏 林 第 2 版 第 247 页 第 187苷 注 (《黑 格 尔  
全 集 》第 8 卷 ) 。一 r379„

2 3 0 见 威 • 罗 雪 尔 《国 民 经 济 学 原 理 》1858年 斯 图 加 特 奥 格 斯 堡 增 订 第 3 
版 。—— 380。

2 3 1 《关 于 幸 福 的 对 话 》的 作 者 不 是 《 R i己 和 通 信 集 》（1844年 伦 敦 版 第 1 4
卷 ) 的 作 者 - 外 交 官 詹 • 哈 • 马 姆 兹 伯 里 伯 爵 ，而 是 他 的 父 亲 詹 • 哈 里  
斯 。 马 克 思 这 1 引 证 的 话 见 哈 里 斯 《三 篇 论 文 》1772年 伦 敦 修 汀 第 3 版第 
292页 ， 参 看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 1863年 手 稿 ）》第 IV I它 记  
本 第 161页 (《马 克 悤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2 徨 第 322 页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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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2 3 2 阿 基 洛 库 斯 “每 个 人 都 从 事 自 己 的 工 作 ，所 有 的 人 都 会 感 到 满 意 ”这 句 话  
转 引 自 塞 克 斯 都 • 恩 披 里 柯 的 著 作 《反 对 数 学 家 》第 11卷 第 4 4 页 。
381。

233 “同 时 做 许 多 事 ，什 么 也 做 不 成 ”这 句 话 出 自 荷 气 《麦 尔 吉 泰 斯 》，马 克 思 引  
自 伪 柏 拉 图 对 话 篇 《阿 基 比 阿 德 第 二 》，见 编 者 威 • 汉 密 尔 顿 在 《斯 图 亚 特  
全 集 》第 8 卷 第 311 页 加 的 注 。 参 看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 
1863年 手 稿 ) 》第 IV 笔 记 本 第 160页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第
32 卷 第  320 页 ） „. 一 一  381。

2 3 4 推 翻 三 十 僭 主 的 时 代 是 指 公 元 前 5 世 纪 末 期 ，古 雅 典 三 十 寡 头 恐 怖 制 度  
被 推 翻 . 重 新 建 立 f 奴 隶 主 民 主 制 。 这 是 雅 典 商 业 资 本 和 高 利 贷 资 本 发
展 时 期 „ 382。

2 3 5 这 句 话 引 自 柏 拉 图 《理 想 国 》第 2 册 11,370 b - c 。 马 克 思 在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6j 1863年 手 稿 ）》中 也 引 用 了 这 句 话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2 卷 第 320页 ）。 一 3.82。

2 3 6 参 看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1863年 手 稿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2卷 第 321 页 ）。—— 382.。

2 3 7 柏 拉 图 的 理 想 国 是 古 希 腊 哲 学 家 柏 拉 图 在 其 《理 想 国 》中 描 述 的 理 想 的 奴  
隶 制 共 和 国 。 在 这 种 国 家 里 ，Û 由 市 民 分 为 三 个 等 级 .奴 隶 不 包 括 在 三 个  
等 级 之 内 ，各 等 级 之 间 实 行 严 格 分 工 。少 数 哲 学 家 执 行 管 理 职 能 ，军 人 打  
仗 和 保 ]1市 民 的 生 命 财 产 . 农 民 、手 工 业 者 为 人 民 生 产 并 提 供 生 活 资 料 。

— 383。

2 3 8 安 • ）£；尔 《工 厂 哲 学 ，或 加 工 棉 、毛 、麻 、丝 的 工 业 经 济 学 。 附 英 国 各 工 厂  
使 用 的 各 种 机 器 的 描 述 :K 两 卷 集 ）〗836年 巴 黎 版 第 1 卷 第 3 1 页 。
385。

2 3 9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U…1863年 尹 稿 )》第 XIX笔 记 本 第 1237
页 „ .387。

2 4 0 《各 国 的 1〔业 》1855年 伦 敦 版 第 2 部 第 1 6 4 _ 】65 页 „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6] - ]863年 手 稿 ）》第 XIX笔 i己 本 第 1176页 5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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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1 指 19世 纪 的 自 然 科 学 的 唯 物 主 义 . 其 代 表 是 德 N 动 物 学 家 卡 • 福 格 特 、 
荷 兰 生 理 学 家 雅 • 摩 莱 肖 特 和 德 国 医 生 路 • 毕 希 纳 。 他 们 力 图 对 人 民 大  
众 进 行 无 神 论 和 自 然 科 学 的 教 育 ，但 没 有 阐 发 关 于 社 会 历 史 的 唯 物 主 义  
观 点 ，也 没 有 阐 发 辩 证 的 思 维 方 式 。 由 于 他 们 与 达 尔 文 主 义 有 紧 密 关 系 ， 
他 们 企 图 根 据 达 尔 文 的 理 论 来 解 释 社 会 的 发 展 。 恩 格 斯 在 《卡 尔 • 马 Æ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第 一 分 册 〉》一 文 第 二 部 分 .在 批 判 毕 希 纳 等 人 的 狹  
隘 庸 俗 的 思 维 方 式 的 同 时 . 洋 细 介 绍 了 唯 物 主 义 历 史 观 。 388.,

2 4 2 热 力 机 (ka丨orische Maschine)是 根 据 一 般 气 体 体 积 热 胀 冷 缩 的 1S(理 而 制  
造 的 机 器 ，与 蒸 汽 机 相 比 . 它 笨 重 而 且 功 率 低 。热 力 机 是 ]9 世 纪 3 0 年代 

. 由 约 • 埃 里 克 森 发 明 的 ，但 到 19 肚 纪 末 就 Li经 失 去 了 任 何 实 用 价 值 。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  18fi3年 T 搞 ）》第 XIX笔 记 本 第 1176 
页 。—— 388,484,

2 4 3 马 克 思 这 里 依 据 的 是 《各 国 的 X业 》 1855年 伦 敦 版 第 2 部 第 154 - 15fi页  
上 的 材 料 。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63年 手 稿 >》第 ）O X 笮  
记 本 第 1184页 。一 -389。

2 4 4 马 克 思 这 里 依 据 的 是 《各 国 的 工 业 》1855年 伦 敦 版 第 2 部 第 222 250 页
上 的 材 料 。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 861 — 1863年 手 稿 ）》第 XI)(笔  
记 本 第 1206 — 1.2】1 页 。 - 389。

2 4 5 马 克 思 这 里 依 据 的 是 约 • 冯 • 波 珀 《从 科 学 复 兴 至 18世 纪 末 的 丄 艺 学 历  
史 》1807年 格 丁 根 版 第 1 卷 第 271页 的 材 料 。 见 IT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61— 1863年 手 稿 >》第 XIX笔 记 本 第 1172页 。 一 389。

2 4 6 珍 妮 机 是 詹 • 哈 格 里 沃 斯 于 176.1 1767年 发 明 并 用 他 女 儿 的 名 字 命 名
的 一 种 纺 纱 机 。 ~ 1 3 8 9 ,4 6 6 „

247 “牛 在 打 谷 的 时 候 ，不 可 笼 住 它 的 嘴 见 《旧 约 全 书 • 申 命 i己》第 2 5 章 第 4
TÏ. 390。

2 4 8 马 克 思 这 里 依 据 的 是 约 • 冯 • 波 珀 《从 科 学 复 兴 至 18世 纪 末 的 X 艺 学 历  
史 》18Ü7年 格 r 根 版 第 1 卷 第 105页 上 的 论 述 。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6〗一  1863年 手 稿 >》第 XIX笔 记 本 第 IVfi?；!；!： 。 - 390。

2 4 9 马 克 思 这 里 依 据 的 是 约 • 冯 • 波 珀 《从 科 学 复 兴 至 18世 纪 末 的 T.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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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1807年 格 丁 根 版 第 ] 卷 第 132 — 134页 上 的 论 述 。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 1863年 手 稿 ）》第 XIX笔 记 本 第 1211页 。一 390„

25(1马 克 思 这 里 依 据 的 是 《各 国 的 工 业 》1855年 伦 敦 版 第 2 部 第 252 — 253页  
卜.的 材 料 。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861— 1863年 手 稿 ）》第 XIX笔  
记 本 第 1167页 。 390。

2 5 1 马 克 思 这 里 依 据 的 是 《各 国 的 工 业 》1855年 伦 敦 版 第 223、227、228 页 上 的  
材 料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61-- 1863年 手 稿 ）》第 XIX笔 记 本  
1206— 1207 页 。—— 390.

2 5 2 马 克 思 这 里 依 据 的 是 安 • 尤 尔 《技 术 词 典 或 工 业 手 册 》1843年 布 拉 格 版 第  
I 卷 第 423 — 430 页 上 的 论 述 。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 1863 
年 手 稿 ）》第 XIX笔 记 本 第 1203页 。 390。

2 5 3 马 克 思 这 里 依 据 的 是 约 • 冯 • 波 珀 《从 科 学 复 兴 至 18世 纪 末 的 工 艺 学 历  
史 》1807年 格 丁 根 版 第 1 卷 第 138— 1 4 0和 147— 149页 上 的 论 述 。 见 马  
克思《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 1863年 手 稿 ）》第 XTX笔 记 本 第 ] 165 —

11S6 页 。—— 392。

2 5 4 马 克 思 这 里 依 据 的 是 约 • 冯 • 波 珀 《从 科 学 复 兴 至 18世 纪 末 的 工 艺 学 历  
史 》1807年 格 丁 根 版 第 】卷 第 1.73 —]74 页 上 的 论 述 。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6】- .1 8 6 3年 _f.稿 ）》第 XIX笔 记 本 第 1丨6_6 — 1]67页 。 .
392.

2 5 5 马 克 思 这 里 依 据 的 是 《各 国 的 工 业 》1855年 伦 敦 版 第 2 部 第 227页 上 的 材  
料 D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_ 1863年 手 稿 >》第 XIX笔 记 本 第  
1204,1207 页 ，----- 393„

2 5 6 马 克 思 这 里 依 据 的 是 《各 国 的 工 业 》1855年 伦 敦 版 第 2 部 第 ]9 8和 200 贞  
h 的 材 料 。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 1863年 手 稿 ）》第 XIX笔  

记 本 第 1183页 — -3940

2 5 7 克 思 这 里 依 据 的 是 1862年 9 月 ]9 日《旗 帜 报 》( 伦 敦 )第 1.1889号 第 5 
版 第 6 栏 《国 际 博 览 会 》的 材 料 。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 1863 
年 手 稿 ）》第 XIII笔 记 本 第 746 — 747页 上 已 有 这 些 材 料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4卷 第 648—.699页 ）。 —— 394,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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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8 马 克 思 这 里 依 据 的 是 《各 国 的 工 、II/J1855年 伦 敦 版 第 2 部 第 155 1「>6 5Î
上 的 材 料 。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1863年 手 稿 ）》第 X K 笔
记 本 第 1184页 。 398。

2 5 9 沙 • 傅 立 叶 把 人 类 历 史 的 每 一 个 时 期 的 本 质 特 征 称 做 "枢 纽 即 一 切 闹  
绕 着 转 的 支 点 (傅 立 叶 《关 于 普 遍 统 一 的 理 论 》第 2 卷 . 见 《傅 立 叶 令 集 》 
1841年 巴 黎 第 2 版 第 3 卷 第 304 页 ）。 39Î)。

2 6 0 马 克 思 这 里 依 据 的 是 《各 M的 工 业 》】8 5 5 年 伦 敦 版 第 2 部 第 238_ 23!)贝  
上 的 材 料 。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61- 1863年 手 稿 ) 》第 XIX笔  
记 本 第 1185和 12 0 9 页 。 -400。

261_ 马 克 思 这 里 依 据 的 是 《各 国 的 T 业 》1855年 伦 敦 版 第 2 部 第 225页 上 的 材  
料 。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6〗 - 1863年 手 稿 ）》第 XD( 笔 记 本 第  
1206 页 。 •~ ~ -40U

2 6 2 马 克 思 这 里 依 据 的 是 《各 国 的 工 业 》1855年 伦 敦 版 第 2 部 第 222 247 页
上 的 材 料 。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M1 1863年 手 稿 第 XIX笔
记 本 第  1206 -- 1211 页 。 401。

2 6 3 马 克 思 这 里 依 据 的 是 《各 国 的 工 业 》1855年 伦 敦 版 第 2 部 第 223、227、 228 
页 上 的 材 料 。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郎 1 1863年 手 稿 ）》第 XIX
笔 记 本 第 1206 -  1207 页 • - 401 „

26■ » 让 * 巴 • 萨 伊 在 与 亚 • 斯 密 关 于 价 值 和 财 富 的 观 点 的 论 战 中 说 ,机 器 提  
供 的 服 务 创 造 那 个 构 成 利 润 部 分 的 价 值 。 见 萨 伊 《论 政 治 经 济 学 》1817年 
巴 黎 第 3 版 第 1 卷 第 4 .章  ̂ -4 0 4。

2 6 5 恩 格 斯 在 德 文 第 -:版 中 此 处 增 补 的 脚 注 屮 指 出 ：“一 • 马 力 ’等 于 一 分 钟  
33 000英 尺 磅 的 力 ，即 等 于 一 分 钟 使 33 00()磅 i :升 一 英 尺 .或 一 分 钟 使 一  
磅 上 升 33 000英 尺 的 力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11卷第 
W 6页 )在 采 用 米 制 的 国 家 中 、 . 马 力 相 3 于 一 移 钟 他 踢 TÆ 上 升 -米 的  
力 。 ----- 404 〇

2 6 6 约 • 贝 恩 斯 的 计 算 ，见 他 的 《棉 花 贸 易 。 对 布 莱 Æ本 文 学 、科 学 、技 术 学 校  
学 员 所 作 的 有 关 这 个 问 题 的 两 次 演 讲 》 1 8 5 7年 布 莱 克 本 伦 敦 版 第 48 

页 。 另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61 1863年 下 稿 ）》第 X IX 笔 记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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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32 页 。 — 404.

2 6 7 马 兖 思 这 里 依 据 的 是 《各 国 的 工 业 》1855年 伦 敦 版 第 2 部 第 228— 231 页  
上 的 材 料 。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861 — 丨863年 手 稿 ）》第 XIX笔  
i己 本 第 1207页 。一 405,

2 (> 8 勒 • 茁 卡 儿 关 于 动 物 是 单 纯 的 机 器 的 观 点 ，见 f也 的 著 作 《论 人 类 》1664年
莱 顿 版 。—— 405。

2 6 9 卡 • 冯 • 哈 勒 关 于 动 物 是 人 的 助 手 的 观 点 ，见 他 的 《国 家 学 的 复 兴 》 〗 816 
年 温 特 阁 尔 版 第 1 卷 第 332页 和 第 378页 脚 注 8。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61— 1863年 手 稿 >》第 XIX笔 i己 本 第 1163页 。 - 一 .龜

2 7 0 弗 • 培 根 关 于 生 产 形 态 的 改 变 和 人 对 自 然 的 实 际 统 治 是 思 维 方 法 改 变 的  
结 果 的 观 点 ，见 他 的 《新了:具 论 》1793年 柏 林 版 《序 言 》第 ]3 页 、《箴 言 81》 
第  102 页 。 一 405。

2 7 1 关 于 机 器 印 花 代 替 手 1:印 花 的 情 况 . 见 恩 格 斯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中 的
《K 他 劳 动 部 门 》一 节 。 407.

2 7 2 关 于 伊 • 惠 特 尼 发 明 的 轧 棉 机 使 劳 动 生 产 率 提 高 的 情 况 ，见 马 克 思 186] 
年 1U ] 1 日 前 后 写 的 《英 国 的 危 机 》一 文 和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863年 手 稿 >》第 V 笔 记 本 第 208页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Î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2 卷 第 391页 ）„ —— 407»

273 '6Æ思 这 里 依 据 的 是 《孟 买 商 会 18M- IM 0年 年 度 报 告 》中 的 材 料 ^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抵 判 《Ü861… 18:63 年 手 稿 ):》:第 V 笔 记 本 第 2OT页  
(« M(克思恩 格 斯 令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2 # 第 :W丨 洱 ） „ 107。

2 7 4 约 • 福 • 沃 森 的 报 告 (栽 于 18(51年 4 月 1<J R«技 艺 协 会 杂 志 K 伦 敦 )第  
4ÛMÙ 屮 提 到 的 这 畔 W料 . 见 克 思 1859 186:i年 在 伦 敦 写 的 第 VII笔
记 本 第 與 7 页 „ 那 里 将 ]86.1年 误 写 为 i8 6 0年 马 克 ® « 政 治 瘅 济 学 批  
判 （_18.61 1863_年 手 稿 )_»第 V 笔 记 本 第 2_£)9_哀 ü也 有 这 些 材 料 鉍 马 克 思 -
恩 格 斯 令 中 文 第 2 版 第 犯 # 第 明 1 页 > 1 0 7

275 f t 矿 并 禁 止 使 用 妇 女 和 儿 童 （10 岁 以 下 的 )是 1842年 矿 业 法 的 规 定 。 见  
本 卷 第 522页  ̂ .109。

2 7 6 戈 弗 雷 强 心 剂 足 ，种 用 鸦 片 淛 剂 制 成 的 '有 方 于 健 康 的 镇 静 药 ，舉 格 斯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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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国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中 的 《结 果 》一 节 中 描 述 r 戈 弗 雷 对 工 人 健 康 和 牛 .命  
的 危 害 。 n i .

277 “希 律 王 式 的 掠 夺 ”是 马 克 思 用 来 比 喻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中 对 1 工 进 行 摧 残 身  
体 的 残 酷 剥 削 的 用 语 。 希 律 £ 对 儿 童 的 屠 杀 见 《新 约 全 书 • 马 太 福 啬 》第 
2 章第  16 18 节 。 一-4.20,

2 7 8 纳 • 威 • 西 尼 耳 运 算 时 没 有 用 预 付 资 本 总 鍾 10万 镑 ，而 是 用 每 个 T 人所 
占 的 份 额 100镑 (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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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页 ）。 马 克 思 在 伦 敦 笔 记 第 X丨 笔 记 本 中 概 耍 摘 朵 西 尼 耳  
著 作 时 改 为 10万 镑 。 参 看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第 
235页 和 第 3 2卷 第 379 页 。 一 423,

2 7 9 见 《工 厂 视 察 员 向 女 王 陛 下 内 务 大 臣 所 作 的 报 告 。 截 至 1856年 10月 31 
t l 为 止 的 半 年 》1857年 伦 敦 版 第 12 页 „ 马 克 思 在 1857年 4 月 写 的 《英国  
工 厂 制 度 》中 使 用 r 这 一 统 计 材 料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16 
卷 第  117— 118 页 ) • ,—— 434。

2 8 0 马 克 思 在 这 里 依 据 的 是 《各 国 的 工 业 》1855年 伦 敦 版 第 2 部 第 ]56 页 丨 •.的 
材 料 。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86] — 1863年 f •稿 ) 》第 XW 笔 记 本  
第  1176 页 。 •—— 435。

2 8 1 马 克 思 在 《哲 学 的 贫 困 》第 2 章 第 2 节 《分 工 和 机 器 》的 结 尾 曾 引 用 了 安 • 
允 尔 《工 厂 哲 学 ，或 加 工 棉 、毛 、麻 、丝 的 工 业 经 济 学 》( 两 卷 集 ) 年 巴 黎  
版 第 1卷 中 的 几 段 文 字 。 439。

2 8 2 安 • 尤 尔 《工 厂 哲 学 ，或 加 工 棉 、毛 、麻 、丝 的 工 业 经 济 学 》( 两 卷 集 >1836年 
巴 黎 版 第 1卷 第 32. 33 页 。 马 克 思 在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6] 1863年
手 稿 ）》第 XX 笔 记 本 索 1249页 摘 录 了 这 段 话 。—— 44(h

2 8 3 见 恩 格 斯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中 的 《各 别 的 劳 动 部 门 狭 义 的 工 厂 工 人 》
一 节 以 及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1863年 手 稿 ）》第 XX 笔 记 本 第  
1245页 开 头 。—— 4.42。

2 8 4 见 恩 格 斯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中《各 别 的 劳 动 部 门 狭 义 的 工 厂 :C人 》一
节 以 及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 1863年 手 稿 ）》第 XX 笔 记 本 第  
1245 页 。—— 44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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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5 分 权 制 是 沙 • 孟 德 斯 鸠 在 其 《论 法 的 精 神 》一 书 中 提 出 的 关 于 国 家 权 力 分  
成 立 法 、行 政 、司 法 三 种 权 力 的 学 说 。这 三 种 权 力 互 相 独 立 地 发 挥 作 用 ， 
互 相 保 持 平 衡 和 监 督 》这 一 学 说 的 目 的 是 限 制 在 法 国 处 于 绝 对 统 治 地 位  
的 专 制 制 度 的 权 力 》 — 彳 43。

286 “溫 和 的 监 狱 ”（lt、s bagnes mitigés)是 沙 . 傅 立 叶 对 工 厂 的 称 呼 ，见 他 的  
《虚 假 的 、分 散 的 、可 恶 的 、欺 骗 的 行 业 和 与 它 相 4 立 的 自 然 的 、联 合 的 、诱  
人 的 、真 实 的 产 量 增 加 三 倍 的 行 业 》1835年 巴 黎 版 第 5 9 页 。—— 446。

2 8 7 马 克 思 在 这 里 提 到 的 塞 • 朗 切 洛 蒂 的 书 指 《现 代 —— 并 不 逊 于 过 去 思 想  
的 思 想 》. 引 自 约 • W克 曼 《发 明 史 文 集 》1786年 莱 比 锡 修 汀 第 2 版 第 1 卷 
第 〗 25 — 129页 „ 约 • 冯 • 波 珀 在 《从 科 学 复 兴 至 1 8 世 纪 末 的 工 艺 学 历  
*))1807年 格 丁 根 版 第 1卷 第 4 9 0 页 也 谈 到 德 国 人 改 进 织 带 机 的 情 况 ， 

- 447。

2 8 8 马 克 思 这 里 依 据 的 是 约 • 冯 * 波 珀 《从 科 学 复 兴 至 18世 纪 末 的 工 艺 学 历  
史 》1807年 格 丁 根 版 第 1 卷 第 269 页 h 的 材 料 。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6] -.-1863年 手 稿 ）》第 XIX笔 记 本 第 1172页 。 -448。

2 8 9 鲁 德 运 动 是 英 W 18世 纪 中 期 - 19 [Ö；纪 初 工 人 捣 毁 机 器 的 运 动 。这 一 运  
动 以 传 说 中 的 工 人 领 袖 耐 • 鲁 德 的 名 宇 命 名 .据 说 他 是 第 一 个 捣 毁 机 器  
的 人 。这 一 运 动 大 约 在 1760年 在 设 菲 尔 德 和 诺 丁 汉 兴 起 ，在 1811_ 1817 
年 的 危 机 期 间 扩 展 到 整 个 英 冈 。 M8。

2 9 0 英 闰 政 府 自 18】2 年 亨 • 阿 • 西 德 茅 斯 任 内 务 大 臣 、卡 斯 尔 雷 子 爵 任 外 交  
大丨 ;I以 来 ，残 酷 地 镇 压 工 人 捣 毁 机 器 的 运 动 》 M时 还 发 动 了 反 对 法 国 的  
战 肀 . 即 所 谓 的 反 雅 各 宾 战 争 （见 注 349)„ -  M80

291 ] 83<1年 济 贫 法 即 《关 〒 -修 改 和 更 好 地 实 施 英 格 兰 和 威 尔 士 济 贫 法 的 法
令 h 该 法 令 ？ 》 部 8 月 1 4 日 生 效 ，在 此 之 前 实 施 的 是 1 ® Î 年 生 戣  
的 、以 后 没 冇 作 过 屯 大 修 改 的 济 贫 法 .，1抑 2 年 .英 国 议 会 指 定 一 个 委 员 会  
研 究 当 时 的 济 贫 法 及 K 实 施 情 况 并 准 备 一 项 新 的 济 贫 法 。 该 委 员 会 把 勺  
时 对 贫 國 的 救 济 说 成 是 英 画 贫 闲 人 「丨 1丨 益 增 多 的 一 个 主 要 原 因 。 它 得 出  
的 最 t 要 的 结 论 S;:成 t 习 艺 所 I 见 注 ]M )是 实 施 济 贫 法 的 重 要 T•段 ：设  
、>:一 个 中 央 行 政 机 关 y 183.1年 英 国 颁 布 的 新 济 贫 法 对 以 前 实 施 的 《济 贫  
法 作 r 修 ir ，规 记 + 得 向 有 劳 动 能 力 的 人 及 其 家 《 提 供 任 何 金 钱 和 食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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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救 济 ，受 救 济 者 必 须 在 习 艺 所 里 从 事 强 制 性 的 劳 动 。一 - 45K724«

2 9 2 这 里 的 材 料 引 自 恩 格 斯 1867年 1 月 2 9 日 写 给 马 克 思 的 信 。 454。

2 9 3 下 面 这 些 表 格 中 的 材 料 引 自 托 • 布 拉 西 的 著 作 《劳 动 与 工 资 一 览 》1872年 
伦 敦 版 第 124 — 125页 。 - - 455。

2 9 4 彼 • 加 斯 克 尔 《手 工 业 工 人 和 机 器 》1836年 伦 敦 版 第 23、 34 — 35 页 。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2卷 第 389页 。 —— 456,

2 9 5 马 克 思 标 明 的 出 处 是 彼 • 加 斯 克 尔 的 著 作 第 1 版 ，但 他 引 用 的 却 是 1836 
年 在 伦 敦 以 《手 工 业 工 人 和 机 器 》为 标 题 出 版 的 第 2 版 。 一 456»

296"詹 • 内 史 密 斯 的 证 词 ，见 托 • 布 拉 西 的 著 作 《劳 动 与 工 资 一 览 》1872年 伦  
敦 版 第  129— 130 页 。一 - 4_5__7。.

2 9 7 马 克 思 这 里 依 据 的 是 《各 国 的 工 业 》1855年 伦 敦 版 第 2 部 第 232 页 t .的材 
料 。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  1863年 手 稿 ）》第 XIX笔 记 本 第  
1208 页 „ —— 457 „

2 9 8 音 尼 克 主 义 又 译 犬 儒 主 义 ,原 本 为 公 元 前 4 世 纪 古 希 腊 安 提 西 尼 创 立 的  
哲 学 学 派 . 昔 尼 克 学 派 崇 尚 自 然 •却 把 自 然 和 社 会 绝 对 对 立 起 来 .认 为 社  
会 生 活 和 文 化 生 活 是 不 自 然 的 ，无 足 轻 重 的 . 它 蔑 视 财 富 ，崇 尚 俭 朴 .反 映  
了 城 邦 贫 民 和 被 剥 夺 了 部 分 权 利 的 自 由 民 对 大 奴 隶 主 骄 奢 淫 逸 生 活 的 消  
极 反 抗 《

后 来 在 西 方 .人 们 通 常 在 转 义 上 使 用 昔 尼 克 主 义 ，泛 指 :蔑 视 道 德 ;凌  
辱 人 的 尊 严 ;不 知 羞 耻 ;冷 酷 无 情 ;无 所 顾 忌 ; 对 眼 前 事 物 冷 嘲 热 讽 . 等 等 。
----- 457〇,

{
299 “好 话 能 遮 丑 ”(Nominibus mollire licet mala)引 肉 奥 维 狄 乌 斯 《爱 经 》第 2 

卷 第 657行 ,。 —— 461。

3 0 0 在 英 国 ，从 1801年 起 . 包 括 财 产 统 计 在 内 的 人 口 调 查 每 十 年 进 行 一 次 。
一 4.65。

3 0 1 马 克 思 这 里 依 据 的 是 载 于 1863年 4 月 2 8 日《泰 晤 士 报 》第 24544 号 第 8 
版 第 5 栏 《棉 荒 》的 材 料 。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M1 — 1863年 手  
稿 ）》第 XX 笔 记 本 第 ]270页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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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2 马 克 思 是 根 据 《人 口 调 夜 》1861年 伦 敦 版 第 XXXIV页 上 的 资 料 算 出 这 一  
数 额 的 。那 里 写 着 下 列 数 字 :“煤 气 装 置 、煤 气 用 器 具 ,—— 机 器 制 造 88 
人 ;煤 气 工 程 师 8 3人 .煤 气 装 置 5 469人 :煤 气 表 、蒸 馏 器 、气 量 计 ， 一 制  
造 1：人 314人 ;煤 气 管 ,—— 制 造 工 人 565人 ;煤 气 厂 服 务 部 门 8 672人 / ’ 
马 克 思 显 然 是 算 错 了 ,根 据 这 些 数 字 得 出 的 总 数 为 15 191人 。 468。

3 « 3 马 克 思 是 根 据 《人 口 调 查 》18fil年 伦 敦 版 第 X X kvil页 上 的 资 料 算 出 这 一  
数 额 的 。那 1 写 着 下 列 数 字 :“铁 路 经 理 处 247人 ;制 造 铁 路 客 车 钢 板 和  
缓 冲 器 的 工 人 9 9人 ;铁 路 客 车 、车 厢 制 造 工 人 774人 ; 铁 道 公 司 职 员 、门  
房 和 服 务 员 26 846人 ;铁 路 承 包 商 549人 ;火 车 司 机 . 司 炉 10 41.1人 ;铁  
路 工 人 27 773人 ; 铁 道 灯 制 造 工 人 5 人 ;官 员 、办 事 员 和 火 车 站 站 长 14 
539人 :铁 路 警 察 1 4以 人 ; 铁 路 倍 号 灯 制 造 工 人 8 人 ；车 轮 制 造 工 人 54 
人 ；Ä 他 有 关 人 员 47人 。”马 克 思 显 然 是 算 错 了 ，根 据 这 些 数 字 得 出 的 总  
数 为 82 779人 。—— 468。

• 3 0 4 在 《人 门 调 查 》IM 3年 伦 敦 版 第 3 7 页 上 有 这 一 工 业 部 门 的 数 据 .但 不 是 马  
克 思 得 出 的 总 数 „ 马 克 思 S 然 是 从 《工 厂 。 答 可 尊 敬 的 下 院 ]861年 4 月 
24 U的 质 询 ))1862年 伦 敦 版 第 3 1 豇 上 摘 引 来 的 。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1863年 手 稿 )》第 XIX笔 记 本 第 1217页 。—— 468。

3 0 5 在《人 口 调 查 》1863年 伦 敦 版 中 没 有 这 个 数 据 。 马 克 思 显 然 是 从 《工 厂 。 
答 可 尊 敬 的 下 院 1861年 4 月 2 4 日 的 质 询 》1862年 伦 敦 版 第 3 1 页 _ 引 来  
的 那 B 讲 到 1 8 岁 以 上 的 男 子 存 17 7  5 9 6 人 。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1863年 手 稿  >》第 X I X 笔 id本 第 】2 1 7 页 ：。 一  468。

3 0 6 在 《人丨 ―丨 调 查 》1863年 伦 敦 版 第 37 -3 9 页 丄 丨 1丨、丨.V 和 LXV页 有 这 一 工  
业 部 1'丨 的数 据，但 不 是 马 克 思 得 出 的 总 数 。 469。

洲 7 沙 • 加 尼 邛 《论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备 种 体 系 及 扛 学 说 的 比 较 价 值 和 其 中 最 有  
利丁•财 富 增 K的 学 说 》1821年 巴 黎 第 2 版 第 2 卷 第 212页 „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H1 1863年 f 稿 ）》第 VIII笔 记 本 第 368 页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仝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3卷 第 2 6 ] 页 ）。一 470〇

3 0 X 《工 厂 视 察 &丨 叫 女 王 陛 下 内 务 大 K 所 作 的 报 畀 。 截 至 1 8 5 6 年 10 J:丨 3 1 日 
为 止 的 t : 年 》1 8 5 7 年 伦 敦 版 第 1 6 页 „ 见 马 —5 Ï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 8 6 ] 

1 8 6 3 年 - f -稿 ）》第 X 丨X 笔 记 本 第 1 2 2 4 页 .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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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9 这 里 的 数 据 分 别 引 自 《工 厂 视 察 员 向 女 五 陛 下 内 务 大 臣 所 作 的 报 告 。 截 
至 185.6年 1Ö月 3 1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8S7年 伦 敦 版 第 31 页 和 《工 厂 答 可  
尊 敬 的 下 院 1861年 4 月 2.1日 的 质 询 》1862年 伦 敦 版 第 3 1 页 。 见 马 克 思  
《政 洽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18抑 年 手 稿 ）》第 XIX笔 记 本 第 1222、1218页 。

一  473。

3 1 0 下 面 这 些 材 料 引 自 议 会 文 件 《粮 食 、谷 物 和 面 粉 „ 答 可 尊 敬 的 下 院 ]867 
年 2 月 1 8 日 的 质 询 》。 一 -4_75。

3 1 1 禁 止 结 社 法 是 英 0 议 会 于 17_99年 和 1800年 通 过 的 法 令 。法 令 禁 止 任 何  
工 人 组 织 的 建 立 和 活 动 。 1824年 议 会 撤 销 了 这 些 法 令 . 但 在 1824年 与  

因 食 品 价 格 上 涨 引 起 各 地 纷 纷 罢 工 ，资 本 家 要 求 重 新 禁 止 结 社 ， ]825 
年 •威 • 哈 斯 基 森 提 议 成 立 委 员 会 调 査 工 人 结 社 情 况 ，最 后 ，由 于 工 人 的  
斗 争 ，关 于 禁 止 结 社 的 法 案 未 获 通 过 。 1825年 7 月 6 日 通 过 了 结 社 法 (或  
称 工 人 联 合 法 ）,其 中 再 次 确 认 撤 销 这 些 法 令 。但 是 ，根 据 1825年 的 结 社  
法 .只 有 那 些 旨 在 规 定 工 资 和 劳 动 时 间 而 成 立 的 工 人 社 团 才 免 于 受 到 惩  

罚 . 当 局 仍 然 极 力 限 制 T 人 联 合 会 的 活 动 。特 别 是 凡 鼓 动 工 人 参 加 联 合  
会 和 参 加 罢 工 的 活 动 ，都 被 视 为 “强 制 ”和 “暴 力 ”而 要 受 刑 事 处 分 》
478,799„

3 1 2 马 克 思 这 里 依 据 的 是 载 于 1863年 4 月 2 8 日《泰 晤 土 报 》第 24544号 第 8 
版 第 5 栏 《棉 荒 》的 材 料 。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 ]8fi3年 手  
稿 ）》第 XX笔 记 本 第 1270 1272页 。 478。

3 1 3 指 英 国 和 法 国 在 1860年 1 月 2 3 日 签 订 的 贸 易 I■办 定 „ 根 据 这 一 协 定 法 国  
向 英 国 出 口 时 髦 服 饰 和 丝 绸 品 、首 饰 、刺 绣 品 和 工 艺 品 等 货 物 时 ，大 部 分  
可 以 免 税 。 为 此 ，法 国 取 消 了 禁 止 进 口 英 国 商 品 的 规 定 .代 之 以 征 收 商 品  
价 格 的 30%的 最 高 税 额 . 同 时 法 国 将 英 国 煤 的 进 口 税 减 低 到 每 KK)公 斤  
15 生 丁 。

关 于 贸 易 协 定 的 详 细 情 况 . 见 马 克 思 1860年 1 月 2 8 日 写 的 《法 英 之  
间 的 新 条 约 》《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19卷 - 478。

31 4 指 英 国 肆 无 忌 惮 地 侵 占 亚 洲 市 场 的 情 况 ，在 东 印 度 公 司 （见 注 98)对 中国  
的 贸 易 垄 断 权 被 取 消 （]833年 ）以 后 , 英 国 私 商 加 紧 侵 占 中 国 市 场 „ 他 们  
在 英 国 政 府 竭 力 支 持 下 ，向 中 国 大 量 私 运 鸦 片 ，毒 害 中 国 人 民 „ 后 来 英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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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动 了 侵 略 中 国 的 鸦 片 战 争 ，强 迫 中 国 签 订 了 掠 夺 性 的 不 平 等 条 约 。
在 印 度 ，英 国 主 要 通 过 大 量 输 人 廉 价 棉 布 扩 大 市 场 。 印 度 手 工 织 布  

者 因 他 们 的 手 织 棉 布 无 法 同 英 国 生 产 的 机 织 棉 布 竞 争 ，而 大 批 失 业 以 致  
饿 死 。 ----- 482.

3 1 5 马 克 思 这 里 依 据 的 是 《各 国 的 工 业 》1855年 伦 敦 版 第 2 部 第 392、394页 上  
的 材 料 。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 lfe63年 手 稿 ) 》第 XIX笔 记  
本 第  1177 — 1179 页 。 -—-48.5:。

3 1 6 马 克 思 这 里 指 的 情 况 见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 第 2 号 报 告 》1864年 版 第  
XXXIX 页 第  296、 299 号 —— 494。

3 1 7 指 议 会 文 件 《工 厂 。. 答 可 尊 敬 的 下 院 1861年 4 月 2 4 日 的 质 询 》(18.62年 2 
月 ] 1 日 刊 印 )第 9 页 。 - - 500。

3 1 8 罗 • 欧 文 在 他 的 著 作 如 《在 罗 • 欧 文 先 生 与 约 • 鲁 伯 克 牧 师 讨 论 前 在 曼  
彻 斯 特 做 的 六 篇 演 讲 》(1839年 曼 彻 斯 特 版 第 72 页 及 以 下 几 页 ）和 《新 道  
德 世 界 书 》(第 3 册 1842年 伦 敦 版 第 4 6 页 及 以 下 几 页 ）中 提 出 过 如 下 的  
类 似 观 点 :未 来 的 教 育对 一 定 年 龄 的 儿 童 来 说 ，就 是 生 产 劳 动 同 智 育 和 体  
育 相 结 合 ，这 是 提 高 社 会 生 产 的 一 种 方 法 ，也 是 造 就 全 面 发 展 的 人 的 方  
法 》----- 510»

3 1 9 见 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共 产 党 宣 言 》第 1 节 《资 产 者 和 无 产 者 h  <514、
.82.8,

3 2( > “你 们 夺 去 了 我 活 命 的 资 料 ，就 是 要 了 我 的 命 ”, 见 莎 士 比 亚 《威 尼 斯 商 人 》
第 4 幕 第 1 场 „ —— 511。

321 “鞋 匠 ，管 你 自 己 的 事 吧 !”（ Ne sutor ultra crepidam!)这 句 话 是 古 希 腊 著  
名 画 家 阿 佩 莱 斯 在 一 个 鞋 匠 批 评 他 的 画 时 所 作 的 回 答 • 这 个 鞋 匠 对 绘 画  
一 窍 不 通 ，只 能 看 出 所 画 的 鞋 的 某 些 毛 病 。见 老 普 林 尼 《博 物 志 》第 3 5 卷
第 ]0章 第 3.6行 。 —— 516。

3 2 2 罗 • 欧 文 关 于 工 厂 制 度 是 社 会 革 命 的 起 点 的 观 点 ，见 他 的 《在 曼 彻 斯 特 的  
六 篇 演 讲 》1839年 曼 彻 斯 特 版 第 56- 5 8 页 。 马 克 思 在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__857 — ]858年 手 稿 ）》第 VII笔 记 本 第 5. - 6 页 中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1卷 第 109 — 110页 ）已 摘 录 了 有 关 的 段 落 。 ——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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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3 指 莱 • 德 • 拉 韦 涅 《英 格 兰 、苏 格 兰 和 爱 尔 兰 的 农 村 经 济 》1855年 爱 丁  

堡 一 伦 敦 版 53〇=

3 2 4 指 詹 • 安 德 森 的 如 下 著 作 :《谷 物 法 性 质 探 讨 „ 论 苏 格 兰 新 谷 物 法 案 》 
1777年 爱 丁 堡 版 ;《农 业 和 农 村 事 务 论 文 集 》 1775 179_6年 爱 丁 堡 版 第
1一 3 卷 ;《迄 今 阻 碍 欧 洲 农 业 .进 步 的 原 因 的 研 究 》1779年 爱 丁 堡 版 ;《漫 谈  
农 学 、博 物 学 、技 艺 和 各 类 文 献 》 1799 L8Ü2年 伦 敦 版 第 1 - 6 卷 。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61— 1863年 手 稿 ）》第 X】笔 记 本 第 495、Sfiü页  
(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4卷 第 123、124、261- -2 6 2 页 ）。

-S 3 .2 ,

325 -关 于 托 • 罗 • 马 尔 萨 斯 剽 窃 他 人 人 口 论 的 情 况 ，见 他 的 《关 于 地 租 的 本 质  
和 增 长 及 其 调 整 原 则 的 研 究 》1815年 伦 敦 版 „ 见 玛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6] -1863年 手 稿 ）》第 X ]笔 i己 本 第 495- 496、. 页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4卷 第 123 -126、131- 132页 ）。一一 532。

3 2 6 爱 • 威 斯 特 《论 资 本 用 于 土 地 ，并 论 对 谷 物 进 口 严 加 限 制 的 失 策 》]fU5年 
伦 敦 版 。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3年 手 稿 >»第 X I笔 id本 
第 495页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4 卷 第 】2 4 页 ）。
532 „

3 2 7 大 • 李 嘉 图 《政 治 经 济 学 和 赋 税 原 理 》〖817年 伦 敦 版 。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部 1 -  1863年 手 稿 ）》第 X 笔 记 本 第 45.2 — 453、483、485:页 和  
第 X I笔 记 本 第 495 4.96、5fi4页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別
卷第  2.6— 31、95—98.、 100 - 102J22-- 126、2.70--272 页 ）.，—— 53.2。

3 2 8 詹 • 穆 勒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1821年 伦 敦 版 。 见 马 Æ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6] — 1:863年 手 _ )))第 X]V笔 记 本 第 799- -800 页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屮 文 第 2 版 第 3:5卷 第 10S 1 0 6 页 ）。 - 一 532.

3 2 9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丨 刖 1 - 1863年 手 稿 ):》第 VII笔 记 本 第 300 
318页 、第 V〗 I丨 笔 记 本 第 347 — 37Ö页 和 第 IX 笔 i己 本 第 377- 408页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幻 卷 第 1:15 - 168、219- _ 34.5贝 '） 。_ - 
534。

3 3 0 在 准 备 《欧 根 • 杜 林 先 生 在 科 学 中 实 行 的 变 革 》.一 书 时 ，马 克 思 在 1877年 
3 月 7 日 致 恩 格 斯 的 信 中 提 到 :“但 是 ，看来 这 并 不妨碍在答复 杜林时 <]丨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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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本 论 》的 下 述 两 段 话 。我 引 H丨 的 是 法 文 版 .因 为 这 里 不 像 作 德 文 原 本  
中 那 样 一 笔 带 过 。 ……关 T ‘生 产 劳 动 ’的 定 义 ：‘ 因 此 .古 典 政 治 经 济 学  
时 而 本 能 地 、时 而 有 意 识 地 始 终 主 张 生 产 劳 动 的 特 征 是 生 产 剩 余 价 值 。 ’ 
(第 219页 ）’里 然 重 农 学 派 没 有 看 出 是 有 价 值 的 秘 密 .但 他 们 还 是 非 常 清  

楚 .剩 余 价 值 是 •一 种 独 立 的 和 "丨 供 支 配 的 财 富 ，是 他 〈财 富 的 占 有 者 >没  
有 出 钱 买 却 可 以 拿 去 卖 的 财 富 ’(《资 本 论 》德 文 第 2 版 第 554 页 ）.以 及 剩  
余 价 值 不 能 从 流 通 中 产 生 出 来 （同 上 . 第 Ml 145页 ）。’’（马 克 思 这 里 提  
到 的 德 文 版 《资 本 论 》引 文 ，参 看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14卷 
第 ]85 --1.94、6'11 页 )- - 534。

331 "使 人 离 不 开 自 然 的 手 . 就 像 小 孩 子 离 不 开 以 带 一 样 ”，是 套 用 了  18世 纪  
末 德 国 诗 人 弗 • 莱 • 施 托 尔 W格 《致 自 然 》一 诗 中 的 诗 句 。 538。

3 3 2 见 皮 • 约 • 蒲 鲁 东 《经 济 矛 盾 的 体 系 ，或 贫 困 的 哲 学 》1846年 巴 黎 版 第 1 
卷 第 73 页 „ 另 参 看 马 克 思 在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57 —1858年 手 稿 ）》第 
VII笔 记 本 第 48 页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1卷 第 257 页 ）。

540〇

3 3 3 恩 格 斯 在 187:3年 12月 5 日 致 「4 克 思 的 信 中 ，对 接 下 来 的 内 容 作 了 如 下  
评 价 :“关 于 法 译 本 . 过 几 天 再 洋 谈 《 到 现 在 为 lh，我 发 现 你 加 过 工 的 确 实  
比 德 文 的 好 ，但 这 电 问 题 不 在 法 文 和 德 文 上 。 就 文 体 来 说 • 关 于 穆 勒 的 评  
语 写 得 最 好 。”( 这 里 的 “德 文 ”版 本 是 指 《资 本 论 》第 1 卷 德 文 第 二 版 ） 】 875 
年 2 月 1 1 日 ，马 克 思 在 给 彼 • 拉 • 拉 甫 罗 夫 寄 去 《资 本 论 》第 1 卷 法 文 版  
前 六 册 时 ，就 明 确 提 醒 后 者 注 意 关 于 驳 斥 穆 勒 的 补 充 。—— 510。

3 3 4 见 《Hjï；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5 卷 第 209 — 211 页 以 及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 〖8(53年 手 稿  >》第 XXII笔 记 本 第 1374页 。
一 541。

3 3 5 马 克 思 在 L878年 11月 2 8 丨 丨 给 M • 弗 • 丹 尼 尔 逊 的 信 中 . 建 议 把 这 • 段  
改 正 如 下 :“接 下 去 又 行 … 个 光 辉 的 例 证 .说 明 穆 勒 是 怎 样 对 待 社 会 生 产  
的 -种 W史 形 式 的 。 他 说 : ‘我 到 处 假 定 .除 少 数 例 外 . 事 物 的 现 状 在 丁 .人  
和 资 本 家 作 为 阶 级 而 瓦 相 对 立 的 地 / / 都 山 统 治 地 位 ，这 就 是 说 .资 丰 家 预  
付 全 部 费 用 •包 括 工 人 的 报 酬 在 内 。’穆 勒 先 生 欣 然 相 信 . 即 使 在 II人 和 资  
本 家 作 为 阶 级 而 互 相 紂 、>:的 经 济 制 度 下 ，资 本 家 这 样 做 也 没 冇 绝 对 的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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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 —542。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仝 集

3 3 6 见 「4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61 1沏 3 年 尹 稿 ）》第 VPÊ Ù!本 第 2如 页  
和 第 XII笔 记 本 第 636 _ - 6 3 9 页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汨  
卷 第 7 页 和 第 34卷 第 418—42__5页 ）。 549。

3 3 7 见 '_i克 思 《资 本 论 （1863_ 1865年 手 稿 )》第 H 册 第 〗拿《剩 余 价 值 转 化 为
利 润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历 史 考 证 版 第 2 部 分 第 4 # 第 2 册 第 7— 2] I 
页 ）；第 2 章 ((利 润 转 化 为 平 均 利 润 ；K同 上 ，第 212 -  284页 ）。 一549,

3 3 8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6] 186:3年 手 稿 ）》第 X I笔 id本 第 4M - 
_ 508 页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4 卷 第 129 15()页 ）。
• 554。

3 3 9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_ 1863年 T•稿 ）》第 XX 笔 记 本 第 1279 
页 。 ----- 558 □

34(>亚 • 斯 密 关 于 资 本 是 对 劳 动 的 支 配 权 的 观 点 , 见 他 的 《国 民 财 富 的 性 质 和  
原 因 的 研 究 》1802年 巴 黎 版 第 1 卷 第 59 页 及 以 下 几 页 。 参 看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H861 1863年 手 稿 ）》第 1 笔 记 本 第 4 9 页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2卷 第 104页 ）和 第 V I笔 记 本 第 247 页 及 以 下 儿 页  
( 同 上 ，第 3 3卷 第 5 0 页 及 以 下 几 页 ）■>—— 559。

3 4 1 关 于 社 会 契 约 的 观 点 最 先 由 古 希 腊 伊 壁 鸠 鲁 提 出 ，后 来 逐 渐 形 成 一 种 认  
为 国 家 与 法 都 源 于 人 们 订 立 的 契 约 的 政 治 学 说 。 它 以 天 赋 人 权 为 基 础 . 
主 要 是 反 对 封 建 专 制 主 义 的 君 权 神 授 的 教 条 ，指 出 封 建 君 主 损 害 了 人 R 
达 成 的 契 约 . 人 民 有 权 进 行 革 命 ，推 翮 政 府 ，以 恢 复 天 赋 人 权 。这 一 学 说  
在 资 产 阶 级 革 命 中 # 过 进 步 作 用 ，但 是 否 认 国 家 是 阶 级 矛 盾 不 可 调 和 的  
产 物 ，掩 盖 了 国 家 的 i价 级 性 。 17 -1 8 世 纪 ,这 一 观 点 和 学 说 曾 由 欧 洲 自  
然 法 学 派 广 泛 传 播 。这 一 观 点 的 主 要 代 表 是 托 • ® 布 斯 、皮 • 伽 桑 狄 、 
巴 • 斯 宾 诺 莎 、约 • 洛 克 、许 • 格 劳 秀 斯 . 让 • 雅 • 卢 梭 、、丨k: • 尼 • 拉 季 舍  
夫 、托 • 杰 弗 逊 、托 • 潘 恩 。 一  563。

3 4 2 马 克 思 《哲 学 的 贫 凼 》第 1章 第 2 节 《构 成 价 值 或 综 合 价 值 -  - 564 ,

343 “必 要 价 格 ”引 自 弗 . 魁 奈 《关 于 商 业 和 手 工 业 者 劳 动 的 问 答 》( 载 于 《重农  
学 派 》1846年 巴 黎 版 第 1 部 第 兄 XXVI页 ）；“ 自 然 价 格 ”引自业 . • 斯 密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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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财 富 的 性 质 和 原 因 的 研 究 》( 约 • 拉 • 麦 克 库 洛 赫 编 ）1828年 爱 丁 堡 版  
第 1 卷 第 107页 。 参 看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61—1863年 手 稿 ）》第 
V I笔 记 本 第 243页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3卷 第 45 页  

— 565。

3 4 4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1 卷 第 456页 。 —— 566。

3 4 5 这 是 罗 马 法 中 的 契 约 关 系 的 四 种 公 式 。原 文 是 \ 〇〇1^£8〇̂ « ，仏 (：丨 〇111〖3(：卜 
as， facio ut des， do ut des。马 克 思 在 《资 本 论 》第 一 卷 第 十 七 章 末 尾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4 4 卷 第 620 页 ）和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 861 — 1863年 手 稿 ）》第 XXI笔 记 本 第 1325 — 1336页 中 也 引 用 了 这 些  
公 式 。----- 568 〇

3 4 6 马 克 思 曾丨 卜 划 将 其 经 济 学 著 作 写 成 六 册 . 见 他 于 1859年 写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枇 判 〉序 言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1 卷 第 41.1 - 415 
页 ) „ 计 划 的 第 三 册 是 《雇 佣 劳 动 》，其 中 也 将 论 述 工 资 的 各 种 特 殊 形 式 * 
虽 然 《资 本 论 》包 含 关 于 工 资 及 其 基 本 形 式 的 论 述 • 但 应 该 包 括 工 资 各 种  
特 殊 形 式 的 《雇 佣 劳 动 》这 一 册 马 克 思 没 有 写 。 —— 571 „

3 4 7 马 克 思 大 概 打 算 在 汁 划 中 的 第 二 册 《雇 佣 劳 动 》中 来 详 细 地 叙 述 竞 争 对 劳  
动 力 这 一 商 品 出 售 价 格 形 成 的 影 响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S1 - 
1863年 手 稿 ) 》第 V 笔 id本 第 219 页 和 第 X X 笔 记 本 第 125_7页 ，
5 7 8 。 .

3 4 8 《试 论 一 般 商 业 的 件 质 》（ 1756年 阿 姆 斯 特 丹 版 ）一 书 的 作 者 是 理 .康 替  
龙 ■■该 书 的 英 文 版 由 理 • 康 替 龙 的 一 个 亲 属 菲 • 康 替 龙 修 订 过 。 -
586.

3 4 9 反 雅 各 宾 战 争 是 1_7!32- 18.15年 奥 国 、普 鲁 士 、奧 地 利 和 俄 国 等 参 加 的 欧  
洲 国 家 同 盟 为 反 对 资 产 阶 级 革 命 时 期 的 法 兰 西 共 和 国 和 拿 陂 仑 法 国 rflf进  
行 的 长 达 23年 的 战 争 .也 称 二 卜 三 年 战 争 。英 国 于 1793年 初 加 入 反 法  

N 盟 的 联 军 .公 开 参 战 战 争 期 间 ，为 对 付 劳 动 群 众 ，英 国 政 府 在 国 内 建  
立 了 残 酷 的 恐 怖 制 度 ，镇 压 了 多 起 人 民 起 义 ，并 颁 布 了 禁 止 工 人 结 社 的 法  
令 》 资 产 阶 级 在 这 一 时 期 要 求 把 工 作 日 从 1()小 时 延 长 到 1.2、14和 18小 
吋 - 586、641、724、813。

3 5 0 在 1.8.61 _〗865年 美 国 的 南 北 战 争 （见 注 7)时 期 ，北 部 各 州 的 海 军 对 南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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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州 实 行 封 锁 . 美 国 的 棉 花 供 应 中 断 . 从 而 引 起 r 棉 花 危 机 . 因 此 ,欧 洲 很  
大 一 部 分 棉 纺 织 工 业 陷 于 瘫 痪 ，工 人 的 状 况 严 重 恶 化 。 609«

3 5 1 德 意 志 工 人 协 会 全 称 是 布 鲁 塞 尔 德 意 志 工 人 教 育 协 会 ，是 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1847年 8 月 底 在 布 鲁 塞 尔 建 直 的 德 国 工 人 团 体 ,旨 在 对 侨 居 比 利 时 的  
德 国 工 人 进 行 政 治 教 育 并 向 他 们 宣 传 科 学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 在 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及 其 战 友 们 的 领 导 下 ，协 会 成 了 团 结 侨 居 比 利 时 的 德 国 革 命 无 产 者  
的 合 法 中 心 ，并 同 佛 兰 德 和 瓦 隆 工 人 俱 乐 部 保 持 着 直 接 的 联 系 》 协 会 中  
的 优 秀 分 子 加 人 了 共 产 主 义 # 同 盟 的 布 鲁 塞 尔 支 部 。 协 会 在 布 鲁 塞 尔 民  
主 协 会 成 立 过 程 中 发 挥 了 出 色 的 作 用 。 1848年 法 国 资 产 阶 级 二 月 革 命  

. ( 见 注 19])之 后 不 久 ，由 于 协 会 成 员 被 比 利 时 警 察 当 局 逮 捕 或 驱 逐 出 境 , 
协 会 在 布 鲁 塞 尔 的 活 动 即 告 停 止 。一一  613。

3 5 2 西 斯 蒙 第 关 于 简 单 再 生 产 的 循 环 变 成 螺 旋 形 的 观 点 ，见 他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新 原 理 ，或 论 财 富 同 人 口 的 关 系 M 8 1 9 年 巴 黎 版 第 1 卷 第 1 1 9 页 。
617.

3 5 3 关 于 犹 太 人 的 祖 先 亚 伯 拉 罕 的 后 代 最 终 产 生 了 整 个 犹 太 民 族 的 情 况 ，见  
《新 约 全 书 • 马 太 福 音 》第 ] 章 。 … 617,。

3 5 4 这 里 是 指 蒲 鲁 东 及 其 见 解 „ 在 《资 本 论 》第 一 卷 德 文 第 2 版 中 ，马 克 思 在  
该 处 以 脚 注 的 形 式 明 确 地 批 判 了 蒲 鲁 东 (参 看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文 
第 2 版 第 4 4卷 第 678.页 脚 注 (24) ) „ - 622.。

3 5 5 马 克 思 在 l«5y_ 186S年 于 伦 敦 所 作 的 第 VI】笔 记 本 第 181页 上 ，摘 录 的  
可 能 是 《内 克 著 作 集 》]786年 洛 桑 版 。这 里 提 到 的 1789年 版 没 有 找 到 。 
并 见 马 克 思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邪 1 1863年 手 稿 ）》第 IX 笔 记 本 第
4M 页 及 以 下 几 页 (《乌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3卷 第 369页 及  
以 下 几 页 )， —— 624。

3 5 6 指 约 • 斯 • 穆 勒 的 著 作 《推 论 和 归 纳 的 逻 辑 体 系 ，证 明 的 原 则 与 科 学 研 究  
方 法 的 关 系 >K两 卷 集 ）1843年 伦 敦 版 。 - -626„

3 5 7 见 马 克 思 《资 本 论 》第 二 卷 《资 本 的 流 通 过 程 》，弗 里 德 里 希 • 恩 格 斯 编 ， 
年 汉 堡 版 第 341 — 489 页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4 5 卷 

第  389. 539 页 ）。 ~1— 627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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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8 弗 • 魁 奈 在 他 的 著 作 《经 济 表 》1758年 凡 尔 赛 版 中 第 一 次 试 图 用 图 表 说 明  
社 会 总 资 本 的 再 生 产 和 流 通 。马 克 思 利 用 了 欧 • 德 尔 18.16年 在 巴 黎 出  
版 的 主 要 的 经 济 学 家 文 集 《重 农 学 派 》第 2 卷 中 魁 奈 的 著 作 。 马 克 思 在 其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部 1 1863年 手 稿 ）》第 X 笔 记 本 第 422 页 及 以 下 儿
页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3卷 第 374- 383 页 ）. 以 及 1863 
年 7 月 6 R和 1877年 8 月 8 曰 给 恩 格 斯 的 信 中 ，对 经 济 表 作 了 论 述 。
一 627。

359 •‘人 的 同 情 感 ”引 自 席 勒 的 叙 事 诗 《人 质 》 , -  .629。

3 6 « 这 屯 套 用 了 歌 德 《浮 十 德 》第 1 部 第 2 场 《城 门 之 前 》中 的 诗 句 。 - 630。

361 Ü; • 巴 • 萨 伊 “ 富人是靠 牺 牲穷 人进 行储 蓄的 ” 这 句 话 引 自 让 • 吉 • 科 兰  
《政 治 经 济 学 》1857年 巴 黎 版 第 3 卷 第 341 页 . 参 看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 1863年 手 稿 ）>〉第 XXII笔 记 本 第 1384页 。 一 . -632。

3 6 2 维 也 纳 会 议 是 欧 洲 各 国 （土 耳 其 除 外 )从 1814年 9 月 至 1815年 6 月 断 断  
续 续 召 开 的 会 议 。 参 加 会 议 的 有 英 、普 、俄 、奥 等 反 拿 破 仑 战 争 同 盟 国 的  
君 主 和 代 表 ，法 1 隻 辟 的 波 旁 王 朝 也 派 代 表 出 席 f 会 议 。 会 议 缔 结 的 旨  
Æ恢 复 各 国 壬 朝 统 治 和 满 足 战 胜 国 领 土 要 求 的 条 约 和 协 议 • 统 称 为 维 也  
纳 条 约 。根 据 维 也 纳 会 议 的 决 定 • 奥 地 利 获 得 了 意 大 利 的 伦 巴 第 和 威 尼  
斯 等 地 ；齊 鲁 士 获 得 了 莱 茵 河 两 岸 及 北 部 萨 克 森 的 土 地 :瑞 典 从 丹 麦 获 得  
r 挪 威 ;俄 国 获 得 了 芬 兰 . 并 把 华 沙 大 公 国 改 名 为 波 兰 r.国 . 由 沙 皇 统 治 ； 
Æ拉 科 夫 成 为 俄 、普 、奧 共 同 保 护 的 共 和 M ; 奥 地 利 的 尼 德 兰 （比 利 时 ）合 
并 丨 疴 兰 称 为 尼 德 乓 王 w ;德 意 志 m 成 松 散 的 德 意 志 联 邦 ;瑞 士 重 新 恢 复  
屮  : 炎丨 《丨 得 到 了 荷 兰 的 殖 民 地 好 鬼 角 和 锡 兰 以 及 法 属 殖 民 地 马 坏 他 岛 。 
会 议 的 m g 决 议 规 定 .恢 踅 法 闽 丨 7 !) 2 年 的 疆 界 ，恢 复 波 旁 王 朝 在 法 国 的  
统 治 . 并 将 法 M置 于 列 强 的 严 格 监 督 之 下 ： 国 不 得 再 侵 占 欧 洲 领 土 。 
1815年 9 月 关 于 成 迮 神 爷 同 盟 的 决 议 是 对 维 也 纳 决 议 的 补 充 。
632,

363 七 月 革 命 即 1830年 7 月 爆 发 的 法 国 资 产 阶 级 革 命 ， 1814年 拿 破 仑 第 一  
帝 R 垮 台 肟 .代 表 大 I:地 黄 族 利 益 的 波 旁 T;朝 复 辟 ，竭 力 恢 复 封 建 宇 制 统  
治 {制 资 本 主 义 发 展 ，限 制 言 论 和 新 闻 出 版 自 由 ，加 剧 了 资 产 阶 级 同 贵  
族 地 甘 的 矛 盾 .激 起 T人 民 的 反 抗 。 1830年 7 月 27 — 29 H 巴 黎 爆 发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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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推 翻 了 波 旁 王 朝 》金 融 资 产 阶 级 搜 取 r 車 命 采 实 ，建 立 了 以 奧 尔 良 公  
爵 路 易 - 菲 力 浦 为 t 的 代 表 金 融 贵 族 和 大 资 产 阶 级 利 益 的 “七 月 土 朝 ”。
—— 633。

3 6 4 指 1831年 里 昂 丝 织 工 人 的 起 义 和 英 国 农 业 工 人 的 多 次 起 义 。 6汨 。

3 6 5 规 定 就 是 否 定 (determinaüo est negatio)是 巴 * 斯 宾 诺 莎 的 一 个 命 题 ，他 
在 1674年 6 月 2 丨 彳 给 某人的信中用这 一命题 来 表示 “限 定 就 追 否 定 ”（见  
斯 宾 诺 莎 《通 信 集 》第 50封 信 八 马 克 思 此 处 是 按 黑 格 尔 的 有 名 的 解 释 来  
援 引 的 „ 见 《哲 学 全 书 纲 要 》第 1 部《逻 辑 学 W840年 柏 林 版 第 180页 (《黑 
格 尔 全 集 》第 6 卷 ）;《逻 辑 学 》第 1部 《客 观 逻 辑 》第 】编 《存 在 论 》1833年 

. 柏 林 版 第 117页 (《黑 格 尔 全 集 》第 3 卷 ）;《析 学 史 讲 演 录 》第 1 卷 1833年 
柏 林 版 第 294页 (《黑 格 尔 全 集 》第 13卷 ） „ -  634„

3 6 6 这 段 引 文 引 自 阿 • 波 特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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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 导 言 中 可 以 看 出 ，该 15的很  
大 一 部 分 基 本 上 是 1833年 在 英 国 出 版 的 乔 • 斯 克 罗 普 的 著 作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前 卜 章 的 翻 版 .波 特 尔 作 了 一 些 修 改 . 参 看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2 卷 第 315页 。 —— 634

367 1862年 9 月 2 2 日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总 统 林 疗 发 表 《解 放 黑 奴 宣 言 》.寅 布 叛  
乱 州 的 奴 隶 获 得 自 由 。 该 宫 言 于 1863年 I 月 】日 起 生 效 。 1865年 I 月 
3 1 日 ，美 国 国 会 通 过 了 《宪 法 第 七 三 条 修 il:案 》.在 合 众 国 境 内 及 其 管 辖 范  
围 内 禁 止 奴 求 制 或 强 迫 劳 役 。 1865年 1 2 月 ö H ，佐 治 亚 州 批 准 该 修 正  
案 ，至 此 该 修 正 案 得 到 四 分 之 三 联 邦 州 的 认 可 。 1865年 12月 1 8 日 .该 修  
正 案 正 式 生 效 ，奴 隶 制 在 美 H 被 废 除 。 -635。

3 6 8 由 于 经 济 危 机 ，比 利 时 沙 勒 罗 瓦 地 区 的 工 厂 主 在 1867年 初 把 冶 金 工 人 以  
及 附 属 矿 井 的 矿 工 兩 工 资 降 低 了  10%。工 资 降 低 的 那 一 天 .面 包 和 面 粉  
的 价 格 再 次 提 高 。 该 地 区 冶 金 业 的 工 人 从 1867年 2 月 1一 3 H进 行 罢 工  
并 要 求 恢 复 他 们 原 有 的 工 资 。 2 月 2 — 8 丨』，许 多 矿 T.加 人 了 罢 工 ，他 们  
要 求 降 低 面 粉 价 格 。 罢 工 者 在 2 月 2 日 占 领 r 马 谢 讷 的 碾 磨 厂 „ 市 长 下  
令 向 罢 工 者 开 枪 4 午 多 人 受 伤 . 其 中 三 名 T 人 受 了 致 命 伤 。 一  638。

3 6 9 见 恩 格 斯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中 的 导 言 部 分 。 645。

3*70 ••没 有一天不动 笔 "(nulla dies sine linea)，这 句 话 据 说 是 古 希 腊 苦 名 IPj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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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佩 莱 斯 所 说 的 ，他 照 例 每 天 不 拘 多 少 总 要 画 一 点 。 - 6 4 9 。

3 7 1 特 有 财 产 (P e c u liu m )是 古 罗 马 法 中 家 长 能 够 分 给 一 个 自 由 民 或 分 给 一 个  
奴 隶 经 营 或 管 理 的 一 部 分 财 产 。 实 际 上 .拥 有 特 有 财 产 并 没 有 使 奴 隶 摆  
脱 对 主 人 的 从 属 关 系 ，特 有 财 产 在 法 律 上 仍 然 归 主 人 所 有 》 例 如 ,拥 有 特  
有 财 产 的 奴 * 可 以 N 第 三 者 交 易 ，但 只 能 在 赢 利 总 额 不 足 以 完 全 赎 身 的  
限 度 内 进 行 。特 别 有 利 的 交 易 和 其 他 能 大 大 增 加 特 有 财 产 的 办 法 .通 常  
都丨 丨 .]家 长 一 手 包 办 》------- 6 5 2 ,6 5 9 ,

372 “ 法 的 精 神 就 是 所 有 权 ’’这 句 话 ，见 西 • 尼 • 昂 • 兰 盖 《民 法 论 ，或 社 会 的  
基 本 原 理 》1 7 fi7年 伦 敦 版 第 I 卷 第 2 3 6 页 。—— 6 5 7 。

3 7 3 《旧 约 全 书 . 创 世 记 》第 1 章 第 2 8 节 。 -一 - 6 5 8。

3 7 4 大 概 指 托 • 奔 默 斯 的 著 作 《论 政 治 经 济 学 同 社 会 的 道 德 状 况 和 道 德 远 景  
的 关 系 》1 8 3 2 年 格 拉 斯 哥 第 2 版 ，尤 苒 是 第 1 1 章 第 3 4 4 和 3 4 6 页 。 见 马  
克思《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1 8 6 3 年 手 稿 ）》第 I X 笔 记 本 第 4 1 6 页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3 卷 第 3 S 2 页 ）。

“ 牧 师 们 在 上 帝 的 葡 萄 园 中 也 进 行 了 富 有 成 果 的 劳 动 见 《新 约 全  
书 • 马 太 福 音 》第 2 0 章 第 1 节 。 —— _659。

3 7 5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第 一 分 册 》第 二 章 C 节 《关 于 流 通 手 段 和 货  
币 的 学 说 》中 的 最 后 几 页 (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1 卷 第 574 

页 及 以 下 几 页 ）。 —— 6 6 1 。

3 7 6 见 恩 格 斯 《闽 民 经 济 学 批 判 大 纲 》结 堪 部 分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文 
第 2 版 第 3 卷 第 4 6 3 页 及 以 下 凡 页 ）。 —— 6 8 1。

3 7 7 充 里 木 战 争 是 ]853 1 8 5 6 年 俄 国 对 英 国 、法 国 、土 耳 其 和 撒 丁 的 联 盟 进
行 的 战 争 。这 场 战 争 是 由 于 这 些 国 家 在 近 东 的 经 济 和 政 治 利 益 发 生 冲 突  
而 引 起 的 ，故 又 称 东 方 战 争 。 Ä 电 木 战 争 中 俄 国 的 惨 败 重 挫 了 沙 皇 俄 国  
独 占 黑 海 海 峡 和 巴 尔 f 半 岛 的 野 心 ，同 时 加 剧 了 俄 国 国 内 封 建 制 度 的 危  
机 = 这 场 战 争 以 签 汀 巴 黎 和 约 而 告 结 束 。 一 一 6 8 4 。

3 7 8 亚 • 斯 密 《国 民 财 富 的 性 质 和 原 因 的 研 究 》1 8 0 2 年 巴 黎 版 第 1卷 第 160 

页 《 —— 6 9 0 。

3 7 9 詹 • 斯 图 亚 特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研 究 》】7 7 0 年 都 柏 林 版 第 1 卷 第 3 9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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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 ------ 6 9 5。

38« 自 由 贸 易 理 论 是 资 产 阶 级 W K 经 济 学 说 的 一 部 分 ■ Ä W 为 丨 K 1;1世 纪 中  
叶 笵 闻 资 产 阶 级 思 想 家 所 宣 扬 ,. M 著 名 的 代 衣 玷 收 • 斯 密 和 大 • 乍 â  

丨? ^ 这 种 学 说 从 理 论 t . 论 证 了 对 自 由 贸 易 的 要 求 . 它 认 为 不 应 H!任 何 限  
制 的 办 法 . 如 关 税 、禁 止 进 出 口 来 阻 碍 É1HI 贸 易 。 1别 ö 年 英 国 废 除 谷 物 法  
( 阽 注 1 7 9 ) .就 消 除 了 自 由 贸 易 的 一 个 t 大 障 碍 „ 马 克 思 把 自 山 贸 鉍 代 表  
的 许 诺 与 宗 教 h 的 T •年 王 国 （见 注丨 7 8 )的 许 诺 相 比 。

3 8 1 户 籍 总 署 署 长 是 对 È 管 英 闻 户 籍 总 署 的 官 吏 的 称 n ' K 该 署 的 职 权 是 Ë 管 
英 国 出 生 . 死 亡 和 婚 姻 登 记 的 幣 个 系 统 ，每 十 年 进 行 次 人 〖J 调 飪 。

- 7 0 0 ,7 1 5 .7 2 8 .

3 8 2 关 于 这 段 引 文 曾 经 发 生 过 场 论 战 ，恩 格 斯 的 第 四 版 序 言 和 马 克 思 1872 

年 写 的 《答 布 伦 坦 诺 的 文 章 》、《答 布 伦 坦 诺 的 第 二 篇 文 章 》就 表 明 f 这 一  
点 。后 两 篇 文 章 是 马 克 思 对 布 伦 坦 II?刊 登 于 《协 和 。 工 人 问 题 杂 志 》的两  
篇 文 章 《昔 尔 • 马 克 思 是 怎 样 引 证 的 》和《卡 尔 • 马 Æ 思 是 怎 样 辩 护 的 》的 
回 答 ; 恩 格 斯 的 文 章 《布 伦 坦 诺 攻 击 4 克 思 》以 及 马 Æ 思 1 .872年 S J] 23 

R 给 弗 • 阿 • 左 尔 格 的 信 中 都 有 关 于 这 一 论 战 的 情 况 》 马 Æ 思 f t 《U I际  
工 人 协 会 成 立 宣 言 》中 也 引 用 f 这 段 话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2 1 卷 第 8 页 。 … - 7 0 0 。

3 8 3 尼 • 布 £ 洛 - 德 普 雷 奥 《讽 刺 诗 集 》第 8 首 。 7 0 1„

3 8 4 指 恩 格 斯 的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 703

3 8 5 关 于 英 格 兰 的 农 业 劳 动 荇 的 营 养 状 况 . 见 马 克 思 《W 际 工 人 协 会 成  
言 》(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2 〗卷 ) 7 0 4 。

3 8 6 波 托 西 矿 山 是 在 玻 利 维 亚 南 部 的 丰 富 的 银 矿 地 区 ，于 1 5 4 5 年 发 现 . 17 111: 

纪 成 为 最 重 要 的 银 矿 中 心 • 它 提 供 的 银 产 量 约 占 当 时 U t界 总 产 _W的 H

一  7 0 7 。 .

3 8 7 马 克 思 认 为 詹 • 埃 • 索 • 罗 杰 斯 《从 召 开 牛 津 议 会 （] 2 5 9 )到 大 阽 战 争 «  

发 ( 1 7 9 3 ) 时 期 英 国 的 农 业 史 和 价 格 史 》中 有 很 多 材 料 ，他 在 1 8 6 6 年 12 ； ! 

1 7 日 和 18 时 年 1 月 1 9 日 给 恩 格 斯 的 信 中 不 仅 谈 到 此 书 ，而 且 说 要 在 《资  
本 论 》中 给 它 留 出 空 位 。- 7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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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8 指 斯 温 暴 动 ，它 是 1830 —  1 8 3 3 年 英 国 南 部 和 东 南 部 许 多 郡 的 雇 农 的 自 发  
运 动 ，这 种 运 动 是 由 于 经 济 危 机 和 租 地 农 场 主 使 用 脱 粒 机 而 使 雇 农 的 贫  
困 和 失 业 现 象 加 剧 引 起 的 。 举 行 暴 动 的 雇 农 反 对 使 用 脱 粒 机 ，并 要 求 增  
加 工 资 ，他 们 以 假 名 “斯 温 上 尉 ” 的 名 义 向 租 地 农 场 主 和 地 主 发 出 恐 吓 信 ， 
烧 毁 庄 稼 垛 ，捣 毁 脱 粒 机 ，想 以 此 来 达 到 他 们 的 目 的 。按 照 乔 • 格 雷 的 辉  
格 党 政 府 的 命 令 ，农 村 无 产 阶 级 的 这 些 零 星 分 散 押 暴 动 遭 到 了 残 酷 的 武  
力 镇 压 》 ------ 725»

3 « 9 安 • 舍 夫 茨 别 利 伯 爵 （即 阿 什 利 勋 爵 ）从 1 8 4 4 年 至 1 M 6 年 初 在 下 院 多 次  
提 出 把 工 作 日 缩 短 到 1 0 小 时 的 法 律 草 案 . 在 此 之 前 ，1 8 4 0 年 曾 根 据 阿 什  
利 的 提 案 . 成 立 了 一 个 皇 家 委 员 会 ，以 调 查 仍 未 实 施 1 8 3 3 年 工 厂 法 的 工  
业 部 门 中 工 人 的 状 况 。 1 8 4 2 年 , 他 提 出 了 禁 止 妇 女 和 1 3 岁 以 下 的 儿 童 在  
矿 并 中 劳 动 的 法 案 。 1 8 4 5 年 ,他 又 提 出 了 在 薄 印 花 布 厂 中 限 制 童 工 的 法  
案 。 —— 7 2 6。

3 9 « 低 教 会 派 是 英 M 国 教 会 中 的 一 派 。 1 9 世 纪 高 教 会 派 （见 注 8 ) 产 生 后 ，反 
对 过 高 强 调 教 会 的 权 威 地 位 和 恢 复 天 主 教 旧 制 的 一 派 称 低 教 会 派 。 主要 
流 行 于 资 产 阶 级 和 低 级 僧 侣 中 。 该 派 主 张 简 化 仪 式 ，宣 传 资 产 阶 级 甚 督  
教 的 道 德 和 从 事 一 些 慈 善 活 动 。安 • 舍 夫 茨 别 利 伯 爵 （即 阿 什 利 勋 爵 ）由 
于 从 事 这 种 活 动 而 在 低 教 会 派 中 具 有 相 当 大 的 影 响 .因 此 马 克 思 讽 刺 地  
把 他 称 为 该 教 会 的 " 教 皇 ”。 726 „

3 9 1 自 由 学 派 是 对 那 些 拥 护 经 济 È 由 主 义 、生 产 和 贸 易 的 无 限 制 自 由 的 盛 济  
学 家 的 称 呼 。他 们 表 达 了 上 升 时 期 的 、部 分 已 执 政 的 资 产 阶 级 的 利 益 。 
他 们 期 待 M 家 从 内 部 和 外 部 保 证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的 运 行 不 受 干 扰 。 资 产 阶  
级 自 由 主 义 的 “ 自 由 放 任 ” ( la is s e z  f a ir e ， la issez  a l le r)口 号 表 达 了 他 们 主 张  

贸 易 自 由 ，反 对 国 家 千 涉 经 济 范 围 内 的 任 何 事 务 的 观 点 。 自 由 学 派 的 见  
解 ，即 自 由 贸 易 理 论 ( 见 注 3 8 0 )源 于 重 农 学 派 的 著 作 以 及 亚 • 斯 密 与 大 • 

李 嘉 图 的 著 作 》 —— 7 2 9 。

392  " 过 去 时 代 的 赞 颂 者 ” ，见 贺 拉 斯 《诗 论 》第 1 7 3 节 。 - 7 2 9 。

3 W 马 克 思 在 《国 际 工 人 协 会 成 立 宣 言 》(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2 1 卷 ) 中 也 引 用 了 这 些 材 料 。 7 3 0 。

3 9 4  1 7 8 3 年 俄 国 吞 并 克 里 木 ，1 7 8 7 年 ，俄 国 沙 皇 叶 卡 捷 琳 娜 二 世 的 宠 臣 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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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 波 将 金 为 了 讨 好 她 ，在 克 里 木 建 造 了 一 片 假 村 庄 布 景 ，即 所 谓 的 “波 
将 金 村 ” ，以 显 示 被 征 服 领 土 的 富 庶 。 7 3 4。

3 9 5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1 1 卷 第 228  —  2 3 5 页 。 一  7 4 5 。

3 9 6 沙 • 傅 立 叶 所 说 的 “ 男 女 公 开 ” ，见 他 的 《经 济 的 和 协 作 的 新 世 界 》1 8 2 9 年 
巴 黎 版 第 3 9 9 、5 0 3 页 。 7 4 7。

3 9 7 所 多 玛 和 蛾 摩 拉 是 两 座 淫 乱 罪 恶 之 城 。 见 《旧 约 全 书 • 创 丨 U：记 》第 1 8 章
第  20 节 。- — 7 4 7 „

3 9 8 在 马 克 思 遗 留 下 来 的 手 稿 中 有 四 页 关 于 爱 尔 兰 问 题 的 提 纲 （见 《马 克 思 恩  
_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2 1 卷 第 321 — 3 2 8 页 ）. 这 原 来 是 为 在 1 8 6 7 年 11 

爿 2 6 日 的 国 际 工 人 协 会 总 委 员 会 会 议 上 的 发 言 而 准 备 的 .但 他 没 有 作 这  
次 发 言 。这 一 提 纲 包 含 了 与 本 节 后 面 几 页 类 似 的 事 实 。 马 克 思 〗8 6 7 年 
1 2 月 1 6 日 在 伦 敦 德 意 志 工 人 教 育 协 会 上 所 作 报 告 的 提 纲 ( 共 1 0 页 )论 述  
了 同 样 的 问 题 ( 同 上 ，第 3 4 1 — 3 5 8 页 ）。-~ - 7 5 0 〇

399 “ 这 位 伟 大 的 至 尊 多 么 仁 慈 啊 ! ”是 套 用 了 歌 德 《浮 士 德 》的 《天 上 序 幕 》中 
靡 菲 斯 特 斐 勒 司 的 话 。—— 763,

4()0 ••胃口 越 吃 越 大 ” ( l ’a p p é ti t  v ien t en  m a n g e a n t ) ,源 于 弗 • 拉 伯 雷 的 讽 刺 小
说 《巨 人 传 》第 1 卷 第 5 章 。—— 7 6 5 „

4 0 1 在 《 1863 — 1 8 6 5 年 手 稿 》第 三 册 （见 本 卷 第 2 0 页 ）和 恩 格 斯 编 的 《资 本 论 》 
第 三 卷 都 没 有 这 方 面 的 论 述 。 —— 7 6 6。

4 0 2 芬 尼 社 社 员 是 爱 尔 兰 民 族 主 义 革 命 组 织 爱 尔 兰 革 命 兄 弟 会 的 参 加 者 。 19 

世 纪 5 0 年 代 ，爱 尔 兰 掀 起 了 反 对 英 国 殖 民 统 治 ，争 取 独 立 的 革 命 运 动 。 
5〇 年 代 末 ，詹 • 斯 蒂 芬 斯 领 导 的 小 资 产 阶 级 秘 密 革 命 组 织 爱 尔 兰 革 命 兄  
弟 会 起 初 在 侨 居 美 国 的 爱 尔 兰 人 中 间 ，不 久 也 在 爱 尔 兰 本 土 出 现 。 该 组  
织 自 称 芬 尼 社 。芬 尼 的 古 爱 尔 兰 语 “ F ia rm ”,是 传 说 中 爱 尔 兰 古 代 英 雄 芬  
恩 • 麦 库 尔 统 率 的 武 装 民 团 的 名 称 。 芬 尼 社 曾 广 泛 活 动 于 英 国 、爱 尔 兰  
和 美 国 等 地 ，其 宗 旨 是 争 取 爱 尔 兰 的 独 立 并 建 立 爱 尔 兰 共 和 国 ，其 成 员 主  
要 是 城 市 小 资 产 阶 级 和 非 责 族 出 身 的 知 识 分 子 。 1 8 6 5 年 ，芬 尼 社 社 员 的  
武 装 起 义 未 能 成 功 ; 1 8 6 7 年 芬 尼 社 社 员 密 谋 发 动 的 武 装 起 义 也 遭 英 国 政  
府 镇 压 „ —— 7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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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 “ 严 酷 的 命 运 ，兄 弟 互 相 残 杀 的 罪 孽 ，使 罗 马 人 受 尽 了 苦 难 ’’ （ A c e rb a  fa ta  

R o m a n o s  a g u n t sc e lu sq u e  f ra te m a e  n e c i s ) .引 自 贺 拉 斯 《抒 情 诗 集 》第  7 

首 。------- 7 6 6 。

• M W 亚 当 偷 吃 禁 果 的 传 说 ，见 《旧 约 全 书 • 创 世 记 》第 3 章 。 —— 7 6 7 。

4 0 5 参 看 歌 德 《警 句 般 的 问 答 式 的 教 义 》。 一 -  7 6 8 。

4 0 6 指 ] 5 世 纪 末 地 理 上 的 大 发 现 所 造 成 的 经 济 后 果 。 由 于 发 现 了 通 往 印 度  
的 海 路 ，发 现 了 西 印 度 群 岛 和 美 洲 大 陆 ，商 路 发 生 了 变 化 。 意 大 利 北 部 的  
贸 易 城 市 热 那 亚 、威 尼 斯 等 失 去 了 它 们 在 过 境 贸 易 中 的 统 治 地 位 。 相 反 ， 
葡 萄 牙 、荷 兰 、西 班 牙 和 英 国 由 于 位 于 大 西 洋 海 岸 而 受 益 ,开 始 在 世 界 贸  
易 中 起 重 要 作 用 。—— 7 7 1。

4 0 7 指 西 部 诺 曼 人 即 丹 麦 人 和 挪 威 人 对 爱 尔 兰 、苏 格 兰 和 英 格 兰 所 采 取 的 掠  
夺 行 为 。 9 世 纪 初 ，诺 曼 人 开 始 侵 袭 英 格 兰 ，最 初 是 掠 夺 ，后 来 ，在 英 格 兰  
东 北 地 区 建 立 了 移 民 区 。 —— 7 7 3 。

4« 8见 詹 • 斯 图 亚 特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研 究 》] 7 7 0 年 都 柏 林 版 第 1 卷 第 5 2 页 。
—  7 7 3 。

• 4 U 9 蔷 薇 战 争 亦 称 玫 瑰 战 争 ，是 1455 —  1 4 8 5 年 在 英 国 约 克 家 族 和 兰 开 斯 特 家  
族 之 间 为 争 夺 王 位 而 进 行 的 战 争 。 约 克 家 族 的 族 徽 上 饰 有 白 色 蘅 薇 .兰  
开 斯 特 家 族 的 族 徽 t 则 饰 有 红 色 蔷 薇 。站 在 约 克 家 族 一 方 的 有 经 济 比 较  
发 达 的 南 部 的 一 部 分 大 封 建 主 . 以 及 骑 士 和 市 民 阶 层 ;支 持 兰 开 斯 特 家 族  
的 则 是 北 部 诸 郡 的 封 建 贵 族 。这 场 家 族 之 间 自 相 残 杀 的 战 争 几 乎 使 古 老  
的 封 建 家 族 消 灭 殆 尽 ，其 后 英 国 建 立 了 新 的 都 铎 王 朝 ，并 实 行 专 制 政 体 。 
■—— .774。

■410 “ 穷 人 到 处 受 苦 难 ” (P a u p e r  u b iq u e  j a c e t )引 自 奥 维 狄 乌 斯 《节 令 记 》第 1 卷
第 2 1 8 行 。 々 7 7 。

J I 1 显 然 是 指 1 5 7 9 年 费 • 伊 万 诺 维 奇 统 治 下 （当 时 俄 国 的 实 际 统 治 者 是 波 • 

戈 东 诺 夫 ) 所 颁 布 的 关 于 侦 缉 逃 亡 农 民 的 命 令 。 根 据 这 项 命 令 ，凡 经 受 不  
住 地 主 的 残 酷 奴 役 和 欺 压 而 逃 跑 的 农 民 ，要 被 通 缉 五 年 并 强 制 遣 送 给 原  
来 的 主 人 。 该 命 令 的 目 的 在 于 继 续 扩 大 农 奴 制 度 ，限 制 农 民 的 相 对 自 由 。
—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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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 光 荣 革 命 ” 指 英 国 1 6 8 8 年 的 政 变 ^» 这 次 政 变 驱 逐 了 斯 图 亚 特 王 朝 的 詹  
姆 斯 二 世 , 宣 布 荷 兰 共 和 国 的 执 政 者 奥 伦 治 的 威 廉 三 世 为 英 国 国 王 。 从  
1 6 8 9 年 起 ，在 英 国 确 立 了 以 土 地 贵 族 和 大 资 产 阶 级 的 妥 协 为 基 础 的 立 宪  
君 主 制 。这 次 没 有 人 民 群 众 参 加 的 政 变 被 资 产 阶 级 史 学 家 称 为 “光 荣 革  
命 ” 。 7 8 0 .

4 1 3 共 和 革 命 指 1 6 4 2 —  1 6 4 6 年 的 英 国 资 产 阶 级 革 命 ，其 结 果 是 英 国 在 I ß «  

年 建 立 了 共 和 国 》 — 7 8 0 。

4 1 4 指 埃 • 伯 克 1 7 9 6 年 在 伦 敦 出 版 的 抨 击 性 小 册 子 《尊 敬 的 埃 德 蒙 • 伯 克 就  
贝 德 福 德 公 爵 和 罗 德 戴 尔 伯 爵 于 本 届 议 会 常 会 开 会 时 在 上 院 对 他 本 人 和  

- 他 的 养 老 金 问 题 进 行 的 责 难 而 给 高 贵 勋 爵 的 信 》。 7 8 0 。

4 1 5 根 据 马 克 思 《资 本 论 》第 一 卷 德 文 第 4 版 ,这 里 指 的 是 从 1 6 0 4 年 开 始 ，后 

来 在 査 理 十 世 和 查 理 十 一 世 时 继 续 进 行 的 事 情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 
中 文 第 2 版 第 4 4 卷 第 8 3 2 页  ̂ _  '781。

4 1 6 指 马 克 思 1 8 6 3 年 在 英 国 博 物 馆 图 书 馆 所 做 的 八 个 单 独 的 “ 补 充 笔 记 本 ” 

( B e ih e f te ) ,它 们 以 字 母 A 、B 、C 、D 、E 、F 、G 、H 标 示 ,正 文 中 下 面 这 些 引 文  
引 自 “ 补 充 笔 记 本 B ” 。 —— 7 8 2 。

4 1 7 李 奇 尼 乌 斯 法 是 公 元 前 3 6 7 年 在 古 罗 马 通 过 的 一 项 法 律 ，又 称 李 奇 尼 乌  
斯 土 地 法 。该 法 对 于 把 公 有 地 转 交 个 人 使 用 的 权 利 作 了 某 种 限 制 ，并 规  
定 撤 销 部 分 债 务 。该 法 反 对 大 土 地 占 有 制 ，反 对 扩 大 贵 族 的 特 权 ，反 映 平  
民 的 经 济 地 位 和 政 治 地 位 有 所 加 强 。根 据 罗 马 的 传 统 说 法 .该 法 是 罗 马  
护 民 官 李 奇 尼 乌 斯 和 塞 克 斯 蒂 乌 斯 制 定 的 。 - 7 8 4 。

4 1 8 斯 多 亚 主 义 是 公 元 前 4 世 纪 末 产 生 于 古 希 腊 的 一 个 哲 学 派 别 ，因 其 创 始  
人 芝 诺 通 常 在 雅 典 集 市 的 画 廊 （画 廊 的 希 腊 文 是 “ m o d ” ) 讲 学 .故 称 斯 多  
亚 派 ，又 译 画 廊 学 派 。

斯 多 亚 派 哲 学 分 为 逻 辑 学 、物 理 学 和 伦 理 学 ，以 伦 理 学 为 中 心 .逻 辑  
学 和 物 理 学 只 是 为 伦 理 学 提 供 基 础 „ 这 个 学 派 主 要 宣 扬 服 从 命 运 并 带 有  
浓 厚 宗 教 色 彩 的 泛 神 论 思 想 ，其 中 既 有 唯 物 主 义 倾 向 .又 有 唯 心 主 义 思  
想 。早 期 斯 多 亚 派 认 为 . 认 识 来 源 于 对 外 界 事 物 的 感 觉 ,但 又 承 认 关 于  
神 、善 恶 、正 义 等 的 先 天 观 念 。他 们 把 赫 拉 克 利 特 的 火 和 逻 各 斯 看 成 一 个  
东 西 , 认 为 宇 宙 实 体 既 是 物 质 性 的 .同 时 又 是 创 造 一 切 并 统 治 万 物 的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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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性 ,也 是 神 、天 命 和 命 运 .或 称 自 然 。 人 是 自 然 的 一 部 分 ，也 受 天 命 支  
配 .人 应 该 顺 应 自 然 的 规 律 而 生 活 ，即 遵 照 理 性 和 道 德 而 生 活 。 合 乎 理 性  
的 行 为 就 是 德 行 ，只 有 德 行 才 能 使 人 幸 福 。 人 要 有 德 行 ，成 为 善 人 ，就 必  
须 用 理 性 克 制 情 欲 ，达 到 清 心 寡 欲 以 至 无 情 无 欲 的 境 界 。 中 期 斯 多 亚 派  
强 调 社 会 责 任 、道 德 义 务 ，加 强 了 道 德 生 活 中 禁 欲 主 义 倾 向 。 晚 期 斯 多 亚  
派 宣 扬 安 于 命 运 、服 从 命 运 ，认 为 人 的 一 生 注 定 有 罪 的 、痛 苦 的 ，只 有 忍  
耐 和 克 制 欲 望 .才 能 摆 脱 痛 苦 和 罪 恶 ，得 到 精 冲 的 安 宁 和 幸 福 „ 晚 期 斯 多  
亚 派 的 伦 理 思 想 为 基 督 教 的 兴 起 准 备 了 思 想 条 件 。—— 785。

4 1 9 指 斯 图 亚 特 王 朝 的 拥 护 者 要 求 拥 立 所 谓 的 “年 轻 的 王 位 觊 觎 者 ”查 • 爱 • 
斯 阁 亚 特 为 英 国 国 王 而 于 1745- 1746年 发 动 的 起 义 。这 次 起 义 同 时 反  
映 丫 苏 格 兰 和 英 格 兰 的 人 民 群 众 对 他 们 遭 受 地 主 剥 削 以 及 驱 逐 小 农 的 抗  
议 。随 着 起 义 被 英 国 正 规 军 镇 压 ，克 兰 制 度 在 苏 格 兰 高 地 开 始 迅 速 瓦 解 ， 
农 民 被 逐 出 土 地 的 现 象 更 加 严 重 了 。…-787。

4211盖 尔 人 是 苏 格 兰 北 部 山 区 和 西 部 山 区 的 土 著 居 民 ，古 代 凯 尔 特 人 的 后 裔 。
一 787,

4 2 1 指 马 克 思 于 1853年 2 月 9 日 在 《纽 约 每 日 论 坛 报 》上 发 表 的 文 章 《选  
举 。 —— 财 政 困 难 》 萨 瑟 兰 公 爵 夫 人 和 奴 隶 制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版 第 I I 卷 )。一 789。

4 2 2 由 于 农 业 人 口 的 状 况 不 断 恶 化 和 受 法 国 革 命 （1789- 1795年 ）的 影 啤 ，萨  
克 森 选 帝 侯 国 的 农 民 亍 1790年 8月 举 行 起 义 。 封 建 主 们 被 驱 逐 或 ä 跑 。 
8月 中 旬 ，农 民 成 为 大 的 农 业 地 区 的 主 人 。 由 于 缺 少 城 市 人 U的 支 持 和  
领 导 ,1790年 9月 初 这 次 起 义 被 武 力 镇 压 。■— 7920

4 2 3 即 决 法 庭 ( P e t ty  S e s s io n s )是 英 国 治 安 法 院 的 期 庭 ，这 种 法 庭 按 简 化 的 诉
讼 程 序 审 理 小 案 件 。 796。

4 2 4 见 亚 • 斯 密 《国 民 财 富 的 性 质 和 原 因 的 研 究 》1814年 爱 丁 堡 版 第 1卷 第
237 页 。■—— 7970

4 2 5 指 英 国 自 出 党 《 1832年 英 国 议 会 改 革 后 19世 纪 50年 代 末 和 60年 代 上  
半 叶 在 英 国 形 成 T两 个 政 党 ：自 由 党 和 保 守 党 。 自 由 党 由 代 表 工 商 业 资  
产 阶 级 的 新 辉 格 党 人 、自 由 学 派 （见 注 391 )和 皮 尔 分 子 左 翼 托 利 党 人 组  
成 。 自 由 党 成 立 后 它 在 英 国 两 党 制 中 取 代 了 辉 格 党 人 的 位 置 。——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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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6 英 国 在 中 世 纪 就 已 经 有 了 禁 止 “秘 密 活 动 ”法 。 该 法 禁 止 “ 一 切 秘 密 活 动 ， 
即 使 其 理 由 是 合 法 的 ” 。在 禁 止 结 社 法 ( 见 注 3 1 1 )通 过 以 前 和 废 除 以 后 ， 
工 人 的 组 织 和 阶 级 斗 争 都 根 据 禁 止 “秘 密 活 动 ” 法 受 到 镇 压 。 —— 80L。

4 2 7 指 1 7 9 3 年 6 月 一  1 7 9 4 年 6 月 法 国 雅 各 宾 派 专 政 的 政 府 。它 代 表 革 命 的  
小 资 产 阶 级 。它 的 领 导 人 为 马 • 罗 伯 斯 比 尔 和 安 • 路 • 圣 茹 斯 特 当 时  
雅 各 宾 派 为 了 对 付 吉 伦 特 派 和 保 皇 派 的 反 革 命 恐 怖 实 行 了 革 命 的 恐 怖 。 
------- 801 〇

4 2 8 拿 破 仑 帝 国 时 期 制 定 的 1 8 1 0 年 刑 法 典 (C o d e  P é n a l )在 第 414 一 4 1 6 条 中  
规 定 禁 止 结 社 。 1 8 6 4 年 5 月 2 5 日 的 一 项 法 律 取 消 了 禁 止 罢 工 的 规 定 。 

. 1 8 8 4 年 3 月 2 1 日 的 一 项 法 律 容 许 成 立 工 会 。一 - 80 K

4 2 9 亚 • 安 德 森 在 其 著 作 《商 业 起 源 古 今 编 年 史 》1 7 6 4 年 伦 敦 版 第 1 卷 第 226 

页 中 涉 及 1 5 世 纪 经 济 的 主 要 特 征 时 ，谈 到 “ 神 的 恩 赐 ” 。 —— 8 0 6 。

« 0 詹 • 斯 图 亚 特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研 究 》1 7 7 0 年 都 柏 林 版 第 1 卷 第 1 册 第  
16■章 。--------8 0 6 。

4 3 1 参 看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第 一 分 册 〉第 二 章 初 稿 片 断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1 卷 第 3 6 4 页 ).。-一 8 1 0 。

4 3 2 上 帝 向 该 隐 询 问 亚 伯 的 传 说 ，见 《旧 约 全 书 • 创 世 记 》第 4 章 第 9 节 。 
—— 8 1 1 。.

4 3 3 指 通 往 印 度 的 航 路 的 发 现 以 及 西 印 度 群 岛 和 美 洲 大 陆 的 发 现 。 —— 8 1 2。

« 4 尼 德 兰 反 对 西 班 牙 的 暴 动 是 尼 德 兰 资 产 阶 级 革 命 （ 1566 — 1 6 0 9 年 ）的结  
果 。尼 德 兰 的 革 命 是 世 界 历 史 上 第 一 次 取 得 胜 利 的 资 产 阶 级 革 命 。 1 6 世 
纪 中 叶 ，尼 德 兰 城 乡 ，资 本 主 义 有 了 相 当 发 展 .但 受 到 其 宗 主 国 西 班 牙 专 制  
主 义 及 其 支 柱 天 主 教 会 的 严 重 阻 碍 ，阶 级 矛 盾 和 民 族 矛 盾 日 益 尖 锐 。 
1 5 6 6 年 爆 发 了 矛 头 直 指 天 主 教 会 的 圣 像 破 坏 运 动 。 1 5 6 7 年 春 ，运 动 遭 镇  
压 。1 5 7 2 年 ，北 方 各 省 举 行 大 规 模 起 义 ，并 推 举 奥 伦 治 的 威 廉 为 北 方 各 省  
执 政 。 南 方 革 命 形 势 也 日 益 高 涨 , 1 5 7 6 年 布 鲁 塞 尔 起 义 推 翻 了 西 班 牙 在  
尼 德 兰 的 统 治 。西 南 几 省 的 贵 族 慑 于 革 命 不 断 深 入 ，于 1 5 7 9 年 1 月 6 日 
结 成 阿 拉 斯 同 盟 ，与 西 班 牙 当 局 妥 协 。 同 年 1 月 2 3 日，信 奉 新 教 的 北 方  
七 省 成 立 乌 得 勒 支 同 盟 ，为 建 立 联 省 共 和 国 奠 定 了 基 础 。 1 5 8 1 年 由 北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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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省 组 成 的 三 级 会 议 宣 布 脱 离 西 班 牙 而 独 立 ，正 式 成 立 资 产 阶 级 联 省 共  
和 国 。 由 于 荷 兰 省 的 经 济 和 政 治 地 位 最 重 要 ，亦 称 荷 兰 共 和 国 。

1 6 0 9 年 ，西 班 牙 被 迫 与 荷 兰 签 订 十 二 年 停 战 协 定 ，事 实 上 承 认 了 荷 兰  
的 独 立 .。 : ■— 8 1 3。

4 3 S 清 教 徒 是 基 督 教 新 教 教 徒 中 的 一 派 ，1 6 世 纪 中 叶 产 生 于 英 国 ，原 为 英 国 国  
教 会 ( 圣 公 会 ) 内 以 加 尔 文 教 义 为 旗 帜 的 新 宗 派 ; 如 长 老 会 、公 理 会 等 。 清  
教 徒 要 求 “ 清 洗 ”英 国 国 教 内 保 留 的 天 主 教 旧 制 和 烦 琐 仪 文 ，反 对 王 公 贵  
族 的 骄 奢 淫 逸 ，提 倡 “ 勤 俭 清 洁 ” 的 简 朴 生 活 ，因 而 得 名 。 1 6 世 纪 末 ，清 教  
徒 中 开 始 形 成 两 派 ，即 温 和 派 ( 长 老 派 ）和 激 进 派 （独 立 派 ）。 温 和 派 代 表  
大 资 产 阶 级 和 上 层 新 贵 族 的 利 益 ，主 张 立 宪 君 主 政 体 。 激 进 派 代 表 中 层  
资 产 阶 级 和 中 小 贵 族 的 利 益 ，主 张 共 和 政 体 。 —— 8 1 6 。

436 指 1 6 世 纪 末 1 7 世 纪 初 因 在 英 格 兰 遭 到 迫 害 、镇 压 而 移 民 北 美 的 英 格 兰  
清 教 徒 。从 那 时 起 开 始 了 英 国 向 北 美 洲 的 大 举 移 民 .这 些 移 民 为 当 时 新  
英 格 兰 各 州 的 资 产 阶 级 的 发 展 奠 定 了 基 石 。 —— 8 1 6 。

4 3 7 参 看 古 • 居 利 希 《关 于 当 代 主 要 商 业 国 家 的 商 业 、工 业 和 农 业 的 历 史 叙  
述 》1 8 3 0 年 耶 拿 版 第 1 卷 第 3 7 1 页 。—— 8 1 7 。

4 3 8 看 来 马 克 思 是 套 用 德 • 狄 德 罗 《拉 摩 的 侄 子 》的 如 下 一 段 话 :“一 位 外 来 的  
神 谦 卑 地 把 自 己 安 置 在 祭 坛 上 ，与 当 地 的 偶 像 并 列 ，他 的 地 位 逐 渐 地 巩 固  
起 来 ，忽 然 有 一 天 ，他 用 胳 膊 肘 推 了 他 的 同 伴 一 下 ，于 是 啪 嚓 一 声 ，那 偶 像  
就 倒 下 来 —— 8 1 7 .

4 3 9 马 克 思 在 这 里 引 用 的 德 • 维 特 的 箴 言 指 《论 荷 兰 共 和 国 和 弗 里 斯 兰 西 部  
最 重 要 的 政 治 原 则 和 箴 言 》，该 书 1 6 6 2 年 第 一 次 在 莱 顿 出 版 。—— 8 1 9 。

■14«显 然 是 指 让 • 巴 • 柯 尔 培 尔 建 立 的 一 种 为 封 建 君 主 制 度 服 务 的 重 商 主 义  
的 经 济 政 策 体 系 。 为 了 使 国 家 和 封 建 统 治 者 们 获 得 高 收 入 ，柯 尔 培 尔 对  
不 受 封 建 剥 削 的 工 商 业 征 收 高 额 税 . 为 了 扩 大 这 种 税 收 ，王 室 颁 布 了 一 系  
列 的 法 令 来 促 进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发 展 ,从 而 在 客 观 上 刺 激 了 资 本 主 义 因 素  
的 成 熟 过 程 》 —— 8 2 0 。

4 4 1 王 座 法 院 是 英 国 的 高 等 法 院 之 一 ，1 8 7 3 年 改 革 后 成 为 最 高 法 院 的 分 院 。 
在 此 之 前 ，它 一 直 是 最 高 刑 事 法 院 和 所 有 刑 事 案 件 和 民 事 案 件 的 最 高 上  
诉 法 院 ，有 权 重 新 审 理 下 级 司 法 机 构 的 判 决 。—— 8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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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2 阿 西 恩 托 条 约 是 英 国 和 西 班 牙 在 争 夺 西 班 牙 王 位 继 承 权 的 战 争 （ 17 () 1 

1 7 1 4 年 ) 中 于 1 7 1 3 年 3 月 2 6 日 签 订 的 。按 照 这 一 条 约 ，英 国 人 有 权 在 属  
于 西 班 牙 的 美 洲 省 份 中 从 事 奴 隶 贸 易 。该 条 约 在 1 7 ] 3 年 7 月 1 3 日签 汀 
的 乌 得 勒 支 和 约 第 1 2 款 中 得 到 了 确 认 。 8 2 2 。

443  “经 受 了 多 少 苦 难 ’’(Tamae m o lis  erat)引 自 维 吉 尔 《亚 尼 雅 士 之 歌 》第 1 卷
第 33.行 。—— 8 2 3 。

4 4 4  “ 下 令 实 行 普 遍 的 中 庸 ” 见 康 • 贝 魁 尔 《社 会 经 济 和 政 治 经 济 的 新 理 论 ，或 
关 于 社 会 组 织 的 探 讨 》1 8 4 2 年 巴 黎 版 第 《 5 页 。 - 8 2 6。

4 4 5 据 基 督 教 传 说 ，《旧 约 全 书 》是 摩 西 和 其 他 先 知 们 写 成 的 。 “摩 西 和 先 知  
、口” 这 句 话 的 意 思 是 : 这 是 主 要 的 东 西 ！这 是 第 一 诫 ！ ——  8 3 6 。

4 4 6 草 市 原 文 为 “ H a y m a rk e t” , 是 伦 敦 西 区 的 繁 华 街 道 》— - 8 4 0 。

4 4 7 官 房 学 是 16 ] 8 世 纪 德 国 有 关 行 政 、财 政 、经 济 和 其 他 学 科 组 成 的 统 一
的 课 程 ，是 当 时 德 国 官 僚 候 补 人 员 所 必 须 通 过 的 训 练 科 目 。 许 多 欧 洲 国  
家 的 中 世 纪 大 学 以 及 后 来 的 资 产 阶 级 大 学 都 曾 讲 授 这 门 课 程 。- 一  842 „

4 4 8 参 看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1 卷 第 4 5 5 页 。—— 8 4 3 „

4 4 9 参 看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  1 8 6 3 年 手 稿 ）》第 X I V 笔 记 本 第  
782 —  8 5 0 a 页 ，即 《李 嘉 图 学 派 的 解 体 》中 《（1 ) 罗 . 托 伦 斯 》、《（2 ) 詹 姆  
斯 • 穆 勒 》 , 《（3 ) 论 战 著 作 》、《. ( 4 ) 麦 克 库 洛 赫 》四 节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5 卷 第 7_0— 2 0 4 页 ）。 —— 8 4 3 。

4 5 0 参 看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186] —  1 8 6 3 年 手 稿 ）》第 X I V 笔 记 本 第  
852 — 8 9 0 页 ，g卩《以 李 嘉 图 理 论 为 依 据 反 对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无 产 阶 级 反 对  
派 》中《（1 ) 小 册 子 〈国 民 困 难 的 原 因 及 其 解 决 办 法 >_》、《（2 ) 莱 文 斯 顿 》、 
« ( 3 ) 霍 吉 斯 金 》三 节 以 及 第 X V I I I 笔 记 本 第 1084 — 1 0 8 6 页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5 卷 第 209 — 3 0 1 页 ；第 3 6 卷 第 1 9 5 —  2 0 0 页 ） „ 

—— 8 4 3 。

4 5 1 神 圣 同 盟 是 欧 洲 各 专 制 君 主 镇 压 欧 洲 各 国 进 步 运 动 和 维 护 封 建 君 主 制 度  
的 反 动 联 盟 。该 同 盟 是 战 胜 拿 破 仑 第 一 以 后 ，由 俄 国 沙 皇 亚 历 山 大 一 世  
和 奥 地 利 首 相 梅 特 涅 倡 议 ，于 1 8 1 5 年 9 月 2 6 日 在 巴 黎 建 立 的 ，同 时 还 缔  
结 了 神 圣 同 盟 条 约 。 几 乎 所 有 的 欧 洲 君 主 国 家 都 参 加 了 同 盟 。 这 些 国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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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君 主 负 有 相 互 提 供 经 济 、军 事 和 其 他 方 面 援 助 的 义 务 ，以 维 持 维 也 纳 会  
议 上 重 新 划 定 的 边 界 和 镇 压 各 国 革 命 。神 圣 同 盟 为 了 镇 压 欧 洲 各 国 资 产  
阶 级 革 命 和 民 族 解 放 运 动 ，先 后 召 开 过 几 次 会 议 ： 1 8 1 8 年 亚 琛 会 议 ， 
1 8 2 0 —  1 8 2 1 年 特 罗 保 会 议 ，1 8 2 1 年 5 月 莱 巴 赫 会 议 以 及 1 8 2 2 年 维 罗 纳  
会 议 。 根 据 会 议 的 决 议 ，神 圣 同 盟 曾 于 〗82Û— 1 8 2 1 年 间 镇 压 意 大 利 的 革  
命 运 动 ， 1 8 2 3 年 武 装 干 涉 西 班 牙 革 命 ，并 企 图 + 涉 拉 丁 美 洲 的 独 立 运 动 《 
由 于 欧 洲 诸 国 间 的 矛 盾 以 及 民 族 革 命 运 动 的 发 展 ，1 8 3 0 年 法 国 七 月 革 命  
后 神 圣 同 盟 实 际 上 已 经 瓦 解 。，一 8 4 3 。

4 5 2 反 谷 物 法 同 盟 是 英 国 工 业 资 产 阶 级 的 组 织 ，由 曼 彻 斯 特 的 两 个 纺 织 厂 主  
理 • 科 布 顿 和 约 • 布 莱 特 于 ] 8 3 8 年 创 立 。谷 物 法 是 英 国 政 府 为 维 护 大  
土 地 占 有 者 的 利 益 ，从 1 8 1 5 年 起 实 施 的 旨 在 限 制 或 禁 止 从 国 外 输 入 谷 物  
的 法 令 （见 注 1 7 9)。 同 盟 要 求 贸 易 完 全 自 由 ，废 除 谷 物 法 ，其 目 的 是 为 了  
降 低 国 内 谷 物 价 格 ，从 而 降 低 工 人 工 资 ，削 弱 土 地 贵 族 的 经 济 和 政 治 地  
位 。 同 盟 在 反 对 大 土 地 占 有 者 的 斗 争 中 曾 经 企 图 利 用 工 人 群 众 ，宣 称 工  
人 和 工 厂 主 的 利 益 是 一 致 的 。但 是 ，就 在 这 个 时 候 ,英 国 的 先 进 工 人 展 开  
了 独 立 的 、政 治 性 的 宪 章 运 动 。 1 8 4 6 年 谷 物 法 废 除 以 后 ，反 谷 物 法 同 盟 宣  
布 解 散 。 实 际 上 ，同 盟 的 一 些 分 支 一 直 存 在 到 1 8 4 9 年 。 —— 8 4 4 。

4 5 3 指 i ■相 罗 • 皮 尔 在 1 8 4 2 年 和 18_44年 实 行 的 财 政 改 革 。 他 废 除 或 降 低 了  
所 有 的 出 口 税 以 及 对 原 料 和 半 成 品 征 收 的 关 税 。 为 了 补 偿 国 家 财 政 收 人  
的 减 少 ，实 施 了 收 入 税 》后 来 在 1 8 5 3 年 ，对 原 料 和 半 成 品 征 收 的 所 有 关  
税 都 取 消 了 。—— 8 4 4 .

4 5 4 关 于 以 约 • 斯 • 穆 勒 为 代 表 的 折 中 主 义 的 产 生 ，见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1861 - 1 8 6 3 年 手 稿 ）》第 V I 丨 笔 记 本 第 318 —  3 3 1 页 和 第 V I I I 笔 记 本  
第 332 — 3 4 5 页 (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3卷 第 167 — 217 

页 〉 ------- 8 4 4 。

4 5 5 指 18(57 — 1 8 8 3 年 在 巴 黎 出 版 的 杂 志 《实 证 哲 学 。评 论 h 该 杂 志 在 1868 

年 1 1 … 1 2 月 的 第 3 期卜 .发 表 了 一 篇 关 于 《资 本 论 》第 一 卷 的 短 评 *作 者 是  
实 证 主 义 哲 学 家 奥 • 孔 德 的 信 徒 叶 • 瓦 • 德 罗 贝 尔 蒂 。—— 8 4 5 ,

4 5 6 尼 • 季 别 尔 《李 嘉 團 的 价 值 和 资 本 理 论 的 最 新 补 充 和 解 释 H 8 7 1 年 基 辅 版
第 ] 7__〇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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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季 别 尔 的 这 本 书 ，马 克 思 〗8 7 2 年 1 2 月 1 2 日 给 尼 • 弗 • 丹 尼 尔  
逊 的 信 中 曾 谈 到 ，他 很 想 看 到 它 ，1 8 7 3 年 1 月 1 8 日 给 丹 尼 尔 逊 的 信 中 提  
到 他 收 到 了 这 本 书 - —— 8 4 5 。

4 5 7 暗 指 尤 • 孚 赫 发 表 在 《国 民 经 济 和 文 化 史 季 刊 》( 柏 林 ) 1 8 6 8 年 第 5 年 卷 第  
2 0 卷 第 2 1 6 页 和 欧 • 杜 林 发 表 在 《现 代 知 识 补 充 材 料 》( 希 尔 德 堡 豪 森 ） 
1 8 6 7 年 第 3 卷 第 3 册 第 1 8 2 页 上 的 有 关 《资 本 论 》的 短 评 。 —— 8 4 5 。

4 5 8 指 伊 • 伊 • 考 夫 曼 写 的 《卡 尔 • 马 克 思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的 观 点 》一 文 。 
------- 8 4 5 .。

4 5 9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中 文 第 2 版 第 3 1 卷 第 4 1 2  —  4 1 4 页 .̂  8 4 6 „

4 6 0 马 克 思 在 1 8 6 8 年 3 月 6 日 给 路 • 库 格 曼 的 信 中 也 说 过 他 的 辩 证 方 法 不  
同 于 黑 格 尔 的 辩 证 方 法 。 - - 8 4 7 。

4 6 1 马 克 思 在 1 8 7 8 年 I I 月 1 5 日 给 尼 • 弗 • 丹 尼 尔 逊 的 信 中 提 到 ：“我 在 法  
文 版 第 3 5 1 页 ( 注 释 )上 预 言 要 发 生 的 英 国 危 机 ，终 于 在 近 几 周 内 爆 发 了 。 
我 的 朋 友 们 —— 既 有 理 论 家 也 有 实 业 家 —— 曾 经 要 求 我 删 掉 这 个 注 ，因 
为 他 们 觉 得 这 个 注 没 有 充 分 的 根 据 。 他 们 竟 然 确 信 ，美 国 北 部 和 南 部 以  
及 德 国 和 奥 地 利 的 危 机 可 以 说 会 ‘抵 消 ’英 国 的 危 机 —— 8 4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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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阿 巴 思 诺 特 ，约 翰 (A rb u th n o U jo h n  1 8 世 纪 ）—— 英 国 租 地 农 场 主 ，1 7 7 3 年 在 伦  
敦 出 版 的 匿 名 著 作 《当 前 粮 食 价 格 和 农 场 面 积 相 互 关 系 的 研 究 》的 作 者 。

—  3 2 1 ,3 3 9 ,3 4 1 .

阿 贝 尔 . 卡 尔 (A b e U C a r l)—— 德 国 语 文 学 家 和 新 闻 工 作 者 ，《每 日 电 讯 》驻 柏 林  
通 汛 员 ；曾 同 弗 • 阿 • 梅 克 伦 堡 一 起 翻 译 《帝 俄 驻 北 京 公 使 馆 关 于 中 国 及 其  
人 民 、宗 教 、制 度 和 社 会 关 系 的 著 述 》— 书 》—— 1 2 2。

阿 庇 安 （A p p ian〇S [ A p p i a n ] ] 世 纪 末 - - -2 世 纪 7 0 年 代 ) - 一 古 罗 马 历 史 学 家 ， 
曾 任 执 政 官 ; 写 有 二 十 四 卷 本 《罗 马 史 》 ~  7 8 4 .

阿 顿 . 斯 蒂 芬 （A d d in g to n ,S u c h e n  1729- 1 7 9 6 )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教 士 ；写  
有 一 些 教 科 书 。 7 8 3。

阿 基 洛 库 斯 ( A r c h i lo c h o s「A r c h i lo c h u s ]公 元 前 7 世 纪 ） _ -古 希 腊 抒 情 诗 人 。 
—— 3 8 1。

阿 堪 米 德 （A r c h im e d e s公 元 前 2 8 7 前 后 一 2 1 2 ) —— 古 希 腊 数 学 家 和 力 学 家 。
— 3 1 7。

阿 克 莱 . 理 杏 ( A r k w r ig h t ,S i r  R ic h a r d l7 3 2  1 7 9 2 )— …英 国 企 业 家 ，各 种 纺 织  
机 械 的 设 计 者 和 制 造 者 《 —  3 8 4 、3 9 2 、3 9 7 、4 4 3 、4 4 8 、5 1 6。

阿 里 瓦 本 伯 爵 ，乔 万 尼 （让 ）（A n iv a b cn e ， Giovarini [ J e a n ] ,c o n te  17.87— 1881) — 

意 大 利 经 济 学 家 和 翻 译 家 . 1 8 4 7 年 布 鲁 塞 尔 经 济 会 议 的 发 起 人 ;曾 把 一 些 经  
济 学 著 作 译 成 法 文 。- 一  6 3 3 、ti34»

阿 利 奇 （ A d f d t î t s  J. T . ) 英 国 医 生 ，1 8 6 3 年 在 北 斯 塔 福 德 郡 医 院 任 职 。
—  2 5 1 .

阿 林 斯 沃 思 ■乔 治 ( A ll in s w o r th ，( ;e o rg f ) -  英 国 一 轧 钢 厂 的 童 工 》--------- 2 6 6 。
阿 耶 斯 （A n a c h a r s i s 约 公 元 前 6 l i t纪 ）一_ 占 代 亚 细 亚 民 族 的 哲 学 家 ，西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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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人 - — 9 5 。
阿 什 利 —— 见 舍 夫 茨 别 利 伯 爵 ，安 东 尼 • 阿 什 利 • 库 珀 。
阿 什 沃 思 ，亨 利 （A s h w o r th ,  H e n ry  179心 - 1 8 8 0 ) 英 国 工 厂 主 .资 产 阶 级 政

治 活 动 家 ，自 由 贸 易 论 者 ，理 • 科 布 顿 的 拥 护 者 , 反 谷 物 法 同 盟 创 始 人 之 一 ; 

议 会 议 员 。—— 2 9 8 ,4 2 3 .

阿 斯 普 登 ，乔 治 （A s p d e n ,G e o rg e ) ----- 英 国 工 人 。 - 2 5 3 。
阿 泰 纳 奥 斯 (A th e n a io s  [ A t h e n a e u s ] 约 2 世 纪 ) -----古 希 腊 雄 辩 家 、语 法 学 家 和

作 家 ，论 述 文 化 史 题 材 的 对 话 集 《哲 人 宴 》的 作 者 。一 - 9 5 、1 2 7。
埃 弗 里 特 (E v e re t  1 8 世 纪 ) —— 英 国 发 明 家 。 —— 4 4 8 。
埃 利 斯 ( E l l i s ,】.)"一 英 国 埃 利 斯 布 朗 钢 铁 公 司 老 板 （] 8 6 5 ) 。 -  2 6 7 、2 6 8 。
埃 默 里 ，查 理 • 爱 德 华 ( E m e ry .C h a H e s  E d w a rd  1 8 3 8 —  1 8 9 8 )-  美 国 发 明 家 - 

—— 3 9 9 。
埃 斯 克 里 格 ( E s k r i g g e ) —— 英 国 纺 纱 厂 主 ，斯 托 克 波 特 市 治 安 法 官 。 2 9 9 。
艾 金 . 约 翰 ( A ik in .J o h n  1747 — 1822)_ 英 国 医 生 、历 史 学 家 和 激 进 派 政 论 家 。

一6 3 0 、6 3 1 、8 1 3 、8 2 2 、8 2 3 s

爱 德 华 三 世 （ E d w a rd  I I I  1312 —  1 3 7 7 )—— 英 国 国 王 （1 3 2 7 —  1 3 7 7)。 - 9 1 、
2 7 9 ,7 9 7 .

爱 德 华 六 世 （ E d w a rd  V I 1537 —  1 5 5 3 ) - - 英 国 国 王 （ 1547 — 1 5 5 3 )„  

7 9 4 .7 9 5 .

爱 尔 维 修 ，克 劳 德 . 阿 德 里 安 （H elv é t.iu s ， a a u d e A d r i e n  1715 — 177])—— 法国  
哲 学 家 ，机 械 唯 物 Ë 义 的 代 表 人 物 . 无 神 论 者 .法 闽 的 革 命 资 产 阶 级 的 思 想  
家 。—— 6 4 9 。

爱 利 莎 ( E l i s e ) —— 英 国 伦 敦 一 家 宫 廷 时 装 店 的 老 板 。 2 6 1 ,2 6 2 .

安 . 斯 图 亚 特 （ A n n a  [ A i ) n ,  A n n e ]  S tu a r t  1 6 6 5 —  1714). 英 国 女 王 （m )2

1 7 1 4 ) « ,—— 1 6 2 。
安 德 森 . 亚 当 .(A m JerS〇 n， A d a m  1 6 H 2前 后 一 176 5 ) —  - 苏 格 兰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写 有 关 于 贸 易 史 力 •面 的 著 作 。一 8 0 6 ,8 2 2 .

安 德 森 . 詹 姆 斯 ( A n d e r s o n .J a m e s  1739 1 8 0 8 )—  _ 苏 格 兰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 
研 究 了 级 差 地 租 理 论 的 基 本 特 征 。 _ .5 3 2 、5 9 丨 _ 5 9 2 .6 5 9 、7 8 3 、7 8 7 、8 0 6 。

安 谛 巴 特 洛 斯 （帖 撒 罗 尼 迦 城 的 ）（A m iPa t r〇 s  o f T h c s s a lo n ik e 约 公 元 前 1. 世 
纪 ) 古 希 腊 诗 人 。 1------426。

奥 德 ，威 廉 . 密 勒 ( （> rd ,W illia m  M ille r  !834_ 1 9 0 2 ) - 英 国 医 生 。 - 7 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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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 弗 斯 顿 勋 爵 一 见 劳 埃 德 ，赛 米 尔 • 琼 斯 ，奥 弗 斯 顿 男 爵 。
奥 克 尼 夫 人 ，伊 丽 莎 白 • 维 利 尔 斯 （O rk n e y ,  E liz ab e th  V iU iers . L ad y  1657 —  

1 7 3 3 )—— 英 国 国 王 威 廉 三 世 ( 奥 伦 治 的 ）的 情 妇 。 —— 7 8 0 。
奥 雷 利 ，约 翰 . 卡 斯 帕 尔 . 冯 （( ) r e l l i ， J o h a n n  K a sp a r  v o n  1 7 8 7 — 1 8 4 9 )------- 瑞 士

古 典 语 文 学 家 ，柏 拉 图 的 《理 想 国 》等 古 典 古 代 著 作 家 著 作 的 出 版 者 》 
------- 382 a I

奥 姆 斯 特 德 ，弗 雷 德 里 克 • 罗 （O lm s te d ,  F re d e ric k  L aw  1822 —  1 9 0 3)—— 美 国  
园 林 设 计 师 ，写 有 关 于 英 国 和 北 美 方 面 的 著 作 ，《普 特 南 氏 月 刊 》的 撰 稿 人 ； 
1 8 5 6 年 曾 到 欧 洲 各 国 考 察 公 园 的 设 计 情 况 。—— 1 9 9。

奥 普 戴 克 ，乔 治 （O p d y k e .G e o rg e  1 8 0 5 —  1 8 8 0 ) - — 美 国 企 业 家 、政 治 活 动 家 和  
经 济 学 家 《 --------1 6 3。

奥 日 埃 • 马 利 （A u g ie r，M ar ie 1 9 世 纪 中 叶 —法 国 新 闻 工 作 者 ，财 政 经 济 学  
家 . 写 有 经 济 学 方 面 的 著 作 。 8 2 3 、8 2 4 。

奥 特 利 ，乔 治 ( O t t le y ,G e o r g e ) .  英 国 伦 敦 一 家 壁 纸 厂 的 经 理 。 —— 2 5 4 。
奥 特 斯 ，贾 马 里 亚 （O rte s ,G ia m m a r ia  1 7 1 3 — 1 7 9 0 ) 意 大 利 经 济 学 家 ，修 道  

士 ; 重 商 主 义 的 反 对 者 - 6 5 8 、69.3、6 9 4。
奥 特 韦 ，约 翰 • 哈 斯 丁 ( O tw a y ， .lo h n  H a s t in g s ) ------- 爱 尔 兰 法 官 ，贝 尔 法 斯 特 法

庭 庭 长 。 —— 286 0

B

巴 顿 ，约 翰 ( B a n o n , J o h n  1789 - - 18__5.2_)——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 资 产 阶 级 古 典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代 表 人 物 - 6 7 7 、7 2 3 d 

巴 尔 本 ，尼 古 拉 斯 (B a rb o m  N ic h o la s 约 1640.— 16_98)—— 英 国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认 为 物 的 价 值 是 由 物 的 有 用 性 决 定 的 ; 货 币 国 定 说 的 先 驱 。 —— 23 — 2 4 、 
27 — 2.8、〗18、123.、1 2 4、】3 9 、1 4 0 、6 5 7 。

巴 尔 扎 克 ，奥 诺 雷 • 德 （B a k a c , H o n o ré  d e  1 7 9 9 —1 8 5 0 )—— 法 国 现 实 主 义 作  
家 》------- 624 »

巴 拉 德 , 爱 德 华 （B a lla rd , E d w ard  18.20— 〗8 9 _ 7 )—- 英 国 医 生 ，伦 敦 卫 生 视 察 员 .。
— 4 9 4 ,

巴 师 夏 • 弗雷德學 . 克（ i a t . F n k t e i r  1,801 1850) - — 法 国 资 产 阶 级 庸 俗 经 济  
学 家 • 阶 级 调 和 论 的 代 表 人 物 .5 2 -  5 3 、7 5 、1.95、4 2 6 、.59_5、844。

巴 特 勒 • 赛 米 尔 (B u t le r .S a m u e l  1612 — 1680) 英 茵 讽 刺 诗 人 ，革 命 浪 漫 派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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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表 ; 《休 迪 布 腊 斯 》一 诗 的 作 者 。 —— 2 7 。
拜 比 吉 . 查 理 (B a b b a g e , O w r le s  1792 — 1 8 71) 英 国 数 学 家 、力 学 家 和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 - -  3 6 1 、3 6 4 、3 6 5 、3 9 1 、4 0 7 、4 2 2 。
拜 特 尔 ，约 翰 . 格 奥 尔 格 （B a ite r .J o h a n n  G e o rg  1801 -  1877> —  -瑞 士 语 文 学  

家 ，柏 拉 图 的 《理 想 国 》等 古 典 古 代 著 作 家 著 作 的 出 版 者 ， —— 3 8 2 .

班 克 斯 ，乔 治 （B a n k e s ,G e o rg e  1 7 8 8 -  1856) 英 国 法 学 家 和 政 治 活 动 家 ，托 
利 党 人 ; 议 会 议 员 ，财 政 部 官 员 。 - 7 2 6 »

邦 伯 里 . 托 马 斯 • 查 理 (B u n b u r y .S i r  T h o m a s  C h a r le s ) •—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 议 会  
议 员 。一 779 0

贝 德 福 德 家 族 —— 英 国 贵 族 世 家 《 —— 7 8 0 .

贝 恩 斯 ，约 翰 (B a y n eS , J o h n ) 英 国 政 论 家 ，布 莱 克 本 市 议 会 议 员 ；1 8 5 7 年 发  
表 了 两 篇 关 于 棉 花 贸 易 的 论 文 。 4 0 4 ,4 0 6 .

贝 尔 ，查 理 ( B e l l ,S i r  C h a r le s  1774 _ 1842)_ -苏 格 兰 生 理 学 家 和 外 科 医 生 ，在
布 拉 德 福 德 贫 民 习 艺 所 任 职 。 2 8 8 、7 1 3。

贝 卡 里 亚 侯 爵 . 切 扎 雷 • 博 内 萨 纳 (B eccaria ,C esare  Bonewina，niarchi；fie de 1738 

]7 9 4 ) —— 意 大 利 法 学 家 、政 论 家 和 经 济 学 家 ；1 8 世 纪 资 产 阶 级 启 蒙 运 动 的 代  
表 。 ----- 3 8 1 。

贝 克 ，罗 伯 特 （B a k er, R o b e r t ) — 英 国 工 厂 视 察 员 （1 8 7 8 竿 以 前 >。 3 1 2 、
4 1 6 、4 4 5 、4 7 0 、7 6 3。

贝 克 尔 ，伊 曼 努 尔 （B e k k e r , I m m m u æ l 】 785 1 8 7 1 ) -  德 国 语 言 学 家 ，整 理 并
出 版 了 古 典 占 代 著 作 家 （柏 拉 图 、亚 里 士 多 德 、阿 里 斯 托 芬 等 ）的 著 作 。

一 150。
贝 克 莱 ，乔 治 (B e rk e le y ,G e o rg e  lfi85  —  1753> 英 国 哲 学 家 和 神 学 家 ，主 观 唯

心 主 义 的 代 表 人 物 : 在 政 治 经 济 学 上 是 重 商 主 义 的 批 评 者 ;认 为 劳 动 是 财 富  
的 主 要 源 泉 ; 货 币 国 定 说 的 代 表 人 物 。 一  3 4 9 、3 6 9。

贝 魁 尔 ，康 斯 坦 丁  ( P f 〇) u f u r ， C o n M am in  1801 1887) 法 国 经 济 学 家 ，空 想
社 会 主 义 者 ，圣 西 门 的 学 生 。 6 5 5 、8 2 6 。

贝 勒 斯 ，约 翰 (B eU e r s , J o h n  1654 1725) —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强 调 劳 动 对 财 富 形
成 的 意 义 ；曾 提 出 一 些 空 想 的 社 会 改 革 方 案 。 - - 丨2 6 、13_1、1 4 1、3 3 9 、3 6 3 、 
4 4 7 、5 0 6 、5 1 5 、5 ] 6 、6 5 5。

贝 利 ,赛 米 尔 (Bailey， Samucl _丨79〗 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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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 时 也 正 确 地 指 出 了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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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图 经 济 学 观 点 中 的 一 些 矛 盾 》—— 3 8 、4 7 、5 5 、7 7 > 9 3、6 4 9 。
贝 内 特 ( B e n n e t t ) 英 国 伦 敦 面 包 房 老 板 （1 8 6 2 )。一 -5 7 9 .

贝 内 特 ( B e n n e u A . 1 9 世 纪 上 半 叶 ) —— 英 国 农 场 主 ，仲 裁 人 ，一 家 贫 民 习 艺 所  
的 管 理 人 》 —— 6 4 0 。

本 恩 (B e n n )1------- 8 1 5 。
比 彻 - 斯 托 ，哈 丽 雅 特 . 伊  TO 莎 白 （B eech er~ S to w e ， 'H a rr ie t  E liz ab e th  1811 — 

1896)—— 美 国 女 作 家 ，美 国 废 奴 运 动 的 积 极 参 加 者 “ 汤 姆 叔 叔 的 小 屋 》的作 
者 。------- 789»

比 多 (B id a u t ，J .N . 1 9 世 纪 上 半 叶 ) —— 法 国 政 论 家 ，国 家 官 员 ；写 有 关 于 经 济 问  
题 的 文 章 。—— 3 3 4 ,

比 西 • 拉 布 丹 伯 爵 ，罗 杰 （B u s s y -R a b u t in ,R o g e r ,c o m te  d e  1618 —^ 1 6 9 3 )--------法
国 作 家 ，法 兰 西 学 院 成 员 。—— 8 1 7 。

比 泽 ，弗 兰 茨 (B ie s e .F ra n z  1803 —  1895).—— 簿 国 教 育 家 、语 言 学 家 和 哲 学 家 ， 
写 有 论 亚 里 士 多 德 哲 学 的 著 作 。 4 2 5 。

毕 舍 ，菲 力 浦 • 约 瑟 夫 . 本 杰 明 （B û ch ez , P h i l ip p d o s e p h -B e n ja m in  1796 — 

1 8 6 5 )—— 法 国 政 治 活 动 家 和 历 史 学 家 ，资 产 阶 级 共 和 党 人 ，1 8 2 1 年 起 为 圣  
西 门 的 学 生 ，七 月 革 命 后 是 基 督 教 社 会 主 义 的 思 想 家 ；国 民 议 会 议 长 （1 M 8  )。

— 8.0.2。

边 沁 ，耶 利 米 (B e n th a m .J e r e m y  ]74.8— 1 8 3 2 ) -  英 国 社 会 学 家 、哲 学 家 和 经 济
学 家 ，功 利 主 义 理 论 的 主 要 代 表 ，主 张 效 用 原 则 是 社 会 生 活 的 基 础 。.一 

1 7 6 ^ 6 4 8 ^ 6 4 9 ,6 5 2 .

波 斯 尔 思 韦 特 ，玛 拉 基 （P o s t 丨e th w a y t , M a lac h y  1707 —  1 7 6 7)——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工 商 业 大 辞 典 》的 编 者 ， —— 28_2、2 8 3 。，

波 特 尔 ，阿 朗 索 ( P o t t e r ,  A lo n zo  1800 —  1 8 6 5 )—— 美 国 哲 学 家 和 经 济 学 家 ， 1815 

年 起 为 宾 夕 法 尼 亚 的 主 教 : 曾 在 一 些 院 校 教 授 神 学 。■— 16 3 4 。
波 特 尔 ，埃 德 蒙 ( P 〇n e r ，E d rm m d )—— 英 国 工 厂 主 和 政 治 活 动 家 ，自 由 贸 易 的 拥  

护 者 ，6〇 年 代 初 是 曼 彻 斯 特 商 会 会 长 ，议 会 议 员 。 —— 3 0 6 , 6 0 9 - 6 1 2 ,

伯 克 , 埃 德 蒙 (B u rk e ,  E d m u n d  1 7 2 9 —  1 7 9 7 )— —英 国 政 论 家 和 政 治 活 动 家 ，辉  
格 党 人 ，后 为 托 利 党 人 ，议 会 议 员 ，重 农 主 义 者 : 初 期 倾 向 自 由 主 义 ，后 为 18 

世 纪 末 法 国 资 产 阶 级 革 命 的 反 对 者 ; 写 有 经 济 学 方 面 的 著 作 。—— 2 0 9 ,2 4 0 ,  

3 3 6 、7 8 0 ,8 2 3 、8 2 4 。
伯 里 克 利 （ P e rik le s  [ P e r i c l e s ] 公 元 前 4 9 5 前 后 一 4 2 9 ) ------- 雅 典 国 务 活 动 家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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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家 ( 公 元 前 4 4 4一4 2 9 ) ; 主 张 巩 固 奴 隶 主 民 主 制 „ 3 8 1 。
柏 拉 图 （ P la to n  [ P l a t o ] 约 公 元 前 4 2 7 — 3 4 7 ) -  - 古 希 腊 哲 学 家 • 客 观 唯 心 主 义  

的 主 要 代 表 人 物 ，奴 隶 主 贵 族 的 思 想 家 . 自 然 经 济 的 拥 护 者 。 —— 381 383

勃 艮 第 公 爵 和 伯 爵  见 菲 力 浦 第 一 ( 罗 弗 尔 的 ）。
博 德 里 亚 尔 ，昂 _利 . 勃 瑟 夫 • . 莱 昂 （B a ô d r il la r t，ffe ttri-Joseph-Jlrèon  182:1 -  

1 8 9 2 )—— 法 国 经 济 学 家 ，《经 济 学 家 杂 志 》主 编 。—— 7 0 。
博 尔 顿 ，马 修 （B o u lto n ， M a tth e w  ]7 2 8  - 〖 809 ) -  英 国 工 程 师 和 工 厂 主 》 

一  3 9 3。
博 克 斯 霍 恩 ，马 尔 库 斯 • 聚 埃 里 乌 斯 （B o x h o rn ， M a rc u s  Z u w iiis  1 fi 12 

1 6 5 3 )—— 荷 兰 历 史 编 纂 学 家 和 语 言 学 家 。 _ .4 4 7 、4 4 8 。
博 林 布 罗 克 子 爵 ，亨 利  * 圣 约 翰 （B o lin g b ro k e ， H e n ry  S a in t _ J o h n ， V isco u n t 

1678 — 1 7 5 1〉一 - 英 国 自 然 神 论 哲 学 家 、政 论 家 和 政 治 活 动 家 ，托 利 党 领 袖  
------- 8 1 9 。

跛 帖 木 儿 _ •见 帖 木 儿 ( 跛 帖 木 儿 )。
布 阿 吉 尔 贝 尔 •皮 埃 尔 . 勒 ï 白桑(B〇isg u illeb ert， P ie rre  Le Pesant 1646 - -1714)

法 国 经 济 学 家 和 统 计 学 家 ，重 农 学 派 的 先 驱 .法 国 资 产 阶 级 古 典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创 始 人 ; 写 有 《法 国 详 情 》和 其 他 经 济 学 著 作 。 - 1 2 5 ,1 3 6 0

布 代 (B o u d e t 1 9 世 纪 ) —— 法 国 医 生 ， —— 4 1 4 。
布 坎 南 ，大 卫 （B u c h a n a n ,D a v id  1779 — 1 8 4 8 )— -英 国 政 论 家 和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亚 • 斯 密 的 学 生 ，斯 密 著 作 的 出 版 者 和 注 释 者 。—— 1 2 1、7 8 7 。
布 莱 基 ，罗 伯 特 (B la k e y ,R o b e r t  179__5 - 1_878)- 英 国 哲 学 家 ^ —— 7 7 8。
布 莱 斯 ，阿 道 夫 • 古 斯 塔 夫 '(B la is e ,A d o lp h -G u s ta v e  181.1 - - 1 8 8 6 ) ------ 法 国 经 济

学 家 ，日 • 阿 • 布 朗 基 的 著 作 的 编 者 „ 3 5 U

布 莱 特 ，约 翰 ( B r ig h t ,J o h n  1811 1 8 8 9 )一 一英 国 政 治 活 动 家 ，棉 纺 厂 主 ，自由
贸 易 派 领 袖 和 反 谷 物 洁 同 盟 创 始 人 ; 6 0 年 代 初 起 为 自 由 党 （资 产 阶 级 激 进  
派 ) 左 翼 领 袖 ；曾 多 次 任 自 由 党 内 阁 的 大 臣 》 —— 2 6 2 、292.、5 8 9 、6 9 8 、72.9、 
8 1 1 ,8 4 4 ,

布 朗 ，约 翰 （B ro w n . John)_  •英 国 埃 利 斯 一 布 朗 钢 铁 公 司 老 板 （ 1865 )。
2 6 7 ,2 6 8 .

布 朗 基 . 路 易 . 奥 古 斯 特 （B lan q u i，L o u is -A u g u s te  1805 —  1 8 8 1 )-------法 国 革 命
家 ，空 想 共 产 主 义 者 ，主 张 通 过 密 谋 性 组 织 用 暴 力 夺 取 政 权 和 建 立 革 命 专 政 ； 
许 多 秘 密 社 团 和 密 谋 活 _动 的 组 织 者 ，1 8 3 0 年 七 月 革 命 和 1 8 4 8 年 二 月 革 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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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加 者 ，秘 密 的 四 季 社 的 领 导 人 ，1 8 3 9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起 义 的 组 织 者 ，同 年 被  
判 处 死 刑 ，后 改 为 无 期 徒 刑 ； 1848 - 1 8 4 9 年 革 命 时 期 是 法 国 无 产 阶 级 运 动 的  
领 袖 ；巴黎丨 8 7 0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起 义 的 领 导 人 ,巴 黎 公 社 时 期 被 反 动 派 囚 禁  
在 凡 尔 赛 ，普 缺 席 当 选 为 公 社 委 员 ; 一 生 中 有 3 6 年 在 狱 中 度 过 。 2 8 5 。

布 朗 基 ，日 罗 姆 . 阿 道 夫 （B la n q u i .J é rô m e A d o lp h e  1 7 9 8 —  1854) 法 国 经 济  
学 家 和 经 济 学 史 学 家 . 庸 俗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代 表 人 物 . 路 • 奥 • 布 朗 基 的 哥 哥 - 

—  285,351«,

布 雷 ，约 翰 . 弗 兰 两 斯 ( B r a y . Jo h n  F ra n c is  1 8 0 9 - 1 8 9 7 )——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空  
想 社 会 主 义 者 . 罗 • 欧 文 的 信 徒 ，职 业 是 印 刷 工 人 ；阐 发 了 “ 劳 动 货 币 ”的 理
论 。 - - 61。

布 林 德 利 ，詹 姆 斯 （B r in d le y ,J a m e s  1 7 1 6 — 1 7 7 2〉- - - 英 国 工 程 师 和 发 明 家 。
—— 3 6 3 ,

布 鲁 克 纳 ，约 翰 （B ru c k n e r , Jo h n  1726 —  1 8 0 4 )--------英 国 教 士 ，写 有 一 些 哲 学 著
作 。 ------- ;658。

布 鲁 姆 ，亨 利 . 姨 得 ，_ 鲁 姆 - 沃 克 斯 勋 爵 n ^ ro u g h a m .， H e n ry  P e t e r ， L o rd  

B ro u g h a m  an d  V a u x  1778 1 8 6 8 ) - 英 国 国 务 活 动 家 、法 学 家 和 著 作 家 ，辉
格 党 人 .2 0  3 0 年 代 是 自 由 贸 易 的 拥 护 者 ，曾 任 大 法 官 （ 1830 —  1 8 3 4)，曾促
进 1 8 3 2 年 选 举 改 革 的 实 施 ; 议 会 议 员 。 8 2 3 。

布 鲁 纳 • 约 翰 . 康 拉 德 （B ru rm e r .J o h a n n  K o n ra d  ]6 5 3  - 】？2 7 ) ------德 国 医 生 。
------- 509« -

布 鲁 斯 —— 英 国 矿 主 ，1 8 6 6 年 为 议 会 矿 山 调 査 委 员 会 委 员 。 _ -5 2 3 a

布 罗 德 赫 斯 特 ，约 翰 ( I f e a d h u m ， Jo h n  1 9 世 纪 ）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资 产 阶 级 庸
俗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代 表 人 物 》 4 6 。

布 罗 迪 ，本 杰 明 . 柯 林 斯 （B ro d ie ， S ir  B en jam in  t 'o l l in s  1 7 8 3 - - 1862>_ 英 国 外  
科 医 生 和 生 理 学 家 。 - 2 8 8 。

布 罗 顿 男 爵  见 霍 布 豪 斯 ，约 翰 • 卡 姆 . 布 罗 顿 男 爵 。
布 罗 顿 ( B r o u g h t o n ) - 英 国 诺 丁 汉 的 治 安 法 官 。 - 2 4 9 。
布 洛 克 . 奠 P .斯 ( l i lo c k .M fu jr i r e  1816 1 9 0 0 )-  法 闰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和 统

计 学 家 ，庸 俗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代 Ä 人 物 . 一  8 4 5 。
布 思 罗 伊 德 (B o m h ro y d )  1 8 6 0 年 曾 在 英 国 汉 利 行 医 。 -2 5 1。
布 瓦 洛 . 埃 蒂 耶 纳 (B o ile a u ,É tic rn ie  1200— 1 2 6 9 ) - 法 国 商 人 • 巴 黎 商 会 会 长 ， 

记 述 巴 黎 手 工 业 行 会 的 《手 工 业 手 册 》— 书 作 # 。- 一  5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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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瓦 洛 德 普 窗 奥 ，尼 古 拉 （B o ile a u -D esp réa u x ， N ico las 163fi - 17 11 >- 法 H 诗  
人 和 文 学 评 论 家 , 法 国 古 典 文 学 的 代 表 人 物 ; 《读 经 台 》的 作 者 。一 7 0 1。

C

查 理 大 帝  见 查 理 一 世 ，查 埋 大 帝 。
査 理 一 世 (C h a r le s  I 1600 — 1 6 4 9 ) . .英 国 国 王 （1 6 2 5 — 1 6 4 9 ) , 1 7 世 纪 英 国 资  

产 阶 级 革 命 时 期 被 处 死 „ 7 7 6 、777»

査 理 一 世 ，査 理 大 帝 （ C h a r le s  I , C h a rle m a g n e  7 4 2 . -  8 1 4 ) - — 法 兰 克 国 王 （ 768 

年 起 ) 和 皇 帝 ( 8 0 0 年 起 ）。 —— 7 8 4。
查 理 二 世 (C h a r le s  丨1 】6 3 0 — 丨6 8 5 ) - 英 国 国 王 （1 6 6 0 — 1685>„ —— 120.

査 理 五 世 (K ar.丨 V  1 5 0 0 — 1 5 5 8 )— ■德 意 志 神 圣 罗 马 帝 国 氧 帝 （1 5 1 9 -  1 5 5 6 ) ,  

称 查 理 五 世 ; 曾 为 西 班 牙 国 王 （ 1516 —  1 5 5 .6 )，称 查 理 一 世 ; 拉 萨 尔 的 剧 本 《弗 
兰 茨 • 冯 • 济 金 根 》中 査 理 五 世 的 原 型 。 7 9 6。

査 理 六 世 (K a r l  V I 1685 1740) 德 意 志 神 圣 罗 马 帝 国 皇 帝 （1 7 U  1 7 4 0 ) ,

莱 奥 波 德 一 世 之 子 。 4 4 8 。
查 默 斯 , 托 马 斯 (C h a lm e rs ,  T h o m a s  1 7 8 0 — 1 8 4 7) ―- 苏 格 兰 冲 学 家 和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马 尔 萨 斯 的 追 随 者 ，_—— 1 6 1 ,6 5 8 .6 5 9 .

柴 尔 德 ，乔 赛 亚 a : l i ü d ，Jo s ia h [ J 〇Sm s]  1 6 3 0 -  1 6 9 9 ) - - 英 国 商 人 .经 济 学 家 和  
银 行 家 . 重 商 主 义 者 ; 东 印 度 公 d 董 事 长 。—— 8 2 3 、8 3 0 。

车 尔 尼 雪 夫 斯 基 ，尼 占 拉 * 加 甫 里 洛 维 奇 ( 1^111>1^1680<1^，1~1111<0113(^3»丨》1_1101«1'1 

1828 -  1 8 8 9 )—— 俄 国 革 命 民 主 主 义 者 ，作 家 和 文 艺 批 评 家 ，经 济 学 家•哲学  
家 。 -------8 4 4 。

D

达 尔 豪 西 侯 爵 和 伯 爵 . 詹 姆 斯 • 安 德 鲁 • 布 龙 - 拉 姆 齐 （D a lh o u s ie .J a m e s

A n d re w  B ro u n -R a m s a y ,M a rq u e s s  and  Efirl o f  18 J2  — 1 8 6 0 )-------英 国 政 治 活
动 家 . 皮 尔 分 子 ，议 会 议 员 ，曾 任 印 度 总 督 （ 1848 1 8 5 6) .执 行 殖 民 主 义 掠 夺
政 策 。—— 7 9 1 。

达 尔 文 ，查 理 • 罗 伯 特 ( D a r w in .C h a r l«  R o b e rt 1809 — 18 82) — 英 国 自 然 科 学  
家 ，科 学 的 生 物 进 化 论 的 奠 基 人 。 —— 3 5 6 ,3 8 7  0 

达 菲 ，查 理 . 加 万 （D u ffy ， C h a r le s  G av an  1816 —  1 9 0 3)—— 爱 尔 兰 政 治 活 动 家  
和 新 闻 工 作 者 青 年 爱 尔 兰 ” 领 导 人 和 保 障 租 佃 者 权 利 同 盟 创 建 人 之 一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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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员 ；1 8 5 6 年 流 亡 澳 大 利 亚 ，曾 多 次 任 国 家 公 职 。—— 8 4 0 。
达 菲 ，威 廉 (D u ffy ,W iU ia m )—— 英 国 工 人 。—— 2 5 3 。
达 弗 林 侯 爵 ，弗 雷 德 里 克 • 坦 普 尔 • 汉 密 尔 顿 • 坦 普 尔 • 布 莱 克 伍 德  

(D u f f e r in ,  F re d e ric k  T e m p le  H a m ilto n  T em p le -B la c k w o o d , M a rq u e ss  o f 

1826 — 1 9 0 2 )—— 英 国 国 务 活 动 家 和 外 交 家 . 自 由 党 人 ，爱 尔 兰 大 地 主 ，曾 参  
加 格 莱 斯 顿 内 阁 （ 1868 —  1 8 M ) . 加 拿 大 总 督 （ 1872 —  1 8 7 8) ，驻 彼 得 堡 大 使  
(1 8 7 9  — 1 8 8 1 )，驻 君 士 坦 丁 堡 大 使 （ 1881 —  1 8 8 2 )，印 度 总 督 （ 1884 — 1 8 8 8)。 

—  7 6 3 ,7 6 4 »

但 丁  . 阿 利 格 埃 里 （ D a m e  A lig h ie ri 1265 —  1 3 2 1 )—— 意 大 利 诗 人 ， -

_站 、2.53。 ,.

道 布 尔 迪 , 托 马 斯 (D 〇u b le d a y ， T h o m a s  ]7 9 0  _1870)—— 英 国 政 论 家 和 经 济 学
家 《 --------820„

道 默 ，格 奥 尔 格 . 弗 里 德 里 希 (D a u m e r ,G e o rg  F r ie d r ic h  1800 — 1 8 7 5)— …德 国  
著 作 家 ，写 有 一 些 宗 教 史 方 面 的 著 作 „ —— 2 9 7。

德 • 昆 西 ，托 马 斯 (D e  Q u in re y ,T h o m a s  1 7 8 5 —  1859.)—— 英 国 著 作 家 和 经 济 学  
家 . 李 嘉 图 著 作 的 注 释 者 。 - 一 4 1 1  

德 比 伯 爵 ，爱 德 华 • 乔 治 • 杰 弗 里 • 斯 密 斯 • 斯 坦 利 ，（比 克 斯 塔 夫 的 ）斯 坦 利  
励 爵 （D e rl)y ， E d w a rd  G eo rg e  ( îe o f lre y  S m ith  S ta n le y .L o rd  S ta n le y  o f  B ick e r- 

s t a f f e .E a r lo f  1799- 1 8 6 9 ) -英 国 政 治 活 动 家 ，托 利 党 领 袖 ，1 9 世 纪 下 半  
叶 为 保 守 党 领 袖 ；曾 任 陆 军 和 殖 民 大 臣 （ 1833 —  1 8 3 4 和 184 1— I M S )，内 阁 首  
相 （1 8 5 2 J .8 5 8 — 1859 和  186 6 — 1 8 6 8 )。 —— 479„

德 尔 ，路 易 . 弗 朗 索 瓦 , ■ 欧 仁 （D a in sL o u is -F ra n ç o is -E u g è n e  1798 —  1 8 4 7 ) —  

法 国 著 作 家 和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政 治 经 济 学 著 作 的 出 版 者 。 —— 2 7 ,3 0 ,  

8 5 、9 6 、1 0 3、1 0 4、1 0 6 、1 1 1、1 1 4、125、1 3 6、1.40、] 4 4 、1 4 7、1 5 6 -— 】5:7、L59、1 6 0、 
纖 J 1 I J 2 S 、綱 .

德 库 . 萨 洛 蒙 〇>  S a b m o n  1576 - -  1626 )—— 法 国 建 筑 师 和 工 程 师
------- 3 9 2 0

德 莱 登 ，约 翰 ( D r y d e m j o h n 比31 -  1 7 0 0 ) -  英 国 诗 人 和 剧 作 家 ，古 典 主 义 的
代 表 人 物 。------- 2 4 7 ,

德 穆 兰 ，吕 西 . 西 姆 普 利 斯 . 卡 米 耶 . 贝 努 瓦 （D e sm o u lin s，L ucie^Sim plice" 

C a m illt-B e n o is t 1760- 1 7 9 4 )—— 法 国 法 学 家 和 新 闻 工 作 者 ，1 8 世 纪 末 法 国
资 产 阶 级 革 命 的 活 动 家 . 右 翼 雅 各 宾 党 人 ， _ 8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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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斯 杜 特 • 德 • 特 拉 西 伯 爵 ，安 东 • 路 易 • 克 劳 德 (D e s tu t t  d e  T r a c y ，A nto ine"

L o u is -C la u d e ,c o m te  de  1 7 5 4 一 1 8 36)--------法 国 经 济 学 家 、感 觉 论 哲 学 家 和 政
治 活 动 家 ，哲 学 上 观 念 学 派 的 创 始 人 ；立 宪 君 主 制 的 拥 护 者 。 - - 7 4 , 1 5 5 ,  

1 6 2、3 3 8 、3 4 1 、6 9 6 。
德 维 利 耶 (D ev iU iers 1 9 世 纪 ) —— 法 国 医 生 ，向 医 学 科 学 院 提 交 了 关 于 儿 童 死  

亡 问 题 的 论 文 。 4 1 4 。
邓 宁 ，托 马 斯 • 约 瑟 夫 （D u n n in g ,T h o m a s  Jo se p h  1799 - 1 8 7 3 ) -— 英 国 工 会 活  

动 家 和 政 论 家 —— 5 8 1 ,5 8 4 ,5 8 5 ,8 2 4 „

狄 奥 多 鲁 斯 ( 西 西 里 的 ） （ D io d o ru s  S i c u lu s 公 元 前 8 0 前 后 一 2 9 ) -  — 希 腊 历 史  
学 家 . 曾 在 罗 马 居 住 ;《史 学 丛 书 》的 作 者 —— 2 4 1 、3 5 4 、3 8 3 、5 3 7 。

狄 德 罗 ，德 尼 (D id e ro t ,D e n is  1713. 1 7 8 4 )—— 法 国 哲 学 家 ，机 械 唯 物 主 义 的 代  
表 人 物 . 无 神 论 者 ，法 国 革 命 资 产 阶 级 的 代 表 . 启 蒙 思 想 家 ，百 科 全 书 派 领 袖 ； 
1 7 4 9 年 因 自 己 的 著 作 遭 要 塞 监 禁 ，—— 1 2 9 ,

笛 福 , 丹 尼 尔 ( D e fo e ,D aniel 1 6 6 0 前 后 一  17 3 1 ) 英 国 作 家 和 政 论 家 . 小 说 《鲁
滨 逊 漂 流 记 》的 作 者 。 —— 1 3 6 、6 5 7 。

笛 卡 儿 ，勒 奈 ( D e s c a n e s ， R en é  1596 - - lf i5〇)_------- 法 国 二 兀 论 哲 学 家 、数 学 家 和
自 然 科 学 家 。 —— 4 0 5 ,4 0 6  0

蒂 利 一 亨 德 森 （丁iUi.e H e n d e r s o n ) 爱 尔 兰 的 伦 敦 德 里 的 一 家 衬 衫 厂
—  4 8 6 ,4 9 9 ,

都 铎 王 朝 —— 英 国 王 朝 （ 1485 —  1603).。 —— 8 1 0 。
杜 邦 , 皮 埃 尔 (D u p o n t ,P ie r r e  1_821 _1_87〇) —— 法 国 作 曲 家 ，他 的 《工 人 之 歌 》在 

工 人 中 广 为 流 传 ，—— 7 4 5 。
杜 尔 哥 • 安 娜 • 罗 伯 尔 • 雅 克 ，洛 恩 男 爵 （T u r g o t，A n n e ^ R o b e r t- ja « iu e s ， haroii 

de  l 'A u ln e  1 7 2 7 -  1 7 8 1 )一 - 法 国 国 务 活 动 家 、经 济 学 家 和 哲 学 家 ，t 农 学 派  
的 重 要 代表 人 物 .魁 奈 幽 学 生 ; 财 政 总 监 (1 7 7 4  — 1776).„ -  - 1 8 2、3.26_、559„

杜 克 佩 西 奥 ，爱 德 华 (D u c p é t ia u x ， É d o u a rd  18〇4 -  1&68)—— 比 利 时 政 论 家 和 统  
计 学 家 . 资 产 阶 级 慈 善 家 . 监 狱 和 慈 善 设 施 视 察 员 《 -7 2 0 ,

杜 鲁 门 ( T r u m a n ) —— 英 国 诺 了 汉 贫 民 诊 所 的 医 生 。 - - 4 9 1 。
杜 蒙 ，皮 埃 尔 . 埃 蒂 耶 纳 • 路 易 （D u m o n t, P i e n ^ É t i e n n e  L o u is  口 59 - 

1 8 2 9 )— - 瑞 士 传 教 士 和 政 论 家 . 米 拉 波 和 边 沁 的 秘 书 , 边 沁 著 作 的 出 版 者 。 
— 6 4 9 。

杜 能 ，约 翰 . 亨 利 希 . 冯 丨 T h ü n e ru jo h a n n  H e in ric h  von 17SS —  1 8 50)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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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研 究 过 农 业 经 济 问 题 ，他 在 《孤 立 国 家 》中 提 出 了 按 最 大  
利 润 原 则 来 配 置 农 业 的 理 论 和 环 状 生 产 分 布 的 构 想 。 —— 6 6 3 。

E

厄 什 韦 葛 ，威 廉 . 路 德 维 希 • 冯 （E s d iw e g e ， W ilh e lm  L u d w ig  v o n  1777 — 

1 8 5 5 )— 德 国 地 质 学 家 和 地 理 学 家 ，矿 工 ；写 有 关 于 采 矿 工 程 的 著 作 。 
一  31 〇

恩 布 尔 顿 (E m W e to n )—— 英 国 纽 卡 斯 尔 热 病 医 院 的 医 生 。—— 7 1 1 。
恩 索 尔 ，乔 治 (E nsor.G eorge 1769 — 1843)- — 英 国 政 论 家 ，马 尔 萨 斯 主 义 的 批

评 者 。 一 7 8 8 .

F

法 尔 ，约 翰 • 理 查 （F a r r e .J o h n  R ich a rd  1 7 7 4 -  i l8 6 2 )—— 英 国 医 生 。 —— 2 8 8 。 
范 德 林 特 . 杰 科 布 （V a m k T l im .J a e o h 死 于 1 7 4 0 年 〉——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重 农 学  

派 的 先 驱 ，货 币 数 量 论 的 早 期 代 表 。 —— 丨 1 8、1 2 5、1 4 0、2 8 2 、2 8 4 、3 2 6 、3 4 4 、
3 fi3、6 5 7 D

菲 尔 登 ，约 翰 (F ie ld e n ， .lohn  1784 1849) 英 国 厂 主 ，慈 善 家 ；议 会 议 员 .工
厂 立 法 的 拥 护 者 《 4 2 0 、4 3 0 、8 2 1 、8 2 2 。

菲 力 浦 第 一 （罗 弗 尔 的 >(_Philippe】 de Rouvres 1346 — 1361)----勃 艮 第 公 爵  
(1349 — 1361)。一 ,805。 .

菲力浦六丨 I丨: （瓦 卢 瓦 的 ^ P h i l i p p e  V I (.le V a 丨oLs 1293 — 1 3 5 0 )— -法 国 国 王  
U 3 2 8  1 3 5 0 ) .  8 5。

菲 瑟 灵 . 西 蒙 ( V iSSeri n g ,S i m o n 丨818 _ 1888) 荷 兰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和 统
汁 学 家 . 庸 俗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代 表 „ - 5 2 9 。

费 尔 贝 恩 ，威 廉 （F a irh a im . W illiam  1789 1 8 7 4 ) 英 国 厂 主 ，工 程 师 和 发 明
策 。 —— 4 5 7 。

费 「I I埃 ，弗 朗 索 瓦 . 路 易 • 奥 丨 片斯特（F e rr i t’r .F ra n ^ o is -L o u is -A u g u s t t ' 1777 - 

1 8 6 1 ) - 法 国 资 产 阶 级 庸 俗 经 济 学 家 .保 护 关 税 制 度 的 拥 护 者 和 歌 商 主 义  
的 揆 仿 萏 ，国 家 宫 — 5 2 。

费 伦 德 ，威 廉 • 缶 什 # : 尔 德 ( F f i r a ru h W il l ia m  B u sh fie ld  1809 —  1889> —— 英 国  
政 治 活 动 家 ，托 利 党 人 . 议 会 议 员 ，贵 族 慈 善 运 动 的 主 要 代 表 .， - 2 7 4 、 
4 3 f ,6 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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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希 特 ，约 翰 • 哥 特 利 布 （F ic h te ， Jo h a n n  G o tt lie b  1762 ■ - 1 8 丨 彳 ） -德 国 哲 学  
家 ，德 国 古 典 哲 学 的 代 表 人 物 ，主 观 唯 心 主 义 者 》—— 4 4 。

丰 特 雷 . 安 东 • 路 易 （F o n t e r e t . A n t o i m - L o u i s ) - 法 国 医 生 , _ ] 9 世 纪 下 半 叶 写  
有 一 些 公 共 卫 生 方 面 的 著 作 。 —— 3 7 9 a

弗 格 森 ，亚 当 （F e rg u s o n ,  A d a m  17 2 3 — ] 8 】6 ) —— 苏 格 兰 历 史 学 家 、哲 学 家 和 社  
会 学 家 ; 大 • 休 漠 的 追 随 者 。一 一 1 1 7、3 6 9 、3 7 7 — 3 7 9 。

弗 莱 彻 ，安 德 鲁 ( F le tc h e r .  A n d re w  1 6 5 5 —  1716)_ -苏 格 兰 政 治 活 动 家 ，地 主 .

维 护 苏 格 兰 的 独 立 。 7 7 8 。
弗 赖 塔 格 ，古 斯 塔 夫 （F r e y ta g ， G u s ta v  1816 1 8 9 5 )一 - 德 凼 资 产 阶 级 著 作 家 和

新 闻 工 作 者 。------- 7 9 9 0

弗 里 德 里 希 二 世 . 弗 里 德 里 希 大 帝 （ F rie d ric h  I I .F r ie d r ic h  d e r  G ro ß e  1712 

1 7 8 6 )------ 普鲁  土 国 王 （1 7 4 0 — 1 7 8 6)。 7 9 2 ,8 0 7  „

弗 利 特 伍 德 ，威 廉 Œ le e tw o o d ,W illiam  1656 _ 1723) 英 国 主 教 ，写 有 英 国 价  
格 史 方 面 的 著 作 。 - 2 8 0。

弗 尼 霍 夫 ，约 翰 (F e m y h 〇Ug h ,J « h n )_  英 国 斯 塔 福 德 郡 陶 器 厂 的 一 名 1 0 岁 的
童 工 （1 8 6 3 )。—— 2 5 1 。

孚 耳 阿 伯 ，约 翰 （F a u lh a h e r ,  Jo h a n n  ] 580  _ 1 6 3 5 ) —— 德 国 数 学 家 和 工 程 师 》
-------3 9 2 〇

福 布 斯 (F o rb e s  1 9 世 纪 ) —— 英 国 发 明 家 。一 -4 0 7 ,

福 蒂 斯 丘 ，约 翰 ( F o r l e s c i u s j o h n 约 ] 394 1476) - 英 国 法 学 家 ■财 政 大 臣 ，写
有 一 些 关 于 英 国 国 家 制 度 的 著 作 - —— 7 7 3 、7 7 4 。

福 尔 邦 奈 ，弗 朗 索 瓦 . 韦 龙 • 杜 韦 尔 热 ‘ 德 （F o r lio n n a is .F ra rK o is  V éron- 

D u v e rg e r  d e  1 7 2 2 - 1 8 0 0 ) —— 法 国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和 金 融 家 , 货 币 数 f t 论  
的 拥 护 者 ，重 农 主 义 的 g 对 者 ，一 8 5 。

福 塞 特 . 亨 利 ( F a w c e t t .H e n ry  18 ：« —  188彳 >_ -英 国 资 产 阶 级 庸 俗 经 济 学 家 .

约 • 斯 • 穆 勒 的 信 徒 ，1 8 6 5 年 起 为 议 会 议 员 ，f l 由 党 人 。 - M 9 、(55.1.、 
7 0 2 、8 1 U

福 斯 特 ，纳 撒 尼 尔 （F o r s te r .N a th a n ie l  1 7 2 6 前 后 - 1 7 9 0 ) - 英 国 教 士 .写 有 一  
些 经 济 学 著 作 ，维 护 工 人 的 利 益 。 2 8 2 、糾 7 、7 8 2 、7 8 3 。

福 斯 特 ，威 廉 • 爱 德 华 （F ö rs te r ,W ill ia m  E d w a rd  ] 8 1 8 — 1 8 8 6 ) ' — 英 国 工 厂 主  
和 政 治 活 动 家 • 自 由 党 人 . 议 会 议 员 （] 8 6 1 年 起 ），曾 任 爱 尔 兰 事 务 大 臣  
(1 8 8 0  — 〗8 8 2 h 奉 行 残 酷 镇 压 爱 尔 兰 民 族 解 放 运 动 的 政 策 。 7 1 2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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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 立 叶 ，沙 尔 （F o u r ie r ,C h a r le s  1 7 7 2 - _ 18 3 7 >  — 法 国 空 想 社 会 主 义 者 。 -  

3 0 1 、3 9 9 、4 4 6 、4 7 0 、6 3 3 、7 4 7 。
富 尔 顿 ，罗 伯 特 ( F u l to m R o b e r t  1765 _ 1815)—— 美 国 工 程 师 和 发 明 家 ，1 8 0 3 年 

建 造 了 第 一 艘 轮 船 》—— 5 1 6 。
富 拉 顿 ，约 翰 ( F u l la r to m jo h n  1 7 8 0 —  1 8 4 9 )— -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货 币 数 量 论 的 反  

对 者 ; 写 有 一 些 关 于 货 币 流 通 和 信 贷 问 题 的 著 作 。 ^— 1 2 3 、1 3 7 、1 4 0。
富 兰 克 林 , 本 杰 明 （F ra n k lin ,B e n ja m in  1 7 0 6 —  1 7 9 0 )—— 美 国 政 治 活 动 家 、外 交  

家 、经 济 学 家 、作 家 和 自 然 科 学 家 ; 美 国 启 蒙 运 动 的 代 表 人 物 ，美 国 独 立 战 争  
的 参 加 者 , 美 国 独 立 宣 言 ( 1 7 7 6 )的 起 草 人 之 一 ;他 最 先 有 意 识 地 用 劳 动 时 间  
来 确 定 价 值 》 - —  7 3 、7 4 、1 6 3、1 8 2、3 4 0 、6 5 7 。

G

戈 登 ，约 翰 （G o rd o n , S ir  J o h n  1798 ] 8 6 2 )- —爱 尔 兰 医 生 ，科 克 市 市 长 。
— 1 7 5 0

戈东 诺 夫，波 里 斯 . 费 多 罗 维 奇（rcwyHOB， BopMC C*6Ä〇P〇BH4 15 5 1前 后 -  
1 6 0 5 ) -俄国 沙皇（1598- ](505)。 一- 780。

戈 弗 雷 (G o d f re y ) -  戈 弗 雷 强 心 剂 ( 一 种 鸦 片 制 剂 ）的 发 明 者 。 _41 1。
哥 伦 布 . 克 里 斯 托 弗 尔 ( C o l o m b o  [ C o l u m b u s ] . C h r i s t o f o r o  1 4 5 1  —  1 5 0 6 )  意  

大 利 航 海 家 , 在 西 班 牙 供 职 . 在 四 次 航 海 （1 4 9 2  _ 1 5 0 4 ) 过 程 中 ，发 现 并 考 察 了  
加 勒 比 群 岛 以 及 中 美 洲 沿 海 地 K 和 南 美 洲 的 东 北 地 区 。 —— 】2 6 。

歌 德 ，约 翰 • 沃 尔 弗 M  . 冯 ( ( io e th e .J o h a n n  W o lfg a n g  v o n  丨 749 —  1 8 3 2) -德 
国 诗 人 、作 家 、思 想 家 和 博 物 学 家 。—— 2 7 7 、6 3 0 、7 6 8。

格迪斯(Gedcles,].)—— 英国 一家玻 璃制品厂 厂 主__ 419。
格 莱 斯 顿 . 威 廉 . 尤 尔 特 ( G la d s to n e ,W illiam  E w a n  1809 — 1 8 9 8)—— 英 国 国 务  

活 动 家 ，托 利 党 人 ，后 为 皮 尔 分 子 . 1 9 世 纪 下 半 叶 是 n 由 党 领 袖 ；曾 任 财 政 大  
E S (]8 5 2 — 1855 和  1859- 18 fifi)和 首 相 （1 8 6 8 - 丨8 7 4 、 1880 1 8 8 5、188.6 和 
1 8 9 2 — 1 8 9 4)〇 -  - 3 0 8 、4 7 5 、7 0 0 、7 0 1 ,8 0 0 。

格 雷 ，乔 治 ( G rey , G e〇 rge 1799 _ 1 8 _82)- — 英 国 国 务 活 动 家 . 辉 格 党 人 ，曾任内  
务 大 臣 （1 8 4 6 —  1 8 5 2 、 1855 _ - 1858 和 1861 . 1 8 6 6 ) 和 殖 民 大 臣 （ 1854 — 

1 8 5 5 〉。—— 2 9 8 , 7 1 4 .  .

格 雷 . 约 翰 (G m y .J o h n  ] 8 世 纪 宋 ） 英 国 著 作 家 .写 有 一 些 关 于 政 治 问 题 和  
经 济 问 题 的 著 作 。 —— 1 5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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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雷 . 约 翰 ( G r a y .J o h n  1 7 9 8 - 1 8 5 0 ) -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空 想 社 会 主 义 者 . 罗 •

欧 文 的 信 徒 ; 阐 发 了 “ 劳 动 货 rp ” 的 理 论 。 - 6 U

格 雷 格 • 罗 伯 特 . 海 德 ( ( > e g ,R o b e r t  H y d e  ]7 9 5  - 1 8 7 5 ) - 英 国 大 厂 主 ，自由 
党 人 ，自 由 贸 易 的 拥 护 者 》 - 3 0 2 。

格 雷 古 瓦 ，昂 利 • 利 特 宙 格 ( G r c g o i r .  H e n r i  L i t r e g  1 9 世 纪 F■半 叶 ）------- 比 利 时
工 人 . 布 鲁 塞 尔 印 刷 丄 人 协 会 书 记 . 《布 鲁 塞 尔 轻 罪 法 庭 上 的 印 刷 工 人 》 
( 1 8 6 5 ) — 书 的 作 者 „ —— 5 8 6 。

格 林 豪 . 爱 德 华 . 黑 德 勒 姆 ( G r e a ih o w .E d w a r d  H e a d la m  1814 _ 1888)_ 炎 
国 医 生 和 公 共 卫 生 学 家 。 2 5 0 、25_1、3 0 4 、435„

格 罗 夫 ，威 廉 • 罗 伯 特 (G ro v e ,W ill ia m  R o b e r t 1 8 1 1 —  ] 8 9 6 )  英 同 物 理 学 家
_ 法 学 家 。 —— 5 5 2 。

格 思 里 . 詹 姆 斯 ( G u th r ie ,  J a m e s  17 8 5 — 1 8 5 6 ) - 英 国 医 生 .  2 8 8 。

II

哈 勒 • 卡 尔 • 路 德 维 希 • 冯 （H a l le r ， C a rl L u d w ig  von  1768 1 8 54) 瑞 士 法
学 家 和 历 史 学 家 . 阿 • 冯 • 哈 勒 的 儿 ？。 4 0 5 。

哈 里 斯 ( H a r r iS) - 英 国 博 尔 顿 市 警 察 局 长 。 4 8 2 。
哈 里 斯 —— 见 马 姆 兹 伯 里 伯 爵 . 詹 姆 斯 • 哈 里 斯 。
哈 里 斯 ，詹 姆 斯 （H a r r is ,J a n w s  1709 — 1780)'— 英 国 语 文 学 家 和 哲 学 家 .国 务  

活 动 家 ，议 会 议 员 ，财 政 部 部 务 委 员 <1763 — 1 7 6 5)。 一  - 3 8 1 。
哈 里 逊 ，威 廉 （H a r r i s o n ,W illiam  1 5 3 4 —  1 5 9 3 )— — 英 国 教 t ,他 的 一 些 箸 作 是  

研 究 英 国 1 6 世 纪 历 史 的 宝 贵 资 料 „ 7 7 4 .8 0 4 .

哈 鲁 普 （H a m w ) ■— 英 国 韦 斯 特 伯 里 利 的 利 奥 韦 呢 绒 厂 厂 主 。—— 4 4 4 , 4 4 5 0

哈 姆 ，威 廉 （H a m m , W ilh e lm  182 0 —  1 8 8 0 ) - 德 H 农 学 家 ，写 有 一 》 农 业 问 题  
的 著 作 》-------- 5 3 0 。

哈 斯 丁  • 沃 伦 （H a s t in g s .W a r r c n  1 7 3 2 -  1 8 1 8 ) - 英 国 政 治 活 动 家 .英 国 第 一  
任 印 度 总 督 （1 7 7 4 -  1 7 8 5 ) .同 时 任 职 于 东 印 度 公 司 ，实 行 残 酷 的 殖 民 政 策 ， 
因 滥 用 职 权 于 1 7 8 8 年 被 提 交 法 庭 ，但 被 宣 告 无 罪 并 由 公 司 赔 偿 损 失 》 
—— 8 1 5 。

哈 索 尔 ，阿 瑟 • 希 尔 （ H i is s a lU A r th u r  H i丨I 1817 _ 1 8 9 4 ) - - - 英 国 捏 生 ，写 有 一  
些 关 于 公 共 卫 生 问 题 的 著 作 。 —— 1 7 5、2 5 5。

哈 维 ( H a r v e y ) —— 英 国 医 生 。 9 0 ,7 3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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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维 •威 廉 （H a rv e y , W illiam  1 5 7 8 —  1 6 5 7 ) —— 英 国 医 生 、生 理 学 家 和 胚 胎 学  
家 . 科 学 生 理 学 的 创 始 人 和 胚 胎 学 研 究 的 倡 导 者 ；1 6 2 8 年 发 现 血 液 循 环 系  
统 。:— — 9 0 。

哈 西 ，维 维 安 （H u s s e y ,V iv ian  1 9 世 纪 > -— 英 国 矿 主 ，1 8 6 6 年 为 议 会 矿 山 调 查  
委 员 会 委 员 。 — ~ 5 2 3 。

海 恩 斯 ，耶 利 米 （H a y n e s，J e re m ia h ) -  英 国 一 家 轧 锎 厂 的 一 名 1 2 岁 的 童 工
( 1 8 6 5 )。—— 2 6 6 。

海 涅 , 亨 利 希 ( H e in e ， H e in r ic h  1797 1 8 56) ^ 国 诗 人 ，革 命 民 主 主 义 运 动
的 先 驱 ，马 克 思 一 家 的 亲 密 朋 友 。一  - 3 1 4 。

汉 密 尔 顿 •威 廉 （H a m il to n ， W illiam  1 7 8 8 —  1 8 5 6 )—— 苏 格 兰 哲 学 家 .不 可 知 论  
者 ; 杜 • 斯 图 亚 特 著 作 的 编 者 。—— 3 3 4 。

汉 特 . 亨 利 • 朱 利 安 （H iim e r .H e n r y  Ju lia n  1 9 世 纪 ) 一 英 国 医 生 ，写 有 许 多 关  
于 工 人 困 苦 生 活 条 件 方 面 的 报 告 。 4 1 5 、 7 0 7  —  7 0 8 、 710 7 1 2 、7 1 6 、7 1 7 、
7 2 9 、 733 — 7 3 8 、7 4 3 、7 4 4 、7 7 6 、7 7 7 。

豪 威 耳 ，托 马 斯 • 琼 斯 (H o w e lh T h o m a s  j o n e s 死 于 1 8 5 8 年 ） 一 英 国 工 厂 视 察  
员 。 ^ ~ 2 3 2 、2 4 7 、2 9 9 、3 0 1。

豪 伊 特 ，威 廉 （H o w iu ， W illiam  1792 1 8 7 9 )-  英 国 著 作 家 ，写 有 基 督 教 的 历
史 和 许 多 其 他 问 题 的 著 作 。 - 8 】4 。

赫 顿 • 查 理 （H u tto n ,C h a r le s  1 7 3 7 — 1 8 2 3 ) —— 英 国 数 学 家 。 —— 3 8 7 。
赫 弗 • 斐 迪 南 （H o e fe r，F e rd im r u U 8 1 9  —  1882 ) - — 法 国 出 版 商 ，原 系 德 国 人 。 

—— 5 3 8 0

赫 拉 克 利 特 (H e r a k ld tc x s 约 公 元 前 540 —  4 8 0 ) 古 希 腊 哲 学 家 ，辩 证 法 的 奠
基 人 之 一 ，自 发 的 唯 物 主 义 者 ^ —— 1〇〇。

赫 伦 施 万 德 ，让 （ H e m m s c h w a n c M e a n  H 2 8 — 1 8 1 2)— 瑞 士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 —— 1 1 6。

赫 胥 黎 ，托 马 斯 • 亨 利 （H u x le y ， T h o m a s  H e n ry  1825 —  1 8 9 5 )------- 英 国 自 然 科
学 家 ，生 物 学 家 ; 达 尔 文 的 朋 友 和 信 徒 及 其 学 说 的 普 及 者 ，在 哲 学 方 面 是 不 彻  
底 的 唯 物 主 义 者 。 509 0

黑 格 尔 ，乔 治 • 威 廉 • 弗 里 德 里 希 （H e g e l ， G e o rg  W ilh e lm  F r ie d r ic h  1770 

1831 >—— 德 国 古 典 哲 学 的 主 要 代 表 。 —— 3 5 、9 7 、1 6 8 、1 8 1、2 6 9 、3 2 1 、3 7 9 、 
8 4 5 、8 4 7 、8 4 8 。

亨 利 三 世 ( H e ö r i  III  I S S l — 1 5 8 9 )—— 法 国 国 王 （1 5 7 4 — 1 5 8 9 )。——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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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 利 七 肚 （ H e n ry  V 丨I [4 5 7  -  1 5 09) 英 M  闻 王 （ 1485 —  1509 ) 。 —— 2 8 0 、 
7 7 5 、7 7 6 、7 9 3 ,

亨 利 八 世 （ Henry VIII 1491 — 1547)—— 英 M 国 王 （ 1509 1547)。 --  775、
793、794。

胡 阿 雷 斯 , 贝 尼 托 帕 布 洛 CJu^rej;:.[Juarez]， Benito Pablo. 180:6 —  Î敏拿) — 墨 
西 哥 国 务 活 动 家 .内 战 （ 1858 — 1860)和 法 国 武 装 干 涉 墨 西 哥 （ 1861 -18fi7)时  
期 为 ß 由 党 的 领 袖 ，墨 西 哥 总 统 (1858 1872)。—— 168。

华 德 ，约 翰 ( W a r d ,J o h n  世 纪 ) —— 英 国 历 史 学 家 ，《维 多 利 亚 女 王 陛 下 在 位
初 期 的 特 伦 特 河 畔 斯 托 克 城 K 1 8 4 3 )— 书 的 作 者 。 - 一 2 7 4 。

华 莱 士 . 罗 伯 特 (W a lla c e .R o b e r t  1697. 1 7 7 1 ) - 英 国 教 士 和 统 汁 学 家 ，提出
了 人 口 论 ，后 为 马 尔 萨 斯 所 利 用 - - 二 邡 7 .6 5 7 、6 5 8 。

怀 特 (W h ite )  —  - 英 国 社 会 活 动 家 ，曾 任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委 员 。 - - 2 5 3 、2 6 5 、 
2 6 8 、2 7 1 、4 1 9 、4 9 4 、4 關 。

怀 特 ( W h i te ,W .)  ■ 英 国 医 生 。 5 0 8 。
淮 亚 特 ，约 翰 ( W y a t t j o h n  1700 1766) 英 国 技 师 ，曾 发 明 纺 纱 机 。 - - - 3 8 7。
惠 特 布 雷 德 , 赛 米 尔 ( W h itb r e a d ,S am u el 1758 1815) 英 国 政 治 活 动 家 ，议

会 议 员 . 辉 格 党 人 。 - 8 0 0 。
惠 特 尼 •伊 莱 (W h im e y ,E l i  1765 - 1 8 2 5 ) —— 美 国 发 明 家 ，曾 发 明 轧 棉 机 。

399、4.07。
霍 布 豪 斯 ，约 翰 . 卡 姆 ，布 罗 顿 男 爵 （H o b h o u s e ， Jo h n  C a m .B a ro n  ß ro u g h to n  

1786 — 1 8 6 9 )—— 英丨 3 国 务 活 动 家 . 辉 格 党 人 ；1 8 3 1 年 的 工 厂 法 是 在 他 的 倡  
议 下 通 过 的 ；曾 任 印 度 事 务 督 察 委 员 会 主 席 （ 1835 - 1 8 4 ] 和 1 8 4 6 — 1852) 。

—  2 9 9 。
霍 布 斯 ，托 马 斯 （H o b b e s , T h o m a s  1588— 1679)— 英 国 哲 学 家 ，机 械 唯 物 主 义  

的 代 表 人 物 ,早 期 资 产 阶 级 天 赋 人 权 理 论 的 代 表 。一- 1 7 0 ,4 0 6 、6 5 7 。
霍 顿 . 约 翰 （̂1〇叫111〇11，_|〇1111死 于 1 7 0 5 年 > _ - 英 国 商 人 和 经 济 学 家 ，写 有 一 些  

关 于 商 业 、工 业 和 农 业 问 题 的 著 作 。 4 4 7。
霍 恩 ，乔 治 （H o m e ,G e o r g e  1 7 3 0 —  1 7 9 2〉一 漢 国 主 教 ，写 有 抨 击 伊 • 牛 顿 、 

大 • 休 谟 、亚 ■ 斯 密 和 其 他 学 者 的 小 册 子 。一 6 5 8 。
霍 尔 ，克 里 斯 托 弗 • 纽 曼 （H a l l ， C h r is to p h e r  N e w m a n 丨816  — 1 9 02) 英 Hä教

士 ，高 级 僧 侣 的 代 表 人 物 。—— 2 6 2。
霍 华 德 • 德 • 沃 尔 登 男 爵 ，查 理 • 奥 古 斯 塔 斯 • 埃 利 斯 （ H o w a rd  de W ald e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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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a rle s  A u g u s tu s  E l l i s ,B aron  1799 —  1 8 6 8 )----- 英̂ 国 外 交 官 。-------- 2 8 5 〇
霍 吉 斯 金 , 托 马 斯 （ H o d g s k im T h o m a s  1 7 8 7 — 1 8 69) ^ 国 经 济 学 家 和 政 论

家 ，空 想 社 会 主 义 者 ; 他 以 李 嘉 图 的 理 论 为 依 据 • 批 判 资 本 主 义 • 维 护 无 产 阶  
级 的 利 益 。一 - 3 5 3 、3 6 7 、3 7 0 、5 6 3 、6 0 8 、8 1 3 。

霍 林 舍 德 ，拉 斐 尔 （H o liiish e d，R a p h a e l约 死 于 1 5 8 0 年 ^ 英 国 历 史 学 家 ，写  
有 英 格 兰 、苏 格 兰 、爱 尔 兰 自 远 古 时 代 至 1 6 世 纪 7 0 年 代 的 编 年 史 。
7 7 4 、7 9 4 〇

霍 罗 克 斯 一 杰 克 逊 公 司 （ H o rro c k s  &  Ja c so n  ) 英 国 一 家 纺 织 公 司 。 
—— 4 2 9 。

霍 纳 ，弗 兰 西 斯 ( H o m e r .F r a n d s  1778 —  1 8 1 7) - 英 国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和 政  
治 活 动 家 ，议 会 议 员 ，辉 格 党 人 ，金 条 委 员 会 主 席 （1 8 1 0 )，李 嘉 图 货 币 论 的 追  
随 者 。—— 8 2 2。

霍 纳 , 伦 纳 德 （H o m e r ， L eo n a rd  1785 1864) 英 国 地 质 学 家 和 社 会 活 动 家 ，
曾 任 工 厂 视 察 员 （1 8 3 3 -  1 8 5 9 )，维 护 工 人 利 益 。 2 2 8 、2 4 6 、2 8 6 、2 9 0 、2 9 4 、
2 9 8 、3 0 0 、3 0 6 、4 1 7 、4 1 8 、4 3 2 、4 3 3 、4 4 6 、5 8 1 。

霍 普 金 斯 ，托 马 斯 ( H 〇p k in s ,T h ( )m a s 1 7 8 0 —  1 8 6 4)—— 英 国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 ------- 2 3 4 。

J

基 尔 希 曼 ，尤 利 乌 斯 • 海 尔 曼 • ？马 （K irc h m a m i， J u liu s  H e rm a n n  v o n  1802 — 

1 8 8 4 )—— 德 国 法 学 家 、政 论 家 和 哲 学 家 ，自 由 党 人 ；1 8 4 8 年 为 普 鲁 士 国 '民 议  
会 议 员 ，属 于 中 间 派 左 翼 ，后 为 普 鲁 士 邦 议 会 议 员 和 德 意 志 帝 国 国 会 议 员 ;写  
有 哲 学 和 法 学 方 面 的 著 作 。—— 5 5 7 。

基 林 ，安 (K i l l i ru A rm )— 苏 格 兰 一 所 学 校 的 创 办 人 。 —— 4 1 7 。
基 斯 ( K e y s ) — 英 国 医 生 。 2 6 2。
基 谢 廖 夫 伯 爵 ，帕 维 尔 • 德 米 特 里 耶 维 奇 （KHcejiëB， flaB eji Amhtpmcbmh， rpa中 

1788 — 〗872卜 俄 国 国 务 活 动 家 和 外 交 家 ，将 军 ;摩 尔 多 瓦 和 瓦 拉 几 亚 俄 国  
行 政 当 局 首 脑 （ 1829 - 1834)，枢 密 院 农 民 问 题 委 员 会 常 务 委 员 （1835)，国 家  
产 业 大 臣 （ 】 837 1856); 1837 1841年 实 行 温 和 的 改 革 ；俄 国 驻 巴 黎 大 使
(1856— 1862)。—— 242。

基佐，弗朗索瓦 . 皮 埃 尔 . 吉约 姆（〇1̂ 2 0 彳，1^ 311(；0 丨3 - ? 丨0 0 *0 ^ 11111311111(?1787  -  

1 8 74) 一 - 法 国 政 治 活 动 家 和 历 史 学 家 ，奥 尔 良 党 人 ；1 8 1 2 年 起 任 巴 黎 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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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系 教 授 ，七 月 王 朝 时 期 是 立 宪 君 主 派 领 袖 . 历 任 内 务 大 臣 （ 1832 — 18 3 6 )、 
教 育 大 臣 （ 1836 — 1 8 3 7 )、外 交 大 臣 （1 8 4 0 — 1 8 4 8 )和 首 相 （] 別 7 1 8 4 8) ;代 表  

大 金 融 资 产 阶 级 的 利 益 。 ■— 5 4 1 。
吉 尔 摩 公 司 ((J ilm o rtO  _英 国 曼 彻 斯 特 的 一 家 纺 织 品 公 司 》 154„

吉 洛 特 , 约 瑟 夫 ( G i l b t t ,  J o s印 ft 17的 一 1 8 7 3 )—— 英 国 X 厂 主 ，在 伯 明 翰 首 先 实  
行 钢 笔 尖 的 大 规 模 生 产 。 - 185。

吉 斯 伯 恩 • 托 马 斯 （( j is l ) o m u .T h o m a s  1758 _ :1 8 4 6 )^ — 英 国 神 学 家 ，写 有 一 些  
基 督 教 道 德 问 题 的 著 作 。 —— 8 2 2 。

季 别 尔 *尼 古 拉 . 伊 万 诺 维 奇 (3H 6cp，H n K a 丨laii MnaHOBHy 1M 4 - 18 8 8 ) _ 俄 W 

经 济 学 家 ，俄 国 第 一 批 马 克 思 经 济 学 箸 作 的 通 俗 化 作 家 之 一 。 —— 8 4 5 。
加 德 纳 , 罗 伯 特 (G a r d n e r ,  K uhtT t ) - 英 国 棉 纺 厂 厂 主 ，1 8 4 4 年 将 开 设 在 普 雷  

斯 顿 各 企 业 的 工 作 日 从 1 2 小 时 缩 减 到 】1 小 时 《 4 2 9 .4 3 2 .

加 尔 涅 伯 爵 ，热 尔 曼 （G a m ie r .G e rm a in .c o rn ie  ifc 1754 1821 ) 法 国 经 济 学
家 和 政 治 活 动 家 ，保 皇 党 人 ; 重 农 学 派 的 模 仿 t • 亚 • 斯 密 著 作 的 翮 译 者 和 注  
释 者 。 - 37_8、3 7 9 、5 6 9 、5 8 2 、6 6 3。

加 利 阿 尼 ，斐 迪 南 多 (G a l ia n i ,F e rd in a n d 。 1728 -  1 7 8 7 ) 意 大 利 经 济 学 家 ，重 
农 学 派 学 说 的 反 对 者 : 认 为 物 的 价 值 是 山 物 的 有 用 性 决 定 的 ，同 时 对 商 品 和  
货 币 的 本 性 作 了 一 些 正 确 的 猜 测 。 - - . 6 7、8 3 、8 5 、9 4 、1 5 1、1 5 7、3 2 8 、6 9 0 。

加 尼 耳 ，沙 尔 （G a n ilh ,C h a r le s  1 7 5 8 -  1 8 3 6 ) —法 国 政 治 活 动 家 . 资 产 阶 级 I»  

俗 经 济 学 家 和 重 商 主 义 的 模 仿 者 。- 一  5 2 、8 7 、] 7 4 、1 8 2 、470„

加 斯 克 尔 . 彼 得 (G a s k e lU P e te r  1 9 世 纪 上 半 叶 )一 一 英 国 医 生 和 政 论 家 ，自由党  
人 。—— 4 5 6 、4 6 6 。

杰 科 布 ，威 廉 ( J a c o b .  W illiam  1762 — 1 8 5 1 ) - 英 国 商 人 和 著 作 家 ，写 有 经 济 学  
方 面 的 著 作 。 --------2 2 3 0

杰 克 逊 公 司 一 一 见 霍 罗 南 斯 一 杰 克 逊 公 司 。
杰 伊 ( J a y ) —— 英 国 的 一 个 铁 路 工 程 的 承 包 商 。—— 7 1 4。
金 凯 德 • 约 翰 (K in c a id .J o h n  1 7 8 7 -  1862>_ 英 国 官 员 ，1 8 5 0 年 起 为 苏 格 兰 工

厂 和 监 狱 视 察 员 。—— 4 1 7 ,4 1 8 .

居 利 希 . 古 斯 塔 夫 • 冯 （U i l ic h ,G u s t a v  von  1791 - 1847) 德 国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和 经 济 史 学 家 ，德 国 保 护 关 税 派 领 袖 ；写 有 国 民 经 济 史 方 面 的 著 作 。 
—— 8 4 2 。

居 维 叶 男 爵 . 若 尔 日 • 萊 奥 波 德 • 克 雷 蒂 安 • 弗 雷 德 里 克 • 达 哥 贝 尔 特 (C u v ie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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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orges-Léopüld-ChnMic'n-Frédéric-Dagof)frl.baron de 1769— 1832)-----法 H

动 物 学 家 和 古 生 物 学 家 ，曾 经 将 比 较 解 剖 学 上 升 为 科 学 . 并 提 出 了 灾 变 论 。
—— 538。

K

卡 尔 利 伯 爵 ，乔 万 尼 . ÎR 纳 尔 多 (C arli.G io v an n i R inaldc^conte 1 7 2 0 — 1795) —

意 大 利 学 # . 重 商 主 义 的 反 对 者 ；写 有 一 些 关 于 货 币 和 谷 物 贸 易 的 著 作 。
一  342。

卡 尔 斯 ( 卡 尔 斯 的 ），威廉斯  见 威 廉 斯 . 威 廉 • 芬 威 克 ，卡 尔 斯 从 男 爵 =
卡 耳 佩 珀 ，托 马 斯 ( C u lp e p e n S i r T h o m a s  1578 — 16(52)— 一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重 商  

主 义 的 拥 护 者 》 -  8 2 3 ,8 3 0 〇
卡 莱 尔 ，安 东 尼 （C a rlis le .  S ir  A n th o n y  1768 - 1 8 4 0 ) - — 奥 国 外 科 医 生 。

288  „

卡 莱 尔 . 托 马 斯 ( C a r ly l f .T h o m a s  1795 1 8 8】）- 英 国 作 家 、历 史 学 家 和 唯 心
主 义 哲 学 家 ，宣 扬 英 雄 崇 拜 . 封 建 社 会 主 义 的 代 表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和 资 产  
阶 级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批 评 者 . 托 利 党 人 ；] 8 4 8 年 后 成 为 工 人 运 动 的 敌 人 。

- 2 6 2 ,

卡 莱 尔 父 子 公 司 （C a r li le .S o n s  &• C o . ) - 苏 格 兰 佩 斯 利 的 一 家 棉 麻 纺 纱 厂 。
— 323^ 324«

片 姆 梅 尔 公 同 ( ( ’a m m d l)  — _ 英 国 的 - - 家 钢 铁 公 司 。 一 - 2 6 8 .

卡 斯 尔 雷 子 爵 —— 见 斯 阌 亚 特 . 亨 利 • 罗 伯 特 ，卡 斯 尔 雷 子 爵 。
卡 泽 诺 夫 • 约 翰 (C.a沈 n o v e . J o h n 丨788— 】87 9 ) — 英 国 庸 俗 经 济 学 家 ，马 尔 萨 斯  

的 追 随 者 》—— 2 0 0 、3 3 丨 、6 0 2 、6 1 4 、6 3 4 。
凯 尔 恩 斯 ，约 翰 • 埃 利 奥 特 (C a ir n e s ， .lo h n  KIlkH 1823— 1875> —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和 政 论 家 . 反 对 美 国 南 部 的 奴 隶 制 度 。 —— 1 9 9 ,2 7 4 ,3 4 6 ,

凯 里 . 亨 利 * 査 理 ( C a r e y ,H e n ry  C h arles , 1793. — 1.879)—— 美 届 资 产 阶 级 庸 俗  
经 济 学 家 . 阶 级 调 和 论 的 创 始 人 - 一  2 2 1 、5 5 8 、5卯 … 55)5、7 8 9 、8 1 0 。

凯 特 勒 阿 道 夫 • 朗 贝 尔 • 雅 ( Q u é te l e t，A d o lp h e -L a if tb e r卜Ja c q u e s  1796 

1 8 7 4 ) - 比 利 时 统 计 学 家 、数 学 家 和 天 文 学 家 平 均 的 个 人 ” 论 的 创 立 者 。
- 3 3 6 .

坎 伯 尔 . 乔 治 (C a m p b c l l ， S ir  G e o rg e  1 8 2 4 -  1 8 9 2)• — 英 国 国 务 活 动 家 和 外 交  
Ï T . 议 会 议 员 （1875 _- 】8 9 2 ) , ß 由 党 人 ； 1 8 4 3 … ] 8 7 4 年 屡 仟 英 国 驻 印 度 的 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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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官 员 ; 写 有 关 于 印 度 的 著 作 》—— 3 7 3。
康替龙 . 菲力浦(C a n tiU o n，P hU ip)—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 7 5 9 年曾修订 出版理• 

康替龙 《试 论 一般商业 的性质 》一 书 的 英文版。 -  -5 8 6 。
康 替 龙 ，理 査 (C a m il lo n ,R ic h a rd  1 6 8 0 — 1734 )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商 人 .重 农 学  

派 和 亚 • 斯 密 的 先 驱 ; 《试 论 一 般 商 业 的 性 质 》一 书 的 作 者 。 - - 一5 8 6 、6 5 7 。
考 威 尔 ( C o w e lM .W .[ S .W .] ) -  1 8 3 3 年 曾 以 英 国 工 厂 委 员 会 委 员 身 份 调 查 工

厂 劳 动 。—— 5 9 2 。
柯 贝 特 . 托 马 斯 ( C o r b e u T h o m a s  1 9 世 纪 ） 英 国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李嘉图  

的 追 随 者 。- — 1 4 7、6 2 4。
柯 尔 培 尔 ，让 • 巴 蒂 斯 特 （C o lb w t,J e a n -B a p t is te  1 6 】 9 一 1 6 8 3 ) - 法 国 国 务 活  

动 家 . 重 商 主 义 者 . 财 政 总 监 ( 1 6 6 ] 年 起 ），实 际 上 操 纵 了 法 国 的 内 外 政 策 ；曾 
建 立 国 家 工 场 ，促 进 内 外 贸 易 - 一 - 3 2 2 ,8 2 0 .

科 贝 特 ，威 廉 ( C o b b e u ,  W illiam  1 7 6 2 — 1835) 英 国 政 治 活 动 家 和 政 论 家 ，小
资 产 阶 级 激 进 派 的 代 表 人 物 ，曾 为 英 国 政 治 制 度 的 民 主 化 进 行 斗 争 ；1 8 0 2 年 
起 出 版 《纪 事 年 鉴 》和 《科 贝 特 氏 政 治 纪 事 周 报 》。 一 29_9、4 4 4 、7 2 4 、7 7 7、 
8 1 7 ,8 2 0 。

科 布 顿 ，理 査 (C o b d e n ，R ic h a rc n 8 0 4  — 1 8 6 5 )------- 英 国 IL 厂 主 ，自 由 党 人 .自 由 贸
易 的 拥 护 者 ，反 谷 物 法 同 盟 创 始 人 ，议 会 议 员 （1M 1 —  1 8 6 4> ;曾 参 加 多 次 国 际  
和 平 主 义 者 代 表 大 会 ，如 1 8 5 0 年 8 月 美 因 河 畔 法 兰 克 福 和 平 主 义 者 代 表 大  
会 。 —— 2 6 2 、2 9 2 、7 2 9 、8 4 4 。

科 尔 邦 , 克 劳 德 • 昂 蒂 姆 ( C o r b o n X I a u d e A n ih im e  1808 — 1 8 9 1) -一 法 国 政 治  
活 动 家 ，共 和 党 人 ，第 二 共 和 国 时 期 任 制 宪 议 会 副 议 长 （ 1848 1 8 4 9) ;第 二 帝
国 崩 溃 后 任 巴 黎 市 第 十 五 区 区 长 • 1 8 7 1 年 国 民 议 会 议 员 ，属 于 左 派 少 数 派 。 
-------5 1 5 。

科 兰 男 爵 ，让 * 吉 约 姆 • 塞 扎 尔 • 亚 历 山 大 • 伊 波 利 特 （C o lin s , 

G u illa u m e -C é sa r-A le x a n d re -H ip p o ly te , b a ro n  d e  1783 —  1 8 5 9) — 法 国 经 济  
学 家 ，原 系 比 利 时 人 ; 主 张 由 国 家 征 收 地 租 • 以 解 决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的 一 切 社 会  
矛 盾 。—— 6 5 5 ,7 4 5 ,8 3 8 .

克 劳 生 ，彼 得 (C la u s s e n ，P ie te r ) ------ 比 利 时 发 明 家 ，圆 编 机 的 改 进 者 。 --------3 8 7 。
克雷格(C raig)—— 爱 丁堡一家银 行的雇员 （1 8 2 4 h —— 〗3 7 。
克 虏 伯 ，阿 尔 弗 勒 德 ( K m p p .  A lfre d  1 8 1 2 -  1 8 8 7 >  — 德 国 大 工 业 家 ，埃 森 冶 金  

厂 和 兵 工 厂 厂 主 ; 曾 向 欧 洲 许 多 国 家 供 应 枪 炮 和 其 他 军 火 。—— 4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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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伦 威 尔 ，奥 利 弗 (C ro m w e ll ， O liv e r  15.99— 1:65'8】 —— 英 国 国 务 活 动 家 ，1 7 世 
纪 英 国 资 产 阶 级 革 命 时 期 资 产 阶 级 和 资 产 阶 级 化 贵 族 的 领 袖 ；1 6 4 9 年 起 为  
爱 尔 兰 军 总 司 令 和 爱 尔 兰 总 督 ，1 6 5 3 年 起 为 英 格 兰 、苏 格 兰 和 爱 尔 兰 的 护 国  
公 。 —— 7 7 6 、8 1 0 。

克 罗 克 ，罗 杰 (C ro c k e r ,R o g e r )  —英 国 丰 特 米 尔 的 农 业 工 人 ，1 6 2 7 年 被 处 死 ， 
—— 7 7 6 , ,

克 肖 一 利 斯 公 司 （K e rs h a w ，.L e ese  C o .) ------- 英 国 斯 托 克 波 特 一 家 纺 纱 厂 《
------- 299 a

肯 尼 特 . 怀 特 (K e n n e t ,W hite  1660 1 7 2 8 ) - 英国 主 教 和 历 史 学 家 a —— 7 7 6 。
肯 宁 安 ，约 翰 （C u n n in g h a m ， jo h n  1729 —  1773)_ _英 国 著 作 家 和 经 济 学 家 ^

一 2 3 8 、 .283 „

肯 特 ，纳 撒 尼 尔 （K e n t ,N a th a n ie l  1 7 3 7 - ] Î U 0 ) —— 英 国 农 学 家 ,写 有 农 业 方 面  
的 著 作 - —— 7 8 3。

孔 德 ，奥 古 斯 特 (& )1 « 1 6 ,八呢 1]!̂ ? 1 7 9 8 . 1 8 5 7 )  — - 法 国 哲 学 家 和 社 会 学 家 ，实  
证 论 的 创 始 人 。 3 4 6 、8 4 5 。

孔 德 ，弗 朗 索 瓦 • 沙 尔 . 路 易 ( C o m te ，F ra n c〇is-C h a r le s -L o u is  1782 — 1 8 3 7 )一 

法 国 自 由 主 义 政 论 家 和 庸 俗 经 济 学 家 。- - 8 1 4 »

孔 狄 亚 克 .埃 蒂 耶 纳 • 博 诺 . 德 (C ondillac，É tienne-B onnot de  1715 — 1780)—— 法 
国 经 济 学 家 和 自 然 神 论 哲 学 家 . 感 觉 论 者 ;认 为 物 的 价 值 是 由 物 的 有 用 性 决  
定 的 ; 约 • 洛 克 的 追 随 者 。 —— 15_7、1 5 8。

孔 多 塞 侯 爵 ，玛 丽 • 让 • 安 东 • 尼 古 拉 • 卡 里 塔 （Condorc■et，M arie^Jean-

A n to in t-N ico la s C a r i t a t， m arq u is  de  ]7 4 3  — 1 7 9 4 )------- 法 国 哲 学 家 、社 会 学
家 、数 学 家 和 政 治 活 动 家 ; 启 蒙 思 想 家 ，1 8 世 纪 末 法 国 资 产 阶 级 革 命 时 期 倾  
向 吉 伦 特 派 ；1 7 6 9 年 起 为 科 学 院 院 士 ，1 7 7 7 年 起 被 选 为 科 学 院 常 任 秘 书 ， 
1 7 8 2 年 起 为 法 兰 西 学 院 院 士 ; 罗 伯 斯 比 尔 执 政 后 被 剥 夺 公 民 权 ；1 7 9 4 年 3 月 
2 7 日 被 捕 ，两 天 后 死 于 狱 中 。 - - - 6 5 7 ,

库 尔 塞 尔 塞 納 伊 ，让 • 古 斯 塔 夫 （C〇u rc e llt^ S e n eu il..le a rt~ G u s ta v e  1813 — 

1892) 一 法 国 经 济 学 家 , 商 人 ; 写 有 一 些 关 于 工 业 企 业 经 济 、信 贷 和 银 行 问  
题 的 著 作 。一 2 3 7 、6 3 5 ,

库 克 斯 利 (_Cooks ley ，W .)  —英 国 布 里 斯 托 尔 一 家 小 五 金 厂 厂 主 。 - -5 .1 8 。
库 斯 托 第 . 彼 得 罗 （C u s to d i ,P ie t ro  1 7 7 1 —  1 8 4 2 ) 意 大 利 经 济 学 家 ，1 6 世 纪  

末 一  1 9 世 纪 初 意 大 利 经 济 学 家 的 著 作 的 编 者 。 3 4 、6 7 、8 3 、8 5 、9 4 、1 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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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1 , 1 5 7 , 3 8 U 6 9 0 , 6 9 4 0

库 扎 ，亚 历 山 大 鲁 • 约 翰 （C'uza [ K u s a ] ， A le x a n d ru  Io n  1 8 2 0 -  1 8 7 3 )------ 罗 马
尼 亚 政 治 活 动 家 ， 1859 —  1 8 fi6年 为 多 瑙 河 两 公 国 摩 尔 多 瓦 和 瓦 拉 几 亚 (这 两  
个 公 国 于 18(32年 成 立 了 统 一 的 罗 马 尼 亚 国 家 ）的 国 君 ，称 亚 历 山 大 • 约 翰 一  
世 ，由 于 反 动 派 的 阴 谋 ，被 迫 退 位 并 流 亡 国 外 。 - 1 6 7 .

魁 奈 ，弗 朗 索 瓦 （Q u e sn a y , F ra n ç o is  1(594 —  1 7 7 4 ) - 法 国 经 济 学 家 .重 农 学 派  
的 创 始 人 ;职 业 是 医 生  _。—— ] 0 3 、33:.3、5.86、6 5 7 — 65.8、843„

L

拉 博 尔 德 伯 爵 ，亚 历 山 大 . 路 易 • 约 瑟 夫 （L ab o r(ie，A Jex an d r< ^L o u is-Jo sep h , 

comte d e  1774 — 1842)—— 法 国 考 古 学 家 、政 治 活 动 家 和 资 产 阶 级 庸 俗 经 济  
学 家 ，自 由 主 义 者 。 —— 558.

拉 弗 尔 斯 ，托 马 斯 . 斯 坦 福 （R a f f le s ,T h o m a s  S ta m fo rd  17_8] 18 2 6)—— 英 国
殖 民 地 官 员 ，曾 任 爪 哇 总 督 （ 1811 - - 1816 ) d 爪 哇 史 》一 书 的 作 者 ， - 

3 7 4 ,8 2 4 .

拉 马 志 尼 ，贝 尔 纳 迪 诺 （R a m a zz in i， B e rn a rd in o  1 6 3 3 - - ] 7 ⑷  意 大 利 医 生 ，曾
收 集 并 整 理 有 关 职 业 病 的 统 计 材 料 。 一 :379。

拉 姆 福 德 伯 爵 ，本 杰 明 • 汤 普 森 （R u m fo rd . B en jam in  T h o m p s o n ， C o u n t o f  

1 7 5 3 - 1 8 1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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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6 3 9 .

拉 姆 赛 ，乔 治 ( R a m s a y ，G e o r g e ] 8 0 0 ^ 1 8 7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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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一 1 6 0 、1 6 4、3 2 9 、5 3 5 、(501、6 7 8 。

拉 萨 尔 ，斐 迪 南 （L a s s a lle ， F e rd in a n d  1825__- 1864) ■ 德 国 工 人 运 动 中 的 机 会  
主 义 代 表 ， ] 848  —  1 8 4 9 年 革 命 的 参 加 者 ;全 德 工 人 联 合 会 创 始 人 之 一 和 主 席  
( 1863 ) ; 写 有 古 典 古 代 哲 学 史 、法 学 史 和 文 学 方 面 的 著 作 。一  16、1 0 0。

拉 沙 特 尔 ，克 劳 德 . 莫 里 斯 （ L a  t 'h â t r e  [ L a d i ä t r t，] . t : la u d e ~ M a u r ic e  1 8 ]4 - ■ 

1 9 0 0 )—— 法 国 作 家 、新 闻 工 作 者 、出 版 商 和 书 商 ; 空 想 社 会 主 义 者 ，巴 黎 公 社  
的 参 加 者 ; 马 克 思 的 《资 本 论 》第 一 卷 法 文 版 的 出 版 者 。 —— 1 3、15。

拉 韦 涅 ，路 易 ■ 加 布 里 埃 尔 • 莱 昂 斯 • 吉 洛 • 德 （L a v e rg n e，L o u is-G ab rie l-  

L é o n c ^ G u ilh a u d  d e  1 8 0 9 - 1 8 8 0 ) —— 法 国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和 政 治 活 动 家 ， 
保 皇 党 人 ，写 有 农 业 经 济 方 面 的 著 作 。 —— 5 3 0 、.557、76fi.。

莱 瑟 比 ，亨 利 （L c th c b y ，H e n ry ] 8 1 6 — ] 8 7 6 ) —— 英 国 医 生 和 化 学 家 。 2 6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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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 斯 特 伯 爵 ，罗 伯 特 • 达 德 利 （L e ic e s te r ， R o b e r t  I_)utlley， E a r l o f  1532 前 后 一 

1 5 8 8 ) —— 英 国 女 王 伊 丽 莎 白 的 宠 臣 ，1 5 8 8 年 为 奉 命 保 卫 英 国 抵 御 西 班 牙 人  
侵 的 英 军 司 令 。 一  7 4 L

莱 特 ( W r ig h t ) —— 7 4 1 ,

莱 特 . 托 马 斯 ( W r ig h t ,  T h o m a s  1711 1 7 86)—— 英 国 自 然 科 学 家 。 —— 7 8 2。
萊 特 伯 恩 ，约 翰 （I」g h tb o u m e ，John)_  •英 国 一 家 壁 被 厂 的 一 名 1 3 岁 的 童 工

(1 8 6 3 )„  —— .253。
莱 维 , 莱 昂 内 （L ev i. L eo n e  1 8 2 1 -  1888) _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统 计 学 家 和 法 学 家 ：

写 有 商 法 方 面 的 著 作 ; 理 • 科 布 顿 的 朋 友 》—— 7 9 0 。
莱 文 斯 顿 . 皮 尔 西 （R a v e n s to n e .P ie r c y 死 于 183〇年）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李 嘉 图

主 义 者 . 维 护 无 产 阶 级 利 益 ，反 对 马 尔 萨 斯 主 义 。 '— 4 5 0 ,5 3 5 .

赖 德 (Rycler)_—— 英 国 工 厂 主 和 发 明 家 。—— 4 0 5。
赖 # . 爱 德 华 （R e ic h ,E d u a rd  1836 _ 1 9 1 9 )— 德 国 医 生 ，写 有 一 些 关 于 公 共 卫  

生 和 卫 生 学 问 题 的 著 作 。 3 7 9 。
攻 盖 ，西 蒙 . 尼 古 拉 . 昂 利 （L in g u e t , S im o n ~ N ico la s-H en ri 1736 —  1 7 9 0  _ 法 

国 律 师 、政 论 家 、历 史 学 家 和 经 济 学 家 ; 反 对 重 农 学 派 ，对 资 产 阶 级 自 由 和 资  
本 主 义 私 有 制 、法 律 作 了 批 判 。—— 2 3 8 、2 9 7 、3 4 8 、6 5 7 。

" 格 . 赛 米 尔 （U i n g ,  S am u el 1810- 1 8 9 7 )—— 英 国 法 学 家 、政 治 活 动 家 和 政 论  
家 ，议 会 议 员 ，| 1 由 党 人 ；曾 任 英 闰 铁 路 公 司 某 些 高 级 职 务 。—— 2 0 0 、 6 9 0 、 

7 0 7 ,7 2 5 .

朗 格 . 弗 兰 西 斯 • 戴 维 （L〇n g t‘. F ra n c is  D avy 1831 —  1 9 1 0 )—— 英 国 法 学 家 。
一  2 5 l)、2 5 2 、4 7 7 、5 1 h

朗 切 洛 蒂 , 塞 孔 多 （丨 加^ 1 丨〇11丨, & 〇311(〗〇 1 5 7 5 — 丨64 3 ) -意 大 利 考 古 学 家 和 历  
史 学 家 . 曾 任 修 道 院 长 ; 写 有 一 些 历 史 方 面 的 著 作 》 —— 4 4 7 。

劳 埃 德 . 赛 米 尔 . 琼 斯 . 奥 弗 斯 顿 男 爵 （【̂o y d .S a n iu e l J o n e s ,  B aron  O v e rs to n e  

1796 - 1883) 英 国 银 行 家 和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 ‘通 货 原 理 ”学 派 的 主 要
代 表 人 物 ，议 会 议 员 （1819’一  1 8 2 6 ) ,  •—— 1 1 8 ,1 3 9 .

勒 蒙 泰 . 皮 埃 尔 • 爱 德 华 （L e m o n te y ，P ie rre~ É d o u ard  1762 -1 8 2 6 )  法 国 历  
史 学 家 ，经 济 学 家 和 政 治 活 动 家 , 立 法 议 会 议 员 （ 1791 — 1 7 9 2 )。—— 3 7 8 。

勒 萨 日 ，阿 兰 . 勒 奈 （L e sa g e , A ln in -R cn é  1M 8 1 7 4 7 ) -法 国 作 家 .著 名 小 说  
《山 悌 良 那 的 吉 尔 • 布 拉 斯 奇 遇 记 》的 作 者 - 7 6 4。

勒 特 罗 纳 ，吉 约 姆 . 弗 朗 索 瓦 ( 丨又• T rt>sne，(Juillaum e~Franc〇is 1728 — 1 7 8 0 )-------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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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重 农 主 义 者 。 —— 2 7 、3 0 、8 5 、9 6 、1 0 6、1 1 1、11彳 、1 4 0、 
1 5 6 — 1 5 9 ,1 6 2 ,2 1 3 〇

雷 德 格 雷 夫 ，亚 历 山 大 （R e d g m v e ， A lex m id e r 1818 1 8 9 4 )—— 英 国 官 员 ，曾 任  
工 厂 视 察 员 （ 1878 年 以 前 ）。 - 2 7 5 、2 7 6 、3 9 : M 1 2 、4 1 9 、4 3 5 、4 5 4 、.1 7 M 7 9

4 8 1 ,5 7 6 ,5 9 2  — 5 9 4 0

雷 尼 奥 ，埃 利 亚 斯 • 若 尔 日 • 奥 利 瓦 （R e g n a tilu È lia s -G e o rg e s -O liv a  1801 

1868) 法 国 历 史 学 家 和 政 论 家 ，国 家 官 员 。 2 4 4 〇
李 比 希 男 爵 ，尤 斯 图 斯 （L ie b ig ， J u s tu s  F re ih e r r  von  1803 1873) 德 国 化 学

家 ，农 业 化 学 的 创 始 人 。 2 4 4 、3 4 1 、4 0 2 、5 3 2 、6 0 7。
李 嘉 图 ，大 卫 ( R ic a n 丨o .D a v id  1772 - 1 8 2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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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 6 、5 5 、6 4 、7 0 、7 4 、7 7 、1 1 8 、] 3 9 、1 6 1 、1 6 5 -  

1 6 6、1 9 0、2 0 7 、2 0 9 、2 3 3 、2 3 4 、32Ü、4 0 3 、4 0 4 、 408 — 4 0 9 、4 2 5 、4 5 0 、4 5 2 、4 5 9 、4 6 2 、 
5 3 2 、5 4 0 、5 4 1 、 546 — 5 4 8 、5 5 4 、5 5 7 、5 6 1 、5 9 5 、6 0 8 、6 2 5 、 632 6 3 4 、6 3 7 、6 4 5 、
6 4 6 、6 5 5 、6 7 7 、8 2 2 、8 4 3 。

李 奇 ，耶 利 米 ( L e a c h ，J e re m ia h )  英 国 工 人 。 2 5 3 。
李 奇 尼 乌 斯 ( 盖 尤 斯 • 李 奇 尼 乌 斯 • 斯 托 洛 ) ( G a i US L id n iiu s S t o l o 公 元 前 4 世 

纪 上 半 叶 ） - 罗 马 国 务 活 动 家 ，护 民 宫 • 曾 和 塞 克 斯 蒂 乌 斯 共 同 制 定 保 护 平  
民 利 益 的 法 律 。 —— 784 0

李 斯 特 一 见 马 沙 姆 男 爵 ，赛 米 尔 • 坎 利 夫 • 李 斯 特 。
里 德 ，乔 治 ( R e a d .G æ r g e  1 9 世 纪 J i 半 叶 ) 一 英 画 经 济 学 家 和 历 史 学 家 ，《面包 

业 的 历 史 》一 书 作 者 《« —— 2 5 7 、2 5 8 。
理 查 森 ( R ic h a r d s o n ) - — 737 0

理 查 森 ，本 杰 明 （R ic h a rd so n ， B en jam in  1828 -  ]8 9 6 )  英 国 医 生 ，写 有 .啤 关
于 公 共 卫 生 和 卫 生 学 问 题 的 著 作 。 2 6 1 、2 6 3。

利 （L eig h ) 英 国 医 生 ，曼 彻 斯 特 的 保 健 医 官 。—— 6 8 8 。
列 沙 白 里 哀 ，伊 萨 克 • 勒 奈 • 居 伊 （L e  C h a p e lie r ， Isa ak  L Isaac  ]-R ené~ G u y  

1754— 1794) 法 国 政 治 活 动 家 ，1 7 9 1 年 6 月 1 4 日 通 过 的 禁 止 工 人 结 社 和
罢 工 的 法 案 起 草 人 ，在 雅 各 宾 专 政 时 期 因 参 加 阴 谋 活 动 被 处 死 。 8 0 1。

琉 善 （ L u c ia n u s  [  L u k i a n u s ] 釣 120— 180) -  希 腊 讽 刺 作 家 ，无 神 论 者 。 
------- 6 5 8 。

卢 拉 维 捏 ，皮 埃 尔 • 塞 勒 斯 坦 (R 〇ux-Lavergne，PieiT e*C élcstin l802 1874)

法 国 历 史 学 家 和 哲 学 家 。 -  8 0 2。



人 名 索 引 935

卢 格 • 阿 尔 诺 德 ( R u g e ， A m o ld  1 8 0 2 — 1880)_ 德 国 政 论 家 ，青 年 黑 格 尔 分 子 ，
《哈 雷 年 鉴 》的 出 版 者 •《莱 苘 报 》的 撰 稿 人 ，〗843_ 1 8 4 4 年 同 马 克 思 一 起 筹 办  
并 出 版 《德 法 年 鉴 》; 】8 4 4 年 中 起 反 对 马 克 思 ，1 8 4 8 年 为 法 兰 克 福 国 民 议 会 议  
员 ，属 于 左 派 ，5 0 年 代 是 在 英 国 的 德 国 小 资 产 阶 级 流 亡 者 领 袖 之 一 ; 1 8 6 6 年 
后 成 为 民 族 自 由 党 人 。—— 6 9 、1 4 9、[6 3 、6 8 1。

卢 克 莱 修 ( 梯 特 • 卢 克 莱 修 • 卡 鲁 斯 ）（丁U us L u c re tiu s  C a r u s 约 公 元 前 99 一 
5 5 ) 罗 马 哲 学 家 和 诗 人 ，唯 物 主 义 者 ，无 神 论 者 1 一~ - 2 1 8 〇

卢 梭 ， Ü  • 雅 克 ( R 〇u s s e a u ，Jean~ Jacques 1712 - 1 7 7 8 ) ------ 法 国 启 蒙 运 动 的 主 要
代 表 人 物 ，民 主 主 义 者 ，小 资 产 阶 级 思 想 家 ，自 然 神 论 哲 学 家 。—— 8 0 7 。

鲁 本 斯 ，彼 得 • 保 尔 （R u b e n s ， P e te r  P au l 1577 —  1 6 4 0 ) -------佛 兰 德 大 _ 家 。
------- 3 0 8 〇

鲁 宾 逊 (R o b in so n )  英 国 ~ 家 纺 纱 厂 主 《 ----------2 9 9。
鲁 瓦 , 约 瑟 夫 ( R o y , j 〇、seph>^ — 马 克 思 的 《资 本 论 》第 一 畚 和 费 尔 巴 哈 著 作 的 法  

文 译 者 。 —— 8 4 1 。
鲁 瓦 尔 . 德 卡 尔 ，皮 . 玛 丽 （ R o u a rd  de  C a r d ,P i t - M a r ie  1 9 世 纪 ） -法 国 神 学

家 。—— 2 5 5 。
路 德 ，马 丁  C L u th w ， M a n in  1483— 1 5 4 6 )—— 德 国 神 学 家 ，宗 教 改 革 运 动 的 活 动  

家 ，德 国 新 教 路 德 宗 的 创 始 人 ，德 国 市 民 等 级 的 思 想 家 ，温 和 派 的 主 要 代 表 ； 
在 1 5 2 5 年 农 民 战 争 时 期 ，站 在 诸 侯 方 面 反 对 起 义 农 民 和 城 市 平 民 。 -  

1 9 4 '3 2 2 、6 2 9 ,

路 易 十 四 （ L o u is  X IV  1 6 3 8 — 1 7 1 5 ) - — 法 国 国 王 :(164.3— 1 7 1 5 )。—— 1 3 6。
路 易 十 六 _(I.»uis X V 】 1754 —  17_9_3)— — 法 国 国 王 （ 1774 — 179.2)，1 8 世 纪 末 法 国  

资 产 阶 级 革 命 时 期 被 处 死 。 —— 7 9 6 。
路 易 - 菲 力 浦 一 世 （路 易 菲 力 浦 ），奥 尔 良 公 爵 （L o u is -P h ilip p e  1 [  L o u is- 

P h i l ip p e ] ,  d u c  d 'O rléan s 1773 -  1 8 5 0 )—— 法 国 国 王 （ ]8 3 0  —  ]8 4 8  ) 0 

-----2.86。
罗 . 约 翰 (劳 里 斯 顿 的 约 翰 • 罗 ）（L a w ， John  of L auris ton  1671 —  1 7 2 9 )------ 英国

经 济 学 家 和 金 融 家 ，曾 任 法 国 财 政 总 监 （ 1719 — 1 7 2 0) ;以 发 行 纸 币 的 投 机 活  
动 而 闻 名 。—— 肪 、6 5 7。

罗 伯 茨 ，乔 治 （K〇bcTUs， S ir  G e o rg e  1 8 0 3 】8 6 0 ) ^ ^ 英 国 历 史 学 家 ，写 有 关 于 英  
国 南 部 各 郡 的 历 史 著 作 。 - 一 打 7 。

罗 德 戴 尔 伯 爵 ，詹 姆 斯 • 梅 特 兰 （L a u d e rd a le，知 m e s  M a id a n d ， E aH  o f  17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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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3 9 ) - - - 英 国 资 产 阶 级 政 治 活 动 家 和 庸 俗 政 治 经 济 学 家 . 亚 • 斯 密 理 论 的  
批 评 者 。 ------- 3_63。

罗 杰 斯 ，詹 姆 斯 . 埃 德 温 • 索 罗 尔 德 （R o g e r s .J a m e s  E d w in  T h o ro ld  1823 - 

1 8 9 0 )—— 英 国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写 有 英 国 国 民 经 济 史 方 面 的 著 作 。 
7 2 2 ,7 2 9 ,7 7 9 ,8 1 1„

罗 日 埃 ，沙 尔 • 拉 图 尔 （R o g ie r ,C h a r le s -L a to u r  1 8 0 0 —  188 5 〉 - 一 -比 利 时 国 务 活  
动 家 ，温 和 的 自 由 党 人 ; 1847 1 8 5 2 年 任 内 务 大 臣 。 2 8 5。

罗 素 伯 爵 ，约 翰 ( R u s s e l l ,J o h n ,E a r l  o f  1 7 9 2 —  1 8 7 8 )- — 英 国 国 务 活 动 家 ，辉 格  
党 领 袖 ，议 会 议 员 ，曾 任 内 务 大 臣 （ 1835 —  1 8 : « ) , 陆 军 和 殖 民 大 臣 （ 1839 

1 8 4 1 )，首 相 （1 8 4 6 — 1852 和  1865. - 1 8 6 6 )，外 交 大 臣 （1 8 5 2 - ] 853 和  1859 - 

1& 65)，枢 密 院 院 长 （ 1854 —  1 8 5 5 ) ;  1 8 5 5 年 作 为 英 国 代 表 参 加 维 也 纳 会 议 。
一  6 2 3 、.780。

罗 西 伯 爵 ，佩 莱 格 里 诺 • 路 易 吉 • 爱 德 华 多 （R o s s i .P e l le g r in o  L uig i E d o a rd o , 

c o m e  1 7 8 7 - - 1 8 4 8 ) — - 意 大 利 资 产 阶 级 庸 俗 经 济 学 家 、法 学 家 和 政 治 活 动  
家 ，长 期 住 在 法 国 „ —— 1 7 3 ,6 0 6 .

罗 雪 尔 ，威 廉 . 格 奥 尔 格 . 弗 里 德 里 希 （K〇s c h e r ， W ilh e lm  G e o rg  F rie d ric h  

1 8 1 7 - 1 8 9 4 ) —— 德 国 庸 俗 经 济 学 家 ，莱 比 锡 大 学 教 授 ,政 治 经 济 学 中 的 历 史  
学 派 的 创 始 人 。 —— 8 6 、8 7 、] 5 8 、2 0 9 、2 2 0 、2 3 3 、2 7 1 、3 3 7 、3 8 0 、6 5 5。

罗 伊 ，亨 利 ( R o y ，H e n r y ) —— 英 国 医 生 和 经 济 学 家 。 - 134.

洛 贝 尔 图 斯 - 亚 格 措 夫 ，约 翰 • 卡 尔 （K o d b e rtu s -Ja g e U o w ，J()hann  K a rl 1805 — 

1 8 7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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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 克 的 “ 国 家 社 会 主 义 ” 理 论 家 。一  + 5 5 7 。

洛 德 ( L o r d ) ------英 国 伦 敦 的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委 员 。 - -2 6 6 ,4 9 8 c

洛 克 ，约 翰 ( L 〇c k e ，J o h n  1632 — 1704)_ •英 国 唯 物 主 义 经 验 论 哲 学 家 和 经 济
学 家 ，启 蒙 思 想 家 ，早 期 i资 产 阶 级 天 赋 人 权 理 论 的 代 表 。 - 一 2 4 、8 5 、9 5 、11 9 , 

1 4 8 ,4 0 .6 ,6 5 7 ,

洛 朗 ，奥 古 斯 特 ( L a u r e n t ,  A u g u s te  1807 —  185.3) 法 国 化 学 家 ，同 热 拉 尔 一 起
对 分 子 和 原 子 的 概 念 作 了 更 为 精 确 的 阐 述 。 3 2 2 。

M

马 蒂 诺 ，哈 丽 雅 特 (M a r t in e a u ， H a rr ie t  1802 —  1 8 7 6 )-  _英 国 女 作 家 ，马 尔 萨 斯
主 义 的 鼓 吹 者 。 —— 6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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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丁 ，亨 利 ( M a r t y r u H e n r y 死 于 1 7 2 1 年 ) —— 英 国 法 学 家 和 政 治 活 动 家 • 写 有  
关 于 商 业 问 题 的 » 作 。一  3 8 1。

马 丁 . 罗 伯 特 • 蒙 哥 马 利 （M a r t in ， R o b e r t M o n tg o m e ry  1803 — 1 8 6 8 )------- 英 国
历 史 学 家 和 统 计 学 家 • 曾 到 东 方 旅 行 。—— 4 6 9 。

马 尔 萨 斯 ，托 马 斯 • 罗 伯 特 ( M a l th u s .T h o m a s  R o b e rt 1766 -  [ 8 3 4 ) -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教 士 ，人 口 论 的 主 要 代 表 。 —— 1 6 1 、2 1 6 、3 2 6 、3 6 7 、5 3 2 、5 5 4 、5 8 7 、 
6 0 2 、6 0 8 、 ö 1 4、6 2 3 、6 2 5 、 632 6 3 4 、6 3 6 、6 4 5 、6 4 6 、_657、6 5 8 、6 8 1 、6 9 4 、7 5 6 、
7 5 7 ,7 6 2 .

4 Ä 两 米 利 安 （哈 布 斯 堡 的 ） （ M ax im ilian  von H a b sb u rg  〗 832 —  186 7)— ^•奥 地 
利 大 公 ，在 意 大 利 的 奥 園 领 地 总 督 （1 8 5 7 — 1 8 5 9)• 在 英 法 西 武 装 干 涉 墨 西 哥  
时 期 被 宣 布 为 墨 西 哥 傀 儡 帝 W 的 皇 帝 （ 1864 1 8 6 7 )，1 8 6 7 年 被 墨 西 哥 爱 国
者 枪 毙 。-一  168。

马 利 特 (M a lle tU  - 英 国 工 厂 主 。一 - 2 5 0 。
马 姆 兹 伯 ■ 伯 爵 • 詹 姆 斯 • 哈 里 斯 （M a lm e sb u ry ， Ja m e s  H a r r i s ， E a rl o f  1746 

1820) 英 M 外 交 家 和 国 务 活 动 家 ，辉 格 党 人 ；驻 圣 彼 得 堡 大 使 （ 1777 

1 7 8 2 )。 一 一 3 8 U

4 沙 姆 男 爵 ，赛 米 尔 • 坎 利 夫 • 李 斯 特 （M a s h a m ， S am u el C 'un lilïe  L is te r ， B aron  

1815 1906) 獎 国 工 业 家 和 发 明 家 。 —— 3 9 5 。
马 西 • 约 瑟 夫 ( M a s s i t s j a s e p h 死 于 1 7 8 4 年 ）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资 产 阶 级 古 典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代 表 人 物 ， —— 5 3 9 .

马 歇 尔 ，威 廉 ( M a rs h a l l ， W illiam  ) — - 英 国 一 家 玻 璃 手 工 工 场 的 总 经 理 。 
—  3 6 4。

马 修 曼 •亨 利 （M a tth e w m a n ，H e n ry )  英 国 一 家 轧 钢 厂 的 一 名 1 7 岁 的 童 工
C1 8 6 5 )0 2 6 6 .

4 扎 ■ 尼 • 朱 利 奥 • 甫 蒙 多 （M a z arin i， （ ; i u l b  R a y m o n d o  1602 — 1 6 6 1 ) - 法 国  
国 务 活 动 家 ，意 大 利 人 ，罗 马 教 廷 驻 法 国 的 使 节 （ 1634 — 1 6 3 6 )，红 衣 主 教  
( 1 6 4 1 年 起 ），在 路 易 十 四 成 年 以 前 实 际 上 是 法 国 的 统 治 者 ;专 制 制 度 的 拥 护
者 ， —— 8 1 7 0

迈 耶 尔 ，鲁 道 夫 • 海 尔 曼 （M e y e r .R u d o 丨ph  H e rm a n n  1839 1 8 9 9)— 德 国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和 政 论 家 • 保 守 党 人 ^ 〈第 四 等 级 的 解 放 斗 争 》、《德 国 政 界 的  
滥 设 企 业 者 和 营 私 舞 弊 》等 书 的 作 # 。 2 4 4 。

麦 格 雷 戈 ，约 翰 ( M a c G rc g o n J o h n  1797 1 8 5 7 ) -  英 国 统 计 学 家 和 历 史 学 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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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由 贸 易 派 . 议 会 议 员 . 英 丨 司 皇 家 银 行 的 创 办 人 . 并 为 董 事 之 一 （ 1 « I » 

1 8 5 6 ) , 写 有 统 计 学 方 面 的 S 作 - - 282,

麦 考 莱 ，托 ，斯 . 巴 宾 顿 （ M a c a u l a y , T h o m a s  H a b i n g u m  丨 8 0 0  -  1 8 5 9 ) - 英阐  
历 史 学 家 和 政 治 活 动 家 . 辉 格 党 人 ，议 会 议 员 ；印 度 总 督 所 )f 4 参 事 室 参 事  
( 1 8 3 3 - _  1 . 8 3 8 > ;曾 主 持 制 定 印 度 刑 法 典 . 这 部 法 典 于 1洲 0 年 被 批 准 为 法 律 „ 

2 8 1 、2 8 5 、7 7 2 、7 7 9 。
麦 兖 贝 恩 (M c B e a n ) — 英 国 医 生 。 251„

表 蒐 厚 格 赫 ，约 翰 • 拉 姆 赛 (M c C u llo c h ,J o h n  R a m sa y  178.9 -  1!挪 i î 一 英 国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和 统 计 学 家 ，李 嘉 图 经 济 学 说 的 跗 俗 化 者 》 1 3 9、1 4 7 、
I 4 8 、1 5 0 、1 9 4、2 8 2 、3 3 4 、4 2 6 、4 5 9 、4 6 4 、5 4 6 、5 4 7 、6 4 7 、f i « 、7 8 3 。

麦 克 拉 伦 . 詹 姆 斯 ( M ac la r e n . j a ln e s 1 9 世 纪 ) - 英 国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货 币  
流 通 史 的 研 究 者 ~ 一 一 9 2 。

麦 克 劳 德 ，亨 利 . 邓 宁 (M a c le o d . H e n ry  D u n n in g  ]821 19〇2> 英国 法学 家
和 庸 俗 经 济 学 家 ，主 要 从 事 信 贷 理 论 研 究 . 阐 发 r 所 谓 信 贷 创 造 资 本 的 理 论 》 
—— 5 3 、1 5 1。

曼 . 托 马 斯 (M u n .T h o m a ;;  1 5 7 丨 一 1 6 4 ] ) — — 英 国 商 人 和 经 济 学 家 . 重 商 主 义 者 . 

贸 易 差 额 论 的 创 立 者 . 1 6 1 5 年 起 为 东 印 度 公 阂 董 事 。 一 5 3 8 。
曼 ，约 翰 （M u n ,J ( > h n l 6 l 5  _1 6 7 0 )- -_英 国 商 人 和 经 济 学 家 托 • 曼 的 儿 子 ，曾

出 版 其 父 亲 的 著 作。一 _538。
曼 德 维 尔 ，贝 尔 纳 德 (M a n d e v il le .B e rn a rd  1670 1 7 S 3 ) - 英 N M 刺 文 学 和 民

主 主 义 的 伦 理 学 作 家 、医 生 和 经 济 学 家 。 3 7 0 、6 5 5 — 6 5 7 。
梅 尔 西 埃 . 德 拉 里 维 耶 尔 *保 尔 . 皮 埃 尔 （ M e rc ie r  d e  la R iv iè re ， P au l P ie rre  

1 7 2 0 — 1 7 9 3 )— 一 法 国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重 农 学 派 。一 ] 0 4 ，1 2 5 、1 4 4、 
1 4 7 ,1 5 6 ,1 6 0 ,1 9 3 .

梅 克 伦 堡 （梅 克 尔 堡 ）. 弗 里 德 里 希 . 阿 道 夫 （ M e c k le n b u rg  (_ M t‘fk e lb u rg  ] .  

F r ie d r ic h  A d o lf  1 8 0 9 -  1 8 8 1 ) 德 国 教 师 和 档 案 保 管 员 ，曾 同 卡 • 阿 贝 尔  
一 起 翻 译 《帝 俄 驻 北 京 公 使 馆 关 于 中 国 及 其 人 民 、宗 教 、制 度 和 社 会 关 系 的 著  
述 》一■书 。------- 1 2 2 0

梅 里 韦 尔 , 赫 尔 曼 (M e r iv a le . H e rm a n  1 8 0 6 —  1874)—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和 国 务 活  
动 家 ，自 由 党 人 ；曾 任 殖 民 副 大 臣 （1M 8 —  1859 ) ，印 度 事 务 副 大 臣 （ 1859 -  

1 8 7 4 )。 -— 6 8 0 «681 , 8 3 5 , 8 3 6 .

梅 涅 尼 • 阿 格 利 巴 （ M en en iu s A g r ip p a 死 于 公 元 前 ‘1 .9 3 年 ）…一 古 罗 马 贵 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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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3 7 6 。
蒙 森 . 泰 奥 多 尔 （M o m m s e n .T h e o d o r  1 8 1 7 —  1 9 0 3)—— 德 国 历 史 学 家 和 法 学  

家 . 柏 林 大 学 教 师 ; 写 有 关 干 古 罗 马 史 的 著 作 。—— 1 6 7、1 7 0。
蒙 塔 朗 贝 尔 伯 爵 ，沙 尔 . 福 布 斯 （M o n ta le m h e r t .  C h a r le s  F o rb e s ,  c o m te  de 

1 8 1 0 -  1870) •法 国 政 治 活 动 家 和 政 论 家 . 奥 尔 良 $ 人 ，第 二 共 和 国 时 期 是
制 宪 议 会 和 立 法 议 会 议 员 （〗8 彳 8 _ 1 8 5 1 ) ,天 主 教 党 的 领 袖 ；1 8 5 1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政 变 时 支 持 路 易 • 波 拿 巴 . 但 不 久 又 成 为 他 的 反 对 者 ；1 8 5 2 年 起 为 法 兰 西  
学 院 院 士 。—— 4 9 5 ,

蒙 泰 伊 . 阿 F  . 亚 历 克 两 斯 (M ()m e il .A m a n s -A le x is  1769 - 1 8 5 0 ) -法国 资 产  
阶 级 历 史 学 家 。'— 8 0 5 。

孟 德 斯 鸠 ，沙 尔 （M o n te sq u ie u ,C h a r le s  1689 —  175.5)—— 法 国 哲 学 家 、社 会 学  
家 、经 济 学 家 世 纪 资 产 阶 级 启 蒙 运 动 的 主 要 代 表 . 立 宪 君 主 制 的 理 论 家 ； 
货 币 数 最 论 的 拥 护 者 ；早 期 资 产 阶 级 天 赋 人 权 理 论 的 创 始 人 之 一 4 8 5 、
1 ] 8 、6 5 7 、8 1 9 。

弥 勒 . 安 东 < M ü lle r ,A m o n  ] 6 世 纪 上 半 叶 ） 一4 4 7 。
弥 勒 ，亚 当 • 亨 利 希 ，尼 特 多 夫 骑 士 （ M ü l l f r ， A d a m  H e in r ic h , R iu e r  von 

N itte rd o r f  1 7 7 9 -  1 8 2 9 ) - 德 国 政 论 家 和 经 济 学 家 ，德 同 政 治 经 济 学 中 反 映  
封 建 贵 族 利 益 的 浪 漫 学 派 的 代 表 人 物 . 亚 • 斯 密 的 经 济 学 说 的 反 对 者 。

119,

米 拉 波 伯 爵 ，奥 诺 雷 • 加 布 里 埃 尔 • 维 克 多 • 里 凯 蒂 （M ira b e a u . H o n o r s  

C；ahric l^V ic to r  R iq u c ti , c o m te  de  1749 - 1791) 法 国 政 论 家 ， 18 世纪 末法 
国 资 产 阶 级 革 命 的 活 动 家 • 大 资 产 阶 级 和 资 产 阶 级 化 贵 族 利 益 的 代 表 。 
5 0 3 、7 7 2 、7 7 3 、7 9 2 、8 0 8 、8 2 0 ,

米 拉 波 侯 爵 ，维 克 多 • 电 凯 蒂 （M ira b e a u ， V ic to r  R iq u e ti ， m a rq u is  d e  1715 

1789) 法 国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重 农 主 义 者 ；奥 • 加 • 维 • 里 • 米 拉 波 伯
爵 的 父 亲 „ 一  8 3 0 。

米 E  埃 利 斯 （木 歇 尔 ），奥 托 ( M ic h a e l i s [ M ic h e U .( ) t to  1826 1890) 一德 国 经
济 学 家 . 1 8 6 3 年 与 尤 • 孚 赫 同 为 《国 民 经 济 学 与 文 化 史 季 刊 》的 编 辑 。

- 233。
摩 尔 顿 ，约 翰 • 奄 默 斯 （ M o r io m jo h n  L 'h a lm crs  1821- -  1 8 8 8 )— - 英 国 农 学 家 ， 

《农 业 报 》编 辑 （ 1844 18肋 ），写 有 关 干 农 业 问 题 的 著 作 。 —— 3 9 1 ,3 9 2 ,5 8 4 .

摩 尔 根 ，威 廉 (M o rg a n .W ill ia m  1750 - 1 8 3 3 ) - -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理 .普 赖 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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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的 出 版 者 ; 写 有 • 些 反 对 增 加 军 费 和 国 债 的 文 章 D — -  723,783.
莫 尔 ，麦 卡 勒 姆 (M o re .M 'C 'a l lu m  1 !)世 纪 ） - 苏 格 兰 土 地 占 有 者 。 _ 7 9 0 ,

莫 尔 , 托 马 斯 (M o r e ,  T h o m a s  1478 1 5 3 5 ) -  英 国 国 务 活 动 家 和 人 文 主 义 作
家 , 曾 任 大 法 官 ; 空 想 共 产 主 义 的 最 早 代 表 人 物 之 一 ，《乌 托 邦 》一 的 作 者 《 

—  6 5 7 ,7 7 4 ,7 7 5 ,7 9 4 .

莫 尔 斯 沃 思 从 男 爵 . 威 廉 （M o le s w o n h ,S i r  W illia m , lia m n c t 181.0 _ 1855)

英 国 国 务 活 动 家 ，自 由 党 人 ，议 会 议 员 ^ 曾 任 公 共 工 程 大 臣 （ 1853 1 8 5 5)和殖
民 大 臣 （1 8 5 5 )。—— 1 7 0。

莫 里 哀 （M o 丨ière原 名 LL . 巴 蒂 斯 特 . 波 克 兰 Je a rv B a p lis ie  P oquulm  1622 -  

1 6 73) 一法 国 喜 剧 作 家 。一 6 3 4 0

莫 里 斯 ，约 翰 ( M o r r i s . J o h n ) — 英 国 一 家 轧 钢 厂 的 一 名 1 4 岁 的 童 工 （1 8 6 5 )。
2 6 6 。

莫 里 逊 _ 狄 龙 公 司 （M o rr is o n ， D illon  & -Co.) _ 英 国 一 家 贸 易 公 n h  1 3 5 0

莫 利 纳 里 ，古 斯 塔 夫 • 德 (M o lin a r i .G u s ta v e  dt> 1819_ 191 2) - 比利时 资 产 阶  
级 庸 俗 经 济 学 家 和 新 闻 工 作 者 . Ü 由 贸 易 论 者 ; 《政 治 和 文 学 辩 论 H 报 》主编  
( 1 8 7 6 )和《经 济 学 家 杂 志 》主 编 （1 8 8 1 ) 。 . - -  - 1 5 7 、4 4 2 、6 : « 、8 3 6 ,

莫 兹 利 ，亨 利 （M a u d s la y . H e n ry  1 7 7 1 — 1 8 3 1 ) 英 国 设 计 师 、工 厂 主 和发 明 
家 。 400。

墨 菲 ，约 翰 • 尼 占 拉 斯 ( M u r p h y ， Jo h n  N ich o las 1 9 壯 纪 ） _ 英 国 政 论 家 ，《爱 尔
兰 的 工 业 、政 治 和 社 会 》一 书 的 作 者 ^  758„

默 里 ，休 （M u r r a y ,H u g h  1779 1846) 英 国 地 理 学 家 和 政 论 家 -■  :& 1。
默 里 ，约 翰 （M u m iy .J o h n ) —— - 英 国 一 家 陶 器 厂 的 一 名 ] 2 岁 的 童 1 1 (1 8 6 3 )。 

一 2 5 0 。
穆 勒 ，约 翰 • 斯 图 亚 特 （M ill .J o h n  S m a r t  1806 - 1873)-_ 英 国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和 实 证 论 哲 学 家 ，政 治 经 济 学 古 典 学 派 的 模 仿 # ; 詹 • 穆 勒 的 儿 子 》 
一 1 1 8、1 ] 9 、1 2 9、3 8 6 、4 5 9 、5 3 2 、 541 — 5 « 、6 2 6 、（534、6 3 7 、 6 5 1 、 

8 1 1 、8 4 4 〇
穆 勒 ，詹 姆 斯 (Mill.Jmnes 1773_ 1836)- 奥 国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历 史 学 家  

和 哲 学 家 . 李 嘉 图 现 论 的 庸 俗 化 者 ; 在 哲 学 方 面 是 边 沁 的 追 随 者 ;《英 属 印 度  
史 》一 书 的 作 者 。 —— 丨 〇9、118、15丨 、188、2〇〇、3(57、459、532、60]、6〇5、.6〇7。

N

拿 破 仑 第-三（路 易 拿 破 仑 . 波 拿 巴 ）（N a p o lé o n 丨 丨1 [L ouis-N apoléon  B onapar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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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0 8 - 1 8 7 3 ) —— 法 兰 西 第 二 共 和 国 总 统 （ 1848 —  ] 851 ) ，法 国 皇 帝 （ 1852 —  

1 8 7 0 ) ,拿 破 仑 第 一 的 侄 子 。—— 2 8 4 ,7 4 5  „

内 克 ，雅 克 (N e c k e r .J a c q u e s  1732 — 1 8 04) — 法 国 政 治 活 动 家 、经 济 学 家 和 银  
行 家 ; 从 1770 - 1 7 8 9 年 多 次 任 财 政 大 臣 ;在 法 国 大 革 命 前 夕 曾 试 图 进 行 某 些
改 革 。—— 6 2 4。

内 勒 - 维 克 斯 公 司 （ N a y lo r  &- V ic k e rs  ) 奥 国 的 一 家 钢 铁 公 司 。 
2 6 7 、268»

内 史 密 斯 , 詹 姆 斯 (N a s m y th  J a m e s  1808 — 丨8 9 0 )—— - 英 国 工 程 师 ，蒸 汽 锤 的 发  
明 者 。 '~ ^ 0 1 、4 3 3 、4 5 6。

尼 布 尔 ，巴 托 尔 德 • 格 奥 尔 格 （N ie b u h r ,B a r th o ld  G e o rg  1776 —  1 8 3 1)— 德 国  
古 典 占 代 史 学 家 . 写 有 占 代 史 方 面 的 著 作 ，曾 在 丹 麦 和 普 鲁 士 供 职 。
—— 2 4 0 。

纽 马 奇 ，威 廉 （N e w m a rc h ,W ill ia m  ]8_20 ■ 1 8 8 2 ) -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和 统 计 学 家 ， 
自 由 贸 易 的 拥 护 者 。 3 0 6 。

纽 曼 . 弗 5 西 斯 . 威 廉 （N e w m a n ， F ra n c is  W i丨liam  1805 1897) 一  -英 国 语 文 学
家 和 政 论 家 ，资 产 阶 级 激 进 主 义 者 ; 写 有 一 些 关 于 宗 教 、政 治 、社 会 和 经 济 问  
题 的 著 作 。—— 7 8 0 ,7 8 6 。

纽 曼 , 赛 米 尔 . 菲 力 浦 斯 （N e w m a n ,S am u el P h ilip s  1797 — 1 8 4 2)—— 美 国 哲 学  
家 、语 文 学 家 和 经 济 学 家 》 1 5 8 、2 1 0 。

纽 纳 姆 ，乔 治 • 路 易 斯 （N e w n h a rn .G e o rg e  L e w e s )-  英 国 律 师 《 — 6 4 0 0

访 思 . 达 德 利 （N〇r t h J ) Ud ley  164】一 ] 6 9 1 ) -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资 产 阶 级 古 典 政  
治 经 济 学 最 初 的 代 表 人 物 。= 一 9 5 、1 1 6 、1 1 9一  1 2 0、1 2 9、4 0 6 、6 5 7 。

O

欧 文 , 罗 伯 特 ( ( ) w e n ,R o b e r t  1 7 7 1 —  1 8 5 8 )—— 英 国 空 想 社 会 主 义 者 。—— 7 0 、 
8 8 、8 9 、31_1、4 2 0 、5 1 0 、5 2 9 、5 8 0 、6 3 3 。

P

帕 里 ，查 理 . 亨 利 （P a r r y ,C h a r le s  H e n ry  1779 — 1 8 6 0 )—— 英 国 医 生 ，自由贸 易  
的 拥 护 # ; 写 有 一 些 关 于 经 济 学 和 政 治 问 题 的 著 作 。—— 6 3 9 ,6 4 1 ,7 2 4 .

帕 里 . 威 廉 . 爱 德 华 （P a r r y ,W illia m  E d w a rd  1790. - 1 8 5 5 )—— 英 国 旅 行 家 ，曾 
考 察 北 极 地 区 ， 一 -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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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 里 佐 ，雅 克 . 泰 奥 多 尔 （P a rL s o u J a c q u e s -T h é o d o re生 于 1 7 8 3 年 )—— 法 国 海  
军 军 官 和 政 论 家 •詹 • 穆 勒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及 其 他 经 济 学 著 作 的 译 淠 。 
-------6 0 1 。

帕 麦 斯 顿 子 爵 ，亨 利 • 约 翰 • 坦 普 尔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 isco u n i 1 7 8 4 -  1 8 6 5 ) —英 国 国 务 活 动 家 . 初 为 托 利 党 人 ，1 8 3 0 年 起 为 辉  
格 党 领 袖 •依 靠 该 党 右 派 ；曾 任 军 务 大 臣 （ 1809 —  1 8 2 8 ) ,外 交 大 臣 （ 1830 

1 8 3 4 、 ]8 3 5  — 1841 和  1846 —  1851 ) , 内 务 大 臣 （ 1852 —  1 8 5 5 ) 和 首 相 （ 1855 

1858 和 1859— 1 8 6 5 )。—— 4 7 9 。
帕 尼 尼 ，乔 万 尼 • 弗 兰 契 斯 科 (P a g n in i,G io v a n n i F ra n c e sc o  17】5 - 丨 7 8 9 〉一 - 意  

大 利 经 济 学 家 . 写 有 一 些 关 于 货 币 的 著 作 。一 一 8 5 。
帕 森 斯 ，査 理 ( P a r s o n s ,  C h a r le s )—— 英 国 外 科 医 生 。 - - —2 5 2 。
培 根 ，弗 兰 西 斯 ，维 鲁 拉 姆 男 爵 ，圣 奥 尔 本 斯 子 爵 (B a co n ,F ra n c is ， Baron of V m ila m  

an d  V isc o u n t o f S a in t AU )ans 1561 1 6 2 6 )-  英 国 唯 物 主 义 哲 学 家 、政 治 活
动 家 和 法 学 家 、自 然 科 学 家 和 历 史 学 家 ; 英 国 启 蒙 运 动 的 倡 导 者 。 - 4 0 5 、 
4 0 6 、7 7 5 、7 7 6 。

佩 诺 (P e n o t  1 9 世 纪 ) —— 法 国 医 生 。 - _ 4 1 2 。
佩 托 ，赛 米 尔 • 莫 顿 ( P e 丨o ， S am u el M o rto n  1809 1 8 8 9 ) - 英 国 企 业 主 ，从 事  

铁 路 建 筑 ；自 由 党 人 ，议 会 议 员 ；1 8 6 6 年 企 业 破 产 后 退 出 社 会 活 动 4

— — 2 3 9 。
配 第 ，威 廉 ( P e t ty ,  W illiam  1 6 2 3 — 1 6 8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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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4 、6 4 、7 3 、8 6 、9 5 、1 1 7、1 3 7、1 4 丨 、1 7 1、 
2 8 0 、2 8 1 、3 2 6 、3 5 6 、3 6 3 、3 8 1 、4 4 9 、5 8 6 、6 5 7 、 6589

皮 尔 ，罗 伯 特 ( P e e l , R o b e r t 1750 —  1 8 3 0 ) _英 国 棉 纺 织 厂 厂 主 ，议 会 议 员 .托
利 党 人 ; 英 国 首 相 罗 • 皮 尔 的 父 亲 》 8 2 2 。

皮 尔 ，罗 伯 特 ( P œ l ， R o b e r t  1 7 8 8 — 1 8 50) 英 国 国 务 活 动 家 和 经 济 学 家 ，托利
党 温 和 派 ( 亦 称 皮 尔 派 1 该 派 即 因 他 而 得 名 ）的 领 袖 ；曾 任 内 务 大 臣 （ 1822 

1827 和 1828— 1 8 3 0 ) ,首 相 （1 8 3 4 — 丨835 和  1 8 4 1 -—1 8 4 6 ) ; ]8 4 4  年 和  1.845 年 
银 行 法 的 起 草 人 ; 在 自 由 党 人 的 支 持 下 废 除 了 谷 物 法 （1 8 4 6)。 -  1 3 8 ,2 3 7 .

8 3 1 、8 3 9 、8 4 4 。
皮 特 ( 小 皮 特 ），威 廉 （P i t t ,W i l l i a m , th e  Y o u n g e r 1 7 5 9 -  1806)—— 英 国 国 务 活  

动 家 ，托 利 党 领 袖 之 一 ; 反 对 1 8 世 纪 末 法 国 资 产 阶 级 革 命 的 战 争 的 主 要 策 划  
者 之 一 1 7 8 1 年 起 为 议 会 议 员 ，曾 任 财 政 大 臣 （ 1782 - - 1 7 8 3 )和 首 相 （ 1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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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 和 】80 个 一 1806 ) , —— 2 0 9 ,8 0 0 .

皮 由 兹 , 菲 力 浦 （P u s e y , P h ilip p  ] 799 — 1 8 5 5 )— 英 国 政 治 活 动 家 . 大 地 主 ，托 
利 党 人 。 —— 7 2 7。

平 达 (P in d a r〇S 约 公 元 前 5 2 2 -  _ 442_) 古 希 腊 抒 情 诗 人 ，写 有 一 些 瑰 丽 的 颂
诗 。 —— 1 4 8、4 3 8 、7 0 1。

平 托 . 伊 萨 克 . 德 ( P in to ,I s a a c  d e  1 7 1 5 — 1 7 8 7)— -裙 兰 的 大 证 券 交 易 商 和 经  
济 学 家 . 写 有 经 济 学 方 面 的 著 作 。 - 1 4 8 。

蒲 鲁 东 ，皮 埃 尔 • 约 瑟 夫 （P r〇u d h o n ，P ie r re 'J o s e p h  1809 —  1 8 6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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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论 的 创 始 人 ，第 
二 共 和 国 时 期 是 制 宪 议 会 议 员 （1 8 4 8 )。 —— 6 1 、44.1、5 4 0 、5 6 4。

普 赖 斯 . 理 査 ( P r ic e ,R ic h a rd  1723 — 1 7 91) — 一 英 国 政 论 家 、经 济 学 家 和 道 德 论  
哲 学 家 ，资 产 阶 级 激 进 主 义 者 。—— 2 8 2 、6 2 3 、7 2 3 、7 8 3 、7 8 4 。

普 罗 塔 哥 拉 ( 阿 布 德 拉 的 K P rc n a g o ra s  o f  A b d e r a 公 元 前 约 480  —  4 1 0 ) -  古 希
腊 哲 学 家 ，鼓 吹 奴 隶 主 民 主 制 的 思 想 家 。 2 5 5。

Q
奇 斯 曼 (C 'h e e sm a n )-— 英 国 一 家 面 包 店 的 老 板 。—- - 2 5 8。
汴 治 二 世 （ G œ r g e  11 1683 1 7 60) 英 国 国 王 和 汉 诺 威 选 帝 侯 （ 1727 —

1760)。 --------3 0 、9 1 、7 9 9 ,

乔 治 三 世 (G e o rg e  III 口 3 8 — 1 8 2 0 )—— 英 国 国 王 （]7 6 0 — ] 8 2 0 )。 —— 7 9 9 .

琼 斯 ，理 査 (jones,Richard ] 79〇-  1 8 5 5 )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资 产 阶 级 古 典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最 后 代 表 。 一 _321、334、342、348、6〇3、623、635、636、677、678。

R

热 拉 尔 ，沙 尔 • 弗 雷 德 里 克 ( ( k r h a r d t，C h a rle s -F ré d é r ic  1816 — 1 8 5 6 )-------法 国
化 学 家 . 同 洛 朗 一 起 对 分 子 和 原 子 的 概 念 作 了 更 为 精 确 的 阐 述 。 —— 3 2 2 。

若 弗 鲁 瓦 . 圣 伊 莱 尔  * 埃 蒂 耶 :維 . （ tJ e o ffro y  S a in t-H ila i r -É t i_ ç n 〇e  1772 — 

18.H ) 法 国 动 物 学 家 ，进 化 论 者 ，查 • 达 尔 文 的 先 驱 者 之 一 。 __-8〇6 。

S

萨 德 勒 ，迈 Æ 尔 . 托 马 斯 M ichael T h o m a s  1780 —  1 8 3 5) - -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政 治 活 动 家 和 政 论 家 . 托 利 党 人 . 慈 # 家 ；马 尔 萨 斯 人 口 论 的 反 对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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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3 4 3 、7 2 5 、7 5 6 。
萨 默 斯 . 罗 伯 特 (S o m e r s ,  R o b e rt 1822 — .1891) 英.国 政 论 家 和 新 闻 _!：作 # 。 

— 7 8 9 ,7 9 0 =

萨 瑟 兰 公 爵 夫 人 . 哈 丽 雅 特 • 伊 m 莎 白 • 乔 治 、丨R娜 • 兽 森 高 尔 （S u lh e r la n d . 

H a r r ie t  E liz ab e th  G e o rg ian a  L ev e so n -C io w e r.D u ch e ss  o f  180fi- 18(;8) - 亦 
格 兰 大 地 主 . 伊 • 鲁 森 高 尔 • 萨 瑟 兰 的 儿 媳 《 7 8 9。

萨 瑟 兰 女 伯 爵 ，伊 IM莎 白 • 鲁 森 高 尔 ，斯 塔 描 德 侯 爵 夫 人 ，萨 瑟 兰 公 爵 夫 人  
(S u th e r la n d .E l iz a b e th  L e v e so n -G o w e r .C o u n te s s  o f ,M a rc h io n e s s  o f  S ta ffo rd . 

D u c h ess  o f  1 7 6 5 -  1 8 3 9 )—— 苏 格 兰 大 地 主 . 斯 塔 福 德 侯 爵 的 妻 子 ，哈 • 伊 • 

乔 • 鲁 森 高 尔 • 萨 瑟 兰 的 婆 婆 。 - - 7 8 8 、7 8 9。
萨 伊 . 让 • 巴 蒂 斯 特 (S a y .J e a n -B a p tis te  1767 1832) 法 国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 庸 俗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代 表 人 物 ，最 先 系 统 地 阐 述 “ 生 产 三 要 素 ” 论 》 - 7 4 .

1 0 9 、1 5 1、1 6 2 、1 9 5 、 208  2 0 9 、3 7 8 、4 0 4 、4 6 2 、5 4 7 、5 6 4 、fi3 2、6 4 5 、fi4 6。
塞 克 洛 普 (C y k lo p s )  英 国 卡 姆 梅 尔 公 司 的 一 家 钢 铁 厂 。 2 6 8 。
塞 克 斯 都 • 恩 披 里 柯 (S c ja u s  E m p ir ic u s  2 世 纪 下 半 叶 ） 古 希 腊 医 生 和 怀 疑

派 哲 学 家 ， •— 3 8 1 .

桑 德 森 (S a n d e rs o n .  E . F . ) - - 英 _国 桑 德 森 兄 弟 公 f ï j的 老 板 之 一 。 268 

2 7 0 。
桑 德 森 兄 弟 公 司 （S ?m derson，B ros. &  C a ) -  英 闽 阿 特 克 利 夫 的 炼 钢 、压 延 、 

锻 铁 工 厂 。 —— 2 6 8 — 2 7 0 。
桑 德 斯 ，罗 伯 特 • 约 翰 ( S a u n d e r s K o b e n  J o h n ) -  英 国 官 员 ，曾 任 i：厂 视 察 员

<19 世 纪  40 年 代 ）。 —— 3 0 1 ,3 1 3 ,4 2 0 .

桑 顿 • 威 廉 • 托 马 斯 （丁h o rn lo n .W il l ia m  T h o m a s  1813 1 8 8 0 ) - 英 N I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 约 • 斯 • 穆 勒 的 追 随 者 。 - 〗7_1、2 7 7 、7 7 4。

色 诺 芬 (X e n o p h o n 约 公 元 前 430  - 3 5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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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 护 者 ；写 有 历 史 、经 济 和 哲 学 方 面 的 著 作 - 

— 3 8 2。
沙 白 里 哀 —— 见 列 沙 白 里 哀 . 伊 萨 克 • 勒 奈 • 居 伊 。
沙 利 文 (S u ll iv a W — 英 国 东 印 度 公 司 的 贸 易 伙 伴 „ _ 8 ]5。
沙 乌 ，华 金 •弗雷德 里 克 (S c h o u w .J o a k im  F r e d e r i k 丨789 1852) 丹 麦 植 物

学 家 。一 - 5 4 0 .

莎 士 比 亚 ，威 廉 （S h a k e s p ^ ir e ,  W illiam  1564 —  1 6 1 6 ) -  英 国 戏 剧 家 和 诗 _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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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1 0 2、1 2 7、5 】4 、7 7 9 、8 0 1 。
舍 尔 比 利 埃 • 安 东 • 埃 利 泽 （C’h e rb u lie z，A nto inc~ É lisée  1797 —  1 8 6 9 )------ 瑞 士

经 济 学 家 •西 斯 蒙 第 的 追 随 者 ，把 西 斯 蒙 第 的 理 论 和 李 嘉 图 理 论 的 某 些 原 理  
结 合 在 一 起 《 —— 1 8 4、1 8 8 、6 2 2 、6 9 6。

舍 伐 利 埃 ，让 • 巴 蒂 斯 特 • 阿 尔 丰 斯 ( C h e v a ll ie r，Jean-B aptL ste~A lphonse  

1 7 93- 1 8 7 9 ) - - 法 国 化 学 家 和 药 学 家 。 一 255(〇
舍 夫 茨 別 利 伯 爵 ，安 东 尼 • 阿 什 利 • 库 _ (  S h a f te s b u ry ， A n th o n y  A sh ley  

C o o p e r ,E a r l  o f  1 8 0 1 -  1 8 85)—— 英 国 政 治 活 动 家 ，4 0 年 代 为 议 会 中 托 利 党  
人 慈 善 家 集 团 领 袖 ，1 8 4 7 年 起 为 辉 格 党 人 • 议 会 议 员 • 低 教 会 派 的 拥 护 者 ， 
1 8 5 5 年 为 克 里 木 英 军 医 疗 状 况 调 査 委 员 会 主 席 ；帕 麦 斯 顿 的 女 婿 。 -  

4 1 9 ,4 3 0 ,4 3 1 ,7 2 5 ,7 2 6 .

圣 西 门 ，昂 刺 (S a in t-S im o n ， H e n r i  1760 —  1 8 2 5 >— 法 国 空 想 社 会 主 义 者 。
— 633 〇

圣 哲 罗 姆  见 哲 罗 姆 4

施 托 尔 希 ，安 德 烈 • 卡 尔 洛 维 奇 （IÜTopx， AHÄpeft KapjioBHM原 名 亨 利 希 • 弗 里  
德 里 希 • 冯 • 施 托 尔 希  H e in ric h  F r ie d r ic h  von  S to rc h  1766-  1835) 俄国  
经 济 学 家 、目 录 学 家 、统 丨 十学 家和历 史学 家 • 德 裔 ; 彼 得 堡 科 学 院 院 士 ，资 产 阶  
级 古 典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模 仿 者 。 —— 1 7 4、1 8 4、3 6 6 、3 7 5 、3 7 6 、6 2 7 、6 9 5 。

舒 尔 采 德 里 奇 ，弗 5  茨 • 海 尔 曼 （S ch u lze~ D elitzsch ， F ra n z  H e rm a n n  1808 -  

1883) 德 W 政 治 活 动 家 和 资 产 阶 级 庸 俗 经 济 学 家 , 1 8 4 8 年 是 普 鲁 士 国 民
议 会 议 W • 属 于 中 间 派 左 翼 ; 主 张 在 普 鲁 士 的 领 导 下 “ 自 上 而 下 ” 统 一 德 国 ，民 
族 联 盟 创 始 人 之 一 （18仍 ） ； 6 0 年 代 是 进 步 党 领 袖 之 一 ，国 会 议 员 （1 8 6 7 年 
起 ）；曾 企 图 用 组 织 合 作 社 的 办 法 来 使 工 人 脱 离 革 命 斗 争 。 一一  1 6、2 3 3 。

舒 尔 茨 • 威 廉 (S c h u lz .W ilh e lm  1 7 97- 1860) 德 国 政 论 家 ，1 8 3 3 年 被 判 处 五
年 要 塞 监 禁 . 】8 3 4 年 逃 跑 • 流 亡 瑞 士 至 1 8 4 8 年 ；同 尤 • 福 禄 培 尔 和 阿 • 卢 格  
行 密 叻 联 系 ; 德 国 1848 1 8 4 9 年 革 命 的 参 加 者 ，法 兰 克 福 国 民 议 会 议 员 ，属
于 左 派 。 —— 3 8 7 .

斯 宾 诺 莎 ，巴 鲁 赫 （贝 奈 狄 克 特 ）（S p in e ls ， B k ru ch  [ B e n e d ic tu s ]  1632 — 

1677) 荷 兰 唯 物 主 义 哲 学 家 ，无 神 论 者 。 一 3 2 0 、6 3 4 。
斯 蒂 文 斯 ( S l e w m O -  英 国 医 生 。 —— 7 1 6 、7 1 7。
斯 P 尔 培 Æ • 弗 ■ 德 甩 克 ( S k a r h c k .F r y d r r y k  1 7 9 2 -  1866)* — 波 兰 经 济 学 家 ， 

半 沙 大 学 教 授 ；亚 • 斯 密 的 追 随 者 。 - 3.10、3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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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克 里 文 ，赛 米 尔 (•S criven，Sam uu>l) — 英 閣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委 员 。 - 25(U

斯 克 罗 普 ，乔 治 . 朱 利 叶 斯 • 波 利 特 （S c ro p e ， G e o rg e  J u liu s  P o u le tt  1797 — 

1 8 7 6 )——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和 地 质 学 家 ，马 尔 萨 斯 主 义 的 反 对 者 ：议 会 议 员 。
~ — 6 3 4 。

斯 隆 ，汉 斯 (S lo a n e .H a n s  1660 —  1 7 5 3 )— 英 国 医 生 和 自 然 科 学 家 .从 事 书 籍  
和 手 稿 的 收 藏 , 1 7 5 3 年 把 全 部 收 藏 和 另 外 两 个 私 人 藏 丨 5库 合 并 ，创 È 了 英 国  
最 大 的 国 家 博 物 馆 - - 英 国 博 物 馆 。 一 _780„

斯 密 ，亚 当 ( S m i th ,  A d a m  1723 1 7 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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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 7 、3 8 、6 4 、7 1 、 117 — 1 1 9、1 3 8 、1 6 5、2 8 1 、3 6 3 、 
3 6 9 、3 7 0 、3 7 8 、3 8 M 0 3 、4 2 8 、4 8 3 、5 3 2 、5 4 7 、5 5 9 、5 6 3 、5 6 5 、5 6 9 、5 8 6 、5 9 1 、6 0 3 、 
6 2 5 — 6 2 7 、6 3 1 、6 4 6 、6 5 5 、6 5 7 — 6 6 0 、6 6 3 、6 6 7 、6 9 0 、7 6 7 、7 8 7 、7 9 7 、8 2 3 、8 4 3 。 

斯 密 斯 ( S m i th ) — ■英 国 曼 彻 斯 特 一 家 工 厂 的 股 东 兼 经 理 。—— 2 5 3 、2 5 4 、5 7 5。 
斯 密 斯 ，爱 德 华 ( S m i th ,E d w a r d  1 8 1 8 前 后 1 8 74) 英 国 医 生 ，枢 密 院 卫 生

顾 问 和 调 査 工 人 区 居 民 饮 食 状 况 的 医 务 专 使 , 济 贫 法 委 员 会 委 员 。 一 4 1 1 、 
7 0 3 — 7 0 5 ,7 3 1  „

斯 密 斯 . 戈 尔 德 温 （S m ith .G o ld w in  1823 — 1 9 1 0 )—— 英 国 资 产 阶 级 历 史 学 家 ， 
经 济 学 家 和 政 论 家 ；自 由 党 人 ; 在 政 治 经 济 学 方 面 是 曼 彻 斯 特 学 派 的 拥 护 者 ， 
英 格 兰 在 爱 尔 兰 的 殖 民 政 策 的 辩 护 士 ; 1 8 6 8 年 迁 居 美 国 ；1 8 7 1 年 起 住 在 加 拿  
大 。 ------- 811»

斯 密 斯 ，威 廉 ( S m ith ,W il l ia m ) — - 英 国 一 家 轧 钢 厂 的 一 名 1 5 岁 的 童 T ( 1 8 6 5 )。 
-------2 6 6 。

斯 密 斯 ，约 翰 ( S m n h .J o h n ) - — 爱 丁 堡 的 典 狱 官 。 —— 7 3 0。
斯 内 尔 (S n e l l )—— 5 1 0 。
斯 尼 格 ( S n ig g e ) —— 英 国 律 师 ，詹 姆 斯 一 世 时 的 法 官 。—— 7 7 8。
斯 帕 克 斯 , 贾 雷 德 ( S p a r k s ， j a m l l  789 —  1866 ) —— 美 国 历 史 学 家 和 教 育 家 ，富 

兰 克 林 著 作 的 出 版 者 。—— 7 3 、1 6 3。
斯 塔 福 德 ，威 廉 (S ta f fo rd .W il l ia m  1 5 5 4 -  1612) —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重 商 主 义 的  

早 期 代 表 人 物 。—— 8 0 4 。
斯 特 拉 恩 . 威 廉 （S tr a h a n ， W illiam  1 7 1 5 —  1 7 8 5 )— - 英 国 出 版 商 ，大 . 休 漠 、 

亚 • 斯 密 等 人 的 著 作 的 出 版 者 ， 6 5 8 。
斯 特 赖 普 ，约 翰 （S try p c .  Jo h n  1643 —  1 7 3 7 )-  英 国 教 会 史 学 家 。

7 9 5 、7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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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特 兰 奇 . 威 廉 ( S t r a n g e ,W illiam )*— 英 国 医 生 ，《健 康 的 七 要 素 》（1 8 6 4 )的 作  
者 。------- 2.64。

斯 特 罗 克 ，阿 奇 博 尔 德 （S tu r r e c k , A rc h ib a ld  ) 英 国 大 北 铁 路 公 司 机 务 处 主
任 • 一 4 5 3 。

斯 特 普 尔 顿 (S ta p le to n )—— 英 国 政 治 活 动 家 . 保 守 党 人 ，议 会 议 员 。—— 6 3 9 。
斯 图 亚 特 ，杜 格 尔 德 (S te w a r t ,D u g a ld  1 7 5 3 - - 1 8 2 8 )— 一 苏 格 兰 哲 学 家 和 经 济 学  

家 ，哲 学 上 唯 心 主 义 派 别 - 所 谓 健 全 理 智 的 哲 学 的 代 表 人 物 ；亚 • 斯 密 的  
反 对 者 。^ 3 3 4 、3 5 9 、3 7 6 、5 1 2 。

斯 图 亚 特 ，亨 利 . 罗 伯 特 ，卡 斯 尔 雷 子 爵 （S te w a r t ,  H e n ry  R o b e r t ,  V isco u n t 

C a s tk r e a g h  1 7 6 9 - 1 8 2 2 ) —— 英 国 政 治 活 动 家 ，托 利 党 人 . 议 会 议 员 ；曾 任 陆  
军 和 殖 民 大 臣 （ 1805 1 8 0 6 和 1807. 1 8 0 9 )、外 交 大 臣 （1812■— 1.822)，英 国 政
府 出 席 维 也 纳 会 议 的 代 表 。 - - - 4 4 8 。

斯 图 亚 特 . 詹 姆 斯 ( & 叫肛 1，如 1116>!； 1712 -  1 7 8 0 ) - - 英 国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重 
商 主 义 的 最 后 代 表 人 物 之 一 ，货 币 数 量 论 的 反 对 者 „ 1 1 7、1 3 8 、1 4 0 、1 4 6、
1 8 1、3 4 6 、3 6 7 、4 4 9 、5 8 6 、6 5 7 、6 9 4 、7 7 3 、7 8 7 、8 0 6 。

斯 图 亚 特 ，詹 姆 斯 （S te u a r l , J â m e s  1744 —  1839 ) —— 英 国 将 军 ，曾 出 版 其 父 亲  
詹 • 斯 图 亚 特 的 著 作 。—— 1 4 6。

斯 图 亚 特 , 詹 姆 斯 （S tu a r t , J a m e s  1775 -  1849) -  英 W 医 生 和 政 论 家 ，工 厂 视  
察 员 。 — 2 9 8 ,3 2 4 .

斯 图 亚 特 r . 朝 - 苏 格 兰 王 朝 （ 1371 — 1 7 M )和 英 格 兰 王 朝 （ 1603 - -  1 6 4 9 和 
1660— 1 7 1 4 ) , .—— 7 7 9 。

苏 利 公 爵 ，马 克 西 米 刺 安 • 德 • f t 坦 （S u lly ， M a x im ilie n  .de B é th u n e， 如 
1560 1 6 4 1 ) -  —法 国 国 务 活 动 家 ，重 商 主 义 者 ；国 王 亨 利 四 世 的 顾 问 。

一 6 5 7。
索 福 克 勒 斯 ( S o p h o c le s公 元 前 4 9 7 前 后 - 4 0 6 ) -  占 希 腊 剧 作 家 ，古 典 悲 剧 作

者 。 —— 1 2 7。

I

塔 夫 内 尔 ，爱 德 华 • 卡 尔 顿 (T u fn e lU E d w a rc l C a r le to n  1 9 .世 纪 )—— 英 国 政 论  
家 . 工 厂 劳 动 调 查 委 员 会 和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调 查 委 员 会 的 成 员 ; 《工 联 的 性 质 、 
目 的 和 成 果 》(1 8 3 4 > — 书 的 作 者 。—— 2 7 1 。

塔 克 尔 ，乔 赛 亚 ( T u c k e r .J o s ia h  1 7 1 2 -  1799) — 英 国 牧 师 和 经 济 学 家 . 亚 •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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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的 先 驱 。 - - 2_82、6 5 8 、8 2 4 。
塔 克 特 ，约 翰 • 德 贝 尔 ( T u c k e t u j o h n  D eb e 丨1 1 7 8 6 —  1邱 4 .)—— 英 国 政 论 家 „ 

一  37.8、7 7 7 、8 1 0 。
塔 珀 ，马 丁 （T in s p e r .M a r tin  1 8 1 0 - 1 8 8 9 )… 英 国 诗 人 ，写 有 一 些 空 泛 的 劝 偷  

性 诗 篇 。，—— 6 4 9 。
泰 勒 ，爱 德 华 （T a y lo r ,  E d w a rd )  英 国 一 家 轧 钢 厂 的 一 名 〗5 岁 的 童 工  

( 1 8 6 5 ) ,  -— 2 6 6 。
泰 特 ( T a i t ) —— 英 国 利 默 里 克 的 一 家 服 装 厂 厂 主 ( 1 8 6 4 ) 。 _ -4 9 9 。
坦 普 尔 . 威 廉 (T e m p k s W il l ia m  ] 6 2 8 — 1 6 9 9 ) —英 国 外 交 官 和 政 治 活 动 家 ，重 

商 主 义 者 . 奥 伦 治 的 威 廉 H 世 的 近 臣 ；写 有 一 些 经 济 和 政 治 问 题 的 著 作 u 

—— 6 5 7 。
汤 普 森 . 本 杰 明 一 见 拉 姆 福 德 伯 爵 . 本 杰 明 • 汤 普 森 。
汤 普 森 . 威 廉 (T h o m p s o n , W illiam  1775 1 8 3 3 ) 爱 尔 兰 经 济 学 家 ，空 想 社 会

主 义 者 ，欧 文 的 信 徒 。 一 3 7 7。
唐 森 ，约 瑟夫(丁  o w n s e n c U o s印 h  1739- 1 8 1 6 ) -  英 国 地 质 学 家 和 社 会 学 家 . 

教 士 ;他 提 出 的 人 口 理 论 后 来 为 马 尔 萨 斯 所 利 用 。一- 3 6 7 、 657 — 6 5 8 、6 9 4。
特 里 门 希 尔 ，休 . 西 摩 尔 （T re m e n h e e re ， H u g h  S e y m o u r  18CM 1 8 9 3 )------- 英 I坤

官 员 和 政 论 家 ，曾 屡 次 参 加 政 府 的 工 人 劳 动 条 件 调 查 委 员 会 。 —— 1 7 4、1 7 5、 
2 5 6 ,2 7 1 „

特 纳 ( T u r n e r ) ― ― 英 国 牧 师 ，柴 郡 威 尔 姆 斯 托 工 业 区 的 教 区 长 。 - - 4 5 1 。
特 纳 . 威 廉 ( T u r n e r , W il l ia m )-  英 国 一 家 轧 钢 厂 的 一 名 1 2 岁 的 童 工 （1 8 6 5)。

—— 2 6 6 。
梯 特 —— 见 韦 斯 帕 西 安 ( 梯 特 • 弗 拉 维 • 韦 斯 帕 西 安 )》
梯 也 尔 ，阿 道 夫 （T h ie r s ,  A d o lp h e  1 7 9 7 —  1877)_  - 法 国 国 务 活 动 家 和 历 史 学  

家 ，奥 尔 良 党 人 ，曾 先 后 任 内 务 大 臣 、贸 易 和 公 共 事 务 大 臣 （ 1832 — 1 8 3 6 )、首 
相 （】8 3 6 和 1 8 4 0 ) ;第 二 共 和 国 时 期 是 制 宪 议 会 和 立 法 议 会 议 员 （1 8 4 8) ;第 二  
共 和 国 政 府 首 脑 （内 阁 总 理 ) （1 8 7 1 )、总 统 （ 1871 __ 187 3) ; 镇 压 巴 黎 公 社 的 刽  
子 手 。 —— 4 6 4 ,7 6 8 。

帖 木 儿 ( 跛 帖 木 儿 ）（T irm ir- i- la n g  [T a m e r la n e ]  1336 — 1 4 0 5)'—— 中 亚 细 亚 的 统  
帅 和 征 服 者 ，帖 木 儿 王 朝 （137^0 — 1 5 0 7)的 创 立 者 。一一2 7 1。

图 克 ，托 马 斯 ( T o o k e .T h o m a s  1774 — 1 8 5 8 ) - 英 国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资 产  
阶 级 古 典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代 表 人 物 ，货 币 数 量 论 的 批 评 者 ; 写 有 多 卷 本 的 《价格



人 名 索 引 949

史 》。 - 一 3 0 6 。
托 雷 斯 ，雅 克 • 德 （T h o r a k s e ， Ja c q u e s  d e  1 4 世 纪 ）------ 法 国 贵 族 .贝 桑 松 城 遥

主 。 一 一 8 0 5 。
托 伦 斯 ，罗 伯 特 ( T o r r e n s ,  R o b e r t ]7 8 0  —  186彳 ）—— 英 国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自  

由 贸 易 论 者 ，“ 通 货 原 理 ”学 派 的 代 表 人 物 ，李 嘉 图 经 济 学 说 的 庸 俗 化 者 ;否 认  
劳 动 价 值 论 适 用 于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的 条 件 。 _一-  1<30、1 7 1、1 8 6 、4 2 2 、4 5 9 。

I»

W

瓦 茨 . 约 翰 （W a tts .  J o h n  1818 —  1 8 8 7 ) 英 国 政 论 家 .早 期 为 空 想 社 会 主 义  
者 ，欧 文 的 信 徒 ; 后 为 资 产 阶 级 自 由 主 义 者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的 辩 护 士 ； 1 8 5 3 年 
在 伦 敦 创 办 了 “ 国 民 人 身 保 险 公 司 ” . 1 8 5 7 年 在 曼 彻 斯 特 设 立 分 公 司 。 -  

5 8 0 、5 8 4。
瓦 尔 皮 ，蒙 塔 古 ( V a lP y ,M ()m a g u J . ) -  英 国 牧 师 。 一 2 5 0 。
瓦 伦 廷 ，加 布 里 埃 尔 . 古 斯 塔 夫 （V a le n t in ,G a b r ie l  G u s ta v  1810— 1 8 8 3 )—— 德

国 物 理 学 家 。 5 0 9 。
瓦 什 隆 康 斯 坦 丁 （ V a c h e ro n  &. C .onstan tin  ) — - 瑞 士 的 一 家 钟 表 工 厂 。 

-------3 5 8 0

瓦 特 . 詹 姆 斯 ( W a l l ,  1736 _ 1 8 1 9 ) - 英 国 商 人 、工 程 师 和 发 明 家 ，万 能
蒸 汽 发 动 机 的 设 计 者 。 —— 3 9 0 ,3 9 2 ,3 9 3 ,3 9 7 ,4 0 0 ,5 1 6 〇 

王 茂 萌 （1 7 9 8 — 1 8 65) 中 国 清 朝 官 员 . 1 8 5 3 年 任 户 部 右 侍 郎 兼 管 钱 法 堂 事
务 ；曾 提 出 将 官 票 宝 钞 兑 现 的 主 张 ; 《条 议 钞 法 析 》和 《论 行 大 钱 析 》等 著 作 的  
作 者 。, — - 1 2 1 。

威 德 ，本 杰 明 • 富 兰 克 林 (W a d e ,B e n ja m in  F ra tik lin  1800 - 1 8 7 8)—— 美 国 法 学  
家 和 政 治 活 动 家 ，属 于 共 和 党 左 翼 . 参 议 院 议 长 ， 1867 —  1 8 6 9 年 任 副 总 统 ;反  
对 美 国 南 部 的 奴 隶 制 。: 一 "1 9。

威 德 . 约 翰 ( W a d e ， jo h n  1788 —  1875 ) - 英 国 政 论 家 、经 济 学 家 和 历 史 学 家 ■■ 

2 4 9 、2 8 0 、6 6 2。
威 尔 克 斯 ，马 克 （W ilk s , M a rk  1 7 6 0 前 后 一  1831 ) —— 英 国 殖 民 军 军 官 ，长 期 驻  

印 度 ，写 有 一 些 关 于 印 度 的 著 作 。—— 3 7 3 。
威 尔 士 亲 王 夫 人  见 亚 历 山 德 拉 -

威 尔 逊 , 詹 姆 斯 (W ils o n ,  J a m e s  180 5 — 1 8 6 0 )——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和 政 治 活 动 家 ， 
议 会 议 员 （1847_ 1 8 5 9 ) ,自 由 贸 易 论 者 ; 《经 济 学 家 》的 创 办 人 和 编 辑 ；曾 任 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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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部 财 务 次 官 （ 1853 — 1 8 5 8 )、印 度 财 政 大 臣 （]85.9 —  i8 6 0 ).;货 币 数 量 论 的 反  
对 者 。 —— 2 3 3 、354«

威 兰 德 ，弗 兰 西 斯 (W a y la n d ,F ra n c is  1796 ■ 1 8 6 5 )—— 美 国 神 学 家 、伦 理 学 家 和  
经 济 学 家 ；曾 任 普 罗 维 登 斯 大 学 校 长 ; 著 有 伦 理 学 、政 治 经 济 学 和 其 他 通 俗 教  
科 书 , : 一 1 6 2 、2 1 1 ,

威 廉 S 世 （奥 伦 治 的 ） （ W illia m  III o f  O ra n g e  16,50—  1 7 0 2 )—— 尼 德 兰 总 督  
(1 6 7 2 — 1 7 0 2 ) ,英 国 国 王 （ 1689 — 1 7 0 2 ) 。 —— 780 0 

威 廉 四 世 (W illia m  IV  ]7 6 5 — ]8 3 7 ) —— 英 国 国 王 （ 1830 —  1837>。一 一 2 9 9 。. 

威 廉 斯 ，威 廉 • 芬 威 克 ，卡 尔 斯 从 男 爵 （W illia m s ， W illiam  F e n w ic k , B aro n et of 

K a rs  1800— 1 8 8 3 )—— 英 国 将 军 ，1 8 5 5 年 克 里 木 战 争 时 期 曾 指 挥 卡 尔 斯 保 卫  
战 ，后 投 降 俄 国 军 队 ; 议 会 议 员 G 8 5 6 — 1 8 5 9 )。 - 一 】1 9。

威 灵 顿 公 爵 . 阿 瑟 • 韦 尔 斯 利 （W e llin g to n , A r th u r  W e lle s le y ， D uke  of 1769 — 

1 8 5 2 ) - -英 国 统 帅 和 国 务 活 动 家 ，托 利 党 人 ; 1808 —  1 8 ] 4 年 和 1 8 1 5 年 在 反  
对 拿 破 仑 法 国 的 战 争 中 任 英 军 指 挥 官 ; 历 任 军 械 总 长 （ 1818 -  1 8 2 7)，英 军 总  
司 令 （1 8 2 7 . 1828 和 1842 —  1 8 5 2 ) ,首 相 （ 1828 1 8 3 .0 ) ,外 交 大 臣 （ 1834

1 8 3 5 ) ,  — 1 1 9 0

威 斯 特 ，爱 德 华 (W e s t ,E d w a r d  1782_ - 1 8 2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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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 3 2 、5 5 4 、_5,71 —  5 7 3。， 

韦 克 菲 尔 德 , 爱 德 华 • 吉 本 （W a k e f ie ld .E d w a rd  G ib b o n  1796 —  1 8 6 2 )-  英国  
国 务 活 动 家 和 经 济 学 家 ，曾 提 出 资 产 阶 级 殖 民 理 论 。 - 2 7 6 、3 3 9 、5 6 3 、6 1 8 、 
7 2 5 ,8 3 0  —  8 3 3 ,8 3 5 — 8 3 9 ,

韦 里 , 彼 得 罗 （V e r r i .P ie t r o  1728 - 1 7 9 7 ) — - 意 大 利 经 济 学 家 ，重 农 学 派 学 说 的  
最 初 批 评 者 之 一 《 —— 3 4 、8 4 、1 2 8、3 4 2 。

韦 奇 伍 德 ，乔 赛 亚 （W e d g w o o d ,.丨o s ia h  1 7 3 0 — ] 7 9 5 )------- 英 国 制 陶 业 主 和 企 业
家 ，某 种 制 陶 技 术 的 发 明 者 和 英 国 陶 器 工 业 的 奠 基 者 。—— 2 7 4 ,2 7 8 „

韦 斯 帕 西 安 （梯 特 . 弗 拉 维 • 韦 斯 帕 西 安 ） （ T itu s  F la v iu s  V e sp a s ian u s  39 — 

8 1 ) —— 罗 马 皇 帝 （7_9— 8 1 ) 。 —— 4 1 2 。
维 多 利 亚 (V ic to r ia  1 8 ] 9 — 1 9 0 1 )—— 英 国 女 王 （ 1837 — 1 9 0 ] )。—— 8 4 0 。 
维 尔 特 ，麦 克 斯 (W ir t h ，M a x l8 2 2  — 1900)—— 德 国 资 产 阶 级 庸 俗 经 济 学 家 和 政  

论 家 。. --------2 3 3 〇
维 科 , 乔 万 尼 . 巴 蒂 斯 塔 (V ic o ,G io v a n n i B a ttis ta  1668 — 1 7 44) — - 意 大 利 哲 学  

家 和 社 会 学 家 ，曾 试 图 阐 明 社 会 发 展 的 客 观 规 律 性 。—— 3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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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利 尔 斯 . 査 理 • 佩 勒 姆 （V il lie r s ,C h a r le s  P e lh am  1802 1 8 9 8 ) -  英 国 政 治
活 动 家 和 法 学 家 ，自 由 贸 易 派 . 议 会 议 员 ；曾 任 军 法 总 监 （ 1852 _ 1 8 5 8) . 济 贫  
法 总 督 察 （1859. .1 8 6 6 )。 2 7 5。

维 特 ，约 翰 • 德 (W it t  J o h a n  de  1625 — 1 6 7 2 )—— 尼 德 兰 国 务 活 动 家 ，大 商 业 资  
产 阶 级 利 益 的 代 表 。—— 6 5 7 ,8 1 9 ,,

沃 邦 侯 爵 . 塞 巴 斯 蒂 安 . 勒 普 雷 特 尔 （V a u b a n ， S é b a s tie n  L e P r ê t r e [ P r e s t r e ] ,  

m a rq u is  d e  1 6 3 3 - 1 7 0 7 ) —— 法 国 元 帅 ，军 事 工 程 师 ，写 有 筑 城 学 和 围 攻 方 面  
的 著 作 以 及 经 济 学 著 作 《王 国 什 一 税 》。一 1 3 6 .

沃 尔 弗 男 爵 ，克 里 斯 蒂 安 （W o lf f ,C h ris tia n  F re ih e r r  v o n  1679 — 1 7 5 4)—— 德 国  
哲 学 家 . 曾 将 莱 布 尼 茨 的 哲 学 加 以 系 统 化 和 通 俗 化 .开 明 的 专 制 主 义 和 早 期  
资 产 阶 级 天 賦 人 权 理 论 的 拥 护 者 。—— 6 4 9 。

沃 康 松 ，雅 克 . 德 (V a u c a n s o n ， Ja c q u es  d e  ]709_ — 1 7 82) _法 国 力 学 家 ，曾 改 进
织 机 的 构 造 和 发 明 灵 敏 的 自 动 装 置 ,，- 3 9 7 。

沃 克 利 ，玛  HR . 安 妮 （W alk ley ， M ary  A nne  1843 - -  1 8 6 3 ) ----- 英 国 女 工 。
2 6 1、262。

沃 拉 斯 顿 (W o lla s to n )----- ■英 国 牧 师 。 ---------5 1 0 。
沃 森 ，约 翰 • 福 布 斯 ( W a ts o n ， Jo h n  F o rb e s  1827 —  1 8 9 2 ) -------英 国 医 生 、政 论 家

和 民 族 学 家 ; 殖 民 官 . 曾 长 期 在 印 度 军 队 任 职 ； 1858 — 1 8 7 9 年 任 伦 敦 印 度 博  
物 馆 馆 长 ; 写 有 一 些 关 于 印 度 农 业 和 纺 织 业 的 著 作 。—— 4 0 7 。

乌 尔 卡 尔 特 ，戴 维 （U rq u h a n ,D a v id  1805 - 1 8 7 7 )—— 英 国 外 交 家 、政 论 家 和 政  
治 活 动 家 ，托 利 党 人 ，亲 土 耳 其 分 子 ; 3 0 年 代 在 土 耳 其 执 行 外 交 任 务 ，曾 揭 露  
帕 麦 斯 顿 和 辉 格 党 人 的 对 外 政 策 ，议 会 议 员 （1 8 4 7 —  1 8 5 2 h 《自 由 新 闻 》 
( 1 8 5 5 — 1 8 6 5 )和《外 交 评 论 》 （ 1866 —  1 8 7 7 )的 创 办 人 和 编 辑 。 —— 9 4 、,379、 
5 3 1 、7 8 9 、8 0 9 、8 1 0 ,

伍 德 ，威 廉 （W o o d , W i l l i a m ) …英 国 一 家 陶 器 厂 的 一 名 9 岁 的 _着 工 （1 8 6 3)。
—  2 5 0 .

X

西 德 茅 斯 子 爵 . 亨 利 • 阿 丁 顿 （S itlm o u th . H e n ry  A d d in g to n . V isc o u n t 1 7 5 7 -  

1 K 4 4 )- - 英 国 国 务 活 动 家 . 托 利 党 人 ; 曾 任 首 相 兼 财 政 大 臣 （ 1801 — 1 8 0 4 ) , 

掌 玺 大 臣 (1 8 0 6  — 1 8 0 7 ) ,内 务 大 臣 （ 1812  — 1 8 2 1 )。 - 4 4 8 。
西 利 ，罗 伯 特 ■ 本 顿 （S e d e y .R o b e r t  B en to n  179 8 —  1886)—— 英 国 出 版 商 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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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家 . 资 产 阶 级 博 爱 主 义 者 。 . —— 785 „

西 蒙 ，约 翰 (S im o n .S ir  Jo h n  1 8 1 6 -  1 9 (H )_ 英 国 医 生 ，枢 密 院 医 官 • 曾 对 英 国  
的 保 健 事 业 进 行 改 革 》 —— ._llfi、4 8 9 、4 9 0 、7〇4 、_7Ofi、7Ö7、71.1、7 1 7 、7 3 1 、7 3 2 , 

西 尼 耳 ，纳 索 . 威 廉 ( S e n io r ,h t e s m i  W illiam  179()_ 1.86彳 ）- 一 英 国 资 产 阶 级 庸  
俗 经 济 学 家 ，反 对 缩 短 工 作 日 .， 227 - 2 2 9 ,2 3 2 ,23.3, 2 7 ] ,  334 , 4 2 3 ,4 5 9 ,

5 0 9 、5 1 0 、5 1 9 、5 2 0 、5 7 3 、5 7 8 、6 3 3 、6 3 4 、6 4 7 、7 6 6 、78.9。
西 塞 罗 （马 Pjf . 土 利 乌 斯 . 西 塞 罗 ).(M arcus T ullius ( 'i c e ro 公 前 】 06 13)

罗 马 国 务 活 动 家 、雄 辩 家 、著 作 家 和 哲 学 家 。 9 7 ,4 2 6 。
西 斯 蒙 第 ，让 . 沙 尔 . 莱 奥 纳 尔 . 西 蒙 德 . 德 （、S ism o n d i，_Iean-(:丨la rles-L éonarcl 

S im o n d e  d e  1 7 7 3 - 1 8 4 2 ) —— 瑞 士 经 济 学 家 和 历 史 学 家 ，政 治 经 济 学 中 浪 漫  
学 派 的 代 表 人 物  <, 1 5 2 、1 7 3、2 4 0 、3 2 8 、42.5、5 6 3 、6 0 0 、6 1 2 、6 1 7 、6 2 0 、6 3 2 、
6 5 0 、6 8 1 、6 9 5 、6 9 6 、8 2 6 、.843。

希 . 威 廉 （S h fu .W illia m  1804 1 8 6 8 )— 爱 尔 兰 法 学 家 和 政 治 活 动 家 .自 由 党
人 . 议 会 议 员 》—— 4 4 4 ,

希 律 （H e r o d 公 元 前 7 3 —  4 ) - - — 犹 太 国 王 ( 公 元 前 《 ) -  4 )^  - 4 2 0。
咸 丰 （1_83]— 1 8 6 1 ) - - - 中 国 清 朝 皇 帝 （1 ,8 5 0 --1 .8 6 1 )。 — 風 ,

辛 普 森 (S im p s o n ) —— 英 国 伦 敦 怖 一 家 纸 袋 纸 盒 厂 厂 主 —— 5 1 8。
辛 辛 纳 图 斯 ( 鲁 齐 乌 斯 • 昆 克 提 乌 斯 • 辛 辛 纳 图 斯 M L u c iu s  Q u in c tiu s  C incin  

n a t i i s 约 公 7Ü.前 5 1 9 — 4 3 8 ) - - 罗 马 贵 族 . 执 政 官 ( 公 元 前 4 6 0 )，独 裁 者 (公 元  
前 4 5 .8和 4 3 9 )，据 传 说 . 他 生 活 简 朴 ，亲 自 耕 种 土 地 。 - 186。

休 谟 ，大 卫 ( H u m e , D avid 1711 1 7 7 6 ) - - 英 国 哲 学 家 、历 史 学 家 和 经 济 学 家 .

主 观 唯 心 主 义 者 ，近 代 不 可 知 论 的 创 始 人 : 重 商 主 义 的 反 对 者 ，货 币 数 量 论 的  
早 期 代 表 人 物 。 —— 5 3 9 ,5 8 6 ,6 5 7 — 6 5 9 .

修 昔 的 底 斯 (T h u k y d id e s，] 公 元 前 4 6 0 —  4 0 .0 )— - 占 希 腊 历 史 学 家 。 - 2 2 0 、 
3 8 1 、38 2 ,

Y

亚 里 士 多 德 ( A r i s to t e l e s公 元 前 384 — 3 2 2 )—— 占 希 腊 哲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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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柏 拉 图 的 学 生 。 
5 0 — 5 2 ,7 5 ,7 9 ,1 4 9 ,1 5 0 ,1 6 3 ,3 3 9 ,3 4 0 ,4 2 5 .

亚 历 山 德 拉 (A le x a n d ra  1 8 4 4 -  1 9 2 5 )—— 丹 麦 国 王 克 里 斯 蒂 安 九 世 之 女 ，1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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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嫁 给 威 尔 士 亲 壬 ，亲 1 :.于 1 9 0 1 年 起 为 英 国 国 王 ，称 爱 德 华 七 世 ；克 拉 伦 斯  
公 爵 的 母 亲 。 —— 2 6 1 ,2 6 6 0

杨 格 • 阿 瑟 (Y o u n g , A r th u r  17_41—  1 8 2 0 ) - - - - 英 国 农 学 家 和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 

货 币 数 量 论 的 拥 护 者 ；1 8 世 纪 末 出 版 的 《爱 尔 兰 游 记 》一 书 的 作 者 。 - 

1 1 7 ,2 3 4 ,282；7 2 2 ,7 3 2 0

耶 伦 顿 ，安 德 鲁 （Y a rra m o n ,A n d r t 、w  约 1 S 8 4) - 英 国 工 程 师 和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 —— 3 6 3 .

叶 卡 捷 琳 娜 二 世 （喀 德 邻 二 tt).(EK a>repH Ha II 1729 1 7 9 6)—— 俄 国 女 皇
(1 7 6 2 — ,1796) „ —— 734 „

伊 壁 鸠 鲁 （E p ik o u r a s 约 公 元 前 342 —  2 7 0 ) -  - _古 希 腊 哲 学 家 ，无 神 论 者 „ 

- 73„

伊 登 ，弗 雷 德 里 克 • 奠 顿 （ E d e n ,  S ir  F re d e ric  M o n o n  176.6 1809) 英 国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 亚 • 斯 密 的 学 生 ， -一 2 4 9 、.639、65.6 -  65.7、6 5 9 、7 2 3 、7 2 4 、 
7 7 8 ,7 8 1  7 8 2 ,7 8 4  7 8 5 、8.21、8 2 3 。

伊 丽 莎 内 一  lit(E H z a h (n h  I  1533 -  1(503)—— 英 国 女 王 （155.8 . 1 6 0 3 ) ,

280、777、795 — 79.6、798 -  800、809»
伊 索 克 拉 底 （Is〇« a u 、S 公 元 前 436 —  33.8)—— 古 希 腊 作 家 和 演 说 家 ，写 有 一 些  

抨 缶 性 的 文 章 。 —— 383,.

尤 尔 • 安 德 鲁 ( U r e .A n d r c w  1 7 7 8 —  1 8 5 7 )- 英 国 化 学 家 、资 产 阶 级 庸 俗 经 济  
学 家 ，自 由 贸 易 论 者 ，写 有 工 业 经 济 学 方 面 的 著 作 。 —— 2 3 2 、2 7 1 、280_、3 1 1 、 
3 6 3 、3f55、3 8 4 、39(5、4 0 2 J 2 〖、4 3 8 、4 4 0 、4 4 : i、4 5 2 、453..、4 5 7 — 4 5 9 、.5.83、5 8 8 、_592。

约 翰 二 批 （善 人 II lt> Bon 1 3 '1 9 - 1 3 f i 4 ) . -法 国 国 _王 （B 5 0  —  1 3 6 4 .) 。 

- .7 9 8 。
约 翰 逊 (.丨o h n so n  ) ------ 爱 尔 5  "H人 》 ------- 76.3 «

Z

詹 姆 斯 —-世 Ç jam es 1 碰 S 1 6 2 5 ) - 英 国 围 王 （ 1603 . 1 6 2 5 ) .1 5 6 7 年 起 为 苏  
格 兰 国 Ï . 称 詹 姆 斯 六 世 》 - -  — 778 、7 9 6 、7&9。

詹 诺 韦 西 . 安 东 尼 奥 ( O n o w s i  .A n to n io  1 7 1 2 - ]  7 6 9)—— 意 大 利 唯 心 主 义 哲 学  
家 和 经 济 学 家 . 重 商 主 义 苒 。 —— 15 0 .

张 伯 伦 . 约 瑟 夫 （0 » 1 1 1 丨：1。「丨;1^1..丨〇« . 丨_)丨1 1 8 邪 -1 _ 9 1 4 )- 英 国 画 务 活 动 家 ，肉由
党 人 . 后 为 f i 由 党 人 合 并 派 . 1 8 7 1  1 8 7 5 年 任 伯 明 翰 市 市 长 • 曾 多 年 任 英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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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阁 阁 员 ，英 布 战 争 的 主 要 策 划 者 之 一 。 6 8 8。
哲 罗 姆 （圣 哲 罗 姆 K 丨彳 ie ro n y m u s  [S i .  J e ro m e 」3 4 7 前后  42 0 ) 冲 学 家 和 养  

作 家 . 生 于 达 尔 马 提 亚 • 曾 把 圣 经 从 希 腊 文 译 成 拉 丁 文 。 9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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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作品和神话 中的人物索引

A

阿 斯 塔 尔 塔 —— 腓 尼 基 神 话 中 的 农 神 与 爱 神 ，巴 比 伦 的 保 护 神 。相 当 于 希 腊 神  
话 中 的 阿 芙 罗 狄 蒂 女 神 。 - 127。

埃 伽 昂 ( 布 里 亚 雷 ) —— 古 希 腊 神 话 中 的 百 臂 巨 人 ，长 有 5 0 个 脑 袋 和 1 0 0 个 手
臂 。 —— 3 5 9。

安 泰 —— 古 希 腊 神 话 中 的 巨 人 . 海 神 波 赛 东 和 地 神 盖 娅 的 儿 子 。 战 斗 时 ，他 只  
要 身 体 不 离 土 地 , 就 能 从 母 亲 大 地 身 上 不 断 吸 取 力 量 ，所 向 无 敌 。后 来 .海 格  
立 斯 发 现 了 他 的 这 个 特 点 ，把 他 举 起 与 地 隔 开 ，用 手 扼 死 。 —— 6 2 9 。

安 提 戈 涅 一 - 索 福 克 勒 斯 的 同 名 悲 剧 中 的 女 主 人 公 。 她 不 顾 国 王 的 禁 令 埋 葬  
了 她 的 被 抛 尸 旷 野 的 哥 哥 波 吕 捏 克 斯 . 因 此 被 国 王 下 令 幽 禁 在 地 窖 中 ，最 后  
自 缢 而 死 》— 12_7。

奥 德 赛 (乌 利 斯 ) 一 - - 荷 马 的 史 诗 《伊 利 亚 特 》和 《奥 德 赛 》中 的 主 要 人 物 , 传 说 中  
的 伊 大 卡 岛 国 王 ，特 洛 伊 战 争 时 希 腊 军 队 领 袖 . 以 大 胆 、机 智 、善 辩 著 称 。 传  
说 他 去 过 阴 曹 地 府 , 同 一 些 亡 灵 谈 过 话 。 … 260„

B

保罗  据 圣 经 传 说 ，是 基 督 教 使 徒 之 一 ; 在 信 基 督 教 之 前 叫 扫 罗 。—— 6 5 8 。
彼 得 —— 据 圣 经 传 说 ，是 基 督 教 使 徒 之 一 ，三 次 不 认 自 己 的 老 师 。—— 9 8 . 

柏 修 斯 - 古 希 腊 神 话 中 的 英 雄 ，是 宙 斯 同 丹 娜 所 生 的 儿 子 。 因 神 谕 他 将 杀 其  
外 祖 父 ，所 以 出 生 后 即 同 母 亲 一 起 被 外 祖 父 装 进 木 箱 • 投 人 大 海 .随 流 漂 至 塞  
里 福 斯 岛 。 该 岛 国 王 欲 娶 其 母 ，便 用 计 使 他 去 取 女 怪 美 杜 莎 的 头 。 回 国 后 出  
示 女 怪 头 使 国 王 及 随 从 全 部 变 成 了 石 头 ，救 出 了 母 亲 。 后 来 又 除 去 海 怪 ，救 
出 埃 塞 俄 比 亚 公 主 ，并 同 她 结 为 夫 妇 。

布 里 亚 雷 —— 见 埃 伽 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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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西 里 士 一 古 希 腊 神 话 中 的 埃 及 国 王 。 一 383„

D

答 尔 丢 夫 1 莫 里 哀 的 喜 剧 《伪 君 子 》中 的 人 物 。 - 一 - 63夂  
代 达 罗 斯 - 古 希 腊 神 话 中 的 能 工 巧 匠 „ —— 425

道 勃 雷 - - 一 莎 士 比 亚 的 喜 剧 《无 事 生 非 》中 的 人 物 ，自 大 而 愚 蠢 的 官 吏 的 化 身 。 
— 7.7。

F

浮 士 德 —— 德 同 名 悲 剧 中 的 主 要 人 物 。 - 8 0 、6 3 0 。
福 尔 土 纳 特 —— 德 国 民 间 故 事 中 的 人 物 ，他 有 一 个 神 奇 的 取 之 不 尽 的 钱 袋 和 一

顶 隐 身帽.。 --------4 8 1 、696.„

福 斯 泰 夫 —— 莎 士 比 亚 的 剧 作 《温 莎 的 风 流 娘 儿 们 》、I 亨 利 四 世 》中 的 人 物 ，爱  
吹 牛 的 懦 夫 ，谐 谑 者 ，酒 徒 。， 3 8 。

G

该 隐 一 据 圣 经 传 说 是 亚 当 的 长 子 ，出 于 嫉 妒 杀 死 了 自 己 的 弟 弟 亚 伯 。 
—— .811。

高 布 赛 克 —— 巴 尔 扎 克 的 同 名 小 说 中 的 主 人 公 《 - —  6 2 4。
格 里 昂 —— 古 希 腊 神 话 中 的 一 个 有 三 个 身 体 的 巨 人 ，海 格 立 斯 夺 走 了 他 的 牛 ， 

并 用 箭 把 他 射 死 ， —— 6 2 9 。

H

哈 默 尔 恩 的 捕 鼠 者 —— 德 国 民 间 故 事 中 的 人 物 ; 传 说 中 的 捕 鼠 者 ，曾 用 魔 笛 替  
哈 默 尔 恩 城 的 居 民 消 $  了 鼠 患 ，而 居 民 没 有 给 以 应 有 的 报 答 ，他 为 了 报 复 ，又 
用 魔 笛 把 全 城 儿 童 从 哈 默 尔 恩 城 引 诱 走 。—— 7 4 7 。

海 格 立 斯 —— 古 希 腊 神 话 中 的 一 个 最 为 大 家 喜 爱 的 英 雄 ,以 非 凡 的 力 气 和 勇 武  
的 功 绩 著 称 ，他 的 十 二 件 功 绩 之 一 是 驯 服 并 抢 走 地 狱 之 犬 塞 卜 洛 士 。 -  

4 4 3 、4 5 7 、6 2 9 。

基 督 一 _ 见 耶 稣 基 督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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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卡 库 斯  罗 马 神 话 中 的 吐 火 怪 物 ，火 神 武 尔 坎 的 儿 子 ，住 在 阿 文 丁 山 的 山 洞
里 ; 杀 害 过 路 人 •被 海 格 立 斯 打 死 。 —— 6 2 9 。

克 里 斯 平 - 尤 维 纳 利 斯 的 作 品 《讽 刺 诗 集 》中 的 人 物 。 一 - 2 5 4 0 

快 嘴 桂 嫂  莎 士 比 亚 的 剧 作 《亨 利 四 世 》、《亨 利 五 的 一 生 》和 《温 莎 的 风 流
娘 儿 们 》中 的 人 物 ，酒 店 女 店 主 。—— 3 8 。

L

莱 喀 古 士  传 说 中 的 古 斯 巴 达 立 法 者 , 相 传 为 公 元 前 9 一 8 世 纪 时 候 的 人 。
------- 443«,

鲁 滨 逊 • È 鲁 索  丹 • 笛 福 的小说 《鲁 滨 逊 漂 流 记 沖 的 主 人 公 》 - 7〇、72。

M

马 立 托 奈 斯 - 塞 万 提 斯 的 小 说 《唐 • 吉 诃 德 沖 的 一 个 女 人 。一 - 7 9 。
玛 门  古 希 腊 神 话 中 的 财 神 : 在 基 督 教 经 文 中 ，玛 门 是 恶 魔 ，是 好 利 贪 财 的 化

身 。—— 6 5 8 ,

美 杜 莎 - - 古 希 腊 神 话 中 三 个 蛇 发 女 妖 之 一 ，凡 是 看 见 她 的 人 都 要 变 成 石 头 ； 
后 为 柏 修 斯 所 杀 。转 意 为 可 怕 的 怪 物 或 人 。 —— L8。,

靡 菲 斯 特 斐 勒 R]—— 歌 德 《浮 士 德 》和 卡 • 谷 兹 科 的 剧 作 《维 滕 贝 格 的 哈 姆 雷  
特 》中 的 主 要 人 物 》 -  7 6 3 „

摩 洛 赫 一 一 古 腓 尼 基 和 迦 太 基 的 宗 教 中 的 太 阳 神 、火 神 和 战 神 ，祭 祀 摩 洛 赫 时  
要 用 活 人 做 祭 品 ，因 此 摩 洛 赫 这 一 名 字 成 了 残 忍 、吞 噬 一 切 的 暴 力 的 化 身 。 
一 70.7〇

摩 西 - 据 圣 经 传 说 • 摩 西 是 先 知 和 立 法 者 . 他 带 领 古 犹 太 人 摆 脱 了 埃 及 的 奴  
役 并 给 他 们 立 下 了 约 法 ，—— 3 9 0 ,8 3 6 .

N

宁 禄 -  一 据 圣 经 传 说 ，是 挪 亚 的 曾 孙 ■猎 人 = -  7 7 9 。
挪 亚 - 据 圣 经 传 说 . 是 “ 洪 水 灭 W ”后 重 新 繁 殖 的 人 类 的 始 祖 。 —— 7 7 L

P

普 隆 涅 斯 - 莎 士 比 亚 的 悲 剧 《哈 姆 雷 特 》中 的 人 物 ，一 个 狡 猾 多 嘴 的 廷 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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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 8 2 。
普 路 托  罗 马 神 话 中 的 地 府 之 神 s —  1 2 7。
普 罗 米 修 斯 一 古 希 腊 神 话 中 的 一 个 狄 坦 神 . 他 从 天 上 盗 取 火 种 • 带 给 人 类 ;宙  

斯 把 他 锁 缚 在 悬 崖 上 ，令 鹰 啄 他 的 肝 脏 • 以 示 惩 罚 。 6 9 3 。

Q
丘 必 特 ( 迪 斯 必 特 ) - 罗 马 神 话 中 最 高 的 神 ，雷 神 • 相 4 于 古 希 腊 神 话 中 的 宙  

斯 ; 他 为 了 柺 走 美 人 欧 罗 巴 而 变 成 一 头 公 牛 。 6 1 2 。
邱 比 特 一 罗 马 神 话 中 的 爱 神 ，他 被 描 绘 成 一 个 带 有 弓 箭 的 男 孩 ， 6 5 8 .

S

撒 巴 拉  印 度 传 说 中 的 神 牛 . 在 印 度 教 中 被 奉 为 财 富 和 土 地 之 神 。 6 1 2。
塞 克 洛 普 （独 眼 巨 人 ） •古 希 腊 神 话 中 的 巨 人 ，额 头 上 长 有 一 只 眼 睛 .. 

一  2 4 3 。
赛 克斯•比尔  见 威 廉 • 赛 克 斯 ^

桑 格 拉 郎 一 勒 萨 日 的 小 说 《山 悌 良 那 的 吉 尔 • 布 拉 斯 奇 遇 〖己》中 的 人 物 ， K  

生 ，他 医 治 一 切 疾 病 时 都 给 病 人 放 血 和 让 他 们 喝 温 水 。 7 6 4。

T

泰 门 一 一 莎 士 比 亚 的 剧 作 《雅 典 的 泰 门 》中 的 人 物 。 —— 1 2 7。
唐 • 吉 诃 德 -塞 万 提 斯 的 同 名 小 说 中 的 主 要 人 物 。—— 7 6 、63(5。
托 尔 - 一 斯 堪 的 纳 维 亚 神 中 的 甫 神 ，一 个 斗 士 ，手 中 握 有 大 锤 。 4〇1。

, W

威 廉 • 赛 克 斯 （比 尔 • 赛 克 斯 ) 狄 更 斯 的 小 说 《奥 列 佛 尔 》中 的 角 色 ，强 盗 u 

—— 464 〇
武 尔 坎 —— 罗 马 神 话 中 雷 神 丘 必 特 的 儿 子 • 火 神 ，手 工 业 的 保 护 神  

4 2 5 ,6 9 3 .

乌 利 斯 - 见 奥 德 赛 。

X

西 可 尔 —̂ 莎 士 比 亚 的 喜 剧 《无 事 生 非 》中 的 人 物 。 - 7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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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息 法 斯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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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当 推 到 山 顶 . 巨 石 就 会 乂 滚 回 山 下 。 “ 息 息 法 斯 的 劳 动 ” 源 出 T 此 . 

意 即 吃 力 而 徒 劳 的 工 作 ，—— 1 2 8、4 4 1 。
夏 洛 克  莎 士 比 亚 的 剧 作 《威 尼 斯 商 人 》中 的 人 物 . 残 酷 的 高 利 贷 者 . 他 根 据

借 约 要 求 从 无 法 如 期 还 债 的 债 户 身 上 割 下 一 磅 肉 。 —— 2 9 7 ,7 3 5 .

夏 娃 -  一 圣 经 中 人 类 的 始 祖 . 据 《创 世 记 》记 载 ，是 上 帝 创 世 时 从 亚 当 身 上 取 肋  
骨 而 造 , 是 人 类 的 第 一 位 女 性 、第 一 个 妻 子 和 第 一 莅 母 亲 5 —— 8 3 2 。

星 期 五 一 - 丹 • 笛 福 的 小 说 《鲁 滨 逊 漂 流 记 》中 的 人 物 ，鲁 滨 逊 的 仆 人 。 
一 2.99。

许 德 拉  _占 希 腊 神 话 中 堤 丰 与 厄 喀 德 那 的 后 裔 ，是 一 个 九 头 怪 物 ，正 中 的 一
个 头 长 生 不 死 .杀 死 许 德 拉 是 海 格 立 斯 完 成 的 十 二 件 功 绩 之 一 因 为 怪 物 正  
中 的 那 个 头 砍 下 后 会 生 出 两 个 头 。最 后 海 格 立 斯 想 尽 办 法 ，终 于 杀 死 了 怪
物 。—— 4:57。

Y

雅 各 - 据 圣 经 传 说 ，是 以 撒 的 儿 子 ，古 犹 太 人 的 始 祖 ；《雅 各 书 》的 作 者 。 
一  61 T。

雅 赫 维 ( 耶 和 华 ） - 犹 太 教 中 的 主 神 。 —— 376„

亚 伯  据 圣 经 传 说 ，是 亚 当 的 次 子 . 由 于 遭 到 长 兄 该 隐 的 嫉 妒 而 被 杀 害 =

一 8:11 •

亚 伯 拉 罕 ( 原 名 亚 伯 兰 V  据 圣 经 传 说 ，是 古 犹 太 人 的 族 长 。 一 一 6 1 7 。
亚 当 一 圣 经 中 人 类 的 始 祖 • 据 《创 世 记 》记 载 ，是 上 帝 按 照 自 己 的 形 象 用 泥 土  

创 造 的 第 ™ 个 男 人 》 - 65 .8、7 6 7 、8 3 2 。
耶 和 华 - …见 雅 赫 维 。
耶 稣 基 督 ( 基 督 ) 一 传̂ 说 中 的 基 督 教 创 始 人 。 2 6 6 .

以 撒 - - 据 圣 经 传 说 .是 亚 伯 拉 罕 的 儿 子 . 是 古 犹 太 人 的 族 长 和 始 祖 之 一 .亚 伯  
拉 罕 曾 把 他 作 为 牺 牲 献 给 上 帝 。一-  6 1 7 .、

Z

札 格 纳 特 一 -古 印 度 教 的 大 神 之 一 毗 湿 奴 的 化 身 之 ^^一  28_9、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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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 马 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 • 马 克 思

《雇 佣 劳 动 与 资 本 》，.载 于 1 8 4 9 年 月 5 8 、1 ] 日《新 莱 茵 报 》( 科 隆 ) 第 2.64 —

2 6 7 * 2 6 9  ^ < C I ^ ) h r ia r b e i t  u n d  & p i t a l / ) l ! i * M « u e  K ö ln . N r .

2 6 4 ,5 .  A p r i l  1 8 4 9 ; N r . 2 6 5 ,6 .  A p r i l  1 8 4 9 ? N r .  266V 7 . A p r i l  1 8 4 9 ；N r . 2 6 7 ,8 .  

A p r i l  1 8 4 心 N r . 2 6 9 , 11. A p r i l  1 8 4 9 )。 6 1 3 、6 5 5 、8 3 ]。
《路 易 • 波 拿 巴 的 雾 月 十 八 日 》，载 于 1 8 5 2 年 《革 命 ^ 小' 定 期 刊 物 》〈纽 约 ）第丨  

f l  ( D e r  1 8 lc  [ a c h t z e h n t e ]  B r u m a i r e  d e s  L o u is  B o n a p a r te .  I n ： D ie  R e v o lu tio n . 

E in e  Z e i ts c h r i f t  in  z w eu ig lo sen  H e f le n .  H r s g ,  v o n  J .  W e y d e m e y e r .  N e w -Y o rk .

1 8 5 2 . H .  1 )。一 7 4 5 。
《选 举 。一 一 财 政 困 难 。 萨 瑟 兰 公 爵 夫 人 和 奴 隶 制 》，载 于 ] 8 5 3 年 2 月 8

日《纽 约 每 日 论 坛 报 》第  3 6 8 6  号 （ E le c t io n s  F in a n c ia l  c lo u d s - - T h u ， D u c h e s s  

o f  S u th e r la n d  a n d  s la v e ry . I n ：N e w - Y o r k  D a ily  T r ih u ru .1. N r . 3 6 8 6 ,8 .  F e b r u a r  

1 8 5 3 ) 。—— 7 8 9 。
《哲 学 的 贫 困 。答 蒲 鲁 东 先 生 的 〈贫 困 的 哲 学 〉》] 8 4 7 年 巴 黎 - 布 鲁 塞 尔 版

1
( M is è r e  d e  la  P h i lo s o p h ie .  R é p o n s e  à  la  p h i lo s o p h ie  d e  la  m is è r e  d e  M . P r o u 

d h o n . P a r i s .  B r u x e l le s  1 8 4 7 )  „ -  7 5 、3 7 2 、3 7 5 、3 7 8 、4 3 9 、5 6 4 、.693„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第 一 分 册 》.】8 5 9 年 柏 林 版 （ Z u r  K r i t ik  d e r  p o l i t is c h e n

① 凡 不 能 确 切 判 明 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所 引 用 的 著 作 的 版 本 .只 注 出 著 作 第  
一 版 的 出 版 日 期 和 地 点 „ 方 括 号 [ ] 内 的 文 字 是 编 者 加 的 。一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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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k o n o m ie . I l  1. B erlin  1 8 5 9 ) p 1 6、2 3 、3 2 、7 5 、8 】、8 3 、8 8 、9 0 、9 1 、9 5 、 
1 0 9 J 1 7  J 1 8 ,1 3 2 ,1 3 4  J 3 8 J 3 9 J 9 5 , 5 6 6 ,6 6 K 8 4 6 e

《资 本 论 < 1863 - 1 8 6 5 年 经 济 学 手 稿  >》第 3 册 （ D as K a p i t a l 〈 Ö k o n o m isc h e s

M a n u sk r ip t 1863一  1865 〉 . D r it te s  B u c h )。 ------- -405、4 2 3 、4 2 5 、4 4 6 、4 7 4 、5 0 7 、
5 4 9 、狐

《资 本 论 U 部 8 1 8 7 0 年 经 济 学 手 稿 ）》第 2 册 （第 2 稿 ) ( D as K ap ita l

< (ö k o n o m isch es M a n u sk r ip t 1868 -  1 8 7 0 ) . Z w e ite s  B u c h < M a n u sk r ip t I I > ) 0

5 9 7 、6 2 7。
《资 本 论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第 1 卷 第 〗册 《资 本 的 生 产 过 程 》1 8 6 7 年 汉 堡 版  

(D a s  K ap ita l. K ritik  d e r  p o litisc h en  O ek o n o m ie . lid . 1. B uch  1 ： D er P ro d u k  

tionsproces.s d e s  K a p ita ls . H a m b u rg  186 7)。 -------1 3 、1 4 、1 6、6 9 2 。
《资 本 论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第 1 卷 第 1 册 《资 本 的 生 产 过 程 》1 8 7 2 年 汉 堡 修 订  

第  2 版 （I)a s  K a p i ta l  K r it ik  d e r  p o litisc h en  O ek o n o m ie . B d  1. B uch 1: D er 

P ro d u k lio n sp ro c e ss  d e s  K ap ita ls . 2 . .v e r b .  A ufl. H a m b u rg  ] 8 7 2 ) 0 1 4、
6 9 2 ,8 4 1 ,8 4 5 ,8 4 8 »

《资 本 论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译 自 德 文 第 1 卷 第 I 册 《资 本 的 生 产 过 程 》 ,1 8 7 2  

年 圣 彼 得 堡 版 （KanMTajTb» KpMTMKa nOJIHTHHeCKOft 3K0H〇Min. flepeBOJlb Cb 

m)M euKara 丁. 1. K h. 1 : r i p 〇ucccb npoH3B〇ac.TBa KariHTajia C T le T q jö y p rb  1 8 7 2 )0 

— 845„

弗•恩格斯
《国 民 经 济 学 批 判 大 纲 》. 载 亍 1 8 4 4 年 《德 法 年 鉴 》（巴 黎 ）第 1 - 2 期 合 刊  

( U m r is s e  zu e in e r  K r it ik  d e r  N a tio n a lo ck o n o m ie . In :  D e u tsc h -F ra n z ö s isc h e  

Ja lirb ü d h e r. P a ris . 1844. L fg . 1 —  2 )*  6 9 、1 4 9 、1 6 3 、 6 8 1 。
《英 国 的 I•小 时 工 作 U 法 》，卡 尔 • 马 克 思 编 ，载 于 1 8 5 0 年 《新 莱 茵 报 。 政 治 经  

济 评 论 》( 伦 敦 - 汉 堡 - 韻 约 ) 第 4 期 （ CHe e n g lisc h e  Z e h n s u 丨ndenbilL  Iû :  N eu e  

R h e in isch e  Z eitu n g . P o litisc h -ö k o n o m isc h e  R evue. R ed. V o n  K arl M arx . L o n 

d o n , H a m b u rg ,  N e w -Y o rk . 1850. H . 4 ) 0 3 0 2 、3 1 4 。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 根 据 亲 身 观 察 和 可 靠 材 料 》1 8 4 5 年 莱 比 锡 版 （ D k  L ag e  

d e r  a rb e ite n d e n  K la sse  in E n g lan d . N ach  t-igner A n sc h a u u n g  und  a u th e n t. 

Q u e llen • 丨,e ipz ig  1845 )。 2 4 5 、2 5 0 、2 6 1 、2 7 5 、4 1 6 、4 4 2 、4 4 4 、4 6 7 、5 1 7 、
6 4 5 .7 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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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 马 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 产 党 宣 言 》（丨848年 2 月 发 表 汁 ！848年 ] 伦 敦 版 （ M a n ife s t d t‘r K o m m u 丨ii.sti 

seh en  P a rte i. V e rö ffen tlich ! im  F t-h ru a r  1818. L o n d o n  [^1848 

5 1 U 8 2 8 0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 阿 巴 思 诺 特 . 约 • ] 《当 前 粮 食 价 格 和 农 场 面 枳 相 互 关 系 的 研 究 h — 个 租 地 农  
场 主 著 ， 1773 年 伦 敦 版 （[ A y b u th n o t，j .  t ]  A n  in q u iry  in to  th e  cößn t’c tio n  be  

tw e en  ih e  p re sen t p rice  o f  p ro v is io n s ,a n d  th e  vsize o f  fa rm s. W ith  re m a rk s  on  

popmlcition a s  a ffec ted  thercjby. T o  w h ich  a rc  a d d e d , p ro p o sa ls  fo r p rev en tin g  

fu tu re  sc a rc ity . By a fa rm e r. I^ rn d o n  I7 7 3 )„  3 2 1 、3 3 9 、:M 1、7 7 9 、7 8 5 〇
阿 庇 安 《罗 马 内 战 》 见 阿 庇 安 ( 亚 历 山 大 里 亚 的 )《罗 马 史 》。
阿 庇 安 （亚 历 山 大 里 亚 的 )《罗 马 史 》，斐 • L. 迪 勒 尼 乌 斯 译 ，】8 3 Ü 年 斯 图 加 特  

版 第  7 卷 （ A p p ia n  von  A le x a n d rie n : R ö m isch e  G e sc h k 'h len . L ibers, von  F. L. 

J . D illen ius. Bd. 7. S tu l tg a r t  1 8 3 0)。 784«

阿 丁 顿 ，斯 • 《赞 成 和 反 对 圈 地 的 论 据 的 探 讨 》1 7 7 2 年 考 文 垂 第 2 版 ,，引 向 理 • 

普 赖 斯 《评 继 承 支 付 》1 8 0 3 年 伦 敦 第 6 版 第 2 卷 （A d d in g to n ，S . : A n  inqu iry  

in to  th e  re a so n s  fo r  an d  a g a in s t in c lo sin g  o p en -fie ld s . 2. ed. C o v e n try  1772. 

N a c h ：R. P r ic e ： O b s e rv a tio n s  o n  re v e rs io n a ry  p a y m e n ts  .. .  6. ed. Vol. 2. Lon 

d o n  1 8 0 3 )。一 7 8 3 。
阿 什 利 • [ 安 • ] 《工 厂 十 个 时 工 作 日 法 案 。 1 8 4 4 年 3 月 15 ß 星 期 五 在 下 院 的 演  

说 容 ,丨4 年 伦 敦 版 ( A s h l e y * [ A J i T e n  h o u r s ’fa c to ry  b ill• 丁h e  sp eech  … 丨!！ th e  

H o u se  o f C o m m o n s ， o n  F r id a y ， M a rch  15lh，]8 4 4 . l^onclon 1 8 4 4 )。 
4 1 9 '4 3 1 0

《埃 德 蒙 • 波 特 尔 先 生 》，载 于 1 8 6 3 年 3 月 2 4 日《泰 晤 士 报 》( 伦 敦 ) 第 2 4 5 丨4 号  
(M r .  E d m u n d  P o t t e r . in  a n o th e r  p a r t  o f  o u r  p a p e r  . . . I n ： T h e  T im e s . Ix)ndoru 

N r. 2 4 5 1 4 ,2 4  M ärz  1 8 6 3 )0 3 0 6 、6 1 1 。
艾 金 ，约 • 《曼 彻 斯 特 市 外 3 0 -  1 0 英 里 范 围 内 的 郊 K 》1 7 9 5 年 伦 敦 版 （A ik 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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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A  d e sc r ip tio n  o f  th e  c o u n tr y  fr o m  th ir ty  to  fo r ty  m ile s  rou n d  M a n ch es ter . 

L o n d o n  1 7 9 5 )。—— 6 3 1 ,8 1 3 ,8 2 2  0 

[ 安 德 森 ，亚 • ] 《商 业 起 源 古 今 编 年 史 》（两 卷 集 ）1 7 6 4 年 伦 敦 版 （[ A n d e r s o n ， 
A . ： ]  A n  h is to r ica l and  ch ro n o lo g ica l d ed u c tio n  o f  th e  o r ig in  o f  c o m m e r c e , fro m  

th e  e a r lie s t  a c c o u n ts  to  th e  p resen t lim e . C o n ta in in g ,a n  h is to r y  o f  th e  g r e a t  

c o m m e rc ia l in te r e s ts  o f  th e  B r it ish  E m p ire . W ith  an  ap p . In 2 v o l. L o n d o n  

1 7 6 4 )。—— 8 0 6 ,8 2 2  〇 
安 德 森 ，詹 • 《论 激 励 民 族 创 业 精 神 的 手 段 ，主 要 是 为 了 发 展 苏 格 兰 的 农 业 、商 

业 、工 业 和 渔 业 。 1 7 7 5 年 给 一 位 朋 友 的 几 封 信 》1 7 7 7 年 爱 丁 堡 版 ( A n d e r s o n ， 
J. ： O b se r v a tionwS o n  th e  meanvS o f  e x c it in g  a sp ir it  o f  n a tio n a l in d u s tr y； c h ie f ly  

in ten d ed  to  p r o m o te  th e  a g r ic u ltu r e ,c o m m e r c e ,m a n u fa c tu r e s ,a n d  f ish e r ie s  o f  

S co tla n d . In a ser . o f  le t te r s  to  a fr ien d . W r itte n  in  th e  y ea r  1 7 7 5 . E d in b u rg h  

1 7 7 7 )。 -  5 9 2 、7 8 3 、7 8 7 。
[安 德 森 ，詹 • ]《蜜 蜂 ，或 文 学 周 报 》1791年 爱 丁 堡 版 第 3卷 ([Anderson，】.:]

T h e  b ee» o r  literary  w e e k ly  in te llig e n c e r . V o l. 3. E d in b u rg h  1 7 9 1 )  0 -------6 5 9 0

奥 姆 斯 特 德 ，弗 • 罗 • 《沿 海 各 蓄 奴 州 旅 行 彳 己 》1 8 5 6 年 纽 约 伦 敦 版 。 引自 
约 • 埃 • 凯 尔 恩 斯 《奴 隶 劳 力 :它 的 性 质 、经 过 及 其 可 能 的 前 途 》1 8 6 2 年 伦 敦  
版 （（）lm s t e d ，F . L . : A  jo u r n e y  in  th e  sea b o a rd  s la v e  s t a t e s  … N e w  Y o r k ，I ,o n -  

d o n  1 8 5 6 . N a c h ：J. E. C a ir n e s ： T h e  s la v e  p o w e r： i t s  c h a r a c te r , c a r e e r , p ro b a 

b le  d e s ig n s ： b e in g  a n  a tte m p t to  e x p la in  th e  real i s s u e s  in v o lv ed  in  th e  A m e r i-

ca n  c o n te s t . L o n d o n  1 8 6 2 )。 ---------199 0

奥 普 戴 克 ，乔 • 《论 政 治 经 济 学 》1851年 纽 约 版 （Opdyke.C;.: A treatise on
p o litica l e c o n o m y . Nc?w Y ork  1851 )。 -------1 6 3 。

奥 曰 埃 ，马 • 《论 公 共 信 用 及 其 古 今 史 》1 8 4 2 年 巴 黎 版 （A u g ie r，R : D U créd it  

p u b lic  c l  d e  so n  h is to ir e  d e p u is  le s  te m p s  a n c ie n s  ju sq u ' à n o s  jo u r s . P aris  

184 2  h  —— 8 2 4 。
奥 特 斯 ，贾 • 《国 民 经 济 学 》(六 卷 集 ），载 于 《意 大 利 政 治 经 济 学 名 家 文 集 • 现 代  

部 分 》，[彼 . 库 斯 托 第 编 ，]1804年 米 兰 版 第 21卷 (()1^8,〇.:以丨 ^ 沈〇11〇阳 13 
n azion a le . L ib. 6. I n ： S cr itto r i clasvsici ita lian i di e co n o m ia  p o litica . [ H r s g .  P.

C u s t o d iJ  P a rte  m o d ern a , T , 2 1 . M ila n o  1 8 0 4 ) „ -------• 6 9 4 〇
奥 特 韦 ，约 • 哈 • 《I 8 6 0 年 舂 季 开 庭 期 贝 尔 法 斯 特 法 庭 庭 长 约 • 哈 • 奥 特 韦 先  

牛 的 判 决 》，载 于 《工 厂 视 察 员 向 女 王 陛 下 内 务 大 臣 所 作 的 报 告 。截 至 〖 8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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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3 0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I 8 6 0 年 轮 敦 版 （O t w a y ，J. H . : J u d g m e n t  o f  J. H .  

( )t w a y  »C h a irm an  o f  C o u n ty  .S ess io n s. — I ^ lfa s t .  H ila ry  S e s s io n s .  I8 6 0 . I n ： 
R e p o r ts  o f  th e  in sp e c to r s  o f  fa c to r ie s  . . .  for  th e  h a lf-y ea r  e n d in g  3 0 ,h A p r il

18 6 0  . . .  I乂)nd()n I 8 6 0 )。 2 8 6 。

B

巴 顿 ，约 • 《论 影 响 社 会 上 劳 动 阶 级 状 况 的 环 境 》1 8 1 7 年 伦 敦 版 ( B a r t o n .  

se rv a tio r ts  o n  d i e  c ir c u m sta n c e s  w h ic h  in flu e n c e  th e  c o n d it io n  o f  th e  la b ou rin g

c la s s e s  ()l\so c itn y . L o n d o n  1 8 1 7 )  0 ------- 6 7 7 、7 2 3 0

巴 尔 本 ，尼 • 《新 币 轻 铸 论 。 答 洛 克 先 生 关 于 提 高 货 币 价 值 的 意 见 》16% 年 伦  
B arbon» N . ： A  d isc o u r s e  c o n c e r n in g  co in in g  ih e  n e w  m o n e y  lig h ter . In 

a n sw e r  to  M r. L o c k 's  co n s id é r a i io n s  al)〇ul r a is in g  th e  v a lu e  o f  m o n e y . L on d on  

1 6 9 6 )〇 —— 2 3 、2 4 、2 7 、2 8 、1 2 4 、1 3 9 、M 0 。
拜 比 善 ，査 • 《论 机 器 和 工 厂 的 经 济 》1 8 3 2 年 伦 敦 版 ( iM > b a g e，C h ， : ( ) n  th e  e c o ‘ 

n o m y  o f  m a ch in e ry  and  m am ifactu re.s. L o n d o n  ] 8 3 2 )  0 4 0 7 0

拜 比 吉 ，查 • 《论 机 器 和 工 厂 的 经 济 》1 8 3 2 年 伦 敦 增 订 第 2 版 （Bfibba g e , C h . : ( )n  

th e  e c o n o m y  o f  m a ch in e ry  and  m a n u fa c tu res . 2 . e d .，en l. Ix jn d on  】8 3 2 )  0 

3 6 K 3 6 4 «

拜 比 吉 . 査 • 《论 机 器 和 工 厂 的 经 济 》，爱 • 比 奥 译 自 英 文 第 3 版 ，1 8 3 3 年 巴 黎 版  
( B a b l ) a g e .C h .:丁ra ité  su r  l ’é c o n o m ie  d e s  m a c h in e s  e t  d e s  m a n u ff ic lu r e s .丁rad.

de Tanglais sur la 3.éd*par ÉdL S o t  Paris 1833) 〇 ----- 391、4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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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y l e s . . 丨• 13. : ]  S o p h is m s  o f  free* tra d e  and p op u lar  

p o litica l e c o n o m y  exaqninod. B y  a b arr ister . 7. c d .» w ith  corr. and  add. L on d on  

1 8 5 0 )〇 - 2 7 9 ,7 9 8 , ,

贝 恩 斯 • [ 约 • ] 《棉 花 贸 易 。 对 布 莱 克 本 文 学 、科 学 、技 术 学 校 学 员 所 作 的 有 关  
这 个 问 题 的 两 次 演 讲 》1 8 5 7 年 布 莱 克 本 一 伦 敦 版 。 引 自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截 至 1 8 5 8 年 1 0 月 31 H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5 8 年 伦 敦 版 （B a y n e s , [ J J : T h e  co tto n  

trade. T w o  le c tu r e s  o n  th e  a b o v e  su b je c t ,d e liv e r e d  b efo re  th e  m e m b e r s  o f  th e  

B la ck b u rn  L itera ry  » S c ien t i fie  and M ech a n ics ' I n s t i t u t io a  B la ck b u rn . L on d on  

1 8 5 7 . N a c h ： R e p o r ts  o f  th e  in s p e c to r s  o f  fa c to r ie s  . . .  for  th e  h a lf-y ea r  en d in g  

3 1 st O c to b e r  1 8 5 8  . . .  Ivondon 1 8 5 8 )  〇 -------- 4 04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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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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彼 • 库 斯 托 第 编 , ] 1 8 0 4 年 米 兰 版 第 1 1 卷 （B eCc aria , C . : E le m e n ti d i 

e c o n o m ia  p u b blica . I n ： S cr itto r i c la s s id  ita lian i d i e co n o m ia  p o l i t ic a .[ H r s g .  P .

C u s t o d i .]  P a r te  m o d e m a  T . 11 , M ila n o  1 8 0 4 )。 -------- 3 8 1 0

贝 克 莱 ，乔 • 《提 问 者 。 几 个 提 交 公 众 讨 论 的 问 题 》1 7 5 0 年 伦 敦 版 （ B e rk le y  

I v ic lm . Btjr k e le y ] , G . ： T h e  q u e r is t ,  c o n ta in in g  se v era l q u e r ie s  * p ro p o sed  to  th e

co n s id er a tio n  o f  th e  p u b lic . L o n d o n  1 7 5 0 )  0 -------

贝 勒 斯 ，约 • 《关 于 创 办 一 所 一 切 有 用 的 手 工 业 和 农 业 的 劳 动 学 院 的 建 议 》 1 6 9 6  

年 伦 敦 版 （B e lle r s，J . : P r o p o s a ls  for  ra is in g  a c o l le g e  o f  in d u s try  o f  a ll u se fu l  

tra d es and h u sb a n d r y , w ith  p rofit fo r  th e  r ic h ,a  p le n tifu l liv in g  for th e  p o o r ,

and  a g o o d  e d u ca tio n  fo r  y o u th . L on d on  1 6 9 6 )  0 ------- ^ 3 4 、3 3 9 、4 4 7 、5 1 6 、6 5 5 0

贝 勒 斯 ，约 • 《论 贫 民 、工 业 、贸 易 、殖 民 地 和 道 德 堕 落 》1 6 9 9 年 伦 敦 版 （B e lle r s ,  

J. ： Esvsays ab ou t th e  p o o r , m a n u fa c tu r e s , t r a d e , p la n ta t io n s , and  im m o r a lity  . . .  

L o n d o n  1 6 9 9 ) „ —— 1 2 6 、1 4 1 、5 0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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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 2 5 年 伦 敦 版  
( [ B a ile y  ̂ S . A  cr itica l d is s e r ta tio n  o n  th e  n a tu r e , m e a s u r e s , and  c a u s e s  o f  

v a lu e ； c h ie f ly  in r e feren ce  to  th e  w r it in g s  o f  M r. R ica rd o  and  h is  fo llo w e r s . B y  

th e  a u th o r  o f  e s s a y s  o n  th e  fo r m a tio n  and  p u b lic a tio n  o f  o p in io n s . L o n d o n  

1 8 2 5 )。 —— 5 5 、7 7 、5 6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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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附 关 于 股 份 银 行 的 附 录 ，1 8 3 7 年 伦 敦 版 （[ B a i l e y ，S . : ]  M o n ey  and  h s  v ic is s i 

tu d e s  in  v a lu e ;  a s  th e y  a ffe c t  n a tio n a l in d u s tr y  an d  p ecu n ia ry  c o n tr a c ts :  w ith  a

p o stsc r ip t  o n  j o in t - s to c k  b an k s. L o n d o n  1 8 3 7 )。 -------- 3 8 、9 3 、6 4 9 0

比 多 ，J.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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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2 8  年 巴 黎 版 （B id a iU ， JL N . : D u  m o n o p o le  qui s ’é ta b lit  d a n s le s  a r ts  

in d u s tr ie ls  et Le c o m m e r c e ,a u  m o y e n  d e s  g ra n d s  a p p a re ils  d e  fab r ica tion . L ivr. 

2 :  D u  m o n o p o le  d e  la fa b r ica tio n  et d e  la v en te . P a r is  1 8 2 8 ) 。 -  -  3 3 4  0 

比 西 • 拉 布 丹 伯 爵 《罗 • 《回 忆 录 》（B u s s y -R a b u t in ， R  c o m te  d e : M é m o ir e s)。
- 8 1 7 。

比 泽 • 弗 • 《亚 里 士 多 德 的 哲 学 , 及 其 内 在 联 系 ，着 重 论 述 他 著 作 中 的 哲 学 用 语 》 
184 2  年 柏 林 版 第  2 卷 ( B i e s e ，F .: D ie  P h ilo s o p h ie  d e s  A r is t o t e le s ， in ih rem  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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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ren  Zusam m enhänge%  m it  b e so n d ere r  B e r ü c k s ic h t ig u n g  devS p h ilo so p h isc lie n  

S p r a c h g e b r a u c h s ,a u s  d e s s e n  S c lir ifte n  e n tw ic k e lt . Bd. 2 ： D ie  b e so n d ere n  W is-

s e n s c h a f t e a  B erlin  1 8 4 2 )  〇 ------- 4 2 5 0

毕 舍 ，菲 • 约 • 本 • / 皮 • 塞 • 卢 [ - 拉 维 涅 ] 《法 国 革 命 议 会 史 ，或 1 7 肪 一  1815  

年 的 国 民 议 会 日 志 》( 四 十 卷 集 ）1 8 3 4 年 巴 黎 版 第 1 0 卷 （B iic h e z , P h .-J . B . ， R  

C. R o u x [  L a v e r g n e] ： H is to ir e  p a r lem en ta ire  d e  la R é v o lu t io n  fr a n ç a ise , ou  

J ou rn a l d e s  A s s e m b lé e s  N a t io n a le s ,d e p u is  1 7 8 9  ju s q u 'e n  1 8 1 5 . T . 1 — 4 0 . T . 

10 . P a r is  1 8 3 4 )。—— 8 0 2 。
边 沁 ，耶 • 《惩 罚 和 奖 赏 的 理 论 》( 两 卷 集 ），埃 • 杜 蒙 编 ，1 8 2 6 年 巴 黎 第 3 版 第 2 

卷 （B e n th a m ，J. : T h é o r ie  d e s  p e in es  e t  d e s  r é c o m p e n s e s ,  o u v r a g e  ex tra it  d e s

m a n u sc r its . P ar É t .D u m o n t . 3 . éd . T . 1. 2 . T . 2 . P a r is  1 8 2 6  ) 0 ---------6 4 9 。
波 斯 尔 思 韦 特 • 玛 • 《阐 明 并 增 进 大 不 列 颠 商 业 利 益 》( 两 卷 集 ）1 7 5 9 年 伦 敦 第 2 

版 （P o s t le t h w a y t，M . : G réa卜B r ita in ’s  co m m e rc ia l in te r e st  ex p la in ed  and  im

p ro v ed  . . .  2 . ed . V o l .  1. 2 . L o n d o n  1 7 5 9 )。 -------- 2 8 2 。
波 斯 尔 思 韦 特 ，玛 • 《工 商 业 大 辞 典 》。 引 自 [ 约 • 肯 宁 安 ] 《论 手 工 业 和 商 业 》 

1 7 7 0  年 伦 敦 版 （P o s t le th w a y t，M .: T h e  u n iv ersa l d ic t io n a ry  o f  trad e and com  

m e r c e ： w ith  la rg e  a d d it io n s  and  im p r o v e m e n ts  . . .  N a c h ；[ J .  C u n n in g h a m ： ] A n  

e s s a y  o n  trad e and  c o m m e r c e  . . .  I^ondon 1 7 7 0 ) 〇 —— 2 8 2 〇
波 特 尔 ，埃 • 《产 棉 区 与 移 民 》，载 于 1 8 6 3 年 3 月 2 4 日《泰 晤 士 报 》( 伦 敦 ）第 

2 4 5 1 4  -^*(P o t t e r ,E .  ： T h e  c o tto n  d is tr ic t s  and em ig ra tio n . I n ： T h e  T im e s . L on

d on . N r . 2 4 5 1 4 ,2 4 .  M ärz 1 8 6 3 )〇 ---------6 0 9 。
伯 克 ，埃 • 《关 于 贫 困 的 意 见 和 详 情 ，原 系 1 7 9 5 年 1 1 月 向 最 尊 敬 的 威 廉 • 皮 特  

提 出 的 报 告 》 1 8 0 0  年 伦 敦 版 （B u r k e，E . : T h o u g h ts  and d e ta ils  o n  s c a r c ity ， ori 

g in a lly  p r e s e n te d  to  th e  R ig h t H o n . W illia m  P i t t . i n  th e  m o n th  o f  N o v e m b e r .  

1 7 9 5 . L o n d o n  1 8 0 0 ) 0 1 —— 2 0 9 、2 4 0 、3 3 6 、 8 2 3  — 8 2 4 。
伯 克 ，埃 • 《尊 敬 的 埃 德 蒙 • 伯 克 就 贝 德 福 德 公 爵 和 罗 德 戴 尔 伯 爵 于 本 届 议 会  

常 会 开 会 时 在 上 院 对 他 本 人 和 他 的 养 老 金 问 题 进 行 的 责 难 而 给 高 贵 勋 爵 的  
信 》 1 7 9 6  年 伦 敦 版 （B u r k e，E . : A  le t te r  fro m  th e  R ig h t  H o n o u r a b le  E d m u n d  

B u rk e  to  a N o b le  L o r d ,o n  th e  a t ta c k s  m a d e  u p on  h im  an d  h is  p e n s io n , in  th e  

H o u s e  o f  L o r d s ,b y  th e  D u k e  o f  B ed ford  and  th e  Earl o f  L a u d erd a le , ear ly  in

th e  p resen t s e s s io n  o f  P a r lia m en t. L o n d o n  1 7 9 6 )  〇 --------7 8 0 。
柏 拉 图 《理 想 国 》，载 于 《柏 拉 图 全 集 》，拜 特 尔 、奥 雷 利 、温 克 尔 曼 编 . 1 8 4 0 年 苏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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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版 第  13 卷 （P la to :  D ?  rep u b lica . In : O p era  q u a e  fe ru n tu r  o m n ia . R e c o g a  

( ie o r g iu s  I k i t e r u s ,  C a sp a r  O r e l l iu s ,  A u g u s tu s  G u ilie lm u s  W in ck e lm a n n u s . 

V o l. 13. T u r ic i 1 8 4 0 )。 - 3 8 1 。
布 阿 吉 尔 贝 尔 ，[ 皮 • ] 《论 财 富 、货 币 和 赋 税 的 性 质 》，载 于 《1 8 世 纪 的 财 政 经 济  

学 家 》，欧 • 德 尔 编 ， 1 8 4 3  年 巴 黎 版 （B o is g u ille b e r t • [  R ]  : D is s e r ta t io n  su r  la 

n a tu re  d e s  r ic h e s s e s ,  d e  l'a rg en t et d e s  t r ib u t s , . . .  I n ： E c o n o m is te s  fin a n c ier s  

d u  X V IIIe s iè c le . P réc . d e  n o t ic e s  h is to r iq u e s  su r  ch a q u e  a u te u r ,e t  a cco m p . d e  

c o m m . et d e  n o te s  e x p lic a t iv e s ， par E. D aire. P a r is  1 8 4 3 )  0 -------  1 3 6 0

布 坎 南 ，大 • 《大 不 列 颠 赋 税 和 商 业 政 策 的 研 究 》1 8 4 4 年 爱 丁 堡 版 （B u ch a m m ， 
D .： In q u iry  in to  th e  ta x a tio n  an d  c o m m e rc ia l p o lic y  o f  G rea t B r ita in； w ith  o b -  

s e r v a l io n s  on  th e  p r in c ip le s  o f  c u r r e n c y ,a n d  o f  e x c h a n g e a b le  v a lu e .E d in b u r g h  

1 8 4 4 )。 1 2 1 0

布 坎 南 • 大 • 《论 斯 密 博 士 的 〈国 民 财 富 的 性 质 和 原 因 的 研 究 〉》1 8 1 4 年 爱 丁 堡  
I K (  B uchanan* D . ： O b se r v a tio n s  o n  th e  s u b je c ts  tr e a le d  o f  in  Dr. S m ith 's  

in q u iry  in to  th e  n a tu re  an d  c a u s e s  o f  th e  w e a lth  o f  n a tio n s . E d in b u r g h  1 8 1 4  ) 〇
— 7 8 7 。

布 莱 ；ffi-• 罗 • 《古 今 政 治 文 献 史 》( 两 卷 集 > 1 8 5 5 年 伦 敦 版 第 2 卷 （B la k e y，R : T h e  

hi.story  o f  p o litica l lite ra tu re  fro m  th e  e a r lie s t  t im e s . V o l. 1. 2 . V o l. 2 . L on d on

1 8 5 5 ) 0 —— 7 7 8 。
布 朗 痤 ， [ H  • 阿 • ] 《工 业 经 济 学 教 程 》• 阿 • 布 莱 斯 编 注 ，1 8 3 8 — 1 8 3 9 年 巴 黎  

R S (B la n q u i,[J .  A . ] ： C o u rs d 'é c o n o m ie  in d u s tr ie lle . R e c u e illi  et ann. par A d . 

B ia ise . P a n s  1 8 3 8 —  1 8 3 9 )  〇 —— 351 〇
布 朗 基 ，[ 日 • 阿 • ] 《1 8 4 8 年 法 国 的 工 人 阶 级 》，引 自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截 至  

1 8 5 5  年  1 0  月 31 FI 为 止 的 半 年 》 1 8 5 6  年 伦 敦 版 Œ l a n q u i , [ J . - A . ] : D e S c la s s e s  

o u v r iè r e s  en  F r a n c e .P e n d a n t  l'a n n ée  1 8 4 8 . N a c h ： R e p o r ts  o f  th e  in sp e c to r s  o f  

fa c to r ie s  … fo r  th e  h a lf-y ea r  e n d in g  S I 1*1 O c to b e r  1 8 5 5  … L o n d o n  1 8 5 6 ) 0 

一 2 8 5 。
[ 布 鲁 克 纳 ，约 • ] t 动 物 赛 论 》1 7 6 7 年 莱 顿 版 （[ B r u c k n e r ，J . : ]  T h é o r ie  du

s y s t è m e  an im a l. L e id e  1 7 6 7 )。 -------- 6 5 8 。
布 鲁 姆 • 亨 • 《关 于 欧 洲 列 强 殖 K 政 策 的 研 究 》( 两 卷 集 ）1 8 0 3 年 爱 丁 堡 版 第 2 卷 

( B rou gh am * H . ： A n  in q u iry  in to  th e  c o lo n ia l p o licy  o f  t h e  E u ro p ea n  p o w e r s . In 

2 w l .  V o l. 2 , E d in b u rg h  1 8 0 3 ) „ -------- 8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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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罗 德 赫 斯 特 ，约 • 《政 治 经 济 学 》】8 4 2 年 伦 敦 版 （B r o a d lu m n .j .:  P o lit ica l eco 

n o m y . L o n d o n  1 8 4 2 )。 -------- 4 6 。
布 洛 克 . 莫 • 《德 国 的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家 》，摘 自 1 8 7 2 年 7 月 和 8 月 《经 济 学 家 杂  

志 》（巴 黎 ）（B lo c k ，M :  L e s  th é o r ic ie n s  如  s o c ia lis m e  e n  A llem a g n e*  E x tra it  du  

Jou rn a l d e s  E c o n o m is te s  < N u m é r o s  d e  ju il le t  et ( ia o ù t  1 8 7 2 ) .  P a r is  1 8 7 2 )。
—— 8 4 5 〇

布 瓦 洛 ，埃 • 《巴 黎 的 技 2 和 手 工 业 的 规 章 ，订 于 1 3 世 纪 • 并 称 为 毛 工 业 手 册 》 
1837 年 巴 黎 版 （Boileau，E:Règ丨emens sur les arts et métiers de Paris, rédigés 
au X IIIe siècle,ei connus sous le  nom du Livre des métiers . . .  A v e c  des n o te s  

et une introd. par G .-B ； Depping. Paris 1 8 3 7 )  0 — 5 1 3 。

c
[ 柴 尔 德 ，乔 • ] 《论 贸 易 ，特 别 是 东 印 度 的 贸 易 》1 6 8 9 年 伦 敦 版 ( [ C h i l c U . : ]  A  

d isc o u r s e  c o n cern in g  tr a d e , an d  that in p articu la r  o f  th e  E a s t  In d ies. L on d on  

1 6 8 9 ) 0 — 8 4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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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 自英文 
第 3 版 ，附 泽 者 H . U 布 龙 的 注 释 ，1 8 6 3 年 斯 图 加 特 增 订 第 2 版 ( D a r w i n X h ^  

U b e r  d ie  E n is te h u n g  d er  A r te n  im  T h ie r -u n d  P fla n zen  R e ic h  d u rch  n a tü r lich e  

Z ü c h tu n g ,o d e r  E r h a ltu n g  d er  v e r v o llk o m m n e te n  R a ssen  im  K a m p fe  um  s  D h- 

se y n . N a c h  d er  3 . en g l. A u fl. . . .  a u s  d em  E n g l, ü b ers, und m it  A n m . v ers , von  

H . G . B ron n . 2 . .v e r b , und  s e h r  v erm . A u fl. S tu t lg a r t  1 8 6 3 ) „ -------3 5 6 0

达 菲 ，加 • 《维 多 利 亚 土 地 法 指 南 》1 8 6 2 年 伦 敦 版 （D u f fy ，G . : G Uid e  t〇 th e  hmd  

la w  o f  V ic to r ia . L o n d o ii 1 8 6 2 ) 。 - 8 4 0 。
达 弗 林 ，弗 • 《爱 尔 兰 移 民 。 致 〈泰 晤 士 报 〉编 辑 》，载 于 1 8 6 6 年 】 2 W 1 ] 日 、 26  

日 和 ] 8 6 7 年 1 月 1 日 、2 8 日《泰 晤 士 报 》第 2 5 6 7 8 、2 5 6 9 1 号 和 第 2 5 6 9 6 、 2 5 7 1 9  

号 （D u ffe r in ，F. : Ir ish  em igration *  丁〇 th e  E d ito r  o f  T h e  丁im es. I n : T h e  T im e s .  

Ix)ndoru N r. 2 5 6 7 8 ,1 1 .  D eze m b er  1 8 6 6 ；N r . 2 5 6 9 1 »  2 6 . D eze m b er  1 8 6 6 ； Nr. 

2 5 6 9 6 ,1 .  Jan u ar  1 8 6 7 ；N r. 2 5 7 1 9 ,2 8 .  Ja n u a r  1 8 6 7 ) ,  7 6 3 。
《大 批 伦 敦 贫 民 在 挨 饿 》• 载 于 1 8 6 7 年 1 月 2 0 日《雷 诺 新 闻 》（伦 敦 〉第 8 5 8 号  

( T h e  w h o le s a le  s ta r v a t io n  o f  th e  L o n d o n  poor. I n ： R e y n o ld s 's  N ew sp a p 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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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 n d o n . N r. 8 5 8 * 2 0 . Jan u ar  1 8 6 7 )  „ -------- 7 1 8 。
德 • 昆 西 ，托 • 《政 治 经 济 学 逻 辑 》 年 爱 丁 堡 一 伦 敦 版 （ D e  Q u i n œ y .T h . :  

T h e  lo g ic  o f  p o litica l e co n o m y . E d in b u r g h ， L o n d o n  1 8 4 4 )  0 —  4 1 1 0

德 斯 杜 特 • 德 • 特 拉 西 ，[ 安 • 路 • 克 • ] 《意 识 形 态 原 理 》第 4 、5 部 分 《论 意 志  
及 其 作 用 》 1 8 2 6  年 巴 黎 版 （ D e s tu tt  d e  T r a c y ，[ A . - L ._ C ] : É l é m e n s  d ’idéologie*

P t. 4 . 5 .T r a ité  d e  la v o lo n té  et d e  s e s  e f fe ts .  P aris  1 8 2 6 )  0 ------ 7 4 、1 5 5 、1 6 2 、
3 3 8 .3 4  U 6 9 6 〇

德 斯 杜 特 • 德 • 特 拉 西 ，[ 安 • 路 • 克 • ] 《政 治 经 济 学 概 论 》1 8 2 3 年 巴 黎 版  
( D e s tu t t  d e  丁r a c y，[A .-L .-C 、. ] :  T r a ité  d ’é c o n o m ie  p o litiq u e . P a r is  1 8 2 3 )。
— 1 5 5 ;，

邓 宁 ，托 • 约 • 《工 联 和 罢 工 》I 8 6 0 年 伦 敦 版 （D u n n in g，T h . J . : T r a d e S’ U n io n s  

and  s t r ik e s： th e ir  p h ilo so p h y  and  in te n tio n . L o n d o n  1 8 6 0  ) 0 --------- 581  % 5 8 4 %

5 8 5 、8 2 4 0

[ 狄 奥 多 鲁 斯 ] ( 西 西 里 的 狄 奥 多 尔 ) 《史 学 丛 书 》（十 九 卷 集 尤 • 弗 • 武 尔 姆  
译 ， 1 8 2 7  1829  年 斯 图 加 特 版 第  1 、 3 卷 （[ D io d o r u s ]  D io d o r  v o n  S ic i l ie n : H is

lo r is c h e  B ib lio th e k . Ü b e r s , v o n  J. F . W u rm . Bd. I — 19. Bd. 1. 3 . S lu ttg a r l  

1 8 2 7  —  L829 ) 。—— 2 4 1 、3 5 4 、3 8 3 、5 3 7 。
[ 迪 尔 克 ，査 • 温 •]《根 据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得 出 的 国 民 困 难 的 原 因 及 其 解 决 办  

法 。给 约 翰 • 罗 素 勋 爵 的 一 封 信 》〗8 2 1 年 伦 敦 版 （[ D i l k e ， C k  W . : ]  T h e  

so u r c e  and rem ed y  o f  th e  n a tio n a l d if f ic u lt ie s ,d e d u c e d  fro m  p r in c ip le s  o f  p o li

tica l e c o n o m y ,in  a le t te r  to  I>orcl J o h n  R u s s e ll .  L o n d o n  1 8 2 ]  ) 〇 --------6 2 3 0

[ 笛 福 ，丹 • ] 《论 公 共 信 贷 》] 7 1 0 年 伦 敦 版 ( [ D e f o e ，D . : ]  A n  e s s a y  u p on  p u b lick  

c r e d it :b e in g  an en q u iry  … IvOndon 1 7 1 0 )  0 ---------1 3 6 。
笛 卡 儿 • 勒 • 《正 确 运 用 理 性 与 在 科 学 中 寻 求 真 理 的 方 法 论 》1 6 6 8 年 巴 黎 版  

( D e s c a r te s ,  R .： D isc o u r s  d e  la  m é th o d e  p o u r  b ien  co n d u ire  sa  r a is o n , et  

ch erch er  la v é r ité  d a n s le s  sc ie n c e s . P a r is  1 6 6 8 )  〇 --------4 0 5 —— 4 0 6 。
杜 尔 哥 ，[ 安 • 罗 • 雅 • ] 《关 于 财 富 的 形 成 和 分 配 的 考 察 》，载 于 《杜 尔 哥 全 集 》， 

欧 • 德 粼 新 编 ， 1844  年 E 黎 版 第  1 卷 ( T î u r g o u t A - R H . l R é f l a d o 邱  su r

fo r m a tio n  et la  d is tr ib u tio n  d e s  r ic h e s se s . In ： Œ u v r e s . N o u v . éd ........  p ar E.

D aire. T . 1. P a r is  1 8 4 4 )。 - ^ 1 8 2 、3 2 6 、5 5 9 。
杜 克 佩 西 奥 ，爱 • 《比 利 时 劳 动 阶 级 的 经 济 预 算 。 生 活 资 料 、工 资 、人 口 》 18 5 5  

IK ( D u c p é t ia u x , E. ： B u d g e ts  é c o n o m iq u e s  d e s  c la s s e s  o u v r iè r e s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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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lgique. Suksistancc.s，‘sa la ires，population. Br^ -  72t) —7220

杜能，约 • 亨 • 冯 • 《孤立国 家的农 业 和国 K经 济 》IMä年罗 斯托克版第2 卷第 
2 SP7^ (T h ü n e n ,J . H. v o n ： 13er iso lirte  Staat in B eziehung auf Lcindwirthschaft 

und N ationalökonom ie. T h . 2 . A b lh . 2 . R ostock  1 8 6 3 )〇 663„

《对 货 币 利 息 ，特 别 是 公 债 利 息 的 一 些 看 法 》[ 1 7 3 8 年 ] 伦 敦 版 （ S o m e  th o u g h is  

o n  th e  in te r e st  o f  m o n e y  in  g cn e r a K a n d  p a rticu la r ly  in  th e  p u b lick  fu n d s. I^on 

d o n  [ 1 7 3 8 ] )。 一  3 0 、3 8 。

E

恩 索 尔 ，乔 • 《各 国 人 口 的 研 究 ，驳 马 尔 萨 斯 先 生 的 〈人 口 论 〉》1 8 1 8 年 伦 敦 版  
( E n s o r .G . ： A n  in q u iry  c o n c e r n in g  th e  ix jp u la tio n  o f  n a t io n s ： c o n ta in in g  a refu  

ta tio n  o f  M r. M a lth u s  s  E s s a y  o n  p o p u la tio n . L o n d o n  1 8 1 8 )  a 7 8 8 0

F

范 德 林 特 ，杰 • 《货 币 万 能 ，或 试 论 怎 样 才 能 使 各 阶 层 人 民 都 有 足 够 的 货 币 》 
1734  年 伦 敦 版 （V a n d tT lin t，J . : M o n e y  é丨n s w e r s  a ll th in g s  : o r ， an e s s a y  to rmikt、 
m o n e y  s u f f ic ie n t ly  p len tifu l a m o n g s t  a ll ran k s o f  p e o p le ,  and  in crea se  o u r  fo- 

re ign  and  d o m e s t ic k  trade. L o n d o n  1 7 3 4 )。 1 1 8 、1 2 5 、M 0 、2 8 2 、3 2 6 、3 4 4 。
《纺 纱 厂 主 的 案 例 》，载 于 1 8 6 2 年 1 1 月 2 6 日《泰 晤 士 报 》（伦 敦 ）第 2 4 4 1 3 号  

( T h e  c a s e  o f  th e  m illo w n e r s . T o  th e  E d ito r  o f  T h e  T im e s . I n ： T h e  TimevS. 

London« N r. 2 4 4 1 3 , 2 6 . N o v e m b e r  1 8 6 2 )。 2 1 0 、4 2 1 。
《非 掠 夺 地 租 》，载 于 18 5 1年 7 月 1 Î )日《经 济 学 家 》（伦 敦 ）第 4 1 2 期 （ Rem no  

rob b ery . I n : T h e  E c o n o m is t . L o n d o n . N r . 4 ] 2 , 19. Ju li 1851 >。 ------623〇
菲 尔 登 ，约 • 《工 厂 制 度 的 祸 害 ，或 略 述 工 厂 中 残 酷 现 象 的 根 源 》[ 1 8 3 6 年 ]伦 敦  

US ( F ie ld e n , J. ： T h e  cu^rse o f  th e  fa c to r y  s y s t e m ； o r  a sh o rt accou n t o f  th e  

o r ig in  o f  fa c to ry  c r u e l t ie s ； . . .  L o n d o n  [ 1 8 3 6 ])〇 ------- 4 2 0 、4 3 0 、 82 1  8 2 2 。
菲 瑟 灵 ，西 • 《实 用 国 民 经 济 手 册 》( 三 卷 集 ）1 8 6 0 —  ] 8 6 2 年 阿 姆 斯 特 丹 版 （ V is  

s e r in g tS . ： H an clb oek  van  p r a k tisc h e  sta a th u ish o u d k u n d e . iJelcn  I — 3 . A m  

s te r d a m  1 8 6 0 — 1 8 6 2 )  e -------- 5 2 9 。
费 里 埃 • 弗 • 路 • 奥 • 《论 政 府 和 贸 易 的 相 互 关 系 》1 8 0 5 年 巴 黎 版 （Fen*ie r ，F. 

U - A . : D u  g o u v e r n e m e n t  c o n s id é r é  d a n s s e s  ra p p o r ts  a v ec  le  c o m m e rce . P aris  

1 8 0 5 ) 0 —— 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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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 特 雷 ，安 • 路 • 《一 般 大 城 市 特 别 是 里 昂 城 工 人 的 生 理 卫 生 和 精 神 卫 生 》 18 5 8  

年 巴 黎 版 。引 自《就 面 包 工 人 的 申 诉 向 女 王 陛 下 内 务 大 臣 所 作 的 报 告 》 1862  

年 伦 敦 版 （F o n te r e t，A .-L . : H y g iè n e  p h y s iq u e  e t  m o ra le  d e  l ’o u v r ier  d a n s  le s  

g r a n d e s  v il le s  en  g én éra l e t  d a n s la v ille  d e  L y o n  en  p articu lier . P a r is  1 8 5 8 . 

N a c h ： R ep o rt a d d r e sse d  to  H e r  M a je s ty 's  P r in c ip a l S e c r e ta r y  o f  S ta te  fo r  th e  

H o m e  D e p a r tm e n t , re la tiv e  to  th e  g r ie v a n c e s  co m p la in ed  o f  b y  th e  jo u r n e y m e n

b ak ers … L o n d o n  1 8 6 2 )。 --------3 7 9 „

《封 建 主 义 和 鹿 林 》，载 于 1 8 6 6 年 6 月 2 日《经 济 学 家 》( 伦 敦 ) 第 1 1 8 8 期 （ F en  

d a lism  an d  d eer  fo r e s ts , l n ••丁h e  E c o n o m is t . L o n d o a  N r. 1 1 8 8 ,2. Ju n i 1 8 6 6 ) 0 

7 9 1 。
弗 格 森 ，亚 • 《论 市 民 社 会 史 》1 7 6 7 年 爱 丁 堡 版 （F e r g u s o n ，A* : A n  e s s a y  o n  th e

h is to r y  o f  c iv il so c ie ty . E d in b u rg h  1 7 6 7 )  〇 ------- 3 6 9 〇
弗 格 森 ，亚 • 《论 市 民 社 会 史 》( 两 卷 集 ），贝 尔 吉 埃 先 生 译 ，1 7 8 3 年 巴 黎 版 第 2 卷 

(F e r g u s o n ,  A .： E s s a i su r  l ’h is to ir e  d e  la s o c ié té  civile« O u v r a g e  trad, d e

l ’a n g la is  par B e rg ier • 丁• 1 .2 . T . 2 . P a r is  1 7 8 3 )。 ---------3 7 7 。
[ 弗 利 特 伍 德 ，威 • ] 《行 情 表 ，或 六 百 年 来 英 国 的 货 币 、谷 物 和 其 他 商 品 的 价 格 》 

] 7 0 7  年 伦 敦 版 （[ F le e t w o o d ,  W . : ]  C h ro n ico n  p r e c io s u m : o r ， a n  a cco u n t o f  

E n g lis h  m o n e y , th e  p r ice  o f  c o r n , and  o th e r  c o m m o d it ie s ,  fo r  th e  la st 6 0 0

y ea rs . L o n d o n  1 7 0 7 )  〇 ------- 2 8 0  0

[ 弗 利 特 伍 德 ，威 • ] 《行 情 表 , 或 六 百 年 来 英 国 的 金 银 货 币 、谷 物 和 其 他 商 品 的  
价 格 》 1745  年 伦 敦 版 （[ F le e t w o o d ，W . :] C h r o n ic o n  p r e c io s u m : o r  ， a n  a cco u n t  

o f  E n g lis h  g o ld  and  s ilv e r  m o n e y ； th e  p r ice  o f  co rn  and  o th e r  c o m m o d it ie s ； and  

o f  s t ip e n d s ,s a la r ie s ,  w a g e s ,jo in t u r e s ,p o r t io n s * d a y - la b o u r ,e tc .  in  E n g la n d , for 

s ix  h u n dred  y e a r s  la st  p a st . L o n d o n  1 7 4 5 )。 - 2 8 0 。
福 蒂 斯 É ，约 • 《谈 谈 英 国 法 律 的 优 越 性 》[ 1 5 3 7 年 伦 敦 版 ] ( F 〇rte S c u e , J . : D e  

la u d ib u s le g u m  A n g lia e . [L o n d o n  1 5 3 7 ])〇 7 7 3 0 

[ 福 尔 邦 奈 ，弗 • 韦 • 德 • ] 《商 业 学 入 门 》] 7 6 6 年 莱 顿 新 版 第 2 卷 （[ F 〇r- 

b o m ia is , F .-V . d e ： ]  E lé m e n s  du co m m e r c e . N o u v . éd . P t. 2. L e y d e  1 7 6 6 )  〇 
— 8 5 e

福 塞 特 ，亨 • 《英 国 工 人 的 经 济 状 况 》1 8 6 5 年 剑 桥 一 伦 敦 版 （F a w œ U ，H . : T h e  

econ om ic ， p o s it io n  o f  th e  B r itish  lab ou rer . C a m b r id g e ， L o n d o n  1 8 6 5 )〇 -  

5 8 9 、6 5 1 、7 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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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斯 特 ，纳 • ] 《论 当 前 粮 价 昂 贵 的 原 因 》( 两 卷 集 ）1 7 6 7 年 伦 敦 版 （ [ F o r s t e n  

N . ： ]  A n  en q u iry  in to  th e  c a u s e s  o f  th e  p resen t h ig h  p r ice  o f  p r o v is io n s .P t . 1. 

2. L o n d o n  1 7 6 7 )  0 —— 2 8 2 、4 4 7 、5 3 8 、7 8 2 、7 8 3 。
富 拉 顿 ，约 • 《论 通 货 的 调 整 。 原 理 的 分 析 ，根 据 这 些 原 理 提 出 在 某 些 固 定 的 范  

围 内 限 制 英 格 兰 银 行 和 全 国 其 他 银 行 机 构 将 来 的 贷 款 发 行 活 动 》1 8 4 5 年 伦  
享文第 2 版 （F u lla r to n ，J. : ( ) n  th e  reg u la tio n  o f  c u rren c ie s ;  b e in g  a n  ex a m in a tio n  

o f  th e  p r in c ip le s , o n  w h ic h  il is  p ro p o sed  to  r e s tr ic t , w ith in  certa in  fixed  

l im it s ,  th e  fu tu re  i s s u e s  on  cred it o f  th e  B an k  o f  E n g la n d , and o f  th e  o th e r  

b a n k in g  e s ta b lis h m e n ts  th r o u g h o u t th e  co u n tr y . 2 . ed. W ith  c o r n  and  add. 

L o n d o n  1 8 4 5 )。 —— 1 2 3 J 3 7  J 4 0 fl 

富 兰 克 林 ，本 • 《关 于 国 民 财 富 的 有 待 研 究 的 几 个 问 题 》，载 于 《富 兰 克 林 全 集 》 . 

贾 • 斯 帕 克 斯 编 • 附 注 释 和 作 者 传 记 ，1 8 3 6 年 波 士 顿 版 第 2 卷 ( F n m k l i m R :  

P o s it io n s  to  b e e x a m in e d , c o n c e r n in g  n a tio n a l w ea lth . I n ： T h e  W o rk s. W ith  

n o te s  and  a life  o f  th e  a u th o r . B y  J. S p a rk s. V o l .2 . B o s to n  1 8 3 6 )  0 1 6 3〇
富 兰 克 林 ，本 • 《试 论 纸 币 的 性 质 和 必 要 性 》，载 于 《富 兰 克 林 全 集 》（十 卷 集 )， 

贾 • 斯 帕 克 斯 编 ，附 注 释 和 作 者 传 记 ，1 8 3 6 年 波 士 顿 版 第 2 卷 ( F n m k lin ，B . : 

A  m o d e st  in q u iry  in to  th e  n a tu re  and  n e c e s s ity  o f  a p a p er  cu rren cy . In: T h e  

W o r k s .W ith  n o te s  and  a l ife  o f  th e  a u th o r . B y  J. S p a rk s. V o l. 2 .B o s to n  1 8 3 6 )  „ 

— T 3 _ 7 4 0

G

哥 伦 布 ，克 • [ 《寄 自 牙 买 加 的 信 》] ( C o 丨u m b u s，C h. : [ B r ie f  a u s  J a m a ik a ]  ) c 

- 1 2 6 。
格 莱 斯 顿 ，[ 威 •][《 1 8 6 3 年 4 月 1 6 日 在 下 院 的 演 说 》, ] 载 于 1 8 6 3 年 4 月 1 7 日 

《晨 星 报 》( 伦 敦 )第  2 2 1 9  号 （G la d s to n e，[ W . ] : [ R e d e  im  H o u s e  o f  C o m m o n s， 
16 A p r il 1 8 6 3 .]  I n ： T h e  M o rn in g  S tar . L o n d o a  N r. 2 2 1 9 ,1 7 .  A p r il 1 8 6 3 ) 0 

—— 7 0 0  〇
[ 格 雷 ，约 • ] 《国 民 财 富 基 本 原 理 的 说 明 。驳 亚 当 • 斯 密 博 士 等 人 的 某 些 错 误  

论 点 》 1 7 9 7  年 伦 敦 版 ( [ G r a y ，J . : ]  T h e  e s se n t ia l  p r in c ip le s  o f  th e  w e a lth  o f  na- 

t io n s ,  i l lu s tr a te d , in o p p o s it io n  to  s o m e  fa lse  d o c tr in es  o f  Dr. A . S m it h , and  

o th e r s . L o n d o n  1 7 9 7 )  〇 ------- 1 5 9。
[ 格 雷 格 . 罗 • 海 • ] 《从 工 人 健 康 和 道 德 影 响 看 工 厂 问 题 。“十 小 时 工 作 日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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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 对 英 国 及 其 他 国 家 工 业 的 影 响 》1 8 3 7 年 伦 敦 版 。 引 自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截 至 1 8 4 8 年 1 0 月 3 1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4 9 年 伦 敦 版 （[ G r e g ，R . H . : ]  T h e  

fa c to r y  q u e s t io n ,c o n s id e r e d  in re la tio n  to  its  e f fe c ts  o n  th e  h ea lth  and m o r a ls  

o f  th o s e  e m p lo y e d  in  fa c to r ie s . A n d  th e  „ T e n  H o u r s  B il l4*, in  re la tio n  to  its  

e f fe c ts  up on  th e  m a n u fa c tu res  o f  E n g la n d ,a n d  th o s e  o f  fo r e ig n  co u n tr ie s . L o n 

d on  1837 . N a c h ： R e p o r ts  o f  th e  in sp e c to r s  o f  fa c to r ie s  . . .  fo r  th e  h a lf-y e a r  end- 

in g  3 1 s1 O c to b e r  1 8 4 8  … L o n d o n  1 8 4 9 )。 —— 3 0 2 。
格 雷 古 瓦 ，昂 • 《布 鲁 塞 尔 轻 罪 法 庭 上 的 印 刷 工 人 》1 8 6 5 年 布 鲁 塞 尔 版  

(G r e g o ir ,  H . ： Lens ty^jographevS d ev a n t le  T r ib u n a l c o rre c tio n n e l d e  B r u x e lle s .

B r u x e lle s  1 8 6 5 )  e ------- 5 8 6 〇
格 罗 夫 ，威 • 罗 • 《物 理 力 的 相 互 关 系 》，附 《论 连 续 性 》，1 8 6 7 年 伦 敦 第 5 版 

(G r o v e .W . R . ： T h e  c o rre la tio n  o f  p h y sica l fo rce s . 5, ed. F o llo w e d  b y  a d is  

c o u r s e  o n  co n tin u ity . L o n d o n  1 8 6 7 )  0 — — 5 5 2 。
《各 国 的 工 业 。 工 艺 、机 器 和 工 厂 的 现 况 概 述 》] 8 5 5 年 伦 敦 版 第 2 卷 （ T h e  

in d u stry  o f  n a tio n s . A  su r v e y  o f  th e  e x is t in g  s ta te  o f  a r t s ,  m a c h in e s ,a n d  m a

n u fa ctu res . P t. 2 . L o n d o n  1 8 5 5 )  0 -------- 3 5 9 、4 0 0 。
《工 厂 法 的 作 用 》，载 于 1 8 4 8 年 4 月 1 5 日《经 济 学 家 》（伦 敦 ）第 2 4 2 期 （ T h e  

w o rk in g  o f  th e  fa c to r y  act. I n ： T h e  E c o n o m is t . L o n d o n . N r . 2 4 2 ,  15. A p r il  

1 8 4 8 )。 —— 2 3 3 。
《工 业 伙 伴 》，载 于 1 8 6 6 年 5 月 2 6 日《旁 观 者 》 ( I n d u s tr ia l  p a rtn ersh ip . I n : T h e

S p ec ta to r . L on d on . 2 6 . M ai 1 8 6 6 )。 --------3 4 5 〇
《公 共 经 济 概 论 ，或 论 流 通 手 段 、农 业 和 工 业 》. 一 位 初 级 原 理 研 究 者 著 ，1 8 3 3 年 

卡 莱 尔 版 （ P u b lic  e c o n o m y  c o n c e n t r a t e d ;o r ,a  c o n n e c te d  v ie w  o f  c u r r e n c y，a g -  

ricu llu re*  and  m anafacturevS. B y  an  en q u irer  in to  f ir s t  p r in c ip les . C a r lis le  

] 8 .3 3 ) 0. -------- 4 1 2 〇
《关 于 济 贫 税 和 食 物 价 格 高 昂 给 T . C .邦 伯 里 爵 士 的 一 封 信 ，建 议 减 税 降 价 》，萨  

福 克 一 绅 士 著 ， 1 7 9 5  年 伊 普 斯 威 奇 版 ( A  L e tte r  to  S ir  T . C  B u n b Ur y ，B a n . on  

th e  p o o r  r a te s ,a n d  th e  h ig h  p r ice  o f  p r o v is io n s . W ith  s o m e  p r o p o sa ls  fo r  re

d u c in g  b o th . B y  a S u ffo lk  g e n t le m a n . Ip sw ic h  1 7 9 5 )  D ------- 77 9  0

《国 家 的 进 步 》，载 于 1 8 7 2 年 1 月 5 日《技 艺 协 会 杂 志 》( 伦 敦 ）第 9 9 8 期 （ T h e  

p r o g r e s s  o f  th e  n a tio n . I n ： T h e  J o u rn a l o f  th e  S o c ie ty  o f  A r t s ,a n d  o f  t h e  In s ti-  

tu t io n s  in U n io n . L on d on . N r . 9 9 8 , 5. J a n u a r  1 8 7 2 )  0 --------4 3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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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哈 勒 ，卡 • 路 • 冯 • 《国 家 学 的 复 兴 ，或 与 人 为 公 民 状 况 空 想 相 对 i 的 自 然 社 会  
状 况 理 论 》（六 卷 集 ）1 8 1 6 年 温 特 图 尔 版 第 1 卷 （H a lle r , C . L. v o n :  

R e sta u r a t io n  d er  S ta a ts -W is s e n s c h a ft  o d er  T h e o r ie  d e s  n a tü r lic h g e s e llig e n  

Z u sta n d s^ d er  C h im ä r e  d e s  k ü n s t lic h  b ü rg er lich en  e n tg e g e n g e s e tz t . Ikl. J 6. 

Bd. 1. W in te r th u r  1 8 1 6 )  0 -------- 4 0 5 。
哈 里 斯 ，詹 • 《关 于 幸 福 的 对 话 》，载 于 哈 里 斯 《三 篇 论 文 》1 7 7 2 年 伦 敦 修 订 第 3 

I S (  H a r r is ,J .  ： D ia lo g u e  c o n c e r n in g  h a p p in ess . I n ： H a r r is： T h r e e  tr e a t is e s  . . . 3 .  

e d .，rev. an d  corr. L o n d o n  1 7 7 2 )  0 — 3 8 1 。
哈 里 逊 ，威 • 《英 国 概 述 》，载 于 《编 年 史 》第 1、2 卷 . 拉 • 霍 林 舍 德 、威 • 哈 里 逊  

等 第 一 次 收 集 和 发 行 ，[ 1 5 8 7 年 伦 敦 版 ] ( H a r r is o n ，W : T h e  d e sc r ip tio n  o f  

E n g la n d  I n ： T h e  first and  se c o n d  v o lu m e s  o f  C h r o n ic le s , f irst c o lle c te d  and  

p u b lish ed  b y  R* H o l in s h e d ，W . H a r r is o n ， an d  o t h e r s .[ L o n d o n  1 5 8 7] )。 
7 7 4 、7 9 4 、8 0 4 o

哈 姆 ，威 • 《英 国 的 农 具 和 农 业 机 器 》1 8 5 6 年 不 伦 瑞 克 增 订 第 2 版 （H a m m ，W .: 

D ie  la n d w ir th sch a  ft lich en  ( je r ä th e  und M a sc h in e n  E n g la n d s . E in  H a n d b u ch  

d er  land w ir th sc h a ft  lieh en  M ech a n ik  und  M a s c h in e n k u n d e , m it  e in er  

S ch ild eru n g  d er  b r it isc h e n  A g r icu ltu r . 2 . ,  g ä n z l. u m geart). und bed. verm . 

A u fl. B r a u n s c h w e ig  1 8 5 6 )。 -------  5 3 0 P

哈 索 尔 ，阿 • 希 • 《揭 穿 了 的 掺 假 行 为 ，或 鉴 别 掺 假 食 物 和 药 品 的 通 俗 指 南 》 
1861 年 伦 敦 第  2 版 （H a s s a l l，A . H .:  A d u lte r a tio n s  d e te c te d  o r  p la in  

in s tr u c t io n s  for  th e  d is c o v e r y  o f  frau d s in  food  and m ed ic in e . 2 . ed . Ix )ndon  

1 8 6 1 ) 0 - ~ ~ ~ - 1 7 5 ,2 5 5 〇
汉 特 ，亨 • 朱 • 《关 于 英 格 兰 某 些 农 业 区 婴 儿 死 亡 率 过 高 的 报 告 》（H u n te r，H . 

J . ： R ep o r t o n  t h e  e x c e s s iv e  m o r ta lity  o f  in fa n ts  in so m e  rural d is tr ic t s  o f  E n g -  

la n d )〇 -------- 4 1 5 0

豪 伊 特 ，威 • 《殖 民 和 基 督 教 。 欧 洲 人 对 待 所 有 殖 民 地 人 民 的 通 俗 历 史 》 1838  

年 伦 敦 版 （H o w i t t .W .:  C o lo n iz a t io n  and  C h r is t ia n ity :  a p o p u la r  h is to r y  o f  th e  

tr e a tm en t o f  th e  n a tiv e s  b y  th e  E u ro p ea n s  in  a ll th e ir  colon ies*  Ixm d on  1 8 3 8 )。 
—— 8 1 4 。

赫 顿 ，查 • 《数 学 教 程 》( 两 卷 集 ）1 8 0 4 年 伦 敦 增 汀 第 4 版 第 2 卷 （H u tto m C h * :  A



文 献 索 引 975

c o u r s e  o f  m a th e m a tic s . 4 . e d .，en l. an d  c o rn  In 2 v o l. V o l. 2 . L o n d o n  1 8 0 4 )。
—  3 8 7 0

赫 胥 黎 ，托 • 亨 • 《初 等 生 理 学 讲 义 》1 8 6 6 年 伦 敦 版 （H u x le y ，Th« H . : L e s s o n s  in

e le m e n ta r y  p h y s io lo g y . L o n d o n  1 8 6 6 )  0 ---------5 0 9 。
黑 格 尔 ，乔 • 威 • 弗 • 《法 哲 学 原 理 ，或 自 然 法 和 国 家 学 纲 要 》，爱 • 甘 斯 编 ， 

] 8 4 0 年 柏 林 版 ( 《黑 格 尔 全 集 》第 8 卷 ）（出 8 山 0 . 命 上 ：0 〇111仙 1 ^ 1 1 ‘ [ ? 心  
lo so p h ie  d e s  R e c h t s ,  o d er  N a tu rrech t u n d  S ta a ts w is s e n s c h a f t  im  G ru n d r isse . 

H r s g , v o n  E . G a n s. 2 . A u  fl. B er lin  1 8 4 0 . ( W erk e . V o l ls t .  A u s g . d u rch  e in en

V ere in  v o n  F reu n d e n  d e s  V e r e w ig te n  … Bd. 8 ))。 -------- 3 5 N1 6 8 %3 7 9 〇
黑 格 尔 ，乔 • 威 • 弗 • 《逻 辑 学 》( 两 卷 集 ) 第 1 卷 《客 观 逻 辑 》第 1 编 《存 在 论 》， 

莱 • 冯 • 亨 宁 编 ，1 8 3 3 年 柏 林 版 ( 《黑 格 尔 全 集 》第 3 卷 ）（H e g e l，G . W . F . : 

W issen sch aft der Logik . T h . 1. 2. T h . l .D ie  ob jektive I〇)gik. A b lK  1. D ie  L eh re  

v o m  S ey n . H r s g , v o n  L. v o n  H e n n in g . B e r lin  1 8 3 3 . (W e r k e . V o l ls t .  A u s g .

du rch  e in en  V e r e in  v o n  F reu n d e n  d e s  V e r e w ig te n  . . .  B d . 3 ) ) a ------- 3 2 1 。
黑 格 尔 ，乔 • 威 • 弗 • 《哲 学 全 书 纲 要 》第 1 部 《逻 辑 学 》，莱 • 冯 • 亨 宁 编 ， 184 0  

年 柏 林 版 ( 《黑 格 尔 全 集 》第  6 卷 ）（H e g e l，G . W . F .:E n c y c lo p ä d ie  d er  p h ilo s o 

p h isc h e n  W iss e n sc h a f te n  im  G ru n d risse*  T h . 1 •• D ie  L o g ik . H r s g , v o n  L. vo n  

H en n in g . B erlin  1 8 4 0 .(W e r k e . V o l ls t .A u s g .  d u rch  e in e n  V e r e in  vo n  F reu n d en

d e s  V e r e w ig te n  . . .  Bd. 6 )  )。 -------- 1 8 1 、2 6 9 。
华 德 ，约 • 《维 多 利 亚 女 王 陛 下 在 位 初 期 的 特 伦 特 河 畔 斯 托 克 城 》1 8 4 3 年 伦 敦  

版 。 引 自 《童 工 调 査 委 员 会 。 （1部 2 年 。) 第 1 号 报 告 》1 8 6 3 年 伦 敦 版 （W a r d， 
J . ： T h e  b o ro u g h  o f  S to k e ^ u p o n -T r e n l, in th e  c o m m e n c e m e n t  o f  th e  re ig n  o f  

H e r  M o s t  G ra c io u s M ?ijesty  Q u een  V ic to r ia , lx m d o n  1 8 4 3 . N a c h ： C h ild ren 's

e m p lo y m e n t  c o m m is s io n < ]8 6 2 > .F ir s t  report . . .  L o n d o n  1 8 6 3 )。 -------- 2 7 4 0

霍 布 斯 ，托 • 《利 维 坦 ，或 教 会 国 家 和 市 民 国 家 的 实 质 、形 式 和 权 力 》，载 于 《霍 布  
斯 英 文 著 作 集 》，威 • 莫 尔 斯 沃 思 第 一 次 收 集 和 出 版 ，1 8 3 9 年 伦 敦 版 第 3 卷 
( H o b b e s ,  T h .： L e v ia th a n ： o r ,  th e  m a tte r , fo r m , and p o w e r  o f  a c o m m o n 

w e a lt h , e c c le s ia s t ic a l and  c iv il. I n ： H o b b e s ： T h e  E n g lis h  w o r k s .N o w  f ir s t  co ll.

an d  cd . b y  S ir  W . M o le s w o r th . V o l. 3 . L o n d o n  1 8 3 9 )。--------l 7 0 o

霍 顿 ，约 • 《农 业 和 手 工 业 的 改 迸 : 关 于 谷 物 、家 禽 、煤 、啤 酒 花 、羊 毛 等 的 宝 贵 资  
料 汇 编 》（四 卷 集 ） 17 2 7  1 7 2 8  年 伦 敦 版 （H o u g h t o n ， 〗 . ： H u sb a n d r y  and  trade

im p r o v 'd ： b e in g  a c o lle c t io n  o f  m a n y  v a lu a b le  m a te r ia ls  r e la t in g  to  c o r n ,c a t t 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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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a l s .h o p s ,  w o o l e tc . . . .  V o l. ] —  d* L o n d o n  1727 — 1 7 2 8 )〇 -  PI7〇
[ 霍 恩 ，乔 • ] 《给 法 学 博 上 亚 当 • 斯 密 的 一 封 倍 , 论 他 的 朋 友 大 卫 • 休 谟 的 生 平  

和 哲 学 》，一 位 称 做 基 督 徒 的 人 著 ，1 7 8 4 年 牛 津 第 4 版 （[ H ü i r æ . a : ] A  le t te r  

to  A d a m  S m ith  o n  th e  l i f e ,  d ea th  , and  p h ilo s ô p h y  o f  h is  fr ien d  D a v id  H u m e .B y  

o n e  o f  th e  p eo p le  ca lled  C h r is t ia n s . 4 . ed . O x fo rd  1 7 8 4 )〇 *6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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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前 雇 佣 工 人 的 团 结 》, 一 个 工 人 著 ，1 8 2 5 年 伦 敦 版 ( [ H o d g s k i m T h . : ]  U lx n ir  

d e fen d e d  a g a in st  th e  c la im s  o f  c a p ita l； o r ,  tht? u n p r o d u c tiv e n e ss  o f  cap ita l 

p ro v ed . W ith  re fer e n c e  to  th e  p resen t c o m b in a t io n s  a m o n g s t  jo u r n e y m en . B y  a 

lab ou rer . L o n d o n  1 8 2 5 )。 — 3 7 0 ,6 0 8 « ,

[ 霍 吉 斯 金 ，托 • ] 《财 产 的 自 然 权 利 和 人 为 权 利 的 比 较 》1 8 3 2 年 伦 敦 版 ( [ H o d g  

s k i n , T h . ； ] T h e  n a tu ra l a n d  a r tific ia l r igh t o f  p r o p e r ty  c o n tr a ste d . A  s e n  o f  let 

t e r s ,a d d r e s s e d  w ith o u t  p e r m is s io n .t o  H . B r o u g h a m  . . .  B y  th e  a u th o r  o f  ..L<i 

b ou r d efen d e d  ageiinst th e  c la im s  o f  ca p ita l44, l^ondon 1 8 3 2 )  0 8 1 3 0

霍 吉 斯 金 ，托 • 《通 俗 政 治 经 济 学 。 在 伦 敦 技 术 学 校 的 四 次 演 i并 》1 8 2 7 年 伦 敦  
I® ( H o d g s k in , T li. ： P o p u la r  p o litica l e c o n o m y . F o u r  le c tu r e s  d e liv ered  at ih c

lx jn d o n  M e c h a n ic s ’ In stitu tion *  Ia)n(k>n 1 8 2 7 )。 --------3 5 3 、3 6 7 、5 6 3 。
霍 林 舍 德 •拉 • 《英 格 兰 、苏 格 兰 和 爱 尔 兰 等 的 编 年 史 》( 三 卷 集 ），约 • 胡 克 出  

版 ， 】 5 8 7  年 伦 敦 第  2 版第  1 卷 （ H o lin s h e c K R  : The* f ir s te  v o lu m e  o f  th e  L.hroni 

d e s  o f  E n g la n d c ,S c o lI a n d e ,a n d  I r e la n d e ,. . .F a it h f u l ly  g a th e red  an d  se t  forth . 

T h e  la s te  v o lu m e  . . .  c o n te y n in g  th e  chronide>s o f  E n g la n d e  from  W illia m  th e  

C o n q u ero u r  u n till th is  p re sen t ty m e . P u b l. b y  J. H o o k er . 2. e d  V o l. 1 -  3. 

L o n d o n  1 5 8 7 )。第  1 版  157 7  年 出 版 D - 7 7 4 。
霍 林 舍 德 ，拉 • 《英 国 概 $ 》- 见 哈 里 逊 ，威 • 《英 国 概 述 》。
霍 纳 ，伦 • 《关 于 修 改 工 厂 法 以 使 工 厂 视 察 员 能 够 制 止 目 前 盛 行 的 非 法 劳 动 的  

建 议 》，载 于 《工 厂 法 》•根 据 下 院 决 定 于 1 8 5 9 年 8 月 9 日 刊 印 ，[ 】8 5 9 年 伦 敦  
Ä S ]( H o r n e r . L. ： SuggestionvS for a m en d in g  th e  fa c to ry  a c ts  to  e n a b le  th e  in 

sp e c to r s  to  p rev en t i lle g a l w o r k in g , n o w  b e c o m e  v ery  p r e v a le n t  I n •• F a cto r ies  

reg u la tio n  a c ts . ( )rd c r c d . b y  th e  H o u s e  o f  C o m m o n s , to  l)e p r in te d ,9 . A u g u st

1 8 5 9 . [I_*ondon 1 8 5 9] ) 。 --------2 4 6 、3 0 6 。
霍 纳 ，伦 • 《霍 纳 先 生 给 西 尼 耳 先 生 的 一 封 信 。 】8 3 7 年 5 月 2 3 日 于 利 兹 》•载 于 

纳 • 威 • 西 尼 耳 《关 于 工 厂 法 [ 对 棉 纺 织 业 的 影 响 ] 的 书 信 》1 8 3 7 年 伦 敦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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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o m e r ,L . ： L e tter  fro m  M r. H o m e r  to  M r .S en io r . L e e d s ,M a y  2 3 .  J8 3 7 . I n ： 
S e n io r ,N . W .： L e tte r s  o n  th e  fa c to r y  act . . .  L o n d o n  1 8 3 7 )  〇 -------- 2 2 8 。

Ä 普 金 斯 ，托 • 《论 地 租 及 其 对 生 存 资 料 和 人 口 的 影 响 。兼 论 影 响 各 国 劳 动 阶  
级 状 况 的 原 因 》 1 8 2 8  年 伦 敦 版 （H o p k in s . T h . : O n  rent o f  la n d , an d  it s  

in flu en ce  o n  s u b s is t e n c e  and  p o p u la t io n ： w ith  o b s e r v a t io n s  o n  th e  o p era tin g  

c a u se s  o f  th e  c o n d itio n  o f  th e  la tx )u rin g  c la s s e s  in v a r io u s c o u n tr ie s . L o n d o n  

1828)〇 —— 234 0

J

《机 械 搅 炼 》. 载 于 1 8 7 4 年 6 月 12 H 《工 程 学 》（伦 敦 ）第 1 7 卷 第 4 4 1 期 （M e -  

ch a n ica l p u d d lin g . I n ： T h e  E n g in eer in g . L o n d o n . V o l. 17 . N r . 4 4 1 , 1 2 .  Juni

1 8 7 4 )。 —— 6 6 4 0

吉 斯 伯 恩 ，托 • 《论 大 不 列 颠 社 会 上 层 和 中 层 阶 级 人 们 的 义 务 》（两 卷 集 ） 17 9 5  

年 伦 敦 修 订 第  2 版 第  2 卷 （G is b o r n e，T h . : A n  en q u iry  in to  th e  d u tie s  o f  m en  in  

th e  h ig h er  and  m id d le  c la s s e s  o f  s o c ie ty  in  (jr e a t  B rita in . 2 . ed . ,c o r r . In  2 vo l. 

V o l. 2 . L o n d o n  1 7 9 5 )。 8 2 2 。
季 别 尔 ，尼 • [ 伊 • ] 《李 嘉 图 的 价 值 和 资 本 理 论 的 最 新 补 充 和 解 释 》1 8 7 1 年 基  

辅 版 （3 n 6 ep i> ， FL  [ H . ] ： T e o p in  u*bHH〇CTH h  K anH T ajia  H  P nK apÂ O  trb  c b h 3 h  c b  

n〇3HHl»HlllHMH ,Zl,〇 n 〇 JIHeHiHM H H pa^H C H eH ÎflM U . OnbFTb KpHTHKQ-SKOHOMHMeCKarO

H3cjrbA〇Bani5i. K iciïb  187 1  )〇 —  8 4 5  0 

加 尔 涅 ，热 • 《译 者 注 释 》— - 见 亚 • 斯 密 《国 民 财 富 的 性 质 和 原 因 的 研 究 》（五 
卷 集 ）• 热 • 加 尔 涅 的 新 译 本 。

[ 加 尔 涅 ，热 • ]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概 论 》1 7 9 6 年 巴 黎 版 ( [ G a m i e i s G . : ]  A b r é g é

é lé m e n ta ir e  c lfs  p r in c ip es  d e  l ’é c o n o m ie  p o litiq u e . P a r is  1 7 9 6 )。 -------- 5 8 2 。

加 利 阿 尼 ，斐 • 《货 币 论 》，载 于 《意 大 利 政 治 经 济 学 名 家 文 集 • 现 代 部 分 》 • 
[ 彼 * 库 斯 托 第 编 ，]1 8 〇3 年 米 3 版 第 3 、丨 卷（(^11丨2丨11丨- ? ，：0(:、1丨3 1110!^3.111:

、Sc'ritu)ri c la s s id  itali?ini di m )n ( )m ia  p o l i t ic o  [ H r s g .  P,

d e m a •丁• 3 . 4 . M iU m o 1 8 0 3 )。 6 7 、8 3 、8 5 、9 4 、1 5 1 、1 5 7 、3 2 8 、6 9 0 。
加 尼 耳 •沙•《论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各 种 体 系 及 其 学 说 的 比 较 价 值 和 其 中 最 有 利 于  

财 离 增 长 的 学 说 》（两 卷 集 年 巴 黎 第 2 版 （G a n i lh .C h * : D f s  s y s t è m e s  

d c c o n o m if  |X )liticjuc. d e  la v a leu r  œ m p a r f it iv c  d e  le u r s  d o c tr in e s ,  et d e  c e lle  

(jui paraît la p lu s  fa v o ra b le  a u x  p r o g r è s  d e  la r ich esse . 2 . c d . T . L  2. P 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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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2 1 ) ö —— 5 2 、m 、4 7 0 〇
加 尼 耳 ，沙 • 《政 治 经 济 学 理 论 》（两 卷 集 ）1 8 1 5 年 巴 黎 版 （G a n n h ，C h . : L a  

t h é o r i e  d e  T é c o n o m i e  p o l i t i q u e ,  f o n d é e  s u r  l e s  f a i t s  r é s u l t a n s  d e s  s t a t i s t i q u e s  

d e  la  F r a n c e  e t  d e  l ’A n g l e t e r r e • 丁. 1 . 2 .  P a r i s  1 8 1 5 )。 -------- 1 8 2 。
加 斯 克 尔 ，彼 • 《英 国 的 工 业 人 口 ，他 们 的 道 德 、社 会 和 身 体 的 状 况 以 及 使 用 蒸  

汽 机 而 引 起 的 变 化 ，附 童 工 劳 动 调 查 》1 8 3 3 年 伦 敦 版 ( G a S k e l l ，P . : T h e  m a n u  

f a c t u r in g  p o p u la t io n  o f  E n g l a n d ,  i t s  m o n i l .  s o c i a l , cind  p h y s i c a l  c o n d i t i o n s ,  a n d  t h e  

c h a n g e s  w h i c h  h a v e  a r i s e n  f r o m  i h e  u s e  o f  s t e a m  m a c h in e r y ； w i t h  a n  e x a m im it io n  

o f  i n f a n t  l a b o u r .  L o n d o n  1 8 3 3  )  0 --------- 4 5 6 、 4  6 6 。
杰 科 布 ，威 • 《再 论 英 国 农 业 需 要 保 护 关 税 。给 赛 • 惠 特 布 雷 德 的 一 封 信 》 1 8 1 5  

年 伦 敦 版 （J a c o b ，W . : A  l e t t e r  t o  S . W h i t b r e a d ， b e i n g  a  s e q u e 卜t o  c o n s i d e r a t i o n s  

o n  t h e  p r o t e c t i o n  r e q u ir e d  b y  B r i t i s h  a g r i c u l t u r e ; " ,  L o n d o n  1 8 1 5 )。 2 2 3 。
居 利 希 ，古 • 冯 • 《关 于 当 代 主 要 商 业 国 家 的 商 业 、工 业 和 农 业 的 历 史 叙 述 》(五 

卷 集 ） 1 8 3 0  年 耶 拿 版 第  1 、 2  卷 （G ü l i c h ，G . v o n : G e s c h i c h Ü i c h e  D a r s t e l l u n g  d e s  

H a n d e l s  » d e r  G e w e r b e  u n d  d e s  A k k e r b a u s  d e r  b e d e u t e n d s t e n  h a n d e l t r e i b e n d e n  

S t a a t e n  u n s e r e r  Z e i t .  B d .  1 — 5 .  B d . 1 . 2 . J e n a  1 8 3 0 )  〇 ---------8 4 2 。
居 维 叶 ，[ 若 • ] 《论 地 球 表 面 的 巨 变 》，赫 弗 编 ，1 8 6 3 年 巴 黎 版 ( C Uv i e r ，[ G . ] : DLs 

c o u r s  s u r  l e s  r é v o l u t i o n s  d u  g l o b e  a v e c  d e s  n o t e s  e t  u n  a p p e n d i c e  d ' a p r è s  l e s  

t r a v a u x  r é c e n t s  d e  M M .  d e  H u m h j o l d t ,  F l o u r e n s »  L y e l U  L i n d l e y ,  e t c .  R é d .  p a r  

H o e f e r .  P a r i s  1 8 6 3 )。 ---------- 5 3 8  0

K

卡 尔 利 ，乔 • 里 • 《注 释 》—— 见 彼 • 韦 里 《政 治 经 济 学 研 究 》。
卡 莱 尔 ，托 • （《萌 芽 中 的 美 国 伊 利 亚 特 》，）载 于 1 8 6 3 年 8 月 《麦 克 米 伦 杂 志 》 

( 伦 敦 一剑 桥 〉第 8  卷 第  4 6  期 （C a r l y l e ，T h . : ( T h e  A m e r i c a n  i丨ia d  in  a  

n u t s h e l l .  ) l n ： M a c m i l l a n ' s  M a g a z i n e .  L o n d o n <C a m b r i d g e .  V o l .  8 .  N r .  4 6 ,  A u ^  

g u s t  1 8 6 3 )。一  2 6 2  〇
卡 泽 诺 夫 ，约 • 《序 言 、注 释 和 补 充 评 论 》 见 托 • 罗 • 马 尔 萨 斯 《政 治 经 济 学

定 义 》1 8 5 3 年 伦 敦 新 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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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8 3 2  年 伦 敦 版 （[ C a z e n 〇v e ，J . : ]  O u t l i n e s  o f  p o l i t i c a l  e c o n o m y ;  b e i n g  a  p la n  

a n d  s h o r t  v i e w  o f  t h e  l a w s  r e l a t i n g  t o  t h e  p r o d u c t i o n ,  d i s t r i h u t i o n ,  a n d  c 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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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u m p t i o n  o f  w e a l t h ； . . .  L o n d o n  1 8 3 2 )〇 -------- ^ 0 0 、3 3 1 、5 4 8 o

凯 尔 恩 斯 ，约 • 埃 • 《奴 隶 劳 力 ：它 的 性 质 、经 过 及 其 可 能 的 前 途 。试 论 涉 及 美  
国 冲 突 的 实 际 争 论 问 题 》1 8 6 2 年 伦 敦 版 （C a i r n e s ，』. E . : T h e  s l a v e  p o w e r :  i t s

c h a r a c t e r , c a r e e r ,  &  p r o b a b l e  d e s i g n s ： b e i n g  a n  a t t e m p t  t o  e x p l a i n  t h e  r e a l  i s -

s u e s  i n v o l v e d  in  t h e  A m e r i c a n  c o n t e s t .  L o n d o n  1 8 6 2 )。 ---------1 9 9 、2 7 4 、3 4 6 。
凯 里 ，亨 • 査 • 《国 内 外 的 奴 隶 贸 易 ：这 种 贸 易 存 在 的 原 因 及 其 消 除 的 办 法 》 

1 8 5 3  年 费 城 版 （C a r e y ，H . C h . :  T h e  s l a v e  t r a d e ， d o m e s t i c  a n d  f o r e i g n :  w h y  it

e x i s t s ， a n d  h o w  it  m a y  b e  e x t i n g u i s h e d .  P h i l a d e l p h i a  1 8 5 3 )。---------- 7 8 9 、8 1 0 o

凯 里 ，亨 • 查 • 《论 工 资 率 : 世 界 劳 动 人 口 状 况 差 别 的 原 因 的 探 讨 》1 8 3 5 年 费  
城 — 伦 敦 版 （C a r e y ，H .  C:h* : E s s a y  o n  t h e  r a t e  o f  w a g e s :  w i t h  a n  e x a m i n a t i o n  

o f  t h e  c a u s e s  o f  t h e  d i f f e r e n c e s  in  t h e  c o n d i t i o n  o f  t h e  l a b o u r i n g  p o p u l a t i o n

t h r o u g h o u t  t h e  w o r l d  P h i l a d e l p h i a ,  L o n d o n  1 8 3 5 )。 ---------- 5 9 4 。
凯 特 勒 . 阿 • 《论 人 和 人 的 能 力 之 发 展 》，首 次 译 成 英 文 ，1 8 4 2 年 爱 丁 堡 版  

( Q u é t e l e t ,  A .  ： A  t r e a t i s e  o n  m a n  a n d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h i s  f a c u l t i e s .  N o w  

n r s t  t r a n s i ,  i n t o  E n g l i s h .  E d i n b u r g h  1 8 4 2 )。 3 3 6 。
坎 伯 尔 ，乔 • 《现 代 印 度 ：民 政 管 理 制 度 概 述 。卷 首 附 当 地 居 民 及 其 制 度 的 某 些  

材 料 》 1 8 5 2  年 伦 敦 版 （C a m p b e l l，G . : M o d e r n  I n d i a : a  s k e t c h  o f  t h e  s y s t e m  o f  

c i v i l  g o v e r n m e n t .  T o  w h i c h  Ls p r e f i x e d , s o m e  a c c o u n t  o f  t h e  n a t i v e s  a n d  n a t i v e  

i n s t i t u t i o n s .  I x > n d o n  1 8 5 2 )  0 -  —  3 7 3 0 

康 替 龙 ，菲 • 《关 于 工 商 业 、货 币 、金 银 、银 行 和 外 汇 的 分 析 。主 要 选 自 一 位 已 故  
的 极 有 才 能 的 绅 士 的 手 稿 ，适 应 我 国 商 业 的 目 前 情 况 》1 7 5 9 年 伦 敦 版 ( C a m i l -  

l o n . P h .  ： T h c  a n a l y s i s  o f  t r a d e , c o m m e r c e » c o i n ,  b u l l i o n ,  b a n k s  a n d  f o r e i g n  e x 

c h a n g e s .  W h e r e  i n  t h e  t r u e  p r i n c i p l e s  o f  t h i s  u s e f u l  k n o w l e d g e  a r e  f u l l y  b u t  

b r i e f l y  la i d  d o w n  a n d  e x p l a i n e d *  t o  g i v e  a  c l e a r  id e a  o f  t h e i r  h a p p y  

c o n s e q u e n c e s  t o  s o c i e t y ,  w h e n  w e l l  r e g u l a t e d .  T a k e n  c h i e f l y  f r o m  a  

m a n u s c r i p t  o f  a  v e r y  i n g e n i o u s  g e n t l e m a n  [ d .  i .  v e r m u t l .  R ic h a r d  C a n t i l l o n J  

d e c e a s ' d .  a n d  a d a p t e d  t o  t h e  p r e s e n t  s i t u a t i o n  o f  o u r  t r a d e  a n d  c o m m e r c e .  

L o n d o n  1 7 5 9 )  〇 —— 5 8 6 。
[ 康 替 龙 ，理 • ] 《试 论 一 般 商 业 的 性 质 》，译 自 英 文 ，1 7 5 5 年 伦 敦 版 ( [ C a n t i l l o n ， 

R . ： ]  E sv sa i s u r  la  n a t u r e  d u  c o m m e r c e  e n  g é n é r a l .  T r a d ,  d e  l ' a n g l a i s .  I ^ o n d r e s  

1 7 5 5 ) 。一 一 5 8 6 。
[ 康 替 龙 • 理 • ] 《试 论 一 般 商 业 的 性 质 》，译 自 英 文 ，载 于 《政 论 集 》1 7 5 6 年阿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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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丹版第  3  卷 （[ C a n t i l l o n ，R . : i E s s a i  s u r  la  n a t u r e  d u  c o m m e r c e  e n  g é n é r a l .  

T r a d  d e  l ’a n g l a i s .  I n : D i s c o u r s  p o l i t i q u e s .  T .  3 .  A m s t e r d a m  1 7 5 6 )。 「> 8 6 。
考 [ 夫 曼 ] ，伊 • [ 伊 • ] 《卡 尔 • 马 克 思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的 观 点 》( [ 评 :]《资 本 

论 》1 8 7 2 年 圣 彼 得 堡 版 第 1 卷 ），载 于 1 8 7 2 年 《欧 洲 通 报 》( 圣 彼 得 堡 )第 3 卷 
(K [a y 4 )M a H * b ]  ̂ ：T 〇4K a s p ^ H i«  nojiHTHKæKOHOMHwecKOH k p m tm k h  y  K a p jia

M a p K c a . [ R e z e n s i o n  z u : 」 K an M T ajrb • 丁. 1 .  C n 6 .  1 8 7 2 .  l n ： BbCTH H K b E ß p o n h i.

C a H K T n e T e p ö y p r b . 1 8 7 2 .  T .  3 )〇 -------- 8 4 5 〇
柯 贝 特 ，托 • 《个 人 致 富 的 原 因 和 方 法 的 研 究 ，或 贸 易 和 投 机 原 理 的 解 释 》(两 卷 

集 ） 1 8 4 1  年 伦 敦 版 （C o r b e t ，T h .  : A n  i n q u i r y  i n t o  l h e  c a u s e s  a n d  m o d e s  o f  t h e  

w e a l t h  o f  i n d i v i d u a l s ； o r  t h e  p r i n c i p l e s  o f  t r a d e  a n d  s p e c u l a t i o n  e x p l a i n e d .  P t .

1 . 2 .  L o n d o n  1 8 4 1  )〇 --------- 1 4  7  ^6 2 4 〇
科 贝 特 ，威 • 《英 格 兰 和 爱 尔 兰 的 新 教 “ 改 革 ” 史 。 说 明 这 次 事 件 怎 样 使 这 两 国  

的 基 本 人 民 群 众 贫 困 和 堕 落 。给 一 切 明 智 的 和 公 正 的 英 国 人 的 信 》1 8 2 4 年 
伦 敦 版 （ C o b b è t U  W .  : A  h i s t o r y  o f  t h e  P r o t e s t a n t  „ R e f o r m a t i o n “ ， i n  E n g l a n d  

a n d  I r e l a n d .  S h o w i n g  h o w  t h a t  e v e n t  h a s  i m p o v e r i s h e d  a n d  d e g r a d e d  t h e  m a in  

b o d y  o f  t h e  p e o p l e  in  t h o s e  c o u n t r i e s .  I n  a  s e r i e s  o f  l e t t e r s ,  a d d r e s s e d  t o  a l l

s e n s i b l e  a n d  j u s t  E n g l i s h m e n .  L o n d o n  1 8 2 4 )  0 --------- 7 7 7 0

科 尔 邦 ，昂 • 《论 职 业 教 育 》】8 6 0 年 巴 黎 第 2 版 （C o r b o n • A * : D e  l ’e n s e i g n e m e n t

p r o f e s s i o n n e l .  2 . é d .  P a r i s  I 8 6 0 )。--------- 5 1 5 。
科 兰 ，[ 让 • 吉 • ] 《政 治 经 济 学 。革 命 及 所 谓 社 会 主 义 乌 托 邦 的 起 源 》( 三 卷 集 ） 

1 8 5 6 — 1 8 5 7  年巴黎版第  1 、 3  卷 ( C o l i n s ，[ J . ~ G . ] : L ’é c o n o m i e  p o l i t i q u e .  S o u r c e  

d e s  r é v o l u t i o n s  e t  d e s  u t o p i e s  p r é t e n d u e s  s o c i a l i s t e s .  T .  1 — 3 .  T .  1 . 3 .  P a r i s  

1 8 5 6 — 1 8 5 7 〉。—— 6 5 5 , 7 4 5 , 8 3 8  e 

[ 克 拉 克 ，乔 • ] 《我 们 英 国 羊 毛 业 的 诉 讼 案 。萨 默 塞 特 郡 大 陪 审 闭 的 陈 述 。敬 
呈 议 会 》 [ 1 6 8 5  年 版 ] ( [ C l a r k e ，G . : ]  T h e  c a s e  o f  o u r  E n g l i s h  w o o l ， a n d  t h e  

m a n u f a c t u r e  t h e r e  o f  t r u l y  s l a t e d  . . .  A s  a l s o  t h e  p r e s e n t m e n t  o f  t h e  G r a n d  

J u r y  o f  t h e  c o u n t y  o f  S o m m e r s e t  t h e r e o r u  H u m b l y  o f f e r e d  t o  t h e  H i g h  C o u r t

o f  P a r l i a m e n t .  〇• 0 «  [ 1 6 8 5 ])。 ----------2 5 8  〇
[ 克 莱 门 特 ，西 • ] 《论 货 币 、贸 易 、汇 兑 的 相 互 关 系 的 一 般 概 念 》，一 个 商 人 著 ， 

1 6 9 5  年 伦 敦 版 （[ C l e m e n t ，S .  : ]  A  d i s c o u r s e  o f  g e n e r a l  n o t i o n s  o f  m o n e y ,  

t r a d e , a n d  e x c h a n g e s , a s  t h e y  s t a n d  in  r e l a t i o n  e a c h  t o  o t h e r .  B y  a  m e r c h a n t .  

L o n d o n  1 6 9 5 )。----------8 4 ；。



文 献 索 引 981

克 里 德 ，赫 • / 瓦 • 威廉斯《外 国 与 大 不 列 颠 工 厂 的 竞 争 。致 〈泰 晤 士 报 〉编 辑 》， 
载 于 1 8 6 6 年 1 2 月 1 1 、1 5 、2 4 、2 7 、3 1 日 和 1 8 6 7 年 1 月 1 5 日《泰 晤 士 报 》(伦  
敦 ）第  2 5 6 7 8 、2 5 6 8 2 、2 5 6 8 9 、2 5 6 9 2 、 2 5 6 9 5  和 2 5 7 0 8  号 （C r e e d ,  H . ,  W .  

W U l i a m s : F o r e i g n  c o m p e t i t o n  w i t h  B r i t i s h  m a n u f a c t u r e s •丁〇 t h e  E d i t o r  o f  T h e  

T i r n e s .  I n : 丁h e  T i m e s .  L o n d o n .  N r .  2 5 6 7 8 , 1 1 .  D e z e m b e r  1 8 6 6 ; N r .  2 5 6 8 2 . 1 5 .  

D e z e m b e r  1 8 6 6 ； N r .  2 5 6 8 9 ,  2 4 .  D e z e m b e r  1 8 6 6 ,?  N r .  2 5 6 9 2 ,  2 7 .  D e z e m b e r  

1 8 6 6 ；N r .  2 5 6 9 5 , 3 1 .  D e z e m b e r  1 8 6 6 ；N r .  2 5 7 0 8 , 1 5 .  J a n u a r  1 8 6 7 ) 0 -  6 3 8 0

[ 肯 宁 安 . 约 • ] 《论 赋 税 。赋 税 对 我 国 工 厂 中 的 劳 动 价 格 的 影 响 。给 一 位 朋 友  
的 一 封 信 》1 7 Ö 5  年 伦 敦 版 （[ C u n n i n g h a m ，J . : ] C o n s i d e r a t i o n s  o n  t a x e s ， a s  t h e y  

a r e  s u p ) p o s e d  t o  a f f e c t  t h e  p r i c e  o f  l a b o u r  in  o u r  m a n u f a c t u r i e s .  I n  a  l e t t e r  t o  a  

f r i e n d  L o n d o n  1 7 6 5 )。 一 2 8 2 。
[ 肯 宁 安 ，约 • ] 《论 手 工 业 和 商 业 。兼 评 赋 税 对 我 国 工 厂 中 的 劳 动 价 格 的 影 响 》 

1 7 7 0  年 伦 敦 版 （[ C u n n i n g h a m ,  J . : ]  A n  e s s a y  o n  t r a d e  a n d  c o m m e r c e :  

c o n t a i n i n g  o b s e r v a t i o n s  o n  t a x e s , a s  t h e y  a r e  s u p p o s e d  t o  a f f e c t  t h e  p r i c e  o f  l a 

b o u r  in  o u r  m a n u f a c t o r i e s ： t o g e t h e r  w i t h  s o m e  i n t e r e s t i n g  r e f l e c t i o n s  o n  t h e  

i m p o r t a n c e  o f  o u r  t r a d e  t o  A m e r i c a .  L o n d o n  1 7 7 0 ) 。 - — 2 3 6 、2 3 8 、 2 8 2  -  

2 8 4 、3 8 4 、5 7 3 、6 3 8 、6 5 6 、6 8 2 、7 9 5 。

肯 特 ，纳 •《奉 告 土 地 所 有 者 先 生 们 》1 7 7 6 年 伦 敦 版 （K em ，N .: H in ts  to

g f n t l e m c n  o f  la n c ie d  p r o p e r t y .  I v O n d o n  1 7 7 6 )  0 ---------  7 8 3 0

孔 德 ，沙 • 《立 法 论 ，或 谈 谈 使 人 民 繁 荣 、衰 落 或 停 滞 不 前 的 一 般 规 律 》1 8 3 7 年 
布 鲁 塞尔 修•第  3  版 ( C o m t e ，d : T r a i t é  d e  l é g i s l a t i o n  o u  e x p o s i t i o n  d e s  l o i s  

g é n é r a l e s ,  s u i v a n t  l e s q u e l l e s  l e s  p e u p l e s  p r o s p è r e n t *  d é p é r i s s e n t ,  o u  r e s t e n t  

s t a t i o n n a i r e s .  3 .  é c l ，r e v .  e t  c o r r .  B r u x e l l e s  1 8 3 7 )。 8 1 4 。
孔 狄 亚 克 ，[ 埃 • 博 • ] 《商 业 和 政 府 》，载 于 《政 治 经 济 学 文 集 》，附 欧 • 德 尔 和  

古 • 莫 利 纳 里 的 注 释 ，1 8 4 7 年 巴 黎 版 第 ] 卷 ( C o n d i U a c*，[ É .  B . ] : L e  c o m m e r c e  

e t  l e  g o u v e r n e m e n t .  I n ： M é l a n g e s  c r é c o n o m i e  p o l i t i q u e .  P r é c .  d e  n o t i c e s  h i s t o -  

r i t j u e s  s u r  c h a q u e  a u t e u r . e t  a c c o m f ) .  d e  c o m m .  e t  d e  n o t e s  e x p l i c a t i v e s ,  p a r  E .

r e l i r e  e t  G .  d e  M o l i n a r i .  P t .  1 . P a r i s  1 8 4 7 ) 0 ---------- 1 5 7 。
库 尔 塞 尔 - 塞 w 伊 ，让 • 古 • 《工 商 企 业 、农 业 企 业 的 理 论 和 实 践 概 论 ，或 业 务 手  

册 》 1 8 5 7  年 巴 樂 增 i j •第 2  版 （C o u r c e l l c ~ S e n t * u i l，J . - ( J . : 丁r a i t é  t h é o r i q u e  e t  p r a  

t i q u e  d e s  e n t r e p r i s e s  i n d u s t r i e l l e s . c o m m e r c i a l e s  e t  a g r i c o l e s  o u  m a n u e l  d e s  a f -  

f a i r e s .  2 . é d ，r e v .  e t  a u g m .  P a r i s  1 8 5 7 )。 ----------2 3 7 、6 3 5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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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 奈 ，弗 • 《关 于 商 业 和 手 工 业 者 劳 动 的 问 答 》，载 亍 《重 农 学 派 》，附 欧 • 德 尔 的  
绪 论 和 评 注 ， 1 8 4 6  年 巴 黎 版 第  1 部 （Q u e s n a y ，F . : D i a l o g u e s  s u r  l e  c o m m e r c e  

e t  s u r  l e s  t r a v a u x  d e s  a r t i s a n s .  I n ： P h y s i o c r a i e s .  Q u e s n a y ,  D u p o n t  d e  

N e m o u r s , M e r c i e r  d e  la  R i v i è r e , L ' A b b é  B a u d e a u , L e  T r o s n e , a v c c  u n e  in t r o d .  

s u r  la  d o c t r i n e  d e s  p h y s i o c r a t e s ,  d e s  c o m m .  e t  d e s  n o t i c e s  h i s t o r i q u e s ♦ p a r  E .

D a ir e .  P t .  1. P a r i s  1 8 4 6 )。 ---------- 1 〇3 、3 3 3 。
魁 奈 ，弗 • 《经 济 表 分 析 》，载 于 《重 农 学 派 》，附 欧 • 德 尔 的 绪 论 和 评 注 ，1 8 4 6 年 

巴黎版第  1 部 （Q u e s n a y ，F . :  A n a l y s e  d u  t a b l e a u  é c o n o m i q u e .  I n : P h y s i o c r a t e s .  

Q u e s n a y ， D u p o n t  d e  N e m o u r s ， M e r c i e r  d e  la  R iv i è r e *  L ' A b b é  B a u d e a u ， L e  

T r o s n e ， a v e c  u n e  i n t r o d .  s u r  la  d o c t r i n e  d e s  p h y s i o c r a t e s ， d e s  c o m m .  e t  d e s  n o  

t i c e s  h i s t o r i q u e s ,  p a r  E .  D a i r e .  P t  1 . P a r i s  1 8 4 6 )  〇 ---------- 6 2 7 。

L

拉 博 尔 德 ，亚 • 德 • 《论 有 利 于 社 会 一 切 方 面 的 协 同 精 神 》1 8 1 8 年 巴 黎 版  
( L a k ) r d e ,  A .  d e ； D e  l ’é s p r i t  d ’a s s o c i a t i o n  d a n s  t o u s  l e s  i n t é r ê t s  d e  la  

c o m m u n a u t é , o u  e s s a i  s u r  l e  c o m p l é m e n t  d u  b i e n - ê t r e  e t  d e  la  r i c h e s s e  e n  

F r a n c e  p a r  l e  c o m p l é m e n t  d e s  i n s t i t u t i o n s .  P a r i s  1 8 ] 8 )  〇 5 5 8 〇 
拉 弗 尔 斯 ，托 • 斯 • 《爪 哇 史 》( 两 卷 集 > 1 8 1 7 年 伦 敦 版 ( R a f f l e s ，T h .  I T h e  h ï s

t o r y  o f  J a v a .  W i t h  a  m a p  a n d  p l a t e s .  I n  2  v o L  I x > n d o n  1 8 1 7 )  〇 ---------3 7 4 、8 1 4 0

拉 马 志 尼 ，贝 • 《论 手 工 业 者 的 疾 病 》1 7 0 0 年 摩 地 那 版 。引 自 《就 面 包 工 人 的 申  
诉 向 女 王 陛 下 内 务 大 臣 所 作 的 报 告 》1 8 6 2 年 伦 敦 版 ( R a m a z z i n i，B . : D e  m o r b i s  

a r t i f i c u m  d ia t r i b a .  M u t i n a e  1 7 0 0 .  N a c h ： R e p o r t  a d d r e s s e d  t o  H e r  M a j e s t y ' s  

P r i n c i p a l  S e c r e t a r y  o f  S t a t e  f o r  t h e  H o m e  D e p a r t m e n t ,  r e l a t i v e  t o  t h e  g r i e 

v a n c e s  c o m p l a i n e d  o f  b y  t h e  j o u r n e y m e n  b a k e r s  . . .  L o n d o n  1 8 6 2 )  0 —  3 7 9 〇
拉 马 志 尼 ，贝 • 《论 手 工 业 者 的 疾 病 》，译 自 拉 丁 文 • 1 7 7 7 年 巴 黎 版 （R a m a z z i n i ,

B . ： E s s a i  s u r  l e s  m a l a d i e s  d e s  a r t i s a n s .  T r a d ,  d u  la l ir u  P a r i s  1 7 7 7 ) 0 --------  3 7 9 〇
拉 马 志 尼 ，贝 • 《论 手 工 业 者 的 疾 病 》，载 于 《医 学 百 科 全 书 。第 7 部 分 。古典作 

家 》1 8 4 1 年 巴 黎 版 。引自《就 面 包 工 人 的 申 诉 向 女 王 陛 下 内 务 大 臣 所 作 的 报  
告 》 1 8 6 2  年 伦 敦 版 （R a m a z z i n i，B . : E s s a i  s u r  l e s  m a l a d i e s  d e s  a r t i s a n s .  I n :  

E n c y c l o p é d i e  d e s  s c i e n c e s  m é d i c a l e s ； o u  t r a i t é  g é n é r a l ,  m é t h o d i q u e  e t  c o m p l e t  

d e s  d i v e r s e s  b r a n c h e s  d e  l a r t  d u  g u é r i r .  7 .  d iv .  A u t e u r s  c l a s s i q u e s .  P a r i s  1 8 4 1 .  

N a c h ： R e p o r t  a d d r e s s e d  t o  H e r  M a j e s t y ' s  P r i n c i p a l  S e c r e t a r y  o f  S t a t e  f o r  t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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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o m e  D e p a r t m e n t ,  r e l a t i v e  t o  t h e  g r i e v a n c e s  c o m p l a i n e d  o f  b y  t h e  j o u r n e y m e n  

b a k e r s  • "  I ^ o n d o n  1 8 6 2 ) 。 —------- 3 7 9 a

拉 姆 福 德 伯 爵 ，本 • [ 汤 • ] 《政 治 、经 济 、哲 学 论 文 集 》( 三 卷 集 ） 1 7 9 6  —  1 8 0 2 年 
伦 敦 版 ( ß u m f o r d ，B« [ T . ] ， C o u n t  o f :  E s s a y s ，p o l i l i ç a l，e c o n o m i c a l ， a n d  p h i l o  

s o p h i c a L  V o l .  1 —  3 .  L o n d o n  1 7 9 6 — 1 8 0 2 ) 。 —— 6 3 9 。
拉 姆 赛 ，乔 • 《论 财 富 的 分 配 》1 8 3 6 年 爱 丁 堡 伦 敦 版 ( R a m s a y ，G . : A n  e s s a y  o n  

l h e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w e a l t h .  E d i n b u r g h ,  L o n d o n  1 8 3 6 )。 一  1 6 0 、1 6 4 、3 2 9 、 
5 3 5 、(5 0 1 、6 7 8 。

拉 萨 尔 ，斐 • 《爱 非 斯 的 晦 涩 哲 人 赫 拉 克 利 特 的 哲 学 》（两 卷 集 ）1 8 5 8 年 柏 林 版  
第  1 卷 （L a s s a l l e ，F . : D i e  P h i l o s o p h i e  H e r a k l e i t o s  d e s  D u n k l e n  v o n  E p h e s o s .  

N a c h  e i n e r  n e u e n  S a m m l u n g  s e i n e r  B r u c h s t ü c k e  u n d  d e r  Z e u g n i s s e  d e r  A l t e n  

d a r g c s t c l l t .  B d .  1 . 2 .  B d . 1 . B e r l i n  1 8 5 8 )  e ---------- 1 0 0 。
拉 萨 尔 ，斐 • 《巴 师 夏 舒 尔 采 德 里 奇 先 生 ，经 济 学 上 的 尤 里 安 ，或 者 :资 本 和 劳  

动 》 1 8 6 4  年 柏 林 版 （L a s s a l l e ，F . :  H e r r  B a s t i a t - S c h u l z e  v o n  D e l i t z s c h ， d e r  

ö k o n o m i s c h e  J u l i a n ，o d e r : C a p i t a l  u n d  A r b e i t .  B e r l i n  1 8 6 4 )。 —  1 6 0

莱 特 ，托 • 《论 小 农 场 垄 断 的 简 短 的 公 开 演 说 》1 7 9 5 年 伦 敦 版 （W r i g h u T h . :  A  

s h o r t  a d d r e s s  t o  t h e  p u b l i c  o n  t h e  m o n o p o l y  o f  s m a l l  f a r m s ,  a  g r e a t  c a u s e  o f  

t h e  p r e s e n t  s c a r c i t y  a n d  d e a r n e s s  o f  p r o v i s i o n s .  W i t h  t h e  p l a n  o f  a n  i n s t i t u t i o n  

t o  r e m e d y  t h e  e v i l ： a n d  f o r  i h e  p u r p o s e  o f  i n c r e a s i n g  s m a l l  f a r m s  t h r o u g h o u t  

t h e  K i n g d o m .  L o n d o n  1 7 9 5 )  a — 7 8 2 。
莱 维 ，莱 • 《论 鹿 林 和 高 地 农 业 对 食 物 供 应 的 关 系 》，载 于 1 8 6 6 年 3 月 2 3 日《技 

艺 协 会 杂 志 》（伦 敦 ）第  1 5  卷 （L e v i，L . : ( ) n  d e e r  f o r e s t s  a n d  H i g h l a n d  

a g r i c u l t u r e  in  r e l a t i o n  t o  t h e  s u p p l y  o f  f o o d .  I n ： J o u r n a l  o f  t h e  S o c i e t y  o f  A r t s ,  

a n d  o n  t h e  I n s t i t u t i o n s  in  U n i o n .  L o n d o n .  2 3 .  M ä r z  1 8 6 6 〉。----------7 9 0  — 7 9 1  〇
莱 文 斯 顿 ，皮 • 《论 公 债 制 度 及 其 影 响 》1 8 2 4 年 伦 敦 版 （R a v e a s t ü n e .  P . : 

T h o u g h t s  o n  t h e  f u n d i n g  s y s t e m  » a n d  i t s  e f f e c t s .  L o n d o n  1 8 2 4  ) 。 -  

4 5 0 、5 3 5 。
赖 希 ，爱 • 《论 人 类 的 退 化 ，退 化 的 原 因 及 其 防 止 办 法 》1 8 6 8 年 埃 朗 根 第 2 版 

( R t ' i r h ,  E .  ： U b e r  d i e  E n t a r t u n g  d e s  M e n s c h e n ,  ih r e  U r s a c h e n  u n d  V e r h ü t u n g .  

2 ‘ A u f l .  E r l a n g e n  1 8 6 8 )。 --------- 3 7 9 。
[ 兰 盖 • 西 • 尼 • 昂 • ] 《民 法 论 ，或 社 会 的 基 本 原 理 》1 7 6 7 年 伦 敦 版 第 1 一 2 卷 

Cl | j n g u c t . S . - N .  - H . ； J  T h é o r ie *  d e s  l o î x  c i v i l e s . o u  p r i n c i p e s  f o n d a m e n l a u x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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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s o c i é t é .  T .  1 . 2 . L o n d r e s  1 7 6 7 ) 0 -  2 3 8 > 3 1 8 〇
兰 格 肩 • 《国 家 的 贫 困 ，贫 困 的 原 因 及 其 防 止 办 法 》1 8 4 * 1 年 伦 敦 版 ( U i n g v S . :  

N a t i o n a l  d i s t r e s s ； i l s  c a u s e s  a n d  r e m e d i e s .  L o n d o n  1 8 M )〇 — 2 0 0 、6 9 0 、
7 0 7 , 7 2 5 〇

朗 切 洛 蒂 ，塞•《现 代  并 不 逊 f 过 去 思 想 的 思 想 》1 6 3 6 年 威 尼 斯 版 第 2 部 。
引 自 约 • 贝 克曼《发 明 史 文 集 》1 7 8 6 年 莱 比 锡 修 订 第 2 版 第 1 卷 ( L a n d k m i ， 
S .  j L  H o g g i d i  o v e r o  g f i n g e g n i  n o n  in f c r i o r i  a ' p a s s a t i .  P t .  2 .  V e n e t i a  J 6 .S 6 .  

N a c h ：J . B e c k m a n n ：I 3 e y t r ä g e  z u r  G e s c h i c h t e  d e r  E r f i n d u n g e n .  2 .  ♦ v e r b .  A u s ^ .  

B d . 1 . L e i p z i g  1 7 8 6 )  〇 ---------- 4 4 7 。
《劳 动 与 工 资 . 过 劳 但 少 得 的 铁 路 员 工 》，载 于 1 8 6 6 年 2 月 4  H 《雷 诺 新 闻 》(伦

敦 ）第 8 0 8  号 （ l a b o u r  a n d  w a g e s .  O v e r w o r k e d  a n d  u n d e r p a i d  r a i l w a y  s e r v a m s .  

I n •• R e y n o l d s ’s  N e w s p a p e r .  L o n d o n *  N r .  8 0 8 , 4 .  F e b r u a r  】8 6 6 )。 -------- 2 6 0 。
勒 特 罗 纳 ，吉 • 弗 • 《就 价 值 、流 通 、工 业 、国 内 外 贸 易 论 社 会 利 益 。 1 7 7 7 年 》，载  

于《重 农 学 派 》，附 欧 • 德 尔 的 绪 论 和 评 注 ，1 8 4 6 年 巴 黎 版 第 2 部 （ L e  T m s r i f ， 
G . F .  ： D e  L i n l é r ù i  s o c i a l  p a r  r a p p o r t  à  la  v a l e u r , à  la  c i r c u l a t i o n , à  l i n d u s t r i c  c i  

a u  c o m m e r c e  i n t é r i e u r  e t  e x t é r i e u r .  1 7 7 7 .  I n ： P h y s i o c r a l e s .  Q u e s n a y ,  D u p o n t  

d e  N e m o u r s .  M e r c i e r  d e  la  R i v i è r e ,  L ' À l j b é  B a u d e a u .  L e  T r o s n e .a v e c *  u n e  in  

t r o d ,  s u r  h i d o c t r i n e  d e s  p h y s i o c r n t e s .  d e s  c o m m .  e t  d e s  n o t i c e s  h i s t o r iq u i - . s .  

p a r E .  D a ir e .  P t .  2 .  P a r i s  1 8 4 6 > 0 2 7 、3 0 、8 5 、9 6 、1 0 6 、l l ] 、U 4 、1 4 0 、1 5 f i、
1 5 7 、1 5 9 、1 6 2 、2 1 3 0

雷 尼 奥 • 埃 • 《多 瑙 河 两 公 国 政 治 社 会 史 》1 8 5 5 年 巴 黎 版 （ R e g m m l u  È . : H i s t o i r e  

p o l i t i q u e  e t  s o c i a l e  d e s  p r i n c i p a u t é s  d a n u b i e n n e s .  P a r i s  1 8 5 5 ) 。 —  2 4 4  0

李 比 希 ，尤 • 《化 学 在 农 业 和 生 理 学 中 的 应 用 》( 两 卷 集 ）1 8 6 2 年 不 伦 瑞 克 第 7 版 
^  1 ^ ( L i e b i g , J , ： D i e  C h e m i e  in  i h r e r  A n w e n d u n g  a u f  A g r i c u l t u r  u n d  P h y .s i  

o l o g i e .  7 .  A u f l .  I n  2  丁h . T h .  L  B r a u n s c h w e i g  1 8 6 2 )。 2 4 4 、5 3 2 、607«>

李 比 希 , 尤 . 《农 业 的 理 论 与 实 践 》1 8 5 6 年 不 伦 瑞 克 版 （丨」也 心 . 1 . : 1 ^ 1 ^ 丁^ 【 ) ^  

u n d  P r a x i s  in  d e r  L a n d w i r t h s c h a f t .  B r a u n s c h w e i g  1 8 5 6 )。 3 4 1 。
李 嘉 图 ，大 • 《政 治 经 济 学 和 赋 税 原 理 》1 8 2 1 年 伦 敦 第 3 版 （R i C ard 〇. D . : O n  i h e  

p r i n c i p l e s  o f  p o l i t i c a l  e c o n o m y , a n d  U iX fitio n «  3 .  e d .  L o n d o n  1 8 2 1 〉。 1 6 6 、
UK)、2 3 4 、4  0 4 、4 0 8 、4 0 9 、4 5 0 、4  5 2 、.1 叨 、6 0 8 、6 2 5 、6 7 7 。

里 德 ，乔 • 《面 包 业 的 历 史 》】8 4 8 年 伦 敦 版 。引 自 《就 面 包 工 人 的 申 诉 向 女 王 陛  
下 内 务 大 臣 所 作 的 报 告 》1 8 6 2 年 伦 敦 版 ( R c a d . G . :  A  b r i e f  h i s t o r y  o f  t h e  b r e 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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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k i n g  t r a d e ,  f r o m  t h e  e a r l i e s t  p e r i o d  t o  t h e  p r e s e n t  t i m e .  I ^ ) n d o n  1 8 4 8 .  

N a c h ： R e p o r t  a d d r e s s e d  t o  H e r  M a j e s t y ' s  P r i n c i p a l  S e c r e t a r y  o f  S t a t e  f o r  t h e  

H o m e  D e p « n r tm e n t , r e l a t i v e  t o  t h e  g r i e v a n c e s  c o m p l a i n e d  o f  b y  t h e  j o u r n e y m e n  

b a k e r s  . . .  L o n d o n  1 8 6 2 )  〇 ---------2 5 7 > 2 5 8 〇
理 沓 森 • [ 本 • ] 《劳 动 与 过 度 劳 动 》，载 于 1 8 6 3 年 7 月 1 8 日《社 会 科 学 评 论 》第 2  

卷第  5 8  期 （R i c h a r d s o n ，[ B j : W ö f k  a n d  o v e r w o r k « I  I n : T h e  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R e -  

v i e w .  L o n d o n .  V o l .  2 .  N r .  5 8 , 1 8 .  J u l i  1 8 6 3 )  0 ---------- 2 6 3 。
卢 [ 拉 维 涅 ] ，皮 • 塞 见 毕 舍 ，菲: • 约 • 本 • / 皮 • 塞 • 卢 [ - 拉 维 涅 ]《法 

国 革 命 议 会 史 》。
卢 梭 ，让 • 雅 • 《论 政 治 经 济 学 》1 7 6 0 年 日 内 瓦 新 版 ( R o u s s e a u ,  J .  J . s D i s c o u r s  

s u r  l ' é c o n o m i e  p o l i t i q u e .  N o u v .  é d .  ( i e n e v e  1 7 6 0 )  0 ----------8 0 7 。
& 瓦 尔 • 德 卡 尔 ，皮 • 玛 ，《论 伪 造 圣 物 》1 8 5 6 年 巴 黎 版 （ R o u a r d  d e  C:a r c i ， R  

M . la  f a l s i f i c a t i o n  d e s  s u b s t a n c e s  s a c r a m e n t e l l e s .  P a r i s  1 8 5 6 )  〇 —  2 5 5 〇
路 德 ，马 • 《给 牧 师 们 的 渝 示 ：讲 道 时 要 反 对 高 利 贷 》1 5 4 0 年 维 滕 贝 格 版  

( L u t h e r ,  M .  ： A n  d i e  P f a r r h e r r n  w i d e r  d e n  W u c h e r  z u  p r e d i g e n .  V e r m a n u n g .  

W i t t e m b e r g  1 5 4 0 )〇 -------- 1 9 4 ^ 6 2 9 〇
《论 促 进 机 械 K 、lk 发 展 的 必 要 性 》丨 6 9 〇年伦 敦版 ( A  d i s c o u r s e  o f  t h e  n e c e s s i t y  o f  

e n c o u r a g i n g  m e c h a n i c k  i n d u s t r y .  l x ) n d o n  1 6 9 0 )  0 ----------2 8 1 。
《论 工 会 》 1 8 3 4  年 伦 敦 新 版 （()丨丨 c o m U n a i i o n s  u f  t r a d e s .  N e w  e d .  I_ x )n d o n  1 8 3 4 )。

一589。
《论 谷 物 法 》 5  年 伦 敦 版 （ C o n s i d e r a t i o n s  u p o n  Üu* C o r n  B i l l ;  s u g g e s t e d  b y  a  

r e c e n t  d e c l a r a t i o n  f r o m  h i g h  a u t h o r i t y .  L o n d o n  1 8 1 5  )〇 ---------- 5 8 7 。
《论 国 民 政 治 经 济 学 ，或 论 各 国 间 的 交 往 对 各 国 财 富 的 影 响 》1 8 2 1 年 伦 敦 版 ( A n  

essay on tli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s：or.a  view of the intercourse of coun- 
tries,as iniluencing their wealth. Ixmcion 1821) 0 -  203、320。

《论 马 尔 萨 斯先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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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的 结 论 是 : 税 收 和 供 养 非 产 的 消 费 者 可 以 导 致 财 富 的 增 长 》 
1 8 2 1  /rf  f È Â ! f i (  A n  im j u ir y  i n t o  th o se *  p r in c i p k * s .  r e s p e c t i n g  t h e  n a t u r e  o f  d e 

m a n d  a n d  t h e  n e c e s s i t y  o f  c o n s u m p t i o n ,  l a t e l y  a d v o c a t e d  b y  M r . M a l t h u s .  f r o m  

w h i c h  it  i s  c o n c l u d e d ,  t h a t  t a x a t i o n  a n d  t h e  m a i n t e n a n c e  o f  u n p r o d u c t i v e  c o n -

s u m e r s  c a n  bi* c o i ic lu c iv t*  t o  t h e  p r o g r e s s  o f  w e a l t h . L o n d o n  1 8 2 1 〉。 --------1 6 1 、
】7 1 、. 1 6 2 、6 3 3 、6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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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面 粉 业 和 谷 物 昂 贵 的 两 封 信 》，一 个 企 业 家 著 . [ 1 7 6 7 年 ] 伦 敦 版 ( T w o  l e t t e r s  

o n  t h e  f l o u r  t r a d e *  a n d  d e a r n e s s  o f  c o m  . . .  B y  a  p e r s o n  in  b u s i n e s s .  L o n d o n  

[ 1 7 6 7 ] ) 0 —— 7 8 2  〇 
《论 取 消 谷 物 出 口 奖 励 金 。 给 一 位 朋 友 的 几 封 信 》[ ] 7 5 3 年 伦 敦 版 ] ( C o n  

s i d é r a t i o n s  c o n c e r n i n g  t a k i n g  o f f  t h e  b o u n t y  o n  c o r n  e x p o r t e d .  I n  s o m e  l e t t e r s

t o  a  f r i e n d .  [ L o n d o n  1 7 5 3 ])。 ---------- 3 3 3 。
《论 信 贷 和 破 产 法 》〗7 〇7 年 伦 敦 版 （ A n  e s s a y  o n  c r e d i t  a n d  t h e  B a n k r u p t  A c t .

W i t h  s o m e  r e f l e c t i o n s  o n  t h e  E s c a p e ~ A c t .  L o n d o n  1 7 0 7 )  〇 -----------1 3 0 o

罗 ，约 翰 《论 货 币 和 贸 易 》，载 于 《1 8 肚 纪 的 财 政 经 济 学 家 》，欧 • 德 尔 编 ，;1 8 4 3 年 
(  L a w ,  J e a n  [ J o h n ]  ： C o n s i d é r a t i o n s  s u r  l e  n u m é r a i r e  e t  l e  c o m m e r c e .  

M é m o i r e s  e t  l e t t r e s  s u r  l e s  b a n q u e s ,  o p u s c u l e s  d i v e r s .  I n ： E c o n o m i s t e s  f in a n  

c i e r s  d u  X V I I I e s i è c l e .  P r é c .  d e  n o t i c e s  h i s t o r i q u e s  s u r  c h a q u e  a u t e u r ,  e t  a c -  

c o m p .  d e  c o m r r u  e t  d e  n o t e s  e x p l i c a t i v e s , p a r  E .  D a ir e .  P a r i s  1 8 4 3 )  0 8 5 0

罗 伯 茨 ，乔 • 《过 去 若 干 世 纪 英 国 南 部 各 郡 人 民 的 社 会 史 》1 8 5 6 年 伦 敦 版 （R o 

b e r t s ， 。 . ： T h e  s o c i a l  h i s t o r y  o f  t h e  p e o p l e  o f  t h e  s o u t h e r n  c o u n t i e s  o f  E n g l a n d  

in  p a s t  c e n t u r i e s ； i l l u s t r a t e d  in  r e g a r d  t o  t h e i r  h a b i t s , m u n i c i p a l  b y e - l a w s . c i v i l

p r o g r e s s ，e t c .  L o n d o n  1 8 5 6 )。 ----------7 7 7 。
[ 罗 伯 逊 ，乔 • ] 《政 治 经 济 学 论 文 集 。论 当 前 国 家 贫 困 的 主 要 原 因 》1 8 3 0 年伦  

[ R o b e r t s o n , G .  ： ]  E s s a y s  o n  p o l i t i c a l  e c o n o m y ： in  w h i c h  a r e  i l l u s t r a t e d  

t h e  p r in c i p a l  c a u s e s  o f  t h e  p r e s e n t  n a t i o n a l  d i s t r e s s ； w i t h  a p p r o p r i a t e

r e m e d i e s .  L o n d o n  1 8 3 0 〉。---------- 5 5 4  0

罗 哈 奇 ，R . H . 《不 同 阶 层 、年 龄 、性 别 的 人 所 特 有 的 疾 病 》( 六 卷 集 ）〗8 4 0 年乌 尔  
姆 版 。引自《就 面 包 工 人 的 申 诉 向 女 王 陛 下 内 务 大 臣 所 作 的 报 告 》] 8 6 2 年伦  
敦 版 （R o h a t z s c h ，R . H .： D i e  K r a n k h e i t e n ,  w e l c h e  v e r s c h i e d e n e n  S t ä n d e n ,  

A l t e r n  u n d  G e s c h l e c h t e r n  e i g e n t h ü m l i c h  s i n d  B d .  L — 6 . U l m  1 8 4 0 .  N a c h ： R e 

p o r t  a d d r e s s e d  t o  H e r  M a j e s t y ' s  P r i n c i p a l  S e c r e t a r y  o f  S t a t e  f o r  t h e  H o m e  

D e p a r t m e n t ,  r e l a t i v e  t o  t h e  g r i e v a n c e s  c o m p l a i n e d  o f  b y  t h e  j o u r n e y m e n

b a k e r s  . . .  I x > n d o n  1 8 6 2 ) 0 ---------- 3 7 9 。
罗 杰 斯 ，詹 • 埃 • 索 • 《从 召 开 牛 津 议 会 （1 2 5 9 ) 到 大 陆 战 争 爆 发 （1 7 9 3 )时 期英 

国 的 农 业 史 和 价 格 史 》( 两 卷 集 年 牛 津 版 （R o g e r s ，』. E .  T h .  : A  h i s t o r y  

o f  a g r i c u l t u r e  a n d  p r i c e s  in  E n g l a n d  f r o m  t h e  y e a r  a f t e r  t h e  O x f o r d  P a r l ia m e n t  

< 1 2 5 9 > t o  t h e  c o m m e n c e m e n t  o f  t h e  c o n t i n e n t a l  w a r  < 1 7 9 3 ) . C o m p i l e d  e n t i r e l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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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r o m  o r i g i n a l  a n d  c o n t e m p o r a n e o u s  r e c o r d s .  V o l .  1 . 2 .  O x f o r d  1 8 6 6 )  〇 ---------

7 2 2 、7 2 9 、7 7 9 。
罗 西 ，佩 • 《政 治 经 济 学 教 程 。 1 8 3 6 —  1 8 3 7 年 讲 授 ( 包 括 巴 黎 版 的 两 卷 内 容 ）》， 

载 于《政 治 经 济 学 教 程 》1 8 4 3 年 布 鲁 塞 尔 版 ( R o s s i , P . : C o u n s  d ’é c o n o m i e  p o l i 

t iq u e .  A n n é e  1 8 3 6   ̂̂  L 8 3 7  < C o n t .  l e s  d e u x  v o l .  d e  l ’é d .  d e  P a r i s ) .  I n ： C o u r s  

d ’é c o n o m i e  p o l i t i q u e .  B r u x e l l e s  1 8 4 3 )  0 一  1 7 3 。，

罗 雪 尔 ，威 • 《国 民 经 济 学 原 理 》1 8 5 8 年 斯 图 加 特 一 奥 格 斯 堡 增 订 第 3 版 （罗 雪 
尔 《国 民 经 济 体 系 》第  1 卷 ）（R o s c h e r ，W . : D i e  G r u n d l a g e n  d e r  N a t i o n a l 

ö k o n o m ie *  3 .， v e i m  u n d  v e r b . A i i f l .  S t u t t g a r t ， A u g s b u r g  1 8 5 8 .  ( R o s c h e r :  S y s t e m

d e r  V ö l k s w i r t h s c h a f t .  ß d .  1 ) ) 0 --------- 8 7 、1 5 8 、2 0 9 、2 2 0 。
[ 罗 伊 ，亨 •]《兑 换 理 论 。 ] 8 4 4 年 银 行 法 》1 8 6 4 年 伦 敦 版 （[ R o y ，H . : ]  T h e  

t h e o r y  o f  t h e  e x c h a n g e s .  T h e  b a n k  c h a r t e r  a c t  o f  1 8 4 4 .  T h e  abuvSe o f  t h e  m e 

t a l l i c  p r i n c i p l e  t o  d e p r e c i a t i o n .  L o n d o n  1 8 6 4 )  〇 —  1 3 4 、7 0 1 o 

洛 贝 尔 图 斯 - 亚 格 措 夫 [ ，约 • 卡 • ] 《给 冯 • 基 尔 希 曼 的 社 会 问 题 书 简 。第 三  
封 : 驳 李 嘉 图 的 地 租 学 说 ，并 论 证 新 的 租 的 理 论 》1 8 5 1 年 柏 林 版 （R o d b e r t u s -  

J a g e t z o w  [ ,  J .  K . J ： S o c i a l e  B r i e f e  a n  v o n  K i r c h m a n n .  D r i t t e r  B r i e f ； 
W i d e r l e g u n g  d e r  R i c a r d o ' s c h e n  L e h r e  v o n  d e r  G r u n d r e n t e  u n d  B e g r ü n d u n g

e i n e r  n e u e n  R e n t e n t h e o r i e .  B e r l i n  1 8 5 1 )  0 ---------- 5 5 7 0

洛 克 ，约 • 《略 论 降 低 利 息 和 提 高 货 币 价 值 的 后 果 。（1 6 9 1 年 ) 》，载 于 《洛克著作 
集 》( 四 卷 集 ） 1 7 7 7  年 伦 敦 第  8  版第  2  卷 ( L o c k e ，J . : S o m e  c o n s i d e r a t i o n s  o f  t h e  

c o n s e q u e n c e s  o f  t h e  l o w e r i n g  o f  i n t e r e s t ,  a n d  r a i s i n g  t h e  v a l u e  o f  m o n e y

< 1 6 9 1 ) .  I n ： T h e  w o r k s .  8 .  e d .  I n  4  v o l .  V o l .  2 .  L o n d o n  1 7 7 7  )〇 ----------- 2 4 、
8 5 、1 1 9 0

M

马 蒂 诺 ，哈 • 《政 治 经 济 学 解 说 》( 九 卷 集 ) 第 3 卷 第 7 例《曼 彻 斯 特 的 罢 工 》 1 8 3 2  

年 伦 敦 版 （M a r t i n e a u ，H . : I l l u s t r a t i o n s  o f  p o l i t i c a l  e c o n o m y .  I n  9  v o l .  V o l .  3 .

N o .  7 ： A  M a n c h e s t e r  s t r i k e .  A  t a l e .  L o n d o n  1 8 3 2 )〇 ---------6 8 1 。
[ 马 丁，亨 • ] 《东 印 度 贸 易 对 英 国 的 利 益 》] 7 2 0 年 伦 敦 版 （[ M a r t y n ，H . : ]  T h e

a d v a n t a g e s  o f  t h e  E a s t - I n d i a  t r a d e  t o  E n g l a n d .  L o n d o n  1 7 2 0 )。 ----------3 3 2 、3 5 3 、
3 5 8 、3 6 0 、3 6 3 、3 8 1 、4 4 7 、5 3 6 。

马 丁 ，罗 • 蒙 • 《与 大 不 列 颠 联 合 前 后 的 爱 尔 兰 》1 8 4 8 年 伦 敦 第 3 版 ( M a r t i m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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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 I r e l a n d  b e f o r e  a n d  a f t e r  t h e  u n i o n  w i t h  G r e a t  B r i t a in .  3 .  e d .  L o n d o n  

1 8 4 8 ) 。—— 4 6 9 。
马 尔 萨 斯 ，托 • 罗 • 《关 于 地 租 的 本 质 和 增 长 及 其 调 整 原 则 的 研 究 》1 8 ] 5 年伦  

享欠版（ M a i  t h u s ，丁h . R .  ： A n  in q u ir y  i n t o  t h e  n a t u r e  a n d  p r o g r e s s  o f  r e n t ,  a n d  

t h e  p r i n c i p l e s  h y  w h i c h  ii_ i s  r e g u l a t e d  L o n d o n  1 8 1 5 )  0 3 2 6 、5 5 4 、5 8 7 。
[ 马 尔 萨 斯 ，托 • 罗 • ] 《人 口 原 理 。人 口 对 社 会 未 来 进 步 的 影 响 ，兼 评 葛 德 文 先  

生 、孔 多 塞 先 生 和 其 他 著 述 家 的 观 点 》1 7 9 8 年 伦 敦 版 ( [ M a h h u s , 丁h . R . : ]  A n  

e s s a y  o n  t h e  p r i n c i p l e  o f  p o p u l a t i o n ,  a s  it  a f f e c t s  t h e  f u t u r e  i m p r o v e m e n t  o f  

s o c i e t y ,  w i t h  r e m a r k s  o n  t h e  s p e c u l a t i o n s  o f  M r .  G o d w i n .  M . C o n d o r c e u  a n d  

o t h e r  w r i t e r s .  L o n d o n  1 7 9 8 ) ^  3 6 7 、6 5 7 。
马 尔 萨 斯 ，托 • 罗 • 《政 治 经 济 学 定 义 》，附 约 • 卡 泽 诺 夫 的 序 言 、注 释 和 补 充 评  

论 ， 1 8 5 3  年 伦 敦 新 版 （M a h h u s ，丁h . R . : I ) e f i n i t i o n s  in  p o l i t i c a l  e c o n o m y ， p r e c e  

d e d  b y  a n  i n q u i r y  i n t o  i h e  r u l e s  w h i c h  o u g h t  t o  g u i d e  p o l i t i c a l  e c o n o m i s t s  in  

t h e  d e f i n i t i o n  a n d  u s e  o f  t h e i r  t e r m s ； w i t h  r e m a r k s  o n  t h e  d e v i a t i o n  f r o m  t h e s e  

r u l e s  in  t h e i r  w r i t i n g s .  A  n e w  e d . , w i t h  a  p r e f . . n o i e s . a n d  s u p p l .  r e m a r k s  b y  J . 

C a z e n o v e «  L o n d o n  1 8 5 3 )。 -------  6 0 2 、6 0 8 、6 1 4 、6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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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札 r己作 

了 大 置 补 充 ， 1 8 3 6  年伦 敦第  2  版 （M a l t h u s . T h .  K . : P r i n c i p l e s  o f  p o l i 丨i c a l  ec (>  

n o m y  c o n s i d e r e d  w i t h  a  v i e w  t o  t h e i r  p r a c t i c a l  a p p l i c a t i o a  2 .  c d . ,  w i t h  c o n s i 

d e r a b l e  a d d .  f r o m  t h e  a u t h o r  s  o w n  m a n u s c r i p t  a n d  a n  o r i g .  m e m o i r .  I ^ n d o n  

1 8 3 6 ) 。—— 2 1 6 、6 1 4 、6 2 3 、6 2 5 、6 3 2 、6 8 1 。
[ 马 西 ，约 • ] 《论 决 定 自 然 利 息 率 的 原 因 。对 威 廉 • 配 第 爵 上 和 洛 克 先 生 关 于  

这 个 问 题 的 见 解 的 考 察 》1 7 5 0 年 伦 敦 版 ( [ M a s s i e ，J . : ]  A n  e s s a y  o n  t h e  g o v e r -  

n i n g  c a u s e s  o f  t h e  n a t u r a l  r a t e  o f  i n t e r e s t ； w h e r e i n  t h e  s e n t i m e n t s  o f  S i r  W i l  

l i a m  P e t t y  a n d  M r .  L o c k e ,  o n  t h a t  h e a d »  a r e  c o n s i d e r e d .  I x m d o n  1 7 5 0 ) o 

----------5 3 9  〇
麦 考 莱 ，托 • 巴 • 《詹 姆 斯 二 世 登 极 以 来 的 英 国 史 》1 8 5 4 年 伦 敦 第 1 0 版 第 1 卷 

( M a c a u l a y , T h .  B . ： T h e  h i s t o r y  o f  E n g l a n d  f r o m  t h e  a c c e s s i o n  o f  J a m e s  t h e  

S e c o n d  1 0 .  e d  V o l .  1 . L o n d o n  1 8 5 4 )。---------- 2 8 1 、7 7 2 。
麦 考 莱 ，托 • 巴 • 《詹 姆 斯 二 世 登 极 以 来 的 英 国 史 》第 1 卷 。引 自 《工厂 视 察 员  

报 告 截 至 1 8 5 5 年 1 0 月 3 1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5 6 年 伦 敦 版 （M a c a u l a y , T h .  

B . ： T h e  h i s t o r y  o f  E n g l a n d  f r o m  t h e  a c c e s s i o n  o f  J a m e s  t h e  S e c o n d .  V o l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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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 c h ： R e p o r t s  o f  t h e  i n s p e c t o r s  o f  f a c t o r i e s  . . .  f o r  t h e  h a l f - y e a r  e n d i n g  3 O c 

t o b e r  1 8 5 5  . . .  I x ) n d o n  1 8 5 6 )〇 2 8 1 。
麦 Æ 库 洛 赫 ，约 • 拉 • 《商 业 和 商 轮 航 运 业 的 实 用 、理 论 和 历 史 辞 典 》〗8 4 7 年伦  

敦 增 汀 新 版 （M ac(’u 丨l()ch，J. R : A  d ic tionary，prac tica l，theoreti(：a l ， and histori 

cal*of com m erce and com m ercial navigation. III. w ith  m aps and plans. A new

e t l . . e o r r .  , e n l .  l a n d  i m p r o v e d ； w i t h  a  s u p p L  L o n d o n / 1 8 4 7 )  6 ---------- 1 4 8 〇
麦 克 库 洛 赫 ，约 • 拉 • 《政 治 经 济 学 文 献 。这 门 科 学 的 分 类 书 附 史 评 、评 注 

和 作 #  介 绍 》 1 8 4 5  年 伦 敦 版 （M a c C u l l o c h ,  J . R  : T h e  l i t e r a t u r e  o f  p o l i t i c a l  

m ) n o m y ： a  c l a s s i f i e d  c a t a l o g u e  o f  s e l e c t  p u b l i c a t i o a s  in  t h e  d i f f e r e n t  d e p a r t  

m c n l s  o f  t h a t  s c i e n c e ,  w i t h  h i s t o r i c a l , c r i t i c a L a n d  b i o g r a p h i c a l  n o t i c e s .  L o n d o n  

1 8 4 5 ) 0 - ^ - 1 3 9 J 8 3 0 

麦 5 Ï 库 洛 赫 ，约 • 拉 •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这 门 科 学 产 生 和 发 展 的 概 述 》1 8 2 5 年 
爱 丁 堡 伦 敦 版 ( M a c C u l b c h ，J .  R . : T h e  p r i n c i p l e s  o f  p o l i t i c a l  e c o n o m y  : w i t h  

a  s k e t c h  o f  t h e  r i s e  a n d  p r o g r e s s  o f  t h e  s c i e n c e .  E d i n b u r g h ,  L o n d o n  

1 8 2 5 )。 - 1 5 0 、4 6 4 。
安 * : 库 洛 赫 ，约 • 拉 •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这 门 科 学 产 生 和 发 胰 的 概 述 》1 8 3 0 年 

伦 敦增丨 ]第 2  版 （ M a 乂’u l l ( ) c h ，J . R . : T h e  p r i n c i p l e s  o f  p o 丨i ü c a l  e c o n o m y : w i t h  

a  s k e t c h  o f  t h e  r i s e  a n d  p r o g r e s s  o f  t h e  s c i e n c e .  2 . e d .  * c o r r .  a n d  g r e a t l y  e n l .  

I ^ o n d o n  1 8 3 0 ) „  1 5 0 ^ 4 6 4 0

羞 Ä 拉 伦 . 詹 • 《通 货 简 史 。 略 论 最 优 秀 的 作 家 对 该 问 题 的 看 法 》1 8 5 8 年 伦 敦  
) |S (  M a c l a r e n , J .  ： A  s k e t c h  o f  t h e  h i s t o r y  o f  t h e  c u r r e n c y ： c o m p r i s i n g  a  b r i e f  r e 

v i e w  o f  t h e  o p i n i o n s  o f  t h e  m o s t  e m i n e n t  w r i t e r s  o n  t h e  s u b j e c t .  L o n d o n  

9 2 。
麦 Ä 劳 德 ，亨 • 邓 • 《银 行 业 的 理 论 与 实 践 以 及 通 货 、价 格 、信 用 和 汇 兑 的 基 本  

原 理 》（两 卷 集 ) 1 8 5 5 年 伦 敦 版 第 i 卷 （M a c l æ d .  R  D . : T h e  t h e o r y  a n d  

p r a c t i c e  o f  b a n k i n g ： w i t h  t h e  e l e m e n t a r y  p r i n c i p l e s  o f  c u r r e n c y ；p r i c e s ；c r e d i t ； 
a n d  e x c h a n g e s .  V o l .  1 .2 .  V o l .  L  1 力n d o n  1 8 5 5 )。 1 5 1 。
托 • 《英 国 得 自 对 外 贸 易 的 财 富 ，或 我 同 对 外 贸 易 差 额 是 衡 量 我 国 财 富 的 尺  

度 》，作 者 之 子 约 • 曼 为 公 共 利 益 出 版 ，1 6 6 9 年 伦 敦 版 ( M u n . T h : E n g l a n d \ s  

t r e a s u r e  b y  f o r r a i g n  t r a d e .  O r ,  t h e  b a l a n c e  o f  o u r  f o r r a i g n  t r a d e  i s  t h e  r u le  o f  

o u r  t r e a s u r e .  N o w  p u h l .  f o r  t h e  c o m m o n  g o o d  b y  h i s  s o n  J .  M u  a  L o n d o n  

1 6 6 9 )。 一  5 3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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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 德 维 尔 ，贝 • ] 《抱 怨 的 蜂 巢 ，或 骗 子 变 做 老 实 人 》1 7 0 5 年 伦 敦 版  
( [M a n d e v i l le ,  B. ： ]  T h e  g ru m b lin g  h iv e ： o r ,  k n a v es  lu rn 'd  h o n e st. L ondon

1705),à —— 3 7 0 。
[ 曼 德 维 尔 ，贝 • ] 《蜜 蜂 的 寓 言 ，或 个 人 劣 行 ，公 共 利 益 》1 7 1 4 年 伦 敦 版  

( [M a n d e v il le ,  B. ： ]  T h e  fcible o f  th e  b e e s： or^ p r iv a te  v ic e s , p u b lick  b en efils . 

L o n d o n  1714) 0 ~ — 3 7 0 。
[ 曼 德 维 尔 ，贝 • ] 《蜜 蜂 的 寓 言 ，或 个 人 劣 行 ，公 共 利 益 》1 7 2 8 年 伦 敦 第 5 版 

([M an ciev ille» B . ： J  T h e  fab le  o f th e  b e e s：o r ,p r iv a te  v ic e s ,p u b lic k  b en efits . 5. 

ed. L o n d o n  1 7 28) 0 ------- 6 5 6 。
梅 尔 西 埃 • 德 拉 里 维 耶 尔 ，[ 保 • 皮 • ] 《政 治 社 会 天 然 固 有 的 秩 序 》( 两 卷 集 ） 

1 7 6 7 年 伦 敦 版 ，载 干 《重 农 学 派 》，附 欧 • 德 尔 的 绪 论 和 评 注 ，1 8 4 6 年 巴 黎 版  
第 2 部 （ M e rc ie r  d e  la R iv iè re，[ P . - I ) . ] : L ’o rd re  n a tu re l et e sse n tie l d e s  so c ié tés  

p o litiq u es . T . 1. 2. L o n d re s  1767. I n ： P h y s io c ra le s . Q u e sn a y , D u p o n t de 

N e m o u rs -M e rc ie r  de  la  R iv iè re，L ’A l)l)é B a u d e a u ， Le T r o s n e ， avec une  introcl, 

s u r  la d o c tr in e  d e s  p h y s io c ra te s ,  d e s  com m . et d es n o tic e s  h is to r iq u e s , p a r  E. 

D aire. P t  2. P a r is  1846) 0 —— 1 0 4 、1 0 5 、1 2 5 、1 4 4、1 4 7 、 ] 5 6 、1 6 0 、19:3。
梅 里 韦 尔 ，赫 • 《关 于 殖 民 和 殖 民 地 的 演 说 》 1841 —  1 8 4 2 年 伦 敦 版 第 1 、2 卷 

(M e r iv a le , H . ： L e c tu re s  o n  co lo n iza tio n  and  co lon ies. D elivered  b efo re  th e  

U n iv e rs i ty  o f  O x fo rd  in 1 8 3 9 , 1 8 4 0 , an d  1841. V ol. 1. 2. L o n d o n  1841 

1 8 4 2 )。—— 6 8 1 、8 3 6 。
蒙 森 ，泰 • 《罗 马 史 》（三 卷 集 ） 1856 -  1 8 5 7 年 柏 林 第 2 版 （M o m m se n ，T h , : 

R ö m isch e  G esch ich te . 2. A u f  1. Bd. 1 - 3. B erlin  1 8 5 6 — 185 7)。 一  L67H1 7 0 o

蒙 泰 伊 ，阿 • 亚 • 《关 于 各 类 历 史 手 稿 的 研 究 》( 两 卷 集 ）1 8 3 5 年 巴 黎 版 第 1 卷 
( M onte iU  A.-.Au ： T r a i té  de  m a té r ia u x  m a n u s c r i ts  d e  d iv e rs  g e n re s  d ^ is to i r e .  

T . L  2. T . 1. P a r is  1 8 3 5 ) 0 —  8 0 5。
孟 德 斯 鸠 ，[ 沙 • ] 《论 法 的 精 神 》1 7 6 7 年 伦 敦 版 ( 《孟 德 斯 鸠 全 集 》第 2 卷 ）（M o n - 

tesqu ieu , [C h .]  ： De Tesprit des loix. Nouv. é d  . revue, c o rn , coasidérahiem ent 

a u g m . p a r  1 a u te u r . Ix in d re s  1767. (Œ u v re s . T . 2 ) ) 0 ------- 8 5 、1】8 0

孟 德 斯 鸠 ，[ 沙 • ] 《论 法 的 精 神 》1 7 6 9 年 伦 敦 修 订 新 版 (《孟 德 斯 鸠 全 集 》第 1 、 3 

卷 ）（M o n te sq u ie u , [ C h . ]  : D e l ’e sp rit  d e s  loix. N ouv . é d . , re v u e , c o r r . , &■ 

c o n s id é ra b le m e n t a u g m . p a r  F a u te u r. L o n d res  1769. (Œ u v re s ,  T . 1. 3 )  )〇 
------- 819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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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拉 波 ，[ 奥 • 加 • 维 • 里 • ] 《弗 里 德 里 希 大 帝 时 代 的 普 鲁 士 君 主 制 度 》(八卷 
集 ）1 7 8 8 年 伦 敦 版 第 2 、3 、6 卷 （1 ^ 1 ^ 1 ^ 1 ^ [ 1 1 - 0 . - % 亿 ] : 0 〇13 111〇加1 ^ 1 ^  

p russ ienne»  so u s  F ré d é ric  le G ran d . A vec  u n  a p p . , con t. d e s  re c h e rc h e s  vs u r  la 

s itu a tio n  a c tu e lle  d es p rin c ip a le s  c o n tré e s  de  l 'A lle m a g n e . T .  1 8. T .  2. 3. 6.

L o n d res  1 7 8 8 )。—— 7 7 2 、7 7 3 、7 9 2 、8 0 8 、8 2 0 。
《棉 荒 》，载 于 1祕 3 年 4 月 2 8 日《泰 晤 士 报 》（伦 敦 ）等 2 4 5 4 4 号 （ T h e  c o tto n  fa

mine. In : T h e  T im es. L o n d o n  N r. 2 4 5 M , 28. A pril 1863)。 ------- 609 〇
摩 尔 顿 ，约 • 查 • 《论 农 业 中 使 用 的 动 力 》，载 于 1 8 5 9 年 1 2 月 9 日《技 艺 协 会 杂  

志 》( 伦 敦 ) 第 3 6 8 期 。引 自 1 8 6 0 年 1 月 2 1 日《经 济 学 家 》( 伦 敦 ) 第 1 8 卷第 
8 5 6 期 ，[ 标 题 : ] 《农 业 的 进 步 和 工 资 》（M o rto n ，J . C h. : O n  th e  fo rces u sed  in 

a g ric u ltu re . I n ： T h e  Jo u rn a l  o f  th e  S o c ie ty  o f A r t s  .. .  L ondon . N r. 3 6 8 , 9. 

D ezem b er 1859. N a c h ： T h e  E co n o m ist. L ondon . N r. 8 5 6 ,2 1 . J a n u a r  1860. [ U .

d. T . ： ]  A g ric u ltu ra l p ro g re s s  and  w a g e s ) « --------3 9 1 〇
摩 尔 顿 ，约 • 查 • 《应 用 农 学 和 理 论 农 学 百 科 全 书 》（两 卷 集 ）1 8 5 5 年 格 拉 斯  

哥 爱 丁 堡 伦 敦 版 第  2 卷 （M o rto n ，J . C’h. : A  cycloped ia  o f  a g r ic u ltu re ， 
p ra c tic a l an d  s c ie n tif ic； in w h ich  th e  th e o ry ,  th e  a r l , a n d  th e  b u s in e ss  o f  fa r  

r i l in g ,a re  th o ro u g h ly  an d  p ra c tic a lly  tre a te d . By u p w a rd s  o f  f if ty  o f th e  m o st 

em in en t p ra c tic a l and  sc ien tific  m en  o f  th e  day. V ol. 2. G la sg o w , E d in b u rg h ,

L o n d o n  1855) 0 -------5 8 4 〇
莫 尔 ，托 •《乌 托 邦 》，1 5 1 6 年 最 初 用 拉 丁 文 发 表 ，拉 • 鲁 宾 逊 译 成 英 文 ，爱 • 阿  

伯 编 ， 1869 年 伦 敦 版 （M o re ，T h . : U to p ia . O rig in a lly  p r in te d  in L a t in ，1516. 

T ra n s i,  in to  E n g lish  b y  R. R o b in so n  ...  C a re fu lly  ed. b y  E . A rb e r .  L o n d o n  

1 8 6 9 )。—— 7 7 5 、7 9 4 。
莫 利 纳 里 ，古 • 德 • 《经 济 学 概 论 》1 8 4 6 年 巴 黎 版 （M o i im m G .  d e : É tu d e s

économ iques. P a r is  1 8 4 6 )。--------4 4 2 、6 3 5 、8 3 6 。
墨 菲 ，约 • 尼 • 《爱 尔 兰 的 工 业 、政 治 和 社 会 》1 8 7 0 年 伦 敦 版 ( M u r p h y ，J. N . : l re -

land in d u s tr ia l » p o litica l, and  social. L o n d o n  1870) 0 --------7 5 8 。
穆 勒 ，约 • 斯 • 《略 论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某 些 有 待 解 决 的 问 题 》1 8 4 4 年 伦 敦 版 （M ill， 

J. S t. ： E ssa y s  o n  so m e  u n se ttle d  q u e s tio n s  o f  po litica l econom y. L o n d o n  

1844) 0 — ^ 1 1 9 , 6 3 7 ,

穆 勒 ，约 • 斯 • 《推 论 和 归 纳 的 逻 辑 体 系 ，证 明 的 原 则 与 科 学 研 究 方 法 的 关 系 》 
( 两 卷 集 ） ]8 4 3  年 伦 敦 版 （ M i 丨丨，J. S t . :  A  .system  o f lo g ic ， ra tio c in a tiv e  an 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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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u c tiv e , be in g  a  c o n n ec te d  v iew  o f th e  p rin c ip les  o f  e v id en ce , and  th e  m e ih o d s  

o f  sc ien tific  in v es tig a tio n . In  2 vol. L o n d o n  1843) 0 — 6 2 6 0

穆 勒 ，约 • 斯 • 《证 同 ，银 行 法 报 告 》1 8 5 7 年 版 （M ill, j .  S t. :E v id en c ts  re p o r ts  o n  

b a n k ac ts , o. (J. 1 8 5 7 ) 0 一—  129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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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18 

年 伦 敦 版 第  2 卷 （M ill，J . S t. : P rin c ip le s  o f  po litica l e co n o m y  w ith  some? of 

th e ir  a p p lic a tio n s  to  social p h ilo so p h y . In  2 vol. V()L 2. L ondon  

1 ] 8 、3 8 6 '5 3 2 、6 5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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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68 

年 伦 敦 版 第  2 卷 （M ill，上 S t. : P rin c ip le s  a f  po litical e co n o m y  w ith  so m e  of 

th e ir  a p p lic a tio n s  to  social p h ilo so p h y . In 2 vol. V ol. 2. L o n d o n  1868 ) 0 

- ~ ~ -5 4 3 0

穆 勒 ，詹 •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1 8 2 1 年 伦 敦 版 （M il l , .丨. ：E le m e m s  o f  p o lh ica l 

econom y. L o n d o n  1821 )。 1 5 1 、 ] 8 8 、3 6 7 。
穆 勒 _詹 •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雅 • 泰 • 帕 里 佐 译 自 英 文 ，1 8 2 3 年 巴 黎 版 （M ill， 

J. ： E lé m e n s  d 'é c o n o m ie  po litiq u e . T ra d , d e  T ang la is par. J . T . P a riso t. P aris  

1 8 2 3 )。—— 6 0 1 、6 0 5 、6 0 7 。
[ 穆 勒 ，詹 • ] 《殖 民 地 》，载 于 《不 列 颠 百 科 全 书 》( 第 4 、5 、6 版 增 朴 卷 ）1 8 2 4 年爱  

丁 堡 版 。引 自 [ 爱 • 吉 • 韦 克 菲 尔 德 ] 《英 国 和 美 国 》( 两 卷 集 ) 1 8 3 3 年 伦 敦 版  
第  2 卷 （[ M i l l，J . : ]  C olony . In : S u p p le m e n t to  th e  f o u r th ， f ifth  an d  s ix th  e d i- 

t io n s  o f  th e  E n cy c lo p æ d ia  B ritan n ica . E d in b u rg h  1824. N a c h ： [ E .  G. W ake 

f ie ld ： ]  E n g la n d  an d  A m erica . In  2 vol. V ol. 2. L o n d o n  1833)〇 ------ 2 0 0 „

N

内 克 ，[ 雅 • ] 《论 法 国 财 政 的 管 理 》1 7 8 4 年 巴 黎 版 ，载 于 《内 克 著 作 集 》1 7 8 6 年洛 
桑版第  2 卷 （N e c k e r，[ J . ] : D e l ’a d m in is tra t io n  d es finances de  la F ran ce . P a ris  

1784. I n ：Œ u v re s . T . 2. L a u sa n n e  1 7 8 6)〇 -------6 2 4 。
尼 布 尔 ，巴 • 格 • 《罗 马 史 》1 8 5 3 年 柏 林 修 订 版 （N ie b u h r，B. R ö m isch e  G e

schichte* B e ric h tig te  Ausg* in e in em  Bd. B erlin  1853) 0 -------2 4 0 。
纽 马 奇 ，威 • 见 图 克 ，托 • / 威 • 纽 马 奇 《价 格 和 流 通 状 况 的 历 史 》。
纽 曼 ，弗 • 威 • 《政 治 经 济 学 讲 演 集 》1 8 5 1 年 伦 敦 版 （N e w m a n , F. W . : L e c tu re s  

o n  p o litica l econom y. L o n d o n  1851) 〇 - 7 8 0 、 786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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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 曼 ，赛 • 菲 •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1 8 3 5 年 安 多 弗 一 纽 约 版 （N e m a m S *  P h . :

E le m e n ts  o f po litica l econom y. A n d o v e r , N e w  Y o rk  1 8 3 5〉。 -------1 5 8 、2 1 0 。
纽 纳 姆 ，乔 • 路 • 《评 向 议 会 两 院 委 员 会 所 作 的 关 于 谷 物 法 的 证 词 》1 8 1 5 年伦  

敦 版 （N e w n h a m ，G . L .:  A rev iew  o f th e  ev idence  b e fo re  th e  c o m m itte e s  o f  th e  

tw o  H o u se s  o f  P a r l ia m e n t ， o n  th e  c o m  law s. I力nd o n  1815) 0 640 D

《农 业 的 进 步 和 工 资 》，载 于 I 8 6 0 年 1 月 2 1 日《经 济 学 家 》( 伦 敦 ) 第 8 5 6 期 （A g 

ric u ltu ra l p ro g re s s  and  w ages. I n ： T h e  E co n o m is t. I> ondoa  N r. 8 5 6 , 21.

J a n u a r  186 0)〇 -------685 〇
《农 业 工 人 ( 爱 尔 兰 ) 。答 可 尊 敬 的 下 院 1 8 6 1 年 3 月 8 U 的 质 洵 》，根 据 下 院 决  

定 于  1862 年  2 月 6 日 刊 印 （ A g ric u ltu ra l la b o u re r s < I re la n d >• R e tu rn  to  an  

o rd e r  o f  th e  H o n o u ra b le  T h e  H o u se  o f  C o m m o n s , d a te d  8 M a rch  1861. O r  

d e r e d ,b y  th e  H o u se  o f  C o m m o n s , to  be  p rim e d  6 F e b ru a ry  1 8 6 2)〇 7 5 8 〇 
《农 业 工 人 的 工 资 》，（转 引 自 《纪 事 晨 报 》，）载 亍 1 8 4 5 年 3 月 2 9 日《经 济 学 家 》 

( 伦 敦 >第  3 卷 第 !13 期 （ W ag e s  o f  a g r ic u ltu ra l  l a b o u r e r s . 〈 F ro m  th e  M o rn in g  

C h ro n ic le .)  I n ： T h e  E co n o m ist. L ondon . V ol. 3. N r. 1 3 * 2 9 . M ärz  1845 )〇 
一 7 2 6 0

《农 业 工 人 与 工 联 》，载 于 1 8 6 6 年 1 月 1 3 日《工 人 辩 护 士 报 》（伦 敦 ）第 1 4 9 号  
( A g ric u ltu ra l la b o u re rs  an d  T r a d e s ’ U n io n s . I n ： T h e  W o rk m a n  s  A dvocate . 

I-〇ncl〇n. N r. 1 4 9 ,1 3 . J a n u a r  1 8 6 6 )Q 2 5 9 0

[ 诺 思 ，达 • ] 《贸 易 论 ：主 要 是 关 于 利 息 、硬 币 的 铸 造 和 损 坏 、货 币 量 的 扩 大 问  
题 》 1691 年 伦 敦 版 （[ N o r t h ，丨)• : 〕 D isc o u rse s  u p o n  t r a d e :p r in c ip a l ly  d irec te d  to  

th e  cases  o f  ü u ，in te r e s t，c o y n a g e，c lip p in g ， in cre ase  o f  m o n ey . L o n d o n  1 6 9 1 )0 

1 1 6 ,1 2 0 ,1 2 9 ,4 0 6 .

()

欧 文 • 罗 • 《评 工 业 休 系 的 影 响 •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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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 w e n ，R . : O b se rv a tio n s  o n  th e  e ffec t o f  th e  m an u - 

ffic-turing s y s te m ： w ith  h in ts  fo r th e  im p ro v e m en t o f  th o se  p a r ts  o f  it w hich  

a re  m o s t in ju rio u s  to  h e a lth  and  m orals* 2. I乂)ndem 1 8 1 7 )0 —  - 4 2 ü 0

P

帕 电 ，杳 • 亨 • 《从 农 业 工 人 、個 农 、土 地 所 有 者 和 同 家 方 而 来 看 现 行 谷 物 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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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要 性 》1816 年 伦 敦 版 （P a r r y • Chu H . : T h e  q u e s tio n  erf th e  n e c e ss ity  o f  th e  

e x is tin g  c o m  la w s ,c o n s id e re d .in  th e ir  re la tio n  to  th e  a g r ic u ltu ra l la b o u re r ,  th e  

te n a n t ry ， th e  la n d h o ld e r ， an d  th e  c o u m ry . L o n d o n  18 1 6)。 639^724,,

帕 尼 尼 ，乔 • 弗 • 《试 论 物 品 的 合 理 价 格 、货 币 的 合 理 价 值 以 及 罗 马 人 的 贸 易 》， 
载 于 《意 大 利 政 治 经 济 学 名 家 文 集 • 现 代 部 分 》，[ 彼 • 库 斯 托 第 编 ，] 1 8 0 3 年 
米兰 版第  2 卷 （P a g n in i.G . F . :S a g g io  so p ra  il g iiis to  p re g io  d e lle  c o se ， la g iu s ta  

v a lu ta  d e lla  m o n e ta  e  so p ra  il co n in ie rc io  dei ro m an i. I n ： S c r itto r i  c lass ic i ita 

liani di eco n o m ia  po litica . [  H rsg . P. C u sto c li.]  P a r te  m o d ern a . T . 2. M ilano  

1 8 03) 〇 —— 8 5 〇
[ 帕 皮 隆 ，托 • 1 《东 印 度 的 贸 易 是 对 王 国 最 有 利 的 贸 易 》1 6 7 7 年 伦 敦 版  

( [ P a p i l lo n ,  T h . ： ]  T h e  E a s t- In d ia - tra d e  a m o s t p ro fita b le  tra d e  to  th e  

K in g d o m . A n d  b e s t  se c u re d  a n d  im p ro v ed  in a c o m p a n y -a n d  a jo in t s to ck . R e 

p re se n te d  in a le t te r  w r it te n  ii |X )n  th e  o ccasio n  o f  tw o  le t te rs  la te ly  p u b lish e d , 

in sin im tin g  th e  c o n tra ry . L o n d o n  1677) 0 8 4 0

培 根 • 弗 • 《亨 利 七 世 的 执 政 时 代 》• 转 载 自 怀 • 肯 尼 特 《英 国 》1 7 1 9 年版•载 于 
约 • 弥 尔 顿 《特 洛 伊 、罗 马 、撒 克 逊 统 治 下 的 不 列 颠 》1 8 7 0 年 伦 敦 版 （B acon , 

P '.： T h e  re ig n  o f  H e n ry  V II. V e rb a lim  re p rim  fro m  W ,R e n n e t 's  E n g la n d .e d . 

1719. I n :J .  M ilto n :  B rita in  u n d e r T ro ja n ,  R o m a n ,S a x o n  rule* I^ondon 1 8 7 0 )o 

— 7 7 6 〇
培 根 ，弗 • 《文 明 与 道 德 论 文 集 》，引 自 理 • 普 赖 斯 《评 继 承 支 付 》1 8 0 3 年 伦 敦 第  

6 2 #  (B a c o n ,  F . ： T h e  e s sa y s  o r  c o u n se ls ,  civil an d  m oral. N a c h ： R.

P r ic e ； O b s e rv a tio n s  o n  re v e rs io n a ry  p a y m e n ts  . . .  6. ed. VoL 2. Ix>ndon 1803) 〇 
一  7 7 5 0

配 第 ，威 • 《爱 尔 兰 的 政 治 解 剖 。附 〈献 给 英 明 人 L:>》1咖 年 伦 敦 版 （P e t ty .  W . : 

T h e  p o litica l a n a to m y  o f Ire lan d . . . .  T o  w h ic h  is added  V e rb u m  sa p ien ti. . . .  

L o n d o n  1 6 9 1)。 1 3 7 、1 4 1 、2 8 0 、3 2 6 。
[ 配 第 ，威 • ] 《赋 税 论 》 1667 年 伦 敦 版 ( [ P e t t y . W . : ]  A  tre a tL se o f  ta x e s ， a n d  con 

t r ib u tio n s  … L o n d o n  1 6 6 7)。 ------ 8 6 、1 1 7 、6 5 8 。
配 第 ，威 • 《货 币 略 论 。致 哈 利 法 克 斯 侯 爵 。 1 6 8 2 年 》1 7 6 0 年 伦 敦 版 （P e t ty ， 

W . ： Q u a n tu lu m c u n q u e  co n ce rn in g  m oney . T o  th e  I>ord M a rq u e ss  o f  Hrilifax. 

A n n o  1682. L o n d o n  17 6 0)。 ------ 9 5 、1 4 1。
[ 平 托 ，伊 • 德 • ] « 关 于 流 通 和 信 用 的 论 文 》1 7 7 1 年 阿 姆 斯 特 丹 版 （[ P in to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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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 ]  丁ra ité  d e  la c irc u la tio n  e t d u  c réd it. A m s te rd a m  177 1)。------- 1 4 8。
《评 大 不 列 颠 的 商 业 政 策 ，主 要 是 评 它 同 谷 物 贸 易 的 关 系 》1 8 1 5 年 伦 敦 版 （R e- 

m a rk s  o n  th e  co m m erc ia l po licy  o f  G re a t B rita in , p rin c ip a lly  a s  it re la te s  to  th e

c o m  trad e . L o n d o n  1815 )。 ----- - 587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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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 2 1 年 伦 敦  

){S( O b se rv a tio n s  o n  c e rta in  v erbal d isp u te s  in po litica l e co n o m y , p a r tic u la r ly

re la tin g  to  v a lu e , an d  to  d e m a n d  an d  su p p ly . L o n d o n  1821 )〇 -------7 7 、2 0 7 、
562、637。

蒲 鲁 东 ，皮 • 约 • 《经 济 矛 盾 的 体 系 ，或 贫 困 的 哲 学 》( 两 卷 集 ）1 8 4 6 年 巴 黎 版 第  
1 # ( P ro u d h o n , P. J . ： S y s tè m e  d e s  c o n tra d ic tio n s  é c o n o m iq u e s , ou  p h ilo so p h ie

d e  la m isère . T . 1. 2. T .  ] . P a r is  1846 ) 〇 -------- 540 〇
普 赖 斯 . 理 • 《评 继 承 支 付 、孀 老 赡 养 金 方 案 、人 寿 保 险 金 计 算 法 以 及 国 债 》(两  

卷 集 ）, 威 • 摩 尔 根 编 ，] 8 0 3 年 伦 敦 第 6 版 第 2 卷 （P r i c e ,R : O b s e rv a tio n s  on  

re v e rs io n a ry  p a y m e n ts； on  sc h e m e s  fo r  p ro v id in g  a n n u itie s  fo r  w id o w s «and fo r 

p e rso n s  in o ld a g e ； on  th e  m e th o d  o f  c a lcu la tin g  th e  v a lu e s  o f  a s su ra n c e s  on  

liv e s； and  o n  th e  n a tio n a l d eb t. 6. ed. By W . M o rg a n . V ol. 1. 2. V ol. 2. 

L ondon  1 8 0 3 )。 —— 7 2 3 、7 8 3 。

Q

琼 斯 ，理 • 《国 民 政 治 经 济 学 教 程 》1 8 5 2 年 赫 特 福 德 版 ( J 〇neS，R .:T e x i - b o o k  of

le c tu re s  o n  th e  p o litica l e co n o m y  o f n a tio n s ， … H e r tfo rd  1 8 5 2)。 -------- 3 2 1 、
3 3 4 、3 4 8 、6 0 3 、6 2 3 、6 3 5 。

琼 斯 ，理 • 《论 财 富 的 分 配 和 税 收 的 源 泉 》1 8 3 1 年 伦 敦 版 ( J o n e s , R . : A n  e ssa y  on  

ih e  d is tr ib u tio n  o f  w e a l th ,  an d  on  th e  so u rc e s  o f  tax a tio n . L o n d o n  1831 ) 0 

—  3 4 2 〇
琼 斯 ，理 • 《] 8 3 3 年 2 月 2 7 日 在 伦 敦 国 王 学 院 讲 述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绪 论 。 附 工 资  

讲 座 大 纲 》 1833 年 伦 敦 版 （J o n e s，R. : A n  in tro d u c to ry  le c tu re  o n  po litica l ec〇- 

n o m y ,d e liv e re d  at K in g 's  C ollege . L o n d o n , 2 7 lh F e b ru a ry ,  1833. T o  w h ich  is 

a d d ed  a sy lla b u s  o f  a c o u rse  o f  le c tu re s  o n  th e  w ag es o f  labor. L o n d o n  1 8 3 3 )0

—— 6 7 8 0

《圈 围 荒 地 的 后 果 和 当 前 肉 价 高 昂 的 原 因 的 政 治 上 的 分 析 》1 7 8 5 年 霍 尔 本 版 ( A  

p o litica l en q u iry  in to  th e  conscquencev^ o f  e n c lo s in g  w a s te  lan d s  »and th e  cau 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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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f th e  p re se n t h ig h  p rice  o f  b u tc h e rs  m ea t. l^c*ing th e  se n tir ru 'n ts  o f  a so c ie ty  o f  

fa rm e rs  in -sh ire . H o lb o rn  1785)„ 7810

R

若 弗 鲁 瓦 • 圣 伊 莱 尔 ，[ 埃 • ] 《对 自 然 哲 学 的 、综 合 的 、历 史 的 和 生 理 的 认 i只》 
1838 年 巴 黎 版 ( 6 é D f £ r o y  S a in t H ü a i r e ，[ Ê ]  : N o t ô ô n s  s 難 th é tiq ije fu h is to riq u ^ ^  

e l p h y sio lo g iq u e s  de  p h ilo so p h ie  n a tu re lle . P a r is  1 8 38) a — 8 0 6 。

S

萨 德 勒 ，迈 • 托 • 《爱 尔 兰 ，它 的 灾 难 及 其 补 救 办 法 》1 8 2 9 年 伦 敦 第 2 版 
(S î id lc r .M . T h . ： I r e la n d ； i ts  ev ils,<m d th e ir  r e m e d ie s： be ing  a  re fu ta tio n  o f  th e  

e r ro r s  o f  th e  e m ig ra tio n  c o m m itte e  an d  o th e r s ,  to u c h in g  lh a t  c o u n try . T o  

w h ic h  is p r e f ix e d ,a  sy n o p s is  o f an  o rig in a l tre a tis e  a b o u t to  be p u b lish ed  on 

ih e  law  o f p o p u la tio n ； d e v e lo p in g  th e  real p rin c ip le  o n  w h ich  it is u n iv ersa lly  

re g u la te d . 2. ed. L o n d o n  1829)。-一 7f)6 — 7 5 7 。
萨 德 勒 •迈 • 托 • 《人 口 的 规 律 》（两 卷 集 ）1 8 3 0 年 伦 敦 版 第 2 卷 （S a d le r，M. 

丁li. : T h e  law  o f p o p u la tio n : A  trem ist* ， in  s ix  b o o k s ; in d isp ro o f  o f th e  su p e rfe  

c u n d ity  o f  h u m a n  b e in g s .a n d  d e v e lo p in g  ih e  real p rin c ip le  o f th e ir  increase . In 

2 vol. V ol. 2. L o n d o n  1 8 3 0 ) 。 — 343 x 756 〇 
《萨 默 斯 、哈 利 法 克 斯 、牛 津 、秘 书 弗 农 等 人 给 什 鲁 斯 伯 里 公 爵 的 原 信 中 所 描 绘  

的 威 廉 国 王 、桑 德 兰 、萨 默 斯 等 人 的 性 格 和 行 为 》 （ T h e  c h a ra c te r  and 

b e h av io u r o f  K in g  W illia m . S u n d e rlan d  »S o m ers etc. a s  re p re se n te d  in o rig inal 

le t te r s  to  th e  D uke  o f  S h re w s b u ry , fro m  S o m e rs .  H a lifa x . O xforcL  s e c re ta ry

V e rn o n  e tc .)。 ------ 7 8 0 〇
萨 默 斯 • 罗 • 《苏 格 兰 高 地 来 信 •或 1 8 4 7 年 的 饥 鹿 》1 8 4 8 年 伦 敦 爱 丁 堡 格 拉  

： L e t te r s  fro m  th e  H ig h la n d s；o r ,  th e  fam in e  o f 1847. L o n 

d o n  , E d in b u rg h , G la sg o w  1848) 〇 --------7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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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 2 0 年 巴 黎 版 （S a y , j . - l i : l x u r c s  à  M . M a h h u s . s u r  

d if fé re n s  s u je ts  d  éco n o m ie  p o litiq u e , n o ta m m e n t s u r  les c au ses  d e  la 

•stagnation  g é n é ra le  d u  com m erce» P a r is  182 0)。 一  6 4 5 、6 4 6 0 

萨 伊 ，让 • 巴 • 《论 政 治 经 济 学 ，或 略 论 财 富 是 怎 样 产 生 、分 配 和 消 费 的 》 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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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巴 黎 版 。 引 自 威 • 罗 雪 尔 《国 民 经 济 学 原 理 》1 8 5 8 年 斯 图 加 特 一 奥 格 斯 堡  
增 订 第 3 版 （罗 雪 尔 《国 民 经 济 体 系 》第 ] 卷 ）（S a y ，J . - B . : T ra k é d ’écon o m ie  

[X )litique.ou  s im p le  e x p o s itio n  d e  la  m an iè re  d o n t se  f o r m e n t .s e  d is tr ib u e n t e t 

se  c o n so m m e n t les rich esses. P a r is  1802. N a c h ：W . R o s c h e r： D ie G ru n d la g e n  

d e r  N a tio n a lö k o n o m ie . 3 .，v erm , und  v e rb . A ufl. S tu ttg a r t*  A u g s b u rg  1858. 

( R o s c h e r :S y s te m  d e r  V o lk s w in h s c h a h .  B d  1 ) ) 。+— 2 0 9 〇
萨 伊 ，让 • 巴 • 《论 政 治 经 济 学 ，或 略 论 财 富 是 怎 样 产 生 、分 配 和 消 费 的 》(两 卷  

集 ） 1817 年 巴 黎 第  3 版 （S a y ， T ra i té  d ’éco n o m ie  p o 丨i tiq u e ， o u  s im p le  ex- 

|X ) s i t io n  de la m an iè re  d o n t se  f o rm e n t ,s e  d is tr ib u e n t e t  se  c o n so m m e n t les ri 

ch esses . 3. écL T . l .  2. P a r is  1 8 1 7)。 1 5 1、1 6 2 、2 0 9 。
萨 伊 ，让 • 巴 • 《论 政 治 经 济 学 》( 两 卷 集 ）, C .R .普 林 塞 普 译 自 法 文 第 4 版 ， 1821 

年 伦 敦 版 （S a y ，J. B . : A  tre a tis e  o n  p o lilica l e c o n o m y .T ra n s i,  f ro m  th e  4 .ed . o f 

th e  F re n c h  l)y C. R . P rin se p . In  2 vol. L o n d o n  182 1)。 2 0 9 。
塞 克 斯 都 • 恩 披 里 柯 《反 对 数 学 家 》 (S e x tu s  E m piricus: A dversus m ath em atico s)。

- 3 8 1 0

桑 顿 ，威 • 托 • 《人 口 过 剩 及 其 补 救 办 法 》1 8 4 6 年 伦 敦 版 （T h o r n to n ，W . T h . : 

O v e rp o p u la t io n  an d  its  re m e d y ： o r ,  an  in q u iry  in to  th e  e x te n t  a n d  c au ses  o f 

th e  d is t r e s s  p re v a ilin g  a m o n g  th e  lab o u rin g  c la s s e s  o f  th e  B ritish  Is la n d s* a n d  

in to  th e  m e a n s  o f  re m e d y in g  it. L o n d o n  1 8 4 6 )0 ------- 1 7 1 、2 7 7 0

色 诺 芬 《居 鲁 士 的 教 育 》，恩 • 波 波 编 ，1 8 2 1 年 莱 比 锡 版 (X e n o p h o m C y ro p a e d ia . 

Ed. E. P oppo . L ip s iae  1821 )〇 --------3 8 2 。
沙 鸥 ，华 • 弗 • 《土 地 、梢 物 和 人 》，H .蔡 泽 在 作 者 参 与 下 译 Ö 丹 麦 文 ，1 8 5 4 年 莱  

比 锡 第  2 版 （S ch ()u w ，J. F . :  D ie E rd e ,  dit» P fla n ze n  und  d e r  M en sch . N atu r*  

srh ildcT tingen . A u s  dom  D än. u n te r  M itw . d e s  V erf. v o n  H . Z eise  . . .  2. A ufl. 

L eipzig  1854 ) 0 —— 5 4 0。
舍 尔 比 利 埃 ，安 • 《富 或 贫 。社 会 财 富 当 前 分 配 的 因 果 》1 8 4 1 年 巴 黎 版 (C h e rb u -  

liez , A . ： R ich e sse  o u  p a u v re té . E x p o s itio n  d es c au ses  e t d e s  e ffe ts  d e  la d is t r i 

b u tio n  a c tu e lle  d es r ic h e sse s  soc ia les . P a r is  1841 )〇 —  1 8 8、6 2 2 、6 9 6 。
舍 伐 利 埃 . 阿 • 《食 品 、药 品 和 商 品 伪 造 掺 假 词 典 》( 两 卷 集 ）1 8 5 0 —  1 8 5 2 年 巴 黎  

版 （n u * v a l l i e r ,A . : 【d ic tionnaire  d es a lté ra t io n s  e t fa ls if ica tio n s  d es 

a l im e n ta ire s ,  m cd ic am o n ie u se s  e t c o m m e rc ia le s  avec  l in d ica tio n  d es m o y en s  

d e  les reco n n a ître . T . 1. 2. P a r is  1850 — 1852) 〇 -------2 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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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托 尔 希 ，亨 • 《政 治 经 济 学 教 程 , 或 论 决 定 人 民 幸 福 的 原 理 》（四 卷 集 ）1 8 1 5 年 
圣 彼 得 堡 版 第  1 、 2 卷 （S to rc h ，H .:C o u r s  (丨 é co n o m ie  p o liti(丨u e ， o u  e x p o sitio n  

d e s  p rin c ip es  qu i d é te rm in e n t la p ro sp é r i té  d e s  n a tio n s . 1'. 1 4. T . 1. 2. S t.

P é te r s b o u rg  1 8 1 5)。------- ^174v3 7 6 > 6 2 7〇
施 托 尔 希 ，亨 • 《政 治 经 济 学 教 程 •或 论 决 定 人 民 幸 福 的 原 理 》( 四 卷 集 ）• 附 让 • 

巴 • 萨 伊 的 注 释 和 评 述 ，1 8 2 3 年 巴 黎 版 第 1 、3 卷 （S to r c h ，H . : C o u rs  

d 'é c o n o m ie  |X )litique»ou e x p o s itio n  d e s  p rin c ip es  qui d é te rm in e n t la p ro sp é r ité  

d e s  n a tio n s . A vec d e s  n o te s  ex p lic a tiv e s  e t  c r itiq u es  p a r  J .-B . Say. T . 1 — .L T .  

1. 3. P a r is  1 8 2 3 )。—— 3 6 6 、3 7 5 、6 9 5 。
舒 尔 茨 . 威 • 《生 产 运 动 。 从 历 史 统 计 学 方 面 论 国 家 和 社 会 的 一 种 新 科 学 的 基  

础 的 建 立 》1 8 4 3 年 苏 黎 世 - 温 特 图 尔 版 （S c h u lz，W .: D ie B ew egung  d e r  P ro  

d u c t ion. E in e  g e sc h ic h tl ic h -s ta t is tis c h e  A h h a n d lu n g  z u r  G ru n d le g u n g  e in e r 

n e u en  W isse n sc h a f t d e s  S ta a ts  u n d  d e r  G e se llsch a fl. Z ü r ic h , W in ie r th u r  

1 8 4 3)。 一 一 3 8 7 。
斯 卡 尔 培 克 ，弗 • 《社 会 财 富 的 理 论 。 附 政 治 经 济 学 参 考 书 目 》( 两 卷 集 ）

年 巴 黎 第  2 版 第  1 卷 （S k a rb e k ，F. : T h é o r ie  d e s  ric h e sse s  sociales . S u iv ie  d ’une 

b ib lio g ra p h ie  de  l 'é c o n o m ie  po litiq u e . 2. éd. T . 1. 2. T . 1. P a r is  1 8 3 9)〇 
3 4 0 ,3 6 6 c

斯 克 罗 普 • 乔 • 波 •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阿 • 波 特 尔 编 . 1 8 4 1 年 纽 约 版 (S c ro p e ， 
G . P . ： P r in c ip le s  o f  po litica l e c o n o m y , ded u ced  fro m  th e  n a tu ra l law s o f  social 

w e lfa re , an d  ap p lied  to  th e  p re se n t  s ta te  o f B rita in . Ed. A . P o tte r .  N ew  Y o rk  

1 8 4 1 )0 —— 6 3 4 。
斯 密 ，亚 • 《道 德 情 操 论 》1 7 5 9 年 伦 敦 版 （S m it h ，A : T h e  th e o r y  o f  m o ra l se n li  

m e n ts . L o n d o n  1 7 59) 0 -------  6 5 9 。
斯 密 ，亚 • 《国 民 财 富 的 性 质 和 原 因 的 研 究 》( 又 译 《国 富 论 》) （两 卷 集 ) 1 7 7 6 年 伦  

敦 版 第  1 卷 （S m i th ，A. : A n  in q u iry  in to  th e  n a tu re  an d  c au ses  o f  th e  w e a lth  o f 

n a tio n s . In  2  vol. V oL 1. L o n d o n  1 7 7 6)〇
斯 密 ，亚 • 《国 民 财 富 的 性 质 和 原 因 的 研 究 》( 五 卷 集 ）• 热 • 加 尔 涅 的 新 译 本 ，附 

译 者 注 释 和 评 述 ，1 8 0 2 年 巴 黎 版 第 1、5 卷 （S m i th ，人 ： R e ch e rch e s  s u r  la 

n a tu re  e t les  c a u se s  d e  la r ich e sse  d e s  n a tio n s . T ra d . nouv . .a v e c  d e s  n o te s  et

o b s e rv a t io n s ;p a r  G . G a rn ie r . T . 1 — 5. T . 1 .5 .P a r is  1802) 0 ------- 3 7 、1 1 7、3 7 8 、
5 6 9 、6 0 3 、6 6 0 、6 6 3 、6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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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密 . 亚 • 《国 民 财 寓 的 性 质 和 原 因 的 研 究 》( 三 卷 集 ）. 附 注 释 和 附 录 ，大 • 布 坎  
南 编 注 ， 1814 年 爱 丁 堡 版 第  1 卷 （S m i th ，TV: A n  in q u iry  in to  th e  n a tu re  an d  

c au ses  o f  th e  w e a lth  o f  n a tio n s  . . .  W ith  no tes*  an d  an  add. v o l . , b y  D. 

B uchanaii. In 3 vol. V ol. 1. E d in b u rg h  1 8 1 4)〇 -------787^

斯 密 ，亚 • 《国 民 财 富 的 性 质 和 原 因 的 研 究 》( 乂 译 《国 富 论 》) （六 畚 集 [可 能 是 四  
卷 集 ] ) . 附 《英 国 和 美 国 》一 书 作 者 [ 爱 • 吉 • 韦 克 菲 尔 德 ] 的 评 注 ，1 8 3 5 - 

1836 年 伦 敦 版 第  1 — 3 卷 （S m i th ，A . : A n  in q u iry  in to  th e  n a tu re  an d  c au ses  o f 

th e  w e a lth  o f n a tio n s . W ith  a  c o m m e n ta ry , b y  th e  a u th o r  o f ,,E n g la n d  an d  A - 

m erica “ [ d  i. E . G . W a k e f ie ld ] .  In 6 [ v i d r r t  4 ]  voL V ol. 1 —  3. L o n d o n  

1 8 3 5 —  18 36) 〇 —— 3 7 、1 1 7 、3 7 0 、3 7 8 、5 6 3 、6 3 I 。
斯 [ 塔 福 德 ] ，威 • 《对 近 来 我 国 各 界 同 胞 常 有 的 一 些 抱 怨 的 简 单 考 察 》1 5 8 1 年 

伦 敦 版 ( S [ la lT o r d ]，W .: A  co m p e n d io u s  o r  b rie fe  e x a m in a tio n  o f  c e r ta y n e  o r-  

d im iry  c o m p la in ts ,  o f  clivers o f  o u r  c o u n try  m e n  in th e se  o u r  d a y e s , e tc. 

L o n d o n  1581 )〇 8 0 4。
斯 特 赖 誇 ，约 • 《伊 _ 莎 白 女 王 盛 世 的 宗 教 改 革 和 国 教 运 动 以 及 英 国 教 会 中 其  

他 事 件 的 编 年 史 》 1725 年 第  2 版 （S tr y p e ，J. : A n n a ls  o f  丨h e  R e fo rm a tio n  and 

e s ta b lish m e n t o f re lig io n ,a n d  o th e r  v a rio u s  o c cu re n ce s  in th e  C h u rc h  o f  E n g  

land d u r in g  Q u een  E lis a b e th ’s h a p p y  r d g a  2. ed. o. ()• 1 7 2 5 ) 0 --------7 9 6。
斯 特 兰 奇 • 威 • 《健 康 的 七 要 素 》1 S 6 4 年 伦 敦 版 。 引 自 《童X 调 查 委 员 会 。 （ 1862 

年 。）第  4 号 报 告 》 1865 年 伦 敦 版 （S tra n g e .  W . : T h e  sev en  so u rc e s  o f  h ea lth . 

lx)ndon 1864. N ach： O iild re n  s  em ploym eni c o m m issio n < 1 862). F o r th  report ... 

L o n d o n  1865 )。 ------ 264 —  2 6 5 。
斯 图 亚 特 • 杜 • 《政 治 经 济 学 讲 义 》1 8 5 5 年 爱 丁 堡 版 第 1 卷 ( 《斯 图 亚 特 全 集 》， 

威 • 汉 密 尔 顿 编 ，第  8 卷 ）（S te w a r t，D .: L e c tu re s  on  po litica l econom y. V o l . 】 . 

E d in b u rg h  1 8 5 5 .( T h e  co llec ted  w o rk s . E d . by  W . H a m ilto n . V ol. 8 ))。 一 
3 3 4 、3 5 9 、3 7 6 、5 1 2。

斯 阁 亚 特 •詹 •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研 究 ，或 自 由 国 家 内 政 学 概 论 》( 两 卷 集 ） 1767 

年 伦 敦 版 第  I 卷 （SteuaruJ.: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 
my： being an essay on the science of domestic {X)licy in free nations. In 2 vol. 
V ol. 1. London 176 7)。 -------3 6 7 0

斯 图 亚 特 • 詹 •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研 究 ，或 自 由 国 家 内 政 学 槪 论 》( 三 卷 集 ） 1770 

年 都 柏 林 版 第  1 、 2 卷 ( S tc u a r t，J . : A n  in q u iry  in to  th e  p rin c ip le s  o f  po litic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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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 c o n o m y： be in g  an  e s sa y  o n  th e  sc ien ce  o f d o m e s tic  po licy  in free  na tio n s. In 

3 vol. V ol. 1 .2 . D u b lin  1 7 7 0 )。—— 1 8 1 ,6 9 4 - - 6 9 5 ,7 8 7 a 

斯 图 亚 特 ，[ 詹 • ]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研 究 ，或 自 由 国 家 内 政 学 概 论 》( 五 卷 集 ） 
1789 年 巴 黎 版 第  1 卷 （ S t e u a r t R e c h e r c h e  d es p rin c ip es  de  丨’économ ie  

p o litiq u e , ou  e ssa i s u r  la sc ien ce  d e  la po lice  in té r ie u re  d e s  n a tio n s  lib res. T . 

1 — 5 .T . 1. P a r is  1 7 8 9 )。 —— 3 4 6 ,4 4 9 0 

斯 图 亚 特 ，詹 •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研 究 ，或 自 由 国 家 内 政 学 概 论 》，载 于 《斯 图 亚  
特 著 作 集 》( 六 卷 集 ）, 其 子 詹 • 斯 图 亚 特 汇 编 ，1 8 0 5 年 伦 敦 版 第 1 卷 ( S te u a r u  

J. ： A n  in q u iry  in to  th e  p rin c ip le s  o f  p o litica l o e c o n o m y： b e in g  a n  e ssa y  on  ihe  

sc ience  o f  d o m e s tic  po licy  in free  n a tio n s . I n ： T h e  W o rk s ,p o l i t ic a l ,m e ta p h y s i  

c a l ,  an d  ch ro n o lo g ica l. N o w  finst co llec t, by J. S te u a r t ,  h is  s o n ,  fro m  h is 

f a th e r ^  c o rr. c o p ie s , to  w h ic h  a re  su b jo in ed  an ec d o te s  o f  th e  a u th o r. In 6 voL 

V ol. 1. L o n d o n  1 8 0 5)。 146。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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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u c k e t t，J . D .: A  h is to ry  o f  th e  p a s t an d  p re se n t s ta te  of 

th e  la b o u rin g  p o p u la tio n ,in c lu d in g  th e  p ro g re s s  o f  a g r ic u ltu re ,m a n u fc ic tu re s , 

an d  c o m m e rc e  . . .  V ol. 1. 2. L o n d o n  1 8 4 6 ) 。 - 3 7 8 、7 7 7 、8 1 0 。
汤 普 森 ，本 • - 见 拉 姆 福 德 伯 爵 ，本 • [ 汤 • ] 《政 治 、经 济 、哲 学 论 文 集 L  

汤 普 森 ，威 • 托 • 《最 能 促 进 人 类 幸 福 的 财 富 分 配 原 理 的 研 究 》1 8 2 4 年 伦 敦 版  
( T h o m p s o n , W . T h . ： A n  in q u iry  in to  th e  p rin c ip les  o f th e  d is tr ib u tio n  o f 

w e a lth  m o s t  co n d u c iv e  to  h u m a n  h a p p in e s s； ap p lied  to  th e  new ly  p ro p o sed  

s y s te m  o f  v o lu n ta ry  e q u a lity  o f  w e a lth . L ondon  1824) 0 - 377a
[ 唐 森 ，约 • ] 《论 济 贫 法 h — 个 愿 人 们 幸 福 的 人 著 （1 7 8 6 年 ），1 8 1 7 年 伦 敦 再 版  

( [T o w n s e n d ,J .  ： J  A  d is s e r ta t io n  o n  th e  p o o r law s. By a  w e ll-w ish e r  to  m an-

k ind . 1786. R e p u b lis h e d  L o n d o n  1 8 1 7)。 --------6 9 4 〇
唐 森 ，约 • 《西 班 牙 游 记 。 1 7 8 6 年 和 1 7 8 7 年 》（三 卷 集 ）1 7 9 1 年 伦 敦 版  

(T o w n se n c l ,J .  ： A  jo u rn e y  th ro u g h  vSpain in  th e  y e a rs  1786 an d  1787. In  3 vol.

L o n d o n  1 7 9 1)。 --------6 9 4 。
梯 也 尔 ，路 • 阿 • 《财 产 论 》1 8 4 8 年 巴 黎 版 ( T h ie r s ,  L. A . : De la p ro p rié té . P a m  

1 8 4 8 )。—— 4 6 4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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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货 论 评 述 。给 苏 格 兰 人 民 的 一 封 信 :论 政 府 干 涉 苏 格 兰 现 存 银 行 制 度 的 危  
险 》，英 国 一 银 行 家 著 ， 1845 年 爱 丁 堡 版 （丁h e  c u rre n c y  th e o ry  re v ie w e d ;in  a 

le t te r  10 th e  Scottivsh p eo p le  o n  th e  m en aced  in te rfe re n c e  by  g o v e rn m e n t w ith  

th e  e x is tin g  s y s te m  o f  b a n k in g  in S co tlan d . By à  b a n k e r  in E n g lan d . 

E d in b u rg h  1845)。 ------- 1 3 5。
图 克 ，托 • / 威 • 纽 马 奇 《价 格 和 流 通 状 况 的 历 史 。 1 0 8 — 1 8 5 6 年 》( 两 卷 集 ）， 

载 于 《价 格 史 。 1 7 9 2 年 到 现 在 》1 8 5 7 年 伦 敦 版 第 5 、6 卷 （Tooke?，T h .，W . 

N c w m a rc h ： A  h is to ry  o f  p r ic e s , an d  o f  th e  s ta te  o f  th e  c irc u la tio n , d u r in g  th e  

n ine  y e a rs  1848 — 1856. In  2 vol.； fo rm in g  th e  5, an d  6. vol. o f  th e  H is to ry  o f  

price's f ro m  1792 to  th e  p re se n t  tim e . V ol. 5. 6. L o n d o n  1857) 0 --------3 0 6。
托 伦 斯 ，罗 • 《论 财 富 的 生 产 》1 8 2 1 年 伦 敦 版 ( T o r r e n s ，R . : A n  e ssa y  o n  th e  p ro  

d u c lio n  o f  w e a l th ； w ith  an  app . , i n  w h ic h  th e  p rin c ip le s  o f  po litica l eco n o m y  

a re  app lied  to  th e  ac tu a l c irc u m s ta n c e s  o f  th is  c o u n try . L o n d o n  1821 ) 〇 
1 6 0 、186。

托 伦 斯 ，罗 • 《论 工 资 和 联 合 》1 8 3 4 年 伦 敦 版 ( T o r r e n s ，R : O n  w ag es an d  c o m b i- 

na tion . L o n d o n  1834 )〇 --------4 2 2 。
托 伦 斯 ，罗 • 《论 谷 物 外 销 》1 8 1 5 年 伦 敦 版 （T o r r e n s，R . : A n  e ssa y  o n  th e  

o x lc rn a l c o m  t r a d e ； c o n ta in in g  a n  iri(4u iry  in lo  th e  g en era l p rin c ip le s  o f  th a t  

im p o rta n t b ra n ch  o f  tra f f ic ;  a n  e x a m in a tio n  o f th e  e x ce p tio n s  to  w h ich  th ese  

p rin c ip les  a rc  lia b le ； and  a  c o m p a ra tiv e  s ta te m e n t  o f  th e  e ffe c ts  w h ich  r e s t r ic 

t io n s  on  im p o rta tio n  an d  free  in te r c o u r s e ,a r e  ca lcu la ted  to  p ro d u c e  u p o n  su b -  

s is te n c c ，a g r ic u ltu re ，c o m m e rc e ， an d  revenue . L ondon  1 8 1 5 )0 -------1 7 1 0

w
瓦 茨 ，约 • C工 会 和 罢 工 。 机 器 和 合 作 社 》[ 1 8 6 5 年 ] 曼 彻 斯 特 版 （w a t t s , j . :

T ra d e  so c ie ties  an d  s t r ik e s： th e ir  goo d  an d  evil in flu en ces on  th e  m e m b e rs  o f 

T ra d e s  U n io n s ,a n d  on  so c ie ty  a l la rge . M a c h in e ry ； i ts  in flu en ces  on  w o rk  and 

w a g e s .a n d  c o o p era tiv e  so c ie t ie s ,p ro d u c tiv e  a n d  d i s t r ib u t iv e .p a s t ,p r e s e n t ,a n d  

fu tu re . M a n c h e s te r  [1 8 6 5 ] )。 ------ 5 8 0 %5 8 4 〇
iC 茨 ，约 • 《政 治 经 济 学 家 的 事 实 和 臆 想 : 科 学 原 则 述 评 ，去 伪 存 真 》1 8 4 2 年 曼  

彻 斯 特 —̂ 伦 敦 版 （W a t ts，J . : T h e  fa c ts  an d  fic tio n s  o f  p o litic a 丨 e c o n o m is ts : 

be ing  a rev iew  of th e  p rin c ip le s  o f th e  sc ien c e , s e p a ra tin g  th e  t ru e  f ro m  t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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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 lse . M a n c h e s te r ,L o n d o n  L 8 4 2 )0 5 8 0 0

威 德 ，约 • 《中 等 阶 级 和 工 人 阶 级 的 历 史 》1 8 3 5 年 伦 敦 第 3 版 ( W a d e . j . : H is to ry  

o f  th e  m id d le  an d  w o rk in g  c la s s e s； w ith  a  p o p u la r  fx p ( ；s ilio n  o f  ih c  econom ical 

an d  p o litica l p rin c ip le s  w h ic h  h ave  in flu en ced  th e  p ast an d  p re sen t c o n d itio n  o f 

th e  in d u s tr io u s  o rd e rs . A lso  an  app . . . .  3. ed. L o n d o n  1 8 3 5 )。 一  2 4 9 、 
2 8 0 、6 6 2 。

威 尔 克 斯 ，马 • 《印 度 南 部 的 历 史 概 要 。迈 索 尔 历 史 初 探 》( 三 卷 集 ）1 8 1 0 年 伦  
敦 版 第  1 卷 （W ilk s，M .: H is to ric a l sk e tc h e s  o f  th e  S o u th  o f  In d ia ， in an 

a t te m p t  to  tra c e  th e  h is to ry  o f  M y so o r fro m  th e  o rig in  o f  th e  H in d o o  G o v e rn 

m e n t o f  th a t  s t a te ,  to  th e  e x tin c tio n  o f  th e  M ohcim m edan  Dymi.sty in  1799. 

V ol. 1 — 3. V ol. 1. L o n d o n  1810) 0 --------3 7 3 。
威 兰 德 • 弗 •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1 8 4 3 年 波 士 顿 版 （W a y h m d .F . : T h e f le m e m s  of 

p o litica l eco n o m y . B o sto n  1843)。 1 6 2、210  2 1 1 。
威 廉 斯 ，瓦 • 见 克 里 德 ，赫 • / 瓦 • 威 廉 斯 《外 国 与 大 不 列 颠 I ：厂 的 竞 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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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于 这 些 问 题 的 学 说 》1 8 2 6 年 伦 敦 版 （W e s t，E . : P r ic e  o f  c o rn  and  w a g es  o f  la 

b o u r ,w ith  o b se rv a tio n s  u p o n  D r. S m i th 's ,M r .  R ic a rd o 's» a n d  M r. M a lth u s 's  

d o c tr in e s  u p o n  th o se  s u b je c ts ； an d  an  a t te m p t  a l an  e x p o s itio n  o f  th e  cau ses o f  

th e  flu c tu a tio n  o f  th e  p rice  o f  c o m  d u r in g  th e  la s t th i r ly  y ears . L o n d o n  1826) u 

—— 5 7 1 — 573 〇
[ 威 斯 特 ，爱 • ] 《论 资 本 用 于 土 地 ，并 论 对 谷 物 进 口 严 加 限 制 的 失 策 》，牛 津 大 学  

大 学 学 院 一 研 究 员 著 ，1S15 年 伦 敦 版 ( [ W e s t，E . : ]  E ssa y  o n  th e  a p p lic a tio n  o f 

capitfil to  la n d , w ith  o b se rv a tio n s  sh e w in g  th e  im p o licy  o f  an y  g re a t re s tr ic tio n  

o f  th e  im p o rta tio n  o f  c o rn , an d  th a t  th e  b o u n ty  o f  1688 d id  n o t lo w er th e  price 

o f  it. By a fe llow  o f  U n iv e rs i ty  C o lle g e ,O x fo rd . L o n d o n  1815) 0 - 5 7 1 。
韦 克 菲 尔 德 ，爱 • 吉 • 《略 论 殖 民 艺 术 》1 8 4 9 年 伦 敦 版 (W a k e f ie ld ，E. G . : A  v iew  

o f  th e  a n  o f  co lo n iz a tio n , w ith  p re se n t  re fe ren ce  to  th e  B ritish  E m p ire； in let- 

te r s  b e tw ee n  a  s ta te s m a n  an d  a co lo n ist. I^ondon 184 9)。 ------- 3 3 9 。
[ 韦 克 菲 尔 德 ，爱 • 吉 • 《斯 密 〈国 富 论 〉评 注 》，] 载 于 亚 • 斯 密 《国 民 财 富 的 性 质  

和 原 因 的 研 究 》1 8 3 5 年 伦 敦 版 第 1 卷 （[W a k e f ie ld , E .G . :  A  c o m m e n ta ry  to  

S m ith 's  w e a lth  o f  n a tio n s. ]  I n ： A . S m i th ： A n  in q u iry  in to  th e  n a tu re  an d  cau- 

se s  o f th e  w e a lth  o f  n a tio n s  .. .  V ol. 1. L o n d o n  1835)。 -------5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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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 克 菲 尔 德 ，爱 • 吉 • ] 《英 国 和 美 国 。 两 国 社 会 状 况 和 政 治 状 况 的 比 较 》(两  
卷 集 ） 1833 年 伦 敦 版 第  2 卷 （[W a k e f ie ld ，E. G . : ]  E n g la n d  an d  A m erica» A  

c o m p a riso n  o f  th e  social an d  po litica l s ta te  o f  b o th  n a tio n s . In  2 vol. V ol. 2. 

L o n d o n  1 8 3 3 )。 —— 2 7 6 、(518、7 2 5 、 831 —  8 3 9 。
韦 里 ，彼 • 《政 治 经 济 学 研 究 》，附 乔 • 里 • 卡 尔 利 的 注 释 ，载 于 《意 大 利 政 治 经  

济 学 名 家 文 集 • 现 代 部 分 》，[ 彼 • 库 斯 托 第 编 ，Ü 1 8 0 4 年 米 兰 版 第 1 5 卷 
( V e r r i ,  P . ； M ed itazion i su lla  eco n o m ia  p o litica  . . . c o n  an n o tazio n i di G .-R . 

C arli. I n ： S c r i tto r i  c lass ic i ita lian i di eco n o n iia  po litica . [ H r s g .  P. C u s to d i.]

P a r te  m o d em a . T . 15. M ilan o  1 8 0 4)。 --------3 4 、8 4 、1 2 8 、3 4 2 。
沃 伯 顿 ，约 • 《矿 山 视 察 。致 〈泰 晤 士 报 〉编 辑 》，载 于 1 8 6 7 年 1 月 2 6 日《泰 晤 士  

报 》( 伦 敦 ）第  25718  号 （W a r l)u n o n ，J . : In sp e c tio n  o f  m in es. T o  th e  E d ito r  o f 

T h e  T im e s . I n :丁he T im e s . London* N r. 2 5 7 1 8，26. J a n u a r  1 8 6 7 )。 一 — 5 2 8 〇 
沃 森 ，约 • 福 • 《[ 也 谈 ] 约 翰 • 克 劳 弗 德 的 [ 报 告 ] 〈论 棉 花 的 供 应 〉》，载 于 1861 

年 4 月 1 9 日《技 艺 协 会 杂 志 》（伦 敦 ）（W a ts o n ，J . R :  [D isk u s s io n  z u : ]  Jo h n  

C ra w fu rd ： ( )n  th e  c o tto n  vsupply. [ B e r ic h l . ]  I n ： T h e  Jo u rn a l o f th e  S o c ie ty  o f

A r t s ， and  o f  the、 In s t i tu t io n s  in U n io n . London« 】9. A p ril 1861) 0 ------- 4 0 7 〇
乌 尔 卡 尔 特 ，戴 • 《家 常 话 》1 8 5 5 年 伦 敦 版 （U r q u h a r t，D .: F a m ilia r  w o rd s ， a s  a f 

fec tin g  th e  c h a ra c te r  o f  E n g lish m e n  and  th e  fa te  o f  E n g lan d . L o n d o n  1855 ) 0 

一  9 4 、3 7 9 、5 3 1 、8 0 9 、8 1()。

X

[ 西 利 ，罗 • 本 • ] 《国 家 的 危 险 。 向 立 法 机 关 、僧 侣 和 上 层 阶 级 及 中 等 阶 级 的 呼  
吁  I I 尽 43 年 伦 敦 修 订 第  2 藤 4 坪 ，R« 兹 : 〕 T lie  p e r ils  o f  th e  nation« A n  ap* 

peal to  th e  le g is la tu r e ,th e  c le rg y ,a n d  th e  h ig h e r  an d  m id d le  c la sses . 2 .ed . .re v . 

L o n d o n  1843) 〇 --------785 „

西 尼 耳 ，纳 • 威 •《关 于爱 尔 兰 的丨 日志、谈 话 和 短 评 》( 两 卷 集 ）1 8 6 8 年 伦 敦 版 第  
2 ^ ( S e n i o r .  N. W . ： J o u rn a ls ,  co n v e rsa tio n s  an d  e s sa y s  re la tin g  to  Ire lan d . In  2 

vol. V ol. 2. L o n d o n  1 8 6 8 ) , —— 7 6 6 ；7 8 9 .

西 尼 耳 ，纳 • 威 • 《关 于 工 厂 法 对 棉 纺 织 业 的 影 响 的 书 信 。 附 伦 纳 德 • 霍 纳 给  
西 尼 耳 先 生 的 信 以 及 埃 • 阿 什 沃 思 先 生 、汤 普 森 先 生 和 西 尼 耳 先 生 之 间 的 谈  
话 i己录 》 1837 年 伦 敦 版 ( S e n io r，N. W . : L e t te r s  o n  th e  fa c to ry  a c t ， a s  it  a ffe c ts  

th e  c o tto n  m a n u fa c tu re  . . .  T o  w h ic h  a re  a p p e n d e d ,a  le t te r  to  M r. S e n io r  fr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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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o n ard  H o rn e r ,  an d  m in u te s  o f a c o n v ersn tio n  b e tw ee n  M r. ExJnumcl A sh  

w o r th ,M r .T h o m p s o n  an d  M r. S en ior. L o n d o n  1837),, 2 2 8 、2 3 3 、4 2 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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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丨8 3 0 年 伦 敦 版 ( S e n io r .N .  W .:T h rf t*  le c tu re s  o n  lh e  ra te  

o f w a g e s t d e liv ered  b e fo re  th e  U n iv e rs i ty  o f  O x fo rd ,  in E a s te r  te rn i»  1830. 

W ith  a  p ref. o n  ih e  c a u se s  an d  re m e d ie s  o f  th e  p re se n t d is tu rb a n c e s . I>ondon 

1 8 3 0 )o —— 5 7 3 ,5 7 8 .

西 尼 耳 • 纳 • 威 • 《会 议 致 词 》，载 亍 《全 国 社 会 科 学 促 进 协 会 第 七 届 年 会 总 报  
告 。大 会 1 8 6 3 年 1 0 月 在 爱 丁 堡 召 开 》1 8 6 3 年 爱 丁 堡 伦 敦 版 （S eni〇r ，N. 

W . ： A d d re ss . I n ： T h e  N a tio n a l A sso c ia tio n  fo r  th e  P ro m o tio n  o f  Social 

Science. R e p o rt o f  p ro c ee d in g s  a t th e  seven!li a n n u a l c o n g re s s , he ld  in Pxlin

b u rg h ,O c to b e r  1863. E d in b u rg h . L o n d o n  186 3)。 ------  5 0 9 > 5 2 0〇
西 尼 耳 . 纳 • 威 • 《政 治 经 济 学 基 本 原 理 》，让 • 阿 里 瓦 本 选 自 纳 • 威 • 西 尼 耳  

先 生 已 出 版 和 未 出 版 的 讲 义 年 巴 黎 版 （S e n io r，N , W . : P r irK、ipes fonda 

m e n ta u x  d e  l économ ie  politique» t iré s  d e  leçons cd. et inéd. de  N . W . S e n io r ,

p a r  J. A rrivabene* P a r is  1 8 3 6)〇 ------ 6 3 3〇
西 尼 耳 ，纳 • 威 • 《政 治 经 济 学 科 学 大 纲 》1 8 3 6 年 伦 敦 版 (S e n io r .  N . W. : A n  o u t 

line o f  th e  sc ience  o f  po litica l econom y. L o n d o n  1836)。 一 2 3 3 0 

西 斯 蒙 第 ，让 • 沙 • 萊 • 西 蒙 德 • 德 • 《论 商 业 财 富 ，或 商 、丨k 立 法 中 运 用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 两 卷 集 ）18〇3 年 H 内 瓦 版 第 1 卷 ( 窗 s m o n d U . d L .  S im o n d e  

d e ： D e la r ich e sse  c o m m e rc ia le , ou  p rin c ip es  d 'é co n o m ie  p o litiq u e , appliciués à 

la lég is la tio n  d u  co m m e rc e . T . 1. 2. T .  1. G en èv e  18 0 3)。 5 6 3 。
西 斯 蒙 第 ，让 • 沙 • 莱 • 西 蒙 德 • 德 • 《政 治 经 济 学 概 论 》( 两 卷 集 >1837 1838

年 布 鲁 塞 尔 版 （S ism o n d i，J . - C H  S im o n d e  d e :  É tu d e s  s u r  ré c o n o m ie  

po litique. T . 1. 2. B ru x e lle s  1837 — 1838) 〇 3 2 8 、6 3 2 。
西 斯 蒙 第 ，让 • 沙 • 莱 • 西 蒙 德 • 德 • 《政 治 经 济 学 新 原 理 ，或 论 财 富 同 人 口 的  

关 系 》（两 卷 集 ）1 8 1 f  年 巴 黎 第  1 版 （SLsraondi, J.-C h*-L . S im o n d e  d e : 

N o u v eau x  principles cFéconom ie p o litiq u e , o u  d e  la r ich e sse  d a n s  se s  ra p p o rts

avec la p o p u la tio n . 1. éd. T .  1.2. P a r is  1819) 〇 ------- 6 0 0 、6 1 7 、6 2 0 、6 2 1 、6 9 5。
西 斯 蒙 第 ，让 • 沙 • 莱 • 西 蒙 德 • 德 • 《政 治 经 济 学 新 原 理 ，或 论 财 富 同 人 口 的  

关 系  M  两 卷 集 ） 1827 年 巴 黎 第  2 版 （S ism o n d i, J . - C h .- L  S im o n d e  de.: 

N o u v eau x  p rin c ip es  d 'é co n o m ie  p o lit iq u e .o u  d e  la rich e sse  d a n s  sc s  ra p p o 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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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c la p o p u la tio n . 2. éd. T . 1.2. P a r is  1 8 2 7 )e ------ 1 5 2、1 7 3、6 1 2 、6 5 0 、8 2 6。
《限 制 羊 毛 出 口 的 理 由 》1 6 7 7 年 [ 伦 敦 版 ] (R e a s o n s  fo r  a  lim ited  e x p o rta tio n  of 

w oolL [L o n d o n ]  1 6 7 7)。 ------ - 605 〇
休 谟 ，大 • 《对 若 干 问 题 的 论 述 》( 两 卷 集 ）1 7 6 4 年 伦 敦 新 版 （H u m e ，D . : E sSayS 

and trea tises on  several subjects. A  new  e d  In 2 vol. London 1 7 6 4 )0 -------- 118。
修 昔 的 底 斯 《伯 罗 奔 尼 撒 战 争 史 》( 八 卷 集 ）1 8 3 1 年 莱 比 锡 版 （T h u c y d id e s :  De 

bello  P e lo p o n n es iaco  lib ri oc to . L ip s iae  1831 )〇 ------- 381 —  382 0

Y

亚 里 士 多 德 《政 治 学 》( 共 八 册 ），原 文 依 据 伊 • 贝 克 尔 文 本 作 了 新 的 校 订 并 译 成  
德 文 ，另 附 完 整 的 考 证 资 料 和 译 者 阿 • 施 塔 尔 编 制 的 人 名 索 引 ，1 8 3 9 年 莱 比  
锡 版 （希 腊 文 德 文 对 照 ）（A r is to te le s :P o l i t ik  in a c h t B üchern . D e r U r te x t  nach  

I .B t'k k e rs  TextevSrec. a u f  s  N eue  b e r ic h tig t und i n s  D e u tsc h e  Q b e r t r . ,s o  w ie 

m it  vo lls t. k r it. A p p a ra te  und e in e m  V erz. d e r  E ig e n n am e n  v e rs , v o n  A . 

S ta h r . L eipzig  1839. [P a ra l le l l i le l :  la t. ; T e x t :  g r i e d x ，d t〇 )。 1 5 0 、1 6 3 o

亚 里 士 多 德 《政 治 学 》( 共 八 册 ) 1 8 3 7 年 牛 津 版 (《亚 里 士 多 德 全 集 》，伊 . 贝 克 尔  
编 ，第  10 卷 ）（A ris to te le s : D e repub lica  libri V III e t œ conom ica. (P o litica* ) 

O xon ii 1837. (O p e ra . E x  ree. I. B ekkeri. T .  10) ) 〇 -------7 9 、1 5 0。
杨 格 ，阿 • 《爱 尔 兰 游 记 。 该 王 国 目 前 状 况 概 述 》( 两 卷 集 ）1 7 8 0 年 伦 敦 第 2 版 

( Y o u n g »A.： A  to u r  in Ire lan d  ： w ith  g en era l o b se rv a tio n s  o n  th e  p re se n t  s ta te  

o f  t h a t  K in g d o m  ...  2. ecL In  2 v〇L L o n d o n  1 7 8 0)。 ------- 7 3 2。
杨 格 ，阿 • 《政 治 算 术 。 兼 评 大 不 列 颠 目 前 状 况 》1 7 7 4 年 伦 敦 版 ( Y o u n g ，A . : P o - 

litical a r ith m e tic . C o n ta in in g  o b se rv a tio n s  o n  th e  p re se n t  s ta te  o f G re a t 

B r i ta in ； an d  th e  p rin c ip le s  o f  h e r  po licy  in th e  e n co u ra g em e n t o f  a g ric u ltu re . 

L o n d o n  1 7 7 4 )0 ------- 1 1 7 、2 3 4 0

《一 篇 比 较 竞 争 和 合 作 的 利 弊 的 得 奖 论 文 》1 8 3 4 年 伦 敦 版 （ A  p rize  e ssa y  o n  th e  

c o m p a ra tiv e  m e r its  o f  c o m p e titio n  an d  co o p era tio n . L o n d o n  1 8 3 4 ) 。 -  

3 3 3 、4 5 1 。
伊 登 ，弗 • 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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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 d e n ，F. M . : T h e  s ta te  o f  th e  p o o r : o r ， an  h is to ry  

o f th e  lak>uring classes in E ng land , from  th e  conquest to  th e  p resen t p e rio d ;... 

w ith  a la rg e  app . In  3 vol. V ol. 1. L o n d o n  1 7 9 7 )。 ------  2 4 9 、6 3 9 、6 5 6 、6 5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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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3 、7 7 8 、7 8 2 、8 2 1 。
《英 属 印 度 古 今 历 史 概 述 》( 三 卷 集 ），休 • 默 里 [ 等 ] 编 著 ，〗抑 2 年 爱 丁 堡 版 第 2 

^ ( H i s t o r i c a l  a n d  d e sc rip tiv e  acco u n t o f  B ritish  In d ia , fro m  th e  m o s t re m o te  

p e rio d  to  th e  p re se n t  tim e. By H u g h  M u rra y  [ u .  a . ] .  In  3 vol. V o l. 2. E d in 

b u rg h  1 8 3 2)〇 -------- 3 5 4 。
尤 尔 ，安 • 《工 厂 哲 学 ，或 加 工 棉 、毛 、麻 、丝 的 工 业 经 济 学 。 附 英 国 各 工 厂 使 用  

的 各 种 机 器 的 描 述 》( 两 卷 集 ），译 文 经 著 者 审 定 ，] 8 3 6 年 巴 黎 版 O J r e ，Æ : P h i  

lo so p h ie  d e s  m a n u fa c tu re s  ou  éco n o m ie  industrie lk*  de  la fa b ric a tio n  d u  c o to n , 

de  la  la in e , du  lin  e t de  la soie» avec  la d e sc rip tio n  d e s  d iv e rses  m ach in es 

e m p lo y é es  d a n s  les  a te l ie rs  an g la is . T ra d ,  so u s  les y eu x  de  l ’a u te u r  e t augm . 

d ’u n  c h a p itre  in éd it s u r  l ’in d u s tr ie  c o to n n iè re  fra n ç a is e，etc. T . 1. 2. P a ris  

1 8 3 6 )。 —— 3 1 1 、3 6 5 、3 8 4 、3 % 、4 2 1 、4 3 8 、4 4 3 、4 5 2 、4 5 3 、4 5 7 -  4 5 9 、5 8 3 、 
5 8 8 、5 9 2 。

Z

詹 诺 韦 西 ，安 • 《市 民 经 济 学 讲 义 》，载 于 《意 大 利 政 治 经 济 学 名 家 文 集 • 现 代 部  
分 》，[ 彼 . 库 斯 托 第 编 ，] 1 8 0 3 年 米 兰 版 第 8 卷 (G e n o v e s i，A .:L e z io n i di eco- 

n o m ia  civile. I n ： S c r itto r i  c la ss ic i ita lian i di econom ia  po litica . [ H r s g ,  P . C u s 

to d y ]  P a r te  m o d ern a . T . 8. M ilano  1 8 03) 〇-------150。
《最 近 济 贫 税 增 加 的 理 由 ，或 劳 动 价 格 和 粮 食 价 格 的 比 较 研 究 》1 7 7 7 年 伦 敦 版  

(R e a s o n s  fo r  th e  la te  in cre ase  o f  th e  p o o r - r a te s ： o r  a c o m p a ra tiv e  v iew  o f th e  

p rice  o f  lab o u r an d  p ro v is io n s , h u m b ly  a d d re sse d  to  th e  c o n s id e ra tio n s  o f  th e  

leg is la tu re . L o n d o n  17 7 7)。 — 6 0 5 、7 2 3 o

法 律 、法 令 、文 件

A

《埃 森 、韦 尔 登 和 克 特 维 格 商 会 1 8 6 2 年 年 度 报 告 》1 8 6 3 年 埃 森 版 ( 知h m sb e ric h t 

d e r  H a n d e ls k a m m e r  fü r  EsSsen, W erd e n  und  K e ttw ig  p ro  1862. E sse n  1863) 〇 
------- 406  〇

《爱 尔 兰 农 业 统 计 。 I 8 6 0 年 各 郡 各 省 农 作 物 的 种 植 亩 数 和 牲 畜 存 栏 数 概 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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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 年 都 柏 林 版 （ A g ric u ltu ra l s ta t is t ic s .  Ire lan d . G e n e ra l a b s tra c ts  sh o w in g  

I he  a c reag e  u n d e r th e  sev e ra l c ro p s  an d  th e  n u m b e r  o f live  s to c k ,  in each  co u n  

ty  an d  p ro v in c e ,fo r  th e  y e a r  1860. A lso , th e  e m ig ra tio n  fro m  I r ish  p o r ts  fro m  

l s, J a n u a ry  to  l s, S e p te m b e r , I8 6 0 . P re se n te d  to  b o th  H o u s e s  o f  P a r lia m e n t by

c o m m a n d  of H e r  M ajes ty . D u b lin  ]8 6 0 )〇 --------7 5 3 。
《爱 尔 兰 农 业 统 计 。 ] 8 6 5 年 平 均 产 量 估 计 表 》1 8 6 6 1年 都 柏 林 版 （ A g ric iiltu m l 

s ta t is t ic s ,I r e la n d .  T a b le s  sh o w in g  th e  e s t im a te d  a v e ra g e  p ro d u c e  o f  th e  c ro p s  

fo r  th e  y e a r  1 8 6 5 ;an d  th e  e m ig ra tio n  fro m  Ir ish  p o r t s ,  fro m  1st J a n u a ry  to  31st 

D e ce m b er, 1 8 6 5； A ls o • th e  n u m b e r  o f  m ills  fo r s c u tc h in g  flax  in  e ach  c o u n ty  

an d  p rov ince . P re se n te d  to  b o th  H o u s e s  o f  P a r lia m e n t b y  c o m m a n d  o f  H e r  

M ajes ty . D ub lin  1 8 6 6 )0 7 5 3〇

I)

《大 不 列 颠 所 有 矿 山 状 况 调 查 委 员 的 报 告 》1 8 6 4 年 伦 敦 版 （ R e p o rt o f th e  c o m 

m is s io n e rs  a p p o in te d  to  in q u ire  in to  th e  co n d itio n  o f  all m in e s  in  G re a t B rita in  

to  w h ic h  th e  p ro v is io n s  o f  th e  a c t  23 24 V ie t. cap . 151 do  n o t a p p ly . W ith

re fe ren ce  to  th e  h e a lth  an d  sa fe ty  o f  p e rso n s  e m p lo y ed  in su c h  m in e s ; w ith  

app . P re se n te d  to  b o th  H o u se s  o f  P a r lia m e n t b y  c o m m a n d  o f  H e r  M ajes ty . 

L o n d o n  1 8 6 4)〇 --------7 1 5 〇

《帝 俄 驻 北 京 公 使 馆 关 于 中 w 及 其 人 民 、宗 教 、制 度 和 社 会 关 系 的 著 述 》，卡 • 阿  
贝 尔 和 弗 • 阿 • 梅 克 伦 堡 译 自 1852 1 8 5 7 年 圣 彼 得 堡 俄 文 版 ，1 8 5 8 年 柏 林  
版第  1 卷 （ A rb e ite n  d e r  K a ise rlich  R u ss isc h e n  G e sa n d tsc h a f t zu  P e k in g  ü b e r 

C h in a ,s e in  V o lk .s e in e  R e lig io n ,s e in e  In s t i tu t io n e n ,s o c ia le n  V e rh ä ltn is s e  etc. 

A u s dem  R uss . nach  d em  in St. P e te rsb u rg  1852 一 1857  veröff. O rig , von  C. 

八bei und F. TV M eck len b u rg . Bd. 1. B erlin  185 8)。 1 2 1 — 1 2 2。
《帝 阔 对 于 西 ■ 西 亚 的 特 权 和 法 令 》 （ K a ise rlich e  P riv ile g ien  und  S a n c tio n e n  fü r  

S c h le s ie n )。一  7 9 9 。
《东 印 度 ( 金 银 条 块 ) 。答 可 尊 敬 的 下 院 1 8 6 4 年 2 月 8 日 的 质 询 》[ 1 8 6 4 年 伦 敦  

üfi ! (E a s i  India< B u llio n ). R e tu rn  lo  an  a d d re s s  o f  th e  H o n o u ra b le  T h e  H o u se  

o f  C 'o m m o n s* d a ted  8 F e b ru a ry  1864. O rd e re d ,  b y  th e  H o u se  o f  C o m m o n s , to  

be p r in te d , 16 M ;irch  1864. [Ix> ndon  1 8 6 4 ])  1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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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法 律 ( 维 多 利 亚 十 六 和 十 七 年 通 过 的 第 卯 章 ，二 十 和 二 十 一 年 通 过 的 第 3 窜 :) 

执 行 情 况 调 查 委 员 会 委 员 关 于 流 放 和 劳 役 监 禁 的 报 告 》，第 1 卷 《正 文 与 附  
录 I ，第 2 卷 《证 词 记 录 》 • 1 8 6 3 年 伦 敦 版 （ R e p o r t  o f  th e  c o m m iss io n e rs  

a p p o in le d  to  in q u ire  in to  th e  o p e ra tio n  o f  th e  a c ts  <16 an d  17 V ie t. c. 99 and 

20 an d  21 V ic t.c . 3 > re la tin g  to  t r a n s p o r ta tio n  and  p en al se rv itu d e . V ol. l ： R e  

p o r t  an d  ap p en d ix . VoL 2 -M in u te s  o f  ev idence . P re se n te d  to  b o th  H o u se  o f 

P a r lia m e n t b y  c o m m a n d  o f  H e r  M a jes ty . L ondon  1863) 〇 729 ö 

《防 止 饮 食 品 掺 假 的 法 令 。 （I 8 6 0 年 8 月 6 日>》。引 自 《就 面 包 工 人 的 申 诉 向 女  
王 陛 下 内 务 大 E 所 作 的 报 告 》1 8 6 2 年 伦 敦 版 （ A n  act fo r p re v e n tin g  th e  a d u 丨 
te ra tio n  o f  a r tic le s  o f  food o r  d rin k . <6 th  A u g u s t I 8 6 0 .〉 N a ch : R e p o rt ad 

d re sse d  to  H e r  M a je s ty 's  P rin c ip a l S e c re ta ry  o f S la te  fo r ih c  H o m e  D epart 

m c n l .r e la t iv e  to  th e  g riev a n ce s  c o m p la in ed  o f  by th e  jo u rn e y m e n  b a k e rs  ...

L o n d o n  1862)〇 --------255 ö

《〈佛 来 米 人 ，前 进 ! 〉协 会 告 一 切 拥 护 真 诚 实 现 ] 8 3 0 年 国 民 大 会 通 过 的 比 利 时  
宪 法 的 人 的 呼 吁 书 》1 8 6 0 年 布 鲁 塞 尔 版 （ M an ifes t d e r  M a如schapp ij de 

V la m in g e n  V o o ru it!  G e r ig t to t a lle  d e  v o o rs la n d e rs  v a n  de  e e rlijk e  en reg tz in  

n ig e  u itv o e rin g  d e r  B elg ische  G ro n d w e t , gesterrid  d o o r h e t N a tio n a l C o n g res  

v a n  1830. B ru sse l 1860)。 ------ 7 2 2 。

G

《工 厂 。答 可 尊 敬 的 下 院 1 8 6 1 年 4 月 2 4 日 的 质 洵 》，根 据 下 院 决 定 于 1 8 6 2 年 2 

月 11 日 刊 印 ， [1 8 6 2  年 伦 敦 版 ] (F a c to r ie s .  R e tu rn  to  an  a d d re ss  o f  th e  H o-
,i

n o u ra b le  T h e  H o u se  o f  C o m m ons»  d a te d  24 A p ril 1861. O rd ered *  by  th e  

H o u se  o f  C o m m o a s t to  be  p rin te d » ! 1 F e b ru a ry  1862. [L o n d o n  1 8 6 2 ] ) 0 

4 3 3 、4 3 9 、5 0 0 。
《工 厂 调 查 委 员 会 ， 皇 家 委 员 会 中 央 评 议 会 的 第 1 号 报 告 》，根 据 下 院 决 定 于  

1 8 3 3 年 6 月 2 8 日 刊 印 ，[ 1 8 3 3 年 伦 敦 版 。] 引 自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截 至 ]8 4 8  

年 1 0 月 3 1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4 9 年 伦 敦 版 （ F a c to r ie s  in q u iry  c o m m issio n . 

F ir s t  r e p o r t  o f  th e  c e n tra l B oard  o f  H is  M a je s ty 's  c o m m iss io n e rs . O rd e re d ,  by 

th e  H o u se  o f  C o m m o n s , to  be p r in te d » 28 Ju n o  1833. [L o n d o n  1 8 3 3 .] N a c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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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p o r ts  o f  th e  in sp e c to rs  o f fa c to rie s  . . .  fo r  th e  h a lf-y e a r  e n d in g  31st O c to b e r

1848 L o n d o n  1849) 〇 -------2 8 7〇
《工 厂 法 》，根 据 下 院 决 定 于 1 8 5 9 年 8 月 9 日 刊 印 ，[ 1 8 5 9 年 伦 敦 版 ] (F a c to r ie s  

re g u la tio n  a c ts . O rd e re d .b y  th e  H o u se  o f  C 'o m m o n s» to  b e  p r in te d * 9. A u g u s t  

1859. [ L o n d o n  1 8 5 9 ] )。—— 2 4 6 ,3 0 6 .

《工 厂 法 扩 充 条 例 。 （1 8 6 4 年 7 月 2 5 日）》, 载 于 《维 多 利 亚 女 王 二 十 七 至 二 十 八  
年 通 过 的 公 共 普 通 法 汇 编 :大 不 列 颠 及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第 十 八 届 议 会 第 六 次  
会 议 》 1864 年 伦 敦 版 （ A n  ac t fo r th e  e x te n s io n  of th e  fa c to ry  a c t s * 〈2 5 th  Ju ly  

1 8 6 4 . )  I n ： A  co llec tio n  o f  th e  p ub lic  g e n e ra l s ta tu te s  p a sse d  in th e  tw e n ty -  

se v e n th  an d  tw e n ly -e ig h lh  y e a rs  o f  ih e  re ig n  o f H e r  M a je s ty  Q u e en  V ic to r ia： 
b e in g  th e  s ix th  se ss io n  o f  th e  e ig h te e n th  P a r lia m e n t o f th e  U n ite d  K in g d o m  of

G re a t B rita in  an d  I r e la n d  L ondon  1 8 64) 0 ------- 5 0 2。
《工 厂 法 扩 充 条 例 。 （1 8 6 7 年 8 月 1 5 日）》，载 于 《法 律 报 告 。维 多 利 亚 女 王 三 十  

至 三 十 一 年 通 过 的 公 共 普 通 法 ，附 地 方 法 规 和 私 法 条 例 一 览 表 》1 8 6 7 年 伦 敦  
版第  2 卷 （ A n  ac t fo r  th e  e x te n s io n  o f  th e  fa c to ry  a c ts . < 15 th  A u g u s t 1 8 6 7 .> 

I n ： T h e  law  re p o rts . T h e  p u b lic  g e n e ra l s t a tu te s ,  w ith  a List o f th e  local and  

p r iv a te  a c ts ,  p assed  in  th e  th ir t ie th  an d  th ir ty - f i r s t  yeans o f  th e  re ig n  o f  H e r

M a je s ty  Q u e en  V ic to ria  . . .  V ol. 2. L o n d o n  1 8 67) 〇 ------- 5 2 0 、5 2 1 o

《工 厂 视 察 员 向 女 玉 陛 下 内 务 大 臣 所 作 的 报 告 》 （ R e p o r ts  o f  th e  in sp e c to rs  o f 

fa c to rie s  to  H e r  M a je s ty 's  P rin c ip a l S e c re ta ry  o f S ta te  fo r th e  H o m e  D e p a r t

m e n t ...)〇 ------- -245^5180

《截 至 ] 8 4 1 年 1 2 月 31 R 为 止 的 半 年 》[ 1 8 4 2 年 伦 敦 版 ] ( F o r  th e  h a lf-y e a r

e n d in g  th e  31s, D e ce m b er 1841. [L o n d o n  1 8 4 2 ])  〇 -------2 8 6 〇
《截 至 ] 8 4 3 年 9 月 3 0 日 为 止 的 三 个 月 》。 引 自 [:安 • ] 阿 什 利 《工 厂 十 小 时 工  
作 日 法 案 。 1 8 4 4 年 3 月 1 5 日 星 期 五 在 下 院 的 演 说 》1 8 4 4 年 伦 敦 版 （ F o r  th e  

q u a r te r  e n d in g  3 0 1'1 S e p te m b e r , 1843. N a c h： A s h le y , [ A . ] :  T e n  h o u rs ' fa c to ry  

bill. T h e  sp eech  ...  in th e  H o u se  o f  C o m m o n s ,o n  F r id a y .M a rc h  15th, 1844.

L o n d o n  1844) 0 --------4 2 0 。
— 《截 至 〗8 4 4 年 9 月 3 0 日 为 止 的 三 个 月 和 1 8 4 4 年 1 0 月 1 日 - 1 8 4 5 年 4 月 30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 年 伦 敦 版 （ F o r  th e  q u a r te r  e n d in g  3〇ihS e p te m b e r，184 4 ; 

an d  fro m  1st O c to b e r ,  1 8 4 4 f to  3 0 th A p r i l ,  1845. P re se n te d  to  b o th  H o u s e s  o f  

P a r lia m e n t by  c o m m a n d  o f  H e r  M ajes ty . L o n d o n  1 8 4 5 ) 〇 291 s 292  N 3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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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9 ,4 3 0 ,4 3 2 .

— 《截 至 1 8 « 年 ] 0 月 3 1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4 7 年 伦 敦 版 （ F o r  d u ，h a lf-y e a r  

e n d in g  31*1 O c to b e r  1846 . . .  L o n d o n  184 7)。 --------30<t„

— 《截 至 1 8 4 8 年 4 月 3 0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4 8 年 伦 敦 版 ( F o r  th e  half-.year e n d in g  

3 0 H, A p ril 1848 . . .  L o n d o n  1 8 4 8 ) 。 - 一  2 9 6 ,5 7 6 。
— 《截至丨 8 4 8 年 1 0 月 3 1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4 9 年 伦 敦 版 （ F o r  th e  h a lf-y e a r  

e n d in g  31™ O c to b e r  1848 . . .  L o n d o n  1 8 4 9 ) 0 - —- 2 3 2 、290.、 .293 —  2 9 6 、2 9 8 、 
3 0 1 、3 0 9 、3 1 3 、5 5 1 、5 7 8 。

一 《截 至 1 8 4 9 年 4 月 3 0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4 9 年 伦 敦 版 ( F o r  th e  h a lf-y e a r  e n d in g  

3 0 ,b A p r i l  1849 . . .  L o n d o n  1 8 4 9 ) .  - -  299 —  3 0 1 、3 2 3 、3 2 4。
— 《截 至 1 8 4 9 年 1 0 月 3 1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5 0 年 伦 敦 版 （ F o r  th e  h a lf-y e a r  

e n d in g  3 1 ’1 O c to b e r  1849 … L o n d o n  1850)。 --------2 8 9 ,3 0 0 .

— 《截 至 1 8 5 0 年 4 月 3 0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5 0 年 伦 敦 版 ( F o r  ih e  h a lf-y e a r  e n d in g  

3 0 lh A p ril  1850 ...  L o n d o n  1 8 5 0)。 3 0 2 、3 1 3 。
- 《截 至 1 8 5 2 年 4 月 3 0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5 2 年 伦 敦 版 ( F o r  th e  h a lf-y e a r  end ing  

30 lh A p ril  1852 . . .  L o n d o n  185 2)。--------3 0 3 。
— 《截 至 1 8 5 3 年 4 月 3 0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5 3 年 伦 敦 版 ( F o r  th e  h a lf -y e a r  end ing  

30 lh A p ril  1853 . . .  L o n d o n  1 8 5 3 ) 。 -  3 0 5 。
— 《截 至 1 8 5 3 年 1 0 月 3 1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5 4 年 伦 敦 版 （ F o r  th e  h a lf-y e a r  

e n d in g  31"1 O c to b e r  1853 . . .  L o n d o n  1854) 0 - 1 7 5、2 7 6 。
— « 截 至 1 8 5 5 年 4 月 3 0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5 5 年 伦 敦 版 ( F o r  th e  h a lf-y e a r  e n d in g  

3 0 ü' A p ril  1855 . . .  l^ondon 1 8 5 5 ) .  --------2 3 2 。
一 《截 至 1 8 5 5 年 1 0 月 3 1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5 6 年 伦 敦 版 （ F o r  th e  h a lf-y e a r  

en d in g  3 1 sl O c to b e r  1855 . . .  L o n d o n  1856) 。 2 7 6 、2 8 5 、4 1 7 、4 4 6 、5 5 0。
一 《截 至 1 8 5 6 年 1 0 月 3 Ï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5 7 年 伦 敦 版 （ F o r  th e  h a lf-y e a r  

e n d in g  3 1 s' O c to b e r  1856 ...  l ^ n d o n  1 8 5 7 ) .  - 2 4 6 ,2 4 8 ,3 9 5 ,4 1 8 ,4 3 3 .4 3 4 .

4 5 3 ,4 7 1 、低
截 至 1 8 5 7 年 4 月 3 0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ÏÎ5 7年 伦 敦 版 （ F o r th e  h a lf-y e a r  e n d in g  

3 0 lh A p ril  1857 . . .L o n d o n  1 8 5 7 ) 。 -- -  4 1 7 、4 1 8 。
一 《截 至 1 .8 5 7年 1 0 月 ：U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5 7 年 伦 敦 版 （ F o r  th e  h a lf-y e a r  

e n d in g  31’1 O c to b e r  1857 ...  L o n d o n  】8 5 7 )。 一 3 0 6 、4 1 9 。
— 《截 至 1 8 5 8 年 4 月 3 0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5 8 年 伦 敦 版 （ F o r th e  h a 丨f-y ca r  e n d 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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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thA p ril 1858 … L o n d o n  1 8 5 8 )。—— 2 4 6 、2 4 7 、5 8 4 、5 8 7 0

《截 至 1 8 5 8 年 1 0 月 3 1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5 8 年 伦 敦 版 （ F o r  th e  h a lf-y e a r

e n d in g  3 l s< O c to b e r  1858 … L o n d o n  1 8 5 8 )。—— 4 0 9 、4 1 2 、4 1 8 、4 3 4 、4 5 2 。
一 《截 至 1 8 5 9 年 4 月 3 0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5 9 年 伦 敦 版 ( F o r  th e  h a lf-y e a r  e n d in g  

30 ,h A p ril  1859 . ..  L o n d o n  1 8 5 9 )0 —— 5 8 “

一 《截 至 1 8 5 9 年 1 0 月 3 1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6 0 年 ,伦 敦 版 （ F o r  th e  h a lf-y e a r

e n d in g  31st O c to b e r  1859 . . .  L o n d o n  1 8 6 0)。 --------2 9 0 、3 1 4 。
— 《截 至 1 8 6 0 年 4 月 3 0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6 0 年 伦 敦 版 ( F o r  th e  h a lf-y e a r  end ing  

3 0 th A p ril 1860 ••• L o n d o n  1 8 6 0 )。—— 2 4 9 .2 8 7 .3 0 5 .3 9 3 ,4 3 4 ,5 7 6 〇 
一《截 至 1 8 6 0 年 1 0 月 3 1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6 0 年 伦 敦 版 （ F o r  th e  h a lf-y e ar

e n d in g  31s, O c to b e r  1860 . ..  L o n d o n  1860) 〇 --------2 4 7 、5 8 1 0

《截 至 1 8 6 1 年 4 月 3 0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6 1 年 伦 敦 版 ( F o r  th e  h a lf-y e a r  e n d in g  

3 0 th A p ril  1861 ...  L o n d o n  1 8 61) , —— 2 4 7 e 

一 《截 至 1 8 6 1 年 1 0 月 3 1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6 2 年 伦 敦 版 （ F o r  th e  h a lf-y e a r

e n d in g  31sl O c to b e r  1861 . ..  L o n d o n  1 8 6 2)〇 -------3 0 4 、3 1 2 、4 3 5 。
一《截 至 1 8 6 2 年 1 0 月 3 1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6 3 年 伦 敦 版 （ F o r  th e  h a lf-y e a r  

e n d in g  31s, O c to b e r  1862 ...  L o n d o n  1 8 6 3 ) 〇 —— ^ 2 4 7 、 306 —  3 0 8 、3 1 2 、4 1 6 、 
4 2 3 、4 3 2 、4 3 5 、4 3 7 、4 7 1 、4 7 9 、5 0 5。

一 《截 至 ] 8 6 3 年 4 月 3 0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6 3 年 伦 敦 版 ( F o r  th e  h a lf-y e a r  e n d in g  

3 0 th A p ril  1863 … L o n d o n  1 8 6 3 )。—— 3 0 8 、3 1 3 、4 4 5 、4 8 3 、5 7 6 。
《截 至 1 8 6 3 年 1 0 月 3 1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6 4 年 伦 敦 版 （ F o r  th e  h a lf-y e a r  

e n d in g  3 l s,O c to b e r  1863 . . .  L o n d o n  1 8 6 4 ) 0 —— 2 4 7 、4 4 0 、4 4 6 、4 5 4 、4 8 0 、4 8 1 、 
5 7 6 ,6 8 3 .

一 <〈截 至 1 8 6 4 年 4 月 3 0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6 4 年 伦 敦 版 ( F o r  th e  h a lf -y e a r  e n d in g

30 th A p ril  1864 . . .  L o n d o n  18 6 4)。 --------4 8 1 。
— ：〈截 至 1 8 6 4 年 1 0 月 3 1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6 5 年 伦 敦 版 （ F o r  th e  h a lf-y e a r

e n d in g  3 1 SIO c to b e r  1864 ...  L o n d o n  1 8 6 5)。 ------- 3 1 0 、3 1 3 0

— 《截 至 1 8 6 5 年 1 0 月 3 1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6 6 年 伦 敦 版 （ F o r  th e  h a lf-y e a r

e n d in g  31sl O c to b e r  1865 … I力n d o n  1 8 6 6 )。 ------- 4 2 8 、4 7 1 、4 8 2 、4 8 4 、 500 —

5 0 3 ,5 0 8  —  5 1 0 ,5 1 7 o 

— <〈截 至 1 8 6 6 年 1 0 月 3 1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6 7 年 伦 敦 版 （ F o r  th e  h a lf -y e a r  

e n d in g  3 1 s1 O c to b e r  1866 . . .  L o n d o n  1 8 6 7 )e ------- 4 4 1 、4 4 6 、5 9 4 、6 8 8 、7 6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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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共 卫 生 。 [ 枢 密 院 卫 生 视 察 员 的 报 告 ] 》 （ P u b lic  h ea i th . [ R e p 〇r t s ] )。
3 7 M 1 1 、4 1 6 、4 8 9 、7 4 9 。

一 《第 3 号 报 告 。 1 8 6 0 年 》，根 据 下 院 决 定 于 1 8 6 1 年 4 月 15 口 刊 印 ，[ 1 8 6 1 年伦  
敦 版 ] (T h ird  re p o r t  o f th e  m ed ical o ff ice r  o f th e  P r iv y  C ouncil. 1 8 6 0 .〈 P re se n  

ted  p u rsu a n t to  ac t o f  P a r l ia m e n t .X ) rc k T e d ,b y  th e  H o u se  o f  C 'o m m o n s* to  be 

p r in te d ，15. A p ril 1861. [L o n d o n  1 8 6 1 ] ) 。 —  2 5 0 、2 5 1 。
《第 4 号 报 告 。 1 8 6 1 年 . 附 附 录 》，根 据 下 院 决 定 于 1 8 6 2 年 4 月 11 | J 刊 印 • 

[1 8 6 2  年 伦 敦 版 ] ( F o u r th  r e p o r t  ••• w ith  ap p . 1 8 6 1 . 〈 P re se n te d  p u rsu a n t to  

a c t o f  P a r l ia m e n t )  O rd e re d ,  by  th e  H o u se  o f  C o m m o n s , to  b e  p r in te d .  J l .  

A p ril 1862, [L o n d o n  1862] )。 - - 4 8 9 。
一«第 6 号 报 告 。 1863 年 。 附 _ * 录 》 ！1864 年 伦 敦 版 ( S ix th  re p o rt  ••• w ith  app .

1863. P re se n te d  p u rs u a n t  to  a c l o f  P a rlia m e n t. I^>ndon 186 4)〇 1 7 5、2 7 7 、
414 —  4 1 6 ,4 8 9 ,4 9 0 .5 7 6 ,7 0 4  7 0 6 、7 3 1 。

一 《第 7 号 报 告 。 ] 8 6 4 年 。 附 附 录 》] 8 6 5 年 伦 敦 版 (S e v e n th  r e p o r t … w ith  app.

1864. P re se n te d  p u rsu a n t to  ac t o f P a rlia m e n t, l^ondon 1865) 〇 6 1 3 、7〇7 、 
714 —  7 1 7 、7 2 9 、7 3 3 、 735 —  7 3 7 、7 4 4 、7 7 7 。

一 《第 8 号 报 告 。 1 8 6 5 年 。 附 附 录 》1 8 6 6 年 伦 敦 版 （ E ig h th  r e p o r t … w ith  app.

1865. P re se n te d  p u rs u a n t  to  ac t o f  P a r lia m e n t. L o n d o n  1 8 6 6 )。 4 8 8 、
707 —  7 1 3。

《谷 物 法 请 愿 特 别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和 证 词 》- 一 见 《王 国 谷 物 法 请 愿 特 别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附 证 词 和 附 件 》。

《谷 物 、粮 食 和 面 粉 。答 可 尊 敬 的 下 院 1 8 6 7 年 2 月 1 8 日 的 质 洵 》[ 1 8 6 7 年 伦 敦  
){S ](C o rn  » g ra in ,a n d  m eal. R e tu rn  to  an  o rd e r  o f th e  H o n o u ra b le  T h e  H o u se  

o f  CommorivS， d a te d  18 F e b ru a ry  1867. [L o n d o n  1867] )。 4 7 5 0

《关 于 惩 治 暴 行 、胁 迫 和 侵 害 行 为 的 刑 法 修 正 法 令 。 （1 8 7 1 年 6 月 2 9 日）》，载 于  
《法 律 报 告 。维 多 利 亚 女 王 三 十 四 至 三 十 五 年 通 过 的 公 共 普 通 法 》1 8 7 1 年 伦
敦 版 第  6 卷 （ A n  a c t to  a m e n d  th e  c rim in a l law  re la tin g  to  v io le n c e，t h r e a t s， 
a n d  m o le s ta t io a  < 2 9 th  J u n e  1 8 7 1 .)  I n ： T h e  law  re p o rts .  T h e  p u b lic  gen era l 

s t a tu te s ,  pa sse d  in  th e  th ir ty - fo u r th  an d  th ir ty - f i f th  y e a rs  o f  th e  re ig n  of H e r  

M a je s ty  Q u e en  V ic to ria  .. .  V ol. 6. L o n d o n  187] )。 8 0 0 。
《关 于 惩 治 流 浪 者 和 救 济 贫 弱 人 员 的 法 令 。 [ 1 5 4 7 年 ] 》。 引 自 弗 • 莫 • 伊 登 《贫  

民 的 状 况 》 1797 年 伦 敦 版 第  1 卷 （ A n  a c t  fo r  th e  p u n ish m e n t o f  v a g a b o n d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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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d  fo r  th e  rc lie fe  o f  th e  p o o r an d  im p o te n t p e r s o n s ,  [ 1 5 4 7 .]  N a c h ： F. M. 

E d e n ： T h e  s ta te  o f  th e  [X)〇r  . . .  V ol. 1. L o n d o n  1797) D 7 9 4。
《关 于 惩 治 流 浪 者 和 救 济 贫 弱 人 员 的 法 令 。 [ 1 5 7 2 年 ] 》。 引 自 弗 • 莫 • 伊 登 《贫  

民 的 状 况 》1797 年 伦 敦 版 第  1 卷 （ A n  act fo r th e  p u n ish m e n t o f  v a g a b o n d s， 
and  fo r re lie f o f th e  p o o r and  im p o te n t. [1 5 7 2 .1  N cich： ?'. M .E d e n ： T h e  s ta te  o f  

th e  p o o r  … V ol. L  L o n d o n  1797) 0 -  7 9 5 0 i

《关 于 惩 治 流 氓 、流 浪 者 和 强 壮 乞 丐 的 法 令 。 [ 1 5 9 7 年 ] 》。 引 自 弗 • 莫 • 伊 登  
《贫 民 的 状 况 》1 7 9 7 年 伦 敦 版 第 1 卷 （ A n  ac t fo r p u n ish m e n t o f ro g u e s ， vaga  

lx>nd.s,and s tu rd y  begg<irs. [ 1 5 9 7 .]  N a c h ：F . M . E d e n ： T h e  s ta te  o f  th e  p o o r . . .

V ol. 1. L o n d o n  179 7)。 -------795 〇
《关 于 惩 治 身 强 体 壮 的 流 浪 者 和 乞 丐 的 法 令 。 [ 1 5 3 5 年 ] 》。 引 自 弗 • 莫 • 伊 登  

《贫 K 的 状 况 》 1797 年 伦 敦 版 第  1 卷 （ A n  a c t fo r p u n ish m e n t o f  s lu rd y  vaga  

b o n d s an d  b e g g a rs  [ 1 5 3 5 .]  N a c h ：F . M .E d e n ： T h e  s ta le  o f  th e  p o o r .. .  V ol. 1. 

L o n d o n  1 7 9 7 ) 。 —  793 〇 
《关 于 反 对 拆 毁 市 镇 和 房 舍 的 法 令 。 [ 1 4 8 8 年 ] 》。 引 自 弗 • 莫 • 伊 登 《贫 K 的状  

况 》 1797 年 伦 敦 版 第  1 卷 （ A n  act a g a in s t p u llin g  d o w n  o f  to w n s  an d  h ouses. 

[ 1 4 8 8 , ] N a c h ： F . M . E d e n ： T h e  s ta le  o f  th e  p o o r .. .  V ol. 1. Lx)ndon 1 7 9 7 ) 〇 
- 7 7 5 〇

《关 于 工 厂 劳 动 条 例 的 修 正 法 令 。 （丨8 4 4 年 6 月 6 日 ) 》，载 于 《大 不 列 颠 及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法 律 汇 编 ，1 8 4 4 年 （维 多 利 亚 七 至 八 年 ）》1 8 4 4 年 伦 敦 版 （ A n  ac t 

to  am e n d  th e  law s re la tin g  to  lab o u r in  fac to rie s . <6 th  Ju n e  1 8 4 4 .)  I n ： T h e  

s ta tu te s  o f  th e  U n ite d  K in g d o m  o f G re a t B rita in  an d  I re la n d * 7 8 V ic to ria .

1844. L o n d o n  1 8 4 4 ) 〇 —— 2 9 0 、2 9 6 、3 0 2 、3 0 3 。
《关 于 工 厂 劳 动 条 例 的 修 正 法 令 。 （1 8 5 0 年 8 月 5 日 ）》，载 于 《大 不 列 颠 及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法 律 汇 编 。 1 8 5 0 年 （维 多 利 亚 十 三 至 十 四 年 ）》1 8 5 0 年 伦 敦 版  
(A n  ac t to  am e n d  th e  a c ts  re la tin g  to  la lx )ur in  fa c to rie s , < 5 th  A u g u s t  1 8 5 0 .) 

I n ： T h e  s ta tu te s  o f  th e  U n ite d  K in g d o m  o f  G re a t B rita in  and  I re la n d , 13 14

V ic to r ia，1850. L o n d o n  1 8 5 0 )ö —— 2 4 5 、3 0 3 、3()5。
《关 于 工 联 法 的 修 正 法 令 。 （1 8 7 1 年 6 月 2 9 日）》，载 于 《法 律 报 告 。维 多 利 亚 女  

王 三 十 四 至 三 十 E 年 通 过 的 公 共 普 通 法 》1 8 7 1 年 伦 敦 版 第 6 卷 （八n  ac t to  

a m e n d  th e  law  re la tin g  to  TradevS U n io n s . < 2 9 th  Ju n e  1 8 7 1 ,)  I n ； T h e  law  

re p o rts . T h e  p ub lic  g e n e ra l s t a tu te s ,  p a sse d  in th e  th ir ty - fo u r th  an d  th ir 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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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fth  y e a rs  o f th e  re ig n  o f H e r  M a je s ty  Q u e en  V ic to ria  . . .  V ol. 6. L ondon  

1 8 7 1)〇 ------- 8 0 0  〇
《关 于 谷 物 和 谷 物 法 的 报 告 : 上 院 委 员 会 受 命 研 究 关 于 谷 物 的 生 长 、贸 易 、消 费  

状 况 以 及 有 关 法 律 的 第 1、2 号 报 告 》，根 据 下 院 决 定 于 1 8 1 4 年 1 1 月 2 3 日刊 
印 ， [1 8 1 4  年 伦 敦 版 ] (R e p o r ts  re sp e c tin g  g ra in ,  a n d  th e  co rn  law s: v iz: F irs t  

an d  second  re p o r ts  fro m  T h e  Ix>rds C o m m itte e s  » ap po in ted  to  en q u ire  in to  th e  

s ta te  o f  th e  g ro w th ,c o m m e rc e ,a n d  c o n su m p tio n  o f  g r a in ,a n d  a ll law s re la tin g  

th e r e to ； . . .  O r d e r e d .b y  th e  H o u se  o f  C o m m o n s , to  be  p r in te d ,23 N o v e m b er 

1814. [L o n d o n  1 8 1 4 ] )。—— 5 8 6 。
《关 于 雇 用 童 工 的 法 令 》. 载 于 《修 订 条 例 的 补 充 。 马 萨 诸 塞 州 普 通 法 》1 8 5 4 年 

波 士 顿 版 第 1 卷 。 引 自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 （1 8 6 2 年 。）第 1 号 报 告 》1 8 6 3 年 
伦 敦 版 （ A n  a c t  co n ce rn in g  th e  e m p lo y m e n t o f c h ild ren  in m a n u fa c lu r in g  es 

ta b lish m e n ts .  I n ： S u p p le m e n ts  to  th e  rev ised  s ta tu te s .  G en era l law s  o f  th e  

C o m m o n w e a lth  o f  M a ss a c h u se tts  . . .  V ol. 1. B o sto n  1854. N a c h ： C h ild re n  s 

e m p lo y m e n t c o m m is s io n < 1 8 6 2 ) .F ir s t  re p o rt . . .  Ix>ndon 1 8 6 3)〇 2 7 9 0 

《关 于 规 定 工 场 童 工 、青 工 和 女 工 工 作 日 的 长 度 及 有 关 事 宜 的 法 令 。 U 8 6 7 年 8 

月 2 1 日）》，载 于 《大 不 列 颠 及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法 律 汇 编 。 1 8 6 7 年 （维 多 利 亚  
三 十 至 三 十 一 年 ） 》 1867 年 伦 敦 版 （ A n  a c t fo r re g u la tin g  th e  h o u rs  o f  lab o u r 

fo r ch ild ren*  y o u n g  p e rso n s  .a n d  w o m en  em p lo y ed  in w o rk sh o p s  ； an d  fo r  o th e r  

p u rp o se s  re la tin g  th e re to . < 21sl A u g u s t  1 8 6 7 .)  I n ： T h e  s ta tu te s  o f  th e  U n ite d  

K in g d o m  o f  G re a t  B rita in  an d  I re la n d , 30 S- 31 V ic to r ia ,  1867. I^ondon 

1 8 6 7 )。 —— 5 2 0 、5 2 1 o 

《关 于 规 定 联 合 王 国 工 厂 童 工 与 青 工 劳 动 强 度 的 法 令 。 （1 8 3 3 年 8 月 2 9 日）》， 
载 于 《威 廉 四 世 国 王 三 至 四 年 通 过 的 公 共 普 通 法 汇 编 。 1 8 3 3 年 》1 8 3 3 年 伦 敦  
) S ( A n  a c t to  re g u la te  th e  la b o u r  o f  c h ild ren  an d  y o u n g  pensons in th e  m ills  

an d  fa c to rie s  o f  th e  U n ite d  K in g d o m . < 2 9 th  A u g u s t  1 8 3 3 .) I n ： A  co llec tio n  o f 

th e  p u b lic  g e n e ra l s ta tu te s  p a sse d  in  th e  th ird  an d  fo u r th  y e a r  o f  th e  re ig n  of

H is  M a je s ty  K in g  W illiam  th e  F o u r th ,  1833. L o n d o n  1 8 3 3)〇 --------2 8 7 〇
《关 于 规 定 印 染 厂 童 工 、青 工 和 女 工 劳 动 强 度 的 法 令 。 （1 8 4 5 年 6 月 3 0 日）》,载  

于 《大 不 列 颠 及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法 律 汇 编 。 1 8 4 5 年 （维 多 利 亚 八 至 九 年 ）》 
1845 年 伦 敦 版 （ A n  a c t  to  re g u la te  th e  lab o u r o f  c h ild re n ， y o u n g  p e r s o n s ,a n d  

w o m e n ,in  p r in t w o rk s .<3 0 th  Ju n e  1 8 4 5 .) I n ： T h e  s ta tu te s  o f th e  U n ite d  K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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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 m  o f  G re a t B rita in  an d  I re la n d , 8 9 V ic to ria . 1845. L o n d o n  184v5)〇
— 3 0 6 。

《关 于 花 边 厂 应 依 据 工 厂 法 条 例 雇 用 女 工 、青 工 和 童 工 的 法 令 。 （1 8 6 1 年 8 月 6 

日）》，载 于 《大 不 列 颠 及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法 律 汇 编 。 1 8 6 1 年 (维 多 利 亚 二 十  
四 至 二 十 五 年 ） 》 1861 年 伦 敦 版 （ A n  ac t to  p lace  th e  e m p lo y m e n t o f w o m e n ， 
y o u n g  p e r s o n s ,y o u th s ,a n d  c h ild ren  in lace fa c to rié s  u n d e r th e  re g u la tio n s  o f  

th e  fa c to rie s  a c ts .<6 th  A u g u s t 1 8 6 1 .) I n ： T h e  s ta tu te s  o f  th e  U n ite d  K in g d o m  

o f G re a t B rita in  and  I re la n d , 24 25 V ic to r ia ,  1861. L o n d o n  1861 )〇
一  4 9 1 。

《关 于 技 工 、劳 工 、农 耕 人 员 和 学 徒 工 不 同 条 例 的 法 令 。 [ 1 5 6 2 年 ] 》，载 于 《英 格  
兰 和 大 不 列 颠 法 规 大 全 ，从 大 宪 章 到 大 不 列 颠 和 爱 尔 兰 王 国 联 盟 》(二 十 卷  
集 ） 1 8 11 年 伦 敦 版 第  4 卷 （ A n  ac t to u c h in g  d iv e rs  o rd e rs  fo r a r t i f ic e r s，labou

rers*  se rv a n ts  o f  h u sb a n d ry  an d  a p p re n tic e s . [ 1 5 6 2 .]  In : T h e  s ta tu te s  a t  la rg e， 
o f  E n g la n d  and  o f  G re a t B r i ta in ： f ro m  M a g n a  C a r la  to  th e  U n io n  o f  th e  K ing- 

d o m s o f  G re a t B rita in  an d  Ire lan d . In  20 vol. V ol. 4. L o n d o n  1 8 1 1 ) 0 

2 8 0 、7 9 8 、7 9 9 。
《关 于 加 强 施 行 煤 矿 等 矿 业 管 理 条 例 的 修 正 法 令 。 （1 8 7 2 年 8 月 1 0 日）》，载 于  

《维 多 利 亚 女 王 三 十 五 至 三 十 六 年 通 过 的 公 共 普 通 法 》1 8 M 年 伦 敦 版 ( A n  ac t 

to  c o n so lid a te  an d  am e n d  th e  a c ts  re la tin g  to  th e  re g u la tio n  o f  coal m in e s  and 

c e r ta in  o th e r  m in e s .< 1 0 th  A u g u s t  1 8 7 2 .> In ： T h e  pub lic  g e n e ra l a c ts  p a sse d  in 

th e  th ir ty - f i f th  an d  th ir ty - s ix th  y e a rs  o f  th e  re ig n  o f  H e r  M a je s ty  Q u e en  V ic

to ria  . . .  IvOndon 1872) 〇 ------- 5 2 8 〇
《关 于 进 一 步 管 理 工 厂 雇 用 童 工 的 法 令 。 （1 8 5 3 年 8 月 2 0 日）》, 载 于 《维 多 利 亚  

女 王 十 六 至 十 七 年 通 过 的 公 共 普 通 法 汇 编 :大 不 列 颠 及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第 十  
六 届 议 会 第 一 次 会 议 》1 8 5 3 年 伦 敦 版 （ A n  ac t f u r th e r  to  re g u la te  th e  e m p lo y 

m e n t o f  c h ild ren  in fac to ries . < 2 0 th  A u g u s t  1 8 5 3 .) I n ： A  co llec tio n  o f  th e  

p u b lic  g e n e ra l s ta tu te s ,  p assed  in th e  s ix te e n th  an d  s e v e n te e n th  y e a r  o f  th e  

re ig n  o f  H e r  M a je s ty  Q u e en  V ic to r ia： b e in g  th e  firs t sesvsion o f th e  s ix te e n th  

P a r lia m e n t o f  th e  U n ite d  K in g d o m  o f G re a t  B rita in  cind Ire lan d . L ondon  

1 8 5 3 ) , —— 3 0 5 o

《关 于 禁 止 雇 用 女 工 和 童 工 在 夜 间 进 行 某 些 与 室 外 漂 白 工 序 相 关 的 作 业 的 法  
令 。 （] 8 6 2 年 4 月 1 1 日）》，载 于 《维 多 利 亚 女 王 二 十 五 至 二 十 六 年 通 过 的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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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普 通 法 汇 编 :大 不 列 颠 及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第 丨 •八届 议 会 第 四 次 会 议 》 〗 862 

年 伦 敦 版 （ A n  act to  p rt 'v em  th e  e m p lo y m e n t ()f w o m en  c富 I c h ild m i  d u r in g  

th e  n ig h t in c e r ta in  o p e ra tio n s  co n n ec ted  w ith  b leach in g  by th e  o p e n -a ir  

p ro cess . < 11 th  A pril 1 8 6 2 .) I n ： A  co llec tio n  o f th e  p u b lic  g e n e ra l s ta tu te s  

p a sse d  in ih e  tw e n ty - f if th  an d  tw e n ty -s ix th  y e a rs  o f  th e  re ig n  o f  H e r  M a jes ty  

Q u e e n  V ic to ria !  b e in g  th e  fo u r th  se ss io n  o f  th e  e ig h te e n th  P a r lia m e n t o f  th e  

U n ited  K in g d o m  o f  G re a t B rita in  emd Ire lan d . L o n d o n  1862) 0 --------3 0 7。
《关 于 禁 止 矿 业 和 煤 矿 雇 用 女 工 和 女 童 、规 范 对 男 童 的 雇 用 以 及 制 定 其 他 与 在  

此 做 工 人 员 相 关 的 规 定 的 法 令 。 U 8 4 2 年 8 月 1 0 日 ) 》，载 于 《大 不 列 颠 及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法 律 汇 编 。 1 8 4 2 年 （维 多 利 亚 五 至 六 年 ) 》1 8 4 2 年 伦 敦 版 （ A n  

act to  p ro h ib it  ih e  e m p lo y m e n t o f  w o m e n  an d  g ir ls  in  m in e s  an d  c o llie r ie s , to 

reg u la te  th e  em ploym ent o f b o y s .an d  to  m ake o th e r  pm visioas relating to  {jersons 

w o rk in g  th e re in . < 1 0 th  A u g u s t  1 8 4 2 .) I n ： T h e  s ta tu te s  o f  th e  U n ite d  K ingdom  

o f G re a t B rita in  an d  I r e la n d .5 6 V ic to ria . 1842 .l ^ n d o n  1 8 4 2 )0 5 2 2 。
《关 于 农 场 与 羊 群 的 法 令 。 [ 1 5 3 3 年 ] 》。 引 自 弗 • 莫 • 伊 登 《贫 民 的 状 况 》 17 9 7  

年 伦 敦 版 第  1 卷 （ A n  ac t c o n ce rn in g  fa rm s  and  sheep . [ 1 5 3 3 . ]  N a c h :F . M. 

E d e n ： T h e  s ta te  o f  th e  p o o r  .. .  V ol. 1. L o n d o n  ] 7 9 7 ) 0 —=~ "7 7 5。
《关 于 漂 白 厂 和 染 厂 应 依 据 工 厂 法 条 例 雇 用 女 工 、青 工 和 童 工 的 法 令 。 （I8 6 0  

年 8 月 6 日）》，载 于 《大 不 列 颠 及 爱 尔 兰 联 合 壬 国 法 律 汇 编 。 1 8 6 0 年 (维 多 利  
亚 二 十 三 至 二 十 四 年 ）》1 8 6 0 年 伦 敦 版 （ A n  ac t u) p lace  th e  e m p lo y m em  of 

w o m e n , y o u n g  p e rso n s  »and c h ild re n  in b leach in g  w o rk s  a n d  d y e in g  w o rk s  un 

d e r  th e  re g u la tio n s  o f th e  fa c to rie s  a c ts .< 6 lh  A u g u s t  I 8 6 0 . ) I n ： T h e  s ta tu te s  o f 

th e  U n ite d  K in g d o m  o f G re a t B rita in  an d  I re la n d , 23 24 V ic to r ia ,  1860,

L o n d o n  1860 ) 0 ------- 3 0 7 。
《关 于 如 何 整 顿 被 迫 靠 救 济 为 生 的 老 弱 贫 人 员 和 如 何 惩 治 流 浪 者 和 乞 丐 的 法  

令 。 [ 1 5 3 0 年 ]:》。 引 内 弗 • 奠 • 伊 登 《贫 民 的 状 况 》1 7 9 7 年 伦 敦 版 第 1 卷 (A n  

a c t d irec tin g  h o w  aged* p o o r , an d  im p o te n t p e rs o n s ,  co m p e lled  th e  live by  

a lm s  »shall be o rd e re d ； an d  h o w  v a g ab o n d s  an d  b e g g a rs  sh a ll be p u n ished . 

[ 1 5 3 0 .]  N a ch : F . M  E d e n : T h e  s ta te  o f  th e  p o o r .. .  V ol. 1. L o n d o n  1 7 9 7 ) 0 

一  7 9 3 。
《关 于 授 权 治 安 法 官 在 其 各 自 管 辖 权 内 规 定 和 管 理 丝 厂 雇 佣 人 员 工 资 的 法 令 。 

[ 1 7 7 3 年 ] 》。 引 自 《论 行 业 联 合 》1 8 3 4 年 伦 敦 新 版 （ A n  act to  im p o w er t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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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g is tra te s  th e re in  m en tio n ed  to  s e t tle  an d  re g u la te  th e  w ag es  o f  p e rso n s  e m 

p loyed in th e  s ilk  m a n u fa c tu re  w ith in  ih e ir  re sp ec tiv e  ju r isd ic tio n s . [ 1 7 7 3 .]  

N a c h ： O n  C o m b in a t io n s o f  trad e s . N ew  ed. L o n d o n  1834 ) 0 -------- 799«,

《关 于 同 行 业 工 人 和 手 工 业 荇 集 会 的 法 令 。 1 7 9 1 年 6 月 14 一  17 口》第 1 、4 条 ， 
载 于 1 7 9 1 年 《巴 黎 革 命 》第 3 年 卷 第 8 季 刊 第 : 1 0 1 期 （ D é c re t re la W  au x  

a sse m b lé e s  d 'o u v r ie rs  e t a r tis a n s  d e  m êm e  é ta t é t  p ro fessio n . 14 17 ju in

1791. A r u l . I n :  R év o lu tio n s  d e  P a ris . P?iris. 3. année . 8. t r im e s tm  1791. N r. 

1 0 1 )。—— 8 0 1 。
《关 于 限 制 _£厂 青 工 和 女 工 工 作 日 的 长 度 的 法 令 。 U M 7 年 6 月 8 日 ）》，载 于  

《维 多 利 亚 女 王 十 至 十 一 年 通 过 的 公 共 普 通 法 汇 编 ：大 不 列 颠 及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第 f 四 届 议 会 第 七 次 会 议 》〗&丨7 年 伦 敦 版 （ A n  ac t to  lim it th e  h o u rs  o f  

lab o u r o f  y o u n g  p e rso n s  an d  fem a les in f a c to r ie s .<8 th  Ju n e  1 8 4 7 .) I n ： A  collec 

tio n  o f  ihc* p ub lic  g en era l s ta tu te s  »passed  in  th e  te n th  an d  e le v en th  y e a r  o f  th e  

re ig n  o f  H e r  M a jes ty  Q u e en  V ic to r ia： b e in g  ih e  se v e n th  se ss io n  o f th e  fo u r

te e n th  P a r lia m e n t o f  th e  U n ite d  K in g d o m  o f G re a t B rita in  an d  Ireland , 

l^ondon 1847) 0 -------2 9 2 。
《关 于 限 制 丁 .作 日 的 长 度 和 禁 止 雇 用 f 岁 以 下 童 工 的 法 令 。 1 8 5 1 年 3 月 1 8 日 

通 过 》• 载 于 《新 泽 西 州 议 会 第 7 5 号 法 案 》1 8 5 1 年 特 伦 顿 版 。 引 自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 （1 8 6 2 年 。) 第 1 号 报 告 》1 8 6 3 年 伦 敦 版 ( A n  a c t t o 丨im it th e  h o u rs  o f  

la b o u r • an d  to  p re v en t th e  e m p lo y m e n i o f  c h ild ren  in fa c to rie s  u n d e r te n  y e a rs  

o f  agt*. A p p ro v e d  lMarch 1 8 ,1 8 5 1 . I n ： A c ts  o f  th e  se v e n ty -f if th  le g is la lu re  o f  

th e  state, o f  Nt.w Je rse y . T re n to n  1851. N a d i :C h i ld r e n ’s  e m p lo y m e n t c o m m is- 

sion<  L862>.F，irs t re p o rt . . .  L o n d o n  1863) 〇 2 7 9 〇
《关 于 修 改 和 更 好 地 实 施 英 格 兰 勺 威 尔 士 济 贫 法 的 法 令 。 1 8 3 4 年 [(威 廉 四 世  

四 至 五 年 ) 第 7 6 章 ] 》，载 于 《威 廉 四 批 四 至 五 年 通 过 的 公 共 普 通 法 汇 编 》 1834 

A n  act fo r th e  «nmcnclment an d  b e tte r  a d m in is tra t io n  o f  th e  law s re 

la tin g  to  th e  p o o r in E n g la n d  an d  W ales. [4  an d  5 W illiam  IV .C a p . 7 6 ] ,  1834. 

I n ： A  c o llec tio n  o f  th e  pub lic  g en era l s a lu te s  p a sse d  in th e  fo u r th  an d  f ifth  y e a r 

o f th e  re i^n  o f  H is  M a jes ty  K in g  W illiam  th e  F o u rth . Ix>ndon 1 8 3 4 ) c 

一 4 5 1 ,

《W 际 统 计 大 会 纲 要 。 1 8 5 5 年 9 h  10 F I于 巴 黎 》。 引 自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 截 
至 1 8 5 5 年 1 0  H  31 0 为 止 的 半 年 》1 8 5 6 年 伦 敦 版 (P r o g r a m m e  d u  C o n g rè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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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e rn a tio n a l S ta t i s t iq u e , te n u  à  P a r is  le 10 wSeptembre 1855. N a c h ： R e p o r ts  o f 

th e  in sp ec to n s o f  fa c to rie s  . . .  fo r th e  h a lf-y e a r  e n d in g  3 1 s, O c to b e r  1855 ...  

L o n d o n  1 8 5 6 ) 〇 --------3 1 1 。

H

《汉 萨 德 的 议 会 辩 论 录 》1 8 4 3 年 伦 敦 版 第 6 6 卷 （H a n s a rd ’s p a r lia m e n ta ry  

d e b a te s , th i r d  s e r ie s , c o m m e n c in g  w ith  th e  a ccess io n  o f  W illiam  IV . V ol. 66. 

C o m p ris in g  th e  p e rio d  f ro m  th e  second  clay o f  F e b ru a ry ,  to  th e  tw e n ty -s e v e n th  

d a y  o f  F e b ru a ry ，1843. L o n d o n  18 4 3)。 ------- 7 0 0 0

《皇 家 国 内 税 务 委 员 d 第 4 号 报 告 》1 8 6 0 年 伦 敦 版 （ F o u r th  r e p o r t  o f  th e  com  

m is s io n e rs  o f  H e r  M a je s ty 's  in land  re v e n u e  o n  th e  in land  revenue. P re se n te d  to  

b o th  H o u s e s  o f  P a r lia m e n t by c o m m a n d  o f H e r  M ajes ty . L ondon  I 8 6 0 )。
—  6 9 8 0

《皇 家 国 内 税 务 委 员 。 第 1 0 号 报 告 》1 8 6 6 年 伦 敦 版 ( T e n th  re p o rt o f  th e  com  

m is s io n e rs  o f  H e r  M a je s ty 's  in land  rev en u e  o n  th e  in land  revenue . P re se n te d  

to  b o th  H o u s e s  o f P a r lia m e n t b y  c o m m a n d  o f H e r  M ajes ty . L o n d o n  1 8 6 6 ) 0 

—— 6 9 7 、6 9 8 、7 5 4 。
《皇 家 铁 道 委 员 会 委 员 们 的 报 告 》1 8 6 7 年 伦 敦 版 (R o y a l c o m m iss io n  o n  ra ilw ays. 

R e p o r t  o f  th e  c o m m iss io n e rs . P re se n te d  to  b o th  H o u se vs o f  P a r lia m e n t by 

c o m m a n d  o f  H e r  M a jes ty . L o n d o n  18 6 7)。一  4 5 3 、5 9 2。

J

《济 贫 法 视 察 员 关 于 爱 尔 兰 农 业 工 人 工 资 的 报 告 》1 8 7 0 年 都 柏 林 版 （ R e p o rts  

fro m  p o o r law  in sp e c to rs  o n  th e  w ag eks o f  a g r ic u ltu ra l la b o u re rs  in Ireland . 

P re se n te d  to  b o th  H o u s e s  o f P a r lia m e n t b y  c o m m a n d  o f  H e r  M ajes ty . D ublin  

1 8 7 0 ) 。 —— 758 —  7 6 2 。
《剑 桥 大 学 委 员 会 。 皇 家 委 员 调 查 剑 桥 大 学 和 各 院 的 状 况 、纪 律 、课 程 和 收 入 的  

报 告 。 附 证 词 和 附 录 》] 8 5 2 年 伦 敦 版 （ C a m b rid g e  u n iv e rs ity  com m ission* R e- 

p o r t  o f H e r  M a je s ty 's  c o m m iss io n e rs  a p p o in te d  to  in q u ire  in to  th e  s ta te ,d is c i  

p lin e , s tu d ie s ,  and  re v e n u e s  o f  th e  u n iv e rs ity  and  co lleges o f C a m b r id g e： to 

g e th e r  w ith  th e  e v id e n ce , and  an  ap p . P re se n te d  to  b o th  H o u se s  o f  P a rlia m en t 

b y  c o m m a n d  o f  H e r  M ajes ty . L o n d o n  1852) 〇 —— 6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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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工 业 和 工 联 问 题 同 女 王 陛 下 驻 外 使 团 的 信 函 往 来 》1 8 6 7 年 伦 敦 版 ( C o r r e 

sp o n d e n c e  w ith  H e r  M a je s ty ’s  m is s io n s  a b ro a d ， re g a rd in g  in d u s tr ia l q u e s tio n s  

and  T ra d e s  U n io n s . P re se n te d  to  l)〇th  H o u s e s  o f  P a r lia m e n t b y  c o m m a n d  o f  

H e r  M ajes ty . 1867. L o n d o n  1867)。 --------19。
《就 面 包 工 人 的 申 诉 向 女 王 陛 下 内 务 大 臣 所 作 的 报 告 。 附 证 词 》1 8 6 2 年 伦 敦 版  

( R e p o rt a d d re sse d  to  H e r  M a je s ty ^  P rin c ip a l S e c re ta ry  o f  S ta te  fo r  th e  H o m e  

D e p a r tm e n t * re la tiv e  t o  g riev a n ce s  co m p la in ed  o f  b y  th e  jo u rn e y m e n  ba

k e r s； w ith  app . o f  ev idence . P re se n te d  to  b o th  H o u s e s  o f  P a r lia m e n t b y  c o m 

m a n d  o f  H e r  M a jes ty . L o n d o n  186É) 〇 --------1 7 4、1 7 5 、 256  —  2 5 8 、5 7 9 。
《就 面 包 工 人 的 申 诉 向 女 王 陛 下 内 务 大 臣 所 作 的 第 2 号 报 告 》1 8 6 3 年 伦 敦 版  

(S e c o n d  re p o rt a d d re sse d  to  H e r  M a je s ty 's  P rin c ip a l S e c re ta ry  o f  S la te  fo r th e  

H o m e  D ep artm en t*  re la tiv e  to  th e  g riev a n ce s  œ m p la in e d  o f  by th e  jo u rn e y m a n  

b ak ers . P re se n te d  to  b o th  H o u s e s  o f  I ^ r l ia m e n t  b y  c o m m a n d  o f H e r  M ajes ty . 

L o n d o n  ] 8 6 3 ) 0 —— 2 5 6 。

K

《矿 山 管 理 与 视 察 法 。 （I 8 6 0 年 8 月 2 8 日）》，载 于 《大 不 列 颠 及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法 律 汇 编 。 1 8 6 0 年 ( 维 多 利 亚 二 十 三 至 二 十 四 年 ) 》1 8 6 0 年 伦 敦 版 ( A n  a c t fo r 

th e  re g u la tio n  an d  in sp e c tio n  o f  m in e s .< 2 8 th  A u g u s t  i 8 6 0 . ) I n ： T h e  s ta tu te s  o f  

th e  U n ited  K in g d o m  o f  G re a t B rita in  an d  I re la n d , 23 24 V ic to r ia ,  1860.

Ix in d o n  1860) 〇 --------5 2 2 、5 2 7 、5 2 8。
《矿 山 特 别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附 委 员 会 会 议 记 录 、证 词 和 附 件 》，根 据 下 院 决 定 于  

1866 年  7 月 23 日 刊 印 ， [1 8 6 6  年 伦 敦 版 ] (R e p o r t  fro m  th e  se le c t c o m m itte e  

o n  m in e s； to g e th e r  w ith  th e  p ro c ee d in g s  o f th e  c o m m itte e ， m in u te s  o f 

evidence*ancl ap p . O r d e r e d ,b y  th e  H o u s e  o f C o m m o n s ,to  be  p r in te d ,23 Ju ly  

1866. [L o n d o n  1 8 6 6 ] )。—— 5 2 2 。

《劳 工 法 。 [ 1 3 4 9 年 ] 》，载 于 《英 格 兰 和 大 不 列 颠 法 规 大 全 :从 大 宪 章 到 大 不 列 颠  
和 爱 尔 兰 王 国 联 盟 》( 二 十 卷 集 ）1 8 1 1 年 伦 敦 版 第 1 、2 卷 （ S ta u m m i d e  s e r -  

v ien tib u s . < T h e  s ta tu te s  o f  lab o u re rs . > [ 1 3 4 9 . ]  I n ： T h e  s ta tu te s  a t  la rg e , o f 

E n g la n d  an d  o f  G re a t-B r i ta in ： f ro m  M a g n a  C a r ta  to  th e  U n io n  o f  t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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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in g d o m s o f G re a t B rita in  an d  Ire lan d . In  20 voL V ol. 1. 2. I .o n d o n  1811 ) 〇 
—— 2 7 9 ,7 9 8 〇

《联 合 王 国 的 各 种 统 计 材 料 。 （第 六 部 分 ）》1卵 6 年 伦 敦 版 （ M isc d la n e o iis  

s ta t is l ic s  o f  th e  U n ilo d  K in g d o m < P art V I) .  P re se n te d  lo  bo th  H o u se s  o f  P a r  

lia m en t b y  c o m m a n d  o f  H e r  M a jes ty . L o n d o n  1866) 〇 7 0 1。
《联 合 王 国 最 近 十 五 年 历 年 简 要 统 计 一 览 》（S ta tis t ic a 丨 a b s tra c t  fo r  th e  U n ited  

K in g d o m  in each  o f  th e  la s t f ifte en  y e a rs  . . . )

一 《 1846 — 186◦ 年 》 1861 年 伦 敦 版 第  8 卷 （N a 8 :  F ro m  1846 to  I8 6 0 . L ondon . 

1 8 6 1 )。—— 4 3 7 。
— 《 1851 —  1865 年 》 1866 年 伦 敦 版 第  13 卷 (N () .1 3 : F ro m  1851 to  1865. L ondon . 

1 8 6 6 )。 -^ 4 3 7 0

一 《 1853 1867 年 》 1868 年 伦 敦 版 第 ] 5 卷 ( N o . l5 : F r o m  1853 to  1867. Lom lon.

1 8 6 8 )0 —— 4 5 5 。
《罗 得 岛 州 和 普 罗 维 登 斯 殖 民 地 的 修 订 条 例 》1 8 5 7 年 普 罗 维 登 斯 版 „ 引 自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 （1 8 6 2 年 。）第 ] 号 报 告 》】8 6 3 年 伦 敦 版 ( T h e  rev ised  s i a tu u ，s 

o f  th e  s ta le  o f  Rhode* Is la n d  an d  P ro v id e n ce  p k n ta t i o n s ： to  w h ich  a re  p re fix e d , 

th e  c o n s titu t io n s  o f  th e  U n ite d  S ta te s  an d  o f  th e  s ta le . P ro v id e n ce  1857. 

N a c h ： C h ild re n 's  e m p lo y m en t c 'om m ission  < 1862> . F irs t  re p o rt . . .  I^)ndon  

1 8 6 3 )0 —— 2 7 9 0

M

《瓸 包 房 管 理 法 。 （1 8 6 3 年 7 月 〖3 日）》，载 于 《大 不 列 颠 及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法 律  
汇 编 。 1 8 6 3 年 ( 维 多 利 亚 二 十 六 至 二 十 七 年 ) 》1 8 6 3 年 伦 敦 版 ( A n  a a  fo r  th e  

re g u la tio n  o f  b a k eh o u ses . < 1 3 th  Ju ly  1 8 6 3 .) I n ： T h e  s ta tu te s  o f th e  U n ited  

K in g d o m  o f  G re a t B rita in  an d  I r e la n d ,26 &  27 V ic to r ia，1863. L ondon  186 3)。 
—— 2 5 6 、3 0 7 。

《民 法 大 全 》 (C o rp u s  iu r is  c iv i l is ) :

— 《学 说 汇 纂 》(D ig e s ta )。 一 8 5 。

N

《女 王 陛 下 驻 外 使 馆 秘 书 关 于 驻 在 国 的 工 商 业 等 情 况 的 报 告 》1 8 6 3 年 伦 敦 版 第  
6 ^ " ( R e p o r t s  by  H c r  M a je s ty 's  s e c re ta r ie s  o f  e m b a ssy  an d  le g a t io n ,o n  t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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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n u fa c tu re s , co m m erc tf, & C ., o f th e  c o u n tr ie s  in w h ic h  th e y  reside . N o. 6. 

L ondon  1863) 〇 —— -3 6 7  — 3 5 8 。

Q

《全 国 社 会 科 学 促 进 协 会 第 七 届 年 会 总 结 报 告 》1 8 6 3 年 爱 丁 堡 一 伦 敦 版 （ T h e  

N atio n a l A sso c ia tio n  fo r  th e  P ro m o tio n  o f  Social Science. R e p o rt o f 

p ro ceed in g s a t th e  s e v e n th  a n n u a l c o n g re s s ,h e ld  in E d in b u rg h ,O c to b e r  1863. 

E d in b u rg h ,L o n d o n  1863) „ --------5 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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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 5 4 年 曼 彻 斯 特 版 。 引 自 《工 厂 视 察 员 报 告 。截 至 1 8 5 6 年 1 0 月 
31 Ü 为 止 的 半 年 》18S7 年 伦 敦 版 （ T h e  M a s te r  S p in n e rs ’ M a n u fa c tu re r s ’

D efence  F und . R e p o rt o f  th e  C o m m it tee  a p p o in ie d  fo r th e  re ce ip t an d  a p p o r-  

lio n m cn t o f  th is  f u n d ,to  th e  C e n tra l A sso c ia tio n  o f M a s te r  S p in n e rs  an d  M a 

n u fa c tu re rs . M a n c h e s te r  1854. N a c h ： ReporUs o f  th e  in sp e c to rs  o f  fa c to rie s  ... 

fo r th e  h a lf-y e a r  e n d in g  3 1 s1 O c to b e r  1856. L o n d o n  ]8 5 7 )。 ------  4 4 3 。
《上 院 秘 密 委 员 会 受 命 研 究 一 度 遍 及 商 业 界 的 危 机 的 原 因 以 及 随 时 能 兑 现 的 银  

行 券 发 行 管 理 法 对 该 阶 级 的 影 响 的 报 告 。 附 证 同 和 附 件 》，根 据 下 院 决 定 于  
1 8 4 8 年 7 月 2 8 日 刊 印 ，（1 8 5 7 年 重 印 ，）[ 1 8 5 7 年 伦 敦 版 ] ( R e p o r t  fro m  th e  

S ecret C 'om m it tec  o f th e  H o u se  o f  L o rd s  a p p o in te d  to  in q u ire  in to  th e  c a u se s  

o f  th e  d is t r e s s  w h ic h  h a s  fo r  so m e  tim e  p rev ailed  a m o n g  th e  c o m m e rc ia l c la s 

s e s ,  an d  h o w  fa r  it h as b een  a ffec ted  by  th e  law s fo r  re g u la tin g  th e  is su e  o f 

ban k  n o te s  p ay ab le  on  d em an d . T o g e th e r  w ith  th e  m in u te s  o f  e v id e n c e ,a n d  an  

app . O rd e re d ,b y  th e  H o u se  o f  C o m m o n s , to  b e  p r in te d ,28 Ju ly  1 8 4 8 .< R ep rin - 

tecl 1 8 5 7 .> [L o n d o n  1 8 5 7 ])  —— 1 2 2。
《圣 4 丁 的 医 官 的 报 告 。 1 8 6 5 年 》。引自《公 共 卫 生 。 第 8 号 报 告 》1 8 6 6 年 伦 敦  

版 （ R e p o rt o f ih e  o ff ice r  o f h e a lth  o f S t. M a r t in ’s - in - th twF ie lds. 1865. N a c h : 

P u b lic  h ea lth . E ig h th  re p o r t  . . .  L o n d o n  1866)〇 -------7 0 8 。
《食 物 等 掺 假 调 查 特 别 委 员 会 的 第 1 号 报 告 。 附 证 词 和 附 件 》，根 据 下 院 决 定 于  

18© 年  7 月 2 7  日 刊 印 ， [1 8 5 5  年 伦 敦 職 ] ( F i r s t  re p o r t  frö tii  th e  sé le c t c ö n i-  

m itte e  o n  a d u lte ra tio n  o f  fo o d ,e tc .  ； w ith  th e  m in u te s  o f  e v id e n c e , find app . O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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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r e d ,b y  th e  H o u se  o f C o m m o n s , to  be  p r in te d ,  27 Ju ly  1855. C l-ondon

1 8 5 5 ] ) .  — - 1 7 5 。

T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 （ 1862 年 ）。 [ 报 告 ] 》(C h i ld r e n ’s  e m p lo y m e n t c o m m iss io n  

< 1 8 6 2 > .[R e p o r ts ] ) c —— 2 4 5 、31〇、4 1 1 、4 1 2 、4 4 5、4 6 7 、5〇4 。
一(第  1 号 报 告 》18G3 年 伦 敦 版 （ F i r s t  r e p o r t  o f  th e  com m issioners*  W îth  app. 

P re se n te d  to  b o th  H o u s e s  o f P a r lia m e n i by  c o m m a n d  o f  H e r  IVbijesiy. L ondon  

1 8 6 3)〇 2 5 0 -  2 5 4 ,2 7 8 ,4 4 5 ,4 9 5 ,5 7 5 ,5 8 ^ 0

— 《第  2 号 报 告 》 1864 年 伦 敦 版 （ S econd  re p o rt … L o n d o n  1864 ) n — 4 4 5 、
4 8 6 ,4 9 1 -  4 9 4 . 4 9 6 ,4 9 8 - 5 0 0 ,5 0 2 , 5 7 5 , 5 8 3 0 

— (〈第  3 号 报 告 》 1864 年 伦 敦 版 (T h ird  re p o rt ••• L o n d o n  )。 1 7 5、2 6 4 、
4 1 3 ,4 4 5 ,4 8 3 ,4 8 9 ,4 9 0 ,5 0 3 .5 1 9 ,5 7 7 ,5 7 8 ,5 8 4 «

■ H：第  4 号 报 告 》 1865 年 伦 敦 版 （ F o u r th  re p o rt ••• L o n d o n  1 8 6 5)。 264

2 6 8 、2 7 0 、2 7 1 、2 7 3 、3 6 4 、4 1 9 、4 4 5 、4 5 6 、5 0 4 、5 0 5 。
《第  5 号 报 告 》 1866 年 伦 敦 版 （ F i f th  re p o rt . . .  L on tlon  186 6)。 - 2 6 6 、4 1 3 、
4 4 5 、4 5 3 、4 7 7 、4 8 7 、4 8 9 、5 0 6 、5 0 8 、5 】0 — 5 1 2 、 517  —  5 1 9 、5 7 6 。

— 《第  6 号 报 告 》 1867 年 伦 敦 版 （ S ix th  re p o rt … L o n d o n  1 8 6 7 ) 。 —  7 3 7 、 
745 —  7 5 0 。

W

《王 国 谷 物 法 请 愿 特 别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附 证 词 和 附 件 》，根 据 下 院 决 定 于 1814 

年  7 月 26 日 刊 印 ，[ 1 8 1 Î  年 伦 敦 版 ] (R e p o r t  f ro n 丨 th e  s d e c t  c o m m iu e e  o n  pe- 

t it io n s  re la tin g  to  th e  c o m  law s o f  th is  K in g d o m ： to g e th e r  w ith  th e  m in u te s  o f 

e v id e n c e ,a n d  an  ap p . o f  a cc o u n ts . O r d e r e d ,b y  th e  H o u se  o f C o m m o n s , to  be 

p r in te d ,26 Ju ly  1 8 1 4 .[L o n d o n  1811 j ) c ----- 5 8 6 „

Y

《1 8 6 1 年 爱 尔 兰 面 包 业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引 自 《就 面 包 工 人 的 申 诉 向 女 王 陛 下  
内 务 大 臣 所 作 的 第 2 号 报 告 》1 8 6 3 年 伦 敦 版 （ R ep o rt o f  th e  c o m m iu e e  on  th e  

b a k in g  tra d e  in  Ire la n d  fo r 1861. N a c h ： S econd  re p o rt a d d re sse d  to  H e r  

M a je s ty 's  P rin c ip a l S e c re ta ry  o f S ta te  fo r  th e  H o m e  iJ e p a r tn ie n t ,  re la tiv 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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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e  g riev a n ce s  com i)laincd  o f  by th e  jo u rn e y m a n  b a k e rs  . . .  L o n d o n  1863 ) Q

2 5 9 。

《银 行 法 特 別 委 员 会 的 报 佐 附 委 员 会 会 议 记 录 、证 词 、附 件 和 索 引 》，根 据 下 院  
决 定 于 1 8 5 7 年 7 月 3 0 日 刊 印 ，[ 1 8 5 7 年 伦 敦 版 ] ( R e p o r t  t h e 和 lect 

c o m m itte e  o n  b a n k  a c t s； to g e th e r  w ith  th e  p ro c ee d in g s  o f th e  c o m m i t te e .m i 

n u te s  o f  e v id e n c e .a p p . a n d  in d e x  O r d e r e d .b y  the> H o u se  o f  C o m m o n s , to  be 

p r in te d .3 0  Ju ly  18i37. R .  1 : R ep o rt an d  evidence. [L o n d o n  1857] )。 1 2 9 0

《银 行 法 特 别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附 委 员 会 会 议 记 录 、证 词 、附 件 和 索 引 》，根 据 下 院  
决 定 于 1 8 5 8 年 7 月 1 日 p 丨 印，[ 1 8 5 8 年 伦 敦 版 ] (R e p o r t  f ro m  d e  se le c t co m  

m itte e  o n  b a n k  a c t s； to g e th e r  w ith  th e  p ro c ee d in g s  o f  ih e  c o m m itte e , m in u te s  

o f  e v id en ce , app . and  index. O rd e re d ,  b y  th e  H o u se  o f  C o m m o n s , to  be

p r in t t 'd . l  J u ly  1858. P\. 1 ： R e p o rt an d  evidence. [L o n d o n  1 8 5 8 ])  〇 --------1 3 5〇
《英 格 兰 和 威 尔 士 人 丨 丨 调 查 。 1 1 年 》〗8 ß 3 年 伦 敦 版 （ C e n su s  o f  E n g la n d  an d  

W ak 's  fo r  th e  y e a r  1861. L o n d o n  1863 )。 一  4 6 5 、6 7 3 、6 7 4 、6 8 9 、6 9 8 、 
7 0 0 、7 2 8 。

《英 P I户 籍 总 署 署 长 关 于 出 生 、死 亡 、婚 姻 的 第 2 2 号 年 度 报 告 》1861年 伦 敦 版 。 
引 ß 《每 一 政 府 都 行 自 Ü•的 传 统 》，载 于 1861年 1 1月 5 日《泰 晤 士 报 》( 伦 敦 ） 
% 24082 ^ ( T w e n ty - s e c o n d  an n u a l rcix^rt o f th e  R e g is tra r-G e n e ra l o f  b i r th s ,  

d e a lh s .a n d  m a rr ia g e s  in E n g lan d . P re se n te d  to  lx)th  H o u s e s  o f  P a r lia m e n t by  

c o m m a n d  o f H e r  M a je s ty .L o n d o n  1861. N a c h ： E v e ry  g o v e rn m e n t h a s  it.s ira -  

d itio n s  . . .  In « T h e  T im e s , l^ôndon . N r. 24〇S2*5. N o v e m b e r  1861 )〇 ------ 277。

/

《在 爱 丁 堡 社 会 科 学 会 议 1 :的 报 告 。 1 8 6 3 年 1 0 月 》 (R e p o r t  o f  th e  Social C o n 

g re ss  al E d in b u rg h . ( )ct()bcr 1863) 。 1 1 0。

文 学 著 作

A

阿 # 纳 奥 斯 《哲 人 宴 》 ö - 9 5 J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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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比 彻 斯 托 ，哈 • 《汤 姆 叔 叔 的 小 屋 》。 789,,

I)

狄 德 罗 ，德 • 《1 7 6 7 年 的 沙 龙 》。 - 1 2 9。
笛 福 • 丹 • 《鲁 滨 逊 漂 流 E 》。 7 0 。
杜 邦 ，皮 • 《工 人 之 歌 K  7 4 5 0

G

歌 德 《短 诗 。 问 答 》。 7 6 8 。
歌 德 《浮 士 德 》悲 剧 第 1 部 。 8 0 、賴 。

H

荷 马 《奥 德 赛 》。 3 8 1 .

L

勒 萨 日 ，阿 • 勒 • 《山 悌 良 那 的 吉 尔 • 布 拉 斯 奇 遇 记 》。 7 6 4 0

M

莫 里 哀 《伪 君 子 》。 6 3 4。

S

莎 士 比 亚 《无 事 生 非 》。 7 7 。
莎 士 比 亚 《雅 典 的 泰 门 》。 ： 127。
莎 士 比 亚 《仲 夏 夜 之 梦 》。 10 2 .

索 福 克 勒 斯 《安 提 戈 涅 》。 1 2 7 ,

Y

伊 索 克 拉 底 《布 西 里 士 》。 3 8 3 .

圣 经 。—— 6 5 8 、7 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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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巴 黎 革 命 。献 给 全 国 及 佩 蒂 • 奥 古 斯 坦 区 》 (R é v o lu tio n s  de  P a r i s ， d éd iées à  la 

N a tio n  et au  d is tr ic t  d e s  P e t i ts  A u g u s t i n s ) - 法 国 的 一"家 周 报 ， 1789 年  7 月 
1 2 日 1 7 9 4 年 2 月 2 8 日 由 路 • 玛 • 普 律 多 姆 在 巴 黎 出 版 ，1 7 9 0 年 以 前 主 编
是 埃 • 路 斯 达 洛 。 -------〇

《贝 里 卫 报 》 ( T h e  B u ry  G u a rd ia n )  英 国 的 一 家 日 报 ，1 8 5 7 年 在 兰 开 夏 郡 贝
里 创 办 —— 2 7 5 。

C

《晨 星 报 》 (T h e  M orn ing  S ta r )—— 英 国 的 一 家 日 报 ，自 由 贸 易 派 的 机 关 报 ， 1856 

186 9 年 在 伦 敦 出 版 ；报 纸 还 出 版 定 期 晚 刊 《晚 星 报 》 （ T h e  E v en in g  S ta r  )。 
— 262, 567,7180

D

《德 法 年 鉴 》（D eu tsch -P 'ran zö sisch e  J a h r b ü c h e r ) ------- 马 克 思 和 阿 • 卢 格 在 巴 黎
编 辑 出 版 的 德 文 刊 物 ，仅 在 1 8 4 4 年 2 月 出 版 过 第 1 2 期 合 刊 ;其 中 刊 载 有
马 克 思 的 著 作 《论 犹 太 人 问 题 》和《〈黑 格 尔 法 哲 学 批 判 〉导 言 》, 以 及 恩 格 斯 的  
著 作 《国 民 经 济 学 批 判 大 纲 》和 《英 国 状 况 。 评 托 马 斯 • 卡 莱 尔 的 〈过 去 和 现  
在 >》。这 些 著 作 标 志 着 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完 成 了 从 唯 心 主 义 向 唯 物 主 义 、从 革  
命 民 主 主 义 向 共 产 主 义 的 转 变 。 该 杂 志 由 于 马 克 思 和 资 产 阶 级 激 进 分 子 卢  
格 之 间 存 在 原 则 分 歧 而 停 刊 。 —— 的 、1 4 9 、1 6 3、68U

F

《法 国 革 命 和 布 拉 班 特 革 命 》 （ R é v o lu tio n s  de  F ra n c e  e t de  B ra b a n t ) -------法 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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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周报 .1789 - 丨7!)1年在巴黎出版；卡 •德穆兰 任编 辑 ,， 801,

G

《格拉斯膂 每口邮 报 》 (The Glasgow Daily Mail) a 323。
《工程学 》 (T h f Engineering) 在伦 敦出版。 6.6‘1。
《工人辩 护 上报 》（丁he Workman’s AdvoMle) 英国 的工人报 纸 ，】册 5 年 9

月- 1866年 2 月在伦 敦出版，每周一-期。报 纸 最初的名称 为 《不列颠 矿 丄 和 
新闻 记 者总 汇 报 》 (British Miner and Générai Newsröjm)，于 1862 年 9 只 I 3 
日创 刊. 1863年 3 月 7 U 改名为 《矿 工报 》 ( M iner). 1863年 6 刀 1 3 日乂改名 
为 《矿 工和工人辩 护 士报 》 （ The Miner and Workman’s Advocate)，编 辑 为  
约 . 托尔 斯（1862年 9 月 1 3 日- - 1 8 6 5年 8 月 5 日）和约 • 贝 . 莱 诺 （1865年 
8 月）. 1865年 7 月底报 纸 为 莱 诺 所有，他把报 纸 交给 国 际 总 委员 会 掌捤 , 9 月 
8 日起改名为 《工人辩 护 士报 》'，编 辑 为 莱 诺 (186§年 :9.月一 1866年 1 月）和 
约 • 格 • 埃卡 留斯（186_6年 1 2 月），从 1_865年 9 月 2 5 丨 丨 起成为 国 际 的正
式机关 报 . 1865年 11) 1起报 纸 归 丁.业 报 股份 公司所有。4 克思是工业 报 股 
份 公司理事会 理事（1865年 8 月_ 2 2 日 - 1866年 6 月 9 0  )„ 报 纸 维 护 工人 
阶 级 的利益. W登关 于总 委员 会 会 议 的报 道和闰 际 的文件。丨8 6 6年 2 月，山 
于编 辑 部内 改良派的势 力增强. 报 纸 再度进 行改组 . 并 更名为 《共和国 》(Tlu、 
Commonwealths -  259 =

《公文集》公文汇 编 MTht‘ Portfdio,or a Collection d  Stale Papers)- 英国 的 
一家丛 刊. 简 称 《公文集》（P onfd io ) ，主要刊登外交公文和现 代史方面的M 
料，1835- 1837年由戴 . 乌 尔 卡 尔 特在伦 敦出版; J 8 « -  1845年以《公文集。 
外交评 论 》 (The Portfolio. Diplomatic Review)的名称 出版； 1859 — I860 年在 
柏林出版德文版. 德文名称 是《新公文集》当 代重要文件及材料汇 编 )>(丨)as 
Neue Portfolio. Eine Sammlung wichtiger Dokumente und Aktenstücke zur 
Zeitgeschichte).德文版主编 是爱 • 费 舍。 - 789。

《观 察家报 ))（ The Observer)—— 英国 保守派的周报 ，英国 最老的一家星期U 
刊；1791年在伦 敦创 刊。—— 134.

《纪 事晨报 》(The Morning Chronicle)-  英国 的一家U 报 . 1770 — 1862年在伦
敦出版；19世纪 4 0年代为 辉 格党 的机关 报 .5 0 年代为 皮尔 派的机关 报 ，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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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守 党 的 机 关 报 。 —— 7 2 6。
《技 艺 协 会 和 联 合 会 机 关 杂 志 》 ( T h e  Jo u rn a l  o f  th e  S o c ie ty  o f  A r t s ， a n d  of th e  

In s t i tu t io n s  in U n i o n ) — 英 国 的 一 家 周 报 ，1 8 5 2 年 在 伦 敦 创 办 ，主 要 刊 登 技  
艺 和 古 文 化 研 究 方 面 的 文 章 。 - 435  ̂

《经 济 学 家 。 每 周 商 业 时 报 ，银 行 家 的 报 纸 ，铁 路 监 控 : 政 治 文 学 总 汇 报 》 ( T h e  

E c o n o m is t ,  W eek ly  C o m m e rc ia l T im e s， B a n k e rs ’ G a z e t te ， an d  R a ilw ay

M o n ito r ： « po litica l»  l ite ra ry ,  an d  g e n e ra l n e w s p a p e r ) -------英 国 的 一 家 周 刊 ，
1 8 4 3 年 由 詹 • 威 尔 逊 在 伦 敦 创 办 ，大 工 业 资 产 阶 级 的 喉 舌 。 一 ^  2 3 3 ,6 2 3 ,  

6 8 5 、7 2 6 、7 9 1。
《经 济 学 家 杂 志 。政 治 经 济 、农 业 、工 业 和 商 业 每 月 评 论 》 ( J o u rn a l  d e s  É co n o m iste s . 

R evue  m en su e lle  d ’éco n o m ie  p o litiq u e  et d es q u e s tio n s  a g r ic o le s，m a n u fa c 

tu r iè re s  e t c o m m e rc ia le s)  法 国 资 产 阶 级 的 月 刊 ， 1841 1 9 4 3 年 在 巴 黎 出
版 。一 8 4 5 。

《雷 诺 新 闻 。 政 治 、历 史 、文 学 和 一 般 知 识 周 报 》（R e y n o ld s ’s  N e w sp ap e r. A  

W eek ly  Jo u rn a l  o f  Po litics»  H is to ry ,  L ite ra tu re ,  an d  G e n era l In te l l ig e n c e )—  

英 国 的 - 家 工 人 周 报 ，1 8 5 0 年 8 月 由 接 近 宪 章 派 的 小 资 产 阶 级 民 主 主 义 者  
乔 • 威 • 麦 • 雷 诺 在 伦 敦 创 刊 ，原 名 《雷 诺 新 闻 周 报 》（R eyndcL s’s W ee k ly  

N e w s p a p e r ) ;  1 8 7 1 年 报 纸 维 护 巴 黎 公 社 的 利 益 ，后 来 成 为 合 作 社 运 动 的 刊  
物 。 —— 2 6 0 .718 0

M

《麦 克 米 伦 杂 志 》（M a c m illa n ’s M a g a z in e ) -------英 国 的 一 家 周 报 ，资 产 阶 级 自 由
派 的 刊 物 ，1肪 9 年 由 达 • 马 松 创 办 ， 1859 -  1 9 0 7 年 在 伦 敦 出 版 。 2 6 2 。

((每 日 电 汛 K T h e D aily  T e l e g r a p h ) - 英 国 的 一 家 日 报 ，1 8 5 5 - -  1 9 3 7 年 在 伦 敦  
出 版 ; 起 初 为 资 产 阶 级 自 由 派 报 纸 ，后 来 从 1 9 世 纪 8 0 年 代 起 是 保 守 派 报 纸 ； 
1(J 3 7 年 同 《晨 邮 报 》 （ M o rn in g  P o s t ) 合 并 以 后 改 名 为 《每 F I 电 讯 和 晨 邮 报 》 
(D a ily  T e le g ra p h  an d  M o rn in g  P o s t)  〇 ------ 25()0

《孟 加 拉 公 报 。大 陆 新 闻 摘 要 双 月 刊 K T h e  B engal H u rk a ru . B i-M o n th ly  O v e r 

wind S u m m a ry  o f  N e w s)  印度  的 一 家  日 报 ， 1795 一  1 8 6 6 年 在 加 尔 各 答 出  
版 。 —— 3 4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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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卢 斯 产 业 协 会 会 报 》 ( B u l l e t i n  d e  la  S o c i é t é  i n d u s t r i e l l e  d e  M u l h o u s e )  

4 1 2 . 4 1 4 ,

N

.《纽 约 毎 日 论 坛 报 W N e v rY o rk  D aily  T r i b u n e ) - ― 黄 国 的 一 家 日 报 ，由 著 名 的  
美 国 新 M 工 作 者 和 政 治 活 动 家 霍 • 格 1 利 和 托 • 麦 克 尔 拉 思 等 人 创 办 . 丨811 

年 4 月 K) 口 1924年 在 纽 约 出 版 ；1 9世 纪 5 0 年 代 中 期 以 前 是 美 国 辉 格 党  
左 翼 的 机 关 报 ，后 来 是 共 和 党 的 机 关 报 : 40 —  5 0 年 代 , 该 报 站 在 进 步 的 立 场  
上 反 对 奴 隶 制 ：参 加 该 报 工 作 的 有 许 多 箸 名 的 美 国 作 家 和 新 闻 工 作 者 ，受 空  
想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影 响 的 査 • 德 纳 从 4 0 年 代 末 起 是 该 报 的 编 辑 之 一 。 马 克思 
从 L851年 8 月 开 始 为 该 报 供 稿 .一 直 到 18 6 2年 3 月 . 持 续 j ' 十 余 年 。 马 克 

思 为 《纽 约 每 日 论 坛 报 》提 供 的 文 章 . 很 大 一 部 分 是 他 约 请 恩 格 斯 写 的 。 美 M 

内 战 爆 发 后 , 编 辑 部 内 主 张 同 各 蓄 奴 州 妥 协 的 势 力 加 强 . 报 纸 离 开 进 步 立 场 • 

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遂 停 止 撰 稿 并 与 报 纸 断 绝 关 系 ; 除 日 报 外 ，还 出 每 周 版 《纽 约  
每 周 论 坛 报 3K N ew -Y ork  W e e k ly  T rib u n ç )_ < ]1 4 .1年 9 月 起 ) 和 半 周 版 《半 周 论  
坛 报 M S em i-W e ek ly  T r i l i u n e ) ( 不 迟 于 1削 5 年 ），1853年 5 月 起 《半 周 论 坛  
报 》改 名 为 《纽 约 半 周 论 长 报 》(N e w -Y o rk  S em i-W eek ly  T r ib u n e )。—— 7 8 9。

O

《欧 洲 通 报 。 历 史 、政 治 和 文 学 杂 志 》 （ BbCTHHICb EBponW. >KypHaJTb HCTOpiw， 
nonMTHKn，JiM TepaTypi»i)- 俄 国 一 家 资 产 阶 级 ÉJ由 派 月 刊 ，18fi6 — 丨9 0 8 年 |tl 

米 * 马 • 斯 塔 秀 列 维 奇 在 圣 波 得 堡 创 办 和 出 版 . 1 9 0 9 〖9 〗8 年 夏 由 马 • 

马 • 柯 瓦 列 夫 斯 基 编 辑 ；1 9 世 纪 9 0 年 代 初 期 该 杂 志 经 常 刊 登 一 苎 反 对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文 章 。 -  8 4 5 。

P

《派 尔 麦 尔 新 闻 。 晚 报 和 评 论 》 （ T h e  R i l l  M a l l  G a z e t t e  A n  E v e n i n g  N e w s p a p e r  

a n d  R e v i e w ) — - 英 国 的 一 家 保 守 派 丨 :：! 报 ；1 8 6 5 年 2 月 一 1 9 2 0 年 在 伦 敦 出  
版 . 每 H — 次 • 为 晚 刊 ; 编 辑 为 弗 • 格 林 伍 德 （1 8 6 5 -  1 8 8 0 ) 、威 ■ 托 • 斯 特 德  
( 1 8 8 3  — 1 8 8 9 〉； 1 8 7 0 年 7 月 一  1 8 7 1 年 6 月 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同 报 纸 有 联 系 ，在 

此 期 间 报 纸 刊 登 了 国 际 工 人 协 会 总 委 员 会 关 于 普 法 战 争 的 第 一 篇 宣 言 和 第  
二 篇 宣 言 ( 摘 要 ）和 恩 格 斯 的 关 于 普 法 战 争 的 一 组 文 章 《战 争 短 评 》，以 前 还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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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过 有 关 国 际 的 代 表 大 会 的 报 道 ; 巴 黎 公 社 失 败 后 ，鉴 于 报 纸 对 公 社 的 攻 缶  
日 益 增 多 ，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遂 停 止 撰 稿 并 与 报 纸 断 绝 关 系 。—— 703。

《旁 观 者 》 ( T h e  Spectator)- _英 国 的 一 家 自 由 派 周 报 . 1828年 起 在 伦 敦 出 版 ，
后 来 成 为 保 守 派 的 刊 物 。 —— 3 4 5。

Q

《旗 帜 报 》 ( T h e  S ta n d a rd )  英 国 保 守 派 的 H 报 . 1 8 2 7 年 一 约 1 9 1 7 年 在 伦 敦
出 版 .1 8 5 7  — 1 9 0 5 年 曾 出 版 晚 刊 《旗 帜 晚 报 M T h e  E v en in g  S t a n d a r d ) , 1905 

年 起 将 晚 刊 更 名 为 《旗 帜 晚 报 和 时 代 新 闻 K E v e n in g  S ta n d a rd  an d  T im e s  G a 

z e t te )。 ------- 2 6 2 、5 8 9 、7 1 8 。

S

《社 会 科 学 评 论 》 ( The Social Science Review) 英 国 的 一 家 周 报 ，在 伦 敦 出
版 „ — ■-2 6 1 « ,

《实 证 哲 学 。评 论 》 U d  Philosophie Positive. Revue)- •法 国 的 一 家 哲 学 杂 志 ，
1.867年 7 月 1 日 1 8 8 3 年 由 埃 • 利 特 雷 和 格 • 尼 • 威 卢 博 夫 在 巴 黎 出 版 。

- 845.。

T

《泰 晤 士 报 》 ( T h e  T im e s ) - — 英 国 的 一 家 资 产 阶 级 报 纸 ，保 # 党 的 机 关 报 • 1785 

年 1 月 I 日 在 伦 敦 创 刊 ，报 名 为 《环 球 纪 事 日 报 » (D a ily  U n iv e rsa l R e g is te r)， 
1 7 8 8 年 I 月 ] 日 起 改 名 为 《泰 晤 士 报 》，每 日 出 版 ；创 办 人 和 主 要 所 有 人 为  
约 • 沃 尔 特 ，1 « 1 2 年 起 主 要 所 有 人 先 后 为 约 • 沃 尔 特 第 二 ，约 • 沃 尔 特 第  
三 ; 1 9 世 纪 先 后 任 编 辑 的 有 : 主 编 托 • 巴 恩 斯 （1 8 ]7  —  1 8 4 1 )、约 • 塔 • 德 莱  
恩 （1 8 4卜 - 1 8 7 7 )、托 . 切 纳 里 （ 1877 1 8 8 4 )、乔 . 厄 . 巴 克 尔 （ 1884

1 9 1 2 ) ,助 理 编 辑 乔 • 韦 • 达 森 特 (1 8 4 5 -  1 8 7 0 )等 ；1 9 世 纪 50 — 6 0 年 代 的 撰  
稿 人 有 罗 • 娄 、亨 • 里 夫 、兰 邦 等 人 : 莫 • 奠 里 斯 为 财 务 和 政 务 经 理 （1 9 世 纪  
W 年 代 末 起 ）•威 • 弗 • 奥 • 德 莱 恩 为 财 务 经 理 之 一 （1 8 5 8 年 前 ）；报 纸 与 政  
府 、教 会 和 垄 断 组 织 关 系 密 切 . 是 专 业 忭 和 营 业 性 的 报 纸 ；1 8 6 6 ^  1 8 7 3 年 间  
曾 报 道 国 际 的 活 动 和 刊 登 国 际 的 文 件 。 一  210、262、277、306、421、497、 
5 2 8 、609、61 1、612、638、700、703、763、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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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威 斯 敏 斯 特 评 论 》 ( T h e  W e s tm in s te r  R e v ie w ) — 英 国 的 一 家 政 治 、国 民 经 济 、 
宗 教 和 文 学 的 自 由 派 刊 物 ，1 8 2 4 年 由 耶 • 边 沁 和 约 . 包 令 在 伦 敦 创 办 , 

1824 —  1 8 8 7 年 为 季 刊 ，1887 —  1 9 1 4 年 为 月 刊 ; 后 由 詹 • 穆 勒 和 约 . 斯 . 穆 勒
主 持 《」一一 &5 。 .

X

《新 莱 菌 报 。 民 主 派 机 关 报 》 （ N e u e  R h e in isc h e  Z eitung . O rg a n  d e r  D e m o k ra 

t i e ) —— 德 国 无 产 阶 级 第 一 家 独 立 的 日 报 ，1 8 4 8 年 6 月 1 日 一 1 8 4 9 年 5 月 19 

日 在 科 隆 出 版 ；主 编 是 马 克 思 ，编 辑 是 恩 格 斯 、威 • 沃 尔 弗 、斐 • 沃 尔 弗 、格 • 

维 尔 特 、恩 • 德 朗 克 、斐 • 弗 莱 里 格 拉 特 、约 • 亨 • 毕 尔 格 尔 斯 等 。报 纸 编 辑  
部 作 为 无 产 阶 级 革 命 运 动 的 领 导 核 心 ，实 际 履 行 了 共 产 主 义 者 同 盟 中 央 委 员  
会 的 职 责 ; 1 8 4 8 年 9 月 2 6 日 科 隆 实 行 戒 严 ，报 纸 暂 时 停 刊 ;此 后 在 经 济 和 组  
织 方 面 遇 到 了 巨 大 困 难 ，马 克 思 不 得 不 在 经 济 上 对 报 纸 的 出 版 负 责 ，为 此 ，他 
把 自 己 的 全 部 积 蓄 贡 献 出 来 ，报 纸 终 于 获 得 了 新 生 ；1 8 4 9 年 5 月 马 克 思 和 其  
他 编 辑 被 驱 逐 或 遭 迫 害 ，报 纸 被 迫 停 刊 。 -  6 1 3 、8 3 1 。

《新 莱 茵 报 》 政 治 经 济 评 论 》 （ N eu e  R h e in isc h e  Z eitu n g . P o litisc h -ö k o n o m isch e  

R e v u e )— 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于 1 8 4 9 年 1 2 月 创 办 的 共 产 主 义 者 同 盟 的 理 论  
和 政 治 刊 物 ，《新 莱 茵 报 》（1848— 1 8 4 9 )的 续 刊 ; 该 杂 志 从 ] 8 5 0 年 3 - 〖】月底 
总 共 出 了 六 期 ，其 中 有 一 期 是 合 刊 ( 第 5 —  6 期 合 刊 杂 志 在 伦 敦 编 辑 ，在 汉  
堡 印 刷 。封 面 上 注 明 的 出 版 地 点 还 有 纽 约 ，因 为 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打 算 在 侨 居  
美 国 的 德 国 流 亡 者 中 间 发 行 这 个 杂 志 。 该 杂 志 发 表 的 绝 大 部 分 文 章 都 是 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撰 写 的 ，他 们 也 约 请 他 们 的 支 持 者 如 威 • 沃 尔 弗 、约 • 魏 德 迈 、 
格 • 埃 卡 留 斯 等 人 撰 棒 。 1 8 5 0 年 1 1 月 ，由 于 反 动 势 力 的 迫 害 ，加 上 资 金 缺  
乏 , 杂 志 被 迫 停 刊 》. 一 3 0 2 、3 1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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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目

A

阿 西 恩 托 条 约 —— 822。
埃 及  241、347、348、354、383、537、

538。
爱 尔 兰

概 述 一  258、259、 750 — 766。 
-工 业 - 486、507、756、758、820。 
农 业 —— 751 - -  755、757—766。 

一 人 口 的 减 少 —— 276、 4 66、750、 
755 -  757、760、762— 766。

- 英 格 兰 对 爱 尔 兰 的 压 迫 一  466、 
755、 765 — 766、820。

-1845 — 1847 年 的 饥 荒 一 - 7 5 0 、 
757,759— 760 J66„

奥 地 利 一  285、848。
澳 大 利 亚 —— 276、474、839 —840。

B

八 小 时 工 作 制  312 3]3、436。
巴西  31。
罢 工  175、239、445、 456 — 458、 

478、576、585、638、699、800。 
拜 物 教  

一 概 述 一  76。

索 引

商 品 拜 物 教 —— 49、 64 — 69、76、 
77、601〇
货 币 拜 物 教  49、76、 85 — 87、 
128。

- 资 本 拜 物 教 —— 76、147、148、 
829、830〇
并 见 异 化 、神 秘 化 a 

半 成 品
概 述 —— 184 — 185、359、360、 
466、467、496。

一 中 间 制 品 -----~369。
帮 伙 工 人  一  415、713、714、745—749。 
保 护 关 税 制 度  一 305、595、 780 — 

781、810、814、820、830。
保 险 公 司 一  206。
报 刊

资 产 阶 级 报 刊 的 作 用 —— 262、 
293、345、567、638、685、703、726、
7490

暴力
一 概 述 ——  241

暴 力 在 历 史 上 的 作 用 —— 768。
暴 力 在 资 本 主 义 形 成 中 的 作 用  
一 450、 769 — 770、 773 — 793、 

796、81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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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平 等 的 权 力 之 间 的 决 定 作 用  
— 2 4 0 〇

暴 力 是 每 一 个 临 产 的 旧 社 会 的 助
产 婆 —— 8 1 4 0

超 经 济 的 暴 力  7 9 7。
-作 为 国 家 权 力  4 4 8 、7 9 7 、8 1 4 。

- 作 为 经 济 力 —— 8 1 4 。
悖 论 —— 4 2 5 。
本 质 和 现 象

概 述 ^̂ - 3 8 , 3 9 , 4 1  —  4 2 . 4 9 -  

5 3 、5 6 、6 4 、6 6 、7 4 、8 5 、8 9 、9 9 、1 1 5、 
1 3 1、1 5 2、2 1 8 、 226 —  2 2 7 、2 4 2 、 
3 1 9 、 3 2 9 、 3 4 5 、 3 4 9 、 5 5 8 、 5 5 9 、 
564 —  5 7 0 、 601 —  6 0 3 、6 6 1 、8 3 1 、 
833 0

— 假 象 ( 外 观 ） 6 8 、6 9 、7 6 、7 7 、
8 7 、] 1 0 、1 1 1、2 2 0 、3 2 9 、4 6 3 、5 5 8 、 
5 6 7 、5 7 9 、5 8 0 、6 1 8 、6 4 6 。
并 见 抽 象 、社 会 规 律 。

比 利 时
概 述 —— 3 1 0 、6 3 8 、7 2 0 、7 2 2 。

— 劳 动 时 间 —— 2 8 5 。
资 本 主 义 的 发 展 —— 3 1 0 、7 7 3。 

— 政 党 —— 2 8 5 。
比 例 性 和 比 例 失 调  3 7 1 、3 7 2 。 
必 然 性

概 述 —— 8 2 、1 3 1、3 2 8 。
-- 历 史 必 然 性  ^ ■ 3 4 9 、 3 8 1 、5 1 2 、 

5 1 5 — 5 1 7 、6 2 8 、6 3 2 、8 1 1 。
一 自 然 必 然 性 - 一  3 3 、7 5 、3 7 1 、5 3 8 、 

5 5 5 、8 2 7 。
技 术 上 的 必 然 性 —— 3 7 5 ,4 0 2 .

和 偶 然  ^ ■ 5 5 、 68 —  仰 、8 2 、1 0 2 、 
3 7 1 0

和 规 律  3 ] 9 、3 7 1 、6 2 2 。
并 见 社 会 规 律 。

必 要 劳 动
- 定 义 一 - 219 2 2 0 、 235 - 2 3 6 。
作 为 雇 佣 丄 人 的 有 酬 劳 动  
2 3 1 、4 0 7、5 5 9 、5 6 7。
和 剩 余 劳 动 —— 2 1 9 - 2 2 0 , 2 2 6 ,  

2 3 4 ,2 3 9 — 2 4 4 ,3 1 7  —  3 1 9 ,3 2 0  

3 2 1 、 325 — 3 2 9 、3 6 5 、4 2 4 、 534 - 

5 4 0 ,5 5 1  — 5 5 9 ,5 7 3 ,5 7 4 0 

-共 产 主 义 条 件 下 的 必 要 劳 动  
555 0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概 述  1 7 0、2 1 9 、2 3 4 、2 3 6 、 
325 —  3 3 0 ,5 3 4  — 5 3 9 ,5 5 5 〇 
和 剩 余 劳 动 时 间 —— 2 1 9 、2 2 0 、 
2 3 4 、2 3 6 、 240  —  2 4 3 、 325 —  3 2 8 、 
3 3 1 ,3 3 2 .3 3 4 ,3 6 5 ,3 8 6 ,5 3 4 ,5 3 5 „

辩 护
概 述 —— 7 4 、8 6 、8 7 、1 0 9、5 6 7 , 

5 9 4 、5 9 5 、 648 6 5 2 、 823 —  8 2 4 、
8 2 9 、8 3 0 、8 3 4 、8 4 3 、8 4 4 。

- 为 资 本 辩 护 —— 舰 、2 3 3、3 1 1 、 
3 3 4 、3 7 2 、 633 — 6 3 5 、6 4 6 、6 4 7 、 
8 2 9 、8 3 0 。

一 “ 补 偿 理 论 ”—— 4 5 9 — 4 6 3 。
- 为 工 厂 制 度 辩 护 ^ - 3 7 2 , 4 3 8 -  

4 4 3 、4 5 7 — 4 5 8 。
辩 证 法

作 为 认 识 的 方 法 一̂ -  8 4 5 、 8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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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 7 — 8 4 8 。
- 黑 格 尔 的 “ 矛 盾 ”是 一 切 辩 证 法 的  
源 泉 —— 8 4 7 — 8 4 8 。

- 生 产 力 和 生 产 关 系 的 辩 证 法 - 

72 —  7 3 、3 0 9 、3 9 8 、 473 —  4 7 4 、 
4 8 5 、彳 8 6 、4 9 6 、4 9 7 、5 1 4 、5 1 5 、 
529 —  5 3 1 、6 6 5 、6 6 6 、 823 —  § 2 8 、 
8.16、8 4 7 — 8 4 8 。

辩 证 法 的 规 律  见 否 定 的 否 定 、质
和 量 、矛 盾 。

波 兰  7 3 。
剥 夺

剝 夺 直 接 生 产 者 的 土 地  - 7 7 0 、
7 9 2、8 0 3 、 806 8 1 1 、8 2 5 、8 2 6 、
833 〇
资 本 家 剥 夺 资 本 家  667 — 

6 6 9 ,8 2 7 «

剥 夺 剥 夺 者 --------827 > 828 0

并 见 资 本 的 原 始 积 累 。
剥 削

剥 削 的 客 观 条 件 - - 2 4 0 。
奴 隶 制 的 剥 削 一  2 4 0 、2 4 1 、5 6 7 、 
6 9 4 、7 8 4 。
封 建 剥 削 一 产 爾  7 1 ,  2 1〇
2 4 3 、5 6 7 、6 0 2。
封 建 剥 削 转 变 为 资 本 主 义 剥 削  

—  7 7 0。
资 本 主 义 剥 削 —— 1 9 6 ,2 3 7 ,2 4 1 ,  

2 4 2 、2 7 2 、2 7 3 、 322  —  3 2 4 、 343 

3 4 5 ,3 8 0 —  3 8 U 411 -  4 1 4 ,4 9 5 ,  

4 % 、5 1 7 、5 1 8 。
外 延 方 面 和 内 涵 //面 的 剥 削

3 2 7 、3 2 8 、4 2 7 、4 3 3 、4 3 4 、4 6 8 、6 1 6 、
6 5 9 、6 8 2 。
剥 削 的 方 法 一 一  245 —  24 8 、2 5 9 、 
2 6 0 、 263 —  2 6 7 、2 7 2 、2 7 3 、2 8 9 、 
3 0 1 、3 0 2 、 326 —  3 3 3 、 426 —  4 3 0 、 
479 — '4 8 1 、4 9 5 、4 9 7 、4 9 8 、5 8 4 、 
7 1 4 - 7 1 7 .7 4 5 , 7 4 6  - 7 4 7 .

剥 削 的 程 度  见 剩 余 价 值 率 . 

资 产 阶 级 政 治 经 济 学 对 剥 削 的 掩  
盖 -------5 5 8 、 559 〇
并 见 劳 动 力 、雇 佣 劳 动 和 资 本 、雇 
佣 工 人 、剩 余 价 值 。

补 偿 理 论  459  - 4 6 4 ,6 8 6 〇 
不 变 资 本

概 述  2 1 2 、 215 —  2 1 8 、2 6 3 、 
3 1 9 、3 4 3 、6 5 U

作 为 客 观 的 劳 动 条 件 —— 2 0 2 -  

2 0 3 ,2 0 5  - 2 0 7 , 2 1 0 — 2 1 2 ,2 1 8 〇 
它 的 组 成 部 分 一 一 2 ] 2 、2 1 6 、2 2 9 、 
337  —  3 3 8 ,4 2 2 ,4 7 2 ,6 4 3 0 

不 变 资 本 的 价 值 和 使 用 价 值  
202 — 2 1 8 、3 3 8 、4 2 2 、4 2 3 。
和 可 变 资 本 —— 212 —  2 1 5 ,2 1 7 ,  

3 1 8 —  3 2 0 , 3 7 5 ,4 2 4 ,4 5 9  - 4 6 0 ,  

472  — 4 7 3 、6 2 5 、6 8 6 、7 9 7 。
和 价 值 形 成 过 程 —— -2 0 2  — 2 1 2 、 
215 — 2 1 8 〇 

- 它 的 再 生 产 —— 6 4 1 — 645 0 

不 变 资 本 的 节 约 一  1 8 7、1 9 8 、 
2 7 0 、3 0 1 、3 0 2 、3 3 8 。
它 的 价 值 丧 失 —— 2 1 3 、4 2 3 、6 4 3 、 
6 4 4 。



1034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 不 变 资 本 在 农 业 中 的 特 殊 性 一  
643 〇
并 见 资 本 的 构 成 。

簿 记 ( 意 大 利 式 簿 记 ) - - 6 2 8 。

C

财 富
— 概 述 —— 2 3 、2 4 、1 2 7、1 2 8 、3 8 0 、 

4 6 7 、 6 2 8 、 6 2 9 、 6 4 2 、 6 6 6 、 6 6 7 、 
693 — 6 9 5 ,8 1 2 .8 1 3 ,8 1 5 — 8 2 0 〇

- 人 是 社 会 财 富 的 创 造 者 一 - 5 3 2 ,  

6 0 5 、6 3 0 、6 4 2 、7 0 0 。
一 物 质 财 富 —— 2 4 、3 3 、3 6 、7 0 、1 2 7。
一 自 然 财 富 ------- 5 3 7 。
一 价 值 是 财 富 的 资 本 主 义 形 式  

150 —  1 5 1。
一 商 品 是 资 产 阶 级 财 富 的 元 素 形 式  

— 2 3 v1 2 7 — 1 2 8〇
一 货 币 是 财 富 的 社 会 表 现  1 2 5、

1 2 6 0

一 货 币 是 物 质 财 富 的 一 般 代 表 一  
1 2 8、1 3 9 0

—— 切 财 富 的 源 泉 —— 5 3 2 。
一 资 产 阶 级 财 富 的 概 _ - 一  1 2 8、 

4 5 2 、4 6 9 、 648 —  6 5 1 、> 7 3、7 7 4 。
一 作 为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结 果  

3 2 1 、5 5 5 、6 0 5 、6 2 2 、6 2 3 、6 6 0 、6 6 8 、 
6 7 8 、6 8 7 、 691 v 6 9 7 、 700 —  7 0 2 、 
7 6 4 。

一 和 资 本 家 的 挥 霍 --------4 6 3 、 630 -一
6 3 2 、6 3 4 、7 0 6。

一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贫 和 富 的 对 立

- 691 -  6 9 6 ,7 0 0  —  7 0 2 ,7 1 3 ,  

7 ] 8 — 7 1 9 、 722 —  7 2 3 、 763 —  7 6 6 、 
7 8 2 ,8 3 0 ,8 3 7 ,

采 矿 业
— 概 述 —— 1 8 3、4 8 8 、5 8 4 、6 0 7 、6 9 1 、 

8 3 9 。
一 从 业 人 数 —— 4 6 5 、4 6 8 、4 6 9 。
一 工 人 的 状 况  3 1 0 、3 1 1 、5 2 6 、

5 2 7 ,7 1 5 — 7 1 7 0 

- 女 工 —— 2 6 4 、4 0 9 、5 2 2 、5 2 5 、5 2 6 、 
5 2 9 。

一 童 工 一 4 0 9 、5 2 2 、5 2 3 、5 2 4 、5 2 9 。
一 金 矿 中 的 劳 动  2 4 0 、2 4 1 、8 1 3 。
一 矿 业 立 法 - - 521 - 5 2 4 、5 2 7、 

5 2 8 0

产 品
一 概 述 —— 1 8 3 — Ï 8 6 0

一 作 为 劳 动 过 程 的 前 提 和 结 果  
1 8 3 — 1 8 8 、5 3 3 〇

一 产 品 转 化 为 商 品 的 条 件 —— 3 1 、 
5 3 、5 8 、 65 —  6 8 、 81 —  8 4 、 100 —  

1 0 3、16;9、3 6 7 。
一 资 本 主 义 前 的 生 产 方 式 中 的 产 品  

一  3 3 、5 3 、 72 =  7 3 、8 ] 、8 2 、2 4 2 、 
2 4 3 、3 5 5 、3 6 7 、 372 —  3 7 3 、 635 -  

6 3 6 0

一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的 产 品 - 一  5 3 、 
1 7 0、3 6 9 — 3 7 0 。
并 见 使 用 价 值 、社 会 总 产 品 、商 
品 a

产 品 价 值 - 2 0 2 、 209 — 2 1 3 、 215 —  

2 1 7 、2 2 7 、3 1 8 、6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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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业 革 命 一 见 工 业 革 命 （产 业 革
命 )。

产 业 后 备 军
概 述 一 4 6 2 、4 6 3 、5 1 4 、6 7 1 、
675 —  6 8 7 、7 1 2 。
产 业 后 备 军 的 职 能  4 9 6 、
676 —  6 8 3 、6 8 5 、6 8 6。

一 产 业 后 备 军 的 增 减 —— 676 - 

6 7 9 、 681 —  6 8 6。
和 工 资 ^ 6 8 4 ,6 8 5 ,7 9 7 .

和 季 节 劳 动  5 0 4 。
产 业 资 本 —— 见 工 业 资 本 （产 业 资  

本 )。
超 额 ( 额 外 )剩 余 价 值

概 述  3 2 9。
资 本 家 的 丨 Ï 接 动 机 ——  329 —

3 3 1 。
作 为 个 别 价 值 和 社 会 价 值 之 间 的  
差 额 - 一 3 3 0 、3 3 M 2 3  — 4 2 4 。 
它 的 暂 时 性 —— 331 3 3 2 ,4 2 3  ̂

4 2 4 。
和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 329 —  3 3 3 、 
4 2 3 ,4 2 4 〇
和 机 器 ^ 4 2 3 , 4 7 3 0

城市
- 中 世 纪 的 城 市 —— 4 4 9 、7 7 0 、7 7 1 、 
773, 797, 798, 812,8130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的 城 市 —— 3 9 2 —  

3 9 3 、5 3 1 、7 0 6 、 707  — 7 1 3 。
城 市 和 乡 村  3 6 7 、5 3 1 、6 8 9。
惩 治 流 浪 者 的 法 律  793 —  7 9 6 。 
赤 贫 ( 需 要 救 济 的 贫 民 ）—— 2 0 0 ,2 8 4 ,

4 5 1 、4 6 8 、4 9 8 、5 5 4 、 689 —  6 9 2 、 
701 —  7 0 3 、 718 —  7 2 0 、7 2 4 、7 2 9 、 
7 3 3 、7 4 4 、7 7 7 、7 7 8 、7 9 3〇 
并 见 济 贫 法 、济 贫 院 。

抽象
概 述 一^ 1 7 、2 8 、2 9 、4 0 、5 9 、6 7 、 
1 6 5、1 8 6、2 1 8 、3 8 8 、6 7 6 。
抽 象 的 客 观 内 容 '— 6 9 、1 3 8 、 
165.

- 经 济 学 的 范 畴 是 现 实 关 系 的 柚 象
— ■一 6 9 、1 3 8。
抽 象 和 具 体  丨0 9 、1 7 9。
从 抽 象 上 升 到 具 体  3 6 、7 6 、 
1 0 3、1 0 9、1 2 ] 、1 3 2、1 3 3、1 6 2、1 6 3、 
1 7 9、1 8 6 、3 2 9 、5 7 9 、5 9 8 、6 3 7 、6 9 2 。 

- 对 资 产 阶 级 抽 象 方 法 的 枇 判  
6 4 、1 0 9 、3 8 8 、5 4 8 。
并 见 一 般 、特 殊 和 个 别 、内 容 （实  
质 ) 和 形 式 、逻 辑 的 和 历 史 的 、本 
质 和 现 象 。

抽 象 劳 动 和 具 体 劳 动  
一 概 述 —— 3 7 、4 1 、 49 — 5 0 。

生 产 商 品 的 劳 动 的 二 重 性  
2 9 '3 2 、 34 —  3 7 、6 7 、7 4 、8 1 、1 0 9、 
1 9 9、2 0 2 、2 0 4 、2 0 9 、568„

- 生 产 商 品 的 劳 动 的 二 重 性 是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枢 纽 —— 3 2 。

一 袖 象 劳 动 —— 2 9 、 34 — 3 7 、4 1 、 
4 2 、 49  — 5 1 、5 5 、5 6 、5 9 、6 6 、6 7 、7 4 、 
1 0 4 ,1 3 8 ,1 9 1 ,1 9 7 .

— 具 体 劳 动 一一 2 9 .3 2 — 3 7 、4 2 、4 9 、 
5 0 . 5 5 , 5 6 ,5 9 ,6 5 ,1 9 1  > 1 9 2 ,1 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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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2 0 2 — 2 0 4 n2 3 1 o 

一 抽 象 劳 动 作 为 价 值 的 实 体  
29 ~  3 1 、 34 —  3 7 、5 0 、5 1 、5 9 、6 6 、 
] 6 4 、「)6 3。

一 抽 象 劳 动 是 社 会 劳 动 的 形 式 一  
5 0 、5 1 、5 9 、6 7 、6 8 、6 9 、7 3 。

储 备 一̂一  6 2 4 。
传 统 —̂— 3 8 0 、4 4 1 。
从 属 、从 属 关 系
------ 人 的 从 属 ------- 71 一  7 3 、6 0 8 、6 0 9 、

8 2 6 。
一 物 的 从 属 —— 65 —  6 9 、7 2 、7 3 、 

1 0 2、1 0 7 、1 0 8 、1 6 7、1 7 4、3 1 3 、3 4 7 、 
4 4 1 、6 0 1 、6 0 2 、6 0 8 、 612 —  6 1 3 s 

654 —  6 6 1 ,7 9 7 ,8 0 2 ,8 3 4  - 8 3 7 0

存在 —— 4 1 、5 9 、1 2 3、1 3 8。

D

大 工 业 、现 代工业
— 概 述 一 2 8 6 、2 8 7 、3 9 1 、3 9 3 、 

397 —  4 0 1 、4 6 8 、4 9 0 、5 0 0 、5 0 5 、 
5 0 6 ,5 1 0 — 5 1 8 ,6 8 1 ,8 4 3 0  

— 起 点 —— 爾 、細 、4 1 0 〇 
一 机 器 是 它 的 技 术 基 础 —— 3 8 0 、 

397 —  3 9 8 、4 4 2 、4 5 2 、4 7 3 、4 8 6 、 
4 8 7 、5 1 4 0 

一 城 市 是 它 生 产 集 中 的 地 点 _ 

3 9 2 — 3 9 3 。
一 它 的 科 学 基 础 —— 5 1 3 - 5 1 5 .  

一 它 的 技 术 基 础 是 革 命 的 —— 5 1 4 。 
一 和 分 X  —— 3 9 7 — 4 0 0 、4 8 5 、5 1 1、 

5 1 2 、5 1 3 、5 1 4 0

一 和 劳 动 生 产 率 —— 4 0 1 、4 0 2 、 
4 2 3 — 4 2 4 ,4 6 5 — 468 0 

— 和 农 业 —— 4 1 5 , 4 1 6 , 4 7 4 ,4 7 5 ,  

485 >530 —  5 3 2 ,8 1 0 ,

大 规 模 生 产  4 0 0 、 4 8 彳 、.196、6 6 5 、
6 6 9 ,6 7 0 .6 7 4 〇

德国
―概 述 —— 1 9、3 2 2 、3 9 0 、4 0 8 、 592 B 

- 历 史 —— 6 5 、3 9 0 、7 8 4 、7 9 2 、7 9 9 、 
844 —  8 4 5 ,

-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发 展 一 1 7 、
4 0 6 、8 4 2 、 844 — 8 4 5 、8 4 8 。

一 工 人 阶 级  844 8 4 5 。
一 农 业 和 农 民 —— 772 - 7 7 3 、7 8 4 、 

7 9 2 、8 0 7 。
一 圈 地 ^  7 9 2 0 

一 农 奴 制 7 7 2 。
普 鲁 士 工 厂 工 人 的 状 况 一 - 2 7 6 .  

一 童 工  ̂ — 281 〇 
一 降 低 工 资 的 法 令 - 7 9 9 。
一 上 兵 身 高 的 降 低 一 一 2 4 4 。

等 价 交 换 一  156 —  1 5 8、1 6 2、] 6 5 、 
1 6 6、] 7 6 、1 9 7 、5 6 2 、 618 —  6 2 2 。

等 价 形 式  见 价 值 形 式 。
笛 卡 儿 哲 学  4 0 5 、4 0 6 。
地 产  见 土 地 所 有 制 （土 地 所 有 权 、

地 产 ）。
地 理 环 境  -5 3 7  —  5 4 0。
地 主  见 土 地 所 有 者 ( 地 主 h

地 租
概 述 —— 1 3 6、2 9 0 、5 3 4 、5 4 8 、5 9 8 、 
7 4 6 、8 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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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实 物 地 租 —— 2 4 2 ,3 7 3  0 

一 实 物 地 租 转 化 为 货 币 地 租 一  
1 3 6。

— 城 市 地 租 —— 7 0 8。
一 剩 余 价 值 的 形 式 —— 5 5 9 、5 9 8。 

电 报  4 0 2 、4 6 8 、5 0 4 、5 0 7 。
东 印 度 公 司 —— 4 7 8 、8 1 5 、8 1 6 。
度 ( 哲 学 上 的 ）—— 6 6 、6 8 、7 1 、7 2 、7 4 、 

88、101、122〇 

对 抗  1 7、1 3 0。
并 见 矛 盾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的 矛  
盾 。

对 立
概 述 —— 5 3 、6 0 、6 1 、9 9 、1 3 4。
雇 佣 劳 动 和 资 本 的 对 立  
239 —  2 4 0 、 272 — 2 7 4 、2 7 6 、2 7 7 、 
3 ] 3 、3 1 4 、 375 — 3 7 7 、3 8 0 、3 8 4 、 
4 3 0 ,4 8 6 ,6 0 5 ,6 0 8  — 6 1 0 , 659 — 

6 6 2 ,8 0 1 D

使 用 价 值 和 价 值 的 对 立 —— 3 1 、 
3 7 、 41 — 4 4 、 47 —  4 8 、5 3 、5 9 、7Ç—  

8 4 、 99 —  1 0 2 、1 0 6 、 108 —  1 1 1、 
1 I 5 、1 2 4、1 2 8、1 2 9 — 1 3 3。

一商 品 和 货 币 的 对 立 一  - 8 1 、9 9 、 
1 0 5 ,1 0 6  J  1 1 ,1 2 3 ,1 2 9  —  1350 

活 劳 动 和 对 象 化 劳 动 的 对 立 -  

3 2 3 、4 4 2 、6 9 2 。
私 人 劳 动 和 社 会 劳 动 的 对 立 一  
5 0 、8 8 、1 0 1、1 0 9。

一 买 和 卖 的 对 立 - 一 1 0 8、1 0 9、1 2 4、 
130 —  1 3 4。

一 贫 和 富 的 对 立 一 692  — 6 9 6 、

700 —  7 0 2 、7 0 6 、7 0 7 、7 1 3 、 718 — 

7 1 9 、 763 —  7 6 6 、8 3 0 、8 3 7 。
- - 工 业 资 本 和 大 地 产 的 对 立 一  

290 —  2 9 2 、7 2 5 、8 4 3 。
一 体 力 劳 动 和 脑 力 劳 动 的 对 立 一  

3 7 7 、3 7 8 、4 4 2 。
城 乡 对 立 —— 3 6 7 、5 3 1 。
和 矛 盾 —— 5 3 、6 0 、6 〖、9 9 、 108 — 

1 0 9 、1 3 3、1 3 4、2 3 9 、4 5 2 。
并 见 矛 盾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的 矛  
盾 。

对 外 贸 易
概 述 - 1 3 6 、2 4 1 、5 1 3 、6 1 5 、6 8 0 。 

一 和 世 界 货 币 一 138 —  1 4 1 。
一 和 贵 金 属 ------- 1 2 5。

对 象 化  2 9 、3 5 、3 7 、4 2 、4 7 、5 0 、5 1 、 
5 5 、5 9 、6 8 、8 4 、8 7 、1 5 6 、1 8 3 、1 9 1一 
1 9 2 、 195 —  1 % 、3 1 8 、3 1 9 、3 3 5 、 
4 2 4 、4 4 2 、4 4 3 、 561 —  5 6 3 、6 4 6 、 
6 4 7 、6 9 2 。
并 见 物 化 。

多 瑙 河 两 公 国 —— 241 —  2 4 4 。

E

俄 国  242 —  2 4 3 、2 6 4 、2 7 1 、3 0 4 、 
5 9 3 、7 8 0 。

儿 童 劳 动 ( 童 工 ）
概 述 —— 2 3 2 、2 4 7 、2 4 9 、 264  — 

2 6 9 、2 7 1 、 275 —  2 7 6 、 286 —  2 9 1 、 
2 9 6 、2 9 7 、 303 —  3 0 6 、 409 —  4 1 9 、 
4 3 5 、 4 3 8 、 4 4 0 、 4 4 5 、 4 5 2 、 4 5 3 、 
485 —  4 8 9 、 4 9 0  — 4 9 7 、 500 —  5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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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6 、5 0 7 、 509  —  5 1 2 、516  —  5 2 4 、 
5 2 8 、5 2 9、5 5 4 、6 8 8 、 745  —  7 4 8 、 
8 2 0 、8 2 1 、8 2 2 〇
1 7 世 纪 的 儿 童 劳 动 一 一 2 8 1。 

— 关 于 儿 童 劳 动 的 法 律 —— 2 7 8 -  

2 7 9 、28*1 —  2 9 3 、2 %  —  2 9 8 、 302 —  

3 0 6 、4 1 2 、416 —  4 1 9 、 520  —  5 2 2 、 
822  0

二 律 背 反  8 0 、1 6 5、2 3 9 。

F

发 明
- 发 明 在 生 产 力 发 展 中 的 作 用 一

3 9 6 — 4 0 2 。
发 明 运 用 于 生 产 —— 396 — 4 0 2 、
4 0 7 、 4 4 7 、4 4 8 、4 5 6 、4 5 7 、4 8 4 。 

- 资 本 主 义 前 的 生 产 方 式 下 的 发 明
一 3 6 3 、3 8 9 、4 4 7 、4 4 8 、8 1 0 。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的 发 明 - 一 3 8 7 、 
3 9 2 、3 9 3 、3 9 6 -  3 9 7 、3 9 9 、4 0 1 、
4 0 8 、 4 4 7 、4 4 8 、5 1 6 、6 6 4 。
和 资 产 阶 级 与 无 产 阶 级 之 间 的 斗  
争 --------4 4 7 、4 4 8 、4 5 6 、4 5 7 。

发 展
- 社 会 发 展 —— 1 8 、1 9、‘7 2 、7 3 、1 6 9 、 

1 7 0、3 6 6 、3 6 7 、3 8 0 、3 9 9 、 4 4 9  一 

4 5 1 、 513 —  5 1 8 、 536 —  5 3 8 、 825 —  

8 2 7 ,8 4 6 — 8 4 7〇 
一 形 式 和 内 容 的 变 化  - 3 9 、 

5 1 5 — 5 1 7 ,8 4 6  — 8 4 8 〇 
并 见 质 和 量 、矛 盾 。

罚 款 （对 工 厂 工 人 的 罚 款 ）—— 4 4 4 、

4 4 5 ,4 8 0 «

法 国
概 述  1 9、9 1 、8 1 3 、8 M 、8 4 3 、 
844 0

— 历 史 —— 1 2 6 J 3 3 、1 4 0、3 6 3 、3 6 8 、 
4 4 8 、7 9 6 、8 0 1 、8 0 5 、8 1 7 。

一 人 口 ------- 7 4 5 。
一 工 人 的 状 况 —— 2 8 5 、3 】1 、6 3 8 、 

7 4 5 、8 0 1 〇 
一 儿 童 死 亡 率 —— 4 1 4 。
— 农 民 —— 1 3 6、7 5 6 、7 7 6 、8 0 5 。
一 资 产 阶 级 —— 2 9 4 、3 1 1 、4 4 0 、8 0 1 、 

844 〇

资 本 主 义 的 发 展  3 2 2 、3 5 1 、 
3 6 8 、7 4 5 、7 7 8 、8 0 1 、8 4 4 。

一 农 业 —— 74 5 、8 0 3 、8 0 5 、8 4 3 。
一 劳 动 时 间 - 2 8 4 、2 8 5 、3 1 1。

-------立 法 -------- 7 7 8 、7 9 8 、8 0 1 。
- 工 厂 立 法 一一 284 — 2 8 fi、3 1 1 、 

3 1 2 。
一 血 腥 立 法 —— 7 9 6 。
一 劳 工 法 - 2 7 8 、58(5、7 9 6 。
一 士 兵 身 高 不 断 下 降 —— 2 4 4。

一  1789 . 1 7 9 5 年 法 国 革 命 —— 8 3 、 
8 0 1 。

— 1 8 3 0 年 七 月 革 命 • 一  6 3 3 。
一 1848 — ] 849 年 革 命 —— 2 8 4 、 

285 „

一 1 8 4 8 年 二 月 革 命 —— 3 1 1 。 
一 1 8 4 8 年 巴 黎 六 月 起 义 —— 2 9 4 。 

法 和 权
一 经 济 关 系 的 法 律 表 现 一 -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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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 3 2、1 7 6、6 5 7 。
商 品 生 产 的 法 的 关 系 —— 7 8 。 
资 产 阶 级 的 法 —— 1 7 6、2 4 0 、5 6 8 、 
6 5 7 、7 8 1 。
资 本 家 的 所 有 权 （财 产 权 ）一 
2 4 0 、3 7 2 、5 0 8 、6 0 9 、6 1 9 、6 2 0 、6 2 1 。 
平 等 地 剥 削 劳 动 力 是 资 本 的 首 要  
权 利 —— 3 0 3 、 413  — 4 1 4 、5 1 8 、 
5 1 9 。
并 见 立 法 、资 产 阶 级 立 法 。

法 律  1 2 1 、6 5 7 、8 0 0 。
并 见 立 法 、资 产 阶 级 立 法 、工 厂 立
法 。

法 院 ( 法 庭 ）
资 产 阶 级 社 会 的 法 庭  2 6 0 、 
2 9 9 、4 4 4 、4 4 5 、5 2 6 。

-英 国 的 法 庭  一 2 5 8 、2 6 0 、2 9 6 、 
299 —  3 0 2 、3 0 7 、4 4 5 、5 2 2 、5 2 6 、 
7 9 4 、7 9 6 、7 9 9 、8 0 0 。

- 封 建 社 会 的 法 庭 -一  3 4 6 、8 0 5 。 
反 谷 物 法 运 动 —— 3 0 2 。
反 雅 各 宾 战 争 —— 5 8 6 、6 4 1 、7 2 4 、8 1 3 。 
反 映

概 述 —— 6 7 、1 3 1、1 3 9 、180。
客 观 关 系 的 颠 倒 反 映 一  4 9 -  

5 1 、 66 — 6 7 、6 9 、7 2 、7 3 、 84  — 8 7 、 
]1 0  —  1 1 1、1 3 9 、 227 —  2 3 2 、3 2 3 、 
556 —  5 5 9 、5 6 4 、 567 —  5 7 0 、5 7 9 、 
5 8 0 、6 4 6 、6 4 8 、6 5 0 、6 8 3 -  6 8 6 。
并 见 本 质 和 现 象

方 法
一 思 维 方 法 ^  1 7、4 0 5 、4 】2 。

一 辩 证 唯 物 主 义 的 方 法 —— 3 8 8 、 
8 4 5 ,8 4 6 .8 4 7 .

一 黑 格 尔 的 方 法 —— 8 4 7 、8 4 8 。
解 决 矛 盾 的 方 法 —— 80 —  8 2 、 
98 — 9 9 ,1 0 9 ,1 3 2  — 1 3 3〇 

- 研 究 的 ，方 法 和 叙 述 的 方 法 之 间 的  
区 别 —̂— 8 4 5 、8 4 7 。
经 济 学 辩 护 论 者 的 方 法 —— 1 0 9。 
并 见 抽 象 、唯 物 主 义 历 史 观 。

非 生 产 费 用 一 3 4 2 、3 4 6、3 5 8 、6 9 1 。 
非 洲 —— 2 7 4 、4 6 6 、8 1 3 、8 2 2 。
肥 料 —— 2 5 5 、6 4 2 、6 6 4 、7 2 7 、8 0 4 。
分 工

作 为 提 高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因 素  
353  —  3 5 5 、3 7 5 、3 7 7。

一 作 为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的 生 产 方 法  
—— 3 6 5 、3 8 0。

一 作 为 资 本 的 生 产 力 ------- 3 8 0 。
一 般 分 工 、特 殊 分 工 和 个 别 分 工  
— 3 6 6 〇 

一 自 然 分 工 —— 3 6 6 、3 6 7 。
一 地 域 分 工 一 - 3 6 8 。
一 国 际 分 工 一 4 7 4 0 

体 力 劳 动 和 脑 力 劳 动 的 分 工 - 

366 —  3 7 9 、5 3 3 。
工 业 和 农 业 的 分 工 ' ^ 4 7 4 ,5 3 0 ,  

5 3 1。
— 分 工 的 发 展 - — 1 0 K 3 6 6  - 3 6 9 、 

3 7 9 — 3 8 1 、3 9 7 、 466  —  4 6 7 、5 1 4 。 
和 大 工 业 —— 397 —  4 0 0 、4 8 5 、 
5 1 0 、5 1 1 、5 1 4 〇 

-和 城 乡 分 离  一 3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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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人 口 一 ^  367；3 6 8 0

和 需 要 — 6 7 、7 0 、7 2 、] 0 1 、3 7 2 、 
3 7 3 。
旧 分 工 的 扬 弃 —— 3 8 4 、3 8 5 、4 9 7 、 
515 —  5 1 6 。
古 代 思 想 家 论 分 工  3 8 2 、3 8 3 。
资 产 阶 级 古 典 政 治 经 济 学 论 分 工  

3 7 8 、3 8 1 、5 5 4 0

分 配
概 述 —— 7 2 。
劳 动 力 和 生 产 资 料 的 分 配 -  

7 2 、3 7 1 0

剩 余 价 值 的 分 配  2 2 3 、5 9 8 、
6 3 2 、6 3 3 0

共 产 主 义 条 件 下 的 分 配  7 2 。 
并 见 竞 争 û

分 析
概 述 —— 1 6 、1 7 、5 0 、6 9 、2 0 1 、 
217 —  2 1 9 、3 2 9 、3 3 8 、5 6 4 、5 9 7 、 
5 9 8 。
商 品 分 析 - 1 6、1 7 、2 3 、6 4 、6 9 、 
8 0 、1 6 9、] 9 9 。
价 值 分 析 一  1 6 、3 5 、3 9 、4 1 、5 0 、 
5 1 、7 3 、7 4 0

货 币 分 析 一 1 7 1 3 L 8 3  — 8 7 。
资 本 分 析  一 1 6 2、5 9 7 、5 9 8 。 
剩 余 价 值 分 析  2 1 7 、2 1 8 、2 2 1 、
2 2 2 、4 2 6 、59，丨、5 9 5 、6 9 2 、6 9 3 。 

一 对 资 产 阶 级 古 典 政 治 经 济 学 形 式  
主 义 的 分 析 方 式 的 批 判 一  
6 4 -  7 5 、 85 8 6 、2 0 7 、5 3 4 、5 4 8 、
5 6 4 ,5 6 5 v6 2 4 — 6 2 7 ,6 4 5  — 6 4 6 0

对 腐 俗 经 济 学 分 析 方 式 的 批 判  
4 7 ,5 2  - 5 3 ,6 4 , 7 4 ,8 4  8 5 ,

229  2 3 2 .5 6 4 ,5 6 5 0

并 见 抽 象 。
芬 尼 社 社 员  7 6 6。
封 建 主 义 ( 封 建 制 度 ）

概 述  7 1 、1 3 1、5 6 7 、6 ] 2 » 7 7 0 、
7 7 1 ,7 7 2 ,7 7 :^ 8 0 5 .

一 阶 级 一  ̂2 4 0 — 2 4 3 。
—手 工 业 —— 3 3 5 、 34 8 、3 7 4 、3 8 0 。 

商 业 和 手 工 制 造 业 —— 4队  
土 地 所 有 制 —— 770 —  7 7 7。
司法  3 4 6 、8 0 5 。
它 的 解 体 和 过 渡 到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 4 4 9 、4 5 0 、 769  —  7 7 4、 
7 7 8 、7 7 9。

一 剩 余 劳 动 —— 240 -  2 4 4 ,5 6 7 ,  

602 0

- 德 国 的 封 建 主 义 一  一 7 8 4 、7 9 2 0 

多 瑙 河 两 公 国 的 封 建 主 义  
2 4 1 -  244 〇

一 英 国 的 封 建 主 义 —— 6 1 2 、7 2 8 、 
770 - 7 7 7 、7 7 9 、8 0 3 。

一 法 国 的 封 建 主 义 —— 1 3 6 ,8 0 3 ,  

805 0

一 意 大 利 的 封 建 主 义 一 - 7 7 1 、8 0 3 0 

井 阽 土 地 所 有 制 ( 土 地 所 有 权 、地 
产 ）、徭 役 劳 动 、农 奴 制

否 定 - 53 — 5 9 、 81 —  8 2 、 98 — 9 9 、 
1 1 9、1 2 3、1 2 8、1 3 3 、 136 —  1 3 7、 
1 4 3、1 4 8 、 ] 52 —  1 5 3 、1 6 5、1 9 7、 
2 0 8 、2 0 9 、3 4 9 、3 8 5 、 393 —  3 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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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183、5 9 9 、6 1 5 、6 1 6 、 617 

6 2 2 、6 6 8 、7 6 8 、7 7 0。
否 定 的 否 定  59 — 6 2 、8 6 -  8 9 、 

8 2 5 — 8 2 8 .8 4 8 »

服 务 —— 194 —  1 9 6。
辅 助 材 料  1 8 4、2 0 6 、2 1 2 、6 4 3 、6 6 4 。 
辅 助 工 人  3 8 3 、 438  — 4 4 0 、5 8 4 。
妇 女 劳 动  2 6 1 、2 6 2 、2 6 4 、2 9 0 、3 0 7 、 

3 0 8 、4 1 0 、4 1 2 、 414  一  4 1 6 、4 1 9 、 
4 2 0 、4 3 8 、4 5 2 、4 5 3 、 485 —  4 8 9 、 
490 - 4 9 4 ,4 9 5  — 4 9 7 ,5 0 7 ,5 1 7  -  

5 1 9 、5 2 2 、5 2 5 、5 2 6 、5 5 4 、5 7 6 、7 3 1 、 
7 4 5 — 7 4 9 0 

复 本 位 制  1 3 8。
复 杂 劳 动  见 简 单 劳 动 和 复 杂 劳  

动 。
赋 税 、税 收 制 度

-概 述  1 3 6 、5 4 6 、5 9 5 、7 7 9 、7 9 2 、 
8 1 9 、8 2 0 。

一实 物 税 转 变 为 货 币 税  1 3 6、 
7 9 2 。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的 税 收  6 9 7 , 

6 9 8 、6 9 9 。
作 为 资 本 原 始 积 累 的 工 具  
8 1 4 ,8 2 0 «

— 税 收 和 剩 余 价 值 —— 546 —  5 4 7 。 
一 罗 马 帝 国 的 赋 税 - 一 13 6 ,

-法 国 的 赋 税  1 3 6。
一亚 洲 的 赋 税 一  1 3 6 u 

英 国 的 济 贫 税 ——  7 7 7 。

G

盖 尔 人 -7 8 6 .  — 791«

高 利 贷 资 本
一 作 为 资 本 的 洪 水 期 前 的 形 式 一  

1 4 3、1 6 2、1 6 3 、8 1 2 、8 1 3 0 

路 德 论 高 利 贷 —— 1 9 4 ,6 2 9 .

革 命
一筝 命 的 客 观 必 然 性 一  8 2 6 、8 2 7 、 

8 2 8 。 ’

一 和 工 人 阶 级 ^ 1 8 ,1 9 ,5 1 5 ,5 1 6 ,  

8 4 4 。
- 工 厂 制 度 是 革 命 的 起 点 ^ - 5 2 9 .  

一 政 治 革 命 —— 4 5 0 。
个 别 一 见 一 般 、特 殊 和 个 别 。
个 别 价 值  3 3 0 、3 3 2 、4 2 4 。
个 人

-共 产 主 义 条 件 下 个 人 的 全 面 和 自  
由 的 发 展 —— 5 1 0。

-生 产 劳 动 在 共 产 主 义 条 件 下 对 个  
人全面发 展的作用 —— 5 1 0 , 5 1 5 -  

5 1 7、5 5 5 。
工 厂

一 概 述 —— 1 7、2 8 5 、 392  —  3 9 6 、 
437 —  4 4 6 、 483  —  4 8 5 。

- 机 器 是 工 厂 的 物 质 基 础 一  
437 — 4 3 9 ,4 7 3 ,4 8 6 ,4 9 8 0 

一 和 手 工 工 场 的 区 别 ^ - 439  -  

4 4 2 、4 8 6 。
工 厂 中 的 分 工 一  3 3 、3 9 5 、4 0 1 、 
439 —  4 4 2 ,4 8 4 ,4 8 6 ,5 1 1 — 5 1 3 . 

X 厂 中 的 协 作 —— 3 9 4 、3 9 5 、 
4 3 8 — 4 4 0 。
工 厂 中 的 总 体 人  4 3 8 〇 

一 自 动 工 厂 —— 4 3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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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厂 的 外 部 分 支 - 一 4 8 6 。
一 “小 屋 工 厂 ----- 4 8 4 。

工 厂 报 告  一 ^ 8 、2 3 2 、2 4 5 、2 9 4 、3 7 9 。 
工 厂 工 人 —— 2 4 9 、2 9 0 、3 0 1 、3 0 5 、4 3 5 、 

4 3 6 , 4 3 9 -  4 4 5 .4 6 9  —  4 7 2 .4 7 7 .  

4 7 8 、4 8 2 、4 8 3 、4 8 6 、5 1 1 、5 3 0 、 
610 —  6 1 2 、6 8 7 、6 8 8 、7 2 5 、8 2 0 。

工 厂 劳 动 一 -  246 —  2 5 4 、2 6 7 、2 6 9 、 
2 7 0 、2 9 1 、3 0 0 、3 0 1 、 439 — 4 4 6 。

工 厂 立 法
- 概 述 —— 2 3 3 、5 1 5 、5 1 6 、5 1 7。

一 作 为 特 殊 立 法 —— 3 1 0 、5 1 8 。
一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工 厂 立 法 的 必 要  

性一  1 8、2 4 4 、 291 2 9 2 、 309  -

3 1 0 、 505 — 5 0 9 、5 1 8 、5 2 9 。
一扩 展 到 所 有 工 业 部 门 —— 305 —  

3 0 7 、3 1 0 、 502 —  5 0 3 、5 1 8 、5 1 9 、 
5 2 8 。

一 工 厂 主 反 抗 工 厂 法 ------~ 2 8 9 、
2 9 5 — 3 0 5 、4 4 4 、4 4 5 。

— 违 反 工 厂 法 —— 246 —  2 4 9 。
- 教 育 条 款 —— 417 — 4 1 9 、5 0 9 、 

5 1 5 、5 2 3 、5 2 4 。
— 11生 条 款 —— 5 0 7 。
一 法 国 的 工 厂 立 法 —— 284 —  2 8 6 、

3 1 1 、 3 1 2。
一 比 利 时 的 工 厂 立 法 —— 2 8 5 。 
一 奥 地 利 的 工 厂 立 法 一  2 8 5 。 
一 瑞 士 的 工 厂 立 法 —— 2 8 5 。
一 美 国 的 X 厂 立法一 ^ - 2 7 9 .

一 英 国 的 工 厂 立 法 —— 见 英 国 工 厂  
立 法 。

工 厂 视 察 员 — 1 8、2 2 8 、2 3 2 、2 4 5 、 
2 9 3 、2 9 4 、2 9 8 、2 9 9 、3 0 2 、3 0 5 、3 1 2 、 
3 2 4 、4 1 6 、4 3 2 、4 3 5 、5 0 5 、5 0 6 、5 9 2 。 

工 厂 制 度
概 述 —— 2 8 7 、3 1 0 、3 7 2 、4 2 0 、4 3 3 、 
4 3 6 、 443 —  4 4 6 、4 5 6 、4 5 7 、4 7 0 、 
4 7 3 、4 7 6 、5 0 0 、5 0 1 、5 2 9 。
欧 文 论 工 厂 制 度 一  5 1 0 、5 2 9 。
尤 尔 论 工 厂 制 度 一 一  3 9 6 、4 3 8 、 
4 5 7 、4 5 8 0

工 厂 主 —— 2 2 6 、2 2 7 、2 3 2 、2 4 7 、2 5 4 、 
275 —  2 7 8 、2 8 8 、2 8 9 、 293  —  2 9 6 、 
298  —  3 0 3 、3 0 5 、3 1 1 、4 1 3 、4 1 8 、 
4 2 8 、4 3 1 、 444 一 4 4 6 、 480  —  4 8 3 、 
5 0 7 、5 0 9 、6 0 9 、6 1 1 、6 8 0 、6 8 1 、7 2 4 、 
8 1 1 、8 1 3 、8 1 8 、8 2 0 、8 2 1 、8 3 0 。

工 场 手 工 业
概 述 —— 2 8 1 、3 3 5 、3 4 9 、3 5 0 、3 5 2 、 
3 5 5 、3 5 6 、3 5 7 、3 6 8 、3 6 9 、3 7 9 、3 8 0 、 
3 8 3 —  3 8 5 、 393 —  3 9 8 、4 0 4 、4 1 9 、 
4 4 8 、4 4 9 、4 6 6 、4 8 4 、5 1 2 、5 1 3 、6 8 7 、 
6 9 0 、7 7 4 、7 8 5 、 8 0 7  —  8 1 1 、8 1 6 、 
8 1 7 0

工 场 手 工 业 时 期 —— 3 5 0 、3 5 5 、 
3 6 2 、3 6 3 、3 7 4 、3 7 9 、3 8 0 、3 8 3 、3 9 0 、 
3 9 1 、3 9 2 、3 9 6 、3 9 9 、4 4 7 、4 4 9 、5 1 3 、 
5 8 6 、7 9 9 、8 0 9 、8 1 7 、8 2 0 、8 2 2 。

一 作 为 分 工 的 形 式  3 5 0 、3 7 9 、
3 8 0 、4 4 9 、4 8 3 。

一 手 工 劳 动 是 它 的 起 点 一 - 3 4 9 -  

3 5 3 、3 6 2 。
双 重 起 源 —— 350 — 35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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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两 种 基 本 形 式 --------3 5 6 一 3 5 8 。
一 不 同 手 工 业 的 结 合 —— 3 6 2。

------ 中 世 纪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4 4 9 〇
一 它 的 资 本 主 义 性 质 —— 3 5 7 、 

375 —  3 7 7 ,3 8 0 ,3 8 3 — 3 8 5 ,4 8 5  —  

4 9 0 、5 0 4 、 511 —  5 1 3 、7 9 9 。
工 场 手 工 业 中 的 分 工 —— 3 5 0 -  

3 5 4 ,3 5 6 — 3 6 1 ,3 6 3 — 3 7 2 ,3 7 5  —  

3 8 0 、3 % 、4 0 1 、4 3 9 、 511 — 5 1 3 。
一 工 场 手 工 业 中 的 局 部 工 人 一  

3 4 4 、 353 —  3 5 8 、3 6 1 、3 6 3 、3 6 4 、 
3 7 0 、 376 —  3 7 8 、38Q、3 9 6 、3 9 8 、 
4 0 1〇

- 工 场 手 工 业 中 的 总 体 工 人  
3 5 3 、3 5 9 、3 6 0 、 363 —  3 6 4 、3 7 7 、 
401 〇

一 对 工 人 的 影 响 —— 350 —  3 5 6 、 
3 5 9 — 3 6 0 、3 6 3 — 3 6 5 、3 7 5 — 3 7 8 、 
3 8 3 — 3 8 4 。

一 劳 动 力 价 值 下 降  ̂—  3 6 5 ,3 8 3 0

一 和 劳 动 生 产 率 —— ■ 353 —  3 5 6 , 

3 5 8 、3 7 5 、3 7 7 。
一 技 术 基 础 —— 352 —  3 5 3 、3 8 3 、 

3 9 8 、4 3 9 、4 8 6 、4 8 7 。
一 与 工 厂 的 区 别 —— 394 —  3 9 6 、 

439 — 4 4 2 .4 8 6  0

一 手 工 工 场 中 的 机 器 3 6 2 、3 6 3 、 
3 8 4 、3 8 5 。

一 为 大 工 业 创 造 前 提 —— 3 5 6 、3 8 4 、 
3 8 6 、3 9 2 、3 9 5 、3 9 7 — 3 9 8 。

一 机 器 使 工 场 手 工 业 革 命 化 -  

4 8 3 — 4 8 5 、4 9 7 、4 9 9 、5 0 0 、8 2 0 。

一 过 渡 到 工 厂 —— 3 5 6 、3 8 8 、4 8 3 、 
4 9 5 — 5 0 0 、5 0 3 、5 1 8 。

一 现 代 的 工 场 手 工 业 —— 3 8 0 ,4 8 5 —  

4 9 0 、4 9 5 — 5 0 1 、5 0 4 、5 1 1 。
工 具

— 概 述  —  182 —  1 8 3 、 355 —  3 5 6 、 
386 —  3 9 1 、 393 —  3 9 5 、 401 —  4 0 3 、 
4 3 9 、4 4 1 0

石 制 工 具 --------1 8 2。
工 联

一 概 述 —— 2 5 9 ,4 5 6 v5 8 4 〇
一 获 得 法 律 承 认 ~ 8 0 0 、8 0 1 。

工 人 的 合 作 工 厂 ( 英 格 兰 ) 3 4 5 。
工 人 的 联 合 和 结 社  - 3 4 5 、 798 —

8 0 2 、8 2 8 0

工 人 贵 族 —— 3 4 6 ,4 4 3 ,7 1 7 .

工 人 阶 级
一 概 述 —— 7 9 7。
一 形 成 —— 768 —  7 7 4 、7 9 3 、7 9 7 、

8 0 3 、8 2 7 〇
一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工 人 阶 级 的 地 位  

和 生 活 状 况 一 ~-  9 0、167、168、1 7 6、 
1 7 7 、1 9 9 、2 0 0 、 258  —  2 6 0 、 272  — 

2 7 3 、2 7 7 、 305 —  3 0 7 、 310 —  3 1 1 、 
3 1 3 — 3 1 4 ,3 3 4 ,3 4 6  —  3 4 7 ,3 7 1  —  

3 7 2 、4 2 5 、4 2 7 、 439  —  4 4 2 、 4 5 0  — 

4 5 1 、4 7 6 、 485 —  4 8 8 、5 1 4 、5 1 5 、 
530 —  5 3 2 、6 0 1 、6 0 2 、 605 —  6 0 8 、 
6 5 4 - 6 6 2 , 6 7 2 -  6 9 3 ,7 0 0 — 7 1 4 , 

720  — 7 2 2 J 4 6 -  7 4 9 .8 1 9 ,8 3 4  —  

8 3 7 0

一 工 人 隨 的 再 生 产 — 171、 2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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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7 .6 0 6 — 6 0 8 ,6 5 4 ,8 3 4  〇 
一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工 人 阶 级 的 发 展

和 总 人 口 ------- 4 6 8一4 6 9 。
- - 工 人 一 代 一 代 的 更 替 —— 2 7 4 -  

2 7 7 、6 8 9 0

工 人 的 枳 聚 —— 5 3 1 、7 0 6 、7 0 8 。 
社 会 贫 困 化 —— 2 0 0 、4 5 1 、4 6 3 、 
476 —  4 7 8 、5 1 4 、5 1 5 、5 3 1 、 655 — 

6 5 7 、 684 —  6 8 7 、6 9 2 、6 9 3 、8 2 7 。
觉 悟 性 和 组 织 性 —— 6 8 7 、7 0 3 、 
8 2 7 、8 2 8 。
历 史 使 命 5 1 5 ,5 1 6 ,8 2 6 ,8 2 7 ,  

828  0

一 德 国 工 人 阶 级 理 论 上 的 阶 级 意 识  
- 844 8 4 5 〇

一 真 正 革 命 的 阶 级  8 2 8 。
一 资 产 阶 级 的 掘 墓 人 —— 8 2 8 。 

和 革 命  一  1 8、5 1 5 、5 1 6 、8 2 8 、 
844 0

资 产 阶 级 古 典 政 治 经 济 学 论 工 人  
阶 级 一 - 6 3 2 。
并 见 雇 佣 劳 动 和 资 本 、雇 佣 工 人 、 
阶 级 斗 争 、资 产 阶 级 。

工 人 就 业 不 足 —— 5 7 3 、5 7 4 、5 8 6 。
工 人 起 义 —— 4 4 8 、4 5 6 、4 5人 4 7 8 、6 3 3。 
工 人 运 动 —— 2 4 4 、3 1 】- 3 1 3 、4 4 7 、 

4 4 8 、6 3 3。
工 伤 事 故  4 4 1 、4 4 5 、4 4 6 、4 8 1 、5 0 8 、 

5 2 6 — 5 2 8。
工 业 病 理 学 一 3 7 9 0 

工 业 革 命 ( 产 业 革 命 ）
- 概 述 —— 3 0 9 、3 8 6 、3 8 7 、3 8 9 、3 9 1 、

3 9 9 J 4 8 J 5 3 . 4 9 5  5 0 0〇
一 起 点 —— 388 — 3 9 1 、4 10。
一 因 工 厂 立 法 而 人 为 地 加 快 工 、Ik 啦  

命一一 500 —  5 0 3 、5 2 9 。
工 业 周 期  

— 概 述 —— 4 7 6 ,4 7 7 ,5 0 4 ,6 6 1 ,6 7 8  

6 8 0 、7 1 8。
和 工 人 的 状 况 —— 476 — 4 7 8 、 
4 8 2 、4 8 3 、6 8 4 。

一 和 人 口 过 剩 —— 6 7 8 -  6 8 0 ,6 8 3 ,  

6 8 4 、6 8 7 。
一 周 期 循 环 性 —— 4 7 6 、4 7 7 、6 7 8 、 

6 8 0 ,6 8 3 ,7 0 3 〇 
并 见 经 济 危 机 。

工 业 资 本 （产 业 资 本 ） 1 5 3、4 1 7 、 
809 — 8 1 3 。

工资
— 概 述 —— 3 5 、 173 —  1 7 6 、 561 

5 7 0 、6 1 3 、 660 —  6 6 2 、6 8 4。
工 资 表 现 为 劳 动 的 价 格 —— 5 6 1 、 
5 6 5 — 5 6 8 。

一 作 为 劳 动 力 价 值 或 价 格 的 表 现 形  
式 —— 5 6 5 — 5 7 0 。

一 作 为 工 人 的 收 入 形 式  5 6 1 、 
565 — 5 7 2 、6 0 1 、6 0 2 。

一 和 工 人 人 口 的 增 长 一 一  6 5 4 ,6 8 4 ,  

685 0

- 名 义 工 资 - 5 7 1 、5 7 2 、5 7 3 、5 7 5 、 
5 7 7 、5 8 8 、5 9 1 、7 2 3 、7 2 4 、7 9 8。

一 实 际 工 资 —— 5 7 2 、5 7 7 、5 8 8 、5 9 1 、 
5 9 2 、7 9 9 。

— 相 对 工 资 —— 5 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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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计 件 工 资 —— ■ _503、5 8 0 — 59.0。
一 计 时 工 资 -------- 571 —  5.7_5、 .580 —

5 8 2 、 584 —  5 8 5 、5 8 6 。
日 工 资 和 周 工 资 —— 4 2 6 、4 7 9 、 
伽 、5 7 1 — 5 7 7 。

一 工 资 的 最 低 额 —— 3 2 6 、6 3 3 、6 4 0 、 
6 8 9 ,6 9 0 ,7 4 4 .8 0 0 .

工 资 降 低 到 劳 动 力 价 值 以 下 一  
3 2 7 、4 0 8 、4 5 1 、4 7 6 、 550 —  5 5 2 、
6 3 7。
工 资 的 相 对 降 低 一  一  4 1 1 、5 4 8 、 
5 5 1 、 572 —  5 7 7 、5 8 5、5 8 6 、7 9 9 、
8 0 4 。

-工 资 的 扣 除  2 8 0 、2 9 3 、 323 —

3 2 4 、4 8 0 、4 8 1 、5 8 2 、7 1 6 。
-工 资 提 高 和 降 低 的 原 因  - 4 9 7 、 

569 —  5 7 3 、6 5 4 、6 6 0 、6 6 1 、 683 —  

6 8 6 、7 0 0 。
- 工 资 的 国 民 差 异  590 —  ̂5 9 5 、

6 3 8 、 6 3 9 、6 4 0 、8 3 9 。
一 和 可 变 资 本 —— 2 1 2 、6 0 2 、6 0 3 、 

605 〇
— 和 剩 余 价 值 一 - 4 1 J ,4 9 6  — 4 9 7 v 

5 7 3 、5 7 4 、5 7 8 、5 8 5 、6 0 0 。
- 和 利 润 —— 4 7 6 ,4 7 7 ,5 6 0 ,5 6 1 .  

一 和 商 品 价 值 ^ - 5 7 8 , 627 0

—和资 本积 累 --------647 一 6 5 2 ^ 6 5 9一
6 6 2 、6 8 3 — 6 8 5 。

一 和 劳 动 生 产 率 —— 3 3 7 、 54 9 、5 8 8 、 
5 8 9 、5 9 0 、6 4 2 、6 4 3 、6 4 4。

-和 工 作 日 的 长 度  3 0 5 、4 2 8 -

4 3 0 、 569 —  5 7 9 、 584 0

一 和 劳 动 强 度 —— 4 2 8  —  4 3 0 ,5 7 2 ,  

582 — 5 8 4 、5 8 7 、5 8 8 、5 9 0 、5 9 1 。
— 和 产 业 后 备 军 —— 6 8 3 、6 8 5 、7 9 7 。 
一 和 过 度 劳 动 —— 2 5 3 、2 5 4 、5 7 4 、 

5 7 5 、5 7 9 、5 8 1。
工 资 的 法 律 调 节 - 一 2 7 9 , 7 9 7 -  

8 0 0 〇
工 资 斗 争 —— 4 4 9 、5 7 4 、5 8 8 、5 8 9 、6 6 0 、 

6 8 2 。
工作曰

- - 概 述 —— 234 — 2 3 8 ,2 7 1 ,2 7 2  0 

-工 作 日 分 为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和 剩 余  
劳 动 时 间 —— 2 1 9、2 2 0、2 3 4 - - 2 3 6 、 
325 — 3 2 8 ,4 0 8 ,5 3 4 ,5 6 7 0 

- 正 常 工 作 日 一 - 2 3 9 、240、273、278、 
2 8 7 、3 0 9 、4 2 6 、4 2 7 、5 0 7 、5 2 9。 

一 它 是 可 变 量 —— 234 —  2 4 0。
它 的 最 高 限 度 --------236一 237、4240

一 它 的 最 低 限 度 ------- 2 3 6 、5 5 5 ç

一 它 的 道 德 上 的 界 限 —— 2 3 7 ,2 7 2 ,  

4 2 5 。
一 它 的 身 体 上 的 界 限 —— 2 3 6 ,2 3 7 ,  

2 7 2 、3 1 8 。
一 结 合 工 作 日 - ^ 3 3 6 ,3 4 K 3 4 2 0 

一工 作 日 的 延 长 —— 2 3 9 、2 4 2 、 
246 —  2 4 8 ,2 5 8  —  2 6 0 ,2 6 3  —  2 6 5 , 

2 7 2 、2 7 3 、2 8 5 、2 8 6 、3 0 9 、 317 — 

3 1 8 、 419 —  4 2 1 、4 2 6 、4 2 7 、4 3 8 、 
5 3 4 ,5 5 0  —  5 5 4 ,5 7 4  —  5 7 8 ,5 8 4  —  

5 8 7 。
一 通 过 法 律 强 制 延 长 工 作 日 一

2 7 8 、2 7 9 、7 9 7 、7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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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 作 日 的 缩 短 —— _256、2 7 8 、2 8 4 、 
2 8 5 ,2 9 0  —  2 9 3 ,3 0 5  — 3 1 3 ,3 3 4 ,  

427_— 4 3 6 、5 5 0 、5 5 1 、5 5 5 。
一 工 人 争 取 缩 短 工 作 日 的 斗 争 一  

2 4 0 、2 7 8 、2 8 6 、3 0 7 、 310  —  3 1 4 、 
4 2 7 .

- 十 小 时 工 作 日 运 动 —— 2 2 7 ,2 9 2 、 
301 —  302»

- 九 小 时 工 作 日 运 动 —— 2 7 8 。 
一 八 小 时 工 作 日 运 动 —— 3 1 3 、4 3 6 。
一 通 过 法 律 限 制 工 作 日 ------- 2 4 3 、

2 4 4 、2 8 4 、286丨 一2 9 0 、 309 —  3 1 2 、 
426  —  4 2 8 、 500 —  5 0 3 、5 0 5 、5 0 6 、 
5 0 7 、5 7 4 -—5 7 6。

一 和 绝 对 剩 余 价 值 —— 220 —  2 2 1 、 
2 3 6 、2 6 3 、2 6 4 、 317 —  3 2 2 、3 2 8 、 
4 2 2 、 551 — 5 5 4。

— 和 劳 动 力 —— 236 —  2 4 0 , 2 7 2 -  

2 7 3 、3 1 5 、 434 —  4 3 6 、5 0 3 、5 0 4 、 
5 5 0 — 5 5 3 ,5 7 3 — 5 7 5 0 

一 -和 劳 动 强度 —— 4 2 6 — 4 3 2 , 4 3 4 -  

4 3 6 ,5 5 0 — 555„

一和 新 机 器 的 采 用 ------- 4 2 K 4 2 2 ,

并 见 必 要 劳 动 、剩 余 劳 动 、工 厂 立  
法 。

公 社 ( 共 同 体 ）
一 概 述 —— 7 3 ,8 2 ,3 4 8 .

------- 公 社 的 形 式 ------- 8 2 。
一 分 工 —— 3 3 、3 6 6 、3 6 7 、 372 -- 

3 7 4 ,3 8 2 «

一 公 社 之 间 的 商 品 交 换 - —— 8 2 ,8 3 ,  

3 6 7 。

— 古 印 度 公 社 —— 3 3 、8 2 、3 4 1 、3 4 8 、 
3 7 2 — 3 7 4 、5 3 9。

公 有 地 ( 公 社 土 地 ）
一 概 述 —— 2 4 2 、7 7 2 、7 8 1 、782„

— 公 有 地 的 侵 占 —— 773 —  7 7 4 、 
7 8 1 — 7 8 5 、8 0 4。

功 利 主 义 —— 1_76、6 5 0 。
共 产 主 义 ( 社 会 形 态 ）

有 计 划 性 '— 7 2 、7 3 。
— 生 产 —— 7 2 、5 1 0 、5 1 5 、5 1 6 、5 3 1 。 
一 生 产 关 系 —— 7 2 ,7 3 ,8 2 6 ,8 2 7 ,  

一 生 产 资 料 所 有 制 —— 7 2 ,8 2 6 ,8 2 7 , 

— 劳 动 - . 7 2 、8 9 、3 7 2 、5 1 0 。
— 必 要 劳 动 一 5 5 5。
一 劳 动 时 间 的 分 配 —— 7 2 。
一 社 会 劳 动 的 组 织 一 m  
H l —— 7 2 。
一 教 育 —— 5 1 0 ,5 1 5 .

一 自 由 人 联 合 体 一 一 7 2 J 3 »

一 毎 个 人 的 完 全 和 自 由 的 发 展 一  
5 1 0 。

一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为 共 产 主 义 创 造  
前 提 —— 7 2 ,4 0 1 ,4 4 3 ,5 1 4 — 5 1 7 , 

529 —  5 3 1 、6 2 8 、8 2 6 、8 2 7 。
贡 赋 一  1 6 1 、6 1 8 、6 3 6 。
供 给 和 需 求 —— 见 需 求 和 供 给 。
古 巴 --一 2 7 4 。
古 代 （古 希 腊 罗 马 ）—— 5 1 、5 2 、 73 — 

7 6 、8 5 、9 3 、9 5 、1 2 6、1 2 7、1 3 0 、1 3 6、 
1 6 1、1 6 7、1 7 0、2 9 7 、3 4 8、3 6 3 、3 8 1 、 
3 8 2 、4 2 5 、4 2 6 、5 3 7 、7 8 4 。

谷 物 法 ( 英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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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 述 —— 7 2 5 、7 6 6 。
一 谷 物 法 的 废 除 —— 2 9 0 、2 9 2 、4 7 8 、 

4 8 2 、7 2 5 、7 6 6 。
股 份 公 司

概 述 —— 6 6 9 、6 7 0 、8 1 8 。
一 作 为 联 合 起 来 的 资 本 家 —— 3 4 8 . 

6 7 0。
- 股 份 公 司 的 前 驱 一  - 3 2 2 。

固 定 资 本 —— 646 —  6 5 1 。
雇 佣 工 人  

一 概 述  一 3 7 、5 6 2 、5 6 3 、6 0 5 、6 5 4 、 
6 5 5 、7 6 9 、7 7 0 、7 7 6 、8 2 3 、8 2 7 、8 3 0 。 

— 雇 佣 工 人 的 产 生 —— 167 1 6 9、
769 7 7 4 、7 9 2 、7 9 3 、7 9 7 、 823 —

8 2 6 0

雇 佣 工 人 的 前 身 5 8 3 。
一 资 本 主 义 前 的 生 产 方 式 中 的 雇 佣  

工 人 一 - 6 3 U  

一 雇 佣 工 人 的 双 重 自 由 —— 167 — 

1 6 9 、7 7 0〇
- 作 为 资 本 的 基 础 一 1 7 0 、2 2 0 、 

3 4 8 、 4 5 0 、5 3 1 、6 0 5 、6 0 6 、8 3 0 、8 3 1 。 
与 奴 隶 和 农 奴 的 区 别 一 】6 7 、 
1 6 8、6 0 8 、7 7 0 。

- 生 产 的 雇 佣 工 人 和 非 生 产 的 雇 佣  
X 人 —— 4 6 8 、4 6 9 、5 3 3 、5 3 4 、6 0 7 、 
6 0 8 、6 8 3 。
它 的 从 属 关 系 - - 1 6 7 、 172 — 

1 7 3、2 7 8 、 313 —  3 1 4 、3 4 7 、3 7 1 、 
3 7 6 、 4 4 1 、5 0 4 、6 0 0 、6 0 1 、6 0 8 、6 0 9 、 
654 6 6 0 ,7 9 7 ,8 0 2 ,8 ；M 837 „

雇 佣 工 人 人 数 的 增 加 —— 4 1 0 、

4 1 1 、 424 —  4 2 5 、 471 —  4 7 3 、4 7 7 、 
654 — 6 5 7 ,6 5 9  — 6 6 2 ,6 9 4〇 
雇 佣 工 人 受 机 器 统 治 —— 4 3 9 -  

4 4 3 、4 6 3 、5 1 1 、6 9 2 、6 9 3 。
雇 佣 工 人 能 力 的 片 面 化 一 - 2 7 3 ,  

2 7 7 ,3 5 2  —  3 5 5 ,3 6 4  —  3 6 5 ,3 7 6 ,  

3 8 0 、4 1 6 、 441 — 4 4 3 、4 6 2 、6 9 2 。 
雇 佣 工 人 的 技 艺 和 变 动 性 一  
3 5 5 ,3 6 4  — 3 6 5 ,5 1 5 »

一 和 生 产 资 料 —— 1 6 8 、2 0 9 、2 1 0 、 
389 —  3 9 0 、4 4 7 、4 5 2 、5 3 1 、 604 — 

6 0 8 、 769 — 7 7 0 。
和 资 本 家  - 2 3 7 、2 3 8 、 244 

2 5 5 、2 6 1 、 286 — 2 8 9 、2 9 2 、3 0 0 、 
3 0 1 、4 2 0 、 435  — 4 3 9 、5 0 4 、5 0 5 、 
516 —  5 1 9 、6 0 0 、6 0 1 、6 0 2 、7 1 6 、 
7 1 8 、7 2 4 。 ,

雇 佣 工 人 的 营 养 狀 况 —— 1 7 5、 
703 — 7 0 6 、7 2 9 — 732 0 

雇 佣 工 人 的 负 债 1 7 5 ,2 9 3 .

雇 佣 劳 动  
一 概 述  一~-  1 7 0、5 6 6 、5 6 7 、5 8 8 、7 9 7 、 

8 3 8 、8 3 9 。
作 为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基 础 -  

2 1 9 、2 2 0 、5 6 2〇
作 为 劳 动 的 一 种 社 会 形 式 -  

1 7 0、2 2 0 、5 6 2 、5 6 3 、5 6 6 、5 6 7 。
雇 佣 劳 动 的 前 提 —— 一  1 6 8。 

- 与 奴 隶 劳 动 和 徭 役 劳 动 的 区 别  
—  241 - 2 4 4 , 5 6 7 , 6 0 2 .

雇 佣 劳 动 和 资 本
概 述  一  ] 6 8 、1 8 7 、3 0 6 、3 4 3 、3 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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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5 、5 8 8 、6 1 3 、6 5 4 、8 2 0 。
雇 佣 劳 动 和 资 本 的 交 换  ] 67

168、1 7 3 — 1 7 6、1 9 5 -  1 9 6 、 237 

2 3 9 、3 0 7 、3 0 8 、3 1 3 、3.16 —  3 4 7 、 
4 1 2 ,4 1 3  v5 5 8 ,5 5 9 ,5 6 2 .566 -  56.9,

6 0 1 .6 0 2 .6 0 5 .6 0 8  6 1 0 ,7 6 9 .

雇 佣 劳 动 和 资 本 的 对 立
239  —  2 4 0 、 272  — 2 7 4 、2 7 6 、2 7 7 、 
3] 3 、3 1 4 、 375 —  3 7 7 、3 8 0 、3 8 4 、
4 3 0 .4 8 6 .6 0 6 .6 0 8  6 1 0 ,6 5 9  -

6 6 2 、8 0 1 〇
雇 佣 劳 动 和 资 本 的 矛 盾  - 3 0 2 、 
344 -  3 4 5 、4 4 2 、 450  - 4 5 2 、4 5 6 、 
6 8 8 ,6 9 2 ,6 9 3 0 

寡 头 政 治 一  7 8 0 、8 2 3 。
观 念 的 和 现 实 的  72 - 7 3 、8 9 、9 0 、

94 9 9 、1 0 3、1 0 4、1 1 2 、1 2 3、1 2 4、
1 3 1 — 1 3 3 〇 

官 房 学  - 8 4 2 。
••光荣 革命” （ 1688 - 1 6 8 9 年 ）

780 〇
诡 辩 —— 8 4 4 ,8 4 5  0 

贵 金 属 —— 6 9 , 8 3 , 8 5 , 8 8  —  9 1 ,9 3  

9 5 、1 1 7 — 1 1 9、1 2 8、8 1 8 。
并 见 金 、银 。 ,

贵 族  2 9 7 、3 7 6 、3 9 0 、7 7 4 。
国 际 工 人 代 表 大 会 （1 8 6 6 年 9 J1 ) 

— 3 1 3 。
国 际 工 人 协 会

为 限制工作丨 1 和 提 高 工 资 而 屮 争  
一 3 1 2 、3 1 3 。

国 家 、国 家 权 力

概 述  3 7 3 、5 3 9 、5 9 5 、7 7 9 、7 8 0 、 
7 8 1 。
国 家 权 力 对 一 国 经 济 发 展 的 作 用  

一 9 5 、％ 、1 2 4 、2 4 2 、3 2 2 、5阳 、 
7 9 7 ,7 9 8 .8 1 4 ,8 1 8 - 8 2 0 , 8 3 8 〇 
和 货 币 制 度  8 5 、9 1 、 93 % 、
1 1 6 J 1 9 -  1 2 2 J 2 4 J 3 6  M l 0 

国 家 支 出 ——  3 4 7 。
各 种 国 家 形 式 —— 7 6 、8 5 、2 7 9 、 
2 8 4 、3 1 2 、3 4 7 、3 6 3 、3 7 3 、3 8 3 、7 7 1 、 
? 7 2 、7 7 4 、8 1 0 、8 ] 6 、8 1 7 、8 3 9 。

国 内 市 场  丨 1 9、7 5 8 、8 0 8 、8]1

国 债 制 度
概 述  817 8 2 0 〇
作 为 资 本 原 始 积 累 的 手 段  
8 1 4 ,8 1 7 - 8 1 9 〇 

过 度 劳 动
概 述  2 4 8 、2 5 3 、2 5 4 、25Î) 

2:64、加  7 、2 7 4 、3 0 0 、3 0 1 、4 1 8 、4 8 7 、 
4 8 8 、5 0 3 、5 0 4 、5 7 4 、5 9 4 、 682 

6 8 3 、7 4 7 、7 5 8 。
- 和 工 资 —— 25在、5 7 4 、5 7 5 、5 7 6 、 

580  〇

H

行 会 、彳T 会 制 度
概 述  3 5 4 、3 7 4 、3 8 0 、7 9 7 、813 u

规 章 —— 3 2 1 、3 6 8 、3 7 4 、:3 ]3。 
- 阻 碍 资 本 主 义 发 展 —— 3 2 1 ,3 7 4 ,  

7 6 9 ,8 1 3 .

- 行 会 师 傅 - 3 3 5 、3 7 4 、4 4 9 、812„ 

— 帮 工  一 一 37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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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 i 手 工 业 ( 手 工 业 者 ）。
航 运 业

概 述 —— 815 —  8 1 7 。
一 航 运 业 和 季 P 必 动 一 504 -  

506 0 

荷 兰 （尼 德 兰 ）
概 述 —— 3 9 0 、 4 0 8 、4 1 7 、 .14 8 、5 3 8 、 
8 1 3 .8 1 4 0

1 7 世 纪 标 准 的 资 本 主 义 国 家  
8 1 4 、8 1 9 。

荷 兰 殖 民 经 济 史 —— 814 —  8 1 5 、 
816 —  8 1 7 。
童工  - 2 8 1。

一 劳 工 法 - 2 7 8 。
血 腥 立 法  7 9 6 。
织 机 梭 的 制 造 - 4 6 8 。

化 学
概 述 —— 4 1 、2 1 8 、3 2 2 。
化 学 在 生 产 中 的 应 用 —— 3 9 6 , 

4 8 5 、5 1 4 、(H 4 0

生 产 的 脉 管 系 统 的 作 用 一  182。 
在 化 学 工 业 中 主 要 材 料 和 辅 助 材  
料 之 间 的 K 别 消 失 184〇 

换 班 制 度  263 2 7 1 、 288 -  2 9 1 、
298 — 3 0 3 、3 2 3 、3 2 4 、4 4 0 、5 0 0 。
并 见 夜 间 劳 动 （夜 工 ）。

挥 霍
概 述 一  6 3 1。
封 建 主 的 挥 霍  6 3 0 .

资 本家 的挥 霍 —— 630 6 3 2 ,7 0 6 .

劳 动 力 的 滥 用 - 一  261 -  2 6 2 、 
271 — 2 7 3 、2 7 6 、2 7 7 、3 0 4 、4 1 0 、

446、486、5]5、555。
汇 率  140。
活 劳 动 和 对 象 化 劳 动 （直 接 劳 动 和 过

去 劳 动 ）
概 述  1 8 3、] 8 5 、 190 1 9 2、
1 9 7 ,1 9 8 ,2 0 2  -  2 0 4 ,2 0 9  — 2 1 U  

2 1 7 ,2 3 7  > 4 2 3 ,5 4 9 ,5 6 3 ,6 0 1 v647 〇 
-活 劳 动 和 对 象 化 劳 动 的 相 互 关 系  

， 1 9 5、3 1 9 、4 2 4 — 4 2 5 、6 4 7 。 
活 劳 动 和 对 象 化 劳 动 的 对 立 - 

3 2 3 、4 4 2 、6 9 2 。
货 币

概 述  39、8 1 、84、85、】()0、 
123- 125,137,140 — 141,1690 

一 它 在 历 史 上 的 产 生  8 0  8 4 、
91 一  95、169。
作 为 社 会 关 ^ —— 8 1 、8 5 、12，1 

1 2 8、1 3 1、1 3 3。
一 作 为 财 富 的 社 会 形 式 —— 〗25、 

126、137、139。
一交 换 过 程 的 必 然 产 物 —— 8 1 。 

作 为 价 值 的 独 立 形 式 —— 1 3 3 、 
1 3 9 J 5 U

它 的 价 值 —— 8 6 、9 2 、1 1 2 、 114 — 

115、1 2 7、] 2 8 。
- 它 的 使 用 价 值 一 -  8 4 、9 9 、1 0 3 、 

1 3 3 .

作 为 般 等 价 物 一  U 、 <;l 

6 4 ,6 9 ,8 1 .8 3 .1 2 8  J 3 1 t 

资 本 主 义 前 的 生 产 方 式 中 的 货 币  
8 2 -  8 3 ,

和 价 值 一  8 0 -  9 7 、1 5 1、1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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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和 商 品 —— 80 — 9 9 、 102 —  1 1 3、 
1 2 2、1 2 3 、 129 —  1 3 5、M 4 —  1 4 7 、 
1 5 1。

一 作 为 一 般 商 品  84 8 7 、1 0 5、
131 —  1 3 2。

一 作 为 物 质 财 富 的 一 般 代 表  
1 2 8。

-------它 包 含 的 矛 盾  1 2 8、1 3 3、1 4 0。
一 它 的 拜 物 教 性 质 一 一 4 9 , 7 6 , 8 5 -  

8 7 、128。
一 货 币 的 计 量 单 位 —— 91 一  9 7 。
一 作 为 价 值 尺 度 ------- 88 9 3 、9 8 、

1 0 4、1 1 2、1 2 3、1 3 1、1 3 3、1 3 8、2 0 1 〇
--作 为 价 格 标 准  92 9 6 、 119

120、1 2 3、1 3 8、1 3 9。
一 计 算 货 币 一 ^ - 9 5 、1 3 3、1 5 5、1 6 4。
一 作 为 流 通 手 段 ^ 99 一  1 2 4 、 

131 —  1 3 4、1 5 6、1 6 9。
一 作 为 购 买 手 段 —— 11〇、1 2 8 、1 3 1、 

1 3 2、1 3 9 、1 6 6、1 7 4 、4 6 1 。
— 作 为 支 付 手 段 —— 1 2 1 、 129 — 

1 3 9、1 6 6 、1 6 9、1 7 4、5 6 8 0

一 作 为 贮 藏 手 段  124 —  1 2 9、
1 3 1、1 4 0、1 4 1 、1 4 9 、1 6 9。

一 世 界 货 币 --------1 3 8 一 141 〇

一 货 币 的 价 值 丧 失 ^一 一 9 2 、9 3 、1 1 2、 
7 2 4 、7 9 9 、8 0 4 。

一 货 币 转 化 为 资 本 —— 1 4 4 , 1 4 8 -  

1 4 9 、1 6 0 、 164 —  1 6 6 、1 6 8 、1 9 6、 
320 —  3 2 1 、5 9 7 、5 9 8 、6 0 5 、7 6 7 、 
8 1 6 、8 1 8 0

一 货 币 作 为 资 本 —— 143 1 4 9、

1 5 1、1 5 2、6 0 0 。
并 见 金 、银 、纸 币 、劳 动 货 币

货 币 符 号 —— 8 5 、8 6 、1 2 2、] 2 3 。
货 币 理 论

- 概 述 —— 83 -  8 7 、8 9 、 94 一  •％、 
1 2 3、1 3 9 、1 4 0。
货 币 理 论 史  丨6 、8 7 、1 1 8 -

1 2 0、1 4 0。
货 币 数 量 论 一 — 1 1 2 -  113、115— 

119、1 2 2。
一 通 货 原 理 —— 1 3 9。

货 币 流 通
概 述  8 4 、8 6 、 122 124。
金 属 货 币 流 通  扪  9 2 、1 2 0、
1290

- 流 通 货 币 量 的 确 定 —— m  -  

1 1 3 、 116 —  1 1 7 、1 3 2 、1 3 4、1 3 8、 
139〇
货 币 流 通 速 度 —— 113 —  1 1 7 、 
132 — 1 3 4。
和 商 品 流 通 —— 1 1 0 - 1 1 2 , 1 1 4 -  

U 6 、1 2 ï  — 124、1 2 9 、1 3 3 ,1 4 4  — 

147,1520

货 币 名 称  91 —  9 6 ,1 1 4 ,1 2 0 — 1 2 4 ,

] 5 9 。
货 币 市 场 —— 1 3 7、1 4 4、7 1 8。
货 币 危 机 ^ 133»

货 币 贮 藏 和 货 币 贮 藏 者
概 述  ]2 4  —  1 2 9、1 3 1、1 3 7、 
1 5 1 、1 5 2、1 9 4 、6 2 4 、6 2 8 、6 3 0 。 

- 货 币 作 为 贮 藏 手 段 —— 125 — 

1 2 8 '1 3 1 、1 4 0、1 4 9、169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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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 币 资 本 —— 1 3 3、8 1 3 。
货 殖 ( 亚 里 士 多 德 用 语 ) - M 9 、1 5 0 、 

163。

J

机 器 、机 器 生 产
一 概 述 —— 3 5 6 、3 6 3 、3 8 7 、3 8 8 、3 9 3 、

4 4 7 0

机 器 和 工 具 的 区 别 —— 3 8 6 、3 8 8 、 
3 8 9 、3 9 3 、4 3 9 。
工 具 机 —— 388 —  3 9 1 、 393 — 

3 9 7 、4 0 0 、4 0 1 、4 0 4 、4 3 0 、4 3 9 。 
- 工 具 机 是 工 业 革 命 的 起 点 一  

3 8 8 、 390 —  3 9 1 。
怜 动 机 构  3 8 8 、 392 3 9 4 、
3 9 7 、3 9 8 、4 0 4 、4 3 0 。
动 力 机  388 —  3 9 4 、3 9 6 、3 9 8 、
4 0 0 、4 3 0 、4 3 8 。
机 器 作 为 科 学 的 体 现  4 0 1 、 
4 0 2 、4 4 2 。
同 种 机 器 的 协 作 —— 393 —  3 9 6 、 
439 〇
机 器 体 系 —— 393 — 3 9 8 、4 0 1 、 
4 1 0 、4 2 7 、4 3 8 、4 3 9 、4 4 2 、4 5 6 、4 6 7 。 

一 自 动 的 机 器 体 系  3 9 6 、4 5 2 、 
4 5 7 、4 8 5 、5 0 7 。

-用 机 器 制 造 机 器 ——  400,405、 
473 0

机 器 制 造 业  - 3 8 8 、3 9 7 、4 0 1 、 
4 5 3 、4 5 6 、4 6 5 。

- 作 为 生 产 剩 余 价 值 的 手 段 一  
3 8 6 、 420  —  4 2 1 、4 2 3 、4 2 4 、4 2 7 、

4 3 0 、4 3 5 、4 3 6 、4 6 6 。
一 应 用 机 器 的 矛 盾 —— 424 —  4 2 5 、 

4 6 3 。
一和 商 品 价 值  402  —  4 0 8 、 

4 2 0 — 4 2 M 2 3 J 6 1  —  4 6 5 。
-劳 动 过 程 和 价 值 增 殖 过 程 中 的 机  
器 —— 2 0 6 .2 0 7 .4 0 3 〇 
机 器 对 资 本 有 机 构 成 的 影 响 一  
4 2 4 、4 6 5 、4 7 2 — 4 7 3 、6 6 4 、6 7 1 。

一 价 值 和 生 产 率 —— 402 —  4 0 6 、 
419 一  4 2 1 、5 8 8 、5 9 0 、6 4 4 。

- 往 产 品 上 的 价 值 转 移 —— 2 0 5 -  

2 0 8 、2 1 3 、 403  -  4 0 8 、 420  —  4 2 1 、 
644  —  6 4 7 。

- 有 形 损 耗 （物 质 磨 损 ） 一  2 0 6 、 
2 0 7 、2 7 3 、 403  — 4 0 5 、4 2 1 、6 1 1 。
无 形 损 耗 （精 神 磨 损 ）—— 2 1 3 、 
4 2 1 、4 2 2 、4 9 9 、6 1 1 。
价 值 丧 失 —— 2 1 3 、4 2 1 、4 9 9 。 
和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提 高 —— 3 0 、 
3 8 6 、 402  —  4 0 7 、4 1 9 、4 2 0 、 423 — 

4 2 4 、4 2 7 、4 3 3 —  4 3 6 、4 4 1 、 459 -  

4 6 5 、4 8 3 、 501 —  5 0 4 、5 1 3 、5 8 8 、 
5 8 9 、6 4 4 、6 4 5 、6 6 4 。
和 自 然 力 —— 3 9 0 、3 9 1 、 402  — 

4 0 5 、4 4 2 、4 6 3 。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应 用 机 器 的 界 限

一  4 0 8 。
- 对 劳 动 力 商 品 价 值 和 工 资 的 影 响  

一 3 8 6 、4 1 1 、4 2 3 、4 4 1 、 450  — 

4 5 1。
和 分 工 —— 3 9 5 、3 9 7 、4 6 6 — 4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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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超 额 剩 余 价 值 —— 4 2 3 ,4 7 3 ,

一 和 竞 争 —— 4 5 6 、4 7 6 、4 9 7 、4 9 9 、 
529 0

- 和 资 本 对 劳 动 的 技 术 上 的 统 治  
— 4 4 0 — 4 4 3 ,5 1 1 ,5 1 2 ；

作 为 资 本 的 权 力 手 段  - a o 、 
4 5 2 、4 5 6 — 4 5 7 。

一 机 器 的 资 本 主 义 应 用 对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的 影 响 一 410 —  4] 2 、 4 19 一 
4 2 1 、 424 — 4 3 1 、 433 4 3 6 、 439  —

4 4 6 、 450  —  4 6 6 、4 7 6 、4 7 7 、4 8 5 、 
4 9 6  —  4 9 8 、5 0 7 、 511 —  5 1 5 、5 3 0 、 
5 3 1。
和 妇 女 劳 动 及 儿 童 劳 动 的 应 用  

410 4 1 9 、4 3 8 、4 5 4 、4 8 5 、
4 8 6 、4 9 7 、 510 —  5 1 2 、5 5 4 、8 2 0 、 
8 2 10

— 和 工 作 日 的 延 长 —— 419 一 4 2 7 、 
4 3 8 、4 6 3 、5 5 3 。

一 和 劳 动 强 度 的 提 高 —— 426 -  

436 0

— 和 工 人 被 取 代  407  —  4 0 8 、 
4 2 5 、4 2 6 、 448 —  4 5 4 、 459  —  4 6 6 、 
470  —  4 7 2 、4 9 6 、4 9 9 、5 0 2 、5 3 0 、 
5 5 4 、6 8 5 、6 8 6 、6 8 8 。

— 对 工 人 的 排 斥 和 吸 引 ——  469 — 

4 7 3 、4 7 7 — 4 8 0 、6 8 7 、6 8 9 。
一 消 灭 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的 技 术 基 础  

一  4 3 9 — 4 4 1 、4 9 7 、5 1 0 、5 1 1 。
一 和 工 厂 中 再 现 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一 4 4 0 —  4 4 1 、5 ] 1 、5 1 4 。
一 和 劳 动 力 商 品 买 卖 双 方 权 利 关 系

的 革 命 —— 4 1 2 、4 1 3 。
一 和 非 生 产 阶 层 的 增 加 —— 467 —

469 p

和 手 工 业 的 被 排 挤 —— 3 8 4 、3 8 5 、 
3 9 7 , 450  —  4 5 3 ,  4 7 3 , 4 8 3 ,  4 9 6 , 

4 9 7 、4 9 9 、5 0 0 。
和 手 工 劳 动 的 被 排 挤  449

4 5 3 .4 6 4 — 4 6 6 .4 9 6 ,4 9 7 c  

和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革 命 化  
4 8 3 - 4 8 5 , 4 9 9 , 5 0 0 〇 

一 和 棉 纺 织 工 业  3 9 9 、4 0 6 、仞 7 、
4 7 4 、6 4 4 。

一 机 器 应 用 于 农 业  3 9 2 、5 3 0 、 
6 8 5 、7 2 7 、7 6 1 0

- 资 产 阶 级 的 机 器 观 -  3 8 4 、3 8 5 、
4 0 3 、4 0 4 、4 4 1 、4 4 2 、4 5 3 、 456 -  

4 6 4 、4 6 9 、4 7 0 、5 8 8 、6 8 6。
机 器 的 破 坏 者  4 4 7 、4 4 8 、4 5 2 。
积 聚

一 生 产 的 积 聚 —— 3 9 3 、4 8 4 、5 2 9 、 
667 —  6 7 1 .

一 资 本 的 积 聚  3 7 5 、5 0 3 、5 2 9 、 
667 —  6 7 1 、6 7 5 、7 5 6 、8 1 6 、8 2 7 。 

一 生 产 资 料 的 积 聚 —— 34] — 3 4 4 , 

3 7 1 、3 9 9 、4 5 0 、4 5 6 、5 0 0 、6 6 7 、6 6 8 、 
7 0 6 、8 0 6 、8 0 7 、 825 —  8 2 6 。

一 工 人 的 积 聚  一 ~• 3 4 1 、3 4 2 、3 9 9 、 
4 8 6 、5 0 0 、 5 3 1 、7 0 6 、 80 7 、8 0 8 。

积 累 基 金
概 述  6 2 7 、6 3 7 、6 4 2 、6 4 8 、7 9 7 。 

一 共 产 主 义 条 件 下 的 积 累 基 金 -  

555 〇



名 g

积 累 率 一 -6 2 8 ,6 6 1  e 

基 础 和 上 层 建 筑
概 述 一 1 8 、7 5 、7 8 、1 3 1、1 8 2、 
347 — 3 4 9 、3 7 4 v 3 8 7 、5 1 3 、5 1 4 、 
6 2 8 。
基 础 的 决 定 性 作 用 一  7 5 、5 9 5 、 
6 5 7 。
基 础 和 上 层 建 筑 的 矛 盾 一 • 7 5。 
和地理自然条 件一 一 3〇、3 1 、535- 

5 3 8 .

并 见 社 会 意 识 、生 产 方 式 、资 产 阶  
级 国 家 、社 会 关 系 、经 济 关 系 。

基 督 教  7 3 、2 8 3 。
片 天 主 教 、新 教 ( 耶 稣 教 h

疾 病 、流 行 病 （作 为 社 会 现 象 ）
2 4 4 、2 5 1 、2 5 2 、3 7 9 、4 4 5 、4 4 6 、4 8 0 、 
4 8 1 、 486 — 4 9 1、5 0 9、5 3 1、7 1 3、7 1 4。 

技 术 革 命
概 述 —— 388 3 8 9 、4 1 0 。
力 学 和 化 学 革 命 一 3卯 。

技 术 和 工 艺 学
概 述  3 0 、 322  3 2 3 、3 2 8 、
3 8 8 、4 7 3 、5 0 3 、5 1 3 、5 ] 4 、5 2 9 、「)3〇、 
6 4 3 ,6 4 4 .

在 现 代 大 生 产 中 的 作 用  4 5 3 、
0 1 3 \5 1 4 〇 

—工 艺 史 一 3 6 3 、3 8 7 。
技 术 进 步

概 述 —— 387 — 3 9 3 、3 9 5 、3 9 7 、 
3 9 9 ,4 6 3 ,5 1 3 ,5 1 4 ,6 4 3 ,6 4 4 0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的 技 术 进 步 -  

3 2 8 、 330 —  3 3 2 、 388  - 3 9 3 、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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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2 、4 2 1 、4 2 2 、 424 — 4 2 5 、 430  — 

A 3 3 ,4 5 3  —  4 5 9 , 4 7 6 , 4 7 7 ,5 0 0  — 

5 0 3 .5 1 4  —  5 1 6 ,6 1 1 ,6 4 3  —  6 4 5 , 

6 6 4 、6 6 5 、8 2 7 。
并 见 工 业 革 命 ( 产 业 革 命 ）。

技 艺 和 手 不 业 协 会  3 7 9 、祁 1。
季 节 劳 动  一 504 -5 0 6  v 7 4 4 、 74 6 。
济 贫 措 施  4 5 1 、5 1 0 、7 1 9 、7 2 4 、7 7 7 、 

7 7 8 v7 8 4 fl

济 贫 法  一  4 5 1 、4 7 8 、6 9 5 、7 2 4 、7 3 3 、 
7 6 6 0

济 贫 院 —— 275、284、413、420、611、 
612、641、703、709、 719 — 720、 
729、82]、8220 

加 拿 大 —— 787,837 〇 
家庭

一 家 庭 的 历 史 性 质 一 一 5 1 6 、5 1 7 。
旧 家 庭 制 度 的 经 济 基 础  - 5 1 6 ,  

5 1 7。
一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的 家 庭 —— 4 1 0 、 

4 1 1 、4 2 5 、5 1 6 、5 1 7 、5 1 8 、 719  — 

7 2 2 。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下 旧 家 庭 制 度 的 解  
体 一 ~- 5 1 6 , 5 1 7 .

家 庭 和 分 工  一 - 7 1 、7 2 、3 6 6 、3 6 7 。 
家 庭 劳 动 —— 7 1 、7 2 。

一农 民家庭— 71、731、807。
- 家 长 制 家 庭 —— 7 2 、7 3 1 0 

家 庭 劳 动 、家 庭 工 业  
概 述 ^ - 3 1 0 v3 9 3 g 

现 代 家 庭 工 业 一 4 8 5 、4 8 6 、 490 — 

4 9 8 、5 0 4 、5 0 5 、 516  —  5 2 1 、5 2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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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3 、6 4 1 、6 9 0 、7 1 8 、7 5 8。
一 过 渡 到 工 厂  - 4 9 5 、4 9 6 、4的 、 

5 0 0。
和 工 丨 立 法  ̂ 5 0 0 一 5 0 3 。 
在 农 民 经 济 中 的 作 用  185、 
8 0 7 、8 0 8 〇

价 格
概 述 —— 5 4 、6 3 、8 9 、9 2 、9 3 、 97 — 

9 8 、 103 1 0 5、1 1 2 、1 1 9、6 2 7 。
一 作 为 价 值 的 货 币 表 现 —— 8 9 ,9 3 ,  

9 6 、9 7 、 102 — 1 0 3。
— 和 价 值 —— 88 —  9 7 、9 9 、1 0 3、 

1 1 2 ,1 2 2  1 2 3 ,1 5 5  —  1 5 7 , 1 5 9 ,

1 6 4 .1 7 2  1 7 3、5 4 7 、5 5 0 、5 5 2 。
和 价 值 量  89 9 2 、 96 9 7 、
1 0 1 '1 6 4 、1 6 5。
和 货 币 贬 值 —— 9 3、1 1 2、7 9 9、8 0 4。

-供 求 的 影 响 -------5 6 4。
和 竞 争  4 9 9 、5 7 7 、5 7 8 。

一 市 场 价 格 一 1 6 5 、3 7 1 、4 6 1 、4 6 2 、 
5 6 1 、5 6 4 、5 6 5 。

一 平 均 价 格 —— 1 6 5 ,2 2 3  „

虚 幻 的 价 格 形 式 - 9 7 。
价 格 变 动  9 3 、1 1 2、1 1 3 、 116

1 1 7 、3 7 1 、5 6 4 、6 6 1 0 ,

价 值
— 概 述 -------2 9 、3 0 、3 2 、 34 -  . 3 7 、

4 1 — 4 2 、4 4 、5 2 — 5 4 、 57 — 5 9 、6 1 、 
66 —  6 9 、7 3 、7 4 、] 0 1 、1 5 1 、 161 - 

1 6 5 、 172 —  1 7 3 、2 2 0 、3 3 5 、5 6 ] — 

5 6 5 。
作 为 社 会 关 系 -------3 8 一 3 9 、4 9 、

51 - 5 2 、5 5 、5 9 、(56、6 7 、7 2 、7 6 、7 7 、
8 7 、5 6 4。

一 价 值 实 体  一 1 6、2 9 、3 1 、 35 

3 6 、4()、5 0 、5 1 、6 5 、5 6 3 。
作 为 无 差 別 的 人 类 劳 动 的 对 象 化  
一 2 9 、3 5 、3 7 、4 1 、4 2 、4 7 、 49 -  

5 1 , 5 5 , 5 9 , 6 8 , 8 4 —  8 6 , 8 7 ,  LS6, 

3 3 5 ,5 6 1  - 5 6 4 .

相 对 价 值 —— 3 9 — 4 0 。
一 和 使 用 价 值 —— 2 8 、2 9 、3 1 、3 2 、 

35 -  3 7 、 41 - 4 4 、 47  —  4 8 、5 5 、 
57 —  5 8 、6 7 、 78 —  8 4 、1 0 1 、115、 
129 1 3 5 .1 5 5  157 J 8 8  1 9 0 ,

194 - 】9 6 、2 0 5 、2 0 6 、2 1 0 、3 8 1 、 
3 8 2。
和 劳 动 生 产 率 一 3 0 . 3 K 3 6 .3 7 .  

44 —  4 6 、2 0 4 、2 0 5 、 327 —  3 3 3 、 
342  —  3 4 3 、 420  —  4 2 1 、4 2 7 、5 4 5 、 
5 4 9 、5 5 0 、5 8 8 、 643 6 4 5 、6 6 7 、
6 6 9 。

一 新 价 值 —— 1 92,202  - 2 0 6 ,2 0 8  -  

2 1 1、3 1 9 、4 0 5 、6 4 4 、6 4 5 。
- 个 别 价 值 和 社 会 价 值 —— 2 9、330、 

3 3 2 、3 8 3 、4 2 4 。
— 和 货 币 ------ 80 — 9 7 、1 5 1、1 6 6。
— 和 价 格  ̂—— 88 — 9 7 、9 9 、1 0 3、112、 

122 —  1 2 3 、 155 —  1 5 7、1 5 9、164、 
172 — 1 7 3 .5 4 7 —  5 4 8 ,5 5 0 .5 5 1  〇 

— 和 资 本 —— 1 4 6 —  1 4 9、1 5 1、1 5 2、 
1 6 6、4 2 2 、4 2 3 、6 0 4 、6 0 5 。

- 庸 俗 经 济 学 论 价 值 - 一 4 6 、 52 — 

5 3 、1 5 6、1 5 7、2 0 9 、5 6 4 、6 4 5 —  6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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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 7 。
一 价 值 理 论 史 - 一 1 6、7 3 - .7 4 。 

价 值 产 品 一  2 1 6 、2 1 7 、2 2 〗、2 2 6 、3 1 8 , 

3 3 2 、5 4 5 、5 4 7 、5 5 0 、5 5 6 、5 5 7 、5 6 6 。 
价 值 符 号 —— 1 2 3 、1 2 4、2 0 5 ,

价 值 规 律
----- 概 述 ------- 3 0 、3 1 、 68 - -  6 9 、1 8 9、

5 6 2 。
一 价 值 规 律 在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的 作  

用 —— 319 —  3 2 0 、 328  —  3 3 2 、 
3 7 1 、5 5 0 、5 6 2。
和 雇 佣 劳 动 与 资 本 之 间 的 夂 换  

1 6 6、1 6 7、1 7 6、1 9 6 、 237 

2 3 9 、5 6 2 、5 6 3 。
一 价 值 规 律 在 不 同 国 家 的 工 作 口 上  

的 应 用  ̂̂ - 5 5 0 ,5 9 1 «

价 值 量
一 概 述  ^~一  1 6 , 2 9 -  3 1 ,3 6  -  3 8 ,  

4 4 -  4 7 、5 2 、5 3 、5 5 、5 9 、6 1 、6 4 、6 5 、 
6 8 、6 9 、7 3 、7 4 、8 3 、8 7 、9 6 、9 7 、1 6 4、 
5 6 1 。
价 值 量 的 计 量 —— 29 —  3 1 、 36 

3 7 、6 8 。
一 价 格 偏 离 价 值 量 的 可 能 性  

,96、1 6 5。
价 值 丧 失  

一 货 币 的 价 值 丧 失 —— - 9 2 、9 3 、1 1 2、 
7 2 4 、7 9 9 、8 0 4 。
资 本 的 价 值 丧 失 ^ ~ 一  2 1 3 ,4 2 3 ,

6 4 3 ,6 4 4 .

-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丧 失 - 3 6 5 、4 1 1 、 
4 2 3 、5 6 8。

价 值 形 式
概 述  ^ ~ 3 8 、4 6 、5 3 、5 4 、6 9 、8 9 、 
1 5 1 0

一 价 值 形 式 分 析  一 1 6 、 38 —  4 0 、 
4 6 、5 0 、5 1 。
价 值 形 式 的 发 展 一 4 9 、5 0 、5 2 —  

5 6 、6 0 — 6 4 、 82 —  8 3 。
简 单 的 价 值 形 式 一 一 3 9 、4 0 、-49-

5 4 、5 7 、6 0 、6 3 、8 1 〇
相 对 价 值 形 式 —— 39 —  4 9 、5 4 、
6 0 、8 9 、9 3 、9 6 、9 7 。

一等 价 形 式 -------3 9 、4 0 、 42 —  4 3 、
46 —  5 0 、5 4 、6 0 、8 6 、8 7 、 96 —  9 7 、 
1 0 0 .1 0 7 .1 0 9 -  1 1 0 ,

-一 般 等 价 形 式  59 6 4 、6 9 、
8 0 —• 8 4 、8 7 、9 8 、1 0 1。

- 特 殊 等 价 形 式  5 6 、 60 —  6 3 、
8 4 。
等 价 形 式 的 特 点 —— 47 —  5 0 、 
8 6 、8 7 。
总 和 的 或 扩 大 的 价 值 形 式 一
5 4 — 59„

- 扩 大 的 相 对 价 值 形 式 - 一 5 4 -  

5 8 、6 0 、(51、8 9 〇
一 般 价 值 形 式 —— 56 —  6 3 、8 0 。 
货 币 形 式 —— 1 6 、3 9 、5 2 、 61 — 

6 4 .8 0  —  8 6 . 8 9 .  9 6 ,  103 -  1 0 7 . 

1 0 9 — 1 1 1、1 2 5 、1 3 9 0 

亚 里 士 多 德 论 价 值 形 式 一 - 5 U  

5 2 。
贝 利 论 价 值 形 式 - 一 3 8 、4 7 、5 5 。 

价 值 增 殖 过 程 一  - 1 5 1 、1 5 2 、 188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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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2 、 196 —  1 9 9 、2 0 8 、2 1 1 、 320  — 8 3 、3 6 7 a

3 2 1 、3 2 3 、3 2 4 、3 4 5 、'1Ü3、4 5 0 、 6 0 0  w 

价 值 转 移  202 2 1 4 、2 3 0 、4 0 3 、
6 4 4 ,6 4 6 〇 

监 督 和 指 挥 ( 管 理 )劳 动
概 述 —— 1 8 7、1 9 5、3 2 1 、3 2 2 、小，13、 
5 8 3。
作 为 雇 佣 劳 动 和 资 本 对 立 的 结 果  

一 3 4 5 、3 4 6 。
作 为 资 本 家 的 职 能 一 - 344 — 

3 4 6 。
一 作 为 协 作 劳 动 过 程 的 生 产 条 件  

3 4 4 ,3 4 5 〇 
监 督 （管 理 ）劳 动 的 二 重 性  
3 4 5 。

简 单 劳 动 和 复 杂 劳 动
概 述  3 5 、1 9 1、1 9 9、2 0 0 、: m 、
3 5 5 、3 9 4 、4 2 4 、4 5 2 、4 5 3 、4 5 7 、4 8 5 b 

复 杂 劳 动 简 化 为 简 单 劳 动  
3 5 、2 0 0 。

简 单 再 生 产
概 述  599 —  6 0 8 、 6 1 2  -  6 1 6 、
6 1 7 、 620 — 6 2 2 。
和 资 本 补 偿  6 0 0 。

健 康 和 劳 动 保 护 （资 本 主 k 条 件 下 ） 
一 2 4 7 、 251 — 2 5 3 、2 6 1 、 271 — 

2 7 4 、2 7 6 、2 7 7 、4 4 0 、4 4 1 、4 4 5 、4 4 6 、 
4 8 6 、4 8 7 、4 8 8 、4 8 9 、4 9 2 、 507 

5 0 9 ,5 2 7 ,7 1 6  — 7 1 7 0

交换
概 述 —— 6 6 、6 7 、1 5 7 i l 5 9 。 

-交 换 的 产 生 和 发 展 一 一 5 8 、 81

产 品 交 换 —— 6 6 、6 7 、 81 — 8 3 、 
1 0 0 ,1 0 1 ,1 0 7 ,1 4 7 ,3 6 7 « ,

-商 品 交 换 的 产 生 —— 別 、 66 

6 9 、 81 — 8 3 、1 6 9 、3 6 7 。
商 品 交 换  2 7 、3 9 、4 7 、5 2 、5 5 、
6 6 -  6 9 ,7 8  8 3 、 98 ] 0 0 、1 0 3、
1 0 6 、U )7、1 5 5、i 5 7 -  1 6 7、17M

m 0
雇 仰 劳 动 和 资 本 之 N 的 夂 换  
167 1 6 8 、 173 -  1 7 6、1 9 5 — 1 9 6、
237 -  2 3 9 、3 0 7 、3 0 8 、3 1 3 、34(5 

3 4 7 、4 1 2 、4 ] 3 、5 5 8 、5 5 9 、 566 

5 6 9 、6 0 1 、6 0 2 、6 0 5 、 618 622 ,

769 0

不 等 价 交 换 一  1仆 、1 5 8 — ] 6 2 。 
一 作 为 社 会 物 质 变 换  9 9 、1 0 0、 

1 0 6 ,1 1 5  J 3 3 J 3 9 0 

一 和 生 产 一 一  8 2 。
一 和 消 费  8 0 、9 9 。

和 流 通  106 — 1 0 9 、147。
一 和 剩 余 产 品  一 81 8 2 。

和 需 要 - 6 7 、 79 8 2 、100、101、
1 0 5。

一 和 等 价 形 式 —— 4 9 ,5 0 ,5 4 , 5 6  

6 3 ,8 0  —  83»

— 和 社 会 分 工 —— 32 —  3 3 ,6 7 ,1 0 ] ,  

l ü 5 、3 6 7 、 369 3 7 1 。
一 交 换 的 矛 盾 —— 7 9 、 80 —  9 9 、

1 0 8 — 109。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把 交 换 看 作 剩  
余 价 值 的 源 泉 一  1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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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见 买 和 卖 、价 值 规 律 。
交 换 价 值

-概 述 —— 23 —  2 8 、3 9 、5 8 、9 6 、9 9 、 
1 0 1 、1 2 3、1 3 3 、 14 7 、1 5 0、1 5 5 、2 0 6 、 
2 4 0 、3 3 3 、5 6 8 、6 1 9 。

一 作 为 价 值 的 表 现 形 式 - 27 — 

2 9 、3 9 、4 6 、4 7 、5 2 、5 8 、6 3 、1 4 6。
并 见 价 值 、价 值 形 式 。

交 通 和 交 通 工 具  
一 概 述 —— 3 6 8 、3 9 9 、4 0 0 、5 0 5 、5 0 6。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交 通 工 具 的 发 展  
一 3 9 9 、4 0 0 。

并 见 运 输 业 。
交 易 所  1 3 3、1 9 3 、8 1 8 。
教 会

它 在 阶 级 社 会 中 的 作 用 —— 2 4 2 、 
2 7 2 、2 9 4 、6 5 8 、6 5 9 、69()、6 9 4 、7 2 6 、 
8 1 6 。

— 中 世 纪 的 教 会 一  - 7 1 、7 7 7 、7 7 9 。 
一 英 国 国 教 会 —— 1 9。

并 见 僧 侣 。
教 育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工 人 阶 级 的 教 育  
- 171 —  1 7 2、2 6 6 、3 7 8 、3 7 9 、 

416 —  418,515«,

一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儿 童 的 教 f 一 
2 6 6 、 416 —  4 1 9 、4 9 4 、 509 —  5 1 2 、 
522  —  5 2 4 。

- 生 产 劳 动 与 智 育 和 体 育 相 结 合  
一 5 0 9 、5 1 ö 、5 J f io 

一 综 合 技 术 教 育 —— 5 1 0 、5 2 2 、5 2 6 。 
和 工 厂 立 法  416 4 1 9 、5 0 9 、

5 1 0 、5 1 5 、5 2 9 。
- 共 产 主 义 条 件 下 的 教 育 —— 5 1 0 、 

5 1 5 0

一 欧 文 的 教 育 观 —— 3 1 1 、5 1 0 。
- - 斯 密 论 国 民 教 育 —— 3 7 8 。

阶 级
一 阶 级 的 产 生 —— 5 3 5 、 767 — 7 7 1 、 

8 1 2 v8 1 3 0

和 生 产 资 料 所 有 制 一  - 2 4 0 、 
7 6 9 — 7 7 0 、 823 —  8 2 7 。
和 剩 余 产 品 及 剩 余 价 值 的 占 有  

- 2 4 1 、2 4 2 、5 3 5 、5 9 8 。
一 封 建 社 会 中 的 阶 级 —— 240 -  

2 4 3 。
一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下 的 阶 级 - 一  1 8 、 

1 9 9、2 0 0 、2 4 0 、2 4 4 、2 7 6 、2 7 7 、2 9 4 、 
2 9 5 、3 0 8 、3 0 9 、3 4 5 、 468  —  4 6 9 、 
5 2 2 、6 3 2 、6 3 3 、 656 —  6 5 7 、 722 — 

7 2 5 、8 2 8 、8 4 3 。
一 统 治 阶 级 、剥 削 阶 级 —— 1 8 ,2 4 0 —  

2 4 3、2 9 4 、2 9 9 、5 3 5 、7 2 3 、7 2 5 、8 4 4 、 
8 4 8 .

- 被 压 迫 阶 级 、被 剥 削 阶 级  
2 4 0 、2 4 1 、5 5 4 、7 0 3 、7 0 4 、7 1 6 、7 2 4 、 
8 2 6 。

— 生 产 阶 级 和 非 生 产 阶 级 一 467— 
棚 、535、632。

一 消 灭 阶 级 —— 8 4 5 。

并 见 工 人 阶 级 、农 民 、资 产 阶 级 、 
土 地 所 有 者 ( 地 主 ）、小 资 产 阶 级 、 
中 等 阶 级 .

阶 级 斗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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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代 世 界 的 阶 级 斗 争 —— 130。
-封 建 社 会 的 阶 级 斗 争 一  131。

一 工 人 阶 级 和 资 产 阶 级 之 间 的 阶 级  
斗 争 - 2 4 0 、2 7 8 、2 8 6 、2 9 2 、3 0 2 、 
305 —  3 0 7 、3 1 0 、 344 … 3 4 5 、4 1 9 、 
4 2 7 、4 4 7 、4 7 8 、5 2 9 、5 3 0 、6 3 3 、7 0 0 、 
7 0 3 、8 0 0 、8 0 】、8 0 2 、8 2 7 、8 2 8 、8 4 2 、 
8 4 3 。

一 经 济 的 阶 级 斗 争 —— 3 1 3 、4 4 8 、 
6 8 7 。

一 政 治 的 阶 级 斗 争 3 1 2 、3 1 3 。
一 阶 级 斗 争 随 着 资 本 枳 累 而 发 展  

一  7 0 3。
并 见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的 矛 盾

节 欲 理 论 . 1 2 8、1 9 3 、2 2 0 、2 3 3 、6 3 0 、 
6 3 1 、6 3 3 、6 3 4 、7 6 7 、7 6 8 。

节 约
--- 作 为 资 本 的 趋 势 •*— 3 2 8 — 3 2 9 , 

3 3 3 ,3 3 4 „

一 不 变 资 本 的 节 约 —— 1 8 7、198、 
2 7 0 ,3 0 1 . 3 0 2 , 3 3 8 〇

-一 生 产 资 料 的 节 约 —— 3 3 8 、3 4 2 、 
361 —  3 6 2 、4 2 7 、4 4 6 、4 8 6 、4.89、 
5 0 0 、5 5 5 、8 2 7 。

一 活 劳 动 使 用 的 节 约 _ 1 8 7 J 9 8 ,

246 —  2 4 9 、 301 —  3 0 2 、3 3 3 、3 3 4 、 
3 6 4 、6 7 5 。

一 和 活 劳 动 的 浪 费 一 2 6 K 2 6 2 ,  

2 6 9 、2 7 0 、4 4 5 、4 4 6 、4 8 6 、5 5 5 。
… 支 付 手 段 的 节 约 —— 1 3 2。

结 社 法 一  477  —  4 7 8 、7 9 8 、8 0 0 、801„

金

- 概 述 .一. - 8 3 、8 4 、8 8 、8 9 、】1.9、12fi、 
12.9,

一作 为 独 特 的 等 价 商 品  - 4 9 、6 3 、
8 8 、8 9 。

一作 为 货 币 商 品 —— 4 9 、6 3 、 83 

9 1 、9 3 、9 4 、9 8 、9 9 、1 0 3、1 0 4、1 2 2 … 

1 2 5 ,1 3 4 .

一 作 为 财 富 的 社 会 形 式 —— 125, 

1 2 9、13.9。
一作 为 价 格 标 准 —— 103、 112 —  113、 

1 1 9 ,1 2 0 ,1 2 3 .

- - 作 为 流 通手 段 —— 112、118— 123。 
一作为 货 币 丨 J t 藏  1 2 6、128、140。
一 作 为 世 界 货 币 —— 138 1 4 0。 

它 的 价 值 变 动 影 响 它 的 货 币 职 能
------- 9 2 ,9 3 ,1 1 2 .

一 和 银 的 比 价 —— 9 0 ,9 4 ,1 3 8 .

一 金 的 生 产 —— 2 4 0 ,2 4 1 .

- 和 世 界 市 场 —— 138 — 1 4 0。 
-加 利 福 尼 亚 和 澳 大 利 亚 金 矿 的 发  
现 —— 1 1 3 ,8 1 3 ,8 3 9 .

一作 为 奢 侈 品 的 原 料 -------8 4 、140。
禁 止 结 社 法 一  - 7 9 8 — 8 0 2 。
经 济 ( 经 济 学 ) 范 畴  

— 概 述 - - - 1 0 9、1 2 6、1 7 6、6 3 4 。 
- 作 为 现 实 关 系 的 理 论 表 现  

6 9 。
- 一 它 的 历 史 性 质 —— 6 9 .1 0 9 ,1 6 9 .  

一 经 济 范 畴 的 人 格 化 一 一  1 9 J 6 1 ,

5 9 9。
并 见 抽象

经 济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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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1 8 、5 2 、7 8 、7 9 、1 0 2 、1 0 3 、 
1 2 7 、2 7 8 、3 1 3 、5 1 5 、5 1 6 、5 9 5 、7 9 7 。 

一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经 济 关 系 的 人 格
化 —— 7 9 。
并 见 生 产 关 系 、社 会 生 产 关 系 、社 
会 关 系 、生 产 方 式 。

经 济 规 律
它 的 客 观 性 —— 6 8 、8 0 、 99  一  1 0 1 、 
10 6  —  1 0 7 、2 7 7 、3 2 9 、3 3 2 、6 6 2 。

一 它 实 现 的 趋 势 —— 1 7 、3 5 、6 7 、6 8 、 
96  —  9 7 、1 0 1 、 1 0 7  —  1 0 8 、1 3 3 、 
5 1 4 ' 5 1 5 、6 6 1 、6 6 2 。

— 它 的 一 般 性 —— 2 3 9 、 84  6 —  8 4 7 。 
一 商 品 交 换 规 律 —— 9 2 、9 3 、1 2 2 、 

1 5 7 、1 6 5 、1 9 6 、1 9 7 、 2 3 7  - 2 4 0 、 
6 1 5  —  6 2 2 。

— 货 币 流 通 规 律  1 1 4 -  1 1 7 、1 2 2 、
1 3 4 、 137  —  1 4 0 〇

一 纸 币 流 通 规 律 --------1 2 2 。
一 供 求 规 律 一 4 6 2 、 6 8 2  —  6 8 7 、 

7 9 7 、8 3 4 、8 3 5 、8 3 8 。
并 见 价 值 规 律 。

经 济 和 政 治  7 5 、1 3 1 、3 7 4 、8 ] 0 、 
8 1 4 、8 1 5 。

经 济 时 代 —— 1 8 2 、6 6 5 。
并 见 社 会 经 济 形 态 、社 会 形 态 、经  
济 形 态 。

经 济 危 机  
一 概 述 —— 1 0 9 、2 4 6 、2 9 3 、6 8 8 、7 0 3 、 

7 1 7 , 7 1 8 , 8 4 3 , 8 4 8 〇 
作 为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结 果 -  

3 7 2 、4 7 6 。

一 生 产 过 程 的 强 制 中 断 ^ 2 1 0 〇 
一 生 产 和 流 通 过 程 的 阻 滞 —— 1 1 6 。 
一 市 场 停 滞 —— 1 1 6 、4 9 9 、6 7 8 。
一 经 济 危 机 的 可 能 性 和 现 实 性 一  

1 0 9 、8 4 8 。
- - 周 期 坤 —— 4 7 6 、6 7 8 、6 8 0 。

与 买 和 卖 的 脱 节 —— 1 0 9 、1 3 3 。 
一 对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的 影 响 - 一  2 4 6 ,  

2 4 7 、2 9 3 、4 5 4 、5 7 4 、7 1 7 — 7 2 0 。
一 社 会 影 响 —— 1 3 3 、1 3 4 、7 0 3 。
一 社 会 危 机 ---------1 2 9 。
一 货 币 危 机 ------- 1 3 3 。
— 商 业 危 机 —— 1 1 7 、1 3 3 、1 3 4 、4 7 9 、 

6 7 8 。
一 生 产 危 机  1 1 6 、1 1 7 、1 3 3 、5 2 9 。

并 见 工 业 周 期 。
经 济 形 态 —— 2 2 0 。

并 见 社 会 经 济 形 态 、社 会 形 态 、经  
济 时 代 。

经 验
— 和 意 识 —— 3 8 0 , 3 9 8 , 5 1 2  —  5 1 5 .  

经 验 认 识 —— 6 7  —  7 0 、1 2 2 、3 9 2 、 
5 1 2 、5 1 4 。

精 神 、精 神 的  
— 精 神 活 动 —— 4 4 2 , 5 5 5  0 

一人 的 身 体 的 和 精 神 的 —— 1 6 7 、 
2 7 6 、2 7 7 、 3 7 7  —  3 7 9 、4 4 2 、5 3 1 、 
5 3 3 〇

警 察  一 3 7 3 、7 8 7 、8 0 3 。
竞 争

概 述 —— 1 0 1 、3 6 0 、3 7 2 、5 0 0 、5 0 1 、 
5 5 5 、5 7 4 、6 4 4 、6 6 9 、6 8 0 、6 8 1 、6 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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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 8 , 8 0 1 . 8 3 5 , 8 3 9 .

竞 争 的 强 制 规 律 _ 一 2 7 8 、3 2 9 、
3 3 2 、 3 7 2 , 4 0 8 、6 2 8 。
自 由 竞 争 —— 2 7 8 .

-作 为 资 本 集 中 的 杠 杆 —— 6 6 9 。 
-和 生 产 资 料 及 劳 动 力 的 按 比 例 分  
配 —— 3 7 1  —  3 7 2 。
资 本 家 之 间 的 竞 争 - _ -  2 7 8 、 33 0  —

3 3 3 、 4 7 6 、4 9 7 、5 0 6 、5 7 8 、5 7 9 、6 3 9 、 
6 6 9 、6 7 0 。
工 人 之 间 的 竞 争 一 • 3 5 7 、4 4 0 、 
4 8 6 , 5 7 7 , 5 8 3 — 5 8 5 , 6 8 2 . 6 8 7 , ,  

和 机 器  4 5 6 、4 7 6 、4 9 7 、4 9 9 、 
5 2 9 。

- 和 工 资 - - . 5 7 7  5 7 9 。 .

国 际 竞 争 -一  4 7 6 、4 8 2 、_59_1、随  0 、 
8 3 0 。

居 住 条 件
概 述  彳 8 8 、 4 9 2  —  49_4、f i l 2 、 
.7 1 3、7 1 4 。

- 城 市 工 人 的 居 住 条 件 —— 7 0 6  —  

7 1 3 , 7 1 9  —  7 2 0 。
- 矿 区 的 居 住 条 件 - - 7 1 5  —  71 7 »  

农 村 的 居 住 条 件  7 3 2  —  7 4 3 。
具 体 劳 动  见 抽 象 劳 动 和 具 体 劳  

动 。
绝 对 剩 余 价 值

概 述 —— 3 1 5  —  3 1 9 ,  3 2 8 ,  4 2 6 ,  

5 3 4 , 5 3 5 .

剩 余 价 值 的 基 本 形 式  5 3 4 。
- -和 工 作 日 的 延 长 —— .317 — . 3 2 2、 

3 2 8 、4 2 2 、5 3 4 、5 3 5 、5 5 2 。

一 和 劳 动 强 度  4 2 6 -  4 2 7 、5 3 5 。 
一 和 自 然 条 件  -  5 3 7 - 5 3 8 。 

和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一 -  4 2 7 、彳 . 2 8、 
5 3 4  —  5 3 5 。

- 和 劳 动 对 资 本 的 从 属  - 3 2 2 、 
3 2 3 , 3 2 8 。

军 队 - 2 4 .1、3 3 8 , 3 4 4 、3 4 6 、4 7 3 、f i 5 6、 
7 7 6 、7 9 2 。

K

科 学
-作 为 生 产 过 程 的 独 立 力 a  
377、692。

一 作 为 生 产 力 一 一  30、401、402、 
.44? ,485、513、5.14.、5_31 J 4 3 、644、 
82fi、8_27。
资 本 对 科 学 的 开 发 利 用  3 7 7 、
4 0 2 , 4 5 7  4 5 8 , 6 9 2 .

和 生 产 - 4 0 1 、4 0 2 、4 8 5 、5 1 3 、 
5 M 、8 2 6 、8 2 7 。
和 机 器  -4M 、紙 442.

- 科 学 被 f î . S : 识 的 应 用 于 农 、Jk 

5 3 1 。
科 学 的 再 生 产 —— 40 2 „

并 见 自 然 科 学  
可 变 资 本

概 述 '— 2 1 2  —  2 1 4 、2 1 7 、2 1 8 、 
3 1 5 - 3 1 9 , 6 0 0  6 0 3 , 6 5 1 , 6 5 4 .

和 不 变 资 本 - 见 不 变 资 本 „

- 和 劳 动 力 —— 2 1 2 , 2 1 7  2 2 1 ,

3 1 5 -  3 1 9 , 3 4 3 , 4 2 4 , 4 5 9  - 4 6 1 ,  

6 0 1 , 6 0 2 , 6 0 6 , 6 0 7 , 6 2 5 , 6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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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I ：资 —— 2 1 2 、6 0 0 、6 0 1 、6 0 5 。 
和 剩 余 价 值  2 0 9 — 2 1 2 、2 1 7 —  

2 2 2 , 3 1 5  —  3 1 9 , 3 4 4 , 4 2 4 .

一 它 的 再 生 产 —— 2 1 1 , 2 1 7 , 6 0 0  —  

6 0 3 。
和 劳 动 基 金 —— 6 0 2 、6 0 3 、6 5 0 、 
6 5 1 。
口 r 变 资 本 的 束 缚 和 游 离  4 5 9 、 
4 6 0 〇
并 见 资 本 的 构 成 。

可 能 性 和 现 实 性  8 0  — 8 4 、9 5 、％ 、 
1 0 9 、1 2 0 、1 8 5 、3 4 3 、5 3 9 〇 

克 兰 （氏 族 ） 7 8 8 、7洲 。
客 体  见 主 体 和 客 体 ，
空 间 和 时 间 -  1 1 3 、1 1 4 、 2 2 6  2 2 7 、

3 4 0  - 3 4 2 、3 5 9 、r)Ü0、5 6 7 。
空 想 社 会 主 义  7 2 、8 8 、3 1 1 、5 1 0 、 

5 2 9 、6 3 3 。
扩 大 再 生 产

资 本 积 累 是 它 的 资 本 主 义 形 式  
6 1 4  —  6 1 8 、 6 2 0  —  6 2 4 、6 2 8 、 

6 3 5 , 6 4 1  —  6 4 8 , 6 5 4  —  6 5 6 , 6 6 0  —  

668〇

不 N 的 经 济 的 社 会 形 态 下 的 扩 大  
苒 生 产 —— 6 3 6  „

和 人 [ 1 及 工 人 阶 级 的 增 长 - -  

6 5 4 ^ 6 5 6 , 6 6 1 , 6 6 2 , 6 7 6 — 6 7 9 0

L

劳 动
概 述 一  3 2  3 4 、 36  —  3 7 、5 3 、
6 9 、1 7 0 、1 7 9 、1 8 0 、1 8 5 、1 8 6 、2 0 6 。

作 为 人 类 生 活 的 自 然 条 件  
3 3 、3 7 、1 8 0 、1 8 6 〇
人 和 自 然 之 间 的 过 程 ------- 3 3 、
1 80  — 1 8 4 、1 8 6 、5 3 3 、6 4 2 。
劳 动 的 自 然 条 件 —— 7 2 , 5 3 7  - 

5 4 0  〇 I

劳 动 的 社 会 形 式 —— 5 0 , 5 9 , 6 5 -  

7 6 、8 8 、8 9 、1 0 9 、1 2 8 、1 8 9 、2 2 0 、 
3 2 2 、3 2 3 、4 4 1 、4 4 2 、5 6 ]  —  5 6 3 。 

- 社 会 总 劳 动 —— 6 6 、6 7 、6 9 。
对 人 的 发 展 的 作 用 -------* 3 8、1 8 0 。
作 为 财 富 的 源 泉  3 4 、] 8 0 、 
1 8 3 、2 0 9 〇
劳 动 本 身 没 有 价 值  4 2 、5 6 3 、 
5 6 6 , 5 6 8 .

直 接 社 会 劳 动 一 5 0 、5 9 、7 1 、8 7 、
8 8 、 1 0 9 、3 4 4 、4 0 1 。

一 劳 动 的 质 量 —— 5 8 2 、5 8 3 。
一 劳 动 的 变 换 是 大 工 业 的 要 求 -

5 1 4 。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劳 动 的 异 化  
3 8 、3 2 2 、3 2 3 、3 3 8 、3 4 5 、 34  7 、 3 7 6  

3 7 7 、 4 4 0  - 4 4 3 、 4 5 0  —  4 5 2 、5 3 1 、 
5 3 2 、 5 9 9  —  6 0 2 、6 0 4 、6 0 5 、6 0 8 、 
6 4 5  —  6 4 8 、6 6 0 、6 6 2 、6 8 7 、6 9 3 、 
8 2 7 。
共 产 主 义 条 件 下 的 劳 动 —— 7 2 、
8 9 、 3 7 2 、5 1 0 。
并 见 劳 动 过 程 、换 班 制 度 、农 业 劳  
动 、工 厂 劳 动 、妇 女 劳 动 、徭 役 劳  
动 、手 工 劳 动 、儿 童 劳 动 （童 工 ）、 
雇 佣 劳 动 、夜 间 劳 动 （夜 工 ）、过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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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动 、强 制 劳 动 。
劳 动 不 足 —— 2 9 3 、 4 7 9 、4 8 0 、5 7 3 、5 7 4 、 

5 8 6 、6 8 0 。
劳 动 对 象 ( 劳 动 材 料 ）

— 概 述 一  1 8 1 、 5 3 3  — 5 3 4 、6 4 2 。
- 作 为 劳 动 过 程 的 要 素 —— 1 B 0 -  

1 8 6 、5 3 3 。
一 作 为 资 本 的 要 素 一 一 1 9 2 、1 9 8 、 

2 0 2  —  2 0 7 、2 1 2 。
-土 地 是 人 类 劳 动 的 一 般 对 象  

1 8 1 。
并 见 生 产 资 料 。

劳 动 对 资 本 的 从 属
一 概 述 - 3 0 9 。

形 式 上 的 从 属  1 8 7 、2 5 5 、3 2 2 、 
3 2 3 、7 9 7 。

一 实 际 上 的 从 属 ---------1 8 7 。
一 和 绝 对 剩 余 价 值 —— 3 2 2 、3 2 3 、 

3 2 8 0

一 和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一 - 3 2 8  0 

一 和 劳 动 过 程 —— 1 8 7 、3 2 8 、3 4 9 、 
371  —  3 7 2 、3 7 6 〇 

一 和 简 单 协 作 —— 3 4 9 。
劳 动 工 具

一 概 述 ------- 1 8 2 、1 9 8 、] 如 。
一 劳 动 工 具 的 分 化 —— 3 5 5  —  3 5 7 、 

3 6 8 。
一 劳 动 工 具 的 专 门 化 —— 3 5 5  -  

3 5 7 、3 8 0 。
一 劳 动 工 具 的 发 展 —— 3 5 5  —  3 5 6 、 

5 1 3 〇
一 劳 动 工 具 的 革 命 —— 3 8 0 , 5 1 4 ,

并 见 劳 动 资 料 。
劳 动 过 程

— 概 述 —— 1 7 0  —  1 8 6 、1 9 1 、1 9 7 、 
2 0 2 — 2 1 2 、‘5 3 3 0

作 为 对 象 化 过 程  1 8 3 、1 9 1 、
1 9 2 0

作 为 占 有 —— 1 8 0 . 1 8 3 , 1 8 6 〇 
一 它 的 简 单 要 素 —— 1 8 0 — 3 8 1 ,  

1 8 6 、2 0 2 。
人 在劳 动 过 程中的作用 - - - î s o -

一 个 人 的 劳 动 过 程 和 协 作 的 劳 动 过  
程 - 一  3 3 5  —  3 4 1 、3 4 4 、 3 6 9  — 

3 7 2 , 4 0 1 , 5 3 3  —  5 3 4 .

一 它 的 主 观 因 素 一  1 8 6 、1 8 7 、2 1 1 、
2 1 2 、6 6 5 0 

- 它 的 物 质 条 件 和 技 术 条 件 一  
1 8 3 , 1 8 4  - 1 8 7 , 2 0 2  - 2 1 4 , 3 2 8 >  

3 3 7 — 3 3 8 、6 1 6 、6 6 5 。
一 作 为 社 会 生 产 过 程 的 物 质 内 容  

一 1 8 0 、1 8 6 、1 8 7 〇 
一 和 价 值 形 成 过 程 —— 18 8  —  1 9 2 、 

1 9 7 — 2 0 6  0 

一 和 价 值 增 殖 过 程 —— 19 5  —  2 0 0 、 
2 0 6  —  2 0 7 、4 0 3 、4 4 2 、5 9 7 、5 9 8 、 
5 9 9 、6 0 0 。

一 它 的 技 术 性 质 —— 2 1 8 。
一 和 劳 动 对 资 本 的 从 属  1 8 7 、 

3 2 8 , 3 4 9 , 3 7 1  — 3 7 2 , 3 7 6 ,

并 见 劳 动 对 象 （劳 动 材 料 ）、劳 动  
力 、劳 动 资 料 。

劳 动 货 币 - 8 9 、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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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动 基 金 - 601 -  6 0 2 、6 0 3 、 6 4 8  —  

6 5 2 、6 8 1 。
劳 动 纪 律

一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进 程 中 的 劳 动 纪 律  
一  2 9 1 、4 2 8 、4 4 3 — 4 4 6 、7 9 6 。

劳 动 力
— 概 述 —— 2 9 、 3 5  —  3 8 、4 2 、5 9 、6 6 、 

6 7 、1 6 7 、1 7 0 — 1 7 3 、m 、2 1 8 、2 1 9 、 
5 6 5 、5 6 6 、6 4 2 、6 4 3 。

一 作 为 商 品 —— 16 6  —  1 7 0 、 17 2  — 

1 7 6 、1 8 7 、2 3 8 、2 3 9 、 3 4 6  —  3 4 7 、 
4 1 2 、4 5 0 、5 6 3 、5 6 4 、6 6 1 、7 9 4 。

一 它 的 使 用 价 值  16 6  -  1 6 7 ,

1 7 0  —  1 7 1 、 173  —  1 7 6 、1 7 9 、1 8 7 、 
] 9 5 、1 9 6 、2 3 8 、4 5 0 、5 6 8 、5 8 0 、5 8 1 。

— 它 的 价 值 —— 17 0  —  1 7 3 、1 9 2 、 
] 9 5  —  1 9 6 、1 9 9 、2 0 0 、2 1 1 、2 3 5 、 
2 7 3 、3 1 5 、 3 2 5  —  3 2 9 、 3 3 5  —  3 3 8 、 
3 8 3 . 4 1 1 , 4 5 0 .  544  —  5 5 3 ,  5 6 4  —  

5 7 0 、5 7 5 、5 9 0 。
一 劳 动 力 价 值 规 定 中 的 历 史 要 素 和  

道 德 要 素 —— 1 7 1 。
一 教 育 费 用 —— 1 7 2 、3 6 5 、3 8 3 、5 9 0 。
- 单 个 劳 动 力 和 社 会 的 全 部 劳 动 力  

一 2 9 、3 6 、3 7 、3 7 0 、3 7 1 。
- 劳 动 力 价 值 的 最 低 额 —— ] 7 3 。

一 劳 动 力 的 价 格 一 一  1 7 3 —  1 7 6 、 
5 4 4 、 5 4 7  一  5 4 8 、5 5 0 、5 5 2 、 5 5 9  —  

561 > 5 6 4 — 5 7 0  0

劳 动 力 价 值 降 低  3 6 5 、4 ] 1 、
4 2 3 、4 9 5 。

- 劳 动 力 的 再 生 产 - 见 再 生 产 。

一 劳 动 力 的 买 和 卖 --------166  — 1 6 9 、
173  —  1 7 6 、 195 —  1 9 6 、3 4 6 、3 4 7 、
4 1 1 、 4 1 2 、5 6 8 、6 1 2 、 6 1 8  —  6 2 2 、 
7 6 8 — 7 7 0 ,

一 作 为 劳 动 过 程 的 主 观 因 素 一  
1 8 7 、2 1 1 、2 1 2 、6 6 5 。

一 和 劳 动 生 产 率 —— 3 2 7  —  3 2 8 、 
3 3 1  —  3 3 2 、4 2 4 、4 2 7 、4 4 1 、5 3 1 、 
5 3 2 , 5 4 4 — 5 5 0 , 5 5 2 — 5 5 5 , 6 4 3 0  

一 劳 动 力 的 寿 命 一 ~  2 3 8  -  2 3 9 ,  

2 7 2  —  2 7 7 、5 5 2 、6 8 8 0 

- 劳 动 力 的 损 耗 —— 2 3 8 、2 7 2 、5 5 0 、 
5 5 1 、5 7 5 0 

并 见 雇 佣 工 人  
劳 动 契 约 —— 1 6 7、173  —  1 7 6 、 3 1 3 、

4 1 2 、 4 1 3 、4 5 7 、8 0 0 。
劳 动 强 度

概 述 —— 3 5 5 、3 6 0 、4 2 6 、4 2 7 、5 2 9 、
5 4 4 、 5 4 5 、5 4 8 — 5 5 2 。

一社 会 平 均 的 劳 动 强 度 —— 3 0 、1 9 8 、
545、 549。

一 劳 动 强 度 的 程 度 —̂ 4 2 7 、5 5 0 、 
5 8 4 〇

一 劳 动 强 度 的 国 家 差 别 —— 5 5 0 、 
5 9 0 、5 9 1 。

一 和 劳 动 生 产 率 —— 3 5 5 ,  4 2 6  -  

4 3 6 、4 6 5 、5 8 8 、5 8 9 、6 8 2 。
一 和 工 作 日 的 长 度 —— 4 2 6  —  4 3 2 、 

4 3 4 — 4 3 6 , 5 4 9 — 5 5 5 0 

一 和 绝 对 剩 余 价 值 —— 4 2 6 。
一 和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 4 2 7 、5 5 3 。
— 和 机 器  4 2 6 -  4 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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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工 资 —— 4 2 8  —  4 2 9 、5 7 2 、 
581  — 5 8 5 , 5 9 0 , 5 9 1 0 

一 提 高 劳 动 强 度 的 手 段 - 1 2 8  —  

4 3 0 、5 8 3 、5 8 4 。
劳 动 权 利 一 3 1 2 。
劳 动 生 产 率 ( 劳 动 生 产 力 ）

— 槪 述 —— 3 0 、3 1 、6 6 4 — 6 6 7 、6 7 4 。 
一 涉 及 的 是 具 体 劳 动  3 7 。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自 然 条 件  3 0 、 
5 3 5 — 5 3 9 、6 6 3 、6 6 4 。

- 决 定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因 素 —— 3〇、 
5 3 5  —  5 3 9 . 6 6 4 — 6 6 7 〇 

一 提 高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手 段  - 3 2 8 、 
3 3 7  -  3 4 2 、 3 5 3  3 5 6 、3 5 8 、3 7 7 、
4 0 2 、4 1 9 、4 2 7 、4 3 0 、 4 3 3  —  4 3 6 、 
5 1〇、5 5 5 、6 4 3 、6 6 7 、8〇6 。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发  
展 —— 3 2 7  —  3 3 2 、3 3 4 、3 4 9 、3 5 3 、 
3 5 8 、3 7 5 、3 8 0 、4 0 2 、4 1 9 、4 2 0 、4 2 4 、 
4 2 7 、 4 3 3  —  4 3 5 、4 4 1 、4 5 3 、 4 6 5  —  

4 6 7 、4 8 3 、4 8 4 、5 3 1 、5 3 2 、 6 4 2  -  

6 4 5 , 6 6 4  —  6 7 1 , 6 7 4 , 6 7 5 ,  67 9  

6 8 2 、6 9 2 、6 9 3 、8 2 7 。
— 和 使 用 价 值 一 - 见 使 用 价 值 . 

和 价 值 - 见 价 值 。 1 

和 劳 动 力 商 品 的 价 值 或 工 资  
3 2 7  - 3 2 8 、3 3 2 、4 2 4 、4 2 7 、M l 、 
5 4 4 — 5 5 4 , 6 4 3 0

和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工 人 阶 级 的 状  
况  3 8 0 、 4 1 9  —  4 2 0 、 4 2 3  —  

4 2 4 、 4 2 6  4 2 9 、4 4 1 、 4 6 0  —  4 6 5 、
5 3 1 、5 3 2 、5 4 7 、5 4 8 、6 4 5 、 67 3

6 7 5 、6 7 9 、6 8 2 、6 8 3 、6 8 7 、6 9 2 、6 9 3 。 
和 剩 余 价 值  阽 剩 余 价 值 .

和 剩 余 劳 动  见 剩 余 劳 动 u

和 剩 余 产 品  - 6 4 3 、6 6 6 。
一 和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泣 8 、 331  

3 3 3 、3 8 0 、 4 2 3  - '1 24、4 2 7 、4 2 8 、 
5 3 5 , 5 4 5  — 5 5  K 5 5 3 〇 
和 资 本 有 机 构 成 —— 3 7 5 、12-4、 
66 4  6 7 1 . 6 7 2 -  6 7 5 , 6 7 8 .

资 本 积 累 的 重 要 因 素 一  6 3 6 .  

6 4 2  —  6 4 5 、6 6 3 、 6 7 2  —  6 7 5 、6 7 9 、 
68 1  〇

一和 机 器 3 8 6 、 4 0 2  -  4 0 7 、4 ] 9 、 
4 2 0 , 4 2 3  4 2 4 , 4 2 7 , 4 3 3  4 3 6 ,

4 4 1 、 4 5 9  — 4 6 5 、4 8 3 、 501  —  5 0 4 、 
5 1 3 , 5 9 0 , 6 4 3  —  6 4 7 , 6 6 4  —  6 6 6 .  

和 劳 动 强 度 —— 3 5 5 . 4 2 6 - 4 3 6 ,  

4 6 5 、5 8 7 、5 8 8 、6 8 2 。
和 相 对 人 口 过 剩 —— 6 7 6  —  6 7 9 、 
6 9 1 、6 9 3 。

劳 动 时 间
作 为 价 值 的 尺 度  2 9 、3 1 、3 7 -  

3 8 , 4 2 , 4 4 , 4 5 , 7 5 , 8 6  - 9 0 , 9 6  - 

9 7 、4 2 7 、5 6 3 。
共 产 主 义 条 件 下 劳 动 时 间 的 作 用  

一  7 2 。
- 西 尼 耳 的 “ 最 后 一 小 时 ” 

2 2 7 — 2 3 3 。
劳 动 市 场 —— 1 4 4 、 1 6 7  —  1 7 0 、1 9 8 、 

2 7 5 、2 7 6 、3 1 3 、4 1 1 、4 1 3 、4 4 9 、5 6 3 、 
6 0 8 、 6 8 4  —  6 8 6 、7 7 0 、7 7 3 、8 3 4 、 
8 3 8 、8 3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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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动 资 料
- - 概 述 一 • 1 8 1 — 1 8 3 、2 0 4 、 2 0 6  —  

2 0 7 、3 8 6 、3 9 4 、4 0 1 、4 0 3 、 44 1  -  

4 4 3 、6 4 1 、6 4 2 。
一 作 为 劳 动 过 程 的 要 素  1 8 0 一

1 8 6 。
它 的 社 会 性 —— 3 3 8 、4 0 1 、8 2 7 。 

一 判 断 经 济 的 社 会 形 态 的 指 示 器  
一  1 8 2 0

一 土 地 作 为 劳 动 资 料 ^ 1 8 2 、1 8 3 。
--------和 人 --------18 0  —  183.、4 0 1 、42 .0、

4 4 1 、4 4 2 、5 1 4 、5 3 1 、6 9 2 、6 9 3 。
一 劳 动 资 料 的 损 耗 —— 2 0 5 、2 0 6 、 

4 0 3 、6 4 3 、6 4 4 、6 4 6 。
并 见 劳 动 工 具 、生 产 资 料 。

劳 工 法 —— 2 7 8 、2 7 9 、5 8 6 、7 9 7 — 8 0 1 。 
类 比 （类 似 ）

— 概 述 -------4 3 、4 9 、66.、7 8 、 9 7  - -  9 9 、
3 4 4 、3 6 9 、4 8 0 、6 1 8 、6 9 3 。

-社 会 现 象 和 自 然 现 象 之 间 的 类 比  
— 2 8 、4 1 、4 8 、4 9 、6 1 、 65  —  6 9 、 

f )7、1 8 1 、3 2 9 、3 8 6 、5 1 7 、6 8 0 、 6 8 9  —  

6 9 0 〇 
李 嘉 图 ，大卫

-在 政 治 经 济 学 史 上 的 地 位 一  
6 4 、7 4 、5 6 1 、8 4 3 。
对 他 的 体 系 的 一 般 评 价 595 «  

— 科 学 的 客 观 性 —— 4 5 9 。
- 形 而 上 学 的 考 察 方 式 一 一 6 4 、7 0 、 

7 4 、5 4 6 、5 4 8 、5 5 4 。
一 论 价 值 —— 6 4 、7 4 、7 7 、1 6 5 、2 0 7 。 
一 论 货 币 -------1 3 9。

一 论 剩 余 价 值 一 一  5 4 0 、5 4 1 、5 4 6 、 
5 4 8 。

一 把 剩 余 价 值 和 利 润 混 为 一 谈 一
5 4 8 。

一 论 雇 佣 劳 动 和 资 本 ^  6 0 8 . 6 7 7 .  

一 论 机 器 一 - 4 0 3 、4 0 8 、4 0 9 、4 2 5 、 
4 5 0 、4 5 2 。

一 论 机 器 排 挤 工 人 ---------4 2 5 、4 5 2 、
4 5 9  0

一 论 劳 动 的 价 值 和 工 资 —— 5 6 1 。
论 资 本 积 累 --------6 2 5 、6 2 6 、6 3 7 、
6 4 5 , 6 5 5 «

- 否 定 不 变 资 本 —— 4 0 3 、6 2 5 、6 2 6 、
6 4 5 。

一 论 总 收 人 和 纯 收 人  2 3 4 、6 7 7 。
一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对 他 的 批 判  

一 4 6 、&5、7 7 、2 0 7 、5 6 2 、6 3 7 、
6 4 6 。
并 见 资 产 阶 级 古 典 政 治 经 济 学 。 

李 嘉 图 派 社 会 主 义 者
— 概 述 '--------6 1 、8 4 3 。
一 作 为 工 人 阶 级 利 益 的 代 表 者 一  

1 9 9 。
- 论 剩 余 劳 动 和 剩 余 价 值 一

6 2 2 — 6 2 3 。
论 工 人 技 能 的 积 累 - 一  3 5 3 、6 0 8 。 
论 资 本 和 资 本 家 —— 6 2 3 , 8 1 2 -  

8 1 3 。
一 论 财 富 —— 8 1 2 — 8 ]  3 。

李 嘉 图 学 派 —— 1 1 8 、2 0 9 、3 2 0 、5 4 1 、 
6 3 3 。

理 论 和 实 践



1066 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

— 概 述 —— 5 2 、6 8 、6 9 、Ï 6 9 、3 6 3 、 
3 9 2 、3 9 6 、3 9 8 、5 6 7 、5 9 5 、8 4 4 。

一 理 论 和 实 践 的 矛 盾  一 2 2 7 、3 3 8 、 
5 9 5 。

一 工 人 运 动 的 理 论 和 实 践 - - 3 1 0 、 
3 1 1 、4 5 4 、5 2 9 。
对 唯 心 主 义 的 理 论 和 实 践 观 的 批  
判 —— 4 0 5 , 4 0 6  〇 

理 想 和 现 实 一  7 8 、7 9 、2 8 5 ,

力 学 ( 机 械 学 ）

— 概 述 —— 3 6 3 、3 8 6 、3 8 7 、3 9 9 、4 0 2 、 
5 1 3 、5 1 4 0 

一 力 学 规 律  - 3 9 2 。
- 力 学 应 用 于 生 产  3 9 6 、4 8 5 。 

历 史
一 人 类 历 史 的 起 点 一  - 7 1 、1 8 2 、 

1 8 3〇
- 一 人 类 史 和 自 然 史 的 K 别 一 - 1 6 9 、 

3 8 8 。
— 经 济 史 —— 3 6 7 。

人 类 史 的 各 个 时 代 像 地 球 史 一 样  
不 能 划 出 严 格 的 界 限 —— 3 8 6 。 

历 史的  见 逻 辑 的和历 史的 
立 法 、资 产 阶 级 立 法  

一 关 于 劳 动 契 约 的 立 法  1 6 7 、
7 9 7  —  8 0 0 。

- 惩 治 流 浪者 的 立 法 ^ 7 9 3 — 7 9 6 。 
-立 法 的 阶 级 性  17 1 8 , 2 8 5 -

2 8 7 、2 9 9 、3 0 2 、3 0 7 、3 0 8 、4 1 7 、6 0 8 、 
7 1 0 、 7 9 7  —  8 0 2 。
和 工 人 阶 级 的 阶 级 斗 争 —— 2 7 8 、 
291 —  2 9 2 、3 1 3 。

法 国 的 革 命 立 法  2 8 1 、2 8 5 、 
3 1 U 3 1 2 ,

并 见 工 厂 立 法 、谷 物 法 、十 小 时 工  
作 曰 法 令 。

利润
概 述 - 2 1 8 、2 4 2 、4 7 7 、5 9 8 、6 2 7 、 
6 6 0 、6 6 1 、8 2 4 。
作 为 剩 余 价 值 的 转 化 形 式 - 

1 7 3 . 5 4 8 , 5 5 9 , 598„

超 额 利 润 —— 2 4 6  -  2 4 8 、4 7 3 、 
4 8 1 。
和 工 资  4 7 6  J 7 7 , 6 6 0 , 6 6 I e 

和 资 本 积 累  4 7 3 、6 3 3 、6 3 5 ,  

利润 率
概 述 -一  2 1 9 、4 2 3 。
和 剩 余价值 率 —— 2 2 ] 、5 4 2 、 54 8  

5 4 9 〇
利息

概 述 —— 2 3 3 、4 0 5 、6 2 7 。
作 为 剩 余 价 值 的 特 殊 形 式  
5 5 9 、5 9 8 、6 2 3 。

- 亚 1 士 多 德 论 利 息 一 一 1 6 L  

利益
概 述 —— 7 5 、1 7 6 、8 4 3 。

- 工人阶 级 的利益一一一 2 3 8  2:《9 、
8 0 1 0

■资 产 阶 级 的 利 益 —— 1 8 、1 9 、2 3 2 、 
2 3 9 、2 4 6 、2 6 9 、2 7 0 、 2 8 7  —  2 9 9 、 
3 0 7 、5 0 7 、5 1 8 、5 1 9 、5 2 2 、6 0 8 、6 1 2 、 
7 B 0 J 8 L  

连 续 性
- 劳 动 的 连 续 性 —— 3 4 2 、3 5 5 、3 6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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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8 、5 2 9 0

-生 产 的 连 续 性 一 一 3 5 5 、3 6 0 、3 9 6 、 
3 9 7 、5 2 9 。

一 和 分 工 —— 3 5 5 、3 6 0 。
联 合 ( 结 合 ）

作 为 社 会 劳 动 的 生 产 力 一 - 3 7 6  0 

工 人 的 结 合 一 3 4 0 、 3 5 6  —  3 5 9 。 
生 产 过 程 的 社 会 结 合 - - 3 0 、 
3 1 9 、5 1 4 、5 2 9 、5 3 1 、8 1 1 0 

流 动 资 本  6 5 1 。
流 氓 无 产 阶 级  4 6 8 、6 9 1 。
流 通 、流 通 过 程

概 述 - 10 7  1 1 0 , 1 1 2  1 1 5 .

1 2 6 、1 3 1 、1 3 2 、 1 6 0  1 6 3 、1 7 6 。
一 国 内 流 通 一  - 1 1 9、t 2 4 v1 3 8 - 】4 0 。 
— 国 际 流 通 —— 1 1 9 、1 3 9 、1 4 0 。

- 和 生 产 —— 129 — 13:0、1 9 7 。
和 交 换 —— 1 0 6 — 1 0 9 、] 4 7 。

—和 消 费 - 9 9 、 ] 0 9  —  1 1 0 、】4 7 、 
1 4 8。

垄 断
概 述  ~ ~  6 2 、6 3 、4 2 4 、4 4 2 、4 8 2 、 
8 1 5 。
生 产 资 料 的 1 断 —— 2 4 0 。
资 本 垄 断 —— 827««

英 国 对 世 界 市 场 的 垄 断 —— 4 7 7 、 
4 8 2 , 5 5 4 , 5 9 5 , 6 9 6 , 8 1 9 〇 

鲁 德 运 动 （作 为 无 产 阶 级 阶 级 + 争 的  
初 期 形 式 ) —— 4 4 8 。

掠 夺 式 开 发  2 4 4 、2 7 2 、2 7 3 、2 7 6 、
2 7 7 、3 7 6 、3 7 7 、4 8 6 、4 8 7 、5 0 1 、5 3 1 、 
5 3 2 。

伦 敦 - 138、252、413、489、490、703、 
708、709、710、718、719。

罗 马 （古 代 ） 71、75、76、85、93、
130、136、]61、170、297、363、376、 
632、771、784、803。

罗 马 尼 亚  240 — 244。
逻 辑 的 和 历 史 的  

一 概 述  9 1 、1 4 3 、1 4 4 、1 6 4 、1 6 9 、
1 7 0 、3 3 5 、3 4 9 、3 8 8 、4 2 0 、5 3 6 、6 0 4 、 
(505、6 1 8  —  6 2 2 、6 6 8 、6 6 9 、 7 6 7  —  

7 7 0 。
- 前 提 和 结 果 —— 6 9 、8 9 、 3 4 3  —  

3 4 4 、3 5 9 、3 7 5 、5 3 5 、5 3 6 、6 0 5 、6 1 8 、 
6 6 7 、6 6 8 、7 6 7 。
并 见 抽 象 。

M

马 尔 萨 斯主义
概 述  1 6 1 、6 5 7 、6 5 8 。

- - 反 人 民 性 质 ------- 5 5 4 、5 5 5 。
一 马 尔 萨 斯 是 劉 窃 者 ---------3 6 7 、5 3 2 、

6 5 7 、6 5 8 、6 9 4 。
一 论 工 资 —— 5 5 4 、5 8 7 。

- 人  口 理 论 - 532、554、657、658、 
681、694、756。
“ 土 地 肥 力 递 减 规 律 ” - 5 3 2 。

一 为 寄 生 阶 层 辩 护 ^  1 6 1 、6 3 2 。 
一 宣 扬 非 生 产 消 费 —— 6 3 2 。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对 它 的 批 判  
—— 646〇 

马 力 —— 222、391、392、406、433〇 
买 和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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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 述 —— 14 4  — 1 4 9 、 15 4  —  1 5 7 、 
1 5 9 — 1 6 0 。
商 品 的 买 和 卖  7 9 、1 0 0 、1 0 2 —

1 1 0 、1 1 5 、 1 2 4  —  1 2 6 、 13 0  —  1 3 2 、 
1 4 4 、1 4 8 、1 5 4 、 173 —  1 7 4 、3 7 0 、 
5 4 2 、5 6 8 、5 6 9 0

劳 动 力 的 买 和 卖 —— 166 -  1 6 9 ,  

17 3  —  1 7 6 、 19 5  —  1 9 6 、3 4 6 、3 4 7 、 
4 1 1 、4 1 2 、5 6 8 、6 1 2 、 6 1 8  —  6 2 2 、 
7 6 8 — 7 7 0 。

— 和 等 价 交 换 —— 1 5 6 、1 5 7 、1 6 5 、 
1 6 6 。

一 买 和 卖 的 分 离 和 经 济 危 机 的 可 能  
性 —— 1 0 9 、1 3 1 、1 3 3 。

— 买 和 卖 的 对 立 一 - 1 0 8 、1 0 9 、1 2 4 、 
13 0  — 1 3 4 。

矛 盾
--------概 述 --------9 8 、9 9 、1 3 0 、1 3 3 。

一 矛 盾 的 客 观 性 质 —— 1 0 9 、1 6 5 、 
4 2 4 — 4 2 5 、4 6 3 、5 2 9 。

一 对 立 的 统 一 和 斗 争 —— 3 1 、3 6 、 
3 9  —  6 4 、 78  —  8 4 、8 9 、 9 8  —  1 0 0 、 
1 0 2 — 1 1 1 , 1 4 3 , 1 4 5 — 1 4 8 , 1 5 1  -  

1 5 2 、1 6 4 、1 6 5 、 191 一  1 9 9 、 2 0 3  —  

2 0 4 、 2 0 8  —  2 1 0 、 2 3 3  i  2 3 9 、3 5 5 、 
3 7 1 、 3 8 0  —  3 8 1 、3 8 4 、3 8 5 、3 9 5 、 
3 9 6 、 4 2 4  —  4 2 5 、5 1 4 、5 1 6 、6 0 5 、 
6 0 6 、6 1 2 、6 2 2 、 6 6 6  —  6 7 1 、6 9 2 、 
6 9 3 , 7 6 8 , 7 6 9 , 8 2 5 — 8 3 0 /

一 和 对 立 —— 5 3 、6 0 、6 1 、9 9 、 1 0 8  — 

1 0 9 、1 3 3 、2 3 9 、4 5 2 〇 
- 同 一 、差 别 和 对 立 —— 41 一  4 4 、

5 3 、6 0 v 6 1 、 97  —  卯 、1 0 8 、 16 6  — 

1 7 0 、6 0 3 — 6 0 6 、6 1 8  —  6 2 2 、 8 2 5  

8 2 8 。
- 矛 盾 的 发 展 -------5 3 、6 0 、 8 0  --  8 1 、

9 8 — 9 9 、5 1 6 、5 2 9 0

一 商 品 的 矛 盾 -------- 3 1 、 3 6 、5 3 、 8 0  —

8 1 、1 0 9 、1 1 5 。
一 货 币 的 矛 盾 -------9 7 、1 2 8 、1 3 3、

1 4 0 。
一矛盾的解决 方法一  80  - 8 2 、 98 — 

的 、1 0 8 — 1 0 9 。
贸 易 差 额  1 3 9。
美国

概 述 —— 3 6 8 、3 7 0 、4 5 0 、6 4 7 、8 1 9 、 
8 2 9  0

— 经 济 发 展 —— 3 4 1 、4 7 5 、4 8 4 、8 3 9 、 
8 4 8  0

一 工 人 运 动 ------- 3 1 2 0

一 奴 隶 制 —— 2 4 1 , 2 7 3 -  2 7 4 , 3 1 2 ,  

3 4 6 、4 6 6 、8 2 3 。
— 移 民 —— 2 7 6 、7 5 7 、8烈 、8 3 7 、8 3 9 。
一■农 业 ------- 5 3 0 、5 3 2 。
一 对 外 贸 易 ------- 4 7 5 A 4 7 6。
一 工 厂 立 法 —— 2 7 9 。

童 工 立 法 ——  2 7 9 。
- 美 国 独 立 战 争 ( ] 7 7 5  — 1 7 8 3 )

1 8。
一 美 国 内 战 （ 1861 — 1 8 6 5 ) —— 1 8 、 

2 6 2 、3 ] 2 、3 7 0 、4 1 1 、4 5 3 、4 5 4 、4 5 5 、 
4 7 8  —  4 7 9 、6 0 9 、7 8 9 、8 3 9 。

美洲
一 概 述 —— 2 7 6 、8 3 2 、8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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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美一 5 9 5 。
- 西 印 度 一 一 2 7 4 、8 1 6 、8 2 2 。

并 见 加 拿 大 、美 国 .

民 族 （国 家 ）
一 自 由 民 族 —— 6 5 6 。
一 掠 夺 使 国 家 的 生 命 力 遭 到 根 本 的  

摧 残 一 - 2 4 4 。
—— 个 国 家 可 以 而 且 应 该 从 另 一 个  
国 家 的 历 史 中 获 得 教 益  1 8。

磨 损 ( 损 耗 ）
一 概 述 - — 4 2 1 、4 2 2 。

- 有 形 损 耗 —— 1 8 9 、 2 0 6  — 2 0 8 、 
4 0 3  —  4 0 5 , 4 2 1 , 6 1 1 , 6 4 3  v6 4 6 0 

一 无 形 损 耗  2 1 3 、4 2 ] 、4 2 2 、4 9 9 、 
6 1 1 、6 4 4 0 

- 劳 动 力商品的损 耗^一一  2 3 8 、2 7 3 、 
5 5 0 , 5 5 1 s 5 7 5 〇 

墨 西 哥 —— 1 6 7 、8 1 6 。

N

脑 力 劳 动 和 体 力 劳 动  见 体 力 劳 动  
和 脑 力 劳 动 。

内 容 ( 实 质 )和 形 式
概 述 —— 1 7 、2 4 、2 9 、 3 8  6 7 、6 9 、
9 5  v 9 9  —  1 0 0 、 105  —  1 0 6 、1 1 6 、 
1 2 0 、 143 —  1 4 6 、1 8 0 、1 8 6 、1 8 8 、 
1 8 9 、1 9 7 、 2 0 2  — 2CM、2 2 0 、2 4 1 、 

2 4 2 、3 2 2 、3 2 3 、 3 4 3  -  3 4 7 、 4 3 8  — 

4 4 2 、4 6 M 6 3 、5 】6 、5 1 7 、5 3 3 、r)58、 
5 5 9 、 5 6 3  —  5 6 7 、5 7 1 、5 8 0 、5 8 2 、 
6 1 8 、6 3 6 、8 3 1 0

社 会 形 式 —— 1 7 、2 4 、5 0 、 5 9  -

6 7 、 6 9  —  7 1 、7 6 , 7 7 、9 5 、9 9 、1 6 9 、 
1 7 9 、2 2 0 、3 4 9 、 3 8 0  —  3 8 1 、4 6 3 、 
5 1 0 、 5 1 3  — 5 1 7 、5 2 9 、 5 9 9  —  6 0 3 。 

一 形 式 变 换  一 3 4 、9 9 、1 0 0 、1 0 3 、 
1 0 9 —  1 1 1 、1 1 4 一 1 1 6 、1 2 4 、1 2 5 、 
1 5 1 、1 5 2 、1 5 6 、1 8 3 、 5 6 5  — 5 6 8 、 
7 7 0 。

一 对 资 产 阶 级 见 解 的 批 判  - 7 3  —

7 7 、3 4 6 、5 7 0 、6 3 7 、6 5 0 、8 3 1 。 
尼 德 兰  见 荷 兰 （尼 德 兰 ）。
农 产 品  一7 2 8 、8 0 5 、8 0 6 。
农 村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在 农 村 的 发 展  
8 0 9 ,8 1 0 « ,

一 农 村 中 的 相 对 人 口 过 剩  2 7 5 、 
4 6 6 、6 8 4 、6 9 0 、7 4 4 、7 4 9 。

农 村 副 业  3 8 4 、3 9 9 、8 0 8 、8 0 9 。
农 民

— 概 述 —— 5 3 0 、8 2 9 。
一 土 地 幵 发 —— 4 5 0 、7 7 2 、 7 7 4  — 

7 9 2 、8 1 9 、8 2 0 。
— 自 由 农 民 —— 2 4 2 、 7 7 2  — 7 7 6 、 

7 8 5 、7 9 7 、8 (M 、8 0 6 、8 0 9 、8 1 1 。 
自 耕 农 ( 英 国 )—— 7 7 5 、7 7 6 、7 7 9 、 
7 8 2 。

一 徭 役 农 民 —— 6 0 2 。
-小 农 转 变 为 雇 佣 工 人  - 5 3 0 、
78 4  0

农 民 起 义  7 2 5 、7 9 2 。
农 奴 、农 奴 制  

— 概 述 —— 7 1 , 3 4 8 , 3 9 0 , 7 7 0 — 7 7 3 ,  

8 0 3 、8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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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农 奴 劳 动 作 为 剩 余 劳 动 的 一 种 形  
式 —— 2 4 0  —  2 4 2 ；567„

一 农 奴 制 的 产 生 —— 2 4 2 。
--和 徭 役 劳 动  2 4 2 、5 6 7 。
一 农 奴 制 的 灭 亡 - - - 7 7 0 、7 7 L  

并 见 封 建 主 义 （封 建 制 度 ）。
农 业

一- 概 述 —— ] 8 3 、3 4 1 、 34  2 、 4 5 0 、6.4 2 、 
7 4 4 、7 4 5 、7 5 4 、75.5.s.

一 生 产 和 再 生 产 过 程 的 特 殊 性 -  

3 4 1 , 6 4 3 , 6 4 4 .

- - - 劳 动 生 产 率 —— 5 3 1 , 5 3 2 , 7 2 7 ,  

7 2 8 、8 0 7 、8 0 8 。
资 本 主 义 前 的 生 产 方 式 中 的 农 业  

—  3 4 8 . 3 4 9 , 3 7 2 , 3 7 3 , 5 3 8 , 5 3 9 ,  

7 7 1 , 7 7 2 — 7 7 3 .

一 资 本 主 义 中 的 农 业 —— 4 1 5 , 4 1 6 ,  

4 7 4 , 4 7 5 , 5 3 0  —  5 3 2 , 6 8 4 , 7 2 1  - 

7 2 2 、7 2 3 、7 2 5 、_727、 8 0 3  —  8 0 4 、 
8 0 7  0

和 大 工 业 —— 4.15、4 1 6 、4 7 4 、4 7 5 、 
4 8 5 、5 3 0 — 5 3 2 、8 0 9 、8 1 0 。

---机 器 的 使 用  3 9 2 、5.30、6 8 5 .、 
7 2 7 、7 6 1 。

一 科 学 的 应 用 - 一  5 3 0 。 1 

一 协 作 —— 3 4 2 , 3 4 8 , 3 4 9 , 8 0 6 .

一 上 地 是 农 业 的 劳 动 资 料  - 1 8 2 。 
- - 和 生 态 的 关 系 j 一53 1  —  5 3 2 。

并 见 土 地 所 有 制 （土 地 所 有 权 、地 
产 ）、畜 牧 业 。

农 业 革 命 --------3 9 9 、4 5 0 、4 7 5 、5 3 0 、7 5 7 、
76.0、7 6 1 、76.5、7 6 6 、7 8 4 、_804、8 0 5 、

8 0 6 。
农 业 工 人

- - 概 述 —— 2.8] 2 8 2 、4 0 9 、《 6.、
5 3 0  —  5 3 2 、7 2 2 、7 2 3 、7 7 2 、7 8 0 、. 

8 0 6 、8 0 7 。
一 农 业 工 人 的 状 况 _ - … 1 7 5 、2.59.、 

2 7 5 、2 7 7 、2 8 3 、6 8 9 、7 0 4 、7 2 2 . -  

7 2 6 ,  7 2 8  —  7 4 6 ,  7 7 5 ,  7 7 f i ,  7 8 K  

7 8 4 , 7 8 5 , 8 3 7 ,

一 农 业 工 人 的 报 酬  - 5 8 7 、6 3 9 、
6 4 0 、685.、6 8 9 、 7 23  -  7 2 7 、7 别 、 
8 0 0  0

一 农 业 工 人 被 排 斥 和 吸 引 - 一 68 9  „ 

一 移 居 城 市 -2 _ 5 8、4 7 8 、6 8 9 、7 2 8 、 
7 4 3 、7 4 4 、7 4 5 、7 6 0 、7 6 1 、8 0 6 、, .807。 

- 农 业 工 人 的 人 数 —— 4 6 8 , 7 2 8 ,  

农 业 劳 动 . - 7 4 4 , 7 4 5 , 8 0 6 , 8 0 7 .

奴 隶 贸 易
-概 述.一  2 7 4 、4 1 2 、4 6 6 、4 7 8 、8 1 4 .  

8 1 7 0

一 资 本 原 始 积 累 中 的 奴 隶 贸 易 一  
8 1 3 , 8 2 2  —  8 2 4 ,

奴隶 制
一 概 述 - 一 5 ] 、7.5、] 3 0 、] 6 7 、] 9 8 、 

3 4 8 , 5 6 9 , 6 3 5 , 8 2 6 .

- - 奴 隶 劳 动 作 为 剩 余 劳 动 的 一 种 形  
式 —— 2 2 0 , 2 4 0 , 2 4 1 , 5 6 7 .

一 作 为 剥 削 的 形 式  2 4 1 、5 6 7 、 
_694、7 8 4 。
殖 民 地 的 奴 隶 制 - . 2 7 4 、8_33。 

一 美 洲 （美 国 ）的 奴 隶 制 - . 2 4 1 、 
2_7_4、: 3 1 2 , 3 4 6 、4 6 6 、82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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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 隶 制 下 的 劳 动 工 具 一  1 9 8 。 
亚 里 土 多 德 论 奴 隶 劳 动 -  - 7 5 „

O

欧 文 主 义
概 述 —— 8 8 、8 9 、3 1 1 、6 3 3 。

一欧 文论 工厂 制度 —— 5 1 0 、5 ä 。 
- 欧 文 关 于 社 会 主 义 的 空 想  

8 8 、8 9 。
欧 洲 —— 1 3 6 、4 7 3 、4 7 5 、4 8 2 。
偶 然  见 必 然 性 U

P

贫 困 化 一 ■见 无 产 阶 级 的 贫 困 化 -

贫 民 习 艺 所 ( 英 国 ） 2 7 5 , 2 7 6 , 2 8 4 ,

2 8 5 、4 1 3 、4 2 0 、6 1 1 、6 1 2 、6 4 1 、7 0 3 、 
7 0 9 , 7 1 8  7 2 0 , 7 2 9 , 8 2 1 , 8 2 2 ,

平 等 ( 社 会 的 ）
人 类 社 会 平 等 的 概 念  5 1 。
资 产 阶 级 的 平 等 —— 1 7 6。

平 民  ̂ 1 3 0 、2 9 7 。
破 产 - 1 7 4 、2 3 9 、6 6 9 、7 】8 。
葡 萄 牙  8 1 4 。
蒲 鲁 东 主 义

概 述 —— 6 〗、7 8 。
一 蒲 鲁 东 学 派 一 一  6 1 。

它 的 空 想 性 质  6 1 。
把 商 品 生 产 理 想 化 - — 6 1 , 7 8 ,  

6 2 2 .

- 论 机 器 —— 4 4 1 。
对 蒲 鲁 东 主 义 的 “ 构 成 价 值 ”观 论  
的 批 判 - 一 5 6 4 0

普 鲁 士  见 德 国 。

Q

欺 诈  5 6 9 、5 8 1 、7 8 0 、8 0 5 。
企 业 内 部 分 工

工 场 手 工 业 是 它 的 典 型 形 式
3 5 0 。

一 它 的 计 划 性 —— 3 7 1 。
劳 动 过 程 细 分 为 不 同 的 操 作  
3 5 2 , 3 5 8  —  3 6 0 , 3 6 3 — 3 6 5 ,3 8 0 « ,  

和 劳 动 生 产 率 —— 3 5 3  —  3 5 5 、 
3 5 8 、3 5 9 、3 7 5 、3 8 0 。
和 生 产 的 连 续 性 一 一 3 5 5 、3 6 0 。 
和 时 间 节 省 —— 3 5 3  —  3 5 5 、3 5 8 、 
3 5 9 0

和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的 缩 短  3 5 3 、
3 6 2  3 6 3 , 3 6 5 , 3 8 ] 0

和 协 作  3 5 0  —  3 S 4 、3賴  
3 6 2 , 3 9 3 -  3 9 4 , 4 3 9 〇 
和 劳 动 工 具 的 分 化 —— 3 5 5  - 

3 5 7 、3 6 8 。
和 劳 动 工 具 的 专 门 化 - - 3 5 5  

3 5 7 、細 。
和 工 人 的 密 集  3 6 7 。
F•丨 ：I : 场 内 部 的 分 工 —— 3 5 0  —  

3 6 ] 、 3 6 3  -— 3 7 1 、 3 7 5  —  3 8 0 、 3 9 5  —  

3 9 6 、4 ü l 、4 3 9 、 511 — 5 1 3 。
- 工 厂 内 的 分 工 —— 3 3 、 39 5  —  3 9 6 、 

4 0 】、4 3 9 -  4 4 2 、4 8 5 、 5 1 1  — 5 1 3 。
— 和 社 会 分 工 --------32  一  3 3 、1 0 1 、

3 6 6 — 3 7 2 。
启 蒙 运 动 、启 蒙 学 派 —— 8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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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候
概 述  5 3 7  —  5 邪 „

和需要  1 7 1 、5 3 ü m 。
前 提 和 结 论 一 - . 5 9 4 — 5 9 5 。
强制

概 述 —— 5 3 6 , 5 4 0  0 

一 经 济 的 强 制  1 3 1 、2 7 8 、 3 1 3  —

3 1 4 、3 2 2 、3 2 3 、7 9 7 。
一 超 经 济 的 强 制  2 7 8 、7 9 7 。
一 法 律 的 强 制 —— 6 0 8 、 7 9 2  —  7 9 9 。 

并 见 立 法 、资 产 阶 级 立 法 、资 产 阶  
级 国 家 。

强 制 劳 动  3 2 2 、4 1 0 、5 6 7 、6 0 2 、6 1 0 、
6 1 1 、6 9 3 、6 9 4 、7 7 8 。

圈 地 运 动 - 7 8 2  —  7 8 3 、 78 4  —  7 9 0 、 
7 9 2 。

权 力
一 私 人 权 力 和 社 会 权 力 ^ 127 0 
一 货 币 的 权 力 一 ~ 1 2 6 J 4 3 .

-资 本 的 权 力 ------- 2 6 1 、3 4 8 、4 4 2 、
4 4 4 、6 7 8 。

R

让 渡 ( 商 品 的 ） 1 0 3 、 ] 0 4 、1 3 0 、1 3 2 。
人

-概 述  1 8 ]  —  1 8 2 、2 0 5 、3 9 K  

作 为 社 会 存 在 物  1 M 3 、 176 —

17 7 、 3 3 9  — 3 4 0 、3 4 3 、5 3 6 。
人 的 天 赋 和 才 能 的 发 展 —̂ 9 7 、 
1 8 0 、 3 7 6  —  3 7 8 、5 1 0 、5 1 5 、5 1 6 、 
5 3 7 , 5 3 8 «

- 在 劳 动 过 程 中 的 作 用  一  1 8 0 、

1 8 3 , 1 8 5 , 1 8 6 , 2 0 9 -  2 1 0 , 5 3 3 .

在 生 产 力 体 系 中 的 地 位 -一  180  

1 8 2 ^ 1 3  —  5 1 6 , 6 4 1 "  6 4 3  〇 
人 和 自 然 一  _ 3 3 、6 5 、7 3 、18() 

1 8 2 、Ï 8 6 、3簡 、4 0 5 、4 6 3 、 531 -  

5 3 3 . 5 3 6  —  5 4 0 , 6 4 2 , 6 7 6 , 8 2 6  0 

人 和 劳 动 资 料  1 8 0  — 1 8 3 、 
40 1  — 4 0 3 , 4 2 0 J 4 K 5 1 4 , 6 9 2 , 6 9 3 d 

社 会 财 富 的 创 造 者 —— 5 3 2 . 6 0 5 ,  

6 3 1 、6 4 2 、7 0 0 。
资 产 阶 级 社 会 中 的 人 - 3 4 、3 7 、 
5 1 — 「) 2 、6 7 、6 9 -  7 1 、1 7 6 、2 4 3 、 
2 4 4 , 2 7 1  2 7 3 、2 7 6 、2 7 7 、 34 6

3 4 7 、3 6 9 、 3 7 5  3 7 8 、4 1 0 、4 1 1 、
4 4 1 、4 8 5 、4 8 6 、5 0 7 、 5 1 3  — 5 1 6 、 
5 3 0  —  5 3 2 、5 5 5 、5 5 7 、6 1 2 、6 4 2 、 
6 5 9 — 6 6 3 , 6 9 1 — 6 9 4 0 

一 人 的 需 求  3 3 、6 5 、7 2 、 18 0  -  

1 8 2 、1 8 6 、 2 3 6  —  2 3 7 、2 7 2 、 5 3 6  

5 4 0 、5 5 5 。
一 富 兰 克 林 论 人 - 一 1 8 2 、3 4 0 。

并 见 个 人 。
人 道 主 义

- 资 产 阶 级 人 道 主 义  1 8 、2 8 1 、 
3 0 7 、3 0 8 、7 0 7 。
和 共 产 主 义 - 一 5 1 7 。

人 格 化
— 经 济 范 畴 的 人 格 化 —— ] 丨) 、1 6 1 。 
一 经 济 关 系 的 人 格 化 —— 7 9 。

资 本 家 是 人 格 化 的 资 本 —— 1 5 0 、 
2 3 7 、3 1 4 、3 2 1 、4 2 0 、6 2 8 、6 2 9 。 
并 见 人 、个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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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一 劳 动 人 口  —— 3(M、320、537、 672 — 

680、 682 — 685、 688 — 692、700、 
834。

— 工 业 人 口 —— 277 0 
— 城 市 人 口  —— 531、689、 710 — 

713、737。
一 农 村 人 口 —— 450,530,689,737 - 

742。
— 流 动 人 口 —— 713、714。
一 人 口 密 度 —— 367— 368。
— 和 分 工 —— 367 — 368。
一 资 本 主 义 的 人 口 规 律  661、

662,676— 680,682 — 685 0 
-人 口 理 论  见 马 尔 萨 斯 主 义 ^

人 口 规 律  661、662、 676 — 680、
682— 685、847。

人 口 过 剩  见 相 对 人 口 过 剩 。
人 权

一 资 产 阶 级 民 主 主 义 者 的 人 权 观 念  
的 阶 级 局 限 性 —— 8010 
剥 削 阶 级 国 家 中 劳 动 人 民 的 无 权  
地 位 —— 302—303、314。
平 等 地 剥 削 劳 动 力 是 资 本 的 首 要  
的 权 利 —— 303。

认 识
一 概 述 —— 1 7 、1 8。
-作 为 克 服 本 质 和 现 象 之 间 矛 盾 的  
过 程 一 ^"69。
经 验 认 识 —— 6 7 -6 9 ,1 2 2 ,3 9 5 ,  
509、5120
和 社 会 实 践 一 51 — 52、68、91。

一 和 阶 级 利 益 — - 5 5 4 、5 5 5 、5 7 0 。 
曰 本 —— 1 3 6 , 7 7 3 ,

瑞 典 —— 7 8 1 。
瑞 士

一 工 厂 立 法 ------- 2 8 5 。
- 钟 表 制 造 业 一 3 5 7 。

S

三 十 年 战 争 —— 7 5 7 、7 9 2 。
僧 侣 —— 2 9 4 、3 0 1 、 4 6 8 、5 3 8 、6 3 2 、6 5 8 、 

6 5 9 、6 9 5 、7 7 9 a

商品
- 概 述 —— 1 7 , 2 8 — 2 9 , 3 1 , 3 3 , 3 7 .  

5 2 、5 4 、 57  —  5 8 、 64 —  6 6 、1 6 9 、 
1 9 9 , 6 1 9  — 6 2 2 0

作 为 资 产 阶 级 财 富 的 元 素 形 式  
一  2 3 、 12 7  — 1 2 8 。

一 作 为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结 果 一  
1 6 9 、 18 8  • -  ] 8 9 、3 6 9 、3 7 0 、6 1 3 、 
6 6 0 〇

一 独 立 的 互 不 相 关 的 私 人 劳 动 的 产
品 --------33.、 65  ' —  6 8 、8.2、1.02 —

1 0 3 。
- 商 品 的 二 重 性 - — 2 8 、3 2 、3 4 、3 7 、 

「>2、6 5 、6 6 、 7 8  —  8 1 、 9 8  —  1 0 3 、 
1()6、1 0 9 、 1 25  1 2 6 。

- 商 品 二 重 化 为 商 品 和 货 币  
81, 88— 89,98 —  990 

- - 和 货 币 —— 81  —  9 8 、 102  —  1 1 2 、 
1 2 2 — 1 2 3 J 3 0  1 3 5 、 144 - 1 4 7 、
1 5 K 1 5 2 〇

一 拜 物 教 性 质  4 9 , 6 4  7 0 , 7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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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 .
商 品 的 内 在 矛 盾 ------36、53、80、
81、100、]15。

商 品 掺 假  175、255、256、257、258、 
481,640«

商 品 流 通
概 述  - 38、69、109、114、115、 
128,134 135、K3 — 158、160、
169 - 1 7 0 ,601 ö

-简 单 商 品 流 通  106— 111、 
】2 1 、1 2 5 、 131 —  1 3 2 、1 3 6 、U 3  — 

1 4 7 J 4 9 — 1 5 3 J 6 0  J 7 6 〇 

一 简 单 商 品 流 通 的 公 式 - 一  M4 - 
1 4 7 。

作 为 资 本 的 历 史 前 提  143、 
604。
商 品 流 通 不 是 剩 余 价 值 的 来 源  

一  148、154— 165、598、615。 
— 和 货 币 流 通 —— 1 0 9 -1 1 1 ,1 1 3 -  

115、 121 — 124、 129 — 130、133、 
144— 147,152— 1530 

- 国 内 和 国 际 商 品 流 通 ]19。 
和 产 品 交 换 的 区 别  107 — 109。

商 品 生 产
概 述 - - 33、6 6 -  6è、72、88、89、 
101、125、136、169、328、618、619、 
621— 622。

一 历 史 条 件 —— 81— 83。
一 作 为 资 本 的 历 史 前 提 —— U 3 、 

6 0 4 .

社 会 分 工 是 商 品 生 产 的 存 在 条 件  
一 32 — 33、 100 — 102、169、

366.
一 各 种 不 同 的 经 济 的 社 会 形 态 下 的  

商 品 生 产 一 一 109、169、。
资 本 主 义 前 的 生 产 方 式 下 的 商 品  
生 产 —— ^ 1 、72 - -73、78、82、125。 

一 资 本 主 义 商 品 生 产 一 ―33、143、 
148— 153、〗58、 166 — 176、187、 
188、 197 - -  199、263、272、273、 
309、313、 321 - 323、331、232、 
334 —337、343 353、 356 -  360、
362 — 363、366、369— 372、 375 - 
380.383 385,399,405,408
413,419 427,430,438 446,
450 454,457 486,490,491,
495 519,529 532,534 535、
555、562、563、567、568、5%、597、 
599、608、 612 — 622、628、 642 - 
648、 653 —  663、 665 — 682、69] 、 
693.767— 769,803— 809〇 

一 与 资 本 主 义 商 品 生 产 不 同 的 简 笮  
商 品 生 产 —— 164、1的 、188。

商 品 形 式
概 述  33、52、53、60、61、64、 
65、97、 104 — 106、152、170〇 
资 产 阶 级 生 产 的 最 一 般 和 最 不 发  
达 的 形 式  17,64,760 

商 品 学 一 - 2 L  

商 人 资 本  
— 概 述 —— 153。
一 作 为 资 本 洪 水 期 前 的 形 式  

143,374,812,

商 业 （贸 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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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1 3 3 、1 5 8 、 8 1 5  — 8 1 7 。
一零 售 商 业 一 一  1 3 5 。

批 发 商 业 —— 1 3 5 、5 0 6 。
物 物 交 换 —— 1〇8 J 6 9 0

并 见 对 外 贸 易 、世 界 贸 易 、世 界 市
场 。

商 业 利 润 —— 5 9 8 。
商 业 危 机 —— 1 1 7 、1 3 9 、4 8 2 。
商 业 战 争 - 8 1 3 、8 1 7 、8 2 0 。
商 业 资 本  

一 概 述 —— 1 4 3 、1 4 7 、 162  _  1 6 4 。
一 作 为 资 本 洪 水 期 前 的 形 式 一  

1 6 2 、1 6 4。
上 层 建 筑  见 基 础 和 上 层 建 筑 。
上 帝 、神  _ 4 3 、7 3 、1 2 7 。
奢 侈 、奢 侈 品  1 8 2 、4 6 7 、6 1 6 、6 3 6 。 
社会

概 述 —— 17 —  2 0 、1 2 7。
- 社 会 的 形 成 和 有 规 律 的 发 展  

3 6 6 、3 6 7 、 5 3 6  -  5 3 8 。
阶 级 对 立 的 社 会  7 1 、2 4 0 、 
5 3 6 、5 3 7 、5 5 5 。
和 自 然 一 - 3 3 、7 3 、1 8 6 、3 8 7 、3 8 8 、 
5 3 1 、5 3 2 、5 3 9 、8 2 7 。
资 产 阶 级 关 于 社 会 的 理 论  
7 5 J 7 6 , 3 8 1 0 

社 会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 概 述 ^ ~ ~ ■ 3 0 、3 7 、6 5 、1 8 9 、1 9 8 、 

2 1 3 、3 6 0 、5 8 1 、5 8 3 。
和 商 品 价 值 规 定 - 3 0 、3 1 、3 5 -  

3 8 、 44  一  4 6 、 6 8  6 9 、9 6 、1 0 1 、
1 7 3 、 189 — 1 9 1 、 2 1 2  —  2 1 3 、3 3 0 、

3 3 1 , 5 5 6 „

和 劳 动 生 产 率 一 - 3 0 、3 1 、3 6 、4 4 、 
4 6 、4 7 、 3 2 7  —  3 2 8 、 3 3 0  —  3 3 1 、 
4 1 9 。
和 个 别 劳 动 时 间 - 2 9 、6 8 、7 1 、 
1 0 2 , 3 2 9  —  3 3 2 , 3 3 6 — 3 3 7 .

社 会 存 在
- 概 述 一 ~ 3 7 7 、3 7 8 。
社 会 存 在 决 定 社 会 意 识 —— 5 1 -  

5 2 、 67  —  7 6 、 127 —  1 2 8 、5 1 0 。
社 会 分 工

概 述  - 3 2 、3 3 、6 7 、5 1 2 、5 1 3 、 
5 3 8  0

一 和 商 品 生 产 一 - 32  - 3 3 , 6 6  -  

6 8 、 10 0  1 0 2 、] 6 9 、2 1 9 、3 6 6 、
3 6 9 — 3 7 2 0

资 本 主 义 前 的 生 产 方 式 中 的 分 工  
一  3 3 、 3 6 6  —  3 6 7 、 3 7 2  —  3 7 4 。 

一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的 分 工 一  
3 6 8 — 3 7 2 , 4 6 6  — 4 6 7 , 5 1 4  0 

- 和 生 产 部 门 的 分 化 一 - 101 > 3 6 8 ,  

4 6 6 — 4 6 7 。
和 交 换 —— 32 —  3 3 、6 7 、1 0 0 、 
1 0 1 、1 0 5 、 3 6 6  — 3 6 7 、3 6 9 、 3 7 2  —  

3 7 3 。
- 和 市 场 - 101 — 1〇2 、3 8 2 。
和 资 本 积 累 一  3 8 1 、6 6 8 。
和 人 口 密 度 3 6 7 — 3 6 8  〇 
和 企 业 内 部 分 工 —— 3 2  —  3 3 、 
1 0 1 , 3 6 6  3 7 2 0

社 会 关 系
概 述 —— 1 8 、.19、5 2 、 66  — 7 3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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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2 . 1 6 9 , 1 8 2 , 1 8 6 , 3 0 9 , 3 8 8 , 3 9 7 ,  

5 1 0 、5 1 4 、5 3 ( )、5 3 4 、8 3 1 、 8  仆 。
社 会 关 系 的 物 化 - 伯 一  5 0 、 
66  — 7 3 、7 7 、 8 5  -  8 7 、1 0 3 、1 0 7 、 
8 3 1 。
并 见 生 产 关 系 、社 会 生 产 关 系 、经  
济 关 系 、生 产 方 式 。

社 会 规 律
概 述 一 ~  [ 7 、6 8 、6 9 、 51 4  —  5 1 6 、 
8 4 6  — 8 4 7  〇
它 的 客 观 性 —— 1 7 、6 8 、6 9 、8 0 、 
2 7 7 、2 7 8 、 8 4 6  — 8 4 7 。
它 作 为 趋 势  1 7 、6 9 2 、 8 2 5  

8 2 8  0 

社 会 化  
一 概 述 —— 1 0 7 、1 0 8。
- 和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3 5 K 3 5 2 、

3 5 6  -  3 5 7 、3 6 2 、3(58、4〇1 - … 丨0 2 、 
4 4 3 , 4 6 4  -  4 6 7 , 4 8 6  -  4 8 7 , 4 . 9 9 ,  

5 14  —  5 1 8 , 5 2 9  5 3 2 , 6 2 8 . 6 6 8  -

6 7 1 、8 2 6 、8 2 7 e

生 产 资 料 的 社 会 化 一 一 抑 6 、8 2 7 6 

社 会 进 步
概 述 —— 3 8 1 、5 0 0 、8 2 5 — 8 2 7 。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的 社 会 进 步 - 

1 3 7 、1 4 0 、沾 2 、 3 9 7  —  3 9 9 、4 2 5 、 
4 6 3 — 4 6 4 , 1 7 2  4 7 6 、 4 9 8  —  5 0 ] 、
5 1 5 — 5 1 8 , 5 2 9 , 8 2 7 , 8 2 8 , 8 2 9 ,  

并 见 发 展 。
社 会 经 济 形 态

概 述 —— 7 5 , 7 6 , 1 6 9 0 

它 的 发 展如 丨 n i 自 然 史 发 展 过 程

19。
- 它 们 按 照 剩 余 劳 动 的 形 式 互 相 丨 X: 

别  2 2 0 、2.10 2 4 1  s

劳 动 资 料 对 于 判 断 社 会 经 济 形 态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一  1 8 2 。
+ 同 的 社 会 经 济 形 态 屮 的 分 工  

371  3 7 5 。
并 见 经 济 形 态 、社 会 形 态 、经 济 时  
代 、原 始 社 会 、奴 隶 制 、封 建 主 义  
( 封 建 制 度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 
共 产 主 义 。

社 会 劳 动 和 私 人 劳 动 （一 般 劳 动 和 个  
人 劳 动 ）
和 商 品 生 产  3 2  3 3 、5 0 、5 9 、
6 6  6 9 、8 8 、100  — 1 0 2 、1 0 9 。
社 会 劳 动 及 其 在 各 生 产 部 N 的分 
布  7 2 , 1 0 0  —  1 0 2 , 3 7 0 — 371 〇
社 会 劳 动 和 私 人 劳 动 的 对 立 -  

5()、8 8 、_101、1 0 9 。
-社 会 劳 动 和 私 人 劳 动 的 矛 盾  

5 0 , 6 5  6 9 J 0 1 J 0 9 o

社 会 生 产 关 系  7 1 、3 0 9 、3 9 7 、rW4、 
8 3 1 。
并 见 生 产 关 系 、社 会 关 系 、经 济 关  
系 、生 产 方 式 。

社 会 形 态 一  2 4 0 。
并 见 社 会 经 济 形 态 、经 济 形 态 、经  
济 时 代 。

社 会 意 识
一 槪 述 —— 3 8 8 。
一 作 为 社 会 存 fr: 的 反 映  67  

7 6 、 127 — 1 2 8 、5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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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阶 级 的 社 会 意 识 —— 6 7 、6 9 、 
7 2  —  7 5 、3 7 2 。
意 识 形 式  6 9 。
并 见 意 识 形 态 、反映。

社 会 主 义  见 共 产 主 义 。
社 会 主 义 革 命

一 概 述 —— 5 1 5 、5 1 6 、8 2 8 。
客 观 必 然 性 —— 19 一  2 0 、5 1 4 - 

5 1 6 、5 2 9 、5 3 0 、8 2 6 、8 2 7 。
社 会 主 义 革 命 的 前 提 —— 5 1 4  

5 1 7 , 5 2 9  — 5 3 1 , 6 2 8 , 8 2 6 , 8 2 7 0 

社 会 总 产 品
概 述  3 7 0 、 5 9 9  6 0 2 、6 1 5 、
7 5 5 0

社 会 总 产 品 的 分 配  599  —  6 0 2 、
79 7  0

共 产 主 义 条 件 下 社 会 总 产 品 的 分  
配 - - 7 2 。

神 秘 化  4 9 , 6 4  - 6 6 , 6 9 , 7 3 , 5 6 7 ,

8 4 8  0

并 见 异 化 、拜 物 教 .

神 圣 同 盟  8 4 3 。
生 产

- 概 述 —— 3 3 。
生 产 的 社 会 性 —— 101 —  1 0 2 、 
3 6 9  -  3 7 2 、 40 1  v 5 1 2  _  5 1 6 、5 3 2 、 
5 9 9 、 6 6 6  —  6 6 7 、 6 6 8  - 6 7 0 、 8 2 5  —  

827«

一 生 产 的 历 史 性 —— 7 2 — 7 3 、 18  i 

1 8 3 、 5 1 2  —  5 1 6 、6 2 8 、6 3 1 、6 3 2 、 
8 2 5 - 8 2 7  0

作 为 社 会 发 展 的 基 础  6 4 、7 5 、

索 引  1077

6 2 8 。
一 物 质 生 产 —— -  7 1 、7 3 、3 7 6 、5 5 5 。 

- 为 自 己 需 要 而 生 产 —— 3 1 、7 1 、 
1 6 9 、2 4 2 、 3 7 2  — 3 7 3 、8 0 8 。

—和 人 —— 3 3 、3 7 、7 3 、5 3 0 、5 3 1 、 
6 2 8 , 8 2 5 \ 8 2 6 〇
和 需 要 —— 3 3 、7 0 、7 2 、1 0 1 、1 2 5 、 
1 8 3 、1 8 6 、2 4 0 、2 4 1 、3 7 1 、4 6 7 、5 3 6 。 
和 再 生 产 一  1 3 6、5 9 9 、6 0 3 — 6 0 8 、 
6 1 2  —  6 1 3 0

为 交 换 而 生 产 —— 3 1 、6 6 、6 7 、8 2 。 
和消费  7 2 、1 8 5、1 8 6、6 0 4 、6 0 5 、 
6 0 6 、6 4 3 、6 6 0。

一 和 流 通  一 1 3 0 、1 9 7 。
- 和 科 学 - 4 0 2 、4 8 5 、5 1 3 、5 1 4 、 

6 6 9 、8 2 6 、8 2 7 。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 见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

- 共 产 主 义 条 件 下 的 生 产 —— 7 2 、 
5 1 0 、5 1 6 、5 3 1 。

生 产 方 式
概 述 —— 6 6 、7 5 、8 6 、1 0 9 、1 2 5 、 
136  J  7 4 、1 9 9 、3 0 6 、3 0 9 、3 2 3 、3 2 8 、 
331 —  3 3 2 、3 6 7 、3 9 7 、4 0 5 、4 7 3 、 
5 6 7 。
物 质 生 活 的 生 产 方 式 —— 6 4 , 7 5 〇 

- 它 的 历 史 性 —— 6 9 、3 4 8 、3 4 9 、 
6 7 6 0

它 的 改 变 和 发 展 一  1 7 、1 8 、1 8 7 、 
3 0 9 、3 2 1 、3 2 2 、3 3 5 、5 3 9 、5 4 0 、7 2 2 。 
陈 旧 的 生 产 方 式 的 延 续 —— ] 8 。 
和 劳 动 资 料  3 8 6 、3 9 7 、 4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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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1 、4 9 8 、4 9 9 、8 2 5 、8 2 6 。
一 古 代 的 生 产 方 式 一 - 5 1 、7 3 。

亚 细 亚 的 生 产 方 式  7 3 。
封 建 的 生 产 方 式 —— 7 5 、7 7 3 、 
8 1 3 。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见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
并 见 生 产 关 系 、社 会 生 产 关 系 、社  
会 关 系 、经 济 关 系 、生 产 方 式 、生 
产 力 。

生 产 方 式 ( 生 产 技 术 方 式 、经 营 方 式 )

概 述 —— 3 0 9  -  3 】0 、3 2 2 、3 2 8 、 
3 3 0  — 3 3 2 , 4 7 2 , 4 7 7 0 

-一 个 工 业 领 域 生 产 方 式 的 变 筝 会  
引 起 其 他 工 业 领 域 类 似 的 变 革  
—— 3 9 9 。

生 产 费 用
- 概 述 —— 4 0 3 , 4 0 8 〇 
生 产 费 用 的 节 约 - 4 3 0 、4 8 6 、 
4 8 7 、5 0 1 〇 

生 产 关 系
-概 述  一  1 7、6 4 、6 9 、7 1 、7 5 、9 6 、 

1 0 2 、5 1 0 、6 9 3 。
一 作 为 基 本 的 社 会 关 系 ——  7 5 。 
一 它 的 历 史 性  - 6 9 、1 6 9 、5 3 3 、 

5 9 5 . 7 5 6 . 8 2 5  -  -  8 2 8 , 8 3 0 , 8 3 1  „ 

- 生 产 关 系 改 变 的 必 然 性 8 2 6 、
8 2 7 、 8 2 8 。
和 所 有 制 关 系  7 2 、1 6 7 、1 6 8 、
1 7 6 、6 0 4 、6 0 5 、 6 1 8  -  6 2 2 、 8 2 5  —

8 2 8 。
和 分 配 关 系  7 2 。

一 和 国 家 与 法 一 - 7 5 、2 7 8、2 7 9 、 309  

3 1 0、5 9 5 、6 0 8 、6 5 7 、 79 4  8 0  J 、
8 1 3 、8 1 4 、8 3 8 。

一 古 代 的 生 产 关 系  n i H  
一 封 建 的 生 产 关 系 —— 7 0  —  7 1 。 
一 亚 洲 的 生 产 关 系 一 7 3 、1 3 6 。

资 木 主 义 生 产 关 系 一 见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关 系 。
共 产 主 义 条 件 下 的 生 产 关 系  
7 2 、7 3 、8 2 6 — 8 2 7 。
并 见 生 产 资 料 所 有 制 、生 产 力 、社 
会 生 产 关 系 、社 会 关 系 、经 济 关  
系 、生 产 方 式 ^

生 产 过 程
-商 品 的 生 产 过 程 是 劳 动 过 程 和 价  

值 形成过 程的统 一 —— 1 8 8 -  192 ,  

1 9 9 .

- 生 产 过 程 的 社 会 结 合 - - 3 0 、3 1 9 、 
5 1 4 . 5 2 9 . 5 3 1 o  

一 生 产 过 程 的 技 术 规 律  3 6 0 。
生 产 过 剩  

— 槪 述 —— 6 2 4 、6 3 3 、6 7 6 、6 7 9 、6 8 1 、 
6 8 5  — 6 8 6  〇
和 市 场 商 品 充 斥 -一  4 9 9 、6 2 4 、 
6 3 3 、6 7 6 、6 7 9 。

生 产 劳 动 和 非 生 产 劳 动
一 占 代 的 非 生 产 劳 动 一  5 3 7 。
-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的 生 产 劳 动 和  
非 生 产 劳 动  1 9 3 、5 3 4 、5 3 5 、 
6 2 3  —  6 2 5 〇
简 单 劳 动 过 程 中 的 生 产 劳 动  
2 9 、 32  —  3 6 、6 5 、7 5 、1 7 9 、5 3 3 、5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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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协 作 劳 动 过 程 中 的 生 产 劳 动  
5 3 3 、5 3 4 。

生产 力
一社 会 发 展 中 的 生 产 力 —— 7 3 ,  

181 1 8 3 . 3 8 7 , 3 8 9  3 9 K 5 1 3

5 1 5 、6 2 8 、6 6 7 、8 2 6 、8 2 7 。
- 它 的 社 会 性 质 —— 3 3 8 、3 4 2 、牝 1 、 

4 4 3 、6 6 7 、8 2 6 、8 2 7 。
社 会 占 有 生 产 力 的 必 然 性 一  
401 4 0 2 、5 2 9 、6 2 8 、8 2 6 、8 2 7 。

— 生 产 力 的 要 素  ] 8 0  —  1 8 3 、 
4 0 2 , 6 6 7 .

人 是 重 要 的 生 产 力  180

1 8 1 , 5 1 5 , 6 4 1  6*13。
生 产 力 发 展 中 的 矛 盾  3 8 9 -

3 9 2 , 3 9 8 — 4 0 0  〇 
一 社 会 劳 动 的 生 产 力  3 3 9 , 3 4 2 ,  

3.16 — 3 4 9 ,  3 7 6 、3 8 0 、4 0 2 、6 2 8 、 
6 4 5 、6 4 6 、6 6 6 、8 2 5 、拟 6 、8 3 0 。 

一 社 会 劳 动 的 生 产 力 是 资 本 的 生 产  
力 —— 3 4 6  — 3  祕 、3 7 6 、6 4 5 。
协 作 作 为 生 产 力  3 3 9 、3 4 2 、 
3 4 8 、4 0 2 、6 6 6 、8 2 6 、8 2 7 、8 3 0 。 

— 分 工 作 为 生 产 力 —— 3 5 8 , 3 7 9 .  

3 8 0 、4(.)2、6 6 6 、8 2 6 、8 3 0 9 

科 学 作 为 生 产 力 —— 3 0 ,  4 0 2 ,  

4 4 2 、4 8 5 、5 1 3 、5 1 4 、5 3 0 、6 4 3 、6小1、 
8 2 6 、8 2 7 。
f i 然 力 作 为 生 产 力  3 4 , 4 0 2 ,  

4 4 2 、5 3 7 、5 3 8 。
资 本 主 义 前 的 生 产 方 式 中 的 生 产  
力 7 3 、1 9 8 、1 9 9 、3 8 9 、5 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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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7 。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生 产 力 的 发 展  

- 3 0 6 、 3 2 7  —  3 2 8 、 3 3 1  —  3 3 2 、 
3 3 4 、3 4 7 、3 7 6 、3 8 0 、 3 8 6  —  3 8 7 、 
3 9 8  —  4 0 2  V 4 0 9  V 4 1 0  > 4 4 2 , 4 5 0  —  

4 5 8 、叫  3 —  4 8 6 ' 4 9 6  —  4 9 8 、5 1 4 、 
5 1 5 、5 3 1 、5 3 2 、6 2 8 、 6 4 2  —  6 4 7 、 
6 9 2 、6 9 3 、8 2 6 。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生 产 力 的 毁 灭  

一  5 1 5 。
并 见 联 合 （结 合 ）、机 器 、人 、生 产  
资 料 、科 学 a

生 产 时 间  1 3 0 、1 6 8 、1 7 0 。
生 产 条 件

概 述 —— 101 1 0 2 、1 3 0 、1 3 6 、
3 2 7 、4 7 3 、6 2 8 、7 6 9 、7 7 0 。

- 社 会 平 均 生 产 条 件 —̂ 3 0 、1 9 0 、 
1 9 1 。
并 见 生 产 资 料 。

生 产 形 式
概 述  6 8 、 70  —  7 5 、8 9 。
矛 盾 的 发 展 是 一 种 历 史 生 产 形 式  
的 改 造 的 唯 一 历 史 道 路 一 5 1 5 -  

5 1 6 0

并 见 生 产 关 系 。
生 产 资 料

概 述  2 4 、7 2 、1 6 8 、1 8 3 、1 8 6 、 
2 0 8  —  2 1 4 、 3 3 7  — 3 3 8 、4 6 7 、5 9 7 、 
5 9 8 、5 9 9 。
作 为 劳 动 过 程 的 物 质 要 素 一  
1 8 5 、1 8 6 、1 9 2 、 2 0 2  —  2 1 4 、6 1 5 、 
6 1 6 、6 6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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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 不 变 资 本 的 物 质 形 态  
2 0 7 、 2 0 8 、 2 1 1 、 2 1 2 、 2 1 8 、 3 1 9 、 
3 2 3  —  3 2 4 、3 2 8 、6 1 5 、6 1 6 、削 2 、 
6 4 3 。

-天 然 的 生 产 资 料  1邪 、2〇7 。
从 价 值 增 殖 过 程 来 看 的 生 产 资 料  

- 1 9 5 -  1 9 8 , 2 0 2  - 2 1 7 , 2 6 3 ,  

3 2 3 、3 2 4 、3 3 8 。
一 和 劳 动 生 产 率 - 一 3 0 、2 0 4 、2 0 5 、 

5  邱 、6 4 4 、6 4 5 、6 6 4 。
和 雇 佣 工 人 一  - 1 6 8 、2 0 9 、 3 3 7  

3 3 8 、3 7 6 、4 4 7 、4 5 2 、5 3 0 、 6 0 4  

6 0 8 . 7 6 9 -  7 7 0 〇
并 • 见 劳 动 工 具 、劳 动 资 料 、生 产 资  
料 所 有 制 、机 器 、原 材 料 ( 原 料 )《 

生 产 资 料 所 有 制
- - 公 有 制 —— 7 7 2 、7 8 0 — 7 8 2 、7 8 5 。 

- 独 立 劳 动 的 所 有 者  7 2 , 7 6 8 ,

7 6 9 , 8 2 5 — 8 3 2  0

- 生 产 资 料 和 生 产 者 的 原 始 统 一  
—  7 6 8 , 7 6 9 , 8 2 5 , 8 2 6 0  

- 生 产 资 料 同 生 产 者 的 分 离  
4 9 8 、6 0 5 、6 0 6 、6 1 2 、 7 6 8  —  7 7 1 、 
8 0 8 、8 2 3 — 8 2 6 〇 

- 私 有 制 - 7 1 、 81  一  8 2 、2 4 2 、 
6 2 0 、6 2 1 、7 8 0 、7 8 U  8 2 3  —  8 2 7 、 
8 3 2 、8 3 7 、8 3 8 、8 4 0 。
和 阶 级  2 4 0 、 7 6 8  —  7 7 0 、 
8 2 3 — 8 2 8  〇
独 立 劳 动 者 所 有 制 转 化 为 资 本 主  
义 私 有 制 一  8 2 5  —  8 3 0 。
资 本 主 义 所 有 制 一 ■ 187—  1 8 8 、

3 4 6 、1 1 2、1 6 3 、6 1 2 、6 2 0 、邡 7 

6 6 9 、7〇6 、7 8 6 、 7 9 2  v 8 2 5  8 2 8 、
8 3 7 , 8 4 0 〇
消 火 生 产 资 料 私 有 制 的 客 观 必 然
性 一 - 8 2 6 .

社 会 所 有 制 （人 K 所 有 制 ）
7 1 、 7 2 、3 4 8 、？7 2 、 781  7 8 3 、8 2 6 、
8 2 7 、8 3 3 、8 3 7 。
共 产 主 义 条 件 F 的 所 制
7 2 、 8 2 7 、8 2 9 。
资 产 阶 级 义 于 生 产 资 料 所 有 制 的  
论 述  8 2 9  8 3 1 。
并 见 土 地 所 有 制 （土 地 所 有 权 、地
产 >。

生 活 方 式  8 3 、3 6 7 。
生 活 资 料

概 述  2 4 、1 7 ] 、1 7 2 、1 8】、1 8 5 、 
1 8 6 。

-在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生 活 资 料 具 有  
商 品 形 式 —— 4 6 1 、6 0 5 、8 0 8 、8 0 9 。 

活 资 料 的 价 t f i —— 1 7 1 -  1 7 3 .

2 1 9 . 3 2 8  3 2 9 , 5 4 5 , 5 4 8 ,

- 它 是 可 变 资 本 的 物 质 形 态
3 4 3 、3 7 5 、 4 6 0  - -  4 6 1 、6 0 7 、6 1 5 、 
6 1 6 、6 5 1 、8 0 7 。

一 和 劳 动 力 的 W 生 产 一  170  

】7 3 、2 1 1 、2 1 9 、3 2 6 、3 2 7 、 604  

6 0 8  0

一必 要 的 生 活 资 料 - 一  170  H 3 、
3 2 6 . 3 2 8  -  3 3 0 , 3 3 2 , 4  7 7 . 5 4 8 0 

- 必 要 的 生 活 资 料 的 便 宜 化
3 2 8  —  3 2 9 、4 2 3 。



名 ö

生 活 资 料 掺 假  见 商 品 掺 假 u 

生 息 资 本  
- - 概 述 —— 1 5 1 - 1 5 2  J  64 0

资 木 主 义 前 的 形 式 ( 高 利 贷 资 本 ） 
- 1 4 3 、1 6 2 、1 6 3 、8 1 2 、8 1 3 。

并 见 高 利 贷 资 本 a

牲畜
概 述 - 1 8 2 、3 5 4 、3 8 7 、彳 0 5 、卯 Ü。 
牲 畜 用 于 生 产 —— 1 8 2 、1 9 8 、1 9 9 、 
3 8 7 、韵  0 — 3 9 1 , 4 1 0 。
牲 畜 作 为 货 5 8 . 8 3 .

剩 余 产 品
概 述  2 3 3 、5 3 5 、5 3 9 、 6 1 4  

6 1 6 、6 2 3 、6 4 2 、6 4 3 、6 5 0 、(559。
资 本 主 义 前 的 生 产 方 式 中 的 剩 余  
产 品  一  2 4 0  - 2 4 4 , 6 3 6 «

- 和 必 要 产 品 —— 2 3 4 。
— 和 剩 余 价 值  2 2 3 、2 3 3 、 614  

6 1 6 、6 1 8 、6 6 7 。
和 劳 动 生 产 率 - 4 6 7 、6 4 3 、6 6 7 。 

剩 余 价 值
概 述  148  s 1 5 1 , 2 1 1 , 2 1 2 , 2 1 5 -

2 1 6 、2 1 9 、5 5 9 、 5 9 7  -  5 9 8 、6 0 0 、 
_ ' 6 1 3 - - 6 2 6 。
作 为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目 的  
188  1 8 9 、2 3 7 、2 6 3 、2 7 2 、2 7 3 、
3 0 9 、3 1 8 、3 3 3 、3 3 8 、 34 4 、3 8 6 、5 3 4 、 
6 6 0 、6 6 1 、8 2 0 。

- 它 的 产 生 —— 1 6 0、1 6 2 、1 6 4、丨96  -  

2 0 0 , 5 3 5 ô

和 剩 余 劳 动  一 2 2 0 、2 2 1 、2 3 3 、 
2 3 4 , 2 4 8 , 2 7 3 , 3 1 5  3 1 8 . 3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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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1 、4 2 8 、5 3 9 、5 5 3 — 5 5 5 。
和 剩 余 产 品 —̂  2 2 3 , 2 3 3 , 6 1 6 ,  

6 1 8 、6 6 7 0

和 工 资 —— 4 1 M 9 6  — 4 9 7 、5 7 3 、 
5 7 1 、5 7 5 、5 7 8 、5 8 5 。
和 可 变 资 本 一 2 0 8  —  2 1 2 、 
2 1 7  - 2 2 2 , 3 1 5  —  3 2 0 , 3 4 4  —  3 4 5 ,  

做
和 资 本 预 付 —— 1 4 8 、1 4 9 、1 5 2 、 
2 1 5 、3 3 8 、6 0 3 、6 0 4 、6 1 7 、6 1 8 。 
剩 余 价 值 转 化 为 资 本 —— 614 -  

6 2 7 。
- 与 剩 余 价 值 的 特 殊 形 式 相 区 别 的  
它 的 一 般 形 式  2 0 8 、2 0 9 、5 4 8 、
5 9 8  0

- 剩 余 价 值 的 分 配 —— 2 2 3 、5 9 8 、
6 3 2 、 6 3 3 。
剩 余 价 值 的 实 现 一 -  3 3 3 , 5 9 4 ,  

5 9 7 — 5 9 8 ,

和 劳 动 生 产 率  一 3 8 6 、 4 2 3  — 

4 2 4 、5 3 5 、 5 4 0  —  5 4 1 、 5 4 4  —  5 5 4 、 
6 4 3 、6 6 7 。
决 定 剩 余 价 值 大 小 的 规 律 一
5 4 5 — 5 5 4  〇
商 品 流 通 不 适 剩 余 价 值 的 来 源  

- 1 4 8 , 1 5 4 -  1 6 5 , 5 9 7 0 

庸 俗 经 济 学 论 剩 余 价 值 一 - 1 6 0 、 
2 0 8 、2 0 9 、2 2 0 、 2 2 7  —  2 3 3 、5 4 6 、
6 3 3 、 6 3 4 、6 3 5 。
丼 见 剥 削 、超 额 ( 额 外 ）剩 余 价 值 、 
利 润 、地 租 、利 息 。

剩 余 价 值 规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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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 资 本 主 义 经 济 运 动 的 规 律  
- 1 8 -  1 9 、6 6 0 〇 

剩 余 价 值 量  
— 概 述  ^ 3 1 5  - 3 1 9 , 1 2 4 , 6 3 7 .  

一 决 定 剩 余 价 值 量 的 因 素  
3 1 5 — 3 ] 9 、4 2 4 、6 4 7 。
和 人 口 的 增 长 —— 3 2 0 。

剩 余 价 值 率
概 述 —— 2 1 9  —  2 2 3 、2 3 1 、2 3 6 、 
3 1 5  —  3 ] 8 、3 2 5 、3 3 2 、3 3 5 、4 2 4 、 
5 3 5 , 5 4 8 — 5 4 9 , 6 3 7 .

决 定 剩 余 价 值 率 的 因 素  
3 1 5  3 1 8 、3 2 9 、3 3 2 、4 2 4 、5 3 5 、
5 4 2 。

一 和 利 润 率  2 2 1 、 5 4 8  549.,

一 剩 余 价 值 率 的 各 种 公 式 -  

5 5 7 — 5 5 9 。
计 算 剩 余 价 值 率 的 方 法 -------- 2 1 9 、
22“

剩 余 劳 动
— 概 述 —— 2 2 0 、2 3 4 、2 3 6 、 23 9  

2 4 2 、3 2 5 、3 2 6 、4 1 1 、5 3 4 s 5 5 5 a 

一 作 为 社 会 发 展 的 物 质 基 础  
5 3 5 . 5 3 6 ,

一 它 的 自 然 基 础 —— 5 3 5 — 5 3 9 ,  

古 代 的 剩 余 劳 动  2 4 0 v2 4 I

一 奴 隶 制 下 的 剩 余 劳 动 一 ~  2 2 0 ,  

2 4 0 、2 4 1 、5 6 7 〇 
一 封 建 制 度 下 的 剩 余 劳 动  

2 4 0 — 2 4 4 , 5 6 7 , 6 0 2 〇 
一 作 为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基 础  

2 2 0 、2 3 7 、2 4 1 、5 3 5 、5 5 5 、 5 6 6  -

5 6 9 、5 7 9 0

资 本 对 剩 余 劳 动 的 尤 限 制 追 求  
- 2 3 7 、 2 4 2  -  2 5 4 、2 6 3 、2 的 一  

2 7 3 , 3 0 9 , 4 2 0 , 4 3 1 0 

和 必 要 劳 动 - 见 必 要 劳 动 。 
强 迫 进 行 剩 余 劳 动  2 彳 0 、2<1】、 
2 7 2 、2 7 3 、2 7 8 、3 2 2 、5 洲 、5 .1 0 。 

作 为 雇 fil]工 人 的 尤 酬 劳 动  
2 3 1 、2 4 2 、4 0 7 、5 5 9 、5 6 7 、6 1 7 、6 1 8 。 

绝 对 剩 余 劳 动 和 相 对 剩 余 劳 动  
-  4 2 4 。

和 剩 余 价 值  2 2 0 、2 2 ] 、2 3 3 、 
2 3 4 、2 4 8 、2 7 3 、 3 1 5  3 】8 、 3 2 0

3 2 1 , 1 2 8 . 5 3 9 , 5 5 3  5 5 5 0

一 自 由 时 间 的 基 础  5 3 5 0 

- 和 劳 动 生 产 率 - 3 2 8 、3 3 2 、3 3 3 、 
38(5、4 2 4 、 5 3 4  —  5 3 7 、5 4 0 、5 5 3 、 
5 5 4 。

- 危 机 时 期 的 剩 余 劳 动  -  2 4 6 、 
2 4 7 。
并 见 剩 余 价 值 。

剩 余 劳 动 时 间
一 概 述 —— 2 2〇、5 6 7 。

和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 见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U

和 自 由 时 间 - - - 2 7 2  — 2 7 3 、5 4 0 。
失业

概 述 —— 4 4 0 、4 5 0 、4 5 1 、 4 6 0  

4 6 2 、 4 7 8 、5 7 4 、6 0 9 、 65  5 、6 7 9 、6 8 8 。 
一 失 业 的 原 因 一  4 5 0 、4 5 1 、4 6 2 、 

4 6 3 、4 6 6 、6 8〇 —  6 8 3 。
-失 业 对 工 人 阶 级 的 影 响  - 4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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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0 、4 5 M 6 2 、4 9 9 、6 8 1 、6 8 2 、6 8 3 、 
6 8 6 , 6 8 7 , 7 0 2 , 7 1 8  - 7 2 0 〇 
并 见 赤 贫 、产 业 后 备 军 。

十 小 时 工 作 日 法 令 ■ —  2 3 3 、2 9 0 、 
2 9 2  —  2 9 5 、2 9 8 、3 0 1 、3 0 2 、3 0 6 、 
3 1 4 、4 3 1 、5 5 1 。

时 代
一 概 述 一 1 8 2 , 3 8 6 0 

历 史 时 代 —— 5 3 、〗7 0 、38(5、7 7 0 、 
7 9 7 。

一 大 工 业 时 代 一  2 8 1 、3 8 4 、3 9 5 、
6 7 9  0

实 物 工 资 制  1 7 5 、4 9 5 、7 1 6 。
食 品  1 7 ] 、1 7 2 、2 8 0 、4 1 4 、5 3 1 、 

6 3 8 — 6 4 0 、 7 0 3  7 0 6 、 7 2 9  7 3 2 、
8 0 7  0

并 阽 生 活 资 料 。
使 用 价 值

概 述  24  2 9 、3 2 、3 3 、 35  -

3 7 、6 5 、 14 7 、1 4 9 、1 7 9 、 183  — 1 8 6 、 
5 6 8 。

-自 然 界 和 劳 动 的 结 合 一  3 1 、3 3 、 
3 5 -  3 6 、6 5 、 18 3  — 1 8 5 。
和 劳 动 生 产 率 一  3 6  —  3 7 、2 0 4 、 
3 2 8 、3 3 2 、3 3 4 、3 4 1 、4 2 7 、5 0 1 、6 4 3 、 
6 4 4 。
和 价 值  28、29、ä l 、玆 、 35

3 7 , 4 1 — 4 4 , 4 7  - 4 8 . 5 5 . 5 7 — 5 8 ,  

6 7 、 7 8  —  8 4 、1 0 1 、1 1 5 、 12 9  —  1 3 5 、 
1 5 5 —  1 5 7 v 188  —  1 9 0  J 9 4  — 1 9 6 ,  

2 0 5 、2 ( )6、2 1 0 、3 8 1 、3 8 2 。
作 为 交 换 价 值 的 物 质 承 担 者 一

2 4 、4 2 、7 9 、1 5 0 、1 8 8 、1 9 0 。
交 换 过 程 中 的 使 用 价 值 一 ~ 2 8 ,  

2 9 、 78  —  8 3 、 9 8  —  1 0 3 、1 3 0 、1 5 5 、 
1 5 7 、1 5 8 、 166  —  1 6 7 、1 9 6。
作 为 需 求 的 对 象 ------- 2 4 、3 1 、3 3 、
6 5 、7 9 “ 8 3 、9 9 、1 0 1 、1 2 7 、1 4 7 。 
和 消 费 ‘̂ 2 4 、1 4 7 、 173 —  1 7 4 、 
1 8 5。
和 财 富 —— 2 4 、3 3 、3 4 、3 6 、1 2 7 、 
1 2 8。
资 本 主 义 前 的 生 产 方 式 中 的 使 用  
价 值 —— 8 2  — 8 3 、1 2 5 。
它 的 价 值 丧 失 ——  1 8 5 。

世 界 贸 易  1 3 8 、1 3 9 、1 4 3 、4 7 8 、6 1 6 。
并 见 对 外 贸 易 。

世 界 史 —— 1 7 0 、4 5 1 。
世 界 市 场

概 述 - 一 1 3 3 、1 3 8 、1 4 0 、] 4 3 、2 4 1 、 
3 6 9 、 4 7 4  — 4 7 6 、4 7 8 、5 0 5 、5 5 4 、 
5 9 0 、5 9 1 、5 9 5 、6 8 0 、6 9 6 、8 2 7 。
资 产 阶 级 建 立 起 世 界 市 场  
4 6 7 0

和 金 银 —— 1 1 2 , 1 1 9 , 1 3 8 —  140«, 

和 高 要  8 1 2 。
世 界 市 场 商 品 充 斥 —— 4 5 4 。

市场
概 述  9 9 - 1〇2 、1】9 、】3 0 、1 7 6 、
6 1 5  〇
作 为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条 件  
1 4 3 , 4 7 3 — 4 7 4 , 6 1 5 . 8 0 9 .

市 场 的 规 模 和 扩 展 —— 肋 2 、4 9 7 、 
6 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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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 市 场 一  1 1 9、7 5 8 、8 0 8 、811„  

- 资 本 家 夺 取 市 场 的 斗 争 —— 1 7 6。 
一 和 交 通 运 输 工 具 一 ~  4 7 3、4 7 4 、67 9。 

-市 场 商 品 充 斥  4 7 6  1 7 8、
6 7 9 。
并 见 劳 动 市 场 、世 界 市 场

收 入
— 概 述 ,■ ；6 0 0  % 6 2 1 、 6 2 4  —  6 2 7  v

6 4 3 、6 5 1 。
一 原 始 收 入 —— ^ 9 8 。
一和 资 本 —— 6 0 0 、6 0 1 、6 2 1 、6 2 4 、 

6 2 5 ,6 2 6 ,6 5 4 ,6 9 7  —  6 9 9 ,

一 资 本 家 的 收 人 - - 6 0 0 、6 1 5 、 
6 9 7 -  6 9 9 、 7 54  - 7 5 5 。
雇 佣 工 人 的 收 入  5 6 2 , 5 6 5  -

5 6 7 . 5 7 1 , 5 7 2 J 0 1 , 6 0 2 , 6 5 9 〇 
—工 人 家 庭 的 收 入 —— 5 7 2 、5 7 3 、 

7 2 1 、7 2 2 、7 2 4 。
手 段 和 目 的 - 3 3 、6 9 、1 5 0 、1 5 1 、1 8 0、 

195 —  1 9 6 、 328  —  3 3 1 、3 3 3 、3 3 4 、 
4 3 2 、5 9 9 、6 0 0 、6 1 8 、7 1 1 、8 1 9 。

手 工 劳 动
- 手 工 劳 动 被 机 器 取 代 4 4 9  一 

4 5 3 , 4 6 4 — 4 6 6  > 4 9 7 ,

手 工 业 ( 手 工 业 者 ）
概 述 —— 3 5 0  —  3 5 5 、3 5 8 、3 5 9 、 
3 6 5 、 3 7 2  —  3 7 4 、3 7 7 、3 9 9 、4 4 1 、 
5 1 2 、6 9 ( )、8 0 9 、8 1 1 、8 1 2 。

一 封 建 制 度 下 的 手 工 业 (行 会 手 工  
业 ) —— 3 3 5 、3 4 8 、3 4 9 、3 7 4 、3 8 0 。 

一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的 手 工 业 一  
3 1 0 、3 5 7 、3 5 8 、4 8 3 、4 8 4 、 4 9 5  -

5 0 K 5 1 6 , 8 2 9 o

- 手 工 业 过 渡 到 工 场 手 工 业  
3 5 0  — 3 5 3 、3 8 8 、 <183 —  4 8 6 。

- - 手 工 业 被 机 器 排 挤 —— 3 8 4 , 3 8 5  v 

:热 7 、 4 5 0  —  4 5 3 、4 7 3 、4 8 3 、4 9 6 、 
4 9 7 , 4 9 9 v5 0 0 ö 

术 语  1 6 ,  6 2 ,  1 2 6 ,  1 4 8 ,  1 8 0 , 2 2 0 ,  

3 6 3 、4 2 6 、4 9 8 、5 3 1 、5 3 4 、5 5 6 、6 2 3 、 
6 2 7 、6 4 1 、6 5 5 、 7 8 4  —  7 8 7 、慰 、 
8230

数 学  2 8 、4 6 、4 8 、2 1 7 、3 1 6 、3 1 9 、 
3 3 6  e

税 收 制 度  见 赋 税 、税 收 制 度 。 
私 有 制  见 生 产 资 料 所 有 制 .

斯 密 .亚 当
他 在 政 治 经 济 学 史 上 的 地 位  
6 4 、3 6 3 、 6 2 5  — 6 2 7 。
他 的 理 论 中 的 矛 盾  3 7 、3 8 、 
6 2 5 — 6 2 7  0 

一 论 劳 动 一 - 3 7 、3 8 。
一 论 价 值 —— 3 7 , 3 8 , 6 4 . 1 6 5  〇 
一 认 为 利 润 、地 租 和 工 资 是 独 立 的  

价 值 源 泉 ( “ 斯 密 教 条 ” ) —— 6 2 7 。
— 论 货 币 ------- 117  6

一 论 资 本 --------5 5 9 。
- 论 资 本 积 累 —— 6 2 5 、6 3 1 、6 5 5 、 

6 6 3 , 6 6 7 0 

— 论 分 工 一 ■ 1 1 7 、3 6 3 、3 6 9 、3 7 0 、 
3 7 8  „

— 论 “ 自 然 价 格 ” 一 5 6 5 0 

— 论 工 资 —— 5 6 5 、5 6 9 、6 0 3 。
一否 定 不 变 资 本 —— 6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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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对 他 的 批 判  
5 9 U 5 9 2 。

并 见 资 产 阶 级 古 典 政 治 经 济 学 。
死 亡 率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中 的 ）

概 述 —— 2 6 1 、2 6 3 、3 0 4 、7 1 3 。
工 人 儿 童 的 死 亡 率 —— 4 14

肌
工 厂 区 和 农 业 区 相 比 的 死 亡 率  

3 0 4 , 4 1 4  —  4 1 6 , 4 9 0 .

苏 格 兰
概 述  1 7 5 、2 5 9 、4 1 7 、4 1 8 、6 3 9 、
7 3 0 、7 7 8 、7 8 6 - - 7 9 2 、8 0 0 。

- 历 史 - 7 8 6 、7 8 7 、7 8 8 。
一 农 业  6 9 8  6 9 9 、7 6 4 。

氏 族 制 度  - 7 8 6  —  7 8 9 。
- 货 币 和 银 行 —— I S /。
一 废 除 农 奴 制  - 7 7 8 。

移 民 •̂ 2 7 6  J 8 7 0 

所 得 税  6 9 8 、6 9 9 、7 5 4 0

T

特 权 一  2 8 3 、3 0 3 、3 0 4 。
特 殊  见 一 般 、特 殊 和 个 别 ^

体 力 劳 动 和 脑 力 劳 动
概 述 一 1 8 0 , 5 3 3 ,

一 体 力 劳 动 和 脑 力 劳 动 的 对 立 -  

3 7 7 、3 7 8 、4 4 2 。
天 文 学  5 3 8 。
天 主 教  7 5 。
铁 路

概 述  4 6 8 、5 0 4 、5 0 7 、6 7 0 、6 8 4 、 
6 9 9 、714„

它 在 资 本 主 义 发 展 中 的 作 用  
3 9 9  — 4 0 0 、8 3 9 。
铁 路 上 的 超 额 劳 动 和 事 故  
2 5 9 、2 6 0 。
和 季 节 劳 动 - 一 5 0 4 。

通 货 原 理 和 通 货 学 派 一  - 6 6 1 。
同 一 和 差 别  41 一  4 3 、5 3 、 1 08  —  

1 0 9 , 1 4 8 , 1 5 1  — 1 5 2 〇 
并 见 对 立 、矛 盾 。

同 义 反 复 — 6 1 、9 6 、1 0 1 2 1 5 、5 6 1 、 
6 5 1 .

统 计
概 述  2 8 0 。
社 会 统 计 一 1 8。
作 为 资 产 阶 级 辩 护 士 的 手 段  
2 8 2 、4 3 9 、7 6 4 。

投 机
- 概 述  一 - 1 3 5 、1 4 7 、6 3 0 。

在 资 本 主 义 中 的 作 用 1 9 3 ,  

2 1 2  —  2 1 3 、2 7 7 、6 3 0 、 7 0 8  —  7 0 9 、 
7 1 7 、7 3 3 、7 3 5 、8 3 9 。

土 地
概 述 一  3 1 、8 3 、9 7 、1 8 1 、1 8 2 、 
5 3 1 、5 3 2 、8 2 6 、8 2 7 、8 3 3 。

- 作 为 劳 动 最 初 的 条 件 ^  1 8 1 〇 
作 为 劳 动 资 料 —— 1 8 2 、1 8 3 。 
作 为 劳 动 对 象 —— 1 8 1 、1 8 6 。

为 财 富 的 源 隶 ^  3 4 ,  5 3 2 ,  

6 4 2 〇
滥 用 土 地  一  2 4 4 、2 7 3 、5 3 1 、5 3 2 。 

土 地 肥 力
概 述  5 3 1 、5 3 2 、5 3 7 、5 3 8 、5 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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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然 肥 力 —— 5 3 7 。
运 用 科 学 技 术 提 高 土 地 肥 力  
6 4 2 、7 2 7 。
土 地 肥 力 遭 破 坏  - 2 7 3 、5 3 1 、 
5 3 2 。

土 地 贵 族 —— 7 2 3 - 7 2 5 , 8 4 4 ,

土 地 所 有 者 （地 主 ） 1 9 、2 9 4 、4 5 0 、
5 2 2 、5 9 8 、6 3 2 、6 3 9 、6 4 0 、6 5 6 、6 9 8 、 
7 1 7 、7 2 3 、7 2 4 、7 2 8 、 7 3 3  —  7 3 6 、 
7 4 4 、7 6 1 、 7 7 9  —  7 8 3 、 7 8 5  — 7 8 8 、 
8 0 3 、8 0 4 、8 0 5 。

土 地 所 有 制 （土 地 所 有 权 、地 产 ）
概 述 —— 1 4 3 、7 2 5 、7 3 4 、 7 7 2  -  

7 7 4 、7 7 6 、7 7 7 、7 7 9 、7 8 0 、7 8 5 、7 8 6 、 
8 0 6 。

- 大 地 产 —— ^ 7 9 、7 8 2 、8 4 3 、8 4 4 。 
地 产 的 历 史 ^ - 7 6 。

- 资 本 主 义 土 地 所 有 制 的 产 生 -  

7 2 3 、7 9 2 。
土 耳 其  一  1 3 6 、8 ] 0 。

W

唯 物 主 义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见 唯 物 主 义 历
史 观 ， 1

抽 象 的 自 然 科 学 的 唯 物 主 义 -  

3 8 8 。
唯 物 主 义 历 史 观  16 —  2 0 、6 4 、

6 9 —  7 6 、1 6 9 、 181 —  1 8 2 、 3 8 6  -  

3 8 7 、5 1 0 、 5 1 2  —  5 1 8 、 5 2 9  —  5 3 8 、 
6 5 7 、 7 6 7  —  7 7 1 、 8 2 7  - -  8 2 8 、 8 4 6  —  

8 4 8 。

文明  9 4 、2 4 1 、3 6 6 、6 5 6 、6 9 5 、7 0 8 、 
7 1 K 7 3 6 , 8 4 6 〇

文 学
古 代 ( 古 希 腊 罗 马 )文 学  〖2 7 、 
2 5 5 、3 8 1 、4 2 6 。
资 产 阶 级 文 学  1 1 7 、2 4 8 、2 6 2 、 
2 8 1 , 5 1 4 , 6 4 9 , 6 5 6 .

乌 得 勒 支 和 谈  - 8 2 2 。
无 产 阶 级  见 工 人 阶 级 。
无 产 阶 级 的 贫 困 化 一  2 0 0 、4 5 1 、 4 7 6  — 

4 7 8 、5 1 4 、5 1 5 、5 3 1 、5 3 2 、 654  

6 5 7 、 6 8 4  —  6 8 7 、6 9 2 、6 9 3 、 70 6  

7 1 1 、8 2 7 。
并 见 资 本 积 累 、失 业 、赤 贫 、产 业  
后 备 军 、相 对 人 口 过 剩 、过 度 劳  
动 。

无 产 阶 级 专 政  - 5 〗5 、5 1 6 、8 2 7 、8 2 8 、 
8 4 5 。

无 神 论 ------- 1 9 。
物化

社 会 关 系 的 物 化 一  4 9  - 5 0 、 
6 6  —  7 3 、7 7 、 8 5  —  8 7 、1 0 3 、1 0 7 、 
8 3 1 0

物 的 人 格 化 和 人 格 的 物 化
6 6 、6 7 。

-共 产 主 义 条 件 下 社 会 关 系 的 物 化  
被 扬 弃  7 2 、7 3 。
并 见 拜 物 教 、对 象 化 。

物 理 学
一 物 理 的 一 般 规 律 —— 3 4 、4 8 、6 1 。 
- 物 理 运 用 于 生 产 ^ 2 4 , 3 9 2 .  

5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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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摩 擦 学 说 - 一  3 9 2 。
物 质 变 换  

一 社 会 的 物 质 变 换  > 9 9 、1 0 0 、
1〇7 、1 1 5 、1 3 9。
自 然 的 物 质 变 换  1 8 5。

- 自 然 和 人 之 间 的 物 质 变 换 -  

3 3 : 1 8 6 。
土 地 和 人 之 间 的 物 质 变 换
5 3 K 5 3 2 。

物 质 基 础
一 概 述 ---------3 8 8 、 5 1 0  a

工 场 手 工 业 的 物 质 基 础  
3 5 2  -  3 5 3 , 3 8 3 , 3 9 7 .

一 大 工 业 的 物 质 基 础  3 8 0 , 3 9 7

4 0 0 、4 4 2 、4 7 3 、4 8 5 、4 8 6 、4 9 8 、5 1 4 、 
6 7 5 。

物 质 生 活 条 件 —— 4 4 3  - 4 4 6 、 4 5 0  - 

4 5 1 。
物 质 性

人 类 实 践 具 体 活 动 的 物 质 性 一  
1 8 0 J 8 2 〇

一 社 会 关 系 的 物 质 性  - 1 8 、1 9 、 
3 9 、41 一 4 4 、4 9 、5 9 、66  —  7 3 、U ) 7 、 
1 6 9 。

X

西 班 牙  5 3 9 、8 1 3 、8 1 4 、8 2 2 。
希 腊 ( 古 代 ) - 「) 1 、7 5 、9 5 、丨 2 6 。
现 象  见 本 质 和 现 象
现 役 劳 动 军 - 6 7 4 、6 8 2 、6 8 3 、 6 8 5  

6 8 6 , 6 8 9  — 6 9 2  〇 
宪 章 运 动 —— 2 9 0 、2 9 2 、2 9 4 。

相 对 人 口 过 剩
概 述 —— 2 7 6 、4 7 4 、 6 7 6  —  6 8 6 、 
7 0 9 、7 4 9 、7 5 7 、7 5 8 、7 6 2 、8 3 9 。
作 为 资 产 主 义 生 产 的 必 要 条 件  

- 5 1 4 、5 1 5 、 6 7 6  —  6 8 1 、6 8 5 、
6 8 6 、 6 9 1 、6 9 3 。
人 口 过 剩 的 人 为 性 质 —— 4 2 4 、 
6 7 5 、6 7 6 、6 7 9 、6 8 0 、6 8 4 、6 8 5 。 
人 口 过 剩 的 不 同 存 在 形 式 一
6 8 6 — 6 9 2 。
作 为 资 本 主 义 应 用 机 器 的 结 果  

一 4 0 8  —  4 0 9 、4 2 5 、 4 5 0  —  4 5 1 、 
4 8 5 , 5 5 4 , 6 8 6  6 8 8 。

-和 资 本 积 累  6 7 4  — 6 7 9 、6 8 1 、
6 8 3  6 8 4 、 6 8 7  6 9 3 、8 3 4 。

-和 工 业 周 期 ------- 6 7 8 —  6 8 0 、6 8 3 、
6 8 7 。
和 劳 动 生 产 率 - 一 6 8 2 、6 9 2 。
农 村 中 的 相 对 人 口 过 剩 —— 2 7 5 、 
4 6 6 、6 7 7 、6 8 5 、6 9 0 、7 4 4 、7 4 5 、7 4 8 。 
并 见 赤 贫 、产 业 后 备 军 a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概 述 —— 3 2 8 、4 2 3 、4 2 7 、 5 3 4  — 

5 3 5 。
作 为 劳 动 生 产 率 提 高 的 结 果 一
3 2 7  —  3 2 8 、 331 —  3 3 2 、3 3 3 、3 8 0 、 
4 2 3 — 4 2 4 , 4 2 7 — 4 2 8 , 5 3 5 , 5 4 5  —  

5 5 2 , 5 5 3 — 5 5 4  〇
和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的 缩 短
3 2 8  - 3 3 2 , 3 3 4 , 5 3 5 , 5 5 5 0

和 劳 动 强 度  .427— 4 2 8 、5 53-  

5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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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劳 动 力 商 品 的 价 值  3 2 8 、
3 3 2 , 4 2 3 , 5 4 5  —  5 5 2 ,

和 工 人 的 物 质 生 活 状 况  - 5 4 8 。
和 超 额 剩 余 价 值  3 2 9  - 3 3 3 、 
4 2 3 、傷 。
和 绝 对 剩 余 价 值 —— 4 2 7 , 5 3 4  

5 3 5 〇
和 劳 动 对 资 本 的 从 属  3 2 8 、
3 8 1 . 4 2 4  —  42 5 0

消费
概 述 —— 9 9 、1 4 7 、1 4 8。

- 和 生 产 —— 7 2 、1 8 5 、1 8 6 、6 0 4 、 
6 0 5 , 6 4 3 > 6 6 0 〇 

- 和 积 累  6 2 0 、 62 4  6 3 K 6 5 9 .

和 流 通  1 1 0 、1 4 7 、1 4 8。
和 交 换 一 8 0 、9 9 。
和 再 生 产 —— 604 — 6 0 8  0 

和 使 用 价 值 —— 2 4 , 1 4 7 ,  1 7 3 -  

1 7 4 , 1 8 5 «

- 个 人 消 费 —— 7 2 、1 7 1 、1 7 2 、1 8 6 、 
6 0 0 、 6 0 5  —  6 0 8 、6 1 3 、6 3 0 、 6 3 1 a 

一 生 产 消 费  7 2 、1 8 6 、】8 7 、1 9 8 、 
2 1 0 , 5 9 9 . 6 0 4 — 6 0 8 , 6 1 3 〇 
对 劳 动 力 商 品 的 消 费 r  1 7 4 、 
1 7 6 、1 7 9 、1 8 7 、U ) 7、2 3 7 、2 5 0 、2 5 1 、 
6 0 4  —  6 0 8 , 6 1 9 〇
资 本 家 的 消 费  4 6 7 、6 2 0 、 
6 2 3 - 6 2 6 , 6 2 8 -  6 3 2 , 6 4 3 0  

消 费 资 料 —— 6 5 。
消 费 基 金  

一 资 本 家 的 消 费 基 金 一 r 6 0 0 . 6 0 1 ,  

6 1 6 、6 2 4 、6 2 7 、6 4 8 。

- 工 人 的 消 费 基 金 一  -6 3 7 、6 丨 1、 
797。

小 生 产  179、483、丨8彳 、彳 96、5U)
521 ,529,5：10,825,

小 先 令 派 ——  2 3 7  a 

小 资 产 阶 级
概 述 —— 6 8 9 。

一 它 在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中 的 地 位  
.179、7 0 8 、7 5 8 、8 2 9 。
它 在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T 的 破 产  
4 7 3 、4 8 4 、5 0 3 。
它 的 意 识 形 态 —— 6 1 、7 8 、8 1 。 

小 资 产 阶 级 社 会 主 义
和 商 品 生 产  - 6 1 、7 8 、8 1 、8 8 、 
8 9 、6 2 2 。
关 于 商 品 直 接 交 换 的 空 想  
6 1 、8 1 、8 8 、8 9 。

协 作
— 概 述 - m 、沿 8 3 1 3 , 3 5 0 -  

3 5 4 、3 9 3 、4 8 3 、5 5 8 、6 6 6 。
协 作 的 前 提 —— 3 3 5 、3 4 8 、3 4 9 。 
作 为 社 会 生 产 的 一 般 形 式 和 特 殊  
形 式 - 3 4 8 , 3 4 9 0 

作 为 社 会 劳 动 生 产 力 一  3 3 9 、 
3 4 2 、:M7 3 4 9 、4 0 2 、6 6 6 、8 2 6 、
8 2 7 、8 3 0 。
作 为 分 工 的 前 提 一  3 5 0 、3 5 8 、 
3 5 9  0

一 简 单 协 作 —— 3 3 5  -  3 4 2 , 3 4 6 -  

3 5 1 、3 6 0 、3 7 6 、3 7 7 、3 9 4 、4 0 1 、4 9 8 。
一 Ü 厂 中 的 协 作  ------3 9 4 、 4 3 8  -

4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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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本 主 义 前 的 生 产 方 式 中 的 协 作  
一 3 4 7 、3 4 8 。

资 本 主 义 协 作 一  3 4 3  —  3仍 。 
简 单 协 作 作 为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的 生
产 方 法 —— 3 3 8 。

- 农 业 中 的 协 作 —— 3 4 2 、3 4 8 、8 0 7 。 
殖 K 地 的 协 作 —— 3 4 8 。

一 共 产 主 义 条 件 下 的 协 作  8 2 7 。
并 见 工 厂 、联 合 （结 合 ）、工 场 手 工  
业

新 教 ( 耶 稣 教 ）
概 述  7 3 、2 8 3 、6 9 4 、 77 7  

7 7 9 、8 1 6 。
和 人 口 原 理  6 5 8 。

信 用 （信 贷 ）
- 信 用 制 度 — — 1 3 4 、1 3 5 、6 3 0 、6 6 9 、 

6 7 0 , 8 1 7 — 8 1 9 〇 
一 国 际 信 用 —— B 1 9 0

f i l资 本 积 累 —— 6 6 9 , 6 7 0 . 6 7 9 ,  

一 雇 佣 工 人 和 资 本 家 之 间 的 信 用 关  
系 1 7 4 、1 7 5、5 4 3 。

-公 共 信 用  见 国 债 制 度 。
信 用 货 币  121 —  1 3 5 、8 1 8 。
形 而 上 学 —— 8 4 5 。
形式  见 内 容 ( 实 质 ) 和 形 式 。
形 式 和 职 能

它 们 的 相 可 .作 用  6 1 、8 1 、8 3 、
8 4  J 1 K  1 2 1 . 1 2 3 , 1 2 4 , 1 3 0 .  1 3 1 ,  

3 5 5 , 3 9 6 - 3 9 9 q 

形 态 变 化
概 述 —— r>4ä

商 品 的 形 态 变 化  98  — 1 0 0 、

102  — 1 1 1 、 114  一  1 1 5 、 123  — 1 2 5 、 
1 2 9 - - 1 3 2 、1 4 1 、1 5 5 、1 5 6 、2 0 5 。
资 本 的 形 态 变 化  5 9 7 、5 9 8 、 
6 】4 、6 1 6 、6 7 1 。

需 求 和 供 给
供 求 规 律 一  4 6 2 、 6 8 2  6 8 7 、
7 9 7 、8 3 4 、8 3 5 、8 3 8 。
供 求 一 致 — 1 5 6 、5 6 4 。
和 劳 动 力 一 ~  3 4 , 4 5 8 , 5 7 7 , 6 7 1 -  

6 8 7 , 7 9 7 .

和 工 资 一  3 1 7 、5 6 4 、5 6 9 、6 5 4 、 
6 8 4  —  6 8 6 。

需要
概 述  2 3 、2 4 、3 3 、 5 3 8  5 4 0  〇
作 为 W 史 的 产 物 一
2 3 7 0

它 的 社 会 规 定 性 —— 1 2 5 、1 7 1 、
2 3 7  e

- 和 交 换 —— 6 7 、 79 —  8 2 、1 0 0 、 
1 0 1 、1 0 5 〇
和 生 产 —— 3 3 、7 0 、7 2 、1 0 1 、1 2 5 、 
1 8 3 、1 8 6 、2 4 0 、2 4 1 、3 7 1 、4 6 7 、5 3 6 。

一 和 消 费 ---------1 4 7。
和 劳 动 生 产 率 一  5 3 6 、5 3 7 。
和 分  I  —— 67、70、72、101、372, 
373。
和 新 需 要 的 产 生 和 得 到 满 足 一  
1 0 1 、4 6 7 。
需 要 的 体 系 - 1 2 5 、3 7 1 。
自 然 需 要 1 7 1 、5 3 7 。
社 会 需 要 —— 6 7 、丨0 1 、3 7 1 。

— 个 人 需 要 —— 6 7 、1 2 6、2 3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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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 佣 工 人 的 需 要 一 一  1 7 1 、3 1 4 、
3 2 2 .

一 生 产 需 要 一 3 8 4 、3 9 9 、4 0 0 。 
畜 牧 业  - 1 8 4 、7 5 2 、7 5 5 、7 5 7 、7 6 5 、 

7 6 6 0

学 徒  2 8 1 、3 6 8 、5 1 1 、6 3 1 、7 9 8 、8 2 1 。 
血 汗 工 资 制 度  一 5 8 3 。

Y

鸦 片 和 鸦 片 战 争  1 3 2 、4 1 4 、4 1 6 、 
8 1 3 , 8 1 5 «

雅 典 （古 代 ） —— 7 5 、3 8 1 、3 8 2 、3 8 3 、 
5 3 7 。

亚 洲
概 述  1 6 1 、3 4 7 、3 4 8 、4 7 2 、4 7 3 、 
4 7 8 、4 8 2 、5 3 9 、5 4 0 。

一 原 始 社 会 、古 代 、中 世 纪 的 亚 洲  
—  3 3 , 7 1 , 8 2 , 3 4 7 , 3 9 7 ,

亚 洲 资 本 主 义 前 的 地 租 形 式 一  
1 3 6 0

一 货 币 贮 藏 ^ 1 2 5 0 

— 亚 洲 国 家 一 ^  3 4 7 , 3 7 2 — 3 7 4 0 

- 和 欧 洲 国 家 —— 1 3 6 、4 7 3 、4 7 8 、 
4 8 2 0 

徭 役 劳 动
- 概 述 —— 7 1 、 241  —  2 4 3 、5 6 7 、 

6 0 2 、7 9 2 。
徭 役 劳 动 和 雇 佣 劳 动 一  2 4 1 、 
2 4 2 、5 6 7 、6 0 2 。

夜 间 劳 动 （夜 工 ） 2 5 1 、2 5 3 、 2 5 6  —

2 5 9 、 2 6 3  —  2 7 0 、2 8 6 、2 8 7 、3 1 1 、
3 2 3 、 4 8 8 、4 9 5 、5 0 1 、5 0 3 、5 9 4 、8 2 2 。

一 般 、特 殊 和 个 别  53  - 6 0 , 7 1 ,

8 0  — 8 1 、8 4 、1 1 3 、1 2 7 、1 2 8 、1 5 1 、 
1 7 0 - 1 7 3 , 1 7 9 , 3 6 6 ；
并 见 抽 象 。

移民
- 概 述 —— 3 8 4 、4 5 〗、4 8 2 、4 8 3 、6 5 2 、 

6 8 0 、6 8 8 、7 5 0 、7 8 7 、8 3 9 。
- 工 厂 工 人 的 移 K —— 4 8 2 、4 8 3 、 

6 0 9  —  6 1 2 。
一 来 自 爱 尔 兰 的 移 民 —— 7 5 0 , 7 5 7 ,  

7 6 4 、7 6 5 、7 6 6 。
-往 英 国 殖 民 地 移 民  2 7 6 , 4 7 4 ,

8 3 6 、8 3 8 、8 3 9 。
异 化

-原 因 --------6 7 - 6 9 。
- 和 生 产 资 料 所 有 权 —— 3 4 5 、6 0 5 、 

6 1 2 0

一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经 济 异 化  
3 8 、 3 2 0  —  3 2 3 、3 3 8 、 3 4 4  —  3 4 7 、 
3 7 6  —  3 7 8 、 4 4 0  —  4 4 3 、5 3 1 、5 3 2 、 
5 9 9  —  6 0 2 、6 0 5 、6 0 8 、 6 4 5  —  6 4 8 、 
6 6 1 、6 6 2 、6 8 7 、6 8 8 、 69 1  —  6 9 3 、 
8 2 7  —  8 2 8 。
消 除 异 化 的 条 件 —— 8 2 7 。
并 见 拜 物 教 、神 秘 化 。

意 大 利
一 资 本 主 义 的 发 展 —— 7 7 1 。

热 那 亚 和 威 尼 斯  8 〗7 、8 1 9 。
意 识 形 态

概 述 —— 7 2  — 7 3 0

资 产 阶 级 意 识 形 态 —— 6 4 , 7 5 ,

1 0 9 、1 7 6 、3 2 4 、3 7 2 、3 8 8 、4 6 3 、4 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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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9 , 8 4 8 c

小 资 产 阶 级 意 识 形 态 —— 6 1 , 7 8 ,  

8 1 0

因 果 性 —— 8 3  —  8 4 、1 3 5 、1 6 7 、1 6 8 、 
3 4 3  —  3 4 9 、 3 6 6  - - 3 6 9 1 1  一  4 1 7 、 
4 1 9  一  4 2 0 、4 5 2 、4 5 3 、 4 6 1  —  4 6 3 、 
4 6 5 - 4 6 6 , 4 9 6  —  5 0 1 , 5 0 3 , 5 1 2 -  

5 1 7 、 5 2 9  —  5 3 1 、5 3 6 、5 4 5 、 5 4 7  - 

5 5 1 、 5 9 9  —  6 0 2 、6 1 2 、6 1 3 、(518、 
6 1 9 、 6 2 0 、 6 2 8 、 6 3 6 、 6 5 6 、 6 5 7 、 
6 5 9 — 6 6 1 、 6 6 6  —  6 7 1 、 6 7 4  —  6 8 0 、 
6 8 9 、6 9 0 、 7 6 7  —  7 7 0 、8 1 9 、8 2 6 、 
8 2 7  — 8 2 8  〇

银
概 述  1 2 9 。

- 作 为 货 币 商 品  ̂ 4 9 、8 3 、8 4 、9 0 、
9 3 、 9 4 、1 2 0 。

一 作 为 财 富 的 社 会 形 式 ------- 1 2 5 、
】3 9 0

— 作 为 货 币 贮 藏 —— 1 2 5 、1 2 6 、1 2 9 、 
1 4 0 〇

一 与 金 的 价 值 对 比 —— 9 0 、9 1 、9 3 、
9 4 、 1 3 8 0

作 为 世 界 货 币  138  — 1 4 0 。
— 和 世 界 市 场 —— 138 —  1 4 0 。

银 行  
一 概 述 一 1 3 3 0

国 家 银 行 - 1 3 8 、8 1 8 。
银 行 法 （ 1844  年 ）- 1 3 8 , 8 3 9 0 

银 行 巨 头 —— 7 2 4 、7 8 0 、8 1 8 、8 3 9 。 
银 行 券  1 3 4 、1 3 8 、1 4 0 、8 1 8 。
印度

一 概 述 一  71、132、368、372、373、 
451、539、815、816。

一 生 产 方 式 —— 1 2 5 、6 3 6 。
— 印 度 公 社 —— 3 3 、8 2 、3 4 1 、3 4 8 、 

3 7 2  — 3 7 4 , 5 3 9 〇 
棉 花 生 产 —— 3 6 8 、4 0 7 、4 7 4 。

一 造 纸 业 -------- 3 9 7  〇
一 金 和 银 的 输 出 输 人 —— 125、129。 

英 国 东 印 度 公 司 的 影 响 —— 815、 
8160 

印 加 国 一  82。
英国

- 概 述 — 1 9 、7 5 5 、 8 0 9  —  8 1 1 。
一 历 史 - 9 1 、2 5 8 、 28 1  2 8 2 、3 8 4 、

3 9 2 、 4 4 8  4 4 9 、5 5 3 、5 5 4 、6 0 8 、
6 0 9 、 6 3 8  —  6 4 0 、6 4 5 、6 5 4 、7 5 6 、 
7 7 6  —  7 7 9 、8 1 3 、8 1 4 、8 2 2 。
资 本 主 义 的 起 源 地 和 典 型 国 家  

一 17、18、245、310、696、814、 
848。

一 人 口 ----- 200、468、469、688、689、
697— 700,772〇

一 工 人 的 状 况 —— 9 0 、1 7 4 、1 7 5 、 
2 5 3 —  2 5 4 , 2 6 0 — 2 6 7 , 2 8 6  —  2 8 8 , 

2 91  —  2 9 5 、 3 0 0  —  3 0 7 、3 1 3 、3 1 4 、 
4 0 9  — 4 2 7 , 4 3 4  — 4 3 5 > 4 5 1 , 4 5 4 —  

4 5 7 、 4 6 5  —  4 6 9 、4 7 4 、 4 7 6  —  4 8 3 、 
4 8 5  —  4 9 8 , 5 0 7  —  5 1 2 , 5 1 8 — 5 2 0 ,  

5 2 3  —  5 2 8 、 5 7 4  — 5 7 7 、5 8 0 — 5 8 1 、 
6 0 8  — 6 1 3 、6 3 9 、6 4 0 、6 8 2 、 7 0 0  —  

7 0 5 , 7 1 7  —  7 3 7 , 7 4 2  —  7 4 6 , 7 7 2  —  

7 7 5 、7 9 8 、7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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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阶 级  一 2 7 5 、2 8 8 、2 8 9 、 
2 9 2 — 3 0 3 , 3 0 6 — 3 J 0 , 4 1 7 , 4 4 3  —  

4 4 8 、4 6 9 、4 7 7 、4 7 8 、7 2 5 、7 8 0 、7 8 1 、 
8 4 3  0

一 阶 级 和 阶 级 斗 争 —— 3 ] 0 、3 1 1 、 
7 0 0 、7 0 3 、7 2 5 、8 4 2 -  8 4 4 。
工 业 一 2 6 4 、2 8 7 、 3 0 7  —  3 0 8 、 
431 -  4 3 6 , 4 5 3  —  4 5 6 , 4 6 5 , 4 6 6 ,  

4 6 8 、 4 7 0  —  4 7 4 、 4 7 7  — 4 7 9 、4 8 6 、 
4 8 7 、7 0 0 。
英 国 对 世 界 市 场 的 工 商 业 垄 断  

一 4 7 7 、4 8 2 、5 5 4 、5 9 5 、6 % 、8 1 1 、 
8 1 9 。

一 农 业  3 0 8 、4 1 5 、4 1 6 、5 3 0 、6 1 2 、 
6 9 8 、7 0 4 、 721 -  7 2 8 、 7 4 2  7 4 9 、
7 7 2  —  7 7 5 、7 7 9 — 7 8 8 、 8 0 3  —  8 1 0 。 

— 劳 动 生 产 率 ^  4 0 6 . 4 7 0 . 4 7 U  

5 9 2 、5 9 4 、6 8 4 、6 9 7 。
一 财 富 的 增 长 —— 6 3 0 、6 3 1 、6 9 7 、

7 0 2 。
一 劳 动 时 间 —— 2 3 2 、 2 4 4  — 2 4 6 、 

2 4 9 - 2 5 7 , 2 5 9  —  2 6 8 , 2 7 8 , 2 8 4 -  

2 9 6 、 3 0 0  —  3 0 8 、4 2 7 、4 3 0 、4 3 1 、 
4 8 8 , 5 7 4 — 5 7 7 .

一 工 资 —— 2 7 6 、 2 7 9  2 8 0 、2 9 3 、
4 7 9  —  4 8 2 、4 9 5 、5 7 4 、5 7 5 、5 8 6 、 
5 8 7 、6 8 4 、6 8 9 、 7 0 1  v 7 0 2 、 7 2 3  — 

7 2 7 、7 8 4 、7 9 7 — 8 0 0 。
一 经 济 危 机 一 ^■ 2 4 6 、2 4 7 、2 9 3 、4 5 4 、

7 0 3 、 7 1 7 、7 1 8 、8 4 8 。
一 货 币 和 银 行 业  9 1 、9 2 、1 2 1 、 

1 2 2 、1 3 2 、1 3 4 、1 3 8 、8 1 8 、8 3 9 。

对 外 贸 易  1 2 5 、4 3 7 、 47 4

4 7 8 、 4 8 2  —  4 8 5 、6 0 9 、6 9 9 、8 1 5 、 
8 1 6 。
殖 民 地 和 殖 民 政 策  ：M 1 、3 6 9 、
45 1  —  4 5 2 、4 7 4 、指 2 、6 3 6、8 1 5 、 
8 1 6 、8 2 2 、8 2 3 、8 3 3 、 8 3 9  —  8 4 0 。 
政 党 —— 2 9 0 、2 9 2 、2 9 4 、5 2 0 、8() I 。 

- 立 法 —— 1 8 , 9 1 , 2 4 4 , 2 4 5 , 2 7 5 ^  

2 8 1 、2 8 4 、 2 8 6  -  3 1 1 、4 5 1 、4 7 8 、 
5 1 6  -  5 2 1 、5 2 9 、5 8 6 、6 1 2 、6 9 5 、 
7 2 4 、7 3 3 、7 6 6 、7 7 4 、7 7 5 、7 7 8 、7 8 0 、 
7 9 3 — 7 9 6  J 9 7 — 80 1 «

英 国 资 产 阶 级 笮 命 （1 7 世 纪 ） 
- 780«

并 见 反 雅 各 宾 战 争 、英 国 工 厂 立  
法 、谷 物 法 、伦 敦 。

英 国 工 厂 立 法
概 述 一 一 1 8 、2 2 7 、2 4 4 、2 4 5 、2 7 6 、 
2 7 8 、 28 4  -  3 1 1 、3 ] 4 、4 1 2 、4 1 3 、 
4 1 6 —  4 1 9 , 4 3 1  —  4 3 2 , 4 3 5 , 4 9 0 .  

4 9 1 、5 0 8 、5 0 9 、5 1 0 、 5 1 6  —  5 2 2 、 
5 2 8 、5 2 9 。
人 为 地 加 速 工 业 革 命 一 - 5 0 0  

5 0 3 , 5 2 9 0

英 国 议 会  一 1 8 、2 7 2 、2 8 4 、 2 8 6  2 8 9 、
2 9 1 、2 9 2 、3 0 7 、4 1 3 、4 1 6 、5 0 2 、5 1 6 、 
5 1 9  —  5 2 3 、6 1 2 、7 0 7 、7 0 9 、7 7 5 、 
8 0 0 、8 0 1 、8 1 6 。

游离
资 本 的 游 离 —— 4 5 9 、4 6 0 、4 6 2 、 
686。
劳 动 力 的 游 离 一  4 0 8 、4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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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9 - - 4 5 2 , 4 6 0  —  4 6 3 , 4 7 0  ^ 4 7 3 ,  

4 9 6 、5 3 0 、6 7 5 、6 7 6 、6 8 0 、6 8 1 、6 8 3 、 
6 8 6  — 6 8 8 , 7 4 4 , 7 4 5 , 7 5 7 0 

语 言  2 4 、4 3 、6 2 、6 8 。
原 材 料 ( 原 料 ）

概 述 - 1 8 1 、4 6 5 、4 6 6 、4 7 3 、4 7，1、 
6 4 2 。
作 为 半 成 品  丨8 4 。
作 为 产 品 的 主 要 实 体 和 辅 助 材 料  

- 1 8 4。
- 劳 动 过 程 和 价 值 形 成 过 程 中 的 原  
料 —— 1 8 9  —  1 9 2 、 2 0 2  —  2 0 6 、 
212。
作 为 生 产 资 料  1 6 8 、1 8 3 、1 8 5 、 
1 8 7 、2 1 2 、 2 1 5  2 1 6 、5 9 9 、6 4 2 。
作 为 不 变 资 本 的 要 素 一 1 9 2 、 
2 1 2  — 2 1 3 、8 0 7 〇
原 材 料 的 价 值 变 化 和 价 格 变 化  

- 2 0 4 、2 1 2 。
和 劳 动 生 产 率 —— 2 0 4 , 3 7 5 . 4 6 6 ,  

6 4 3 , 6 4 4 , 6 6 4 .

原 始 社 会  8 2 、1 8 0 、3 6 6 、3 6 7 、 3 7 2  —

3 7 4 、5 3 6 、5 3 7 、6 5 2 。
运 河  ] 8 3 、4 6 7 、5 3 9 。
运 输 业

和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关 系 的 发 展
4 0 0 、4 7 4 。
和 世 界 市 场 —— 4 6 7 。
运 输 工 具 —— 3 9 9 、4 0 0 、6 7 9 。

Z

再 生 产

― 概 述 —— 1 3 6。
再 生 产 是 每 个 社 会 存 在 的 条 件  
-------- 5 9 9  〇
资 本 主 义 再 生 产 的 条 件 一  5 9 9 、 
6 0 0 、6 0 7 、6 0 8 。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关 系 的 再 生 产 一  
6CM —  6 Ü 8、6 1 2 、6 1 8 、6 5 4 、 66 1  —  

6 6 3 、7 6 9 、7 7 0 。
作 为 产 品 的 价 值 补 偿 和 物 质 补 偿

—  5 9 9 。
劳 动 力 商 品 的 再 生 产 一  17 0  —  

1 7 3 、2 1 1 、2 1 9 、2 3 5 、2 3 8 、 3 2 5  -  

3 2 9 、3 3 1 、6 0 1 、6 0 2 、 6 0 4  - 6 0 8 、 
6 5 4 、 (560 0

不 变 资 本 的 再 生 产 一  64 2  

6 4 4 。
造 船 业  4 0 0 、4 0 1 、7 1 8 。
债 权 人 和 债 务 人

概 述 —— 9 5 、1 2 4 、 ] 3 0 — 1 3 2 、2 9 7 。 
占 罗 马 的 平 民 债 务 人 —— 1 3 0 、 
2 9 7 。
封 建 社 会 的 债 务 人  1 3 1 。

债 役 一 - 1 6 8 。
占有

对 自 然 的 占 有 --------1 8 0 、1 8 3 、1 8 6 、
5 3 3 、5 3 4 。
通 过 劳 动 占 有 —̂ 2 4 , 3 3 , 1 8 0 -  

1 8 3 、1 8 6 、5 3 3 。
一 和 所 有 权 一  一 】 87  —  1 8 8 、4 0 2 、 

601  - 6 0 4  >617 - 6 2 3 , ,

不 支 付 等 价 物 的 占 有 —— 6 0 1 、 
6 0 2 、6 0 4 、6 2 1 、6 2 2 、6 3 1 、6 6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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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 概 述 —— 3 4 8 、3 8 1 、7 7 4 。

对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的 影 响  
1 4 0 、4 5 3 、4 5 5 、6 8 4 、7 7 4 、8 1 3 。

- 兵 役 状 况 ------~ 2 4 4 、7 8 4 。
爪 哇 —— 4 0 7 , 8 1 5 .

蒸 汽 机
概 述  3 8 8  —  3 9 3 、3 9 6 、3 9 7 、 
4 0 0 、4 0 6 、4 3 0 、4 3 3 、4 5 6 、4 9 9 、5 1 1 、 
5 1 6 0

一 在 大 工 业 中 的 革 命 作 用 —— 3 9 1 、 
3 9 2 。

政 治 和 经 济  7 6 、1 3 1 、3 7 4 、8 1 0 、 
8 1 3 、8 1 4 。

政 治 经 济 学  
一 作 为 科 学 —— 1 9 、6 4 、3 8 1 、8 4 2 。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历 史 —— 3 8 1 、5 4 1 、 
5 4 2 、5 7 0 、6 5 7 、6 5 8 、7 2 3 、 8 4 2  — 

8 4 5  0

-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枢 纽 - 一  3 2 。
殖 民 - 4 7 4 、8 3 0 — 8 3 3 、8 3 8 。
殖 民 地

概 述 一 3 4 8 、6 8 7 、 8 1 4  —  8 1 7 、 
8 2 9  —  8 4 0 。

- 殖 民 地 中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形 成
--------8 3 0  〇

一 殖 民 地 中 的 协 作 —— 3 4 8  〇 
- 殖 民 地 中 的 奴 隶 制 —— 2 7 4 , 8 3 3  〇 

殖 民 地 市 场  一 3 9 9 、4 4 9 、4 9 7 、6 7 9 、 
8 1 6 〇

殖 民 理 论 - 8 3 0 、 8 3 3  —  8 3 6 、8 3 8 、 
8 3 9 。

殖 民 体 系 —— 3 6 9 , 8 1 4  —  8 1 7 , 8 2 0 .  

纸 币
概 述  一  1 2】一  1 2 4 、45( ) ft 

一 纸 币 的 强 制 流 通 - 1 2 1 、1 2 3 -  

1 2 4 。
纸 币 流 通 的 规 律 —— 1 2 2 。

质 和 量
—概 述  _ 24  —  2 9 、3 4 、3 6 、 3 9  — 

6 5 、7 4 、8 3 、8 4 、 8 6  —  8 9 、9 5 、1 0 2 、 
1 1 2  1 1 3 、1 2 2 、1 2 8 、1 2 9 、1 3 2 、
1 3 4 、1 3 7 、1 4 3 、1 4 4、1 4 8 、1 4 9 、1 6 4 、 
1 6 6 , 1 7 3 , 1 9 1  —  2 0 1 , 2 0 8  —  2 1 0 ,  

2 3 0  — 2 3 1 、2 3 3 、2 3 4 、3 2 2 、 3 3 5  

3 4 4 、 3 4 9  —  3 5 2  v 3 5 5  3 5 6 、3 8 0 、
3 8 K 3 8 6  3 9 1 、 3 9 3  3 9 7 、3 9 9 、
4 0 0 、 4 7 7 、 5 9 9 、 6 0 0 、 6 1 5 、 6 1 6 、 
6 1 8  —  6 2 2 , 6 6 8 —  6 7 1 , 7 6 7  —  7 7 K  

8 2 5 — 8 2 8  〇 
一 量 变 转 变 为 质 变 的 规 律  

53  —  6 4 、3 2 2 、 3 3 5  —  3 4 2 、 6 1 8  

6 2 2 , 7 6 7  —  7 7 1 , 8 2 5 — 8 2 8 〇 
— 和 度 —— 3 0 、6 5 、6 8 、6 9 、7 1 、7 2 、 

7 4 、8 8 、8 9 、] 2 2 。
并 见 矛 盾 。

中 等 阶 级 - 1 8 、2 0 0 、6 9 1 、7 0 8 、8 1 9 、 
8 3 0  0

中国
一 概 述 —— 1 2 】、1 2 5 、7 8 8 、8 】3 。
一中 国 的 造 纸 业 —— 3 9 7 。

中 间 人 小 业 主 一 - 4 8 6 、4 9 8 、5 8 3 。
中 介 （中 间 环 节 、中 项 ）

一 概 述  一  3 3 、1 3 3 、1 4 5 、1 6 3 、1 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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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02,319,818,
一 中 介 运 动  8 7 、1 0 0 、5 9 8 。 

中世纪
- 概 述 —— 1 2 0 、4 0 5 、 44 9 、7 7 0 、7 7 3 、

8 1 2 、 8 1 3 、8 1 7 。
- 欧 洲 中 世 纪 的 特 点 —— 7 0 > 7 1 、 

7 8 , 7 7 3 ,

和 天 主 教  - 7 5 。
中 世 纪 的 教 会 —— 7 1 、7 7 7 、7 7 9 。

- . 中 世 纪 的 协 作 —— 3 4 8 、3 4 9 。
- 中 世 纪 的 城 市 —— 4 4 9 、7 9 7 、8 1 2 、

8 1 3 。
一 阶 级 斗 争 —— 1 3 1 。

- 封 建 债 务 人 的 没 落 - 一  1 3 1。
一 行 会 制 度 —— 3 2 1 、3 7 4 、5 1 3 、7 9 7 、 

8 1 3 。
一 中 世 纪 里 昂 的 转 账 处 —— 1 3 3 。 

并 见 封 建 主 义 （封 建 制 度 ）。
种 姓 、种 姓 制 度  3 5 4 、3 8 3 、5 3 8 。
重 农 学 派

重 农 学 派 的 功 绩 6 2 7 。
- 关 于 所 有 非 农 业 劳 动 都 没 有 生 产  
性 的 学 说 _ — 1 9 3 、5 3 夂  

一 论 剩 余 价 值 —— 5 5 9  0 

- - 论 再 生 产 （《魁 奈 经 济 表 》）
627.

重 商 主 义
-概 述 一 139、153、541、542e. 

一 论 价 值 - 一  52、53。
— 论 资 本 - - 1 5 3 。

主 体 和 客 体 ( 主 观 和 客 观 ）

一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过 程 中 的 主 客 体 关

系 一 1 5 1 、1 5 2 、3 2 2 、3 2 3 、3 9 5 、 
4 0 1 , 4 2 0 . 4 3 8 — 4 4 2 , 5 3 1  v5 3 2 .

铸 币
概 述 . - 9 5 、1 1 9 、1 2 0 、1 2 3 、1 2 4 、
1 4 0 。

一 -铸 造 -^— 1 1 9 、1 2 0 。
辅 币 —— 1 2 0 J 2 M 3 8 , ,

-作 为 价 值 符 号 —— 1 2 0 。
铸 币 的 流 通 —— 1 2 0 — 1 2 4 、1 2 9 。 

- 零 售 商 业 中 的 铸 币 —— 1 3 5。 
- 铸 币 的 磨 损 —— 1 2 0 J 2 1 J 4 0 .

一 铸 币 的 历 史 -------- 91 » 9 2 , 1 2 0 .

一 铸 币 伪 造 —— 8 5 , 9 4 „

专 制
概 述  7 9 2 。
资 本 的 专 制 —— 3 4 5 、4 1 9 、4 5 6 、 
4 5 7 , 6 8 6 , 6 8 7 , 6 9 3 .

-工 场 手 工 业 分 工 的 专 制 —— 3 7 1 。 
准 备 金

概 述 —— 1 3 7 、2 4 2 。
支 付 手 段 准 备 金 一 - 1 3 7 . 1 6 9 .

- 共 产 主 义 条 件 下 的 准 备 金 -  

5 5 5 。
资 本

概 述  … 1 6 5 、4 2 3 、5 5 9 、 6 0 3  — 

6 0 5 、(516、6 1 7 、6 1 8 、6 2 2 、6 2 3 、8 2 5 、 
8 2 6 , 8 3 0 , 8 3 1 „

作 为 社 会 关 系 一  1 6 9 、3 2 2 、5 5 8 .  

5 5 9 . 8 3 0 , 8 3 1 .

作 为 自 行 增 殖 的 价 值 一  1 4 8 、 
1 4 9 、1 5 1 、1.53、1 9 6 、2 3 7 、2 7 2 、2 7 3 、 
3 2 0 — 3 2 4 、6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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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 商 品  1 5 1 、1 5 2 、1 % 、1 9 7。
一 作 为 货 币 一 - 】16、 

H  9 152 J 9 6 J 9 7 , 6 0 0 d

- 资 本 的 历 史  1 4 3 、8 丨 2 、8 1 3 u 

它 的  W A f W 提  1 1 3 、 166  -  

1 7 0 , 5 3 6 , 5 3 7 , 6 0 4 , 7 6 7 -  771 .

它 的 产 生 过 程 一  1 4 4 、1 1 5 、2 7 8 、
3 2 1 、 5 3 5  —  5 3 7 、 7 6 7  —  7 7 1 、8 1 6 、 
8 1 7 、8 1 9 、8 2 0 〇
货 币 是 它 的 第 一 个 表 现 形 式  
1 4 3、1 4 4。
资 本 总 公 式 及 其 矛 盾  143 — 

1 5 6、1 5 8 — 1 6 5 。
一资 本 的 最 低 额  3 2 1 、3 2 2 、3 4 3 、

3 7 5 、6 6 9 d 

— 和 价 值 —— 1 4 6 — 1 4 0 5 1 、1 5 2 、 
1 6 6 、4 2 2 、4 2 3 、6 0 4 、6 0 5 。

—和 收 入 —— 6 0 0 、6 0 1 、6 2 0 、6 2 个 、 
6 2 5 , 6 2 6 , 6 4 7 .

个 人 （单 个 ）资 本 —— 3 4 3 、3 4 4 、 
6 6 7 、6 6 8 。
社 会 总 资 本 - 一 3 2 0 、6 1 5 、6 4 9 、 
6 6 7  - 6 7 2 , 6 7 4  —  6 7 6 , 6 7 9 .  

它 的 洪 水 期 前 的 形 式  1 4 3 、 
162 —  1 6 4 、3 7 4 、8 1 2 、8 1 3 。

一 它 的 历 史性 质 一 1 4 3 、 169 — 1 7 0、 
2 7 6 、2 7 7 、3 2 1 、 7 6 7  —  7 7 1 、 8 2 5  

8 2 8 。
它 的 拜 物 教 性 质  7 6 、1 4 7 、 
1 4 8 、8 2 9 、8 3 0 。

一 资 产 阶 级 政 治 经 济 学 家 论 资 本  
7 6 、 150  —  1 5 3 、1 6 0 、 186

1 8 8 、 2 0 9  2 1 1 、6 0 6 、6 1 7 、6 2 2 、
6 2 3 , 6 2 4 , 8 3 1 „

庸 俗 经 济 学 家 论 资 本  1 5 0 .  

6 3 3 , 6 3 4 , 6 3 5 0

并 见 资 本 积 累 、资 本 的 原 始 积 累 、 
资 本 的 构 成 、

资 本 的 构 成
概 述  6 7 0 、6 7 5 、6 7 8 。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发 展 水 平 的 表 现  

- 4 6 5 , 4 7 2  — 4 7 3 , 6 6 3 , 6 6 5 0 

山 可 变 资 本 和 不 变 资 本 构 成  
215,319, 375, 424,4650 
价 值 构 成  6 6 5 、6 6 6 。
技 术 构 成  2 1 8 、3 7 5 、6 5 3 、6 5 4 、 
6 6 3 , 6 6 5 -  6 6 7 , 6 7 0 〇 
有 机 构 成  2 1 3 . 2 1 4 , 3 7 5 . 6 5 3 ,  

6 7 0 。
资 本 有 机 构 成 的 不 断 提 高  
4 7 2  -  4 7 3 、6 6 5 、6 6 6 。

- 可 变 资 本 相 对 减 少 —— 4 2 4 、 
■472 —  4 7 3 , 6 6 5 , 6 6 6 , 6 6 8 — 676„  

一 不 变 资 本 相 对 增 加 —— 4 2 4 、 
4 7 2  —  4 7 3 、6 4 4 、6 6 5 、6 6 6 、6 7 0 、 
6 7 2 、6 7 3 。
和 劳 动 生 产 率  3 7 5 、4 2 4 、 
66 4  - 6 7 4 , 6 7 9 0

并 见 资 本 积 累 、不 变 资 本 、可 变 资  
本 。

资 本 的 生 产 率 ( 资 本 的 生 产 力 ）
作 为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特 殊 社 会 形 式  

- 3 4 7 、3 4 9 、3 7 5 。
资 本 的 原 始 积 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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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述  ̂ - 4 5 0 、603J04j6Ÿ 、767- 
828、839。
生 产 者 同 生 产 资 料 相 分 离  
768 -771、819、820。
原 始 积 累 的 方 法  772 ?92、
813,822-826,839,8400 
原 始 积 累 的 主 要 要 素 一 -  770、 
776、792、797、806、813 — 820。
血 腥 立 法  一793—7% 、798。 
圈 地 一  775、781 — 785。

资 本 积 聚  375、503、529、 667 
671、675、698、756、816、拟 7。

资 本 积 累
概 述  -614 m ,  624 .628, 
635,641 648,653 658,660
6690

- 作 为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规 律  
622、624、632、662。
资 本 主 义 积 累 的 一 般 规 律
6 5 3 .6 5 4 ,6 9 2 ,6 9 3 0

资 本 积 累 的 对 抗 性 质  707、
721。
资 本 积 累 的 历 史 趋 势 一  825- 
828,
和 资 本 主 义 前 的 生 产 方 式 中 的 积
累 -一 ~̂ 636。
和 人 口 增 长 一  - 6?3、674、678、 
679。
资 本 积 累 的 条 件 —— 597、614- 
622、624、625、6540 
资 本 积 累 的 界 限 —— 667。
作 为 持 续 过 程 一  666、667。

和 工 资 —— 650 — 655、 659 
662、683 — 686。
和 劳 动 生 产 率 —— 636、 642 -  
645,664 ^  671,673 -  675,679, 
682 0

- 和 社 会 分 工 —— 381、669。
和 资 本 积 聚  667- 671、675、 
698。
和 资 本 有 机 构 成 —— 642、铋 5 — 
671。
和 对 劳 动 力 的 剥 削 程 度 —— 637、 
642、659、684、686。
和 工 人 阶 级 的 状 况  653 
659 N 672 687. 692. 693. 706.
711、834。
和 工 人 被 排 斥 和 吸 引 一 一  671 —
684、687、688。

- 和 消 费 —620、 623 — 631、660、
706 0
和 信 用  669、679。
和 利 润 一 -473v63Se 
和 雇 佣 工 人 人 数 的 增 长 —— 647、 
654 — 656、661、662。
和 相 对 人 口 过 剩 —— 674 — 679、 
681、682、683、684、 686 — 693、 
834。
并 见 资 本 的 原 始 积 累 。

资 本 集 中 （资 本 的 本 来 意 义 的 积 聚 > 
-  667 —671、827、839。

资 本 家
槪 述  150、151、320、321、 
335 — 336、597、598、600、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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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3 , 8 0 3 .

一 作 为 资 本 的 人 格 化 - 】5 0 、2 3 7 、 
3 1 4 、3 2 1 、4 2 0 、6 2 8 、6 2 9 、6.56。 

- 作 为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关 系 的 承 担 者  
一1 9 、1 5 0 、2 7 8 、6 2 8 。

资 本 家 的 职 能 —— 18 7  —  1 8 8 、 
1 9 4 —  1.98、. 5 2 1、3 2 2 、 3 4 4  — 3 4 6 、 
6 2 8 , 6 2 9 — 6 3 0 .

一 工 业 资 本 家 —— 3 9 8 、5 2 2 、5 4 6 、 
5 9 8 , 6 3 3 , 8 0 7 .

一 工 业 资 本 家 的 产 生 一 - - - 8 1 2 、8 i 3 a 

一 获 取 剩 余 价 值 是 资 本 家 活 动 的 目  
的 1 5 0 、 1 88  1 8 9 、 2 3 7 、
2 4 4  2 4 8 、2 7 0 、3 3 3 、4 2 0 、4 2 4 、
5 8 4 、5 8 5 。

一 资 本 家 的 致 富 欲 望 —— 1 5 0 、4 8 1 、 
6 2 8  —  6 3 0 , 6 5 4 .

一 资 本 家 的 挥 霍 —— 4 6 3 、 6 3 0  — 

6 3 2 , 6 4 8 . 7 0 6 «

- 资 本 家 所 理 解 的 剩 余 价 值 和 利 润  
的 来 源 —— 2 2 7  —  2 3 2 , 5 6 9 ,

一 资 本 家 和 货 币 贮 藏 者 的 区 别 一  
1 5 1 , 1 5 2 , 6 3 0 ,

- 资 本 家 的 寄 生 性 —— 346„

资 本 家 阶 级  见 资 产 阶 级 （资 本 家  
阶 级 ）。

资 本 流 通 . 资 本 流 通 过 程  1 4 9 、 
5 9 5 、5 9 7 、6 4 8 。

«资 本 论 》( 它 的 结 构 构 成 ）
一 概 述 —— 1 6 .

资 本 的 流 通 过 程 和 再 生 产 过 程
------- _590、6 2 7 。

资 本 的 总 过 程 （资 + 和 利 润 ） - 

2 1 8 , 2 1 9 , 2 2 3 , 3 3 8 , 4 0 5 , 4 2 3 ,  1 2 5 ,  

4 4 6 , 4 7 3 , 5 0 7 , 5 4 9 , 5 9 8 , 627„

- - 竞 争 —— 3 2 9 。
® 佣 劳 动 ( 工 资 ) 一 - - 5 7 0 。

- - 政 治 经 济 学 史 —— 氣 3 2 0 、:363。 
《资 本 论 》( 它 的 推 广 传 播 ）

俄 文 版 ' ~ 1 4 .

德 文 第 二 版  1 4 、8 4 1 、8 4 8 。 
剥 削 阶 级 对 《资 本 论 》的 反 应 -  

8 4 5 、8 4 6 。
资 本 输 出 —— 6 5 2 、8 3 4 , 8 3 5 。
资 本 预 付

概 述 - - 2 1 1 .  2 ] 8 、2 6 3 、3 .15、
3 1 9 、3 3 8 、3 4 3 、 6 1 9  6 2 2 、6 2 5 、
6 2 6 。
顷 付 可 变 资 本 的 特 点 —一 2 1 2 、 
2 1 8 . 2 1 9 . 3 1 5 — 3 2 1 .

- 预 付 不 变 资 本 的 特 点 一 - 2 1 7 、 
2 1 8 . 6 4 2 .

和 产 品 价 值 一  2 1 2 、2 1 5 、3 3 0 -  

3 3 1 、5 9 1 、5 9 2 、5 9 7 、5 9 8 、599 „

和 剩 余 价 值 一 - 〗4 8 、1 4 9 、1 5 2 、 
2 1 5 、3 3 8 、f i 0 3、6 0 4 、f i l 7 、6 1 8 。

- 和 剩 余 价 值 率 —— 2 1 7 。
资 本 主 义 发 展 不 平 衡  4 7 3  — 4 7 6 、 

4 8 2 ,

资 本 主 义 经 济 规 律
一 像 自 然 史 一 样 的 规 律 —— 5 5 4 、 

5 5 5 .

作 为 竞 争 的 强 制 规 律  -  2 7 8 、
3 2 9 , 3 3 2 , 3 7 2 . 4 0 8 , 4 8 2 , 6 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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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值 规 律 是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内 在  
规 律 一 一 3 1 9 、 3 2 9  —  3 3 2 、3 7 1 、 
4 6 4 、5 5 0 。
剩 余 价 值 规 律 是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的 一 般 运 动 规 律 一 • ] 8 、6 6 0 。 

一 资 本 主 义 积 累 的 一 般 规 律 -  

6 5 3 、6 5 4 、6 6 2 、6 8 0 、6 9 2 、6 9 3 。
资 本 主 义 竞 争 和 生 产 无 政 府 状 态  
的 规 律 一 3 7 2 。

-所 谓 “ 土 地 肥 力 递 减 规 律 ”

5 3 2 。
资 本 主 义 的 人 口 规 律 —— 6 6 1 、 
6 6 2 、 6 7 6  —  6 8 0 、 6 8 2  6 8 5 。
资 本 积 聚 和 集 中 的 规 律  
6 6 7  6 7 1 、8 2 7 0

商 品 生 产 的 所 有 权 规 律 转 化 为 资  
本 主 义 占 有 规 律  6 0 4 、6 0 5 、 
6 1 8 — 6 2 2 。
资 产 阶 级 关 于 经 济 规 律 的 观 点  

—  6 8 3 — 6 8 7 , 8 4 6  —  8 4 7 .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槪 述 —— 1 7 6 、2 7 3 、2 7 6 、 321  

3 2 3 、3 6 5 、3 7 2 、 3 7 5  -  3 7 6 、 3 7 9  

3 8 0 、4 1 7 、4 4 2 、4 5 0 、 5 2 9  —  5 3 2 、 
5 3 5 、5 3 6 、5 6 2 、 6 0 3  — 6 0 6 、6 6 0 、 
6 6 1 、 6 7 8  —  6 8 0 、6 9 1 、6 9 2 、7 4 9 、 
7 6 7 、7 7 0 、7 7 1 、7 7 5 、7 7 6 、8 3 4 。

- 它 的 起 点 —— 3 2 0  —  3 2 3 、3 3 5 、 
3 5 U 6 0 4 . 6 6 7 J 6 7 — 7 7 1 0 

最 初 出 现 于 ] 4 和 1 5 世 纪  
7 7 0 、7 7 1 〇
生 产 剩 余 价 值 是 它 的 目 的 —— 见

剩 余 价 值 。
一 它 的 发 展 一 — 2 7 6  —  2 7 7 、3 4 4 、 

3 4 7 、 3 5 9  —  3 6 0 、3 6 8 、 3 7 5  —  3 7 6 、 
3 9 7 —  3 9 8 、4 0 2 、 4 0 8  —  4 1 0 、4 1 4 、 
4 2 7 、4 4 1 、4 4 2 、4 4 9 、4 5 0 、 4 7 0  -  

4 7 3 , 4 8 3  —  4 8 6 , 4 9 6  —  5 0 1 , 5 1 6 ,  

5 1 7 、5 2 9 、5 3 0 、 5 3 4  —  5 3 5 、6 3 9 、 
6 4 0 、 6 6 6  —  6 7 1 、 6 7 3  —  6 7 5 、6 7 8 、 
6 7 9 0

和 价 值 规 律 一 一 3 1 9 . 3 2 8 - 3 3 3 ,  

3 7 1 、5 5 0 、5 6 2 。
和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发 展 - 一  3 2 7  —  

3 2 8 、3 3 2 、3 3 4 、3 4 9 、3 5 3 、3 5 8 、3 7 5 、 
3 8 0 、 4 0 2 、 4 1 9 、 4 2 0 、 4 2 4 、 4 2 7 、 
4 3 3  - 4 3 5 、4 4 1 、4 5 3 、 4 6 5  —  4 6 7 、 
4 8 3  —  4 8 5 、5 3 0 — 5 3 2 、 6 4 2  —  6 4 7 、 
6 6 3  —  6 7 1 、6 7 4 、6 7 5 、 6 7 9  —  6 8 2 、 
6 9 2 、6 9 3 、8 2 7 。

— 和 资 本 积 累 --------6 1 4  —  6 2 5 、
6 2 8  —  6 3 3 、 6 4 1  —  6 4 7 、 6 6 3  —  6 7 5 、 
6 7 8 , 6 7 9 , 6 8 1 , 6 8 3  — 6 8 6 0 

- - 和 社 会 化 - - 3.51 —  3 5 2 %3 5 6  -  

3 5 7 、3 6 2 、3 6 8 、4 0 1 、4 4 3 、 4 6 5  

4 6 7 、4 8 6 、4 9 9 、 5 1 4  —  5 1 8 、 5 2 9  —  

5 3 2 、6 2 8 、 6 6 8  - 6 7 1 、8 2 6 、8 2 7 。 
和 生 态 的 关 系  53 1  —  5 3 2 。

- 周 期 性 —— 4 7 6 , 6 7 8 - 6 8 0 , 6 8 3 0 

并 见 大 规 模 生 产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无 政 府 状 态 —— 6 9 、 
9 7 、1 7 6 、3 7 2 、5 0 4 、5 0 5 、5 1 5 、5 2 9 、
5 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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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一 概 述 —— 1 6、2 3 、7 3 、9 7 、1 6 9、2 3 6 、 

369 —  3 7 2 、3 8 3 、5 0 8 、5 1 4 、5 3 0 、 
5 5 5 、5 9 9 、 661 —  6 6 3 、 675 —  6 7 9 、 
8 3 2 、8 3 3 、8 4 0 。

一 它 的 产 生 和 发 展 —— 2 7 8 、2 8 1 、 
3 0 9 、3 2 2 、3 3 5 、3 4 4 、3祕 、3 4 9 、 
362 —  36 3 、 3 68 —  36 9 、 3 7 9 — 3 8 0 、 
383 —  3 8 5 、 397 — .4 0 0、4 5 0 、 473 — 

4 7 6 、 498  —  5 0 0 、5 2 9 、5 3 0 、5 3 5 、 
536 — 5 3 9 > 6 2 9 ,6 6 7  —  6 7 J ,6 7 4  — 

6 8 2 、7 2 2 、7 2 3 、 767  —  7 7 1 、7 9 7 、 
7 9 9 、8 0 0 、 803 —  8 1 4 、8 1 7 、8 1 9 、 
8 2 0 、8 2 5 — 8 2 7 。
它 的 历 史 性 质  1 8 、6 4 、6 9 、 
1 6 9 、3 2 1 、 514 —  5 1 6 、5 2 9 、5 3 0 、 
5 3 6 、5 3 7 、5 4 2 、6 2 8 、6 6 7 、 767 

77 U 8 2 5  — 8 2 7 ,8 4 6 ,8 4 7 .

一 历 史 必 然 性 一  - 3 4 9 、5 1 4 、5 1 5 、 
5 2 9 、5 3 1 、6 2 8 、6 6 7 、6 6 8 、8 2 6 、8 2 7 。

一 内 在 矛 盾 ------- 217 —  2 1 8 。
一 局 限 性 —— 276 —  2 7 7 、4Ü 8、 

4 2 4 — 4 2 5 ,4 4 1 ,5 1 5 ,5 5 5 ,8 2 7 0

一 与 资 本 主 义 前 的 生 产 方 式 的 区 别  
—  51 —  5 2 ,7 2 — 7 3 ,2 4 1 — 2 4 2 , 

321 —  3 2 2 、3 7 2 、5 1 4 、6 2 8 、8 2 5 、 
8 2 6 0

一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的 矛 盾 一  
1 7 、 217 —  2 1 8 、3 1 9 、3 3 3 、3 7 2 、 
424 —  4 2 5 、 441 一  4 4 3 、4 5 2 、4 5 6 、 
4 6 3 、4 7 6 、4 8 6 、5 1 1 、 514  —  5 1 7 、 
5 2 9 、5 3 2 、5 4 7 、5 4 8 、5 5 5 、5 5 6 、5 9 5 、

6 8 8 、6 9 2 、6 9 3 、7 0 6 、7 0 7 、7 2 1 、7 4 9 、 
8 2 7 ,8 2 8 ,8 4 3 .8 4 4 ,8 4 5 ,8 4 8 ,  

一 它 的 世 界 性 —— 4 7 3 - 4 7 6 ,  

一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下 强 迫 进 行 剩  
余 劳 动 — 24()、2 4 1 、2 7 2 、2 7 8 、
3 2 2 、 5 3 6 、5 4 0 。

一 征 服 一 切 生 产 部 门 一 3〇9 

3 1 0 、6 7 0 、6 7 1 。
它 在 农 业 中 的 形 成 —— 529 

5 3 2 、6 8 9 、7 2 2 、7 2 3 、8 0 3 、8 0 4 、8 0 5 、 
8 2 0 。

一 它 在 殖 民 地 的 形 成 一 - 8 3 0 。 
为 共 产 主 义 创 造 前 提  7 3 、 
5 1 4 — 5 1 7 、 529 —  5 3 1 、6 2 8、8 2 6 、 
8 2 7 、8 2 8 0

并 见 资 本 主 义 经 济 规 律 。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关 系

概 述 —— 1 7 、6 7 、6 9 、1 0 2、1 7 6、 
1 8 7 、2 7 7 、3 0 9 、3 1 3 、3 2 2 、 344 — 

3 4 9 、 371 —  3 7 2 、 376 —  3 7 7 、5 3 4 、 
5 6 2 、5 6 4 、5 9 5 、6 9 2 、6 9 3 、7 5 6 、8 2 9 、 
8 3 0。

一 它 的 再 生 产 —— 604 —  6 0 8 、6 1 2 、 
6 1 3 .6 1 8 ,6 6 0  —  6 6 3 ,7 6 8  — 7 7 1 0 

并 见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生 产 力 。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过 程  

一 概 述 —— 1 7 6、1 8 6、1 8 7 、 321 —

3 2 3 、 5 3 1 、 5 3 2 、 5 3 4 、 5 5 8 、 5 5 9 、 
603 — 6 0 6 ,6 4 8 — 6 5 1〇

一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过 程 是 劳 动 过 程 和
价 值 增 殖 过 程 的 统 ---------- 1 9 5 -

2 0 0 、3 4 5 、4 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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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动 过 程 是 它 的 物 质 内 容  
1 7 9、1 8 6、1 8 7、3 4 5 、6()0。
和 再 生 产 过 程  599 —  6 0 7 、 
612 —  6 2 3 、 628 — 6 3 2 、5 3 5 、5 3 6 、 
642 - 6 4 8 , 6 5 9 — 6 6 2 ,6 7 8 — 6 8 1 , 

6 8 3 ,6 8 4 〇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的 矛 盾

概 述 —— 17 1 8、3 1 8 、3 1 9 、3 3 3 、
4 6 3 v5 2 9 ,5 5 8 ,6 8 8 0

生 产 力 和 生 产 关 系 的 矛 盾 -

1 9 .3 3 3 .4 2 4  —  4 2 5 .4 4 2 ,4 4 3 ,5 1 0 ,

514 5 1 6 ,5 5 5 ,6 7 4  —  6 8 2 .8 2 7 ,

8 4 8 〇
雇 佣 劳 动 和 资 本 的 矛 盾  3 0 3 、
344 3 4 5 、4 4 2 、 450 4 5 2 ,4 5 6 ,

6 8 8 ,6 9 2 ,6 9 3 〇 
一 生 产 和 市 场 的 矛 盾 —— 473 — 

1 7 6、4 7 8 、7 0 0〇
计 划 性 和 无 政 府 状 态 的 矛 盾 -  

371 — 372, 529.5550 
并 见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

资 本 转 移  5 1 4 、6 8 5 、6 8 6 、7 1 1 。
并 见 竞 争 。

资 产 阶 级 ( 资 本 家 阶 级 ）
概 述 —— 1 6 2、4 6 7 、7 2 5 、8 1 4 。 
它 的 历 史 作 用  5 1 4 、6 3 2 、8 2 7 。
它 的 阶 级 利 益  1 8 、2 3 2 、2 3 9 、
246 —  2 4 9 ,2 6 9  2 7 0 , 2 8 7 ^ 2 9 9 ,

3 0 7 、5 0 7 、5 1 8 、5 1 9 、5 2 2 、 608 

6 U 、7 8 0 、7 8 1 o

和 对 工 人 阶 级 的 剥 削 —— 2 3 7 、 
2 3 8 、 244 2 M 、2 fi0 、 287  -  2 8 9 、

2 9 2 、3 0 0 、3 0 1 、4 2 0 、 436 - 4 3 8 、 
5 0 4 、5 0 5 、 516  —  5 1 9 、6 0 1 、6 0 2 、 
7 1 6 、7 1 7 、7 2 5 。
它 的 意 识 形 态 一 ~ 6 4 、7 5 、1 0 9、 
1 7 6 、3 2 4 、3 7 2 、3 8 8 、4 6 3 、4 7 0 、8 2 9 、 
848  0 '

和 国 家  2 2 8 、2 4 4 、2 7 2 、2 7 3 、 
2 7 7 ,2 8 7  2 9 2 ,2 9 4  —  2 9 5 ,2 9 8  —

3 0 0 、3 0 8 、4 4 0 、4 4 3 、7 9 7。
并 见 工 人 阶 级 、阶 级 斗 争 u 

资 产 阶 级 道 德  127 -  1 2 8、1 3 3、 
1 5 0、1 7 6、1 9 5、2 3 2 、 238  —  2 3 9 、 
2 4 5 -  2 4 8 、2 5 4 、2 5 5 、 259  — 2 6 0 、 
2 6 4 ,2 6 7  2 7 1 , 2 7 4 - 2 7 7 , 2 8 1

2 8 2 、 287 2 8 8 、2 9 5 -  3 0 4 、3 0 6 、
3 7 2 、4 0 9 、4 1 2 、4 1 7 、4 4 3 、4 4 5 、 
457  —  4 5 9 、4 7 0 、4 9 2 、5 1 6 、 522 -  

5 2 9 ,6 0 8  6 1 3 ,6 3 8  —  6 4 1 ,6 8 1 ,

701 7 0 3 、7 2 5 、7 3 9 、7 4 4 、7 4 8 、
7 4 9 、7 8 5 、7 9 0 、7 9 1 、 814 — 8 1 7 、 
8 2 0 — 824 0 

资 产 阶 级 革 命
概 述  770 - 7 7 4 、7 8 0 。

-资 产 阶 级 革 命 的 客 观 必 然 性  
7 6 9 、8 2 6 。

资 产 阶 级 古 典 政 治 经 济 学
概 述 一  6 4 、6 4 5 、6 4 6 、6 7 6 、6 7 7 、 
8 4 3 。
它 的 科 学 成 就 —— 3 4 、6 4 、7 3 、7 7 、 
9 5 、3 6 3 、5 5 9 、 594 —  5 9 5 、 625 — 

6 2 6 .8 4 3 〇
它 的 哲 学 基 础  6 4 、6 9 、4 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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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形 而 h 学 的 考 察 方 式  6 4 、7 3 、
7 4 .7 5 ,3 1 9 — 3 2 0 ,6 4 8  - 6 4 9 0 

一 它 的 阶 级 局 限 性 一  7 5 、5 7 0。 
一 它 的 矛 盾 - 3 7 、3 8 、5 6 5 。
一 与 庸 俗 经 济 学 的 区 别  6 4 、7 4。
一 论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劳 动 的 价 值 和  

价 格 ）- 5 6 3 - 566 0 

一 论 生 产 劳 动 —— 5 3 4 .

论 分 工 —— 3 7 8 、3 8 1 、5 5 4 。
并 见 李 嘉 图 、斯 密 .

资 产 阶 级 国 家  
一 概 述 —— 5 2 0 ,5 2  K  5 2 9 ,6 5 6  0 

一 资 产 阶 级 在 国 家 中 的 地 位  
2 2 8 、2 4 4 、2 7 2 、2 7 3 、2 7 7 、 287 

2 9 2 ,2 9 4  -  2 9 5 V298 3 0 0 、4 4 0 、
7 9 7 、7 9 8 。

一 国 家 对 工 厂 制 度 的 干 预 一 - 2 7 7 .  

4 1 3 。
一 和 劳 动 时 间 的 调 节  - 2 4 4 、2 7 8 —

2 8 1 、 285 —  2 9 2 、3 0 2 、3 0 3 、3 0 7 、 
3 0 8 、4 2 6 、4 2 7 、5 0 7 、5 2 1 。

— 和 宗 教  7 5 、2 7 2 、6 5 8 、659„

并 见 工 厂 立 法 ^

资 产 阶 级 立 法  见 立 法 、资 产 阶 级
立 法 。

资 产 阶 级 社 会 一 "17 — 2 0 、2 3 、2 4 、 
3 4 、 51 —  5 2 、6 4 、7 3 、8 3 、 127 — 

1 2 9 、1 3 7、1 6 4、1 7 6 、3 4 8 、3 7 2 、 
507  —  5 0 8 、5 3 9 、5 5 4 、（522、6 5 5 、 
8 4 2 、8 4 8 。
并 见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资 产 阶  
级 国 家 、资 本 主 义 发 展 不 平 衡 ,

资 产 阶 级 庸 俗 政 治 经 济 学
概 述 — 6 4 、7 4 、3 1 7 、6 3 2 、6 3 3 、 
6 9 5 、6 9 6。
和 资 产 阶 级 古 典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区  
别 —— 6 4 、7 4 。
辩 护 性 和 非 科 学 性  別 、8 6 、 
8 7 、1 0 9 、1 1 9、1 3 9、] 5 0 、1 5 7、 1 5 8、 
3 3 4 、4 6 3 、4 6 4 、5 5 4 、 594 — 5 9 5 、 
6 4 5 ,6 4 6 ,8 3 6 ,8 4 4 0 

— 粗 俗 的 经 验 主 义 - 6 4 、7 4 、2 3 3 。 
一 剽 窃 性 一 • 1 6 2、3 6 7 、5 3 2 、6 3 4 、 

6 5 7 、6 5 8 、6 9 4 。
-它 的 方 法 的 根 本 缺 陷  6 4 、 

2 0 9 、2 2 0 、3 2 0 。
自 由 贸 易 贩 ？ 5 3 、1 7 6、4 9 1 、 
5 9 5 。
将 李 嘉 图 的 理 论 庸 俗 化  - 8 4 3 。 
把 ® 求 和 供 给 等 同 起 来  - 1 0 8 、 
1 5 6。
掩 盖 雇 佣 劳 动 和 资 本 的 真 实 关 系  

一  5 6 7 、 633 —  6 3 5 。
一 论 价 值 —— 4 6 、5 2 、5 3 、7 4 、1 5 6、 

2 0 9 ,5 6 4 ,6 4 5 ,6 4 6 .

论 货 币 —— 8 6 、8 7 、1 1 9、1 2 0、1 4 7、 
1 4 8 0

- 论 剩 余 价 值 一  1 6 0、2 0 8 、2 0 9 、 
2 2 0 、 227 —  2 3 3 、 54 6 、5 4 7 、似 3 — 

6 3 5 。
一 论 资 本 —— 1 5 0 ,1 5 K 6 3 3 — 6 3 5 o 

一 论 工 资 —— 5 5 4 、6 3 7 。
- 论 机 器 —— 4 0 3 、4 0 4 、4 2 6 、4 5 9 -  

4 6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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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见 节 欲 理 论 、辩 护 、马 尔 萨 斯 主  
义 。

资 产 阶 级 政 治 经 济 学
概 述  6 9 、8 4 4 。
它 的 哲 学 基 础 —— M 、4 0 6 、 4 0 7。 
它 的 辩 护 性 质 一  1 0 9、2 3 3 、 2 8 4、 
3 1 1 、 5 5 8 、 5 7 1 、 5 7 2 、 6 3 2 、 6 3 3 、 
647 - 6 5 0 、8 2 9 — 8 3 2 、8 3 4 。
形 而 L 学 的 考 察 方 式 一 - 3 8 ,4 9 ,  

6 4 、7 0 、 73 -  7 7 、 84 - -  8 7 、1 7 3、 
4 6 3、5 7 1、6 0 3 、 635 6 3 8 、 648 -

6 4 9 、6 9 4 、 707 7 1 0 、8 3 3 、8 3 4 、
8 4 7 。
它 的 拜 物 教 性 质  m
资 产 阶 级 政 治 经 济 学 史  9 5 、 
118、119、U 9、365、378、515、586、 
624 -  627、(H5 — 650、823、 824、 
830,
历 史 主 义 的 要 素  3 4 6 、6 0 3 、 
635 — 636 0

它 的 研 究 方 法 不 完 备 一  4 7 、6 4 、 
5 6 4 、5 6 5。
德 网 的 资 产 阶 级 政 治 经 济 学 及 其  
特 点 —— 8 4 2 ,8 4 4  —  8 4 5 .

沦 价 值  么 丨 、2 7 、3 0 、3 7 、3 8 、4 7 、 
51 - 5 5 、6 4 、6 7 、 73 7 7 、1 5 6、
1 5 7。 .

论 货 币 一 "39、49、64、76、 84 
87,90,92 -96,115 - 121,123 
1?6 J29J39  —141,147 〇 
论 剩余价值 一  1 5 7 丨60、2 丨1、 
54Ü - 543、68L、(382。

论 雇 佣 劳 动 和 工 资  一 1 7 1、1 8 8、 
3 2 6 ,5 4 2 ,5 4 3 ,5 6 1 ,5 6 2 ,5 7 1 ,5 7 2 ,  

5 9 1 —  5 9 2 、 601 —  6 0 3 、6 3 7 、6 3 8 、 
6 8 1 ,6 8 2 .

论 资 本 —- 7 6 、 150 — 1 5 3、1 5 9、 
1 6 0 ,1 ^ 6  ^  1 8 8 ,2 0 9  — 2 1 1 ,6 0 5 ,  

6 0 6 ,6 2 2  - 6 2 3 ,8 3 0  8 3 2 0

自耕农  7 7 5 、7 7 6 、7 7 9 、7 8 2 。
自然

和 人 -------见 人 。
人 对 自 然 的 统 治 一  180 —  1 8 2、 
4 0 5 ,5 3 8 〇 

- 和 社 会 - 3 3 、7 3 、1 8 6、3 8 7 、3 8 8 、 
5 3 1 、5 3 2 、5 3 9 、8 2 7 。
和 劳 动  3 3 、3 4 、 180 1 8 2、
1 8 6 ,4 0 5 0

作 为 劳 动 的 基 本 条 件 —— 1 8 0 -  

1 8 2 ,3 6 7 0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自 然 条 件 —— 3 0 、 
5 :i5 — 5 3 9 、6 6 3 、6 6 4 。
并 见 土 地 。

自 然 产 物  _ 3 1、〗8 3 、538„

自 然 规 律  6 8 、4 0 2 、5 5 4 。
自 然 经 济  - 7 1 、1 2 5、8 0 8 。
自 然 科 学

自 然 科 学 知 识 应 用 于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过 程 一 ~ - 4 0 2 ,4 8 5 ,5 1 3 .

腿 科 学 。
自然力

概 述 一 3 8 8 、 4 0 1 。
作 为 生 产 力 —— 3 4 、4 0 2 、4梭 、 
5 3 8 ,5 3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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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影 响 —— 102, 

647 ß

一 和 价 值 形 成  丨〇2 îü .3 、 647

-自 然 力 应 用 于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过 程  
— 4 0 1 > 4 0 2〇 

— 和 机 器 —— 39Ü、3 9 1 、 4 0 2  —  1 0 5、 
4 4 2 ,4 6 3 ,

自 然 神 论 —— 7 3 。
自由

- 概 述 一  6 1 、4 4 4 。
一 和 必 然 性 —— 9 7 。
— 资 本 的 自由 —— 287、303、371、802。 

雇 佣 工 人 的 个 人 U l i  17!;、 
4 1 2 。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对 自 由 的 幻 想  

1 7 6 v4 1 2 0 

- 压 制 雇 佣 工 人 的 个 人 自 由  
531 〇 

自由贸 易
—概 述 -  24 5 、2 9 0 、2 9 2 、5 0 7 、6 9 6 、

7 2 8 。
一 自 由 贸 易 论 者 一 一  301 ,、3 0 5 、81 ü 。 
一 对 工 人 阶 级 的 危 害 H 2 5 6 、 

3 0 5 、 4 90 —  4 9 1 、 507 — 5 0 8 、7 1 3 。
自由时 间  1

一 作 为 人 发 展 的 基 础 - 一 2 7 2 ,5 5 5 .  

和 剩 余 劳 动 时 间  272 27 ；^

5 4 0 〇
宗 教

一 概 述 —— 6 6 、 72 —  7 5 、2 4 2 、3 7 3 、 
5 3 8 、6 6 2 、7 6 7 、7 6 8 。

- 它 的 物 质 基 础 —— 72 - 7 5 、6 6 2。 
- 它 在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7 的 作 JI1 

2 5 9 、2氣  2 7 2 、 294 — 舰 、6 5 8 、 
& 59\694 -  6 9 5 0 

— 宗 教 的 历 史 —— 3 8 8 0 

宗 教 改 革 一  777 -  7 7 9 。
总 体 工 人 ( 社 会 的 总 体 工 人 ）

概 述 - 3 4 Ü、3 4 7 、3 6 1 、 ■  1、5 1 7 、 
533

- 工 场 手 工 业 屮 的 总 体 工 人  
352> 358  -  3 6 1 ,3 6 3  3 6 4 ,3 7 7 ,

399 0

—I 厂 中 的 总 体 丄 人 - 稱 、獨 。 
社 会 总 体 工 人 构 成 的 改 变  
4 2 5 ,4 8 5 0 

租 地 农 场  
一 概 述 一 的 匕

租 地 农 场 的 积 聚  7 2 8 、7 5 0 、 
765 — 7 6 6 、7 8 3 。

租 地 农 场 主 、租 地 农 民
- 资 本 主 义 租 地 农 场 主  1 1 5、 

1 1 6 、3 2 U 1 5 、5 9 8 、6 1 2 、6 4 0 、6 W 、 
7 2 3 ；7 2 4 v 740 —  7 4 2 ； 746 -  7 4 9 , 

7 7 2 、7 7 7 、7 7 8 、 781 — 7 8 3 、8 0 6 、 
8 0 9 ,8 1 2 〇

-资 本 主 义 租 地 农 场 主 的 产 生  
803 - 805 D 

一 小 租 地 农 民 ■̂  3 2 1 、5 0 7 、7 5 7 、 
775 — 7 7 6 、7 7 9 、7 8 2 ,  7 8 4。

— 和 土 地 所 有 者 —— 6] 2 、7 2 3 、7 2 4 、 
7 2 8 、 777 —- 7 7 8 、8 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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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版序言
	商品和货币

	商 品

	1.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或价值本身(价值实体。价值量）

	2.商品所体现的劳动的二重性

	3.价值形式

	4.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交 换
	货币或商品流通

	1.价值尺度

	2.流通手段

	3.货 币



	货币转化为资本

	资本的总公式

	资本总公式的矛盾

	劳动力的买和卖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使用价值的生产和 剩余价值的生产
	1.使用价值的生产

	2.剩余价值的生产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率

	1.劳动力的剥削程度

	2.产品价值在同一产品 的相应部分上的表现

	3.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

	4.纯产品


	工作日

	1.工作日的界限

	2.贪求剩余劳动的资本。领主和工厂主

	3.在剥削上不受法律限制的 英国工业部门的工作日

	4.日工和夜工。换班制度

	5.	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叶 关于延长工作日的强制性法律

	6.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对劳动 时间的强制的法律限制。1833 —1864年英国的工厂立法

	7.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英国 工厂立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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