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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克思主义观

（1919年9⽉、11⽉）

李⼤钊

⼀

⼀个德国⼈说过，五⼗岁以下的⼈说他能了解⻢克思的学说，定是欺⼈之谈。因为⻢克思的书卷帙浩繁，

学理深晦。他那名著《资本论》三卷，合计⼆千⼀百三⼗五⻚，其中第⼀卷是⻢⽒⽣存时刊⾏的，第⼆、第三

两卷是⻢⽒死后他的朋友昂格思替他刊⾏的。这第⼀卷和⼆、三两卷中间，难免有些冲突⽭盾的地⽅，⻢⽒的

书本来难解，添上这⼀层越发难解了。加以他的遗著未曾刊⾏的还有很多，拼上半⽣的⼯夫来研究⻢克思，也

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克思主义”的。我平素对

于⻢⽒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今天硬想谈“⻢克思主义”已经是僭越的很。但⾃俄国⾰命以来，“⻢克思主义”

⼏有⻛靡世界的势⼦，德、奥、匈诸国的社会⾰命相继⽽起，也都是奉“⻢克思主义”为正宗。“⻢克思主义”

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变动，惹动了世⼈的注意，⾃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我们对于“⻢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

极其贫弱，⽽⾃⼀九⼀⼋年⻢克思诞⽣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我们

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

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也不是绝⽆裨益的事。万⼀因为作者的知能谫陋，有误解⻢

⽒学说的地⽅，亲爱的读者肯赐以指正，那是作者所最希望的。

⼆

我于评述“⻢克思主义”以前，先把“⻢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占若何的地位，略说⼀说。

由经济思想史上观察经济学的派别，可分为三⼤系，就是个⼈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与⼈道主义经

济学。

个⼈主义经济学，也可以叫作资本主义经济学。三系中以此为最古。著《原富》的亚丹·斯密（Adam

Smith）是这⼀系的⿐祖。亚丹·斯密以下，若⻢查⼠（Malthus）、李嘉图（Ricardo）、杰慕⼠·穆勒

（James Mil l）等，都属于这⼀系。把这⼀系的经济学发挥光⼤，就成了正系的经济学，普通称为正统学

派。因为这个学派是在模范的资本家国的英国成⽴的，所以英国以外的学者也称他为英学派。这个学派的根本

思想是承认现在的经济组织为是，并且承认在此经济组织内，各个⼈利⼰的活动为是。他们以为现在的经济组

织，就是个⼈营利主义的组织，是最巧最妙、最经济不过的组织。从⽣产⼀⾯讲，各⼈为⾃⼰的利益，⾃由以

营经济的活动，⾃然努⼒以致⾃⼰的利益于最⼤的程度。其结果：社会全体的利益不期增⽽⾃增。譬如各⼈所

有的资本，⾃然都知道把他由利益较少的事业，移到利益较多的事业上去。社会全体的资本，⾃然也都舍了那

利益较少的事业，投到利益较多的事业上去。所以⽤不着什么政治家的⼲涉，⾃由竞争的结果，社会上资本的

全量⾃然都利⽤到社会全体最有利的⽅⾯去。⽽事业家为使他⾃⼰的利益达于最⼤的程度，⾃然努⼒以使他⾃

⼰制品全体的价增⼤，努⼒以求其商品全体的卖出额换回很多的价来。社会全体的富是积个⼈的富⽽成的。个

⼈不断的为增加⾃⼰的富去努⼒，你这样作，他也这样作，那社会全体的富也不期增⽽⽇增了。再从消费⼀⾯

讲，我们⽇⽤的⼀切物品，都不是在⾃⼰家内⽣产的，都是⼈家各⾃为营利、为商卖⽽⽣产的。⾃⼰要得⼀种

物品：⽶、盐、酱、醋，乃⾄布匹、伞、屐、新闻、杂志之属，都不是空⼿向⼈家讨得来的。依今⽇的经济组

织，都是各⼈把物卖钱，各⼈拿钱买货。各⼈按着⾃⼰最⽅便的法⼦去活动，⽐较着旁⼈为⾃⼰代谋代办，亲

切的多，⽅便的多，经济的多。总⽽⾔之，他们对于今⽇以各⼈⾃由求各⾃利益为原则的经济组织，很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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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以为妥当。他们主张维持他，不主张改造他。这是个⼈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

的经济学。

以上所述个⼈主义经济学，有⼆个要点：其⼀是承认现在的经济组织为是；其⼆是承认在这经济组织内，

各个⼈利⼰的活动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正反对他那第⼀点。⼈道主义经济学正反对他那第⼆点。⼈道主义经

济学者以为⽆论经济组织改造到怎么好的地步，⼈⼼不改造仍是现在这样的贪私⽆厌，社会仍是没有改善的希

望，于是否＜承＞认经济上个⼈利⼰的活动，欲以爱他的动机代那利⼰的动机；不置重于经济组织改造的⼀⽅

⾯，⽽置重于改造在那组织下活动的各个⼈的动机。社会主义经济学者以为现代经济上、社会上发⽣了种种弊

害，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经改造，⼀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于是否认现在的经济

组织，⽽主张根本改造。⼈道主义经济学者持⼈⼼改造论，故其⽬的在道德的⾰命。社会主义经济学者持组织

改造论，故其⽬的在社会的⾰命。这两系都是反对个⼈主义经济学的，但⼈道主义者同时为社会主义者的也

有。

现在世界改造的机运，已经从俄、德诸国闪出了⼀道曙光。从前经济学的正统，是在个⼈主义。现在社会

主义、⼈道主义的经济学，将要取此正统的位系，⽽代个⼈主义以起了。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

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这正是个⼈主义与［向］社会主义、⼈

道主义过渡的时代。

⻢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学［⿐］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克思主义”在经

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如何重要，也就可以知道了。

本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并⾮⾃⻢⽒始的，⻢⽒以前也很有些有名的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主张，不是偏于

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于⻢⽒才⽤科学的论式，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

可能性与必然性，证明与从来的个⼈主义经济学截然分⽴，⽽别树⼀帜，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成⼀个独⽴的系

统，故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祖不能不推⻢克思。

三

“⻢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价值，既如上述，我当更进⽽就他的学说的体系略为⼤体的分析，以便研

究。

⻢⽒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别为三部：⼀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

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

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主主义。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因为他根

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

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豫⾔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社会主义的组

织，是必然的运命；然后更根据这个豫⻅，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段、⽅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他这三部理

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阶级竞争说恰如⼀条⾦线，把这三⼤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

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资本论》也是⾸尾⼀贯的根据那“在今⽇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

级与⼯⼈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段，他也是主张除

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个再好的⽅法。为研究上便利起⻅，就他的学说各⽅⾯分别观察，⼤概如

此。其实他的学说是完全⾃成⼀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都有不能分离不容割裂的关系。

四

请先论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他在社会学上曾经并且正在表现⼀种理想的运动，与前世纪初，在⽣物学

上发现过的运动，有些相类。在那个时候是⽤以说明各种形态学上的特征、关系的重要，志在得⼀个种的⾃然

分类，与关于⽣物学上有机体⽣活现象更⼴的知识。这种运动既经指出那内部最深的构造，⽐外部明显的建

造，若何重要，唯物史观就站起来反抗那些历史家与历史哲学家，把他们多年所推崇为⾮常重要的外部的社会

构造，都列于第⼆的次序；⽽那久经历史家辈蔑视，认为卑微暧昧的现象的，历史的唯物论者却认为于研究这

很复杂的社会⽣活全部的构造与进化，有莫⼤的价值。

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

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惟⼀的物质的要件。⾃⼰不能变化的，也不能使别的现象变化。其他⼀切⾮

经济的物质的要件，如⼈种的要件、地理的要件等等，本来变化很少，因之及于社会现象的影响也很⼩，但于

他那最少的变化范围内，多少也能与⼈类社会的⾏程以影响。在原始未开时代的社会，⼈类所⽤的劳作⼯具，

极其粗笨，⼏乎完全受制于⾃然。⽽在新发⻅的地⽅，向来没有什么意味的地理特征，也成了⾮常重⼤的条

件。所以历史的唯物论者，于那些经济以外的⼀切物质的条件，也认他于⼈类社会有意义，有影响。不过因为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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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影响甚微，⽽且随着⼈类的进化⽇益减退，结局只把他们看作经济的要件的⽀流罢了。因为这个缘故，有

许多⼈主张改称唯物史观为经济史观。

唯物史观，也不是由⻢⽒创的。⾃孔道⻄（Condorcet）依着器械论的典型，想把历史作成⼀科学，⽽期

发⻅出⼀普遍的⼒，把那变幻⽆极的历史现象，⼀以贯之，已竟开了唯物史观的端绪。故孔道⻄算是唯物史观

的开创者。⾄桑⻄⻔（Saint-Simon）把经济的要素，⽐精神的要素看得更重。⼗⼋世纪时有⼀种想像说，

说法兰⻄历史的内容不过是佛兰坎⼈与加利亚⼈间的⼈种竞争。他受了此说的影响，谓最近数世纪间的法国历

史不外封建制度与产业的竞争，其争以⼤⾰命期达于绝顶。⽽产业初与君国制联合，以固专制的基础，基础既

成⼜扑灭王国制。产业的进步是历史的决定条件，科学的进步⼜为补助他的条件。Thierry、Mignet及

Guizot辈继起，袭桑⻄⻔⽒的⻅解，谓⼀时代的理想、教义、宪法等，毕竟不外当时经济情形的反映。关于

所有权的法制，是尤其重要的。蒲鲁东亦以国⺠经济为解释历史的钥匙，信前者为因，后者为果。⾄于⻢⽒⽤

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与以创⻅的说明，遂以造成⻢⽒特有的唯物史观，⽽

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的功绩。

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

可抗性的。经济现象虽⽤他⾃⼰的模型，制定形成全社会的表⾯构造（如法律、政治、伦理及种种理想上、精

神上的现象都是），但这些构造中的那⼀个也不能影响他⼀点。受⼈类意思的影响，在他是永远不能的。就是

⼈类的综合意思，也没有这么⼤的⼒量。就是法律他是⼈类的综合意思中最直接的表示，也只能受经济现象的

影响，不能与丝毫的影响于经济现象。换⾔之，就是经济现象只能由他⼀⾯与其他社会现象以影响，⽽不能与

其他社会现象发⽣相互的影响，或单受别的社会现象的影响。

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但这经济构造的本身，⼜按他每个

进化的程级，为他那最⾼动因的连续体式所决定。这最⾼动因，依其性质，必须不断的变迁，必然的与社会的

经济的进化以诱导。

这最⾼动因究为何物，却⼜因⼈⽽异。Loria所认为最⾼动因的，是⼈⼝的稠庶。⼈⼝不断的增加，曾经

决定过去四个联续的根本状态，就是集合、奴⾪所有、奴仆（Servi le）、佣⼯。以后将次发⽣的现象，也该

由此决定。⻢克思则以“物质的⽣产⼒”为最⾼动因：由家庭经济变为资本家的经济，由⼩产业制变为⼯场组织

制，就是由⽣产⼒的变动⽽决定的。其他学者所认为最⾼动因的，⼜为他物。但他们有⼀个根本相同的论点，

就是：经济的构造，依他内部的势⼒⾃⼰进化，渐于适应的状态中，变更全社会的表⾯构造，此等表⾯构造，

⽆论⽤何⽅法，不能影响到他这⼀⽅⾯，就是这表⾯构造中最重要的法律，也不能与他以丝毫的影响。

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种观察事物的⽅法是合理的。我们晓得有许多法律，在经济现象的⾯前，暴露出

来他的⽆能。⼗七、⼋世纪间那些维持商业平准，奖励⾦块输⼊的商法，与那最近英国禁遏脱拉斯（Trust）

的法律都归⽆效，就是法律的⼒量不能加影响于经济趋势的明证。也有些法律，当初即没有⼒量与经济现象竞

争，⽽后来他所适⽤的范围，却⾃⼀点⼀点的减缩，⾄于乌有。这全是经济现象所⾃致的迁移，⽆与于法律的

影响。例如欧洲中世纪时禁抑暴利的法律，最初就⽆⼒与那⾼利率的经济现象竞争，后来到了利润⾃然低落，

钱利也跟着⾃然低落的时候，他还继续存在，但他始终没有⼀点效果。他虽然形式上在些时候维持他的存在，

实际上久已⽆⽤，久已成为废物。他的存在全是法律上的惰性，只⾜以证明法律现象远追不上他所欲限制的经

济现象，却只在他的脚后⼀步⼀步的⾛，结局惟有服从⽽已。潜深的社会变动，惟依他⾃身可以产⽣，法律是

⽆从与知的。当罗⻢帝国衰颓时代，⼀⽅⾯呈出奴⾪缺乏，奴价腾贵的现象；⼀⽅⾯那⼀⼤部分很多⽽且必要

的寄⽣阶级造成⼀个⾃由⺠与新⾃由⺠的⽆产阶级。他们的贫困⽇益加甚，⾃然渐由农业上的奴仆劳动、⼯业

上的佣⼯劳动，⽣出来奴⾪制度的代替，因为这两种劳动全于经济上有很多的便利。若是把废奴的事业全委之

于当时的基督教⼈类同胞主义的理想，那是绝⽆效果的。⼗⼋世纪间英⼈曾标榜过⼀种⾼尚的⼈道主义的宗

教，到了资本家经济上需要奴⾪的时候，他们却把奴制输⼊到美洲殖⺠地，并且设法维持他。这类的事例不胜

枚举，要皆⾜以证明法律现象只能随着经济现象⾛，不能越过他，不能加他以限制，不能与他以影响。⽽欲以

法律现象奖励或禁遏⼀种经济现象的，都没有⼀点效果。那社会的表⾯构造中最重要的法律，尚且如此，其他

如综合的理想等等，更不能与经济现象抗衡。

五

迄兹所陈是历史的唯物论者共同⼀致的论旨。今当更进⽽述⻢⽒独特的唯物史观。

⻢⽒的经济论，因有他的名著《资本论》详为阐发，所以⼈都知道他的社会主义系根据于⼀定的经济论

的。⾄于他的唯物史观，因为没有专书论这个问题，所以⼈都不甚注意。他的《资本论》，虽然彻头彻尾以他

那特有的历史观作基础，⽽却不⻅有理论的揭出他的历史观的地⽅。他那历史观的纲要，稍⻅于⼀⼋四七年公

刊的《哲学的贫困》，及⼀⼋四⼋年公布的《共产者宣⾔》。⽽以⼀定的公式表出他的历史观，还在那⼀⼋五

九（年）他作的那《经济学批评》的序⽂中。现在把这⼏样著作⾥包含他那历史观的主要部分，节译于下，以

供研究的资料。



（⼀）⻅于《哲学的贫困》中的：

经济学者蒲鲁东⽒，把⼈类在⼀定的⽣产关系之下制造罗纱、麻布、绢布的事情，理解的极其明了。可是

这⼀定的社会关系，也和罗纱、麻布等⼀样，是⼈类的⽣产物，他还没有理解。社会关系与⽣产⼒有密切的连

络。⼈类随着获得新⽣产⼒，变化其⽣产⽅法；⼜随着变化⽣产⽅法，——随着变化他们得⽣活资料的⽅法

——他们全变化他们的社会关系。⼿⾅造出有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造出有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这

样顺应他们的物质的⽣产⽅法，以建设其社会关系的⼈类，同时⼜顺应他们的社会关系，以作出其主义、思

想、范畴。

（⼆）⻅于《共产者宣⾔》中的：

凡以前存在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希腊的⾃由⺠与奴⾪，罗⻢的贵族与平⺠，中世的领主与

农奴，同业组合的主⼈与职⼯，简单的说，就是压制者与被压制者，⾃古以来，常相反⽬，⽽续⾏或隐然，或

公然不断的争⽃，总是以全社会⾰命的变⾰，或以相争两阶级的共倒（为）结局的⼀切争⽃。试翻昔时的历

史，社会全被区别为种种身分者，社会的地位有多样的等差，这类现象我们殆到处可以发⻅。在古代罗⻢则有

贵族、骑⼠、平⺠、奴⾪；在中世则有封建诸侯、⾂、同业组合的主⼈、职⼯、农奴，且于此等阶级内更各分

很多的等级。由封建的社会的崩坏，产出来的近世的社会，仍没把阶级的对⽴废⽌。他不过带来了新阶级、新

压制⼿段、新争⽃的形式，以代旧的罢了。

可是到了我们的时代，就是有产者本位的时代，却把阶级的对⽴简单了。全社会越来越分裂为互相敌视的

⼆⼤阵营，为相逼对峙的⼆⼤阶级：就是有产者与⽆产者。

……依以上所述考之，资本家阶级所拿他作基础以⾄勃兴的⽣产⼿段及交通⼿段，是已经在封建社会作出

来的。此等⽣产⼿段及交通⼿段的发展达于⼀定阶段的时候，封建的社会所依以营⽣产及交换的关系，就是关

于农业及⼯业封建的组织，简单⼀句话就是封建的所有关系，对于已经发展的⽣产⼒，久已不能适应了。此等

关系，现在不但不能奖励⽣产，却妨阻⽣产，变成了许多的障碍物。所以此等关系不能不被破坏，果然⼜被破

坏了。

那⾃由竞争就随着于他适合的社会的及政治的制度，随着有产者阶级的经济的及政治的⽀配，代之⽽起

了。

有产者阶级，于其不满百年的阶级⽀配之下，就造出⽐合起所有过去时代曾造的还厚且巨的⽣产⼒。⾃然

⼒的征服，机械、⼯业及农业上的化学应⽤，轮船、⽕⻋、电报，全⼤陆的开垦，河川的开通，如同⽤魔法唤

起的这些⼈类——在前世纪谁能想到有这样的⽣产⼒能包容在社会的劳动⾥呢？

把这样伟⼤的⽣产⼿段及交通⼿段，像⽤魔法⼀般唤起来的资本家的⽣产关系及交通关系，——资本家的

所有关系——现代的资本家的社会，如今恰与那魔术师⾃念咒语唤起诸下界的⼒量，⽽⾃⼰却⽆制御他们的⼒

量了的情事相等。数⼗年的⼯商史，只是现代的⽣产⼒，对于现代的⽣产关系，对于那不外有产者的⽣活条件

及其⽀配⼒的所有关系，试⾏谋叛的历史。我们但举那商业上的恐慌——因隔⼀定期间便反复来袭，常常胁迫

有产社会的全存在的商业恐慌——即⾜以作个证明。……有产者阶级颠覆封建制度的武器，今乃转⽽向有产者

阶级⾃身。

有产者阶级不但锻炼致⾃（⼰）于＜已＞死的武器，并且产出去挥使那些武器的⼈——现代的劳动阶级、

⽆产者就是。

⼈⼈的观念、意⻅及概念，简单⼀句话，就是凡是属于⼈间意识的东⻄，都随着⼈⼈的⽣活关系，随着其

社会的关系，随着其社会的存在⼀⻬变化。这是不⽤深究就可以知道的。那思想的历史所证明的，⾮精神上的

⽣产随着物质上的⽣产⼀⻬变化⽽何？

（三）⻅于《经济学批评》序⽂中的：

⼈类必须加⼊那于他们⽣活上必要的社会的⽣产，⼀定的、必然的、离于他们的意志⽽独⽴的关系，就是

那适应他们物质的⽣产⼒⼀定的发展阶段的⽣产关系。此等⽣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的构造——法制

上及政治上所依以成⽴的、⼀定的社会的意识形态所适应的真实基础——物质的⽣活的⽣产⽅法，⼀般给社会

的、政治的及精神的⽣活过程，加上条件。不是⼈类的意识决定其存在，他们的社会的存在反是决定其意识的

东⻄。

社会的物质的⽣产⼒，于其发展的⼀定阶段，与他从来所在那⾥⾯活动当时的⽣产关系，与那不过是法制

上的表现的所有关系冲突。这个关系，这样由⽣产⼒的发展形式变⽽为束缚。于是乎社会⾰命的时代来。巨⼤

的表⾯构造的全部，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或徐，或激，都变⾰了。

当那样变⾰的观察，吾⼈⾮常把那在得以⾃然科学的论证的经济的⽣产条件之上所起的物质的变⾰，与那

⼈类意识此冲突且⾄决战的，法制上、政治上、宗教上、艺术上、哲学上的形态，简单说就是观念上的形态，

区别不可。想把那样变⾰时代，由其时代的意识判断，恰如照着⼀个⼈怎样想他⾃⼰的事，以判断其⼈⼀样，



不但没有所得，（此处疑有脱漏。—编者注）意识这个东⻄宁是由物质⽣活的⽭盾，就是存在于社会⽣产⼒与

⽣产关系间的冲突，才能说明的。

⼀社会组织，⾮到他的全⽣产⼒，在其组织内发展的⼀点余地也没有了以后，决不能颠覆去了。这新的，

⽐从前还⾼的⽣产关系，在这个东⻄的物质的⽣存条件于旧社会的⺟胎内孵化完了以前，决不能产⽣出来。⼈

类是常只以⾃能解决的问题为问题的。因为拿极正确的眼光去看，凡为问题的，惟于其解决所必要的物质条件

已经存在，或⾄少也在成⽴过程中的时会，才能发⽣。

综其⼤体⽽论，吾⼈得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及现代资本家的⽣产⽅法，为社会经济的组织进步的

阶段。⽽在此中，资本家的⽣产关系，是社会的⽣产⽅法之采敌对形态的最后。——此处所谓敌对，⾮个⼈的

敌对之意，是由各个⼈⽣活的社会的条件⽽⽣的敌对之意，——可是在资本家社会的⺟胎内发展的⽣产⼒，同

时作成于此敌对的解决必要的物质条件。⼈类历史的前史，就以此社会组织终。

（以上的译语，从河上肇博⼠。）

据以上所引，我们可以略窥⻢克思唯物史观的要领了。现在更把这个要领简单写出，以期易于了解。

⻢克思的唯物史观有⼆要点：其⼀是关于⼈类⽂化的经验［济］的说明；其⼆即社会组织进化论。其⼀是

说⼈类社会⽣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

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

⾯构造。表⾯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进化的最⾼动因，就是⽣产

⼒为主动；属于⼈类意识的东⻄，丝毫不能加他以影响，他却可以决定⼈类的精神、意识、主义、思想，使他

们必须适应他的⾏程。其⼆是说⽣产⼒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产⼒⼀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

动。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样，是⼈类依⽣产⼒产出的产物。⼿⾅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蒸

汽制粉机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产⼒在那⾥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产⼒的发展，后来发展的

⼒是［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这⽣产⼒虽

在那束缚他、妨碍他的社会组织中，仍是向前发展不已。发展的⼒量愈⼤，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

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命。新的继起，将来到了不能与⽣产⼒相应的时候，

他的崩坏亦复如是。可是这个⽣产⼒，⾮到在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发展到⽆可再容的程度，那社会组织是

万万不能打破。⽽这在旧社会组织内，⻓成他那⽣存条件的新社会组织，⾮到⾃然脱离⺟胎，有了独⽴⽣存的

运命，也是万万不能发⽣。恰如孵卵的情形⼀样，⼈为的助⻓，打破卵壳的⾏动，是万万⽆效的，是万万不可

能的。

以上是⻢克思独特的唯物史观。

六

与他的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那阶级竞争说。

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

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他们所以

牵⼊这竞争中的缘故，全由于他们⾃⼰特殊经济上的动机。由历史的唯物论者的眼光去看，⼗字军之役也含着

经济的意味。当时繁盛的义⼤利共和国中，特如Venice的统治阶级，实欲⾃保其东⽅的繁富市场。宗教⾰新

的运动，虽然戴着路德的名义，其时的⺠众中，也似乎有⼀⼤部分是意在免去罗⻢⽤种种⽅法征课的重税（那

最后有道理的赎罪符也包在内）。基督教的传布，也是应⽆产阶级的要求作⼀种实际的运动。把⾸都由罗⻢迁

⾄Byzantium（就是现在的康⼠坦丁堡），与那定基督教为官教，也是经济的关系。这两件事都是为取罗⻢帝

国从来的重⼼⽽代之。因为当时的中产阶级，实为东⽅富有财势的商贾阶级，势⼒很厚。他们和那基督教的⽆

产阶级相合，以与罗⻢寄⽣的贵族政治分持平衡的势⼒，⽽破坏之。法国⼤⾰命也全是因为资本家的中级势

⼒，渐渐可以压迫拥有⼟地的贵族，其间的平衡久已不固，偶然破裂，遂有这个结果。就是法国历史上迭起层

兴的政治危机，单由观念学去研究终于神秘难解。像那拿破仑派咧，布尔康家正统派咧，欧尔林家派咧，共和

党咧，平⺠直接执政党咧，他们背后都藏着很复杂的经济意味。不过打着这些旗帜互相争战，以图压服他的反

对阶级，⽽保⾃⼰阶级经济上的利益就是了。这类的政治变动，由⻢克思解释，其根本原因都在殊异经济阶级

间的竞争。我们看那⻢克思与昂格思的《共产者宣⾔》中“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的话，⻢克思在他

的《经济学批评》序⽂中，也说“从来的历史尽是在阶级对⽴——固然在种种时代呈种种形式——中进⾏的”，

就可以证明他的阶级竞争说，与他的唯物史观有密切关系了。

就这阶级竞争的现象，我们可以晓得，这经济上有共同利害⾃觉的社会团体，都有毁损别的社会团体以增

加⾃⼰团体利益的倾向。这个倾向，斯宾塞谓是本于个⼈的利⼰⼼。他在《社会学研究》中说：“个⼈的利⼰

⼼引出由他们作成的阶级的利⼰⼼，于分别的努⼒以外，还要发⽣⼀种协同的努⼒，去从那社会活动的总收⼊

中，取些过度的领分。这种综合的倾向，在每阶级中这样发展，必须由其他诸阶级类似的综合的倾向来维持其

平衡。”由此以观，这阶级竞争在社会的有机体中，恰与Wilhelm Roux所发⻅的“各不同的部分官能组织细胞



间的竞争，在各有机体中进⾏不已”的原则相当。宇宙间⼀切⽣命都向“⾃⼰发展”（Self-expansion）活动

不已。“⾃⼰发展”是⽣物学上、社会学上⼀切有机的进化全体根本的动机，是⽣物界普遍⽆敌的倾向。阶级竞

争是这种倾向的⽆量表现与结果中的⼀个。⽽在⻢克思则谓阶级竞争之所由起，全因为⼟地共有制崩坏以后，

经济的构造都建在阶级对⽴之上。⻢⽒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地或资本等⽣产⼿

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地或资本等⽣产⼿段的⽆产阶级的区别：⼀⽅是压服他⼈，掠夺他⼈的，⼀⽅是受⼈

压服，被⼈掠夺的。这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本

家的，这些⽣产⽅法出现的次第，可作经济组织进化的阶段，⽽这资本家的⽣产⽅法，是社会的⽣产⽅法中采

敌对形式的最后。阶级竞争也将与这资本家的⽣产⽅法同时告终。⾄于社会为什么呈出阶级对⽴的现象呢？⻢

⽒的意⻅以为全是因为⼀个社会团体，依⽣产⼿段的独占，掠夺他⼈的余⼯余值（余⼯余值说详后）的原故。

但这两种阶级，最初不过对于他⼀阶级，可称⼀个阶级，实则阶级的本身还没有成个阶级，还没有阶级的⾃

觉。后来属于⼀阶级的，知道他们对于别的阶级，到底是⽴于不相容的地位，阶级竞争是他们不能避的运命，

就是有了阶级的⾃觉，阶级间就起了竞争。当初只是经济的竞争，争经济上的利益，后来更进⽽为政治的竞

争，争政治上的权⼒，直⾄那建在阶级对⽴上的经济的构造⾃⼰进化，发⽣了⼀种新变化为⽌。这样看来，⻢

⽒并⾮承认这阶级竞争是与⼈类历史相终始的，他只把他的阶级竞争说应⽤于⼈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于过

去、现在、未来的全部。与其说他的阶级竞争说是他的唯物史观的要素，不如说是对于过去历史的⼀个应⽤。

七

⻢⽒的唯物史观及其阶级竞争说，既已略具梗概，现在更把对于其说的评论，举出⼏点，并述我的意⻅。

⻢⽒学说受⼈⾮难的地⽅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盾冲突，算是⼀个最重要的点。盖⻢⽒⼀⽅

既确认历史——⻢⽒主张⽆变化即⽆历史——的原动为⽣产⼒；⼀⽅⼜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

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否认阶级的活动，⽆论是直接在经济现象本

身上的活动，是间接由财产法或⼀般法制上的限制，常可以有些决定经济⾏程的效⼒；⼀⽅⼜说阶级竞争的活

动，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向。Eugenio Rignano驳他道：“既认各阶级间有为

保其最⼤经济利益的竞争存在，因之经济现象亦⾃可以随这个或那个阶级的优越，在⼀⽅⾯或他⼀⽅⾯受些限

制，⼜说经济的⾏程像那天体中⾏星的轨道⼀样的不变，从着他那不能免的进路前进，⼈类的什么影响都不能

相加。那么那主要⽬的在变更经济⾏程的阶级竞争，因为没有什么可争，好久就不能存在了。在太阳常⾏的轨

道上，有了⼀定的变更，⼀定可以贡献很⼤的经济利益于北⽅⺠族，⽽⼤不利于南⽅⺠族。但我想在历史纪录

中，寻找⼀种族或⼀阶级的竞争，把改变太阳使他离了常轨作⽬的的，是⼀件⽆益的事。”这⼀段话可谓中了

要扼。不过这个明显的⽭盾，在⻢⽒学说中，也有⾃圆的说法。他说⾃从⼟地共有制崩坏以来，经济的构造都

建⽴在阶级对⽴之上。⽣产⼒⼀有变动，这社会关系也跟着变动。可是社会关系的变动，就有赖于当时在经济

上占不利地位的阶级的活动。这样看来，⻢⽒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程⾃然的变化以内。但虽是如此说

法，终觉有些牵强⽭盾的地⽅。

这全因为⼀个学说最初成⽴的时候，每每陷于夸张过⼤的原故。但是他那唯物史观，纵有这个夸张过⼤的

地⽅，于社会学上的进步，究有很⼤很重要的贡献。他能造出⼀种有⼀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发展不

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联为⼀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因为他发⻅那阶级

竞争的根本法则；因为他指出那从前全被误解或蔑视的经济现象，在会学的现象中是顶重要的；因为他把于决

定法律现象有⼒的部分归于经济现象，因⽽知道⽤法律现象去决定经济现象是逆势的⾏为；因为他借助于这些

根本的原则，努⼒以图说明过去、现在全体社会学上的现象。就是这个，已⾜以认他在⼈类思想有效果的概念

中，占优尚的位置，于学术界、思想界有相当的影响。⼩⼩的瑕疵，不能掩了他那莫⼤的功绩。

有⼈说，历史的唯物论者以经济⾏程的进路为必然的、不能免的，给他加上了⼀种定命的彩⾊，后来⻢克

思派的社会党，因为信了这个定命说，除去等着集产制⾃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议也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以

致现代各国社会党都遇⻅很⼤的危机。这固然可以说是⻢⽒唯物史观的流弊，然⾃⻢⽒与昂格思合布《共产者

宣⾔》，⼤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

开⼈⺠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克思主义⼀个绝⼤的功绩。⽆论赞否⻢⽒别的学说的⼈，对于此点，都

该⾸肯。⽽在《社会主义者评论》（Social ist Review）第⼀号揭载的昂格思函牍中，昂⽒⾃⼰说，他很实

［喜］欢看⻅美国的⼯⼈，在于政治信条之下，作出⼀种组织，可⻅他们也并不是坐待集产制⾃然成熟，⼀点

不去活动的。⽽在别⼀⽅⾯，也可以拿这社会主义有必然性的说，坚⼈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信他必然发⽣，

于宣传社会主义上，的确有如耶教福⾳经典的效⼒。

历史的唯物论者说经济现象可以变更法律现象，法律现象不能变更经济现象，也有些⼈起了疑问。历史的

唯物论者既承认⼀阶级的团体活动，可以改造经济组织，那么⼀阶级的团体活动，虽未⾄能改造经济组织的程

度，⽽有时亦未尝没有变更经济⾏程趋势的⼒量。于此有个显例，就是现代劳⼯阶级的联合活动，屡⻅成功，

居然能够屈服经济⾏程的趋势。这种劳⼯结合，⾸推英国的⼯联（Trade unions）为最有效果，他们所争在



增加劳银。当时经济现象的趋势是导⼯⼈于益困益卑的地位，⽽⼯联的活动竟能反害为利。⼤战起来以后，⼯

联⼀时虽停⽌活动，战事既息，他们⼜重张旗⿎。听说铁路⼈员总会、交通劳动者（专指海上劳动者）联合会

和矿夫联合会三种⼯联联合起来，向政府及资本家要求种种条件，声势甚猛（参照《每周评论》第三⼗三号欧

游记者明⽣君通信），将来的效果必可更⼤。这⾃觉的团体活动，还没有取得法律的性质，已经证明他可以改

变经济现象的趋势，假使把这种活动的效⼒，⽤普通法律，或⽤那可以塞住经济现象全进路的财产法，保障起

来，巩固起来，延⻓他那效⼒的期间，他那改变经济现象趋势的效⼒，不且更⼤么？试把英、法⼆国的⼟地所

有制⽐较来看：在英国则诺曼的侵略者及其⼦孙，依战胜余威，获据此全⼟，⽽与其余⼈⼝相较，为数甚少，

故利在制定限嗣财产制与脱拉斯制，以保其独占权，结果由此维持住⼤地产制。在法国则经数世纪的时间，贵

族及僧侣阶级的财产为⾰命的中产阶级所剥夺，这剥夺他们的中级⼈⺠⼈⼝的数，⼜占全体的⼤部，故利在分

割⽽不在独占，适与英国的诺曼侵略者及其⼦孙相反，于是中级⼈⺠催着通过特别遗书遗产法，以防⼤财产制

的再⻅。他们⼆国的财产法和防遏或辅助⽥问［间］经济现象趋势的法制，这样不同，所以导他们经济的表现

与进化于不同的境界。⼀则发⽣很⼤的领地财产、隐居主义、为害⽥⽲的牧业、全国的⼈⼝减少、农村⼈⼝的

放逐与财富的分配极不平均种种现象。⼀则发⽣⼟地过于割裂、所有者⾃治其⽥畴、强盛的农业、节俭之⻛盛

⾏、分配平均种种现象。这样看来，经济现象和法律现象，都是社会的原动⼒，他们可以互相影响，都于我们

所求的那正当决定的情状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历史的唯物论者所说经济现象有不屈不挠的性质，就是团体的

意思、团体的活动，在他⾯前都得低头的话，也不能认为正确了。但是此等团体的活动，乃⾄法律，仍是在那

可以容他发⽣的经济构造以上的现象，仍是随着经济的趋势⾛的，不是反着经济的趋势⾛的。例如现代的经济

现象，⼀⽅⾯劳⼯阶级的⽣活境遇⽇趋于困难；⼀⽅⾯益以促其阶级的⾃觉，益增其阶级活动的必要，益使其

活动的效果⾜以⾃卫。这都是现在资本主义制下⾃然的趋势，应有的现象，不能作⾜以证明法律现象可以屈抑

经济趋势的理据；与其说是团体⾏动，或法律遏抑经济趋势的结果，毋宁说是经济本身变化的⾏程。英、法⼆

国财产制之著效，也是在他们依政治的势⼒，在经济上得占优势，得为权⼒阶级以后的事，也全是阶级竞争的

结果。假使在英国当时定要施⾏⼀种防遏⼤地产制的法律，在法国当时定要施⾏⼀种禁抑⼩财产制的法律，恐

怕没有什么效果。在经济构造上建⽴的⼀切表⾯构造，如法律等，不是绝对的不能加些影响于各个的经济现

象，但是他们都是随着经济全进路的⼤势⾛的，都是辅助着经济内部变化的，就是有时可以抑制各个的经济现

象，也不能反抗经济全进路的⼤势。我们可以拿团体⾏动、法律、财产法三个联续的法则，补⾜阶级竞争的法

则，不能拿他们推翻⻢⽒唯物史观的全体。

有许多⼈所以深病“⻢克思主义”的原故，都因为他的学说全把伦理的观念抹煞⼀切，他那阶级竞争说尤⾜

以使⼈头痛。但他并不排斥这个⼈⾼尚的愿望，他不过认定单是全体分⼦最普通的伦理特质的平均所反映的道

德态度，不能加影响于那经济上利害相同⾃觉的团体⾏动。我们看在这建⽴于阶级对⽴的经济构造的社会，那

社会主义伦理的观念，就是互助、博爱的理想，实在⼀天也没有消灭，只因有阶级竞争的经济现象，天天在那

⾥破坏，所以总不能实现。但这⼀段历史，⻢⽒已把他划⼊⼈类历史的前史，断定他将与这最后的敌对形式的

⽣产⽅法，并那最后的阶级竞争⼀⻬告终。⽽⻢⽒所理想的⼈类真正历史，也就从此开始。⻢⽒所谓真正历

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近来哲学上有⼀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的唯物论，⽽

救其偏蔽。各国社会主义者，也都有注重于伦理的运动、⼈道的运动的倾向，这也未必不是社会改造的曙光，

⼈类真正历史的前兆。我们于此可以断定，在这经济构造建⽴于阶级对⽴的时期，这互助的理想、伦理的观

念，也未曾有过⼀⽇消灭，不过因他常为经济构造所毁灭，终⾄不能实现。这是⻢⽒学说中所含的真理。到了

经济构造建⽴于⼈类互助的时期，这伦理的观念可以不⾄如从前为经济构造所毁灭。可是当这过渡时代，伦理

的感化，⼈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以图刬除⼈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

变更。这是⻢⽒学说应加救正的地⽅。

我们主张以⼈道主义改造⼈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类精

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类精神，单等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两⾯的改造，灵⾁⼀

致的改造。

总之，⼀个学说的成⽴，与其时代环境有莫⼤的关系。⻢⽒的唯物史观，何以不产⽣于⼗⼋世纪以前，也

不产⽣于今⽇，⽽独产⽣于⻢⽒时代呢？因为当时他的环境，有使他创⽴这种学说的必要和机会。⼗⼋世纪以

前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势⼒，⽐经济的势⼒强，所谓社会势⼒从经济上袭来的很少。因为原始社会的经济组织

是仅求⾃⾜的靠着⾃然的地⽅居多，靠着⼈⼒的地⽅还少，所以宗教和政治的势⼒较⼤。譬如南美⼟⼈，只伸

出⼀张⼝，只等⾯包树、咖啡树给他吃喝，所以他们只有宗教的感谢，没有经济的竞争。到了英国产业⾰命后

的机械⽣产时代，⼈类脱离⾃然⽽独⽴，达到⾃营⾃给的经济⽣活，社会情形为之⼀变，宗教政治的势⼒全然

扫地，经济势⼒异军苍头特起，⽀配当时的社会了。有了这种环境，才造成了⻢⽒的唯物史观。有了这种经济

现象，才反映以成⻢⽒的学说主义。⽽⻢⽒⾃⼰却忘了此点。平⼼⽽论，⻢⽒的学说，实在是⼀个时代的产

物；在⻢⽒时代，实在是⼀个最⼤的发⻅。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个时代、⼀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



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于我们⽣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

字军之役，固然不必全拿那历史的唯物论者所说，全是经济的意味去解释，但当那僧侣彼得煽动群众营救圣墓

的时候，彼得与其群众虽然没有经济的意味参杂其间，或者纯是驱于宗教的狂信，⽽那⾃觉的经济阶级，实在

晓得利⽤这⽆意识的反动，达他们有意识的经济上的⽬的。从前的历史家，完全抱［把］经济的意味蔑视了，

也实未当。我们批评或采⽤⼀个⼈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

（上篇）

⼋

我于上篇，既将⻢⽒的“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说”略为评述，现在要述他的“经济论”了。⻢⽒的“经济

论”有⼆要点：⼀“余⼯余值说”，⼆“资本集中说”。前说的基础，在交易价值的特别概念。后说的基础，在经

济进化的特别学理。⽤孔德的术语说，就是⼀属于经济静学，⼀属于经济动学。

今先述“余⼯余值说”。

⻢⽒的⽬的，在指出有产阶级的⽣活，全系靠着⽆产阶级的劳⼯。这并不是⻢⽒新发明的理论，从前

Sismondi、Saint-Simon、Proudhon、Rodbertus诸⼈，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曾有过这种议论。不过他们

的批评，与其说是经济的，毋宁说是社会的。私有财产制及其不公，是他们攻击的标的。⻢⽒则不然，他郑重

的归咎于经济科学的本身，特别归咎于交易观念。他所极⼒证明这私营事业必须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这是交

易不能免的结果——⼀个经济上的必要，贵族与平⺠都须服从的。

⻢⽒的“余⼯余值说”，是从他那“劳⼯价值论”演出来的。

⻢⽒说劳⼯不只是价值的标准与理由，并且是价值的本体。从前Ricardo也曾有过类似的观念，但他未能

决然采⽤。⻢⽒于此，毅然采取其说，不像Ricardo的踌躇。

⻢⽒也决不否认“效⽤是价值的必要条件”。由效⽤的价值⽽论，这的确是惟⼀的理由，但他以为单拿效⽤

这⼀点说明交易的价值，理据尚不充⾜。每在⼀个交易的⾏为，两个物品间必含着共同的原素，⼀致的等级。

此种⼀致，决不是效⽤的结果，因为效⽤的等级，在每个物品中均不相同。⽽所以构成交易这件事存在的理由

的，就是这个不同。在那些性质各异的物品中所含的共同原素，不是效⽤，乃是那些物品中所含劳⼯分量的⼤

⼩。每个物品的价值，应该纯是物品中所含⼈类劳⼯结晶的全量。物品价值的分别，全依劳⼯的分量⽽异。此

等劳⼯，是于⽣产这些物品有社会的必要的东⻄。

例如有⼀⼯⼈在⼀种产业⾥作⼯，⼀⽇⼯作⼗⼩时，什么是他的⽣产物的交易价值呢？这交易价值，应该

是他那⼗⼩时劳⼯的等量。他所⽣产的，是布，是煤，或是他物，都不必问。按⼯银交易的条件，资本家把处

分物品的权保留在⾃⼰⼿中，⽽按实在的价值出售。这实在的价值，就是⼗⼩时劳⼯的等量。

⼯⼈的⼯⼒（Labour force）为⼯银所买，与其本⼈断绝关系。⼯银专以代表资本家偿他⼯⼒的物价，

⽽资本家即保持⾃由处分这个物品（指⼯⼒）的权利于⾃⼰⼿中。⼯⼒价值的决定，与别的可以交易的物品相

同。⼯⼒恰是⼀种物品，他的价值也是由那于他的⽣产所必需的劳⼯时间数⽬决定。

⽣产⼯⼒所必需的⼯量（Labour quantity），是⼀种稍觉奇异的话，初究⻢⽒学说的⼈，最难领会其旨

趣。但是必须领会，才得了解⻢⽒的经济学说。实在稍加研究，觉得这种⻅解也并没有什么稀奇。设若拿⼀个

机械的活动代替⼀个⼯⼈的劳⼯，执⼀个⼯程师，问他这架机械要多少维持费？他决不以为奇，并且⽴答以每

时每⽇需多少吨煤炭，⽽煤炭的价值，⼜纯是代表那采掘煤炭的⼀定⼈⼯的总积。我们把煤炭换成劳⼯去说明

他，⼜有什么难懂呢？

⼯银制下的⼯⼈，纯是⼀种机械。所不同的地⽅，维持机械的财物是在他处由他⼈的劳⼯⽣产出来的，维

持⼯⼈的财物是由他⾃⼰的劳⼯⽣产的⼀⼩部分。⼀时间的劳作，或⼀⽇的⾟苦，其价值均可以在那个时间保

持那个⼯⼈使他能够完全维持他的⽣产⼒所必需的需要为标准。⽆论资本家以物品以⾦钱偿他的⼯值，都是代

表那必要费的价值。

维持⼯⼒所必要的物品的价值，永不能与那⼯⼒的⽣产的价值相等。例如⼀⽇维持⼯⼒所必要的物品的价

值，决不能与⼗⼩时⼯⼒的价值相等，或且不抵五⼩时。在模范状态下的⼈类⼯⼒，常⾜以⽣产⽐他所单纯消

费的物品的价值多。

⼯⼈所⽣产的价值，全部移⼊资本家的⼿中，完全归他处分。⽽以其⼀⼩部分⽤⼯银的名⽬还给⼯⼈，其

量仅⾜以⽀应他在⽣产此项物品的期间所消⽤的⻝品，余则尽数归⼊资本家的囊中。⽣产物的售出，其价与⼗

⼩时的⼯⼒相等，⽽⼯⼈所得，则⽌抵五⼩时⼯⼒的价值。其余五⼩时⼯⼒的价值，⻢⽒叫作“余值”

（Surplus value）。

这样办去，资本家获得⼯⼈⼗⼩时的⼯⼒，⽽仅以五⼩时的代价还给⼯⼈。其余五⼩时的⼯⼒，在⼯⼈毫

不值钱。前五⼩时间⼯⼈所⽣产的，等于他的⼯值。第五时以后他所做的⼯，于他什么也不值了。这⽣产“余

值”的额外时间，于⼯⼈本身⼀⽂不值的⼯⼒，⻢⽒叫作“余⼯”（Surplus labour）。



余值既全为资本家的掠夺品，那⼯⼈分外的⼯作，就是余⼯，便⼀点报偿也没有。刚是对⼯⼈的能⼒课额

外的汗⾎税，⽽为资本家增加幸运，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这是资本主义下资本家掠夺劳⼯⽣产的⽅式。

因为这个原故，资本家的利益，就在增⼤余值。他们想了种种⽅法，达这个⽬的。解析这些⽅法，揭破资

本主义的秘密，就是⻢⽒学说特⾊之⼀。依⻢⽒的解析，资本家增⼤余值的⽅法有⼆要着：

⼀、尽⼒延⻓⼯作时间，以求增加余⼯时间的数⽬。假使⼯作时间的数⽬，可以由⼗⼩时增⾄⼗⼆⼩时，

这余⼯时间，⾃然可以由五⼩时增⾄七⼩时。企业家常谋为此虽有⼯场⽴法，强制些产业限制⼯作时间，于阻

⽌余值的增⻓多少有点效果，但推⾏的范围，究竟限于少数产业，所以“⼋时间⼯作”的运动，仍不能不纷纷四

起。

⼆、尽⼒缩短⽣产⼯⼈必要⽣活费的时间。假令⽣产⼯⼈必要⽣活费的⼯作时间，由五⼩时缩短⾄三⼩

时，那余⼯时间⾃然由五⼩时增⾄七⼩时了。此种缩短，是可以由产业组织的完全或由⽣活费的减少作得到

的。⽣活费减少，常为由协⼒（Cooperation）的影响所⽣的结果。资本家每依建⽴慈善院或雇⽤⽐成⼈⽣活

费较少的妇幼劳⼯以图此利益。妇幼离开家庭，那⼀切家事乃⾄煮饭洗⾐等等，都留给男⼦去做。但若有维持

⼥⼯⼯银与男⼯相等的⽅法或限制妇幼劳⼯的法律，此种战略，也就完全失败了。

⻢⽒的论旨，不在诉说资本家的贪婪，⽽在揭破资本主义的不公。因为掠夺⼯⼈的，并不是资本家，乃是

资本主义，⼯银交易的条件，资本家已经全然履⾏。你得⼀份钱，他买⼀份货，也算是公平交易。既然许资本

主义与⾃由竞争⾏于经济界，这种结果是必不能免的。资本家于此，固极愿购此便宜物品，因为他能⽣产⽐他

⾃身所含价值还多的东⻄。惟有这⼀班可怜的⼯⼈，⾃⼰把⾃⼰的⼯⼒像机械⼀般贱价给⼈家，所得的价格，

仅抵⾃⼰⽣产价值之半，或且不及其半，在法律上经济上全没有⾃卫之道，⽽⾃⼰却视若固然。这不是资本家

的⽆情，全是资本主义的罪恶！

九

前节所述，是⻢⽒“价值论”的要旨。⽽与其“价值论”最有关系的“平均利润率论”，也不可不略为说明。

今于说明“平均利润率论”以前，须先说⼀说那余值怎么变成利润的道理。余值本是由劳⼯⽣产的价值中除

去他的必要⽣活费所余的价值。这必要⽣活费就是可变资本。是资本的⼀部分，不是资本的全部。余值的发

⽣，是单由于可变资本，不是由于资本全部。但因⽣产物品时⽀出的费⽤都出⾃资本（这些费⽤，⻢⽒叫作费

⽤价格），⽽于费⽤价格的表形，不能认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间有何等区别，就把那仅与可变资本有关系的余

值作成与全资本都有关系的样⼦。⼯⼒的价格就变成⼯银，⼯⼒⽣产的余值就变成利润了。我们可⽤左［下］

列的论式表明这个道理：

1.全资本（C）由不变资本（c）与可变资本（v）⽽成，

2.可变资本⽣出余值（m），

3.余值对于可变资本的⽐例 叫作余值率，⽤m＇代他，

4.因⽽得 的公式，

5.⼜⽣m=m＇v的公式，

6.今不令余值仅关系于可变资本，⽽使关系于全资本，把他叫作利润（P＇），

7.余值对于全资本（C）的关系 为利润率，⽤P＇代他，

8.从⽽得 的公式，

9.若把m换成m＇v，⼜得 的新公式，

10.再把他换成⽐例式，断得P＇∶m＇=v∶C的公式。

依此我们可以证明利润率之于余值率的关系，与可变资本之于全资本的关系相等。我们⼜可断定利润率

（P＇）常⽐余值率（m＇）⼩，因为可变资本（v）常⽐全资本（C）⼩（C=c+v）。

资本主义把那仅与可变资本有关系的余值，变成与全资本有关系的利润，把那对于可变资本的⽐例的余值

率，变成对于全资本的⽐例的利润率。在这神秘的形态中，把余值⽤利润的名义尽⾏掠去的真象，就是如此。

依以上所述的原理，余值随可变资本⽽增减，全与不变资本的多少⽆关。但实际上⽆论可变不变⼆种资本

的⽐例如何变动，利润率常为同⼀。这是⼀个显然的⽭盾。为使理论愈益明显，分析解说如左：

1.余值准可变资本的多少⽽增减，可变资本多则余值多，可变资本少则余值少。

2.利润率是把余值以对于全资本（合不变与可变⼆种）的⽐例表明的东⻄，故可变资本多则利润率⾼，少

则利润率低。

3.然于实际，不拘可变资本分的多少，同⼀的全资本额有同⼀的平均利润率。

依⻢⽒可变资本分多则利润率⾼，少则低的定理，应如左表：



⽽于实际，这五种＜率＞产业的利润率都为同⼀，与价值原则绝不相容。这就是“平均利润率的谜”。

昂格思在《资本论》第⼆卷的序⽂中曾说，这个⽭盾，Ricardo已经看出⽽未能解释，Rodbertus也曾注

意⽽未能解决，⾄于⻢⽒，在他的《经济学批评》⾥，已经解决过这个问题，⽽在《资本论》第三卷始完全与

以解答。故解释“平均利润率的谜”，在⻢⽒书中是⼀个最著名的点，⽽因为解释此谜的原故，把他的“劳⼯价

值论”⼏乎根本推翻。他的学说本身，发⽣⼀绝⼤⽭盾，故⼜是⼀个最⼤弱点。

⻢⽒解谜的键，并没有什么稀奇的道理，不过是：

⼀、商品若能按其价值被买卖，利润率必⽣种种差别。

⼆、然于实际，商品不能按其价值被买卖。

三、即于实际，以按不变可变两资本平均结合⽐例以上的⽐例结合的资本⽣产的商品，于其价值以上被买

卖。以平均以下的⽐例的资本⽣产的商品，于其价值以下被买卖。

⻢⽒以左表说明这个道理：

我们再把此表细加说明如下：

⼀、Ⅰ例　不变资本80 可变资本20 合计100

Ⅱ例　不变资本70 可变资本30 合计100

Ⅱ例　不变资本60 可变资本40 合计100

Ⅳ例　不变资本85 可变资本15 合计100

Ⅴ例　不变资本95 可变资本5 合计100

⼆、余值率（ 即 m＇）依⻢⽒的定理皆为同⼀。兹假定余值率为100%，

三、那么

Ⅰ例，对于可变资本20其100%的余值为20，

Ⅱ例，对于可变资本30其100%的余值为30，

Ⅲ例，对于可变资本40其100%的余值为40，

Ⅳ例，对于可变资本15其100%的余值为15，

Ⅴ例，对于可变资本5其100%的余值为5，

四、费⽤价格，即⽣产费，应该与恰⾜收回（1）可变资本的全部及（2）不变资本中被消费的部分⼆者的

数相当。那不变资本中被消费的部分，假定Ⅰ例为50，Ⅱ例为51，Ⅲ例为51，Ⅳ例为40，Ⅴ例为10，

五、那么费⽤价格的额，应如左表：

六、商品的价值，等于把余值与右表所举的费⽤价格合算起来的数。就是Ⅰ 70+20=90 Ⅱ 81+30=111

Ⅲ 91+40=131 Ⅳ 55+15=70 Ⅴ 15+5=20

七、商品若能按其价值买卖，其卖价应如左表：

⼋、⽽于实际，商品不能按其价值买卖，⽽以对于平均结合⽐例所⽣的余值与费⽤价格的合计为卖价。⽤

不变资本在平均结合⽐例以上时，其卖价在右［上］表所列的价值以上。⽤不变资本在平均结合⽐例以下时，

其卖价在右表所列的价值以下。



九、今为看出这个平均结合⽐例，应该把第⼀⾄第五的资本总括起来，算出不变可变两种资本的百分⽐

例。就是：

资本总额 100+100+100+100+100=500

不变资本总额 80+70+60+85+95=390

可变资本总额 20+30+40+15+5=110

把这⼆种资本总额变成百分⽐例，得式如下：

⽽余值总额为 20+30+40+15+5=110

⼗、这22%就是对于平均结合⽐例78c+22v=100，所⽣的余值就是对于全资本额的平均利润率。

⼗⼀、那么实在的卖价，应是：

⼗⼆、随着资本结合的⽐例不同，有的得其价值以上的卖价，有的得其以下的卖价。现在把这五个例的卖

价与其价值的差额算出如左：

第⼀例，卖价⽐价值多⼆，

第⼆例，卖价⽐价值少⼋，

第三例，卖价⽐价值少⼗⼋，

第四例，卖价⽐价值多七，

第五例，卖价⽐价值多⼗七，

⼗三、再把这五个例的差额合算起来2-8-18+7+17=0，各个的差异正负相消，由全体上看，卖价与价值

仍⽆⼆致。

这就是⻢⽒的平均利润率论。

由⻢⽒的平均利润率论看起来，他所说的⽣产价格——就是实际卖价——和他所说的价值全⾮同物。但于

价值以外，⼜有⼀种实际卖价，为供求竞争的关系所⽀配，与⽣产物品所使⽤的⼯量全不相⼲。结果⼜与⼀般

经济学者所主张的竞争价格论有什么区别？物品的实际价格既为竞争所⽀配，那劳⼯价值论就有根本动摇的危

险。劳⼯价值论是⻢克思主义的基础，基础⼀有动摇，学说全体为之震撼。这究不能不算是⻢克思主义的⼀⼤

遗憾。

⼗

⻢⽒的余值说与他的资本说很有关系。他的名著就是以“资本”这个名辞被其全编，也可以看出他的资本说

在他的全学说中占如何重要的位置。我所以把他略为介绍于此。

⻢⽒分资本为不变与可变两种。原来资本有⼆个作⽤：⼀是⾃存，⼀是增殖。资本⽤于⽣产并不消失，⽽

能于⽣产物中为再⽣产，⾜以维持他当初的价值，这叫资本的⾃存。⽽资本⼜不⽌于⾃存，⽣产的结果，更于

他本来价值以上⽣出新价值，这叫资本的增殖。⻢⽒称⾃存的资本为不变资本（Constant Capital），称增

殖的资本为可变资本（Variable Capital）。能⽣增殖的，惟有劳⼒。故惟资本家对于劳⼯所给的劳银或⽣活

必要品，是可变资本，其余⽣产⼯具，都是不变资本。

⻢⽒所说的不变资本，也不是说形态的不变，是说价值的不变。在⼀⽣产经过中变其形态的资本，为流通

资本，不变其形态的资本，为固定资本。然⼏经⽣产以后，就是固定资本，也不能不变其形态。没有永久不变

形态的资本。永久不变的，只是他的价值。⼀万元的资本，千百年前是⼀万元，千百年后还是⼀万元。这项资

本中永久不变的东⻄，就是这⼀万元的价值。

不变资本不能产出余值，只能产出他的价值的等值，他的价值，就是⽣产他的时候所吸⼊的价值的总额。

不变资本也是由劳⼒结晶⽽成的⽣产物。他的价值也是依劳⼯时间⽽决定，与别的⽣产物全是⼀样。

⻢⽒为什么分资本为不变与可变⼆种呢？就是因为以利息普遍率说为前提。利息普遍率说是由来经济学的

通说。其说谓凡资本都能⾃存，不能⾃存的，不是资本，是消费财。这个⾃存，不因事业的性质使⽤者的能⼒

⽽异，全离开⼈格超越环围⽽⾏。这就是利息所以有普遍率的原故。⼀万元的资本，⽤到农业上商业上均是⼀

万元。这⼀万元因把他⽤于⽣产上⽣出利息。这个利息为资本⾃存的价值，随时随地有⼀定普遍的率，决没有

甲的⼀万元⽣⼀分利息，⼄的⼀万元⽣⼆分利息的道理。有之就是把别的所得，在利息名义之下混合来的。然



在实际上，同是值⼀万元的资本，他的⽣产效程决不⼀样。房屋与机器同是值⼀万元的东⻄，⽽房屋与机器的

⽣产效程不同。同是⽤⼀万元买的机器，⽽甲机器与⼄机器的⽣产效程各异。可是⽣产分配分的利息普遍均

等。有的学者说这个差异不是资本的作⽤，全是企业能⼒的关系，富于企业能⼒的去经营，所得的⽣产效果

多，否则少，故主张以此项差额归⼊企业的利润。⻢⽒以为不然，他说所以有这个差额的原故，全是因为⾃存

的资本以外有增殖的资本。⾃存的资本，当然受⼀定普遍的利率，以外的剩余，都是增殖的资本所⽣的。增殖

的资本，就是资本中有⽣这个剩余的⼒量的。有这个⼒量的资本，只是那⽤作劳⼯⽣活维持（资）料的资本。

资本的所有者应该以⾃存就算满⾜，应该作不变资本的所得承受利息。那可变资本所得的增殖，全该归⽣出这

个的⼯⼈领受，要是把这个归于资本家或企业家，就是掠夺劳⼯的正当权利，企业的利润，就是赃物的别名。

只有价值决不能⽣产，必有劳⼯运⽤他才能有⽣产的结果，因为劳⼯是资本的渊源。可是只有劳⼯没有维

持他们⽣活的可变资本，还是不能⽣产。我们从此可以看出劳⼯与资本也应该有些结合。

于此我们应加特别注意的，就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祖的⻢克思与那为个⼈主义经济学⿐祖的亚丹·斯密

⽒两⼈的资本论颇有⼀致的点，且不是偶然⼀致，他们实在有系统的⽴于共同思想上的地⽅。

⻢克思分资本为不变与可变⼆种，亚丹·斯密则分资本为固定与流通⼆种。亚丹·斯密的固定资本，适当⻢

克思的不变资本，流通资本适当可变资本。其相同的点⼀。

他们都认随着产业的种类这⼆种资本配合的⽐例也不⼀样。其相同的点⼆。

⻢克思主张惟可变资本才能于收回⾃⼰的本来价值以外⽣产余值，余值率常依可变资本的多少为正⽐例。

亚丹·斯密主张固定资本不能⾃⼰⽣出收益，必赖流通资本的助⼒始⽣收益的剩余。其相同的点三。

⻢克思说惟有⽤作维持劳⼯⽣活（资）料的资本是可变资本。亚丹·斯密列举流通资本的内容，也以维持

劳⼯⽣活的资料为主。其相同的点四。

可是⻢克思的可变资本与亚丹·斯密的流通资本，其内容也并⾮全同。亚丹·斯密的流通资本中，实含有1.

⽌于收回⾃⼰本来价值的，2.以外还⽣出剩余的⼆部分。就是把⻢克思的1.被消费的不变资本的部分，2.可变

资本的全部，⼆者合称为流通资本。那么亚丹·斯密的所谓收益（Revenue），其实也把⾃⼰收回（部）分包

含在内，就是于⻢克思的所谓余值以外，并括有⽣产费在内。

⻢克思主张劳⼯价值说，亚丹·斯密主张⽣产费价值说，⼆⼈的出发点不同。可是⻢克思终于依了⽣产费

价值说才能维持他的平均利润率说，⼜有殊途同归的势⼦。

总之，不变可变资本说是⽀撑⻢⽒余值论的柱⼦，余值论⼜是他的全经济学说的根本观念，这资本说被⼈

攻破，⻢⽒经济学说必受⾮常的打击。然⽽他的不变可变资本说与亚丹·斯密的固定流通资本说⼤致相同。⽽

在亚丹·斯密的固定流通资本说，则⼈⼈祖述奉为典型，以为是不能动摇的定理。⽽在⻢克思的不变可变资本

说，则很多⼈攻击，甚或加以痛诋，我们殊为⻢⽒不平！

⼗⼀

宗⻢⽒的说，⼊⼗六世纪初期，才有了资本。因为他所谓资本，含有⼀种新意义，就是指那些能够⽣出使

⽤费的东⻄。这个使⽤费，却不是资本家⾃⼰劳⼒的结果，乃是他⼈⾟苦的结果。由此意义以释“资本”，⼗六

世纪以前，可以说并没有资本与资本家。若本着经济上的旧意义说资本单是⽣产的⼯具，那么就是⼗六世纪以

前，也何尝没有他存在？不过在那个时代，基尔特制（Guild system）下的⼯⼈，多半⾃⼰有⾃⼰的⼯具，

与⻢⽒⽤⼀种新意义解释的资本不同。

⻢⽒根据他那“社会组织进化论”，发⻅这种含有新意义的资本，渐有集中的趋势，就构成了他的“资本集

中论”。

请述他的“资本集中论”的要旨。近代科学勃兴，发明了许多重要机械，致⼈类的⽣产⼒著⻅增加，从前的

社会组织，不能供他回翔，封建制度的遗迹，遂全被废灭。代他⽽起的，乃为近代的国家。于是添了许多新的

交通⼿段，辟了许多新的市场。这种增⼤的⽣产⼒，得了适应他的社会组织，得了适应他的新市场。随着公债

的成⽴，⼜发⽣了好多的银⾏和商业公司，更⾜助进产业界的发展。从前的些⼩⼯业都渐渐的被⼤产业压倒，

也就渐渐的被⼤产业吸收了。譬如Trusts与Cartels这些组织，在⻢⽒当时，虽未发⽣，到了现在，却⾜作⻢

⽒学说的佐证。这Trusts与Cartels的组织，不⽌吸收⼩独⽴产主，并且把中级产主都吸收来，抱［把］资本

都集中于⼀处，聚集在少数⼈的⼿中。于是产业界的权威，遂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

上节所说，是资本家⼀⽅⾯的情形。⼯⼈这⼀⽅⾯呢？因受这种新经济势⼒的压迫，不能不和他们从前的

财产断绝关系，不能不出卖他⾃⼰的劳⼒，不能不敲资本家的⼤⻔卖他⾃⼰的⼈身。因为他们从前卖⾃⼰⼿造

的货品的⽇⼦过去了，封建制度和基尔特制度的遗迹都消灭了，他们不卖⾃⼰的筋⼒别⽆东⻄可卖了！这些⼯

⼈出卖的劳⼒，可以产出很多的余值，⼀班资本家⼜能在公开市场⾥⾃由购买，这真是资本家们创造新样财产

的好机会。但是这种新样财产的造成，全是基于别⼈的汗⾎，别⼈的⾟苦。他们新式财产之成功，就是从前基

于⾃⼰劳⼒⽽成的旧式财产之破灭。少数资本家的⼯⼚，就是多数⽆产阶级的⼤营。从前的有产阶级，为了这

个事业，不知费了多少⼼⼒，奔⾛呼号了三世纪之久，他们所标榜的“⼈权”、“⼯⼈⾃由”的要求，正是他们



胜利的凯歌。因为他们要想在市场⾥收买这种便宜货品，必须使这些⼯⼈脱离以前的关系，能够⾃由有权以出

售他⾃⼰。他们的事业成功了，⼯⼈的运命也就沉落在地底了！

资本主义是这样发⻓的，也是这样灭亡的。他的脚下伏下了很多的敌兵，有加⽆已，就是那⽆产阶级。这

⽆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现今各国经济的形势，⼤概都向这⼀⽅⾯

⾛。⼤规模的产业组织的扩张，就是⼤规模的⽆产阶级的制造。过度⽣产⼜⾜以缩⼩市场，市场缩⼩，就是⼯

⼈超过需要，渐渐成了产业上的预备军，惟资本家之命是听，呼之来便来，挥之去便去。因为⼩产主的消灭与

牧业代替农业的结果，农村的⼈⼝也渐集中于都市，这也是助⻓⽆产阶级增⻓的⼀个原因。⽆产阶级愈增愈

多，资本愈集中，资本家的⼈数愈少。从前资本家夺取⼩⼿⼯⼩产业的⽣产⼯具，现在⼯⼈要夺取资本家的⽣

产⼯具了。从前的资本家收⽤⼿⼯和⼩产业的⽣产⼯具，是以少数吸收多数、压倒多数，现在⼯⼈收⽤资本家

的⽣产⼯具，是以多数驱逐少数，⽐从前更容易了。因为⽆产阶级的贫困，资本家在资本主义下已失救济的能

⼒，阶级的竞争因⽽益烈。竞争的结果，把这集中的资本收归公有，⼜是很简单的事情。“善泅者死于⽔，善

战者死于兵。”凡物发达之极，他的发展的境界，就是他的灭亡的途径。资本主义趋于⾃灭，也是⾃然之势，

也是不可免之数了。从前个⼈⾃有⽣产⼯具，所以个⼈⽣产的货品当归私有，现在⽣产的形式已经变为社会

的，这分配的⽅法，也该随着改变应归公有了。资本主义的破坏，就是私有财产制的破坏。因为这种财产，不

是由⾃⼰的劳⼯得来的，是⽤资本主义神秘的⽅法掠夺他⼈的⾟苦得来的，应该令他消灭于集产制度之下。在

资本主义未⾏以前，个⼈所有的财产，的确是依个⼈的劳⼯⽽得的。现在只能以社会的形式令这种制度的精神

复活，不能返于古昔个⼈的形式了。因为在这⼤规模的分⼯的⽣产之下，再复古制是绝对不可能。只能把⽣产

⼯具由资本家的⼿中夺来，仍以还给⼯⼈，但是集合的，不是个⼈的，使直接从事⽣产的⼈得和他劳⼯相等的

份就是了。到了那时，余⼯余值都随着资本主义⾃然消灭了。

以上系⻢⽒“经济论”的概要，本篇暂结于此。

（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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