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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具有相同的质，即人类劳动的质，它们才是上衣价值和麻布价值的

实体，

可是，上衣和麻布不仅是价值一般，而且是一定般的价值。我们

曾假定， 1 件．L衣的价值比 10 码麻布的价值大一倍。已 Iij 价值散的

这种差别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巾十麻布包含的劳动只有上衣的一

半．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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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就

价值忱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植，不过这种劳动已经

化为没有进一步的质的人类劳动 在前 种情况 F，是怎祥劳动．什

么劳动的问题，在后 种情况丁，是劳动多少，劳动时间多长的问题

既饮商品的价值桩只是表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址，那么，在 定的比

例上，各种商品应该总是等散的价值

如果生产一件十衣所需要的－切有用劳动的生产力不变，上衣

的价值彗就同上衣自身的数超－起增加 如果一件上衣代表 x 个工

作日，两件上衣就代表 2x 个工作日，依此类推 假定生产一件上衣

的必要劳动增加－ i音或减少－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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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饮在这沥种场合，上衣的效用和从前 祥，卜衣包含的有

用劳动的质也和从前 4样。但生产上衣所耗费的劳动员有了变化。

更多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两件上衣比一件七

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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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的增长，它的价值量可能同时下降。这种对

立的运动来源于劳动的二重性。生产力当砍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

劳动的生产力，它书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存一定时间内的

效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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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hang
高亮



60 第一篇 商品和货币

产力的提商或降低成正也相反地，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

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它

自然不再能同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3 因此，不管生产力

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怯总是相同

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世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

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因此，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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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减少这个增大了的总量的

价值量。反之亦然。

一切劳动，一方而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

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

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

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 (16)

(16) 第 2 版注：为了证明”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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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和现实的惟一尺度”，亚＋斯密写道：”等量的

劳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对工人本身都必定具有同祥的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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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牺牲同祥多的安宁、自巾和幸福”(《国富论）第 1 卷第 5 章｝。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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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千劳动的价值混为一谈，因面他力图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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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劳动力的耗

费，但他把这种秏费又仅仅理解为牺牲安宁、自由和幸福．而不是把它也看作正

常的生命活动。诚然，他君到的是现代雇佣工人 C 一~注(9)提到的亚·斯密 , 

的那位匿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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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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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our［劳动］和时间 C 这实际上

就是说：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内在，－·物上用去的劳动， 同另－个人在同样的时间

yi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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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

商品是以铁、麻布、小麦等等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形式出现的。

这是它们的日常的自砍形式。但它们所以是商品，只因为它们是二

重物，既是使用物品又是价值承担者。因此，它们表现为商品或具有

商品的形式，只是由于它们具有二重的形式，即自然形式和价值

形式

商品的价值对象性不同「快嘴桂嫂，你不知迶对它怎么办 同

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

中连 个自殃物质原子也没有3 因此，每 个商品不管你怎祥颠来

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 但是如果我们记得，商品只有

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俏对象件，因而它

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言而喻，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

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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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现在我们必

须回到价值的这种表现形式

内在另一物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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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页） ［第 4 版庄英语h 个优点，它有两个不同的词来表达劳动

的这两个不同的力面 创造使用价值的并且存质 l 得到规定的劳动叫什

wmk. 以勹 lal沁ur 相对，创适价供的并且只在旦上被计算的劳动叫仵 la比ur，以

,J work 相对见芙译本等 14 页脚寸 弗·恩 ·I

C]) 见本卷馆 49-51 页 －一编者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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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的两端即两极，这两种形式总是分配在通过价值表现互相发生

关系的不同的商品卜。例如我不能用麻布来表现麻布的价值。 20

码麻布＝ 20 码麻布，这不是价值表现。相反，这个等式只是说， 20 码

麻布尤非是 20 码麻布，是．．定址的使用物品麻布。因此，麻布的价

值只能相对地表现出来，即通辽另－个商品表现出来。因此，麻布的

相对价值形式要求有另一个与麻布相对立的商品处千等价形式。另

一方面，这另一个充当等价物的商品不能同时处丁相对价值形式。

它不表现自己的价值。它只是为另一个商品的价值农现提供材料。

诚然， 20 码麻布＝ 1 件上衣，或 20 码麻布值 1 件上衣，这种表现

也包含着相反的关系． 1 件上衣＝ 20 码麻布，或 1 件上衣们 20 码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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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我这样做，成为等价物的就是麻布， I们不是上衣了。可见，同一个

商品在同一个价值表现中，小能同时具有两种形式。小仅如此，这两

种形式是作为两极互相排斥的。

－个商品究竟是处千相对价值形式，还是处 j上与之对守的等价

形式，完全取决于它当时在价伯表现中所处的地位，就是说，取决千

它是价值被表现的商品，还是表现价倌的商品。

(2) 相对价值形式

(a) 相对价值形式的内容

要发现一个商品的简单价值表现怎祥隐藏在两个商品的价值关

系中，首先必须完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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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价值关系中只看到两种商品的一

定扯彼此相等的比例。他们忽略了，不同物的量只有化为同一单位

后，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较。不同物的蜇只有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

yi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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