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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书籍文库：资本论的方法研究》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京 都大学教
授见田石介先生的主要著作之一。
本书详尽论述 了马克思《资本论》的辩证方法，特别是辩证法方法的本质，作为其基础的 分析与综
合，以及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关系等内容。
针对在日本、中国和 其他国家研究者中曾流行的-种观点，即认为《资本论》的辩证法方法是逻 辑进
程与历史进程相一致的看法，做了批驳性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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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见田石介 译者：张小金 郑桦 尹栾玉 邓习议  张小金，1948年生，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
出版《资本论与科学研究方法》、 《对外开放与社会转型》、 《经济开放的非经济效益》、 《德国
古典哲学的终结》等多部著作；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社科项目研究；多次获国家级和省部
级优秀成果奖；在日本京都大学、阪南大学等做过经济哲学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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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作为辩证法方法基础的分析与综合 第一节从抽象范畴到具体范畴 一、《导言》里的“经济学
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二、对“经济学科学上正确的方法”的疑问 第二节马克思的分析 一、从事实出
发 二、抽象 三、内在本质的分离 四、分析——在理论上、实践上掌握世界的手段 五、现状分析和理
论研究 第三节马克思的综合 一、综合——纯粹化系统化的分析 二、综合为什么包含分析 第二章价值
、商品和资本概念 第一节商品的分析 一、《资本论》的结构 二、商品的分析 三、《导言》中的生产
一般 四、宇野弘藏对《导言》的“批判” 五、关于单纯的使用价值 六、关于“zwieschlachtig”一词 七
、分析是辩证地把握事物的基础 八、素材和经济形态 第二节价值的分析 一、抽象劳动和社会劳动 二
、作为现代范畴的抽象劳动 第三节商品与货币的关系 一、简单商品流通是资本的历史前提 二、范畴
的进程和历史进程的关系 三、商品的矛盾能够产生资本吗 四、早期资本和现代资本的关系 五、列宁
关于简单商品流通的见解 六、从商品开始的资本的经济学 第三章单纯的分析与综合的局限性 第一节
单纯的分析与综合 一、单纯的分析抓不住事物的必然性 二、《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对国民经济学
的批判 第二节单纯综合的必然性 一、单纯综合的必然性 二、商品生产本身的历史地位 三、资本主义
生产本身的历史地位 第四章辩证法方法的本质 第一节辩证法方法的一般特征 一、辩证法方法归结为
分析和综合 二、从价值概念到价值形式 三、抽象对立和现实对立（矛盾） 四、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
形式 五、从简单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 六、商品的矛盾和货币的产生 第二节作为主要环节的一般 一、
一般——作为主要的包括的环节 二、《矛盾论》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三、黑格尔的“概
念” 四、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五、绝对以及相对的剩余价值 六、资本生产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
资本 七、从生产过程到流通过程 第三节作为个别的一般 一、从个别到个别的联系 二、从个别资本到
社会总资本 三、资本一般和对外贸易、世界市场 第四节从矛盾的两方面到矛盾整体 一、第一卷、第
二卷、第三卷之间的关系 二、利润率下降规律所表现的资本矛盾 三、第三卷内部的过渡 第五节逻辑
的和历史的 一、《资本论》方法里的逻辑和历史 二、被逻辑=历史观当作典据而列举的恩格斯和列宁
的话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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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也就是说，起初不过是单纯的资本表象现在变成了资本概念。
这种已知资本的表象由分析而变为其概念的过程，不过就是从价值、商品、货币、劳动过程、劳动力
商品、剩余价值等抽象范畴而向资本这种具体范畴的上升过程。
 但是从需要和使用价值到商品、从抽象劳动或者社会劳动到价值、或者从单纯的货币到资本，这些上
升，它们各自的抽象范畴全都丝毫不含蓄着具体范畴。
因此，它是丝毫没有过渡的必然性的上升。
 因此，可能会认为，在这些上升里把表象的辅助当作必要是因为抽象范畴没有含蓄着具体范畴。
因而，我们看看下面一般认为的抽象范畴既含蓄具体范畴，然后又有向其过渡的必然性的情况吧。
 作为具有这种必然性的上升是在第一卷第一章第三节里从价值概念到货币的理论性概念产生的展开。
 现在若考虑价值形式展开的意义，那么在至此为止的经济学里，一般价值形式、货币都和价值概念即
价值的本性没有任何的关系，因此，在那里，价值形式和货币终究也只是限于被发现而给定的东西。
但是马克思把以货币为首的各种价值形式，从价值概念把它们推导为内在必然的东西，既证明了其必
然性，又开始把确立一般价值形式和货币的科学概念作为价值形式展开的意义。
这种发生式的展开和不能证明事物必然性的单纯的综合方法，有理由必须清楚加以区别。
但是，这种必然性的展开过程果真是价值概念的先验性的演绎过程吗？
 马克思在进行把价值形式展开至其最高完成形式的货币形式之前，首先这样叙述： “谁都知道——
即使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商品具有同它们使用价值的五光十色的自然形式成鲜明对照的、共同
的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
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
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
这样，货币的迷就会随着消失。
”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在开始从价值概念的各价值形式发生式地向货币形式展开时，把货币这
一附着在光灿灿的贵金属上的共同的价值形式浮现在表象中，就是说由此进行的范畴进展要以理解货
币为目的，并且，马克思为此而准备了充分的素材。
 没有这个目标和这样的素材，只从至此所到达的最初的价值概念所包含的逻辑内容是不能产生货币概
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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