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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资本论》是一部不朽的经济学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融为一体的完整的马克思主
义全书，在书中，马克思一生所作出的两大贡献--历史唯物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实际上这部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石的经济学巨著，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论证和生动体现
，所以说《资本论》也是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著。

　　在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及其后国际经济持续衰退的影响下，马克思的著作开始在全世界各地热
销。
金融危机看似一下子把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关注赶向了马克思，大有趋之若鹜的架势。
而《资本论》则成为人们争相购买和阅读的一个经济学经典，看起来在我们这个时代马克思并没有过
时，大家似乎是想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寻找到关于这次经济危机的原因，以及探求一些解决之道。

　　很明显，弥漫全球的经济危机显现着资本主义这个制度的致命缺陷，从而使更多人去关注马克思
理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有更多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绝对必要。

“在华尔街就有很多炒股票的人都看过《资本论》，他们赚钱并不是通过《国富论》，而是通过《资
本论》赚的，他们看《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危机爆发，只不过他们不说。
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讲的资本主义是非常美妙的，没有危机的，但事实是如果资本主义没有危机，就
像把钱存银行一样是无风险收益，那资本家根本发不了财。
他们知道资本主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危机⋯⋯他们依靠危机的波动来赚钱。
马克思说：'工人、资本家都看懂了我的《资本论》，但唯独经济学家看不懂。
'所以我相信美国的一些金融大亨以及一些高层人士，实际上都看懂了《资本论》。
”（见社科院研究员、经济学家余斌《透过&lt;资本论&gt;看今天的经济危机》的讲座）
　　但一部浩瀚的《资本论》并不是轻易可以读完读懂的，一般人在读马克思的这部经典名著时觉得
它很“巨大”和“高不可攀”。

尤其是在现代快节奏的今天更是觉得“恐怖”。

　　那么，怎样才能轻松准确读懂《资本论》，它真的能够提供人们所渴求的答案吗？

　　出版者选择了这本《资本论》普及简读本推荐给大家。

　　这本经典的解读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原理的书是由美国社会主义者恩斯特·温特曼所写的。
他以通俗的语言准确解读了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原理--《资本论》。
讲述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雇佣劳动与利润、前资本主义社会
以及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经济转型等。
且一般的解读通常只涉及《资本论》第一卷，而恩斯特·温特曼则在这本小书中对包括《资本论》三
卷本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进行了的全面解读，可以帮助你不再“恐惧”面对这部辉煌巨著而
轻松了解全部《资本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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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恩斯特·温特曼，德裔美国人，美国社会主义者，翻译多部马克思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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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下面要讨论的这个问题不只涉及商品的使用价值，还关系到它的交换价值。
肯定的是，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是不能当商品出售的，因为任何人买东西都是为使用它。
即使商人不在意将自己所经营的商品用于消费而只在意它们的交换价值，仍然会有人为了使用而购买
商品。
在原始交换中，是生产者本人以使用价值与使用价值进行交换，这时物品交换价值这个问题远没有商
品发展成为日常业务时那么重要。
对贸易消费者而言，使用价值胜过交换价值。
这里是需求对需求的竞争，针尖对麦芒的算计，最终都是为了以尽可能小的使用价值换取尽可能大的
使用价值。
交换自己物品的生产者心里非常清楚这些物品是他亲手所做。
额头的汗珠铭刻在这些物品中，为这些物品付出的辛劳记忆犹新。
因此，他们不愿意轻易与这些物品分手，这时，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是双方需求的强烈程度。
最需要这些物品的人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让步，同时也会更夸张地诱惑那些给他提供物品的人毫不犹
豫地放弃手中的商品。
由于这样的商品是用来交换而不是为了自用，而需要通过交换获得的商品又是在自家不能取得的，所
以有多少贸易地区就会有多少交易标准。
由于供需直接强加于人们的自然需要，因此他们会很自然地把供给和需求看成是交易中换出和换进使
用价值量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商人的立场与生产者贸易商大不一样。
不管在哪里出现了贸易国的发展，他们所代表的都是数量相对少的夹在大的生产国之间的寄生阶层。
无论在哪个生产国内出现了商人阶级，他们都是吸血鬼，既掠夺朋友也敲诈敌人，就像商业国掠夺邻
近的生产国一样。
因此，商品在商人的眼里就不是劳动产品，而是通过诡计、欺诈、霸占和掠夺而获得的东西。
的交换价值。
确实，物品的使用价值也能对商人体现出来，因为物品的供求或需求取决于提供物品的生产者和需要
物品的消费者。
但是，商人自身关心的只是物品的交换价值。
因此，对他来说，供需就是决定购进或卖出的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多少的主要因素。
由于商人的两眼死盯着物品的交换价值，于是就认定这个价值是神奇的，是内化于商品本身的，是商
品的固有属性。
由于商人并未亲身参与商品生产过程的劳动，只是在流通的圈子里忙碌，所以在他看来商品的价值和
商人的利润，就好像是靠他努力讨价还价而神奇地从它们的毛孔中渗出来的。
种种情况纠缠在一起更强化了商人头脑中的这种意识。
当商品交换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它已成为经常性的社会活力，而且涉及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大，越过了
原始部落界限，冲破了古代的社会藩篱，将本国市场与国际市场连为一体，牛、盐、贝壳、金属这些
在交换中所用的五花八门的交换衡量的地方标准，正在向作为所有其他商品等价物的通用商品靠拢。
这样的通用等价物作为衡量标准已经被普遍接受，其使用价值随之淡出人们的视线，交换价值似乎就
成了对其真实物质存在的一个特殊禀赋。
古代的地方等价物是人们熟知的社会劳动产品。
但是这些新的通用等价物却把它们的社会特征隐藏在一个看上去在哪方面都不考虑社会关系的假定的
内在价值的面具后面。
就这样，通用的等价物就被假定为货币的形式。
“它究竟固定在哪一种商品上最初是偶然的。
但总的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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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物品上，这些物品事实上是本地产品的交换价值的自然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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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形式：或者固定在本地可以让渡的财产的主要部分如牲畜这种使用物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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