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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新发现马克思 

    

  MEGA2的最大价值是，它发现了一大部分不为人知的、以前从未发表过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述，其中有些一

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未曾发表。在这方面，MEGA2作出过贡献并引起过轰动，它分别在20年代和30年代首次发表了《德

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随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于1939—1941年首次发表，在当时

却未引起人们的关注。MEGA2继续发表鲜为人知的马克思著述，并改变了我们对马克思著述的看法。相当一部分马克

思、恩格斯的书信和文章是在近几年得以发现，并首次发表出来的。马克思汗牛充栋的经济学手稿都从属于贯彻他

一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写作规划，它们发表在MEGA2第2部分中，而MEGA2第2部分将于2007年编辑完毕。马

克思许多经典著述的原始手稿被再度发掘出来，如马克思1844年撰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82年首次按照马克

思实际书写的原始形式发表于MEGA第1部分第2卷。直到2003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手稿的一部分才按照实际

写作顺序发表出来，而发表这一未写完与未发表的著作的全部章节，要等到2008年。MEGA2还开始整理流传下来的马

克思、恩格斯终生撰写和搜集的大量笔记、摘录和旁注。如今，将马克思、恩格斯从事的各种研究与他们亲手编辑

的手稿联系起来，学者才刚刚有可能形成有关他们研究过程的清晰观念。尤其是，众所周知，《资本论》是马克思

未完成的代表作，而直到目前，学者才有可能再现马克思走向它的漫长研究之路。  

    

二、通向《资本论》的漫长道路 

    

  有三个重要情况彻底改变了我们对《资本论》的看法：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许多迄今尚未发表的马克思手稿

被发掘出来了，其效果可以同发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大纲》的效果相提并论。如果说《大纲》以前就被彻底发掘

出来了，并得到马克思主义学者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认真研究，那么它首次发表(1939—1941年)的20多年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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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资本论》的认识已有所改观。只是这一次，反响来得更为迅速。根据MEGA近年来的出版进程，我们已知道，

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写下的，不是一份草稿，而是四份草稿。我们还知道，他根本未完成自己的研

究。他于1883年去世时，《资本论》尚在写作之中，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未

解之谜”。此时MEGA发表他未完成的手稿，包括那些还要在未来几年中发表出来的手稿，会澄清他通向《资本论》

的漫长道路上的各个阶段，更多地告诉我们他的研究过程。  

  第一个重要情况是，MEGA开始出版马克思自1844年直至他去世所写下的诸多笔记。这些笔记将为我们提供展示

马克思在德国、巴黎、布鲁塞尔，最后是自1849年起在伦敦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资料。迄今，这些笔记只有少数

发表出来了，对它们的研究，今后还要持续几年。马克思于1850年至1853年在大英博物馆写下的伦敦笔记，24个笔

记之中的12个发表于MEGA、IV/7、IV/8、IV/9(1983年至1991年出版)。它们足以向我们展示一幅马克思著述的新景

观，因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许多早期草稿是同上述笔记一同发表的，而且还有更多的要这样发表。在19

世纪50年代，马克思重新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重点研究货币理论以及当时有关货币的讨论。在写于1851年的早期

简短提纲《反思》、《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中，他是依照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日常市场交易的情

况处理货币关系的。在日常市场交易的表面现象下，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这种结构正是《政治经济学

批判》所要解释和揭示的。但是，仔细看看这一真实的表面现象，就很清楚，并非所有的货币所有者或财富所有者

都是真正均等或均等自由地作出选择和采取行动的，尽管他们都介入了市场。因此，马克思于1857—1858年将自己

这种关注落实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个草稿，它处理的题材正是：按照呈现出来的表面现象，即像实际行动

者及政治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处理交换(或市场)关系、货币关系。还有，早在1850—1851年，马克思就意识到

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货币与信用体系，他致力于反驳古典经济学家，说货币不仅是“遮蔽物”，它在资本主义经济

中决不是“中性”的。1854—1855年，马克思就已准备将自己的笔记用于全面批驳当时流行的正统货币理论，即货

币与银行学派。他的明确志向是对货币危机提出一种更为理想的解释，因为货币危机是大规模危机的一部分，这场

大规模危机自1825年起周期性地震撼着刚刚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这就是马克思为什么在1850—1854年的经

济学研究中专注于货币与金融，但又超出这一范围之外去认识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的现实世界的原因。  

  第二个重要情况是，MEGA第2部分第3卷第1至6分册刊登了马克思1861—1863年手稿的完整文本(1976至1982年出

版)。实际上，这是马克思继1857—1858年的《大纲》后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撰写的第二个草稿，同1859年

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这一创新之作密切相关。1861年，马克思开始写作自己许诺的第三章“资本

章”，以便衔接前两章(商品章与货币章)。这前两章已于1859年出版，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总标题的专著系

列的第一分册。只是，第二个草稿有一些部分已于1905—1910年由考茨基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书名出版了，而全部手

稿的绝大部分尚未出版。这是一份规模庞大的研究手稿，马克思在手稿中处理了构成《资本论》第一、二、三卷内

容的题材。手稿无论是在理论和思想上，还是在对各种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上，都极富新的见地。这里，马克思首次

处理了许多以李嘉图学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未解之谜与问题。而像“绝对地租”这样的著名问题，是李嘉

图与他的门徒们都无法解决的。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的结尾，马克思向读者许诺说，他将解释资

本主义社会中的价格为什么以及如何不可避免地区别于价值，解释并非由人类劳动生产的自然资源为什么以及如何

能够具有价格。第一个谜团将借助对竞争的分析来解开，第二个谜团将借助对地租的分析来解开。1861年夏，马克

思开始认真地处理这些长久以来一直在困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谜团。在这一过程中，他构造了新概念和方案，如

“成本价格”、“生产价格”，他把资本主义经济中竞争过程的分析细分为彼此平行的两个过程，这两个过程进而

带来不同的价格调节形式(“市场价值”与“生产价格”)。最初，他认真地尝试着分析商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特殊

形式及其“价值化”的特殊模式。他解释了长期平均利润率会趋于降低，还解释利润与地租作为特殊的形式来自于

同一源头，剩余价值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尽管马克思在1861年准备像他两年前预想的那样撰写下一章即资本

章，但他却停留在广博与长久的研究过程中。他的1861—1863年手稿为我们认识他的思想建树提供了难得的角度。

它揭示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简短地分析了这种转化所必需的前提条件，最后成果是论述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中

货币关系“整体性”的最初草稿。  

  完整发表1861—1863年手稿，改变了我们对已然为人们所了解的那部分剩余价值理论的认识。由于我们此时阅

读这一部分时，可以对照马克思相关研究过程中形成的文本，显然这一部分不是作为政治经济学史(或后来被称为

《资本论》第4卷)的最初草稿来撰写的，而是作为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组成部分来撰写的。在这些论述、讨论、分析

中，马克思仔细审查了政治经济学迄今的未解之谜，他提出自己的理论，既对立于古典学派的教条，也对立于一些

社会主义者，因为前者试图掩盖自己所发现的矛盾，后者提出了这些矛盾，却没有能力将它们解释为现代资本主义

的固有特征。这使得我们始终意识到，马克思的志向不仅在于批判各种范畴、普遍的世界观、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

法、现代科学以及资本主义社会，而同样在于反驳和推翻古典政治经济学(李嘉图)的错误理论，即“专业经济学

家”的通行观点，甚至为他(与恩格斯)自1844—1845年以来提出的社会科学新构想赢得“科学的荣耀”。为了反驳

“斯密的教条”，马克思全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尤其是资本积累过程。在分析和批判魁奈的过程

中，他提出了自己关于再生产体系的看法，指明了以后很久(在20世纪50年代)才再度提出的增长理论。他认为有义

务说明，什么是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的。  

  自从发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来，很清楚，马克思最晚在着手写作《资本论》之前改变了原初的计划。

马克思学者研究1857—1858年手稿为的是发现，到底是什么促使他改变了自己的计划，是什么影响他改变了彻底而

系统地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这一原初方案。后来，马克思主义者为这样一种想法所困扰，即马克思作出了太多的



牺牲，或者说作出了错误的选择。事实上，马克思起步于六册写作计划(从资本到世界市场)，可能是在1866年改变

为四册写作计划，这样做显然是要将自己限定于原初计划中第1分册的话题：资本。这一点，他在众所周知的《资本

论》第1、2、3卷中多多少少有所意识。1858年的六册写作计划变更于60年代早期，我们如今掌握了马克思这一时期

写下的一系列手稿，能够更好地判断原初计划实际上经历了哪些变化。显然，这不是一夜之间改变的，而是随着马

克思的研究过程一步步改变的。正在制订之中的新计划的许多草稿散见于手稿中。既然我们可以在1857—1858年

《大纲》手稿中以及各封信件中(马克思致恩格斯、拉萨尔、库格曼)找出这一计划，如今便能够认真地判定，马克

思为何、如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实际地改变了原初计划。如果我们看到1863年他最后且极其详细的计划，就可以看

出正在制订之中的《资本论》的结构。显然，马克思将原初的六册计划的很大部分(像工资理论、地租理论、竞争法

则、对信用与银行的分析)纳入了新的结构。  

  第三个显著情况是写于1863—1865年的《资本论》的第三个草稿发表出来了。首先，马克思撰写了《资本论》

第1卷的一个完整文本，它分为6章，还是从“货币转化为资本”开始。接下来的3章分别处理的应当是绝对剩余价

值、相对剩余价值以及工资问题。第5章处理的，应当是资本积累。只有处理“生产的直接过程的结果”的手稿最后

一章，即第6章，留存下来了。在1988年出版的MEGA II／4.1中，它同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的第一个手稿编排在

一起。它处理资本的循环过程，是在1865年上半年写下的。从某些方面说，它比马克思后来自1870年开始为第2卷写

下的各份草稿更为完整。例如，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分析货币的流通过程卷入了社会资本积累过程。显然，他仍

在遵循1863年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对货币流通的分析要在第3卷结尾处起到一个重要作用。MEGA II／4.2刊登了

马克思于1864—1865年为《资本论》第3卷写下的第一个而且实际上是唯一完整的草稿，它出版于1992年，属首次发

表。这样，1865年，马克思才刚刚有了《资本论》较为完整的草稿——像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的那样，第l卷手稿遗失

的五章除外。1866年2月13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告诉后者手稿已“完成”，只是“极其凌乱”，“除了我自己，

谁也不能编辑它，包括你也不行”。  

  我们一直在等待MEGA II／4.3的出版，它包括马克思主要是在1867—1868年紧随《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写下的

所有小篇幅手稿。所有这些小篇幅草稿与片段都属于《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有些覆盖了这些卷次某一章节的主

题。它们表明，马克思仍在继续研究。尤其是1864—1865年为第3卷写下的巨幅手稿，它向我们展示出马克思为第3

卷进行的研究在何种程度上尚未完成的诸多细节：论述的基本结构已经具备，但许多或大或小的细节问题尚未处

理，论述的总体结构尚在制订之中，作者尚在尝试各种思路，试图找出论述现代资本主义的“总体理论”的恰当方

法与形式。马克思在写作这一手稿时，展示出一条在政治经济学中极富争议的思路：工资普遍与巨幅上涨是否会对

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工人阶级状况造成不利?马克思没有发表这些内容，因为这样就会提前发表过多涉及《资本论》第

3卷主题的内容。实际上，马克思有关内容的第2部分，尤其是处理工资普遍增长所带来的总体影响的那些内容，超

出了第3卷手稿的主题，在第3卷手稿中，这一问题仅在第2部分第5章中有所触及。尽管马克思没有发表这些内容，

我们也可以从中推测出，较之他在1864—1865年手稿中所写的来说，他原准备在第3卷中论述更多关于工资率总体趋

势与行业联盟作用的内容。  

  将这一手稿当作一个整体，则论述的全部线索便一目了然了，但马克思在心目中做的大部分分析尚未具备，它

们留给读者的问题多于答案。举两个明显的例子来说，在论述商业资本的第4部分中，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问

题。这里有确实需要探究的问题：商业利润、竞争、商业资本的变化、商业领域工人的工资、商业资本的剥削模

式。马克思实际上两度处理商业资本问题。在这一部分，他要解释，当商业资本成其为商业资本时，它都有哪些特

殊作用。但大部分问题都没有答案。处理利润与信用的第五部分无非是将一些摘录和最初的草稿收录在一起，加上

许多笔记。无疑，马克思尚未完成他于1865年进行的研究。他尚在寻找解决主要理论问题的答案，而不是寻找表述

研究结论的理想形式。  

  现在，我们来说说一种类似的情况，即第四个情况：发表马克思1868—1882年写下却从未发表的《资本论》第2

卷和第3卷手稿的问题。马克思是在1867—1868年冬季开始重新致力于《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紧接着第1卷发

表之后。在2004年，马克思写于1881—1882年的研究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的关系的最早手稿系列，即八个不同的完

整文本，首次发表出来了(MEGA II／14)。2006年又出版另外两卷NEGA卷次，随之MEGA第2部分将出版完毕，它将首

次让我们接触到流传下来的马克思写于1868年与1881年、但未发表的《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手稿(MEGA II／4.3与

MEGA II／11)。这一系列为《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撰写的手稿以及马克思为《资本论》第1卷从一版到下一版而一

再撰写和组织的大段文字，使得我们可以来讨论《资本论》第四草稿，即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时未完成的最后一个

草稿。  

我们期望将来看到MEGA2即MECA IV发表愈来愈多的马克思笔记和摘录。它们将为我们提供更好的思路，来理解

马克思实际上做了什么，是怎样做的，他在通向《资本论》的道路上还计划做什么。例如，当他写作第一个草稿

时，不仅研究了黑格尔的《逻辑学》，还从一部专门论述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危机即1857—1858年危机

的著作中搜集了各种摘录和材料。这些摘录和材料可以在他论述危机的著作中找到，这部著作以前从未出版过，它

将刊登于MEGA IV/14。它向我们展示出，马克思首先是个侧重经验的研究人员，他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

次名副其实的世界危机，即1857—1858年危机的过程。这一过程侵袭了所有重要资本主义国家，还侵袭了它们的殖

民地。马克思研究了这一危机在所有相关国家的发展，尤其极其细致地研究了货币与信用危机的发展，他实际上计

划撰写一部有关著作。他于1862年撰写第二草稿时，再次研究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并作了摘录。同时，他研读

了斯密、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研究了从工厂立法到银行与信用规章的各种问题的大量议会报告。他写作第2草稿和第



3草稿时，研究了欧洲经济史，但也研究了像北美、主要欧洲强权海外殖民地这些其他地区的历史。他于1867年写作

《资本论》第l卷最后一个文本时，研究了日本改良，为的是提供一个明显的实例。70年代，他继续研究政治经济

学，但选择性更强，重点研究货币与信用史，包括银行史，甚至包括银行运作手段。马克思生平的最后一个时期，

自1870年起，他的笔记更为重要，因为他以前同恩格斯保持的通信此时已中断，恩格斯已搬到伦敦来住，同马克思

几乎每天见面。恩格斯保留了他截止1870年收到的马克思写的信件，在编辑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手稿时

使用了其中一些信件，尤其是1868年作为某种写作准备而写下的信件。马克思的有些构想留在手稿中，除了这些手

稿外，恩格斯要依靠自己仔细研读的那些笔记，搜寻马克思倾向于做哪些修改、如何做修改的迹象。  

注释： 

① 作者为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 

（译者：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研究员）（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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