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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保罗·M·斯威齐 

  保罗·巴兰和我合写的《垄断资本》一书，于1966年出版。我们在该书的序言里说，

我们采用的方法，并不打算给所研究的社会结构勾画一副完整的图案。我们还说： 

  我们尤其意识到，我们使用的这种方法结果几乎完全忽视了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中占有主

要地位的问题——劳动过程。我们强调技术变化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然而没有系

统地探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所特有的各种技术变化对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即：工作性质、工人阶级的

组成（与分化）、工人心理、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等等。对垄断资本主义作全面研究时，

这些显然都是必需加以论述的重要问题。 

  差不多十年以后，哈里·布雷弗曼的这本著作出版了。现在，我们在这本著作中终于

看到为弥补上述的大部分缺陷而作出的严肃认真的努力，我认为这种努力是完全成功的。

这种努力“试图系统探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特有的各种技术变化对工作性质和工人阶级组

成（与分化）所造成的影响，”要对这种努力作出比这更准确、或更扼要的描述，是很困

难的。然而，哈里·布雷弗曼并不打算探讨垄断资本主义下可以说是工人阶级发展的一些

主观方面的东西。这项工作仍然有待完成。无论由谁担负这个任务，他都会在本书里找到

可靠的和必不可少的根据。 

  我要明确表示，巴兰和我没有试图弥补这个缺陷的原因，不仅在于我们采用的方法。

更为基本的原因，是我们缺乏必要的资格。像马克思那样的天才，能够分析资本主义下的

劳动过程，而没有直接陷进这个问题里去。他的分析无比出色，独具高见。对于比较平凡

的人来说，直接经验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个领域里，各式各样的学术“专家”和学术“权

威”的沉闷论述，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巴兰和我都缺乏这种极为重要的直接经验，如

果我们贸然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十有八九会受到资本主义理论家竭力鼓吹的许多神话和谬

论的欺骗。归根到底，对资本主义来说，再没有任何问题比把真相掩盖起来更重要了。我

只想举出一个例子作为我受骗上当的证明，这就是，我们轻信了在上半个世纪中非熟练劳

动力的百分比大量下降的全部神话（请参阅《垄断资本》，第267页）。哈里·布雷弗曼

有丰富的直接经验——关于这点，他在本书导言里已经作了概述——所以，他有非常充分

的资格来反驳和揭露资本主义辩护士的曲解和谎言。这种反驳和揭露，在富有说服力的最

末一章里做得最为彻底；熟练劳动力不断增加的神话，在这一章里遭到彻底摧毁。 

  然而，科学地研究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劳动过程，不仅需要直接经验，精通马克思在这

方面的先驱著作和他的辩证法，也是同样重要的。哈里·布雷弗曼也有这个特长。实际经

验和理论才能的结合，才使他能够对于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作出无比重要的贡



献。而这种结合，几乎确定无疑地被排除在我国学院式社会科学之外了。 

  凡是读这本书的人，都会从中得益处。但是，那些把本书和《资本论》第一卷，特别

是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对照阅读的人，尤其会得到特别的益处，因为

《资本论》把对劳动过程的分析第一次置于真正科学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提供了所有的重

要概念和方法，他运用这些概念和方法达到了如此良好的效果，以致他的追随者长期以来

都认为根本勿须在这个研究领域里再增添新的东西了。就理论来说，这些人是对的。当

然，上个世纪里，资本主义的内在性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它的外部表现却经历了重大变

化。资本积累已经采取了新的组织形式，侵入了一些旧的经济部门，也涌进了许多新的经

济部门。要做的工作是，把马克思的理论应用到由于资本不停的扩大而造成的新方法和新

职业上面去。这就是哈里·布雷弗曼给他自己确定的任务。在理论上，像他首先表示的那

样，这本书里没有什么新东西。在由于创造性地应用理论而获得的知识方面，本书却有大

量的新东西，其中大部分是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成功地建立起来作为这个社会的传统

学识相矛盾的。 

  我要接着说，在许多重要方面，本书的作用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答问题；是开辟

（或重新开辟）一向被忽视而且现在需要研究和仔细推敲的探讨途径。我也确信，哈里·

布雷弗曼是会首先同意这种看法的。对于任何一种职业或劳动过程的其它方面，都值得作

出比这本概论更加详尽的历史的和分析的调查研究。在这种意义上，哈里·布雷弗曼的著

作可以看做对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一种邀请和挑战，要他们进行一

项迫切的工作，去摧毁资产阶级的空论，用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真实描写去替

代它。* 

  * 关于这一点，我提请大家注意本书第十七章（“工人阶级的结构及其后备军”）。这一章提

出这样的论点：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决不是像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长期以来说的那

样，是一种非常荒谬的理论；事实证明，它是马克思洞察资本主义制度最有根据的真知灼见之一。

按照这个规律，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是，一个极端是财富的积聚，另一极端是贫穷和苦难。假如近

年来论述贫困和有关问题的大量文献是以这个牢固的基础为出发点的话，那么这些文献该是多么有

条有理，又是多么有用呵！ 

  这些评论到此为止。我必须承认：对我说来，读这本书在感受上很不平静。我认为，

这种感受和千百万读者读《资本论》第一卷时的感受有点相像。我国大多数同胞和世界上

其它大部分地区里和他们处境相似的人们，被迫去过的劳动生活状况，是可悲的、可怕

的、令人伤心的。这种状况，难以忍受、不能忘怀，已深深地印入我的思想意识之中，一

切才能和精力，天天用于发明那些使他们的苦难更加深重的方法和手段，名义上是为了提

高效率和生产率，实际上是为资本这个天神谋求更大的繁荣。每当我想到这种情况时，我

对人类竟然愿意继续忍受这种对人类幸福显然具有破坏性的安排感到惊异，这种惊异的程

度超过了我对人类有能力创造这样一种可恶的制度所感到的惊奇。如果这种努力，或者只

是一半的努力，用于使工作尽可能地成为令人愉快的、创造性的活动，那么这个世界该是



多么美好呵！ 

  但是，首先要广泛地了解资本主义的真实情况，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表面上的必要性

和不可避免性实际上只不过是掩盖极少数人的赤裸裸的自私自利的遮羞布。我相信，本书

对那些非常需要启发的人会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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