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0卷第1期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1月
Vol.30,No.1　　　　　　　　　　JournalofJishou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Jan.2009

哲学研究

马克思的货币批判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

赵文力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人文社科系,河南 郑州　450015)

摘　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资本论》中认为,货币在本质上

不过是人的产物,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物化形式,体现的无非是在劳动交换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而货币

拜物教将货币从手段变为了目的,剥夺了一切事物的价值,扭曲了人的感觉与需要,甚至使之成了社会发展的内

在动力。马克思对货币异化、货币拜物教的这种批判,对于生活在当今越来越成熟的市场经济下的人们来说无

疑具有很强的现实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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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生活在成熟的货币经济主导下的人们来

说,货币,或者说金钱,是太过于司空见惯的平常之

物。它作为商品经济下的一种交换媒介,象血液一

样在社会的机体里流淌,使社会联结在一起,保持

为一个整体;同时,它又是一种价值尺度,象魔镜一

样能够把所有的商品化作一定数量的自己,也能把

自己转换为各种商品。自从货币诞生以来,就使所

有的人为它着迷,它不仅有如此巨大的转换能力、
统治权力,而且还能够被储存,所以,它那黄灿灿的

光芒使所有的人为之倾倒,成为人间不折不扣的上

帝———“货币拜物教”拥有世间最多的信众。
一种平常之物为何会成为众人顶礼膜拜的对

象? 这平常的纸片为何竟有如此之大的魔力呢?
它对社会的深层影响体现在什么地方? 这些问题

总不免使人陷入谜团之中。马克思在《1844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

《资本论》中关于货币的卓越见解为我们揭开谜团

指明了方向。马克思分析了货币产生的来源、货币

的本质及功能,阐述了“货币拜物教”及其变化形式

“资本拜物教”产生及演化的过程,这对于当今生

活在市场经济笼罩下的人们来说无疑具有很强的

现实启发意义。

一、马克思对货币本质的三个认

识阶段

(一)货币在本质上是人的产物,是人的本质的

对象化、物化形式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

本主义的观点出发,申明他为手稿规定的中心任务

之一就是“弄清楚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

联系”[1](P51)。货币在本质上是人的产物,是人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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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对象化、物化形式。在货币取得一般等价物的

形式之后,人的活动及其活动的成果———劳动产

品,即人的本质体现,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

式,也就是说转化为货币,才能实现其活动对满足

自身的需要。因此,货币所代表的不是特定的品

质,不是特定的事物,而是人的本质力量。但是在

私有制的条件下,人的本质异化了。作为人的本质

对象化产物的货币不仅同人相分离,而且反过来奴

役和支配人。在货币中,人的本质的异化获得了它

最极端的表现。在手稿中,马克思形象地揭露了现

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货币异化:“不是人的力量决

定货币的力量,而是货币的力量有多大,我的力量

就多大;不是人的特性决定货币的特性,而是货币

的特性就是我的特性。“货币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使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颠倒、混淆。货币的

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

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1](P144)。
(二)货币是商品社会中人与人交换关系的物

化形式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

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对货币的起源及其本质作

出进一步的正确理解。马克思指出,货币存在的前

提是社会联系的物化,货币是产品的商品形式的发

展的必然结果。在交换过程中,产品转化为商品,
商品价值转化为货币。货币就是同商品本身相分

离的、物化的交换价值。本来,作为交换价值的物

的形态的货币只是商品在社会交换中实现的手段

和工具,可是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

中,原来作为手段出现的货币越来越成为生产的目

的。交换关系本身也开始成为人与人的关系中起

支配性作用的东西。相对于过去那种人与人的直

接交往关系,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经过

交换中介(货币)的物化不可避免。马克思写道:
“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

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2](P103)所以,货币

存在的前提正是社会关系本身的物化。货币以物

的形式表现着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马

克思形象地说,生产者“他的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

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关系”[2](P103)。
(三)货币的本质就是人们通过劳动交换所发

生的社会联系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货

币物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上升为对货币拜物教

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在商品交换日益发展的社会

里,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存在一种假象,即“正
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

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

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他们揭示出来”[3](P92)。货

币本身表征着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的人类劳动,它
的本质就是人们通过劳动交换所发生的社会联系。
货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

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

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

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二、马克思对“货币拜物教”的批判

(一)“货币拜物教”本质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货币的产生及演化过

程揭示了“货币拜物教”的本质。货币是在商品交

换中历史地形成的。开始的交换形式是以物易物,
随着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发展,产生了作为交换

尺度的等价物,它依次从个别等价物、特殊等价物、
一般等价物而最后发展至货币。货币作为一般等

价物本来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是一切人类劳动

的可以看得见的化身,但是,由于货币是商品交换

关系的感性显现,发生在商品中的人与物的颠倒不

可避免地也发生在货币身上。货币可以用来购买

一切商品的属性,作为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却被

看作是货币的自然形态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在商

品与商品直接物物交换的条件下,商品生产者的命

运决定于能不能顺利地换得别人的产品,而在货币

出现以后,则决定于能不能顺利地换成货币。商品

的神秘性进而发展成了货币的神秘性。当一般等

价形式专门同一种特殊商品结合在一切,即结晶为

货币形式的时候,这种假相就完全确立起来了。一

种商品成为货币,似乎不是因为其他商品都通过它

来互相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似乎因为这种商品

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起

中介作用的运动在它本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而且没

有留下任何痕迹。商品没有出什么力就发现它们

自己的价值表现并固定在一个与它们并存、在它们

之外的商品体中。这些简单的物,即银和金,一从

地底下出来,就立即表现为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

身。货币的魔术就是由此而来,这就是货币的拜物

教性质。因此,马克思说:“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

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显著,迷惑着人们的眼

睛。”[3](P71)由此可见,货币拜物教的迷就是商品拜

物教的迷,只不过变得更明显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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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商品与货币的拜物教

进一步呈现为资本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就是把资

本的价值增殖看作是资本本身具有的魔力的一种

错误观念。马克思认为这种拜物教形式对现实的

颠倒更加厉害,因为它在形式上真正掩盖了社会关

系的不平等,集中体现了社会关系的物化与异化。
通过流通领域中的运转,资本实现了自身的增值,
明明是由人创造的财富,却表现为资本生钱的神

力。尤其是生息资本,它根本脱离了生产与流通过

程,直接表现为钱生出钱,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资
本拜物教彻底完成了。生息资本作为自动的拜物

教,它自行复制和增值的能力,使“物神”达到了一

种完善的程度,一种真正的“美学上的假相”在这个

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真正产生根源的任何痕迹

了,这是一种充分的物化、颠倒和疯狂。
(二)“货币拜物教”对社会的深层影响

1. 货币从手段变为目的

人的一切活动及其产物都应以人为目的。货

币作为人的活动产物,是为了人的需要服务的,是
“需要与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

线人”[1](P140),也就是把我和对我来说的他人的存

在联系起来的纽带。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是实现

人的目的、人的价值的中介和手段。但是,在“货币

拜物教”的幻象下,既然货币已成为万能的上帝,它
自然成了人们追逐的唯一目的,只要有货币,其他

的都已经不重要,货币从手段变为目的。尤其是在

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发生了

颠倒,即作为主体的人本应该处在他的活动和产品

的支配的地位上,但是现在却反而处在被奴役的地

位上。马克思说:“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

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

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4](P149)换

句话说,就是无生命的物质财富的世界统治着有生

命的人的世界,作为手段出现的货币取代了人的价

值地位,成了“真正的力量和惟一目的”。这样,占
有货币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的甚至惟一的

价值观念。

2. 货币剥夺了一切事物的价值

金钱可以购买一切东西,因此可以不加区别地

对待任何事物。当任何个别事物的独特价值都可

以用金钱价值来衡量时,品质和独特性这些东西便

不再被重视。马克思指出,正像货币把任何存在物

都归结为它的抽象一样,货币也在它自己的运动中

把自身归结为量的存在物。“既然一切东西可以为

换取货币而让渡,那么一切东西也可以通过货币而

取得,没有任何绝对的价值,因为对货币来说,价值

本身是相对的。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让渡的,因为

一切东西都可以为换取货币而让渡。没有任何东

西是高尚的、神圣的等等,因为一切东西都可以通

过货币而占有”[1](P251-252)。

3. 货币扭曲了人的感觉与需要

在手稿中,马克思阐发了人的感觉的诸多规定

性,并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货币与人的感

觉异化的联系。马克思认为,人是感性的存在物。
人的感觉是现实的人对于其存在的切身体验,是
“对人的本质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人的感觉具

有对象性、丰富性、多样性等特点。首先,感觉是通

过对象的存在肯定自己的。由于对象的存在方式

不同,感觉的肯定方式也不同。每一种感觉都有其

相应的对象存在。其次,真正人的感觉是丰富的、
多样化的。马克思指出:“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

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这全部感觉,不
仅包括“五官感觉,而且(包括)所谓精神感觉,实践

感觉(意志、爱等等)”[1](P87)。但是在资本主义社

会中,人的感觉发生了异化。这在货币中体现得尤

为明显。人的全部肉体感觉和精神感觉都绝对地

受到货币这一私有财产形式的支配。私有财产制

使得人们变得愚蠢、片面,以至于达到某种程度:
“一个对象,只有当它被我拥有的时候,或者作为我

的资本,或者作为我正在吃、喝、穿、住的对象的时

候,我才把它看作是我自己的感觉对象。而货币因

为它具有购买一切东西的特性,因为它具有占有一

切对象的特性,所以是最突出的对象”[1](P140)。另

一方面,货币也使人丰富的感觉单一化了。“肉体

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化即拥有

的感觉所代替”[1](P85)。就是说,在私有制下,人们

丰富的感觉日益贫乏,而拥有货的这种感觉成了人

们所追求的惟一的感觉,“一切激情和一切活动都

必然湮没在贪财欲中”。[1](P124).
人的需要是手稿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马克

思看来,人的需要应当具有丰富性、全面性、直接

性。人不仅有生存、发展的需要,而且还有自我实

现的需要。人对外物的占有,不仅表现在吃它、用
它、享受它上,更表现在人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

化在外物上,使之成为人的自我的确证。马克思称

前一种占有为“人的受动”“消极的享受”,称后一种

占有为“人的能动”“积极的享受”。人的需要是全

面的。人不仅有吃、喝、住等生存性需要,而且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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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艺术的享受,获得别人的尊敬和爱的需要。为

了强调这一点,马克思还提出了“富有的人”这一概

念。“富有的人”就是有丰富需要的人,就是“需要

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
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

在。”[1](P90)因此,每一种新的需要直接就是“人的本

质 力 量 的 新 的 证 明 和 人 的 本 质 的 新 的 充

实”[1](P120)。而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的需要的丰富

性、全面性、直接性都遭到货币的侵蚀。这是因为,
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满足人们的需要,
而是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攫取最大数量的货币。
一切活动的出发点都是金钱。从消费者的角度看,
仿佛产品和需要的范围都扩大了,但这些需要不过

是被产品刺激、诱惑出来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

的欲望”。在实质上,人的丰富多样的需要被货币

简单化为货币的需要:“对货币的需要是国民经济

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并且是它所产生的惟一需

要”[1](P144)。同时,货币也取消了人的需要的直接

性。货币将人的需要划分成有效需要与无效需要。
有效需要以货币为基础,是可以从想象的、表象的、
期望的存在改变成它们的感性的、现实的存在。与

这相对,没有货币基础的需要则是纯粹观念的东

西,也就是不存在的需要,“因而对于我本人依然是

非现实的,无对象的”[1](P76)。简而言之,没有货币,
就没有需要。

4. 货币作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私有财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同的表

现形式。马克思说:“地产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形

式”[1](P45)。私有财产的统治一般是从土地占有开

始的。马克思认为,封建的土地占有已经包含土地

作为某种异己力量对人们的统治。封建地产不仅

是农奴的个人身份的表征,即农奴是土地的附属

物,而且也是领主人格、个性物化的表现:“他的家

族史,他的世家史等等———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是使

他的地产个性化,使领地名正言顺地变成他的世

家”[1](P71)。但是,随着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动产必

然战胜不动产,资本家必然战胜土地所有者,“发达

的私有财产”战胜“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
最后,货币必然战胜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而成为

私有 财 产 最 普 遍、最 发 达、最 完 全 的 现 代 形

式。[1](P71)

三、马克思货币批判理论的现实

意义

今天,货币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的

社会功能,是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与我们现实生活

的契合点。因此马克思对货币异化、货币拜物教的

批判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因此,如何摆正货币价

值与自我价值的位置,深刻认识和理解货币与人

性、货币与人的自由的关系,避免在追求金钱的过

程中,迷失自我陷入货币拜物教的泥淖,就成为一

个紧迫的现实问题。马克思对货币异化、货币拜物

教的科学分析和价值批判有助于我们反思货币的

手段与目的、真实性与虚假性、颠倒功能和吞噬功

能,有利于我们树立一种健康的、成熟的货币观、价
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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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sCriticalTheoryonMoneyandIt’sModernSignificance
ZHAO Wen-li

(Department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ZhengzhouInstituteofAeronautical
IndustryManagement,Zhengzhou,Henan450015,China)

Abstract:In1844EconomicandPhilosophicManuscripts,1857—1858EconomicManuscriptsandDas
Kapital,Marxthoughtthatmoneyinnaturewastheproductofman,thesubjectofhumannature,andthe
materializedform,representingnothingbutsocialconnectioninlaborexchange.However,moneyfetish-
ismturnedpurposeintomeans,deprivedthevalueofallthings,distortedman’sfeelingandneed,and
madeittheinnerdriveofsocialdevelopment.Marx’scriticaltheoryonmoneyhasnodoubtstrongreal-
isticenlightenmentintheincreasinglymaturemarketeconomy.
Keywords:thenatureofmoney;moneyfetishism;criticismon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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