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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货币的经济功能已为人们熟知，但对其背后隐藏的社会功能，众说纷纭。马克思用唯

物主义特有的历史的、内在批判的方法透视了货币的本质———特定社会历史中人的社会关

系。主要从货币的历史形成、货币的资本形态和货币导致的拜物教现象三方面分析马克思的

货币哲学思想，并探讨这一理论对理解唯物主义哲学的精髓以及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变革的

非常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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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逐步深入经济学研究之时，对货币

这一经济现象和它在资本主义阶段的完整形式资

本进行了独到透彻的探索，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

也由此可窥一斑。

一、货币的历史性分析

在研究一开始，马克思首先提出了与古典经

济学理论不同的逻辑起点：认为商品价值问题实

际上是一个人类劳动的结合问题，从而把经济学

研究的突破口放置在人类社会的内在本质上，这

不同于早期马克思思想中抽象的异化线索。因为

对马克思来说，价值不是一个固定的经济范畴，而

是与不断发展的生产关系紧密相连的历史性范

畴，应该置于历史性生产关系的背景下才能正确

理解。马克思首先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考察

货币的产生。他认为，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出

现，源于经济发展带来的交易剧增造成的困境，是

交换活动发展的历史必然，可见马克思把在一定

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和他们的生命活动 * 劳动 *
当作经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而西方传统经济学

则提出交换价值作为商品研究的逻辑起点。与价

值相比，交换价值更注重于商品交换所取得的价

值的量的方面，决定价值量的因素有很多种，除商

品本身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之外，还受供求关

系、货币等外部条件的影响。沿着这一逻辑发展

下去，必然会走向片面关注商品交换的现象探讨，

而不是深入到经济发展深处的生产领域研究。

马克思认为，劳动同价值的产生密不可分。

在人的社会劳动关系通过商品交换建立和实现的

历史条件下，就产生了商品的价值问题并形成了

价值规定。价值取得了和商品的自然存在不同的

社会存在，在实际交换中这种不同变成了实体的

分离，交换伊始的等价物具有了这种社会属性

———商品生产者以实物的形式表现的社会关系，

并随着交换的发展最终凝结在货币身上。值得注

意的是，价值乃至货币所具有的社会性质，并不仅

仅是与商品的自然属性相对而言的社会性，更重

要的是指与特定历史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辩证运动紧密相连，并受其规定的具体历史的社

会性。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产生和进一步发展使

交换范围进一步扩大，作为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无

论从物理性质还是从其被认同的程度来说，都已

经不能满足需求，对统一的交换媒介的需求日益

高涨。到了封建社会，以铁制生产工具为标志的

生产关系占据主导地位，政治上建立了大一统的

国家，交换和贸易不仅在统一的国家疆域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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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国界，因此金银相对完

美的自然属性和被普遍认同的社会实际，使之最

终成为流通媒介的稳定形式。货币以其不同的表

现形式反映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关系，这就是

货币的本质所在。

“社会生活形式的思考，从而对它的科学分

析，遵循着一条同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这

种思考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已经完全确定的材

料发展的结果开始的。”［!］（"#!$!）马克思关于商品、

价值、货币等经济范畴的确立并非凭空设想，而是

收集了大量的经济资料和数据，进行总结，并在思

考中将现实的具体上升到意识的抽象一般。

“我们在这里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

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

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

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

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把现

实的人及他们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作为理论的基

点，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及人

道主义流派的根本，空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关注

个人幸福，对货币、资本在现实中的负面作用深恶

痛绝，但不懂得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规律

性，而是满足于从人类历史发展之外设定一个价

值存在作为理论前提。例如，赫斯虽然把经济学

的一些范畴如商品、价值、货币、资本提升到哲学

的层面探讨资本主义的本质问题，却没有真正进

入到资本生产领域。除了批判资本主义发展带来

的异化和人性失落以外，更多地是对自由劳动的

人类社会组织的向往。马克思的经济研究又异质

于西方传统经济学。后者从一开始就把资本主义

设定为天然合理的社会形式，研究对象被当作既

定前提。历史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合理性的佐

证。他们也研究关系，但只是一般的、经验性的人

与人的关系，舍去社会关系的具体历史性，所看到

的必然是资本主义商品交换所表现的自由平等，

而掩盖了现实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从根本上

讲，经验历史主义的思路在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

上必然采取经验事实的理性与人的理性的简单相

加。”［&］（"#&’(）斯密在价值理论上的二元性，李嘉图

尽管发现了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却没有把思路

推进到对资本主义关系内在矛盾的科学层次，根

本原因皆源于此。

二、货币的现实性分析———资本

“资本”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概

念，古典经济学也研究资本，不过在他们看来，资

本只是现实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领域的既定存

在。始终不能就货币与资本的本质区别做出辩证

的说明，而这一区别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意

义重大，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与原来意义上的货币

的关系入手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

的。在封建社会末期，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交换纵

深发展同狭隘、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发生深刻矛

盾，加上封建统治者对贸易的抑制，致使商品经济

举步艰难，货币所代表的商品交换与封建社会生

产关系的矛盾日益激化，只有以新的生产方式取

而代之，才能保证生产力和商品贸易的持续发展。

资本就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历史产物。到了资本主

义社会，货币包含的诸多矛盾逐渐在资本的意义

上得以扬弃、超越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新

矛盾，如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资本各种形式之间的

矛盾等等。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商业资本和生息资

本是资本的最初形式，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资本

是货币的特殊历史形态。但在这层含义上还远远

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独特的生产方式本质，因为虽

然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就出现了商业资本、生息资

本的简单形式，但是资本还没有作为一种占统治

地位的生产关系，这只是说明了作为商业资本和

生息资本的货币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为资

本主义扫除了传统生产方式和政治形式的障碍。

历史唯物主义所理解的资本有两重含义：（一）资

本主导性生产关系的确立与雇用劳动的出现紧密

相连。资本通过交换和分工逐步摧毁封建的土地

所有制，并创造了现代土地私有，后者把农民同生

产资料强制性分离，在最大范围内产生了雇用劳

动。现代社会的土地所有权是资本生产的一个内

在要素，并随之与雇用劳动对立。从本质上，资本

的生产性来自于通过交换而获得的活劳动。（二）

资本增值的秘密是剥夺剩余价值。社会总资本能

象滚雪球一样不断变大，就在于资本所交换的活

劳动，这种活劳动以商品的形式取得了资本所付

给货币价格并为其支配，不仅在必要劳动时间内

创造了自己的交换价值，更重要的是为资本在必

要劳动时间之外创造了剩余价值。马克思把货币

向资本的转化同剩余价值的生产联系起来，从本

质上认识了资本的本质乃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生产

中特有的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从而，资本的涵

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流通媒介和支付手段的范围，

伸展到生产关系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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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理论关注资本的物质表现形式，

他们研究物与物的关系，却没有深入理解物的关

系背后负载的人的社会关系。斯密发现劳动是价

值的源泉，却又把生产力的发展归因于社会分工，

如此以来，一方面工资应当是工人生产的全部劳

动产品的酬劳，另一方面利润地租被解释为资本

家在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资料而应得的报酬。理想

与现实的差异使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陷入了矛

盾。而李嘉图则把交换、货币当作表现分配的手

段，交换不能给资本带来财富，价值除了表示交换

比例外没有其它的意义。流通在他那里只是分配

的一个附属形式，而与创造财富的生产力状况无

关，后来干脆直接撇开交换价值，研究社会财富在

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和工人之间的分配。其分配

理论虽然无意中揭露了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对

立，但是没有发现对立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生产中

资本对剩余劳动的贪婪榨取，所以他的成就还是

停留在分配过程的表面现象。事实上，“李嘉图

不理解资产阶级的特定性质，这正是由于这种性

质在他看来是一般财富的最适当形式。”［!］（"#$%!）作

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拥护者，李嘉图也不可能

真正发现资本的历史本质。

在对资本的理解上，还要区分一种常见的错

误观点。即认为资本是物化劳动的积累。因为如

此以来资本仅仅被当作物，不再具有资本主义特

有的形式，生产工具也是以前物化劳动的积累，而

每一个历史时期生产所必需的生产工具就会抹煞

资本产生在发达的交换经济中的历史性，好像资

本实质上是物的内容而不是人的社会关系，这样

致使个人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被混为一谈。

马克思指出，“作为劳动的物的条件的东西即生产

资料和作为维持工人本人生活的物的条件的东西

即生活资料，只有同雇佣劳动相对立才能成为资

本。”［&］（"#’!）资本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独特的社会

生产关系，标志着社会两个对立阶级的普遍形成，

以往所有的社会关系如人生依附关系、政治依附

关系如今都让位于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资本

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主导性的生产方式，资本的

本质在历史唯物主义这里得到最科学的阐释。

三、拜物教批判

分析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就不能回避他的拜物

教批判，因为在拜物教批判的理论中，历史唯物主

义哲学反思的人文内涵得到了集中再现。其实，

对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来说，人文关怀的线索是始

终存在，不过这种关怀在历史性、现实性的生产关

系的崭新理论层面上重现出来，人文被消融到生

产关系的氛围里，变为一种更深刻的理论线索。

与空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不同，马克思对拜

物教的分析不是在历史之外另立一个价值，然后

再从这个悬设的价值出发去分析和批判资本主

义，他认为拜物教的产生有其历史根源，是人类历

史初期生产力水平低下，剥削制度的生产关系分

配不均造成。随着生产力日益发展，资本剥削性

的生产关系却使得拜物教现象日益严重。在研究

马克思的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之前，我想先

把他的商品拜物教思想作为起点，因为货币拜物

教实质上是商品拜物教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一种形

式。商品的神秘性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

而是因为采取了商品的形式后具有的交换能力。

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感受到的只是物的关

系本身，就误以为商品所以能按一定数量相交换，

是由物的本性决定。商品拜物教的产生具有一定

的历史条件：第一，商品体现着无差别的人类劳

动。但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里，这种无差别的人

类劳动通过交换以物的形式来表现。第二，商品

的价值量体现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量。第三，生

产者的社会生产关系以商品的形式表现。在商品

交换条件下，私人劳动的社会性必须通过物与物

的交换来表现。这些都使得物本身带上不可思议

的神秘性。可见，商品拜物教的实质就是对商品

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虚幻反映，这一反映基于

以下事实：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并

反过来支配人。

货币拜物教同商品拜物教一样是商品生产的

社会形式的产物，货币是一切商品的价值体现，在

商品交换日益发展的社会里，作为商品交换的媒

介被赋予了尤为神秘的吸引力，如果说其它商品

的交换可能性越来越间接化或者会因为具体偶然

的原因被搁置，货币则不存在这种情况。货币表

征着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人类劳动，它的本质就

是人们通过劳动交换所发生的社会联系，“但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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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他们揭示出来”［(］（"#%)）。

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观，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

表层交换关系的反映，它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和要求，并为巩固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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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念，反映了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实质。

从商品拜物到货币拜物，再到资本拜物，形式

愈加隐蔽。作为资本的货币，有一种特殊的使用

价值。尤其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取得了最表面、最

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利息本是剩余价值的一

部分，但是从生息资本运动的表面形式上看，利息

的来源和大小却由资本家之间的契约产生。生息

资本只是表明一种数量关系———本金和本金加利

息的关系；货币会产生更多的货币，利息的真正源

泉被遮蔽。货币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之间的关系

掩盖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

的剥削关系。资本更加神秘化，社会关系最终成

为一种物，即货币同它自身的关系。这种拜物教

形式伴随着资本的全球化而世界历史化，标志着

抽象的物统治现实的个人的普遍化。

四、总结

马克思以其开创的历史的、内在批判的历史

唯物主义方法对货币给出了崭新的解释。货币是

生产和交换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实质上

是生产力得到逐步提高和生产关系日益复杂化的

结果。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交互作

用是货币产生发展的唯一要素，正如恩格斯所言，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

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

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历史唯物主

义并不否定其它社会因素对货币历史发展的影

响，也不力图使自己在理论上面面俱到，它有自己

的理论基点，就是从现实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

证运动中探索包括货币在内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规

律，这种规律是客观的，恰恰也是内在的、本质的。

马克思关于货币本质的理论，以其深刻的理

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有力地揭示了货币内在力量

的人学来源，以及通过货币增值与流通过程表现

的人与人之间社会经济关系的生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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