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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论技术变革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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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ＭＥＧＡ）的组织编辑过程中发现，《资
本论》的各个版本中马克思的某些说法不尽相同，这是因为他总是会寻找新的

资源方法来解决他在分析中所遇到的问题，这已为那些占了他思想遗产的很大

一部分的未发表的文献资料所证明。关于技术变革，马克思开始关注的是机器

的社会效应，即工人的失业和工作环境的普遍恶化，也考察了机器与经济之间

的关系，后又考察了机器的发展史，并对技术设备如何运行产生了兴趣；他还将

农业纳入考察范围，探究了自然科学的各种发现对于土壤栽培和家畜育种的改

良作用。此外，他还沉浸在对地质学、化学和数学的广泛研究之中。马克思的

这种开放性研究有时也会偏离他最初关注的问题和主题，发现新的研究领域。

这或许可以从他在１８５０年代早期和１８７０年代所做的摘录笔记中看出来。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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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导言］雷金娜·罗特（ＲｅｇｉｎａＲｏｔｈ）

是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历史考证版（ＭＥＧＡ）的编辑部成员，长期致

力于从文献学角度对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的编辑

和研究工作。本文译自罗特发表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ｏｕｇｈｔ

２０１０年第 ５期的 Ｍａｒｘ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ｉｎ

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ｉｔｉｏｎ。原文初稿是为２００９年４月

在希腊塞萨洛尼基召开的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

（ＥＳＨＥＴ）会议提交的论文。中文标题略有改

动。本文基于丰富详实的文献资料，以《资本

论》及其手稿的写作过程为例，具体展现了马

克思在研究过程中的工作方法。此外，本文通

过详细梳理马克思的摘录笔记和零散手稿，揭

开了马克思从早期到晚期对工艺学、技术变革

和自然科学问题研究的神秘面纱，为我们重新

思考和把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

学批判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支撑。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１卷中指出：“现代

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

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

的。”［１］３９９１８６８年８月，马克思在为国际工人协

会（ＩＷＭＡ）撰写的一份决议草案中补充道：“机

器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

动制度创造着必要的物质条件。”［２］这表明，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中，技术变革占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追问这一立场的来源

时，我们发现，它是马克思对机器进行长期考察

的结果。若要追溯这些来源，我们不能只读马

克思公开出版的那些著作，因为它们没有提供

可以用来评判马克思工作的广泛基础。众所周

知，马克思自己只出版了《资本论》第１卷（１８６７

年），并在１８７２年的第２版和１８７５年的法文版

中做了两次修订，而另外两卷的出版工作则是由

恩格斯完成的，恩格斯利用马克思的手稿编辑出

《资本论》第２卷（１８８５年）和第３卷（１８９４年）。

因此，若想理解马克思关于技术变革的观点，其

全部思想遗产———其中也包括大量草稿、摘录和

书信等———都必须被考虑进来。

这里，首先我将概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历史考证版（ＭＥＧＡ）的组织与结构，然后介绍

马克思的工作方法，最近出版的几卷《全集》

（主要包括《资本论》第２卷和第３卷）就涉及

这一问题。事实表明，马克思经常修改他之前

写下的东西，因为他总是会寻找新的资源和方

法来解决他在分析中所遇到的问题。在接下来

的两部分中，我将阐述马克思１８４０—１８７０年代

的摘录笔记中对技术问题的研究情况，以及这

些资料在其手稿中被利用的情况。这里，我关

注的主要是马克思的工作方法，而不是他的各

种经济理论。而在得出一些结论性的评价之

前，我想顺带谈一谈政治，即１８６８年国际工人

协会就“资本家手中的机器的影响”这一主题

而展开的讨论。这场争论深受马克思及其技术

变革思想的影响。

　　一、ＭＥＧＡ中的马克思

相较于马克思的同时代人，今天我们借助

马克思的思想遗产来考察他的思想发展要容易

得多，而这要归功于人们对于马克思著作历史

考证版工作的不懈努力。最早的马克思著作考

证版是ＭＥＧＡ１，它是１９２０年代到１９３０年代中

期由大卫·梁赞诺夫依托在莫斯科刚成立的马

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而主持启动的工程。 直到

·９３·

 该工程出版了７卷的著作、草稿和文章（１８４４—１８４８年１２月）和４卷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１８４４—１８８３年），ＭＥＧＡ１中
有一卷没有进行编号，后来又出版了两卷（恩格斯的《反杜林论》［１９３５年］和马克思的《大纲》［１９３９—１９４１年］），原计划编辑
出版４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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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年代，这项工程才分别在苏共中央领导下

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

导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支持下得以恢

复。拥有大部分原始手稿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国

际社会史研究所同意与他们合作。１９７２年，他

们试编的一份样卷得到来自不同编辑项目的国

际编辑者们的一致认可。１９７５年，ＭＥＧＡ２第１

卷问世。１９８９年之后，由于需要制定一种新的

制度基础来推进编辑项目的实施，于是，５个研

究机构共同创立了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

它们分别是柏林 －勃兰登堡自然和人文科学

院、弗里德里希－艾尔伯特基金会、阿姆斯特丹

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

史档案馆和俄罗斯独立社会和民族问题研究

院。这些政治独立的机构在学术上对这个项

目负责，它最初由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

究所主管，自２０００以来由柏林－勃兰登堡自然

和人文科学院主管。现在，该科学院负责编辑

工作的实施，并协调来自德国、俄罗斯、法国、荷

兰、丹麦、美国和日本的几支研究团队的工作。

若要回到这些材料，只有借助这些版本。

譬如，１８４５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或者在

１９３０年代末和 １９４０年代首次出版问世的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政治经济学大纲》。自１９７０年

代中期以来，ＭＥＧＡ继续出版着那些不为人知

的资料即所谓的 ＭＥＧＡ２。在这个版本中，全部

资料被划分为４个部分：第４部分是全新的，收

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摘录、笔记和旁注，其中大

部分皆是首次出版，它们将在马克思的思想、概

念或主题的来源与形成方面提供更加详细的信

息；第３部分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同其他约

２０００余人的通信，即马克思恩格斯收到的所有

通信———其中大部分也是第１次出版；第１部

分包括除《资本论》之外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

作、草稿和文章，从中也可以发现新信息，尤其

是有关他们新闻工作的信息，比过去我们知道

的多得多的文章已被证明是出自马克思恩格斯

之手，而且，这个版本也将会把已出版的资料置

于新的语境之中，因为它详细考察了这些文本

的创作背景，譬如马克思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３－４］。

在ＭＥＧＡ２第２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

著作》中将会看到最多新收录的资料。只有

ＭＥＧＡ出版了所有不同的版本，其中既包括关

于单个问题的草稿或专题论文，也包括马克思

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作计划。新发现的资

料包括《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除《剩余

价值理论》部分之外），或者马克思在１８６３年

到１８８３年去世前这段时间内为写《资本论》而

准备的全部手稿：一是为《资本论》第２卷而作

的远超过１２本（５００页左右）的手稿（１８６４—

１８８１年）；二是为《资本论》第３卷而作的大约

１０本（８００页左右）的手稿（１８６４—１８７７／１８７８

年）；三是为《资本论》第２卷和第３卷而作的从

１８８３年至１８９４年恩格斯在准备这两卷本的付梓

过程中写下的各种手稿，总数超过１００页。而

且，ＭＥＧＡ２也出版了那些不易搜集的文本，譬

如，直到１８７５年马克思亲自出版的几个版本的

《资本论》第１卷。ＭＥＧＡ２中的一些《资本论》前

期手稿已经成为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ＭＥＣＷ）的文本依据，譬如，全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

年经济学手稿》和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写的《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ＭＥＧＡ２和ＭＥＣＷ中的

经济学手稿与印刷版见表１。

　　二、马克思：一位“修订大师”和收

藏家

　　下面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马克思为撰写《资

·０４·

 俄罗斯独立社会和民族问题研究院于１９９０年代末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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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在ＭＥＧＡ２第２部分和ＭＥＣＷ中的经济学手稿与印刷版

文献资料类别 文献资料完成时间 ＭＥＧＡ２印刷版位置 ＭＥＣＷ印刷版位置

经济学手稿
《大纲》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ＭＥＧＡ２ＩＩ／１ ＭＥＣＷ２８－２９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 ＭＥＧＡ２ＩＩ／３ ＭＥＣＷ３０－３４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１８５９ ＭＥＧＡ２ＩＩ／２ ＭＥＣＷ２９

《资本论》第１卷

手稿资料

１８６３—１８６４ ＭＥＧＡ２ＩＩ／４．１ ＭＥＣＷ３４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 ＭＥＧＡ２ＩＩ／６
１８７７ ＭＥＧＡ２ＩＩ／８

印刷版

１８６７，１８７２ ＭＥＧＡ２ＩＩ／５－８
１８７２—１８７５，１８８３，１８９０ 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０

１８８７ ＭＥＧＡ２ＩＩ／９ ＭＥＣＷ３５

《资本论》第２卷
手稿资料

１８６５ ＭＥＧＡ２ＩＩ／４．１
１８６７—１８６８ ＭＥＧＡ２ＩＩ／４．３
１８６８—１８８１ 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１
１８８４—１８８５ 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２

印刷版 １８８５，１８９３ 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３ ＭＥＣＷ３６

《资本论》第３卷
手稿资料

１８６４—１８６５ ＭＥＧＡ２ＩＩ／４．２
１８６７—１８６８ ＭＥＧＡ２ＩＩ／４．３
１８７１—１８８１ 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４

印刷版 １８９４ 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５ ＭＥＣＷ３７

本论》第２卷而准备的大量草稿［４］。首先，这些

草稿表明马克思从未对自己写下的东西感到满

意过：他一开始就为第１章写了５份草稿，围绕

同一主题又写了４个片段，其中每个片段在内

容上都有很大变化。他尝试用文字、数值举例、

变量和数字等几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譬如，在

社会资本层面创造生产资料过程中不变资本的

再生产过程或替换问题。为了考察资本的周转

条件，马克思提出不同的模型来推导随着时间

变化而可能出现的各种资本周转模式。为此，

他罗列了２２张表格来描述这种周转在不同工

作和流通阶段的发展状况。 在很多情况下，

马克思常常纠结于究竟应该用哪些概念和术语

来表述他的许多范畴，有时，他似乎是在用它们

做实验。譬如，在某一手稿中，马克思在表述

“流动资本”时用的是“ｆｌüｓｓｉｇｅｓＫａｐｉｔａｌ”（流动

资本）或“Ｂｅｔｒｉｅｂｓｋａｐｉｔａｌ”（经营资本），而不是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ｃａｐｉｔａｌ”（流通资本）。同时，“ｃｉｒ

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ｃａｐｉｔａｌ”这一术语也是在不同意义上被

使用的：作为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不断变化形

式的资本的高级概念，作为与固定资本相对立

的概念，或者是作为重农学派所说的“ａｖａｎｃｅｓ

ａｎｎｕｅｌｌｅｓ”（年预付）。

与分析很多问题不同，马克思在分析扩大

再生产问题时写过一份单独的草稿。这一草稿

是在马克思的最后一份手稿 （上面标有

“１８７７—１８８１年”）中发现的。［５］７９０－８２５在这里，

马克思还写了多个纲要来考察在再生产和流通

·１４·







在其中一种模型中，马克思将两种模型混合在了一起。恩格斯试图通过减少这些表格的数字来简化这种呈现，但是他

对自己的版本也不完全满意，并在后来的版本中做了批判。

出自马克思的１８６７—１８６８年手稿，参见ＩＩＳＨ，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７６：５６。
恩格斯决定使用另一术语即“流通资本”来表达这一高级概念，参见Ｍａｒｘ［１８８５］．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３，２００８ａ：５１６－５１８。这是

一种不同于马克思所描述的再生产模式的方法，参见ＭｏｒｉＫ．（２００９）的Ｓｉｘｓｅｃｔｏｒ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Ｃｉｒｃｕｉｔ：Ｍａｋ
ｉｎｇｓｅｎｓｅｏｆＭａｒｘ’ｓ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ａｔａ（该文初稿是为２００９年在希腊塞萨洛尼基召开的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ＥＳＨ
ＥＴ）会议提交的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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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不同部门的发展情况。有时他会发现诸

多他想要解决的新问题［５］７９０－８２５，８７３－８８１，有时，他

似乎因计算错误而感到气馁，并随之放弃研究

这个主题。从他的这份手稿的重要部分中，我

们也会看到马克思提出了一些假设和数值举

例，并试图描述一种积累过程。在他的手稿

中———至少在那些不是为出版而写的手稿

中———经常会看到，马克思———不像现代经济

学家那样———不会对他的数值举例的前提做出

明确说明。而这或许是在他的很多举例和非连

续统一的著作中存在较多错误的一个原

因。［５］８１０－８１４只有恩格斯看出这些图表可以被较

容易地改正———他在１８８５年的印刷版中就做

了这项工作，但他既没有提及原来的错误，也没

有说明从这些例子中得出的假设或结论，他只

是在例子的结尾指出总资本和总剩余价值都增

长了。不过，从恩格斯所举的例子来看，我们或

许可以把马克思称作思考均衡增长问题的

先驱。［６］４７４－４７７，５４３－５４５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份７７页的最后手稿

很难称得上是为出版而写的一份草稿，更多的

是一些在被遗忘之前写下来的思想观点的汇

编。这个文本结构混乱，它的第一个标题“第

三章（第二册）［Ｃｈ［ａｐｔｅｒ］Ⅲ（ｂ［ｏｏｋ］Ⅱ）］”可能

是后来被补加上的。［５］６９８，１６０９马克思经常用长横线

而非标题来划分他的各种思想。其他两个标题

是以“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预先）……”开头的，这表明马

克思是想将这些部分添加到其他草稿中的，而那

些草稿或者已经写好，或者尚未动笔。这个文本

的前１／４是马克思在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年看到欧根·

杜林的著作并支持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时写

的。但对于马克思是何时续写了这一手稿的剩

余部分，目前还不十分清楚。［５］１６１０

如果将《资本论》第２卷的所有准备草稿

和资料放在一起考虑，它们就呈现出这样几个

主题：一是细化对于扩大再生产的分析，其中包

括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危机主题；二是考察

不变资本在创造生产资料过程中是如何被代替

的；三是思考货币在再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而这些手稿中没有一份可以恰好用作《资本

论》第２卷的草稿，这对于在马克思死后整理这

些手稿的恩格斯来说是非常清楚的事实。

《资本论》第３卷的准备材料更是支离破

碎。现存的一份关于整册书的草稿上只标有

“１８６４—１８６５年”，并存在严重的缺陷和断

裂［７］。马克思是在纸上进行思考的。也就是

说，当马克思在检验过程中发现了其他与他之

前（比如在一段或一章的开头）的假设或想法

相对立的证据或材料时，他就会对它们进行修

改。譬如，在第５章中，马克思一开始提出一个

有关信贷和虚拟资本的观点，并表明将避免分

析信贷制度的真实运动及其产生的各种工具。

然而，在接下来的许多页中，他收集了很多与

信贷制度相关的材料，其中包括大量只是作为

观点和事实的汇总而尚未详细阐述的摘

录。［８］４６９，４３１，８５３随后，马克思多次指出第５章应

该就是信贷章。［９］而且，他在《资本论》第１卷

法文版中指出，信贷已经发展为一种促使资本

集中化的庞大社会机器，并在随后的一份手稿

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需要信贷来促进发

展。［５］３３５；［１０－１１］这些事实使后来的恩格斯确信

需要改变马克思手稿中的判断，因为这种详细

分析在他的工作计划之外。［１２］３８９在其他地方，

马克思也改变过自己的计划。譬如，在１８６４—

１８６５年关于《资本论》的草稿中就包含一个篇

幅很长的地租章，马克思没有使它单独成

册［１３］，或者将它用在自己的手稿中作为“对价

值和生产价格之差异的说明”［１３］１８６１。这一特点

同样适用于马克思对于世界市场和股份资本的

研究。１８５８年，马克思还设想在不同的著作中

来讨论这些问题，但正如福尔格拉夫所说，马克

思后来就想着把它们———至少是有关这些问题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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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思考———纳入《资本论》中，因为他可能

没有足够时间来单独著书分别论述它们了。［１１］

而且，就像在其他手稿中一样，马克思写下了大

量想法、评论甚至书目材料，而不管它们是否适

合他正在思考的主题。马克思用横线或方框将

它们与上下文区分开来。

《资本论》第３卷晚期手稿的绝大部分或

多或少都在探究从第１章开始就有所涉及的剩

余价值与利润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关注的是两

个重要问题：一是从价值水平范畴向价格水平

范畴的转化；二是决定利润率变动的规律。为

此，马克思为《资本论》第３卷的开头部分写了

至少４个草稿，而且还满怀热情地研究了利润

率变动和决定这一变动的主要因素。工资、工

作日长短或劳动强度的变化很重要，就像技术

进步及其对不变资本的数量和价格的影响很重

要一样。马克思通过对大量例子进行计算，即

把一个或多个决定性因素———可变资本、不变

资本、总资本、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利润、利

润率或资本周转———保持不变而改变其他因素

来探讨这些变化。１８６４—１８６５年，马克思没有

完成的第二个主题是关于地租的分析。马克思

重新整理了这一章的内容并做了笔记，以便梳

理出一个更详细的结构，同时对“剩余价值向

地租的转化”部分做个总结。［８］８１６－８１７第三个主

题是关于信用、利息、货币和资本的分析，如上

所述，它在很多方面仍是开放性的。而手稿的

这种状况正是恩格斯花了１０年才完成编辑工

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过详述马克思《资本论》３卷的特殊手稿

资料，我想强调的第一点是：马克思是一个“修

订大师”。这可以由马克思的几处声明来加以

确证。譬如，当他说这次最后修改仍然有待决

定哪些内容应保留下来正式发表，而哪些内容

应被省略［８］８３，或者当他１８６６年初告诉恩格斯

他的《资本论》３卷手稿已经完成时，他却再次

食言了。马克思这样做是因为除了他自己没有

人能够出版这一手稿。

我想强调的第二点是：相较于其他版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ＭＥＧＡ）提供

了更多的资料，这不仅包括上述提到的手稿，而

且包括其他类型的书面材料。如果我们看一下

ＭＥＧＡ收录的这些资料，会发现几个不同层面

的交流范例：第一个层面是马克思的手稿，它见

证了作者与自己和潜在读者之间的交流；第二

个层面是马克思的书信，它向我们展示了作者

与周围人的交谈内容；第三个层面是马克思与

同时代思想家的对话，其占据了马克思思想遗

产的很大一部分，包括他的摘录笔记、阅读书籍

和新闻剪报收集。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资本论》手稿在很大

程度上还处于未完成的状态，而这也就为恩格

斯留下了阐释的余地。在对马克思手稿进行编

辑的过程中，恩格斯重新组织和校对了一些段

落以便于读者的阅读。对马克思留下的草稿和

恩格斯编辑的印刷版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有

很多差异，有时候，这种差异表明：在作为作者

的马克思和作为编者的恩格斯之间，存在关注

点上的变化。

在《资本论》第３卷第３章关于利润率趋于

下降规律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这种转

变的一些迹象，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涉及关于

技术变革的讨论（参见本文第５部分）。首先，

正是恩格斯编排了这一章的结构———马克思留

下了４０页的手写稿，其中只有很少线索适用于

这样一种编排结构。也就是说，只有在马克思

·３４·

 现在，利用ＭＥＧＡ所收录的马克思留下的所有草稿、论文、笔记和恩格斯编制的印刷版来进行这种比较，就容易得多
了。首先我们拥有所有文本，其次我们可以用几种方法来进行比较，特别是罗列确定各印刷版中诸多段落的来源，比较标题

和结构，或者列出恩格斯的增加部分，以及比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版本之间的文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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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几段文字做了编号或者强调它们的开头时，

才算是提供了些许线索。譬如，关于６种“对抗

作用”［８］３０１－３０９的文段，还是恩格斯将马克思的

这一文本看作是对“内在矛盾规律的发展”提

供了一些“一般性思考”，并选择以“这一过程

将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快速瓦解”结束了

他的论述。［１２］２４３，１０７７－１０７８；［８］３１５；［１４］３６０顺便提一下，

这一表述在《资本论》第３卷中只是在讨论“资

本主义生产的瓦解”这一术语时才使用过。

“瓦解”或者马克思所说的“崩溃（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很少被使用。如果使用它们，也是与价格或信

贷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很多文段加上了

方框，以表明其中涉及的内容或讨论观点还需

要作进一步的思考。在其中一处，马克思考察

的是在何种条件下利润率会保持不变甚至会提

高。马克思对于这种条件的可能性缄口不言，

判定它们只是抽象的可能性，但没有明确排除

这种可能性。［８］３１９恩格斯在印刷版中插入了这

样一句话：“但事实上……从长远来看，利润率

会下降。”［１２］２２７

最后，恩格斯对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率提

高对资本构成的影响这一段文字做了修改，并

将它作为第３章的一个“补充性评论”。在增

补部分中，恩格斯指出并不是每一种发明都是

一种创新。［１５］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的结

论：一个资本家如果不使用节约劳动的机器，那

么他就没有履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

命”，即“提高人类劳动的生产率”。因此，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正逐渐变得衰老，而且已经越

来越超出它的时代”［１２］２５８－２５９。但马克思并没

有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做出这样的明确判断，至

少在《资本论》中没有这种观点。

在其他地方，马克思将利润率下降趋势看

作“一种真实的趋势”，并强调将这一规律与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起来非常重要。［８］２８６，２８８，４６７

而且，后来，在１８６８年４月３０日致恩格斯的信

中，马克思将这一趋势确认为“超越一切过去

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胜利之一”。但是，手稿和

印刷版之间的这些差异表明，马克思非常注重

保持论据与论点之间的平衡，从而总是不能决

定自己更倾向哪一方。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

的确考虑过“对抗作用”和利润率不变或增长

的情况。而这在他后来讨论利润率和剩余价值

率问题的手稿中也得到了证实。但是，他并没

有详细说明这些情况是否仅限于某一工业领

域，也没有说明哪种情况从长远来看会成为普

遍趋势。 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没有明确排

除这些情况，从而使问题始终保持着开放性。

正如上述所言，这种平衡在《资本论》第２卷和

第３卷手稿的几个地方都可以看到。譬如，在

信贷或地租问题上，马克思尝试用了不同方式

来建构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因此，马克思似乎

对于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合法性还存有疑虑，当

然这一点目前还尚未最终确证。同时，恩格斯

更倾向于给出明确的表述，因此，他有时候似乎

并不回避使马克思的表述尖锐化，只要它们符

合他所理解的“作者的精神”。［６］８，［１１］２７－２９

森贤治（ＫｅｎｊｉＭｏｒｉ）注意到另一个有关马

克思进行仔细考察分析的方式的例子，而它也

只是在马克思的手稿中而不是恩格斯所呈现的

印刷版中才能看到。在《资本论》第２卷阐述

再生产过程问题的手稿 ＩＩ中，马克思发展了一

·４４·





这里，马克思使用了一个在手稿中不常用的术语：“ｚｕｍＫｌａｐｐｅｎｂｒｉｎｇｅｎ”，可译为“ｂｅｉｎｇｆｏｌｄｅｄ”（被推翻）。因此，在某
种程度上，“资本主义生产的瓦解”这一术语是恩格斯的一种表述。

参见１８７５年马克思在最后一份手稿中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见ＭａｒｘａｎｄＥｎｇｅｌｓ［１８７１—１８９５］．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４，２００３：２９，
１２４－１２５）。在之前的一份手稿中，马克思在标题为“利润率的一般规律”的段落中讨论了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所带来的结
果（参见Ｍａｒｘ１８６７—１８６８．ＩＩＳＨ，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７１：１５－１６，１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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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非常详细的再生产模式，其中包含的不是两

个部类，而是６个部类。这一模式讨论了产品

在各个部类之间的转换，货币对于这些转换的

必要性，剩余价值在不同部类中的实现方式，以

及不同部类之间保持平衡的条件。马克思也追

问了这些过程在利润率达到均衡之后如何发挥

作用的问题。而在写了几行之后，他就中断了

写作，想把这一问题留待以后再做考察，但最终

却没有机会来完成。［５］４９５；［６］５４０－５４３；［１６］

　　三、马克思的工艺学摘录笔记

马克思很早就对技术问题产生了浓厚兴

趣。早在 １８４５年，他就已经在阿道夫·布

朗基《欧洲政治经济学从古代到现代的历

史》（第２版，１８４２年）一书的启发下研究了

安德鲁·尤尔和查理·拜比吉的法文版著

作。［１７］８，１０；［１８］ＬＸＸＸＩＩ－ＬＸＸＸＩＩＩ马克思在６个笔记本

的其中一个里面写满了有关“机器问题”的摘

录，这是当时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不过，在这

个阶段，马克思忽视了尤尔和拜比吉提出的大

多数真正的技术问题，譬如，关于机器和工具的

差异的讨论或者关于分工的详细考察。相反，

马克思首先关注的是经济问题：机器对于价格、

成本、出口或生产过剩造成了什么影响？其次，

他关注的是机器的社会效应问题：机器对工人

造成了什么影响？［１８］ＬＸＸＸＩＶ；［１９］２０－２１在 １８４５年 ２

月与出版商卡尔·列斯凯签订《政治和国民经

济学批判》（两卷本）的合同之后不久，马克思

就决定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将几本围绕贫困

问题来研究工业化的社会影响的著作包括进

来。［１７］４５７－４５８马克思考察了机器问题和工厂制

度，特别是认识到了机器对工人的失业、工作日

的延长和工作强度增加的影响。１８４７年，马克

思在反驳蒲鲁东的观点时第一次利用了自己的

摘录，同时附上了几段对尤尔著作的摘

录。［２０］；［１８］ＣＸＸＩＩ－ＣＸＸＩＩＩ由此可见，此时马克思既没

有打算详细地考察技术问题，也没有打算在

《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中单列几章来考察

这些问题。相反，他可能只是想在与之相关的

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中来讨论它们。

１８５０—１８５１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侨

居伦敦。他在大不列颠博物馆的图书馆开始了

广泛研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学的各个方面，但

又远远超出这一领域。马克思在１８５１年１０月

１３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对涉及文化史、

女性在不同时代和社会中的社会状况与影响、

工艺学、工艺学史以及农学［２１］等方面的著作做

了大量摘录。正如在１８４５年所做的那样，马克

思是在阿道夫·布朗基、安德鲁·尤尔［１７］４６０，５４０

和约翰·贝克曼对工艺学理解的意义上使用

“工艺学”这一术语的。马克思在其中一个笔

记本中写道，贝克曼第一个使用“工艺学”这一

术语来表示力学、物理学、化学与手工艺之间的

联系。马克思随后作了补充，认为这应该就是

“生产”。［２２］５０；［１３］１９３２后来在《资本论》第１卷第１

版中，当马克思在论述我们今天在德语语境中

所说的属于“技术”方面的内容时，他也是使用

的“工艺学”［１９］２０；［２２］Ｘ。而在《资本论》第１卷第

２版中，正如 ＭＥＧＡ２ＩＩ／６的编者所看到的那

样，马克思经常用“技术”来代替“工艺学”，同

样以形容词“技术的”来代替“工艺学的”。 当

然，马克思也经常使用其他术语来讨论技术过

程、工具或工序，譬如，机器、机构或劳动工具。

而技术变革则通常被他作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

一个因素而被讨论。［２３］

即使在１８５１年秋，马克思还在跟几个德国

出版商联系商量出版他的经济学著作，其中前

·５４·





实际上，马克思在１８４５年的《评李斯特》中就已经利用了他对尤尔的摘录。
顺便提一下，在第２３章的开头，马克思也用“构成”取代了“资本的技术构成”这个多少有些模糊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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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卷是研究政治经济学史的，第３卷是研究社

会主义的，第４卷是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这些计划是与上述提到的马克思的大量研究相

一致的。一方面，这些研究涵盖了德国的“工

艺学”文献，其中主要是 Ｊ．Ｈ．Ｍ．波佩的著作，

也包括约翰·贝克曼的著作和由卡尔·卡玛什

与弗里德里希·黑林翻译的安德鲁·尤尔的

《工艺学、制造业和矿业辞典》的德文版。在摘

录中，马克思集中研究了自中世纪以来的技术

发明史。同时，马克思对许多技术细节问题产

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主要包括磨坊、钟表和蒸

汽机［２２］ＬＶｓｅｑｑ，ＬＸＸ－ＬＸＸＩ。另一方面，这些摘录笔记

也包括Ｊ．Ｖ．李比希和Ｊ．Ｆ．Ｗ．约翰斯顿研究农

业化学、地质学和它们在农业中的实际应用的

著作。与早期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摘录相反，比

如，与１８４４年所做的经济学笔记相比［１７］４７２，［２４］，

此时马克思对技术问题的摘录表现出某种

中立的态度。他保留了原著作的篇章结构，

忠实地记录了原作者的观点，而没有任何评

论或批评。［２２］ＬＸＸＩＸ－ＬＸＸＸ；［１８］ＸＣＩＩｓｅｑｑ，ＣＶｓｅｑｑ

在所有这些研究中，马克思的主要兴趣似乎

是获得这些技术领域的基本知识。我们发现，马

克思详细摘录了大量关于各种物质的分解和分

离工序的内容，而且可能并不是为了在后来的手

稿中加以利用。同样地，在马克思对李比希和约

翰斯顿的摘录中也有许多关于化学过程和地质

过程的细致描述。这就容易给人留下这样一种

印象，即这些摘录主要是纯粹出于对技术细节问

题的真正兴趣。这样一来，马克思就使这些摘录

会被用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的哪些地方和如何

利用保持了开放性。［２２］ＬＶＩｓｅｑｑ；［２５］１７２ｓｅｑｑ，２７６ｓｅｑｑ，３２７ｓｅｑｑ

而且，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考察纺织

工业时继续研究了机器对工人的各种影响。

彼得·加斯克尔在《手工业工人和机器》中描

述了劳动人民的状况，他使马克思注意到纺纱

机的采用最初会提高对劳动的需求，但随之而

来的是大量工人被机器所代替。约翰·菲尔

登就在《工厂制度的祸害》中描述了工厂对童

工的日益增长的 需 求 和 他 们 所 遭 受 的

虐待。［２６］２７７－２７８，２８６ｓｅｑｑ；［２５］１０４ｓｅｑｑ，４３ｓｅｑｑ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主要目的

是为了探寻产业革命为什么开始于１８世纪的

英国。米勒认为，马克思在１８５１年对德国工艺

学的摘录中没有找到令其满意的答案，马克思

无论是对技术过程的研究，还是对发明史的研

究都没有获得令其本人满意的结果。［２２］ＣＩｓｅｑｑ

１８５６年，马克思又重新回到对机器的研

究。他开始计划把有关货币、信贷和危机的材

料从摘录中整理出来集中在一起。同时，他也

对尤尔的《技术辞典》（德文版）和波佩的《工艺

学史》中有关金币的物理特性的内容做了一些

摘录。［２２］１６９，ＬＸＸＸＶ而在此之前的几页中，马克思

也重温了他在１８５０年对另外两本有关铸币问

题的著作所做的摘录。［２３］在《大纲》中，马克思

多少利用了这些摘录，尽管不是系统地利用，但

对机器和工艺学问题做了比较广泛的评论。

１８６０年代初期，马克思开始对机器在经济

中的作用问题展开系统思考。马克思按照不同

的主题把先前摘录的引文整理到一个笔记本

中，并命名为“引文笔记本”。他给关于机器的

摘录加了两个标题，第一个是“劳动生产

率”［１８］９５ｓｅｑｑ，ＣＸＸＶＩＩ－ＣＸＸＶＩＩＩ，第二个是“机器”［２６］３２９ｓｅｑｑ。

首先，马克思将１８５１年笔记本中拜比吉的４段

引文与亚当·斯密的一些引文放在一起，并按自

·６４·





最终，这些努力还是在１８５２年失败了。同样地，他尝试为由布罗克豪斯主编的系列文集《现代》至少写一篇介绍英国
政治经济学现代著作（１８３０—１８５２）的文章的计划也没有完成。

马克思从早期笔记中引用了关于尤尔（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Ｓ．５６９，５７０）和拜比吉（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Ｓ．２５７，２９１，４８０，５６９，５９７）的摘
录，从《伦敦笔记》中引用了关于波佩（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Ｓ．７１８）和加斯克尔（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Ｓ．４７８，６９７）的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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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理解将它们归纳为分工和机器的本

质。［１８］ＣＸＸＸＶＩＩ－ＣＸＸＸＶＩＩＩ其次，他将涉及机器的社会影

响的引文集中在一起，其中的大多数文献表明机

器将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并通过增加换班或加班

来延长工作日。接着，马克思再次注意到彼得·

加斯克尔所描述的机器的经济社会影响。而这

次，马克思写了一篇有关纺纱厂的兴建带动了织

造业发展的文章，并以此论证机器是资本主义生

产的重要因素。正如米勒所指出的，马克思在其

他文本语境中既没有坚持这一观点，也没有否定

这一观点。而在后来的手稿中，马克思改变了自

己的想法，没有再用上述文章，但只是利用了其

他作者的引文。［２６］３０８ｓｅｑｑ，３３１ｓｅｑｑ

同时，马克思在一个笔记本中对许多书做

了新的摘录，并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标

题。 马克思在此之前已经读过其中的一些

书。以拜比吉为例，这次马克思读的是他的

《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１８３２年）英文第１版。

这些摘录看起来像是在整理完“引文笔记”的

相关内容之后写下的。马克思再次注意到拜比

吉对机器的３个组成部分的区分，并且摘录中

包含了此前笔记中没有考虑的各种主题。

１８６０年代早期可以看作是马克思思考“技

术变革的作用”这一问题的转折点。在此之前，

虽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这一主题的存在，也注意

到了它的潜在影响，但是，他只是在与之相关的

“纯粹”经济学问题中加以考虑。但随着他对技

术变革和一般技术过程的兴趣剧增，他迫切想要

解决有关机器、工厂、现代工业和工业革命的问

题。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中，马克思阐述了

相对剩余价值，并在这一语境中更细致地对技术

问题做了思考。在１８６３年１月２８日致恩格斯

的信中，马克思谈论了“有关机器的一节”。马

克思说，他重读了１８５１年的摘录笔记，并对手稿

做了大量利用，其摘录笔记中的大多数标记都是

这一时期做的。［１８］ＣＸＸＶＩ－ＣＸＸＶＩＩ；［２２］ＬＸＸＸＶＩＩｓｅｑｑ马克思

借鉴了拜比吉有关技术创新成本［１３］３０５－３０６，１６８１，１８６７

的观点，以及“作为使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发

生变革的因素的机器发展的条件”［１３］１９１４的观

点。马克思从拜比吉的机器定义即机器是由

一个中心动力推动的几种简单工具的集合开

始，在探寻工业革命的原因时，对机器如何从

中世纪以来的纺织业和其他工业中发展而来

做了一个历史性考察，并专门引用了波佩的

材料［１３］１９１５，１９１８－１９２５，１９２８－１９３５，１９４０。

为了详细阐明机器发明和发展的各种条

件，马克思又发现了有关机器的技术原理的新

资料。于是，他再次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对《各

国的工业》第２卷做了大量笔记。这是一本对

１８５１年伦敦世界博览会上所展示的各种机器

的汇编，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可能是由著名的发

明家和机械工程师詹姆斯·内史密斯撰写

的。另一资源是来自罗伯特·韦利斯，他是一

名发明家、机械工程教授和应用力学教育领域

的核心人物。马克思旁听过韦利斯在伦敦杰明

街的政府矿业学院给工人开设的课程。马克思

主要关注的是制造业工艺学这一个对工业和经

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机械分支。正如保利尼

所说的，经过这些研究，马克思对机器工艺学的

本质获得了卓越的洞见。［１９］２３ｓｅｑｑ当然，这些研究

也显示出马克思对技术过程、工具和工序的真

·７４·









参见ＩＩＳＨ，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９１Ａ这个笔记本上标有“ＨｅｆｔＶＩＩ”（笔记本七），因为马克思在它的前６３页上写下
了共占７个笔记本的《大纲》的最后一部分（ＩＩＳＨ，ｔｈｅ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４９）。

参见ＩＩＳＨ，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９１Ａ：１８４－１８５和温克尔曼 （１９８２：１０１ｓｅｑｑ，ＣＸＸＶＩＩＩ－ＣＸＸＶＩＩＸ），马克思没有用
１８３５年出版的该书的第４版，马克思在１８４５年读的该书的法文版是从１８３３年的英文第３版翻译而来的。

马克思主要是利用了波佩的《工艺学史》，而没有使用他在１８５０年代就已经读过的波佩的其他著述。
内史密斯也对１８４１年出版的《浅谈滑动原理导论》中的他和其他人的发现做了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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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兴趣。［１３］１９３５－１９４９，１９７９－１９８８后来在１８６３年春，马

克思重新阅读了约翰·贝克曼的那部阐述中世

纪以来的发明史的５卷本论文集，而且比１８５１

年要更加广泛深入。

在他的《补充笔记本》———这是１８６３年春

马克思对《资本论》的准备材料做了大量新的

摘录所形成的笔记本———中，我们可以看到马

克思也花很多时间关注了另一个主题：农业化

学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在《补充笔记本 Ｄ》中，

马克思首次对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

希于１８５６年出版的《农业的理论与实践》一书

做了摘录。在随后的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年，马克思

在写《资本论》第３卷第１稿———特别是阐述剩

余价值转化为地租的第６章———时做了一本厚

厚的笔记，结果，有关地租的这一部分“就几乎

构成一本书”［２８］。在这些有关不同国家的农业

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摘录中———其中很多内容都

被用在了第６章中———大约有１００页专门是对

李比希的摘录。马克思对农耕方法和谷物产量

之间的关系很感兴趣，特别是现代土壤施肥方

式与旧式耕作方法（比如轮作或排水）在效果

与成本上的差异，以及李比希关于人口供养的

思考等问题。 １８６６年２月１３日，马克思在

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李比希和其他化学家

的最新著作对于解决地租问题比所有经济学家

加起来还更重要。

在《资本论》第１卷中，马克思用了近六分

之一的篇幅论述了“机器和现代工业”。马克

思在过去２０年中所做的大量研究在这里留下

了痕迹，那便是他对查理·拜比吉和安德鲁·

尤尔的著述所做的摘录。当然，为了证明机器

对工人的社会影响，马克思也参考了更多最新

的资料，主要是议会调查报告和工厂视察员的

报告。［１８］ＬＸＸＸＩＸｓｅｑｑ，ＣＶＩ，ＣＸＸＸＶＩｓｅｑｑ在《资本论》第１卷

于１８６７年出版之后，马克思继续对农业改良问

题做详细研究，并阅读了卡尔·弗腊斯的几本

书。在其中的《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

二者的历史》一书中，他证明了一般耕作的破

坏性影响，正如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

所指出的：“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

由于砍伐树木等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结

论是：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

地加以控制（他作为资产者当然想不到这一

点）———会导致土地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

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２９］

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１０年里，在投身于国

际工人运动的政治事业和继续从事《资本论》

第２卷和第３卷的整理工作的同时，马克思还

开启了一个涉猎广泛、内容丰富的新的研究阶

段。其中很多内容都源自于上述提到的在《资

本论》中仍留有开放性的诸多空隙和问题。货

币、信贷和银行都是他的研究对象，地租和地产

亦是如此。马克思也深入研究了自然科学问

题，尤其是生理学、化学、地质学和数学等。这

些研究成果中大部分是他以前所做的大量摘

录，小部分是他读过的书目和以往的岁月积淀。

我们之所以知道马克思阅读过这些书，也是因

为他在多封通信中或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列出的

·８４·









这些摘录可以在所谓的《补充笔记本Ｄ》中找到（Ｍｕｅｌｌｅｒ１９９４）。马克思注意到工人被早期机器取代的几个事例，以及
在早期时代和社会中磨坊的改进细节。

参见ＩＩＳＨ，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９３：３７－４０。
１８６２年，马克思读了李比希的《农耕的自然规律导论》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参见ＩＩＳＨ，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Ｃｏｌ

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１０６：２９－１３５。
参见马克思１８６８年１月３日写给恩格斯的信：“我想从肖莱马（Ｓｃｈｏｒｌｅｍｍｅｒ）那里了解一下最新最好的农业化学方面

的德文著作……为了写地租章，我至少要对这个问题的最新进展有所了解。”

　马克思也重新读了波佩的《数学史》，参见ＩＩＳＨ，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１０７，１１１－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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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阅读或购买的书单中提及过它们。［３０］从目

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似乎表明马克思的研究

兴趣发生了转移。但实际上，其中一些研究从

最广义上来说仍然是与经济问题有关。譬如，

这可以从马克思对尤利乌斯·奥的《补充肥料

在国民经济和私营经济中的意义》一书的阅读

中看出来，该书是马克思的私人藏书之一。［３１］

尤利乌斯·奥明确表明肥料的经济效益是他的

主要研究课题，而马克思的边注则显示出他对

奥关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讨论很感兴趣。

其他研究表明———正如从１８６８年马克思对弗

腊斯的评论中已经可以看到的那样———马克思

感兴趣的是更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和科学问题本

身。在某些情况下，马克思在开始阅读时会有

一种隐性的经济学线索，譬如，当他在读几本有

关农业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时，他写下了这

样的标题：“农业 ＋土地价格，地租”。但随后，

他详细记录的却是地质过程和其他技术过程，

而没有进一步涉及经济学内容，正如马克思

晚年对自然科学的大多数研究的态度一样。［３２］

　　四、马克思手稿中的技术变革

虽然有关马克思的摘录笔记对其经济学理

论的影响问题在将来 ＭＥＧＡ２的相关文本可资

利用的时候还会更加详细地探讨，但在这里，我

想先谈一下自己对这一问题的一些思考。在

《资本论》中，诸如“技术进步”“技术变革”甚或

“工艺学”这些术语很少出现。然而，对于不同

形式的技术变革的考察却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在阐述积累过

程和利润率趋于下降时更是如此。在马克思看

来，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驱动力在于资本的增

殖即剩余价值的生产，更准确地说是剩余价值

生产的增长。那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生产

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被证明是更加有效的，而

且不会像绝对剩余价值的增殖方法（比如延长

工作日）那样很受限制。这些基本原理都是众

所周知的。通过考察分工、协作、手工工场和机

器，马克思发现这些形式节省了劳动或可变资

本。与此同时，不变资本———原材料、用于机器

制造的产品以及其他东西———却保持不变甚至

会增长。于是，资本的有机构成就提高了。马

克思洞察到，这会使作为剩余价值或利润与总

资本支出之比的利润率趋于下降。为了解释资

本家引入这些会降低他们的利润的新技术的原

因，马克思转向对竞争力的考察。通过考察，马

克思发现，那些使用可以降低成本的新技术的

资本家能够获得超额利润，直到其他资本家也

使用这种新方法。随后，产品价格会降低，并产

生较低的利润率。马克思将节省劳动的创新发

明看作技术变革的主导形式，而且他的很多阐

述进一步表明，技术变革的发展最终会损害资

本家的利益。然而，由于马克思没有更具体地

阐释这一过程，因而为从不同角度来阐释利润

率下降与危机理论或资本主义崩溃理论之间的

关系留下了空间。［３３］；［３４］１７７，１７９－８０；［１４］３１１－３７０

之前，舍福尔德借用斯拉法的价格理论分

析了不同形式的技术进步对资本构成、工资率

及其他方面的影响，由此表明，资本有机构成在

节省劳动的技术进步中会保持不变。因为在所

有部门中劳动的节省所降低的不只是最终产品

的价值，从长远来看，也会降低不变资本中诸要

素的价值。如果劳动的节省对所有部分的影响

是相同的，那么，产品的相对价值和生产资料的

相对价值就会保持不变。如果商品是根据生产

价格（无论是投入还是产出）来加以衡量的，上

述结果会同样出现。而且，“如果没有外部干

·９４·





马克思也对一段分析地租原因的文字做了强调，参见ＲＧＡＳＰＩ，ｆｏｎｄｓ１，ｏｐｉｓ１，ｄｅｌｏ６４２５：２８５，２８９，３０３，３０６－３０９。
参见ＩＩＳＨ，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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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并且不变的利润率能为投资提供“足够的

剩余”，那么，经济就有望“维持一个黄金时

代”。他还指出，“马克思自己已经担心可能会

出现资本节约型发展”。譬如，原材料的节省

将不断降低资本有机构成。因此，这一发现的

重要性在于机器的引入隐含着这样一种趋势，

即消耗更多材料的生产性消费。机器的引入不

会改变生产商品所需要的材料，但需要更多的

材料来制造机器。这样一来，资本有机构成就

会必然提高。

实际上，马克思的确注意到了生产资料特

别是原料的逆节省。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３

卷中就讨论了这一问题，并将其定义为利润率

下降的逆趋势。因为当原料的价值发生巨大下

降时，生产中原料的使用量反而会增加。基于

这些考虑，马克思也注意到有些因素会限制这

种逆趋势，这似乎是对舍尔福德引用过的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中那段关于原料的有限

性降价的文字的一种回应。 这也是马克思谨

慎地设法保持论据和论点之间平衡的又一例证。

１８６４—１８６５年，马克思写道：“［值得注意的

是……］不变资本的价值并不是以与它的物质内

容增长相同的比例而增加的……比如大量的棉

花……这对于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以及煤炭等

来说同样如此。［当然，也存在相反的因素，比如

某一动物或植物产品的价格上涨］。”［７］３０５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加了方括号的文字在

恩格斯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３卷中被省略

了。［１１］２３３，９５４尽管 １８８４—１８８５年以来恩格斯就

已经知道《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的存在，但没有

证据表明恩格斯了解其中包括这样一段文字：

“［……］资本主义生产从未成功过，将来也决

不会成功地用它控制纯机械过程或无机化学过

程的那种方式来控制这些过程，［譬如，动物的

有机过程］。”［１３］１８０９

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４日，马克思逝世。自１８８４

年以后，恩格斯反复翻阅了马克思的２３个笔记

本（《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的其中几本，并利用

马克思留在这些笔记本封面上的条目整理了一

个内容目录。在辨读了《资本论》第３卷的前

２３０页之后———马克思的评论是在第 ２１７

页———恩格斯在１８８５年３月８日写给劳拉·拉

法格（第一国际领导人之一、马克思的女婿）的

信中说，这一手稿的最重要部分已经在先前的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中得到解决了。然而，这

就留下了一个问题，即恩格斯是否看到过有关

“有机原材料的诸界限”这段文字，因为它是出

现在后来马克思重新回到对《剩余价值理论》的

详细阐述时他与舍尔比利埃的争论部分，而不是

出现在他专门阐述资本、利润和利润率的部

分。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详细说明了另一

种利润率下降的逆趋势，以及由于机器的使用而

带来的剥削程度的加深。这是与技术变革相关

的另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而这里的利润率下降

问题只是被顺带提及而已。［３４］１８１；［７］３０２－３０５；［１４］３２７－３７０

马克思是如何在手稿中利用这些摘录笔记

的呢？首先，他以一种历史性方法追溯了协作

和机械化发展为一种建立在用机器制造机器这

·０５·









马克思将它们看作“一种独特的操作”，即一种与工人不相干的、独立于工人之外的方法。这里以及接下来的关于《资

本论》第１卷的引用来自《资本论》第１卷的第２版（１８７２年），亦即马克思自己编排的最后一个德文版（参见 Ｍａｒｘ［１８７２］．
ＭＥＧＡ２ＩＩ／６，１９８７：３２２）。

参见Ｍａｒｘ［１８６４—１８６５］．ＭＥＧＡ２ＩＩ／４．２，１９９２：１１０－１６４，３０５；Ｍａｒｘ［１８６１—１８６３］．ＭＥＧＡ２ＩＩ／３．１－３．６，１９７６－１９８２：１８０９
－１８１０和ＳｃｈｅｆｏｌｄＢ．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ｏｒｍｓｏｆ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Ｊ］．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７６（８６）：８１７。

马克思经常使用方括号来标注观点、笔记等等。这里我用了双方括号来区分马克思的括号与编者的括号。

参见ＭａｒｘａｎｄＥｎｇｅｌｓ［１８７１—１８９５］．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４，２００３：３４５－３４６，１０２２－１０２３；Ｍａｒｘ［１８６１—１８６３］．ＭＥＧＡ２ＩＩ／３．１－３．６，
１９７６—１９８２：１５４４，１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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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生产之上的新体系所需要的各种条件。以拜

比吉的机器定义为开端，马克思考察了从工具

到机器的发展过程，并把波佩所描述的自中世

纪以来的技术运动与《各国的工业》中所描述

的更加现代的发展（比如滑动刀架和蒸汽锤）

结合起来。于是，马克思将不断增多的各种工

作机看作１８世纪产业革命的决定性因素，而不

是他在早期著作中所强调的、当时人们所普遍

认同的蒸汽机。［１］３６２ｓｅｑｑ；［１９］１２，２４，３４－３５马克思也指

出，一个行业中工作方法的变革会引起其他行

业发生相似的转变。［１］３７４－３７５

其次，在摘录笔记中，马克思强调科学对于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从而将科学

看作一种决定性的生产要素，但并没有阐明科

学对经济需求的完全依赖性。后来，Ｎ．罗森博

格对这一问题做了考察。［２９］而Ｃ．Ｊ．里科伊补充

指出，除了科学，实际经验的积累也被证明对于

机器发展具有本质作用。［３６］马克思的思考没有

局限于工业领域，他看到除了纺织工业，机械工

程、交通运输和通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

从他的笔记本中可以看出，农业中的技术变革

应得到更加详细的讨论。马克思的研究兴趣集

中在化学新发现对于耕作方法的影响方面，这

些方法对于他分析级差地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７］７６３－７６４，７６８，８３３同时，马克思也暗示了这些

方法的破坏性作用。［７］７５３；［１］４７５－４７７

再次，在《资本论》中，当先前在早期摘录

笔记中占主导地位的机器的社会效应问题再次

成为关注的焦点时，我们可以看到经济理论与

政治学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在马克思看来，

只有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才应该对工作条件

的恶化负责［１］３９９－４２４。在做总结时，马克思将

资本家手中的工厂制度看作是一种“对工人

的必要生活进行系统性掠夺”［１］４１３的工具。我

们从１８７７年秋马克思为计划中的《资本论》

第１卷的德文第３版和美国版所编制的一个

修订列表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持

久兴趣。 在这些列表中，马克思提到“机器和

大工业”这一章中的几处改动，譬如，经济危机

与技术变革之间的相互影响。 马克思也指

出，对工作条件进行法律监管与约束，将是大工

业的一种必然产物。虽然这种制度在很多方面

还不完善，但它们已经得到缓慢而普遍的强制

实施了，并提高了安全水平，也实际地缩短了工

作日。［１］４５６－４７５

　　五、马克思政治学中的技术变革

最后，我想探讨一下１９世纪的政治学，以

考察一下马克思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发展出来

的思想观念对其政治活动的影响。１８６８年 ９

月，国际工人协会（史称“第一国际”）在布鲁塞

尔召开第３次代表大会，讨论“资本家阶级手中

的机器的影响”问题。在１８６７年９月的洛桑大

会之后，国际工人协会巴黎办事处为布鲁塞尔

大会议程提交了一份提案，其中就包括工业中

的机器使用对工人运动的影响问题。１８６８年１

月，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上针对提

交给布鲁塞尔大会的问题做了公开论述。机器

及其影响被列为第２项议程，其次是信贷、合作

社、教育，然后是地产、矿场、铁路和其他交通基

础设施以及罢工。［３７］５３５，５３８－５３９，１８３５１８６８年 ７月，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一开始就讨论了这些问

题，而且马克思强调，本次会议要将机器及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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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列表中，马克思也注意到自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的分析应该限定在西欧国家。马克思在１８７２—１８７５
年的法文版中修改了自己的表述，并在１８８１年３月８日写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信中确认了这一观点。安德森指出，这一改动
在恩格斯负责整理的《资本论》第１卷第３版和英文版中被忽视了。

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对工人的影响会随着机器的引入而加重。他援引了美国内战期间美国棉纺织工业的一个事例。

他指出，据统计，在美国内战期间，新机器在棉纺织工业中引起大量的集中化过程，并导致５万多名工人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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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问题作为一个首要的和最重要的问题来

讨论。［３１］５７７

在讨论中，马克思指出机器的影响已经转

向人们所期望的反面：机器延长了工作日，而不

是缩短了工作日，女工和童工在机械工人中的

比例增长了。工人们经受着日益紧张的劳动强

度，变得更加依赖于资本家，因为他们不再拥有

生产资料———工人变成了他们的主人的奴隶，

很多工人都失业了。根据约翰·格奥尔格·埃

卡留斯所做的会议记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

是：他们“完全被杀害了”［３７］５８１，机器在农业中

的使用产生了不断增长的剩余人口，从而导致

“工资的降低”［３７］５８１。而那些支持机器的观点

没有得到多少回应。约翰·韦斯顿认为应该把

各个工业部门都考虑进来，而不应只考虑纺织

工业。他指出，在木材加工业中，机器缩短了工

作日，但并没有减少对劳动的需求。根据会议

记录，作为伦敦最著名的自由思想家之一，哈里

特·劳在会上指出：“机器已经使女性更少地

依赖男性……最终将把她们从家庭奴隶制中解

放出来。”［３７］５８５在同年８月１１日召开的代表大

会上，总委员会在决议中没有采用有关上述问

题的任何观点。相反，决议只谈到了被资本家

用来进行“独裁与勒索”的机器和作为废除雇

佣劳动之物质前提的机器之间的差别。这是对

《资本论》中关于“机器本身”与资本家手中的

机器之间的区别这一观点的一种回响。［１］３７５布

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都同意这样一种趋

势，即相比于资本家，机器的引入更不利于工

人，特别是由于工资的降低和工人的失业。最

后，大会通过了总委员会提出的决议。［３７］１８８４－１８８６

　　六、结论

在《资本论》第１卷临近出版之前，恩格斯

致信马克思表达了自己的担心：“你上一封信

中的某些说法确实引起我的怀疑，好像你又碰

到了一个意外的转折点，可能使一切都拖延到

不知哪一天去。”［３８］而《资本论》的各个版本似

乎也证实了恩格斯的这一担忧，并充分表明马

克思是一个“修订大师”，他总能发现新的资源

和其他有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他经

常会寻找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一个问题，而且总

是对他找到的解决方法感到不完全满意。这已

为那些占了他思想遗产的很大一部分的未发表

的文献资料所证明。关于技术变革，我们可以

看到，马克思开始关注的是机器的社会效应，即

工人的失业和工作环境的普遍恶化，也考察了

机器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后又考察了机器的发

展史，并对技术设备的运行产生了兴趣；他还将

农业纳入考察范围，探究了自然科学的各种发

现对于土壤栽培和家畜育种的改良作用。此

外，他还沉浸于对地质学、化学和数学的广泛研

究之中。马克思的这种开放性研究有时会偏离

他最初关注的问题和主题，发现新的研究领域。

这或许可以从他在１８５０年代早期和１８７０年代
所做的摘录笔记中看出来。不管怎样，马克思

最终还是对技术变革，以及它对资本主义生产

的重要作用做了详细分析，并强调了机器的普

遍应用的革命性影响和关键性作用，以及它通

过建构一种“真正的社会生产制度”而对劳动

者的解放最终所具有的积极意义。［３７］５８７当然，

他偶尔也会提到技术变革的破坏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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