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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剩余价值学说史(套装共3册)》（又译作《剩余价值理论》）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中心，历史地对
资产阶级经济学各流派理论进行了考察，是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个部分。
依照马克思原来的计划，它原是《资本论》第三卷。
恩格斯后来曾计划把它编成　　《资本论》第四卷.最后经考茨基之手以三卷本出版。
第一卷论述剩余价值学说的起源至亚当斯密。
第二卷论述里嘉图；第三卷论述由里嘉图至庸俗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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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德国）马克思（Marx.K.） 译者：郭大力
　　郭大力（1905-1976），著名经济学家、翻译家。
江西南康人。
早期曾在广东文理学院、厦门大学仟教。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三联书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
科学学部委员等。
在20纪30年代，他与王亚南合泽了《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国富论》《资本论》等经济学著作，独
自翻译了《人口原理》《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理论》《剩余价值学说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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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但要这样表现它们，它们当做价值必须已经是同一的。
如果商品和金，或任何两种商品，不能当做价值，当做相同的同一物的表现相互表现出来，各种商品
的价值都表现在金上面的问题就会不能解决。
实在说，这个前提在问题本身上面就已经存在了。
在我们讨论诸商品的价值如何能表现在一个特殊商品上面以前，我们已经要把诸商品当做价值，当做
是和它们的使用价值相区别的价值，来假定。
为要使不同诸使用价值的二量，能当做等价，被放在相等的位置上，我们已经要假定，它们等于一个
第三物，在质上是相等的，却不过是这个等质物的不同的量的表现。
所以，事实上，“不变的价值尺度”问题，不过是价值性质这一个概念的研究之错误的表现。
价值决定的自身自不能再成为一个价值，从而也不能当做价值，发生种种变动。
这就是劳动时间——是特殊地表示在商品生产上的社会劳动。
劳动量没有价值，也不是商品。
却只是那种使诸商品转化为价值的东西，是它们的统一物。
当做这个统一物的表现，它们在质上是等一的，不过在量上是有别的。
它们[是表现]为一定量社会劳动时间的表现。
假设金有不变的价值。
这样，如果一切商品的价值是表现在金上面，我就能够把诸商品的价值变动，依照它们的金价格来计
量了。
但为要把诸商品的价值表现在金上面，诸商品和金当做价值就必须是同一的。
金和商品，当做这个价值的确定的量的表现，当做确定的价值量，方才能够被视为同一的。
金的不变价值和其余各种商品的可变价值，不会妨碍这种事情：它们当做价值，是同一的，是同一的
实体。
在金的不变价值能把我们引进一步以前，诸商品的价值必须表现并估计在金上面，从而，金和诸商品
必须表现为同一的统一物之表现，表现为等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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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剩余价值学说史(套装共3册)》是《资本论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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