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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格奥尔格.席美尔（G.simmel）的《货币哲学》是一本伟大的作品。
该书于1900年出版。
全书共有六章.分为两大卷“分析卷”和“综合卷”。
“分析卷”为第一章到第三章，“综合卷”为第四章到第六章。
在“分析卷”里。
席美尔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深入分析了货币的本质。
包括货币与价值的关系、货币的实质性价值以及作为目的的货币：而“综合卷”则考察了货币对整个
人类生活的影响，包括个人自由及其与货币的关系，以及货币如何决定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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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席美尔以一种独特的文化视角，对货币进行了深入、透彻的现代性分析。
阐释了西方发达社会与货币相联系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
作为选译作品，本书主要阐述货币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其中对货币物质性的描述，以及
它在现代社会中对人类的价值观走向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货币及其制度化的
发展对现代人们文化生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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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格奥尔格·席美尔，德国社会学家、新康德学派哲学家，主要以关于社会学方法论的著作闻名。
他开创了许多不同的理论风格，把不同学科、不同方法论的视野融为一体，并借助哲学、心理学、社
会学、经济学及神学的各种分析模式，研究了诸如宗教、货币经济、道德起源、群体自我保存等重要
的文化现象。
在西方，席美尔赢得了哲学、社会学和美学等领域的崇高声誉。
卢卡奇把他称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过渡哲学家”，韦伯和哈贝马斯也曾对席美尔的研究给予了极高
的评价。
主要著作有《论社会分化》《历史哲学问题》《道德哲学导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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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序】【分析卷】　货币的物质性价值  第一节　货币的内在价值和作为量度的价值　　度量的问
题　　有效货币的量　　货币是否具有内在价值　　货币纯符号性特征的发展　第二节　货币材料的
非货币作用的丧失　　对货币仅仅只是一种符号的第一次反驳　　对货币仅仅只是一种符号的第二次
反驳　　货币的供应　　现实和纯粹的概念　第三节　货币从物质到功能的发展历史　　社会互动及
其在各个结构上的结晶　　货币政策　　社会互动与交换关系：货币的功能　　经济循环的本质及其
相对于货币的意义　　货币向普通功能性的转变　　货币物质性意义的下降　　货币价值意义的提升
【综合卷】　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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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前面的讨论并没有触及在现实生活中货币到底有没有价值这个问题，而只说明了货币度量价值的
这个功能并没强加给货币本身以有价值这一特征。
然而，货币的确具有价值这一可能性，不仅为我们理解货币的历史发展开辟了道路，而更重要的是，
为我们理解货币的本质特征开辟了道路。
　　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实用价值——牛、盐、奴隶、烟草、兽皮等等——就被当作货币。
不管货币最后演变成什么样子，它在最初肯定就呈现出这样的价值形式。
只有当目的链条延伸得很长，很可靠，可以保证即刻会变得无价值的东西能帮助我们获得其他价值时
，我们才有可能用最有价值的东西交换印刷过的纸。
　　正是以这种方式，人们才可以惊醒一系列的逻辑推理，经过一些不可能或者矛盾的阶段，最后得
出有效的、有约束力的结论，但是整个思维过程必须具有方向性并且准确无误。
原始的、游移不定的思维在中间的某一个阶段必然会失去方向；因此只有在每一步都明确而准确的情
况下，这种思维方式才会起作用，但是代价是思维方式不够灵活，而思维的目的范围不够全面。
　　价值通过无价值的事物延伸，极大地扩张了价值的范围和其实用性，然而这是以个体不断上升的
理智力和群体的组织性为前提的。
没有会傻到用有价值的东西交换没价值的东西，除非他肯定可以把后者变得有价值。
交换最初必然是物物交换，是直接价值之间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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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货币哲学》揭示了货币及其制度化的发展对现代人们文化生活的影响。
现代文化之流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奔涌，一方面，通过在同样条件下将最遥不及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趋向于夷平，平均化，产生包容性，另一方面，却趋向于强调最具个性的东西，趋向于人的独立性
和他们发展的自主性，货币经济同时支撑两个不同的方向，它一方面使一种非常一般性的，到处都同
等有效的利益媒介，联系媒介和理解手段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能够为个性留有最大程度的余地使个
体化和自由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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