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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资本论（典藏套装全三册）本卷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二十三卷的基础上，根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1年历史考证版第二部分第十卷重新校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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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
每一种这样的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
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
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
商品尺度之所以不同，部分是由于被计量的物的性质不同，部分是由于约定俗成。
　　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
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
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
因此，商品体本身，例如铁、小麦、金刚石等等，就是使用价值，或财物。
商品体的这种性质，同人取得它的使用属性所耗费的劳动的多少没有关系。
在考察使用价值时，总是以它们的量的规定性为前提，如一打表，一码布，一吨铁等等。
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商品学这门学科提供材料。
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
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
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
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
因此，交换价值好像是一种偶然的、纯粹相对的东西，也就是说，商品固有的、内在的交换价值
（valeur intrinseque）似乎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
现在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
　　某种一定量的商品，例如一夸特小麦，同x量鞋油或y量绸缎或。
量金等等交换，总之，按各种极不相同的比例同别的商品交换。
因此，小麦有许多种交换价值，而不是只有一种。
既然x量鞋油、y量绸缎。
量金等等都是一夸特小麦的交换价值，那么，x量鞋油、y量绸缎z金等等就必定是能够互相代替的或同
样大的交换价值。
由此可见，第一，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等同的东西。
第二，交换价值只能是可以与它相区别的某种内容的表现方式，“表现形式”。
　　我们再拿两种商品例如小麦和铁来说。
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一定量的小麦等于若干量的铁，如1夸特小
麦=a英担铁。
这个等式说明什么呢？
它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即在1夸特小麦和a英担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
因而这二者都等于第三种东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种物，也不是第二种物。
这样，二者中的每一个只要是交换价值，就必定能化为这第三种东西。
　　用一个简单的几何学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为了确定和比较各种直线形的面积，就把它们分成三角形，再把三角形化成与它的外形完全不同的表
现——底乘高的一半。
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同样要化成一种共同东西，各自代表这种共同东西的多量或少量。
　　这种共同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
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来说，才加以考虑。
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
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只要比例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
或者像老巴尔本说的：　　“只要交换价值相等，一种商品就同另一种商品一样。
交换价值相等的物是没有任何差别或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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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
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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