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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由最发达国家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全球，这激发人们对货币、资本、金融与现代文明关系的
深入反思。
这显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话题。
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与货币打交道；在现代性的构建逻辑体系中，货币逻辑成为其中一个至关
重要的内容。
就货币与文明的关系及其发展过程看，货币具有历史性，属于人类文明的范畴。
古代社会存在着货币化的各种禁区，货币仅限于特殊主体、特定对象和特别领域。
可以说，普遍的货币化与资本文明的诞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货币文明真正成为一种普遍化、日常化的文明形态，是在资本成为文明主流话语之后。
因此，当我的学生李振告诉我他选择以“马克思货币文明思想研究”作为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哲学
研究中心博士后选题时，我十分赞赏，并鼓励他努力探索。
经过几年的钻研，李振拿来二十余万字的书稿。
通过这个书稿，我觉得他并没有辜负我的期望，进一步验证了我早些时候经常说的观点：经济哲学是
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重要途径。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致力于马克思经济哲学学科的创立，近来已经有所成就。
在一些高校、研究部门，经济哲学已经逐渐被大家所接受。
据我所知，全国以经济哲学为论题的博士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大约有十篇，而李振的这篇博士后出
站报告显然属于其中比较优秀的一篇。
趁该书稿出版之际，我愿意从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的视角，对“社会主义与货币文明”的关系问题谈
一些粗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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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货币、资本与文明之间的深度结合，最终实现了货币化对整个生活世界的彻底改造。
探究“资本”决定和影响下的本体论、认识论、文明价值论及其存在限度，已成为现代文明深省的核
心主题。
    “资本文明”与“货币文明”具有相互重合的历史空间、逻辑线索和文明景象，“资本文明”以“
货币文明”的形式获得了普遍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日常性，“货币文明”已成为“资本文明”生成、
扩张和普遍化的根基。
因此，重新审视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所隐含的货币文明批评思想，反思从货币到资本转化的文
明逻辑，深省资本强化逻辑对货币的钳制，以及探究资本文明解构的现实可能，是深化马克思资本文
明批评思想及反思时代、参与时代、面向未来的必要工作。
本书力图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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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振，1972年生，安徽涡阳县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硕士、复旦大学哲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经济
学博士后。
现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都市文化和现代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亚
洲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文化所所长。
在《人民日报》、《哲学研究》、《学术月刊》、《社会科学》、《天津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辑
刊》、《国外理论动态》、《探索与争鸣》等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主要研究领域：社会哲学、经济哲学以及德里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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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资本文明、货币文明的理论和实践：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挑战马克思哲学对于当代现实生活的回应
，不能仅仅停留于“重复”马克思资本批判的传统话语层面，而应该在当代资本实践的语境下，对资
本运行背后所深藏的充分发展的货币形式与货币功能进行分析；只有将资本批判“再次返回”到货币
文明批判的层次，与当代的货币科学展开对话，重视当代日益重要的货币和资本实践现象，才有可能
重新激活隐藏在马克思文本背后的生命力和独特价值，显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
1.资本文明、货币文明的相关解释类型许多中外“主流经济学家”普遍为当代资本文明“正名”，认
为资本已经走出血腥、残暴的原始积累阶段，走向文明。
随着市场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这种文明化程度会越来越高。
针对极度繁盛的货币经济和货币社会现象，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哲学领域各自提出了不同的回
答。
归结起来，针对“货币与文明形态”之间的关系，主要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解释模式：第一种观点认为
，货币的合法性和普遍性与权力（利）、法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货币价值不在于其外在的自然
材料，而在于“权威”的接受与承认，尤其是法制权威的保证、维持和认同，则成为“货币与现代性
”相互关联的主要内容。
这是许多政治学家、法学家普遍坚持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货币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通过法律产生的”，为货币、商品契约关系奠定了现
代法制的形式和精神；霍布斯就把货币不仅看成市场经济的血液，更把它看成是产生现代自由、理性
和文明规则的重要来源；洛克也将货币交易存在的“默许协议”上升到社会和政治层面加以探讨；而
林肯则直接将货币视为“法律的制造物”，等等。
第二种更为盛行的观点认为，货币和市场的发展是任何文明形态都必须的客观条件和途径，市场以物
质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是形成“个体的恶与公共利益的善”之间结合的最有效机制，从商品交换、信
用演化“自然而然”孕育、塑造、演化、扩展现代文明的诸多特征，货币成为现代文明——自由、平
等、诚信以及契约关系、交往、规则等内容的重要起源和象征；而货币中性、经济非道德化、非意识
形态化、市场智慧等则成为政治畅达、经济强盛、文化多元的重要内容。
显然，这是许多（新）自由主义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普遍遵循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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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跟随余源培教授攻读博士期间，我一开始选择的方向是经济哲学，但始终找不到适合自己的突破口
，迟迟不敢落笔。
一般而论的经济哲学研究所涉及的基础方法论、价值论、评价论之类的术语和逻辑与当下探求的现代
性批判命题和主题很难相关，于是我选择了一个修正自己视野与方法的解构命题——“解构与解构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
该论文获得同行前辈的指点与提携，获得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出版基金的资助并已经于2004年由上海人
民出版社出版。
此后，我的经济哲学兴趣重新蔓延开来。
我一直在努力奋斗，希望能够达到和超越导师们所具有分析和批判时的彻底性，在知识的缜密、完整
和逻辑性方面下工夫。
导师们为我树立了榜样，一直是我不断攀登的高峰。
在与师友们的接触中，我分享到知识流动、共勉和共进的喜悦。
于是我选择攻读上海财经大学理论经济学的博士后，希望能在以张雄教授、鲁品越教授为代表的经济
哲学土壤中成长——本书就是根植于这一土壤所结出的初步成果。
随着对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理论认知水平的逐步深入，我意识到经济现象、经济知识所彰显出的理
性、功利主义的巨大威力，同时也越发意识到经济哲学研究的艰难性——进行严肃而审慎的经济哲学
分析和反思实在太不容易了，最起码就是必须深谙经济学和哲学两个领域的知识。
这种深谙的确不易。
因为经济学立足于经验的感性世界，对经济现象、经济问题和经济知识的反思和批判的理论基础、逻
辑语境与一般的哲学问题逻辑截然不同，以至于在哲学领域中正常讨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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