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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选文精审，内容完整，既全面反映经典作家的思想体系，又充分体
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文集精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个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内容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
社会主义，同时还包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政治、法学、史学、教育、新闻、科技、文艺、军事、民
族、宗教等方面的重要论述。

　　本书为其中的第五卷，收入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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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可见，货币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
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支
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
西。
为什么这个自由工人在流通领域中同货币占有者相遇，对这个问题货币占有者不感兴趣。
他把劳动市场看做是商品市场的一个特殊部门。
我们目前对这个问题也不感兴趣。
货币占有者是在实践上把握着这个事实，我们则是在理论上把握着这个事实。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
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占有者。
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
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
产物。
我们前面所考察的经济范畴，也都带有自己的历史痕迹。
产品成为商品，需要有一定的历史条件。
要成为商品，产品就不应作为生产者自己直接的生存资料来生产。
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我们就会发
现，这种情况只有在一种十分特殊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
但是这种研究不属于商品分析的范围。
即使绝大多数产品直接用来满足生产者自己的需要，没有转化为商品，从而社会生产过程按其广度和
深度来说还远没有为交换价值所控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也能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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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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