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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资本论〉》一书发表于1965年。
该书在1968年再版时，只保留了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的著作。
这个版本在国际学术界有很大影响。
该书的英译本和德译本都以这个版本为原版本。
我们这个中译本也是根据这个版本翻译的。
《读〈资本论〉》第二版的第一部分即主要部分是阿尔都塞于1965年初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举办的《
资本论》研究会上所作的几篇哲学报告。
这些哲学论文是阿尔都塞在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斗争中构思、写作和发表的。
阿尔都塞本人在1970年5月《读》英文版正文前面的按语中写道：“关于这部著作写作时（1965年）的
形势，关于它作为对这种形势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干预的性质，以及关于它在理论上的局限、缺陷和错
误，读者应该读读《保卫马克思》中的介绍——《致我的英语读者》。
”阿尔都塞这里所说的形势就是指苏共“二十大”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及在法国共产党内和
法国哲学界出现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的形势。
阿尔都塞这一时期的重要理论著作《保卫马克思》和《读》就是对这种形势所作的“干预”和“反应
”。
阿尔都塞著作涉及的不是这种形势的政治方面，而是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意识形态和
理论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关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与成熟期著作之间关系的争论；二、
关于“斯大林主义”问题的争论。
阿尔都塞进行“干预”的目的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之间划清界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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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资本论〉》的第一部分即主要部分是阿尔都塞于1965年初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举办的《资
本论》研究会上所作的几篇哲学报告。
这些哲学论文是阿尔都塞在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斗争中构思、写作和发表的。
阿尔都塞本人在1970年5月《读〈资本论〉》英文版正文前面的按语中写道：“关于这部著作写作时
（1965年）的形势，关于它作为对这种形势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干预的性质，以及关于它在理论上的局
限、缺陷和错误，读者应该读读《保卫马克思》中的介绍——《致我的英语读者》。
”阿尔都塞这里所说的形势就是指苏共“二十大”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及在法国共产党内和
法国哲学界出现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的形势。
阿尔都塞这一时期的重要理论著作《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就是对这种形势所作的“干预
”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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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Lisser，1918-1990），当代法国著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结
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
出生于阿尔及利亚首都附近的比曼德利小镇，原籍在法国北部阿尔萨斯省，在严格的天主教传统中长
大。
中学毕业后考入巴黎国立高等师范学校预科班学习。
1939年入该校文学院不久，因德国法西斯入侵而应征入伍，驻守布列塔尼，1940年被德军俘虏，关押
在集中营，战争结束后获释。
1945年重返巴黎高师，在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尔的指导下研究哲学。
1948年留校任教，1962年升为副教授。
1980年患精神病，1990年病逝。
他的理论著作在法国和国际学术界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
主要著作有《孟德斯鸠：政治和历史》（1959）、《保卫马克思》（1965）、《读》（1965，与艾蒂
安·巴里巴尔合著）、《列宁和哲学》（1968）、《立场》（197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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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序致读者从《资本论》到马克思的哲学《资本论》的对象一、引言二、马克思和他的发现三、
古典经济学的功绩四、古典经济学的缺陷——简论历史时代概念五、马克思主义不是历史主义六、（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的认识论命题七、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八、马克思的批判九、马克思的巨
大的理论革命附录：关于“理想的平均形式”和过渡形式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一、关于生产
方式的分期二、结构的各个要素及其历史三、关于再生产四、过渡理论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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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资本论》到马克思的哲学这里发表的是1965年头几个月我在高等师范学校的《资本论》研究
班专题讲座会上作的几次报告。
下面刊出的文章显示了当时的情况，这不仅表现在文章的结构、节拍、教学用语或口语的风格上，尤
其还表现在文体的不一致、重复、含混不清以及对问题的探索性研究上。
当然，后来我们可以有充分时间逐一修改各篇文章，加强它们之间的连贯性，尽可能使文章中的术语
、问题的前提和结论一致起来并把它们使用的材料系统加工成一篇演说，总之使它们成为一部完整的
著作。
但是我们并没有那样做。
我们宁愿按照它们的本来面貌，即以未完成的著作，也就是仅仅以阅读的开端的形式发表。
毫无疑问，我们都读过《资本论》，而且仍在继续阅读这部著作。
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每天都可以透过人类历史的灾难和理想，论战和冲突，透过我们唯一的希望和
命运所系的工人运动的失败和胜利，十分清楚地阅读它。
可以说，自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从未停止透过那些为我们阅读《资本论》的人的著作和
演说来阅读《资本论》。
他们为我们所作的阅读有好有坏，他们中间有些人已经死去，有些人还活着。
这些人有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列宁、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斯大林、葛兰西、各工人
组织的领导人、他们的追随者或者他们的论敌：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
我们阅读了形势为我们“选择”的《资本论》的片断和章节。
我们都或多或少地读过《资本论》第一卷，从《商品》一章开始，直到最后一章《剥夺者被剥夺》。
　 但是，我们最终应该逐字逐句地阅读《资本论》，逐行逐行地阅读全书四卷，反复多次地阅读头几
章或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公式，这样我们才能从有如荒芜贫瘠高原的第二卷进入利润、利息、
地租的福地。
我还要进一步指出，我们不仅要阅读《资本论》法译本（虽然只是第一卷，即南鲁瓦翻译、马克思不
仅校订而且改写过的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还要阅读德文原著，至少是包含基本理论的各章和
马克思的关键性概念比较集中的所有段落。
我们就是主张这样来阅读《资本论》的。
我们的报告就是从这种设想中产生的。
它们不过是这种阅读的个人的不同记录：每篇报告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资本论》这个茫茫森林中
为自己开辟道路。
我们不加修改地把它们原原本本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就是为了把我们在阅读过程中遇到的一切艰难曲
折和得到的收获都奉献给读者。
读者可以从中得到初始状态的阅读经验。
而这第一次阅读又会吸引读者进行第二次阅读，从而把我们引向深入。
既然不存在无辜的阅读，那么我们就来谈一谈我们属于哪一种有罪的阅读。
我们都是哲学家。
我们没有作为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或文学家阅读《资本论》。
我们没有就《资本论》的经济内容或历史内容，也没有就它的单纯的内在“逻辑”对《资本论》提出
问题。
我们是作为哲学家来阅读《资本论》的，因此我们提出的是另一类性质的问题。
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对《资本论》提出的是它同它的对象的关系问题，因而同时也就提出了它的对象
的特殊性问题。
这就是说，我们提出了研究这个对象所使用的论述型式的性质问题，即科学的论述的问题。
因为从来的定义都不过是事物的区别，所以我们对《资本论》提出了它的对象及其论述的特殊区别问
题。
我们在阅读过程的每一步都提出这样的问题：《资本论》的对象究竟在哪些方面不仅区别于古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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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现代）经济学的对象，而且也区别于青年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1844年手稿》的对象，进而提出
这样的问题：《资本论》的论述究竟在哪些方面不仅同古典经济学的论述相区别，而且也同青年马克
思的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论述相区别。
作为经济学家阅读《资本沦》，就是在阅读的时候对《资本论》提出它的分析及其图式的经济内容和
意义问题，从而把《资本论》的论述同一个在它以外就已经确定了的对象加以比较，而并不对这个对
象提出疑问。
作为历史学家阅读《资本论》，就是在阅读时对《资本论》提出它的历史的分析同在它以外就已经确
定了的历史对象的关系问题，而并不对这个对象提出疑问。
作为逻辑学家来阅读《资本论》，就是对《资本论》提出它的表述方法和论证方法问题，不过是抽象
地提出问题，同样没有对同这种论述方法相关联的对象提出疑问。
作为哲学家阅读《资本论》，恰恰是要对一种特殊论述的特殊对象以及这种论述同它的对象的特殊关
系提出疑问。
这就是说要对论述-对象的统一提出认识论根据问题。
正是这种认识论根据使这个统一区别于其他形式的论述-对象的统一。
只有这种阅读才能对《资本论》在知识史中占有何种地位的问题作出回答。
这个问题可以归结如下：《资本论》是否是某种单纯的意识形态的产物，一种黑格尔形式的古典经济
学，是否是青年马克思哲学著作中制定的人类学范畴生硬地搬用于经济现实领域，是否是《论犹太人
问题》和《1844年手稿》中理想主义愿望的“实现”？
《资本论》是否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简单的继续和完成，而马克思则继承了它的对象和概念？
《资本论》同古典经济学的区别是否仅仅表现在方法，即从黑格尔那里借用的辩证法上，而没有表现
在它的对象上？
或者完全相反，《资本论》在其对象、理论和方法上构成了认识论的根本变革？
《资本论》是否在实际上建立了一门新的学科，一门新的科学，从而是一个既屏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
，同时又屏弃了它的前史中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的真正事件和理论革命，即一门科学的历
史的绝对开端。
既然这门新的科学是历史的理论，那么反过来它是不是可以使我们能够认识它自己的前史，从而使我
们能够看清古典经济学和青年马克思的哲学著作？
这就是我们南于对《资本论》进行哲学阅读而对它提出的认识论问题的含义。
因此，从哲学角度阅读《资本论》和无辜的阅读完全不同，这是一种有罪的阅读，不过它并不想通过
坦白来赦免自己的罪过，相反，它要求这种罪过，把它当做“有道理的罪过”，并且还要证明它的必
然性，以此来捍卫它。
因此这是一种特殊的阅读，它向一切有罪的阅读就它的无罪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即“什么叫阅读
？
”正是这个问题撕掉了它无罪的面纱，而特殊的阅读却通过提出这个问题证明自身是合理的阅读。
不管这个词表面上看有多么矛盾，我们可以断言：在人类文化史上，我们的时代总有一天会表现为这
样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是人们作出最富戏剧性的和艰难困苦的尝试，发现和领会最简单的生存行
为如看、听、说、读的含义。
这些行为使人们同他们的著作发生关系，而这些著作返回到人们自身，成为他们的“没有出现的著作
”。
同一切尚处于统治地位的表象相反，我们并不是通过没有以这些行为概念为基础的心理学，而是通过
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这几个人才获得这种变革性认识的。
我们只是从弗洛伊德开始才对听、说（或沉默）的含义产生怀疑；这种听、说的“含义”在无辜的听
和说的后面揭示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语言即无意识的语言的明确的深刻含义。
现在我敢说，我们只是从马克思开始，至少是在理论上，才对读和写的含义产生怀疑。
毫无疑问，我们把在《1844年手稿》中起决定作用并在《资本论》中仍然暗暗诱使人们返回历史主义
的全部意识形态的要求归结为一种明确的无辜的阅读，这绝不是偶然的。
对青年马克思来说，认识事物的本质，认识人类历史及其经济、政治、美学和宗教产物的本质，无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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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透过本质的“具体”存在读出（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上）“抽象”的本质。
黑格尔的绝对知识，这个历史的终点，表现为从存在中直接读出本质，在这个模式中，天幕洞开，概
念最终成为可以看得见的东西亲自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可以感觉到它的物质存在。
在这个模式中，这个面包，这个躯体，这副面孔以及这个人都成为精神。
这就便我们懂得，对直接阅读以及对伽利略意义上的《世界大全》的渴望要比任何科学都古老。
这种渴望又悄然引出主显和耶稣降临的宗教幻想和《圣经》中令人向往的神话。
真理在这些幻想和神话中披上了字和词的外衣，具体化为《圣经》。
这也使我们产生了这样的看法，那就是我们必须具有某种阅读的思想，即把书面的语言变成直接、明
显的真理，把现实变成有声的语言，才能把自然和现实当做一本书。
在这本书中，按照伽利略的说法，“南正方形，长方形和圆构成的”语言在进行无声的叙述。
斯宾诺莎是第一个对读，因而对写提出问题的人，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同时提出历史理论和直接物的
不可知性的哲学的人。
他在世界上第一次用想象与真实的差别的理论把阅读的本质同历史的本质联系起来。
这一切使我们理解了，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就是因为他建立了历史理论以及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
的历史差别的哲学，而这一切归根结蒂是在破除阅读的宗教神话的过程中完成的：《1844年手稿》时
的青年马克思一下子就透过人的本质的异化直接读出了人的本质。
相反，《资本论》却保持着恰当的距离，即现实固有的间隔。
这些距离和间隔体现在《资本论》的结构中。
这些距离和间隔使它们自身的效果阅读不出来并使对它们进行的直接阅读的幻想达到其效果的顶点：
拜物教。
我们必须转向历史，才能把这种读的神话消灭在它的巢穴中，因为正是从历史（在历史中，距离和间
隔赋予神话以宗教和哲学的形式）出发，人们把这种神话反映到自然界，以便不使自己由于过于大胆
的认识自然界的计划而毁灭。
只有从被思维的历史，从历史的理论出发，才能够说明阅读的历史宗教：人们发现，在许多本书中包
含的人的历史，并不是一本书中所写下的文字，而历史的真实也不可能从它的公开的语言中阅读出来
，因为历史的文字并不是一种声音（Le Logos）在说话，而是诸结构中某种结构的作用的听不出来、
阅读不出来的自我表白。
如果人们读过我们的某些论著，那么就可以确信，我在这里使用的远非任何隐晦曲折的语言，我是在
确切意义上使用我所采用的术语的。
同阅读的宗教神话决裂，这种理论的必然性在马克思著作中采用了同黑格尔把整体看做是“思辨的”
总体，确切地说，看做是表现总体的概念相决裂的形式。
绝非偶然，当我们揭开阅读理论的薄薄的面纱时会发现表现理论，发现总体（在表现总体中，每一个
部分是整体的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直接表现出它本来就包含着的总体）的理论是这样一种理论：在黑格尔的著作中，最终在历
史的基础上，集中了在一系列叙述中说话的一种声音（Le Logos）的一切互相补充的宗教神话；黑格
尔著作中所包含的绝对真理的神话；听这些叙述的耳朵的神话，读这些叙述的眼睛的神话，而耳朵听
和眼睛读是为了在这些叙述中发现（只要耳朵和眼睛是单纯的）他的每一句话中本来就包含着的绝对
真理。
我们是否还应该补充一个问题：在理性和存在之间，在本身曾经是整个世界的这一宏伟著作和对世界
的认识的表述之间，在事物的本质和对本质的阅读之间的宗教联系一旦割断的情况下，在默默达成的
条约——在这些条约中，一个尚不稳定的时代的人们用神奇的联盟来战胜历史的不稳定性以及战胜由
于大胆而产生的胆怯——破裂的情况下，在所有这些联系都割断的情况下，关于表述的新的概念最终
是否能够出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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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路易·阿尔都塞穿越了那么多生活——我们的生活，首先是穿越了那么多个人的、历史的、哲学
的和政治的冒险，以他的思想和他的生存方式、言谈方式、教学方式所具有的辐射力和挑战力，改变
和影响了那么多话语、行动和存在，给它们打上了印记，以至于就连最形形色色和最矛盾的见证也永
远不可能穷竭它们的这个源泉。
——雅克·德里达在阿尔都塞葬礼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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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读〈资本论〉》由中国《资本论》研究会郑重推荐。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五”重要成果，跟随路易·阿尔都塞学习《资本论》。
金融危机后两个月，德国《资本论》的销量是2007年的三倍，中国各版本《资本论》销量增长了五倍
。
据悉，法国总统萨科齐，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各级政府官员、银行家、经理人、投资人、IT
精英，都在求助于《资本论》。
德国新电影之父亚历山大·克鲁格则准备将《资本论》拍成电影。
他是巴黎高师几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之父，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皮埃尔·布尔迪厄是他的学
生，加斯东·巴什拉尔、拉康等人是他的师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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