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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解读与误读大致上也有三种方式’

法国唯物主义式的解读与误读’对于马克思哲学的理解，自第二国际以来长期流行的是一种法国

唯物主义式的历史决定论阐释’在这种阐释方式中，"资本论% 一般被划归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

分中的 #政治经济学!

!



性和客观可能性’毫无疑问，这一进路对历史主体能动性之宏扬，相对于第二国际之历史决定论阐释

来说，是有着极大的合理性的，因此，它仍在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领域保持着主导性地位



开始解读!% ( 阿尔都塞，#$$" 年，第 *%&*$

年





这又必须从马克思对于如何才能以科学的方式把握资本主义社会说起’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有一大段话，人们多将之指认为唯物史观之经典表述，却往往未意识到这段作为 $政治经

济学批判%这部大书的 #序言"的话，同时正是马克思对于自己科学方法论最基本之点的表述’通常

而言，一布8吟的序(言) Tj�0 Tc�10.285715 0 0 10.285715 0 -8.742857 Tm�6.4165094 67.822646 TD�(，) Tj�10.285715 0 0 10.285715 0 -9.257143 Tm�174905612 67.822641 TD�-0.009 Tc�(嗾�亲髡叨云溲芯慷韵笤) Tj�0 Tc�/BZ1-0 1 Tf�0 Tr�10.285715 0 0 10.285715 0 -8.742857 Tm248.801886 67.822646 TD�&"
，



将理论仅仅理解为一种 #生产"或 #理论实践!; #新辩证法"等虽然注意到马克思理论中的主体行

动与客观结构的区分和关联，却也未进一步追问这种关联何以可能的问题’因此，要真正把握住马克

思的思想，就必须超越既往诸解读模式的眼界，回归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紧紧抓住 $资本论%





大的价值形式!,#12 一般价值形式!, #/2 货币形式!%由于 #一般等价形式" 与 #货币形式" 之

间的 #唯一区别，只是金代替麻布取得了一般等价形式!，可看作是 #一般等价形式" 的一个延伸’

正是通过这 #三一



#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之中的特殊性的辩证综合，而且同时也是在更高一个层次上对于体现于

#价值实体"之中的抽象普遍性与体现于





都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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