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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逻辑的三种形态
!

白
!

刚

摘
!

要.作为以资本增殖为最终目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统治力量'资本逻辑在根

本上主宰和控制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命运*在资本逻辑的具体展开和现实运作中'

它既体现为!实体性"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又表现为!关系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呈现

为!观念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以说'资本逻辑本质上就是!实体形态
D

关系形态
D

观念形态"的!新三位一体"*而(资本论)所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是最彻底的

!资本逻辑批判"*

关键词.(资本论)-资本逻辑-实体形态-关系形态-观念形态

马克思在倾其一生的最伟大著作(资本论)中鲜明指出.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一个新

时代的到来"

*这个新时代'实际上正是资本逻辑作为!座架"一统天下的时代*作为以

资本增殖为最终目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交换体系及运转的总体性统治力量'资本

逻辑这一座架在根本上主宰和控制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命运*所以'要想把握这个

新时代'就必须把握资本逻辑*但究竟应该如何把握资本逻辑+ 其运作形态到底怎样+

这些确实是我们值得深入反思与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在此'笔者尝试从!实体
D

关系
D

观念"三种形态来揭示资本逻辑的庐山真面目*

一,实体形态.资本逻辑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统治和支配力量'资本逻辑决不是凭空展开的'而是有其

依托和附体的坚实的实体基础111资本主义私有制*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上有两种

不同的私有制.一种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而后

者是在前者解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

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

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以剥削他人劳动为基

础的'它排挤并取代了之前的以生产者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实际上是从!小私有

制"转变成了!大私有制"*这种大私有制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私有制'它对推动人

类文明进步和发展生产力功不可没*但这种大私有制却使个人深陷资本主义的!制度性

灾难"之中*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个人在表面和形式上都是自由的和自己支配自己的劳

动'实际上却受到了这种私有制更全面和更深刻的奴役和剥削*因此'作为劳动力的奴役

者和剥削者及剩余劳动的掠夺者和榨取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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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资本逻辑的三种形态

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

"

*在此意义上'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合而为一了*

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即以资本奴役和剥削劳动者而实现自身增殖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构

成了资本逻辑存在和发展的最为本质的实体性形态*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逻辑的基础和载体'资本

逻辑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践和展开*资本逻辑之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统治逻辑和座架'根本上

就取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实体形态*

正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实体形态的主导和支撑下'资本逻辑取得了统治和支配一切的巨大权

力和力量*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看来'资本逻辑按其本质来说'就是对广大工人阶级的无酬劳

动的统治权和支配权'也是对剩余价值的控制权和掠夺权*正是凭借这一无限的权力'资本逻辑在全球

范围内不断发展,膨胀和扩张'它主宰,统治和吞噬着整个世界'使世界越来越趋向同质化,一体化*对

此'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揭示和指认.资本逻辑!迫使一切民族111如果它们不

想灭亡的话111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

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

*在这里'资本逻辑借助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基础

和载体'一跃而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一种!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

着它们的特点"'!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

*资本逻辑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存

在的!内在本质"和!最终尺度".资本逻辑主宰和决定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前途和命运'资本主义社会的一

切存在都必须在资本逻辑面前为自己存在的合法性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

而言'资本逻辑发挥着与占领领土,掠夺军事政权以及信教人数增加一样的作用'甚至发挥着与公认的

国家机构合法化一样的作用'它们都是无形的权力结构,等级,特权和信仰的具体体现*这一切都源于

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实体性本质和形态'并形成了自身的发展逻辑和控制力量'主宰和统治着人的现实

世界*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实体形态的支撑和主宰下'资本逻辑不仅没有解放人'反而使个人陷入了更

为深刻但却相对隐秘的全面奴役和剥削之中*资本逻辑像一个无形的天罗地网'把个人的一切感觉和

特性,一切追求和希望,一切荣誉和梦想'都统统纳入其中并使其销声匿迹了*表面上看'工人!把自己

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像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

后却发现.他不是6自由的当事人7'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

上'他6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7'吸血鬼就决不罢休"

%

*资本逻辑摇身变成了最贪

得无厌的魔鬼*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无情地揭露和讽刺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从头到脚都充满了血

和肮脏的东西'并把资本逻辑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可恶,最卑鄙的专制'把工人的自由生活时

间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这一!活生生的现实"'相应地称为!资本独裁"和!资本专政"'也即一种新时代的

!资本奴隶制"*而对于资本逻辑和工人之间这种统治和被统治,奴役和被奴役,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

马克思又形象地描述为!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

牢"'甚至!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

'

*所以'马克思通过(资本论)的政治经

济学批判和历史分析表明.正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实体基础的资本逻辑'致使压迫,剥削和异化在结

构上不可避免地嵌入了资本制度的内部111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自身根本无法通过改革或改善社会民

主政治制度来消除的一个中心矛盾*资本逻辑自身不允许达到一种既是私有化,又是自由民主的社会

制度*这其实也正是资本逻辑所表达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根深蒂固而自身无法克服的!二律背反"*因

而'面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支撑的资本逻辑的宰治'无产阶级要实现自身及全人类解放的根本任务'只能

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11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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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虽然马克思也强调!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同以前的奴隶制和农奴制相比'它榨取剩余劳动

的方式和条件都更有利于促进更高级的社会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都更有利于推动新的社会生产

力和社会关系的进步和发展*但最终'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二律背反"111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

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自己反对自己,自己否定自己.!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

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

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

有制*"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私有制自身的!二律背反"所导致的这种自我反对和自我否定'决不是走向

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怀疑一切和否定一切'而是在!扬弃"和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重建"个

人所有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了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和工人阶级的!合作工厂"这两种扬弃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合作形式'并指出前者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极扬弃"'而后者是!积极扬弃"*在

此基础上'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或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趋势就被归结成这样.!它本

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

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

#而只有

这种!社会所有制"111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重建的"个人所有制'才能为!以每一个个

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马克思语$的更高级,更发达的社会新形态建立更坚实的基础'也

才能真正敲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最终剥夺!剥夺者"*

二,关系形态.资本逻辑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资本逻辑的实体形态'是资本逻辑存在的制度基础*但资本逻辑的具体展开

则体现为物与物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颠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这一关系也正是马克思(资本论)

关注的中心*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

版的!序言"中就强调.!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实际上就是拥有财产的资产阶

级与失去财产的无产阶级之间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役,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但这一不平

等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并不是直接显露出来的'而是表现为作为!活劳动"的雇佣劳动者与作为

!死劳动"的资本之间的!平等雇佣关系"'特别是!物化"和转变为商品,货币和资本与雇佣劳动者之间

!自由平等"的交换关系*对此'马克思通过(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解剖武器和独特!慧眼"'

深刻揭示和论证了!资本"背后所掩盖的深刻社会关系本质.!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

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它实际上!是一定

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

'

*这种生产关系是特别的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产

阶级社会中!死劳动"统治!活劳动"的人与物之间颠倒的社会生产关系*正是这种以!物与物"的形式掩

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既构成了资本逻辑存在和展开的根本!关系形态"'又造成了资本主义

世界生产和交换的全部神秘性'使商品生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笼罩和充满了!幽灵般现实性"

的魔法和妖术*

在这一魔法和妖术的!附体"下'作为物与物背后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社会生产关系化身的资本逻

辑'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关系形态的最高,最根本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逻辑具有主宰一

切,支配一切,操控一切'使一切发生颠倒,扭曲和神秘化的巨大魔力.!在作为关系的资本中111即使撇

开资本的流通过程来考察这种关系111实质上具有的特征是'这种关系被神秘化了'被歪曲了'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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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客体是颠倒过来的'就象在货币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由于这种被歪曲的关系'必然在生产过程中产

生出相应的被歪曲的观念'颠倒的意识*"

"正是在资本逻辑这一神秘关系和歪曲观念的主导和操控下'

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人妖颠倒是非淆"了.它如同传说中的!魔法师"'把一切人的和自然的特性都变

成了它们的对立物111把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懦夫变成勇士'

老人变成少年*总之'!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

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

#

*所以'在资本逻辑这一颠倒的!关系形态"的全面统治下'以往神圣的东西变

世俗了'从前崇高的事物变藐小了'原有的利他精神变利己了'人的!独立性"变成了物的!依赖性"'人丰

富的!个性自由"变成了单纯的!贸易自由"*在资本逻辑的无情冲击下'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一

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温情都被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而资本逻辑这样做的目

的却绝不是为了广大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和幸福'而是为了保证和实现资本自身的无限增殖和维护资

产阶级的主体和统治地位*一句话'资本逻辑就是要按自己的面貌塑造一个!为我的"新世界*因此'在

资本逻辑全面统治的时代'!至上的实在不再以超验的上帝#即关于人与自然的神秘化观念$的身份在天

国实行统治-而是下降到地上'以超验的6经济7#即拜物教化的人类物质产品$的身份实行统治"

$

*也

就是说'资本逻辑正是化身为和借助于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物之间颠倒的社会生产关系'才取代

上帝在人间确立和实现了自身的最高地位和最终统治*但资本逻辑的这一社会生产关系化身和魔力'

实际上并非是资本逻辑的天然使命'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拜物教的!又一次改头换面的形而上学的模仿实

质"#哈贝马斯语$*

对资本逻辑的这一社会生产关系特性和实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却只是把它当作单纯的,与人无关

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来理解'以此来确认和维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

役,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普遍性,永恒性和非历史性*对此马克思指出'虽然从威廉0配第以来的古典

政治经济学家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但他们认为只有两种!生产关系".一种是人为的'

一种是天然的*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人为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天然的*这就导致古典政

治经济学家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误认和误判为社会生产的普遍的,永恒的自然形式'!从而忽略商品形

式及其进一步发展111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

%

*这实际上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生

产关系的历史性本质的!非历史性"理解*由此马克思强调.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

实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只要古典政治经济学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

这一点"

'

*所以令人遗憾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终究没能迈出通向真理的这一小步*对此马克思这样

总结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

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

(这样'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化身的资本

逻辑'就摇身变成了维护和辩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生产和交换关系的高高在上的,普遍的和永恒的神

奇!符咒"*为此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特殊的,一定的,历史的形式'

说成是普遍的,永恒的,一般的形式'说成是自然的真理'说成是社会劳动的绝对的,必然的,自然的,合

理的而不是历史的关系'这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关系作辩护的资本逻辑之!关系形态"最

深刻,最本质和最集中的确证和指认*这一!超历史"的做法'最终使作为关系形态的资本逻辑成了某种

完全!非历史"的东西而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之中'因而!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

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

)

*资本逻辑借助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确立和实现了自己对人及其现实

世界的!抽象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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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中'作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化身和表征的资本

逻辑'决不是超自然的,永恒的,非历史性存在'而是在一个长期历史演进过程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

土壤之上产生的*作为资本逻辑的具体展现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也决不是自发的!自然的恩惠"'

而是长期的!历史的恩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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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基础上'作为以资本增殖为目的和中心的社会关系形态的资本逻辑'决不是永恒的,绝对的,

铁的必然性的固化存在'而是一种和某个有限的历史发展时期的物质生产条件相适应的,具体的和历史

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存在*通过(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剖析'马克思充分表明.资本逻辑

!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

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

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

#

*所以说'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化身的资本逻辑'也

仍然只是人类历史的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它必将为新的社会生产关系所代替而最终走向瓦解和灭亡*

对资本逻辑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这一非自然的历史性根本特征'作为资产阶级及其夸夸

其谈的代言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根本无法也不可能看到'反而将其认作是自然的,普遍的,永恒的存

在*所以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这里'!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

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中显露出来"

$

*这样'作为资本主

义社会生产关系化身的!关系形态"的资本逻辑'又摇身转变成了维护其阶级利益和统治地位的!观念形

态"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三,观念形态.资本逻辑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所谓!意识形态"'本质上就是任何社会秩序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和利益确立起来的让

人根深蒂固地自然秉持的基本理念*!意识形态"一词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却是马克思真正实质性地

赋予了其贬义色彩*马克思在自己革命和理论生涯中的最大兴趣'并不在于单纯理论的阐发'而在于对

意识形态背后的资产阶级社会动力#利益$机制的揭示和批判%

*按马克思的说法'意识形态就是!被人

打扮成在世界上对现实产生作用的东西"#阿伦特语$*作为维护资产阶级自身利益和统治地位的资产

阶级意识形态'本质上依然如此*为此'马克思才不断地进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批

判"和!法兰西意识形态批判"#(路易0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传统意识形态

的最大不同'就是它不再是神圣的,超验的,充满宗教色彩'而是世俗的,经验的,充满现实感'它的产生

和维护'借助的已不再是传统的神权和政治,军事等强权'而是作为!资本逻辑"化身的现实的经济利益

和具体的物质力量*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不是神权和强权'而是资本逻辑摇身变成了维护资

产阶级利益和统治的最大!意识形态"*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座架"和!灵魂"的资本逻辑'不仅体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生产关

系及交换关系中'还体现在促使其制度和生产方式发挥作用的信仰和观念构成的意识形态中*从资本

逻辑作为!实体形态"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到作为!关系形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到作为!观念形态"

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资本逻辑不仅体现和表征为制度和关系领域'更体现和表征为思想和观念领域*

在根本而重要的意义上'可以说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座架"和!灵魂"的资本逻辑'其最大本质就在于思想

观念领域而非物质生产领域*这从马克思对!三大拜物教"的批判和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的分析中就可以明确地体现出来*资本逻辑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其实质就是使追求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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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资本逻辑的三种形态

物质经济利益成了合理合法的!天职"行为*正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合法化的资本逻辑'使几个世纪以来

对一直被诅咒,被蔑视,被诋毁的作为贪婪行为的商业活动评价发生了最根本的转变*人们对贪欲和爱

财有了新的诠释'不再将它们视为一种可悲的,可怜的,自私的!激情"'而是将它们视为一种持续不断

的,高尚的,合理合法的!利益活动"和信仰体系*在商业的幌子下'人们眼中看到的是贪欲产生了一种

文明效果111文雅的商业交往'我们在斯密的著作中发现了这种观点的表达"

*在资本逻辑这里'只要

是市场利润大于损失'所有的活动都具有了无限制的!道德豁免权"*这自然而然就导致了资本逻辑背

后必然隐含着神秘化而产生!宗教副作用"111以资本拜物教为标志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表面上看'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111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资本逻辑作为资本主义私有

制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实体化和物质化理解'是一种!粗俗的唯物主义"'好像与观念性的意识形态无关-

但实际上'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二者的共同本质就是一种!拜物

教"111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这种!拜物教"实际上就是维护资产阶级自身利益及其统治地位的资

本主义社会最大的意识形态'它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所以'!通过将资本物质化'确

立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自然性,永恒性和绝对性'完成对资本背后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遮蔽'这是所

有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资本关系和资本利益的代言人的古典经济学家们共同的理论取向"

#

*因此'资产

阶级经济学虽然解释了市场运作的基本原则'但实际上它本身就是对市场的一种强大控制力量'它最明

显的作用之一'其实就是让雇佣劳动者接受被奴役,被压迫,被剥削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生产和交换

关系'并认为这种状态是应然的,合理的'是普遍的,永恒的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宣称自己是一套摆脱

了身份与阶级差异的最普遍,最有效的经济运行法则'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却要反问.资产阶级

经济学是站在谁的立场来提出和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 只要由这个问题出发'就会看到资产阶级经济

学决不再是一套客观,普遍的经济法则'而是一套站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场'将资本逻辑对人的!操

控"与!宰治"合理化,现实化,普遍化的!准神学"理论'这正是资本逻辑所追求和实现的最大意识形态*

作为!国民经济学之路德"的亚当0斯密'虽然其(国富论)不仅解释了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以及资本

主义社会的经济系统如何发挥作用'而且解释了赋予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与体系的!看不见的手"是如何

发挥作用的'他的见解确实是一种独特的经济分析'它对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转和发财致富产生

了持久的影响*但是'斯密的经济分析是不包含阶级差别和阶级划分的社会历史分析'因为斯密没有意

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导致的特殊的认知扭曲和异化生存*也就是说'斯密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外在

的客观运行机制'却没有看到这一机制背后所隐含的更深层的主观意识形态*因此'虽然斯密在(道德

情操论)中注意到了!道德情操"对资本逻辑之恶的!补充"和!约束"作用'但由于阶级立场所限'他并没

有形成用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思想$

*而这一!自我批判"思想'最终是由马克思(资本

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完成的*

在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里'一切意识形态的最大阴谋'就是把各种被统治,被

压迫和被剥削的历史生存状态通过各种政治的,文化的,甚至宗教的手段无意识地演化为自然而然的生

存状态'并!在其中悄无声息地抹去了批判反思的种种可能性"

%

*区别于其他经济学家和理论家'马克

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却是在寻找和发现,反思和超越这一意识形态最大阴谋的!种种可能性"*因此'

马克思对作为资产阶级之最大,最根本意识形态表征的资本逻辑的!批判"'并不是一种从概念到概念的

纯粹!观念的批判"'而是一种现实的,感性的和实践的!社会历史批判"*这种!批判"要求立足于现实的

社会物质生活基础和人的具体的感性生命活动'以对资本逻辑!实际运作"的现实分析和内在解构为根

本前提'来最终破除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的!抽象观念"111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个人

的全面统治*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强调.!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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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6自我意识7中或化为6怪影7,6幽灵7,6怪想7

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

灭*"

"正是通过对现存的一切社会关系进行无情的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才既实现了对!自

由
D

平等
D

所有权"的!三位一体"的彻底解剖和批判'又实现了对资本逻辑作为!实体形态
D

关系形态

D

观念形态"这一!新三位一体"的釜底抽薪式的解构和批判'从而最终在批判资本主义这一!旧世界"中

发现和建构了人之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新世界"111作为超越!必然王国"之!自由王国"的共产主义*

为此'德国学者韦尔默深刻指出.正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基础上'既摧毁了掩盖着等价交换制度,从而也掩盖着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制度的!非暴力的假象"'

又摧毁了关于自由,平等和私有财产之间联系的性质这种!意识形态的幻觉"

#

*在此意义上'马克思

(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是真正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和!法兰西意

识形态批判"'也即最根本,最无情和最彻底的!资本逻辑批判"*

四,结
!

语

总之'正是马克思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逻辑批判"'才彻底,全面

而深刻地揭示出了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之座架的资本逻辑具体运作的三大形态111实体形态,关系形态

和观念形态'才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真实面目和生存秘密'从而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看得清楚明白*

资本逻辑实际上就是三大形态之间相互勾连,相互支撑,相互拱卫的!实体
D

关系
D

观念"的!新三位一

体"*而这!新三位一体"'决定了资本逻辑从!基本制度"到!生产关系"再到!意识形态"'也即从!实体"

到!灵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及其现存的一切都实现了全面的抽象统治*借助这三大形态的相互运

作'资本逻辑真正完成了自身'使其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高和最终的统治者-而资本主义社会也借

助资本逻辑'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对抗性社会'进而预示着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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