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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 1卷几种版本对结构的调整

汤 在 新

本文概述了马克思
、

恩格斯在《 资本论》第 1卷 出版后对它进行修订的过程和各

种版本的特点
,

着重阐释了工资和原始积累独立成篇的意义及其在内部结构上引起

的变化
。

研究《 资本论》第 1 卷的完善过程
,

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
。

《资本论》第 1卷是在 18 6 7年 9 月用德文出版的
。

在此之后
,

由马克思
、

恩格斯修订的几

种版本
,

改进了德文第 1 版某些问题的论述
,

增补和发挥了部分理论观点
,

在结构上也作了

一些调整
。

研究这些变动
,

有助于加深对 《资本论 》 现行版的理解
。

本文侧重考察结构的调

整
。

这里所说的结构
,

有两重含义
:

一是指内部结构
,

即理论要素之间的内在 的逻辑联系
;

二是指表现为篇
、

章
、

节划分的外部结构
。

两者有联系
,

但不是同一的
。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

前者
,

因为它是理论的表现形式
。

马克思
、

恩格斯修订过的几种版本

《资本论 》第 1 卷德文第 1 版出版后
,

经马克思作了修改而再版的
,

有德文第 2 版和法文

版
。

此外
,

马克思还留下了供继续修改用的两份材料
。

在马克思逝世后
,

经恩格斯修订的版

本有德文第 3 版
、

英文版和德文第 4 版
。

德文第 4 版是现在各种文字的译本共同采用的版本
,

可称为
“

现行版
” 。

德文第 2 版
。

分为 9 个分册出版
。

这些分册是在 18 7 2年 7 月至 1 8 7 3年 4 月陆续问世的
。

为了准备第 2 版
,

马克思从 1 8 7 1年底至 18 7 3年 4 月对第 1 版作了大量的修改工作
。

除了多处

修辞上的改动外
,

改写了第 1 章的大部分
、

第 3 章第 1 节
、

第 7 章 (特别是其中的第 2 节 )
。

同时
,

把第 1 版的 6 章 22 节改编为 7篇 25 章
,

把论工资的一节抽出来独立成篇
。

法文版
。

分为 44 个分册
,

每 5 个分册合成一辑出售
,

总共为 9 辑 (最后一辑只包括 4 个

分册 )
。

每一辑和德文第 2 版的每一分册相当
。

第 1 辑出版于 1 8 72年 9 月
,

比德文第 2 版第 1

分册晚两个月
,

最后一辑直到 1 8 7 5年 n 月才出版
。

各辑出齐后又装订成书发行
。

这两个版本是书商建议分册出版的
,

而马克思之所以同意这种出版方式
,

是因为它售价

低
, “

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的手里
”

①
。

法文版是依据德文第 2 版的底稿翻译的
。

译者约
·

鲁瓦 曾因译费尔 巴哈的著作而知名
。

他虽忠实于原文
,

但往往译得过死
。

精通法文的马克思
,

不得不重新修改译文
。

马 克 思 曾

说
: “

修改法译文需要我做的工作比我全部自己翻译还要多
” ②

。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
,

马克思往

往还整段整段的改写了译文
,

因而法文版 比之德文版要通俗易懂一些
。

更为重要的是
,

马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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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在不少地方补充发挥了一些新的重要的思想
,

特别是在资本积累部分补充了很多新的内容
,

作了重大的修订
。

法文版的扉页上印有全部经作者校订的字样
。

这几个字
,

如马克思所说
,

“

绝不是毫无意义的空话
,

因为我确实付出了艰苦的劳动
” ③

。

法文版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还在于
,

在篇章的划分上
,

它在德文第 2 版之后又作了

新的安排
,

即把德文第 2 版的 7 篇 25 章
,

改为 8 篇 33 章
,

原始积累被抽出来作为一个专篇
。

总之
,

不论就法文版的理论观点
、

论述方式来说
,

还是就其结构来说
,

都不能把它单纯

的看作是原版的一个外文译本
。

法文版是代表马克思经济学完善过程的一个崭 新 阶 段
,

是
“

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
” ④的新版本

。

马克思留下的两份材料
。

在修订法文版的过程中
,

马克思感到对德文版也应作进一步的

修改
。

他在 1 8 75年写的法文版跋中说
: “

在担负校正工作后
,

我就感到作为依据的原本 (德文

第 2 版 ) 应当作一些修改
,

有些论述要简化
,

另一些要加 以完善
,

一些补充的历史材料或统

计材料要加进去
,

一些批判性评注要增加
,

等等
。 ”

由于健康的原因
,

马克思没能实现这些设

想
,

但他留下了两份供继续修订《资本论》第 1 卷的材料
。

第 1 份材料
,

美国版《编辑说明》⑤
。

1 8 7 7年
,

左尔格从美国致 函马克思
,

谈到拟在美国

出版《资本论》的英译本
。

9 月 27 日
,

马克思回信说
,

在翻译时
, “

除了德文第 2 版以外还必须

参照法文版
,

因为我在法文版中增加了一些新东西
,

而且有许多问题的阐述要好得多
。 ”

⑥接

着
,

马克思编了一个
“

说明
” ,

于 10 月 19 日寄给左尔格
。

它除了指明
“

德文本中某些改动以外
,

还指明了在哪些地方应当用法文版代替德文版
” ⑦

,

同时还寄出了一本《资本论》法文版
,

那里

对应该采用的部分一一作了标记
。

据统计
,

这个《编辑说明》所例举的对德文第 2 版需要修改

的地方共有 n g条
,

按现行版算
,

其分配如下
:

第 1 篇 2 处
,

第 3 篇 7 处
,

第 4 篇 12 处
,

第 5

篇 9 处
,

第 6 篇 2 处
,

第 7 篇 87 处
。

在这 n g条中
,

应直接按照法文版修改的有 68 条
,

其余 50

条是指德文版本身需要修改的地方
,

与法文版无关
。

后来
,

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译者
,

在美

国出版英译本的计划没能实现
。

在马克思生前
,

这份《编辑说明》没有得到利用
。

第 2 份材料
,

马克思作了标记的一本德文第 2 版和一本法文版的《资本论》
。

在德文本中
,

有些地方作了修改
,

并标明何处应参看法文版
,

同时在法文版中又标示出应该采用的部分
。

这份材料可能是为修改第 3 版作准备的
。

1 8 8 1年 10 月
,

马克思按出版商的建议
,

准备出德文

第 3 版
。

这时
,

马克思健康状况极差
,

因而表示
“

对第 3 版只作尽量少的修改和补充
” ,

等这

版售完后
, “

我也许能够对该书作出目前如换一种情况本来要作的那些修改
”

⑧
。

遗憾的是
,

马克思未能完成第 3 版 的修订工作就与世长辞了
。

作有标记的这两本《资本论笋
,

呈 2
一

乡克思逝

世后
,

恩格斯整理遗物时发现的
。

马克思 留下的这两份材料
,

特别是第 2 份材料
,

成为恩格斯修订德文第 3 版
、

英文版和

德文第 4 版的基本依据
。

垮冬馨毛褥
。

1 8 83 年在汉堡出版
,

是恩格斯
“

利用作者遗留的笔记
”

即上述第 “ 份材料
“

整理的
”

⑨
。

德文第 3 版比之第 2 版
,

修改最多的是最后一篇
。

恩格斯说
: “

这些修改和增补
,

除少数

外
,

都属于本书的最后一部分
,

即资本的积累过程那一篇
。

旧版的这一篇原文比其他各篇更

接近于初稿
,

而前面各篇都作过比较彻底的修改
。

因此
,

这一篇的文体更加生动活泼
,

更加

一气呵成
,

但也更不讲究
,

夹杂英文语气
,

有不明确的地方
;
叙述过程中间或有不足之处

,

因为个别重要论点只是提了一下
。 ”

L除了按照马克思的意见所作的大量修改外
,

恩格斯还依

据德文第 2 版出版以来 n 年间的变化
,

增写了一些注释
,

并写了序言
。



典齐牌
。

1 8 8 7年1 月出版
。

这个版本是依据德文第 3版翻译的
·

其特点在于
:

第一
,

德

文版中引自英文原著的引文译文
,

全部按原著恢复成原文
,

并校正了一些不确切的地方和印

刷上的错误
。

这项工作是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完成的 , 第二
,

这个版本的篇章结构是按法文

版划分的
。

谬享竿生褥
。

1 8 90 年出版
。

恩格斯在整理这个版本时
,

再次对照了法文本
,

又吸收了法

文本中 5 处地方的论述
,

并参照法文本和英文本
,

把德文第 3 版中的一个长注移到正文中
。

第 4 版内容方面的变动
,

与第 3 版对第 2 版的改动相比来说
,

要少得多
。

篇章结构也没有变

动
,

与第 3 版
、

第 2 版一样
。

第 4 版的引文更为准确
,

因为
,

它是根据核查过的英文版的原

文翻译的
,

同时还发现和纠正了一些细小的不确切的地方
。

在第 4 版中
,

恩格斯又补加了一

些注释
,

使原文与历史情况的改变相适应
。

德文第 4 版是恩格斯在世时整理
、

修订过的最后

一个版本
,

因而也被视为定本
。

中文本也是根据这个版本翻译的
。

以上 3 个版本
,

包括内容变动较多的德文第 3 版
,

恩格斯都是根据马克思的指示进行整

理的
。

恩格斯完全有根据的宣称
: “

凡是我不能确定作者 自己是否修改的地方
,

我一个字也没

有改
。 ”

@

马克思留下的意见中
,

唯一没有完全采用的是美国版《编辑说明》
。

恩格斯在整理德文第

3 版的过程中
,

从左尔格处得到了《编辑说明》
。

他发现
,

这个《编辑说明》与马克思
“

遗留的

笔记
”

即上述第 2 份材料
“

大体相同
” ,

但它注明的按法文版进行补充的地方要多一些
。

恩格斯

在整理德文第 3 版以及德文第 4 版时
,

均未完全采用《 编辑说明》
,

对此
,

他在 1 8 8 6年曾两次

作过解释
。

在与左尔格的信中
,

他说
: “
我没有全部采用

:
( 1) 因为第 3 版的工作进行得晚得

多
,

因而对我具有决定性意义 , (2) 因为马克思当时考虑到书要在美国翻译
,

他无法关照
,

因此他宁愿让一些困难的地方根据简化 了的法文本正确地译出来
,

而不愿根据德文本译错了
,

这个考虑现在 已经成为过去
。

虽然如此
,

我还是从中吸取了一些很有益的指示
”
@

。

在《资本论》

第 1 卷第 3 版序言中
,

他又指出
:
由于《编辑说明》是早在马克思

“

遗留的笔记
”

之前几年写

的
, “

所以我不敢随便采用它
,

除非在个别情况下
,

并且主要是在它有助于我们解决某些疑难

问题的情况下才加以利用
,

而大多数有疑难问题的句子
,

我们也参考了法文本
,

因为它指出

了
,

原文中某些有意义而在翻译 中不得不舍弃的地方
,

作者 自己也是打算舍弃的
。 ”

L 恩格斯

的解释
,

表明他是以极其慎重的态度对待马克思的著作的
。

当然
,

这并不是说
,

这个 《编辑

说明》是没有意义的
。

对我们来说
,

它仍然是一份非常值得注意研究的资料
。

从德文第 1版到第2版结构的变动
。

《工资》独立成篇

德文第 1 版全书分为 6章 22 节
,

其中只有 4节下面分有小节
。

对于这种编排方式
,

恩格

斯在看清样稿时就提出了意见
: “

你怎么会把书的妙邵结构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 第 4 章大约占

了二百页
,

才只分为 4 个部分
,

这 4 部分的标题是用普通字体加空排印的
,

很难找到
。

此外
,

思想进程经常被说明打断
,

而且所说明之点丛枣在说明的结尾加以总结
,

以致经常从一点的

说明直接进入另一点的叙述
。

这使人非常疲倦
,

在没有密切注意的情况下
,

甚至会使人感到

混乱
。

在这里题目分得更细一些
,

主要部分更强调一些是绝对合适的
,

在准备英文版时这一

点一定要做到
。 ”

0 马克思在修订第 2 版时
,

采纳了恩格斯的意见
,

把第 1 版的章改为篇
,

节

改为章
,

并对篇幅较长的共 14 个章下面又增设了节
,

有的节下面还增设了小节
。

如恩格斯信

中提到的第 4 章改为第 4 篇
,

下分 4 章
,

而且其中的第 12 章分为 5 节
,

第13 章分为 10 节 (其



中的 3
.

8两节还分成若干小节)
。

这样
,

第 2 版完全改变了第 1 版的外部结构
,

从而使内部联

系得到了清晰的表现
。

但是
,

第 2 版中有一处的调整
,

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外部结构的变化
,

那就是工资在篇章

结构中的地位
。

这个问题在第 1 版和第 2 版 (或现行版 来 ) 中有很大差别
,

现对照如下
:

德 文 第 1 版 德 文 第 2 版

第五章 对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生

产的进一步考察

第五篇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4 ) 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取得工资这种转化

形式

( a ) 形式转化

第六篇 工资

第十七章 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

(b ) 工资的两种基本形式
:

计时工资和计

件工资

第十八章 计时工资

第十九章 计件工资

第二十章 工资的国民差异

表面看来
,

差别并不显著
,

因为
,

第一
,

这里不同于其他部分的调整之处只是在于
,

它

不是由章相应的改变为篇
,

而是 由节改为篇
,

即把第 1 版第 5 章的第 4 节
,

独立出来
,

成为

一个专篇
;
第二

,

这里的思维进程和考察内容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

我们知道
,

剩余价值是

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创造出超过自身的价值的余额
,

而在现实生活中
,

劳动力商品的价值

是表现为工资的
。

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分析
,

首先是从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中引出剩余

价值
,

然后才能进而考察劳动力价值的表现形式
。

德文第 2 版并没有
、

也不可能改变这个分

析进程
。

同时
,

这也决定了两个版本在内容上也不会有大的变动
。

因为
,

这里所要考察的间

题仅限于
:

劳动力价值为什么会采取工资的形式 ? 这个转化形式又是如何掩盖本质关系的 ?

就是说
,

只应研究工资的一般性质
。

而这是由于
,

剩余价值的产生只能在
“

一般关系
”

下即在

资本与雇佣劳动进行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下得到说明
,

才不致把它归结为
“

个别资本家的欺

骗行为
”

L
。

马克思指出
: “

关于工人需要水平的变动问题
,

以及关于劳动能力的市场价格围绕

这个水平上下涨落的问题都属于工资学说
,

不属于这里研究一般资本关系的范围
。

在对这个

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中将表明
,

不管工人的需要水平较高还是较低
,

对研究结果来说是完全没

有关系的
。

唯一重要的事情是
,

要把这个水平看作是已知的
、

一定的
。

一切不是同这个水平

的一定量而是同它的变量有关的问题
,

属于对雇佣劳动的专门研究
,

而不涉及雇佣劳动与资

本的一般关系
。 ” L 这就是说

,

《资本论》所要考察的是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一般关系
,

因而
,

既

不需要具体研究劳动力价值的确定问题
,

也不需要研究工资的现实运动
。

显然
,

这个原则在

“

现行版
”

即德文第 4 版在篇章划分上与第 3 版
、

从而与第 2 版是一样的
,

只是个别标题稍有不同
。

为 了便于查找
,

表中引用的是 现行版的标题
。

附带说明一下
,

德文第 4 版只有一处发生了变动
。

德文第 2

版和第 3 版的第 5 章《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没有分节
,

而法文版这一章却分 了两节
: “

1
.

使用价值的生

产
” , `

忍
.

剩余价值的生产
” 。

德文第 4 版参照法文版
,

也把该章划分为两节
: “

1
.

劳动过程
” , “

2
.

价 值 增

殖过程
” .



第 2版中也不会改变的
。

既然在这些方面都没有什么变化
,

那末
,

马克思为什么要在第 2 版

中把工资独立成篇呢 ? 这样调整有什么意义呢 ? 它是否改变了第 1 卷的总体结构呢 ?

我们知道
,

资本主义剥削是十分隐蔽的
,

重要原因之一
,

就是存在着掩盖了有酬劳动和

无酬劳动划分的工资形式
。

因此
,

马克思对于他所揭示的工资作为劳动力价值转化形式的理

论是十分重视的
。

他曾指出
,

《资本论 》第 1 卷有
“ 3 个崭新的因素

” :
( 1) 从纯粹形态上考察

剩余价值
; (2) 劳动二重性学说 ; “

( 3) 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

理的表现形式
,

这一点通过工资的两种形式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得到了确切的说明
。 ”
心工

资独立成篇
,

显然有助于把这个崭新因素从外部形式上显现出来
。

.

德文第 2 版对外部结构的调整
,

显示了工资篇 已具有新的意义
。

在德文第 1 版中
,

工资

问题是在《对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进一步考察》中论述的
,

在那里
,

工资是作

为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个应用问题来解决的
,

是剩余价值理论的直接继续
,

或者说
,

是剩余价

值理论的一个必要的构成要素
。

而在第 2 版中
,

工资被单独划出来
,

成为与论剩余价值生产

的前 3 篇相并列的一篇
,

在这里
,

它不再只是作为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个部分
,

而是成为以剩

余价值理论为前提的一个独立的理论
。

虽然它和剩余价值理论一样
,

考察的是雇佣劳动与资

本的一般关系
,

但是
,

作为独立的一篇则表明它分析的已是另一个侧面
,

即作为资产阶级对

立面的工人阶级的经济基础
。

《资本论》全书的最后归结点
,

从第 3 卷最后一章标题为《阶级 》

可以看出
,

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
,

而
“

工资
”

正是工人阶级依以存在的经济范畴
。

可见
,

作为专篇的《工资》在这里 已具有独立的
、

特殊的意义
。

工资独立成篇也引起了第 1 卷总体结构的局部变化
。

德文第 2 版的第 3
、

4
、

5 篇是一

个整体
,

考察的是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
,

即剩余价值生产
,

它和第 7篇积累过程有着直接的

逻辑联系
。

因为
,

剩余价值理论说明剩余价值如何由资本产生
,

而积累理论是说明资本如何

由剩余价值产生
。

但是
,

第 6 篇《工资》和它紧接着的论积累过程的第 7 篇之间却不存在直接

连接的逻辑依据
,

而且它也不是论剩余价值生产的第 3
、

4
、

5 篇和论积累过程的第 7 篇之

间的过渡的中介环节
。

工资篇在总体结构中的这一独特地位
,

是德文第 2 版在内部结构上不

同于第 1 版的主要之点
。

由于工资独立成篇
,

并增设了几章
,

因此
,

德文第 1 版的 6 章 22 节
,

在第 2 版中已变为

7 篇 25 章
。

除了下面将要讨论的法文版外
,

这个 7 篇 25 章就最终的构成了通行的《资本论》第

1 卷的篇章结构
。

法文版的结构
。 《原始积累 》独立成篇

法文版的篇章结构
,

是马克思以德文第 2 版为基础加以调整而形成的
,

它由原来的 7 篇

2 5章扩充为 8 篇 33 章
。

这两个版本共有 5 篇 19 章是相同的
,

即第 1 篇
,

下含 3 章
;
第 3 篇

,

下含 5 章 ;
第 4 篇

,

下含 4 章 ; 第 5 篇
,

下含 3 章
;
第 6 篇

,

下含 4 章
。

法文版改变的只有

第 2 篇和第 7 篇
,

现将这两篇例表 (见下页 ) 对照如下
:

第 2 篇的调整
,

是属于形式上的变动
。

德文版第 2 篇和其他篇不同
,

只有一章
,

由此产

生第二个缺点
:
篇和章的标题是同一的

。

显然
,

法文版的划分在形式上更为合理和完整
。

值得研究的
,

是法文版把德文版的第 7 篇划分为两篇
,

因为
,

这一调整已不单纯是形式

上的变动
。

资本积累是以资本的存在为前提的
。

资本积累说明了资本是剩余价值的产物
,

但是
,

这



德 文 第 2版 法 文 版

第二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四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

1
.

资本的总公式

2
.

总公式的矛盾

3
.

劳动力的买和卖

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

第二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二十一章 简单再生产

第二十二章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第二十四章 所谓原始积累

(下设 1一 7节
,

共 7 节 )

第二十五章 现代殖 民理论

第四章 资本的总公式

第五章 资本总公式的矛盾

第六章 劳动力的买和卖

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

导言

第二十三章 简单再生产

第二十四章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第二十五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第八篇 原始积累

(节改为章
,

共 7章
,

即从第 26 章到第 32 章 )

第三十三章 现代殖民理论

个结论并不适用于作为前提而存在的
“

原有资本
” 。

如果不说明原有资本的来源
,

资本积累就

没有前提
,

没有立脚点
。

所以
,

对原始积累的说明
,

是资本积累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
,

是资

本积累理论的完成
。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

从《资本论》的手稿到它的完成形态
,

都是把原始

积累作为资本积累的补充
,

而把两者合并为一个部分
。

但是
,

原有资本的存在
,

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存在
,

不仅是资本积累的前提
,

也是整

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
。

马克思曾经指出
: “

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
,

剩余价值以资本主

义生产为前提
,

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 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
。 ”

因此
,

如果不考察原始积累
,

不考察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脱离以及生产资料由
“

商品生产者
”

占有的历

史过程
,

上述的整个运动就是
“

在一个恶性循环 中兜圈子
”

L
。

在这个意义上
,

恩格斯甚至说
,

在《 原始积累》中可以
“

找到关于母鸡和鸡蛋的材料
”

L
。

就是说
,

不考察原始积累
,

整个分析

就会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的没有出路的循环 论中
。

可见
,

原始积累理论既是资本积累理

论的补充和完成
,

也是整个剩余价值理论的补充和完成
,

是《资本论》第 1 卷全部逻辑发展的

根本立脚点
。

因此
,

把原始积累理论从资本积累理论篇中独立出来
,

作为最后的独立的一篇
,

不管从逻辑联系来看
,

还是就其理论意义来说
,

都是更为合理的
。

原始积累考察的虽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史
,

但却具有极为鲜明的现实意义
。

它从

根本上驳倒了资本家是从
“

勤俭
” 、 “

节欲
”

起家的辩护论
,

引出了剥夺剥夺者的结论
,

而且是

以极其丰富的
、

无可辩驳的历史材料为依据的
。

马克思认为
,

这是武装工人的最好的教材
。

他在 1 8 7 1年曾指示李 卜克内西
,

在党的刊物上应选登
“

适用于实际宣传
”

的理 论读物
,

并推荐

说
: “

你应从《资本论》中选登较长的片断
,

例如关 于 《原始积累 》 一章的片断等等
。 ” L在此之

后
,

马克思在校订法文版时
,

在篇章结构上突出《原始积累》
,

其用意之一显然也是为了易于

引起工人读者对它的重视
。

法文版的划分
,

对资本积累理论和原始积累理论这两个部分各 自的内部结构来说
,

也更

为合理
。



《资本论》对资本积累的分析
,

采用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
,

分为 3 个层次进行
:

首先
,

抽

象掉资本积累的量的规定
,

从简单再生产揭示原有资本的产生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
; 然

后
,

考察积累本身
,

揭示积累的实质
,

说明现实的积累
; 最后

,

分析积累的反复过程即积累

过程
,

揭示这个过程 中展开的矛盾
,

即资本主义积累的对抗性
。

这样
,

就构成了德文第 2 版

第 7 篇的前 3 章 (第 21 一23 章 )
。

但是
,

第一
,

这 3 章缺乏一个总的标题
,

标示出这 3 者是个

统一体
; 第二

,

与此相关的
,

原始积累又只作为一章 (第 24 章 )
,

与前 3 章处于同等地位
,

它

究竟是和第 23 章相联系还是和第 21 一 23 章相联系呢 ? 至少在篇章结构上是看不出来的
。

值得

指出的是
,

德文第 1 版曾注意到这个 问题
。

它的《资本的积累》章 (相当于第 2 版的第 7 篇 ) 的

目录是
:

(l ) 资本主义的积累
:

(a) 简单再生产
; ( b)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 ( c) 资本 仁义

积累的一般规律 , (2) 所谓原始积累 ; (3) 现代殖民理论
。

这样划分避免了上述缺陷
,

但又

失之过粗
。

法文版则吸取了这两个版本的长处
,

又排除了它们各自的缺点
。

就原始积累来看
,

德文版由两章构成
,

即第 24 章《所谓原始积累》和第 25 章 《现代殖民理

论》
。

后一章是从一个侧面即利用威克菲尔德的材料证实前一章 已着重论述过的一个问题
:

造

成农民与土地脱离是原始积累的基础
。

因而
,

这一章实际上只是第24 章的一个附录
,

把它作

为一章
,

与全面系统论述原始积累的第24 章并列
,

是并不相称的
。

法文版把它归属到原始积

累篇中
,

作为最后一部分
,

显然更为恰当
。

前面说过
,

马克思对汇集 了他大量心血的法文版是十分重视的
,

这也包括对法文版篇章

结构的肯定
。

1 8 7 8年
,

当俄译本译者丹尼尔逊准备出版俄文第 2 版而征求作者的意见时
,

马

克思曾指示说
:

“

关于《资本论》第 2 版
,

我要提出下列意见
:

(1 ) 我希望分章—
以及分节— 按法文版处理

。

(2 ) 译者应始终仔细地把德文第 2版同法文版对照
,

因为后一种版本中有许多重要的修改

和补充 (尽管在译成法文时
,

我迫不得已不止一次地使阐述
`

简化
’ ,

特别是在第 1 章中 )
。 ” ⑧

马克思逝世后
,

由恩格斯修订出版的唯一一本外文译本— 英文版
,

也是采用法文版的

篇章结构的
。

由子德文版是原本
,

第 4 版又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遗留的意见最后校订的版本
,

因此
,

把它作为通行的定本
,

是没有疑义的
。

但是
,

我们不能 因此而忽视
“

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

学价值
”

的法文版
。

在研究《资本论》第 1 卷的现行版时
,

应该注意参看法文版及其篇章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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