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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写这系列文章时，许多的观点和现行的马克思主义有相悖的地方。所以我要强
调的是哲学本体的不同，并不是我的思想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如我在最初所
说的，马克思是以西方的“自由人”的个体为本体，而我们中国人是以“道”为本
体的。这个“道”是整体，而个体只是这个整体的一个元素。所以在不同的哲学本
体出发点上，就会形成两种相左的思想观点。这就好像是数学里的分子与分母，把
两者对换，则视角就不同了。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是以个体向整体，是本体之外的，
而我们以整体向个体，是本体之内的。

既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然要以我们的哲学本体来探究马克思主义对我们的现
实指导意义。用整体来分析个体和个体分析整体，就是中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异。

一 货币的本质是一个交易行为整体

货币，我们认为是物质的等价物。而剩余价值是在物质之上附加的物质价值。但这
个概念太过于单一，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来讨论剩余价值，我相信大多数的中国人会
觉得是个深奥难懂的概念。

我们换一个方式，货币是因交易而产生的。如果没有交易，货币的作用就不存在。
比如银行里的存款数字，比如手上的一张纸币，或者古时的铜钱黄金以及更远的贝
壳，在没有交易时它们仅仅表现为一种物质。所以我们在讨论货币的时候其实是在
讨论交易。我们说经济萎缩，经济内卷，其实就是交易减缓。因此我们把交易看成
是一个事件，一个整体，从而由整体向个体去理解货币与剩余价值。

在这个交易事件中，它至少包含了两个个体：买方和卖方。买方代表需求，卖方代
表生产。当然再继续延伸，有更多的需求和更多的生产。这说明，在一场交易行为
中，它是一个整体内包含着许多个体的。当一个产品成本100元，卖方要卖150元
，则这50元就是剩余价值。为什么说是剩余价值呢？因为从马克思的角度来讲，本
体是这个产品，这个产品价值是100元，而整体的价值是150元，所以从整体150元
来看，50元就是满足成本后剩下的，马克思由此向经济学深入，由个体延伸到整个
社会整体，形成了一种剩余价值理论。

但以我们的哲学本体来看待，卖方要卖150元，实际成本是100元。这50元被附加
在成本之上（注意，我这里用的是附加这词，这说明哲学本体不同，表达的方式就
是相反的），那么这50元合理吗？首先说如果这产品的所有权是卖方的，卖方挣50
或20元，这是合理的。这是应该受肯定。因为我们把交易这个事件看成一个整体，
卖方和买方就是这里头的个体。而卖方挣的这附加利润，是个体的自由，是整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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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私”，这样的个体是多元化的，我们拒绝了它的多元化，就会导致没人生产没
人销售了。所以说，从整体看个体，个体附加的利润是应该受到保护的，而不是被
消灭。这同我们讲的公有制私有制是一样的，以公为体，则就需以私为用。当然，
有人说太贵了不买，那交易就不存在，这个整体也就不存在。

但是，在这场交易中，不仅仅是只有卖方的一个个体，还有一个买方的个体。因为
一场交易必然是由至少三个个体组成：卖方，产品，买方。所以我们要保护卖方的
剩余价值，也要保护买方的剩余价值。因为在一个整体内，个体是多元化的，在一
个矛盾内，总是表现为统一与对立的。所以，我们说买方砍价100元，要求卖方以5
0元出售合理吗？也是合理的。既然要保护卖方的剩余价值，也自然要保护买方砍
价的价值。

因此我们如果以整体的观点来看这个交易中的两个个体，我们应该这样表达：卖方
有附加在产品本身价值之外的价值的权利，这是附加价值，而买方同样也有减少产
品本身价值之内的剩余价值的权利。（产品本身有100元的实际价值，我花50元买
，我获得了另外50元剩余价值的增馈）。

因此，货币是一个整体，它同时包含着生产与需求两个个体。当这两个个体获得多
元化发展的时候，无论是附加价值还是剩余价值，都会正负相冲，趋于0。而在资
本主义里，在当下的社会实际情况里，只保护、卖方（生产方）的附加价值，而压
制了需求方的剩余价值，因此使整个货币呈现失衡并表现出单极化。这种单一化使
得需求长期受到压制，从而导致交易这一事件整体的破裂，即交易的萎缩。

二 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货币向整体发展，并向本体质变

早期以贝壳代替物品交换，和现在以黄金作为货币衡量标准性质是相近的。这是因
为生产力不足以生产更多的物质来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为了促进生产力，就必须
采取的保护私有产品的方式。所以货币的单一化体现的就是物质的不足。交易这个
整体倾向于私有化。把交易看成一个社会，把生产与需求看成是两个阶级性质，你
就能明白生产与需求的关系。

生产就像古时的皇帝，现在的资本家一样，在人类的科技能力还没有达到相当的高
度时，生产占据着大部分的能量，并要求需求方让出大部分需求以供生产提高生产
的能力。这是不平等的表现。而当物质大量涌出时（工业化时期），生产方为了保
证自己享有的能量特权，通过制造供求不平衡，甚至不惜毁灭物质也不会免费提供
给需求方。到了商业社会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需求方更多的进入生产方时，
资本又把货币的唯一性指向了交易上，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垄断。

因此从货币的本质上看，我们可以看到货币的单一化其实就是社会私有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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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单一化的发展是伴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当单一性指向了交易本身，就说明
货币的私有性与它的本体重合了。（以交易作为垄断实现货币的单一性，而货币本
身就是一个交易整体。）因此说货币由个体发展成整体，并即将把整体作为一个本
体发展。而这个整体向本体的发展，就是一个质变过程。

而当货币作为一个整体并向本体质变的时候，一张纸币或一个实体物质就不足于表
现货币是由多个个体组成的整体。于是货币必然要向虚拟化发展。在虚拟化的货币
中，它可以任意包含交易行为中存在的多种个体。当这种整体一旦形成，则个体里
的剩余价值、附加价值、生产价值、科技价值、需求价值、生态价值、民生价值、
正义价值、道德价值等等就会被相应的保护，使得在一个交易内形成多元化的个体
价值跟着发展。而在这种统一的对立矛盾中，所有的剩余价值、附加价值都被相应
对冲，形成了0。而货币只会作为一次交易事件被不断记录。由此，社会主义也进
入了物物交换的社会。

所以说，当下的社会困境是由于需求不被货币赋值所造成的。是生产方剥削了需求
方的价值所造成的。经济学上的萧条危机和金融危机和人类历史的革命周期是相似
的。每一次危机都是生产方占据了大部分的能量，引起了需求方的“赤贫”，之后
需求方起来反抗，推动了货币与生产力同步向前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说剩余价值不是被消灭的，而是在多种个体的多种剩余价值一起出
现，被对冲为0而消失的。它是生产力发展，使得需求被重视，被货币赋值而与生
产一同被保护而消失的。同样，当社会进入了物物交换后，生产也将转向按需生产
。

三 需求被赋值是一场伟大的经济革命

货币的单一性对一个国家，一个整体的影响是极为不利的。因为一个整体内，它所
寻求的是个体多元化的发展，而货币的单一性就类似人为地调整人们的行为沿着单
一性去做一元化的事。我们古代为了防止这种货币的单一性，在秦时就采取了抑商
的政策。虽然这是落后的行为，但这种政策保证了人们在先自己发展生产物质，再
寻求交换。所以，创造了绚烂的中华物质文明。如果没有这种政策，相信我们这么
多的物质文明将不会出现。

货币的单一性它会排除了生产之外的其它物质文明。而人的需求是无限的，在过头
的逐利中，商业并不会为我们的人类社会留下更多的物质文明。“天下皆知美之为
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单一化的货币性质，对物质文明的形成
，到最后会变成毁灭。

在一个国家内，我们有许多需要被保护的并不断发展的。比如生态效益，那么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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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去管几亩森林就应该有收益，一个农民种几亩田也应该有收益。比如道德，一个
做好事的人应该有回报。比如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就应该有生存的权利，一个老人
，就应该获得生活的帮助。如此等等，这里头有社会的需求，有个人的需求，有物
质的需求，有文化的需求，有精神的需求，也有道德的需求。而在一个整体内，这
些需求应该被满足，应该多元化的有人去生产、去践行这种需求的被满足。

所以，当货币是单一性时，人的行为的交易就被单一化了。在以前，我们常常是把
交易单纯地视为一种经济活动。在生产力低下的时候是可以的。因为你没有选择。
而当生产力提高，人们的物质需求渐渐获得满足时，人就会反观自身之外的环境，
寻求精神，文化的满足。于是对整体的要求就会更高。这种要求，促使了人以实际
行动改变环境，满足整体的需求。于是，货币的赋值就会渐渐地从单一转向了多元
。

当一个青年人买下一套房子100万时，他从房地产商手上拿到了房子（产品），相
当于满足了100万住的需求，同时，他也满足了房地产商卖100万的需求。而他又
因此欠下了100万的债务。如果以传统的视角来看，房地产商为社会供应了需求，
所以房地产商对社会的贡献较大，但如果以国家为视角，应该是这个青年人的贡献
更大一些。因为他的需求促成了一次交易。而经济是因为交易而发展的。那么这个
青年人欠下了100万债务，如果需求被赋值的话，那么这个青年就相当于有100万
的需求待满足，于是就会促成第二个交易与他进行下去。于是社会就形成了一个按
需生产的方式不断发展下去。

所以，当货币成为交易的一个本体时，货币指向的是一场交易，而不是产品。在这
场交易中，需求一旦被赋值，那么以满足需求就会成为生产的主要目的。而需求是
多元化的，个性化的，这会使得我们的当下的物质经济转向了民生经济，朝着多元
化发展。

一个婴儿一出生就有强烈的需求，而到了成熟后他又有着供应物质满足别人需求的
能力，到老时他又有着自己的生存需求。需求伴随着人的一生。而生产只伴随着人
的一部分。（年青时期）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下一个结论：

资本阶级的灭亡是伴随着货币从个体向本体的质变而出现的。剩余价值是在交易的
整体中伴随需求被赋值出现相应的剩余价值而消失的。而需求的赋值需要生产力的
发展，使得货币数字化并向量子化发展。当需求被完整的赋值，那么社会主义也就
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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