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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布阿吉尔贝尔到 巴师夏
一一浅探一个半世纪间法 国社会经济思想的几度转化

皮埃尔
·

布阿吉尔贝尔于 年发表了

《法兰西详情 》后 年
,

年西斯 蒙 第

首版第一部经济著作《论商业财富 》
,

再过

半个世纪
,

弗里德里克
。

巴师夏 年印行

了 经济和谐
。

一百五十年间
,

法国社会

经历了路易十四统治下的万家墨面
,

路易十

五
、

十六时期的民生凋敝和 飞 。年资产阶级

大革命向封建统治金征揭鼓的挞伐
、

拿破仑

专政对欧洲各国大波大澜的突决以及 。一

年
“

七月王朝
”

时期无产者与资产者生

死存亡的搏斗和第二共和国的建立
。

政坛变

幻
、

波橘之诡
,

资产阶级最终掌握政权
, 无

产阶级
、

劳苦大众的反抗斗争从未止息
。

布

阿吉尔贝尔
、

西斯蒙第
、

巴师夏的经济著作

正好反映了处于大动荡时姗的法国古典学派

到小资产经济思想和庸俗经济理论 的几度转

化
。

本文试图以三者著作为主线
,

浅 析 嫂

变
、

并析赐正
。

,
、

风雨如脚
,

, 农主义者倡官改革

布阿古尔贝尔生活的年代缩接波旁王朝

由盛转衰
。

路易十四好大喜功
,

对欧洲盟 国

接连发动四次矫饰虚荣的战争
。

萨伊认为
,

这种战争不仅造成国家财富与资源的损耗
,

更可怕地是造成人才无可补偿的损失
,

这只

是起源于最高当权者的任性
、

不义
、

愚安和

放纵
’

路易十四更倒行逆施
,

一反波旁王朝

开创奢亨利四世和辅佐亨利四世终成大业的

苏利长务本戒奢
,

使民以时
,

让占法国人 口绝

大多数的农民和手工劳动者能容飨而治的训

减
、 ·

任命财收大臣柯尔贝尔
,

以聚敛金银为

刘威

目的所推行的牺牲农业
,

发展手工工场
,

增

加奢侈品生产和英国
、

荷兰争夺海 七贸易
、

运输的极端重商主义 轻率废除
“

南 特 救

令
” ,

挑起本已沉寂的宗教冲突 耗费巨努

修建凡尔赛宫
,

在宫中滥施恩尝
,

把凡尔赛

变成销金窟
、

无底洞
。

这与法 国农民的蓬篇

茅椽
、

绳床瓦灶的困苦生活形成鲜明对照
。

根据统计学者莫洛台
·

赵奈斯调查 农

民从田间每收获四束谷物中
,

一束归教会
,

一束归 国王
,

一束归地主和税吏
,

最后一束

才归 自己作为一年生计和用于下一年生产
。

路易十四
、

十五两朝
,

罗掘俱穷
,

农民不断

逃亡
,

耕地面积迅速缩小
,

八十年间耕地减

少一半
。

《财政总槽校和各省行政长官集 》

记述了农村的惨境 凡调查过 的地方
,

都可

以看到居民贫困状况
,

房子倒塌 了 无 力 修

建
,

自耕农卖光了 自己的土地
,

拥有牲口 和

若干资金的租地农场主再也看不到了
。

耕种

土地的都是对分制雇农和半是乞丐的农民
,

他们还欠着无法还清的债务
,

最轻微的 自然

灾害都会导致他们行乞度 日
。 ”

圣莫尔和标

芳统计 法国二至十六
、

七岁青少年夭折率

竟达 四分之一以上
。

但凡尔赛宫中祝宴
、

舞

会
、

狩猎
,

郊游 日无暇暑
。

‘

一万六千名廷 臣

侍奉国王
,

一千九百匹名马供 国 王 随 时 驱

驰
。

厩有肥马
、

野有饿草
,

这是宫廷率兽食

人的结果
。

布阿吉尔贝尔谴责柯尔贝尔的极端重商

主 义政策
“

货币成了万物死刑的执行人
,

货币向全人类宣战
,

财政技术不外是一个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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馏器
,

在其中有多得骇人的财物和商品被蒸

馏
,

其目的仅在于取得这个有害 的 膏 汁 而

已
” 。

①

路易十四统治末期
,

年政府赤字达

到三十亿锉的惊人数字
。

国库空虚
、

民穷财

尽
,

证明了重商主义的彻底破产
。

布阿吉尔贝尔的重农主义思想是在路易

十四
“

联即国家
”

的极权统治下产生的
。

他

向社会公诸 了法国农 民不可言状的痛苦
,

揭

粱了重农主义者的改革主张
,

疾呼关心农业

才 址唯一 出路
。

他指出耕作者的繁荣昌盛是

一切其它等级财富的必要基础
,

国家的威力

蕴藏于农村健康的居民之中
。

和重商主义者

把财富来源于流通领域截然相反
,

他认为社

会财富来 自农业生产
。

由于他研究了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
,

就为以重农学派为

代表的法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的诞生奠

定了基础
。

路易十五和摄政王菲利蒲昏庸无能
,

封

建王朝的统治大厦行将倾纪
,

反而任用英 国

人约翰罗滥发纸币
,

把本已千创百孔的经济

推向全面崩溃
。

路易十五只知眼 前 行 乐
,

说
“

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 。

这是一个

空虚
、

没落行将就木的封建统治者的传神写

照
。

弗朗斯瓦
·

魁奈是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

者
,

他斥责财政大臣
“

柯尔贝尔眩惑于荷

兰商人和奢侈制造业绚烂的光彩
,

而不考虑

货币的真正用途
、

结果使农业国的经济组织

整个陷于棍乱
,

这种支持着毁灭 的 奢 侈 豪

华
、

在货币的基础上所取得的收入及富裕外

观欺编着下层人民
,

而实际上使财富再生产

和国民保有货币 日益减少
。 ”

匆 他申述 自己

的改革思想是要用理性的光明照亮政府
。

他

进一步对
“

启蒙运动
”

学家的
“

自然秩序
”

观进行阐述
。

认为
“

自然秩序
”

是从人的本

性出发
,

由一切理性的人认为可信的合乎逻

辑地起源于 自然的秩序
。

开明君主应念兹在

仑 年第 期

兹去维护这种完美的社会秩序
,

从而使个人

自由和个人所有权得到充分保障
。

他强调农业是唯一生产并提 供
“

纯 产

品
” ,

即利润的部门
。

认为在获取财富的所

有方法中
,

没有比农业更优 良
、

更丰富
、

更

愉快
,

更加适合于个人特别是 自由的人了

但他指的农业是资本主义大农场而并非小 自

耕农
。

在《苏利氏王 国经济精华 》一文中
,

他直盲不讳
,

指出国家财政出路在于扩展大

农业
,

排除小农业
。

这足以证明他的学说是

用封建外观掩盖着的资本主义实质
。

魁奈出身平民
,

由于刻苦奋发
,

更重要

的是路易十五垂青
,

才得以破壁 飞土被封为

贵族
。

然而波旁王朝颓运方至
,

变故渐多
,

奢糜之雾遍被宫廷
,

呼吸与领会之者
,

魁奈

而已
。

他由学医转而研究经济
,

目的是匡济

时艰
。

他期望秉国钧者能以波旁王朝开创者

为榜样
,

革除弊窦
、

实行改革
,

创造蓬勃有

为的政治局面以绵延王朝统治
,

说
“

难道

现在不可能再出现一个新的苏利吗
”

路易十五虚骄如故
、

愚顽如故
。

魁奈万

分悲凉
,

说
“

在出现虚脱症和消耗症的王

国
,

我们可悲的住民们终于遇到了这种不幸

的命运
, ‘

灾祸来临了
, ” 。

⑧

把重农主义推向最高峰的杜尔阁
,

遗贵

当时社会贵族横行猫道
,

乡村逐渐荒芜
,

商

业完全萧条
,

法国前景一片黯淡
。

路易十六

登极
,

杜尔阁临危受命
,

被任用为财政总监
,

他踌躇满志准备改革
。

为了振兴早已衰败的

农业
,

废除了农 民筑路摇役
,

消除妨碍谷物

自由贸易的障碍
,

取消教士
、

贵 族 免 税 特

权
,

取缔行会允许竞争
· · · ·

一个雄心勃勃的

改革计划准备次第付诸实施
。

但是
,

由于重

农学说的实质是希图在封建生产方式的瓦砾

堆上培育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花 朵
,

所

以
,

当时就遭到极端顽 固的封建统治者的仇

视
。

由于他们倡言的改革是有利于大农场主

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而排斥小 自耕农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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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产阶级
,

所以
“

重农学派的资本主义性

质
,

在它繁花盛开时期已经在一方面引起 了

林格和玛布勒的反对
,

另一方面又引起 自由

小土地所有制拥护者的反对
” 。

而革命人

民则把重农理论家看成是一批忠于国王的封

建大臣
。

统治者没有把重农主义的金玉 良言

当作空谷足音
,

反而 当成奇谈怪论
。

重农主

义受到来 自上 自国王下至人 民群众的四面八

方的反对
。

试图用开明的经济政策医活病入膏盲的

封建王权
,

用新兴的资产阶级改革思想为腐

朽的王朝服务
,

注定了重农学说不被见容
。

君之视民如草芥
,

民之视君如仇寇
。

由

于不堪压迫
,

社会下层暴动斗争此伏彼起

一 年以米扎尔为首的反苛捐重税斗

争
“

无套裤汉
’

起义遍布全 国 一

年人民数度准备焚烧作为王权
、

压迫象

征的凡尔赛宫
。

蓄之既久
、

其发必速
。

以第三等级面 目

出现的资产阶级
,

不仅作为争取 自身 的 利

益
,

而且也作为争取全民利益出现
,

使这一

斗争具有了如此大的历史意义
。

法 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风暴来得那样迅

猛
,

把波旁王朝和各种维护王朝的统治思想

扫荡得烟消云散
。

大革命后
,

封建王朝和它

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荡然无存
,

披着封建外

衣的重农学派也 自然被人们置诸脑后
。

二
、

西斯 , 第终结了 , 农学派
,

创立 了

小资产阶级经济理论

年 月 日爆发的资产 阶 级 大 革

命
,

给封建制度以致命打击
。

但资产阶级立

宪派把持的
“

制宪会议
” ,

宣布的
“

八月法

令
” ,

非但没有满足占法 国人 口百分之七十

的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间题
,

还暗中勾结王党

分子作复辟图谋
。

此时
,

外国干涉者大军迫

境
,

国内反革命者蠢欲动
,

一时危机四伏
。

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雅各宾派率领人民

夺取政权
。

并把解决农民揭求的土地问题作

为巩固政权的关键
。

从 年 月 日到

月 旧
,

国民公会接连颁布三个土地法令
,

规定把逃亡贵族的土地分成小块
,

用十年分

期付款的办法售给农民
,

同时烧 毁 封 建 地

契
,

它激发了农民支持革命的热情
。

由于大

批无地农民变为小土地所有者
,

小土地耕种

便成为法 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
,

也巩固了

小生产在法 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 地 位
。

以

后
,

尽管法国政坛风云变幻 以热月党人为

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专政 通过
“

雾月政变
”

上台的拿破仑掌权 波旁王朝的复辟
“

七

月王朝
”

的瓦解和第二共和 国的建 立
,

都没

有改变雅各宾的土地政策
。

资产阶级革命扫除了封建障碍
,

使经济

较快发展
。

拿破仑时期
,

工厂和手工工场数

目增加了百分之七十
。

生产技术 日新月异

雅卡尔纺织机的应用
,

化学工业在巴黎的创

建
,

旺代尔式焦炭炼铁炉的投产
,

勃 良第钢

铁工业的奠基
,

既促进了资本主 义 经 济 繁

荣
,

也使以雅皮
、

拍若和科克雷尔家族为代

表的工业资产阶级大发横财
,

劳动者生活每

况愈下
。

历史记载 工资下降
,

就业没有保

障
,

劳动和居住条件极端恶化
,

贫苦儿童从

幼年起便开始随着 自己的母亲进工厂
,

每天

劳动长达十五一十八小时
,

有一半童工不到

十岁便被活活折磨而死
。

残酷的现实使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学者优

尔泰
、

狄德罗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符合上帝旨

意
,

是上帝为人类幸福而安排的
“

自然 秩

序
”

理论遭到破灭
。

工人捣毁机器事件不断

发生
。

西蒙斯第是重农学派的告终结者和小资

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开创者
,

具有二重身分
。

他以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为武器
,

批判资

本主义剥削
,

揭露资本主义大规模机器使用

成为现实社会罪恶和不平的渊蔽
。

他提 出
,

只有使现代社会复归到他理想化 了的并耕而

食的小农生产的局面中去
,

才是消灭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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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弊端的唯一途径
。

因此
,

在他的经济思想

中对重农主义的继承与变异俯拾皆是

重农主义者提出
“

农为邦本
” ,

认为构

成国民生计的一切职业
、

技术和手工业
,

特

别是在法兰西
,

产生了二百种以上的职业
,

这些职业全部来源于土地的产物
。

西斯蒙第师承上述观点
,

认为
,

从土地

产生的财富
,

是所有财富中最必需的
,

因为

全人类的生活资料都必须来 自土地
,

土地为

一切其它劳动提供原料
。

对于工商业资产阶级贪婪追逐金银
,

重

农主义者嗤之以鼻
,

说
, “

金钱所做到的
,

远不是为贸易和生活必需品的交 换 提 供 便

利
,

而是变作了企业家的暴君和吸血鬼
。 ”

西斯蒙第起而响应
,

指出工业资产阶级

通过对劳动者的压榨获取了大量财富
,

但巨

额财富除了给各阶级带来忧虑
、

贫困和彻底

地破产之外
,

并没有产生任何社会利益
。

重农主义者指斥
,

富有者顶礼漠拜的金

钱本身完全没有任何用处
,

只能引起人们无

休止地贪婪和朝廷搜刮
。

金钱造成的罪恶
,

远远超过那些恶名昭著
,

穷凶极恶的盗匪
。

西斯蒙第亦步亦趋
,

说
“

棉 织 厂 主

们
,

一而再
,

再而三地降低工人工资
,

先从

每天二十苏降到十五苏
、

十二苏
,

然后又降

到八苏
,

这是工厂主们用他们的新燕汽机新

纺织机和一切新发明向工人开战
。

其目的自

然是对货币无止境的贪求
” 。

和所有古典经济理论家一样
,

西斯蒙第

对资本主义作出了
“

不偏不倚
”

地 研 究 和
“

公正无私
”

地探讨
。

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

命风暴那样迅猛
,

使社会枪桑巨变
,

事过境

迁
。

历史从那里开始
,

思想进程也应从那里

开始
。

所 以
,

在西斯蒙第的著作中更突出表

现在对重农思想的变异
。

例如
,

对于法 国统治者的压榨
,

包税吏的

盘剥
,

商人的贪贿‘ 布阿吉尔贝尔 曾咚鼓而

攻
,

对劳动者的悲惨遭遇又掏出一腔同情
。

从他的著作中
,

人们一望而知
,

统治者与被

统治者的经济利益水炭不容
。

西斯蒙第却企

图去调和矛盾
,

他认为资本与劳动的交换是

双方交受其利
,

而且首先是对劳动者有利
,

因为在劳动果实结出之前
,

资产者已经把生

活资料垫付给劳动者
,

同时对企 业 主 也 有

利
,

因为企业主得到的果实比劳动者得到的

工资价值更大
。

布阿吉尔贝尔以事量为依据
,

证明在小

生产占绝对优势的法国农村
,

由于人头税的

败坏
,

捐官制的混乱
,

一切负担都落到毫无

保护能力的小土地所有者身上
,

使他们在艰

难竭撅的泥潭里挣扎
,

一遇荒年只有转填沟

壑
。

西斯蒙第一反上述观点
,

他 讴 歌 小 生

产
,

把人类希望寄托在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

复归
。

他不顾 自己亲历并考察过的英国圈地

运动和工业革命的进程 英国资产阶级控制

的议会于 。一 年通过 个圈占 土 地

法令
,

年后又通过两千多个法令
,

共圈

占土地三百多万英亩
,

小土地经 营 基 本 消

失
,

小农生产者背井离乡
,

流落街头这一事

实
,

反而说 假如英国村社土地被分为二十

一三十英亩大小一块 自由土地
,

他们 英国

人 就会看到独立而骄傲的英国农民阶级将

会怎样地复兴起来
。

西斯蒙第作为一个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

产重压下痛苦呻吟的小生产者的代言人
,

文

章中充满了小生产者的哀怨和向往
,

表现了

对早已破碎不堪的岁月的怀念 把小生产局

面看作是一个黄金时代而希冀它起死回生
。

与西斯蒙第几乎同时
,

法国还产生了空

想社会主义 傅利叶试想用试验办法改革消

费
,

建立一种工农结合的
“

法伦斯泰尔
”

的

平等
、

合作的社会组织细胞
‘

卡 贝 提 出 建

立国内移民区或小伊加利亚美洲移民区
,

使

劳苦大众在其中幸福劳动
、

和谐 生活
。

这种

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空想
,

无非足现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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晌卜

萨
,

卜

的灾难
、

痛苦在人们思想中所产 生 的 对 立

物
。

但
‘’

空想社会主义者注视着实际发展的

趋向 ⋯ ⋯而西斯蒙第却背向这一发展
,

他的

空想不是予示将来而是复活过去
” 。

⑥

《共产党宣言 》指出
“

正如法国这样

以农民占人 口 大半的国度里
,

自然要出现一

种作家
,

他们虽然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

产阶级
,

但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制度时
,

总是

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尺码来量度资产阶级制

度
” 。 “

这样就产生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

义
,

西斯蒙第便不仅在法国而且在英 国
,

都

占据这种领导地位的人物
” 。

三
、

资产阶级巩固政权
,

巴师夏庸俗经

济理论出台与思考

年拿破仑帝国崩溃
,

法 国 国 力 大

衰
,

波旁王朝随之复辟
。

大批士 兵 解 甲 归

田
。

土地析分加剧进行
,

资产阶级宁肯把资

金投入工商业
,

对农业却不屑一顾
。

农村失

业人 口流入城市
,

工厂和手工业无法承载
。

查理十世继位
,

反动势力反攻倒算
、

一度猖

撅
。

人民不堪忍受
,

年发动
“

七 月 革

命
”

推翻波旁王朝
,

资产阶级攫 取 革 命 成

果
,

压迫如故
,

终于酿成 年
“

二 月 革

命
” 。

人民推翻路易
·

菲力蒲的
“

七 月 王

朝
” ,

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 国
。

三十年中政

权几经更迭
。

隔海相望
,

英国工业革命燕蒸

日上
,

国力处于世界巅峰
、

法 国 的 科 学 技

术
、

生产事业虽然在小农经济包围中鹅蹈而

行
。

但勒邦
、

安培的物理贡献
,

沃克兰的化

学革命
,

拉马克物种进化令人惊奇的研究
,

拉雷外科治疗的卓越贡献
,

依然透出资产阶

级反封建革命胜利后人民获得精神解放的生

机
。

甜菜制糖业的普及
,

奥伯埃普夫滚筒印

染业的实用
,

资本主义集药化大生产已脱颖

而出
。 “

七月王朝
”

十八年中
,

蒸汽机增加

七倍
,

铁路普遍修筑
,

运河次第 开 掘
,

棉

花
、

煤炭产量倍增
。

劳动者的状况却未得到

任何改善
。

共产主义先驱者巴贝夫谴责新王

朝带给人民的是苦难
、

不幸和监禁
。

劳动者

的反抗从未止息
。

如 年翁热矿工停产
,

年巴黎六万建筑工人罢工
,

和 一

年里 昂工人两度起义
,

际志着无产阶级 以独

立的政治力量登上 了历史舞台
。

稍后
,

布朗

基领导的
“

四季社
”

号召发难
,

年 日维

埃矿工抗争
,

加上 到 年谷物欠收 引

发的经济危机
,

使农民的斗争不再从属于资

产阶级反封建
,

而是把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

为使命的无产阶级看成 同盟军
、

领导者
。

巴

贝夫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已在

传扬
。

无产阶级英勇战斗
、

慷慨赴义使资产

者矍然警惧
。

此时
,

资产者不再需要古典学

派对社会经济内部联系作公正无私的探讨和

不偏不倚的研究
,

而是作辩护性的描述
。

所

以
“

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
。

阶

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 日益鲜

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
。

它敲响了科学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
” 。

⑦ 以萨伊
、

巴师

夏为代表的法国庸俗经济理论 由是产生
。

劳动价值论的奠立 是古典学派的重大贡

献
。

恩格斯指出
“

价值论乃经济学体系是

否坚实的试金石
” 。

但以斯密继承人 自居的

萨伊却大加非难
,

说
“

把创造价值的力量

完全归之于劳动
,

这是一种错误
” 。

⑧价值

从何而来 他认为是资本
、

劳动 和 自然 力
“

三要素
”

共同创造
。

显然和古典学派大相

悖谬
。

其缘由马尔萨伊一语道破
,

他认为
,

劳动价值论不幸给一些人提供了把柄
,

他们

可以断言
,

一切财富都属于工人阶级
,

别人

得到的部分
,

仿佛都是从工人阶级那里抢来

和骗来的
。

劳动价值论既已威胁着资产阶级

的生存
,

势必遭到萨伊等人的鼓噪反对
。

西斯蒙第曾从小生产者利益出发
,

论证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骚骚 日上
,

小生产者渐趋

破产
,

大量涌现的商品由于缺乏买主
,

经济

危机不可避免
,

用消费不足解释危机并非妥

善
。

但他毕竟预见 了资本主义不 会永恒
。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经济评论 一年第 期

萨伊对此 自然不能容忍
,

他编造了
“

销

售论
”

与之撷抗
。

试图证明资本主义再生产

和销售普遍和谐
,

即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
。

他提出
,

所有生产者的主要兴趣不在于交换

价值
,

而在于用一些产品去交换 另 一 些 产

品
,

所以资本主义不可能出现由于大量产品

过剩而引发的经济危机 并由此推论 出
“

销

售的 自由流畅
,

买卖的完全均衡
”

的
“

萨伊

定律
” 。

事实和萨伊论证截然相反
,

资本主义经

济危机早已险象迭生
“

南海公司
”

劫掠
、

诈编引发的
“

南海泡沫
”

殷鉴不远
,

一

年六次大量产品过剩的异兆 悲 音 遍 被

法
、

英
,

年危机的风浪正恶
。

事实一再

证明萨伊的破产
。

对于已经掌握了政权的资

产阶级说来
,

如何牧平劳动者的反抗斗争才

是当务之急
。

萨伊的
“

生产三要素
”

和
“

定

律
”

对于迫在眉睫的昙工斗争毕竟的缓不济

急
,

迁阔而远于事情
。

尤其使资产者惶惊的

是
,

无论基佐政府的欺骗镇压抑或卡芬雅克

的血醒屠杀
,

只能激起无产者更加激烈地反

抗
。

环伺四邻
,

英国宪章运动
,

德国西里西

亚纺织工起义
,

波兰民族解放斗 争 风 起 云

涌 资产阶级急需一种理论去迷惑和麻醉劳

动者以转移他们的斗争视线
,

证明劳资双方

随着生产发展共臻繁荣
,

最终达到使无产者

放弃斗争
,

听命于资产者摆布的 目 的
。

于

是
,

巴师夏的
“

经济和谐
”

理论应运而生
。

在《经济和谐 》中
,

巴师夏开宗明义
,

声称 自己致力的目的在于推翻社会对抗和阶

级矛盾
、

斗争的学说
。

他喋喋不休向工人说

教
,

十九世纪中期的法国是最美 好
、

最 完

善
、

举世无双的公正社会
。

法国各阶级在其

中各得其所
,

共享异平
。

他把资产者对雇佣

劳动的压榨论证为两种交换着的服务关系
。

即无产者向雇主提供劳动
,

雇主向工人提供

生产条件与工资
。

这是双方交换着服务
,

就

象你给我做这件事
,

我给你做那件事一样和

谐
。

马克思指出
“

巴师夏是庸俗经济学排

护论者中最浅薄
,

从 而 也 是 最 成 功 的 代

表
。 ”

巴师夏不顾资本的原始积累是用火和剑

的历史载入人类编年史这一事实
,

如美洲银

产地的发现
,

土著居民的剿灭
,

奴役他们在

矿坑中的活埋
,

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

劫掠 ⋯ ⋯反而讴歌资本原始积累过程
‘

资

本的根源是来 自智慧和节约的人类天性
” 。

他为资本剥削辩护
,

掩盖资本罪恶的用心昭

然若揭
。

不宁唯是
,

巴师夏对于法国已经大量出

现的财富和贫困正在社会两极一资产者和无

产者身上的积累企图一笔抹煞
。

劝诱工人放

弃斗争
,

和资产者通力合作
。

要工人相信由

于生产增加
, “

社会财富中分配给资本家的

部分
,

绝对 会增加
,

但相对量会减少 分

配给劳动者的那部分财富
,

无论绝对量和相

对量都会增加
“ 。

⑧ 由于社会发展
,

工人阶

级将得到最大利益
。

他 自诩这是一个伟大
、

奇妙
、

保险
、

必要的规律
。

但是
,

根据维尔纳夫一巴热蒙公布的此

一时期劳动者境况的调查 工人住在破 不

堪的房屋里
,

身体倍受摧残
,

贫困化几乎要

从肉体上消灭工人阶级
。

一个男人每天至少

劳动十三个小时才能挣到两个法朗
,

妇女只

能挣二十个苏
、

儿童只能挣十个苏
。

百分之

六十的青年工人由于体力不足被征兵委员会

除名
,

工厂工人平均寿命不足三十岁
。

尽管 巴师夏编织谎言
,

但事实如铁
,

他

挖空心机杜撰的
“

规律
”

不戳 自破
。

和所有庸

俗经济学家一样
,

他的著作
“

只不过是把资

产阶级当事人关于他们 自己的美好的世界的

陈腐而 自负的春法加以系统化
,

赋以学究的

气味并宣布为永恒的真理
”

而已
。

巴师夏

本人最终只能归于 资产阶级 豢养 的文 丐之

流
。

他的所有著作
,

不过位一个典型的辩护

士坏心恶意的 自白状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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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证明了
,

重农学派倡

言改革
,

其目的仅在于巩固 自身所依附的封

建王朝
,

在一个强大的封建专制统治下
,

劳

动者必然被套上更沉重的枷锁 无产阶级和

法国广大小生产者也不可能从西斯蒙第的空

想说教和娓娓动听的罗曼蒂克的描绘中能寻

找到解除 自身苦难的正确答案
。

年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所制定的
“

人

和公民权利的宣言
”

中
,

提出
“

自 由
、

平

等
、

博爱
”

的口号
。

但当资产阶级一旦巩固

了政权
,

就立刻对昨日反封建的同盟者一无

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进行镇压
。

西斯蒙第亲眼

看见法 国革命的悲惨结局
,

他承认
“

他的伟

大的同胞和革命前法 国的优秀人物所怀抱的

那些希望实际上实现的太少了
” 。

⑧

事实证明
,

无产阶级
、

劳苦大众如果把

自己的幸福和 自由的希望寄托于资产阶级革

命胜利并掌握后的恩赐
,

从而把资产阶级认
为是可靠的同盟者

,

那就不音与 虎 谋 皮
。

。年巴黎工人
、

土兵和学生发动的
“

七月

革命
”

和 年里 昂工人起义虽然失败
,

却

显示了无产阶级的先锋作用
,

标志着无产阶

级开始走上 自己解放 自己的道路
。

巴师夏用

编织谎言去扭转工人阶级的斗争方向
,

结果

只能是白费心机
。

年《共产党宣言 》发

表了
。

它号召
“

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

首先应该打倒本 国的资产阶级
” 。

它 指 出
·

资产阶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

不可避免的
” 。

真理的光芒照亮了世界也包

括法 国革命斗争的道路
。

法 国无产阶级
、

劳

动人民
,

拨开迷雾
、

摆脱羁糜
,

终于把反抗

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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