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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中学试卷和文学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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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约翰福音》论

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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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约翰福音》第１５章第１至

１４节论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

这种结合的原因和实质，它的

绝对必要性和作用１９９

卡·马克思的中学考试宗教作文

在考察基督同信徒结合为一体的原因和实质及其作用之前，我

们应当弄清，这种结合是否必要，它是否由人的本性所决定，人是否

不能依靠自己来达到上帝从无中创造出人所要达到的那个目的。

我们如果把自己的目光投向历史这个人类的伟大导师，那么就

会看到，在历史上用铁笔镌刻着：任何一个民族，即使它达到了最高

度的文明，即使它孕育出了一些最伟大的人物，即使它的技艺达到了

全面鼎盛的程度，即使各门科学解决了最困难的问题，它也不能解脱

迷信的枷锁；无论关于自己，还是关于神，它都没有形成有价值的、真

正的概念；就连伦理、道德在它那里也永远脱离不了外来的补充，脱

离不了不高尚的限制；甚至它的德行，与其说是出于对真正完美的追

求，还不如说是出于粗野的力量、无约束的利己主义、对荣誉的渴求

和勇敢的行为。

９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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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民族，那些未曾聆听过基督教义的野蛮人，当他们向诸神

贡献祭品，妄想以此来赎罪的时候，他们便表现出内心的不安，害怕

自己的神发怒，深信自己是卑贱的。

连古代最伟大的哲人、神圣的柏拉图，也在不止一处表示了对一

种更高的存在物的深切渴望，以为这种存在物的出现可以实现那尚

未得到满足的对真理和光明的追求。

各民族的历史就这样教导我们，同基督结合为一体是必要的。

即使当我们考察各个人的历史，考察人的本性的时候，我们虽然

常常看到人心中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对知识的追求、对真理

的渴望，但是欲望的火焰却在吞没永恒的东西的火花；罪恶的诱惑声

在淹没崇尚德行的热情，一旦生活使我们感到它的全部威力，这种崇

尚德行的热情就受到嘲弄。对尘世间富贵功名的庸俗追求排挤着对

知识的追求，对真理的渴望被虚伪的甜言蜜语所熄灭，可见，人是自

然界唯一达不到自己目的的存在物，是整个宇宙中唯一不配做上帝

创造物的成员。但是，善良的创世主不会憎恨自己的创造物；他想要

使自己的创造物变得像自己一样高尚，于是派出自己的儿子，通过他

向我们宣告：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约翰福音》第１５章第３节）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约翰福音》第１５章第４节）

我们已经看到，各民族的历史和对各个人的考察都证明同基督

结合为一体的必要性，现在我们就来考察最后的和最可靠的证据，就

是基督本人的道。

基督把同他结合为一体的必要性表达得最清楚的地方，就是葡

萄藤和枝蔓这一绝妙的比喻，这里他把自己比作葡萄藤，而把我们比

０５４ 根据《约翰福音》论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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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枝蔓。枝蔓依靠本身的力量是不能结果实的，因此，基督说，离了

我，你们就无所作为。在这方面，他还说了一些更有力的话：

“人若不常在我里面……”（《约翰福音》第１５章第４、５和６节）

然而，这应该理解为只是对于那些能够认识基督的道的人而言

的。我们不能对上帝就这样的民族和人们所作的决定作出判断，因为

我们甚至理解不了上帝的决定。

因此，我们的心、理性、历史、基督的道都响亮而令人信服地告诉

我们，同基督结合为一体是绝对必要的，离开基督，我们就不能够达

到自己的目的，离开基督，我们就会被上帝所抛弃，只有基督才能够

拯救我们。

由于我们深信这种结合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我们迫切地想弄清

楚，这种崇高的赐予，这道从更高的世界照入我们心中、使我们的心

受到鼓舞并在被净化以后升入天堂的光芒，究竟是什么含义？这种结

合的内在实质和原因是什么？

一旦理解了结合的必要性，我们就会十分清楚地看到这种结合

的原因，以及我们要求拯救的需要、我们喜欢作恶的本性、我们的动

摇的理性、我们堕落的心、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卑贱地位，我们就再也

用不着去研究这种结合的原因了，不论这原因是什么样的。

但是，谁能够把这种结合的实质表达得比基督的葡萄藤和葡萄

枝蔓的比喻更为出色呢？谁又能够用长篇大论把这种结合的所有部

分，它的内在实质论述得像基督的下面这些话那样全面呢？基督说：

“我是真葡萄藤，我父是栽培的人。”（《约翰福音》第１５章第１节）

“我是葡萄藤，你们是枝蔓。”（《约翰福音》第１５章第５节）

如果枝蔓能有感觉的话，那么，它望着那照料它、仔细给它除草、

１５４根据《约翰福音》论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把它牢牢绕在藤上、使它从中吸取养料和液汁而开出美丽花朵的园

丁，该是多么高兴啊！

因此，在同基督的结合中，我们首先最用爱的眼神注视上帝，感

到对他有一种最热忱的感激之情，心悦诚服地拜倒在他的面前。

在这之后，在一轮更加绚丽的太阳由于我们同基督结合为一体

而为我们升起的时候，在我们充分地感觉到自己的卑贱，同时又为

自己得到拯救而欢呼的时候，我们才会爱上那位先前我们认为是受

辱的主宰者，而现在看来却是宽宏大量的父亲、善良的教导者的

上帝。     

但是，葡萄枝蔓不仅会仰望栽种葡萄的人；如果它能有感觉的

话，它会紧紧贴在藤上，它会感觉到自己与葡萄藤和长在藤上的其他

葡萄枝蔓最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它会爱其他枝蔓，因为是同一个栽种

葡萄的人照料着它们，是同一个藤身给它们以力量。

因此，同基督结合为一体，就是同基督实现最密切和最生动的精

神交融，我们眼睛看到他，心中想着他，而且由于我们对他满怀最崇

高的爱，我们同时也就把自己的心向着我们的弟兄们，因为基督将他

们和我们紧密联结在一起，并且他也为他们而牺牲自己。

但是，这种对基督的爱不是徒劳的，这种爱不仅使我们对基督满

怀最纯洁的崇敬和爱戴，而且使我们遵从他的命令，彼此为对方作出

牺牲，做一个有德行的人，但只是出于对他的爱而做一个有德行的

人。（《约翰福音》第１５章第９、１０、１２、１３和１４节）

这就是使基督教的德行与任何别的德行区别开来，并使它超越

于任何别的德行之上的一条鸿沟，这就是使人同基督结合为一体的

最伟大的作用之一。

在这里，德行已经不是斯多亚派哲学３所描绘的那种阴暗的讽

２５４ 根据《约翰福音》论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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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画；它也不是我们在一切信奉异教的民族那里所遇到的那种关于

义务的严峻学说的产物，一切德行都是出于对基督的爱，出于对神的

爱，正因为出于这种纯洁的根源，德行才摆脱了一切世俗的东西而成

为真正神性的东西。任何令人讨厌的方面都隐匿不见了，一切世俗的

东西都沉没了，所有粗野的东西都消失了，德行变得更加超凡脱俗，

同时也变得更加温和、更近人情。

人的理性从来也无法这样来描述德行；它的德行本来总是有局

限性的，总是世俗的德行。

一个人一旦达到这种德行，这样同基督结合为一体，他就将平静

而沉着地迎接命运的打击，勇敢地抗御各种激情的风暴，无畏地忍受

恶的盛怒，因为谁能征服他，谁能夺走他的救世主呢？

他知道，他所祈求的东西将会得到，因为他只是在同基督结合为

一体时发出祈求的，所以，他所祈求的只是神性的东西，而救世主自

己作出的许诺难道还不能使人变得高尚并得到安慰吗？（《约翰福

音》第１５章第７节）

既然谁都知道，由于他在基督里面，他的所作所为表现了对上帝

本身的崇敬，他的完美无缺会使造物主变得崇高，谁会不甘愿去忍受

苦难呢？（《约翰福音》第１５章第８节）

因此，同基督结合为一体可使人内心变得高尚，在苦难中得到安

慰，有镇定的信心和一颗不是出于爱好虚荣，也不是出于渴求名望，

而只是为了基督而向博爱和一切高尚而伟大的事物敞开的心。可见，

同基督结合为一体会使人得到一种快乐，这种快乐是伊壁鸠鲁主义

者２在其肤浅的哲学中，比较深刻的思想家在知识的极其隐秘的深

处企图获得而又无法获得的，这种快乐只有同基督并且通过基督同

上帝结合在一起的天真无邪的童心，才能体会得到，这种快乐会使生

３５４根据《约翰福音》论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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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崇高。（《约翰福音》第１５章第１１节）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１８３５年

８月１０日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社会主

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１９２５年

莱比锡版第１１年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版第１部分

第１卷翻译

４５４ 根据《约翰福音》论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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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２００

卡·马克思的中学考试德语作文

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

地在这个范围内活动，而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

范围存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

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

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变得高尚的

地位。      

这种选择是人比其他创造物远为优越的地方，但同时也是可能

毁灭人的一生、破坏他的一切计划并使他陷于不幸的行为。因此，认

真地权衡这种选择，无疑是开始走上生活道路而又不愿在最重要的

事情上听天由命的青年的首要责任。

每个人眼前都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至少在他本人看来是伟大

的，而且如果最深刻的信念，即内心深处的声音，认为这个目标是伟

大的，那它实际上也是伟大的，因为神决不会使世人完全没有引导

者；神轻声地但坚定地作启示。

但是，这声音很容易被淹没；我们认为是热情的东西可能倏忽而

５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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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同样可能倏忽而逝。也许，我们的幻想蓦然迸发，我们的感情激动

起来，我们的眼前浮想联翩，我们狂热地追求我们以为是神本身给我

们指出的目标；但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很快就使我们厌恶，于是，

我们便感到自己的整个存在遭到了毁灭。

因此，我们应当认真考虑：我们对所选择的职业是不是真的怀有

热情？发自我们内心的声音是不是同意选择这种职业？我们的热情

是不是一种迷误？我们认为是神的召唤的东西是不是一种自我欺骗？

不过，如果不对热情的来源本身加以探究，我们又怎么能认清这一切

呢？

伟大的东西是闪光的，闪光会激发虚荣心，虚荣心容易使人产生

热情或者一种我们觉得是热情的东西；但是，被名利迷住了心窍的

人，理性是无法加以约束的，于是他一头栽进那不可抗拒的欲念召唤

他去的地方；他的职业已经不再是由他自己选择，而是由偶然机会和

假象去决定了。

我们的使命决不是求得一个最足以炫耀的职业，因为它不是那

种可能由我们长期从事，但始终不会使我们感到厌倦、始终不会使我

们劲头低落、始终不会使我们的热情冷却的职业，相反，我们很快就

会觉得，我们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我们的理想没有实现，我们就将

怨天尤人。

但是，不仅虚荣心能够引起对某种职业的突然的热情，而且我们

也许会用自己的幻想把这种职业美化，把它美化成生活所能提供的

至高无上的东西。我们没有仔细分析它，没有衡量它的全部分量，即

它加在我们肩上的重大责任；我们只是从远处观察它，而从远处观察

是靠不住的。

在这里，我们自己的理性不能给我们充当顾问，因为当它被感情

６５４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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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受幻想蒙蔽时，它既不依靠经验，也不依靠更深入的观察。然

而，我们的目光应该投向谁呢？当我们丧失理性的时候，谁来支持我

们呢？

是我们的父母，他们走过了漫长的生活道路，饱尝了人世辛

酸。——我们的心这样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经过冷静的考察，认清了所选择的职业的全部分量，了

解它的困难以后，仍然对它充满热情，仍然爱它，觉得自己适合于它，

那时我们就可以选择它，那时我们既不会受热情的欺骗，也不会仓促

从事。

但是，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

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决定它们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

始确立了。

我们的体质常常威胁我们，可是任何人也不敢藐视它的权利。

诚然，我们能够超越体质的限制，但这么一来，我们也就垮得更

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冒险把大厦建筑在残破的废墟上，我们

的一生也就变成一场精神原则和肉体原则之间的不幸的斗争。但是，

一个不能克服自身相互斗争的因素的人，又怎能抗御生活的猛烈冲

击，怎能安静地从事活动呢？然而只有从安静中才能产生出伟大壮丽

的事业，安静是唯一能生长出成熟果实的土壤。

尽管我们由于体质不适合我们的职业，不能持久地工作，而且

很少能够愉快地工作，但是，为了克尽职守而牺牲自己幸福的思想

激励着我们不顾体弱去努力工作。如果我们选择了力不胜任的职业，

那么我们决不能把它做好，我们很快就会自愧无能，就会感到自己

是无用的人，是不能完成自己使命的社会成员。由此产生的最自然

的结果就是自卑。还有比这更痛苦的感情吗？还有比这更难于靠外

７５４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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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各种赐予来补偿的感情吗？自卑是一条毒蛇，它无尽无休地搅

扰、啃啮我们的胸膛，吮吸我们心中滋润生命的血液，注入厌世和

绝望的毒液。

如果我们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以为能够胜任经过较为仔

细的考虑而选定的职业，那么这种错误将使我们受到惩罚。即使不受

到外界的指责，我们也会感到比外界指责更为可怕的痛苦。

如果我们把这一切都考虑过了，如果我们的生活条件容许我们

选择任何一种职业，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使我们获得最高尊严

的职业，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一种能给我们

提供最广阔的场所来为人类工作，并使我们自己不断接近共同目标

即臻于完美境界的职业，而对于这个共同目标来说，任何职业都只不

过是一种手段。

尊严是最能使人高尚、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更加崇

高品质的东西，是使他无可非议、受到众人钦佩并高出于众人之上的

东西。

但是，能给人以尊严的只有这样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们

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这种

职业不需要有不体面的行动（哪怕只是表面上不体面的行动），甚至

最优秀的人物也会怀着崇高的自豪感去从事它。最合乎这些要求的

职业，并不总是最高的职业，但往往是最可取的职业。

但是，正如有失尊严的职业会贬低我们一样，那种建立在我们后

来认为是错误的思想上的职业也一定会成为我们的沉重负担。

这里，我们除了自我欺骗，别无解救办法，而让人自我欺骗的解

救办法是多么令人失望啊！

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

８５４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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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还没有确立坚定的原则和牢固的、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最

危险的，当然，如果这些职业在我们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如果我们

能够为它们的主导思想而牺牲生命、竭尽全力，这些职业看来还是最

高尚的。

这些职业能够使具有合适才干的人幸福，但是也会使那些不经

考虑、凭一时冲动而贸然从事的人毁灭。

相反，重视作为我们职业的基础的思想，会使我们在社会上占有

较高的地位，提高我们自己的尊严，使我们的行为不可动摇。

一个选择了自己所珍视的职业的人，一想到他可能不称职时就

会战战兢兢——这种人单是因为他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是高尚的，

他也就会使自己的行为保持高尚。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

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会彼此敌对、互相冲突，一种利益

必定消灭另一种利益；相反，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

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

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

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

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

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

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典范，就曾为人类而牺牲自己——有谁

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

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

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

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

９５４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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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３５年８月

１２日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社会主

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１９２５年

莱比锡版第１１年卷

署名：马克思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版第１部分

第１卷翻译

０６４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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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

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

较幸福的时代？２０１

卡·马克思的中学考试拉丁语作文

要想研究奥古斯都时代是怎样一个时代，有几种可以用来对此

作出判断的方法：首先，可以把它同罗马历史上的其他时期加以对

比，因为如果指出奥古斯都时代同那些人们称之为幸福时代的先前

时代相似，而同那些在同时代人和现代人看来风尚已经变坏、国家四

分五裂并在战争中遭到多次失败的时代不相似，那么根据这些时代

即可以对奥古斯都时代作出结论；其次，需要研究古代人们对这个时

代作了哪些评价，异国人对这个帝国是怎么看的，他们是否害怕它或

者轻视它；最后，还得研究各种技艺和科学的状况如何。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赘述，我将把奥古斯都以前最美好的时代，即

由于风尚纯朴、积极进取、官吏和人民公正无私而成为幸福时代的、

征服了下意大利的时代，再把尼禄时代即最坏的时代同奥古斯都时

代加以对比。

罗马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像在布匿战争２０２前的那个时代那样

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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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从事各种艺术感到如此厌恶，那时教育几乎根本不受重视，因为那

时最卓越的人们辛勤努力从事的是农业；那时论辩术是多余的，因为

人们对应该做些什么用不了几句话即可表明。谈吐也不要求文雅，只

注重说话的内容；当时历史不需要论辩术，它只是叙述事实，完全是

一些编年记载２０３。

可是，这整个时代充满着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斗争，因为从赶走诸

王直到第一次布匿战争，一直进行着关于他们双方权利的争论，而大

部分历史叙述的只是护民官或执政官以巨大的热情在他们双方之中

实施的法律。

关于这个时代值得称颂的地方，我们已讲过了。

至于尼禄时代，不需要用很多的话来描述，因为既然那时最优秀

的公民被杀害，到处专横肆虐，法律受到破坏，罗马城遭到焚毁，而统

帅们由于担心他们的功业可能引起怀疑，还由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

推动他们去建立伟大业绩，便宁可在和平中而不在战争中去寻求功

名，那么，这是怎样一个时代，还有谁不清楚呢？

奥古斯都时代与这个时代不同，是谁都不能怀疑的，因为他的统

治以温和著称。由于元首下令改变了机构和法律，往昔为护民官、监

察官和执政官所拥有的一切权力和荣誉都转入了一人之手，所以各

种自由，甚至自由的任何表面现象全都消失了，尽管如此，罗马人还

是认为，是他们在进行统治，而“皇帝”一词只不过是先前护民官和执

政官所担任的那些职位的另一种名称罢了，他们没有觉得他们的自

由受到了剥夺。如果公民们能对谁是元首，对是他们自己在进行统治

还是在被人统治表示怀疑，那么难道这不是温和治国的一个无可置

疑的明证吗？

而在战争中，罗马人从来没有如此走运过，因为在这个时期帕提

２６４ 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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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人被征服了，坎塔布里亚人被打败了，勒戚亚人和温德利奇人被击

溃了，而凯撒与之斗争但未能战胜的日耳曼人——罗马人最凶恶的

敌人——虽然在个别战役中由于背叛、奸诈、英勇以及他们居住在森

林中等原因而曾战胜过罗马人，但是由于奥古斯都授予了某些个人

以罗马公民权，由于有经验丰富的统帅们指挥作战，加之日耳曼各部

落本身之间产生了不和，结果日耳曼的许多部落的势力总的来说是

被摧毁了。

因此，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时期，都不能把奥古斯都时代

同尼禄和那些更坏的统治者的时代相比拟。

至于布匿战争以前的时代里发生的那些派别纷争，也都终止了，

因为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奥古斯都已把所有的派别、一切头衔、全部

的权力都集中到了他自己一个人身上，因而最高权力本身不会发生

矛盾，否则会给任何一个国家带来最大的危险，因为那样一来奥古斯

都的威望在异国民族的眼里就会下降，从事国家事务更多的是为了

贪图个人私利，而不是为人民谋福利。

但是，奥古斯都时代不应该受到我们的过分赞扬，以致我们看

不到它在许多方面都不如布匿战争以前的时代。因为，如果一个时

代的风尚、自由和优秀品质受到损害或者完全衰落了，而贪婪、奢

侈和放纵无度之风却充斥泛滥，那么这个时代就不能称为幸福时代；

但是，奥古斯都的统治，他为改善动荡的国家状况而选拔的人们所

建立的机构和制订的法律，对于消除内战造成的混乱起了很大的

作用。      

例如，我们看到，奥古斯都清除了元老院中犯罪行为的痕迹，因

为元老院中混进了一些极其腐败的人，他从该院中清洗了许多作风

为他所憎恶的人，吸收了许多智勇出众的人。

３６４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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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时期，担任国家职务的都是些英勇和智

谋卓著的人物，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难道还能说出比梅采纳斯和阿格

利巴更为出色的人！虽然我们看到，元首也绝非没有虚夸矫饰的行

为，但是，如前所说，看来他并不滥施暴力，并且没有给可憎恨的权力

披上温和的外衣。如果说有一个布匿战争以前产生的国家曾经是最

适合它那个时代的国家，因为它唤起了人们去建立伟大的业绩，造就

了一些使敌人感到惧怕的人物，并号召在贵族与平民之间展开良好

的竞赛（诚然，这种竞赛并不是全然没有忌妒心的），那么，我认为，奥

古斯都所建立的国家则是最适合他那个时代的国家。因为当人们变

得柔弱，纯朴风尚消失，而国家的疆土日益扩大的时候，独裁者倒可

能比自由的共和政体更好地保障人民的自由。

现在我们来谈谈古代人是怎样评价奥古斯都时代的。

他们称他为神圣的，认为他与其说是人，还不如说是神。如果只

是贺拉斯一个人这么说，那是可以不信的。但是，就连杰出的历史编

纂学家塔西佗也总是以最大的尊敬、最高的赞赏，甚至以爱戴的感情

来评价奥古斯都和他的时代。２０４

至于各种科学和技艺，任何一个时期也没有这样繁荣过；在这个

时代生活过许多作家，他们的作品成了几乎所有民族从中汲取教益

的源泉。

因此，既然国家看来治理得不错，元首愿为人民造福，并且最杰

出的人们根据他的倡议担任了国家职务；既然奥古斯都时代并不逊

于罗马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并且看来它有别于那些坏的时代；既然我

们看到派别纷争已经终止，而各种技艺和科学繁荣昌盛，——那么，

由于这一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该算是最好的时代，同时应当指

出，那位尽管有条件为所欲为，但在获得权力之后却一心只想拯救国

４６４ 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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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人，是应当受到很大的尊敬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３５年８月

１５日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社会主

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１９２５年

莱比锡版第１１年卷

原文是拉丁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版第１部分

第１卷翻译

５６４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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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之  书

第  一  部２０５

马克思写于１８３６年１０月中—

１１月初

第一次用原文全文发表于《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７５年历史

考证版第１部分第１卷并用俄

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７５年莫斯科版第４０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版第１部分

第１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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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之  书

第  一  部

献给我所倾慕的、永远爱恋的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卡·亨·马克思

１９３６年秋末于柏林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卡·亨·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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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诗集《爱之书》第一部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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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重 天

致燕妮

乘马车赴柏林途中２０６

      一重重山峦退向远方，

一片片树林掠过车旁；

我这恋恋不舍的目光，

留不住那密林和山岗。

葱茏的树木流光溢彩，

峥嵘的山影嵌入穹苍，

转瞬间却被神灵夺走，

斑斓的景物渐渐渺茫。

我们留不住旖旎风光，

山林逶迤消失在远方；

心中只留下悲凉怅惘，

永远也难再欢欣舒畅。

总想留住那一片辉煌，

５７４两 重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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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却空怀满腔热望；

迷人的景致已经消逝，

萨蹄尔笑声刺人心房。

一轴轴画卷迤逦展开，

时而幽暗时而又明亮；

我们仿佛被卷入巨浪，

身边的波涛汹涌激荡。

尽管这景象变化无常，

却有两重天永不变样：

一重天就在我们上方，

镶着云彩又巧缀星光；

另一重天在心灵深处，

那里充满欢乐与忧伤。

头上的天空繁星闪耀，

融入暗夜隐现于远方，

只有一颗星永远炽亮，

映照高山和大海重洋；

其他星辰会渐渐黯淡，

忽东忽西地闪烁微光，

只有这颗星光彩熠熠，

永远是那样璀璨辉煌。

６７４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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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底这重天火光闪亮，

是崇高精神放射光芒；

这火焰就像流星一样，

在幽邃的天穹里深藏。

火焰腾飞离开了天父，

又被吸引到人的身旁；

它摇曳起舞飘忽不定，

它时而高歌时而低唱，

常像要撕碎人的胸膛，

迫使他飞向茫茫上苍；

它向人展示陌生境界，

它就是来自那个地方。

那个人感到悲喜交集，

甘愿沉浸于幽思遐想，

他感到自己如此伟大，却又如此渺小，

他觉得心中忽而黑暗，忽而升起曙光。

忽隐忽现的永恒之火，

由一轮红日聚成亮光；

诡谲神奇的混沌万物，

被太阳照得澄澈明朗。

太阳发出圆润的音响，

回环往复融合了阴阳；

它那优美绝伦的旋律，

７７４两 重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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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深沉而又高亢。

这太阳名字叫作爱情，

它照得万物通明透亮。

燕妮，当我把你的心灵窥望，

当我焦渴的心与目光，

深深沉浸在你的身上，

我胸中就会升起太阳；

当你从我的身边走过，

我每根神经都会震荡；

当我为你而心驰神往，

便感到天空一片晴朗；

我目光如炬热血满腔，

能击退一切魑魅魍魉。

头上那重天永不变样，

云海雷电有深情蕴藏；

这重天永远属于我们，

向我们放射灼热光芒。

呵！愿心中的这重天也永不坠落，

愿它在两根心弦上奏出同一音响；

你若把情丝割断，我就会倒在地上，

怒潮会把我吞噬，坟土将把我埋葬，

两重天都将坠入深渊，

流血的心将悄然死亡。

８７４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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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致燕妮

    夜幕用旋律织成，

热切地来回飘荡，

然后徐徐从天而降，

笼罩在宇宙的四面八方，

我凝神用旋律的罗纱

编织成一件羽翼衣裳，

披着它飞向我梦魂萦绕的地域，

燕妮就在那云烟舒卷的远方，

在那里我将满怀喜悦和渴望，

倾听绵绵情话如泉水流淌，

那颗心赤诚坦荡，

神灵也会对它钟情向往，

那些话语成为我心中的天韵，

我沉浸于心灵和爱情的激浪。

是的，只要你的心更加剧烈地跳荡，

只要你怀着感天动地的忧伤，

只要你的汪汪泪水

闪烁着无比渴念的光芒，

只要你的双颊泛出圣洁的红光，

９７４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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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流露出一丝欢畅，

只要你在内心深处

永不放弃自己的愿望，

只要你摆脱心灵的重负，

打碎锁链敞开心房，

只要那朦胧的渴望使你激动不已，

惊恐和思念使你艰辛备尝，

而这痛苦的巨大力量

让你的美丽崇高的倩影格外辉煌，

那么，我就想降落在你的身旁，

向你大胆地表露衷肠，

对你说，我只对你一个人钟情，

我心中的激情也像烈火一样，

那股使你流下热泪的力量，

也将同样涌出我的胸膛，

它将以摧枯拉朽之势，

无拘无束地奔腾激荡。

我们的心意、行动和爱情

将谱写命运的伟大篇章，

一旦激情的火焰使我们结合，

深沉的痛苦定会消亡。

那时我愿永远驻足，

与你呼吸与共甘苦同尝，

我愿在你怀里燃尽烈焰，

幸福地安息在你的身旁，

０８４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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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我们同呼吸，

死后我们合安葬。

思  念

致燕妮

    燕妮，任它物换星移、天旋地转，

你永远是我心中的蓝天和太阳，

任世人怀着敌意对我诽谤中伤，

燕妮，只要你属于我，我终将使他们成为败将。

我的思念比茫茫宇宙还要宽广，

它无比崇高，胜过寥廓的穹苍，

它无比美丽，胜过梦中的仙乡，

它无比深邃，胜过惊涛澎湃的海洋。

这思念无穷无尽，热情奔放，

这思念犹如上帝的遐想，

时时在他崇高的心中回荡，

正是你让这种思念萦绕在我的心房。

你自己就是这思念的化身，

思念二字难表达一腔衷肠，

１８４思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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炽热的深情无法用言词诉说，

这热情将在我心中越烧越旺。

人 的 自 豪

致燕妮

    金碧辉煌的画栋雕梁，

高高耸立的殿宇楼房，

人群如潮奔腾激荡，

无休无止地劳碌奔忙；

看到这些我就怦然心跳，

满腔豪情像烈火燃烧；

难道就让这股浪潮

把你卷进生活和大海的波涛？

面对青云直上的无耻之辈，

难道我应该击节赞赏？

难道我应该过这种浮华生活，

浑浑噩噩地白活一场？

不！你们这些外表魁伟的可怜侏儒，

不过是冰冷、僵硬的魔妖，

２８４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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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目光对你们不屑一顾，

我的眼中映现出内心的狂飙！

这目光穿透四周的人群，

急切地去把真理探寻，

炽热的渴念已化作雷电，

无情地扫过显赫的门庭。

如果你们都坍塌、坠落，

那只能变成斑驳陆离的碎瓦断梁，

一片豪华化为满目凄凉，

残垣断壁显得黯淡无光。

没有任何樊篱将我们限制，

坚硬、贫瘠的故土不能把我们阻挡，

我们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我们将驶向更遥远的地方。

没有任何地方会把我们留住，

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禁锢我们的希望，

万千景象如同云烟过眼，

留下的只是胸中的热情和悲伤。

这些巨型的庞然大物

只是悚然而立的残壁断墙，

３８４人 的 自 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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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永远感觉不到那熊熊火焰，

而正是火焰从虚无中煅造出它们的形象。

没有哪根巨柱能在一瞬间

凭借自身的力量拔地高耸，

一块块精心堆砌的石头

显示出蜗牛爬行般的艰辛劳动。

可是心灵却把万物拥抱，

它像一团巨火高高辉耀，

即使在坠落之际，

也把太阳卷进汹涌的怒潮。

它凭借自身的力量

胜利地升到壮丽的穹苍，

云层深处的众神受到震撼，

以为眼前是雷电的闪光。

你们要镇静地踏上小桥，

去把深沉的神圣思想寻找，

要敢于把它植入心中，

用自己的真情为它祈祷。

如果这颗心必须苦受煎熬，

为自己的真情而烧得枯焦，

４８４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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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让它响起火山爆发的声音，

让恶魔们围着它哭泣哀号。

它执拗地甘愿败北，

它建造王座供人嘲笑，

它的坠落本身就是胜利，

它的骄傲拒斥是对英雄的酬报。

然而，如果两团火交相辉映，

如果两个人心心相印，

如果一个向另一个宣告，

从此不在太空孤往独行——

人们就会听见响彻寰宇的强音，

风神琴①就会发出幽婉的和鸣；

祝愿和内心的渴望就会一起燃烧，

永恒的美必将大放光明。

燕妮！如果我可以大胆直言：

我们的心已息息相通，

它们炽热地在一起跳动，

一股激流使它们相互交融——

５８４人 的 自 豪

① 以风神埃奥尔斯命名的古希腊乐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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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向整个世界提出挑战，

面对庞然大物发出嘲笑，

外表魁伟的侏儒将倒地哀号，

他的残骸窒息不了我心中的火苗。

我可以像神一样漫步徜徉，

胜利行进在那片废墟之上，

我的每句话都是火焰和行动，

我就像造物主那样襟怀坦荡。

歌手最后的歌

叙事诗

    歌手在午夜孑然独立，

满头白发苍苍，

他忐忑不安心潮起伏，

思绪飞向穹苍。

一条花结丝带，

悬挂在他的肩上，

镶着宝石的七弦琴，

在他身边震颤鸣响。

６８４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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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把琴是他仅有的财产，

也是他最珍爱的家当，

他的鬓发早已染霜，

但眼睛还射出炽热的光芒。

微风轻轻荡漾，

天空闪着迷人的星光，

歌手在和风中伫立，

睡意已经一扫而光。

是内心的激情

促使他走出狭小的卧房，

他喜欢这广漠的天宇，

把它看作缀满繁星的厅堂。

他满怀诗人的热情，

轻柔地独自吟唱，

曲调越来越激昂高亢，

歌声饱含着欢乐与忧伤：

“往昔的青春梦幻，

依然激动着我的心胸，

这惴惴不安的方寸之地，

从来没显得平静从容。

７８４歌手最后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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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这样行色匆匆，

急欲飘进黑夜和太空，

内心不会忘怀旧情，

深沉的力量不会在沉默中消融。

歌手真切地感到，

有一个神灵催促他不断前行，

他一生注定要四处奔走，

只有在坟墓中才会停止行进。

可是在内心深处，

还珍藏着那第一幅画像，

它像镶金的宝石，

放射出圣洁柔和的光芒。

一俟它生根发芽，

它便永远灼热燃烧，

它将成为永恒的渴望，

成为绝无仅有的创造。

物换星移，

岁月如水流淌，

它的光泽永不黯淡，

在他心中永葆超凡形象。

８８４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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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已到风烛残年，

追求之心依然不变，

但眼见这形象不断逃逸，

他永远也难以抓到手边。

所以歌手就不得休息，

直至胸中的火焰渐渐熄灭，

直至群山压在他身上，

直至他渐渐消失不见。

所以他必须永远搏击，

为追求光明奋斗不息，

直到波浪将他吞没，

直到他的胸膛迸裂。

所以他急于四处流浪，

所以他必须永远奔忙，

无论他这个被逐者在哪儿停留，

心中都必定怀着渴望。

这渴望和巨大的忧伤，

突然充满歌手的胸膛，

他不得不倚在七弦琴旁，

双手按住衰老的心房。

９８４歌手最后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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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仰头扫视

那广漠无边的上苍，

啊！他愿像天神一般勇敢翱翔，

在天际捕捉那个形象！

他站在那儿，威严而沉静，

就像受难的天神一样，

心中虽然充满不祥的预感，

面对厄运却依然意气高昂。

他神态威严，白发如霜，

他昂然独立，气宇轩昂，

他急忙拿起七弦琴，

弹出了铿锵浑厚的音响：

“只有两次他可以留住

这亲切温暖的形象，

那充满激情的姿态

抚慰了歌手的渴望。

爱情，这热烈而又神圣的情感，

在他的心中激荡，

他让充满胜利豪情的歌声，

飞出激动不已的胸膛。

０９４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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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他顿觉自己无比强壮，

就像高大的橡树一样，

他挺立在自己的神奇王国，

显得神采飞扬。

他尽情地大口呼吸

那富有魅力的清香，

他永不知足，

沉醉于迷人的芬芳。

然而这爱情的欢畅

已化作可怜人内心的悲伤，

一个神灵把这苦痛

抛向耀眼的太阳。

歌手从此只能怀着希望，

直到他痛断柔肠，

他眼看天空一片明朗，

却不可能向它飞翔。

所以，正如星星的光芒

点缀在高远的穹苍，

我的爱远离了我，

到了那遥远、遥远的地方。

１９４歌手最后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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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只许从那悠远的重霄，

向我显现她的形象，

而我只许无声饮泣，

向着天空仰望。

只有这支歌儿留了下来，

化作永恒的霞光，

心灵却还在游荡，

乘着这歌声的翅膀。

在歌声中我尚可拥抱

那心潮激荡的胸膛，

在歌声中尚可自由倾诉

这永恒的欢乐和渴望。

啊！愿灵魂在安息时，

仍怀着歌手内心的强烈欲望，

愿它在弥留之际，

沉浸于和谐的乐章！

如果万物复苏，

如果我的内心深处重见光芒，

我就可以虽死而获胜，

欣喜地走近我心爱的女郎！”

２９４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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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人苍白的脸上，

大串的泪珠滚滚流淌，

老人要用一曲悲歌

寄托心灵深处的热望。

他重新校正琴弦，

激昂的歌声再次回响，

随后他便放下七弦琴，

永远不再歌唱。

苍白的姑娘

叙事诗

    这里静静地坐着

一位苍白的姑娘，

她那天使般温柔的心灵，

是那样忧郁和惆怅。

她心里没有阳光，

只有起伏的波浪，

在无言的内心斗争中，

交织着爱情和忧伤。

３９４苍 白 的 姑 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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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那样温和善良，

虔诚地信赖上苍，

她那纯洁无瑕的模样，

显得典雅端庄。

一位高贵骑士策马而来，

那骏马的鞍辔闪闪放光，

骑士的眼睛含情脉脉，

犹如一片烈火的海洋。

这情景使少女怦然心动，

骑士却扬鞭奔向远方，

吸引他的是鏖战的沙场，

他斗志正旺不可阻挡。

姑娘失去了平静安详，

仿佛苍天已经沉降，

无比的痛苦袭上心头，

胸中充满思念渴望。

每逢暮色苍茫，

她便匍匐在地上，

面对基督的圣像，

不断地祝祷上苍。

４９４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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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她眼前总有另一个形象

把基督的圣像挤在一旁，

她被这个身影紧紧攫住，

内心感到十分惊惶。

“你可以祝祷上苍，

你可以倾诉衷肠，

但你是我钟情的姑娘，

你永远逃不出我的手掌。”

这声音如同寒冰迸裂，

使少女感到意乱心慌，

她惊骇地冲出教堂，

四周是一片夜色茫茫。

她绞着纤纤素手，

刹那间泪水盈眶：

“我胸中燃烧着热望，

到头来竟是梦幻一场。

失去了上天的保佑，

从此我完全绝望，

我的心信仰过上帝，

如今却堕入地狱的苦海汪洋。

５９４苍 白 的 姑 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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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啊！他是那样魁伟，

是那样神采飞扬，

他的眼睛是那样深邃，

放射出崇高坚定的光芒。

可是他从未把我端详，

甚至没有向我投过目光，

他让我在绝望中苦苦等待，

直到我的心最终死亡。

也许另一个女人正偎依在他身旁，

把他紧贴在自己的胸膛，

他哪里会去想象

我怀着多么巨大的悲伤。

我情愿牺牲灵魂的安康，

我宁可抛弃自己的希望，

只要他向我投来含情的目光，

只要他向我敞开自己的心房。

如果感受不到他的热情，

上天也必定会冷清凄凉，

大地会沉浸于思念和忧伤，

愁云惨雾会笼罩四方。

６９４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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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

会变得沉寂苍凉，

熊熊燃烧的心灵之火，

会变得黯淡无光。”

少女纵身一跃，

跳进滔滔巨浪，

在这昏暗的寒夜，

急流把她卷向远方。

她那满怀激情的心脏，

从此不再发出跳动的音响，

她那熠熠生辉的眼睛，

如今熄灭了炽烈的光芒。

她那甜蜜而温柔的嘴唇，

变得苍白冰凉，

她那苗条匀称的身影，

已经消逝在远方。

枝头没有掉下绿叶，

向她表示哀戚悲伤，

天地一片沉寂，

无法唤醒这位姑娘。

７９４苍 白 的 姑 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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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静静地流淌，

穿过层峦叠嶂，

在一块坚硬的礁石上，

她的玉体碎成碧浪。

那位高贵优雅的骑士，

正依偎在情人身旁，

他拨动三角琴的琴弦，

把幸福和爱情的命运吟唱。

卢 欣 妲

叙事诗

    宾客盈门欢声如潮，

笑语阵阵其乐陶陶，

人人欣然前来祝贺，

兴高采烈喜上眉梢。

一张张笑脸越来越红，

一颗颗心儿激烈跳动，

人人都在衷心地祝颂，

喧腾的声浪飞上天空。

８９４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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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亲吻，心心相通，

欢聚一堂，水乳交融，

不分等级，没有纷争，

友爱的气氛越来越浓。

可是这只是虚幻的梦想，

这只是人们的热切希望，

这希望产生于茫茫尘世，

它大胆升腾直逼上苍。

然而那天上的众神

怎能容忍世人忘记根本，

怎能听任他们用尘世精神

作为衡量天国的准绳。

这时一个来客穿过人群，

他怀揣匕首满面阴云，

妒忌的烈火在他胸中燃烧，

内心在诅咒无情的命运。

因为那戴着花环的新娘，

曾是他倾心爱慕的女郎，

她曾立下海誓山盟，

要向他敞开自己的心房。

９９４卢 欣 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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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放心地辞别了女郎，

为建功立业而奔赴疆场，

众神保佑他如愿以偿，

他勇往直前把凯歌高唱。

他返回这宁静的城市，

戴着荣誉的桂冠，

这里闪耀着他最心爱的珍宝，

这里的思念和幸福向他召唤。

眼看城垛已经在望，

他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膛，

现在他可以得到一切，

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

他急忙来到这个宅院，

这是他无比眷恋的地方，

只见这里灯火辉煌，

宾客进出熙熙攘攘。

他大步流星走向厅堂，

一位仆人将他阻挡：

“陌生人，你没长眼睛，

你往哪儿乱窜瞎闯？

００５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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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你不是我们邀请的来宾，

你没有为贺喜而身穿盛装，

你这个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

只会使喜庆气氛受到影响。”

“少废话！我找卢欣妲！”

仆人一听惊讶异常：

“今天人人都能见到她，

因为卢欣妲，她是新娘。”

陌生人顿时目瞪口呆，

魁伟的身体不住摇晃，

他双目圆睁黯淡无光，

步履蹒跚退到门旁。

仆人对他大声叫嚷：

“你想和大家欢聚一堂，

就必须穿上赴会的盛装，

进入这张灯结彩的地方。”

他满怀恼恨快步回家，

那熟悉的道路使他悲伤，

他胸中充满愤怒和痛楚，

他目光炯炯、心潮激荡。

１０５卢 欣 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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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迈着急促的步伐，

向自己的家宅飞奔，

他不顾一切横冲直撞，

一脚踢开紧闭的大门。

他推开女仆颤抖的手，

把她手中的灯盏夺走，

这可怜的人儿默默敲打额头，

他额头潮湿，冷汗直流。

他把斗篷披在肩上，

那紫色斗篷熠熠生光，

他把金色的胸针别在胸前，

纷披的长发像流泻的波浪。

他拿起一把金饰短剑，

让它贴近神圣的心房，

他曾挥舞它赢得崇高荣誉，

这把剑本应赠给他心爱的女郎。

他脚下生风疾步行走，

返回那举行婚礼的厅堂，

啊！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两眼露出闪电般的凶光。

２０５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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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浑身颤抖走进大门，

步入灯火辉煌的厅堂，

他已成为命运女神的牺牲品，

女神的咒语正在他耳畔回响。

他木然走来，神情沮丧，

华丽的长袍把傲骨掩藏，

宾客见了不胜惊慌，

个个都觉得他奇特异常。

他像幽灵一样踽踽独行，

穿过喧闹沸腾的厅堂；

宾客们继续结对起舞，

频频举杯喜气洋洋。

女宾们个个如花似玉，

但只有卢欣妲艳冠群芳，

她身披薄纱丰姿绰约，

胸脯宛如起伏的波浪。

人人油然而生爱慕，

个个激动得如醉如狂，

满堂宾客情不自禁，

久久凝视这俏丽的女郎。

３０５卢 欣 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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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欣妲双目神采飞扬，

她嫣然一笑焕发容光，

她步履轻盈风度优雅，

舞姿潇洒仪态万方。

她从他身边飘过，

他没有退向一旁，

她那炽热的目光顿时黯淡，

红润的面颊变得苍白凄怆。

她想往人群里躲闪，

避开这个陌生人的目光，

可是他发出一声冷笑，

像一股神力使她发僵。

他投来凛冽的目光，

他面色阴沉逼近她的身旁，

宾客们此时呆若木鸡，

满腹疑云默默相望。

卢欣妲突然感到窒息，

仿佛被诸神扼住咽喉，

心灵的重压难以承受，

她紧紧靠在侍女肩头。

４０５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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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你早先对我指天起誓，

如今却这样无情无义，

你今天当了别人的新娘，

卢欣妲，你是如此虚情假意！”

大家想拦住这位来客，

不让他在喜筵上如此喧嚷，

他却把众人推到一旁，

他的话如惊雷响彻厅堂：

“谁也休想拦阻我！”

他那忧郁的眼睛闪着怒火，

众人不得不听他吩咐，

倾听他把哀怨诉说。

“我绝不愿伤害这位女郎，

请不要为她的安全感到恐慌，

只是她应该使这出戏圆满结束，

为此我甘愿同她一起登场。

你很快就可以继续翩翩起舞，

在喜庆的气氛中心花怒放，

你马上就可以将我摆脱，

去紧紧拥抱你的新郎。

５０５卢 欣 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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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也要庆祝婚礼，

这婚礼将显得壮丽辉煌，

我安排的盛典别具一格，

我要把匕首和黑夜当作新娘。

请让我再看一眼你的身影，

吮吸那烈火一般的激情；

好！我已经看见你的眼睛，

现在你就要看见我鲜血淋淋。

他早已拔出匕首，

迅猛地刺穿胸膛，

鲜血不断地喷涌流淌，

眼前已经是黑夜茫茫。

扑通一声他栽倒在地，

周身上下瘫软如泥，

死神抱着这盛装的躯体，

神灵也无法使他返回人世。

卢欣妲此时瑟瑟发抖，

迅速拿起地上的匕首，

她猛然将霜刃刺向身躯，

殷红的鲜血顿时喷出胸口。

６０５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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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漓的鲜血使侍女心惊，

但她迅速地恢复了镇静，

她抓住了刀柄，夺走匕首，

只见那锋刃寒光荧荧。

卢欣妲心中万分悲伤，

一头倒在那具尸体上，

亲吻他那流血的心口，

让自己的血注入他的胸膛。

她那苗条轻盈的身躯，

穿着洁白如雪的衣裙，

那如泉喷溅的热血，

使衣裙染上鲜红的血印。

她依偎着这位忠实的男子，

久久停留在他的身旁，

可惜渴望不能使死者复生，

否则他就会重新回到世上。

她从意中人身边站起，

她面色苍白、鲜血淋漓，

宾客们嘟哝着迅速散开，

人人都感到胆寒心悸。

７０５卢 欣 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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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像一个女神进行自我判决，

毅然决定走向死亡，

她的目光凛若冰霜，

逼视与她联姻的新郎。

她那苍白的嘴角漾起笑意，

这微笑含着讥讽与悲凉，

随着一声深沉痛苦的惊喊，

她陷入了可怕的癫狂。

围观的宾客四下散开，

纷纷逃奔神色仓皇，

管弦铙钹已悄然无声，

大厅里一片空寂凄凉。

歌手的爱情

致燕妮

    只要歌手没有被恶浪卷向远方，

只要他没有停止呼吸倒地身亡，

他就必定永远怀着爱情，

这爱情炽热忠贞，地久天长。

８０５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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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内心的深处，

他紧紧拥抱过的一切，

当年充满他心房的一切，

都将永远在他心头燃烧。

他到处将它寻觅，

用各种模子把它铸造，

他在幽深的梦境里探求，

又在高远的碧空中寻找。

只有他能使它保持纯洁，

只有他能给它缀上天国的珍宝，

因为他胸中的神奇力量

足以抵挡尘世的惊涛。

一个恶魔鞭打他走过人生旅程，

他没有平静，不得安宁，

他注定永远得不到幸福，

因为渴望始终充满他的心灵；

这样他就可以永远如火燃烧，

让真情深藏，把青春永葆，

不管尘世如何扰攘喧嚣，

他永不熄灭心中的火苗。

９０５歌手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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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了一次不同寻常的交换，

是神明让他作出大胆的决断：

他放弃人生的一切享受，

换来这悲欢交集的审美境界。

因为美是一种渴望，

美是一束摇曳的柔光，

必须把它紧贴在心上，

然后让它在长空回翔。

只有怀着神圣的感情，

美才会从空中徐徐降临，

它点燃心灵深处的火焰，

使柔弱的肢体得到温馨。

只有这火焰可以将美挽留，

给它增添力量注入暖流，

它也会离开人的怀抱，

只要你三心二意别有所求。

所以在这茫茫尘世，

处处都有永恒的渴望和悲哀，

拼搏奋争造就了诗人，

他的艺术反映出博大胸怀。

０１５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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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爱才会使言语

充满心灵的温馨，

爱情从崇高境界吸取智慧，

把它融进烟波浩渺的图景。

如果女神倒下，

如果烈火燃尽，

和谐便消失得无踪无影，

美的形态就会破损凋零。

所以缪斯总是温暖着诗人的心灵，

让他保持神圣的感情，

直到诗人起伏的胸膛

停止呼吸归于平静。

所以，燕妮，哪怕你身居九重云天，

我也会对你怀着深情一片，

即使你永远不属于我，

我也会苦苦地把你思念。

所以，假如有别人把你拥抱，

假如你那忐忑不安的胸膛

渐渐地向他的胸膛贴近，

那时请不要把你的歌手遗忘。

１１５歌手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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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想到他正在漂泊流浪，

他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希望，

燕妮，他只对你一人深情向往，

他的歌只为你一人吟唱。

他郁郁寡欢无限惆怅，

他苦受煎熬日思夜想，

他享受到的那一点幸福，

只会使他更深地陷入痛苦的海洋。

一旦我在喜庆的典礼上，

看见你成了一位男子的新娘，

我的琴弦还会再一次鸣响，

我会用热情的歌喉为你高唱。

一旦这支歌使你眼睛明亮，

我心头便涌起无限悲怆，

七弦琴就会摔成碎块，

歌手就会痛断肝肠。

２１５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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犟姑娘的婚礼之歌

叙事诗

    她满头鬈发乌黑油油，

她走出苇丛思绪悠悠：

“那历来属于我的一切，

从今将不再归我所有。

我在这里听过涛声喧唱，

听过瀑布在悬崖轰然作响，

我啜饮过这里的清泉，

那淙淙的水声使我心灵震荡。

在这山丘的小路上

我曾见到奔跑的羚羊，

猎人的箭射中它的身躯，

它奄奄一息倒在路旁。

我曾在这里栽种橡树，

让它生根抽条茁壮成长，

如今它枝繁叶茂高高挺立，

不再惧怕雷霆的轰响。

３１５犟姑娘的婚礼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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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嫩叶和苔藓，

这里也有柔软的枝条，

我用它们编成美丽的花环，

这双手显得多么灵巧。

我怀着虔诚的心，

把花环献给天上的精灵，

它们是那样美丽、矫健，

它们的四周洋溢着清芬。

虽然有恶魔蛰伏于一旁，

虽然它们震怒而又惊惶，

我却顶着疾风在这里漫步，

听凭惊雷在头顶轰响。

我曾高卧在美丽的山岗，

周遭沐浴着灿烂的阳光，

我也曾凝视茫茫的夜色，

心中怀着无声的渴望。

我常常冒险步入深谷，

去寻找地下的宝藏，

据说有许多奇珍异宝，

沉睡在一个隐秘的地方。

４１５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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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要失去这一切，

我将要离开这熟悉的故乡，

那美丽的花环已经破碎，

青春也消逝于过去的时光。”

她周身颤抖跪倒在地，

翻滚的心潮在胸中激荡，

这倔犟的棕色皮肤的新娘，

默默地用手捶击胸膛。

一座座坟墓、一道道山梁，

环绕着这位倔犟的姑娘，

她躺着一动不动，

愁云笼罩着她的面庞。

她身材苗条，

她秀发长长；

这时走来一位老妇，

只听她口中不住地嘟囔。

老妇满脸皱纹，

显出苍老的模样，

那皱纹恰似无数波浪，

让人看出她那冷酷的心肠。

５１５犟姑娘的婚礼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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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妇满脸阴沉，

如同夜色昏茫，

目光没有一丝儿温情，

看上去冷若冰霜。

老妇身躯粗壮，

就像耸立的山石一样，

她把玻璃项链戴在脖子上，

她那玻璃耳环闪闪发光。

“你为何匆匆离开厅堂，

看你这孩子多么倔犟，

快跟我去参加结婚典礼，

那儿摆放着许多嫁妆。

我要用戒指和钻石，

把你打扮得无比漂亮，

把珊瑚挂在你的胸口，

你将成为最美的新娘。

我已用林中嫩叶

为你缝制了衣裳，

衣裳上香气缭绕，

洋溢着馥郁的芬芳。

６１５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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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邻居们已送来礼品，

色彩缤纷满目琳琅，

欢乐的歌声正在响起，

宾客盈门喜气洋洋。”

姑娘一听惊恐万状，

向母亲投来畏惧的目光，

她的心儿受到刺伤，

她那悲凉的话语像挽歌一样：

“难道我们那个茅舍

容纳不下全家亲人？

我是如此依恋你们，

你们却要把我撵出家门。

你们要我委身于那个男人，

做他的女奴了此一生，

要我对那个粗汉百依百顺，

一辈子为他作出牺牲！

鹿儿还可以自由奔跑，

穿过树丛越过山坳，

鸟儿还可以自由飞翔，

迎接天上的霞光万道。

７１５犟姑娘的婚礼之歌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溪水还可以自由流淌，

从高山流向平坦的地方，

它泛起涟漪激起浪花，

一路欢歌多么舒畅。

我却要当那粗汉的奴婢，

永远被锁在铁链上，

没有哪个天神会发慈悲，

把我救出这重重罗网。

我们捕杀野兽，

野兽也会挣扎吼叫，

我们驯服烈马，

烈马也会在鞍下腾跃。

我们砍伐树木，

树木砰然而倒，

它也会发出震耳的响声，

宛如幽灵的惊叫。

据你们说，

我生性善良，

素来洁身自好，

如今却落得一个充当女奴的下场！

８１５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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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奉献我的一切：

这比葡萄枝蔓还纤弱的

纯洁无瑕的身躯，

这丰润饱满的胸膛。

我的一切将属于他，

包括生命的每一丝气息，

我必须俯首听命，

就像充当祭品的羔羊。

我失去了我所喜欢的一切，

丢掉了我所钟爱的一切，

你们只当我已死去，

我只为那个无情男子苟活在世上。

啊！让我向海湾逃亡，

同猛兽一起度过时光，

让我奔向悬崖和沟壑，

躲进那令人生畏的地方！

我喜欢那样的栖身之处，

珍视那宁静的地方，

而新婚之床将成为我的墓穴，

婚礼树就像墓碑一样。”

９１５犟姑娘的婚礼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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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亲那阴沉的脸上，

闪出一线柔和的阳光，

她在追忆逝去的年华，

心中仿佛涌起闪光的波浪。

“黄昏时分你可以听到，

你的丈夫是多么英勇顽强，

高山和深谷无法将他阻挡，

敌人终于成了他手下败将。

日后你可以把你的儿女

温存地贴近自己的胸膛，

你可以紧紧地把他们搂抱，

亲热地躺在他们身旁。”

“呵！他驰骋疆场、战绩辉煌，

绝不可能使我感到欢畅，

他只会给我带来不幸，

越来越变得趾高气扬。

他会挥舞皮鞭，

抽打我怀抱的婴儿，

他用棍棒将我猛击，

我还得强作笑颜。”

０２５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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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冷酷的老妇，

心头猛然一惊，

神色顿时阴沉，

面孔绷得紧紧。

“你是不是自以为比别人俊秀，

自以为比所有女人胜过一筹？

我们早先有过的厄运，

如今你同样也得承受！！

你若还要执意违抗，

我就把你拖回厅堂，

用手揪住你的头发

把你强行送入洞房。”

“好吧！我愿嫁给那个男人，

跟随着他跳进火坑！”

姑娘说罢浑身颤抖，

心如刀绞痛不欲生。

她五脏俱焚倒在地上，

她声泪俱下无比悲伤，

然后她又迅速站起，

走向那张灯结彩的地方。

１２５犟姑娘的婚礼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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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耸立郁郁苍苍，

太阳放出万道金光，

苍天不识人间哀怨，

万物依旧灿烂辉煌。

蓓蕾绽开，鲜花怒放，

天空没有降下暴雨寒霜，

但一个灵魂已被死神夺走，

一颗心灵已经悄然死亡。

惜别的晚上

致燕妮

一

    种种景色掠过我们面前，

它们那么美好而又多变，

一会儿在我们眼前消逝，

一会儿又耀眼地重新出现。

我们永远不愿匆匆离开

这个充满自由的神圣地方，

２２５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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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轻声细语互诉衷肠，

然后便沉浸于爱情的海洋。

天空的星光熠熠闪耀，

我们却一点也没看到，

因为我们心中的永恒火苗

比星光更加瑰丽美妙。

四周的墙垣和楼台，

渐渐退隐不复存在，

因为我们的目光深邃明澈，

早已飞越这一切障碍。

你的圣洁形象

使我心摇目荡，

你的无穷魅力

使我堕入情网。

我们倾吐心曲语声悄悄，

别人无法体会个中奥妙，

这声音冲出心灵的闸门，

它原是胸中涌动的春潮。

可是它永远表达不尽

我们深深怀着的激情，

３２５惜 别 的 晚 上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这崇高的感情如同泉水，

源源不绝地涌出心灵。

我们的手紧紧相握，

这沉默胜过万语千言，

你眼波流盼情意绵绵，

这目光使你无比娇艳。

二

    别人可以自得其乐，

独自怀着愉悦的心情，

我们却只能用爱情的誓言，

不断地抚慰双方的心灵。

你悄悄地走到我的面前，

把一缕秀发送到我手边，

这一根根棕色的鬈发，

已被你编成精巧的圆圈。

你用它寄托火热的真情，

同时还附上自己的芳名，

这芳名饱含着爱的音韵，

就像悠扬的天籁一样动听。

４２５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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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天使才配用这个芳名，

它圆润柔和犹如乐音，

这名字使我听见了神的宣召，

我于是感受到天国的光明。

这编成圆环的棕色鬈发，

羞怯地掩盖着你的芳名，

这名字的内涵比书本丰富，

它像恋歌一样含有无限柔情。

我还从未在一页纸上

读过如此丰富的内容，

这页纸仿佛显出神功，

使我的心重新有力地跳动。

我曾沉浸于书籍的海洋，

但徒劳无功空怀希望，

心中的痛苦依然如故，

精神上还是空虚迷茫。

如今我找到了一部佳作，

这本书具有神奇的力量，

燕妮，这佳作就是你的名字，

它足以治愈我的创伤。

５２５惜 别 的 晚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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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每当我醒来看见晨光，

便把嘴唇紧贴在你的鬈发上，

每当我在黑夜情思萦怀，

便把你的鬈发贴近胸膛。

它在我宁静的心中，

唤起了甜蜜的梦，

它把我带到遥远的地方，

带到神灵赐予你的那片碧空。

每当歌声停止回响，

每当心中空虚惆怅，

我就满怀爱恋地握住它，

琴声便会重新在我胸中荡漾。

这时精灵们轻轻跳跃，

围着我跳起爱的舞蹈，

教我吟唱新的曲调，

让花环上的奇葩更加妖娆。

如果这歌声永远回响，

我就会永远激情满腔，

６２５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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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走向那熊熊的火焰，

让心灵和歌词熔合在胸膛。

歌声里回响着你的呼唤，

歌声里飘溢着你的气息，

你使这歌声悠然响起，

又让它周而复始永不沉寂。

我往昔的大胆追求与渴望，

目标是那样朦胧迷茫，

我心中缺少精神支柱，

只是迷恋遥远的地方。

如今你给了我精神支柱，

如今我不会迷失方向，

从此我开始了美好的人生，

你就是照耀我人生的太阳。

四

    我曾经送给你一束鲜花，

我多么羡慕它们的好运，

因为花儿紧贴在你的胸前，

幸福地感受到你的温馨。

７２５惜 别 的 晚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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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衬托女神的倩影，

与你的丰姿交相辉映，

它们的色彩如烘云托月，

显现出你的风貌神韵。

它们可以凋谢在你的身旁，

向你发出醉人的芬芳，

啊！但愿我也能如此幸福地枯萎，

临终时依偎着你的臂膀。

可是啊！也许你已把花朵撕碎，

冷淡地把它们丢弃在一旁，

也许我已从你心头消失，

就像那被抛弃的花朵一样。

这样一切都化为乌有，

到头来只是美梦一场，

你从此不再把我怀想，

你的爱情已经名存实亡。

也许你只有片刻的热心，

也许你只有瞬息的激情，

你不想同我终身相伴，

你心中向往着更高的佳境。

８２５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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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不愿彻底打破

我这大胆的青春幻想，

你那柔声细语未能使我醒悟，

我这热情之火却点燃了你的心房。

如果我怀着对你的痴情，

离别了你而奔向远方，

我的形象便会在你心中湮灭，

我们的纽带也就断裂消亡。

五

    时钟敲过十二下，

我和你难舍难分，

我亲吻你的棕色秀发，

让你贴近我的胸膛。

在这神圣的地方，

精灵在起舞歌唱，

不管夜晚多么黑暗，

这里都有灿烂阳光。

你转身向我凝望，

目光中情意深长，

９２５惜 别 的 晚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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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无比喜悦，

看着你光彩照人的脸庞。

你是那样热情奔放，

那样温存，那样端庄，

爱情和痛苦融为一体，

铸成你这美丽纯洁的形象。

这时夜幕骤然隐退，

我的眼前一片辉煌，

我惊讶不已怦然心动，

我看见了世上最美的诗章。

我也曾见过这些诗章，

心中也曾有情感激荡，

但它们蒙着一层云翳，

令人感到恍惚迷茫。

现在我可以捧读这些诗章，

我的耐心获得了报偿，

从前那些迷离的幻影，

如今成了现实的景象。

我看见了那永恒的美，

看见了魅力无穷的形象，

０３５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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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谱写出悠扬的乐曲，

我创造出人间的天堂。

六

    我的思想并不空虚无聊，

我把崇高感情当作探求的目标，

我决心获得这种感情，

我想看它怎样涌动、燃烧。

我漫步在思想的王国，

我遨游于朦胧的幻境，

我迎着和风、戴月披星，

到处追寻那崇高的感情。

然而这一切努力都属徒然，

我心头的热望未能实现，

因为只要热血没有奔流，

就不会出现崇高的情感。

现在我看见了它那明亮的光芒，

我仔细倾听它发出的音响，

那审美的快乐和悲伤，

在我的心中交融激荡。

１３５惜 别 的 晚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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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拥抱你，和你一起回翔，

我要使自己的瑰宝安然无恙，

我用胳膊把你搂住，

让你紧贴我灼热的心房。

我愿和你一起奔跑，

一直奔向天涯海角，

天边一片虚无缥缈，

神灵迎接我们来到。

可是啊！我们来到你的寓所，

这里是禁锢你的樊笼，

热恋的火焰刚刚腾起，

眼前的离别又使人忧心忡忡。

我紧握你的纤纤素手，

我再次把你贴近胸膛，

寓所的小门砰然关上，

霎时间我们又天各一方。

２３５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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凄惨的女郎

叙事诗

一

    她亭亭玉立身穿盛装，

紫色的衣裙闪闪发亮，

她用一条轻柔的缎带

束在柔美纤细的腰上。

她戴着一个玫瑰花环，

满头秀发像翻卷的波浪，

红色的玫瑰如火如血，

白色的玫瑰如雪如霜。

可是玫瑰虽然鲜艳，

却没有使她焕发容光，

她慢慢屈膝倒下，

像猎物中箭受伤。

身上的珠玉璀璨辉煌，

但是她满脸苍白神色惊惶，

３３５凄 惨 的 女 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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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离开面颊，

涌入她的心房。

“我又得外出奔忙，

强装出欢乐的模样，

我迈着轻盈的步履，

却将悲痛在心底深藏！

我虽然身穿艳服，

内心却寂寞凄凉！

我这心潮起伏的胸膛，

怀着一种热切的希望。

是什么在我心头燃烧？

我自己也无法说明，

只有苍天知道真情，

世上没有谁能说清。

我不能向别人倾诉衷肠，

人们只会把我嘲弄一场，

我内心深藏的苦衷，

有谁能够关怀体谅？

啊！我多想振翅翱翔，

飞向那高高的重霄之上，

４３５ 爱之书 第一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可是我只能置身于茫茫尘世，

任凭风浪将我卷向远方。

我多么愿意死去，

沉没于苦海汪洋，

然后再升入天堂，

去看看那无比瑰丽的地方！”

她抬起眼睛泪水汪汪，

向明亮的天空久久仰望，

她发出无言的长叹，

默诉心头的热望。

然后她悄然躺下，

轻声地祝祷上苍，

她刚进入朦胧的梦乡，

天使便降临在她的身旁。

二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

女郎渐渐憔悴消瘦，

她沉默寡言眉头紧锁，

她饮恨吞声满腔忧愁。

５３５凄 惨 的 女 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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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抑制内心的悲痛，

她想遏止巨大的激情，

但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

她的心始终不能平静。

有一天她又躺在床上，

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悲伤，

命运的打击如此沉重，

看来她已经濒临死亡。

女郎圆睁一双秀目，

目光呆滞而又迷茫，

看来她已神志不清，

语无伦次神态反常。

一股抑制不住的血流，

涌出了她的眼眶，

她的痛苦似乎顿时消失，

眼前出现了心灵之光：

“我看见天门已经敞开，

心里觉得无比欢快，

我的希望就要实现，

我将升向星空，飞到九霄云外。”

６３５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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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那苍白的双唇不住颤动，

心弦的奏鸣已经告终，

温柔的灵魂飘然而去，

飞向她归宿的茫茫太空。

她的心早就向往上苍，

那里仿佛有神奇的力量，

她觉得人生过于冷寂，

她觉得尘世过于凄凉。

终  曲（十四行诗）

致燕妮

一

    请你收下这些诗笺，

我怀着真情把它们奉献，

诗中回荡着铿锵激越的琴声，

诗中映射出自由的心灵火焰。

啊！如果这些诗篇引起的回音

在你心中激起无穷的思念，

如果你的热血更快地涌起，

涌向你那圣洁的心田——

７３５终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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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从你胜利行进的远方，

就会传来你心灵的回响，

我就会更勇敢地驰骋疆场，

我的诗就会更加自由豪放，

我的歌声就会更加高亢激昂，

我的琴弦就会如泣如诉，倾吐衷肠。

二

    我不需要尘世的虚荣，

它处处侵入人们心中，

一旦它把人们的心弦震动，

人人都甘愿俯首将它赞颂。

我爱你神采焕发目光炯炯，

我爱你心头炽热烈火熊熊，

你在我的歌声中热泪奔涌，

这一切都胜过尘世的虚荣。

我愿随着竖琴的低沉音响，

让自己的灵魂最终飞向上苍，

只要临死前感到自己是杰出歌手，

只要能用快乐和忧伤感化你的心肠，

我就算达到了最崇高的目标，

我就算赢得了最美好的奖赏。

８３５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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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啊！这些诗笺会插翅飞翔，

它们会飘落到你的身旁，

而我却满怀郁悒惆怅，

心头萦绕着离愁和幻想。

我竭力发挥大胆的想象，

但到头来总归是美梦一场。

我不会赢得最崇高的情感，

不久就会陷入无限的悲伤。

如果我怀着热切的希望，

从远处回到我心爱的地方，

见到你的丈夫拥抱你圣洁的身躯，

骄傲地把你贴近他的胸膛，

我便像受到雷电轰击，

心头涌起绝望和迷惘。

四

    请原谅我大胆地倾诉衷肠，

请原谅我直陈心中的热望，

歌手已唱得唇焦舌敝，

爱情的火焰正燃烧在胸膛。

９３５终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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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我能同自身分离，

在绝望中默默地走向死亡？

难道要我嘲讽地自称歌手，

而不去爱你——我心中的女郎！

我心中的幻想确实过于虚妄，

我对你的崇高形象只能仰望，

但是啊！我只愿你流下含情的泪水，

只望你听一听我的歌唱，

只要你赋予它神韵和异彩，

我就甘愿让歌声消失于死寂的远方。

卡尔·马克思

０４５ 爱之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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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身 符

    物换星移，

年年岁岁无穷尽，

时光如水，

夜夜奔流永不停。

我登高远望，

微笑看沧桑，

不管是风和日丽，

还是有雷霆震荡。

因为现在我找到了

一张护身符，

它为我医治创伤，

它使我心雄胆壮。

我要将它赞美，

我要为它歌唱，

它能使一切讥讽化为灰烬，

它产生爱情与心灵的音响，

它是永不枯竭的源头，

时时激起奋进的力量。

７４５护 身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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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液

    你手上的蜂蜜闪闪发光，

我吻你的手，把蜜汁品尝，

顿时许多恶魔蠢蠢欲动，

想使我的灵魂离开心房。

啊！这甜蜜的毒液不断扩散，

很快就充满我的胸腔，

平素我的眼睛多么明亮，

此时却饱含忧郁，黯淡无光。

你这妩媚迷人的魔女，

既然将毒液给我品尝，

何不占据我的全部身心，

让我忘情地扑向你的胸膛。

只有这样你才能治愈

你那甜蜜毒液造成的创伤，

不过你切不可迟疑延宕，

因为这毒液正使我走向死亡。

８４５ 爱之书 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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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座 之 歌

    在高高的台座上，

立着守护神的雕像，

他送来智慧和祝福，

他张开温柔的翅膀。

他的脸庞焕发光辉，

他的胳膊十分强劲，

眼睛似乎含着微笑，

仿佛感到生活的温馨。

每当我独坐案前，

他便与我作伴，

从高高的台座上

温存地向我俯瞰。

于是我的诗思如泉流淌，

诗中充满了青春的力量，

不过他从不赋予我灵感，

我知道，是谁使我诗情激荡。

那是另外一个天使，

９４５神 座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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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我心中发出光芒，

她只是借用我的诗行，

来描绘自己的光辉形象。

她在那十分遥远的地方，

却又总是出现在我的心上，

即使她始终近在咫尺，

我也永远无法将她留在身旁。

致星星之歌

    你们围起圈儿翩翩起舞，

闪闪烁烁放射光芒，

你们那冉冉升起的影像，

无边无垠绵延四方。

最美丽的灵魂在这里闪现，

最坦诚的心儿在这里激荡，

心儿像一颗金色的宝石，

四周镶着巨大的哀伤。

人们抬眼向你们凝望，

以为你们具有神秘的力量，

想从你们那儿汲取希望，

０５５ 爱之书 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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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永不枯竭的思想。

可是啊！你们只是永远

在宁静的天空闪耀，

而诸神却永远不会

把热情注入你们的怀抱。

你们只不过虚有其表，

看上去如同烈火燃烧，

其实你们并没有灵魂，

没有热忱慈爱的春晖在心头照耀。

你们在天空发出嘲笑，

讥诮人们的事业、追求和忧伤；

你们让人们的希望破灭，

让火热的胸膛充满悲凉。

我们必将在痛苦中渐渐衰老，

我们终将在绝望中走向坟场，

然而天上和地下万物依旧，

此情此景令人感伤。

即使我们粉身碎骨，

即使我们遭到灭顶之灾，

也没有一棵树会因此而断裂，

１５５致 星 星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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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颗星星会陨落下来。

如果你们也有人的情感，

你们早就葬身于蓝色的海洋，

你们就不再熠熠生辉，

不会放出如火的光芒。

你们就会默默地道出真情，

而不会用虚假的辉煌来伪装，

天空就不会澄澈明朗，

四周必将是夜色茫茫。

两 颗 星

谜 语

    在那遥远的天际，

有两颗金光闪闪的明星，

它们永远彼此规避，

但又总是互相亲近。

它们伸出闪光的翅膀，

好等待将来同声共鸣，

２５５ 爱之书 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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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它们就要携手，

它们却各自把手抽回。

燕妮，你能否说出星星的名字？

我愿意向你讲明实情，

这并不是指我们俩人，

因为我和你永远难分。

越过广袤浩瀚的空间，

不顾世间的纷争和怨愤，

我的爱流进你的心灵，

带着我的思念和苦涩之情。

我 的 世 界

    大千世界不能慰藉我的愁思，

就是神仙的魔力也无济于事，

我的精神比他们更加崇高，

它在我胸中激荡犹如风暴。

即使我获得全部星星的热量，

３５５我 的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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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吸收整个太阳的光芒，

我也不会觉得我的奋斗得到报偿，

我也不会感到满足了心中的愿望。

啊！在无止境的争斗中，

仿佛远方有符箓一道，

用魔力把我驱入茫茫迷雾，

使我永远无法接近目标。

只有无声的岩石和废墟，

把我的万千愁绪环抱，

我的全部希望在这里燃烧，

化作霞光把天空映照。

世间的天地实在狭小，

拥挤的人们躲不开纷扰，

我的梦想只能在这里实现，

我的希望摆脱不了尘世的喧嚣。

燕妮！你会向我询问：

这些话有什么深奥的含义？

啊！那我就向你作出解释，

只是我的辛劳恐怕白费力气。

你的眼睛比蓝天还要深邃，

４５５ 爱之书 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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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目光比太阳还要明亮，

只要你看看自己热情的双眼，

你就会找到谜底、豁然开朗。

只要你大胆享受甜美的生活，

只要你意志坚定不再彷徨，

你定会自己找到谜底，

你会发现天国就在远方。

啊！只要你嘴唇吐出一丝气息，

只要你说出一句话暖我心房，

我顿时就会欣喜若狂，

如同被卷进欢腾的巨浪！

啊！你的话使我情绪激昂，

你的话在我心底回响，

它就像法师放出的电光，

猛烈地击中了魑魅魍魉。

然而，言语的力量毕竟有限，

言语的音响转瞬就会消亡，

只有你的形象永不磨灭，

只有宇宙和精神的渴望地久天长。

５５５我 的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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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上打钟人之歌

    雷鸣电闪，雨骤风狂，

钟楼啊钟楼，

你在颤抖，你在摇晃；

四野昏黑、一片迷茫，

大风呼啸而过，

卷起尘土飞扬，

这漫天的尘埃夹着冰雹，

笼罩着楼顶和围墙。

啊！一座座房屋正在震颤，

人们的心中无比惊惶，

他们凝神向外张望，

不禁流下热泪两行；

只见那一片飞砂走石，

正随着狂风自由回翔，

风沙发出低沉的声响，

无休无止地传向远方。

眼前这排山倒海的力量，

过去被束缚在金色的天堂，

在那漫长的悠悠岁月，

６５５ 爱之书 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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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一直被钳制在杳渺的穹苍；

现在这股巨大的力量

已把天堂的锁链一扫而光，

它一旦从沉睡中惊醒，

就一定要自由自在地翱翔。

它呼啸而过锐不可挡，

它震天动地倒海翻江，

它经过任何一个地方，

都将摧毁一切，

造成可怕的破败景象；

人们放眼四望，

只见处处是断壁残墙，

劫后余灰闪烁着幽光。

这巨大的力量

迅猛向前不可阻挡，

它赢得的胜利如此辉煌；

隐秘的神威，

黑夜的女儿，

她们紧密团结，情意深长，

她们借着闪电的强光，

造就了这股巨大的力量。

黑夜的女儿心灵在闪闪发亮，

７５５钟楼上打钟人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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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灵魂充满了力量，

她们的心灵之光聚在一起，

汇成了一片炽烈的闪电光芒；

这闪电光华灿烂夺目，

把大千世界照得通明透亮，

它放射出自己的全部光彩，

然后便从天上骤然下降。

它不断坠落，闪着微光，

它要使自己的灵魂走向灭亡，

灵魂便迅速遁向远方；

它渐渐变暗，失去光芒，

它在毁灭自身的力量；

它也在毁灭四周的一切，

那一切本来是那样灿烂辉煌，

上帝创造它们，是出于对美的渴望。

心灵的遭遇也是这样，

一颗颗心灵本来在齐声歌唱，

歌声充满一片挚爱，

带着尘世的神圣愿望飘到天上；

这时整个心灵都感到舒畅，

四周仿佛有珠玉熠熠放光，

但转瞬间心灵便遭到挫伤，

只剩下怨恨充满胸膛。

８５５ 爱之书 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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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  光

    我疲惫不堪，

昏昏沉沉倒在床上，

神思迷离恍惚，

心中悲痛哀伤；

我对着小小的灯盏，

发出低沉的声音：

“你看，我已经如此憔悴，

请让我这可怜的灵魂得到安宁！”

说罢轻叹一口气，

我很快吹灭油灯，

火焰化作一股轻烟，

在漆黑的房间袅袅上升。

啊！我忌妒灯焰的一生，

它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它的死给别人以生命，

它在梦的王国喷薄飞腾。

倘若你愿用轻柔的气息，

９５５灯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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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灭我心头的火焰，

我也可以化为轻烟，

飘向那神圣的梦境！

那里没有黑暗笼罩，

那里洒满你的阳光，

那里的天宇浩瀚而又温馨，

就像你的眼睛那样明亮。

啊！我愿在那里永远沉入梦想，

你本身仿佛就是那个梦乡，

那嵌在天空的粒粒珍珠，

到时候会镶在我的身上。

我会豪情满腔，

我会心潮激荡，

我将在激烈的搏斗中

尽快实现最美的理想。

感  触

    一旦心中涌起了激情，

我就再也不能从容镇定，

我永远不能闲适恬静，

０６５ 爱之书 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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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不停地奋勇前进。

别人可以心满意足，

可以雀跃欢欣，

可以频频额手称庆，

可以感谢天恩降临。

而我心中却激荡着永恒的渴望，

永恒的心潮，永恒的热情，

我无法强迫自己顺应流俗，

也不愿碌碌无为听天由命。

我要拥抱万里长空，

我要把世界融汇于心胸，

我愿在挚爱和仇恨之中，

让生命之泉不断喷涌。

我想获得一切，

获得神的种种恩宠，

我要勇敢地获取知识，

掌握艺术和歌咏；

这万千星球我要亲手破坏，

因为它们不是由我创造出来，

因为它们不听我的呼唤，

１６５感   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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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受魔力驱使旋转于天外。

啊！这些死气沉沉的星球

对我们的业绩冷嘲热讽，

即使我们的事业毁于一旦，

它们也照样运转无动于衷。

然而我不想换取它们的命运，

不想与时俯仰随波逐流，

不想在虚无缥缈中永远飘荡，

不想用堂皇的外表掩盖无尽的哀愁。

因为所有的墙垣和殿堂，

都会在时光飞逝中倾圮，

它们一旦化为废墟，

一个新世界便会崛起。

年年岁岁如此变动，

从涓滴尘埃到茫茫苍穹，

从婴儿摇篮到死者荒冢，

浮沉荣枯，往复无穷。

魂灵就这样在深处飘忽，

直到它们精疲力尽，

它们将毁灭自己的主人，

２６５ 爱之书 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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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那样冷酷无情。

所以让我们赶快踏上

神灵给我们规定的旅程，

让我们使用命运的天平，

来分担痛苦，分享欢欣。

我们要勇往直前、摧枯拉朽，

我们将永不懈怠，永不停留；

绝不要畏首畏尾噤若寒蝉，

绝不要庸庸碌碌无所追求。

切莫在空想中虚掷时光，

切莫在枷锁中犹豫彷徨，

只要胸怀抱负和渴望，

我们就可以将事业开创。

静 夜 思

    灯儿悄悄闪亮，

向我投来柔光，

好似与我同声哀叹，

仿佛了解我的忧伤。

３６５静 夜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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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常见我形影相吊，

独自沉入幽思遐想，

我一旦张开想象的翅膀，

心中便浮现出种种形象。

灯儿似乎自己明白，

它的灯火朦胧昏黄，

同我胸中的烈焰相比，

它显得如此暗淡无光。

可是这胸中的烈焰

现在却变得静谧安详，

它只发出微弱的光芒，

这光芒来自你心底的海洋。

抱  怨

    在内心的痛苦煎熬中

我不得不枉自争斗，

我大胆地挣脱羁绊，

把你热情地呼唤。

但你的眼睛未传来

那怕是瞬息的秋波，

４６５ 爱之书 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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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嘴唇缄默不语，

我的激情却在继续燃烧。

直至它化为灰烬消散，

留下一片惆怅，

直至昔日情爱甚笃的心灵，

留下累累创伤。

我心中的种种渴望

徒然向高处飞翔，

它们要在广漠的苍穹

终止自己的历程。

我徒然想从天上

吸取火焰和光芒；

而你却移开目光，

这使我黯然神伤。

我 的 追 求

    人们写下了许多书稿，

内容神秘而又深奥，

讲述那无法安眠的夜晚，

生命是怎样降临尘寰。

５６５我 的 追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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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稿如同一束束火光，

把宇宙的奥秘照亮，

描述满天星斗如何运转，

讲解生命之音怎样奏响。

我不想研读这些文章，

宁肯将它们弃置一旁，

我不愿在书中流连徜徉，

不管星星如何运行放光。

我只想听到只言片语，

斩钉截铁字字铿锵，

这话语一旦由你说出，

我心中就会豁然开朗。

也许你会拒绝这个要求，

其实这话语内涵丰富胜过宇宙，

这话语好似悦耳的音乐，

载着美丽精灵四处遨游。

整个美丽的世界

都笼罩在这心灵的鸣响里，

它像天体奏出的和声，

蕴含着无限的情意。

６６５ 爱之书 第二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你不愿让我聆听这种声音，

不愿赐予我这件礼品，

而我却怀着一片真情，

愿向你奉献整个心灵！

幽  灵

叙事诗

    在高高的山坡上，

屹立着一座古堡，

它饱经岁月的风霜，

如今在阳光下闪耀。

它宁静而又孤寂，

俯视山中的景象，

它不懂世态变迁，

也不识人间沧桑。

古堡里住着一位老人，

一头长发银光闪耀，

他沿着永恒的轨道，

生活平静而又奇妙。

７６５幽   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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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破烂的古旧抄本，

一卷卷铺陈在他的面前，

他不顾窗外惊雷轰鸣震撼，

也不管凄风苦雨声声呜咽。

他埋头苦读经典文章，

他痴迷地沉入梦幻之乡，

他在书中寻找幸福，

寻找更加美好的理想。

羊皮纸古书如火焰闪亮，

散发出热量和光芒，

可是老人无法猜透，

这光与热来自何方。

他久久地苦思冥想，

连细微末节也抓住不放，

他带着强烈的求知热望，

让神圣的信念充满胸膛。

书里分明写着，

万物是怎样创造出来，

是创造者的勇敢呼唤，

孕育了万物的胚胎。

８６５ 爱之书 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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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和天上的奥秘，

已经在书中细说分明，

是美妙的梦想和崇高的心灵，

使天地之间变得充盈。

每一颗心灵的渴望，

都在书中熠熠放光，

每章每节都生动活泼，

字字句句都灿烂辉煌。

可是这爬满青藤的房屋，

却缠绕着金色的锁链，

只有甜美的声音，

奇妙地飘出房檐。

仿佛有一道符箓，

使老人心醉神迷，

他目光灼灼如同火焰，

他内心激动充满情思。

他要弄清什么是欢乐，

他要冲破一道道樊篱，

他要豪迈地揭示人生奥秘，

他要欣喜地掌握崇高真理。

９６５幽   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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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刚刚用尽全力

把千年古堡炸开，

挣脱身上的锁链，

排除周围的障碍，

古堡便又砰然关上，

似乎要将他戏弄一场，

那倏然关闭发出的轰响，

宛如魔鬼的笑声在空中回荡。

他年复一年劳碌不停，

一次次徒然付出艰辛，

尽管面临着千难万险，

他仍然生气勃勃，充满激情。

他寂然枯坐，怀着渴望，

他形影孤单，心中凄凉，

他支着枯瘦的胳臂，

周身笼罩着神圣的魔光。

眼泪缓缓地流淌，

挂满苍白的脸庞；

这可怜的老人

无法实现胸中的愿望。

０７５ 爱之书 第二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梦

    我再一次陷入遐想，

然后便沉入

长夜的梦乡，

直到醒来看见晨光。

在静静的晚上，

我独自坐着沉思默想，

陶醉于自我幻觉，

把世间一切全都遗忘。

我在内心幽思冥想，

这思想纯真而绝不虚妄，

随后我便把眼睛合上，

平静地进入梦乡。

清晨，

我从梦神①怀抱中觉醒，

要从事一天的劳作，

心中充满战斗的激情。

１７５梦

① 指摩耳甫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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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想起

昨晚我心中显现的幻影，

它在夜间进入我的梦中，

进入那虚无缥缈的梦境。

这幻影在我梦中出现，

显出一种非凡的模样，

它的神态圣洁高贵，

周围有和风轻轻荡漾。

幻影里写得分明：

“我的名字就是爱情。”

“我的形象就是神明的模样，

只是被一层薄纱轻轻蒙上。”

我斗胆伸出颤抖的手，

揭开薄纱置于一旁，

一位女神迎面伫立，

她美艳绝伦神态端庄。

我一见到她的形象，

便情不自禁心驰神往，

我拜倒在她面前表达热望，

无法移开凝视的目光。

２７５ 爱之书 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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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向我投来温存的一瞥，

她显得那样圣洁、崇高而又俊俏，

我胸中激起澎湃的心潮，

我苦苦追求爱情的酬报。

我大胆表明心迹，

称她为我的女神，

可是，燕妮，你却听不见，

我怎样虔诚地对你立下爱的誓言！

海上船夫歌

    你们尽可戏耍，尽可喧闹，

尽可在我船边汹涌咆哮，

你们必须把船儿载向目标，

你们要顺从地为我效劳。

我飞快掠过水面，

像一支离弦之箭，

尽管船儿疾驶如飞，

我的心却留在岸边。

亲人们正在期盼，

３７５海 上 船 夫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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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勇士返回家园，

勇士久经风吹浪打，

总是平安驾船凯旋。

汹涌澎湃的碧波深处，

安息着我的小兄弟，

狂涛把他拽下海底，

如今正吞噬他的遗体。

那时我还十分幼小，

我的兄弟鲁莽地解缆起航，

他划动船桨劈开波浪，

不料撞上礁石船沉人亡。

于是对着汹涌的蓝色波涛，

我在心中立下誓言，

我要向你们报仇雪恨，

鞭打你们永不停歇。

我信守心中的誓言，

履行自己的承诺，

我狠狠把你们抽打，

永不停歇地把你们鞭挞。

尽管你们暴跳如雷，

４７５ 爱之书 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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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将船桨猛划狠击，

船儿行驶在波峰浪脊，

是那样平稳地向前飘移。

只要大海咆哮，

钟楼上钟声发出警报，

风暴猛烈呼啸，

大地狂风怒号，

我便迅即跳下卧床，

离开我那安全的住房，

抛下我那安乐的小窝，

迎着风雨扬帆起航。

我和风浪搏斗，

祈祷我主上帝保佑，

我扬起船帆，

航行时仰赖可靠的星斗。

随后我便聚集力量，

激情如火意志如钢，

在这场生死搏斗中，

那支歌飞出我的心房。

你们尽可戏耍，尽可喧闹，

５７５海 上 船 夫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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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在我船边汹涌咆哮，

你们必须把船儿载向目标，

你们要顺从地为我效劳。

你们已将我的兄弟拽走，

拽进浪花翻滚的旋涡，

咬碎他那柔弱的躯体，

把他葬入了海底。

但他的灵魂已向天空飞翔，

飞到他的上帝的身旁，

现在他听着惊涛轰响，

这轰响来自击水和嘲笑的声浪。

我把滚滚浪涛劈开，

平稳地驶向大海，

我用自己的双桨，

让船儿离开幽暗恐怖的汪洋。

我击打你们的脊背，

我压倒你们的狂啸，

我的努力定会成功，

我终将制服脚下的巨涛。

随后你们就波平如镜，

６７５ 爱之书 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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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照蓝天和白云，

你们就会约束自己的波浪，

保护我免遭厄运。

我要敞开自己的心胸，

吸进新鲜、凉爽、沁人心脾的海风，

我顿觉天地无限宽广，

不再为市井的喧嚣而惆怅。

天上闪耀着阳光，

潮水载着我远航，

我的目光自由奔放，

我的内心宁静安详。

转  变

    我的面颊多么苍白，

我的眼神多么迷茫，

我的思绪纷乱如麻，

我的心中充满幻想。

我愿乘风破浪，

驶进大海汪洋，

那儿礁石林立无人烟，

７７５转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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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怒涛激荡。

我带着心中的幻想，

扬起风帆启程远航，

任风暴在周围发狂，

我决不畏惧惊慌。

我毫不退缩，

我勇猛刚强，

我用鹰隼般的锐利目光，

把危险的航道扫视打量。

海妖的动人歌唱，

不会使我神往，

我不听那悦耳的音响，

那是勾魂摄魄的伎俩。

我转过身去，

不听那迷人的吟唱，

我的心潮起伏跌宕，

为的是获取更高的奖赏。

啊！可是这波涛汹涌湍急，

永不停息地奔流激荡，

一排排巨浪滚滚而来，

８７５ 爱之书 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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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瞬间已消逝在远方。

我想用咒语和魔力控制波涛，

但一切努力都属徒劳，

惊涛骇浪迅速奔涌，

天地间充满海的呼啸。

洪波巨浪的冲击，

使我头晕心跳，

在这迷茫的黑夜，

我猛然摔了一跤。

我苦苦地挣扎，

终于站起身来，

我已经精疲力竭，

我感到万念俱灰。

我脸色苍白浑身颤抖，

我凝视着自己的胸膛，

胸膛里没有欢欣舒畅，

也没有歌声高亢激昂。

歌声已经逝去，

艺术的美梦已经破碎，

神灵不会把它们给我送回，

９７５转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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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再赐予这永恒的恩惠。

那傲然屹立的堡垒，

如今已坍塌在地上，

激情之火烟消云散，

心里一片空虚惆怅。

这时我看见你神采奕奕，

闪着最纯洁的心灵之光，

天体也开始翩翩起舞，

绕着大地频频回翔。

于是我肃然起敬，

眼前顿时一片光明，

我曾在黑暗中苦苦探寻，

如今终于找到了心中的明星。

歌声飞出我起伏的胸膛，

是那样自由而又嘹亮，

音调崇高庄严，

又洋溢着喜悦欢畅。

一连串精灵，

飞出我的心，

我像个魔术师，

０８５ 爱之书 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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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它们运行。

任凭激流汹涌，

任凭浪花飞溅，

任凭惊涛拍岸，

我内心自有不灭的火焰。

我飞不上智慧的山巅，

我逃不脱命运的驱遣，

然而我未能获得的一切，

却从你眼中流进我的心田。

致命的苦痛

    让那滔天巨浪，

汹涌奔腾激荡，

发出万钧之力，

其势锐不可挡；

狂涛向我涌来，

冲击我的愿望，

我将知难而进，

绝不退缩彷徨。

１８５致 命 的 苦 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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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敢冒一切风险，

我勇于搏击风浪，

凭着热情与胆量，

我将决胜于战场；

那迎面扑来的巨浪，

必定会败下战场，

面对我这巨大的力量，

它终将湮灭于汪洋。

不论是爱还是恨，

我都深藏于心底，

我必将获得胜利，

不会向对手屈膝。

但是啊！从屋顶和墙头上，

却只传来细雨滴落的轻响，

我的精力将被耗光，

我难以实现自己的愿望。

我无法战胜绵绵淫雨，

它险恶地使我空虚怅惘，

这样一来我必遭失败，

永恒精神也必定遭殃。

２８５ 爱之书 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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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看不到希望，

看不到向我敞开的天堂，

我还没在战斗中较量，

就已束手就擒，兵败疆场。

我只得和你分离，

永远不再相遇，

繁星纷纷坠落，

光阴匆匆逝去。

我竭尽一切力量，

要把你留在身旁。

隐秘的敌人却悄悄袭来，

他蜿蜒爬行像毒蛇一样。

这敌人怀着阴谋诡计，

我却看不见他的形象，

直到我浑身发软，

直到他刺透我的心脏。

我颤抖着倒在地上，

眼睛仍直视上方，

“燕妮！”这呼唤还在我唇边回响，

灵魂却已向黄泉飘荡。

３８５致 命 的 苦 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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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子与姑娘

叙事诗

    小伙子和他的姑娘，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心贴心浑身颤栗，

手牵手情深意切。

小伙子向姑娘倾诉：

“我要去遥远的国度，

我留下这玫瑰花束，

作为我爱情的信物！”

姑娘显出娇羞的模样，

把鲜花贴近温暖的胸膛，

一双秀目泪水盈盈，

闪耀着金子般的光芒。

然后他们毅然分手，

再也没有互诉衷肠，

小伙子坚毅地踏上征程，

无比英武而又豪爽。

４８５ 爱之书 第二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玫瑰花渐渐凋零，

姑娘仍怀着真情，

可是面颊日渐苍白，

眼睛也蒙上了阴影。

玫瑰花已经枯萎，

姑娘也黯然憔悴，

她像一朵娇嫩的鲜花，

怎么禁得起雨打风吹。

她被抬了出去，

放进阴冷的墓穴，

朱唇早已惨白，

四周阴森凄切。

那一束干枯的鲜花，

仍放在冰凉的胸前，

它曾经无比鲜艳，

闪烁过青春火焰。

一个久经沙场的男子，

伫立在姑娘的墓前，

仿佛有一种奇异的魔力，

使他在这里盘桓流连。

５８５小伙子与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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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猛跺冰凉的泥土，

他狠击高高的额头，

一颗狂怒的子弹，

射进了他的头颅。

母  亲

叙事诗

    她把娇嫩的男孩，

紧紧地抱在胸怀，

深情地贴近心口，

要倾注全部慈爱。

她的目光欣喜而安详，

脸上焕发出红光，

她的眼睛炯炯发亮，

显露出深情和热望。

她如痴如醉地端详

孩子那可爱的模样，

她笑了，笑得那样忘情，

她乐了，乐得那样欢畅。

６８５ 爱之书 第二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忽然孩子全身战栗，

像颤动的山杨树叶，

母亲的心怦怦直跳，

犹如陷入死神的魔爪。

宝贝气息奄奄，

躺在她的胳膊上，

母亲满腔悲伤，

顿觉痛断肝肠。

一条蛇在心窝搅动，

吮吸这甘甜的血液，

品尝这心灵的痛苦，

啜饮这炽热的火焰。

母亲面带讥笑，

猛然将它压在心底；

她发出惊叫和呻吟，

恶魔终于获得胜利！

她万分悲痛地倒在地上，

男孩的坟墓就在她的心房，

她逝去时还带着满脸慈祥，

苍天也黯然垂下了目光。

７８５母   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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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暴

    风暴在外面呼啸，

阴霾把大地笼罩，

死鬼们狂呼乱叫，

以平息内心焦躁。

他们可以尽情呼号，

叫声飞向万里云霄，

汇入江河的滚滚波涛，

又渐渐融进怒吼的风暴。

青春的热血在激荡，

使我的脸上放出红光，

我怀着满腔的渴望，

期待投入斗争的风浪。

我要把爱情、生命和全部精神

都融入这斗争的风浪，

可是它却没有在我眼前出现，

我徒然流下了热泪两行。

８８５ 爱之书 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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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备

    你那优美的形象，

已进入我的诗章，

每一行诗都饱含着

对你的怀念和赞扬。

仿佛被渴望和忧虑驱遣，

我总想用形象和语言，

把我心中的渴念

送到遥远的天边。

而你，虽然给我带来

这不停吹拂的春风，

并将它吹进我的心坎，

但你却不愿给我任何慰藉！

你的歌声高亢激昂，

促使我不停地驰骋疆场，

但你却不愿让我聆听

那追忆往事的乐章！

９８５责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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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  望

    你的声调婉转悠扬，

你侃侃而谈话语流畅，

这话语总是白白散失，

一出口便迅速飘向四方。

啊！请你收集这些话语，

记在一张张小纸片上，

让人把它们捎给我，

慰解我的百结愁肠。

我要把它们贴近胸膛，

让它们温暖我的心房，

用它们装点我的房间，

这房间就不再沉寂凄凉。

它们会施展魔力，

祛除我眼中的翳障；

我的双眼会豁然明亮，

去亲睹那纸上的每字每行。

卡尔·马克思

０９５ 爱之书 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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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之  书
２０５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１８３６年

１１—１２月

第一次用原文全文发表于《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７５年历史

考证版第１部分第１卷并用俄

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７５年莫斯科版第４０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版第１部分

第１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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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之 书

献给我所倾慕的、永远爱恋的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３６年于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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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灵 们

叙事诗

致燕妮

    “啊！我真想成为一个魔术师！”

果真如我所愿，精灵们立即出现，

仿佛有一根魔带将它们牵连。

“你们快到远方去把她带来！

倘若我不能与她相见，

我很快就会魂归黄泉。

脉搏在猛烈地跳动，

热血要冲破脉管涌出，

这是生命在挣扎，在苦斗，

它要从我的躯壳中逸出，

张开金色翅膀朝她飞去，

唯独她能平息我激情的狂流。

７９５精 灵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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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们能满足我的请求，

我将奉上一腔热血作为报酬，

我再也不去祈求灵魂得救。

如果我不能赢得她的青睐，

纵然是长生不老，永世荣华，

对我也不过是一抔粪土！”

这帮嗜血成性的精灵

为卑鄙的贪欲所驱使，

欣然乘风疾飞而去，消失在空中。

“假如他们真的实现了我的宿愿，

我情愿忍受地狱的熬煎。

呀，思念的折磨并不亚于地狱的苦难。”

精灵们忽然又返回我的身边，

眼睛闪烁着地狱特有的光焰，

语带讥诮，口出恶言：

“尘世俗子，你想把我们诓骗？

你爱那位高贵温柔的姑娘，

沸腾的热血岂能作为我们交易的价钱？

我们是来自地狱的一群精灵，

８９５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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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了那美丽的姑娘也不禁流连忘返。

我们宁愿永远成为天仙，

用春风吹拂她的脸面，

喜看她笑挂唇边，

再凝神领略她动人的丰采。

你竟然使出卑劣的伎俩，

妄想让我们上当受骗，

这如意算盘注定无法实现。

如果你为了爱情甘洒热血，

如果你盟誓海枯石烂真情不变，

你就会赢得她的心，从此摆脱苦难。

你的生活就会截然改观，

变得高尚、充实而且美满，

连你本人也会超脱庸俗的尘寰；

你就永远用不着再同我们纠缠，

因为只要她的心为你而震颤，

地狱本身就不再成为障碍。

一旦我们把她带来，

一旦她带着那天仙般的容颜出现，

９９５精 灵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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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会遭驱逐，躲向一边；

一旦有一种力量能把你解救，

我们就不得不听从这种力量的安排，

你就将完全治好心病，彻底复原。”

霎时间，一阵恐惧向我袭来，

周围的城堡和墙垣开始摇摆，

大地颤抖着突然裂开。

塌陷处生出一股暗紫色云雾，

精灵们带着光焰飞速遁入深处，

转眼间踪迹全无。

“你们这些地狱的魔怪是无尽黑夜的伴侣，

你们不愿为我效劳，

为了躲避，只好深深潜入地底。

经常环绕我嬉戏翱翔的可爱的守护神，

你们来吧！来吧！

请听从我的魔杖指引！

对了！你们这些姣美的天神，

请你们让我一睹她的倩影，

我心中珍藏着对她的忠贞。

００６ 歌 之 书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快去吧！请把你们对我的慷慨馈赠带给女主人，

并且告诉她，她是我的生命，

我愿与她共尝甘苦，永结同心。”

阿尔博英和罗莎蒙德
２０７

叙事谣曲

一

    勇敢的斗士阿尔博英

骑着剽悍的骏马，

这骄傲的骑手正在习武练射，

脸露喜色，英姿勃发。

臣仆们训练有素的军队

威武地跟在他后面，

墙垣默然耸立着，

空空的殿堂静穆而庄严。

将士们个个跃跃欲试，

决心为胜利和荣誉冲锋在前。

这是骑兵在作战前集结，

１０６阿尔博英和罗莎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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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出征把敌歼。

众人高声喊道：

“率领我们去战斗，去拚杀吧！

我们要杀死杰皮迪人奎纳蒙德，

让死神降临这个国家。”

领袖微微点头把令下，

大军立即齐出发，

浩浩荡荡踏上征程，

为了荣誉不惜把鲜血抛洒。

骑兵们身跨战马，

豪情满怀军威雄壮，

明晃晃的兵器闪着寒光，

盾牌和长矛铿锵作响。

仿佛有战神出现，

把他们胸中的烈火点燃，

看来是战神在戏谑生灵，

在尘世上导演出一幕幕征战。

大地焕发出耀眼的光华，

似乎在夸耀自己养育了善战的儿男，

将士们个个目光炯炯，

２０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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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跳动着求胜的烈焰。

二

    原野上一片阳光灿烂，

到处显露出生机盎然，

深广的山谷张开了笑脸，

景物全染上了血红的色彩。

杰皮迪人在勇猛地战斗，

为国王，也为自己的家产，

妇女们压不住满腔的愤怒，

眼睛喷射出复仇的火焰。

她们披着浓密的鬈发，

高唱着豪迈的战歌，

她们给战士们鼓舞士气，

激励他们奋勇杀敌，永不停歇。

有些人被敌箭射中，

从高大的战马上栽了下来，

他们躺在阴冷的土地上，

带着惶恐的神情离开了人间。

眼看胜利已经在望，

３０６阿尔博英和罗莎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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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皮迪人更加勇猛地向前冲去，

骁勇的对手纷纷倒下，

长眠沙场再不会站起。

一声呐喊宛如雷鸣，

阿尔博英冲进了敌阵，

像一头狂暴的狮子，

人群中闪现着他带血的身影。

杰皮迪人见了他只好仓皇躲闪，

夜色中他频拉弓遇敌即射，

他箭无虚发大显威风，

谁稍不留神即中箭丧命。

阿尔博英仿佛有神灵相助，

千箭触身却毫发无损，

青铜铠甲抵挡着坚矢利刃，

在敌群中他如入无人之境。

三

    阿尔博英左冲右杀势不可挡，

杰皮迪人难招架慌忙退避，

他杀得御林军丢盔卸甲，

然后便直取国王奎纳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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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纳蒙德惊慌失措方寸乱，

一支利箭正穿心间，

他慢慢栽倒在地上，

一阵挣扎已属徒然。

生命之钟已经停摆，

头枕血泊神情凄惨，

胸口鲜血不断涌流，

他已魂归西天命赴黄泉。

杰皮迪人惊恐万状，

各处村镇乱作一团，

居民们拉家带口，

神情沮丧四处逃散。

妇女们跟在丈夫后面，

叫苦连天跌跌撞撞往前赶，

粗野地咒骂男人们胆小无用，

抱怨老天不睁眼。

只见一个女人穿着豪华，

站在国王的尸体旁边，

显然是高贵的血缘纽带，

使得她无法丢下亲人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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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博英按照民间习俗，

向前割下国王的脑袋，

然后举刀把头颅劈成两半，

那女人一阵战栗不禁低声哭喊：

“但愿苍天不会把你饶恕，

让你永世不能再见白昼，

纵然是冰块也会在你手中燃烧，

美味佳肴也成为你致命的毒物。”

四

    “你竟是这样一个男人，

但愿我的诅咒化作矢镞，

将你的脑袋击碎，

让你再也看不见明天的晨曦。”

“啊，原来是一个如此美貌的女子！

你已作为战俘落入我的手中，

放温柔些吧，别这么凶狠，

我阿尔博英是你的主人。”

“哼，国王刚才死在你的手里，

你又要玷污他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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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宁愿刺穿自己的胸膛，

也决不屈服于你阿尔博英。”

“哎呀，尊贵的王后，

你地位显赫，威镇百姓，

看，我甘愿听从你的旨意，

恭顺地向你献出我的忠心。”

“可你杀死了我的父亲！”

“咳！何必在此多费唇舌，

我要把你带回宫中，

战争决定了我们将命运与共。”

他战战兢兢地迅速将她抱起，

策马奔向自己的军营。

她奋力抗争拒不从命，

但是慢慢地仿佛有点回心转意。

他快马加鞭匆忙赶路，

路上遇到一个杰皮迪族村妇，

这女人露出忧伤的神情，

头发散乱她却全然不顾：

“哼，你这卑鄙的家伙，

竟如此贪欢作乐，荒淫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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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敢预言，这快意的收获必将成为重负，

你倒霉的日子不会太久！”

五

    从那安乐逍遥的国度

阿尔博英回到自己的故乡，

那国度并未被北方所蚕食，

仍像一颗明星闪耀在大地南方。

可是，灵魂却小偷似地

离开了那个凯撒治理过的国度，

实力已损，威风无存，

只有缀着星星的天空依然如故。

众神们并没有经历过

这个大地上的腥风血雨，

但是对于白杨树傲然挺立的这片国土，

他们仍然恋恋不舍。

阿尔博英率领骠骑兵

在那里奋力征战，

他们像巨浪一往无前，

冲过了一个个暗礁和险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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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迅速获得了胜利，

便凯旋荣归故土，

他亲自征服了一切敌手，

如今是踌躇满志，心满意足。

在那富饶美丽的南国，

有人唱着歌弹起了齐特尔琴，

歌唱他怎样在激烈的战斗中

像一团烈火征服了一个女人的心。

“罗莎蒙德！今天我们举行盛宴，

庆祝出征凯旋，

敲起锣鼓弹起琴来吧，

尽情地欢乐，把激情表达！”

她悄悄地轻轻点头同意，

便把脑袋往胸前低下，

那表情显得十分奇特，

仿佛有往事在心中牵挂。

六

    塞浦路斯美酒斟满一杯杯，

酒香四溢令人心醉，

它产于阳光明媚的异邦，

９０６阿尔博英和罗莎蒙德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却成了骁勇的酒徒的战利品。

“喂！赫尔米希斯，我的侍从，

别辜负了你的俊秀潇洒、风流倜傥，

快操起你拿手的琉特琴，

为我们把战斗舞曲弹唱！”

“好吧，我的君主！”

于是小伙子大胆而骄傲地站起身来，

拿琴在手，轻轻地把琴弦拨响，

开始把一支歌曲高唱：

“那温暖如春的南国，

是众神眷恋的地方，

仿佛有柔软的纽带把他们联结，

是苍天那纯洁的闪光使他们向往。

当众神看到这个国度遭到祸殃，

他们就一齐把热泪流淌，

这晶莹的泪珠滋润着葡萄藤，

就有一串串葡萄生长。

紫色葡萄甜美的汁液

就是众神的眼泪酿成，

一想起罗马的崛起和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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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禁不住泪满胸襟。

但是阿尔博英英勇进军，

在这里把名声传扬，

他挽狂澜排巨浪，

豪迈地进行了一次远航。

眼看阿尔博英出师无可阻挡，

众神不得不俯首投降，

他们甘心向英雄让位，

从此这阳光灿烂的国家便遭沦亡！”

七

    “唱得好！我的歌手，

请举杯，把美酒一口喝光！

大家知你有海量，

今天我让你唱个够显显风光。”

阿尔博英迅速举起酒杯，

为为众人的健康一饮而尽，

那眼睛现在虽然因激动而明亮，

但透露出几分暗淡和迷茫。

“你们在我的感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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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进行过浴血战斗，

今天，我请大家用我自己的酒杯，

同干庆功的美酒。

噢，我可爱的美人儿，

请答应我当着众人喝了这杯酒；

瞧！酒杯闪着金光，

美酒会消解一切忧愁。”

她突然吓了一跳，

脸色陡变，浑身颤抖，

大眼睛燃烧着烈火，

脸色惨白，怒上心头。

她用手敲击着高高的前额，

每一根神经仿佛都被痛苦所撕裂。

“啊！你们真是造孽，

竟用我父亲的头骨饮酒取乐！

还让女儿昧着良心

把父亲颅骨里的血浆喝干，

想当日我亲眼看他倒在血泊中，

心涌鲜血最终撒手人寰。”

“什么？你要违抗我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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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不愿举杯祝我永远康健？

难道我不是你的再生父亲，

难道我不是你可以倚仗的靠山？”

八

    “哈！我一跺脚半个地球也要发抖，

我一挥手坚硬的岩石也得低头，

而你，一个我所养活的女人，

也敢把我奚落、嘲弄！

你这卑劣的娼妇实在不识抬举，

须知你生长在贫寒的海滩，

你故乡的男子一见到我的影子

也要心惊胆战、魂飞魄散！

想想吧！要么你痛快地干了这杯酒，

祝我健康和幸福，

要么这把利剑不会留情，

它立刻送你下地府！”

“请便！你可以置我于死地，

但我决不会让你如愿，

倘若我是一个男子汉，

我会亲手结果了你这个坏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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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着吧！我要立即下令

把你父亲从新坟中掘出，

让他暴尸荒野，

任由鹰食鸦啄，电打雷劈！

我要让人杀掉你的所有女伴，

作为祭祀高贵的太阳神的供物，

如果你这个女人仍然桀骜不驯，

你自己也难逃一条死路！”

她仿佛陷入沉思，

赫尔米希斯暗暗以手示意，

同时把爱怜的真情流露，

他悄悄地说：“忍着点，可别惹他发怒。”

于是，她强忍着把酒一饮而尽，

而全身像杨树的嫩枝在瑟瑟发抖，

阿尔博英此时傲然站立，

立即把她紧紧抱在怀中。

九

    深夜，罗莎蒙德独坐房里，

她难以消解胸中的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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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她凝神苦思之时，

身旁却响起一个人的声音：

“是啊！我爱他，有如生命，

但是你，我的女神，比他更珍贵，

我愿为你献出一切，

甚至可以拿他的生命来证实我的真心！

我决非戏言，不是小孩闹着玩，

我若履行诺言，你能否与我共团圆？

如果我真的把他送进坟墓，

你能否像春天的朝霞对我嫣然一笑？

哦，然后我们一起远走高飞，

到那金色的南国去共度光阴，

那里有巍峨的宫殿，

就像无形的魔带把我吸引。

我要把亲爱的可心人儿

紧抱在怀里离此远去，

忘记这凶残的国家，

忘记肆虐全国的这场屠杀！

自从那天看见你潸然泪下，

我便爱上了你，总把你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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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抚平你心中的伤痛，

决心与你甘苦同享，患难与共。”

她悄悄地向他轻轻点头，

他拥抱她，与她热烈地亲吻，

赫尔米希斯得到了应得的报酬，

这位歌手从这里悄然溜走。

他刚刚离开，

就有个人摸黑走了进来，

匆忙交谈了几句，

又隐没在夜色里。

十

    阿尔博英独自静卧床上，

气宇轩昂却难解百结愁肠，

思绪浩繁心事重重，

昏昏沉沉不觉入了梦乡。

“唉！我何必生来人世上，

家国危亡全赖我主张，

前次出征我失了骏马，

我已身单力薄再难抵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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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米希斯，我的好臂膀，

天数有定不可违抗，

快给我那刚锻就的长矛，

我要奔赴生死场！

来吧！我们要与敌人决战一场，

我手下人多势众不必慌张，

让民众同心协力齐奋起，

定能转危为安，战胜绝望。”

“噢，他在做梦！

我是否该乘机把利剑刺进他的胸膛？

他在梦中尚且如此信赖我，

难道我能谋杀他，让他剑下把命丧？”

“哎，我的赫尔米希斯，切莫犹豫彷徨，

大丈夫应该敢作敢当，

只要我们挺过难关往前闯，

仁慈的上天也会给予应得的奖赏！”

“呀！连他都在催我赶快动手，

还说起令人欣羡的上天赐福。

哈！南方有胜过天国的王位，

我们正渴望到那里一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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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利剑深深刺进阿尔博英的胸部，

只听见他厉声一呼：

“啊！太晚了！我已无生的希望，

赫尔米希斯，我的好弟兄，你快逃走！”

十一

    跨着雄健的战马，

借着夜幕的掩护，

在制造了深重的灾祸以后，

他们就像流矢、像闪电一样疾驰而去。

“赫尔米希斯，站住！”

他突然虚弱地倒下，被长矛击中，

在浓重的夜色里，

有个可怕的女人从灌木丛中走出。

她的两眼呆视着，毫无表情，

她的头发披散周身，

复仇的渴望仿佛啃啮着她的心，

这就是那个可怜的杰皮迪族女人。

“啊！我的生命必须这样结束，

罗莎蒙德，而且是断送在你的手中！

众神必须这样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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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要进行可怕的报复。

可是我的灵魂正飞向南国的殿堂，

那里有高高的白杨树挺拔生长，

婆娑的树叶迎风沙沙作响，

那是我的灵魂在轻声歌唱！”

罗莎蒙德战战兢兢地说：

“我没有对你作出什么报答，

可是为了纪念父亲遇难之夜，

女儿要用牺牲来供奉他。”

他还在张口说话，

而灵魂却伴着一缕清香的气息离开了他，

它翻山越岭，飘洋过海，

飞到那没药树开花飘香的国家。

“快来吧，我的罗莎蒙德，

现在我们正飘向那遥远的国家，

让我们带去关于你的部族的消息，

唉，那部族只有你这个最后的苗裔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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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谐

致燕妮

    你可见过这样美妙而神奇的景象：

两颗心灵热血交融，一齐震荡，

它们息息相通，相互依傍，

它们宛如琴瑟发出柔和的音响？

两颗心灵忽而在紫玫瑰中闪光，

忽而在柔嫩的青苔下羞怯地躲藏。

即使你跋山涉水走遍四方，

你也找不到这神奇的景象，

任何符箓都无法将它唤来，

它从未出现在洒满阳光的大地上。

这种景象的生成不靠阳光，

也从不仰赖大地的滋养。

因此，即使时光像飞鸟急速翱翔，

即使阿波罗驾驭车马飞越穹苍，

即使地老天荒，万物都岑寂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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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神奇的景象也仍将永远辉煌。

这景象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力量，

无论是世人还是上帝都无法阻挡。

这景象宛如悠扬的琴韵，

宛如永恒的齐特尔琴上弹出的乐章，

那琴声永远激越，永远庄重，

蕴含着崇高而又急切的热望。

啊！请听，那琴弦就在你心中鸣响，

你不必为寻找它而远走四方。

心 灵 曲

致燕妮

    有时我听见心灵在弹唱，

仿佛是魔幻的咒语和演奏的乐曲，

我真想拥抱这炽烈的声音，

我时常恳求它多在我心中鸣响：

“难道你们仙女们不愿在我身边逗留，

难道你们不想听我吐露心曲？

１２６心 灵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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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们要闪电般从我这里飞走？

请赐给我那甜蜜的享受！

瞧！我要用你们来建造

一座能演奏各种乐曲的殿堂，

你们可以在这里看到最美的形象，

还可以和我一起飞上天堂。

你们应该遵照我内心的要求，

让我听到悦耳的鸣唱，

我内心的激情永远不应冷却，

这是我为你们选中的合适住所。

让我们再来看那些金色的星星，

它们的光辉照亮我们的胸襟，

它们飘向那遥远的天际，

最后在故乡的山谷里藏身！”

她们狡黠地小声对我说：

“你这个平庸笨拙的人，

别以为你的歌声会把我们深深吸引，

别以为你的魔带能叫我们无法脱身！”

“那么，你们听到燕妮的芳名该不走了吧！”

于是，她们顺从地留下：

２２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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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该知道，为什么我们到你这里来，

又为什么离你而去，把你撇下？

谁只要说出这个名字，

我们就会自动飘然而至，

倘若有人把这个名字低声吟唱而不心情激荡，

那么歌手的心定是冷若冰霜。”

渴  望

致燕妮

    我看见一个竖琴手走过，

他步履轻捷，快乐无忧，

我真想跟他一起出门，

到小小的峡谷去漫游。

那里悬崖峭壁巍然高耸，

峰巅直插白云之中，

深谷中总是雾气濛濛，

还常有狂风暴雨，雷声隆隆。

我手持旅杖来到你的窗前，

抱着七弦琴轻轻拨弹，

３２６渴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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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闭上眼睛甜蜜入睡，

琴声就把魑魅魍魉全都驱散：

“睡吧，我的心上人！

愿你悠然进入甜美的梦境，

让我的歌声与你相伴，

这歌声纯粹发自我的内心。

但愿天使们能乘和风，

飘然来到你的面前，

送给你一角蓝天，

再缀上那星光点点。

他们围成一个圆圈，

飞起又飘下，个个舞姿翩跹，

仿佛受魔杖的指挥，

万物也随之俯仰、回旋。

接着，温柔的梦神们

在你身旁徐徐落下，

在你姣美的身上，

覆盖充满梦幻的图画。

他们身披轻柔的罗纱，

悄悄潜入你的眼中，

４２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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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情享受欢乐，

微微露出得意的笑容。

在一片平静和谐的气氛中，

乘着那纯美的歌声，

他们又飞身而去，

消逝在遥远的苍穹。

精灵们为你穿上

用彩云织成的衣裳，

顷刻间你就摆脱了

人间的痛苦和悲伤。

他们把你带到星星上，

你听到天体的舞曲，

近旁和远方摆满了花环，

到处散发着花的芳香。

你看到一群温柔的小天使们

在你的周围喧闹嬉戏，

在这云中仙境，

你炽热的激情也将逐渐平静。

你的脉搏会更自由地跳动，

你的心胸会越来越开阔，

５２６渴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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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天国的庆典中，

你的眼睛会放射出高尚的火光。

你周身焕发出光辉，

柔和的天光把你包围，

你站在太空的流云之上，

禁不住要放声歌唱，

俨然是个神仙，

更兼红光满面，

你显得高贵而又慈祥，

鬼魂不敢走近你的跟前。

花环送来馥郁的芳香，

动听的歌声婉转悠扬，

炽热的心潮奔腾激荡，

绝妙的才思涌出心房。

一切都无限欢畅，富丽堂皇，

你想留住这难得的梦想，

你伸手要抓住梦幻的形象，

可是，你猛然醒来，已走出梦乡。”

“啊！甜蜜的美梦匆匆消散，

我那温柔、美好的幸福也渺如云烟！”

６２６ 歌 之 书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不，亲爱的，只要你注视自己的内心，

天仙般的生活就会绵延不断。”

我把齐特尔琴紧紧抱在胸前，

要和竖琴手一起继续赶我们的路程：

“思念和痛苦把我的心长留你的身边，

但是命运迫使我要出门远行！”

一个想法突然从你心中跃出，

就好像记忆在脑海中闪现：

“我听到的不正是那熟悉的声音吗？

那忠实的心不正是搏动在我身边？”

两个女竖琴手

叙事诗

    “你为何来到这座殿堂，

把热情的歌儿低声吟唱？

莫非这里住着你的情郎，

是他吸引着你，让你心中充满渴望？”

“你既然知道这里住着那个热情的男子，

又何必问我是不是为他而激情满腔？

７２６两个女竖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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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有哪一个钟情于他的尘世女子，

曾经赢得他那回报的目光？

我至今从未目睹他的丰采，

但看到这里的瑰宝晶莹闪亮，

看到瑰宝垒成巍峨壮丽的殿堂，

我就情不自禁地来到这个地方。

这里仿佛就是我诞生的地方，

这里仿佛就是我眷恋的故乡；

啊！南方的和风在这里荡漾，

我觉得这里就像尘世的天堂。

在这里，我的歌声更加自由奔放，

在这里，我内心的激情更加高昂，

我那金色的琴弦会奏出甜美的音响，

琴声诉说我的快乐与忧伤。

我虽然还未见过那位高明的琴师，

但他总是有力地拨动我的心房；

我虽然从未见过那些温柔的天仙，

但知道正是她们呵护着这座殿堂！

殿堂的大门始终没有开启，

我徒然怀着满腔的热望；

８２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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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倚靠着门前的圆柱，

用深情的歌声倾诉衷肠。”

她把乌黑的鬈发轻轻摇晃，

她让滚滚的泪水尽情流淌；

这时另一个女郎热情地将她拥抱，

吻干了她那挂着泪珠的脸庞。

“同样是这股神秘的力量，

吸引我来到这座神灵居住的殿堂，

我为寻找它而走遍四面八方，

它就像闪电从远处照亮我的心房。

但我们何必痛苦忧伤，

何必让热泪不断流淌？

我们可以在这里把美景欣赏，

可以在鲜花盛开的河畔流连徜徉。

我们可以更豪迈地挺起火热的胸膛，

将椎心泣血的悲痛化作甜蜜的遐想，

我们要将目光变得更加明亮，

立即在这里着手实现美好的理想。

因此，让我们同住一间茅舍，

让我们的神圣之歌在茅舍里回荡，

９２６两个女竖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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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清爽的西风在茅舍四周吹拂，

让我们在这里倾诉心中深藏的渴望。”

她们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时光，

每晚都拨动琴弦弹奏乐章，

那琴音如泣如诉，荡气回肠，

竟使百鸟翔集，鲜花竞放。

有一夜她们躺在青苔铺成的小床上，

不知不觉进入沉沉的梦乡；

一个魁伟而又温柔的精灵来到床前，

用双臂托起这两个娇弱的姑娘。

精灵张开金色羽翼载着她们飞翔，

飞向她们心驰神往的地方；

在昔日那座宁静茅舍的地基上，

至今还有优美琴声萦回荡漾。

致 燕 妮

十四行诗

一

    话语！你是谎言，

０３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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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随着生命移动的空洞影子，

倘若我要借用你那僵死无力的形式，

怎能把自己的衷肠尽情倾诉？

可是人间那些忌妒之神

谙熟尘世上火焰般的激情，

可怜的恋人只有用声音

才能吐露心中热烈的爱慕。

因为如果爱慕之情勇敢而焦急地

在闪耀着光泽的心灵中绽开，

它就会大胆地拥抱你的一切世界，

它就会把你自己从王座上硬拖下来，

和风将奏起舞曲，

一个世界将成熟在你的身外。

二

    所以，爱慕之情不得不穿上褴褛衣衫，

获得一个凄惨的虚假外观，

本来话语是从心中奔腾涌出，

可是它却冷酷地把心剖开，

于是，思念和忧伤就发出声响，

由于尚未平息就已变冷，

它们永远无法领略自身的滋味，

不能无拘无束地充分享受心醉神迷的欢乐。

１３６致 燕 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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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人都理解我们的心境，

一个皮囊包裹着我们的身躯，

汹涌澎湃的思想

用无力的外壳包裹着，

借助于自然发出的语音和声响表现出来，

最终在空洞的虚无中顿然消逝。

三

    对于我的爱情来说，话语算得了什么？

我的爱情是永恒的高大的精灵，

如果它振臂一挥，奋勇向前冲去，

它能把岩石连同它自己撞得粉碎。

啊！话语是偷盗灵魂的卑鄙窃贼，

它狡猾阴险地尽情嘲弄我们，

昔日它是渣滓，被人们遗忘，

如今它却成了宝贝，熠熠发光。

燕妮！倘若我能用各种天体作为舌头，

又有雷鸣般的洪亮嗓音，

我的爱情将会响彻整个宇宙，

广袤的太空也要瑟瑟发抖，

你自己也会吓得匆忙逃走，

智慧的闪光将环绕宇宙划破长空。

２３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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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倘若我的爱情能以形体来表现，

它一定会变得越来越高大，

直到成长为一个魁伟的巨人，

头顶蓝天，手揽云霞，

手里拿着星辰嬉戏玩耍，

江河从它的眼中涌出，

太阳在它身边黯然失色，

黑夜也会像白昼光照人家。

天空会对它把头悄然低垂，

一直伸到洪流底下，

茫茫宇宙定会想到我们的爱情，

它会因我的痛苦而逐渐溶化，

炽热的岩浆噼啪四溅，

在它的怀抱里柑桔树会生根发芽。

致 燕 妮

    我几乎无法把七弦琴弹响，

因为胸中热血在奔腾激荡，

如今我可以嘲笑众神，

３３６致 燕 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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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了摧毁一切的胆量。

众神为何不手擎苍天，

把星辰的光辉吸进自身，

在云涛雾海上纵情欢乐，

欣赏那美妙的天体舞曲？

我语带讥讽地把礼物

向他们的脸上扔去，

我不愿接受他们这些无用的废物，

而最珍贵的东西他们却不会赠予。

我不羡慕他们有辽阔的空间，

也不企求占有云遮雾罩的宇宙，

我不期望黑夜到来并做他们的美梦，

更不忌妒炎热灼人的白昼。

我只是想得到你，

亲爱的燕妮，我只要你，

不管日后是风和日丽，歌舞升平，

还是狂风暴雨，电闪雷鸣。

但是，他们却把不祥之物

抛到我和我的心上人之间；

燕妮！我正为你付出昂贵的代价，

４３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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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流尽我的全部心血。

因为在耗尽了一切精力以后，

我将默默地倒下，

为了我的爱情和我心中的希望，

我将喝下这杯导致死亡的苦酒。

瞧！希望宛如美丽的天仙款款而来，

我把它紧紧抱在胸前，

可是如今却传来了它凄厉的哀鸣，

它自己说，是它把我欺骗。

我再也不能一睹你绰约动人的风采，

永远无法陶醉于你温柔甜蜜的胸怀，

岁月蹉跎，青春难再，

我的生命将在这严酷的北国掩埋。

我无法控制炽热的激情，

多情的灵魂已悄悄逃走，

它乘着五彩云霞飘然飞去，

燕妮，它飞进了你的心灵。

宇宙怎么会如此广大，

它岂能包容许多世界？

既吸纳一切人的恩爱和怨恨，

５３６致 燕 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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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涵盖白天的阳光和黑夜？

这些居室，这些洞穴，

也许是侏儒们的栖息之地？

抑或这是众神的有意嘲弄，

是它们心存忌妒的闪光？

难道众神不能理解

焦虑不安的心灵的追求？

也许这些纵情欢乐的神灵

对爱情的乐趣心怀忌妒？

啊！往昔我曾经梦想，

让心灵的歌声传遍各邦，

争个锦绣前程，赢得一身荣光，

奋力攻读，跻身于智慧的殿堂。

但是，这些梦幻一个个破灭，

爱情的向往也归于无望！

血红色的迷茫景象

完全遮盖了我心灵的光芒！

而从心灵深处颤巍巍地

升起一线模糊而虚幻的希望，

闪现一个短暂的、令人激动的时刻，

６３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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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又向我招手，使我神往。

死神可能会把我碾成齑粉，

可怕！我要找到实现理想的地方，

可怕！我必须使自己成熟起来，

自己把自己点燃，燃起火炬般的熊熊火光。

坟 墓 谣

    风声紧，云飞急，

太阳收敛了光辉，星辰停止运行，

闪电匆匆划破长空，

安静的垂柳也剧烈摆动，发出响声。

大浪涌来，

惊涛拍岸，

把浪花飞溅到高大的坟墓上，

浪翻波涌，欢快地跳跃飞进。

身披芦苇的海神们

吹起弯弯的螺号，

歌唱一个伟人和神奇事迹，

歌唱不朽者的业绩和愤怒。

７３６坟 墓 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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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渐晚，

夜幕降临，

周围一片沉寂，

鬼影憧憧围圈起舞，跳个不停。

在心怀恐惧的旁观者中间，

从黑洞洞的大地深处，

有一个精灵走出，

脸上布满哀伤，眼里闪现悲痛。

在精灵面前站着一个尘世凡人，

长得像铁打钢铸的一样，

是妖怪们把他召来，

又命令用魔法缚住他的手脚。

“啊，我，大地的精灵，内心痛苦万分，

我必须这样自己折磨自己！

我曾经把你放到阳光下暴晒，

我本来是要用魔法使你受到锤炼。

我流尽了眼泪，

生下你这个英雄！

我尽心竭力，历尽艰辛，

实指望你能成为治理大地的神。

８３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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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你用什么来表示感激？

我得到了你的什么报偿？

你一味糟蹋自己的生命，

拿破仑呀，你终于因此而沉沦覆亡！

你放纵自己，

任凭内心的力量恣意张狂。

你成了这大地的神，

这大地却由于你而展现了一派可怕景象。

你胆大妄为地扑灭了

我送给你的火光，

我所开创的事业成了徒劳一场，

你背弃了我，逃向远方。

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

违反自己的愿望，

我不得不毅然用手挡住泪眼，

让你粉身碎骨，遗尸山岗。

啊！我在腹中怀你上千年，

我本指望你能成为英雄把名扬，

我呕心沥血把你精心培养，

如今却要刺穿爱子的胸膛！

９３６坟 墓 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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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面对风暴和雷雨，

我曾经向众神宣誓把责任担当，

尽管我企望儿子建功立业显荣光，

可是，他敢亵渎众神，就让他魂赴泉壤。

我不得不常常自己惩罚自己，

还遭到自己同族的嘲弄，

因为神灵们都要恪守

使尘世和天国联成一体的法则。”

由于神灵勃然大怒，

天崩地裂，宇宙隆隆作响，

鲜血在神灵的额上流淌，

在滴滴热血中一个个邦国正在沦亡。

潺潺的溪流劈开了

烟雾迷茫的深谷，

血红色的黑夜鬼魂

像影子一样迅速涌出。

神灵抖动着头上的鬈发，

遥远的国度就有大雪飘落，

人们可以听到，

那里传来了死亡的呻吟，恐惧的呼号。

０４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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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神灵的话语和威胁，

英雄吓得缩成一团，瘫倒在地上，

在一片暗淡火光的映照下，

拿破仑号啕大哭，无限悲伤。

他想摆脱魔法的禁锢，

他要挣脱桎梏的束缚，

但是，桎梏把他束缚得更紧，

他声言要被迫走上绝路。

这时从永恒的仙境

来了一个光彩照人的慈祥仙人，

高高的额头上

显现出美的魅力和神奇的威力。

他说话悦耳动听，

他胸怀恻隐之心，

他满面红光，神采奕奕，

从不恼怒，常露甜蜜笑意。

“我来了！大地之神，

我要帮你平息心中的愤怒，

严厉的神灵们可能拿别人来嘲弄，

而我只知道爱，我珍惜激情的涌动。

１４６坟 墓 谣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愤怒的波涛一再把你卷走，

你无法驾驭心中的感情之舟，

面对你自己产生的骄傲的力量，

你无可奈何，只好对它屈服。

现在我给你的孩子

披上一件富有诗的魅力的华丽外衣，

为他解除一切尘世的羁绊，

再用歌声规劝复仇之神对他不再为难。

七弦琴的琴声

会掩饰他的过失和差错；

而有助于他灵魂升天的善举，

我会加以歌唱并热情传扬。

你自己已对他的作为作出结论，

并用誓言和不可更改的话语加以惩罚，

但是，流血征战已经止息，

我会彻底抚平战争的创伤。

在黎明破晓时分，

我要把无上荣耀的神圣花冠

戴到该戴的人头上，

那永恒的业绩闪耀着诱人的光芒。”

２４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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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之神解开英雄身上的桎梏，

又把那花冠端正地戴在他的头上，

大地之神未能表示感谢，

只是露出微笑，但笑得心里欢畅。

伴随着腾起的一团火焰，

英雄的身躯变得无比高大，

他冉冉升起，高入云霞，

化作不落的星星，永远照遍天下。

海 妖 之 歌

叙事诗

    海浪追逐清风，

波涛起伏荡漾，

发出轻轻的喧响；

海妖们离开幽深的海底，

浮现在碧波之上，

以优美的舞姿飞旋回翔。

海妖拨动琴弦，

琴声婉转悠扬，

就像仙乐从天而降；

３４６海 妖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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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歌声震动四方，

就连大地和星空，

也在谛听她们的欢唱。

奇妙的歌声荡气回肠，

优美的音色盖世无双，

饱含着激情传向远方；

世人听到这样的歌唱，

无法抗拒那神秘的力量，

终将沉入碧浪、葬身汪洋。

这一片洪波巨浪，

仿佛是一个王国，

它神秘莫测、庄严辉煌；

似乎所有的神灵

都降临到这湛蓝的海洋，

在幽邃的海底沉入梦乡。

海妖出现在海上，

心中充满了渴望，

周身放射绚丽的光芒；

那一双双秀目炯炯放光，

那琴声如同一团团火焰，

在波峰浪谷间喷射飞扬。

４４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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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有一个歌手驾舟驶来，

小舟越过欢腾的波浪，

歌手显得高尚而又善良。

他无拘无束，眺望前方，

他神采奕奕，器宇轩昂，

因为他心中充满爱和希望。

他的琴声向大海深处传扬，

海底的女神纷纷离开梦乡，

侧耳倾听这迷人的乐章；

歌手一边弹琴一边高歌，

引来波涛和鸣，同声吟唱，

唤起浪花飞舞，澎湃激荡。

听！这时从远处传来歌声，

那是海妖们在放声歌唱，

歌声充满渴慕，含有神奇的力量；

这些美丽的海上仙子，

要用她们的风采和歌喉，

引诱年轻的歌手堕入罗网：

“青年人！你要尽情地弹唱，

你要主宰这沉默无言的海洋，

你一定怀有远大的志向，

你那颗跳动的心儿是多么高尚。

５４６海 妖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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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富庶的水下世界，

只有歌声才能震撼四方，

滚滚的潮水只能向低处流淌，

嘹亮的歌声却能向天上飞扬。

你只要不停地放声歌唱，

让歌声千回百转、起伏跌宕，

你的眼前就豁然开朗、一片明亮，

云端的天堂就会降临大海之上。

请加入我们这神灵的行列，

你的心将获得神奇的力量；

请听听那波旋浪舞的音响，

它饱含着多少爱情的忧伤。

世界就是在海浪中诞生，

大海就是神灵的家乡；

当宇宙还是一片洪荒，

神灵们已在大海的怀抱中成长。

漠漠长天和点点繁星，

一齐向大海凝望，

天上的云影和星光，

映入碧波荡漾的海洋；

６４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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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波涌起，席卷乾坤，

气势何等雄壮；

海浪养育了神灵，

神灵才有了生命之光。

如果我们的热情之歌拨动了你的心弦，

使你产生了认识宇宙的渴望；

如果你想让你的歌声像烈火一样，

在明媚的天空燃烧飞扬，

那就请你步入大海汪洋，

伸出手来，走到我们身旁；

你的周身将会发出智慧的光芒，

你的眼睛将洞察那幽邃玄妙的地方。”

海妖浮现在波涛之上，

波涛在四周急剧震荡，

但没有发出半点喧响；

海妖的柔发披在肩上，

随着清风舒卷飘荡，

这时万顷碧波一片辉煌。

年轻的歌手心摇目荡，

眼睛里涌出热泪两行，

７４６海 妖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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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心快要跳出胸膛；

他目不转睛，向海妖凝望，

他如痴如醉，心驰神往，

他完全沉浸于爱情的畅想。

但他经过仔细的思量，

又重新变得镇定安详，

然后就振作精神挺起胸膛；

他英武豪迈，直视前方，

神色威严而又刚强，

他大声回答，字字铿锵：

“你们的深渊阴森凄凉，

崇高精神不会出现在那种地方，

永恒之神也不会向那里投射光芒；

你们卖弄姿色，引诱我陷入罗网，

你们永远也不会给我带来吉祥，

你们也会歌唱，但那是骗人的伎俩。

你们哪里知道，

我心潮汹涌，热血满腔，

我胸中怀有凌云的志向；

众神就在我的心中，

时时掌握我的方向，

使我的思想永不迷航。

８４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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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对我无法理解，

你们既不明白我的爱憎，

也不了解我热切的愿望；

我的热望宛如长空的闪电，

它充满爱情的力量，

它的旋律就像流泻的大江。”

这番话掷地有声咄咄逼人，

海妖们顿时嗒然若丧，

一个个呜咽哀泣热泪流淌；

忽然海妖们消失了踪影，

啊！原来是狂澜袭来势不可挡，

把她们卷进了惊涛骇浪。

小精灵之歌

    我们飞舞嬉戏，

像小小的灰尘，

在微风中颤栗；

我们观察云雾，

也观察能使地球

转动的杠杆和力。

９４６小 精 灵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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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一个神灵，

来自光明之境，

他在奔腾汹涌的波浪上徜徉；

他眺望远方，

看见一个个天体飞速掠过，

那里的生命正在死亡。

他的目光使万物获得生命，

于是，群山震动，

海洋咆哮，

大地倾斜，

星辰升起，

雷声轰隆作响。

春光明媚，

和风吹拂，

有一群小精灵

轻盈灵巧地涌出，

像神灵展翅翱翔，

像太阳放射光芒。

宛如炽热的渴望，

温柔娇小的小精灵

从蓓蕾中跳跃而出；

它们长成苗条的身段

０５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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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朵朵鲜花，

通红透亮。

它们的声音像和风，

当星辰暗淡时

眼睛却闪着金光，

心儿轻轻地跳动，

像是对爱的报偿，

既不沸腾，也不激荡。

在悬崖和礁石上，

我们从容地吃喝，

我们飞奔又急行，

穿过烈火和烟障，

穿过灌木丛和小树林，

我们自由地翱翔。

到了晚上，

我们就钻进花蕾里，

舒舒服服地睡它一场；

一旦花朵醒来，

就催我们起身，

去沐浴和煦阳光。

假如能够

１５６小 精 灵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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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好梦，

我们愿意飞进

美人的眼睛，

带着爱的思念

把自己烧成灰烬。

我们要把这些美梦、

幻想和奢望

放在花蕾中密藏；

再去亲身领略

人间的柔情蜜意

和心灵的痛苦哀伤。

地 精 之 歌
①

    无论清晨还是黄昏

我们总在用力敲呀，

总在熟练地锤；

就是在夜晚，

我们也勤快地干活，

十分卖劲，忙个不停。

２５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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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小精灵

喜欢用风力和愿望来炫耀自己，

但是你们不了解这片土地，

它最早存在，

埋藏得很深，

却显露出光泽和晶莹。

这里空间在不断扩大，

就像一串关于宝石的

绚丽多采的梦；

这里闪电纷飞

忽明忽暗，

这里永远是闪电的栖息之地。

我们巧妙地

锻造红宝石，

炼制金刚石，

因此，

高耸入云的宫殿

才感到炎热逼人。

我们在地下

过着丰富多采的生活，

日子一个接着一个逝去；

３５６地 精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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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知道，

何时大地冰雪融化，

何时草木吐绿开花。

在地底深处，

在隐蔽的洞穴里，

存放着一本用黄金包裹的书，

书中载明了

世界何时被开创，

又将何时消亡。

老人们知道这本书，

当我们这些小伙子采集珍珠，

用光明驱散黑暗时，

生就一身令人欣羡的瘦削身材、

表情冷漠的白发老翁们

总是看着我们。

如果缺少宝石，

老人们只是哭泣，

这本书就会闪闪发光，

于是便出现一片耀眼的、

使金钢石黯然失色的

金色海洋。

４５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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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迈着虔诚而庄重的步伐

穿过建在地下深处的

宽敞的殿堂；

只要我们按照传统的习俗，

轻轻一敲，

大门就会开启。

当我们弹起

能发出雷鸣般音响的七弦琴，

庆祝创世奇迹时，

四处燃起了熊熊烈火，

火焰窜得很高，

大地发出尖叫。

遐  想

致燕妮的十四行诗

一

    来吧！心爱的人儿，

让我们一同远走高飞，

到那遥远的地方，

永恒的纽带已把我们牢牢拴上。

５５６遐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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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骄阳如火，

烤得大地一片炽热，

峭壁上溪流直泻而下，

仿佛披着闪光的白色轻纱。

你和我伫立在那里，

我为在你身边而陶醉，

也为爱的痛苦而沉思，

原野充满欢乐的气氛，

阳光爱抚着

这神奇的景色。

二

    热闹的殿堂喜气洋洋，

明灯高照，一片亮堂，

照得阴影无处藏身，

爱情可以更大胆地涌出心房。

知心话儿更痛快地讲，

无拘无束表衷肠，

满腹相思全倾吐，

琴瑟之音地久天长。

６５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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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风神琴继续弹唱，

心灵的风神琴自由地鸣响，

金色的欢乐之弦奏出旋律，

每个声音都激越而悠扬，

乐曲传到富丽堂皇的宝殿，

又重新飞进心房。

三

    假如你疲倦了，

静卧在松软厚实的苔藓之上，

周围有朵朵鲜花竞相开放，

我会为你那娇嫩的身体守卫站岗；

我会默默地坐在你的身旁，

双目凝视着你，

再让我那关于爱的命运的歌儿

轻轻地在你的耳边荡漾。

我真诚地祈求一切神灵，

也盼望灿烂的希望之光，

使我们的姻缘地久天长，

我会放开歌喉，

向妩媚的百花仙子和永恒的造物主

倾吐自己的衷肠。

７５６遐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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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听到我的歌声，

你胸中必定掀起思念的波涛，

禁不住炽热激情的冲击，

你失声痛哭，泪涌如潮。

在静静的琴声中，

你满怀忧伤和不安，

把你那长满鬈发的头

紧靠在歌手的胸口。

我陡然感到热血沸腾，

我认识了永恒的情爱，

领略到遥远的天国的欢乐；

受一股魔力的驱使，

我把你紧紧地抱在怀中，

尘世已被我们所征服。

五

    我们共同呼吸着心灵之火，

感到无比美满和幸福，

人间的恩怨和痛苦

８５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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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我们心中消失。

心灵之火来源于内心深处，

一旦爱情的领地

在双向的烈火中燃烧，

这火就在心里永存；

那时旧世界便在我们身边消失，

但是更美好、更绚丽多采的新世界

却在我们面前升起；

新世界的太阳是和谐，

它的轨道就是天体运行的路线，

它的洪水就是心灵涌出的清泉。

六

    啊！这不过是金色的梦幻，

是我心中产生的妄想，

我总是心绪不宁，

遥远的空间隔开了我和你；

有别的婆娑大树

会给你洒下绿荫的清凉，

有别的涌泉和溪流

会为你献上甘甜的琼浆。

９５６遐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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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在心中把你的情意珍藏，

可以在梦中看到你优美的形象，

也可以在联翩的幻想之中，

亲手装扮你的脸庞，

但是我得不到你，

我的痴情只是一场空想。

两 棵 玫 瑰

叙事谣曲

    “在柔软的苔藓地上，

有一棵盛开的红艳艳的玫瑰

像一团烈火傲然挺立，

紧靠着它，另一棵玫瑰

宛如白雪般洁净，

正在迎风摇曳。”

“白玫瑰晶莹夺目，

仿佛闪着相思的泪光，

紧紧偎依在红玫瑰身旁；

这美妙动人的景色

充满温柔和真诚，

０６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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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得无限和谐，浑然天成。”

“火焰般的红玫瑰渐渐褪去颜色，

为尘埃所覆盖，

又遭风暴袭击，便花落叶败地死去，

这时，白玫瑰依然光彩照人，

奏着动听的天国之音，

在阳光中摇动着自己的腰肢。”

“它仿佛要燃烧起来，

随后也凋谢枯萎，

两棵玫瑰在一个坟墓中被埋葬。”

白发歌手唱着这支歌，

忧心忡忡地把身子

靠在他漫游用的手杖上。

致燕妮的十四行诗

一

    我命运的主宰啊！请你不要怨我，

我必须表明自己的心迹，

我必须祈求爱情的回应，

我不得不让激情自由地驰骋。

１６６致燕妮的十四行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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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可怜的凡夫俗子们徒然向往

微风的吹拂、星辰的运行，

但是，他们永远摸不着一缕微风，

也摘不到一颗星星。

就像从悬崖深谷中

突然掀起一场风暴，

如今从深沉的黑夜里

升起了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

它势不可挡，要彻底扑灭

智慧、爱情和生命的闪光。

二

    他们践踏、摧残

我们心灵的激情，

那里珍藏着最崇高的情爱，

好像永不熄灭的火焰。

啊！尽管勇气在逐渐减退，

尽管我也看到希望十分渺茫，

但是，我必须歌唱、赞美，

在生活的洪流中漂浮、拚搏。

我的歌声会不断传到你的身旁，

我的脉搏会不断为你而跳动，

２６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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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江水把我卷走，

直到大海把我吞没，

虽然我体验到了寒夜般的空虚和冷漠，

我对你的爱心却永远是那样炽热。

三

    当我那忧伤而孤寂的心灵

在迷茫中徘徊，

不断翻腾起万种思绪，

尝尽了苦涩与失落的滋味时，

当抗争逐渐止息，理智正在湮没，

周围的生命趋于衰微，

最终彻底泯灭，

而我仍然一息尚存时，

我心中还有一盏明灯，

它在灼灼放光，不会熄灭，

它眷恋那已经消逝的岁月，

爱情低声说，

它必须继续燃烧，

还要在虚妄的幻境中把你寻找。

３６６致燕妮的十四行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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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 语 燕 妮

    燕妮！只要你向我敞开火热的心房，

只要你奏起那天国的乐章，

我的歌声就会飞到你的身旁，

我无论唱什么都会轻松舒畅。

魔  女

致燕妮

    我心中珍藏着

一个圣洁的形象，

她像金色的珠宝放射着光芒；

我内心的激情在沸腾，

我要钟爱她、了解她，

让生命永远为她而燃烧、发光。

这形象不允许有任何不和谐的音响，

面对她的神采，

连阴影也要兴高采烈地遁逃、躲藏；

脸庞的线条像波纹一样

４６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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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淡淡的红晕中

漾出永远和谐悦目的容光。

仿佛是那苍穹

离开蔚蓝的云涛雾海

降落到这梦幻般的芳容上；

她朝气勃勃，宛如仙姝下凡，

她淙淙作响，恰似在吐露思念和向往，

她熠熠生辉，好像闪耀着神圣之光。

太空仿佛被她吸引而着迷，

也要用这个魔女的妩媚形象

来炫耀自己；

太空不能匆匆离她而去，

它要分享她那温馨的气息，

它要欣赏那秋波流盼的迷人力量。

她是那样完美无瑕，

她的气质无比高雅，

在艳丽的阳光中，

那翩翩仪态更是动人心魄，

一切都是那么协调、妥帖，

恰恰构成一幅绝妙的图画。

那丰满的胸脯蕴藏着神奇，

５６６魔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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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能奏出优美的旋律，

美的心潮无意识地

在其中缓缓涌动，

它满怀着温柔的爱火

在薄薄的轻纱下颤动。

深奥莫测的生命

像风神琴的弦音

正耽于沉思，

陶醉于预感，

它的每一根琴弦

都由于对遥远的天国的渴望而震颤。

当有人怀着热切的期望

无比激动地叩响

她那晶莹闪亮的心扉，

思念却使她无比惆怅。

她满脸羞涩地低下脑袋，

陷入深深的痛苦和忧伤。

那时她便睁眼凝视远方，

并用自己的目光

把所有星辰照亮，

在她那炽热的激情中，

在她那心灵的闪电中，

６６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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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宇宙都一齐燃烧。

僵死的东西也仿佛有了感觉，

清风吹拂，送来凉爽，

云彩开颜欢笑，

大地的脉搏在隆隆作响，

周围用鲜花装饰，

欢迎她的光临。

受到爱的滋润，

她是那样温柔端庄、容光焕发，

棕色的鬈发飘然垂落，

烘托着秀美的脖子，

深情地披在她的身后，

显露出对美的热烈向往和追求。

话语从唇间轻轻流露，

像甜蜜的歌声在娓娓倾诉，

宛若一件神圣的法衣，

它使人全身无比激动，

又像爱情的信物，

它使人变得高尚、纯洁。

透过轻柔的罗纱，

她的整个身躯

７６６魔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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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焕发着圣洁的光华，

这使那光辉的形象

变得高尚而温柔，

显示了最高贵的女性的风采。

由于充满了思念之情，

一个神灵在不倦的创造中

仿佛在竭力克制自己；

大地遭到了失败，

而在你的美的光辉中，

天堂本身却获得了胜利。

致 燕 妮

    躲开吧！你们这些荒诞无稽的流言，

还有你这忧郁悲戚的歌声，

沉到那冰冷的洪水中去吧，

让猛烈的暴风雨把你们卷走吧！

因为我对未来胸有成竹，

我会抓住这爱的机遇，不会犹豫彷徨，

满腹疑云已经散尽！

天国的欢乐呀，快展开翅膀尽情翱翔！

８６６ 歌 之 书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你们看！那用烈火写成的真情，

你们是否听见了风神琴的乐声清亮悠扬？

我可以爱她了，我的仙女，

这爱的回报是对我的最高奖赏！

啊！要描述这种生活，

言语实在无力，它永不变样！

燕妮愿意赐给我爱情，

这真使我心驰神往，欣喜欲狂。

我这个凡人是否可以大胆地说，

这种神圣的恩宠该我获得？

我的诉说并非徒劳，

一笔情债已经得到清偿！

遥远的星辰，燃烧得更璀璨些吧，

太阳的光芒，照耀得更辉煌些吧，

因为你们不能容纳炽烈的激情，

你们的心胸还不够宽敞。

如今惊涛骇浪向我扑来，

命运的骄傲力量大显威风，

天穹高挂当空，

浓重的黑夜紧压在我的心头！

９６６致 燕 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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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傲慢地直接提出

同你们进行决斗，

你们大发雷霆，对我咆哮怒吼，

我心坚如铁，决不后退半步。

你们能不能体察炽热的情怀？

那是永恒的心灵的和谐。

你们竟想要压制这爱情的烈火，

让它由你们的意志来安排。

尽管你们掀起狂澜，

尽管你们怒气冲天，

爱情会毅然冲决一切阻拦，

傲然屹立于天地之间。

燕妮！你会不会犹豫动摇，畏缩不前？

你那崇高的心灵会不会因害怕而震颤？

爱情是铭心刻骨的思念，

而痛苦只是转瞬即逝的云烟。

我们的结合经历了烈火的考验，

它已经超越了时间的局限；

是爱情成就了我们的姻缘，

爱情岂能用时间来测算？

０７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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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把你紧紧地搂在胸前，

深切地感受你那灼热的情感，

尘世的事情终究要被遗忘，

永恒的东西会永驻长在。

啊！那些流言不过是人生长河中的旋涡，

不过是流泉飞瀑发出的可怜喧响，

它们想把恩爱姻缘拆散，

然而爱情坚如磐石、地久天长。

致 燕 妮

十四行诗

一

    燕妮！我是否能获得那宝贵的幸福？

亲爱的心上人，你是否对我怀有深情？

啊！你那神秘的胸脯剧烈起伏，

而温柔的绛唇总不吐露心音！

那些令人畏惧的幽灵

早已使天堂远离我的心境，

莫非这天堂已在你身边降临，

而天堂的奇珍异宝已经进入你的心灵？

１７６致 燕 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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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漫漫长夜，四周一片幽冥，

我梦中总是出现纷乱迷离的幻影，

它们不停地激起我的思念之情，

这些阴暗的幻影围着我翩翩起舞，

使我心中充满绝望，浑身战战兢兢，

这些幻影转眼化作巨人，高大而又狰狞。

二

    从心灵深处传来了声响，

它幽微飘忽，就像来自可怕的深渊一样：

“啊！爱情的纽带已被扯断，

悦耳的和声也将不再飞扬！”

“是那些大胆的骗人的妖精，

身穿迷人的华丽衣裳，

呼唤你去追求爱情的熊熊火光，

让爱情的彩云把欢乐滋润你的心房？

爱情之火绚烂夺目烛照天堂，

天堂在心灵深处摇曳荡漾，

神圣的爱情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它是如此伟大，仿佛包容了一切美的思想，

可是你从未赢得恋人的爱心，

你的形象一定早已被人彻底遗忘。”

２７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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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灵魂永远无法承受这意外的创伤，

它号啕痛哭，无法排解内心的凄怆，

于是它骤然投入了汹涌奔腾的巨浪，

它永远、永远离开了你，奔向远方！

啊！我曾经嘲笑人世间的恩怨冤仇，

我曾经讥讽大自然的肆虐逞狂，

我曾经壮志凌云豪情满腔，

我曾经怒发冲冠慷慨激昂。

而如今我内心无比空虚和怅惘，

精神力量被摧垮而陷入颓丧，

我的脉搏在颤抖、痉挛，

我脱离了人生轨道濒临灭亡，

那巨澜狂浪冲击着我，

我将撒手尘寰，命归泉壤。

四

    但是我仍然让我的七弦琴发出音响，

我以诗人的激动的情怀

忠实地在琴弦上奏出欢乐和忧伤，

伴随着乐曲我自己也向高空飞翔，

３７６致 燕 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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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飞到我的女神身旁；

深奥莫测的女神

被炽热的爱情和悠扬的歌声所吸引，

竟不知不觉地走向那遥远的地方：

“即使她永远对我不理不睬，

我也仍然永远对她心驰神往，

我将永远把甜美的歌奉献给她，

永远陶醉在缅怀往昔的回忆中，如痴如狂，

直到思念之情使我痛断肝肠，

直到灵魂恬然安息在云天之上。”

五

    “啊！她在高处屈尊俯视着你，

她那高贵的丽质放射着无比耀眼的光芒，

你可以倾心思慕，却无法实现心中的愿望，

你可以奉献热情的颂歌，

却不可再把你的情歌吟唱，

回音只会使你痛苦，让你声咽口难张，

因为这本是痴心妄想，

是白日里的美梦一场。

你的相思之情尽可以光彩夺目，灿烂辉煌，

使蓝天相形见绌，令金色的群星黯然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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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尽可以涵盖远近八方，

但是它始终是在痛苦的阴影中踯躅踉跄，

最终还得沮丧地返回到原来的地方，

再把那旧调重新弹唱。”

六

    我可以骄微地对自己说，你爱着我！

是你使我对人生意义豁然开朗，

是你促使我奋力向上，与你比翼飞翔，

你那爱心为我跳动，热血为我激荡！

啊！我的心灵还无法承受这美意，

它为这莫大的收获而欣喜欲狂，

它向你这上天的女王虔诚祷告，

不敢轻易作这种非分的遐想。

如今我生命的精灵变得更加勇敢坚强，

它奋力地催促我去建功立业、谱写诗章，

如今我已成为名声卓著的行家，

我将奋勇投入生活，去驾驭风浪，

燕妮！你听，有一个呼声正响彻四方：

永远努力，奋发向上！

５７６致 燕 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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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面对阴险的鬼蜮和尘世的纷扰，

你何必感到害怕惊慌？

让他们尽情地咆哮，无耻地号叫，

让他们去忌妒和嘲讽，使尽种种花招，

他们永远不会懂得什么是高尚的情操，

也永远无法理解心灵的永恒追求、

爱情的痛苦与和谐悦耳的音调，

因为他们灵魂卑怯，毫无节操。

但是我的齐特尔琴却弹唱得更加响亮，

我那挚爱的心却跳动得更加激昂，

琴声和心声压倒了暴风雨的张狂，

它们在生机盎然的广袤大地上回响，

它们传进你的耳朵，抚平我思念的忧伤，

它们萦绕环宇，永与天地共久长。

八

    燕妮，岁月如云，往事纷扰，

让它们流逝吧，让它们泯灭吧！

让千百个生命在黑暗中，

在生活风暴的威胁中迎接惨淡的死亡吧，

６７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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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金色的光明却在黑夜中向我们微笑，

爱情会向我们指出得救之路，

我们可以骄傲地抬起明亮的双眸，

天上那些永恒的星辰正向我们招手。

燕妮挚爱着我！还有什么能把我们阻挡？

卑劣的世间桎梏哪能束缚我们的手脚？

我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我们为同一个目标而燃烧的爱火

将长明不灭，照亮人生的征途，

而人间那些虫豸将葬身生活的急流。

致 燕 妮

十四行诗

一

    燕妮！你大概会戏谑般地问我，

为什么我的歌总是称作“致燕妮”？

那是因为我的脉搏只为你跳动，

我所有的歌都只是向你把衷肠倾诉，

我所有的歌都是把你吟咏；

因为歌中每个字句都是向你表白心迹，

７７６致 燕 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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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音符都是为你奏响爱的旋律，

我的哪一个乐段能与我心中的女神分离？

你的名字我听起来是那么亲切甜蜜，

它本身包含着多么丰富的意义，

这个名字响彻一切殿堂，

它就像遥远的心灵的地震，

像齐特尔琴金色琴弦上弹出的乐音，

像一个独特的神奇的生命，震撼我的心房。

二

    你瞧！我可以著书千卷，

页页都把“燕妮”这个芳名写上，

卷卷都包含着丰富的思想，

永恒的业绩，坚韧不拔的意志，

甜蜜的诗韵，缠绵恬静的思念，

包含着全部的热和全部的阳光，

全部神仙般的欢乐和痛苦忧伤，

我的全部知识和我梦寐以求的生活理想。

在星辰上我能看到的只是这个名字，

而徐徐的清风，令人心醉的碧浪，

又把这个名字传回到我的耳旁，

我想要把这个名字写得充满魅力，

８７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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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它传扬千载，百世流芳，

燕妮这个名字永远意味着爱情的力量。

致 燕 妮

十四行诗

一

    我知道，由于怀着甜蜜的幻想，

你那丰满而神奇的胸膛热情激荡；

你禁不住热泪盈眶；

绵绵无尽的相思

必然伴随着无法排解的痛苦和惆怅。

每一根纤细的神经都在震颤，

每一口温暖的气息都急促地呼出，

带着热烈的情感径直飘向穹苍。

没有人能够理解

这种深奥莫测的神魔般的力量，

而理解您的神灵们

仿佛从那遥远的地方

通过淡淡的流云向你鞠躬致敬，

表达着对你的爱慕和向往。

９７６致 燕 妮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二

    燕妮，是仁慈的神仙们

给了歌手以力量，

歌手完全能够理解

你那温柔的炽热心肠，

你激情的迸发和相思的忧伤，

他能够认出每一个守护你的精灵，

他了解长夜的孤寂和愁思，

深知你的心灵像金子一样辉煌。

难道他应该默默地忍受折磨，

吞下那痛彻肺腑的哀伤，

束手静候死神的登场？

难道他只能在环境的逼迫下

彻底割舍自己美好的宿愿，

让心中热血流尽而死亡？

三

    你我志同道合，心心相印，

如果你内心深感苦恼和悲伤，

那我也必定撕裂肺腑，痛断肝肠，

深深陷入黑暗和绝望，

０８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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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幢幢鬼影伴随下踏上坟场；

如果威严的东西并不属于你自己，

那就让它失去精神的力量，

让痛苦沉浸于爱情之光，埋入心房。

我要把这温柔的真挚情感悉心爱护，

在歌声悠扬的神奇仙境中

用悦耳的音乐把它抚养。

它应该永葆青春，充满魅力，

像优美的旋律一样充实而又轻快柔和，

以崭新的方式茁壮成长。

歌手的圣诞节前夜

叙事谣曲

    有一个歌手

坐在河岸边默默沉思，

河里浪涛汹涌、咆哮不停。

歌手看来心事重重，

他从这里向天边遥望，

他的心中思念着远方。

“就像翻滚的浪花

１８６歌手的圣诞节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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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瞬息万变的滔滔洪水中，

急速地飞奔而去，

欢乐的时光

也不得不这样悄悄流逝，

青春的激情也已同样匆匆消失。

熊熊燃烧的爱情之火，

星光灿烂的甜蜜之夜，

你们都已成为过去，

而神奇地把我和充满魅力的力量

联结在一起的梦想

也已烟消云散、杳无踪迹。

从前在这一天

青春的热血奔腾激荡，

相思的心潮直冲云天，

当圣诞之夜的梦幻般的帷幕

降临大地，

年轻的心就燃起了欢乐的火焰。

那时上帝赐给了凡人

无比幸福的生活，

也赐给了神奇美妙的幻想，

天神慈祥地降临人间，

从蓝色的高空云端

２８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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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了星月的清辉一片。

那不是响起了

迷人的爱情的歌声？

它像倾吐热切的思念，

又像诉说遥远的心灵的渴望，

它在揭示天国的奥秘，

孜孜不倦地传播着崇高的追求和向往。

那不是从遥远的明亮的天际

飘来了一位仙女，

要为我医治心灵的创伤？

她满足了我梦寐以求的宿愿，

她使梦幻成了现实，

使生活闪现出理想的光芒。

啊！她本来可以

把最珍贵的感情向我奉献，

可是，怀疑却使她犹豫彷徨，

于是痛苦深深地折磨着她的心灵，

纯洁的晶莹闪亮的珠宝

也变得黯淡无光。”

３８６歌手的圣诞节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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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燕 妮

    从塔顶上传来悦耳的声音，

仿佛是钟的鸣响，

宛如遥远的天堂的歌唱，

又像是心灵的深沉呼唤和渴望。

一只凤凰已经再生，

它从烈火中振翅翱翔，

它的光泽照遍四面八方，

它的叫声就像圣乐一样婉转悠扬。

它展开翅膀

勇敢地搏击在蓝天上，

它穿越云层

与流云一起发出和谐的鸣响。

在欢乐的喜庆气氛中，

人人都怀着炽热的激情，

庄重地拿起七弦琴来弹唱，

个个笑逐颜开，露出惬意的目光。

燕妮，你一定会不安地

４８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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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那难忘的甜蜜时光，

那时随着钟声一响，

礼物会使你分外高兴和欢畅。

当圣诞树像一个天上来客

在一片灯火通明之中

突然展现它的英姿时，

你显得那样激动异常。

难道不是有一只凤凰

从你那丰满的胸膛中飞出？

在那温柔的梦幻般的栖息处，

在那柔软的充满诗意的安乐窝中，

它甜美地小睡了一觉。

这个慈祥的守护神周身冒着火焰，

发出迷人的鸣响，

像是把爱情来颂扬。

它得到你的宠爱，

在你的心中茁壮成长，

直到它出落得光彩照人，

忐忑不安地向我吐露衷肠。

面对它那金光灿灿的丰采，

５８６致 燕 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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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禁不住心驰神往，如痴如狂，

我的内心顿时

燃起了爱情和希望。

就仿佛有人给我喝了迷魂汤，

让我酣然沉睡一场，

只是由于你那含情目光朝我一望，

才使我从那魔法下获得解放。

我亲爱的心上人，

请你收下这用诗歌编成的花环，

啊，把它戴在你的心坎上，

它将永远在那里闪闪发光！

６８６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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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亲爱的父亲的

诗  作２０８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１８３７年

２月—４月初

第一次用原文全文发表于《马

克思恩格它在灼灼放光，不会

熄灭集》１９２９年历史考证版第

１部分第１卷第２分册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版第１部分

第１卷翻译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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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亲爱的父亲的

诗  作

在他１８３７年生日之际，谨以此

略表永远敬爱之心

卡·亨·马克思 于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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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给 父 亲

一

创  造

    越过那晶莹闪耀的波浪，

永恒的创造之神飞向远方；

大千世界在涌动，无数生命在激荡，

他环顾四周，永恒的空间无限宽广。

他发出唤醒万物的神奇目光，

用烈火铸成万千形象。

空间在震颤，时间在奔流，

万物虔诚地仰望着他的面庞，

波涛汹涌，天籁悠扬，

斗转星移，一片金光。

他慈父般地频频点头，

向宇宙普照慈爱的光芒。

永恒的万物感到了自己的局限，

就沉思着默默流向前方，

直到那神圣的太初思想，

５９６献 给 父 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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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上了文辞和诗歌的盛装。

这时从远处传来雷鸣般的声响，

好像造物主的预言在空中回荡：

“群星运转，放出温馨的光芒，

世界酣睡在原始山峦的胸膛；

我的精神铸成的美好形象啊，

愿创造精神永远留在你们身上，

如果人们满腔激情地迎接你们，

你们要热诚地启迪他们的思想。

你们只能向爱敞开胸膛，

你们要永远保持永恒的力量；

我已经把慈爱注入你们的心房，

你们应当放射出我的心灵之光。

同声相应才能发出和谐的音响，

心灵只能同心灵相互碰撞。

你们的精神来自我的胸膛，

这精神铸成形象去启迪思想；

你们一旦回到造物主的身旁，

就不再是单纯的形象；

人们将热切地向你们投来爱的目光，

你们将融入人心中，而人又将留在我心上！”

６９６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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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创  作

    炽热的创作火焰，

从你的胸口向我蔓延，

它们在我头上汇成一片，

我把它们珍藏在心间，

你的形象熠熠放光，宛如琴韵，

你用爱的双翅轻抚我心头的火焰。

我听到那声浪，我看到那闪光，

万里长空在飘航，

升起了，又下降，

下降了，又更高地飞翔。

当内心的斗争已经停息，

我看到痛苦和欢乐变成了诗章。

我心中激动，如痴如狂，

沉醉于情深意切的锦绣辞章；

我心中涌现出万千形象，

都由你的心把他们点亮。

他们满怀柔情舒展四肢，

在创造者的怀抱里重新放光。

７９６献 给 父 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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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 竖 琴

叙事诗

    歌手惊讶地谛听，

似乎远处传来的欢乐琴音

把歌手匆匆地唤醒：

“啊，我的心为何这样忐忑不宁，

那究竟是什么乐声——

是星星还是幽灵在哀鸣！”

他振作精神一跃而起，

小心地把头伸进一片黑暗里，

远处一轮金色光晕在招引；

“歌手，跟着我，走上台阶再下去，

无论在空中或在黄泉，

你都摸不到一根琴弦！

歌手看见那光晕张开如巨网，

他的心儿便渐渐发紧，

而琴声却越来越听得分明；

他随着琴声踽踽前行，

走上台阶又往下，活像一个幽灵，

８９６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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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下是纵横交错的幽径。

他停下脚步，眼前忽然敞开大门，

迎面扑来了悠扬的琴声，

仿佛把他托起来继续前行；

面前金光闪闪，他看到一张七弦琴，

它奏出悦耳的曲调，似乎日夜不停，

尽管看不见有人在弹琴。

乐曲使他动情，交织着痛苦和欢欣，

忽而昂扬，忽而又变得无限深沉，

使他再不能隐瞒真情：

“这不是琴音，而是我的心声，

这是我的写照，我的痛苦呻吟，

它们都发自我的内心。”

他如醉如痴，把琴儿一把拿起，

琴声高昂激越，如悬崖上冲下清泉，

琴声幽咽低沉，如深谷里流水淙淙；

他放声高歌，热血沸腾，

无比的悲怆充满了他的心灵，

使他再没见外界的天光云影。

９９６魔 竖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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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  望

叙事谣曲

    “啊，为何你目光如炬、全身滚烫？

为何你唉声叹气、满腹忧伤？

好像黑夜在折磨你，恶运在鞭笞你，

使你在深沉的思念中如痴如狂？

告诉我那双眼睛在何方？

它们像钟声悠扬，四周有彩虹的光芒，

眼中有火焰闪亮，有珠圆玉润的吟唱，

还有夜空的星星在闪光。

我梦见过这双眼睛，

却不知有什么预兆在梦中潜藏，

我的头脑空空荡荡，我的心中一片迷茫，

我真想现在就长眠于坟场！

你为何这么胡思乱想，

何必要到那遥远的异乡！

这里波涛翻滚，这里丰收在望，

这里的爱情更加纯洁，更加高尚。

００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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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波浪，这里没有火光，

远方有一道强光在向我闪亮，

烧得我饥渴难熬，照得我头晕目眩，

莫非我就要倒地身亡？”

他全身颤抖，仰望上方，

直到他两眼射出光芒；

思念之情在激荡，烈火燃烧在心房，

他终于停止呼吸倒在地上。

夜  恋

叙事谣曲

    他紧紧地把她搂在胸间，

阴郁地凝望着她的双眼：

“热烈的爱使你受尽熬煎，

你是在颤抖，颤抖在我唇边？”

“你已经饮下了我的灵魂，

它成了你胸中的火焰，

发光吧，我心爱的瑰宝，

发光吧，那青春的热血！”

１０７夜   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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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爱的人儿，你脸色苍白，

你的话那样奇妙，令我吃惊，

你看，那大千世界歌声不绝，

正在太空中回旋运行！”

“走吧，亲爱的人儿，走吧，

灿烂的群星啊，闪射出炽烈的火光，

飞吧，往上飞吧，飞向穹苍，

让我们的灵魂一起放射光芒！”

他在她耳旁低声细语，

茫然地环顾他的四边，

目光中迸出片片烈焰，

烧得他眼睛失去神采。

“亲爱的人儿，你把毒液吞饮，

你就得和我结伴同行，

沉沉夜幕早已经降临，

再不见白日大放光明！”

他紧紧地把她搂在胸间，

她已停止呼吸在他怀中长眠，

内心深处的痛苦刺透了她，

她永远不会再睁开双眼。

２０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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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妖 之 歌

叙事诗

（见本卷第６４３—６４９页）

老 水 怪

叙事诗

１

    水流在那边奇怪地潺潺作响，

旋涡飞转，激起层层波浪，

水在奔流，但是听不见

惊涛拍岸回声震荡。

水流有一副冰冷的心肠，

它只顾潺潺流去，流向远方。

２

    是谁出现在波峰浪谷？

３０７老 水 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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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有个老翁坐在那里。

每当星光灿烂、月亮升起，

他就随波起舞、上下翻飞；

他跳得奇怪，显得吃力——

他想喝干那道小小的山溪。

３

    水浪是杀死老翁的凶手，

水浪在腐蚀和啃啮他的骨头。

每当他看见水浪如此翻腾，

他就感到严寒彻骨、周身凉透，

他满脸愁云，翻飞起舞，

直到送走月夜，迎来白昼。

４

    水流依然奇怪地潺潺作响，

旋涡飞转，激起层层波浪。

水在奔流，但是听不见

惊涛拍岸回声震荡。

水流有一副冰冷的心肠，

它只顾潺潺流去，流向远方。

４０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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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维狄乌斯著

《哀歌》

第 一 曲
２０９

（意译）

１

    小册子啊，你可以立即登程，

去那欢乐的胜利者之城；

宙斯的雷霆已把我击中，

所以我仍留在这里栖身。

２

    去吧！别看你衣襟寒酸，

为作者穿丧服异乡远行；

这打扮正合流放者身分，

这正是时代风暴的命令。

５０７第 一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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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别想穿紫红色的袍服，

忘却你周围紫罗兰的血色！

唉，既然热望已成泡影，

又何必装得幸福欢欣。

４

    你要羞羞答答埋名隐姓，

也别散发出雪松的芳馨，

你那佝偻的黑色躯干，

别用银光闪闪的饰物去打扮。

５

    只有喜气洋洋的作品才选择

华丽的辞藻给自己装饰；

我只要你满载我的悲愁

和那沉沉黑夜的烦忧。

６

    你不妨蓬头垢面，

６０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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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别人冷眼相望，

又何必破帽遮颜，

还要用浮石砑出亮光。

７

    你脸色苍白，愁云满面，

还被我染上斑斑污点，

唉！你伤心得热泪长流，

直到把你的破衣湿透。

８

    走吧，我的书！代我一路致意，

再问候那神圣的地方，

我的梦将随你一同前往，

还有我的咒语和幻想。

９

    也许有人只看你一眼，

就回想起往日的情景；

也许有人会问长问短，

打听那派你去的主人。

７０７第 一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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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你就告诉他，我还活着，

但别说我已被救进天堂；

那怕我心脏还在跳动，

这只是人家网开一面，并非慈悲心肠。

１１

    要是有人想听到更多消息，

你要轻声细语，这要靠你自己。

当心别言语不慎犯下罪，

不该说的事儿就莫张嘴。

１２

    有些人会对你恶语相讥，

把我的过错重又提起，

甚至把你也当作罪人看待，

你定要惭愧地把目光低垂下来。

１３

    要是指责和咒骂惹你伤心，

８０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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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得处之泰然耐心去听；

须知火焰扑不灭熊熊烈火，

铸下大错可别想欺骗蒙混。

１４

    但也会有一些好心人，

唉声叹气地和你谈心；

思念引起的涟涟泪水

就会蒙住他们的眼睛。

１５

    他们会对我表示非常同情，

轻轻地说出的话充满怜悯：

“但愿他能使凯撒回心转意，

唉，多少减轻一些他的罪名。”

１６

    不论是谁替我说情：

“请求上帝格外开恩！”

我都衷心地为他祷告：

“愿雷霆放过这些好人！”

９０７第 一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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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如果神明俯允他的请求，

让我毫无遗憾地

死在众神选定的那座名城，

但愿凯撒熄灭他的雷霆！

１８

    当你代我如此向人致意，

你自己也会受到责备，

说是我的诗句不太优美，

又说我的气势不够宏伟。

１９

    但是法官们应能想起

诗句产生在什么时期；

只要有人能提上一句，

你的危险都将被除去。

２０

    因为诗艺的魅力种种

０１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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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出自欢乐的心胸；

倘若感情被愁云笼罩，

连缪斯也会感到苦恼。

２１

    诗人的歌充满了忧伤，

诉说他如何惨遭流放，

风暴、海水和严寒使他惊惶，

这样的苦难叫他怎样歌唱！

２２

    不能让诗人充满恐惧终日惶惶，

要让他写出美妙热情的诗章。

可我却只能哭泣，满目凄凉，

但见头上有利剑发出寒光。

２３

    我所写的全部诗篇，

会使公正者为之惊叹；

他会赞扬我的作品，

也会想起我的苦难。

１１７第 一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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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即使是荷马这样的诗才，

如果被人抛入苦海，

他的才华也会全部湮没，

只顾躲避眼前的危害。

２５

    我的书呀，你只管放心前去，

可千万不要沽名钓誉；

即使读者把你扔到一旁，

你也别为此羞愧难当。

２６

    我已不再沉醉于

幸福温馨的怀抱；

赢得称赞不是我的理想，

我也不追求歌手的奖赏。

２７

    回首往昔欢乐的日子，

２１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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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才华横溢、意气风发，

对显姓扬名深为迷恋，

一心追逐那虚名浮华。

２８

    若说我今日尚弹琴歌吟，

如火的诗情尚未燃尽，

我的心已深感满足，

因为毁我者正是我的歌声。

２９

    走吧！这是你的幸运，

代我细看那雄伟的罗马城；

我多希望受神的庇护，

能够亲自踏上征程！

３０

    你千万不要心存幻想，

以为能装作异乡人走进名城；

你是个销声匿迹的人，

怎能向当地百姓倾吐衷肠！

３１７第 一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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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哪怕你没有书名和标记，

书皮颜色就已泄漏天机；

尽管你自称非我所写，

唉，仍逃不了声名狼藉！

３２

    你要偷偷地走进城门，

以免我的歌使你受到伤害；

我已不再唱爱情的丽词艳句，

尽管它们曾经使人神迷心醉！

３３

    如果因为你的字句是由我苦苦推敲，

就有人粗暴地把你扔掉，

说你这本东西不堪入目，

满纸荒唐尽是诲淫诲盗；

３４

    你就说：“请读一下书名，

４１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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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教唆人说爱谈情；

唉！那众多严厉的神明，

把我判处了重刑！”

３５

    别走上那座神殿，

它倨傲地耸入云天；

凯撒的廊柱比它更高，

可别让他的随从把你发现。

３６

    须知这些高贵的殿堂

如今不认识你的主人；

正是从那城堡里发出霹雳，

众神向我当头劈下雷霆！

３７

    是的，殿堂里住着众神，

他们伟大、慈悲而温存。

但如果他们发出雷电风暴，

连明媚春光也使我们胆战心惊！

５１７第 一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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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小鸽子曾落入苍鹰的利爪，

正舔它那流血的伤口，

这时哪怕吹来一阵和风，

也会使它担惊受怕。

３９

    小羊羔若在狼口获得余生，

就只顾仓皇地四处逃命；

一有风吹草动就混身打颤，

直到钻进它低矮的羊圈！

４０

    法松如不往太空高翔，

他至今还能够安然无恙；

如果他不是糊涂一时、年轻气盛，

就不会为驾驭金马车而把命丧。

４１

    我害怕宙斯愤怒的雷霆，

６１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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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他的烈火就赶快逃命；

当电光一闪劈破天空，

总觉得他的投枪已把我击中。

４２

    阿吉夫人中不论是谁，

如能从卡法雷海岸陡壁遁逃，

他就再不会驾着他的帆船

乘着海潮驶向埃维亚岛。

４３

    我的小舟曾被风暴击沉，

再也不敢驶近那块地方；

它战战兢兢离开那恶浪险礁，

远远地驶向天涯海角。

４４

    所以，书啊，你要学点聪明，

做什么事都要步步为营；

别再去追逐那虚荣浮名，

众人定会对你洗耳恭听。

７１７第 一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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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伊卡鲁斯竟毫不自量

装上翅膀向高空翱翔；

纵使他英名百世流芳，

总归已不幸葬身海疆。

４６

    我们究竟是勇敢地划起船桨，

还是乘着海风扬帆启航，

此事我们今后再作理论，

这要看时间和地点再拿主张。

４７

    如果他的前额开阔明朗，

如果他的面容温和慈祥，

如果他多年积下的愤怒

已经在沉默中隐藏；

４８

    如果你曾害怕得面色如土，

８１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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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向他走近一步——

现在就向他问候并伸出手去，

你去吧！黑暗里已有亮光透出。

４９

    此刻命运之神已发善心，

你出生之时就交上好运；

伤口的灼痛已渐渐减轻，

远方正传来恩赦的声音。

５０

    因为谁暴怒地打伤别人，

就要由谁来医治伤痕；

就如泰列夫的创伤痛楚，

只有阿基里斯本人才能消除。

５１

    如果你要把人救活，

当心，可别投下毒药。

“希望”！它是那样渺茫，

你害怕得辗转反侧，直到天亮！

９１７第 一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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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盛怒已经平息——你要小心，

可别让他再发雷霆。

要是你一时糊涂把他触怒，

新的灾难又将使我灭顶。

５３

    也许缪斯在神殿把你接见，

那时你心中将是何等甘甜；

你可以在殿堂上扬眉吐气，

在那里创作才与美誉相联。

５４

    你会看见你的许多兄弟，

被排成一列依偎在一起，

记得是在暮色降临时分，

我诗兴大发把他们写成。

５５

    他们每个人都公开地

０２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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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出自己骄傲的名字；

那名字在前额闪闪发亮，

犹如诗情溢采，也似希望放光。

５６

    有三个兄弟远远站在一边，

四周像蒙着一圈黑色轻烟，

这三卷书大谈男女风月①，

从书里还听得出调笑戏谑。

５７

    你可要离他们远点，

要不就对之厉声痛斥，

因为这几卷书都犯下了

奥狄浦斯和泰莱贡诺斯的罪孽！

５８

    另外还有一部歌曲，

差一点被人付之一炬，

这本书能让你知晓

１２７第 一 曲

① 奥维狄乌斯的三卷《爱经》。——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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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万物变形之道。①

５９

    对变了样子的陌生人，

你要按我的嘱咐讲话，

就说我命好逢凶化吉，

落难在异乡遇到了转机。

６０

    回首往昔我曾痛饮幸福之杯，

从那紫红的双唇中吸取火焰；

现在众神要我受此苦难，

我整日只有以泪水洗面！

６１

    你用目光询问我还有什么叮嘱，

我确实还有万语千言想要倾诉，

但纤美的司时女神②却不容哀求，

她们不停地摇桨，紧催时间奔流。

２２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①

② 奥丽。——编者注

奥维狄乌斯《变形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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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要是我请你代我转达

我的全部肺腑之言，

唉！那就千言万语也说不完，

这些行装会把你的腰板压弯。

６３

    路好远哪！我的书呀，你快启程，

须知我是在天涯海角栖身，

只有西徐亚人和我住在此地，

这里和内地之间却相隔茫茫万里！

疯  女

叙事诗

    月光下有个女人翩翩起舞，

黑夜里远远地也看得清楚；

她衣裙飘动，目光如电，

犹如金刚石在悬崖上闪烁。

３２７疯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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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的大海，你快过来，

我要把你温柔地抱在胸怀；

给我戴上柳条编成的花环，

穿上绿中带蓝的美丽衣衫！

我要送你一颗镶金的红宝石，

把我沸腾的心血寄托在里面，

有个英俊少年曾把它戴在胸前，

可怜他如今已在海底长眠。

我要为你唱出美妙的歌曲，

风浪一定会翻腾得很高；

我还要尽情地为你跳舞，

风声和涛声定会一起号啕！”

疯女把一棵柳树紧紧抱住，

套上绿中带蓝的爱的花环，

又用奇怪的目光上下打量，

叫柳树小心地走到一旁。

“请把你的翅膀借给我，

让我深深地飞入海底；

难道母亲竟没有看见，

花环把儿子打扮得多么美丽？”

４２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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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女每夜这样走来走去，

绿色海边的柳树都戴上了花环；

她得意地上下挥动手臂翩翩起舞，

再没停止过她寻如醉如痴的舞步。

花 中 之 王

幻想叙事诗

１

    “喂，阳光下的小人儿呀，

你可想当花中之王？

如果你有此抱负，

就用你的鲜血把我们染得通红！”

２

    “花儿们鲜亮，花儿们苍白，

已将我的血液喝光。

把我的王国给我吧，

让我在花萼中，在花萼中沉醉。”

５２７花 中 之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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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小小的人儿啊，你的血这样鲜红，

也让我们看看你那颗深藏的心，

既然你想当花中之王，

就该让心儿在阳光中闪亮！”

４

    “我的心呀，它在怦怦跳动，

它使我双眼炯炯有神，

我可绝不能把心儿给你们，

那会使我的眼光变得昏沉。”

５

    “小小的人儿啊，我们大家

一起跳进你的胸膛，

让你的心在阳光下闪光吧，

该由你来当我们众花之王！”

６

    小人儿在颤抖，小人儿在思量，

６２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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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撕开自己血红的胸膛，

“你们瞧啊，你们已把心送给了我，

你们还得给我王冠和权杖！”

７

    “阳光下的小人儿啊，

你不配当众花之王，

因为你不能使殷红的鲜血永远流淌，

而我们要那颗深藏的心马上发光。”

８

    小人儿抠下双眼，

开始用手在地上挖掘；

他挖出一个幽深的墓穴，

静静地躺到里面把自己埋葬。

苏  醒

一

    你的眼睛闪闪发亮，

充满激情，欣喜若狂，

７２７苏   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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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目光就像七弦琴的音韵，

起伏跌宕，宛转悠扬，

带着朦胧的幽思遐想，

穿越神圣的黑夜屏障，

向着太空不断地飞翔，

这时在高远的九天之上，

那些永恒不灭的星辰

便向你放出爱的光芒。

二

    你激动地陷入沉思默想，

澎湃的心潮拍击你的胸膛，

你向永恒的宇宙放眼眺望，

只见宇宙无边，一片茫茫，

在你脚下，在你头上，

天体神妙莫测，无限宽广，

群星转动，无休无止，

千年万载永远明亮，

而你自己只是一个原子

沉落在宇宙的浩瀚海洋。

三

    你的苏醒

８２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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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不断地上升，

你的上升

意味着永恒的沉落。

四

    当你的灵魂

发出熊熊火光，

当烈火喷射进你的胸膛，

把你的心灵深处照亮，

这时，你心灵的隐衷

就被众精灵高高举起，

带着优美激越的

迷人的音响，

从灵魂的阴森深渊

腾空而出，扶摇直上。

五

    你往下沉落

就意味着不断地上升，

你不断上升

就意味着那至高无上之神

用颤抖的双唇对你亲吻——

那是被霞光映红的

９２７苏   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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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般热烈的双唇

所作的永恒的亲吻。

绝望者的祈祷

    “如果有个神灵把我的一切夺走，

使我遭到诅咒，失去自由，

他拥有大千世界，我却一无所有！

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复仇！”

“我要高傲地对我自己进行报复，

也要把矛头对准那高踞在上的造物主，

尽管我的力量微不足道，

反正我的善行得不到一点善报！”

“我要为自己造一个宝座，

它寒气逼人，直插霄汉。

我要用世上所无的恐怖砌成它的城垣，

三军统帅应该是痛苦和灾难！”

“谁抬起常人的眼睛朝它仰望，

就让他面如死灰、一声不响往回逃跑，

让他周身蒙上死神的气息，

让他自挖坟墓把幸福埋掉。”

０３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即使那至高无上的神

从高高的铁铸神殿发出雷霆霹雳。

把我的城墙厅堂夷为平地，

永恒的时间仍将会为我重新建起。”

卢 欣 妲

叙事诗

（见本卷第４９８—５０８页）

末 日 审 判

诙谐诗

    啊！面对死气沉沉的生活，

耳听颂扬神明的歌唱，

我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心中充满了恐怖惊惶。

因为当人间万事突然终结，

当一切力量的纷争都已停息，

１３７末日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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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不再感到生活的痛苦，

当我们到达最后的归宿，

我们应该赞美永恒的上帝，

把虔诚的赞歌唱个不停；

我们只顾对上帝表示崇敬，

再也不知道什么是欢乐和伤心。

啊，面对这通向完美境界的台阶，

我竟如临深渊退缩不前，

如果死神向我发出召唤，

会把我吓得心惊胆战。

上帝那儿只有一个天堂。

可那里已经住满升天的魂灵。

我在那里只得和老太婆们为伍，

光阴的利齿夺去了她们的性命。

坟墓里埋着她们的尸体。

坟墓上堆满瓦砾和污泥，

她们那光怪陆离的鬼魂

正在欢蹦乱跳，狂舞嬉戏。

她们都是那样干瘪瘦小，

轻盈得一阵风就可吹跑，

２３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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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即使紧紧束住身腰，

也决不会如此纤细苗条。

可我对她们的盛会却放肆地干扰，

我把赞美诗唱得响彻云霄，

上帝听见我狂呼乱叫，

气得他两眼火星直冒。

他一招手叫来了迦伯列，

就是那身材修长的天使长，

此人抓住我这爱吵闹的捣蛋鬼，

一下子就把我驱逐到远方。

请注意！这一切不过是梦中的想象，

我梦见帝国的末日审判已经开场，

善良的人们，请不要为此发怒，

因为梦中作的孽总不能算作罪状。

两个女竖琴手

叙事诗

（见本卷第６２７—６３０页）

３３７两个女竖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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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短诗集

一

    德意志人各自坐在安乐椅上，

神情麻木，一声不响。

四周的风暴在肆虐逞狂，

天上阴云密布，黯淡无光，

雷声隆隆，闪电似银蛇狂舞，

他们的脑海里却风平浪静，十分安详。

但只要天空升起了太阳，

暴雨停歇，和风轻轻荡漾，

他们就站起来高呼，

还写下一本书：《灾患已告消除》。

他们开始想入非非，

要对事情寻根问底；

他们说：“这桩事干得不对头，

天公的玩笑开得太离奇；

宇宙万物得有规有矩、井井有条，

先得有个头，而后才能有脚。”

他们像儿童般乱忙一气，

到处在寻找腐烂发霉的东西。

他们本该好好地为现在做点事情，

４３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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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可不必去既忧天来又愁地。

天地本是按自己惯常的轨道运行，

波浪仍在安然地拍击着礁岩峭壁。

二

黑 格 尔

讽刺短诗２１０

１

    因为我发现了最崇高的智慧，领会了它深邃的奥秘，

我就像神那样无与伦比，像神那样披上晦暗的外衣，

我曾长久地探求真谛，漂游在汹涌的思想海洋里，

在那儿我找到了表达的语言，就紧抓到底。

２

    我教授的语言已变得错杂纷纭、一片迷茫，

每个人爱怎么理解，完全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愿望。

我的语言至少绝不会束缚每个人的想象，

因为正像一个诗人可以从悬崖的瀑布的喧响

听出心上的姑娘倾吐的情话和衷肠，

他可以怎么想，就怎么认识，有所感触，便变成思想，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啜饮这智慧的玉液琼浆，

５３７讽 刺 短 诗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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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诸位揭示一切，因为我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讲！

３

    康德和费希特喜欢在太空遨游，

寻找一个遥远的未知国度；

而我只求能真正领悟

在街头巷尾遇到的日常事物！

４

    请原谅我们这些短小诗篇，

如果我们唱的调子惹人讨厌；

我们已把黑格尔的学说潜心钻研，

却还无法领略他的美学观点。

三

    有一次德意志人启程出征，

竟取得了民族大会战的奇胜。２１１

当那番热闹刚刚消停，

街头巷尾便传出一条趣闻：

“到处都发生了神奇的预兆——

世人很快就会长出三只脚！”

这消息马上使人感到非常烦恼，

６３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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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开始为自己感到害臊：

“好家伙，一下子出了那么多事情！

现在人们应该重新安守本分。

别的事儿不妨全编入书本，

担保这些书会成为畅销的热门。”

四

    若是把星星摘下来送给他们，

他们有时嫌星光太暗，有时又嫌星光太亮，

有时嫌太阳的光芒太刺眼，

有时又嫌它要走的路程太漫长。

五

    有人把席勒狠狠地责骂一遭２１２：

他不懂人情，不会逗人发笑，

他傲世出尘，过于清高，

该干的日常活儿他却干不了；

他净卖弄些雷鸣电闪之类的辞藻，

全没有那市井坊间的诙谐情调。

六

    他们说歌德的格调实在过于高雅，

７３７讽 刺 短 诗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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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爱看维纳斯而不爱看衣衫褴褛的人；

他虽然好好儿地从生活底层入手，

却把人逼得高高地飞入云层，

他赋予各种事物以过分崇高的外形，

因此它们全没有内在的灵魂。

倒是席勒比较合人们的胃口，

诗行里可以读到他的思想，

虽然看不透有什么深刻含义，

但人们毕竟能说：它们确实印在书上。

七

为某秃头人写照２１３

    像一道耀眼的闪电

从远处的云层中放射火花，

威武庄严，怀着胜利的渴望，

从宙斯的沉思的头脑中蹦出雅典娜。

她兴致冲冲、高高兴兴，

一下跳上了他的头顶，

即使他在深渊里未曾将她制服，

他也肯定知道，她就在他身上某处。

８３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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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普斯特库亨

（假冒的《漫游时代》）２１４

１

    他认为诗人席勒还算可以，

遗憾的是他没有认真揣摩圣经的妙谛！

他的《钟》①倒是一首好诗，

可惜里面没有复活的故事，

也没有提到耶稣基督

怎样骑着小毛驴进了城池。

他还该在《华伦斯坦》一剧里

加上大卫获胜和非利士人战败的事例。

２

    据说歌德实在叫女人们讨厌，

因为他的书不适合给老太婆念。

他只知道描写人的本性，

９３７讽 刺 短 诗 集

① 席勒《钟之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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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用伦理道德来遮掩。

他本该学一学路德的教义问答，

而后再根据教义写他的诗篇。

歌德有时也能想美妙的东西，

可惜他忘记说：“那本是上帝创造的。”

３

    把歌德如此高高捧起，

这样的做法实在离奇，

他的整个动机多么卑鄙。

哪篇作品可用来宣扬教义？

请问他有什么真才实学，

好让农民和教师学到一些东西？

可见众神没有在他身上打上天才的印记，

他什么也解答不了，哪怕一道小学算术题！

４

    听着，下面是整个浮士德故事的原貌，

而诗人却把它胡编乱造；

本来浮士德债台高筑，

他生活放纵，还是赌棍一条；

上帝的保佑他从来不要，

宁愿落得个可悲下场，劫数难逃；

０４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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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后来才诚惶诚恐，

既怕下地狱，又感到绝望的苦恼，

这时候他才对生和死作一番思考，

想起了知和行以及毁灭之道。

但在这方面他竟信口开河，

他的话隐晦难解，令人莫名其妙。

难道诗人就不能对这个故事加以修饰，

再说清：债务怎样使人走上邪道？

难道不能说一说：谁若失信于人，

他的灵魂就得不到拯救宽饶？

５

    浮士德既然胆敢在复活节胡思乱想，

还用得着先把自己投入魔鬼的手掌？

因为谁要敢在这样的节日想入非非。

下地狱遭浩劫是他应得的下场！

６

    再说剧本也不合情理，有点蹊跷：

警察难道能够对他如此宽饶？

他们难道不会把他关进监牢？

须知他没有还清债务就只身潜逃！

１４７讽 刺 短 诗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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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浮士德只有作孽才感到高兴，

他只是为自己才活得开心；

他竟敢怀疑上帝和宇宙，

忘了摩西也曾赞颂他们。

傻丫头玛甘泪竟对他一往情深，

而没有规劝他弃邪归正：

告诉他已经落入魔鬼掌心，

末日审判很快就要来临。

８

    《优美的灵魂》２１５倒还可以派派用场，

不过先得给她带上眼镜，穿上修女服装。

“上帝创造之物完美无比”——

真正的诗人应这样开始他的篇章。

关于废话大师的

最后一首讽刺短诗２１６

      你还是去好好揉面，制作你的糕点①吧，

２４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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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你还可以充当面包师的帮手。

有谁会对你提出要求，

让你对歌德进行深入的研究？

他连你这套手艺都没有学会，

怎么会成为天才的文章圣手？

和  谐

（见本卷第６２０—６２１页）

凄惨的女郎

叙事诗

（见本卷第５５３—５３７页）

人 的 自 豪

（见本卷第４８２—４８６页）

３４７和   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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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乌兰内姆》的几场

人 物 表

 乌兰内姆——德国旅行家。

 卢钦多——他的旅伴。

 佩尔蒂尼——意大利某山城市民。

 阿尔万德——同一城市的市民。

 贝娅特里瑟——他的养女。

 维林。

 波尔托——修道士。

 剧情发生在佩尔蒂尼、阿尔万德两人家里和家门前以及山上。

第  一  幕

某 山 城

第  一  场

一条街道。乌兰内姆和卢钦多。佩尔蒂尼站在自己家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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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 尔 蒂 尼 先生们！全城都云集着异乡的游客，

大家慕名而来，

就为了饱览这一带的奇迹胜景。

长话短说：敬请你们光临寒舍——

因为城里的旅社已经住满来宾。

我当尽微薄之力

愿租给你们住房，这完全是出于

对你们的友情，相信吧，这决不是讨好逢迎。

乌 兰 内 姆 谢谢你，陌生人，

你对我们如此以礼相待，真使人受宠若惊。

佩 尔 蒂 尼 哪里，哪里，这样恭谨待客是理所当然的！

乌 兰 内 姆 我们打算在这里多呆些时候！

佩 尔 蒂 尼 哪一天你们感到不够愉快，也就是我自己少活了一天。

乌 兰 内 姆 我再次道谢了。

佩 尔 蒂 尼 （叫小厮。）

嗳，堂倌！领老爷们上楼进大厅，

他们经过徒步跋涉，

要各自在房间里稍事休息，

该换下沉重的旅途行装。

乌 兰 内 姆 我们走啦，待会儿就回到你这里来。（乌兰内姆和卢钦多

随小厮下。）

佩 尔 蒂 尼 （独自一人。警觉地四下环顾。）

对，就是他，天哪，就是他，这一天终于来临！

我忘却不了这个老朋友，

５４７悲剧《乌兰内姆》的几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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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的良心不会忘记我；

好吧，现在我就来换换良心……

对，他变成了这样，这是他，就是乌兰内姆！

我的良心，但愿此事不会对不住你。

你日夜守在我的床边，

与我一同入睡，一同起床——

我的眼睛则不然，伙计，我和他是相识呀！

而我知道的还不止这些，还有别人在这里，

他们的名字都叫乌兰内姆，乌兰内姆！

这名字听起来像死人，但当它卑鄙的主人

还活着，就这样叫下去好了。

等等！我有办法了，那情景重又浮上心田，

像空气那样清澈，像我的骨头那样坚硬，

他的誓言还清晰地响在我耳边。

我有办法了，我得让他找到它！

我的计策已定，计划的核心

它的生命——就是你乌兰内姆本人，

你莫非想像摆布玩偶一样摆布命运？

想同上帝玩弄你的小聪明？

想从你那腐烂的腰间镟出天上星星？

我的小神仙儿，还是求上帝保佑你别演这个角色，

且慢，乖乖地等着我的提示吧！

（卢钦多上。）

６４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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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场

佩尔蒂尼，卢钦多。

佩 尔 蒂 尼 怎么是你孤单一人，我的少爷？

卢 钦 多 是好奇心驱使我来到这里，而对于老人来说，无论什么

都屡见不鲜！

佩 尔 蒂 尼 原来如此！你那个老爷子！

卢 钦 多 不，不。如果我的心灵的最深处

怀有一个强烈的愿望，

哪怕是一个令人齿冷的渴念——

那就是——称他为父亲，当他的儿子，

因为他具有一种男性的深邃而热烈的气质，

一个能容下整个世界的胸怀，

而那颗心又洋溢着众神的温暖——

除非结识了他，否则你很难想象，

世上竟有这样杰出的人。

佩 尔 蒂 尼 当青年人那张暖气袭人的嘴

如此热情地赞颂老人时，

那话语实在委婉动听，

充满了高尚情愫，就像一段圣经经文，

又像女人苏珊娜的故事，

还有浪子回头的轶闻；①

７４７悲剧《乌兰内姆》的几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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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想斗胆问一声，你了解那位先生吗？

看样子你同他已经心心相印。

卢 钦 多 什么“看样子”？所谓“看样子”只是幻觉和假象。

莫非你是仇恨人类之徒？

佩 尔 蒂 尼 不，至少

我是个人。

卢 钦 多 如果我冒犯了你，请你原谅！

你对异乡人很友好。

一个能对漫游者友好相待的人

决不是心胸狭隘之徒！

但你想得到答复，我应该回答你——

使我跟他结合的是一种特殊的因缘，

它已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把我们俩联结在一起，

他胸中的智慧之光

犹如熊熊的火炬照亮了我们的心田。

仿佛有善良的、向往光明的精灵把我们

精心地挑选出来作为终身的伙伴。

自从我有记忆以来，

老早老早就认识了他。

但我们如何相遇，我发誓，

我不得而知。

佩 尔 蒂 尼 这听来颇为浪漫，

但这些不过是空话，我亲爱的少爷，

是可以借以回避答复的空话。

卢 钦 多 我向你发誓。

８４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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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 尔 蒂 尼 你发什么誓呢，少爷？

卢 钦 多 我不了解他，但我毕竟还知道：

他有个秘密深藏在心里，

此时此刻，我还不该知道是什么秘密，

但它每时每刻都在鸣响，

你看，我自己也不了解自己。

佩 尔 蒂 尼 嗯，这可糟糕。

卢 钦 多 我是如此孤单，如此离群！

即使是最可怜的人，

当他扬扬得意地夸耀自己的家族，

当他在忠诚的心里悉心保留着那最细微的往事，

他也会为此而充满自豪，

但我却不能，人们管我叫卢钦多，

也可以把我叫作绞架或一棵树！

佩 尔 蒂 尼 你想要什么？想跟绞架结交？

甚至结亲，嗯？还是我给你出主意吧！

卢 钦 多 （严肃地）别净说这些空洞无聊的话啦，

要知道我的胸膛在沸腾！

佩 尔 蒂 尼 让它沸腾吧，朋友，

直到闹够了为止！

卢 钦 多 （惊问）这是什么意思？

佩 尔 蒂 尼 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

瞧，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客栈老板，

老老实实地数着钟点混日子，

夜晚入睡，天明起身，

９４７悲剧《乌兰内姆》的几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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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把时辰数，

直到把早晨数尽，时钟停摆为止，

到那时只好让蛆虫转动钟上的指针，

一直等到末日审判的来临，

那时耶稣基督和迦伯列天使

将用怒气冲冲的号角宣读

我们罪行的长长的清单，

把我们安置在右边或者左边，

并用神的拳头来检验我们的表皮——

以鉴别我们是羔羊还是恶狼！

卢 钦 多 他叫不到我，因为我没有名字！

佩 尔 蒂 尼 这就好了，听到你说这话，我很高兴！

但因为我是个小客栈老板，

脑袋里只有平庸的想法，

思考问题就像你抓石头和沙子一样简单：

因为在我看来，谁要是不知道自己的家谱

而发现自己混在别的家庭中——

他就是杂种！

卢 钦 多 伙计！伙计！你说什么？

你可以把太阳想成是黑的，把月亮想成是扁的，

太阳和月亮决不会因此而向你射箭，

但是告诉你，你说那种话会要你命的！

佩 尔 蒂 尼 可爱的朋友，不要对我如此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相信我，我不是害了神经痉挛症！

确实，杂种往往生气勃勃，精力充沛，

０５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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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他们总是茁壮成长，

甚至还春风得意，青云直上，

好像他们知道，他们是在纵情欢乐中诞生的，

而不是奴性的结合在枯燥沉闷中孕育了他们！

你看，这样的杂种就像讽刺作品，

其作者就是人的天性，

而婚姻则像在安乐椅上正襟危坐的妇人，

她戴上帽子和各种首饰，

把愁苦的面容弄得奇形怪状，

她脚旁放着一张干瘪的羊皮纸，

纸上胡乱写着神父们亵渎神灵的肮脏词句，

前景是教堂冷清清的厅堂，

背后是一群打打闹闹的乌合之众。

因此，我正该夸奖杂种们！

卢 钦 多 （冒起火来）够啦，够啦！

伙计，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在指什么？说清楚！

当着上帝的面，我也有话要说！

其实我何必问你？一切不正一清二楚地展现在我面前，

地狱不正在向我狞笑，

在我眼前爬上来的岂不正是干瘪的骷髅，

这骷髅不正盯着我，嘴里念着恐吓的咒语？

可是你听着——你用那干枯的魔掌

将火把扔进了我的胸膛，

你这家伙，没那么便宜，相信我，没那么便宜。

别以为你是在跟一个小孩做儿戏，

１５７悲剧《乌兰内姆》的几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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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往小孩的头上气势汹汹地

投扔骰子。不，你是在跟我玩弄冒失轻率的把戏，

现在，你记住，我们是游戏同伴，

你这样快就露出了真实嘴脸，快说出

你那蛇蝎心肠里的全部东西，

只要这些是猜疑和嘲弄，

我将统统扔回到你喉咙里，

你就得吞下你自己的毒汁，

而后我再跟你做游戏，

现在你就说，我要你说！

佩 尔 蒂 尼 你要我说？你想的是浮士德和靡菲斯特斐勒司的故事，

你大概已深深沉浸在那个故事里了，你瞧吧，

我表示拒绝，你要怎样就怎样好了，

我要在你这笨蛋的眼睛里揉沙子！

卢 钦 多 还是把沙子揉到你自己的眼睛里去吧，

别把火吹得太猛，

熊熊的烈火会把你自己烧成灰烬！

佩 尔 蒂 尼 这是耍嘴皮子，是空话，

火只会烧掉你一个人！

卢 钦 多 我自己？我自己？让它烧吧！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

但我会用年轻人有力的双臂把你抱住，

像钳子那样拼命地夹住你的胸膛，

在我们面前会裂出一道黑沉沉的深渊，

你先跌进去，而后我笑咪咪地跟着你，

还会轻声对你说：下去吧，一起来，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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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 尔 蒂 尼 你的想象力看来真丰富，

这辈子你梦想过不少东西吧？

卢 钦 多 你说对了，我是个梦想家，是梦想家！

我从你这个无知的人身上能了解到什么？

你才初次见到我们，只是见到我们，并不了解我们，

却对我又是讽刺又是辱骂。

我还等什么？还能对你有什么指望？

再没有什么了，但是倒有件事要你办到——

你得给我赔罪，雪耻，消除流毒。

圈子是你划出来的——两个人

它装不下，你用得上跳跃的本事了，

还是让命运之神随便抽出哪一根签吧！

佩 尔 蒂 尼 大约你从哪个古老的悲剧里

抽出了这么一个结尾来念给老师听过吧？

卢 钦 多 对，我们是在一起演悲剧。

我们现在就走，地点、方式、用枪还是用剑随你便！

佩 尔 蒂 尼 什么时候？哪儿都可以，随便什么时候？

得了吧！

卢 钦 多 嘿！胆小鬼才鹦鹉学舌取笑我——

但我要把胆小鬼这几个字刻在你脸上，

这话我要拿到大街上去大喊大叫，

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揍你一顿，

如果你敢不跟我走，还敢用陈词滥调开玩笑。

我气得心头的血都凝固了。

闲话少说，你走也罢不走也罢——

３５７悲剧《乌兰内姆》的几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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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你的判决已经宣布了，胆小鬼，无赖！

佩 尔 蒂 尼 （冒起火来）你再说一遍，我要你再说一遍，你这小子！

卢 钦 多 如果你高兴，我可以重复一千遍，

叫你直冒肝火，

叫你的两只眼睛血流如注。

是的，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你是个无赖，胆小鬼！

佩 尔 蒂 尼 好吧，咱们谈了，我要你注意！

有一个把我们两人连在一起的地方，

这就是地狱，不是我的而是你的地狱！

卢 钦 多 干吗在这里罗嗦？咱们的纷争

可以当场解决，然后你可以逃往地狱，

告诉那里的魔鬼：是我把你打发去的！

佩 尔 蒂 尼 我还有一句话！

卢 钦 多 没什么说的，说话有啥用？

我不听你的，你的话一文不值，

你爱怎么装模作样都可以，

反正我没有看见。去拿枪来，让枪来说话，

我把整个的心——如果它还没有碎，

都放进枪膛里……然后……

佩 尔 蒂 尼 （打断他）

别这么气壮如牛，小子，别太孩子气！

你能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作抵押？啥也没有！

你不过是一块从月亮上掉下来的石头，

有人在上面划出了一个词，

你看到了这个词，它念作“卢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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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不敢拿我自己，拿我的荣誉、性命和一切

来跟这块空空的牌子打赌。

难道你想拿我的血来做画家的颜料，

想拿我当刷笔那样随意涂抹？

不，我们的等级地位太不相同，实在是天差地远，

我像你反对我一样反对你，

我知道我是谁，可你呢，你知道你是什么东西？

你连自己也不知道，你一文不值，一事无成，

你那个杂种的胸膛里从未燃起过荣誉之火，

你倒想像小偷一样拿我的荣誉来给我作担保？

你想押下你那张空头票据

来赢我的十足的赌注，我的朋友？

别这样，现在你还什么都不是，

你先得有名字、荣誉和性命，

我才肯拿我的名字、荣誉和性命跟你打赌！

卢 钦 多 好家伙！你想用这些话来摆脱困境，胆小鬼，

你那个鬼脑袋想得可真妙哇，

账算得真精，不是吗，胆小鬼？

你别打错了算盘，我要把你的如意算盘一笔勾销，

换上“胆小鬼”这个词，

我要像嘲弄一头疯狗一样嘲弄你，

我要你出丑，要你当众出丑，

然后你可以去跟女人、男人、孩子以及

每个人去讲，去说清楚：

我叫卢钦多，还是不叫卢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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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们这样叫我，也可以叫我别的，

我就这个样吧，也可以是另一个样的，

按“存在”一词的一般意义讲，

没有我也好，有我也无妨，

但你也只能是你这个样子——一个胆小鬼！

佩 尔 蒂 尼 行了，好极啦！你看，如果我给你一个名字，

你听着，一个名字，那会怎么样？

卢 钦 多 你自己没有名字，还能给我名字？

你刚见到我，以前从未见过我，

况且眼睛见到的——只是一种骗局，

是我们摆脱不了的永久嘲弄，

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么回事！

佩 尔 蒂 尼 好吧，可如果有人懂得的比见到的多呢？

卢 钦 多 那不会是你，

你看来看去只看见你自己，一个无赖！

佩 尔 蒂 尼 这是实话，可我不容易受第一眼的欺骗，

你要知道，我也不是今天才初次见到你！

相信我吧，我的眼睛曾经饱览人世沧桑。

要是我们曾相识呢？又将如何呢？

卢 钦 多 我不信！

佩 尔 蒂 尼 不是吗？有那么一个奇怪的诗人，

就像一头善于审美的、心情阴郁的瞎眼母牛，

他时时产生稀奇古怪的念头，

想把生活也编成押韵的诗篇，

万一他自己的生平也是编造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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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钦 多 哈！这大概是偶合，你骗不了我！

佩 尔 蒂 尼 偶合！这是哲学家在理性不管用

而又要借理性来摆脱困境时才说的话。

偶合——说得轻巧；只有两个音节，

可名字也是偶合：

任何一个没有别的名字的人都可以叫作乌兰内姆，

因此，如果我这样称呼他，也就是偶合了！

卢 钦 多 你认识他吗？天哪，请说吧，当着上帝的面！

佩 尔 蒂 尼 你知道小孩子什么时候受夸奖？在他闷声不响的时候。

卢 钦 多 我真讨厌向你请求——伙计，

但我还是要凭着你珍惜的一切向你恳求。

佩 尔 蒂 尼 珍惜什么？难道我在用硬币作交易？

你是了解胆小鬼的，对胆小鬼是没有什么好恳求的。

卢 钦 多 好吧，既然你想摘掉胆小鬼这顶帽子，

你就该开始动手！

佩 尔 蒂 尼 我们决斗吧，像你现在这样，我站好了，

你对我够好的了！我要决斗了。

卢 钦 多 嘿！你别逼我去走极端，

别逼到不可收拾、一切都完蛋的地步！

佩 尔 蒂 尼 咱们就来尝尝极端的味儿吧，

让命运之神随便抽出哪一根签来！

卢 钦 多 啊！这样看来是无法挽救了？

你的心肠如同铁石，无法打动，

你的心灵因搞惯了讥笑讽刺，已经干枯，发出臭气，

它像吞服灵药似的吞下毒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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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在微笑，伙计，现在也许到了最后一刻，

到了你的最后一刻，抓紧时间吧，把它铭记在心里，

片刻之后你就要站在法官面前，

所以你最后的，最后的一桩正经事儿

就是扯断生命的罪恶的长锁链。

只要说一个字，像以太那样轻飘，

轻轻地呼出一口气！

佩 尔 蒂 尼 这是偶合，可爱的朋友！

我甚至连自己都相信偶合了，相信我！

卢 钦 多 枉费心机！一切、一切，是的，你等等，浅薄的笨蛋，

事情还没了，没了，当着上帝的面。

你那锐利的目光又把人蒙骗，

我把它唤来，站在它面前，

额对额，眼对眼地站着，

如同一个吓破了胆的孩子，

你再抓不着我了，走吧，走吧，无赖，让我走！

（急下）。

佩 尔 蒂 尼 现在有个更大的计谋来拯救你了，孩子，

相信我，佩尔蒂尼是不会忘记的。

（喊叫）喂，喂，卢钦多，看在上帝的面上，来吧！

（卢钦多返回来。）

卢 钦 多 有什么事，怎么还不走！

佩 尔 蒂 尼 好啦，真讲义气，

去告诉那位可尊敬的老先生，说我们吵架了。

说你曾要求我决斗，但过于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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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过于客气，你是虔诚的孩子！

去向他忏悔你的罪过，请求他饶恕！

向他流几滴泪，吻吻他的手，

给自己剪一根请罪的枝条！

卢 钦 多 你是在逼我？

佩 尔 蒂 尼 就算是逼你，一切都合乎道德伦理。

一切都像孩子的启蒙课本里写的那样合乎道德伦理。

你相信上帝吗？

卢 钦 多 伙计，难道要我向你忏悔？

佩 尔 蒂 尼 你就不要我向你忏悔吗？

那好吧，我甘心情愿，你告诉我，你相信上帝吗？

卢 钦 多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佩 尔 蒂 尼 这一套现在不时兴啦，

因此我非常想听听你的！

卢 钦 多 我不像大家信神那样信上帝，

可是我像了解自己那样了解上帝。

佩 尔 蒂 尼 这个咱们下回兴致更高时再谈，

你怎么信上帝，对我都无所谓，

但既然你信上帝，好，那你就对着上帝向我发个誓！

卢 钦 多 什么？向你发誓？

佩 尔 蒂 尼 你要发誓做到守口如瓶，

决不走漏半点风声！

卢 钦 多 我在上帝面前发誓！

佩 尔 蒂 尼 你对我只怀敌意和报复之心，

要知道，我可不那么坏，我只是生性率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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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钦 多 上帝可鉴，我决不会向你立下誓言，

说我喜欢你，像朋友那样尊重你，

我不能，也不可以向你发这个誓，

但是过去的事儿就让它永远被忘记，

就作为一场令人生厌的噩梦，

犹如一切梦幻那样转瞬即逝，

我将把它抛到九霄云外，

这一点我可以对着神灵向你发誓。

是神灵创造了乾坤，

他的目光所到之处，万物将成为永恒。

我发了誓，现在该你回报我的誓言了！

佩 尔 蒂 尼 咱们走——我带你到幽静的地方去，

让你看各种风景，让你看巉岩间的深渊，

那里有火山喷发后形成的湖泊，

那里有静静的微波在山岩环抱中轻轻地荡漾，

那里的岁月在无声地流逝——

当暴风雨停息，那时就——

卢 钦 多 什么？石头、港湾、蛆虫、淤泥？

到处都有耸立的峭壁、巉岩，

到处都有泉水淙淙流去，

那至高无上的力量多点少点跟我有什么关系？

各处确有神秘的地方，

使我们心醉神迷，流连忘返，

你看，它多诱人，激起了我胸中的波涛，

甚至会崩裂我的胸膛，——这算得了什么？是胡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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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领我到你想去的地方去，快去目的地。

别迟疑，别顾虑，走吧！

佩 尔 蒂 尼 先要等迅雷停息，

让闪电荡涤心胸，

所以我先带你到一个地方，

我担心你一到那里就不肯离去。

卢 钦 多 随便什么地方，我都跟你寸步不离，

只要此路通向目的地，你在前引路吧！

佩 尔 蒂 尼 真是多疑！

（两人下。）

第  三  场

佩尔蒂尼家的大厅。乌兰内姆独自坐在桌前写字。桌上零乱地

放着一些纸张。他很快地站了起来，来回踱来踱去，突然停住，把两手

交叉在胸前。

乌 兰 内 姆 一切都在毁灭！时光正在流逝，

司时女神屹立不动，而侏儒的建筑却在崩塌！

我即将把永恒紧紧地抱在怀里，并且大声呐喊，

用人类无情的咒语把它诅咒。

啊永恒！它意味着无休无止的痛苦，

它意味着无法言喻的神秘的死亡，

它是创造出来让我们忍受嘲弄的可鄙的作品，

而我们不过是听凭摆布的钟表，上好了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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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充当报告时辰的傻瓜。

我们活着，只因世上总要有所生，

我们死去，只因世上总要有所死！

有一种东西必须有，而世界上现在缺少它，

那就是无声无息的痛苦悲伤，

它将笼罩世界，用心灵的巨大力量使世界灭亡，

死神将变得十分活跃，穿着鞋袜到处奔跑，

百草将忍受苦难，石头将悄然化为齑粉，

还有那鸟儿，找不到歌儿来哀诉

是什么妨碍它展翅高翔，

宇宙万物陷入了盲目的争端和斗争，

为了要自己摆脱自己，要在争吵中把自己耗尽——

所有这一切现在都站立起来，而且有一双腿，

还有一个承受生活的厄运的胸膛！

啊，难道我要把自己拴在烈火熊熊的巨轮上，

随着永恒的循环来欢舞蹁跹？

如果我能在此境之外发现一个会吞没一切的深渊，

我就要纵身跳进去，

我要把深渊和我之间的世界摧毁！

世界将在漫长的诅咒下粉碎，

我的双臂紧抱住这严酷的存在，

它就在拥抱着我时悄然逝去，

然后沉没于虚无之中，

完全消失而不复存在——大概这就是生活！

如果不是这样，它就将在永恒的长河中滚滚向前，

２６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它为创世者唱着哀歌，

眉宇之上却是笑烧掉？

被放逐的心灵在放肆地诅咒！

眼睛由于看到了毁灭而闪烁着欢快恶毒的光芒，

莫非眼光能撵走这把一切都拴在一起的沉闷的世界？

我们永远遭受捆绑，胆战心惊，被碾成齑粉，化为乌有，

我们被捆绑在“存在”的这一块大理石上，

被永生永世地捆绑着，永生永世！

世界包容这一切，它滚滚向前，

为自己高唱着挽歌，

而我们，我们这些冷酷的上帝的猿猴们

还在辛辛苦苦用充满爱心的胸膛

来温暖那条毒蛇，

让它长成巨大无比的躯体，

低下头来把我们咬上一口！

那令人厌倦的浪涛永远在喧腾，

冲入我们的耳朵，直到把这种厌恶完全耗尽，

现在大势已定，要赶快把一切准备就绪，

捣毁那谎言编造出来的一切，

以诅咒来结束诅咒所造成的一切。

（坐到桌前，写字。）

第  四  场

阿尔万德的家，开头在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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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软多，佩尔蒂尼。

卢 钦 多 带我到这里来干吗？

佩 尔 蒂 尼 来看一个温柔的女人，

如此而已；你且稍等，待她用缠绵的旋律

把安宁吹进你的心里——

那时咱们就走！

卢 钦 多 伙计，什么？你带我来找娼妓？

在这样的时刻：当整个生活的重担

落在我肩上，要把我压得粉身碎骨，

当我的胸中有如浪潮起伏，

恨不得疯狂地把自己消灭，

一呼一吸都将招致千百次死亡的时刻，

这个时候你还带我来找女人！

佩 尔 蒂 尼 哈，年轻人，你急什么，

干吗净说些死呀火呀的？

什么娼妓？我知道得一清二楚，

你看看这座房子！难道它像是妓女住的地方吗？

你以为我想为你而扮演施舍一切的神仙角色，

把白日当路灯来用吗？

这儿很有趣，尽管进去，

也许你能听到你想知道的东西！

卢 钦 多 我看出这是一场骗局，

但你把它编造得蹩脚笨拙，

你已在我手心里，却想溜之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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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听你这一回，你该庆幸，

要是你再拖拖拉拉就要你的命！

（他们进入屋内，幕下，另一帷幕被拉上去。一间布置得时髦雅致

的房间。

贝娅特里瑟坐在沙发上，旁边放着一把吉他。

卢钦多、佩尔蒂尼、贝娅特里瑟。）

佩 尔 蒂 尼 贝娅特里瑟，我给你介绍

一位年轻的旅游者，一位有教养的先生，

他跟我还是个远亲！

贝娅特里瑟 （对卢钦多）欢迎你光临！

卢 钦 多 请原谅！我找不出词句，

找不出语言来表达我的惊异的心情。

你如此美貌真是倾国倾城，

使人血液沸腾，使人心醉神迷。

贝娅特里瑟 不敢当，年轻的先生！你的情绪很好。

我感谢你的好情绪，不是因为冷酷的老天爷

真给了我什么魅力，

因为说话的是你的舌头，不是你的真心。

卢 钦 多 噢，如果我的心能说话，

能够倾吐你所深深注入的一切，

我的话语就会变成热情如火的旋律，

我吐出的每个词儿都会永恒不灭，

每个词儿都会像蓝天，像广阔无际的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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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生活中的一切思想都光芒四射，

到处都充满着温存的思念与和谐；

我的胸襟里柔情脉脉地怀着整个宇宙，

吐露出来的是美丽的太空之光，

因为千言万语呼唤的只是你的名字！

佩 尔 蒂 尼 你别见怪，小姐，我告诉你，

他是德国人，不论到哪里，

他都喜欢乱抛音乐旋律和心中真情。

贝娅特里瑟 啊，德国人！我对德国人有好感，

我自己也以有德国血统而自豪，

请坐到这里来，德国人先生！

（给他指着沙发上的座位。）

卢 钦 多 谢谢，小姐！

（轻声地对佩尔蒂尼）

走吧！现在还来得及，要不我会完蛋。

贝娅特里瑟 （不好意思地）我的话说得太多了！

（卢钦多想开口，佩尔蒂尼抢在他前面。）

佩 尔 蒂 尼 哈！别再挖空心思说奉承话了！

贝娅特里瑟，实在没有什么事，

只是我要给这位先生赶快去办点事儿。

卢 钦 多 （不知所措，轻声地）

什么，佩尔蒂尼？天哪，你在耍弄我！

佩 尔 蒂 尼 （大声地）你别这么生气，别这么紧张！

这位小姐相信我的话，不是吗，

对吧，贝娅特里瑟，在我回来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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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再待一会儿；你要谨慎些，

你是外地来客，不能胡来。

贝娅特里瑟 先生，难道我这样接待你，

会使你误解，以为我会把你，

我的老朋友佩尔蒂尼的朋友，又是外地来客，

从我们这个使任何人都感到宾至如归的

房子里撵出去吗？

别讲奉承话，但是要公道！

卢 钦 多 天哪！你的善良使我倾倒！

只有天使才说得这样委婉动听，

如果那无法遏制的激情

使我自惭形秽，忘乎所以，

嘴唇说出了本该隐藏在心中的话，就请原谅。

但你看一眼那纯净的天空，

它从那彩云飘动的蔚蓝高处向下界微笑，

你看那在柔和的光辉中荡漾的色彩，

忽而布满阴影，忽而大放光明，

如仙乐轻柔地溶化在一起，

又像一幅图画充满勃勃生机：

你倒沉默试试看，你的嘴唇能不能默不作声，

你做不到，因为迷人的魔力使你忘形，

唉，还有什么理智！也忘了谨慎小心，

心有所感，嘴唇就会颤动，

就如微风的翅膀轻轻地拂动时，

风神琴就会发出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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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娅特里瑟 我的先生，我愿宽恕这甜言蜜语，

你善于把毒药裹上甜美的糖衣。

卢 钦 多 （轻声地对佩尔蒂尼）

可恶的无赖，不过还是个乖巧的滑头，

我怎么办呢？逃走，天哪，我得走啦！

佩 尔 蒂 尼 （大声地）

他还总忘不掉

我事先不让他开口说话，

他早就想出了一套美丽动听的话，

可是我使他手足无措，

就这样吧，贝娅特里瑟可能会以为，

你把这套奇思怪想赠给了她，

这套宏论很长，比得上德国的滑稽戏，

味道好吃，消化可不易。

我走啦！

卢 钦 多 （轻声地），嗨，这家伙！

佩 尔 蒂 尼 （大声地）想一想那种叫作心心相印的东西：

它从胃里出来很快就钻进心窝里。

我马上回来，很快就把你带走，

这温柔乡大概已使你难舍难离！

（独白）我得走啦，让老头子来把好事破坏；

而这个家伙，就让他去博得她的青睐。

（佩尔蒂尼下，卢钦多不知所措。）

贝娅特里瑟 要我再一次请你坐下吗？

卢 钦 多 如果你愿意，我很乐意在你身旁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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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下。）

贝娅特里瑟 佩尔蒂尼这个朋友的脾气常有些古怪！

卢 钦 多 是的，古怪！真古怪！的确古怪！古怪透了！

（停顿一会儿。）

对不起，小姐，你很尊重他吗？

贝娅特里瑟 他是我家的常客，是个忠实的朋友，

他对我一直十分友好，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令人难以忍受，

他往往很粗鲁，说话阴阳怪气，

请原谅，他是你的朋友，但从他的心灵里

往往跑出怪诞的幽灵，说实话，这一点使我讨厌，

好像他正在心里琢磨着阴暗的东西，

他鬼鬼祟祟，

不敢把那些东西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

而那些东西比他嘴上说出来的更坏，

也许比他心里盘算的更坏。但这只是猜测，

我这样冒昧地给你讲心里话可不太好，

因为这毕竟是猜疑，而猜疑是条蝮蛇呀！

卢 钦 多 你在后悔对我的信任，小姐？

贝娅特里瑟 如果这是关于我自己的秘密，又当别论——可是，唉！

我说到哪里去了？你拿出什么来

博得我的信任？不过，

如果我把自己知道的事全告诉你，

也没什么不好，因为这事我对谁讲都可以，

我知道的全是大家都知道的。

９６７悲剧《乌兰内姆》的几场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卢 钦 多 啊，大家！你当然指的是一切人啰？

贝娅特里瑟 也包括你，不是吗？

卢 钦 多 啊，天使！可爱的人儿哪！

贝娅特里瑟 先生，你叫我害怕，你在这里讲这种话是什么意思？

你这么快地从一件事转到另一件事！

卢 钦 多 我应当赶快行动，是时候了，

干吗要拖延？延误每一瞬间都会导致毁灭。

我能把这事隐藏在心？——这真怪，怪得离奇，

我以前从未见过你，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我们竟是一见如故，

仿佛在我内心隐藏的那些幻想的乐章，

现在突然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温馨的美人，

仿佛有一条看不见的红线早就把我们连在一起，

而此时此刻这一结合成了现实！

贝娅特里瑟 对此我有同感，我不能把你当外人，

可是你毕竟是我素不相识的异乡人，

想必有一些阴森森的神怪暗中作梗，

在相逢前就把我们拆散离分，

但愿另一些善良之神想出甜美的幻影，

用魔法把我们千里一线牵引，

不过，到那时要更加小心，

黑色云烟中迸发不出最强烈的闪电雷鸣！

卢 钦 多 你这个能一眼看透人心的俊俏哲人，上帝哪，

我已经无法抵挡你那动人心魄的魅力，

你别看我这么大胆地向你表示爱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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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认为我对你没有敬重之心，

我的胸膛憋闷，神经已难熬忍，

我受不了啦，我很快就将离去，

我要离去，离开这儿，离开你，离你远行，

那时，世界呀，统统沉入深渊，沉下去吧。

请原谅，我的宝贝，请原谅那时间的流逝，

是它催逼着我，使人失态激动。

上帝可鉴，我爱你，贝娅特里瑟，

贝娅特里瑟和爱情不能分，

我只能一口气说出它们，

我至死都将怀着这片痴情！

贝娅特里瑟 唉，别说吧，这些话无济于事。

真的，你听着，这些话都像诗句一样虚无缥缈，

如果你现在就赢得我的心，

你肯定不会再敬重我，

你会把我看成一个很快就委身事人的姑娘，

这种女人真是成千上万，屡见不鲜。

这念头一旦在你心上闪现，

我就会丧失爱情和尊严。

我的心呀，那时对于你将一文不值，

而我——我一定会痛心地责备自己。

卢 钦 多 善解人意、热情可爱的姑娘啊，

但愿你能看到我的心，

我从未爱过，我发誓，还从未有过爱情，

而你，你的指责嘲弄了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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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那可鄙的商人去反复掂量，精心算计，

他谨小慎微，以牟取更多的盈利，

可是爱情能将宇宙万物融为一体，

热恋的人们别无所求，别无希冀，

试想想，什么把人们维系在一起，

什么让人们互相憎恨？

只有爱情如同公开的魔法，使人们难舍难离。

爱是从生命深处迸发出来的一朵火花，

但愿它就在此时闪耀光芒，

因为此刻另一个生命正面临着抉择，

她的爱情之火很快就会燃起，她很快就会一起来祝福

爱情。

贝娅特里瑟 难道我还要忸怩作态？我应当鼓足勇气，

让两股爱情之火高高地燃烧在一起。

可是我，忧心忡忡，思绪万千，

仿佛欢乐中加进了痛苦，

仿佛妖魔鬼怪在暗地伸出毒舌嘲弄我们，

在维系我们的纽带中搀进了咝咝声！

卢 钦 多 那是一股你所不知道的火焰，

是旧的生活已从我们身边消逝，

让我们再听一次它的告别之声，

它从此再也不敢卷土重来，

可是，贝娅特里瑟，你怎样才能成为我的人？

贝娅特里瑟 父亲想把我许配一个人，

倘若我能仇恨人，我就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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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随即定会向你细说分明。

你住在哪里，我心上的朋友？

卢 钦 多 在佩尔蒂尼家里。

贝娅特里瑟 我派人捎个信儿去，

但是你的名字，我相信，一定会

像星辰运行之声一样动所！

卢 钦 多 （严肃地）我叫卢钦多！

贝娅特里瑟 卢钦多，可爱的名字，

听起来多么甜美——我的卢钦多，

是我的世界，我的上帝，我的心肝，我的一切。

卢 钦 多 贝娅特里瑟，你自己就是一切，

你甚至高于一切，你是贝娅特里瑟。

（他热烈地把她搂在怀里，门突然打开，维林上。）

维 林 好啊！你这条毒蛇，好啊，贝娅特里瑟，

你像大理石那样冷酷无情，假装正经，哈！

卢 钦 多 这是什么意思？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发誓，我还从来没见到过比你更漂亮的猴子呢。

维 林 该死的小子！该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说清楚，你就是我的冤家对头！

亏你有副人形，却叫人恶心，

轻狂自负的恶棍，

一张只配擦笔尖的废纸，

活像滑稽戏里的小丑。

卢 钦 多 我已经说过，你是一只地道的猴子！

在这里破口大骂，你要感到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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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副好斗的架势，就像街头巷尾

专为一个画面配上殴打音响的手摇风琴，

它很快就派得上用场啦。

维 林 等会儿，马上就跟你算账，你这小子！

这、这、这……气得我全身冰凉。

贝娅特里瑟，我现在就把这个淫棍收拾掉！

卢 钦 多 住嘴！恶棍，我跟你走，要去就去！

（佩尔蒂尼上。）

佩 尔 蒂 尼 这里嚷嚷些啥？你们是在大街上吗？

（对维林）

别呱呱叫，乌鸦，小心我堵住你的喉咙！

（独白）

我正是找对了人，这个小伙子

我的话他没有完全听懂！

（贝娅特里瑟昏了过去。）

卢 钦 多 来人哪，啊，她昏倒啦！天哪！

（俯身看她。）

清醒过来吧，我的甜蜜的天使！你说话呀！

（吻她。）

你觉得热吗？她睁开眼睛啦，呼吸啦！

怎么这样啦，贝娅特里瑟？怎么啦？

你要急死我吗，我能忍心看你这样吗？

（他将她搂住，抱起来。

维林要向他扑过去，佩尔蒂尼拦住维林。）

佩 尔 蒂 尼 乌鸦朋友，你过来，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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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娅特里瑟 （微弱的声音）

卢钦多，我的卢钦多，

我在得到你之前就已经失去了你，我的心肝！

卢 钦 多 别怕，我的天使，你什么也不会失去。

这个家伙我马上就叫他老实安静。

（将她抱到沙发上。）

在这里歇会儿，事不宜迟。

哪能容那龌龊家伙来弄脏这块圣地。

维 林 快走，咱们算账去！

佩 尔 蒂 尼 走，我也去。

两人决斗要有个证人，这是新的风气！

卢 钦 多 请放心，我心爱的姑娘，为何这么痛苦？

贝娅特里瑟 祝你平安。

卢 钦 多 祝你平安，我的天使。

贝娅特里瑟 （深深地长叹）

我的心早已预感到会有不幸！

幕落。第一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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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星星之歌

（见本卷第５５０—５５２页）

海上船夫歌

（见本卷第５７３—５７７页）

苍白的姑娘

叙事诗

（见本卷第４９３—４９８页）

林 中 小 溪

    我在繁花似锦的丛林中迷失了方向，

只见一道溪水穿林而过，闪着银光，

从悬崖上泻下瀑布，发出喧响，

那高处有一簇月桂送来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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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桂树看着小溪奔向远方，

月桂树看着小溪流过身旁，

溪水在月桂的芳香中欢歌高唱，

一心想汇入那云海茫茫。

溪水正要飞跃腾空，

却撞上岩壁发出阵阵轰隆，

它昏了头静静地往下俯冲，

只见那水珠四溅迷雾濛濛。

溪水就这样穿林远去，

奔流辗转，忍着死亡的苦痛，

悬崖上的月桂树发出幽香，

向小溪送去许多甜蜜的梦。

小 提 琴 手

    小提琴手拨动琴弦，

淡褐色头发披垂额前，

腰间挂着长长的佩剑，

身穿褴褛的皱褶衣衫。

“琴手呵琴手，你为何奏得如此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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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何横眉怒目环顾四方？

你为何热血奔流心潮汹涌？

要知道这样会拉断琴弓。”

“我哪里是拉琴，那是波涛澎湃的声音！

它冲向峭壁，浪花飞溅，声如雷鸣，

我要拉到胸膛迸裂，双目失明，

让灵魂带着琴韵沉入地狱的幽冥！”

“琴手呵，你冷嘲热讽把自己的心儿揉碎，

其实多亏英明的上帝你才把这门艺术学会，

你本该随提琴的声浪跃上云天，

去陪伴那灿烂的繁星欢舞蹁跹！”

“这是什么话！我要把血污的长剑举起，

一下子狠狠刺进你的灵魂里，

快走出这间屋子，别让我再见到你，

莫非你想拿自己的性命当儿戏？

上帝对艺术一窍不通，毫不尊重，

艺术是从阴暗的地狱跃入我的心中，

它使我心荡神迷、如痴如醉，

把这生机勃勃的艺术卖给我的是魔鬼。

魔鬼为我打着节拍，还用粉笔记下乐谱，

８７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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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死亡进行曲，我只能狂奏不歇，

琴声时而低沉压抑，时而明快纯洁，

直到弦上的琴弓拉得我心儿碎裂。”

小提琴手拨动琴弦，

淡褐色头发披垂额前，

腰间挂着长长的佩剑，

身穿褴褛的皱褶衣衫。

三 盏 灯

    远处闪烁着三盏虔敬的灯，

在一起犹如三只眼睛三颗星。

不管狂风怎样怒号呼啸，

它们永远放射出光明。

一盏灯温情地向上探寻，

直到那火光照到了天空，

眼睛里闪耀出一片深情，

好像已看见了上帝身影。

另一盏望着地上芸芸众生，

倾听远方传来的胜利琴声；

它回头来看它的两个姐妹，

９７７三 盏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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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无语却露出兴奋神情。

最后一盏放射出闪闪金光，

光芒像水一样朝四处流淌，

那光波流入它自己心中，

又喷涌而出化作满树繁花竞放。

三盏灯在远处熠熠齐明，

像三只眼睛，三颗闪烁的星星；

即使狂风在怒号呼啸，

只要一个心灵溶合另外两个，幸福就会降临。

拐  奔

叙事诗

    骑士站在铁门旁，

美丽的姑娘向外望，

“亲爱的骑士，我怎么才能下楼去？”

四周寂然无声，一片夜色茫茫。

“请接住我抛的一条长绳，

那可是得救的可靠保证，

你在上面先把绳子系紧，

０８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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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绳子滑下来便可逃奔。”

“唉，骑士，唉，骑士，我这样逃跑像个小偷，

骑士哪，为了情人我竟什么都干！”

“亲爱的，你只是把本属自己的东西带走，

我们快跑，影子会一路跳舞给我们作伴！”

“骑士哪，我往下望一望都害怕，

我好像有点头晕，竟不能向它走近！”

“你是下不了决心，可你瞧，我愿献出生命，

你不必害怕，这只是一场虚惊！”

“唉，骑士，你这样做实在危险，

可我在金色的梦幻中日夜把你思念！

亲爱的厅堂啊，我向你们告别，

我的脚步声你们再不能听见。”

“我已经许身于一个更崇高的力量，

那就祝大家晚安，亲爱的厅堂！”

时间已不容许再拖延和磋商，

她抓住绳子，滑向地上。

离地面还差一半，

她突然眼睛模糊，脸色惨白，

可怜的人儿再没有力气，双手只好松开，

１８７拐   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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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子掉进了死神的胸怀。

“骑士哪，你再拥抱我一回，

然后我就在你怀里幸福地离去，

让我就在你的亲吻中断气，

然后沉落在毁灭的甜蜜黑暗里！”

骑士颤抖着抱住那姑娘，

把她贴近自己灼热的胸膛；

就在两颗心一起跳动的时候，

他突然感到已面临死亡。

“别了，我亲爱的，别了，我的情郎！”

“且慢，且慢，让我跟你一起走向远方！”

他们的头顶上闪起电光，就像永恒的火焰一样，

一对情人停止了呼吸，拥抱着倒在地上。

２８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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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诗和短诗
２１７

维也纳猴子戏团在柏林

一

    “告诉我，为什么人们都拼命拥向那里？

准是塔尔玛要登场，在缪斯女神掌管的地方！”

我说朋友，人们不喜欢真刀真枪，

这是喜剧——全由猴子上场。

二

    我一声不响坐在那里，

观看着野兽在耍把戏，

演员们真是本性难移，

本应该把尿撒向墙壁……

突然有人抓住我的大衣：

“想想看，这玩意儿惹出了麻烦，

有位小姐竟晕了过去，

倒在那丑猴子的怀里，

３８７讽刺诗和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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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闭着眼，吓得低声细语，

啊，这情景多么扣人心弦，

啊，这是多么和谐，多么令人陶醉，

猴儿进入了我的心扉，

我感到有一股磁力将我吸引，

那猴儿演的就是我，真叫我欢喜，

啊，你说，你怎么竟有如此的魔力，

使我呼吸困难，两眼发黑。”

骑士格鲁克的《阿尔米达》

一

    有一次我决定享受一番，

不惜破费去行乐一场，

灯光下我忙把燕尾服穿好，

走进戏院落座在第一排包厢。

啊，上帝！我感到大失所望，

我第一次把自己痛骂一场。

有位小姐要我把戏单举在她眼前，

我低声说：“我的手冻得够呛！”

她却问：“你为何不戴上手套？”

我说：“因为戴上手套我就心慌！”

４８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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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感到前胸后背一片冰凉，

她请我把围巾好好围上，

我对她说：“大厅里没有生火，

使我作呕的生肉腥味充满剧场！”

她叫道：“这芭蕾舞难道还不美妙？”

“天哪，”我说，“广告报上哪有什么可读的文章！”

二

    此时声浪大起淹没了我的话，

她冷笑着说：“这家伙真是大傻瓜！”

雇 佣 契 约

太太：你说，你还有什么条件？尽管讲明！

女仆：别的事都已清楚，有一样十分要紧，

为了不冷淡我家里的人，

每月请他们到这里来一次喝茶谈心。

多愁善感的人们

    他们号啕大哭！唉，屠夫竟宰了小牛！

起初牛犊还哞哞叫，现在终于垂下了头！

５８７讽刺诗和短诗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他们又放声大笑！天哪，这真是胡闹，

自然界太离奇！公狗不把胡子留！

你们高喊些什么，难道此事有来由？

我们听说，巴兰的小毛驴儿居然说话开了口！

时髦的浪漫主义

    你们知道，有个女孩给歌德写了封信２１８，

无中生有地说歌德对她怀有深情，

有一次她到剧院去看戏，

对一个穿制服的人着了迷。

女孩含笑看着他，突然开了腔：

“先生，蓓蒂娜有个心愿。

她想把长满卷发的脑袋靠在你身上，

此刻她心中充满了强烈的渴望。”

穿制服的干巴巴地回答道：

“蓓蒂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她说：“好，你知道，我的小老鼠，

我的头上没有长虱子！”

６８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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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真理的太阳

（弗·奎德诺２１９）

    灯火的辉煌，星星的闪亮，

内心的深邃，美丽的霞光，

白晰的皮肤，心灵的慈祥——

你从来都把这一切弄得不清不楚，

因此你把自己当作真理，像太阳一样普照四方，

就像每个新娘都有一个新郎。

你尽可自称为太阳的真理，

可惜，真理却是：太阳也会把阴影投在地上。

给一个骑士英雄画像

    不论你在哪儿碰到他这个人，

他总把英雄和骑士集于一身，

白天他赶时髦对舞蹈大发宏论，

夜里却被古老的臭虫咬出斑斑血痕。

７８７讽刺诗和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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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对面的女邻居

    她又在对面向这边张望，

我的天哪，真叫人无法忍受。

一个矮个子丈夫，一所黄色的房子，

一个高身材的妻子，干瘪得实在吓人，

为了使想象力不致枯竭，

我只好放下窗帘。

市侩的惊奇

    “我不明白，有的人为什么总是跟自己过不去，

其实只要把礼服扣紧，谁也偷不走你的东西！”

数学家的智慧

一

    我们已用符号表示一切，

我们的理智变成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如果上帝是点，他便同圆柱体相异，

８８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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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倒立，那就不是屁股坐地。

二

    如果ａ是情妇，则情郎就是ｂ，

对此我敢用脑袋来做抵，

只要把ａ加ｂ放在同一行里，

它们准是一对情人无疑。

三

    他们用线条丈量世界，

但从来搞不清楚什么是精神，

既然用ａ和ｂ能解决任何纠纷，

那法庭就变得不值分文。

致 医 生 们

    你们这帮市侩庸医实在可恶！

世界在你们看来不过是一堆骸骨。

只要你们用氢气把血液变凉，

再一按脉搏，发现它已经跳动正常，

你们就认为一切都已没有问题，

病人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活下去。

９８７讽刺诗和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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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说上帝有个聪明的头脑，

对解剖学的造诣也很高超，

所以每朵花都能派上用场，

只要你们把它熬成浓浓的药汤。

医生的心理学

    谁晚上饱吃一顿团子加面条，

他夜里就难免受恶梦的困扰。

医生的形而上学

    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精神，

连牛也能生存，就是一个明证。

关于灵魂的侈谈纯属骗人，

我们从未发现它在胃里藏身；

要是我们知道它在哪里，

随便拿一颗丸药就可把它赶出去，

于是那些鬼魂就会像滚滚潮水，

一下子泻出了人们的身体。

０９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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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人类学

    凡是有耐力的人，

都习惯于在肚皮上抹上油膏，

不管穿堂风多么厉害，

也不能使他们伤风感冒！

如果坚持节制饮食，

也同样能达到保健的目标，

须知我们现有的文化

本来起源于灌肠催泻的高招。

医生的伦理学

    旅途上要多穿几件衣裳，

出了汗才不会有损健康；

要注意千万别慷慨激昂，

那样做势必会伤害胃肠；

可别向着火处随便张望，

要防止火焰把眼睛灼伤；

水和酒须掺兑比例适当，

咖啡里要加奶不可遗忘；

倘若你定想去冥府观光，

１９７讽刺诗和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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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莫忘派人请我们帮忙。

献给燕妮的两首歌

寻  找

歌

    那天我挣脱了锁链，匆忙启程，

“你去哪里？”“我要把新世界找寻！”

“这里难道还缺少田园美景，

你不见下有碧波万顷，上有满天繁星？”

“你真傻，我并不是到彼岸世界去寻找，

这里有山呼海啸，这里有雷鸣风号，

它们都在束缚我强健的双脚，

它们爱恋的问候成了我身上的镣铐。

我寻求的世界应该产生于我心中，

它在我胸膛里升起向外涌动，

我的生命之泉将化作它的滔滔巨浪，

我的灵魂的呼吸将造成它的漠漠苍穹。”

我远走他方，后来又回到故乡，

２９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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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胸怀世界走遍了四面八方；

太阳和繁星把我的世界照亮，

但随着一声霹雳，我的世界立刻沉沦消亡。

找 到 了

歌

    为什么小树丛手牵手起舞转圈？

为什么五月花开满地争奇斗艳？

为什么苍天拱起形成碧空穹窿？

为什么山峰耸立插入云雾之中？

我轰然掀动双翅向上飞腾，

却撞在悬崖上无声地沉沦；

我的眼睛能否看见星光？

我转动双眼，眼前一片迷茫。

你，生活的洪流，就这样滚滚向前，

一路奔泻吧，让浪潮汹涌飞溅，

一旦你吃惊地跌进一片虚空乌有，

迎候你的将会是金光灿烂的自由。

我的目光又一次大胆地闪耀，

３９７献给燕妮的两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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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射如电，不胜欣喜乐陶陶，

它已在你胸中发现一个世界，

又何必叫它到别处把世界寻找？

致燕妮的十四行诗（终曲）

    燕妮，有件事我还要向你诉说：

我愉快地用离别之歌结束这组诗章，

因为我心海拍击着最后的银色波浪，

只有你来吟咏才能使涛声雄壮高昂。

那岁月的波涛不停地流逝，

勇敢地穿过许多巉岩陡壁，

流过片片树林和道道瀑布，

终将在你心中找到完美的归宿。

大胆地披上火红色的宽大外衣，

胸怀一颗晶莹透亮而自豪的心，

我威严地摆脱种种束缚和压力，

迈出坚定的步伐走进广阔天地，

在你面前我抛开了心中的痛苦，

让美好梦想变成生活的常青之树！

４９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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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对话

    有个盛装的歌手站在那里，

怀中紧紧地抱着三角琴，

充满激情地把琴弦拨动：

“我的琴啊，你为什么咏叹歌吟？

为什么琴音里仿佛有个昂扬的魂灵，

为什么你好像充满火一样的激情？”

“歌手啊，难道你以为我不理解心灵的斗争，

不理解光明磊落的胸襟，

不理解你所热情向往的那些图景？

它们晶莹纯净如天上群星，

它们奋起呼啸像烈火翻腾，

它们让我看到崇高的生命。”

“我早已猜着，我深深感到，

当你用嘹亮的声音向我呼叫，

那拨动琴弦的并不是你自己，

而是从温馨的唇齿间吐出的一丝气息，

这气息从内心深处袅袅升起，

正是它深情地教会你怎样弹琴。”

５９７同……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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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出现了仙女的妩媚容颜，

她容光焕发，鬈发金黄，

在歌声中迸射奇妙的光芒，

她心潮起伏，两眼闪亮，

你已经心醉神迷沉入梦想，

只剩下我独自在讴歌欢唱。”

“她的形象悄悄地潜入我的心底，

又从我心里升起，如同鲜花一样艳丽，

仿佛一切都已消融在琴声里；

它时隐时现，忽沉忽起，

告诉我，是不是还有一层云翳，

挡住了你心中的星光和晨曦？”

“三角琴啊，你的乐声奇妙迷人，

像喷泉飞洒着幸福的甘霖，

四面有五月的鲜花和绿草如茵；

她的气息振奋心灵，她的双眸脉脉含情，

你的琴声奏出了闪光的生命，

你的旋律在蓝天下荡漾飞行。”

“你啜饮仙女洒下的甘霖，倾泻欢乐的心音，

那发自肺腑的声音一旦飘逝，

你自己的心灵便沉默无声；

可是你曾经朝气勃勃充满梦想，

６９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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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在远方苦苦挣扎，而你却在她心中琤琤鸣响。

你激越飞腾，我却在低头惆怅！”

“歌手啊，那繁花似锦的梦使我迷茫，

但是我一心要向天边远航，

去摘取那繁星的点点金光；

生命在乐曲声中哭泣哀伤，

琴音回荡远去，天空升起太阳，

天涯海角已溶进一片霞光。”

海 边 礁 岩

    一座大理石巨岩耸立在水面上，

利齿般的峰顶刺破了天空，

那飘浮着朽株烂叶的浊浪，

轰然冲击着幽深的岩洞。

巨岩傲然俯视它脚下的深渊，

昂首挺胸就像铁柱立在水中。

年复一年，它思绪翻滚，

把烈焰般的目光投向远方，

年复一年，它挡住大海的巨浪，

任怒潮在它脚下飞旋激荡。

那枯死的藓苔，好像白发覆盖在老人额头，

７９７海 边 礁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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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片片砾石，俨然一个个血红的伤口。

深夜，从大理石的胸膛里

传出了一阵阵痛苦的呼叫，

好像那千年往事重现心头，

苦涩的回忆使它大哭号啕。

漫游者如敢驻足倾听，

必将跌进那无情的波涛。

小人和小鼓
①

童话诗

    小鼓儿不是小人儿，小人儿不是小鼓儿，

小鼓儿聪明伶俐，小人儿傻里傻气。

小鼓儿用铁圈箍紧，小人儿用两脚立地，

小人儿累得倒在地上，小鼓儿仍坐得稳稳当当。

小人儿大发雷霆把小鼓儿猛敲，

小鼓儿乐得咚咚作响，小人儿气得双脚直跳。

８９７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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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儿朝它做鬼脸，小鼓儿对他哈哈笑，

小人儿怒火中烧，放开嗓门吼叫：

“小鼓儿，嘿！小鼓儿，呸！你为什么嬉笑、胡闹！

你嘲弄我，做鬼脸，还以为我没看到！

可恶的小鼓儿，你怎能嬉皮笑脸、如此荒唐？

我敲你时你才响，我把你挂起来你就呆在那个地方！

我用木头造出你这个小鼓儿，

难道是为了让你装腔作势，好像是你把自己造就！

我敲鼓时你得跳，我唱歌时你得叫，

我欢笑时你得哭，我跳舞时你得笑！”

小人儿怒气冲冲把小鼓儿狠敲，

鼓儿给打得稀巴烂，鲜血往外冒。

小鼓儿旁边不见小人儿，小人儿身边不见了小鼓儿，

小人儿走进了修道院，出家当了小教徒儿。

散  步

    “你为什么老望着悬崖那边？

９９７散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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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嘴唇在轻声说些什么？”

“夕阳的余辉就如一片烈焰，

告别前还在亲吻着危岩。”

“太阳在东方慢慢升空，

从中午起把悬崖照得一片紫红，

然后又渐渐沉入谷底，

——你说这景色又有什么新奇？”

“我曾看见霞光如烈火熊熊，

给悬崖披上了紫色的百褶衣裙。

最后她依依惜别地闭上眼睛，

想把那落日残照尽收胸中。

我们静静地走着，那巨岩在低声吟唱，

正在为落日的脚步黯然神伤，

晚风轻轻地吻着她胸前的披巾，

她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

我轻声叹息，心中充满悲伤爱怜，

她脸上泛出红红的光艳，

我紧紧抱住她的心胸，夕阳西下，

在星星的爱抚见。

是这些吸引我的目光投向悬崖那边，

００８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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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些让我的嘴唇絮语不断，

她远远地向我挥手，那残照如一团烈焰，

在悬崖顶上朝着我频把头点。”

魔  船

叙事谣曲

    小船一往无前远涉重洋，

既没有船帆也没有灯光；

月光流泻在一片波涛上，

船上的桅杆已饱经风霜。

那掌舵的水手神色阴沉，

脸颊上看不到一丝红晕，

疲惫的脑子已迟钝发呆，

那双眼睛里也毫无光彩。

海面上一片汹涌浪潮，

小船儿猛然撞上岩礁；

它摇摇晃晃，却没有撞碎，

它时沉时浮，隐现于波涛。

突然涌来了海浪一道，

１０８魔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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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红的鲜血在波涛上闪耀；

舵手的心猛地抽搐狂跳，

他已知事情凶多吉少。

空中和水下一片呼叫，

鬼魂们狂喊要把仇报，

舵手的神色更加阴沉，

海浪把小船猛向前抛。

小船似乎看见了远方的陆地，

它深情地向那港湾遥望致意。

突然间那一片海面波平如镜，

小船在浪涛亲吻中沉入海底。

月 中 人

    看哪，他身披灿烂的星光，

乘风飞腾上下翱翔，

那是月中人在翩翩起舞，

他舒展肢体意气高昂。

在他那一头鬈发上，

有天上的甘露如点点泪珠闪光，

它们一滴滴飘落在草地上，

２０８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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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花蕾绽开，吐出芬芳。

露珠在闪烁，花儿在开放，

有的洁白如雪，有的色泽金黄，

花儿向大地诉说

心中的辛酸悲伤。

别看那月中人在微笑招手，

内心里却藏着深深的惆怅。

他想变成一道阳光从天而降，

他想紧紧地依偎在太阳的心上。

他年复一年地等待时机，

倾听着群星在远处运行，

他胸中充满忧悒的歌声，

只有在鲜花丛中才有甘露滋润心灵。

他使地上的树林笼罩着愁云，

直到歌声四起，云雾才散尽，

这时四周升起美丽的光晕，

于是他忘却烦恼奋然飞行。

３０８月 中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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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思

颂 歌

    看，天上有一片乌云在飘飞，

如雄鹰轰然扇动着强劲的翅膀，

云中传出声声霹雳，喷出阵阵火光，

清早起就隆隆翻滚着夜间的思想。

那思想迸出道道电光，雄伟凝重，

把一切诟骂诅咒都抛向天穹，

那无畏的眼睛里血如泉涌，

阵阵浪潮正冲击着天上的神宫。

天公在他那宽阔安详的额头两旁，

悄悄地把一个个火炬点旺；

火炮在轰鸣，宇宙深处仍是亘古黑暗，

那乌云痛苦地大叫一声摔落到地上。

４０８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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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境

颂 歌

    我想用虚无缥缈的梦幻，

悄悄地织成芳香四溢的图景，

我要用自己的一缕缕鬈发，

编成一个个浑圆的环形；

我要在黑夜的潮水中喷洒心血，

从幻梦的波涛里抽出烈焰熊熊的图景。

这图景如波浪起伏飘行，

在风声激荡中歌唱爱情。

它会向八方伸展，发出闪闪金光，

狭小的房屋会变得宏伟宽敞；

我的鬈发就像那黑色波浪，

轻柔地萦绕在天仙身上；

我的热血发出珠圆玉润的音响，

在如花似玉的天仙身边荡漾。

灯光摇曳，映出了一个太阳，

心潮澎湃，震撼着整个穹苍。

５０８梦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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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的空间一齐震颤倒塌，

我拔地而起变成勇士，身高如塔；

我在黑夜里目光庄严、威风凛凛，

那铺天盖地的风暴是我的琴音，

惊雷如歌，使我的心激动狂跳，

我心中的爱将化作太阳，痛苦将化作崇山峻岭；

我将自豪而谦逊地扑倒在地上，

我将骄傲而又豪放地引吭歌唱。

６０８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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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小说

《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

片 断

第 一 部

第 １０ 章

接下来，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承诺的，要证明上述这笔二十五

塔勒的款项是属于主上帝他个人的。

这些钱是没主人的！啊，这种想法真是超凡脱俗：凡人的权力不

能享有这笔钱，只有那统治天宇的最高权力，才能囊括整个宇宙，自

然也就囊括了上述这二十五塔勒；这个最高权力用自己的翅膀——

这翅膀是由白天和黑夜、太阳和星星、崇山峻岭和浩瀚沙漠编织而成

的，这翅膀发出的声音既像和谐的乐音，又像瀑布的喧响——轻轻掠

过凡人的手够不到的地方，因而也掠过刚才提到的这二十五塔勒，还

有……但我说不下去了，我内心深处感到激动，我端详着天地万物、

自己的内心和上述这二十五塔勒（这三个词包含着一个多么了不起

的实体啊！它们无所不在，它们发出的声响宛如仙乐，它们使人想起

末日审判和国库），因为——斯考尔皮昂被他朋友费利克斯的故事所

激动，为费利克斯的火热的语调所引诱，受身上那股风华正茂的年轻

７０８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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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感情所支配，他一把紧抱在怀里的正是女厨师格累特，他预感到

她就是仙女。

由此我得出结论，仙女们都是长着胡子的，因为玛格达莱娜－格

累特不同于忏悔的抹大拉的马利亚①，而是像一个威武的战士，脸上

长着漂亮的颊须和髭须。柔软的鬈发蓬松地贴在造型优美的下巴上，

下巴像空旷大海中的一块礁岩——不过人们老远就可以看到它——

巍然耸立在她那个像盛着清汤的平底碟儿的脸盘上，神气活现，峥嵘

穿空，引起众神不安，使得世人震惊。

大概幻想的女神梦见过一个虬髯蓬茸的美女，女神黯然魂销于

她那令人心醉的宽宽的脸盘儿之中；当她醒过来时，原来做梦的就是

格累特本人：可怕的是，仿佛她就是巴比伦的大淫妇、约翰启示录②

和上帝的愤怒；仿佛上帝在她那密布柔细波纹的面皮上栽培出一片

莽莽麦茬，为的是使她的美丽不致去挑逗人犯罪，使她的贞操能受到

保护，正如玫瑰花受到刺的保护一样，以便世人

能认出她

而不致因她而葬身情火。

第 １２ 章

“来一匹马，来一匹马，拿我的王国换匹马”——理查三世说③。

８０８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①

②

③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５幕第４场。——编者注

《新约全书·启示录》第１７章。——编者注

“抹大拉的马利亚”在德语中称作“玛格达莱娜”（Ｍａｇｄａｌｅｎｅ）。——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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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个男人，来一个男人，把我本人换个男人”——格累特说。

第 １６ 章

“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道成了肉体，住在我们

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①

天真无邪的妙想！但是联想把格累特带得更远，她认定道是长在

大腿里的，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的瑟息替斯认为哀杰克斯把内脏装在

脑袋里、把智慧装在肚子里一样②。而她，格累特（可不是哀杰克斯）

确信，并理解到：道是如何成为肉体的；她把大腿看成了道的象征性

表现，发觉了大腿的荣光，所以，就决定——将大腿大洗一番。

第 １９ 章

但是她有一对蓝色的大眼睛，而蓝色的眼睛却跟施普雷河里的

水一样普通平常。

她的眼里流露出一种痴情的贞洁，这自怨自艾的贞洁，水汪汪的

贞洁，只要火一挨近它，就会化成一股灰蒙蒙的蒸汽腾起，而这双眼

睛后面就什么也没有了，两眼的整个世界是一片蔚蓝，它们的灵魂是

蓝色染匠③。然而棕色的眼睛是理想的王国，眼睛里微睡着一个无边

９０８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片断

①

②

③ 德 文“Ｂｌａｕｆａｒｂｅｒ”既有“蓝色染匠”的意思，又有“撒谎者”的意

思。——编者注

莎士比亚《特洛埃勒斯与克蕾雪达》第２幕第１场。——编者注

《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１章第１节和第１４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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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际、才智充溢的黑夜世界，眼里向上迸发出灵魂的电光，两道目光

传出音响，宛如迷娘之歌①，犹似一个遥远、温柔、光明的国度，那里

居住着一个豪富的上帝，他欣赏自己的深奥，沉浸于自我存在的宇宙

之中，显示出无限性，也遭受无限性之苦。我们好像身受魔力的束缚，

我们很想把这个悦耳的、深奥的、热情的存在物紧抱在自己的怀里，

陶醉于他双眼的神韵，把他的目光谱成歌曲。

我们喜爱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万木葱茏的世界，我们看到远

处宏伟高尚的、光芒四射的思想，我们预感到着了魔的痛苦，而一些

轻盈的身影正在我们面前翩翩起舞，它们向我们点头示意，一旦我们

认出它们，它们就像美丽、优雅、欢乐三女神一样，羞怯地畏缩后退。

第 ２１ 章

语文学方面的推敲

  费利克斯并不十分温和地挣脱了他朋友的拥抱，因为他对他朋

友那深刻的、感情洋溢的秉性毫无所感，正好忙于继续……自己的消

化过程，我们要求，赶紧一劳永逸地为他那艰巨的消化工程安上竣工

石完事，因为它阻碍我们把故事讲下去。

默滕也是这样想的，因为费利克斯所感到的那重重一击，正是来

自他那历史性的巨掌。

默滕这个名字使人想起查理·马特②，所以费利克斯确实相信

他受到了锤子的抚爱；在产生这种愉快心情的同时，他还感到一股电

０１８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①

② “Ｍａｒｔｅｌ”（马特）在古代有“锤子”的意思。——编者注

见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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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震荡。

他睁大了眼睛，身体摇晃起来，想到了自己的罪辈和末日审判。

而我在思考带电物体和流电学，思考富兰克林致其女友几何学

家的学术书信，也在思考默滕这个名字，因为我好奇心十足，很想知

道，在这个名字的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

此人出身于马特的直系，这是无疑的了——教堂司事使我对此

深信不疑，虽然这个句子中没有任何悦耳的地方。

“Ｉ”变成“ｎ”，并且因为每一个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马特是一个

英国人，而英语中的“ａ”往往读成德语中的“ｅｈ”，即跟“默滕”一词中

的“ｅ”相同，因此，默滕一词完全可能是马特一词的另一种形式。

由于在古代德国人的名字中可以看出具有该名的人物的特点，

诸如在骑士克鲁格、宫廷顾问劳帕赫、矮子黑格尔等形容性的名词中

就可以看出来，由此可以推断，默滕大概是个富裕的正直的人，虽然

就其职业而言他是个裁缝，在我们这个故事里他是斯考尔皮昂的父

亲。

最后这一点论证了一个新的假定：因为一方面他是个裁缝，另一

方面他的儿子名叫斯考尔皮昂，所以他很可能是战神玛尔斯的后代

（Ｍａｒｓ的第二格为Ｍａｒｔｉｓ，希腊语中的第四格为Ｍａｒｔｉｎ，由此而得

出Ｍｅｒｔｉｎ和Ｍｅｒｔｅｎ），因为战神的技艺同裁缝的技艺相像之处就是

截裁，因为他截手裁脚，截掉人间的幸福。

其次，斯考尔皮昂是一种能用眼光杀害人的有毒动物①，它所造

成的伤害是致命的，它的目光能摧残破坏——这是对战争的绝妙讽

１１８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片断

① “斯考尔皮昂”原文是“Ｓｃｏｒｐｉｏｎ”，这个词的本义是“蝎子”。——编者

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喻，战争的目光是致命的，战争的后果会在受害者身上留下内部出

血、再也无法治愈的斑斑伤痕。

但是，鉴于默滕几乎没有异教徒的特征，相反，他笃信基督教，所

以看来更可能的是，他出身于圣马丁之家；两个元音稍稍混淆就成了

“Ｍｉｒｔａｎ”，而“ｉ”在老百姓嘴里经常读成“ｅ”，例如不说“ｇｉｅｂｍｉｒ”而

说成“ｇｉｅｂｍｅｒ”①，而在英语中，正如上面所说，“ａ”往往读成德语中

的长元音“ｅｈｅ”，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随着文化的进步，很容易变

成短元音“ｅ”；因而“默滕”这个名字完全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意思

就是“基督徒裁缝”。

尽管这种词源上的演变具有很大的可能性，而且也能找到充分

的根据，但我们还是不能不考虑另一种演变的可能性，它大大削弱我

们对圣马丁的笃信。我们不妨把他仅仅看成是个保护圣徒，因为据我

们所知，他从来也没有结过婚，所以就不可能有男性后代。

这一疑点看来由于下列事实而被消除了。默滕全家跟韦克菲尔

德的乡村牧师②一样，都有尽快结婚的共同点，而且世代相传地用桃

金娘花环来炫耀，单单这一点——除非不得不求助于奇迹——就可

以说明，默滕出生时就有此姓，他在这个故事中就是斯考尔皮昂的父

亲。

当然，“Ｍｙｒｔｈｅｎ”（桃金娘）一词不得不失去字母“ｈ”，因为结婚

之后，“Ｅｈ”占了首位，而“ｈｅ”就被省略，其结果是“Ｍｙｒｔｈｅｎ”变成了

“Ｍｙｒｔｅｎ”。

字母“ｙ”是希腊字母“ｖ”，而不是德语字母。又鉴于以上所述，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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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一家纯系日耳曼血统的根子，同时又是笃信基督教的裁缝世家，所

以外来语的、异教的“ｙ”必然变成德语的“ｉ”；再鉴于婚姻在这个家庭

里是一个占优势的因素，“ｉ”是个刺耳的、尖声的元音，而默滕家人的

婚姻都是非常文雅、温和的，所以这个“ｉ”开头变成了“ｅｈ”，随后，为

了使这个大胆的改变不致引人注目，就变成了“ｅ”，这是一个短音，用

来表明结婚联姻的果断，所以“Ｍｙｒｔｈｅｎ”（桃金娘）一词在德语的多

义词“Ｍｅｒｔｅｎ”（默滕）一词中，获得了臻于完善的最高形式。

经过这番推论后，我们就可以把圣马丁的基督徒裁缝、马特的扎

扎实实的勇敢精神、战神玛尔斯的当机立断跟众多婚姻连在一起了，

凡此种种都是能从“Ｍｅｒｔｅｎ”（默滕）一词内的两个“ｅ”中听出声响

的，所以这一假定既把以前的一切假定都统一在其本身之中，同时又

推翻了它们。

一个兢兢业业、孜孜不倦地为古代历史学家（我们的故事取材于

该历史学家的著作）写注解的注释者，却抱另一种看法。

虽然我们不能同意他的看法，但他的看法还是值得批判地对待，

因为它出自这样一个人的精神，此人把精通抽烟跟学识上的渊博联

系在一起了；他的羊皮纸文稿裹上了神圣的烟草云雾，也就是说，那

些文稿在神秘莫测的浓云密雾中写满了神谕。

他认为“默滕”一词必定来自德语的“Ｍｅｈｒｅａ”①，后者又是从

“Ｍｅｅｒ”②派生出来的，因为默滕家人的婚姻，就像“大海”边的沙子那

样“增加”，还因为裁缝这一概念中含有“增加者”的概念，因为他把猴

子变成人。就在这些详尽透彻的、意义深邃的探讨的基础上，他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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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上述假设。

当我读到这个假设后，一种令人头昏目眩的惊诧攫住了我，香烟

的神谕已使我入迷，但不久，对事物进行冷静分析的理智就清醒过

来，并提出了如下几个反论证。

我同意该注释者的一个说法，即“裁缝”这一概念可以包括“增加

者”这个概念；但在“增加者”这一概念中却绝不能包括“减少者”这个

概念，因为若如此，岂非成了术语上的矛盾，对女士们来说，这无异于

把主上帝与魔鬼等同起来，把机智风趣与茶客清谈等同起来，把女士

们自己与哲学家等同起来。如果说是“Ｍｅｈｒｅｒ”一词变成了

“Ｍｅｒｔｅｎ”，显而易见是减少了字母“ｈ”，也就是说并无增加，正如上

面已经证明的，这实际上是跟它表现出来的性质相矛盾的。

所以，“Ｍｅｒｔｅｎ”（默滕）一词绝对不可能源于“Ｍｅｈｒｅｎ”（增多）一

词；关于此词源于Ｍｅｅｒ（大海）一词的假设，则可用下列事实来推翻：

默滕家人从来也未曾落过水，从来也没得过塔兰图拉毒蛛病①，——

他们向来是虔诚的裁缝世家，这跟汹涌激荡的大海的概念是不相容

的。鉴于上述理由，结论便是：上述作者虽然一贯正确，但这次却出了

差错，而我们的推论是唯一正确的。

获得这一胜利后，我已累得不能再写下去了，我要享受一番自我

陶醉的幸福，这种幸福的一刹那间的享受，正如温克尔曼所说，比后

代的一切赞扬更为可贵，尽管我对这种赞扬同小普林尼一样，深信不

疑。

４１８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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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２ 章

“我环顾四方，只见到一片天空和海洋，

天空布满乌云，大海腾起波浪。

海与天之间，强劲的旋风在咆哮震荡，

海浪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涌向何方。

舵手犹豫彷徨，不知道怎样寻找生路，怎样躲避祸殃，

面对变幻无常的大海，他已经失去主张。”①

“你环顾四方——只见到默滕和斯考尔皮昂，

后者哭成泪人，前者怒火满腔。”

“双方唇枪舌剑，无休止地吵嚷，

海浪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涌向何方。”

“我这个校长犹豫彷徨，不知道什么该删去，什么该写到纸上，

面对这场激烈的争吵，我已经失去主张。”

奥维狄乌斯在他的《哀歌》中是这样叙述他那个承接上文的悲哀

故事的。看来，他已经不知所措，但下面我要继续叙述下去：——

第 ２３ 章

奥维狄乌斯身居托米，是奥古斯都神的愤怒把他投入此地的，因

５１８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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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的天才多于理智。

在这里，在野蛮人中间，这位柔弱的爱情诗人日益憔悴——爱情

也是他失意的原因所在。他右手托着脑袋在沉思，那渴望的目光眺望

着遥远的拉丁姆。歌手的心已碎裂，但想必他仍然心怀希望，所以他

的七弦琴也仍旧不能静止，而是用旋律悦耳、词儿甜蜜的歌曲倾吐出

他的渴望和痛苦。

北风呜呜地吹袭着这风烛残年的老翁的肢体，使他满怀着无可

名状的惊恐，因为以前他在炎热的南国度过似锦年华，在那里，他的

幻想用富丽堂皇的装饰进行热情奔放的表演，而当天才的这群子孙

们过分放荡不羁时，美丽、优雅、欢乐三女神就将轻柔的神巾披到肩

上，神巾的皱折披散招展，温暖的露珠纷纷洒下。

“你很快就要化为尘土，可怜的诗人！”——眼泪从老翁的颊上扑

簌滚下，这时传来了默滕深有感触地向斯考尔皮昂发出的强有力的

男低音。——

第 ２７ 章

“无知，极端无知。”

“因为（这跟上面某章有联系）他的两个膝盖太弯向某一边

了！”——但是，这里缺乏确定的说法，可是什么说法能确定，又有谁

能确定，谁能研究出来，哪个方向是右，哪个方向是左呢？你告诉我，

凡人，风是从哪边来的，或者上帝脸上是否长着鼻子，我就会愿意告

诉你哪边是右，哪边是左。

这不过是两个相对的概念，而饮智慧之酒得到的只是愚蠢和狂

暴。

６１８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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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在我们研究出什么是右，什么是左之前，我们的一切努力都

无济于事，我们的渴望都是痴心妄想，因为他把山羊安置在左边，把

绵羊安置在右边①。

如果他转过身来，他的脸朝着另一个方向，因为夜里他做了个

梦，那么，按我们肤浅的想法，山羊就站在右边，而虔诚的教徒们却站

在左边。

所以，只要给我确定一下：什么是右，什么是左；那么，整个创造

之谜就解开了。“我要把亚赫隆发动起来”②，我可以正确地替你详细

地推论出，你的灵魂将在哪边，由此我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你现在

属于哪个等级，因为这种关系可以测量出来，原因是你的地位是由主

决定的。而你现在的地位则可以根据你脑壳的厚度来测定；我头都晕

了：如果靡菲斯特斐勒司在这时出现，我就会变成浮士德，因为很清

楚，我们大家都是浮士德，原因在于我们不知道哪个方向是右，哪个

方向是左，因而我们的生活是个圆形的竞技场，在我们摔倒在沙地

上，角斗士即生活把我们杀掉之前，我们一直绕着圈子奔跑，寻找它

的左右两边；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救世主，因为——令人痛苦的念头

啊，你夺走我的睡眠，夺走我的健康，你杀害我——我们仍然不能区

分出左边和右边，我们不知道，它们在哪里——

第 ２８ 章

“显而易见在月亮上，在月亮上有月长石，女人的心胸里有虚情

７１８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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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意，大海里有沙子，地球上有高山！”——一个男人回答说，他敲了

一下我的门，没等我喊请进就走了进来。

我赶忙把稿纸推向一旁，对他说，我非常高兴以前跟他素不相

识。因为这一来更会因现在跟他结识而感到愉快，说他使人获得卓越

的才智，他使我的一切疑点都涣然冰释；但是，不管我说得多快，他却

说得更快，牙缝里发出咝咝音。当我靠近他仔细一打量，就汗毛直竖

地看出：他整个人看来真像一条干瘪的蜥蜴，仅仅是一条刚从残垣断

壁里爬出来的蜥蜴而已。

他个子很矮，身材活像我房间里的炉子。他的眼睛，与其说是红

色的，不如说是绿色的，与其说像闪电，不如说像大头针，而他本人，

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个小妖精。

看来他真是个精灵！我既迅速又肯定地看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的

鼻子是从脑袋里长出来的，正像帕拉斯·雅典娜是从万物之父宙斯

的脑袋里生出来的一样；我认为他鼻子上那柔和的火红的颜色也是

这样来的，这种火红色证明此人出身于超凡绝俗的世系，可是他的脑

袋可说是童山濯濯。我们不得不把那层厚厚的润发脂名之曰头饰，这

层润发脂同大气和其他要素的各种产物一起覆盖着原始的山岳。

他身上的一切都显示出高超和深刻，但他的脸型结构似乎暴露

了他的官僚身分，因为他的面颊像两个凹进去的光滑的碟子，它们在

高高突出的颧骨的掩护下幸免雨打，所以可以把公文和政府条令放

进去。

总之，一切迹象表明：如果他不像自己，那他就是爱神本身，而他

的名字，即使未曾使人想起一簇桧树丛，听起来也仍像“爱”这个字那

样亲切悦耳。

我请他安静下来，因为他自称是英雄，对此我婉转地表示了异

８１８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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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说英雄的身材要略为好看一些，而相反，传令官们的嗓音要更单

纯一些，不会这么嘈杂，而且更动听一些；希罗到底是个成仙的美女，

是实实在在的美的本色，她的外貌和内心是互相竞争的，二者都声称

自己是她的这个完美典型的唯一源泉，所以，她对他的爱是不合适

的。

但是他反驳说：他——他——他的骨头架子挺结实的，他有个影

——影——影子，同别人的影——影——影子是一样的，甚至更——

更——更好一些，因为他投下的阴——阴——阴影比光还要多。他的

夫人可以在他的阴影里乘——乘——乘凉、饱食终日，甚至她自己也

可以变成影——影——影子，还说我不——不——不懂礼貌，我是流

氓地痞，是个笨蛋，说他名叫恩格尔伯特，这个名——名字要比斯

——斯——斯考尔皮昂好——好——好听得多；说我在第１９章里弄

错了，因为蓝色的眼睛比棕色的更美——美——美丽，而鸽——鸽

——鸽子的眼睛是最聪慧的，他本人虽然不是鸽子，但至少对于理智

来说他是个聋子①，还说他喜欢长子继承权，他还有个小浴室。

“人家要她——她——她拉着我的右——右——右手同我订婚，

现在你别再搞右边左边的研究，她就住在对面，既不在右边，也不在

左边。”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一个天降的幽灵从我内心走出去了，婉转动

听的对话已经结束，但穿过门上的钥匙孔，传来了鬼魂的叫声：“响当

当的大木头，响当当的大木头！”

９１８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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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９ 章

我把洛克、费希特和康德的著作推往一旁，坐着冥思苦想，要弄

懂：小浴室同长子继承权究竟有什么关系，突然，好像一道闪电把我

的心扉照亮，思绪泉涌，使我的眼光豁然开朗，在我面前展现出一幅

明亮的图画。

长子继承权是贵族政体的小浴室，因为小浴室只是为了洗濯才

存在，而洗濯能使东西发白，也就是说能给被洗之物增添一层淡白的

光辉。同样，长子继承权也会给一家的长子镀上一层银，也就是说会

使他有一层淡白的银色，与此同时却给家庭的其他成员印上一层愁

苦的浪漫主义惨淡色彩。

凡在江河里洗澡的人，都要置身于风浪汹涌的大自然里，要战胜

惊涛骇浪，用强劲的双臂搏斗；而坐在澡盆里的人，却闭门不出，注视

着浴室的壁角。

普通的人，即没有长子继承权的人，得跟生活的急流搏斗，投身

波涛澎湃的大海，在幽深的海底夺取普罗米修斯右手中的明珠，这

时，思想的内在形象就会灿烂辉煌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就更勇于创

造，而长子继承权的享有者却只让几滴水珠洒落在自己身上，唯恐关

节脱骱，于是就坐进浴盆。

哲人之石找到啦，找到啦！

第 ３０ 章

因此，从上面刚刚进行的两项研究中可以看出，当今之世是写不

０２８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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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叙事史诗的。

首先，我们深刻地考察了有关右边和左边的问题，把它们的富有

诗意的辞藻上的诗意的外衣剥掉，正像阿波罗神剥下马尔西亚斯身

上的皮一样，把它们变成可疑的形象，变成奇形怪状的狒狒，它长着

眼睛可又看不见东西，成为阿尔古斯的反面，后者长着一百只眼睛，

为的是能发现丢失的东西，而它，这个可怜的触犯上天者，即猜疑本

身，长着一百只眼睛，又把看到的东西弄得看不见。

方位，即地点，是史诗中的一个重要准则，正如我们言之有据地

介绍过的那样，一旦方位不复存在，史诗就只有等到号角声惊醒了耶

利哥城①时才能从沉睡中醒来。

而且，我们已找到了哲人之石，遗憾的是，大家都指着这块石头，

而他们——

第 ３１ 章

他们，斯考尔皮昂和默滕两人躺在地上，因为一种超凡的现象

（已见上面某章）深深震撼了他们的神经，所以，正像一个胚胎尚未挣

脱世间关系而形成一种特殊形状那样，他俩身体各部分的联结力在

一片正在膨胀的混沌状态中也完全松散了，结果是他俩的鼻子跌落

在肚脐上，而脑袋掉在地上。

默滕流着大量浓稠的鲜血，血中含有大量铁质，含量究竟有多少

我无法断定，因为化学的一般水平还很差。

尤其是有机化学，由于简化而变得日益复杂起来，因为每天都发

１２８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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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新的元素，这些元素同某些把国家名称当作自己的名字来使用的

主教有相同之处，而那些国家恰恰掌握在不信教者手中，位于非天主

教徒生活的区域；此外，那些元素名称同许多学术团体成员的头衔以

及德意志各邦诸侯的封号一样冗长，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们用它们来

代替名字，因为他们不让自己受任何语言的束缚。

总之，有机化学本来就是一个想借助无机的反应来解释生活的

异教徒！它渎犯了生活，仿佛我是从代数里推算出爱情的。

这一切显然都是以反应学说为基础的，而反应学说尚未获得详

尽探讨而且永远也探讨不出来，因为它依据的是纯粹靠碰运气的扑

克游戏，其中爱司是主要角色。

但爱司已成了一切近代法学的基础，因为一天晚上，当伊尔奈里

乌斯大输一场后（他刚刚离开女士们的社交晚会回来，衣着优雅，穿

着一件蓝色燕尾服，一双带长扣环的新皮鞋和一件鲜红色的丝绸坎

肩），当即坐下来写一篇论《Ａβ》①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使他更上一

层楼，以致他开始教起罗马法来了。

而罗马法却无所不包，其中有反应学说，也有化学，——因为正

如帕奇乌斯所证明的那样，它是一个脱离了宏观世界的微观世界。

四本《法学阶梯》是四大原素，七本《学说汇纂》是七个行星，而十

二本《法典》是黄道十二宫。

不过进入这个整体的不是什么鬼魂，而是女厨师格累特，她来叫

人吃晚饭。

斯考尔皮昂和默滕在狂热的兴奋状态中一直闭着眼睛，就这样，

２２８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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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错把格累特看成了仙女。当他们从西班牙式的恐慌中（这种恐慌

从唐·卡洛斯最后一次遭到失败和后来取得胜利时起就有了）惊魂

甫定之后，默滕手撑斯考尔皮昂像一棵橡树似地站了起来，因为奥维

狄乌斯和摩西说，人应当仰望星星，而不要俯视地面①，——而斯考

尔皮昂一把抓住了他父亲的手，使他站稳了脚跟，却使自己的身体处

于危险状态。

第 ３５ 章

“天晓得，裁缝默滕手艺高超，但是他要价太贵！”

“太对了！圣马丁帮了大忙，但要价太高了！”——克洛维在普瓦

捷会战之后感慨地说了这句话，因为当时僧侣们在图尔向他宣称：是

默滕替他裁制了马裤，他穿了这条马裤骑着英勇的驽马奔驰，亏得这

匹驽马才取得了胜利；僧侣们还要求奖励默滕的这一功劳，赏给他两

百金币。

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

第 ３６ 章

他们坐在桌旁，首席坐着默滕，他的右边是斯考尔皮昂，左边是

大徒弟费利克斯，首席的对面是默滕国家机构内的僚属，通常叫作学

徒，他们远远地坐着，使执政者和平民之间保留一定的空隙。

３２８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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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不允许任何人落座的空隙里，坐着的不是班戈的鬼魂①，

而是默滕的狗，它每天吃饭时一定要做祈祷，因为对人文科学颇有造

诣的默滕认定：他的博尼法齐乌斯——这是狗的名字——跟德国人

的使徒圣博尼法齐乌斯是同一个人物；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引证了博

尼法齐乌斯自称是“一头吠犬”的话（见第１０５封信第１４５页，塞拉里

亚版）。因此他是怀着迷信的崇敬心来侍候这条狗的，它在桌旁的座

位是最雅致的——罩上了一块用细软的羊绒线织成的、垂下几条绸

制流苏的漂亮的红绒毯子，像一张豪华的沙发椅，里面还装上了精巧

地拧在一起的弹簧，这就是这头博尼法齐乌斯的席位，每当餐会一

散，就把座位抬入一个单独的僻静的壁龛里，看来，这个壁龛同布瓦

洛在诗集《读经台》里②描绘的高僧的内殿一样。

博尼法齐乌斯没有到场，那个空隙无人落座，默滕顿时脸色刷

白。“博尼法齐乌斯在哪里？”他忧心如焚地大声问道，整张桌子显然

都在震动。“博尼法齐乌斯在哪里？”——默滕又问了一声，而当他听

说博尼法齐乌斯不在时，他吓得打了个寒颤，他全身的每个关节都在

抖动，他的头发也竖起来了！

大家跳起来去找狗，而默滕看来已完全失去他平素的内心平静，

他按了一下铃，格累特进来了，她心里预感到一种不祥的征兆，她以

为是——

“嗳，格累特，博尼法齐乌斯在哪里？”——她的心神显然安定下

来了，而他却挥舞着双手，弄翻了灯盏，因而大家都被罩在一片漆黑

中，接着一个充满不祥之兆的、急风暴雨的夜晚降临了。

４２８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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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７ 章

大卫·休谟曾断定，本章是重弹上一章的“老调”，而且在我写成

本章之前，他就作了这个论断。他的论据如下：既然有了这一章，那就

没有上一章，因为这一章挤掉了上一章；尽管这一章来源于上一章，

但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因为他对因果关系的存在始终持怀疑的

态度。每个巨人，包括每一个由二十行构成的章节，都会产生一个侏

儒，每个天才都会产生一个枯燥乏味的庸人，每次大海的翻腾都会产

生泥浆；一旦前者消失，后者立即冒头，并占据桌旁的座位，大模大样

地伸直长长的双腿。

对这个世界来说前者太大了，所以他们被赶出了世界。后者则相

反，在这个世界上落地生根、保存下来，对此不妨看看下列实例就会

深信不疑了：在香槟酒喝完后会长久地留下一股令人生厌的余味儿，

在英雄凯撒之后是演员屋大维，在拿破仑皇帝之后是市民国王路易

－菲力浦，在哲学家康德之后是骑士克鲁格，在诗人席勒之后是宫廷

顾问劳帕赫，在莱布尼茨天国之后是沃尔弗教室，在博尼法齐乌斯这

条狗之后是本章。

这样，盐基就成为渣滓沉淀，而精神却挥发四散。

第 ３８ 章

最后一句有关盐基的话是表达一个抽象概念，因而不是指一个

５２８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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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①，因为正如阿德隆喊叫过，抽象概念和女人该有多大差别呢？

但是我认为恰恰相反，我可以用充分的根据证明这一点，只是不在本

章，而是在另一本根本不分章节的书里；一旦我确信了神圣的三位一

体，我就着手去写这本书。

第 ３９ 章

如果有人想获得有关这一点——我指的既不是希腊的海伦，也

不是罗马的卢克莱修，而是神圣的三位一体——的直观的而不是抽

象的概念，那么我能向他提出的最好的建议就是：不要去梦想任何

东西，甚至不要入睡，相反，要保持清醒，并对这个原理进行探究，

因为那个直观的概念就在他的心中。假如我们从现在的立足点升高

五层，到达概念的顶端，像一片云彩那样飘落在上面，那时在我们

眼前就会展现一个巨大的“不”；如果我们降落到它的中部，我们就

会面对着庞大的“
·
虚
·
无”不寒而栗；如果我们掉进它的底层，我们

就会发现两者在那个“不”中和谐地融合起来，而那个“不”是用

端正的、线条分明的、火焰般的字体写成的，一下子就映入我们的

眼帘。

“不”——“
·
虚
·
无”——“不”

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直观概念，至于抽象概念，又有谁愿意对它寻

根究底呢？因为：

“谁升上天去又降下来呢？”，“谁能把风聚在手掌之中？”，“谁能

把水包在衣服里？”，“谁为世界铺设整个大地呢？”，“他名叫什么？他

６２８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① 德文“Ｂａｓｅ”既有“盐基”的意思，又有“表姐妹”的意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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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子又名叫什么？你知道么？”——智者所罗门说道①。

第 ４０ 章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不过有件事是确定的：那是一个颅骨，就是

一个颅骨！”——默滕喊道。他惊慌地弯下身去，要在黑暗中弄个清

楚：他的手摸到了谁的头，突然他吓得要死，往后退去，因为一双眼睛

——

第 ４１ 章

千真万确！是眼睛！

它们是磁石，吸引着铁，我们感到我们是被吸引到女士们一边，

而不是被吸引到天上，因为女士们是用两只眼睛看人的，而天只用一

只眼睛。

第 ４２ 章

“我提出一个与此相反的论证！”——一个看不见的声音对我说，

我朝着传来声音的地方望去，于是我看见了——你们不会相信，但我

担保，我发誓，确是如此——那时我看见了——但请别发火，别吃惊，

因为此事跟你夫人和你的食欲都没有关系，——那时我看见我自己，

因为我把自己当作一个相反的论证提出来了。

７２８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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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是自己的替身！”——这个想法在我头脑中闪过，而霍夫

曼笔下的魔鬼的灵药①——

第 ４３ 章

——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那时我正好在沉思：为什么永世流浪

的犹太人生来就是柏林人，而不是西班牙人；但我发现，这跟我想提

出的反证是相吻合的，因此，为了精确起见，我们要做的既不是这个

也不是那个，我们只是需要指出，天是在女士们的眼睛里，而女士们

的眼睛却不是在天上，由此可见，吸引我们的与其说是眼睛，不如说

是天，因为我们看到的不是眼睛，而只是眼睛里的天。假如吸引我们

的是眼睛而不是天，那么此时我们定会感到天的、而并非女士们的眼

睛的吸引力，因为天并不是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有一只眼睛，而是连一

只也没有，因为天本身无非就是神的无限深远的、充满了爱的眼光，

天本身就是灵光之神的一只温情而动人的眼睛，而眼睛本身是不会

有什么眼睛的。

因此，我们探讨的最终结果是：我们感到吸引我们的是女士，而

不是天，因为我们看不到女士们的眼睛，而在女士们的眼睛之中我们

却看到了天；因而我们可以说是感到一股向往眼睛的吸引力，因为这

根本不是眼睛，而且，因为永世流浪的亚哈随鲁是柏林人，他年老多

病，见到过许多国度和眼睛，尽管如此，他始终感到一股不是向往天

而是向往女士们的吸引力，但总共只有两块磁石——一个没有眼睛

的天空和一只没有天的眼睛。

８２８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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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悬在我们的上空，把我们往上吸，另一块在我们脚下，把我

们往深处吸。吸引亚哈随鲁的是一股往下的强大力量，否则，他为什

么要在尘世各国永世流浪呢？如果他生来就不是柏林人，并且习惯于

身居沙土平原，他会在尘世各国永世流浪吗？

第 ４４ 章

哈尔托存稿中的第二个片断

  我们从一座郊外的房子走来，那是一个美丽的深蓝色之夜。你挽

着我的手臂，你想松手，但我没有放你，我的一只手搂住了你，正像你

抓住了我的心一样，你也就听我的便。

我低声地说着充满渴望的话，说了凡人能说的最崇高、最优美的

东西，因为我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我沉溺于自身的内心之中，我看到

一个王国升腾起来，那里的云天像波涛一样起伏荡漾，显得十分轻

柔，同时又十分沉重，云天上出现了一个神的形象，那就是我在大胆

的梦幻中曾经想象过，但从未亲眼见过的美人，她闪烁着智慧之光，

在微笑着。你就是这个形象。

我对自己惊讶不已，因为我由于怀着爱情而变得如此高大雄伟；

我见到了无边无际的大海，但海中再没有浪涛的喧嚣，大海十分深

沉，它将永世长存；海面晶莹，而黑暗的海底密布着颤动的金色群星，

星星唱着情歌，散发出灼热的光芒，因而大海是温暖的！

但愿这条路就是人生的象征！

我吻了一下你那温存柔和的手，我谈论着爱情，也谈论着你。

一片薄雾飘荡在我们的头上，它的心碎了，它流出一颗大泪珠，

泪珠落在我们俩之间，我们感到了泪珠而默默无言。——

９２８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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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７ 章

“这不是博尼法齐乌斯就是我的裤子！”——默滕喊道——“拿灯

来，我说拿灯来！”——于是就有了光。“我的天哪，这不是裤子，是博

尼法齐乌斯，它躺在这里，在阴暗的角落里，它的眼睛发出阴森森的

火光，啊，我看到什么呀？”“它在流血！”——接着默滕闷声倒在地上。

徒弟们先瞧瞧狗，而后看看他们的主人。终于他从地板上一跃而起。

“你们都干吗目瞪口呆，蠢驴们！难道你们没有看见圣博尼法齐乌斯

受伤啦？这事我得严加追究，得给肇事人吃点苦头，三倍的苦头；现在

快一点，把它抬到它的座位上，去请家庭医生，拿点醋和温水来，别忘

了把小学老师维杜斯请来！他的话对博尼法齐乌斯很有作用！”简短

的命令就这样一道接着一道地发下来。他们冲出门口奔向四面八方。

默滕更加仔细地打量着博尼法齐乌斯，这条狗的眼睛依然没有现出

比较柔和的光泽，于是他就心惊胆战地摇头。

“我们怕是有灾难临头了，大灾大难呀！去叫神父来！”

第 ４８ 章

默滕三番五次绝望地蹦跳起来，因为他要求叫来的那些人此时

一个也没有露面。

“可怜的博尼法齐乌斯！要是现在我自己放胆给你治疗会怎么样

呢？你浑身发高烧，你嘴里鲜血直流，你不想吃东西，我看到你肚皮里

的活动非常吃力紧张，我了解你，博尼法齐乌斯，我了解你！”——此

刻格累特端着温水和醋走进来。

０３８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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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累特！博尼法齐乌斯有几天没解大便啦？难道我没指定你每

星期至少要给他灌一次肠吗？看来今后我得亲手来做这样重要的事

情！去拿些油、盐、麸子、蜂蜜和灌肠器来！”

“可怜的博尼法齐乌斯！自从你不能再用言谈和写作来表达你的

神圣思想和观点以来，那些神圣的思想和观点便造成了你的便秘！”

“啊！你这深邃思想的可敬可佩的牺牲品，啊，你那由虔诚信神而

引起的便秘！”

１３８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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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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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作
２２０

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３５—１８３６

年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

版第１部分第１卷并用俄文发

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７５

年莫斯科版第４０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版第１部分

第１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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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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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作

卡尔·马克思

写于１８３５年和１８３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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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重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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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重 天

乘马车赴柏林途中

（见本卷第４７５—４７８页）

思  念

致燕妮

（见本卷第４８１—４８２页）

人 的 自 豪

致燕妮

（见本卷第４８２—４８６页）

７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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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最后的歌

叙事诗

（见本卷第４８６—４９３页）

女  儿

叙事诗

    女儿偎依在母亲身边，

温柔婉顺、默默无言，

一绺绺蓬乱的鬈发，

从头上垂落到双肩。

心涛不断拍击荡漾，

一双眼睛熠熠闪亮，

长吁短叹如泣如诉，

美丽的面颊泛出红光。

“啊，女儿，我的心肝，

啊，女儿，我的宝贝，

８３８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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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心事在胸中隐藏，

快对我说出你的忧伤。”

露水沾湿花朵，

玫瑰的色泽就更加鲜亮，

月亮隐入云中，

玫瑰就溢出一缕缕幽香。

只要胸中漾起一片温馨，

只要那愁云笼罩的心灵，

欣然遇上了自己的知音，

满腔悲痛就会如烟散尽。

女儿拢起鬓边秀发，

双眉紧锁连连摇头，

满腔话语如鲠在喉，

难以启齿欲说还休。

“我要吐出苦水，

倾诉心中惆怅，

我的思绪纷乱如麻，

心如刀割累累创伤。”

她终于睁大眼睛，

凝视自己的母亲，

９３８女   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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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口气儿倾诉

心中的一片痴情：

“那个夜晚阴冷昏沉，

是你把他赶出家门，

他心地纯洁不染纤尘，

把我奉为心中的女神。

怀着爱情的痛苦和悲愤，

他离乡背井走向远方，

置身于汹涌的狂涛巨浪，

心中的火焰已化作寒霜。

如今只有狂风恶浪，

伴随着他四处飘荡，

如今他可以爱我，

在太空中把我寻访。

难道要我在这儿徜徉，

沉醉于玫瑰的芬芳，

却让他孤苦伶仃，

远走天涯飘泊流浪？”

话儿越说越忧伤，

语声铿锵正高昂，

０４８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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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凝神向她望，

内心忧惧又惊惶。

女儿气绝扑倒在地，

仍朝天空把手举起，

向着漠漠重霄玉宇，

要将一片衷情遥寄。

赠给骄傲的美人

十四行诗两首

一

    请不要对我如此倨傲，

我没有为你的魅力倾倒，

也没有聆听你祈求权力的祷告，

我永远不能也不愿为你效劳。

我从未觉得你值得怀想，

你从未闯进过我的梦乡。

我的热血从未为你激荡，

我讥笑你总是孤芳自赏。

１４８赠给骄傲的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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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眼睛不久便会黯淡无光，

那闪电与烈焰深藏的地方

将会有泪水默默流淌。

如今爱神憩息在你的面颊上，

将来皱纹会无情地布满面庞，

你将不再跳舞而去祷告上苍。

二

    那个美人使我心驰神往，

她青春长驻永远像新蕾初放，

岁月无法催她衰老，

她的魅力地久天长；

她心中有柔情深深蕴藏，

有优美的天簌自由回荡，

还有欢乐和忠贞的爱情乐章，

那热情会使男人的心坚强如钢。

美人在云端微笑翱翔，

指引我飞向云天和霞光，

我陶醉地越过山谷、陵墓，

愿伴随女神永远高翔。

只要得到她朱唇一吻，

我就算进入了仙境和天堂。

２４８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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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欣 妲

叙事诗

（见本卷第４９８—５０８页）

父亲诞辰献诗。１８３６年

献 给 你

一

    我独自默坐，万分欣幸，

心底荡漾着兴奋的激情，

缪斯唱着歌来到我身边，

歌声低回婉转、迷人动听。

“哦，缪斯，我曾请你教我学习歌吟，

以便去讴歌我对一个人的炽热深情，

这个人就是我亲爱的父亲，

我对他的呼唤是从心底迸发的声音。

３４８父亲诞辰献诗。１８３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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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生命谱成优美的乐音，

他坚韧刚毅、急流勇进，

使魑魅魍魉闻风丧胆、瑟缩不停，

让邪恶势力俯首屈膝、战战兢兢。

可是啊！我该怎样表示我的崇敬，

怎样描述我对他的一片深情？”

二

    “虽然泪水不断流淌，

虽然纯洁的声音在心中荡漾，

我却难以放开歌喉，

表达神灵赐予的欣喜欢畅。

欢乐之情在周身激荡，

心海泛起思想的波浪，

胸膛起伏，眼睛闪光，

却偏偏没有言语表达情意深长！”

缪斯用幽婉的语调轻轻对我讲：

“不要言语，不必歌唱，

那一切不过是耳畔的音响。

要用行动谱成乐章，证明你不愧为他的儿郎，

你身体力行情操高尚，

那就表达了你挚爱的衷肠。”

４４８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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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诗成之后

    我知道，言语并不能将人们牵制，

我们心中的真情才是行为的根基。

言语如水可以一泻千里，

它不能化作纽带把心灵连在一起。

但我们仍要怀着恭敬的赤子之心，

为崇高的伟人建筑一座殿堂，

我们在那里树立起他的形象，

以便把我们的挚爱之情全部献上。

我们可以在广漠的天宇向他致敬，

也可以建筑殿堂将他奉为神明，

应当允许满腔的挚爱之情，

凝结成为一颗虔敬之心。

因此我写下这些诗篇，

恭敬地呈献在你的面前，

诗中蕴含着深深的情意，

诉说那难以言状的怀想思念。

你心中定会深深理解，

５４８父亲诞辰献诗。１８３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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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何献上这些诗章，

我心底的灵感之火是你拨亮，

这深情的诗行就是对你的报偿。

席  勒

十四行诗两首

一

    我看见一个来自仙境的少年，

降临到人间的低矮土房，

手中放射出天际闪电的神光，

静穆的表情显出渊深的思想。

美丽快乐的女神围着他起舞，

轻盈的舞步伴着欢乐的弹唱，

他心灵的光辉使女神温暖舒畅，

连苍天也向人间垂下羡慕的目光。

少年把目光投向哪个地方，

他便在那里融合形式与思想，

“美”必定与“崇高”相依，就像藤蔓绕树一样，

欢乐必将来临，痛苦定会遁向远方。

生活、歌唱和快乐将成为美德，

６４８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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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而青春却地久天长。

二

    喜悦和欢乐涌出他的胸膛，

这欢乐传向宇宙的四面八方，

用圆润之音把世界精神歌唱，

又欢欣鼓舞地跃入天堂。

于是大地便洒满阳光，

清越的乐声便处处回荡，

心灵听到乐声便振奋昂扬，

随着歌声的翅膀向光明之神飞翔；

少女们在树丛中采摘鲜花，

编成花环戴在那少年的头上，

她们的情意随着泪水流淌。

少年亲吻鲜花，花儿纯洁芬芳，

他轻柔地用这个花环

把生活同纯洁热情和神圣追求紧紧连上。

７４８席   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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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德

十四行诗两首

一

    魔术师来自巍峨的层峦叠峰，

他鬓发如银，气宇轩昂，

神奇的精灵在他周围回翔，

激起清风吹拂他的面庞。

他莞尔一笑眺望远方，

笑看众生熙来攘往，

他心如明镜，凝重安详，

含笑面对众生的梦想。

随后他毅然把琴弦拨响，

琴声像天宇间运转的太阳，

仿佛那光华四射的诸神

潜藏在琴里把神曲吟唱。

他不愿把天堂迁往人间，

他要让人间之火烛照天堂。

８４８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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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天使从世界精神中诞生，

他们超尘拔俗魅力无穷，

尘世的人类虽不高大，

但也诞生于造物主的火焰之中，

因此他以炽热情怀把琴弦拨动，

琴声含有永恒的内容，

那乐音时而清朗时而沉郁，

但始终因纯洁之美而气度恢宏。

别指望他和你们一起悲叹、感动，

诸神只会怡然自得、其乐融融，

只顾拓展他们的光明境界，

而想不到浊浪正向我们汹涌。

只要迈向他那瑰丽的境界，

光明就近在咫尺，黑暗就隐遁无踪。

愿  望

    愿我能将濒死的灵魂

沉入那毁灭的汪洋，

痛快地倾吐自己的心曲，

９４８愿   望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倾吐心中的痛苦和幻想！

风势渐缓，狂飙敛迹，

心中的火焰却永远燃烧，

阴暗的幽灵在心中呼号，

似乎在懊悔又像在讥诮。

你们希望天门敞开，

让紫红色的天堂展现出来，

希望我们的心灵永不放纵，

禁锢在内心的戒律之中。

天堂和灵魂与我何干，

昏暗的永恒有何用途？

我心中隐藏的苦楚

上帝和时间无法消除。

我把欢乐汲入心田，

它来去迅捷快如闪电，

我听凭它随着激浪消逝，

决不愿将它留在心间。

欢乐只会让人陶醉一次，

永恒将使欢乐变成悲怆，

此后它便失去异彩奇光，

０５８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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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情景只剩下一片苍凉。

那绵绵无尽的痛苦，

总是同愁云和黑纱共存，

因为鬼使神差，

人们在世上都要拚搏斗争。

难道我还要把复仇之念

注入已经破碎的心田，

让幻觉和痛苦

无休止地把我拘牵？

难道让幻觉和痛苦的旋涡把我卷走，

使我心碎肠断空虚惆怅？

难道让心中的炽热火焰

被卷进大千世界的汹涌海洋？

难道心灵应该恪守这个信念，

去感受它那沉重如山的分量？

难道面对诅咒和疯狂

不应憎恨人间而应仇视天堂？

我不要你们那永恒之乡，

不要你们的庞大王国，它是那么虚妄，

在毁灭的宽大怀抱里，

１５８愿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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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神的气息正轻拂我的面庞。

你们可以尽心侍奉上帝，

你们正是从他那里飞旋而来，

你们可以对他顶礼膜拜，

却无法使我同他和解！

让痛苦、争斗、热情和想象

伴我化作尘埃一起消亡，

让两行热泪把绵绵遗恨

从蓝天洒到地上。

盲  女
２２１

叙事诗

    她坐在幽暗斗室，

独居倾斜的危房，

痛苦使面容憔悴，

心中郁结着忧伤。

这时心底发出深沉的回响，

仿佛幽灵在梦中兴风作浪。

你们喜迎红色艳阳，

２５８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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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欣赏金色霞光，

你们品味人生欢乐，

你们得到众神厚赏。

众神对我却从来没有眷顾，

他们骗去了我的欢乐时光。

光明无法透过翳障，

翳障遮住我的目光，

它像庞然怪兽一样，

把生活的道路阻挡，

我永远伫立在荒凉的海滩，

却没有浪涛载我返回故乡。

耳听浪涛汹涌激荡，

狂风怒吼震我胸膛，

我感觉到暗礁突起，

整个大海咆哮如狂。

苍天只给了我严冬的凄凉，

却永远不赐予我春暖花香。

我凭触觉就能感知粗暴，

我这尘俗之手使它无法遁逃，

而神灵造成的人生苦果

我却永远都不能抛掉。

只有目光才能识别美的事物，

３５８盲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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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目光会使热情冲天燃烧。

这目光升华万物独具魅力，

这目光神采四溢流转如泉，

这目光穿透广阔的世界，

然而它却永远与我无缘。

我感觉到它在我胸中激荡，

但它不会让形象呈现在我眼前。

啊，悠悠岁月多么漫长，

多少话语郁积于胸膛，

暴烈的守护神一旦迫近，

那些话语就寂然离开心房。

胸中只发出长吁短叹，

声声饱含对美好万物的感伤。

一个可爱的丈夫

决不会向我祈求爱情，

也不会对我表示崇敬，

让我成为他的屏障和慰藉，

神灵没有给我聊以自慰的眼泪，

他徒然使我内心充满渴望之情。

我脱离了宇宙万物，

万物犹如空虚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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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丧失爱情，

丧失这神奇的佳境！

我必须承受生活的重担，

却无法感受生活的温馨！

哪里有爱情和力量

使心潮汹涌激荡，

哪里有崇高情感充满胸膛，

哪里有美在自由翱翔，

我就无权在那里驻足，

因为光明已经被夜幕遮挡。

谁得不到爱情的温馨，

谁看不见太阳的光明，

谁生活在黑暗之中，

谁陷入受人厌弃的窘境，

他就成了上帝震怒的牺牲品，

上帝牢牢地控制着他的命运。

如今我的歌声已经消歇，

如今我已经奄奄一息，

从我心中迸出的话语

如今正直冲九霄云天。

我虚弱的躯体将从此毁灭，

生活又会向别人进行报复。

５５８盲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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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胸中的生机

已在歌声中消耗殆尽，

仿佛更崇高的目标

已经植入忧郁的心灵，

她仰头对着天空谛听，

听云彩移动、和风轻轻。

和谐的天体之声

突然在她耳畔回响，

人间未有的芬芳

在她四周荡漾。

她的斗室溢彩流光，

鲜花在她周围盛开怒放。

一个人穿着轻柔的衣裳，

含情脉脉走向她的身旁，

这个人眼波流盼，

闪动着天堂的幸福之光，

他那圣洁的躯体周围，

一圈圈光晕像微波轻漾。

他飘然来到她的坐椅前边，

轻轻抚摸她的睫毛。

黑暗的镣铐当即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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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顿觉眼前如此美妙；

她紧压胸口，让心儿不要狂跳，

她抬起眼睛，只见一片光华普照。

她欢呼这苍天之眼，

天眼睁开向她欢笑，

她在微风中伫立，

上帝的威力她已感到。

她看到蓝色天空明朗灿烂，

她可以把万物纵览细瞧。

壮丽的景色使她倾倒，

伟岸的形象使她涌起心潮，

他的身材如此匀称，

又有如此迷人的仪表。

她内心思慕的形象，

在他身上体现得如此美好。

歌声不再飞扬，

最后一片云彩消逝在远方，

她不再顾念宇宙沧桑，

眼前闪过灼热的强光。

她当即追随这瑰丽的光芒，

大地再也不能把她阻挡。

７５８盲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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躯体急速退让，

灵魂升向穹苍，

她融进天体之声，

汇入精灵的合唱。

里齐奥，玛丽·斯图亚特的歌手

叙事诗

    里齐奥站在玛丽座前，

面对这位美丽的女王，

满怀着虔敬准备下跪，

感到获得了无上荣光。

他那喜形于色的面庞，

往常总显得神采飞扬，

而今他装出欣喜模样，

是为了掩饰内心忧伤。

美丽的女王看着歌手，

心中无法再保持安详：

“你心里一定怀有渴望，

这渴望使你焦虑恓惶！

８５８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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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歌喉有无穷魅力，

能给人带来无限春光，

我只愿欣赏欢乐之歌，

不想听到悲戚的吟唱！

快乐的歌手应当欢唱，

让他的女友神怡心旷，

即使他心中哀痛欲绝，

也要用豪情抑制悲伤！”

女王的声音荡气回肠，

歌手也感到激情满腔，

聆听此声谁都会喜爱，

因为它是心灵在震响。

“人们的心地纯洁高尚，

那才会永远达观开朗，

他们的眼睛清晰明亮，

永远没有阴郁的光芒。

我面对着尊贵的女王，

本来永远都不敢歌唱，

是歌神让我放开歌喉，

歌声高亢在云中回荡。

９５８里齐奥，玛丽·斯图亚特的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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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歌手在什么地方，

是山林还是华丽殿堂，

欢乐都同他形影不离，

歌手与欢乐比翼高翔。

但痛苦他却必须深藏，

心灵充满痴情与凄怆，

他只能来到荒郊野外，

对狂风倾泻满腔哀伤。

请不要让我说出隐衷，

请让我高歌使你欢畅，

请女王不要对我下令，

命我坦陈心底的悲凉。

歌手虽然是你的臣仆，

但也要像你自尊自强，

当然他作为普通百姓，

理应俯首听命于女王。”

玛丽的双颊泛出红光，

崇高的情感充溢心房，

一边发出温和的责备，

一边保持威严的形象。

０６８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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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的脸上神采奕奕，

人世难寻这绝色女郎，

周身呈现出天仙韵致，

那丰姿就像女神一样。

歌手此刻已心驰神往，

默然享受这幸福时光，

可怜的心儿已经陶醉，

青春的双唇灼热滚烫。

他激动地把琴弦拨响，

心海涌起热情的波浪，

琴声琤琤如火花迸射，

音调铿锵响遍了殿堂。

没有力量能把他束缚，

没有绳索能把他捆绑，

他狂放不羁意气高昂，

让青春激情涌出胸膛。

宛如浪涛从崖边泻下，

湍急的狂澜轰然震响，

琴音激越伴随着歌唱，

热情的歌声雄浑嘹亮。

１６８里齐奥，玛丽·斯图亚特的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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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唱出对女王的痴情，

痴情如火燃烧着心房，

女王的眼泪夺眶而出，

随后将头颅转向一旁。

他歌唱自己年轻的心，

怎样进行着搏斗较量，

痴情的烈火无法扑灭，

他心中感到一片迷茫。

武士们早在四周窃听，

这时候宫门突然大敞，

在这极其庄严的地方，

武器猛然击出了巨响。

“快点把这个歌手逮住！”

粗暴的吼声震撼殿堂；

歌手拿着自己的古琴，

泰然伫立在丹墀之上。

女王禁不住一阵惊惶，

起身走到歌手的身旁；

“歌手在这里受我保护，

看谁敢对他舞刀弄枪！”

２６８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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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歌手却挺身而出，

使女王感到惊讶异常，

武士们纷纷退向门槛，

一个个感到万分恐慌。

“我冒昧向你倾吐衷肠，

我甘愿舍命来作补偿，

在此地这是大胆狂妄，

在天国这却是情意深长。

我向你女王指天起誓，

我将把爱情永留心房，

虽然我即将命归泉壤，

绵绵情意却地久天长。”

女王洒下了热泪两行，

向英武少年注目凝望，

两颗心灵已息息相通，

脉脉深情正汇成热浪。

刹那间忽闻军刀铿锵，

无数佩剑闪烁着寒光，

然而歌手却勇敢伫立，

他威武不屈气宇轩昂。

３６８里齐奥，玛丽·斯图亚特的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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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挺身冲向剑影刀光，

把胸前饰物扔在地上，

只见冰冷的利剑霜刃，

刺进歌手滚热的胸膛。

歌手此时已奄奄一息，

依然凝眸注视着女王，

口中轻声呼唤着“胜利”，

灵魂飞向杳渺的穹苍。

召  唤

    小鸟儿！飞下来，

飞到我的手上来，

千啼万啭为我歌唱，

唤来春风吹拂胸怀，

当心不要灼伤双翼，

天空是一片火热的云海。

骄傲的雄鹰

拍击着强健的翅膀，

越过河谷山丘，

在空中神奇地翱翔，

阿波罗在那里驾驭骏马，

４６８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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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驰奔突在九霄之上。

群鸟的恐怖和忧伤，

使雄鹰赢得胜利的荣光，

但它在云中起舞时，

却永远也看不到

那繁星的闪亮

和云霞的辉煌。

云海苍茫，

那里是雄鹰的家乡，

它穿过风暴和热浪，

在那里自由飞翔，

那里的雷电之神，

震撼着奥林波斯山的层峦叠嶂。

带着神的命令，

穿过云天茫茫，

轻狂的鹰迅猛矫捷，

一往无前飞旋翱翔，

它猛啄猎物的尸体，

尸体在它爪下颤悠振荡。

但当大地昭苏，

处处是明媚春光；

５６８召   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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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玫瑰竞放，

原野洋溢着馥郁的芬芳；

当一片新绿

铺展在柔软的沼泽地上；

当大地深处

萌动生命的力量，

当那蓬蓬勃勃的生机

带来欣欣向荣的气象，

雄鹰却无法宣告春的消息，

因为它不会歌唱。

雄鹰能获得更多的荣光，

它就像闪电划过穹苍，

它将自己的目光

扫向烈焰腾起的地方，

但它根本不知道

什么是爱情的力量。

啊，那骄阳的光芒，

使它双目失明、一片迷茫，

高傲的雄鹰

再也找不到爱情与春光，

为了崇高的使命，

它失去了歌声与欢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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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底发出的歌唱

低回婉转而又悠扬，

它使心灵感到快慰，

它使人们欢欣舒畅，

而从雄鹰的心底

却不会传来这种歌唱。

所以你切莫急速飞翔，

可爱的小鸟儿，

切莫飞向浮云飘飞的天上，

飞向那辽阔广漠的地方，

你不能成为鹰隼，

你的天赋是啼鸣歌唱。

小鸟儿！飞下来，

飞到我的手上来，

千啼万啭为我歌唱，

唤来春风吹拂胸怀，

当心不要灼伤双翼，

天空是一片火热的云海。

７６８召   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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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手 们

叙事诗

    从前有过一群伙伴，

骄矜自负得意扬扬，

对于世间种种事物，

他们总要评论一场。

其中有那么一个人物，

似乎是位罕见的奇才，

他看来喜欢歌唱，

以展示耀眼的丰采。

然而这纯粹是炫耀，

炫耀他的言词、声调和财宝，

他心中没有激情，

歌声也并不美妙。

他的其他伙伴，

倾听他引吭高唱，

偶而响起一阵掌声，

对他表示由衷赞赏。

８６８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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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光十色的幻象

在他的心中荡漾，

他越发得意忘形，

真情全然被埋葬。

国王的年轻侍从，

来到他们的近旁，

他是贵族的后裔，

身穿绸缎衣裳。

“既然你们是骄傲的歌手，

是超群绝伦的英才，

你们就切莫延迟，

国王要你们快进宫来。”

“我们是骄傲的歌手，

技艺超群盖世无双，

既然国王要召见我们，

我们当然决不延宕。”

他们便跟随着这少年，

少年昂首阔步走在前，

他们带着金色七弦琴，

还佩戴着许多装饰品。

９６８歌 手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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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走到国王跟前，

国王正痛苦不堪，

他心里不胜忧伤，

因为王后已离开人间。

“你们要了解我的心意，

让歌声飞进我的心头，

你们若能为我解忧，

便是我的良朋挚友。”

歌手们躬身致敬，

然后便昂首歌唱，

讴歌群星拱卫太阳，

赞颂圣明的君王。

有个歌手最激昂，

歌唱星星和月亮，

国王对此并不欣赏，

只是投来冷漠的目光。

“这歌声对我有何裨益，

我不爱听这讴歌颂扬，

你们不了解我的渴念，

你们是在嘲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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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金色七弦琴有何用场，

它并不能消除我的忧伤，

徒有一身华贵的装饰，

只发出冷漠平淡的音响。”

歌手无言以对神色惊惶，

心底受到强烈震荡，

从他们那苍白的唇边，

再也听不到歌声传扬。

这时侍从带来一个少年，

走近歌手们的身旁，

少年身披绿色柳条，

月桂花冠戴在头上。

他朝君王静静凝望，

君王的命运使他悲伤，

他低头看着地上，

泪珠滚滚往下流淌。

他身披绿色的柳条，

像一尊纯洁的塑像，

他轻轻地拨动琴弦，

用纯真的深情弹唱。

１７８歌 手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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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声清脆悠扬，

洋溢着欢乐和忧伤，

国王向他走去，

把他紧贴在自己的胸膛。

国王把他紧紧抱住，

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

刚想馈赠珍珠宝石，

少年却已离开殿堂。

两个王室子女

    一位王子主意已定，

要去遥远的异国他乡，

行前他想向心爱的人儿

倾吐爱慕的衷肠。

于是他跃马扬鞭急急启程，

要把爱情的信物送到她手上。

她坐在紫红色的椅子上，

面带微笑，神采飞扬，

她有意将一副锁链

锁住他的心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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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链轻轻却又重若千钧，

使他永远不能挣脱情网。

高贵的骑士越走越近，

一串串泪珠在脸上流淌，

战场上他是骁勇的猛将，

在恋人身边却像柔顺的儿郎，

他用靴刺猛踢坐骑，

马蹄声在女王耳际回荡。

骑士突然在她跟前出现，

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目光，

骑士像全身披挂的天神，

眼睛闪烁着火焰的光芒；

“亲爱的骑士，什么风把你刮来？”

于是心底琴弦拨出了音响。

“我再也不能久居此地

不能留在这狭小贫瘠的故乡，

神灵燃起我的激情，

催我出征奔向远方。

我必须投身于火热的生活，

去伸张正义，除暴安良。

我必须亲眼看一看世界，

３７８两个王室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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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里却只能聆听歌手的吟唱，

所以每当歌手轻柔地拨动琴弦，

我总感到十分孤独和怅惘。

那美妙的梦境使我心驰神往，

促使我不再延误宝贵的时光。”

骑士讲出这番话，

女王望着他，意乱心慌，

虽然她感到痛断肝肠，

但仍然惊叹他勇敢刚强，

她对他的决断未加褒贬，

她知道他固执、果敢而又倔强。

“可是我不能这样离你而去，

我亲爱的女王，

如果你不收下这枚戒指，

我就不能为建功立业去驰骋疆场，

这戒指出自能工巧匠之手，

它虽然简朴，却象征爱情，价值无量。”

她从他手中接过戒指，

温柔、羞怯地把它亲吻，

这时眼泪夺眶而出，

她只好将脸转向一旁。

两人再一次互相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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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便踏上险途奔向远方。

女王熬过漫长的时光，

为参加庆典来到殿堂，

万事齐备却美中不足，

她的忠诚骑士没有到场。

“难道他永远不愿前来践约，

难道他已背信弃义，把亲人遗忘？”

这时响起一阵喧嚷，

由远而近传到门旁，

殿堂大门突然敞开，

涌进的人群如潮似浪，

人们毫无拘束走向女王，

用沉郁的声音齐声歌唱。

“请女士和先生们闪过一旁，

我们带来了新娘挚爱的情郎，

大家不妨瞻仰他的形象，

正是这个男子要和她配对成双。

我们永生永世为他效劳，

我们矢志忠于这威武的猛将。”

他们用担架抬来骑士，

骑士已没有昔日风貌，

５７８两个王室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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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头飞雪银发苍苍，

面无血色形容枯槁，

侍从见状纷纷惊退，

只有女王扑向他的怀抱。

她脉脉含情对他凝视，

把他紧紧搂在怀抱：

“啊，如果我的气息能使你复苏，

我情愿一死命归阴曹！”

骑士探明心迹霍然坐起：

“你的深情救了我性命一条。”

暴风雨之歌

    试问风雷与狂飙，

难道你们不能更猛地呼啸，

去把崇山峻岭推倒，

再将苍茫大地横扫？

无论是人类还是山丘，

都无法将你们羁留，

你们没有衰朽的躯体之累，

你们的心灵有充分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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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以席卷宇宙，

可以冲向宇宙的心脏尽情诅咒，

大声宣泄你们的愤恨，

大声诉说你们的哀愁！

你们可以向苍穹挑战，

进行一场殊死的决斗，

让熊熊燃烧的烈火

把层层云雾烧透！

可是你们的歌声并不悠扬，

就像孩子在咿呀学唱，

歌声低沉从天而降，

又匆匆传向大地的远方。

我从不谛听你们的歌声，

也从不怀着急切的心情

渴望听到你们的声音，

因为那只是喑哑空洞的低吟。

千百道障碍把我束缚，

衰朽之躯束缚我的灵魂，

茫茫苍天束缚我的思想，

人间生活束缚我的周身。

７７８暴 风 雨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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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方寸之心

是那样柔弱渺小，

一旦受到电击，

灵魂便要出窍。

然而它永远炽热，

不断激起心潮，

无限的辛酸痛苦

在这里汹涌咆哮。

只要我心底涌起波涛，

那巨响定会把你们压倒，

你们是那样微不足道，

根本不配暴风雨的称号。

我将打碎一切镣铐，

让心中烈焰冲天燃烧，

燃成一片熊熊大火，

满腔激情将世界拥抱。

我将质问上帝和世人，

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

我在自己的痛斥声中

感受到内心的力量和激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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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塌下来吧，苍穹，

我愿和你一起沉沦，

在芸芸众生之中，

我依然如故，不改初衷。

苍天轰然崩塌，

我用手按住胸膛，

在沉沦时仰天长啸，

表达我的愤恨和悲伤。

老  人

叙事谣曲六首

一

    一个老人带着孩子，

坐在海边沉思默想，

目光庄重而又安详，

迎着海风眺望远方。

深沉的激情

震撼着他的心灵，

但他的头颅纹丝不动，

９７８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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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无言没有半点声音。

儿子心情激动，

焦虑地把父亲凝望，

他情不自禁

流下热泪两行。

“哦，我的父亲，

你听波涛在欢笑歌唱，

你看阳光把海水照亮，

你自己也应该愉快欢畅。”

二

    老人抬起双眼

望着满头金发的孩童；

老人额上有深深的皱纹，

老人眼里有波光闪动。

“面对祭祀的香火，

我怎能愉快欢畅？

在心灵搏斗的战场，

我只能沉浸于忧伤。”

孩子向老人发问：

０８８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你能不能向我讲明，

是什么使你愁肠百结，

是什么让你忧心如焚？”

“现在我还不能对你细讲，

因为时机还没有成熟，

到时候你自己便应领悟

什么是痛苦和义务。”

三

    老人久久端详

儿子的面庞，

仿佛他永远看不够儿子的模样，

他让儿子紧靠着自己的胸膛。

他神态安详，

指着汹涌的波浪，

仿佛那里蕴藏着珍宝，

蕴藏着他心灵搏斗的力量。

然后他又恢复原样，

重新闪动忧郁的目光，

只有那微风喁喁低语，

吹拂着他满头白发如霜。

１８８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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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感到万分惊奇，

然而父亲这番话语

却铭刻在他的心底，

像一团火燃烧不熄。

四

    老人伫立在大海之滨，

儿子依偎在他的身旁，

他们的心中激情似火，

眼里闪动庄严的光芒。

“当压迫者尚未侵入之时，

我们遵从主的安排，

就像流水按照主的意志，

碧波荡漾自由自在。

压迫者带着锁链和刀剑，

野蛮地侵入我们的故乡，

他们劈波斩浪，

他们横行四方。

长夜漫漫一片迷茫，

人民再次奋起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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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你可以一显身手，

奔赴明天战斗的疆场。”

五

    午夜时分，

老人坐在海边，

目光庄重而又安详，

仿佛闪耀着太阳的光芒。

他从海滨

朝着浩瀚的大海眺望，

看那惊涛骇浪里

有没有船只开航。

那汹涌奔腾的巨浪，

载着他幸福的期望，

儿子已经出征，

他何时重返故乡？

是他让自己的儿子

为正义而奔赴战场，

勇敢地同入侵者较量，

把枷锁一扫而光。

３８８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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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一阵胜利的欢呼，

忽然在远处震响：

“入侵者已被消灭，

国家获得了解放。”

船只劈波斩浪，

安然驶回海岸近旁，

儿子登陆时英姿勃勃，

神态威严激情满腔。

他头上戴着月桂花环，

他身上带着流血的创伤，

他默默走向父亲，

青春的激情在心中激荡。

老人感到无比幸福，

紧搂着儿子久久不放，

随后他的灵魂就飞向天宇，

只将躯体留在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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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河女神

叙事诗

    莱茵河畔清风荡漾，

一个少年走到河旁，

他的目光是那样严肃，

他默默凝视河里的波浪。

河水清新凉爽，

却没有使他欢欣舒畅，

波浪热情奔流，

却没有使他神怡心旷。

他斜倚在莱茵河旁，

让声声长叹发自胸腔，

英俊的眼睛热泪盈眶，

充满焦虑预感到不祥。

眼中闪烁着渴望的火焰，

目光扫视着大河的波浪，

少年周身热血沸腾，

仿佛有烈火燃烧在胸膛。

５８８莱 茵 河 女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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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按照上帝旨意，

渐渐落山隐去光芒，

天空出现晚霞一片，

少年脸上泛起了红光。

他的脉搏越跳越快，

他的额头灼热滚烫，

一双眼睛清澈明亮，

闪出两道智慧的光芒。

他用低沉的声音发问：

“难道上帝不愿给我这份殊荣？

难道我永远都不配

在水晶宫里见到她的芳容？

啊，只要听见风在呼啸，

只要看见河水滔滔，

我就禁不住忧心忡忡，

去倾听那滚滚波涛！

我不留恋美如锦绣的风光，

我不羡慕五彩缤纷的衣裳，

我对此永远不会产生热望，

这一切不会使我欣喜欢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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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潮水和绚丽的波光，

你们当然要展现自己的形象，

你们的浪花飞溅起舞，

你们的沉默意味深长；

在碧波深处，

居住着一位女神，

在这个波涛澎湃的王国，

她就是主宰一切的女王。

她是纯洁、超凡的神灵，

尘世间绝没有她那种韵致，

我必须探明她的真意，

我想要一睹她的丰姿。

啊，我永远身不由己，

想要走到她的身旁，

锁链锁不住我的心房，

可是一切努力都徒劳无望！

不尽波涛向我告别，

发出喧声流向远方，

所以我总是怀着抑郁的心情，

离开这条欢乐的大江！”

７８８莱 茵 河 女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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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孤独彷徨，

身披皎洁的月光，

莱茵河的流水

映照着他那苍白的面庞。

这时在波涛深处，

响起微风絮语般的声响，

刹那间风平浪静，

少年禁不住一阵惊慌。

“年轻人，请听我的忠告，

快快返回你的家乡，

你可以听见我的声音，

但不能见到我的模样。”

这迷人的气息和音响

深深震撼他的心房，

他胸中充满无尽的渴念，

难以平息情感的巨浪。

“女神，我无法依从你的愿望，

我不愿返回故乡，

请让我看你一眼，

看看你那端庄、秀美的面庞。”

８８８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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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答应你的恳求，

尊贵的大地之子，

啊，你再也见不到明天！”

于是他见到了她的容颜。

她出现在波峰浪谷之中，

纯洁、崇高、气度雍容，

然后她又在浪花里隐没，

他也随着消逝了影踪。

浪  花

    涧水从石上潺潺流下，

溅起晶莹闪亮的水花，

涓涓细流汇成了大潮，

一层层雪浪奔涌喧哗。

波浪轰然向下倾注，

瀑布如同峭壁的挂屏，

浪花飞溅洁如水晶，

聚成清潭波光粼粼。

那洁白的波光令人眩晕，

９８８浪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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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吸引我跃下陡峭的山岭，

我愿在花的海洋里沐浴，

我愿在耀眼的雪浪中翻滚。

这愿望使我心潮激荡，

吸引我的是一种超凡的力量，

我从高耸的山崖纵身跳下，

我无法抑制强烈的欲望。

一个同伴曾和我站在一道，

我的动机他永远无法知晓，

他一味地嘟哝、嘲笑，

却阻挡不住我往下跳跃。

我在深潭中凝视浪花，

内心感到无比奇妙，

我心醉神迷无法自制，

美妙的享受达到了高潮。

“浪花闪烁着纯净、洁白的光芒，

犹如天空行云，轻轻飘荡，

我多么激动，多么惬意，

只觉得耀眼的浪花把我高高托起。

我从未见过这么瑰丽的景象，

０９８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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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见过这么汹涌的巨浪，

山谷里清风徐来沁人心脾，

真令人怡然自得神清气爽！

我心旷神怡飘飘欲仙，

仿佛乘风遨游于碧霄，

这奇景用丹青无法画描，

它就像天上的云锦一样美妙。”

我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欢畅，

我用浪花洗濯我的眼睛和面庞，

我让浪花冲向我激动起伏的胸膛，

我勇敢地潜入这一片碧浪。

我的眼睛顿时清澈明亮，

我重新浮到波涛汹涌的水上，

可是啊！方才这儿还是一片美景，

如今却成了水沫飘流的地方。

于是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方才你眼前还是一片旖旎风光，

它清新秀丽而又磅礴雄壮，

就像是落英缤纷、芳香四溢、彩云飘荡。

可是啊！这景象无法抚慰我的心灵，

１９８浪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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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颗心要探寻巨浪的内蕴，

要在珍珠般的浪花中完全沉浸，

可是这浪花终究会无踪无影！”

人总是把美好的事物追寻，

以为自己的请求诸神定会慨允，

所以他甘愿跳下深渊，

可是他只会毁灭那幅纤巧的图景！

幻  象

    既然上帝和天堂浑然一体，

难道当人们哀叹悲泣之时，

那心灵中升起的晨曦

就永远不能同生活、同义务、

同理性的炽热光焰

融合为一个整体？

难道我永远应当

焦渴地面对暮色苍茫，

怀着急切的热望，

充满焦虑和惊惶？

难道这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意蕴，

难道我就不能去求索，而只能坐享？

２９８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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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我的胸中，

出现那样强烈的愿望，

它奔腾澎湃宛如海浪，

又像天国的乐音阵阵悠扬？

如果这一切不过是心造的幻象，

那就让热泪尽情流淌。

每逢我怡然自得，

神游于崇高的境界，

每逢我高瞻远瞩，

屏弃美丽的幻象，

我便听见一个声音在心中震响：

“你攀登知识阶梯到底怀有什么愿望？

你用粗野的尘世脚步

亵渎这座殿堂，

快享受甜蜜的乐趣去吧，

请不要继续在这里徜徉！

在这里你只会沉入深渊，

只会感到迷惘失望！

别去追求纯洁和崇高，

快放弃那好高骛远的目标，

别去探索自我和宇宙，

３９８幻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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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必奋力拼搏壮志凌霄。

你的那颗心，它另有所图，

你还是避开这烈火燃烧的境界为好！”

这时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

从云端降临我的身旁，

她的话像甘泉汩汩流淌，

话语中充满神秘的力量：

“为什么要让精神如此怯懦彷徨，

为什么要让生活如此贫乏凄凉？

你看天上的阴云和霞光，

亲密无间像兄弟一样，

你也要让两种对抗的思想

同时共存于你的心房，

如果你压制一种思想的呼唤，

两种思想便会无休止地较量。

你要让心灵愉快地遐想，

你要把理智交付给上苍，

如果两种情感发生矛盾，

那就由我来把龃龉扫光！

如果二者水乳交融，

你就可以享受人生、无比欢畅。

４９８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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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心灵早已同我相识，

常常向我奏起爱的乐章，

你的心灵躁动不安，

常常逃遁到我的胸膛。

只要你依照我的意旨保持独立，

一切黑暗势力必将悄然消亡。”

歌手的爱情

致燕妮

（见本卷第５０８—５１２页）

凄惨的女郎

叙事诗

（见本卷第５３３—５３７页）

５９８歌 手 的 爱 情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苍白的姑娘

叙事诗

（见本卷第４９３—４９８页）

感  触

（见本卷第５６０—５６３页）

星  星

十四行诗三首

一

    我怀着渴念仰望满天星光，

“难道她已经永远离开这个地方？

须知在这里她曾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

她胸中曾涌起爱情和欢乐的海浪！

６９８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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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啊，如果你们受制于上帝的力量，

漠漠长空就会显得一片荒凉，

你们只知道运行于永恒的轨道，

却不管一个温柔、崇高的心灵从此消亡！

这心灵同上帝十分相近，

对上帝十分虔敬而又敏于感应，

在上帝面前，还有什么可以取代这颗心灵？

那清纯的眼睛泪水盈盈，

难道它不比蓝天更加明净，

难道它不比旭日更加光明？”

二

    “星星啊，你们能否祈祷，能否感到，

当光阴荏苒流逝如潮，

是谁从寥廓的玉宇重霄

将炽热的光芒向群星普照？

不，冷漠的星星，你们总是静静地运行于轨道，

你们没有心，不会激动地认出他的品貌，

你们没有唇，不会深情地向他发出呼号，

而正是他的祥光向群星闪耀。

你们自己并不发亮，

７９８星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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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清辉本是星空的精灵放出的光芒，

精灵们永远主宰着穹苍，

在太空轻轻地起舞回翔，

它们不再受尘世权力的阻挡，

可以把自己塑造成更纯洁的形象。”

三

    我在星光下激情满腔，

不知如何解释心灵的愿望，

那心灵充满爱情和忧伤，

澎湃的心潮几乎要冲出胸膛。

然而心灵的呼唤决不是欺骗，

心灵的声音也决不是幻象，

它不会徒然在我们胸中激起巨浪；

那心声本是天使为我们编织的云锦霓裳。

啊！我看见那心灵也在对我闪烁，

那闪光映照着心爱的人，

她从爱情之星的金色宝座上站起，

欣喜地对他表示热烈欢迎，

我凭借那纯洁的、智慧的光晕，

怀着无限深情认出了她的倩影。

８９８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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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尔伯特·克林霍尔茨

叙事诗

    古老的岁月已经逝去，

带走了那时的美丽幻想，

那时冲天燃烧的熊熊火焰

也早已失去了耀眼的光芒。

只有一个人没有从历史中湮没，

没有消失于时间长河的巨浪。

这个人在古老的王国显赫辉煌，

他就像一堆腐朽、飘移的废墟一样，

他那光秃的脑袋显得苍白，

四周却映照着朝霞和火光。

可是光线并不能使他的头颅生辉，

因为这头颅永远无法感受火焰的光芒。

他就是萨克森人恩格尔伯特，

是德国骑士中的一员战将，

他一生戎马倥偬驰骋疆场，

不愧为常胜将军的后辈儿郎。

可是一旦被绘成现代的小小画像，

９９８恩格尔伯特·克林霍尔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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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竟穿上了合身的柏林时装。

时光扭曲了他的面庞，

毁坏了他英姿勃勃的形象，

岁月残忍地磨损销蚀，

使他变成了这副阴森可怕的模样。

他看上去活像美杜莎，

连命运女神见了也会惊惶。

他嘴里嘟嘟囔囔，

不断发出可怕的音响，

这声音仿佛从阴曹地府传来，

向着阳光灿烂的人间飘荡。

如今且听他讲讲自己的故事，

看这个神秘人物来自何方。

他低声说道，从前在一片树林里，

有一棵树长在偏僻荒凉的地方，

一天从神秘的印度来了一位僧人，

他神通广大、白发苍苍，

他默默地坐在那棵树旁，

让疲劳的躯体重新积聚力量。

这棵树没有绿荫婆娑，

没有开花也没有结果；

００９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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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树木都叶茂花繁，

这棵树却只有光秃的枝干。

僧人一跃而起怒火中烧，

对丑陋的枯树厉声喝道：

你这可恨的僵死的朽木，

竟不能让我得到半点阴凉，

我要让你遭到厄运，

成为世人讥笑的对象。

我要让你变成人，露出狰狞的形象，

人人见了你都急忙躲避、万分惊慌。”

僧人用手杖敲打树木，

树木发出沉闷、空洞的声响，

树身里忽然冒出一个德国骑士，

仿佛从坟墓里钻出来见到天光。

僧人虽然严肃而又激动，

可还是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骑士从树身里蹦跳出来，

那模样实在是离奇古怪，

他一个劲儿挺胸凸肚，

那讨厌的神气令人无法忍耐。

他轻声说：“你是我最可爱的人，

你将永远与我共享荣耀光彩。”

１０９恩格尔伯特·克林霍尔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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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点头向他赠言，

语调严肃而又慈祥：

“现在你将离开这个地方，

到另一个天地去漫游闯荡。

儿子，有些话我得事先讲明，

这涉及到你的为人和品行。

你生来就有古怪的相貌，

你要知足，不可满腹牢骚，

迄今还没有一个艺术家

在一根朽木上如此细刻精雕。

你过去何等卑贱，我给你的已经不少：

粗胳臂肌肉丰满，厚脸皮不知害臊。

“你的脑袋我没法遮盖，

因为你原本就没一片树叶，

你脑袋上的几根毫毛，

是我用神奇的力量重新创造。

这样你就可以光着脑袋在人前出现，

免得人们心怀疑虑莫名其妙。

你的脑子里没有深刻的思想，

就像树穴一样空空荡荡，

那儿栖息过熊罴豺狼，

２０９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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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曾是虫豸繁衍的地方。

所以我在你额上钻了个小孔，

因为人必须往脑子里吸收思想。

我让你能够使用语言，

这巨大的恩赐来自上苍。

为了让你永远不忘

狂风暴雨怎样扫过你的身旁，

我让你常常嘶哑低语，

就像蛀空的枝干发出喀嚓喀嚓的声响。

儿子，既然你腹中空空，

这嗓音就会使你得益不少，

因为你嘶哑的声音会把大家吓跑，

所以没有人敢同你斗嘴争吵。

每逢你头脑空空张口结舌，

你就可以使出这神奇的一招。

可是记住：只有法术才能使你继续生存，

因为只有法术才使你获得新生，

正如那木乃伊僵硬冰冷，

只有在深深的墓穴里才能保存；

如果你不愿永远失去生命，

你就得用油膏涂抹周身。

３０９恩格尔伯特·克林霍尔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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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会争相向你亲近，

你得主动向人们献殷勤，

你要介入各种争执，

设法攫夺所有花朵结出的果实。

虽然你永远捞不到实惠，

但是会博得坚强不屈的美名。

任何人只要理智正常，

都会把你划入群氓一帮，

所以你切莫等人仔细端详，

一开始就要声称‘我是贵族’，不必彷徨，

‘我和王储的志趣相当，

也喜欢拥有更多的田庄。’

你行事要隐晦而不可张扬，

就像蜗牛蜿蜒爬行一样，

即使别人目光突然落在你身上，

也要让人以为你没有逼近他的身旁。

然后你可以向一切人迅速进逼，

他们虽然愠怒，但会对你容忍见谅。

你没有迷人的魅力，

也没有高超的智慧和过人的胆量，

可是人人见了你都退避三舍，

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小小的荣光。

４０９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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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不会怜爱地向你闪动眼波，

谁一见你的尊容都要赶紧躲藏。

现在你可以去周游八方，

凭你的愚顽天性到处闯荡，

你不可能缔结美满姻缘，

别人也不会同你谊深情长，

现在我要给你一千一百个银币，

你可以在柏林度过一年时光。”

神奇的老僧语调郑重，

话音刚落便无影无踪；

剩下这位年轻的英雄，

心中的情爱像烈火熊熊。

至于他的所作所为，

似乎不值得在这里加以歌颂。

且说爱神刚用过午餐，

便凝神把目光投向人间，

那里出现了一个丑陋的大汉，

忌恨之情充满他那蜡黄的脸蛋。

爱神忍不住哈哈大笑，

这响当当的木头实在令人喷饭。

“这家伙看来十分狂妄，

５０９恩格尔伯特·克林霍尔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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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顾盼自雄趾高气扬，

可是我的利箭他无法阻挡，

不管他的筋骨是多么坚强。”

爱神向下界猛射一箭，

那中箭的可怜虫顿觉浑身灼热滚烫。

他一下子堕入了情网，

他钟情于一个天仙般的女郎，

女郎的栗色鬈发垂在肩上，

眼睛里闪耀着清纯柔和的光芒。

这目光映照着美好的心灵，

这心灵迸射出渴念和生命的火光。

她舞步轻盈激起微风阵阵，

她风姿绰约妩媚动人，

周围百花盛开把她映衬，

这是上帝最慷慨的馈赠。

天地合力造就了她的丽质，

使她天姿秀逸美艳绝伦。

这巨大的魅力震撼他的心房，

他猝然倒下感到深深的绝望，

他身体扭曲神色惊惶，

周围只见一片夜色茫茫。

这时他猛然听到一声震响，

６０９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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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印度老僧走进了厅堂：

“我在荒原用朽木造就了你，

我是否该把你送回那个地方？

你的生命过去沉睡于荒野，

我是否该让你魂归泉壤？

不，既然你能对天使倾心向往，

那就说明你的第一颗果实已经飘香。”

普斯特库亨

（假冒的《漫游时代》）

（见本卷第７３９—７４２页）

雇 佣 契 约

（见本卷第７８５页）

平  和

    我必须对你大加赞扬，

７０９平   和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赞扬你做事平和稳当。

你的话虽然慷慨激昂，

但思想却像死水一样。

心 灵 之 花

    他呼唤：“你们要珍惜这圣洁的鲜花，

它是主宰心灵的一朵盛开的奇葩。”①

我建议你们听从这个劝告，

否则那朵花会凋零枯槁。

歌  剧

１

    现在不会有人去演悲剧，

演悲剧的人无法挣到口粮；

歌剧倒可以大演特演，

人们不会受到攻击——还可以确保健康。

８０９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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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古人虽然没有见识过歌剧，

却用音乐作为他们的诗章；

只要言语无法表达情感，

他们就必定放声歌唱，

如果凭歌声无法交往，

他们便用言语表述思想。

歌剧《汉斯·海林》

    神灵到人间来走一遭，

优游嬉戏于生活的波涛，

求知欲望和勇气早已云散烟消，

但你不能批评，只能说“舞台灯光很好”。

歌剧《青铜马》

    歌剧里有一个场面，

使我特别感动、欢畅，

这样的场面多多益善；

因为当时舞台上空空荡荡。

９０９歌剧《汉斯·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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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 世 者

    你总是贬损人们的价值，

完全正确，因为你了解他们的特质，

你曾置身于幽深的渊底，

除了你没有人窥见那里的奥秘。

不道德的和神秘的文学

    看得出来，你们这浊水一汪

都是从同一个源泉奔泻流淌，

你们俩永远不会变得清澈明亮，

你们正在流向毁灭的汪洋。

你们无疑有亲缘关系，

因为你们俩都厚颜无耻，

一个同魔鬼逗笑打趣，

另一个则戏弄——上帝。

０１９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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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人的鉴赏力
①

（见本卷第７３７页）

和  谐

致燕妮

（见本卷第６２０—６２１页）

终  曲（十四行诗）

致燕妮

（见本卷第５３７—５４０页）

１１９德意志人的鉴赏力

① 即《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中的《讽刺短诗集》第四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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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作
２２２

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笔记本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３３年—大

约１８３７年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

版第１部分第１卷并用俄文发

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７５

年莫斯科版第４０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版第１部分

第１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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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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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生

    时光倏忽即逝，

宛如滔滔流水；

时光带走的一切，

永远都不会返回。

生就是死，

生就是不断死亡的过程；

人们奋斗不息，

却难以摆脱困顿；

人走完生命的路，

最后化为乌有；

他的事业和追求

湮没于时光的潮流。

对于人的事业，

精灵们投以嘲讽的目光；

因为人的渴望是那样强烈，

而人生道路是那样狭窄迷茫；

５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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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沾沾自喜之后，

便感到无穷的懊丧；

那绵绵不尽的悔恨

深藏在自己的心房；

人贪婪追求的目标

其实十分渺小；

人生内容局限于此，

那便是空虚的游戏。

有人自命不凡，

其实并不伟大；

这种人的命运，

就是自我丑化。

卡尔·马克思

查 理 大 帝

    使一个高贵心灵深受感动的一切，

使所有美好心灵欢欣鼓舞的一切，

如今已蒙上漆黑的阴影，

野蛮人的手亵渎了圣洁光明。

巍巍格拉亚山的崇高诗人，

６１９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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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满怀激情把那一切歌颂，

激越的歌声使那一切永不磨灭，

诗人自己也沉浸在幸福欢乐之中。

高贵的狄摩西尼热情奔放，

曾把那一切滔滔宣讲，

面对人山人海的广场，

演讲者大胆嘲讽高傲的菲力浦国王。

那一切就是崇高和美，

那一切笼罩着缪斯的神圣光辉，

那一切使缪斯的子孙激动陶醉，

如今却被野蛮人无情地摧毁。

这时查理大帝挥动崇高魔杖，

呼唤缪斯重见天光；

他使美离开了幽深的墓穴，

他让一切艺术重放光芒。

他改变陈规陋习，

他发挥教育的神奇力量；

民众得以安居乐业，

因为可靠的法律成了安全的保障。

他进行过多次战争，

７１９查 理 大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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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得尸横遍野血染疆场；

他雄才大略英勇顽强，

但辉煌的胜利中也隐含祸殃；

他为善良的人类赢得美丽花冠，

这花冠比一切战功都更有分量；

他战胜了那个时代的蒙昧，

这就是他获得的崇高奖赏。

在无穷无尽的世界历史上，

他将永远不会被人遗忘，

历史将为他编织一顶桂冠，

这桂冠决不会淹没于时代的激浪。

卡尔·马克思于１８３３年

莱茵河女神

叙事诗

（见本卷第８８５—８８９页）

８１９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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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  女

叙事诗

（见本卷第８５２—８５８页）

两 重 天

乘马车赴柏林途中

（见本卷第４７５—４７８页）

父亲诞辰献诗。１８３６年

（见本卷第８４５—８４６页）

９１９盲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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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勒

十四行诗两首

（见本卷第８４６—８４７页）

歌  德

十四行诗两首

（见本卷第８４８—８４９页）

女  儿

叙事诗

（见本卷第８３８—８４１页）

０２９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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凄惨的女郎

叙事诗

（见本卷第５３３—５３７页）

１２９凄 惨 的 女 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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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  歌
２２３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１８３７年

２—４月初

第一次发表于１８４１年１月２３

日《雅典神殿》第４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版第１部分

第１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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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  歌

一

小提琴手

    小提琴手拨动琴弦，

淡褐色头发披垂额前，

腰间挂着长长的佩剑，

身穿宽大的皱褶衣衫。

“琴手呵琴手，你为何奏得如此激昂，

你为何横眉怒目环顾四方？

你为何热血奔流心潮汹涌？

要知道这样会拉断琴弓。”

“我哪里是拉琴，那是波涛澎湃的声音！

它冲向峭壁，浪花飞溅，声如雷鸣，

我要拉到胸膛迸裂，双目失明，

让灵魂带着琴韵沉入地狱的幽冥！”

“琴手呵，你冷嘲热讽把自己的心儿揉碎，

其实多亏英明的上帝你才把这门艺术学会，

５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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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本该随提琴的声浪跃上云天，

去陪伴那灿烂的繁星欢舞蹁跹！”

“这是什么话！我要把血污的长剑举起，

一下子狠狠刺进你的灵魂里，

上帝对艺术一窍不通，毫不尊重，

艺术是从阴暗的地狱跃入我的心中，

它使我心荡神迷、如痴如醉，

把这生机勃勃的艺术卖给我的是魔鬼。

魔鬼为我打着节拍，还用粉笔记下乐谱，

那是死亡进行曲，我只能狂奏不歇，

琴声时而低沉压抑，时而明快纯洁，

直到弦上的琴弓拉得我心儿碎裂。”

小提琴手拨动琴弦，

淡褐色头发披垂额前，

胸间挂着长长的佩剑，

身穿宽大的皱褶衣衫。

二

夜  恋

      他紧紧地把她搂在胸间，

６２９ 狂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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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郁地凝视着她的双眼：

“热烈的爱使你受尽熬煎，

你正在颤抖，颤抖在我的唇边！”

“你已经饮下了我的灵魂，

它成了你胸中的火焰，

发光吧，我心爱的明珠瑰宝，

发光吧，那青春的热血！”

“心爱的人儿，你脸色苍白，

你的话那样奇妙，令我吃惊，

你看，那大千世界歌声不绝，

正在太空中回旋运行！”

“走吧，亲爱的人儿，走吧，

灿烂的群星啊，闪射出炽烈的火光，

飞吧，往上飞吧，飞向穹苍，

让我们的灵魂一起放射光芒！”

他在她耳旁低声细语，

惊愕地环顾他的四边，

目光中迸出片片烈焰，

烧得他眼睛失去神采。

“亲爱的人儿，你把毒液吞饮，

７２９狂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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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得和我结伴同行，

沉沉夜幕已经降临，

再不见白日大放光明。”

他紧紧地把她搂在胸间，

她已停止呼吸在他怀中长眠，

内心深处的痛苦刺透了她，

她永远不会再睁开双眼。

卡·马克思

８２９ 狂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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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的出生证书

出生证第２３１号

１８１８年５月７日下午４时，亨利希·马克思先生（３７岁２２４，现住

特里尔，高等上诉法院律师）向本人（特里尔市政厅特里尔区户籍官

员）出示一名男性婴儿并申报，该婴儿于５月５日凌晨２时在特里尔

出生，为亨利希·马克思先生（律师，现住特里尔）及其妻子罕丽达·

普雷斯堡之子。他们愿意给这婴儿取名卡尔。

出示婴儿及申报上述情况时有两位见证人：卡尔·佩特拉施先

生（３２岁，政府书记员，现住特里尔）和马蒂亚斯·克罗普（２１岁，职

员，现住特里尔）。随后，本人当着婴儿出示人和见证人的面，据情开

具本证书，一式两份，宣读后，由婴儿出示人、见证人和我签字。

卡尔·佩特拉施 克罗普 马克思 Ｅ．格拉赫

此证书于上述年月日在特里尔签具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１９２９年历史考证

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２分册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９年历史考证版第１部分

第１卷第２分册翻译

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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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尔中学毕业证书
２２５

卡尔·马克思，生于特里尔，现年１７岁，信仰新教，特里尔市律

师、法律顾问马克思先生之子，在特里尔中学就读五年，在高年级就

读二年。

一、操行 对待师长和同学态度良好。

二、资质和勤勉情况 该生具有良好资质；古代语言、德语和历

史学习很勤勉，数学学习勤勉，法语学习不够勤勉。

三、知识和技能

  １．语言：

（１）德语 该生的语法知识，也和他的作文一样，很好。

（２）拉丁语 该生对在校所学古典作家作品较容易的地

方，不经准备也能熟练而严谨地翻译和解释；如经过

适当准备或者稍加帮助，即使对较难的地方，特别是

那些不是在语言特点而是在内容和思想联系方面难

于理解的地方，也常常能够做到这一点。从实际方面

看，他的作文显得思想丰富，对事物有较深刻的理

解，不过经常过于冗长；从语言学方面看，作文说明

该生做过许多练习，并力求运用地道的拉丁语，虽然

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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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免有些语法上的错误。他在口语方面，达到了相

当令人满意的熟练程度。

（３）希腊语 他的知识和他对在校所学古典作家作品的

理解能力，差不多和拉丁语一样好。２２６

（４）法语 他的语法知识相当好；稍加帮助，他也能读较

难的东西，口头表达方面也比较熟练。

（５）希伯来语①

  ２．各门学科：

（１）宗教知识 他对基督教教义和训诫的认识相当明确，

并能加以论证；对基督教会的历史也有一定程度的了

解。

（２）数学 在数学方面，他的知识很好。

（３）历史和地理 一般来说他相当熟悉。

（４）物理 他在物理方面的知识中等。

（５）［哲学入门］②

  ３．技能：

（１）［图画］②

（２）［歌唱］
②

据此，下列签名的考试委员会鉴于该生在中学已经修业期满，为

使他能学习法学，决定发给毕业证书准其毕业，希望他发挥自己的才

能，勿负众望。

３３９特里尔中学毕业证书

①

② 在毕业证书中此项被划去。——编者注

未填写。——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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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室考试委员会：

              王室委员 布吕格曼

              校  长 维滕巴赫

勒尔斯

哈马赫尔

施文德勒

居佩尔

施泰宁格

施内曼

１８３５年９月２４日于特里尔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社会主

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１９２５年

莱比锡版第１１年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９年历史考证版第１部分

第１卷第２分册翻译

４３９ 附  录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亨利希·马克思同意

卡尔·马克思从波恩大学

转入柏林大学的证明函件

  我儿子卡尔·马克思下学期要转入柏林大学，继续学习在波恩

开始攻读的法学和官房学。这不仅得到我的准许，而且是我的意愿。

法律顾问、律师

马克思

１８３６年７月１日于特里尔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１９２９年历史考证

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２分册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９年历史考证版第１部分

第１卷第２分册翻译

５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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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恩大学肄业证书
２２７

副本

我们，波恩弗里德里希－威廉皇家普鲁士莱茵大学校长及评议

会，谨以本肄业证书证明：卡尔·亨利希·马克思先生，生于特里尔，

该市法律顾问马克思先生之子，在特里尔中学修完报考大学诸门课

程，持有该中学毕业证书，于１８３５年１０月１５日在本校注册入学；从

那时起至今，一直在本校就读，专修法学。

据所提交之证件，该生在校期间修完了下列课程：

一、１８３５—１８３６年度冬季学期

１．法学全书，普盖教授讲授，十分勤勉和用心。

２．《法学阶梯》，伯金教授讲授，十分勤勉和经常用心。

３．罗马法史，瓦尔特教授讲授，同上。

４．希腊罗马神话，韦尔克教授讲授，极为勤勉和用心。

５．荷马问题，冯·施勒格尔教授讲授，勤勉和用心。

６．近代艺术史，道尔顿教授讲授，勤勉和用心。

６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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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１８３６年度夏季学期

７．德意志法史，瓦尔特教授讲授，勤勉。

８．普罗佩尔提乌斯的《哀歌》，冯·施勒格尔教授讲授，勤勉和用

心。

９．欧洲国际法和

１０．自然法，普盖教授讲授。以上两门课程，因普盖教授于８月５

日突然逝世而未加评语。

关于该生的操行，应该指出，他曾因夜间酗酒喧嚷，扰乱秩序，受

罚禁闭一天；除此之外，他在道德和经济方面，未发现任何不良行为。

该生事后被人告发，据云曾在科隆携带违禁武器，此事尚在调查中。

该生没有参加被禁止的大学生团体的嫌疑。

兹发给该生盖有大学印鉴和有现任校长及法律系和哲学系现任

系主任亲笔签字的本证书，以资证明。

              校长     法律系主任

弗莱塔格    瓦尔特

大学评议员  哲学系主任

冯·萨洛蒙   勒贝尔

        奥本霍夫

１８３６年８月２２日于波恩

７３９波恩大学肄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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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印鉴］

政府特命全权代表和大学学监已审阅

冯·雷富斯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社会主

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１９２６年

莱比锡版第１２年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９年历史考证版第１部分

第１卷第２分册翻译

８３９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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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大学毕业证书
２２８

我们，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皇家大学校长及评议会，谨以本毕

业证书证明：

卡尔·亨利希·马克思先生，生于特里尔，该市已故律师马克思

之子，业已成年，在特里尔中学修完报考大学诸门课程，持有该中学

毕业证书和波恩大学肄业证书，于１８３６年１０月２２日在本校注册入

学；从那时起至１８４０—１８４１年度冬季学期止，一直在本校就读，专修

法学。

据所提交之证件，该生在校期间修完了下列课程：

一、１８３６—１８３７年度冬季学期

１．《学说汇纂》，冯·萨维尼教授先生讲授，勤勉。

２．刑法，甘斯教授先生讲授，极其勤勉。

３．人类学，斯特芬斯教授先生讲授，勤勉。

二、１８３７年度夏季学期

１．教会法

２．德国普通民事诉讼

３．普鲁士民事诉讼

赫弗特尔教授先生讲授，勤勉。

９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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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１８３７—１８３８年度冬季学期

１．刑事诉讼，赫弗特尔教授先生讲授，勤勉。

四、１８３８年度夏季学期

１．逻辑学，加布勒教授先生讲授，极其勤勉。

２．普通地理学，李特尔教授先生讲授，报名听讲。

３．普鲁士邦法，甘斯教授先生讲授，极其勤勉。

五、１８３８—１８３９年度冬季学期

１．继承法，鲁多夫教授先生讲授，勤勉。

六、１８３９年度夏季学期

１．《以赛亚书》，鲍威尔神学学士先生讲授，听课。

七和八、１８３９—１８４０年度冬季和

１８４０年度夏季学期

  未报名听讲。

九、１８４０—１８４１年度冬季学期

１．欧里庇得斯，格佩特博士先生讲授，勤勉。

冯·梅德姆

４１年３月２３日

该生在本校期间在遵守纪律方面没有特别的不良行为，经济上

０４９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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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指出的只是曾多次被控欠债。

该生至今未曾被控在本校参加被禁止的大学生团体。

兹发给该生盖有大学印鉴并有现任校长和评议员，以及法律系

和哲学系现任系主任亲笔签字的本证书，以资证明。

利希滕施泰因 克劳泽 兰齐措勒 楚姆普特

１８４１年３月３０日于柏林

王国政府副全权代表已审阅

利希滕施泰因 克劳泽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社会主

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１９２６年

莱比锡版第１２年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９年历史考证版第１部分

第１卷第２分册翻译

１４９柏林大学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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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

卡·弗·巴赫曼教授对卡尔·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推荐书２２９

最尊敬的先生：

最尊敬的顾问们：

谨向诸位推荐特里尔的卡尔·亨利希·马克思先生这位完全合

格的学位应考生。该考生寄来了：１．申请书（ａ件）；２．两份关于他在

波恩和柏林的大学学业证明（ｂ件、ｃ件）。对证件中指出的违反纪律

一事我们可不必在意；３．拉丁文申请书、自传和一份题为《德谟克利

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学位论文，以及一份

证明作者身分的拉丁文公证（ｄ件）；４．１２弗里德里希斯多尔，超过规

定的余额将退还该考生。学位论文证明该考生不仅有才智、有洞察

力，而且知识广博，因此，本人认为该考生完全有资格获得学位。因为

该考生在德文申请书中表示仅希望获得博士学位，所以他在拉丁文

申请书中提到硕士学位，显然是由于不了解我系章程而产生的误会。

他可能以为两种学位等级相当。本人确信，这点一经澄清，即可满足

其要求。

敬请明鉴审定。谨此

致意

２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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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系主任

卡尔·弗里德里希·巴赫曼博士

１８４１年４月１３日于耶拿

最尊敬的哲学系主任：

按阁下意见处理。  

卢登      雅·弗·弗里斯

斐·汉德    格特林

恩·莱茵霍尔德 舒尔采

德伯赖纳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社会主

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１９２６年

莱比锡版第１２年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的博士学位

论文及有关文献》１９８３年柏林

版翻译

３４９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卡·弗·巴赫曼的推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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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的博士学位证书
２２９

１８４１年４月１５日

愿上帝指引我们的事业达到幸福而充满神恩的结局！

根据德意志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一世１５５７年授予本大学的特

权，在我们耶拿学府极其热心的培育者、最仁慈的萨克森大公阁下和

诸位萨克森公爵阁下关怀备至的治理下，在本校校长，萨克森大公，

魏玛和爱森纳赫侯爵，图林根邦伯，迈森封疆伯爵，亨讷贝格封侯伯

爵，布兰肯海因、诺伊施塔特和陶腾堡领主，贤明而强大的卡尔·弗

里德里希侯爵阁下的领导下，在本校副校长，哲学博士和人文学科硕

士，萨克森－魏玛－爱森纳赫大公国宫廷枢密顾问，公聘正教授，深

孚众望的、著名的恩斯特·莱茵霍尔德和哲学系主任兼名声卓著的

学术鉴定人，哲学博士，萨克森－阿尔坦堡公国宫廷枢密顾问，伦理

学和政治学公聘正教授，大公国矿物研究院院长，巴黎历史研究所研

究员，彼得堡俄罗斯皇家矿物学协会、德累斯顿萨克森王国矿物工艺

协会、巴黎艺术和科学协会、乌得勒支正式艺术和科学协会、根特艺

术和科学协会、安特卫普医生和自然科学家协会、布鲁塞尔自然科学

研究协会、费拉德尔菲亚（北美）科学家协会、耶拿拉丁语协会和其他

科学协会的会员，极其著名而卓越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巴赫曼在

任之年，哲学系谨授予特里尔出生的卓越的和富有学识的卡尔·亨

４４９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利希·马克思以哲学博士的荣誉、身分、权利和特权，以及说明受过

有关教育、具有相应学术素质并获得承认的优异成绩的外在象征物，

并颁发盖有哲学系印鉴的本证书，以资证明。

１８４１年４月１５日于耶拿

第一次用拉丁文发表于《社会

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１９２６

年莱比锡版第１２年卷

原文是拉丁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的博士学位

论文及有关文献》１９８３年柏林

版翻译

５４９卡尔·马克思的博士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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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维格和卢格对“自由人”的态度
２３０

  柏林１１月２５日。《埃尔伯费尔德日报》刊登了一则后来由《戏剧

节目》转载的消息说，海尔维格访问“自由人”团体２３１，并发现该团体

低于任何批判水平。实际上，海尔维格没有访问过该团体，因此，也不

可能发现它低于或高于任何批判水平。海尔维格和卢格认为，“自由

人”的政治浪漫主义、自命天才和自我吹嘘损害着自由的事业和自由

的拥护者的声誉。这个意见是完全坦率地说出来的，这大概也就是报

刊得以报道的原由。因此，如果说海尔维格根本没有访问“自由人”团

体（它的成员就个人而言大多数都是优秀人物），那么这不是因为海

尔维格拥护别的什么事业，而只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也要摆脱法国权

威的人，对轻浮作风、柏林派头、呆板的盲目模仿法国俱乐部的行径

感到憎恶和可笑。在我们的时代，胡闹、莽撞的行为应当受到公开而

坚决的谴责；我们的时代需要严肃、刚毅和坚定的人来达到它的崇高

目标。

卡·马克思改写于１８４２年１１

月２３—２８日之间

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２９日《莱茵

报》第３３３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版第１部分

第１卷翻译

６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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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汉诺威一个囚犯的

异端裁判所式的虐待２３２

  《莱茵报》第３６０号上发表的关于对汉诺威的囚犯进行异端裁判

所式的虐待的文章，促使我向你们报道不久前在那里发生的一个类

似事件。大约十年以前，这里的一个颇受尊敬的铜版雕刻家到了汉诺

威，为他正在制作的一种铜版画征求订购者。但是，他对订购者们说，

版画大概要过几年才能完成。由于生病和其他一些未曾料到的情况，

铜版画直到去年（１８４１年）夏天才印制完毕。艺术家赶忙派他的兄弟

前往汉诺威，把订购的版画交付给订购者们。由于在订购和交货之间

隔了很长时间，有些人可能已经把事情忘记了，只有凭自己的签字还

能回忆起来。在几乎所有定货都已送达以后，他碰到一个老实人，此

人声言，尽管他不否认这是他的签名，但是他从未订购这幅版画，因

此，必定是有人把别的画强加给他了。年轻人极力保证没有搞错，同

时对于此人仍抱有怀疑表示遗憾，不过他完全不想坚持自己的意见，

相反他让此人自己决定是否愿意买这幅画，接着便离去了。但是，当

天晚上年轻人却遭逮捕，被戴上镣铐投入一所地下监狱。他在这所透

不进一丝光亮的牢房里呆了八个月，躺在腐烂的稻草上。为了让他尝

够被活埋一般的痛苦并且强迫他招供，人们并不让他饿死，而是每天

给他一磅面包、一罐子水，每隔两天给他一点热的东西吃。但是，过了

７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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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月以后，他体力大减；为了能更长久地折磨他，他们只好把这具

活尸弄到一所较好的监狱里去，于是他得到了一个地上的藏身之所，

他又能看见阳光，他又能看见什么时候是白天和黑夜了。他在这间牢

房里又被关了四个月。这时对案件进行了审理，人们把订购者名单寄

到这里的地方法院，以便查证签字以及订购版画的事是否属实。这里

的地方法院把案卷寄回，附上最确凿的证明，说明一切都完全属实。

但是，人们不相信这里的地方法院。于是，整个汉诺威的几千名订购

者都一一受到传讯，几乎所有的人都还清楚地记得，原来订购的就是

这种版画，只有几个人说，他们不能确切地断定这一点，而这几个人

都是上述那个老实人的朋友或者亲戚。尽管年轻人愿意提供任何数

额的担保金，人们仍然不肯释放他，只是过了整整一年以后，在他们

又费尽一切心机要他对毫无所知的案件作出招供以后，他们才以“缺

乏证据”的最终结论将他释放。——总算可以心满意足了！

由于不允许这个不幸的人给家属写信，他也从未收到过家里的

来信，由于音信完全断绝，他的结婚刚刚一年的年轻妻子认为他已被

人谋害，于是悲痛而死。大约六个星期以前，他回到了这里，找到了一

无所有的家。上帝赐予他的一切——自由、妻子和孩子的母亲——全

都被人为地夺走了！

洛塔尔·霍尔讷

卡·马克思改写于１８４３年１

月７日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１９２９年历史考证

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２分册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版第１部分

第１卷翻译

８４９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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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市民关于

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２３３

最尊贵的、最强大的国王：

最仁慈的国王陛下：

自从陛下在值得纪念的敕令３８中为报刊解除了由于处境不利而

被迫戴上的沉重镣铐以来，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每个抱有真正自由思

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公民都对当前和最近的未来信心倍增，因为他

们认为，具有各种不同信念和处于最深刻的对立之中的舆论定会找

到相应的报刊，通过对其独特内容的日益全面的阐述和不断更新的

论证，它将表现得那样纯洁、明确和坚决，以致可以为国家立法提供

最丰富、最可靠和最生动的资料。陛下！当莱茵省人看到，在国家生

活的其他领域，在特别需要自由舆论的领域，即政治信仰的领域这一

国家生活的最独特、最具道义力量的核心领域，至少也已经为自由舆

论——他们在法院制度中已经非常信服地认识到了这种自由舆论的

崇高价值和内在尊严——开辟了道路的时候，他们特别充满了崇高

的喜悦之情。

但是，这种信心和这种喜悦——我们可以坦率地说——由于决

定对《莱茵报》采取措施的消息而受到极为沉重的打击。诚然，这家报

纸在直接参与由于陛下的登基而出现的蓬勃的社会生活时，无所顾

９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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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地坚决遵循自己对国家关系的看法，而且往往生硬地表明自己的

观点。人们可以对这家报纸的政治信念表示赞同，也可以像下面签名

者中的许多人一样对它的政治信念格格不入，甚至可以坚决反对，但

是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真正主张健康的和自由的国家生活的人都

必定会对这家报纸所遭受的打击深表遗憾。即使仅仅查封这一家报

纸也会使祖国的全部报刊丧失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不仅是一切道

义关系的基础，而且为了对真正的国家事务进行有原则的讨论，它是

完全必要的，缺少了它，无论是真正的天才，还是性格坚强的人都无

法从事政治著述。

下面签名的科隆公民——现在正处于危急中的报纸就是在他们

中间产生的——深感自己有义务而且不得不坦率地向陛下，我们所

崇敬的自由言论的最强大的保护人，表达因宣布查封这家报纸而引

起的痛苦心情，并匍伏于御座前呈上最诚挚的请求：

敬祈陛下特赐隆恩，降旨撤销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１月２０

日宣布对《莱茵报》采取的措施并恩准这家报纸继续出版，俾使陛下

本人早先赐予我们国内所有报刊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

永远矢忠陛下的

科隆公民顿首

［接着是签名，其中有马克思的亲笔签名：］

卡·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

版第１部分第１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版第１部分

第１卷翻译

０５９ 科隆市民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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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
２３４

  由王国政府行政区长官冯·格尔拉赫先生于今年１月２４日在

科隆向莱茵报社理事们宣布，并由同月２６日《科隆日报》向公众公布

的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一项指令２３５规定，《莱茵报》从３月３１

日起停止出版。该指令采取这一措施所依据的前提是：

一、《莱茵报》缺少正式的许可证，它只是事实上存在，但是它的

存在并不是合法的；

二、即使撇开上面这一点不谈，由于《莱茵报》具有明显的不良倾

向，收回许可证也是完全有根据的，因为在该报一贯遵循敌对方针的

情况下，法律甚至要求政府采取彻底查封的办法作为唯一有效的手

段；

三、《莱茵报》的倾向是十分恶劣的，恶意地以推翻普鲁士国家的

基本法律基础为目的的，同样也是危害教会和国家中的现存状况的。

后面申述的内容和结论将表明，上述设想在事实上是多么错误，

因此，三个部所采取的措施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关于一、许可证

部颁指令一开始就从历史上叙述了《莱茵报》的来历（但是，在细

节方面有多种多样的失实之处），它承认，以莱茵报社作为名称的两

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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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股份公司继承了由腊韦和舒尔特两位博士所提供的一家科隆报纸

的许可证。这一许可证的名义上的买主（部颁指令忽略了这一点）、书

商约·恩·雷纳德于１８４１年１１月１９日向王国总督提出要求合法

地批准这一转让手续。总督（１８３３年３月５日指令①的规定授权他以

被授权人的身分批准这一变化）通过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１３日指令对这一

转让手续给予了合法的确认，同时保留随时收回的权利。２３６

让我们来听一听部颁指令是怎样叙述这一事实的吧！

指令写道：

“因为这家报纸从１８４１年（应为１８４２年）②１月１日起就要出版，当时这个

日期已经临近，他（即总督）表示暂时予以同意，免得股东们陷于困境，但是他提

出了一个明确的条件，即必须经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批准，根据１８１９年１０

月１８日书报检查法令③第１７条和１８３７年８月６日陛下内阁指令④第３条规

定，批准手续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批准手续没有办下来；因此，这家报纸依据的

只是仅仅被看作事实的准许，而没有法律上所必需的部级的同意作为补充，它

缺乏合法的基础。”

部颁指令最后说（就是说，为了查封《莱茵报》）：

“只要结束迄今为止的临时状态就行了。”

２５９ 附   录

①

②

③

④ 即《王室内阁指令。１８３７年８月６日。附对１８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和１８２４

年１２月２８日关于印刷品的书报检查的决定的解释和补充》。——编

者注

即《关于应如何根据德意志联邦今年９月２０日决议实行印刷品的书

报检查的决定》。——编者注

括号及括号里的字是《备忘录》的作者加的。——编者注

即《王国有关各部就获准出版的报刊向他人转让编辑权一事给王国科

布伦茨总督府的指令》。——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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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１７日王国科隆政府给许可证获得者雷纳德

的指令令人信服地驳倒了这种所谓暂时予以同意的说法，该指令原

文写道：

“对于您上月１９日的申请，莱茵省总督先生通过本月１３日指令决定把由

于别人放弃而空缺的《莱茵总汇报》及副刊《莱茵人民报》的出版许可证转让给

您，但是保留随时收回的权利，同时批准您扩大报纸版面和更改报纸及其副刊

名称的打算，即报纸名称为《莱茵报》……”①

因为这是涉及许可证转让的唯一的一份文件，所以由此可以得

出结论，部颁指令所谓总督“只是暂时予以同意”，他“提出了一个明

确的条件，即必须经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批准”的说法，是完全

没有根据的。总督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既没有提出负责书报检查

的有关各部的批准作为保留条件，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到这一点，最后

也丝毫没有说明许可证的暂时性。

相反，冯·博德尔施文格授予《莱茵报》的是完备的许可证；当

他“保留随时收回的权利”时，恰好无可辩驳地证明，许可证是完

备的，而不是临时性的；因为既然许可证本身还不存在，怎么可能

保留收回它的权利呢？既然还保留着授予许可证本身的权利，怎么

还可能保留特许的收回许可证的权利呢？因此，“保留随时收回的权

利”这一附加条件，决不可能硬把许可证授予手续说成是许可证具

有临时的性质，它恰好证明，许可证是正式的，同时也是可以收回

的。     

但是，这个附加条件同样也不可能使许可证具有特殊的性质，因

３５９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

① 见本卷第９７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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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报纸的许可证的可以收回的性质是从１８１９年书报检查法令第１７

条①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对于任何报纸许可证来说都是法定的、普

遍适用的条件。这也是还有日常实践作为依据的事实：（１８４３年柏林

出版的弗·胡·赫塞《普鲁士的新闻出版立法》一书写道）“在近代，

许可证只有在可以被收回的条件下才由有关各部发给。”②

既然由此可以肯定，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

授予《莱茵报》的是正式的许可证，那么还要提出一个问题，冯·博德

尔施文格先生当时是否能够授予这样的许可证？它授予这种许可证

是否合法？对于《莱茵报》的负责人来说，这个问题只是表述了这样的

意图：它是否一定以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这样做是合法的为前提？

显而易见，由于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精通业务，由于这位高级

官员在他原来任职时不仅享有下级的，而且享有政府当局的绝对信

任，莱茵报社的代表本来几乎不应该向自己提出那样的问题；况且即

使进行最不信任的审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使人对批准转让的手续

的合法性产生毫无根据的怀疑。

如前所述，这里涉及的不是许可证的授予手续，而是一个已被授

予的许可证的转让手续。

对此，１８３３年３月５日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指令规定：

“因为主管各部允许或不允许某种报刊的出版，主要是取决于编辑的品格

以及编辑是否能取得１８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书报检查法令③第９条所规定的那种

４５９ 附   录

①

②

③ 即《关于应如何根据德意志联邦今年９月２０日决议实行印刷品的书

报检查的决定》。——编者注

赫塞《普鲁士的新闻出版立法，它的过去和未来》１８４３年柏林版第１６６

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９６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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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所以，如果不事先征求意见，更换由省政府当局所授权的人选是不能允许

的，那首先会改变最初的批准决定。”①

因此，当时的省政府当局，即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是完全有

权，而且是唯一有权批准许可证转让手续的；但是，在征求上级意

见以前不能作出这种批准决定的规定对他也是适用的２３７。因此，当他

事实上允许了这种转让时，《莱茵报》的出版者必然认为，他必需履

行的事先向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征求意见的手续已经办妥。这

些出版者既没有义务，也没资格要求得到征求意见手续已经办妥的

证明，他们只是通过《莱茵报》不受阻挠地继续出版的事实，确信

征求意见那项手续已经办了并且取得了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

同意，因为不然的话，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按其职责必定要立

即查封事实上已经出版的《莱茵报》，因为１８１９年书报检查法令第

１７条规定：       

“报纸须经上述有关各部批准才允许出版。”②

最后，还应指出，既然根本没有对缺少批准手续的错误作出指

责，既然像已经发生的那样，已经决定结束临时状态，宣布没有授予

许可证，其实就必须声明迄今为止的许可证是无效的、在手续上是无

效的，那么，《莱茵报》的出版者就应该对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提起

民事赔偿诉讼。

５５９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

①

② 《关于应如何根据德意志联邦今年９月２０日决议实行印刷品的书报

检查的决定》。——编者注

《王国有关各部就获准出版的报刊向他人转让编辑权一事给王国科布

伦茨总督府的指令》。——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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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收回许可证

如果根据前面所述可以肯定，《莱茵报》确实持有许可证，因此，

宣布只要停止临时状态就行的部颁指令对《莱茵报》是根本不适宜

的，那么尤其重要的是了解一下部颁指令据以认为可能要收回已经

授予的许可证是有道理的那些原则。

部颁指令的推论可以概括为下述的主要论点：

１．《莱茵报》具有特别恶劣的性质，因此，不是更换编辑，而是只

有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查才可能是对付该报的合适的办法。

２．但是，制止胡作非为的事情即一贯不良的倾向，并不是书报检

查机关的职责。

３．因此，剩下的只是对于获得了许可证的报纸，根据１８１９年书

报检查法令第１７条规定，由有关各部作出决定，收回许可证。

从下面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论点是同迄今为止的全

部新闻出版立法，尤其是同最近的公告的精神相抵触的：

关于第一点。部颁指令说道：

“由于报纸的出版者们采取敌对的方针具有经常的一贯的性质，不能设想，

任命现在已提出人选的新编辑会产生十分有益的结果；因为这种积极的办法只

有在企业的基础不是坏的基础时，才能保证起好的作用。因此，在这里只剩下一

种消极的办法，即用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查去制止那每天不断重复的一切越轨行

为。”

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说，不能设想，在这里更换编辑这种积

极的办法是合适的；只剩下书报检查这种消极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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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行的法律规定却提出相反的看法。１８３３年１２月１８日

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指令的说法几乎相反：

“迄今为止，人们一直习惯于把书报检查看作是对付一切由于这样授予许

可证而产生的缺点的办法，诚然，书报检查通常能够防止明显违反宗教和道德

的行为，对法律秩序的攻击和对个人的直接侮辱；但是，正如日常经验所充分证

明的那样，书报检查决不能够消除那些不了解情况或心怀恶意的报刊编辑和出

版者的不可理解的或隐蔽的不良倾向。”①

“相反，看来只有一种办法可以对付这些弊端，那就是在发给定期出版物出

版许可证时要非常谨慎地行事，并且只能把这种许可证给予这样的人，第一，他

们要不就是众所周知有能力办这种企业的，……要不就是王国的各总督府有机

会以任何一种方式收集到有关他们能力的令人满意的情况；第二，通过有关警

察当局的官方证据能够说明，他们道德上的名声没有污点。”①

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２４日的书报检查令也同样把选择编辑时的谨慎

态度称为对付滥用准予免受书报检查的更大自由的行为的一种合适

的办法。②

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不是把更换编辑，而是把非常严格的

书报检查称为对付报纸有害方针的真正办法，这是同上述法律规定

相抵触的；由于它们自己迄今为止对《莱茵报》采取的做法只能用相

反的看法来解释，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了。首先，用一种与法律相抵

触的方法导致了前任编辑鲁滕堡博士被解职。１８３７年１０月６日内

务和警务部的指令写道：

“对于……拟另聘一位责任编辑一事……我们谨向阁下作如下答复，根据

１８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书报检查法令第九条规定，聘用编辑无需经过认可或批准，

７５９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

①

② 《就实行书报检查一事给王国各总督府的通令》。——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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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最高书报检查当局只保留向报纸出版者提出下述声明的权利：如出版者

提名的编辑不堪信任，即应另聘编辑，或者应由留用的编辑交纳保证金。”①

政府竟违反这一法律规定，要求立即解除鲁滕堡博士的职务，并

威胁说，否则就要立即查封《莱茵报》２３８。但是，同时还要求另外推荐

一位编辑，《莱茵报》的理事们通过推荐腊韦博士满足了这一要求。最

后，使报纸的继续出版取决于被认可的编辑会按什么样的精神来主

持报纸２３９。因为认可腊韦博士的手续现在还没有办下来，因此也还没

有把编辑工作托付给他，因为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本身至今一

直在阻挠实现它们使报纸得以继续出版的那些条件，所以，负责书报

检查的有关各部不仅违反它们自己的作法，而且违反各项法律规定，

突然声称对付《莱茵报》方针的合适办法不应当是更换编辑，而只应

当是实行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查，这就势必更加令人感到意外了。

最后，这种作法所以显得更加没有道理，是因为腊韦博士众所周

知是有能力的，以前曾经主管过一家类似的企业，而且政府一直认为

是完全合适的人选。

关于第二点。当然，人们也可以同意只有“实行非常严格的书报

检查”这种消极的办法才能反对报纸的有害倾向这一前提，可是部颁

指令说，长期反对这样一种方针并不是书报检查的职责。

指令说：

“长期制止以被顽固坚持的恶劣倾向为基础的胡作非为的事情，并不是书

报检查的任务。相反，书报检查的职责是，防止那些总的说来遵守法律和道德规

范、没有表现出逾越这些规范的意图的书报因不明情况或一时迷误而发生违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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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行为。彻底制止报纸的全部恶意的倾向，使它无法始终不变地坚持奉行

危害社会秩序的体系，这并不是书报检查的职责。”

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这种论断也是同全部新闻出版立法

完全抵触的。１８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书报检查法令第２条对书报检查的

目的，因而也对它的职责作了如下的规定：

“它的（书报检查的）目的是：与宗教的一般原则相违背的一切均应杜绝，不

管个别宗教党派和国内允许存在的教派的见解和教义如何；凡是有损于道德和

良好风俗的东西一概加以查禁；反对把宗教真理狂热地搬到政治中去，防止由

此引起的概念混乱；最后，凡是损害普鲁士邦以及德意志联邦其他各邦尊严和

安全的东西一概加以防止。这里包括一切旨在动摇君主制度和这些邦里的现存

制度的理论，一切对同普鲁士各邦有着友好联系的各国政府和组成这些政府的

人物的诽谤，以及一切旨在普鲁士邦或德意志联邦各邦挑起不满和煽动反对现

行制度的言行，一切想在邦内外成立党派或非法社团或者用好的词句去描绘任

何一个邦里现有的力图推翻目前制度的党派的企图。”①

因此，这项法令要求书报检查机关去制止、取缔、反对、防止一切

被归咎于《莱茵报》的言行。其次，法令还指出了应由书报检查机关加

以阻止和取缔的新闻出版中的事实上的迷误；法令对新闻出版中由

于良好的或恶劣的、始终一贯地或不是始终一贯地被奉行的倾向而

产生的违法行为不加区别。相反，它要求书报检查机关把一切危害国

家的理论，一切对外国政府的诽谤，一切旨在挑起不满的言行，一切

包庇力图推翻现存秩序的党派的企图都加以取缔。法律谈到了一切

现象，但是它不谈各种现象的区别。

在１８１９年的全部书报检查法令中根本找不到“倾向”这个字眼，

９５９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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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概念只有从对蛊惑者进行审理和七月革命以来才能在普鲁士的

新闻出版立法中找到。

１８３３年１２月１８日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指令说道：

“诚然，书报检查通常能够防止明显违反宗教和道德的行为，对法律秩序的

攻击和对个人的直接侮辱，但是，书报检查决不能够消除那些不了解情况或心

怀恶意的报刊编辑和出版者的不可理解的或隐蔽的不良倾向。”①

但是，就连这一指令也是直接同对《莱茵报》提出的关于书报检查的

职责的规定相抵触的，因为一般说来不能忽视指令是不能取消一项法律的。

第一，上述指令谈的不是书报检查的职责，而是书报检查的权力，是书报检

查能够做什么。但是，根据这一指令，这种权力只有在碰到隐蔽的不良倾

向时才会失去作用，而不会在碰到这一倾向的公开表现时失去作用，

相反，根据现今的部颁指令，恰好是在意图不再隐蔽，而是显露出来，并

且其明白易懂的程度甚至由于继续一贯地被坚持而变得毫无疑义的

地方，书报检查机关的职责就不再起作用了。

但是，１８１９年书报检查法令根本不考虑报纸的倾向而把防止事实上

逾越法律和道德规范的行为当作书报检查机关的职责，前面引述的１８３３年

指令认为制止隐蔽的不良倾向是书报检查的职责，而不是书报检查的

权力，并且指示为此在选择领取许可证者和编辑时要谨慎从事，而

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２４日的书报检查令却直接规定检查倾向是书报检查

的义务、目的、职责。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２４日的书报检查令写道：

“这方面必要的前提是，对政府措施发表的见解，其倾向不是敌对的和恶意

的，而是善意的。这就要求书报检查官具有良好的愿望和鉴别的能力，善于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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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与此相适应，书报检查官也必须特别注意准备出版的作品

的形式和语调，一旦发现作品因感情冲动、激烈和狂妄而带有有害的倾向，应不

准其印行。”①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正是被部颁指令否认是书报检查机关的职

责的东西，被这个检查令当作是书报检查机关的主要的、真正的任

务，而最近的新闻出版运动，尤其是《莱茵报》所依据的就是这个检查

令。这个检查令并不否认实行这种追究倾向的书报检查的困难，相

反，它明确地说道：

“确定正确界线的不可否认的困难不会把人们吓倒，使他们不去力图完全

实现法律的真正意图，也不会使人们变得谨小慎微……”①

但是，在《莱茵报》的问题上，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这种困难；只要

部颁指令的论断是正确的，如果《莱茵报》不可否认地、公开明显地、

顽固而始终一贯地执行了根本上是恶劣的倾向，那么不需要有多大

的分辨能力，很简单（像检查令所说的那样），不准其印行就是了。

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１４日的内阁指令比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２４日的检查令

走得更远。该指令在谈到委托有关当局负责的纠正报刊方向的工作

时说道：

“让其他一些遵循良好精神的报纸去反对某种报纸的有害于社会精神的不

良意图，并且仅仅把希望寄托在它们身上，这是不够的。凡是有诱惑的毒素放出

来的地方，都必须使它无法为害，这不仅是当局对受毒害的读者的责任，同时也

是在欺骗和撒谎的倾向出现时，消灭这种倾向的最有效的手段，一种迫使编辑

部自己公布对自己的判决的手段。”②

１６９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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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陛下内阁指令虽然承认书报检查制度不完备，但是它并没

有下令查封“具有有害意图的”报纸，相反，它把更正报纸错误的工作

作为对付“撒谎和欺骗的倾向”的最有效的手段托付给有关当局。

同这个内阁指令相反，四个月以后，同全部普鲁士立法的精神相

反来解释书报检查机关的职责的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竟然下令

查封《莱茵报》。

关于第三点。由上所述，再也用不着证明，部颁指令从被证明是

错误的前提中得出的结论，即仿佛只剩下按照１８１９年书报检查法令

第１７条规定由有关各部自行决定可以对获得许可证的报纸采取的

办法，收回许可证这一结论，本身就是错误的。

可见，无论如何，三个部所采取的措施看来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诉诸１８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的书报检查法令第１７条规定，决不可能

弥补这个缺点并在法律上证明措施本身就是正确的。该条规定说道：

“报纸和其他定期出版物一旦接受了有关宗教、政治、国家管理机关和当代

历史的题材，就须经上述有关各部批准才允许出版，如果它们有害地利用这种

批准，就应该由有关各部加以查封。”①

不应该单纯从这条规定的文字出发，而只应该从整体出发来解

释这一规定的正确含义，因为这一规定是整体的一部分，在这个问题

上应该指出，在这里这个整体决不是１８１９年书报检查法令的总体

性，相反，是现行有效的全部新闻出版立法。

这种新闻出版立法清楚地证明，不是报纸出版者有害地利用其

许可证的任何情况，都可以用只是最终显然作为辅助手段被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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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封这种权限来加以消除的，而是只有当经常性的、法定的预防措施

无法收效时，才允许使用这种本身是敌对的手段，——这是部颁指令

本身所承认的原则，因为它只是由于错误地认为更换编辑和实行书

报检查在这里是不够的和无效的，才坚持该法令第１７条规定的可能

发生的适用性。

因此，如果更换编辑（在下属机关，这事已经发生了）提供了一种

解决办法，如果书报检查仍然在不折不扣地实行，并且能够和必须防

止被坚持不变的倾向的缺点，那么从法律上说就根本谈不上撤销许

可证的问题。根据书报检查法令和以前的所有指令的精神，只有在两

种场合，可以采取这种撤销许可证的办法。一是在选择编辑时既没有

提出政府所能接受的人选，又没有交纳所要求的保证金，二是通过回

避书报检查或由于人为地和故意地欺骗书报检查机关而造成对许可

证的滥用。——而在《莱茵报》身上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

相反，这一积极原则的正确性来源于前面对有关选择编辑和有

关书报检查的职责的规定的推论——但是，这种正确性也认为，应该

纠正对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１４日陛下内阁指令中前面引述过的关于有关

当局的责任的那段话的法律上的承认，因为该法律承认“具有有害意

图的”报纸的合法存在，并且为了防止报纸的欺骗和撒谎的倾向，不

是把撤销许可证，而是把纠正错误的东西当作有关当局的责任。

三、倾  向

迄今为止，我们始终是从部颁指令中对《莱茵报》提出的大量严

３６９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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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指责实际上也是有根据的这种前提出发的。前面的推论证明，要对

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措施作出判断，首先根本不取决于这一

点。但是，这里想尝试一下也在这一点上证明论敌的论据的弱点，要

对受到完全普遍支持的指控——不是举出事实，而是举出不良习惯，

不是谴责行为，而是谴责特征的指控——作出回答，可能是多么困

难。但是，在这方面首先将使那种认为关于恶意和背信弃义的指责涉

及省里的如此一大批最受尊敬的人物，以致单是这一情况就足以认

为指控是太匆忙了的看法得到安慰。因为用政府的如此断然的声明

显然根本不能证明方针的卑鄙。有过这样的时代，那时暂时的最高权

威不仅认为哥白尼的宇宙系统是卑鄙的，而且实际上也屏弃了它。因

此，当部颁指令中说“该报从创刊之日起就遵循一种如此卑鄙的方

针”云云时，人们要求提出证明是公正的。

部颁指令回答道：

“该报一贯明显地企图攻击国家制度的基础，阐述旨在动摇君主制原则的

理论，恶意地煽动舆论怀疑政府的所作所为，挑动国内一些等级去反对另一些

等级，挑起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并怂恿人们对各友好国家采取极端敌对的

态度。”

指责《莱茵报》的不是实际的违法行为，相反，指责它的只是

这种违法行为的明显企图。列入这种成问题的恶行的，首先是攻击

国家制度的基础的企图。但是，大家知道，对于普鲁士国家的制度，

目前意见分歧很大。在这里，各种法律本身就相互抵触。１８３０年是

黑格尔，１８４２年则是施塔尔被看作官方的普鲁士国家哲学家。２４０《普

鲁士国家报》在七月革命时期宣称普鲁士国家是被共和主义机构包

围的君主国；目前该报又宣称普鲁士国家是被基督教机构包围的君

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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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大帝和普鲁士国务活动家哈登堡、施泰因、雪恩过去

和现在对普鲁士国家的基础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毕洛夫－库梅洛

夫和现代的国务活动家们则有他们自己的看法。《莱茵报》对普鲁士

国家制度及其基础有过它自己的看法，当然，它的意见曾经是同当时

政府的看法相矛盾的。但是，如果说《莱茵报》曾经陷入这种矛盾，那

么按其见解来说，该报攻击的不是普鲁士国家制度的基础，而是偏离

这一基础的言行。

至于所谓旨在“动摇君主制原则”的“理论”，一切都取决于人们

把君主制原则理解为什么东西。

比如说，《莱茵报》宣称片面的官僚统治、中世纪的等级权利、书

报检查等等是同君主制原则相抵触的因素。该报根本不像通常的自

由主义，主要是谈论特定的国家形式；该报所涉及的主要是内容，是

自由人应该成为国家原则那种意义上的民主。该报要求在国家中实

现合乎理性和合乎伦理的共同体的那些条件。因此，该报认为君主制

原则不是特殊的原则，而是一般的国家原则。从而，该报就证明了，它

把君主制国家看作是理性国家的可能的实现。

《莱茵报》从来就没有“恶意地煽动舆论怀疑政府的所作所为”的

意图，相反，该报出于良好的意愿，曾经试图对政府本身的那些违反

人民精神的措施本身提出怀疑。

同样，《莱茵报》也根本没有企图“挑动国内一些等级去反对另一

些等级”；相反，该报曾经唤起每个等级去反对它自身，反对它自身的

利己主义；该报曾经把公民同作为等级成员的市民对立起来①；此

外，该报在这里只是表达了莱茵省的地方特点，因为莱茵省人坚决反

５６９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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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法律面前的任何法定的等级差别。

接着提出的指控是：《莱茵报》曾经企图“挑起对现存法定秩序的

不满”。

政府也曾经企图挑起对现存法定秩序，例如，对旧普鲁士婚姻制

度的不满。对法律的任何修订都出于这种不满。因此法律的发展只

有通过对法律的批判才有可能，因为对法律的批判会使判断力，因而

也使感情同法律产生不和，因此必然会引起不满，所以，只要禁止报

刊唤起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那就是完全禁止报刊忠诚地参与国

家管理。

还说《莱茵报》也“怂恿人们对各友好国家采取极端敌对的态

度”，或者像后面所说的那样，“侮辱了德意志联邦内外的各种外国力

量”。

至于说联邦的各个邦，那么《莱茵报》只是曾经是这些地方的多

数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民代表的机关报。但是，如果说《莱茵报》维护

了德国，而反对了德国以外的势力的狂妄要求，为德意志民族进行了

辩护，而反对了外来民族对它的侮辱，那么，怎么能把这称为侮辱德

国以外的势力呢？

至于说“针对行政当局的所谓缺点发表意见时，不是用严肃的、

心平气和的口气，而是对国家及其政体和机关报刊进行恶毒攻击，那

些意见往往是无凭无据地提出来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缺乏认

真的态度和对实情的了解”，那么对于这种指责，只要作如下的反驳

就够了，即报刊和行政当局对认真的态度持有并且必定持有不同的

观点，对于国家预算和所有管理结果的奥秘的实情几乎不可能有完

全的了解——但是，对于可能发生的不正确之处，经常有法律规定的

纠正办法作为消除错误的手段；最后，语言的口气一般都是经书报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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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机关随意修改过的。①

至于说到“对忠顺的机关报刊进行卑劣的嘲讽”，那么这大概指

的是一些报纸。但是，即使查明有嘲讽某些报纸的事，这事实本身也

根本不能作为查封的理由，因为在德国没有对报纸进行正式分类。

还指责《莱茵报》损害了教会。但是，该报曾经试图就宗教解决一

项任务，而解决这项任务是１８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书报检查法令作了规

定的，那就是“反对把宗教真理狂热地搬到政治中去，防止由此引起

的概念混乱”。该报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把宗教和政治分离开来，只要

教条或者教会决定了一项国家法律，无论这是牵涉到巴伐利亚的天

主教屈膝礼法２４１，还是牵涉到普鲁士的新教离婚法，该报随时随地都

曾加以反对。②

最后，部颁指令也谈到“全部倾向的恶意”。按照这种说法，《莱茵

报》为争取普鲁士的精神上的领导权、为争取普鲁士的商业体系、为

争取实现德意志关税同盟而进行的斗争，该报以赞赏的心情着重报

道每一个哪怕是最微小的进步所表现的认真谨慎的态度，该报为维

护德国的荣誉免遭外来的侮辱所表现的对祖国的爱，该报在内心所

怀有并日益增加的重新苏醒的民族感，所有这一些也就会成为恶意

的象征了。

因此，在所有的指责中只剩下了关于一贯性的指责。但是，这种

一贯性是信念真诚坦率、深明事理的证明，而不是故意怀有恶意的证

明。

抱有不良的思想观点要保持一贯确实是不能设想的，因为一贯

７６９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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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坚持某种思想观念，那就是说，这种思想观点不可能是不良的。

《莱茵报》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思想观点而创办起来的。该报将仍

然忠实于自己的思想观点并且只是屈服于强权。

因此，如果可以确定，经过比较仔细的考察，部颁指令的所有指

责变成了直接相反的结论，那么，至少可以肯定，这些指控就其目前

的不确定的形式来说，不足以查封任何普鲁士报纸，或者，足以查封

所有普鲁士报纸。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

版第１部分第１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版第１部分

第１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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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报社股东关于

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２４２

最尊贵的、最强大的国王：

最仁慈的国王陛下：

负责书报检查的王国有关各部今年１月２０日颁布指令，责令在

此地即科隆发行的《莱茵报》从４月１日起停止出版，从而使一家企

业受到破产的威胁。这家企业是我们首先为满足我们家乡城市的迫

切需要而出巨资筹办的，但是其使命也是在陛下的庇护之下并对陛

下的最崇高的豁达意愿满怀信赖地作为自由、独立的社会精神的喉

舌大胆而无私地为祖国的荣誉和利益服务。

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上述决定不仅在手续上有所欠缺，

而且既违反以往全部新闻出版立法的精神，也悖逆陛下的圣意。对

此，我们认为在备忘录中已经作了说明，现特将这份备忘录①诚惶诚

恐地恭呈于御座之前。

为了成全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意愿，我们最忠顺地保证

运用所附章程②赋予我们的影响，敦促该报采取比较温和得体的态

９６９

①

② 指《莱茵报社章程》（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１５日于科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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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尽可能避免发生任何纠纷，因此，我们不胜感戴地提出如下恳切

的请求：

敬祈国王陛下特赐隆恩，降旨撤销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今

年１月２０日颁布的指令，恩准《莱茵报》不受阻碍地继续出版。

永远矢忠陛下的

臣民，莱茵报社股东顿首

１８４３年２月１２日于科隆

［接着是股东的签名，在第４页上有马克思的亲笔签名：］

      马克思博士本人并受托于：

特里尔的施莱歇尔博士 ——实习医生

特里尔的文采利乌斯博士——实习医生

特里尔的采托     ——商人

特里尔的克伦特根   ——土地占有者

特里尔的米特韦格   ——律师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

版第１部分第１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版第１部分

第１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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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录
２４２

今年１月２０日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指令规定《莱茵报》

从４月１日起停止出版。该指令所依据的前提是，《莱茵报》持有的只

是临时的许可证，因此，它迄今为止虽然事实上存在，但是它的存在

并不是合法的。指令中说：

“因为这家报纸从１８４１年①１月１日起就要出版，当时这个日期已经临近，

总督表示暂时予以同意，免得股东们陷于困境，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条件，

即必须经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批准，根据１８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书报检查法

令第１７条和１８３７年８月６日陛下内阁指令第３条规定，批准手续是必不可少

的。这种批准手续没有办下来；因此，这家报纸依据的只是仅仅被看作是事实的

准许，而没有法律上所必需的部级的同意作为补充，它缺乏合法的基础。所

以，——部颁指令最后说，——为了查封《莱茵报》，只要结束迄今为止的临时状

态就行了。”

可见，针对《莱茵报》而采取的这种办法被认定不是撤销许可证，

而是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拒绝对许可证给予在上述法律条文中

所预先规定的批准；但是，对事实的简单陈述说明，在１月２０日部颁

指令中所引用的条款，即１８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书报检查法令第１７条

和１８３７年８月６日陛下内阁指令第３条，并没有应用于《莱茵报》，

相反，《莱茵报》持有由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批准的许可证，而且

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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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省主管当局批准被转让和出售给该报的许可证，因此，为了查封

《莱茵报》，像１月２０日部颁指令所作的那样，拒绝批准许可证是不

够的，相反，必须正式撤销许可证才行。

《莱茵报》在创办的时候，确实没有申请颁发许可证，相反，《莱茵

报》通过购买获得了当时腊韦博士和狄茨两位先生用来出版《莱茵总

汇报》的许可证，并且按照法律的规定向省政府当局请求批准这一许

可证的转让。从１８３３年３月５日部颁指令可以看出，虽然省政府当

局可以批准这种许可证的转让，但是按规定事先必须征求负责书报

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意见。１８３３年３月５日指令对此作了如下的说

明：

“因为主管各部允许或不允许某种报刊的出版，主要是取决于编辑的品格

以及编辑是否能取得１８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书报检查法令第９条所规定的那种信

任，所以，如果不事先征求意见，更换由省政府当局所授权的人选是不能允许

的，那首先会改变最初的批准决定。”①

可见，在事先向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征求意见的条件下是

允许省政府当局批准许可证转让的，实际上莱茵省总督府通过１８４１

年１２月１３日指令履行了这一批准手续，同时这也符合王国科隆政

府同月１７日的下述命令。

“对于您上月１９日的申请，莱茵省总督先生通过本月１３日指令决定把由

于别人放弃而空缺的《莱茵总汇报》及附刊《莱茵人民报》的出版许可证转让给

您，但是保留随时收回的权利，同时批准您扩大报纸版面和更改报纸及其附刊

名称的打算，即报纸名称为：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２７９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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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附刊名称为：

《莱茵科学、文学和艺术论丛》。

同时，我们在这里通知你们，我们规定，作为结果你们要扩大订量，送审的

报纸要寄到王国科布伦茨总督府档案室和王国高级书报检查委员会，并且在年

终分别给柏林皇家图书馆和波恩大学寄一份完整的全年报纸，邮资免付。

王国政府内政厅

克洛斯（签名）

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１７日于科隆

本市雷纳德先生收”

从王国科隆政府的这一命令可以看出，今年１月２０日部颁指令

的下述论断是十分错误的，该指令声称，莱茵省总督先生表示“只是

暂时予以同意”，而且他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条件，即必须经负责书报

检查的有关各部批准。其实，这两件事他都没有做；他不可能这样做，

因为１８３３年３月５日部颁指令明确禁止他做这两件事；因为这一部

颁指令规定，在转让许可证时，省政府当局有义务向负责书报检查的

有关各部事先征求意见，而不是事后请求认可。但是，由王国科隆政

府通知的总督先生的指令根本没有提到，莱茵省总督先生明确提出

把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批准作为一个条件，也没有提到，像１

月２０日部颁指令所说的那样，他只是暂时批准转让许可证。相反，总

督先生把由于别人放弃而空缺的一家报纸的出版许可证转让给莱茵

报社理事雷纳德先生，但是保留随时收回的权利，这一附加条件恰好

可以证明，这里涉及的不是临时的许可证，而是正式的许可证；因为

如果许可证本身仍然没有批准，因而还根本不存在的话，收回许可证

怎么可能还成为保留条件呢？如果拒绝批准就足够了，总督先生还要

为自己保留收回的权利干什么呢？

但是，“保留随时收回的权利”这一附加条件本身也不可能赋予

３７９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录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莱茵报》的许可证以特殊的性质，因为收回报纸许可证依据的是

１８１９年书报检查法令第１７条，所以，这是一个合法的、对任何许可

证都普遍适用的附加条件。实践证实了这种观点。政府枢密顾问赫

塞先生在他的关于普鲁士新闻出版立法的著作中说道：

“在近代，许可证只有在可以被收回的条件下才由有关各部发给。”

因此，无可怀疑的是，《莱茵报》是在省主管当局批准转让的情况

下获得充分有效的正式许可证的。这里至多只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莱

茵省总督先生是否依据法律批准了这次转让，他是否像１８３３年３月

５日部颁指令所规定的那样，事先向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征求

了意见？

１月２０日部颁指令看来并未否定这个问题，因为否则该指令就

应该不是依据１８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书报检查法令第１７条的规定和

１８３７年８月６日陛下内阁指令第３条的规定，而是恰好依据１８３３

年３月５日部颁指令指出《莱茵报》的许可证所具有的缺点，其次，负

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在《莱茵报》刚一出版时就必定会把它加以查

封，因为没有人就该报获得许可证一事依法向有关各部征求意见。但

是，即使总督先生由于疏忽没有按照规定去征求意见，《莱茵报》的出

版者们也必定认为是征求过意见的，在这种前提下，他们才把委托给

他们的资本投到这家企业中来的，如果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不

愿放弃履行由省政府当局所违反的手续的权利，那么，这种要求显然

不应该直到一年以后才提出来，致使莱茵报社不得不由于政府当局

的疏忽而付出完全损失其资本的代价。但是，如果在总督先生批准把

许可证转让给《莱茵报》之前，实际上已经向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

部事先征求了意见，——由于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精通业务，在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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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证明相反的情况以前，人们可以坚持这种想法，——那么，《莱茵

报》持有的是充分有效的正式许可证，单是由１月２０日部颁指令宣

布决定拒绝批准许可证，是不足以查封该报的，要查封该报，就必须

正式收回许可证，必须遵循针对《莱茵报》的手续才行，而１月２０日

部颁指令没有遵循这一手续，但是把这种手续说成是查封持有许可

证的报纸的合法手续。因为，正如前面所证明的，《莱茵报》是一家获

得了许可证的报纸，所以，检查一下“关于收回报纸许可证”的１月

２０日部颁指令中所提出的那些论断是必要的。收回许可证是针对

《莱茵报》可能采取的唯一措施，而应该指出的是，虽然部颁指令实际

上已宣布采取这种措施，但是，指令中所提出的基本论点并不足以说

明采取这种措施是正确的。

部颁指令的推论可以概括为下述的主要论点。

１．《莱茵报》具有恶劣的性质，因此，不是更换编辑，而是只有非

常严格的书报检查才可能是对付该报的合适的办法。

２．但是，制止胡作非为的事情即一贯不良的倾向，并不是书报检

查机关的职责，因此，剩下的只是，

３．对于获得了许可证的报纸，根据１８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书报检查

法令第１７条规定，由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作出决定，收回许可

证。

可以指出，这些论点同迄今为止的全部新闻出版立法，首先是同

最近的新闻出版立法的精神的矛盾在于如下几点。

１月２０日部颁指令对更换编辑毫无作用这一点作了如下的说

明：

“由于《莱茵报》的出版者们采取敌对的方针具有经常的一贯的性质，不能

设想，任命现在已提出人选的新编辑会产生十分有益的结果；因为这种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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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只有在企业的基础不是坏的基础时，才能保证起好的作用。因此，在这里只

剩下一种消极的办法，即用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查去制止那每天不断重复的一切

越轨行为。”

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说，不能设想，更换编辑这种积极的办

法会达到目的，在这里只剩下书报检查这种消极的办法。迄今为止的

法律规定却是从相反的看法出发的。１８３３年１２月１８日负责书报检

查的有关各部的指令作了几乎相反的规定，那就是：

“迄今为止，人们一直习惯于把书报检查看作是对付一切由于这样授予许

可证而产生的缺点的办法，诚然，书报检查通常能够防止明显违反宗教和道德

的行为，对法律秩序的攻击和对个人的直接侮辱；但是，正如日常经验所充分证

明的那样，书报检查决不能够消除那些不了解情况或心怀恶意的报刊编辑和出

版者的不可理解的或隐蔽的不良倾向。

相反，看来只有一种办法可以对付这些弊端，那就是在发给定期出版物出

版许可证时要非常谨慎地行事，并且只能把这种许可证给予这样的人，第一，他

们要不就是众所周知有能力办这种企业的，就是说，经过必要的，扎实的学术上

的训练，能够使公众得到适当的娱乐和教益，要不就是王国的各总督府有机会

以任何一种方式收集到有关他们能力的令人满意的情况；第二，通过有关警察

当局的官方证据能够说明，他们道德上的名声没有污点。”

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２４日的书报检查令也同样把选择编辑时的谨慎

态度称为对付滥用准予免受书报检查的更大自由的行为的一种合适

的办法。

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不是把更换编辑，而是把非常严格的

书报检查称为对付报纸有害方针的真正办法，这是同上述规定相抵

触的；由于它们自己迄今为止对《莱茵报》采取的做法只能用相反的

看法来解释，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了。

首先，用一种与法律相抵触的方法导致了前任编辑鲁滕堡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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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被解职。

１８３７年１０月６日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指令写道：

“对于上月１日就那家以《商业和工业总汇报》为题在科隆出版的报纸的出

版者拟另聘一位责任编辑一事提出的报告，我们谨向阁下作如下答复，根据

１８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书报检查法令第９条规定，聘用编辑无需经过认可或批准，

相反，最高书报检查当局只保留向报纸出版者提出下述声明的权利：如出版者

提名的编辑不堪信任，即应另聘编辑，或者应由留用的编辑交纳保证金。”

政府竟违反这一法律规定，要求立即解除鲁滕堡博士先生的职

务，并威胁说，否则就要立即查封《莱茵报》。但是，同时还要求另外推

荐一位编辑，《莱茵报》的理事们通过推荐腊韦博士先生满足了这一

要求，最后，使《莱茵报》的继续出版，或者像政府错误地表达的那样，

正式许可证的发给取决于被认可的编辑会按什么样的精神来主持报

纸。但是直到今天为止，认可腊韦博士先生的手续还没有办下来；因

此也还没有把编辑工作托付给他；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本身至

今一直在阻挠实现它们所声明的使报纸得以继续出版的那些条件，

所以，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不仅违反政府迄今为止的观点，而且

也违反它们自己的作法，突然声称对付《莱茵报》方针的合适办法不

应当是更换编辑，而只应当是实行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查，这就势必更

加令人感到意外了。

最后，这种作法所以显得更加没有道理，是因为腊韦博士先生正

如１８３３年１２月１８日指令所要求的那样，众所周知是有能力的，十

二年多以来，他一直主管类似的企业，使政府感到满意。

当然，我们也可以同意只有实行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查这种消极

的办法才能反对报纸的有害倾向这一前提，可是１月２０日部颁指令

说，长期反对这样一种方针并不是书报检查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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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说：“长期制止以被顽固坚持的恶劣倾向为基础的胡作非为的事情，并

不是书报检查的任务。相反，书报检查的职责是，防止那些总的说来遵守法律和

道德规范，没有表现出逾越这些规范的意图的书报因不明情况或一时迷误而发

生违犯法律的行为。彻底制止报纸的全部恶意的倾向，使它无法始终不变地坚

持奉行危害社会秩序的体系，这并不是书报检查的职责。”

从下面所述将可以看出，关于书报检查职责的这个定义是同迄

今为止的全部新闻出版立法相抵触的。

１８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书报检查法令第２条对书报检查的目的，因

而也对它的职责作了这样的规定：

“它的目的是：与宗教的一般原则相违背的一切均应杜绝，不管个别宗教党

派和国内允许存在的教派的见解和教义如何；凡是有损于道德和良好风俗的东

西一概加以查禁；反对把宗教真理狂热地搬到政治中去，防止由此引起的概念

混乱；最后，凡是损害普鲁士邦以及德意志联邦其他各邦尊严和安全的东西一

概加以防止。这里包括一切旨在动摇君主制度和这些邦里的现存制度的理论，

一切对同普鲁士邦有着友好联系的各国政府和组成这些政府的人物的诽谤，以

及一切旨在普鲁士邦或德意志联邦各邦挑起不满和煽动反对现行制度的言行，

一切想在邦内外成立党派或非法社团或者用好的词句去描绘任何一个邦里现

有的力图推翻目前制度的党派的企图。”

因此，这项法令期望书报检查机关去制止、取缔、反对、防止一切

被归咎于《莱茵报》的言行，其次，法令还指出了应由书报检查机关加

以阻止和取缔的新闻出版中的特定的事实上的迷误；法令对新闻出

版中由于良好的或恶劣的、动摇不定或始终一贯的倾向而产生的违

法行为不加区别；相反，它要求书报检查机关把一切危害国家的理

论，一切对外国政府的诽谤，一切旨在挑起不满的言行，一切包庇力

图推翻现存秩序的党派的行为都加以取缔。显然，１８１９年的书报检

查法令把书报检查说成是对付像有人指责《莱茵报》犯有的类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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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适办法。从１８３３年１２月１８日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指令

中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该指令说：“诚然，书报检查通常能够防止明显违反宗教和道德的行为，对

法律秩序的攻击和对个人的直接侮辱，但是，书报检查决不能够消除那些不了

解情况或心怀恶意的报刊编辑和出版者的不可理解的或隐蔽的不良倾向。”

可见，根据这个指令，书报检查机关的权力只有在碰到它未能查

明的隐蔽的不良倾向时才会失去作用，而不会在碰到它不可能忽略

的这一倾向的明显表现时失去作用。相反，根据最近的部颁指令，这

种明显的、一贯被贯彻执行的、每天都表现出来的恶毒倾向却不属于

书报检查的活动范围。这项最近的部颁指令让书报检查机关的职责

在它根据１８３３年１２月１８日指令刚刚应该开始的地方不再起作用

了。

其次，１８１９年的书报检查法令根本不考虑报纸的倾向而把防止

事实上违反逾越法律和道德规范的行为作为书报检查机关的职责，

１８３３年的指令只是在存在隐蔽的不良倾向的情况下不是对书报检

查机关的职责，而是对其能力表示怀疑，相反，１８１４年１２月２４日的

书报检查令却直接把反对有害的倾向作为书报检查机关的义务、目

的和职责。该书报检查令说道：

“这方面必要的前提是，对政府措施发表的见解，其倾向不是敌对的和恶意

的，而是善意的。这就要求书报检查官具有良好的愿望和鉴别的能力，善于区别

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与此相适应，书报检查官也必须特别注意准备出版的作品

的形式和语调，一旦发现作品因感情冲动、激烈和狂妄而带有有害的倾向，应不

准其印行。”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正是被部颁指令否认是书报检查机关的职

责的东西，被这个检查令当作是书报检查机关的主要的，真正的任

９７９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录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务，而最近的新闻出版运动，尤其是《莱茵报》所依据的就是这个检查

令。这个检查令并不否认实行这种追究倾向的书报检查的困难，相

反，它明确地说道：

“确定正确界线的不可否认的困难不会把人们吓倒，使他们不去力图实现

法律的真正意图。”

但是，在《莱茵报》的问题上，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这种困难；只要

部颁指令本身的论断是正确的，如果《莱茵报》不可否认地、公开明显

地、顽固而始终一贯地执行了根本上是恶劣的倾向，那么不需要有多

大的分辨能力，很简单，像检查令所说的那样，不准其印行就是了。

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１４日的内阁指令比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２４日的检查令

走得更远。该指令在谈到委托有关当局负责的纠正报刊方向的工作

时说道：

“让其他一些遵循良好精神的报纸去反对某种报纸的有害于社会精神的不

良意图，并且仅仅把希望寄托在它们身上，这是不够的。凡是有诱惑的毒素放出

来的地方，都必须使它无法为害，这不仅是当局对受害的读者的责任，同时也是

在欺骗和撒谎的倾向出现时消灭这种倾向的最有效的手段，一种迫使编辑部自

己公布对自己的判决的手段。”

这一陛下内阁指令虽然承认书报检查制度不完备，但是它并没

有下令查封具有有害意图的报纸，相反，它把更正报纸错误的工作作

为对付撒谎和欺骗的倾向的最有效的手段托付给有关当局。

这段叙述充分表明，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在利用根据１８１９

年书报检查法令第１７条规定当然属于它们的权力，采取一种在普鲁

士新闻出版史上前所未有的措施时，违反了普鲁士全部新闻出版立

法的精神，否定了从陛下的自由决定中产生出来的新闻出版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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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从１８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的书报检查法令第２条以及１８３３年１２

月１８日部颁指令可以看出，从前的新闻出版立法的观点是，为了对

付报刊的公开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违法行为，书报检查是一种合

适的、足够的手段，为了对付不可理解的和隐蔽的不良倾向，它劝人

们在发放许可证时要谨慎行事，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２４日的书报检查令显

然是同后一种观点相联系的。从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２４日的书报检查令，

尤其是从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１４日的陛下内阁指令可以看出（随着这一指

令的颁布，普鲁士报刊开始了一个辉煌发展的新时代），像１月２０日

指令所说的经常地、始终一贯地奉行敌对方针的那部分报刊，几百年

来在英国一直存在着并且被这个国家最明智的政治家看作同政府本

身一样是最有成效的国家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的那种报刊，总之，就

是反对派报刊，在普鲁士终于获得了被法律所承认的存在，对这些报

刊强行加以压制是不符合现代新闻出版立法的精神和国王陛下的意

愿的。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

版第１部分第１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版第１部分

第１卷翻译

１８９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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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报社非常全体会议记录
２４３

１８４３年２月１２日

在１８４３年２月１２日非常全体会议上讨论。

出席的先生有：责任编辑雷纳德；理事格·荣克、达·奥本海姆；

监事会主席法伊博士；监事会成员克莱森博士、施图克博士、托梅博

士、陪审官毕尔格尔斯、迈尔律师、哈恩先生；马克思博士、康普先生、

卡尔·施泰因先生、上诉法院参事莱斯特先生、约·雅·冯·拉特先

生、德斯特尔博士先生、哈斯博士先生、Ｇ．Ｆ．埃施先生、奥本海姆先

生、马林克罗特先生、弗·Ｃ．霍伊泽尔先生、约·米尔亨斯先生、普

拉斯曼先生、菲·恩格斯先生、卡·海因岑先生、卢·康普豪森先生、

格奥尔格·霍伊泽尔先生、考夫曼先生、约·黑尔施塔特先生、约·

布瓦瑟雷先生、威·布瓦瑟雷先生、布瓦马先生、赛·伯·科恩先生、

Ｊ．德．永格先生、克里斯蒂安斯·冯·奥弗拉特先生、约·威·狄茨

先生、屈恩先生、卡尔·恩格斯先生、吕布先生、蒂·格伯尔斯先生、

Ｊ．霍斯特先生、冯·洪特海姆先生、约·赫尔曼斯先生、Ｈ．赫尔维茨

先生（由赫兹先生代表）、布勒默律师先生（由候补官员谢勒尔代表）、

Ｗ．屈恩先生、Ｍ．莫雷尔先生、Ｊ．弥勒先生、奥克瑟－施泰恩先生、Ｂ．

赖沙德先生、约·彼·冯·拉特先生、Ｊ．李特尔先生、卡·赖姆博尔

德先生、Ａ．罗格先生、Ｊ．Ｂ．里克先生（代表本人并且作为公证人本德

２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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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马赫的代表）、施图克博士先生（作为亨·鲍恩达尔的代表）、Ｊ．弗

·泽尔迈耶先生、泽利希曼律师先生、维·维尔先生、爱·瓦伦康普

先生、Ｃｈ．韦尔克先生、安·楚恩茨先生（波恩）。

监事会主席法伊先生宣布会议开始，并作报告，在报告中，他详

细叙述了部颁公告怎样成为召开今天会议的原因，成为官僚主义的

国家政权和社会舆论之间的原则斗争的表现。人民根据法律和许诺，

根据１８０７年至１８１５年过去的一段经历以及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

世登基时重新激发出来的希望和意愿，要求参与立法。人民和国家政

权之间的这种争执在新闻出版中表现出来了，而部颁公告总的说来

就是针对这一表现的。

奥本海姆先生强调指出，查封《莱茵报》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在去

年１１月１２日以前没有提出过任何警告，是的，没有过提出这类警告

的任何最微小的迹象。接着，奥本海姆先生宣读了总督沙培尔先生

１１月１２日颁布的公告以及受总督府委托由行政区长官格尔拉赫先

生所作的其他表白，还有随后责任编辑雷纳德先生所作的答复，最后

是雷纳德先生向总督府递交的呈文和随后总督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９

日所作的答复。

编辑部对最后一个公告没有作答复，因为编辑部过去一直深信，

现在仍然深信，总督府就《莱茵报》的营业许可证所提出的前提是错

误的和不合法的。

接着，奥本海姆先生宣读了行政区长官格尔拉赫先生今年１月

２４日发布的命令２４４，他强调指出有关各部所制定的措施是不合法

的，并提请全体会议决定，针对这种不合法性进行商讨并采取适当的

措施。在接着由克莱森博士先生宣读的备忘录中，对这种不合法性本

身作了更加详细的说明，为了这个目的还引用并阐明了科隆政府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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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１７日的命令。

法伊先生要求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并且作出决议，而且还向会议

介绍了监事会内部进行讨论的情况，整个监事会要求把下述声明作

为其讨论的结果记录下来。

哈斯博士先生在开始讨论时作了如下发言：十天以前有几位股

东在皇家饭店聚会，起草了一份请愿书。我在那份请愿书上签了名，

现在希望知道其结果。

奥本海姆先生回答说，名单还没有收齐。

洪特海姆先生：我们的目的是让大家共同努力，使《莱茵报》能够

继续出版。为了达到撤销部颁决定的目的，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呢？发

言人不想去探究合法或不合法的问题。即使１月２０日的公告被撤销

了，《莱茵报》的出版也将继续不受有关各部的欢迎。根据现有的法

律，随时都可能吊销已经发给的许可证，有关各部肯定会作出这种关

于吊销许可证的决定。因此，就产生一个问题，符合部的愿望的步骤

能否同股东们的尊严协调一致？首先，可以通过让监事会的个别成员

退职，通过任命一个新的编辑部来达到这个目的。关于倾向，发言人

不想详细地谈论，而是说：“我们应该向当局争取自己的权利，我们必

须坚持正确的立场。但愿监事会的一位成员能够发表意见，说明怎样

能够向部里作出这种让步，以确保报纸继续出版。”

荣克先生：大概不可能知道，部里将要求作出什么样的让步。《莱

茵报》是一个党派，它必须成为自由的和深受欢迎的党派。如果我们

迎合有关各部的要求，我们就必须开始过一种新的、同以前的生活相

矛盾的生活，只有监事会的少数成员将同意这样做。首先由于全省纷

纷递交请愿书，可以期望部颁公告将会撤销。

马克思先生认为，通过宣读下面这篇官方的文章可以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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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表现在，如果人们想要与执政的自由派最高当局取得谅解，倾向

就必须改变。

克莱森先生：我赞成洪特海姆先生对报纸继续出版所发表的意

见；但是不认为通过更换编辑将会达到目的。洪特海姆先生承认，部

颁指令包含手续上的缺陷。但是他认为，有关各部随时有可能改正

这种缺陷。从我宣读的备忘录可以看出，吊销已经发给的许可证是

完全违反普鲁士立法的精神和陛下的意图的。陛下表示允许一个彻

底的反对派存在。先生们，我代表监事会向你们提出建议，把根据

要求国王作出最高决定的下述请愿书起草的刚才宣读的备忘录呈交

给国王陛下。接着，克莱森先生宣读了下述请愿书。先生们，我认

为，可以相信，你们有关法律条文的观点将同备忘录的动机相一致，

只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否应该作出决定，还要采取其他步骤来维护

《莱茵报》。      

莱斯特先生问，为什么１１月没有把备忘录递上去。

奥本海姆先生回答说，没有理由可以认为，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

各部会发表像现在事实上已经发表的这种论断。

毕尔格尔斯先生：如果我说，在创办《莱茵报》时指导我们的动机

就是要办一家完全独立的报纸，我认为我是表达了大家共同的信念。

为了确保这种独立性，才由股东们选出了理事和监事会。理事和监事

会头脑里所考虑的、内心里所感受的倾向必须表达出来。我们曾经作

出决定，要鲜明而自由地表达和代表我们为了祖国的利益而最有效

地坚持的那些原则。这些原则同目前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原则发生了

矛盾。这种倾向造成的结果是当局压制报纸。我现在要问，报社观点

的原来的独立性是否将保持下去？即使陛下不赞成实行这种倾向，对

指导原则肯定将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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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普先生：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了洪特海姆先生的意见的话，那么

他是认为，探讨合法性和不合法性不可能带来什么结果。我同意这种

观点，并且主张向陛下递交一份呈文。但是，我可以声明，我不赞成刚

才提出的那份文稿。我认为，今天主要的问题看来是，股东们是否在

内容和形式上都赞成《莱茵报》至今所遵循的倾向和原则。刚才提到

了反对派的报刊。我理解，只有在一个立宪制的国家中，但不是在我

们这个君主制的国家中，才会有这种权利。我们把我们的自由归功于

恩赐，当我们有节制地利用这种自由的时候，我们的观点往往会被宪

法大量地接受。许多高级官吏当着我的面夸奖《莱茵报》的倾向，但是

指摘报纸的语调、形式、生硬的文体。如果股东们赞成报纸的语调，那

就必须继续这样做。如果你们不赞成报纸的形式和语调，那么这种不

赞成将很容易引起有关各部所喜欢的变化。我们全都愿意坦诚地讨

论各种国内和国外的事务。但愿会议能作出决定，对这种坦诚的讨论

应该怎样理解。

荣克：全体会议没有权利让坦诚讨论的形式屈从于对这种形式

的批评。各位理事是《莱茵报》的经办人。报纸是以现在这种形式兴

旺起来的，并且以令人惊讶的速度获得了预想不到的大量读者。这是

现在的经办人的功绩，从商业观点来看，我们确实是称职的。但是，我

决不是想要拒绝探讨报纸的倾向。先生们，我要向你们重复说一遍，

我们的报纸过去是，而且必须是一家党派的报纸，无论从信念的观点

来看，还是从商业利益的观点来看，都是如此。唯有沿着已经开辟的

道路走，才可能取得已经达到的结果。《莱茵报》已经成为德国自由派

的武库。没有激情就不会有斗争。任何喊叫，呼吁前进和后退的喊叫，

在这里都无济于事；在斗争中是瞬间决定问题。先生们，你们不能指

摘具体的细节。你们或者完全拒绝我们的意见，或者完全接受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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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

泽利希曼先生：《莱茵报》并不期望在经济上获得赢利，而是要成

为特定倾向的代表机关。因此，会议有权利质问理事们，你们是否代

表了我们的倾向？先生们，《莱比锡报》是由陛下下令查禁的１６２。查封

《莱茵报》更是必定经过陛下同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一份请愿

书不会有什么效果。

我要在这里公开声明，在我看来，过去《莱茵报》并不符合国家当

局的正当要求。现在我们必须退回到国家当局为我们规定的界限之

内来。那样我们才能够从这种立足点出发去争取进一步发展的权利。

原则斗争并不是同眼前利益相适应的。今天，全体会议必须向理事们

提出要求，要他们回到当局所规定的自由讨论的界限之内来。如果现

任理事们不愿意这样做，全体会议就必须选举新的理事。我们必须在

这里作出承诺，回到前面提到的界限之内来，以便确保报纸的继续出

版。

阿·奥本海姆先生：我们大家都希望尽可能避开《莱茵报》所遭

受的打击。根据章程的明确规定，今天我们没有权利让《莱茵报》的倾

向屈从于一种批评。股东们已经放弃了确定倾向的权利。全体会议

唯一能做的事是更新监事会。甚至连《莱茵报》的最热心的拥护者大

概也会承认，过去报纸的形式有点生硬，对柏林有所冒犯。最后那位

发言人的建议可能会导致报社的解体。我认为，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把

请愿书加以修改。如果当局的剑转过来对着我们，那么我们就必定会

失败。让我们匍伏于御座之前，承认我们股东们不赞成报纸的有些生

硬的色彩，但是我们要求获得现有的权利，并且基于这一理由恳请陛

下取消查封的命令。

无疑可以设想，面对这种请愿书，将会作出我们所期望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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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期望，将来理事们和监事会将会避免采取

这种生硬唐突的态度。

米尔亨斯先生：我必须坚持一点，就是报社要声明它是否赞同报

纸的倾向和实现这一倾向的形式。只有这样，才能根据一定的精神去

起草请愿书。

奥本海姆先生：我们怎么能够通过多数票来决定报纸的倾向呢？

理事们和监事会可能会拒绝这种决定。而且对现在的倾向表示不赞

成会造成什么结果呢？那样一来，现在的《莱茵报》就会完蛋，一家跟

现在的如此富有成果的报纸不同的、完全另一个样子的报纸将会出

现。在这里要问，为了确保报纸能继续出版，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明智

的办法？

米尔亨斯先生：我坚信，投票表决的结果是一致赞成报纸的倾

向。唯有形式可能会遭到反对。

莱斯特先生：编辑部是否仍然认为，它不可能在形式上作任何改

变？如果它仍然持这种意见，那么我反对向陛下递交任何呈文，因为

这是完全没有效果的步骤。只有深信自己的信念是真理的人们，才能

用温和的、打动人心的话语，而不是用尖刻的、讥讽的话语来表达自

己的信念。我们不否认，改变特定人物的语言是困难的。

毕尔格尔斯：我认为，想要把《莱茵报》的形式看作是它遭到查封

的原因的观点是错误的。在部颁公告中找不到一个字来说明这一点。

加到我们头上的完全是另外一些罪名。有人可能会感到怀疑，这些原

则是否仅仅是借口，而报纸的形式才是遭到查封的真正原因？但是，

遗憾的是，一年来在国家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都证明，被《莱茵报》作

为标准树立起来的倾向，到处都遭到彻底的压制，被迫保持沉默。按

照我的看法，或者是国王方面完全不赞成部颁公告，或者是《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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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坚持其现在的原则的情况下必定要完蛋。

毕尔格尔斯：先生们，我们有比金钱的考虑更加高尚的东西。我

们本来想要使一种原则获得成功。我们不能放弃这种原则。

霍伊泽尔：观点愿意是什么样的，就可以是什么样的，但是无论

如何明智要求由股东们谴责报纸形式中生硬的东西。

冯·洪特海姆：毕尔格尔斯先生已经说明，有关各部谴责的不是

报纸的形式，而是倾向错误。我们作为股东有两派，即理事们和监事

会以及有关各部。这两派如果不在各自的基本原则上放弃一点东西，

能够取得一致吗？这个题目是由克莱森博士的假设所提出来的。是

应该在现在提出来的请愿书上签字呢，还是也许应该把它加以修改

呢？我想提出一个修改意见，就是股东们到有关各部去尽力斡旋，使

《莱茵报》在现在这种受双重书报检查的情况下从４月１日起能够再

继续出版三个月。

康普豪森先生：派人亲自到京都去疏通将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走

这条路子才能摸清有关各部的要求。

迈尔先生：监事会不认为，《莱茵报》由于其生硬语调被揭露而

接受一种明智的措施，是某种受到侮辱的事情。但是，有关各部的

公告严重侵犯了我们的荣誉、我们的权利，我们怎么能够向有关各

部要求报纸再继续出版三个月呢？是的，《莱茵报》以它现在这个样

子已被严重曲解，以致它以这个样子继续出版只能毁掉以前所赢得

的声誉。     

哈斯先生：我再重复一下先前一位发言人提出的问题，理事们和

监事会成员是否不希望按全体会议所明确表达的意见去修改他们的

观点？因此，应该不会造成可能损害经办人荣誉的牺牲。我声明反对

亲自到柏林去疏通。这种作法肯定不会有什么结果。有关各部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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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别人来教训它们。这样做的时机还不成熟。

考夫曼先生：我们大家都想要保住报纸。指摘报纸的倾向达不到

这个目的。我希望在请愿书中详细说明辩护的根据。

海因岑先生：我认为，报社就下列几点达成了一致意见。有关各

部的公告损害了股东们的权利，即使我们不赞成理事们和监事会所

代表的倾向，也是如此。报纸的倾向可以在应该更换监事会的下一次

全体会议上加以研究。如果我们认为监事会犯有过错，那么关键就在

于现在向有关各部提出保证，而通过指明不久就将举行的新选举可

以答应提供这种保证。这种保证是可能提出的唯一保证。因此，我向

你们建议，在现在的请愿书中加进如下一段话①。

泽利希曼先生：我向你们建议，彻底放弃向国王递交请愿书的方

案，不向国王直接递交呈文，而向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递交呈

文，而且是通过行政区长官格尔拉赫先生转递上去。负责书报检查的

有关各部如果没有接到以前要求的报告，肯定不会作出决定。遵照正

常的行政程序办事，不可避免要耽误时间。我认为，向国王直接递交

呈文是违反宪法的，因为我们越过了低级主管机关，立即诉诸最高当

局。这种违反宪法的步骤将会得罪有关各部。因此，我向你们建议向

那些部递交呈文，特别是因为这里根本不能指望陛下会反对他的大

臣们所采取的步骤。

康普先生：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股东们的职权和权限。今天上午

我们听到有人说，股东们只应该对报社的商业情况作出决定。现在根

据章程，股东们还具有其它一些权利。我们首先来确定股东们的权

利。因此，我建议通过一项关于股东们是否有权对报纸的倾向作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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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决议。

奥本海姆先生：股东们有权利按照他们所喜欢的任何意愿起草

请愿书。如果他们喜欢的是一种同我们的荣誉、我们的信念不协调

的稿子，那么人们就不能要求我们在这种请愿书上签字。我认为，表

示不赞成报纸倾向的主张，从股东们的利益来看并不是好的选择。尽

管人们可以指摘报纸的生硬形式，但是要考虑到，报刊的比较自由

的发展还是新事物，任何一种新的机构都不可避免要发生失

误。          

哈斯先生：我想排除理事们、监事会同股东们之间的对立。让

我们设法为了这个机构的权益促成各种利益的一致吧。

奥本海姆先生：我们很乐意把起草请愿书的事托付给你们，但

是并不因此而让你们对管理机构的任何行为负责。

莱斯特先生：股东们的权利被理解得太狭窄了。按照章程规定，

全体会议有权利让监事会，并间接地让理事们服从它的意见。

奥本海姆先生：我并不想否认股东们有批评管理机构的权利，但

是我认为他们没有直接干预管理机构所采取的措施的权利。

荣克先生：全体会议可以很方便地在请愿书中说，它要利用自

己的影响使编辑部按部里的意愿发生变化。

康普先生：正因为这个原因，首先必须对全体会议的职权作出

决定。

荣克先生：全体会议不能强迫理事们遵循一定的倾向。全体会

议只能间接地通过监事会的选举来发挥影响。

克莱森先生：理事们已经声明，只要部里要求作出与理事们的

观点不一致的让步，如果全体会议同意这种让步，他们准备辞

职。         

１９９莱茵报社非常全体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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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允许我向你们对今天上午宣读的请愿书提出下列修正意

见①。

哈斯先生：全体会议有权利表示赞成和谴责，我必须最明确地表

明态度，我主张维护这种权利。

泽利希曼先生：《莱茵报》以前一直致力于传播立宪思想并推动

群众参与立法，今天群众是否无权发挥作用？管理机构只不过是全体

会议意志的表现，这种意志可以经常起作用。

康普豪森先生：我也认为，理事们和监事会对自己和全体会议的

职权理解得不够清楚。我认为，全体会议的权限比理事先生们所认为

的要宽得多，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问题有什么实际意义。如果全体会

议表示谴责，那么我认为，作用总是相同的，无论权限是否会遭到否

认。问题将仅仅在于，全体会议是愿意接受对请愿书提出的修正意见

呢，还是不愿意接受？

冯·洪特海姆先生：我认为，全体会议作出决定的权利是不容否

认的。当然，在章程中对于倾向，对于股东们的倾向是否应该由管理

机构来实现，并没有作任何规定。但是，事情本身已经提供了这种前

提。我认为，海因岑先生的建议最适合于重新实现股东们的职权。但

是，我并不认为那个建议是切实可行的，因为我们将难于为监事会找

到新成员。我再重复一下我的建议，即向部里提出要求，允许从４月

１日起延长三个月的期限。我认为，双重书报检查决不能成为报纸继

续出版的障碍。

法伊先生：在这里，我们在解释章程方面意见并不一致。而决定

采取一定的步骤和措施，我们是一致的。我首先提出问题：请愿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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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应该直接递交给国王？

对这个问题，会议一致作出肯定的回答。

法伊先生：今天宣读的备忘录是否应该同时与请愿书一起递上

去？

全体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备忘录的决议。

法伊先生：请愿书应该以现在的形式通过呢，还是根据修正意见

加以修改？

全体会议决定，首先把在讨论中作了说明的修正意见提交表决。

根据这个决议，克莱森博士先生提出了下述修正意见。

全体会议以多数票赞成把这种修正意见加进去。马克思博士、荣

克、毕尔格尔斯先生表示反对这种修正意见。

康普先生提出，删去关于报社出巨资的那一段话。康普先生放弃

把这一修正意见提交表决。

接着，法伊先生提出对请愿书（包括上述修正意见）进行表决。

全体会议以多数票决定采纳经过修改的请愿书。

法伊先生：现在全体会议要表明态度：请愿书是应该由代表团亲

自呈送给陛下呢，还是通过邮局寄去。如果全体会议主张由代表团呈

送，法伊先生要求选举一个委员会，以便委托这个委员会同被派去参

加代表团的报社成员进行谈判。

康普先生认为，这个代表团不会取得成效。

荣克先生：我完全同意康普先生的意见。部里将要求作出我们不

可能同意的让步，并且对代表团提出比其他途径更苛刻的要

求。           

克莱森先生表示赞成派代表团，因为这样一来，洪特海姆先生关

于延长三个月期限的修正意见也就得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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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拉特先生表示赞成派代表团，以便无论如何用这种办法促

进延长期限。

毕尔格尔斯先生：由于派代表团，报纸的声誉会在公众舆论中受

到严重的损害。柏林对布罗克豪斯先生的步骤２４５的判决就足以作为

这方面的榜样了。

冯·洪特海姆先生建议委托《莱茵报》的一个朋友把请愿书递到

柏林去。

康普豪森先生：我不同意毕尔格尔斯先生的观点。但是，我也认

为不必授予代表团以绝对的全权。

冯·洪特海姆先生：一切都取决于人员的选择。

法伊先生：我现在把关于是否应该由代表团递交请愿书的问题

交付表决。

哈斯先生赞成冯·洪特海姆先生的建议。

荣克先生：我认为，如果《莱茵报》４月１日停刊，不久禁令也得

撤销，这不是一种不幸。那样一来，《莱茵报》本身就会按其真正的本

性重新复活，它肯定立即又能重新赢得自己的读者。但是，如果《莱茵

报》依从于双重书报检查和官方宽恕而有气无力地勉强存在下去，它

肯定将会失去读者。

冯·洪特海姆认为，是否委派代表团，是理事们和监事会的事

情，有关人员的选择也必须完全委托他们去做。

在对是否应该委派代表团的问题进行表决时，表示赞成委派代

表团的有６１票，表示反对的为５３票。因此，以多数票作出决定委派

代表团。根据这一决定，全体会议委托理事们派出代表团，费用由报

社承担。理事们接受这一委托，同时如果他们在下个星期内无法找到

合适的代表团，保留以书面形式寄出请愿书的权利。在通过这个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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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主席法伊先生宣布今天的全体会议闭幕。

  记录——古·梅维森；Ｍ．考夫曼、施图克博士、威廉·布瓦

瑟雷、海因岑、亨·哈恩、伊·毕尔格尔斯、格·法伊、古·

马林克罗特

１８４３年２月１２日于科隆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

版第１部分第１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版第１部分

第１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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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报社例行全体会议记录
２４６

１８４３年２月２４日

律师、法律顾问法伊先生以监事会主席的身分宣布会议开始并

提出了要提交今天会议讨论的几个问题。同时他代表监事会建议，鉴

于报社所处的非常情况，推迟举行例行全体会议，并且责成监事会

在３月份召开例行全体会议并提前两三天发出邀请，或者确切地说，

继续举行不定期推迟的会议。接着，法伊先生报告了各地提出的要

求让《莱茵报》继续出版的请愿书的效果。经理康普先生赞成监事

会的建议，他只是认为，像监事会的建议所打算的那样，提前几天

通知开会是合适的。上诉法院参事莱斯特先生希望现在就确定一个

确切的日期，而律师迈尔先生指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召开会议

取决于前往柏林的代表团的报告。莱斯特先生认为监事会的建议是

违反章程的，因为章程规定应提前十四天通知开会。康普先生希望，

把今天会议的决议在报纸上公布，法伊先生赞成这个意见。监事会

的建议被通过并规定，在通知开会和召开全体会议之间至少应该有

三四天时间。同时规定，通过报纸把本决议通知各位股东先生，并

且在发出邀请时每天把邀请书登在报纸上。本记录由负责此事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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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尔博士整理，经宣读、同意并按照章程签字。

  德斯特尔博士、约·恩·雷纳德、格·法伊、泽利希曼、威廉

·布瓦瑟雷、马克思博士、古斯塔夫·梅维森、荣克、迈尔律

师、古·马林克罗特、毕尔格尔斯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

版第１部分第１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版第１部分

第１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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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是马克思的博士论

文。马克思于１８４１年３月底完稿，４月６日寄给耶拿大学哲学系，并于４月

１５日，在本人未到场的情况下，以这篇论文获得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

位。      

马克思选择这个题目是为了阐述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１９世纪３０年代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首次提出了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派是

古代的自我意识哲学家的观点。以布·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不仅接

受了黑格尔的观点，而且超越了他们的老师，驳斥了当时的哲学史编纂学对

这些体系的贬低和曲解，利用这些哲学体系表达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

要求，从而也论述了他们自己的哲学观点。

１８３９年初，马克思开始全面研究伊壁鸠鲁的哲学，作为研究的成果，最

晚到１８４０年初产生了七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这七本笔记摘录了

伊壁鸠鲁哲学的精髓，总结了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哲学界的争论，并提出了应该

解决的问题，其中涉及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及其同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关

系，以及它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的联系，但是二者的差别还没有像后来

在博士论文中那样成为重点。在这七本笔记以后，马克思扼要地写了几条关

于伊壁鸠鲁的原子学说的意见。另有一份手稿批判分析了普卢塔克对伊壁

鸠鲁神学的论战，其中只有第三张流传下来了，这个片断以前是作为博士论

文的《附录的片断》发表的，其实它在马克思尚未开始写博士论文时就已写

成，它不属于博士论文，而可能是失传的一部研究古代哲学著作的一部分，

因此未收入本卷。

１８４０年，马克思专门研究了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

哲学的差别。根据鲍威尔１８３９年底和１８４０年初的几封书信来看，这时马克

思正在研究海尔梅斯主义，还打算出一本书对它进行哲学的批判。可见，马

克思动笔撰写博士论文大概是在１８４０年下半年。

论文题目确定以后，马克思就深入钻研古代文献，以便首先分析德谟克

利特的自然哲学。如果把博士论文中的直接引文和间接引文同《关于伊壁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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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哲学的笔记》中的摘录加以比较，可以看出这些笔记只是为博士论文提供

了必要的资料。论文中有些引文抄自笔记，有些引文则经过马克思重新研

究。而关于德谟克利特的最重要资料的引文都是笔记中所没有的。马克思广

泛地挖掘当时能找到的所有关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资料，从而掌握

了当时的全部学术资料。可惜在准备写作博士论文时所写的摘录笔记和草

稿，都没有保存下来。

１８４１年３月底，博士论文完稿了。论文的题目是《论德谟克利特的自

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在保存下来的稿本的目录中也是这

样写的，而获得博士学位后写在封面上的题目则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

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现存的博士论文本身是一份不知由何人抄

录的、经马克思修改补充的不完整的稿本。这显然是在３月底以前就已写成

准备付印的那个稿本。为此马克思写了献词和序，但这里缺少论文目录中所

提到的第一部分第４章、第５章和附录第２章的注释。

这篇博士论文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它第一次发表在弗·梅

林编辑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的

遗著》１９０２年斯图加特版第１卷，但是删掉了绝大部分附注。全文第

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２７年历史考证版第 部分第１卷第

１分册。——３。

２ 伊壁鸠鲁主义是公元前４—３世纪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因

其创始人伊壁鸠鲁在雅典自家花园中宣讲他的原子说和无神论，也

称为花园学派。

伊壁鸠鲁哲学包括物理学（关于自然界的学说）、准则学（关于认

识的学说）和伦理学。伊壁鸠鲁对自然界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进一步发展

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学说，认为原子有三种运动：直线式的下落运动、脱

离直线的偏斜运动和由此产生的碰撞运动，从而提出了物质运动的内在源

泉思想。在认识论上，他认为感觉是判断真理的标准。在伦理学方面，伊壁

鸠鲁认为，由于组成人的灵魂的原子具有脱离直线作偏斜运动的倾向，因而

人的行为有可能脱离命定的必然性，获得意志和行为的自由。他斥责对神的

崇拜和迷信，蔑视命运，强调事在人为，认为人类行为的目的是从痛苦和恐

惧中解放出来，求得快乐，快乐是幸福生活的目的，是善的唯一标准，人应

当通过哲学认识自然和人生，用理性规划自己的生活。在社会政治观点方

面，他首先提出了原始的社会契约说。——１１、２１２、４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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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斯多亚主义是公元前４—３世纪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因其

创始人芝诺通常在雅典集市的画廊讲学，又称画廊学派（画廊的希腊

文是“ｓｔｏａ”）。

斯多亚派哲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以伦理学为中心，逻辑学

和物理学只是为伦理学提供基础。这个学派主要宣扬服从命运并带有浓厚

宗教色彩的泛神论思想，其中既有唯物主义倾向，又有唯心主义思想。早期

斯多亚派认为认识来源于对外界事物的感觉，但又承认关于神、善恶、正义

等的先天观念。他们把赫拉克利特的火和逻各斯看成一个东西，认为宇宙实

体既是物质性的，同时又是创造一切并统治万物的世界理性，也是神、天命

和命运，或称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受天命支配，人应该顺应自然的

规律而生活，即遵照理性和道德而生活。合乎理性的行为就是德行，只有德

行才能使人幸福。人要有德行，成为善人，就必须用理性克制情欲，达到清

心寡欲以至无情无欲的境界。中期斯多亚派强调社会责任、道德义务，加强

了道德生活中的禁欲主义倾向。晚期斯多亚派宣扬安于命运，服从命运，认

为人的一生注定是有罪的、痛苦的，只有忍耐和克制欲望，才能摆脱痛苦和

罪恶，得到精神的安宁和幸福。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思想为基督教的兴起准

备了思想条件。——１１、２１２、４５２。

４ 怀疑主义是公元前４—３世纪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代表人物有皮

浪、阿克西劳、卡内亚德、埃奈西德穆及恩披里柯。

怀疑派哲学是对客观世界和客观真理是否存在、能否认识表示怀疑的

哲学学说。它认为事物是不可认识的，因为对每一事物都可以有两种相互排

斥的意见；既然人们什么也不能确定，就应该放弃判断，放弃认识，平心静

气地求得精神的安宁。怀疑主义揭示了人们认识中的矛盾，在认识史上有一

定的意义。但是它反对唯物主义，不相信理性的力量，否定科学知识，实际

上为宗教迷信和神秘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条件。——１１、２１２。

５ 科本《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是献给“朋友、特里尔的卡尔·马克

思”的。科本在该书１８４０年版第３９页上写道：“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

义和怀疑主义是古代有机体的神经系统、肌肉系统和内脏系统，它们的直接

的自然的统一决定了古代的美和道德，它们也随着古代的衰亡而瓦解。”

——１１。

６ 马克思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论哲学家的生平》第１０卷第１２３页，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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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伊壁鸠鲁致梅诺伊凯乌斯的信中的一段话；这段引文以及下面引自埃斯

库罗斯著作的引文，马克思是用希腊文摘抄的。——１２。

７ 鲍威尔在１８４１年４月１２日的信中建议马克思不要把超出“哲学发展”的埃

斯库罗斯《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中的诗句（即“我痛恨所有的神”）放

进博士论文，认为这样将不利于马克思谋求波恩大学的教职。——１２。

８ 昔勒尼派是公元前５世纪古希腊小苏格拉底学派之一，其创始人为苏格拉

底的学生，昔勒尼的亚里斯提卜。这个学派接受并发展了苏格拉底关于善的

概念，认为人们天生追求的快乐就是善，人不能被快乐所支配，应该主宰快

乐。昔勒尼派的学说对伊壁鸠鲁的伦理学有一定的影响。——１５。

９ 昔尼克派是公元前３世纪古希腊的一个主张自然主义的哲学学派，又译“犬

儒学派”，由安提斯泰尼所创立。这个学派崇尚自然，但是把自然和社会绝

对对立起来，认为一切人间的文明享受都是有害的，理想的生活应是极端简

朴的原始生活，提出“德行本身就是幸福”，主张屏弃一切人间的享受。昔

尼克派对后来的斯多亚派有一定的影响。——１５。

１０ 亚历山大里亚哲学指公元３—６世纪流行于古罗马的新柏拉图主义，是由

亚历山大里亚的阿·萨卡创立的一个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亚历山大里亚哲

学以柏拉图哲学为基础，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学派、斯多亚派和毕达哥拉斯

学派和东方宗教神秘主义的观点，反映了罗马帝国衰亡时期奴隶主贵族的

思想。——１５。

１１ 七贤是指米利都的泰勒斯、米蒂利尼的皮达科斯、普林纳的比亚士、雅典的梭伦、

斯巴达的奇仑、科林斯的柏连德、罗得岛的克莱奥布洛斯。——１７。

１２ 《论哲学家的见解》虽然以普卢塔克的名义流传下来，但并不是出自他的手

笔，而是另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写的。——１９。

１３ 各个综合性科目在古代是指语言文学、辩证法、论辩术、音乐、算术、几

何、天文学。——２３、６９。

１４ 迦勒底人是西亚的一个民族，在希腊罗马世界用以称呼东方的天文学家和

占星术士。——２３、６９。

１５ 裸体智者是古希腊人对古代印度的哲人和裸身独居深林冥思默祷、禁欲苦

修的宗教信徒的称呼。——２３、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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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心灵的宁静（Ａｔａｒａｘｙ）是古希腊伦理学的概念，又译“不动心”。在伊壁

鸠鲁的伦理学中，这是生活的最高理想，是通过认识自然、摆脱对神和死

亡的恐惧而达到内心自由的哲人所处的至善状态。——２８、５７。

１７ 按博士论文的目录，下面应该是第１部分第４章、第５章，但这两章的手

稿没有找到。——２９。

１８ 马克思１８３７年秋读过约·约·温克尔曼的著作《古代艺术史》（１７６７年德

累斯顿版）并作了摘录，该书第２册中有这样一段话：“雄浑伟岸的神灵的

美就在于既有成年人的遒劲膂力，又有青年的欢快愉悦，而且还像如花少

年那样肌肤致密，毫不突筋露腱。但是神灵显得恬淡知足，不需要常人为

滋补身体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伊壁鸠鲁对神的形象的看法，他让神没有

躯体，但有近似躯体的东西，没有血，但有近似血的东西，这是西塞罗所

茫然不解的。”——３５。

１９ 希尔卡尼亚海是里海的古称。这里指的显然不是希尔卡尼亚海的鱼，而是

希尔卡尼亚人或吃这种鱼的人。——３６、８３。

２０ “原子规律”这一术语在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中并未出现，显然是马克思

自己提出来的。他在写《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时，为了给伊壁鸠鲁

的“原子偏离直线”下定义，曾研究卢克莱修的观点，并使用了这个术语。

——３６。

２１ 这些批评家可能指德国哲学家纽伦贝格尔和德国语言学家施奈德尔。他们的评论

见《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论生平、见解和格言》（由卡·纽伦贝格尔

分别以希腊文和拉丁文出版）１７９１年纽伦堡版和《伊壁鸠鲁的两封信里所包含的

物理学和气象学方面的意见》（希腊文本由约·哥·施奈德尔根据手写本和

印刷本校正和解释）１８１３年莱比锡版。——３９。

２２ 这里指的不是伊壁鸠鲁的学生朗普萨科斯的梅特罗多罗斯，而是德谟克利

特的学生希沃斯的梅特罗多罗斯。后者在一些文献中被误称为伊壁鸠鲁的

老师。在博士论文所附的注释中，在马克思引用的斯托贝的一段话里他也

被误称为伊壁鸠鲁的老师。《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第六个笔记本中也

有这段引文。——４９、８９、９０。

２３ 附注中所有的引文，马克思都是用原文即拉丁文和希腊文摘录的。马克思

撰写这些注释时并未注明他所引用的版本。在写博士论文时，他部分地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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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他的《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但是，他作笔记和写博士论文时所

利用的不是同一个版本，例如，作笔记时他利用的是１６４９年里昂出版的皮

·伽桑狄的《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论伊壁鸠鲁的生平、习惯和

见解〉注释本》，而在写注释时他利用的可能是与伽桑狄的版本出入很大的

１８３３年陶赫尼茨出版社的版本；此外，根据引文的修改情况来看，他在写

论文和注释时重新研究了有关资料。因此，这里的引文与《笔记》中的引

文也大有差异。——６５。

２４ 预想（Ｐｒｏｌｅｐｓｅｎ）这里是指由同一客体所引起的众多感觉中直接产生的概

念，这种概念构成了与此相关的言语的本来涵义。同感觉本身一样，这种

概念也具有明确性，可以成为继续研究的出发点；而从感觉和理性所证实

的判断中又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预想。——６８。

２５ 公元前１０１年，罗马统帅马利乌斯在韦尔切利战役中击败了入侵高卢和意

大利北部的日耳曼部落基姆布利人。

马西里亚人是指住在马西里亚（即现今法国的港口城市马赛）的居民。

马西里亚是公元前６００年一群来自小亚细亚的福西亚的希腊水手建立的

希腊移民地。——７４。

２６ 马克思把青年黑格尔派称作哲学上的“自由派”。１９世纪３０年代末，这一

派的激进代表布·鲍威尔、路·费尔巴哈、阿·卢格等人转到无神论立场，

从左的方面批判黑格尔哲学，并要求资产阶级的自由。——７６。

２７ “实证哲学”是１９世纪３０年代末至４０年代初德国哲学中的一个宗教神秘主义

流派。当时一批保守的德国哲学家（克·海·魏瑟、伊·海·费希特、安·君

特、弗·巴德尔）从右的方面批判黑格尔哲学。他们反对理性认识，认为神的

启示是“实证”知识的唯一源泉，企图使哲学从属于宗教。他们把宣布理

性认识是自己知识的源泉的哲学叫做“否定哲学”。——７６。

２８ 指的是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初的一批德国哲学家，他们为了批判黑格尔哲学，

企图复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以便改写哲学史，其最著名的代表就是１８３３

年起任柏林大学教授的阿·特伦德伦堡。１８４０年秋他出版了《逻辑研究》，

详细批判黑格尔哲学及其辩证方法。他过高地评价亚里士多德的神学观

点，根据这些观点创立了一套他自称为有机世界观的有神论理论。他还利

用了当时人类学和生理学的成果。马克思说的毛发哲学家、趾甲哲学家、脚

趾哲学家、粪便哲学家可能就是暗指这一点。——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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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指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的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给我一个坚实的支点，

我将把世界彻底翻转过来。”——７７。

３０ 瑞典自然科学家和通灵学家艾·斯维登堡把整个宇宙分为有限的物体和

永恒的神灵。一切神灵处于普遍的联系中，人的精神在人生前只是无意识

地参加这种联系。在斯维登堡看来，整个神灵世界体现了整个宇宙的普遍

一致性。他认为，整个神灵世界就是一个“最大的人”，他的头、躯体和四

肢各表现着神灵世界的在质上各不相同的领域。——７７。

３１ 《自然体系，或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规律》是法国唯物主义者保·昂·霍

尔巴赫的著作。作者为了不暴露自己，署了１７６０年去世的法国科学院秘书

Ｊ．Ｂ．米拉波的名字。——９８。

３２ 马克思引用的谢林《关于独断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哲学通信》和《论“自

我”是哲学的原则》都是１７９５年出版的。后来谢林放弃了进步观点，转到

宗教神秘主义立场，１８４１年被普鲁士当局延聘到柏林大学去消除黑格尔

学派特别是青年黑格尔学派代表人物的影响。——１００。

３３ 马克思引用的是黑格尔在１８２９年夏季学期开设的宗教哲学讲座的第１３

讲。——１００。

３４ 指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曾批判了证明神存在的各种方法。——１００。

３５ 指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就关于判断成份的逻辑意义的推论（主语、谓

语、系词“是”）所说的一段话：“一百个真正的塔勒里包含的东西丝毫也

不比一百个可能有的塔勒里包含的东西多。确实，因为可能有的塔勒意味

着概念，而真正的塔勒意味着物体及其假设本身，那么如果物体所包含的

东西比概念多，我的概念就不会表示整个物体，因而也就不会和物体相等。

可是，当我有一百个真正的塔勒时，我的财产就比我光有一个它们的概念

（即可能有的塔勒）时多。确实，在实际情况中物体不仅分析地包含在我的

概念中，而且也被综合地加到我的概念（它是我的财产的规定）中，而一

点也没有以我的概念之外的这一存在去增加这些想象中的一百塔勒。”

——１０１。

３６ 获得博士学位后，马克思再次试图发表他的博士论文，这篇新序言就是最

重要的证明。因为马克思在新序言中谈到“旧作”，所以，他只有在１８４１

年７月移居波恩后才能写这篇序言。而其中“自我意识的哲学家”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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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这篇序言是在与布·鲍威尔密切合作的时期，即最晚到１８４２年为

止写成的。此外，马克思对论文前面的给路·威斯特华伦的献词没有作任

何改动，而后者于１８４２年３月２日去世，可见，新序言应在这个日期之前

写成。——１０３。

３７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马克思写的第一篇政论文章，从此他作为

革命民主主义者开始了政治活动。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评论的是普鲁士政

府于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２４日颁布的新书报检查令。

普鲁士政府在１８１９年曾经颁布过关于实行书报检查的法令。１８３０年

七月革命后又增加了一些新的书报检查措施。１８４０年以后，普鲁士自由主

义反对派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要求日益强烈，为了适应政治形势的变化，普

鲁士政府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这项新法令使自由主义者产生了不切实

际的幻想，以为新闻出版自由的新时代即将到来。然而新的书报检查令只

是表面上不限制作家的写作活动，实际上它不仅保存而且还加强了反动的

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马克思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在于从政治上分析新闻

出版自由的必要性和普鲁士书报检查立法的性质，从而揭露新的书报检查

令的虚伪性。

马克思可能于１８４２年１月底或２月初着手写这篇文章。１８４２年２月

１０日马克思把它寄给阿·卢格，请他尽快登在《德国年鉴》上。卢格考虑

到这篇文章根本不可能送交检查机关，建议把它送到瑞士去出版，经马克

思同意后，该文于１８４３年２月在瑞士出版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

集》第１卷上发表。由卢格出版的这一文集（两卷集）除了马克思这篇文

章外，还收进了路·费尔巴哈、阿·卢格、弗·科本、布·鲍威尔等人的

文章。１８４３年３月２６日和２８日《曼海姆晚报》第７１、７２号以《追究倾向

的书报检查》为题转载了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１８５１年，这篇文章作为首

篇收入海·贝克尔在科隆出版的《卡尔·马克思文集》第１分册。该书出

版后很快就遭到普鲁士政府的查禁。——１０７。

３８ 新的书报检查法令是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１０日由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

四世下令起草、１２月２４日颁布的，由负责书报检查的内务与警务大臣，宗

教事务、教育与卫生大臣以及外交大臣三人联名签署，于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２７

日首次在政府通报上公布。１８４２年１月上半月，普鲁士各家报纸相继登载

了这一法令。——１０７、１３９、９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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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１８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书报检查法令即《关于应如何根据德意志联邦今年９月

２０日决议实行印刷品的书报检查的决定。自１８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起为期五

年》，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１８１９年柏林版第２０号第２２４—２３２页。——

１０７、３７９。

４０ 马克思引用的这段文字可能出自《就实行书报检查一事给王国各总督府的

通令。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２４日》，见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２７日《普鲁士王国内务管理

内阁通报》（柏林）内务部办公厅编，第２年卷第１５期第３３２—３３３页。——

１０７、３８０。

４１ １８１９年书报检查法令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如果某一作品的内容本身是

违法的，那么除此以外还要由法庭作出合乎法律的惩罚。在此，我们申明，

如果在国内对邦的法律和命令进行放肆而无礼的指责和嘲讽，那就不仅仅

是引起不快和不满的问题，而且由于发表这种违法的言论本身应判处六个

月至两年监狱监禁或要塞监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１８１９年柏林版

第２０号第２３２页）。——１１０。

４２ “风格如其人”是法国自然科学家乔·路·勒·布丰在１７５３年８月２５日

向法国科学院发表就职演说时说的一句名言。见布丰的《风格论》。——

１１１。

４３ “除了乏味的体裁之外，其余的一切体裁都是好的。”这句话出自伏尔泰

《浪子》一书的前言。体裁一词的法文是“ｇｅｎｒｅ”，既有“类型”的意思，

又有“体裁”的意思。伏尔泰本来是在前一种意思上使用这个词的。——

１１３。

４４ 联邦议会是根据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决议成立的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

联邦议会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奥地

利代表担任主席。这一机关并不是履行中央政府职能的，它是德意志各邦

政府实行反动政策的工具。在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时期，联邦议会和德意志联

邦一起不复存在了。——１１４。

４５ 联邦条例即《德意志联邦条例。１８１５年６月８日》。根据这一条例，３４个

德意志邦在形式上组成了德意志联邦，但是并没有消除德意志的分裂状

态，各邦的独立性及德意志诸侯的政治权力仍然得到承认。联邦条例第１８

条曾许诺联邦议会在举行首届会议时研究“制定有关新闻出版自由的统一

规定”，但是这一许诺只是一纸空文。——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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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德意志联邦是１８１５年６月８日在维也纳会议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

盟，最初包括３４个邦和４个自由市。联邦既没有统一的军队，也没有财政

经费，保存了封建割据的一切基本特点；德意志联邦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时期瓦解，１８５０年又重新恢复。在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期间彻底解体，后来

由北德意志联邦代替。——１１５、４２８。

４７ 盖有封印的上谕（ｌｅｔｔｒｅｓ ｄｅ ｃａｃｈｅｔ）是指以法国国王名义或受法国国王

委托拟定并盖有封印的公文，凭此上谕可以不经判决就把人投入巴士底狱

或其他国家监狱，甚至驱逐出境。自路易十四以来这种上谕主要被用来逮

捕或放逐政敌。１７８９年６月２３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法令废除了这种盖有

封印的上谕。——１１６。

４８ 指普鲁士官员受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委托同罗马教皇进行的谈

判，其目的在于调解普鲁士政府和天主教教会之间的冲突。这一通常被称

作“教会纠纷”或“科隆纠纷”的冲突是由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通婚所生

子女的宗教信仰问题而引起的。１８３７年１１月科隆大主教因拒不服从弗里

德里希－威廉三世的要求，违背普鲁士国家法律，许诺这类子女信奉天主

教而以叛国罪被捕，冲突就此开始。此后，天主教教会与普鲁士新教国家

之间的这场争执持续了数年之久，直到１８４２年５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

世统治时期，经过谈判才以普鲁士政府向天主教教会投降而宣告结束。马

克思在１８４２年７月９日致卢格的信中将这一结局称为“普鲁士在全世界

面前亲吻教皇的鞋子”。——１１８、２４０。

４９ 卡皮托利诺山是罗马城中一个设有防御工事的小丘，上面建有朱诺神殿。

传说，公元前３９０年，高卢人进犯罗马，夜袭卡皮托利诺山，朱诺神殿的

鹅被惊动，发出叫声，惊醒了守卫卡皮托利诺的士兵而使罗马城得救。——

１２８。

５０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

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是马克思为《莱茵报》撰写的有关第六届莱茵省

议会的几篇文章中的第一篇，开始撰写不早于１８４２年３月２６日，不晚于

４月２６日写成。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于１８４１年５月２３日至７月２５日在杜

塞尔多夫举行。马克思原打算就这届莱茵省议会辩论的下列几个问题写四

篇评论文章，即关于新闻出版自由问题；关于普鲁士国家和天主教之间的

宗教纠纷问题；关于林木盗窃法问题以及关于莱茵省限制地产析分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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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问题。从现有的材料来看，马克思共写出三篇关于省议会的文章，其

中第一篇和第三篇刊登在《莱茵报》上，第二篇即关于科隆纠纷问题的文

章因书报检查未能发表，其手稿至今下落不明；而第四篇文章马克思是否

写了，写得怎样和手稿处理情况，目前均不得而知。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议会辩论情况的辩论

是由于一些城市发生了请愿运动而引起的。会后在科布伦茨少量刊印了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供省议会议员个人使用。当年的《杜塞尔

多夫日报》还全部刊登了有关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情况，其他报纸也作了

报道。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利用这些材料进一步发挥了他在《评普鲁士

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阐述的思想，尖锐地指出，省议会和人民代议制之

间毫无共同之处，莱茵省议会违背人民的利益，维护等级特权。

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为《莱茵报》撰稿的开端。它分六次连续刊登在１８４２

年５月５、８、１０、１２、１５和１９日《莱茵报》第１２５、１２８、１３０、１３２、１３５

和１３９号。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各界人士中引起极大的反响。阿·卢格

试图转载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遭到书报检查机关的禁止，于是他将有关

章节编辑加工，附上一篇按语，以《〈莱茵报〉论新闻出版自由》为题发

表在《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上。１８５１年这篇文章的大部分被收

入海尔曼·贝克尔出版的《卡尔·马克思文集》。——１３６。

５１ 普鲁士各省等级会议即省议会，建立于１８２３年。会议由下列四个等级的代表

组成：（１）诸侯等级的代表即过去受封的德皇家族的代表；（２）骑士等级即贵族

的代表；（３）城市的代表；（４）乡镇代表。由于拥有地产是参加省等级会议选举

的主要条件，所以大部分居民实际上被剥夺了选举权。选举资格的限制和选举方

式保证了贵族在省议会中占大多数席位。从１８２７年起，省议会由国王不定期地

召开，其权限仅限于商讨地方经济和省的行政管理问题。在政治方面，省等级

会议只具有极有限的谘议权即对政府提交给它们讨论的一些法案和提案

发表自己的意见。——１３６、３０７、４０７、４３５。

５２ 马克思称毕达哥拉斯为“宇宙的统计学家”，是因为后者认为，由数支配的宇

宙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有规律性的数是万物最根本的本原。——１４０。

５３ 指历史法学派。

历史法学派是１８世纪末产生于德国的一个以反对古典自然法学派、强调

法律体现民族精神和历史传统为特征的法学流派。它反对１７８９年法国革命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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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重视习惯法，反对制定普遍适用的法典。代表人物

有古·胡果、弗·卡·萨维尼等人。这一学派在德国开始兴起时代表封建

贵族的利益，以后逐步演变成１９世纪资产阶级法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对

这一流派的批判见马克思的著作《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本卷第２２９—

２３９页）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１４７。

５４ 卡·哥·泰·温克勒１８１７—１８４３年为《晚报》的责任编辑。他曾使用泰奥

多尔·赫尔这一笔名。马克思风趣地说他的亮度如何微弱，是因为“赫

尔”的德文（Ｈｅｌｌ）含有光明的意思；而温克勒这个姓的德文（ＷｉｎＫｌｅｒ）

恰好是“愚昧乡下佬”（ＫｒａｈｗｉｎＫｌｅｒ）一词的组成部分，所以马克思又称

其为以“赫尔”为笔名的愚昧乡下佬，借以讽刺其作品粗俗肤浅、枯燥乏

味。——１４９。

５５ 约·罗于１７１６年在巴黎创办了一家私人银行，１７１８年银行改为国家银行。

这家银行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同时从流通中回收硬币，企图以此来增加国

内财富，致使交易所的买空卖空和投机倒把活动猖獗一时，银行于１７２０年

破产。——１５２。

５６ 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议，１８１５年荷兰与比利时联合组成尼德兰王国，国王

是威廉一世。在王国中实际上是荷兰占统治地位。１８３０年的比利时资产阶

级民族革命最后导致尼德兰王国的解体，比利时成为独立的国家。——

１５２。

５７ 卡·路·冯·哈勒在《国家学的复兴，或与人为公民状况空想相对立的自

然社会状况理论》一书中主张完全恢复封建专制制度及中世纪基督教行会

制等级国家。这一主张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

——１５４。

５８ 海妖，音译为茜林丝，是古希腊神话中一群人首鸟身的女妖，她们用歌声

迷惑航海者，使他们由于航船触礁沉没而丧命。——１６４、１７３。

５９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谈到人类认识过程的非辩证观点时，使用

了“所有母牛在夜里都是黑的”这一成语，马克思在这里套用这个成语来

说明片面认识和庸俗经验的危害性。——１６６。

６０ 八卦是《周易》中的八种基本图形，相传为伏羲氏所画，用“—”和

“——”符号组成，以“—”为阳，“——”为阴，分别称为乾（ ）、坤

（ ）、震（ ）、巽（ ）、坎（ ）、离（ ）、艮（ ）、兑（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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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认为，八卦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而

乾卦和坤卦在八卦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现

象的最初根源，其中包含一切事物都是可变的这类朴素辩证法的观点。

——１６７。

６１ 哲人之石指古代炼金术士幻想通过炼制得到的一种怪诞的物质，据说能把

普通金属变成金银，医治百病，返老还童。——１７３、１８０、２４８。

６２ 希腊火是公元７世纪希腊人首先发明的燃烧剂，用硝石、硫磺、石油、树

脂等混合制成，装在桶内、罐内投掷或由发射管发射，极易爆炸，燃烧时，

火焰强烈，遇水不熄，故多用于海战。——１７３。

６３ 北美的刑事犯监禁制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单人监禁制度，即对犯人昼夜

都实行单独监禁；另一种是囚犯缄口制度，这种制度规定犯人白天在一起

劳动，但不得相互交谈，否则予以严惩。——２００。

６４ 《集权问题。从问题本身和１８４２年５月１７日星期二〈莱茵报〉第１３７号附

刊谈起》是马克思针对莫·赫斯的《就集权问题论德国和法国》而写的批

判文章的开头部分。赫斯的文章发表在１８４２年５月１７日《莱茵报》附刊

第１３６—１３７号。署名 ，其中对国家集权问题作了抽象的、虚无主义的

解释。马克思在批判文章中首先论述了在青年黑格尔派中间众说纷纭的哲

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这一时期，马克思日益执著地追求并论证哲学和政

治的联盟。

马克思是在１８４２年５月下半月写这篇文章的。文章没有写完，还是写

完了没有寄往科隆，不得而知。总之，文章的后半部分至今尚未找到。以

手稿形式保存下来的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第一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１９２７年历史考证版第 部分第１卷第１分册。——２０３。

６５ 《〈科隆日报〉第１７９号的社论》拉开了《莱茵报》与《科隆日报》论战的序幕。

论战的起因是１８４２年６月２８日《科隆日报》的一篇社论。由该报的政治编

辑海尔梅斯撰写的这篇社论攻击《莱茵报》的政治立场，要求普鲁士书报检

查机关禁止青年黑格尔派在政治报刊上批判普鲁士国家和基督教。马克思

的这篇论战性文章驳斥了海尔梅斯这种公开的告密，从原则上阐述了政治

和哲学的相互作用及其对改变现存的社会状况所具有的必要性。

马克思这篇文章写于１８４２年６月２８日（海尔梅斯写的社论于这天发

表）和７月３日之间，７月４日《莱茵报》理事达·奥本海姆已收到了这篇稿

子。——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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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可能指１８４２年６月《科隆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多次刊登《科隆大教堂报》

发行的消息一事。——２０６。

６７ 下面这段译文马克思可能引自奥·鲍利翻译的《琉善全集》１８２７年斯图加

特版第１部分第２卷第１７６页，不过，马克思把罗马神墨丘利换为相应的

希腊神海尔梅斯。——２０７。

６８ 海尔梅斯在１８４２年６月２４日《科隆日报》第１７５号的社论中，批评了政府

当局不允许报纸全面报道法庭辩论情况的做法。——２０９。

６９ 智者派指公元前５世纪后半期至公元前４世纪古希腊的一批收徒取酬的职业教

师，他们传授有关政治活动的知识，如论辩术、语法和修辞学等。主要代表人物是

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智者派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但是在思想观点上是较为一

致的，他们的特点是以人为中心，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否定宗教

和神的权威；重视感觉经验，肯定变化着的感性现象的真实性，但是走向相

对主义和怀疑主义，认为事物和真假是非以个人的感觉为转移；认为政治

制度不是由神所规定，而是在人类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柏拉图和亚里

士多德对智者派夸大个人感觉的观点提出过正确的批评，但拒绝肯定智者

派思想的积极意义。——２１２。

７０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教师。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

作为对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批判而产生的。柏拉图在物质世界以外去

寻求事物的本质（理念），建立了以理念为核心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相反，

亚里士多德却承认物质世界客观存在于它的运动和发展中，他把现象和本

质都统一到事物本身之中。诚然，他采用“不动的动者”（ｎｕｓ）作为一切自然

现象的最终原因和最终目的，它把全部现实都置于合乎目的的运动之中。

在这种哲学体系中，实际的宗教之神和“个人”精神的永恒不灭都无立足之

地。——２１２。

７１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指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流派，见注１０。——２１３。

７２ 吠陀是印度最古老的宗教历史文献，梵文原意为“知识”，是对神的颂歌和

祷文的文集。吠陀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指最古的四部吠陀本集，亦称四

吠陀，广义除四吠陀外，还包括解释四吠陀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以及经

书，亦称吠陀文献。吠陀中年代最久的作品可上溯到公元前约１５００年以

前，最晚的作品形成于公元前约６—４世纪。吠陀在被规定为神圣的经典以

后，就成为神秘的著作，只许祭司和属于高等种姓的人学习，不许低等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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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接触。以祭司为职业的婆罗门垄断了这些古代的经典，把它们作为高

踞于人民之上的凭借。他们为了保持垄断地位，只在内部口头传授这些典

籍，不肯写成文字。直到１９世纪吠陀才刊行于世。——２１４。

７３ 宪章指法国立宪宪章（见注１２８）。宪章第三条在１８１４年宪章中就已经作了

规定。这是迫使路易十八承认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条款之一。１８３０年

７月革命后，这一条款又原封不动地载入作了部分修改的新立宪宪章。

——２１６。

７４ 普鲁士邦法指《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包括私法、国家法、教会法和刑法，

自１７９４年６月１日起开始生效。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对德国的影

响，邦法明显地反映出资产阶级改良的萌芽，然而就其实质来说，它仍然是

一部封建性的法律。——２１６、３１６、３４６、４２６。

７５ 拿破仑法典不仅指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于１８０４年通过的并以《拿破仑法典》

著称的法国民法典，广义而言，也指整个资产阶级法体系，即１８０４—１８１０

年拿破仑第一统治时期通过的五部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

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这些法典在拿破仑法国所占领的德国西部和

西南部曾实行，在莱茵省１８１５年归属普鲁士以后，仍继续在该省生效。

——２１６。

７６ 指海尔梅斯１８１８—１８１９年在柏林和布雷斯劳学习神学和哲学期间，曾参

加反政府的大学生运动。１８２４年在布雷斯劳，他因曾是德国大学生协会会

员，未被聘任为讲师。——２１９。

７７ 指德国的反动报刊为反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批评宗教而进行的激烈论

战，施特劳斯在《耶稣传》（第１、２卷分别于１８３５、１８３６年出版）一书中最先

对宗教进行了批判。——２２１。

７８ 嘉布遣会又译卡普秦会。１５２５年由马特奥在意大利创立，属天主教会方济

各会的分支。嘉布遣为意大利文Ｃａｐｐúｃｃｉｏ的音译，原意为尖顶风帽。该会

修士身穿深褐色带风帽的会服故而得名。该会提倡过安贫节欲的苦行生

活。——２２２。

７９ ８世纪和９世纪的可耻时代，主要指查理大帝（７４２—８１４年）统治的年代。

他在大力扩张领土的同时，实行庇护教会等政策。在征服萨克森地区时，他

用暴力和镇压措施迫使当地居民皈依基督教。——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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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 巴托罗缪之夜指１５７２年８月２３—２４日的夜里，即圣巴托罗缪节的前夕，

天主教徒在巴黎杀死了大批胡格诺派教徒一事。后来人们把这一屠杀异教

徒事件称为巴托罗缪之夜。——２２２。

８１ 《论神之都》又译《论上帝之城》，欧洲中世纪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的晚年著

作。大约于公元４１３—４２６年成书。该书分为上下两部，共２２卷。用两座城

来表述其历史哲学思想：一为上帝之城，即天国或基督教会；另一为世人之

城，即人间（地国）或世俗国家。前者是完善的、永恒的；后者是不完善的，充

满着罪恶。所以国家应绝对服从教会。——２２３。

８２ 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

的反革命联盟。同盟是战胜拿破仑一世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

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１８１５年９月２６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

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国都参加了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

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

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２２４。

８３ 指约·冯·哥雷斯《科隆纠纷结束后的教会和国家》（１８４２年魏森堡版）一

书。该书站在天主教的立场上，对持续四年之久的普鲁士新教国家同天主

教教会之间的纠纷作了分析。参看注４８。——２２４。

８４ 胡格诺派是１６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兴起于法国的基督教新教教派，

深受加尔文教义的影响。参加这一派的有不同的社会阶层，既有王公贵族，

也有农民和手工业者。胡格诺派和天主教派的斗争导致的胡格诺战争从

１５６２年起延续到１５９８年。结果胡格诺派的前首领纳瓦拉的亨利皈依天主

教，成为国王，称亨利四世。——２２５。

８５ 克·沃尔弗是哈雷大学的哲学和数学教授，理性主义启蒙运动的代表，莱

布尼茨哲学的继承者。因此，他的著作和讲演遭到虔诚派神学家们的猛烈

抨击。由于哈雷的神学教授约·朗格的告密，威廉一世下令驱逐沃尔弗，

１７２３年１１月沃尔弗离开普鲁士。——２２７。

８６ 《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是马克思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性论著。１８４１年

底，马克思就开始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因此，他也开始研究历史法学派

（见注５３），因为历史法学派的政治主张和哲学基础都是与黑格尔的法哲

学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相对立的。１８４２年初，深入研究历史法学派成为

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任务。１８４２年２月２８日，普鲁士国王任命该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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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弗·卡·冯·萨维尼为普鲁士法律修订大臣，负责修改普鲁士邦

法的某些规定，修改省的有关法律，以便巩固封建的法律关系。于是历史法

学派就为修订法律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依据。１８４２年６月底到７月初，

报刊上刊登了一些新修订的法律，并展开讨论。马克思参与了这次讨论并

为《莱茵报》撰写了《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这篇文章。他剖析了历史法学

派创始人胡果的哲学观点、思想方法和立论根据，指出历史法学派关于自

由、婚姻、教育、私法和国家法等方面的观点都来自胡果的思想。文章写于

１８４２年７月底—８月６日左右，１８４２年８月９日在《莱茵报》第２２１号上发

表时，《婚姻篇》被书报检查机关删去，直到１９２７年才在《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历史考证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１分册用原文全文发表。——

２２９。         

８７ 胡果的自然法指胡果的《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

（民法讲座教科书第２卷）。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引用的是该书修订版，即

１８１９年柏林第４版。——２２９。

８８ 约·哥·冯·赫尔德关于自然人都是诗人等文艺观点，见他所著《论德国

文学片断》（第２、３集）、《论德国—东方的诗人》（载于《赫尔德全集·关于

文学艺术作品》１８２７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第２部分第１６—４０页）和《希

伯来诗歌的精神》（载于《赫尔德全集·论宗教和神学》１８２７年斯图加特—

蒂宾根版第２部分第８７—１１３页）等。——２３０。

８９ 指德国法学家弗·卡·冯·萨维尼１８３８年为纪念胡果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５０周年而写的小册子《１７８８年５月１０日。法学史论丛》（１８３８年柏林版）。

——２３０。

９０ 见本·贡斯当《论宗教的起源、形式与发展》１８２６年巴黎第２版第１卷第

１７２—１７３页。马克思１８４２年对该书作了详细摘录，但在保存下来的摘录

中没有上面这段引文。——２３５。

９１ 马克思暗指青年德意志派某些作家提出的对“自由的爱”的要求。

“青年德意志”是１９世纪３０年代产生于德国的一个文学团体，受海涅

和白尔尼的影响极大。“青年德意志”的作家（谷兹科、文巴尔克和蒙特等）

主张信仰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他们的文艺作品和政论文章反映了小资产

阶级的反抗情绪。青年德意志派观点的特点是思想上不成熟和政治上不坚

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堕落成为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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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６。

９２ 指弗·卡·冯·萨维尼，他的著作《论当代在立法和法学方面的使命》于

１８１４年在海德堡出版，１８４０年出了第３版。——２３８。

９３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是马克

思针对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而写的几篇论文中的第三篇。关于这一组

论文的情况，参看注５０。

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在普鲁士，小农、短工及城市居民由于贫困和破产而不

断去采集和砍伐林木，按传统这是他们的“习惯权利”。普鲁士政府便想制

定新的法律，采取严厉措施，以惩治这种被林木所有者看作是“盗窃”的行

为。莱茵省议会在１８４１年６月１５日至１７日曾就林木盗窃法草案展开了

辩论。各阶层代表在辩论中发表的修改意见，均倾向于加重处罚，以给林木

所有者更多的好处。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对历史上和普鲁士国家的法律

问题以及现存的半封建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抨击了封建等级的代表所持的观点，第一次公开地站在贫苦群众一边维护

他们的物质利益。这篇论文的写作，第一次推动马克思去从事政治经济学

的研究。

这篇文章开始写作的时间不能确定，但不会晚于１０月初，１０月２４日大概

基本写成，但不排斥在文章开始见报后仍在写后面的部分。——２４０。

９４ １８４１年７月２３日，莱茵省议会对限制地产析分的法案进行了辩论。法案是

由莱茵省总督冯·博德尔施文格提出的，他想用限制地产析分的办法来阻

止莱茵省农民贫困化趋势的发展。然而议员们坚持对土地的自由支配，认

为限制地产析分会降低土地的价值。议会在没有对草案进行逐条讨论的情

况下，便以压倒多数否定了这一草案。

马克思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指出，限制地产析分并不是解决

摩泽尔农民贫困状况的办法。——２４０。

９５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于１８４１年６月２４日、２５日及７月６、７、８日讨论了《普

鲁士各邦森林和狩猎治安总条例草案》，７月９日讨论了《关于狩猎违禁的

规定》，７月２２日讨论了《关于待审的森林、牧场和狩猎违禁案的民事申诉

法案》。——２４０。

９６ 指查理五世刑罚法规，即１５３２年德意志帝国国会在雷根斯堡通过的《查理

五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刑罚法规》，又称《加洛林纳法典》。这是德国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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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典。直到１８世纪中叶为止，这部法典始终是德国占有主导地位的刑法

典，它对各种违法行为采取的惩治措施极端残酷（如火刑、肢解、溺毙等）。

——２４３。

９７ 指蛮族法典（ｌｅｇｅｓ ｂａｒｂａｒｏｒｎｍ），这是对５—９世纪形成的，一些日耳曼部

落的法规的最初的文字记录的统称，其中主要记录了这些部落的习惯法，

但也采用了符合当时需要的新的法律规范。这些部落５—７世纪在原西罗

马帝国及其邻近地区的领土上建立了王国和公国。蛮族是古希腊人和罗马

人对其邻族的轻蔑称呼。——２５０、２７５。

９８ 萨莫耶德人是俄国史书中对俄罗斯北方和西伯利亚许多部落的称呼。关于

萨莫耶德人杀死野兽的描述，参看沙·德·布罗斯《论拜物神仪式或埃及

古代宗教同今天尼格里蒂亚的宗教之比较》１７８５年柏林—施特拉尔松德版

第４２—４３页。１８４２年３—５月，马克思曾阅读过这一著作并作了摘录。——

２５６。

９９ 领主裁判权是德国地主在其领地范围内审判和惩罚农民的封建权利。地主

拥有对财产、遗产、地产的裁判权。领主裁判权从１８４８年起开始受到限制，

１８７７年被废除。——２５７。

１００ 多多纳是希腊主神宙斯的神殿所在地，位于希腊伊庇鲁斯，是继德尔斐神

庙之后希腊最古老的神托所和朝拜宙斯的场所。据说，在通往神殿的大门

口有一眼泉水，泉边长有一棵古橡树，树叶发出的沙沙声能够传达神谕。

——２６５。

１０１ 意识形态一词来自希腊文ιδα（观念、形象、概念）和 σγσ（学说）。１９世纪

初，法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在《意识形态概论》中

首先使用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认为意识形态是考察观念的普遍原则

和发生规律的学说。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突然的造反表现，是指法国资

产阶级在哲学上反对１８世纪唯物主义的一种思潮，其代表人物把心理状

态、意识现象、感觉、意志行为以及观念都看作是哲学研究的对象。——

２６５。

１０２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几次使用了“Ｍｅｈｒｗｅｒｔ”一词。本文都译为“额外价

值”，表示林木所有者由于林木失窃而得到的追加价值，即罚款。

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才第一次把“Ｍｅｈｒｗｅｒｔ”（“剩余

价值”）作为术语，来表示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出最初预付价值的余额。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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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２版第３０卷第２７６页。——２７４。

１０３ １５８４—１５８５年，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派军队包围安特卫普，以镇压尼德

兰反对西班牙专制制度的起义。安特卫普在被围１３个月后被西班牙占

领。——２８３。

１０４ “圣者议会”是对英国摄政大臣克伦威尔于１６５３年７月４日召集并于同

年１２月１２日解散的小议会的讽刺性称谓。与会议员中有许多激进派宗

教团体的代表，他们用宗教的神秘术语抨击克伦威尔的政策，因而被嘲讽

地称为“圣者”。——２８５。

１０５ 关于古巴野人把黄金扔进大海的描述，参看沙·德·布罗斯《论拜物神仪

式或埃及古代宗教同今天尼格里蒂亚的宗教之比较》１７８５年柏林—施特

拉尔松德版第３６页。１８４２年３—５月，马克思曾阅读这一著作并作了摘

录。马克思用“古巴野人将把兔子扔进大海里去”来讽刺莱茵省议会将要

辩论的关于狩猎违禁法草案，因为这一法案甚至把农民猎取兔子的权利

都剥夺了。——２９０。

１０６ 《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是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辑以后写的第

一篇文章，他以此第一次公开表明自己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并参与报界对

共产主义问题的讨论。

１８４２年９月底至１０月初，由于发表公开讨论法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

义理论的第十次法国学者代表大会的报道，以及出版罗·施泰因的《现代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引起了德国报界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

主义的讨论。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１１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２８４号发表了该报

主编古·科尔布的文章《共产主义者的学说》，以《莱茵报》刊登两篇文章

为由指责《莱茵报》同情共产主义，并把“邻国的混乱”引进德国报刊。因

此，马克思撰写本文，予以批驳。通过发表这篇文章，马克思第一次干预了

《总汇报》和《莱茵报》之间进行的论战。《总汇报》一再标榜自己要成为全

面的、不偏不倚的报纸。而该报所持的主要是保守的方针，但是也发表温

和的自由派的观点。在古·科尔布的主持下，该报坚持奥地利霸权下的大

德意志的思想。——２９１。

１０７ 关于柏林家庭住宅的共产主义文章，指１８４２年９月３０日《莱茵报》第２７３

号刊登的莫·赫斯的一篇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１日柏林通讯，这篇通讯曾发表

在威·魏特林编辑出版的《年轻一代》杂志１８４２年９月号上。通讯作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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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的权利的不平等是产生贫困的原因，解决办法是废除财产权。《莱茵

报》转载时，赫斯对这篇通讯作了删节，加了按语及标题《柏林的家庭住

宅》，并对几处有关共产主义的论述作了修改。

柏林家庭住宅指１８２０—１８２４年在柏林建造的五幢三层大楼，大约有

４００套住房，绝大部分只有一个房间。１８４０年，这里住着３０００人，他们生

活贫困，往往是几户人被迫合住在一个房间里。——２９１。

１０８ 指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７日《莱茵报》第２８０号刊登的有关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

的报道。这篇报道扼要地介绍了通过立法是否能够改善工人社会状况的

讨论，还报道了与会者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演说。

斯特拉斯堡会议是１８４２年９月２８日至１０月９日在斯特拉斯堡召开

的第十次法国学者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德国、瑞士、英国、比利

时、俄国及其他国家的学者。会议期间，有的小组就傅立叶学派关于提高

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的建议等问题进行了讨论。——２９２。

１０９ 《莱茵报》第２７６、２８０、２８１、２８４号刊登了第十次法国学者代表大会的通

讯，第２７７、２８６号转载了法国一家报纸的报道。这些通讯的内容主要是会

议的讨论情况，但也涉及会议以外的活动。《总汇报》第２７５、２７７、２７８、

２８０、２８１号同样刊登了有关会议讨论情况的简讯，而在第２７９、２８４、２８７

号上则极为详尽地报道了会议期间的接待情况和庆祝活动。——

２９２。         

１１０ 西哀士的预言指法国政治家艾·约·西哀士１８７９年法国大革命前夕在

他的著作《第三等级是什么？》（１８７９年巴黎版）中表述的思想：“第三等级

是什么？——一切。——它迄今在政治方面是什么？——什么也不是。——

它要得到什么？——一个地位”。——２９３。

１１１ 指恩·毕洛夫·库梅洛夫的《普鲁士，它的国家制度，它的管理和它同德

意志的关系》和威·科泽加滕的《论地产的可转让性和可分割性，特别兼

顾普鲁士君主国的某些省份》，这两篇文章均于１８４２年发表。毕洛夫－库

梅洛夫主张对封建等级制度进行改革，但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派实行立宪

政体的要求；科泽加滕反对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极力维护封建地产的特

权。此外，卡·路·冯·哈勒也在《柏林政治周刊》上鼓吹他关于完全恢复

中世纪基督教行会制等级国家的理论。——２９３。

１１２ 指英、法两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１８４２年８月，曼彻斯特成为宪章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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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宣传鼓动并举行大规模罢工运动的中心之一；１８３９年５月，巴黎爆发了

由秘密革命团体四季社组织的起义；１８３１、１８３４年，里昂爆发了纺织工人

起义。——２９３。

１１３ 关税同盟是１８３４年１月１日在普鲁士领导下最后形成的。在此以前，

１８１８年的保护关税条例废除了普鲁士境内的国内税，１８１９年开始，普鲁

士先同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其中最大的是黑森—达姆施塔德）签订关税协

定，后来发展成确定共同税界的关税同盟，该同盟逐渐包括了几乎所有的

德意志邦；在同盟之外的只有奥地利、汉撒的自由市（吕卑克、汉堡、不来

梅）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小邦。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以及这次革命被镇

压下去以后，关税同盟事实上已名存实亡。普鲁士在１８５３年恢复了关税

同盟，该同盟一直存在到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全国政治统一的１８７１年。

——２９４、３６７。

１１４ １８４２年柏林动物园曾发生因吸烟而打架的事件，普鲁士政府和柏林警察

总局于１８４２年２月２４日作出规定，该事件才得以平息。规定根据原有的

法律，重申禁止“在柏林环形城墙以内的大街和公共场所以及动物园内吸

烟”，否则将处以罚款和监禁。——２９４。

１１５ １８４２年夏，英国许多工矿先后爆发了罢工和骚动，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

宪章派的三个领袖约·坎贝尔、詹·斯科菲尔德和彼·麦克道尔也参与

了工人的行动。１８４２年８月１７日，麦克道尔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宪章派代

表会议上提出了一份呼吁书，号召罢工工人们组织起来，把斗争坚持下

去。他希望罢工发展成为实现人民宪章而举行的人民起义。这份呼吁书未

经会议通过，就被麦克道尔以宪章派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散发。为此麦克道

尔遭到宪章派最有影响的领袖奥康瑙尔的猛烈抨击，并受到警方的追捕。

他由于逃亡法国而免遭逮捕。——２９４。

１１６ 自治论者是侯爵和伯爵家族的代表。根据１８１５年６月８日通过的德意志

联邦条例，他们保留了自行处理其财产和家族关系，不受全国通行的普鲁

士邦法约束的权利。为保留封建地产，他们要求限制地产析分。为此，普鲁

士政府试图通过一项法律来阻止莱茵省不断发生的地产析分，然而这项

法案遭到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否决。——２９４。

１１７ 暗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热衷于恢复中世纪行会制度，以及冯·哈勒

在其《国家学的复兴》中首先从理论上对这种政策作的论证等。——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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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 威·科泽加滕在《论地产的可转让性和可分割性，特别兼顾普鲁士君主国

的某些省份》中曾指出：“地产，按其自然状况来考察，决不是所有人都享

有的权利，因而按照近代政治家的见解倒不如把它看成是一种优先权，近

代政治家正是把不是所有人都应得到的一切权利称为特权或优先权。”

（见该书１８４２年波恩版第９８页）——２９５。

１１９ 指由巴·普·安凡丹创立的法伦斯泰尔的成员古·德·艾希塔尔。法伦

斯泰尔是按照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建立起来的生产消费协作社。

——２９５。

１２０ 《〈莱茵报〉编辑部就有关共产主义的论争所作的说明》与《共产主义和奥

格斯堡〈总汇报〉》一文在内容上有着直接的联系。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１９日《莱

茵报》第２９２号转载了同年１０月１５日的《曼海姆晚报》第２４３号的一篇

普法尔茨通讯，因为该通讯不赞成奥格斯堡《总汇报》对共产主义所采取

的态度。同年１０月２２日《亚琛城日报》第２９３号发表文章，对《莱茵报》转

载通讯未作任何说明表示不满，认为该通讯把《总汇报》对共产主义的观

点强加给《亚琛城日报》。马克思的这篇说明就是对《亚琛城日报》的答复。

它以《莱茵报》编辑部的名义刊登在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２３日的《莱茵报》第２９６

号。——２９７。

１２１ 指古·科尔布的文章《共产主义者的学说》，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１１日奥格

斯堡《总汇报》第２８４号，这里所说的亚琛报纸上的文章指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６

日《亚琛城日报》刊登的《普鲁士的共产主义者》一文。——２９７。

１２２ １８４２年６月底，格鲁培在他的小册子《布鲁诺·鲍威尔和大学的教学自

由》中，以哲学的超党派性和中立性作幌子，攻击鲍威尔的著作《符类福音

作者的福音史批判》（１８４１年莱比锡版第１—２卷），同时表示赞成波恩大

学解聘鲍威尔，并为这种作法辩护。青年黑格尔派对格鲁培的言行进行反

击，在《德国年鉴》上针对格鲁培的小册子发表了一系列维护鲍威尔的文

章。马克思这篇文章大约写于１８４２年１０月底和１１月初之间，刊登在

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６日的《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杂志第２７３期。这篇讽刺性

文章是他发表在该杂志上的唯一的一篇文章。——３００。

１２３ 大概是指格鲁培的语文学功底差。他的两篇文章《关于阿契塔的残篇》

（１８４０年）和《关于赫西俄德的神谱》（１８４１年）曾受到学术评论界的贬斥

或否定。——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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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马克思从布·鲍威尔《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第２卷第２９６页转引

的新教神学家奥·奈安德的话。见奈安德著作《耶稣传》１８３７年汉堡版第

２６５页。——３０２。

１２５ 马克思从布·鲍威尔《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第２卷第２９７页转引的新约

中的话，参看《新约·路加福音》第１１章第２９—３０节。——３０２。

１２６ 马克思从布·鲍威尔《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第２卷第２９９页转引的新

约中的话，参看《新约·马可福音》第８章第１２—１３节。——３０２。

１２７ 《莱茵报》编辑部为《评〈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误〉》一文所加的按

语，针对１８３７年—１８３８年汉诺威宪法冲突中资产阶级反对派和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的行为，通过阐述采用“自由主义反对派”这一用语的理由，指

明了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的任务。《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误》一

文刊登在１８４２年９月２２、２５日和１０月２、４日《莱茵报》第２６５、２６８、２７５

和２７７号。——３０５。

１２８ 法国波旁王朝复辟以后，由路易十八颁布的立宪宪章于１８１４年６月１４

日生效。这部宪章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把各阶层广大群众完全屏弃于政治

生活之外，但是不得不保留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成果。１８３０年７月

２６日，路易十八的继承者查理十世颁布六条命令（七月敕令），公开践踏

１８１４年宪章的精神，直接导致了七月革命的爆发和波旁王朝的覆灭。

１８３０年８月，通过了新的立宪宪章，新宪章采纳了旧宪章的主要条款，成

了七月王朝的根本法。——３０５。

１２９ １８３７年汉诺威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依靠封建反动势力废除了具有温和

的自由主义性质的１８３３年宪法，并使１８１９年宪法重新生效，保留了等级

代表制原则和严格限制省议会的权利。这一做法引起了以格丁根大学七

位自由派教授（格林兄弟、达尔曼、盖尔温努斯、艾瓦德、阿尔勃莱希特和

韦伯）的抗议。结果，这七位教授被政府解聘，其中三位被驱逐出境。这一

事件在德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应。——３０５、４００。

１３０ 《区乡制度改革和〈科隆日报〉》这组文章（共三篇通讯）是马克思针对当时

围绕普鲁士政府打算在莱茵省城乡实行地方管理机构改革所展开的激烈

辩论而写的。随着法国军队占领莱茵河左岸的德国地区，那里的封建制度

基本上被消灭，１８世纪９０年代，在未来的普鲁士莱茵省建立了新的区乡

制度，大大削减了乡村封建土地占有制的特权，实现了城市的区和农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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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在法律上的平等。但是，随着１８１５年普鲁士统治地位的确定，政府和封

建贵族企图废除区和乡的平等权利，以恢复贵族势力的特权。这一企图遭

到了莱茵进步的资产阶级和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他们

竭力维护区和乡的平等权利。《莱茵报》从８月至１２月发表了一系列反对

实施普鲁士的等级原则、扩大封建贵族特权、维护区乡权利平等的文章和

通讯。然而，在这场辩论中，《科隆日报》从１０月中旬开始，连篇累牍地发

表文章攻击区乡权利平等，歪曲《莱茵报》的观点和论证。对此，马克思在

《莱茵报》上发表文章予以反驳，极为巧妙地揭露了《科隆日报》对《莱茵

报》诽谤的实质。——３０７。

１３１ 即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５日《科隆日报》第３０９号附刊上登载的以“—·—”符号

署名的文章《概述》。

从１８４２年１０月中旬开始，《科隆日报》发表了几篇攻击区和乡权利

平等的文章。《科隆日报》通讯员的文章下面用“——”或“—·—”的符号

署名，显然这位通讯员就是科隆公证人杜比安。他曾要求城市和农村的区

乡制度改革分开进行，理由是“由于农村的乡落后，不容许乡享有和城市

的区一样的权利”。此外，作者还断言，那些捍卫区乡权利平等进步原则的

人想要阻挠区乡制度改革。《概述》一文汇集了上述通讯的全部主要论据，

不顾事实地断言大部分莱茵居民都赞成区乡分开。虽然《科隆日报》的编

辑部也发表了一些反映相反观点的材料，但是该报实质上赞成《概述》文

章作者的观点。——３０７。

１３２ 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３日《莱茵报》第３０７号登载的文章《回忆为实行区乡制度改

革而作的努力》，谈到第一届和第四届莱茵省议会（分别召开于１８２６年１０

月１９日—１８２７年１月７日和１８３３年１１月１０日—１２月３１日）关于改革

地方管理问题的两项对立决议。文章认为，决不能把省议会看作是表达莱

茵省民意的机构。文章还指出，等级代表制已经过时，而且实质上已经变

成荒谬的了。——３０７。

１３３ １８４２年９月１６日的科布伦茨市请愿书中请求普鲁士国王批准科布伦茨市实行

自己选举议会议员和领导机构的区乡制度，以便摆脱普鲁士政府的约束。１８４２年

９月科隆和亚琛市也都在请愿书中提出了类似的请求。科隆和科布伦茨市在

提出这类要求时依据的是它们在中世纪所享有的、随着法国区乡法的实

施而失效的特权。１８４２年９月１９日、１０月３０日《莱茵报》第２６２和３０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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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刊登了亚琛和科布伦茨市的请愿书。——３０８。

１３４ 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３１日一部分人代表特里尔市居民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请求

国王“恩准在普鲁士莱茵省管辖的所有区乡实施一种区乡制度，这种制度

坚持自由选举自己的代表，公开有关区乡机构的辩论情况以及比以前拥

有更大的独立性的原则”。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５日《莱茵报》第３０９号刊登了这

份请愿书。——３０８。

１３５ 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日《科隆日报》第３０５号刊登的该报主编卡·海尔梅斯写

的社论，完全赞同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４日的内阁指令（根据该指令，只有篇幅

超过２０印张的书籍才免受检查），并且得出结论说，这样一来，“如果必须

把想要发表的仓促写成的文稿从各个方面加以斟酌并改写成大部头的著

作，许多人就将殚精竭虑了。”——３０９。

１３６ 指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０日《莱茵报》第３１４号上刊登的《提交莱茵省代表审议

的拒绝区和乡权利平等的区乡制度改革草案》一文。文章认为“全体公民

一律平等”是实行区乡制度改革的非常迫切的重大政治问题，并呼吁反对

普鲁士政府提出的区乡制度改革的新草案。——３０９。

１３７ 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９日，《莱茵报》监事会委托格·法伊、爱·迈尔和亨·克莱

森就《莱茵报》对区乡制度改革应持什么态度这一问题提出建议，最后克

莱森将所提建议归纳起来，写成了一组题为《莱茵省区乡制度改革》的文

章，发表在《莱茵报》上。第一篇文章《论区乡的概念》，载于该报１８４２年１１

月３日和６日《莱茵报》第３０７和第３１０号附刊；第二篇文章《论城市和农

村的区乡制度的差别》，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８、１１和１３日《莱茵报》第３１２、

３１４和３１７号附刊；第三篇文章《论现代区乡同国家的关系》，载于１８４２年

１１月２９日和１２月１日《莱茵报》第３３３和３３５号附刊。——３１１。

１３８ “Ｃｅｔｅｒｕｍ”是罗马政治活动家老卡托通常在元老院中结束演讲时所惯用

的一句话的开头一词，这句话是：“Ｃｅｔｅｒｕｍ ｃｅｎｓｅｏ Ｃａｒｔｈａｉｎｅｍ ｅｓｓｅ

 ｄｅ－ｌｅｎｄａｍ”（“此外，我认为，迦太基必须被消灭”）。——３１２。

１３９ 在联合等级委员会于柏林召开会议期间，莱茵省等级委员会的代表于１８４２年１０

月２４日向国王提出一项请求，要求召开莱茵省代表特别会议讨论区乡改革问题。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同意了这一请求，并于１０月２６日召见了莱茵省代表，

他促使把城区条例和乡镇条例的新草案提交讨论。莱茵省的代表们于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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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日表示反对把区和乡分开的条例，并要求赋予第四届莱茵省议会所拟

定的草案以法律效力。——３１５。

１４０ 促使马克思写这个按语的直接原因是《莱茵报》发表的两篇评论离婚法草

案的文章（参看注１４１、１４２），按语是为第二篇文章加的。马克思在按语中

拟定了批判离婚法草案的基本方针，在后来作为社论发表的《论离婚法草

案》（见本卷第３４６—３５０页）一文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因

为写这个按语时，第一篇文章已经刊印，所以按语的写作时间不会早于

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６日。

１８４２年２月，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代表弗·卡·冯·萨维尼被普鲁士国王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任命为法律修订大臣。在他的主持下，首先着手起草新离

婚法草案。草案的准备和讨论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１８４２年７月草案

虽已付印，但不允许公开发表。尽管如此，从７月底起还是有人针对草案

发表了最初的批评性评论。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２０日《莱茵报》第２９３号发表了

这一草案，后来在《莱茵报》、《莱比锡总汇报》以及其他报刊上对草案展开

了广泛的公开讨论。普鲁士政府对这件事采取威胁和压制的手段，它首先

要求《莱茵报》编辑部提供草案投寄人的姓名，遭到拒绝。这成了《莱茵报》

后来被查封的原因之一。——３１５。

１４１ 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３、１５日《莱茵报》第３１７、３１９号附刊登载的《论新婚姻法草

案》一文认为，新草案的主要缺点在于，它并没有废除，只是修订了历史上已经

过时的普鲁士邦法的各种规定。文章还谴责了草案在法律上把国家从属于教会明

文规定下来的做法。因此，文章否定那些给结婚或离婚造成困难的各项规定，

也反对因离婚而引起的法律性的惩罚。——３１５。

１４２ 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６日《莱茵报》第３１０号附刊登载的《评法律修订部１８４２年７

月提出的离婚法草案》一文批评草案持新教观点并具有违反常人健全理

智的各种规定。文章否定给离婚造成困难的多数条款，维护普鲁士邦法的

有关规定。——３１５。

１４３ 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２日科隆行政区长官冯·格尔拉赫奉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之

命召见《莱茵报》编辑，责令该报改变办报方针，否则将予以查封。１１月１５日《科

隆日报》公布了关于报刊的内阁指令。为反击政府的威胁和反动报纸的挑衅，马

克思在这篇简短的评论中全文转载这一指令，同时利用其中主张放宽言

论自由的许诺，从法律上阻止当局以书报检查为名对报刊进行迫害。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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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在其他场合也采用过此类迫于情势的策略。——３１８。

１４４ 《〈科隆日报〉的一个通讯员和《莱茵报〉》是马克思继《区乡制度改革和〈科

隆日报〉》（见本卷第３０７—３１４页）之后写的又一篇维护区乡权利平等的

文章。《科隆日报》的一个通讯员是科隆公证人杜比安。他以“—·—”符号

署名在《科隆日报》上发表文章，攻击《莱茵报》刊登的马克思和亨·克莱

森等人关于区乡制度改革的文章，企图使人们相信，要求市民和农民权利

平等以及运用历史的经验是十分荒唐的事情。马克思的这篇文章１８４２年

１１月１７日在《莱茵报》上发表后，１８日《科隆日报》即对该文进行反驳，而

《莱茵报》未予理睬。——３２０。

１４５ 《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是马克思为揭露奥格斯堡《总汇报》在论战中所采

取的手法而写的文章。在此之前，《莱茵报》已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奥格斯

堡报的政治立场提出原则性批评，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

堡〈总汇报〉》（见本卷第２９１—２９６页）一文。然而《总汇报》避开《莱茵报》

对它的批评，在原则问题上沉默不语，反而利用《莱茵报》报道中出现的疏

漏攻击《莱茵报》的政治倾向。马克思在其他文章中也揭露了《总汇报》的

论战手法（见本卷第３５５和４０９—４１０页）。——３２３。

１４６ 指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３日《莱茵报》第３１７号刊登的一篇通讯《停止刊登冯·

科塔先生的出书广告》。通讯作者认为，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全部

文学评论无不打上了科塔出版社政治倾向的烙印。通讯作者呼吁所有报

刊不要再为科塔出版社出的书籍刊登广告。

这篇通讯中，作者误将柏林出版的尤·莫森的政治性小说《维罗纳会

议》作为科塔出版的书籍。下面引用的编辑部关于出版地点的说明，见

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８日《莱茵报》第３２２号。——３２５。

１４７ 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１日莱比锡举行了纪念席勒的集会活动。诗人尤·莫森在

集会上朗诵了献给席勒的一篇诗歌体祝酒词，他在这篇祝酒词中尖锐地

批评了奥格斯堡《总汇报》，称该报的浪漫派为“文坛警察”。１８４２年１１月

１６日《莱茵报》第３２０号全文刊登了莫森的祝酒词。１１月２４日《莱茵报》

第３２８号又刊登了一篇通讯《席勒纪念日》，详细报道了这一集会活动。

——３２７。

１４８ 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１日和１３日《莱茵报》第３１５、３１７号上刊登了阿·卢格写

的一篇通讯《蒂克离开了我们……》。卢格在通讯的第二部分评论了１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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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在德累斯顿首场演出的尤·莫森的悲剧《伯恩哈德公爵》，认为莫森

的悲剧“没有站在时代的高度”。——３２７。

１４９ 见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２５日《总汇报》第３２９号刊登的寄自瑞典的通讯《瑞典的

政党》。古·科尔布在为这篇通讯加的编者按中，提醒读者注意，这篇通讯

描述了瑞典自由党的特点。作者把这个要求进行大胆改革，因而使当局感

到害怕并把受到部分群众推崇的政党比拟为“发射根本不触及现实的豪

言壮语的弹射器”。——３２８。

１５０ 《评奥格斯堡〈总汇报〉第３３５号和第３３６号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文章》

是马克思针对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１日和２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３３５和３３６

号刊登的《论普鲁士的等级委员会的组成》一文而写的。１８４２年６月，根据

普鲁士国王的命令，等级委员会在各省相继成立，并于１０月和１１月第一

次在柏林召开会议。等级委员会的成立和会议的召开导致了人们更加尖

锐地批评历史上已经过时的普鲁士封建等级代表制。资产阶级反对派认

为，等级委员会不能成为全国性的代表机构，扩大等级机构的权力就意味

着加强贵族统治。他们要求在整个普鲁士实行立宪代表制，而资产阶级激

进人士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要求实行以全体公民的政治平等为基础的

人民代表制。公众的批评促使政界人士在《总汇报》上撰文为等级委员会

的组成和使命辩护。马克思在当时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下，出于策略上的

考虑，说《莱茵报》只是反对保守报刊对普鲁士国家制度的观点，而不是反

对这种制度本身。实际上，马克思对普鲁士封建等级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

评。——３２９。

１５１ 普鲁士等级委员会是根据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１８４２年６月２１日发布的

命令建立起来的，等级委员会委员由各省议会按照等级划分从自己的议员中选举

产生，并由国王召集各等级委员会组成谘议性机构——联合委员会。建立等级委

员会的目的在于加强封建等级代表制，抵制自由主义反对派提出的在全普鲁士实

行立宪代表制的要求。——３２９、４０７。

１５２ 指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１日和２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３３５和３３６号附刊上刊

登的《论普鲁士的等级委员会的组成》一文。这篇文章是泰·亨·冯·罗

霍提供给《总汇报》发表的。此人是普鲁士驻斯图加特的特使、１８４２年夏

天去职的普鲁士内务大臣古·阿·冯·罗霍的兄弟，他本人亲自为《总汇

报》撰稿，但更多的是为《总汇报》介绍来自官方的文章。本文显然是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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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种情况，因为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２３日他给约·格·科塔的信中得知，

他曾按照普鲁士内务大臣冯·阿尔宁的意愿，要求《总汇报》发行人准许

在该报附刊上刊登这篇文章。——３２９。

１５３ 指１８２３年６月５日在普鲁士颁布的《省等级会议一般组织法》。该法第十

一条规定，地产是享有等级代表资格的条件（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

１８２３年柏林版第１３号第１２９页）。根据该法１８２４年３月２７日颁布了《莱

茵省等级会议（省议会）组织法》。——３３０。

１５４ 这里马克思摘引的是《莱茵省等级会议（省议会）组织法。１８２４年３月２７

日》第五、八、十一和十二条（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１８４２年柏林版第９

号）。１８２３年７月１日和１８２４年３月２７日颁布的普鲁士其他各省的省等

级会议（省议会）组织法中也有类似的条款。——３３１。

１５５ 根据等级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委员会委员应由“每个等级本身”选举产生。

尽管１８４１年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多数代表提议，委员会委员应由省议会

选举产生，但这项规定仍被遵照执行。这种把省议会分成几个部分的做

法，从１６４７年起就已成为普鲁士等级代表制的一项特殊规定。对省议会

来说，它意味着各个等级可自行召开会议，而且还可以单独向国王呈递意

见书或决议。如果国王提出要求，或者某个等级中三分之二的成员反对省

议会以多数票通过的决议，这项特殊的规定就可生效。从原则上讲，这项

规定是加强贵族影响的一种手段。——３３７。

１５６ 降为间接附庸的贵族指以前直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来根据１８０６年莱茵

联邦条例和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决议从属于大的邦君的侯爵和伯爵。１８１５年维也

纳会议联邦条例和最后决议，以及１８１５年６月２１日《关于普鲁士国家从前直

属德意志帝国等级关系的规定》都为他们保留了许多特权，这保证了他们享

有由于自己的财产及其不受阻碍的享用而产生的一切权利和优惠。此外，

他们还可以自主征收直接税，不必缴纳私人地产税。省议会组织法保证了

他们在省议会中占有席位。——３４１。

１５７ 《论普鲁士的等级制度》一书于１８４２年９月出版。作者在书中维护君主

制，拒绝把法国的资产阶级关系作为普鲁士的榜样，然而，他又反对在反

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时期开始的改革在后来几十年陷入停滞状态，有些

方面甚至走向倒退的事实，他首先抨击了封建地产对国家割据状况和政

治关系的形成的决定性影响在法律上得到确认。他把工业在创造国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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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和税收中所起的作用同大地产在经济上的意义加以对比，从中得出结

论说，必须改变政治关系，以利于工业的发展并加强资产阶级的政治影

响。——３４１。

１５８ 指１８４２年９月出版的路·布尔《普鲁士省等级会议的意义》一书。这部著

作出版的原因是联合等级委员会的召开。布尔是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和“自

由人”小组的拥护者，他宣称“时代精神”和“人民意识”是取消等级代表制

和实现全体公民的自由与平等的客观前提。他指出，省议会是封建贵族用

来维护和重新恢复他们１８０８年以来已受到限制的特权的工具，因而是违

背历史发展的。——３４１。

１５９ 单独选举权是国王授予的、多半以起源于中世纪的特权为依据的出席普

鲁士省议会的特殊权利，有许多侯爵曾经享有这种权利，他们不经选举便

可成为省议会的代表，在本人不能出席时可委派一名家族成员到会。有一

些城市也享有这种权利，它们可以从有表决权的市民中直接选出自己的

出席省议会的代表，而在其他城市和乡镇则由选民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

人选举产生省议会代表。——３４１。

１６０ １８４２年６月２１日的命令和８月１９日的王室内阁指令明确规定，等级委员会

只有谘询和评议的职能。《１８４２年８月１０日各省联合等级委员会会议议事规

程》规定，委员会委员无权讨论已确定的议事日程和政府提出的备忘录以外的

问题，也无权就其他进行辩论的问题提出建议。——３４３。

１６１ 《论离婚法草案》与《〈莱茵报〉编辑部为〈论新婚姻法草案〉一文所加的按语》（见

本卷第３１５—３１７页）在内容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继续批判

了弗·卡·冯·萨维尼主持拟定的离婚法草案，并且同莱茵法学家和坚持普鲁

士邦法的普鲁士法学家划清了界线。在刊登马克思文章的《莱茵报》同一号

上，还转载了《普鲁士国家总汇报》的一篇关于离婚法的文章，据称这是萨

维尼让人在该报上发表的。文章简要地复述了普鲁士法律修订部的动机，

并为离婚法草案进行辩护。这篇文章显然是马克思促使《莱茵报》转载的，

因为这样一来马克思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莱茵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赞

成修改婚姻法的动机，同时他也能够直接批驳为维护离婚法草案的基本

原则而提出的论据。——３４６。

１６２ 《〈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是马克思为１８４３年１月１日

《莱茵报》第１号写的社论，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毫无保留地对普鲁士政

府查禁《莱比锡总汇报》一事表明了态度。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２８日弗里德里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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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四世下令在普鲁士邦境内查禁《莱比锡总汇报》。为欺骗舆论，普鲁

士当局把查封该报说成一种只是为对付该报任意行事而采取的特殊措

施。一些保守的温和的自由派报刊也附和这一说法，而马克思立即就认识

到，查禁《莱比锡总汇报》实际上是普鲁士政府对所有反对派报刊采取全

面制裁措施的第一步。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最早极其尖锐地指出，报纸对

普鲁士国家的批评才是政府采取行动的根本原因。因此，政府的责难是针

对全部持反对派立场的“人民报刊”而发的。以这篇文章开头，马克思写了

一组有关《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的评论（见本卷第３９６—４２３页）。——

３５１、９８７。

１６３ 《关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争》是马克思为反对奥格斯堡《总汇报》对

《莱茵报》的指责而写的短文。写作的起因是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２６日奥格斯堡

《总汇报》编辑部在该报刊登了一个按语，指责《莱茵报》没有准确地援引

《总汇报》上的某些段落。文章写于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２６日和１８４３年１月２

日之间。——３５５。

１６４ 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２１日《莱茵报》第３５５号上刊登了一篇寄自柏林的通讯《奥

格斯堡〈总汇报〉论德国和英国》，批评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展开的关于世

界政治问题的讨论，并着重批评了有关英国贸易和殖民政策的论述以及

有关德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的观点。通讯在援引奥格斯堡《总汇报》的

某些段落时引文有误。《总汇报》编辑部并没有直接对通讯所提出的批评

作出回答，却说了以下这番话：“如果《莱茵报》偶尔以向《总汇报》发泄年

青人的怒气来取乐的话，那么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该报至少应该

正确地阅读和摘抄……某些段落。”——３５５。

１６５ 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１２日和１４日《莱茵报》第３４６和３４８号上发表了该报驻摩

泽尔记者彼·约·科布伦茨写的两篇匿名文章《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

关注新闻界的下一步行动》和《关于乡镇财产必须退还》，报道了摩泽尔河

沿岸地区农民的贫困状况，并谴责政府当局对农民的疾苦采取冷漠的态

度。文章发表后，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向《莱茵报》发出两个指示，指责

《莱茵报》驻摩泽尔记者歪曲事实、诽谤政府，并要求作者就一系列问题作

出答复。冯·沙培尔于１８４２年夏调任莱茵省总督之前，一直担任直接管

辖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特里尔行政区长官。１２月１８日《莱茵报》第３５２号

上刊登了总督的指示，莱茵省几乎所有政治性报纸都遵从总督冯·沙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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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的命令刊登了这两个指示，总督和《莱茵报》之间的冲突迅速成了人们

讨论的话题。科布伦茨在此以后不敢大胆地论证自己文章里提出的论点

来驳倒冯·沙培尔对他的责难，于是，马克思决定为科布伦茨的观点进行

辩护，并利用与冯·沙培尔的论战广泛揭露普鲁士的社会政治制度。马克

思为此收集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贫困状况的大量材料，写出《摩泽尔

记者的辩护》一文，从１月１５日起在《莱茵报》上发表（见本卷第３５７—３９５

页）。在该文问世之前，《莱茵报》编辑部发表了这一通告，随后莱茵省各报

相继加以转载。——３５６。

１６６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是马克思针对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的责难，为《莱

茵报》驻摩泽尔记者彼·约·科布伦茨在揭露摩泽尔地区农民贫困状况

的两篇文章中提出的论点进行辩护而写的（参看注１６５）。由于面对总督的

指责，科布伦茨有意退缩，他虽然把省议会议员尼古劳斯·瓦尔德奈尔被

判刑（此事在马克思的证据中起着重要作用）一事告知了马克思，但是他

只是寄来了一篇很不像样的答复，于是，马克思便亲自承担了为科布伦茨

的观点进行辩护，并揭露普鲁士的反动政策的任务。为此就必须获得证明

材料，进行研究和分析。文章清楚地叙述了尼·瓦尔德奈尔起草请愿书及

其被控告的案件的经过并全文引用这份请愿书，这使人们可以推测，马克

思大概直接找到瓦尔德奈尔并且从他那里得到了有关的材料。马克思还

要求科布伦茨补充提供一些事实和报道。文章前面提到《莱茵报》编辑部

一再要求科布伦茨作出补充说明并指出消息的来源，也不是为推迟答复

寻找理由的推脱之辞，而是有据可查的事实。贝恩卡斯特尔县县长１８４３

年１月２８日曾经报告说，科布伦茨曾到该县为这篇文章收集材料，这是

可靠的事实。事实上，马克思利用了科布伦茨提供的材料。

马克思把文章分为五个独立的部分。Ａ和Ｂ两个部分于１８４３年１月

１５—２０日分五次在《莱茵报》头版头条连载。马克思在１８４３年１月２７日

以前或这一天把Ｃ这一部分送交书报检查机关审查。１月２６日刚到任的新书

报检查官于次日在科布伦茨市向总督府报告对《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续篇的

否定意见。随后，沙培尔的代表决定禁止继续发表这篇文章，沙培尔对决定表示

同意。至于Ｄ和Ｅ两个部分是否已经脱稿或构想出来，目前不得而知。１８４３年

２月１０日在《莱茵报》的内容提要上提到了“摩泽尔通讯。《莱茵报》驻摩泽尔

记者的辩护”，可是并没有发表文章的正文。这篇文章是政府决定从１８４３

年４月１日起查封《莱茵报》并在查封前对该报实行特别严格的书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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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原因之一。——３５７。

１６７ 《特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公报》第４号于１８４１

年在特里尔出版。其中包括文章中提到的送呈财政部的一份报告书：《特

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理事会的呈文。致王室

名副其实的枢密国务大臣和财政大臣冯·阿尔文斯莱本伯爵先生……

１８３９年１０月１０日〔于特里尔〕》。送呈这份报告书的主旨是要求削减土地

税。１８３９年１２月２９日，该协会理事会又提交了一份补充报告，请求彻底

豁免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者１８３８年的葡萄酒税。然而这一请

求遭到了财政大臣的拒绝，他把削减土地税的报告转交给特里尔行政区

政府。该政府责成税务督察官楚卡尔马里奥审查协会提交的报告书。本文

中下面的引文也都引自协会公报。

特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成立于１８３６年３

月１２日。协会的宗旨是调查并推广改善葡萄种植业的各项措施。协会会

员通常都是富有的葡萄种植者，因而在改善葡萄种植者的贫困状况方面

未能起到实际的作用。——３６４。

１６８ 冯·沙培尔１８３７年至１８４２年８月任特里尔行政区长官，后任莱茵省总

督。他的前任总督恩·冯·博德尔施文格在１８３２—１８３４年担任过特里尔

行政区长官并于１８４２年任财政大臣。——３７４。

１６９ 由莱茵省前总督冯·博德尔施文格倡议，限制地产析分的法律草案曾被

提交给１８４１年召开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讨论。经过辩论，省议会否决了

这个草案（参看注９４）。马克思曾打算在他写的有关第六届莱茵省议会辩

论的第四篇文章中分析这场辩论（参看注５０）。——３７５。

１７０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Ｃ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种种主要弊端》是《摩泽尔记

者的辩护》一文的续篇，因遭到政府当局的查禁而未能发表（参看注１６６）。

现在这个文本于１８４４年底由卡·海因岑发表在他的小册子《普鲁士的官

僚制度》中。文章收在“事实”栏，用的标题是《对报刊的恐惧》，还加了按

语，说明这是《莱茵报》发表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的续篇，因遭查禁

而未能发表。在该书后记中，海因岑说，书中报道的事实大部分是他亲自

收集的，同时指出了几篇不是由他收集的材料，其中没有提及此文。海因

岑是《莱茵报》的积极撰稿人，在马克思辞去报社编辑部工作以后，海因岑

接替了他的位置，任职到１８４３年３月３１日为止。很可能编辑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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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材料转到了他的手中。《莱茵报》第２７—２８号合刊指出，第２７号由于

有几篇文章被书报检查机关删去而不能发行。被删去的文章中大概也包

括《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的续篇。由于排好的文章可能已送交有关当局，海

因岑也许利用了尚未出版的第２７号报纸的条样。因此，现有的文本大概

只是Ｃ这个部分的开头。同Ａ和Ｂ两部分的比较也可看出，Ｃ部分的现

有文本缺少分析、论证的结论和批驳沙培尔的部分。而且文章一开头也

说，首先，我们要从一些事实谈起。如果说海因岑删去了其他部分，那对于

他揭露普鲁士官僚制度和书报检查机关这个目的来说，至少也是不明智

的。所以，更可能的是，这只是Ｃ部分的开头，而且是其片断。Ｃ部分开始

撰写的时间可能不早于１８４２年１２月底，完稿时间应在１８４３年１月２７日

以前，因为最晚那天已送交书报检查机关审查。——３９１。

１７１ 《〈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是马克思就《莱比锡总汇报》被查

禁所写的第二篇文章，也是他同《科隆日报》展开论战的第一篇文章。论战

的起因是《科隆日报》支持普鲁士当局查禁《莱比锡总汇报》，否认报刊有

批评国家机构的权利，并指责反对派报刊滥用当局所给予的新闻出版自

由的权利。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维护了关于必须有人民报刊的观点。继本

文之后，马克思针对《科隆日报》还写了《好报刊和坏报刊》、《答“邻”报的

告密》以及《〈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分别见本

卷第３９８—３９９、４０４—４０８、４１１—４２０页并见注１６２）。——３９６、３９８、４０４。

１７２ 《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以及《〈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

报〉的论争》和《莱茵—摩泽尔日报》（分别见本卷第４００—４０３、４１１—４２０、

４２１—４２３页）是马克思为同《莱茵—摩泽尔日报》进行论战而写的一组论

文。论战所涉及的问题是《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

《莱茵—摩泽尔日报》是一家有时持温和的自由主义观点的报纸，

１８４３年初逐步发展成为天主教政治势力的机关报。该报在１８４３年１月６

日第６号上刊登了一篇莱茵通讯《〈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支持普鲁士

当局查禁《莱比锡总汇报》，主要是因为《莱比锡总汇报》发表了反对天主

教的言论。通讯作者还针对马克思在《〈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

报〉》一文中所说的“《莱比锡总汇报》是德国人民报刊的一个必要组成部

分”这句话进行歪曲和攻击。马克思的文章就是对这种攻击的反驳。——

４００、４１１、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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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３ 指《莱比锡总汇报》在新教普鲁士国家和天主教教会之间因科隆大主教被

捕而展开的论争（见注４８）中，反对天主教的政治立场，维护新教。同时该

报还同《莱茵—摩泽尔日报》展开了论战。——４００。

１７４ 指格·海尔维格因抗议普鲁士政府禁止他筹办的激进杂志《来自瑞士的

德意志信使》在普鲁士境内发行而写给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信。《莱

比锡总汇报》在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２４日发表了这封信以后，内阁就颁布了查

禁该报的法令，海尔维格也被驱逐出普鲁士。——４０５。

１７５ 指毕洛夫－库梅洛夫在《普鲁士，它的国家制度，它的管理和它同德意志

的关系》中所表达的观点，他写道：“１８２３年６月１日和１８２４年３月２７日

公布了关于成立省等级会议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限制了各等级的作

用，以致既不能使人民的需求得到满足，也不能使君主清楚地了解到，需

要为人民做什么，或者人民希望些什么。”（见该书１８４２年柏林版第７５

页）。——４０７。

１７６ 《驳奥格斯堡〈总汇报〉编后记》是马克思针对《总汇报》一贯采取的论战手

法，以《莱茵报》编辑部的名义写的一篇评论性短文。写作的起因是，１８４３

年１月４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４号上刊登了一篇李希特尔的文章，题

目为《等级会议报告和〈莱茵报〉》，《总汇报》主编古·科尔布为此文写了

编后记。这篇编后记实际上是奥格斯堡《总汇报》对《莱茵报》曾发表文章

批评它对巴伐利亚省议会辩论的政治立场作出的反应。科尔布采用诽谤

和散布怀疑的手段，回避探究批评的政治内容。这是奥格斯堡《总汇报》在

论战中一贯采取的“策略”（见本卷第３２３—３２８和３５５页），马克思在这篇

文章中针对这一点展开了论战。这篇文章写于１８４３年１月９—１１日。

——４０９。

１７７ 古·科尔布曾在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３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３３７号上发表了

《〈莱茵报〉》一文，表示《总汇报》答应接受《莱茵报》提出的进行“公开的原

则斗争”的要求。——４０９。

１７８ 见１８４３年１月１７、１８日《莱茵—摩泽尔日报》第１７、１８号附刊刊登的《〈莱

茵报〉和〈德国年鉴〉》一文。文章评论了《莱茵报》对查禁《德国年鉴》的态

度。同时，《莱茵—摩泽尔日报》把青年黑格尔派学说的产生主要归咎于

《莱茵报》，并企图把两家报纸之间的论战从关于查禁《莱比锡总汇报》的

政治问题引向基督教和无神论的问题。——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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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９ 《评部颁指令的指控》是马克思为驳斥普鲁士三位负责书报检查的大臣

１８４３年１月２０日颁布的关于查封《莱茵报》的指令而写的。１８４３年１月

２４日科隆行政区长官向莱茵报社理事约·雷纳德、达·奥本海姆和格·

荣克口头传达了这一指令，１月２５日又给编辑部寄来了就《莱茵报》停止

出版一事给各家报纸的通告。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驳斥了部颁指令对

《莱茵报》所执行的政治方针的指控。他撰写这篇文章，显然同《莱茵报》编

辑部和监事会为阻止政府查封报纸而采取的措施有关。文章的基本内容

为可能也是马克思所写的《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的第三部分

（见本卷第９６３—９６８页）所采纳，该文对部颁指令作了全面的批驳。

马克思开始写作这篇文章的时间可能不早于１８４３年２月４日，因为

他引用了《柯尼斯堡总汇报》在这一天发表的一篇官方文章，完稿的时间

应在撰写《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之前，而《备忘录》的草稿应

该提交２月７—９日召开的监事会会议讨论，所以《评部颁指令的指控》大

约２月７日以前就已写成。——４２４。

１８０ 看来是指《最精美的新百科辞典——供各等级受过教育的人士使用》１８３５

年莱比锡版第２卷。该卷第２５５页写道，１８１８年黑格尔来到柏林，为了“把

他的哲学变成所谓的国家哲学”。——４２５。

１８１ 从１８２４年冬季到１８３０年冬季，黑格尔已不再讲授他的《法哲学原理》。尽

管他曾预告要在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冬季学期讲授这门课，但因身体“欠佳”而

让他的学生米希勒代劳。１８３１—１８３２年冬季学期，黑格尔听从普鲁士政府

的劝告，又重新讲授法哲学课，但只讲了几课就去世了。当时普鲁士政府

是想以黑格尔的法哲学抵制同时在柏林大学讲授法哲学课的甘斯的自由

派思想。——４２５。

１８２ 普鲁士政府于１８４２年７月制定了离婚法草案（见注１４０），该草案认为，

“现行的普鲁士婚姻法是不合乎伦理的，目前离婚理由的繁多和轻率是不

能容忍的，现行的诉讼程序是不符合这一命题的尊严的。”（见本卷第３４６

页）这首先引起了坚持普鲁士邦法有关规定的法学家的批评。马克思在

《〈莱茵报〉编辑部为〈论新婚姻法草案〉一文所加的按语》（本卷第３１５—

３１７页）和《论离婚法草案》（本卷第３４６—３５０页）两篇文章中对这个问题

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４２７。

１８３ １８４３年１月４日《莱茵报》第４号上刊登了《俄国关于普鲁士报刊的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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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文章批评了俄国沙皇制度，并批评它的代表干涉德国事务以压制反

对派报刊。文章发表后，沙皇政府提出了抗议。这篇文章遂成为指责《莱茵

报》侮辱外国的借口。——４２８。

１８４ 教皇至上派是天主教中最好战的一派，它反对各国教会的独立性，并维护

罗马教皇干涉一切国家内政的权力。在莱茵省，由于普鲁士政府和天主教

会之间的纠纷，天主教徒处于同保护新教徒的普鲁士政府对立的反对派

地位。——４２８、４４３。

１８５ 约·哥雷斯在《科隆纠纷结束后的教会和国家》１８４２年魏森堡版第７—８

页上，总结了科隆纠纷（见注４８），同时描述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科

隆纠纷的辩论情况。——４２８。

１８６ 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７日，马克思在给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的信中指出，《莱

茵报》曾经支持汉诺威、梅克伦堡和汉撒城市加入关税同盟（见注１１３）。到

１８４３年２月为止，《莱茵报》共发表５０多篇支持关税同盟的文章，并经常

为此同其他一些报纸展开论战。——４２９。

１８７ 指１８３０年３月普鲁士和俄国之间签订的一项关于互相引渡在逃的应服

兵役者和逃兵的协定。１８４２年９月底，协定到期。人们向普鲁士当局提出

要求，不要继续延长协定的有效期，或者利用延长协定期限的机会迫使俄

国在贸易政策方面作出让步。特别是自由主义反对派还要求俄国取消边

境封锁，以便普鲁士和俄国之间能够进行自由的贸易往来。《莱茵报》发表

自己的文章的同时也转载其他报刊的文章，参与了有关这一协定的公开

讨论，它反对延长协定的有效期，并要求俄国取消贸易限制。——４２９。

１８８ 《莱茵报》刊登过不少文章，维护普鲁士的领导地位，反对奥格斯堡《总汇

报》支持在奥地利领导下统一德国的立场。马克思早在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７

日给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的信中就已谈及这一事实。——４２９。

１８９ 《莱茵报》发表了《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前两部分之后，一些读者和报刊密

切关注着《莱茵报》继续发表该文的续篇。这篇编辑部声明是马克思为回

答《特里尔日报》的询问而写的。——４３１。

１９０ １８４３年３月２日，科隆市举行了第七届莱茵省议会议员的选举，在酝酿过

程中涉及到由什么样的人代表科隆市，即选举自由资产阶级代表，还是保

守派代表的问题。最后是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著名代表人物亨·康普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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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和卢·梅尔肯斯当选。此事引起了保守派的不满。《莱茵—摩泽尔日

报》于１８４３年３月８日刊登一篇通讯，指责科隆市民要求选举维护工商

业利益的代表。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就是针对《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这篇

通讯写的。马克思认为科隆市的代表们有权在省议会维护该市的经济利

益。——４３２。

１９１ １８４３年３月８日《莱茵—摩泽尔日报》第６７号上刊登了一篇莱茵通讯，把

《科隆日报》称为“莱茵省拥有最多读者的报纸”，而把《莱茵报》称为“政治

思想的体现者”。——４３２。

１９２ 汉撒同盟是德国中世纪北海、波罗的海沿岸以及与这两个海相连的河流

两岸的城市（以吕卑克为首）所结成的贸易和政治的同盟，其目的在于垄

断欧洲北部的贸易，１４世纪后半期为其极盛时代。——４３３。

１９３ 梅尔肯斯在莱茵省议会就区乡条例所举行的辩论中，曾是１８３１年莱茵省

城市议会决议的倡议人。在七月革命的影响下，他曾以科隆及莱茵省其他

１８个城市的名义要求保留以法国区乡法为基础的制度，并且拒绝接受

１８０８年普鲁士城市条例和把城市和农村分开的条例。参看本卷第３０７—

３１４页。——４３４。

１９４ 《〈莱茵—摩泽尔日报〉是宗教法庭的大法官》与当时围绕对弗·冯·扎勒

特的文学创作的评价而进行的争论相联系。反教权主义的诗人弗·冯·

扎勒特于１８４３年２月２１日去世。各报刊很快就如何评价他的文学作品

展开了讨论，焦点是他的宗教主题的诗集《俗人福音》。１８４３年３月６日

《特里尔日报》第６３号发表了《弗里德里希·冯·扎勒特死了！》，其中赞

扬了扎勒特的反教权主义思想。针对这篇文章，１８４３年３月１１日《莱茵—

摩泽尔日报》第７０号附刊刊登了《弗里德里希·冯·扎勒特的〈俗人福

音〉》一文，站在维护教权利益的反动立场上，攻击扎勒特及其作用。马克

思在这篇文章中批评了《莱茵—摩泽尔日报》的反动立场，也反对《特里尔

日报》把扎勒特当作福音教条的卫道士而加以颂扬，同时提出了他自己对

诗人的评价。——４３８。

１９５ 《俗人福音》是弗·冯·扎勒特以宗教为主题的诗集，１８４２年在雅姆本—

莱比锡出版。１８４０年以后，扎勒特由于研究黑格尔而坚持了诗歌创作的

独立性，在这部诗集中他宣扬人变为神并提出了道德规范，同时主张按照

宗教革命的传统来革新原始基督教。教会对扎勒特的这部代表作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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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４３８。

１９６ 地狱服是被西班牙宗教法庭判处火刑者在处决时必须穿的一种黄色衣

服。——４４１。

１９７ 《〈莱茵—摩泽尔日报〉的修辞练习》是马克思继《本地省议会议员选举》

（见本卷第４３２—４３７页）之后为同《莱茵—摩泽尔日报》继续论战而写的

又一篇文章。《莱茵—摩泽尔日报》对争论的问题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论据，

反而对《莱茵报》进行恶意的诽谤，因此，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以讽刺的笔

调针对这家报纸的文风作了评论。——４４２。

１９８ 《声明》标志着马克思在《莱茵报》的活动的结束。普鲁士书报检查机关的

迫害使得《莱茵报》不作重大的政治让步就不可能继续出版。这就使马克

思失去了在《莱茵报》编辑部继续工作的条件。马克思辞职的时间显然也

同《莱茵报》理事达·奥本海姆从柏林回来有联系。奥本海姆和莱茵报社

监事会监事卡·弗·施图克想把莱茵报社股东的请愿书和备忘录呈交国

王本人。但是，他们并未见到国王，只是受到三位负责书报检查的大臣中

的两位大臣的接见。大臣们答应认真研究备忘录中列举的事实。１８４３年

３月１４日，奥本海姆怀着希望返回科隆，以为经当局研究以后可能会撤销

禁令。３月１５日，奥本海姆、格·荣克和约·恩·雷纳德请求莱茵省总督

沙培尔到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说情，让《莱茵报》在当局进行研究得

出最后结论以前能继续出版。这一切可能在《莱茵报》内部引起新的意见

分歧。于是，马克思决定退出《莱茵报》编辑部。普鲁士当局对马克思的辞

职表示满意。但是，《莱茵报》并未摆脱遭到查封的厄运。

马克思的声明１８４３年３月１８日在《莱茵报》上发表后，《杜塞尔多夫

报》等多家报纸相继加以转载。——４４５。

１９９ 这是１８３５年８月１０日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毕业考试时写的宗教作文。

青年马克思在１８３５年８月毕业考试中的笔试考卷，现在保存下来的共有

七篇。除这篇宗教作文外，还有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拉

丁语作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

拉丁语即席翻译、希腊语翻译、法语翻译和数学试卷等。这些考卷全部收

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２０年历史考证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２分册第

１６４—１８２页。本卷只收了前面三篇作文。

马克思这篇宗教作文的成绩相当于中等水平，在班里居第五位。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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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评语是“思想丰富，叙述精采有力”，不过对同基督结合为一体的实质

和原因论述不够充分。——４４９。

２００ 这是１８３５年８月１２日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毕业考试时写的德语作文。

作文本身反映出他受到校长约·维滕巴赫的思想影响。维滕巴赫对作文

的总评语是：“相当好。文章的特点是思想丰富，布局合理，条理分明，但是

一般来说作者在这里也犯了他常犯的错误，过分追求罕见的形象化的表

达；因此，在许多加有着重号的地方，在个别措词以及句子的连接上，叙述

时就缺乏必要的鲜明性和确定性，往往还缺乏准确性。”从评价和保存次

序来看，这篇作文是班里第五篇优秀作文。——４５５。

２０１ 这是１８３５年８月１５日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毕业考试时写的拉丁语作文。

根据记录，这篇作文的成绩是“良好”，超过了班级的平均成绩。在这

篇作文的考卷上，主考人在许多地方加了着重号。页边上加了一些涉及作

文内容的拉丁语评语，由校长约·维滕巴赫以及拉丁语和希腊语教员勒

尔斯签署的总评语是：“除了上述我们加上评语的地方特别是结尾处的几

个错误以外，这篇作文不论在素材的处理方面，在显示出来的历史知识方

面，还是在力求以通顺的拉丁语来表达思想方面总的说来都很不错。但书

写太糟糕！！！”

元首政治是前期罗马帝国的一种统治形式，始于公元前２７年奥古斯

都建立罗马帝国之时。这种政治制度形式上保留了共和制的国家机构，如

元老院，公民大会和高级长官等，实际上由元首（元老院之首席）操纵国家

大权。至公元三世纪后半叶，这种披着共和制外衣的军事独裁，终于演变

为公开的君主专制。——４６１。

２０２ 布匿战争是古代罗马和迦太基于公元前２６４—２４１、２１８—２０１和１４９—１４６

年进行的三次战争，罗马人称迦太基人为“布匿”，故名。第一、二次布匿战

争是作战双方为争夺地中海西部的统治权而进行的扩张战争，第三次布

匿战争则是罗马以强凌弱的侵略战争。最后，战争以迦太基的灭亡而告

终。——４６１。

２０３ 指罗马共和制早期时代对各个年代发生的重大事件所作的简短的编年史

式的记载。——４６２。

２０４ 罗马的诗人曾把奥古斯都称为至圣的。实际上，贺拉斯使用这种称呼时，

是很有节制的，而塔西佗基本上对奥古斯都持否定态度。——４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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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５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在早年，主要是大学时期写的所有留传至今的文学习

作。

马克思早就喜欢文学艺术，尤好写诗。他曾把自己的作品集结成册，

其中有三本诗集，即《爱之书》第一部、《爱之书》第二部和《歌之书》，于

１８３６年晚秋献给了未婚妻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另一本诗集《献给亲

爱的父亲的诗作》，于１８３７年春天送给了亨利希·马克思。马克思的姐姐

索菲娅同弟弟关系极为亲密，曾抄录过弟弟的许多诗作，一部分抄在一本

纪念册里，另一部分分散地抄在一本笔记本里。

马克思这些留传下来的文学习作中，最早的写于１８３３年，其余的多

数写于１８３５和１８３６年，有一些写于１８３７年春天。此后马克思还继续从

事文学创作。他在１８３７年１１月给父亲的信中谈到同年夏天他生病后的

情况时说：“病好以后，我便把所有的诗和小说草稿等等都烧了”。１８３８年

２月１０日，他姐姐索菲娅还来信索要原来答应寄给她的诗作。可见，除了

收入本卷的几本诗集以外，还应该有其他一些诗作或诗集，但是这些作品

没有保存下来。

马克思生前只发表过两首诗，这两首诗曾编入１８３７年献给父亲的诗集。它

们于１８４１年１月以《狂歌》为题刊登在柏林的《雅典神殿》杂志上。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克思的诗歌习作只有一小部分为研究界

所知晓。１８９７年，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首次发表了１８３７年１１月１０

日马克思给父亲的信，并在前言中对信里提到的马克思献给燕妮·冯·

威斯特华伦的三本诗集作了说明。从此人们才知道有这些诗集存在。当弗

·梅林编辑１９０２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第一卷时，这些

诗集就在他手中，但他只是引用了很少几行诗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９年历史考证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２分册收入了马克思献给父亲的诗

集。这是第一次把马克思的一本诗集全文发表。直到１９７５年，马克思留传

下来的全部文学习作才分别以德文原文和俄文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版第１部分第１卷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

４０卷发表。

本卷收入马克思的文学习作，主要以马克思自己编成的四本诗集为

基础，按写作时间顺序排列，各本诗集中诗作的编排次序一如原貌，还保

留了马克思自己编的目录。这四本诗集各自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然后是

索菲娅抄在一个纪念册和一本笔记本中的马克思诗作。虽然这两部分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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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多数篇什写得更早些，但它们不是由马克思自己编成的完整的诗集，

而是由索菲娅抄录并收集在一起的，因此排在后边。有些诗作在不同的诗

集中重复出现，本卷中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发表，以后再出现时只保留标题

和前面出现的页码。只有以《狂歌》为题发表过的两首诗，因与诗集中的原

稿措词稍有不同，本卷发表两次。

从索菲娅在１８３６年１２月２８日亨利希·马克思给卡·马克思的信

中所加的附笔可以看出，《爱之书》第一部、《爱之书》第二部和《歌之书》这

三部诗集于１８３６年１２月２７日由索菲娅转交给了燕妮。它们应该是马克

思送给燕妮的圣诞节礼物。

这些诗集大概是在１８３６年１０月中到１２月中这段时间里编成的。不

过，因为马克思早就着手写诗歌习作，有些诗作可能早就写成了。《爱之

书》第一部扉页上注明“１８３６年秋末”，有的诗作完成的时间不晚于１１月，

因为马克思注明《爱之书》第二部的写作时间为“１８３６年１１月”。《歌之

书》只注明“１８３６年”，大概是三本诗集中的最后一本，但是也不会晚于

１８３６年１１月，因为从１８３７年１１月１０日马克思给父亲的信可以看出，燕

妮同时收到马克思寄去的三册诗集，而且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在

１８９７年为首次发表这封信所加的前言中，也是按这种顺序提到这三本诗

集的。不过，与前两本诗集不同，《歌之书》注明的日期比较宽泛，因此，也

不排除马克思更早就开始写这本诗集的可能性。——４６７、５４１、５９１。

２０６ 这首诗可以同１８３７年１１月１０—１１日马克思给父亲的信相对照，信中写道：

“甚至到柏林去旅行我也是淡漠的，要是在别的时候，那会使我异常高兴，会激发

我去观察自然，还会燃烧起我对生活的渴望。这次旅行甚至使我十分难受，因为

我看到的岩石并不比我的感情更倔强、更骄傲，广大的城市并不比我的血液更有

生气，旅馆的饭食并不比我所抱的一连串幻想更丰富、更经得消化，最后，艺术

也不如燕妮那样美。”——４７５。

２０７ 叙事谣曲《阿尔博英和罗莎蒙德》是以下述历史事件为基础的：公元５６６—５６７

年，伦巴德人的国王阿尔博英打败了杰皮迪人，杀死了杰皮迪人的国王库尼

蒙德，强娶了后者的女儿罗莎蒙德为妻。在维罗纳的一次宴饮上，阿尔博

英强迫罗莎蒙德用被害父亲的头骨饮酒，于是，在罗莎蒙德的策划下，阿

尔博英被他的持械侍从赫尔米希斯和一名副手杀死，罗莎蒙德与赫尔米

希斯结了婚并一同逃往拜占庭的拉韦纳。——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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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８ 继１８３６年马克思为祝贺父亲生日把自己的诗作献给了他之后，１８３７年他

又为祝贺父亲６０寿辰而编了一本诗集。根据１８３７年１１月１０—１１日马克

思给父亲的信来判断，这本诗集大概是在１８３７年“学期终了”时即２月和

３月编成的，因为冬季学期在１８３７年３月结束。最晚不会迟于４月初。多

数诗作以及悲剧《乌兰内姆》第一幕、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

片断也应是这段时间的作品。

这本诗集中有些诗作写得更早些。有９首诗编入了献给燕妮·冯·

威斯特华伦的三本诗集中，它们是：《爱之书》第一部的《人的自豪》、《苍白

的姑娘》、《卢欣妲》和《凄惨的女郎》，《爱之书》第二部的《致星星之歌》和

《海上船夫歌》；《歌之书》的《和谐》、《两个女竖琴手》和《海妖之歌》。另外

还有几首诗也是献给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也可能写得更早些，如

《致燕妮的十四行诗（终曲）》、《献给燕妮的两首歌》。《雇佣契约》、《讽刺短

诗集》的三和四、《普斯特库亨》的前四首讽刺短诗，可能在１８３５—１８３６年

就已写成。后几首诗都抄录在索菲娅的纪念册或笔记本里。

马克思自己为献给父亲的诗作而编的目录同作品的实际顺序不完全

一致，本卷完全按作品的实际顺序刊印。叙事诗《小提琴手》和叙事谣曲

《夜恋》作了一些改动后曾在１８４１年１月２３日出版的《雅典神殿》杂志第

４期发表（见注２２３）。——６８７。

２０９ 这首诗马克思译自古罗马诗人奥维狄乌斯的拉丁文诗作《哀歌》第一曲。

译文在思想上比较忠实于原作，但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别极大。马克思在

１８３７年１１月１０日给父亲的信中曾提到《哀歌》的翻译。——７０５。

２１０ 有关黑格尔的前两首讽刺短诗反映了马克思对他刚开始研究的黑格尔哲

学的态度。马克思一方面意识到黑格尔的哲学包罗万象、黑格尔本人学识

渊博，同时对黑格尔思想借以表达的复杂形式持批判态度，认为这在一定

程度上是故意用晦涩的语言来表示自己的高深莫测。马克思在１８３７年１１

月１０日给父亲的信中也说：“先前我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我不喜

欢它那离奇古怪的调子”。——７３５。

２１１ “德意志人”“取得了民族大会战的奇胜”指在１８１３年１０月１６—１９日第

六次反法同盟同拿破仑法国之间进行的莱比锡会战中，俄国、普鲁士、奥

地利和瑞典的联军战胜了法国军队，并使德国摆脱了拿破仑的统治。但

是，打败拿破仑的军队并未使德国得到统一并建立起进步的社会制度。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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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认为，这是由于德国资产阶级集团的消极态度造成的。他们忘记了解

放战争的传统，不以实际行动去实现德国自由、统一的理想，却编造各种

混乱的乌托邦思想。马克思在这首讽刺短诗中抨击了这种空谈理论的现

象。——７３６。

２１２ 责骂席勒的人是指“青年德意志”的作家们，他们在１８３０年后发起了对德

国三月革命前经典作家作品的讨论，要求作一次文学上的清算，并以批判

的态度重新评价歌德和席勒。以路·白尔尼为代表的“青年德意志”作家

们指责席勒的作品表现出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气派。这首讽刺短诗反映

出当时人们尤其关注诗歌与现实的相互关系。从下面几首短诗来看，显然

马克思并不同意“青年德意志”作家们对歌德和席勒的种种指责。——

７３７。

２１３ 这首讽刺诗里的秃头人很可能是恩·克林霍尔茨的形象。马克思在幽默

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第２８章（见本卷第８１７—８１９页）及叙事诗

《恩格尔伯特·克林霍尔茨》（见本卷第８９９—９０７页）中描绘了这个神秘

的形象。——７３８。

２１４ １８２１年，歌德的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问世，差不多同一时

期，反歌德思想的主要代表新教路德宗牧师约·弗·威·普斯特库亨－

格兰佐模仿这部小说写了一些讽刺作品，其中有一本匿名出版的书与歌

德这部小说的标题完全一样，人称“假冒的《漫游时代》”。普斯特库亨站在

保守的虔诚主义的立场攻击歌德小说的主人公威廉·迈斯特，进而攻击

整部作品，他指责威廉·迈斯特“不过是糟糕的，不像样子的，放纵的近代

的代表，而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德意志代表”。普斯特库亨的这本书当时引

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一时间诽谤歌德的文章如洪水涌来，在大谈诗歌与道

德的关系的同时猛烈地攻击诗人。歌德本人曾多次针对假冒的《漫游时

代》予以反击。

马克思１８３６年转入柏林大学后接触到普斯特库亨的作品，于是写下

了这首讽刺诗。——７３９。

２１５ 《优美的灵魂》指歌德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第６册的标题《优美

的灵魂的自白》，普斯特库亨在他的书中曾多次引用。马克思在这首讽刺诗中以模

拟的手法讽刺了普斯特库亨对该书的攻击。——７４２。

２１６ １８３６年，歌德的诗作《歌德与普斯特库亨》作为他的遗著首次发表。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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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普斯特库亨姓名的文字组成对他进行嘲讽。马克思显然按照歌德的

方式写下了这首讽刺短诗。根据歌德诗歌发表的年代可以推断，马克思这

首诗的写作时间是１８３６年。——７４２。

２１７ 从《维也纳猴子戏团在柏林》到《医生的伦理学》这１５首诗，在马克思自编

的目录里没有细目，而统称为《讽刺诗和短诗》，可是在诗册里，这一总标

题并未出现。现在编者按照马克思的原意，把总标题加在这一组诗歌之

前。——７８３。

２１８ 马克思的这首诗借用了蓓蒂娜·冯·阿尔宁的《歌德同一个孩子的通信

集》中描写的一个情节，见该书１８３５年柏林版第２卷第１３８页。——７８６。

２１９ 弗·奎德诺是德国特里尔行政区官员和建筑工程顾问，１８３０年至１８３６年

任特里尔地方工业学校学监，马克思的这首短诗可能就是讽刺他的。——

７８７。

２２０ 马克思的这一批诗作是他的姐姐索菲娅收集并抄录在一个纪念册里的。

纪念册的扉页上注明诗作写于１８３５和１８３６年，抄录的时间难于确定，大

概是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完成的。有１１首诗作也编入了马克思献给燕妮

的三本诗集，即《爱之书》第一部的《两重天》、《思念》、《人的自豪》、《歌手

最后的歌》、《卢欣妲》、《歌手的爱情》、《凄惨的女郎》、《苍白的姑娘》、《终

曲（十四行诗）》；《爱之书》第二部的《感触》；《歌之书》的《和谐》。有８首诗

作也编入了诗集《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其中除了前面三本诗集中也

有的《人的自豪》、《卢欣妲》、《凄惨的女郎》、《苍白的姑娘》、《和谐》以外，

还包括《普斯特库亨（假冒的〈漫游时代〉）》、《雇佣契约》和《德意志人的鉴

赏力》。——８３３。

２２１ 叙事诗《盲女》也被抄录在索菲娅的笔记本中，在那里，接下去还有两行结

尾的诗句：

        “屋顶轰然坍塌，

        瓦砾将她埋葬。”——８５２。

２２２ 马克思的这些诗作是他的姐姐索菲娅抄录在一个笔记本里的。除了马克

思的诗作外，笔记本里还有其他人的诗作以及索菲娅自己和她的亲友的

个人记事。马克思的这些诗作，除了《人生》和《查理大帝》外都在马克思的

几本诗集和索菲娅的纪念册里出现过。《查理大帝》一诗注明写作日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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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３年，可见马克思早在中学时代就已开始写诗了。《盲女》注明写作日

期是１８３５年。为祝贺父亲生日而献给亨利希·马克思的诗作的写作日期

应该不晚于１８３６年初。——９１３。

２２３ 以《狂歌》为总标题于１８４１年１月在《雅典神殿》杂志上发表的叙事诗《小

提琴手》和叙事谣曲《夜恋》，是马克思生前唯一发表过的两首诗作，也是

他以自己的名义发表的最早的作品。这两首诗作本来已编入马克思１８３７

年４月献给他父亲的诗集《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中（见本卷第７７７—

７７９和７０１—７０２页），但是发表时作了一些改动。诗的写作时间大概在

１８３７年２月和４月初之间。

《雅典神殿》是青年黑格尔派讨论哲学和文学问题的杂志。马克思大

约在１８４１年初同杂志建立了联系，他认识杂志的实际编辑爱·迈耶尔，

又通过埃·鲍威尔结识了正式编辑卡·里德尔。因为杂志编辑部正物色

撰稿人，所以也要求马克思提供稿件。可能当时马克思来不及写别的东

西，就送去了这两首诗作。

１８４１年３月３日《法兰克福谈话报》第６２号发表评论说：《狂歌》“的

确十分狂放，但是显示出一种独具一格的才华”。——９２３。

２２４ 据考证，亨利希·马克思生于１７７７年，当时应是４１岁。——９３１。

２２５ 除了特里尔中学发给马克思的毕业证书外，保存下来的还有证书的原始

副本以及特里尔中学毕业考试成绩摘录、评语摘录和参加考试的学生名

单。——９３２。

２２６ 在特里尔中学档案室里的毕业证书原始副本中，对马克思希腊语知识的

评语更为详细：“该生所具备的知识和理解古典作家作品的能力，差不多

和拉丁语一样；在翻译校内所阅读的古典作家作品方面，由于语法的扎实

程度和把握性差一些，所以比不上拉丁语，不过，对那些甚至比较困难的

地方他常常也能作出正确的解释；总的来说，他的译文相当流畅。”——

９３３。

２２７ 保存下来的肄业证书是一份不知由何人誊写的副本。马克思曾把这份证

书和其他文件一起寄给耶拿大学，以便申请获得博士学位。——９３６。

２２８ 马克思的柏林大学毕业证书上标有“归入第２６号”的字样，这是耶拿大学

在１８４１年４月收到马克思提交的博士学位申请书和其他文件时所加的

登记号码。——９３９。

７４０１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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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９ １８４１年４月１３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连同应考学位的德文和拉丁文申请

书由耶拿大学登记在案，登记号为２６号。同日，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卡·

弗·巴赫曼教授给哲学系系务委员们写了这篇推荐书，委员们一致赞同

推荐书的意见。４月１５日在应考生不在场的情况下，授予马克思哲学博士

学位并发给证书。——９４２、９４４。

２３０ 《海尔维格和卢格对“自由人”的态度》是马克思根据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２２日

海尔维格给《莱茵报》编辑部的信（见《关于１８３０—１８５０年政治运动史的

莱茵通信文件集》１９１９年埃森版第３８２—３８４页）改写而成的一篇通讯。

通讯的发表标志着《莱茵报》编辑部正式同柏林的“自由人”划清界线。早

在１８４２年７月，马克思就对“自由人”的观点表示怀疑。他参加《莱茵报》

编辑部以后，便明显地削弱了“自由人”对报纸的政治态度的影响。１８４２

年１１月编辑部同“自由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海尔维格的信的发表最终

导致了同“自由人”的决裂。

发表这篇通讯的直接原因是格·海尔维格要求在《莱茵报》上澄清他

同柏林的“自由人”的关系。１８４２年１１月阿·卢格同海尔维格一起曾在

柏林逗留。１１月１０日卢格曾与“自由人”会晤，但是并没有能说服“自由

人”放弃自己的政治观点。海尔维格并没有参加这次会晤，他要求以通讯

的形式澄清一些不确切的传闻。——９４６。

２３１ “自由人”是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上半期由柏林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小

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爱·梅因、路·布

尔、麦·施蒂纳等人。“自由人”脱离现实生活，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在

１８４３—１８４４年抛弃了激进主义，陷入了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马克思对

“自由人”的批评，见他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３０日给阿·卢格的信，以及马克思

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

判》。——９４６。

２３２ 这是一篇经马克思修改过的文章，原是杜塞尔多夫一家旅店的店主洛·

霍尔纳写的一篇通讯。霍尔纳在通讯写好后寄给《莱茵报》编辑部，请求予

以修改。编辑部确认了这篇通讯所提供的情况属实，经马克思亲笔修改后

打算于１８４３年１月７日付印，但未能通过书报检查。这篇文章首次发表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２９年历史考证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２分册。

——９４７。

８４０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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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 这份请愿书是在１８４３年１月３０日举行的科隆市民大会上通过的。大约

有１００人出席了会议，会上选出了征集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全权代表。请愿

书的执笔人是《莱茵报》社监事会成员伊·毕尔格尔斯。在会议期间和会

后的几天里，有９００多科隆市民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其中包括卡·马克

思。１８４３年２月１８日请愿书被寄往柏林。莱茵省其他城市（杜塞尔多夫、

巴门、特里尔等）的市民也写了类似的请愿书。为此，弗里德里希－威廉四

世指示内务大臣在答复时对所有请愿书的要求都加以拒绝。——９４９。

２３４ 《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是针对１８４３年１月２０日普鲁士王国

负责书报检查的各部关于查封《莱茵报》的指令提出的对《莱茵报》的指控

所作的辩护。１８４３年１月２４日科隆行政区长官向《莱茵报》的几位理事传

达了指令的内容，一天以后又给编辑部寄来了就《莱茵报》停止出版给各

家报纸的通告。

１８４３年２月７、８、９和１１日，莱茵报社监事会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对

查封报纸一事表明态度。监事会决定在２月１２日召开非常全体会议，并

且讨论了全体会议应以什么方式去反对查封报纸的问题。备忘录大概就

是为准备召开监事会会议而起草的。

马克思早在１８４３年１月２５日给阿·卢格的信中就把上述指令提出

的查封《莱茵报》的理由归结为三点。因此，备忘录也分为三节。第一节证

明《莱茵报》持有合法的许可证，第二节证明为查封《莱茵报》提出的理由

是违反现有的新闻出版立法的，第三节是马克思《评部颁指令的指控》一

文（见本卷第４２４—４３０页）的修改稿。

但是，这份备忘录没有被监事会的多数成员所接受。于是，监事会建

议全体会议采纳《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录》（见本卷第９７１—９８１页）。后者

以前一份备忘录的头两节为基础，有些地方作了修改，内容的叙述变得缓

和了。关于报纸的政治倾向的第三节没有被采纳。《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

录》在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并由代表团送交柏林。

《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很可能是马克思亲自起草的，但

是不能排除荣克、克莱森和奥本海姆也参加了这项工作。——９５１。

２３５ 指《王国负责书报检查的各部关于〈莱茵报〉从１８４３年４月１日停止出版的指令。

１８４３年１月２０日》，该指令曾于１８４３年１月２６日刊登在《科隆日报》第２６号

上，这份备忘录里所摘录的引文，全部引自《科隆日报》的官方报道，引文中所有

的着重号都是《备忘录》作者加的。——９５１。

９４０１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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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６ １８３９年１２月２３日莱茵省总督冯·博德尔施文格向伯·腊韦博士和弗·

舒尔特博士颁发了关于出版一份政治性刊物的许可证。１８４０年７月２３

日，舒尔特将这一刊物的出版权转让给了约·威·狄茨。１８４１年６月２７

日，腊韦和狄茨放弃了出版《莱茵总汇报》的许可权，而将许可证转让给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即《莱茵报》）的出版人。１８４１年１１月１９

日，出版人约·恩·雷纳德向博德尔施文格提出请求，希望能批准这一转

让手续。这一转让手续于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１３日经博德尔施文格批准。１８４１

年１２月１７日，王国科隆政府把批准转让手续的决定通知了雷纳德（见本

卷第９７２—９７３页）。——９５２。

２３７ 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１３日，莱茵省总督博德尔施文格曾请求负责书报检查的三

位大臣暂时批准《莱茵报》出版，最后批准须视报纸将要采取的方针而定。

１８４２年１月３１日内务大臣冯·罗霍宣布已作出决定，要更仔细地查清报

纸的倾向。同年３月１１日，负责书报检查的三位大臣致函博德尔施文格，

称“该报遵循的是倾向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方针”，授权博德尔施文格拒绝

给予最后批准，并责令《莱茵报》从１８４２年４月１日停止出版。根据博德

尔施文格１８４２年３月２６日的提议，这项决定被暂时收回。——９５５。

２３８ １８４２年２月１５日，格尔拉赫在同雷纳德谈判时提出了这种要求，同年１１

月１２日在谈判中再次提出这种要求。——９５８。

２３９ 鉴于雷纳德不是亲自主持报纸的编辑工作，在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２日的谈判

中，格尔拉赫责成他提出一名编辑，但这名编辑必须得到政府当局的认

可。１１月１９日继续谈判时，报社理事达·奥本海姆和格·荣克也应邀参

加。编辑提名的日期定于１２月１０日。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２１日，报社理事雷纳

德、奥本海姆和荣克就提议由腊韦博士任编辑。１１月２８日格尔拉赫约见

腊韦，要求他写出书面声明，保证《莱茵报》在他的主持下将放弃以往的应

受谴责的倾向。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１日腊韦提交了有关的声明。——９５８。

２４０ 关于黑格尔被看作官方的普鲁士国家哲学家，见注１８１。

施塔尔被看作官方的普鲁士国家哲学家，是指１８４０年，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聘任反动的法学家弗·尤·施塔尔为柏林大学教授，讲授法

哲学、国家法和教会法，以便排挤黑格尔派学者，消除黑格尔学说和自由

主义思想的影响。此事在柏林大学师生的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之间引起

了激烈的争论。——９６４。

０５０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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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１ 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屈膝礼法于１８３８年４月１４日颁布。该法律规定，在巴

伐利亚军队服役的信奉新教的士兵和军官必须参加天主教军人礼拜并完

成规定的各种仪式，首先是下跪。该法律自生效以来一直是新教徒和天主

教徒之间争论的主要问题。１８４３年１月１０日巴伐利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

由３６名新教代表提出的废除屈膝礼法的提案，然而巴伐利亚政府拒绝承

认这一决议。直到１８４５年这一法律才得以废除。

１８４３年１月１６—２２日，《莱茵报》发表了几篇文章，报道巴伐利亚众

议院就废除该项法律进行辩论的情况。——９６７。

２４２ 这是莱茵报社监事会决定提交非常全体会议讨论的两个主要文件之一。监事会经

过几天讨论以后，于１８４３年２月９日决定起草两个文件，其中备忘录陈述合法

理由以驳斥部颁指令对《莱茵报》的指控，请愿书请求撤销关于查封该报的指令。

监事会放弃了在这两个文件中维护《莱茵报》倾向的方案。因此，《莱茵报

社股东的备忘录》便根据《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见本卷第

９５１—９６８页）第一、二两节改写而成。

《莱茵报社股东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和《莱茵报社股东

的备忘录》于１８４３年２月１２日由亨·克莱森在全体会议上宣读。在对请

愿书作了补充以后，股东们以多数票通过了这两个文件，并在上面签了

名。签名者中包括马克思。此外，全体会议还决定派代表团把请愿书和备

忘录面呈国王。１８４３年２月１９日，达·奥本海姆和卡·弗·施图克赴柏

林并于２月２４日请求谒见国王，未获准。于是，他们于１８４３年３月２日把

请愿书和备忘录送交王国民事接待室。２月２４日他们还请求负责书报检

查的大臣阿尔宁和艾希霍恩亲自听取意见，２月２６日获两位大臣接见并

呈交备忘录副本。大臣们答应认真核查备忘录所陈述的事实和论据。３月

１４日，奥本海姆抱着幻想返回科隆，以为政府当局经研究也许会取消禁

令。但是，３月２１日普鲁士国王决定维持原来查封的指令不变，并下令通

知莱茵报社理事。于是，１８４３年３月２７日，负责书报检查的大臣们作出了

答复。——９６９、９７１。

２４３ 《莱茵报社非常全体会议记录》反映了莱茵报社股东围绕查封《莱茵报》一

事而进行的争论。莱茵报社非常全体会议于１８４３年２月１２日在科隆俱

乐部举行。股东们关于应该采取的措施和可能作出的让步的争论暴露了

自由主义运动内部存在的不同观点。

１８４３年２月１５日《亚琛日报》第４６号和２月２１日《法兰克福报》第

１５０１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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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号对会议作了简单的报道。

这份记录稍加改动之后收进《关于１８３０—１８５０年政治运动史的莱茵

通信文集》１９１９年埃森版第１卷第４３６—４３７页。——９８２。

２４４ 指１８４３年１月２４日格尔拉赫写给《莱茵报》编辑部的信。负责书报检查

的大臣们责成科隆行政区长官格尔拉赫每天把经过书报检查的《莱茵报》

全部版面呈送给他亲自审阅，只有经审阅后方可付印。在审阅时如发现文

章或章节中有不允许出版的内容便将报纸扣发。——９８３。

２４５ 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２８日内阁下令在普鲁士邦境内查禁《莱比锡总汇报》时，该

报发行人弗·布罗克豪斯曾试图通过个人说情来让政府撤消禁令，然而

他未能获准谒见国王。为了能在普鲁士邦境内继续发行这份报纸，他同意

向书报检查官尽可能地作出让步。起初，他的努力毫无效果，后来由于改

组了编辑部，改变了办报方针并更换了报名，才在１８４３年６月重新获得

发行的许可。——９９４。

２４６ 根据莱茵报社章程的规定，报社监事会每年２月召开一次例行全体会议。

由于非常全体会议刚刚开过（见本卷第９８２—９９７页），而且非常会议派往

柏林的代表团尚未返回，故例行全体会议被推迟到１８４３年３月３１日举

行。——９９６。

２５０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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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Ａ

阿波洛多罗斯（雅典的）（ＡｐｏｌｌｏｄｏｒｏｓｏｆＡｔｈｅｎｓ公元前２世纪下半叶）——古

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派，伊壁鸠鲁传记的作者。——７０。

阿波洛多罗斯（雅典的）（ＡｐｏｌｌｏｄｏｒｏｓｏｆＡｔｈｅｎｓ公元前１８０左右—１１９以后）

——希腊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写有公元前１１８５—１１８４年特洛伊城的陷落

到公元前１４４—１４３年的诗歌史。——７０。

阿德隆，约翰·克里斯托夫（Ａｄｅｌｕｎｇ，Ｊｏｈａｎｎ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１７３２—１８０６）——德国

语言学家，写有德语词源学和德语语法等多部著作。——８２６。

阿尔博英（Ａｌｂｏｉｎ死于５７２年）——伦巴德人的王（５６５左右—５７２）。——５９５、

６０１、６０４、６０６。

阿尔登霍芬，弗兰茨（Ａｌｄｅｎｈｏｖｅｎ，Ｆｒａｎｚ１８１０或１８１１—１８７２）——德国地主；莱

茵省议会乡镇等级的代表。——１９６、２５８。

阿尔宁，蓓蒂娜·冯（Ａｒｎｉｍ，Ｂｅｔｔｉｎａｖｏｎ１７８５—１８５９）——德国浪漫派女作家；

曾积极参加当时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歌德的崇拜者。——７８６、９０８。

阿尔宁－博伊岑堡伯爵，阿道夫·亨利希（Ａｒｎｉｍ－Ｂｏｉｔｚｅｎｂｕｒｇ，Ａｄｏｌｆ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Ｇｒａｆｖｏｎ１８０３—１８６８）——普鲁士国务活动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人物；曾任

内务大臣，同时为书报检查三大臣之一（１８４２—１８４５）和首相（１８４８年３月

１９—２９日），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１８４９年为第二议院右翼领袖

之一。——４２５。

阿尔文斯莱本伯爵，阿尔布雷希特（Ａｌｖｅｎｓｌｅｂｅｎ，ＡｌｂｒｅｃｈｔＧｒａｆｖｏｎ１７９４—

１８５８）——普鲁士政治活动家；１８３５—１８４２年为财政大臣，１８４４年辞去弗里

德里希－威廉四世内阁成员职务，１８４９年起为第一议院议员。——３７０—３７３。

阿尔谢斯特拉图斯（Ａｒｃｈｅｓｔｒａｔｕｓ公元前４世纪）——古希腊诗人，写过一首关

于饕餮之徒的讽刺诗。——６２、９７。

阿格利巴（马可·维普萨尼·阿格利巴）（ＭａｒｃｕｓＶｉｐｓａｎｉｕｓＡｇｒｉｐｐａ公元前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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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１２）——罗马统帅和国务活动家，公元前２１年起成为奥古斯都的共同

执政者。——４６４。

阿基米德（Ａｒｃｈｉｍｅｄｅｓ公元前２８７左右—２１２）——古希腊数学家和力学家。

——７７。

阿里士多塞诺斯（Ａｒｉｓｔｏｘｅｎｏｓ公元前４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和音乐理论

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毕达哥拉斯派；著有历史传记体著作。——７９。

阿蒙，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冯（Ａｍｍｏｎ，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ｖｏｎ１７６６—

１８５０）——德国新教神学家。——２３１。

阿米克拉斯（Ａｍｙｋｌａｓ公元前４世纪）——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毕达哥拉斯

派。——７９。

阿那克萨哥拉（Ａｎａｘａｇｏｒａｓ约公元前５００—４２８左右）——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

家。——５５。

阿帕梅亚的波西多尼乌斯——见波西多尼乌斯（阿帕梅亚的）。

阿泰纳奥斯（Ａｔｈｅｎａｉｏｓ［Ａｔｈｅｎａｅｕｓ］约２世纪）——古希腊雄辩家、语法学家和

作家，论述文化史题材的对话集《哲人宴》的作者。——９７。

埃利亚的巴门尼德——见巴门尼德（埃利亚的）。

埃利亚的芝诺——见芝诺（埃利亚的）。

埃皮门尼德斯（Ｅｐｉｍｅｎｉｄｅｓ约公元前５世纪）——古希腊神学家，克里特岛上的

僧侣，传说他酣睡了半个多世纪。——１４０。

埃斯肯斯（Ｅｓｋｅｎｓ）——德国特里尔的枢密顾问，长期担任特里尔地方贫民院院

长，１８３９年被免职；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领导人之一。——３９２。

埃斯库罗斯（Ａｉｓｃｈｙｌｏｓ公元前５２５—４５６）——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剧作家。

——１２、５７。

埃施，Ｇ．Ｆ．（Ｅｓｃｈ，Ｇ．Ｆ．）——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

艾讷坎，维克多·安东（Ｈｅｎｎｅｑｕｉｎ，Ｖｉｃｔｏｒ－Ａｎｔｏｉｎｅ１８１６—１８５４）——法国律

师和政治家，傅立叶的信徒。——２９４。

艾希霍恩，约翰·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Ｊｏｈａｎｎ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７９—１８５６）——普鲁士政治家，曾在施泰因和哈登堡内阁担任多

种职务，积极参与关税同盟的建立，１８４０—１８４８年任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

臣，同时为书报检查三大臣之一。——４２５。

艾希塔尔，古斯塔夫·德（Ｅｉｃｈｔｈａｌ，Ｇｕｓｔａｖｅｄ１８０４—１８８６）——法国政论家；圣

西门主义者。——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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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凡丹，巴泰勒米·普罗斯佩（Ｅｎｆａｎｔｉｎ，Ｂａｒｔｈéｌｅｍｙ－Ｐｒｏｓｐｅｒ人称安凡丹老爹

ＰèｒｅＥｎｆａｎｔｉｎ１７７６—１８６４）——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门徒，同巴扎

尔一起领导圣西门学派；自４０年代中起在许多资本主义企业中担任领导职

务。——２９５。

安提西尼（罗陀斯的）（ＡｎｔｉｓｔｈｅｎｅｓｏｆＲｈｏｄｕｓ约公元前２世纪）——古希腊历

史学家和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信徒。——２３、６９。

奥柏，丹尼尔·弗朗索瓦·埃斯普里（Ａｕｂｅｒ，Ｄａｎｉｅｌ－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Ｅｓｐｒｉｔ１７８２—

１８７１）——法国作曲家，法国喜歌剧的主要代表人物。——９０９。

奥本海姆，阿伯拉罕（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Ａｂｒａｈａｍ１８０４—１８７８）——德国银行家和实

业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莱茵报社股东；达·奥本海姆的哥哥。

——９８２、９８７。

奥本海姆，达哥贝尔特（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Ｄａｇｏｂｅｒｔ１８０９—１８８９）——德国政论家，早

年为见习法官，后为科隆的银行家；《莱茵报》理事之一，在此期间，赞同青年

黑格尔派，后脱离政治活动。——９８２、９８７、９９１。

奥本霍夫（Ｏｐｐｅｎｈｏｆｆ）——波恩大学秘书。——９３７。

奥伯霍文，约翰（Ｏｂｅｒｈｏｖｅｎ，Ｊｏｈａｎｎ）——德国音乐家。——３８６。

奥尔良公爵——见菲力浦第二，奥尔良公爵。

奥尔良公爵——见路易－菲力浦一世（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

奥弗拉特，克里斯蒂安斯·冯（Ｏｖｅｒａｔｈ，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ｖｏｎ）——莱茵报社股东。

——９８２。

奥古斯丁，奥勒留（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ｕｓ，Ａｕｒｅｌｉｕｓ３５４—４３０）——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

教父哲学的主要代表；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３８７年弃摩尼教，皈依基督教，

３９５年任北非希波主教；他用新柏拉图主义哲学论证基督教教义，把哲学和神

学结合起来，他的一些论述对以后基督教各派的神学和哲学都有一定影响。

——３４、８２、２２３、２３１。

奥古斯都（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屋大维）（Ａｕｇｕｓｔｕｓ［ＧａｉｕｓＪｕｌｉｕｓＣａｅｓａｒ

Ｏｃｔａｖｉａｎｕｓ］公元前６３—公元１４）——罗马皇帝（公元前２７—公元１４）。——

４６１—４６４、８１５。

奥克瑟－施泰恩（Ｏｃｈｓｅ－Ｓｔｅｒｎ）——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

奥肯，洛伦茨（Ｏｋｅｎ，Ｌｏｒｅｎｚ原名奥肯富斯Ｏｃｋｅｎｆｕβ１７７９—１８５１）——德国自

然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１４１。

奥雷利，约翰·康拉德·冯（Ｏｒｅｌｌｉ，ＪｏｈａｎｎＣｏｎｒａｄｖｏｎ１７７０—１８２６）——瑞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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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和语文学家，曾整理出版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著作。——８６。

奥维狄乌斯（普卜利乌斯·奥维狄乌斯·纳佐）（ＰｕｂｌｉｕｓＯｖｉｄｉｕｓ－［Ｏｖｉｄ］Ｎａｓｏ

公元前４３—公元１８）——古罗马诗人，公元８年因对皇帝奥古斯都的政策不

满被驱逐出罗马。——６９１、７０５、７２３、８１５、８２３。

Ｂ

巴赫曼，卡尔·弗里德里希（Ｂａｃｈｍａｎｎ，Ｋ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８５—１８５５）——德国哲

学家，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９４２—９４４。

巴门尼德（埃利亚的）（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Ｅｌｅａｔｅｓ公元前５４０左右—４８０以后）——古

希腊哲学家，埃利亚学派的主要代表。——１９、７１。

鲍尔，约翰·亨利希（Ｂａｕｒ，Ｊｏｈａｎ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ｖｏｍ生于１７８４年）——德国商人，

莱茵省议会城市等级的代表。——２００、２４６、２５３、２６５、２７１—２７２、２８５。

鲍恩达尔，康拉德·亨利希（Ｂａｕｅｎｄａｈｌ，Ｃｏｎｒａｄ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０９—１８９２）——德国

一家呢绒厂所有人之一和伦讷普商会副会长，后为科隆商人，莱茵报社股东。

——９８３。

鲍威尔，布鲁诺（Ｂａｕｅｒ，Ｂｒｕｎｏ１８０９—１８８２）——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宗教和

历史研究者，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１８３４年在柏林大学、１８３９年在波恩大学

任非公聘神学教师，１８４２年春因尖锐批判圣经而被剥夺教职；１８４２年为《莱

茵报》撰稿人；早期为黑格尔正统派的拥护者，１８３９年后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

重要理论家，自我意识哲学的代表；１８３７—１８４２年初为马克思的朋友；１８４２

年夏天起为“自由人”小组成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为《新普鲁士报》（《十字

报》）的撰稿人，１８６６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有一些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

——２２１、３００—３０４、４３８、９４０。

贝尔纳（克莱尔沃的）（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ｄｅＣｌａｉｒｖａｕｘ１０９１—１１５３）——法国神学家，中

世纪神学的神秘主义流派的创始人，克莱尔沃隐修院创建人，第二次十字军

东侵的鼓吹者，并组成圣殿骑士团。——１９４。

贝朗瑞，皮埃尔·让·德（Ｂéｌａｎｇｅｒ，Ｐｉｅｒｒｅ－Ｊｅａｎｄｅ１７８０—１８５７）——法国诗

人；以写政治讽刺诗而著称，在诗歌中抨击封建反动势力、教权主义和现存社

会制度。——１９２。

背教者尤利安——见尤利安（背教者）。

本德尔，彼得·玛丽亚·贝奈狄克特（Ｂｅｎｄｅｒ，ＰｅｔｅｒＭａｒｉａＢｅｎｅｄｉｋｔ１７６７或

１７６８—１８４３）——普鲁士行政官员，莱茵省议会乡镇等级的代表。——２８４。

６５０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本德尔马赫（Ｂｅｎｄｅｒｍａｃｈｅｒ）——德国公证人，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９８３。

彼得一世，彼得大帝（ Ｉ， １６７２—１７２５）——１６８２年起为俄国沙

皇，１７２１年起为全俄皇帝。——１２０。

毕达哥拉斯（Ｐｙｔｈａｇｏｒａｓ公元前５７１左右—４９７）——古希腊数学家和哲学家，

毕达哥拉斯派的创始人；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认为宇宙的根本是数，相信灵

魂转生。——３２、５５、７９、１４０。

毕尔格尔斯，伊格纳茨（Ｂｕｒｇｅｒｓ，Ｉｇｎａｚ１８１５—１８８２）——德国科隆地方法院推

事，莱茵报社监事会监事；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

９８２、９８５、９８８、９９３—９９５。

毕洛夫－库梅洛夫，恩斯特·哥特弗里德·格奥尔格·冯（Ｂｕｌｏｗ－Ｃｕｍ

ｍｅｒｏｗ，Ｅｒｎｓｔ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Ｇｅｏｒｇｖｏｎ１７７５—１８５１）——普鲁士作家和政治家；普

鲁士容克的代言人。——２９３、４０７、４２９、９６５。

庇护七世（Ｐｉｕｓ １７４０—１８２３）——罗马教皇（１８００—１８２３）。——２２４。

波克兰，让·巴蒂斯特——见莫里哀。

波西多尼乌斯（阿帕梅亚的）（ＰｏｓｉｄｏｎｉｕｓｏｆＡｐａｍｅｉａ公元前１３５左右—５１）

——古希腊哲学家，知识渊博的学者，中期斯多亚派的主要代表。——１８、

６５。       

伯麦，雅科布（Ｂｏｈｍｅ，Ｊａｋｏｂ１５７５—１６２４）——德国哲学家，鞋匠，自学成才，神

秘主义和泛神论的代表，他阐述了一系列世界辩证发展的思想，多次被新教

路德宗判为异端，禁其写作。——１９４、２１３。

伯里克利（Ｐｅｒｉｋｌｅｓ公元前４９５左右—４２９）——雅典国务活动家，战略家（公元

前４４４—４２９），曾促进奴隶主民主制的巩固。——２０１、２１２。

伯金，爱德华（ＢｏｃｋｉｎｇＥｄｕａｒｄ１８０２—１８７０）——德国法学家，波恩大学教授。

——９３６。

柏拉图（Ｐｌａｔｏ约公元前４２７—３４７）——古希腊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的主要代

表人物，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拥护者。——１６、１９、５５、７９、２９１、

２９５、４５０。

博德尔施文格，恩斯特·冯（Ｂｏｄｅｌｓｃｈｗｉｎｇｈ，Ｅｒｎｓｔｖｏｎ１７９４—１８５４）——普鲁士

政治家，１８３１年为科隆，后为特里尔行政区政府高级顾问，１８３４—１８４２年８

月任莱茵省总督，１８４２—１８４５年任财政大臣，１８４５—１８４８年３月任内务大

臣，１８４９年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右派。——３６１、３９１、３９４、９５２—９５５、９７１—

９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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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尼法齐乌斯（Ｂｏｎｉｆａｔｉｕｓ［Ｂｏｎｉｆａｃｉｕｓ］世俗名温弗里思Ｗｙｎｆｒｉｔｈ６７３左右—

７５４）——中世纪早期的教会活动家，盎格鲁撒克逊本笃会修士；曾在弗里斯

兰、黑森、图林根、巴伐利亚传教；人称“德意志的使徒”。——８２４。

博奈尔（Ｂｏｎｎａｉｒｅ）——法国修道院院长，一家匿名期刊的出版者，反对孟德斯鸠

的学说。——２２７。

布尔，路德维希·亨利希·弗兰茨（Ｂｕｈｌ，Ｌｕｄｗｉｇ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Ｆｒａｎｚ１８１４—１８８２）

——德国作家和政治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博士俱乐部”和“自由人”小组成

员，《莱茵报》（１８４２）及其他许多报刊的撰稿人；《爱国者》杂志的出版者。——

３４１。

布丰伯爵，乔治·路易·勒克莱尔（Ｂｕｆｆｏｎ，Ｇｅｏｒｇｅｓ－ＬｏｕｉｓＬｅｃｌｅｒｃ，ｃｏｍｔｅｄｅ

１７０７—１７８８）——法国博物学家和哲学家，进化思想的最早的维护者之一，达

尔文的先驱。——１１１。

布兰迪斯，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Ｂｒａｎｄｉｓ，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９０—１８６７）——

德国语文学家和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家，写有哲学史方面的著作，曾参加《亚里

士多德全集》的出版工作。——６７、７８。

布勒默，路德维希（Ｂｌｏｅｍｅｒ，Ｌｕｄｗｉｇ）——德国律师，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

布利斯（Ｂｕｌｉｓ公元前５世纪）——年轻的斯巴达人；由于斯巴达人杀了波斯使

节，他和斯珀蒂亚斯被送交波斯大帝薛西斯作为赎罪的牺牲。——２０１。

布鲁克尔，约翰·雅科布（Ｂｒｕｃｋｅｒ，ＪｏｈａｎｎＪａｋｏｂ１６９６—１７７０）——德国哲学

家、牧师，德国第一部哲学史著作的作者。——４３、８７。

布鲁斯特，约瑟夫·弗里德里希（Ｂｒｕｓｔ，Ｊｏｓｅｐｈ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９２—１８５５）——德国

商人，莱茵省议会城市等级的代表。——２４１、２５６、２５９、２６４、２７４、２７５、２７８、

２７９、２８３、２８５、２８６。

布罗克豪斯，弗里德里希（Ｂｒｏｃｋｈａｕ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０—１８６５）——德国出版商和

书商；１８２０年起任“弗·阿·布罗克豪斯”图书出版发行公司印刷厂厂长，

１８２３年起为该公司的所有人之一，１８３７年起出版《莱比锡总汇报》。——

９９４。        

布罗斯，沙尔·德（Ｂｒｏｓｓｅ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ｅ１７０９—１７７７）——法国民族学家、历史学

家和语言学家，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２５６、２９０。

布吕格曼，泰奥多尔（Ｂｒｕｇｇｅｍａｎｎ，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７９６—１８６６）——普鲁士王国专员，

特里尔中学考试委员会成员。——９３４。

布瓦洛－德普雷奥，尼古拉（Ｂｏｉｌｅａｕ－Ｄｅｓｐｒéａｕｘ，Ｎｉｃｏｌａｓ１６３６—１７１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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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法国古典文学的代表；《读经台》的作者。——８２４。

布瓦马，约瑟夫（Ｂｏｉｓｍａｒｄ，Ｊｏｓｅｐｈ）——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

布瓦瑟雷，尼·威廉（Ｂｏｉｓｓｅｒéｅ，Ｎｉｃ．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１４—１８４６）——德国书商，莱茵

报社股东。——９８２、９９５。

布瓦瑟雷，约瑟夫（Ｂｏｉｓｓｅｒéｅ，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９—１８５３）——德国书商，莱茵报社股

东。——９８２。

Ｃ

查理·马特（ＫａｒｌＭａｒｔｅｌｌ６８８左右—７４１）——法兰克宫相，７１５年起是法兰克

王国的实际执政者。——８１０、８１３。

查理一世（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６００—１６４９）——英国国王（１６２５—１６４９），１７世纪英国资

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１６８。

查理一世，查理大帝（Ｃｈａｒｌｅｓ ，Ｃｈａｒｌｅｍａｇｎｅ７４２—８１４）—— 法兰克国王

（７６８—８００）和皇帝（８００—８１４）。——９１６、９１７。

采托，卡尔·菲力浦（Ｃｅｔｔｏ，ＣａｒｌＰｈｉｌｉｐｐ１８０６—１８９０）——德国大商人，莱茵报

社股东，约·卡·安·采托的儿子。——９７０。

采托，尼古劳斯（Ｃｅｔｔｏ，Ｎｉｋｏｌａｕｓ）——莱茵省议会城市等级的代表。——２４２。

采托，约翰·卡尔·安东（Ｃｅｔｔｏ，ＪｏｈａｎｎＣａｒｌＡｎｔｏｎ死于１８５１年）——德国地

主；圣文德尔镇长和市长（１８１６年起），莱茵省议会乡镇等级的代表；卡·菲·

采托的父亲。——１９５。

楚恩茨，安塞尔姆（Ｚｕｎｔｚ，Ａｎｓｅｌｍ）——德国商人，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

楚卡尔马利奥，斐迪南·玛丽亚·约瑟夫·冯（Ｚｕｃｃａｌｍａｇｌｉｏ，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Ｍａｒｉａ

Ｊｏｓｅｐｈｖｏｎ１７９０—１８４４）——普鲁士税务稽查官，特里尔地政局局长。——

３６４、３７０。

楚姆普特，卡尔·哥特洛布（Ｚｕｍｐｔ，ＫａｒｌＧｏｔｔｌｏｂ１７９２—１８４９）——德国语文学

家，罗曼语文学专家，柏林大学教授。——９４１。

Ｄ

达赖喇嘛——２２４。

大马士革的尼古拉——见尼古拉（大马士革的）。

道尔顿，爱德华（ＤＡｌｔｏｎ，Ｅｄｕａｒｄ１７７２—１８４０）——德国历史学教授，曾在波恩

大学讲授艺术史。——９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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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伯赖纳，约翰·沃尔弗冈（Ｄｏｂｅｒｅｉｎｅｒ，Ｊｏｈａｎｎ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１７８０—１８４９）——德

国化学家，耶拿大学教授。——９４３。

德尔图良，昆图斯·赛普蒂米乌斯·弗洛伦斯（Ｔｅｒｔｕｌｌｉａｎｕｓ，ＱｕｉｎｔｕｓＳｅｐｔｉｍｉｕｓ

Ｆｌｏｒｅｎｓ约１６０—２２０）——罗马基督教神学家和著作家，生于北非迦太基城，罗马帝

国驻北非殖民军队军官之子；呼吁罗马帝国将歧视基督教的政策改为容纳政策，并号

召教徒忠于皇帝；推崇信仰，贬低理性，曾说：“上帝之子死了，虽不合理，但可信；埋

葬了，又复活了，虽不可能，但可肯定。”——２１４。

德梅佐，皮埃尔（Ｄｅｓｍａｉｓｅａｕｘ［ｄｅｓＭａｉｚｅａｕｘ］，Ｐｉｅｒｒｅ１６６６—１７４５）——法国评论

家和历史学家，与莱布尼茨、培尔等人有交往，并出版了他们的著作。——

６６。       

德米特里（马格内西亚的）（ＤｅｍｅｔｒｉｏｓｏｆＭａｇｎｅｓｉａ公元前１世纪）——古希腊

语法学家和著作家，撰有《同名作家传》。——２３、６９。

德谟克利特（Ｄｅｍｏｋｒｉｔｏｓ约公元前４６０—３７０）——古希腊哲学家，原子论的主

要代表，留基伯的学生。——１３、１５、１７—１９、３０、３１、３５、３７、３９—４４、４６、４８、

５０—５４、６４—７３、７８—８０、８３—８７、９１、１０３。

德萨米，泰奥多尔（Ｄéｚａｍｙ，Ｔｈéｏｄｏｒｅ１８０３—１８５０）——法国政论家；空想共产

主义革命派的代表人物。——４１０。

德斯特尔，卡尔·路德维希·约翰（ＤＥｓｔｅｒ［ｄＥｓｔｅｒ］，ＫａｒｌＬｕｄｗｉｇＪｏｈａｎｎ

１８１３—１８５９）——德国医生，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莱茵报社股东和《莱

茵报》撰稿人；曾在科隆的民主运动中起领导作用，１８４７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

盟科隆支部成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为普鲁士制宪议会和第二议院议

员，属于左派；１８４８年１０月起为德国民主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９年在巴

登—普法尔茨起义中起重要作用并支持普法尔茨临时政府，后来流亡瑞士。

——９８２、９９６—９９７。

邓斯·司各脱，约翰（ＤｕｎｓＳｃｏｔｕｓ，Ｊｏｈｎ１２６５左右—１３０８）——苏格兰经院哲学

家和神学家；唯名论（唯物主义在中世纪的最初表现）的代表人物；著有《牛津

文集》。——１４２。

狄茨，海尔曼·约瑟夫（Ｄｉｅｔｚ，Ｈｅｒｍａｎｎ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８２—１８６２）——德国厂主，科

布伦茨市参议员；莱茵省议会城市等级的代表。——１９８。

狄茨，约翰·威廉（Ｄｉｅｔｚ，ＪｏｈａｎｎＷｉｌｈｅｌｍ）——德国政论家和出版商，《世界与

国家信使报》承印人，《莱茵总汇报》的出版者和承印人，《莱茵报》的承印人，

莱茵报社股东。——９７２、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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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摩西尼（Ｄｅｍｏｓｔｈｅｎｅｓ公元前３８４—３２２）——古希腊政治家和演说家，雅典的

反马其顿派的领袖，奴隶主民主制的拥护者；雅典同盟反马其顿战争失败后

（公元前３３８）被驱逐出雅典。——９１７。

迪奥尼修斯（Ｄｉｏｎｙｓｉｏｓ［Ｄｉｏｎｙｓｉｕｓ］死于２６５年）——亚历山大里亚的基督教主

教（约２４６年起），写有反对伊壁鸠鲁派及其原子论的著作，欧塞比乌斯曾引

用这一著作。——２６、４２。

第欧根尼（锡诺帕的）（ＤｉｏｇｅｎｅｓｏｆＳｉｎｏｐｅ约公元前４１２—３２３）——古希腊哲学

家，昔尼克派；他放荡不羁，流传下许多轶事和传说，传说他住在大木桶里，白

日打着灯笼找诚实的人等。——１４９。

第欧根尼·拉尔修（ＤｉｏｇｅｎｅｓＬａｅｒｔｉｏｓ约公元前３世纪末）——古希腊作家和

哲学史家，《论哲学家的生平》的编纂者。——２１、２３、２５、３９、４２、４５、４６、６５、６７、

６８、６９—７２、７３、７８、７９、８１、８４—９７。

杜比安（Ｄｕｂｙｅｎ）——德国的公证人。——３０８、３０９、３１１、３２１—３２３。

杜唐，路易（Ｄｕｔｅｎｓ，Ｌｏｕｉｓ１７３０—１８１２）——法国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莱布尼

茨全集》的出版者。——６６。

多梅尼科，乔万尼——见康帕内拉，托马佐。

Ｅ

厄皮卡尔摩斯（Ｅｐｉｃｈａｒｍｏｓ［ｕｓ］约公元前５３０—４４０）——古希腊剧作家，无神论

者；因其作品富有哲理，也被后人誉为哲学家。——１９、６６。

恩格斯，卡尔（Ｅｎｇｅｌｓ，Ｃａｒｌ）——德国商人；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

恩格斯，约·菲力浦（Ｅｎｇｅｌｓ，Ｊｏ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１７８８—１８６７）——德国商人，科隆市参

议员；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

恩培多克勒（Ｅｍｐｅｄｏｋｌｅｓ约公元前５００—４３０）——古希腊哲学家、医生和政治

家。——１９、６７。

Ｆ

法伊，格尔哈德（Ｆａｙ，Ｇｅｒｈａｒｄ１８０９—１８８９）——德国辩护律师和科隆司法参

事；莱茵报社监事会主席。——９８２、９８４、９９２—９９５。

菲力浦二世（Ｆｅｌｉｐｅ １５２７—１５９８）——西班牙国王（１５５５—１５９８）。——２８３。

菲力浦二世（马其顿的）（Ｐｈｉｌｉｐ［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ｓ］ ｏｆＭａｃｅｄｏｎｉａ公元前３８２—３３６）

——马其顿王（公元前３５９—３３６）。——９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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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力浦第二，奥尔良公爵（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ｄｕｃｄＯｒｌéａｎｓ１６７４—１７２３）——法国摄政

王（１７１５—１７２３）。——１５２、２３２。

斐迪南一世（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５０３—１５６４）——奥地利大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１５５６—１５６４）。——９４４。

斐洛波努斯或语法学家约翰（Ｐｈｉｌｏｐｏｎｕｓ［－ｏｓ］或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ｕｓ５世

纪末）——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神学家和语法学家，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

释者。——４０、８４、８７。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０４—１８７２）——德国唯物主义哲学

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８８、２２１、２２２、４３８。

费奈隆，弗朗索瓦·德萨利尼亚克·德拉莫泰（Ｆéｎｅｌｏｎ，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ｄｅＳａｌｉｇｎａｃｄｅ

ｌａＭｏｔｈｅ１６５１—１７１５）——法国作家，康布雷大主教；启蒙运动早期代表，以

其教育小说《泰雷马克历险记》（１６９９）著称。——２３６。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布（Ｆｉｃｈｔｅ，ＪｏｈａｎｎＧｏｔｔｌｉｅｂ１７６２—１８１４）——德国哲学

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观唯心主义者。——１１９、１９３、２２７、２３６、７３６、

８２０。

伏尔泰（Ｖｏｌｔａｉｒｅ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ＭａｒｉｅＡｒｏｕｅｔ１６９４—

１７７８）——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１８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

的主要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１１３、１５３、１９７、２２８、２３１、

４１２。       

弗莱塔格，格奥尔格·威廉（Ｆｒｅｙｔａｇ，Ｇｅｏｒ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７８８—１８６１）——德国东

方学家，１８１９年起为波恩大学教授，１８３６—１８３７年冬季学期任波恩大学校

长。——９３７。

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ａｒｌ，Ｐｒｉｎｚ１８２８—１８８５）——普鲁士将军，后

为元帅，丹麦战争时期（１８６４）为普军总司令，后为联军总司令；普奥战争时期

（１８６６）任普鲁士第一军团司令，普法战争时期（１８７１—１８７２）任第二军团司

令，８０年代为骑兵总监。——９４４。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ｄｅｒＧｒｏβｅ１７１２—

１７８６）——普鲁士国王（１７４０—１７８６）。——９６４。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７０—１８４０）——普鲁士国王

（１７９７—１８４０）。——３８６、３８７、９３６、９３９。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９５—１８６１）——普鲁士国王

（１８４０—１８６１）。——３１２、３１８、３８７、９０４、９４９、９５０、９５３、９６１、９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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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斯，雅科布·弗里德里希（Ｆｒｉｅｓ，Ｊａｋｏｂ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７３—１８４３）——德国哲

学家，耶拿大学教授。——９４３。

傅立叶，沙尔（Ｆｏｕｒ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７２—１８３７）——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２９５。

富尔德，阿希尔（Ｆｏｕｌｄ，Ａｃｈｉｌｌｅ１８００—１８６７）——法国银行家和政治家，奥尔良

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曾

任财政部长（１８４９—１８５１），财政大臣（１８６１—１８６７），国务大臣和皇廷事务大

臣（１８５２—１８６０）。——３４０。

富兰克林，本杰明（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１７０６—１７９０）——美国政治活动家、外交

家、经济学家、作家和自然科学家；美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美国独立战争

的参加者，美国独立宣言（１７７６）的起草人之一；他最先有意识地用劳动时间

来确定价值。——８１１。

Ｇ

盖尔特讷，康斯坦丁·弗里德里希·冯（Ｇａｅｒｔｎｅｒ，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ｖｏｎ生

于１８０５年）——德国贝恩卡斯特尔县长（１８３２年起）。——３８６。

甘斯，爱德华（Ｇａｎｓ，Ｅｄｕａｒｄ１７９８左右—１８３９）——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主义者，

历史法学派的批评家，《黑格尔全集》的出版者。——９３９—９４０。

甘特（Ｇａｎｔｈｅｒ）——德国魏斯基兴、梅尔齐希县长，１８４１年起为贝恩卡斯特尔县

长。——３９４。

冈加奈利，乔万诺·文钦佐·安东尼奥——见克莱门斯十四。

哥白尼，尼古拉（Ｋｏｐｅｒｎｉｃｕｓ，Ｎｉｋｏｌａｕｓ１４７３—１５４３）——波兰天文学家，宇宙的

太阳中心说的创立者。——１９３、２２７、４２４、９６４。

哥采，约翰·梅尔希奥尔（Ｇｏｅｚｅ，ＪｏｈａｎｎＭｅｌｃｈｉｏｒ１７１７—１７８６）——德国神学

家；路德宗牧师，莱辛启蒙观点的反对者。——４１９。

歌德，约翰·沃尔弗冈·冯（Ｇｏｅｔｈｅ［Ｇｏｔｈｅ］，Ｊｏｈａｎｎ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ｖｏｎ１７４９—

１８３２）——德国诗人、作家、思想家和博物学家。——１１１、１３９、１４５、２６８、７３７、

７３９—７４０、７４３、８１０、８４８—８４９、９２０。

哥雷斯，约翰·约瑟夫·冯（Ｇｏｒｒｅｓ，ＪｏｈａｎｎＪｏｓｅｐｈｖｏｎ１７７６—１８４８）——德国

政论家、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天主教的拥护者。——２２４、４２８。

戈尔德斯密，奥利弗（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Ｏｌｉｖｅｒ１７２８—１７７４）——英国作家，感伤主义

的主要代表，在长诗《荒村》和小说《韦克菲尔德的乡村牧师》中反映１８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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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农村的贫困和农民被剥夺土地的过程，描绘了农民的苦难，但幻想恢复

宗法制的农民社会。——８１２。

戈特舍德，约翰·克里斯托夫（Ｇｏｔｔｓｃｈｅｄ，Ｊｏｈａｎｎ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１７００—１７６６）——

德国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理论家，１８世纪德国早期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对当

时德国戏剧的改革和文学语言的规范化起了一定作用，后来坚持陈旧观点，

停止不前。——１９７。

格伯尔斯，蒂尔姆（Ｇｏｂｂｅｌｓ，Ｔｉｌｍ．）——德国泥瓦匠；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

格尔拉赫，卡尔·约翰·亨利希·爱德华·冯（Ｇｅｒｌａｃｈ，ＣａｒｌＪｏｈａｎ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Ｅｄｕａｒｄｖｏｎ１７９２—１８６３）——普鲁士政治家；１８３９年以前为柏林警察总监，

１８３９—１８４５年为科隆行政区长官。——９５１、９８３、９９０。

格拉赫（Ｇｒａｃｈ，Ｅ．）——德国官员，特里尔市政厅出生、死亡、婚姻登记处主任。

——９３１。

格雷戈里十六世（Ｇｒｅｇｏｒ １７６５—１８４６）——罗马教皇（１８３１—１８４６）。——

４１３。

格劳秀斯，许霍（赫罗特，赫伊赫·德）（Ｇｒｏｔｉｕｓ，Ｈｕｇｏ［Ｇｒｏｏｔ，Ｈｕｉｇｄｅ］１５８３—

１６４５）——荷兰法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和国

际法理论的奠基人之一。——２２７。

格鲁克，克里斯托夫·维利巴尔德（Ｇｌｕｃｋ，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Ｗｉｌｌｉｂａｌｄ，Ｒｉｔｔｅｒｖｏｎ１７１４—

１７８７）——德国作曲家；曾用启蒙运动思想改革歌剧。——７８４—７８５。

格鲁培，奥托·弗里德里希（Ｇｒｕｐｐｅ，Ｏｔｔｏ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４—１８７６）——德国哲学

家、政论家、文学史家和诗人；《普鲁士国家总汇报》撰稿人，１８４２—１８４４年为

普鲁士文化部官员，任职期间反对青年黑格尔派。——３０１—３０４。

格佩特，卡尔·爱德华（Ｇｅｐｐｅｒｔ，ＫａｒｌＥｄｕａｒｄ１８１１—１８８１）——德国古典语文

学家，１８３６年起任柏林大学教授。——９４０。

格特林，卡尔·威廉（Ｇｏｅｔｔｌｉｎｇ，Ｋａｒｌ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７９３—１８６９）——德国语文学家，

耶拿大学教授。——９４３。

贡斯当·德勒贝克，昂利·本杰明·德（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ｄｅＲｅｂｅｃｑｕｅ，Ｈｅｎｒｉ－Ｂｅｎ

ｊａｍｉｎｄｅ１７６７—１８３０）——法国政治家、政论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的反民主主义流派的代表，法国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观点的反对者；曾从事国

家法问题的研究。——２３５。

Ｈ

哈登堡公爵，卡尔·奥古斯特（Ｈａｒｄｅｎｂｅｒｇ，ＫａｒｌＡｕｇｕｓｔＦüｒｓｔｖｏｎ１７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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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２）——普鲁士政治家和外交家；曾任普鲁士国务大臣（１７９１年起），外交大

臣（１８０４—１８０６和１８０７）和首相（１８１０—１８１７），任首相期间继续推行施泰因

在１８０７年开始的改革政策，要求实行与封建等级代议制截然相反的国家制

度；１８１５年为出席神圣同盟会议的普鲁士首席代表，１８１９年为梅特涅和普鲁

士反动势力所排挤。——４２５、９６４。

哈恩，约翰·亨利希（Ｈａａｎ，Ｊｏｈａｎ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０４—１８７１）——德国商人，莱茵

报社监事会监事。——９８２、９９５。

哈勒，阿尔布雷希特·冯（Ｈａｌｌｅｒ，Ａｌｂｒｅｃｈｔｖｏｎ１７０８—１７７７）——瑞士医学家、

植物学家、诗人和政论家；写有反对伏尔泰和自由思想派的《关于启示录中的

重要事实的书信》（１７７２）。——１５３。

哈勒，卡尔·路德维希·冯（Ｈａｌｌｅｒ，ＣａｒｌＬｕｄｗｉｇｖｏｎ１７６８—１８５４）——瑞士法

学家和历史学家，阿·冯·哈勒的儿子。——１５４、２３８。

哈里里，阿布·穆罕默德·卡西姆·伊本·阿里（Ｈａｒｉｒｉ，Ａｂｕ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ａｌ－Ｋａｓｉｍ

ＩｂｎＡｌｉ１０５４—１１２２）——阿拉伯诗人、语文学家和作家。——１８６。

哈马赫尔，威廉（Ｈａｍａｃｈ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８—１８７５）——德国教育家，１８３５年起

为特里尔中学语文教员。——９３４。

哈斯，Ｊ．Ｂ．（Ｈａａβ，Ｊ．Ｂ．）——德国律师，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９８４、９８９、９９１、

９９４。

海尔梅斯，卡尔·亨利希（Ｈｅｒｍｅｓ，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００—１８５６）——德国政论

家，１８４２—１８４３年为《科隆日报》编辑，后为《普鲁士国家总汇报》及其他保守

派报纸的撰稿人。——２０７—２０８、２１１、２１３—２１８。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Ｈｅｒｗｅｇｈ，Ｇｅｏｒｇ１８１７—１８７５）——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２年起成为马克思的朋友，《莱茵报》等多家报刊的撰稿人；

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

组织者之一；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后长期流亡瑞士；１８６９年起为德

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党员。——３２７、４０５、４１２、９４６。

海因岑，卡尔（Ｈｅｉｎｚｅｎ，Ｋａｒｌ１８０９—１８８０）——德国作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莱比锡总汇报》记者，《莱茵报》撰稿人；１８４４年９月逃往布鲁塞

尔，１８４５年春移居瑞士，１８４７年起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参加１８４９年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后来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１８５０年秋定居美国，后为《先驱

者》报的主编（１８５４—１８７９）。——９８２、９９０、９９２、９９５。

汉德，斐迪南·哥特黑尔夫（Ｈａｎｄ，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Ｇｏｔｔｈｅｌｆ１７８６—１８５１）——德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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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耶拿大学教授。——９４３。

汉泽曼，大卫·尤斯图斯·路德维希（Ｈａｎｓｅｍａｎｎ，ＤａｖｉｄＪｕｓｔｕｓ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９０—

１８６４）——德国政治家和银行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普鲁士制

宪议会议员，普鲁士财政大臣（１８４８年３—９月）。——３７９、３８１。

豪夫，海尔曼（Ｈａｕｆｆ，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００—１８６５）——德国政论家；１８２７—１８６３年为

科塔１８０７年创办的《知识界晨报》编辑；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撰稿人。——

３２５。

荷马（Ｈｏｍｅｒｏｓ约公元前８世纪）——半传说中的古希腊诗人，《伊利亚特》和

《奥德赛》的作者。——１９、６６、２３１、４４３、７１２。

赫尔，泰奥多尔——见温克勒，卡尔·哥特弗里德·泰奥多尔。

赫尔德，约翰·哥特弗里德·冯（Ｈｅｒｄｅｒ，Ｊｏｈａｎｎ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ｖｏｎ１７４４—１８０３）

——德国历史哲学家和宗教哲学家，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启蒙思想家，狂飙突

进运动的主要理论家和德国古典文学的开拓者。——２２９。

赫尔曼斯，约·（Ｈｅｒｍａｎｎｓ，Ｊｏｈ．）——德国泥瓦匠，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

赫尔米普斯（士麦那的）（ＨｅｒｍｉｐｐｏｓｏｆＳｍｙｒｎａ公元前３世纪）——古希腊著作

家，写有古代哲学家传记。——７１。

赫尔米希斯（Ｈｅｌｍｉｃｈｉｓ６世纪）——阿尔博英的持械侍从。——６１０、６１４、６１６—

６１８。

赫尔维茨，Ｈ．Ｌ．（Ｈｅｌｌｗｉｔｚ，Ｈ．Ｌ．）——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

赫弗特尔，奥古斯特·威廉（Ｈｅｆｆｔｅｒ，Ａｕｇｕｓｔ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７９６—１８８０）——德国法

学家，柏林大学教授。——９３９。

赫拉克利特（Ｈｅｒａｋｌｅｉｔｏｓ约公元前５４０—４８０）——古希腊哲学家，辩证法的奠

基人之一，自发的唯物主义者。——１５、１７、１４２、２２７。

赫罗特，赫伊赫·德——见格劳秀斯，许霍。

赫塞，弗兰茨·胡果（Ｈｅｓｓｅ，ＦｒａｎｚＨｕｇｏ）——普鲁士政府官员和作家，自由主

义者；１８３８—１８４２年任柏林政府顾问，因持有自由派观点而被解职。——９５４、

９７４。

赫斯，莫泽斯（Ｈｅβ，Ｍｏｓｅｓ１８１２—１８７５）——德国政论家和哲学家，《莱茵报》创

办者之一和撰稿人，１８４２年１—１２月为该报编辑部成员，１８４２年１２月起为

驻巴黎通讯员；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４０年代中为“真

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１８４６年起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１８５０年共

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１８６３年以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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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尔分子；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和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的参加

者。——２０３—２０５、２９１。

赫兹，威廉（Ｈｅｒｔｚ，Ｗｉｌｈｅｌｍ）——德国商人，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

贺拉斯（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克）（ＱｕｉｎｔｕｓＨｏｒａｔｉｕｓＦｌａｃｃｕｓ公元前６５—８）

——罗马诗人，同奥古斯都关系甚密。——４６４。

黑尔施塔特，约翰·戴维（Ｈｅｒｓｔａｔｔ，ＪｏｈａｎｎＤａｖｉｄ１８０５—１８７９）——德国银行

家，莱茵报社股东；科隆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陪审员。——９８２。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Ｈｅｇｅｌ，Ｇｅｏｒ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７０—

１８３１）——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１１、７４、７７、１００、２１６、２１８、２２１、２２７、

３４８、４１６、４２５、６９２、７３５、８１１、９６４

黑勒斯，马蒂亚斯（Ｈｅｒｒｅｓ，Ｍａｔｈｉａ）——德国葡萄种植者。——３９２。

亨利八世（Ｈｅｎｒｙ １４９１—１５４７）——英国国王（１５０９—１５４７）。——１５１。

洪特海姆，Ｆ．Ｍ．冯（Ｈｏｎｔｈｅｉｍ，Ｆ．Ｍ．ｖｏｎ）——德国莱茵省第一上诉法院（科隆）

的辩护律师，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９８６、９８９、９９２—９９４。

胡登，乌尔里希·冯（Ｈｕｔｔｅｎ，Ｕｌｒｉｃｈｖｏｎ１４８８—１５２３）——德国诗人和政论家，

人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宗教改革的拥护者，德国骑士等级的思想家，

１５２２—１５２３年骑士起义的参加者；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

乌尔里希·冯·胡登的原型。——４１９、４２３。

胡果，古斯塔夫（Ｈｕｇｏ，Ｇｕｓｔａｖ１７６４—１８４４）——德国法学家，格丁根大学法学

教授，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２２９—２３９。

霍，威廉（Ｈａｗ，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７８３—１８６２）——德国律师，警察（１８１８—１８３９），此后任

特里尔市市长和参议员，莱茵省议会乡镇等级的代表。——２８５。

霍布斯，托马斯（Ｈｏｂｂｅｓ，Ｔｈｏｍａｓ１５８８—１６７９）——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

的代表人物；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２２７。

霍尔巴赫男爵，保尔·昂利·迪特里希（Ｈｏｌｂａｃｈ，Ｐａｕｌ－ＨｅｎｒｉＤｉｅｔｒｉｃｈｂａｒｏｎ

ｄ１７２３—１７８９）——法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启蒙思想家，革命资

产阶级的代表人物。——９８。

霍尔茨曼——见克西兰德，威廉。

霍尔纳，洛塔尔（Ｈｏｒｎｅｒ，Ｌｏｔｈａｒ）——德国杜塞尔多夫一家饭馆的老板——

９４８。

霍夫曼，恩斯特·泰奥多尔·阿马多斯（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ＥｒｎｓｔＴｈｅｏｄｅｒＡｍａｄｅｕｓ

１７７６—１８２２）——德国作家、音乐家、画家和法学家，德国晚期浪漫派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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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一度在普鲁士政府中任职。——２３０、８２８。

霍斯特，Ｊ．（Ｈｏｒｓｔ，Ｊ．）——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

霍伊泽尔，弗兰茨·Ｃ．（Ｈｅｕｓｅｒ，ＦｒａｎｚＣ．）——德国商人，莱茵报社股东。——

９８２、９８９。

霍伊泽尔，格奥尔格（Ｈｅｕｓｅｒ，Ｇｅｏｒｇ）——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

Ｊ

基佐，弗朗索瓦·皮埃尔·吉约姆（Ｇｕｉｚｏｔ，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Ｐｉｅｒｒｅ－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１７８７—１８７４）——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１８１２年起任巴黎大学

历史系教授，七月王朝时期是立宪君主派领袖，历任内务大臣（１８３２—１８３６）、

教育大臣（１８３２—１８３７）、外交大臣（１８４０—１８４８）和首相（１８４７—１８４８）；代表

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２５６、４０１。

吉讷，弗里德里希·威廉（Ｇｉｅｈｎｅ，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生于１８０７年）——德国文

学家，奥格斯堡《总汇报》记者。——２９４。

加布勒，格奥尔格·安德烈亚斯（Ｇａｂｌｅｒ，ＧｅｏｒｇＡｎｄｒｅａｓ１７８６—１８５３）——德国

哲学家，右翼黑格尔主义者，柏林大学法学教授。——９４０。

伽利略，伽利莱（Ｇａｌｉｌｅｉ，Ｃａｌｉｌｅｏ１５６４—１６４２）——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

力学原理的创始人，哥白尼学说的拥护者，维护太阳中心说，为此遭到宗教法

庭的审判（１６３３）；晚年在流亡中度过。——１４７。

伽桑狄，皮埃尔（Ｇａｓｓｅｎｄｉ，Ｐｉｅｒｒｅ１５９２—１６５５）——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物理学家和

数学家；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学说的拥护者和宣传者。——１０、４４、８８。

居佩尔（Ｋüｐｐｅｒ死于１８５０年）——德国教员，曾在特里尔中学教授宗教课。

——９３４。

Ｋ

卡贝，埃蒂耶纳（Ｃａｂｅｔ，Ｅｔｉｅｎｎｅ人称卡贝老爹ＰèｒｅＣａｂｅｔ１７８８—１８５６）——法

国法学家和政论家，法国工人共产主义一个流派的创始人，和平空想共产主

义的代表人物，《人民报》的出版者（１８３３—１８３４）；流亡英国（１８３４—１８３９），

《１８４４年人民报》的出版者（１８４１—１８５１）；曾尝试在美洲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

（１８４８—１８５６），以实现其在１８４８年出版的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中阐述的

理论。——４１０。

卡尔，让·巴蒂斯特·阿尔丰斯（Ｋａｒｒ，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１８０８—１８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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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作家和政论家，《黄蜂》月刊的出版者和主编，《费加罗报》的撰稿人

和《每日新闻》的创办人。——４０１。

卡洛斯（老卡洛斯），唐，玛丽亚·伊西多尔（波旁的）（Ｃａｒｌｏｓ，Ｄｏｎ，ＭａｒｉａＩｓｉｄｏｒｅ

ｄｅＢｏｒｂｏｎ１７８８—１８５５）——西班牙王位追求者，１８３３—１８４０年第一次卡洛斯

派战争期间，曾企图夺取王位；斐迪南七世的弟弟。——８２３。

卡托（老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托）（ＭａｒｃｕｓＰｏｒｃｉｕｓＣａｔｏＭａｊｏｒ公元前

２３４—１４９）——罗马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著作家，维护贵族特权；曾任执

政官（公元前１９５），监察官（公元前１８４）；《论农业》的作者。——３１２。

凯勒（Ｋｅｌｌｅｒ）——德国贝恩卡斯特尔县县长，１８４１年起任梅尔齐希县县长，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期间被免职。——３９５。

凯撒（盖尤斯·尤科乌斯·凯撒）（ＧａｉｕｓＪｕｌｉｕｓＣａｅｓａｒ公元前１００—４４）——罗马统

帅、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１３６、４３２、４６３、６０８、７０９、７１０、７１５、８２５。

康德，伊曼努尔（Ｋａｎｔ，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１７２４—１８０４）——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

心主义者；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１００、１１９、１９３、２３０、２３３、２３５、

２３６、７３６、８２０、８２５。

康帕内拉，托马佐（Ｃａｍｐａｎｅｌｌａ，Ｔｏｍｍａｓｏ原名乔万尼·多梅尼科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Ｄｏｍｅｎｉｃｏ１５６８—１６３９）——意大利哲学家、诗人和文学家，空想共产主义的

早期代表人物；《太阳城》一书的作者。——２２７。

康普，约翰·亨利希（Ｋａｍｐ，Ｊｏｈａｎ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德国地主，“科洛尼亚”火灾

保险公司经理；莱茵省议会乡镇等级的代表，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９８６、

９９０—９９３、９９６。

康普豪森，卢道夫（Ｃａｍｐｈａｕｓｅｎ，Ｌｕｄｏｌｆ１８０３—１８９０）——德国政治家和银行

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１８３４年起任科隆商会会长，莱茵报社股

东和《莱茵报》撰稿人；１８４３年起为莱茵省议会城市等级的代表，普鲁士首相

（１８４８年３—６月），后为第一议院议员，普鲁士驻中央政府的使节（１８４８年７

月—１８４９年４月），北德意志联邦议会议员。——４３２—４３５、４４４、９８２、９８９、

９９２。

考夫曼，彼得（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Ｐｅｔｅｒ１８０３—１８７２）——德国政治家和政论家，１８３２年

起为波恩大学政治学和农业经济学教授，保护关税的捍卫者，《下莱茵农业经

济通报》的出版者（１８３３—１８３７），写有一些关于摩泽尔河沿岸葡萄种植者的

贫困状况的文章。——３８９。

考夫曼，Ｍ．（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Ｍ．）——德国商人，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９９０、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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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本，卡尔·弗里德里希（Ｋｏｐｐｅｎ，Ｋ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８—１８６３）——德国教育家、历

史学家和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自由人”小组成员，《哈雷年鉴》和《莱茵报》的撰

稿人，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马克思的朋友。——１１。

科布伦茨，彼得·约瑟夫（Ｃｏｂｌｅｎｚ，Ｐｅｔｅｒ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８—１８５４）——德国特里尔

地方法院见习法官，见习期满后在贝恩卡斯特尔任法律顾问；《特里尔日报》

和《莱茵报》的撰稿人；１８４８年任贝恩卡斯特尔民主协会主席，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的参加者。——３５７、３６０。

科恩，赛米尔·伯恩哈德（Ｃｏｈｅｎ，ＳａｍｕｅｌＢｅｒｎｈａｒｄ）——德国商人，莱茵报社股

东。——９８２。

科尔布，古斯塔夫·爱德华（Ｋｏｌｂ，ＣｕｓｔａｖＥｄｕａｒｄ１７９８—１８６５）——德国新闻工

作者和政论家，曾为大学生联合会会员，１８２４—１８２６年被监禁，１８２８年起为

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１８３７年起任主编。——３２４、４０４。

科洛封的色诺芬尼——见色诺芬尼（科洛封的）。

科洛特（朗普萨科斯的）（ＫｏｌｏｔｅｓｏｆＬａｍｐｓａｋｏｓ公元前４—３世纪）——古希腊

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同时代人和学生。——１９、４７、６６—６８。

科塔（盖尤斯·奥勒留·科塔）（ＧａｉｕｓＡｕｒｅｌｉｕｓＣｏｔｔａ约公元前１２０—７３）——

古罗马政治家和雄辩家，公元前７５年任执政官。——１８、６５。

科塔，约翰·格奥尔格·弗赖贝格，科滕多夫男爵（Ｃｏｔｔａ，ＪｏｈａｎｎＧｅｏｒｇＦｒｅｙ－

ｂｅｒｇ，ＦｒｅｉｈｅｒｒｖｏｎＣｏｔｔｅｎｄｏｒｆ１７９６—１８６３）——德国书商和出版商，１８３２—

１８６３年为德国最大的出版社之一科塔书店的所有人；曾出版奥格斯堡《总汇

报》和《知识界晨报》。——３２５、３２６、３４１。

科泽加滕，威廉（Ｋｏｓｅｇａｒｔｅｎ，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７９２—１８６８）——德国政论家，《柏林政治

周刊》的撰稿人，１８５５年起为格拉茨大学政治学教授，农奴制度的辩护人，鼓

吹恢复贵族政治特权和封建等级秩序。——２９３、２９５。

克拉克，赛米尔（Ｃｌａｒｋｅ，Ｓａｍｕｅｌ１６７５—１７２９）——英国哲学家和神学家，牛顿的

拥护者。——２１４。

克莱门斯（亚历山大里亚的），梯特·弗拉维（Ｃｌｅｍｅｎｓ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ｎｕｓ，Ｔｉｔｕｓ

Ｆｌａｖｉｕｓ约１５０—２１５）——古希腊著作家、哲学家和神学家；晚年改宗基督教

并对古希腊哲学加以批判分析。——１９、６６、７０、８２。

克莱门斯十四（Ｋｌｅｍｅｎｓ 世俗名乔万诺·文钦佐·安东尼奥·冈加奈利

ＧｉｏｖａｎｏＶｉｎｃｅｎｚｏＡｎｔｏｎｉｏＧａｎｇａｎｅｌｌｉ１７０５—１７７４）—— 罗马教皇（１７６９—

１７７４），１７７３年解散耶稣会。——４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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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尼亚斯（Ｋｌｅｉｎｉａｓ公元前４世纪）——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派哲学家。——

７９。       

克莱森，亨利希·约瑟夫（Ｃｌａｅｓｓｅ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１３—１８８３）——德国医生

和政治活动家，莱茵报社监事会副主席，《莱茵报》撰稿人，积极参与该报的创

办和发展；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成为科隆自由派领袖之一。——９８２—９８５、

９８９、９９１—９９３。

克莱尔沃的贝尔纳——见贝尔纳（克莱尔沃的）。

克劳泽（Ｋｒａｕｓｅ）——柏林大学评议员；王国政府驻柏林大学副全权代表。——

９４１。

克里西普斯（Ｃｈｒｙｓｉｐｐｏｓ公元前２８０左右—２０５左右）——古希腊哲学家，斯多

亚派的主要代表人物。——６３、９７。

克鲁格，威廉·特劳戈特（Ｋｒｕ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Ｔｒａｕｇｏｔｔ１７７０—１８４２）——德国哲学

家和自由派政论家，康德的追随者；１８０５年起为柯尼斯堡的哲学教授。——

８１１、８２５。

克罗普，马蒂亚斯（Ｋｒｏｐｐ，Ｍａｔｈｉａｓ）——德国特里尔的职员。——９３１。

克洛茨，莱茵霍尔德（Ｋｌｏｔｚ，Ｒｅｉｎｈｏｌｄ１８０７—１８７０）——德国语文学家，主要研

究西塞罗的著作并辑录其演说集；《新语文学和教育学年鉴》和《语文学和教

育学文库》的出版者之一。——８１。

克洛斯（Ｋｌｏｓｓ）——德国科隆行政区枢密顾问。——９７３。

克洛维一世（Ｃｌｏｖｉｓ ４６６左右—５１１）——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国王（４８１—

５１１），法兰克王国的缔造者；５０７年在普瓦捷会战中战胜西哥特人。——

８２３。          

克伦特根，约翰（Ｃｌｅｎｔｇｅｎ，Ｊｏｈａｎｎ）——德国地主，莱茵报社股东。——９７０。

克伦威尔，奥利弗（Ｃｒｏｍｗｅｌｌ，Ｏｌｉｖｅｒ１５９９—１６５８）——英国国务活动家，１７世纪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１６４９年起为爱

尔兰军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１６５３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

——１５１。

克西兰德，威廉（Ｘｙｌａｎｄ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原名霍尔茨曼 Ｈｏｌｔｚｍａｎｎ１５３２—１５７６）

——德国海德堡大学希腊语教授，曾把普卢塔克和其他希腊著作家的著作译

成拉丁文。——６６。

孔多塞侯爵，玛丽·让·安东·尼古拉·卡里塔（Ｃｏｎｄｏｒｃｅｔ，Ｍａｒｉｅ－Ｊｅａｎ－Ａｎ

－ｔｏｉｎｅ－ＮｉｃｏｌａｓＣａｒｉｔａｔ，ｍａｒｑｕｉｓｄｅ１７４３—１７９４）——法国哲学家、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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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数学家和政治家；启蒙思想家，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倾向吉伦

特派；１７６９年起为科学院院士，１７７７年起被选为科学院常任秘书，１７８２年起

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罗伯斯比尔执政后被剥夺公民权；１７９４年３月２７日被

捕，两天后死于狱中。——２２８。

孔西得朗，普罗斯佩·维克多（Ｃｏｎｓｉｄéｒａｎｔ，Ｐｒｏｓｐｅｒ－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０８—１８９３）——

法国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学生和继承者；曾在其主要著作《社

会的命运》（１８３４—１８４４）中系统地阐述傅立叶的社会学说，１８３７年起成为傅

立叶派的领袖。——２９５。

库尼蒙德（奎纳蒙德）（Ｋｕｎｉｍｕｎｄ［Ｃｕｎｉｍｕｎｄ，Ｋｕｈｎｅｍｕｎｄｅ］死于５６６—５６７年）

—— 杰皮迪人的最后一个王，为阿尔博英所杀。——６０２、６０４、６０５、６１１—

６１２。          

奎德诺，卡尔·弗里德里希（Ｑｕｅｄｎｏｗ，Ｃ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８０—１８３６）——德国特

里尔行政区官员和建筑工程顾问，１８３０—１８３６年为特里尔地方工业学校的学

监。——７８７。

奎纳蒙德——见库尼蒙德。

Ｌ

拉登堡，阿达尔贝特·冯（Ｌａｄｅｎｂｅｒｇ，Ａｄａｌｂｅｒｔｖｏｎ１７９８—１８５５）——德国特里

尔行政区长官（１８３４—１８３７），１８３９年任普鲁士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

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任教育大臣。——３９１。

拉特，约翰·彼得·冯（Ｒａｔｈ，ＪｏｈａｎｎＰｅｔｅｒｖｏｍ１７９５—１８６６）——德国商人，杜

伊斯堡和科隆糖厂厂主，莱茵报社股东；约·雅·冯·拉特的弟弟。——９８２、

９９４。

拉特，约翰·雅科布·冯（Ｒａｔｈ，ＪｏｈａｎｎＪａｋｏｖｏｍ１７９２—１８６８）——德国商人，

杜伊斯堡和科隆糖厂厂主，杜伊斯堡商会会长，莱茵报社股东；科隆共产党人

案件（１８５２）的陪审员；约·彼·冯·拉特的哥哥。——９８２、９９３。

拉伊丝（Ｌａｔｓ）——公元前５世纪下半叶至４世纪初两个古希腊艺妓的名字。

——１０。

腊韦，伯恩哈特（Ｒａｖｅ，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１８０１—１８６９）——德国医生，新闻工作者，曾与

舒尔特共同出版科隆的《世界和国家信使报》；《莱茵总汇报》的出版者和编辑

（１８４０—１８４１），《莱茵报》的创办人和编辑（１８４２—１８４３），《埃尔伯费尔德日

报》的编辑（１８４４—１８６２）。——９５２、９５８、９７２、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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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泰乌斯（朗普萨科斯的）（ＬｅｏｎｔｅｕｓｏｆＬａｍｐｓａｋｏｓ约公元前３世纪）——古

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学生和朋友。——１９、６６。

莱奥，亨利希（Ｌｅｏ，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９—１８７８）——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普鲁士

容克的思想家。——２３８。

莱布尼茨男爵，哥特弗里德·威廉（Ｌｅｉｂｎｉｚ［Ｌｅｉｂｎｉｔｚ］，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ＷｉｌｈｅｌｍＦｒｅｉ－

ｈｅｒｒｖｏｎ１６４６—１７１６）—— 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

家。——１９—２０、４３、６６、２１３、８２５。

莱斯特（Ｌｅｉｓｔ）——德国一家上诉法院法官，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９８５、９８８、

９９１、９９６。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Ｌｅｓｓｉｎｇ，ＧｏｔｔｈｏｌｄＥｐｈｒａｉｍ１７２９—１７８１）——

德国作家、评论家、剧作家和文学史家，启蒙思想家。——１９６、４１９。

莱茵霍尔德，恩斯特·克里斯蒂安·哥特利布（Ｒｅｉｎｈｏｌｄ，Ｅｒｎｓｔ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Ｇｏｔ

ｔｌｉｅｂ１７９３—１８５５）——德国哲学家，耶拿大学教授。——９４３、９４４。

赖姆博尔德，卡斯帕尔（Ｒｅｉｍｂｏｌｄ，Ｃａｓｐａｒ）——德国彩票经纪人，莱茵报社股

东。——９８２。

赖沙德，Ｂ．（Ｒｅｉｃｈａｒｄ，Ｂ．）——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

兰齐措勒，卡尔·威廉·冯（Ｌａｎｃｉｚｏｌｌｅ，ＫａｒｌＷｉｌｈｅｌｍｖｏｎ１７９６—１８７１）——德

国法学家，写有德意志各邦历史的著作。——９４１。

朗格，约阿希姆（Ｌａｎｇｅ，Ｊｏａｃｈｉｍ１６７０—１７４４）——德国神学家，１７０９年起为哈

雷大学教授。——２２７。

朗普萨科斯的科洛特——见科洛特（朗普萨科斯的）。

朗普萨科斯的莱昂泰乌斯——见莱昂泰乌斯（朗普萨科斯的）。

朗普萨科斯的梅特罗多罗斯——见梅特罗多罗斯（朗普萨科斯的）。

劳里斯顿的约翰·罗——见罗，约翰（劳里斯顿的约翰·罗）。

劳帕赫，恩斯特·本杰明·萨洛莫（Ｒａｕｐａｃｈ，Ｅｒｎｓｔ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ａｌｏｍｏ１７８４—

１８５２）——普鲁士宫廷剧作家，高校教师，曾模仿席勒创作多种戏剧，１９世纪

２０—３０年代的时髦作家。——８１１、８２５。

勒贝尔，约翰·威廉（Ｌｏｅｂｅｌｌ，Ｊｏｈａｎｎ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７８６—１８６３）——德国历史学家，

波恩大学哲学系主任。——９３７。

勒尔斯，维图斯（Ｌｏｅｒｓ，Ｖｉｔｕｓ死于１８６２）——德国语文学家，特里尔中学语文教

员，１８５５年起任该校第二校长。——９３４。

勒鲁，皮埃尔（Ｌｅｒｏｕｘ，Ｐｉｅｒｒｅ１７９７—１８７１）——法国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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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２９５。

雷富斯，菲力浦·约瑟夫·冯（Ｒｅｈｆｕｅ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Ｊｏｓｅｐｈｖｏｎ１７７９—１８４３）——德

国政府派驻波恩大学的特派员和监护人。——９３７。

雷纳德，约瑟夫·恩格尔伯特（Ｒｅｎａｒｄ，ＪｏｓｅｐｈＥｎｇｅｌｂｅｒｔ１８０２—１８６３）——德国

书商和出版商，《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和正式责任编辑。——９５２、９７３、９８２、

９９７。

李特尔，亨利希（Ｒｉｔｔ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１—１８６９）——德国哲学史家，持有宗教唯

心主义观点。——４０、６７、８５。

李特尔，Ｊ．Ｈ．（Ｒｉｔｔｅｒ，Ｊ．Ｈ．）——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

李特尔，卡尔（Ｒｉｔｔｅｒ，Ｋａｒｌ１７７９—１８５９）——德国地理学家，柏林大学教授。——

９４０。

李希特尔，Ｅ．Ｊ（Ｒｉｃｈｔｅｒ，Ｅ．Ｊ．）——德国教授，奥格斯堡《总汇报》和《莱比锡总汇

报》记者。——４０４。

里克，Ｊ．Ｂ（Ｒｉｃｋ，Ｊ．Ｂ．）——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

里齐奥，大卫（Ｒｉｚｚｉｏ［Ｒｉｃｃｉｏ］，Ｄａｖｉｄ１５３３左右—１５６６）——苏格兰驻萨瓦公使

馆秘书，１５６４年起为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的秘书。——８５８—８６４。

理查森，赛米尔（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Ｓａｍｕｅｌ１６８９—１７６１）——英国作家，感伤主义的主

要代表人物，写有社会风俗小说，对英国小说及德国和法国文学的发展有巨

大影响。——２３１。

利西凡——见瑙西凡。

利希滕施泰因，马丁·亨利希·卡尔（Ｌｉｃｈｔｅｎｓｔｅｉｎ，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Ｋａｒｌ

１７８０—１８５７）——普鲁士王国政府驻柏林大学副全权代表。——９４１。

留基伯（Ｌｅｕｋｉｐｐ［ｏｓ］公元前５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原子论的创始人，德谟

克利特的老师。——３８、４１、４６、６８、７１、７８、７９、８３、８５、８７。

琉善（Ｌｕｃｉａｎｕｓ［Ｌｕｋｉａｎｕｓ］约１２０—１８０）——古希腊讽刺作家，无神论者。——

２０７、２１３。

卢登，亨利希（Ｌｕｄｅ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８０—１８４７）——德国历史学家，耶拿大学教授。

——９４３。

卢格，阿尔诺德（Ｒｕｇｅ，Ａｒｎｏｌｄ１８０２—１８８０）——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

《哈雷年鉴》的出版者，《莱茵报》的撰稿人，１８４２—１８４３年同马克思一起编辑

《德法年鉴》；１８４４年中起反对马克思，１８４８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

于左派，５０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１８６６年后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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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由党人。——９４６。

卢克莱修（梯特·卢克莱修·卡鲁斯）（ＴｉｔｕｓＬｕｃｒｅｔｉｕｓＣａｒｕｓ约公元前９９—５５）

——罗马哲学家和诗人，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３２、３３、３６、３９、４３、４６、

５０、５３、６３、８１—８４、８６—８８、９０—９３、９７、２１３。

卢梭，让·雅克（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１２—１７７８）——法国启蒙运动的主

要代表人物，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２２７、

２２８、２３１。

鲁多夫，阿道夫·弗里德里希（Ｒｕｄｏｒｆｆ，Ａｄｏｌｆ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３—１８７３）——德国

法学家，柏林大学教授。——９４０。

鲁滕堡，阿道夫（Ｒｕｔｅｎｂｅｒｇ，Ａｄｏｌｆ１８０８—１８６９）——德国政论家，柏林“博士俱

乐部”成员，青年黑格尔分子，１８４２年２—１１月为《莱茵报》编辑，此后加入“自

由人”小组，１８４８年任《国民报》编辑，１８６６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９５７、

９７７。

路德，马丁（Ｌｕｔｈｅｒ，Ｍａｒｔｉｎ１４８３—１５４６）——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

家，德国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德国市民等级的思想家，温和派的主要代表；

在１５２５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民。——１１８、

１９４、２１８、４１９、４２３、４３９、７４０。

路易－菲力浦一世（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Ｌｏｕｉ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ｄｕｃｄＯｒｌｅａｎｓ１７７３—１８５０）——法国国王（１８３０—１８４８）。——１５２、

８２５。

路易十四（ＬｏｕｉｓＸ １６３８—１７１５）——法国国王（１６４３—１７１５）。——１５１。

伦勃朗，哈尔门斯·范·赖恩（Ｒｅｍｂｒａｎｄｔ，ＨａｒｍｅｎｓｚｖａｎＲｉｊｎ１６０６—１６６９）

——荷兰画家。——１８８。

伦施男爵（Ｒｙｎｓｃｈ，Ｆｒｅｉｈｅｒｒｖｏｎ）——德国地主，莱茵省议会骑士等级的代表。

——２８４。

伦辛，吉斯伯特（Ｌｅｎｓｉｎｇ，Ｇｉｓｂｅｒｔ１７８３—１８５６）——德国埃默里希主教座堂教士

团成员，莱茵省议会乡镇等级的代表，１８４８年为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属于右

派，普鲁士第二议院副议长。——２５９。

罗，约翰（劳里斯顿的约翰·罗）（Ｌａｗ，ＪｏｈｎｏｆＬａｕｒｉｓｔｏｎ１６７１—１７２９）——英国

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曾任法国财政总稽查（１７１９—１７２０），以发行纸币的投机

活动而闻名。——１５２。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弗朗索瓦·玛丽·伊西多尔·德（Ｒｏｂｅｓｐｉｅｒｒｅ，

５７０１人 名 索 引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Ｍａｒｉｅ－Ｉｓｉｄｏｒｅｄｅ１７５８—１７９４）——１８世纪末法国

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１７９３—１７９４）。

——１２０。

罗迪加斯特，赛米尔（Ｒｏｄｉｇａｓｔ，Ｓａｍｕｅｌ１６４９—１７０８）——德国教师，柏林一所文

科中学校长。——７４２。

罗格，Ａ．（Ｒｏｇｇｅ，Ａ．）——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

罗霍，古斯塔夫·阿道夫·罗胡斯·冯（Ｒｏｃｈｏｗ，ＧｕｓｔａｖＡｄｏｌｆＲｏｃｈｕｓｖｏｎ

１７９２—１８４７）——普鲁士政治家，１８３４—１８４２年６月为内务大臣，同时为书报

检查三大臣之一，１８４３年为国务会议主席，１８４７年为联合议会议长。——

４２５。

罗莎蒙德（Ｒｏｓａｍｕｎｄｅ６世纪）——杰皮迪人的王库尼蒙德的女儿。——５９５、

６０１、６０９—６１９。

罗陀斯的安提西尼——见安提西尼（罗陀斯的）。

罗西尼，卡洛·马里亚（Ｒｏｓｉｎｉｕｓ，ＣａｒｌｏＭａｒｉａ１７４８—１８３６）——意大利历史学

家和考古学家。伊壁鸠鲁著作的注释者和出版者。——４２、８６。

洛埃，约翰（Ｌｏｅ，Ｊｏｈａｎｎｖａｎｄｅｒ）——德国地主，莱茵省议会乡镇等级的代表。

——２５３。

洛埃伯爵，卡尔·弗里德里希（Ｌｏｅ，Ｃ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Ｇｒａｆｖｏｎ死于１８４９年）——

德国地主，莱茵省议会骑士等级的代表。——１７２、２７４。

洛埃男爵，马克西米利安（Ｌｏｅ，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Ｆｒｅｉｈｅｒｒｖｏｎ１８０１—１８５０）——德国阿尔

内尔县县长，天主教贵族派和莱茵自治会领袖，莱茵省议会骑士等级的代表，１８４８年

为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属于右派。——１５５、２４１、２７５、２７８。

洛克，约翰（Ｌｏｃｋｅ，Ｊｏｈｎ１６３２—１７０４）——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和经济

学家，启蒙思想家，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８２０。

吕布（Ｒｕｂ）——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

吕凯特，弗里德里希（Ｒｕｃｋｅｒ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８８—１８６６）——德国晚期浪漫派诗

人，东方诗歌的翻译者。——１８６、１８７。

Ｍ

马丁一世（ＭａｒｔｉｎＩ死于６５５年）——罗马教皇（６４９—６５５），死后由教会尊为圣

徒。——８１２、８１３、８２３。

马尔赛卢斯（Ｍａｒｃｅｌｌｕｓ）——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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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施讷，亨利希·奥古斯特（Ｍａｒｓｃｈｎ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９５—１８６１）——德

国作曲家和指挥家，创作有浪漫派歌剧。——９０８。

马基雅弗利，尼古洛（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Ｎｉｃｃｏｌｏ１４６９—１５２７）——意大利政治家、历史学

家和作家，资本主义产生时期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１７５、２２７。

马格内西亚的德米特里——见德米特里（马格内西亚的）。

马克思，亨利希（赫舍尔）（Ｍａｒｘ，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Ｈｅｒｓｃｈｅｌ］１７７７—１８３８）——德国律

师，特里尔的司法参事；马克思的父亲。——６９１、６９５、８４３、９１１、９１９、９３１、９３２、

９３５、９３６、９３９。

马克思，罕丽达（Ｍａｒｘ，Ｈｅｎｒｉｅｔｔｅ父姓普雷斯堡ｇｅｂ．Ｐｒｅｓｂｕｒｇ［ｐｒｅｓｂｏｒｃｋ］

１７８８—１８６３）——马克思的母亲。——９３１。

马克思，索菲娅（Ｍａｒｘ，Ｓｏｐｈｉｅ１８１６—１８８６）——马克思的姐姐，威·罗·施马

尔豪森的妻子（１８４２年起）。——８３３、９１３。

马勒伯朗士，尼古拉·德（Ｍａｌｅｂｒａｎｃｈｅ，Ｎｉｃｏｌａｓｄｅ１６３８—１７１５）——法国唯心

主义哲学家，形而上学者。——２１３。

马里昂，安东（Ｍａｒｉｏｎ，Ａｎｔｏｎ）——德国法警，１８３２年起为特里尔一家饭馆的老

板。——３９２。

马林克罗特，古斯塔夫·冯（Ｍａｌｌｉｎｃｋｒｏｄｔ，Ｇｕｓｔａｖｖｏｎ１７９９—１８５６）——德国商

人，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科隆市议员，普鲁士联合议会议员，莱茵报

社股东。——９８２、９９５、９９７。

马略，盖尤斯（Ｍａｒｉｕｓ，Ｇａｉｕｓ公元前１５６左右—８６）——罗马统帅和政治家，曾

任执政官（公元前１０７、１０４—１００、８６）。——７３。

马其顿的菲力浦二世——见菲力浦二世（马其顿的）。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见亚历山大大帝。

玛丽·斯图亚特（ＭａｒｙＳｔｕａｒｔ１５４２—１５８７）——苏格兰女王（１５４２—１５６７）。

——８５８—８６４。

玛丽（天主教徒）——见玛丽一世，玛丽（天主教徒）。

玛丽一世，玛丽（天主教徒）（Ｍａｒｙ ，Ｍａｒｙｔｈｅ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１５１６—１５５８）——英国

女王（１５５３—１５５８）。——１５１。

迈尔，爱德华（Ｍａｙｅｒ，Ｅｄｕａｒｄ）——德国律师，《莱茵报》撰稿人，莱茵报社监事会

监事。——９８２、９８９、９９７。

麦克道尔，彼得·默里（ＭｃＤｏｕａｌｌ，ＰｅｔｅｒＭｕｒｒａｙ１８１４—１８５４）——英国医生，宪

章派领袖。——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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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利乌斯（鲁齐乌斯·曼利乌斯·托尔夸图斯）（ＬｕｃｉｕｓＭａｎｌｉｕｓＴｏｒｑｕａｔｕｓ公

元前１１０左右—４７）——伊壁鸠鲁派，西塞罗的朋友，西塞罗对话集《论最高

的善和恶》中的对话者。——６９。

梅采纳斯（盖尤斯·齐尔尼乌斯·梅采纳斯）（ＧａｉｕｓＣｉｌｎｉｕｓＭａｅｃｅｎａｓ约公元前

７０—８）——古罗马政治家，奥古斯都皇帝的近臣和顾问。——４６４。

梅尔肯斯，亨利希（Ｍｅｒｋｅｎｓ，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７８—１８５４）—— 德国商人和银行家，

１８１６年起为科隆商会会长，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莱茵省议会城市等

级的代表。——１８８、４３２—４３５、４４４。

梅加拉的斯蒂尔蓬——见斯蒂尔蓬（梅加拉的）。

梅米乌斯，盖尤斯（Ｍｅｍｍｉｕｓ，Ｇａｉｕｓ公元前９８左右—４６以前）——罗马的护民

官、演说家和诗人，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就是献给他的。——８７。

梅诺伊凯乌斯（Ｍｅｎｏｉｋｅｕｓ约公元前３世纪）——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同

时代人和朋友，流传下来的伊壁鸠鲁致友人书信三篇的收信人之一。——

７０。       

梅特罗多罗斯（朗普萨科斯的）（ＭｅｔｒｏｄｏｒｏｓｏｆＬａｍｐｓａｋｏｓ约公元前３３１—２７８）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学生。——４９、７０。

梅特罗多罗斯（希俄斯的）（ＭｅｔｒｏｄｏｒｏｓｏｆＣｈｉｏｓ公元前４世纪）——古希腊哲

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学生。——８９。

梅维森，古斯塔夫·冯（Ｍｅｖｉｓｓｅｎ，Ｇｕｓｔａｖｖｏｎ１８１５—１８９９）——德国银行家，莱

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莱茵报》撰稿人，与报纸编辑部关系甚密，莱

茵报社股东；１８４７年普鲁士联合议会中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代言人，１８４８年为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曾创办许多大股份信贷银行和工

业股份公司；沙福豪森联合银行的创办人（１８４８）和经理。——９９５、９９７。

门格尔比尔，泰奥多尔（Ｍｅｎｇｅｌｂｉｅｒ，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７９８—１８８１）——德国军官，后为

布拉肯海姆的审计官和王国税收官。莱茵省议会乡镇等级的代表。——

２６７。        

蒙田（蒙台涅），米歇尔·埃康·德（Ｍｏｎｔａｉｇｎｅ，ＭｉｃｈｅｌＥｙｑｕｅｍｄｅ１５３３—

１５９２）——法国人文主义作家和怀疑派哲学家。——２３１。

孟德斯鸠，沙尔（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６８９—１７５５）——法国哲学家、社会学

家、经济学家和著作家，１８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立宪君主制的

理论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创始人之一。

——１７４、２２７、２２８、２４５。

弥勒，Ｊ．Ｅ．（Ｍｕｌｌｅｒ，Ｊ．Ｅ．）——德国商人，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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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亨斯，彼得·约瑟夫（Ｍｕｌｈｅｎｓ，Ｐｅｔｅｒ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１—１８７３）——科隆香水厂

主和地主，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９８８。

米拉波伯爵，奥诺雷·加布里埃尔·维克多·里凯蒂（Ｍｉｒａｂｅａｕ，ＨｏｎｏｒéＧａｂｒｉｅｌ

ＶｉｃｔｏｒＲｉｑｕｅｔｉ，ｃｏｍｔｅｄｅ１７４９—１７９１）——法国政论家，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

级革命的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利益的代表。——１４８、

２２８。        

米利都的泰勒斯——见泰勒斯（米利都的）。

米特韦格（Ｍｉｔｔｗｅｇ）——德国律师。——９７０。

莫雷尔，Ｍ．（Ｍｏｒｅｌ，Ｍ．）——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

莫里哀（Ｍｏｌｉéｒｅ原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Ｐｏｑｕｅｌｉｎ１６２２—

１６７３）——法国喜剧作家。——４１１。

莫森，尤利乌斯（Ｍｏｓｅｎ，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０３—１８６７）——德国作家，起初属于浪漫派，后

来在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转向“青年德意志”。——３２４—３２７。

Ｎ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Ｉ［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

—— 法 国 皇 帝（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和 １８１５）。—— １５２、２１６、６３８、６４１—６４３、

８２５。        

奈安德，约翰·奥古斯特·威廉（Ｎｅａｎｄｅｒ，ＪｏｈａｎｎＡｕｇｕｓｔ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７８９—

１８５０）——德国教会史学家，１８１２年起为柏林大学神学教授。——３０２。

奈奥克勒斯（Ｎｅｏｋｌｅｓ公元前４世纪）——伊壁鸠鲁的父亲。——６６。

瑞西凡（Ｎａｕｓｉｐｈａｎｅｓ误作：利西凡Ｌｙｓｉｐｈａｎｅｓ公元前４世纪）——古希腊哲学

家，德谟克利特的信徒，据说是伊壁鸠鲁的老师。——７０。

尼古拉（大马士革的）（ＮｉｋｏｌａｏｓｏｆＤａｍａｓｋｏｓ公元前６４左右—公元１世纪初）

——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信徒。——１８、６５。

尼禄·克劳狄乌斯·凯撒（ＮｅｒｏＣｌａｕｄｉｕｓＣａｅｓａｒ３７—６８）——罗马皇帝（５４—

６８）。——４６１—４６３。

牛顿，伊萨克（Ｎｅｗｔｏｎ，Ｉｓａａｃ１６４２—１７２７）——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

家，经典力学的创始人。——２１４。

纽伦贝格尔，约翰·巴蒂斯特·卡尔（Ｎｕｒｎｂｅｒｇｅｒ，Ｊｏｈａｎ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Ｃａｒｌ１７６２—

１８０７）——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多特蒙德大学教授。——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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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

欧里迪科斯——见欧里洛科斯。

欧里洛科斯（Ｅｕｒｙｌｏｃｈｏｓ误作：欧里迪科斯Ｅｕｒｙｄｉｋｏｓ公元前４—３世纪）——古

希腊怀疑派哲学家，皮浪的学生，流传下来的伊壁鸠鲁致友人书信三篇的收

信人之一。——７０。

欧里庇得斯（Ｅｕｒｉｐｉｄｅｓ约公元前４８０—４０６）——古希腊剧作家，写有多部古典

悲剧。——９４０。

欧塞比乌斯（Ｅｕｓｅｂｉｏｓ［－ｕｓ］约２６０—３４０）——希腊基督教神学家和著作家；巴

勒斯坦凯撒里亚的主教；著有教会史多卷。——２５、２６、４０、４２、６９、７１—７３、８４、

８６、８９。

Ｐ

帕奇乌斯，朱利奥（Ｐａｃｉｕｓ，Ｇｉｕｌｉｏ１５５０—１６３５）——意大利法学教授。——８２２。

庞培（格奈乌斯·庞培·马格努斯）（ＧｎａｅｕｓＰｏｍｐｅｉｕｓＭａｇｎｕｓ公元前１０６—

４８）——古罗马统帅和国务活动家。——１２９、１４２。

培尔，皮埃尔（Ｂａｙｌｅ，Ｐｉｅｒｒｅ１６４７—１７０６）——法国政论家和怀疑派哲学家，神学

和思辨哲学的反对者，法国启蒙运动和唯物主义思想的先驱。——３１、３２、３４、

８１、８２。

培根，弗兰西斯，维鲁拉姆男爵，圣奥尔本斯子爵（Ｂａｃｏ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Ｂａｒｏｎｏｆ

ＶｅｒｕｌａｍａｎｄＶｉｓｃｏｕｎｔｏｆＳａｉｎｔＡｌｂａｎｓ１５６１—１６２６）——英国近代唯物主义

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英国启蒙运动的倡导

者。——２２６。

佩尔格，古斯塔夫·约瑟夫（Ｐｅｒｇｅｒ，ＧｕｓｔａｖＪｏｓｅｐｈ生于１７８３年）——德国特里

尔县长（１８１７—１８４８）。——３９１。

佩特拉施，卡尔（Ｐｅｔｒａｓｃｈ，Ｋａｒ１）——德国特里尔市政府书记员。——９３１。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乔万尼（ＰｉｃｏｄｅｌｌａＭｉｒａｎｄｏｌａ，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１４６３—１４９４）

——意大利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３０９。

皮浪（Ｐｙｒｒｈｏｎ约公元前３６０—２７０）——古希腊哲学家，古代怀疑主义的创始

人。——７０。

皮托克勒斯（Ｐｙｔｈｏｋｌｅｓ，约公元前３世纪）——伊壁鸠鲁的同时代人和学生，流

传下来的伊壁鸠鲁致友人书信三篇的收信人。——２８、４５、５７、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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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ｉｅｒｒｅ－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９—１８６５）——法国政论

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创始人，第

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１８４８）。——２９５。

普夫卢格费尔德，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Ｐｆｌｕｇｆｅｌｄｅｒ，Ａｕｇｕｓ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９—

１８５６以前）——德国铜板雕刻家。——９４７。

普夫卢格费尔德，格奥尔格（Ｐｆｌｕｇｆｅｌｄｅｒ，Ｇｅｏｒｇ）——德国铜版雕刻家。——９４７、

９４８。

普盖，爱德华（Ｐｕｇｇｅ，Ｅｄｕａｒｄ１８０２—１８３６）——德国法学家，波恩大学教授，萨

维尼的学生。——９３６、９３７。

普拉克西凡（Ｐｒａｘｉｐｈａｎｅｓ约公元前３世纪）——古希腊斯多亚派哲学家和语法

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信徒，据说是伊壁鸠鲁的老师。——７０。

普拉斯曼（Ｐｌａｓｓｍａｎｎ）——德国一家运输公司的所有人，莱茵报社股东。——

９８２。

普雷斯堡，罕丽达——见马克思，罕丽达。

普林尼（小普林尼）（盖尤斯·普林尼·采齐利乌斯·塞孔德）（ＧａｊｕｓＰｌｉｎｉｕｓ

ＣａｅｃｉｌｉｕｓＳｅｃｕｎｄｕｓＪｕｎｉｏｒ６１—１１３）——古罗马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

８１４。

普卢塔克（Ｐｌｕｔａｒｃｈｏｓ４６—１１９以后）——古希腊著作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道

德论者，柏拉图哲学的拥护者，曾与伊壁鸠鲁和斯多亚派论争；写有古希腊罗

马名人传记以及哲学和伦理学著作。——１０、１１、１９、２０、３４、３６、３９、４０、４７、

６６—７１、７３、８０、８２—８４、８６、８８—９０、９８、９９、１９６。

普罗佩尔提乌斯，塞克斯都（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ｕｓ，Ｓｅｘｔｕｓ约公元前４９—１５）——罗马抒情

诗人。——９３７。

普斯特库亨－格兰佐，约翰·弗里德里希·威廉（Ｐｕｓｔｋｕｃｈｅｎ－Ｇｌａｎｚｏｗ，Ｊｏ

ｈａｎ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７９３—１８３４）——德国牧师，模仿歌德的《威廉·迈斯

特的漫游时代》写了一些讽刺作品攻击歌德。——６９２、７３９、７４２、９０７。

Ｑ

屈恩（Ｋｕｈｎ）——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

屈恩，Ｗ．（Ｋｕｈｎ，Ｗ．）——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

Ｒ

荣克，格奥尔格·哥特洛布（Ｊｕｎｇ，ＧｅｏｒｇＧｏｔｔｌｏｂ１８１４—１８８６）——德国陪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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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青年黑格尔分子，《莱茵报》创办人和发行

负责人之一；１８４８年为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属于左派，后为民族自由党人。

——９８２、９８６、９９１—９９２、９９４、９９７。

Ｓ

萨尔姆－赖弗沙伊德－戴克公爵，约瑟夫（Ｓａｌｍ－Ｒｅｉｆｆｅｒｓｃｈｅｉｄ－Ｄｙｃｋ，Ｊｏｓｅｆ

Ｆｕｒｓｔｚｕ１７７３—１８６１）——德国莱茵省议会诸侯等级的代表。——１９３、１９９、

２５９。

萨洛蒙，冯（Ｓａｌｏｍｏｎ，ｖｏｎ）——波恩大学评议员。——９３７。

萨维尼，弗里德里希·卡尔·冯（Ｓａｖｉｇｎｙ，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Ｃａｒｌｖｏｎ１７７９—１８６１）——

德国法学家和普鲁士政治家，胡果的拥护者，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代表，１８４２—

１８４８年为普鲁士法律修订大臣。——９３９。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Ｓｅｘｔｕ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ｕｓ２世纪下半叶）——古希腊医生和怀疑

派哲学家。——１９、２１、４７、５３、６６、７０、８４、８９、９１、９２。

塞涅卡（小塞涅卡）（鲁齐乌斯·安涅乌斯·塞涅卡）（ＬｕｃｉｕｓＡｎｎａｅｕｓＳｅｎｅｃａ

Ｊｕｎｉｏｒ公元前４左右—公元６５）——罗马政治活动家、哲学家和著作家，斯多

亚派的代表人物。——２４、２８、６９—７２、７３、８２。

塞万提斯·萨维德拉，米格尔·德（ＣｅｒｖａｎｔｅｓＳａａｖｅｄｒａ，Ｍｉｇｕｅｌｄｅ１５４７—１６１６）

——西班牙作家。——１２６。

色诺芬尼（科洛封的）（ＸｅｎｏｐｈａｎｅｓｏｆＫｏｌｏｐｈｏｎ约公元前５７０—４８０）——古希

腊哲学家和诗人，形而上沙培尔，尤斯图斯·威廉科本，卡尔·爱德华·冯

（Ｓｃｈａｐｅｒ，ＪｕｓｔｕｓＷｉｌｈｅｌｍＥｄｕａｒｄｖｏｎ１７９２—１８６８）—— 普鲁士政治家，

１８３７—１８４２年７月任特里尔行政区长官，１８４２年８月—１８４５年任莱茵省总

督，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任威斯特伐利亚总督。——３５６、３５８—３６２、３９０、３９１、３９５、

９８３。

莎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５６４—１６１６）——英国喜剧家和诗人。

——１４８、２１９、２３１、２５５、２８１、３１４、３２３—３２４、３２６、３２８、４０９、４１３、４３２、８０８—８０９、

８２４。

绍巴赫，约翰·康拉德（Ｓｃｈａｕｂａｃｈ，ＪｏｈａｎｎＫｏｎｒａｄ１７６４—１８４９）——德国天文

学家，古代天文学史的研究者。——３１、４５—４７、８１、８９。

圣奥古斯丁——见奥古斯丁，奥勒留。

施莱歇尔，罗伯特（Ｓｃｈｌｅｉｃｈｅｒ，Ｒｏｂｅｒｔ死于１８４６年）——德国医生；莱茵报社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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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９７０。

施勒格尔，弗里德里希·冯（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ｖｏｎ１７７２—１８２９）——德国文学

评论家、语文学家和诗人，浪漫主义理论家。——９３６—９３７。

施奈德，约翰·哥特洛布（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ＪｏｈａｎｎＧｏｔｔｌｏｂ１７５０—１８２２）——德国语

文学家，古代著作家著作的出版者；写有古代自然科学史方面的著作。——

３９。

施内曼，约翰·格尔哈德（Ｓｃｈｎｅｅｍａｎｎ，ＪｏｈａｎｎＧｅｒｈａｒｄ１７９４—１８６４）——德国

历史学家，特里尔中学教员。——９３４。

施塔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Ｓｔａｈ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０２—１８６１）——普鲁

士法哲学家和政治家，１８４０年为柏林大学法哲学和国家法教授，君主专制制

度的拥护者。——２３８、４２５、９６４。

施泰宁格，约翰（Ｓｔｅｉｎｉｎｇｅｒ，Ｊｏｈａｎｎ１７９４—１８７４）——德国地质学家，特里尔中

学数学和物理教员。——９３４。

施泰因，卡尔·马丁（Ｓｔｅｉｎ，ＣａｒｌＭａｒｔｉｎ）——德国银行家，莱茵报社股东，格·

哥·荣克的连襟。——９８２。

施泰因男爵，亨利希·弗里德里希·卡尔（Ｓｔｅｉ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ａｒｌ，Ｒｅ

ｉｃｈｓｆｒｅｉｈｅｒｒｖｏｍｕｎｄｚｕｍ１７５７—１８３１）——普鲁士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曾任

经济和财政大臣（１８０４—１８０７），首席大臣（１８０７—１８０８），１８０７年他推行的改

革促进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变革。——４２５、９６４。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Ｓｔｒａｕβ，Ｄａｖｉｄ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８—１８７４）——德国哲

学家和政论家，黑格尔的学生；《耶稣传）（１８３５）和《基督教教义》（１８４０）的作

者；他对圣经的历史性批判奠定了青年黑格尔主义的理论基础；１８６６年后成

为民族自由党人。——２２２、４３８。

士麦那的赫尔米普斯——见赫尔米普斯（士麦那的）。

施图克，卡尔·弗里德里希（Ｓｔｕｃｋｅ，Ｋ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０—１８７１）——德国眼科

医生，莱茵报社监事会监事。——９８２、９９５。

施万，雅科布（Ｓｃｈｗａｎ，Ｊａｃｏｂ）——德国贝恩卡斯特尔乡长。——３８９。

施文德勒，亨利希（Ｓｃｈｖｅｎｄｌ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２—１８４７）——德国教士，特里尔中

学语法教员。——９３４。

舒尔采，弗里德里希·哥特洛布（Ｓｃｈｕｌｚｅ，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Ｇｏｔｔｌｏｂ１７９５—１８６０）——

德国哲学家，耶拿大学教授。——９４３。

舒尔特，弗兰茨（Ｓｃｈｕｌｔｅ，Ｆｒａｎｚ）——德国学者，《莱茵总汇报》的出版者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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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同伯·腊韦共同出版科隆的《世界和国家信使报》。——９５２。

舒哈德，约翰（Ｓｃｈｕｃｈａｒｄ，Ｊｏｈａｎｎ）——德国商人，莱茵省议会城市等级的代表。

——１８５、２６２。

斯宾诺莎，巴鲁赫（贝奈狄克特）（Ｓｐｉｎｏｚａ，Ｂａｒｕｃｈ［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ｕｓ］１６３２—１６７７）——

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３９、１１０、１１９、２２７。

斯蒂尔蓬（梅加拉的）（ＳｔｉｌｐｏｎｏｆＭｅｇａｒａ约公元前３８０—３００）——古希腊哲学

家，梅加拉学派的代表人物；苏格拉底的信徒。——１９。

斯克里布，奥古斯坦·欧仁（Ｓｃｒｉｂｅ，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ｕｇèｎｅ１７９１—１８６１）——法国

戏剧家和歌剧作家。——９０８—９０９。

斯珀蒂亚斯（Ｓｐｅｒｔｈｉａｓ公元前５世纪）——年轻的斯巴达人；由于斯巴达人杀了

波斯使节，他和布利斯被送交波斯大帝薛西斯作为赎罪的牺牲。——２０１。

斯特恩，劳伦斯（Ｓｔｅｒｎｅ，Ｌａｕｒｅｎｃｅ１７１３—１７６８）——英国作家，感伤主义的主要

代表人物。——１１２。

斯特芬斯，亨利克（Ｓｔｅｆｆｅｎｓ，Ｈｅｎｒｉｋ１７７３—１８４５）——德国自然科学家、谢林主

义哲学家和作家，原系挪威人；著有描写挪威生活的小说。——９３９。

斯托贝，约翰（Ｓｔｏｂａｅｕｓ［Ｓｔｏｂａｉｏｓ］，Ｉｏａｎｎｅｓ５世纪）——希腊著作家和哲学家，

新柏拉图主义的信徒，古希腊哲学家和著作家大型文集的编纂者。——２５、

２８、４０、４２、４７、５３、７１、７３、７９—８０、８６、８９—９０、９１—９２。

斯维登堡，艾曼努埃尔（Ｓｗｅｄｅｎｂｏｒｇ，Ｅｍａｎｕｅｌ原名斯威德堡Ｓｗｅｄｂｅｒｇ１６８８—

１７７２）——瑞典通灵学家和自然科学家。——７７。

斯威德堡——见斯维登堡，艾曼努埃尔。

苏格拉底（Ｓｏｋｒａｔｅｓ公元前４７０—３９９）——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

的思想家。——１７、１９、５５、２１２。

梭伦（Ｓｏｌｏｎ约公元前６４０—５６０）——雅典政治活动家和诗人，相传为古希腊

“七贤”之一，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制定了许多反对氏族贵族的法律。——

１９６。

索蒂昂（亚历山大里亚的）（Ｓｏ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公元前２世纪）——古希腊哲

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信徒。——１８、６５。

索尔邦博士（ＤｏｃｔｏｒｄｅｒＳｏｒｂｏｎｎｅ）——见博奈尔。

Ｔ

塔尔玛，弗朗索瓦·约瑟夫（Ｔａｌｍａ，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６３—１８２６）——法国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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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７８３。

塔西佗（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Ｐｕｂｌｉｕｓ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Ｔａｃｉｔｕｓ约

５５—１２０）——古罗马历史学家，《日耳曼尼亚志》、《历史》、《编年史》的作者。

——１３５、４６４。

泰勒斯（米利都的）（ＴｈａｌｅｓｏｆＭｉｌｅｔｕｓ公元前６２４—５４７）——古希腊哲学家、数

学家和天文学家，伊奥尼亚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自发唯物主义的米利都学

派的创始人。——２１５。

泰米斯提乌斯（Ｔｈｅｍｉｓｔｉｕｓ［－ｏｓ］３１７左右—３８８以后）——希腊政治活动家，雄

辩家和折中主义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者。——７８。

陶赫尼茨，卡尔·克里斯蒂安·菲力浦（Ｔａｕｃｈｎｉｔｚ，Ｋａｒｌ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Ｐｈｉｌｉｐｐ

１７９８—１８８４）——德国莱比锡一家印刷厂厂主和出版商，卡·克·特·陶赫

尼茨的儿子和继承人。——６６。

特里普斯伯爵，爱德华·贝格（Ｔｒｉｐｓ，ＥｄｕａｒｄＢｅｒｇｈＧｒａｆｖｏｎ）——德国莱茵省

议会骑士等级的代表。——２４１、２７４。

特伦德伦堡，弗里德里希·阿道夫（Ｔｒｅｎｄｅｌｅｎｂｕｒ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Ａｄｏｌｆ１８０２—

１８７２）——德国语文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３０年代末—４０年代初为柏林大

学哲学和逻辑学教授，黑格尔的反对者，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者。——２１。

忒伦底乌斯（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阿费尔）（ＰｕｂｌｉｕｓＴｅｒｅｎｔｉｕｓＡｆｅｒ公元

前１９０左右—１５９）——罗马喜剧作家。——４００。

梯也尔，阿道夫（Ｔｈｉｅｒｓ，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７９７—１８７７）——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

家，奥尔良党人，曾先后任内务大臣、贸易和公共事务大臣（１８３２—１８３６）、首

相（１８３６和１８４０）；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４８）；第三

共和国政府首脑（内阁总理）（１８７１）、总统（１８７１—１８７３）；镇压巴黎公社的刽

子手。——４０１。

天主教徒玛丽，玛丽一世——见玛丽一世，天主教徒玛丽。

托梅，威廉（Ｔｈｏｍé，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１０—１８４３）——德国医生，莱茵报社监事会监

事。——９８２。

托勒密，克劳狄乌斯（Ｐｔｏｌｅｍａｅｕｓ，Ｃｌａｕｄｉｕｓ约９０—１６０）——古希腊天文学家、

星象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宇宙的地球中心说的创立者。——１９３。

Ｗ

瓦尔德奈尔，尼古劳斯（Ｖａｌｄｅｎａｉｒｅ，Ｎｉｋｏｌａｕｓ１７７２—１８４９）——德国地主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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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自由主义者，莱茵省议会乡镇等级的代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

——３８７、３８８。

瓦尔特，斐迪南（Ｗａｌｔｅｒ，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１７９４—１８７９）——德国法学家，波恩大学法

律系主任。——９３６、９３７。

瓦伦康普，爱德华（Ｖａｈｒｅｎｋａｍｐ，Ｅｄｕａｒｄ）——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

瓦尼尼，卢奇利奥（Ｖａｎｉｎｉ，Ｌｕｃｉｌｉｏ自称朱利奥·切扎雷ＧｉｕｌｉｏＣｅｓａｒｅ１５８４—

１６１９）——意大利哲学家，天主教教士，因持泛神论的自然哲学观点，被异端

裁判所判为异端分子。——４１２。

威斯特华伦，燕妮·冯（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Ｊｅｎｎｙｖｏｎ１８１４—１８８１）——路·冯·威斯

特华伦的女儿，１８４３年６月起成为马克思的妻子、朋友和助手。——４７３—

４８５、５０８—５１２、５２２—５４０、５４５、５５３、５９５—６０１、６２０、６２１—６２７、６３０、６３２、６３３、

６３５、６５５—６６０、６６１—６８１、６８４—６８６、７９２—７９４、８３７、８９５、９１１。

威斯特华伦，约翰·路德维希·冯（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ＪｏｈａｎｎＬｕｄｗｉｇｖｏｎ１７７０—

１８４２）——德国特里尔行政区首席顾问（１８１６年起），枢密顾问（１８３４年起）；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父亲。——７、９。

韦尔吉福瑟，科尔奈利乌斯·莱奥纳德·约瑟夫（Ｗｅｒｇｉｆｏｓｓｅ，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

Ｌｅｏｎａｒｄ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９６或１７９７—１８４７）——德国地主和商人，莱茵省议会骑士

等级的代表。——２８３。

韦尔克，Ｃｈ．（Ｗｅｌｃｋｅｒ，Ｃｈ．）——德国科隆一家饭馆的老板，莱茵报社股东。

——９８２。

韦尔克，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布（Ｗｅｌｃｋ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Ｇｏｔｔｌｉｅｂ１７８４—１８６８）——

德国哲学家，波恩大学教授，讲授希腊和罗马神话。——９３６。

韦莱，盖尤斯（Ｖｅｌｌｅｊｕｓ，Ｇａｉｕｓ约公元前１世纪）——罗马元老，西塞罗著作《论

神之本性》中伊壁鸠鲁派的代表人物。——２６。

维多克，弗朗索瓦·欧仁（Ｖｉｄｏｃｑ，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Ｅｕｇèｎｅ１７７５—１８５７）——法国的

刑事犯，后为巴黎治安警察局长；一般认为《维多克回忆录》（１８２８）一书出自

他的手笔；他的名字已成为狡猾的密探和骗子手的代名词。——２２８。

维尔，维克多（Ｖｉｌｌ，Ｖｉｃｔｏｒ）——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

维吉尔（普卜利乌斯·维吉尔·马洛）（ＰｕｂｌｉｕｓＶｅｒｇｉｌｉｕｓＭａｒｏ公元前７０—１９）

——罗马诗人。——１０７、８１７。

维兰德，克里斯托夫·马丁（Ｗｉｅｌ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Ｍａｒｔｉｎ１７３３—１８１３）——德国

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家和翻译家；曾翻译莎士比亚和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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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

维滕巴赫，约翰·胡果（Ｗｙｔｔｅｎｂａｃｈ，ＪｏｈａｎｎＨｕｇｏ１７６７—１８４８）——德国历史

学家和教育家，特里尔中学校长。——９３４。

温弗里思——见博尼法齐乌斯。

温克尔曼，约翰·约阿希姆（Ｗｉｎｃｋｅｌｍａｎｎ，ＪｏｈａｎｎＪｏａｃｈｉｍ１７１７—１７６８）——德

国古希腊罗马艺术史家；科学的考古学的奠基人，１８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

的代表人物。——８１４。

温克勒，卡尔·哥特弗里德·泰奥多尔（Ｗｉｎｋｌｅｒ，Ｋａｒｌ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Ｔｈｅｏｄｏｒ笔名

泰奥多尔·赫尔ＴｈｅｏｄｏｒＨｅｌｌ１７７５—１８５６）——德国作家和翻译家，１８１７—

１８４３年为《晚报》的出版者和编辑。——１４９。

文采利乌斯（Ｖｅｎｃｅｌｉｕｓ）——德国医生。——９７０。

沃尔弗男爵，克里斯蒂安（Ｗｏｌｆｆ，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Ｆｒｅｉｈｅｒｒｖｏｎ１６７９—１７５４）——德国

哲学家，曾将莱布尼茨的哲学加以系统化和通俗化，开明的专制主义和早期

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拥护者。——２２７、８２５。

乌兰德，路德维希（Ｕｈｌａｎｄ，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８７—１８６２）——德国晚期浪漫派诗人、政

论家、文学研究者和自由派政治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左翼。——１６６。

Ｘ

希达尔奈斯（Ｈｙｄａｒｎｅｓ死于公元前４８０年以后）——公元前５世纪初为小亚细

亚沿海地区的波斯军队统帅，公元前４８０年曾参加薛西斯对希腊的远征。

——２０２。

希罗多德（Ｈｅｒｏｄｏｔｏｓ公元前４—３世纪）——伊壁鸠鲁的同时代人和学生，流传下来的

伊壁鸠鲁致友人书信三篇的收信人之一。——３９、４５、４６、５３、５７、９４。

希罗多德（哈利卡纳苏的）（ＨｅｒｏｄｏｔｏｓｏｆＨａｌｉｋａｒｎａｓｓｏｓ约公元前４８４—４２５）

——古希腊历史学家，写有描述波斯王国和波斯战争的著作。——２０２。

希俄斯的梅特罗多罗斯——见梅特罗多罗斯（希俄斯的）。

西哀士，艾曼纽埃尔·约瑟夫（Ｓｉｅｙèｓ，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４８—１８３６）——法

国教士和宪法理论家，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国民公会代表，

温和的君主立宪派（斐扬派）；后为元老院议员，１８１５年国王路易十八复辟后

被放逐，定居布鲁塞尔，１８３０年７月回到巴黎；《第三等级是什么？》一书作者。

——１８５、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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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姆普利齐乌斯（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ｏｓ［Ｓｉｍｐｌｉｋｉｏｓ］死于５４９年）——古希腊哲学家，新柏

拉图主义者，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者。——２５、２７、４０、５１、６７、７２、７３、７８、７９、

８１、８４、８８—９１。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ＭａｒｃｕｓＴｕｌｌｉｕｓＣｉｃｅｒｏ公元前１０６—４３）

——罗马国务活动家、雄辩家、著作家和哲学家。——１０、１８、２０、２２—２４、２６、

３０—３２、３４、３６、４８、６５、６８、６９—７２、８０—８２、９０、２１２。

锡诺帕的第欧根尼——见第欧根尼（锡诺帕的）。

昔勒尼的亚里斯提卜——见亚里斯提卜（昔勒尼的）。

席勒，弗里德里希·冯（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ｖｏｎ１７５９—１８０５）——德国诗人、作

家、美学家和历史学家。——１１１、１４４、３２７、７３７—７３９、８２５、８４６、９２０。

谢勒尔（Ｓｃｈｅｒｅｒ）——德国法官，莱茵报社股东。——９２８。

谢林，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Ｊｏｓｅｐｈ

ｖｏｎ１７７５—１８５４）——德国哲学家，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代

表人物，１８１０年后成为神密主义“启示哲学”的代表；宗教的拥护者。——９９、

１０２、２２１。

休谟，大卫（Ｈｕｍｅ，Ｄａｖｉｄ１７１１—１７７６）——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

主观唯心主义者，近代不可知论的创始人；重商主义的反对者，货币数量论的

早期代表人物。——１１、２３６、８２５。

修昔的底斯（Ｔｈｕｋｙｄｉｄｅｓ约公元前４６０—４００）——古希腊历史学家。——２０１。

许弗尔，安东·威廉（Ｈｕｆｆｅｒ，ＡｎｔｏｎＷｉｌｈｅｌｍ）——德国莱茵省议会城市等级的

代表。——１９８。

雪恩，亨利希·泰奥多尔·冯（Ｓｃｈｏ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Ｔｈｅｏｄｏｒｖｏｎ１７７３—１８５６）——

普鲁士政治家，施泰因改革的主要参加者，１８１６年任西普鲁士总督，１８２４—

１８４２年任东、西普鲁士总督，１８４０年任国务大臣，１８４２年因持自由派立场而

被免职。——４２５、９６４。

Ｙ

雅典的阿波洛多罗斯——见阿波洛多罗斯（雅典的）。

雅恩，约翰·克里斯蒂安（Ｊａｈｎ，Ｊｏｈａｎ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１７９７—１８４７）——德国语文学

家和教员，１８３５年起为莱比锡托马斯学校的副校长，罗马著作家著作的出版

者和注释者，《新语文学和教育学年鉴》和《语文学和教育学文库》的出版者之

一。——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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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公元前３８４—３２２）——古希腊哲学家，在哲学上摇摆于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按其经济观点来说是奴隶

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他最先分析了价值的形式；柏拉图的学生。——

１５、１６、２１、２５、３４、３６、３８、４０—４２、４５、４６、５１、５５、６７—６８、７１、７７—７９、８１、８３、

８５—８７、８９、９１、９３—９４、９７、２１２、２２７、２９４。

亚里斯提卜（昔勒尼的）（ＡｒｉｓｔｉｐｐｏｓｏｆＫｙｒｅｎｅ约公元前４３５—３６６）——古希腊

哲学家，昔勒尼学派的创始人；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１８、６５。

亚历山大——见亚历山大三世，亚历山大大帝。

亚历山大里亚的索蒂昂——见索蒂昂（亚历山大里亚的）。

亚历山大三世，亚历山大大帝（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公元前３５６—

３２３）——古代著名的统帅，马其顿王（公元前３３６—３２３）；横跨马其顿到印度

的世界帝国的缔造者；曾从师于亚里士多德——１５、２１２。

燕妮——见威斯特华伦，燕妮·冯。

伊壁鸠鲁（Ｅｐｉｋｕｒｏｓ约公元前３４２—２７０）——古希腊哲学家，无神论者。——

１０—２０、２２—２８、３０—４０、４２—５７、５９—７３、７９—８３、８６、８８—９２、９７、９８、１０３、２１２、

４５３。

伊尔奈里乌斯（Ｉｒｎｅｒｉｕｓ１０５５左右—１１２５以后）——意大利法学家，１１００年在博

洛尼亚创立释义法学派，他们用旁注的方法诠释了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

的法典（《罗马法全书》）。——８２２。

伊丽莎白一世（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１５３３—１６０３）——英国女王（１５５８—１６０３）。——

１５１。

伊索（ ｓｏｐ［Ａｉｓｏｐｏｓ］公元前６世纪）——古希腊寓言作家。——４４３。

永格，Ｊ．德（Ｊｏｎｇｅ，Ｊ．ｄｅ）——莱茵报社股东。——９８２。

尤利安（背教者）（弗拉维·克劳狄乌斯·尤利安）（ＦｌａｖｉｕｓＣｌａｕｄｉｕｓＩｎｌｉａｎｕｓ，Ａ

ｐｏｓｔａｔａ３３２—３６３）——罗马皇帝（３６１—３６３），新柏拉图主义的信徒，即位后宣

布与基督教决裂，取消给予的一切优惠待遇，禁止基督徒在学校任教或担任

官职，下令恢复原有宗教并重建神庙；基督教会称他为背教者。——２１３。

尤维纳利斯（德齐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ＤｅｃｉｍｕｓＪｕｎｉｕｓＪｕｖｅｎａｌｉｓ６０

左右—１２７以后）——罗马讽刺诗人。——１５７。

语法学家约翰——见斐洛波努斯。

Ｚ

扎勒特，弗里德里希·冯（Ｓａｌｌｅ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ｖｏｎ１８１２—１８４３）——德国晚期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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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作家，三月革命前为自由派贵族作家，１８４０年起接受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

派的影响。——４３８—４４１。

泽博德，约阿希姆·迪特里希·哥特弗里德（Ｓｅｅｂｏｄｅ，ＪｏａｃｈｉｍＤｉｅｔｒｉｃｈＧｏｔｔ－

ｆｒｉｅｄ１７９２—１８６８）——德国语文学家、教员和图书管理员，《新语文学和教育

学年鉴》和《语文学和教育学文库》的出版者之一。——８１。

泽尔迈耶，Ｊ．弗里德里希（Ｓｅｈｌｍｅｙｅｒ，Ｊ．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德国药剂师，莱茵报社股

东。——９８２。

泽利希曼，Ａ．Ｌ．（Ｓｅｌｉｇｍａｎｎ，Ａ．Ｌ．）——莱茵省上诉法院的辩护律师，莱茵报社

股东。——９８３、９８７、９９０、９９２、９９７。

詹姆斯一世（Ｊａｍｅｓ １５６６—１６２５）——英国国王（１６０３—１６２５），１５６７年起为苏

格兰国王，称詹姆斯六世。——１５１。

芝诺（埃利亚的）（ＺｅｎｏｎＥｌｅａｔｅｓ公元前４９０左右—４３０）——古希腊哲学家，埃

利亚学派的代表，巴门尼德的学生，曾为巴门尼德的学说辩护。——６７。

朱利奥·切扎雷——见瓦尼尼，卢奇利奥。

佐尔姆斯－霍亨佐尔姆斯－利希公爵（Ｓｏｌｍｓ－Ｈｏｈｅｎｓｏｌｍｓ－Ｌｉｃｈ，Ｆｕｒｓｔｚｕ）

——莱茵省议会诸侯等级的代表。——１９９。

佐尔姆斯－劳巴赫伯爵，莱茵哈德（Ｓｏｌｍｓ－Ｌａｕｂａｃｈ，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Ｇｒａｆｚｕ）——莱

茵省议会诸侯等级的代表。——１４６—１５５、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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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Ａ

阿波罗——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和光明之神，艺术的保护神。——１００、１２３、

１８９、６２０、８２１、８６４。

阿尔古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长有许多只眼睛，其中一部分总是睁着；被

派去看守宙斯心爱的人伊娥。——８２１。

阿尔万德——马克思的文学习作《乌兰内姆》中的人物。——７４４、７６３。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的《伊

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他同希腊军队的领袖亚加米农的争吵和回到自己的

营幕去，构成了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第一章的情节。据传说，阿基里斯出生

时被母亲海洋女神西蒂斯握住脚跟倒浸在冥河水中，因此他的身体除没有浸

水的脚跟外，不能被任何武器所伤害，后来，他因脚跟，即他身上那个唯一致

命的地方中箭而身亡。后人用“阿基里斯之踵”来比喻可以致命的地方和最弱

的一环。——７１９。

阿穆尔——古希腊爱神爱罗斯（罗马人叫邱比特）的称号，形象是一个手持弓

箭、长着翅膀的小男孩。——８４２、９０６。

阿特拉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狄坦神，他用双肩支撑着天空。——５７、９４、

１１１。

埃奥尔斯——古希腊神话中的风神。——４８５、６９８、７６７。

艾拉斯特——莫里哀的《讨厌的人》中的人物。——４１１。

哀杰克斯——莎士比亚的剧作《特洛埃勒斯与克蕾雪达》和荷马的史诗《伊利亚

特》中的人物。——８０９。

爱尔菲——古日耳曼神话中的小精灵，他们对人很友好，乐意帮助人做事，但有

时也会搞恶作剧。——５９５、６４９。

奥狄浦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忒拜国王，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奥狄浦斯王》和

《奥狄浦斯在科隆纳斯》中的主要人物；传说他猜中了斯芬克斯的谜语，因而

１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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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忒拜城逃脱了吸血怪物的毒手。——７２１。

奥丽——古希腊神话中司时间、秩序、和平的三女神之一。——７２２、７６１。

Ｂ

巴巴盖诺——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的人物，捕鸟者，身穿鸟羽做成的衣服。

——２２９。

巴比伦——圣经中的人物，在约翰启示录中为罗马的化身。——８０８。

巴兰——据圣经传说，是预言家，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巫师，巴勒召他来诅咒以色

列人，他有一头会说话的驴，“巴兰的驴”已成为一句谚语，比喻平常沉默驯

服，突然开口抗议的人。——７８６。

班戈——莎士比亚的剧作《麦克佩斯》中的人物。——８２４。

保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在信基督教之前叫扫罗。——１９、６６。

鲍细霞——莎士比亚的剧作《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２８１。

贝娅特里瑟——马克思的文学习作《乌兰内姆》中的人物。——７４４、７６５—７７５。

毕斯托——莎士比亚的剧作《亨利四世》后篇、《亨利五世的一生》、《温莎的风流

娘儿们》中的人物，骗子手、胆小鬼和吹牛家。——４０９。

波尔托——马克思的文学习作《乌兰内姆》中的人物，一个修道士。——７４４。

Ｃ

吹牛先生——莎士比亚的剧作《亨利四世》后篇中的人物。——４１０。

Ｄ

大卫——据圣经传说，大卫幼年时撒母耳曾为其敷油，预许他继承扫罗王位。少

年时值以色列王扫罗同非利士人作战，遇勇士歌利亚，军中无人能胜他。大卫

自请出战，杀死歌利亚。后大卫继扫罗为以色列王。——７３９。

Ｅ

恩格尔伯特——马克思创作的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中的人物。

——８１９。

Ｆ

法松——古希腊神话中赫利奥斯的儿子。法松驾驭太阳车，几乎把宇宙焚毁，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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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的宙斯用闪电将他击穿并投入河中。——７１６。

费利克斯——英国女作家乔·埃利奥特的同名小说和马克思的幽默小说《斯考

尔皮昂和费利克斯》中的人物。——８０７、８１０、８１１、。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的剧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世》中的人物，爱

吹牛的懦夫，谐谑者，酒徒。——３０９、４０９。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７４０、７４２、７５２、８１７。

伏羲氏（伏羲）——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传说人类由他和女娲氏兄妹相婚而

产生，他教民织网，从事渔猎畜牧，又传说他制作了八卦。——１４０。

Ｇ

甘泪卿——见玛甘泪。

格累特——马克思创作的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中的人物。——

８０８、８０９、８２４、８３０、８３１。

葛莱西安诺——莎士比亚的剧作《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２８１。

葛罗斯脱——莎士比亚的剧作《李尔王》中的人物。——３２８。

Ｈ

海尔梅斯——古希腊神话中司畜牧、道路、体操、辩论、商业之神，是宙斯和玛娅

的儿子。——１２、２０７、２０８。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最为大家喜爱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

的功绩著称，他的十二件功绩之一是驯服并抢走地狱之犬塞卜洛士。——１５。

海伦——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由她引起了特洛伊的十年战争。——８２６。

户勒大——据圣经传说，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女先知。——４０４。

华伦斯坦——席勒同名历史剧中的人物。——７３９。

Ｊ

基督——见耶稣基督（基督）。

迦伯列天使长——据基督教传说，是七大天使之一，上帝常派遣他到人间传话。

——７３３、７５０。

Ｋ

卡比尔——见柯利班和卡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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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瓦尔——莎士比亚的剧作《李尔王》中的人物。——２１８。

柯利班和卡比尔——柯利班是崇拜女神基别拉的祭司；卡比尔是崇拜古希腊神

卡比尔的祭司。在小亚细亚，柯利班和卡比尔同克里特岛的库列特即宙斯母

亲蕾娅的祭司们混淆起来了。相传，每逢襁褓中的宙斯哭叫时，库列特就用自

己的矛敲盾，发出一片声响，以压倒宙斯的哭声。——２２０。

克里斯托弗尔——据传说是一个身高十二英尺的巨人，曾背着耶稣变成的小孩

涉过一条大河。——２２７。

克林霍尔茨，恩格尔伯特——马克思创作的同名叙事诗中的人物。——８９９。

快嘴桂嫂——莎士比亚的剧作《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的一生》和《温莎的风流

娘儿们》中的人物，酒店女店主。——４０９。

Ｌ

朗培——歌德的小说《列那狐》中的角色，是一只兔子。——２６８。

李尔——虚构的不列颠国王，莎士比亚把关于他的传说作为自己的剧作《李尔

王》的题材。——３２８。

理查三世——莎士比亚的同名悲剧中的主人公。——８０８。

利维坦——据圣经传说，是大海怪。——２２１。

列那狐——歌德的同名小说中的主角。——２６８。

卢克莱霞——古罗马稗史中的殉节妇，鲁齐乌斯·塔克文·科拉蒂努斯的妻

子，贤惠忠贞，堪称典范。——８２６。

卢钦多——马克思的文学习作《乌兰内姆》中的人物。——７４４—７６１、７６４—

７７５。        

卢欣妲——马克思创作的同名叙事诗中的主人公。——４９８、５０１、５０３—５０７、

６９１、７３１、８４３。

路加——据基督教传说，是路加福音的作者。——３０２。

Ｍ

马尔西亚斯——弗利基亚的大力士，敢于和阿波罗比赛吹笛子，结果胜者阿波

罗剥掉了他的皮。——８２１。

马格达莱娜－格累特——见格累特。

马可——据基督教传说，是马可福音的作者。——３０２。

马太——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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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尔斯——古罗马神话中的战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战神亚力司。——８１１、

８１３。

玛甘泪（甘泪卿）——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女主人公，一个温柔多情的姑

娘。——７４２、８０８。

玛娅——古希腊神话中的女神，海尔梅斯的母亲。——２０７。

美杜莎——古希腊神话中三个蛇发女妖之一，凡是看见她的人都要变成石头；

后为柏修斯所杀。转意为可怕的怪物或人。——９００。

迷娘——歌德的剧作《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人物。——８１０。

靡菲斯特斐勒司——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主要人物。——７５２、８１７。

缪斯——古希腊神话中司文学和艺术的女神，共九个。——５１１、７１１、７２０、７８３、

８４３、８４４、９１７。

摩耳甫斯——古希腊神话中的梦神。——５７１。

摩洛赫——古腓尼基和迦太基的宗教中的太阳神、火神和战神，祭祀摩洛赫时

要用活人作祭品，因此摩洛赫这一名字成了残忍、吞噬一切的暴力的化身。

——１００。

摩西——据圣经传说，摩西是先知和立法者，他带领古犹太人摆脱了埃及的奴

役并给他们立下了约法。——２３１、４７２、８２３。

抹大拉的马利亚——据圣经传说，她是基督的继承者，是一个悔过的罪人。——

８０８。

默滕——马克思创作的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中的人物。——

８１０—８１５、８２１—８２４、８２７、８３０。

Ｎ

南方的女王——圣经中的人物，示巴女王。——３０１—３０３。

嫩的儿子约书亚——见约书亚。

涅默西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复仇三女神之一，又称伊理逆司或厄默尼德。

——５０３、６４２。

Ｏ

欧伦施皮格尔，蒂尔——德国１５１５年出版的一本民间故事书的主人公，是一个

农民出身的滑稽小丑，书中描述了他的某些虚构的滑稽故事。——３０１、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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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帕恩神——古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和牧神，海尔梅斯之子，长有羊腿、羊蹄、

羊须和羊角。——２０７。

帕尔卡——罗马神话中的命运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

９００。

帕拉斯·雅典娜——见雅典娜。

佩尔蒂尼——马克思的文学习作《乌兰内姆》中的人物。——７４４—７６１、７６４—

７６８、７７４—７７５。

普路托——罗马神话中的地府之神。——２０７。

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狄坦神，他从天上盗取火种，带给人们；宙

斯把他锁缚在悬崖上，令鹰啄食他的肝脏，以示惩罚。——１２、８２０。

Ｑ

丘必特（迪斯必特）——罗马神话中最高的神，雷神，相当于希腊诸神中的宙斯；

他为了拐走美人欧罗巴而变成一条公牛。——１１１、２０７、３２８。

Ｒ

人类——歌德的诗歌《秘密》中的人物。——２４８。

Ｓ

撒巴拉——印度传说中的神牛，在印度教中被奉为财富和土地之神。——１５４。

萨蹄尔——古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奥尼苏斯的同伴，他们是长着尾巴和山羊腿的

半神半羊的森林之神。——４７６。

桑乔·潘萨——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中的人物，唐·吉诃德的侍从。

——１２６、３００。

瑟息替斯——莎士比亚的剧作《特洛埃勒斯与克蕾雪达》和荷马的史诗《伊利亚

特》中的人物，希腊战士，特洛伊战争的参加者；一个乖戾而又尖酸刻薄的驼

背瘸子，因诋毁希腊军队的首领而遭到奥德赛的毒打。——８０９。

善第，特利斯屈兰——劳伦斯·斯特恩的著作《特利斯屈兰·善第先生的生平

和见解》中的人物。——１１２。

斯考尔皮昂——马克思的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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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３、８０７、８１１、８２１、８２２、８２３。

苏撒拿——据圣经传说，是耶稣周游传道时资助耶稣及其门徒的一位富有的女

人。——７４８。

所罗门——古犹太王；在中世纪的文学中，特别在东方的文学中以英明公正的

君主著称。——３０２—３０３、８２７。

Ｔ

泰莱贡诺斯——古希腊神话中奥德赛和瑟西之子，一说他杀死了父亲。——

７２１。

泰列夫——古希腊神话中米西亚的国王；被阿基里斯用长矛刺伤，后来又由他

用长矛上的铁锈治愈。——７１９。

桃绿蒂——莎士比亚的剧作《亨利四世》后篇中的人物。——４０９。

特里顿——古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鱼的海神。——６３７。

Ｗ

韦克菲尔德的乡村牧师——奥·戈尔德斯密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

８１２。       

维杜斯——马克思的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中的人物。——８３０。

维林——马克思的文学习作《乌兰内姆》中的人物。——７４４、７７３—７７５。

维纳斯——罗马神话中的爱神和美神。——７３８。

乌兰内姆——马克思的文学习作，同名悲剧中的主人公。——７４４—７４５、７６１

屋大维——德国民间故事《屋大维皇帝》和路·蒂克的同名剧作中的主人公。

——８２５。

Ｘ

希罗——古代神话《希罗和利安德》和马克思的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

斯》中的人物。——８１９。

夏洛克——莎士比亚的剧作《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残酷的高利贷者，他根据

借约要求自己的不如期还债的债户割下一磅肉。——２５５、２８１。

Ｙ

约翰——据基督教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是耶稣基督最喜爱的门徒。按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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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是启示录、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的作者，实际上这些作品是由好

多人写成的。——８０８。

约拿——圣经中的人物，亚米太的儿子。约拿为躲避耶和华，乘船逃跑，耶和华

命海风大作，约拿被抛入海中，耶和华又令大鱼把他吞吃，约拿向耶和华祷告

求饶，耶和华吩咐把他吐到陆地上。——３０１—３０３。

约书亚（嫩的儿子约书亚）——圣经中的英雄，相传他吩咐自己的战士随着吹羊

角的声音大声呼喊，从而使耶利哥城墙塌陷。——２２７。

雅典娜（帕拉斯·雅典娜）——古希腊神话中主要神祇之一，战神和智慧的化

身，被认为是雅典的保护神。——１５、１２９、１８９、７３８、８１８。

雅赫维（耶和华）——犹太教中的主神。——２２４。

亚当——圣经中人类的始祖，据《创世记》记载，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

创造的第一个男人。——１２５、１８５、１９７。

亚哈随鲁——见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或亚哈随鲁。

耶和华——见雅赫维。

耶稣基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３０１—３０２、４３８、４４９—４５３、

４９５、７５０、７３９。

伊卡鲁斯——古希腊神话中能工巧匠代达罗斯的儿子，在用人造翅膀飞行时坠

海身亡。——７１８。

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或亚哈随鲁——中世纪时代出现的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亚

哈随鲁因不敬基督受到惩罚，注定永世流浪；亚哈随鲁这一形象在文学中被

广泛采用。——８２９。

犹大——圣经中的人物，耶稣的兄弟（小耶稣）。——４３９、４４０。

Ｚ

扎萨弗拉斯——维兰德的作品《新阿马迪斯》中的人物。——１２５。

宙斯——古希腊神话中最高的神，克伦纳士神的儿子。——１２、１８９、２２０、７０５、

７３８、８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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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献 索 引

卡·马克思的著作

《本地省议会议员选举》，载于１８４３年３月９日《莱茵报》（科隆）第６８号（Ｄｉｅ

ｈｉｅｓｉｇｅＬａｎｄｔａｇｓａｂｇｅｏｒｄｎｅｔｅｎｗａｈｌ．Ｉｎ：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

ｄｅｌ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Ｋｏｌｎ．Ｎｒ．６８，９．Ｍａｒｚ１８４３）。——４４２—４４４。

《答“邻”报的告密》，载于１８４３年１月１０日《莱茵报》（科隆）第１０号（Ｒｅｐｌｉｑｕｅ

ａｕｆｄｉｅＤｅ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ｅｉｎｅｓ“ｂｅｎａｃｈｂａｒｔｅｎ”Ｂｌａｔｔｅｓ．Ｉｎ：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ｕｒ

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Ｋｏｌｎ．Ｎｒ．１０，１０．Ｊａｎｕａｒ１８４３．）。——４１１、

４１２。      

《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载于１８４３年１月８日《莱茵报》（科隆）第８号

（ＲｅｐｌｉｑｕｅａｕｆｄｅｎＡｎｇｒｉｆｆｅｉｎｅｓ“ｇｅｍａβｉｇｔｅｎ”Ｂｌａｔｔｅｓ．Ｉｎ：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ｆ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Ｋｏ１ｎ．Ｎｒ．８，８．Ｊａｎｕａｒ１８４３，）。——４１３—

４２０、４３３。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

议辩论情况的辩论》，载于１８４２年５月５、８、１０、１２、１５、１９日《莱茵报》（科隆）

第１２５、１２８、１３０、１３２、１３５、１３９号附刊（Ｄｉｅ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６．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ｎ

Ｌａｎｄｔａｇｓ．ＥｒｓｔｅｒＡｒｔｉｋｅｌ：ＤｅｂａｔｔｅｎｕｂｅｒＰｒｅβ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ｕ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ｒ

Ｌ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ｉｓｃｈｅｎ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Ｉｎ：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

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Ｋｏｌｎ．Ｎｒ．１２５，５．Ｍａｉ１８４２．Ｂｅｉｂｌ．；Ｎｒ．１２８，８．Ｍａｉ１８４２．

Ｂｅｉｂｌ．；Ｎｒ．１３０，１０．Ｍａｉ１８４２．Ｂｅｉｂｌ．；Ｎｒ．１３２，１２．Ｍａｉ１８４２．Ｂｅｉｂｌ．；Ｎｒ．１３５，

１５．Ｍａｉ１８４２．Ｂｅｉｂｌ．；Ｎｒ．１３９，１９．Ｍａｉ１８４２．Ｂｅｉｂｌ．）。—— ３３６、４２８、

９６５。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载于１８４２

年１０月２５、２７、３０日和１１月１、３日《莱茵报》（科隆）第２９８、３００、３０３、３０５、

３０７号附刊（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６．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ｎＬａｎｄｔａｇｓ．ＤｒｉｔｔｅｒＡｒｔｉｋｅｌ：Ｄｅ

ｂａｔｔｅｎｕｂｅｒｄａｓＨｏｌｚｄｉｅｂｓｔａｈｌｓ－Ｇｅｓｅｔｚ．Ｉｎ：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ｕｒＰｏｌｉ－

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Ｋｏｌｎ．Ｎｒ．２９８，２５．Ｏｋｔｏｂｅｒ１８４２．Ｂｅｉｂｌ．；Ｎｒ．３００，

９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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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Ｏｋｔｏｂｅｒ１８４２．Ｂｅｉｂｌ．；Ｎｒ．３０３，３０．Ｏｋｔｏｂｅｒ１８４２．Ｂｅｉｂｌ．；Ｎｒ．３０５，１．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Ｂｅｉｂｌ．；Ｎｒ．３０７，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Ｂｅｉｂｌ．）。——３３６、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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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ｎａｕｓＢｅｒｌｉｎ，ｖｏｍ１０．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Ｉｎ：Ｅｌｂｅｒｆｅｌｄ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Ｎｒ．３１５，

１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９４６。

《柏林来信。１２月３１日》，载于１８４３年１月５日《埃尔伯费尔德日报》第５号

（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ｎａｕｓＢｅｒｌｉｎ，ｖｏｍ３１．Ｄｅｃ．Ｉｎ：Ｅｌｂｅｒｆｅｌｄ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Ｎｒ．５，５．Ｊａｎ－ｕａｒ

１８４３．）。——３９８。

博尼法齐乌斯《书信集》，尼·塞拉里乌斯［编］，１６０５年莫贡蒂埃版（Ｂｏｎｉｆａｃｉｕｓ：

Ｅｐｉｓｔｏｌａｅ．［Ｅｄ．］：Ｎ．Ｓｅｒａｒｉｕｓ．Ｍｏｇｕｎｔｉａｅ１６０５．）。——８２４。

《驳古兰经》（ＷｉｄｅｒｌｅｇｕｎｇｄｅｓＫｏｒａｎｓ．）。——４１２。

布尔，路·《普鲁士省等级会议的意义》１８４２年柏林版（Ｂｕｈｌ，Ｌ．：ＤｉｅＢｅｄｅｕ－

ｔｕｎｇｄｅｒＰｒｏｖｉｎｚｉａｌｓｔａｎｄｅｉｎＰｒｅｕβ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２．）。——３４１。

［布鲁克尔，雅·］《哲学史指南》１７４７年莱比锡版［Ｂｒｕｃｋｅｒ，Ｊ．］：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ｅ．Ｌｉｐｓｉａｅ１７４７．）。——８７。

［布罗斯，沙·德·］《论拜物神仪式或埃及古代宗教同今天尼格里蒂亚的宗教

之比较。附一篇关于迷信、魔术和偶像崇拜的导论及其他附录》，［Ｃ．Ｂ．Ｈ．皮

斯托里乌斯］译自法文，１７８５年柏林—施特拉尔松德版［Ｂｒｏｓｓｅｓ，Ｃｈ．ｄｅ］：Ｕｅ

ｂｅｒｄｅｎＤｉｅｎｓｔｄｅｒＦｅｔｉｓｃｈｅｎｇｏｔｔｅｒｏｄｅｒＶｅｒｇｌｅｉｃｈｕｎｇｄｅｒａｌｔｅ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Ｅ

ｇｙｐｔｅｎｓｍｉｔｄｅｒｈｅｕｔｉｇｅ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Ｎｉｇｒｉｔｉｅｎｓ．Ｍｉｔｅｉｎｅｍ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ｓｖｅｒｓｕｃｈ

ｕｂｅｒＡｂｅｒｇｌａｕｂｅｎ，Ｚａｕｂｅｒｅｙｕ．Ａｂｇｏｔｔｅｒｅｙ；ｕ．ａ．Ｚｕｓａｔｚｅｎ．Ａｕｓｄ．Ｆｒａｎｚ．

ｕｂｅｒｓ．［ｖｏｎＣ．Ｂ．Ｈ．Ｐｉｓｔｏｒｉｕｓ］．Ｂｅｒｌｉｎ，Ｓｔｒａｌｓｕｎｄ１７８５．）。——２５６、２９０。

Ｄ

《答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位通讯员》，载于１８４３年１月１２日《莱茵报》（科隆）

第１２号（Ａｎｔｗｏｒｔａｕｆｅｉｎｅｎ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ｅｎｄｅｒＡｕｇｓｂ［ｕｒｇｅｒ］Ａｌｌｇ［ｅ－

ｍｅｉｎｅｎ］Ｚ［ｅｉｔｕｎｇ］．Ｉｎ：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

Ｋｏｌｎ．Ｎｒ．１２，１２．Ｊａｎｕａｒ１８４３．）。——４０９。

德米特里《同名作家传》（ＭａｎｎｅｒｇｌｅｉｃｈｅｒＮａｍｅｎｓ）——２３、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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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萨米，泰·《卡贝先生的诽谤与政治。根据事实和他的传记作出的反驳》［１８４２

年］巴黎版（Ｄéｚａｍｙ，Ｔ．：Ｃａｌｏｍｎｉｅｓｅｔ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ｄｅＭ．Ｃａｂｅｔ．Ｒｅｆｕ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ｒ

ｄｅｓｆａｉｔｓｅｔｐａｒｓａ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２］．）。——４１０。

邓斯·司各脱，约·《牛津文集》（ＤｕｎｓＳｃｏｔｕｓ，Ｊ．：Ｏｐｕｓｏｘｏｎｉｅｎｓｅｓｉｖｅａｎｇｌｉ－

ｃａｎｕｍ．）。——１４２。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以手稿形式付印〉１８４１年科布伦茨版（Ｓｉｔｚｕｎｇｓ

－Ｐｒｏｔｏｋｏｌｌｅｄｅｓｓｅｃｈｓｔｅｎ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ｎＰｒｏｖｉｎｚｉａｌ－Ｌａｎｄｔａｇｓ．［ＡｌｓＭｓ．

ｇｅｄｒ．］Ｃｏｂｌｅｎｚ１８４１．）。——１４７—１４８、１５０—１５１、１６３、２４１—２４３、２４６、２５３、

２５６、２５８、２５９、２６２、２６５—２７０、２７２—２７５、２７８、２７９、２８３—２８６。

第欧根尼·拉尔修《论哲学家的生平》（第十卷）１８３３年莱比锡版第１—２卷

（ＤｉｏｇｅｎｅｓＬａｅｒｔｉｕｓ：Ｄｅｖｉｔｉ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ｏｒｕｍｌｉｂｒｉＸ．Ｅｄ．ｓｔｅｒ．Ｔ．１．２．Ｌｉｐ－

ｓｉａｅ１８３３．）。——２１、２３、２５、３９、４５、４６、６５、６８、６９—７３、７８—７９、８２、８４—８６、

８９—９２、９４—９７。

［杜比安］《概述》，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５日《科隆日报》第３０９号附刊（［Ｄｕｂｙｅｎ］：

Ｒｅ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Ｎｒ．３０９，５．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Ｂｅｉｌ．）。

——３０７、３０８、３０９、３１４。

杜比安《如果人们一段时间以来……》，科隆１１月１４日［通讯］，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１

月１６日《科隆日报》第３２０号附刊（Ｄｕｂｙｅｎ：ＷｅｎｎｍａｎｓｅｉｔｅｉｎｉｇｅｒＺｅｉｔ…

［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ｚａｕｓ：］Ｋｏｌｎ，１４．Ｎｏｖ．Ｉｎ：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Ｎｒ．３２０，１６．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Ｂｅｉｌ．）。——３２０—３２２。

Ｆ

斐洛波努斯《亚里士多德注释》——见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注释》。费尔巴

哈，路·《近代哲学史——从维鲁拉姆·培根到贝奈狄克特·斯宾诺莎》１８３３

年安斯巴赫版（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Ｌ．：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ｎｅｕｅｒ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ｖｏｎＶｅｒｕ

ｌａｍｖｏｎＢａｃｏｎｂｉｓ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Ｓｐｉｎｏｚａ．Ａｎｓｂａｃｈ１８３３．）。——８８。

费希特，约·哥·《根据科学学原则创立的伦理学体系》１７９８年耶拿—莱比锡版

（Ｆｉｃｈｔｅ，Ｊ．Ｇ．：Ｄａｓ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ｒＳｉｔｔｅｎｌｅｈｒｅｎａｃｈｄｅ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ｅｎ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

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ｈｒｅ．Ｊｅｎａ，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７９８．）。——２３６。

《弗里德里希·冯·扎勒特》，载于１８４２年３月４日《科隆日报》第６３号副刊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ｖｏｎＳａｌｌｅｔ．Ｉｎ：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Ｎｒ．６３，４．Ｍａｒｚ１８４３．Ｆｅｕｉｌ－

ｌｅｔｏｎ．）。——４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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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冯·扎勒特死了！》，载于１８４３年３月６日《特里尔日报》第６３

号（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ｖｏｎＳａｌｌｅｔｉｓｔｔｏｄｔ！Ｉｎ：Ｔｒｉｅｒ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Ｎｒ．６３，６．

Ｍａｒｚ１８４３．）。——４３８—４４０。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致博德尔施文格－费尔默德总督。１８３６年７月３日于

柏林》］，载于１８３６年７月２１日《科布伦茨王国行政区政府公报》（科布伦茨）

第 ４０ 号（［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ａｎｄｅｎＯｂｅｒ－ Ｐｒａｓｉｄｅｎｔｅｎｖｏｎ

Ｂｏｄｅｌｓｃｈｗｉｎｇｈ－Ｖｅｌｍｅｄｅ．Ｂｅｒｌｉｎ，３．Ｊｕｌｉ１８３６．］Ｉｎ：Ａｍｔｓ－ＢｌａｔｔｄｅｒＫｏｎｉｇｌ．

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ｚｕＣｏｂｌｅｎｚ．Ｃｏｂｌｅｎｚ．Ｎｒ，４０，２１．Ｊｕｌｉ１８３６．）。——３８７。

Ｇ

哥雷斯，约·冯·《科隆纠纷结束后的教会和国家》１８４２年魏森堡版（Ｇｏｒｒｅｓ，Ｊ．

ｖｏｎ：ＫｉｒｃｈｅｕｎｄＳｔａａｔｎａｃｈＡｂｌａｕｆｄｅｒＣｏｌｎｅｒＩｒｒｕｎｇ．Ｗｅｉβｅｎｂｕｒｇ１８４２．）。

——２２４。

格雷戈里十六世《通谕……致天主教世界全体主教。或基督教会对当代精神、倾

向和危险的判断。１８３２年８月１５日颁布于罗马》，原文和德译文［１８３２年］雷

根斯堡版（Ｇｒｅｇｏｒ ．，Ｐａｐｓｔ：Ｈｉｒｔｅｎｂｒｉｅｆ…ａｎａｌｌｅＢｉｓｃｈｏｆｅｄｅｒｋａｔｈｏｌｉｓ－

ｃｈｅｎＷｅｌｔ．ＯｄｅｒｄａｓＵｒｔｈｅｉｌｄｅｒＫｉｒｃｈ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ｕｂｅｒｄｅｎＧｅｉｓｔ，ｄｉｅＲｉｃｈｔｕｎ－

ｇｅｎｕｎｄＧｅｆａｈｒｅｎｄｉｅｓｅｒＺｅｉｔ．ＥｒｌａｓｓｅｎｉｎＲｏｍｄｅｎ１５．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３２．Ｏｒｉｇ．ｕ．

ｄｔ．Ｕｅｂｅｒｓ．Ｒｅｇｅｎｓｂｕｒｇ［１８３２］．）。——４１３。

格鲁培，奥·弗·《布鲁诺·鲍威尔和大学的教学自由》１８４２年柏林版

（Ｇｒｕｐｐｅ，Ｏ．Ｆ．：ＢｒｕｎｏＢａｕｅｒｕｎｄｄｉｅａｋａｄｅｍｉｓｃｈｅＬｅｈｒ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４２．）。——３００—３０４。

贡斯当，本·《论宗教的起源、形式与发展》１８２６年巴黎第２版第１卷（Ｃｏｎ－

ｓｔａｎｔ，Ｂ．：Ｄｅｌａ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ｃｏｎｓｉｄｅéｒéｅｄａｎｓｓａ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ｓｆｏｒｍｅｓｅｔｓｅｓｄｅ－

ｖｅｌｏｐｐｅｍｅｎｔｓ．２．éｄ．Ｔ．１．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６．）。——２３５。

《关于〈莱茵报〉停止出版的公告》，载于１８４３年１月２６日《科隆日报》第２６号

（ＡｍｔｌｉｃｈｅｒＢｅｒｉｃｈｔｕｂｅｒｄａｓＡｕｆｈｏｒｅｎｄｅｒ“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ｎＺｅｉｔｕｎｇ”．Ｉｎ：

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Ｎｒ．２６，２６．Ｊａｎｕａｒ１８４３．）。——９５１。

《国内报刊和国内统计》，载于１８４２年３月２６日《普鲁士国家总汇报》（柏林）第

８６ 号 （Ｄｉｅ ｉｎｌａｎｄｉｓｃｈｅ Ｐｒｅｓｓｅ ｕｎｄ ｄｉｅ ｉｎｌａｎｄｉｓｃ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Ｉｎ：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Ｓｔａａｔｓ－Ｚｅｉｔｕｎｇ．Ｂｅｒｌｉｎ．Ｎｒ．８６，２６．Ｍａｒｚ１８４２．）。——

１３６、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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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哈勒，卡·路·冯·《国家学的复兴，或与人为公民状况空想相对立的自然社会

状况理论》１８１６—１８３４年温特图尔版第１—６卷（Ｈａｌｌｅｒ，Ｃ．Ｌ．ｖｏｎ：Ｒｅｓｔａｕ－

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ｏｄｅｒ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ｓＮａｔｕｒｌｉｃｈｇｅｓｅｌｌｉｇｅｎＺｕｓ

ｔａｎｄｓ，ｄｅｒＣｈｉｍａａｒｅｄｅｓＫｕｎｓｔｌｉｃｈ－ｂｕ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ｅｎｔｇｅｇｅｎｇｅｓｅｔｚｔ．Ｂｄ．１—６．

Ｗｉｎｔｅｒｔｈｕｒ１８１６—１８３４．）。——１５３。

海［尔梅斯，卡·亨·］《我们总的印象是……》，科隆６月２７日［通讯］，载于

１８４２年６月２８日《科隆日报》第１７９号（Ｈ［ｅｒｍｅｓ，Ｋ．Ｈ．］：Ｉｍ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

ｓｃｈｅｉｎｔｕｎｓ…［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ｚａｕｓ：］Ｋｏｌｎ，２７．ＪｕｎｉＩｎ：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Ｎｒ．

１７９，２８．Ｊｕｎｉ１８４２．）。——２０７—２０８、２２８。

海［尔梅斯，卡·亨·］《王室内阁指令……》，科隆１０月３１日［通讯］，载于１８４２

年１１月１日《科隆日报》第３０５号（Ｈ［ｅｒｍｅｓ，Ｋ．Ｈ．］：Ｄｉｅ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ｅＣａｂｉ－

ｎｅｔｓｏｒｄｒｅ…［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ｚａｕｓ：］Ｋｏｌｎ，３１．Ｏｋｔｏｂｅｒ．Ｉｎ：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Ｎｒ，３０５，１．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３０９。

海［尔梅斯，卡·亨·］《在这些问题中……》，科隆６月２３日［通讯］，载于１８４２

年６月２４日《科隆日报》第１７５号（Ｈ［ｅｒｍｅｓ，Ｋ．Ｈ．］：ＵｎｔｅｒｄｅｎＦｒａｇｅｎ…

［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ｚａｕｓ：］Ｋｏｌｎ，２３．Ｊｕｎｉ．Ｉｎ：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Ｎｒ．１７５，２４．Ｊｕｎｉ，

１８４２．）。——２０９—２１０。

海尔维格，格·《给普鲁士国王的信》，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２４日《莱比锡总汇报》第３５８号

附刊（Ｈｅｒｗｅｇｈ，Ｇ．：ＢｒｉｅｆａｎｄｅｎＫｏｎｉｇｖｏｎＰｒｅｕβｅｎ，Ｉｎ：Ｌｅｉｐｚｉｇｅｒ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Ｎｒ．３５８，２４．Ｄｅｚ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Ｂｅｉｌ．）。——４０５。

《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误》，载于１８４２年９月２２、２５日和１０月２、４日《莱

茵报》（科隆）第２６５、２６８、２７５和２７７号的附刊（ＦｅｈｌｇｒｉｆｆｅｄｅｒｌｉｂｅｒａｌｅｎＯｐｐｏ

－ ｓｉｔｉｏｎｉｎ Ｈａｎｎｏｖｅｒ．Ｉｎ：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

Ｇｅｗｅｒｂｅ．Ｋｏｌｎ．Ｎｒ．２６５，２２．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Ｂｅｉｂｌ；Ｎｒ．２６８，２５．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４２．Ｂｅｉｂｌ．；Ｎｒ．２７５，２．Ｏｋｔｏｂｅｒ１８４２．Ｂｅｉｂｌ．；Ｎｒ．２７７，４．Ｏｋｔｏｂｅｒ１８４２．

Ｂｅｉｂｌ．）。——３０５—３０６。

汉泽曼，大·《普鲁士和法兰西。国民经济和政治，主要考察莱茵省》１８３４年莱

比锡修订第２版（Ｈａｎｓｅｍａｎｎ，Ｄ．：Ｐｒｅｕβｅｎｕｎｄ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Ｓｔａａｔｓｗｉｒｔｈ－

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ｕ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ｕｎｔｅｒｖｏｒｚｕｇｌｉｃｈｅｒＢｅｒｕｃｋｓｉｃｈｔｉｇｕｎｇｄｅｒＲｈｅｉｎｐｒｏｖ－

ｉｎｚ．２．ｖｅｒｂ．ｕ．ｖｅｒｍ．Ａｕｆｌ．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３４．）。——３７９、３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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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夫，海·］《文学简评。１．德意志小说和美文学。２．政治小说》，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１

月 ３、４、１４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３０７、３０８和３１８号的附刊。（［Ｈａｕｆｆ，

Ｈ．］：ＬｉｔｔｅｒａｒｉｓｃｈｅＳｋｉｚｚｅｎＩ：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ｏｍａｎｕｎｄｄｉｅＢｅｌｌｅｔｒｉｓｔｉｋ． ：Ｄ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Ｒｏｍａｎ．Ｉｎ：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Ａｕｇｓｂｕｒｇ．Ｎｒ．３０７，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８４２．Ｂｅｉｌ．；Ｎｒ．３０８，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Ｂｅｉｌ．；Ｎｒ．３１８，１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

Ｂｅｉｌ，）。——３２５。

赫塞，弗·胡·《普鲁士的新闻出版立法，它的过去和未来》１８４３年柏林版

（Ｈｅｓｓｅ，Ｆ．Ｈ．：Ｄｉ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Ｐｒｅβｇｅｓｅｔｚｇｅｂｕｎｇ，ｉｈｒｅＶｅｒｇａｎｇｅｎｈｅｉｔｕｎｄ

Ｚｕｋｕｎｆｔ．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３．）。——９５４、９７４。

［赫斯，莫·］《柏林的家庭住宅》，载于１８４２年９月３０日《莱茵报》（科隆）第２７３

号（［Ｈｅβ，Ｍ．］：Ｄｉｅ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Ｆａｍｉｌｉｅｎｈａｕｓｅｒ．Ｉｎ：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ｕｒＰｏｌｉ－

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Ｋｏｌｎ．Ｎｒ．２７３，３０．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

２９１。       

赫斯，莫·《就集权问题论德国和法国》，载于１８４２年５月１７日《莱茵报》（科

隆）第１３６—１３７号附刊（Ｈｅβ，Ｍ．］：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ｕｎｄ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ｉｎＢｅｚｕｇａｕｆ

ｄｉ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ａｇｅ．Ｉｎ：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

Ｇｅｗｅｒｂｅ．Ｋｏｌｎ．Ｎｒ．１３６—１３７，１７．Ｍａｉ１８４２．Ｂｅｉｂｌ．）。——２０３—２０４。

黑格尔，乔·威·弗·《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１８３３年柏林版

（《黑格尔全集》第８卷）（Ｈｅｇｅｌ，Ｇ．Ｗ．Ｆ．：Ｇｒｕｎｄｌｉｎｉｅｎ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

Ｒｅｃｈｔｓ，ｏｄｅｒＮａｔｕｒｒｅｃｈｔｕｎｄＳｔａａ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ｉｍ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Ｈｒｓｇ．ｖｏｎＥ

ｄｕａｒｄＧａｎｓ．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３３．Ｗｅｒｋｅ．Ｖｏｌｌｓｔ．Ａｕｓｇ．ｄｕｒｃｈｅｉｎｅＶｅｒｅｉｎｖｏｎＦｒｅｕｎ

ｄｅｎｄ．Ｖｅｒｅｗｉｇｔｅｎ：Ｐｈ．Ｍａｒｈｅｉｎｅｋｅ，…Ｅｄ．Ｇａｎｓ，…Ｋ，Ｍｉｃｈｅｌｅｔ，…Ｂｄ．８．）。

——３４８。

黑格尔，乔·威·弗·《精神现象学》１８３２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２卷）

（Ｈｅｇｅｌ，Ｇ．Ｗ．Ｆ．：Ｐｈａ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ｓＧｅｉｓｔｅｓ．Ｈｒｓｇ．ｖｏｎＪｏｈａｎｎＳｃｈｕｌｚｅ．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３２．Ｗｅｒｋｅ．Ｖｏｌｌｓｔ．Ａｕｓｇ．ｄｕｒｃｈ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ｅｉｎｖｏｎＦｒｅｕｎｄｅｎｄ．

Ｖｅｒｅｗｉｇｔｅｎ：Ｐｈ．Ｍａｒｈｅｉｎｅｋｅ，…Ｅｄ．Ｇａｎｓ，…Ｋ．Ｍｉｃｈｅｌｅｔ．…Ｂｄ．２．）。——

１６６。       

黑格尔，乔·威·弗·《哲学史讲演录》１８３３年和１８３６年柏林版第１—３卷（《黑

格尔全集》第１３—１５卷）（Ｈｅｇｅｌ，Ｇ．Ｗ．Ｆ：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ｕｂｅｒｄｉ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Ｈｒｓｇ．ｖｏｎＫａｒｌＬｕｄｗｉｇＭｉｃｈｅｌｅｔ．Ｂｄ．１—３．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３３ｕ．

１８３６．Ｗｅｒｋｅ．Ｖｏｌｌｓｔ．Ａｕｓｇ．ｄｕｒｃｈ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ｅｉｎｖｏｎＦｒｅｕｎｄｅｎｄ．Ｖｅｒｅｗｉｇｔ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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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Ｍａｒｈｅｉｎｅｋｅ，…Ｅｄ．Ｇａｎｓ，…Ｋ．Ｍｉｃｈｅｌｅｔ．…Ｂｄ．１３—１５．）。——

１１。      

黑格尔，乔·威·弗·《宗教哲学讲演录》１８４０年柏林修订第２版第［１、］２卷

（《黑格尔全集》第２版第［１１、］１２卷）（Ｈｅｇｅｌ，Ｇ．Ｗ．Ｆ．：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ｕｂｅｒｄｉ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Ｎｅｂｓｔ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ｕｂｅｒｄｉｅＢｅｗｅｉｓｅｖｏｍＤａｓｅｙｎ

Ｇｏｔｔｅｓ．Ｈｒｓｇ．ｖｏ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Ｍａｒｈｅｉｎｅｋｅ．２．，ｖｅｒｂ．Ａｕｆｌ．Ｔｈ．［１．］２．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０．

Ｗｅｒｋｅ．Ｖｏｌｌｓｔ．Ａｕｓｇ．ｄｕｒｃｈ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ｅｉｎｖｏｎＦｒｅｕｎｄｅｎｄ．Ｖｅｒｅｗｉｇｔｅｎ：Ｐｈ．

Ｍａｒｈｅｉｎｅｋｅ，…Ｅｄ．Ｇａｎｓ，…Ｃ．Ｍｉｃｈｅｌｅｔ，…２．Ａｕｆｌ，Ｂｄ．［１１．］１２．）。——

１００。          

胡果，［古·］《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民法讲座教科

书）１８１９年柏林修订第４版第２卷（Ｈｕｇｏ，［Ｇ．］：ＬｅｈｒｂｕｃｈｄｅｓＮａｔｕｒｒｅｃｈｔｓ，

ａｌｓｅｉｎ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ｓｄｅｓＰｒｉｖａｔｒｅｃｈｔｓ．４．，

ｓｅｈｒｖｅｒａｎｄ．，Ａｕｓｇ．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１９，［Ｌｅｈｒｂｕｃｈｅｉｎｅｓｃｉｖｉ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Ｃｕｒｓｕｓ］．Ｂｄ．

２．）。——２３０、２３３—２３７。

［霍尔巴赫，保·昂·迪·］《自然体系，或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规律》１７７０年

伦敦版第１—２卷（［Ｈｏｌｂａｃｈ，Ｐ．Ｈ．Ｄ．ｄ］：Ｓｙｓｔｅｍｅｄｅ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ｏｕｄｅｓｌｏｉｘｄｕ

ｍｏｎｄｅｐｈｙｓｉｑｕｅｅｔｄｕｍｏｎｄｅｍｏｒａｌ，ＰａｒＭｉｒａｂａｕｄ．Ｐａｒｔ．１．２．Ｌｏｎｄｒｅｓ

１７７０．）。——９８。

Ｊ

［吉讷，弗·威·］《关税同盟代表大会》，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１１日《总汇报》（奥

格斯堡）第２８４号（［Ｇｉｅｈｎｅ，Ｆ．Ｗ．］：ＤｅｒＺｏｌｌｃｏｎｇｒｅβ．Ｉｎ：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Ａｕｇｓｂｕｒｇ．Ｎｒ．２８４，１１．Ｏｋｔｏｂｅｒ１８４２．）。——２９４。

［伽桑狄，皮·］《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论伊壁鸠鲁的生平、习惯和见

解〉注释本》１６４９年里昂版（［Ｇａｓｓｅｎｄｉ，Ｐ．］：Ａｎｉｍａｄｖｅｒｓｉｏｎｅｓｉｎｄｅｃｉｍｕｍｌｉ

ｂｒｕｍＤｉｏｇｅｎｉｓＬａｅｒｔｉｉ，ｑｕｉｅｓｔｄｅｖｉｔａ，ｍｏｒｉｂｕｓ，ｐｌａｃｉｔｉｓｑｕｅＥｐｉｃｕｒｉ．Ｌｕｇ－ｄｕｎｉ

１６４９．）。——１０、４４、８８。

Ｋ

康德，伊·《纯粹理性批判》１８３８年莱比锡版（《康德全集》第２卷）（Ｋａｎｔ， ．：

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Ｈｒｓｇ．ｖｏｎＫａｒｌＲｏｓｅｎｋｒａｎｚ．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３８．

ＳａｍｍｔｌｉｃｈｅＷｅｒｋｅ．Ｈｒｓｇ．ｖｏｎＫａｒｌＲｏｓｅｎｋｒａｎｚｕｎｄＦｒｉｅｄｒ．Ｗｉｌｈ．Ｓｃｈ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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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ｒｔ．Ｔｈ．２．）。——１００。

考夫曼，［彼·］《论消除下莱茵河、摩泽尔河、萨尔河、纳厄河和阿尔河沿岸地区

葡萄种植者的极度贫困状况和防止他们行将堕落的必要性和措施。１８３６年９

月２５日在下莱茵河地区农业联合会第六次会议上的报告》，载于１８３６年１１

月９、１１日《莱茵—摩泽尔日报》（科布伦茨）第３０７、３０９号附刊（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Ｐ．］：ＵｅｂｅｒｄｉｅＮｏｔｈｗｅｎｄｉｇｋｅｉｔｕｎｄｄｉｅＭｉｔｔｅｌ，ｄｅｍａｕβｅｒｏｒｄ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ｎＮｏｔｈ

ｓｔａｎｄｅｄｅｒＷｉｎｚｅｒａｍＮｉｅｄｅｒ－Ｒｈｅｉｎｅ，ａｎｄｅｒＭｏｓｅｌ，Ｓａａｒ，ＮａｈｅｕｎｄＡｈｒｚｕ

ｂｅｇｅｇｎｅｎ，ｕｎｄｄａｓｉｈｎｅｎｂｅｖｏｒｓｔｅｈｅｎｄｅＶｅｒｄｅｒｂｅｎａｂｚｕｗｅｎｄｅｎ．Ｖｏｒｔｒａｇ

ｇｅｈ．ａｍ２５．Ｓｅｐｔ．１８３６ｉｎｄ．６．Ｇｅｎｅｒａｌｖｅｒｓ．ｄ．ｎｉｅｄｅｒ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ｎｌａｎｄｗｉｒｔｈ

ｓｃｈａｆｔｌ．Ｖｅｒｅｉｎｓ．Ｉｎ：Ｒｈｅｉｎ－ｕｎｄＭｏｓｅｌ－Ｚｅｉｔｕｎｇ．Ｋｏｂｌｅｎｚ．Ｎｒ．３０７，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３６；Ｎｒ．３０９，１１．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３６，Ｂｅｉｌ．）。——３８９。

科本，卡·弗·《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纪念文集》１８４０年莱比锡版

（Ｋｏｐｐｅｎ，Ｃ．Ｆ．：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ｄｅｒ Ｇｒｏｓｓｅｕｎｄ ｓｅｉｎｅＷｉｄｅｒｓａｃｈｅｒ．Ｅｉｎｅ

Ｊｕｂｅｌｓｃｈｒｉｆｔ．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０．）。——１１。

科布伦茨，彼·（《关于乡镇财产必须退还》），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１４日《莱茵报》

（科隆）第３４８号（ＵｅｂｅｒｄｉｅｎｏｔｈｗｅｎｄｉｇｅＦｒｅｉｇｅｂｕｎｇｄｅｓＧｅｍｅｉｎ－ｄｅｅｉｇｅｎ

ｔｈｕｍｓ．Ｉｎ：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Ｋｏｌｎ．Ｎｒ．

３４８，１４．Ｄｅｚ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３５７、３６０、３６２。

［科布伦茨，彼·］（《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关注新闻界的下一步行动》），载于

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１２日《莱茵报》（科隆）第３４６号（［Ｃｏｂｌｅｎｚ，Ｐ．］：［Ａｎｔｈｅｉｌｄｅｒ

Ｍｏｓｅｌｂｅｗｏｈｎｅｒａｎｄｅｒｆｅｒｎｅｒｅｎ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ｄｅｒＰｒｅｓｓｅ．］Ｉｎ：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ｈｅ．Ｋｏｌｎ．Ｎｒ．３４６，１２．Ｄｅｚｅｍｂｅｒ

１８４２．）。——３５７、３８８、３８９。

［科尔布，古·］《共产主义者的学说》，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１１日《总汇报》（奥格

斯 堡）第 ２８４号（［Ｋｏｌｂ，Ｇ．］：Ｄｉ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ｎｌｅｈｒｅｎ．Ｉｎ：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Ａｕｇｓｂｕｒｇ．Ｎｒ．２８４，１１．Ｏｋｔｏｂｅｒ１８４２．）。——２９２、２９７。

科尔布，古·《海尔维格》，载于１８４３年１月３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３号

（Ｋｏｌｂ，Ｇ．：Ｈｅｒｗｅｇｈ．Ｉｎ：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Ａｕｇｓｂｕｒｇ．Ｎｒ．３，３．Ｊａｎｕａｒ

１８４３．）。——４００。

科尔布，古·《莱茵报》，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３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３３７号

（Ｋｏｌｂ，Ｇ．：Ｄｉｅ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Ｉｎ：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Ａｕｇｓｂｕｒｇ．Ｎｒ．

３３７，３．Ｄｅｚ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４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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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布，古·《为［李希特尔］〈等级会议报告和《莱茵报》〉一文加的编后记》，载

于１８４３年１月４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４号（Ｋｏｌｂ，Ｇ．：Ｎａｃｈｗｏｒｔｚｕ：

［Ｒｉｃｈｔｅｒ：］ＤｉｅｓｔａｎｄｉｓｃｈｅｎＢｅｒｉｃｈｔｅｕｎｄｄｉｅ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Ｉｎ：Ａｌｌｇｅ－

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Ａｕｇｓｂｕｒｇ．Ｎｒ．４，４．Ｊａｎｕａｒ１８４３．）。——４０４、４０９。

科尔布，古·《尤利乌斯·莫森和〈莱茵报〉》，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２５日《总汇报》

（奥格斯堡）第３２９号（Ｋｏｌｂ，Ｇ．：ＪｕｌｉｕｓＭｏｓｅｎｕｎｄｄｉｅ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Ｉｎ：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Ａｕｇｓｂｕｒｇ．Ｎｒ．３２９，２５．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３２５—

３２７。

科尔布，古·《如果〈莱茵报〉……》，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２６日《总汇报》（奥格斯

堡）第３６０号（Ｋｏｌｂ，Ｇ．：Ｗｅｎｎｅｓｄｅｒ“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ｎＺｅｉｔｕｎｇ”…Ｉｎ：Ａｌｌｇｅ－

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Ａｕｇｓｂｕｒｇ．Ｎｒ．３６０，２６．Ｄｅｚ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Ｆｕβｎｏｔｅ．）。——３５５。

［科泽加滕，威·］《论地产的可转让性和可分割性，特别兼顾普鲁士君主国的某

些 省份》１８４２年波恩版（Ｋｏｓｅｇａｒｔｅｎ，Ｗ．：ＢｅｔｒａｃｈｔｕｎｇｅｎｕｂｅｒｄｉｅＶｅｒ

ａｕｓｓｒｅｒ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ｕｎｄＴｈｅｉｌｂａｒｋｅｉｔｄｅｓＬａｎｄｂｅｓｉｔｚｅｓｍｉｔ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ｒＲｕｃｋｓｉｃｈｔ

ａｕｆｅｉｎｉｇｅＰｒｏｖｉｎｚｅｎｄｅｒ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Ｍｏｎａｒｃｈｉｅ．Ｂｏｎｎ１８４２．）。——２９３、

２９５。       

［克莱森，亨·］《莱茵省区乡制度改革。第一篇文章：论区乡的概念；第二篇文

章：论城市和农村的区乡制度的差别；第三篇文章：论现代区乡同国家的关

系》，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３、６、８、１０、１３、２９日和１２月１日《莱茵报》（科隆）第

３０７、３１０、３１２、３１４、３１７、３３３和３３５号附刊（［Ｃｌａｅｓｓｅｎ，Ｈ．〕：ＤｉｅＲｅｆｏｒｍｄｅｒ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ｎＧｅｍｅｉｎｄｅｏｒｄｎｕｎｇ．Ａｒｔ．１：ＵｅｂｅｒｄｅｎＢｅｇｒｉｆｆｄｅｒＧｅｍｅｉｎｄｅ．Ａｒｔ．

２：ＵｅｂｅｒＶｅｒｓｃｈｉｅｄｅｎｈｅｉｔｄｅｒＧｅｍｅｉｎｄｅｏｒｄｎｕｎｇｆｕｒＳｔａｄｔｕｎｄＬａｎｄ．Ａｒｔ．３：

ＤａｓＶｅｒｈａｌｔｎｉβｄｅｒｍｏｄｅｒｎｅｎＧｅｍｅｉｎｄｅｚｕｍＳｔａａｔ．Ｉｎ：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ｕｒ

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Ｋｏｌｎ．Ｎｒ．３０７，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Ｂｅｉｂｌ．；Ｎｒ．

３１０，６．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Ｂｅｉｂｌ．；Ｎｒ．３１２，８．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Ｂｅｉｂｌ．；Ｎｒ．３１４，

１０．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Ｂｅｉｂｌ．；Ｎｒ．３１７，１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Ｂｅｉｂｌ．；Ｎｒ．３３３，

２９．Ｎｏｖｅｍｈｅｒ１８４２．Ｂｅｉｂｌ．；Ｎｒ．３３５，１．Ｄｅｚ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Ｂｅｉｂｌ．）。——３１１、

３２０。

孔西得朗，维·《法国政治最后破产的必然性》１８３６年巴黎版（Ｃｏｎｓｉｄéｒａｎｔ，Ｖ．：

Ｎéｃｅｓｓｉｔéｄｕｎｅｄｅｒｎｉèｒｅｄéｂａｃｌ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ｅｎＦｒａｎｃ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６．）。——

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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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西得朗，维·《社会命运》（两卷集）１８３４—１８３８年巴黎版（Ｃｏｎｓｉｄéｒａｎｔ，Ｖ．：

Ｄｅｓｔｉｎéｅｓｏｃｉａｌｅ，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éｌé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ｄｅｌａｔｈéｏｒｉｅｓｏｃｉéｔａｉｒｅ．

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４—１８３８．）。——２９６。

孔西得朗，维·《实证政治基础。傅立叶所创立的协作学派宣言》１８４１年巴黎版

（Ｃｏｎｓｉｄéｒａｎｔ，Ｖ．：Ｂａｓｅｓｄｅｌａ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ｅｌＥｃｏｌｅ

ｓｏｃｉéｔａｉｒｅｆｏｎｄéｅＰａｒＦｏｕｒｉｅｒ．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１．）。——２９６。

Ｌ

《〈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普鲁士国家总汇报》（柏

林）第３６２号（ＶｅｒｂｏｔｄｅｒＬｅｉｐｚｉｇｅｒ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Ｚｅｉｔｕｎｇ．Ｉｎ：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Ｓｔａａｔｓ－Ｚｅｉｔｕｎｇ．Ｂｅｒｌｉｎ．Ｎｒ．３６２，３１．Ｄｅｚ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

３９６。         

《〈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１月４日莱茵［通讯］》，载于１８４３年１月６日《莱

茵—摩泽尔日报》第６号（ＤａｓＶｅｒｂｏｔｄｅｒＬｅｉｐｚｉｇ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

ｄｅｎｚ］ＶｏｍＲｈｅｉｎ，ｄｅｎ４．Ｊａｎｕａｒ．ＩｎＲｈｅｉｎ－ｕｎｄＭｏｓｅｌ－Ｚｅｉｔｕｎｇ．Ｋｏｂｌｅｎｚ．

Ｎｒ．６，６．Ｊａｎｕａｒ１８４３．）。——３９８—４００、４１１—４１２。

《〈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载于１８４３年１月５日《科隆日报》第５

号（Ｄｉｅ“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ｕｎｄｄａｓＶｅｒｂｏｔｄｅｒ“Ｌｅｉｐｚ［ｉｇｅｒ］Ａｌｌｇ［ｅ－

ｍｅｉｎｅｎ］ｚ［ｅｉ］ｔ［ｕｎ］ｇ”．Ｉｎ：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Ｎｒ．５，５．Ｊａｎｕａｒ１８４３．）。——

３９８—４００、４０４、４１２—４１７。

［莱布尼茨，哥·威·冯·］《莱布尼茨全集》１７６８年日内瓦版第２卷（［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Ｗ．ｖｏｎ］：Ｏｐｅｒａｏｍｎｉａ．Ｎｕｎｃｐｒｉｍｕｍｃｏｌｌ…ｓｔｕｄｉｏＬｕｄｏｖｉｃｉＤｕｔｅｎｓ．Ｔ．２．

Ｇｅｎｅｖａｅ１７６８．）。——２０、４３、６６。

莱辛，哥·埃·《箴言。附给汉堡的哥采牧师先生的一封请柬或挑战书）（Ｌｅｓｓｉｎｇ，Ｇ．

Ｅ．：ＥｉｎｅＰａｒａｂｅｌ．ＮｅｂｓｔｅｉｎｅｒＫｌｅｉｎｅｎＢｉｔｔｅｕｎｄｅｉｎｅｍ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ｅｎＡｂｓａ

ｇｕｎｇｓ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ｎａｎｄｅｎＨｅｒｒｎＰａｓｔｏｒＧｏｅｚｅｉｎＨａｍｂｕｒｇ．）。——４２０。

《莱茵省议会》，载于１８４１年８月５、７、８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２１３、２１５、２１６号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ｒＰｒｏｖｉｎｚｉａｌ－Ｌａｎｄｔａｇ．Ｉｎ：Ｄｕｓｓｅｌｄｏｒｆ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Ｎｒ．２１３，５．Ａｕ

ｇｕｓｔ１８４１；Ｎｒ．２１５，７．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４１；Ｎｒ．２１６，８．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４１．）。——１４６—

１７４、１７９、１８２—１８８、１９３、１９５—２００。

勒鲁，皮·《驳斥折衷主义》１８４１年巴黎版（Ｌｅｒｏｕｘ，Ｐ：Ｒéｆｕ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ｌ

éｃｌｅｃｔｉｃｉｓｍ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１．）。——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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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特尔，亨·《古代哲学史》（《哲学史》上册）１８２９年汉堡版上册（Ｒｉｔｔｅｒ，Ｈ．：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ａｌｔｅｒＺｅｉｔ．Ｔｈ．１．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２９．［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Ｔｈ．１．］）。——４０、６７、８５。

［李希特尔］《等级会议报告和〈莱茵报〉》，载于１８４３年１月４日《总汇报》（奥格

斯堡）第 ４号（［Ｒｉｃｈｔｅｒ］：ＤｉｅｓｔａｎｄｉｓｃｈｅｎＢｅｒｉｃｈｔｅｕｎｄｄｉｅ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Ｉｎ：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Ａｕｇｓｂｕｒｇ．Ｎｒ．４，４．Ｊａｎｕａｒ１８４３．）。——４０４、

４０９。

琉善《神的对话》，载于《琉善全集》，奥古斯特·鲍利译，１８２７年斯图加特版第１

部分第２卷（Ｌｕｃｉａｎ：Ｇｏｔｔｅｒｇｅｓｐｒａｃｈｅ．Ｉｎ：Ｗｅｒｋｅ．Ｕｂｅｒｓ．ｖｏｎＡｕｇｕｓｔＰａｕｌｙ．

Ａｂｔｈ．１．Ｂｄ．２．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２７．）。——２０７。

［卢格，阿·］《蒂克离开了我们……》，１０月底德累斯顿［通讯］，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１

月１１、１３日《莱茵报》（科隆）第３１５、３１７号副刊（［Ｒｕｇｅ，Ａ．］：“Ｔｉｅｃｋｈａｔｕｎｓ

ｖｅｒｌａｓｓｅｎ…”［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ｚａｕｓ：］Ｄｒｅｓｄｅｎ，ＥｎｄｅＯｋｔｏｂｅｒ．Ｉｎ：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Ｋｏｌｎ．Ｎｒ．３１５，１１．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

Ｆｅｕｉｌｌｅｔｏｎ；Ｎｒ．３１７，１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Ｆｅｕｉｌｌｅｔｏｎ．）。——３２７。

卢梭，让·雅·《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１７６２年阿姆斯特丹版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Ｊ．Ｊ．：Ｄｕ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ｏｃｉａｌ；ｏｕ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ｕｄｒｏｉｔ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Ａｍｓ－

ｔｅｒｄａｍ１７６２．）。——２３１。

路德，马·《大教义问答》（Ｌｕｔｈｅｒ，Ｍ．：ＤｅｒｇｒｏβｅＫａｔｅｃｈｉｓｍｕｓ．）。——７４０。

路德，马·《小教义问答）（Ｌｕｔｈｅｒ，Ｍ．：ＤｅｒｋｌｅｉｎｅＫａｔｅｃｈｉｓｍｕｓ．）。——７４０。

《论近代世界文学》，载于１８４３年３月７日《莱茵—摩泽尔日报》（科布伦茨）第

６６号（ＺｕｒｊｕｎｇｅｎＷｅｌ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Ｉｎ：Ｒｈｅｉｎ－ｕｎｄＭｏｓｅｌ－Ｚｅｉｔｕｎｇ．Ｋｏｂｌｅｎｚ．

Ｎｒ．６６，７．Ｍａｒｚ１８４３．）。——４３８。

《论普鲁士的等级委员会的组成》，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１、２日《总汇报》（奥格斯

堡）第３３５和３３６号附刊（Ｕｅｂｅｒｄｉｅ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ｓｅｔｚｕｎｇ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ｓｃｈｅｎＡｕｓｓ

ｃｈｕｓｓｅｉｎＰｒｅｕβｅｎ．Ｉｎ：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Ａｕｇｓｂｕｒｇ．Ｎｒ．３３５，１．Ｄｅｚｅｍ－ｂｅｒ

１８４２．Ｂｅｉｌ．；Ｎｒ．３３６，２．Ｄｅｚ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Ｂｅｉｌ．）。——３２９—３４３。

《论普鲁士的等级制度》１８４２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Ｕｅｂ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ｓｃｈｅＶｅｒｆａｓ

－ｓｕｎｇｉｎＰｒｅｕβｅｎ．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Ｔｕｂｉｎｇｅｎ１８４２．）。——３４１。

Ｍ

马尔赛卢斯《如果要我……》，莱茵３月１１日［通讯］，载于１８４３年３月１３日《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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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摩泽尔日报》（科布伦茨）第７２号（Ｓｏｌｌｉｃｈｎａｃｈｉｈｍ…［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ｎｚ］

ＶｏｍＲｈｅｉｎ，ｄｅｎ１１．Ｍａｒｚ．Ｉｎ：Ｒｈｅｉｎ－ｕｎｄＭｏｓｅｌ－Ｚｅｉｔｕｎｇ．Ｋｏｂｌｅｎｚ．Ｎｒ．７２，

１３．Ｍａｒｚ１８４３．）。——４４２—４４４。

马基雅弗利，尼·《论国家，或论梯特·李维全集的前十卷》，约·齐格勒译自意

大利文，１８３２年卡尔斯鲁厄版（《马基雅弗利全集》第１卷）（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Ｎ．：

ＶｏｍＳｔａａｔｅｏｄｅｒＢｅｔｒａｃｈｔｕｎｇｅｎｕｂｅｒｄｉｅｅｒｓｔｅｎｚｅｈｎＢｕｃｈｅｒｄｅｓＴｉｔ．Ｌｉｖｉｕｓ．

Ａｕｓｄ．Ｉｔａｌ、ｕｂｅｒｓ．ｖｏｎＪｏｈ．Ｚｉｅｇｌｅｒ．Ｋａｒｌｓｒｕｂｅ１８３２．ＳａｍｍｔｌｉｃｈｅＷｅｒｋｅ．Ｂｄ．

１．）。——１７５。

［孟德斯鸠，沙·］《论法的精神》１７６３年阿姆斯特丹—莱比锡修订版第１—４卷（［Ｍｏｎ

ｔｅｓｑｕｉｅｕ，Ｃ．］：Ｄｅｌｅｓｐｒｉｔｄｅｓｌｏｉｘ．Ｎｏｕｖ．ｅｄ．，ｒｅｖｕｅ，ｃｏｒｒ．ｅｔ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ｍｅｎｔａｕｇｍ．Ｔ．１—４．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７６３．）。——１７４、２４５。

《摩泽尔河地区的凶兆》，载于１８３７年２月９日《贝恩卡斯特尔、维特利希、蔡尔

及周围地区公益周刊》（贝恩卡斯特尔）第６期（ＢｏｓｅＺｅｉｃｈｅｎｉｍＭｏｓｅｌｌａｎｄｅ．

Ｉｎ：Ｇｅｍｅｉｎｎｕｔｚｉｇｅｓ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ｆｕｒｄｉｅＫｒｅｉｓｅＢｅｒｎｃａｓｔｅｌ，Ｗｉｔｔｌｉｃｈ，Ｚｅｌｌｕｎｄ

ｄｉｅｕｍｌｉｅｇｅｎｄｅＧｅｇｅｎｄ．Ｂｅｒｎｃａｓｔｅｌ．Ｎｒ．６，９．Ｆｅｂｒｕａｒ１８３７．）。——３８２

—３８３。       

莫森，尤·《在莱比锡席勒纪念大会上发表的祝酒词。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１日》，载于

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６日《莱茵报》（科隆）第３２０号副刊（Ｍｏｓｅｎ，Ｊ：Ｔｒｉｎｋｓｐｒｕｃｈ

ｚｕｍ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ｆｅｓｔｅｉｎＬｅｉｐｚｉｇ，ａｍ１１．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Ｉｎ：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ｆ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Ｋｏｌｎ．Ｎｒ．３２０，１６．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Ｆｅｕｉｌ

ｌｅｔｏｎ．）。——３２７。

Ｎ

奈安德，奥·《耶稣传》１８３７年汉堡版（Ｎｅａｎｄｅｒ，Ａ．：ＤａｓＬｅｂｅｎＪｅｓｕＣｈｒｉｓｔｉｉｎ

ｓｅｉｎｅｍ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ｎ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ｎｇｅｕｎｄｓｅｉｎｅ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ｎＥｎｔｗｉｃｋ

－ｌｕｎｇ．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３７．）。——３０２。

Ｐ

培尔，皮·《伊壁鸠鲁》，载于《历史考证词典》，培尔编，１７２０年鹿特丹修订第３

版第２卷（Ｂａｙｌｅ，Ｐ．：Ｅｐｉｃｕｒｅ．Ｉｎ：Ｂａｙｌ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ｉ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ｅｔ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３．

ｅｄ，ｒｅｖｕｅ，ｃｏｒｒ．ｅｔａｕｇｍ．Ｔ．２．Ｒｏｔｔｅｒｄａｍ１７２０．）。——８１、８２。

［培根，弗·］《科学推进论》１７７９年维尔茨堡版第１卷（［Ｂａｃｏｎ，Ｆ．］：Ｄｅｄｉｇｎ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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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ｔｅｅｔａｕｇｍｅｎｔｉ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ｒｕｍ．Ｔ．１．Ｗｉｒｃｅｂｕｒｇｉ１７７９．）。——２２６。

《评弗里德里希·冯·扎勒特的〈俗人福音〉》，载于１８４３年３月１１日《莱茵—

摩泽尔日报》（科布伦茨）第７０号附刊（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ｖｏｎＳａｌｌｅｔｓＬａｉｅｎ－Ｅｖａｎｇｅｌｉ

－ｕｍ．Ｉｎ：Ｒｈｅｉｎ－ｕｎｄＭｏｓｅｌ－Ｚｅｉｔｕｎｇ．Ｋｏｂｌｅｎｚ．Ｎｒ．７０，１１．Ｍａｒｚ１８４３．

Ｂｅｉｌ．）。——４３８—４４１。

《评国内事务及其发展和自然条件》，载于１８４２年３月１９日《普鲁士国家总汇

报》（柏林）第７８号（ＤｉｅＢｅｓｐｒｅｃｈｕｎｇｉｎｌａｎｄｉｓｃｈｅｒＡｎｇｅｌｅｇｅｎｈｅｉｔｅｎ，ｉｈｒｅＡｕｓ

ｄｅｈｎｕｎｇｕｎｄｎａｔｕｒｌｉｃｈｅｎＢｅｄｉｎｇｎｉｓｓｅ．Ｉｎ：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Ｓｔａａｔｓ－

Ｚｅｉｔｕｎｇ．Ｂｅｒｌｉｎ．Ｎｒ．７８，１９．Ｍａｒｚ１８４２．）。——１２７、１４４。

《评〈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误〉》，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８日《莱茵报》（科隆）

第３１２号附刊（Ｕｅｂｅｒ“ｄｉｅＦｅｈｌｇｒｉｆｆｅｄｅｒｌｉｂｅｒａｌｅｎ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Ｈａｎｎｏｖｅｒ”．

Ｉｎ：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Ｋｏｌｎ．Ｎｒ．３１２，８．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Ｂｅｉｂｌ）。——３０５。

蒲鲁东，皮·约·《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１８４０年巴黎版（Ｐｒｏｕｄ

ｈｏｎ，Ｐ．Ｊ．］：Ｑｕｅｓｔ－ｃｅｑｕｅｌａ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ｅ？Ｏｕ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ｓｕｒｌ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ｄｕ

ｄｒｏｉｔｅｔｄｕ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Ｐｒｅｍｉｅｒｍｅｍｏｉｒ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０．）。——２９５。

普卢塔克《驳科洛特》（ＰｌｕｔａｒｃｈｕｓＣｈａｅｒｏｎｅｎｓｉｓ：ＡｄｖｅｒｓｕｓＣｏｌｏｔｅｍｌｉｂｅｒ，Ｉｎ：

Ｐｌｕｔａｒｃｈｕｓ：Ｏｍｎｉｕｍ，ｑｕａｅｅｘｔａｎｔ，ｏｐｅｒｕｍｔｏｍｕｓｓｅｃｕｎｄｕｓ，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ｓＭｏｒａｌｉ

ａ，ＧｕｌｉｅｌｍｏＸｙｌａｎｄｒｏ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Ｆｒａｎｃｏｆｕｒｔｉ１５９９．）。——１９、４７、６６—６８、

８９—９０。

普卢塔克《论灵魂的起源和蒂迈欧》（ＰｌｕｔａｒｃｈｕｓＣｈａｅｒｏｎｅｎｓｉｓ：Ｄｅａｎｉｍａｅｐｒｏ－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ｅｅＴｉｍａｅｏ．Ｉｎ：Ｐｌｕｔａｒｃｈｕｓ：Ｖａｒｉａｓｃｒｉｐｔａ，ｑｕａｅｍｏｒａｌｉａｖｕｌｇｏｖｏ－ｃａｎ

ｔｕｒ．Ｅｄ．ｓｔｅｒ．Ｔ．６．Ｌｉｐｓｉａｅ１８２０．）。——３４、８２。

普卢塔克《论信从伊壁鸠鲁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ＰｌｕｔａｒｃｈｕｓＣｈａｅｒｏｎｅｎｓｉ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ｕｓＮｅｓｕａｖｉｔｅｒｑｕｉｄｅｍｖｉｖｉｐｏｓｓｅｓｅｃｕｎｄｕｍＥｐｉｃｕｒｉｄｅｃｒｅｔａ，ｄｏ－

ｃｅｎｓ．Ｉｎ：Ｐｌｕｔａｒｃｈｕｓ：Ｏｍｎｉｕｍ，ｑｕａｅｅｘｔａｎｔ，ｏｐｅｒｕｍｔｏｍｕｓｓｅｃｕｎｄｕｓｃｏｎｔｉ－

ｎｅｎｓＭｏｒａｌｉａ，ＧｕｌｉｅｌｍｏＸｙｌａｎｄｒｏ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Ｆｒａｎｃｏｆｕｒｔｉ１５９９．）。——１９、３４、

３６、７０、８２、８３、９８。

普卢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ＰｌｕｔａｒｃｈｕｓＣｈａｅｒｏｎｅｎｓｉｓ：Ｖｉｔａｅ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ａｅ．）。

——７３、１９６。

［普卢塔克伪书］《论哲学家的见解》（第五卷）（［Ｐｓｅｕｄｏ－Ｐｌｕｔａｒｃｈ］Ｄｅｐｌａｃｉｔｉ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ｏｒｕｍｌｉｂｒｉＶ．Ｉｎ：Ｐｌｕｔａｒｃｈｕｓ：Ｖａｒｉａｓｃｒｉｐｔａ，ｑｕａｅｍｏｒａｌｉａｖｕｌｇｏｖ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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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ｎｔｕｒ．Ｅｄ．ｓｔｅｒ．Ｔ．５．Ｌｉｐｓｉａｅ１８２０．）．——１９、２５、２８、４０、４７、６６、６８、６９、７１、７３、

８０、８４、８６、８９、９０。

《普鲁士的新闻出版》，载于１８４３年１月５日《埃尔伯费尔德日报》第５号

（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Ｐｒｅｓｓｅ．Ｉｎ：Ｅｌｂｅｒｆｅｌｄ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Ｎｒ．５，５．Ｊａｎｕａｒ１８４３．）。——

３９８。         

《普鲁士的新闻出版》，载于１８４３年１月６日《莱茵报》（科隆）第６号（Ｄｉｅ

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Ｐｒｅｓｓｅ．Ｉｎ：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

Ｋｏｌｎ．Ｎｒ．６，６．Ｊａｎｕａｒ１８４３）。——４０５—４０８。

《普鲁士的新闻出版状况》，载于１８４３年１月９日《科隆日报》第９号（Ｄｉｅ

ＰｒｅβｖｅｒｈａｌｔｎｉｓｓｅｉｎＰｒｅｕβｅｎ．Ｉｎ：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Ｎｒ．９，９．Ｊａｎｕａｒ１８４３）。

——４０４—４０８、４１１。

《普鲁士的共产主义者》，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６日《亚琛城日报》第２７７号（Ｋｏｍ

ｍｕｎｉｓｔｅｎｉｎＰｒｅｕβｅｎ．Ｉｎ：Ｓｔａｄｔ－Ａａｃｈｅｎ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Ｎｒ．２７７，６．Ｏｋｔｏｂｅｒ

１８４２．）。——２９７。

《普鲁士来信，１月》，载于１８４３年２月４日《柯尼斯堡总汇报》第３０号（Ｅｉｎｇｅ－

ｓａｎｄｔａｕｓＰｒｅｕｓｓｅｎ；ｉｍＪａｎｕａｒ．Ｉｎ：Ｋｏｎｉｇｓｂｅｒｇｅｒ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Ｎｒ．３０，

４．Ｆｅｂｒｕａｒ１８４３．）。——４２６。

Ｒ

《瑞典的政党》，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２５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３２９号（Ｄｉｅ

ＰａｒｔｅｉｅｎｉｎＳｃｈｗｅｄｅｎ．Ｉｎ：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Ａｕｇｓｂｕｒｇ．Ｎｒ，３２９，２５．Ｎｏｖｅｍ

ｂｅｒ１８４２．）。——３２８。

Ｓ

萨维尼，弗·卡·冯·《１７８８年５月１０日。法学史论丛》１８３８年柏林版（Ｓａｖｉ－

ｇｎｙ，Ｆ．Ｃ．ｖｏｎ：ＤｅｒｚｅｈｅｎｔｅＭａｉ１７８８．Ｂｅｙｔｒ．ｚ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Ｒｅｃｈｔｓｗｉｓ－

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３８．）。——２３０。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驳数理学家》，载于《恩披里柯文集》，亨·斯蒂凡诺……

詹·赫·奥勒留作注，１６２１年日内瓦版（Ｓｅｘｔｕ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ｕｓ：Ａｄｖｅｒｓｕｓｍａｔｈｅ

－ｍａｔｉｃｏｓ．Ｉｎ：Ｓｅｘｔｕ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ｕｓ：Ｏｐｅｒａｑｕａｅｅｘｔａｎｔ… ＨｅｎｒｉｃｏＳｔｅｐｈａｎｏ…

ＧｅｎｔｉａｎｏＨｅｒｖｅｔｏＡｕｒｅｌｉｏ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Ｇｅｎｅｖａｅ１６２１．）。——１９、２１、４７、５３、６６、

７０、８４、８９、９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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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涅卡，鲁·安·《论善行》第七卷，载于《塞涅卡全集》１６７２年阿姆斯特丹版第

１卷（Ｓｅｎｅｃａ，Ｌ．Ａ．：ＡｄＡｅｂｕｃｉｕｍｌｉｂｅｒａｌｅｍｄｅ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ｉｓｌｉｂｒｉ ．Ｉｎ：Ｓｅｎｅｃａ：

Ｏｐｅｒａ，ｑｕａｅｅｘｔａｎｔ．Ｔ．１．Ａｍｓｔｅｌｏｄａｍｉ１６７２．）。——３５、８２。

塞涅卡，鲁·安·《书信集》，载于《塞涅卡全集》１６７２年阿姆斯特丹版第２卷

（Ｓｅｎｅｃａ，Ｌ．Ａ．：ＡｄＬｕｃｉｌｉｕｍｅｐｉｓｔｏｌａｅ．Ｉｎ：Ｓｅｎｅｃａ：Ｏｐｅｒａ．Ｔ．２Ａｍｓｔｅｌｏｄａ－ｍｉ

１６７２．）。——２３—２６、７０、７２。

塞涅卡，鲁·安·《自然问题论文集》第八卷，载于《塞涅卡全集》１６７２年阿姆斯

特丹版第２卷（Ｓｅｎｅｃａ，Ｌ．Ａ．：ＡｄＬｕｃｉｌｉｕｍ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ｕｍｑｕａｅｓｔｉｏｎｕｍ１ｉｂｒｉ

－ ．Ｉｎ：Ｓｅｎｅｃａ：Ｏｐｅｒａ．Ｔ．２．Ａｍｓｔｅｌｏｄａｍｉ１６７２．）。——２８、７３。

沙培尔，［尤·威·爱·］冯·《根据〈莱茵报〉第３４８号……》，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２

月１８日《莱茵报》（科隆）第３５２号（Ｓｃｈａｐｅｒ，［Ｊ．Ｗ．Ｆ．］ｖｏｎ：ＮａｃｈｅｉｎｅｒｉｎＮｒ．

３４８ｄｅｒ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ｎＺｅｉｔｕｎｇｅｎｔｈａｌｔｅｎｅｎ…［Ｒｅｓｋｒｉｐｔ］Ｋｏｂｌｅｎｚ，ｄｅｎ１５．

Ｄｅｚｅｍｈｅｒ１８４２．Ｉｎ：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

Ｋｏｌｎ．Ｎｒ．３５２，１８．Ｄｅｚ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３５６、３５８、３６１。

沙培尔，尤·威·爱·冯·《〈莱茵报〉第３４６号刊登……》，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２月

１８日《莱茵报》（科隆）第３５２号（Ｓｃｈａｐｅｒ，Ｊ．Ｗ．Ｅ．ｖｏｎ：ＤｉｅＮｒｏ．３４６ｄｅｒ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ｎＺｅｉｔｕｎｇｅｎｔｈａｌｔｅｉｎｅｎＡｒｔｉｋｅｌ…［Ｒｅｓｋｒｉｐｔ］Ｋｏｂｌｅｎｚ，ｄｅｎ１５．

Ｄｅｚ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Ｉｎ：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

Ｋｏ１ｎ．Ｎｒ．３５２，１８．Ｄｅｚ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３５６、３５８、３６２、３８９—３９０。

绍巴赫，约·康·《论伊壁鸠鲁的天文学概念。附一篇对１８３７年〈总汇通报〉第

１９５号的补充》，载于１８３９年《新语文学和教育学年鉴》（莱比锡），哥·泽博

德、约·克·雅恩和莱·克洛茨编，第５卷第４分册附录（Ｓｃｈａｕｂａｃｈ，Ｊ．Ｋ．：

ＵｅｂｅｒＥｐｉｋｕｒｓ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Ｂｅｇｒｉｆｆｅ，ｎｅｂｓｔｅ．Ｎａｃｈｔｒ．ｚｕＮｒ．１９５ｄ．Ａ［ｌｌｇｅ

－ｍｅｉｎｅｎ］Ａｎｚ［ｅｉｇｅｒｓ］ｄ．Ｄ．１８３７．Ｉｎ：Ｎｅｕｅ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ｅｒｆｕｒ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ｅｕｎｄ

Ｐａｅｄ－ａｇｏｇｉｋ…ｈｒｓｇ．ｖｏｎ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Ｓｅｅｂｏｄｅ，Ｊｏｈａｎ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Ｊａｈｎｕ．Ｒｅｉｎ

ｈｏｌｄＫｌｏｔｚ．Ｓｕｐｐｌ．ｚｕ：Ａｒｃｈｉｖｆｕｒ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ｅｕｎｄＰａｅｄａｇｏｇｉｋ．Ｂｄ．５，Ｈ．４．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３９．）。——３１、４４、４５、４６、８１、８９。

《省议会议员选举》，载于１８４３年３月３日《莱茵报》（科隆）第６２号（Ｌａｎｄ－

ｔａｇｓａｂｇｅｏｒｄｎｅｔｅｎ－Ｗａｈｌｅｎ．Ｉｎ：Ｒｂ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

Ｇｅｗｅｒｂｅ．Ｋｏｌｎ．Ｎｒ．６２，３．Ｍａｒｚ１８４３．）。——４３２、４３３。

斯宾诺莎，贝·《伦理学》（Ｓｐｉｎｏｚａ，Ｂ．ｄｅ：Ｅｔｈｉｃａ．）。——３９、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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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塔西佗《编年史》（Ｔａｃｉｔｕｓ，Ｐ．Ｃ．：Ａｎｎａｌｅｓ．）。——４６４。

塔西佗《历史》（Ｔａｃｉｔｕｓ，Ｐ．Ｃ．：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ｅ．）。——１３５。

泰米斯提乌斯《亚里士多德注释》——见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注释》。

《（特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理事会给某些部门的呈

文》，载于１８４１年《……协会通报》第４期（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ｅｎｄｅｒ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ｓ

Ｖｅｒｅｉｎｓ［ｚｕｒ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ｄｅｒＷｅｉ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ｎＭｏｓｅｌｕｎｄＳａａｒｚｕＴｒｉｅｒ］ａｎｖｅｒ－

ｓｃｈｉｅｄｅｎｅＢｅｈｏｒｄｅｎ．Ｉｎ：Ｍｉｔｔｈｅｉｌ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Ｖｅｒｅｉｎｓｚｕｒ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ｄｅｒＷｅ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ｎＭｏｓｅｌｕｎｄＳａａｒｚｕＴｒｉｅｒ．［Ｈ．］４．１８４１．）。——３６４。

Ｃ．《致财政大臣先生阁下（柏林）。１８３９年１０月１０日》（Ｃ．ＡｎｄｅｎＨｅｒｍＦｉ－

ｎａｎｚ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ｚｉｎＢｅｒｌｉｎｖｏｍ１０．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３９．）。——３６５。

Ｄ．《财政大臣先生阁下就上述呈文所作的答复。１８３９年１１月６日》（Ｄ．Ａｎｔｗｏｒｔ

ｄｅｓＨｅｒｍＦｉｎａｎｚ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ａｕｆｄｉｅｖｏｒｓｔｅｈｅｎｄｅ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ｖｏｍ６．Ｎｏｖｅｍ－

ｂｅｒ１８３９．）——３７０。

Ｇ．《致财政大臣先生阁下（柏林）。１８３９年１０月１０日》（Ｇ．ＡｎｄｅｎＨｅｒｍＦｉ－

ｎａｎｚ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ｚｉｎＢｅｒｌｉｎ，ｖｏｍ１０．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３９．）。——３７１。

Ｈ．《财政大臣先生就上述呈文所作的答复。１８４０年１月２４日》（Ｈ．Ａｎｔｗｏｒｔｄｅｓ

ＨｅｒｍＦｉｎａｎｚ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ａｕｆｄｉｅｖｏｒｓｔｅｈｅｎｄｅ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ｖｏｍ ２４．Ｊａｎｕａｒ

１８４０．）。——３７０。

Ｌ．《王国政府公报。１８４０年３月２４日》（Ｌ．ＭｉｔｔｈｅｉｌｕｎｇｄｅｒＫｏｎｉｇｌ．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ｖ．

２４．Ｍａｒｚ１８４０．）。——３６５。

Ｍ．《地政局长就理事会在给财政大臣先生阁下的呈文中提出的计划发表的意

见》（Ｍ．Ｂｅｍｅｒｋ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ＶｏｒｓｔｅｈｅｒｓｄｅｓＣａｔａｓｔｅｒ－Ｂｕｒｅａｕｓｕｂｅｒｄｉｅｖｏｎｄｅｒ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ｒ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ａｎｄｅｓＨｒｎ．Ｆｉｎａｎｚ－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ｚ

ａｕｆｇｅｓｔｅｌｌｔｅＢｅｒｅｃｈｎｕｎｇ．）。——３６５—３７１、３７４、３８９。

Ｎ．《理事会就地政局长的意见提出的答辩》（Ｎ．Ｅｒｗｉｄｅｒｕｎｇｄｅｒ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ｕｆｄｉｅＢｅ

ｍｅｒｋ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ＶｏｒｓｔｅｈｅｒｓｄｅｓＣａｔａｓｔｅｒ－Ｂｕｒｅａｕｓ．）。——３６５—３７１。

Ｗ

瓦尼尼，尤·凯·《永恒神意的世界剧场》１６１５年里昂版（Ｖａｎｉｎｉ，Ｊ．ｃ．：

Ａｍ－ｐｈｉｔｈｅａｔｒｕｍａｅｔｅｒｎａ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ｅｄｉｖｉｎｏｍａｇｉｃｕｍ．Ｌｕｇｄｕｎｉ１６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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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

Ｘ

希罗多德（哈利卡纳苏的）《历史》，阿·舍尔译，１８３１年斯图加特版第２部分第

８卷（ＨｅｒｏｄｏｔｏｓｏｆＨａｌｉｋａｍａｓｓｏ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Ｕｂｅｒｓ．ｖｏｎＡｄｏｌｆＳｃｈｏｌｌ．

Ａｂｔｈ．２．Ｂｄ．８．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３１．）。——２０２。

［西哀士，艾·约·］《第三等级是什么？》１７８９年［巴黎］修订第２版（［Ｓｉｅｙèｓ，Ｅ．

Ｊ．］：Ｑｕｅｓｔ－ｃｅｑｕｅｌｅｔｉｅｒｓ－ éｔａｔ？２．éｄ．，ｃｏｒｒ．［Ｐａｒｉｓ］１７８９．）。——２９３。

西姆普利齐乌斯《亚里士多德注释》——见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注释》。

西塞罗《论命运》（Ｃｉｃｅｒｏ，Ｍ．Ｔ．：Ｄｅｆａｔｏ１ｉｂｅｒ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ｓ．）。——２４、３４、７１、８１、

８２。

西塞罗《论最高的善和恶》第五卷（Ｃｉｃｅｒｏ，Ｍ．Ｔ．：Ｄｅｆｉｎｉｂｕｓｂｏｎｏｒｕｍｅｔｍａｌｏ－

ｒｕｍｌｉｂｒｉＶ．）。——１８—１９、３０—３２、３４、４８、６５、６８、６９—７０、８０—８２、９０。

西塞罗《论神之本性》第三卷（Ｃｉｃｅｒｏ，Ｍ．Ｔ．：Ｄｅｎａｔｕｒａｄｅｏｒｕｍｌｉｂｒｉ ．）。——

１８—１９、２２、２６、３０—３２、３５、６５、６８、７０—７２、８０、８２。

西塞罗《土斯库兰谈话录》第五卷（Ｃｉｃｅｒｏ，Ｍ．Ｔ．：Ｔｕｓｃｕｌａｎａｒｕｍｑｕａｅｓｔｉｏｎｕｍ

ｌｉｂｒｉＶ．）。——２４、６９。

《席勒纪念大会》，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２４日《莱茵报》（科隆）第３２８号副刊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ｆｅｓｔ．Ｉｎ：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Ｋｏｌｎ．

Ｎｒ．３２８，２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Ｆｅｕｉｌｌｅｔｏｎ，）。——３２７。

谢林，弗·威·约·冯·《关于独断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哲学通信》，载于谢林《哲

学著作集）１８０９年兰茨胡特版第１卷（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Ｆ．Ｗ．Ｊ．ｖｏ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

ＢｒｉｅｆｅｕｂｅｒＤｏｇｍａｔｉｓｍｕｓｕｎｄＫ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ｕｓ．Ｉｎ：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

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Ｂｄ．１．Ｌａｎｄｓｈｕｔ１８０９．）。——９９—１０２。

谢林，弗·威·约·冯·《论“自我”是哲学的原则，或论人类知识中绝对的东

西》，载于谢林《哲学著作集》１８０９年兰茨胡特版第１卷（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Ｆ．Ｗ．Ｊ．

ｖｏｎ：ＶｏｍＩｃｈａｌ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ｏｄｅｒｕｂｅｒｄａｓＵｎｂｅｄｉｎｇｔｅｉｍｍｅｎ－

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Ｗｉｓｓｅｎ．Ｉｎ：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Ｂｄ．１．Ｌａｎｄｓｈｕｔ

１８０９．）。——９９—１００。

《新闻出版自由》，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２２日《莱茵报》（科隆）第３２６号

（Ｐｒｅβ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Ｉｎ：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Ｋｏｌｎ．

Ｎｒ．３２６，２２．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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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大·《人性论》，路·亨·雅科布译自英文，附译者对本书的评论，１７９０年

哈雷版第１卷：《论理智》（Ｈｕｍｅ，Ｄ．：Ｕｂｅｒｄｉｅ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ｕｓｄ．Ｅｎ

ｇｌ．ｎｅｂｓｔ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ＶｅｒｓｕｃｈｅｎｚｕｒＢｅｕｒｔｈｅｉｌｕｎｇｄｉｅｓｅｓＷｅｒｋｓｖｏｎＬｕｄｗｉｇ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Ｊａｋｏｂ，Ｂｄ．１：Ｕｅｂｅｒｄｅｎ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Ｖｅｒｓｔａｎｄ．Ｈａｌｌｅ１７９０．）。——

１１。

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Ｃ·Ｎ·奥西安德译，１８２７年斯图加特版第１

部分第２卷（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Ｐｅｌｏｐｏｎ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ｎＫｒｉｅｇｓ．Ｕｈｅｒｓ．

ｖｏｎＣ．Ｎ．Ｏｓｉａｎｄｅｒ．Ａｂｔｈ．１．Ｂｄ．２．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２７．）。——２０１。

《学者代表大会》，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７日《莱茵报》（科隆）第２８０号（Ｇｅｌｅｈｒｔｅｎ

－Ｋｏｎｇｒｅβ．Ｉｎ：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Ｋｏｌｎ．

Ｎｒ．２８０，７．Ｏｋｔｏｂｅｒ１８４２．）。——２９２。

Ｙ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１８３３年耶拿版（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Ｄｅａｎｉｍａｌｉｂｒｉｔｒｅｓ．Ａｄｉｎｔｅｒ－

ｐｒｅｔｕｍｇｒａｅｃｏｒｕｍａｕｃｔｏｒｉｔａｔｅｍｅｔｃｏｄｉｃｕｍｆｉｄｅｍｒｅｃｏｇｎ．ｃｏｍｍ．ｉｌｌｕｓｔｒ．

ＦｒｉｄｅＩ．Ａｄｏｌｐｈ．Ｔｒｅｎｄｅｌｅｎｂｕｒｇ．Ｊｅｎａｅ１８３３．）。——２１、６７、８１。

亚里士多德《天论》第四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Ｄｅｃｏｅｌｏｌｉｂｌｉ ．Ｅｄ．ｓｔｅｒ．）。——３６、３８、

４０、５５、６０—６１、８３、８５、８７、９３、４４、９７。

亚里士多德《论动物的起源》（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ａｎｉｍａｌｉｕｍ．）。——２５、

７１。

亚里士多德《论产生和消灭》第二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ｅｔ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ｅ

ｌｉｂｒｉ ．Ｅｄ．ｓｔｅｒ．）。——４０、７９、８５、８６。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Ｅｄ．ｓｔｅｒ．）。——２１、４１、４６、

５５、６７、７８、８５、８９、９３。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５１、７８、９１。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注释》，克·奥·布兰迪斯汇编，１８３６年柏林版（《亚里

士多德全集》第４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Ｓｃｈｏｌｉａｉｎ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ｍ．Ｃｏｌｌ．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ｕｓ

Ａｕｇ．Ｂｒａｎｄｉｓ．Ｂｅｒｏｌｉｎｉ１８３６．Ｏｐｅａｒ．Ｅ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ＲｅｇｉａＢｏｒｕｓｓｉｃａ．Ｖｏｌ．４）。

——２１、２５、２７、４０、５１、６７、７８、７９、８１、８３、８７、８９、９１。

《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２４日书报检查令的影响》，载于１８４２年３月１６日《普鲁士国家

总汇报》（柏林）第７５号（ＤｉｅＷｉｒｋｕｎｇｅｎｄｅｒＣｅｎｓｕｒ－Ｖｅｒｆｕｇｕｎｇｖｏｍ２４．

Ｄｅｚ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１．Ｉｎ：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Ｓｔａａｔｓ－Ｚｅｉｔｕｎｇ．Ｂｅｒｌｉｎ．Ｎ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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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Ｍａｒｚ１８４２．）。——１３９。

伊壁鸠鲁《残篇》（《论自然》第二卷和第十一卷）１８１８年莱比锡版（Ｅｐｉｃｕｒｕｓ：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ｌｉｂｒｏｒｕｍ ｅｘ ｄｅｎａｔｕｒａ…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ｅｒｒｅｓｔｉｔｕｔａ，ｌａｔｉｎｅｖｅｒｓａ，

ｓｃｈｏｌｉｓｅｔｃｏｍｍ，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ＣａｒｏｌｏＲｏｓｉｎｉｏ…ｅｍ．ｅｄ…Ｊ．ＣｏｒｎａｄｕｓＯｒｅｌｌｉｕｓ．Ｌｉｐ

ｓｉａｅ１８１８．）。——４２、８６、９１。

Ｚ

《札记》，载于１８３７年１月２６日《贝恩卡斯特尔、维特利希、蔡尔及周围地区公

益周刊》（贝恩卡斯特尔）第４期（Ｐｒｏｍｅｍｏｒｉａ．Ｉｎ：ＧｅｍｅｉｎｎｕｔｚｉｇｅｓＷｏｃｈｅｎ－

ｂｌａｔｔｆｕｒｄｉｅＫｒｅｉｓｅＢｅｒｎｃａｓｔｅｌ，Ｗｉｔｔｌｉｃｈ，ＺｅｌｌｕｎｄｄｉｅｕｍｌｉｅｇｅｎｄｅＧｅｇｅｎｄ．

Ｂｅｒｎｃａｓｔｅｌ．Ｎｒ．４，２６．Ｊａｎｕａｒ１８３７．）。——３８２—３８３。

《注意区乡制度改革的目标》，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３日《莱茵报》（科隆）第３０７号

（ＥｒｉｎｎｅｒｕｎｇａｎｄａｓＳｔｒｅｂｅｎｆｕｒＫｏｍｍｕｎ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ｆ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Ｋｏｌｎ．Ｎｒ．３０７，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

３０７、３２０。

《最精美的新百科辞典——供各等级受过教育的人士使用》，Ｏ．Ｌ．Ｂ．沃尔弗编，

１８３５年莱比锡版第２卷（Ｎｅｕｅｓｅｌｅｇａｎｔｅｓｔｅｓ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Ｌｅｘｉｃｏｎｆｕｒ

ＧｅｂｉｌｄｅｔｅａｕｓａｌｌｅｎＳｔａｎｄｅｎ．Ｈｒｓｇ．…ｖｏｎＯ．Ｌ．Ｂ．Ｗｏｌｆｆ．Ｂｄ．２．Ｌｅｉｐｚｉｇ

１８３５．）。——４２５。

法律、法令、条例
Ｂ

《邦法》——见《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

Ｃ

《查理五世皇帝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刑罚法规》，根据１５３３年原版重印……约·

克·科赫作序，１７８７年吉森增订第４版（ＨａｌｓｏｄｅｒＰｅｉｎｌｉｃｈｅＧｅｒｉｃｈｔｓｏｒｄｎｕｎｇ

ＫａｉｓｅｒＣａｒｌｓＶ．ｕ．ｄ．Ｈ．Ｒｏｍ．Ｒｅｉｃｈｓｎａｃｈｄ．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ａｕｓｇ．ｖｏｍＪ．１５３３ａｕｆ

ｄａｓｇｅｎａｕｅｓｔｅａｂｇｅｄｒ…ｕ．ｅ．Ｖｏｒｒ…ｖｏｎＪｏｈａｎｎ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Ｋｏｃｈ．４．ｖｅ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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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ｓｇ．Ｇｉｅｓｓｅｎ１７８７．）。——２４３。

《重新修订的除西里西亚以外的普鲁士国家的书报检查法令。１７８８年１２月１９

日于柏林》［无出版年代柏林版］（ＥｒｎｅｕｅｒｔｅｓＣｅｎｓｕｒ－Ｅｄｉｃｔｆｕｒｄｉｅ

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ｎ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Ｓｃｈｌｅｓｉ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ｄｅｎ１９．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７８８．

［Ｂｅｒｌｉｎｏ．Ｊ．］。——３７９。

Ｄ

《德意志联邦条例。１８１５年６月８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１８１８年柏林

版第２３号附录（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Ｂｕｎｄｅｓａｋｔｅｖｏｍ８ｔｅｎＪｕｎｉ１８１５．Ｉｎ：Ｇｅｓｅｔｚ－Ｓａｍｍ

－ｌｕｎｇｆｕｒｄｉｅ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ｅｎ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ｎ１８１８．Ａｎｈ．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１８．Ｎｒ．

２３．）。——１１４。

Ｆ

《法律修订部就离婚法草案所作的说明。１８４２年７月》，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６日

《莱茵报》（科隆）第３１０号附刊（ＢｅｍｅｒｋｕｎｇｅｎｕｂｅｒｄｅｎＥｎｔｗｕｒｆｅｉｎｅｒ

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ｕｂｅｒＥｈｅｓｃｈｅｉｄｕｎｇ，Ｖｏｒｇｅｌｅｇｔｖｏｎｄｅｍ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ｕｍｆｕｒ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ｄｅｒＧｅｓｅｔｚｅｉｍＪｕｌｉ１８４２．Ｉｎ：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

Ｇｅｗｅｒｂｅ．Ｋｏｌｎ．Ｎｒ．３１０，６，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２．Ｂｅｉｂｌ．）。——３１５。

（法律修订部提出的离婚法草案。１８４２年７月》，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２０日《莱茵

报》（科隆）第２９３号附刊（Ｅｎｔｗｕｒｆｅｉｎｅｒ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ｕｂｅｒＥｈｅｓｃｈｅｉｄｕｎｇ，

ｖｏｒｇｅｌｅｇｔｖｏｎｄｅｍ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ｕｍｆｕｒ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ｄｅｒＧｅｓｅｔｚｅ，ｉｍＪｕｌｉ１８４２．Ｉｎ：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Ｋｏｌｎ．Ｎｒ．２９３，２０．Ｏｋｔｏ

ｂｅｒ１８４２．Ｂｅｉｂｌ．）。——３１５、３４６、４３０。

Ｇ

《根据１８１６年１２月２４日法律和１８３５年８月１８日的王室内阁指令发布的关于

科布伦茨和特里尔行政区各区乡和各机关所属森林的管理的训令》，载于

１８３９年１０月１６日《科布伦茨王国行政区政府公报》（科布伦茨）第６２号附刊

（Ｉｎｓｔｒｕｋｔｉｏｎｕｂｅｒｄｉｅ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ｄｅｒＧｅｍｅｉｎｄｅ．ｕ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ｎ－Ｗａｌｄｕｎｇ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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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ｅｎ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ｓ－ＢｅｚｉｒｋｅｎＣｏｂｌｅｎｚｕｎｄＴｒｉｅｒｉｎＦｏｌｇｅｄｅｓＧｅｓｅｔｚｅｓｖｏｍ

２４．Ｄｅｚｅｍｂｅｒ１８１６ｕｎｄｄｅｒＡｌｌｅｒｈｏｃｈｓｔｅｎＣａｂｉｎｅｔｓ－Ｏｒｄｒｅｖｏｍ１８．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３５．Ｉｎ：Ａｍｔｓ－ＢｌａｔｔｄｅｒＫｏｎｉｇｌ．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ｚｕＣｏｂｌｅｎｚ．Ｃｏｂｌｅｎｚ．Ｎｒ．６２，１６．

Ｏｋｔｏｂｅｒ１８３９．Ｂｅｉｌ．）。——３６２—３６３。

《关于波森省成立等级委员会的决定。１８４２年６月２１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

令汇编》１８４２年柏林版第２０号（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ｕｂｅｒｄｉｅＢｉｌｄｕｎｇｅｉｎｅｓＡｕｓｓ－

ｃｈｕｓｓｅｓ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ｅｄｅｒＰｒｏｖｉｎｚＰｏｓｅｎ．Ｖｏｍ２１．Ｊｕｎｉ１８４２，Ｉｎ：Ｇｅｓｅｔｚ－Ｓａｍｍ

ｌｕｎｇｆｕｒｄｉｅＫｏｎｉｇ１ｉｃｈｅｎ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２．Ｎｒ．２０．）。——

３３５。

《关于波美拉尼亚省成立等级委员会的决定。１８４２年６月２１日》，载于《普鲁士

王国法令汇编》１８４２年柏林版第２０号（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ｕｂｅｒｄｉｅＢｉｌｄｕｎｇｅｉｎｅｓ

Ａｕｓｓｃｈｕｓｓｅｓ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ｅｄｅｒＰｒｏｖｉｎｚＰｏｍｍｅｒｎ．Ｖｏｍ２１．Ｊｕｎｉ１８４２．Ｉｎ：Ｇｅｓｅｔｚ

－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ｆｕｒｄｉｅ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ｅｎ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２．Ｎｒ．２０．）。

——３３５。

《关于勃兰登堡库尔马尔克、新马尔克和选帝侯国以及下劳西茨伯国成立等级

委员会的决定。１８４２年６月２１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１８４２年柏林

版第２０号（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ｕｂｅｒｄｉｅＢｉｌｄｕｎｇｅｉｎｅｓＡｕｓｓｃｂｕｓｓｅｓ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ｅｄｅｒ

Ｋｕｒ－ｕｎｄＮｅｕｍａｒｋＢｒａｎｄｅｎｂｕｒｇｕｎｄｄｅｓＭａｒｋｇｒａｆｔｈｕｍｓＮｉｅｄｅｒｌａｕｓｉｔｚ．

Ｖｏｍ２１．Ｊｕｎｉ１８４２．Ｉｎ：Ｇｅｓｅｔｚ－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ｆｕｒｄｉｅ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ｅｎ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

Ｓｔａａｔ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２．Ｎｒ．２０．）。——３３５。

《关于成立莱茵省等级委员会的决定。１８４２年６月２１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

令汇编》１８４２年柏林版第２０号（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ｕｂｅｒｄｉｅＢｉｌｄｕｎｇｅｉｎｅｓＡｕｓｓ－

ｃｈｕｓｓｅｓ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ｅｄｅｒＲｈｅｉｎｐｒｏｖｉｎｚ．Ｖｏｍ２１．Ｊｕｎｉ１８４２．Ｉｎ：Ｇｅｓｅｔｚ－Ｓａｍｍ

ｌｕｎｇｆｕｒｄｉｅ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ｅｎ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２．Ｎｒ．２０．）。——

３３５。

《关于成立普鲁士王国等级委员会的决定。１８４２年６月２１日》，载于《普鲁士王

国法令汇编》１８４２年柏林版第２０号（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ｕｂｅｒｄｉｅＢｉｌｄｕｎｇｅｉｎｅｓ

Ａｕｓｓｃｈｕｓｓｅｓ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ｅｄｅｓＫｏｎｉｇｒｅｉｃｈｓＰｒｅｕβｅｎ．Ｖｏｍ２１．Ｊｕｎｉ１８４２．Ｉｎ：

Ｇｅｓｅｔｚ－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ｆｕｒｄｉｅ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ｅｎ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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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ｒ．２０．）。——３３５。

《关于成立萨克森省等级委员会的决定。１８４２年６月２１日》，载于《普鲁士王国

法令汇编》１８４２年柏林版第２０号（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ｕｂｅｒｄｉｅＢｉｌｕｎｇｅｉｎｅｓＡｕｓｓ－

ｃｈｕｓｓｅｓ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ｅｄｅｒＰｒｏｖｉｎｚＳａｃｈｓｅｎ．Ｖｏｍ２１．Ｊｕｎｉ１８４２．Ｉｎ：Ｇｅｓｅｔｚ－

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ｆｕｒｄｉｅＫｏｎｉｇ１ｉｃｈｅｎ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２．Ｎｒ．２０．）。

——３３５。

《关于成立威斯特伐利亚省等级委员会的决定。１８４２年６月２１日》，载于《普鲁

士王国法令汇编》１８４２年柏林版第２０号（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ｕｂｅｒｄｉｅＢｉｌｄｕｎｇｅｉｎｅｓ

Ａｕｓｓｃｈｕｓｓｅｓ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ｅｄｅｒＰｒｏｖｉｎｚ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Ｖｏｍ２１．Ｊｕｎｉ１８４２．Ｉｎ：

Ｇｅｓｅｔｚ－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ｆｕｒｄｉｅ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ｅｎ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２．

Ｎｒ．２０．）。——３３５。

《关于成立西里西亚公国、格拉茨伯爵领地和普鲁士上劳西茨伯国等级委员会

的决定。１８４２年６月２１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１８４２年柏林版第２０

号（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ｕｂｅｒｄｉｅＢｉｌｄｕｎｇｅｉｎｅｓＡｕｓｓｃｈｕｓｓｅｓ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ｅｄｅｓＨｅｒｚｏｇｔｈ

－ｕｍｓＳｃｈｌｅｓｉｅｎ，ｄｅｒＧｒａｆｓｃｈａｆｔＧｌａｔｚ，ｕｎｄｄｅｓ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Ｍａｒｋｇｒａｆｔｈｕｍｓ

Ｏｂｅｒ１ａｕｓｉｔｚ．Ｖｏｍ２１．Ｊｕｎｉ１８４２．Ｉｎ：Ｇｅｓｅｔｚ－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ｆｕｒｄｉｅ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ｅｎ

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２．Ｎｒ．２０．）。——３３５。

《关于应如何根据德意志联邦今年９月２０日决议实行印刷品的书报检查的决

定。自１８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起为期五年》，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１８１９年

柏林版第２０号（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ｗｉｅｄｉｅＺｅｎｓｕｒｄｅｒＤｒｕｃｋ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ｎａｃｈｄｅｍ

Ｂｅｓｃｈｌｕβｄｅ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Ｂｕｎｄｅｓｖｏｍ２０ｓｔｅ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ｄ．Ｊ．ａｕｆｆｕｎｆＪａｈｒｅ

ｅｉｎｚｕｒｉｃｈｔｅｎｉｓｔ．Ｖｏｍ１８ｔｅｎＯｋｔｏｂｅｒ１８１９．Ｉｎ：Ｇｅｓｅｔｚ－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ｆｕｒｄｉｅ

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ｅｎ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１９，Ｎｒ．２０．）。——１０７—１１０、

１１３—１２０、１２５—１２６、１２７、３７９—３８０、４２８、９５２—９６２、９７１—９８１。

《关于萨克森省、威斯特伐利亚省、克莱沃、贝格和下莱茵各区乡和公共机构所

属森林的管理的决定。１８１６年１２月２４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１８１７

年 柏林版第６号（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ｄｉｅ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ｄｅｒｄｅｎＧｅｍｅｉｎｄｅｎｕｎｄ

ｏ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ｎＡｎｓｔａｌｔｅｎｇｅｈｏｒｉｇｅｎＦｏｒｓｔｅｎｉｎｄｅｎＰｒｏｖｉｎｚｅｎＳａｃｈｓｅｎ，Ｗｅｓｔ－

ｐｈａｌｅｎ，Ｋｌｅｖｅ，ＢｅｒｇｕｎｄＮｉｅｄｅｒ－Ｒｈｅｉｎｂｅｔｒｅｆｆｅｎｄ．Ｖｏｍ２４ｓｔｅｎＤｅｚｅｍ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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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６，Ｉｎ：Ｇｅｓｅｔｚ－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ｆｕｒｄｉｅ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ｅｎ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ｎ．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１７．Ｎｒ．６．）。——３６１。

Ｊ

《就实行书报检查一事给王国各总督府的通令。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２４日》，载于１８４１年１２

月２７日《普鲁士王国内务管理内阁通报》（柏林），内务部办公厅编，第２年卷第１５期

（Ｃｉｒｋｕｌａｒ－ＶｅｒｆｕｇｕｎｇａｎｓａｍｍｔｌｉｃｈｅＫｏｎｉｇｌ．Ｏｂｅｒｐｒａｓｉｄｉｅｎ，ｄｉｅＨａｎｄｈａｂｕｎｇ

ｄｅｒＣｅｎｓｕｒｂｅｔｒｅｆｆｅｎｄ，ｖｏｍ２４．Ｄｅｚ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１．Ｉｎ：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Ｂｌａｔｔｆｕｒ

ｄｉｅｇｅｓａｍｍｔｅｉｎｎｅｒｅ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ｉｎｄｅｎ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ｎ．

Ｈｒｓｇ．ｉｍＢｕｒｅａｕ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ｕｍｓｄｅｓＩｎｎｅｒｎ．Ｊｇ．２．Ｂｅｒｌｉｎ．Ｎｒ．１５，２７．

Ｄｅｚ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１．）——１０７—１１０、１１４—１２０、１２２—１３２、１４８、３５７、３６０、３６２、３７９、

３８０、３８４、３８９、９５７、９６０、９６１、９７６、９８０、９８１。

Ｌ

《莱茵省等级会议组织法。１８２４年３月２７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１８２４

年柏林版第９号（ＧｅｓｅｔｚｗｅｇｅｎＡｎｏｒｄｎｕｎｇｄｅｒＰｒｏｖｉｎｚｉａｌ－Ｓｔａｎｄｅｆｕｒｄｉｅ

Ｒｈｅｉｎｐｒｏｖｉｎｚｅｎ．Ｖｏｍ２７ｓｔｅｎＭａｒｚ１８２４．Ｉｎ：Ｇｅｓｅｔｚ－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ｆｕｒｄｉｅ

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ｅｎ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２４．Ｎｒ．９．）。——３３０—３３２。

《罗马法全书》（Ｃｏｒｐｕｓｉｕｒｉｓｃｉｖｉｌｉｓ，）：

—《法学阶梯》（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ｓ．）。——８８２。

—《学说汇纂》（Ｄｉｇｅｓｔａ．）。——８８２、９３９。

Ｎ

《拿破仑法典》，官方出版的原件单行本，１８０８年巴黎版（Ｃｏｄ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Ｅｄ．

ｏｒｉｇ．ｅｔｓｅｕｌｅｏｆｆｉｃｉｅｌｌ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０８．）。——２１６、２２７—２２８。

Ｐ

《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１８０６年柏林版下册（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ｓＬａｎｄｒｅｃｈｔｆｕｒ

ｄｉ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ｎ．Ｔｈ．２．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０６．）。——２１６、２１７、２２７、３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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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８、４２６。

《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Ｇｅｓｅｔｚ－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ｆｕｒｄｉｅ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ｅｎ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

Ｓｔａａｔｅｎ．）。——３３５。

Ｓ

《省等级会议一般组织法。１８２３年６月５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１８２３

年柏林版第１３号（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ｓＧｅｓｅｔｚＷｅｇｅｎＡｎｏｒｄｎｕｎｇｄｅｒＰｒｏｖｉｎｚｉａｌｓ

ｔａｎｄｅ．Ｖｏｍ５ｔｅｎＪｕｎｉ１８２３．Ｉｎ：Ｇｅｓｅｔｚ－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ｆｕｒｄｉｅ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ｅｎ

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２３．Ｎｒ．１３．）。——３３０。

Ｗ

《王国负责书报检查的各部关于〈莱茵报〉从１８４３年４月１日停止出版的指令。

１８４３年１月２０日》（Ｅｒｌａｄｅｒ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ｅｎ，ｄｅｍＣｅｎｓｕｒ－ＷｅｓｅｎＶｏｒｇｅｓｅｔｚｔｅｎ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ｅｎｕｂｅｒｄａｓＡｕｆｈｏｒｅｎｄｅｒ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ｎＺｅｉｔｕｎｇｍｉｔｄｅｍＩ．Ａｐｒｉｌ

１８４３．２０．Ｊａｎｕａｒ１８４３．）。——４２４、９５０、９５１、９５２、９６９、９７１—９７７。

《王国有关各部就获准出版的报刊向他人转让编辑权一事给王国科布伦茨总督府的指

令。１８３３年３月５日于柏林（摘录）》，载于《普鲁士内政管理年鉴》（柏林）１８３３年卷第

１７卷第１期（Ａｕｓｚｕｇａｕｓｄｅｍ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ｅｄｅｒＫｏｎｉｇｌ．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ｅｎａｎｄａｓ

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ｅＯｂｅｒｐｒａｓｉｄｉｕｍｚｕＣｏｂｌｅｎｚ，ｗｅｇｅｎＵｅｂｅｒｔｒａｇｕｎｇｄｅｒＲｅｄａｋｔｉｏｎ

ｇｅｎｅｈｍｉｇｔｅｒ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ａｎＡｎｄｅｒｅ．Ｂｅｒｌｉｎ，ｄｅｎ５．Ｍａｒｚ１８３３．Ｉｎ：Ａｎｎａｌｅｎ

ｄｅｒ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ｉｎｎｅｒｎＳｔａａｔｓ－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Ｈｒｓｇ．ｖｏｎＫ．Ａ．ｖｏｎＫａｍｐｔｚ．

Ｊｇ．１８３３．Ｂｄ．１７．Ｈ．１．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３３．）。——９５４、９７２。

《王国有关各部就发放定期报刊出版许可证一事给王国各总督府的通告。副本

发至王国书报检查总署。１８３３年１２月１８日于柏林》，载于《普鲁士内政管理

年鉴》（柏林）１８３３年卷第１７卷第４期（Ｃｉｒｋｕｌａｒ－ＲｅｓｋｒｉｐｔｄｅｒＫｏｎｉｇｌ．Ｍｉｎｉｓ

－ｔｅｒｉｅｎａｎｓａｍｍｔｌｉｃｈｅＫｏｎｉｇｌ．Ｏｂｅｒｐｒａｓｉｄｉｅｎ，ｕｎｄａｂｓｃｈｒｉｆｔｌｉｃｈａｎｄａｓ

Ｋｏｎｉｇｌ．Ｏｂｅｒ－Ｃｅｎｓｕｒｋｏｌｌｅｇｉｕｍ，ｄｉｅＥｒｔｈｅｉｌｕｎｇｖｏｎＫｏｎｚｅｓｓｉｏｎｅｎｚｕｒＨｅｒ

ａｕｓｇａｂ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ｓｃｈｅｒ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ｂｅｔｒｅｆｆｅｎｄ．Ｂｅｒｌｉｎ，ｄｅｎ１８．Ｄｅｚｅｍｂｅｒ１８３３．

Ｉｎ：Ａｎｎａｌｅｎｄｅｒ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ｉｎｎｅｒｎＳｔａａｔｓ－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Ｈｒｓｇ．ｖｏｎＫ．Ａ．ｖ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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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ｍｐｔｚ．Ｊｇ．１８３３．Ｂｄ．１７，Ｈ．４．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３３．）。——９５７—９５８、９６０、９７８—９７９。

《王国有关各部就报刊出版人另聘责任编辑不需批准或认可一事给莱茵省总督

的指令。１８３７年１０月６日于柏林》，载于《普鲁士内政管理年鉴》（柏林）１８３７

年卷第２１卷第１期（ＲｅｓｋｒｉｐｔｄｅｒＫｏｎｉｇｌ．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ｅｎ，ａｎｄｅｎＫｏｎｉｇｌ．Ｏｂｅｒ

ｐｒａｓｉｄｅｎｔｅｎｄｅｒＲｈｅｉｎｐｒｏｖｉｎｚ，ｄａβｄｉｅＡｎｎａｈｍｅｅｉｎｅｓａｎｄｅｒｎｖｅｒａｎｔ－

ｗｏｒｔ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ｄａｋｔｅｕｒｓｓｅｉｔｅｎｓｄｅｓＶｅｒｌｅｇｅｒｓｅｉｎｅｒ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ｄｅｒＧｅｎｅｈｍｉ－

ｇｕｎｇｏｄｅｒＢｅｓｔａｔｉｇｕｎｇｎｉｃｈｔｂｅｄｕｒｆｅ．Ｂｅｒｌｉｎ，ｄｅｎ６．Ｏｋｔｏｂｅｒ１８３７．Ｉｎ：Ａｎ－

ｎａｌｅｎｄｅｒ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ｉｎｎｅｒｎＳｔａａｔｓ－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Ｈｒｓｇ．ｖｏｎＫ．Ａ．ｖｏｎ

Ｋａｍｐｔｚ．Ｊｇ．１８３７．Ｂｄ．２１．Ｈ．１．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３７．）。——９５８、９７６。

《王室内阁指令。１８３７年８月６日。附对１８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和１８２４年１２月２８

日关于印刷品的书报检查的决定的解释和补充》，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

编》１８３７年柏林版第１８号（ＡｌｌｅｒｈｏｃｈｓｔｅＫａｂｉｎｅｔｓｏｒｄｅｒｖｏｍ６．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３７，

Ｅｒｌ．ｕ．Ｅｒｇ．ｄｅｒ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ｅｎｕｂｅｒｄｉｅＣｅｎｓｕｒｄｅｒＤｒｕｃｋ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ｖｏｍ１８．

Ｏｋｔｏｂｅｒ１８１９ｕ．２８Ｄｅｚｅｍｂｅｒ１８２４ｅｎｔｈａｌｔｅｎｄ．Ｉｎ：Ｇｅｓｅｔｚ－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ｆｕｒ

ｄｉｅ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ｅｎ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３７．Ｎｒ．１８．）。——９５２、９７１、

９７４。

《王室内阁指令及各省联合等级委员会会议工作条例。１８４２年８月１９日》，载于

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２９日《普鲁士王国内务管理内阁通报》（柏林），内务部办公厅

编，第３年卷第１３期（ＡｌｌｅｒｈｏｃｈｓｔｅＫａｂｉｎｅｔｓ－Ｏｒｄｒｅ，ｍｉｔｄｅｒＧｅｓｃｈａｆｔｓ－

Ｏｒｄ－ｎｕｎｇｆｕｒｄｉｅＶｅｒ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ｄｅｒｖｅｒｅｉｎｉｇｔｅｎｓｔａｎｄｉｓｃｈｅｎＡｕｓｓｃｈｕｓｓｅ

ｓａｍｔｌｉｃｈｅｒＰｒｏｖｉｎｚｅｎ，ｖｏｍ１９．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４２．Ｉｎ：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Ｂｌａｔｔｆｕｒｄｉｅ

ｇｅｓａｍｍｔｅｉｎｎｅｒｅ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ｉｎｄｅｎ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ｎ．Ｈｒｓｇ．ｉｍ

ＢｕｒｅａｕｄｅｓＭｉｎｉｐｔｅｒｉｕｍｓｄｅｓＩｎｎｅｒｎ．Ｊｇ．３．Ｂｅｒｌｉｎ．Ｎｒ．１３，２９．Ｏｋｔｏｂｅｒ

１８４２．）。——３３５。

Ｘ

《宪章》（ｌａＣｈａｒｔ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ｌｌｅ．）。——２１６、３０５。

《刑法典》（Ｃｏｄｅｄ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ｒｉｍｉｎｅｌｌｅ）。——２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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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Ｂ

《贝恩卡斯特尔、维特利希、蔡尔及周围地区公益周刊》

 —１８３５年６月１８日第１２期：（ＦｏｌｇｅｎｄｅＴｈａｔｓａｃｈｅｖｅｒｄｉｅｎｔ…）。——３８２。

 —１８３５年１２月３日第３６期：（ＺｕｍＳｃｈｌｕｓｓｅｄｅｒｖｅｒｓｃｈｉｅｄｅｎｅｎｍｅｒｋ－

ｗｕｒｄｉｇｅｎＢｅｒｉｃｈｔｅ…）。——３８２。

 —１８３６年４月１４日第１５期：（Ａｍ２６．［ｓｅｃｈｓｕｎｄｚｗａｎｚｉｇｓｔｅ］Ｍａｒｚｗｕｒｄｅｎ…

［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ｚａｕｓ：］Ｂｅｒｎｃａｓｔｅｌ，ｄｅｎ１２．Ａｐｒｉｌ１８３６．）。——３８２。

 —１８３７年１１月２３日第４７期：（ＥｉｎｅＷｉｔｔｗｅｚｕＧｒａａｃｈ…）。——３８２。

Ｄ

《杜塞尔多夫日报》

 —１８４３年１月５日第５号：（ＤａｓｕｎｂｅｄｉｎｇｔｅＶｅｒｂｏｔ…［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ｚａｕｓ：］

Ｂｅｒｌｉｎ，ｖｏｍ１．Ｊａｎｕａｒ．）。——３９８。

Ｆ

《法兰克福报》

 —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１９日第３４９号附刊：（ＥｒｆｒｅｕｌｉｃｈｉｓｔＳ，…［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ｚ

ａｕｓ：］Ｃｏｂｌｅｎｚ，１８．Ｄｅｃ．）。——３７０。

Ｋ

《科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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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１日第３１５号：（ＶｏｎｅｉｎｅｍｂｅｎａｃｈｂａｒｔｅｎＢｌａｔｔｅ…［Ｋｏ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ｅｎｚａｕｓ：］Ｋｏｌｎ，１０．Ｎｏｖ．）。——３０９—３１４。

 —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５日第３１９号：（Ｅｉｎｅ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ｅＣａｂｉｎｅｔｓｏｒｄｒｅ…［Ｋｏ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ｅｎｚａｕｓ：］Ｂｅｒｌｉｎ，１１．Ｎｏｖ．）。——３１８、９６１、９６７、９８０。

 —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２２日第３５６号：（ＤｉｅＲｅｄａｃｔｉｏｎｉｓｔ…［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ｚａｕｓ：］

Ｋｏｌｎ，２１．Ｄｅｃ．）。——４０７。

 —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３１日第３６５号：（Ｓｏｅｂｅｎｖｅｒｎｅｈｍｅｎｗｉｒ…［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ｚ

ａｕｓ：］Ｌｅｉｐｚｉｇ．２７．Ｄｅｃ．）。——３９６、３９８、４０４、４０５。

 —１８４３年１月１１日第１１号：（Ｄｉｅ“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ｉｎｄｅｔ…［Ｋｏ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ｅｎｚａｕｓ：］Ｋｏｌｎ，１０．Ｊａｎ．）。——４１１。

Ｌ

《莱茵—摩泽尔日报》

 —１８４３年１月６日第６号：（ＤａｓＶｅｒｂｏｔｄｅｒＬｅｉｐｚｉｇｅｒ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Ｚｅｉｔｕｎｇ…

［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ｚ：］ＶｏｍＲｈｅｉｎ，ｄｅｎ４．Ｊａｎｕａｒ．）。——４０１、４１５。

 —１８４３年１月１１日第１１号：（Ｄｉｅ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Ｎｏ．８ｈａｔｓｉｃｈ…［Ｋｏ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ｅｎｚａｕｓ：］Ｋｏｂｌｅｎｚ，ｄｅｎ１０，Ｊａｎ．）。——４１４—４１５、４２１—４２３。

 —１８４３年１月１５日第１５号：（Ｄｅｒ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ｄｉｅｎｅ…［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

ｄｅｎｚａｕｓ：］Ｋｏｂｌｅｎｚ，ｄｅｎ１３．Ｊａｎ．］。——４２１。

 —１８４３年３月８日第６７号：（Ｗｅｎｎｄｉｅｈａｕｆｉｇｅ…［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ｚ：］Ｖｏｍ

Ｒｈｅｉｎｅ，ｄｅｎ６．Ｍａｒｚ．）。——４３２—４３４、４４２。

Ｍ

《莱茵报》

 —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３日第３１７号：（ＤｉｅＡｂｓｐｅｒｒｕｎｇｖｏｎＡｎｚｅｉｇｅｎａｕｓｄｅｎ

ＢｌａｔｔｅｒｎｄｅｓＨｅｒｒｎｖｏｎＣｏｔｔａ．）。——３２５—３２７。

《曼海姆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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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１５日第２４３号：（Ｉｃｈｗａｒ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ｕｂｅｒｒａｓｃｈｔ…［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

ｄｅｎｚａｕｓ：］Ｐｆａｌｚ，１２．Ｏｋｔ．）。——２９７。

Ｘ

《戏剧节目。精神、情感和舆论杂谈》

 —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８日第３１８号：（ＤｅｒＤｉｃｈｔｅｒＧｅｏｒｇＨｅｒｗｅｇｈｂｅｆｉｎｄｅｔｓｉｃｈ

…）。——９４６。

Ｙ

《亚琛城日报》

 —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２２日第２９３号：（ＤｉｅＭａｎｎｈｅｉｍｅｒＡｂｅｎｄ－Ｚ［ｅｉ］ｔ［ｕｎ］ｇｅｎ－

ｔｈａｌｔ…［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ｚａｕｓ：］Ａａｃｈｅｎ，２２．Ｏｋｔ．）。——２９７、２９８。

Ｚ

《总汇报》

 —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１１日第２８４号：（Ａｍ５．［ｆｕｎｆｔｅｎ］Ｏｃｔ．ｓｔａｒｂ…［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

ｄｅｎｚａｕｓ：］Ｌｏｎｄｏｎ，５．Ｏｃｔ．）。——２９４。

文 学 著 作

Ａ

埃斯库罗斯《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２０、６６、１１、１２、５７。

奥柏《青铜马》。——９０９。

奥维狄乌斯·纳佐《爱经》。——７２１。

奥维狄乌斯·纳佐《变形记》。——７２２、８２３。

奥维狄乌斯·纳佐《哀歌》。——６９１、７０５、８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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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布瓦洛－德普雷奥《读经台》。——８２４。

Ｄ

德尔图良，昆·赛·弗·《论基督的肉体复活》。——２１４。

Ｆ

伏尔泰《终于得到解释的圣经》。——４１２。

伏尔泰《浪子》。——１１３。

Ｇ

歌德《浮士德》悲剧第１部。——７４２、７５２、８１７。

歌德《伊菲姬妮亚在陶里斯》。——１３９。

歌德《模仿和超过法尔科内》。——１４５。

歌德《列那狐》。——２６８。

歌德《总结》。——１１１。

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７４２、８１０。

格鲁克《阿尔米达》。——７８４。

戈尔德斯密，奥·《韦克菲尔德的乡村牧师》。——８１２。

Ｈ

荷马《伊利亚特》。——１９、６６。

霍夫曼，恩·泰·阿·《魔鬼的灵药》。——８２８。

Ｋ

克莱门斯（亚历山大里亚的）《地毯集》。——１９、６６、７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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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卢克莱修《物性论》。——３２—３３、３６、４３、４６、５０、６３、８１—８２、８４、８５—８８、９０—９３、

９７。

罗迪加斯特，赛·《上帝创造之物完美无比》。——７４２。

吕凯特，弗·《赛鲁支人阿卜宰德的变化或哈里里的木卡姆》。——１８６、１８７。

Ｍ

马尔施讷《汉斯·海林》。——９０９。

莫里哀《讨厌的人》。——４１１。

莫森《维罗纳会议》。——３２５、３２６。

莫森《伯恩哈德公爵》。——３２７。

Ｏ

欧塞比乌斯《福音之准备》。——２５、４０、６９、７１、８４、８６、８９。

Ｐ

普罗佩尔提乌斯《哀歌》。——９３７。

［普斯特库亨－格兰佐］《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７３９、９０７。

Ｓ

塞万提斯《唐·吉诃德》。——１２６、３００。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２３１、３１４。

莎士比亚《尤利乌斯·凯撒》。——４３２。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２５５、２８１。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４０９、４１３。

莎士比亚《李尔王》。——２１８—２１９、３２４、３２６、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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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理查三世》。——８０８。

莎士比亚《麦克佩斯》。——８２４。

莎士比亚《奥塞罗》。——３２３。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１４８。

莎士比亚《特洛埃勒斯与克蕾雪达》。——８０９。

斯特恩，劳·《特利斯屈兰·善第先生的生平和见解》。——１１２。

斯托贝，约·《自然的牧歌》。——２５、４７、７１、７３、７９、８０、８６、８８、８９、９１。

Ｔ

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４００。

Ｗ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１０７、８１７。

维兰德《新阿马迪斯》。——１２５。

乌兰德《复仇》。——１６６。

Ｘ

席勒《钟之歌》。——７３９。

席勒《论素扑的和伤感的诗》。——１１１。

席勒《华伦斯坦》。——７３９。

席勒《信仰的话》。——１４４。

Ｙ

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１５７。

Ｚ

扎勒特，弗·《俗人福音》。——４３８—４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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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４１２。

圣经——７４０。

《旧约》

 —次经·苏撒拿传。——７４７。

 —何西阿书。——１５４。

 —摩西一经《创世记》。——１８３、１８５、１９７。

 —摩西四经《民数记》。——７８６。

 —撒姆耳记上、下。——７３９。

 —以赛亚书。——９４４。

 —约书亚记。——２２７、８２１。

 —箴言。——８２７。

《新约》

 —哥林多前书。——２２４。

 —哥罗西书。——１９、６６。

 —路加福音。——３０２、７４７。

 —罗马人书。——２２６。

 —马可福音。——２２４、３０２。

 —马太福音。——１５４、２２４、３０１、８１７。

 —使徒行传。——６６、１９２。

 —约翰福音。——１５７、４４９—４５４、８０９。

 —约翰启示录。——８０８。

３３１１文 献 索 引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报 刊 索 引

Ａ

《埃尔伯费尔德日报》（Ｅｌｂｅｒｆｅｌｄ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７９０年创刊，

１８３４—１９０４年用这个名称出版，此后改名为《埃尔伯费尔德日报。联合总汇报

和地方报。（随送附刊）》（Ｅｌｂｅｒｆｅｌｄ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Ｖｅｒｅｉｎｉｇｔｅ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ｕｎｄＰｒｏｖｉｎｚｉ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ｎｅｂｓｔ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ｚｂｌａｔｔ］），继续出版至１９２６年；

１８３９—１８４３年主编是马丁·龙克尔，１８４４—１８６２年为伯·腊韦；１９世纪

３０—４０年代报纸持有福音教会正统派和保守派的观点。——３９８、４０１、９４６。

《〈埃尔伯费尔德日报〉附刊》（Ｅｌｂｅｒｆｅｌｄｅｒ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ｚｂｌａｔｔ）——见《埃尔伯费尔

德日报》。

《埃尔伯费尔德日报。联合总汇报和地方报。（随送附刊）》（Ｅｌｂｅｒｆｅｌｄ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

Ｖｅｒｅｉｎｉｇｔｅ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ｕｎｄＰｒｏｖｉｎｚｉａｌ－ Ｚｅｉｔｕｎｇ［ｎｅｂｓｔ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ｚｂｌａｔｔ］）——见《埃尔伯费尔德日报》。

《奥格斯堡报》（Ａｕｇｓｂｕｒｇ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见《总汇报》。

Ｂ

《贝恩卡斯特尔、维特利希、蔡尔及周围地区公益周刊》（Ｇｅｍｅｉｎｎüｔｚｉｇｅｓ

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ｆüｒｄｉｅＫｒｅｉｓｅＢｅｒｎｋａｓｔｅｌ，Ｗｉｔｔｌｉｃｈ，Ｚｅｌｌｕｎｄｄｉｅｕｍｌｉｅｇｅｎｄｅ

Ｇｅｇｅｎｄ）——德国的一家周刊，１８３５年起在贝恩卡斯特尔出版，主要报道当

地发生的事件。——３８２—３８３。

《辩论日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Ｄéｂａｔｅｓ）——见《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ＢｅｒｌｉｎｉｓｃｈｅＮａｃｈｒｉｃｈｔｅｎｖｏｎＳｔａａｔｓ－ｕｎｄ

ｇｅｌｅｈｒｔｅｎＳａｃｈｅｎ）——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７４０年由约·卡·施本纳创办，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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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４８年起被通称为《施本纳报》（Ｓｐｅｎｅｒ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从１８７２年起便正式以

这个名称出版；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为政府的半官方报纸。——１３６。

《柏林政治周刊》（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ｓ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 德国的一家周报，

１８３１—１８４１年在柏林出版，代表君主派的观点，对普鲁士的政治发展有影响，

曾得到皇太子弗里德里希－威廉的支持。——１５４、２２１、２９３。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ｉｒｔｅＢｅｒｌ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ｖｏｎＳｔａａｔｓ－ｕｎｄｇｅｌｅｈｒｔｅｎＳａｃｈｅｎ）——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８世纪初在柏林创

刊，１７５１年起因报纸所有人是克·弗·福斯而被称为《福斯报》（Ｖｏｓｓ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１９１１—１９３４年正式用这个名称出版；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初代表柏林资

产阶级温和自由派的观点。——１３６。

Ｄ

《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Ｈａｌｌ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ｆü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Ｋｕｎｓｔ）——青年黑格尔派的刊物，１８３８年１月—１８４１年６月以日报形

式在莱比锡出版，由阿·卢格和泰·埃希特迈尔负责编辑，简称《哈雷

年鉴》或《德国年鉴》；因在普鲁士受到禁止刊行的威胁，编辑部从哈

雷迁到萨克森的德累斯 顿，并更名为《德 国科 学和 艺术 年鉴》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ｆü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Ｋｕｎｓｔ），从１８４１年７月起由

阿·卢格负责编辑，继续出版；１８４３年１月３日被萨克森政府查封，并经联

邦议会决定在全国查禁。《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起初为文学哲学杂志，从

１８３９年底起逐步成为政治评论性刊物，该刊在１８３８—１８４１年还出版《哈雷年

鉴附刊》（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ｚｂｌａｔｔｚｕｄｅｎＨａｌｌｉｓｃｈｅｎＩ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ｎ），主要刊登新书文

告。——２２１。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ｆü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Ｋｕｎｓｔ）

——见《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德国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见《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德意志帝国通报和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Ｒｅｉｃｈｓ－Ａｎｚｅｉｇｅｒｕｎｄ

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ｚｅｉｇｅｒ）——见《普鲁士国家总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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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总汇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见《莱比锡总汇报》。

《杜塞尔多夫日报》（Ｄｕｓｓｅｌｄｏｒｆ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７４５年创刊，

１８２６—１９２６年用这个名称出版；１９世纪４０—６０年代奉行温和自由主义方

针。——１８８、１８９、１９３、１９５—２２０、３９８。

Ｆ

《法兰克福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６６５年左右在美因

河畔法兰克福创刊，１６８４—１９０３年用这个名称出版；１８２３—１９０３年每日出版

文学附刊《戏剧节目。精神、情感和舆论杂谈》（Ｄｉｄａｓｋａｌｉａ．ＢｌａｔｔｅｒｆｕｒＧｅｉｓｔ，

ＧｅｍｕｔｈｕｎｄＰｕｂｌｉｚｉｔａｔ）；１９世纪４０年代报纸具有温和自由派的倾向；１８４２—

１８４３年曾多次转载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的文章。——３７０、９４６。

《福斯报》（Ｖｏｓｓ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见《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

Ｇ

《公益周刊》（Ｇｅｍｅｉｎｎｕｔｚｉｇｅｓ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见《贝恩卡斯特尔、维特利希、

蔡尔及周围地区公益周刊》。

《国家报》（Ｓｔａａｔｓ－Ｚｅｉｔｕｎｇ）——见《普鲁士国家总汇报》。

《国民报》（ＬｅＮａｔｉｏｎａ！）——法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３０年由路·阿·梯也尔、弗·

奥·玛·米涅和阿·卡尔在巴黎创刊；１８３４—１８４８年用《１８３４年国民报》（Ｌ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１８３４）的名称出版；４０年代是温和的共和党的机关报；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聚集在报纸周围的有阿·马拉斯特、路·安·加尔涅－帕热

斯和路·欧·卡芬雅克等资产阶级共和党人；１８５１年停刊。——２５６。

Ｈ

《哈雷年鉴》（Ｈａｌｌ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见《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哈雷年鉴附刊》（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ｚｂｌａｔｔｚｕｄｅｎＨａｌｌｉｓｃｈｅｎ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ｅｒｎ）——见《德国

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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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ＳｔａａｔｓｕｎｄＧｅｌｅｈｒｔ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ｄｅｓＨａｍｂｕｒｇｉ－

ｓｃｈｅｎｕｎｐａｒｔｈｅｉｉｓｃｈｅｎ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ｅｎ）——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７３１—１８６８

年 用 这 个 名 称 出 版，１８６９—１９２３ 年 用《汉 堡 记 者》（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的名称出版，１９世纪４０年代是保守派的机关报，曾详细报道

为反对查禁《莱茵报》而采取的措施。——２２１、４０１。

《汉堡记者》（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见《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

报》。

《黄蜂》（ＬｅｓＧｕｅｐｅｓ）——法国的一家讽刺杂志，１８３９—１８４９年在巴黎出版，起

初每月出一次，后改为不定期出版，主编是阿·卡尔。——４０１。

Ｋ

《科布伦茨王国行政区政府公报》（Ａｍｔｓ－ＢｌａｔｔｄｅｒＫｏｎｉｇｌ．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ｚｕ

Ｃｏｂｌｅｎｚ）——德国的一家周报，科布伦茨王国行政区政府机关报；１８１６年起

在科布伦茨出版。——３６１、３８８。

《科隆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７世纪创刊，１８０２—

１９４５年用这个名称出版；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初代表温和自由派的观点，对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反对派持批判态度，维护莱茵地区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科隆教

会争论中代表天主教会的利益；《莱茵报》被查封后，成为莱茵地区资产阶级

自由派的主要机关报；１８３１年起出版者是杜蒙，１８４２年报纸的政治编辑是海

尔梅斯。——２０６—２０８、２１８、２２１、２２８、２３６、３０７、３０９—３１５、３１８、３２０、３２１、３９６、

３９８、３９９、４０４—４０８、４１１—４１２、４３８、９５１。

《柯尼斯堡哈通报》（ＫｏｎｉｇｓｂｅｒｇｅｒＨａｒｔｕｎｇ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见《普鲁士王国国

家、军事和和平日报》。

《柯尼斯堡日报》（Ｋｏｎｉｇｓｂｅｒｇ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见《普鲁士王国国家、军事和和平

日报》。

《柯尼斯堡总汇报》（Ｋｏｎｉｇｂｅｒｇｅｒ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的一家日报，半

官方报纸；１８４３—１８４５年在柯尼斯堡出版。——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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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莱比锡总汇报》（Ｌｅｉｐｚｉｇｅｒ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３７年

创刊，代表自由派的观点，特别是到１８４２年初，报纸成了自由主义反对派的

喉舌，１８４２年１１月起，在古·尤利乌斯领导的编辑部影响下，日益尖锐地抨

击普鲁士，因而于１８４３年１月被禁止在普鲁士境内出版；报纸曾公开发表马

克思对它被查禁的态度，并详细报道了为反对《莱茵报》被查封而采取的各种

措施；１８４３年６月底，布罗克豪斯出版社通过改组编辑部，调整出版方针和更

换报名，而获得报纸在普鲁士境内重新出版的许可；报纸用《德意志总汇报》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这个名称一直出版到１８７９年；报纸在１８４８年

夏天以前坚持保守方针，以后采取自由主义方针。——３５１—３５３、３９６、３９８—

４０４、４１３—４１７、４２２、９８７。

《莱茵报》（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见《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莱茵科学、文学和艺术论丛》（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Ｂｌａｔｔｅｒｆ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

ｕｎｄＫｕｎｓｔ）——《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的附刊。——９７３。

《莱茵—摩泽尔日报》（Ｒｈｅｉｎ－ｕｎｄＭｏｓｅｌ－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的一家日报，

１８３１—１８５０年在科布伦茨出版；报纸有时代表温和自由派的观点，１８４３年初

起 成为政治天主教的报纸。——３８９、４００、４０２、４１１、４１３—４２３、４３２—

４４４。     

《莱茵人民报》（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ｓＶｏｌｋｓｂｌａｔｔ）——德国的一家文学报，１８３６—１８４１年

在科隆出版，１８４０年起作为《莱茵总汇报》（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的附刊出版。——９５３、９７２。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

Ｇｅｗｅｒｂｅ）——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１８４２年１月１日—

１８４３年３月３１日在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在科隆出版；１８４２年４月

起马克思为报纸撰稿，同年１０月马克思成为报纸编辑；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

间，报纸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并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反对派报纸

之一；１８４３年４月１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２０３、２１９、２２７、２４０、２９１、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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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５、２９７—２９８、３０５—３０６、３１２—３１５、３１７、３２０、３２１、３２３、３２４、３２６—３２８、３４６、

３５５—３６０、３６２、３９８、３９９、４０４—４０６、４０８、４１１—４１３、４２１、４２３—４３２、４４２—４４５、

９４７、９４９—９８１、９８３—９８９、９９２、９９４、９９６。

《莱茵总汇报》（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４０年

１０月—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８日由伯·腊韦和约·威·狄茨在科隆出版；后来把自

己的出版许可证转让给了莱茵报社。——９５３、９７２。

Ｍ

《曼海姆晚报》（ＭａｎｈｅｉｍｅｒＡｂｅｎｄ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的一家报纸，由卡·格律恩

创办，１８４２—１８４９年在曼海姆出版，每日出一次；在卡·格律恩和卡·路·贝

尔奈斯领导下代表民主主义观点；１８４２—１８４３年曾转载《莱茵报》上的几篇文

章并报道马克思对这些文章的积极肯定的态度；曾对查封《莱茵报》一事作出

强烈反应，并就《莱茵报》编辑部和马克思在该报的作用作过报道。——２９７—

２９８。

《靡菲斯特斐勒司。现代德意志简评》（Ｍｅｆｉｓｔｏｆｅｌｅｓ．Ｒｅｖｕｅ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Ｇｅｇｅｎ

ｗａｒｔｉｎＳｋｉｚｚｅｎｕｎｄＵｍｒｉｓｓｅｎ）——德国的一家杂志，１８４２—１８４４年先后在

莱比锡、明斯特和卡塞尔出版，共出５期；主编是自由派新闻工作者弗·施泰

因曼。——２９１。

《慕尼黑历史政治论丛》（Ｍｕｎｃｈｅｎｅｒ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Ｂｌａｔｔｅｒ）——见《天

主教德国历史政治论丛》。

Ｐ

《普鲁士国家报》（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ＳｔａａｔｓＺｅｉｔｕｎｇ）——见《普鲁士国家总汇报》。

《普鲁士国家通报》（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ｚｅｉｇｅｒ）——见《普鲁士国家总汇

报》。

《普鲁士国家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Ｓｔａａｔｓ－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的一家

日报，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报纸，１８１９年１月２日—１８４３年６月３０日在柏林出

版；１８４３年７月１日—１８４８年４月３０日用《普鲁士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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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的名称出版，１８４８年５月１日—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改名

为《普鲁士国家通报》（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ｚｅｉｇｅｒ）；１８７１年５月４日起成

为德意志帝国政府的官方报纸，并更名为《德意志帝国通报和普鲁士王国国

家通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Ｒｅｉｃｈｓ－Ａｎｚｅｉｇｅｒｕｎｄ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ｒＳｔａａｔｓ－

Ａｎｚｅｉｇｅｒ），１９１７年停刊。——１３６、１３９—１４４、２８９、３９６、４０２、４２５、９６４。

《普鲁士王国国家、军事和和平日报》（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Ｓｔａａｔｓ－ｕｎｄ

Ｆｒｉｅｄｅｎｓ－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７世纪在柯尼斯堡创刊；１７５２—

１８５０年用这个名称出版，人称《柯尼斯堡日报》（Ｋｏｎｉｇｓｂｅｒｇ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１８５０

年改名为《柯尼斯堡哈通报》（ＫｏｎｉｇｓｂｅｒｇｅｒＨａｒｔｕｎｇ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１８４２—

１８４３年２月报纸深受约·雅科比的影响，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反对派的喉

舌；曾转载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的几篇文章，并详细报道《莱茵报》被查封

的经过。——２２７。

《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ｚｅｉｇｅｒ）——见《普鲁

士国家总汇报》。

《普鲁士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见《普鲁士国家总汇报》。

Ｓ

《施本纳报》（Ｓｐｅｎｅｒ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见《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

Ｔ

《特里尔日报》（Ｔｒｉｅｒ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７５７年在特里尔创

刊，１８１５—１９１９年用这个名称出版；１８４２年起报纸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

观点，特别是深受亨·贝特齐希的影响；４０年代中开始接受“真正的”社会主

义者的影响；１８４２—１８４３年曾转载《莱茵报》上马克思的几篇文章，全面支持

《摩泽尔河记者的辩护》，反对查封《莱茵报》。——４３１、４３８、４３９。

《特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通报》（Ｍｉｔｔｈｅｉｌｕｎｇｄｅｓ

Ｖｅｒｅｉｎｓｚｕｒ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ｄｅｒＷｅｉ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ｎＭｏｓｅｌｕｎｄＳａａｒｚｕＴｒｉｅｒ）——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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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家杂志，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机关报，１８３７—１８４３年在特里尔出版，共出

５期；其宗旨是确定并推广葡萄种植业的改进措施。——３６４—３７１、３７５。

《天主教德国历史政治论丛》（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ＢｌａｔｔｅｒｆｕｒｄａｓＫａｔｈｏｌｉ

ｓｃｈ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德国教权派的杂志，１８３８—１９２３年由格·哥雷斯和格

·菲力浦在慕尼黑出版，简称《慕尼黑政治论丛》（Ｍｕｎｃｈｅｎ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

Ｂｌａｔｔｅｒ）；天主教会的喉舌，维护保守派观点；１９世纪３０—４０年代反对在普鲁

士占统治地位的新教；１８３９—１８４８年被禁止在普鲁士境内出版。——４０１、

４１３—４１５、４１２—４２３。

Ｗ

《文学和美术报》（Ｂｌａｔｔｅｒｆüｒ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ｕｎｄｂｉｌｄｅｎｄｅＫｕｎｓｔ）——见《晚报》。

《晚报》（Ａｂｅｎｄ－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的一家消遣文艺报，１８０５—１８０６、１８１７—

１８５７年在德累斯顿出版；１８１７—１８４３年由卡·哥·泰·温克勒化名泰奥多

尔·赫尔（１８２６年以前同弗·金德一起）编辑出版，主要刊登无名作者的肤浅

的消遣文艺作品；１８３６—１８４３年还每周出版两期附刊《文学和美术报》（Ｂｌａｔ

ｔｅｒｆｕｒ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ｕｎｄｂｉｌｄｅｎｄｅＫｕｎｓｔ）。——１４９。

Ｘ

《戏剧节目。精神、情感和舆论杂谈》（Ｄｉｄａｓｋａｌｉａ．ＢｌａｔｔｅｒｆüｒＧｅｉｓｔ，Ｇｅｍüｔｈｕｎｄ

Ｐｕｂｌｉｚｉｔａｔ）——见《法兰克福报》。

《新语文学和教育学年鉴》（Ｎｅｕ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ｆüｒ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ｅｕｎｄＰａｅｄａｇｏｇｉｋ）

——见《语文学和教育学文库》。

Ｙ

《亚琛城日报》（ＳｔａｄｔＡａｃｈｅｎ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１６—１８４８年用

这个名称出版，此后改名为《亚琛日报》（Ａａｃｈｅｎ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１８６８年停刊；４０

年代报纸深受大·汉泽曼的影响，主要代表莱茵省资产阶级的利益。——

１４１１报 刊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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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７—２９８。

《亚琛日报》（Ａａｃｈｅｎ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见《亚琛城日报》。

《１８３４年国民报》（Ｌ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１８３４）——见《国民报》。

《语文学和教育学文库》（ＡｒｃｈｉｖｆｕｒＰｈｉ１ｏｌｏｇｉｅｕｎｄＰａｅｄａｇｏｇｉｋ）——德国的一

家杂志，１８３１—１８５５年作为《新语文学和教育学年鉴》（Ｎｅｕｅ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ｅｒｆｕｒ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ｅｕｎｄＰａｅｄａｇｏｇｉｋ）的附刊在莱比锡出版；出版者是哥·泽博德、约·

克·雅恩和莱·克洛茨。——３１、８１。

Ｚ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Ｄéｂａ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ｅｔ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ｓ）——法国的

一家日报，１７８９年在巴黎创刊，１８１４年起用这个名称出版；七月王朝时期为

政府的官方报纸；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支持反革命；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

变后为温和的奥尔良反对派的机关报；７０—８０年代报纸具有保守倾向。——

１４２。

《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７９８年由约·弗·科塔

创办，由科塔出版社先后在蒂宾根、乌尔姆和斯图加特出版，１８１０—１８８２年在

奥格斯堡出版；基本上持保守派的观点，但温和的自由派的观点也常见于报

端；特别是三月革命以前，报纸是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喉舌；５０—６０年代

支持在奥地利霸权下统一德国的计划。——１４２、２２１、２９１—２９２、２９４、２９８、

３２３—３３０、３３８、３５５、４００、４０４、４０９—４１０。

２４１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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