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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

文第二版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

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共

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苏联国家政治

书籍出版局于１９５５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译

校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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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收集了他们在１８４４年９月至１８４６

年２月这一时期的著作。

１８４４年８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见；这次会见奠定了

他们在理论工作和实际革命活动的各个方面进行创造性合作的基

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到这时已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

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收入本卷的著作反映了他们革

命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进一步形成的过程。

本卷开头是卡·马克思和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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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

伴”。在这部论战性的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战斗的唯物主义

者的姿态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主义观点进行了致命的批判。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也批判了黑格尔本人的唯心主义哲学。他们

对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的东西做了公正的评价，同时也批判了

它的神秘部分。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重要原理都在“神圣家

族”一书中得到了阐述。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已经接触到生产方

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驳斥过去占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点时证

明：先进的思想本身只能使社会超出旧制度的思想范围，“为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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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见本卷第１５２页）。在“神圣家

族”中所提出的关于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原理有

巨大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社会中发生的变革愈深入愈广

泛，完成这一变革的群众也就愈众多。列宁特别强调这个思想的意

义，他认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

在“神圣家族”中还包含着几乎已经形成的关于无产阶级的

世界历史使命的观点；无产阶级由于自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处

的地位，它“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并且消灭资产阶级社

会的一切惨无人道的生活条件，因为无产阶级“不是白白地经受

了劳动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的。问题不在于

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

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

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第４５页）。

“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有着巨大的意义；马克

思在这一节中概述了西欧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发展，同时指出，共

产主义是唯物主义哲学的逻辑结论。

“神圣家族”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受了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

点的影响，费尔巴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

过渡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同时这部著作中已经含有１８４５年春马克

思在“费尔巴哈论提纲”中批判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的、直观的唯

物主义时所持的某些论点。后来恩格斯在确定“神圣家族”一书在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所占的地位时写道：“人们应该以关于现实的

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对抽象的人的崇拜，代替费尔巴哈

新宗教的核心。越出费尔巴哈哲学的范围，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的

观点，这一工作是由马克思于１８４５年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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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弗·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在“神圣家族”一书

中也得到了表述。马克思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他根据私有制

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这一点论证了共产主义

胜利的客观必然性。

弗·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也收在本卷中；列

宁认为这部著作是世界社会主义文献中最优秀的著作之一。正如

本书作者后来指出的，这是一部早期的作品，它反映着马克思主

义形成过程初期的一个阶段。恩格斯研究了英国的经济制度和政

治制度，并以这个当时最发达的国家为例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

一系列的规律。他揭明了引起工厂无产阶级出现的产业革命的全

部奥秘，并且强调指出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恩格

斯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失业者的产业后备军的形成，周期

性经济危机的不断重复以及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而对工人阶

级和劳动群众剥削的日益加强等都是不可避免的。用列宁的话来

说，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对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一份义正辞

严的控诉书”。恩格斯一方面描写了英国工人的难以忍受的生活状

况和劳动条件，同时指出无产阶级所处的这种地位必然会推动它

去为自身的解放，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恩格斯认为无产

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他批判了英国欧文派社

会主义者鼓吹博爱，宣扬友好的做法。恩格斯在总结英国工人运

动的经验时得出结论说：诚然进行罢工和成立工会是组织和教育

工人阶级的有效手段，但是二者毕竟无力把他们从雇佣奴隶制中

解放出来。恩格斯对宪章运动有很高的评价，说它是无产阶级的

第一次独立的政治运动，但是同时又批评宪章主义者目标狭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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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原理：宪章运动必须和社会主义结

合起来。

载入本卷的弗·恩格斯的两篇文章“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

进展”和“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也是很有意义的，虽然在这两篇

文章中还有费尔巴哈哲学伦理学观点的影响的痕迹。这两篇文章

包含着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事迹的一些重要资料，并且反映

出恩格斯在１８４４年至１８４５年的冬天在莱茵省所进行的巨大的宣

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列宁在描述恩格斯这时进行活动的环境时写

道，同情共产主义思想是当时德国反政府情绪的表现方式，因此，

在参加运动的人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实际上都是好心善意的资

产者。“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在无数的似是而非的社会主义思潮

和派别当中，恩格斯终于能够为自己打通一条走向无产阶级社会

主义的道路……”（“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十九卷第５０５页）

１８４５年４月恩格斯迁居布鲁塞尔以后，马克思主义的这两位

创始人继续共同探讨他们的新的观点，同时设法在报刊上宣传这

些观点，并同国际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的代表建立联系。

１８４５年９月弗·恩格斯写“最近发生的莱比锡大屠杀。——德国

工人运动”一文；恩格斯从这篇文章起开始系统地为英国宪章派

的机关报“北极星报”撰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５年夏天旅居

英国期间和宪章派中的革命派建立了巩固的联系。

弗·恩格斯为这家报纸写了一系列题为“德国状况”的论文，

在这些文章中他分析了德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指出了１８世纪末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对德国发展的影响。恩格斯在这里作为一个为争

取统一民主的德国而奋斗的坚定战士，抨击德意志各邦的、首先

是普鲁士的反动制度，痛斥军阀官僚的飞扬跋扈，大小王公的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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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暴戾。同时恩格斯还揭露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阶级本质，尖

锐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恩格斯在给“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写的前言和结束语中，对

傅立叶做了评价，认为他是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杰出的代表人

物之一。弗·恩格斯在他的文章“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

会”中宣布各国无产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并且揭穿了资产阶级的

世界主义。这两篇文章以及卡·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１月１８日的“声

明”都很重要，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创始人在报刊上初次发

表的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言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

庸俗的冒牌的社会主义观点是德国革命无产阶级民主运动发展的

严重障碍。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给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基础，于

１８４６年１月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共产主义联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

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来团结德国的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的共

产主义者以及先进工人，并且同工人运动中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流

派作斗争。

收入全集第二卷的是马克思主义尚未最后形成时期的著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用的术语也说明了这一点。科学的马克思

主义的术语是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逐渐

制定逐渐精确化的。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第 二 卷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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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和

弗·恩 格 斯
１８４４年９月—１８４６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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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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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著

——

神 圣 家 族 ，

或

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４年９月—１１月

１８４５年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

以单行本出版。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卡 尔 · 马 克 思
合著

按１８４５年版原文刊印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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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圣家族”一书的书名，本来是意大利著名画家安得列阿·曼泰尼雅

（Ａｎｄｒｅａ Ｍａｎｔｅｇｎａ，１４３１—１５０６）一幅名画的题目，画中的人物是圣母

马利亚抱着圣婴耶稣，旁边有马利亚的丈夫圣约瑟，有圣以利沙伯、圣

约翰、圣亚拿以及一些天使和神甫。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借用这个题名

来讽喻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一伙的。他们把布·鲍威尔比作天父的

独生子耶稣，把其他几个伙伴比作他的门徒。这些人妄自尊大，自以为

超乎群众之上，以为他们的话就是天经地义，不容争辩，正像耶稣在人

们中传道一样。这幅画的名称本来应该译为“圣家族”或“圣家”，但马

克思恩格斯的这本著作过去一向译为“神圣家族”，已经通用，所以，我

们也就沿用了这个译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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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家族”一书第一版的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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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说来，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心

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它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

个体的人，并且同福音传播者一道教诲说：“精神创造众生，肉体

则软弱无能。”显而易见，这种超脱肉体的精神只是在自己的想像

中才具有精神力量。鲍威尔的批判中为我们所驳斥的东西，正是

以漫画的形式再现出来的思辨。我们认为这种思辨是基督教德意

志原则的最完备的表现，这种原则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变“批

判”本身为某种超经验的力量的办法使自己得以确立。

我们的叙述主要是针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文学总汇报”２（我

们手边有该杂志的前八期），因为在该报中鲍威尔的批判以及整个

德国思辨的全部谰言达到了顶点。批判的批判（即“文学报”的

批判）愈是用哲学把现实歪曲得令人捧腹，那就对我们愈有教益。

法赫尔和施里加二人便是例子。对“文学报”所暴露的材料加以

考察，就能帮助广大读者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这也就是我们写

作本书的目的。

我们的叙述方法自然要取决于对象本身的性质。批判的批判

在各方面都低于德国的理论发展水平。因此，假如我们在这里没

有进而对这一发展本身加以探讨，那是由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的

本质所致。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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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批判的批判使我们不得不用现在所达到的成果本身来

同它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因此，我们先发表这部论战性的著作，再各自分头在自己的

著作里叙述自己的肯定的观点，以及对现代哲学和社会学的肯定

的见解。

恩格斯、马克思

１８４４年９月于巴黎

８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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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以订书匠的姿态出现的批判的批判或

赖哈特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批判的批判虽然认为自己是多么地超出群众，但它仍然万分

怜悯群众。所以批判爱群众，甚至将它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

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批判的永生。批判本身变成了群众，置

身于我们中间，于是我们也看到了它的伟大——像天父的独生子

一样的伟大。这就是说，批判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批判，并且谈起

“关于赤贫化的论文”３来了。它丝毫不觉得将自己比做上帝有什么

亵渎的地方：它已经下凡，变成了订书匠，并且竟然降低自己的

身分去胡言乱语，用外国话批判地胡言乱语。它纯洁得犹如蓝天，

犹如处女，一看到罪孽深重的害麻疯病的群众就吓得心惊肉跳，但

它还是克制住自己，研究了“波特兹” 的著作和“关于赤贫化的

一切原著”，而且“多年来一直密切注视着时代的弊病”。它不愿

意为博学的专家们写作，而要为广大的读者习作，并且要清除一

切古怪的语句、所有的“天书词句和所有的行话”——它是要从

别人的著作里清除所有这一切，因为假如希望批判本身服从“这

种行政的规定”，那这要求未免太过分了。但是就在这一点上它还

是做了一些的。它极其轻巧地摈弃了这些字的内容，虽然并没有

   为赖哈特所歪曲的查理·狄更斯的笔名“波兹”的拼法。——编者注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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摈弃这些字本身。这样，谁还敢指责它搬用“一大堆不可理解的

外国字”呢？即使它已经用它的一贯的表现宣告这些字对它自己

来说也是不可理解的。

下面就是这种一贯表现的若干例子：

“因此，贫困制度①是他们恐惧的对象。”

“人类思想②的每个活动在其中都成为洛特太太的形象③的责任感学

说。”

“在这个真正充满信心的艺术建筑④的拱顶石上。”

“这就是施泰因这位伟大的国家要人早在引退之前就交给了政府和它的

一切著作⑤的政治遗嘱的主要内容。”

“当时这一民族对如此广泛的自由还没有任何测定⑥。”

“在他的政论文章的结尾几行中确有把握地谈判道⑦：所缺乏的只是信

任。”

“对最高国家的、不愧为真正男子汉的、超绝于成规和怯懦的、在历史中

受到教育的和用他国的公众政治生活的活生生的直观培养起来的理智。”

“全民福利的教育。”

“在当局的监督下，自由长眠在各族人民的普鲁士使命的胸堂里⑧。”

“人民机体的⑨政论文章。”

“对人民，甚至勃律盖曼先生也要把他的成年洗礼证书 交给他们。”

０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原文是ＴａｕｆｚｅｕｇｎｉｓｓｅｉｎｅｒＭüｎｄｉｇｋｅｉｔ。——译者注

原文是Ｖｏｌｋｓｏｒｇａｎｉｓｃｈｅ。——译者注

原文是ｉｎｄｅｒＢｒｕｓｔｄｅｓ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Ｖｏｌｋｅｒｂｅｒｕｆｓ。——译者注

原文是ｐａｒｌａｍｅｎｔｉｅｒｔ。——译者注

原文是ｎｏｃｈｋｅｉ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ｅｎ。——译者注

原文是ｕｎｄａｌｌｅｎｉｈｒｅｎＡｂ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译者注

原文是ｇｅｓｉｎｎｕｎｇｓｒｅｉｃｈｅｎＫｕｎｓｔｇｅｂａｕｄｅｓ。——译者注

原文是ｚｕｍＡｂｂｉｌｄｖｏｎＬｏｔｓＷｅｉｂｗｉｒｄ。——译者注

原文是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ｇｅｄａｎｋｅｎｓ。——译者注

原文是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ｎｄｅｓＢｅｔｔｌｅｒｔｕｍｓ。——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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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门研究人民特殊使命的著作中所陈述的其他规定性①所发生的矛

盾是相当尖锐的。”

“丑恶的贪婪心会很快打破一切民族意志的幻想②。”

“渴望暴富等等的心情就是那种始终贯串在复辟时期中的精神，这种精

神带着相当数量的漠不关心归附于③新的时代。”

“农业的普鲁士民族④对政治意义所固有的糊涂观念是基于对伟大历史

的回忆⑤。”

“反感消失了并转入了十分兴奋的状态。”

“在这种惊人的转变中，每个人都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远景

中的特殊愿望⑥。”

“使用涂了圣油的所罗门语言的教义问答，它的话语像鸽子一样，噗喳！

噗喳！慢慢地飞上感染力和雷鸣般的外貌⑦的境界。”

“三十五年的忽视的整个艺术涉猎⑧。”

“假如宾达对１８０８年的城市章程的看法没有关于城市章程的本质和实

施的概念的穆斯林倾向的⑨缺点，那末就能够用我们的代表所特有的那种心

平气和的精神去接受以前的一个城市统治者加于市民头上的过分刺耳的怒

喝 。”

处处和赖哈特先生的文风上的勇敢相吻合的，是思路本身的

勇敢。他的思路是这样的：

１１神 圣 家 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原文是ｇｒｅｌｌｅＶｅｒｄｏｎｎｅｒｎ。——译者注

原文是ｍｏｓｌｅｍ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Ａｆｆｅｋｔｉｏｎ。——译者注

原文是ＤｉｌｅｔｔａｎｔｉｓｍｕｓｅｉｎｅｒｆüｎｆｕｎｄｄｒｅｉβｉｇｊａｈｒｉｇｅｎＶｅｒｎａｃｈｌａｓｓｉｇｕｎｇ。——

译者注

原文是ｄｏｎｎｅｒａｈｎｌｉｃｈｅｒＡｓｐｅｋｔｅｎ。——译者注

原文是ｓｔｅｌｌｔｅ…ＷｕｎｓｃｈｉｎＡｕｓｓｉｃｈｔ。——译者注

原文是ｒｕｈｔａｕｆｄｅｍＧｅｄａｃｈｔｎｉｓｅｉｎｅｒｇｒｏβｅｎ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译者注

原文是ｌａｎｄｍａｎ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ａｔ。——译者注

原文是ｅｉｎｅｒｚｉｅｍｌｉｃｈｅｎ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ｓ…ａｎｓｃｈｌｏβ。——译者注

原文是Ｓｃｈｉｍａｒｅｎ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ｉｌｌｅｎｓ。——译者注

原文是Ｂｅｓｔｉｍｍｔｈｅｉｔｅｎ。——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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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律盖曼先生……１８４３年……国家学说……每个正直的人……我们

的社会主义者的伟大的谦逊……自然的奇迹……应该向德国提出的要求

……超自然的奇迹……亚伯拉罕①……费拉得尔菲亚……甘露……面包师

……但是因为我们谈到奇迹，所以拿破仑就会拿来……”等等。

看完上面这些例子，我们就不会再觉得奇怪，为什么批判的

批判还要向我们“解释”它自认为是“通俗化的表现方法”的那

种说法。因为它“用能够透视混乱的有机力量来武装自己的双

眼”。而在这里应当提醒一句，这样一来，甚至“通俗化的表现方

法”对批判的批判说来也不能是不可理解的了。它懂得，假如踏

上文学家道路的主体没有足够的力量把这条路弄直，那这条路就

必然还是弯曲的；所以它也就很自然地把“数学演算”强加在作

家的头上了。

不言而喻，批判的批判之所以变成群众，并不是为了本身要

成为群众，而是为了使群众摆脱自己的群众的群众性，也就是说，

要把群众的通俗化的表现方法提升为批判的批判所使用的批判的

语言。历史证实一切不言而喻的事情，同样也证实了这一点。如

果批判掌握通俗化的群众语言，并把这种粗野的俚语改造成批判

的批判的辩证法所具有的莫测高深的词句，那末这正说明批判把

自己的身分降低到了极点。

２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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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体现为《ＭＵＨＬＥＩＧＮＥＲ》４的批判的批判

或茹尔·法赫尔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批判在前面不顾自己的身分用外国话胡言乱语，从而给自我

意识大效其劳，同时用这种行动把世界从贫困中解救了出来；现

在，它又打算不顾自己的身分在实践和历史中胡言乱语了。它通

晓“英国的迫切问题”并给我们提供了真正批判的英国工业史概

要５。

自满自足、自圆其说和自成一家的批判当然不会承认历史的

真实的发展，因为这无异于承认卑贱的群众的全部群众的群众性，

而事实上这里所涉及的正是要使群众摆脱这种群众性。因此历史

将从它的群众性中解脱出来，而自由地处理自己的对象的批判又

向历史吆喝道：“你知道吗，你应当如此这般地产生！”批判的一

切法律都有溯及既往的力量，在批判的判决以前，历史完全不是

遵照批判的判决产生的。因此，群众的，即所谓真正的历史是和

“文学报”第７期第４页上开始发表的批判的历史大不相同的。

在群众的历史中，工厂出现以前是没有任何工厂城市的，可

是在儿子生父亲（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的批判的历史中，曼彻

斯特、波尔顿和普累斯顿在谁都还没有想到工厂以前就已经是繁

荣的工厂城市了。在真正的历史中，棉纺织业的发展主要是从哈

格里沃斯的珍妮纺纱机和阿克莱的纺纱机（水力纺纱机）运用到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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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上以后才开始的，而克伦普顿的骡机只不过是运用了阿克莱

发明的新原理来改进珍妮纺纱机而成的。但是批判的历史善于辨

别：它轻蔑地否认了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的片面性，并把骡

机誉为这两个极端的思辨的同一。实际上，随着水力纺纱机和骡

机的发明，立即有了在这些机器上运用水力的可能，但是批判的

批判却把那些被历史的粗笨的手撮合在一起的原则互相分割开

来，并把水力的这种运用当做一种完全特殊的东西归于较晚的时

代。实际上，蒸汽机的发明早于上述的一切发明，而在批判中，蒸

汽机被当成整个建筑物的顶点，因而在时间上是最晚的。

实际上，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的现代意义上的商务联系是

英国商品出口的结果，在批判中，商务联系却成了这种出口的原

因，而商务联系和出口这二者则是这两个城市成为近邻的结果。实

际上，从曼彻斯特运往大陆的所有的商品几乎都经过赫尔，在批

判中却认为是经过利物浦。

实际上，英国的工厂里存在着所有的工资等级，从１１ ２先令

到４０先令，甚至更多一些，在批判中却只有一种工资——１１先

令。实际上，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而在批判中却是机器代替了

思维。实际上，工人为了提高工资而实行的联合在英国是允许的，

在批判中，这种联合却是被禁止的，因为群众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都必须请求批判的允许。实际上，工厂劳动是极端折磨人的，并

且引起各种特殊的疾病（甚至有专门研究这些疾病的医学著作），

在批判中却说“过分的紧张不会妨碍劳动，因为出力的是机器”。

实际上，机器就是机器，在批判中，机器却有意志：机器不休息，

工人也不能休息，所以工人是受外来意志支配的。

但是这些还算不了什么。批判不满意英国的群众的政党；它

４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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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新的政党，创造了“工厂党”，为此，历史应对它表示感谢。

可是它把厂主和工厂工人混为群众的一团，——这点区区小事又

何足为怪呢！——并且武断地说，工厂工人不给反谷物法同盟６捐

献基金，并不像愚蠢的厂主所说的那样是出于恶意或是由于对宪

章主义的拥护，而只是由于贫穷。批判接着武断地说，一旦英国

的谷物法被废除，农业短工就一定会同意降低工资，但是，我们

敢于冒昧地指出，这个一贫如洗的阶级再也不会同意减少一文钱，

否则他们就会饿死。虽然愚蠢的非批判的英国法律注意到不使工

作超过十二小时，批判却武断地说，英国工厂里一天工作十六小

时。虽然非批判的群众的美国人、德国人和比利时人通过竞争渐

渐地一个又一个地夺去了英国人的市场，批判却武断地说，英国

仍旧应当成为全世界的大作坊。最后，批判武断地说，财产的集

中及其对劳动阶级所造成的后果，在英国无论是有产阶级或是无

产阶级都没有看出来，可是愚蠢的宪章派就认为他们对财产集中

的现象了解得非常透澈，社会主义者也认为他们早已详尽地描述

了这种后果，而且连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如卡莱尔、艾利生和

盖斯克尔）都可以用自己的著作来证明他们是了解这种现象的。

批判武断地说，艾释黎勋爵的十小时法案７是肤浅的中庸的措

施，而艾释黎勋爵本人则是“立宪活动的忠实的反映”，可是到现

在为止，厂主、宪章派、土地占有者（一句话，整个群众的英

国）都把这种措施看成彻底激进的原则的一种表现（诚然是极微

弱的表现），因为这种措施会破坏对外贸易的根基，并且会随之而

破坏工厂制度的根基，——更确切些说，不仅会破坏，而且会挖

它的老根。这一点批判的批判比谁都了解。批判知道，十小时工

作日的问题是在下院的一个什么“委员会”上讨论过，而非批判

５１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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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纸还竭力要使我们相信这一“委员会”就是下院本身，即

“全院委员会”，但是批判却非取消英国宪法的这种荒诞性不可。

批判的批判自己制造出自己的对立物即群众的愚蠢，同时也

制造出詹姆斯·格莱安爵士的愚蠢，它用批判地解释英语的方法

把非批判的内务大臣从来没有说过的话归之于这位大臣，而它之

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借格莱安的愚蠢来更加鲜明地衬托出自己的

聪明。批判宣称，格莱安曾说过不管工厂的机器每天工作十小时

或十二小时，工厂的机器大约可用十二年，所以十小时法案使资

本家不可能通过机器的工作在十二年里再生产出投入这些机器的

资本。批判接着就证明它替格莱安爵士捏造出来的结论是错误的，

因为机器每天少工作１ ６的时间，它的使用年限自然会延长。

尽管批判的批判对它自己的错误结论的这种指斥是完全正确

的：但是我们应当为詹姆斯·格莱安爵士主持公道，实际上他是

这样讲的：实行了十小时法案，机器就必然会按工作时间缩短的

比例加快速度（批判本身在第８期第３２页上也引证过这段话），在

这样的情况下机器的磨损时间仍然正好是十二年。这一点是不能

不承认的，更何况这种承认只是对“批判”的赞扬和歌颂，因为

正是批判本身不仅做出了错误的结论，并且接着又把它驳倒。批

判对待约翰·罗素勋爵却非常宽宏大量，它硬说这位勋爵有改变

国家制度的形式和选举制度的意图。由此我们必须做出结论：不

是批判生来就特别醉心于制造蠢事，就是约翰·罗素勋爵在最近

一周变成了批判的批判家。

批判发现：虽然有迹象表明“英国工人也注意工作时间的立

法限制”，但是他们对这一问题只表现了“部分的关心”，而实际

上工人为了要求实行十小时法案，在四、五月间曾一次又一次地

６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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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集会，一次又一次地请愿，工厂区的每一个角落都笼罩着一

种两年来从来没有过的激愤；批判还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卓越的、

前所未闻的发现：“乍看起来，废除谷物法会给工人带来更多的直

接的好处，所以在工人的大部分愿望得到满足从而实际证明废除

谷物法对工人毫无好处以前，工人一直都会把这些愿望寄托在废

除谷物法上面”，而实际上，工人在一切公众的集会中坚决地把主

张废除谷物法的人从讲坛上轰走，使反谷物法同盟不敢在英国的

任何一个工厂城市举行公众的集会，他们把反谷物法同盟看做唯

一的敌人，他们在讨论十小时工作日时，像在讨论类似的问题时

几乎经常有的现象一样得到托利党人的支持。批判正是在作出这

些发现的时候，它在制造蠢事方面才真正变得伟大起来。批判发

现：“工人仍被宪章运动的广泛的允诺所迷住”，而实际上宪章运

动正是工人的舆论的政治表现；批判在自己的绝对精神的深处看

出“两个集团即政治集团与土地和工厂所有者集团已经互不融合

和互不掩护”，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听到过，土地和工厂所

有者集团这两个私有者阶级虽然人数不多，政治权利也完全一样

（少数贵族除外），却具有这样广泛的性质，我们还没有听到过，实

际上作为政党的最彻底的表现和顶点的这一集团又是和政党集团

绝对同一的。批判能有这些发现真是妙不可言。批判硬说主张废

除谷物法的人不知道下面这个事实：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谷

物价格降低，工资也必然会降低，结果一切都仍旧和过去一样，而

事实上这些先生们是指望借助工资的这种显著降低和由此而来的

生产费用的减少来相应地扩大市场，可是这样一来就减少了工人

之间的竞争，因而工资和谷物的价格比较起来多少总比现在要高

一些。批判硬这样说算是妙极了。

７１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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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家式的陶醉中任意创造自己的对立物——胡言乱语

——的批判，也就是两年前叫喊“批判讲德语，神学讲拉丁语”８的

那个批判，现在它又学会了英语，把土地占有者叫做《Ｌａｎｄｅｉｇ－

ｎｅｒ》（ｌａｎｄｏｗｎｅｒｓ），把厂主叫做《Ｍüｈｌｅｉｇｎｅｒ》（ｍｉｌｌ－ｏｗｎｅｒｓ；英语

中的《ｍｉｌｌ》指的是一切用蒸气或水力发动机器的工厂），把工人叫

做“手”（ｈａｎｄｓ），用“干扰”（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来代替“干涉”，并且基于

对渗透了罪恶的群众性的英语的无比同情，竟然降低自己的身分

来改造英语和废除学究式的规则，按照这一规则，英国人总是把勋

爵士和从男爵的称号“爵士”冠在名的前面，而不冠在姓的前面。群

众说“爵士詹姆斯·格莱安”；而批判却说“爵士格莱安”。

批判着手改造英国的历史和英国的语言是从原则出发，而不

是轻率从事，关于这一点，读者现在可以从它对待瑙威尔克先生

的历史时所具有的那种彻底性中得到证明。

８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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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章

“批判的批判的彻底性”或

荣（荣格尼茨？）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９

  瑙威尔克先生和柏林大学哲学系的无比重要的争论，批判不

能置若罔闻。它本来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并且必然会把瑙威尔克

先生的命运拿来当做背景，以便把波恩的撤职事件１０衬托得更能

引人注意。因为批判已经惯于把波恩的这段历史看做当代的突出

事件，甚至写成了“批判的解职的哲学”，所以可以预料，它一定会

以同样的方式把柏林的“冲突”构成详细的哲学大纲。它ａｐｒｉｏｒｉ

〔先验地〕证明：这一切都必然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地发生。就是说，

它表明：

（１）为什么哲学系一定要和国家哲学家发生“冲突”，而不和

逻辑学家或形而上学者发生“冲突”；

（２）为什么这次冲突不可能像批判和神学在波恩的争斗那样

激烈和彻底；

（３）为什么这次冲突实际上是一件蠢事，既然批判在波恩的

冲突中已经穷尽了一切可能的原则和一切可能的内容，而且从那

时起，世界史只好变成批判的抄袭者了；

（４）为什么哲学系把对瑙威尔克先生的著作的攻击看成对自

己的攻击；

（５）为什么瑙威尔克先生除了自动离职就别无出路；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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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为什么哲学系不想背弃自己就一定得维护瑙威尔克先生；

（７）为什么“哲学系内部的纷争必然要表现在”哲学系同时

认为瑙威尔克和政府都对又都不对这一点上；

（８）为什么哲学系在瑙威尔克的著作中找不出他被撤职的根

据；

（９）什么东西使得整个判断都不明确；

（１０）为什么“作为科学机关（！）的”哲学系“认为自己（！）

有权利（！）观察事件的根源”；最后，

（１１）为什么哲学系仍然不愿意用瑙威尔克先生那样的方式从

事写作。

批判用四页的篇幅以罕有的彻底性分析了这些重要问题，同

时它运用黑格尔的逻辑来证明：为什么这一切正是这样发生，为

什么无论什么神都无法反对这一点。批判在另一个地方说，还没

有一个历史时代已经被认识；由于谦逊，它不便说它至少已经充

分认识了即使本身并不就是时代但是在它看来终归还是构成了时

代的它自己的冲突和瑙威尔克的冲突。

“扬弃了”自己的彻底性“因素”的批判的批判又变成了“认

识的宁静”。

０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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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体现为认识的宁静的批判的批判或

埃德加尔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１）弗洛拉·特莉斯坦的“工人联合会”１１

法国社会主义者肯定地说：工人制造一切，生产一切，但是他

们既没有权利，又没有财产，简单地说，一无所有。关于这一点，批

判通过体现了认识的宁静的埃德加尔先生的嘴作了如下的回答：

“为了创造一切，就需要某种比工人的意识更强有力的意识。上述论点只

有像下面这样倒过来讲才是正确的：工人什么东西也没有制造，所以他们也

就一无所有；他们之所以什么都没有制造，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始终是为了满

足他们自己的需要的某种单一的东西，是平凡的工作。”

在这里，批判达到了如此高度的抽象，以致于在它看来，只

有它自己的思想创造以及和任何现实都相矛盾的普遍性才是“某

种东西”，甚至就是“一切”。工人之所以什么都没有创造，是因

为他们所创造的仅仅是“单一的东西”，即可以感触到的、非精神

的和非批判的对象，这些对象中的任何一种都会使纯批判深恶痛

绝。凡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东西都是非批判的、群众的，因此，它

是“无”，只有批判的批判的理想的、虚幻的创造才是“一切”。

工人之所以什么都没有创造，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仅仅是为了

满足他们个人的需要的某种单一的东西，也就是因为在现代的世

界秩序下，各个单个的、互有内在联系的劳动部门是分隔开来的，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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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互相对立的，一句话，就是因为劳动没有组织起来。批判

本身所提出的论点，如果从唯一可能的合理的意义上来加以说明，

就是要求劳动有组织。弗洛拉·特莉斯坦（分析她的著作就可以

发现这种伟大的论点）也有同样的要求，而且由于她竟敢走在批

判的批判的前头，遭到了后者的极端的鄙视。“工人什么都没有创

造。”要是撇开单个工人不能生产任何完整的东西这一事实（这是

不言而喻的）不谈的话，这种论点简直就是疯话。批判的批判什

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

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就很好地证明了

这一点。工人甚至创造了人，批判家却永远是不通人性的人〔Ｕｎ

ｍｅｎｓｃｈ〕，然而，他的确对于自己是一个批判的批判家这一点感到

一种内心的满足。

“弗洛拉·特莉斯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妇女的教条主义的例子，这种教

条主义离开公式就寸步难行，并且还用现存事物的范畴来制定公式。”

批判所做的，仅仅是“用现存事物的范畴来制定公式”，也就

是用现存的黑格尔哲学和现存的社会意向来制定公式。公式除了

公式便什么也没有。而且尽管批判在竭力抨击教条主义，但是它

还是宣告自己是教条主义，而且是妇女的教条主义。它是一个老

太婆，而且将来仍然是一个老太婆；它是年老色衰、孀居无靠的

黑格尔哲学。这个哲学搽胭抹粉，把她那干瘪得令人厌恶的抽象

的身体打扮起来，在德国的各个角落如饥似渴地物色求婚者。

（２）贝罗论娼妓问题

埃德加尔先生曾一度降低身分来过问社会问题，他认为自己

２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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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责任干预“淫乱的关系”。（第５斯第２６页）

他批评巴黎的一位警官贝罗所著的关于娼妓制度的书，因为

“贝罗在考察娼妓对社会的关系时”所持的“观点”使他感到不安。

“认识的宁静”对于警察正是从警察的观点来考察问题这一点感到

惊讶，而且它要使群众了解这一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可是它却不

让人了解它自己的观点。十分明显！当批判跟娼妓在一起鬼混的

时候，是不能要求它在公众面前做到这一点的。

（３）爱  情

为了达到完美的“认识的宁静”，批判的批判首先必须竭力摆

脱爱情。爱情是一种情欲，而对认识的宁静说来，再没有比情欲

更危险的东西了。所以，埃德加尔先生正在借冯·帕尔佐夫夫人

的小说（他保证说：这些小说“他已彻底研究过”）来克服“被称

为爱情的那种幼稚行为”。爱情是灾祸，是妖魔，它激起批判的批

判的仇恨、愤怒以至癫疯。

“爱情……是一个凶神。她像所有的神一样，要支配整个的人，直到人不

仅将自己的灵魂、而且将自己的肉体的‘自我’交给她时，她才感到满足。对

爱情的崇拜便是苦恼，这种崇拜的顶峰就是使自己成为牺牲品，就是自杀。”

为了把爱情变为“摩洛赫”①，变为魔鬼的化身，埃德加尔先

生先把它变成神。在变成神即神学的对象之后，爱情自然就会受

到神学的批判了；何况大家都知道，神和魔鬼也相差无几。埃德

加尔先生把爱情变成“神”，而且是变成“凶神”，所用的办法是

３２神 圣 家 族

① 古腓尼基人所奉的火神，以人，特别是儿童做祭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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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爱人者、把人的爱情变成爱情的人，把“爱情”作为特殊的本

质和人分割开来，并使它本身成为独立存在的东西。通过这样一

个简单的过程，通过谓语到主体的这一转变，就可以把人所固有

的一切规定和表现都批判地改造成怪物和人类本质的自我异化。

例如，批判的批判把作为谓语和人的活动的批判变成特殊的主体，

变成针对自身的批判，因而也就变成批判的批判，即变成一个

“摩洛赫”；对它的崇拜就是使自己成为牺牲品，就是人本身特别

是人的思考能力的自杀。

“对象”，——认识的宁静叫道——“对象是一个非常确切的词，因为，对

爱者说来，被爱者（没有女的）①只有作为他所迷恋的这一外在客体，即作为

他希望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的客体时，才是重要的。”

对象！可怕得很！没有比对象更可憎、更鄙俗、更群众的

了，——ａｂａｓ〔打倒〕对象！绝对的主观性、ａｃｔｕｓｐｕｒｕｓ〔纯粹

的活动〕、“纯”批判怎么能不把爱情看做ｂêｔｅｎｏｉｒｅ，看做撒但②

的现身呢！因为爱情第一次真正地教人相信自己身外的实物世界，

它不仅把人变成对象，甚至把对象变成了人！

认识的宁静激愤地继续说道：爱情把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的

“客体”这样一个范畴还不放心，它甚至把他变成一定的、现实的客

体，变成这个卑贱个人的（见黑格尔关于“这个”和“那个”两范畴的

“现象学”１２，这里面也在进行反对卑贱的“这个”的论争）、外在的、

  ① 德文“被爱者”（Ｇｅｌｉｅｂｔｅ）在这里应该是个阴性词，但埃德加尔却把它当做阳

性词来使用，因而在这里“爱者”和“被爱者”两词都属于阳性，指的都是男人，

所以马克思讥讽地加了一句：“没有女的”。——译者注

   直译是黑兽，意即鬼魅、非常讨厌的东西。——编者注

  ② 撒但是恶魔的别名。参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４章。——译者注

４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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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内在的、隐藏在脑子里面的、而且是可以感触得到的客体。

        “爱情

不只是幽禁在脑子里。”

不，被爱者是感性的对象，而批判的批判（如果它不得不屈

节承认某种对象的话）最低限度也会要求对象成为一个非感性的

对象。然而爱情却是非批判的、非基督教的唯物主义者。

最后，爱情竟把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所“迷恋的这一外在客

体”，变成满足另一个人的私欲的客体，——这种欲望之所以是自

私的，是因为它企图在别人身上寻求自己的本质，但这是不应该

的。批判的批判是这样地清心寡欲，以至于在自己的“自我”身

上可以充分找到人类本质的全部内容。

埃德加尔先生自然没有告诉我们，被爱者和所有其他“用来

满足人们的私欲的、令人迷恋的外在客体”有什么不同。诱人的、

多情的、内容丰富的爱情这个对象，对认识的宁静说来只不过是

一个抽象的模型：“令人迷恋的这一外在客体”，这正像彗星对思

辨的自然哲学家说来只不过是“负”这个范畴一样。一个人在把

另一个人变成自己迷恋的外在客体时，的确（根据批判的批判的

承认）是在赋予他以“重要性”，但这是所谓的对象的重要性，然

而批判所赋予对象的重要性无非就是批判自己赋予自己的那种重

要性。因此，这种批判的“重要性”表明自己不是“卑贱的外在

的有”，而是批判的重要对象的“无”。

如果认识的宁静在现实的人身上得不到对象，那末，相反地

它就会在人类中间获得事业。批判的爱情“最担心的是由于个人

而忘记事业，这就是人类的事业”。而非批判的爱情却没有把人类

和单个的人、和个人分割开来。

５２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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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本身是一种不知来自何处也不知走向何方的抽象的情

欲，它对于内在的发展不感兴趣。”

因为在思辨的用语中，具体的叫做抽象的，而抽象的却叫做

具体的，所以在认识的宁静的眼里爱情是抽象的情欲。

        “她不是降生在山谷里，

谁都不知道她来自何方；

她匆匆地辞别而去，

连踪影也随之消失。”１３

在抽象的眼里，爱情是“来自异乡的少女”，她没有携带辩证

的护照，因而被批判的警察驱逐出境。

爱情的情欲对于内在的发展不感兴趣，因为它不可能被ａｐｒｉ

ｏｒｉ〔先验地〕构造出来，因为它的发展是发生于感性世界中和现

实的个人当中的现实的发展。而思辨结构的主要兴趣则是“来自

何处”和“走向何方”。“来自何处”正是“概念的必然性、它的

证明和演绎”（黑格尔）。“走向何方”则是这样的一个规定，“由

于它，思辨的圆环上的每一环，像方法的生气蓬勃的内容一样，同

时又是新的一环的发端”（黑格尔）。这样，只有在爱情的“来自

何处”和“走向何方”可以被ａｐｒｉｏｒｉ〔先验地〕构造出来的时候，

爱情才会使思辨的批判感到“兴趣”。

在这里，批判的批判不仅反对爱情，而且也反对一切有生命

的东西、一切直接的东西、一切感性的经验，反对所有一切实际

的经验，而关于这种经验，我们是决不会预先知道它“来自何

处”和“走向何方”的。

埃德加尔先生通过对爱情的克服，完全肯定了自己是“认识

的宁静”。接着他又立刻通过蒲鲁东显示了他在认识（对这种认识

６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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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对象”不再是“这一外在客体”了）上的高深的造诣，同

时也表现了他对法语的更深的不爱。

（４）蒲鲁东

按照批判的批判的说法，“什么是财产？”１４这部著作不是蒲鲁

东本人写的，而是“蒲鲁东的观点”写的：

“我对蒲鲁东的观点的阐述，从评定它（观点）①的著作‘什么

是财产？’开始。”

因为只有批判的观点的著作本身才具有特征，所以批判的评

定必然从赋予蒲鲁东的著作以一种特征开始。埃德加尔先生赋予

这部著作以特征的方法是翻译。当然，他赋予它的是丑恶的特征，

因为他把它变成了“批判”的对象。

于是，蒲鲁东的著作就遭到了埃德加尔先生的双重攻击，即

通过赋予特征的翻译的暗中攻击和通过批判的评注的公开攻击。

我们将看到，埃德加尔先生在翻译时比他在做评注时更为毒辣。

赋予特征的翻译１

“我不想（这是被批判地翻译过的蒲鲁东在说话）②提供任何新东西的体

系，除了废除特权、消灭奴役以外，我别无其他愿望…… 公平，除了公平而

外别无其他，——这就是我的主张。”

被赋予特征的蒲鲁东仅限于有愿望和主张，因为，善良的愿

望”和非科学的“主张”是非批判的群众的特性。被赋予特征的

７２神 圣 家 族

①②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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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鲁东的特点，就是他具有与群众的身分相称的驯顺的性格，他

使自己所希求的东西服从于自己所不希求的东西。他不敢奢望提

供新东西的体系，他的愿望很低，他甚至除了废除特权等等之外

就别无其他愿望。除了这样把自己已有的愿望批判地从属于自己

所没有的愿望以外，他的第一句话还立即暴露了特有的逻辑缺点。

一个作家既然在自己的书中一开始就声明自己不想提供新东西的

体系，那末他当然应该告诉我们，他到底想提供什么？是想提供

系统化的旧东西呢，还是非系统化的新东西？但是，被赋予特征

的蒲鲁东既然不想提供任何新东西的体系，那末，他是否想提供

特权的废除呢？不，他只是希望废除特权。

真正的蒲鲁东说：《Ｊｅｎｅｆａｉｓｐａｓｄｅｓｙｓｔèｍｅ；ｊｅｄｅｍａｎｄｅｌａ

ｆｉｎｄｕｐｒｉｖｉｌèｇｅ》ｅｔｃ．（“我不创立任何体系，我要求废除特权”等

等）。这就是说，真正的蒲鲁东声明：他不追求任何抽象的科学的

目的，而只是向社会提出一些直接实践的要求。而且他的要求决

不是任意提出的。这个要求由于他对论题的全部发挥而成为有根

据和有理由的要求，它就是这种发挥的要领，因为，“公平，并且

仅仅是公平，这就是我的立论的要领”。被赋予特征的蒲鲁东说过：

“公平，除了公平而外别无其他，——这就是我的主张”，这种说

法使他陷入了更加狼狈的境地，因为他还“主张”其他许多事情，

例如，照埃德加尔先生的说法，他“主张”哲学在过去是不够实

际的，“主张”驳倒沙尔·孔德，如此等等。

批判的蒲鲁东自问道：“难道人有责任永远是不幸的吗？”换

句话说，他问的是：不幸是不是人的道德本份？而真正的蒲鲁东

是个轻佻的法国人，所以他提的问题是这样：不幸是不是一种物

质的必然性，是不是某种不可避免的东西？（“难道人不可避免地

８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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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幸吗？”）

群众的蒲鲁东说：

《Ｅｔ，ｓａｎｓｍ’ａｒｒêｔｅｒａｕｘ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ｏｕｔｅｆｉｎｄｅｓ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ｄｅ

ｒéｆｏｒｍｅｓ，ａｃｃｕｓａｎｔｄｅｌａｄéｔｒｅｓｓｅｇéｎéｒａｌｅ，ｃｅｕｘ－ｃｉｌａｌａｃｈｅｔéｅｔｌ’ｉｍｐéｒｉｔｉｅ

ｄｕｐｏｕｖｏｉｒ，ｃｅｕｘ－ｌａｌｅｓ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ｔｅｕｒｓｅｔｌｅｓéｍｅｕｔｅｓ，ｄ’ａｕｔｒｅｓｌ’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

ｅｔｌａ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ｇéｎéｒａｌｅ》，ｅｔｃ．〔“我不谈改良办法的杜撰者的那些毋庸辩驳

的解释，他们中的一些人把普遍的贫困归咎于政府的胆怯和无能，另一些人

归咎于阴谋家和叛乱，还有一些人则归咎于无知和普遍的堕落腐化”，等等。〕

因为《ａｔｏｕｔｅｆｉｎ》是群众的德文字典中所找不到的下流的群

众用语，所以批判的蒲鲁东自然就摈弃了这个把“解释”〔ｅｘ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一词规定得比较确切的用语。这个术语是从群众的法国

法学中借来的，在法国法学中，《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ｏｕｔｅｆｉｎ》的含义

是“毋庸辩驳的解释”。批判的蒲鲁东抨击“改良主义者”，即法

国的一个社会主义政党１５，而群众的蒲鲁东所抨击的则是“改良办

法的杜撰者”。群众的蒲鲁东把各种类型的“改良办法的杜撰者”

加以区别：这一类（ｃｅｕｘｃｉ）说些什么，那一类（ｃｅｕｘ－ｌａ）说些

什么，另一类（ｄ’ａｕ－ｔｒｅｓ）又说些什么。批判的蒲鲁东却让同

样的一些改良主义者“时而谴责这个，时而谴责那个，时而又谴

责另一个”，这无论如何证明他们是反复无常的。真正的蒲鲁东根

据群众的法国实践来谈《ｌｅｓ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ｔｅｕｒｓｅｔｌｅｓéｍｅｕｔｅｓ》〔“阴

谋家和叛乱”〕，也就是说，先指出阴谋家，然后再指出他们的行

动——叛乱。相反地，把各种类型的改良主义者混为一谈的批判

的蒲鲁东却把暴徒加以分类，所以他说“阴谋家和叛乱者”。群众

的蒲鲁东说的是无知和“普遍的堕落腐化”。批判的蒲鲁东则把无

知变为愚蠢，把“堕落腐化”变为“下流无耻”，最后又以批判的

批判家的身分把愚蠢变为普遍的。于是他自己就在这里现身说法

９２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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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做了一个愚蠢的榜样，因为他用《ｇéｎéｒａｌｅ》这个字时写的不是

复数，而是单数。他写的是：《ｌ’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ｅｔｌａ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ｇéｎéｒａｌｅ》，而想说的却是：“普遍的愚蠢和普遍的下流无耻”。按

照非批判的法文文法，这里应该写成这样：《ｌ’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ｅｔｌａｃｏｒ

ｒｕｐｔｉｏｎｇéｎéｒａｌｅｓ》①。

被赋予特征的蒲鲁东在说话方面和思考问题方面都跟群众的

蒲鲁东不同，当然他也经历过完全不同的教育过程。他“请教过

科学大师，读完了数百卷哲学和法学等等方面的著作，最后还确

信：我们从来没有正确地了解‘公平、正义、自由’这几个词的

含义”。而真正的蒲鲁东则认为，他一开始就理解了（ｊｅｃｒｕｓｄ’

ａｂｏｒｄｒｅ－ｃｏｎｎａｌｔｒｅ）批判的蒲鲁东只是在：“最后”才领悟的东

西。这里之所以必须把ｄ’ａｂｏｒｄ〔一开始〕批判地改变为ｅｎｆｉｎ

〔最后〕，是因为群众不敢相信他们“一开始”就理解了什么东西。

群众的蒲鲁东用最明快的语言叙述他怎样为自己的研究工作的这

种意外成果感到惊讶，叙述他怎样不相信这个成果。因此他决定

进行“反证”，他向自己问道：“人类是否可能在道德运用的原则

方面这样长期地受骗呢？人类是怎样和为什么受骗的呢？”等等。

他认为，自己的观察正确与否，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他得出

结论说，在道德方面，也像在其他一切知识领域中一样，谬误

“构成科学的阶梯”。相反地，批判的蒲鲁东却立刻就相信了他在

政治经济学、法学等等方面的研究所给予他的第一个印象。这个

０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法文中形容词有单数和多数之分。在这里，在蒲鲁东的原文中《ｇéｎéｒａｌｅ》

〔普遍的〕是单数，它所形容的名词仅仅是它紧前面的《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堕落腐

化〕一词，但是埃·鲍威尔却把它当做多数来翻译，因而成了它前面的两个

名词的形容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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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显然是这样：群众不敢认真地行动，他们一定要把自己研究

的初步成果奉为无可辩驳的真理。他们“在和自己的反对方面较

量之前，一开始就有了现成的见解”，因此后来“发现，当他们自

以为已经到达终点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到达起点呢”。

于是，批判的蒲鲁东继续毫无根据地语无伦次地大发议论：

“我们关于道德规则的知识不是一开始就很充分的，因此，在一定的时间

内它可能足够社会进步之用，但是到后来它就会把我们引入歧途。”

批判的蒲鲁东没有解释，关于道德规则的不充分的知识为什

么可能足够社会进步之用（哪怕是只在一天之内）。而真正的蒲鲁

东却先向自己提出问题：人类是否可能和为什么可能这样普遍、这

样长期地迷误不醒？他认为这个问题的解答是：一切谬误都构成

科学的阶梯，甚至我们的最不完善的判断也包含着一些真理，这

些真理对于某些归纳推论和对于实际生活的某一特定领域是完全

够用的；超出这些推论和这个领域，这些真理就会在理论上产生

谬误，在实践上导致失败。蒲鲁东在做了这样的解释以后，他就

能够说，甚至关于道德规则的不完备的知识在一定的时间内也可

能足够社会进步之用。

批判的蒲鲁东说：

“但是，对新知识的需要一经出现，旧偏见和新思想之间立即就会爆发残

酷的斗争。”

但是，怎么可以跟还不存在的敌人进行斗争呢？要知道，尽

管批判的蒲鲁东也告诉我们对新思想的需要产生了，但是他还并

没有说这个新思想本身已经产生了。

群众的蒲鲁东说的则是：

“对更高的知识的需要一经出现，这种知识就决不会让自己等待下去。”

１３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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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它已经存在着。“于是斗争就开始了。”

批判的蒲鲁东断言，“人的使命就在于一步一步地进行自我教

育”，好像人就没有与此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使命，即成为人，好像

“一步一步”的自我教育必然会把我们推向前进似的。我可以一步

接一步地走，并仍旧回到我出发的地点。而非批判的蒲鲁东所谈

的则不是人的“使命”，而是人进行自我教育所必备的条件（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不是一步一步地（ｐａｓａｐａｓ），而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

（ｐａｒｄｅｇｒéｓ）。批判的蒲鲁东自言自语地说道：

“在作为社会基础的诸原则中有这样一个原则，它为社会所不理解，它被

社会的无知所败坏，它也是一切祸害的根由。虽然如此，人们仍然尊重这个

原则，希求这个原则，如不然，这个原则就不会有任何影响了。这个原则按

其实质来说是真实的，但按我们对它的观念来说则是虚妄的……它究竟是什

么呢？”

在第一句话中批判的蒲鲁东说，原则被社会所败坏、所不理

解；可见这个原则本身是正确的。在第二句话中他再一次承认这

个原则就其实质而言是真实的，虽然如此，他仍然责难社会不该

尊重和希求“这个原则”。相反地，群众的蒲鲁东之所以谴责社会，

并不是因为社会尊重这个原则本身，而是因为社会尊重这个由于

我们无知而伪造出来的原则（《ｃ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ｔｅｌｑｕｅｎｏｔｒｅｉｇｎｏｒ－

ａｎｃｅｌ’ａｆａｉｔ，ｅｓｔｈｏｎｏｒé》）。批判的蒲鲁东认为不真实的原则的

实质是真实的。群众的蒲鲁东则认为，伪造的原则的实质是我们

的虚妄观念的结果，而这个原则的对象（ｏｂｊｅｔ）却是真实的，这

正像炼金术和占星术的实质是我们臆想的结果，而它们的对象

（天体运行和物体的化学属性）却是真实的一样。

批判的蒲鲁东继续说他的独白，他说：

２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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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究的对象是法律，即社会原则的规定。政治家，也就是社会科学

界人士，为一些极不明确的观念所拘泥；但既然每一种谬误都有某种现实的

东西做基础，那末我们也就能在他们的书中找到他们在不知不觉间创造给人

世的真理。”

批判的蒲鲁东的议论是极其古怪的。他先断定政治家是不学

无术和观念不清的，然后又十分武断地转口说每一种谬误都有某

种现实的东西做基础，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因

为陷入谬误的人本身就是作为每一种谬误的基础的某种现实的东

西。其次，他又从每一种谬误都有某种现实的东西做基础这一事

实得出结论说，在政治家的书中可以找到真理。最后，他甚至使

政治家把这个真理创造给人世。假如他们已经把真理创造给人世，

那我们就用不着再到他们的书中去寻找真理了。

群众的蒲鲁东说：

“政治家们互不了解（ｎｅｓ’ｅｎｔｅｎｄｅｎｔｐａｓ）；因此他们的谬误是主观的，

谬误的根源就在他们自己身上（ｄｏｎｃｃ’ｅｓｔｅｎｅｕｘｑｕ’ｅｓｔｌ’ｅｒｒｅｕｒ）。”他

们的互不了解证明了他们的片面性。他们把“自己的个人见解和健全的理

智”混为一谈，而“既然”——根据先前的推论—— “每一种谬误都有某种

真正现实的东西作为自己的对象，那末在政治家的书中就必定能找到他们不

自觉地放在里面（即自己书中）①的真理”，——他们是把真理“不自觉地放

在里面”，而并没有把真理创造给人世（ｄａｎｓｌｅｕｒｓｌｉｖｒｅｓｄｏｉｔｓｅｔｒｏｕｖｅｒ１ａ

ｖéｒｉｔé，ｑｕ’ａｌｅｕｒｉｎｓｕｉｌｓｙａｕｒｏｎｔｍｉｓｅ）。

批判的蒲鲁东向自己问道：“何谓公平，它的实质、它的性质、

它的意义怎样？”好像公平还有某种不同于其实质和性质的特殊的

意义似的。非批判的蒲鲁东所问的是：“它的原则、它的性质和它的

公式（ｆｏｒｍｕｌｅ）怎样？”公式所表明的原则是经过科学证明的原则。

３３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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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众的法语中，《ｆｏｒｍｕｌｅ》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意义”〕是

根本不同的。在批判的法语中这两个词的意思却完全一样。

在结束自己这番毫无用处的议论之后，批判的蒲鲁东提起精

神，大声疾呼：

“让我们试着稍微接近一些我们的对象吧！”

其实，非批判的蒲鲁东早就紧紧地靠近了自己的对象，并且

正在试着对自己的对象做出更确切更中肯的规定（ｄ’ａｒｒｉｖｅｒａ

ｑｕｅｌ－ｑｕｅｃｈｏｓｅｄｅｐｌｕｓｐｒéｃｉｓｅｔｄｅｐｌｕｓｐｏｓｉｔｉｆ）。

在批判的蒲鲁东看来，“法律是公平的事物的规定”，在非批

判的蒲鲁东看来，法律则是公平的事物的“宣告”（ｄé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非批判的蒲鲁东驳斥了认为法律创造公理的见解。而“法律的规

定”这种说法既可以表示法律被某种其他的东西所规定，又可以

表示法律本身规定某种其他的东西；批判的蒲鲁东本人在上面就

是从后一种含义来谈论社会原则的规定的。不过，做这样细微的

区分对群众的蒲鲁东说来确实是不适当的。

既然被批判地赋予特征的蒲鲁东和真正的蒲鲁东之间有这样

一些分歧，那末，蒲鲁东第一所企图证明的东西跟蒲鲁东第二所

要证明的东西完全不同，就丝毫也不值得奇怪了。

批判的蒲鲁东

“企图用历史的经验证明”，“如果我们关于公平的事物和合法的事物的

观念是虚妄的，那末显而易见（尽管这样显而易见，但他仍然认为必须加以

证明）①，这种观念在法律上的一切运用就必定是不好的，我们的一切设施也

必定是有缺陷的”。

４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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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蒲鲁东却远不是要证明显而易见的东西。相反地，他

所说的是：

“如果我们关于公平的事物和合法的事物的观念不够明确、不完全或者

甚至是虚妄的，那末显而易见，这种观念在我们的立法上的一切运用也是不

好的”，等等。

那末，非批判的蒲鲁东到底想要证明什么呢？

他继续写道：“假如人们对于公平这个概念以及对于这个概念的运用的

见解不是固定不变的，假如这类见解在各个不同的时代起了各种不同的变

化，总之，假如思想有了进步，那末，关于公平在我们的观念中、从而也在

我们的行动中受到歪曲的这种假说，就得到了事实的证明。”

而问题也就在于，正是这种不固定性、这种变易性、这种进

步，“由历史所光辉地证实了”。非批判的蒲鲁东也就援引了这些

光辉的历史证据。他那批判的影像先前根据历史经验证明了完全

不同的原理，现在又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这种经验本身。

在真正的蒲鲁东看来，罗马帝国的衰亡是“贤者（ｌｅｓｓａｇｅｓ）”

所预料到的，而在批判的蒲鲁东看来，则是“哲学家”所预料到

的。批判的蒲鲁东看来，则是“哲学家”所预料到的。批判

的蒲鲁东当然认为只有哲学家才是贤者。照真正的蒲鲁东的

看法，罗马“法经过千年来的法律实践或司法活动而神圣化了

（ｃｅｓｄｒｏｉｔｓｃｏｎｓａｃｒéｓｐａｒｕｎｅｊｕｓｔｉｃｅｄｉｘｆｏｉｓｓéｃｕｌａｉｒｅ）”；照批判

的蒲鲁东的看法，在罗马存在着“被千年来的公平所神圣化了的

法”。

根据这个蒲鲁东第一的判断，在罗马，人们是像下面这样发

表议论的：

“罗马……是靠它的政治和它的众神而获胜的；宗教信仰和公众精神的

任何一种改革都是愚蠢的事情和亵渎的行为（在批判的蒲鲁东那里，《ｓａｃｒｉ－

５３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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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éｇｅ》这个词的意思不像在群众的法语中那样是亵渎圣物或冒犯神灵，而只

是平常的亵渎行为）①；如果罗马决心解放各族人民，那它就会因此而背弃自

己的法。”蒲鲁东第一补充道：“可见，罗马既有为自己打算的事实，也有为

自己打算的法。”

根据非批判的蒲鲁东的看法，在罗马，人们的议论更加彻底

些。他们确切地叙述了事实：

“奴隶是罗马的最大富源；因此各族人民的解放就等于罗马财政的破

产。”

在谈到法时，群众的蒲鲁东还说出下面这样一种想法：“罗马

的野心通过万民法（ｄｒｏｉｔｄｅｓｇｅｎｓ）而合法化了。”证明奴役法的这

种方式完全符合罗马人的法律观点。在群众的罗马法全书上载明：

《ｊｕｒｅｇｅｎｔｉｕｍｓｅｒｖｉｔｕｓｉｎｖａｓｉｔ》（Ｆｒ．４．Ｄ．Ｉ．Ｉ．）〔“奴隶制通过万民

法而巩固下来了”（“学说汇纂”②第一卷第一题第四节）〕。

在批判的蒲鲁东看来，“偶像崇拜、奴隶制和软弱无能构成了

罗马各种制度的基础”——任何制度都不例外。而真正的蒲鲁东

却说：“罗马在宗教方面的各种制度的基础是偶像崇拜，在国家生

活方面，是奴隶制，在私人生活方面，是享乐主义”（在普通的法

语中，《éｐｉｃｕｒｉｓｍｅ》〔“享乐主义”〕这个词和《ｍｏｌｌｅｓｓｅ》即软弱

无能的意思是不同的）。在罗马的这种情况下，神秘的蒲鲁东说

“出现了”“上帝的旨谕”，而真正的唯理论的蒲鲁东说的是出现了

“自称为上帝的旨谕的伟人”。在真正的蒲鲁东那里，这个伟人称

僧侣为“蝮蛇”（ｖｉｐèｒｅｓ），而在批判的蒲鲁东那里，这个伟人的

言谈却比较温和，他称僧侣为“蛇”。在前者那里，他以罗马的方

６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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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谈论“律师”〔《Ａｄｖｏｋａｔｅｎ》〕，在后者那里，他以德国的方式

谈论“法学家”〔《Ｒｅｃｈｔｓｇｅｌｅｈｒｔｅ》〕。

批判的蒲鲁东称法国革命的精神为矛盾的精神，接着又补充

道：

“这足以使人相信，代替了旧事物的新事物在本身上没有任何方法严整、

思虑成熟的东西。”

他似乎非机械地重复“新”和“旧”这两个批判的批判所惯

用的范畴不可似的。他好像非得提出这种毫无意义的要求，即

“新事物”在本身上〔ａｎｓｉｃｈ〕应包含有方法严整、思虑成熟的东

西，这就像要求人们在本身上〔ａｎｓｉｃｈ〕都要有些污点一样。而

真正的蒲鲁东却是这样说的：

“这足以证明，代替了旧事物秩序的那个事物秩序，在本身中〔ｉｎｓｉｃｈ〕

已丧失了方法和反省。”

沉醉在法国革命的回忆中的批判的蒲鲁东，竟把法语革命化

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把《ｕｎｆａｉｔｐｈｙｓｉｑｕｅ》〔“物质界的事实”〕译

作“物理学的事实”，而把《ｕｎｆａｉｔ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ｅｌ》〔“精神生活的事

实”〕译作“智慧的事实”。由于把法语这样一革命化，批判的蒲

鲁东就得以使物理学拥有了自然界中所出现的一切事实。如果说，

他这样一方面把自然科学捧到九天之上，那末另一方面，由于他

否认自然科学中有智慧，由于他把智慧的事实同物理学的事实截

然分开，也就把自然科学贬到九地之下了。同时，由于他把精神

生活的事实直接提升为智慧的事实，他也就使心理学和逻辑学的

一切进一步的探讨成了多余的事情。

既然批判的蒲鲁东（即蒲鲁东第一）甚至不去猜测真正的蒲鲁

东（即蒲鲁东第二）究竟想用他的历史的演绎来证明什么东西，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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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对于他来说，当然也就不存在这种演绎的实在内容，即通过否定

历史上的实在法来证明法的观念的演变，证明公平的不断实现。

“社会通过自己的原则的否定……和最神圣的法的破坏而得救。”

真正的蒲鲁东就这样证明，罗马法的否定导致了法的概念在

基督教的法的观念中的扩大，征服者的法的否定导致了自治团体

法的确立，法国革命对全部封建制法的否定导致了更广泛的现代

法律秩序的建立。

批判的批判死不承认，原则通过自身的否定而实现的规律是

蒲鲁东发现的，这个光荣应该属于他。具有如此自觉的形式的这

种思想，对法国人确是一个真正的启示。

批判性的评注１

对任何科学的最初的批判必然要拘泥于这个批判所反对的科

学本身的种种前提，同样，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这部著作也

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政治经济学所做的批判。——至于该书

有关法律的部分，即根据法的观点来批判法的这一部分，我们在

这里没有做深入研究的必要，因为该书的主旨是批判政治经济

学。——因此，通过对政治经济学，其中包括对蒲鲁东所了解的

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蒲鲁东的著作被科学地越过了。这一工作之

成为可能，正是依靠了蒲鲁东本人曾经做过的一切，这正如同蒲

鲁东所做的批判是以重农学派对重商主义学说的批判、亚当·斯

密对重农学派的批判、李嘉图对亚当·斯密的批判以及傅立叶和

圣西门的著作为前提一样。

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论断都以私有制为前提。这个基本前提被

政治经济学到做确定不移的事实，而不加以任何进一步的研究，并

８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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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正如萨伊所坦率承认的，甚至被当做只是“偶然”为政治经济学

所涉及的事实。蒲鲁东则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制做了批判

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带有决定性的、严峻而又科学的考察。这就

是蒲鲁东在科学上所完成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使政治经济学革

命化了，并且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蒲鲁东

的“什么是财产？”这部著作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正如同西哀

士的著作“什么是第三等级？”对现代政治学的意义一样。

如果说蒲鲁东本人还没有把私有制的各种进一步的形式，如

工资、商业、价值、价格、货币等等，像“德法年鉴”１６那样看做

私有制的形式（见弗·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而是

用这些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来反驳经济学家，那末这就完全符合他

那从历史上说来可以原宥的上述观点。

把私有制关系当做合乎人性的和合理的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不断地和自己的基本前提——私有制——发生矛盾，这种矛盾正

像神学家所碰到的矛盾一样：神学家经常按人的方式来解释宗教

观念，因而不断地违背自己的基本前提——宗教的超人性。例如在

政治经济学中，工资最初看来是同消耗在产品上的劳动相称的份

额。工资和资本的利润彼此处在最友好的、互惠的、好像是最合乎

人性的关系中。后来却发现，这二者是处在最敌对的、相反的关系

中的。最初，价值看起来确定得很合理：它是由物品的生产费用和

物品的社会效用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价值纯粹是偶然确定的，

它无论和生产费用或者和社会效用都没有任何关系。工资的数额

起初是由自由的工人和自由的资本家自由协商来确定的。后来却

发现，工人是被迫同意资本家所规定的工资，而资本家则是被迫把

工资压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强制代替了立约双方的自由。在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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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一切经济关系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有时经济学家们自

己也感觉到这些矛盾，而且揭露这些矛盾成了他们之间的斗争的

主要内容。但是，在经济学家们意识到这些矛盾的情况下，他们自

己也攻击表现在某种个别形式中的私有制，把私有制的某些个别

形式斥责为本来合理的（即他们认为合理的）工资、本来合理的价

值、本来合理的商业的伪造者。例如，亚当·斯密有时攻击资本家，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攻击银行家，西蒙·德·西斯蒙第攻击工

厂制度，李嘉图攻击土地所有制，而几乎所有近代的经济学家都攻

击非产业资本家，即仅仅作为消费者来体现私有制的资本家。

所以经济学家们有时候，特别是在他们攻击某种特殊的损人

利己的犯罪行为的时候，例外地维护经济关系上的合乎人性的外

观，但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恰恰是从这些关系同人性显然有区

别的方面，从严格的经济意义上来把握这些关系的。他们总是不

自觉地在这个矛盾中徘徊不已。

蒲鲁东永远结束了这种不自觉的状态。他认真地对待经济关

系的合乎人性的外观，并把它和经济关系的违反人性的现实尖锐

地对立起来。他迫使这些关系真正符合于它们自己对自己的看法；

或者更确切些说，他迫使这些关系抛弃关于自身的这种看法而承

认自己是真正违反人性的。因此，蒲鲁东不同于其余的经济学家，

他不是把私有制的这种或那种个别形式、而是把整个私有制十分

透澈地描述为经济关系的伪造者。从政治经济学观点出发对政治

经济学进行批判时所能做的一切，他都已经做了。

想说明“什么是财产？”这部著作的观点的特征的埃德加尔先

生，当然是既丝毫没有谈到政治经济学，也丝毫没有谈到蒲鲁东

的著作所具有的特点，而这种特点正是在于把私有制的实质问题

０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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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做政治经济学和法学的根本问题。对于批判的批判说来，所有

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蒲鲁东并未因他否定私有制而有了任何

新的发现。他不过是泄露了批判的批判所讳莫如深的秘密罢了。

埃德加尔先生在他那赋予特征的翻译之后马上接着说道：“于是，蒲鲁东

发现了历史上的一个绝对者，一个永恒的基础，一个引导人类的神。这个神

就是公平。”

蒲鲁东在１８４０年用法文写的著作并不是从１８４４年德国发展

的观点出发的。这也就是蒲鲁东跟许多和他恰相对立的法国作家

所共有的观点，它给批判的批判以方便，使后者可以笼统地一下

说明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的特征。此外，只要彻底遵循蒲鲁东自

己所提出的规律，即公平通过对自身的否定而实现的规律，就足

以摆脱这个历史上的绝对者。如果说蒲鲁东没有得出这种彻底的

结论，那末这应当归咎于他生为法国人而不是德国人的这种可悲

的情况。

对埃德加尔先生说来，由于蒲鲁东提出了历史上的绝对者，由

于他相信公平，所以他就成了神学的对象；而ｅｘｐｒｏｆｅｓｓｏ〔职业

的〕批判神学的批判的批判现在就可以抓住蒲鲁东，以便能在

“宗教观念”上大作文章。

“每一种宗教观念的特点都是把这样一种情况奉为信条：两个对立面中

最后总有一个要成为胜利的和唯一真实的。”

我们将看到，宗教的批判的批判是把这样一种情况奉为信条：

两个对立面中最后有一个—— “批判”——要作为唯一的真理战

胜另一个对立面——“群众”。可是蒲鲁东却把群众的公平当做绝

对者，奉为历史上的神，从而就犯下了更不公平的过错，因为公

平的批判已经非常明确地为自己保留了这个绝对者、这个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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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的地位。

批判性的评注２

“贫穷困苦的事实使蒲鲁东得出了一些片面的论断；他认为这个事实是

同平等和公平相抵触的；他把这个事实当做自己的武器。于是，对于他，这

个事实就成了绝对的合理的，而私有制存在的事实则成为不合理的了。”

认识的宁静告诉我们说，蒲鲁东认为贫困的事实是和公平相

抵触的，——可见，他认为这个事实是不合理的；可是认识的宁

静连口气都顾不得喘就赶忙声明说，对于蒲鲁东，这个事实成了

绝对的合理的。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从私有制的运动似乎使人民富有这个事实

出发，得出了替私有制辩护的结论。蒲鲁东从政治经济学中被诡

辩所掩盖的相反的事实出发，即从私有制的运动造成贫穷这个事

实出发，得出了否定私有制的结论。对私有制的最初的批判，当

然是从充满矛盾的私有制本质表现得最触目、最突出、最令人激

愤的事实出发，即从贫穷困苦的事实出发。

“相反地，批判则把贫穷和财产这两个事实合而为一； 它发现了二者的

内在联系，使它们成为一个整体，并且向这个整体本身询问其存在的前提是

什么。”

批判直到现在还丝毫不了解财产和贫穷的事实，“相反地”，它

却用仅仅在自己想像中所做到的事情来反驳蒲鲁东的真实的事

情。它把两个事实合而为一，并且在把两个事实变为一个唯一的

事实之后，又发现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批判不能否认，连蒲

鲁东也承认贫穷和财产这两个事实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且

正是由于这种内在联系的存在，他才要求废除财产，以便消灭贫

２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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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蒲鲁东甚至还做得更多。他详尽地表明了资本的运动怎样造

成贫困。相反地，批判的批判却不屑于做这类鸡毛蒜皮的琐事。它

发现贫穷和私有财产是两种对立的东西，——这可真是一个相当

时髦的发现。它使贫穷和富有成为一个整体，并且“向这个整体

本身询问其存在的前提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多余的，因为批

判自己刚刚创造了这个“整体本身”，可见它的这种创造本身就是

这个整体存在的前提。

批判的批判既然向“整体本身”去探询其存在的前提，那就

等于是用真正神学的方式在这个“整体”之外寻求这些前提。批

判的思辨在它似乎正在研究的那个对象以外运动着。贫富之间的

这一全部对立正是对立的两个方面的运动，整体存在的前提正是

包含在这两个方面的本性中，可是批判的思辨却避不研究这个形

成整体的真正的运动，以便给自己留一个机会，说批判的批判作

为认识的宁静是高居于两个对立方面之上的，只有它那创造“整

体本身”的活动才能消灭它所创造的抽象。

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

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

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

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

私有制，作为私有制来说，作为富有来说，不能不保持自身

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

这是对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满足的私有制。

相反地，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来说，不能不消灭自身，因

而也不能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

私有制。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不安，是已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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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且正在消灭自身的私有制。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

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

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

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

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这个阶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

在被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状况的愤慨，这个阶级之所以必然产生

这种愤慨，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

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

由此可见，在整个对立的范围内，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无

产者是破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

消灭对立的行动。

的确，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

是它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

为客观事物的本性所制约的发展，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

级——这种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贫困、这种意识

到自己的非人性从而把自己消灭的非人性——的产生，才能做到

这点。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

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

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

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

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

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

如果社会主义的著作家们把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归

之于无产阶级，那末这决不像批判的批判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是

４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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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们把无产者看做神的缘故。倒是相反。由于在已经形成的

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

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

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

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

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

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

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

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

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

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不是白白地

经受了劳动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的。问题不

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

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

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

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

驳地预示出来了。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

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达到完全明显

的地步，关于这点在这里没有必要多谈了。

“批判的批判”之所以认为自己不应当承认这一点，是因为它

已宣告自己是历史的唯一创造因素。历史上的各种对立从它那里

产生，消灭这些对立的行动也从它那里产生。因此它借它的化身

埃德加尔的口发布了如下的宣言：

“有教养和没有教养、有财产和没有财产，这些对立面应该受到完全而充

分的批判，只要不蓄意亵渎它们就行。”

５４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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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财产和没有财产被当做批判的思辨的两个对立面而受到了

形而上学式的尊崇。因此只有批判的批判的手才能触动它们而又

不犯亵渎圣物的过错。资本家和工人则不应该过问他们自己的相

互关系。

埃德加尔先生甚至根本没有想到，可能会有人抨击他的关于

对立面的批判的观点，可能会有人来亵渎这些圣物，结果他就把

只有他自己才能对自己提出的异议硬塞在他的论敌口中。

批判的批判所臆造的论敌问道：“除了自由、平等这一类已有的概念而

外，难道还可能运用什么其他的概念吗？我的回答是（注意埃德加尔先生的

回答）①，倘若以希腊语和拉丁语为表达手段的思想一旦穷尽，这两种语言也

就立刻死亡了。”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为什么批判的批判没有用德语给我们

提出任何一种完整的思想。表达它的思想的语言还没有产生，所

以怪不得赖哈特先生批判地处理一些外国字，法赫尔先生批判地

处理英语，埃德加尔先生批判地处理法语，从而为创造一种新的

批判的语言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赋予特征的翻译２

批判的蒲鲁东说：

“土地耕作者彼此间分割土地。平等只是把占有神圣化；趁此机会，它把

财产也神圣化了。”

在批判的蒲鲁东那里，地产是在分割土地的那一瞬间出现的。

在他那里，靠“趁此机会”这样一句话就实现了从占有到财产的

６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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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

真正的蒲鲁东说：

“土地耕作为土地占有奠定了基础…… 光保证劳动者得到他的劳动果

实而不同时保证他有生产工具是不够的。为了使弱者免受强者的侵害……人

们认为必须在占有者之间划下固定的分界线。”

可见，“趁此机会”，平等首先是把占有神圣化了。

“随着人口的增长，移民们的贪婪和私欲也一年比一年强烈。看来必须造

成一些新的不可克服的障碍，以限制他们的野心。于是，由于需要平等，土

地就成了财产…… 毫无疑问，土地的划分在地理上从来就不是均等的……

虽然如此，但原则仍然是这一个。平等以前把占有神圣化，现在则把财产神

圣化了。”

在批判的蒲鲁东那里，

“古代的财产创建人由于过分关心自身的需要而忽略了这样一个情况：

转让、出卖、赠送、获得与丧失的权利也就相当于所有权，这就消灭了他们

所赖以产生的平等。”

在真正的蒲鲁东那里，财产的创建人并不是由于关心自身的

需要而忽略了财产的这种发展进程。他们只不过是没有预见到这

一点。但是即使他们能够预见到这一点，在这种场合下也还是眼

前的需要占上风。其次，真正的蒲鲁东太群众化了，所以他没有

把转让、出卖等权利和“所有权”对立起来，也就是说，他没有

把种和类对立起来。他是把“遗产的保存权”和“遗产的转让等

权”对立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对立和真正的进步。

批判性的评注３

“蒲鲁东根据什么来证明财产是不可能的？还不是根据那个平等的原则，

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７４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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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相信这一点，埃德加尔先生只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够了。埃

德加尔先生应当知道，布鲁诺·鲍威尔先生把“无限的自我意

识”作为自己的一切论断的基础，甚至把这一原则看成福音的创

造原则，而福音则由于其无限的无意识性似乎是和无限的自我意

识直接矛盾的。同样，蒲鲁东把平等看成和平等直接矛盾的私有

制的创造原则。如果埃德加尔先生把法国的平等和德国的“自我

意识”稍微比较一下，他就会发现，后一个原则按德国的方式即

用抽象思维的形式所表达的东西，就是前一个原则按法国的方式

即用政治和思维直观的语言所表达的东西。自我意识是人在纯思

维中和自身的平等。平等是人在实践领域中对自身的意识，也就

是人意识到别人是和自己平等的人，人把别人当做和自己平等的

人来对待。平等是法国的用语，它表明人的本质的统一、人的类

意识和类行为、人和人的实际的同一，也就是说，它表明人对人

的社会的关系或人的关系。因此，德国的破坏性的批判，在以费

尔巴哈为代表对现实的人进行考察以前，力图用自我意识的原则

来铲除一切确定的和现存的东西，而法国的破坏性的批判则力图

用平等的原则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蒲鲁东对哲学很愤慨，这件事本身不能怪他。但他为什么愤慨呢？他认

为，哲学到现在为止一直是不够实际的，它昂然骑在思辨的高头大马上，因

此人们在它的面前显得过分渺小。但我认为，哲学是超实际的，也就是说，它

到现在为止一直不外乎是事物现状的抽象表现；它总是受事物现状的前提所

支配，并且总是把这些前提当做某种绝对的东西。”

哲学是事物现状的抽象表现这样一种看法，就其来源而言，则

不是埃德加尔先生提出的，而是费尔巴哈提出的；费尔巴哈最先

把哲学规定为思辨的和神秘的经验，并证明了这一点。可是埃德

８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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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先生却能够赋予这种看法以一种独创的、批判的表现方式。这

就是：费尔巴哈得出结论说，哲学应该从思辨的天国下降到人类

贫困的深渊，而埃德加尔先生却相反，他教导我们说，哲学是超

实际的。实际上倒不如说是这样：正因为哲学过去只是事物现状

的超验的、抽象的表现，正由于它自己的这种超验性和抽象性，由

于它在想像中独立于世界之外，所以它一定要幻想它高高地超越

于事物的现状和现实的人之上；另一方面，因为哲学过去并没有

真正独立于世界之外，所以它也就未能对世界做出任何真正的判

决，未能对世界使用任何真正的鉴别力，也就是说，未能实际地

干预事物的进程，而至多只是不得不满足于ｉ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抽象形

式的〕实践。所谓哲学是超实际的，这只是说它高高地君临于实

践之上。批判的批判把全人类统统归之为一群没有创造精神的群

众，这样它就最清楚不过地证明了，思辨的思维把现实的人看得

无限渺小。旧思辨哲学在这一点上完全和批判不谋而合。例如，请

大家看看黑格尔“法哲学”中的下面这一段话：

“从需要的观点看来，观念的具体对象就是我们称之为人的那种东西；因

此，在这里——实际上也只在这里——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谈论人的。”１７

思辨哲学家在其他一切场合谈到人的时候，指的都不是具体

的东西，而是抽象的东西，即理念、精神等等。至于哲学应该怎

样表现事物现状，这已由法赫尔先生对英国事物现状的描述和埃

德加尔先生对法语的现状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绝妙的范例。

“可见，蒲鲁东也是很实际的：他发现了平等这个概念是证明财产的根据

以后，就从这个概念出发来反对财产。”

蒲鲁东在这里的做法和德国批判家的做法是一样的，因为德

国的批判家从关于人的观念——他们发现这种观念是证明神的存

９４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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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根据——出发正是要反驳神的存在。

“如果平等的原则所造成的结果比平等本身更强有力，那末蒲鲁东怎么

还要帮助这个原则获得这么意外的强力呢？”

按照布鲁诺·鲍威尔先生的意见，自我意识是一切宗教观念

的基础；它构成福音的创造原则。但是为什么自我意识的原则所

造成的结果在这里比自我意识本身更强有力呢？人们用纯粹德国

的精神回答我们说，这是因为：自我意识固然是宗教观念的创造

原则，但是它只有作为脱出自身、自相矛盾、自我外化和异化的

自我意识，才能成为这种创造原则。因此，达到了自身、理解了

自身、认识了自己本质的自我意识就支配着它的自我异化的各种

产物。蒲鲁东的情形也完全是这样，当然还有所区别，这就是：他

讲法语而我们讲德语，因此他用法国的方式表达我们用德国的方

式所表达的东西。

蒲鲁东自己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平等作为理性的创造原

则是财产赖以构成的基础，而作为这种理性的根据，它又是证明财

产的一切论据的基础，既然如此，那末为什么不存在平等，反而存

在对平等的否定——私有财产呢？所以蒲鲁东就对财产的事实本

身进行考察。他证明，“事实上，财产作为一种制度和原则是不可能

的”（第３４页），也就是说，它本身是自相矛盾的，而且正在各方面

消灭着自身；用德国的方式来说，它是自我外化、自相矛盾和自我

异化的平等的定在。和对这种异化的认识一样，法国的事物现状也

以充分的理由向蒲鲁东指明了真正消灭异化的必然性。

蒲鲁东在否定私有财产的同时，也感觉到需要对私有财产的

存在作历史的辩解。像所有这一类最初的尝试一样，蒲鲁东的论

断也带有实用的性质，这就是说，他假定过去的各代人都是完全

０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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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地和深思熟虑地努力把他认为真正代表人类本质的平等思想

体现在自己的各种制度中。

“我们一再地提起这一点……蒲鲁东是为了无产者的利益而写作的。”

是的，激励蒲鲁东去写作的不是自满自足的批判的利益，不

是抽象的，人为的利益，而是群众的、现实的、历史的利益，是

超过简单的批判的利益，也就是导致危机的利益。蒲鲁东不单是

为了无产者的利益而写作，他本人就是无产者，ｏｕｖｒｉｅｒ〔工人〕。

他的著作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科学宣言，因而比起任何一个批判的

批判家的拙劣的作品来，它都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意义。

“蒲鲁东是为了那些一无所有的人的利益而写作的。拥有和一无所有，在

他看来是两个绝对的范畴。拥有在他看来之所以是最重要的东西，就因为在

他的眼中不拥有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思考对象。蒲鲁东认为，每一个人都应当

拥有，但是只应当和别人一样多。我必须说，在我所拥有的一切东西中，我感

到兴趣的只是唯我独有的东西，我比别人多的东西。如果实行平等，那末，无

论是拥有的事实，或者是平等本身，对于我都将是无关紧要的了。”

要是相信埃德加尔先生的话，那末拥有和不拥有对于蒲鲁东

就真是两个绝对的范畴了。批判的批判到处都只看到一些范畴。例

如，对埃德加尔先生说来，拥有和不拥有、工资、奖金、匮乏和

需要、为满足需要而进行的劳动，所有这一切都无非是一些范畴

而已。

如果社会所必须摆脱的只是拥有和不拥有这两个范畴，那末

为社会“克服”和“扬弃”这两个范畴，对任何一个甚至比埃德加尔

先生更低能的辩证论者说来，都该是一件多么轻而易举的事呵！埃

德加尔先生也把这种“克服”看做微不足道的小事，甚至把仅仅针

对蒲鲁东来稍微说明一下拥有和不拥有这两个范畴，都看做不值

１５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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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做的事情。但是，既然不拥有不只是一个范畴，而是最悲惨的现

实，既然在我们这个时代一无所有的人也就是无，既然他连一般生

存的必需资料都被剥夺（人类生存的资料则更是如此），既然不拥

有就等于人完全脱离了他的实物性，那末，蒲鲁东把不拥有看做最

重要的思考对象，就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正因为在蒲鲁东和所有

的社会主义著作家以前很少有人考虑这个对象，所以这样做就更

加正确。不拥有是最令人绝望的唯灵论，是人的最完全的非现实，

人的非人生活的最完全的现实，是极其实际的拥有，即饥饿、寒冷、

疾病、罪恶、屈辱、愚钝以及种种违反人性的和违反自然的现象的

拥有。任何事物，凡是因人们初次充分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从而成为

思索的对象，在一个研究者看来，它就是最值得思考的对象。

蒲鲁东想消灭不拥有和拥有的旧形式的愿望，和他想消灭人

对自己的实物本质的实际异化关系、想消灭人的自我异化的政治

经济表现的愿望是完全同一的。但是，由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

判还受着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的支配，因此，蒲鲁东仍以政治经济

学的占有形式来表现实物世界的重新争得。

批判的批判硬要蒲鲁东以拥有来反对不拥有：而蒲鲁东则相

反，他以占有来反对拥有的旧形式——私有制。他宣称占有是

“社会的职能”。在这种职能中“利益”不是要“排斥”别人，而

是要把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本质力量使用出来和发挥出来。

蒲鲁东未能用恰当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思想。“平等占有”

是政治经济的观念，因而还是下面这个事实的异化表现：实物是

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

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在政治经济

的异化范围内来克服政治经济的异化。

２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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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特征的翻译３

批判的蒲鲁东也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批判的所有者，

“这个所有者自己承认，那些为他工作的人所丧失的东西就是他所攫为

己有的东西。”

群众的蒲鲁东对群众的所有者说：

“你工作过！你难道从来没有强迫别人为你工作？他们为你工作，你不为

他们工作，但他们为你工作而丧失了的东西，你却能够攫为己有，这究竟是

怎么一回事呢？”

批判的蒲鲁东硬要萨伊把“自然的占有物”理解为《ｒｉｃｈｅｓｓｅ

ｎａｔｕｒｅｌｌｅ》〔“自然的财富”〕，虽然萨伊为了消除任何的误解，曾

在他那本“论政治经济学”的“概论”中十分明确地宣称，他所

理解的财富既不是财产，也不是占有物，而是“价值的总和”。当

然，批判的蒲鲁东也像埃德加尔先生改造他那样改造了萨伊。在

批判的蒲鲁东看来，萨伊从土地比空气和水易于占有这个事实，

“立即引伸出把田野变为财产的权利”。可是萨伊根本没有从土地

比较容易占有这个事实引伸出土地所有权，相反地，他毫不含糊

地说：《Ｌｅｓｄｒｏｉｔｓｄｅｓｐｒｏｐｒｉéｔａｉｒｅｓｄｅｔｅｒｒｅｓ—ｒｅｍｏｎｔｅｎｔａｕｎｅ

ｓｐｏｌｉａｔｉｏｎ》〔“土地所有者的权利是由掠夺而来的”〕（“论政治经

济学”第三版第一卷第１３６页注释１８）。所以，根据萨伊的看法，土

地所有权的确立需要《ｃｏｎｃｏｕｒｓｄｅｌａ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和《ｄｒｏｉｔ

ｐｏｓｉｔｉｆ》〔“立法”和“实在法”的“促成”〕。真正的蒲鲁东并没

有强迫萨伊从土地比较容易占有这个事实“立即”引伸出土地所

有权来。他之责难萨伊，是因为萨伊用可能性来代替权利，把可

能性的问题和权利的问题混为一谈：

３５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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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伊把可能性当做权利。人们并不是问为什么土地比海洋和空气容易

占有，人们想知道的是，人根据什么权利把这种财富攫为己有。”

批判的蒲鲁东继续说道：

“对此只补充说明一点：人们在占有一块土地的同时还占有了一些其他

的要素——空气、水、火：ｔｅｒｒａ，ａｑｕａ，ａａｒｅｅｔｉｇｎｅｉｎｔｅｒｄｉｃｔｉｓｕｍｕｓ．〔我们

被禁止获得土地、水、空气和火〕 。”

真正的蒲鲁东根本没有“只”补充说明这一点，相反地，他

说他顺便（ｅｎｐａｓｓａｎｔ）要读者“注意”空气和水的占有。在批判

的蒲鲁东那里，罗马放逐命令格式是莫名其妙地硬凑在他的议论

中的。他忘了说明禁令所指的“我们”是谁。真正的蒲鲁东则是

向非所有者讲话：

“无产者们！……财产把我们同社会隔绝起来：ｔｅｒｒａｅｔｃｉｎｔｅｒｄｉｃｔｉ

ｓｕｍｕｓ．〔我们被禁止获得土地等等〕。”

批判的蒲鲁东以下述方式对沙尔·孔德进行辩驳：

“沙尔·孔德认为，人要生活就必须有空气、食物和衣服。这些东西中的

某几种，例如空气和水，据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此它们始终都是

公有财产，而其他几种则为数有限，据说因此就成了私有财产。可见，沙尔

·孔德是从有限和无限这两个概念出发来进行论证的。如果他把不必需和必

需这两个概念当做主要范畴的话，他就可能会得出另一些结论。”

批判的蒲鲁东的这种辩驳是多么的幼稚！他建议沙尔·孔德

抛弃他作为论证的出发点的那些范畴，而突然转而采用另一些范

畴，为的是不得出他自己的结论，而是“可能”得出批判的蒲鲁东的

结论。

   这是古罗马放逐出国命令格式的释义。——编者注

４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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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蒲鲁东并没有向沙尔·孔德提出这类建议。他不想用

什么“可能”之类的字眼来同沙尔·孔德妥协，他是用沙尔·孔

德自己的范畴来抨击沙尔·孔德。

蒲鲁东说，沙尔·孔德以空气、食物和衣服（在一定的气候条

件下）的必要性为出发点，这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不停止生活。

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人因此（按照沙尔·孔德的看法）就需要经

常不断地占有各种各样的物品。这些物品的数量是各不相同的。

“天体的光、空气和水的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致人不能使它们有显著的增

减；所以每个人需要多少，就可以占有多少，同时决不妨害别人去利用这些

物品。”１９

蒲鲁东把沙尔·孔德自己的规定当做出发点。首先，他向孔

德证明：土地也正好是第一必需品，因此它应该让每个人都有可

能利用，但必须在孔德所指出的限度内—— “决不妨害别人去利

用它”。既然如此，那末土地究竟为什么成了私有财产呢？沙尔·

孔德回答说：因为土地的数量不是无限的。可是他好像倒应该做

出相反的结论：正因为土地的数量有限，所以它不能被占有。占

有空气和水之所以不会妨害任何人，是因为它们在任何时候都是

绰绰有余的，它们的数量是无限的。相反地，随意占有土地之所

以妨害别人去利用土地，正是因为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土

地的利用应该根据大家的利益来调整。沙尔·孔德的论证方式恰

恰证明了和他的论点相反的东西。

“蒲鲁东（即批判的蒲鲁东）①推断：沙尔·孔德是从民族可以成为土地

所有者这种观点出发的；可是，即使财产本身就产生使用和滥用的权利——

５５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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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ｓｕｔｅｎｄｉｅｔａｂｕｔｅｎｄｉｒｅｓｕａ〔使用和滥用自己财物的权利〕，那也不能承认

民族有使用和滥用土地的权利。”

真正的蒲鲁东没有说所有权“产生”ｊｕｓｕｔｅｎｄｉｅｔａｂｕｔｅｎｄｉ〔使

用和滥用的权利〕。他是过于群众化了，所以不谈什么产生所有权

的所有权。Ｊｕｓｕｔｅｎｄｉｅｔａｂｕｔｅｎｄｉｒｅｓｕａ〔使用和滥用自己财物的

权利〕也就是所有权本身。因此，蒲鲁东直截了当地否认人民对自

己领土的所有权。他反驳那些认为这是夸大其词的人们说，在各个

时代，人们都从这个臆造的民族所有权中引出了诸如宗主权、贡

税、王侯的专卖权、徭役等等一类的东西。

真正的蒲鲁东发挥了下述的见解来反对沙尔·孔德：孔德想

表明财产是怎样产生的，但他一开始就把民族是所有者当做一个

前提提出来，也就是说，他陷入了ｐｅｔｉｔｉｏ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ｉ 。他要国家出

卖土地，要企业家购买这些土地，也就是说，他预先就把他想证

明的那种财产关系本身当做前提肯定下来了。

批判的蒲鲁东推翻了法国的十进制。他保留了法郎，但是却

用“三分尼”来代替生丁。

“蒲鲁东（批判的蒲鲁东）①补充道：如果我出让一块土地，那末，我就

不仅使我自己丧失了本年的收获，而且还剥夺了我的儿孙的一种永恒的福

利。土地有价值不仅仅是在今天，它还具有一种潜在的、未来的价值。”

真正的蒲鲁东谈的不是土地不仅今天有价值，而且明天也有

价值；他是把完满的、现有的价值跟潜在的、未来的价值（这种

价值取决于自己利用土地的本领）加以对比。他说：

   一种逻辑上的错误，即在证明某个论点时使用这样的论据，该论据本身只有

在假定待证明的论点正确的条件下方才有效。——编者注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６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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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你们这块地毁坏或者卖掉（这反正对你们是一样的），结果你们不仅会丧

失一次、两次或许多次收获，而且还会失去你们——你们和你们的儿孙——

从这块地里所能获得的全部产物。”

对蒲鲁东说来，重要的不是把一次的收获和永恒的福利（靠

一块地所获得的金钱也能像资本一样变为“永恒的福利”）做对比，

而是把现有的价值和土地由于继续耕作所能获得的价值做对比。

“沙尔·孔德说：我用我自己的劳动赋予物品的新价值是我的财产。蒲鲁

东（批判的蒲鲁东）①却想以下述的说法来推翻他的这个论点：在这种情况

下，一停止劳动，人也就应该不再是所有者了。产品所有权无论如何决不能

产生对构成产品基础的材料的所有权。”

真正的蒲鲁东说：

“就算劳动者能占有他自己劳动的产品吧；可是我不懂为什么产品所有

权必须产生对物质的所有权。在同一岸边捕鱼的渔夫中，捕鱼最多的渔夫难

道就会因他捕鱼的本领高明而成为他捕鱼的那一地段的所有者吗？难道有猎

人曾经因他猎术高明而获得对整个地区的野兽的所有权吗？农夫的情形也是

如此。要把占有变为财产，除了要花费劳动外，还必须有另外一个条件；否

则，只要人不再是一个劳动者，他也就立刻不再是一个所有者了。”

Ｃｅｓｓａｎｔｅｃａｕｓａ，ｃｅｓｓａｔｅｆｆｅｃｔｕｓ〔原因一消逝，结果也随之消

逝〕。如果一个所有者之为所有者，只由于他是一个劳动者，那末

只要他不再是劳动者，他也就立刻不再成其为所有者了。

“因此，按照法律，财产是由时效造成的；劳动不过是占有赖以表现的一

种显著的标志、一种物质的行为而已。”

蒲鲁东继续说道：“可见，通过劳动来占有物品的制度是和法律相抵触

的。如果这种制度的拥护者硬说他们是用这种制度来解释法律，那末他们就

会自相矛盾。”

７５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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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按照这种看法，如果说对土地的开垦“创造充分的土

地所有权”，那末这种论断就正是ｐｅｔｉｔｉｏ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ｉ①。其实，这里

只创造了物质的新的生产能力。至于说因此也创造了对物质本身

的所有权，那还需要加以证明。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

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

条件下才能进行。

批判的蒲鲁东把格拉古·巴贝夫变成了争取自由的战士，而

在群众的蒲鲁东那里，巴贝夫是作为争取平等的战士（ｐａｒｔｉｓａｎｄｅ

ｌ’éｇａｌｉｔé）出现的。

批判的蒲鲁东自告奋勇地给荷马的“伊利亚特”一诗规定了

应付的稿酬，他说：

“我付给荷马的稿酬应当和他所给予我的东西相等。可是怎样确定荷马

所给予我们的东西的价值呢？”

批判的蒲鲁东的确是过于鄙视政治经济学上的琐事了，所以

他不知道物品的价值和该物品所给予别人的东西是两件完全不同

的事物。真正的蒲鲁东说：

“诗人的稿酬应当和他的产品相等；可是这种产品的价值究竟是怎样的

呢？”

真正的蒲鲁东认定“伊利亚特”具有无限大的价格（或交换

价值，ｐｒｉｘ）；批判的蒲鲁东则断定它有无限大的价值。真正的蒲

鲁东把“伊利亚特”的价值，即它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下的价值

（ｖａｌｅｕｒｉｎｔｒｉｎｓèｑｕｅ），同它的交换价值（ｖａｌｅｕｒé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加以

对比；而批判的蒲鲁东则把“伊利亚特”的“内在价值”，即它作

８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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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首史诗的价值，同它的“为交换的价值”加以对比。

真正的蒲鲁东说：

“物质报酬和才能没有共同的量度。在这方面一切生产者的状况都是相

同的。因此，对他们做任何的比较和在按能力给报酬上做任何的分等都是不

可能的。”（《Ｅｎｔｒｅｕｎｅｒéｃｏｍｐｅｎｓｅｍａｔéｒｉｅｌｌｅｅｔｌｅｔａｌｅｎｔｉｌｎ’ｅｘｉｓｔｅｐａｓｄｅ

ｃｏｍｍｕｎｅｍｅｓｕｒｅ；ｓｏｕｓｃｅｒａｐｐｏｒｔｌａ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ｄｅｔｏｕｓｌｅ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ｅｕｒｓｅｓｔ

éｇａｌｅ；ｃｏｎｓéｑｕｅｍｍｅｎｔｔｏｕｔ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ｉｓｏｎｅｎｔｒｅｅｕｘｅｔｔｏｕｔ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ｄｅ

ｆｏｒｔｕｎｅｓｅｓｔ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批判的蒲鲁东则说：

“生产者的状况之相同是相立的。才能不能用物质来衡量…… 对生产

者进行任何的比较和任何的外部划分都是不可能的。”

在批判的蒲鲁东那里，

“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应该感觉到自己在社会中是同其他一切人平等的，

因为他的才能和他的洞察力都只是社会的洞察力的产物。”

真正的蒲鲁东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谈到有才能的人的感觉。他

说，有才能的人应该降到社会的水平。他决没有断言有才能的人

只是社会的产物。相反地，他说：

“有才能的人使自己锻炼成一个有用之材…… 在他身上隐藏着自由的

劳动者和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本。”

批判的蒲鲁东继续说道：

“此外，他应当感谢社会使他摆脱了其他各种工作，使他有可能致力于科

学。”

真正的蒲鲁东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祈求有才能的人的感谢。他

说：

“社会让艺术家、学者、诗人专心致志于科学和艺术，仅就这一点而言，

他就已经获得了公平的报酬。”

９５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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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批判的蒲鲁东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奇迹：他硬要社会在

１５０个劳动者当中保有一个“元帅”，因而也就要保有一支军队。在

真正的蒲鲁东那里，这个“元帅”却大不了是一个“铁匠”

（ｍｕｒéｃｈａｌ）罢了。

批判性的评注４

“如果他（蒲鲁东）①想保留工资的概念，如果他想把社会看做一个给我

们工作并支付我们工作报酬的组织，那末，他就更没有理由把时间当做报酬

的量度，因为他不久前曾跟着胡果·格劳修斯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在事物

的重要性方面，时间是无关紧要的。”

唯有在这个地方批判的批判才企图解决自己的任务并企图向

蒲鲁东证明：他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来反对政治经济学是不

对的。但也正是在这里，批判真正以批判的形式大出其丑。

跟胡果·格劳修斯一样，蒲鲁东也发挥了这样的思想：时效不

能作为变占有为财产、变一种“法律原则”为另一种“法律原则”的

根据，这就像时间不能把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二直角这样一个

真理变为另一个真理，即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三直角一样。

蒲鲁东大声疾呼地说：“你们决不可能使那本身什么都不能创造、什么都

不能改变、什么都不能革新的时间把使用某物品的人变为该物品的所有者。”

于是埃德加尔先生就推而言之：因为蒲鲁东说，单是时间不

能把一种法律原则变为另一种法律原则，而且时间本身又根本不

能改变成革新任何东西，所以他把劳动时间当做劳动产品的政治

经济学上的价值的量度，就表明他不是始终如一的。埃德加尔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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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得以想出这个批判的批判的见解，是由于他把《ｖａｌｅｕｒ》

〔“价值”〕译作《Ｇｅｌｔｕｎｇ》〔“重要性”〕，因而有可能把这个词以

同一种含义到处乱用，在谈到法律原则的意义时这样用，在谈到劳

动产品的商业价值时也这样用。他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由于他把时

间的空洞的延续和充实的劳动时间看成同样的东西。假使蒲鲁东说时

间不能把苍蝇变为大象，那末批判的批判也同样可以推而言之：既然如

此，他就没有理由把劳动时间当做工资的量度。

生产某个物品所必须花费的劳动时间属于这个物品的生产费

用，某个物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它值多少，即它能卖多少钱（如

果撇开竞争的影响），这一点甚至连批判的批判也不会不了解。除

劳动时间和劳动材料外，经济学家还把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以及资

本家的利息和利润也算入生产费用。在蒲鲁东那里，地租、利息

和利润都消失了，因为在他那里私有财产消失了。于是剩下的只

有劳动时间和预支费用。蒲鲁东既把劳动时间，即人类活动本身

的直接定在，当做工资和规定产品价值的量度，因而就使人成了

决定性的因素；而在旧政治经济学中决定性的因素则是资本和地

产的物质力量，这就是说，蒲鲁东恢复了人的权利，虽然还是以

政治经济学的、因而也是矛盾的形式来恢复的。他从政治经济学

观点出发的这种做法正确到何种程度，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来：新

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原富”２０的头几页中发

挥了这样的见解：在私有制确立以前，也就是在不存在私有财产

的条件下，劳动时间曾经是工资以及与工资尚无区别的劳动产品

的价值的量度。

然而就算批判的批判暂时假定蒲鲁东没有从工资的前提出发

吧。难道它认为生产某件物品的必要时间将来总有一天会不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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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物品的“重要性”的本质因素吗？难道它认为时间在丧失着

自己的价值吗？

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中，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的问题即物

品的价值问题的解决，本质上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

间。因为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真正人类的发展，就是以这种时

间的多寡为转移的。

甚至精神生产的领域也是如此。如果想合理地行动，难道在

确定精神作品的规模、结构和布局时就不需要考虑生产该作品所

必需的时间吗？否则，我至少会冒这样的危险：我思想中存在的

事物永远不会变为现实中的事物，因而它也就只能具有想像中的

事物的价值，也就是只有想像的价值。

以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政治经济学所进行的批判，承认人类

活动的一切本质规定，但只是在异化、外化的形式中来承认。例

如，在这里它们时间对人的劳动的意义变为时间对工资、对雇佣

劳动的意义。

埃德加尔先生继续写道：

“为了强迫有才能的人接受上述的量度，蒲鲁东竟滥用自由交易这个概

念，并断言社会和社会的个别成员本来就有否弃有才能的人的作品的权利。”

在傅立叶主义者和圣西门主义者那里，两只脚继续站在政治

经济学基础上的有才能的人，提出了对稿酬的过高要求，并把他

关于自己是无价之宝的幻想提出来作为确定其作品的交换价值的

标准。蒲鲁东对有才能的人的这些奢望所做的回答，跟政治经济

学对任何企图使价格大大超过所谓自然价格（即物品的生产费

用）的野心所做的回答一样，这就是说，他指出自由交易来作为

回答。同时，蒲鲁东并没有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滥用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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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他把被经济学家看做只是有名无实虚无缥缈的东西，即

立约双方的自由，肯定为现实的东西。

赋予特征的翻译４

批判的蒲鲁东彻底改造了法国的资产阶级，也同样彻底改造

了法国的无产者，从而终于改造了法国社会。

他否认法国的无产者有“力量”，而真正的蒲鲁东却是责备法

国无产者没有德行（ｖｅｒｔｕ）。他把他们在工作中的熟练变成了靠不

住的熟练——“你们在工作中可能是敏捷的”，——而真正的蒲鲁

东却无条件地承认他们在工作中的敏捷（《ｐｒｏｍｐｔｓａｕｔｒａｖａｉｌ

ｖｏｕｓｔêｅｓ》ｅｔｃ．〔“你们在工作中是敏捷的”等等〕）。他把法国的资

产者变成了愚蠢的市民，而真正的蒲鲁东则是把卑下的资产者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ｇｎｏｂｌｅｓ）跟声名狼藉的“高贵的”（ｎｏｂｌｅｓｆｌéｔｒｉｓ）资产

者加以对比。他把资产者从代表中庸之道的市民（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ｊｕｓｔｅ

－ｍｉｌｉｅｕ）变成了“我们的善良的市民们”，为此法国资产阶级可能

会向他称谢不止的。在真正的蒲鲁东谈到法国资产者的“邪恶意

志”（《ｌａｍａｌ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ｄｅｎｏｓ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日益滋长的地方，批判

的蒲鲁东却偏偏老是说“我们的市民们的无忧无虑”在与日俱增。

真正的蒲鲁东的资产者远不是无忧无虑的，他向自己喊道：《Ｎ’

ａｙｏｎｓｐａｓｐｅｕｒ！Ｎ’ａ－ｙｏｎｓｐａｓｐｅｕｒ！》〔“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只有那种想靠大喊大叫来驱散恐惧和忧虑的人才会这样说话。

批判的批判通过翻译真正的蒲鲁东的著作创造了一个批判的

蒲鲁东，从而向群众表明，什么是批判地完成的译文。它向我们

表明了什么是“恰如其分的翻译”。因此他有充分的权利攻击那些

拙劣的、群众的译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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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公众想以极低廉的价格获得出版物，因此出版商就想有廉价的译

品，译者不愿在工作中饿死；他甚至不能以深思熟虑的态度（以完全是认识

的宁静的态度）①来进行自己的工作，因为出版商必须使译品迅速出版问世，

以赶过竞争者。此外，甚至译者也得担心竞争：他得担心有别的译者索价更

低并且更快地宪成工作。于是他立刻匆匆忙忙地把自己的手稿口授给某个穷

缮写员，同时尽可能念得快些，免得按小时拿工钱的缮写员占了便宜。如果

第二天他能把稿子交给不断催促他的排字工，那他就算万幸了。何况，在我

们的书市上泛滥的各种译品只不过是德国文坛目前萎靡不振的一种表现罢

了。”如此等等（“文学总汇报”第８期第５４页）。

批判性的评注
５

“蒲鲁东根据人类因利息和利润制度以及消费和生产的不平衡而特别遭

到损害这一点，得出了财产不可能的证明；这个证明缺少一个能补其不足的

反面，即证明私有财产在历史上是可能的。”

希图侥幸的本能使批判的批判决定不去深究蒲鲁东关于利息

和利润制度等等的论断，也就是说，不去深究蒲鲁东的一些最重要

的论断。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关于私有制运动问题的十分实际的知

识，要想在这一点上批判蒲鲁东，哪怕只是做个批判的样子，也完

全是不可能的。于是批判的批判指出蒲鲁东没有提供私有财产的

历史可能性的证明，企图以此弥补自己的无能为力。可是，除了空

话就什么也没有提供的批判为什么偏要求别人给它提供一切呢？

“蒲鲁东用来证明财产不可能的论据是：工人不能用自己劳动所得的钱

买回自己的产品。蒲鲁东在证明这个论点时探究了资本的实质，但却没有提

出详尽透澈的论据。工人之所以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就因为产品总是社会

的产品，而工人本身则不外乎是单个的被雇用的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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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再详尽透澈一些，埃德加尔先生也许应该一反蒲鲁东的

推论说，工人之所以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是因为他怎么也不得不

去把它买回来。在购买的定义中就已经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工人把

自己的产品当做脱离了他自身的、异化了的对象来对待。顺便说一

句，埃德加尔先生的详尽透澈的论据并没有详尽透澈地说明，为什

么资本家（他自己也不外乎是单个的人，而且还是被利润和利息所

雇用的人）不仅能买到劳动产品，而且还能买到比劳动产品更多的

东西，要说明这一点，埃德加尔先生就必须说明劳动和资本的相互

关系，也就是说，必须去探究资本的实质。

从批判的著作中摘引出的这几段话再明显不过地表明，批判

的批判怎样利用它刚从某个作家那里学来的东西，并在改成批判

的说法以后立刻把它当做自己的天才发明，拿来反对那个作家。要

知道，批判的批判正是从蒲鲁东那里汲取了这个似乎未曾被蒲鲁

东引用过而现在正被埃德加尔先生使用着的论据。蒲鲁东说：

“Ｄｉｖｉｄｅｅｔｉｍｐｅｒａ…〔分而治之……〕，如果把工人分离开，那末，付给

每一个单个的人的日工资就很可能超过每一单个人的产品的价值；但问题不

在这里…… 你们给一切个人力量支付了报酬，但这并不就等于给集体的力

量支付了报酬。”

蒲鲁东最先注意到：付给单个工人的工资的总和，即使在每

一单个人的劳动都完全得到了报酬的情况下，也还是不足以偿付

物化在大家的产品中的集体力量；因此，工人不是作为集体劳动

力的一部分而被雇用的。埃德加尔先生歪曲了这个思想，他硬说

工人不外乎是单个的被雇用的人。这样，批判的批判就利用了蒲

鲁东的总的思想，并用它去反对同一个蒲鲁东的同一种思想的进

一步的具体发挥。它用批判的方式掌握这个思想，并在下面这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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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中暴露了批判的社会主义的秘密：

“现在的工人只考虑自己，也就是说，他以为他只是作为一个人而得到报

酬的。不是别人，正是工人自己不考虑他在同别的力量合作中所产生的那种

巨大的、不可比拟的力量。”

照批判的批判的意见，一切祸害都只在工人们的“思维”中。

的确，英国和法国的工人组织了各种团体，在这些团体中，工人

们所议论的话题不仅有他们作为工人所应有的直接需要，而且也

有他们作为人所应有的各种需要。工人们组织这些团体，就表明

他们非常彻底而广泛地理解从他们的合作中所产生的那种“豆大

的”、“不可比拟的”力量。但是这些群众的共产主义的工人，例

如在曼彻斯特和里昂的工场中做工的人，并不认为用“纯粹的思

维”即单靠一些议论就可以摆脱自己的主人和自己实际上所处的

屈辱地位。他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意识和生活之间

的差别。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

的东西远不是想像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

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

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生

活中真正成其为人。而批判的批判却相反，它教导工人们说，只

要他们在思想中消除了雇佣劳动的想法，只要他们在思想上不再

认为自己是雇佣工人，并且按照这种过于丰富的想像，不再设想

自己是作为单个的人来支取工钱的，那末他们就会真的不再是雇

佣工人了。从这以后，作为绝对的唯心主义者，作为以太的生物，

他们自然就可以靠纯思维的以太来生活了。批判的批判教导工人

们说，只要他们在思想上产除了资本这个范畴，他们也就消除了

真正的资本；只要他们在自己的意识中改变自己这个“抽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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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把真正改变自己的现实的生存、改变自己生存的现实条件、

即改变自己这个现实的“我”的任何行动当做非批判的行为加以

鄙弃，他们就会真正发生变化并转化为现实的人。把实在的现实

只看做一些范畴的“精神”，当然要把人的一切活动和实践统统归

结为批判的批判的辩证思维过程。它的社会主义同群众的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也就在这里。

埃德加尔先生发表了自己的这番宏论之后，当然是应该“否

认”蒲鲁东的批判具有“意识”了。

“但是蒲鲁东也想成为讲求实际的人。”“他认为他已经有了认识”“虽然

如此”，认识的宁静得意洋洋地大声叫道，“但我们现在也还是应该否认他有

认识的宁静。”“我们从他的著作中摘引几处，以表明他怎样很少考虑自己对

社会的态度。”

在后面我们还要从批判的批判的著作中摘引几处（见“贫民

银行”和“模范农场”），以表明它怎样连最基本的经济关系都还

未能认识，更谈不到加以考虑，因而就以它所特有的批判的机敏，

感到自己有责任对蒲鲁东进行批判的分析。

在批判的批判作为认识的宁静“制服了”一切群众的“对立

面”之后，在它用范畴的形式掌握了整个现实并把人的一切活动

消融在思辨的辩证法中之后，我们将看到，它又在用思辨的辩证

法重新创造世界。不言而喻，以批判的思辨形式来创造世界的这

种奇迹，为了不致遭到“亵渎”，只能用神秘剧的形式晓诸未入圣

门的群众。于是，维什努－施里加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就以贩卖

秘密的商人２１的姿态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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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贩卖秘密的商人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或

施里加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施里加－维什努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把“巴黎的秘密”①

崇奉为神。欧仁·苏被誉为“批判的批判家”。要是他知道这件事，

一定会像莫里哀的醉心贵族的小市民一样惊叫起来：

“天哪！我原来说了四十多年的散文，自己一点还不知道呢，您今天把这

个告诉我，我对您真是万分的感激。”２２

施里加先生在批判之前，先来一个美学的小引。

“美学的小引”对“批判的”史诗的普遍意义，特别是对“巴

黎的秘密”的普遍意义，作了如下的阐述：

“史诗创造这样一种思想：现在本身是无，它甚至不仅是（是无，甚至不

仅是！）②过去和未来的永恒的分界线，而且还是（是无，甚至不仅是，而且

还是！）③应该经常加以填充的、把永生和无常分隔开来的裂口…… 这就是

‘巴黎的秘密’的普遍意义。”

接着，“美学的小引”又断定说：“如果批判家有这样的愿望，

那末，他也可能成为诗人。”

８６

①

②③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巴黎的秘密”是法国作家欧仁·苏写的小说，该书宣扬了社会改良的思

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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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里加先生的整个批判都将证明这种论断的正确性。这一批

判的一切组成部分都是“诗作”。

同时，这一批判又是“美学的小引”所规定的“自由艺术”的产

物，也就是说，它“发现了绝对是从来还没有过的、崭新的东西”。

最后，这一批判又是“应该经常加以填充的、把永生（施里

加先生的批判的批判）①和无常（欧仁·苏先生的小说）
②
分隔开来

的裂口”，所以它甚至还是批判的史诗。

（１）“文明中的野蛮的秘密”和

“国家中的无法纪的秘密”

谁都知道，费尔巴哈把基督教关于投胎降世、三位一体、永

生不灭等等的观念看做投胎降世的秘密、三位一体的秘密、永生

不灭的秘密。施里加先生则把现今人世的一切关系都看做秘密。如

果说费尔巴哈揭露了现实的秘密，那末施里加先生却反而把现实

的平凡的东西变成了秘密。他的本领不是要揭露被掩盖的东西，而

是要掩盖已经被揭露的东西。

于是，他把文明中的野蛮（罪犯的存在）和国家中的无法纪

与不平等都说成秘密。二者必居其一：不是施里加先生把揭露了

这些秘密的社会主义文学依旧看做一种秘密，就是他想把这种文

学的最著名的结论变成“批判的批判”的私人的秘密。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深入探讨施里加先生关于这些秘密的论

断，而只指出最精彩的几点。

“在法律和法官面前，所有的人不论富贵贫贱都一律平等。这一原理在国

９６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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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信条中占着首要的地位。”

是国家的吗？恰恰相反，大多数国家的信条都一开始就规定

富贵贫贱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

“宝石匠莫莱尔①十分诚实而清楚地说出了秘密（即贫富对立的秘密）②

的本质。他说：但愿富人也知道这一点！但愿富人也知道这一点！可是不幸

得很，他们不知道贫穷是什么。”

施里加先生不知道：欧仁·苏由于要对法国资产阶级礼貌一

些而把时代弄错了，他把路易十四时代市民阶级常说的“呵！但

愿皇上也知道这一点！”改成“呵！但愿富人也知道这一点！”，再

借“宪章真理”２３时代的工人莫莱尔之口说了出来。这种贫富间的

质朴关系至少在英国和法国已解不再存在了。富人手下的学者即

经济学家们就在这里传播关于贫穷这种肉体贫困和精神贫困的非

常详细的见解。他们用安慰的口吻证明说，因为要保持事物的现

状，所以这种贫困似乎也应保存下来。甚至他们很细心地计算出，

穷人为了富人和自己本身的福利应该按什么比例通过各种死亡事

件来缩减自己的人数。

欧仁·苏描写的是罪犯的酒吧间、巢穴和言谈，而施里加先

生却发现了一个“秘密”，即“作者”的目的并不是要描写罪犯的

言谈和巢穴，而是要

“研究作恶的动机的秘密…… 因为正是在这些交往最活跃的地方……

罪犯们才是无拘无束的”。

假使有人向自然科学家论证，蜂房并不是作为蜂房而引起自

０７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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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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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学家的兴趣，这些蜂房就是对于没有研究过它的人来说也不

会成为秘密，因为只有在新鲜空气中和花朵上蜜蜂“才是无拘无束

的”，那末，自然科学家将何言以对呢？罪犯的巢穴和他们的言谈反

映罪犯的性格，这些巢穴和言谈是罪犯日常生活的不可分离的一

部分。所以描写罪犯必然要描写到这些方面，正如描写ｆｅｍｍｅ

ｇａｌａｎｔｅ〔情妇〕必然要描写到ｐｅｔｉｔｅｍａｉｓｏｎ〔幽会密室〕一样。

罪犯的巢穴不仅对一般的巴黎人，就是对巴黎的警察都是

“秘密”，所以，为了使警察能到这些偏僻的角落里去，现在正在

巴黎最古老的地方铺设具有照明设备的宽广的马路。

最后，欧仁·苏自己宣布，他描写上述一切是为了投合读者

“又害怕又好奇的心理”。欧仁·苏先生所有的小说都是为了投合

读者又害怕又好奇的心理。只要举出“阿达尔·居尔”，“火蛇”，

“普利克和普洛克”等等小说，就足够说明这一点了。

（２）思辨结构的秘密

对“巴黎的秘密”所做的批判的叙述的秘密，就是思辨的黑

格尔结构的秘密。施里加先生把“文明中的野蛮”和“国家中的

无法纪”说成秘密，也就是把它们消溶在“秘密”这个范畴之中，

接着就迫使“秘密”开始自己的思辨的生命历程。要指出这种思

辨结构的总的特点，只要几句话就够了。施里加先生对“巴黎的

秘密”的论述就是对思辨结构的各个细节方面的运用。

如果我从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中得出“果实”这个一般

的观念，如果再进一步想像我从现实的果实中得到的“果实”〔《ｄｉｅ

Ｆｒｕｃｈｔ》〕这个抽象观念就是存在于我身外的一种本质，而且是梨、

１７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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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等等的真正的本质，那末我就宣布（用思辨的话说）“果实”是

梨、苹果、扁桃等等的“实体”，所以我说：对梨说来，决定梨成为梨

的那些方面是非本质的，对苹果说来，决定苹果成为苹果的那些方

面也是非本质的。作为它们的本质的并不是它们那种可以感触得

到的实际的定在，而是我从它们中抽象出来又硬给它们塞进去的

本质，即我的观念中的本质——“果实”。于是我就宣布：苹果、梨、

扁桃等等是“果实”的简单的存在形式，是它的样态。诚然，我的有

限的、基于感觉的理智辨别出苹果不同于梨，梨不同于扁桃，但是

我的思辨的理性却说这些感性的差别是非本质的、无关重要的。思

辨的理性在苹果和梨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在梨和扁桃中看出共

同的东西，这就是“果实”。具有不同特点的现实的果实从此就只是

虚幻果实，而它们的真正的本质则是“果实”这个“实体”。

用这种方法是得不到内容特别丰富的规定的。如果有一位矿

物学家，他的全部学问仅限于说一切矿物实际上都是“矿物”，那

末，这位矿物学家不过是他自己想像中的矿物学家而已。这位思辨

的矿物学家看到任何一种矿物都说，这是“矿物”，而他的学问就是

天下有多少种矿物就说多少遍“矿物”这个词。

思辨的思维从各种不同的现实的果实中得出一个抽象的“果

实”——“一般果实”，所以为了要达到某种现实内容的假象，它就

不得不用这种或那种方法从“果实”、从实体返回到现实的千差万

别的平常的果实，返回到梨、苹果、扁桃等等上去。但是，要从现实

的果实得出“果实”这个抽象的观念是很容易的，而要从“果实”这

个抽象的观念得出各种现实的果实就很困难了。不但如此，要从抽

象转到抽象的直接对立面，不抛弃抽象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此，思辨哲学家抛弃了“果实”这个抽象，但是，他是用

２７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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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思辨的、神秘的方法来抛弃的，就是说，使人看来好像他并

没有抛弃抽象似的。因此他事实上也只是在表面上越出了抽象的

圈子而已。他的议论大抵是这样：

如果说苹果、梨、扁桃、草莓实际上不外是“一般实体”、

“一般果实”，那末，试问，这个“一般果实”又怎么会忽而表现

为苹果，忽而表现为梨，忽而又表现为扁桃呢？和我关于统一体、

关于“一般实体”、关于“一般果实”的思辨观念显然相矛盾的多

种多样的外观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思辨哲学家答道：这是因为“一般果实”并不是僵死的、无差别

的、静止的本质，而是活生生的、自相区别的、能动的本质。普通果

实的千差万别，不仅对我的感性的理智，而且对“一般果实”本身，

对思辨的理性都是有意义的。通常的千差万别的果实是“统一的果

实”的生命的不同表现，它们是“一般果实”本身所形成的一些结

晶。因此，比如说，在苹果中“一般果实”让自己像苹果一般存在，在

梨中就让自己像梨一般存在。因此，我们就不能根据我们从实体观

念得出的看法再说梨是“果实”，苹果是“果实”，扁桃是“果实”；相

反地应该说“果实”确定自己为梨，“果实”确定自己为苹果，“果实”

确定自己为扁桃；苹果、梨、扁桃相互之间的差别，正是“果实”的自

我差别，这些差别使各种特殊的果实正好成为“一般果实”生活过

程中的千差万别的环节。这样，“果实”就不再是无内容、无差别的

统一体，而是作为总和、作为各种果实的“总体”的统一体，这些果

实构成一个“被有机地划分为各个环节的系列”。在这个系列的每

一个环节中“果实”都使自己得到一种更为发展、更为显著的定在，

直到它最后作为一切果实的“概括”，同时成为活生生的统一体。这

统一体把单个的果实都消溶于自身中，又从自身生出各种果实，正

３７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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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人体的各部分不断消溶于血液，又不断从血液中生出一样。

可见，基督教认为只有一个上帝的化身，而思辨哲学却认为有

多少事物就有多少化身，譬如在现在这个例子里，在思辨哲学看

来，每一个单个的果实就都是实体的，即绝对果实的特殊化身。所

以思辨哲学家最感兴趣的就是把现实的、普通的果实的存在制造

出来，然后故弄玄虚地说：苹果、梨、扁桃、葡萄存在着。但是我们在

思辨的世界里重新得到的这些苹果、梨、扁桃和葡萄却最多不过是

虚幻的苹果、梨、扁桃和葡萄，因为它们是“一般果实”的生命的各

个环节，是理智所创造的抽象本质的生命的各个环节，因而本身就

是理智的抽象产物。我们在思辨中感到高兴的，就是重新获得了各

种现实的果实，但这些果实已经是具有更高的神秘意义的果实，它

们不是从物质的土地中，而是从我们脑子的以太中生长出来的，它

们是“一般果实”的化身，是绝对主体的化身。因此，我们从抽象，从

“一般的果实”这一超自然的理智的本质回复到现实的天然的果

实，却反而使这些天然的果实具有了一种超自然的意义，把它们变

成了纯粹的抽象。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注意的主要正是证明“一般

果实”在它的一切生活表现中——在苹果、梨、扁桃等等中的统一

性，也就是证明这些果实的神秘的相互联系，证明“一般果实”怎样

在这些果实的每一种中渐次地实现自身，并怎样必然地从自己的

一种存在形式转到另一种形式，例如，从葡萄转到扁桃。因此，通常

的果实的意义现在已经不在于它们的天然属性，而在于使它们在

“绝对果实”的生命过程中取得一定地位的思辨属性。

一个普通人说苹果和梨存在着的时候，他并不认为自己说出

了什么特殊的东西。但是，如果哲学家用思辨的术语说出这些存

在的东西，那他就是说出了不平凡的东西。他完成了一个奇迹：他

４７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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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般果实”这个非现实的、理智的本质造出了现实的自然的

实物——苹果、梨等等，就是说，他从他自己的抽象的理智（即

他以为在他身外的一种绝对主体，在我们的例子中就是“一般果

实”）中创造出这些果实。每当思辨哲学家宣布这些或那些实物存

在时，他就是进行了一次创造。

显而易见，思辨哲学家之所以能完成这种不断的创造，只是

因为他把苹果、梨等等东西中为大家所知道的、实际上是有目共

睹的属性当做他自己发现的规定，因为他把现实事物的名称加在

只有抽象的理智才能创造出来的东西上，即加在抽象的理智的公

式上，最后，因为他把自己从苹果的观念推移到梨的观念这种他

本人的活动，说成“一般果实”这个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

这种办法，用思辨的话来说，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

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

法的基本特征。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施里加先生，先作这些论述是必要的。如

果说施里加先生过去一直把现实的关系（例如法纪和文明）消溶

在秘密这个范畴中，并且用同样的方法把“秘密”变为实体，那

末，现在他才第一次登上了真正思辨的、黑格尔的高峰，并把

“秘密”变成了体现为现实的关系和人的独立主体。于是，伯爵夫

人、侯爵夫人、浪漫女子、看门人、公正人、江湖医生、桃色事

件、舞会、木门等等就成了这种主体的生活表现。起初他从现实

世界造出“秘密”这一范畴，而现在又从这一范畴造出现实世界。

施里加先生笔下的思辨结构的秘密很清楚地显示出他比之黑

格尔无疑具有两大优点。第一、黑格尔善于用巧妙的诡辩把哲学

家利用感性直观和表象从一实物推移到另一实物时所经历的过

５７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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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说成想像的理智本质本身即绝对主体本身所完成的过程。第

二、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身的、真实的

叙述。这种思辨发展之中的现实的发展会使读者把思辨的发展当

做现实的发展，而把现实的发展当做思辨的发展。

在施里加先生那里就没有这两种困难。他的辩证法丝毫没有

故作玄虚。他以极其诚实而坦白的态度来表演他的技巧。而且他

不在任何地方渗入现实的内容，所以他的思辨结构没有任何碍手

碍脚的附属物，它给我们看到的不是任何模棱两可的外表，而是

赤裸裸地表露出来的美。此外，在施里加先生那里出色地表明思

辨怎样一方面看起来好像是自由地从自身中ａｐｒｉｏｒｉ〔先验地〕造

出自己的对象，另一方面，由于想用诡辩来摆脱对对象的合理的、

自然的依存性，又怎样正好陷入对对象的最不合理的、非自然的

从属性，而不得不把对象的最偶然的和最独特的规定说成绝对必

然的和普遍的规定。

（３）“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

欧仁·苏带着我们看了社会的最下层，拜访了罪犯的酒吧间等等，

然后又把我们引到了上流社会，引到了圣热尔门区的舞会上。

施里加先生关于这种推移做了如下的解释：

“秘密总力图用新的转变来逃避考察。它以前一直作为一种绝对猜不透

的、完全不可捉摸的、否定的东西同真实的、实在的、肯定的东西相对立；而

现在它又作为后者的不可觉察的内容而渗入了后者。但是这样一来秘密也就

消除了被认识的绝对不可能性。”

“秘密”过去一直同“真实的”、“实在的”、“肯定的”东西，

６７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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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同法纪和教养相对立，“而现在它又……渗入了后者”，即渗入

了教养的领域。至于只有上流社会才能代表教养的领域这一点，则

是一个秘密，即使不是巴黎本身的秘密，也是巴黎所不了解的秘

密。施里加先生没有从罪犯世界的秘密推移到贵族社会的秘密，而

是使“秘密”成了有教养的社会的“不可觉察的内容”，成了它的

真正的本质。这并不是施里加先生为了要开辟进一步考察的道路

而作的“新的转变”，而是“秘密”本身为了要使自己能逃避考察

而作的“新的转变”。

施里加先生在真正跟着欧仁·苏到他一心向往的地方，即到

贵族的舞会以前，又采取了ａｐｒｉｏｒｉ〔先验地〕构成的思辨的虚伪

转变。

“显然，秘密总力图躲藏在非常坚固的外壳中，这是可以预见的。而在事

实上也好像是我们面临着无法克服的不可人性……因此，可以预料，大体说

来，……寻根究底的新尝试在这里毕竟还是不可缺少的。”

够了！施里加先生在这件事情上获得这样多的成就，以至

“秘密这一形而上学的主体就显得轻浮佻达，无拘无束，卖弄风情了”。

为了要把贵族社会变成“秘密”，施里加先生企图通过几次思

考来弄清“教养”的含意。他总是先给贵族社会全面地加上一些

谁也不会到它里面去寻找的性质，以便后来再去发现贵族社会并

不具备这些性质这一“秘密”。然后他就把这一发现当做有教养的

社会的“秘密”。施里加先生给自己提出了如下的一些问题：“普

遍理性”（大概是思辨的逻辑吧？）是不是有教养的社会中“社交

谈话”的话题？“是不是只有对人的爱的韵律和拍节才使”这个社

会“成为和谐的整体”？“我们称之为一般教养的东西是否就是普

遍的、永恒的、理想的东西的形式”，也就是说，我们称之为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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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是否就是形而上学的想像的结果？施里加先生不难ａｐｒｉｏｒｉ

〔先验地〕预言他自己的问题的答案：

“但是，可以逆料……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在欧仁·苏的小说中，从平民社会转到贵族社会的过程是通

过写作小说的一般手法来完成的。盖罗尔施坦公爵鲁道夫①的乔

装使他得以深入社会的下层，正如他的身分使他得以接近社会的

上层一样。在赴贵族舞会的路上，他所考虑的决不是周围的各种生

活的对照，他感到最够味的只是他自己的各种乔装的对照。他告诉

他最顺从的同伴，他怎样在各种不同的境遇中感到极其有趣。

他说：“我觉得这些对照真够味。昨天我是一个画家，呆在费维街的一间

小房子里画扇面；今天早上我以店伙的身分，用黑醋栗酒招待皮普勒太太；而

今晚呢，我又是靠神的恩惠支配这个世界的一个特权者。”

被请到舞会上去的批判的批判唱道：

       “我在地上的诸神中逍遥，

我的神识几乎已经缥缈！”２４

批判的批判在下面的颂歌中吐露了心曲：

“这里出现了魔术般的奇迹，在黑夜里阳光普照，在寒冬里显出春天的葱

绿和夏天的繁茂。我们立即产生了这样一种心情：我们相信人们心中有神明

存在的奇迹，尤其是当美妙和优雅使我们完互相信理想已经近在咫尺的时

候。”（！！！）②

批判的乡村牧师，你多没有经验，多轻信呵！只有你那批判

的纯朴才能从雅致的巴黎舞厅立即转入这样一种迷信的心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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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相信“人们心中有神明存在的奇迹”，从巴黎的迷人的女人中看

出“近在咫尺的理想”，天使的化身。

批判的牧师因为天真得极其可爱，决定偷听两个“绝代佳

人”克雷门斯·达尔维尔①和萨拉·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②的

谈话。你们猜猜他想从这两位美人那里“偷听”些什么？他想听

“我们怎样才能为可爱的孩子们祝福，怎样才能使丈夫得到最大的幸福

…… 我们听着……我们惊奇……我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这位偷听私话的牧师大失所望的时候，我们却不觉暗自幸

灾乐祸。两位太太谈的既不是“祝福”，又不是“最大的幸福”，也

不是“普遍的理性”，相反地，“却是从恿达尔维尔夫人不忠于她

的丈夫。

关于这两位太太中间的另一位，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我

们却得到下面的纯朴的说明：

她“真够有进取心，居然在秘密结婚以后生下了孩子”。

伯爵夫人的这种进取精神使施里加先生大为不满，以致对她

加以严厉的训诫：

“我们发现，伯爵夫人一心只想获得个人的私利。”

她能如愿以偿，嫁给盖罗尔施坦公爵，这在施里加先生看来

并不见得有什么好处。

“我们绝不能指望她的出嫁会给盖罗尔施坦公爵的臣民带来幸福。”

我们的这位清教徒在结束自己的训诫时“郑重其事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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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有进取心的太太）①虽然是这个光彩夺目的圈子中的出类拔萃的

人物之一，但是，她在这个圈子中未必是一个例外。”

虽然！但是，未必！艰道说这个圈子中的“出类拔萃的人

物”不是例外吗？

关于另外两位理想人物——达尔维尔侯爵夫人②和德·吕逊

纳公爵夫人③的性格，我们听到下面的话：

她们“得不到内心的满足。她们没有从婚姻生活中找到爱的对象，因此

就到婚姻生活以外去寻找爱的对象。婚姻生活中的爱情对她们说来依然是一

个秘密，她们为内心的强烈的冲动所驱使，力图把这秘密揭穿。因此，她们

就沉醉于秘密的爱情。这些没有爱情的结婚的牺牲品，会不自主地把爱情本

身降低为一种外表的东西，降低为一种所谓的男女关系，而把浪漫的因素，即

秘密，当做爱情中的内在的、令人振奋的、本质的东西”。

这种辩证的阐述愈适用于生活的一切场合，我们对它的功绩

的评价也就应该愈高。

例如，不敢在自己家里饮酒而又想痛饮的人，就到家庭“以

外”去寻找饮酒的“对象”，“因此”，就沉醉于秘密的饮酒。而且

有一种无法克制的力量促使他把秘密当做饮酒的本质的要素，然

而他不会把饮酒降低为纯“外表的东西”，可有可无的东西，就像

上述的几位太太不会把爱情降低到这种程度一样。因为根据施里

加先生本人的说明，她们并不是把爱情，而是把没有爱情的结婚

降低到它的本来面目，就是说降低到一种外表的东西，降低到一

种所谓的男女关系。

施里加先生接着问：“爱情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０８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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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秘密”说成这种爱情的“本质”这一说法我们刚才领教

过了。那末，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才能找出秘密之秘密，本质之本

质呢？

牧师先生朗诵道：“不是万绿丛中的林荫小道，不是月明之夜的自然的蒙

胧，也不是华贵的窗帘和帷幔造成的人工的蒙胧。不是那竖琴和风琴的柔和

而又令人着迷的乐声，不是禁物的诱惑力……”

窗帘和帷幔！柔和而又令人着迷的乐声！还有风琴！牧师先

生，你还是把教堂忘了吧！谁会抬着风琴去幽会呢？

“所有这一切（窗帘、帷幔和风琴）①不过是一种秘密的东西。”

那末难道这种秘密的东西不就是秘密的爱情的“秘密”吗？决

不可能：

“爱情中的秘密是令人激动、陶醉、着迷的那种东西，是情欲的威力。”

在“柔和而又令人着迷的”乐声中，牧师先生就已经拥有能使

人着迷的东西了。如果他不是带着窗帘和风琴，而是带着鼈羹和香

槟酒去幽会，那他也不会缺少“令人激动和陶醉”的东西。

圣者教训说：“诚然，我们不想承认情欲的威力，但是正因为我们要把它

从自身清除出去，正因为我们不承认它是我们自己的本性，它对于我们才有

如此巨大的威力。假如我们承认它是我们自己的本性，那末当它力图牺牲理

性、真正的爱情和意志力以表现自己时，我们立刻就可以克制它。”

依照思辨的神学的精神，牧师劝我们承认情欲是我们自己的

本性，说这样才能在以后去克制它，即撤回这种承认。如果情欲

想牺牲理性（同情欲相对立的意志力和爱情是属于理性的领域

的）以表现自己，他诚然是要立刻加以克制的。但是只要情欲不

１８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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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图牺牲真正的理性，即信仰，牺牲真正的爱情，即对上帝的爱，

牺牲真正的意志力，即基督的意志，以表现自己，那末，就是非

思辨的基督徒也是会承认情欲的。

牧师再说下去就立刻向我们泄露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真正的

见解：

“因此，只要爱情不再是结婚的本质、一般伦理的本质，情欲就成为爱情、

道德和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这里的情欲不应该仅作狭义的理解，即理解为

神经的颤动、血管中的热流，而且还要作更广义的理解，即理解为它提高到

精神力量的外观，提高到支配欲、虚荣心、求名欲…… 麦克格莱哥尔伯爵

夫人是（广义的）①情欲的代表，而这种情欲就是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

牧师说得一针见血：要克制情欲，他首先得克制神经传达和快

速的血液循环。——在说到“狭”义的情欲时，施里加先生认为高

度的体温是由血管里血液的沸腾而来。他不知道温血动物之所以

称为温血动物，是因为他们血液的温度尽管有若干细小的变化，但

始终保持在同一的高度上。——只要神经传达一中止，血管里的

血液一冷却，这罪恶的肉体，这情欲的栖息之所，就成了一具尸首，

而魂灵们也就能顺利无阻地彼此谈论“普遍理性”、“真正的爱情”

和“纯正的道德”。牧师大大地贬低了情欲，竟致勾消了刺激性爱的

那些因素，即快速的血液循环（它证明人要是迟钝得没有情欲也就

不会有爱）和神经的传达（它把作为情欲的主要栖息之所的器官和

大脑连接起来）。他把真正的性爱归结为机械的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ｓｅｍｉ－ｎｉｓ

〔泄精〕，并和一个臭名远扬的德国神学家一起嗫嚅着：

“不是为了性爱，不是为了肉欲，只因上帝曾经吩咐：你们要生养众多。”

２８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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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把思辨的结构和欧仁·苏的小说比较一下吧。这

些被当做爱情的秘密的并不是情欲，而是神秘、猎奇、挫折、恐

惧、危险，尤其是被禁止的事物的诱惑力。

这里谈到：“为什么许多女人偏要找不配做自己丈夫的男人做情人呢？这

是因为爱情的最大的魔力就在于它像禁果一样地诱人…… 你们会同意：爱

情要是去掉了担心、苦恼、困难、秘密、危险，那就什么东西也没有，或者

几乎什么东西也没有了。那就是说，只剩下了情人的躯壳…… 总而言之，这

多多少少好像这样一件事情：有这样一个人，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和你那

个寡居的情妇结婚呢？那个人回答说，唉，这一点我当然也想过，不过结婚

后，我不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过夜。”

施里加先生强调说，爱情的秘密不在于被禁止的事物的诱惑

力，而欧仁·苏却强调说，被禁止的事物的诱惑力构成爱情的

“最大的魔力”和各种ｅｘｔｒａｍｕｒｏｓ〔屋外的〕爱情猎奇的根据。

“在爱情中正如在商业中一样，禁令和走私是形影不离的。”２５

欧仁·苏和自己的思辨的解释者相反，他还作出了这样的论

断：

“矫柔造作和玩弄手腕的僻性，故弄玄虚和诡计多端的倾向，是女人的本

质特点、天生的僻性和主要的本能。”

使欧仁·苏感到烦恼的只是这种反对结婚的僻性和倾向。他

真想使女人的这种本能运用得比较无害、比较有益。

施里加先生把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变成了“提高到精神力

量的外观”的那种情欲的代表者，但是她在欧仁·苏的笔下却纯

粹是个抽象理智的人。她的“虚荣心”和她的“骄傲”远不能成

为情欲的形式，而是一种和情欲毫不相干的抽象理智的产物。因

而欧仁·苏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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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的火样的冲动从没有打动她那冷若冰霜的心；任何动人心弦的事

件也不能改变这狡猾、自私而虚荣的女人的刻薄打算。”

抽象、无情而冷酷的理智所造成的利己主义构成了这个女人

的根本特征。所以，她的灵魂在小说中被描写成“枯燥而冷酷

的”，她的意向被描写成“恶毒透顶的”，她的性格被描写成“狡

猾的”和“绝对的”（这是抽象理智的人所特有的性格），她的矫

柔造作被描写成“高明的”。我们顺便提一句，欧仁·苏小说中伯

爵夫人的生活道路，同小说中大多数人物的生活道路一样，是描

写得很不合理的。老奶妈要她相信她日后将“戴王冠”。她对此竟

深信不疑，于是出发旅行，想借出嫁来取得王冠。结果弄得不伦

不类，竟把一个德国的小“诸侯”当做了“戴王冠的人物”。

我们这位批判的圣徒痛斥了情欲以后，认为还必须表明：为

什么欧仁·苏一写到上流社会就要描写舞会（这几乎是所有的法

国小说家都喜欢采用的一种手法），而英国小说家一写到上流社会

往往是描写打猎或乡间别墅。

“欧仁·苏一写到上流社会就要描写舞会，这件事，对这种理解事物的方

法（施里加先生的观点） 说来，不可能是无关紧要的，而且从这方面（从施

里加的结构方面）②来看也不可能是纯粹偶然的。”

于是批判家放开缰绳，马就沿着按归天的老沃尔弗的精神对

这种必然性所做的一连串的证明飞步狂奔起来。

“跳舞是作为秘密的情欲的最普遍的表现。只有结成配偶才能得到的两

性（？）①的直接接触即拥抱，在跳舞中是容许的。因为跳舞虽然从外表看起

４８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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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能够得到快感，而且实际上（是实际上吗？牧师先生！）①也是这样，但终

究不能看做情欲的（难道应看做普遍理性的吗？）②接触和拥抱。”

于是最后得出了一个最多是踮着脚跟跳舞的结论：

“因为，如果真的把跳舞看做情欲的接触和情欲的拥抱，那就不能理解，

为什么社会单单对跳舞表示宽容，而一切类似的现象——如果这些现象在其

他地方同样无所顾忌地表现出来——社会反而会给加上一个严重的罪名，认

为这是不可原谅地伤风败俗和不识廉耻的行为，而冠以恶名并无情地加以取

缔。”

牧师先生所说的不是康康舞，也不是波尔卡舞；他说的是一

般的舞蹈，是只有在他那批判的脑盖骨下面才能跳的舞蹈这一范

畴。如果有机会让他到巴黎的“雪蜜卢”去看一看跳舞，那见的

泼辣大胆、毫无隐讳的作风、轻浮放荡的动作、刺激情欲的音乐

定会使他的基督教德意志的情感激动起来。他自己的那种“产际

上能够得到的甜蜜之感”使他有可能“觉得”：“确实不可理解，为

什么跳舞的人自己反而”给观众造成赤裸裸的人类情欲这样一种

激动人的印象（“这种情形要是在其他地方”，即在德国，“以同

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便是不可原谅的罪过”……），而同时，当跳

舞的人不仅能够而且必然要成为情欲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的人的时

候，为什么他们又不应而且不敢——至少可以这样说——自视为

这样的人！！

出于对跳舞的本质的崇敬，批判家把我们引入了舞会。但是

他遇到了重大的困难。在这个舞会上虽然有人在跳舞，但只是在

想像中跳舞。欧仁·苏根本没有对跳舞作任何描写。他没有混在

跳舞的人群中间。他之所以要利用舞会，只是为了便于把上层的

５８神 圣 家 族

①②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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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圈子里的人汇集在一起。在绝望之余“批判”迫不及待地补

充作者，用自己的“幻想”把舞会等等轻松地描写了一番。如果

说，按照批判的规定，欧仁·苏在描写罪犯们的巢穴和言谈的时

候，绝不是他对这些巢穴和言谈的描写本身发生兴趣，那末，相

反地，他必然会对跳舞发生无限的兴趣，尽管描写跳舞的并不是

他本人，而是他的“富于幻想”的批判家。

再看！

“事实上，社交的声调和节奏的秘密，即这种极不自然的事物的秘密，是

一种回复到自然的热烈的渴望。因此，像塞西莉①身上所发生的这种情形给

有教养的社会一种像电一样的影响，并获得极不平常的成就。对她这样一个

没有受过教育的、只受自己的本性支配的、在奴隶中生长起来的女奴说来，这

种本性是生命的唯一泉源。她突然被送入宫廷，在那里的风俗习贯的强制下，

她很快就识破了这些风俗习贯的秘密…… 她是绝对有力量驾驭这个环境

的，因为她的力量，她的本性的力量像不可思议的魅力一样影响着周围的人，

而在这个环境中塞西莉必然会走入歧途而放纵起来，但是在以前，当她还是

奴隶的时候，正是这种本性使她拒绝了主人的一切卑鄙的要求，始终忠实于

自己的爱情。塞西莉是有教养的社会的被揭露了的秘密。被压抑的感情最后

终于冲破障碍而不可抑制地奔放出来……”

不知道欧仁·苏的小说的内容而只读过施里加先生的文章的

读者，一定认为塞西莉是这个舞会上的一个迷人的女人。然而在小

说中，当巴黎在跳舞的时候，塞西莉正坐在德国的监狱里。

塞西莉作为一个女奴始终是忠实于黑人医生大卫②的，因为

她“狂热地”爱着他，也因为她的所有者维里斯③先生正“粗暴地”

６８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③ 同①。——译者注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鲁道夫的侍医。——译者注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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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她的温存。在小说中，使她生活放荡的动因是很简单的。她一

被带到“欧洲人的世界”中，就“耻于同黑人结婚”。她刚到德国，一

种败坏了的主体就“立即”腐化了她。这是她血管里的“印地安人的

血液”在起作用。为了迎合“可爱的道德”和“可爱的交易”，伪善的

欧仁·苏先生不得不把她的行为说成“天生的堕落”。

塞西莉的秘密就在于她是一个混血姑娘。她的情欲的秘密是

热带的炽热。帕尔尼在他致爱琳娜的美丽的诗篇中赞美过混血姑

娘。在成百篇的游记中都可以看到混血姑娘对法国水手是多么危

险。

“塞西莉本来是那种只有在热带的炽热下才能激起的强烈的情欲的化身

…… 每一个人都听人谈到过这些所谓能使欧洲人丧命的有色人种的姑娘，

这些迷人的吸血鬼，她们以可怕的诱惑力来迷醉她们的牺牲者……使他们像

当地有力的俗话所说的那样，渴饮自己泪，饥食自己的心。”①

塞西莉对那些有贵族教养的萎靡不振的人正好丝毫没有施展

这样的魔力……

“塞西莉这一类型的女人，往往对雅克·弗兰②之类的粗鲁的情欲的代

表者产生一种突如其来的影响，使他受到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③

像雅克·弗兰之类的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代表起高尚的社会

来呢？可是批判的批判却非把塞西莉说成绝对秘密的生命过程中

的一个环节不可。

７８神 圣 家 族

①

②

③ 同①。——译者注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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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正直和虔敬的秘密”

“秘密作为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固然是从对立躲藏到内部去了。然而上

流社会还有它可以用来保护圣地的特殊集团。上流社会对这种至圣所说来好

像是小礼拜堂。但是对于在门庭前逗留的人说来，小礼拜堂本身就是秘密。因

此，这种特殊的教养之于人民……正如粗野之于有教养的人一样。”

“固然……然而……还……好像……但是……因此”，正是这

些魔术般的钩子把思辨的论述之链的各个环节紧紧地连接在一

起。在上文中我们看到，施里加先生如何使秘密离开罪犯世界而

藏到上流社会里去。现在他必须构造另一个秘密，即上流社会有

它的特殊的集团，这些集团的秘密对人民说来是一种秘密。除了

上述魔术般的钩子以外，这种结构还需要把集团转化为小礼拜堂，

把非贵族世界转化为这种小礼拜堂的门庭。而且资产阶级社会的

一切领域只形成上流社会的小礼拜堂的一个门庭这一件事，对巴

黎说来又是秘密。

施里加先生追求两个目的。第一、必须把体现在上流社会的特

殊集团中的秘密变成“整个世界的公共财产”。第二、必须把公证人

雅克·弗兰构造成秘密的有生环节。批判家发表了如下的议论：

“教养还不能而且也不想把所有的等级和所有的差别都拉到自己的圈子

里面来。只有基督教和道德才能在地球上建立包罗万象的王国。”

在施里加先生看来，教养、文明就等于贵族的教养。因此，他看

不到，工业和商业正在建立另一种包罗万象的王国，根本不同于基

督教和道德、家庭幸福和小市民福利所建立的包罗万象的王国。但

是我们怎样到公证人雅克·弗兰那里去呢？这太简单了！

８８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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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里加先生把基督教变成个人的特质，即“虔敬”，而把道德变

成另一种个人的特质，即“正直”。他把这两种特质结合在一个人身

上，并把这个人命名为雅克·弗兰，因为雅克·弗兰并没有这两种

特质，而只是假装出这种样子。于是，雅克·弗兰就成了“正直和虔

敬的秘密”。然而，弗兰的“遗嘱”是“表面上的正直和虔敬的秘密”，

可见已经不是正直和虔敬本身的秘密。批判的批判想把这个遗嘱

构造成秘密，所以它必须把表面上的正直和虔敬说成这个遗嘱的

秘密，而不反过来把这个遗嘱说成表面上的正直和虔敬的秘密。

巴黎公证人事务所认为雅克·弗兰是对自己的一种恶意诬

蔑，并通过戏剧检查，坚持要从已经搬上舞台的“巴黎的秘密”中

删去这个人物，正在这个时候，批判的批判却一面“和概念的空

中王国争论”，一面把巴黎的公证人看做宗教和道德、正直和虔敬，

而不看做巴黎的公证人。公证人莱昂的审判过程应该是对批判的

批判的一个启发。公证人在欧仁·苏的小说中所处的地位是和他

的职位密切相关的。

“公证人在世俗事务中，就如僧侣在宗教事务中一样，他们都是我们的秘

密的守护者。”（蒙泰“法兰西各等级……的历史”第九卷第３７页２６）

公证人是世俗的神甫。按职业说他是清教徒，但“诚实”——

莎士比亚说——并“不是清教徒”２７。他同时是达到各种各样目的

的中间人，是市民的倾轧和纠纷的主使者。

对于以伪善和公证职务为自己的全部秘密的公证人弗兰，我

们似乎还没有作更深入一步的了解。但是不要性急！

“如果说，伪善对公证人说来完全是有意的，而对罗兰①夫人说来是一种

９８神 圣 家 族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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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本能的东西，那末，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群人，这些人不可能深入秘

密，但总是下意识地竭力在这样做。同时把这个世界的上等人和下等人引到

江湖医生布拉达曼蒂（波利多里①神甫）的阴森森的住所中去的，也并不是

迷信。不，他们是到那里去寻找秘密，以便向世界证明自己无罪。”

“上等人和下等人”涌向波利多里那里，并不是为了要找到能

向全世界证明自己无罪的某种秘密。不，“上等人和下等人”是到

波利多里那里去寻找“一般的秘密”，寻找那作为绝对主体的秘密，

来向世界证明自己无罪。这就像我们不找斧子，而找“一般的工

具”，找ｉ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抽象的〕工具来劈柴一样。

波利多里所有的一切秘密无非是堕胎的方法和杀人的毒药而

已。——施里加先生在思辨的极度兴奋中让“谋杀者”求助于波

利多里的毒药，“因为他并不想做谋杀者，而是要做一个受人尊重、

爱戴、敬仰的人”。好像在谋害人命的时候，问题是在于得到尊重、

爱戴和敬仰，而不在于人的脑袋！但是批判的谋杀者并不为自己

的脑袋操心，而为“秘密本身”奔忙。——既然并非所有的人都

在谋杀人，也并非所有的孕妇都是违犯警章怀孕的，那末这个波

利多里怎么可以使每一个人都能拥有他所期望的秘密呢？施里加

先生大概是把江湖医生波利多里和１６世纪的学者波利多罗·味

吉里奥搅混了；这位学者虽然没有发现任何秘密，但力图使揭露

秘密的人即发明家的历史成为“全世界的公共财产”（见波利多罗

·味吉里奥“发明家手册”１７０６年里昂版２８）。

可见，秘密本身，即终于变成“全世界的公共财产”的绝对

的秘密，就是堕胎和下毒的秘密。秘密本身转化为对任何人也不

０９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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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说是秘密的秘密，这的确是使它自己变成“全世界的公共财

产”的最巧妙的办法。

（５）“秘密—讥讽”

“秘密本身现在已经成了公共财产，成了全世界和每个人的秘密。或者它

是我的艺术或我的本能，或者我能够在市场上像买商品一样地买到它。”

现在成了全世界公共财产的是什么样的秘密呢？是国家中的

无法纪的秘密吗？是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吗？是伪造商品的秘密

吗？是制造香水的秘密吗？还是“批判的批判”的秘密？都不是！

这里说的是ｉ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抽象的〕秘密，是秘密这个范畴！

施里加先生想把仆人和看门人皮普勒及其妻子①描写为绝对

的秘密的体现。他企图构造出“秘密本身”的佣人和看门人！他

是怎样从纯范畴的高峰跳到“在闭锁的门前当暗探”的“仆人”的

脚下，从高踞于抽象云雾顶上的宝座中的秘密这一绝对主体的高

峰跳到看门人所住的地下室呢？

他先使秘密这个范畴完成思辨的过程。而在秘密借堕胎和下

毒的办法成为全世界的公共财产以后，它

“也就绝对不会再是被掩盖的和不可捉摸的，而是一种自己掩盖自己的

东西，或者更好一些（真是愈来愈好了！）②，是被我掩盖、被我弄得不可捉

摸的东西”。

绝对的秘密这样从本质转化为概念，从它本身是被掩盖着的

东西的客体阶段转化为它自己掩盖自己的主体阶段，或者更好一

１９神 圣 家 族

①

②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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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转化为“我”掩盖“它”的阶段，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获得任

何进展。相反地，困难却似乎增加了，因为人们头脑中和人们心

中的秘密比海底的秘密更不可捉摸，更不易揭露。因此，为了挽

救自己的思辨的论断，施里加先生立即提出了经验的论断。

“在关着的门后面（注意听，注意听！）①今后（今后！）②将孕育、酿造并

形成秘密。”

“今后”施里加先生把秘密本身的思辨的“我”转化为一种完

全经验的纯粹木制的的现实，即转化为门。

“但是随着（也就是说，随着关闭着的门的出现，而不是随着从故步自封

的本质到概念的推移）③也就有了偷听、看穿和探索秘密的可能性。”

可以挨着关着的门偷听，这个“秘密”并不是施里加先生发现

的。大众的俗话就说“隔墙有耳”。相反地，成为完全批判的思辨的

秘密的，倒是这样一件事：只有“今后”，也就是在去罪犯巢穴中作

地狱之行以后，在我们高升到有教养的社会的天上以后，在波利多

里的所有的奇迹发生以后，秘密才能在关着的门后孕育，才能被人

挨着关着的门偷听。构成同样伟大的批判的秘密的还有一件事，这

就是关着的门不论对于孕育、酿造、形成秘密（在丛林后面不知孕

育、酿造、形成了多少秘密！），或者对于探索秘密都是绝对必要的。

完成这一出色的辩证的功绩后，施里加先生自然要从探索本

身谈到探索的原因。在这里他向我们揭露了一个秘密：幸灾乐祸是

探索的原因。他从幸灾乐祸又进一步谈到幸灾乐祸的原因。

他说：“每一个人都希望比别人好，因为他不仅在掩盖自己行善的动机，

而且极力想把自己作恶的事实用重重的浓雾包藏起来。”

２９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②③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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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要倒过来说才对：每一个人不仅在掩盖自己行善的动

机，而且极力想把自己作恶的事实用重重的浓雾包藏起来，因为

他希望比别人好。

这样，我们终于从自己掩盖自己的秘密达到掩盖秘密的

“我”，从这个“我”达到关着的门，从关着的门达到探索，从探

索达到探索的原因，达到幸灾乐祸，从幸灾乐祸达到幸灾乐祸的

原因，达到要比别人好的愿望。现在，我们马上就有眼福看到站

在在关着的门前的仆人。要比别人好的这种普遍的愿望使我们一

下就知道“任何人都好探询别人的秘密”，在这里批判家又从容不

迫地加上了下面这一精辟的见解：

“在这方面，仆人的地位是最有利的了。”

如果施里加先生读过巴黎警察局的档案库中的档案、维多克

档案、法国的“黑皮书”和类似的东西，他就会知道，在这一方

面，警察所处的地位要比仆人所处的“最有利的地位”还更有利

些，警察只在最简单的事情上才利用仆人，而自己则不仅不停在

门外，不仅看着主人脱衣服，而且还变成他的ｆｅｍｍｅｇａｌａｎｔｓ〔情

妇〕，甚至变成妻子，钻进被窝，碰到他赤裸裸的肉体。在欧仁·

苏的小说中，警探“红手”①是情节发展的主要体现者之一。

“今后”施里加先生对于仆人不能完全“不顾私人利益”这一

点感到烦恼。这种批判的怀疑为批判家铺设了通往看门人皮普勒

及其妻子的道路。

“可是，看门人的处境使他能比较独立，使他有可能把屋内的秘密变成自

由的、没有利害关系的（虽然是严酷而辛辣的）、讥讽的对象。”

３９神 圣 家 族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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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门人的这种思辨的结构所遇到的第一个大困难，就是在巴

黎的很多房屋中至少有一部分住户的仆人常常就是看门人。

批判的幻想以为看门人的地位比较独立和没有利害关系，这

是否正确，可以从下面的事实来判断。巴黎的看门人是房东的代表

和密探。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的工钱不是由房东，而是由房客出

的。由于自己的收入很不可靠，看门人除了自己的正式职业以外，

还常常要弄点外快。在恐怖统治时期，在帝国时期和复辟时期，看

门人是秘密警察的主要代理人。例如富瓦将军就处于自己的看门

人的暗中监视之下，寄给将军的信件都要被他先转给附近的警察

代理人审阅（见弗罗芒“警察内幕”２９）。因此：《ｐｏｒｔｉｅｒ》〔“看门人”〕

和《éｐｉｃｉｅｒ》〔“小店主”〕这两个词是骂人的话，连《ｐｏｒｔｉｅｒ》〔“看门

人”〕自己也希望别人称他《ｃｏｎｃｉｅｒｇｅ》〔“看房人”〕。

欧仁·苏根本就没有把皮普勒太太描写成“不计利害的”和心

地善良的人，他一开始就描写她在兑钱时欺骗鲁道夫，她为鲁道夫

介绍了和他住在一幢房子里的奸猾的放高利贷的女人，她向鲁道

夫担保他利丽果莱特①相识一定会有许多乐事，她讥刺少校给她

的钱太少，同她讨价还价（她一肚子火地称他为“吝啬的少校”，并

说：“给你料理家务，你每月只给１２法郎，总有一天你会从这里得

到教训的”），“小气”得连柴米都要管，等等。她自己说出了她“独

立”行动的原因是少校每月只给她１２法郎。

在施里加先生那里，“阿娜斯塔西娅·皮普勒用某种方式开始

了反秘密的游击战”。

在欧仁·苏的小说里，阿娜斯塔西娅·皮普勒是巴黎看门女

４９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是一个浪漫女子，又称“斑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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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典型。欧仁·苏想把“被昂利·蒙尼埃先生描写得非常出色

的看门女人加以戏剧化”。而施里加先生认为必需把皮普勒太太

“嘴上刻薄”的特点转化为特殊的本质，然后再把皮普勒太太转化

为这种本质的代表。

施里加先生接着说：“她的丈夫看门人阿尔弗勒德·皮普勒和她是同行，

但是运气不佳。”

为了安慰他的失败，施里加先生把他也转化为一种讥讽。他

是秘密的“客观”方面的代表，是“作为讥讽的秘密”的代表。

“使他遭到失败的秘密就是人家对他的讥讽和嘲笑。”

此外，神灵似的辩证法怀着无限的同情把“不幸的老糊涂”变

成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强健的人”，分配他担任绝对秘密生命过程

中的一个很可敬、很幸运又很有决定意义的环节的角色。对皮普

勒的胜利就是

“秘密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失败”。“稍为机灵和勇敢一些的人就不会上嘲

笑的圈套。”

（６）“斑鸠”（丽果莱特）

“还有一件事情要做。从皮普勒和卡布里昂①的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到，

秘密在它自己的渐次的发展中必然会被迫降到纯滑稽戏的地步。现在所要做

的只不过是使个人不再演出这种愚蠢的喜剧。‘斑鸠’在这一步上做得不能再

纯朴了。”

任何人都可以在两分钟内看穿这种思辨的滑稽戏的秘密，并

５９神 圣 家 族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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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独立地应用它。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稍为指明一下。

题目：试说明人是怎样成为动物的主宰的。

思辨的解答：假定我们有六种动物，譬如说有狮子、鲨鱼、蛇、

牛、马和哈巴狗。我们从这六种动物中抽象出“一般动物”这个

范畴。把“一般动物”想像为独立的存在物。把狮子、鲨鱼、蛇

等等看做“一般动物”的化装或体现。我们既可以把我们的想像

的东西，即我们抽象的“动物”变成某种现实的存在物，同样也

就可以把现实的动物变成我们抽象的创造物，即我们想像的创造

物。我们看见“一般动物”体现为狮子，就会把人撕得粉碎；体

现为鲨鱼，就会把人吞下去；体现为蛇，就会用毒液伤人；体现

为牛，就会用角觗人；体现为马，就会用蹄子踢人；但是，如果

“一般动物”体现为哈巴狗，就只会对人吠叫，并把和人的搏斗完

全变成搏斗的外观。从哈巴狗的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到；“一般动

物”在它自己的渐次的发展中必然会被迫降到表演纯滑稽戏的地

步。如果小孩或孩子气的人看见哈巴狗就逃跑，那末现在所要做

的只不过是使个人不再演出这种愚蠢的喜剧。某甲在这一步做得

不能再纯朴了，他向哈巴狗挥动了自己的竹杖。从这里，你可以

看出“一般的人”如何通过某甲和哈巴狗而成为“一般动物”的

主宰，从而也就成了现实的各种动物的主宰；这个人如何制服了

体现为哈巴狗的动物，从而也就制服了作为动物的狮子。

同样，施里加先生的“斑鸠”通过皮普勒和卡布里昂而战胜

了现存的世界秩序的秘密。不但如此！“斑鸠”本身就是“秘密”

这个范畴的实现。

“她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崇高的伦理价值，因此她对自己说来，也还

是个秘密。”

６９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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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仁·苏通过穆尔弗①的口向我们揭露了非思辨的丽果莱特

的秘密。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浪漫女子”。在她身上，欧仁·苏

描写了巴黎浪漫女子的亲切的、富于人情的性格。可是又由于对

资产阶级恭顺，而生性又好夸大，他就一定要在道德上把浪漫女

子理想化。他一定要把她的生活状况和性格的尖锐的棱角磨掉，也

就是消除她对结婚的形式的轻视、她和大学生或工人的纯朴的关

系。正是在这种关系中，她和那些虚伪、冷酷、自私自利的资产

者的太太、和整个资产阶级的圈子即整个官方社会形成了一个真

正人性的对比。

（７）“巴黎的秘密”的世界秩序

“这一秘密的世界也就是‘巴黎的秘密’的个人活动得以进行的普遍世界

秩序。”

“但是”在“转过话题来谈史诗事件在哲学上的再现”以前，

施里加先生还得“把上面所做的零零碎碎的构图合成一幅完整的

图画”。

如果施里加先生说，他想转过话题来谈史诗事件“在哲学上

的再现”，那末，我们应该认为这是真正的自白，是他的批判的秘

密的暴露。直到现在，他总是使世界秩序“在哲学上再现”。

施里加先生继续他的自白说：

“从我们的叙述中可以得出结论：前面研究过的一些单个的秘密，并不是

与其他秘密无关而本身就有价值的，它们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闲谈中的珍

７９神 圣 家 族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鲁道夫的仆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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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这些秘密的价值就在于它们自身组成许多环节的有机的连贯性，而这些

环节的总和就是秘密。”

由于他那坦率的脾气，施里加先生谈得更远了。他承认“思

辨的连贯性”并不是“巴黎的秘密”的真正的连贯性。

“是的，在我们的史诗中，秘密并不表现为这种自知的连贯性（按成本

吗？）①，但是我们在这里碰到的问题并不是逻辑的、任何人都看得见的、自

由的批判机体，而是一种神秘的植物的存在。”

我们不去研究施里加先生的完整的图画而直接来考察构成

“推移”的这一点吧。通过皮普勒的例子，我们已经熟悉了“秘密

本身的自嘲”。

“秘密本身用自嘲来判决自己。秘密在自己的发展结束时消灭自己，从而

促使任何坚强的人进行独立的检查。”

盖罗尔施坦公爵鲁道夫这位“纯批判”的伟人的使命就是实

行这种检查和“揭露秘密”。

如果我们在一个时候中看不到施里加先生，然后才来研究鲁

道夫和他的功绩，那就可以预言，而读者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猜想，

或者宁可说是预测，我们将把鲁道夫从“神秘的植物的存在”（他

在批判的“文学报”中就是这样的）转化为“批判的批判的机

体”中的“逻辑的、任何人都看得见的、自由的环节”。

８９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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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绝对的批判的批判或

布鲁诺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１）绝对批判的第一次征讨

（ａ）“精神”和“群众”

  过去，批判的批判似乎对各种各样的群众的事物多少进行过

一番批判的研究。现在我们却发现它是在研究绝对批判的对象，即

它自己。到目前为止，它一直是靠批判地贬低、否定和改变某些

群众的事物和人物来取得自己的相对荣誉。现在它却靠批判地贬

低、否定和改变全体群众来取得自己的绝对荣誉。同相对的批判

对立的有相对的界限。同绝对的批判对立的有绝对的界限、群众

的界限，即作为界限的群众。和一定的界限相比，相对的批判本

身必然是有限的个体。和普遍的界限相比，和界限本身相比，绝

对的批判必然是绝对的个体。正像各种各样的群众的事物和人物

汇合在“群众”这一锅不纯的稀粥里一样，似乎还是事物的和人

物的批判也一变而为“纯批判”了。过去，批判似乎多少是赖哈

特、埃德加尔、法赫尔等等这些批判的个人的特性。现在它却是

主体，而布鲁诺先生则是它的化身。

过去，群众性似乎多少是被批判的事物和人物的特性；现在

事物和人物却变成了“群众”，而“群众”则变成了事物和人物。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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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一切批判的关系现在都在绝对批判的英明和绝对群众的愚

蠢的关系中消灾了。这个基本的关系是过去的批判的行动和战斗

的意图、趋向、解答。

和自己的绝对的身分相适应，“纯”批判已经在初次上场时就

道出了自己的独特的“箴言”，但是尽管如此，作为绝对的精神，

它必将完成某种辩证的过程。它的原初概念，只有在它的天体运

行的终点上才会真正被实现（见黑格尔“哲学全书”３０）。

绝对的批判宣告说：“还在几个月以前群众就以为自己是强大有力的，是

法定要统治世界的，他们早就在搬着指头计算这一天的到来。”３１

正是布鲁诺·鲍威尔先生自己在“自由的正义事业”（自然是

在“他自己的”事业里）、“犹太人问题”３２等等里面搬着指头计算统

治世界的日子的到来。虽然他也曾意识到他不能够指出确切的日

子。他竟把他自己的一大堆罪过转记在群众的罪行录上。

“群众以为自己占有许多不言而喻的真理”。“但是，只有……当人们通过

对真理的一系列的论证而尾随真理之后的时候，才算整个地占有了真理。”

真理，对鲍威尔先生来说也像对黑格尔一样，是一具自己论

证自己的自动机器。人始终都要尾随其后。现实发展的结果，也

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不外是被证明了的即被意识到了的真理。因

此，绝对的批判就会和鼠目寸光的神学家同声问道：

“如果历史的任务并不是要证明这些最简单的真理（例如，地球绕日运

行），那末还要历史干什么呢？”

从前的目的论者认为，植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动物充饥，动

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人类充饥，同样，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给理

论的充饥（即证明）这种消费行为服务。人为了历史而存在，而历史

则为了证明真理而存在。在这种批判的庸俗化的形式中重复了思

００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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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的高见：人和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使真理达到自我意识。

因此，历史也和真理一样变成了特殊的个性，即形而上学的

主体，而现实的人类个体反倒仅仅变成了这一形而上学的主体的

体现者。所以绝对的批判利用了下面这些话：

“历史不容许别人嘲弄自己……历史尽了最大的努力，以便人们……研

究历史……为什么需要历史呢？……历史向我们提供明确的证明……历史揭

开真理”云云。

如果照绝对的批判的说法，到现在为止，历史上只有这样两

三个最简单的、终于是不言而喻的真理，那末被批判硬加在人类

过去全部经验之上的这种贫乏，首先只是证明了绝对的批判自己

的贫乏。相反地，从非批判的观点看来，历史的结果就是：最复

杂的真理、一切真理的精华（人们）最终会自己了解自己。

绝对的批判继续表明：“真理，它们对群众说来似乎是这样一目了然，以

至它们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是无需证明的，不值得让历史特地去证明

它们的重要性；它们根本就不属于由历史来解决的任务这个范围之内。”

绝对的批判在对群众大发神圣的雷霆之余，又向群众巧言奉

承了一番。的确，如果说真理一目了然是因为群众觉得它就是这

样，如果说历史是根据群众的意见来决定自己对真理的态度，那

末在这种场合下，群众的判断就是绝对正确的、无可争辩的，它

对于历史就具有法律效力，而历史只证明群众不能一目了然因而

群众需要证明的东西。所以说，群众给历史规定了它的“任务”和

它的“业务”。

绝对的批判谈的是“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它凭着自

己的批判的天真发明了绝对的“一开始”和抽象的不变的“群众”。

在绝对的批判的心目中，１６世纪群众的“一开始”和１９世纪群众

１０１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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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开始”，就像这两个世纪的群众本身一样，是很少有什么差别

的。这种真实的、一目了然的、不言而喻的真理，其特点正在于它

“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绝对的批判对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

真理的攻击，也就是对本来就“不言而喻”的真理的攻击。

对绝对的批判以及对上帝的辩证法说来，不言而喻的真理已

丧失了它全部的精华、意义和价值。它像一潭死水一样，成了淡而

无味的东西。所以，绝对的批判一方面证明一切不言而喻的东西，

此外，还证明许多幸而难于理解因而永远不会不言而喻的东西。另

一方面，它又宣布凡是要引伸和证明的东西都是不言而喻的。为什

么呢？因为不言而喻，实际的任务不是某种不言而喻的东西。

既然“真理”和历史一样，是以太的、脱离物质群众的主体，

所以，它不是面向经验的人，而是面向“心灵的深处”，它为了成

为“真正被认识了的”真理，不去影响居住在英国的地下室中或

是法国库房的阁楼里的人的粗糙的躯体，而是通过他的整个唯心

主义的肠道“徐徐伸展”。不错，绝对的批判向“群众”证明：到

现在为止，群众曾按自己的方式即在表面上被那些由历史仁慈地

“揭开”的真理所触及；但同时批判又预言道：

“群众对历史进步的态度将根本改变。”

这一批判预言的神秘含义对我们说来却是“明如白昼”。

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

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

热情。换句话说，这些活动之所以必然得到悲惨的结局，是因为作为它们的

基础的思想是这样一种观念：它必须满足于对自己的表面了解，因而也就是

指望博得群众的喝采。”

好像只有满足思想、符合思想的那种理解才不再是表面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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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布鲁诺先生只是为了摆摆样子才把思想和对它的理解之间的

关系搬出来，正像他只是为了摆摆样子才把不成功的历史活动对

群众的关系搬出来一样。因此，如果绝对的批判真的谴责什么东西

是“表面的”，那就是谴责过去的全部历史，因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

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绝对的批判推翻群众的历史并打算

用批判的历史取而代之（见茹尔·法赫尔先生的论英国的迫切问

题的文章）。根据过去的、非批判的历史，即根据和绝对批判的意旨

相违背的历史，应该更严格地区分下述两点：群众对这样或那样的

目的究竟“关怀”到什么程度，这些目的“唤起了”群众多少“热情”。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另一方面，不难了

解，任何得到历史承认的群众的“利益”，当它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

时，总是在“思想”或“观念”中远远地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很容易

使自己和全人类的利益混淆起来。这种错觉构成傅立叶所谓的每

个历史时代的色调。资产阶级在１７８９年革命中的利益决不是“不

成功的”，它“压倒了”一切，并获得了“实际成效”，尽管“激情”已经

消失，尽管这种利益用来装饰自己的摇篮的“热情”之花也已经枯

萎。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

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

统。只有对那样的群众来说革命才是“不成功的”，这种群众的政治

“观念”并不是关于自己的实际“利益”的观念，所以他们的真正的

主导原则和革命的主导原则并不是一致的，他们获得解放的现实

条件和资产阶级借以解放自身和社会的那些条件是根本不同的。

所以，如果说能够代表一切伟大的历史“活动”的革命是不成功的，

那末，其所以不成功，是因为革命在本质上不超出其生活条件的范

围的那部分群众，是并不包括全体居民在内的特殊的、有限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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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如果说革命是不成功的，那末，并不是因为革命“唤起了”群众

的“热情”，并不是因为它引起了群众的“关怀”，而是因为对不同于

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来说，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

利益，不是他们自己的革命原则，而仅仅是一种“观念”，因而也仅

仅是暂时的热情和表面的热潮之类的东西。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

队伍的扩大。在批判的历史中，一切事情自然都完全不是这样报

道的，批判的历史认为，在历史活动中重要的不是行动着的群众，

不是经验的活动，也不是这一活动的经验的利益，而仅仅是寓于

“这些东西里面”的“观念”。

批判教导我们说：“精神的真正敌人应该到群众中去寻找，而不是像以前

的自由主义的群众捍卫者所想像的那样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

在群众之外的进步的敌人恰恰是独立存在的、被赋予自己的

生命的、群众的自卑自贱、自我排斥和自我异化的产物。所以，群

众用反对他们的自卑自贱的独立存在的产物的办法来反对他们本

身的缺点，就像一个人用反对上帝存在的办法来反对他自己的宗

教心理一样。但是，群众的这种自我异化的实际后果既然以外在

的方式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所以群众也就不得不以外在的方式和

这种后果进行斗争。群众绝不会把自己的自我异化的这些后果仅

仅看做观念的幻影，看做自我意识的单纯的异化，同时也不想通

过纯粹内在的唯灵论的活动来消灭物质的异化。早在１７８９年路斯

达洛编辑的报纸３３上就有过这样的警句：

      “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

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

站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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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现实的、感性

的、用任何观念都不能解脱的那种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

头上，那是不行的。可是绝对的批判从黑格尔的“现象学”中至

少学会了一种技艺，这就是把现实的、客观的、在我身外存在着

的链条变成只是观念的、只是主观的、只是在我身内存在着的链

条，因而也就把一切外部的感性的斗争都变成了纯粹观念的斗争。

这种批判的转变给批判的批判和书报检查机关之间的先定的

谐和奠定了基础。从批判的观点看来，作家和书报检查官之间的

斗争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相反地，书报检查官正是我

自己的、被深谋远虑的警察为我人格化了的机智，也就是我自己

的、与我的不机智和非批判性进行斗争的那种机智。从外表看来，

在卑劣的感性看来，作家和书报检查官的斗争只不过是与作家内

心的自相斗争不同的一种东西。如果我把书报检查官当做真正的、

单个的、不同于我的存在物，当做用外部的极不相称的标准来丑

化我的精神创造物的警察刽子手，那末，这样的书报检查官正是

群众想像的结果，是非批判的幻想。如果说费尔巴哈的“哲学改

革提纲”３４曾遭到书报检查机关的查禁，那末罪过并不在于书报检

查机关的官方的野蛮，而在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不文明。没

有被任何群众和物质所沾污的“纯”批判认为书报检查官也是脱

离一切群众的现实的、纯“以太的”形象。

绝对的批判宣布“群众”是精神的真正敌人。它在发挥自己

的这种思想时说道：

“现在精神已经知道它应该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唯一的对头，——就是

要到群众的自我欺骗和萎靡不振中去寻找。”

绝对批判的出发点是“精神”的绝对权限的信条。其次，它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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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点是精神存在于世界以外即精神存在于群众以外的信条，最后，

它同时把“精神”、“进步”这个方面和“群众”这个方面变成凝固不

动的本质，即变成概念，然后又把双方当做一种永久不变的极端相

互对立起来。绝对的批判并不想去研究“精神”本身，并不想去研究

精神自己的唯灵论的本性和它的轻率的奢望是否就是“空话”、“自

我欺骗”、“萎靡不振”的根源。相反地，精神是绝对的，然而不幸的

是，它同时不断地变为精神的空虚，因为它总是失算。所以，它必需

有一个对它施以奸计的对头。这个对头就是群众。

讲到“进步”，情形也是这样。与“进步”的奢望相反，经常可以

发现退步和循环的情况。绝对的批判决没有想到“进步”这个范畴

是没有任何内容的、抽象的，可是它竟如此深谋远虑，以致为了能

够抬出进步的“个人的对头”即群众来说明退步而承认“进步”是绝

对的。既然“群众”不外是“精神”即进步、“批判”的“对立物”，所以

也只能用他们的这一想像的对立物来给他们下定义。如果把这一

对立物撇开不谈，那末，关于群众的意义和存在，批判所能说的只

不过是某种极不明确的、因而也是荒诞无稽的东西：

“群众这个‘词’的意思也包含所谓有教养的人士。”

对批判的定义来说，一个“也”或一个“所谓”就已经足够

了。这样一来，“群众”也就不同于实际的群众了，它只是为了

“批判”才作为“群众”而存在。

一切共产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著作家都从这样的观察出发：

一方面，甚至安排得最顺利的出色的行动显然都没有出色的结果，

并且还蜕化为平庸的事情；另一方面，精神的一切进步到现在为

止都是损害群众的进步，使群众陷入每况愈下的非人境遇。因此，

他们宣称“进步”（见傅立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抽象词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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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到了（见欧文及其他人）文明世界的根本缺陷的存在；因此，他

们对现代社会的现实基础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在实践中，一开始

就和这种共产主义批判相适应的，是迄今仍遭到历史发展的损害

的广大群众的运动。要理解这个运动中人的高尚性，就必须知道

英法两国工人对科学的向往、对知识的渴望、他们的道德力量和

他们对自己发展的不倦的要求。

“绝对的批判”能够在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这些事实面前看

出事情的一个方面即精神的不断破灭，同时为了这点还沮丧地寻

找一个“精神”的对头（它在“群众”中找到了这个对头），请看，绝对

的批判具有多么非凡的聪明呵！所有这些伟大的批判的发现到底

还是同义反复。照批判的意见，精神到现在为止总是受到限制，碰

到障碍，换句话说，它总是有一个对头。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

对头。谁是精神的对头呢？精神的空虚。批判本来把群众规定为

只是精神的“对立物”、精神的空虚和精神空虚的更详细的定义，即

“思想懒惰”、“表面性”、“自满”。绝对的批判不去研究精神的空虚、

思想懒惰、表面性和自满的来源，而在这些品质中寻出精神、进步

的对立物，并从道德上去加以侮辱。——这种做法比起共产主义

的著作家来具有多么大的优越性呵！如果这些品质被说成群众的，

即与这些品质还有所不同的某种主体的品质，那末这种区分只不

过是“批判的”区分的外观而已。仅仅就外观来说，绝对的批判除精

神的空虚、思想懒惰等抽象的品质外，还有一个特定的具体主体，

因为批判心目中的“群众”，无非就是这些抽象的品质，是这些品质

的另一种称呼，这些品质的虚幻的人格化。

然而“精神和群众”的关系还有一层隐蔽的含义。这个含义

在以后的论述过程中将完全揭露出来，这里我们只大略地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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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诺先生所发现的“精神”和“群众”的关系，事实上不过是

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的、漫画式的完成，而黑格尔的历史观又不

过是关于精神和物质、上帝和世界相对立的基督教德意志教条的

思辨表现。在历史的范围内，在人类本身的范围内，这种对立表

现为：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与代表精神空虚的群众、代

表物质的人类其余部分相对立。

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

以下面这种方式发展着：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

的承担者，即群众。因此，思辨的、奥秘的历史在经验的、明显

的历史中的发生是黑格尔一手促成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

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

神的历史。

同黑格尔的这种学说同时发展的，在法国有空论派３５的学说，

他们宣布理性的独立自主是和人民的独立自主对立的，其目的是

为了排斥群众而单独地实行统治。这是十分彻底的做法。如果说

现实的人类的活动也就是一群单个的人的活动，那末抽象的普遍

性即理性、精神反而应该仅仅在少数单个的人身上得到抽象的表

现。每一个单个的人是否愿意去冒充这样的“精神”代表者，这

要取决于他的地位和想像力。

早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绝对精神就在群众中拥有它所需要

的材料，并且首先在哲学中得到它相应的表现。但是，哲学家只

不过是创造历史的绝对精神在运动完成之后用来回顾既往以求意

识到自身的一种工具。哲学家参与历史只限于他这种回顾既往的

意识，因为真正的运动已被绝对精神无意地完成了。所以哲学家

是ｐｏｓｔｆｅｓｔｕｍ〔事后〕才上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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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过错在于双重的不彻底性：（１）他宣布哲学是绝对

精神的定在，同时又不肯宣布现实的哲学家就是绝对精神；（２）他

仅仅在表面上把作为绝对精神的绝对精神变成历史的创造者。既

然绝对精神只是ｐｏｓｔｆｅｓｔｕｍ〔事后〕才通过哲学家意识到自身这

个具有创造力的世界精神，所以它的捏造历史的行动也只是发生

在哲学家的意识中、见解中、观念中，只是发生在思辨的想像中。

布鲁诺先生取消了黑格尔的这种不彻底性。

首先、他宣布批判是绝对精神，而他自己是批判。批判的因

素被排斥于群众之外，同样，群众的因素也被排斥于批判之外。所

以批判认为自己并不是通过群众体现出来，而仅仅是通过一小撮

杰出人物即鲍威尔先生及其门徒体现出来的。

接着布鲁诺先生又取消了黑格尔的另一种不彻底性：如果说

黑格尔精神只是ｐｏｓｔｆｅｓｔｕｍ〔事后〕在幻想中创造历史，那末，鲍

威尔先生则和他以外的其他群众相反，他是有意识地在扮演世界

精神的角色；他现在就已经戏剧性地对待这批群众，而且在深思

熟虑之后却故意发明历史和实现历史。

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

质的历史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他

们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

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

不仅如此！批判、已经体现出来的批判即布鲁诺先生及其伙

伴对待群众的态度，实际上就是现代的唯一的历史态度。现代的

全部历史都归结为这两个方面在相互关系上的运动。所有的对立

面都消溶在这一批判的对立面中了。

既然批判的批判只有在同群众，即同愚蠢的对立中才能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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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存在，所以它就不得不经常为自己制造这种对立面，法赫尔、埃

德加尔和施里加三位先生就足以证明批判在它的专长方面，也就

是在它对人和物进行群众的愚化方面所特有的高深造诣。

现在，我们跟着绝对的批判去看看它对群众的征讨。

（ｂ）犹太人问题，第一号。问题的提法

同群众相对立的“精神”为了立刻显示自己的批判性，就把他

自己的肤浅的著作即布鲁诺·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看做绝对的

东西，而把反对这一著作的人看做罪人。它在对这一著作受到的攻

击所作的第一号答辩３６中，不但丝毫没有表示这一著作有什么缺

点，反而肯定它发现了犹太人问题的“真正的”和“普遍的”（！）意

义。我们将会看到，它在以后的几次答辩中就不得不承认自己的

“失策”。

“我的著作所受到的待遇开始表明：正是那些过去和现在一直都为自由

而斗争的人，比任何人都更应该起来反对精神。我现在对这一著作所进行的

辩护，进一步证明了那些由于自己拥护解放和‘人权’信条而自以为是不知有

多么伟大的群众的辩护人，在思想方面是何等贫乏。”

绝对批判的著作的问世必然要激起“群众”来开始表明自己对

精神的敌对态度，因为“群众”的存在这件事本来是由“群众”和绝

对批判之间的对立的实际存在来决定和证实的。

某些自由主义的和唯理论的犹太人对布鲁诺先生的“犹太人

问题”的攻击，较之自由主义者对哲学和唯理论者对施特劳斯的群

众的攻击，自然具有完全不同的批判的用意。上面所引证的评语究

竟新颖到什么程度，可以根据黑格尔的下面这段话来判断：

“这里应该指出那种肮脏的良心的特殊形式：它的表现就是这些浅薄的

０１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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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们（自由主义者）①引以自傲的辩才；而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在它最缺少

精神内容的地方，它最经常地谈论精神；在它表现出最无生气的地方，它却

总是唠叨着生命这个词”等等。３７

至于说到“人权”，那我们已经向布鲁诺先生证明过（“德法

年鉴”上的“论犹太人问题”３８）：不是群众的辩护人，而是“他自

己”不了解这些“权利”的实质，并且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它

们。同布鲁诺关于人权不是“天赋的”这种发现相比较（这种发

现近四十多年来在英国有过无数次），傅立叶关于捕鱼、打猎等等

是天赋人权的论断，就应该说是天才的论断了。

我们只从布鲁诺先生和菲力浦逊、希尔施等人的争论中举出

几个例子。连这些可怜的对手也不是绝对的批判所能征服得了的。

不管绝对的批判怎么说，菲力浦逊先生用以下的话来责备它时，决

没有说出什么不尽情理的话：

“鲍威尔在思索的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国家……国家的哲学理想。”

布鲁诺先生把国家和人类、人权和人本身、政治解放和人类

解放混为一谈，就必然会思索或者至少是想像一个特殊类型的国

家即国家的哲学理想。

“我曾经证明：基督教国家……不可能使其他某一宗教的信徒和基督教

阶层在权利上完全平等，因为这种国家的主要原则是一种特定的宗教。假若

朗诵者（希尔施先生）②不是极具令人厌倦地阐述自己的思想，而是来推翻我

的上述论证，那就会更好一些。”

如果朗诵者希尔施像“德法年鉴”所做的那样，真的推翻了布

鲁诺先生的论证，并且表明了等级的和排他的基督教的国家不仅

１１１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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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完备的国家，而且也是不完备的基督教国家，那末，布鲁诺先

生也会像回答“德法年鉴”上对他的驳斥那样回答道：

“在这件事情上的责难是毫无意义的。”

布鲁诺先生说：

“犹太人对历史弹簧的压力，引起了反压力。”

和他的这一论断相反，希尔施先生完全正确地指出：

“所以说，犹太人对于历史的形成必然起了某种作用，而如果鲍威尔自己

也肯定了这一点的话，那末，另一方面，他就没有权利断言犹太人对于现代

的形成是毫无贡献的。”

布鲁诺先生回答道：

“眼中的刺也起了某种作用。是否由此可以说它对我的视觉发展作了什

么贡献呢？”

刺，就像犹太精神在基督教世界中一样，从我生下来那天起

就在我的眼中，现在仍然在我的眼中，并且跟眼睛一同成长和发

展。这样的刺并不是普普通通的刺，而是和我的眼睛分不开的一

根罕有的刺，它必然会对我的视觉的高度非凡的发展有所贡献。所

以，批判的“刺”并没有制痛正在朗诵的“希尔施” 。此外，上

面提到的那篇批评文章已经向布鲁诺先生表明犹太精神对“现代

的形成”的意义了。

莱茵省议会的一位议员说道：“犹太人显得古里古怪是由于他

们犹太人的习惯，而不是由于我们的所谓基督教的习惯。”这个意

见使绝对批判的神学家的心灵深深地受到了凌辱，以至它现在还

   双关语：德语中Ｈｉｒｓｃｈ（希尔施）是姓，但同时有“鹿”的意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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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忘记“命令这个议员规规矩矩地使用这样的论据”。

另一位议员断定说，“犹太人的市民平权，只有在犹太本身已

经不再存在的地方，才有可能实现”，布鲁诺先生就针对这种说法

指出：

“这是对的，而且正是在注意到我那本小册子中提到的另一批判见解的

时候是对的。”这个见解就是：基督教也应当不再存在。

由此可见，绝对的批判在对“犹太人问题”这本小册子受到的

攻击所做的第一号答辩中，仍旧把取消宗教、把无神论看做市民的

平等的必要条外。所以，绝对的批判在考察犹太人问题的最初阶段

上还没有进一步领悟到国家的本质和他的“著作”中的“失策”。

当有人证明绝对的批判所杜撰的“最新的”科学发现只不过

是重复早已是人所共知的观点的时候，它就感到很恼怒。有一位

莱茵省议员指出：

“还没有人想断定说，法国和比利时在组织它们的政治机构时显示出它

们对原则的认识是特别明确的。”

绝对的批判满可以反驳说，这种说法就是把现在已变得陈腐

了的关于法国的政治原则不能令人满意的见解拿来冒充传统的见

解，从而把现在的东西搬到过去。这是就事论事的反驳，然而绝

对的批判并不能从这种反驳中得到好处。相反地，绝对的批判必

然会把过时的见解说成目前的主导见解，而把目前的主导见解说

成批判的秘密，即绝对的批判还得通过自己的研究才能使群众了

然的那种秘密。所以它才不得不说道：

“大多数人（也就是群众）①都已肯定了这一点（即过时的偏见）；但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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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认真的研究证明，即使是在法国完成了巨大的工作之后，也还要做许

多事情才能达到认识原则。”

可见，对历史的认真研究本身并没有“达到”认识原则。它

靠自己的认真态度仅仅证明了“还要做许多事情才能达到”。真是

伟大的成就！尤其显得伟大的是这个成就在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之

后。但是，在认识现存的社会制度方面，布鲁诺先生已经以自己

的下述意见做了许多事情：

“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规定性就是非规定性。”

如果黑格尔说，中国占主导地位的规定性是“有”，印度占主

导地位的规定性是“无”等等，那末，绝对的批判就会“十足

地”附和黑格尔，并把现时代的特性归结为“非规定性”这个逻

辑范畴，并且会更加十足地把“非规定性”同“有”和“无”一

样列入思辨逻辑的第一章，即列入关于“质”的一章。

现在，我们如果不发表一个总的意见，就不能丢开“犹太人

问题”第一号。

绝对批判的主要任务之一，首先就是给当代的一切问题以正

确的提法。它恰好没有回答现实的问题，却提出一些毫不相干的

问题。既然它可以制造一切，那末它必然也会预先制造出“当代

的问题”，就是说，它必然会把这些问题制造成自己的、批判的批

判的问题。如果谈到拿破仑法典，那它就会证明：这实际上是谈

“摩西五经”①。它对“当代的问题”的提法就是对这些问题的批判

的曲解和歪曲。例如，它这样歪曲“犹太人问题”，以致它自己竟

用不着去研究作为这一问题内容的政治解放，反而可以满足于批

４１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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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犹太宗教和描写基督教德意志国家。

和绝对批判的其他一切新颖的表现一样，这种方法也是思辨

戏法的重演。思辨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认为：一切问题，要能够

给以回答，就必须把它们从正常的人类理智的形式变为思辨理性

的形式，并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的问题。思辨哲学歪曲我的问

题，并且像教义问答那样，借我的嘴来说它自己的问题，它当然也

能够像教义问答那样，对我的每一问题都准备好现成的答案。

（ｃ）辛利克斯，第一号。关于政治、

社会主义和哲学的神秘暗示

“政治的！”这个词在辛利克斯教授讲义里的出现，简直使得

绝对的批判大发起雷霆来了３９。

“凡是注视现代的社会发展和熟悉历史的人，他也必定知道目前发生的

政治运动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但这种意义无论如何都不会是政治的：这

些运动本来（本来！……紧接着就是彻底的英明）①具有社会的（！）意义，大家

知道（！），在这类（！）意义面前，所有的政治利益都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

大家知道（！），在批判的“文学报”问世以前几个月，就出

现了布鲁诺先生的空想的政治性著作“国家、宗教和政党”４０。

如果，政治运动具有社会的意义，那末，政治利益怎么会在

自己的社会意义面前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呢？

“辛利克斯先生无论是在自己家里，或是在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是

什么见闻广博的人物……他什么东西都不可能理解，因为……因为，他对于

近四年来开始并从事自己的决非‘政治的’、而是社会的（！）工作的批判，一

无（！）所知。”

５１１神 圣 家 族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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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群众看来，批判从事了“决非政治的”、而是“纯粹神学的”

工作，它不仅在这四年当中，而是在它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那天就

使用了“社会的”这个词，而现在还是满足于这个词！

社会主义的著作曾在德国传播这样的观点，说人的一切志向

和事业都毫无例外地具有社会的意义；自从那时以来，布鲁诺先生

也可以把自己的神学工作叫做社会的工作了。在辛利克斯的讲义

发表以前出现的布·鲍威尔的文章，凡是做出实际结论的，也统统

做出了政治的结论，尽管如此，批判却要求辛利克斯教授从熟读鲍

威尔的著作中来领会社会主义，这算是什么批判的要求！非批判地

说，辛利克斯教授无论如何不可能用布鲁诺先生的尚未发表的文

章来补充他已发表过的文章。从批判的观点看来，群众对于绝对批

判的“政治的”和一切群众的“运动”，当然应该从未来的角度，从绝

对进步的意义上来加以解释。但是，为了使辛利克斯先生在认识了

“文学报”之后永远不再忘却“社会的”这个词，不再否认批判的“社

会的”性质，批判在全世界面前第三次诅咒“政治的”这个词，并且

第三次郑重地重复“社会的”这个词：

“如果注意到现代历史的真正的趋向，就不会再提政治的意义了，然而…

…然而社会的意义”云云。

辛利克斯教授既然做了绝对批判先前那种“政治的”运动的

替罪羊，所以，他现在也是绝对批判在“文学报”问世之前有意

运用“黑格尔派的”运动和说法以及后来又在该报中无意地运用

这些东西的替罪羊。

有一次，批判硬给辛利克斯安上了一个“真正的黑格尔派”的

头衔，又有两次则给他安上了一个“黑格尔派哲学家”的头衔。不

仅如此，布鲁诺先生甚至“希望”，“那些通过黑格尔学派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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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特别是通过布鲁诺本人的著作）①令人厌倦地转了这么一圈

的陈旧说法”，既已在辛利克斯教授的演讲里发觉了“疲惫”不堪，

下一步很快就会到达它们的终点。布鲁诺先生指望借助辛利克斯

教授的“疲惫”使黑格尔哲学遭到毁灭，从而使自己摆脱这种哲

学的束缚。

这样一来，绝对的批判在第一次征讨中就推翻了它自己长期

以来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上帝——“政治”和“哲学”，把它们说成

是辛利克斯教授的偶像。

光荣的第一次征讨！

（２）绝对批判的第二次征讨

（ａ）辛利克斯，第二号。“批判”和

“费尔巴哈”。对哲学的谴责

第一次征讨结束以后，绝对的批判可能认为“哲学”已被消

灭，并且直截了当地把它看做“群众”的同盟者。

“哲学家的使命就是要实现群众的衷心愿望。”这就是说，“群众要求简单

的概念以便同事物本身不发生任何关系，要求千篇一律的做法以便预先解决

一切问题，要求空话以便用它们消灭批判。”

而“哲学”正在满足“群众”的这个欲望！

被自己的胜利事迹弄得醉熏熏的绝对批判以女巫般的狂暴痛

斥哲学。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４１是一个隐藏的汽锅 ，它的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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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绝对批判的魁首熏得兴奋若狂。批判在三月

里读完了费尔巴哈的这篇文章。这次阅读的成绩和认真阅读的标

志，就是写成了驳斥辛利克斯教授的第二号论文。

一贯作为黑格尔思想方式俘虏的绝对批判，正在这里猛烈地

冲击它的监狱的铁槛和围墙。“简单的概念”、术语、哲学的全部

思维方式、甚至整个哲学在这里都遭到嫌弃。马上代之而起的是

“人类关系的真正丰富性”、“历史的无穷尽的内容”、“人的意义”

等等。“体系的秘密”宣告“已被揭露”。

然而，到底是谁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呢？是费尔巴哈。是

谁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即仅仅为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

呢？是费尔巴哈。是谁不是用“人的意义”（好像人除了是人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似的！）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

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呢？是费尔巴哈，而且仅仅是费尔巴

哈。他所做的事情比这还要多。他早已摧毁了现今正被“批判”乱

用的那些范畴：“人类关系的真正丰富性、历史的无穷尽的内容、

历史的斗争、群众和精神的斗争”等等。

在认识到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之

后，唯有“批判”才能够发明出新的范畴来，并像它正在做的那样，

重新把人本身变成某种范畴，变成一系列范畴的原则。当然，这样

“批判”就走上了唯一的生路，但这条路仍然处在惊惶不安和遭受

迫害的神学的非人性的控制之下。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

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

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

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

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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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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活动而已。在费尔巴哈的一切天才发现之后，绝对的批判还竟敢

用新的形式来为我们恢复一切陈腐的废物。而且正是这时它把这

种陈腐的废物痛骂为“群众的”废物，——它没有什么权利这样做，

因为它对摧毁哲学并没有出过一点力。仅仅这一个事实就足以揭

露批判的“秘密”，就足以公正地评定促使它对辛利克斯教授（他的

“疲惫”已给它帮了很大的忙）说出下面这些话是幼稚的：

“凡是没有完成任何发展过程的东西都受到了损失，因此，即使它们想要

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假若扯得远一些，那它们就是企图改变新的原则……

不！新东西不可能被曲解为空谈，从新东西那里剽窃个别的思想方法是不可

能的。”

绝对的批判在辛利克斯教授面前夸耀自己揭露了“系科学科

的秘密”。难道批判没有揭露哲学、法学、政治学、医学、政治经

济学等等的“秘密”吗？绝对不是。批判曾指出（请注意！），它

在“自由的正义事业”中曾指出作为生财之道的科学和自由的科

学之间、教学自由和系科章程之间是互相矛盾的。

尽管“绝对的批判”并没有像它对待别人那样，硬要费尔巴

哈说出这种胡说八道的话来（例如它从这位哲学家那里剽窃来的、

它所不理解而又被它歪曲了的那些原理），这当然是好的，不过，

如果它诚实，它就该供认出它所谓的关于“哲学秘密”的揭明是

来自何处。“绝对批判”的神学观点的最大特点就在于，现在德国

庸人们都开始理解费尔巴哈和领会他的结论，可是批判却不能正

确地理解和成功地运用费尔巴哈的任何一个原理。

批判的第一次征讨的功绩跟它在同一条道路上取得的新成就

相比，真是黯然失色。现在它把“群众”和“精神”之间的斗争

“规定”为过去全部历史的“目的”；它宣称“群众”是“卑贱”的

９１１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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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无”，直截了当地把群众称为“物质”，并把“精神”当做

真理性的东西和“物质”对立起来。这样一来，难道绝对的批判

不就是真正基督教德意志的批判吗？唯灵论和唯物主义过去在各

方面的对立已经在斗争中消除，并为费尔巴哈永远克服，但在这

以后“批判”又重新以最可恶的形式把这种对立变成基本教条，并

促使“基督教德意志的精神”获得胜利。

最后，批判现在把精神和群众的对立跟“批判”和群众的对

立等同起来，这一点应当看做是批判在第一次征讨中还隐蔽着的

秘密的进一步发展。以后它会更进一步，把自身和“一般批判”等

同起来，把自己说成是“精神”、是绝对者、是无限的，相反地把

群众说成是有限的、粗野的、卤莽的、僵死的和无机的，因为

“批判”就是这样理解物质的。

单就人类和鲍威尔先生的关系来看，历史的财富是多么无穷

尽呵！

（ｂ）犹太人问题，第二号。关于社会主义、

法学和政治学（民族性）的批判的发现

有人在向群众的、物质的犹太人宣扬基督教关于精神自由、理

论自由和这样一种唯灵论自由的教义，——这种自由认为自己即

使在束缚中也是自由的，这种自由觉得自己很幸福，即使这种幸

福仅仅存在于“观念中”，而且这种自由只会受到一切群众存在的

排挤。

“犹太人现在在理论领域内有什么程度的进展，他们就真正获得什么程

度的解放；他们有什么程度的自由愿望，他们就获得什么程度的自由。”４２

这个论点使我们有可能立即去测量那条把群众的世俗的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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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和社会主义同绝对的社会主义分隔开来的批判的深渊。世俗

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就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认为这是幻

想，为了真正的自由它除了要求唯心的“意志”外，还要求完全能感

触得到的物质的条件。“群众”认为，甚至为了争得一些只是用来从

事“理论”研究的时间和经费，也必须进行物质的、实际的变革；这

样的“群众”在神圣的批判面前显得多么低下呵！

我们暂且放下纯精神的社会主义来看看政治学。

里谢尔先生和布·鲍威尔相反，他指出他的国家（即批判的

国家）必须驱逐“犹太人”和“基督徒”。里谢尔先生说得完全正

确。既然鲍威尔先生把政治解放同人类解放混淆起来，既然国家

对于敌对分子（基督徒和犹太人在“犹太人问题”中已经被评定

为变节分子）的反抗只有采取暴力驱除这些分子的代表人物的办

法（比如，恐怖统治企图用砍掉包买主脑袋的办法来消除收购谷

物的行为），所以鲍威尔先生在他的“批判的国家”中也就必然把

犹太人和基督徒送上绞架了。既然鲍威尔把政治解放同人类解放

混淆起来，所以，为了彻底起见，他也就必然把解放的政治手段

同解放的人类手段混淆起来。但只要有人向绝对的批判指出其结

论的真实含义，它也就会像谢林曾经回答那些用真实含义来代替

谢林的空谈的反对者那样，来回答他：

“批判的反对者之所以成为批判的反对者，因为他们不仅用自己的教条

主义的尺度来衡量批判，甚至认为批判也是教条主义的；换句话说，他们拚命

反对批判的原因，就是因为批判否认他们的教条主义的划分、说明和托词。”

对待绝对的批判和谢林先生的教条主义态度实际上是在人们

把特定的真实含义、思想和观点加在绝对批判的身上时产生的。然

而为了迁就并且向里谢尔先生证明自己的博爱之忱，“批判”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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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教条主义的划分、说明、特别是“托词”。

比如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话：

“如果我在那本书里（在“犹太人问题”中）①希望越出或者有权越出批判

的范围，我应当（！）谈的（！）不是国家，而是‘社会’，因为‘社会’并不排除任何

人，只有那些不愿意参与社会发展的人才自己把自己从社会中排除出去。”

在这里，绝对的批判在它应当做的事（如果它没有做出相反

的事的话）和它实际做的事之间进行了教条主义的划分。它用禁

止它越出“批判的范围”的愿望和权限的“教条主义的托词”来

解释自己的小册子“犹太人问题”的局限性。怎么？“批判”应当

越出“批判”的范围吗？绝对的批判由于教条主义的必然性采取

了这条道地的群众的托词，一方面肯定自己对犹太人问题的理解

的绝对性，肯定这种理解的“批判性”；另一方面也承认有更广泛

的理解的可能性。

批判的“不希望”和“不应该”的秘密最终会在批判的教条

中找到解答。根据这种教条，“批判”的局限性的一切表现只不过

是适合群众理解力的必然形式而已。

批判不希望！批判不应该越出自己对犹太人问题的狭隘理解

的范围！但是，如果它希望或者应该的话，那它会做出些什么呢？它

会做出教条主义的说明。它会不谈“国家”而谈“社会”，所以它绝不

会去研究犹太人对待现代市民社会的真实态度！它教条主义地解

释与“国家”不同的“社会”，意思是说它从国家中排除国家的时候，

那些不愿参与社会发展的人反而把自己从社会中排除出去。

在从自身中排除的问题上，社会的做法跟国家的做法实质上

２２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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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社会做得比较斯文一些。譬如，社会不

是把你一脚踢出门外，而是创造一些条件，使你在这个社会里难

以生存下去，结果，你会心甘情愿地离开它。

实际上，国家也是这样做的，因为国家并不排除那些遵命守

法和不阻碍它的发展的人。完备的国家甚至对许多事情都熟视无

睹，它把真正的对立说成是非政治的、对它毫不妨碍的对立。此

外，绝对的批判本身发展了这样一种思想：国家仅仅是由于犹太

人排除国家，也就是说犹太人自己把自己从国家中排除出去，所

以它才排除犹太人。如果这种相互关系在批判的“社会”中表现

得更温存、更虚伪、更狡诈，那末这只能表明“批判的”“社会”

的莫大虚伪和发育不全。

我们再来看看绝对批判的“教条主义的划分”、“说明”、特别

是“托词”。

例如，里谢尔先生要求批判家“把法的范围以内的东西和法

的范围以外的东西区分开来”。

批判家对于法律上的这种蛮横无理的要求表示愤慨。

他反驳说：“可是直到目前，情感和良心都干涉了法，常常补充它，由于

法的教条主义形式（因而不是法的教条主义本质？）①所决定的法的性质，就

必须常常补充它。”

另一方面，批判家只是忘了法本身非常明确地把自身同“情感

和良心”区分开来；他忘了这种划分可以由法的片面本质和教条主

义形式来说明，这种划分甚至成了法的主要教条之一；最后，他忘

了这种划分一旦实现就构成法的发展的最高阶段，正像宗教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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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世俗内容中摆脱出来就使宗教成了抽象的、绝对的宗教一样。

“情感和良心”干涉法这个事实使“批判家”有足够的根据在谈法的

地方谈情感和良心，在谈法律教义的地方谈神学教义。

绝对批判的“说明和划分”使我们有可能充分地领会它的关

于“社会”和“法”的最新“发现”。

“批判准备了世界形式，甚至是第一次开始准备世界形式的观念。这种世

界形式不单单是法的形式，而且是（读者，请你提起精神来！）①社会的形式，

关于这种形式至少（如此少吗？）②可以说，谁对它的建立毫无贡献，谁在它

那里不凭自己的良心和情感来生活，他就不会感到在它那里就像在自己家里

一样，也不可能参与它的历史。”

“批判”所准备的世界形式被确定为不单单是法的形式，而且

是社会的形式。这个定义可以有两种解释。或者这种说法应解释

为世界形式“不是法的，而是社会的”形式；或者世界形式“不

单单是法的，而且也是社会的形式”。我们考察一下这两种说法的

内容，现在先谈第一种解释。绝对的批判把上述这个不同于“国

家的”新“世界形式”说成是“社会”。现在它却把名词“社会”

说成是形容词“社会的”。如果说辛利克斯先生和他的“政治的”

一词相反，从批判那里三度获得了“社会的”这个词，那末里谢

尔先生则和他的“法的”一词相反，而获得“社会的社会”这个

词。如果对辛利克斯先生来说，批判的解释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

公式：“社会的”＋“社会的”＋“社会的”＝３ａ，那末，绝对的

批判在其第二次征讨中就是从加法转到乘法，而里谢尔先生则委

身于自我相乘的社会，委身于社会的平方，即社会的社会＝ａ
２
。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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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批判为了做出它的关于社会的结论，它只得转到分数上去，开

始求社会的平方根，如此等等。

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二种解释：“不单单是法的，而且也是社会

的”世界形式。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双重的世界形式无非是现存

的世界形式，即现今社会的世界形式。“批判”在其世界前的思维中

还只是为着现存世界形式的未来存在准备条件，这个事实是伟大

的令人崇敬的批判奇迹。但是不管“不单单是法的，而且是社会的

社会”怎样，批判除了自己的《ｆａｂｕｌａｄｏｃｅｔ》〔“寓言的教导”〕，除了

自己的训诫以外，关于这种社会暂时还说不出什么名堂来。谁在这

个社会里不凭自己的情感和良心来生活，“他就不会感到自己在它

那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归根到底，除了“纯情感”和“纯良心”

即“精神”、“批判”及其心腹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在这个社会里生

活下去。群众将要被这种或那种方法从社会中排除出去，其结果，

“群众的社会”将停留在“社会的社会”之外。

总而言之，这个社会就是批判的天堂，而真正的世界却被作

为非批判的地狱从那里驱逐出来。绝对的批判在其纯思维中正在

准备这个“群众”和“精神”对立的被改头换面了的世界形式。

就民族命运问题向里谢尔先生所作的解释如同就“社会”问

题所作的解释一样，其特点是批判的深刻性。

犹太人渴望解放和基督教国家渴望“把犹太人列入自己的政

府方案的一定部位里”（好像犹太人很久已不被列入基督教政府方

案的一定部位里似的！）这件事，使得绝对的批判有理由预言各民

族的衰亡。我们看到，绝对的批判是通过多么迂回曲折的道路，也

就是通过曲折的神学道路才走向现代的历史运动的。我们可以从

下面这句意味深长的神论般的箴言来判断通过这条道路所获得的

５２１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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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的重要性：

“各民族的未来……非常……黑暗！”

看在批判的面上，就姑且让各民族的未来随便怎么黑暗吧！然

而，有一点而且最主要的一点是清楚的：未来是由批判决定的。

批判大声疾呼地说：“命运可以任意决定一切；我们现在知道，命运是由

我们决定的。”

正如上帝把自己的意志赋予自己的创造物——人一样，批判

也把自己的意志赋予自己的创造物——命运。所以创造命运的批

判也像上帝一样神通广大。甚至它所“遭遇到的”外来“反抗”也

是由它决定的。“批判创造了自己的对头”。所以，“群众对它的愤

慨”只是“威胁着”“群众”自己的“安全”。

如果批判像上帝一样神通广大，那末它也像上帝一样无所不

知，并能把它的神通广大的本领同个人的自由、意志和天性结合

起来：

“如果批判不能使每个人跳出批判的掌握而成为他想成为的那个样子，

而且也不能预先向每个人严格指出适合其本性和意志的那种观点，它就不能

成为创造时代的力量。”

莱布尼茨本人也没有能够在上帝的神通广大同人的自由和天

性之间确定先定的谐和。

显然，如果“批判”同心理学（它把成为某种东西的意志和

成为某种东西的能力区分开来）发生了矛盾，那末就必须注意到，

它是有确凿的根据来宣告这种“区分”是“教条主义的”。

我们要重整旗鼓进行第三次征讨！我们再一次想起批判“创

造了自己的对头”！但是，如果批判不说空话，它怎么能创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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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头—— “空话”呢？

（３）绝对批判的第三次征讨

（ａ）绝对批判的自我辩护。它的“政治的”过去

  绝对的批判对“群众”的第三次征讨是从下面的问题开始的：

“目前什么是批判的对象？４３

我们在同一期“文学报”上领教过了：

“批判除了认识事物之外，别无他图。”

这样说来，一切事物都该是批判的对象了，而某种特殊的专

供批判的对象的问题也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注意到一切事物都

“化为”批判的事物，而批判的事物又“化为”群众，即绝对批判

的“对象”，那末这个矛盾就会迎刃而解。

布鲁诺先生首先叙述了他对“群众”的无限同情。他把“他

和人群之间的鸿沟”作为“不断研究”的对象。他很想“认识这

个鸿沟对未来的意义”（这一点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认识“一切”事

物），也很想“消除它”。可见，实际上他已经了解了这个鸿沟的

意义。鸿沟的意义就在于被他消除。

因为，对任何一个人来说，最近的存在物就是他自己，所以

“批判”首先就得清除它本身的群众性，正像基督教禁欲者在开始

精神对肉体的征讨之前首先要抑制自己的肉欲一样。绝对批判的

“肉体”是它的真正群众的（包括２０卷至３０卷的）著作生涯的过

去。因此，鲍威尔先生必须使“批判”的著作生涯的历史（这和

鲍威尔本身的著作生涯的历史一模一样）摆脱其群众的外观，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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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把这种历史加以润色和解释并通过这种辩护的评注来“巩固

批判以前的著作”。

他一开始就说明群众在“德国年鉴”４４和“莱茵报”
４５
封闭以前

把鲍威尔先生看成是自己人的这种错误有两重原因。第一、群众

不认为著作活动是“纯粹的著作活动”，因而是错误的。同时，群

众认为著作活动是“唯一的”或“纯粹的”著作活动，因而犯了

相反的错误。毫无疑问，不管怎样“群众”都是不对的，因为它

同时犯了两个互相排斥的错误。

绝对的批判趁此机会向那些嘲笑“德意志民族”是“下流作

家”的人大声喝道：

“请给我说一说看，哪一个历史时代不是由威严的‘笔’预先规定了的，

不是应当由笔来解决其存在问题的！”

布鲁诺先生以批判的天真把“笔”跟书写的主体，并把作为

“抽象的书写者”的书写的主体跟从事过书写的活生生的历史的人

分了家。这样，他就有可能被“笔”的神奇力量弄得如醉如狂。他

同样可以要求人家给他指出，那种不是由“家禽”和“养鹅女”预

先规定了的历史运动。

后来，我们从这位布鲁诺先生那里得知，迄今还没有一个，根

本没有一个历史时代是被认识了的。话又说回来，迄今未能规定

“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笔”，又如何能够预先规定所有的时代呢？

尽管如此，布鲁诺先生事实上还是证明了自己的见解是正确

的，因为他以辩护的“笔迹”“预先规定”了他自己的“过去”。

批判在各个方面不仅带有世界和某一时代的普遍的局限性，

而且还带有完全特殊的个人的局限性，但是，它有史以来就在自

己的所有著作中自命为“绝对的、完善的、纯粹的”批判，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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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这种批判只是一味迁就群众的偏见和理解力，正像神启示世

人时所常做的那样。

绝对的批判断言：“这必然会导致理论和它的臆想的同盟者之间的分

裂。”

但是，因为批判——这里可以把它改称为理论——不能变成

任何东西，相反地，它是一切事物的起源；因为它不是在世界内

部，而是在世界之外发展的，并以它那始终如一的神的意识预先

规定了一切事物，所以，在它看来，跟它以前的同盟者分裂是一

个“新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内在的，不是为了它自己，而只是

为了摆摆样子，只是为了别人。

“可是说老实话，这种转变也并不是新的。理论经常进行自我批判（大家

知道，为了迫使理论进行自我批判而痛斥这种理论该是多么必要）①，它从来

不奉承群众（但更奉承自己）②，它始终谨慎从事，以免陷入敌人的前提。”

“基督教神学家必须谨慎从事”（布鲁诺·鲍威尔“基督教真

相”４６第９９页）。那末为什么“谨慎从事的”批判还是陷入了敌人

的前提呢？它当时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真正的”见解清清楚楚地

谈出来呢？它为什么不直说出来呢？它为什么不打消关于它跟群

众和睦相处的幻想呢？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法老②在把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还给

他时问亚伯拉罕。——你为什么告诉我她是你的妹妹呢③？”（布鲁诺·鲍威

尔“基督教真相”第１００页）

“打倒理性和语言！——神学家说：在这种情况下，亚伯拉罕明明是在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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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启示会招致致命的侮辱。”（同前）

打倒理性和语言！——批判家说：如果鲍威尔先生不只是摆

摆样子，而是真正地跟群众打成一片，那末绝对的批判在其启示

中就不再是绝对的，因而它会招致致命的侮辱。

绝对的批判继续说道：“它的努力（即绝对批判的努力）①简直不被人重

视，况且，批判还有个时期曾不得不诚恳地考虑敌人的前提并暂时认真地接

受它们，简言之，批判当时还没有能力完全打破群众的这种信念：它跟批判

有着共同的事业和利益。”

“批判”的努力简直不被人重视；可见，罪过是在群众身上。而

另一方面，批判承认它的努力不可能被人重视，因为它自己还没有

“能力”使这种努力被人重视。这样，罪过似乎是在批判身上。

绝非如此！批判曾“不得不（有一种压力加在它头上）②诚恳

地考虑敌人的前提并暂时认真地接受它们”。了不起的诚恳，真正

神学的诚恳！但是这种诚恳实际上对待事物并不认真，而只是

“暂时认真地接受它”；它始终，就是说，时时刻刻谨慎从事，以

免陷入敌人的前提，但是它却“暂时”“诚恳地”考虑这些前提。

“诚恳”一词在上面所引证的最后一句话里太言过其实了。批判

“诚恳地考虑了群众的前提”，但这时“它还没有能力完全”打消

关于批判的事业和群众的事业的一致性的幻想。它还没有具备这

种能力，但是却已经有了希望和念头。它还不能在外部跟群众分

裂，但是这种分裂却已经在它的内部，即在它的灵魂中形成了，而

且是在它诚恳地同情群众的时候形成了！

虽然批判完全和群众的偏见纠缠在一起，但是实际上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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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些偏见纠缠在一起；老实说，它反而摆脱了自己的局限性，而

只不过是“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向群众证明这一点。因此“批

判”的整个局限性纯粹是一种假象，——如果没有群众的局限性，

这种假象也就成为多余的了，因而也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了。可见，

罪过又是在群众身上。

但是，既然这种假象是由于批判“没有能力”和“没有力量”吐

露真情造成的，那就说明批判本身还是不完善的。它用自己所固有

的那种与其说是诚恳不如说是辩护的方式承认了这一点。

“尽管它（批判）①对自由主义进行了致命的批判，但是它还可以被认为

是这种自由主义的特殊形式，——或许，是这种自由主义的极端表现；尽管

它的真实而具有决定性的结论已经超出了政治范围，但是它还必然在别人的

心目中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它在从事政治，而这种不完善的错觉使它有可能

获得上述绝大部分的朋友。”

批判依靠它似乎是在从事政治这一不完善的错觉而获得了朋

友。假如这种错觉是完善的，那末批判就必然会失掉自己的政治

朋友。它雄辩地而又胆怯地力图洗清自己的一切罪恶，它抱怨错

觉是不完善的错觉，而不是完善的错觉。“批判”这样用一种错觉

代替另一种错觉，就可以对下面的一点感到自慰了：如果它掌握

了希望从事政治的“完善的错觉”，那末它就反而不能掌握随时随

地消灭政治的“不完善的错觉”。

对“不完善的错觉”不太满足的绝对批判再一次问自己：

“批判当时被卷入‘群众的政治的’利害关系之中，它……甚至（！）……

必须（！）……从事政治（！），这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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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学家鲍威尔看来，批判必须永世地研究思辨神学，这是

不言而喻的；因为他，即人格化了的“批判”原本就是一个ｅｘｐｒｏ

ｆｅｓｓｏ〔职业的〕神学家。至于为什么要从事政治？这就必须用完

全特殊的、政治的、个人的情况来加以解释。

为什么“批判”甚至必须从事政治呢？“它被控告了——这就是

问题的答案。”至少“鲍威尔政治”的“秘密”的底细就在这里，至少

那种在布鲁诺·鲍威尔的“自由的正义事业和我自己的事业”中用

连接词“和”把群众的“自由事业”跟他“自己的事业”连在一起的错

觉不能被说成是非政治的。但是，如果批判所从事的不是服务于政

治的“自己的事业”，而是服务于自己的事业的政治，那就应当承

认，不是政治欺骗了批判，而相反地，是批判欺骗了政治。

这样，布鲁诺·鲍威尔就应该被赶下神学讲台了，因为它被

控告了。“批判”曾不得不从事政治，就是说，它必须进行“自己

的”诉讼，即布鲁诺·鲍威尔的诉讼。不是鲍威尔先生进行了批

判的诉讼，而是“批判”进行了鲍威尔先生的诉讼。“批判”为什

么必须要进行自己的诉讼呢？

“替自己辩护吗？”或许就是这样。但是“批判”远不限于这

种个人的、世俗的动机。就算是这样。但不仅是为了这一点，“主

要是为了揭发它的敌人的矛盾”，而且——批判可以补充说——还

为了把它驳斥形形色色的神学家的旧文章（如像它跟普兰克的长

篇的对骂，神学家“鲍威尔”与神学家“施特劳斯”的兄弟之

争）编成一本书。

绝对的批判由于承认了它的“政治”的真实利益而感到心安

理得，一回想到它的“诉讼”，就又重新咀嚼起它曾在“自由的正

义事业”中以种种方式反复咀嚼过的老黑格尔的东西：“与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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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立的旧事物实际上已经不是旧事物了”（见“现象学”中的启

蒙与信仰的斗争；见全部“现象学”）。批判的批判是反刍动物。批

判经常把黑格尔的残羹剩饭（如像上述关于“新事物”和“旧事

物”或“一个极端是从与之对立的另一极端发展起来的”等等论

点）再回一回锅；除了求助于辛利克斯教授的“疲惫”之外，它

从来没有感到需要用任何其他方法来清算“思辨的辩证法”。而且，

它不断以重复黑格尔的办法“批判地”超过了黑格尔，例如：

“批判一出场就赋予探讨以新的形式，即已经不致于变为外部限制的形

式”等等。

如果我要使某物发生一种变化，那我就要使它在本质上变为

另外的东西。因为每一种形式同时也就是“外部限制”，所以任何

一种形式都不“致于”变为“外部限制”，正像苹果不致于“变

为”苹果一样。但是，“批判”赋予探讨的形式，由于完全不同的

原因，也不致变为“外部限制”，因为批判一超出一切“外部限

制”的范围，就会消失在荒谬的灰蓝色的迷雾中。

“但是，如果旧事物……从理论上探讨过共存或非共存的问题，那末它

（新旧之间的斗争）①当时（即批判“赋予”探讨以“新的形式”的时候）②是

不可能发生的。”

旧事物为什么不从理论上探讨这个问题呢？因为，“它绝不能

一开始就做到这一点，因为在突然间”，即一开头，它“既不了解

自己，也不了解新事物”，就是说，它既没有从理论上探讨自己，

也没有探讨新事物。这样一来，新旧之间的斗争就不可能发生了，

假如不幸连这种“不可能性”也不是不可能有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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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神学院的“批判家”进而“承认”他是“明知故犯”，他“经过

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依然随心所欲地犯了错误”（批判所经受，所体

验或所做的一切，对它来说已变为它所故意创造的、自由的、纯粹

的反省产物），那末批判家承认这点只具有真理的“不完善的错

觉”。因为“复类福音作者批判”４７完全是建筑在神学基础上的，因

为它完全是神学的批判，所以神学讲师鲍威尔先生可以“既不犯罪

也不犯错”地编写和教授神学。相反地，犯罪和犯错的却是神学院，

因为神学院不了解鲍威尔先生是怎样严肃地实现了他在“复类福

音作者批判”的前言（第一卷第２３页）中所提出的诺言：

“如果否定在这第一卷中可以表现得特别大胆和过火，那末我们就会联

想到，真正肯定的东西只能产生于郑重的普遍的否定之后…… 最后将会看

清：只有世界上最富有毁灭性的批判才能使我们认识耶稣及其原则的创造

力。”

鲍威尔先生为了消除他的诺言的积极意义的模棱两可的外

观，故把主“耶稣”跟他的“原则”分开。鲍威尔先生实际上把

主耶稣及其原则的“创造”力描述得十分有声有色，以致于他的

“无限的自我意识”和“精神”竟成了基督教的创造物。

即使批判的批判与波恩神学院之间的争论足以说明当时批判

的“政治”，那末，它为什么在这次争论结束之后还继续从事政治

呢？请听下面的回答：

“达到这一点时，批判本应该或者停留下来，或者立即前进，探讨政治的

本质并把它当做自己的敌人，——只要批判有可能停留在当时的斗争中，同

时，只要不存在过分严格的历史规律；因为依据这种历史规律，在同自己的

对立面的斗争中初次体验到本身力量的原则必然要使它的对立面压倒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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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漂亮的辩护词！“批判应该停留下来”，只要可能……“有可

能停留下来”！谁“应该”停留下来呢？谁必须做那种“不可能……”做到

的事情呢？同时！批判必须前进，“同时，只要不存在过分严格的历史规

律”等等。历史规律对绝对的批判也“过分严格”了！如果这种规律

不站在相反的方面，批判的批判向前迈进该是多么耀武扬威！然

而，ａｌａｇｕｅｒｒｅｃｏｍｍｅａｌａｇｕｅｒｒｅ〔打仗就应当像个打仗的样子〕！

批判在历史上必将使自己成为可悲的“历史”！

“如果批判（仍然是那位鲍威尔先生）①必须……那末还是不能不同时承

认，当它响应这一类（即政治的）②的要求时，它总觉得自己没有把握，同时由

于这些要求，它跟它的真正的因素发生了矛盾，——这种矛盾恰恰在这些因

素中已经得到了解决。”

过分严格的历史规律造成了批判的政治上的弱点，但是——

它恳求说——不能不同时承认，它虽不是在实际当中，但至少是在

本身之内超出了这些弱点。第一、它“在感情上”克服了这些弱点，

因为“它总觉得自己对这些要求没有把握”，它觉得自己在政治上

很糟糕，连它自己也不知道政治是怎么一回事。此外！它跟它的真

正的因素发生了矛盾。最后（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跟它的真正

的因素所发生的矛盾不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解决，而是“已

经”在它那独立存在于矛盾之外的真正的因素中“得到了”解决！这

些批判的因素可以大言不惭地说，亚伯拉罕还没有降生，我们就已

经在世了。当发展还没有产生我们的对立面的时候，它，这个尚未

产生的对立面就已经在我们的混沌期中被解决了，死去了，灭亡

了。既然批判与其真正的因素的矛盾“已经”在批判的真正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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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了解决”，既然被解决了的矛盾不是矛盾，那末，确切地说，

批判根本没有跟它的真正的因素发生过矛盾，没有跟自己发生过

矛盾。——这样，它的自我辩护的总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了。

绝对批判的自我辩护有成套的辩护语汇：

“本来也并不”，“只是不被重视”，“况且，还有”，“还没有完全”，“尽管

——但是”，“不仅，而且主要是”，“其实，同样也只是”，“批判本应该，只要这

是可能的，同时，只要……”，“如果……那末还是不能不同时承认”、“难道这

不是很自然的，难道这不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也不”……诸如此类等等。

绝对的批判在不久之前还用下面这些话表达了类似的辩护的

言词：

“‘虽然’和‘但是’，‘诚然’和‘然而’，天上的‘不’和

地上的‘是’——这就是最新神学的支柱，就是它昂然阔步所用

的高跷，是它的整个智慧所仅有的把戏，是它在其一切言谈中所

惯用的说法，是它的始与终。”（“基督教真相”第１０２页）

（ｂ）犹太人问题，第三号

“绝对的批判”并不满足于以自己的自传来证实它固有的神通

广大，“正像创造新东西那样首次来创造旧东西”。它也不满足于

亲自出马来为自己的过去作辩护。现在，它给第三者、其余的世

俗界提出了一项绝对的“任务”，而且是“目前的主要任务”，这

就是为鲍威尔的行为和“大作”辩护。

“德法年鉴”刊载了一篇对鲍威尔先生的小册子“犹太人问

题”４８的评论。这篇文章揭露了鲍威尔把“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

混为一谈的这个基本错误。固然，在该文中“首先”没有对旧的犹太

人问题提供“正确的提法”；但是，“犹太人问题”能够得到考察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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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是依据了现代对全部旧问题的那种提法，也正是由于这种提法，

旧的问题才由过去的“问题”变成了现代的“问题”。

看来，绝对的批判认为在第三次征讨中有必要给“德法年

鉴”一个答复。在这里，绝对的批判首先承认：

“在‘犹太人问题’中犯了同样的‘过失’——把政治本质和人类本质混

为一谈。”

批判指出：

“现在来指责批判还在两年前部分地所持的立场，未免太迟了。”“反之，

任务不外是对批判甚至曾不得不……研究政治这一点加以说明。”

“两年前”？现在，我们就按绝对的日历，从批判的救世主即

鲍威尔主办的“文学报”诞生的那一年算起吧。批判的救世主诞

生于１８４３年。同年，“犹太人问题”增订第二版问世。在“来自

瑞士的二十一张”４９这一文集中对“犹太人问题”进行“批判的”研

究，也是在旧历１８４３年，不过日期更晚一点。就在这重要的旧历

１８４３年，或在批判的日历元年“德国年鉴”和“莱茵报”相继查

封之后，出现了鲍威尔先生的荒唐的政治大作“国家、宗教和政

党”。这本书原封不动地重犯了鲍威尔在“政治本质”这一问题上

的老毛病。辩护者被迫假造了一份年代表。

对于鲍威尔先生为什么“甚至”“不得不”研究政治这一点的

“说明”，只是在某些条件下才具有普遍意义。这也就是说，既然

绝对的批判的无辜、纯洁和绝对早被奉为基本的信条，那末，与

这种信条相矛盾的一切事实当然会变成这样一些难解的、引人入

胜的和玄妙莫测的谜，而这些谜在神学家看来显然是一种神的非

神的行动。

相反地，如果把“批判家”看做有限的单个人，如果不把他

７３１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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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他所处的时代的界限分离开来，那末，回答为什么“批判家”甚

至不得不在世界范围以内发展起来这一问题，将是多余的，因为

问题本身已经不复存在了。

不过，如果绝对的批判要坚持自己的要求，那我们就准备写

一篇烦琐的短论来阐明下面的“现代问题”：

“为什么正是必须由布鲁诺·鲍威尔先生来证明圣母马利亚

是从圣灵怀了孕这个事实呢？”“为什么鲍威尔先生必须证明，显

现在亚伯拉罕面前的天使是神的真正的流出体呢？即尚未达到消

化食物所必要的浓度的流出体？”“为什么鲍威尔先生要为普鲁士

王室作辩护并且把普鲁士国家奉为绝对的国家呢？”“为什么鲍威

尔先生在自己的‘复类福音作者批判’里要用‘无限的自我意

识’来代替人呢？”“为什么鲍威尔先生在‘基督教真相’中要用

黑格尔的形式来重谈基督教的创世说呢？”“为什么鲍威尔先生要

要求自己和别人来‘说明’他应该犯错误这种怪事呢？”

我们在证明所有这些“批判的”、同样也是“绝对的”必然性

之前，还是先来看一看“批判的”辩护伎俩。

“犹太人问题……应该……首先获得一个正确的提法，它既是宗教的、神

学的问题，也是政治的问题。”“在考察和解决这两个问题时，批判既不抱着

宗教的观点，也不抱着政治的观点。”

问题在于：在“德法年鉴”里，鲍威尔把“犹太人问题”解

释成是真神学和假政治的。

首先，“批判”回答了对神学局限性的“责备”：

“犹太人问题是宗教问题。启蒙认为，只要把宗教的对抗说成无关紧要的

东西或者甚至全盘予以否定，就可以解决犹太人问题。可是，批判却必须把

这一对抗表述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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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观察一下犹太人问题的政治方面，那我们就会发现

神学家鲍威尔先生甚至在政治上所研究的也不是政治，而是神学。

“德法年鉴”反对鲍威尔把犹太人问题解释成“纯宗教”问题，

而这里特别指的是布鲁诺·鲍威尔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张”这

本文集里的一篇文章，标题是：

“现在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

这篇文章和旧的“启蒙”毫无关联。该文包含着鲍威尔先生对

现代犹太人获得解放的能力，即获得解放的可能性的肯定见解。

“批判”说道：

“犹太人问题是宗教问题。”

试问：什么是宗教问题，特别是，什么是当前的宗教问题？

这位神学家却根据外表作出判断，把宗教问题就看成宗教问

题。但是，请“批判”回想一下它对辛利克斯教授所做的那番解

释：当前的政治利益具有社会意义，关于政治利益——批判说——

“没有什么可多谈的”。

根据同样理由，“德法年鉴”就对批判说道：宗教的当前问题如

今有着社会意义。关于宗教利益本身却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只有

这位神学家才能认为：谈宗教就是谈宗教。的确，“德法年鉴”在这

里也犯了个“错误”，它并没有想停留在“社会的”这个词上，而是进

一步描述了犹太人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真实处境。只要剥掉掩盖

着犹太精神实质的宗教外壳，掏出犹太精神的经验的、世俗的、实

际的内核，就能够规划一个消溶这种内核的真正的社会形式。而鲍

威尔先生却以“宗教问题”就是“宗教问题”为满足。

鲍威尔先生造成这样一种假象，似乎在“德法年鉴”中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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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问题也是宗教问题。决非如此。相反地，在该杂志中曾经指

出，鲍威尔先生只了解犹太精神的宗教本质，但不了解这一宗教本

质的世俗的现实的基础。他把宗教意识当做某种独立的实质来反

对。所以，鲍威尔先生不是用现实的犹太人去解释犹太教的秘密，

而是用犹太教去解释现实的犹太人。因此，鲍威尔先生对犹太人的

理解仅限于犹太人是神学的直接对象或犹太人是神学家。

因此，鲍威尔先生就没有发觉，现实的世俗的犹太精神，因

而宗教的犹太精神，是由现今的市民生活所不断地产生出来的，并

且在货币制度中获得了高度的发展。他之所以不能发觉这一点，是

因为他不知道犹太精神是现实世界的一环，而只把它当做是他的

世界即神学的一环；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上帝的虔诚信徒，把现实

的犹太人不是看做进行日常活动的犹太人，而是看做安息日里的

伪善的犹太人。在这位笃信基督的神学家鲍威尔先生看来，犹太

精神的世界历史意义必须在基督教诞生的那一时刻而告终。所以，

他必须得重复那种认为保存犹太精神就是违反历史的陈旧的正统

观点；而诸如似乎犹太精神的存在仅仅是上帝咒骂的确证，是基

督启示的明证等等陈旧的神学偏见，则应该在鲍威尔那里以批判

的神学的形式复活起来。根据这种形式，犹太精神现在和过去的

存在，只不过是对基督教的非世俗起源的粗暴的宗教的怀疑，也

就是说，是反抗基督启示的明证。

和所有这一切相反，在“德法年鉴”中曾经证明犹太精神是

依靠历史、通过历史并且同历史一起保存下来和发展起来的，然

而，这种发展不是神学家的眼睛，也不是在宗教学说中所能看到

的，而只有世俗人的眼睛，只有在工商业的实践中才能看到。在

“德法年鉴”中曾经说明，为什么实践中的犹太精神只有在完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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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世界里才能达到完备的程度；不但如此，那里还指出，它

只不过是基督教世界本身的完备的实践。现代犹太人的生活不能

以他们的宗教（好像宗教就是一种特殊的孤芳自赏的本质）来解

释；相反地，犹太教的生命力只能用虚幻地反映在犹太教中的市

民社会的实际基础来解释。因此，犹太人解放为人，或者人从犹

太精神中获得解放，不应像鲍威尔先生那样理解为犹太人的特殊

任务，而应理解为彻头彻尾渗透着犹太精神的现代世界的普遍的

实践任务。已经证明，克服犹太本质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消灭市民

社会中犹太精神的任务，消灭现代生活实践中的非人性的任务，这

种非人性的最高表现就是货币制度。

鲍威尔先生这位名副其实的神学家，尽管他是批判的神学家，

或者是神学的批判家，也没有能够超乎宗教的对立之上。他把犹太

人对基督教世界的关系仅仅看做犹太教对基督教的关系。他甚至

不得不通过犹太人和基督徒跟批判的宗教（无神论、最高的有神

论、对神的否认）的对立，来批判地恢复犹太教和基督之间的宗教

对立。最后，他由于自己的神学狂，不得不把“现代犹太人和基督

徒”即现代世界“获得自由”的能力，仅仅局限于他们理解神学的

“批判”和在这种“批判”的圈子之内进行活动的能力。正如正统的

神学家所认为的，整个世界都可以归结为“宗教和神学”。（他也可

以如法泡制，把世界归结为政治、政治经济学等等，并且可以把神

学譬如说叫做天上的政治经济学，因为，它是一门关于“精神财富”

和天国财宝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学问！）同样，在激进的批

判的神学家看来，世界解放自身的能力只不过是把“宗教和神学”

当做“宗教和神学”加以批判的抽象能力。他所唯一知道的斗争是

反对自我意识的宗教局限性的斗争，然而自我意识的批判的“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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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无限性”也同样是神学的局限性。

可见，鲍威尔先生之所以用宗教和神学的方式来考察宗教和

神学问题，就是因为他把现代的“宗教”问题看做“纯宗教的”问题。

他的“问题的正确提法”其用意只在于对他“自己的能力”——回答

来说，问题的提法是“正确的”！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犹太人问题的政治方面。

在某些国家里，犹太人（如同基督徒一样）在政治上已经获得

了完全的解放。但是犹太人和基督徒还远远没有获得人类意义上

的解放。可见，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是有差别的。所以，必须对政

治解放的实质，也就是对发达的现代国家的实质进行研究。可是，

对那些还不能在政治上解放犹太人的国家，也应该根据和完备的

政治国家的对比予以估价，而且应该把它们看做不发达的国家。

这就是研究犹太人的“政治解放”这一问题所依据的观点，而

在“德法年鉴”中也就是根据这一观点来研究这个问题的。

鲍威尔先生为“批判”的“犹太人问题”作了如下的辩护：

“有人向犹太人指出，他们对于他们向之要求自由的那种制度存在着妄

想。”

事实上，鲍威尔先生已经指出德国犹太人的妄想：他们在没

有任何社会政治生活的国家里要求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在只有政

治特权的地方要求政治权利。在这方面已经向鲍威尔先生表明，他

自己也沉浸在关于“德国政治制度”的“妄想”之中，而且一点

也不亚于犹太人。正因为这样，他以“基督教国家”不可能从政

治上解放犹太人这一点来说明犹太人在德意志国家的处境。他歪

曲了事情的真相，他把特权国家、基督教德意志国家设想成绝对

的基督教国家。与此相反，曾经向他证明：没有任何宗教特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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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完备的现代国家，也就是完备的基督教国家；因此，完备

的基督教国家不仅能够解放犹太人，而且是真正地解放了他们，同

时按这种国家的本性来说，也应该解放他们。

“有人向犹太人指出……他们沉湎于关于自身的种种妄想之中，尽管他

们以为他们是在要求自由和要求承认自由人性，其实他们只是力争特权，别

无他图。”

自由！承认自由人性！特权！多么动听的字眼。为了进行辩

护何不使用这些字眼来规避某些问题！

自由？这里指的是政治自由。已经向鲍威尔先生指出，当犹太

人要求自由而又不想放弃自己的宗教的时候，他正是在“从事政

治”，而不是提出任何与政治自由相抵触的条件。已经向鲍威尔先

生指出，把人划分为非宗教的公民和宗教的个人，这同政治解放毫

不矛盾。已经向他指出，当国家摆脱了国教并且让宗教在市民社会

范围内存在时，国家就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同样，当单个的人已

经不再把宗教当做公事而当做自己的私事来对待时，他在政治上

也就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最后，已经指出，法国革命对宗教的恐

怖态度远没有驳倒这种看法，相反地，却证实了这种看法。

鲍威尔先生不去研究现代国家对于宗教的真正关系，而认为

必须给自己设想出一个批判的国家来，这样的国家只不过是在他

的幻想中把自己扩张为国家的神学批判家。当鲍威尔先生陷入政

治中的时候，他总是重新把政治当做自己的信仰即批判的信仰的

俘虏。只要他研究国家，他总是把它变成对付“敌人”即非批判的宗

教和神学的论据。在他看来，国家是批判神学的心愿的执行者。

当鲍威尔先生第一次摆脱了正统的非批判的神学时，在他的

心目中，政治的权威就代替了宗教的权威。他对耶和华的信仰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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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对普鲁士国家的信仰。布鲁诺·鲍威尔在自己的小册子“普鲁

士福音教”５０里面，不仅把普鲁士国家奉为绝对，而且做得非常彻

底，把普鲁士王室也奉为绝对。但在事实上，这个国家并没有唤起

鲍威尔先生的政治兴趣：相反地，在“批判”看来，这个国家的功绩

就是通过教会合并来取消宗教信条，利用警察来迫害异教派。

１８４０年发生的政治运动使鲍威尔先生摆脱了他的保守派政

治，并且一度使他上升到自由派政治的水平。但是，这种政治，老实

说，只不过是神学的借口而已。在“自由的正义事业和我自己的事

业”这一著作中，自由的国家是波恩神学院的批判家，是反对宗教

的论据。“犹太人问题”把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国家和宗教之间的

对立上，以致对政治解放的批判变成了对犹太教的批判。鲍威尔在

其最近的政治著作“国家、宗教和政党”里终于暴露了这位把自己

扩张为国家的批判家的那种最隐秘的心愿。宗教为国家牺牲，或

者，说得更确切些，国家仅仅是消灭“批判”的敌人即非批判的宗教

和神学的工具。最后，正像１８４０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使批判摆脱了

自己的保守派政治一样，从１８４３年以来在德国传播的社会主义思

想使批判摆脱了（虽然只是表面地）一切的政治，从此以后，批判终

于能把自己的反非批判的神学的著作说成是社会的作品，而且也

可以毫无阻碍地来研究自己的批判的神学——使精神和群众对

立，——以及宣告批判的恩人和救世主即将降临。

言归正传吧！

承认自由的人性？犹太人不只是想力求承认，而且真的是在

力求承认“自由的人性”，这种“自由的人性”就是在所谓普遍人

权中得到典型的承认的那种最“自由的人性”。鲍威尔先生自己则

以为，犹太人力图承认自己的自由的人性，正是说明他们力图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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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普遍人权。

在“德法年鉴”中已经向鲍威尔先生证明：这种“自由的人

性”和对它的“承认”不过是承认利己的市民个人，承认构成这

种个人的生活内容，即构成现代市民生活内容的那些精神因素和

物质因素的不可抑制的运动；因此，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宗教，而

只是使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财产，而是使

人有占有财产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放弃追求财富的龌龊行为，

而只是使人有经营的自由。

已经向他指出，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是

一个意思。就是说，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

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

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

立的人，即自己营业的奴隶，自己以及别人的私欲的奴隶。现代

国家就是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而它并没有

创立这个基础。现代国家既然是由于自身的发展而不得不挣脱旧

的政治桎梏的市民社会的产物，所以，它就用宣布人权的办法从

自己的方面来承认自己的出生地和自己的基础。可见，犹太人的

政治解放以及赋予犹太人以“人权”，这是一种双方面相互制约的

行为。当里谢尔先生顺便谈到行动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经

营自由等等时，就正确地阐明了犹太人力图使自由的人性获得承

认的意义。“自由的人性”的所有这些表现在法国人权宣言中得到

了极其肯定的承认。犹太人就更有权利要求承认自己的“自由的

人性”，因为“自由的市民社会”具有纯粹商业的犹太人的性质，

而犹太人老早就已经是它的必然成员了。其次，在“德法年鉴”中

曾经指出，为什么市民社会的成员叫做ｐａｒ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道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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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什么人权称为“天赋的权利”。

黑格尔曾经说过，“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而

“批判”关于人权是不可能说出什么比黑格尔更有批判性的言论

的。最后，批判断言，犹太人和基督徒为了使别人和自己获得普遍

的人权，应该放弃信仰的特权（批判的神学家都是从自己的唯一的

固定观念出发来阐明一切事物的），和它的这种断言特别对立的是

出现在一切非批判的人权宣言中的一项事实：信仰任何事物的权

利，举行任何一种宗教仪式的权利，这些都极其肯定地被认为是普

遍人权。此外，“批判”还应该知道，作为推翻阿贝尔派的借口，主要

就是由于它侵犯了宗教自由而硬说它是侵犯了人权；同样，在后来

恢复宗教仪式的自由时，人们也是以人权为口实的。

“至于谈到政治的本质，那末，批判已经探溯它的矛盾，一直探溯到五十

年前就曾经最彻底地研究过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的地步，——一直探

溯到法国代议制。在这种代议制之下，理论自由被实践所推翻，而实际生活

的自由却又在理论中徒然寻求自己的表现。

“在已经揭发了基本谬误之后，就必须指出，批判所发现的法国议院辩论

中的矛盾，即自由的理论和特权的实际势力之间的矛盾，特权的立法效力和

公法状况（在这种状况下纯个人的利己主义力图攫取特权的闭塞）之间的矛

盾，——这个矛也就是这个范围内的普遍矛盾。”

批判在法国议院辩论中所发现的矛盾，不外是立宪主义的矛

盾。如果批判把它了解为普遍的矛盾，那它就算是了解了立宪主

义的一般矛盾。如果批判比它认为“应该”看到的还看得远一些，

也就是说，如果它想到了必须消除这个普遍的矛盾，那末，它就

会放弃立宪君主制而主张民主的代议制国家，主张完备的现代国

家了。批判既然远没有对政治解放的本质进行批判的分析，没有

揭露这种本质和人类本质的关系，就只能谈到政治解放的事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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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现代国家，也就是说，只能谈到这样的地步：现代国家的存

在是符合它的本质的，所以可以发现和说明那些构成现代国家本

质的相对缺陷和绝对缺陷。

当批判自以为自己是超乎“政治本质”之上的时候，它反而

大大低于这一本质，它总还要在政治本质中去继续寻求解决自己

的矛盾的方法，总还要坚持自己对现代国家的原则一窍不通的顽

固态度。上面引用的那些“批判的”话越是明白地证明这一点，它

们就越有价值。

批判把“特权的实际势力”和“自由的理论”对立起来，把

“公法状况”和“特权的立法效力”对立起来。

为了不至于误解批判的意见，我们就得重提一下批判在法国

议会辩论中所发现的那一矛盾，也就是“应该理解为”普遍的矛盾

的那一矛盾。顺便来谈一下每周规定一天作为童工的休息日的问

题。有人提议礼拜日。有一个议员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建议在法律

中不提礼拜日，因为他认为这是违背宪法的。马丁（杜·诺尔）大臣

认为这一提案有宣布基督教已经不复存在的企图。克莱米约先生

代表法国的犹太人宣称，本着尊重绝大部分法国人的宗教的精神，

犹太人并不反对提礼拜日。可见，根据自由的理论，犹太人和基督

徒是平等的，但根据实际来看，和犹太人比较，基督徒却享有特权，

因为，不然的话，基督教的礼拜日怎么能够在为全体法国人制定的

法律中得到反映呢？难道犹太教的安息日就没有同样的权利吗？或

者，也有这样的情形，在法国的实际生活中，犹太人实际上并没有

受到基督教特权之害，然而法律却不敢公开承认这种实际的平等。

鲍威尔先生在“犹太人问题”里所举出的政治本质的一切矛盾，立

宪主义的一切矛盾，就是如此。而立宪主义根本就是现代代议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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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旧的特权国家之间的矛盾。

鲍威尔先生犯了一个最根本的错误，他认为，由于把这个矛盾

当做“普遍的”矛盾来理解和批判，他便从政治的本质上升到了人

类的本质。对于这个矛盾的这种理解只是说明了从半政治的解放

上升到完全政治的解放，从立宪君主制上升到民主代议制国家。

鲍威尔先生认为，他在废除特权的同时，也就废除了特权的

对象。针对马丁（杜·诺尔）先生的声明，他指出：

“如果不存在特权宗教，也就不会存在任何宗教。抽掉宗教的排他性，宗

教也就不复存在了。”

工业活动并不因行帮、行会和同业公会的特权的消灭而消灭，

相反地，只有消灭了这些特权之后，真正的工业才会发展起来。土

地私有制并不因土地占有特权的消灭而消灭；相反地，只有在废

除了土地私有制的特权以后，才通过土地的自由分割和自由转让

而开始土地私有制的普遍运动。贸易并不因贸易特权的消灭而消

灭；相反地，只有通过自由贸易，它才获得真正的实现。同样地，

只有在没有任何特权宗教的地方（北美的自由州）宗教才实际上

普遍地发展起来。

现代的“公法状况”的基础、现代发达的国家的基础，并不

像批判所想的那样是由特权来统治的社会，而是废除了特权和消

灭了特权的社会，是使在政治上仍被特权束缚的生活要素获得自

由活动场所的发达的市民社会。在这里，任何“特权的闭塞”既

不和别的闭塞对立，也不和公法状况对立。自由工业和自由贸易

消除了特权的闭塞，从而也消除了各种特权的闭塞之间的斗争；相

反地，它们却把从特权下解放出来的、已经不和别人联系（即使

是表面上的一般结合）的人放在特权的地位上（这种特权把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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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整体分离开来，而同时又把他们结合在一个规模很小的、特

殊的团体里面），并且引起了人反对人、个人反对个人的斗争。同

样整个的市民社会只是由于个人的特性而彼此分离的个人之间的

相互斗争，是摆脱了特权桎梏的自发的生命力的不可遏止的普遍

运动。民主的代议制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对立是公法团体和奴隶制

的典型对立的完成。在现代世界中每一个人都是奴隶制度的成员，

同时也是公法团体的成员。市民社会的奴隶制恰恰在表面上看来

是最大的自由，因为它似乎是个人独立的完备形式；这种个人往

往把像财产、工业、宗教等这些孤立的生活要素所表现的那种既

不再受一般的结合也不再受人所约束的不可遏止的运动，当做自

己的自由，但是，这样的运动反而成了个人的完备的奴隶制和人

性的直接对立物。这里，代替了特权的是法。

这么说来，在这里，自由的理论和特权的实际势力之间不但

不存在任何矛盾，特权的实际消灭、自由的工业和自由的贸易等

反而与“自由的理论”相适应，任何特权的闭塞都不与公法状况

相对立，批判所发现的矛盾已被消除——只有在这里，才存在着

完备的现代国家。

和马丁（杜·诺尔）先生的意见完全一致的鲍威尔先生就法

国议会的辩论所宣布的那一条法律正好同在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法

律相反：

“正像马丁（杜·诺尔）先生把法律中应该去掉基督教礼拜日这项建议解

释成宣布基督教不再存在的建议一样，犹太人安息日的法律对犹太人不再有

效这样的宣言有同样的理由（而这理由是有充分根椐的）可以成为犹太教不

再存在的通告。”

在发达的现代国家里，情形正好相反。国家宣布：宗教，正像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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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活的其他要素一样，只有自国家公布它们是非政治的因而让

它们自行其事的时候起，才开始获得充分的存在。取消这些要素的

政治存在，譬如说，通过选举资格的废除来取消财产的政治存在，

通过国教的废除来从政治上取消宗教，——伴随着宣布它们的政

治死亡而来的，便是这些要素的生命的蓬勃发展，这个生命从此便

顺利无阻地服从于自身的规律并十分广泛地展现出来。

无政府状态是摆脱了使社会解体的那种特权的市民社会的规

律，而市民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则是现代公法状况的基础，正像公

法状况本身也是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保障一样。它们怎样互相对立，

也就怎样互相制约。

从上所述，我们就可以看出批判对“新东西”领会程度了。如

果我们不打算超越“纯批判”的范围，那末我们就会产生一个问

题：批判在法国议会辩论中既然发现了上述矛盾，为什么不想把

它了解成普遍的矛盾呢？在他看来这是“应该”如此的。

“可是，当时要走这一步是不可能的……不仅因为……不仅因为……而

且因为如果没有和自己的对立物发生内在交错的这点最后残余，进行批判是

不可能的，因为如果缺少这一点，批判就不可能达到只有一步之差便可达到

的那个地方。”

不可能的……因为……是不可能的！批判肯定地说，这个决定

性的“一步”是不可能的，但为了“能够达到只有一步之差便可达到

的那个地方”，它又是必要的。谁会起来反驳这一点呢？为要达到

只有“一步”之差便可到达的那个地方，决不可能再走那么“一步”，

因为这一步必然使我们走过那个地方，结果又多走了“一步”。

结局好，一切好！批判在它和敌视鲍威尔先生的“犹太人问

题”的群众进行战斗而近于尾声的时候供认，它对“人权”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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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对“法国革命时代的宗教的评价”，“它有时在自己的议论终结部

分指出的那种自由的政治本质”，总之，整个“法国革命的时代对于

批判说来，恰恰是一个象征（因而，从精确的实在的意义上说，这个

时代并不是法国人进行革命尝试的时代）也说是说，不过是批判最

终在自己的面前看到的那些形象的虚幻的表现”。我们并不想使批

判扫兴，因为，如果说它在政治上也犯了过失的话，那末这往往只

发生在它的著作的“末尾”和“终结”部分。有一个鼎鼎大名的醉鬼

在午夜以前从来没有喝醉过酒，他总是以此自慰。

在“犹太人问题”的幅员上，批判无疑地从敌人手里赢得了越

来越多的地盘。受鲍威尔先生庇护的批判的著作，在“犹太人问

题”第一号里还是绝对的，而且揭示了“犹太人问题”的“真正的”和

“普遍的”意义。在第二号里，批判“不想而且也没有权利”超出批判

的范围以外。在第三号里，批判本来应该再走“一步”，但是走这一

步又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不是它的“愿望和权

限”，而是它陷入了自己的“对立物”的罗网，阻碍它完成这“一步”。

它很想跳过最后的一关，然而遗憾的是，它的批判的快靴却被残留

的最后一点点群众纠缠得寸步难行。

（ｃ）对法国革命的批判的战斗

群众的局限性迫使“精神”、批判、鲍威尔先生不把法国革命

当做“散文意义上的”法国人的革命实验的时代，而“只”当做

它自己的批判的幻想的“象征和虚象”。批判在自悔“失策”之余，

又对革命作了新的探讨。同时它还惩罚了使它断送清白的诱惑者

—— “群众”，并且告诉他们这一“新的探讨”的结果。

“法国革命是一种还完全属于１８世纪的实验。”

１５１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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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这种１８世纪的实验还完全是１８世纪的实验，而不

是１９世纪的实验，这种年代学上的真理似乎“还完全”属于那类

“一开始就不言而喻的”真理。但是在对“明如白昼”的真理抱有很

大成见的批判所用的术语中，这种年代学上的真理叫做“探讨”，并

且自然也就在“对革命的新的探讨”中获得一隅之地。

“但是，法国革命所产生的思想并没有超出革命想用暴力来推翻的那个

秩序的范围。”

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

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

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由此可见，从字面的意

思看来，上述批判的说法仍然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即仍然是“探

讨”。

并未被这种探讨所涉及的法国革命产生了超出整个旧世界秩

序的思想范围的思想。１７８９年在Ｃｅｒｃｌｅｓｏｃｉａｌ〔社会小组〕
５１
中开

始、中途以勒克莱尔克和卢为主要代表、最后以巴贝夫密谋的失败

而暂时遭到失败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共产主义的思想。１８３０年革

命以后，在法国，这种思想又为巴贝夫的友人邦纳罗蒂所倡导。这

种思想经过彻底的研讨，就成为新世界秩序的思想。

“在革命由此（！）①而消灭了人民生活中的封建屏障以后，它就不得不满

足于民族的纯洁的利己主义，甚至煽起这种利己主义。而另一方面它又不得

不抑制这种利己主义，抑制的办法就是对它加以必要的补充，承认最高的存

在物，这样最大限度地确认那应该把单个的利己主义原子连接起来的普遍国

家秩序。”

２５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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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利己主义是和封建等级的利己主义相对立的普遍国家

秩序的自发的利己主义。最高的存在就是最大限度地确认普遍国

家秩序，因而也就是最大限度地确认民族。但是最高的存在必须抑

制民族的利己主义，即抑制普遍国家秩序的利己主义！由确认利己

主义、而且由宗教上确认利己主义（即承认它是超人的，因而是摆

脱了人的约束的存在物）来抑制利己主义，这真是批判的任务！最

高存在物的创造者对自己这种批判的意图是一无所知的。

认为民族狂热依靠于宗教狂热的毕舍先生，是更了解自己的

英雄罗伯斯比尔的。

民族主义导致了罗马和希腊的灭亡。因此，当批判断言民族

主义促使法国革命失败的时候，批判并没有说出有关法国革命的

任何独到见解。同样，它把民族的利己主义规定为纯洁的利己主

义，这也没有说出有关民族的任何东西。如果把这种纯利己主义

和费希特的“自我”的纯洁的利己主义加以比较，那末这种利己

主义就反而成了非常阴暗的、掺杂着血和肉的、天生的利己主义。

如果说这种利己主义的纯洁性只是相对的，即只是针对封建等级

的利己主义而言，那末就没有必要对“革命”作“新的探讨”，从

而揭示出以民族为内容的利己主义较之以某种特殊等级和特殊团

体为内容的利己主义更普遍或更纯洁。

批判对普遍国家秩序的阐述并不是教益很少的。这些阐述仅

限于断定普遍国家秩序应当把单个的利己主义原子联合起来。

确切地和在散文的意义上说，市民社会的成员根本不是什么

原子。原子的特性就在于它没有任何属性，因此也没有任何由它自

己的本性必然所制约着的、跟身外的其他存在物的关系。原子是没

有需要的，是自我满足的；它身外的世界是绝对的空虚，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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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世界没有任何内容，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重要性，这乃是

因为在原子的自身中已经万物皆备的缘故。就让市民社会的利己

主义者在他那非感性的观念和无生命的抽象中把自己设想为原

子，即把自己设想成和任何东西无关的、自满自足的、没有需要的、

绝对完善的、极乐世界的存在。非极乐世界的感性的现实是不顾他

这种想像的。他的每一种感觉都迫使他相信世界和他以外的其他

人的存在，甚至他那世俗的胃也每天都提醒他在他以外的世界并

不是空虚的，而真正是把他灌饱的东西。他的每一种本质活动和特

性，他的每一种生活本能都会成为一种需要，成为一种把他的私欲

变为对他身外的其他事物和其他人的癖好的需要。因为一个人的

需要，对于另一个拥有满足这种需要的资料的利己主义者来说，并

没有什么明显的意义，就是说，同这种需要的满足并没有任何直接

的联系，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建立这种联系，这样就相互成为他人

的需要和这种需要的对象之间的皮条匠。由此可见，正是自然的必

然性、人的特性（不管它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

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他们之间的现实的联系不是政治生活，而

是市民生活。因此，把市民社会的原子彼此连接起来的不是国家，

而是如下的事实：他们只是在观念中、在自己的想像这个天堂中才

是原子，而在实际上他们是和原子截然不同的存在物，他们不是神

类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在今天，只有政治上的迷信

才会以为国家应当巩固市民生活，而事实上却相反，正是市民生活

巩固国家。

“创造了完全以正义和美德为生活准则的‘自由人民’的罗伯斯比尔和圣

茹斯特的伟大思想——例如，见圣茹斯特关于丹东罪行的报告及其他有关普

遍警察制的报告——完全是由于恐怖政策才能维持一段时间，这种思想是一

４５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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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矛盾，人民本质的卑劣而自私的分子对付这种矛盾都一如预料那样畏怯和

阴险。”

把“自由人民”说成“人民本质”的分子所必须对付的“矛

盾”，这种绝对批判的说法究竟绝对空虚到何种程度，可以从下面

的事实中看出：照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的意思，自由、正义、美

德反而只能是“人民”的必然的表现，只能是“人民本质”的属

性。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十分明确地谈到古代的、“人民本质”

所独有的“自由、正义、美德”。斯巴达人、雅典人、罗马人在自

己强盛的时代里就是“自由的、正义的、有美德的人民”。

罗伯斯比尔在他论述公共道德的原则的演说中问道（在１７９４年２月５

日召开的公会会议上）：“民主的或人民的政府的根本原则是什么？是美德。我

说的是公共的美德，这种美德曾在希腊和罗马做出了那么伟大的奇迹，并且

将在共和的法兰西做出更令人惊异的奇迹来。我们说的美德就是热爱祖国和

祖国的法律。”

接着，罗伯斯比尔明确地把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称做“自由人

民”。他不断地要听众回忆古代的“人民本质”，并且既提到它的

英雄莱喀古士、狄摩西尼、米太雅第、亚立司泰提、布鲁士斯，也

提到它的败类卡提利纳、凯撒、克罗狄乌斯、皮索。

圣茹斯特在关于逮捕丹东的报告（批判引用了这一报告）中

极为明确地说：

“在罗马人以后，世界变得空虚了，只有想起罗马人，世界才充实起来，

才能够再预言自由。”

他以古代的方式斥丹东为卡提利纳第二。

在圣茹斯特的另一个报告（关于普遍警察制的报告）中，共

和主义者被描写成完全具备了古代精神即刚毅、谦逊、朴质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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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人。警察局按其本质来说应当是相当于罗马的市政检查局那

样的机关。他列举了柯德尔、莱喀古士、凯撒、小卡托、卡提利

纳、布鲁士斯、安东尼、卡西乌斯等人的名字。最后，圣茹斯特

用一句话表明了他所要求的“自由、正义、美德”的特征，他说：

“革命者都应当成为罗马人。”

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和他们的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

混淆了以真正的奴隶制为基础的古代实在论民主共和国和以被解

放了的奴隶制即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现代唯灵论民主代议制国

家。一方面，不得不以人权的形式承认和批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

即工业的、笼罩着普遍竞争的、以自由追求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无

政府的、塞满了自我异化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个性的社会，另一方

面又想在事后通过单个的人来取缔这个社会的各种生命表现，同

时还想仿照古代的形式来建立这个社会的政治首脑，这是多么巨

大的错误！

这种错误是悲剧性的，圣茹斯特在临刑之日指着悬挂在康瑟

尔热丽大厅里的那块写着“人权宣言”的大牌子，以自傲的口吻

说道：“但创造这个的毕竟是我。”就在这块牌子上宣布了人的权

利，而这种人不会是古代共和国的人，正像他的经济状况和工业

状况不是古代的一样。

这里不是替恐怖主义者的错误做历史的辩解的地方。

“在罗伯斯比尔倒台以后，政治的启蒙和运动就迅速向成为拿破仑的俘

获物这个方向上发展，因此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之后不久就能够说：‘有了我

的地方长官、宪兵和僧侣，我就能够利用法国来做我所愿做的一切。’”

正好相反，世俗的历史却告听我们：罗伯斯比尔倒台以后，从

前想获得空前成就并耽于幻想的政治启蒙运动，才初次开始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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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实现。尽管恐怖主义竭力要使资产阶级社会为古代政治生活制

度牺牲，革命还是把资产阶级社会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

正式承认了这个社会。在执政内阁时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浪

潮迅速高涨起来。于是出现了创办商业和工业企业的热潮、发财

致富的渴望、新的资产阶级生活的喧嚣忙乱，在这里，这种生活

的享受初次表现出自己的放肆、轻佻、无礼和狂乱；法兰西的土

地得到了真正的开发，土地的封建结构已经被革命的巨锤打得粉

碎，现在无数新的所有者以第一次出现的狂热对这块土地进行了

全面的耕作，解放了的工业也第一次活跃起来；——这就是刚刚

诞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的某些表现。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的

代表是资产阶级。于是资产阶级开始了自己的统治。人权已经不

再仅仅是一种理论了。

雾月十八日拿破仑的俘获物决不像批判所设想的那样（它竟

把什么冯·罗泰克先生和韦尔凯尔的话信以为真）是革命运动；拿

破仑的俘获物是自由资产阶级。要相信这一点，只要读一读当时的

立法者们的演说就行了。读了这些演说，就会得到这样的印象：似

乎你被人从国民公会送到了现在的某个众议院。

拿破仑是革命的恐怖主义对这次革命所公开宣布的资产阶级

社会及其政治的最后一次战斗的体现。的确，拿破仑已经了解到现

代国家的真正本质；他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社会的无阻碍的发展、

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等等是这种国家的基础。他决定承认和保护

这一基础。他不是一个空想的恐怖主义者。但是，拿破仑还是把国

家看做目的本身，而把市民生活仅仅看做司库和他的不能有自己

的意志的下属。他用不断的战争来代替不断的革命，从而完成了恐

怖主义。他充分地满足了法兰西民族的利己主义，但是他也要求资产阶

７５１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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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在为了达到侵略的政治目的而需要的时候牺牲自己的事业、享乐、财富

等等。当他专横地压制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主义（即他的日常实践

的政治理想主义）的时候，只要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重要的物质利益

（即商业和工业）一和他拿破仑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他也同样毫

不珍惜它们。他对工业琐事的轻视是他对思想家的轻视的补充。而

在内政方面，他反对资产阶级社会，把资产阶级社会当做他仍然作

为绝对的目的本身来体现的国家的敌人。例如，他曾在极密院宣

称，他不容许大土地所有者任意耕种或不耕种自己的土地。他那由

国家掌管马车运输从而使商业受国家支配的计划也有同样的意

义。法国的商人策划了首次动摇拿破仑的实力的事件。巴黎的证

券交易者用人工制造饥饿的办法迫使拿破仑把向俄国的进攻几乎

推迟了两个月，结果这次进攻不得不拖到过晚的时节。

如果说，自由资产阶级在拿破仑时代再一次遇到了革命的恐

怖主义，那末在波旁王朝即复辟时代则再一次遇到了反革命。１８３０

年自由资产阶级终于实现了它在１７８９年的愿望，所不同的只是他

们的政治启蒙运动现在已经完成，他们不再把立宪的代议制国家

看做国家的理想，不再认为争得立宪的代议制国家就是致力于挽

救世界和达到全人类的目的，相反地，他们把这个国家看做自己的

排他的权力的官方表现，看做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确认。

从１７８９年开始的法国革命的生命史，到１８３０年这次革命的

一个要素获得胜利的时候还没有终止，现在这个要素增添了自己

在社会上很重要这样一种意识。

（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

“１８世纪，斯宾诺莎主义不仅在他那以物质为实体的法国后嗣学说中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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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地位，而且也在予物质以精神名称的自然神论中占统治地位…… 法国

的斯宾诺莎学派和自然神论的信徒只不过是在斯宾诺莎体系的真缔这个问

题上互相争辩的两个流派…… 单纯的命运就注定这种启蒙运动要灭亡，就

是说，在它被迫向法国运动时期开始的反动投降之后，它已经淹没在浪漫主

义里了。”

这是批判所说的话。

现在我们就扼要地把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历史跟法国唯物

主义的世俗的群众的历史做一个对比。我们将毕恭毕敬地承认，在

实际演变的历史与按照“绝对的批判”（它既创造新东西，同样也创

造旧东西）的命令而演变的历史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最后，我们

将遵照批判的指示，把批判的历史的“为什么？”，“来自何处？”，“去

向何方？”这三个问题作为“顽强地研究的对象”。

“确切地和在散文的意义上说”，１８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

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

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１７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

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儿、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

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人们用哲学来对抗形

而上学，这正像费尔巴哈在他向黑格尔作第一次坚决进攻时以清

醒的哲学来对抗醉熏熏的思辨一样。被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１８世

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所击败的１７世纪的形而上学，在德国哲学中，

特别是在１９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

复辟。在黑格尔天才地把１７世纪的形而上学同后来的一切形而上

学及德国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

王国之后，对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的进攻，就像在１８

世纪那样，又跟对神学的进攻再次配合起来。这种形而上学将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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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

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

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

这种唯物主义。

“确切地和在散文的意义上说”，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

派起源于笛卡儿，一派起源于洛克。后一派主要是法国有教养的

分子，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它成为真

正的法国自然科学的财产。这两个派别在发展过程中是相互交错

的。我们没有必要来详细考察直接起源于笛卡儿的法国唯物主义，

同样，我们也没有必要来详细考察法国的牛顿学派和法国一般自

然科学的发展。

因此，我们只指出如下的几点：

笛卡儿在其物理学中认为物质具有独立的创造力，并把机械

运动看做是物质生命的表现。他把他的物理学和他的形而上学完

全分开。在他的物理学的范围内，物质是唯一的实体，是存在和

认识的唯一根据。

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附和笛卡儿的物理学而同他的形而上学

相对立。他的学生的职业是反形而上学者，即物理学家。

医师勒卢阿为这一学派奠定了基础，医师卡巴尼斯是该学派

的极盛时代的代表人物，医师拉美特利是该学派的中心人物。当

笛卡儿还在世的时候，勒卢阿就已经把笛卡儿关于动物结构的学

说用到人体上来（１８世纪拉美特利曾这样做过），并宣称灵魂是肉

体的样态，思想是机械运动。勒卢阿甚至还认为笛卡儿隐瞒了自

己的真正的见解。笛卡儿提出了抗议。１８世纪末，卡巴尼斯在他

的著作“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关系”５２中完成了笛卡儿的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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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直到现在还存在着笛卡儿派的唯物主义。它在机械的自

然科学方面获得了卓越的成就。而这种自然科学却是最不能——

“确切地和在散文的意义上说”，——被指责有浪漫主义色彩的。

在法国以笛卡儿为主要代表的１７世纪的形而上学，从诞生之

日起就遇上了唯物主义这一对抗者。唯物主义通过伽桑狄（他恢

复了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来反对笛卡儿。法国和英国的唯物主

义始终同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笛卡儿的形

而上学所遇见的另一个反对者是英国的唯物主义者霍布斯。伽桑

狄和霍布斯正是在他们的敌人已经作为官方势力统治着法国的一

切学派的时候战胜这个敌人的，而这已是他们去世以后很久的事

了。

伏尔泰指出，１８世纪法国人对耶稣会派和扬逊派５３的争论的

漠不关心，与其说是由哲学造成的，还不如说是由罗的财政投机造

成的。而实际，１７世纪的形而上学的衰败可以说是由１８世纪唯物

主义理论的影响造成的，这正如同这种理论运动本身是由当时法

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所促成的一样。这种生活趋向于直接的现实，趋

向于尘世的享乐和尘世的利益，趋向于尘世的世界。和它那反神

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相适应的，必然是反神学、反形而

上学的唯物主义理论。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在这里

我们只需要大略地指出这种进化的理论过程。

１７世纪的形而上学（想想笛卡儿、莱布尼茨等人）还是有积

极的、世俗的内容的。它在数学、物理学以及与它有密切联系的

其他精密科学方面都有所发现。但是在１８世纪初这种表面现象就

已经消失了。实证科学脱离了形而上学，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

动范围。现在，正当实在的本质和尘世的事物开始把人们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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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形而上学的全部财富只剩下想像

的本质和神灵的事物了。形而上学变得枯燥乏味了。在１７世纪最

后两个伟大的法国形而上学者马勒伯朗士和阿尔诺逝世的那一

年，爱尔维修和孔狄亚克诞生了。

使１７世纪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在理论上感信扫地的

人是比埃尔·培尔。他的武器是用形而上学本身的符咒锻铸成的

怀疑论。他本人起初是一个笛卡儿派的形而上学者。反对思辨神

学的斗争之所以把费尔巴哈推向反对思辨哲学的斗争，正是因为

他看出思辨是神学的最后支柱，从而不得不迫使神学家从虚幻的

科学返回到粗野的、可恶的信仰；同样，对宗教的怀疑引起了培尔

对作为这种信仰的支柱的形而上学的怀疑。因此，他批判了形而上

学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他为了编纂形而上学的灭亡史而成了形

而上学的历史学家。他主要是驳斥了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

比埃尔·培尔不仅用怀疑论摧毁了形而上学，从而为在法国

掌握唯物主义和健全理智的哲学打下了基础，他还证明，由清一色

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无神论者能够成为可敬

的人，玷辱人的尊严的不是无神论，而是迷信和偶像崇拜，并从而

宣告了注定要立即开始存在的无神论社会的来临。

用一位法国作家的话来说，比埃尔·培尔“对１７世纪说来，是

最后一个形而上学者，而对１８世纪说来，则是第一个哲学家”。

除了否定神学和１７世纪的形而上学之外，还需要有肯定的、

反形而上学的体系。人们感到需要一部能够把当时的生活实践归

结为一个体系并从理论上加以论证的书。这时，洛克关于人类理

性的起源的著作５４很凑巧地在英吉利海峡那边出现了，它像一位

久盼的客人一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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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洛克不是斯宾诺莎的学生吗？“尘世的”历史可以回答

这个问题：

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颠的天生的产儿。大不列颠的经院哲学家

邓斯·司各脱就曾经问过自己：“物质能不能思维？”

为了使这种奇迹能够实现，他求助于上帝的万能，即迫使神

学本身来宣扬唯物主义。此外，他还是一个唯名论者。唯名论是

英国唯物主义者理论的主要成分之一，而且一般说来它是唯物主

义的最初表现。

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

的眼中，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

则是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部分。阿那克萨哥拉连同他那无限数量

的原始物质和德谟克利特连同他的原子，都常常被他当做权威来

引证。按照他的学说，感觉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泉源。科

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

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在物质的固有

的特性中，运动是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这里所

说的运动不仅是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更是趋向、生命力、紧

张，或者用雅科布·伯麦的话来说，是物质的痛苦［Ｑｕａｌ］。物质

的原始形式是物质内部所固有的、活生生的、本质的力量，这些

力量使物质获得个性，并造成各种特殊的差异。

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朴素的形式下

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

发出微笑。但是，用格言形式表述出来的学说本身却反而还充满

了神学的不彻底性。

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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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系统化了。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

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

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为了在自己的

领域内克服敌视人的、毫无血肉的精神，唯物主义只好抑制自己

的情欲，当一个禁欲主义者。它变成理智的东西，同时以无情的

彻底性来发展理智的一切结论。

霍布斯根据培根的观点论断说，如果我们的感觉是我们的一

切知识的泉源，那末观念、思想、意念等等，就不外乎是多少摆脱了

感性形式的实体世界的幻影。科学只能给这些幻影冠以名称。同

一个名称可以适用于许多幻影。甚至还可以有名称的名称。但是，

如果一方面认为感性世界是一切观念的泉源，而另一方面又硬说

一个词的意义不只是一个词，除了我们想像的永远单一的存在物

之外，还有某种普遍的存在物，那就矛盾了。无形体的实体也像无

形体的物体一样，是一个矛盾。物体、存在、实体是同一种实在的观

念。决不可以把思维同那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一切变化的

主体。假如“无限的”这个词不表示我们的精神能够无限地添加某

一数量，那末这个词就毫无意义。既然只有物质的东西才是可以觉

察到的，才是可以认识的，那末对神的存在就丝毫不能有所知了。

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确实可信的。人的一切情欲都是正在结束

或正在开始的机械运动。追求的对象就是我们谓之幸福的东西。人

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说系统化了，但他没有更详尽地论证培根

关于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则。

洛克在他论人类理性的起源的著作中，论证了培根和霍布斯

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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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消灭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的偏见，而科林斯、多

德威尔、考尔德、哈特莱、普利斯特列等人则铲除了洛克感觉论

的最后的神学藩篱。自然神论——至少对唯物主义者来说——不

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

我们已经提到过，洛克的著作的出现对于法国人是多么的凑

巧。洛克论证了ｂｏｎｓｅｎｓ的哲学，即健全理智的哲学，就是说，他

间接地说明了，哲学要是不同于健全人的感觉和以这种感觉为依

据的理智，是不可能存在的。

曾经直接受教于洛克和在法国解释洛克的孔狄亚克立即用洛

克的感觉论去反对１７世纪的形而上学。他证明法国人完全有权把

这种形而上学当做幻想和神学偏见的不成功的结果而予以抛弃。

他公开驳斥了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马勒伯朗士等人的

体系。

他在他的著作“关于人类知识的起源的经验”５５中发展了洛克

的观点，他证明，经验和习惯的事情不仅是灵魂，而且是感觉，不

仅是创造观念的艺术，而且是感性知觉的艺术。因此，人的全部

发展都取决于教育和外部环境。把孔狄亚克从法国各学派中排挤

出去的正是折衷主义哲学。

法国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区别是与这两个民族的区别

相适应的。法国人赋予英国唯物主义以机智，使它有血有肉，能

言善辨。他们给它以它过去所没有的气概和优雅风度。他们使它

文明化了。

爱尔维修也是以洛克的学说为出发点的，他的唯物主义具有

真正法国的性质。爱尔维修也随即把他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

活方面（爱尔维修“论人”５６）。感性的印象和自私的欲望、享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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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人类智力的天然平等、

理性的进步和工业的进步的一致、人的天性的善良和教育的万能，

这就是他的体系中的几个主要因素。

拉美特利的著作是笛卡儿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结合。

拉美特利利用了笛卡儿的物理学，甚至利用了它的每一个细节。他

的“人是机器”５７一书是模仿笛卡儿的动物是机器写成的。在霍尔

巴赫的“自然体系”５８中，论述物理学的那一部分也是法国唯物主

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结合，而论述道德的部分实质上则是以爱尔

维修的道德论为依据。还和形而上学保持着最密切联系并为此受

到黑格尔赞许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罗比耐（“自然论”５９），和莱布尼

茨的学说有非常明显的关系。

我们一方面说明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两重起源，即起源于笛卡

儿的物理学和英国的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说明了法国唯物主义

同１７世纪的形而上学，即笛卡儿、斯宾诺莎、马勒伯朗士和莱布尼

茨的形而上学的对立，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来叙述沃尔涅、杜毕

伊、狄德罗等人的以及重农学派的观点。德国人只是在他们自己开

始同思辨的形而上学进行斗争以后，才觉察出这种对立的。

笛卡儿的唯物主义成为真正的自然科学的财产，而法国唯物

主义的另一派则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财产。

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

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

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

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

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

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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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

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

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由

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

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

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

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

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

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

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

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

诸如此类的说法，甚至在最老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中也

可以几乎一字不差地找到。在这里没有篇幅来对他们加以评论。对

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倾向具有代表性的，是洛克的英国早期学生

之一孟德维尔对恶习的辩护。他证明，在现代社会中恶习是必然

的和有益的。这决不是替现代社会辩护。

傅立叶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出发的。巴贝夫主义

者是粗鲁的、不文明的唯物主义者，但是成熟的共产主义也是直

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的。这种唯物主义正是以爱尔维修所赋予

的形式回到了它的祖国英国。边沁根据爱尔维修的道德学建立了

他那正确理解的利益的体系，而欧文则从边沁的体系出发去论证

英国的共产主义。亡命英国的法国人卡贝受到了当地共产主义思

想的鼓舞，当他回到法国时，他已经成了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

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

者德萨米、盖伊等人，像欧文一样，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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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

鲍威尔先生或批判究竟是从什么地方给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

的历史搜罗材料的呢？

（１）黑格尔的“哲学史”６０把法国唯物主义说成斯宾诺莎的实

体的实现，这无论如何总比“法国的斯宾诺莎学派”理智得多。

（２）鲍威尔先生不知什么时候从黑格尔的“哲学史”中知道，

法国唯物主义就是斯宾诺莎学派。如果他现在从黑格尔的另一著

作里发现，自然神论和唯物主义是对同一个基本原则持不同理解

的两个派别，那末他就会得出结论说，斯宾诺莎有两个在其体系

的真谛方面互相争辩的学派。鲍威尔先生满可以在黑格尔的“现

象学”中找到我们所谈到的这一段说明。现在就把它照抄在下面：

“启蒙运动内部在绝对本质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并分裂成了两派

…… 一派……把没有任何谓语的绝对物称为……最高的绝对的存在……

另一派却把它叫做为物质…… 可是，二者都是同一个概念，——区别并不

在于事物本身，而仅仅在于两种结构的出发点各不相同。”（黑格尔“现象

学”第４２０、４２１、４２２页）

（３）最后，鲍威尔先生还可以从黑格尔那里知道：如果实体不

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过渡为概念和自我意识，那它就会成为“浪漫

主义”的财产。“哈雷年鉴”６１当时也曾做过类似的论断。

但是，“精神”无论如何总得给它的“敌人”唯物主义注定一种

“愚钝的命运”。

——

    注释。法国唯物主义同笛卡儿和洛克的联系，以及１８世

纪的哲学同１７世纪的形而上学的对立，在大多数近代法国哲

学史中都有详尽的阐述。和批判的批判相反，我们在这里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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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一下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东西就行了。可是，１８世纪的唯

物主义同１９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共产主义的联系，则还需要

详尽地阐述。我们在这里只引证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边沁的

著作中的一些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段落。

（１）爱尔维修。“人并不邪恶，但却是服从于自己的利益的。因此，应该

抱怨的不是人的劣根性，而是那些总是把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对立起来的立

法者的无知。”——“道学家们迄今还没有获得任何成就，因为要拔除产生恶

行的根子，就必须到立法当中去挖掘。在新奥尔良，只要妻子讨厌丈夫，她

就有权离弃自己的丈夫。在这样的地方就没有不贞的妻子，因为妻子没有必

要欺骗自己的丈夫。”——“如果不把道德同政治和立法结合起来，那末道德

就不过是一门空洞的学问而已。”——“一个人如果一方面对危害国家的恶行

无动于中，另一方面却对私生活中的恶行怒不可遏地加以抨击，那就可以看

出他是伪善的道学家。”——“人们并不是生而善或生而恶的，但是他们却生

而有能力成为善人或恶人，这要看公共利益是把他们结合起来还是把他们分

离开。”——“如果公民们不实现公共福利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私人福利，那末

除了疯子以外就根本不会有犯罪的人。”（“精神论”１８２２年６２巴黎版第一卷

第１１７、２４０、２４１、２４９、２５１、３３９和３６９页）——  爱尔维修认为，教育

（他所理解的教育不仅是通常所谓的教育，而且是个人的一切生活条件的总

和——见上引书第３９０页）能培养人；如果需要进行改革来消除个人利益和

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那末为了进行这种改革，就必须根本改变人的意识：

“只有当人民对旧的法律和习俗的愚昧的尊敬减弱时，才能实现伟大的改革”

（上引书第２６０页），或者，如他在另一个地方所说的，只有消灭了无知，“才

能实现伟大的改革”。

（２）霍尔巴赫。“人在他所爱的对象中，只爱他自己；人对于和自己同类

的其他存在物的依恋只是基于对自己的爱。”“人在自己的一生中一刻也不能

脱离开自己，因为他不能不顾自己。”“不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只是

我们的好处、我们的利益……驱使我们去爱或去恨某些东西。”（“社会体

系”１８２２年巴黎版６３第一卷第８０、１１２页）但是，“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要

爱别人，因为别人是他自身的幸福所必需的…… 道德向他证明，在一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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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中，人最需要的是人”（第７６页）。“真正的道德也像真正的政治一样，其

目的是力求使人们能够为相互间的幸福而共同努力工作。凡是把我们的利益

同我们同伴的利益分开的道德，都是虚伪的、无意义的、反常的道德。”（第

１１６页）“爱别人……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同我们同伴的利益融合在一起，以便

为共同的利益而工作…… 美德不外就是组成社会的人们的利益。”（第７７

页）“人若没有情欲或愿望就不成其为人…… 人若是完全撇开自己，那末依

恋别人的一切动力就消灭了。人若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毫无情欲，自满

自足，就不成其为社会的生物…… 美德不外是传送幸福。”（第１１８页）“宗

教的道德从来也没有能把世俗的人变成比较有社会性的人。”（第３６页）

（３）边沁。我们只引证边沁驳斥“政治意义上的普遍利益”的一段话。

“个人利益必须服从社会利益。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每个人不都是像其

他一切人一样，构成了社会的一部分吗？你们所人格化了的这种社会利益只

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 如果承认为了增进他人的幸福

而牺牲一个人的幸福是一件好事，那末，为此而牺牲第二个人、第三个人、以

至于无数人的幸福，就更是好事了…… 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边

沁“惩罚和奖赏的理论”……１８２６年巴黎第三版６４第二卷第２２９、２３０页）

（ｅ）社会主义的最后的败北

“法国人在应当如何组织群众的问题上建立了一系列的体系；但是他们

不得不耽于幻想，因为他们把真正的群众看做可用的材料。”

恰恰相反，法国人和英国人证明了，并且是极其详尽地证明

了，现代社会秩序正在组织“真正的群众”，因而它是群众的组织。

批判仿效“总汇报”６５的手法，想用“幻想”这个非同小可的字眼

来铲除所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

批判就这样打死了外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然后它又把

火力转向德国：

“当德国的启蒙者突然发觉他们的１８４２年的希望落了空并且茫然不知

所措的时候，关于现代法国诸体系的信息恰好传到了他们那里。现在他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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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谈必须把下层人民阶级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同时他们也想以这种代价来

避开他们自己是否不属于那种不仅在下层中可以找到的群众的问题。”

很显然，批判在为鲍威尔过去的著作辩护时，把它所有的动听

的理由都说尽了，以至于现在除了说１８４２年的启蒙者“茫然”而

外，找不出别的理由来解释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幸运的是，关于

现代法国诸体系的信息传到了他们那里。”为什么传来的不是关于

英国诸体系的信息呢？其决定性的批判的原因在于：施泰因的“现

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６６一书没有给鲍威尔先生带来关

于现代英国诸体系的信息。这个决定性的原因也说明为什么在批

判关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各种高谈阔论中总是只谈法国的体系。

批判继续启示我们说，德国的启蒙者犯下了反对神圣精神的

罪过。他们埋头研究早在１８４２年就已存在的“下层人民阶级”，为

的是避开当时尚不存在的问题：在应当于１８４３年建立的批判的世

界秩序中，他们应获得什么头衔，是绵羊的头衔还是山羊的头衔，

是批判的批判家的头衔还是污秽的群众的头衔，是精神的头衔还

是物质的头衔。但是，他们首先应当认真考虑一下他们本身的批判

的灵魂的济度，因为，如果我损伤了我自己的灵魂，那末包括下层

人民阶级在内的整个世界对我有什么帮助呢？

“但是，精神的存在物不改变，它就不能提高到更高的水平；而它若不受

到最坚决的抵抗，就决不可能有所改变。”

如果批判比较熟悉下层人民阶级的运动，它就会知道，下层

阶级从实际生活中所受到的最坚决的抵抗使它们每天都有所改

变。出自英法两国下层人民阶级的新的散文和诗作将会向批判表

明，即使没有批判的批判的神圣精神的直接庇佑，下层人民阶级

也能把自己提高到精神发展的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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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的批判继续梦呓般地说：“那些人，他们的全部财产就是‘组织群

众’这句话”，等等。

关于“组织劳动”的问题已经谈得很多了，虽然这个“口号”并

不是社会主义者自己提出的，而是力图调和政治和社会主义的法

国政治激进派提出的。关于“组织群众”这一正好应当解决的任务，

在批判的批判之前没有一个人谈到过。相反，事实已经表明，资产

阶级社会本身、旧的封建社会的解体正是组织群众。

批判把自己的发现加上了引号［Ｇａｎｓｅｆüｓｓｅ ］。嘎嘎叫着暗

示鲍威尔先生去拯救卡皮托里的鹅①，无非就是他自家的鹅 ，即

批判的批判。批判把群众重新组织起来，把它设计成精神的绝对的

敌人。精神和群众的对立也就是批判的“社会组织”，在这个社会

里，精神，或批判，是组织工作，群众是原料，而历史则是产品。

试问，在绝对的批判在它的第三次征讨中对革命、唯物主义

和社会主义取得一系列的辉煌胜利之后，这些海格立斯②般的战

绩的最后结果究竟怎样呢？结果不过是所有这些运动都毫无结果

地失败了，因为这些运动仍然还是被群众所亵渎的批判或被物质

所亵渎的精神。批判甚至在鲍威尔先生自己过去的著作中就发现

了群众对批判的多方面的亵渎。然而，在这里代替批判的是辩护；

批判不是抛弃过去，而是使过去“巩固起来”；它不是把肉体对精

神的亵渎也看成精神的死亡，相反地，是把肉体的精神化甚至也

   直译：“鹅足”。——编者注

  ① 卡皮托里是罗马的古堡，相传守卫此古堡的卫兵凭鹅的叫声发现了偷袭的敌

人。——译者注

   双关语：德文《Ｇａｎｓ》本义为“鹅”，转义为愚蠢的化身。——编者注

  ② 海格立斯（Ｈｅｒｃｕｌｅｓ）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最为大家喜爱的半神半人的英

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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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成鲍威尔的肉体的生命。然而，只要未完成的、还被群众所亵

渎的批判不再是鲍威尔先生的创造物，而成为整个的民族和大批

世俗的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创造物，只要未完成的批判不再叫做

“犹太人问题”、“自由的正义事业”、“国家、宗教和政党”，而叫

做革命、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它就会变得愈来愈无

情，而且会愈来愈坚决地倾向于恐怖主义。这样，批判就用怜惜

自己的肉体而把别人的肉体送上十字架的办法，消灭了物质对精

神的亵渎和群众对批判的亵渎。

不管是用这种手段还是用那种手段，“被肉体所亵渎的精神”

和“被群众所亵渎的批判”无论如何总算从绝对批判的道路上清

除掉了。精神和肉体、批判和群众的绝对批判的分离和纯粹的对

立，代替了这种非批判的混合。这种对立在它形成当代的真正的

历史利益的世界历史形式下，是鲍威尔先生及其伙伴，或精神，与

作为物质的所有其余人类的对立。

革命、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它

们以本身的灭亡为批判的主开辟了道路。奥莎那①！

（ｆ）绝对批判的思辨循环和自我意识的哲学

批判在一个领域内达到了虚假的完善和纯洁，因而，当它没

有在其他一切领域内表现出同样的“完善”和“纯洁”的时候，这

就只是一种失策，“只”是“不彻底”。这“一个”批判的领域就

是神学的领域。这个领域的纯洁的疆土起于布鲁诺·鲍威尔的

“复类福音作者批判”，迄于布鲁诺·鲍威尔的最后一个边境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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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真相”。

我们在“文学总汇报”上读到：“现代的批判已经和斯宾诺莎主义一刀两

断。因此从它这方面来说，如果不加批判地在一个领域内假定有实体，即使

是对个别的荒谬的论点而言，也是不彻底的。”

如果说，过去关于批判怀有政治偏见的供认由于指出这“在

本质上非常微弱”而马上被冲淡了，那末，现在关于不彻底性的

供认则由于附带声明这种不彻底性只是对个别的荒谬的论点而言

而被冲淡了。可见，过错不在鲍威尔先生身上，而在像倔强的劣

马把批判带走的荒谬之点上。

下面的两三段引文将会表明，批判和斯宾诺莎主义断绝以后

又采取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观点；它从“实体”转向了另一个形

而上学的怪物，即“主体”、“作为过程的实体”、“无限的自我意

识”；“完善的”和“纯洁的”批判的最后结果就是以思辨的黑格

尔的形式恢复基督教的创世说。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复类福音作者批判”：

“施特劳斯仍然忠实于把实体视为绝对物的观点。具有这种普遍性形式、

具有尚未达到现实的和理性的规定性的这种普遍性形式的宗教传说，不外就

是抛弃了自己的逻辑单纯性并采取了公社力量的特定存在形式的实体；因为

普遍性的这种现实的和理性的规定性只有在自我意识中，在自我意识的单一

性和无限性中才能达到。”（“复类福音作者批判”第一卷前言第６—７页）

我们现在不管“达到规定性的普遍性”、“单一性和无限性”

（黑格尔的概念）的命运如何。——鲍威尔先生不指出，贯串在施

特劳斯关于“公社力量”和关于“传说”的理论中的观点在斯宾

诺莎关于实体的观念中有其抽象的表现，有其逻辑形而上学的象

形文字；鲍威尔先生不说明这一点，而是强迫“实体抛弃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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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单纯性并采取公社力量的特定存在形式”。他用黑格尔的魔术

机来强迫“形而上学的范畴”（从现实中抽出的抽象概念）跳出使

它们溶化于纯思想的“简单”因素中的逻辑框子，并采取自然存

在或人类存在的“特定形式”，也就是说，强迫它们体现出来。辛

利克斯，来帮帮忙吧！

批判继续驳斥施特劳斯说：“这种观点之所以神秘，是因为每当它要解释

和清楚地描述福音历史的起源过程时，它只能提供某种过程的假象。‘福音历

史的来源和发端是传说’的说法再度肯定了同一个东西——‘传说’和‘福

音历史’；的确，这里也指出了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但是这还向我们说明，

福音历史的发展和解说起源于什么样的实体的内部过程。”

按照黑格尔的意见，应当把实体理解为内部过程。他从实体

的观点出发对发展做了如下的说明：

“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种扩张的发生不是因为同一个东西具有不

同的形式，——不是，这种扩张不过是无定形地重复那本身只……包含差异

所具有的单调的假象的同一个东西罢了。”（“现象学”序言第１２页）

辛利克斯，来帮帮忙吧！

鲍威尔先生继续说道：

“因此，批判必须反对它本身……并在实体本身的发展驱使我们去的那

个地方寻求神秘的实体性的解答，而这种发展则导向理念的普遍性和规定性

及理念的现实存在，导向无限的自我意识。”

黑格尔对实体性的观点的批判继续说道：

“实体的闭塞性必须消灭，而且实体必须提升为自我意识。”（“现象学”

第７页）

同样，鲍威尔的自我意识也是提升为自我意识的实体，或作

为实体的自我意识；于是，自我意识就从人的属性变成了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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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这是一幅讽刺人脱离自然的形而上学的神学漫画。因此，这

种自我意识的本质不是人，而是理念，因为理念的现实存在就是

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人化了的理念，因而它是无限的。人的一

切属性就这样神秘地变成了想像的“无限的自我意识”的属性。正

因为如此，鲍威尔先生才十分明确地谈到这种“无限的自我意

识”，他说，一切事物都起源于无限的自我意识并在其中找到解释，

即找到本身存在的根据。辛利克斯，来帮帮忙吧！

鲍威尔先生继续说：

“实体性关系的力量就在于它力图把我们导向概念、理念和自我意识。”

黑格尔说：

“可见，概念是实体的真理。”“实体性关系的推移是由它本身所固有的内

在必然性造成的，它恰恰说明概念是实体的真理。”“理念是对等的概念。”

“达到自由存在的……概念……无非就是自我或纯粹的自我意识。”（“逻辑

学”，“黑格尔全集”第二版６７第五卷第６、９、２２９、１３页）

辛利克斯，来帮帮忙吧！最可笑的是，鲍威尔先生在他的

“文学报”上还这样说：

“施特劳斯没有能完成对黑格尔体系的批判，尽管他已经以他那不彻底

的批判正好证明了完成这一批判的必要性”，等等。

鲍威尔先生本人在他的“复类福音作者批判”一书中并没有

打算对黑格尔的体系做完善的批判，而至多不过是打算完成黑格

尔的体系罢了，——至少在把黑格尔体系应用于神学这一方面是

这样的。

他把他的批判（“复类福音作者批判”的前言第２１页）称为

“特定体系的最后业绩”，而这个特定体系正是黑格尔的体系。

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争论，是在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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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辨范围之内的争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

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

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

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

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

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

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两人十分彻底地把黑格尔的体系应用于神

学。前者以斯宾诺莎主义为出发点，后者则以费希特主义为出发

点。他们两人都就上述两个因素之中的每一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

由于另一个因素的渗入而被歪曲这一点批判了黑格尔，可是他们

使每一个因素都获得了片面的、因而是彻底的发展。因此，他们

两人在自己的批判中都超出了黑格尔哲学的范围，但同时他们两

人都继续停留在黑格尔思辨的范围内，而他们之中无论哪一个都

只是代表了黑格尔体系的一个方面。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

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

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

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

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

在鲍威尔先生那里，虽然已经不是神圣精神向福音书作者口

授福音书的本文而使之笔录下来，但起这个作用的却是无限的自

我意识：

“我们勿须隐讳，对福音历史的正确理解也是有其哲学基础的，就是说，

是以自我意识的哲学为根据的。”（布鲁诺·鲍威尔“复类福音作者批判”的

前言第１５页）

为了说明鲍威尔的这种自我意识的哲学以及鲍威尔先生从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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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神学中获得的结果，必须从他的最后一部关于宗教哲学的著作

“基督教真相”中摘引几段出来。

该书在谈到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时候说：

“如果唯物主义的真理、自我意识的哲学已被发现，而自我意识又被认为

是一切，是斯宾诺莎的实体这个迷的解答和真正的ｃａｕｓａｓｕｉ〔自身原因〕……

那末又何必要精神呢？又何必要自我意识呢？自我意识建立了世界，建立了

差别，并且在它自己所创造的东西中创造它自身，因为它重新消除了它的创

造物和它本身的差别，并且只有在创造中和在运动中才是它本身，——好像

这种自我意识在这种运动中没有自己的目的似的！可是它本身就是这个运

动，并在其中首次掌握了自己。”（“基督真相”第１１３页）

“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确曾把自我意识的运动看做普遍本质即物质的运

动，但是他们还未能看出，宇宙的运动只有作为自我意识的运动，才能真正

成为自为的运动，从而达到与本身的统一。”（同书第１１４—１１５页）

辛利克斯，来帮帮忙吧！

第一段话清楚地表明：唯物主义的真理就是唯物主义的对立

面——绝对的、即至高无上、无拘无束的唯心主义。自我意识即

精神就是一切。在它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自我意识”即“精神”

是世界、天空和大地的万能的创造者。世界是被迫使自己异化并

采取奴隶形象的自我意识的生命表现，但是世界和自我意识之间

的差别只是似是而非的差别。自我意识不把自己和任何现实事物

区别开。世界不过是自我意识制造出来的形而上学的区别，是它

的以太头脑的幻影和它的臆想的结果。因此，自我意识又重新消

灭了它一度认可的在它之外有某种事物存在的假象，并且不承认

它本身的“创造物”是实在的物体、即那种实在有别于自我意识

的物体。自我意识也通过这种运动首次把自己制造成绝对的东西，

因为绝对的唯心主义者要想成为绝对的唯心主义者，就必须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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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完成一种诡辩的过程，就是说，他先要把他身外的世界变成幻

觉，变成自己头脑的单纯的突发之念，然后再宣布这种幻影是真

正的幻影——是纯粹的幻想，而最后便宣告它是唯一的、至高无

上的、甚至不再为外部世界的假象所限制的存在。

第二段话清楚地表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确曾把物质的运动

看做精神化了的运动，但是他们还未能看出，这不是物质运动，而

是观念运动，这是自我意识的运动，即纯思想的运动。他们还未

能看出，真正的宇宙运动只有作为独立于物质和摆脱了物质即独

立于现实和摆脱了现实的、自我意识的观念运动，才是真正的和

现实的；换句话说，有别于观念的和思想的运动的物质运动，只

是作为假象而存在。辛利克斯，来帮帮忙吧！

这种思辨的创世说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几乎可以一字不差地找

到；我们在他的第一部著作“现象学”中就可以看见这种理论：

“实物性就是自我意识的异化产生的……自我意识在这种异化中把自己

假定为实物，或者把实物假定为自身。另一方面，这个过程同时还包含着另

一个因素，即自我意识同时又扬弃自己的这种异化和实物性，并使它们返回

到自身…… 这就是意识的运动。”（黑格尔“现象学”第５７４—５７５页）

“自我意识具有区别于它本身的内容…… 这种内容在其本身的差别中

是自我，因为它是自我扬弃的运动…… 这种内容，要下个比较确切的定义，

不外就是上述运动的过程本身，因为它是完成自身而且自为地作为精神来完

成自身的精神。”（同书第５８２—５８３页）

针对黑格尔的这种创世说，费尔巴哈指出：

“物质是精神的自我异化。所以物质本身就获得了精神和理性；但同时它

又被看做不实在的、不真实的本质，因为只有从这种异化中复生的本质，即

使自己摆脱了物质、摆脱了感性的本质，才称得上是完善的、具有真正形式

的本质。可见，自然的、物质的、感性的世界在这里所遭到的否定，就跟被

原罪所败坏的自然在神学中所遭到的否定一样。”（“未来哲学”第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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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鲍威尔先生一方面替反对非批判的神学的唯物主义作

辩护，另一方面又指责它“还没有成为”批判的神学、理智的神

学、黑格尔的思辨。辛利克斯！辛利克斯！

既然鲍威尔先生在一切领域中都贯彻自己跟实体的对立，贯

彻他的自我意识的哲学或精神的哲学，那末在一切领域中他就只

应该同他自己臆想的幻影打交道。批判是他手中的武器，他用这

个武器把在无限的自我意识之外还以有限的物质存在自居的一

切，都变成单纯的假象和纯粹的思想。在实体中，他驳斥的不是

形而上学的幻觉，而是世俗的内核——自然，他攻击存在于人之

外的自然，也攻击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本身。在任何领域内都不

假定有实体（他居然还说这样的话），这就等于不承认任何有别于

思维的存在、任何有别于精神的自发性的自然力、任何有别于理

智的人的本质力量、任何有别于活动的苦痛、任何有别于本身行

动的别人对我们的影响、任何有别于知识的感觉和欲望、任何有

别于头脑的心灵、任何有别于主体的客体、任何有别于理论的实

践、任何有别于批判家的人、任何有别于抽象的普遍性的现实的

共同性、任何有别于我的你。因此，鲍威尔先生进而把自己同无

限的自我意识、同精神混为一谈，即用创造者来代替创造者的这

些创造物，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同样，他把坚持自己和他鲍威

尔先生的创造物有区别的整个其余世界当做固执的群众和物质予

以摈弃，这也是合乎逻辑的。于是他就希望：

      “再隔一些时候，

物体界也会永远到达尽头。”６８

他也合乎逻辑地把他自己对他迄今未能征服“这个愚笨的世

界”一事的不满变为世界对它自身的不满，而把批判的批判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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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发展的激愤变为人类对他的批判，对精神、对布鲁诺·鲍威尔

先生及其伙伴的群众的激愤。

鲍威尔先生最先是一个神学家，但并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神

学家，而是一个批判的神学家或神学的批判家。当他还是一个把

一切宗教的和神学的蠢事加以思辨装饰的老黑格尔正统派的最极

端的代表时，他就不断地宣称批判是他的私人财产。那时他就已

经把施特劳斯的批判看成人类的批判，而和这种批判相反，他十

分明确地维护神的批判的权利。后来，他从宗教的外壳下剥出了

构成这种神性的内核的极端自命不凡或自我意识，把它看做独立

的存在，把它变成独立的存在物，并在“无限的自我意识”的幌

子下把它提升为批判的原则。接着，他又在他本身的运动中完成

了被“自我意识的哲学”描述为绝对的生命行为的那种运动。他

重新消除了作为“被创造出来的东西”的无限的自我意识与创造

东西的主体即他本身之间的“差别”，并认识到：无限的自我意识

在自己运动中“只是”鲍威尔“他自己”，所以宇宙的运动只有在

它本身的观念的自我运动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和现实的。

神的批判在返回自身以后，以合理的、自觉的、批判的方式

复活了：自在的存在变成了自在自为的存在，而且只有在最后才

会变成饱满的、实现了的、已揭示出来的起源。神的批判和人类

的批判不同，它是作为批判、作为纯粹的批判、作为批判的批判

出现于世的。对鲍威尔先生的新旧著作的辩护代替了对新旧约全

书的辩护。神与人、精神与肉体、无限性与有限性之间的神学的

对立，变成了精神、批判或鲍威尔先生与物质、群众或世俗世界

之间的批判的神学的对立。信仰与理性之间的神学的对立变成了

正常的人的理智与纯批判的思维之间的批判的神学的对立。“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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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杂志”
６９
变成了批判的“文学报”。最后，宗教的救世主终于显

化为批判的救世主鲍威尔先生了。

鲍威尔先生的最后阶段并不是他发展中的失常：这是他从他

的异化返回到自身。不言而喻，神的批判使自己异化并超出自己

的范围的那一瞬间，是与它部分地叛离自己而创造某种人类事物

的那一瞬间相吻合的。

绝对的批判返回到自己的出发点以后，就结束了思辨的循环，

从而也结束了自己的全部生涯。它的往后的运动是纯粹的、超越

一切群众利益的自己内部的旋转，因此，群众对它已丝毫不感兴

趣了。

２８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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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批判的批判的通讯

（１）批判的群众

  世上难道还有什么地方能

比家族的怀抱更温暖？７０

处于绝对定在中的、布鲁诺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宣称，群

众的人类，即本身不是批判的批判的全体人类，都是它的对立面，

是它的本质的对象：其所以是本质的，是因为群众ａｄｍａｊｏｒｅｍ

ｇｌｏｒｉａｍｄｅｉ〔为了上帝的无上光荣〕，为了批判和精神的无上光荣

而存在；其所以是对象，是因为群众不过是批判的批判的材料，批

判的批判宣称，它同群众的关系是现代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

关系。

但是，仅仅宣布自己为全世界的对立面，还不能使自己成为

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对立面。一个身体不灵活因而处处碰人的

人也未尝不可以自命为一切人的绊脚石。要成为具有全世界历史

意义的对立面，光由我宣布世界是我的对立面，那是不够的，还

必须有另一方面，即必须世界宣布我是它的本质的对立面，把我

看成这样并承认我是这样。批判的批判借助于通讯获得了这种承

认，它使通讯向世界证明批判的拯救世界的工作以及世界对批判

的福音的普遍的愤懑。批判的批判作为全世界的对象也就是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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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对象。通讯应该表明批判的批判就是批判的批判，是现代的

世界利益。

批判的批判认为自己是绝对的主体。绝对的主体需要崇拜，而

真正的崇拜则需要第三者，即信仰绝对主体的个人。因此，沙洛

顿堡的神圣家族从它的记者们那里受到它所应受的崇拜。记者们

告诉它，它是什么，它的敌人即群众不是什么。

批判用这种方法把自己对自己的意见当做世人的意见，把自

己的概念变成现实，这样它就无疑地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在

它自己内部形成一种群众，即批判的群众，他们的单调的使命就

是充发批判的名言的永不休止的回音。为了自圆其说，这种自相

矛盾是情有可原的。不以罪恶世界为自己的家的批判的批判，必

将在自己家里建立起罪恶世界。

批判的批判的记者，即批判的群众的成员所走的道路并不是

玫瑰花铺成的道路，而是一条艰苦的、遍地荆棘的、批判的道路。

批判的批判是唯灵论的主宰，纯粹的自发性，ａｃｔｕｓｐｕｒｕｓ〔纯粹的

活动〕，它不能容忍任何外来的干涉。因此，记者只能是似是而非

的主体，他对批判的批判只能表现似是而非的独立性，只能似是

而非地希望向它报道一些新奇而独特的事情。实际上，他不过是

它自己的创作物，不过是它本身的暂时对象化了的和独立化了的

知觉而已。

因此，记者们抓住一切机会，喋喋不休地向人们保证，他们

为了应付一下而向批判的批判报道的消息，都是它早已知道、洞

悉、认识、理解和体验到的。例如，采尔莱德就常常说这样的话：

“您了解这件事吗？您是知道的；您已经第二次、第三次知道这件

事了；当然，您已经听得很多，所以一切事情您都非常明白。”

４８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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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驻布勒斯劳的记者弗莱什汉默尔说：“而这件事……对

于您我都很难说是一个迷。”驻苏黎世的记者希采尔说：“您自己当

然是知道的。”批判的记者崇拜批判的批判的绝对的理解力，甚至

硬说它能理解那些根本无从理解的事情。例如，弗莱什汉默尔说：

“只要我告诉您，您要是不想碰见身穿黑色长袍和斗篷的天主教青年牧

师，您就别上街，那您就会完全（！）①理解到（！）②我的意思。”

记者们甚至还战战兢兢地倾听批判的批判怎样说话，回答，呼

喊，讥笑！

例如，采尔莱德说：“不过……您请说吧。好吧，就请您听一

下吧！”弗莱什汉默尔说：“可是，我已经听到您所说的一切，我

想说的也正是这些……”希采尔说：“埃德曼，您呼喊吧！”驻杜

宾根的记者说：“您可别讥笑我！”

因此，记者们常常这样说：他们向批判的批判报道事实，等

待它来做精神的阐明；他们向它提供前提，让它来做结论。他们

甚至抱着歉意表示，他们是重复它早已知道的消息。

例如，采尔莱德说：

“您的记者只能给您提供一幅画面，即描写一些事实。而赋予这些事物以

生命的精神，您当然是知道的。”或者说：“而现在，您已经可以自己得出结

论了。”

希采尔说：

“一切创造物皆渊源于其极端对立面这一思辨的原理，我是不敢和您谈

论的。”

或者也可以说，记者的阅历不外是执行和证实批判的预言。

５８１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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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弗莱什汉默尔说：“您的预言已经实现了。”采尔莱德

说：

“我曾经写信告诉过您，在瑞士正日益发展着一种趋向，这种趋向远不是

不幸的，实际上倒是可喜的……倒证实了您所一再表述的思想……”等等。

批判的批判有时觉得有必要强调一下它那种礼贤下士的精

神，它就连通讯也审阅和答复，它之所以这样礼贤下士，是因为

记者对交给他的每个课题无不感到胜任而愉快。例如布鲁诺先生

写信给驻杜宾根的记者说：

“要我来答复你的信，这实在说不过去…… 另一方面……你又说得如

此中肯，我……简直无法拒绝你的恳求，只好来阐明一下。”

批判的批判要外省给它写通讯。但是这种省不是行政省（大

家知道，德国根本没有这种省），而是以柏林为首都的批判的省，

柏林是批判的家长和批判的神圣家族的所在地，而省里则住着批

判的群众。批判的外省人只有躬身谢罪之后，才敢斗胆请求批判

的最高当局予以注意。

例如，一位匿名的记者写信给神圣家族的成员和首脑埃德加

尔先生说：

“阁下！请允许我冒昧地告诉您，志向相同的青年人总是乐于成为知音的

（我们俩人的年龄相差不过两岁）。”

埃德加尔先生的这位同代人附带地自称是最新哲学的本质。

难道说：“批判”同哲学的“本质”通信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假如

埃德加尔先生的同代人保证说他已经掉了牙齿，那也不过是暗示

他的寓意的本质而已。这个“最新哲学的本质”“从费尔巴哈那里

学会了把修养这个环节归入客观的看法”。它立刻就来试验它的修

养和看法，硬让埃德加尔先生相信它已经有了“对他的小说

６８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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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的原则万岁！”
７１
）的全面的看法”，同时它又公开承认

它还很不了解埃德加尔先生的思想，而最后则已经不很相信自己

已经有了全面的看法，问道：“难道我完全误解了您吗？”在这种

试验之后，最新哲学的本质像下面这样谈到群众完全是理所当然

的，它说：

“我们应当本着礼贤下士的精神来研究和解开那个阻止普通人类的理智

进入思想的无边无际的海洋的魔术般的纽结，哪怕这样做一次也是好的。”

谁要想全面地了解批判的群众，那就请他读一读希采尔先生

的苏黎世通讯（第５期）。这位不幸的人以确实令人感动的勤勉精

神和值得赞颂的记忆力背诵着批判的名言。其中也不乏布鲁诺先

生讲到他所参加的战役以及他所策划和领导的征战时惯用的得意

之词。特别是当希采尔先生痛恨世俗的群众及其对批判的批判的

态度的时候，他更显出他不愧为批判的群众的一员。

他谈到以历史的参加者自居的群众、“纯洁的群众”、“纯洁的

批判”，谈到“这个对立面（“纯洁得史无前例的对立面”）的纯洁

性”，谈到“心怀不满”，谈到“群众较之批判的蠢笨无能、性情鄙劣、

懦怯、冷酷、畏缩、狂暴、凶狠”，谈到“本身的存在仅仅是为了通过

自己的对抗而使批判变得更尖锐更机警的群众”。他谈到“来自极

端对立的创造”，谈到批判摆脱了憎恨和类似的世俗的激情。登载

在“文学报”上的希采尔先生的通讯的全部内容，不外就是这么一

套批判的言词。他责备群众仅仅满足于“主张”、“善良的愿望”、“言

辞”、“信仰”等等，但是他自己身为批判的群众的一员却满足于表

达他的“批判的主张”、“批判的信仰”、“批判的善良愿望”的言辞，

并且让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去“行动、工作、战斗”和“创造”。

尽管“批判的群众”的成员描绘了一幅世俗的世界和“批判的

７８１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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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之间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纷争的可怖景象，但是至少对

那些不信仰的人来说，连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纷争这个事实本

身都还是没有证实的。而记者们殷勤地非批判地重复谈论批判的

“幻想”和“奢望”，这只能证明主人的固执的念头也正是奴仆的固

执的念头。的确，有一位批判的记者正力图用事实来证明。

他写信给神圣家族说：“您可以看到，‘文学报’已达到了目的，就是说，

它丝毫没有得到人们的赞同。只有当它投合没有头脑的人之所好，当您随着

流行的扬尼恰尔①军乐队的言语的乐声昂首阔步的时候，它才能得到人们的

赞同。”

好一个流行的扬尼恰尔军乐队的言语的乐声！大家知道，批

判的记者总想骑在“不流行”的言语上逞英豪。但他对“文学

报”丝毫没有得到人们的赞同这个事实所做的解释，必然会像纯

粹的护教论一样遭到驳斥。这个事实最好还是从相反的方面来解

释，那就是说，批判的批判是投合了广大群众之所好，即投合了

丝毫得不到人们赞同的广大的下流作家群众之所好。

可见，批判的记者们光是用批判的言语向神圣家族“祈祷”并

同时向群众念“咒语”是不够的。为了证明群众和批判之间有真

正的纷争，必须要有非批判的群众的记者，必须要有群众派往批

判的批判的真正的使节。

因此，批判的批判也为非批判的群众留下了一席之地。它让

群众的忠厚的代表们同它通信，承认群众和批判之间的对立是重

要的，绝对的，并作乞求摆脱这种对立的绝望的吼叫。

８８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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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非批判的群众”和“批判的批判”

（ａ）“冥顽不灵的群众”和“不知足的群众”

“群众”冷酷无情，冥顽不灵，对一切都盲目不信仰，他们在

这些方面有一位相当坚定的代表。这位代表谈到了“柏林学社７２的

纯黑格尔哲学的造诣”。

这位记者说：“只有在认识现实的基础上才能获得真正的进步。但是，我

们从柏林学社的社员们那里得知，我们的认识不是对现实的认识，而是对某

种非现实的认识。”

记者把“自然科学”称为哲学的基础。

“一个优秀的自然科学家同哲学家的关系，如同哲学家同神学家的关系

一样。”

他继续谈论“柏林学社”：

“关于这些先生我不想多说什么，我只打算说明一下，他们的处境之所以

如此，是因为他们虽然完成了精神上的脱换羽毛的过程，但是他们并没有摆

脱这种脱换羽毛的产物，所以就不能接受新生和返老还童的因素。”“这些

（自然科学的和工业的）①知识我们还必须掌握。”“我们最感需要的、关于世

界和人类的知识不是单凭思想的敏锐所能获得的；要获得这种知识，必须使

所有的感官都起作用，而且人的一切才能都必须当做必需的和量重要的工具

来加以利用；否则，直观和认识是永远不够的……而且还会导致道德的丧

失。”

但是，这位记者竭力把他赠送给批判的批判的药丸包上糖衣。

他“为鲍威尔的言词找到了正确运用的方法”。他“注视着鲍威尔的

思想”，他说“鲍威尔说得很正确”，最后，看来他并不是同批判本身

９８１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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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而是同某些方面和批判有所区别的“柏林学社”论战。

觉得自己受到了损伤而且在一切有关信仰的事情上敏感得像

老处女一样的批判的批判，是不会上这种分别和假殷勤的当的。

它回答说：“你想把你来信中一开头就说到的那一派人看做你的敌人，那

你就错了。你不如干脆承认（接着就是一道陷人于绝境的破门令）①，你就是

批判本身的敌人！”

多不幸呵！群众的人！你竟是批判本身的敌人！但是，至于

说到上述群众的论战的内容，批判的批判是尊敬它对自然科学和

工业所抱的批判的态度的。

“衷心地尊敬对自然界的研究！衷心地尊敬詹姆斯·瓦特而（真是崇高的

言辞）②丝毫不尊敬瓦特给自己的亲人带来的百万财富！”

衷心地尊敬批判的批判对别人的尊敬！批判的批判在这封回

信中指责上述柏林学社的成员不在严肃而重要的著作上下工夫，

不去研究它们，指责他们一旦指出某一著作是划时代的等等，便

以为评价它的任务大功告成了。但是它自己在这封回信里对一切

自然科学和工业只表示了一下尊敬，就算在指出它们的意义方面

已经大功告成了。而批判的批判在表示它对自然科学的尊敬时所

做的保留，好像已故的骑士克鲁克反对自然哲学时所发出的第一

批雷矢②一样。

“自然界并不因为我们吃的和喝的都是自然界的单个产品而就是唯一的

现实。”

批判的批判关于自然界的单个的产品所知道的，只不过是“我

们吃它们和喝它们”而已。衷心尊敬批判的批判的自然科学！

０９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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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合情合理地把研究“自然”和“工业”这种令人不快的强加

于人的要求同下面这种妙不可言的修辞学上的感叹对立起来：

“难道（！）①您以为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已经完结了吗？难道（！）
②
您能说

出一个已经被真正认识了的历史时期吗？”

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

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

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

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

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诚然，唯灵论的、神

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像中知道）历史上

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

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

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

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

“冥顽不化”和“冷酷无情”的群众的代表因提出过中肯的指

责和忠告，而被批判斥为群众的唯物主义者。批判对待另一位不

太恶毒、不太群众的记者，也不见得好些。这位记者虽然对批判

的批判有所期望，但是并不认为它没有辜负这些期望。这种“不

满”的群众的代表写道：

“不过，我必须承认，贵报第一期完全不能使我感到满意。我们所期望的

确实是另外的东西。”

批判的家长亲自出面回答道：

“说什么本报辜负了期望，这我早已预料到了，因为这些期望对我说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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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想像到的。人们太倦怠了，竟想要一下子就得到一切。一切吗？不是！

再尽可能得到一切，同时又尽可能什么都不做。就是说要得到那种不费力气

就可得到的一切，不经过任何阐释就能理解的一切，总而言之，就是一种用

一个字就能概括的一切。”

“群众”要求按原则和本性“不能提供任何东西”的批判提供

一些东西或甚至一切东西，于是批判的家长在对“群众”的不正

当的要求愤恨之余，以长者的口吻讲述了如下的一段趣闻：不久

以前，柏林的一位熟人大为抱怨他的著作（大家知道，布鲁诺先

生根据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幻想而写成了这部臃肿不堪的著作）

冗长不堪，废话连篇；鲍威尔先生安慰他，答应为了使他便于理

解而赠给他一种印书用的像小圆球一样的油墨。这位家长用油墨

的不匀来解释自己的“著作”的冗长，正像他用“世俗的群众”

（他们为了充实自己而想要一口吞下一切和无）的空虚来解释他的

“文学报”的空虚一样。

虽然我们决不否认上述情节的重要性，但是也很难认为具有

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对立就在于：批判的批判的一位群众的熟人说

批判很空虚，而批判反过来说他非批判；另一位熟人认为“文学

报”辜负了他的期望；最后，第三位熟人和挚友认为批判的著作

冗长不堪。尽管如此，但是怀抱期望的熟人 ２和至少想要摸清批

判的批判的秘密的挚友 ３，都使得批判与“非批判的群众”之间

的关系更富于内容和更为紧张。批判对待具有“冥顽不灵的心”和

“普通人的理智”的群众有多么残酷，它对待苦苦哀求摆脱对立的

群众就有多么温和。带着破碎的心、忏悔的心情和温顺的精神去

接近批判的群众，由于诚心而得到了奖赏，即听到了批判的一些

有分寸的、预言式的、有份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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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软心肠的”和“求救的”群众

伤感的、诚恳的、求救的群众的代表摇尾乞怜，他披肝沥胆、双

膝跪地、两眼望天地祈祷，乞求批判的批判说几句表同情的话。

他说：“我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告诉您呢？我为什么要在您的面前为自己辩

白呢？因为我尊敬您，所以我希望博得您的垂青；因为我万分地感激您对我

的培育，所以我爱戴您。您责备了我，所以我的良心驱使我在您面前来为自

己辩白…… 我决不是要向您强辩，但是我根据个人的切身体会想来，您本

人也会乐于看到您还不大认识的人证明他对您的同情。我决不妄求您来答复

我这封信。我既不想占去您可以用来做更多事情的宝贵时间，又不想给您增

加麻烦，更不想使自己因为希望不能实现而苦恼。您可以把我对您说的话说

成是伤感、纠缠或虚荣（！）①，或者随您高兴答复或不答复我，这都没有什

么关系。我情不自禁地要发出这封信，我只希望您能相信我写信的一片好意

（！！）②。”

正像上帝的慈悲亘古以来就是赐给可怜人一样，这个含泪乞

求批判发发慈悲的、群众的、但顺从的记者终于如愿以偿了。批

判的批判善意地答复了他。而且还不止此！它还就他极想知道的

问题做了极其深刻的阐明。

批判的批判教诲说：“两年前回忆起１８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是适时的，

因为这可以使我们在当时激战的某一地区也投入这批轻装部队。但是目前的

情况完全不同了。如今真理变化无常。当时是适时的，现在却成了失误。”

绝对的批判下诏把这批轻装部队称为“我们的圣徒”、我们的

“先知”、“主教”等等（见“轶文集”第二卷第８９页）７３。这在当时自

然也只能是一种“失误”，不过是“适宜的失误”。谁能够把轻装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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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主教”的部队呢？批判热情地谈论以“毕生的精力来思考、探

讨和研究真理”的这批轻装部队所表现的自我牺牲精神、道德毅力

和热忱，这又是一个“适宜的”失误。它在“基督教真相”一书的序言

中声称，这批“轻装”部队“是不可战胜的”，“每一个博学的人都事

先保证说，他们一定会把整个世界翻转过来”，“他们似乎是毫无疑

问地真正能够赋予世界以新的面貌”，这也是一个“失误”。谁能够

赋予世界以新的面貌呢？这批轻装部队能够吗？

批判的批判继续教诲“诚恳的群众”的求知心切的代表说：

“法国人以前虽然因创立社会理论的企图获得了新的历史功绩，但是现

在他们毕竟是日暮途穷了；他们的新理论还不够纯，他们的社会幻想、他们

的和平的民主还远没有摆脱旧秩序的前提。”

假如批判确有所指的话，那指的就是傅立叶主义，特别是

“和平民主日报”７４的傅立叶主义。但是后者根本不能说是法国人

的“社会理论”。法国人有好几套社会理论，而不是仅有一套。

“和平民主日报”所鼓吹的那种掺了水的傅立叶主义不过是一部分

慈悲为怀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而已。人民拥护共产主义，同时

分裂为许多不同的派别。改造这些各不相同的社会倾向的真正的

运动不仅没有日暮途穷，而且只是在现在才真正开始。同时，这

一运动决不会像批判的批判所想的那样完成于纯粹的，即抽象的

理论中，而必定完成于决不去关心批判的那种无条件的范畴的实

实在在的实践中。

批判继续滔滔不绝地说：“古往今来还没有一个民族在某些方面优越于

其他民族……”“假如有一个能够在精神上优越于其他民族的民族，那末这只

是那个能够批判自己和其他民族并能认识普遍颓废的原因的民族。”

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如果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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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言正确无误，那末任何一个民族都永远不会优越于其他民族，

因为所有的欧洲文明民族——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现在都

在“批判自己和其他民族”并“能认识普遍颓废的原因”。最后，硬说

“批判”、“认识”即精神的活动能提供精神的优势，其实只是一种词

句上的同义反复；而踌躇满志地把自己摆在各民族之上并期待着

各民族匍匐于自己脚下乞求指点迷径的批判，正是通过这种漫画

般的、基督教德意志的唯心主义，证明它依然深深地陷在德国民族

性的泥坑里。

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批判并不是什么在人类之外的、抽象的、彼

岸的人格，它是那些作为社会积极成员的个人所进行的真正的人

类活动，这些个人也是人，同样有痛苦，有感情，有思想，有行动。因

此，他们的批判同时也贯串着实践，他们的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社

会主义，在这里面他们提出了显明的实际措施，这里面不仅体现着

他们的思维，并且更主要的是体现着他们的实践活动。因此，他们

的批判是对现存社会的生动的现实的批判，是对“颓废”原因的认

识。

批判的批判向求知心切的群众成员阐述一番之后，自然可以

理直气壮地这样来谈它的“文学报”：

“这里有一种纯粹的、一目了然的、通达事理的、不附加任何东西的批

判。”

这里“没有提供任何独立的东西”，这里除了不提供任何东西

的批判，即一种最终达到极端无批判性的批判之外，就根本没有提

供任何东西。批判把加了着重号的词句排印出来，并使它们在自己

的摘录中大放异彩。沃尔弗干格·门采尔和布鲁诺·鲍威尔互相

伸出了友谊的手，可见批判的批判还停留在同一哲学在本世纪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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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几年所处的地方，那时谢林否定群众的推测，他力图提供某种东

西，甚至提供除了纯粹的、纯哲学的哲学之外的无论什么东西。

（ｃ）天恩之降临于群众

刚才当着我们的面被批判教训一顿的软心肠的记者同批判保

持着赤诚的关系。群众和批判的紧张的关系只是以牧歌的形式表

现在这位记者的身上。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对立的双方保持着

善意的、客客气气的、因而也是普普通通的关系。

自己对群众的危害健康的、令人胆寒的影响，批判的批判首

先是从一位一脚踏上了批判的土地而另一脚依然还在尘世的记者

身上发现的。这位记者是“群众”在自己的反批判的内部斗争中

的代表。

他有时觉得“布鲁诺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不了解人类”，他们

“其实是盲目的”。但是他马上又纠正了自己：

“当然，您是对的，您的思想是真实的，这一点我看得像白天一样清楚。

但是请您原谅，人民也不见得不对…… 是呵！人民是对的…… 您是对的，

这我不能否认…… 我真不知道这一切将会有什么后果。您说……好吧，就

呆在家里吧…… 呵，我不能再……呵……总有一天会发疯的…… 我希望

您能善意待人…… 请相信我，一个人所获得的知识往往会弄得他昏头昏

脑，好像磨在脑子里转一样。”

另一位记者也写道，他“有时会失去理解力”。你看，批判的

天恩已经准备宽恕说上面段话的群众的记者了。好一个可怜虫！罪

恶的群众从一方面拉他，批判的批判从另一方面拉他。但是，把

批判的批判的准备受坚信礼的徒弟弄得这样糊里糊涂的，并不是

所获得的知识，而是信仰和良心的问题：是批判的基督还是人民，

是上帝还是世界，是布鲁诺·鲍威尔及其朋友们还是世俗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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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像罪人的灵魂的极端堕落先于上帝的天恩的降临一样，在这

里，令人诅丧的糊涂也是先于批判的天恩而出现的。当批判的天

恩最后降临于群众的时候，中选者所失去的自然不是自己的愚蠢，

而是自己悬蠢这种意识。

（３）非批判的批判的群众或

“批判”和“柏林学社”

批判的批判始终没有能够把自己描绘成本质的对立面，同时

也就没有能够把自己描绘成群众的人类的本质的对象。冥顽不灵

的群众的代表们指责批判的批判没有目的性，并非常恭敬地向它

说明，它尚未完成精神上“脱换羽毛的过程”，它必须首先取得切实

的知识。除这类代表外，还有两位记者。一位是软心肠的记者，首

先，他不是批判的对立面，其次，他渴望靠拢批判的真正原因是纯

个人的原因。因为把他的信读下去就可以看出，他实际上只是想把

他对阿尔诺德·卢格先生的虔敬和他对布鲁诺·鲍威尔先生的虔

敬调和起来。这种调和的企图给他那颗善良的心增色不少，但是丝

毫不能代表群众的利益。于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后一位记者已经

不是群众的真正的成员，而是批判的批判的准备受坚信礼的徒弟。

一般说来，群众是不确定的对象，因而它不可能完成任何确

定的行为，也不可能同任何事物发生确定的关系。作为批判的批

判的对象的群众同真正的群众毫无共同之点。真正的群众自己在

内部和相互之间形成最为群众的对立。批判的批判的群众是批判

的批判本身“制造”出来的，正像博物学家不谈动植物的特定纲

目而只是把“一般纲目”当做自己的对立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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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使自己拥有真正的群众的对立面，除了这种抽象的

群众，即批判本身的想像的产物之外，批判的批判还需要有某种特

定的、可以经验地指出来的、而不只是假想的群众。这种群众必须

把批判的批判同时看成自己的本质和自己的本质的绝灭。它必须

力图成为非群众，即批判的批判，同时又不能实现这种企图。上述

的“柏林学社”正是这种既批判又非批判的群众。慎重其事地研究

批判的批判的人类群众只不过是这么一个柏林学社而已。

据我们所知，“柏林学社”（即批判的批判的“本质的对象”，

批判的批判经常在研究它，而它在批判的批判看来也在研究批判

的批判）是由为数不多的几个。ｃｉ－ｄｅｖａｎｔ〔从前的〕青年黑格尔

派组成的。如批判的批判所断定的，它一方面使他们ｈｏｒｒｏｒｖａｃｕｉ

〔惧怕真空〕，一方面又使他们产生空虚之感。我们不打算深究实

际情况，而相信批判的说法。

通讯的使命主要是向公众详尽地叙述批判对“柏林学社”的这

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关系，阐明这种关系的深刻意义，证明批判

必须残酷地对待这种“群众”，最后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整个世界屏

息注视着这种对立，有时赞成批判的行动方针，有时则加以反对。

例如，绝对的批判写信给一位拥护“柏林学社”的记者说：

“这一类的事情我已经不知听过多少次了，所以我下定决心不闻不问。”

他同这一类批判的事情打过多少交道，就连世界也无从推测。

但是我们不妨来听听，批判的群众的一位成员是怎样报道柏

林学社的：

“他 一开始回答就说：‘如果说有人承认鲍威尔兄弟（对神圣家族总必

   这是同记者谈话的人，持有柏林学社的观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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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ｐěｌｅ－ｍěｌｅ〔不加区别地〕加以承认）①，那就是我。但是“文学报”！正

义第一！’——我很想知道，关于您，这些激进主义者中的一个，即１８４２年

的这些聪明人中的一个是怎样想的……”

记者又继续报道说，一个不幸的人发现“文学报”有各种各

样的缺点。

他认为埃德加尔先生的小说“三个正直的人”既粗糙又夸张，

他不了解，书报检查与其说是人和人的斗争，与其说是一种外部

斗争，不如说是一种内部斗争。这些人懒得去看一下自己的内部

世界，懒得用精炼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批判的思想去代替书报检

查所不能通过的言辞。他认为埃德加尔先生评论贝罗的那篇文章

是肤浅的，而批判的记者则认为这篇文章很有份量。这位记者虽

然自己承认：“我没有读过贝罗的著作。”但是他相信埃德加尔先

生写得很成功等等，大家知道，虔信则迷。批判的信徒继续说道：

“总之，他（柏林学社的人）②对埃德加尔的著作深为不满。”他还

认为“那里对待蒲鲁东的论述也不够十分严肃”。记者说到这里时

替埃德加尔先生证明说：

“的确（！？）②，我读过蒲鲁东的著作；我知道，埃德加尔在自己的叙述

中抄录并以明显的方式比较了蒲鲁东的各种独特的论点。”

照这位记者的意见，这些先生之所以不喜欢埃德加尔先生对

蒲鲁东所做的出类拔萃的批判，唯一的原因就是埃德加尔先生没

有声色俱厉地痛斥财产。此外，——多稀罕呵！——敌人还认为

埃德加尔先生的关于“工人联合会”的文章没有意义。记者安慰

埃德加尔先生说：

９９１神 圣 家 族

①

② 括弧里的惊叹号和问号是马克思加的。——译者注

②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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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罗，这篇文章没有贡献出什么独到的见解，而实际上，这些先生是

退回到他们确实一贯坚持的格鲁培的观点上去了。他们认为批判必须贡献，

贡献，再贡献！”

看来批判是没有贡献出语言学、历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和

法学方面的全新的发现！它简直谦逊极了，甚至容许说它没有贡献

出什么独到的见解！连我们的批判的记者也把前所未知的东西贡

献给现代的力学，强迫人们退回到他们一贯坚持的那种观点上去。

去回忆格鲁培的观点，那是不大巧妙的。格鲁培在其大体说来颇为

贫乏的、不值一提的小册子里问布鲁诺先生，他打算对思辨的逻辑

学提出什么样的批判。布鲁诺先生请他去问后代，并且说：

“一个傻瓜等待着回答。”７５

就像上帝惩罚不信上帝的法老时使他的心冥顽不灵并认为他

不配得到启示一样，记者断言：

“因此，他们根本不配看见或认识你们的‘文学报’的内容。”

于是，他不仅不去劝他的朋友埃德加尔设法获得思想和知识，

反而给埃德加尔出主意说：

“但愿埃德加尔能弄到一袋子语汇，将来写文章时，闭着眼睛从袋子里掏

些出来，就会有适合读者口味的风格。”

他一方面断言“某种程度的疯狂，不受欢迎，毫无内容，毫

无思想，对自己无法理解的事物游移不定，空虚之感”（这些形容

语显然是指柏林学社说的），一方面满口称赞神圣家族：

“处理事情是一贯得心应手，运用范畴是独具匠心，研究问题是融会贯

通，一言以蔽之，完全掌握了对象。他（柏林学社的一员）①是尽可能减轻自

００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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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任务，而您则把事情本身变得容易了。”他又说：“您在‘文学报’上实

现了一种纯粹的、明显的、切中要害的批判。”

最后，他说：

“我之所以向您这样详细地报道这一切，是因为我知道，把我的朋友的看

法告诉您，会使您感到满意。您可以由此看到‘文学报’已经达到了它的目

的。”

“文学报”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同柏林学社对立起来。我们方

才已经看到了柏林学社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攻击，也看到了它因

这种攻击而受到的斥责，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柏林学社渴望博得批

判的批判的怜悯而做出的两重嘴脸。

一位记者写道：

“我今年年初到柏林时，听那里的熟人说，您厌恶一切人，您对一切人都

敬而远之，您简直成了一个隐士，故意避免同其他人接近和交往。当然，我

不知道这是哪一方面的过错。”

绝对的批判答道：

“批判不组织党派，它不想有自己的党派，它是孤独的，这就是说，它深

入到自身（！）①的对象的时候，它是孤独的，它把自己同这种对象对立起来

的时候，它是孤独的。它把自己同一切隔绝开。”

批判的批判把现实的对立换成了本身和世界、神圣精神和世

俗群众之间的想像中的对立，以为这样一来就能超越一切教条主

义的对立，同样，批判的批判作为政党把自己同除它以外的全人

类对立起来，把一切心思都集中在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的人格上，

于是滚到了政党观点之下，但是它仍然想像自己凌驾于一切党派

１０２神 圣 家 族

① 括弧里的惊叹号是马克思加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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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批判高踞于抽象的孤独这个宝座上，甚至当它似乎在研究

某种对象时，它实际上也并未脱离无对象的孤独状态而同某种现

实的对象发生真正的社会关系，因为它的对象不过是它的想像的

对象，是想像中的对象——这种批判的自白的真实性已由我们的

全部叙述所证明了。从“它把自己同一切隔绝开”这一个意义上

来说，它同样正确地确定了自己的抽象的性质——作为绝对抽象

的抽象的性质；而正是这种同一切、同一切思维、直观等等相隔

绝的无，才是绝对的胡说。然而，这种和一切隔绝、和一切脱离

的孤独并不能摆脱自己从中脱离出来的对象，正像奥力金不能摆

脱从他身上脱离的生殖器一样。

另一位记者一开始就描述了一位同他见过面谈过话的“柏林

学社”的人，说他“情绪恶劣”，“心境忧郁”，“不能多开口”（其

实，他以前总是“敢说敢做的”）而且“颓唐沮丧”。这位“柏林

学社”的成员向记者谈了一些，而记者又把他说的话报告了批判：

“他不能理解，像您们二位这样一贯尊重人道主义原则的人怎能如此孤

僻，如此不讲友情，甚至还很高傲。”他不知道“为什么世上竟有这样显然是

故意在制造分裂的人。我们观点相同，我们都崇拜极端，即崇拜批判，我们

都能够树立极端的思想，至少也能够理解和运用它”。“他认为这种分裂的主

导原则不外就是利己主义和傲慢。”

记者接着又竭力为自己的朋友说好话：

“也许，我们的朋友中至少还有一些人不理解批判，或者不理解批判的一

片好心……ｕｔｄｅｓｉｎｔｖｉｒｅｓ，ｔａｍｅｎｅｓｔｌａｎｄａｎｄａｖｏｌｕｎｔａｓ〔虽然力不从心，但

其志可嘉〕。”

批判像下面这样把自己同柏林学社做了对比，并以这个对比

来作为回答：

２０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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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批判的看法各有不同。”这些先生“以为批判就在他们的

口袋里”；而批判“却知道并且真正在运用批判的威力”，就是说，

它并不把它保存在口袋里。在前者看来，批判不过是一种形式；而

在批判看来，却是“最富有内容的，更确切些说，是唯一具有内

容的”。正像绝对的思维认为自己是全部实在性一样，批判的批判

也认为自己是全部实在性。因此它认为在它本身之外不存在任何

内容，因此它不是对那些处于批判的主体之外的现实对象的批判，

它本身就创造对象，它是绝对的主客体。批判继续说：“第一种批

判用言辞回避一切，回避对事物的任何研究，第二种批判用言辞

把自己同一切隔绝开。”第一种“聪明，但一无所知”，第二种

“在不断地学习”。实际上，第二种并不聪明，它ｐａｒｃà，ｐａｒｌà

〔处处〕学习，但只是为了摆样子，只是为了用一知半解来冒充自

己特有的大智大慧，把这种一知半解当做“口号”来反对自己曾

从之受教的群众本身，并将它变成批判的批判的胡说。

第一种批判认为，“极端”、“走远些”、“走得还不够远”这一

类字眼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是最受尊敬的范畴。第二种批判研究

各种观点，而不在研究中使用上述抽象的范畴的标准。

批判 ．２大喊大叫，说什么现在已经谈不到政治，哲学已经

完蛋；它决心要用“幻想的”、“乌托邦的”之类的言辞来清除社

会体系和社会运动，——难道所有这一切不正是上面已经说过的

范畴“走远些”、“走得还不够远”等等的批判的修正版吗？而它

的“标准”，如“历史”、“批判”、“对象的综合”、“新的和旧的”、

“批判和群众”、“观点的研究”，总之，它的一切口号，难道不是

从范畴中，而且是从抽象范畴即标准中产生出来的吗！？

“第一种批判是神学的，不怀好意的，嫉妒的，小气的，傲慢的；第二种

３０２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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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则是这一切的对立面。”

批判这样一口气对自己吐出一大串赞词，硬说自己具有柏林

学社所缺少的一切，正像上帝能办到人所不能办到的一切一样。然

后批判为自己提出了如下的证词：

“它已经明澈如镜，渴求知识，心地平和，因而它是坚强而又不可战胜

的。”

因此，要对付柏林学社之类的敌人，它无需“任何其他武器，

只用奥林帕斯的嘲笑①就够了”。于是，批判以它独有的彻底性阐

明这种嘲笑的性质，竭力确定这种嘲笑是什么和不是什么。“这种

嘲笑不是高傲。”绝对不是！这是否定的否定。这“不过是心情愉

快的、心平气和的批判家为了对付比它低下但自认为和它平等

（多自命不凡呵！）②的观点而必须使用的办法”。所以，每当批判家

发笑时，他就是在使用一种办法。但是他因为“心平气和”，所以

嘲笑这个办法不是用来对付人，而是用来对付观点！嘲笑竟成了

他所运用的、甚至是他所必须运用的一种范畴！

世外的批判不是现实的即生活在现代社会之中并同这个社会

共甘苦的人类主体所特有的活动。现实的个人只是偶性，只是批判

的批判借以表现自己为永恒实体的人间的容器。主体不是人类中

的个人所实现的批判，而是批判的非人类的个人。并非批判是人的

表现，而是人是批判的异化，因此批判家完全生活在社会之外。

“批判家能否生活在他所批判的社会里呢？”

应当反问一下：难道他不是必须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吗？难道

４０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意指神的嘲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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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不是必须成为这个社会的生活的表现吗？为什么批判家要

出卖自己的精神产物呢？难道他出卖它们就能使现存社会的最糟

的法律变成自己专用的法律吗？

“批判家甚至不应当企图把本人同社会混为一谈。”

因此，他为自己建立起一个神圣家族，正像孤独的上帝渴望在

神圣家族里消除他同整个社会相隔绝这种苦闷一样。既然批判家

希望摆脱糟糕的社会，那就让他先摆脱他所独有的社会。

“这样，批判家就失去了社会的一切欢乐，但是也没有社会的痛苦了。他

既不知道友谊（批判的朋友除外）①，也不知道爱（对自己的爱除外）②，而且

诽谤也对他无能为力；无论什么东西都侮辱不了他；无论憎恨或嫉妒都触动

不了他；激愤和忧恨都是和他毫不相干的情感。”

总之，批判家摆脱了一切人间的激情，他成了一个神人，他

满可以给自己唱一首修女歌：

      “我不思恋爱情，

任何男人我都不需要，

      我一心想念上帝，

他是我唯一的依靠。”
７６

批判家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是自相矛盾的。例如，它最后对

我们说：

“凡夫俗子为了使批判家同自己处于平等地位（这种自命不凡的平等在

上面谴责过了！）③，就向他扔石头（依照圣经类推，应当用石头打他一顿）
④
，

不愿意理解他，硬说他动机不纯（硬说纯粹的批判动机不纯！）⑤。这种凡夫

俗子并不会受到批判家的嘲笑，因为他们不值一笑；批判家只是把它的真正

的本性揭示出来，心平气和地把它放在和它那微不足道的意义相称的地位上

５０２神 圣 家 族

①②③④⑤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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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我们从上面知道，批判必须使用嘲笑这个办法来对付“比它

低下但自认为和它平等的观点”。批判的批判自己也不甚明了自己

对待不信上帝的“群众”的策略，这几乎已经表明了批判的内心

的愤激和暴躁。而愤激和暴躁同“情感”远不是“毫不相干的”。

但是，不能不承认，经过一场海格立斯式的斗争（批判在这

场斗争中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把自己同非批判的“世俗的群

众”、甚至同“一切”隔绝开），批判终于幸福地达到了它那孤独

的、上帝似的、自足的、绝对的存在。如果说，当它的这种“新

面貌”初次表现出来的时候，罪恶的情感的旧世界看来对它还有

某些支配力的话，那末我们现在就将在某个“艺术形象”中看到

它的美学的渐趋冷静和飞升。它要在“艺术形象”中为自己赎罪，

以便最后作为第二个胜利的基督来完成批判的末日的审判，并在

战胜龙之后安然地升入天堂。

６０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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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章

批判的批判之周游世界和变服微行，或

盖罗尔施坦公爵鲁道夫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盖罗尔施坦公爵鲁道夫在他周游世界期间赎补了双重的罪

行：他个人的罪行和批判的批判的罪行。他在跟父亲激烈争吵时

向父亲挥动了宝剑；批判的批判在同群众激烈争吵时也为罪恶的

激情所控制。批判的批判没有揭露任何一个秘密。鲁道夫赎补了

这个罪过并揭露了一切秘密。

按照施里加先生的评定，鲁道夫是人类国家的头等公仆（施

瓦比亚人埃基迪乌斯的“人道国家”。见卡尔·魏尔博士的“宪法

年鉴”１８４４年第二卷）。

根据施里加先生的论断，为了使世界免于灭亡，必须有

“敢于无情地批判的人出台…… 鲁道夫就正是这样的人…… 鲁道夫

领会了纯批判的思想。而对于他和全人类来说，这个思想比人类在自己的历

史上所获得的全部经验，比鲁道夫即使在良师指导下所能从这一历史中汲取

的一切知识，都更有益处…… 鲁道夫借以使自己的周游世界留芳千古的公

正裁判，实际上正是

对社会秘密的揭露。”

他本人就是“一切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

鲁道夫比批判的批判的其他伟人拥有多得不可胜数的外部工

具。但批判的批判却聊以自慰地说：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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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运较差的人是无法达到鲁道夫所获得的成果的（！）①，可是他却能达

到美好的目的（！）②。”

因此批判就让时运亨通的鲁道夫来实现它自己的思想。它对

他唱道：

       “哈内曼，走向前，

你有双大的防水靴！”７７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鲁道夫的批判的周游世界怎样“对于全人

类来说，比人类在自己的历史上所获得的全部经验，比……一切

知识，都更有益处”，等等——我们来看看这个两次拯救世界于灭

亡的鲁道夫吧！

（１）屠夫批判地变成了狗，或“刺客”②

“刺客”的职业本是屠夫。各种各样的经历使这个强悍的自然

之子变成了杀人犯。他在凌辱玛丽花④
的时候偶然为鲁道夫所见。

鲁道夫在这个精明的闹事鬼的头上很内行地着实打了几拳。于是

他博得了“刺客”的尊敬。随后，在罪犯麇集的酒吧间里，“刺客”显

露了他那善良的性格。鲁道夫对他说：“你还是有心肝和骨气的。”

鲁道夫用这句话激起了他的自尊心。“刺客”改邪归正了，或者如施

里加先生所说，变成了“有道德的生物”。鲁道夫把他置于自己的保

护之下。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鲁道夫改造“刺客”的过程。

第一个阶段。“刺客”所上的第一课是练习伪善、背信、狡黠

和伪装。鲁道夫利用为道德所感化的“刺客”同维多克利用为道

８０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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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所感化的罪犯是出于同一目的，这就是说，鲁道夫把“刺客”变

成了密探和奸细。他教他在“校长”①面前“伪装”放弃了“不偷

的信条”，怂恿这个“校长”去干偷盗的勾当，以便把后者诱入鲁

道夫所设置的圈套。“刺客”感到有人想利用他来演“滑稽戏”。他

对这种要他充当密探和奸细的计谋表示抗议。靠着批判的批判的

“纯粹”诡辩，鲁道夫没有花多大功夫就说服了这个自然之子，使

他相信：下流的勾当如果出于“善良的、道德的”动机，就不算

是下流的勾当。于是“刺客”就充当了奸细，装着友好和守信的

样子，把自己旧时的同伴诱入了致命的陷阱。他在他的一生中第

一次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第二个阶段。现在我们看到“刺客”在鲁道夫病中充当他的

看护，把他从垂危中挽救出来。

“刺客”成了这样彬彬有礼的有道德的生物，他为了怕把地毯

弄脏，连黑人医生大卫请他坐在地板上他都推辞了。他甚至胆怯

到不敢在椅子上坐。他先把椅子放倒在地板上，然后坐在椅子的

两个前脚上。每当他称呼被他从垂危中挽救出来的鲁道夫为“朋

友”或《Ｍｏｎｓｉｅｕｒ》（“先生”）而没有叫《Ｍｏｎｓｅｉｇｎｅｕｒ》（“殿

下”） 时，他总是忘不了道歉的。

冷酷无情的自然之子驯服得多么惊人呵！“刺客”给我们揭穿

了自己的批判转变的最玄奥的秘密，他向鲁道夫表白说，他对他就

像看家狗对自己的主人一样顺从：《Ｊｅｍｅｓｅｎｓｐｏｕｒｖｏｕｓｃｏｍｍｅ

ｑｕｉｄｉｒａｉｔｌ’ａｔｔａｃｈｅｍｅｎｔｄ’ｕｎｂｏｕｌｅｄｏｇｕｅｐｏｕｒｓｏｎｍａｌｔｒｅ》〔“我

对您就像看家狗对自己的主人一样顺从”〕。昔日的屠夫变成了狗。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

   公爵和主教的称号。——编者注

９０２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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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他的一切德行都将是狗的德行，是狗对主人的绝对“忠顺”。

他的独立性、他的个性完全消失了。但是，和蹩脚的画家不得不在

自己的画上题字来说明画的内容一样，欧仁·苏也在“刺客”这头

“看家狗”的嘴上贴了一张标签，这就是“刺客”时刻诵之于口的一

句话：“‘你有心肝和骨气’这几个字使我成了人。”一直到咽最后一

口气，“刺客”都不是在自己的人类个性中寻求自己的行为的动机，

而是到这句标签式的话中去寻找这种动机。他常常想到自己的长

处和别人的缺点，以证明自己的道德修养的增进；而每当他滔滔不

绝地高谈仁义道德的时候，鲁道夫总是对他说：“我喜欢你这样的

谈吐。”“刺客”成了一头非比寻常的、有道德的看家狗。

第三个阶段。“刺客”的虽粗犷却勇敢的率直已被他那小市民

式的礼仪所代替，对这种礼仪我们已经称颂过了。现在我们就要

看到，同“有道德的生物”这种身分相适应，他也学会了庸人的

举止和风度：

“就他的举止而言，他可以算做世界上最不讨人厌的市民。”

比这外形更可悲的，是鲁道夫给他那批判地改革过的生活所

赋予的内容。鲁道夫把他派到非洲，“给不信神的世界提示一个关

于悔过的生动而有益的例证”。从此，“刺客”所表现的就不是他

自己固有的人性，而是基督教的教义。

第四个阶段。批判的道德上的转变使“刺客”成了一个温顺

的、谨小慎微的人，他的所作所为都被恐惧和世故所节制。

穆尔弗——他由于过分单纯，总是泄露家丑——告诉我们：“‘刺客’对

惩罚‘校长’这件事闭口不谈，因为他生怕连累自己。”

可见，“刺客”知道这种惩罚是违法的行为。他不谈这件事，

０１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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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他怕受牵连。好一个聪明的“刺客”呵！

第五个阶段。“刺客”在自己的道德修养方面已增强到这样一

种程度，他甚至以文明的方式来领会他对鲁道夫的那种狗式的忠

顺。“刺客”搭救了热尔门①的性命之后，对他说了这样几句话：

“我有一位保护人，他之于我就如上帝之于神甫；我真愿意对他俯首跪

拜。”

而在思想中他也确是跪拜在他的上帝面前了。

他继续对热尔门说道：“鲁道夫先生会保护你的。我说‘先生’，虽然我是

应该说‘殿下’的。可是我已经习惯于称他为鲁道夫先生，而他也允许我这样

称呼。”

“多么可贵的觉醒和振奋呵！”——施里加在一阵批判的狂喜

中叫道。

第六个阶段。“刺客”最后在救他的殿下时被人刺死了，这样他

就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他那忠矢不二的有道德的看家狗式的一生。

在斯凯莱特②
正要用刀刺死公爵的那一瞬间，“刺客”抓住了暗杀

者的手。斯凯莱特便刺杀了他。而“刺客”在临死时却对鲁道夫说：

“我有理由说，像我这样的一撮尘土（这样的看家狗）②对于像您这样伟

大的殿下有时也许是有点用处的。”

这番狗式的自白以警句的形式概括地表明了“刺客”的全部批

判的生涯；自白之外，他在嘴上又附了一张标签：

“我们彼此算是了清宿债了，鲁道夫先生。您对我说过我是有心肝和骨气

的。”

１１２神 圣 家 族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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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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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里加先生竭尽全力地叫道：

“鲁道夫把这个‘刺客’还给了人类①（？），这是他的一桩多么大的功绩

呵！”

（２）揭露批判的宗教的秘密，或玛丽花

（ａ）思辨的“雏菊”

  我们在谈欧仁·苏的玛丽花以前，还得先谈谈施里加先生的

思辨的“雏菊”。

首先，思辨的“雏菊”是一种修正。因为施里加先生唯恐读者会

从他的设计中得出结论，似乎欧仁·苏

“使客观基础的描述（对“世界秩序”的描述）②脱离了那些唯有联系这个

基础才能为人所理解的当事的个人力量的发展。”

除了纠正施里加先生的叙述给读者造成的误解这个任务以

外，雏菊在“我们的史诗”即施里加先生的“史诗”中还执行着另一

种形而上学的使命。

“世界秩序和史诗式的事变如果只是互相交错成一个五光十色的混合

体，并变幻神速地时而给我们展现出世界秩序的一鳞牛爪，时而给我们演出

一幕戏剧，那末这两者就还没有艺术地结合为一个真正统一的整体。要形成

真正的统一体，就必须使两种因素——这个混沌世界的秘密同鲁道夫借以洞

察和揭露秘密的明确、坦率和信心——在一个人身上互相冲突…… 雏菊也

就执行着这个任务。”

２１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括弧里的问号是马克思加的。——译者注

 原文是《ＦｌｅｕｒｄｅＭａｒｉｅ》，直译是“玛丽花”或“花玛丽”；而施里加用来称呼玛

丽花的德文字《Ｍａｒｉｅｎｂｌｕｍｅ》的含义则是“雏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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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里加先生对雏菊的设计跟鲍威尔对圣母的设计有异曲同工

之妙。

一方面是“神类”（鲁道夫），“各种威力和自由”、唯一的能动原

则都归之于他。另一方面是消极的“世界秩序”和属于它的人。世

界秩序构成“现实事物的基础”。为了使这个基础不致“完全被废

弃”，或者为了使“自然状态的最后残余不致被消灭”，为了使世界

本身还能分享一些集中在鲁道夫（跟世界相反）身上的“发展原

则”，为了使“人类的事物不致被描写成绝对不自由的和没有能动

性的”——为了这一切，施里加先生就必然要陷入“宗教意识的矛

盾”。尽管他把世界秩序同它的活动彼此割裂开，从而造成了僵死

的群众和批判（鲁道夫）的二元论，他仍然不得不又承认世界秩序

和群众也有几分神类的属性，并在雏菊身上构成鲁道夫和世界这

两者的思辨的统一（见“复类福音作者批判”第一卷第３９页）。

除了房屋主（当事的“个人力量”）和他的房屋（“客观基础”）之

间所存在的实际关系以外，神秘的思辨和思辨的美学都还需要第

三个因素，需要具体的、思辨的统一，即需要把房屋和房屋主集诸

一身的主客体。既然思辨不喜欢仔细地研究天然的中介，那末它就

看不出，对于一个人（例如对于房屋主）是“客观基础”的“世界秩序

的一鳞半爪”（例如房屋），对于另一个人（例如对于这栋房屋的建

造者）则是“史诗式的事变”。批判的批判指责“浪漫主义艺术”的

“统一教条”，可是它现在却力求获得“真正统一的整体”、“现实的

统一体”，并且抱着这个目的，用虚幻的联系、神秘的主客体来代替

世界秩序和世界事件之间的自然的合乎人性的联系，这就像黑格

尔用那一身兼为整个自然界和全体人类的绝对的主客体——绝对

精神来代替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现实的联系一样。

３１２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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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的雏菊身上“时代的普遍罪过、秘密本身的罪过”之

成为“罪过的秘密”，恰如秘密本身的普遍罪过在债台高筑的小铺

老板身上成为债务的秘密一样。

根据对圣母的设计，雏菊本来应该是救世主鲁道夫的母亲。施

里加先生也正是这样宣告的：

“按照逻辑的连贯性的要求，鲁道夫应该是雏菊的儿子。”

但他却不是雏菊的儿子，而是雏菊的父亲，于是施里加先生

就在这里面发现了一个“新秘密，即现在所孕育出的常常不是未

来，而是早已衰逝的过去”。这还不算，他还发现了另一个更大的、

同群众的统计学直接矛盾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一个孩子如果

不也成为父亲或母亲，而是保持着童贞进入坟墓……那末他本质

上……是一个女儿。”

施里加先生“根据逻辑的连贯性”把女儿看做她父亲的母亲，

他的这种思想同黑格尔的思辨是完全一致的。在黑格尔的历史哲

学中，和在他的自然哲学中一样，也是儿子生出母亲，精神产生

自然界，基督教产生非基督教，结果产生起源。

施里加先生证明，“根据逻辑的连贯性”，雏菊应该是鲁道夫的

母亲，现在他又证明了一个相反的说法：“为了完全符合她在我们

的史诗中所体现的观念，她决不应该成为母亲。”这就至少说明了，

我们的史诗的观念同施里加先生的逻辑连贯性是互相矛盾的。

思辨的雏菊无非是“观念的体现”而已。但究竟是什么样的观

念呢？“她所依然担负着的任务仿佛是描绘过去在它自己彻底消逝

之前所流出的最后一滴辛酸的眼泪。”她就是比喻的眼泪的绘像；

而甚至她在扮演自己的那种渺小角色时，也依然只是“仿佛”而已。

我们不去追究施里加先生对雏菊的进一步描述。我们让她自

４１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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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高高兴兴地遵照施里加先生的指示，“去和每一个人做最坚决的

对头”——简直就和上帝的特性一样神秘的对头。

我们也不去探究那被“上帝埋在人胸中”并为思辨的雏菊所

“依然仿佛”指明的“真正秘密”的底细。我们暂且撇下施里加先

生的雏菊，调过头来看看欧仁·苏的玛丽花和鲁道夫在她身上所

创造的那些批判的奇迹。

（ｂ）玛丽花

我们在罪犯当中看到的玛丽是一个卖淫妇，是那个罪犯麇集

的酒吧间老板娘的奴隶。尽管她处在极端屈辱的境遇中，她仍然

保持着人类的高尚心灵、人性的落拓不羁和人性的优美。这些品

质感动了她周围的人，使她成为罪犯圈子中的一朵含有诗意的花，

并获得了玛丽花这个名字。

对玛丽花必须从她初出场起就做细密的观察，这样才能把她

的本来的形象和批判的变态做一个对比。

玛丽花虽然十分纤弱，但立刻就表现出她是朝气蓬勃、精力

充沛、愉快活泼、生性灵活的，只有这些品质才能说明她怎样在

非人的境遇中得以合乎人性地成长。

她拿起剪刀来抵抗用拳头打她的“刺客”。这是我们初次遇见

她的情景。在这个场面中，她不是一个毫无反抗地屈服于暴力之

下的没有防御能力的羔羊，而是一个善于捍卫自己的权利和能够

坚持斗争的女郎。

在费维街的罪犯们的酒吧间里，她向“刺客”和鲁道夫叙述

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在叙述时她用笑来回答“刺客”的挖苦。她

埋怨自己在出狱以后没有去找工作，而把在狱中赚得的３００法郎

５１２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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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统花在游逛和装饰上，“但是没有人劝告我呀”。回想起自己生

活中的灾难——卖身于罪犯酒吧间的老板娘，她感到很悲伤。现

在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追怀这一切往事。“真的，我想起过去就伤

心……做个诚实的人想必是很好的。”“刺客”嘲笑道：“就让她做

个诚实的人好啦！”于是她叫道：“诚实，我的天！你说我有什么

办法能够诚实！”她坚决声明，“我决不哭鼻子”（《ｊｅｎｅｓｕｉｓｐａｓ

ｐｌｅｕｒｎｉ－ｃｈｅｕｓｅ》），但她的生活境遇是可悲的——“这是很不愉快

的”。最后，跟基督教的忏悔相反，对于自己的过去，她提出了这

样一条斯多葛派的同时也是伊壁鸠鲁派的人性原则，这是自由而

坚强的人的原则：

“到头来，做过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现在我们来看看玛丽花和鲁道夫的第一次散步。

“你想到自己那种可怕的处境，恐怕是常常感到痛苦的

吧？”——已经非常渴望来一场道德谈话的鲁道夫说。

她回答道：“是的，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透过河岸的栏杆凝视着塞纳河，可

是，过后我又转过来看着花，看着太阳，并且自言自语地说：河始终会在这

里，可是我还没有满十七岁呵，谁会知道呢？在这一刹那间，我觉得我不应

该有这样的命运，我觉得自己身上有某些好的地方。我对自己说：我的苦是

受够了，但是至少我从来没有害过什么人。”

玛丽花把她的处境不是看做她自己自由创造的结果，不是看

做她自己的表露，而是看做她不应该遭受的命运。这种不幸的命

运是可以改变的。她还很年轻。

玛丽所理解的善与恶不是善与恶的抽象道德概念。她之所以

善良，是因为她不曾害过任何人，她总是合乎人性地对待非人的环

境。她之所以善良，是因为太阳和花给她揭示了她自己的像太阳和

６１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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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一样纯洁无瑕的天性。最后，她之所以善良，是因为她还年轻，还

充满着希望和朝气。她的境遇是不善的，因为它给她一种反常的强

制，因为它不是她的人的本能的表露，不是她的人的愿望的实现，

因为它令人痛苦和毫无乐趣。她用来衡量自己的生活境遇的量度

不是善的理想，而是她固有的个性、她天赋的本质。

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资产阶级生活的锁链脱去了，玛丽花可

以自由地表露自己固有的天性，因此她流露出如此蓬勃的生趣、如

此丰富的感受以及对大自然美的如此合乎人性的欣喜若狂，所有

这一切都证明，她在社会中的境遇只不过伤害了她的本质的表皮，

这种境遇大不了是一种歹运，而她本人则既不善，也不恶，就只

是有人性。

“鲁道夫先生，多么幸福呵！……青草、原野！…… 要是您允许我下车

去就好啦…… 这里真好…… 我真想在这片草地上跑一下！”

她走下马车，给鲁道夫摘了许多花，“几乎高兴得说不出话

来”，等等，等等。

鲁道夫告诉她，他要带她到若尔日夫人①的农场上去。在那

里，她将会看到鸽房、马厩之类的东西；那里有牛奶、乳酪、水

果等等。对这个孩子说来，这真是上天的恩赐。她会很痛快的——

这就是她的主要的想法。“您甚至不能想像我是多么想痛快痛快

呵！”她非常坦率地向鲁道夫说，她的不幸是她自作自受：“过去

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不会节省钱的缘故。”于是她劝他节俭，

并劝他把钱存入储蓄银行。她完全浸沉在鲁道夫为她建造的空中

楼阁里。她之所以陷于悲哀，只是因为她“忘记了现在”，而“这

７１２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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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现在同关于愉快光明的生活的幻想相对照，使她想起了自己的

境遇的极端可怕”。

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玛丽花本来的、非批判的形

象。在这里，欧仁·苏超出了他那狭隘的世界观的界限。他打击

了资产阶级的偏见。现在他把玛丽花交到主人公鲁道夫的手中，以

便弥补自己的孟浪无礼，以便博得一切老头子和老太婆、所有的

巴黎警察、通行的宗教和“批判的批判”的喝采。

受鲁道夫之托照看玛丽花的若尔日夫人是一个不幸的、患忧

郁病的、信教的妇人。她一见到这个年轻的姑娘，就马上说一些

非常动听的话，说什么“上帝保佑那些又爱他又怕他的人、那些

曾经不幸并已经悔悟的人”。“纯批判”的伟人鲁道夫唤来了一个

可怜的、迷信极深的教士拉波特①。他指定这个牧师对玛丽花进行

批判的改造。

玛丽欢欢喜喜、坦率天真地同这个老教士接近。欧仁·苏怀

着他所固有的基督教式的粗暴，要“可惊叹的本能”对玛丽耳语：

“在开始忏悔和赎罪的地方要结束羞惭”，这就是说，在唯一济度

世人的教堂里不要害羞。他忘记了她在乘车遨游时的那种愉快的

坦率、那种由大自然的美和鲁道夫的友好同情所引起的兴高采烈；

当时她只是由于想起必须回到罪犯酒吧间老板娘的身边，这种兴

高采烈的心情才沮丧下来。

拉波特教士立即摆出了超凡出世的姿态。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上帝的仁慈是无穷尽的，我的亲爱的孩子！在你受苦受难的时候上帝都

没有弃绝你，这就可以证明边一点…… 救你于绝境的这位宽大为怀的人实

８１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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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圣经上的话（注意：不是实现人的目的，而是实现圣经上的话）①：人有

呼主之名者，主将庇佑之；人有呼主者，主将成就其心愿；主将闻听其呻吟

并拯救之…… 主将完成自己的事业。”

玛丽还没有明了教士这番说教的险恶的用意。她回答说：

“对我仁慈并使我回到了上帝那里去的人，我将为他祈祷。”

她最先想到的不是上帝，而是她那人世的救星，她想为他祈

祷，而不是为她自己的赦免祈祷。她希望自己的祈祷能使别人得

救。此外，她竟天真到以为自己已经回到上帝面前了。教士认为

自己必须来打破这种有违神道的错觉。

他打断了她的话，说道：“很快，你很快就会得到赦免，赦免你那深重的

罪孽……因为，正如先知者所说，主保佑一切行将堕落的人。”

请注意牧师言谈中的违反人性的话。你很快就会得到赦免！你

的罪恶还没有得到宽恕。

拉波特在同姑娘见面时竭力在她心中唤起自己有罪这种意

识，而鲁道夫在同姑娘临别时则送了她一个金十字架，这是她即

将受到基督教磔刑的象征。

玛丽在若尔日夫人的农场上已经住了一个时期。我们先来偷

听一下老教士拉波特和若尔日夫人的谈话。他认为玛丽是不能

“嫁人”的了，“因为，尽管有他拉波特担保，也没有一个男人有

勇气忽视那玷污了她的青春的过去”。他接着又补充说，她“必须

赎补大的罪恶”，而“如果她有道德感的话，她是不会堕落的”。他

证明她有可能像那些下流到极点的小市民一样保持自己的清白：

“在巴黎有很多乐善好施的人。”这个伪善的牧师知道得很清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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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乐善好施的巴黎人每时每刻都遇见那些直到半夜还在最热闹的

街头叫卖火柴（玛丽也曾经这样做过）的七八岁的小女孩，可是

他们总是无动于中地从她们面前走过；而这些小女孩未来的命运

也几乎毫无例外地和玛丽的命运一样。

教士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玛丽赎罪。他在自己的心中给玛

丽定了罪。现在我们来看看玛丽花在傍晚送拉波特回家时两人散

步的情形。

“你看呵，我的孩子！”——他开始了热烈动人的谈话——“看那一望无

涯的天际，这天际的界限现在无法分辨了（这已是黄昏时候了）①。我觉得，

万籁俱寂和无边无际几乎能使我们产生一种永恒的观念…… 玛丽，我对你

说这些，是因为你易于感受造物之美…… 看到这造物之美在你心中，在你

那长久丧失宗教感情的心中激起了宗教崇拜，我常常是深为感动的。”

教士已经成功地把玛丽对于大自然美的纯真的喜爱变成了宗

教崇拜。对于她，自然已经被贬为适合神意的、基督教化的自然，

被贬为造物。晶莹清澈的太空已经被黜为静止的永恒性的暗淡无

光的象征。玛丽已经领悟到，她的本质的一切人性表现都是“罪

孽深重”的，这些表现背弃了宗教，违悖了真正的神恩，这些表

现是离经叛道、亵渎神灵的。教士必须使她感到自惭形秽，必须

把她的自然的和精神的力量以及各种自然的赋与都化为灰烬，以

便使她能够接受他所许给的超自然的赋与，即接受洗礼。

当玛丽想要对教士有所告白并祈求他宽恕的时候，他回答说：

“主已经向你证明他是仁慈的。”

玛丽不应当把她所受到的宽恕看做同一种人类造物对她这同

０２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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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人类造物的自然的、理所当然的关系，而应当把这看做一种

无限的、超自然的、超人类的仁慈和宽恕，应当把人的宽恕看做

上帝的仁慈。她必须把一切自然的、人类的关系化为对上帝的彼

岸关系。玛丽花对牧师关于上帝仁慈的空谈所做的回答，表明宗

教教义已经把她腐蚀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她说，她一进入新的、良好的环境，就只是感到新的幸福：

“我曾经每一分钟都在想念着鲁道夫先生。我时常抬头望着天，但不是在

那里找上帝，而是找鲁道夫先生，好向他道谢。是的，我在这一点上责备了我

自己，我的神甫；过去我想念他比想念上帝为多；因为他为我做了唯有上帝才

能做出的事情…… 我是幸福的，幸福得跟永远逃脱了大险的人一样。”

对新的、幸福的生活境遇只是如实地感到是一种新的幸福，也

就是对这种境遇抱着自然的而不是超自然的态度，这在玛丽花看

来已经是不可饶恕的了。她已经谴责自己不该把救她的人如实地

看做自己的救星，而没有用想像中的救星——上帝来代替他。她已

经为宗教的伪善所支配，这种伪善把我对别人的感恩拿过来归之

于上帝，把人身上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一概看做与人相左的东西，

而把人身上一切违反人性的东西一概看做人的真正的所有。

玛丽告诉我们，她的思想、她的感情和她对生活的态度的宗

教的转变，应该归功于若尔日夫人和拉波特的教诲：

“当鲁道夫把我带出巴黎最古老的地方的时候，我已经朦胧地意识到我

的地位的卑下，但我从您和若尔日夫人那里所得到的教诲、劝导和榜样，使

我能够领悟到……我过去与其说是不幸，还不如说是有罪…… 您和若尔日

夫人使我懂得了我的罪孽是无限深重的。”

这就是说，她应当感谢拉波特教士和若尔日夫人的，是充满

她心中的已经不是自己地位卑下这样一种人的、因而也是可以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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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的意识，而是自己罪孽无限深重这样一种基督教的、因而也是

不可容忍的意识了。这个教士和这个巫婆教会了她从基督教的观

点来谴责自己。

玛丽感到她所遭到的精神上的不幸是非常巨大的。她说：

“既然善恶意识的觉醒对于我是这样的可怕，那末为什么不让我由不幸

的命运去摆布呢？…… 要是听我沦落在过去的火坑中，也许贫困和毒打很

快就断送了我的性命，而对于这种无论我怎样渴望也始终得不到的纯洁，我

至少是可以毫不知道便了此一生的。”

毫无心肝的教士回答道：

“就是品性最高尚的人，只要他在你被救出的污泥中呆过一天，出来后也

会在额上留下一个洗不掉的污点。这就是神的司法不可动摇的法则。”

玛丽花被教士这种巧舌如簧的诅咒深深地刺痛了，她叫喊道：

“那末，您看出我是命定该绝望的罗！”

这个宗教的老奴回答说：

“你必须抛弃想从自己的生活中撕掉这可悲的一页的任何希望，但是你

应该期望上帝的无限仁慈。在这里，在尘世上，可怜的孩子，你应得的一份

是眼泪、忏悔、赎罪；但有一天在那里，在天堂中，你将得到赦免和永恒的

福祐。”

玛丽还没有痴愚到要到天堂的永恒福祐和赦免中去寻求慰借

的地步。

“可怜可怜我吧”，——她叫道，——“可怜可怜我吧，天呀！我还这样

年轻……我多么不幸呵！”

这时，牧师的伪善的诡辩达到了极点：

“恰巧相反，这是你的幸福，玛丽，是你的幸福！主使你受到良心的谴责、

这种谴责虽然充满了痛苦，但却是与人为善的。它证明你的灵魂有宗教的感

受性…… 你所受到的每一点苦难都会在天上得到补偿。相信我的话，上帝

２２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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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把你放在邪路上，是为了以后让你能得到忏悔的荣誉和赎罪所应有的永

恒的奖励。”

从这一瞬间起，玛丽便成了自己有罪这种意识的奴隶。如果

说，以前她在最不幸的环境中还知道在自己身上培养可爱的人类

个性，在外表极端屈辱的条件下还能意识到自己的人的本质是自

己的真正本质，那末现在，却是从外面损伤了她的现代社会的污

浊在她眼中成了她的内在本质，而因此经常不断地忧郁自责，就

成了她的义务，成了上帝亲自为她预定的生活任务，成了她存在

的目的本身。如果说以前她还自夸：“我决不哭鼻子”，并且说

“做过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那末在现在，对于她，折磨自己就

成了美德，而忏悔则成了荣誉。

后来发现，玛丽花原来是鲁道夫的女儿。我们再看到她的时

候她已经是盖罗尔施坦郡主了。我们现在偷听一下她同她父亲的

谈话：

“我祈求上帝把我从这些迷茫中解脱出来，让充满在我心中的单只是对

上帝的虔诚的爱和神圣的希望，最后，我请求上帝完全掌握着我，因为我想

全心全意地皈依于他，但是我的这些祈求都落空了…… 他不听取我的祈祷

……不用说，这是因为我对尘世的眷恋使我不配同上帝交往。”

一个人既然把自己的迷误看做渎犯上帝的无限罪行，那末他

就只有完全皈依上帝，对尘世和世俗的事情完全死心，才能确信

自己的得救和上帝的仁慈。玛丽花既然已经领悟到使她解脱非人

的境遇是神的奇迹，那末她要配得上这种奇迹，她自己就必须成

为圣徒。她的人类的爱必须转化为宗教的爱，对幸福的追求必须

转化为对永恒福祐的追求，世俗的满足必须转化为神圣的希望，同

人的交往必须转化为同神的交注。上帝应当完全掌握住她。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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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给我们揭穿了为什么上帝不肯把她完全掌握住的秘密。她还没

有全心全意地皈依上帝，她的心还困惑于尘世的事情。这是她那

健全的天性的最后一次闪光。她终于完全皈依上帝了，因为她完

全脱离了尘世，入了修道院。

       “人若有罪愆，

深重不可赎，

送进修道院，

朝以继暮，

旷日无间，

悔悟乐无穷。”

   （歌德）７８

在修道院中，由于鲁道夫的险谋诡计，玛丽花得到了女修道

院长的圣职。起初她认为自己不够格，拒绝接受这个职位。旧任

女修道院长遂加以劝说：

“我再多两句嘴，我亲爱的女儿，你在进教会以前的生活是十分纯洁可嘉

的，但如果说它也充满了迷惘的话，那末，自从你到我们这里以后所表现的

福音德行的榜样，在主的眼中已经补救和赎偿了任何罪孽深重的既往。”

我们从女修道院长的话中可以看出，玛丽花的世俗德行已经

变成了福音德行，或者更正确地说，她的实际德行必须采取福音

的、漫画的形式。

玛丽回答女修道院长的话说：

“圣姑，我认为现在可以同意接受这个职位了。”

修道院的生活不适合于玛丽的个性，结果她死了。基督教的

信仰只能在想像中给她慰借，或者说，她的基督教的慰借正是她

的现实生活和现实本质的消灭，即她的死。

４２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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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道夫就这样先把玛丽花变为悔悟的罪女，再把她由悔悟的

罪女变为修女，最后把她由修女变为死尸。在埋葬她的时候致悼

词的，除了天主教的神甫以外，还有批判的神甫施里加。

施里加把她的“无辜的”存在称为她的“短暂的”存在，并

把这种存在同“永恒而难忘的罪愆”相对照。他赞颂她，说她的

“最后一口气”是“祈求仁慈和宽恕”。新教牧师在先叙说一遍主

的恩赐的必然、死者对一般原罪的分担和自认有罪这种意识很强

以后，接着就一定要转而对死者的德行来一番世俗的赞扬；同样，

施里加先生也使用了一套这样的词句：

“而她本人还是没有什么需要宽恕的。”

最后，他在玛丽的墓上放了一束教会辞令的最枯萎干瘪的花

朵：

“她怀着人所罕有的内心纯洁而与世长辞了。”

阿门！

（３）揭露法纪的秘密

（ａ）“校长”，或新的刑罚理论。单人牢房制的

   被揭露了的秘密。医学的秘密

  “校长”是个海格立斯型的、精力充沛的罪犯。按他的教育

程度来说，他是个有教养有学识的人。他这个性如烈火的大力士

同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律和习惯是相冲突的，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

一般标准是平庸无能、温文娇弱和暗中交易。他成了一个杀人犯，

像一个秉性强悍而无从找到适当的合乎人性的活动的人那样放荡

５２２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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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羁、荒淫无度。

鲁道夫捉住了这个罪犯。他想批判地改造他，想用他给法律

界创造一个范例。他同法律界的争端不是“刑罚”本身，而是刑

罚的种类和方式。用黑人医生大卫的特殊的话来说，鲁道夫发明

了这种刑罚理论，他就有资格成为一个“最伟大的德国刑法学

家”，并且从此以后这种理论甚至有幸获得一个具有德国式的严肃

和德国式的彻底的德国刑法学家的拥护。鲁道夫甚至没有想到他

可以超出刑法学家之上；他的野心是想成为一个ｐｒｉｍｕｓｉｎｔｏｒ

ｐａｔｅｓ〔庸中佼佼］的“最伟大的刑法学家”。他命令黑人医生大卫

弄瞎了“校长”的眼睛。

起初，鲁道夫重复着反对死刑的种种老生常谈，说什么死刑

对罪犯没有任何效用，对人民也没有任何效用，因为人民把杀人

只当做一种聊以消遣的把戏来观赏。

此外，鲁道夫又把“校长”和“校长”的灵魂加以区别。他所关心

的不是拯救实际的“校长”这个人，而是从精神上拯救他的灵魂。

他教训说：“拯救灵魂是神圣的事业…… 救世主说过，每一件罪行都能

够赎补，但只有诚心想忏悔和赎罪的人才能如此。从法庭到断头台的过渡是

太短促了…… ·你（“校长”）①曾经滥用自己的力气来为非作歹，现在我

要叫你使不出你的力气…… 你将要在最软弱的人面前发抖……对你的惩

罚将和你的罪行相等……但这种可怕的惩罚至少还会给你留下悔改的无限

境界…… 我只使你离开外界，目的是要你沉没在漆黑如夜的昏暗中，单独

地回想自己的恶行…… 你将不得不反躬自省…… 被你贬得一钱不值的

意识将会觉醒并把你引向悔悟。”

鲁道夫认为灵魂是神圣的，而人的肉体则是非神圣的，所以

６２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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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把灵魂看做真正的本质，因为——按照施里加先生对人类的

批判描述——灵魂是属于天国的；既然如此，所以“校长”的肉

体和他的力气就不是属于人类的了，这种力气的生命表现就不应

加以合乎人性的改造，不应归还给人类，不应把这种力气当做本

质上是人类的东西来处理。“校长”曾经滥用自己的力气，现在鲁

道夫则麻痹、摧残、消灭这种力气。要摆脱人类的某种本质力量

的变态表现，除了消灭这种本质力量，就没有更批判的手段了。这

也就是基督教的手段：眼睛作恶就挖掉眼睛，手作恶就砍掉手，总

之，肉体作恶就杀害肉体，因为眼睛、手、肉体对于人本来都只

是多余的、罪恶的附属品。要治愈人性的疾病，就必须消灭人性。

群众的法学在这方面同“批判的”法学不谋而合，也认为摧残、麻

痹人的力量是对这些力量的有害表现的解毒剂。

在普通的刑法学中使纯批判的伟人鲁道夫感到惶惑不安的，

只是从法庭转到断头台的过程太快了。与此相反，他是想把对罪

犯的复仇同罪犯的赎罪及其对自身罪恶的认识结合起来，把肉体

的惩罚同精神的惩罚、感官的痛苦同忏悔的非感官的痛苦结合起

来。世俗的惩罚同时必须是基督教道德教育的手段。

这种把法学和神学结合在一起的刑罚理论，这种“秘密本身

的被揭露了的秘密”，不过是天主教教会的刑罚理论而已，这一点

边沁在他的著作“惩罚和奖赏的理论”中已经详尽地表明了。在

这部著作中，边沁还证明了现今的各种刑罚在道德上是毫无效验

的。他把法律所规定的种种刑罚称之为“法庭打油诗”。

鲁道夫给“校长”的惩罚也就是奥力金自己给自己的那种惩

罚。鲁道夫阉割了“校长”，夺去了他的一个生殖器官——眼睛。

“眼睛是身体的明灯”。鲁道夫正是采取了弄瞎眼睛的手段，这使

７２２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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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宗教本能增光不少。这就是过去在纯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所

通用的刑罚，这种刑罚在基督教德意志国家英吉利和法兰西的强

盛的青年时代也曾经盛极一时。为了要人改邪归正，就使他脱离

感性的外部世界，强制他沉没于自己的抽象的内心世界——弄瞎

眼睛，这是从基督教的教义中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因为根据基督

教的教义，充分地实现这种分离，使人完全和世界隔绝并集中精

力于自己的唯灵论的“我”，这就是真正的德行。如果说鲁道夫没

有像在拜占庭和法兰克王国那样把“校长”安置在真正的修道院

中，那末他至少也把他禁锢在观念的修道院中了，这是不为外界

的光亮所扰的漆黑如夜的修道院，是寂静无为的良心和自认有罪

这种意识的修道院，在这种修道院中栖身的只是一些虚幻的回忆

的影子。

一种思辨的羞愧之心不允许施里加先生公开承认他的主人公

鲁道夫的刑罚理论，即世俗的惩罚同基督教的忏悔和赎罪相结合

的理论。他不是这样公开地承认，而是偷偷地塞给鲁道夫——当

然也是当做被初次揭露于世的秘密——一种理论，即惩罚应当使

罪犯成为制裁他“本身”罪行的“法官”。

这种被揭露了的秘密本身的秘密是黑格尔的刑罚理论。黑格

尔认为刑罚是罪犯自己给自己宣布的判决。甘斯更详细地发挥了

这种理论。黑格尔的这种理论是对古代ｊｕｓｔｕｌｉｏｎｉｓ〔报复刑〕 的

思辨的掩饰，康德曾把这种刑罚发展为法律上唯一的刑罚理论。黑

格尔所谓的罪犯自我定罪只不过是一种“理念”，只不过是对通行

的经验刑罚的一种思辨解释。因此，他还是听凭国家在每一个发展

   按以牙还牙的原则处刑的法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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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上选择刑罚的形式，也就是说，他听凭刑罚保持它的现状。正

是在这一点上，他比起他的批判的应声虫来更是一个批判家。那种

承认即犯也是人的刑罚理论，只能在抽象中、在想像中做到这一

点，这正是因为刑罚、强制是和人类的行为方式相矛盾的。况且，真

正实行这种理论会是不可能的。抽象的法律会被纯主观的武断所

代替，因为在每一个案件中如何使刑罚符合罪犯的个性，都得由那

批“道貌岸然的”官方人士来决定。柏拉图已经懂得法律一定是片

面的，一定是不考虑个性的。相反地，在合乎人性的关系中，刑罚将

真正只是犯了过失的人自己给自己宣布的判决。谁也想不到要去

说服他，使他相信别人加在他身上的外部强力就是他自己加在自

己身上的强力。相反地，他将看到别人是使他免受自己加在自己身

上的刑罚的自然的救星，就是说，关系将恰好颠倒过来。

鲁道夫说出了他那讳莫如深的想法，也就是揭穿了弄瞎眼睛

的目的，他对“校长”说：

“你的每一句话都将是祈祷。”

他想教会他祈祷。他想把这个海格立斯型的强盗变成一个全

部工作只是祈祷的修道士。跟这种基督教的残忍相比较，那种想

消灭某人就干脆杀某人的头的普通刑罚理论，显得是多么的人道。

最后，很显然，每当真正的群众的立法严肃地提出了感化罪犯的

任务的时候，它所采取的行动比这个德国的赫仑·挨·力斯怯

得①的行为要合理和人道得多。跟弄瞎“校长”的眼睛这回事比起

来，四个荷兰农业移民区和亚尔萨斯的奥斯特瓦尔德罪犯移民区

才是真正合乎人性的尝试。就跟鲁道夫毁了玛丽花和“刺客”一

９２２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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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他也毁了“校长”：他让玛丽花去受教士的折磨，受自己有罪

这种意识的折磨；他剥夺了“刺客”的人的独立性并把他贬低到

看家狗的卑下地位；他为了使“校长”学会“祈祷”，便挖了他的

双眼；他就这样把三个人都毁了。

受了“纯批判”的“简单”改造以后的各种现实就是这个样

子，也就是说，这种种现实乃是对现实的歪曲和脱离现实的毫无

意义的抽象。

在施里加先生看来，弄瞎了“校长”的眼睛以后，立即就完

成了一个道德的奇迹：

“令人生畏的‘校长’”——施里加告诉我们说——“突然承认了诚实和正

直的力量；他向‘刺客’说：是的，我相信你，你是从来没有偷过东西的。”

不幸得很，在欧仁·苏的书中还保留着“校长”对“刺客”的

评价，其中正好也承认了这一点，但这决不会是瞎了眼睛的结果，

因为这是在瞎眼睛之前说的。“校长”曾私下对鲁道夫谈论过“刺

客”，他说：

“不过，他是不会出卖朋友的。不会的，他是一个好人……过去他总是有

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这样一来，施里加先生的道德的奇迹就化为乌有了。现在我

们来看看鲁道夫的批判的治疗所得到的真正结果。

首先，我们看到“校长”同“猫头鹰”①一起旅行到布克伐尔

农场去，想在那里恶毒地愚弄玛丽花一番。支配着他的当然是向

鲁道夫报仇的念头，而他也只能形而上学地向鲁道夫报仇，也就

是故意跟鲁道夫作对，偏要挖空心思去做“坏事”。“他夺去了我

０３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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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力，但是没有使我丢掉作恶的念头。”“校长”告诉“猫头

鹰”，为什么他叫人把她找来：

“我感到很无聊，我在这些诚实的人当中完全是孤独的。”

如果说，欧仁·苏由于他对人的自暴自弃有僧侣般的、兽性的

偏爱，以至于让“校长”跪在老泼妇“猫头鹰”和小恶棍“瘸子”①的

跟前，哀求他们不要离弃他，那末，这个大道学家是忘记了，这样就

会使“猫头鹰”感到恶魔式的自满。鲁道夫本来想要罪犯相信肉体

暴力是微不足道的，可是他用暴力弄瞎了罪犯的眼睛，结果向罪犯

证明了肉体暴力的强大；同样，欧仁·苏也在这里教“校长”恰如其

分地承认了完满的情欲的有力。他教他懂得，没有这种完满的情

欲，人就不再是男子，而变成了孩子们肆意嘲笑的对象。他使他相

信，世界应该承受他的罪恶，因为他一失掉视力，就受到了这个世

界的折磨。欧仁·苏现在剥夺了“校长”的最后一点人的幻想，因为

“校长”曾经相信“猫头鹰”对他是忠诚的。他有一次对鲁道夫说：

“她可以为我赴汤蹈火。”然而，欧仁·苏为了充分地满足自己的欲

望，竟使“校长”在极度绝望之余，脱口喊出了：

“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哟！”

他学会“祈祷”啦！于是欧仁·苏先生就在“这种对上帝仁

慈的无意的祈求中”看到了“某种天意”。

这种无意的祈祷是鲁道夫的批判的第一个结果。接踵而来的

是在布克伐尔农场上的非自愿的忏悔，在那里，“校长”梦见了被

他杀害的人的幽灵。

１３２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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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暂且放过对这个梦的极其详细的描述，转过来看看“红

手”的地窖中的情景，在那里我们会看到被批判地改造过的“校

长”，他戴着镣铐，被老鼠咬得遍体鳞伤，饿得半死不活，被“猫

头鹰”和“瘸子”折磨得疯疯癫癫，像一头野兽那样嘷叫着。“瘸

子”把“猫头鹰”交到他手里。我们且看看“校长”在动手弄死

“猫头鹰”时的情形。他不仅在表面上模仿主人公鲁道夫的样子，

挖出了“猫头鹰”的双眼，而且也在精神上学习鲁道夫的榜样，重

复他那伪善的言辞，用假仁假义的词句来掩饰自己的残暴行为。当

“猫头鹰”刚刚落入“校长”的掌握中的时候，“校长”表现出

“令人恐怖的高兴”，他的声音由于狂怒而发抖。

他说：“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不想马上就结束你的性命…… 我要以牙还

牙，你折磨了我，我现在也要折磨你…… 在杀死你以前，我要跟你长谈一

次…… 这对于你是可怕的。首先，你看到没有……自从我在布克伐尔农场

做了那个梦以来，我有了很惊人的改变……在那个梦里，我们过去的一切罪

行都显现在我的眼前，那个梦几乎使我发疯……它将来会使我发疯的……我

对自己以往的残暴感到可怕…… 我没有容许你虐待夜莺 ，不过这还是小

事…… 你把我诱骗到这个地窖里，让我在这里挨饿受冻…… 你把我一个

人留下，使我产生一些可怕的念头…… 呵，你不知道孤独是什么滋味……

 孤独洗净了我的灵魂。我不认为这是可能的…… 我也许没有以前那样坏

了，证据就是，在这里抓住你，……抓住你这个恶魔，我感到无限的快乐……

我抓住你不是为了给自己报仇，而是……而是为我们的受害者报仇…… 是

的，我要履行自己的职责，亲手惩罚自己的谋犯…… 现在我对自己以往的

行凶杀人感到恐怖，虽然这样，但我还是要毫无恐惧、完全泰然自若地用非

常残酷的手段狠狠地把你弄死，对这一点你不会感到奇怪吗？…… 你说

……你说……你懂得这点吗？”

在这不多的几句话中，“校长”匆匆地弹出了道德诡辩的全部

   即玛丽花。——编者注

２３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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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阶。

他开头的几句话是复仇心的公开表露。他宣称要以牙还牙。他

想杀死“猫头鹰”，他想用冗长的说教来延长她死前的痛苦，而他用

来折磨她的那一套话（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诡辩！）完全是道德的说

教。他硬说在布克伐尔的那一场梦感化了他。同时他又给我们揭

穿了这个梦的真正的作用，他承认这个梦几乎使他发疯，而且将来

也还是会使他发疯的。为了证明自己的改邪归正，他举出了这个事

实：他曾经阻止人们虐待玛丽花。欧仁·苏书中的人物（先是“刺

客”，在这里是“校长”），必须把他这个作家本人的意图（这种意图

决定作家使这些人物这样行动，而不是那样行动）充作他们自己思

考的结果，充作他们行动的自觉动机。他们必须经常不断地说：我

改正了这一点、那一点，以及那一点，等等。因为他们不是过着真正

有内容的生活，所以他们就只得在自己的言谈中竭力强调一些微

不足道的行为（在这里，保护玛丽花即是一例）的意义。

“校长”既然告诉了我们在布克伐尔的那场梦有着教人行善积

德的作用，那末他就还应该向我们说明，为什么欧仁·苏把他关在

地窖里。他应该表明小说作者的做法是合理的。他应该对“猫头

鹰”说，你把我关在地窖里，让老鼠来咬我，害我饱受饥渴之苦，这

种种做法促使我完全改邪归正了。孤独洗净了我的灵魂。

“校长”对“猫头鹰”发作出来的那种野兽般的嘷叫、那种肝

胆欲裂的狂怒、那种极其可怕的复仇心，是对这种道德辞令的辛

辣的嘲弄。这种种表现给我们揭穿了“校长”在牢房中所产生的

那些念头的性质。

“校长”自己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是既作为一个批判的

道学家，他就能够调和这些矛盾。

３３２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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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正是把由于“猫头鹰”落入自己掌握中而引起的“无限的快

乐”宣布为自己改邪归正的标志。他的复仇心不是自然的复仇心，

而是道德的复仇心。他不是想为自己报仇，而是想为他和“猫头

鹰”的共同的受害者报仇。他杀死“猫头鹰”并不算杀人，而是履行

职责。他不是向她报仇，而是以一个公正的法官的身分来惩罚自己

的同谋犯。他对自己以往的行凶杀人感到恐怖，虽然如此（他自己

都对自己的诡辩感到惊奇），但他却问“猫头鹰”：对这一点你不会

感到奇怪吗？——我要毫无恐惧、完全泰然自若地杀死你！同时，

由于某种未表明的道德原因，他竟然沉醉于他想去干的杀人勾当

——“狠狠地弄死”，“用非常残酷的手段弄死”——的情景中了。

“校长”杀害“猫头鹰”这件事完全符合他的性格，特别是在

她对他表现得这样残酷以后更是如此。但是，他的杀人之出于道

德的动机，他对自己因即将“狠狠地把人弄死”、用“非常残酷的

手段”杀人而惨无人性地感到快乐这一层给予道德的解释，他正

好是以犯下新的杀人罪行来证明自己对以往的杀人行凶的忏悔，

他从一个普通的杀人犯变成一个暧昧的、有道德的杀人犯；凡此

种种都是鲁道夫的批判的治疗所获得的辉煌成果。

“猫头鹰”想从“校长”的手中挣脱出来。“校长”觉察到了

这一点并牢牢地抓住她。

“你还是站着别动的好，‘猫头鹰’！我必须彻底向你说明我是怎样逐渐达

到悔悟的…… 这种解说你听起来是会不愉快的……它会向你证明，我

在为我们的受害者向你报仇的时候必须残忍才行…… 我必须赶快讲

完……当我想到我把你抓在手中的时候，我就快乐得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

……我要强迫你听我讲话，这样我就有足够的时间来使你感到死亡临近的恐

怖…… 我的眼睛瞎了……但我的思想却变成了具体有形的，所以我能够在

想像中不断鲜明地、几乎可以感触到地描绘出……我的受害者的轮廓。观念

４３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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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像物质一样铭刻在我的头脑中。如果在忏悔之余再加上严酷得可怕的赎

罪……这赎罪把我们的生活变为漫长的不眠之夜，其中充满了复仇的幻觉和

绝望的思念……那末，在受到良心的苛责并终于悔悟以后，也许会得到人们

的宽恕。”

“校长”继续滔滔不绝地大谈其虚伪的空话，这种空谈每时每

刻都显露出它的伪善。“猫头鹰”必须听他讲他怎样一步一步地达

到悔悟。这种解说对于她会是很不愉快的，因为它会证明，“校

长”的职责就是不为他自己而为他们大家的受害者来无情地向她

报仇雪恨。“校长”突然中断了他的训话。如他自己所说，他必须

“赶快”结束他的训话，因为他想到他把她抓在手中的时候，就快

乐得全身的血液完全沸腾起来，这是缩短训话的道德上的理由。然

后他又使自己的血液平静下来。原来他对她说教的这一段长时间，

对于他的报仇并不算是损失，因为这段时间“使她感到死亡临近

的恐怖”。又是一个继续说教的道德上的理由！正是因为这些道德

上的理由，所以“校长”能够泰然自若地又接着他刚才中断片刻

的地方继续说起教来。

“校长”正确地描述了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人的情形。一个人，

如果对于他感性世界变成了赤裸裸的观念，那末他就会反过来把

赤裸裸的观念变为感性的实物。他想像中的幻影成了有形的实体。

在他的心灵中形成了一种可以触摸到、可以感觉到的幻影的世界。

这就是一切虔诚的梦幻的秘密，也就是疯癫的共同的表现形式。

“校长”老是重复着鲁道夫的口头禅，说什么“痛苦异常的忏悔和

赎罪是强有力的”云云；他这样反复叨念，所以已经像个半疯半

癫的人了；他的这种现身说法，鲜明地证明了，在基督教的自认

有罪这种意识和神经错乱之间有真正的联系。同样，“校长”既把

５３２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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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之变成充满幻影的梦夜看做忏悔和赎罪的真正结果，那末他

就给我们揭穿了纯批判和基督教感化的真正的秘密。这种秘密也

就正在于人变成幻影，人的生活变成一连串的梦境。

欧仁·苏在这里感到，这瞎眼强盗对“猫头鹰”的举动会败

坏鲁道夫所启示给他的拯救灵魂的思想。所以他就在“校长”的

口中塞进了下面这句话：

“这些思想的有益的影响就在于平息了我的狂怒。”

可是，“校长”供认了他的道德愤懑不外是世俗的狂怒而已。

“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力量……决心来杀死你……不，我不能叫

你流血……这会是……杀人（他说出了事物的真正的名称）①……也许是情

有可原的杀人……但这终究是杀人。”

“猫头鹰”利用适当的时机用匕首刺伤了“校长”。现在欧仁·

苏可以让“校长”动手杀死“猫头鹰”，而不再继续道德的诡辩了。

“他痛得大叫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袭击，立刻把他的复仇心、他的暴

怒、他那嗜杀成性的本能全都激发起来，像一团烈火那样熊熊地燃烧起来，这

一切突然以非常骇人的力量爆发出来。他那先前已被震动的神智现在完全混

乱了…… 呵，你这条蛇！…… 我尝到了你的牙齿的滋味…… 你会像我

一样的没有眼睛……”

他挖掉了她的双眼。

“校长”的天性通过鲁道夫的治疗只是被伪善和诡辩装饰起

来，只是被禁欲般地压制下去；现在，当这种天性汹涌澎湃地冲

出藩篱，造成爆发的时候，这种爆发就显得更有害更可怕。欧仁

·苏承认，“校长”的理性已经被鲁道夫所策划的一切事件狠狠地

６３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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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动了；承认这一点倒是值得感谢的。

“他的理性的最后一点闪光在这惊心动魄的嘷叫中、在这该死的家伙的

嘷叫中消失了（他看见了被他杀害的人们的幽灵）①……‘校长’像一头被激

怒了的野兽那样怒吼着和咆哮着…… 他把‘猫头鹰’活活地折磨死了。”

施里加先生喃喃地叨念着：

“‘校长’不能有‘刺客’那样快的（！）②和幸运的（！）③转变（！）
④
。”

正如鲁道夫使玛丽花成了修道院的住户一样，他也使“校

长”成了毕塞特神经病院的住户。鲁道夫不仅麻痹了他的肉体力

量，而且也麻痹了他的精神力量。而这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

“校长”不仅用他的肉体力量作过孽，而且也用他的精神力量作过

孽，而按照鲁道夫的刑罚理论，凡是有罪的力量都应当消灭。

但是现在，在欧仁·苏先生那里还没有彻底完成“和恐怖的

复仇相结合的赎罪和忏悔”。于是“校长”又恢复了理智，但是由

于害怕落入法网，他假装疯癫，继续留在毕塞特。欧仁·苏先生

忘记了，“他的每一句话都应当是祈祷”，然而到最后，他的言辞

成了疯人的含糊不清的怒号和呓语。或许是欧仁·苏先生有意讥

讽地把这种生命表现跟祈祷混为一谈了吧？

在鲁道夫把“校长”的眼睛弄瞎——这也就是把人同外界隔

绝，强制他陷于深沉的灵魂孤独之中，把法律的惩罚同神学的折

磨结合起来——这种做法中所运用的刑罚观念，最突出地体现在

单人牢房制之中。因此欧仁·苏先生也就歌颂起单人牢房制来了：

“过了好几百年人们才了解，制止某种威胁社会机体的流行极快的麻疯

病（也就是监狱中的道德败坏）⑤，只有一种手段，这就是隔离罪犯。”

７３２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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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仁·苏先生赞同那些可尊敬的人们的看法，他们认为犯罪

的流行是由于监狱的设立。为了把罪犯救出邪恶的社会，他们竟

把罪犯单独一个人留在社会之中。

欧仁·苏先生声称：

“在所有那些理直气壮、不屈不挠地力求充分和绝对地实施单人牢房制

的人们的呼声中，如果我这微弱的呼声也能被人听到，那我就认为自己很幸

运了。”

欧仁·苏先生的愿望只实现了一部分。在众议院本届会议讨

论单人牢房制的问题时，甚至拥护这种制度的官方人士都不得不

承认，这种制度迟早会使囚犯发疯的。因此十年以上的徒刑都一

律改为流放。

如果托克维尔先生和波蒙先生认真地研读了欧仁·苏的小

说，那末他们就毫无疑问地会使单人牢房制得到充分和绝对的实

施。

如果说欧仁·苏为了使神智正常的罪犯成为疯人而把他们逐

出任何社会之外，那末，为了使疯人恢复理智，他就让他们回到

人类社会中来：

“经验表明，孤独对监狱中的罪犯有多少益处，它对疯人就有多少害处。”

如果说，欧仁·苏先生和他那批判的主人公鲁道夫无论是通

过天主教的刑罚理论还是通过监理会教派的单人牢房制，都未能

使法纪贫乏到只有一个秘密，那末，他们却以许多新的秘密丰富

了医学；而归根到底，发现新秘密和揭露旧秘密都同样是劳苦功

高的。对于“校长”的失明，批判的批判说出了和欧仁·苏先生

完全一致的意见：

“当人们告诉他说他已经双目失明的时候，他甚至还不相信。”

８３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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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不能相信自己的失明，因为他的确还看得见东西。欧

仁·苏先生描绘了一种新的白内障，他告诉人们许多对于群众的、

非批判的眼科学的确是秘密的东西。

瞳孔在动手术以后蒙上了一层白的颜色。显然，这是水晶体

白内障。到现在为止，这种白内障可能的确是由损伤晶体囊所引

起的，同时这几乎毫无痛苦，虽然也不是完全没有痛苦。但是，既

然医生只是用自然的方式，而不是用批判的方式获得这种结果，那

末，就只有先加以损伤，然后等它发炎并形成纤维素性渗出物，从

而使水晶体模糊不清。

在第三卷第三章中，“校长”身上出现了更大的奇迹和更大的

秘密。

盲人又复明了：

“‘猫头鹰’、‘校长’和‘瘸子’看见了牧师和玛丽花。”

如果我们不想学“复类福音作者批判”的榜样，把这种现象

解释为作家捏造的奇迹，那末我们就应该假定“校长”又去给自

己的白内障动了手术。后来他又成了瞎子。他过早地张开了自己

的眼睛，于是光线的刺激引起了发炎，结果损害了眼网膜，使他

得了无法医治的盲症。在这里，这整个过程一共只占了一秒钟，这

对于非批判的眼科学是一个新的秘密。

（ｂ）奖赏和惩罚。双重裁判（附表）

主人公鲁道夫给我们揭示了一种用赏善罚恶的方法来维护社

会的新理论。从非批判的观点来看，这种理论无非是现代社会的

理论而已。在现代社会中，赏善罚恶的事情难道还少吗？和这种

被揭露了的秘密相比，群众的共产主义者欧文是多么的非批判呵！

９３２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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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出赏罚制度是社会等级差别的神圣化，是奴隶般的屈辱状况

的完整表现。

欧仁·苏把颁发奖赏的权柄交给司法部门——刑事裁判的特

别补充，并且因不满足于单一的裁判而发明一种双重的裁判，这

可以算是一种新的揭露。可惜的是，这种被揭露了的秘密不过是

重复边沁在他的上述一书中详尽阐明过的旧学说而已。不过，欧

仁·苏先生以较之边沁更批判得无可比拟的方式论证和发展了自

己的建议，对于他的这一层荣誉是决不能抹杀的。当这位群众的

英国人还完全停留在罪恶的尘世中的时候，欧仁·苏先生的演绎

却超升到了批判的天国。欧仁·苏先生的议论如下：

“为了使恶人生畏，人们把他们所预知的天怒物质化了。为什么不把上天

对善人的奖赏也同样物质化并使人预先在尘世知道这种奖赏呢？”

按照非批判的见解，情形恰恰相反：正如人们在上天奖赏的

观念中只是把人间的雇佣仆役理想化了一样，人们在天上的刑罚

理论中也只是把尘世的刑罚理论理想化罢了。如果不是一切善人

都受到社会的奖赏，那末这也是应该如此，因为这样才能使天上

的正义显得比人间的正义到底高出一筹。

欧仁·苏先生在描述批判的奖赏裁判时，给我们提供了“妇女

的（埃德加尔先生以充分的“认识的宁静”斥责弗洛拉·特莉斯坦

的）①教条主义的例子，这种教条主义希望有一套公式，并且用现

存事物的范畴来制定公式”。欧仁·苏先生按照他所完全支持的现

行刑事裁判的每一个条款，依样画葫芦地详细描绘了他所附加的

奖赏裁判的摹本。为了使读者能一目了然起见，我们且把他所描写

０４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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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本和摹本放在一起，列为一个对照表。

批判地完成的裁判表

现行的裁判

名称：刑事裁判        

征象：手中持剑，旨在斩断恶人之

头。             

目的：惩罚恶人，监禁、凌辱、处死。

人民当知为恶受罚之可畏。

               

发现恶人的手段：警察密探、特务，

以便侦缉恶人。        

某人是否属于恶人的决定：Ｌｅｓ

ａｓｓｉｓｅｓｄｕｃｒｉｍｅ，审理罪行的陪

审法庭。官府纪录并宣布被告的罪

行，给被告以公开的报复。   

罪犯在判决后的情形：他处于高级

警察的监视之下。养活于监狱中，

国家担负其费用。       

执行判决：罪犯上断头台。

批判地补充的裁判

名称：善行裁判        征

象：手中持冠，旨在给善人加冕。

               

目的：奖赏善人，奖金、尊崇、保障

生命之安全。

人民当知为善载誉之可歌。   

发现善人的手段：道德密探、特务，

以便查访善人。        

某人是否属于善人的决定：Ａｓｓｉｓｅｓ

ｄｅｌａｖｅｒｔｕ，审理善行的陪审法

庭。官府纪录并宣布被告的善行，

给被告以公开的表彰。     

行善者在判决后的情形：他处于最

高的道德仁爱的监督之下。养活于

自己家中，国家担负其费用。  

执行判决：在处决罪犯的断头台正

对面建立一座大善人高踞其上的高

台——善行台。       

欧仁·苏先生为自己想像中的图景所深深激动，于是不禁感

叹起来：

“咳，这是乌托邦！不过请想一想，一个社会像这样组织起来该多好呵！”

１４２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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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就是社会的批判的组织。欧仁·苏责难说，这种组

织，至今仍然不过是乌托邦，然而我们倒不得不来替这种组织辩

护一下。欧仁·苏又完全忘记了他自己提及的那些每年在巴黎颁

发的“德行奖”。这些奖赏甚至是以双重的形式说置的，有奖励男

人和女人的高尚行为的物质奖赏，即ＰｒｉｘＭｏｎｔｙｏｎ〔蒙提昂奖

金〕，也有奖励品德完美的处女的Ｐｒｉｘｒｏｓｉèｒｅ 〔罗节奖〕。这里

甚至也并不缺乏欧仁·苏所要求的蔷薇花冠。

至于谈到道德密探以及最高的道德仁爱的监督，那末凡此种

种都是耶稣会派所早已设立过的。此外，“辩论日报”７９、“世纪

报”８０、“巴黎小广告”
８１
等报纸每天都在不惜巨金地纪录和宣扬巴

黎的各种证券投机商人的德行、伟绩和功德，更不用说每个政党

都各有自己的机关报来纪录和宣扬本党成员的政治上的业绩了。

老福斯就已经指出，荷马比他的众神更好。因此我们可以要

“一切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鲁道夫来对欧仁·苏的观

念负责。

除此而外，施里加先生还告诉我们：

“此外，在欧仁·苏的小说中常常有一些离开故事的主要脉络的插笔，即

各种补叙和插话，而这一切都是一种批判。”

（ｃ）消除文明中的野蛮和国家中的无法纪

消除犯罪行为及文明中的野蛮的法律预防手段，就是“国家

对处死的犯人的子弟和判处无期徒刑的犯人加以管制”。欧仁·苏

想用比较自由主义的方法来分配犯罪行为。今后，任何一个家庭

２４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ｒｏｓｉèｒｅ〔罗节〕是一个贞洁的姑娘，曾因品德高尚被奖以蔷薇花冠。——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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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应该再拥有犯罪的世袭特权，罪行的自由竞争应该战胜罪行

的垄断。

欧仁·苏消除“国家中的无法纪”的方法是：修改法国刑法典

中关于“滥用信任”的那一节，其次，特别是任命一批领取固定薪俸

的律师为穷人办事。可见，欧仁·苏先生认为，在已经设有为穷人

办事的律师的皮蒙特、荷兰及其他国家中是消除了无法纪状态的。

按照他的意见，法国的立法只有一个缺点，即没有给那些为穷人服

务的律师规定固定的薪俸，没有责成他们专为穷人服务，并且过于

缩小了法定的贫穷范围。似乎无法纪并不是正好在审判程序中开

始的，似乎在法国并不是大家都早就知道：法纪本身不提供任何东

西，而只是认可现存的关系。看来，法纪和事实的早已成为老生常

谈的区别，对于批判的小说家也许还是“巴黎的秘密”呢！

如果人们看了对法律秘密的批判揭露再看看欧仁·苏想在司

法执行官方面所进行的那些伟大改革，那就可以理解巴黎的“撒

但”报８２了。在这张报纸上，市内某区的一个居民向这位“大改革

家兼速写专家”诉苦说，他们的街道上还没有瓦斯灯。欧仁·苏

先生回答说，他将在他那部大作“终身流流的人”的第六卷中想

办法消除这种不幸。另一个区又埋怨初等教育的缺点。于是他又

答应在他的大作“终身流浪的人”的第十卷中为这个区进行初等

教育的改革。

（４）“观点”的被揭露了的秘密

“鲁道夫没有停留在他那高超的（！）①观点上…… 他不遗余力地用自

３４２神 圣 家 族

① 括弧里的惊叹号是马克思加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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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选择的方式上下左右地来领会各种观点。”（施里加语）

批判的批判的主要秘密之一，就是“观点”和用观点来评判观点。

在它的眼中，每一个人跟每一种精神产物一样，都变成了观点。

只要你一旦懂得，批判的批判的总秘密就是使陈旧的思辨的

胡说死灰复燃，那末要洞悉观点的秘密就再容易不过了。

首先，让批判自己通过族长布鲁诺·鲍威尔先生的口来谈谈

它那“观点”的理论。

“科学……从来不跟某个个人或某种特定的观点打交道…… 当然，它

也不会忘记消除某种观点的界限，只要值得在这上面花费力量和这些界限真

正具有全人类的意义；但它把这些界限看做纯粹的范畴和自我意识的规定

性，因此它只而向那些有勇气上升到自我意识的普遍性的人，即那些决不想

停留在这些界限以内的人。”（“轶文集”第二卷第１２７页）

鲍威尔的这种勇气的秘密就在于黑格尔的“现象学”。黑格尔

在“现象学”中用自我意识来代替人，因此最粉繁复杂的人类现实

在这里只是自我意识的特定的形式，只是自我意识的规定性。但自

我意识的赤裸裸的规定性是“纯粹的范畴”，是赤裸裸的“思想”，因

此，这种“思想”我能够在“纯”思维中加以扬弃并且通过纯思维来

加以克服。在黑格尔的“现象学”中，人类自我意识的各种异化形式

所具有的物质的、感觉的、实物的基础被置之不理，而全部破坏性

工作的结果就是最保守的哲学，因为这样的观点以为：既然它已经

把实物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变成“思维的东西”，变成自我意识的纯

粹规定性，而且它现在又能够把那变成了以太般的东西的敌人溶

解于“纯思维的以太”中，所以它就把这个世界征服了。因此，“现象

学”最后完全合乎逻辑地用“绝对知识”来代替全部人类现实，——

之所以用知识来代替，是因为知识是自我意识的唯一存在方式，而

４４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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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则被看做人的唯一存在方式；之所以用绝对知识来代替，

是因为自我意识只知道它自己，并且不再受任何实物世界的拘束。

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

意识，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

约的人的自我意识。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因此，他也就能

够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可是，对于坏的感性来说，对于现实的

人来说，这当然丝毫不妨碍这些界限仍然继续存在。此外，凡是表

明普遍自我意识的有限性的一切东西——人及人类世界的任何感

性、现实性、个性，在黑格尔看来都必然是界限。全部“现象学”的目

的就是要证明自我意识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

近来，鲍威尔先生把绝对知识改名为批判，而给自我意识的规

定性所换的名字则是一个听起来比较简单的术语——观点。在“轶

文集”中两个名字仍然并用，而观点也仍然是用自我意识的规定性

来作注脚的。

既然“宗教世界本身”只是作为自我意识的世界而存在，所以

批判的批判家——ｅｘｐｒｏｆｅｓｓｏ〔职业的〕神学家——就无论如何也

想不到，竟有意识和存在互相分别的世界存在；想不到，当我只是

扬弃了这个世界的想像存在，即它作为范畴或观点的存在的时候，

也就是当我改变了我自己的主观意识而并没有用真正实物的方式

改变实物的现实，即并没有改变我自己的实物现实和别人的实物

现实的时候，这个世界居然还像往昔一样继续存在。因此，存在和

思维的思辨的神秘同一，在批判那里以实践和理论的同样神秘的

同一的形式重复着。因此，对于那种仍然想有所区别于理论的实

践，对于那种仍然想有所区别于把某一特定范畴消融于“自我意识

的无限普遍性”这种做法的理论，批判便油然生出一股怒气。批判

５４２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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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理论仅限于把一切确定的东西（如国家、私有财产等）宣布

为自我意识的无限普遍性的对立物，因而也就是微不足道的东西。

其实，反而应该表明，国家、私有财产等怎样把人化为抽象，或者它

们怎样成为抽象的人的产物，而不成为单个的、具体的人的现实。

最后，不言而喻，如果说黑格尔的“现象学”尽管有其思辨的原

罪，但还是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的因素，那末鲍

威尔先生及其伙伴却相反，他们只是提供了一幅毫无内容的漫画，

这幅漫画只是满足于从某种精神产物中或从现实的关系和运动中

撷取一种规定性，把这种规定性变为想像的规定性、变为范畴，并

把这个范畴充作产物、关系或运动的观点。凡此种种做法，都是为

了能够以老成达练的姿态、洋洋得意的神气从抽象的、普遍范畴

的、普遍自我意识的观点，高高在上地傲然睨视这种规定性。

在鲁道夫看来，所有的人不是持着善的观点，就是持着恶的

观点，并且他就按照这两个不变的范畴来评价一切人；同样，在

鲍威尔先生及其伙伴看来，一些人从批判的观点出发，另一些人

则从群众的观点出发。但鲁道夫和鲍威尔等人都是把现实的人变

成了抽象的观点。

（５）揭露利用人的欲望的秘密，

或克雷门斯·达尔维尔

在此以前，鲁道夫仅限于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赏善和按照自己

的方式来罚恶。现在我们可以从一个事例看出，他怎样利用恋情

来渔利，怎样“使克雷门斯·达尔维尔的优良的天性得到适当的

发展”。

６４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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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里加先生说道：“鲁道夫给她指出了慈善事业的消遣的一面，这种思想

证明了那经历过深刻考验的鲁道夫的智慧所独有的人类知识。”

鲁道夫在同克雷门斯谈话时所使用的那些词句，如“使之引

人入胜”，“利用天生的爱好”，“施展巧计”，“利用狡黠和欺诈的

癖性”， “把根深蒂固的横暴的本能改造为高尚的品质”，等

等，——所有这些词句，就像这里完全是硬加在女性身上的那些

欲望本身一样，泄露了鲁道夫的智谋的秘密来源——傅立叶的学

说。在鲁道夫的手中，傅立叶的学说得到了通俗的阐明。

就跟上面看到的对边沁的理论的运用一样，对这个学说的运

用又成了鲁道夫的批判的财产。

年轻的侯爵夫人应该不是在慈善事业本身中去寻求自己人类

本质的满足，她应该不是在慈善事业本身中获得活动的人性内容

和目的，从而也得到消遣。不，相反地，慈善事业只是一种外在

的理由，只是一种借口，只是一种供消遣用的材料，这种消遣能

够同样得心应手地把其他任何一种材料变成自己的内容。贫穷被

有意识地用来使慈善家享受“风流韵事的乐趣，让他满足猎奇、冒

险和乔装的欲望，使他陶醉于自己的超群出众，使他感到神经的

激动，等等”。

这样一来，鲁道夫无意中说出了早已公开的秘密：人的贫穷、

使人不得不接受施舍的那种极度窘迫的境遇，都应供金钱贵族和

知识贵族娱乐，应当作为满足他们的自私欲、供他们摆架子和消

遣的对象。

在德国有许多慈善协会，在法国有不少慈善社团，在英国也举

办无数唐·吉诃德式的慈善事业，如为赈济穷人举办的音乐会、舞

会、义演、义餐，甚至为遭遇不幸的人募捐，——这一切都没有任何

７４２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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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意思。由此可见，慈善事业也早就已经当做消遣来举办了。

侯爵夫人一听到《ａｍｕｓａｎｔ》〔“消遣的”〕这个词，便突然无

缘无故地转变过来，这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她的痊愈是否能持久，或

者更正确些说，这种转变只在表面上看来是突然的和无缘无故的，

只在表面上看来是由鲁道夫把慈善事业描述为消遣而引起的。侯

爵夫人爱上了鲁道夫，而鲁道夫也打算跟她一块乔装变服，跟她

私通，跟她一起搞种种慈善性的猎奇活动。后来，侯爵夫人在对

圣拉扎监狱作慈善性的参观时，暴露了她对玛丽花的忌妒，并且

由于她对自己的这种忌妒心抱着慈善的态度，所以在鲁道夫面前

闭口不谈玛丽的被捕。鲁道夫至多只能教会一个不幸的女人跟不

幸的人们演笨拙的笑剧而已。鲁道夫所发明的慈善事业的秘密被

巴黎的一个纨裤公子泄露了。这位纨裤公子在跳舞之后，邀请自

己的舞伴去晚餐，他说：

“呵！夫人。为救济这些穷波兰人，只跳几次舞还不能算尽到心了呀……

做善人就做到底吧！……现在我们去吃一顿为这些穷人义卖的晚餐吧！”

（６）揭露妇女解放的秘密，或路易莎·莫莱尔

在路易莎·莫莱尔被捕时，鲁道夫趁机发表了一通议论，这

些议论可以概括如下：

“主人经常用恫吓、平白无故的殴打或主奴关系的本性所产生的其他情

况来虐待女仆。他陷女仆于不幸，使她遭受羞辱并迫使她去犯罪。法律不触动

这些关系…… 实际上迫使少女去杀害婴儿的罪犯却并不受到惩罚。”

鲁道夫的议论甚至不能扩展到对主奴关系本身加以圣明的批

判。他虽然是个小统治者，但却是这种关系的大卫道者。鲁道夫

８４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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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未能了解妇女在现代社会中的一般状况的非人性。他完全忠实

于他以前的理论，所以，只感到缺少一条惩办诱奸者并把忏悔和

赎罪跟严厉的惩治结合起来的法律。

鲁道夫要能够去仔细考察一下其他国家的现行立法就好了。

英国的立法正实现着他的一切愿望。它由于过分周到（布莱克斯

顿对这一点称颂不止），竟对诱奸娼妓的人也加以背信弃义的罪

名。

施里加先生奏起了欢迎曲：

“鲁道夫（！）①就是这样（！）
②
想的（！）

③
。现在把这些思想和你关于妇女

解放的幻想比较一下吧。在这些思想中你几乎可以用手触摸到解放事业，而

你一开始就过于讲求实际，所以你经常因你的努力落空而遭到失败。”

无论如何，我们得感谢施里加先生揭露了一个秘密：某种事

业在思想中几乎可以用手触摸得到。至于他非常可笑地把鲁道夫

跟那些宣扬妇女解放的人相比这件事，那末让读者来比较一下鲁

道夫的思想和傅立叶的下述（就算是）“幻想”：

“通奸、诱奸给诱奸者带来光荣，并被当做风流韵事…… 但可怜的姑娘

呵！杀害婴儿，这是怎样的罪行呵！如果她重视自己的名誉，她就必须消灭

丑行的痕迹，而如果她因为这个世界的偏见而牺牲自己的婴儿，那末她就会

受到更大的羞辱并成为法律偏见的牺牲品…… 这就是一切文明的机械论

所描绘的恶性循环。”

“年轻的姑娘对于任何一个想把她变为自己独占财产的买主来说，难道

不是一种商品吗？…… 正像在文法中两个否定构成一个肯定一样，在婚姻

交易中也是两个卖淫构成一桩德行。”

“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

９４２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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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

“侮辱女性既是文明的本质特征，也是野蛮的本质特征，区别只在于：野

蛮以简单的形式所犯下的罪恶，文明都赋之以复杂的、暧昧的、两面性的、伪

善的存在形式…… 对于使妇女陷于奴隶状态这件事，男人自己比任何人都

更应该受到惩罚。”（傅立叶）８３

把傅立叶关于婚姻问题的精辟的评述以及法国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派

别的著作拿来同鲁道夫的论断对比，完全是多余的。

小说家从社会主义文献中所挑选出来的这些忧伤的片断，揭露了批判的

批判仍然茫无所知的“秘密”。

（７）揭露政治经济的秘密

（ａ）从理论上揭露政治经济的秘密

  第一点揭露：富有常常使人挥霍无度，挥霍无度则使人

破产。

第二点揭露：刚才所指出的富有的后果是由于富家子弟缺乏

教养的缘故。

第三点揭露：继承权和私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也必

须是这样。

第四点揭露：富豪在道德上有责任向工人说明他使用自己财

产的理由。大宗财产就是托付给英明、坚定、敏捷而宽厚的人的

继承钱财、封建采邑；同时也委托这种人卓有成效地处理这宗财

产，把它用来影响一切有幸受这大宗财产的辉煌的济世灵光所庇

祐的事物，使其富有成效、日益兴盛、日臻完善。

第五点揭露：国家应该以个人节俭的基本原理来教导阅历不

深的富家子弟。国家应该使富有道德化。

０５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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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点揭露：最后，国家应该研究解决劳动组织这个重

大的问题。它应该提供资本和劳动联合的有效例证，并且要是这

样的联合：它井井有条、公平合理，它既保证工人的福利，又不

损害富人的财产，它用互相倾慕、互相感激的纽带把这两个阶级

联系在一起，从而永远保证国家的安宁。

因为国家暂时还没有采用这种理论，所以鲁道夫就亲自提供

几个实际的范例。这些范例暴露了这样的秘密：最为人所熟悉的

经济关系对于欧仁·苏先生、鲁道夫先生和批判的批判却还是

“秘密”。

（ｂ）“贫民银行”

鲁道夫创立了贫民银行。这个批判的贫民银行的章程如下：

银行的主旨是对规矩的有家室的工人在失业期间予以救济。

它应该代替施舍和当铺。它每年有１２０００法郎的收入，发放２０到

４０法郎一份的无息救济贷款。在开始的时候，它只在住着大部分

工人的巴黎第七区展开活动。要求救济的男工或女工必须持有自

己的最后一家雇主的证明书，上面确认他（或她）的行为规矩并

载明他（或她）被解雇的原因和日期。这笔贷款于债务人重新找

到工作的时候开始归还，每月偿还全部贷款的六分之一或十二分

之一，听债务人的自便。偿还贷款的保障是具有誓言的借约。此

外，还需要另外有两个工人来担保贷款受主的誓言。因为贫民银

行的批判的目的是减轻工人生活中的一个最不幸的灾难——工作

中断，所以根本只有失业者才能受到救济。主管这个机构的热尔

门先生所得的年薪是１００００法郎。

现在我们用群众的眼光来看看批判的政治经济的实践。银行

１５２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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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收入共计１２０００法郎。一个人发给贷款２０至４０法郎，因

此平均每人３０法郎。第七区的“贫苦”工人的数目，据官方的承

认，至少是４０００人。这样，每年能救济４００个工人，即第七区的

最贫苦的工人的十分之一。就算失业的平均时间是四个月即十六

个星期——对于巴黎，这个数字是太小了。要是把３０法郎分十六

个星期去用，那末每个星期的所得就不到３７个苏零３生丁，也就

是一天的所得少于２７个生丁。在法国，一个囚犯每天的开支平均

是４７个多生丁，其中仅饮食一项就要用去３０多个生丁。而且鲁

道夫所救济的工人是有家室的。就算除夫妇二人外，一家平均只

有两个小孩，那末２７个生丁就必须分配给四个人用。房租每天至

少是１５个生丁，于是，剩下的就只有１２个生丁了。一个囚犯所

吃的面包，平均起来大约要花１４个生丁。可见，工人和他的家庭

从批判的银行所得的全部现金，如果撇开其他一切需要不计，只

够买不及他本人需要量的四分之一的面包，所以工人就只得饿死，

否则他就得采取这家贫民银行所图谋防止的那些手段，即典当、乞

讨、偷窃和卖淫。

可是，无情批判的伟人对于银行的经理却是照顾得挺周到的。

每年经管的收入总共是１２０００法郎，而经理的年薪却是１００００法

郎。因此，管理费占总金额的４５％，也就是说，比巴黎其他群众的

贫民办事机构的管理费几乎多两倍，因为这类机构的管理费用大

约只占全部开支的１７％。

就姑且承认贫民银行所给予的救济是真正的救济而不只是虚

幻的救济，可是这个由一切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所发明的

机构，仍然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幻想上：只要改变一下劳动报酬的

分配办法，就可以使工人生活一整年。

２５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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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散文的形式来表达，那就是：７５０万个法国工人每人的收入

只有９１个法郎，其他７５０万个法国工人每人的收入只有１２０法

郎。可见，已经有１５００万个工人的收入比维持生活的绝对必需费

用为少。

批判的贫民银行的用意，按照合理的解释，就在于从工人在

业期间的工资中扣除他在失业期间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费用。是

我在他失业期间先给他一笔钱，以便他在开始工作时再还给我呢，

还是他在工作期间先给我一笔钱，我在他失业期间再把钱还给他

呢，这反正都一样。无论是这样还是那样，都总是他在有工作时

把他在失业时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交给我。

这样看来，“纯粹的”贫民银行所不同于群众的储蓄银行的，

只是两种非常奇异、非常批判的特点：第一是银行贷款给 àｆｏｎｄｓ

ｐｅｒｄｕｓ〔无望的债务人〕，荒唐地断定：当工人想归还贷款的时候

就一定能归还，而当工人能归还的时候就总是想归还的；其次是

银行一点也不给工人的存款支付利息。只是因为存款在这里是采

取预支的形式，所以银行认为它本身不向工人索取利息就已经是

天大的好事了。

可见，批判的贫民银行不同于群众的储蓄银行的，就是工人

失掉利息，银行失掉资本。

（ｃ）布克伐尔的模范农场

鲁道夫在布克伐尔建立了一所模范农场。这个地点选择得非

常恰当，因为这里还保留着封建时代的遗迹——封建城堡。

在这个农场作工的六个男工，每人每年可得工资１５０埃巨或

４５０法郎，每个女工每年可得工资６０埃巨或１８０法郎。此外，他

３５２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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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还有免费的膳食和免费的住房。布克伐尔工人的日常膳食是一

“大”份火腿、一份不很少的羊肉和一块不很小的牛肉，此外还有

作为副食的两种凉拌菜、两大块干酪、土豆、苹果酒，等等。六

个男工每人的工作量比法国的一般雇农多一倍。

法国每年的全部收入，按人数平均分配每人只有９３法郎，法

国直接从事农业的人数等于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所以由此可以

得出结论，如果普遍效法这位德国哈利发①的模范农场，那末不仅

在国民财富的分配方面，而且在国民财富的生产方面，都要引起

一场革命。

从上述种种可以看出，鲁道夫之所以能够把生产这样大大扩

充，只是由于他要每个工人比以往多工作一倍，而使每个工人耗

费的食物也比以前多五倍。

既然法国的农民已经异常勤勉，那末多工作一倍的工人就应

当是超人的大力士了；“大”量的肉菜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以，

我们有理由假定，这六个工人每人每天至少要消费一磅肉。

如果把法国生产的全部肉类加以平均分配，那末每一个人每

天所得到的肉就不到四分之一磅。由此可见，鲁道夫的范例在这

方面也会引起一场怎样的革命。这样，单只是农业居民所消费的

肉类就会多于全法国的肉类生产量，所以，这种批判的改革最后

就会完全消灭法国的畜牧业。

从布克伐尔农场经理沙特林②老爹的眼目看来，鲁道夫除了

给工人高额的工资和丰盛的膳食以外，还把农场总收入的五分之

一给了工人，这笔钱正是他的地租。本来按平均计算，通常除了

４５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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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生产费用和耗费于生产中的资本的利润而外，法国的地主一

般还剩下五分之一的总收入，或者换句话说，作为地租的份额等

于总收入的五分之一。鲁道夫过分增加了用来酬劳工人的费用

（根据夏普塔尔的著作“论法国的国民经济”８４第一卷第２３９页，一

个作雇工的法国农民全年收入的平均数是１２０法郎），因而无可争

辩地过分减少了他所耗费的资本所应得的利润；其次，他把自己

的全部地租都送给了工人；尽管这样，沙特林老爹仍然告诉我们，

由于使用这种方法，殿下增加了自己的收入，从而也鼓舞了其他

非批判的地主去经营这样的农场。

布克伐尔的模范农场不过是幻想的空中楼阁而已；它的潜在

基金不是布克伐尔土地的天然富源，而是鲁道夫所拥有的神奇的

福尔土纳特８５的钱袋。

于是批判的批判就此喧嚷起来：

“从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整个计划不是乌托邦。”

只有批判的批判才能在第一眼就看出福尔土纳特的钱袋不是

乌托邦。批判的第一眼乃是“凶恶的一眼”。

（８）鲁道夫，“一切秘密本身的

被揭露了的秘密”

使鲁道夫能够实现其全部救世事业和神奇治疗的万应灵丹不

是他的漂亮话，而是他的现钱。道学家们就是这样的——傅立叶

说。要模仿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就必须是百万富翁。

道德就是“行动上的软弱无力”８６。它一和恶习斗争，就遭到

失败。而鲁道夫甚至还没有提高到至少是建立在人类尊严这种意

５５２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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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之上的独立道德的观点。相反地，他的道德是建立在人类软弱

无力这种意识之上的。他是神学道德的代表。我们已经详细考察

了鲁道夫用衡量世界的基督教的固执观念（诸如“慈善事业”、

“无比忠顺”、“克己”、“忏悔”、“善与恶”、“赏与罚”、“可怕的惩

治”、“隐遁”、“拯救灵魂”，等等）所建立的英雄业绩，也表明了

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滑稽戏而已。现在我们只要再分析一下鲁道夫

这个“一切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或被揭露了的“纯批

判”的秘密的个人性格就够了。

还在我们这位批判的海格立斯的少年时代，“善”与“恶”的

对立就已经以两个化身——鲁道夫的两位教师穆尔弗和波利多里

——出现在他的面前。前者教他行善，而且本人是“善人”。后者

教他作恶，而且本人是“恶人”。为了使这种构思在平庸方面不逊

于其他伦理小说的类似构思，“善人”穆尔弗必须被描写为不太

“有学问”、“在智能方面”不“特别突出”的人。可是他诚实、单

纯、沉默寡言，常常以高贵的姿态，用可耻、下流之类的字眼来

痛斥邪恶的事情，对卑鄙下贱的行为感到深恶痛绝。如果用黑格

尔的话来说，可以说他是诚实地把善和真的旋律变成了各种音调

的平均化的东西，也就是变成了一个音符。

相反地，波利多里却是一个聪明绝顶、学识渊博、教养有素

的奇材，但同时也是一个“最没有道德”的人，并且满脑子都是

“最可怕的怀疑论”，作为年轻的虔诚的法国资产阶级的代表，欧

仁·苏对此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对于欧仁·苏和他的主人公的精力和

教养，可以根据怀疑论使他们感到惊惶失措这一点来加以判断。

施里加先生说：“穆尔弗同时就意味着１月１３日的永世难忘的罪过和通

过无比爱戴鲁道夫这个人物并为他作自我牺牲来永远赎补这个罪过。”

６５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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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跟鲁道夫是全世界的ｄｅｕｓｅｘｍａｃｈｉｎａ〔从机器里出来的

神〕 和耶稣基督一样，穆尔弗也是鲁道夫个人的ｄｅｕｓｅｘｍａ－

ｃｈｉｎａ〔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和耶稣基督。

“鲁道夫和拯救人类、鲁道夫和实现人类本质的完美，这对于穆尔弗来说

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献身于这个统一的整体不是出于那种愚蠢如

狗的奴隶般的忠顺，而是有充分的自觉和自主的。”

可见，穆尔弗是一个文明的、自觉的、自主的奴隶。像公爵的每

个奴仆一样，他把自己的主人看做人类的救主。格劳恩①奉承穆尔

弗，称他为“勇敢无畏的护从”。鲁道夫自己称他为仆人的模范，而

他也确实是个模范的仆人。欧仁·苏告诉我们，他ｔêｔｅ－ａ－ｔêｔｅ

〔私下〕总是严格不苟地称鲁道夫为“殿下”。有旁人在场时，为了保

守匿名微行的秘密，他口里虽然叫“先生”，但心中还是称“殿下”。

“穆尔弗揭开了秘密的秘幕，但这只是为了鲁道夫。他帮助了摧毁秘密本

身的实力的工作。”

关于把穆尔弗跟最简单的人世关系隔绝开来的秘幕之严密，

可以从他跟格劳恩公使的一席谈话中得出一个印象。穆尔弗以必

不得已的情况下的法定自卫权为由，得出结论说，鲁道夫有权以秘

密刑法官的身分来弄瞎绑得紧紧的和“赤手空拳的”“校长”。他描

述鲁道夫将怎样在法庭面前陈述自己的“高尚”行为，将以怎样华

丽的词句来炫耀自己，将怎样吐露自己的伟大心思；这种种描述，

说明他够得上做一个刚刚读完席勒的“强盗”的文科中学生。穆尔

   在古代的戏院里，扮演神的演员由特殊的机械装置送出舞台；这句话的转义

就是指那种突然出现以挽救危局的人。——编者注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鲁道夫的驻法公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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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让世界来解决的唯一秘密，就是这个问题：他在扮演运煤工人的

角色时用什么东西涂在自己脸上，是用煤灰呢，还是用黑颜料。

“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四

十九节）“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

善的人。”（“保罗达罗马人书”第二章第九—十节）

鲁道夫自己把自己当做这种天使。他降临人世，以便从义人

中把恶人分别出来，奖赏善人，惩罚恶人。善恶的观念在他那虚

弱的头脑中铭刻极深，以至于他竟相信真有魔鬼，并且像昔日波

恩的扎克教授那样，竟想活捉恶魔。相反地，另一方面他又企图

把魔与神的对立以缩图的形式复制出来。他爱“起一些天命的作

用”。正像在现实中一切差别日益汇合为贫富之间的差别一样，在

观念中一切贵族的差别也在变成善恶之间的对立。这种差别是贵

族给自己的偏见所赋予的最后形式。鲁道夫把自己归入善人之列，

而恶人之存在，是为了使他能因自身的完美而怡然自得。现在我

们再进一步观察这个“善人”。

鲁道夫先生的行善和挥霍就跟“一千零一夜”中巴格达的哈

利发一模一样。如果他不像吸血鬼一样吸尽他那小小的德意志公

国的膏血，他就不能过这样的生活。根据欧仁·苏先生本人的描

写，鲁道夫要是没有一个法国侯爵的庇护因而免于被迫退位，那

末他已经属于那些沦为附庸的德国公爵８７之列了。根据这个事实

就可以判断他那个公国的大小。其次，鲁道夫对他自身的地位的

估价批判到何种程度，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他这个小小的德国

诸侯，竟认为在巴黎必须半匿名微行，以免引起别人对自己的注

意。他有意随身携带一名宰相同行，其批判的目的就是要这个宰

相为他代表“自主权力的戏剧性的和儿戏的一面”；好像一个小小

８５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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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诸侯除了自己和自己的镜子以外，还需要第三个什么自主权力

的戏剧性的和儿戏的一面的代表似的。鲁道夫也影响了自己的从

人们，使他们同样批判地不了解自己的作用和意义。例如，仆从

穆尔弗和公使格劳恩就没有发觉，巴黎代办巴第诺①先生怎样嘲

弄他们，假装把他们的私人委托看做国家大事，并且讥讽地信口

开河，大谈其

“在各种非常不同的利益和国家的命运之间可能存在的玄妙关系”。“是

的”——鲁道夫的公使报告说——“有时他竟厚颜无耻地对我说：‘在管理国

家的事业中有多少为人民所不知道的错综复杂的纠葛呵！没有人会说，男爵

先生，我呈交给您的报告书对于欧洲事务的进程有影响，可是事实的确如

此。’”

公使和穆尔弗认为厚颜无耻的事不是有人期望他们去影响欧

洲事务，而是巴第诺把自己的卑贱职业理想化到这种程度。

我们先来回忆一下鲁道夫的家庭生活中的一个场面。鲁道夫

告诉穆尔弗说，他“现在突然间感到很骄傲和快乐”。可是马上他

又发起脾气来了，因为穆尔弗不想回答他一个问题。他对穆尔弗

喊道：“我命令你说话！”穆尔弗请求他不要命令。鲁道夫对他说：

“我不喜欢沉默无言。”他不能自制，竟然有失身分地说起粗话来。

他提醒穆尔弗说，对于他的一切效劳他都是有报酬的。一直到穆

尔弗提醒他１月１３日那件事以后，他才平静下来。在这场风波以

后，穆尔弗的奴才本性又显露了出来，他只是在一刹那间才让自

己忘其所以的。他揪自己的“头发”，不过幸好他没有头发；他感

到心灰意懒，因为他曾一度对自己那位显贵的老爷表现得有些粗

９５２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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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而这位老爷是把他称为“仆人的模范”，称为“我的善良、老

成、忠实的穆尔弗”的。

鲁道夫并未因他自己有这些邪恶的表现而感到惶惑不安，他

随后又重复他那固执的“善”“恶”观念，并且宣扬他在行善中所做

出的成绩。他把施舍和怜悯称为他那受到创伤的心灵的纯洁而虔

诚的慰借。对于被唾弃的卑贱的众生滥加施舍和怜悯，据说是一种

非常可怕的、离经叛道的亵渎圣物的行为。道理很清楚，怜悯和施

舍是他的心灵的慰借，因此玷污它们就是亵渎圣物。这就等于“引

起人们对上帝的怀疑；而凡有所施，均应感化人们信仰上帝”。对被

唾弃者加以施舍，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呵！

鲁道夫认为自己的心灵的每一个运动都具有无限的重要性。

因此，他经常对它们进行观察和评价。例如，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场

面中，狂人对穆尔弗发了一阵脾气，但他却聊以自慰地说，他之所

以这样，是因为玛丽花的遭遇使他感到很伤心。“我伤心到流出了

眼泪，可是人们还责备我漠不关心、冷酷无情、无动于中！”他这样

证明了自己固有的善良以后，就对“邪恶”、对玛丽的无人知晓的母

亲的恶行痛斥了一番，并且尽量装出郑重其事的样子对穆尔弗说：

“你知道，我非常重视某种复仇行为，非常珍贵某种痛苦。”同时他

还扮出一付恶魔的怪相，吓得这个忠实的奴仆大声惊叫起来：“唉

哟，殿下！”这位显贵的老爷很像“青年英国”８８社的活动家，他们也

想改革世界，建立丰功伟绩，并且染上了类似的歇斯底里症。

关于鲁道夫进行的种种猎奇和他经历的种种遭遇，我们首先

可以在他那热中于猎奇的天性中找到缘由。他喜爱“风流韵事、消

遣、猎奇、乔装”；他的“好奇心”是“贪得无厌”的；他感到“需要生气

蓬勃的、火热的激情”，他“热烈地渴求强烈的神经激动”。

０６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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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些天生的癖性，在他那想起天命的作用和想按照自己的

固执的幻想来改革世界的渴望中获得了支持。

决定他对别人的态度的，不是某种抽象的固执观念，就是一

些完全个人的、偶然的动机。

例如，他解救黑人医生大卫及其情妇，不是出于这些人的命运

所引起的直接的人类同情心，不是为了解放他们本身，而是为了要

对奴隶主维里斯起天命的作用和惩罚他的不信上帝。例如，对他说

来，“校长”是他为了运用自己早已泡制出来的刑罚理论所欲得之

物。另一方面，穆尔弗跟格劳恩公使的一席谈话也使我们有可能更

深入地观察那些决定鲁道夫的高尚行为的纯个人动机。

殿下所以关心玛丽花，正如穆尔弗所说，“如果撇开”穷人的命

运所引起的怜悯不谈，是因为他的女儿（他因为失去了她而感到十

分悲痛）如果还在的话这时也是这么大年龄了。鲁道夫对达尔维尔

侯爵夫人的同情，“如果撇开”他那博爱的怪癖不谈，是由于这样一

种个人性质的原因：如果没有老达尔维尔侯爵及其和亚历山大皇

帝的友谊，鲁道夫的父亲早就被排除于德国君主的行列之外了。

他对若尔日夫人的仁慈和对她儿子热尔门的关心也是由于同

一原因。若尔日夫人属于达尔维尔家族。

“可怜的若尔日夫人之不断受到殿下的恩惠，与其说是由于这种族谊关

系，还不如说是由于她自己的不幸和自己的德行。”

辩护士穆尔弗竭力用“主要是”、“如果撇开不谈”、“还不如

说”这样一些词句来掩饰鲁道夫的暧昧的动机。

最后，鲁道夫的整个性格完全表现为一种“纯粹的”伪善，正

因为这样，所以他竟可以当自己的面和当别人的面，巧妙地把自

己的邪恶的情欲的发泄描述为对恶人的情欲的愤怒。这种手法使

１６２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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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起了批判的批判的类似手法；批判的批判也是把自身的愚

蠢硬说成群众的愚蠢，把自己对世界在它之外的发展所进行的恶

毒攻击，硬说成是这个世界对发展所进行的恶毒攻击，最后，把

自己的利己主义（它以为自己汲取了、吸收了全部精神）硬说成

群众对精神的利己主义式的抵抗。

我们将说明鲁道夫的“纯粹的”伪善怎样表现在他对“校

长”、对萨拉·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以及对公证人雅克·弗兰的

行为中。

鲁道夫劝诱“校长”到他的住所去偷盗，以便将他诱入圈套

并将他捕获。这时他所考虑的远不是全人类的利益，而是纯个人

的利益。“校长”持有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的文书夹，而鲁道夫

很想把这个文书夹弄到自己手里。关于鲁道夫ｔêｔｅ－ａ－ｔêｔｅ〔私

下〕对“校长”的打算，在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明显的描述：

“鲁道夫感到了难以忍受的忧虑。如果他放过了这个捕获‘校长’的有利

机会，那末，毫无疑问，这样的机会就决不会再碰到了。而鲁道夫非常想占

有的那一切秘密，则都会被这个强盗随身带走。”

鲁道夫捕获了“校长”，也就等于获得了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

人的文书夹。他捕获“校长”是出于个人利益。他弄瞎“校长”的

眼睛也是出于个人的激情。

“刺客”对鲁道夫讲述“校长”同穆尔弗的争斗，并且认为

“校长”之所以顽强抵抗是由于他知道什么命运将落到他的头上。

这时，鲁道夫回答说：“他不知道。”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神色

很忧郁，脸也由于前面谈到的那种近于凶恶的表情而显得变了

样”。复仇的念头完全控制了他，他预先尝到了野蛮地惩罚“校

长”的那种粗野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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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当被鲁道夫定为复仇工具的黑人医生大卫出现的时候，

鲁道夫就高喊：“复仇！……复仇！……”鲁道夫是在“酷烈的盛

怒”之下喊出这几个字的。

他心中充满了酷烈的盛怒。于是他附着医生的耳朵密授他的

计谋，当医生因恐怖而战栗的时候，他便马上巧妙地大谈其

“纯”理论的动机来掩饰个人的复仇心。他说，这只是“运用”那

早就时常闪现在他的高尚的头脑中的“观念”，并且他还没忘记油

腔滑调地补充一句：“他将来还是有悔改的无限境界的。”他这是

模仿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做法，这类宗教裁判所在把判定有罪的

人交给世俗的法庭烧死的同时，总是要来一套虚伪的祈祷，祈求

赐予悔过的罪人以仁慈。

自然，当审讯和惩处“校长”的时候，殿下就坐在自己那间

异常舒适的私室里，穿一件长长的、黑得异常的袍子，脸色苍白

得非常刺目，并且，为了完全和法庭的情景一模一样，他面前还

摆着一张长桌，桌上陈列着各种物证。先前当他把弄瞎眼睛的计

谋通知“刺客”和医生时所显露出的那种野蛮和复仇的表情，现

在当然应该从他脸上消逝得无影无踪。现在他在我们面前必须表

现得“沉静、忧愁而审慎”，摆出一付非常可笑的郑重其事的姿态，

俨然以世界法官自居。

为了使人们对弄瞎眼睛一事的动机的“纯洁性”没有任何怀

疑的余地，愚钝的穆尔弗对格劳恩公使表白了一番：

“严厉惩罚‘校长’的目的主要是替我向这个阴险的杀人犯报仇。”

当鲁道夫单独跟穆尔弗在一起的时候，他吐露了自己的心思：

“我对恶徒们的憎恨……更加强烈了，我对萨拉的厌恶愈来愈增长，当然

罗，这是随着我女儿的死所给予我的悲痛的加深而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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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道夫告诉我们，他对恶徒们的憎恨是很强烈的。自然，他的

憎恨是批判的、纯粹的、道德的憎恨，是对恶人的憎恨，因为他们是

邪恶的。因此他把这种憎恨看做他在行善方面的一个进步。

但是马上就暴露出，道德憎恨的这种加深无非是一种伪善的

口实，他就用这种口实来掩饰他对萨拉的个人厌恶的增长。不确

定的道德的幻影——对恶人的憎恨的加深，只不过是确定的不道

德的事实——对萨拉的厌恶的增长——的掩饰罢了。引起这种厌

恶的是一种十分自然、十分个人性质的原因，即他个人的悲痛。这

种悲痛也就是他的厌恶的尺度。当然罗！

鲁道夫在跟临终的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会面时，表现了更

加令人憎恶的伪善。

在揭露了玛丽花是鲁道夫和伯爵夫人的女儿这个秘密以后，

鲁道夫“做出威胁的、残忍的样子”走近伯爵夫人身边。伯爵夫

人祈求他的怜悯。

他回答说：“对你没有怜悯，你该死……你这个恶魔，我和我的家族的恶

魔！”

这样看来，他是想为“家族”报仇了。接着他告诉伯爵夫人：他

为了赎补弑父的罪过，发誓要周游世界，在世界上赏善罚恶。鲁道

夫折磨伯爵夫人，他忿激如狂，但是在他自己的眼中，他只是在执

行他在１月１３日以后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严究邪恶”。

当他起身走出门的时候，萨拉喊叫起来：“可怜可怜我吧，我

快死啦！”

“‘死就死吧，该死的东西！’曾道夫怒不可遏地说。”

最后这句话—— “怒不可遏”——给我们揭示了鲁道夫的种

４６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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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行为的纯粹的、批判的和道德的动机。正是这种盛怒使他对他

那——如施里加先生所说——已经归天的父亲挥动过宝剑。作为

一个纯粹的批判家，他不同自己身上的这种邪恶作斗争，而是竭

力去制服别人身上的邪恶。

最后，鲁道夫自己取消了他的天主教刑罚理论。他想废除死

刑，想把惩罚变为忏悔，但这只是在杀人犯杀害别人和不触犯鲁

道夫的家属的时候才是如此。只要鲁道夫的亲属中有一个人遭到

杀害，他马上便会采用死刑；他需要双重的立法：一种适用于他

这个伟人，另一种适用于凡人。

他从萨拉那里知道雅克·弗兰对玛丽花之死负有罪责。他自

言自语地说：

“不，这不够……复仇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烧着！……真是嗜血的欲望！

……真是不动声色的深思熟虑的盛怒！……在我还不知道这个坏蛋害死的人

当中有一个是我的孩子的时候，我还对自己说，弄死这个人没有好处……生

活而没有钱，生活而不能满足他那疯狂的情欲，这将是长久的、加倍的折磨

……但这是
·
我
·
的女儿呀！……我要杀死这个人！”

他冲过去杀害雅克·弗兰，但是他发现雅克·弗兰已处于无

需杀害的景况中了。

好一个“善良的”鲁道夫呵！他那狂热的复仇心，他那嗜血

的欲望，他那不动声色的深思熟虑的盛怒，他那诡诈地掩饰自己

心灵的每一种恶念的伪善，凡此种种，正是他用来作为挖出别人

眼睛的罪名的那些邪恶的情欲。只是因为幸运、金钱和官衔，这

个“善人”才得以免受牢狱之灾。

为了弥补这位唐·吉诃德在其他各方面的渺小，“批判的威

力”使他成了“善良的房客”、“善良的邻居”、“善良的朋友”、

５６２神 圣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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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的父亲”、“善良的资产者”、“善良的公民”、“善良的君主”；

而且，施里加先生的赞歌的这个音阶还在那里回响不已。这比

“人类在其整个历史上”所获得的全部成果还要多。单是这，就足

以使鲁道夫两次拯救“世界”于“灭亡”了。

６６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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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章

批判的末日的审判

  批判的批判曾两次通过鲁道夫拯救世界免于灭亡，但这只是

为了现在能够亲自宣布世界的灭亡。

我们又听见并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希采尔高踞于苏黎世的上

空，并划破空际飞向远方；他手里拿着书卷是展开的，好像是

“文学总汇报”第５期；他右脚踏群众，左脚踏沙洛顿堡；大声呼

喊，好像狮子吼叫，他的每一句话像鸽子一样，卟喳！卟喳！飞

上批判的末日的审判的感染力和雷鸣般的外貌的境界。

“当一切终于汇合起来反对批判的时候（我确实，确实对你们说过， 这

个日子已经不远了），当整个正在崩溃的世界（命运注定它与圣徒争战）为了

最后的攻击而在它的四周结成集团的时候，那时批判的勇敢和作用就会博得

最大的承认。我们不必为斗争的结局担忧。一切的结局将会是这样：我们对

各个集团分别加以清算（我们把他们彼此分开，好像牧人把山羊和绵羊分开

一样，我们把绵羊赶到右边，把山羊赶到左边），并给敌对的骑士们拿出有关

贫困的全部证据（这是魔鬼的灵，出去到普天之下，叫大家在神全能者的大

日聚集争战），这样，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将为之一惊。”８９

天使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

   《Ｄｉｅｓｉｒａｅ，ｄｉｅｓｉｌｌａ

Ｓｏｌｖｅｔｓａｅｃｌｕｍｉｎｆａｖｉｌｌａ．

   在这段引文里马克思加了一些讽刺性的插语。——编者注

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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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ｕｄｅｘｅｒｇｏｃｕｍｓｅｄｅｂｉｔ，

Ｑｕｉｄｑｕｉｄｌａｔｅｔ，ａｐｐａｒｅｂｉｔ，

Ｎｉｌｉｎｕｌｔｕｍｒｅｍａｎｅｂｉｔ．

Ｑｕｉｄｓｕｍ，ｍｉｓｅｒ，ｔｕｎｃｄｉｃｔｕｒｕｓ？》ｅｃｔ．

你们可以听到交战时的喧嚣声和士兵的杀喊之声。这一切在

开始时都必须经过。因为，接着就会出现冒牌基督和冒牌先知——

巴黎的毕舍先生和卢先生，苏黎世的弗里德里希·罗默尔先生和

泰奥多尔·罗默尔先生，并且他们会说：基督在此！而那时，鲍

威尔兄弟的标志就会在批判中显现出来，鲍威尔兄弟的作品

［Ｂａｕｅｒｎ－ｗｅｒｋ］的圣语就会灵验：

        “犍牛能成双，

田地耕成行。”９０

———

历史的结语

我们以后知道，灭亡的不是世界，而是批判的“文学报”。

————

   “世末之日，主怒可畏，火烧世界，万物成灰。判主开讯，大彰义怒，凡诸隐

微，无不显露，无罪不罚，逃避何处。可怜罪人，何言答对？”等等。（引自

天主教圣歌“世界末日的审判”）——编者注

   双关语：《Ｂａｕｅｒｎｗｅｒｋ》一字在此既有“鲍威尔兄弟的作品”的意思，又有

“乡下人的创作”和“粗糙的作品”的意思。——编者注

８６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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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９１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４年９月—１８４５年３月

１８４５年在莱比锡印行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根据１８４５年德文版

并与１８９２年德文版

核对后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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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第一版的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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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
９２

工人们！

我献给你们一本书。在这本书里，我想把你们的状况、你们

的苦难和斗争、你们的希望和要求的真实情况描绘给我的德国同

胞们。我曾经在你们当中生活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对你们的状

况有足够的了解。我非常认真地研究过你们的状况，研究过我所

能弄到的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件，但是我并不以此为满足。我

寻求的并不仅仅是和这个题目有关的抽象的知识，我愿意在你们

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

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

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做了。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

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

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高

兴的是这样一来我在获得实际生活知识的过程中有成效地度过了

许多时间，否则这些时间也只是在客厅里的闲谈和讨厌的礼节中

消磨掉；骄傲的是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为这个受压迫受诽谤的阶

级做一件应该做的事情，这些人尽管有种种缺点并且处于重重不

利的地位，但仍然引起每个人的尊敬，也许只有英国的锱铢必较

的商人才是例外；还值得骄傲的是这样一来我就能保护英国人民，

使他们不致日益受人鄙视。而来自欧洲大陆的这种鄙视，正是你

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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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国家的当权的资产阶级极端自私自利的政策和全部行为的必然

后果。

同时我也有很多的机会来观察你们的敌人——资产阶级，而

且很快就确信，你们不希望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任何援助是正确

的，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的利益和你们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虽

然他们经常在企图证明与此相反的说法，企图使你们相信他们衷

心地同情你们的命运。他们所做的驳倒了他们所说的。我希望我

收集到的材料用来证明下面这件事是绰绰有余的：资产阶级，不

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你们的劳

动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到这种间接

的人肉买卖无利可图的时候，就让你们饿死。他们庄严地宣布过

对你们的好意，但是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来从实际上加以证明呢？

对你们的诉苦他们曾认真地注意过吗？除了负担派来调查你们的

状况的五六个委员会的经费，他们还为你们做了些什么呢？而这

些委员会的大本大本的报告都永远放在内务部的档案架上的废纸

堆里。他们是否打算过从这些日渐腐烂的“蓝皮书”中哪怕编写

出一本易读的书，使每一个人都能毫不困难地了解到绝大部分

“生而自由的不列颠人”的状况呢？没有，他们当然不这样做；所

有这些都是他们不喜欢谈论的事情。他们宁可让一个外国人来把

你们所处的屈辱的状况报道给文明世界。

但是我希望，我对他们来说才是外国人，而对你们来说却不

是。我的英语也许不很道地，但是，我希望你们将发现它是平易

近人的。顺便说一句，无论在英国或是在法国，从来没有一个工

人把我当做外国人看待。我极其满意地看到你们已经摆脱了民族

偏见和民族优越感。这些极端有害的东西归根到底只是大规模的

４７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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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Ｅ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

  ＴｏｙｏｕＩ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ａｗｏｒｋ，ｉｎｗｈｉｃｈＩｈａｖｅｔｒｉｅｄｔｏｌａｙｂｅｆｏｒｅｍｙ

Ｇｅｒｍ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ｙｍｅｎａｆａｉｔｈｆｕｌｐｉｃｔｕｒｅｏｆｙｏｕ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ｙｏｕｒｓｕｆｆｅｒ

ｉｎｇ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ｏｆｙｏｕｒｈｏｐ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Ｉｈａｖｅｌｉｖｅｄｌｏｎｇｅ

ｎｏｕｇｈａｍｉｄｓｔｙｏｕｔｏｋｎｏｗ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ｙｏｕｒ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Ｉ

ｈａｖｅｄｅｖｏ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ｉｒ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ｙｍｏｓｔｓｅｒｉｏｕｓ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Ｉｈａ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ｅｖａｒｉｏｕｓ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ａｎｄｎｏｎ－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ａｓｆａｒａｓＩｗａｓ

ａｂｌｅｔｏｇｅｔｈｏｌｄｏｆｔｈｅｍ—Ｉｈａｖｅｎｏｔｂｅｅｎ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ｉｓ，Ｉｗａｎｔｅｄ

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ａｍｅｒ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ｍｙ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ｗａｎｔｅｄｔｏｓｅｅｙｏｕ

ｉｎｙｏｕｒｏｗｎｈｏｍｅｓ，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ｙｏｕｉｎｙｏｕｒ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ｌｉｆｅ，ｔｏｃｈａｔｗｉｔｈ

ｙｏｕｏｎｙｏｕ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ｒｉｅ－ｖａｎｃｅｓ，ｔｏｗｉｔｎｅｓｓｙｏｕｒ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ａ

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ｗｅｒｏｆｙｏｕｒｏｐｐｒｅｓｓｏｒｓ．Ｉｈａｖｅｄｏｎｅｓｏ：

Ｉｆｏｒｓｏｏｋ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ｎｎｅｒ－ｐａｒｔｉｅｓ，ｔｈｅｐｏｒｔ－ｗｉｎｅａｎｄ

ｃｈａｍｐａｉｇｎ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ｃｌａｓｓｅｓ，ａｎｄｄｅｖｏｔｅｄｍｙｌｅｉｓｕｒｅ－ｈｏｕｒｓａｌ

ｍｏｓｔ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ｌｙｔｏ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ｗｉｔｈｐｌａｉｎ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Ｉａｍ

ｂｏｔｈｇｌａｄａｎｄｐｒｏｕｄｏｆｈａｖｉｎｇｄｏｎｅｓｏ．Ｇｌａｄ，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ｕｓＩｗａｓｉｎｄｕｃｅｄ

ｔｏｓｐｅｎｄｍａｎｙａｈａｐｐｙｈｏｕｒｉｎ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ａ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ｏｆ

ｌｉｆｅ—ｍａｎｙａｎｈｏｕ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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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主义［ｗｈｏｌｅｓａｌｅｓｅｌｆｉｓｈｎｅｓｓ］而已。我看到你们同情每一个为

人类的进步而真诚地献出自己力量的人，不管他是不是英国人；我

看到你们仰慕一切伟大的美好的事物，不论它是不是在你们祖国

的土地上产生的。我确信，你们并不仅仅是普通的英国人，不仅仅

是一个孤立的民族的成员；你们是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的

利益相一致的人，是一个伟大的大家庭中的成员。正是由于我把你

们当做这个“统一而不可分的”人类大家庭中的成员，当做真正符

合“人”这个字的含义的人，所以我和大陆上其他许多人一样，祝贺

你们在各方面的进步，希望你们很快地获得成功。

继续像以前那样前进吧！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要坚定，要

大胆，你们的成功是肯定的，你们前进中的每一步都将有助于我

们共同的事业，全人类的事业！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１８４５年３月１５日于巴门

（莱茵普鲁士）

７７２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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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本书中所考察的问题，最初我是打算仅仅作为一本内容比较

广泛的关于英国社会史的著作中的一章来论述的，但这个问题的

重要性很快就使我不得不对它进行单独的研究。

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

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法国和

德国的工人共产主义是它的直接产物，而傅立叶主义和英国社会

主义以及德国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则是它的间接产物。

所以，为了给社会主义理论，同时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

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为了肃清ｐｒｏｅｔｃｏｎｔｒａ〔赞成和反

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切空想和臆造，研究无产阶级的境况是十

分必要的。但是只有在大不列颠，特别是在英国本土，无产阶级

的境况才具有完备的典型的形式；而且也只有在英国，才能搜集

到这样完整的并为官方的调查所证实了的必要材料，这正是对这

个问题进行稍微详尽的阐述所必需的。

我有机会在二十一个月内从亲身的观察和亲身的交往中直接

研究了英国的无产阶级，研究了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痛苦和快乐，

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的材料补充了自己的观察。这本书里所叙述

的，都是我看到、听到和读到的。我的观点和我所引用的事实都

将遭到各方面的攻击和否定，特别是当我的书落到英国人手里的

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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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这一点我是早有准备的。我也知道得很清楚，在这本书里，

人们可以给我指出一些无关紧要的不确切的地方。要知道，在研

究一个需要全面论证的庞大题目时，这种情况就是英国人也难以

避免，更何况像我这样考察一切工人的状况的著作，连英国本国

也还没有出过一本。但是我要毫不迟疑地向英国资产阶级挑战：让

他们根据像我所引用的这样可靠的证据，指出哪怕是一件多少能

影响到我的整个观点的不确切的事实吧。

描述不列颠王国无产阶级的境况的典型形式，特别在目前对

德国来说是具有极其巨大的意义的。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比起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都更加是从理论前

提出发的，因为我们，德国的理论家们，对现实世界了解得太少，

以致现实的关系还不能直接推动我们去改造这个“丑恶的现实”。

在公开拥护这种改造的人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

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关于无产阶级的真实

境况我们知道得这样少，甚至连善意的“劳动阶级状况改进协

会”（而我们的资产阶级现在就在这些协会里对社会问题大肆歪

曲）都经常把那些关于工人状况的最可笑最庸俗的见解作为根据。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德国人比任何人都缺乏实际知识。虽然德国无

产阶级的境况还没有像英国那样典型，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到底

是相同的；而且除非民族的理智及时地采取了为整个社会制度打

下新基础的措施，这种社会制度的出现迟早会达到和北海彼岸同

样尖锐的地步。在英国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和受压迫的那些根本原

因，在德国也同样存在，而且照这样下去也一定会产生同样的结

果。同时，对英国的灾难的揭露将推动我们去揭露我们德国的灾

难，而且还会给我们一个尺度来衡量我们的灾难以及在西里西亚

９７２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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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波希米亚的骚动
９３
中所暴露出来的危险，这种危险从这一方面

直接威胁着德国的安宁。

最后，我还要做两点声明。第一，Ｍｉｔｔｅｌｋｌａｓｓｅ［中等阶级］这

个词我经常用来表示英文中的ｍｉｄｄｌｅ－ｃｌａｓｓ（或通常所说的ｍｉｄ

ｄｌｅ－ｃｌａｓｓｅｓ），它同法文的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资产阶级）一样是表示有

产阶级，即和所谓的贵族有所区别的有产阶级，这个阶级在法国

和英国是直接地、而在德国是假借“社会舆论”间接地掌握着国

家政权。同样，我也经常把工人（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和无产者，把工

人阶级、没有财产的阶级和无产阶级当做同义语来使用。第二、我

在引用别人的话时，在大多数场合下都指出引文作者所属的党派，

因为自由党人几乎总是在竭力强调农业区的贫困，否认工厂区的

贫困，而保守党人却刚好相反，他们承认工厂区的贫穷，但不想

承认农业区的贫穷。因此，当我描述产业工人的状况而缺少官方

文件的时候，我总是宁可利用自由党人的证据，以便用自由资产

阶级亲口说出来的话来打击自由资产阶级；只有当我亲身观察了

真实情况或者引文作者本身或文章的声望使我确信所引用的证据

真实无误的时候，我才引用保守党人或宪章派的材料。

弗·恩格斯

１８４５年３月１５日于巴门

   根据恩格斯的这一解释，原作中凡用《Ｍｉｔｔｅｌｋｌａｓｓｅ》（“中等阶级”）的地方，

在本书中以后均译为“资产阶级”。——编者注

０８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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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１８世纪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加

工机的发明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

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而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

是在现在才开始被认识清楚。英国是发生这样一种变革（这种变革

愈是无声无息地进行，就愈是强有力）的典型国家，因此，英国也是

这种变革的主要结果（无产阶级）发展的典型国家。只有在英国，才

能就无产阶级的一切相互关系来全面地研究这个阶级。

我们在这里不谈这个革命的历史，也不谈它对现在和将来的

巨大意义。这是将来的一部内容更广的著作的题目。现在，我们

只要几点，这几点是弄清以后要讲到的事实和了解英国无产阶级

的现状所必需的。

在使用机器以前，纺纱织布都是在工人家里进行的。妻子和

女儿纺纱，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把纱织成布；如果他自己不加工，

就把纱卖掉。这些织工家庭大部分都住在靠近城市的农村里，靠

自己挣的钱也能生活得不错，因为就布匹的需求来说，本地市场

还是有决定意义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市场，而竞争（后来由于

取得了国外市场和扩大了贸易而替自己开辟了道路）的威力也还

没有对工资发生显著的影响。加以本地市场的需求还不断地在扩

大，这种扩大和人口的缓慢增长是步调一致的，并且保证了一切

１８２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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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都有工作；此外，他们之间还不可能发生激烈的竞争，因为

他们散居在农村。所以，大部分织工甚至还能够积蓄一点钱，并

且租一小块地在空闲的时候耕种。至于空闲的时间，他们愿意有

多少就有多少，因为在什么时候织布和织多少布是随他们便的。的

确，他们是蹩脚的庄稼人，他们的耕作是马马虎虎的，也没有很

多的收入；但是，至少他们还不是无产者，他们，如英国人所说

的，是在故乡的土地上扎下了根的，他们是定居的，在社会上的

地位比现在的英国工人要高一等。

工人们就这样过着庸碌而舒适的生活，诚实而安静地、和和气

气而又受人尊敬地生活着，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比他们的后代好

得多；他们无须乎过度劳动，愿意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工作，但是

仍然能够挣得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有空到园子里和田地里做些有

益于健康的工作，这种工作本身对他们已经是一种休息，此外，他

们还有机会参加邻居的娱乐和游戏；而滚木球、打球等等游戏对保

持健康和增强体质都是有好处的。他们大部分是些强壮、结实的

人，在体格上和邻近的农民很少或者甚至完全没有区别。孩子们生

长在农村的新鲜空气中，即使他们有时也帮助父母做些事情，到底

还不是经常的，当然更谈不到八小时或十二小时工作日了。

这个阶级的道德水平和智力水平究竟怎样，是不难想像的。他

们和城市隔离，从来不进城，因为他们把纱和布交给跑四方的包买

商，从他们那里取得工资；他们和城市完全隔离，连紧靠着城市住

了一辈子的老年人也从来没有进过城，直到最后机器剥夺了他们

的收入，把他们吸引到那里去寻找工作。他们在道德和智力方面和

农民一样，由于有一块租来的土地，他们大部分和农民有直接联

系。他们把乡绅——当地最大的土地占有者——看做自己“天然的

２８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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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上”，向他讨主意，有了小的争吵，就请他当公断人，对他表示这

种宗法关系所应有的尊敬。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是好的当家

人，过着道德的生活，因为他们那里没有那些引人过不道德的生活

的邪路——附近没有酒馆和赌场，而他们有时去那里过过瘾的小

酒店的掌柜也是值得尊敬的人，这些人大部分是大佃农，有好的啤

酒，喜欢严格的生活规律，每天晚上很早就把买卖收了。孩子们成

天和父母待在家里，受的教育是服从父母，敬畏上帝。宗法的家庭

关系一直保持到孩子们结婚。年轻人是在幽静纯朴的环境中、在和

婚前的游伴互相信赖的气氛中长大的，虽然婚前发生性的关系几

乎是普通现象，可是这仅仅是在双方都已经把结婚看做道义上的

责任时发生的，只要一举行婚礼，就一切都正常了。一句话，当时英

国产业工人的生活和思想与现在德国某些地方的工人是一样的，

闭关自守，与世隔绝，没有精神活动，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没有激

烈的波动。他们当中能读书的很少，能写写东西的就更少了；他们

按时上教堂去，不谈政治，不搞阴谋活动，不动脑筋，热中于体育活

动，带着从小养成的虔敬的心情听人讲圣经，由于他们为人忠厚温

顺，和社会上比较有特权的阶级相处得很和睦。但他们的精神生活

是死气沉沉的；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小小的私利、为了自己的织机

和小小的园子而活着，对于村子以外席卷了全人类的强大的运动

却一无所知。他们在自己的平静、庸碌的生活中感到很舒服，假若

没有产业革命，他们是永远不会丢开这种生活方式的。诚然，这种

生活很理想，很舒适，但到底不是人应该过的。他们那时也不是人，

而只是一架替从前主宰着历史的少数贵族服务的工作机。产业革

命只是促使这种情况达到顶点，把工人完全变成了简单的机器，把

他们最后剩下的一点独立活动的自由都剥夺了，可是，它却以此迫

３８２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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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思考，迫使他们争取人应有的地位。像法国的政治一样，英

国的工业和整个市民社会运动把最后的一些还对人类共同利益漠

不关心的阶级卷入了历史的巨流。

使英国工人的状况发生根本变化的第一个发明是珍妮纺纱

机。这种机器是北郎卡郡布莱克本附近斯坦得希尔的织工詹姆斯

·哈格里沃斯制造成的（１７６４年）。它是后来的骡机的雏形，是用

手摇的，可是不像普通的手摇纺车，手摇纺车只有一个锭子，而它

有十六个至十八个锭子，只要一个人摇就行，因而能够生产比过去

多得多的纱。从前，一个织工需要三个女纺工供给纱，纱还总是不

够，织工常常得等着，现在，纱却比现有的织工所能用的多了。新发

明的机器使纱的生产费用减少了，布匹的价格也跟着降低，于是，

本来就已增长了的对布匹的需求更加增大了。这就需要更多的织

工，而他们的工资也就提高了。现在，因为织工在织机旁能赚更多

的钱，他们就逐渐抛弃了自己的农业而专门织布了。这时，四个成

年人和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用来缠纱）的家庭，一天工作十小时，

每星期可赚４英镑（合２８个普鲁士塔勒①），如果事情进行得顺

利，又有足够的工作，就常常挣得更多；一个织工在自己的织机上

一星期赚两英镑的事，也是常有的。兼营农业的织工阶级就这样逐

渐完全消失而变成了一个新兴的织工阶级，他们光靠工资生活，没

有丝毫财产，甚至连虚假的财产（例如一小块租来的土地）也没有，

这样，他们就变成了无产者（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此外，纺工和织工从

前的那种关系也完结了。从前，纺纱和织布是尽可能地在一个屋子

里进行的。现在，使用珍妮纺纱机像使用织机一样，都需要有气力，

４８２ 弗·恩 格 斯

① 德国旧时的银币，１塔勒合３马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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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男人也开始做纺纱的工作了，而且这个工作变成了全家生活

的唯一来源；可是另外一些家庭却刚刚相反，把过时的、落后的

手摇纺车扔在一边，不得不单靠当家人的织机过活（如果他们买

不起珍妮纺纱机的话）。后来工业中无止境地发展的分工就是这样

从织布和纺纱开始的。

这架最初的很不完善的机器的出现，不仅引起了工业无产阶

级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农业无产阶级的产生。在这以前，有许多

小的土地占有者，即所谓自耕农，他们过着平静的、完全不动脑筋

的、庸庸碌碌的生活，就像他们中间的兼营农业的织工一样。他们

沿用祖传的不完善的老方法耕种一小块土地，他们以那种一切都

从习惯而且世世代代都不知道改变的人们所特有的顽强性来反对

任何新事物。他们当中也有许多小佃农，可是这不是现代所谓的佃

农，而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由于契约上的可以继承的租佃关系或者

由于古老的习惯，从父亲和祖父手里继承了小块的土地，一直稳稳

当当地坐在上面，就好像这些土地是他们的财产一样。现在，在产

业工人放弃了农业以后，许多土地闲起来了，在这些土地的基础上

就产生了新的大佃农阶级，他们一租就是５０英亩、１００英亩、２００

英亩或者更多的土地，这些人就是所谓的ｔｅｎａｎｔｓ－ａｔ－ｗｉｌｌ（即每

年都可以退佃的佃农），他们因为耕作得较好而且经营规模较大，

所以能提高土地的收益。他们的产品可以比小自耕农卖得便宜；而

小自耕农除了卖掉那块已经不能养活自己的土地去买一部珍妮纺

纱机或织机，或者到大佃农那里去做短工即做一个农村无产者以

外，就再没有其他任何办法了。小自耕农天生的惰性和无法改进的

祖传的粗枝大叶的耕作方法，使得他在和这样一些人竞争时找不

到其他出路，这些人用更合理的方法耕种自己的土地，而且具有大

５８２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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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营和投资改良土壤所产生的一切优越性。

可是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停止在这里。有些资本家开始把珍妮

纺纱机安装在大建筑物里面，并且用水力来发动；这就使他们有可

能减少工人，并且把自己的纱卖得比用手摇机器的个体纺工便宜。

由于珍妮纺纱机的构造不断在改进，机器随时都会变成过时的，因

此必须把它们加以改造或者换成新的；资本家由于利用水力，即使

机器已经过时也还可以维持下去，而对于个体纺工来说，这越往后

就越不行了。工厂制度就这样奠定了基础，而由于水力纺纱机的出

现又获得了进一步的扩展。这种机器是北郎卡郡普累斯顿的一个

理发师理查·阿克莱在１７６７年发明的，在德国通常叫做Ｋｅｔｔｅｎ

－ｓｔｕｈｌ〔经线织机〕，它和蒸汽机一样，也是１８世纪机械方面最重

要的发明。它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打算用机械发动，而且是以全

新的原理为根据的。郎卡郡菲尔伍德的赛米尔·克伦普顿综合了

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的特点，于１７８５年发明了骡机。大约在

同一期间，阿克莱又发明了梳棉机和粗纺机，于是工厂生产方式就

成为棉纺业中唯一占统治地位的了。这些机器经过一些不大的改

变，逐渐用来纺羊毛，以后（１９世纪的头十年）又用来纺麻，这样，

就从这两方面排挤了手工劳动。但是事情还没有停止在这里：在

１８世纪最后几年，一个乡村牧师卡特赖特博士发明了动力织机，

在１８０４年左右，他把这种机器又改进得足以压倒手工织工；这些

机器由于有了蒸汽机发动，就加倍重要了，蒸汽机是詹姆斯·瓦特

在１７６４年发明的，从１７８５年起已用来发动纺纱机了。

由于这些发明（这些发明后来年年都有改进），机器劳动在英

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中战胜了手工劳动，而英国工业后来的全部

历史所叙述的，只是手工劳动如何把自己的阵地一个跟一个地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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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了机器。结果，一方面是一切纺织品迅速跌价，商业和工业日益

繁荣，差不多夺得了一切没有实行保护关税的国外市场，资本和国

民财富迅速增长，而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人数更加迅速地增长，

工人阶级失去一切财产，失去获得工作的任何信心，道德败坏，政

治骚动以及我们将在这里加以研究的对英国有产阶级十分不愉快

的一切事实。我们已经看到，甚至仅仅像珍妮纺纱机这样一架很不

完善的机器已经使下层阶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因

此，从我们这里得到原料而还给我们以布匹的一整套配合得很好、

构造得很精密的机器，它所起的作用就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异了。

现在，我们来稍微详细地研究一下英国工业的发展，先从它

的主要部门棉纺织业开始。在１７７１—１７７５年输入英国的子棉平均

每年不到５００万磅；１８４１年输入５２８００万磅，而１８４４年输入就不

下６００００万磅。１８３４年，英国输出５５６００万码棉布，７６５０万磅棉纱

和价值１２０万英镑的棉针织品。同年，棉纺织业中使用了８００多万

锭子，１１万台动力织机和２５万台手工织机，水力纺纱机还没有计

算在内。根据麦克库洛赫的计算，全联合王国直接或间接靠这一工

业部门生活的几乎有１５０万人，其中仅仅在工厂里面工作的就有

２２万人；这些工厂所使用的动力，蒸气力是３３０００马力，水力是

１１０００马力。现在这些数字已经远远地被超过了；可以大胆地假

定，在１８４５年，机器的数量和生产能力，以及工人的数目，都将比

   根据波特著“国家的进步”一书伦敦版，该书第１卷出版于１８３６年，第２卷出

版于１８３８年，第３卷出版于１８４３年（Ｐｏｒｔｅｒ．《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ｓ》．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３６— ｖｏｌ．，１８３８— ｖｏｌ．，１８４３— ｖｏｌ．）（系根据官方资料写成）；

这里还根据其他一些资料，其中大部分也是官方的。——恩格斯原注

这里所描写的产业革命的历史轮廓在某些细节上是不准确的，但是在

１８４３—１８４４年没有更好的资料。——恩格斯在１８９２年德文版上补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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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４年增加二分之一。这种工业的中心是郎卡郡，郎卡郡是棉纺

织业的摇篮，而棉纺织业又使得郎卡郡完全革命化，把它从一个偏

僻的很少开垦的沼泽地变成了热闹的熙熙攘攘的地方；这种工业

在八十年内使郎卡郡的人口增加了９倍，并且好像用魔杖一挥，创

造了居民共达７０万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这样的大城市及其附近

的城市：波尔顿（６００００居民）、罗契得尔（７５０００居民）、奥尔丹

（５００００居民）、普累斯顿（６００００居民）、埃士顿和斯泰里布雷芝（共

４００００居民）以及一系列的其他工厂城市。在南郎卡郡的历史上可

以看到近代的一些最大的奇迹（虽然这一点从来没有人谈到过），

所有这些奇迹都是棉纺织业造成的。此外，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形成

了第二棉纺织区（包括拉纳克郡和伦弗鲁郡）的中心，这个主要城

市的人口自兴办这种工业的时候起到现在也从３万增加到３０万。

诺定昂和得比的织袜业，由于棉纱价格的降低也获得了新的推动

力，而由于针织机的改良（这种改良使人可以在一台机器上同时织

两只袜子）又获得了第二个推动力。从１７７７年发明了网布机那时

起，花边的生产也成了重要的工业部门；以后不久林得里发明了花

边机，而后来在１８０９年希斯科特又发明了络丝机。这样一来，制造

花边的工作无限地简化了，而对花边的需求随着它的跌价而大大

增长，以致现在从事于这种生产的已经不下２０万人。它的主要中

心是诺定昂、莱斯特和英格兰西部（威尔特郡、戴文郡等）。和棉纺

织业有关的劳动部门，如漂白、染色和印花也得到了同样的发展。

由于用氯代替大气中的氧漂白，由于对染色和印花有影响的化学

工业的迅速发展，由于在机械方面出现了促进印花发展的一连串

的极其光辉的发明，这些部门获得了很大的推动力；由于有了这种

推动力，又由于棉纺织业的发展引起了需求的增加，这些部门就空

８８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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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地繁荣起来。

在羊毛加工业中也开始了同样的活动。这种工业过去曾是英

国工业的主要部门，可是过去的产量根本不能和现在所生产的相

比。在１７８２年，前三年收集的全部羊毛都因为缺少工人而没有加

工，假若不是新发明的机器帮助把所有的羊毛都纺出来的话，这

些羊毛还得这样搁下去。把那些机器改装得适用于纺羊毛的尝试

完全成功了。从这时起，在羊毛加工的区域中开始了我们在棉纺

织区中所看到的那样迅速的发展。１７３８年，约克郡西部地区生产

了毛织品７５０００匹，而１８１７年就生产了４９００００匹，并且毛纺织

业的发展是以飞快的速度进行的：１８３４年输出的毛织品比１８２５

年多４５００００匹。——１８０１年加工的羊毛是１０１００万磅（其中有

７００万磅是输入的），而１８３５年加工的是１８０００万磅（其中有４２００

万磅是输入的）。这种工业的主要中心是约克郡的西部地区，在这

里，特别是在布莱得弗德，英格兰的长羊毛制成供编织等用的毛

线，而在其他城市，例如里子、哈里法克斯、哈得兹菲尔德等地，

短羊毛制成合股毛纱，然后再制成呢绒织物；其次，是郎卡郡和

约克郡接近的那一部分，即罗契得尔附近地区，这里除了生产棉

纺织品，还生产许多法兰绒；最后，是英格兰西部，这里生产最

精致的呢子。在这里人口的增加也是值得注意的：

１８０１年 １８３１年

布莱得弗德 ２９０００人 ７７０００人

哈里法克斯 ６３０００人 １１００００人

哈得兹菲尔德 １５０００人 ３４０００人

里子 ５３０００人 １２３０００人

整个约克郡西部地区 ５６４０００人 ９８００００人

９８２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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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８３１年以来，这些地方的人口至少又增加了２０—２５％。在１８３５

年，全联合王国从事纺羊毛的工厂是１３１３个，共有工人７１３００人，

在这个数目中只包括了直接或间接依靠羊毛加工为生的广大群众

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几乎完全没有包括织工在内。

麻纺织业中的进步开始得比较晚些，因为原料的天然特性给

纺纱机的应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的确，１８世纪最后几年，在苏格

兰已经有人做过这种尝试，但是一直到１８１０年，法国人日拉才实

际上做到了用机器纺麻。而他的机器也只是在英国加以改善，并在

里子、丹第和拜尔法斯特普遍应用以后，才在不列颠的土地上得到

了它们应有的地位。从这时起，英国的麻纺织业才开始迅速地发展

起来。１８１４年，有３０００吨 亚麻运入丹第，到１８３３年就有１９０００

吨亚麻和３４００吨大麻了。输入大不列颠的爱尔兰夏布从３２００万

码（１８００年）增加到５３０００万码（１８２５年），其中大部分又从大不列

颠输出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麻织品的输出从２４００万码（１８２０

年）增加到５１００万码（１８３３年）。纺麻工厂的数目在１８３５年达到

了３４７个，共有工人３３０００人；其中一半是在苏格兰南部，有六十

多个在约克郡西部地区（里子及其附近），二十五个在爱尔兰的拜

尔法斯特，而其余的在多尔塞特郡和郎卡郡。麻织品的生产是在苏

格兰南部、在英格兰的某些地方，但主要是在爱尔兰。

英国人在蚕丝加工方面也获得了同样的成绩。他们从南欧和

亚洲取得已经纺好的原料，而主要的工作就是捻成细线。在１８２４

年以前，生丝的高额关税（每磅４先令）大大限制了英国丝纺织业

的发展，英国丝纺织业的市场仅仅限于本国及其殖民地（因为那里

   英国１吨等于２２４０英镑，约１０００公斤。——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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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保护关税）。后来，进口税降低到一个辨士，工厂的数目就立刻大

量地增加了。在一年内线锭的数目从７８万增加到１１８万，虽然

１８２５年的商业危机也使这个工业部门的发展停顿了一些时候，但

在１８２７年这一部门中所生产的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了，因为英

国人在技术方面的技巧和经验保证了他们的捻线机优越于他们的

竞争者的拙劣机械。１８３５年，大不列颠共有捻丝厂２６３个，工人共

计３万人，这些工厂大部分集中在柴郡（麦克尔士菲尔德、康格尔

顿及其附近地区）、曼彻斯特和索美塞特郡。此外，还有许多从事于

废茧加工的工厂；用废茧制成一种特别的丝（ｓｐｕｎｓｉｌｋ〔纺丝〕），英

国人甚至用它来供给巴黎和里昂的织绸厂。用这种方法加工的丝

主要是在苏格兰（佩斯里等地）利伦敦（在斯比脱菲尔兹），同时也

在曼彻斯特和另外一些地方织成绸子。

但是，从１７６０年开始的英国工业的巨大高涨，并不仅仅限于

衣料的生产。推动力一旦产生，它就扩展到工业活动的一切部门

里去，而许多和前面提到的东西毫无联系的发明，也由于它们正

好出现在工业普遍高涨的时候而获得了更大的意义。其次，当工

业中机械能的巨大意义在实践上得到证明以后，人们便用一切办

法来全面地利用这种能量，使它有利于个别的发明家和厂主；此

外，对机器、燃料和原料的需求本身，就直接要求大批的工人和

各个工业部门加倍地工作。随着蒸汽机的出现，英国的丰富的煤

藏第一次成了重要的东西；只是在现在机器的生产才开始萌芽，而

对铁矿的注意也随着加强了，因为铁矿是给这种生产提供原料的。

羊毛消耗量的增加使英国的饲羊业兴盛起来，而羊毛、亚麻和蚕

丝输入的增加又引起了英国商船队的扩大。发展得最快的是铁的

生产。英国藏铁丰富的矿山过去很少开采；熔解铁矿石的时候总

１９２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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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木炭，而由于森林砍伐殆尽和农业发展，木炭的产量愈来愈

少，价钱也愈来愈贵。上一世纪才开始使用烧过的煤（焦炭），而

在１７８０年以后又发明了把焦炭所熔解的铁（在此以前，只能从它

得到生铁）变成锻铁的新方法。这种把熔铁时掺杂在铁里面的碳

素提出的方法，英国人叫做搅炼；它给英国的制铁业开辟了崭新

的活动地盘。炼铁炉建造得比过去大５０倍，矿石的熔解由于使用

热风而简化了，铁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以致过去用木头或石头

制造的大批东西现在都可以用铁制造了。１７８８年，一个著名的民

主派托马斯·倍恩在约克郡建成了第一座铁桥，跟着就出现了其

他许多铁桥，现在几乎所有的桥，特别是铁路上的桥，都是用生

铁造的，而在伦敦甚至用这种材料建造了一座横跨太晤士河的桥

（萨得克桥）；铁柱和铁的机座等等成了很常见的东西，而随着瓦

斯灯的使用和铁路的修筑，英国的制铁业又获得了新的销售领域。

螺丝钉和钉子也逐渐地用机器制造了。设菲尔德人亨茨曼在１７６０

年发明了一种铸钢的方法，这种方法节省了许多不必要的劳动，并

且使人们能生产出以前完全没有的便宜的物品。由于原料的质量

较高，工具经过改进，机器装备比较新，分工比较精密，这时英

国的金属制品生产才重要起来。北明翰的人口从７３０００（１８０１

年），增加到２０００００（１８４４年），设菲尔德的人口从４６０００（１８０１

年）增加到１１００００（１８４４年），仅仅后一城市的煤的消耗量在１８３６

年就达到了５１５０００吨。１８０５年输出了４３００吨铁制品和４６００吨

生铁，而到１８３４年就输出了１６２００吨铁制品和１０７０００吨生铁，铁

的全部生产在１７４０年没有超过１７０００吨，到１８３４年就几乎达到

了７０００００吨。光是熔解生铁，每年就要消耗３００万吨以上的煤，

甚至很难想像，煤矿在最近六十年来获得了多么巨大的意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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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一切煤藏都正在开采，光是诺森伯兰和德

勒穆的煤矿每年就有５００万吨以上出口，使用工人四五万。根据

“德勒穆纪事报”９４的报道，上述两个郡开采的煤矿：

在１７５３年是………………１４个，

１８００年是………………４０个，

１８３６年是………………７６个，

而在１８４３年是………………１３０个。

同时，现在所有煤矿的开采都比过去紧张多了。锡矿、铜矿和

铅矿也在同样地加紧开采；和玻璃生产发展的同时，又产生了一个

新的工业部门，即陶器的生产，这种生产在１７６３年左右由于约瑟

亚·威季伍德而获得了特殊的意义。他开始根据科学原则制造陶

器，促进了艺术风味的发展，并且在北斯泰福郡８英里见方的一片

地方建立了陶器厂（ｐｏｔｔｅｒｉｅｓ），这地方从前是一片不毛之地，现在

却布满了工厂和住宅，并且养活了６万以上的人。

一切都完全卷入了这个总的巨流。农业里面也发生了变革。不

仅土地的占有和耕种，如我们所看到的，转到了另一些人的手里，

而且农业在其他方面也受到了影响。大佃农开始下本钱来改良土

壤，拆毁不必要的篱笆，排干积水，施以肥料，使用较好的农具

并实行系统的轮作制（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ｂｙｒｏｔａｔｉｏｎ）。科学的进步也帮助

了他们：亨·戴维爵士把化学应用于农业得到了成功，而技术的

发展又给大佃农带来许多好处。此外，由于人口的增长，对农产

品的需求也迅速增加起来：尽管从１７６０年到１８３４年有６８４０５４０

英亩荒地变成了耕地，可是英国却由输出粮食的国家变成了输入

粮食的国家。

在交通建设方面也出现了同样紧张的活动。１８１８—１８２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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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和威尔士修筑了１０００英里的公路，法定宽度为６０英尺，而

且几乎所有的旧公路都按照麦克亚当制加以改造。在苏格兰，公共

事业局从１８０３年起修筑了约９００英里公路，并建造了一千多座桥

梁，因此，苏格兰山地的居民立刻就接触到了文明。过去大部分山

民从事于盗猎和走私；现在他们成了勤劳的庄稼人和手工业者；虽

然为了保存盖尔语而开办了专门的学校，可是盖尔－赛尔特的习

俗和语言一接触英格兰文明很快就消失了。爱尔兰的情形也完全

一样。在科克、里美黎克和克黎等郡之间，以前是一片荒地，没有任

何车路，这个地方由于很难通行而成了一切罪犯的隐匿处和南爱

尔兰地方赛尔特－爱尔兰民族的堡垒；现在这里已经是道路纵横

的地方，而这样一来也就给文明开辟了进入这个偏僻地方的道路。

整个大不列颠，特别是英格兰，在六十年以前道路还和当时的德

国、法国的一样坏，现在却布满了最好的公路网，而所有这些公路，

像英格兰的差不多一切东西一样，都是私人企业家一手建立起来

的，因为在这些方面国家做的事情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做什么。

１７５５年以前英国几乎没有运河。１７５５年，郎卡郡开凿了从桑

奇－布鲁克到圣海伦斯的运河，而在１７５９年詹姆斯·布林德利开

凿了第一条大运河，即布黎纪瓦特公爵运河，这条运河从曼彻斯特

及附近的煤矿流到梅塞河口，并在巴顿附近通过一条导水槽越过

艾尔威尔河。从这时起英国就开始了运河的建设，布林德利是头一

个重视这一建设的人。从那时起，四面八方地开凿了许多运河，许

多河流也疏浚得可以通航了。仅仅在英格兰就有２２００英里运河和

１８００英里可通航的河流；在苏格兰开凿了横贯全境的凯利多尼亚

运河，在爱尔兰也开凿了几条运河。而这些工程，像铁路和公路一

样，也几乎全部是私人和私营公司一手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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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只是在最近才修筑起来的。第一条大铁路是从利物浦通

到曼彻斯特的铁路（１８３０年通车）。从那时起，一切大城市彼此都

用铁路联系起来了。伦敦和南安普顿、布莱顿、杜弗、科尔彻斯

特、剑桥、埃克塞特（经过布利斯托尔）以及北明翰之间有铁路

相通；北明翰和格罗斯特、利物浦、郎卡斯特（一线经过牛顿和

威根，一线经过曼彻斯特和波尔顿）以及里子（一线经过曼彻斯

特、哈里法克斯，一线经过莱斯特、得比及设菲尔德）之间有铁

路相通；里子和赫尔以及新堡（经过约克）之间也有铁路相通。此

外还有许多正在建设和设计中的支线，因此，不久以后从爱丁堡

坐火车到伦敦只要一天的时间便够了。

蒸气不仅在陆路交通工具方面引起了革命，而且使水路交通

工具具有了新的面貌。第一艘轮船是１８０７年在北美的哈德逊河下

水的，而在大不列颠则是１８１１年在克莱德河下水的。从那时起，

英国建造了轮船６００多艘，而在１８３６年停泊在英国港湾中的轮船

总计已在５００艘以上。

近六十年来英国工业的历史，在人类的编年史中无与伦比的

历史，简短地说来就是如此。六十年至八十年前，英国和其他任

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工业少而不发达、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

农业人口。现在它却是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的国家了：有居

民达２５０万的首都，有许多巨大的工业城市，有供给全世界产品

而且几乎一切东西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而明

智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于工业 ，完全是由另

外的阶级组成的，而且和过去比起来实际上完全是具有另外的习

   １８８７年和１８９２年出版的英译本中，在“工业”一词之后还有“和商业”这几

个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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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和另外的需要的另外一个民族。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

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而且１７６０年的英国

和１８４４年的英国之间的差别，至少像ａｎｃｉｅｎｒéｇｉｍｅ〔旧制度〕下

的法国和七月革命的法国之间的差别一样大。但这个产业革命的

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

我们已经看到，机器的使用如何引起了无产阶级的诞生。工

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

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人口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增长

起来，而且增加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阶级。此外，爱尔兰只是在１８

世纪初才进入了平静状态，这里的居民过去在发生骚动的时候被

英国人残酷地屠杀，减少了十分之一以上，现在也开始迅速地增

长起来，特别是从工业繁荣开始吸引了许多爱尔兰人到英格兰去

的那个时候起。大不列颠的巨大的工商业城市就是这样产生的，这

些城市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属于工人阶级，而小资产阶级只

是一些小商人和人数很少很少的手工业者。可是新生的工业能够

这样成长起来，只是因为它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用工厂代替

了作坊，从而把中等阶级中的劳动分子变成工人无产者，把从前

的大商人变成了厂主；它排挤了小资产阶级，并把居民间的一切

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而在狭义的工业以外，在手

工业方面，甚至于在商业方面，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大资本家

和没有任何希望上升到更高的阶级地位的工人代替了以前的师傅

和帮工；手工业变成了工厂生产，严格地实行了分工，小的师傅

由于没有可能和大企业竞争，也被挤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了。但

同时，随着从前的手工业生产的被消灭，随着小资产阶级的消失，

工人也没有任何可能成为资产者了。从前，他们总有希望自己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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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坊，也许将来还可以雇几个帮工；可是现在，当师傅本人

也被厂主排挤的时候，当开办独立的企业必须有大量资本的时候，

工人阶级才第一次真正成为居民中的一个稳定的阶级，而在过去，

工人的地位往往是走上资产者地位的阶梯。现在，谁要是生而为

工人，那末他除了一辈子做工人，就再没有别的前途了。所以，只

是在现在无产阶级才能组织自己的独立运动。

这个现在布满了整个大不列颠的广大的工人群众就是这样产

生的，他们的社会地位一天天地吸引着文明世界的注意。

工人阶级的状况也就是绝大多数英国人民的状况。这几百万

穷困不堪的人，他们昨天挣得的今天就吃光，他们用自己的发明

和自己的劳动创造了英国的伟大，他们一天天地更加意识到自己

的力量，一天天地更加迫切要求取得社会财富中的自己的一份，这

些人的命运应该如何，这个问题，从改革法案９５通过时起已成了全

国性的问题。议会中一切稍微重要一点的辩论都可以归结为这个

问题，而且，虽然英国的资产阶级到现在还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虽

然他们企图对这个大问题保持缄默，并把自己的私利说成真正的

民族利益，但是他们是决不会成功的。议会每开一次会，工人阶

级的问题都获得更大的重要性，而资产阶级的利益则退居次要的

地位，虽然资产阶级是议会中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力量，但是

１８４４年最近的一次会议所讨论的还始终是工人的问题（济贫法

案、工厂法案、主仆关系法案）９６。工人阶级在下院的代表托马斯

·邓科布是这次会议的中心人物，而要求废除谷物法的自由资产

阶级和提议拒绝纳税的激进资产阶级却充当了很可怜的角色。甚

至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辩论，实质上也只是关于爱尔兰无产阶级状

况和帮助他们的办法的辩论。早就是英国资产阶级向工人让步的

７９２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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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了，工人们不是在恳求，而是在威胁，在要求；要知道，不

久也许就太晚了。

可是英国资产阶级，特别是直接靠工人的贫穷发财的厂主们，

却不正视这种贫穷的状况。资产阶级认为自己是最强大的阶级

——代表民族的阶级，他们羞于向全世界暴露英国的这个脓疮；他

们不愿意承认工人的穷苦状况，因为对这种穷苦状况应负道义上

的责任的，正是他们，正是有产的工业家阶级。因此，关于工人

状况的一切谈论，有教养的英国人（大陆上知道的仅仅是他们，即

资产阶级）通常总是报以轻蔑的一笑；因此，整个资产阶级都有

这样一个特点，即对有关工人的一切总是一无所知的；因此，他

们在议会内外一谈到无产阶级的状况时就说得牛头不对马嘴；因

此，虽然土地正从他们脚下逝去并且每天都可能崩溃，而这种很

快就会发生的灾祸又像力学和数学的定律所起的作用一样地不可

避免，可是他们还是很安然自得；因此，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奇怪

的事情：虽然天知道英国人用了多少年来“研究”和“改善”工

人的状况，可是他们还没有一本专门阐述这种状况的书。但因此

也产生了从格拉斯哥到伦敦的整个工人阶级对富有者的极大的愤

怒，这些富有者有系统地剥削他们，然后又冷酷地让命运去任意

摆布他们。这种愤怒经过不长的时间（这个时间几乎是可以算出

来的）就会爆发为革命，和这个革命比起来，法国第一次革命和

１７９１年简直就是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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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无产阶级

研究无产阶级各个部分时所应当遵循的顺序，很自然地决定

于上述的无产阶级产生的历史。第一批无产者是出现在工业里面

而且是工业的直接产物，因此，我们首先要研究的是产业工人，即

从事于原料加工的那些人。工业材料即原料和燃料的生产，只是由

于产业革命才重要起来，也只是在这个时候，新型的无产阶级，即

煤矿和金属矿的工人，才能够产生。第三是工业的发展影响了农

业，第四是工业的发展影响了爱尔兰这就决定了我们研究相应的

各类无产阶级时所遵循的顺序。我们也会看到各种工人（也许爱尔

兰人是例外）的发展水平是直接取决于他们和工业的联系的，所以

最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的是产业工人，矿工们已经差一些，而

农业工人几乎还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工业无产阶级本身的队

伍中也会发现这样的顺序：我们会看到，工厂工人，产业革命的这

些初生子，始终是工人运动的核心，而其他工人的参加运动，却要

看他们的手工业被产业革命侵害的程度如何而定。这样，以英国为

例来观察工人运动和工业发展之间的这种一致的步调，我们就会

更好地懂得工业的历史意义。

可是因为目前几乎整个工业无产阶级都已经卷入了运动，而

且它的各个部分的状况，正由于他们都从事工业，就有许多共同

的地方，所以我们先来考察这些共同点，然后再就各个部分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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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来更详细地研究这些部分。

———

上面我们已经说明了工业如何把财产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工

业需要大量的资本。它用这些资本来建立庞大的企业，从而使从

事手工业的小资产阶级破产，它用这些资本来使自然力为自己服

务，把个体手工业者从市场上排挤出去。分工，水力、特别是蒸

气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从１８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

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小工业创造了资产阶级，大工业

创造了工人阶级，并把资产阶级队伍中的少数选民拥上宝座，可

是，这只是为了后来在某个时候更有把握地推翻他们。目前，无

可争辩的和容易解释的事实，是“美好的旧时代”的人数众多的

小资产阶级已经被工业所消灭，从他们当中一方面分化出富有的

资本家；另一方面又分化出贫穷的工人。

但是工业日益集中的趋势并不就止于此。人口也像资本一样

地集中起来；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工业中，人——工人，仅仅被

看做一种资本，他把自己交给厂主去使用，厂主以工资的名义付给

他利息。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共同劳动；这

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

完整的村镇。他们都有一定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还须有其

他的人，于是手工业者、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

里来了。这种村镇里的居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逐渐习惯于工厂

工作，逐渐熟悉这种工作；当第一个工厂很自然地已经不能保证

   参看我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９７。这一著作谈到了“自

由竞争”，可是工业只是自由竞争的实践，而自由竞争又只是工业的原

则。——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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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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希望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时候，工资就下降，结果就是新的厂

主搬到这个地方来。于是村镇就变成尘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大城

市。城市愈大，搬到里面来就愈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有

公路；可以挑选的熟练工人愈来愈多；由于建筑业中和机器制造业

中的竞争，在这种一切都方便的地方开办新的企业，比起不仅建筑

材料和机器要预先从其他地方运来、而且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也

要预先从其他地方运来的比较遥远的地方，花费比较少的钱就行

了；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跟原料市场和成品销售

市场有直接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大工厂城市惊人迅速地成

长。——的确，农村比起城市来也有它的优点，在那里通常可以更

廉价地雇到工人。因之，农村和工厂城市就不停地竞争，今天优势

是在城市方面，明天农村里的工资降低了又利于在农村中开办新

的工厂。但是工业日益集中的趋势仍然全力继续下去，而在农村中

建立的每一个新工厂都含有工厂城市的萌芽。假若工业中的这种

疯狂的竞赛还能这样继续一百年，那末，英国的每一个工业区都会

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厂城市，而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也许会在瓦灵顿

或牛顿附近的某个地方碰头。人口的这种集中在商业中也沿着同

样的道路进行着，因而，如利物浦、布利斯托尔、赫尔和伦敦这样几

个大港就几乎垄断了大不列颠的整个海上贸易。

因为这些大城市中的工商业最发达，所以这种发达对无产阶

级的后果也在这里表现得最明显。在这里，财产的集中达到极点；

在这里，美好的旧时代的习俗和关系已被消灭干净；在这里，时代

已经走得这样远，连《ＯｌｄｍｅｒｒｙＥｎｇｌａｎｄ》〔“美好的老英国”〕这句

话也没有人懂得它的意思了，因为关于《ＯｌｄＥｎｇｌａｎｄ》〔“老英

国”〕，甚至在老头子们的回忆和故事中也听不到了。在这里，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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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富有的阶级和一个贫穷的阶级，因为小资产阶级一天天地消

失着。小资产阶级，这个过去曾经是最稳定的阶级，现在变成了最

不稳定的阶级；他们是旧时代的少数残余和一些渴望发财的人、十

足的冒险家和投机者，其中也许有一个人可以弄到些钱，但九十九

个破了产，而这九十九个中一多半都只是靠破产生存的。

但是，这些城市中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是无产者，我们现在就

来研究一下他们的生活如何，大城市对他们的影响又如何。

２０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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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城 市

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就是逛上几个钟头也看不到它的尽头，而

且也遇不到表明快接近开阔的田野的些许征象，——这样的城市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种大规模的集中，２５０万人这样聚集在

一个地方：使这２５０万人的力量增加了１００倍；他们把伦敦变成

了全世界的商业首都，建造了巨大的船坞，并聚集了经常布满太

晤士河的成千的船只。从海面向伦敦桥溯流而上时看到的太晤士

河的景色，是再动人不过的了。在两边，特别是在乌里治以上的

这许多房屋、造船厂，沿着两岸停泊的无数船只，这些船只愈来

愈密集，最后只在河当中留下一条狭窄的空间，成百的轮船就在

这条狭窄的空间中不断地来来去去，——这一切是这样雄伟，这

样壮丽，简直令人陶醉，使人还在踏上英国的土地以前就不能不

对英国的伟大感到惊奇 。

但是，为这一切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只有在以后才看得清

楚。只有在大街上挤了几天，费力地穿过人群，穿过没有尽头的络

绎不绝的车辆，只有到过这个世界城市的“贫民窟”，才会开始觉察

到，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

他们的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才会开始觉察到，潜伏在他们每一个

   这是差不多五十年前，在美丽如画的帆船时代写的。现在，这样的船如果还出

现在伦敦，那就只有停在船坞里面了，而布满太晤士河的已是熏得漆黑的丑

陋的轮船。——恩格斯在１８９２年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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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上的几百种力量都没有使用出来，而且是被压制着，为的是让

这些力量中的一小部分获得充分的发展，并能够和别人的力量相

结合而加倍扩大起来。在这种街头的拥挤中已经包含着某种丑恶

的违反人性的东西。难道这些群集在街头的、代表着各个阶级和各

个等级的成千上万的人，不都是具有同样的属性和能力、同样渴求

幸福的人吗？难道他们不应当通过同样的方法和途径去寻求自己

的幸福吗？可是他们彼此从身旁匆匆地走过，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

何共同的地方，好像他们彼此毫不相干，只在一点上建立了一种默

契，就是行人必须在人行道上靠右边走，以免阻碍迎面走过来的

人；同时，谁也没有想到要看谁一眼。所有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个

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

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愈是可恨。虽然我们也知道，

每一个人的这种孤僻、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

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则，可是，这些特点在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在

这里，在这个大城市的纷扰里表现得这样露骨，这样无耻，这样被

人们有意识地运用着。人类分散成各个分子，每一个分子都有自己

的特殊生活原则，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这种一盘散沙的世界在这

里是发展到顶点了。

这样就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来：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

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正如好心肠的施蒂纳所说的，每

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

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

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她强活命。

凡是可以用来形容伦敦的，也可以用来形容曼彻斯特、北明翰

和里子，形容所有的大城市。在任何地方，一方面是不近人情的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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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和铁石心肠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是无法形容的贫穷；在任何地

方，都是社会战争；都是每一个家庭处在被围攻的状态中；在任何

地方，都是法律庇护下的互相抢劫，而这一切都做得这样无耻，这

样坦然，使人不能不对我们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后果（这些后果在

这里表现得多么明显呵！）感到不寒而栗，而且只能对这个如疯似

狂的循环中的一切到今天还没有烟消云散表示惊奇。

因为这个社会战争中的武器是资本，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

的直接或间接的占有，所以很显然，这个战争中的一切不利条件都

落在穷人这一方面了。穷人是没有人关心的；他一旦被投入这个陷

入的漩涡，就只好尽自己的能力往外挣扎。如果他侥幸找到工作，

就是说，如果资产阶级发了慈悲，愿意利用他来发财，那末等待着

他的是勉强够维持灵魂不离开躯体的工资；如果他找不到工作，那

末他只有去做贼（如果不怕警察的话），或者饿死，而警察所关心的

只是他悄悄地死去，不要打扰了资产阶级。在我住在英国的那一个

时期，在极端令人愤怒的情景下真正饿死的至少有二三十个人，而

很少能碰到一个陪审员有足够的勇气在验尸的时候公开承认这一

点。尽管见证人的供词是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可是资产阶级（陪审

员都是从他们里面选出来的）总要找出一条后路逃避那个可怕的

判断：“饥饿致死。”资产阶级在这种场合下不敢说出真相，因为这

就等于判决他们自己有罪。可是还有更多的人不是直接由于饥饿

而是由于它的后果死掉的：经常挨饿引起不可救药的疾病，因而增

加了牺牲者的数目；饥饿使身体虚弱，结果在另一种条件下完全可

以平平安安地过去的事情，现在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严重的疾病和

死亡。英国工人把这叫做社会的谋杀，并且控诉整个社会在不断地

犯这种罪。他们难道不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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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饿死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仅仅是个别的。但是，有谁能向

工人保证明天不轮到他？有谁能保证他经常有工作做？有谁能向

他担保，如果明天厂主根据某种理由或者毫无理由地把他解雇，他

还可以和他的全家活到另一个厂主同意“给他一片面包”的时候？

有谁能使工人相信只要愿意工作就能找到工作，使他相信聪明的

资产阶级向他宣传的诚实、勤劳、节俭以及其他一切美德真正会给

他带来幸福？谁也不能。工人知道他今天有些什么东西，他也知道

明天有没有却由不得他；他知道，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雇主的任何

逞性、商业上的任何滞销，都可以重新把他推入那个可怕的漩涡里

去，他只是暂时从这个漩涡里面挣扎出来，而在这个漩涡里面是很

难而且常常是不可能不沉下去的。他知道，如果他今天还能够生

存，那末，他明天是否还有这种可能，就绝对没有把握了。

现在，我们来比较详细地研究一下没有财产的阶级因社会战

争而遭遇到的那种状况。让我们看看，社会给工人什么样的住宅、

什么样的衣服和食物作为他们工作的报酬，社会让那些对它的生

存最有贡献的人如何生活下去。我们从住宅说起。

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的

确，穷人常常是住在紧靠着富人府邸的狭窄的小胡同里。可是通

常总给他们划定一块完全孤立的地区，他们必须在比较幸福的阶

级所看不到的这个地方尽力挣扎着活下去。英国一切城市中的这

些贫民窟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是城市中最糟糕的地区的最糟糕

的房屋，最常见的是一排排的两层或一层的砖房，几乎总是排列

得乱七八糟，有许多还有住人的地下室。这些房屋每所仅有三四

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叫做小宅子，在全英国（除了伦敦的某些地

区），这是普通的工人住宅。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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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

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城市中这些地区的不合理的杂乱无章

的建筑形式妨碍了空气的流通，由于很多人住在这一个不大的空

间里，所以这些工人区的空气如何，是容易想像的。此外，在天

气好的时候街道还用来晒衣服：从一幢房子到另一幢房子，横过

街心，拉上绳子，挂满了湿漉漉的破衣服。

现在就从这些贫民窟中挑出几个来研究一下。我们从伦敦 ，

从它的著名的“乌鸦窝”（ｒｏｏｋｅｒｙ）圣詹尔士开始，这个地方现在

终于有几条大街穿过，所以是注定要被消灭的。圣詹尔士位于该

市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的中心，周围是富丽堂皇的大街，在这些街

上闲逛的是伦敦上流社会的人物，这个地方离牛津街和瑞琴特街，

离特拉法加方场和斯特伦德都很近。这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三四层

的高房子，街道狭窄、弯曲、肮脏，热闹程度不亚于大街，只有

一点不同，就是在圣詹尔士可以看到的几乎全是工人。在这里，买

卖是在街上做的；一筐筐的蔬菜和水果（所有这些东西不用说都

是质量很坏的，而且几乎是不能吃的）把路也堵塞住了，所有这

些，像肉店一样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房子从地下室到阁楼都塞

满了人，而且里里外外都很脏，看来没有一个人会愿意住在里面。

但是这一切同大杂院和小胡同里面的住房比起来还大为逊色。这

些大杂院和小胡同只要穿过一些房子之间的过道就能找到，这些

地方的肮脏和破旧是难以形容的；这里几乎看不到一扇玻璃完整

   在这一段已经写成的时候，我在“彩色杂志”（１８４４年１０月）上看到了一篇

关于伦敦工人区的文章，这篇文章中许多地方和我的这一段几乎逐字逐句都

是一样，而且在本质上是和我这一段通篇完全一致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是：

“穷人的住宅。一个医生的笔记”。——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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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窗子，墙快塌了，门框和窗框都损坏了，勉勉强强地支撑着，门

是用旧木板钉成的，或者干脆就没有，而在这个小偷很多的区域

里，门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因为没有什么可以给小偷去偷。到处

是一堆堆的垃圾和煤灰，从门口倒出来的污水就积存在臭水洼里。

住在这里的是穷人中最穷的人，是工资最低的工人，掺杂着小偷、

骗子和娼妓制度的牺牲者。其中大多数是爱尔兰人或爱尔兰人的

后代，甚至那些还没有被卷入他们周围的那个道德堕落的漩涡里

面的人，也一天天地堕落，一天天地丧失了力量去抵抗贫穷、肮

脏和恶劣的环境所给予他们的足以使德行败坏的影响。

但是，伦敦的贫民窟并不止圣詹尔士一处。在一大片像迷阵一

样的街道里隐蔽着成百成千的大大小小的胡同，这些胡同里的房

子对于凡有可能稍稍多花一点钱租个比较像人住的地方的人来

说，都实在太坏了，这些贫穷到极点的人们的藏身之所是常常可以

在富人们的华丽大厦紧邻的地方找到的。例如不久以前，由于检验

一个尸体，很体面的人们居住的波特曼方场附近的地方被描写成

“一群因肮脏和贫穷而道德堕落的爱尔兰人”的住所。在如同朗－

爱克及其他虽然不是贵族式的但也够体面的街上，有许多地下室，

这里面常有病弱的小孩和穿得破破烂烂的饥饿的女人爬出来晒太

阳。紧靠着伦敦第二个大戏院德留黎棱戏院的是这个城市的一些

最坏的街道：查理街、英王街和派克街。这里的房子也是从地下室

到阁楼都住满了贫苦的家庭。在韦斯明斯特的圣约翰教区和圣玛

格丽特教区，根据统计学会会刊的材料，在１８４０年，５３６６个工人

家庭住了５２９４所住宅（如果这还可以叫做“住宅”的话）；男人、女

人和小孩，总共２６８３０人，不分男女老幼地挤在一起，在这些家庭

中有四分之三只有一个房间。在汉诺威方场的贵族教区圣乔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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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同一材料，有１４６５个工人家庭总共将近６０００人在同样的条件

下居住着；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家庭每一家不超过一个房间。这

些不幸的穷人（连小偷也不希望在他们那里找到一点什么）是怎样

受着有产阶级的在法律掩护下的剥削呵！上述的德留黎棱戏院附

近的这些糟糕透顶的房屋是按照下列标准收房租的：地下室是两

个房间每星期３先令（１塔勒），一楼是每个房间４先令，二楼是

４１ ２先令，三楼是４先令，而阁楼每间是３先令。这样，仅仅查理街

的经常挨饿的住户每年向房主缴纳的贡税就达２０００英镑（１４０００

塔勒）之多，而上述的韦斯明斯特的５３６６个家庭一年缴纳的房租

则达４００００英镑（２７００００塔勒）。

但是最大的工人区是伦敦塔东边的怀特柴泊和拜特纳－格林，

伦敦的工人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这里。我们听听拜特纳－格林的圣菲力

浦斯教堂的牧师格·奥尔斯顿先生是怎样讲自己的教区的吧：

“这里有１４００幢房子，里面住着２７９５个家庭，共约１２０００人。安插了这

么多人口的空间，总共只有不到４００码（１２００英尺）见方的一片地方，由于

这样拥挤，往往是丈夫、妻子、四五个孩子，有时还有租母和祖父，住在仅

有的一间１０—１２英尺见方的屋子里，在这里工作、吃饭、睡觉。我认为在伦

敦的主教唤起公众注意这个极端贫穷的教区以前，城市西头的人们知道这个

地方并不比知道澳洲和南洋群岛的野人更多一些。只要亲眼看一下这些不幸

的人们的苦难，看一看他们吃得多么坏，他们被疾病和失业折磨成什么样子，

我们面前就会显现出这样一个无助和贫穷的深渊，仅仅是这个深渊有可能存

在，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就应该引以为耻。我在工厂最不景气的三年间在哈得

兹菲尔德附近做过牧师，可是，我在那里从来没有遇见过像在拜特纳－格林

看到的这种穷得毫无希望的情形。全区在十个当家人当中，很难找到一个除

了工作服外还有其他衣服的人，而且工作服也是破破烂烂的；他们中有许多

人，除了这些破烂衣服，晚上就没有什么可以盖的，他们的床铺也只是装着

麦稭或刨花的麻袋。”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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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从这一段描写里就可以想像出这些住宅一般地是什么样

子。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情况，我们再听一听某几个有时候不得不到

这些无产阶级住宅去看看的英国官员所说的话吧。

各报在报道萨雷的验尸官卡特先生１８４３年１１月１４日检验

四十五岁的安·高尔威的尸体的情形时曾描写过死者的住所。她

和丈夫及十九岁的儿子住在伦敦百蒙得锡街白狮子大院３号的一

间小屋子里面；里面没有床，没有铺盖，也没有任何家具。死者

和她的儿子并排躺在一堆羽毛上（羽毛粘满了死者的差不多赤裸

裸的身体），因为他们既没有被子，也没有床单。羽毛牢牢地粘满

了整个尸体，不净尸就不能进行检验，在净尸的时候医生发现尸

体极其消瘦而且被跳蚤、虱子等咬得遍体鳞伤。屋里的地板被拆

掉一块，全家就用这个窟窿做茅坑。

１８４４年１月１５日，星期一，两个男孩子被带到伦敦乌尔希浦

街警察局的法庭上，罪状是：他们饿得受不住，偷了一家小店里

的一只半生不熟的小牛蹄，并且立刻把它吃光了。法官觉得还必

须进一步调查，他从警察那里得到了下列的材料：这两个孩子的

母亲是一个退伍士兵（后来当了警察）的寡妇，丈夫死后留下了

九个孩子，很穷苦。她住在斯比脱菲尔兹地方的奎克街普尔斯－

布莱斯２号，生活极端贫困。当警察到她那里去的时候，发现她

和六个孩子不折不扣地挤在一间不大的杂屋里面，除了两把没有

座子的旧藤椅、一张折了两条腿的小桌子、一个缺口的茶杯和一

个小小的钵子，就什么家具也没有了。灶里面一点火星也没有，在

一个角落里有一小堆破布，这堆破布少得用一条女人的围裙包起

来就可以拿走，可是这却是全家的床铺。他们盖的是自己的少得

可怜的衣服。这个不幸的女人告诉他，去年她被迫卖掉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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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去买食物；她为了得到一些食品，把床单押在食品店里面，总

之，她仅仅为了弄到全家吃的面包就把一切都卖光了。——法官

从捐来的救济金里面发给这个女人一笔相当大的补助金。

１８４４年２月有人替一个六十岁的寡妇泰莉莎·比硕普和她

的二十六岁的生病的女儿向马尔波罗街警察局的法官申请救济。

她们住在格娄弗诺方场布朗街５号的一间小小的杂屋里面，这间

杂屋的大小和一个柜子差不多，里面没有任何家具。在一个角落

里放着一些破布，这两个女人就在上面睡觉；一个木箱又当桌子

又当椅子。母亲靠扫地膝一点钱。据房主说，她们从１８４３年５月

起就变成了这个样子，逐渐把一切都卖光和当光了，同时房租一

次也没有付过。——法官从捐来的救济金里面发给她们１英镑。

我并不想断定伦敦的一切工人都像这三个家庭一样地贫穷。

我知道得很清楚，在社会把一个人完全踏在脚底下的地方，会有

十个人生活得稍稍好一点。但是我断定，成千的勤劳而诚实的家

庭，比伦敦所有一切阔佬都诚实得多、值得尊敬得多的家庭，都

过着这种非人的生活，而且每一个无者老都毫无例外地可能遭遇

到这种命运，虽然他没有任何罪过，虽然他尽了一切努力来避免

这种命运。

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有一个藏身之所的人，比起无家可归的来

总算是幸运的。伦敦有５万人每天早晨醒来不知道下一夜将在什

么地方度过。他们当中最幸运的，能把一两个辨士保存到天黑，就

到一个一切大城市里面都很多的所谓夜店（ｌｏｄｇｉｎｇ－ｈｏｕｓｅ）里面

去，用这点钱在那里找到一个栖身之所。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栖身之所呵！房子从地下室到阁楼都摆满了床；每一间屋子有４

张、５张、６张床——能容纳多少就摆多少。每一张床上睡４个、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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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６个人，也是能容纳多少就睡多少——生病的和健康的，年老

的和年轻的，男的和女的，喝醉的和清醒的，所有这些人都乱七八

糟地躺在一起。然后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争论、吵闹、打架，而如果

同床铺的人彼此很和睦，那末事情就更糟；他们商量好共同去盗窃

或者去干那种不能用我们人类的语言来形容的兽行。而那些没钱

住这种夜店的人又怎样呢？哪里可以睡，他们就睡在哪里——在过

道里，在拱门下，或者在警察或房主不会去打搅他们的任何角落

里。一些人幸而走进私人慈善事业在某些地方办的收容所里面去，

另一些人睡在维多利亚女王宿下的公园里面的长凳上。我们看看

“泰晤士报”９９在１８４３年１０月所写的吧：

“从昨天登载的警察局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每夜平均有五十个人左右在

公园里面过夜，他们除了树木和堤上的几个洞穴，就没有任何东西来防御坏

天气。这大半是年轻的女孩子，她们受了士兵的引诱，被带到首都来，并且

被抛弃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去受命运的摆布，去挨饿受穷，她们对年轻人的

恶习是毫不在乎的。

“这的确可怕。穷人总是有的。贫穷会在任何地方给自己开辟道路，并且

总会以各种丑恶的形式存在于富庶的大城市的心脏里。我们觉得，在这个有

数百万人口的首都中，在它的成千的小街和胡同里，总会有许多苦难，许多

是很刺眼的，也有许多是永远也不会暴露出来的。

“但是，在集中了财富、欢乐和光彩的、邻近圣詹姆斯王府、紧靠着华丽

的贝斯华特宫的地区，在新旧贵族区碰了头而现代精美的建筑艺术消灭了一

切穷人的茅屋的地区，在似乎是专门给阔佬们享乐的地方，在这里竟存在着

贫穷和饥饿、疾病和各种各样的恶习，以及这些东西所产生的一切惨状和一

切既摧残身体又摧残灵魂的东西，这确实是骇人听闻的！

“一边是可以增进身体健康的最高尚的享乐，精神活动，无害身心的娱

乐，一边却是极端的贫穷！财富，辉煌的客厅，欢乐的笑声，轻率而粗暴的笑

声，近旁却是富人不能理解的那种由贫穷造成的苦难！欢乐无意识地但残酷

地嘲笑着在底唇呻吟的人们的苦难！这里在互相冲突，这里一切矛盾都在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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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只除了引诱人的恶习和接受别人引诱的恶习…… 但是让人们记住一

点：在世界上最富庶的城市的最华丽的街区，每一年每一个冬天的夜里，都可

以发现这样一些年纪很轻但因染上恶习和受过折磨而显得衰老的女人，她们

被社会所唾弃，因饥饿、肮脏和疾病而活活地腐烂着。让人们记住这些，并且

要学会行动而不是议论。上帝可以做证，这种活动的场所现在是多么广阔！”

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供无家可归的人们寄宿的夜店。这些地方

是多么拥挤，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表明。在上奥格尔街新开办的能

容３００人过夜的“流浪者收容所”里面，从开始寄宿那天（即１８４４

年１月２７日）起到３月１７日止，总共收容了２７４０人，有的住一

夜，有的住了几夜；虽然一年中比较舒适的季节已经到来，但是

想到那里以及到白十字街和华坪的收容所去投宿的人却大大地增

加了，而每天晚上都有许多无家可归的人因为地方不够而被拒绝。

在另一个收容所里面，在普雷豪斯广场的中央收容所里面，１８４４

年的头三个月内平均每夜有４６０人寄宿，总共是６６８１人，分发了

面包９６１４１份。虽然这样，但根据管理委员会的声明，只有在城

市东部也开办了流浪者收容所时，这个收容所才能在某种程度上

满足投宿者的需要。

现在我们撇开伦敦来一个一个地看看联合王国的其他大城

市。先从都柏林开始。从海上一进入这个城市就会感到它是那样

地柔媚，正如同一进入伦敦就感到它是那样地雄伟一样；都柏林海

可算是不列颠诸岛中最美丽的一个海湾，爱尔兰人常常把它比做

那不勒斯湾。城市本身也是美丽如画的，那里的贵族区比英国的其

他任何城市都更好，更雅致。但同时都柏林的穷人区却可以归人世

界上最可怕最丑恶的穷人区之列。诚然，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也

要归咎于爱尔兰人的那种正是在肮脏环境中才觉得舒服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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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既然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任何大城市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成

千的爱尔兰人，既然任何穷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逐渐沉没在这种肮

脏的环境中，那末，都柏林的贫穷就不是什么特别的、只有爱尔兰

的城市才有的东西，这是世界上一切大城市共同的东西。都柏林的

穷人区散布在全城，房屋的肮脏和不适于居住，以及街道的零乱荒

芜都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根据习艺所监督的报告 ，可以想像这

些区域的穷人的拥挤：他们说，１８１７年在军营街，在５２幢房子共

计３９０个房间里面住了１３１８人，而在教堂街及其邻近的街道上，

在７１幢房子共计３９３个房间里面住了１９９７人。

“在这个区域及其邻近的区域里有很多臭气熏天的（ｆｏｕｌ）小胡同和大杂

院，许多地下室光线只能从门口透进去，住的人往往睡在光溜溜的地上，虽然

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有床铺。可是，例如尼可尔生大院，在２８个狭小而简陋的

尼间里住着１５１个人，穷得在整个大院里只能找到两张床和两条被。”

都柏林的贫穷严重到这样一种程度：仅仅是属于“济贫协

会”的一个慈善机关每天就要为２５００人，即为全市人口的１％开

着大门，——白天给他们吃，晚上让他们走。

关于爱丁堡，艾利生博士向我们述说了类似的情形。这个城市

由于它的位置优越，不愧有现代雅典之称，但是在这里，新市区

   皇家医学学会会员、曾任该会主席等职的威·巴·艾利生博士在他的

一本书中曾引用过这个报告。这本书就是“关于苏格兰贫民的管理以及

这种管理对大城市卫生状况的影响的考察”１８４０年爱丁堡版（Ｄｒ，Ｗ．Ｐ．Ａｌ

ｉｓｏｎ．Ｆ．Ｒ．Ｓ．Ｅ．，ｆｅｌｌｏｗ ａｎｄ ｌａｔ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 ｅｔｃ．ｅｔｃ．《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ｉｎ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Ｔｏｗｎｓ》．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４０）。作者是有宗教情绪的托利党人，是历史学家阿契

波德·艾利生的哥哥。——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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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贵族区的富丽堂皇和住在旧城的穷人们的肮脏贫穷也成了一

个惊人的对比。如艾利生所指出的，这个相当大的城区的肮脏和丑

恶并不下于都柏林的最坏的区域，“济贫协会”在爱丁堡也会发现

需要救济的人数不下于爱尔兰的首都。艾利生甚至断定，在苏格

兰，特别是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穷人的生活比联合王国的任何一

个地方都坏，并且最穷的并不是爱尔兰人，而是苏格兰人。爱丁堡

旧教传教士李博士在１８３６年曾向宗教教育委员会做证说：

“我从前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过像这个教区的这种贫穷。人们没有任

何家具，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财产；常常是一间屋子里面住着两对夫妇。我在

一天之内看过７幢房子，里面都没有床，有些房子里面甚至连麦稭也没有；八

十岁的老头们都睡在光地板上，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不脱衣服睡的。我在

一个地下室里发现两个苏格兰家庭，他们是不久以前才从乡下来的；进城后

不久就死了两个孩子，第三个孩子在我去的时候正在咽气；每一个家庭教在

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堆肮脏的麦稭；此外，在这个黑得甚至在白天也很难看清

人的地下室里还有一头驴子。——看了像苏格兰这个地方的这种贫穷，就是

铁石心肠也会不忍的。”

汉能博士在“爱丁堡内外科医学杂志”上也报道了类似的事

实。从一个议会报告书 中可以看出，爱丁堡穷人的家里是多么肮

脏，可是，在这种条件下肮脏也是意料中的。晚上，鸡宿在床柱

上，狗，甚至马也和人挤在一间屋子里面，因而这些住房自然极

   ”济贫法委员会就大不列颠劳动阶级卫生状况的调查结果向内务大臣提出的

报告”连同附件于１８４２年７月向议会提出（３卷对开本）（《Ｒｅｐｏｒｔｔｏｔｈｅ

Ｈｏｍｅ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ｏｏｒ－Ｌａ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ｏｒ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

Ｓａｎｉｔ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ｅ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ＷｉｔｈＡｐｐｅｎ

ｄｉｃｅ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ｏｂｏｔｈＨｏｕｓｅｓｏｆ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ｉｎＪｕｌｙ１８４２．——３ｖｏｌｓ．ｉｎｆｏ

ｌｉｏ）。这些材料是一些医生的报告，由济贫法委员会的秘书爱得文·查得威克

收集和整理。——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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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肮脏和恶臭，而且各种各样的虫子都在里面繁殖起来。爱丁堡

本身的布局就对住宅的这种恶劣状况起了最大的促进作用。旧城

位于一座小山的两个斜坡上，沿山脊是一条大街（ｈｉｇｈ－ｓｔｒｅｅｔ）。

从这条大街的两边向山下伸出许多弯弯曲曲的小胡同，由于它们

是弯弯曲曲的，人们就把它们叫做ｗｙｎｄｓ〔弯街〕；这些小胡同就

构成该城的无产阶级区。在英格兰，每一家人都尽可能地力求住

一幢单独的小房子，在苏格兰的城市里却刚刚相反，房子都盖得

很高，像巴黎一样地有五六层，里面住了许多家人；因此，人们

非常拥挤地塞在一个不大的空间里的情形，就更加严重了。

在英国的一本杂志上有一篇关于城市工人卫生状况的文章 ，文章中说

道：“这些街重常常窄得可以从一幢房子的窗子一步就跨进对面房子的窗子；

而且房子是这样高，这样一层叠一层，以致光线很难照到院子里和街道上。城

市的这一部分没有下水道，房子附近没有渗水井，也没有厕所，因此，每天

夜里至少有５万人的全部脏东西，即全部垃圾和粪便要倒到沟里面去。因此，

街道无论怎么打扫，总是有大量晒干的脏东西发出可怕的臭气，既难看，又

难闻，而且严重地损害居民的健康。如果说，在这些地方人们不仅忽视健康

和道德，而且也忽视最平常的礼貌，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不但如此，凡是

和这个地方的居民比较熟识的人都可以证明，疾病、贫穷和道德堕落在这里

达到了什么程度。在这里，社会已经堕落到无法形容的下流和可怜的地步。贫

穷阶级的住宅一般都很脏，而且显然是从来没有打扫过。这些住宅大半都只

有一个房间，虽然空气很不流通，但是由于玻璃被打破了，窗框又不好，所

以屋里还是很冷。屋子是潮湿的，往往位于地平线以下，家具总是少得可怜

或者干脆就没有，一捆麦稭常常成为全家的床铺，男人和女人、小孩和老头

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水只有到公用的水龙头那里去取；取水的困难自然在

各方面都促进了肮脏的传播。”

在其他大海港城市中，情形也并不见得好些。在利物浦，尽

   “机工”（月刊）１８４３年１０月号。——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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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它的商业发达，很繁华，很富足，可是工人们还是生活在同样

野蛮的条件下。全市人口中足有五分之一，即４５０００人以上，住

在狭窄、阴暗、潮湿而空气不流通的地下室里，这种地下室全城

共有７８６２个。此外，还有２２７０个大杂院（ｃｏｕｒｔａ）；所谓大杂院，

就是一个不大的空间，四面都盖上了房子，只有一个狭窄的、通

常是上面有遮盖的入口，因而空气就完全不能流通，大部分都很

肮脏，住在里面的几乎全是无产者。关于这些大杂院，我们在谈

到曼彻斯特的时候再来详细地说。在布利斯托尔有一次调查了

２８００个工人家庭，其中有４６％每家只有一间屋子。

在工厂城市中我们也发现完全相同的情形。诺定昂总共有

１１０００幢房子，其中有７０００—８０００幢盖得后墙一堵挨一堵，因而

空气就无法流通；此外，大部分是几幢房子只有一个厕所。不久以

前做了一次调查，发现一排一排的房子都是建筑在仅仅盖上了一

层木板的不深的污水沟上。在莱斯特、得比和设菲尔德，情形也是

一样。关于北明翰，上述的“机工”杂志上的那篇文章这样说：

“在旧市区有不少地方到处是臭水洼和垃圾堆，肮脏而无人照管。北明翰

的大杂院很多，有两千多个，工人大部分都住在这种大杂院里。这种大杂院

通常都很狭窄、肮脏、空气不流通，污水沟很坏；每一个大杂院四周有８—

２０幢房子，这些房子只有一面透空气，因为它们的后墙是和其他的房子共用

的，而在院子最里面的地方通常是一个公共垃圾坑或类似的东西，其肮脏是

无法形容的。但是必须指出，较新的大杂院是建筑得比较合理，保持得也比

较不错的，甚至在旧的大杂院中，小宅子也不像曼彻斯特和利物浦那样密集，

因此，在北明翰发生流行病的时期，死亡事件就比起离开它总共只有几英里

的乌尔未汉普顿、达德里和比尔斯顿少得多。北明翰也没有住人的地下室，虽

然地下室有时不是照它应有的用途来加以使用，而在里面设立了作坊。供无

产者寄宿的夜店是很多的（４００个以上）；它们大部分是在城市中心的大杂院

里面。几乎所有的夜店都脏得令人作呕，发出一股霉臭；这是乞丐、流浪汉

７１３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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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ｍｐｅｒｓ，这个字的本义下面再谈）①、小偷和妓女的藏身之所。这些人住

在这里，根本不讲究什么礼貌，也不要求什么舒适；他们在这种只有这些已

经堕落的人才能忍受的氛围中吃饭、喝酒、抽烟和睡觉。”

格拉斯哥在许多方面是和爱丁堡相像的：有同样弯弯曲曲的

小胡同〔ｗｙｎｄｓ〕、同样高的房屋。关于这个城市，“机工”杂志曾

经这样说：

“工人阶级在这里差不多占总人口（将近３０万）②的７８％，他们住在城

市的这样一些地方，这些地方在贫穷和肮脏方面超过了圣詹尔士和怀特柴泊

的最糟糕的小胡同，超过了都柏林的郊区和爱丁堡的ｗｙｎｄｓ〔弯街〕。这些地

区有许多在市中心——特隆盖特以南、盐市以西、考尔顿、‘大街’后面以及

其他地方；这是一片一望无边的像迷阵一样的狭窄的街道和弯弯曲曲的小胡

同，在这些地方差不多每走一步都可以遇到破旧的、客气不流通的、好几层

的、没有自来水的、半坍塌的房子所形成的大杂院或死胡同。这些房子真正

是塞满了人。每一层住着三四家，有时达２０人之多，有时每一层整个地都当

夜店租出去，在一个房间里，不能说安插了，而简直是塞进了１５个到２０个

人。这些区域是居民中最贫穷、最堕落和道德败坏到极点的一部分人的藏身

之所，这些地方应当被看做那些可怕的要命的流行性热病的发源地，这些病

就从这里蔓延到整个格拉斯哥。”

让我们看一看，政府的手工织工状况调查委员会的委员詹·

库·昔蒙兹是怎样描写这个城市的这些部分的 ：

“我曾经看到过我国和欧洲大陆的最严重的贫穷状况，但是在我看到格

拉斯哥的一片片像迷阵一样的小胡同以前，我不相信在一个文明国家里竟有

这么多的罪恶、贫穷和疾病。在最下等的夜店里，一间屋子里面有１０个、１２

８１３ 弗·恩 格 斯

① ②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詹·库·昔蒙兹“国内外的手工业和手工业者”１８３９年爱丁堡版（《Ａｒｔｓａｎｄ

Ａｒｔｉｓａｎｓ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ＢｙＪ．Ｃ．Ｓｙｍｏｎｓ．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３９）。——

作者本人看来是个苏格兰人，属于自由党，因而狂热地反对任何独立的工人

运动。这里所引证的在该书第１１６页及以下各页。——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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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乃至２０个人，有各种年龄的半裸或全裸的男人和女人，杂乱地睡在地板

上。这些房子通常（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是这样肮脏、潮湿和破烂，甚至谁也不愿意

把自己的马放在里面。”

在另一个地方，作者写道：

“住在格拉斯哥这些贫民窟里面的经常流动的人口有１５０００到３００００。

城市的这一部分全是狭窄的街道和当中一定有一堆垃圾的四四方方的大杂

院。不论这些房子的外观是怎样糟糕，但我还是怎么也想不到里面会那样肮

脏和贫穷。在我们（警监密勒上尉和昔蒙兹）①在夜间去看过的那几个夜店里

面，地板上躺满了人；有男人，有女人，有的穿着衣服，有的半裸着身体，杂乱

地躺在一起，有时一间屋子里面有１５个到２０个人。他们的床铺是一堆半霉

烂的麦稭和一些破布。家具一点也没有或者很少，只有炉子里面的火使这些

洞穴有些像住着人的样子。偷窃和卖淫是这些居民的主要的生活来源。看来

谁也不想把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②打扫一下，谁也不想消灭这个地狱般的洞

穴，消灭这个处在王国第二大城市心脏里面的罪恶、肮脏和传染病的巢穴。在

我仔细地调查其他城市最贫穷的地区的时候，无论是在道德和健康的恶化方

面，还是在人口的密集方面，我都从来没有发现过类似的情形。地方当局承认

这些地区的大部分房屋是破烂和不适于居住的，可是，正是在这些房屋里面

人住得最满，因为按照法律这些房屋是不准收房租的。”

英国中部的大工业区，西约克郡和南郎卡郡的拥有许多工厂

城市的人口密集地区，是丝毫不亚于其他大城市的。约克郡西部的

毛纺织业区是一片丘陵绵延、青葱翠绿的美丽的地方，那里的丘陵

越向西越陡峭，直到险峻的黑石山脊才达到它的最高点，形成了爱

尔兰海和德意志海的分水岭。艾尔河流域和柯尔德河流域是英国

最美丽的区域之一，这里密布着许多工厂、村庄和城市。里子在艾

９１３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①

② 希腊神话中奥吉亚斯王的巨大的极其肮脏的牛圈。这里是指极端肮脏的地

方。——译者注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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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河畔，连接曼彻斯特和里子的铁路沿着柯尔德河前进。灰色的粗

石块砌成的房屋和郎卡郡那些变黑了的砖房比起来是这样美丽，

这样整洁，使人看了就觉得愉快。但是，一走到城市里面去，就会发

现令人愉快的事情是很少的。如像上述的“机工”杂志在另一个地

方所写的（我自己相信这种描写是正确的），里子位于

“一个向艾尔河河谷逐渐倾斜下去的斜坡上。这条河约有一英里半长的

一段蜿蜒曲折地穿过该城，在解冻或大雨滂沱的时候就猛力地向四面泛滥。

城西较高的地区，就这样一个大城市说来，是相当清洁的，但是位于该河及

其支流（ｂｅｃｋｓ）沿岸的那些地势较低的地区却是肮脏的、拥挤的，它们本身

就足以缩短当地居民、特别是小孩子的寿命。此外，我们还可以提一提寇克

盖特、马许胡同、十字街和里士满路附近的工人区的令人作呕的情形。这些

地方的街道大多数既没有铺砌过，也没有污水沟，房屋盖得杂乱无章，有许

多大杂院和死胡同，甚至最起码的保持清洁的设备也没有。所有这一切就完

全足以说明这些不幸的、肮脏和贫穷的渊薮中的过高的死亡率。在艾尔河泛

滥的时候（顺便说一说，这条河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入城市

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

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①，住房和地下室常常积满了水，不得不把它舀到

街上去；在这种时候，甚至在有排水沟的地方，水都会从这些水沟里涌上来

流入地下室 ，形成瘴气一样的饱含硫化氧的水蒸气，并留下对健康非常有

害的令人作呕的沉淀物。在１８３９年春汛的时候，由于排水沟沟水外溢竟产生

了非常有害的后果：根据出生死亡登记员的报告，本城该区本季度的出生和

死亡之比是二比三，而本城其他区域同一季度内的比率却恰好相反，即出生

和死亡之比是三比二”。

在这个城市的其他的人口密集地区，根本没有污水沟，或者

虽有但是修得很坏，一点用处都没有。在某些街上的房屋的地下

室中，很少有干燥的时候；在其他区域的许多街上，铺着厚厚的

  ①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必须记住，这些“地下室”不是堆东西的，而是住人的。——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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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稀泥。居民一次又一次地用煤渣填平坑洼，想把街道修好，但

是并没有用，一堆堆的垃圾还是到处堆着，房子里倒出来的污水

还是积在水洼里面，直到风把它吹干，太阳把它晒干为止。（参看

“统计学会会刊”第二卷第４０４页市参议会报告书）——在里子，

普通小宅子所占的面积不超过５码见方，通常包括１间地下室、１

间起居室和１间卧室。这些白天黑夜都塞满了人的房子里的拥挤，

不仅对居民的健康而且对他们的道德都又加了一重威胁。这些小

宅子是怎样拥挤，可以从上面引用过的关于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

报告中看出：

“在里子，我们看到过兄弟姊妹及男男女女的寄宿者和一家的父亲母亲

同宿在一个房间里；由此就发生了许多使人一想到就会发抖的恶果。”

离里子仅７英里的布莱得弗德也是如此，该城位于几个河谷

的交叉点上，靠近一条黑得像柏油似的发臭的小河。在晴朗的星期

天——因为在工作日这城市是被灰色的烟云笼罩着的——从周围

的小山上看去，该城呈现出一幅非常美丽的景色；但是城市里面也

和里子一样地肮脏和不适于居住。城市的老区位于陡峭的斜坡上，

这些区域里的街道条狭窄而不规则的。在胡同、死胡同和大杂院

里，堆着垃圾和脏东西；房屋破旧、肮脏、不适于住人，在河的紧旁

边，在谷底，我看到过许多房屋，最下一层有一半陷在山坡里，根本

不适于住人。在谷底，在工人住宅挤在高耸的厂房当中的地方，是

整个城市中最肮脏和建筑得最糟的部分。在布莱得弗德的比较新

的区域里，正像在其他任何工厂城市里一样，小宅子比较整齐，排

成一列一列的，但是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和传统的安置工人的方法

分不开的一切弊病，关于这方面，在讲到曼彻斯特时，我们还要更

详细地讲一下。约克郡西部其他城市如班斯里、哈里法克斯、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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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菲尔德的情形也是一样。虽然哈得兹菲尔德由于它那令人神往

的自然环境和最新的建筑形式，成为约克郡和郎卡郡一切工厂城

市中最美丽的一个，但是它仍然有许多坏的区域。由市民大会选出

的城市调查委员会在１８４４年８月５日的报告中写道：

“大家知道，在哈得兹菲尔德，整条整条的街道和许多胡同及大杂院都既

没有铺砌，也没有下水道或其他任何排水沟；这些地方堆积着污泥、垃圾和

各种废弃物，这些废物在逐渐腐烂，发酵；几乎到处都有污水洼，因此，这

里的住宅都是又脏又坏，以致疾病丛生，威胁着全城的健康。”１００

如果我们步行或坐火车越过黑石出脊，我们就到了英国工业

完成了自己的杰作的典型基地，英国的整个工人运动开始的地方，

即以曼彻斯特为中心的南郎卡郡。现在，我们面前又是一片丘陵

绵延的美丽的地区，这地区从分水岭往西向爱尔兰海慢慢倾斜下

去，就是里布尔河、艾尔威尔河、梅塞河以及这三条河的支流的

令人心旷神怡的碧绿的夹谷。一百年前左右，这地方大部分还是

一片居民稀少的沼泽，现在却布满了城市和乡村，成为英国的人

烟最稠密的地区了。郎卡郡，特别是曼彻斯特，是英国工业的发

源地，也是英国工业的中心。曼彻斯特的交易所是英国工业生活

中的一切波动的寒暑表；曼彻斯特的现代化的生产已达到了完善

的地步。在南郎卡郡的棉纺织业中，自然力的利用、机器（主要

是动力织机和骡机）对手工劳动的排挤以及分工都达到了高度的

发展，而如果我们认为这三个要素是现代工业的特征，那末我们

必须承认棉花加工业在这方面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走在其余一切

工业部门的前面的。现代工业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在这里一定会达

到最充分最完备的发展，工业无产阶级在这里一定会以最典型的

形式出现；工人由于蒸气力和机器的应用以及分工而受到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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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一定会达到极点，工人一定会很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屈辱；同

时无产阶级摆脱这种屈辱的企图，在这里也一定会达到极点并带

有高度的自觉性。因为曼彻斯特是现代工业城市的典型，也因为

我对它的了解就像对自己的故乡一样，并且比该城的大多数居民

还了解得更清楚，所以这个城市我们要多谈一些。

曼彻斯特周围的城市，就工人区的情况说，和中心城市很少有

什么差别，只是这些城市的工人在居民中所占的比例可能比曼彻

斯特更大。这是一些纯粹的工业城市，它们的一切商业活动都是在

曼彻斯特或通过曼彻斯特进行的；它们在各方面都依赖曼彻斯特，

因此，居民只有工人、厂主利小商人，而曼彻斯特还有大批商业人

口、许多委托商店和大零售商店。所以，像波尔顿、普累斯顿、威根、

柏立、罗契得尔、密得尔顿、海华德、奥尔丹、埃士顿、斯泰里布雷

芝、斯托克波尔特等城市，人口虽然有３万、５万、７万，甚至９万，

但是它们几乎都是些大的工人区，只是有一些工厂、几条大街和几

条市外公路把它们隔开，大街两旁是商店，公路两旁是厂主的有花

园围绕着的别墅似的房子。这些城市本身都建筑得坏而杂乱，有许

多肮脏的大杂院、街道和小胡同，到处都弥漫着煤烟，由于它们的

建筑物是用鲜红的、但时间一久就会变黑的砖（这里普遍使用的建

筑材料）修成的，就给人一种特别阴暗的印象。把地下室当做住宅，

在这里是很普通的；凡是可以挖洞的地方，都挖成了这种深入地下

的洞，而很大一部分居民就住在这样的洞穴里面。

除普累斯顿和奥尔丹外，位于曼彻斯特西北１１英里的波尔顿

算是这些城市中最坏的了。我到那里去过好多次，就我所看到的

来说，这个城市只有一条大街，而且很脏，这就是第恩斯盖特

街，这条街同时也是市场；即使在天气最好的时候，这个城市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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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阴森森的讨厌的大窟窿，虽然这里除了工厂就只有一些一两

层的矮房子。这里也像其他地方一样，城市中较老的一部分是特别

荒凉和难看的。一条黑水流过这个城市，很难说这是一条小河还是

一长列臭水洼。这条黑水把本来就很不清洁的空气弄得更加污浊

不堪。

以下就说斯托克波尔特，它虽然位于梅塞河的柴郡那一面的

河岸上，但仍属于曼彻斯特工业区。它夹在沿梅塞河的一个狭谷里

面，街道在河岸的一边是陡峭地顺山而下，在另一边是同样陡峭地

顺山而上。从曼彻斯特到北明翰的铁路就通过高架桥越过这个城

市和整个狭谷的上空。斯托克波尔特在全区是以最阴暗和被煤烟

熏得最厉害的地方之一出名的，事实上也的确给人一种特别阴沉

的印象，从高架桥上看下去的时候更是如此。但那些从谷底到山顶

一长条一长条地分布在全城的无产者的小宅子和地下室给人们的

印象还更加阴沉。就我的记忆所及，在这个区域的任何一个城市

里，我都没有看见过这样多的住人的地下室。

在斯托克波尔特东北数英里，是埃士顿－安得－莱因，这是这

个区最新的工厂城市之一。它在一个出坡上，运河和泰姆河从山麓

流过，一般说来是按照新的比较有规则的体系建筑起来的。五六条

平行的长街沿山岗横排着，它们和其他向河谷倾斜下去的街道交

叉成直角。在这样一种街道分布体系下，工厂都被排挤到市中心以

外去了，何况为了要靠近水源和水路交通线，这些工厂本来就会集

中在河谷底部的；在这里，工厂全都挤在一起，从烟囱里喷出浓烟。

因此，埃士顿比起大多数其他的工厂城市来，给人的印象要舒服得

多：街道比较宽阔、清洁，鲜红色的小宅子看起来比较清新悦目。可

是工人小宅子的这种新的建筑体系也有坏的一面，因为在每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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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街道的后面都隐蔽着一条脏得多的后街，由一条狭窄的夹

道通到那里去。在埃士顿，除了市郊的几幢房子，我没有看到过一

幢可能有五十年以上历史的，但是这里也有一些街道，街上的小宅

子又坏又破，砖头摇摇欲坠，墙壁现出裂痕，涂在里面的泥灰也已

经脱落了；这些街道被煤灰弄得又脏又黑，它的面貌，无论从哪一

点来说，都不比该区其他城市的街道好一些，只是在这里这样的街

道并不是一般的现象，而是一种例外。

再往东一英里是斯泰里布雷芝，这个城市也在泰姆河畔。如

果从埃士顿登山，那末从山顶向左右眺望都会看到许多美丽的大

花园，花园里有别墅一样的华丽的住宅，其建筑式样大部分是伊

丽莎白式，这种式样和哥德式的关系正像英国国教和罗马天主教

的关系一样。再向前走一百步，河谷里的斯泰里布雷芝就出现在

眼前。但是和那些华丽的别墅，甚至和埃士顿那些朴素的小宅子

比起来这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照呵！斯泰里布雷芝在一个比斯托

克波尔特夹谷还要狭窄的弯弯曲曲的狭谷里面，夹谷两边的斜坡

上杂乱无章地布满了小宅子、房屋和工厂。在走近城市的时候，看

到的第一批小屋就是拥挤的，被煤烟熏得黑黑的，破旧的，而全

城的情况也就和这第一批房子一样。只有很少的几条街伸展在狭

窄的谷底；大部分街道是纵横交错的，沿着斜坡时起时伏。由于

街道分布在这种倾斜的地势上，几乎一切房屋的最下一层都有一

半陷到地里面去。在这种紊乱的建筑体系下形成多少堆大杂院、后

街和小胡同，从山上朝下看就可以看见。从山上看下去，这个城

市的某些地方就像一幅鸟瞰图一样地展现在下面。再加上可怕的

肮脏，那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郊区很美丽的城市却给

人这样一种可憎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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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较小的城市，我们已经说得不少了。这些城市每一

个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一般说来这些城市里的工人的生活是和

曼彻斯特一样的。因此，我只描写了每一个城市的建筑形式的特

点，但要补充一点，就是对曼彻斯特工人住宅状况的一般特点的

一切评论，对它周围的这些城市也是完全适用的。现在我们就来

谈这个中心城市吧。

曼彻斯特位于一串小山的南山坡下，这一串小山从奥尔丹起

绵延于艾尔威尔河和梅德洛克河的河谷间，到克萨尔－摩尔山达

到终点，这是曼彻斯特的跑马场和“圣山”１０１。曼彻斯特本城位于艾

尔威尔河左岸，在该河及其两条支流——艾尔克河和梅德洛克河

之间，这两条小河就在这里流入艾尔威尔河。在艾尔威尔河右岸，

在这条河的急转的河曲环抱之处在索尔福，再往西是盆德尔顿；艾

尔威尔河北边是上布劳顿和下布劳顿；艾尔克河北边是奇坦希尔，

梅德洛克河南边是休尔姆，再往东是梅德洛克河畔的却尔顿，再往

前，差不多在曼彻斯特以东是阿德威克。所有这些房屋的总和，通

常就叫做曼彻斯特，这里的人口至少有４０万，也许还要多。这个城

市建筑得如此特别，人们可以在这里住上多少年，天天上街，可是，

如果他只是出去办自己的事或散步，那就一次也不会走进工人区，

甚至连工人都接触不到。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无意识的默契，也由

于完全明确的有意识的打算，工人区和资产阶级所占的区域是极

严格地分开的，而在那些不能公开这样做的地方，这种事情就在慈

善的幌子下进行。在曼彻斯特的中心有一个相当广阔的长宽各为

半英里的商业区，几乎全区都是营业所和货栈（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ｓ）。这

个区域几乎整个都是不住人的，夜里寂静无声，只有值勤的警察提

着遮眼灯在狭窄而黑暗的街道上巡逻。这个地区有几条大街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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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非常热闹，房屋的最下一层都是些辉煌的商店；在这些街上，

有些地方楼上也住了人；这里的市面是不到深夜不停止的。除了这

个商业区域，整个曼彻斯特本城、索尔福和休尔姆的全部、盆德尔

顿和却尔顿的大部分、阿德威克的三分之二以及奇坦希尔和布劳

顿的个别地区，——所有这些地方形成了一个纯粹的工人区，像一

条平均一英里半宽的带子把商业区围绕起来。在这个带形地区外

面，住着高等的和中等的资产阶级。中等的资产阶级住在离工人区

不远的整齐的街道上，即在却尔顿和在奇坦希尔的较低的地方，而

高等的资产阶级就住得更远，他们住在却尔顿和阿德威克的郊外

房屋或别墅里，或者住在奇坦希尔、布劳顿和盆德尔顿的空气流通

的高地上，——在新鲜的对健康有益的乡村空气里，在华丽舒适的

住宅里，每一刻钟或半点钟都有到城里去的公共马车从这里经过。

最妙的是这些富有的金钱贵族为了走近路到城市中心的营业所

去，竟可以通过整个工人区而看不到左右两旁的极其肮脏贫困的

地方。因为从交易所向四面八方通往城郊的大街都是由两排几乎

毫无间断的商店所组成的，而那里住的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他们为

了自己的利益，是愿意而且也就够保持街道的整洁的。诚然，这些

商店和它们背后的那些区域总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在商业区和

靠近资产阶级住区的地方，商店就比背后藏着工人们肮脏的小宅

子的那些商店更漂亮些。但是，为了不使那些肠胃健壮但神经脆弱

的老爷太太们看到这种随着他们的富贵豪华而产生的穷困和肮

脏，这些商店总算是够干净的了。例如第恩斯盖特街从老教堂一直

向南伸展，在起头的地方是两排货栈和工厂，接着是第二流的商店

和几个啤酒店，再往南去，就是商业区的尽头，这里是一些比较难

看的商店，愈往南，就愈肮脏，同时酒店和小饭馆也愈来愈多，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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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街道的南端，小店的外貌就使人丝毫不会怀疑这些小店的主

顾是工人，而且也只是工人。从交易所向东南伸展的市场街，看上

去也是一样：最初是些第一流的华丽的商店，楼上是营业所和货

栈；接着（在皮卡第莱）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大旅馆和货栈；再往前

去（在伦敦路），在梅德洛克河旁，是工厂以及为资产阶级下层和工

人开设的小酒店和商店；再往前，在阿德威克－格林附近，是高等

和中等资产阶级的房屋，在它们后面，是那些最富有的厂主和商人

的大花园和别墅。这样，了解了曼彻斯特，就可以从几条大街推出

利它们毗连的地区的情况，但是很少能由此看出工人区的真正面

貌。我知道得很清楚，这种伪善的建筑体系是或多或少地为一切大

城市所具有的；我也知道，零售商因其所经营的商业的性质就必须

住在繁华的大街上；我知道，在这种街道上好房子总比坏房子多，

这一带的地价也比偏僻的地方高。但是我毕竟还没有看到过一个

地方，像曼彻斯特这样有系统地把工人阶级排斥在大街以外，这样

费尽心机把一切可能刺激资产阶级的眼睛和神经的东西掩盖起

来。然而，曼彻斯特在其他方面比任何一个城市都建筑得更不合警

察的规定，更没有一定的计划，而是更偶然地堆积起来的。当我连

带考虑到资产阶级那种热心的保证，说什么工人生活得很好的时

候，我就觉得，那些自由派厂主，曼彻斯特的《ｂｉｇＷｉｇｓ》①对该市

的这种可耻的建筑体系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的。

还要补充一下的，就是几乎所有的厂房都是沿着贯串全城的

三条河流和各种运河建立起来的，现在我就来描述工人区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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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一个无法翻译的双关语。英语中《ｂｉｇＷｉｇｓ》的意思是“要人”或“大亨”，而和它发

音相同的《ｂｉｇＷｈｉｇｓ》的意思却是“辉格党巨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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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首先要谈的是曼彻斯特旧城，它位于商业区北边和艾尔克河

之间。这里的街道，即使像托德街、朗－密尔盖特、威色－格罗弗

和修德希尔这些比较好的街道，也都是又狭窄又弯曲的，房屋又

肮脏又破旧，胡同里的建筑更是令人作呕。如果从老教堂顺着朗－

密尔盖特街走去，就会看到右边有一排老式房屋，这些房屋的门

面没有一间不是东倒西歪的，——这是旧曼彻斯特，工业时代以

前的曼彻斯特的残迹，以前住在这里的居民和他们的子孙都搬到

本城建筑得较好的区域去了，而把这些对他们太不合适的房屋留

给包括很多爱尔兰人在内的工人居民。这里才真正是一个几乎毫

不掩饰的工人区，甚至大街上的商店和酒馆也没有人想把它们的

外表弄得稍微干净一些。但是这一切和后面那些只有经过狭窄得甚

至不能同时走两个人的过道才能进去的胡同和大杂院比起来简直

就算不了什么。像这样违反合理的建筑术的一切规则而把房子乱

七八糟地堆在一起，弄得一所贴着一所地挤作一堆，实在是不能想像

的。而且这不能只怪建筑物是旧曼彻斯特时代保存下来的。这种杂

乱无章的情形只是在最近才达到顶点，现在，在任何地方，只要

那里的建筑方式比较古老因而还保留下那么一点点空隙，人们就

在这里补盖起房子，把这

个空隙填起来，直到房子

和房子之间连一小块可以

再建筑一些东西的空地也

没有为止。我现在从曼彻

斯特的平面图上描下一小

块来证实我的话。这远不

是最坏的一块地方，而且

９２３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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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还不到整个旧城的十分之一。

这张图可以充分地表明全区的、尤其是艾尔克河附近的建筑

方式是如何不合理。在这里，河的南岸很陡，有１５英尺到３０英尺高；

在这个陡坡上，大部分的地方都有三排房屋，最下面一排紧靠水

边，而最上面一排却已经是屋檐齐及山顶，面临着朗－密尔盖特

街。此外，河岸上还有工厂，总之，这里的建筑也和朗－密尔盖特街

下段一样密集而杂乱。大街左右有很多有顶的过道通到许多大杂

院里面去；一到那里，就陷入一种不能比拟的肮脏而令人作呕的环

境里；向艾尔克河倾斜下去的那些大杂院尤其如此，这里的住宅无

疑地是我所看到过的最糟糕的房子。在这里的一个大杂院中，正好

在入口的地方，即在有顶的过道的尽头，就是一个没有门的厕所，

非常脏，住户们出入都只有跨过一片满是大小便的臭气熏天的死

水洼才行。这是艾尔克河畔杜西桥以上的第一个大杂院——我指

出这一点，是考虑到可能有人要想证实一下我的话，下面紧靠着河

的地方有几个制革厂，四周充满了动物腐烂的臭气。要到杜西桥以

下的那些大杂院里去，大半要从一条狭窄而肮脏的台阶走下去，而

要进入屋内就必须跨过一堆堆的垃圾和脏东西。桥以下的第一个

大杂院叫做爱伦大院，在霍乱流行的时候，这里的情况曾使卫生警

察不得不命令居民都搬出来，清扫一番，并用氯气把房子熏一遍；

凯博士在一本小册子 里，对这个大杂院当时的情况曾做过一番

   医学博士詹 菲 凯“曼彻斯特棉纺织业中的工人在精神和身体方面的状况”

１８３２年第２版（《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ｅ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ｏｔｔｏ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ｉｎ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ＢｙＪａｍｅｓＰｈ．Ｋａｙ，Ｄｒ．

Ｍｅｄ．２ｎｄｅｄｉｔ１８３２）。作者对一般工人阶级和工厂工人没有加以区别，但是在

其他方面，这是一本出色的书。——恩格斯原注

０３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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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心动魄的描述。从那时起，这个大杂院显然已经有一部分拆

掉重新盖过了；至少从桥上看下去，就马上可以看到一些断垣残壁

和高耸着的垃圾堆旁边有几所较新的房屋。从桥上看到的这幅景

象——一堵一人高的石墙小心翼翼地遮住了这幅景象，使个子不

很高的过路人无法看到——就是全区的一般面貌。桥底下流着，或

者更确切地说，停滞着艾尔克河，这是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

小河，里面充满了污泥和废弃物，河水把这些东西冲积在右边的较

平坦的河岸上。天气干燥的时候，这个岸上就留下一长串龌龊透顶

的暗绿色的淤泥坑，臭气泡经常不断地从坑底冒上来，散布着臭

气，甚至在高出水面四五十英尺的桥上也使人感到受不了。此外，

河本身每隔几步就被高高的堤堰所隔断，堤堰近旁，淤泥和垃圾积

成厚厚的一层并且在腐烂着。桥以上是制革厂；再上去是染坊、骨

粉厂和瓦斯厂；这些工厂的脏水在废弃物统统汇集在艾尔克河里，

此外，这条小河还要接纳附近污水沟和厕所里的东西。这就容易想

像到这条河留下的沉积物是些什么东西。桥以下，可以看到陡峭的

左岸上大杂院里的垃圾堆、脏东西、泥土和瓦砾；房屋一所耸立在

一所后面，由于坡很陡，每一幢房子都看得见一小块；所有这些房

屋都是被烟熏得黑黑的、破旧的，窗玻璃破碎不堪，窗框摇摇欲坠；

在后面，是旧的兵营式的工厂厂房。在比较平坦的右岸，是一长排

房屋和工厂。靠边的第二所房子是一座没有屋顶的废墟，里面堆满

了垃圾，而第三所房子造得这样低，它的最下一层竟不能住人，所

以就没有窗子，也没有门。在这后面，是穷人的墓地和利物浦—里

子铁路的车站，再往后就是习艺所——曼彻斯特的“穷人的巴士底

狱”，它像一座城堡，从小山上的锯齿形的高墙后面森严地俯视着

对岸的工人区。

１３３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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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西桥以上，左岸较平，右岸较陡，但是两岸住房的情况丝毫

也不见得好些，而且更坏了。在这里只要从朗－密尔盖特这条大街

向左一拐弯，就会迷失方向；走出一个大杂院又走进另一个大杂

院，走过一些拐角、一些狭窄而肮脏的胡同和过道，几分钟以后，终

于堕入五里雾中，根本不知道天南地北了。到处都是半倒塌或完全

倒塌了的房屋，其中有一些事实上已经就有人住了，这种情形是很

耐人寻味的；房子里很少有铺上木板或石板的，几乎到处都是破烂

的装置得很坏的窗和门，而且是多么肮脏！到处是一堆堆的垃圾、

脏东西和废弃物，死水洼代替了水沟，仅仅是臭气就足以使稍微有

点文化气息的人无论如何不能在这里住。不久以前，由于里子铁路

新修的延长出来的一段要在这里跨过艾尔克河，这些大杂院和胡

同的一部分被拆掉了，可是余下的部分却暴露在人们的眼前。例如

在铁桥附近就有一个大杂院，它那肮脏的令人作呕的面貌远远地

超过其他一切大杂院，这是因为以前它四周都有房子包围着，很难

走到里面去；尽管我认为自己很熟悉这一带地方，假若不是建筑铁

路桥梁时打开了缺口，我也永远不会发现这个大杂院。沿着坑坑洼

洼的河岸，从上面拉着晒衣服的绳子的那些木桩旁边走过去，就走

进了这一堆乱七八糟的矮小的平房中，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是土地，

地上没有铺任何东西，每一家都只有一个房间，厨房、起居室、卧

室，什么都是那一间唯一的房子。在这样一个长不到６英尺宽不到５

英尺的洞穴里，我看到了两张床——这算什么床铺呵！——另外再

加上一张梯子和一个炉灶，正好填满了整个房间。在其他许多小屋

里，我根本就什么也没有看到，虽然门是敞开的，而住的人就站在

门口。门前到处是脏东西和垃圾；垃圾下面似乎是铺了石头的，但

是看不见，只是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用脚踏下去才感觉得到。这

２３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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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堆住着人的牲畜栏，两面被房屋和工厂包围着，第三面是河。

这里，除了一条沿河的狭窄的小路，只有一个狭窄的有顶的过道通

到外边去——通到另一片几乎建筑得一样坏和一样不整洁的像迷

阵一样的房屋里面去。

这已经够了！整个艾尔克河河岸的房屋都是这样建筑的。这是

一些毫无计划地胡乱堆在一起的房屋，全部都已经或多或少地接

近于倒塌了；房屋内部的肮脏零乱和周围的肮脏环境完全相配称。

住在这里的人怎么能够讲究清洁呢？要知道，他们就连大小便的地

方也没有。这里的厕所是这样少，每天都积得满满的；要不就离得

太远，大部分居民都无法利用。附近只有艾尔克河的脏水，而自来

水和抽水机又只是那些“体面的”市区里才有，人们怎么能够洗

澡呢？现代社会中的这些奴隶的住屋并不比杂在他们小屋之间的

那些猪圈更干净些，这实在是不能怪他们的！苏格兰桥以下沿岸有

六七间地下室，室内的地面和离它不到６英尺远的地方流过的艾尔

克河水浅时的水面比起来，至少要低两英尺，对岸桥以上离桥不

远的街道拐角上有一幢房屋，最低一层没有门，也没有窗，根本

不能住人（而这种情况在这一带并不少见）；还应当指出，由于没

有更适当的地方，附近居民经常用这种敞开的最低一层房子做公

共厕所，——像这幢房子的上面一层和那六七间地下室，房主们

还恬不知耻地把它们出租！

我们撇开艾尔克河，再鑽到朗－密尔盖特街另一边的工人住

宅的中心去，我们就会走进一个稍微新一点的工人区，这个区域

从圣迈克尔教堂起一直伸展到威色－格罗弗和修德希尔。这里至

少比较整齐一些。我们在这里看不到紊乱不堪的建筑，至少是可以

发现一些长而直的街道和死胡同，以及按照一定计划建筑起来的

３３３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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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是四方形的大杂院。但是，如果说前面那些区域里的每一幢房

子都是胡乱地建筑起来的，那末，在这里，这种胡乱建筑的做法

却表现于整条整条的街道和整个整个的大杂院，在建筑这些街道

和大杂院的时候丝毫没有考虑到其他街道和大杂院的地位。街道

时而朝这一面转，时而又朝那一面转，每走一步都会闯入死胡同

或者碰上死角，使你又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要不在这个迷阵里

住上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那就怎样也摸不清这里的方向。这些街道

和大杂院的通风（如果这个词还可以用到这里的话）状况和艾尔

克河一带一样坏，虽然这个区域在某些方面比艾尔克河流过的那

个区域优越一些（这里的房屋比较新，有些街道间或还有污水

沟）可是这里几乎每一所房子都有住人的地下室，而这在艾尔克

河畔，由于房屋比较阵旧，建筑得也比较马虎，就很少看到了。在

其他方面，如脏东西、垃圾堆、灰堆和街道上的死水洼，却是两

个地方都有的，而在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个区域里，除了这些东西，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极其有碍居民的清洁的情形，这就是成群的

猪在街上到处乱跑，用嘴在垃圾堆里乱拱，或者在大杂院内的小

棚子里关着。这里，正像曼彻斯特大多数其他工人区一样，腊肠制

造商把院子租下来，在那里盖起猪圈；几乎每一个大杂院里都有

一个或几个这样的隔开的角落，院里的居民把一切废弃物和脏东

西都往里扔，结果猪是养肥了，而这些四面都有建筑物堵住的大

杂院里的本来就不新鲜的空气却由于动植物体的腐烂而完全变坏

了。穿过这个区域，修筑了一条相当体面的宽阔的街道——密勒

街，这样，这里的后景就相当成功地被隐蔽起来了，但是谁要是

为了好奇，走进许多条通向大杂院的过道中的一条去看看，那末

每隔２０步他就会碰到这样一个不折不扣的猪圈。

４３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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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旧城就是如此。重读了一遍自己对它的描写，我应当

说，我不仅丝毫没有夸大，而且正好相反，对这个至少住着两三

万居民的区域，我还远没有把它的肮脏、破旧、昏暗和违反清洁、

通风、卫生等一切要求的建筑特点十分鲜明地表现出来。而这样一

个区域是在英国第二大城，世界第一个工厂城市的中心呀！如果想

知道，一个人在不得已的时候有多么小的一点空间就够他活动，有

多么少的一点空气（而这是什么样的空气呵！）就够他呼吸，有什

么起码的设备就能生存下去，那只要到曼彻斯特去看看就够了。不

错，这是旧城，——和当地居民谈到这个人间地狱的可憎的状况

时，他们就会强调这一点，——但是这能说明什么呢？要知道，一

切最使我们厌恶和愤怒的东西在这里都是最近的产物，工业时代

的产物。属于旧曼彻斯特的那几百所房子老早就被原来的住户遗

弃了，只是工业才把大批的工人（就是现在住在那里的工人）赶

到里面去；只是工业才在这些老房子之间的每一小片空地上盖起

房子，来安置它从农业区和爱尔兰吸引来的大批的人；只是工业

才使这些牲畜栏的主人有可能仅仅为了自己发财致富，而把它们

当做住宅以高价租给人们，剥削贫穷的工人，毁坏成千上万人的

健康；只是工业才可能把刚摆脱掉农奴制的劳动者重新当做无生

命的物件，当做一件东西来使用，才可能把他赶进对其他任何人

都是太坏的住所，而这种住所工人得花自己的血汗钱来享用，直

到它最后完全倒塌为止；所有这些都只是工业造成的，而如果没

有这些工人，没有工人的贫困和被奴役，工业是不可能存在的。固

然，这些区域原来的规划就不好，很难从这种规划中弄出什么好

东西来。但是在改建时，土地占有者做了些什么，地方当局又做了

些什么来加以改善呢？什么都没有做。相反地，只要哪里还空下一

５３３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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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角落，他们就在那里盖起房子；哪里还有一个多余的出口，他

们就在那里盖起房子来把它堵住。地价随着工业的发展而上涨，而

地价愈是涨得高，就愈是疯狂地在每一小块土地上乱盖起房子来，

一点也不考虑居民的健康和方便，唯一的念头就是尽可能多赚钱，

反正无论多坏的小屋，总会找到租不起好房子的穷人的。但是这到

底是旧城，——资产阶级就是这样安慰自己的。那末我们来看看

新城（ｔｈｅＮｅｗｔｏｗｎ）是怎样的吧。

新城又叫爱尔兰城（ｔｈｅＩｒｉｓｈｔｏｗｎ），在旧城的那一边，在艾

尔克河和圣乔治路之间的粘土小山上。在这里，城市的一切特征都

消失了。东一排西一排的房屋或一片片迷阵似的街道，像一些小村

庄一样，乱七八糟地散布在寸草不生的光秃秃的粘土地上。房屋，

或者不如说是小宅子，情形都很糟，从来不修理，肮脏，有潮湿

而龌龊的住人的地下室。街道既没有铺砌，也没有污水沟，可是这

里却有无数的猪群，有的在小院子或猪圈里关着，有的自由自在

地在山坡上蹓跶。这里街上的污泥竟这样厚，只有在天气很干燥的

时候，才能希望走过这里而不致让烂泥掩没了脚背。在圣乔治路附

近，一堆一堆的建筑物密密麻麻地集在一起，到处是一条条的街

道、胡同、死胡同和大杂院，愈接近市中心，就愈是挤在一起，愈

是乱七八糟。固然，这里常常可以看到一些铺砌过的街道，或者至

少也可以看到铺砌过的人行道和污水沟，但是肮脏的情形，以及

房屋，特别是地下室的恶劣状况还是一样。

在这里，不妨一般地谈谈曼彻斯特流行的工人区的建筑形式。我们

已经知道，在旧城，房子的排列大半是纯粹出于偶然的。每一所房

子在建筑时都没有考虑到其余的房子，而几所房子中间的一块不

规则的空地，由于没有其他名字可用，就称它为大杂院（ｃｏｕｒｔ）。

６３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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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区域中的一些稍微新

一点的地段和工业繁荣初期

形成的其他一些工人区里，

房子的分布是比较有计划

的。两条街道之间的地方被

划分为较有规则的多半是四方形的大杂院，这些大杂院一开始就

是以近似附图所表示的那种样子盖起来的，经过有顶的过道从街

上通到里面去。房子的完全没有计划的分布固然很妨碍通风，因而

对居住者的健康非常有害，但是这种把工人关在四面都被建筑物

围起来的大杂院里的办法就更有害得多了。这里空气根本不能流

动；只是在生火的时候，烟囱算是大杂院中闷人的空气的唯一出

口 。此外，这些大杂院里的房屋大半都是两排盖在一起，两排房

子共用一堵后墙，这就足以使那里不可能有任何良好的通风了。又

因为街道警察对这些大杂院的情况漠不关心，同时房屋里扔出来

的一切东西都是扔在什么地方就留在什么地方，所以，在那里看到

脏东西以及一堆堆的煤灰和垃圾，也就用不着惊奇了。我曾经访问

过一些大杂院（在密勒街），这些大杂院至少要比大街低半英尺，没

有排水沟，下雨时积起来的水一点也流不出去！

后来出现了另一种建筑形式，这种形式现在已普遍地采用了。

现在，工人小宅子几乎再也不一所所地盖了，总是一盖就是几十

   但是，有一位聪明的英国自由党人在“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硬说，这些大杂院是城市

建筑艺术的杰作，因为它们像许多露天的小方场一样，可以改善通风状况，促使空气流

通！假如每一个大杂院都有两个或四个宽阔的露天的面对面的出口，让空气

可以自由流通，那也许真可以改善通风状况，促使空气流通；但是这些大杂院

从来也没有两个这样的露天出口，甚至难得有这么一个，几乎一切大杂院都

只有一条狭窄的有顶的过道。——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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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甚至几百所；一个业主一下子就盖它一整条或两三条街。这些

街道排列如下：第一排是比较高级的小宅子，很幸运，这些小宅子

有一个后门和一个小院子，因而房租也最贵。这些小宅子的院子通

向一条两端都盖有房子的弄堂（ｂａｃｋ－ｓｔｒｅｅｔ），其中一端有一条窄

缝或有顶的过道通到这条弄堂里去。大门开在弄堂里的那些小宅

子，房租最便宜，一般也照管得最坏。它们和第三排小宅子共用一

堵后墙，第三排小宅子的门开在另一条街上，房租比第一排便宜，

但比第二排贵。这样，街道的布置情况就约略如下图：

由于房屋和街道是这样排列的，所以第一排小宅子的通风还相当

不错，第三排的通风至少也不比前一种建筑形式中类似的小宅子

差；但是中间一排的通风在任何情况下都和大杂院中的小宅子一

样坏，而弄堂也并不比大杂院更整洁些。业主们宁愿要这种建筑方

式，因为它既节省地面，又使他们能通过第一排和第三排小宅子的

较高租金来更顺利地掠夺工资比较多的工人。

这三种小宅子建筑形式不仅在全曼彻斯特，甚至在整个郎卡

郡和约克郡都可以看到，它们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但大半都单

独存在，所以仅仅从这一特征就可以看出城市各部分的相对年龄。

第三种形式，即有弄堂的那一种形式，在圣乔治路以东、奥尔丹

路和大安柯茨街两边的广大工人区里占有绝对的优势，在曼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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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其余工人区和郊区也很常见。

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叫做安柯茨的广大区域里，沿着两条运河

集中了曼彻斯特的大部分最大的工厂——六七层高的大建筑物，

这些建筑物及其细长的烟囱耸立在低矮的工人小宅子的上空。所

以这个区域的居民主要是工厂工人，而住在最坏的街上的则是手

工织工。靠近市中心的一些街道是最老的，因而也是最坏的，但是

这些街道都铺砌过而且还有污水沟；在这里我是把那几条同奥尔

丹路和大安柯茨街靠近而又与之平行的街道算在里面的。再向东

北可以看到几条新修建的街道；这里的小宅子看起来漂亮而又清

洁，新的门窗刚刷上油漆，室内也粉刷得干干净净；街上空气比较

流通，街道之间还没有盖房子的空地比较大，也比较多。但是所有

这些都只是少数住宅的情况。此外，还应当补充一点，这就是几乎

每一幢小宅子都有住人的地下室；许多街道都没有铺砌，也没有排

水沟；而重要的是这个漂亮的外表仅仅是一种伪装，这种伪装过十

年就什么也不会留下了。原因是这些小宅子并不比街道建筑得好

一些。初看起来，所有这些小宅子都非常漂亮而坚固，外表结实的

砖墙骗过了人们的眼睛，如果经过新建的工人区而不看一看那些

弄堂，也不仔细看一下房屋是如何建筑的，那就会同意那些自由派

厂主的说法：任何地方的工人也没有英国这样好的住宅。但是，只

要走近细看一下，就会发现，这些小宅子的墙是薄到不能再薄了。

支持地下室、房屋底层和屋顶的重量的外墙，最多也不过一块砖那

么 厚，也 就 是 每 一 行 中，砖 的 长 边 是 紧 靠 在 一 起 的

（ ）；但是，我也看见过不少同样高的小宅子（其中有

些在我看到时还正在建造），它们的外墙只有半块砖那么厚，因为

砖不是横排而是直排的，就是说，不是长边靠在一起，而是短边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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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 ）。这样做，一半是为了节省材料，一半是由于

盖房子的业主向来不是地基的所有者，按照英国的习惯他们把地

基租上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或九十九年；期限一满，地

基和它上面的一切建筑物都要毫无代价地归还原主。所以租地的

人总是精打细算使自己盖的房子在土地租赁期满时尽可能地变得

不值钱；而由于这种小宅子常常是在满期前二三十年才盖起来的，

这就容易了解，盖房子的业主是不愿意在这上面多花钱的。此外，

这些业主多半是建筑公司老板或厂主，他们很少或根本不愿花钱

修缮，这一半是由于他们不愿意减少自己的收入，一半是由于租期

短促的缘故；在商业危机来临，大批工人失去工作的时候，往往整

条整条的街道空起来，因此，小宅子很快就倒塌毁坏，不能住人了。

根据一般的估计，工人住宅平均只能用四十年。当你看到那些新房

子的似乎可以维持几个世纪的外表美丽而结实的外墙时，你会觉

得这种说法好像是很奇怪的；但实际情形却是这样：建造房屋的时

候光打小算盘，以后又丝毫不加修缮，房屋时常空起来，住户经常

更动，最后，在能够住人的最终十年里，房客——大部分是爱尔兰

人——又大肆破坏，常常把房屋里的木质部分拆下来生火，由于这

一切，这些小宅子过了四十年就变成一堆瓦砾了。这就说明了一个

事实：在工业繁荣时期而且主要是在本世纪才修建起来的安柯茨

区，也还是有许多破旧的倒塌的房子，而大部分房子现在甚至已经

到了能够住人的最后阶段了。至于这样白白地浪费了多少资本，以

及只要在建筑上和以后的修理上怎样稍微多花一点钱，就可以使

这个区域在许多年中保持清洁、像个样子和能够住人，这我就不谈

了。我在这里要谈的只是房屋的状况和居住者的生活条件，在这一

方面我应当说，再也没有比这种安置工人的制度更有害更伤风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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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的了。工人不得不住在这种恶劣的小宅子里面，是因为他们没有

钱去租较好的房子，或者是因为他们做工的工厂附近没有较好的

房子，有时也因为这些小宅子是厂主的，厂主只是在工人租他的小

宅子时才给工人工作。自然，这种四十年的期限并不是绝对不变

的；如果房屋是在闹市里，那末，即使地租昂贵，但是总有希望找到

住户，所以房主就会做一些修缮工作使房子在四十年以后还多少

能住人；当然，他们所做的只是最必需的，而且这些修理过的房子

正是最坏的。有时，在流行病威胁之下，卫生警察们平时酣睡着的

良心惊醒了，于是他们就到工人区来进行突击检查，把整排整排的

地下室和小宅子封闭起来，譬如在奥尔丹路附近的许多胡同中就

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这并不会持续多久，这些被禁止住人的房屋

很快又住上了人；而且房主寻找新房客的时候，甚至比以前更占便

宜，因为人们知道，卫生警察一时半时是不会再到这里来了！

曼彻斯特的东郊和东北郊是资产阶级唯一没有替自己盖上房

子的郊区。原因是这里一年中要刮上十个月到十一个月的西风和

西南风，总是把一切工厂的煤烟都吹到这方面来（而这种煤烟确

实是不少的！）。光让工人去吸这些煤烟！

在大安柯茨街以南是一个建筑了一半的巨大的工人区——一

片光秃秃的丘陵地带，上面零零落落毫无规则地散布着一排排的

或排成四方形的房子。房子之间是一片空地，地下是粘土，高低不

平，不长草，一下雨就几乎不能通行。这里所有的小宅子都肮脏而

破烂，常常是建筑在低洼的大坑里，一般说来很像新城。北明翰铁

路穿过的那一片地方，房屋盖得最密，因而也比其余的地方更糟。

梅德洛克河在这里蜿蜒曲折地流过一个在某些地方可以和艾尔克

河河谷相提并论的河谷。河水也是漆黑的，停滞的，而且发出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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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条小河两旁，从它流入城市起到它和艾尔威尔河合流为止，是

一条宽阔的工厂和工人住宅地带；工人住宅的情况是非常恶劣的。

这里的河岸大部分是陡峭的，房屋一直建筑到河边，和我们在艾

尔克河沿岸看到的完全一样；房屋和街道的规划无论是在曼彻斯

特方面的，或是在阿德威克、却尔顿和休尔姆方面的，都同样糟

糕。但是最可怕的地方——假若我对每个地方都仔细地一一加以

描绘，那就没有个完了——是在曼彻斯特这边，在牛津路西南，叫

做小爱尔兰（ＬｉｔｔｌｅＩｒｅｌａｎｄ）。在梅德洛克河的一个河湾里，有一块

相当深的凹地，四周都是很高的工厂、很高的河堤和盖了房子的

河岸。在这块凹地里，密集着两片小宅子，共有两百所左右，大部

分都是两所共用一堵后墙，一共约有４０００人住在这里，几乎全是

爱尔兰人。小宅子都很破旧，肮脏，小得不能再小；街道坑坑洼洼，

高低不平，大部分没有铺砌，也没有污水沟。到处都是死水洼，高

高地堆积在这些死水洼之间的一堆堆的垃圾、废弃物和令人作呕

的脏东西不断地发散出臭味来染污四周的空气，而这里的空气由

于成打的工厂烟囱冒着黑烟，本来就够污浊沉闷的了。妇女和孩子

们到处走来走去，穿得破破烂烂，就像在这里的垃圾堆和烂泥坑

里打滚的猪一样地肮脏。总之，这个地方看上去是这样讨厌，这样

不顺眼，就是艾尔克河沿岸最坏的大杂院也不至于如此。在这种半

倒塌的小宅子里，在蒙上一层油布的破窗后面，在门框已经半腐

朽了的裂开的门后面或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在这种难以想像的

肮脏恶臭的环境中，在这种似乎是被故意毒化了的空气中，在这

种条件下生活的人们，的确不能不下降到人类的最低阶段，——

任何人只要看一看这个区域的外表，都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做出

这样的结论。但是，如果又听说，这些最多包括两间屋子、一间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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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有时再加上一间地下室的小破房子，平均每幢要住上２０个人；听

说在这个区域里，大约每１２０人才有一个厕所（不用说，这厕所多

半也是根本不能使用的）；听说不管医生们如何进行宣传，不管卫

生警察在霍乱流行时就小爱尔兰的状况怎样发出警报，现在，在

１８４４年，小爱尔兰的状况还是和１８３１年完全一样，听到这些话，他

会说些什么呢？——凯博士说 ，在这个区域里，不仅是地下室，

甚至所有房屋的第一层也都是潮湿的；过去有许多地下室曾经用

泥土填掉，但现在渐渐又被挖开，住上爱尔兰人；在一个地下室

里，因为它的地面比河面还低，水经常从一个用粘土封住的窟窿

渗入屋内，住在里面的一个手工织工每天清早都必须把水舀出，倒

到街上去！

稍稍往下，在梅德洛克河左岸，是休尔姆，这里实际上是一个

大的工人区，情形和安柯茨几乎毫无区别。在建筑物比较密集的区

域，房屋比较坏，而且都快要倒塌了，在居民比较少的地方，建筑物

比较新，空气也比较流通，但大部分都淹没在肮脏里面。而且无论

在哪里，房屋总是在潮湿的地方，无论在哪里，都有住人的地下室

和弄堂。梅德洛克河对岸，曼彻斯特本城，是第二个大的工人区，它

沿着第恩斯盖特街两旁一直伸展到商业区域，在许多地方都丝毫

不亚于旧城。特别是在紧靠着商业区的地方，在桥街和码头街之

间，公主街和彼得街之间，建筑物密集的情况在许多地方都要超过

旧城中最狭小的大杂院。这里有许多狭长的胡同，这些胡同之间是

狭小的、角落很多的大杂院和过道，它们的出入口是这样紊乱，如

果不熟悉这个迷宫中的每一条过道和每一个大杂院，那就每一分

３４３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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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都有走入死胡同或走到完全没有打算去的地方的危险。据凯博

士说，住在这个拥挤、破落而肮脏的区域里的，是曼彻斯特居民中

最堕落的一部分人，这些人的职业就是盗窃或卖淫；这种说法在今

天显然还是正确的。在１８３１年，卫生警察曾来到这里，发现这里和

艾尔克河沿岸或小爱尔兰一样脏（我可以证明，目前的情况并不见

得好多少）；此外还发现，在议会街，每３８０人才有一个厕所，而在议

会道，每三十幢住满了人的房子才有一个厕所。

过了艾尔威尔河，在这条河所形成的一个半岛上，我们可以

看到有８万居民的索尔福城，这里实质上是一个工人区，只有一条

独一无二的大街横贯其中。曾经有一个时候，索尔福比曼彻斯特更

为重要，是四周各个区域（ＳａｌｆｏｒｄＨｕｎｄｒｅｄ——索尔福群城）的

中心，这些区域直到现在还叫这个名字。所以这里也有一个相当古

老的、因而直到现在还是肮脏而破落的、非常不卫生的地区；这

个地区位于曼彻斯特老教堂对面，情况之糟和艾尔威尔河对岸的

旧城完全一样。离河稍远一点的地方是一个比较新的地区，但是也

已经超过了四十年，因而也是够破的。整个城市都是由大杂院和狭

窄的小胡同所组成的，这些小胡同狭窄的程度，使我想起我过去

看到过的最狭窄的街道——热那亚的狭窄的小街。在建筑方式上，

索尔福比曼彻斯特还要坏得多，在清洁方面也是这样。在曼彻斯

特，警察间或（每隔六年到十年）还到工人区去一次，封闭一些

最坏的住宅，强迫人们把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中最脏的地方打扫

一下，而在索尔福，警察显然是从来不这样做的。礼拜堂街、格林

盖特和砂砾胡同两边的小胡同和大杂院，大概从造好以后一次也

没有打扫过。现在，利物浦铁路经由一座高耸着的高架桥通过这些

街道的上空，一些最肮脏的角落是消灭掉了，但是这样一来是不

４４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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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就好了一些呢？当你乘火车通过这座高架桥的时候，从桥上往下

看，还是可以看到相当肮脏相当贫穷的景象；如果不怕麻烦，到

这些胡同里逛一下，从洞开的门窗向房屋和地下室里望一下，那

就不难相信，索尔福工人住的房屋根本谈不上清洁和舒适。在离索

尔福中心较远的地区，在伊斯林顿，在瑞琴特路，在波尔顿铁路

后面，都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形。奥尔德菲尔德路和十字胡同之间的

雷普街两旁，许多大杂院和小胡同是最糟糕的，这个地区的工人

住宅就肮脏和拥挤而论都可以和曼彻斯特的旧城媲美。在这个地

方，我遇到一个人，看样子已经六十来岁，住在一个牛棚里；在

这个没有窗子、没有地板、甚至地上什么也没有铺砌的方匣子里，

他装了一个像烟筒似的东西，放了一张床，就住在里面，一下雨，

雨水就从破烂的屋顶往下漏个不停。这个人已经太老，太衰弱，不

能做经常性的工作了；他用手推车搬运粪便等等来维持生活；粪

坑就紧靠着他住的牛棚。

我在二十个月的时间内有机会亲身观察到的曼彻斯特各工人

区就是如此。如果所我们在这些地方游历的结果概括一下，我们应

当说，曼彻斯特及其郊区的３５万工人几乎全都是住在恶劣、潮湿而

肮脏的小宅子里，而这些小宅子所在的街道又多半是极其糟糕极

不清洁的，建造时一点也没有考虑到空气是否流通，所考虑的只是

业主的巨额利润。总之，在曼彻斯特的工人小宅子里，既不可能保

持清洁，也不可能有什么设备，因而也就谈不上家庭乐趣；在这些

住宅里，只有那些日益退化的、在肉体上已经堕落的、失去人性的、

在智力上和道德上已经沦为禽兽的人们才会感到舒适而有乐趣。

并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说；我们已经看到凯博士也做了同样的描述。

我再引证一个自由党人，厂主们所公认、所推崇的权威，一切独立

５４３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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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人运动的死敌西尼耳 先生的话来做补充。他说：

“当我参观爱尔兰城、安柯茨和小爱尔兰工厂工人的住宅时，使我感到惊

奇的只是在这样的住宅里竟能保持一个勉强过得去的健康水平。这些城市

——就面积的大小和人口的数目来说，这都是些道地的城市——在建造的时

候，除了从事投机的业主的直接利益，就什么也没有考虑到。木作老板和建筑

公司老板合买（亦即租若干年）①若干地皮，在那上面盖上所谓的房子。在一

个地方，我们看到一整条街都是沿着弯弯曲曲的沟建造起来的，因为这样一

来，不用另外花钱挖土就可以得到较深的地下室，而这种地下室并不是用来

做储藏室或仓库，而是用来给人住的。这条街上没有一所房子逃过霍乱的肆

虐。这些郊区的街道通常都是没有铺砌过的，街心是一堆一堆的粪便，一滩一

滩的死水；房屋是背靠背地建筑起来的，两所房屋共用一堵后墙，没有通风和

排水的设备，整家整家的人都挤在地下室或阁楼的一个角落里。”

我在前面已经谈到曼彻斯特闹霍乱时卫生警察所表现的那种

异乎寻常的积极性。当这种流行病到来的时候，城市中的资产阶级

全都惊慌起来。他们忽然想起了穷人的那些不卫生的住宅，而且一

想到每一个贫民窟都会成为传染病的大本营，瘟疫会从那里向四

面八方传播，会侵入有产阶级的住宅，就吓得发起抖来。于是立刻

委派了一个卫生委员会来调查这些区域，并且要它就这些区域的

情况向市参议会做确切的报告。作为该委员会委员之一并特地调

查了每一个警政区（第十一区除外）的凯博士从委员会的报告中搞

出了几段。总共检查了６９５１所房子——当然只是在曼彻斯特本城，

索尔福及其他郊区都不在内；其中２５６５所极需在内部加以粉刷，

６４３ 弗·恩 格 斯

①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纳骚 威 西尼耳“就工厂法问题给商业大臣（查理 波立特 汤姆生阁下）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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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０所没有及时地做过必要的修理（ｗｅｒｅｏｕｔｏｆｒｅｐａｉｒ），９３９所没

有足够的污水沟，１４３５所是潮湿的，４５２所通风不良，２２２１所没有厕

所。在经过调查的６８７条街道中，２４８条没有铺砌，５３条只是部分地

铺砌过，１１２条通风不良，３５２条街道上都有死水洼、成堆的脏东西、

废弃物等等。——不用说，要在霍乱到来以前把这些奥吉亚斯的牛

圈打扫干净，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只打扫了几个最坏的

角落就算了，其余的仍然保持原状。自然，那些清扫过的地方过一

两个月就又变得和从前一样脏了，小爱尔兰就是一个例子。至于这

些房屋内部的情形，该委员会所报道的，和我们所听到的伦敦、爱

丁堡从其他城市的情形是一样的。

“往往是整家的爱尔兰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往往是一堆肮脏的麦稭和

一条用旧麻袋做成的被单就当做全家共用的被褥。这种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

都由于贫穷、迟钝和放荡而堕落下去。调查人员常常在一幢只有两间屋子的

房子里发现两家人；一间是大家睡觉的，另一间用做公共的饭厅和厨房；常

常甚至是几家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地下室里，在这种乌烟瘴气的空气里挤着

１２—１６个人。除了诸如此类的传染病来源，还要加上在屋子里养猪以及其他

脏得令人作呕的事情。”

这里还必须补充的，是很多只住着一间屋子的家庭为了收取

一定的费用还接纳一些搭伙食的和寄宿的人，这些寄宿者甚至往

往不分男女和屋主全家同睡在一张铺上。例如“工人阶级卫生状况

报告”就认定丈夫同妻子和成年的小姨子睡在一张床上的事，在曼

彻斯特就至少有六起。普通的夜店在这里也很多。据凯博士统计，

这种夜店１８３１年在曼彻斯特本城有２６７个，从那时起，一定又增加

了很多。每一个夜店容纳二三十个人，所以这些夜店每夜总共要住

   见前面引用过的凯博士的著作第３２页。——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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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０人到７０００人。这些房屋和它们的老主顾的特点也和其他城市

中的一样。每一间屋子里都没有床，只是在地上铺上五张到七张

铺，不管投宿的人有多少都统统安插在这上面，大家乱七八糟地睡

在一起，在这些罪恶的渊薮里笼罩着什么样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

气氛，是用不着我来说的。每一幢这样的房屋都是犯罪的中心，也

是干各种令人发指的事情的场所。如果不是这样强制着把各种恶

行集中在一起，这些事情也许永远不会发生。——据盖斯克尔 统

计，仅仅曼彻斯特本城就有两万人住在地下室里。而“每周快讯”杂

志“根据官方的报告”提出的数字，是全体工人的１２％，这和盖斯克

尔提出的数字大致相符，——工人的总数是１７５０００，１２％就是

２１０００人。在曼彻斯特的郊区，住人的地下室至少也和曼彻斯特本

城一样多，所以在整个曼彻斯特，连同郊区在内，住地下室

的人共有四五万。大城市里的工人住宅就是如此。如何满足

住屋的需要，是可以当做一个尺度来衡量工人其余的一切

   彼 盖斯克尔“英国的工业居民，他们的道德、社会和身体的状况，

以及因使用蒸汽机而引起的变化；附童工劳动调查“１８３３年“正义

得 伸”出版社版（Ｐ．Ｇａｓ－ｋｅｌｌ．《Ｔｈ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ｇ

ｌａｎｄ，ｉｔｓＭｏｒ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ｈｉｃｈｈａｖｅ

ａｒｉｓｅ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Ｓｔｅａｍ－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Ｗｉｔｈａｎ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ａｎｔ

Ｌａｂｏｕｒ》．《ＦｉａｔＪｕｓｔｉｔｉａ》．—１８３３）。这一著作主要是描写郎卡郡的工人状况。

作者是自由党人，但在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一般还并不认为自由党人必须歌

颂工人的“幸福”。因此，他还能公正而清楚地看出现状的、特别是工厂制度

的坏的方面。但同时他这本书是在工厂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以前写的，而且

从不可靠的材料中引用了一些论断，这些论断是后来被委员会的报告所推

翻了的论断。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作者像凯博士一样把一般工人阶级和特

殊的工厂工人混淆在一起，所以这一著作整个说来虽然是好的，但在引用

时，对于个别的细节还须谨慎。我们在“导言”中所叙述的无产阶级发展史，

主要是以这一著作中的材料为根据。——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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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是如何满足的。不难想像，在这些肮脏的洞穴里只有那些穿得

很破、吃得很坏的人才能住下去。而实际情形也正是如此。绝大多

数工人都穿得很坏。用来做衣服的料子都是非常不合适的，无论是

在女人的衣橱里或男人的衣橱里，都几乎根本没有亚麻布和毛织品，只

有棉织品。衬衫是用漂白布或是杂色的印花布做的，女人的衣服大部分也

是印花布做的，毛织品的裙子很少能在晒衣服的绳子上看到。男人们

大都穿着粗布及其他粗棉织品做的裤子和同样的料子做的上衣或夹

克。粗布（ｆｕｓｔｉａｎ）甚至成了工人服装这个名词的同义语，工人被叫

做ｆｕｓｔｉａｎ－ｊａｃｋｅｔｓ〔粗布夹克〕，而工人也这样称呼自己，借以和

那些穿呢子（ｂｒｏａｄ－ｃｌｏｔｈ）的老爷们相区别，而呢子也就成了资

产者的标志。宪章派的领袖菲格斯 奥康瑙尔在１８４２年起义时来到

曼彻斯特，他穿着一套粗布衣服在工人的热烈欢呼声中出现在他

们面前。在英国，即使是工人也都戴礼帽，礼帽有各种样式，有圆形

的，有圆锥形的或圆柱形的，有宽边的，有窄边的或根本没有边的，

只有工厂城市里的年轻人才戴便帽。没有礼帽的人就用纸做一顶

四方形的矮帽子戴在头上。工人的全部服装，即使都是完好的，也

很少能适应气候。英国气候潮湿，天气变化无常，这比什么都容易

引起感冒，因此，几乎整个有产阶级都穿法兰绒的内衣；法兰绒的

护胸、紧身和兜肚很多人都用。工人不仅不可能采取这种预防办

法，而且一般都几乎永远做不起一件毛织品的衣服。粗棉织品虽然

比毛织品厚、硬而且重，但在御寒和防湿方面是远不及毛织品的，

而且由于厚，由于材料本身的特性，一湿就不容易干，而且无论如

何没有像呢子之类的毛织品那样密实。如果工人居然有这么一天

能够买一件毛织品的上衣预备星期天穿，那只有到“廉价商店”里

去买，他在那里买到的是一种很坏的所谓《ｄｅｖｉｌ’ｓｄｕｓｔ》 ，这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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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制造出来“只是为了出售，而不是为了给人穿的”，只要穿上两个

星期就裂了缝或是磨穿了；要不然就是在旧货商那里买一件穿旧

了的上衣，这种衣服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再穿上几个星期就完

了。但是大多数人的衣服本来就不好，而且还得常常把比较好的衣

服送到当铺里去。很多很多工人，特别是爱尔兰人，他们的衣服简

直就是一些破布，上面往往连再打一个补丁的地方都没有了，不然

就是补丁连补丁，连原来的颜色都认不出来了。英格兰人或英爱混

血人居然想出办法来缝补这样的衣服，而且他们在这方面的技巧

确实是惊人的：他们毫不费力地把呢子补丁或麻布补丁补在粗布

上，或是把粗布补在呢子和麻布上，但是不久以前才迁来的真正的

爱尔兰人却几乎从来不缝补他们的衣服，除非是万不得已，即当它

有破成几块的危险的时候才缝补一下。衬衣的破布通常总是从上

衣或裤子上的窟窿里拖到外面来。正如托马斯 卡莱尔 所说的，

爱尔兰人穿的是

“一身破烂的衣服，这种衣服脱下和穿上都十分困难，只有在节日或特别

隆重的场合才这样做”。

爱尔兰人还带来了英格兰从前所没有的赤脚走路的习惯。现

在，在一切工厂城市里都可以看到很多人，特别是妇女和小孩赤

着脚走来走去，这种习惯在最贫穷的英格兰人中间也逐渐流行起

来了。

   直译是“魔鬼的灰尘”，这是一种用旧毛织品经过开毛机（这种机器在英语中

叫做ｄｅｖｉｌ）加工而制成的料子。——编者注

   托马斯 卡莱尔“宪章运动”１８４０年伦敦版第２８页（ＴｈｏｍａｓＣａｒｌｙｌｅ．

《Ｃｈａｒｔ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０，ｐ．２８）。关于托马斯 卡莱尔下面还要谈到。——

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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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食状况也和衣着一样，工人所得到的都是有产阶级认为太

坏的东西。在英国的大城市里，各种最好的东西都可以买到，但是

价钱很高；而工人必须用他那不多的几文钱来养家，他们是花不起

这样多的钱的。加之工人一般都是在星期六晚间才领到工资，——

不错，有些地方星期五就发了，但是这个很好的办法还远没有普遍

实行起来。所以工人要到星期六下午四点、五点或七点钟才能上市

场去，而资产阶级在上午老早就把最好的东西挑走了。早晨市场上

有的是最好的食品，但是等到工人来的时候，最好的东西都卖光

了，即使还剩下一些较好的，工人大概也买不起。工人买的土豆多

半都是质量很差的，蔬菜也不新鲜，干酪是质量很坏的陈货，猪板

油导发臭的，肉又瘦，又陈，又硬，都是老畜的肉，甚至常常是病畜

或死畜的肉，往往已经半腐烂了。做工人的生意的多半是些小商

版。他们收买次货，而且正因为是次货，所以才能够卖得这样便宜。

最贫穷的工人为了用不多的钱买必需的食品，哪怕是买质量很差

的食品，也还不得不采取一种特殊的办法：因为星期六晚上十二点

钟所有的商店都要关门，而星期日又完全停市，所以在十点到十二

点的时候商店就把那些不能保存到星期一的货物以想像不到的贱

价出卖。但是，这些到晚上十点钟还没有卖出去的东西，十分之九

到星期日早晨就不能吃了，而最贫穷的阶级星期日的餐桌正是用

这些东西点缀起来的。工人们买到的肉常常是不能吃的，但是既然

买来了，也就只好把它吃掉。１８４４年１月６日（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

曼彻斯特有十一个肉商因出售不能吃的肉，被地方法庭（ｃｏｕｒｔ

ｌｅｅｔ）处以罚款。其中一个有一整头牛；一个有一整口猪；一个有几

只羊；一个有五六十磅牛肉；所有这些东西都已经根本不能食用

了，因而全被没收。在这些肉商里面，有一个被没收了六十四

１５３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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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肚子里填满了馅的圣诞节吃的鹅，这些鹅没有及时在利

物浦卖出去，因此就运到曼彻斯特来，在这里的市场上摆出

来的时候已经腐烂了，发散着强烈的臭气。这件事情的全部经

过当时曾登载于“曼彻斯特卫报”１０２，而且提到了当事人的姓名和

罚款的数目。在７月１日至８月１４日这六个星期中，该报还报道了三

件类似的案子。据７月３日该报报道，在海华德没收了一只２００磅重

的猪，肉商发现这只猪已经死掉而且甚至已经腐烂了，可是还把它

切成块拿出去卖。据７月３１日该报报道，威根有两个肉商因出卖不

能吃的肉被分别处以２英镑和４英镑的罚款，而其中的一个已经不

是初犯了。最后，据８月１０日该报报道，波尔顿的一个小商人有二十

六只不能吃的火腿被没收，并且被当众焚毁，这个商人被处以２０先

令的罚款。但是这里所举出来的还远不是所发生的事情的全部，并

且不能把这些事情看做六个星期的平均数，也不能根据这个数字

推算出一年的平均数来。有一个时期，这个每周出版两次的“曼彻

斯特卫报”每一号都报道了曼彻斯特或邻近的工厂城市中所发生

的这类案件。这里应该记住一点：由于市场的范围很大，所有的大

街两旁都是市场，并且由于市场监察员监督不严，许多事情都逃过

了他们的眼睛，——要不是这样，那又怎样解释肉商肆无忌惮地把

已经发臭的整头整头的牲畜拿来出售的事情呢？只要注意一下，在

罚款像上面讲的那样微不足道的场合下，这种勾当对小商人的诱

惑力是多么大，只要想一下，什么样子的肉才被监察员认为完全不

能吃而加以没收，那就决不会相信工人平常所弄到的肉都是质量

好的和有营养的。但是资产阶级的贪婪还要使他们在其他方面吃

苦头。商人和厂主昧着良心在所有的食品里面掺假，丝毫不顾及消

费者的健康。上面我们引证了“曼彻斯特卫报”，现在听一听另外一

２５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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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资产阶级报纸，——我是喜欢拉反对者来做证人的，——听一听

“利物浦信使报”是怎样说的吧。

“把咸黄油冒充新鲜的出售，不是在一块块的咸黄油上涂上一层新鲜的

黄油，就是把１磅新鲜的黄油放在上面让人先尝一尝，在尝过以后却把

咸的卖出去，或者洗掉盐再把黄油当做新鲜的出售。糖里面掺上米粉或

其他价钱便宜的东西，照净糖的价钱出卖。制肥皂时剩下的废弃物也掺上别

的东西冒充糖卖。咖啡粉里面擦上菊苣及其他价钱便宜的东西；甚至没有磨

过的咖啡里也掺假，而且假贷还真像咖啡豆。可可里面常掺有捣得很细的褐

色粘土，这种粘土是用羊脂油搓过的，掺在真的可可里简直看不出是假的。茶

叶里面往往掺上黄荆叶子及其他类似的杂物，或者把泡过的茶叶晒干，放在

烧热的铜片上烘烤，使它恢复原来的颜色，然后当做好茶叶出卖。胡椒里掺上

豆荚磨成的粉末及其他东西。葡萄牙红葡萄酒干脆就是假造的（用颜料、酒精

等制成），因为人家都知道，单是在英国喝掉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就此整个葡萄

牙所生产的还要多。在市面上行销的各种各样的烟草里都掺上了各种令人作

呕的东西。”

（在这里我还可以补充几句，由于烟草普遍地掺假，去年夏天

曼彻斯特某几个最著名的烟草商人曾公开地说，要是不掺假，他

们的生意就无法做下去，价钱在３辨士以下的雪茄烟，没有一枝完

全是用烟叶制成的。）像这种掺假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几打来，把

石膏粉或白垩掺在面粉里，就是其中常见的一种卑鄙行为。当然，

事情并不仅仅限于食品掺假。到处都有骗局：把法兰绒、袜子等等

拉长，叫人看起来好像长一些，只要洗一洗马上就缩短；比规格

窄１．５英寸或３英寸的呢子被当做宽的卖出去；磁器上的釉薄得一

到手就裂开了，这类骗人的事情还可以举出几千件来。——Ｔｏｕｔ

ｃｏｍｍｅｃｈｅｚｎｏｕｓ〔和我们那里完全一样〕。但是吃这些骗局的苦头

最深的，除了工人还有谁呢？有钱人不会受骗，因为他可以多花些

钱到大商店里去买东西。大商店的老板是珍惜自己的声誉的，假如

３５３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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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出售劣等的掺假的货物，最吃亏的还是他们自己。此外，有钱

人在吃的上面很讲究，他们的味觉很灵敏，比较容易识破骗局。但

是穷人即工人每花一文钱都得盘算一下，必须以不多的钱买很多

的东西，他们不能太注意质量，而且也不善于这样做，因为他们

没有机会钱炼自己的味觉，结果，所有这些掺假的、甚至常常是

有毒的食物都卖给了他们。他们不得不到小商人那里去买，甚至还

常常要赊账。而这些小商人由于本钱小，营业费用大，一样的货色

却不能橡大零售商卖得那样便宜；而人们要求他们的却是价格低

廉，再加上别人的竞争，于是他们就只好有意无意地备办掺假的

货物了。此外，大零售商在自己的买卖里投下了大宗资本，骗局一

旦被识破，就要丧失信用，遭受破产，可是小店主的营业面不出

一条街，如果他的骗人的伎俩被揭穿了，那他会失掉些什么呢？要

是他在安柯茨再也得不到信任，他可以搬到却尔顿或休尔姆去，那

里谁也不知道他，他又可以重施他的欺骗伎俩了。掺假的行为除非

和漏税有关，是很少受到法律追究的。——但是，英国工人不仅在

物品的质的方面受骗，而且在量的方面也受骗。小商人的尺和秤大

部分是不合规定的。在警察局的报告里，因犯了这类罪而被处以罚

款的事情，每天都多得难以置信。从下面几段摘自“曼彻斯特卫

报”的话就可以看出，这类骗人的事情在工厂区是如何普遍；这

里所涉及的只是短短的一段时间，而且我手边就连这一个时期的

报纸也不全。

１８４４年６月１６日“卫报”。罗契得尔法庭开庭。四个小商人因使

用重量不足的砝码被判处５先令到１０先令的罚款。——斯托

克波尔特法庭开庭。两个小商人各被判处罚款１先令。其中一

个有重量不足的砝码７枚和不合规定的秤一具；两个人以前都受过

４５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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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６月１９日“卫报”。罗契得尔法庭开庭。一个小商人被判处罚款

５先令；两个农民被判处罚款１０先令。

６月２２日“卫报”。曼彻斯特治安法官判处十九个小商人２１ ２先

令到２英镑的罚款。

６月２６日“卫报”。埃士顿法庭开庭。十四个小商人和农民被判

处２１ ２先令到１英镑的罚款。——海德低级法庭判处九个农民和小

商人５先令罚款，并缴纳讼费。

７月９日“卫报”。曼彻斯特有十六个小商人被判决缴纳讼费并

且被处以１０先令以下的罚款。

７月１３日“卫报”。曼彻斯特有九个小商人被处以２１ ２先令到２０

先令的罚款。

７月２４日“卫报”。罗契得尔有四个小商人被处以２１ ２先令到２０

先令的罚款。

７月２７日“卫报”。波尔顿有十二个小商人和小饭馆老板被判决

缴纳讼费。

８月３日“卫报”。波尔顿有三个小商人被处以２１ ２先令到５先令

的罚款。

８月１０日 “卫报”。波尔顿有一个小商人被处以５先令的

罚款。

在物品的质的方面受骗的主要是工人，而由于同样的原

因，在量的方面受骗的也是他们。

每个工人平常的饮食当然是随着工资变化的。工资较多的工

人，特别是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挣一点钱的那些工厂工人，在大家

都有工作的时候，就吃得好：饭桌上每天都有肉，晚上还有猪板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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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干酪。如果挣钱较少，那就只有每逢星期日吃一次肉，或者一星

期吃两三次，而面包和土豆就要吃得多些。如果挣钱更少，肉食就

减少到只有切成小片夹在土豆里的一点点猪板油；挣钱再少的，那

就连这一点点猪板油也没有了，只有干酪、面包、燕麦粥

（ｐｏｒｒｉｄｇｅ）和土豆；最后，在工资最低的工人中，即在爱尔兰人中，

土豆就成了唯一的食物。此外，一般都喝点淡茶，茶里面有时放一

点糖、牛奶或烧酒。在英国，甚至在爱尔兰，茶被看做一种极其重要

的和必不可少的饮料，就像咖啡在我们德国一样。喝不起茶的，总

是极端贫苦的人家。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工人

得有工作做。如果他没有工作，那就只好碰运气了，别人给他什么，

他讨到什么，或者偷得什么，他就吃什么。如果他什么也弄不到，那

就只好饿死，就像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不用说，食物的量

也和它的质一样，是由工资决定的，工资少的工人，特别是如果他

们还有一大家人，那末即使是在有工作的时候，也要常常挨饿。而

这些工资少的工人，数目是很大的。特别是在伦敦，工人的竞争随

着人口的增加而日益剧烈，这一部分工人的数目是很多的，但是在

其他一切城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想尽了

一切办法，而由于没有别的食物，就吃土豆皮、菜帮和烂水果 ，贪

婪地抓起一切即使只含有一丝一毫养料的东西。如果一个星期的

工资不到周末就花光了，那末常常就是一家人在一星期的最后几

天完全吃不到东西，或者只能吃到为了免于饿死所必需的那一点

点。这种生活方式自然会引起很多疾病。只要疾病一发生，特别是

家庭的主要供养者男人一病倒（由于他紧张地劳动，需要食物最

６５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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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所以第一个病倒的总是他），缺吃少穿的情况就特别严重起来，

社会的残酷性也特别鲜明地暴露出来：社会正是在自己的成员最

需要它援助的时候抛弃了他们，让他们去受命运的摆布。

最后，我们用不多的几句话把本章中所叙述的事实再概括地

说一说。大城市里住的主要是工人，资产者和工人的比例至多是一

比二，常常是一比三，有些地方是一比四。这些工人根本没有什么

财产，全靠工资过活，工资几乎总是只够勉强糊口。这个一盘散沙

的社会根本不关心他们，让他们自己去养家活口，但是又不给他们

能够长期维持正常生活的手段。因此，每一个工人，即使是最好的

工人，也总有可能失业，因而就有可能饿死，确实也有许多人饿死

了。工人住宅到处都规划得不好，建筑得不好，保养得不好，通风也

不好，潮湿而对健康有害。住户住得拥挤不堪，在大多数场合下是

一间屋子至少住一整家人。至于屋子里有多少家具，那就随贫穷的

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最穷的连最必需的家具都没有。工人的衣服

一般也是很糟糕的，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些破衣褴衫。食物一般都

很坏，往往是几乎不能入口的，在许多场合下，至少是有时候，在量

方面也不足，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就会饿死人。——这样，大城市里

工人阶级的状况就表现为一个逐渐下降的阶梯：最好的情况是生

活暂时还过得去，靠紧张的工作而挣得的工资也比较多，住的房子

也不错，饮食一般还不算坏——说这一切是好的，过得去的，自然

是从工人的眼光来看；最坏的情况是极端的贫困，直到无家可归和

饿死的地步；但是一般说来，是更多地接近于最坏的情况，而不是

接近于最好的情况。同时，并不是某一类工人就固定在这个阶梯的

某一级上，不能说这一类工人生活得好，那一类生活得坏，更不能

说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还是这样。不，就算有些地方是

７５３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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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算某些工作部门大体上优越于其他工作部门，但是每一个

部门里工人的状况仍然是极不稳定的，每一个工人都有可能通过

这一整个阶梯，从相对的舒适转到极端的贫困，甚而至于饿死；几

乎每一个英国无产者都能滔滔不绝地叙述他一生所遭受的不幸。

我们现在就来更详细地研究一下这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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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  争

我们在“导言”里已经看到，竞争怎样在工业发展一开始的

时候就创造了无产阶级：由于布匹的需求增加，织工的工资提高

了，兼做织工的农民抛弃了农业，以便在织机上赚到更多的钱。我

们已经看到，竞争怎样以大规模经营方式挤掉了小农，把他们降

到无产者的地位，然后把他们一批一批地赶到城市里面去。我们也

看到，竞争怎样使相当大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陷于破产，把他们

也变为无产阶级；竞争怎样把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怎样把人

口集中在大城市里面。在现代工业中获得充分发展并能使自己的

一切后果无限加深的竞争，就是通过这些途径和方法创造了无产

阶级并扩大了它的队伍。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竞争对已经形成的无

产阶级所发生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应当首先考察一下工人彼此间

的竞争所产生的后果。

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

切人的战争。这个战争，这个为了活命、为了生存、为了一切而进

行的战争，因而必要时也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仅在社会各个阶

级之间进行，而且也在这些阶级的各个成员之间进行；一个人挡

着另一个人的路，因而每一个人都力图挤掉其余的人并占有他们

的位置。工人彼此竞争，资产者也彼此竞争。机器织工和手工织工

竞争；失业的或工资低的手工织工和其他有工作的或工资高的织

９５３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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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竞争，并力图把他们挤掉。工人彼此间的这种竞争对于工人来说

是现代各种关系中最坏的一面；这是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的最

有力的武器。因此，工人竭力利用工会来消灭这种竞争，而资产阶

级则疯狂地向这些工会进攻，工会每受到一次打击他们都拍手称

快。

无产者是无助的。他们要是只靠自己，那连一天也不能生存下

去。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活资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无产者

所需要的一切都只能从这个资产阶级（它的垄断是受到国家政权

保护的）那里得到。所以，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

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它给他们生活资料，但

是取回“等价物”，即他们的劳动。它甚至使他们产生一种错觉，似

乎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似乎他们是作为一个自主的人

自由地、不受任何强制地和资产阶级签订合同的。好一个自由！无

产者除了接受资产阶级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或者饿死、冻死、赤身露

体地到森林中的野兽那里去找一个藏身之所，就再没有任何选择

的余地了。好一个“等价物”！它的大小是完全由资产阶级任意规定

的。而如果有这么一个无产者，竟愚蠢得宁愿饿死，也不接受资产

者——他的“天然的长上” ——的“公道的”条件，那又有什么关

系呢，很容易找到其他的人，因为世界上无产者有的是，而且并不

是所有的人都愚蠢得宁愿死而不愿活下去。

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就是如此。要是所有的无产者都一致宣布，

他们宁肯饿死也不给资产阶级工作，那末资产阶级就不得不放弃

他们的垄断。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事情，而且也未必能有这样的

   这是英国厂主的惯用语。——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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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事业到底还进行得不坏的原因。工人之间

的这种竞争只有一个限度：没有一个工人会为了少于自己生存所

必需的工资而工作。如果他非饿死不可，那末他宁愿懒懒散散地死

去，也不愿忙忙碌碌地死去。当然，这个限度是相对的，为了生存，

有的人需要多一些，有的人需要少一些，有的人比别人更习惯于舒

适的生活。在某些方面还算比较有点文化的英格兰人所需要的，就

比穿破衣、吃土豆、住猪圈的爱尔兰人多一些。但是这并不妨碍爱

尔兰人去和英格兰人竞争，也不妨碍把英格兰工人的工资及其文

化程度逐渐降低到爱尔兰工人的水平。做某些工作，几乎包括工业

中的一切工作在内，都需要有相当的文化程度。因此，即使为了资

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工资也必须达到一定的高度，使

工人能保持这种水平。刚迁到英格兰来的爱尔兰人在随便哪一个

猪圈里都可以住下来，他们每星期都会从稍稍像样一点的住宅里

被赶出来，因为他们把什么东西都拿去喝了酒，付不起房租，像这

样的人到工厂里做工一定是很蹩脚的。因此，给工厂工人的工钱应

该够他们教育自己的子女，使他们的子女习惯于正规的劳动；但

是，为了使他们没有孩子的工资就不能过活，使他们只能让自己的

孩子成为普通的工人而不成为其他的人，工资也决不能太多。在这

种情况下工资的最低限度也是相对的：如果家庭中的一切成员都

在工作，那末每一个人就可以相应地少领一些工资，于是资产阶级

就广泛地利用机器劳动所提供的有利条件（采用了机器劳动，雇用

女工和童工进行生产就很合算）来降低工资。当然，有的家庭并不

是每个成员都能工作；这样的家庭，如果工作的人只能挣到根据全

家都能工作的情况而定出来的最低工资，那日子一定过得很苦。因

此，我们就得出了一种平均工资，在这种工资标准下，全家都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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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家庭就生活得相当好，而能工作的成员较少的家庭就生活得

相当坏。但是，在最坏的情况下每个工人都情愿放弃他已经习惯了

的那一点点舒适和文明，只要能勉勉强强地生活下去就行。他住猪

圈也可以，只要不住在露天底下；穿得破破烂烂也可以，只要不赤

身露体；吃土豆也可以，只要不挨饿。工人情愿只拿一半工资，等待

着好日子到来，但是不愿像很多失业者那样饿死在街头。这一点点

东西，这一点聊胜于无的东西，就是最低工资。如果工人比资产者

所需要的多，因而在竞争斗争结束时还有一些工人找不到工作，那

末他们就只好饿死。要知道，资产者要是不能从出卖他们的劳动产

品得到利益，当然就不会给他们工作。

从上面所说的一切可以看到什么是最低工资。而最高工资则

决定于资产者之间的竞争，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也是在竞争着的。

资产者只能靠商业或工业来扩大自己的资本，在这两方面他都需

要工人。即使他把自己的资本放出去生利，他也间接地需要工人，

因为，假若没有商业和工业，谁也不会付给他利息，谁也不能使

用他的资本。可见资产者总是需要无产者的，但是他之需要他们，

并不是直接为了生活（要知道，他可以吃光自己的资本），而是为

了发财，就像做买卖需要货物，驮东西需要牲口一样。无产者给资

产者制造商品，资产者把它卖掉就可以赚钱。因此，当这些商品的

需求增加，因而彼此竞争的工人全都有了工作，或许甚至还不大

够的时候，工人间的竞争就会停止，资产者之间的竞争就开始了。

寻找工人的资本家知道得很清楚，由于需求增加而日益上涨的价

格可以使他获得巨大的利润。因此，他宁愿稍稍增加一些工资，也

不愿放过全部利润。他为了赢得火腿，可以给工人香肠。这样，资

本家互相争夺工人，工资就上升起来。但是它也只能上升到已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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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需求所容许的程度。资本家可以牺牲一些非常的利润，但是当

他必须牺牲自己的通常的利润即平均利润的时候，他就会想办法

不付那超过平均工资的工资了。

从这里就可以确定什么是平均工资。在平常的情况下，即在工

人和资本家都没有理由在自己人中间展开特别激烈的竞争的时

候，在现有的工人人数和制造社会需要的商品所能用的工人人数

恰好相等的时候，工资就保持在比最低工资稍稍高一点的水平上。

至于比最低工资高多少，那就要看工人的平均需要和文化程度如

何了。如果工人习惯于每星期吃几次肉，资本家就只好付给工人足

够的工资，使他能吃到肉。这种工资不能再少，因为工人之间没有

竞争，他们没有理由满足于较少的工资；这种工资也不会再多，因

为在资本家之间没有竞争的时候，他们也没有理由用特殊的恩惠

来拉拢工人。

由于现代英国工业很复杂，工人在需要和文化方面的平均水

平很难确定，而且我们已经知道，不同种类的工人的平均水平也

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工业中的大多数工作都需要一定的技能和常

规性，而要达到这一点就要求工人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所以平

均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能够鼓励工人去获得这种技能并在工

作中服从这种常规性。正因为如此，产业工人的工资平均高于普通

的搬运工人、短工等等的工资，特别是高于农业工人的工资，而

后一种情况当然还说明了城市中食品价格的高昂。

挽句话说，工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有产阶级即资产阶级

的奴隶。他们竟可以像商品一样地被卖掉，像商品一样地涨价跌

价。如果对工人的需求增加，他们的价格也就上涨；如果需求减少，

价格也就下跌；如果对工人的需求下降，有一定数目的工人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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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主因而“成了存货”，那末他们就只好闲着不做事，而不做事是不

能生活下去的，所以他们只好饿死。用政治经济学上的话来说，用

来维持他们的生活的费用不会“再生产出来”了，只会白白花掉，所

以谁也不会在这上面投下自己的资本。在这一点上马尔萨斯先生

及其人口论是完全对的。这种奴隶制和旧式的公开的奴隶制之间

的全部差别仅仅在于现代的工人似乎是自由的，因为他不是一次

就永远卖掉，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按日、按星期、按年卖掉的，因为

不是一个主人把他卖给另一个主人，而是他自己不得不这样出卖

自己，因为他不是某一个人的奴隶，而是整个有产阶级的奴隶。对

于他，事情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种表面的自由一方面虽然也一定

会给他带来某些真正的自由，可是另一方面也有它的坏处，即没有

人保障他的生计。他的主人（资产阶级）如果对他的工作、对他的生

存不再感到兴趣，就随时可以把他赶出去，让他去饿死。可是，对资

产阶级来说，现在的情况比起旧的奴隶制来却是无比地有利：他们

可以随便在什么时候辞退自己的工人，同时并不因此使投下的资

本受到损失，工人劳动的代价无论如何要比奴隶劳动的代价便宜

得多，这是亚当 斯密为了安慰他们而给他们算清了的 。

   “人们说，奴隶体力的消耗是由他的主人花钱来补偿的，而自由工人体力的消

耗则由自己花钱来补偿。实际上自由工人体力的消耗也是由他的主人花钱来

补偿的。短工和仆人等等的工资应当保持一定的高度，以便让他们能够按照

社会方面日益增长、保持稳定、或不断降低的需求来延续短工和仆人的后代。

但是，如果说自由工人体力的消耗也是由他的主人花钱来补偿的，那末这种

消耗比起奴隶体力的消耗来要主人花的钱通常到底是少得多的。用来恢复或

补偿奴隶体力的消耗的基金通常是由懒散的主人和漫不经心的监工来管理

的”，如此等等（Ａ．Ｓｍｉｔｈ．《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亚当 斯密“原富”］麦克

库洛赫４卷版第１卷第８节第１３４页）。——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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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也可以说，亚当 斯密在另外一个地方所做的论断是完全对

的，他说：

“对工人的需求正如对任何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样，它调节工人的生产，调

节所生产出来的人的数量，如果生产进行得太慢，需求就会使它加快，如果

生产进行得太快，需求就会使它缓慢下来。”

这种情形和任何其他商品的情形完全一样：如果工人不够，他

们的价格（即他们的工资）就上涨，他们就生活得比较好些，结

婚的人多起来，出生率逐渐提高，养活的孩子也多起来，直到有

了足够的工人为止；如果工人太多，价格就下跌，失业、贫困、饥

饿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疾病就都出现了，而疾病就会消灭“过剩人

口”。发展了亚当 斯密上述论点的马尔萨斯在断定总有“过剩人

口”存在，断定世界上的人总是太多的时候，也是能自圆其说的；

只是当他断定世界上的人多于现有生活资料所能养活的人的时

候，他就错了。“过剩人口”的产生不如说是由于工人彼此间的竞

争，由于迫使每个工人每天都竭尽全力去工作的竞争。假定某个厂

主每天可以雇十个工人做九小时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工人每

天工作十小时，那末他只要雇九个工人就够了，而第十个人就要

没饭吃。在对工人的需求不太大的时候，厂主就可以乘机用解雇的

威胁来迫使九个工人拿同样的工资而每天多工作一小时，即工作

十小时，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把第十个工人解雇，并把他的工资

省下来。在这里小规模地发生的事情，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重演

着。由于工人彼此竞争而使每一个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达到最大限

度，由于分工，由于机器的应用和自然力的利用，许多工人就没

有工作做。市场失去了一批顾客，因为这些失业工人已经什么都买

不起了。他们过去所需要的那么多的商品已经不再需要，因而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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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着再制造了。过去制造这些商品的工人也失了业，市场又失去了

一批顾客，事情就这样循环不断地继续下去，或者说得更确切些，

假若没有其他情况插进来的话，事情就会这样继续下去。工业中采

用了上面说到的那些可以增加生产的手段，这就逐渐使生产出来

的商品价格降低，从而使这些商品的消费量增加，因此，相当大

的一部分失业工人终于又在新的劳动部门找到了工作，自然这是

经过了长期痛苦的。如果这里再加上英国近六十年来对国外市场

的侵占，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工业品的需求的不断的和迅速的增加，

那末对工人的需求就增加起来，而人口也以同样的比例随之增加

起来。这样，大不列颠的人口并没有减少，而是以惊人的速度增加

起来，并且还继续在增加。虽然工业不断在发展，虽然对工人的需

求大体上是在增加，但根据官方各政党（托利党、辉格党和激进

党）的供认，英国经常有过剩的无用的人口，而且工人之间的竞

争一般总是胜过争夺工人的竞争的。

这个矛盾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工业和竞争的性质本身以及

这种性质所造成的商业危机来的。在目前这种不以直接满足需要

为目的而以赚钱为目的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混乱制度下，

当每一个人自己冒着风险去工作并使自己发财的时候，停滞现象

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例如英国供给许多国家各种各样的商品。即

使某个厂主知道某种货物在每一个国家里每年要消费多少，但他

究竟不知道这种商品在每一个时间内在那里有多少存货，更不知

道他的竞争者往那里运去多少。他只能根据经常波动的价格对现

有的存货和需要的情况做出不可靠的推测，所以他只能把自己的

商品送出去碰运气。一切都是盲目的，是瞎碰，是或多或少地靠机

会的。只要好消息从某个市场传来，每个人就把所有能送出去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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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都送到那里去。不久，这个市场就充满了商品，销售逐渐停止，现

金收不回来，价格日益下降，英国的工业也没有什么工作给自己的

工人做了。在工业发展的初期，这种停滞现象只限于个别的工业部

门或个别的市场。但是，由于竞争的集中作用，在一个工业部门中

失去了工作的工人就投入另一些最容易学会工作的部门中去，而

在一个市场上卖不出去的商品就转运到其他市场去；结果，个别的

小危机一天天地汇合起来，逐渐形成一连串的定期重演的危机。这

种危机通常是每隔五年在一个短短的繁荣和普遍兴旺的时期之后

发生。国内市场和一切国外市场都充斥着英国货，这些东西又只能

慢慢地消费。工业活动几乎在所有的部门中都逐渐停止下来。小的

厂主和商人无力克服资本收不回来的困难，破产了，较大的在危机

最严重的时候也停止了营业，把自己的机器停下来，或者只是“短

时间地”开工，就是说，大约只做半天工作。工资由于失业者彼此竞

争，由于工作时间缩短，由于出售商品不能获利而日益下降。贫穷

在工人中到处蔓延开来，如果某个人还有些积蓄的话，这些积蓄也

很快就花光了。慈善机关被围得水泄不通，济贫捐增加１倍、２倍，可

是仍然不够，挨饿的人不断地增加，数目惊人的“过剩人口”突然出

现了。这样继续了一个时候：“多余的人”勉勉强强地挣扎着活下

去，或者有些人挣扎不下去，死掉了；慈善事业和济贫法帮助许多

人勉勉强强地延长自己的生存；其余的人在那些竞争不大显著、离

开大工业较远的劳动部门中找到了工作，苟延残喘地活下去。一个

人为了马马虎虎地维持一个时候所需要的东西是多么少呵！——

情况又渐渐地好转起来：积存的商品逐渐消费掉，商人和工业家的

普遍的颓丧情绪使这些存货不会很快地得到补充，直到最后，高涨

的价格和各方面传来的好消息又使他们重新加紧活动起来。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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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大部分都在很远的地方。在新的商品到达那里以前，需求总是

在增加，价格也随着上涨。第一批运来的货物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购

买，第一批成交的买卖使市场更加活跃起来，以后运来的货物还要

看涨。人们怀着这种还会涨价的希望把商品买了囤积起来，这样，

本来是供消费用的商品却在最需要的时候从流通中被抽出去。投

机更加抬高了市价，因为它鼓励其他的人去购买新到的商品，并把

刚运到的商品从流通中夺去。这一切渐渐地传到了英国，厂主又重

新开始加紧工作，开办新的工厂，尽一切力量来利用这个有利的时

机。于是这里也开始了投机，它的后果也和国外市场上完全一样：

物价上涨，商品从流通中被抽出去。这两件事情使生产紧张到极

点，于是出现了“根基不稳的”投机家，他们运用虚拟资本，靠信贷

来维持，而如果他们不能把买进的商品迅速地转卖出去，那就得宣

告破产。他们大于这种普遍地漫无秩序地追逐利润的勾当，由于自

己的贪得无厌，更加加强了混乱和奔忙，这种贪得无厌使他们发疯

似地哄抬物价和扩大生产。一种疯狂的竞赛开始了，连最稳重最有

经验的人都给迷住了。铁、纱、布匹开始大量生产，好像要把整个人

类重新装备起来，好像在月球上的某个地方发现了有几十亿消费

者的新市场。忽然有一天，国外的一些根基不稳的投机家由于要钱

用就开始出售货物——自然是低于市场价格，因为他们是迫不及

待的。一个人一卖，其他人也跟着卖，物价开始波动起来，大吃一惊

的投机家们把自己的货物抛到市场上去。市场混乱起来了，信贷动

摇了，商店一家跟着一家停止付款，一家跟着一家宣告破产。原来

当地的和运输途中的商品已经比消费所需要的多了２倍。这个消息

传到了当时还在开足马力进行生产的英国。这里的人们也惊慌起

来，国外的破产引起了英国国内的破产，商业停顿又使许多商店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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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了。这里的人们在惊恐之余也把所有的存货都抛到市场上去，这

又引起了更大的惊慌。危机就这样开始了，以后它就和前一次危机

大致一样地进行下去，过了一些时候又重新被一个繁荣时期所代

替。事情就这样不断地继续下去，繁荣之后是危机，危机之后是繁

荣，然后又是新的危机。英国工业所处的这个永久的循环，如上面

已经说过的，通常是每五六年就重新开始一次。

由此可见，英国工业在任何时候，除短促的最繁荣的时期外，

都一定要有失业的工人后备军，以便在最活跃的几个月内有可能

生产市场上所需要的大批商品。这种后备军的扩大或缩小，要看市

场能使他们中间的小部分还是大部分得到工作而定。虽然在市场

最活跃的时候，农业区、爱尔兰以及受普遍繁荣的影响较少的工业

部门暂时也能供给工厂一定数量的工人，但是这些工人的数目到

底是很少的，而且他们也同样属于后备军之列，唯一的区别只在

于：正是迅速的繁荣才暴露了他们是属于这个后备军的。在这些工

人转到较活跃的工业部门里面去的时候，他们原来工作的地方没

有他们也行。为了稍微补一下空子，就延长工作时间，雇用妇女和

少年，而当危机到来，这些工人被解雇了又回来的时候，他们发现

自己的位置已经被人占据了，他们自己，至少是他们中的大部分，

就成了“多余的人”。这个后备军就构成英国的“过剩人口”，它在危

机时期人数激增，而在繁荣和危机之间的时期人数也相当多。这些

人靠行乞和偷窃，靠打扫街道、拾马粪、用手推车或毛驴运送东西、

摆小摊或者靠各种零碎的偶然的工作来维持自己可怜的生活。在

一切大城市中都可以遇到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就靠偶然赚得的一

点点钱，如英国人所说的，“不让灵魂和躯体告别”。令人惊异的是

这种“过剩人口”还有哪一行不去干！伦敦的清道夫（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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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ｗｅｅｐｓ）是世界闻名的。以前，不仅一切大城市的广场，而且一切大

城市中的大街都是由济贫所或市政管理机关雇用的失业者来打扫

的。现在却用机器来做这种工作了，机器每天隆隆地穿过大街，

夺取了失业者的饭碗。在马车往来频繁的通向城市的大路上，可以

看到许多人推着小车，时刻冒着被往来奔驰的轿车和公共马车车

轮辗死的危险，拾取新鲜的马粪去出卖。为此，他们常常还得每星

期向街道清洁管理处缴纳几个先令，而在许多地方这种营生是根

本禁止的，因为要不禁止，收集起来的垃圾里面所含的马粪就会太

少，不能当做肥料卖出去。这些“多余的人”当中，谁能够弄到一辆

手推车去搬运东西，那他要算是幸运的，如果除小车外还弄到钱买

一头毛驴，那就更幸运了；毛驴要自己找东西吃，或者只得到一点

人们扔掉的东西，但是仍然能够给人增加一些收入。

“多余的人”大多数都去做小贩。特别是在星期六晚上，当所

有的工人居民都涌到街头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以此为生的人是如

何地多。无数的男人、女人和小孩争先恐后地叫卖鞋带、背带、带

子、橘子、饼干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在其余的时候，也随时

都可以碰到这种叫卖橘子、饼干、姜啤酒和荨麻啤酒 的小贩在街

上站着或徘徊着。这些人卖的东西也有火柴以及类似的东西，如火

漆、有专卖权的引火用的混合剂等等。其他的人，即所谓ｊｏｂｂｅｒｓ

〔零工〕则在街头徘徊，找一些偶然的零活；其中有些人能找到一

点零活，但是能碰上这种好运气的人并不多。

伦敦东头的牧师威 岑卜尼斯说：“冬天里，在伦敦一切船坞的大门口，

   工人，特别是不喝酒的人喜欢喝的两种起泡沫的清凉饮料。前一种由水、糖和

姜制成，后一种由水、糖和荨麻制成。——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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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还在破晓以前，就已经有成百的穷人等着开门，希望找到一点零活，

而当最年经力壮的、和船坞的行政人员最熟识的人们都已经被雇用的时候，

其余的成百的人在失望之余便垂头丧气地各自回到自己的破屋子去。”１０３

这些人既然找不到工作，又不愿起来反抗这个社会，那末除

了去讨饭，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因此，看到警察不断加以驱赶的

大批乞丐大半都是有工作能力的男人，就不应当感到奇怪了。但是

这些人的乞讨方式是特别的。他们通常是全家在街上走来走去，时

而停在这里，时而停在那里，唱一支诉苦的歌或者说一段可以唤

起过路人同情的话。而奇怪的是，这种乞丐几乎只是在工人区里面

才会遇到，并且他们几乎专门靠工人的施舍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有

时全家默默地站在某一条热闹的街上，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用自

己那种穷苦无告的样子来感动人。在这里也只能指望工人的同情，

因为工人根据切身的体验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而且他们自己也

随时都会陷入同样的境地。实际上，这种无言的但非常动人的呼吁

几乎只是在工人常去的街道上并且是在工人经过的时候才能碰

到。在星期六晚上，当工人区的“秘密”完全暴露在大街上，而资

产阶级尽量避开这些被玷污的地方的时候，这种情形比什么时候

都多。这些“多余的人”当中谁要是有足够的勇气和愤怒来公开反

抗这个社会，对资产阶级进行公开的战争以回答资产阶级对他们

进行的隐蔽的战争，那他就去偷窃、抢劫、杀人。

根据济贫法委员会委员们的报告，这种“多余的人”在英格

兰和威尔士平均有１５０万。在苏格兰，因为没有济贫法，这些人的

数目无从确定。至于爱尔兰我们将单独地来谈。而这１５０万人只是

那些真正向济贫所请求过救济的，大批勉勉强强可以活下去而不

采取这种最后的非常令人讨厌的办法的人并未包括在内。同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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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字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属于农业区的，因而在这里不能加以

考察。在危机时期这个数字自然大大地增加起来，而贫穷也达到最

高限度。例如拿１８４２年的危机来说，这次危机是最近的一次，因而

也是最猛烈的一次；要知道，危机每重复一次，其猛烈性就加强

一次，也许不迟于１８４７年就会到来的下一次危机，根据所有的征

象来判断，将更加猛烈，更加持久。在１８４２年的这次危机时期，济

贫捐在一切城市中都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例如在斯托克波尔特，

每收１英镑房租，就要付出８先令济贫捐，因而仅仅是这一项捐税

就占了全城房租总额的４０％；此外，整条整条的街都空了起来，以

致这个城市的居民比平常至少减少了２００００人，而在空房子的门上

可以看到这样的字条：Ｓｔｏｃｋｐｏｒｔｔｏｌｅｔ——斯托克波尔特出租。在

波尔顿，抽济贫捐的房租平时每年平均是８６０００英镑，这时降低到

３６０００英镑。可是需要救济的穷人的人数却增加到１４０００，即达全部

人口的２０％以上。在里子，济贫所拥有１００００英镑的准备金，可是

这一笔钱和募集来的７０００英镑在危机还没有达到顶点的时候就用

光了。到处都是这样。反谷物法同盟的一个委员会根据厂主提供的

详细材料于１８４８年１月写了一份关于１８４２年工业区情况的报告，这

个报告里说：济贫捐比１８３９年平均高１倍，而需要救济的人数却增

加了２倍，甚至４倍；许多申请人是过去从来没有请求过救济的，如

此等等。这个报告又说：工人阶级得到的食品比１８３４—１８３６年少

了２ ３；肉的消费量大为减少——有些地方减少了２０％，有些地方

减少了６０％；甚至那些在最坏的时期还能找到足够的工作的手工

业者，即铁匠、泥瓦匠等等，也因为没有工作和工资降低而吃了

不少苦头；甚至在现在，在１８４３年１月，工资还在不断降低。而且

所有这些都是厂主们的报告里面所说的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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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街上都有饥饿的工人站着（由于他们的老板关闭了自

己的工厂，不能给他们工作了），一个一个地或一群一群地乞讨，

成群结队地守在人行道旁，向过路的人请求帮助，但是他们不是

像一般的乞丐那样哀求，而是在要求，在以他们的人数、以他们

的态度和言语来威胁人。一切工业区，从莱斯特到里子，从曼彻斯

特到北明翰，情形都是这样。骚动时而在这里发生，时而在那里发

生，例如７月间就北斯泰福郡的陶器工厂里发生过；工人中弥漫着

可怕的愤激心情，终于在８月间爆发了各工厂区的总起义。当我在

１８４２年１１月底到达曼彻斯特的时候，在十字街头还到处碰到一群

一群的失业者，许多工厂还关着门。在以后几个月里，直到１８４３年

年中，这些不得已而徘徊街头的人才逐渐减少，工厂也重新开了

工。

在这种危机时期失业者受了多少窘迫和困苦，就不用说了。济

贫捐是不够用的，是远不够用的。阔佬们的慈善救济不过是杯水车

薪，它的作用一瞬间就完了，因为在乞丐很多的地方，施舍物只

能帮助很少的人。假若在这种时候小商店的老板们不尽可能地赊

东西给工人，——自然，他们将来在结算的时候是会因此得到可

观的报酬的，假若工人们不尽量互相帮助，那末每一次危机都会

使大批“多余的人”饿死。但是，因为最严重的时期究竟不太长——

一年，最多是两年或两年半，大部分人到底还能熬过艰难困苦保

住生命。至于每一次危机通过疾病等等间接地吞噬了许多人的生

命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谈到。暂时我们先来看看使英国工人陷入

困苦状况的另一个原因，这个原因现在还使整个英国工人阶级的

生活水平不断降低。

３７３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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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尔兰移民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顺便提到迁移到英格兰的爱尔兰人，在

本章中就比较仔细地研究一下这种移民的原因和后果。

假若英国没有找到又多又穷的爱尔兰居民作为替工业服务的

后备军，英国的工业就不可能发展得这样快。爱尔兰人在家乡没有

什么可以丢掉的，而在英格兰却可以得到很多东西。自从爱

尔兰人知道，在圣乔治海峡彼岸只要手上有劲就可以找到

工资高的工作那时起，每年都有大批大批的爱尔兰人到英格兰

来。据估计，到现在为止，这样迁移来的爱尔兰人已经在１００００００

以上，而且每年还有近５０００人迁移过来，他们几乎全都奔向工业

区，特别是大城市，并且在那里形成了居民中的最下层。例如伦敦

有１２００００爱尔兰贫民，曼彻斯特有４００００，利物浦有３４０００，布利

斯托尔有２１０００，格拉斯哥有４００００，爱丁堡有２９０００。 这些人是在

几乎一点文明也谈不到的状况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受惯了各种

各样的艰难困苦，粗野，喜欢喝酒，过一天算一天，他们迁移到

   拉纳克郡郡长阿契波德 艾利生“人口原理及其和人类幸福的关系”两卷本

１８４０年版（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Ａｌｉｓｏｎ，ＨｉｇｈＳｈｅｒｉｆｆｏｆＬａｎａｒｋｓｈｉｒｅ．《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Ｈｕｍａｎ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２ｖｏｌｓ．１８４０）。

作者是研究法国革命的历史学家，和他的哥哥威 巴 艾利生博士一样，是有

宗教情绪的托利党人。——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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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来，把自己的各种粗野的习惯带给英格兰居民中对教育和

道德本来就不大感到兴趣的那个阶层。让我们听听托马斯 卡莱尔

是怎样说的吧。

“所有的大街小巷都有弥勒斯人 的野蛮的面孔向你打招呼，这些面孔

流露出假装的纯朴、浮躁、无理、穷困和嘲讽。英格兰马车夫在赶着马车过去

的时候用鞭子抽弥勒斯人，而弥勒斯人却用自己的语言咒骂他两句，并脱下

帽子向他行乞。这是我们的国家必须消灭的一种最糟糕的祸害。穿得破破烂

烂、从来不知道发愁的野蛮的弥勒斯人，随时都在准备着去做那种只要手上

有劲、脊梁结实就可以胜任的任何工作，而工资只要够他买土豆就行。调味品

他只需要盐；过夜的地方只要随便在哪里碰到一个猪圈或狗窝他就觉得不错

了，他住在草棚里面，穿一身破烂的衣服，这种衣服脱下和穿上都十分困难，

只有在节日或特别隆重的场合才这样做。英格兰人要是不能在这种条件下工

作，那他就找不到工作了。不大文明的爱尔兰人不是凭着自己的长处，而是凭

着自己的短处把本地的英格兰人排挤出去，占据了他们的位置。他肮脏而无

所用心，耍滑头，发酒疯，他是道德堕落和秩序混乱的祸根。一个还在竭力游

泳、在水面上挣扎着的人，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一个不是浮着而是已经沉下去

的人怎样才可能生存下去的例子…… 大家知道，下层英格兰工人的生活水

平愈来愈接近于在一切市场上都和他们竞争的爱尔兰工人的生活水平。凡是

不需要什么特殊技能、只要有力气就行的工作，工资都不合于英格兰人的标

准，而是接近于爱尔兰人的标准，也就是说，这种工资比‘一年只有三十个

星期吃最坏的土豆也只能吃个半饱’所必需的稍稍多一点，——稍稍多一

点，但是每从爱尔兰新来一只轮船，就向这个水平靠近一步。”

如果撇开对爱尔兰民族性格的过分的和片面的责备不谈，那

末卡莱尔在这里的描写是完全正确的。这些花４辨士（合３１ ３银格

罗申）像牲口一样挤在轮船甲板上迁移到英格兰来的爱尔兰工人，

总是随遇而安的。最恶劣的住宅在他们看来也是很好的；他们不大

   “宪章运动”第２８、３１页及以下各页。——恩格斯原注

   弥勒斯是爱尔兰古赛尔特国王的名字。——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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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衣着，只要能勉勉强强地穿在身上就行；他们不知道什么叫鞋

子；他们的食品是土豆，而且仅仅是土豆；他们赚的钱要是超过以

上这些需要，就立刻都拿去喝了酒。这样的人要挣很高的工资干什

么呢？一切大城市中最坏的地区住的都是爱尔兰人。无论什么地

方，只要那里的某个地区特别显得肮脏和破烂，就可以预先猜到，

在那里遇到的大部分将是一眼看去就和本地人的盎格鲁撒克逊面

貌不同的赛尔特面孔，听到的将是音调和谐的带气音的爱尔兰口

音，这是道地的爱尔兰人永远不会失去的口音。有时候我甚至

在曼彻斯特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听到爱尔兰人的话。几乎在

任何地方，住地下室的那些家庭大部分都是来自爱尔兰的。

一句话，如凯博士所说的，爱尔兰人发现了最低的生活需要

是什么，现在又把这个教给英格兰工人。他们也带来了肮脏和酗

酒。这种不爱清洁的习惯是爱尔兰人的第二天性。它在人口不密的

农村中还没有多大害处，可是在这里，在大城市中，因为人口非常

密集，就足以使人颤栗并招致各种各样的危险。弥勒斯人按照在家

乡时的老习惯，把一切废弃物和脏东西都倒在自己门口，造成了污

水坑和垃圾堆，结果把整个工人区都弄脏了，空气也弄得污浊不

堪。如同在家乡一样，他紧靠着自己的房子就盖起猪圈来，如果不

能这样做，他就干脆把小猪放到自己屋子里。在大城市中饲养牲畜

的这种不像话的新方法，完全是爱尔兰人传来的。爱尔兰人爱自己

的小猪，就像阿拉伯人爱自己的马一样，所不同的只是在猪长得够

肥的时候他就把它卖掉；而在这以前他和猪一起吃，一起睡，孩子

们和猪一起玩，骑在猪背上，和猪一起在泥里打滚。这种情形在英

国的一切大城市中都可以看到千百次。这些小破屋子里面如何肮

脏，如何不舒适，是很难想像的。爱尔兰人不习惯使用家具。一捆麦

６７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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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几件完全没法子穿的破烂衣服，这就是他的床铺。一个木墩子、

一把破椅子、一只当桌子用的旧木箱，再多就不需要了。一把茶壶、

几个瓦罐和破土碗，就足够把他那也当做卧室和起居室的厨房陈

设起来。如果他没有生炉子的东西，他就把手边可以烧的一切——

椅子、门框、飞檐、地板都送到火炉里面去，只要真有这些东西的

话。此外，他要很大的地方做什么呢？在爱尔兰，他的土房子一共只

有一间屋子，一切东西都摆在里面；来到了英格兰，一家人所需要

的也不多于一间屋子。可见现在已成为普遍现象的这种许多人挤

在一间屋子里面的办法，主要也是爱尔兰人带来的。因为穷人到底

也应当有一点享受，而其余的一切享受社会又不容许他有，所以他

就只好到小酒店里面去。烧酒是点缀爱尔兰人生活的唯一的东西，

再加上他那种满不在乎的快乐的性格，这就使得他老是喝得酩酊

大醉。爱尔兰人具有南方人的轻浮性格，具有几乎可以和野人相提

并论的暴躁的性情，他轻视所有那些正是因为他性情粗野而享受

不到的人类享乐，他既肮脏，又贫穷，——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他的

喝酒的嗜好。诱惑是太大了，他简直不能抵抗，只要得到一点钱，他

就把它喝光了。不这样又能怎样呢？既然社会使他陷入几乎不可避

免地要成为一个酒徒的那种境地，既然社会丝毫不关心他，注定他

要变得粗野，那末，当他真正变成酒徒的时候，这个社会又怎么能

够责备他呢？

英格兰工人不得不和这样的竞争者斗争，这个竞争者是处于

一个文明国家可能有的最低的发展阶段上的，因而他需要的工资

比其他任何人都低。因此，如卡莱尔所说的，在英格兰工人不得不

和爱尔兰工人竞争的一切劳动部门里，工资完全不可避免地会一

天一天降低。而这样的劳动部门是很多的。所有那些不大需要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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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需要技能的部门都向爱尔兰人开着大门。当然，对于那些必

须有多年的训练或者需要持久的、正规的活动的劳动部门，轻浮

的、无耐心的、酗酒的爱尔兰人是不适合的。要当个机匠（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在英国，凡是在机器制造部门工作的工人都叫做机

匠），要当个工厂工人，他就必须先接受英格兰的文化和英格兰的

习俗，即在本质上变成英格兰人。但是，凡工作比较简单、比较粗

糙、需要体力甚于需要技能的地方，爱尔兰人就一点也不亚于英格

兰人。因此，这些劳动部门都首先被爱尔兰人所包围。手工织工、泥

瓦匠、搬运工人、小工等等中都有许多爱尔兰人，爱尔兰人的侵入

在这里大大地促进了工资的降低和工人阶级状况的恶化。即使那

些侵入其他部门的爱尔兰人已经不得不接受一定程度的文化，他

们仍然保存了一些旧习惯，这些旧习惯足以使那些在他们影响之

下的英国同伴趋于堕落。实际上，如果注意到，几乎每一个大城市

中都有１５或１４的工人是爱尔兰人或在爱尔兰式的肮脏环境中长

大的爱尔兰人的孩子，那就会了解，为什么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

他们的习俗、他们的才智和道德的发展、他们的整个性格，都染上

了爱尔兰人的许多特征，也就会了解，为什么现代工业及其最直接

的后果给英国工人造成的那种令人愤慨的状况还会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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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我们已经相当详细地考察了英国城市工人的生活条件，现在

我们可以从这些事实做出结论并且再用这些结论来和实际情况互

相印证。我们来看一看，生活在这种条件下的工人本身变成了什么

样子，这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在体格方面、智力方面和道德方

面的面貌是怎样的。

如果一个人伤害了另一个人的身体，而且这种伤害引起了被

害人的死亡，我们就把这叫做杀人；如果杀人者事先知道这种伤害

会送人的命，那末我们就把他的行动叫做谋杀。但是，如果社会

   在这里，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当我说到社会这样一个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的负有责任的整体的时候，我所指的当然是社会中拥有政权的那一部分，即

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目前在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都握有统治权，因而应

该对它不允许参加政权的那些人的状况负责。在英国，正像在其他文明国家

一样，这个统治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但是社会（特指资产阶级）至少有责任保

护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命，有责任注意，譬如说，不要饿死一个人，这一点是

无须乎我来给我的德国读者证明的。如果我是写给英国资产阶级看的话，那

当然又当别论了。——恩格斯原注

目前德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在主耶稣的第１８８６年，我们德国的资本家至

少在这方面已经完全达到了英国的水平。——恩格斯在１８８７年英译本美国版

上补加的注

这五十年来一切变得多厉害呵！目前，英国资产者中已经有人承认社会

对它的各个成员负有责任；而我们的德国资产者呢？！！？——恩格斯在１８９２年

德文版上补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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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成百的无产者置于这样一种境地，即注定他们不可避免地遭到

过早的非自然的死亡，遭到如同被刀剑或枪弹所杀死一样的横死，

如果社会剥夺了成千人的必需的生活条件，把他们置于不能生存

的境地，如果社会利用法律的铁腕强制他们处在这种条件之下，直

到不可避免的结局——死亡来临为止，如果社会知道，而且知道得

很清楚，这成千的人一定会成为这些条件的牺牲品，而它仍然不消

除这些条件，那末，这也是一种谋杀，和个人所进行的谋杀是一样

的，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的阴险的谋杀，没有人能够防御它，它看起

来不像是谋杀，因为谁也看不到谋杀者，因为谋杀者是所有的人，

同时又谁也不是，因为看起来被杀的人似乎是自然地死去的，因为

这与其说是犯罪，不如说是渎职。但这仍然是谋杀。我现在就来证

明：英国社会每日每时都在犯这种英国工人报刊有充分理由称之

为社会谋杀的罪行；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既不

能保持健康，也不能活得长久；它就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毁坏着

工人的身体，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我还要证明：社会知道这种

状况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怎样有害，可是一点也不设法来改善。

社会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因而它的行为不单

纯是杀人，而且是谋杀，当我引用官方文献、政府报告书和议会报

告书来确定杀人的事实的时候，这一点就得到了证明。

一个生活在上述条件下并且连最必需的生活资料都如此缺乏

的阶级，不能够保持健康，不能够活得很长，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

这样，我们还是再一次地特别从工人的健康状况这一角度来把这

些情况一个一个地考察一下。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这件事本身就已

经引起了极端不利的后果。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间那样清新

而充满氧气。２５０万人的肺和２５万个火炉集中在三四平方德里的地

０８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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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消耗着极大量的氧气，要补充这些氧气是很困难的，因为城

市建筑本身就阻碍着通风。呼吸和燃烧所产生的碳酸气，由于本身

比重大，都滞留在房屋之间，而大气的主流只从屋顶掠过。住在这

些房子里面的人得不到足够的氧气，结果身体和精神都萎靡不振，

生活力减弱。因此，大城市的居民患急病的，特别是患各种炎症的，

虽然比生活在清新的空气里的农村居民少得多，但是患慢性病的

却多得多。如果说大城市里的生活本身已经对健康有不好的影响，

那末工人区里的污浊空气的危害又该多么大呵，我们已经看到，一

切能使空气变得更坏的东西都聚集在那里了。在乡间，就是在房子

旁边有一个污水坑，也不会那么有害，因为那里空气可以四面八方

地自由流通。但是在大城市的中心，在四周全是建筑物、新鲜空气

全被隔绝了的街道上和大杂院里，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一切腐

烂的肉皮菜帮之类的东西都散发着对健康绝对有害的臭气，而这

些臭气又不能自由地散出去，势必要把空气搞坏。这样，大城市工

人区里的脏东西和死水洼对公共卫生总要引起最恶劣的后果，因

为正是这些东西散发出制造疾病的毒气；被污染了的河流冒出来

的水蒸气也是一样。但是还远不止于此。真正令人发指的，是现代

社会对待大批穷人的方法。他们被引诱到大城市来，在这里，他们

呼吸着比他们的故乡——农村坏得多的空气。他们被赶到城市的

这样一些地方去，在那里，由于建筑得杂乱无章，通风情形比其余

一切部分都要坏。一切用来保持清洁的东西都被剥夺了，水也被剥

夺了，因为自来水管只有出钱才能安装，而河水又弄得很脏，根本

不能用来洗东西。他们被迫把所有的废弃物和垃圾、把所有的脏

水、甚至还常常把最令人作呕的脏东西倒在街上，因为他们

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扔掉所有这些东西。他们就这样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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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脏了自己所居住的地区。但是还不止于此。各种各样的灾

害都落到穷人头上。城市人口本来就够稠密的了，而穷人还

被迫更其拥挤地住在一起。他们除了不得不呼吸街上的坏

空气，还成打地被塞在一间屋子里，在夜间呼吸那种简直闷死

人的空气。给他们住的是潮湿的房屋，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

是上面漏雨的阁楼。给他们盖的房子盖得让坏空气流不出去。给他

们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给他们吃的食物是坏的、

掺假的和难消化的。这个社会使他们的情绪剧烈地波动，使他们忽

而感到很恐慌，忽而又觉得有希望，像追逐野兽一样地追逐他们，

不让他们安心，不让他们过平静的生活。除了纵欲和酗酒，他们的

一切享乐都被剥夺了，可是他们每天都在工作中弄得筋疲力尽，这

就经常刺激他们去毫无节制地沉湎于他们唯一能办到的这两种享

乐。如果这一切还不足以毁灭他们，如果他们抗住了这一切，那末

他们也会在危机时期遭到失业。这时，他们保留下来的不多的一点

东西也要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最贫穷的阶级怎么能够健康而长寿呢？在

这种情况下，除了工人的死亡率极高，除了流行病在他们中间不断

蔓延，除了他们的体力愈来愈弱，还能指望些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

我们从各方面都可以证明：位于城市中最糟的区域里的工人

住宅，和这个阶级的一般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就成为百病丛生的根

源。前面引证过的“机工”杂志中的那篇文章说得完全正确：肺部的

疾病是这种生活条件的必然结果，而这类疾病也确实是在工人中

间最常见。伦敦的特别是伦敦工人区的坏空气，最能助长肺结核的

发展，在街上可以遇到许多面容憔悴的人，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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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当大家忙着去上工的时候，如果到街上去蹓跶一下，那就会

大吃一惊，怎么竟遇到这许多看上去或轻或重地患有肺结核的人。

甚至在曼彻斯特，人们看起来也还不至于这样。这些每走一步都可

以碰到的脸色苍白、身形瘦削、胸部窄小、眼睛凹陷的幽灵，这种虚

弱无力、萎靡不振、没精打彩的面孔，我只是在伦敦才看到过这许

多，虽然肺结核在英国北部的工厂城市里每年也都要夺去不少人

的生命。除其他肺部疾病和猩红热外，和肺结核同样厉害的，首先

是一种在工人中间有最可怕的破坏力的病疫——伤寒。根据官方

关于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这种灾害的到处蔓延，是直接由于

工人的住宅很坏、通风不良、潮湿和肮脏而引起的。这个报告（不要

忘记，它是由英国第一流的医生们根据其他医生的陈述写成的）断

定，只要有一个空气不流通的大杂院，只要有一个没有污水沟的死

胡同，就足以引起热病，特别是当居民住得很挤而附近又有腐烂的

有机物的时候就更是这样，而且事实也几乎总是这样。这种热病的

性质几乎到处都相同，而且几乎在一切场合下都会转为明显的伤

寒。这种疾病在一切大城市的工人区里，甚至在较小的地方的某些

修筑得坏而保持得又不好的街上都可以发现，而传布得最广的还

是在贫民窟中，虽然它在较好的区域里自然也找得到个别的牺牲

者。在伦敦，这种疾病已经猖獗好久了。它在１８３７年闹得特别厉害，

这才有了上面提到的那个官方报告。根据萨斯伍德 斯密斯博士的

关于伦敦热病医院的年报，１８４３年该院收容的病人有１４６２人，比过

去的任何一年都多４１８人。在伦敦东区、北区和南区的潮湿而污秽

的地方，这种疾病特别猖獗。病人多半是不久以前才从乡下来的工

人，他们在路上、甚至到达伦敦以后都受尽了千辛万苦，衣不蔽体、

食不果腹地睡在街上，找不到工作，终于得了热病。这些人进入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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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时非常虚弱，必须服用极大量的葡萄酒、白兰地酒，氨制剂以及

其他兴奋剂。全部病人中有１６．５％死亡。在曼彻斯特也发现这种恶

性的热病；在旧城、安柯茨、小爱尔兰等处的较坏的工人区，这种病

几乎从来没有绝迹过，但在这些地方，也如同在英格兰各城市里一

样，这种病还没有蔓延得像预料中的那样厉害。但是在苏格兰和爱

尔兰，伤寒猖獗的程度却超出一切想像之外。在爱丁堡和格拉斯

哥，在１８１７年物价腾贵期间，在商业危机后的１８２６年和１８３７年，伤

寒都特别猖獗，而每次都延续了三年左右，才稍微缓和一个时候。

在爱丁堡，在１８１７年流行病猖獗的时候，忠热病的将近有６０００人，

在１８３７年流行病期间则将近有１００００人，而随着流行病的每一次重

新来临，不仅患者的人数增加了，而且疾病的严重性和死亡率也增

高了 。但是这种疾病在以前所有各期的肆虐情形，和１８４２年危机

之后的猖獗比起来，就算不得什么了。整个苏格兰的穷人有１６患

了热病，乞丐般的流浪者以惊人的速度把这种灾害从一个地方带

到另一个地方，但是并没有影响到社会的中上等阶级。在两个月中

患热病的人比过去十二年还要多。１８４３年在格拉斯哥患热病的占

居民的１２％，共达３２０００人，其中有３２％死掉，可是在曼彻斯特和利

物浦，死亡率通常不超过８％。这种病的危险期是在第七天和第十

五天；在第十五天上，病人的皮肤通常现出黄色，我们的权威认为，

这种情况证明了，疾病的原因还应当从精神上的不安和忧虑方面

去寻找 。在爱尔兰，这种流行病也是相当常见的。在１８１７—１８１８

   艾利生博士“苏格兰贫民的管理”。——恩格斯原注

   艾利生博士在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１８４４年１０月于约克举行的会议上所宣读

的报告中谈到这一点。——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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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二十一个月中，住过都柏林医院的热病患者有３９０００名，据艾

利生郡长说（“人口原理”第２卷），在后来的某一年中，甚至达６００００

名。１８１７—１８１８年流行病猖獗的时候，在科克住过热病医院的病人

占居民的１７，在同一时期，在里美黎克患热病的达全体居民的１

４，而在瓦特福德的贫民窟里竟占１９ ２０ 。

如果回想一下工人是生活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如果考虑一下，

他们的住屋是怎样拥挤，每一个角落是怎样塞满了人，有病的和

没病的又怎样都睡在一间屋子里，睡在一张床上，那末人们就只

能惊奇，这样一种容易传染的热病竟没有蔓延得更广一些。如果注

意到病人所得到的医疗极端不够，许多人根本听不到医生的忠告，

连饮食方面应注意的最普通的事项也不知道，那末这死亡率就显

得太小了。对这种病很有研究的艾利生博士，也和前面引证过的那

个报告的作者一样，认为穷人的贫困和悲惨的处境是生病的原因；

他说，正是匮乏和生活需要的不能满足，使身体容易感染疾病，并

使流行病变得特别危险，使它迅速蔓延。他证明，在苏格兰和爱尔

兰，在商业危机或歉收所造成的每一个艰难的时期中都有伤寒病

流行起来，而且这种病几乎是专在工人阶级中间肆虐的。更值得注

意的是，据他说，患伤寒的人多数都是当家人，也就是一家人里

面最不能缺少的人；他所提到的爱尔兰医生大部分也证明了这一

点。

引起其他许多疾病的直接原因，与其说是在于工人的居住条

件，不如说是在于饮食方面。工人吃的食物一般都很不容易消化，

对小孩子是完全不合适的；可是工人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给自己

   艾利生博士“苏格兰贫民的管理”。——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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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弄到比较合适的食物。此外，还有一种很流行的习惯，就是

给孩子喝烧酒，甚至食鸦片。由于这一切，再加上其他对孩子的身

体发育有害的生活条件，孩子们就患上了遣害终身的各种消化器

官病。几乎所有的工人都或多或少地患消化不良症，可是他们以后

还是不得不吃那种使他们消化不良的食物。而且他们又哪里能知

道这是有害的呢？即使他们知道，在他们的生活条件和习惯没有改

变以前，他们又怎么能遵守比较适合的饮食规定呢？——但是，由

于消化不良，他们还在童年时代就又染上了其他疾病。几乎所有工

人都患着瘰疬，患瘰疬的父母常有患瘰疬的孩子，特别是在带有父

母遗传下来的腺病质的孩子们又受到最初引起这种病的原因的影

响的时候。婴儿发育期间的营养不良所产生的第二个后果是佝偻

病（英吉利病，关节结节性赘瘤），这种病在工人的孩子中也是极常

见的。骨头的硬化延缓，骨胳的成长整个地受到阻碍，除佝偻病的

普通现象外，还常常可以看到腿和脊柱的弯曲。至于这些疾病在商

业停滞、失业以及危机发生时工资低落的时期怎样由于工人生活

变化无常而变得更加厉害，那就用不着我来说明了。几乎每一个工

人在一生中都至少要过一段吃不饱饭的生活，这使得虽然质量坏

但数量毕竟还够的食物所已经引起的后果更加严重起来。正是在

最迫切地需要营养的时候只能吃个半饱的孩子们（这样的孩子在

每一次危机期间真不知有多少！甚至在工业繁荣时期也是很多

的！）是不能不极度衰弱，不能不患瘰疬和佝偻病的。而他们也正是

这样，这从他们的外表就可以看出来。大批的工人的孩子所遭遇到

的缺乏照顾的命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使整个工人阶级都衰

弱了。如果再加上工人的衣服不适用，因而也不能防山伤风，非到

病得最后躺倒就不能停止工作，一生病家庭就陷入极度的困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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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得不到任何医疗等等情况，那就可以约略地想像到英国工人阶

级的健康状况是什么样子了。而个别劳动部门中的工作在目前条

件下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我还不打算在这里谈。

此外，还有其他种种因素使相当多的一部分工人的健康恶化。

首先是酗酒。各种引诱，各种可能的诱惑都联合在一起，使工人走

向酗酒。烧酒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快乐的泉源，而且一切都似乎在促

使工人去接近它。工人下工回家时已经筋疲力尽，困倦不堪，而家

里又那么不舒适、不亲切、潮湿而且肮脏；他迫切地需要消遣，他必

须有点什么东西使他感到还值得工作，感到明天的苦日子还能忍

受；身体不健康、特别是消化不良所引起的疲惫、烦闷和忧郁的心

情，由于其他的生活条件，由于生存没有保障，由于不能摆脱各种

偶然事件的支配和无法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状况而达到了无可忍

受的地步；他的身体已经被混浊的空气和恶劣的食物弄得很衰弱，

迫切地需要某种外来的刺激；他的社交的要求只能在酒馆里得到

满足，因为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会见自己的朋友。在这种条件下，

工人怎么能不受酒的极强烈的诱惑，怎么能抵抗这种诱惑呢？相反

地，由于精神上和肉体上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工人都不

能不沉溺于酗酒。促使工人酗酒的，除了这些宁可说是肉体上的原

因，还有其他许多情况起着作用：多数人这样做，教育又不够，年轻

人不可能不受到诱惑，酗酒的父母常常直接影响自己的孩子（他们

自己就给孩子们酒喝），人们相信喝醉了至少可以在几小时内忘却

生活的困窘和压迫；这一切所起的作用是这样厉害，实在不能责备

工人们爱喝酒。在这里，酗酒已不再是一种染上了就要受到责备的

恶习。它逐渐成为一种必然现象，成为一定条件作用于没有意志

（至少在这方面没有意志）的对象时所必然产生的后果。应该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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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情上负责的是那些使工人沦为这种对象的人。但是，正像绝大

多数工人必然要沉溺于酗酒一样，酗酒本身也必然要给它的牺牲

者的肉体和精神以毁灭性的影响。它日益加强工人的生活条件所

引起的容易感染疾病的倾向，它促进肺部疾病和胃病的发展，也极

度地助长仿寒的发生和蔓延。

使工人阶级遭受肉体上的痛苦的另一个原因，是生了病不可

能有高明的医生来诊治。的确，有许多慈善机关在设法弥补这种缺

陷，例如曼彻斯特医院每年医治２２０００个病人，其中有住院治疗的，

也有只接受医生的诊断和药品的。但是，对于一个每年有四分之三

的居民需要医疗（根据盖斯克尔的计算 ）的城市来说，这又算

得了什么呢？英国医生索取的诊费很高，工人是出不起的。因此，他

们只好根本不看病，或者求助于收费低廉的江湖医生和归根到底

是害多利少的假药。在英国的一切城市里这种江湖医生都有好多，

他们靠各式各样的广告、招贴及其他诡计在最穷的阶级中招揽顾

客。此外，还有极多的包治百病的所谓特许专卖药（ｐａｔ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出卖，什么莫里逊氏丸、帕尔氏生命丸、曼威灵博士丸

以及成千种的其他丸药、香精和香膏等等，所有这些药剂都有一个

特点，就是能医治世界上的一切疾病。这些药品固然很少含有直接

有害的东西，但是经常大量服用，对身体到底还是有害的；而因为

所有的广告都告诉外行的工人说，这些药品吃得愈多愈好，所以无

怪乎工人们不管有没有必要，总是大量吞服这些药品。帕尔氏生命

丸的制造者往往在一星期之内就卖出２００００——２５０００盒这种万应

灵药，这些丸药有的人用来治大便不通，有的人用来治泻肚子，有

８８３ 弗·恩 格 斯

“英国的工业人口”第８章。——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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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却用来治热病、虚弱以及各种各样的疾病。正如我们德国的农

民喜欢在一定的季节里拔火罐或放血一样，英国工人喜欢吃特许

专卖药，结果是戕害了自己，同时却填满了这些药品的制造者的钱

袋。这些特许专卖药中最有害的一种，是用鸦片制剂（主要是鸦片

的酒精溶液）制成的水药，即市上出售的所谓“高弗莱强身剂”。在

家里工作并且要照顾自己的或别人的孩子的妇女们就给孩子们吃

这种水药，使他们安睡，或者如她们中的许多人所想的，使他们强

壮起来。由于她们不知道这种“强身”剂是如何有害，她们常常几乎

是在孩子们一生下来的时候就给他们吃这种药，并且一直用这种

药灌他们，直到他们死去为止。孩子的身体对鸦片的作用的感应愈

来愈迟钝，服用量就愈来愈增加。如果这种水药不再起什么作用，

就给孩子吃纯粹的鸦片酒精溶液，常常是一次１５—２０滴。诺定昂的

验尸官曾向一个政府调查委员会做证说 ：据一个制药者自供，他

在一年内为配制“高弗莱强身剂”就使用了１３００磅糖浆。这种治疗

对孩子们会引起怎样的后果，那是容易想像的。他们逐渐变得面色

苍白，精神萎靡，身体衰弱，大部分不到两岁就死了。这种药剂在英

国的一切大城市和工业区里都有很广的销路。

   “矿山、煤坑以及雇有大批童工但不受工厂劳动限制法约束的生产部门和工

厂中使用童工和未成年工的状况调查委员会报告书”。第一个和第二个报告。

第二个报告中的格棱吉报告（《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Ｅｍ

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ＹｏｕｎｇＰｅｒｓｏｎｓｉｎＭｉｎｅｓａｎｄＣｏｌｌｉ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ｉｎ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ｓａｎ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ｍｗｏｒｋ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ｎｏｔｂｅｉｎｇ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ＦｉｒｓｔａｎｄＳｅｃ

ｏ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ｓ．Ｇｒａｉｎｇｅｒ’ｓＲｅｐｔ．，ｓｅｃｏｎｄＲｅｐｔ．）。报告书通常叫做“童工调查委

员会报告”。这是最好的官方报告之一，其中包含许多最有价值的但也很可怕

的事实。第一个报告公布于１８４１年，第二个报告则晚两年。——恩格斯原注

９８３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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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所引起的后果就是工人的身体普遍衰弱。在他们中间很少

看到强壮的、体格好的和健康的人，至少多半在室内工作的产业工

人是如此，而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也仅仅是他们。他们几乎全都身体

衰弱，骨瘦如柴，面色苍白，除了他们在工作时特别用劲的那些肌

肉，其他肌肉都是不发达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消化不良，因而都或

多或少地患着忧郁病，总是愁眉苦脸，不高兴。他们的衰弱的身体

无力抵抗疾病，因而随时会病倒。因此，他们老得快，死得早。死亡

统计表就无可反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出生、死亡、婚姻登记处主任詹 格莱安的报告，全英格兰

和威尔士的死亡率每年稍低于２．２５％，即每４５人中每年有１人死

亡 。至少１８３９—１８４０年的平均数是这样的；次年死亡率稍稍降低

了一点，每４６人中才有１人死亡。但在大城市中，死亡率就完全不同

了。我手头有几份官方的死亡统计表（公布在１８４４年７月３１日的“曼

彻斯特卫报”上），根据这些统计表，下面几个大城市的死亡率是这

样：在曼彻斯特，如包括索尔福和却尔顿在内，是１３２．７２，不包括

索尔福和却尔顿在内，是１３０．７５；在利物浦，如包括西得比这个郊

区在内，是１３１．９０，不包括西得比在内，是１２９．９０；可是，根据柴

郡、郎卡郡和约克郡（这一地区包括许多农业区或半农业区以及许

多小城市，总人口为２１７２５０６人）的综合材料，死亡率是１３９．８０。城

市工人的生活条件如何恶劣，从郎卡郡的普莱斯科特的死亡率就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煤矿工人聚居的地方，而因为煤矿中的工作对

健康的影响并不很好，所以在这方面它还不如农业区。但是这些工

   “出生、死亡、婚姻登记处第五次年报”（《Ｆｉｆ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Ｒｅｇ．Ｇｅｎ．ｏｆ

Ｂｉｒｔｈｓ，Ｄｅａｔｈｓａｎｄ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ｓ》）。——恩格斯原注

０９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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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住在乡下的，他们的死亡率是１４７．５４，就是说，比整个英格兰

的平均数字约低２１ ２。所有这些材料都引自１８４３年的死亡统计表。

在苏格兰的各城市里，死亡率还要高：在爱丁堡，１８３８—１８３９年是１

２９，而１８３１年在旧城甚至是１２２；在格拉斯哥，根据考温博士的统

计（“格拉斯哥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统计”）１０４，自１８３０年以来，平均

是１３０，而有些年份则是１２２或１２４。平均寿命大大缩短这种情况

主要发生在工人阶级方面，而各阶级的平均寿命，因为上等阶级和

中等阶级的死亡率较低，所以显得比较长，这从各方面都可以得到

证明。有一个最新的证明是曼彻斯特的医生普 赫 霍兰德提供的，

他受官方委托，调查过曼彻斯特郊区梅德洛克河畔的却尔顿 。他

把房屋和街道各分为三等，得出如下的死亡率：

       一等街，一等房屋：死亡率是１５１

一等街，二等房屋：死亡率是１４５

一等街，三等房屋：死亡率是１３６

二等街，一等房屋：死亡率是１５５

二等街，二等房屋：死亡率是１３８

二等街，三等房屋：死亡率是１３５

三等街，一等房屋：缺

三等街，二等房屋：死亡率是１３５

三等街，三等房屋：死亡率是１２５

从霍兰德所提供的其他许多表格里可以看出：二等街的死亡

率比一等街高１８％，三等街比一等街高６８％；二等房屋的死亡率

比一等房屋高３１％，三等房屋比一等房屋高７８％；而肮脏的街道

   参看“大城市及人口密集区情况调查委员会报告者”１８４４年第一个报告中的

附录（《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ｌａｒｇｅＴｏｗｎｓ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ｏｕｓ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ｆｉｒｓｔＲｅｐｏｒｔ，１８４４．Ａｐｐｅｎｄｉｘ）。——恩格斯原注

１９３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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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清扫以后，死亡率就降低了２５％。他用下面的话结束自己的报

告，这些话从一个英国资产者的口里讲出来，要算是很坦白的了：

“既然我们发现某些街上的死亡事比别的街上高３倍，而整个等级的街又

比其他等级的街高１倍，既然我们又发现死亡率在糟糕的街上几乎总是高的，

而在情况较好的街上几乎总是低的，那末我们就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我们的大批的同胞，我们的成百的近邻每年都因缺乏最普通的预防措施而被

毁灭了（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

关于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中有些资料也证实了同样的事

实。１８４０年，利物浦上等阶级（贵族、自由职业者等等）的平均寿

命是三十五岁，商人和光景较好的手工业者是二十二岁，工人、短

工和一般雇佣劳动者只有十五岁。在议会报告书里还可以找到许

多类似的事实。

死亡数字之所以这样高，主要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幼儿的死亡

率很高。小孩子的娇嫩的身体最不能抵抗恶劣的生活条件的不利

的影响。如果父母都工作，或者其中死了一个，孩子就常常没有人

照顾，这种情况很快就会造成恶果；因此，像曼彻斯特这个地方，

根据我们在前面刚提到过的那个报告，工人的孩子有５７％以上不

到五岁就死掉，可是，上等阶级的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的却只有

２０％，而农业区各阶级所有的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的平均也不到

３２％ ，这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在前面引证过几次的“机

工”杂志中的那篇论文里面，我们找到了关于这方面的更精确的

材料。该文的作者把城市和农业区里各种小儿病的死亡数字加以

比较，证明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流行病所引起的死亡率，一般说

   “工厂调查委员会报告书”第３卷霍金斯博士关于郎卡郡的报告。这里引证的

是“曼彻斯特最高统计权威”罗伯顿博士的材料。——恩格斯原注

２９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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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比农业区高２倍；城市中患神经系统疾病的比农村中多４倍，而

患胃病的则比农村多１倍多，同时，城市中因肺部疾病而死的人数

和农村中的比较起来是２．５１。在城市里，因天花、麻疹、百日咳

和猩红热而死的小孩子比农村中多３倍，因脑水肿而死的多２倍，因

痉挛而死的多９倍。为了再引证一个权威的材料，我在这里举出一

个表，这个表是威德博士从１８３２年的议会工厂委员会报告中借用

来放在他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１８３５年伦敦版第３

版）里面的。

在每１００００年
死亡人口中

５岁
以下

５－１９２０－３９４０－５９６０－６９７０－７９８０－８９９０－９９
１００岁
以下

拉特兰德郡－
 卫生状况良
 好的农业区

艾塞克斯郡－
 沼泽地农业
 区域………

工厂出现以前
１７７９－１７８７
年的卡赖尔
市…………

工厂出现以后
 的卡赖尔市

工厂城市里子

２８６５

３１５９

４４０８

４７３８

４９７４

５２８６

８９１

１１１０

９１１

９３０

１１３６

９２７

１２７５

１５２６

１００６

１１３４

１１１４

１１９８

１２９９

１４１３

１２０１

１１３４

１１１４

１１９８

１１８９

９６３

９４０

６７７

５５３

５９３

１４２８

１０１９

８２６

７２７

５３２

５１２

９３８

６３０

５３３

４５２

２９８

２２５

１１２

１７７

１５３

８０

３８

２９

３

３

２２

１

３

２

  除了贫穷阶级被压迫及其利益被忽视所必然引起的这一切疾

病，还有其他的原因促使幼儿的死亡率上升。在许多家庭里，妻子

和丈夫一样地出外工作，结果孩子就完全没有人照顾，他们或者被

锁在家里，或者被交给雇来照看他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有成百的

孩子死于各种各样的不幸事件，那还有什么奇怪的呢？任何一个地

方也不像英国的大城市有这样多的孩子被车辗死，被马踩死，任何

３９３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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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方也不像这些城市有这样多的孩子摔死、淹死或烧死。孩子

们因烧伤或被开水烫伤而致死的特别多。这种事情，在曼彻斯特的

冬季数月里几乎每周都要发生一次，在伦敦也一样地多，只是报上

很少登出来罢了；我手头只有１８４４年１２月１５日“每周快讯”上的一

篇报道。根据这篇报道，从１２月１日到７日这一星期中就发生了六起

这样的事件。这些惨遭横死的不幸的孩子们完全是我们的社会混

乱以及热中于保持这种混乱状况的有产阶级的牺牲品。但是也很

难断定，甚至这种可怕的痛苦的死亡对这些孩子来说是否不是一

件好事，因为这种死亡使他们摆脱了充满贫穷和苦难的、痛苦多而

欢乐少的、漫长的一生。英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资产阶级也天天

在报纸上读到这一切，可是他们却无动于中。然而，如果我根据我

所引用的那些不能不为他们所熟悉的官方或非官方的证据，控告

他们犯了社会谋杀罪，他们是没有权利中辩的。他们应该想办法结

束这种可怕的情况，否则就把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移交给工人阶

级。对后一种办法，他们丝毫也不感到兴趣；而前一种呢，只要他们

还是资产阶级，还不能抛弃资产阶级的偏见，他们就无力做到。事

实上，虽然在现在，在几十万牺牲者已经倒下去以后，他们终于采

取了一些微小的预防性的措施，公布了一个对住宅乱七八糟地挤

在一起的情形总算稍微限制了一下的首都建筑法案１０５，虽然他们

夸耀他们这种不仅没有触动罪恶的根源而且连卫生警察的最平常

的要求都不能满足的措施，但是他们还是不能以此来洗清他们的

罪名。英国资产阶级现在只有两条路，或者不顾这种落到他们身上

的无可反驳的谋杀的罪名，继续把统治权握在自己手里，或者就自

己引退，把政权让给工人阶级。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宁愿选择第

一条道路。

４９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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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从工人的身体状况转到精神状况。既然资产阶级

所关心的只是工人的最起码的生活，那我们也就不必奇怪它给工

人受的教育只有合乎它本身利益的那一点点。而这一点实在并不

怎么多。英国的教育设施和人口数目比起来，少得很不相称。工人

阶级可以进的不多的几个日校，只有少数人才能够进去，而且这些

学校都是很坏的，教师都是已经失去了工作能力的工人或者是做

什么工作都不适合的人，他们只是为了生活才来当教师，大多数连

自己也没有具备最必要的基本知识，缺乏教师所应当具备的道德

品质，并且一点也受不到公众的监督。这里也受着自由竞争的支

配，照例也是有钱人在这上面占便宜，而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

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他们没有相应的知识来做正确的选择。没

有一个地方实行义务教育；在工厂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所谓

义务教育也只是在名义上存在，当政府在１８４３年的议会会议上要

想真正实施原来只是徒有其名的义务教育的时候，工业资产阶级

就倾全力来反对，尽管工人表示坚决赞成。此外，有大批的儿童整

个星期都在工厂和家里工作，因而不能上学。而为白天做工的人办

的夜校几乎根本就没有人去，去了也得不到什么好处。青年工人累

了十二小时之久，还要叫他们在晚上八点到十点去上学，这也未免

太过分了。那些去上学的人多半在上课的时候就睡着了，“童工调

查委员会报告”中有几百个证据都证实了这一点。固然也开办了主

日学，但是那里教师极端缺乏，而且只是对那些已经在日校里学过

一点的人，才能有些好处。从一个星期日到下一个星期日相隔的时

间太长了，一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很难在下一次上课时不

忘记他在上一次，即一星期前上课时学到的东西。关于这一点，“童

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有成千的证据，委员会本身也坚决认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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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日校或主日学都远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这个报告中举了一

些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愚昧无知的例子，这样的愚昧无知甚至在

西班牙和意大利那样的国家里也是很少有的。但是事情怎么能不

这样呢？工人受教育，对资产阶级好处少，但可怕的地方却很多。政

府在５５００万英镑的庞大预算中用于国民教育的只是４万英镑这样

一个可怜的数目。假若没有各宗教教派的热狂，教育经费也许还要

少得可怜，而这种宗教热狂带来的害处至少可以和它在某些方面

的好处相抵。但是国教教会成立了自己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ｓ〔国民

学校〕，每一个教派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学校，而它们这样做的唯一

目的就是要把本教教徒的孩子保留在自己的怀抱里，可能的话，还

要从别的教派那里把某些不幸的孩子的灵魂抢夺过来。结果是，宗

教，而且恰好是宗教的最无聊的一面（即对异教教义的辩驳）成了

最主要的课程，孩子们的脑子里塞满了不能理解的教条和各种神

学上的奥妙东西，从童年时期起就培养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偏

执，而一切智力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发展却被可耻地忽视了。工

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议会建立纯世俗的国民教育制度，而

把宗教教育交给每一个教派的牧师，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

有一届内阁同意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

为内阁大臣是资产阶级的驯顺的奴才，资产阶级又分成无数的

教派；每个教派都只有在他们能够使工人同时接受这个教派所特

有的教条作为抗毒素的时候，才同意工人受教育，因为不这样的

话，让工人受教育是危险的。又因为这些教派相互之间直到现在还

在为争夺最高的统治权而斗争，所以工人阶级就只好暂时不受教

育了。不错，厂主们吹嘘他们已经把大多数工人教得能念书了，但

这里所谓能念书是怎么一回事，从“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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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来。只要谁认识了字母，就说他已经能念书，于是厂主们也就

心安理得了。但是英文的正字法是很复杂的，因而念书是一种真正

的艺术，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才能学会，如果注意到这一点，工人

阶级的愚昧无知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完全会写的只是很少的一些

人，而要写得合乎正字法，就连许多“有教养的”人都不行。在国教

高教会派的、教友会的、以及其他一些教派的主日学里，根本就不

教学生写字，“因为这对于礼拜天来说是一种过分世俗的作业”。工

人所受的其他各种教育是怎样的，从以下的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

来。这些例子都引自“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这个报告可惜没有谈

到真正的工厂工业。

该委员会委员格棱吉说：“在北明翰，经我考试过的孩子，一般地连一点

勉强可以说是有用的知识都没有。虽然几乎所有的学校里那只有宗教教育，

但是就在这方面他们一般也都是极端无知的。”该委员会委员霍恩说：“在乌

尔未汉普顿，我看到过这样一些例子：一个上过日校和主日学的十一岁的女

孩子‘从来没有听说过另一个世界，也没有听说过天堂或阴间的生活’。一个

十七岁的男孩子不知道２×２等于多少，说不出两个辨士合多少法寻（１４辨

士），甚至当人们把这些钱放到他手里的时候还是说不出。有几个男孩子从来

没有听说过伦敦，甚至连威伦霍尔也没有听说过，虽然这个地方离乌尔未汉

普顿只有一点钟的路程，而且两地的交通还是很频繁的。他们当中有几个人

从来没有听到过女王的名字或者像纳尔逊、威灵顿、拿破仑这样的人物的名

字。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甚至连圣保罗、摩西或所罗门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人，对大盗狄克 杜平、特别是以越狱闻名的小偷杰克 谢伯的生平、事迹和个

性却知道得清清楚楚。”——“一个十六岁的男孩不知道２×２是多少，也不知

道４个法寻等于多少；另一个十七岁的男孩说，１０个法寻就是１０个‘半辨士’，

还有一个也是十七岁的男孩子，对几个很简单的问题只简短地回答说，‘什么

也不知道’（ｈｅｗａｓｎｏｊｕｄｇｅｏ’ｎｏｔｈｉｎ’）。”（霍恩。“报告”附录第２部分Ｑ１８，

２１６、２１７、２２６、２３３等）

这些孩子被人们用宗教教条硬灌了四五年，结果并没有比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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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多知道一点什么。

有一个孩子“正规地上了五年主日学，他却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虽然

也听到过这个名字；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十二使徒、参孙、摩西、亚伦等”（同

上，文件ｑ３９页，Ｉ．３３）。另一个孩子“正规地上了六年主日学，他知道耶稣

基督是谁，知道他死在十字架上，知道他‘为了替我们的救主赎罪’而流了

血；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圣彼得或圣保罗”（同上，ｑ３６页，Ｉ．４６）。还有一个孩

子“在七年之内上过好几个主日学，只能读一些小书和简单的单音节的字；他

听说过十二使徒，但不知道圣彼得或圣约翰是不是也在内，以为圣约翰大概

就是圣约翰 威斯利”（美以美教派的创始人），如此等等。（同上，ｑ３４页，Ｉ．

５８）对于耶稣基督是谁这一问题，霍恩还得到过这样一些答复：“他是亚当”，

“他是一个使徒”，“他是教主的主的儿子（ｈｅｗａｓｔｈｅＳａｖｉｏｕｒ’ｓＬｏｒｄ’ｓ

Ｓｏｎ）”；而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却这样回答：“他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伦敦国

王。”——在设菲尔德，该委员会委员昔蒙兹要一些主日学的学生念书；他们

说不出他们念的是些什么东西，他们刚念到过的使徒是些什么人。关于使徒

的问题，在他依次问过一切孩子而得不到正确的回答以后，一个看起来很机

灵的小男孩满有把握地喊道：“我知道，先生，这是些害麻疯病的人！”（昔蒙

兹。“报告”附录第１部分Ｅ２２页及以下各页）

陶业区和郎卡郡的情形也是一样。

这里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和国家在工人阶级的培养和教育方

面做了些什么。幸而这个阶级的生活条件本身就给他们一种实际

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但代替了学校里的那一套废物，而且还清除了

和那一套废物纠缠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宗教观念的毒素，甚至还

把工人置于英国全民族的运动的前列。贫困教人去祈祷，而更重要

得多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读，更不会写，

但是他们自己的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么，他们却知道得很清楚。资

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是什么，他们能够从这个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些

什么，他们也是知道的。虽然他们不会写，可是他们会说，并且会在

大庭广众之中说。虽然他们不会算，可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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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足以使他们看穿主张取消谷物税的资产者，并且驳倒他们。虽

然他们完全不了解教士们费尽心机给他们讲的天国的问题，可是

他们很了解人间的即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这在以后我们还要谈

到，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英国工人的道德面貌。

在所有的英国学校里，道德教育总是和宗教教育连在一起，这

种道德教育所产生的结果显而易见地丝毫不会比宗教教育好些。

人们用来调节人对人的关系的简单原则，由于现存的社会条件，由

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本来就已经非常紊乱，而当这些原则

和不可理解的宗教教条掺杂在一起，并以一种专横而毫无理由的

训令的宗教形式出现时，就不能不使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感

到非常莫名其妙。正像所有的权威、特别是童工调查委员会所承认

的那样，学校对工人阶级的道德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英国资产阶级

自私自利到这样愚蠢、这样鼠目寸光的程度，甚至不肯花一点力量

把现代的道德，把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使自身有保障而

泡制出来的道德灌输给工人！日益衰老、懒惰的资产阶级连为自己

打算都认为是太费力，是多余的了。当然，总有一天他们会后悔的，

可是到那时就已经晚了。如果工人不懂得这种道德，不奉行这种道

德的话，资产阶级无论如何是不该抱怨的。

可见工人不仅在身体方面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都遭

到统治阶级的摈弃和忽视。而资产阶级为工人准备的唯一的东西

就是法律，当工人把它逼得太紧的时候，它就用法律来对付他们；

就像工人是无理性的动物一样，对他们的教育工具只有一种：皮鞭

——粗暴的、不能服人而只能吓唬人的力量。所以，这些被当做牲

口看待的工人，不是真的逐渐变得像牲口一样，就是只有靠着对当

权的资产阶级的烈火般的憎恨，靠着不可熄灭的内心激愤才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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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住人类应有的意识和感情，那是毫不足怪的。只要他们还对统治

阶级感到愤怒，他们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他们乖乖地让人把挽轭套

在脖子上，只想把挽轭下的生活弄得比较过得去一些，而不想摆脱

这个挽轭，那他们就真的变成牲口了。

这就是资产阶级为工人阶级的教育所做的一切。如果我们考

虑到工人阶级在其他方面的生活条件，我们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责

备他们对统治阶级所抱的那种仇恨了。工人在学校里受不到的道

德教育，也不会在其他的生活条件下受到，——至少受不到那种在

资产阶级心目中还有某种意义的道德教育。工人的整个状况、他们

周围的整个环境都促使他们道德堕落。他们穷，生活对于他们没有

任何乐趣，他们几乎一点享受都得不到，法律的惩罚对他们也再没

有什么可怕的。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什么一定要

让富人去享受他们的财富，而自己不从里面拿一份呢？无产者凭什

么理由不去偷呢？当人们谈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

切都讲得很冠冕堂皇，资产阶级听起来也很入耳。但是对没有任何

财产的人来说，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也就自然不存在了。金钱是人间

的上帝。资产者从无产者那里把钱抢走，从而真的把他们变成了无

神论者。如果无产者成了无神论者，不再尊重这个人间上帝的神圣

和威力，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当无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迫切

的生活需要，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蔑视一切社会秩序的倾向

也就愈来愈增长了。这一点资产阶级自己大半也是知道的。昔蒙兹

指出① ，贫穷对精神所起的毁灭性的影响，正如酗酒之于身体一

样。艾利生郡长也很详尽地告诉有产阶级，社会压迫对工人会引起

００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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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对工人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穷困让工人在几条道路中进

行选择：慢慢地饿死，立刻自杀，或者随便在什么地方见到他们

所需要的东西，只要可能就拿走，干脆说，就是偷。如果大多数的

人宁愿偷东西而不愿饿死或自杀，那我们是不应该奇怪的。当然，

工人中间也有许多人很讲道德，即使弄得山穷水尽也不愿去偷，而

这些也就是饿死或自杀的人。不久以前自杀还是上等阶级的值得

羡慕的特权，现在在英国的无产者中间也时髦起来了，许多穷人

都以自杀来摆脱贫困，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出路。

但是生活的毫无保障、挣一天吃一天的日子，一句话，就是

把英国工人造成无产者的那种东西，对他们的道德所起的破坏作

用比贫穷还要厉害得多。在德国，我们的小农多半也穷，也常常缺

这缺那，但是他们受偶然事件支配的程度却比较小，他们至少还

有些固定的东西。但是无产者除了自己的两只手就什么也没有，昨

天挣的今天就吃掉，受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的支配，没有任何保

证使自己能够获得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任何危机，主人的

任何逞性都能使他失业，——这个无产者已经被置于人们所能想

像的最令人愤怒的非人的地位了。奴隶的生存至少会因为他主人

的私利而得到保证，农奴也还有一块用来养活他的土地，二者都

至少还有不致于饿死的保障；而无产者却只有指靠自己，同时，人

们又不许他把自己的力量变为完全可以指靠的力量。无产者为了

改善自己的状况所能做的一切，在那些支配着他而他丝毫不能控

制的偶然事件的长河中，不过是一滴而已。他是一个处在各种各样

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的没有自由意志的物件，只要能够在若干活下

   “人口原理”第２卷第１９６、１９７页。——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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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内勉强去，就算幸运了。不言而喻，他的性格和生活方式就是

由这些偶然情况决定的。他必须尽力设法不陷到这个漩涡底下去，

设法挽救自己的人类的尊严（他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起来反抗 资

产阶级，反抗那个如此无情地剥削他、然后又听凭命运去摆布他

并想使他永远处于这种非人地位的阶级），否则他就只好承认自己

无法摆脱自己所处的境遇，于是也就不再做这种打算，而只是力

图尽可能地利用有利时机去占些便宜就算了。储蓄对他是一点用

处也没有的，因为他能够储蓄起来的，最多也只能维持他几个星

期的生活，而他一失业，就不会仅仅是几个星期的事。他不能长久

地保有财产，假使他可能这样做，他就不再是工人了，另外会有

人来补他的缺。这样，在他得到较多的工资的时候，他不好好地生

活一下，又要做什么呢？在工资高的时候，工人的生活就“阔绰”

起来，这是使英国资产者莫名其妙而且极为恼怒的。要知道，如果

储蓄对人们并没有什么好处，而最后还是要成为蠹鱼和铁锈的牺

牲品，也就是被资产阶级所吞没，那末，他们在可能享受一下的

时候就享受，而不去储蓄，这不仅是十分自然的，甚至也是合理

的。但是这种生活方式比别的任何生活都更使人堕落。卡莱尔关于

棉纺工人所说的话，也适用于英国的一切产业工人：

“他们的生意永远像赌博一样，今天还很兴隆，明天就完蛋；他们的生活

也很像赌徒，今天奢侈豪华，明天就忍饥挨饿。阴郁的反叛的不满情绪（一个

人心中所能蕴藏的最痛苦的感情）吞没了他们。英国商业以它那殃及全世界

的痉挛般的动荡，以它那无可比拟的普罗特斯①
——蒸气，把他们的一切

   我们以后将看到，在英国，由于有了结社的自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

抗就成为合法的了。——恩格斯原注

  ① 普罗特斯（Ｐｒｏｔｅｕｓ）是希腊神话中替普赛顿（Ｐｏｓｅｉｄｏｎ）服务的海神，有预

言力并能变幻种种形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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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路都弄得很不可靠，使他们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冷静、沉着、长期的安

静，人类这些最起码的幸福他们是没有的…… 对于他们，这世界并不是家，

而是一个充满了荒唐而无谓的痛苦、充满了愤激、怨恨、对自己和对全人类

的仇恨的阴森的监牢。这是上帝所安排、所统治的、青葱翠绿百花盛开的世界

呢，还是魔鬼所安排、所统治的弥漫着硫酸铜蒸气、棉絮尘埃、醉后的吵嚷、

愤怒和苦役的、阴暗而沸腾的陀斐特①
呢？”

往下，在第４０页中又写道：

“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罪恶就是不公道和背叛真理、背叛现实、背叛世界

秩序，世界上唯一的难于忍受的痛苦就是意识到自己受了不合理不公道的待

遇，因此，我们关于工人状况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这一切都是公道的吧？首先

是：他们自己对于这种状况的公道与否是怎样想的呢？ ……他们的话就是

很明显的回答，他们的行动是更明显的回答…… 愤激，下等阶级反对上等

阶级的凶恶的复仇的意向愈来愈厉害了；他们对世俗政权的尊重和对精神主

宰者的教训的信仰愈来愈降低了。这种情绪可以加以谴责，可以给予惩罚，但

是必须承认它是确实存在的；大家都应该知道这样的现象是可悲的，而如果

一切都仍然照旧的话，那将会是致命的。”

在事实方面，卡莱尔讲的完全对，只是在责备工人对上等阶

级的炽烈的憎恨的时候，他就错了。这种憎恨、这种愤怒宁可说是

一种证明，它证明工人感觉到他们是处在一种怎样非人的状况里，

证明他们不愿意被当做牲口来看待，证明他们总有一天要把自己

从资产阶级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那些没有这种

愤怒的工人身上来加以判断：一些人温驯地屈服于自己的命运，老

老实实，随波逐流，不关心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帮助资产阶级把

束缚工人阶级的锁链锻得更结实，而精神上还是处于工业时代以

  ① 陀斐特（Ｔｏｐｈｅｔ）是耶路撒冷南部的欣嫩子山谷，为犹太人焚人以供牺牲之

处，以后成为焚毁垃圾的地方。参看旧约全书耶利书第１９章。——译者注

   “宪章运动”第３４页及以下各页。——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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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以前的那种停滞状态；另一些人成了命运的玩物，就像已经失去外

表的稳定性一样，正在丧失着内心的稳定性，过一天算一天，酗酒，

追女人。——在这两种情形下，他们都是牲口。后一种人主要是促

进了“恶习的迅速传播”，而多愁善感的资产阶级，在他们自己创造

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以后，却对这种现象愤慨起来。

使工人道德沦丧的另一个根源就是他们的劳动的强制性。如

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末强制劳动

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还有什么能比必须从早到晚

整天地做那种自己讨厌的事情更可怕呢！工人愈是感到自己是人，

他就愈是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感觉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对他

自己说来是没有目的的。他为什么工作呢？是由于喜欢创造吗？是

由于本能吗？决不是这样！他是为了钱，为了和工作本身毫无关系

的东西而工作。他工作，因为他不得不工作，而且他要一连工作多

少个钟头，单调得令人厌烦；如果他还保有些微人的感情的话，仅

仅这一点就足以在最初几个星期内使他感到工作是一种痛苦。分

工更把强制劳动所具有的使人动物化的这种作用增强了好多倍。

在大多数的劳动部门里，工人的活动都被局限在琐碎的纯机械性

的操作上，一分钟又一分钟固定不变地重复着，年年都是如此 。

如果一个人从童年起就每天有十二小时或十二小时以上从事于制

针头或锉齿轮，再加上像英国无产者这样的生活条件，那末，当他

活到三十岁的时候，也就很难保留下多少人的感情和能力了。这种

情形在使用机器和蒸气动力以后也没有改变。工人的劳动减轻了，

   是否在这里也需要引用一下资产阶级权威人士的证明呢？我只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地在亚当 斯密的“原富”（前引用版）第３卷

第５编第１章第２９７页上找到。——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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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不需要紧张了，工作本身成了一些琐碎的事情，但同时也单调

到了极点。这种工作不让工人有精神活动的余地，并且要他付出这

样大的注意力，使他除了把工作做好，别的什么东西也不能想。这

种强制劳动剥夺了工人除吃饭和睡觉所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一切

时间，使他没有一点空闲去呼吸些新鲜空气或欣赏一下大自然的

美，更不用说什么精神活动了，这种工作怎么能不使人沦为牲口

呢？这样，工人还是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或者屈服于命运，

做一个“好工人”，“忠实地”维护资产者的利益（如果这样做，他就

势必要变成牲口），或者起来反抗，尽一切力量捍卫自己的人类尊

严，而这只有在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做到。

所有这些原因已经在工人阶级中引起了严重的道德堕落的现

象，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使这种道德堕落的现象更加扩大，使

它达到了极点，这个原因就是人口的集中。英国资产阶级作家们正

在因大城市的伤风败俗的影响而大声疾呼，——这些耶利米①颠

倒黑白地为之哀歌的不是城市的破坏，而是城市的繁荣。艾利生郡

长几乎把一切都归咎于这个原因；而“大城市的时代”一书的作

者弗安博士则更是如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他各种对工人的

身体和精神起破坏作用的原因，都和有产阶级的利益有十分密切

的联系。假若这些作家承认贫穷、生活无保障、强制的过度劳动是

主要的原因，那末所有的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就得对自己说：

既然这样，我们就给穷人们财产吧，我们就保障他们的生活吧，我

们就颁布法令来禁止过度的工作吧；而资产阶级是不能同意这样

做的。然而大城市是自行成长起来的，人们迁居到那里也完全是出

５０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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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愿；同时现在也还不能立刻就得出结论说：创造大城市的只

是工业和靠工业发财的资产阶级；于是统治阶级就很便于把一切

灾难都归咎于这个从外表上看起来似乎不可排除的原因。实际上，

大城市不过是创造了一些条件，促使那些早已存在、至少已处于

萌芽状态的罪恶迅速而全面地发展起来而已。艾利生至少还保有

相当的人性，他还承认这种罪恶，——他并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

工业资产者和自由党人，而只是一个半成熟的资产者和托利党人，

所以真正的资产者完全看不见的东西他有时还能看得清楚。我们

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正是在大城市里，恶习和不正当的享乐布下了诱人的天罗地网；正是在

这里，犯罪因可望不受惩罚而得到鼓励，懒散因有屡见不鲜的坏榜样而得到

助长。一切坏人和浪子避开了淳朴的乡村生活，投向这里，投向这些人类堕落

的大中心；在这里，他们可以为自己的恶行找到牺牲品，而他们所冒的危险

也因容易发财而得到补偿。美德在这里湮没无闻，罪恶由于不容易识破而繁

荣滋长；放荡的生活因为可以给人以眼前的欢乐而为人所喜好。谁要是在夜

里走过圣詹尔士区，走过都柏林的狭窄而拥挤的胡同，走过格拉斯哥的贫民

区，那他就会找到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些话，并且他不会奇怪世界上的罪恶

怎么这样多，反而会奇怪怎么这样少…… 大城市腐化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坏

榜样所具有的传染性，在于年轻一代很容易遇到，而且每天都会遇到恶习的

引诱，因而很难抵御这种引诱。有钱人ｅｏ ｉｐｓｏ〔当然〕并不比穷人好些，他

们要是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也是经不起这种引诱的；穷人们特别不幸的，是他

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不遇到恶习的引诱和犯禁的享乐的诱惑…… 在大城

市里，要使没有财产的阶级中的年轻一代免受恶习的引诱，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道德堕落的原因。”

在做了一长段有关道德的论述之后，我们的作者继续写道：

“这一切并不是由于穷人的性格中有什么特别堕落的因素，而是由于穷

人所受的诱惑本身具有几乎不可抗拒的力量。指责穷人行为的富人自己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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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迅速地接受那些原因的影响。有某种程度的贫困，就有某种引人堕落的

力量，美德很少能够抵挡得住，特别是年轻人很少能够抵挡得住。在这种情形

下，恶习的传播几乎和人体的传染病一样不可避免并且也常常同样地迅速。”

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作者写道：

“当上等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大批工人塞在一个小小的地方的时候，

罪恶的传染就特别迅速而且不可避免。下等阶级，就他们现在的宗教和道德

的发展水平而论，往往很难责备他们屈服于周围的诱惑，正如同很难责备他

们成为伤寒的牺牲品一样。”

够了！尽管半资产者艾利生的见解是有局限性的，但是他却把

大城市在工人道德发展方面造成的有害后果暴露出来了。另外还

有一个十足的资产者，反谷物法同盟的中心人物安得鲁 尤尔博

士 暴露了这些后果的另一个方面。他告诉我们，大城市的生活助

长工人中的阴谋的发生，并给平民以力量。根据他的意见，如果不

适当地教育一下工人（就是教育他服从资产阶级），他们就会片面

地从狠毒的自私自利观点来看问题，并且容易被狡猾的煽动家所

诱惑；他们甚至还会用嫉妒和敌对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最好的恩

人——那些俭朴的富于进取心的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正确

地教育他们才行，否则，国家就要破产，其他灾祸就要发生，因

为工人的革命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资产者担心得很对。人口的

集中固然对有产阶级起了鼓舞的和促进发展的作用，但是它更促

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

   “人口原理”第２卷第７５页及以下各页、第１３５页。——恩格斯原注

   “工厂哲学”１８３５年伦敦版（《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５）。我们以后还要提到这本恶名昭彰的书。这里所引证的见该书第４０６页

及以下各页。——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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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分散时虽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

是一种力量。这促进了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分离，促进了工人所特有

的、也是在他们的生活条件下所应该有的那些见解和思想的形成，

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受压迫的地位，他们开始在社会上和政治上

发生影响和作用。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第一

次开始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第一

次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会、

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机体的病患，在农村中是慢性的，而在

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从而使人们发现了这种病的真实本质

和治疗方法。如果没有大城市，没有它们推动社会意识的发展，工

人绝不会像现在进步得这样快。此外，大城市清除了工人和雇主之

间的宗法关系的最后残迹，在这方面，大工业也助了一臂之力，因

为它使依附于一个资产者的工人的数目大为增加了。资产阶级对

此大为惋惜，而这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在以前的那种情况下，资

产阶级是几乎保险不会受到工人的反抗的。资产者随心所欲地剥

削自己的工人，支配他们，而且，如果他在工资以外，还对他们表现

一点不花一文钱的和蔼可亲的态度，或者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这

一切似乎纯粹是出于一种不平常的好意，虽然加起来还不到他所

应当做的事情的十分之一），那末还可以获得这些傻子的服从、感

激和爱戴。不错，作为被置于并非自己所创造的环境中的个别资产

者，他或许已经尽了自己的一部分责任；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

子，——这个阶级正由于它是统治者，就应当对整个国家的状况负

责，应当关心公共的利益，——他就一点也没有做他的地位要求他

做的事，而且还为了自己的私利剥削着整个民族。在伪善地掩饰着

工人的奴隶地位的宗法关系下，工人不能不仍然是一个精神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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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死亡的、完全不了解自己的利益的十足的庸人。只有当他和

自己的雇主疏远了的时候，当他明显地看出了雇主仅仅是

由于私人利益、仅仅由于追求利润才和他发生联系的时候，当那

种连最小的考验也经不起的虚伪的善意完全消失了的时候，也只

是在这个时候，工人才开始认清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开始独立地发

展起来，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不再在思想上、感情上和要求上像

奴隶一样地跟着资产阶级走。而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大工

业和大城市。

对英国工人的性格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个要素是爱尔兰工人向

英格兰移民，这件事在这一点上的意义我们已经谈过了。一方面，

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固然使英格兰工人的水平下降，使他们和文

化隔绝，使他们的状况恶化；但同时，在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的加深，从而加速了即将发生的

危机的来临。问题在于，英国所患的社会病的过程和身体生病的过

程是一样的；它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它有它的危机，危机中最

后和最厉害的一次就决定患者的命运。因为英国这个国家不会在

这次最后的危机中灭亡，而相反地一定要从危机中复活更新，所

以我们对于使这个病症加剧的一切因素都只能感到高兴。此外，爱

尔兰移民之所以在这方面起了促进的作用，还因为这个运动把爱

尔兰人的热情而生气勃勃的气质带到了英格兰并灌输给英国工人

阶级。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的差别，在许多地方都很像法国人

和德国人之间的差别。爱尔兰人比较轻浮、容易激动、热情奔放；

英格兰人则沉着、坚毅、富于理智，他们相互来往，归根到底，对

两方面都只会有好处。假使没有爱尔兰人那种慷慨到能做自我牺

牲的、首先是受感情支配的性格掺合在英格兰工人阶级身上，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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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不是爱尔兰血统的混合以及与爱尔兰人的经常来往使得英格兰

人纯理智的冷静的性格变得柔和起来，那末英国资产阶级的冷酷

的利己主义就会更加长久地保存在工人阶级中。

懂得了这一切以后，对于英国工人阶级逐渐变成一种和英国

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人，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资产阶级和地球上

所有其他民族之间的共同点，比起它和它身边的工人之间的共同

点来，都要多得多。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

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相同，就好像他们是

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在欧洲大陆上，到现时为止我们还只认得这

两种人中的一种，即资产阶级。可是对英国的未来更加重要得多

的，恰好是另一种人，即由无产者所组成的那一种人。

英国工人在公共团体中和政治观点上所表现的社会性格，我

们以后还要谈到。在这里我们只想谈谈上述各种原因所造成的后

果，而且只谈这些后果对工人的个性所起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

工人比资产者仁慈得多。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乞丐通常都几乎只向

工人求乞，工人在帮助穷人方面无论如何比资产阶级做得多。这个

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证实的事实，曼彻斯特的掌教帕金逊先生也

证实了。他说：

“穷人给穷人的要比富人给穷人的多。我可以引用我们的最老、最有

经验、最善于观察和最仁慈的医生之一巴兹里博士的证言来证实我的话。他

公开地说过，每年穷人们互相给予的总数超过了同时期内富人给予穷人的数

   大家知道，迪斯累里在他的长篇小说“神巫，或两种民族”（《Ｓｙｂｉｌ，ｏｒ ｔｈｅ

 Ｔｗｏ Ｎａｔｉｏｎｓ》）中，几乎和我同时说出了大工业把英国人分为两种不同的

民族的见解。——恩格斯在１８９２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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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工人的仁慈也表现在其他各个方面，而且其表现形式也是令

人愉快的。他们自己就是命途多舛的，所以他们能同情境况不好的

人。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人，而在资产者的眼光中，工人却

不完全是人。所以工人是比较和气比较可亲的，虽然他们比有产阶

级更迫切地需要钱，但他们并不那样贪财；对他们来说，金钱的

价值只在于能用它来买东西，可是对资产者来说，金钱却具有一

种为它本身所固有的特殊的价值，即偶像的价值，这样，它就使

资产者变成了卑鄙龌龊的“财迷”。完全没有这种金钱崇拜感的工

人，并不像资产者那样贪婪，资产者为了多赚钱不惜采取任何手

段，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自己的钱袋。所以工人比资产者偏见

少得多，看问题清楚得多，不戴上自私的眼镜来看一切。因为缺少

教育；所以他没有宗教偏见。他不懂得这些事情，也不为这些事情

伤脑筋，在他身上看不到支配着资产阶级的那种狂热。如果说他也

有点宗教信仰的话，那也只是名义上的，甚至连理论上的都谈不

到。实际上他只是为今生而活着，并力求在今生生活得更好一些。

所有的资产阶级作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工人不信教，也不上教堂。

恐怕只有爱尔兰人、一些老年人和半资产者——监工、工头等类

的人才是例外。在群众中几乎到处都是完全漠视宗教的，最多也只

能看到一些自然神论的迹象，而且非常不明确，以致只表现在一

些口头禅或对ｉｎｆｉｄｅｌ（不信教的人）和无神论者这类名词的本能

   曼彻斯特的帕金逊掌教著的小册子 “曼彻斯特等地的穷人劳动者的现

状”１８４１年伦敦和曼彻斯特版第３版（《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ｇＰｏｏｒｉｎ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ｅｔｃ．》．ＢｙｔｈｅＲｅｖ．Ｒｄ．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Ｃａｎｏｎｏｆ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３ｒｄ．ｅｄｉｔ．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１８４１．Ｐａｍｐｈｌｅｔ）。——

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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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恐惧上。一切教派的牧师都很不受工人欢迎，虽然他们在工人中

的影响只是在最近才失去的；现在，只要大叫一声《ｈｅ ｉｓ ａ 

ｐａｒ－ｓｏｎ！》（“他是个牧师！”），就常常能够把一个牧师从公共集

会的讲坛上赶下来。和生活条件本身一样，缺少宗教教育及其他教

育，也使得工人比资产者客观，比资产者容易摆脱传统的陈腐的

原则和先人之见的束缚。资产者被自己的阶级偏见，被那些从小就

灌输给他的原则一直淹没到耳朵，这种人是无可救药的。他即使在

形式上是自由主义的，但实质上还是保守的；他的利益和现存的

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任何前进的运动中都是一具僵尸。他

不再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头，工人将要起而代之，——最初只是理

应如此，以后就会在实际上做到这一点。

这一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人的社会活动——这种活动我们

在下面再谈——形成了这个阶级的性格的好的一方面；坏的一方

面也可以大致说一下，而且它是同样自然地由上述原因造成的。酗

酒、纵欲、粗暴以及对私有财产的不尊重，这就是资产者加在工

人头上的一些主要罪名。工人酗酒是十分自然的。据艾利生郡长

说，在格拉斯哥，每个星期六晚上至少有３万个工人喝得烂醉。这

个数字确实没有夸大，在这个城市里，１８３０年每十二幢房子中有

一家酒店，而在１８４０年每十幢房子中就有一家。在苏格兰，１８２３年

纳消费税的烧酒有２３０００００加仑，而在１８３７年就有６６２００００加仑。在

英格兰，１８２３年有１９７６０００加仑，而在１８３７年就有７８７５０００加仑。

１８３０年颁布的啤酒法案便利了所谓ｊｅｒｒｙ－ｓｈｏｐｓ〔下等啤酒店〕的

开设（在这些酒店里许可卖零杯的啤酒），这也助长了酗酒的风

   引自“人口原理”的几个地方。——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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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因为几乎每一家的门前都有酒店了。几乎在每一条街上都可以

找到几家这样的啤酒店，而在乡下，只要有两三幢房子在一起，其

中就必然有一家ｊｅｒｒｙ－ｓｈｏｐ〔下等啤酒店〕。此外，还有很多ｂｕｓｈ

－ｓｈｏｐｓ〔私酒店〕，即没有获得许可的秘密酒店，在大城市中警察

很少到的偏僻地方，有不少秘密酒坊酿造着大量的烧酒。据盖斯克

尔在前引书中估计，这种酿酒作坊在曼彻斯特一地就有一百多家，

它们的年产量至少达１５６０００加仑。此外，曼彻斯特还有一千家以上

的酒店，因之它们在总户数中所占的比例至少也和格拉斯哥一样

大。在其他的一切大城市中，情形也完全一样。除酗酒所造成的一

般后果外，如果还注意到，在这些地方，和资产阶级政权下堕落

最深的牺牲者，和小偷、骗子、妓女混在一起的，有各种年龄的

男人和妇女，甚至还有小孩，有时还有抱着小孩的母亲，如果还

记起有些母亲给怀抱中的婴儿喝酒，那就未必会有人否认这种场

所对它们的顾客所起的伤风败俗的影响了。特别是在星期六晚上，

工资发了，散工也比平时略早一些，所有的工人都从自己的贫民

窟中涌到大街上去，这时，人们就可以看到酗酒的全部粗野情形。

我在这样的夜晚从曼彻斯特走出去的时候，很少不遇到一大批东

倒西歪的或躺在水沟里的醉汉。在星期天晚上，这一幕通常还要重

演一番，只是吵闹得少一些罢了。而当钱花光了的时候，这些酒徒

就跑到最近的一家当铺里去，——这种当铺每个大城市中都有许

多，在曼彻斯特有六十家以上，光是索尔福的一条街（礼拜堂

街）就有十到十二家，——当掉他们仅有的一切。家具、节日的衣

服（如果有的话）、饮食用具在每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大批地从当铺

里赎出来，然后在下星期三以前几乎又都回到当铺里去，直到出

了件什么事情，结果这些东西无法赎回，一件件都落到高利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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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里，或者是高利贷者再也不愿意为这些破旧不堪、毫无用处

的东西付出一个小钱，那才算完。谁要是亲眼看到过酗酒在英国工

人中间流行的情形，谁就会欣然相信艾释黎勋爵的话 ，他说，工

人每年花在喝酒上面的钱将近２５００万英镑。因此，酗酒如何使工人

的物质生活状况恶化，如何破坏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健康，如何引

起家庭纠纷，那是容易想像的。不错，戒酒协会是做了不少事情的，

但是几千个《Ｔｅａｔｏｔａｌｌｅｒｓ》〔“戒酒主义者”〕对几百万工人说来

又算得了什么呢？当爱尔兰的戒酒使徒马太神甫在英国的城市里

巡行的时候，往往有３万到６万工人《ｐｌｅｄｇｅ》（起誓）不再喝酒，但

是不出一个月，大多数人就全都忘了。譬如说，要是计算一下过去

三四年中在曼彻斯特起过戒酒誓的人究竟有多少，得出的数字一

定会比全城居民的总人数还要多，但是仍然看不出酗酒的现象有

显著的减少。

除酗酒外，许多英国工人的另一个大毛病就是纵欲。这个阶级

既然处于无人照管的情况下，又没有正当地享受他们的自由所必

需的手段，那末，这种毛病的产生，就是无可避免的，就是铁的

规律。资产阶级只留给他们这两种享乐，同时却把大量的沉重的劳

动和苦痛加到他们身上。结果是，工人为了还想从生活中得到点什

么，就把全部热情集中在这两种享乐上，过度地极端放纵地沉溺

在里面。如果人们被置于只适合于牲口的状况里，那末他们除了起

来反抗或者真的沦为牲口，是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更何况资产阶

级自己，甚至他们中的一些正派人物都直接助长了卖淫呢？每天晚

上充塞于伦敦街头的４万个妓女 中有多少是靠道德高尚的资产

阶级为生呵！为了不得不向每一个过路人出卖自己的肉体以免饿

   １８４３年２月２８日在下院的演讲。——恩格斯原注

   艾利生郡长“人口原理”第２卷。——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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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她们当中有多少人应当感谢她们的第一个引诱者——资产

者呵！最没有权利责备工人淫荡的就是资产阶级，这难道还不明

显吗？

加在工人头上的全部罪名就是放纵地追求享乐、没有远见以

及不遵守现存的社会秩序，就是不能为了较长远的利益而牺牲眼

前的享乐。但是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一个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却只能

得到极少的报酬和肉体的享乐的阶级，难道能够不盲目而贪婪地

投入这些享乐中去吗？既然谁也不关心这个阶级的教育，既然他们

的命运要受各式各样的偶然事件的支配，既然他们的生活朝不保

夕，那末他们又有什么理由，又有什么兴趣使自己成为有远见的

人，过“踏踏实实的”生活，并为了将来的享乐而牺牲眼前的享

乐呢？而这种将来的享乐对于他们这些总是处在动荡不定的、毫无

保障的状况中的人来说还是很不可靠的。对于一个忍受了现存社

会秩序的一切害处却享受不到它的些微好处的阶级，对于一个只

能受到现存社会制度敌视的阶级，难道还能要求他们尊重这个社

会秩序吗？这未免太过分了！但是只要这个社会秩序存在一天，工

人阶级就一天不能避开它，而如果个别的工人要起来反对这个社

会秩序，那末最大的灾祸就会落到他的身上。这样，社会秩序就使

得工人几乎不可能有家庭生活。在一间零乱肮脏、连做夜店都不够

格、家具很坏、往往一下雨就漏水、不生火、空气不流通而且又

挤满了人的房子里，是不可能有家庭乐趣的。丈夫整天出去工作，

妻子和大一点的孩子也常常是这样，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只有

早晨和晚上才能碰到，另外，他们还经常受到烧酒的诱惑，——

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生活会成什么样子呢？但是工人还是离不开家

庭，他必须在家里生活，这就引起了无休止的家庭纠纷和口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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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对夫妇两人，而且特别是对他们的孩子起着极其不良的影响。忽

视一切家庭义务，特别是忽视对孩子的义务，在英国工人中是太

平常了，而这主要是现代社会制度促成的。对于在这种伤风败俗的

环境中——他们的父母往往就是这环境的一部分——像野草一样

成长起来的孩子，还能希望他们以后成为道德高尚的人！踌躇满志

的资产者对工人的要求真是太天真了！

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只要那些使

工人道德堕落的原因起了比平常更强烈更集中的影响，工人就必

然会成为罪犯，正像水在列氏８０°时由液态变为气态一样。在资产

阶级的粗暴野蛮、摧残人性的待遇的影响之下，工人逐渐变成了

像水一样缺乏自己意志的东西，而且也同样必然地受自然规律的

支配——到了某一点他的一切行动就会不由自主。因此，随着无产

阶级人数的增长，英国的犯罪的数字也增加了，不列颠民族已成

为世界上罪犯最多的民族。从内务部每年公布的“犯罪统计表”中

可以看出，犯罪的数字在英国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增加着。仅仅在

英格兰和威尔士，当事人因刑事罪而被捕的事件的数字是：

      １８０５年……………………………… ４６０５

１８１０年……………………………… ５１４６

１８１５年……………………………… ７８９８

１８２０年………………………………１３７１０

１８２５年………………………………１４４３７

１８３０年………………………………１８１０７

１８３５年………………………………２０７３１

１８４０年………………………………２７１８７

１８４１年………………………………２７７６０

１８４２年………………………………３１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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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在三十七年中逮捕事件的数字增加了６倍。在１８４２

年发生的这些逮捕事件中，仅郎卡郡一地就有４４９７起，即１４％强，

在密多塞克斯区（包括伦敦在内）有４０９４起，即１３％强。这样，我

们就看到，仅仅这两个地区（包括一些无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大城

市），就占了全国犯罪数字的１ ４以上，虽然它们的人口远不及全国

人口的１ ４。从这些犯罪统计表中还可以明白地看出，绝大部分的

罪都是无产阶级犯的，因为在１８４２年的罪犯中有３２．３５％完全不

会读不会写，有５８．３２％不完全会读会写，有６．７７％读和写都不

错，有０．２２％受过较高的教育，还有２．３４％的教育程度不详。在

苏格兰，犯罪的数字增加得更快。在这里，１８１９年当事人因刑事罪

被捕的只有８９件，到１８３７年已经有３１７６件，到１８４２年甚至增加到

４１８９件。在艾利生郡长本人做官方报告的拉纳克郡，居民在三十年

中增加１倍，而犯罪数字在五年半中就增加了１倍，即比居民的增

长快５倍。至于所犯的罪，则和所有的文明国家里一样，大多数是

侵犯私有财产，即由于缺少某种东西而发生的犯罪，因为谁也不

会去偷窃他自己已经有的东西。侵犯私有财产的罪行和人口数目

的比例在荷兰是１７１４０，在法国是１１８０４，在英国，当盖斯克尔

写书的时候是１７９９；侵犯人身的罪行和人口数目的比例在荷兰是

１２８９０４，在法国是１１７５７３，在英国是１２３３９５。在农业区，一般

罪行和人口数目的比例是１１０４３，而在工厂区则是１８４０ ；现在，

在全英国这比例几乎是１６６０ ，而从盖斯克尔的书出版以来，总

共还不到十年呵！

   “英国的工业人口”第１０章。——恩格斯原注

   这是已定罪的犯人人数（２２７３３人）除以居民总数（约１５００００００人）所得的数

字。——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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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每一个人，甚至使资产者来思考一下这种情况所引起的后果，

这些事实真是已经绰绰有余了。如果堕落和犯罪再以同样的比例

增长二十年，——要是在这二十年中英国工业不像以前那样走运，

这个比例就只会增大，——那结果会怎样呢？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社

会正在全面解体，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拿起一张报纸而不看到社

会纽带全部松弛的最显著的例子。我从面前的一堆英国报纸中随

手拿出一张，这是１８４４年１０月３０日的“曼彻斯特卫报”，里面报道了

三天的消息。这个报纸已经不再花力气去详细报道曼彻斯特的消

息了，它只选择最惹人注意的事实来叙述：在一个工厂里，工人因

要求提高工资而罢工，但治安法官强迫他们复了工；在索尔福，几

个男孩子偷东西被捉住了，一个破产的商人想欺骗他的债权人。附

近城市的消息报道得比较详细些：埃士顿发生了两起偷窃案、一起

破门入盗案和一起自杀案；柏立发生一起偷窃案；波尔顿发生两起

偷窃案和一起偷漏消费税案；里城发生一起偷窃案；在奥尔丹，发

生了一起因工资而引起的罢工、一起偷窃案，几个爱尔兰女人打

架，一个不是工会会员的制帽工人被工会会员殴打，一个儿子殴打

母亲；罗契得尔发生许多起斗殴案、一起袭击警察案和一起抢劫教

堂案；在斯托克波尔特发生了一起工人对工资不满的事件、一起偷

窃案、一起欺诈案、一次斗殴，一个男人殴打老婆；瓦灵顿发生一起

偷窃案和一次斗殴；威根发生一起偷窃案和一起抢劫教堂案。伦敦

的报纸所报道的还要糟得多。在这里各式各样的欺诈、偷窃、抢劫

以及家庭纠纷是一件接着一件的。我手边正好有一张１８４４年９月１２

日的“泰晤士报”，里面只登载着一天的消息。它报道了一起偷窃

案、一起袭击警察案、一项要父亲出钱抚养非婚生子的判决、一起

父母遗弃孩子以及一起妻子毒死丈夫的案件。类似的报道在英国

８１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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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报纸上都可以看到。在这个国家里，社会战争正在炽烈地进

行着。每个人都只顾自己，并为了自己而反对其他一切人。他是否

要伤害其余所有被他看做死敌的人，那纯粹是由自私自利的打算

来决定，就是说，看怎样才对他更有利。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和自己

的同伴和睦相处，一切分歧都要用威吓、武力或法庭来解决。一句

话，每一个人都把别人看做必须设法除掉的敌人，或者最多也不过

把别人看做一种可以供自己利用的工具。而且这个战争，正如犯罪

统计表所表明的，是一年比一年激烈、残酷和不可和解了。敌对的

各方面已渐渐分成互相斗争的两大阵营：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另一

方面是无产阶级。这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

级的战争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它不过是自由竞争所包含的

原则的彻底实现而已。奇怪的倒是，虽然孕育着大雷雨的乌云日益

密集在资产阶级头上，但他们却泰然处之，无动于中；虽然他们每

天都在报上看到这些事情，但他们别说没有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感

到愤怒，甚至也没有对这种社会制度所引起的后果感到恐惧，没有

对每一件个别的犯罪行为所预示的总爆发感到恐惧。可是这却正

好说明了资产阶级之所以为资产阶级；由于资产阶级的观点，他们

甚至连事实都看不清，更不用说这些事实所产生的结果了。简直无

法相信，阶级偏见和先入之见竟使得整个阶级这样极端盲目，我还

想说，简直盲目到疯狂的程度了。但是民族还是要按自己的道路发

展下去，不管资产阶级是否能看到这一点；而且这种发展总有那么

一天会发生一种使有产阶级大吃一惊的、连他们的智者也梦想不

到的意外事件。

９１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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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别的劳动部门

狭义的工厂工人

现在我们来比较详细地研究英国工业无产阶级各个最重要的

部分。根据上面（第２９９页）规定的原则，应当从工厂工人即工厂法

所涉及的工人开始。这个法律规定了利用水力或蒸气力来纺织羊

毛、蚕丝、棉花成亚麻的一切工厂的工作时间；因而，它的效力及于

英国工业各个最主要的部门。在这些生产部门工作的工人是英国

工人中资格最老、人数最多、智慧最高、力量最大、因而也最不安分

而且是资产阶级最恨的。站在工人运动的最前列的正是这些工人，

首先是棉纺织业中的工人，正如领导着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的是

他们的主人即厂主，首先是郎卡郡的厂主一样。

我们在“导言”里已经看到，在这些生产部门中工作的人如何

因新机器的出现而首先被迫脱离了以前的生活条件。因此，后来陆

续发明的新技术也极其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这一部分人，这就毫

不足怪了。在尤尔 、培恩斯 等人写的棉纺织业史中，每一页上

都讲到日新月异的改进，其中大部分也已经在纺织工业中的上述

   安 尤尔博士“大不列颠的棉纺织业”１８３６年版（《Ｔｈｅ Ｃｏｔｔｏ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Ｂｙ Ｄｒ．Ａ．Ｕｒｅ．１８３６）。——恩格斯原注

   爱 培恩斯“大不列颠棉纺织业史”（《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ｔｔｏ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

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Ｂｙ Ｅ．Ｂａｉｎｅｓ，Ｅｓｑ．）。——恩格斯原注

０２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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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部门里被采用了。手工劳动几乎到处都被机器排挤掉，几乎一

切操作都用水力或蒸气力，而且每年都有更新的改进。

在一个组织得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所有这些改进都只会受到

欢迎；但是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进行得正激烈的地方，个别

的人把一切利益都攫为己有，从而剥夺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资料。机

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

失业的就愈多。因此，每一种改进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一些工人

带来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让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一下。由于头一个发明——一个工人摇动的珍妮纺纱机（见前）的

生产能力至少比一架普通纺车高５倍，所以每一架新的珍妮纺纱机

就要使５个纺工失业。生产力比珍妮纺纱机大得多而且也只需要一

个工人操纵的水力纺纱机就剥夺了更多的人的生计。产量不变而

需要工人更少的骡机也起着同样的作用，而它的每一次改进，即锭

子数目每增加一次，都又一次地减少了所需工人的数目。骡机上的

锭子已经大大增加，使许多工人都失业了：以前一个纺工和几个接

断头的童工（ｐｉｅｃｅｒｓ）管６００个锭子，而现在他一个人就能够看两架

骡机，总共是１４００—２０００个锭子，这样，两个成年纺工和他们的一

部分助手就得失业。自从许多纺纱工厂使用自动纺机以后，纺工的

作用就全部化为乌有而由机器代替了。我手头有一本书 ，是曼彻

斯特一位公认的宪章派领袖詹姆斯 李奇写的。作者曾在不同的工

业部门里，在工厂里和煤矿里工作过多年，我个人也许知道他是一

   “一位曼彻斯特工人所揭露的关于工厂的无可否认的事实”，议会议员威 拉

释莱出版并献给工人阶级。１８４４年伦敦奥利维利尔书店版第２８页及以下各页
（《ＳｔｕｂｂｏｒｎＦａｃ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Ｂｙａ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ｕｂ－

ｌｉｓｈｅｄａｎｄ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ｅｓｂｙＷｍ．Ｒａｓｈｌｅｉｇｈ，Ｍ．ＰＬｏｎ
ｄｏｎ，Ｏｌｌｉｖｉｅｒ，１８４４，ｐ．２８ｆｆ．）。——恩格斯原注

１２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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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诚实、可靠而且能干的人。由于他在党内的地位，他掌握了工人

自己搜集起来的、关于各种工厂的许多极为详细的资料。他做了若

干统计表，从这些表中可以看出，在１８２９年，３５个工厂总共比１８４１

年多用了１０６０个纺工，虽然在这个时期内这些工厂里的锭子数目

已经增加了９９２３９个。他还举出了５个工厂，在这些工厂里连一个纺

工都没有了，因为那里只使用自动纺机。锭子的数目增加了１０％，

可是纺工的数目却减少了６０％多。而从１８４１年起，——李奇补充

道，——通过把锭改子改为双排（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ｃｋｉｎｇ）等等办法而实

行了许多改进，结果上述工厂中的某几个厂从１８４１年起又解雇了

一半纺工。在一个不久以前还有８０个纺工的工厂里，现在只剩下了

２０个纺工，其余的不是被解雇，就是被迫做童工的工作，拿童工

的工资。关于斯托克波尔特，李奇也报道了同样的情况，１８３５年这

里有８００个纺工，１８４３年却只有１４０个了，虽然这个城市的工业在

这八九年中有很大的发展。在梳棉机方面最近也做了类似的改进，

这就剥夺了一半工人的生计。一个工厂里安装了改良并纱机，结果

八个女孩子中有四个失业，而其余四个的工资也被厂主从８先令减

到７先令。织布业方面的情形也是一样。动力织机一个接一个地夺

取了手织机在织布业里的一切地盘。因为它生产的要比手织机多

得多，而且一个工人能看两架动力织机，所以在这里也有许多工

人失业。在所有的工厂生产部门中，在纺麻和纺羊毛方面，在蚕丝

的加工方面，情形都是一样；动力织机甚至已开始夺取毛织品和

麻织品生产的个别部门。仅仅在罗契得尔一地，在织法兰绒及其他毛织

品的部门里用动力织机的就比用手织机的多。对于这一点资产阶级通常

总是这样回答：机器一改进，生产费用就减少，结果成品的价格就降低，而

价格一降低，消费量就会增加，因而失业的工人很快就能在新建的工厂里

２２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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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找到工作。当然，资产阶级有一点是完全对的，这就是在有利于一

般工业发展的一定的条件下，以廉价原料制成的商品的价

格每降低一次，都会大大地增加消费量，促成新工厂的创办。

但是除了这一点资产阶级的论断就没有一个字是对的。他们完全

没有考虑到，在价格降低的结果显示出来和新工厂建立起来以前，

是要经过许多年的。他们绝口不谈，由于机器方面的各种改进，真

正的费力的工作一天天地被机器所代替，从而成年男人的工作就

变成了简单的看机器的工作，这是纤弱的妇女甚至小孩子也完全

可以做的，而做这个工作所得的工资要少一半，甚至少三分之二；

这样一来，尽管生产已经扩大，成年工人却一天天地从工业中被

排挤出来，而且再也找不到工作；因此，整个整个的劳动部门或

者完全取消了，或者改变得很厉害，弄得工人必须从头学起；在

禁止童工劳动的问题被提出来时，资产阶级总说，要想获得必要

的工厂技能，必须从小即从十岁以前学起（例如见“工厂劳动调

查委员会报告”的几个地方），但是在这里他们却竭力避免提到这

一点。最后，他们绝口不谈，技术发展的过程在不断地继续着，即

使工人真的在新的劳动部门里找到了工作，机器的改进还是要把

他从那里排挤出去，使他最后失去对明天的信心。但是资产阶级却

获得了机器改进的全部利益。在最初几年，当许多老机器还在工

作，改进还没有普遍实行的时候，资产阶级抓到了发财致富的最

好的机会，这时要资产阶级看到机器生产发展的坏的一面，那未

免对他们要求太高了。

机器一改进，工资就降低，这也是资产阶级激烈地加以反驳

的，但工人却再三地坚持这一点。资产阶级要我们相信，虽然计件

工资随着生产的改进而降低了，但每周的工资一般说来与其说是

３２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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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不如说是提高了，工人的状况与其说是变坏，不如说是改

善了。要彻底搞清楚这个问题是困难的，因为工人所引的多半是计

件工资下降的例子。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各种不同的劳动部门里每

周的工资也毫无疑问地随着机器的采用而降低了。在骡机上纺细

纱的所谓精纺工确实拿到较高的工资，每周三四十先令，这是因

为他们组成了一个坚强的工会来反对降低工资，同时他们的劳动

也需要长期的训练。但是普通的纺工所得的工资就很低了，因为他

们不得不和不适于纺细纱的自动纺机（ｓｅｌｆ－ａｃｔｏｒｓ）竞争，而且

这种机器的应用又大大打击了他们的工会。一位这样的纺工告诉

我，他一个星期挣的钱不超过１４先令，这和李奇的材料是符合的，

他说，在各个不同的工厂里普通纺工一星期挣不到１６１ ２先令，三

年前一星期挣３０先令的纺工，现在勉勉强强才能挣１２１ ２先令，而

去年一年的平均工资也没有超过这个数目。的确，女工和童工的工

资是下降得少一些，但这只是由于一开始就不高的缘故。我认识许

多女工，都是有小孩的寡妇，她们拚了命每星期也只能挣八九个

先令，而每一个知道英国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的人都承认，这一点

钱是不够养家的。所有的工人都异口同声地断定，工资随着机器的

改进而普遍降低了。工业资产阶级说什么工人阶级的状况随着机

器的使用而改善了，工人自己却认为这是一个弥天大谎，而要证

实这一点只要在工厂区里的每一个工人大会上听听就可以了。但

即使真的只是相对工资即计件工资降低，而绝对工资即工人一星

期挣的总数并没有变动，那又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来呢？这只是

说，工人必须心平气和地看着厂主老爷们装满自己的腰包，看着

他们从每一种改进中得到好处，却连极小的一份也不分给他们工

人。资产阶级在和工人斗争时连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

４２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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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理都忘记了。这个在其他场合下把马尔萨斯当做神的资产阶

级惶恐地向工人叫道：假使没有机器，英国人口中增加的那几百

万人到哪里去找工作呢 ？多么地荒谬！似乎资产阶级自己知道得

不够清楚，假使没有机器和机器所促成的工业繁荣，这“几百万

人”根本就不会出世，也不会长大！如果说机器也给工人带来了某

种好处，那就只是它向工人证明了社会必须改造，使机器不再为

害于工人，而是造福于工人。这些聪明的资产者老爷们可以去问问

曼彻斯特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清道夫（现在，这当然已经晚了，因

为在这方面也发明了而且使用了机器），去问问那些在街上卖盐、

卖火柴、卖橘子、卖鞋带等等或者竟不得不讨饭的人，问问他们

过去是干什么的，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会回答道：工厂工人，被机

器剥夺了工作的工人。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机器的改进对工人只

能产生不利的并且经常是很严重的后果；每一部新机器都会带来

失业、匮乏和贫穷，而在英国这样本来就几乎总有“过剩人口”的

国家里，在大多数情形下失掉工作就是一个工人可能遭遇到的最

倒霉的事情。不用说，技术不断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失业所产生的这

种生活无保障的现象，对于一个生活本来就已经十分动摇不定的

工人，起着怎样使人泄气，使人沮丧的作用呵！要避免陷入绝望状

态，在这里工人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在内心里、在表面上都反

抗资产阶级，或者过酗酒和放荡的生活。英国工人有的选择了第一

条路，有的选择了第二条路。英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叙述了成百次的

破坏机器和反抗资产阶级的骚动，而关于放荡生活，我们已经谈

过，这当然只是绝望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已。

   例如昔蒙兹先生在他的“手工业和手工业者”一书中就是这样发问的。——恩

格斯原注

５２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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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倒霉的是那些不得不和新采用的机器竞争的工人。他们生产的

商品的价格是由机器生产的同样商品的价格来决定的，而因为机

器生产比手工生产便宜，所以和机器竞争的工人得到的工资是最

低的。在旧式机器上工作的工人，如果他不得不和最新式的改良了

的机器竞争的话，他的遭遇也是一样。当然，另外还有谁会来担负

这种损失呢？厂主既舍不得扔掉旧机器，又不愿意受到损失；对死

的机器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于是他就在活的工人身上，在整个社

会的替罪羊身上打主意。在这些不得不和机器竞争的工人中间，生

活得最坏的是棉纺织业中的手工织工。他们得到的工资最少，甚至

在有足够的工作时，一星期所挣的钱也不超过１０先令。动力织机一

个跟一个地从他们那那里夺取了织物业的各个部门；此外，手织

业又是在其他劳动部门中失掉工作的一切工人的最后的避难所，

因而在这里总是人手过多。所以，一个手工织工平时一星期能挣六

七个先令就算是幸运的，甚至要挣这个数目，他每天就得在他的

织机上工作十四小时到十八小时。此外，大多数的织品都需要一个

潮湿的工作地点，为的使纬纱不致老是断掉，这样，一半由于这

个原因，一半也由于工人穷，租不起好房子，手织作坊中地下几

乎从来都是既不铺木板，也不铺石板的。我访问过不少手工织工；

他们住的房子都是在最破落最肮脏的大杂院和街道里，通常总是

在地下室中。往往是五六个织工住在一座只有一两间工作室和一

间大的公用卧室的小宅子里，而且他们中还有些是已经结了婚的。

他们的食品几乎光是土豆，有时有点燕麦粥，牛奶很少见，肉类

就几乎从来看不到。他们中有很多人是爱尔兰人或者祖先是爱尔

兰人。这些不幸的手工织工，每次危机都是他们最先受到打击，最

后摆脱危机的恶果，而且还要被资产阶级当做一种工具，用来反

６２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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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那些攻击工厂制度的人！看吧，资产阶级洋洋得意地叫道，看看

这些穷织工生活得多么糟，看看工厂工人生活得多么好，然后再

来评判工厂制度吧！ 似乎手工织工的状况这样坏并不是工厂制

度本身和机器的罪过，似乎资产阶级自己对这一点了解得不像我

们这样清楚！但是这里接触到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说几句谎，装

一装好人，在他们是算不了什么的。

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机器生产的发展日益挤掉成年男

工的事实。在机器上工作，无论是纺或者是织，主要就是接断头，而

其余的一切都由机器去做了；做这种工作并不需要什么力气，但手

指却必须高度地灵活。所以男人对这种工作不仅不必要，而且由于

他们手部的肌肉和骨胳比较发达，甚至还不如女人和小孩子适合，

因此，他们几乎完全从这个劳动部门中被排挤出去了。这样，随着

机器的使用，手的活动和肌肉的紧张逐渐被水力和蒸气力所代替，

于是就愈来愈没有必要使用男人了。因为女人和小孩子不仅工资

比较低，而且如上面已经说过的，比男人更适合于做这个工作，所

以他们就代替了男人。在使用水力纺纱机的纺纱工厂中工作的只

有女人和女孩子，在用骡机的纺纱工厂里只有一个成年男纺工（在

使用自动纺机时，他就是多余的了）和几个接断头的助手，后者多

半是女人或小孩子，有时是十八岁到二十岁的青年男子，间或是失

了业的老纺工。 在动力织机上工作的多半是十五岁到二十岁及

   例如尤尔博士在他的“工厂哲学”中说的。——恩格斯原注

   “郎卡郡某些棉纺织业部门的工资情况变得非常紊乱：几百个二三十岁的青

年男工做着接断头的助手的工作或其他某种工作，一星期最多挣八九个先

令，但是同一个工厂里的十三岁的童工一星期却挣５个先令，而十六岁到二十

岁的青年女工竟挣１０—１２个先令。”１８４４年１０月工厂视察员莱 霍纳的报

告。——恩格斯原注

７２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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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岁以上的女人，有时也有几个男人，但他们很少有二十一岁以

后还继续做这种工作的。在粗纺机上工作的也同样只是女人，最多

只有几个男人从事磨梳棉机和刷洗梳棉机的工作。此外，一切工厂

都还要雇一定数目的小孩子来装卸筒管（ｄｏｆｆｅｒｓ），雇几个成年男

人做监工，雇一个机匠和一个司机管理蒸汽机，另外还要雇用木

匠、看门人等等。但是主要的工作都由女人和小孩子来做。这一情

况厂主也是否认的，他们去年还公布了一个详细的统计表，想证明

机器决没有排挤成年男人。从这些表中可以看出，在所有的工厂工

人中，妇女占一半以上（５２％），男人大约占４８％，而所有这些工人

中有一大半是十八岁以上的。这一切都是事实，但是厂主老爷们很

小心地不告诉我们，成年工人中究竟有多少是男工，多少是女工，

而问题的关键正是在这里。他们本来就是很明显地把机匠、木匠以

及一切多少和工厂有点关系的成年男人，甚至连办事员等等都列

在表里面，可是他们没有勇气把事情的全部真相说出来。这些表充

满了捏造的、歪曲的、黑白颠倒的材料，以及可以吓唬门外汉但不

能向内行人证明任何东西的平均数字；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这些表

里面竟一字不提，这只证明了作者即厂主们的盲目的利己主义和

不老实。我们可以从艾释黎勋爵于１８４４年３月１５日在下院为辩护十

小时工作日法案而发表的演说中摘引一些关于工人年龄和性别的

资料，这些资料并没有受到厂主的反驳，而厂主所发表的材料也只

涉及英国工厂工业的一部分。在大不列颠的４１９５６０个工厂工人中

（１８３９年）有１９２８８７人（即几乎一半）是在十八岁以下；２４２２９６人是

女性，其中有１１２１９２人在十八岁以下。这样，男工中就有８０６９５人在

十八岁以下，而成年男工一共只有９６５６９人，占工人总数的２３％，就

是说，还不到四分之一。在棉纺织工厂里，女工占５６．２５％；在毛纺

８２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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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工厂里占６９．５％；在丝织工厂里占７０．５％；在纺麻工厂里占７０．

５％。这些数字想来已经足以证明成年男工被排挤的事实；但是要

证实这一点，只要随便到一个工厂里去看看就可以了。结果现存的

社会秩序必然会颠倒过来，而这种颠倒既强加于工人头上，就要使

他们遭到最致命的后果。首先是女人出外工作完全破坏了家庭。如

果妻子一天在工厂里工作十二三个小时，而丈夫又在同一个地方

或别的地方工作同样长的时间，那末他们的孩子的命运会怎样呢？

他们像野草一样完全没有照管地生长起来；或者每星期花１个或

１１ ２先令把他们托付给旁人照管，而那些人会怎样对待他们，那是

不难想像的。所以在工厂区，小孩子因缺乏照顾而酿成的不幸事件

就惊人地增加起来。根据曼彻斯特的验尸官的记录（根据工厂劳动

调查委员会的材料，霍金斯博士报告第３页），在九个月内有６９个孩

子烧死、烫死，５６个淹死，２３个摔死，７７个因其他不幸事件致死，就

是说，一共发生了２２５起不幸事件 ，而在非工厂城市的利物浦，十

二个月内一共只发生了１４６起致命的不幸事件。煤矿中的不幸事件

都没有包括在这两个城市的这些数字里面，而且更应该注意到，曼

彻斯特的验尸官管不了索尔福，所以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可以认为

是差不多相等的。几乎每一号“曼彻斯特卫报”都要报道一起或几

起严重地烧伤、烫伤人的事件。母亲出外工作也是小孩子死亡率增

高的原因之一，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也完全可以由事实证明。女

人常常在分娩后三四天就回到工厂去做工，婴孩当然只好丢在家

里；休息的时候，她们急忙赶回去给孩子喂奶，自己也随便吃点东

   １８４３年由曼彻斯特医院记录下来的不幸事件中有１８９件——一百八十九

件！——是烧伤、烫伤的，其中有多少人死亡却没有说明。——恩格斯原注

９２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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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这奶是怎样喂的，那也可想而知了。艾释黎勋爵引述了几个女工的话：

“Ｍ．Ｈ．二十岁，有两个小孩子，小的还是乳儿，由大一点的孩子照顾。

她早晨五点钟一过就到工厂里去，晚上要到八点才回来；奶整天从乳房往外

流，把衣服全弄湿了。——Ｈ．Ｗ．有３个小孩子，星期一早晨五点离开家，星

期六晚上七点才回来；一回来就要替小孩子做许多事情，忙到早晨三点钟以

后才睡觉。她常常被雨淋得浑身透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得去做工。她说：

‘我的乳房痛得要命，我浑身都让流出来的奶浸透了。’”

这个可耻的制度只是鼓励了人们采取用麻醉药使孩子保持安

静的办法，而事实上这个办法在工厂区已经传布得很广了。根据曼

彻斯特区出生、死亡、婚姻登记处主任琼斯博士的意见，这种习惯

是常见的痉挛致死事件的主要原因。女人在工厂里做工不可避免

地要把家庭整个地拆散，在目前这种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状况下，

这种情形无论对夫妇或者对小孩子都会产生最严重的败坏道德的

后果。一个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没有时间让孩子在初生的几

年中享受最普通的母爱的母亲，一个很少能见到自己的孩子的母

亲，是不能成其为孩子的母亲的，她必然会对孩子很冷漠，没有爱，

没有丝毫的关怀，完全像对待别人的孩子一样。在这种条件下长大

的孩子，以后对家庭是没有丝毫眷恋的，他们在自己创立起来的家

庭里也永远不会感到一点家庭味，因为他们太习惯于孤独的生活

了，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工人家庭受到更严重的破坏。儿童劳动也是

促成家庭离散的一个原因。孩子们一到他们挣的钱多于父母花在

他们身上的钱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交给父母一部分钱作为食宿的

费用，其余的就自己花掉。这样的事情往往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已

经发生（鲍尔：关于里子城的报告，其中的几个地方；塔夫耐尔：关

于曼彻斯特的报告第１７页及其他各页；以上均引自“工厂劳动调查

０３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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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报告”）。一句话，孩子们都逐渐自立起来，把父母的家看做

小旅馆，如果他们不满意这个旅馆，他们就常常另外换一个。

在许多情形下，女人在工厂里工作并不完全破坏家庭，但是

使它头脚颠倒了。妻子挣钱养活全家，丈夫却坐在家里看孩子，打

扫屋子，做饭。这种情形是很多很多的；仅仅在曼彻斯特一地就可

以数出几百个这种不得不专搞家务的男人。这种实际上的阉割在

工人中激起什么样的正义的愤怒，它在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原封不

动的时候会使整个家庭关系发生什么样的根本变化，那是不难想

像的。我手边有一封信，是一个名叫罗伯特 朋德的英国工人写给

奥斯特勒的，这个工人住在里子城泽边木屋的男爵大厦里（为了

资产阶级可以到那里去找他，所以我把详细地址写出来）。这封信

的率直精神，我在翻译中未必能表达出一半来；缀字错误在德文

中还可以适当地表达出来，但是约克郡方言的特点就完全失去了。

他在这封信里说到他认识的一个工人出去找工作，在郎卡郡的圣

海伦斯遇到了一位老朋友。

“就在这里，先生，他找到了他，他走近他的小屋的时候，您想，他看到

了什么？一间又湿又低的地下室，家具就只有两把旧椅子、一张三朵腿的圆

桌、一只箱子，没有床，只是墙角有一堆陈麦秸，上面盖着两条脏床单，火

炉旁有两个木墩子。我这位可怜的朋友走进去的时候，可怜的杰克坐在火炉

旁的一个木墩子上，您想想看，他在干什么呢？他在用缝衣针替老婆补袜子，

他一看见老朋友站在门口，就想把针线活藏起来，可是朱（我那个熟人的名

字）看到了一切，他说：‘见鬼，杰克，你在干什么呀？老婆呢？你这是干什么

活呀？’可怜的杰克很不好意思，他说：‘我知道这不是我干的活，可是我那

可怜的老婆在工厂里；她早晨五点半就到那里去，一直要工作到晚上八点钟，

回家时已经累得啥也不能干了。所以只要是我能做的，我就得替她做。我没有

工作，已经三年多没有工作了，我这一辈子再也找不到事情了。’说着就痛哭

起来，他说：‘不错，好心的朱，这地方女人和孩子有的是工作，可是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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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工作。要找工作真比在街上拾１００金镑还要难。但是我从来不愿意相信

你或别人会看到我替老婆补袜子，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可是我老婆几乎连

站都站不住了，我害怕她会病倒，那样一来我就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了，因

为她早就成了家里的男人，我却成为女人了。朱，这工作可糟糕呀。’他接着

又伤心地哭着说：‘以前可并不是这样。’朱问道：‘可是，杰克，告诉我，这

些时候没有工作，你是怎么活过来的？’杰克回答道：‘我告诉你，朱，凑合

着活下来了，可是也真难过呵。你知道，我结婚的时候有的是工作，你也知道，

我从来不是懒汉。’朱说：‘可不，你哪里是懒汉。’杰克说：‘我们的家曾经

布置得很好，那时玛丽也用不着工作，我挣的钱足够我们两人用。可是现在什

么事情都颠倒过来了；玛丽得出去工作，我只好留在家里看孩子，扫地，洗

衣服，做饭，补衣服。我那可怜的女人在晚上回家的时候总是累得动也动不

了。你知道，朱，一个过惯了另一种生活的人，这日子真难过呵。’朱回答道：

‘是呵，真不容易。’杰克又开始哭起来；他说，要是他没有结婚，或者根本

就没有生下来，那该多好；但是他和玛丽结婚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弄到

这个地步。杰克说：‘我为这些事情哭过不知多少次了。’先生，朱后来告诉我，

他听了这些话以后，就用他所有从小在工厂里学会的骂人的话咒骂工厂、厂

主和政府。”

还能够想像出一件比这封信里所描写的更荒谬更不近情理的

事情吗？但是这种使男人不成其为男人、女人不成其为女人、而又

既不能使男人真正成为女人、也不能使女人真正成为男人的情况，

这种最可耻地侮辱两性和两性都具有的人类尊严的情况，正是我

们所赞美的文明的最终结果，正是几百代人为了改善自己和自己

子孙的状况而做的一切努力的最终结果！眼看着人们的一切勤劳

和努力到头来都成为笑柄，我们只能对人类和人类的命运本身感

到失望，或者承认人类社会以前在追求自己的幸福时走错了道路。

我们必须承认，两性间的关系之所以这样完全颠倒过来，只是因为

这些关系一开头就建立在不合理的基础上。如果说工厂制度所必

然造成的女人统治男人的现象是不近人情的，那末原来男人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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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现象也应该认为是不近人情的。如果现在的女人，像过去的

男人一样，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她谋得了大部甚至全部家庭公共

财产这样一件事实上，那末财产的共有就不是真正的，不是合理

的，因为家庭的一员以自己担负了大部分的责任而矜骄自夸。现代

社会里的家庭正日益解体这一事实，只不过证明了维系家庭的纽

带并不是家庭的爱，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这一外衣下的私人利

益。 当孩子们不像上面所说到的那样只给父母饭费而要赡养他

们的失业的父母的时候，也发生同样的相互关系。霍金斯博士在关

于工厂劳动的报告里证实了这种关系是很常见的，在曼彻斯特这

种事情更是屡见不鲜。正如同在另一种情况下女人是一家之主一

样，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就是一家之主。艾释黎勋爵在他的演说

（１８４４年３月１５日在下院发表）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人因为他

的两个女儿上酒馆而责骂了她们，她们却说她们已经被训得烦死

了：去你的吧，我们还得养活你！也应该享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果实

了。她们丢开父母不管，从父母家里搬了出去。

在工厂里长大的未婚女人并不比已婚的好。一个九岁起就在

工厂里做工的女孩子自然是不熟悉家务的，因此，所有的工厂女工

在这方面都完全是外行，都不会管理家务。她们不会缝纫，也不会

编织，不会做饭，也不会洗衣，她们连最普通的家务都不熟悉；至于

怎样照顾孩子，她们更是一无所知。“工厂劳动调查委员会报告”举

了几十个例子来证明这个事实，而关于郎卡郡的报告的作者霍金

   有多少已婚妇女在工厂中工作，从厂主自己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在郎卡郡４１２

个工厂里做工的有１０７２１个已婚妇女；她们的丈夫只有５３１４人也在工厂里做

工，３９２７人做别的工作，８２１人没有工作，其他６５９人不详。可见每个工厂都有

两三个靠妻子劳动过活的男人。——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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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博士则发表了以下的意见（“报告”第４页）：

“女孩子们没有经过仔细考虑就很早地结了婚；她们没有可能、没有时

间、也没有机会去熟悉家庭主妇的最普通的责任，而且即使她们有了这一切，

她们在婚后也没有时间来承担这些责任。母亲每天有十二小时看不见自己的

孩子：照管孩子的是特地花钱雇来的女孩子或老太婆；此外，工厂工人的住

宅又经常不是一个所谓的家（ｈｏｍｅ），而是一间地下室，里面既没有做饭的

器具，也没有洗濯、缝纫和补缀衣服所必需的用具，缺少能使他们过愉快而

有文化的生活并能使家庭具有吸引力的一切东西。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特

别是为了保全孩子们的生命和健康，我只能竭诚希望，总有一天会禁止已婚

的妇女在工厂里做工。”

个别的例子和证言见“工厂劳动调查委员会报告”，考威尔文

件第３７、３８、３９、７２、７７、５０页。塔夫耐尔文件第９、１５、４５、５４

页及其他各页。

但是这一切还不是最大的祸害。妇女在工厂里工作，在道德方

面引起了更加严重得多的后果。人们不分男女老少地聚集在一间

工作室里，他们不可避免地互相接近，没有受过任何智育和德育的

人们挤在一个狭小的地方，——这一切对妇女的性格的发展是不

会有什么好影响的。厂主即使注意到这一点，也只是在真正发生了

什么丑事的时候才会出来干涉；至于比较放荡的人对比较规矩的

人、特别是对年轻人的经常的但不大显著的影响，他就无法知道，

因而也无法预防。而正是这种影响害处最大。在“１８３３年工厂调查

委员会报告”中，许多证人都说工厂中的谈话是“猥亵的”、“下流

的”、“肮脏的”等等（考威尔文件第３５、３７页及其他许多页）。我们在

大城市里大规模地看到的事情在这里小规模地发生着。人口的集

中对人们有同样的后果，不管这种集中是发生在大的城市里还是

小的工厂里。工厂愈小，接近的机会就愈多，交往就愈不能避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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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免不了的。莱斯特的一个证人说，他宁愿让他的女儿去讨饭，

也不愿送她进工厂，工厂是地狱的真正入口，城市中的大多数妓女

都是工厂造成的（鲍尔文件第８页）。曼彻斯特的另一个证人“毫不

犹豫地断定，工厂中的十四岁到二十岁的青年女工有四分之三已

经丧失了童贞”（考威尔文件第５７页）。委员会委员考威尔简直就认

为，工厂工人的道德比工人阶级的中等道德水平还要低一些（第８２

页），霍金斯博士则说（“报告”第４页）：

“道德是不容易用数字表示出来的，但是，如果相信我亲身的观察，相信

那些和我谈过话的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并且也相信我得到的一切证言所

产生的总印象，那末工厂生活在道德上对青年妇女的影响是非常令人丧气

的。”

不言而喻，工厂奴隶制也和任何别的奴隶制一样，甚至还要厉

害些，是把ｊｕｓ ｐｒｉｍａｅｎｏｃｔｉｓ〔初夜权〕给予主人的。在这方面厂

主也是女工的身体和美貌的主宰。解雇的威胁即使不是一百回中

有九十九回，至少十回中也有九回足以摧毁女孩子的任何反抗，何

况她们本来就不很珍视自己的贞操呢。如果厂主够卑鄙的话（委员

会的报告叙述了许多这样的事件），那末他的工厂同时也就是他的

后宫；而且，即使不是所有的厂主都利用这个权利，女工们的情况

本质上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在工厂工业创始的时期，当大多数

厂主都是没有受过教育而且不尊重社会上的伪善习俗的暴发户的

时候，他们是泰然自若地利用他们这个“正当地得来的”权利的。

要正确地估计工厂劳动对妇女的身体所产生的后果，必须先

考察一下儿童的劳动及劳动本身的特牲。现代工业一兴起，工厂就

雇用小孩子；最初由于机器小（以后变大了），在机器上工作的几乎

完全是小孩，而且他们主要是从孤儿院里领来的，厂主把他们当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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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徒”成群地长期雇用。他们吃的、住的和穿的都是一样，自然完

完全全是雇主的奴隶，受雇主的最残酷和最野蛮的虐待。早在１７９６

年，派西沃博士和罗 皮尔爵士（棉纺织工厂厂主，现任首相的父

亲）就那么有力地表现了这个令人发指的制度在社会舆论中所引

起的愤怒，竟使得议会在１８０２年通过了学徒法，制止了最惊人的虐

待１０６。自由工人的竞争渐渐地抬起头来，把学徒制挤掉了。工厂愈

来愈多地在城市里建立起来，机器变大了，屋子里空气比较流通

了，也比较清洁了。同时，成人和青年的工作也逐渐多起来，于是在

工厂里工作的儿童的相对数目就减少了一些，他们开始工作的年

龄也稍微提高了一些。人们很少雇用八九岁以下的孩子了。以后，

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一样，立法机关也一再地出来保护儿

童，使他们不会因资产阶级的贪欲而受到残害。

工人的孩子、特别是工厂工人的孩子的死亡率之高，就足以

证明他们幼年的生活条件对健康如何有害。这些原因对活着的孩

子也有影响，虽然其程度不像对已经死了的孩子那样厉害。在最好

的情况下，这些原因也要造成容易感染某种疾病的体质或者使发

育受到阻碍，因此，工人的孩子的体力都比一般的孩子差。一个在

贫穷和各种各样的困苦中、在潮湿和寒冷的环境里、在穿得不暖

住得很坏的情形下生长起来的工厂工人的九岁的孩子，绝对不会

像在比较健康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一样地有工作能力。他在九岁

时就被送进工厂，每天工作六小时半（以前是八小时，再以前是

十二小时到十四小时，甚至十六小时），一直工作到十三岁，而从

这时起一直到十八岁每天就要工作十二小时。对他的身体发生不

良影响的原因仍然不停地起作用，而工作又愈来愈重了。就假定一

个九岁的孩子，甚至是工人的孩子，可以坚持每天六小时半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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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不致对他的身体有显而易见的损害，但是待在污浊、潮湿而

且经常是闷热的工厂空气里，对健康无论如何是不会有好处的。把

孩子们应该专门用在身体和精神的发育上的时间牺牲在冷酷的资

产阶级的贪婪上，把孩子们从学校和新鲜空气里拖出来，让厂主

老爷们从他们身上榨取利润，这无论如何是不可饶恕的。固然，资

产阶级会说：如果我们不雇孩子们到工厂里来工作，他们所处的

环境还是一样地不利于他们的发育。一般地说，这是对的，但是，

如果好好地考虑一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资产阶级

先把工人的孩子置于恶劣的条件下，然后再利用这些恶劣的条件

为自己谋利益！他们用来替自己辩解的，和整个工厂制度一样，正

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他们用昨天犯的罪来替今天犯的罪进行辩解。

要不是工厂法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住他们的手脚，这些专门为工人

的福利而设立工厂的、“好心的”、“仁慈的”资产者会怎样保护工

人的利益呵！让我们来听一听，在工厂视察员没有盯住厂主以前，

他们在工厂里的行为是怎样的。让他们自己承认的证据（“１８３３年

工厂调查委员会报告”）来揭露他们。

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说：孩子们开始在工厂里工作间或是从五

岁起，有时是从六岁起，更经常地是从七岁起，而大部分是从八

九岁起；工作时间常常是长到每天十四小时到十六小时（吃饭时

间除外）；厂主允许管理人殴打孩子，而且常常自己也动手。这个

报告甚至还叙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苏格兰厂主骑着马夫把一个

十六岁的逃跑的工人追回来，叫他走在马前面，强迫他和马跑得

一样快，而且不断地用长鞭子抽他！（斯图亚特文件第３５页）在工

人的反抗比较强烈的大城市里，这种事情当然发生得少一些。然而

就是这样长的工作日也还不能满足资本家的贪欲。他们的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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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使投入建筑物和机器里的资本多生利，使它

尽可能地加紧工作。为了这个目的，厂主就实行了可耻的夜工制。

有些厂主实行了两班制，每班的人数都足够充分保证工厂工作的

进行，一班在白天工作十二小时，一班在夜里工作十二小时。任何

白天的睡眠都代替不了的夜间的休息这样经常被剥夺，对于小孩

子和年轻人，甚至对于成年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是不难想像

的。整个神经系统受刺激，因而身体整个地衰弱下去，这就是这种

劳动的必然结果。这种劳动的另一后果便是酗酒和纵欲。一个厂主

证明（塔夫耐尔文件第９１页），在他的工厂里实行做夜工的两年内，

非婚生子的数目增加了１倍，道德水平竟降低到使他不得不停止夜

工。别的厂主做得更野蛮，他们强迫许多工人一连工作三四十个小

时，而且这样的事情每星期都有几次；这是因为厂主没有足够的

工人来换班：换班仅仅是为了让一部分工人能替换出来睡上一两

个钟头。委员会关于这种野蛮行为和它的后果的报告超过了我在

这方面所听到的一切。这里所叙述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事情是在其

他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可是我们将会看到，资产阶级还经常地

引用委员会的证据，把它解释得对自己有利。这种制度的后果很快

就显露出来了：委员们报告他们遇到过大批的畸形者，而这些人

之所以畸形完全是由于工作时间过长。最普通的畸形是脊柱和两

腿弯曲。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里子城的弗兰西斯 沙普是这样描

述这种畸形的：

“在我到里子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股骨下端这样奇怪地弯曲的情形。起

初我以为这是佝偻病，但是到医院里来看这种病的人很多，得这种病的年龄

又都是小孩子通常已不会得佝偻病的时候（八岁到十四岁），而且只是在孩子

们进工厂工作以后才开始得这种病，这一切迫使我改变了我的看法。到目前

８３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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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止我已看见过将近一百个类似的病例，我可以极肯定地说，这些病是劳动

过度所引起的；据我所知，所有的病人都是工厂里的孩子，并且他们自己也认

为他们生病的原因是劳动过度。”——“显然是因为站得太久而引起的脊柱弯

曲的病例，我遇到过不下三百件。”（劳顿博士文件第１２、１３页）

在医院里工作了十八年的医生，里子的海依博士，也同样证明：

“脊柱弯曲在工厂工人中是很常见的；在某些场合下这只是过度劳动的

结果，在某些场合下则是长时间的劳动在生来就弱或由于营养不良而衰弱下

去的身体上造成的后果…… 在这里，各种各样的畸形比这些病更常见：膝

盖向里弯，关节上的韧带常常松弛而缺少弹力，腿的长骨弯曲了；这些长骨

头的粗的一端特别弯曲而且发育过度；这些病人都来自工作时间过长的工

厂。”（劳顿博士文件第１６页）

布莱得弗德的外科医生波门特和法普也都证实了这一点。在

德林瓦特、鲍尔和劳顿博士等三个委员的报告里描述了许多这类

畸形的例子；不大注意这种现象的塔夫耐尔和爵士戴维 巴莱博士

在他们的报告里也举了个别的例子。（德林瓦特文件第６９页上关

于两弟兄的例子，第７２、８０、１４６、１４８、１５０页上关于两弟兄的例

子，第１５５页及其他许多页；鲍尔文件第６３、６６、６７页上的两个例

子，第６８页上的三个例子，第６９页上的两个例子，关于里子的报

告第２９、３１、４０、４３、５３页及以下各页；劳顿博士文件第４、７页

上的四个例子，第８页上的几个例子等；戴 巴莱爵士文件第６、８、

１３、２１、２２、４４页，第５５页上的三个例子等；塔夫耐尔文件第５、

１６页及其他各页）调查过郎卡郡的委员考威尔、塔夫耐尔和霍金

斯博士完全忽视了工厂制度所引起的这些医学上的后果，虽然郎

卡郡的畸形者在人数上完全可以和约克郡相比。我每次走过曼彻

斯特总要碰见三四个畸形者，他们的脊柱和腿弯曲的情形和上面

所描述的完全一样，我不止一次地注意到他们，并且也有可能仔

９３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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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地观察他们。我自己认识一个畸形者，他的情况和海依博士所描

述的完全符合，他是在盆德尔顿城道格拉斯先生的工厂里弄成畸

形的。这个工厂由于不久以前还整夜整夜地工作，所以在工人中间

至今还是臭名远扬的。一看这些畸形者，立刻就可以猜到使他们畸

形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的畸形都是一样的：膝盖向里同时又稍微

向后凹进去，双脚成为里八字，关节畸形而粗大，脊柱往往向前

或向旁边弯曲。但是搞得最残酷的看来还是麦克尔士菲尔德区的

那些仁慈的丝织厂主们；其所以如此，是由于这些工厂里有年龄

很小的（最小的只有五六岁）孩子在做工。在塔夫耐尔委员引用的

补充材料里，我们看到一个叫做莱特的工厂监工的供述（第２６

页），他的两个姊妹的身体都被工作弄得畸形到非常可怕的地步，

他有一次计算过麦克尔士菲尔德好几条街上（其中有几条是那里

最干净最漂亮的街道）的畸形者的数目：他在唐利街看到十个畸

形者，在乔治街看到五个，在沙洛特街看到四个，在瓦特考茨看

到十五个，在班克托普看到三个，在勋爵街看到七个，在磨坊巷

看到十二个，在大乔治街看到两个，在习艺所里看到两个，在派

克格林看到一个，在皮克福特街看到两个。这些畸形者的家属都异

口同声地说，他们的畸形是缫丝工厂的过度劳动造成的。在第２７页

上讲到一个男孩子，他因身体畸形已不能上楼梯；那里还提到几

个女孩子，她们的脊柱和骨盘都是畸形的。

过度的劳动还造成了其他的畸形，特别是扁平足，这是戴 巴

莱爵士（譬如在第２１页上他就提到两起）和里子的内外科医生们

常常遇到的（劳顿文件第１３、１６页等）。即使年轻人有比较结实的

身体，比较好的营养和其他条件，受得住这种野蛮剥削，但是他

们也免不了要闹背痛、腰痛、腿痛、关节肿胀、静脉扩张，或大

０４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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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和小腿上生大块的顽固的溃疡。所有这些疾病在工人中几乎是

普遍的现象。斯图亚特、马根多士和戴 巴莱爵士在他们的报告里

举了几百个例子；他们几乎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不患这些病中的

任何一种病的工人；而在其余的报告里，也有许多医生证明这些

后果确实是存在的。在关于苏格兰的报告里有无数的例子毫无疑

义地表明，每日工作十三小时甚至对十八岁到二十二岁的工人，无

论是男工或女工，都至少会引起这样的后果，这对丹第和丹弗姆

兰的纺麻工厂来说是如此，对格拉斯哥和拉纳克的棉纺织工厂来

说也是如此。

所有这些疾病都是从工厂劳动的性质本身产生的，这种工作

如厂主们所说的确实是很“轻易的”，但正是这种轻易比任何别的

工作更能使身体衰弱。工人并不需要做很多事，但是他们必须老是

站着，无权坐下。谁要是在窗台上或筐子上坐一会，他就要受罚。

这样长久地站着，上身经常机械地压在脊柱上、骨盘上和腿上，这

就不能不产生前面所说的那些后果。这样老是站着完全不是工作

本身所必需的，诺定昂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在那里，至少在

并纱间里已经安上了座位（结果，上面所说的那些疾病都绝了迹，

因而女工们也同意延长工作日了）。但是，在工人只是替资产者工

作而很少有兴趣把工作做好的工厂里，他利用座位确实很可能利

用到超过厂主所同意和对厂主有利的程度，而为了使资产阶级少

损失一点原料，就只好让工人牺牲他们的健康了 。此外，长时间

保持这种站立姿势，加上工厂里的空气大半都很坏，这更使得整

个身体显著地衰弱下去，从而又引起其他各种与其说是局部的、

   里子城一个工厂的纺纱车间里也已经安上座位了（德林瓦特文件第８０

页）。——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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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说是全身的疾病。工厂里的空气通常都是又潮又暖，而且多半

是过分地暖；只要通风的情形不很好，空气就很恶劣，令人窒息，

没有足够的氧气，充满尘埃和机器油蒸发的臭气；而机器油几乎

总是弄得满地都是，并且还渗到地里。工人们由于热，都穿得很少，

因此，室内温度一不平均，就势必要感冒；在这种热地方待久了，

他们就害怕新鲜空气；而随着身体各种机能的逐渐衰退，体内发

出的热量也减少了，这就要靠外面的热来维持，所以工人在窗子

关得紧紧的闷热的工厂空气里反而感到最舒服。此外，从工厂的热

空气里走到街上那种刺骨的或潮湿的寒风里的时候温度总是急剧

地改变，工人没有足够的防雨器具，淋湿了又不能换上干衣服，这

一切加起来就经常引起感冒。如果我们记住，在所有这些情况下，

恐怕除了腿上的肌肉，全身就没有一块肌肉真正紧张起来，真正

活动起来，如果我们记住，工人们丝毫不能抵抗上述各种原因所

起的使身体衰弱和钝化的作用：他们没有机会锻炼身体，发展肌

肉的力量，增进肌肉纤维的弹性和强度，而且从小就被剥夺了在

新鲜空气里活动的机会，那末，当医生们在工厂报告中几乎一致

肯定，他们发现工厂工人对一切疾病的抵抗力都特别弱，生活力

普遍减低，整个智力和体力都不断在衰退，我们就一点也不会感

到奇怪了。让我们先听听戴 巴莱爵士的话吧：

“工厂劳动对工人有下面几种不利的影响：（１）无条件地必须使自己的身

体和精神的活动适应于由均匀的无休止的力量来发动的机器的运动；（２）必

须在长得不近情理而且每一个间隙都迅速地互相衔接起来的时间内保持站

立的姿势；（３）睡眠被剥夺（由于工作时间长、腿痛和全身不舒服）。这里还

得加上低矮、拥挤、满是尘土的或潮湿的工作室，肮脏而闷热的空气，以及

不断地出汗。因此，特别是男孩子，除了很少的例外，很快就失去儿童的新鲜

的玫瑰色的脸色，比其余的男孩子苍白而消瘦。连赤着脚站在织布房的泥地

２４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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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手工织工的学徒都比他们好看些，因为这些学徒总还偶尔到新鲜空气里

去走走。但是在工厂里做工的孩子，除了吃饭就没有一分钟的空间，他们也仅

仅是在去吃午饭的时候才走到新鲜空气里去。一切成年的男纺工都苍白而消

瘦，都有消化不良和胃口时好时坏的毛病；他们从小就在工厂里工作，在他

们中间很少有或者简直就没有身材魁梧、体格强壮的人，因此，我们完全有

理由做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职业对男人身体的发育非常有害。女人担负这

种劳动比男人容易得多。”（这是非常自然的，但是我们在下面将看到，她们

也有她们自己的特殊的疾病。）（戴 巴莱爵士的总报告）

鲍尔也说了同样的话：

“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布莱得弗德的工厂制度造成了许多畸形者……

时间延续得很久的劳动，对身体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各种显著的畸形上，而且

还更普遍地表现在发育受阻碍、肌肉松软和体格孱弱上。”（鲍尔报告第７４

页）

前面已经引证过的里子的外科医生 弗 沙普写道：

“当我从斯卡博罗搬到里子的时候，我立刻看到，这里的孩子一般都比斯

卡博罗及其附近地区的孩子苍白得多，肌肉也远不如他们发达。我还发现，许

多孩子就他们的年龄说来是太矮小了…… 我诊断过无数的瘰疬病、肺部疾

病和胃肠疾病，作为一个医生，我丝毫也不怀疑这些病是由工厂里的工作引

起的。我赞同这样的意见：时间延续得很久的劳动削弱了身体的神经力量，造

成许多疾病滋生的地盘；假使没有新的力量从农村里源源不绝地流进来，工

厂工人这一种人是很快就会完全退化的。”

布莱得弗德的外科医生波门特也这样说：

“在我看来，这里的工厂中所实行的劳动制度引起了整个身体的特别衰

弱，因而使小孩子极其容易感染流行病和偶发的疾病…… 我坚决认为，工

   所谓外科医生（ｓｕｒｇｅｏｎｓ），和有学位的医生（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一样，也是受过高

等教育的医学家，因此，他们不仅从事外科医生的业务，而且也从事一般的

医务。由于许多原因，大家宁愿找他们看病，而不找有学位的医生。——恩格

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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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对通风和保持清洁没有任何必要的规定，是特别容易产生或感

染我在行医时经常遇到的那些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凯博士也做了同样的证明：

“（１）我有机会观察过工厂制度在最良好的环境中（在布莱得弗德的伍

德工厂里，这是这个城市中设备最好的工厂，凯博士在这里当过厂医）①对儿

童健康所起的影响；（２）这影响是无可怀疑的，而且甚至在这样好的条件下

也为害很大；（３）１８４２年一年中，在伍德工厂里做工的孩子有五分之三找我

看过病；（４）这个制度最有害的后果，与其说是表现在畸形者人数众多上面，

不如说是表现在大多数人都虚弱多病上面；（５）自从伍德工厂中儿童的工作

日缩短到十小时以来，这一切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引用了所有这些证言的委员劳顿博士自己也说：

“我觉得这已经相当清楚地证明孩子们的工作时间长得不近人情，长到

残酷的程度；甚至成年人所必须完成的工作量也未必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胜

任的。结果许多人夭亡了，许多人终身带上了残疾。担心那些活下来的人将产

生衰弱的后代，从生理学的观点来说，是太有根据了。”

最后，霍金斯博士在谈到曼彻斯特时说道：

“我相信大多数的旅行者都会看到，曼彻斯特的居民，特别是工厂工人，

一般都矮小、瘦弱而且脸色苍白。在大不列颠或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里，我都

没有看到过人们在体格和脸色方面这样显著地够不上民族标准。已婚的女人

惊人地缺少英国妇女的一切特点…… 我必须承认，从曼彻斯特的工厂里领

来给我看的一切男孩子和女孩子都是抑郁而苍白的；他们脸上没有一点青年

人通常具有的生动、活泼和愉快的表情。他们中有许多人告诉我，在星期六晚

上和星期日，他们一点也不想在新鲜的空气里跳跳蹦蹦地玩一下，而宁愿静

静地待在家里。”

我们再从霍金斯的报告里引证一段话，这段话固然只有一半

４４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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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里所谈的有关系，但是在这里也可以像在别的地方一样有效

地证明：

“无节制、放荡、不关心将来，这就是工厂居民的主要恶习，这些毛病都

很容易从今天的制度所产生的风气上得到解释，而且是几乎不可避免地从这

个制度里产生出来的。大家都公认，消化不良、忧郁病和全身衰弱在这类工人

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十二小时的单调的工作之后，想找点什么东西来刺

激一下，那真是大自然了，而当上述疾病终于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愈来愈频

繁地到烧酒里面去寻求解脱。”

委员会的报告中举出了几百个例子来证实医生和委员们的这

些话。关于青年工人的发育因工厂劳动而受到阻碍这一点，也有成

百的证据来加以证实；例如考威尔举出了同在一个主日学里读书

的４６个十七岁的男孩子的体重：其中２６人在工厂里面工作，体重

平均是１０４．５磅，其余的２０个虽然也属于工人阶级，但不在工厂

里面工作，体重平均是１１７．７磅。曼彻斯特最大的厂主之一，一个

鼓动厂主们反对工人的家伙——如果我没有弄错，就是罗伯特 海

德 格莱格——自己有一次就说过：这样继续下去，郎卡郡的工厂

工人很快就会变成侏儒族。 一个管理征兵的军官（塔夫耐尔文件

第５９页）说，工厂工人适于服兵役的很少，他们又瘦又弱，常常

被医生们认为不合格而不得入伍。在曼彻斯特，他很难找到一个５

英尺８英寸高的人，大多数的人都只有５英尺６—７英寸高，可是在

农业区里大多数的新兵都有５英尺８英寸高（英尺略短于普鲁士尺，

大约每５英尺短２英寸）。

在这些条件的影响下，男工们都很快累垮了。大多数人一到四

十岁就不能工作，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支持到四十五岁，能支持到

   这一句话并不是从工厂报告中引来的。——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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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岁的就非常少了。失去工作能力的原因，除整个身体衰弱外，

还有视力的衰退。这是在骡机上工作的结果，在这种机器上工作

时，工人必须经常注视着一长排平行的细线，因而眼睛老是很紧

张。在哈帕尔和拉纳克的几个工厂里工作的１６００个工人中，只有１０

个人超过四十五岁；在斯托克波尔特和曼彻斯特各工厂里工作的

２２０９４个工人中，只有１４３人超过四十五岁。在这１４３人中，有１６人是

由于特别开恩才留在工厂里面的，其中有一个人做的是小孩子的

工作。在一份包括１３１个男纺工的名单上，只有７个人超过四十五

岁，可是这１３１人向哪一个厂主要求工作都因“年龄太大”而遭拒

绝。在波尔顿的５０个被当做废物的纺工中，只有两个超过了五十

岁，其余的平均还不到四十岁，可是这些人都因为什么年龄太大而

失业了！一个叫做艾释华特的大厂主在写给艾释黎勋爵的一封信

里自己承认，纺工们一接近四十岁，就不能纺出规定数量的纱了，

因此“有时候”就要被开除；四十岁的工人他已经称他们为“老头”

了！马根多士委员在１８８３年的报告中也这样说：

“虽然我知道儿童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工作，从而在思想上对这一点已

经有了相当的准备，但是我仍然很难相信那些比较苍老的工人自己所说的岁

数，这些人老得多么早呵。”

主要是替工厂工人看病的格拉斯哥的外科医生斯麦里也说，

对工人来说，四十岁已经是老年（ｏｌｄ ａｇｅ）了（斯图亚特文件第

１０１页）。关于这一点，塔夫耐尔文件第３、９、１５页和霍金斯报告第４

页、文件第１４页等都有证明。在曼彻斯特，工人的这种未老先衰的

现象非常普遍，几乎所有的四十岁的男人看起来都比他们的实际

   所有这些事实都引自艾释黎勋爵的演讲（１８４４年３月１５日在下院发表）。——

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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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老十岁到十五岁，而在富裕的阶级中，无论是男人或女人，只

要他们不狂饮，他们的容貌总是保持得很好的。

工厂劳动对妇女身体的影响也是很特别的。因工作时间过长

而引起的畸形在妇女中比男子更为严重；骨盘的变形（一半是骨盘

骨本身位置不正常和发育不正常的结果，一半是脊柱下部弯曲的

结果）就常常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劳顿博士在他的报告中说：“我虽然没有亲自看到过骨盘畸形和其他几

种疾病，但是每一个医生毕竟还是应当把这些现象看做很长的工作日在儿童

身上引起的可能的后果，这已由医学界有极高声望的人物证实了。”

许多产婆和产科医生都证实了工厂女工分娩比别的妇女困

难，同样还证实了她们常常流产（例如见霍金斯博士文件第１１页

和第１３页）。此外，女工们还患一切工厂工人共有的一般衰弱症，她

们在怀孕后，一直到分娩前一瞬间还要在工厂里工作，而这是完

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她们如果早停止工作，那她们就得担忧她们

的位置会被别人占去而自己会被解雇；此外，她们在这一段时间

内也拿不到工资了。女工们头天傍晚还在做工，第二天早上就生了

孩子，这是很常见的事情；甚至在工厂里，在机器旁边生下孩子，

也一点不稀罕。如果资产者老爷们还觉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末

他们的太太大概也会同意我的意见：间接强迫一个怀孕的女人直

到她分娩的那一天还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以前还要长），老是

站着并且还要常常弯腰，这是残酷的事情，是卑鄙的野蛮行为。但

是还不止此。如果女工们被允许在分娩后两星期可以不工作，那她

们就会感到高兴，而且认为这是一个很长的期限。许多人在产后一

星期甚至三四天就回到工厂里整天做工了。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厂

主问监工：“某某人还没有回来吗？”——“还没有。”——“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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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久了？”——“一星期。”——“那她早就该回来了。别人在家

里只住了三天。”自然，不管女工们怎样衰弱，怎样痛苦，解雇的

恐惧，失业的恐惧还是把她们赶回工厂来了；厂主的利益不允许

工人因为生病就留在家里；工人是不应当生病的，女工也不敢在

分娩后躺在家里，否则厂主就不得不把机器停下来，或者就要为

了考虑临时的解决办法而大伤其高贵的脑筋；为了避免发生这样

的事情，他就解雇那些竟敢生病的工人。

请听听下面的话（考威尔文件第７７页）吧：

“一个女孩子感到很不舒服，简直工作不下去了。——‘你为什么不请假

回家呢？——‘唉，先生，“老板”在这方面是很严厉的，我们要是有四分之

一天不在工厂里，就有被赶走的危险。’”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证明（戴 巴莱爵士文件第４４页）：工人托

马斯 麦克杜特有点发烧，

“但是他不敢待在家里，就是待在家里，无论如何也不敢待四天以上，因

为要不然他就会丢掉工作”。

几乎一切工厂里的情形都是如此。年轻的女孩子们在发育期

间的劳动还引起了很多反常的现象。有些年轻的女工，特别是那些

吃得比较好一点的，由于工厂里的温度高，就发育得比平常快，因

而有些女孩子在十二岁到十四岁的时候就已经发育完全了。上面

已经提到过的、被工厂报告称为“优秀的”曼彻斯特产科医生的罗

伯顿在“北英格兰内外科医学杂志”中说，他遇到过一个十一岁的

女孩子，她不仅是一个发育完全的妇女，而且甚至已怀了孕；十五

岁的女人生孩子，在曼彻斯特是十分平常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工

厂中的高温和热带气候的酷热起着同样的作用，而且和这种气候

下的情形一样，发育得太早，结果衰老得也早。但是，妇女们性的发

８４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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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受到阻碍的事也是常见的：乳房很晚才发育或者根本就不发育，

考威尔文件第３５页上就有这样的例子；月经常常到十七八岁、有时

要到二十岁才开始来，甚至常常根本就不来。（霍金斯博士文件第

１１页；劳顿博士文件第１４页等；戴 巴莱爵士文件第５页等）月经不

调而且在月经来时感到剧痛和全身不适的事很平常，妇女贫血症

很常见，这是所有的医学报告都一致证明了的。

这样的妇女，特别是在怀了孕还要工作的条件下，是生不出健

壮的孩子来的。根据报告，特别是曼彻斯特的报告，她们生的孩子

都很弱，只有巴莱一个人认为是健康的，但是他也说，在他所视察

的苏格兰，结了婚的女人几乎没有一个在工厂做工；并且除格拉斯

哥的工厂外，那里的工厂多半都在城外，这对孩子们的健康就有不

小的帮助：在曼彻斯特近郊的工人的孩子几乎都是脸色红润而且

生气勃勃的，可是城里的看上去都是脸色苍白的、腺病质的。但是

一到九岁，乡村孩子就突然失掉了红润的脸色，因为他们被送进了

工厂，并且很快就和城市中的孩子分不出来了。

此外，在工厂劳动中还有几个对健康特别有害的部门。例如在

纺纱工厂和纺麻工厂里，屋子里都飞舞着浓密的纤维屑，这使得工

人，特别是梳棉间和刮麻间的工人容易得肺部疾病。这种纤维屑有

些人的身体受得了，有些人就受不了。但是工人是没有选择的余地

的，他在哪一部分找到工作，他就得到哪里去，不管这对他的肺部

有什么样的影响。把这种纤维屑吸到肺里去，最普通的后果就是吐

血、呼吸困难而且发出哨音、胸部作痛、咳嗽、失眠，一句话，就是哮

喘病的各种症候，情形最严重的最后就成为肺结核。（参看斯图亚

特文件第１３、７０、１０１页；马根多士文件第２４页等；鲍尔关于诺定昂

和里子的报告；考威尔文件第３３页等；巴莱文件第１２页〔一个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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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生五起〕、第１７、４４、５２、６０页等，以及他的报告；劳顿文件第１３

页等等）但是特别有害的是亚麻的湿纺工作，做这种工作的都是年

轻的姑娘和小孩子。水从锭子上溅到他们身上来，所以他们的衣服

的前襟总是透湿的，地上经常有积水。纺纱工厂的并纱间的情形也

是这样，只是在程度上稍微好一些，而后果也是经常的感冒和肺部

疾病。说话时声音嘶哑、刺耳，这是一切工厂工人的特点，而湿纺工

和并纱工尤其厉害。斯图亚特、马根多士和戴 巴莱爵士都极其尖

锐地抨击过这种工作的害处，也同样抨击过大多数厂主对做这种

工作的女孩子们的健康漠不关心。纺麻的另一个后果是肩部的特

殊畸形，即由劳动过程的性质本身所引起的右肩胛骨向前突出。纺

麻也像在水力纺纱机上纺棉一样，常常引起膝盖骨的疾病，因为在

接断头的时候要用膝盖来抵住锭子，使它停止转动。做这两种工

作，工人必须时时弯腰，而且机器又安得离地不高，这就引起了身

长发育不足的毛病。我曾经在曼彻斯特一家棉纺织工厂里工作过，

在这个工厂的水力纺纱机车间里，就我的记忆所及，没有一个长得

匀称的高个子的女孩子；她们都矮小；发育不良，胸部狭窄，体形很

难看。除了所有这些疾病和畸形，工人还会成为残废。机器上的工

作常常酿成许多相当严重的不幸事件，结果还使得工人暂时地或

永久地失去工作能力。最常见的是一个手指被压碎了一节，比较少

见的是整个手指、半只手或整只手、整条胳膊等等被轮子卡住并且

给轧碎了。受了这些伤——甚至只是无关紧要的伤——以后，往往

染上破伤风，因而死亡。在曼彻斯特，除了许多畸形者，还可以看到

大批的残废者：这个人缺一只或半只胳膊，另一个人缺一只脚，第

三个人少半条腿；简直就好像是生活在一批从战争中归来的残废

者里面一样。但是机器上最危险的地方是从大轴上给各种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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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动力的传动皮带，特别是在这种皮带装有扣子的时候，

不过这种情形现在已经很少见了。谁要是被这种传动皮带

带住，转眼间就会被卷起来摔到天花板或地板上去，摔得一

根完整的骨头都留不下，立刻就死去。从１８４３年６月１２日到８月３

日，“曼彻斯特卫报”报道了下面这些严重的不幸事件（比较不严重

的它甚至连提都没有提一下）：６月１２日，曼彻斯特一个男孩子因一

只手被机器轧碎而得破伤风死去。６月１６日，萨德尔渥斯城一个青

年被轮子卷住，轧得粉碎。６月２９日，在曼彻斯特附近绿野猎场机器

制造厂做工的一个青年跌在一块磨石下面，被磨石弄断了两根肋

骨，严重地伤残了身体。７月２４日，奥尔丹一个女孩子被传动皮带卷

住转了五十转，死后没有一根骨头是完整的。７月２７日，曼彻斯特一

个女孩子掉到清棉机（最初在子棉上加工的机器）里，结果因伤死

去。８月３日，达金菲尔德一个筒管旋工因被传动皮带卷住而死去，

所有的肋骨都断了。在１８４３年一年中因在机器上受伤并弄成残废

而到曼彻斯特医院来医治的人就有９６２个，而这个医院登记下来的

其他不幸事件是２４２６件，这样，由于别的原因引起的不幸事件和机

器引起的不幸事件的比例是五比二。这个数字里面还不包括索尔

福发生的不幸事件和私人医生所治疗的人。发生这种不幸事件时，

即使受伤者因此失去劳动能力，厂主们最多也只付医药费，在治疗

期间照付工资的就极其少见了。至于不能再工作的工人以后如何

生活，那是和他们不相干的。

关于这种事情，工厂报告写道：在任何情况下责任都应当由厂

主来负，因为孩子们还不会遵守预防办法，而成年人当然是为了自

己的利益而遵守这些办法的。但是写这个报告的是资产者，所以他

们不可避免地要自相矛盾，并且胡诌一大堆关于工人的“犯罪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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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忽”（ｃｕｌｐａｂｌｅ ｔｅｍｅｒｉｔｙ）的废话。这当然改变不了事实。事情的

实质是这样：既然孩子们不会谨慎小心，那就必须禁止使用童工；

既然成年人常常不够谨慎，那末他们或者同样是小孩子，就是说，

他们还处在不能完全了解这种危险的发展阶段上，而应当在这上

面负责的，不是使他们不能受教育的资产阶级，还能是谁呢？——

或者是机器装置得不好，必须在周围加上隔板或栅栏，这当然也是

资产阶级应当关心的；再不然就是有一种比对于危险的恐惧更强

烈的动机支配着工人，——他们为了要多挣一些钱，必须赶快工

作，没有谨慎从事的时间，如此等等，——在这种场合下应当负咎

的也还是资产阶级。譬如说，许多不幸事件是由于工人在机器还在

运转时就开始擦洗机器而发生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资产者强迫

工人在机器停下来的休息时间内擦洗机器，而工人自然是不愿意

随便牺牲他的休息时间的。每一小时的休息时间对他来说都是这

样地宝贵，使他宁愿一星期冒两次生命的危险，也不愿把这一小时

奉送给资产者。如果叫厂主把擦洗机器所必需的时间包括在工作

时间内，那就没有一个工人会想到要去擦洗转动着的机器了。总

之，一切不幸事件的罪过归根到底总是在厂主身上，至少至少也应

当要求他终生赡养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而在工人死亡时，就应当

赡养他的家庭。在工业发展的初期，不幸事件比现在还要多得多，

因为那时的机器比较坏，比较小，装置得比较挤，而且几乎完全没

有安全设备。但是像前面引证的材料所表明的，不幸事件的数字现

在还很大，使人们不得不严肃地考虑下面这件事实，这就是，仅仅

为了一个阶级的利益，竟有这么多的人成为畸形者和残废者，竟有

这么多的勤劳的工人在替资产阶级服务的时候因资产阶级的过失

而遭遇不幸，从而陷入穷困和饥饿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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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的这种令人厌恶的贪婪造成了这样一大串疾病！妇

女不能生育，孩子畸形发育，男人虚弱无力，四肢残缺不全，整

代整代的人都毁灭了，他们疲惫而且衰弱，——而所有这些都不

过是为了要填满资产阶级的钱袋！如果读到一件件的残酷得野蛮

的事情，读到孩子们怎样光着身体被监工从床上拖起来，手里拿

着衣服就在拳打脚踢下被赶进工厂（例如斯图亚特文件第３９页及

其他各页），他们的梦魔怎样被拳头所驱散，他们又怎样在工作中

呼呼睡去，一个在机器刚停住的时候就睡去的可怜的孩子怎样在

监工的吆喝下惊跳起来，闭着眼睛重复平时的操作；如果读到，累

得走不回去的孩子怎样藏在干燥室的羊毛堆里睡觉，只有用皮鞭

才能把他们赶出工厂；成百的孩子每天晚上回家时怎样疲倦到由

于瞌睡和食欲不振而吃不下晚饭，他们的父母发现他们跪在床前，

原来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睡着了；如果读到这一切和几百件其

他肮脏卑鄙的事情，而且是在一切证据都有委员会本身认为可靠

的许多证人起誓证实的报告中读到的；如果想一想，这是一个

“自由党的”报告，是资产阶级的报告，是做出来反驳托利党以前

的报告并证明厂主们的心地纯洁的；如果想一想，委员们自己是

站在资产阶级一方面，他们记载所有这些证据是违背他们的本意

的，那末对这个以慈悲心肠和自我牺牲自诩而实际上却不惜以任

何代价来装满自己的钱袋为唯一目的的阶级，难道能不感到愤怒，

能不感到憎恨吗？但是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资产阶级通过他们挑

选出来的奴才尤尔博士的嘴说出来的话吧。

这位先生在他的“工厂哲学”第２７７页及以下各页中写道，有

人告诉工人，他们所得的报酬和他们所做的牺牲是不相称的，这

就破坏了老板和工人之间的良好的关系。工人不应当这样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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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努力表现自己的勤劳和忠诚，并为自己的老板的成功而欢欣

鼓舞，这样他们就可以成为监工、经理，最后甚至可以成为股东，

从而（多聪明呵，你说得真像鸽子咕咕叫一样！）“市场上对工人

的需求立刻就会增加”！！——“要不是工人这样不安静的话，工厂

制度的发展会得到更加有益的结果。”接着就是一段抱怨工人倔强

的冗长的耶利米哀歌，而在讲到工资最高的工人（精纺工）的罢

工时，竟说出了下面这些天真的话：

“是的，正是他们的高额工资使他们能够维持一个有薪俸的委员会，并且

给他们吃着就这种工作说来是营养过多、刺激性太大的伙食，因而得了神经

营养过度的毛病！”（第２９８页）

让我们听—听，这位资产者是怎样描写童工的劳动的：

“我参观过曼彻斯特及其附近的许多工厂，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孩子

受虐待或者受体罚；也没有看到过孩子们情绪不好。他们看上去都很快活

（ｃｈｅｅｒｆｕｌ），很机灵，对他们的肌肉的轻微活动感到愉快（ｔａｋｉｎｇ ｐｌｅａ－

ｓｕｒｅ），充分地享受着适合他们的年龄的活动。生产的景象决没有在我的心里

引起一点伤感的情绪，相反地，它永远使我感到振奋。看一看走车退回的时候

他们怎样灵巧地接上断头，看一看他们用自己的纤巧的手指活动了几秒钟之

后，怎样在空闲的几分钟内采取各种姿势玩耍着，直到把线抽出来又绕上为

止，那是非常令人愉快的（ｄｅｌｉｇｈｔｆｕｌ）。这些活泼的（ｌｉｖｅｌｙ）小鬼的工作就像

是一种游戏，因为已经习惯了，做起来非常轻快。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的技

巧，很愿意把它显示给每一个参观者看。疲劳是连一点影子都没有的，因为他

们一走出工厂，就在最近的一个游戏场上跳跳蹦蹦地玩起来，和刚从学校里

出来的孩子们一样。”（第３１０页）

（当然罗，好像活动一下肌肉并不是被工作弄得疲劳僵硬的身

体的直接需要似的！但是尤尔应当再看看这一瞬间的兴奋是不是

在几分钟以后就消逝了。而且这种情形尤尔也只能在中午，即在孩

子们工作五六小时以后看到，而不能在晚上看到！）至于工人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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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这个资产者为了证明情况非常之好，更是恬不知耻地引用我

们多次引证并摘录过的１８３３年的报告。他企图断章取义地摘引几

句话来证明工人当中连一点腺病质的迹象都没有，证明工厂制度

使工人摆脱了各种急性病的痛苦（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工厂制度

同时却给工人们带来了各种慢性病，这一点尤尔当然绝口不谈

了）。要了解我们这位可敬的尤尔怎样厚颜无耻地对英国公众撒下

弥天大谎，就应当知道，这个报告共有厚厚的对开本三册，一个

脑满肠肥的英国资产者根本不会想到要把它好好研究一下的。让

我们再听听他对１８３３年自由资产阶级所颁布的工厂法的意见吧。

以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法律只给了厂主们一些最起码的限制。

而在尤尔看来，这个法律，特别是义务致育，是一种用来对付厂

主的荒谬而专横的措施。这个法律把所有十二岁以下的孩子都抛

到了街头，而结果会怎样呢？不能再做轻松而有益的工作的孩子们

现在一点教育也受不到了；他们被人从温暖的纺绩间赶到冰冷的

世界里，只好靠行乞和偷窃为生；在尤尔看来，这种生活同他们

在工厂和主日学中的不断改善的情况比起来实在太悲惨了！尤尔

抱怨这个法律在慈善的幌子下加深了穷人的痛苦，使得有良心的

厂主所进行的有益的工作即使不完全停顿，至少也受到了极大的

妨碍。（第４０５、４０６页及以下各页）

工厂制度的破坏作用早就引起了一般人的注意。１８０２年的学

徒法我们已经在这里提到过了。以后，大约在１８１７年，新拉纳克（苏

格兰）的厂主罗伯特 欧文（后来成为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就开

始上请愿书和条陈，劝告政府必须用法律保护工人的健康，特别是

小孩子的健康。赞成他的，有已经去世的罗 皮尔爵士及其他慈善

家，他们先后使政府通过了１８１９年、１８２５年和１８３１年的工厂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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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法律根本没有人遵守
１０７
，后一个也只是部分地被人遵守而已。

根据约 凯 霍布豪斯爵士的提议而通过的１８３１年的法律，禁止棉

纺织工厂使用二十一岁以下的工人在夜间（晚上七时半到

早上五时半）做工；此外，这一法律还规定，在任何工厂里，

十八岁以下的工人的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星

期六不得超过九小时。但是，工人为了不致遭到解雇的危

险，就不能出面做证反对自己的老板，所以这项法律并没有

给工人带来多大好处。在工人不那么老实的大城市里，大厂

主共同决定遵守这项法律，但是就在这里也有不少厂主和乡下的

厂主一样，根本不理睬这个法律。这时工人们已广泛地要求十小时

法案，即规定十八岁以下的青年工人的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十小

时的法律。工会通过宣传使这个要求变成了所有工厂居民的共同

要求，当时以迈克尔 萨德勒为首的托利党博爱派抓住了这个计划

并把它提到议会里去讨论。萨德勒达到了组织议会委员会去调查

工厂制度的目的，这个委员会在１８３２年的议会常会上提出了自己

的报告。这是工厂制度公开的敌人为了党派的利益而做的十分不

公正的报告。高贵的热情使萨德勒做了许多毫无根据的不确实的

论断，他提问题的方式使得他从证人那里所得到的回答即使不是

虚假的，至少真理也是被歪曲和颠倒了。厂主们慑于这个把他们描

写成恶魔的报告，就自动请求官方进行调查。他们懂得，一个真实

的报告现在对他们只会有利；他们知道，当权的是和他们交情很好

的辉格党人，真正的资产者，反对限制工业是这些人的原则。他们

果然达到了成立一个完全由自由资产者组成的委员会的目的，这

个委员会的报告就是我在这里常常引用的那个报告。这个报告比

萨德勒委员会的报告稍微接近真实情况一些，但是它却向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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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背离了真实情况。报告的每一页上都流露出对厂主的同情、对

萨德勒报告的不信任、对独立行动的工人和十小时法案拥护者的

敌视；报告中没有一个地方承认工人有权过人的生活，有权独立活

动和自己下判断。报告责备工人，说他们鼓吹十小时法案不只是替

孩子们着想，而且是替自己着想，它把工人宣传家称为蛊惑者，称

为存心不良的阴险的人等等，一句话，它所有的同情都是在资产阶

级一面。但是报告仍然不能替厂主洗刷干净，根据它的自供，应当

由厂主负责的丑事还是很多，甚至就从这个报告来看，鼓吹十小时

法案、工人对厂主的愤恨、萨德勒委员会用来骂厂主的最尖刻的词

句，也都应当认为是完全公正的。全部区别只在于，萨德勒的报告

责备厂主们那种公开而毫无掩饰的残酷行为，而这个报告却表明

这种残酷行为大都是在文明和人道的假面具之下进行的。譬如受

委员会之托去郎卡郡进行过调查的医生霍金斯博士在他的报告的

开头几行就表示他自己坚决拥护十小时法案！马根多士委员也声

明，他的报告并没有包括全部真实情况，因为很难说服工人提出不

利于他们的老板的证据，而由于工人的激动本来就被迫做了较大

让步的厂主们，往往又对委员会的访问做好了准备，打扫了工厂，

减低了机器的转动速度，如此等等。譬如在郎卡郡，他们就使用了

这样的诡计：把监工当做“工人”介绍给委员会，这些监工滔滔不绝

地述说了厂主如何人道、劳动对工人健康的良好的影响、工人又如

何不关心甚至讨厌十小时法案。但是这些监工已经不是真正的工

人，他们是本阶级的叛徒，他们为了较高的工资而替资产阶级效

劳，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反对工人。他们的利益是和资产阶级的利

益一致的，所以工人恨他们几乎比恨厂主还厉害。尽管如此，这个

报告还是充分地表明了工业资产阶级对待工人的态度是如何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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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和冷酷无情，表明了整个卑鄙的工业剥削制度是怎样毫无人

性。在这个报告里可以看到两种情况的对比：一方面是由于工作过

度而产生的许多疾病和畸形，另一方面是厂主们冷酷的锱铢必较

的政治经济学，他们竟企图用手中的数目字来证明，如果不再允许

他们每年使这么多的小孩子变成畸形者，全英国就必然会和他们

一起毁灭。还有什么比这种对比更令人愤怒呢？恐怕只有我刚才引

用过的尤尔先生那些无耻的胡说八道才能引起更大的愤怒，假使

这些胡说八道不是那样可笑的话。

这个报告的结果就是１８３３年的工厂法。这个法律禁止雇用九

岁以下的儿童做工（丝织工厂除外）；规定九岁到十三岁的儿童每

周的工作时间是四十八小时，或每天不超过九小时，十四岁到十

八岁的未成年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间是六十九小时，或每天不超过

十二小时；规定每天至少要有一个半小时的吃饭时间，并再一次

禁止所有十八岁以下的男女工人做夜工。同时又规定所有十四岁

以下的儿童每天要受两小时的义务教育，厂主如雇用没有厂医的

年龄证明书和教师的入学证明书的儿童，就得受罚。为此，厂主有

权从孩子们的工资中每周扣下１辨士作为教师的薪金。此外，还任

命了厂医和视察员，他们随时可以到工厂中去要求工人宣誓做证，

在厂主违法时，负责向治安法官提出控诉。这就是尤尔博士那样不

可抑制地破口大骂的法律！

由于实施了这个法律，特别是由于任命了视察员，工作日平

均缩短到十二三个小时，童工也尽可能地由成年人来代替了。因

此，几种最惊人的祸害几乎完全绝迹了；只有身体极衰弱的人才

会弄成畸形，工厂劳动的恶果一般说来表现得不太明显了。虽然如

此，我们还是可以在工厂报告中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就是在那

８５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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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按照约 凯 霍布豪斯爵士法律每天工作十二小时至多不超过十

三小时的工厂和工人中也经常出现各种不十分严重的疾病，如脚

肿，腿、腰和脊柱软弱而且疼痛，静脉扩张，下肢溃疡，全身衰

弱，特别是肠胃衰弱，作呕，食欲不振，有时又有不自然的饥饿

感，消化不良，忧郁症以及工厂中的灰尘和恶劣空气所引起的各

种肺部疾病等等。在这一方面，关于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的工厂的

报告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这些疾病在实施１８３４年的法律后也还没

有绝迹，甚至直到今天还在继续破坏着工人阶级的健康。人们所关

心的只是使资产阶级的野蛮的利欲蒙上一种伪善的文明的形式，

使厂主由于这项法律的限制不再干出太露骨的卑鄙勾当，以便他

们有更多的骗人理由来吹嘘他们的虚伪的人道主义——事情不过

如此而已。假使今天再派一个工厂调查委员会出去，它就会发现情

况多半还是和过去一样。至于事前毫无准备就颁布的实施义务教

育的命令，因为政府并没有同时设法建立好的学校，所以也没有

起任何作用。厂主们雇了一些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每天把孩子们

送到他们那里去待上两小时，这样就算遵守了法律的条文，但是

孩子们却什么东西也没有学到。甚至工厂视察员（他们只限于直接

履行自己的职责，即检查厂主是否遵守工厂法）的报告也提供了

许多材料，证明前面提到的各种祸害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视察

员霍纳和桑德斯在他们的１８４３年１０月和１２月的报告里说，在那些

可以不用童工或者可以用失业的成年工人来代替他们的部门里，

许多厂主仍然要他们每天工作十四小时到十六小时，甚至还要多

些。在这些地方，刚超过受法律保护的年龄的年轻人特别多。其他

的厂主干脆就破坏这个法律，他们缩短休息时间，使孩子们工作

的时间超过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受法庭追究的危险并不能制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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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因为他们可能受到的处罚和他们因破坏法律而获得的利益比

起来实在太微小了。尤其是在现在生意这样好的时候，厂主们所受

的诱惑就更大了。

但是，工人中间十小时法案的宣传并没有停止。１８３９年这种宣

传又热烈起来了，已故的萨德勒的地位在下院内由艾释黎勋爵所

代替，在院外则由理查 奥斯特勒所代替，——这两个人都是托利

党人。奥斯特勒经常在工厂区进行宣传工作，早在萨德勒在世时就

在那些地方出了名，现在特别为工人爱戴。他们简直就称他为“善

良的老王”，“工厂孩子之王”；在一切工厂区里，没有一个孩子不认

识他，不尊敬他，当他到城里来的时候，没有一个孩子不参加到大

家的行列里去迎接他。奥斯特勒也竭力反对新济贫法，因而被一个

叫做桑希尔的辉格党人送进了债务监狱，因为他在这位先生的庄

园里当过管事，欠了这位先生一笔债。辉格党人曾经屡次向奥斯特

勒表示，只要他不再抨击济贫法，就替他偿还债务，并且保护他。但

是这一切都落空了；他留在监牢里，并且从那里散发他每周的“弗

利特寄语”１０８反对工厂制度和济贫法。

１８４１年上台执政的托利党政府又注意到了工厂法。内务大臣

詹姆斯 格莱安爵士在１８４３年向议会提出了一个把童工的工作时

间限制为六小时半并加强义务教育的法案；这个法案的要点是要

求创办比较好的学校。然而这个法案由于非国教徒的宗教狂热而

未获通过，因为义务教育虽然并不要求非国教徒的子女学习宗教

课程，但学校要受国教的监督，而圣经又是大家必读的书，宗教也

就成了全部教育的基础，所以非国教徒认为这对自己是一种危险。

厂主们和自由党人都支持非国教徒；工人们由于宗教的争执而分

裂了，所以没有什么活动；这个法案的反对派，虽然没有在索尔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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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斯托克波尔特这样的大的工厂城市里得到支持，虽然在其他像

曼彻斯特这样的城市里，由于害怕工人，只敢对这法案的某几点进

行攻击，但是，他们仍然为自己的请愿书征集了将近２００万人的签

名，这就把格莱安吓得撤回了他的整个法案。次年，格莱安删除了

法案中有关学校的一切条文，他没有再提过去的条款，只提议把八

岁到十三岁的童工的工作时间限制为每天六小时半，并使得整个

上午或整个下午成为他们自由支配的时间；把十三岁到十八岁的

未成年工人及全体女工的工作时间限制为十二小时；此外，还实行

一些限制，使过去那种常常规避法律的行为成为不可能。他刚提出

这个法案，争取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宣传就重新高涨起来。奥斯特

勒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了；由于朋友们的帮助和工人们的捐款，他还

清了债，并全力投身于这个运动。下院中拥护十小时法案的人数增

加了，从各方面来的大批请愿书又给这法案带来了新的拥护者。

１８４４年３月１９日，艾释黎勋爵以１７９票对１７０票的多数通过了一项决

议，规定工厂法案中“夜间”一词应了解为晚上六时到第二天早上

六时这一段时间；因此，由于禁止做夜工，连休息时间在内，工作日

也不可能超过十二小时，如果不算休息时间，实际上已限制为十小

时了。但是内阁不同意这样做。詹姆斯 格莱安爵士以内阁总辞职

相威胁，而在第二次表决这个法案中的某一条的时候，下院以微弱

的多数把十小时工作日和十二小时工作日一起否决掉了！在这以

后，格莱安和皮尔宣布他们将提出一个新法案，如果这个法案通不

过，他们就要辞职。这个新法案就是原来那个旧的十二小时法案，

只不过变更了一下形式而已，３月间否决了这个法案的主要点的下

院，现在在５月间却把它原封不动地通过了！原因是拥护十小时法

案的多半是托利党人，他们宁愿法案垮台也不愿内阁垮台；但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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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这两次前后矛盾、互相排斥的表决的原因如何，下院只是使自己

在全体工人的心目中威信扫地，使宪章派认为必须改组下院的

意见获得了一个明证。以前投票反对内阁的三个议员，现在

投票拥护内阁，从而拯救了这个内阁。每次表决时，反对派

总是大批地投票拥护内阁，而执政党却大批地投票反对内

阁 。这样，格莱安提出的两类工人各工作六小时半和十二

小时的提案便获得了法律上的效力，由于这一点，同时也由

于对补足停工（如因机器损坏或因冰冻、旱灾以致水力不足而产

生的）时间的限制及其他某些不重要的限制，工作日要超过十二小

时几乎是不可能了。毫无疑义，在很短的时期内，十小时法案也会

通过的。不用说，厂主们几乎全都反对十小时法案；他们中间未必

能找出十个赞成这个法案的人来；他们用尽一切正当的和不正当

的手段来反对这个为他们所痛恨的法案，但是这对他们没有一点

好处，只是日益加深工人对他们的憎恨。不管怎么样，这个法案是

会通过的。工人想要什么，他们就能争得什么，而在去年春天他们

就证明他们的确是要求十小时法案的。厂主们的政治经济学的论

据是：十小时法案会增加生产费用，从而使英国工业无力对抗外国

的竞争，而因此工资也必然会降低，如此等等。当然，这论据有一半

是对的，但这只是证明，英国工业的威力仅仅是靠野蛮地对待工

人、靠破坏工人的健康、靠忽视整代整代的人在社会关系、肉体和

精神方面的发展的办法来维持的。自然，如果问题是以十小时法案

为极限，那英国就会毁灭；但是这个法案必然还会带来其他的措

施，这些措施一定会使英国走上和它目前所走的截然不同的道路，

   大家知道，在同一次会议中，在讨论糖的问题时，下院又出了一次丑，起先反

对内阁，以后由于使用了“政府之鞭”，就变为拥护内阁。——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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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法案是前进了一步。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工厂制度的另一面，这一面的后果是比这

种制度所引起的疾病更难用法律条文来消灭的。我们已经一般地

谈到过工厂工作的性质，并且谈得很详细，足以从已经举出的事实

中做出进一步的结论。看机器，接断头，这种活动并不需要工人运

用思想，但同时又不许工人思考别的事情。我们还看到，这类劳动

也不需要肌肉紧张起来，不让身体有活动的余地。因此，这并不是

真正的劳动，而是纯粹的无聊，是世界上最折磨人最使人厌倦的无

聊。工厂工人被判决在这种无聊中毁掉他的全部体力和智力；他的

天职就是从八岁起整天整天地受无聊的折磨。此外，他没有一分钟

的空闲时间：蒸汽机整天地转动着，轮子、传动皮带和锭子整天在

他耳边轰隆轰隆、轧拉轧拉地响着，只要他喘一口气，拿着罚款簿

的监工就会立刻在他背后出现。这样被判决活埋在工厂里，不停地

注视着永不疲劳的机器，对工人说来是一种最残酷的苦刑。这种判

决最能使工人身体衰弱，精神萎靡不振。真的，要想出一个比工厂

劳动更能使人愚昧的办法来的确是很难的，而如果说工厂工人仍

然不仅保持了自己的理智，甚至还使它比其他的人更加发展，那只

是因为他们起来反抗了自己的命运，反抗了资产阶级；这就是他们

在工作时间也没有失掉的唯一的感觉和唯一的思想。如果某一工

人对资产阶级的愤怒还没有成为压倒一切的感情，那他就必然要

酗酒，要做出通常所谓堕落的事情。根据官方委员会委员霍金斯的

意见，仅仅是体力衰退和工厂制度所引起的疾病，就足以使工人不

可避免地要堕落。如果再加上精神萎靡不振和前面提到的使每一

个工人堕落的种种情况，那末堕落就更是不可避免了！因此，正是

在工厂城市里，酗酒和纵欲达到了我前面所描写的那种程度，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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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其次，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的锁链，无论在哪

里也不像在工厂制度上这样原形毕露。在这里，法律上和事实上的

一切自由都不见了。工人必须在清晨五点半钟到工厂。如果迟到几

分钟，那就得受罚；如果他迟到十分钟，在吃完早饭以前干脆就不

放他进去，这样，他就要丧失一天工资的四分之一（虽然他在十二

小时内只有两小时半没有工作）。无论吃饭、喝水、睡觉，他都得听

命令。连大小便的时间也少得不能再少了。工人从他的家里到工厂

要走上半小时或一小时，厂主是根本不管的。专制的钟声经常把他

从睡梦中唤走，把他从早餐和午餐中唤走。

工厂里的情形又怎样呢？在这里，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他随

心所欲地颁布工厂规则；他爱怎样就怎样修改和补充自己的法规；

即使他在这个法规中加上最荒谬的东西，法官还是对工人说：

“你们是可以自己做主的，如果你们不高兴，就不必订这样的契约；但是

   我们再听一听一个权威法官的话：“如果我们把爱尔兰人的恶劣影响和全体

棉纺织工人群众的无休止的劳动联系起来视察一下，对于他们的可怕的堕落

就不会感到怎么惊奇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没有间息的消耗精力的劳动，

是不会使人在智力方面和道德方面有所发展的。在这种永无止境的苦役

（ｄｒｕｄ－ｇｅｒｙ）中，反复不断地完成同一个机械过程；这种苦役单调得令人丧

气，就像息息法斯①的苦刑一样：劳动的重压像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

惫不堪的工人身上。心灵不可能通过同一块肌肉的无休止的劳动来获得知识

和思考能力；悟性日益迟钝，而人性中粗野的一面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判

决一个人从事这种劳动就是要在他身上培养兽性。他逐渐变得对什么都不在

乎，抛弃了他天生的精神上的渴望。他轻视人生中的舒适和高尚的娱乐，生活

在肮脏、穷困和缺乏营养的状况中，并把最后的一点工钱花在各种放荡生活

上。”（詹 菲 凯博士，同前书）——恩格斯原注

  ① 息息法斯（Ｓｉｓｙｐｈｕｓ）为希腊神话中哥林多之王，被谪在冥府中推运巨石至山

顶，而这巨石每次推上都一定又滚下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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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们既然自愿地订了这个契约，那你们就得履行它。”

这样，工人还得忍受这个本身就属于资产阶级的治安法官的

嘲笑，忍受同一个资产阶级所制定的法律的嘲笑。这样的法庭判决

是很常见的。１８４４年１０月，曼彻斯特肯尼第工厂的工人罢了工。厂

主就根据贴在厂里的一条规则——在一个车间里不允许有两个以

上的工人同时丢开工作——向法庭提出控告！法官承认厂主有理，

并用上面所引的那一段话回答工人（１０月３０日的“曼彻斯特卫

报”）。工厂规则通常是怎样的呢，请看吧：（１）工厂的大门在上工

十分钟后即行关闭，早餐前任何人不得入厂；在此时缺席者，按

其管理的织机数目每台罚３辨士；（２）在其他时间内，织工（动力

织机上的织工）如在机器转动时缺席，按其管理的机器数目每台

每小时罚３辨士；在工作时间内未得监工允许擅自离开车间者也罚

３辨士；（３）没有自带剪子的织工每天罚１辨士；（４）所有梭子、刷

子、注油器、轮子、窗户等如有损坏，概由织工赔偿；（５）织工

不在一周前预先通知厂方不得离职；厂主可以因工作不好或举动

失当不经事先通知即开除任何一个工人；（６）在工作时和别人说

话、唱歌或吹口哨，即罚６辨士；工作时离开现场者，也罚６辨士 。

我手头另外还有一份工厂规则，根据这份规则，迟到三分钟的扣

一刻钟的工资，迟到二十分钟的扣四分之一天的工资；星期一早

餐以前缺席的罚１先令，其余的日子罚６辨士，如此等等。这就是曼

彻斯特杰西街芬尼克斯工厂的规则。会有人这样说：为了保证一个

庞大而有秩序的工厂里各种不同的操作都能很好地配合，这种规

则是必要的；他还会这样说：在这里和在军队里一样，这种严格

   “无可否认的事实”第９页及以下各页。——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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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纪律是必要的。就算是这样吧，但是，如果一种社会制度

没有这样可耻的暴虐统治就不能存在，这算一种什么社会

制度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

段，或者是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凡是当过兵的人

都尝过服从军事纪律（即使是短时期的）的滋味；而这些工人却

注定了从九岁起无论精神上或肉体上都要在棍子下面生活一直到

死。他们比美国的黑人更像奴隶，因为他们处在更严格的监视之

下。尽管这样，人们还要求他们像人一样地生活、思考和感觉！的

确，他们要能做到这样，那就只有切齿痛恨他们的压迫者，痛恨

那种使他们陷入这种境地并把他们变成机器的制度！但是还有更

可耻的事情：根据工人的普遍的陈述，许多厂主用最残酷的严厉

办法向工人榨取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罚款，从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身

上搜刮一文半文的小钱来增加自己的利润。李奇也说，工人在早晨

到工厂的时候，常常发现工厂的钟快了一刻钟，因而大门已经关

了，而拿着罚款簿的办事员却在车间里乱转，把大批没有到的工

人记下来。有一次，李奇就亲眼看到９５个工人这样被关在工厂的大

门外面；这个工厂的钟比城市里一般的钟晚上慢一刻钟，早上快

一刻钟。在工厂报告中也叙述了类似的事情。有的工厂上班时把时

钟的针拨回去，因而工作时间就比规定的时间长，但工人并没有

因此多得到一点工资。有的工厂干脆就要工人多工作一刻钟。又有

的工厂有一只普通的钟和一只表示机器主轴转动次数的机器钟；

如果机器转动得慢，那就按照机器钟工作，直到十二小时中应该

转动的次数转足时为止；如果工作做得很好，规定的转数不到时

间就转足了，那末工人还是要做满十二小时的工作。有一个证人补

充说，他认识几个女孩子，她们都挣钱不少，并且还有加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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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们还是宁愿去做娼妓也不愿忍受这种暴虐的统治（引自德林

瓦特文件第８０页）。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罚款的情形。李奇说，

他曾经不止一次地看到，怀孕后期的女工们在工作时间坐下来休

息一会，就被罚款６辨士。因为工作不好而处以罚款的事完全是随

便乱来的。商品到了仓库才进行检查，而仓库管理人甚至不把工人

叫去就开了罚款单；工人直到监工付给他工资的时候才知道他已

经受罚，而那时商品可能已经卖掉，至少已经拿走了。李奇有一张

长达１０英尺的罚款单，罚款总数达３５英镑１７先令１０辨士。他说，在

开这张罚款单的工厂里，一个新的仓库管理人被解雇了，因为他

罚得太少，使厂主的收入每星期少了５英镑（３４塔勒）。（“无可否

认的事实”第１３—１７页）我再重复一遍，我认为李奇是一个完全

可以信任的不会说谎的人。

在其他方面，工人也是老板的奴隶。如果有钱的老板看上了工

人的妻子或女儿，那他只要吩咐一下或暗示一下，她就无法抗拒。

如果厂主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要人在请愿书上签名，那他只

要把请愿书送到自己的工厂里去就行了。如果他想把某一个人弄

到议会里去，他就叫自己的所有有选举权的工人去投票，而不管

工人愿意或不愿意，他们都必须投资产者的票。如果他想在公共集

会中取得多数，他就比平时早放工半小时，并替工人找好靠近讲

台的位子，以便很好地加以监视。

还有两种办法特别加强了厂主对工人的奴役，这就是 ｔｒｕｃｋ

－ｓｙｓｔｅｍ（实物工资制）和 ｃｏｔｔ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小宅子制）。工人

们把用商品支付工资叫做 ｔｒｕｃｋ，这种支付办法以前曾通行于全

英国。“为了使工人方便起见，使他们不受小商人的高价的剥削”，

厂主就开一个商店，出卖各种各样的商品。而为了使工人不到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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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钱比较便宜的商店里去（因为 ｔｏｍｍｙ－ｓｈｏｐ〔工厂商店〕中的

价格通常都比别的地方贵２５—３０％），支付工资时不用现款，而用

工厂商店的购买券。这种可耻的制度引起了公愤，因此１８３１年公布

了Ｔｒｕｃｋ Ａｃｔ〔实物工资法〕，根据这个法律，对大多数工人采用

的以商品支付工资的办法被宣布为无效的、非法的，谁要这样做

就处以罚款。但是这个法律也像大多数的英国法律一样，只是在个

别地方具有实际效力。当然，在城市里这个法律是执行得相当认真

的，但是在乡间，旧制度仍被直接间接地充分采用着。在莱斯特城

里，这种制度也是很流行的。我手边就有十几份对违反这个法律的

案件的判决书，这些判决书都是１８４３年１１月到１８４４年６月间做出

的，其中一部分登在“曼彻斯特卫报”上，一部分发表在“北极

星报”１０９上。自然，这种制度现在是不那样明目张胆地实行了；工人

们多半都能领到现钱，但是，厂主们还是有足够的办法强迫工人

到工厂商店里而不到旁的地方去买东西。这样就很难揭穿这类厂

主；现在，只要他们的确把钱交到工人手里，他们就可以在法律

的保护下干自己的罪恶勾当了。１８４４年４月２７日的“北极星报”刊

登了约克郡哈得兹菲尔德附近霍姆菲特的一个工人的一封信。这

封信里面谈到一个叫鲍威斯的厂主：

“这个该死的用实物支付工资的办法竟能够像在霍姆菲特这样大规模地

存在，而且谁也不敢制止厂主这样胡来，真是叫人奇怪。这里，有许许多多老

实的手工织工为这个该死的制度受罪。这里就是一个宽宏大量的自由贸易

派 分子的例子，这不过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这里有一个厂主，因为他对待

可怜的织工们实在太可恶，附近的街坊没有不诅咒他的。一匹价值３４—３６先

令的料子，他只给２０先令的现钱，其余的就只发给呢子或衣服，定价要比其

   自由贸易派是反谷物法同盟的拥护者。——恩格斯原注

８６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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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商人贵４０—５０％，而且这些东西还常常是已经霉烂的。但是自由贸易派的

‘信使报’ 却说：他们并不是非要货物不可呀，这是完全随他们便的。呵，不

错，可是他们要是不想饿死，就得要这些东西。要是他们要的现钱超过２０先

令，在领经纱时他们就得等上八天到十四天；要是他们２０先令再加货物，那

经纱总是够他们用的。这就是他们的自由贸易。布鲁姆勋爵说，我们在年轻的

时候应该积存一些东西，免得到老年的时候去请求救济。好呵，我们是不是就

积存这些霉烂的东西呢？这话要不是一位勋爵说的，那就只能认为这个人的

脑袋也像用来偿付我们的劳动的那些货物一样地霉烂了。当没有缴纳登记费

的报纸非法出现的时候，还有许多人向霍姆菲特的警察局告密，还有像布莱

斯和依斯特伍德等那样的人，但是现在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现在情况当然

不同了，我们的厂主已经成了虔诚的自由贸易派，他每个星期日上两次教堂，

还诚心诚意地跟着牧师念道：‘我们应该做的，我们都没有做，我们不应该做

的，我们都做了，我们是不能得救的，但是慈悲的主呵，饶恕我们吧。’（英

国国教的祷词）①是的，饶恕我们到明天吧，好让我们再把霉烂的货

物付给我们的织工。”

小宅子制初看起来害处要小得多，它的产生更是无可非难的，

虽然这种制度对工人的奴役并不下于实物工资制。在乡间，工厂附

近常常缺少工人住的房子。因此，厂主就常常得造这种住房，而他

也是很乐意这样做的，因为这些房子会给他投下的资本带来极大

的利润。如果工人住宅的房东一般能从他的资本中获得年利６％的

话，那就可以认为这种小宅子会给厂主带来双倍的利润；因为只要

他的工厂不关门，他就总有房客，而且是按时付房租的房客。这样，

他保险不会受到其他房东可能受到的两种主要的损失：他的小宅

子永远不会空闲着，他也没有收不到房租的危险。但是房租通常是

把这两种可能的损失都算进去的，因此，如果厂主收的房租和其他

   “里子信使报”，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报纸。——恩格斯原注

  ①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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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收的一样多，他就可以在工人身上做一笔获利１２—１４％的好

买卖。厂主把房子租给工人，从而比他的竞争者获得更多的利益，

甚至双倍的利益，同时又使他们根本不可能和他竞争，这当然是不

公平的。然而更不公平的是，他的这些利益是从必须珍惜每一个小

钱的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口袋中取得的；但是这种事情对厂主来说

已是家常便饭，他的全部财富本来就都是靠牺牲工人而获得的。既

然厂主用解雇的威胁来强迫工人住他的房子，要他们缴纳比平常

高的房租，甚至缴纳他们根本不住的房子的房租（这是常有的事），

这已经不是不公平，而是无耻了。自由党的“太阳报” 引了“哈里

法克斯卫报”上的一段话：在埃士顿－安得－莱因、奥尔丹和罗契

得尔等地，有许多厂主强迫他们的几百个工人缴纳小宅子的房租，

不管他们住不住这房屋。小宅子制在乡间的工厂区是很盛行的；这

种制度产生了大批的村镇，并且在大多数的场合下都因为厂主很

少有或者根本就没有竞争者，所以他完全用不着根据一般的标准

来规定房租，他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在和工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小

宅子制又给了厂主多么大的权力呵！工人一罢工，厂主就赶他们搬

家，而且只给他们一星期的限期；限期一过，工人不但没有吃的，而

且也没有住的，只好成为流浪汉了，而根据法律，流浪汉是毫不容

情地要被送到监狱里去关一个月的。

这就是工厂制度！我已经在本书篇幅容许的范围内尽量详细

地叙述了这种制度，并且在叙述资产阶级和手无寸铁的工人作

斗争的英雄事迹时，尽可能地做到大公无私——谈到这种英雄事

迹时是不能无动于中的，因为无动于中就等于犯罪。让我们再把１８

   １８４４年１１月底的“太阳报”（在伦敦出版的日报）。——恩格斯原注

０７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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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年自由的英国人的状况和１１４５年诺曼贵族压迫下的撒克逊农奴

的状况比较一下吧。农奴是 ｇｌｅｂａｅ ａｄｓｃｒｉｐｔｕｓ（束缚在土地上

的），自由工人也被小宅子制束缚在土地上。农奴必须把 ｊｕｓ 

ｐｒｉｍａｅ ｎｏｃｔｉｓ（初夜权）献给主人；自由工人必须献给老板的，不

但是初夜权，而且是每夜权。农奴没有权利弄到一份财产，他所有

的一切，地主都可以拿走；自由工人也没有财产，而且由于竞争也

不可能弄到一份财产。甚至连诺曼人也做不出的事情，厂主都做

了：厂主通过实物工资制每天都在侵占工人直接用来维持生活的

东西。农奴和地主的关系由大家都遵守的符合习俗的法律来调整，

同时也由习俗本身来调整；自由工人和老板的关系也由法律来调

整，但是这种法律没有被遵守，因为它既不符合习俗，也不符合老

板的利益。地主不能使农奴离开土地，不能只出卖农奴而不出卖土

地，而因为所有的土地几乎都不能转让，加之当时又没有资本，所

以地主是根本不能出卖农奴的；现代资产阶级却强迫工人出卖自

己。农奴是他出生的那一块土地的奴隶；工人是生活必需品和他用

来买这些必需品的金钱的奴隶——他们都是物件的奴隶。农奴的

生存有封建的社会制度来保障，在那种社会制度下每个人都有他

一定的位置；自由工人却一点保障都没有，因为他只是在资产阶级

需要他的时候才在社会上有一定的位置，否则就没有人理会，似乎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农奴在战争时期为自己的主人卖命；工

厂工人在和平时期为老板卖命。农奴的主人是野蛮人，他把农奴看

做牲口；工人的老板是文明人，他把工人看做机器。总之，这两种人

的情况大体上是一样的，如果说哪一种人的情况更坏一些的话，那

自然就是自由的工人。两种人都是奴隶，对前一种人的奴役不是伪

善的，是明显的，公开的，而对后一种人的奴役却是伪善的，狡猾地

１７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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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蔽着被奴役者本人和所有其他的人，这是比旧的农奴制更坏的

神学的①奴隶制。托利党人慈善家们称工厂工人为ｗｈｉｔｅ ｓｌａｖｅｓ

（白奴），那是正确的。但是这种伪善的隐蔽的奴隶制至少在口头上

是承认自由权的；它在爱好自由的舆论面前是要低头的；而比起旧

的奴隶制来，这就是历史性的进步，至少是自由的原则已被承认

了，而被压迫者自己也关心如何使这个原则实现。

最后，我从一首表现工人自己对工厂制度的看法的诗中摘引

几节来作为结束。这首诗是北明翰的爱德华 波 米德写的，它正确

地表达了工人中的普遍的情绪。１１０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国王，——

不像故事里的那样和善，

他是个专杀白奴的魔王，

大家叫他蒸气，非常凶残。

虽然暴君的手只有一只，

但他气力大，谁都比不上，

像是一只烧红了的铁手，

他能使人民成群地灭亡。

他像他祖先摩洛赫一样，

宰割人民，制造无穷灾殃，

他的心里有烈火在燃烧，

他拿儿童当果腹的食粮。

他的祭司像他一样凶狠，

用铁腕操纵人们的命运，

贪得无厌地给他找牺牲，

用人们的鲜血铸造金银。

２７４ 弗·恩 格 斯

① 在１８８７年和１８９２年的英译本中是“伪善的”（ｈｙｐｏｃｒｉｔｉｃａ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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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奸贼是无耻的恶魔，

把人权的基础践踏净尽，

耻笑父亲们痛哭的眼泪，

取笑母亲们垂死的呻吟。

饥啼寒号欣慰他们心窍，

悲叹哭泣是悦耳的音乐，

老人儿童的尸骨堆成山，

堆满了他们宫殿的地窖。

没有心肝的凶恶的国王，

在邪恶的王国布满死亡，

他用劳动折磨人的肉体，

他把人们活的灵魂杀光。

快打倒国王，刽子手国王！

千百万的工人，起来，前进！

我们把他的手紧紧捆绑，

趁他还没吞灭全国人民。

你们的愤怒就快要觉醒，

你们就要张口高声呼喊。

那伙镀金的寄生虫一定

会和暴君一起跌入深渊 ！

   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篇幅来详细谈论厂主们对最近十二年来所受到的控诉的答辩。这

些人是无可理喻的，因为他们已被他们心目中的利益弄瞎了眼睛。他们的某些答

辩我已经在前面顺便答复过，所以在这里我只消再说几句就够了。

你们来到了曼彻斯特，并且想考察一下英国的生活条件。自然，你们会很

好地被介绍给一些“可敬的”人物。你们会提出一些有关工人状况的意见。你

们会认识几个最大的自由党厂主，例如罗伯特 海德 格莱格、艾德蒙 艾释华

特、托马斯 埃士顿等等。你们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他们。厂主是了解你们的，他

知道他应该怎么做。他领你们到他的乡下的工厂去；格莱格先生领你们到柴

郡的石矿坡去，艾释华特先生领你们到波尔顿附近的塔尔顿夫，埃士顿

３７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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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４ 弗·恩 格 斯

① 先生领你们到海德去。他领你们到设备很好甚至还可能有通风设备的建筑物

中去，他使你们注意那高大的空气流通的厂房，漂亮的机器和几个看起来很健

康的工人。他招待你们一顿丰富的早餐，然后向你们提议去参观工人住宅。他

领你们到一些看起来是新的、干净而且舒适的小宅子里面去，他自己也和你们

一起走进这一家或那一家。他当然只领你们到监工、机匠等人那里去，好让你

们“看看专靠工厂过活的家庭”。在别的小宅子里，你们就会发现只有妻子和小

孩在工厂里工作，而丈夫却在补袜子。因为厂主在场，你们不便提出太轻率的

问题；于是你们以为工人的工资都很高，生活都很舒适，而由于乡间空气新鲜，

脸色也比较健康。于是你们就开始放弃英国到处都是贫穷和饥饿的想法，发现

这是过分的夸张。但是小宅子制如何使工人变成奴隶，也许附近就有一个工厂

商店，这你们却一点也不会知道；工人不会向你们表示他们如何憎恨厂主，因

为厂主就在你们身边。厂主甚至还建立了学校、教堂和阅览室等等。他利用学

校来养成孩子们的服从的习惯，他放在阅览室中的书籍都是维护资产阶级利

益的，他把那些阅读宪章派或社会主义书报的工人解雇，这一切都是瞒着你们

的。你们看到愉快的宗法关系，你们看到监工们的生活，你们看到工人同意在

精神上也成为资产阶级的奴隶时资产阶级许给他们的东西。很久以来厂主们

就特别喜欢“乡村制造业”，因为在这里，工厂制度的害处，特别是在卫生方面

的害处，部分地由于空气新鲜和四周的环境比较好而抵销了，同时也因为在这

里对工人的宗法制的奴役保持得最长久。尤尔博士对此歌颂备至。但是倒霉的

是那些想独立思考并成为宪章主义者的工人：对于他们，厂主们的慈父般的爱

护和关怀一下子就消失了。你们如果想到曼彻斯特的工人区去看看工厂制度

在工厂城市中的影响，那末在有钱的资产者给你们协助以前，你们是得好好地

等一个时候的！这些老爷们不知道工人想要什么，他们所处的情况怎样。他们

不愿意也不可能知道这些，因为他们害怕那些会使他们不安甚至会迫使他们

违背自己的利益的事情。但是这丝毫没有关系，工人要做的事情，他们是能用

自己的力量做到的。——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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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劳动部门

我们在工厂制度这方面谈得多一些，因为它是工业时代的一

种全新的产物。而其余工业部门的工人状况我们谈的就少多了，因

为一般的工业无产阶级的情况或特别是工厂制度的情况，全部或

部分是和这些部门的情况相同的。因此，剩下的问题就只是考察工

厂制度在各个劳动部门中已深入到什么程度，以及这些部门中每

一个部门有什么特点。

适用工厂法的四个劳动部门都是生产衣料的。我们现在最好

是从那些向这类工厂领取原料的工人谈起；先谈诺定昂、得比、莱

斯特的针织工人。“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谈到这些工人时说，工

作时间长（由于工资低，不得不这样），再加上整天坐着，眼睛因工

作本身的性质经常保持紧张状态，这就使他们的整个身体都衰弱

下去，特别是影响了视力。晚上没有很强的灯光就不能工作，因此，

工人通常都利用玻璃球来聚光，这对眼睛的害处很大。几乎所有的

工人到了四十岁就得戴上眼镜。在这种生产中从事缠线和缝纫（缝

合）的儿童，通常都不健康而且发育得不好。他们从六七岁或七八

岁起就在狭小得令人窒息的屋子里每天工作十小时到十二小时。

许多儿童被工作弄得疲惫不堪，逐渐虚弱下去，连最普通的家务事

都干不了，眼睛很早就近视了，因此不得不在童年就戴上眼镜。委

员们发现许多儿童都患有瘰疬症，厂主们大都拒绝雇用做过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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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女孩子在自己的工厂里工作，说她们的身体太弱了。童工调

查委员会报告把这些童工的状况叫做“基督教国家的耻辱”，希望

他们的工作受到法律的保护（格棱吉。“报告”附录第１部分Ｆ１５页

第１３２—１４２节）。报告还说，莱斯特的针织工人的待遇在当地所有

的工人中是最坏的；他们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到十八小时，每星期挣

６先令，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挣７先令。过去他们挣过２０—２１先令，但

是大型织机的使用降低了他们的工资；大多数工人还在旧的简单

的织机上工作，和改良了的机器进行着筋疲力尽的竞争。可见技术

的发展每前进一步，工人的状况就倒退一步！但是不管怎么样，鲍

尔委员说，针织工人却以他们的自由、以他们吃饭、睡觉或工作都

不受工厂钟声的支配而感到骄傲。在工资方面，这些工人现在的情

况并不比１８３３年工厂委员会写报告的时候好些；这是由于过着半

饥半饱生活的萨克森针织工人的竞争造成的。这种竞争不仅在所

有国外市场上击败了英国人，而且（在劣等货物方面）在英国市场

上也击败了他们。德国的爱国针织工人，由于自己的挨饿而剥夺了

英国针织工人的面包，他们该多么心满意足呵！如果德国的荣誉要

求他们的肚子老是空着一半，难道他们就不再为德国工业的光荣

而骄傲地愉快地继续挨饿吗？呵，竞争和“国家竞赛”是多么了不起

的东西！“晨报”（也是自由党的报纸，ｐａｒ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道地的〕

资产阶级报纸）在１８４３年１２月发表了亨克莱的一个针织工人描写

他的同伴的状况的几封信。他附带报道了５０个家庭的情况，这些家

庭共有３２１人，依靠１０９台织机为生；每台织机平均每星期收入５１ ６

先令，每个家庭平均每星期挣１１先令４辨士。在这里面，房钱、针织

机租费、煤炭、灯火、肥皂和织针总共要用掉５先令１０辨士，每人每

天只剩下１１ ２辨士（１５个普鲁士分尼）做伙食费，至于做衣服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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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钱也没有了。

这个针织工人写道：“从来没有一个人看到过，没有一个人听到过，也没

有一个人能够理解这些可怜的人们所忍受的苦难的一半。”

他们根本没有床铺，即使有，也只够一半人睡，孩子们穿得破

破烂烂，赤着脚跑来跑去。男人们含着眼泪说：我们很久很久没有

吃肉了，我们几乎忘记了肉的味道。终于有些人星期日也工作，虽

然社会舆论从来也不原谅他们这样做，而且织机的轧轧声四邻都

可以听见。

其中有一个人说：“看看我的孩子你们就全明白了。贫穷逼着我这样干，

我不能老是看着自己的孩子饿得直叫，却不去用最后的办法清清白白地赚些

面包。上星期一我早上两点钟就起来，差不多干到半夜，其余的几天从早上六

点钟一直干到深夜十一二点钟；但是我吃不消，我不愿意把自己送进棺材里

去。现在我每天晚上干到十点钟，损失的时间在星期天补上。”

无论在莱斯特，在得比，或在诺定昂，工资从１８３３年起就没有

增加过，而最坏的是莱斯特还普遍实行实物工资制，这我们在上面

已经说过了。因此，这个地方的针织工人在每次工人骚动时都非常

积极地参加，那是毫不足怪的；因为针织工人多半是男人，所以他

们参加运动，就显得更主动和更有力量。

针织工人居住的地方也是生产花边的主要中心。在上面提到

的三个郡里面共有２７６０台花边机，在英国其余的部分却一共只有

７８６台。由于严格的分工，生产花边的过程变得非常复杂，分成了许

多部门。首先是把棉线缠到筒管上，这工作由十四岁或更大一些的

女孩子（ｗｉｎｄｅｒｓ〔络线工〕）来做；然后把这些筒管装在机器上，把

线从小孔中穿过去（这种小孔每台机器平均约有１８００个），并把它

引到规定的地方，这工作由八岁或更大一些的男孩子（ｔｈｒｅａｄ－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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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线工〕）来做；然后才是工人织制花边；花边从机器上取下来时

是宽宽的长条形的，由很小的孩子把连接每块花边的线挑出来，把

它们一块一块地分开；这个工序叫做 ｒｕｎｎｉｎｇ〔挑〕或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ｌａｃｅ〔抽花边〕，这些小孩子就叫做 ｌａｃｅ－ｒｕｎｎｅｒｓ〔挑花边工〕。

在这以后，花边就完全制好，可以拿去出卖了。无论是络线工或穿

线工，都没有一定的工作时间，机器筒管上的线一用完，就需要他

们；因为工作在夜间还继续进行，所以任何时间都可能需要他们到

工厂或花边工人的工作间去。工作没有规律、常常做夜工以及由此

产生的不正常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些都在许多方面损害了身体，败

坏了道德，特别是像大家一致指出的，引起了混乱而过早的性关

系。工作本身对眼睛的害处是很大的；虽然没有发现穿线工有一般

的慢性病，但在他们中间眼炎是很流行的，而穿线的工作本身就会

引起眼痛、流泪、视力一时模糊等等。至于络线工，那末已经查明，

她们的工作严重地损害视力，除了引起经常性的角膜炎，还常常引

起白内障和黑内障。花边工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机器造得愈来愈

宽，现在使用的几乎全是需要三个男工操纵的机器；这三个人依次

每隔四小时换一次班，所以他们合起来每昼夜工作二十四小时，每

一个人每天工作八小时。这就可以了解，络线工和穿线工所以常常

不得不在夜间工作，是为了不让机器停得太久。为了把线穿过１８００

个小孔，需要三个孩子工作两小时。有些机器已经用蒸气力来发

动，因而男人的劳动就被挤掉了。在“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屡次

提到有小孩子工作的“花边工厂”，由此显然可以推断，目前的情况

不是花边工已移到巨大的工厂厂房中去工作，就是蒸气力已被普

遍地用来制造花边。而两种情况都表示工厂制度获得了进一步的

推广。但是对健康最有害的是挑花边的工作，做这种工作的多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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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岁、甚至是五岁或四岁的孩子。格菱吉委员甚至碰到过一个两岁

的孩子在做这种工作。经常在复杂的花边纹路中注视着需要用针

挑出来的那根线，是非常伤眼睛的，特别是这种工作通常都得继续

十四小时或十六小时之久。这样，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的眼睛也会

变得非常近视，而在最坏的情况下（这是很常见的）就会因黑内障

而永远失明。此外，孩子们因为经常弯着腰工作，所以长大时身体

很弱，胸部狭窄，并因消化不良而患瘰疬；子宫机能破坏的现象在

女孩子中几乎是很普遍的，脊柱弯曲也一样地普遍，所以“从这些

孩子走路的姿势上就可以认出他们是挑花边工”。绣花边无论对眼

睛，或对整个身体，也都有同样的后果。做证的医生一致说，所有从

事花边生产的孩子的健康，都因他们的工作而受到极大的损害，这

些孩子脸色苍白，虚弱无力，他们的身体与年龄比起来都显得太矮

小；对疾病的抵抗力也比别的孩子差得多。他们通常的疾病是：全

身虚弱、常常昏倒、头痛、两胁痛、背痛、腰痛、心跳、恶心、呕吐、食

欲不振、脊柱弯曲、瘰疬和肺结核。这种工作时刻都在极其严重地

破坏妇女的健康，患妇女贫血症、难产和流产的到处都是（格棱吉

在“报告”中的许多地方都提到这一点）。这个下级官员向童工调查

委员会报告说，孩子们经常穿得很坏，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吃也

吃得很不好，多半只有面包和茶，常常好几个月看不到肉。至于他

们的道德状况，他说：

“诺定昂的全体居民，警察、牧师、厂主、工人以及这些孩子的父母，都一

致肯定，目前的劳动制度是产生道德堕落现象的最肥沃的土壤。穿线工（多半

是男孩子）和络线工（多半是女孩子）常常在半夜里同时被叫到工厂里去，又

因为他们的父母不可能知道他们需要在那里待多久，所以他们有充分的机会

在一块胡搞，工作完了就一块去游荡。这种情况大大助长了道德败坏现象。大

９７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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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都承认，在诺定昂道德败坏已达到可怕的程度。至于这种极端反常的情况

对这些孩子和年轻人的家庭安宁和乐趣的严重破坏，那就不用说了。”

花边生产的另一部门即花边的编结，已扩展到农业地区——

北安普顿郡、牛津郡、培德福德郡和巴金汉鄂。从事这一工作的大

都是儿童和少年，他们都抱怨吃得不好，很少吃到肉。他们的劳动

对健康是极端有害的。孩子们在狭小的、不通风的和令人窒息的屋

子里工作，老是坐着，弯着腰拨动编针。为了使身体勉强保持这种

吃力的姿势，女孩子们都穿上带有木板条的紧身，由于这些女孩子

大半都是很小就开始工作，那时骨头还很软，因此，这种紧身使胸

腔和肋骨完全移动了位置，使胸部普遍狭窄。由于工作地点的空气

不好，工作时又整天坐着不动，这些女孩子大多数患了消化不良

症；她们在受到这种病的残酷（ｓｅｖｅｒｅｓｔ）折磨之后，就得肺结核死

去。她们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道德方面的教育受得更少，又都

喜欢打扮，因此她们的道德水平低得可怜，卖淫在她们当中几乎成

了流行病。（“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白恩士的报告）

这就是社会为了使漂亮的资产阶级太太们能享受戴花边的快

乐而付出的代价！这难道不是很便宜的代价吗？总共只有几千个工

人弄瞎了眼睛，只是一些无产阶级的女儿得了肺结核，只是一代

平民弄得孱弱不堪，而这种孱弱的体质还是遗传给这些平民的同

样是平民的子孙，——这算得了什么呢？算不了什么，根本算不了

什么！我们的英国资产阶级若无其事地把政府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放在一边，照旧用花边来装饰自己的太太和女儿。英国资产者的泰

然自若确实是很了不起的！

郎卡郡、得比郡和苏格兰西部有大批的工人在印花工厂中工

作。在英国工业中，没有一个部门像这个部门一样在机械的发展方

０８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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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获得这样辉煌的成果，但是也没有一个部门的机械的发展使工

人的状况恶劣到这种地步。应用蒸气力推动雕花滚筒，又发明了用

这种滚筒同时印四种到六种颜色的方法，这就完全排挤掉了手工

劳动，正像机器的使用把手工劳动从棉纺织业中排挤出去一样。但

是这些新发明在印花工厂中挤掉的工人比在棉纺织工厂中还要多

得多。在这里，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做助手的小孩用机器做的工作抵

得上过去２００个工人用手做的工作。一台机器每分钟出２８码（８０普

鲁士尺）印花布。结果印花工的处境就很糟糕；在他们向下院提出

的请愿书中说，郎卡郡、得比郡和柴郡在１８４２年共印出１１００万匹

印花布；其中有１０万匹是完全用手工印的，９０万匹是部分用机器、

部分用手工印的，１０００万匹是完全用机器印的，印上的颜色少则

一种，多则六种。因为机器大部分是新近才使用的，而且不断地在

改良，所以手工印花工的数目总是比生产所需要的多；其中有许

多（请愿书中说明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自然就完全没有工作了，而

其余的平均每星期也只有一两天、最多是三天的工作，得到的是

最低的工资。李奇在谈到一个印花工厂（郎卡郡柏立附近的第普里

－ 戴尔）的时候说，那里的手工印花工平均最多只挣５个先令

（“无可否认的事实”第４７页），同时他也很清楚地知道，机器印

花工的报酬却相当高。这样，印花业完全实行了工厂制度，但不受

法律对工厂制度的限制。这一行业所生产的是时髦的商品，所以没

有规定的工作时间。定货少的时候，他们就只有一半时间工作；如

果某一个图案受到欢迎，生意很好，工厂就工作到夜间十点、十

二点，甚至通宵工作。在曼彻斯特，我的住宅附近就有一家印花工

厂。我不止一次地在深夜回家时看到工厂中还是灯火通明，我常常

听说，在那里，孩子们的工作时间往往很长，他们总想找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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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阶上或穿堂屋的墙角旁休息一会，打一会盹。至于这种情况是

否真实，我没有确切的证据，否则我就把这个公司的名字指出来

了。“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只是大致地提了一下这一工业部门中

的工人的状况。报告只谈到，在英国，至少这些孩子大部分还穿得

相当好，吃得相当好（这是相对的，当然要看他们的父母挣钱多

少而定），他们没有受任何教育，在道德方面还有很多缺陷。由于

上面已经谈过工厂制度的情形，这里我们只指出这些孩子是处在

这个制度的统治之下就够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接下去谈别的。

现在我们再稍微谈谈衣料生产部门中其余的工人。漂白工的

工作对健康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们不得不经常把氯气这种对肺

部极有害的物质吸进去。染色工的工作害处比较少一些，在许多场

合下甚至还对工人有益，因为这工作需要全身使劲。关于这两类工

人所得的报酬很少有人谈到，这就证明它并不低于一般的水平，否

则他们是会抱怨的。由于棉质天鹅绒的销路广，所以剪绒工的人数

相当多，共达三四千人。他们间接地因工厂制度而大遭其殃。

过去用手工织机生产的商品织得不十分均匀，所以需要一

个能手把线头一行一行地剪平。自从使用动力织机以来，每

一行线都排得很均匀，每根线都和上一根平行，所以剪平绒

毛的工作就不需要多大技巧。被机器剥夺了固定生计的工

人迅速地投入了这种比较简单的工作，由于他们的竞争，工

资降低了。厂主发现这种工作完全可以交给女人和小孩去

做，于是工资就降低到女工和童工的水平，成百的男人就完

全被挤掉。其次，厂主还发现，让工人在工厂中工作比在工

人的作坊中工作要便宜得多，因为他们反正要间接地替工

人付这个作坊的房租。从那时起，过去用做剪绒作坊的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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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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宅子的阁楼不是空起来，就是作为住房租出去，同时剪绒

工失掉了自由支配时间的权利，要听从工厂里的钟声的指

挥了。一个看上去不到四十五岁的剪绒工告诉我，他还记得

那样的时代，那时每剪一码挣８辨士，现在每码只挣１辨士；当然，

现在因为织出来的东西比较均匀，他可以剪得快些，但是现在每

小时所剪的远不能超过以前一倍；这样，他的工资就减少了四分

之三以上。李奇把１８２７年和１８４３年各种纺织品的工资列成了一个

对照表（“无可否认的事实”第３５页）。从表中可以看到，１８２７年

剪绒工每码所得工资是４辨士、２１ ４辨士、２
３
４辨士、１辨士，而１８４３

年每码仅得１１ ２辨士、
３
４辨士、１辨士和

３
８辨士。据李奇说，每星期

的平均工资，在１８２７年是１英镑６先令６辨士、１英镑２先令６辨士、１

英镑、１英镑６先令６辨士，而在１８４３年，同一种商品的工资是１０先

令６辨士、７先令６辨士、６先令８辨士、１０先令，同时还有成百的工

人连这样的工资也得不到。关于棉纺织业中的手工织工，上面我们

已经谈过了。其余的纺织品几乎完全是手工织工生产的，这些工人

也像剪绒工一样，由于从其他工业部门中被机器排挤出来的工人

的竞争而遭了殃，此外，像工厂工人一样，工作不好就要无情地

被处以罚款。拿丝织工来说吧。全英国最大的丝织工厂厂主之一布

罗克赫斯特从自己的账本中拿出一些统计表交给议会委员会，从

这些统计表中可以看出，１８２１年他对各种工作付出的工资是３０先

令、１４先令、３１ ２先令、
３
４先令、１

１
２先令、１０先令，１８３１年他只付

出９先令、７１ ２先令、２
１
４先令、

１
３先令、

１
２先令、６

１
４先令，虽然在

这个部门中机器并没有任何改良。但是布罗克赫斯特先生在他的

工厂里所做的，完全可以当做全英国的标准。从这些统计表中可以

看到，这个工厂中织工的平均工资，除去一切克扣，在１８２１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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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１６
１
２先令，而１８３１年每周仅仅是６先令。以后工资又降低了很

多；在１８３１年每码付工资１ ３先令或４辨士的纺织品（所谓ｓｉｎｇｌｅ 

ｓａｒｓｎｅｔｓ——一种做衣里用的绸缎），在１８４３年只付２
１
２辨士。而许

多住在农村的织工，只有接受每码１１ ２—２个辨士的工资，才能

找到工作。此外还有任意克扣工资的情形。每一个领到经纱

的织工都同时领到一张卡片，上面通常写着：某日某时缴回

成品，如因病不能工作，必须在三天内通知办事处，否则即

使有病也不能得到原谅；等待纬纱也不能成为获得原谅的

充分理由；工作中如发生某些过失（例如在一定长度的织物上

使用的纬纱超出规定等）应扣去不少于一半的工资；如果不能按

期交活，每码扣１辨士。卡片上规定的所有这些克扣使工资大大地

减少了，例如有一个收货人到郎卡郡的里城去收回成品，每星期

去两次，每次给厂主带回的罚款都不下１５英镑（１００个普鲁士塔

勒）。这是他自己说的，而他还算是一个最厚道的收货人。在过去，

这类问题是由仲裁法庭来解决的，但因为坚持到这种法庭去解决

的工人大部分要被解雇，以后这一惯例就逐渐消失了，如今厂主

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他又是原告，又是证人，又是法官，又是立

法者，又是执行者——什么都由他一手包办。当工人告到治安法官

那里去的时候，他得到的回答是：你们接受了卡片，就是签订了

契约，你们现在就得履行它。这和工厂工人的处境是一模一样的。

此外，厂主每次都强迫工人在一个文件上签字，说明他“同意扣

工资”。如果他想抗拒，那末全城的厂主立刻都会知道，他是这样

一个人，用李奇的话说，他

“不愿服从卡片上规定的秩序和法律，并且胆敢怀疑那些社会地位比他

高（这是他应当知道的）的人的智慧”（“无可否认的事实”第３７—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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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织工是完全自由的，厂主毫不强迫他们到他那里领取经

纱和卡片，按照李奇的绝妙的说法，他只是对他们说：

“如果你们不愿意在我的油锅里受煎熬，那你们可以到火里去散步。”

（《Ｉｆ ｙｏｕ ｄｏｎ’ｔ ｌｉｋｅ ｔｏ ｂｅ ｆｒｉｚｚｌｅｄ ｉｎ ｍｙ ｆｒｙｉｎｇ－ｐａｎ，ｙｏｕ ｃａｎ

 ｔａｋｅ ａ ｗａｌｋ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ｒｅ．》）

伦敦的、特别是斯比脱菲尔兹的丝织工，很久以来就陷

入周期性的极端贫困之中，而他们非常积极地参加英国的、

特别是伦敦的一切工人运动这一事实，就证明他们现在也

还没有理由满意自己的状况。压在他们头上的贫困引起了热病，

这种病蔓延到伦敦的东部，并且促成了工人阶级卫生状况调查委

员会的成立。但是，从伦敦热病医院最近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这种

热病还是很猖獗的。

除纺织业外，英国工业第二个重要的部门是金属制品的生产。

这种生产的中心是制造各种精细金属制品的北明翰、生产各种刀

的设菲尔德以及生产锁、钉子等等比较简单的商品的斯泰福郡，特

别是乌尔未汉普顿。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工业部门中工人的状况，先

从北明翰说起。在北明翰，和生产金属制品的大多数地方一

样，生产组织还保留着旧时手工业制度的某些特点。小师傅

还存在，他们和自己的学徒或者在自己家里的作坊中工作，或

者——当他们需要蒸汽发动机时——在巨大的工厂厂房中工作，

这些厂房被划分成许多小作坊，租给个别的师傅；在每个作坊中

都装有由蒸汽发动机带动的传动带，再由传动带转动机器。莱昂

福适（“两大陆评论”１１１上关于英国工人状况的一系列论文的作者，

这些论文表明作者至少研究过这一问题，而且无论如何要比英国

人和德国人一向在这方面所写的东西都更有价值）把这种和郎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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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约克郡的大生产相对立的生产组织叫做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ｅｌｌｅ〔民主工业〕。他并且指出，这种生产组织对师傅和帮工的状

况都不是很有利的。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在其他场合下由一个

大厂主独吞的利润，现在由竞争加以调整，被分配到许多小师傅

手里，所以这些小师傅是不会生活得很好的。资本集中的趋势经常

影响着他们；只要一个人发财，便会有十个人破产，另外还有一

百个人因受到某一暴发户的廉价竞争的压力而生活得比以前更坏

了。不言而喻，当小师傅不得不和大资本家竞争时，他们要花很大

的力量才能勉强应付过去。下面我们将看到，学徒在小师傅那里过

的生活至少也像在厂主那里一样坏，只有一个差别，就是将来他

们自己也会变成师傅，因而他们就获得某种程度的独立性；换句

话说，他们也受资产阶级剥削，但是不像在工厂中那样直接。所以

这些小师傅不是真正的无产者，因为他们部分地依靠学徒的劳动

生活，而且出卖的不是劳动本身，而是成品，但他们也不是真正

的资产者，因为他们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的。北明翰工人

的这种独特的中间地位，说明他们为什么很少完全地和公开地参

加英国工人运动。在政治上北明翰是一个激进的城市，但不是纯粹

宪章主义的城市。北明翰也有许多资本家开设的较大的工厂，在这

些工厂中工厂制度占绝对的统治地位：这里所实行的极精密的分

工（例如在制造针的部门里）和蒸气力的应用，使厂主们可能雇

用很多妇女和儿童。因此，这里也可以看到（根据“童工调查委员

会报告”中的材料）我们已经从工厂报告中熟悉了的那些特点：孕

妇一直要工作到分娩，妇女不会料理家务，家庭和孩子无人照管，

不关心甚至讨厌家庭生活，道德败坏，其次，男人从这一劳动部

门中被排挤出来，机器不断改良，儿童过早地自立，男人靠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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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孩子养活，如此等等。据报告所说，孩子们总是半饥半饱，穿得

破破烂烂。他们有一半人不知道什么叫吃饱，许多孩子一天只吃１

个辨士（１０个普鲁士分尼）的面包，或者在午饭以前一点东西也

不吃；甚至还有一些小孩子从早晨八点到晚上七点连一点东西都

吃不到。他们常常衣不蔽体；许多孩子甚至在冬天还赤着脚。因此，

所有的儿童，就他们的年龄来说，身体都很矮小，很孱弱，并且

很少有发育正常的。他们用来恢复体力的东西是这样贫乏，但是还

得在令人窒息的屋子里做长时间的繁重的工作，如果我们注意到

这一点，那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北明翰能服兵役的男人是这样少

了。

一个检查新兵体格的医生说：“工人都很矮小、瘦弱而且体力很差；此外，

许多人的胸部或脊柱都是畸形的。”

据一个征兵的下级军官证明，北明翰的男人比任何地方的都

矮小：他们大部分身长都不超过５英尺４—５英寸，在征来的６１３个新

兵中只有２３８个合格。至于说到教育，那末我在前面（第３９６—３９７

页）讲到金属加工区的生活的时候已经举出了许多证言和例子，读

者可以再看一下；同时，从“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也可以看到，

在北明翰，五岁到十五岁的儿童有一半以上根本没有进过学校；学

生经常你来我去，所以要使他们好好地受点教育是不可能的，所有

的儿童很早就离开学校去做工。从这个报告中还可以看出，在那里

教书的都是些什么样的教员。一个女教员在回答她是否进行道德

教育的问题时说：“没有，一星期３辨士的学费哪能这样要求。”有些

女教员连这个问题都不懂，而其他一些则认为，对儿童进行道德教

育根本不是她们分内的事。一个女教员回答说，她不进行道德教

育，但是她尽力向儿童灌输一些好的原则，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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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了一个严重的语法上的错误。据一个委员说，学校里经常吵吵闹

闹，乱成一团。因此，儿童的道德水平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所有

的罪犯有一半是十五岁以下的；仅仅在一年内就有９０个十岁的罪

犯被判了刑，其中有４４人是刑事犯。照委员们的意见，混乱的性关

系看来几乎是普遍现象，而且这种关系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

了。（格棱吉。“报告”和文件）

斯泰福郡铁业区的情况更糟糕。这里主要是生产简单的铁器，

在这个劳动部门中既不可能进行特别细致的分工（也有一些例

外），又不可能使用蒸汽力和机器。所以这里（在乌尔未汉普顿、威

伦霍尔、比尔斯顿、塞治里、温斯菲尔德、达拉斯顿、达德里、窝尔索

尔、温斯柏利及其他等地）的工厂较少，但是小铁铺却很多，这里的

小师傅带着一个或几个学徒工作，这些学徒要一直替师傅工作到

二十一岁。小师傅的状况和北明翰的差不多完全一样，但是学徒的生活

多半还坏得多。给他们吃的几乎全是病畜和死畜的肉、腐烂了的肉和鱼、流

产的牛犊或者在火车里闷死的猪的肉。不但小师傅这样做，有三四十个学

徒的比较大的厂主也这样做。在乌尔未汉普顿，这种现象似乎是普遍的。这

种饮食造成的自然结果就是经常闹肠胃病及其他疾病。此外，这些孩子多

半吃不饱；除了工作服就没有别的衣服，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就不

能上主日学。住宅又坏又脏，常常成为疾病的发源地，因此，虽然工

作本身一般都无害于健康，可是孩子们仍然长得很矮小，发育得不

好，孱弱不堪，而且常常被工作弄成严重的残废。例如，威伦霍尔城

有许多人因经常在制造螺丝的车床上工作而成了驼背，并别弯了

一条腿——即所谓“后弯腿”（ｈｉｎｄ－ｌｅｇ），这样，两条腿就呈Ｋ字

形；此外，这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工人都患疝气。这里也和乌尔未

汉普顿一样，女孩子——女孩子也在铁铺里工作！——和男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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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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成熟期往往很晚，有时要到十九岁。在几乎是专门生产钉子的塞

治里城及其近郊，人们就在肮脏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牲畜栏似的简

陋的棚舍里居住和工作。女孩子和男孩子们从十岁到十二岁起就

开始拿起铁锤来工作，只有到他们每天能生产１０００个钉子时才算

是一个真正的工人。他们制造１２００个钉子，所得的工资是５３ ４辨

士，或者还不到５个银格罗申。每一个钉子要打十二锤，因为铁锤重

１１ ４磅，所以工人要举重１８０００磅才能挣到这点可怜的工资。在这

种劳动繁重而营养又不足的情况下，儿童身体必然发育得不好，矮

小而且孱弱，委员会的材料也证实了这一点。关于这个地区的教育

状况，我们在上面已经提供了一些资料。这里的教育水平实在低得

令人难以置信：有一半儿童甚至连主日学都不上，其余的虽然去上

了，但也很不经常；和别的地区比起来，只有极少数的儿童识字，会

写字的就更少了。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在七岁和十岁之间，即恰

恰是适于上学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做工了，而主日学的教员——

铁匠或矿工——常常自己也几乎认不得多少字，甚至连自己的名

字都写不来。道德水平和这种教育状况是完全符合的。霍恩委员引

了许多例子证明说，在威伦霍尔城，工人完全失去了道德感。他发

现做子女的没有意识到对父母的义务，根本感觉不到对父母有什

么依恋。他们缺乏思考能力，连自己该说些什么都不知道，他们笨

头笨脑，愚昧得无可救药，以致他们常说，他们的待遇很好，他们的

生活好极了，而事实上他们一天要工作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穿得

破破烂烂，吃也吃不饱，还常常挨打，往往挨打后好几天还感到疼

痛。他们一天到晚工作，直到发出下工信号为止，除此以外，他们就

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懂得自己累不累，——这个

问题从来也没有人问过他们。（霍恩。“报告”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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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菲尔德工资较高，所以工人的状况从表面上看起来也好

一些。但是这里也必须指出几个对工人健康极端有害的劳动部门。

在某些操作过程中，工人必须经常用胸部顶住工具，这就常常引起

肺结核。另一些操作过程，例如制锉子，则阻碍整个身体的发育并

引起肠胃病。切削骨头（作刀柄用）的工作引起头痛、黄疸病，而做

这种工作的许多女孩子会得妇女贫血症。但是对健康最有害并引

起工人早死的，是磨刀叉的工作，特别是在干石头上磨的时候。这

种工作之所以有害，一半是由于必须弯着腰工作，因而胸部和胃部

经常受到压迫，但主要是由于在磨刀叉时有大量灰尘状的、极细微

的、有尖锐棱角的金属屑飞出来，弥漫在空气中，从而不可避免地

要吸到肺里去。干磨工平均很难活到三十五岁，湿磨工也很少能活

到四十五岁。设菲尔德的奈特医生说：

“要比较明白地说明这种工作所带来的害处，应当说，磨工中活得最长的

是那些酗酒最厉害的人，因为他们工作的时间比其他人都少。设菲尔德总共

将近有２５００个磨工。其中约有１５０个（８０个成年男人和７０个男孩）是磨叉的；他

们总是在二十八岁到三十二岁之间就死掉。磨刮脸刀的工人，无论是干磨的

或是湿磨的，都在四十岁到四十五岁之间就死掉，而使用湿磨石的磨餐刀的

工人则在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死掉。”

这位医生把他们的病即所谓磨工哮喘病的经过描述如下：

“他们通常是十四岁开始工作，如果他们的身体很好，在二十岁以前还感

觉不到特别不舒适；再下去，这种特有的疾病的征候就显现出来了。他们在爬

山或上楼梯时稍微用点力就喘不过气来；为了减轻经常不断的愈来愈厉害的

呼吸困难，他们把两肩高高地耸起；他们的身体老是向前弯着，好像只有保

持工作时那种弯腰的姿势才觉得最舒服；他们的脸色渐渐变成泥黄色，面部

显露出忧郁的表情，常常诉说胸部有受到压迫的感觉。嗓子变得粗糙而嘶哑，

他们高声地咳嗽，声音就像从空木桶里发出来似的。他们时常咳出大量的灰

０９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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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这些灰尘或者混在痰里，或者团成球形或圆柱形，表面复着一层薄薄的

粘液。再过一些时候就出现吐血、不能躺卧、盗汗、水泻、极度消瘦以及肺结

核的一切普通征候。他们这样被折磨几个月，甚至几年，既不能养活自己，也

不能养活家庭，最后终于死去。我必须补充几句，到现在为止，一切预防和医

疗磨工哮喘病的尝试都完全失败了。”

这是奈特在十年前写的。从那以后，磨工的人数增加了，疾病

蔓延得更厉害了，人们也试验过把磨石遮起来并利用气流把灰尘

吹走以预防疾病的办法。这种试验至少是部分地成功了，但是磨工

自己却不愿意使用这类设备，在某些地方甚至于把它打碎了，因

为他们害怕这样一来将会吸引更多的工人来干这种行业，并使他

们的工资降低；他们宁愿“活不长，但要活得痛快”。奈特医生常

常对那些有了哮喘病的初期征候到他那里去看病的磨工说：要是

你们回到磨石边去，那就是去战死。但是从来没有人听他的话：谁

要是当了磨工，谁就逐渐成为完全绝望的人，仿佛已经把灵魂卖

给魔鬼了。设菲尔德的教育水平是很低的。一个长期做教育统计工

作的牧师认为，在工人阶级的１６５００个能够上学的孩子中，识字的

不超过６５００人。原因是孩子们到七岁，最迟到十二岁，就从学校中

被弄走，教员又都是毫无用处的废物（其中有一个是罪证确凿的

小偷，他从监狱里出来以后，除了教书就找不到别的糊口的办

法！）。设菲尔德青年中间的不道德的情形似乎也比任何地方都严

重（可是，很难说哪一个城市在这方面数第一；当你读报告的时

候，你会认为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数第一）。年轻人一到星期日就整

天待在街上，掷钱赌博或嗾使狗打架；他们常跑小酒馆，在那里

和情人消磨时间，一直坐到深更半夜，然后双双对对地到僻静的

地方去蹓跶。有一个委员在一家小酒馆里看到四五十个青年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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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几乎都在十七岁以下，每一个青年都带着自己的女朋友。有些

人在玩牌，有些人在唱歌和跳舞，所有的人都在喝酒。一些公开的

职业妓女也坐在那里。所以，无怪乎所有的证人都说，早期的紊乱

的性关系和卖淫（这些事情常常发生在十四岁到十五岁的少年身

上）在设菲尔德是极常见的现象。极端野蛮的不顾死活的犯罪行为

是很平常的。在委员会委员到来的前一年，这里逮捕了一伙图谋纵

火烧城的人，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他们准备了大量的引火物和长

矛。下面我们还会看到，设菲尔德的工人运动也带有同样放任的性

质。（昔蒙兹。“报告”和文件）

除了这些金属工业的主要中心，在瓦灵顿（郎卡郡）还有一些

别针工厂（这里的工人，特别是童工同样是极端贫困、道德败坏和

愚昧无知），在威根（郎卡郡）近郊和苏格兰东部还有几个钉子工

厂。关于这几个地方的报告几乎和关于斯泰福郡的报告完全相同。

在金属工业里只有一个部门我们还没有谈到，那就是机器制

造业。这个生产部门主要分布在工厂区，特别是在郎卡郡，它的特

点是用机器制造机器，这样，从其他劳动部门中被排挤出来的工

人就失去了最后的藏身之所——制造那些使他们失业的机器的工

作。在这里，刨和钻的机器，制螺旋、齿轮、螺丝帽等等的机器以

及机械旋床都在排挤着大批的工人，以前他们都拿高工资而且经

常有工作，现在却失业了；这样的失业者在曼彻斯特可以看到许

许多多。

现在我们来看看斯泰福郡铁业区北面的一个工业区。这里陶

器生产（ｐｏｔｔｅｒｉｅｓ）很发达；它的中心是斯托克自治市（ｂｏｒｏｕｇｈ），

包括亨莱、柏斯勒姆、莱因恩得、莱因德尔夫、厄特鲁里亚、柯尔利

治、郎坡尔特、坦斯托尔和金山等地，一共有居民６万人。“童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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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报告”这样告诉我们：在陶器制造业的某些部门中，孩子们

在温暖而宽敞的房子里做着轻便的工作，但是在另外一些部门里

他们都既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也穿不上好的衣服，却要从事繁重而

紧张的劳动。有许多儿童抱怨道：“我老是吃不饱，多半只能吃到带

盐的土豆，从来没有肉和面包；我不能去上学，我没有换洗的衣

服。”——“今天中午一点东西也没有吃，我们家里从来就不吃午

饭，吃的多半只是带盐的土豆，偶尔才吃到点面包。”——“我身上

穿的就是我所有的一切；我没有节日穿的衣服。”ｍｏｕｌｄ－ｒｕｎｎｅｒｓ

〔送模型工〕的工作也是特别损害健康的，孩子们把制成的坯子和

模子一起送到干燥房里，等到坯子干燥到一定程度以后，再把空模

子送回去。他们这样整天沿着楼梯跑上跑下，搬运着不适合于他们

年龄的过分沉重的东西，而且还得在高温下进行工作，这就使他们

更加疲劳。这些孩子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消瘦、苍白、孱弱、矮小而且

发育不良；他们差不多都患胃病，经常呕吐，食欲不振，其中有许多

人由于虚弱而死掉。那些因转动辘轳（ｊｉｇｇｅｒ）而被称为ｊｉｇｇｅｒｓ〔辘

轳工〕的男孩，几乎也是同样地孱弱。但是最有害的工作是把成品

浸到一种含有大量的铅而且常常含有许多砷的液体里，并且要把

刚刚在这种液体里浸过的制品用手拿出来。这些工人——成年男

人和儿童——的手和衣服总是被这种液体浸得湿漉漉的，他们的

皮肤渐渐变松，在经常和物体的粗糙而接触时就容易脱落，所以手

指常常受伤出血，这样一来，有害的东西就非常容易侵入身体。结

果引起剧烈的腹痛和严重的肠胃病、经常的便秘、疝气痛，有时还

会引起肺结核，而在小孩子身上更常常引起羊痫疯。在成年男人中

常见的现象是手上的肌肉部分麻痹——ｃｏｌｉｃａｐｉｃｔｏｒｕｍ〔染色工的

职业病〕和四肢全部麻痹。有一个证人说，和他在一起工作的两个

３９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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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在工作时抽风死掉。另一个证人在他还是小孩的时候曾经在

上釉的大桶旁当过两年助手。他说，最初他患剧烈的腹痛，后来就

抽风，在床上躺了两个月，从那以后，抽风的次数就愈来愈多，现在

每天都要发作，并且常常在一天内要发十次到二十次羊痫疯。他身

体的右半部已经麻痹，医生告诉他说，他再也不能支配右手和右腿

了。某一个工厂的上釉房里有４个成年男工和１１个男孩，４个成年男

工都患羊痫疯和剧烈的疝气痛，１１个男孩当中也有几个已经成为

羊痫疯患者。总之，这一可怕的疾病是这种工作的极平常的后果，

当然它也给资产阶级带来了很大的利润！在磨光陶器的工房里，空

气中充满了微细的矽土尘埃，把这种尘埃吸到肺里并不比设菲尔

德的磨工把钢屑吸进去的害处小些。工人们患着喘病，要静静地躺

一回都不可能，喉咙溃烂，咳嗽得很厉害，说话的声音小得几乎听

不见。他们也都是得肺结核死掉的。陶业区里的学校比较多，孩子

们按理是能够上学的，但是因为他们年纪这样小就到工厂去做工

而且工作日又这样长（多半是十二小时，有时还要多），所以他们就

不能上这些学校去念书了。在委员会的委员询问过的儿童中，有四

分之三既不能读，也不能写。全区都处于极端愚昧的状况中。上过

几年主日学的孩子连字母都分不清。全区中不仅知识教育的水平

很低，而且道德和宗教的教育也都是一样。（斯克里文。“报告”和文

件）

在玻璃制品的生产中，工作对成年男人似乎并没有多大害处，

但是小孩子却受不了。工作繁重，工作时间没有一定，常常在夜里

工作，特别是工房里的温度高（华氏１００°—１３０°），这一切就引起了

孩子们的全身衰弱和疾病、发育不良、特别是眼病、胃病、支气管炎

和风湿病。许多小孩都是脸色苍白、两眼发红，往往几个星期看不

４９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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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东西，严重地恶心、呕吐、咳嗽、经常感冒和患风湿病。当成品从

炉子里取出来的时候，孩子们经常不得不在高到使他们脚下的木

板都燃烧起来的高温下工作。吹玻璃的工人大多数都因虚弱和肺

结核而死得很早。（莱夫查尔德。“报告”附录第２部分Ｌ２页第１１、１２

节；弗兰克斯。“报告”附录第２部分Ｋ７页第４８节；唐克莱德。文件附

录第２部分 ７６页等；均见“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

报告大体上证明了工厂制度是在逐渐地不断地渗进一切工业

部门里去，这特别表现在吸收妇女和儿童来工作这一点上。我认为

没有必要到处把技术进步和成年男人被排挤的情形都叙述出来。

只要稍稍熟悉工业的人就能毫不费力地把我所没有谈到的补充起

来；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不可能在现代的生产方式这方面做详细

的探讨，关于这方面的结果，我在谈工厂制度的时候已经谈过了。

到处都在采用机器，这就消灭了工人独立性的最后一点痕迹。到处

都因为妻子和小孩在工厂工作，结果家庭遭到破坏，或者因为男

人失业在家，结果家庭关系被弄得头足倒置。到处都因为不得不采

用机器，结果大资本家掌握了企业，同时也掌握了工人。财富不可

遏制地日益集中，社会划分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工人的情形

日益明显。国家的整个工业的发展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不可避免的

危机。

我在前面已经谈过，在手工业方面，资本的威力排挤掉了小资

产阶级，使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工人代之而起，而有时分工也造

成了同样的结果。关于这些手工业者，可以谈的实际上是很少的，

因为和他们有关的一切，在一般地谈工业无产阶级的时候我已经

谈过了；此外，这个部门从产业革命开始以来，在工作方式和工作

对工人健康的影响上都很少变化。但是，和真正的产业工人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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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大资本家的压迫（这比小师傅的压迫厉害得多，因为帮工和师

傅还维持着私人的关系）、大城市的影响以及工资的降低，这一切

使得几乎所有的手工业者都积极地起来参加工人运动。这一点我

们下面就要谈到。现在我们还要来谈谈伦敦的一部分工人居民，由

于这些人受着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的极端残酷的剥削，所以特别

值得注意。我在这里指的是女时装工和女缝工。

值得惊奇的是，正是为资产阶级太太们制造装饰品的工作，给

这些工人的健康带来了极其悲惨的后果。在谈花边生产的时候我

们已经看到过这种情形，现在我们再拿伦敦时装商店的例子来做

证明。这些商店雇用了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共达１５０００人；这些女孩

子大部分来自农村，她们食宿都在老板那里，因而成了老板的十足

的奴隶。在一年内约有四个月之久的时装季节里，即使是在最好的

商店中工作时间每天也达十五小时，在定货急迫的时候每天达十

八小时。但是大多数商店在这个期间的工作时间是没有任何限制

的，因而女孩子们休息和睡眠的时间一昼夜从来不会超过六小时，

常常只有三四个小时，有时甚至只有两小时。这样，她们即使不是

通宵工作（事实上她们也常常通宵工作），一昼夜也得工作十九小

时到二十二小时！一直到疲惫得实在连针都拿不住的时候，她们的

漫长的工作才算到了尽头。还有这样的事情：这些可怜的人一连九

天都没有脱过衣服，只是抽空在垫子上躺一下；给她们的食物都切

成小块，好让她们尽快地吞下去。一句话，这些不幸的女孩子是在

精神上的鞭子——解雇的威胁——的驱策下无可奈何地去做那种

持久而不间断的工作，这种工作连身强力壮的男人也吃不消，何况

是十四岁到二十岁的柔弱的女孩子呢。此外，由于工房和卧室里的

空气郁闷，经常保持弯腰曲背的姿势，吃恶劣的难消化的食物，但

６９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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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由于劳动时间太长和缺乏新鲜空气，结果女孩子们的健康

受到致命的摧残。她们很快就感到疲倦、困顿、衰弱、食欲不振、肩

痛、背痛、腰酸，特别是头痛；以后就是脊柱弯曲、两肩畸形地高耸、

消瘦、眼肿、流泪、眼痛、近视、咳嗽、鸡胸、气喘以及各种妇科病。在

许多情况下，眼睛受到严重的损害，以致完全失明，视力完全被破

坏，而如果目力还保持得不错，可以继续工作下去，那末肺结核便

会结束这些女时装工的短促而悲惨的一生。甚至那些相当早就脱

离这种工作的人，也常常不能完全恢复被损害了的健康。她们老是

生病，特别是在婚后；她们生的孩子也是衰弱的。童工调查委员会

询问过的所有医生都一致断定，很难想像还有什么生活方式能像

女时装工的生活那样损害健康，那样使人早死。

伦敦的女缝工一般也受到同样残酷的剥削，只是稍微间接一

些。做紧身的女孩子们的劳动是繁重的，是容易使人疲劳和对眼睛

有害的。她们得到的工资究竟怎样，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承包

人要对发下的料子负责，并把工作分配给女缝工，而他每件得到

１１ ２辨士（合１５个普鲁士分尼），在这里面他还要扣下一部分（至

少是１ ２辨士），因此，落到这些可怜的女孩子手里的最多也不过是

一个辨士。做领带的女孩子们每天必须工作十六小时，一星期只得

到４１ ２先令（即１
１
２普鲁士塔勒），但是她们用这些钱能买到的东西

并不比用二十个银格罗申在德国物价最贵的城市里所买到的东西

多一些。 可是生活最坏的还是那些做衬衫的。她们做一件普通衬

衫得到１１ ２辨士。以前她们可以得到２—３辨士，但是自从资产阶级

激进派的官吏们所办的圣潘克拉斯的习艺所以１１ ２辨士一件承做

   参看１８４４年３月１６日的“每周快讯”。——恩格斯原注

７９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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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这些可怜的女人也就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工资了。每天要

工作十八小时才能做成一件的绣花薄料衬衫的工资是６个辨

士（即５个银格罗申）。这样，根据这里所谈的及女工和承包人的许

多陈述看来，这些女缝工虽然每天很紧张地一直工作到深夜，可

是一星期的工资也不过２１ ２—３先令！但是最可耻的野蛮行为则是

强迫女缝工拿出一部分钱作为发给她的料子的押金。因此，她们当

然只好把一部分料子拿去当掉（这一点物主也知道得很清楚），以

后自己吃些亏把它赎回来，如果无力赎回，那她们就得去见治安

法官了。１８４３年１１月就有一个女缝工遭遇到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个

不幸的女孩子遭遇到了同样的事情后不知道怎样办才好，在１８４４

年８月投河自杀了。女缝工们通常都像叫化子一样居住在狭小的阁

楼里，而且每间屋子都是能塞多少人就塞多少人，冬天，住在这

里的人身上散发出来的热几乎是取暖的唯一的来源。她们在这里

弯着腰工作，从早上四五点钟一直缝到半夜，几年内便把身体彻

底弄垮，年纪轻轻就进了坟墓，连最迫切的生活需要都得不到满

足 ；而楼下街道上却飞驰着大资产阶级的富丽堂皇的马车，也许

附近某个可鄙的花花公子玩法罗纸牌一晚上输掉的钱，就比她们

在一整年中所能挣得的还要多。

———

   托马斯 胡德，所有现代英国幽默作家中最有才能的一个，像所有的幽默作家

一样，他富于同情心，但没有一点精神力量。１８４４年初，当描写女缝工惨状的

文章载满了各家报纸的时候，他发表了一首优秀的诗“衬衫之歌”（《ＴｈｅＳｏｎｇ

ｏｆｔｈｅＳｈｉｒｔ》）。这首诗使资产阶级女郎们流了不少怜悯的但毫无用处的眼泪。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不能把它重抄在这里。它最初登载在“笨拙”上，后来又

转载在所有的报纸上。当时各报都在讨论女缝工的状况，所以也不必专门引

证。——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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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业无产阶级的状况就是如此。我们随便把目光投到什么地

方，到处都可以看到经常的或暂时的贫困，看到因生活条件或劳

动本身的性质所引起的疾病以及道德的败坏；到处都可以看到人

的精神和肉体在逐渐地无休止地受到摧残。难道这种状况能够长

久地继续下去吗？

不，这种状况不能也不会长久地继续下去。工人，人民中的大

多数，是不愿意这样的。我们来听听他们自己关于这种状况说了些

什么吧。

９９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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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人 运 动

即使我举的例子再少一些，大家还是会同意我的意见：英国

工人在他们所处的那种状况下是不会感到幸福的；在这种状况下，

无论是个人或是整个阶级都不可能像人一样地生活、感觉和思想。

显然，工人应该设法摆脱这种非人的状况，应该争取良好的比较

合乎人的身分的状况。如果他们不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剥削

工人——作斗争，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资产阶级却用他

们的财产和他们掌握的国家政权所能提供的一切手段来维护自己

的利益。工人一旦表明要摆脱现状，资产者就立刻成为他们的公开

敌人。

此外，工人处处发觉资产阶级把他当做物件、当做自己的财

产来看待，只凭这一点，工人也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敌人。我已经举

了上百的例子，而且还能举出同样多的例子来说明：在目前情况

下，工人只有仇恨资产阶级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获得自己的人

的尊严。而英国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如此强烈地反抗有产者的暴

政，应当归功于他们所受的教育，或者更确切地说，应当归功于

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同样也应当归功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血液中掺

有大量的爱尔兰人的热血。

英国工人，这已经不是普通说的英国人，不是像他的有钱的

同胞那样的专会打算盘的大腹贾；他的感情丰富得多，他那北方

００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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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天生的冷漠被奔放的热情所抵销，这种热情已经控制了他。理智

已经如此有力地促进了英国资产者利己主义天性的发展，使他所

有的热情都受利己心的支配，并把他的情感的全部力量集中在追

求金钱这一点上。而工人却没有这种理智，因此，工人的热情和外

国人的一样强烈而不可抑制。英国的民族特征在工人身上消失了。

既然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人除了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进行反

抗，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感情的余地，那末工人

自然就一定要在这种反抗中显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

情的特性了。我们将看到，工人的全部力量、全部活动都正好是倾

注于这方面的，甚至他们为了要获得普通教育而做的一切努力也

都是与此有直接联系的。固然，我们不得不报道一些个别的粗暴行

为，甚至暴力行为，但同时永远不应当忘记，英国正进行着公开

的社会战争；如果说，资产阶级所关心的是伪善地打着和平的幌

子甚至打着博爱的幌子来进行这个战争，那末，相反地，只有揭

露事实的真相，只有撕破这个伪善的假面具才能对工人有利；所

以，甚至工人对资产阶级及其奴仆所采取的最强暴的敌对行动，也

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暗中对付工人的种种手段的公开的毫不掩饰

的表现而已。

工人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在工业发展开始后不久就已经表现出

来，并经过了各种不同的阶段。这里不能详细论述这些阶段对英国

人民发展的历史意义；这是另一种著作的题目，在这里我只能叙

述那些为说明英国无产阶级的状况所必需的事实。

这种反抗心情的最早、最原始和最没有效果的形式就是犯罪。

工人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同时看到别人的生活比他好。他想不

通，为什么偏偏是他这个比有钱的懒虫们为社会付出更多劳动的

１０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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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该受这些苦难。而且穷困战胜了他生来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于是

他偷窃了。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工业的发展，犯罪事件也在增加，每

年被捕的人数和加工的棉花的包数经常成正比。

但是工人很快就发觉这样做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罪犯只能一

个人单枪匹马地以盗窃来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社会却能以全部

权力来猛袭一个人并以占绝对优势的力量压倒他。加之，盗窃只是

一种最原始的最不自觉的反抗形式，因此，它不能普遍地表现工

人的舆论，虽然工人内心里也赞许它。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

级是在产业革命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最初

的一批发明家阿克莱等人就受过这种暴力的害，他们的机器被砸

碎了；后来又接连发生了许多因使用机器而引起的起义，这些起

义的经过情形和１８４４年６月波希米亚印花布工骚动的情形几乎完

全一样：工人砸碎了机器，捣毁了工厂。

但是这种反抗形式也是孤立的，它局限于个别地区，并且只

是针对着现存制度的一个方面。而且只要工人一获得转瞬即逝的

胜利，社会权力就以自己的全部压力来袭击这些再度变得手无寸

铁的犯罪者，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惩罚，而机器还是使用起来了。工

人们必须找出一种新的反抗形式。

这时，一个由旧的、改革前的、托利党人的寡头议会所颁布

的法律帮了他们的忙，要是再晚一些，在改革法案把资产阶级和

无产阶级间的对立用法律固定下来并使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

后，这个法律就永远不会被下院通过了。这个法律是在１８２４年通过

的，它废除了以前禁止工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联合起来的一切

法令。工人得到了过去只是贵族和资产阶级才有的结社的权利。诚

然，在工人中间过去一直就有秘密的工会存在，但是它们从来没

２０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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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做出显著的成绩来。例如，据昔蒙兹说（“手工业和手工业者”

第１３７页及以下各页），在苏格兰，还在１８１２年就发生了由秘密的

团体所组织的格拉斯哥织工的总罢工。１８２２年又发生了罢工，有两

个工人因不愿加入工会而被宣布为本阶级的叛徒，有人把硫酸泼

在他们的脸上，结果这两个人都成了瞎子。１８１８年，苏格兰矿工的

团体也已经强大到能进行总罢工的程度。这种团体都要每一个成

员立誓效忠和保守秘密，有会员名册、基金会、簿记和地方分会。

但是，全部活动的秘密性阻碍了这些团体的发展。当１８２４年工人得

到自由结社的权利时，这些工会就很快地布满了全英国并获得了

巨大的意义。所有的劳动部门中都成立了这样的工会（ｔｒａｄｅｓ－ｕ

ｎｉｏｎｓ〔工联〕），它们公开宣称要竭力保护各个工人不受资产阶级

的横行霸道和冷酷待遇之害。它们的目的是：规定工资，作为一个

力量，集体地和雇主进行谈判，按雇主所获利润的多少来调

整工资，在适当的时候提高工资，并使每一种职业的工资保

持同一水平。因此，这些工会总是向资本家力争一个大家都得遵

守的工资标准，谁拒绝接受这种工资标准，就向他宣布罢工。其次，

工会还竭力用限制招收学徒的方法来维持资本家对工人的需求，

从而使工资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它们尽可能地竭力反对厂主靠

采用新的机器和工具等欺诈手段来降低工资的企图。最后，它们还

用金钱来帮助失业工人。这件事或者直接由工会的基金会来做，或

者利用证明工人身分的卡片来进行。工人带着卡片从一个地方走

到另一个地方，同行就资助他并告诉他什么地方容易找到工作。这

种走四方的生活，工人们叫做ｔｈｅｔｒａｍｐ〔流浪〕，而这种走四方的

人就叫做ｔｒａｍｐｅｒ〔流浪汉〕。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工会委任了一个

支薪的主席兼秘书，——可想而知，因为没有一个厂主会雇用这

３０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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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人，——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收每周的会费和监督这些会

费的开支，使其合乎工会的利益，个别地区的工会在可能和有利

的时候就合并为一个工会联合会，并定期举行代表大会。在个别情

况下，曾有人试图把全英国同一行业中所有的工人结合成一个大

的工会，并且不止一次地——第一次是在１８３０年——试图建立一

个全英工会联合会，同时每一个行业都保有自己的特有的组织。但

是这种联合会是维持不了很久的，甚至也很少能成立起来；只有

特别普遍的高潮才能使这样的联合会诞生并使它具有行动的能

力。

这些工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通常使用如下的手段。如果有

一个或几个业主拒绝承认工会所规定的工资，那就派一个代表团

去见他们，或者向他们送上一份请愿书（看吧，工人是能够承认

专制的厂主在他那小王国里的权力的）。如果这样做仍没有结果，

工会就下令停工，所有的工人都散伙回家。如果一个或几个厂主拒

绝承认工会所规定的工资，这种罢工（ｔｕｒｎ－ｏｕｔ或ｓｔｒｉｋｅ）就是

局部性的；如果某一个劳动部门所有的厂主都拒绝承认，那末罢

工就会成为总罢工。这就是工会的合法手段——所谓合法就是在

宣布罢工前要预先提出警告，实际上却并不都是这样。但是，只要

有些工人还没有加入工会，有些人为了厂主所许给的眼前利益准

备退出工会，这种合法手段就很少发生什么效力。特别是在局部罢

工时，厂主很容易从这些“害群之马”（所谓ｋｎｏｂｓｔｉｃｋｓ〔工贼〕）

中招雇工人，从而使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努力毫无结果。工会会员通

常企图用威胁、辱骂、殴打和暴力来对付这些工贼，总之，用一

切方法来恐吓他们。于是这些工贼就向法庭控告，而由于法律的守

护者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政权，所以只要一发生违法的行为，只要

４０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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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向法庭控告一个工会会员，工会的力量几乎总要受到损害。

这些工会的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串的失败，只是间或才有

几次个别的胜利。自然，工会的一切努力都不能改变工资决定于劳

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这一经济规律。因此，工会是无力消除影响这

种关系的重大原因的。在商业危机期间，工会或者不得不自动降低

工资标准，或者就完全解散，而在大量需求劳动的时候，它们也

不可能把工资提得高于因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自然规定的水平。

但是对个别的局部的次要原因，工会是能起作用的。假使厂主不是

面对着集中起来的、准备反抗的工人群众，他就会为了发财而逐

渐地把工资愈降愈低；此外，他不得不和其他厂主进行的竞争也

迫使他这样做，于是工资就会很快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厂主相互间

的这种竞争在正常情况下是会被工人的反抗抑制下去的。每个厂

主都知道，每一次降低工资，如果不是由他和他的竞争者所共有

的条件决定的，结果都会引起罢工，而罢工无疑地会给他带来损

失，因为在罢工期间他投下的资本不能周转，机器也要生锈。同时，

在这种情况下他到底是否能降低工资也还不知道，但是他很清楚

地知道，只要他一成功，竞争者就会跟他学，他们的产品的价格

也会降低，他所希望的利润又得从他的手中溜走。其次，在危机完

结时，工会当然会使工资更快地（比它们不加过问时）提高。厂主

所关心的，是在其他企禁主的竞争还没有迫使他提高工资以前尽

可能地不这样做；可是，由于工会的存在，市场上的情况一好转，

工人自己就会要求提高工资，并且他们往往会利用大量需要工人

的情况，以罢工来迫使厂主提高工资。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

工会对左右着劳动市场的较重大的原因是无能为力的。在这种情

况下，饥饿逐渐迫使工人在任何条件下复工，而只要有几个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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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做，工会的力量就会被摧毁，因为在市场上有一定数量的存货

的时候，资产阶级有了这几个工贼就能够消除生产中断所引起的

最严重的后果。由于需要援助的人很多，工会的基金很快就用完；

最后连小铺老板也拒绝高利的赊欠了，穷困迫使工人重新戴上资

产阶级的枷锁。但是厂主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这只是由于工

人的反抗才成为他们的利益——也要避免任何不必要的降低工

资，而工人自身更是把每次工资降低（即使是由于市场状况所引

起的工资降低）看做他们的处境的进一步恶化（他们想尽力抵抗

这种恶化）；因此，大多数的罢工都是以工人吃亏而告终。这就发

生了一个问题，工人明明知道宣布罢工没有用，为什么还要采取

这种办法呢？问题很简单，因为工人必须反对降低工资，甚至要反

抗这种降低的必然性本身；因为工人一定要宣布，他作为一个人，

不能去迁就环境，相反地应该让环境来适应自己，适应人；因为

工人的沉默就表示同这种环境妥协，承认资产阶级在商业繁荣时

期有权剥削工人，而在萧条时期又有权把工人饿死。只要工人还保

存有一点点人的尊严，他们就不能不对此表示抗议，而他们之所

以这样抗议，而不用别的方式来抗议，就因为他们是英国人，是

用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抗议的讲求实际的人，而不是像德国理论家

们那样，只要把他们的抗议书登记下来，ａｄａｃｔａ〔归入卷宗〕，就

回去安安静静地睡大觉，让抗议书也像抗议者本人一样地在那里

安安静静地睡觉。相反地，英国人的积极抗议是不会不发生影响

的：它把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工

人对有产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万能权力的反抗不致消沉下去。

它同时也向工人证明，要粉碎资产阶级的势力，除了工会和罢工，

还需要更多的东西。但是这些工会及其所组织的罢工，其意义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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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它们是工人想消灭竞争的第一次尝试。它们存在的前提就是

工人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正是建筑在工人彼此间的竞争上，即建筑

在无产阶级的不团结上，建筑在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的对立上。而正因

为工会努力反对竞争，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生命攸关的神经（虽然这种努

力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所以这个社会制度才把它看得这样地危

险。在进攻资产阶级和整个现存社会制度的时候，工人再也找不到比这

更容易攻破的地方了。当工人之间的竞争停止的时候，当所

有的工人都下了决心，再也不让资产阶级来剥削自己的时

候，私有制王国的末日就来临了。工资之所以由供求关系来

决定，由劳动市场上的偶然发生的情况来决定，仅仅是由于

直到现在工人还让别人把自己当做可以买卖的物品来看待。当工人

下定决心不再让别人买卖他们的时候，当工人弄清了劳动的价值

究竟是什么，工人不再作为物件而作为一个不仅具有劳动力并且

具有意志的人出现的时候，到那时，全部现代政治经济学在工资

规律就完蛋了。当然，假使工人在达到消灭彼此之间的竞争后就停

止前进，工资规律归根到底还会重新发生效力。但是，如果工人不

想放弃他们以前的运动，不想重新恢复彼此间的这种竞争，那末

他们就不能停止前进，换句话说，他们是根本不能这样做的。有一

种必然性在迫使他们根本消灭竞争，而不是消灭一部分竞争，而

且他们是会这样做的。现在工人已经一天比一天懂得竞争给他们

带来了什么害处，他们比资产阶级更懂得，有产者之间的竞争会

引起商业危机，因而对工人也有影响，所以也必须消灭这种竞争。

很快他们就会懂得，他们应当怎样去做这件事情。

工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加强了工人对有产阶级的仇恨和愤怒，

这是无须加以证明的。因此，特别激动的时期，这些工会中就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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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论是否得到领导者的同意——一些只能用达到绝望地步

的仇恨和冲破一切藩篱的狂野的激情来解释的个别行动。属于这

一类行动的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用硫酸来灼伤人的事件，以及

一系列其他的事件。现在我就举出几件来。在１８３１年的激烈的工潮

时期，曼彻斯特附近海德地方的厂主，年轻的埃士顿，一天晚上

在田野里被人枪杀了，凶手没有找到。毫无疑问，这是工人的报复

行为。纵火和企图进行爆炸的事件也经常发生。１８４３年９月２９日，星

期五，有人企图炸毁设菲尔德霍华德街厂主派金的制锯工场。用来

进行爆炸的是一根装满了炸药而且两端堵死了的铁管；损失是相

当重大的。第二天，即９月３０日，在设菲尔德附近设尔斯－摩尔的

伊毕岑刀锉工厂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件。伊毕岑先生积极参加资产

阶级的组织，压低工资，专门雇用工贼，还利用济贫法来攫取私

利（在１８４２年的危机时期，他强迫工人接受低工资，把那些拒绝

接受的人的名字通知济贫所，说他们能够得到工作，但不愿工作，

因而不应当得到救济），所以激起了工人的仇恨。爆炸使他受到相

当大的损失，而所有来到出事地点的工人，都只恨“没有把工厂

全部炸毁”。１８４３年１０月６日，星期五，在波尔顿有人企图纵火焚烧

爱恩司华斯－克伦普顿工厂，但没有成功。在短短的时期内这已经

是第三次或第四次企图焚烧这家工厂了。１８４４年１月１０日，星期三，

在设菲尔德市参议会会议上警官给大家看一个专门用来爆破的生

铁炸弹，装有４磅炸药，有一根烧焦了但已熄灭的引线，这个炸弹

是在设菲尔德市伯爵街基钦先生的工厂里发现的。１８４４年１月２０

日，星期日，在郎卡郡柏立地方的本特立—怀特锯木厂里发生了

爆炸，爆炸是由扔到工厂里面来的一包火药引起的，损失重大。

１８４４年２月１日，星期四，设菲尔德的索赫车轮工厂被人放一把火

８０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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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得精光。四个月内就发生了六起这样的事件，所有这些事件的爆

发，都是由于工人对雇主的切齿痛恨所引起的。在什么样的社会制

度下才可能发生这类事情，那是用不着说的。这些事实十分明白地

表明，在英国，甚至在１８４３年年底那样的商业情况很好的时期，社

会战争就已经爆发并公开地进行了。然而英国资产阶级依然执迷

不悟！但是最突出的事件是１８３８年１月３日至１１日格拉斯哥陪审法

庭审理的所谓格拉斯哥的萨格 案件。从审讯中人们可以看到，

１８１６年即已成立的棉纺工人工会的团结和力量是少有的。它的会

员必须宣誓服从多数的决定。罢工时有一个秘密的委员会在活动，

这个委员会是大多数会员所不知道的，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支配工

会的款项。委员会规定了刺杀工贼和可恶的厂主以及放火焚烧工

厂的奖金。例如，有一家工厂由于雇用没有加入工会的女工来代替

男纺工而被工人放火烧掉；其中有一个少女的母亲，叫做麦克弗

尔逊太太的被杀死，两个凶手由工会出钱送到美国去了。１８２０年有

一个叫麦克奎利的工贼被枪伤，工会付给开枪者１５英镑。以后又有

一个叫做格莱安的也被枪伤了；开枪者得到２０英镑，但被捕获并

被判处终身流放。最后，在１８３７年５月，在欧特班克和迈尔－恩得

的一些工厂里，由于罢工而发生了骚动，大约有十个工贼遭到痛

殴；同年７月，骚动还没有平静下来，有一个叫斯密斯的工贼被打

死。这时委员会的成员才被逮捕和审讯。委员会的主席和主要委员

被控参加非法社团、对工贼使用暴力和纵火焚烧詹姆斯—弗兰西

斯 伍德工厂，他们被认为犯了罪，并被判流放七年。对这件事情

   这些工人们被称为萨格［ｔｈｕｇｓ］；按萨格是东印度一个著名的种族，他们以杀

害一切落到手中的外人为生。——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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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善良的德国人会说些什么呢？

有产阶级，特别是从事于工业的那一部分，由于直接和工人接

触，反对这些工会最为激烈，并且不断地设法用许多论据来向工人

证明工会是无用的，这些论据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来

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在一定的关系上就是错误的，而

且不可能对工人的思想发生任何影响。资产阶级所表现的热心已

证明这件事是和他们的利益有关的；撇开罢工所引起的直接损失

不谈，实际情况也是：落到厂主腰包里去的一切都必定是从工人的

口袋里掏出来的。即使工人不十分了解工会能把互相竞争的雇主

降低工资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但他们也会因为保存工会

就能使自己的敌人即厂主受到损失这一点而不致放弃工会。在战

争中，一方遭受损失自然对另一方有利，而由于工人和厂主处于战

争状态，所以工人在这种场合下所做的也不过是和那些至尊的君

主们在彼此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所干的一样。在所有的资产者中，

工会最疯狂的敌人就是我们的那位朋友尤尔博士。他一谈到最强

大的工人队伍——棉纺工人的“秘密法庭”，一谈到这些自称能够

叫任何不听话的厂主束手无策“并从而使养活他们多年的人破产”

   “怎样一种‘原始的司法’（ｗｉｌｄ－ｊｕｓｔｉｃｅ）感在支配这些人呵！他们在密室中集

会，以冷静的理性宣布自己的工人伙伴为自己阶级的逃兵和自己事业的叛

徒：判他死刑，由秘密的刽子手来执行，因为国家的法庭和刽子手是不干这种

事的。所有这些都很像古代的‘菲默法庭’①或骑士时代的秘密法庭，好像这

些法庭突然复活并呈现在人们的惊愕的目光之下，只是现在的这些法官穿的

不是铠甲，而是粗布夹克，法庭不是设在威斯特伐里亚的森林里，而是设在格

拉斯哥建筑得很好的盖罗盖特大街上！——虽然把自己的感情用如此尖锐的

方式表现出来的只是少数人，但这种情感在群众中传播很广，并且是非常强

有力的！”——卡莱尔“宪章运动”第４０页。——恩格斯原注

  ① 菲默法庭是中古时代盛行于德国西部威斯特伐里亚的秘密法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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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庭时，就气得语不成声。他还说到这样一个时候，“那时发明家

的头和活跃的工业心脏竟被不安分的下肢所奴役”，——呵，好一

个现代的梅涅尼 阿格利巴１１２！英国工人竟不像罗马平民那样容易

被你的寓言所安抚，真遗憾呀！最后，尤尔还说了下面这样一个美

丽的故事。操纵骡机的粗纺工有一个时候也是随随便便滥用自己

的力量。很高的工资并没有引起他们感激厂主的心情和发展智力

（自然是在对资产阶级无害或甚至还有益的科学方面）的意向，反

而常常使他们变得傲慢，使他们有钱来支援罢工时的那种倔强精

神，而厂主们却接二连三地平白无故地因这种罢工而遭殃。在海

德、达金菲尔德和附近地区发生这类不幸事件的时候，这一带的厂

主们担心法国人、比利时人和美国人的竞争，就向沙普—罗伯茨公

司的机器制造厂请求沙普先生发挥他的发明才能，设计一台自动

骡机，以便“把生产从苦痛的奴役和毁灭的威胁中拯救出来”。

“几个月以后，一架机器造好了，它好像具备了一个熟练工人所具有的智

慧、感觉和手指。这个铁人（工人是这样叫这架机器的）就这样按照密纳发①

的命令从现代的普罗米修斯②的手中跳了出来。它是这样一个创造物，它的

使命就是恢复各个工业阶级间的秩序并保证英国人在工业中的统治权。关于

这个新的海格立斯式的功绩的消息在工会中引起了恐慌，这个奇妙的创造物

还没有走出自己的摇篮就把无法无天的海德拉③扼杀了。”

１１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①

②

③ 海德拉（Ｈｙｄｒａ）是希腊神话中的一条非常凶猛的九头巨蛇。它的八个头可以

杀伤，第九个头是不能杀伤的，斩去一个头立刻就生出两个头。后为海格立斯

所杀。——译者注

普罗米修斯（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神。他从天上盗走了火，并

把使用火的方法告诉了人们。他因此被宙斯用铁链缚在高加索山之巅，每天

有一只鹰去啄食他的肝脏。后来海格立斯释放了他。古希腊人把普罗米修斯看

做人类文化的奠基者。——译者注

密纳发（Ｍｉｎｅｒｖａ）是古希腊神话中司智慧、学术、工艺和战争的女神，也是

雅典的守护神。——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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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尤尔又证明：能同时印四五种颜色的机器的发明，是印

花布工人骚动的结果；织布厂中浆经纱的工人的反抗行动促成了

新的完善的浆纱机的诞生。另外他还提到一些类似的事情 。这位

尤尔不久前还竭尽全力用许多篇幅来证明：使用机器对工人是有

利的！但是尤尔并不是孤独的；在工厂报告中，厂主艾释华特和其

他许多人也没有放过把自己的满腔愤怒向工会发泄的机会。这些

大智大慧的资产者，正像某些政府一样，把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一

切运动都归罪于恶意的煽动者、阴谋家、蛊惑者、吹牛家和青年

人的影响。他们硬说，这些工会的代理人从工会领薪俸，所以对鼓

动工人罢工很感兴趣；好像迫使工会发给这些代理人工资的并不

是剥夺了他们工作的资产阶级本身似的！

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罢工再好不过他证明了英国的社会战争

已经蔓延到什么程度。没有一个星期，甚至几乎没有一天不在这里

或那里发生罢工，原因有时是厂主降低工资，有时是厂主拒绝提

高工资，有时是工厂雇用工贼，有时是厂主拒绝废除打骂或恶劣

的制度；有时是工厂采用新机器或无数其他的原因。当然，这些罢

工还只是前哨的小接触，只是间或才转变为较严重的战斗；它们

还决定不了什么，但它们确凿地证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决

战已经迫近了。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

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罢工是工人阶级各个

队伍宣告自己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如果翻阅一下报道无

产阶级一切运动的唯一报纸“北极星报”全年的合订本，就可以

看到，城市和农村工业区所有的工人都已经结成了工会，并且常

   尤尔“工厂哲学”第３６６页及以下各页。——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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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总罢工来表示自己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抗议。作为斗争的学校

来说，罢工是不可缺少的。在罢工中表现了英国人的独特的勇敢。

大陆上的人认为，英国人，特别是英国工人，都是些懦夫，似乎

他们不能干革命，这种见解的根据就是他们不像法国人那样随时

都在准备骚动，他们好像安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这种见解是完

全错误的。英国工人在勇敢方面并不比任何国家的工人差些，他们

并不比法国人更安分守己些，但是他们是用另外的方式来进行斗

争的。法国人是彻头彻尾政治性的，他们是在政治舞台上和社会上

的坏事作斗争的。而英国人呢，他们认为，政治只是为资产阶级社

会的私利服务，所以他们不和政府而直接和资产阶级作斗争，同

时这一斗争暂时还只有用和平方式进行才能生效。由于工业停滞

和随之而来的穷困，１８３４年在里昂发生了要求建立共和国的起义，

１８４２年在曼彻斯特爆发了要求制定人民宪章和提高工资的总罢

工。而罢工也需要有勇气，甚至比暴动需要更大或大得多的勇气，

需要更大的勇敢和更坚定的决心，这是很明显的。真的，对一个亲

身体验到穷困是什么的工人说来，勇敢地带着妻子儿女去迎接穷

困，成年累月地挨饿受苦，而依然坚定不移，这确实是一件非同

小可的事情。英国工人为了挣脱有产阶级的压迫而忍受着一切，他

们在慢慢地饿死，他们每天得看着家里的人挨饿，他们知道资产

阶级总有一天要报仇；这一切难道还比不过威胁着法国革命者的

死刑和苦役吗？我们从下面的例子中，就会看到英国工人只有在任

何反抗都已无济于事并已失去意义的时候才向暴力让步的那种顽

强的、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概。正是在这种镇静的坚忍精神中，在这

种每天都得经受上百次考验的不可动摇的决心中，英国工人显示

出自己性格的最值得尊敬的一面。为了制服一个资产者的反抗而

３１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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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受着这些苦难的人们是能够摧毁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的。同时，

英国工人也不止一次地显示了足够的勇气。１８４２年的罢工之所以

没有获得进一步的结果，部分地由于工人是被资产阶级逼着罢工

的，部分地也由于工人本身对罢工的目的不明确而且他们之间的

意见也不一致。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在有了明确的社会目的的时

候，英国工人已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自己是有勇气的。１８３９年威尔士

的起义不用说了，当我居住在曼彻斯特的时候（１８４３年５月间），那

里就发生了一次真正的战斗。有一家制砖厂（保林—亨弗莱）加大

了砖模的尺寸，但是没有提高工资，虽然尺寸较大的砖必然会卖得贵些。

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被拒绝了，于是他们就停了工，同时工会也向公司宣

布抵制。可是公司费了很大的力气在附近地区从工贼中招到了工人。最初

工会企图恫吓他们。公司为了保护工厂，雇了十二个当过兵或警察的人并

给他们配备了枪枝。由于恐吓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一天晚上将近十点钟的

时候，一支以步枪为前锋的制砖工人的战斗队伍袭击了工厂，工厂离驻

扎步兵部队的军营①总共不过四百步左右。工人冲进了工厂地区，

发现警卫后就向他们开枪，踏坏了摆在地上晒的砖坯，抛散了垒

成堆的干砖，毁坏了他们所碰到的一切东西，并且冲到一幢房子

里面去，砸坏了所有的家具，痛殴了住在那里的一个监工的妻子。

那时，警卫躲在一道篱笆后面，在篱笆掩护下他们可以毫无阻碍

地射击。袭击工厂的人却站在一座火光熊熊的砖窖前，火光照亮了

他们，使他们成为敌人最好的枪靶子，而他们自己只好毫无目的

地射击一阵。可是射击仍然继续了半小时多，直到他们所有的枪弹

都已经用光并达到了袭击的目的——把工厂里一切可以破坏的东

４１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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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都破坏了为止。那时军队开来了，工人向爱克尔斯（距曼

彻斯特３英里）撤退。快到爱克尔斯时，他们按每人编组的号

码点了一次名，然后才散开，这些人当然只会落到那些从四面八方

逼近的警察的手中。受伤的显然很多，但是人家知道的只是那些落

到警察手里的人。有一个工人的大腿、小腿和肩上共中了三枪，他

还是一颠一蹶地跟着走了４英里多路。这些人充分地表明了他们同

样具有革命的勇气，是不怕枪弹的。１８４２年，一群连自己究竟要干

什么都不知道的手无寸铁的群众被包围在市场广场上，几个把住

所有出口的龙骑兵和警察便把他们镇压下去了，这种情况决不能

证明这些群众缺乏勇气；因为即使那时这些国家当局（即资产阶

级）的奴仆们不在场，这些群众也不会干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来。

可是，只要人民自己心目中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他们就会显示出足

够的勇气，例如对柏里工厂的袭击就是一个证明，这个工厂后来竟

不得不用大炮防守起来。

趁这个机会来谈谈在英国是怎样神圣地看待法律的。对资产

者说来，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本来就是资产者创造的，是

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资产者懂

得，即使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不方便，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用来

保护他的利益的，而主要的是：法律的神圣性，由社会上一部分

人积极地按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

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他的社会地位的最可靠的支柱。英国资产

者认为自己就是法律，正如他认为自己就是上帝一样，所以法律

对他是神圣的，所以警察手中的棍子（其实就是他自己手中的棍

子）在他的心目中具有极大的安抚力。但是在工人看来当然就不是

这样。工人有足够的体验知道得十分清楚，法律对他说来是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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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给他准备的鞭子，因此，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工人才诉诸法律。可

笑的是有人硬说英国工人怕警察，要知道，曼彻斯特每星期都有

警察挨打的事情发生，去年甚至还出了这种事情：有人企图冲击

一个有铁门和厚厚的百叶窗做防护的派出所。１８４２年罢工时，警察

之所以显得威风，如前面已经说过的，不过是由于工人自身犹豫

不决而已。

因为工人并不尊重法律，而只是在无力改变它的时候才屈服

于它，所以，他们至少也要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议，他们力求以无产

阶级的法律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法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无产

阶级所提出的这种法律就是人民宪章（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ｈａｒｔｅｒ），这一文

件在形式上纯粹是政治性的，它要求按照民主的原则改组下院。宪

章主义是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集中表现。在工会的活动和罢工中，

这种反抗总是分散的；总是个别的工人或部分的工人同个别的资

产者作斗争。即使斗争有时普遍化了，这多半也不是出于工人的自

觉；当工人自觉地这样做的时候，这种自觉的基础就是宪章主义。

在宪章主义旗帜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是整个工人阶级，他们首

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这道法律

围墙进攻。宪章派是从民主党中产生出来的。民主党是在１８世纪８０

年代和无产阶级同时并在无产阶级内部发展起来，在法国革命时

期强大起来并且在缔结和约后成为“激进的”政党。那时，它的主要

中心在北明翰和曼彻斯特，以前是在伦敦。它曾经和自由资产阶级

联合起来迫使旧议会的寡头政客通过了改革法案，从那时起，它已

是一个愈来愈巩固的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工人政党了。１８３５年以威

廉 洛维特为首的伦敦工人协会（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委员会，草拟了人民宪章，里面包括下列“六条”：（１）精神正常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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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犯过罪的一切成年男子都有普选权；（２）议会每年改选一次；

（３）议会议员支薪，使没有财产的人也能够当代表；（４）为了消除资

产阶级方面的贿买和恐吓，选举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５）设立平

等的选区以保证平等的代表权；（６）取消纯属形式的３００英镑地产

的代表资格限制，使每个选民都同样有被选举权。这六条只涉及下

院的组织，初看起来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却足以把英国的宪法连

同女王和上院彻底毁掉。宪法中的所谓君主和贵族的成分之所以

能够存在下来，无非因为资产阶级乐于留着它们摆摆样子；这两种

成分在今天本来也只是摆摆样子罢了。但是，如果下院拥有全国舆

论的支持，如果它不只是表现资产阶级的意志，而且表现全民族的

意志，那它就会把一切权力完全攫为己有，使君主和贵族失掉他们

头上最后的一丝圣光。英国工人既不尊敬那些勋爵，也不尊敬女

王，可是，资产阶级虽然事实上也很少考虑勋爵和女王的意见，但

对他们个人却敬之如神。英国的宪章主义者在政治上是共和主义

者，虽然他们从来不用或极少用这个字眼；他们同情各国的共和

党，但更喜欢称自己为民主主义者。他们并不仅仅是普通的共和主

义者；他们的民主主义也不仅仅限于政治方面。

诚然，宪章主义从１８３５年一产生的时候起，主要就是在工人

中传播，但那时它还没有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工人的激

进主义是和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携手并进的。宪章曾是他们的共

同的口号，他们每年共同举行“国民公会”，看起来就好像组成了

一个党。那时，小资产阶级正对改革法案的结果和１８３７—１８３９年的

商业停滞感到失望，好战和好杀的情绪高涨，所以宪章主义者的

激烈鼓动很合他们的心意。这种鼓动激烈到什么程度，在德国是无

论如何想像不出来的。宪章主义者号召人民武装起来，甚至号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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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起义。人们制造了长矛，就像从前法国革命时代一样。１８３８年，一

个叫做斯提芬斯的美以美教派的传教士参加了这一运动，他对曼

彻斯特的居民讲了这样的话：

“不要害怕政府的势力，不要害怕你们的压迫者所掌握的士兵、刺刀和大

炮；你们手里的工具比这一切都更有力量，这是刺刀和大炮所不能对付的一

种武器。这种武器是十岁的孩子也会用的。只要拿几根火柴和一把浇上松香

的干草就够了！我倒要看看，如果人们勇敢地用起这种武器来，政府和它的几

十万士兵对它究竟有什么办法！”

但同时，工人的宪章主义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在那时就已经显

露出来了。这位斯提芬斯在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曼彻斯特的“圣山”

克萨尔－摩尔举行的２０万人的大会上又讲了下面的话：

“朋友们，宪章主义并不是为你们争得选举权等等的政治问题，宪章主义

是饭碗问题；宪章的意思就是住得好，吃得好，工资高，工作日短。”

因此，反对新的济贫法和争取十小时法案的运动在那时已经

和宪章运动有了极其密切的联系。那时每次的群众大会上都有托

利党人奥斯特勒发表演说，而且除了在北明翰通过的要求实现人

民宪章的国民请愿书，还提出了几百份关于改善工人的社会状况

的请愿书。１８３９年，鼓动还是和以前一样活跃地继续下去，在年底

鼓动开始松懈下去的时候，巴赛、泰勒和弗罗斯特就急忙同时在英

国北部、约克郡和威尔士组织一次起义。由于弗罗斯特的计划被人

告密，他不得不过早地发动起义，结果就遭到了失败。北方的起义

组织者知道了弗罗斯特的企图已经失败，就及时地退却了。两个月

以后，在１８４０年１月，约克郡发生了几次所谓警察叛情绪就渐渐平

   我们已经看到，这些话对工人起了什么影响。——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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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ｓｐｙ－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ｓ）
１１３
——例如在设菲尔德和布莱得弗德，——

后来，激昂的息下去。这时，资产阶级急忙抓住一个更实际的对自

己更有利的计划，这就是废除谷物法。在曼彻斯特成立了反谷物法

协会，协会的产生削弱了激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工

人很快就明白，废除谷物法对他们好处很少，而对资产阶级却很有

利，所以资产阶级的这一计划没有得到工人的支持。１８４２年的危机

爆发了。鼓动又像１８３９年那样活跃起来。但是这一次富有的工业资

产阶级也参加了鼓动，因为他们在这次危机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由曼彻斯特厂主所组成的、现在叫做反谷物法同盟的团体具有一

种非常激进的战斗的性质。这个同盟的报刊和宣传员开始用毫不

掩饰的革命的语言说话，其原因之一就是保守党从１８４１年起掌握

了政权。像过去的宪章主义者一样，同盟现在也开始公开地号召起

义，而在危机中受苦最深的工人也不是没有行动的，这一年的国民

请愿书上有３５０万人签名就证明了这一点。总之，如果说这两个激

进的政党过去曾经有些疏远；那末它们现在又重新联合起来了。

１８４２年２月１５日，自由党人和宪章主义者在曼彻斯特举行的联席会

议上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废除谷物法和实施宪章；第二天两个

党都通过了这份请愿书。春天和夏天是在热烈的鼓动和日益严重

的贫困中过去的。资产阶级决心利用危机及其所引起的贫困和普

遍的激愤情绪来达到废除谷物法的目的。由于这一次执政的是托

利党人，资产阶级就几乎抛弃了他们所珍惜的守法的习惯；他们要

革命，但是要假手于工人。资产阶级想叫工人为他们火中取栗，让

工人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烧坏自己的手指。到处都重新谈起早在

１８３９年就由宪章主义者提出的“神圣月”，即工人总罢工的口号；但

是这一次不是工人要罢工，而是厂主想关闭自己的工厂，把工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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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乡下，送到贵族的领地上去，他们想用这种方法迫使托利党的议

会和政府取消谷物税。这自然要引起起义，但是资产阶级却站在幕

后，可以安安稳稳地坐享其成，万一失败了也不会危及自己。７月

底，市场情况开始有些好转；事情不能再拖延了，为了不错过时机，

在市面日渐好转的时候（参看７月底和８月初曼彻斯特和里子的商

业报告）斯泰里布雷芝有三家公司突然降低了工资；至于是它们自

己要这样做，还是和其他厂主，特别是和同盟议定要这样做，我不

能断定。但是，两家公司不久就让步了，而第三家即威廉 贝利兄弟

公司却坚持下去；它向诉苦的工人说，如果他们不喜欢这种办法，

那末也许他们最好是去溜跶一个时期。这种讥讽的口吻使得工人

大哗，纷纷离开工厂，他们跑遍全城，号召所有的工人罢工。过了几

小时，所有的工厂都停工了，工人结队到莫特兰－摩尔去举行群众

大会。这是８月５日的事。８月８日，他们有５０００人出发到埃士顿和海

德去，使所有的工厂和煤矿都停了工，并且在各处举行了群众大

会，但是大会上谈的不是资产阶级所希望的废除谷物法，而是“做

够一天工，给够一天钱”（《ａｆａｉｒｄａｙ’ｓｗａｇｅｓｆｏｒａｆａｉｒｄａｙ’ｓ

ｗｏｒｋ》）。８月９日，他们向曼彻斯特进发，由于地方当局都是自由党

人，他们没有遇到当局的任何阻碍就进了城，并且使那里的一切工

厂都停了工。８月１１日，他们抵达斯托克波尔特，在这里，当他们袭

击资产阶级的宠儿——习艺所时，才第一次遇到了抵抗。同一天，

在波尔顿发生了总罢工和骚动，当局同样没有阻拦；不久起义就扩

展到所有的工业区，除了收割庄稼和制作食物，一切工作都停下来

了。但是起义的工人也很镇静。他们并不是自己愿意起义，而是被

别人拖进去的；除了曼彻斯特的托利党人柏里一个人，厂主们都一

反自己的惯例，没有反对罢工。事情开始了，但是工人自己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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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明确的目的。固然，在不愿意为了厂主要达到废除谷物

法的目的而去吃枪弹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

其他方面，一些人要求实施人民宪章，另一些人却认为这未

免为时过早，只要求恢复１８４０年的工资标准。整个起义就由

于这些原因而失败了。假如它一开始就是自觉的有组织的工人起

义，那末它无疑地是会获得胜利的。但是，不是自愿而是被雇主赶

到街上来的群众，既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就什么事也做不出来。

同时，在履行２月１５日的盟约方面连手指都没有动一下的资产阶级

很快就明白了，工人并不愿意充当他们手中的工具，他们离开“合

法”途径后的矛盾行为对他们本身是一种危险；明白了这一

点以后，资产阶级又回到守法的立场，跑到政府方面去反对

那些由他们煽动起来又被他们逼着起义的工人。资产阶级

和自己的奴仆一起当了特别警察——在曼彻斯特，德国商人也参

加进来，他们手里拿着粗棍子，嘴里衔着雪茄烟，完全多余地在全

市的街道上耀武扬威地踱来踱去；在普累斯顿，资产阶级曾下令向

人民开枪，于是这个自发的人民起义就突然既面对着政府的武装

力量，又面对着整个有产阶级。本来就没有任何明确目的的工人就

逐渐散去，起义结束了，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此后，资产阶

级还干了许多别的卑鄙勾当；他们表示厌恶人民的暴力行动，企图

这样来为自己辩护。这和他们在春天所说的革命的话是很不协调

的。他们把全部的罪过都推给宪章派的“煽动者”等等，虽然他们在

挑起起义方面所做的事情要比宪章派多得多。他们极端厚颜无耻

地重新站到承认法律神圣的先前的立场上去了。宪章派几乎完全

没有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们只是做了资产阶级准备要做的事

情，即利用已形成的局势罢了，可是他们却受到法庭审判，并被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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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罪，而资产阶级却一无所失，在停工时期他们倒卖掉了存货，获

得了利益。

这次起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断然决裂。宪章主义

者在过去也根本没有隐瞒他们要用一切手段来实施他们的宪章：

甚至不惜采取革命手段。资产阶级现在忽然明白，任何使用暴力的

变革对他们都是多么地危险，他们不愿意再听到什么“物质力

量”，他们所希望的只是用“精神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好像

这和物质力量的直接或间接的威胁是两回事似的）。这是一个争论

点，但是后来这个争论点由宪章派（他们和自由资产阶级一样地

值得信任）所说的话消除了，他们说他们也不诉诸物质力量了。第

二个争论点，也是最重要的并且是使宪章主义恰好成为真正的宪

章主义的争论点，就是谷物法问题。关心废除谷物法的是激进资产

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因此，以前的宪章派就分裂成两派，两派的

政治原则在口头上是完全一致的，事实上却根本不同甚至互不相

容。在１８４３年１月的北明翰国民公会上，激进资产阶级的代表斯特

治提议把宪章这一名称从宪章协会的章程中删去，理由是在起义

后这一名称使人联想到暴力革命行动。但是这一联系已经存在了

好几年，而斯特治先生过去并没有认为必须加以反对。工人们不愿

放弃这个名称，在表决这个问题时斯特治失败了。这时，这位忽然

变为忠臣良民的教友派信徒就带了少数人退出会场，组织了一个

由激进资产阶级组成的“争取完全选举权协会”。这个资产者，不

久前的雅各宾党人，忽然对这种联想感到如此讨厌，甚至连普选

权（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ｕｆｆｒａｇｅ）这个名称也用另一个令人发笑的名称——

完全选举权（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ｕｆｆｒｅｇａ）来代替了！工人们嘲笑了他，仍

然沉着地继续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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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时起，宪章主义就成为没有任何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的纯

粹的工人运动了。曾经要求过“完全”选举权的“每周快讯”、“每

周纪事报”、“观察家”等等报刊都逐渐陷入一种和其他自由派报

纸同样无精打彩的状况，它们拥护贸易自由，攻击十小时法案和

工人的一切特殊要求，一般说来，它们很少有什么激进主义的表

现了。激进资产阶级在一切冲突中都站在自由党人方面反对宪章

派，把自己的注意力的中心放在谷物法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对英

国人说来不过是自由竞争的问题而已。因此，激进资产阶级已完全

处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他们现在所扮演的是一个极其可

怜的角色。

但是宪章派的工人却加倍积极地参加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

级的一切战斗。自由竞争已经把工人弄得痛苦不堪，引起他们的痛

恨；自由竞争的拥护者资产者就是工人的死敌。完全的竞争自由只

会使工人遭殃。工人以往所提出来的一切要求——十小时法案、保

护工人不受资本家的迫害、工资要合理、地位要有保证、废除新

的济贫法，所有这些要求至少和“六条”一样，都是宪章主义不

可缺少的部分，是直接反对自由竞争和贸易自由的。所以，工人根

本不想知道什么是自由竞争、贸易自由、废除谷物法；他们对废

除谷物法这个要求至少是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而且对它的拥护

者却极端愤恨，这是毫不足怪的，但是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却无论

如何不能理解这一点。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宪

章主义和激进主义发生了分歧，而资产者的理智却不能了解这一

点，因为他们不能了解无产阶级。

宪章主义的民主和过去一切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民主的区别也

就在这里。宪章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现象。最多只能促使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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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做某些修改的“六条”，在激进资产者看来已经是万事俱备，但

它对无产者来说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政治权力是我们的手段，

社会幸福是我们的目的”，这就是宪章主义者现在明确地喊出的口

号。传教士斯提芬斯所说的关于“饭碗问题”的话，在１８３８年只是

对一部分宪章主义者才是真理，但是在１８４５年对一切宪章主义者

都是真理了。宪章主义者中间再也没有纯粹的政客了。诚然，他们

的社会主义还处在萌芽状态中，直到现在他们还认为，因工业发

展而已经过时的那种把土地分为小块份地的办法（即ａｌｌｏｔ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关于此种办法请参看“导言”）是消灭贫穷的主要方法，他

们在实践方面的大多数建议（保护工人利益的措施等等）就外表

看来一般地都带有反动性质。但是，一方面，他们所提出来的措施

本身不是受不住竞争的打击（这样，以前的情况就会恢复起来），

就是要消灭竞争本身；另一方面，宪章主义目前的暧昧状况和它

脱离纯粹政治党派的倾向，必然会使它那些由其社会本质所决定

的特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接近是不可避免

的，特别是在下一次危机到来的时候。这次危机必然紧跟在目前工

业和商业中的繁荣后面，最晚在１８４７年爆发 ，但是也许会在明年

爆发。这次危机将比过去历次危机剧烈和尖锐得多，它将迫使工人

更多地从社会方面而不是从政治方面去寻找摆脱穷困的出路。工

人要争取实施自己的宪章，这是用不着说的，但是到那时他们将

要弄清楚许多事情，这些事情是他们通过宪章就能做到而他们现

在还不很清楚的。

同时，社会主义的宣传也在继续进行。在这里，我们谈英国

   预言准确地实现了。——恩格斯在１８９２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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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主义只是就它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如何而言。英国的社会主

义者要求以建立两三千人（这些人都从事工业和农业，享有平等

的权利和接受同样的教育）的“国内移民区”的方法来逐渐实行

财产公有。英国社会主义者要求：为离婚提供便利条件；建立合理

的政府，使人们有充分发表意见的自由；取消刑罚，给犯人以合

理的待遇。这就是他们在实践方面的建议；他们的理论原则并不使

我们感到兴趣。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者是厂主欧文。所以他的社会

主义虽然在实质上要超越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在形

式上仍然以极宽容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同时在许多方面都对无

产阶级很不公道。社会主义者十分驯顺温和；不管现存的制度如何

坏，他们还是承认它，因为他们除争取社会舆论外，对改变现存

制度的其他一切途径是一概否定的。然而他们的原则又这么抽象，

如果他们的原则保持现在的形式，他们是永远也不能争得社会舆

论的。此外，社会主义者还经常抱怨下层阶级道德堕落，他们看不

见社会制度的这种瓦解中的进步成分，看不见只会追求私利的伪

善的有产阶级更严重的道德堕落。他们不承认历史的发展，所以他

们打算一下子就把国家置于共产主义的境界，而不是进一步开展

政治斗争以达到国家自行消灭 ［ｓｉｃｈｓｅｌｂｓｔａｕｆｌｏｓｔ］的目的 。他

们固然了解工人为什么痛恨资产者，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唯一能

够引导工人前进的愤怒并没有什么用处，并宣扬对英国目前的实

际情况更加没有什么用处的慈善和博爱。他们只承认心理的发展，

只承认和过去毫无联系的抽象的人的发展。可是整个世界，包括

   在１８８７年和１８９２年的英译本中，这句话的后半句改为：“而不是通过国家的合

乎规律的进一步的政治发展，直到这一过渡成为可能的和必然的。”——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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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单独的人在内，都是从过去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太学究气

、太形而上学了，他们是做不出什么大事来的。他们之中一

部分人是来自工人阶级的，但是工人阶级中倾向于他们的

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虽然这一部分人是最有教养的和最坚强

的。社会主义在其现有的形式下决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公共财产，

因此，它必须降低自己的水平，暂时回到宪章主义的观点上来。但

是，经过宪章运动的考验并清除了资产阶级成分的、真正的无产

阶级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宪章运动的领袖（他

们几乎全是社会主义者 ）那里形成起来，它很快就会在英国人民

的历史发展中起突出的作用。比法国共产主义的基础宽广得多、但

是在发展 方面却落后于法国共产主义的英国社会主义，应当暂

时回到法国的观点上来，以便将来再超过它。固然，到那时法国人

也会更加向前发展了。社会主义同时又是工人不信仰宗教的坚定

不移的表现，这种表现是这样地坚决，使那些不自觉地纯粹为了

实际原因而不信仰宗教的工人也往往被这种尖锐性所吓退。但是

在这里，也是穷困将迫使工人抛弃信仰，他们会愈来愈相信，这

种信仰只能使他们俯首帖耳地听从自己命运的支配，顺从地听任

有产阶级榨取他们的脂膏。

这样，我们看到工人运动分裂为两个派别，一派是宪章主义

者，一派是社会主义者。宪章主义者比较落后，比较不开展，但他们

是真正的道地的无产者，是无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者看得远得

   自然是广义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狭义的欧文主义者。——恩格斯在１８９２年德

文版上加的注

   在１８８７年和１８９２年的英译本中，“发展”一词前有“理论上的”字样。——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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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提出消灭穷困的实际办法，但他们来自资产阶级，因此不能和

工人阶级融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和宪章主义的合流，法国共产主义

在英国条件下的重现，——这必然是最近的将来就要发生的，而且

已经部分地发生了。只有在实现了这一点以后，工人阶级才会真正

成为英国的统治者；那时，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也将向前推进，这种

发展将有利于这个新生的政党，促使宪章主义的继续发展。

这些时合时分的不同的工人派别——工会会员、宪章主义者

和社会主义者——自己出经费创办了许多学校和阅览室来提高工

人的知识水平。这些设施在每个社会主义的组织里和几乎每个宪

章主义的组织里都有，而且在许多单个的工会里也有。在这里，孩

子们受到纯粹无产阶级的教育，摆脱了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阅览

室里也只有或几乎只有无产阶级的书刊。资产阶级认为这种设施

是很危险的，他们已经在某些设施中，即在“技术学校”（《Ｍｅｃｈａｎ

－ｉｃ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１１４
里面消除了无产阶级的影响，并把它们变成

在工人中间传播对资产阶级有利的科学知识的机构。在这里讲授

着自然科学，而这些研究能使工人脱离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或许

还能促使他们中的某一个人去从事增加资产阶级收入的发明。可

是研究自然界目前对于工人本身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在他居住的

大城市里，在工作日很长的情况下，他是永远看不到大自然的。这

里还进行以自由竞争为偶像的政治经济学的说教；工人从这门科

学中只能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对他说来，最明智之举莫过于默默

地驯服地饿死。这里的一切都是教人俯首帖耳地顺从统治阶级的

政治和宗教，所以工人在这里听到的只是劝他唯唯诺诺、任人摆布

和听天由命的说教。工人群众自然不愿意和这些学校打交道，他们

都到无产阶级的阅览室里去阅读，并讨论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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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关系的问题。于是自满自足的资产阶级就说他们的Ｄｉｘｉｅｔｓａｌ

ｖａｖｉ ，并且轻蔑地把头一扭，避开了这个“宁愿听恶意的煽动者狂

暴的叫喊而不愿接受踏踏实实的教育”的阶级。但是工人也是重视

“踏踏实实的教育”的，只要它里面不掺杂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

智谋。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在无产阶级的、特别是社

会主义者的学校或阅览室里经常举行关于自然科学、美学和政治

经济学问题的讲演会，而且听众往往很多。我常常碰到一些穿着褴

褛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他们显示出自己对地质学、天文学及其

他学科的知识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要多。阅读最新的哲

学、政治和诗歌方面最杰出的著作的几乎完全是工人，这一事实特

别表明了英国无产阶级在取得独立的教育方面已经有了多么大的

成就。资产者是现存的社会制度以及和这个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各

种偏见的奴隶；他胆怯地避开和千方百计地排斥真正标志着进步

的一切；无产者却眼睛雪亮地正视这一切，高高兴兴地而且很有成

效地研究它们。在这方面，社会主义者为了教育无产阶级曾经做过

不少事情，他们翻译了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狄德

罗等人的著作，并且用普及本把这些翻译作品和英国作家最优秀

的著作一道加以传播。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和蒲鲁东的“什么是财

产”也仅仅是在无产者中间流行１１５。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

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

人；资产者所读的只是经过阉割并使之适合于今天的伪善道德的

版本即所谓“家庭版”。当代最大的两个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和葛

德文的著作，特别是后者的著作，也几乎只是无产阶级的财富。即

   Ｄｉｘｉｅｔｓａｌｖａｖｉａｎｉｍａｍｍｅａｎ——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

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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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激进资产阶级中有边沁的信徒，那也只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

者才能越过边沁，迈步前进。无产阶级在这个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

书刊，这多半是一些期刊和小册子，就内容来说，远胜于资产阶级

的一切书刊。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谈。

还必须指出一点。构成工人运动的核心的是工厂工人，其中主

要是棉纺织工人。郎卡郡，特别是曼彻斯特，是最坚强的工会的所

在地，是宪章运动的中心，是社会主义者最多的地方。工厂制度渗

入某个劳动部门愈深，这个部门的工人卷到运动中去的也愈多；工

人和资本家的对立愈尖锐，工人中的无产阶级意识也愈发展，愈

明朗化。北明翰的小师傅虽然也吃够危机的苦头，但他们还是处于

无产阶级的宪章主义和小商人的激进主义之间的不幸的中间地

位。一般说来，所有的产业工人都被卷到反对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各

种斗争中去了。他们都一致同意，他们是《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工

人”〕——这是他们引以自豪的并且是宪章主义者各种会议上的普

通的称呼，——他们是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

独立的阶级，是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同时也是国家力

量所系并能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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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无产阶级

对于像英国的那样规模巨大的工业说来，开采原料和燃料同

样需要数目很大的一批工人。但是在工业所必需的各种原料中，除

农业区供给的羊毛外，英国本地只出产矿物，即金属和煤。康瓦尔

有丰富的铜矿、锡矿、锌矿和铅矿，斯泰福郡、北威尔士及其他

地区出产大量的铁，几乎整个英格兰北部和西部、苏格兰中部及

爱尔兰某些地区都出产丰富的煤 。

康瓦尔的矿山雇用了将近１９０００个男人、１１０００个妇女和儿童，

这些人一部分在地下做工，一部分在地面上做工。在矿井内做工的

几乎全是男人和十二岁以上的男孩子。据“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

   据１８４１年调查，大不列颠（爱尔兰除外）在矿上工作的工人数目如下：

              男  人    女  人     总 数

２０岁以上 ２０岁以下２０岁以上 ２０岁以下
煤矿 ………………… ８３４０８ ３２４７５ １１８５ １１６５ １１８２３３
铜矿 ………………… ９８６６ ３４２８ ９１３ １２００ １５４０７
铅矿 ………………… ９４２７ １９３２ ４０ ２０ １１４１９
铁矿 ………………… ７７７３ ２６７９ ４２４ ７３ １０９４９
锡矿 ………………… ４６０２ １３４９ ６８ ８２ ６１０１

其他（
包括那些未指
出 名 称 的 矿） ２４１６２ ６５９１ ４７２ ４９１ ３１７１６

   总   计 １３９２３８ ４８４５４ ３１０２ ３０３１ １９３８２５

    因为在煤矿中工作的多半就是在铁矿中工作的工人，所以算在煤矿工人中的

一部分工人以及列在最后一项内的很大一部分工人都应该列入铁矿工人中

去。——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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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些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似乎是相当不错的，英国人也

常常夸耀他们这些强壮而勇敢的、甚至到海底下去开发矿脉的唐

瓦尔矿工。但是，委员会的报告对这些人的力量的估计却有些不

同。巴朗博士那个考虑得很周到的报告表明：矿井深处的空气含氧

很少，并且混杂着尘土和炸药爆炸时的烟，这种空气对肺部很有

害，妨碍心脏的活动，削弱消化器官的机能；紧张的工作，特别

是每天上工前和下工后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在某些矿井中，甚至

年轻力壮的男子也要在这上面花费一小时以上），也大大助长了上

述疾病的发展，所以从小就下矿的男子的体力竟远不如在地面上

做工的妇女；许多人年纪轻轻地就死于急性肺结核，而大多数人

都在壮年时得慢性肺结核死去；工人们都未老先衰，在三十五岁

到四十五岁之间就失去了工作能力；很多人由于爬梯子吃力，弄

得满身大汗，从温暖的矿井里出来后突然遇到地面上的冷空气，本

来就有病的呼吸器官感染上急性炎症，他们常常因此送命。地面上

碎矿和选矿的工作，是由少女和儿童来做的，这种工作被认为对

健康很有益处，因为它是在新鲜的空气中进行的。

在英格兰北部诺森伯兰和德勒穆交界的地方，是蕴藏丰富的

奥尔斯顿－摩尔铅矿所在地。关于这个地区的材料——“童工调查

委员会报告”中密契尔委员的报告——和关于康瓦尔的材料几乎

完全一致。这个材料也指出，矿井坑道内氧气不足，空气中充满尘

土、炸药烟、碳酸气和含硫的瓦斯。因此，这里的矿工和康瓦尔的

矿工一样，也是身材矮小，从三十岁起就几乎都患肺部疾病，如

果患者继续工作下去的话（他们几乎总是继续工作下去的），这种

病最后就转成真正的肺结核，大大缩短这些人的平均寿命。如果说

这个地区的矿工比康瓦尔的矿工活得稍微久些，这是由于他们从

１３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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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岁起才开始下矿井，至于康瓦尔的矿工，如我们已经看到的，

从十二岁起就开始做这种工作了。但是在这里，据医生证明，大多

数人也在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就死去了。在这一地区的官方登记

册上记载的７９个死亡的矿工中，３７人死于肺结核，６人死于哮喘病，

他们的平均寿命是四十五岁。在附近的几个居民点——爱伦达尔、

斯坦霍普和密得尔顿，矿工的平均寿命各为四十九岁、四十八岁

和四十七岁，因肺部疾病而死的各占死亡总数的４８％、５４％和

５６％。在这里必须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数字都仅仅是指满了十九岁

才下矿的矿工说的。让我们把这些数字和所谓瑞典统计表——关

于所有瑞典居民死亡情形的详细统计表——比较一下，这些

统计表在英国直到现在还被人看做衡量不列颠工人阶级平

均寿命的最正确的标准。根据这些统计表，十九岁以上的男人的

平均寿命是五十七岁半，这样看来，英格兰北部矿工的寿命由于

他们的劳动平均缩短了十年。但是不要忘记，瑞典统计表是工人的

平均寿命的标准，所以它们所表示的，是无产阶级在不利的生存

条件下可能活到的岁数，就是说，它们是低于普通人的寿命标准

的。在这一地区里，我们也发现了我们在研究大城市时已经熟悉了

的夜店和栖身之所，那里肮脏、发臭和拥挤的情形也并不亚于大

城市。密契尔曾参观过一间１８英尺长１５英尺宽的屋子，里面有七张

像船上那样的双层床，住了４２个成年男人和１４个男孩，一共５６个

人。屋子没有任何通气孔；虽然最近三夜都没有一个人在这间屋子

里睡过，但是里面仍然又臭又闷，竟使密契尔一分钟也待不住。如

果在炎热的夏夜往里边塞进５６个人，那又将成什么样子呢！这并不

是美国运奴隶的船只的统舱，而是“生而自由的不列颠人”的住

所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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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谈谈英国矿业最重要的部门——铁矿和煤矿。

“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是把它们放在一起考察的，而且正如这个

问题的重要性所要求的那样，考察得非常详细。报告的第一部分所

谈的差不多都是这两个部门中的工人的状况。我在前面已经详细

地描述了产业工人的状况，所以在这里就可以按照本书的篇幅所

要求的那样，尽量写得简短些。

在开采方法大致相同的煤矿和铁矿里做工的，有四岁、五岁、

七岁的儿童，但大多数都在八岁以上。他们的工作是把开采出来的

矿石或煤从开采地运到马车道上或主要的矿井里去，以及把从矿

井的一部分通往另一部分的门打开让工人和矿石通过，然后再关

上它。看这些门的多半是最小的孩子，他们就这样被迫每天在黑

暗、狭窄、多半是潮湿的巷道里孤独地坐上十二小时，由于没有

足够的工作，他们不能不闲得发呆。可是搬运煤和铁矿石却是很繁

重的劳动：必须在高低不平的坑道里把装满了煤或铁矿石的相当

大的没有轮子的运矿桶拖着走，常常要涉过稀泥或水，爬上陡坡

和通过低得有时必须爬着走的巷道。因此，这个吃力的工作就由年

龄较大的男孩子和快成年的女孩子来做。随着情况的不同，每一个

运矿桶或由一个成年工人拖着走，或由两个孩子，一个在前面拉，

另一个在后面推着走。成年男子和十六岁以上的比较结实的青年

所做的挖矿工作也是非常累人的。工作日通常长到十一小时至十

二小时，往往还要长些，在苏格兰竟长到十四小时。把工作的时间

延长一倍的事情是极常见的，因此，所有的工人都要在地下连续

工作二十四小时，也往往达三十六小时。在大多数矿里都没有固定

的吃饭时间，所以工人们都是在肚子饿了而且又能够抽出一点点

时间来的时候吃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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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的表面状况一般被描写得相当不错，他们的工资甚至比

周围的农业工人高（农业工人简直是吃不饱的），只有苏格兰的某

些地区和爱尔兰煤矿区例外，那里是极其贫穷的。我们以后还有机

会回头来谈谈对于矿工状况的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只是在和全英

国最贫穷的阶级的状况相比较时才得出来的。现在我们就来研究

一下目前这种采矿方式所造成的恶果，并让读者来判断：究竟有什

么样的金钱报酬能够补偿工人所受的这种痛苦。

运铁矿石和煤的儿童和少年都因工作太累而叫苦不已。就是

在那些剥削工人最残酷的工厂里，我们也没有看到过这样普遍和

这样极度的筋疲力尽的情形。报告的每一页上都有这方面的许多

例子。下面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孩子们一回到家，就倒在灶

旁的石板地上睡着了，甚至什么东西都不能吃，父母得把睡着的孩

子洗干净，抱上床去。孩子们常常疲倦得倒在路上睡着了，于是父

母必须在深更半夜去寻找他们，把他们在睡梦中带回家去。通常，

每逢星期日，这些孩子为了稍微恢复一下一星期的疲劳，竟把大部

分时间都花在睡觉上；上教堂和学校去的只是少数孩子，而且教员

还常常埋怨说，虽然他们的求知欲很强，但他们总是打瞌睡而且很

愚笨。女孩子和妇女的情形也是一样。人们极残酷地迫使她们去做

力不胜任的工作。自然，这种几乎总是把人弄得极端虚弱的疲劳现

象，是不会不影响工人的身体的。这样的过度劳动所产生的第一个

结果，就是肌肉的发展不平衡，也就是说，在拉东西和推东西时特

别用力的胳膊、腿、背、肩和胸部的肌肉过分发达，而身体的其他部

分却因缺乏营养而发育不良。这首先是阻碍了身体的成长和发育。

几乎所有矿工的个子都很矮小，只有瓦瑞克郡和莱斯特郡的矿工

是例外，因为他们是在特殊的、比较有利的条件下工作的。其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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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缓了男孩子和女孩子的性的成熟期，男孩子的性的成熟期常常

要晚到十八岁。昔蒙兹委员遇到过一个十九岁的少年，除牙齿外，

他身体各部分的发育竟和一个十一岁到十二岁的孩子差不多。这

种儿童期的延长实质上也不过是发育受到阻碍的结果，其影响是

必然要在以后表现出来的。在这种条件下和体质这样孱弱的情况

下，两腿弯曲、两膝向里弯、两足形成外八字、脊柱弯曲等等畸形状

态，是工作时姿势一直不自然所造成的最普遍的后果；这些畸形是

这样常见，以致无论在约克郡和郎卡郡，或者在诺森伯兰和德勒

穆，许多人（包括医生在内）都一致认为，单从体格上就可以在１００

个普通工人中认出哪一个是矿工来。妇女显然受这种工作的危害

更深；她们的体格很少有完全正常的，更正确地说，几乎从来没有

完全正常的。在报告中也举出了许多事实，证明矿井里的工作使得

妇女的骨盘结构不正常，因而引起难产，甚至常常造成死亡。除这

类畸形外，煤矿工人还患一大串特殊的病，这些病也是其他矿工所

患的，其原因很容易从他们的劳动的特点中得到解释。首先，他们

都患胃病；食欲消失，多数都腹痛、恶心和呕吐，同时口渴得厉害，

但只能用矿井里肮脏的、常常是微温的水来解渴。消化器官的活动

受到了破坏，这又促成了其他疾病的产生。根据许多人的证明，煤

矿工人们也常常患心脏病，如心脏肥大，心脏炎和心包炎，心脏的

血管硬化和主动脉口狭窄等。这些疾病的原因就是劳动过度。疝气

也几乎是普遍的现象，这也是肌肉过度紧张的直接后果。在许多矿

井里，由于肌肉过度紧张，又由于空气里充满了尘土、碳酸气和矿

坑瓦斯（这本来是容易避免的），产生了许多痛苦而危险的肺部疾

病，特别是哮喘病，这种疾病在某些地区的大多数煤矿工人中是在

四十岁上出现，而在另一些地区甚至在三十岁上就出现，并且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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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使患者失去工作能力。那些在潮湿的矿井中工作的人当中，喘息

的现象自然要开始得早得多；在苏格兰的某些地方，工人们在二三

十岁之间，即在有病的肺部特别容易感染各种炎症和热病的年龄，

就有了喘息的毛病。这种工人所特有的一种病是所谓黑痰病

（ｂｌａｃｋｓｐｉｔｔｌｅ），它是由细微的煤屑侵入肺的各个部分所引起的；

这种病的征候是全身衰弱、头痛、呼吸困难、吐黑色的浓痰。在某些

地方这种病比较轻微，而在另一些地方，特别是在苏格兰，却是不

治之症；在这里，这种病除上述各种征候表现得特别明显外，还有

呼吸短促而带有哨音、脉搏很快（每分钟一百多次）、时断时续的咳

嗽等现象；病人愈来愈瘦，愈来愈弱，很快就失去工作能力。在苏格

兰，这种病总是致命的。据东洛蒂昂的倍开特兰这个地方的麦克凯

拉博士说，在一切通风设备好的矿井里，这种病根本看不到，可是

从通风设备好的矿井转到通风设备坏的矿井去工作的工人却经常

害这种病。这样看来，这种病之所以普遍存在，应当归罪于不安装

良好通风设备的唯利是图的矿主。风湿病也是一切煤矿工人共同

的疾病（只有瓦瑞克郡和莱斯特郡的煤矿工人是例外），这种疾病

大部分是由于经常待在潮湿的矿井中引起的。所有这些疾病的结

果就是各个地区（毫无例外）的煤矿工人都衰老得早，四十岁以后

——在一些地区稍稍早一些，在另一些地区稍稍迟一些——就已

经不能工作了。到四十五岁或五十岁还能继续工作的煤矿工人是

极其少见的。根据所有的材料证明，这一劳动部门中的工人到四十

岁就衰老了。上面所说的是挖煤的工人；至于经常把沉重的煤块举

起来放到运矿桶里去的装煤工人，那他们在二十八岁到三十岁之

间就已经衰老了，所以在煤矿区里甚至有这样一句谚语：“装煤工

人，未少先老。”煤矿工人老得这样早，自然也就死得早，所以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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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中间很少能遇见六十岁的老人；甚至在矿井的设备好得多的南

斯泰福郡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能活到五十岁以上。由于工人这

样过早地衰老，所以这里很自然地也像工厂里一样，失业的父母经

常靠他们的孩子来养活，有时还靠非常年幼的孩子来养活。如果把

煤矿中的工作所引起的后果再简单地总结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正

如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萨斯伍德 斯密斯博士所说的，由于童年时期

的延长和未老先衰，一个人精力最充沛的生活时期就大大缩短了，

而且寿命也因为早死而普遍地缩短了。所有这些都必须记在资产

阶级的帐上！

上面谈到的一切只是英国矿井的一般情形。但是有不少矿井

的工作条件还要坏得多，这就是那些开采薄煤层的矿井。假如掘煤

时把和煤层连在一起的砂和粘土带出一部分来，煤价就会太贵；所

以矿主只让掘煤，不许动砂和粘土。这样一来，通常有四五英尺或

者还要高一些的巷道在这里就低得连站都站不起来。工人只好侧

卧着，把肘支在地上，用铁镐把煤掘下来。这种姿势就引起肘关节

炎，而在工人必须跪着工作的情况下，就会引起膝关节炎。拖煤的

妇女和儿童用挽具和链子拖着运矿桶在低矮的水平坑道里爬着

走，链子往往从胯下穿过去，同时另外一个人在后面用头顶和用手

推。用头顶运矿桶引起局部刺激、肿胀和疮疖。此外，许多水平坑道

都是潮湿的，因此，工人必须在几英寸深的脏水或咸水中爬行，这

样也使皮肤受到刺激。不难想像，这种可怕的奴隶劳动是怎样助长

了煤矿工人本来就有的各种疾病的发展。

但落在煤矿工人头上的灾难还不止这些。在整个不列颠王国

里，再没有一个劳动部门中的工人的生命像在这里这样经常发生

危险。煤矿是许许多多骇人听闻的不幸事件产生的场所，而所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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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幸事件都应当直接归咎于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矿井中常常

产生的矿坑瓦斯和空气混合起来，就成为一种爆炸性瓦斯，这种瓦

斯一碰到火就爆炸，就会把附近的人都炸死。这样的爆炸时而在这

里发生，时而在那里发生，几乎每天都有。１８４４年９月２８日，在德勒

穆的哈斯威尔矿井中发生了一次这样的爆炸，结果死了９６个人。同

样在矿井中大量形成的碳酸气沉积在比较低的地方，常常积到一

人多深，人一陷到里面就会闷死。按理说，把矿井隔成各个部分的

门是会防止爆炸的蔓延和瓦斯的流动的，但是因为看门的都是小

孩子，他们常常睡着了，或者是疏忽了，所以这不过是有名无实的

预防而已。要是利用通风井来使矿井中的空气畅通，就完全可以消

除这两种瓦斯的危害性，但资产者不肯出钱来办这件事。他要工人

只使用戴维灯；但这种灯的光线很微弱，对工人毫无用处，所以工

人宁愿改用普通的蜡烛。可是一旦发生爆炸，那当然就要归咎于工

人的疏忽；但是只要资产者把通风设备搞好，爆炸是几乎不可能发

生的。其次，随时都有水平坑道整个地或部分地崩塌下来的事故发

生，把工人活埋或者把他们弄成残废；资产者所关心的是尽可能地

把煤从水平煤层中掘干净，这就是造成这类不幸事件的原因。再其

次，工人下矿井时攀缘的绳索的质量往往很坏，绳索一断，不幸的

工人就坠到井底，跌得粉身碎骨。所有这些不幸事件（因为篇幅有

限，我不能一一列举），根据“矿业杂志”１１６的统计，每年大约要夺去

１４００个人的生命。仅仅就郎卡郡一地而言，“曼彻斯特卫报”每周至

少要报道两三起不幸事件。几乎在所有的地区，验尸陪审员都是受

矿主左右的，而在情况不是这样的地方，判断照例是这样的：“因不

幸事故致死。”此外，陪审员很少考虑到矿井的状况，因为他们在这

方面是一窍不通的。但是“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却毫不犹豫地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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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这种不幸事件的责任归之于矿主。

至于矿业工人的教育和道德，据“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康瓦

尔在这两方面的情况都还不错，奥尔斯顿—摩尔甚至很不错；但是

在煤矿区，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一般是很低的。工人住在乡村里，

住在偏僻的地方。只要他们在做那种繁重的工作，除警察外，谁也

不关心他们。同时，由于孩子们很小就开始工作，所以他们的智力

发展的水平是很低的。普通的学校他们进不去，在夜校和主日学里

又什么也学不到，因为教师都是些废物。因此，只有少数人识字，能

写的就更少了。据委员们证明，他们唯一懂得的，就是靠自己的繁

重而又危险的劳动所换得的工资实在是少得太可怜了。他们从来

不或者几乎从来不上教堂；所有的牧师都抱怨他们异常缺乏宗教

感。的确，这些人在宗教的和世俗的问题上显得这样愚昧无知，连

我们在前面许多例子中所谈的产业工人都为之逊色。他们只是从

骂人的话里才有了宗教的概念。他们的道德被他们的劳动条件破

坏了。一切煤矿工人的过度疲劳必然会促使他们酗酒。至于说到性

道德，那只要谈一点就够了，这就是由于矿井里温度很高，男人、女

人和孩子往往都是赤身裸体地工作，而在大多数场合差不多是一

丝不挂的。这在黑暗而僻静的矿井过道中会引起什么结果，那是每

一个人都想像得到的。私生子非常之多，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在

这些半野蛮的人们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这也证明，非婚的

性关系在这里还没有达到城市里那种卖淫的地步。妇女的劳动在

这里也产生了和工厂里一样的后果；它破坏了家庭，使妇女完全失

去了履行母亲的义务和料理家务的可能。

当“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在议会中提出时，艾释黎勋爵急忙

提出了一个法律草案，绝对禁止妇女在矿井里工作并严格限制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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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儿童。这个法案通过了
１１７
，但在大多数地区都成为一纸空文，因

为连视察法律执行情况的矿山视察员都没有任命。何况在矿场所

在地的乡间，规避这个法律本来就是很容易的。因此，当去年煤矿

工会正式通知内务大臣，苏格兰汉密尔顿公爵的矿里面有六十多

个妇女工作的时候，当“曼彻斯特卫报”报道在威根附近（我记得是

这样）的矿坑爆炸，一个女孩子被炸死的时候，竟没有人注意到这

已经暴露了违法的事实，那是毫不足怪的。在某些个别的情况下这

个法律也许有人遵守，但总的说来还是一切照旧。

可是煤矿工人的苦难还不止这些。资产阶级破坏了这些人的

健康，使他们每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并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任何

机会，但它还不满足，它还用最无耻的方式来剥削他们。实物工资

制在这里不是例外，而是常规，并且是明目张胆地实行的。这里普

遍采用而且多半是由于必要才采用的小宅子制也加强了对工人的

剥削。此外，资产阶级还用其他的方法欺骗工人：煤是按重量出卖

的，但工人的工资多半都是按容积支付，如果他的运矿桶没有完全

装满，他就一点工资也拿不到，可是装多了又一文钱也不能多得。

如果运矿桶里的砂子超过了定量，那工人就不仅完全得不到工资，

而且还要罚款，但砂子的多少与其说是决定于工人，不如说是决定

于煤层的性质。罚款制度在煤矿里一般都是极其厉害的，有时候一

个穷人做完了整整一星期的工去领工资的时候，才从监工——他

高兴罚就罚，甚至不预先告知工人——那里知道不仅一个钱也领

不到，甚至还必须缴多少多少罚款！监工处理工资通常都是独断独

行的；他把工人做的工作登记下来，可以随意付给工人一些工资，

而工人还必须相信他的话。在某些按重量计算工资的矿里，使用砝

码与物重为一比十的不准确的台秤，秤上的砝码是没有经过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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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过的；有一个矿里甚至有这样一条规则：工人要控告台秤不正

确，必须在三个星期前预先告诉监工！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在英格

兰北部，还有以一年为期的雇工，工人在这一年内除了自己的雇主

外不能给任何人做工，但主人却根本不负责给他们工作。这样一

来，他们就常常整月地没有工做，而如果他们想要到其他的地方去

找工作，那就会得到一个擅离职守的罪名，被送到监牢里去待六个

星期。另外一些合同保证他们每两个星期有２６先令的工资，但是诺

言并不兑现。在某些地区，矿主借给工人一笔不大的款子，让他们

以后用劳力来偿还，这样就把他们紧紧地束缚在自己身边了。在北

方还有一种惯例，就是经常扣压一个星期的工资不发，以便把矿工

束缚在矿上。下面这一情况把这些被束缚的工人完全降到奴隶的

地位：几乎煤矿区里所有的治安法官本身不是矿主，就是矿主的亲

戚朋友。他们在这些贫穷的落后地区，在这些报纸很少，——而报

纸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政治宣传工作很不开展的地区，享

有几乎无限的权力。甚至很难想像，这些为自己的利益执掌着司法

大权的治安法官会怎样剥削和折磨不幸的煤矿工人。

这种情形维持了一个很长的时期。矿工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

过他们活在世界上决不是仅仅为了供人榨取血汗。但是在他们中

间，首先是在和觉悟较高的工厂工人相接触而不能不受他们影响

的工厂区里面，也渐渐出现了对“煤炭大王”的无耻压迫的反抗精

神。煤矿工人开始组织工会，时常举行罢工。在文化比较发达的地

区里，他们甚至全心全意地拥护宪章派。但是完全和工业生活隔绝

的英格兰北部大煤矿区，并没有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只是由于宪章

派和觉悟较高的煤矿工人本身的多次努力，到１８４３年，反抗精神才

在这里普遍地觉醒起来。诺森伯兰和德勒穆的工人完全投入了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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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他们成了全大不列颠煤矿总工会的首领，并聘请了布利斯托尔

的律师，宪章主义者威 普 罗伯茨做他们的“总代理人”，他是在宪

章派过去的多次诉讼中就已经出了名的。这个工会很快就扩展到

大部分地区里；到处都任命了召开大会和征求会员的代理人。到

１８４４年１月在曼彻斯特开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时候，工会已拥有会员

６万人以上，半年后，到了在格拉斯哥举行第二次代表会议的时候，

会员已经超过１０万人。在这两次代表会议上讨论了煤矿工人的一

切问题，并就比较大规模的罢工的问题做出了决定。为了维护煤矿

工人的权利，创办了好几种新的期刊，特别是泰纳河上的新堡创办

的“矿工的律师”月刊。

１８４４年３月３１日，诺森伯兰和德勒穆所有煤矿工人的受雇合同

已经到期。他们委托罗伯茨草拟了一个新合同，提出了以下的要

求：（１）不按容积而按重量计算工资；（２）过秤时要用普通的经

政府检查官检验过的秤和砝码；（３）受雇期限为半年；（４）废除

罚款制度，按实际做的工作付给工资；（５）矿主有义务保证专门

替他工作的工人每星期至少有四天工作，或保证他们每星期领到

四天的工资。他们把这个合同送给了煤炭大王们，并选出了一个代

表团去谈判。但是矿主们的回答是：矿工工会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

的，他们只和个别的工人打交道，而工会他们是永远不会承认的。

矿主们也提出了一个合同草案，这个草案中连上述几点的影子都

没有，工人当然拒绝了。这样双方就宣了战。１８４４年３月３１日，４万

煤矿工人放下了自己的铁镐，于是这两个郡里所有的矿井都空无

一人了。工会的财力是这样雄厚，好几个月里每个家庭每星期都可

以领到时个半先令的补助金。当工人用这种方法来考验他们雇主

的耐性的时候，罗伯茨不辞劳苦地组织罢工，进行鼓动；他召开

２４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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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会议，东奔西走地跑遍了全英国，为罢工者募集捐款，劝告

他们要沉着和守法，同时又向横行霸道的治安法官和实行实物工

资制的业主展开了英国空前未有的斗争。早在年初他就展开了这

一斗争。只要某一个治安法官判决煤矿工人有罪，罗伯茨立

刻就到皇家法庭１１８去弄一个ＨａｂｅａｓＣｏｒｐｕｓ
１１９
来，把他的被保

护人带到伦敦去，结果总能替他辩明无罪。例如威廉斯法官

于１月１３日在皇家法庭中宣布３个已被比尔斯顿 （南斯泰福

郡）的治安法官判了罪的煤矿工人无罪；这几个煤矿工人原来的

罪名是：他们拒绝在一个有崩塌危险而且当他们刚离开那里就真

的崩塌了的地方工作！更早一些时候，帕特逊法官曾宣布６个工人

无罪，所以罗伯茨这个名字渐渐地使那些拥有矿井的治安法官们

闻风丧胆。普累斯顿也有受罗伯茨保护的４个人被关在监牢里；２月

初，罗伯茨到那里去就地调查这件事，但是当他到那里的时候，发

现这些被判刑的人在刑期未满以前已经释放了。曼彻斯特监禁了７

个人；罗伯茨弄到了一个人身保护状，使得法官怀特曼把被告全

释放了。普莱斯科特有９个煤矿工人被控破坏了圣海伦斯（南郎卡

郡）的安宁而被关在监牢里，听候宣判；罗伯茨一到那里，他们

就马上被释放了。这一切都是２月上半月的事情。在４月间，罗伯茨

用这种方法从得比监狱中释放出１个煤矿工人，从威克菲尔德（约

克郡）监狱中释放出４个，从莱斯特监狱中释放出４个。这种情况继

续了一些时候，直到这些《Ｄｏｇｂｅｒｒｉｅｓ》〔“道勃雷”〕——人们用

莎士比亚的戏剧“无事烦恼”中的有名人物的名字来这样称呼治

安法官——变得老实一些为止。罗伯茨也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实

物工资制。他把这些恬不知耻的矿主一个又一个地拖到法庭上，迫

使治安法官违背自己的心愿来判决他们有罪。矿主们在这个行动

３４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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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事事出头的总代理人面前感到十分恐怖，例如在得比附近

的拜尔帕地方，一家实行实物工资制的公司在罗伯茨刚到那里的

时候就贴出下面这个布告：

“通告

为了避免一切误会，哈斯兰家认为有必要做如下声明：他们矿上所有矿

工的工资，将全数以现金支付，矿工们愿意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使用这些钱，

悉听自便，如矿工在哈斯兰家的铺子里买东西，他们将和过去一样照批发价

格买得。但是并不要求他们一定在那里买，不管他们是在这个铺子里或其他

任何的铺子里买，他们的工作和工资仍照旧。

本特里克煤矿”

这些胜利在整个英国工人阶级中引起了热烈的欢呼并为工会

吸引来了大批新会员。那时北方仍在继续罢工。没有一个人工作，

在输出煤炭的主要港口新堡，煤荒竟严重到必须从苏格兰运进煤

来，虽然英国人的谚语《ｔｏｃａｒｒｙｃｏａｌｔｏ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把煤运到新

堡去”〕和希腊人所说的“把猫头鹰带到雅典去”一样，意思就是“完

全多此一举”。起初，当工会的经费还没有用光时，一切都很好，但

是快到夏天的时候，工人就很难进行斗争了。他们穷困不堪；他们

没有钱，因为英国所有工业部门工人的捐款和罢工的人数比起来

是太微不足道了；他们不得不接受苛刻的条件向小铺老板赊欠；整

个报界，除不多的几家无产阶级报刊外，都反对他们；资产阶级，就

是其中少数很有正义感并想支援罢工者的人物，也只是从卖淫式

的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报纸上读到些关于罢工情况的骗人的报道；

被派到伦敦去的由１２个煤矿工人组成的代表团向伦敦的无产阶级

募集了一些款子，但是因为需要救济的人很多，所以也起不了多大

作用。尽管如此，矿工们仍然坚定不移，而更重要的是，虽然矿主及

其奴才们采取狂暴的敌对态度并进行各种挑衅，但是他们仍然保

４４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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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安静和沉着。没有采取过一次报复的行动，没有殴打过一个叛

徒，也没有发生过一次盗窃。罢工就这样继续了四个月之久，

矿主们仍然没有一点占上风的希望。但他们面前还有一条

道路。他们想起了小宅子制；他们想起了倔强的工人的住宅

是老板所有的。７月，他们叫工人腾出房子，一个星期以后，４

万人全都被赶到街上去了。他们的残酷的手段是令人发指的。有

病的和身体衰弱的，老年人和婴儿，甚至产妇都被他们毫不留情地

从床上拖下来，推到公路旁边的沟里去。有一个走狗亲手抓住一个

快分娩的女人的头发，把她从床上拖下来扔到街上，这样来寻开

心。大批军队和警察站在那里，只要有人抵抗或只要指挥这种暴行

的治安法官一示意，就立刻动武。但工人们连这也忍住了，没有作

任何反抗。矿主们希望工人使用暴力，并竭力用一切手段来引起他

们反抗，以便找到借口用军队来结束罢工；但是被赶到街上来的矿

工们记住了他们的总代理人的劝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不声不响

地把他们的家具搬到多沼泽的草地上或收完庄稼的田里，继续耐

心地等候着。其中有些人因为找不着更好的地方，就露宿在公路两

旁的沟里；另一些露宿在别人的地段上的，因为“他们造成了半辨

士的损失”而受到法庭的追究，被处以１英镑的罚款，他们当然交不

出这笔罚款，就只好坐监牢。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庭就这样在去年

（１８４４年）多雨的深夏在露天里度过了八个多星期。除了床上的印

花布帐子，他们和婴儿就再没有其他可以遮蔽的东西；除了工会的

微薄的补助和小铺老板的愈来愈少的赊欠，他们就再得不到其他

的帮助。那时，德勒穆的一个拥有很多煤矿的伦敦德雷勋爵曾以他

的高贵的愤怒来威吓“他的城市”西恩的小铺老板们，不准他们再

赊东西给“他的”倔强的工人。这位“高贵的”勋爵在整个罢工期间

５４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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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个道地的小丑，因为他老是对工人发布一些傲慢得可笑而

文理不通的“命令”，这些“命令”除了成为全国的笑料，就再也达不

到别的目的①。矿主们看到无论什么办法都无济于事，就花了很多

钱从工人运动还没有发芽的爱尔兰和威尔士的偏僻地方，雇人到

他们的矿上来工作；这样一来，工人彼此之间的竞争又恢复了，罢

工工人的力量被摧毁了。矿主们强迫工人脱离工会，和罗伯茨断绝

关系，并接受矿主所提出的条件。煤矿工人对雇主的历时五个月的

伟大斗争，被剥削者以值得我们极力称颂的毅力、勇敢、觉悟和理

智进行的斗争，就这样在９月初结束了。这样一个４万人的群众斗

争，需要多么高度的真正人类的文化、热忱和坚强的意志呵！我们

知道，１８４０年“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还把这些人描写成极其粗野

的和毫无道德的人。而这种压迫是多么残酷呵！它把这４万人逼得

像一个人一样地站了起来，好像一支军队，不仅有纪律而且为一个

愿望、一个意志所鼓舞，用最大限度的冷静和镇定把斗争一直进行

到再反抗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而且这是什么样的斗争

呵，这不是在和看得见的可以击败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在和饥饿与

匮乏、贫穷与露宿作斗争，和自己的、由于富人的残酷而达到疯狂

地步的激情作斗争。假如工人使用了暴力，那末他们，这些手无寸

铁的人，就会遭到枪杀，几天之后矿主就会得到胜利。他们守法并

不是由于害怕警察的棍子，而是事先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是工人的

觉悟和自制力的最好证明。

就这样，工人虽然无比地坚强，这一次还是被资本家打败了。

６４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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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斗争并不是没有结果的。首先，持续了十九个星期之久的这次

罢工使英格兰北部的煤矿工人永远脱离了以前所处的精神睡眠的

状态。他们苏醒过来了，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利益，参加了文明的

运动，首先是工人运动。把矿主对工人的一切暴行揭露无遗的这一

次罢工，最终唤起了这些工人中间的反抗精神，至少把他们当中的

四分之三的人变成了宪章主义者，而３万个这样坚忍不拔和经得起

考验的人，对宪章派确实是一笔宝贵的财产。其次，在合法的范围

内延续了这样久的罢工和伴随着罢工的积极的宣传，毕竟引起了

社会舆论对煤矿工人状况的注意。利用对煤炭出口税问题辩论的

机会，下院中唯一坚决拥护宪章主义的议员托马斯 邓科布在议会

中提出了煤矿工人状况的问题，争得了在下院讲坛上宣读他们的

请愿书的机会，并且发表了演说，迫使资产阶级的报刊至少在报道

议会的辩论时把全部事情做了正确的描述。这次罢工以后不久，哈

斯威尔发生了一次爆炸。罗伯茨来到了伦敦，要求谒见皮尔，并以

煤矿工人代表的身分坚决要求彻底调查这次爆炸事件。他终于达

到了委派英国地质学界和化学界的第一流权威赖尔教授和法拉第

教授去肇事地点进行调查的目的。由于这次爆炸以后不久又发生

了好几次爆炸，而且罗伯茨又把关于这些爆炸的记录送给了首相，

所以首相答应在最近的一次议会会议（也就是今年——１８４５年

——这一次）中，如果可能的话，提出一个为保护工人所必需的各

种措施的法案。如果煤矿工人不在这次罢工中表明自己是爱好自

由的值得尊敬的人，如果他们不委托罗伯茨来管理他们的事务，那

末这一切成就都是不会有的。

北方的煤矿工人被迫解散自己的工会和被迫解聘罗伯茨的消

息刚一传出，郎卡郡的煤矿工人就组织了一个约有１万工人的工

７４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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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并保证给他们的总代理人１２００英镑的年薪。去年秋天，工会每

月收入的款项都在７００英镑以上，其中约有２００英镑用做薪俸、讼

费等等，其余的大部分是用来补助失业工人或者由于和雇主冲突

而罢工的工人。工人就这样愈来愈觉悟到，他们团结起来就会成为

一个相当巨大的力量，在最必要的时候是能够向资产阶级挑战的。

这种觉悟是一切工人运动的重大成果，它由于工会的建立和１８４４

年的罢工，才出现在英国煤矿工人中。再稍微过一些时候，在觉悟

和毅力方面至今还落后于产业工人的煤矿工人，就能够和产业工

人相比，并且在各方面都将会同他们齐头并进。资产阶级脚下的地

基就这样逐渐地动摇起来，总有一天，资产阶级的整个国家的和

社会的建筑物将连同它的基础一同倾复。

但是资产阶级是不听警告的。煤矿工人的反抗只是使他们更

加残酷；他们并不认为这应该使他们更加理智，不认为这是整个

工人运动前进的一步，而认为这只是一个机会，可以用来对这些

竟愚蠢到不同意继续忍受从前的待遇的人群发泄怒气。资产阶级

认为没有财产的人们的正义要求只不过是死不知足，是对“上帝

和人们安排好的秩序”的疯狂的反抗，至多也只是“以鼓动为生

的、懒惰得不愿意工作的、恶意的煽动家”的成功，这是必须用

一切手段镇压下去的。资产阶级企图——自然是不会有什么效果

的企图——在工人面前把不得不靠工会来养活的罗伯茨和工会的

许多代理人说成是从他们这些穷工人口袋里骗去最后一文钱的狡

猾的骗子。当你看到有产阶级这样疯狂的时候，当你看到他们被眼

前的利益迷惑得连时代的最明显的标志都看不出的时候，你就不

得不放弃和平解决英国社会问题的任何希望。唯一可能的出路就

是暴力革命，毫无疑问，这个革命是不会让人们长久等待的。

８４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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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无产阶级

我们在“导言”里已经看到，由于以前存在过的工业劳动和

农业劳动的结合已经解体，空出来的小块土地集中到大佃农手里，

小农被占优势的大农的竞争所排挤，他们和小资产阶级及以前过

着小康生活的工人一起破产了。小农不再像过去那样自己就是土

地所有者或佃农，他们被迫抛弃了自己的耕作，到大佃农和大地

主那里去当雇农。有一个时期，他们的新的状况虽然比过去坏，但

是还算过得去。当时人口的增长和工业的发展是步调一致的，但后

来工业发展有些缓慢了，机器的不断改进已经不容许工业全部吸

收来自农业区的过剩的劳动人口。从这时起，从前只是在工厂区才

看得到而且也只是偶尔才看得到的贫困现象，也在农业区出现了。

此外，历时二十五年的对法战争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结束了。在

战争期间，战区生产缩减、输入停止以及必须用粮食供应在西班

牙的不列颠军队，引起了英国农业的人为的繁荣，此外，大批劳

动力还脱离了和平的劳动。而现在，输入的阻碍、输出的必要和工

人的缺乏一下子都不存在了，其结果就是英国人所说的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ｄｉｓｔｒｅｓｓ，即农业灾难。农场主不得不以很低廉的价格出售自

己的粮食，因而他们也只能支付很低的工资。为了提高粮价，议会

在１８１５年通过了谷物法，在小麦价格每夸特低于８０先令时，禁止

粮食输入。后来，这个自然是无济于事的法律经过了多次的改变，

但是这并没有减轻农业区的贫困。唯一的结果就是，这个在外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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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竞争存在时已经危在旦夕的急病现在变成了慢性病，它均衡

地但更严重地危害着农业工人。

在农业无产阶级出现后的初期，在这里曾建立了类似工业中

刚被摧毁了的宗法关系，即目前在德国几乎到处都存在着的雇主

和雇农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存在的时候，工人的贫困还不这么严

重，也没有这样普遍；雇农和农场主共甘苦，雇主只是在万不得已的

时候才解雇他们。但是现在完全变了。雇农几乎全成了短工，农场主只是在

需要他们时才雇用他们，因此，他们整星期整星期地完全没有工作，特别

是在冬天。在宗法关系下，雇农和他们的家属一起住在农场主的庄园里，他

们的孩子在那里长大，农场主当然也竭力在自己的庄园里给这一代找点

活干，当时打短工只是例外而不是常规，那时每一个农场里的工人，

严格地说，都比所需要的多些。所以农场主也乐于摧毁这种宗法关

系，把雇农从农场主的庄园里赶出去，使他们变成短工。在１９世纪

２０年代末，这种情况几乎到处都有。结果，用物理学的术语说，从前

处于潜伏状态的“过剩”人口，现在释放出来了，工资降低了，济贫

捐也大大地增加了。从这时起，农业区成了慢性贫穷的发源地，而

工厂区则成了周期贫穷的发源地，修改济贫法是政府对乡村日益

贫困化所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此外，由于大农场制度的不断发展引

起了脱谷机和其他机器的应用，由于田间工作中采用妇女和儿童

的劳动（这种情形现在已经十分普遍，它的后果不久前甚至已成为

官方一个特别委员会的调查对象），所以这个部门里也出现了大批

的失业工人。这样，我们便看到，工业生产的制度也侵入到这里了：

建立了大农场，摧毁了宗法关系（这种关系正是在这里才具有巨大

的意义），采用了机器、蒸汽发动机以及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把劳动

人民中这个还没有被触动的最保守的部分也卷到革命运动中来

０５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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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是农业中的停滞现象维持得愈长久，工人现在身受的打击就

愈沉重，旧的社会结构的解体在这里也表现得愈明显。“过剩人口”

是一下子出现的，而且不能像在工业区里面那样用扩大生产的办

法来吸收他们。只要产品有人要，新的工厂随时都可以建立，但是

新的土地是创造不出来的，而耕种公共的荒地又是冒险的投资，所

以战后开垦荒地的投资很少。这些变化所引起的必然的结果，就是

工人彼此间的竞争达到了最高峰，而工资则降到最低限度。当旧的

济贫法存在的时候，工人们还可以从济贫金中得到一点救济；因

此，工资就更加下降，因为农场主尽可能把更多的开支转移到济贫

金上面去了。这使得随着过剩人口的出现本来已经大为增加的济

贫捐更加增多，并促使新济贫法的出现，这点我们以后将要谈到。

但是情况并没有因为有了新的济贫法而有所改善。工资没有提高，

“多余的”人口没有消失，新法律的残酷只是激起了人民的极端愤

怒。甚至最初已经缩减了的济贫捐几年后又回升到原来的水平。新

法律的唯一结果就是：以前总共有３００—４００万半赤贫者，现在却有

１００万完全的赤贫者，其余的仍然是半赤贫者，但已经得不到任何

救济了。农业区的贫困每年都在加剧。人们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

整家整户的人每星期就靠六七个或七八个先令过活，有时候连这

一点钱也没有。有一个自由党的议会议员在１８３０年已经描述了这

部分居民的状况，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英国农民（即农业短工）①和英国贫民这两个词是同义语。他父亲是贫

民，他母亲的奶没有养分；他从小就吃得很坏，从来没有吃饱过，直到现在，

只要没有睡着，就几乎老是感到无可满足的饥饿的痛苦。他衣不蔽体，燃料勉

１５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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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够做一顿简单的饭，因此，寒冷和潮湿是他的不速之客，和坏天气一起来

到，也和坏天气一起告别。他结了婚，但是，他不知道做父亲和丈夫的乐趣。

他的妻子和儿女都受冻挨饿，经常害病，无依无靠，像他自己一样老是忧虑、

沮丧，自然出就贪婪、自私，并且令人讨厌。因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看

到他们就一肚子气（ｈａｔｅｓｔｈｅｓ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ｍ），他之所以回到自己的茅屋里

去，只是因为它比起一道篱笆来总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躲避风雨的地方。他要

养家，但是又办不到；于是他就只好去要饭，干各种各样的丢人的勾当，直

到公然进行欺诈。即使他很想学他那个阶级中较强悍的人，去当一个真正的

盗猎者或走私者，但他没有勇气；可是他一有机会就偷窃，并且教自己的孩

子撒谎和偷东西。他对较富有的邻居唯命是听、卑躬屈膝，这说明这些邻居对

他的态度是粗暴的、怀疑的；因此，他惧怕他们，憎恨他们，但从不敢用暴

力去对付他们。他彻头彻尾地堕落了，屈辱得连失望的劲头也没有了。他的不

幸的生命是短促的，风湿病和哮喘病把他带到习艺所去，在这里，他对过去

没有任何愉快的回忆就吐出了他最后的一口气，把位置让给另一个也将和他

一样生活、一样死去的不幸的人。”

我们的作者补充道，除这类农业短工外，还有另一类较强悍的

而且在体力、智力和道德方面都比较发展的人；这些人虽然也过着

同样穷困的生活，但他们不是在这种环境里出生的。他们比较关心

家庭，但他们是走私者和盗猎者，常常同森林看守者和海岸警备队

发生流血冲突，由于常常坐牢，他们更加残酷无情地反对社会，他

们对有产者的仇恨也不亚于第一类人。我们的作者最后说：

“由于礼貌的关系（ｂｙｃｏｕｒｔｅｓｙ），人们就用莎士比亚的话称这类人为

‘勇敢的英国农民’（《ｂｏｌｄ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ｙ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

   议会议员爱 吉 威克菲尔德“被揭露了的斯温，或农村中纵火的原因”，１８３１

年在伦敦出版的小册子（Ｅ．Ｇ．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Ｍ．Ｐ．《Ｓｗｉｎｇｕｎｍａｓｋｅｄ，ｏｒｔｈｅＧａｕｓｅ

ｏｆＲｕｒａｌＩｎｃｅｎｄｉａｒ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１．Ｐａｍｐｈｌｅｔ．）。上面引证的几段话见该书第９—１３

页；在翻译的时候，我们略去了原文中有关当时还存在的旧济贫法的地方。——恩格斯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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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为止，对于英国农业区的大部分短工来说，这个描述

也还是正确的。１８４４年６月，“泰晤士报”派了一个记者到这些地方

去调查这类人的状况，他的报告完全和这个描述相符合。某些地区

每星期的工资不超过６先令，即不比德国许多地区的工资高，然而

英国的食品价格却至少比德国高１倍。这些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那是不难想像的。他们的食物又坏又少，衣服破破烂烂，住所狭窄

简陋，只是一间没有任何设备的可怜的小茅屋；年轻人住的是夜

店，在这里男人和女人几乎一点也不隔离，这就引起了混乱的性

关系。一个月中只要有几天没有工作，这些人就会陷到贫穷的深渊

里去。而且由于他们住得分散，所以不能联合起来成立工会争取提

高工资；如果有一个人因为工资过低而拒绝工作，那就会有几十

个失业者和习艺所里出来的人来填补他的位置，即使是最微薄的

工资，这些人也是乐于接受的，而拒绝工作的人就被认为是懒汉、

二流子，他除了被送到那个可恨的习艺所去，不会从济贫所得到

任何救济。要知道，掌管济贫所的人就是那些农场主，而这个拒绝

工作的人又只有从他们或他们的邻居和熟人那里才能得到工作。

这并不是关于英国的某一个农业区的偶然的报道；不，无论在南

部或北部，东部或西部，贫穷都同样地严重。萨福克和诺福克的工

人状况同戴文郡、汉普郡和萨塞克斯的工人状况没有丝毫差别；无

论在多尔塞特郡、牛津郡或在肯特、萨雷、巴金汉郡和剑桥郡，工

资都是一样地低。

对付农业无产阶级的一种特别残酷的办法是狩猎法，这种法

律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英国这样严厉，虽然英国的飞禽走兽要多

少有多少。按照英国农民由来已久的习惯和传统，盗猎是勇敢无畏

的一种十分自然而高尚的表现，加之农民一贫如洗，而贵族们则

３５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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恣意在林园里养了很多兔子和野禽供自己娱乐，这两方面的对比

更加推动农民踏上这条道路。农民布下套索，有时候也用枪打死只

把飞禽走兽，这对贵族根本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飞禽走兽很多，

但农民却给他的挨饿的一家人弄到了一顿烤肉吃。他要是被抓住，

就得坐牢，如果再犯，就至少要被流放七年。由于惩罚这样严厉，

就常常发生盗猎者和森林看守者的流血冲突，结果每年都发生许

多起杀人事件。因此，森林看守者的职务不但危险，而且还是不名

誉的和受人鄙视的。去年有两个看守者宁愿让枪弹穿过自己的脑

袋，也不愿再干这一行。这就是土地贵族们为了狩猎这种高尚的娱

乐要人们付出的“低廉的”代价！但是这同高贵的《ｌｏｒｄｏｆｔｈｅ

ｓｏｉｌ》〔“领主们”〕又有什么相干呢？过剩人口多几个或少几个不是

完全一样吗？即使这种“多余的”人口有一半由于狩猎法而送了命，

那末对剩下的一半不是更好吗？这就是英国有产阶级的博爱主义

的论调。

但是，尽管农村的生活条件——住处分散、环境安定、职业固

定，因而思想也就保守——对任何发展都很不利，贫穷和匮乏还是

在这里产生了自己的结果。工厂工人和矿业工人很快就越过了反

抗社会秩序的第一个阶段，即个别的人用犯法行为来表示直接反

抗的阶段；而农民直到现在还停留在这个阶段上。他们进行社会战

争的惯用的手段就是纵火。七月革命后，即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的冬季，

纵火第一次成为普遍的现象。还在１０月初，在萨塞克斯及其邻近的

几个郡里，由于海岸警备队的加强（这样一来，走私就困难了，从

而，用一个农场主的话说，使整个海岸区都破产了），由于新的济贫

法的通过，由于工资低和使用机器，就已经发生了骚动并且扩展到

全区。冬天，农场主场地上的粮食堆、干草堆，甚至他们住宅近旁的

４５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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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仓和畜圈都被烧毁了。几乎每夜都有几次这样的大火，这使得农

场主和土地占有者皇皇不安。可是罪犯几乎从来没有抓到过，于是

人民就把这些放火事件都推到一个被叫做“斯温”［《Ｓｗｉｎｇ》］的神

秘人物身上。人们绞尽脑汁地去想这个“斯温”究竟是谁，究竟是什

么引起了农村贫民的这种叛逆精神；至于那种伟大的动力——贫

困、压迫，却很少有人想到，而在农业区确实没有一个人想

到。从那时起，每年一到冬天，即短工失业的季节，都一再发

生纵火事件。１８４３—１８４４年的冬天，纵火事件异常频繁。我

手头有几号这个时期的“北极星报”，每一号都报道了好几起纵火

事件，并说明了消息的来源。下面没有提到的那几号“北极星报”都

是我手头没有的，但是在那几号里面一定也有不少关于纵火事件

的报道。何况这样的报纸自然也不可能把所有这类事情都报道出

来。１８４３年１１月２５日，“北极星报”报道了两起纵火事件，并引证了

不少以前报道过的这类事件。１２月１６日“北极星报”报道：在培德福

德郡，两星期来每夜都发生几次纵火事件，因此人心普遍不安。在

最近几天有两处大农场被烧毁。在剑桥郡有四处大农场被烧毁，在

哈特福郡有一处农场被烧毁；此外，在几个地方还发生了十五起纵

火事件。１２月３０日，诺福克发生一起纵火事件，萨福克发生二起，艾

塞克斯发生二起，哈特福郡发生三起，柴郡发生一起，郎卡郡发生

一起，在得比、林肯和南部共发生十二起。１８４４年１月６日一共发生

纵火事件十起，１月１３日发生七起，１月２０日发生四起。从这以后，该

报每周平均报道三四起纵火事件，而且这种事情并不像往年那样

只继续到春天，而是一直继续到七八月。我从收到的英国报纸和德

国报刊的报道中看到，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年的冬天来临时，这种犯罪行为

更加普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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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国的纯朴宁静的农业区中的这种情况，读者们会说些

什么呢？这难道不是社会战争吗？这种情况难道是自然的和可以持

久的吗？但是这里的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非常愚蠢而保守，正像工

业区的厂主和一般资产者一样，他们看不到不能给自己带来现金的

一切东西。资产者向自己的工人说，如果废除谷物法，他将给他们各种好处，而

土地所有者和大部分农场主则向工人们说，如果保存这些法律，他将使他们

得到人间天堂。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有产者都无法争取工人来支持他们

一心想实现的幻想。无论工厂工人或农业工人对谷物法的废除或保

存都是漠不关心的，然而这个问题对于他们都很重要。谷物法一旦

被废除，自由竞争，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就会发展到极端；谷物法

废除后，在现存关系的范围内，进一步发展的任何可能性都将消

失，而唯一可能的进步就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对于农业工人来

说，下述的理由使这个问题显得更为重要。粮食的自由输入决定了

——至于怎样决定，我在这里不可能谈到——农场主不再依赖于

土地占有者，换句话说，就是托利党的农场主变成了自由党的农

场主。在这方面反谷物法同盟已经做了不少工作，而这就是它唯一

的功绩。但是，如果农场主变为自由党人，即自觉的资产者，那末

他们的工人就会变为宪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即自觉的无产者。

有其因必有其果。目前在农业无产者中已开始出现了新的运动。自

由党的土地占有者赖德诺伯爵为了通过反对谷物法的决议于１８４４

年１０月在他的领地所在地海华斯附近举行的会议就证明了这一

点。工人对这些法律非常冷淡，但是他们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

譬如说要求以低廉的租金出租小块土地，而且他们当面向赖德诺

伯爵说出了不少辛辣的真理。这样，工人阶级的运动就深入到偏

僻、保守、精神上陷入酣睡状态的农业区去了，而且由于这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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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普遍穷困，运动就像在工厂区那样，很快扎下了根并且活跃起

来。

至于农业工人的宗教感，那当然比产业工人要强些，但他们

和教会的关系还是很紧张，因为在这些地区里几乎所有居民都是

信仰英国国教的。“晨报”的一个记者以“一个跟在犁后面吆喝的

人”做笔名报道了他在农业区的旅行，就中叙述了他和几个短工

在教堂门口的谈话：

“我问他们中的一个人，今天的传教士是不是他们自己的牧师。‘是呀，

去他的吧（Ｙｅｓ，ｂｌａｓｔｈｉｍ），他是我们自己的教士；他老是在乞讨，从我认

识他那天起，他一直就在乞讨’（传教士呼吁大家捐钱，用来使异教徒改宗）。

另一个人补充说：‘从我认识他那天起，我还没有见过一个教士不老是为这为

那向人乞讨的。’一个刚从教堂里出来的女人说：‘是呵，工人的工资老是下

降，可是看看那些有钱的懒汉吧，教士们就是和这些家伙一起吃、一起喝、一

起打猎的。天哪，我们宁愿到习艺所去，宁愿饿死，也不愿替那些到异教徒那

里去的教士出钱。’另外一个女人说：‘干吗他们不把每天老在萨里斯柏雷大

教堂里哼哼唧唧的那些教士搞到那里去？在那个教堂里，除了石头，谁也不听

他们的。为什么这些家伙不到异教徒那里去？’最初和我谈话的那个老头说：

‘这些家伙是不会到那里去的，他们有钱，他们的土地多得不得了，但是为了

摆脱那些穷教士，他们就向人捐钱；我很清楚他们要的是什么；我早就把他

们看透了。’我问：‘这是怎么回事呀，我的朋友们，难道你们老是怀着这种

痛恨牧师的心情走出教堂吗？你们为什么老到教堂里去呢？’一个女人回答

道：‘我们为什么去？只要我们不想丢掉一切，不想丢掉工作和一切，我们就

得去；当然我们只好去。’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他们到教堂去的话，他们就可

以得到燃料供给方面的一些小小的优先权和一小块种土豆的地，当然这块地

是要他们付租金的。”

我们的记者在描述了这种贫困和愚昧以后，就用以下的话作

   亚历山大 索麦维尔的笔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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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结束：

“现在我敢断言，这些人的状况、他们的穷困、他们对教堂的仇恨、他们

对教会的显贵们的外表上的顺从和内心里的怨恨，在英国所有的农村教区里

都是常例，相反的情形倒只是例外而已。”

英格兰的农民向我们表明大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人数众多的

农业无产阶级在农业区里引起的后果，而在威尔士我们却看到了

小佃农的破产。在英格兰的农村教区里重演着无产者和大资本家

之间的对抗，而威尔士农民的遭遇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不断破产

相类似。威尔士的农民多半只是小佃农，他们不能像条件比较好的

英格兰大农场主那样合算而便宜地出卖自己的农产品，但是他们

却不得不在同一市场上和这些大农场主竞争。同时也应该注意到，

许多地方的土壤只适宜于收入很少的畜牧业，而威尔士的农民由

于眷恋自己民族的孤独性，就比英格兰的农场主要保守得多。但

是，首先是他们相互间的竞争、他们和英格兰邻居的竞争以及这个

竞争所引起的地租的提高，使他们破产到几乎不能维持生活的程

度，而由于他们看不出自己的状况恶劣的真正原因，他们就把这种

原因归之于各种各样的小事情，例如高额的通行税等等。当然，高

额的通行税也妨碍农业和贸易的发展，但是由于每一个承租土地

的人都把这些税算到固定的开支里面去，所以归根到底这些税还

是由土地占有者负担的。此外，佃农们也都极端憎恨新的济贫法，

因为他们本身经常有受它支配的危险。１８４３年２月，威尔士农民日

积月累的不满情绪在有名的“利碧嘉骚动”中爆发出来了。许多男

人穿上女人的衣服，涂黑了脸，结成几个武装大队，袭击了那些在

英国用来代替关卡拦路杆的大门，在响亮的欢呼声和射击声中捣

毁了这些大门，还打坏了通行税征收入的小房子，以神秘的“利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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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的名义写恐吓信，有一次甚至还袭击了卡马登的习艺所。后来，

当调来了军队并且加强了警察时，农民们便异常巧妙地把他们引

入迷途，当军队被四面山岗止传来的号角声引诱着向相反的方向

推进的时候，农民们便打坏了这里的大门。当军队增加得太多的时

候，他们就开始放火，甚至杀死个别的人。像往常一样，这些较大的

犯法行为就是运动的尾声。一些人由于不同意这种斗争方式，另一

些人由于害怕，他们都脱离了运动，结果自然而然地又平静了下

来。政府派了一个委员会去调查事变的经过和原因，事件就这样结

束了。然而农民的贫困还是没有终止，而且，因为在现存的社会关

系下这种贫困只会加剧，不会减弱，总有一天会引起比这个幽默的

利碧嘉化装跳舞会更加严重的事件。

我们在英格兰看到了大农场制度的结果，在威尔士看到了小

和佃制的结果，而在爱尔兰我们就会看到土地分散的后果。爱尔兰

的居民极大多数是小佃农，他们租了一间孤零零的简陋不堪的小

土房和一小块种土豆的地，这块地也只能勉强保证他们在冬季里

有最必需的食物。由于这些小佃农之间存在着剧烈的竞争，地租达

到了闻所未闻的高度，竞比英格兰的高１—２倍甚至３倍。每一个打

短工的农业工人都想成为佃农，因此，尽管土地本来已经分散得

很厉害，却仍然有很多短工想租到一小块土地。虽然大不列颠的耕

地有３２００万英亩，而爱尔兰只有１４００万英亩，虽然大不列颠每年

出产１５０００万英镑的农产品，而爱尔兰只出产３６００万英镑的农产

品，但是，爱尔兰的农业工人却比大不列颠多７５０００人 。这一极不

相称的情况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在爱尔兰为了土地而进行的竞

   济贫法委员会在１８３７年的议会会议上所提出的关于爱尔兰的报告。——恩格

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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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是多么剧烈，而当我们注意到英格兰农业工人的生活已经极端

穷困的时候，这一点就特别清楚了。竞争的后果自然是地租提高，

使佃农的生活并不比短工的生活好多少。这样，爱尔兰人民就被束

缚在令人难以忍受的贫困中，这种贫困在目前的社会关系下他们

是摆脱不了的。这些人住在连用来关牲畜都不太适合的简陋的小

土屋里，只有勉强能够维持一个冬天的食粮；正如上面引用过的

报告里所说的那样，他们一年里有三十个星期可以靠土豆吃个半

饱，而在其余的二十二个星期中就什么也没有了。到了春天，当储

存的土豆已经吃完或者发了芽不能再吃的时候，妻子就带着孩子，

提着小锅出门讨饭；家里的男人把土豆种下以后，就到附近的地

方或英格兰去找工作，到收获的时候才又回来和家庭相聚。十分之

九的爱尔兰乡村居民就是这样过日子的。这些人穷得像教堂里的

老鼠一样，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停留在只有半文明的国家里才

可能有的最低的发展水平上。根据上面引用过的报告，在８５０００００

居民中，有５８５０００个当家人过着极端贫困（ｄ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的生活，

根据艾利生郡长所引用的其他资料 ，爱尔兰有２３０００００人没有社

会的或私人的救济就无法生活，换句话说，有２７％的居民是贫民！

这种贫穷的原因就在于现代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竞争，只是竞

争在这里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即土地分散的形式而已。有人曾企图

找出别的原因来，他们断定贫穷的原因是佃农和土地占有者之间

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土地占有者把大块的土地租给大佃农，大

佃农把这些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其他的佃农，这些佃农再把这些土

   “人口原理”第２卷。——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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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出租给第三者，如此等等，这样一来，在土地占有者和那些实际

耕种土地的人之间，有时候甚至有十层中间人夹在里面。有人认为

贫穷的原因是那个实在可耻的法律，根据这个法律，直接向土地占

有者租地的人不缴地租时，土地占有者有权把实际的耕种者从土

地上赶走，即使他已经把地租缴给了那个和他订合同的中间人。但

是这一切都只决定贫穷表现的形式而已。假定小佃农本身变成了

土地占有者，结果又会怎样呢？即使大多数的小佃农都不用缴地

租，他们也不能够靠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过活；即使情况有所改善，

但人口不断迅速的增加也会在几年内就使一切都回到原来的水平

上去。那些情况好转的人养活的孩子，现在由于贫穷和苦难，在幼

年时就夭折了。也有人说，这种贫穷应归咎于英格兰人对爱尔兰人

民的无耻的压迫。固然这种压迫能加速贫穷的到来，但它并不是贫

穷到来的原因。还有人指出，贫穷的原因是强加于一个天主教民族

的属于新教的国教教会，但是，如果把国教教会取之于爱尔兰人的

一切分摊一下，每人还摊不到两个塔勒；此外，什一税税款虽然由

佃农缴纳，但这种税并不是向佃农征收的，而是向土地占有者征收

的。现在，在１８３８年的折现法案通过以后，什一税是由土地占有者

自己缴纳的，但是他相应地提高了地租，佃农的状况也就没有得到

改善。类似这些很少能说明问题的解释，还可以举出几百种来。贫

穷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离开这一点，只能找到贫穷的某种

表现形式的原因，但是找不到贫穷本身的原因。在爱尔兰，贫穷以

现在这种形式而不以某种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原因就在于人

民的民族性格及其历史的发展。爱尔兰人按其整个民族性格来说

是和拉丁民族，和法国人，特别是和意大利人相似的。这个民族的

缺点，我们已经用卡莱尔的话描述过了。现在让我们来听听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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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讲的话，他说的毕竟比那位特别偏爱日耳曼性格特点的卡莱尔

所说的更接近于真理：

“他们不安静，但同时也懒惰（ｉｎｄｏｌｅｎｔ），他们机警而又轻率、急躁，没有

耐性而又缺乏远见；他们生来就勇敢，落落大方；受到侮辱就马上报复或立即

宽恕，交朋友快，绝交也快；他们天才四溢，但是判断力却差得可怜。”

在爱尔兰人身上，感情和热情无疑地是占优势的，理性必须服

从它们。爱尔兰人这种重感情的容易激动的性格使他们不能深思

熟虑，妨害他们从事冷静的坚忍的活动。这种人是根本不适宜于从

事目前那样的工业劳动的。所以他们还继续从事农业，而且还是在

最低的水平上从事农业。因为这里的小块土地并不像在法国和莱

茵河地区那样人为地由大领地分割而成 ，而是自古以来就存在

着，所以用投资的办法来改良土壤是不可想像的。据艾利生计算，

要投资１２０００万英镑，才能使爱尔兰的土壤达到英格兰那样本来就

不算高的生产率水平。英格兰移民本来有充分的可能来提高爱尔

兰人民的文化水平，但他们只是极端残酷地剥削爱尔兰人民，而爱

尔兰移民却给英国民族带来了一种酵素，这酵素将来是会产生结

果的；爱尔兰对英格兰移民是没有什么可以感谢的。

爱尔兰人民试图摆脱无法生活的现状的尝试，一方面表现为

恐怖行动，这种行动在爱尔兰的农业区里，特别是在南部和西部，

现在已成为日常现象：大多数场合是杀害直接的敌人——土地占

   “爱尔兰的状况”１８０７年伦敦版，１８２１年第２版，小册子（《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Ｉｒｅ－

ｌ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０７，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８２１．Ｐａｍｐｈｌｅｔ．）。——恩格斯原注

   这是一个错误。小经济从中世纪起一直是农业中占优势的经济形式。因此，小

农经济在革命前就已经存在了。革命只是改变了土地的所有权：它从封建主

手里夺取了土地所有权，直接或间接地把这所有权交给农民。——恩格斯在

１８９２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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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的代理人和忠实的奴才、新教徒移民、大佃农（他们的田地

是由成百个被赶走的人家的小块土豆地拼凑起来的）等等；另一

方面表现在为取消和大不列颠合并１２０而进行的鼓动上。总观上述，

可以清楚地看出，没有受过教育的爱尔兰人不能不把英格兰人看

做自己的直接的敌人，对他们说来，前进的第一步就是争取民族

独立。但是同样也很清楚，取消合并决不能消灭贫困，而只能表明，

爱尔兰贫困的原因应当在国内寻找，而不应当像现在那样认为要

到国外去找。但是，是否真正需要实现爱尔兰分离才能使爱尔兰人

明白这一事实，这个问题我不打算在这里加以分析。到目前为止，

无论是宪章主义或社会主义，在爱尔兰都没有获得特别的成就。

我就在这里结束有关爱尔兰的论述，因为１８４３年为取消合并

而进行的鼓动和奥康奈尔审判案，已经使德国的人们日益了解到

爱尔兰的贫困状况了。

这样，我们已经通过不列颠岛屿上无产阶级活动的各个部门，

观察了他们的状况，并到处发现贫穷、困苦和完全不是人所应有

的生活条件。我们看到，不满情绪如何随着无产阶级本身的成长而

产生和增长，看到这种不满情绪如何扩大起来并具有了组织形式；

我们也看到无产阶级为了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流血的和不流血

的公开斗争。我们研究了决定无产者的命运、希望和忧虑的根源，

并且发现他们的状况没有任何改善的希望。我们有机会在许多实

例中观察了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的态度，并确信资产阶级所关

心的只是自己，只是自己的私利。但是为了不至于对资产阶级不公

平，我们应当比较仔细地研究一下他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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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

我在这一章里所谈的资产阶级，也包括所谓的贵族阶级在内，

因为说它是贵族阶级，说它享有特权，这只是对资产阶级而言，并

不是对无产阶级而言。无产者把它们二者都仅仅看做有产阶级，即

资产者。在财产特权面前，其他一切特权都算不了什么。区别只在

于狭义的资产者是和工厂无产者、部分地和矿业无产者打交道，作

为农场主的资产者是和农业工人打交道，而所谓贵族只是和一部

分矿业无产阶级以及农业无产阶级相接触。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阶级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堕落，那样

自私自利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那样腐朽，那样无力再前进一步。在

这里我指的首先是狭义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反对谷物法的自由资

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

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

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

道还有别的痛苦 。

在这种贪得无厌和利欲熏心的情况下，人的心灵的任何活动

都不可能是清白的。当然，这些英国资产者都是很好的丈夫和父亲

   卡莱尔在他的１８４３年出版于伦敦的“过去和现在”（《Ｐａｓｔ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４３）一书中绝妙地描述了英国资产阶级及其令人作呕的贪欲；该书的

一部分我已经译出，登在“德法年鉴”上，希读者参阅１２１。——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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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具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私德，在日常的交往中，和其他一切

资产者一样，也是一些可敬的和体面的人物；在商业关系上，他们

甚至比德国人好些，他们不像我们的小商人那样讨价还价，斤斤较

量，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归根到底，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还是个

人的利益，特别是发财的渴望。有一次我和这样一个资产者在曼彻

斯特街上走，和他谈到工人区的恶劣的不合卫生的建筑体系，谈到

这些地区的可怕的居住条件，我说我还没有看到过比曼彻斯特建

筑得更坏的城市。他静静地听完这一切，在走到拐角上和我告别的

时候，他说：“ａｎｄｙｅ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ｇｒｅａｔｄｅａｌｏｆｍｏｎｅｙｍａｄｅｈｅｒｅ（但

是在这里到底可以赚很多钱）。再见，先生！”英国资产者对自己的

工人是否挨饿，是毫不在乎的，只要他自己能赚钱就行。一切生活

关系都以能否赚钱来衡量，凡是不赚钱的都是蠢事，都不切实际，

都是幻想。所以政治经济学这门专讲赚钱方法的科学就成为这些

人所喜爱的科学。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政治经济学家。厂主对工人的

关系并不是人和人的关系，而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厂主是“资本”，

工人是“劳动”。而当工人不愿意让别人把自己当做这样一种抽象

的东西的时候，当他肯定自己不是“劳动”而是人（的确，这个人除

具有其他特点外，也还具有劳动的能力）的时候，当他认为自己决

不能被当做“劳动”、当做商品在市场上买卖的时候，资产者就想不

通了。他不能了解他和工人之间除了买卖关系还有别的关系存在；

他不把工人看做人，而仅仅看做“手”（ｈａｎｄｓ），他经常就这样当面

称呼工人；正如卡莱尔所说的，除现钱交易外，他不承认人和人之

间还有其他任何联系。甚至他和自己的老婆之间的联系百分之九

十九也是表现在同样的“现钱交易”上。由于资产者的统治，金钱使

资产阶级所处的那种可耻的奴隶状态甚至在语言上都留下了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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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迹。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ｈｅｉｓｗｏｒｔｈ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ｐｏｕｎｄｓ），就是说，他拥有这样一笔钱。谁有钱，谁就“值

得尊敬”，就属于“上等人”（ｔｈｅｂｅｔｔｅｒｓｏｒｔｏｆｐｅｏ－ｐｌｅ），就“有势

力”（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而且在他那个圈子里在各方面都是领头的。小商

人的气质渗透了全部语言，一切关系都用商业术语、经济概念来表

现。供应和需求（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这就是英国人用来判断整

个人生的逻辑公式。因此，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竞争，因此，

ｌａｉｓｓｅｚｆａｉｒｅ，ｌａｉｓｓｅｚａｌｌｅｒ
１２２
的制度支配着行政、医务、教育，或许不

久在宗教方面也会这样，因为国教教会的统治已日渐趋于崩溃。自

由竞争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国家监督，整个国家对自

由竞争是一种累赘，对它来说，最好是没有任何国家制度存在，使

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人，譬如说，就像在可爱的施蒂纳

所鼓吹的“联合会”里那样。但是，资产阶级为了使自己必不可少的

无产者就范，就不能不要国家，所以他们利用国家来对付无产者，

同时尽量使国家离自己远些。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有教养的”英国人会公开承认这种自私自

利。相反地，他用最可耻的伪善的假面具把它遮盖起来。怎么，难道

英国的财主就不关心穷人？他们不是已经创办了其他任何国家都

没有的慈善机关吗？呵，不错，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

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

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

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

好处似的！这种布施使施者比受者更加人格扫地；这种布施使得本

来就被侮辱的人遭到更大的侮辱，要求那些被社会排挤并已失掉

人的面貌的贱民放弃他最后的一点东西——人的称号；这种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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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施舍物给不幸的人打上被唾弃的烙印以前，还要不幸的人卑

躬屈膝地去乞求！但是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英

国资产阶级自己说的话吧。大半年以前，我在“曼彻斯特卫报”上读

到一封给编辑部的信，编辑部把这封信当做极为自然的和合乎情

理的东西，不加任何按语就登了出来。下面就是这封信：

“编辑先生！

近来在我们城里的大街上出现了大批乞丐，他们时常企图用他们那褴褛

的衣服和生病的样子，或者用令人作呕的化脓的伤口和残废的肢体，以极端

无耻的和令人讨厌的方式来唤起过路人的注意和怜悯。我认为，一个不仅已

经付过济贫捐而且还给慈善机关捐过不少钱的人，应该说已经有充分的权利

要求不再碰到这种不愉快的和无耻的纠缠了。如果城市的警察连保证我们安

安静静地在城里来往都做不到，那我们究竟为什么要付出那样多的捐税来供

养他们呢？我希望这封信在你们这个拥有广大读者的报纸上发表以后，能促

使当局设法消除这种恶劣现象（ｎｕｉｓａｎｃｅ）。

永远忠实于您的一位太太”

看吧！英国资产阶级行善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

白白地施舍，他们把自己的施舍看做一笔买卖。他们和穷人做买

卖，对穷人说：我为慈善事业花了这么多钱，我就买得了不再受

你们搅扰的权利，而你们就得待在自己的阴暗的狗窝里，不要用

你们的那副穷相来刺激我的敏感的神经！你们不妨继续悲观失望，

但是要做得让人觉察不到。这就是我提出的条件，这就是我捐给医

院２０英镑所换取的东西！呵，基督徒资产者的这种慈善是多么叫人

恶心！“一位太太”就是这样写的！是的，一位太太！她这样署名是

很恰当的。幸亏她没有足够的勇气称自己为一个女人！既然“太太

们”是这个样子，那末“老爷们”又该怎样呢？人们会说，这封信

所说的只是个别情形。不，它正好表现了绝大多数英国资产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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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否则编辑部就不会把它登出来，否则一登出来就会引起某

种异议，我留意了以后几天的报纸，没有找到这种异议。至于这些

慈善行为的效果，帕金逊掌教就亲口说过，穷人从他们的穷弟兄

那里得到的帮助，比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要多得多。淳朴的无产

者深知饥饿的苦楚，所以他们虽然自己也不够吃，还是乐意舍己

救人。他们这种援助的意义是与穷奢极欲的资产者所扔出来的那

点布施迥然不同的。

在其他方面，资产阶级也装出一副大慈大悲的样子，——但

也只是在他们自己的利益需要这样做的时候才如此。他们在政治

和政治经济方面便是这样做的。五年来资产阶级一直在竭力向工

人表明，他们只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才希望废除谷物法。但事情

的真相却是这样：谷物法使英国的粮价保持在高于其他国家的水

平上，因而抬高了工资，使厂主难以和其他粮价较低因而工资也

较低的国家的厂主竞争。如果废除了谷物法，粮价就会下跌，工资

就会接近于欧洲其他文明国家的水平。这一切分明都是从上述的

调整工资的原则中产生的。这样就会更便于厂主竞争，对英国商品

的需求就会增加，从而对人手的需求也会跟着增加。由于这种需求

的增加，固然工资也会重新稍稍提高一点，失业工人也会找到工

作，但是这能维持多久呢？英国的特别是爱尔兰的“过剩人口”是

足够满足英国工业对工人的需要的，即使它的规模扩大一倍也没

有问题；而且从废除谷物法得到的一点点好处过几年就会重新消

失，新的危机会跟着到来，我们又得回到原来的处境，因为对工

业的第一个刺激也会加速人口的增长。这一切无产者都看得很清

楚，并且对资产者直截了当地说过好多次了。可是，厂主们只看到

废除谷物法给他们带来的直接利益，而且由于目光短浅，甚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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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从这种措施得来的利益对他们说来也是不会长久的，因为

厂主彼此间的竞争很快就会把他们每个人的利润降低到从前的水

平；而他们却不停地向工人大吹大擂地说，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

了工人，只是为了千百万挨饿的人，自由党的阔佬们才把成百成

千的英镑投到反谷物法同盟的金库里去。可是谁不知道，他们不过

是想抛出香肠换回火腿，他们打算在谷物法废除后的最初几年内

就能十倍百倍地捞回来。但是工人不再上资产阶级的当了，特别是

在１８４２年的起义以后。谁说自己关心工人的幸福，工人就要求他宣

布赞成人民宪章来证明自己的诚意。因此，工人反对一切不相干的

帮助，因为在宪章里他们所要求的只是赋予他们以权力，以便他

们能够自己帮助自己。谁不同意这样，工人便有充分的理由向他宣

战，无论他是公开的敌人，还是伪装的朋友。此外，为了把工人争

取到自己这方面来，反谷物法同盟采用了最卑鄙的谎言和诡计。它

企图使工人相信，劳动的价格和粮食的价格成反比，粮价低，工

资就高，反过来也是一样。它企图用最荒唐的论据来证明这个论

断；而这个论断本身就比出自任何经济学家之口的任何主张都要

荒唐。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的时候，他们就答应工人说，对人手的

需求增加，就会带来最大的幸福。他们甚至无耻地抬着两个大面包

模型在街上走，在大的一个上写着：８辨士一个的美国面包，工资

一天４先令，而在另一个小得多的上面写着：８辨士一个的英国面

包，工资一天２先令。但是工人并没有上当，他们对自己的老板认

识得太清楚了。

要彻底认清这些漂亮诺言的虚伪性，只要考察一下实际生活

就够了。上面我们已经看到，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如何千方百

计地剥削无产阶级。但是，我们以前看到的只是各个资产者如何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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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冒着风险来剥削工人的情形。现在我们来看看资产阶级如何以

政党、甚至以国家政权出面来反对无产阶级。整个立法首先就是为

了保护有产者反对无产者，这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因为有了无产

者，所以才必须有法律。这一点虽然只是在少数法律条文里直接表

现出来，——例如取缔流浪汉和露宿者的法律便宣布无产阶级不

受法律的保护，——但是敌视无产阶级却是法律的不可动摇的基

础，因此法官，特别是本身就是资产者并且和无产阶级接触最多的

治安法官，不用思考就会看出法律本身所包含的这种意图。如果阔

佬被传到，或者更正确些说，被请到法庭上来，法官便会因为打搅

了他而向他深致歉意，并且尽力使诉讼变得对他有利；如果不得不

给他判罪，那末法官又要对此表示极大的歉意，如此等等，结果是

罚他一笔微不足道的罚款，资产者轻蔑地把钱往桌上一扔，就扬长

而去。但是，如果是一个穷鬼被传到治安法官那里去，那末他几乎

总是先被扣押起来，和其他许多像他一样的人一起过一夜；他一开

始就被看做罪犯，受人叱骂，他的一切辩护只得到一个轻蔑的回

答：“呵，我们懂得这些借口！”最后是被处以罚款，可是他付不出这

一笔钱，于是只好在监狱里做一个月或几个月的苦工来抵罪。即使

不能给他加上任何罪名，他还是会被当做流氓和游民（ａｒｏｇｕｅａｎｄ

ａｖａｇａｂｏｎｄ——这两个词几乎总是连在一起用的）送进监牢。治安

法官的偏袒行为，特别在乡间，实在是想像不到的，而且这种行为

已司空见惯，以致所有不大光彩的事件都常常被报纸毫不在乎地

而且不加任何评论地登了出来。但是也不可能希望有别的做法。一

方面，这些“道勃雷”只是按照法律的原意来解释法律，而另一方

面，他们本身就是资产者，他们首先认为本阶级的利益是一切真正

的秩序的主要基础。治安法官是这样，警察也是这样。无论资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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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什么，警察对他总是客客气气，并且严格地依法办事，但是对无

产者却粗暴而又残酷；贫穷本身就已经使得无产者有各种罪行的

嫌疑，同时也剥夺了他对付当局专横行为的法律手段。因此，对无

产者来说，法律的保护作用是不存在的，警察可以随便闯进他家

里，随便逮捕他，随便殴打他。只是在工会聘请了辩护人，例如煤矿

工人聘请了罗伯茨以后，大家才知道，法律的保护作用对无产者说

来是多么微小，无产者经常被迫肩负法律的全部重担而享受不到

法律的一点好处。

为了加紧奴役无产阶级，有产阶级现在还在议会里不断地向

那些还没有完全沉溺于利己主义的议员的较善良的情感进行斗

争。公地一块接一块地被掠夺并且被改成耕地，这固然会提高农业

生产，但是使无产阶级受到很大的损失。在有公地的地方，穷人可

以在那里放驴、放猪或放鹅，孩子们和年轻人也可以随意在那儿

游玩和欢跳。现在这种事情愈来愈少了，穷人的收入日益减少，年

轻人失掉了游玩的地方，只好上小酒馆去。议会每次开会都要通过

一系列开垦公地的条例。１８４４年的议会会议上政府曾决定要那些

垄断一切交通工具的铁路公司适当地降低车费（降到１辨士１英里，

约合５银格罗申１德里），使工人也能乘火车旅行，并为此建议各铁

路线上每天加开一班三等廉价列车，这时，“可敬的教父”伦敦主

教却建议把星期日，把在业工人通常可以旅行的唯一的一天作为

例外；这样一来，星期日就只许阔人旅行，不许穷人旅行了。但这

个建议太露骨太公开：实在无法通过，因此才被否决。可是采取隐

蔽方式侵犯无产阶级权利的行为太多了，就是在一次议会会议期

间所发生的，我也不可能一一列举出来。我只举出１８４４年那次会议

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个没有名声的议员迈尔斯先生提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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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调整主仆关系的法案，这个法案看来完全是无可非议的。政府赞

同这一法案，而且把它提交给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去审理。那时英格

兰北部发生了煤矿工人的罢工，罗伯茨正带着那些因他的努力而

被宣判无罪的工人胜利地遍走全国。后来这个法案由委员会交回

来，但里面加了几项专横到极点的条文，特别是这样一条：凡口

头上或书面上同意替雇主做某种工作（即使是临时工作）的工人，

如果拒绝工作或者有其他任何不良行为（ｍｉ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雇主有

权把他送到任何一个（ａｎｙ）治安法官那里去；法官根据雇主或他

的代理人和监工在宣誓后所提出的证词——即根据原告的证词

——可以判处工人两个月以下的徒刑或劳役。这一法案在工人中

激起了无比的愤怒，特别是因为这时议会正在讨论十小时法案，而

各地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宣传鼓动工作。工人们开了几百次会，给

无产阶级在伦敦议会里的辩护人托马斯 邓科布送去了成百份的

请愿书。除“青年英国”的代表弗兰德外，邓科布是唯一极力反对

这个法案的议会议员。当其他的激进派看到人民反对这个法案的

时候，他们便开始一个跟一个地悄悄向邓科布靠拢，自由资产阶

级看到工人的激愤，不敢坚持这个法案，在人民的激愤面前，根

本也没有一个人特别热中于坚持这个法案，于是这个法案便可耻

地破产了。

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和由此产生的新济贫法。关于马尔萨斯的理论我们已经谈过好几

次了。现在我们再来简略地重述一下这一理论的主要结论：地球上

永远有过剩人口，所以永远充满着穷困、匮乏和不道德；世界上

的人数过多，这是人类的宿命，是人类的永恒的命运，因此，人

们就分为不同的阶级，有些比较富裕、受过教育和有道德，而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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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则比较穷困、不幸、愚昧和不道德。由此就得出下面这个实践

上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是马尔萨斯本人做出来的）：慈善事业和

济贫金实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只会维持“过剩人口”的存

在，并鼓励他们繁殖，而其余的人的工资也因他们的竞争而降低

了。济贫所给穷人工作也同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既然只有一定数

量的劳动产品能够找到销路，一个失业的工人找到了工作，就必

然要使另一个现在有工作的工人失业，换句话说，济贫所这种事

业是在损害私人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问题决不在于去

养活“过剩人口”，而在于采用某种办法尽可能地缩减过剩人口的

数目。马尔萨斯干脆宣布，以往公认的每个生在世界上的人都有权

获得生活资料的说法是完全荒谬的。他引用了一个诗人的话：穷人

来赴大自然的宴会，但是找不到空着的餐具，马尔萨斯自己又添

上了一句：于是大自然就命令他滚蛋（ｓｈｅｂｉｄｓｈｉｍｔｏｂｅｇｏｎｅ），

“因为他在出生以前没有事先问一下社会是否愿意接受他”。这一

理论现在已成为英国一切真正的资产者心爱的理论，这也是完全

可以理解的：要知道，这种理论对他们是很方便的，而且在现存

关系下它在许多方面是符合实际的。既然问题不在于利用“过剩人

口”，不在于把“过剩人口”变为有用的人口，而只在于用尽可能

简便的方法使这些人饿死，并同时阻止他们生出过多的孩子，那

末事情自然就很简单了，不过还得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必须使

“过剩人口”承认自己是过剩的，并且心甘情愿饿死。但是，尽管

仁慈的资产阶级已经费尽心机，使工人们相信自己没有用处，然

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的希望。相反地，无产者却坚决相信，他

们有勤劳的双手，他们正是必不可少的人，而无所事事的有钱的

资本家先生们，才真正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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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权还在富人手里，所以无产者不得不听凭法律宣布

他们是真正“多余的”，即使他们自己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新济

贫法所做的正是这件事。以１６０１年的法案（伊丽莎白女王第四十三

年的法案）为基础的旧济贫法还天真地从这样的原则出发：照顾

穷人的生活是教区的责任。谁没有工作，谁就得到救济，久而久之，

穷人就十分自然地认为教区有责任不让他们饿死。他们把每周的

救济当做权利而不当做恩惠，资产阶级对此终于感到厌烦了。１８３３

年，当资产阶级由于选举改革取得政权而农业区的贫困又达到顶

点的时候，他们就立刻着手以自己的观点来修改济贫法。他们任命

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济贫所的工作，这个委员会揭露了很多惊人

的事实。它发现农业区的整个工人阶级都变成了贫民，他们全部或

部分地靠济贫金过活，或在工资低的时候领到一点补助金。委员会

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制度养活了失业工人，帮助了工资低和孩

子多的人，使私生子的父亲抚养自己的孩子，并一般地承认穷人

有被保护的权利；这个制度使国家破产。

“它阻碍工业发展，鼓励人轻率结婚，促使人口增长，抵销人口增长对工

资的影响；这个制度是一种全国性的制度，它使勤劳而诚实的人不愿意工作，

使懒惰、放荡和轻佻的人得到鼓励；它破坏家庭的联系，经常阻碍资本的积

累，耗费现存的资本，并使纳税人破产；此外，它还给私生子发抚育费，这

简直是在发私生子的奖金”（摘自济贫法委员会的报告） 。

这一段对旧济贫法的作用的描述大体上是正确的：救济金鼓

励懒惰，促进“多余的”人口的增长。在当前的社会关系下，穷人自

   “济贫法委员会所获得的情报资料的摘要”１８３３年伦敦官方版（《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ｆｒｏ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ｏｏｒ－Ｌａ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３）。——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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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能不成为自私自利的人，如果工作或不工作生活条件都一样，

那末他在二者之中当然要选择后者。但是从这里只能得出这样的

结论：当前的社会关系是糟透了的；而决不能得出像马尔萨斯派的

委员们那样的结论：贫穷就是犯罪，应当用威胁的手段来对付它。

但是这些聪明的马尔萨斯信徒们却那样相信自己的观点绝对

正确，以致毫不犹豫地把穷人放到他们那套理论的普罗克拉斯提

斯的床上去①，并极其残酷地把这种理论应用在穷人身上。他们和

马尔萨斯及其他拥护自由竞争的人们都深信，最好是让每个人自

己替自己打算，彻底实行听之任之的原则，所以他们很想把济贫法

全部废除。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胆量和权威来这样做，他们就

提出一个尽可能适合马尔萨斯观点的济贫法。这个法律比简单地

应用听之任之的原则还要残忍，因为在这个原则消极地起作用的

地方，济贫法进行积极的干涉。我们已经看到，马尔萨斯把穷人，或

者更确切地说，把失业的人叫做“多余的人”，宣布他们是罪犯，社

会应当用饿死来惩罚他们。诚然，济贫法委员会的委员们还没有野

蛮到这种程度，因为让人们活活地饿死就在他们眼睛里也还是一

件可怕的事情。他们说：好吧，你们穷人有生存的权利，但是也仅仅

只有生存的权利；你们没有繁殖的权利，更没有像人一样生存的权

利。你们是国家的祸害，即使我们不能像消灭其他任何祸害一样立

刻把你们消灭掉，至少你们自己也应当感觉到自己是祸害；必须把

你们控制起来，使你们不可能直接生产出其他的“多余的人”，或者

以自己的坏榜样引诱人们走上懒惰和失业的道路，间接地生产出

“多余的人”。你们不妨活着，但是，你们活着只是用来警戒所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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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也有可能成为“多余者”的人。

于是他们就提出了新的济贫法，１８３４年议会通过了这个法律，

它一直到今天还有效。一切金钱的或实物的救济都取消了；只承认

一种救济方式——把穷人收容到已经在各处迅速建立起来的习艺

所里去。这些习艺所（ｗｏｒｋｈｏｕｓｅｓ），或者如人民所称呼的“穷人的

巴士底狱”（ｐｏｏｒ－ｌａｗ－ｂａｓｔｉｌｌｅｓ）的规则，足以吓退每一个还有一

点希望可以不靠这种社会慈善事业过活的人。为了使穷人只是在

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去请求救济，为了使他在请求以前想尽一切办

法，马尔萨斯的信徒们挖空心思地把习艺所变成一个令人望而生

畏的地方。那里的伙食比最穷的工人吃的还要坏，而工作却更繁

重；否则工人就情愿住习艺所，而不愿在外面过那种可怜的生活

了。住习艺所的人很少见到肉，特别是鲜肉；吃的多半是土豆、最坏

的面包和燕麦粥，啤酒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甚至监狱里一般的伙

食也比这里好，因此，住习艺所的人为了能够进监狱，就常常故意

犯一点罪。而实际上习艺所也就是监狱。不做完分内的工作就不能

吃饭；想进城得事先请假，但准与不准要看他的品行或者管理人对

他的意见；抽烟是禁止的；即使在所外也不准接受亲戚朋友馈送的

东西。这些穷人穿着习艺所的制服，完全听管理人的摆布。为了使

他们的劳动不致同私人工业竞争，分配给他们的工作多半是没有

用处的；男人砸石子，并要砸得像“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紧张地工

作一天所能砸的一样多”；女人、小孩和老头拆开旧船索，这是干什

么用的，我已经忘记了。为了使“多余的人”不能繁殖，为了使“德行

败坏的”父母不致影响自己的孩子，家庭被拆散了：丈夫、妻子、孩

子分别被安置在各幢房子里。他们很少能够见面，只有当主管人认

为他们很规矩的时候，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见见面。为了使这些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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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底狱中的贫穷传染病完全和外界隔绝，住在里面的人只有得到

主管人的许可才能在特别的会客室里会客，总之，只有在主管人的

监视或许可下才能和外面的人接触。

按法律规定，食物应当是卫生的，待遇应当是人道的。但是法

律的精神太明显了，以致要实现这种要求是根本不可能的。济贫法

委员会的委员们和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如果认为可以只实行原则而

避免其必然的后果，那就错了。法律条文对住在习艺所里的人的待

遇所做的规定，是和它的全部精神相抵触的。既然法律在实质上是

把穷人当做犯人，把习艺所当做惩治犯人的监狱，把住习艺所的人

当做法律以外的人，当做人类以外的人，当做一切丑恶的化身，那

末，任何与此相反的命令都无济于事。实际上官吏们对付穷人时不

是按照法律的条文而是按照法律的精神。我在这里举几个例子。

１８４３年夏天，在格林威治的习艺所里有一个五岁的男孩由于

某种过失而被关在停尸房中，整整关了三夜，晚上他只好睡在棺

材盖上。在海恩的习艺所里，有一个小女孩因为夜里尿床也受到同

样的惩罚。这种惩罚方法在这里显然是经常采用的。这个习艺所位

于肯特的一个最美丽的地区，但是有一个特点，所里所有的窗子

都向院内开，直到不久前才开了两个向外的窗子，使所里的人也

可以看一下外面的世界。有一个记者在“彩色杂志”上描述了这件

事，他的文章是用下面的几句话结束的：

“如果上帝惩罚人的罪过，就像人们惩罚人的贫穷一样，那末，亚当的子

孙们该是多么可怜呵！”

１８４３年１１月，莱斯特有一个人刚从考文垂的习艺所里放出来

两天就死掉了。这个习艺所对待穷人的情况是令人气愤的。上面谈

到的这个人叫做乔治 罗伯逊，他的肩部受了伤，但根本没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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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习艺所要他去压抽水机，他只好用那只健康的手来压。他吃

的是习艺所里的普通伙食，由于伤口得不到护理而引起身体虚弱，

所以他根本消化不了这种食物。他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但是他愈诉

苦，受到的待遇就愈坏。罗伯逊的妻子也住在习艺所里，她想把自

己的一小份啤酒让给丈夫，竟挨了一顿骂，并且被迫当着女管理人

的面把它喝光。罗伯逊病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对他的待遇也没有

好一些。最后，根据他的请求，他们夫妇俩一起被放出来了，他离开

习艺所时还挨了一顿臭骂。过了两天，罗伯逊就在莱斯特死掉了。

据验尸的医生证明，他是因伤口未得到护理和身体衰弱无法消化

食物而致死的。当他离开习艺所的时候，才交给他几封附有汇款的

信，这些信已在习艺所的办公室中压了六个星期，并且按照这个习

艺所的规矩，都已被主管人拆开看过了！在北明翰的习艺所中发生

了一些非常可耻的事情，所以１８４３年１２月不得不派出一个官员去

调查。他查明，有４个流浪汉（ｔｒａｍｐｅｒｓ——我们在上面已经解释过

这个名词） 被剥光了衣服关在楼梯下面的禁闭室（ｂｌａｃｋｈｏｌｅ）里；

他们在这里已经被拘留了八天到十天，他们常常挨饿，每天在午前

吃不到一点东西，而且又是在最冷的季节里。有一个小男孩坐过这

个习艺所里的各种各样的禁闭：先是被关在一间又潮湿又狭小的

拱形的储藏室里，后来有两次被关在禁闭室里，第二次被关了三天

三夜；以后又在更糟糕的旧禁闭室里关了同样长的时间，最后竟被

送到流浪的失业者特别禁闭室去，这是一个放着木板床的、又脏又

臭的洞穴，这位官员去调查的时候，还发现两个穿得破破烂烂、冻

得缩成一团的男孩子，他们在那里已经有四天了。坐禁闭室的人数

   见本卷第５０３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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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多到７个，而关在流浪的失业者禁闭室里的则往往有２０人之

多。女人也经常因拒绝上教堂而被罚坐禁闭室。有一个女人甚至在

流浪的失业者禁闭室中被关了四天，当然，只有天晓得她在那里遇

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人！而这一切都是在她生病吃药的时候发生的！

还有一个女人虽然神志很清醒，却受到了送进疯人院的惩罚。１８４４

年１月在萨福克的拜克顿的习艺所里也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一

个白痴似的女人在这里当看护，她对待病人的手段是极其

荒唐的；为了省得看护们在夜里值班，就用绳子把那些不安静

的或夜里常常起来的病人捆在床上；曾有一个病人就是这样捆着

死掉的。在伦敦的圣潘克拉斯的缝制廉价衬衣的习艺所里，一个患

羊痫疯的男人在发病的时候闷死在床上，谁也没有去搭救他。在这

个习艺所里，一张床上睡四五个、五六个、有时甚至八个小孩

子。在伦敦的邵尔底治的习艺所里，曾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发

高烧的病人挤在一张爬满了虫子的床上睡了一夜。在伦敦

的拜特纳－ 格林的习艺所里，所方不让一个怀孕六个月的

女人到习艺所的房子里去住，从１８４４年２月２８日到３月２０日一直把

她和她的不满两岁的孩子锁在会客室里，里面既没有床，也没有地

方大小便。她的丈夫也被带进了习艺所，当他请求把他妻子释放出

来时，所方便认为他行为卤莽而把他关了二十四小时禁闭，吃的只

有水和面包。１８４４年９月，在温莎附近的斯劳的习艺所里有一个人

快要死了，病人的妻子得信后马上到斯劳去探望，她在夜里十

二点到达目的地后，急忙赶到了习艺所，但是所方竟不让她

进去。直到第二天早上她才被允许和自己的丈夫见面，时间

只有半小时，而且还有女管理人在场；以后几次会面时这个女

管理人也都在场，一到时间就催她走。在郎卡郡的密得尔顿的习艺

９７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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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里，一间屋子睡１２个人，有时甚至睡１８个人，男女都有。这个机构

不受新济贫法的约束，而受较早的专门的法律（吉伯特法律）的约

束。管理人在这个习艺所里私人开设了一个啤酒厂。１８４４年７月３１

日，在斯托克波尔特有一个七十二岁的老头被人从习艺所拖到治

安法官那里去，原因是他拒绝砸石子，说自己年纪太大，膝也弯不

过来，实在干不了这种工作。他请求给他一种比较适合于他的体力

的工作，但是白费，他被判处在监狱里做两个星期的苦工。１８４４年２

月，在巴斯弗德的习艺所里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床单已有十

三个星期没有换，衬衣有四个星期没有换，袜子则有两个月到十个

月没有换了，因而４５个男孩子中只有３个还穿着袜子，所有的人的

衬衣都是破破烂烂的。床铺上爬满了虫子，食具在脏水桶中洗涤。

伦敦西区的习艺所有一个有梅毒的看门人，他把病传染给了４个女

孩子，但是并没有被开除。另一个看门的从一个分所里带出一个又

聋又哑的女孩子，把她藏在自己的床上和她睡了四天，也没有被开

除。

对待死人也并不比对待活人好些。穷人死了就像埋死牲畜一

样草草了事。在伦敦，埋葬穷人的圣布莱德斯公墓是一块光秃秃的

泥泞地，它从查理二世以来就被用做墓地，里面到处是一堆堆的

白骨。每到星期三，一星期内死掉的穷人都被抛到一个１４英尺深的

坑里，神甫匆忙地祈祷，人们在坑上松松地盖上一层土，以便下

星期三重新挖开，再往里面扔新的尸体，一直到坑满得不能再填

的时候为止。因此，尸体腐烂的气味把附近的整个地区都熏臭了。

在曼彻斯特，贫民公墓在艾尔克河畔，和旧城正好相对；这也是

一个高低不平的荒凉的地方。大约两年以前有一条新修的铁路经

过这里。假如这是可敬的人们的墓地，那末，资产阶级和牧师们会

０８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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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哀号，他们对这种亵渎行为会怎样大嚷大叫呵！但这是贫民公

墓，是贫民和“多余的人”最后安息的地方，所以人们就毫不介

意了。人们甚至不肯费点力气把没有完全烂掉的尸体移到墓地的

另一部分去。哪里修路方便，哪里的坟就被掘开，木桩打入新坟里，

充满了腐败物的水从烂泥中冒出来，使附近一带弥漫着令人作呕

的和非常有害的臭气。当时所发生的那种可恶的粗暴行为，我不准

备在这里详细描述了。

穷人们拒绝在这样的条件下接受社会救济，他们宁愿饿死也

不愿到这些巴士底狱里去，这还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我听到过五

件真正饿死人的事情，在死者死去的前几天，济贫所除了让他们

进习艺所就不给任何救济，而他们宁愿挨饿，也不愿到这个地狱

里去。从这方面说来，济贫法委员会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同

时，习艺所的建立比执政党的任何措施都更激起了无产阶级对有

产阶级的强烈的仇恨，大部分的有产者都因新济贫法而欣喜若狂。

从新堡到杜弗，这个法律引起了工人们一致的愤怒的呼声。在这个

法律中，资产阶级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是怎样理解对无产阶级的义

务的，这一点连最愚蠢的人也看得很清楚了。过去从来没有人这样

露骨、这样恬不知耻地宣布过：没有财产的人活在世上只是为了

供有产者剥削，并在有产者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便去饿死。正因为如

此，新济贫法大大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宪章

运动的扩展；而且因为这个法律在农村中应用得最广，所以它又

将便利无产阶级运动在农村地区的发展。

我再补充一点，爱尔兰从１８３８年起也有一个类似的济贫法，它

替８万贫民设立了同样的藏身之所。在那里，这个法律也是为人所

憎恨的，假如它在爱尔兰能够获得像在英格兰同样的意义，它也

１８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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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引起穷人的更大的反对。但是，在一个拥有２５０万无产者的国家

里有８万无产者受到恶劣的待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苏格兰除了

某些个别地方，都没有济贫法这种措施。

我希望在谈过新济贫法及其后果以后，谁也不会认为我对英

国资产阶级的批评过于苛刻。在国家的这个措施中，英国资产阶级

是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ｅ〔作为一个整体〕，作为当权者出现的，在这里他们

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真正愿望，表明了他们那种使无产者处处遭

殃但又把这归之于个别人的罪过的恶劣行为的真正含义。这个措

施不是出自资产阶级某一集团之手，而是得到了整个阶级的赞许

的，１８４４年议会的辩论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新济贫法是自由党颁布

的；以首相皮尔为首的保守党为这一法案辩护，只是在１８４４年通

过的Ｐｏｏｒ－Ｌａｗ－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Ｂｉｌｌ〔济贫法修正案〕中对它做

了几处无关紧要的修改。自由党的多数颁布了这一法律，保守党的

多数批准了它，而高贵的贵族们则两次对它表示“同意”。这样就

宣布了无产阶级是不受国家和社会保护的；这样就公开地宣布了

无产者不是人，不值得把他当人看待。但是我们确信，不列颠王国

的无产者是会争回自己的人权的 。

———

   为了避免一切误会和可能由此产生的异议，我还要指出，我是把资产阶级作

为一个阶级来谈的，我谈个别人的行为，只是为了说明这个阶级的思想和行

动的方式。因此，我也不准备分析资产阶级各个集团间和各个党派间的差别，

因为这些集团和派别只具有历史上的和理论上的意义。因此，我也只能顺便

提到几个例外的、值得尊敬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这些人有的是比较坚决

的激进党人，他们差不多就是宪章主义者，例如，下院议员埃士顿的亨得利

厂主和托德摩尔登（郎卡郡）的菲尔登厂主，此外还有托利党人慈善家，他

们不久以前组织了一个叫做“青年英国”社的团体，这些人中有议会议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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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种状况是我在二十一个月的时间

内通过亲身观察并根据官方的和其他可靠的报告加以研究过的。

如果我肯定（如我在本书中已经不止一次地肯定过那样）这种状况

恶劣得不能忍受，那末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１８３３年盖斯克尔

就宣称他对和平的结局已经绝望，革命未必能够避免。１８３８年卡莱

尔已经用工人的贫困的生活条件来解释宪章主义和工人的革命情

绪，但他感到惊奇的是，工人们竟然安安静静地在巴尔米开特的餐

桌１２３旁边坐了八年之久，让自由资产阶级用空洞的诺言来喂养自

己。１８４４年卡莱尔宣称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①

“如果不想把欧洲，或者至少是把英国变为荒无人烟的沙漠的话”。

“欧洲第一大报”“泰晤士报”在１８４４年６月直截了当地说道：

“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这是一个采取恐怖行动的号召，它可能再一

次地也响彻我们全国。当心点吧，有钱的人们！”

但是，让我们再看一看英国资产阶级的前途吧。在最坏的情况

３８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①斯累里、波尔斯威克、弗兰德、约翰－曼诺斯勋爵等等。艾释黎勋爵和他们也有

密切的关系。“青年英国”的目的是恢复旧时的《ｍｅｒｒｙＥｎｇｌａｎｄ》（“美好的英国”）

以及它的光辉方面和浪漫的封建主义；这个目的自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是

可笑的，这是对整个历史发展的嘲笑。但是这些人怀着善良的心愿起来反对现

存的制度，反对流行的种种偏见，他们有勇气承认现在制度下的一切卑鄙行为，

这毕竟是难能可贵的。半德国人半英国人的托马斯 卡莱尔是十分独特的，他最初

是托利党人，后来就比上面谈到的所有那些人都进步得多。他比所有的英国资产者都更深

刻地了解到社会混乱的原因并且要求把劳动组织起来。我希望已经摸索到正确

道路的卡莱尔还能够沿着这条道路走去。我以自己和其他许多德国人的名义对

他寄以最美好的愿望。——恩格斯原注

但是二月革命使卡莱尔成了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他不再向庸人们发出正

义的愤怒，却对那把他抛到岸上的历史巨浪发出狠毒的庸俗的怨言。——恩格

斯在１８９２年德文版上补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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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即使废除了谷物法（几年后必然会废除的），外国的工业，首

先是美国的工业，也能够经得住英国的竞争。目前德国的工业正在

加紧发展，美国的工业已经大规模地发展起来。美国有取之不尽的

资源，有巨量的煤铁蕴藏，有无比丰富的水力和通航的河流，特

别是有坚毅而活跃的居民，和他们比起来，英国人就是一群昏睡

的粘液质的人；美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建立了工业，目前在粗

棉纺织品（英国工业的主要产品）方面已经开始和英国竞争，它

已经把英国人从北美和南美的市场上排挤出去，在中国，美国货

也和英国货一样地销行了。其他工业部门里的情形也是一样。如果

要找一个能够把工业垄断权夺到自己手中的国家，那末这就是美

国。如果英国工业就这样被打垮（如果当前的社会条件不改变，这

种事情必然要在最近二十年内发生），那末无产阶级大多数都将永

远成为“多余的人”。他们可以走的路只有两条：或者饿死，或者

革命。英国资产阶级看到了这种前途吗？刚刚相反，他们最宠爱的

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从书房里教导他们说，根本不用考虑美国这

样一个年轻的甚至连人口也没有达到应有数字的国家也能够顺利

地从事工业活动，尤其是能和英国这样的老牌工业国竞争。如果美

国人想这样尝试的话，那他们简直就是发疯，因为这样做只会赔

钱。最好还是让他们去从事农业吧，到全部土地都耕种起来的时

候，他们顺利地从事工业的日子或许就会到来。聪明的经济学家这

样说，整个资产阶级随声附和，可是美国人却把市场一个一个地

抢走，而且不久以前一个美国投机分子甚至大胆地把一批美国货

运到英国来，在这里又顺顺当当地作为出口货抛售出去！

但是，就假定英国人保持住工业的垄断权，假定他们的工厂

的数目会继续增加，结果又将怎样呢？商业危机不会消失，它将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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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工业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而日益尖锐、可怕。随着小资

产阶级的不断破产，随着资本迅速地向少数人的手里集中，无产

阶级的人数将按照几何级数增加起来，使整个民族，除少数百万

富翁外，很快都成为无产阶级。但是，在这种发展的进程中必将有

这样一个时机到来，那时无产阶级将看到，他们要推翻现存的社

会秩序是多么容易，于是革命就跟着到来了。

然而事变很可能不沿着这两条道路发展。商业危机（它是促进

无产阶级独立发展的最强有力的因素）加上外国的竞争和中等阶

级的日益破产将加速整个进程。我不相信人民会安然忍受一次又

一次的危机。１８４６年或１８４７年行将到来的危机，想必会促成谷物法

的废除和宪章的通过。宪章将引起什么样的革命运动，现在还很难

说。但是在这次危机之后和下一次危机之前（按过去的危机类推，

下一次危机应当在１８５２年或１８５３年到来，虽然它的到来可能因谷

物法的废除而推迟，或因外国的竞争等其他原因而加速），英国人

民大概会对顺从地忍受资本家的剥削或在资本家不需要他们的时

候就去饿死这样的事情感到厌恶。如果到那时英国资产阶级不变

得聪明些（按所有的迹象来判断，这是不可能的），那末革命就会

到来，这次革命将是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相比的。被逼到绝望

地步的无产者将要像斯提芬斯向他们宣传过的那样去放火；人民

复仇的怒火将迸发出来，来势之猛就连１７９３年也不能与之相比。穷

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是人们之间进行过的一切战争中流血最多的

一次战争。即使资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即使

资产阶级的习气普遍地改好了，也都无济于事。要知道，整个资产

阶级的观点的改变至多也只能达到不彻底的ｊｕｓｔｅ－ｍｉｌｉｅｕ〔中庸〕

的程度；那些较坚决地归附于工人的资产者会形成新的吉伦特派，

５８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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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派别将在暴力行动扩展的过程中灭亡。一个阶级的偏见是不

可能像旧衣服一样扔掉的，保守、狭隘而自私的英国资产阶级尤

其不会这样做。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做出所有这些结论，因为这些

结论所依据的一方面是历史发展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另一方面是

人类的本性。在英国做一个预言家比在任何地方都容易，因为构成

社会的一切因素在这里都获得了这样明确的发展。革命是不可避

免的，要从既成的形势中找到和平的出路已经太晚了；但是革命

可以进行得比我在这里所描述的温和些。这与其说将取决于资产

阶级的发展，倒不如说将取决于无产阶级的发展。无产阶级所接受

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愈多，革命中的流血、报复和残

酷性将愈少。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

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只承认这种敌对在目前的历史意义，但是否

认它在将来还有存在的必要；共产主义正是以消除这种敌对为目

的的。所以，只要这种敌对还存在，共产主义就认为，无产阶级对

他们的奴役者时愤怒是必然的，是正在开始的工人运动的最重要

的杠杆；但是共产主义比这种愤怒更进了一步，因为它并不仅仅

是工人的事业，而是全人类的事业。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想到要向

个别的人复仇，或者认为某个资产者在现存的条件下能够有不同

于现在的行动。英国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正是从不归咎于个

别人的原则出发的。因此，英国工人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愈多，

他们现在的愤怒就愈快地成为多余的（如果这种愤怒今后仍然表

现在以前的那种暴力行动中，那它无论怎样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发动中粗暴行为和野蛮行为也就愈少。假

如能够在斗争展开以前使全体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化，那末斗争就

会很和平地进行。但是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太晚了！然而我认为

６８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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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现在已无法避免的穷人反对富人的完全公开的、直接的战

争爆发以前，至少也能使无产阶级对社会问题有个清楚的了解，使

共产党能够在有利的情况下逐渐克服革命中的野蛮成分并预防热

月九日的重演。此外，法国的经验并不是没有用的，而且现在宪章

运动的多数领袖都已经成了共产主义者。而因为共产主义超乎无

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所以它和纯粹无产阶级的宪章主义

比起来，更容易为资产阶级的优秀的代表人物（但是这种人是极

少的，而且只能从正在成长的一代中去寻找）所赞同。

如果这些结论在这里还显得根据不够充分，那末我希望在别

的地方有机会来证明，这些结论是从英国历史发展中必然得出的。

我坚决认为：现在已经间接地以个别小冲突的形式进行着的穷人

反对富人的战争，将在英国成为全面的和公开的战争。要想和平解

决已经太晚了。阶级的分化日益尖锐，反抗的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

心中，愤怒在加剧，个别的游击式的小冲突在扩展成较大的战斗

和示威，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掀起翻天复地的

浪涛。那时全国都将真正响彻战斗的号召：“对宫廷宣战，给茅屋

和平！”那时富人们再想采取预防措施就已经晚了。

————

７８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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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恩 格 斯

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

一

  现在给贵报１２４寄上短文一篇，想来贵国同胞听到我们的共同

事业在海峡这边进展的消息一定会感到高兴。同时我也高兴我能

够指出，虽然德国人通常在讨论社会改革问题方面总是相当落后，

但是他们现在正在努力弥补自己虚度了的时间。的确，社会主义在

我国传播之快简直是一个奇迹。四年前这里总共只有两个人对社

会问题感兴趣，一年前才出版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刊物１２５。在国

外，德国共产主义者确实有几百人，但是他们都是工人，他们的

影响不大，不可能在“上层阶级”中推广他们的刊物。此外，社会

主义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还遇到重重的障碍：政府实行书报检查，

集会和结社没有自由，政府颁布专制法令，设置秘密法庭，雇佣

法官惩办一切胆敢用任何方式促使群众思考问题的人。尽管障碍

这样多，但是德国现在的情况怎样呢？过去只有两个人为那些完全

不了解社会主义或者对这个问题毫无兴趣的群众写文章介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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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现在我们已经有几十个有才干的作家向成千个渴望知道有

关这方面的一切的人宣传新的学说。我们有几家激进（在书报检查

制度所容许的范围内是最激进的）社会主义的报纸，其中首推

“特利尔日报”１２６和威塞尔的“发言人报”
１２７
；在巴黎，我们在出版

自由的情况下发行了一张报纸１２８。除了直接受政府影响的期刊外，

没有一个刊物不是每天都在颂扬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我们的

死敌没有勇气公开反对我们，甚至政府也不得不客客气气地对待

一切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运动，只要这些运动在形式上是合法的

就行。到处都出现了改善劳动者的处境以及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教

育的协会，并且还有些普鲁士政府的高级官员也积极地参加了这

些协会的活动。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在德国已经是一个提到日程上

来的问题了。一年来已经有一大批社会主义者成长起来；各个政党

都对他们表示尊敬，我国的自由主义者尤其在他们面前讨好卖乖。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力量仍然靠中等阶级，——这一事实或许会使

英国读者大为吃惊，假使他们不明了德国的中等阶级远没有英国

中等阶级那么自私、偏颇和愚笨（这只是因为他们不那么富有）的

话。但是我们希望很快就在工人阶级中找到支柱；显然不论何时何

地工人阶级都应当是社会主义政党所依靠的堡垒和力量，而且工

人阶级已经被穷困、压迫、失业以及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工业区

的起义所惊醒，他们不再那样昏睡不醒了。因此请允许我提一下优

秀的德国画家许布纳尔的一幅画；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

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它画的是一群向厂

主交亚麻布的西里西亚织工，画面异常有力地把冷酷的富有和绝

望的穷困作了鲜明的对比。厂主胖得像一只猪，红铜色的脸上露出

一付冷酷相，他轻蔑地把一个妇人的一块麻布抛在一边，那妇人

９８５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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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出售无望，便昏倒了；她旁边图着两个小孩，一个老头吃力

地扶着她；管事的在检验另外一块麻布，这块布的主人正在焦灼

地等候检验的结果；一个青年正在把自己的劳动换来的可怜的收

入给失望的母亲看；在石头的长凳上坐着一个老头、一个姑娘和

一个男孩，他们在等着轮到自己；两个男人，一个人背着一块没

有验上的麻布，正从房子里出来，其中一个怒气冲冲地摇晃着拳

头，另一个把手搁在他的同伴的肩上，指着天，好像在说：别生

气，自有老天爷来惩罚他。所有这些情景都出现在一间冷冷清清

的、像是没有人住的外厅中，外厅的地面是石头铺的，只有厂主

一个人是站在一块小毡垫上。在画面的远处，在柜台后面展现出来

的是一个陈设极其讲究的账房，华丽的窗帘，明亮的镜子；几个

办事员正在那里写什么，丝毫没有注意他们背后所发生的事情；老

板的儿子，一个年轻的花花公子斜倚着柜台，手里拿着马鞭，嘴

里刁着雪茄，冷眉冷眼地瞧着这些不幸的织工。这幅画在德国好几

个城市里展览过，当然给不少人灌输了社会的思想。同时我们也非

常满意地看到，我国优秀的历史画画家卡尔 莱辛已经站到社会主

义方面来了。事实上社会主义今天在德国所占的地位已经比它在

英国所占的地位优越十倍。就是今天早晨，我在一张自由派的报纸

（“科伦日报”１２９）上读到一篇文章，该文作者由于某种原因遭到了

社会主义者的攻击，作者就在这篇文章中为自己辩护。但是他怎样

辩护呢？他说他是社会主义者，就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他希望从

政治改革着手，而我们却希望立刻取得一切。但是要知道，“科伦

日报”就其影响和发行面来说是德国第二大报。奇怪的是（至少在

德国北部是如此）无论在轮船上、火车车厢里或是邮车中都会碰

到这样的人：他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社会的思想，同意必

０９５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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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采取某种措施来改造社会。我刚从附近的几个城市旅行归来，没

有一个地方我没有碰到五个以至十个彻底的社会主义者。在我自

己的家——这是一个真正虔诚而善良的家庭——中，我就可以数

出六个甚至更多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每一个都不是因为受其余的

人的影响而转变的。我们在各种人当中，在商人、厂主、律师、官

吏、军官、医生、编辑、土地承租人等等当中都有我们的支持者；

我们的大量的刊物正在印刷中，虽然暂时还只出了三四种。如果我

们能在最近四五年内取得像这一年当中所取得的那样的成就，那

末我们就能够迅速地建立共产主义的移民区。你知道，我们这些德

国理论家都正在成为实践的事业家。事实上我们当中已经有一个

人受托参照欧文、傅立叶等人的计划并利用美洲各移民区及你们

的“和谐”移民区１３０（我希望它繁荣壮大）的经验来拟定一个组织

及管理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具体计划。这个计划将发到各地去讨论，

并将和各地提出的修正意见一起发表。德国社会主义者当中最积

极的作家有：巴黎的卡尔 马克思博士，现在在科伦的莫 赫斯博

士，巴黎的卡 格律恩博士，巴门（在莱茵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里达（在威斯特伐里亚）的奥 吕宁博士，科伦的海 皮

特曼博士等等。此外，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亨利希 海涅也参加

了我们的队伍，他出版了一本政治诗集，其中也收集了几篇宣传

社会主义的诗作。他是著名的“西里西亚织工之歌”的作者；我把

这首歌译成散文寄给你，但是我担心它在英国会被认为是侮辱宗

教的。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引证它，我只指出一点，那就是这首歌暗

中针对着１８１３年普鲁士人的战斗叫嚣：“国王和祖国与上帝同

在！”，这种叫嚣从那时起就是保皇党人心爱的口号。下面就是这首

歌１３１：

１９５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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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们悲愤的眼里不见一滴泪珠，

他们坐在织机旁，绝望的愤怒呈现在脸上。

“我们已饱经折磨和冻饿；

古老的德意志呵！我们正为你织着寿衣，

把三个诅咒织在寿衣上。

        我们织呵，织呵！

“一是诅咒上帝，那耳聋眼瞎的上帝。

我们信赖他，像孩子信赖他们的父亲，

我们对他满怀着希望和信任，

可是他却嘲笑我们，欺骗我们。

        我们织呵，织呵！

“二是诅咒那富人的国王，

我们的苦楚丝毫不能打动他那铁石心肠。

他抢走了我们的最后一文钱，

还要派兵来把我们当狗一样枪杀。

        我们织呵，织呵！

“还要诅咒那虚伪的祖国，

它给我们的只是痛苦和耻辱，

我们在它那里饱经饥饿和困苦，

古老的德意志呵！我们正为你织着寿衣。

        我们织呵，织呵！”

这首歌的德文原文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这次我

也就此和你告别；希望不久我就能告诉你有关我们的进展和社会

著作的消息。

您的诚挚的德国老朋友

弗 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４年１１月９日左右

载于１８４４年１２月１３日

“新道德世界”第２５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原文是英文

２９５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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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１８４５年２月２日于巴门

自从上次给你去信后，共产主义的事业仍然在迅速进展，就

像在１８８４年最后的几个月里一样。不久以前我访问了莱茵河上的

几个城市，到处我都看到，从我上次访问以来，我们的思想又占

据了一些阵地，并且每天都在占领更多的阵地。到处我都碰到一些

新近改变信仰的人，他们都在无比热情地讨论和传播共产主义的

思想。普鲁士的一切城市都举行了许多公开的集会，目的是要成立

协会来制止贫困、愚昧和犯罪的现象在广大居民中滋长。政府起初

是支持这些集会的，可是当这些集会显得过于独立不羁时，它就

立刻开始和它们为难。但是不管怎样，这些集会已经使大家注意社

会问题，并且已经为传播我们的原则做了很多工作。在科伦举行的

大会上，几位知名的共产主义者的演说激起了极为热烈的情绪，当

场就选举了一个委员会来起草协会的章程，而且在选出的委员会

中彻底的共产主义者占了一大半。章程的基础当然是共产主义的

原则——组织劳动，保护劳动，使它不为资本的势力所侵害，如

此等等，而且这个章程几乎是大会一致通过的。政府自然没有批准

这件事（在我国成立任何协会都得经政府批准），但是此后关于建

立共产主义移民区的问题在科伦就到处都在讨论了。在爱北斐特

宣布的协会的基本原则是：一切人都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都

应该分享科学的成果。但是协会的章程还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很

３９５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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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也会遭到科伦章程的命运，因为牧师们想使协会从属于市内

布道区的计划被大会否决后，他们就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政府是会

查禁自由派的协会，支持牧师们的组织的。但是这并不要紧，因为

已经提出来的问题现在正在全市范围内展开讨论。在闵斯德、克列

维、杜塞尔多夫等城市中也建立了协会；未来的结果如何，让我

们等着瞧吧。至于共产主义的书刊，科伦的海 皮特曼出版了一个

集子１３２，其中除了其他一些论文之外，都是描写美洲共产主义移民

区和你们在汉普郡的移民区的文章，这对于消除那种认为我们的

思想无法实现的偏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皮特曼先生还刊

登了一个季刊１３３的出版计划的广告，创刊号预计在今年五月里出

版；它将全部用来宣传我们的思想。科伦的赫斯先生和巴门的恩格

斯先生准备另外再出版一个月刊１３４，创刊号将在四月一日出版；这

个刊物将全部用来刊载那些表明现代文明社会处于什么样的状况

的事实，利用雄辩的事实来宣传彻底改造的必要性。马克思博士在

短期内将出版一部新著，内容是对政治经济学原理和整个政治的

批判１３５。法国的保守政府已迫使马克思博士离开巴黎。他打算迁往

比利时，如果普鲁士政府（就是它促使法国政府驱逐马克思的）还

要跟踪追到那里报复他，那他就只好到英国去了。但是从我上次给

你去信以来，我所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德国当代最杰出的天才

的哲学家费尔巴哈博士宣布他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不久以前我们

的一个朋友到他隐居的乡村——巴伐利亚一个偏僻的角落去拜访

他，费尔巴哈告诉他说：他深信共产主义不过是他所宣布的原则

的必然结果，而且实质上不过是他很久以前在理论上所宣布的东

西的实践。费尔巴哈说，没有一本书像魏特林的“保证”１３６第一卷那

样使他感到欣慰。他说他从来不把自己的书献给任何人，但是他很

４９５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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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把他的下一部著作献给魏特林。这样，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是

他们的最杰出的代表）和德国工人（以魏特林为代表）的联盟，即

马克思博士一年前所预言的联盟１３７，就快要实现了。如果我们有哲

学家和我们一起思考，有工人和我们一起为我们的事业奋斗，那

末世界上还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我们前进呢？

您的德国老朋友

弗 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５年２月２日

载于１８４５年３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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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亲爱的先生！

前一个时候，由于某种原因，我无法写信告诉你关于德国的

情况；现在我来继续我的报道，希望这些报道能引起贵报读者的

兴趣，并且希望连续写下去，避免过去那样长时间的中断。我能够

告诉你们，我们取得了像我上次给你们去信时那样的十分迅速而

踏实的进展，非常高兴。自从我上次给你们去信以后，普鲁士政府

就认为继续支持“劳动阶级状况改进协会”是一种危险的事情。它

发现各地的这些协会都被一种类似共产主义的东西感染了，因此

它用它所能做到的一切办法来镇压它们，或者至少是阻止它们发

展。另一方面，这些协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资产者；一谈到他们在

改善劳动者的状况方面所能采取的步骤，他们就茫然了。他们提出

来的办法，例如成立储蓄银行、给优秀工人颁发奖金和奖品等，很

快就被共产主义者证明是毫无用处的，并且遭到了共产主义者的

公开的嘲笑。这样，资产阶级想用伪善和假慈悲来欺骗工人的企图

就丝毫没有得逞，反而给我们造成了一些在家长式的警察统治的

国家里很难得到的机会，结果是政府和资本家奔忙而我们却得到

了好处。

但是还不仅是这些集会被用来宣传共产主义而已，在莱茵普

鲁士的工业区中心爱北斐特，还定期举行共产主义的集会。这个城

市的共产主义者被一些最有身分的人物请去和他们讨论共产主义

６９５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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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首次会议是在二月里举行的，私人的性质比较多一些。到

会的人有四五十个，其中包括总检察长、法院的其他人员以及几

乎所有的大工厂和大商号的代表。赫斯博士（他的名字我已经不止

一次地在贵报上提到过）宣布开会，建议选举共产主义者克特根

先生做主席；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个提议。接着就是赫斯博士发表演

说，他讲的是社会的现状和抛弃旧的竞争制度的必要性，他认为

竞争制度就是公开抢劫的制度。他的演说引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座的人中共产主义者占了一大半）。接着是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先生（不久以前他在贵报发表过几篇有关共产主义在大陆上的情

况的文章１３８）相当详细地论述了共产主义制度的现实性和优越

性 。他举了有关美洲共产主义移民区和你们的“和谐”移民区的

一系列事实来证实自己的论断。接着就展开了极其热烈的辩论，在

辩论中站在共产主义者方面的有上述的两个发言人和其他几个

人，站在反对方面的有总检察长和文学家贝奈狄克斯博士等人。会

议从晚上九点开始一直开到深夜一点钟才散。

第二次会议是一星期以后在该市最好的一个旅馆的大厅中举

行的。大厅里挤满了当地的“有身分的”人物。上次会议的主席克

特根先生讲了一下共产主义者心目中的未来的社会制度及其远

景；接着是恩格斯先生发表演说 ，他在演说中证明了（从没有任

何反对意见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出）德国的现状不能不在短时间内

引起一次社会革命；这种无法避免的革命用任何发展工商业的办

法都防止不了，防止这种革命（它比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振荡都更

加猛烈）的唯一办法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制度并为这种制度的实现

   见本卷第６０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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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准备。在这次辩论会上站在共产主义者方面的有几个律师，他们

是从科伦和杜塞尔多夫赶来参加的。这次辩论会仍然开得很热烈，

一直开到半夜。会上还朗诵了杜塞尔多夫的弥勒博士写的几首歌

颂共产主义的诗，弥勒博士当时也出席了大会。

一星期后举行了第三次会议，会上赫斯博士又发表了演说，另

外还宣议了几篇从一个集子里选出来的报道美洲共产主义移民区

的文章。闭会前仍然展开了讨论。

几天后城里谣传警察将要解散下次会议，逮捕会上的发言人。

爱北斐特市市长真的跑到旅馆老板那里去，威胁他说，如果他再允

许在他的旅馆里举行这类集会，就要撤销他的营业执照。共产主义

者立刻就此事询问市长，可是就在应该举行下次会议的前一天得

到了通知，通知是给赫斯先生、恩格斯先生和克特根先生的；地方

当局在通知书里引证了一大堆习惯法和成文法，宣布这类集会是

违法的，并且威胁说，如果不停止，他们就要用武力来解散它。会议

在下一个星期六举行了；市长和总检察长（从第一次会议后他就不

在这些会上露面了）都出席了会议，陪同他们来的是一队从杜塞尔

多夫用火车运来的武装警察。在这种场合下当然没有人发表演说，

到会者都只管喝酒、吃牛排，没有给警察任何干涉的借口。

这样的措施只会有助于我们的事业，因为政府那样的重视，使

那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问题的人都对这个问题发生了兴趣。那

些参加了辩论会但是根本不了解我们的观点或者甚至对它抱嘲讽

态度的人，大多数都对共产主义怀着尊敬的心情回家。这种尊敬部

分地也是由于我们这一群人在会上显得很有身分而引起的，因为

该市所有的名门富家几乎都有自己家里的人或亲戚出席，和共产

主义者同坐在一个大餐桌上。总而言之，这几次集会对整个工业区

８９５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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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舆论所起的影响确实是惊人的；几天以后就有人向那些发言赞

成我们的事业的人索取书报，以便从中了解整个共产主义的制度。

据我们了解，会议的全部文件不久就会出版。

至于共产主义的书刊，在这方面已经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活动。

群众确实渴望得到消息；他们正在吞食有关这一问题的一切新书。

皮特曼博士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其中收有：赫斯博士论现代社会

的贫困现象及消除此种现象的办法的精彩著作、一篇详细描写西

里西亚工人的贫困状况的文章（文中还概述了去年春天该地发生

的起义）、其他几篇描写德国社会状况的论文以及报道美洲共产主

义移民区和“和谐”移民区的通讯（这篇通讯是弗 恩格斯根据芬

奇先生的书信和一篇署名为“一个跟在犁后面吆喝的人”①的文章

编写的）。这本集子虽然遭到普鲁士政府的追究，但是各地却很快

就销售一空。另外还创办了一些月刊，这就是“威斯特伐里亚汽

船”１３９（在比雷菲尔德出版，吕宁发行，载有论社会主义的通俗论

文和报道劳动者的状况的文章）、“人民报”１４０（在科伦出版，具有

较明确的社会主义倾向）和“社会明镜”（在爱北斐特出版，赫斯

博士发行，专门揭发有关现代社会状况的事实和保卫劳动阶级的

权利）。此外，皮特曼博士还创办了一个季刊，叫做“莱茵年鉴”，

该刊的创刊号正在印刷中，很快就要出版。

另一方面，德国有一些哲学家不愿从他们的纯粹理论中做出

实际的结论，硬说人只应该玄想形而上学的问题，现在我们向这

些人宣战了。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出版了一本著作，详细地驳

斥了布鲁诺 鲍威尔所坚持的原则 ，赫斯先生和毕尔格尔斯先生

  ① 见本卷第５５７页的编者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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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正在着手驳斥施蒂纳的理论。鲍威尔和施蒂纳是德国抽象哲

学的最终结论的代表人物，因而也是在哲学上反对社会主义或者

宁可说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头等重要的人物；因为社会主义一词在

德国指的就是这样一些人所具有的各种不明确而且也无法明确的

模模糊糊的幻想；这些人认为需要采取某种措施，但是不能决定

是否就采取共产主义的整套制度。

马克思博士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先生的“英

国工人阶级状况” 、一本论共产主义的论文集——“轶文集”１４１

也已经在印刷中；另外，最近我们将着手翻译英法两国的论社会

改造问题的优秀著作。

由于德国的政治情况很恶劣，由于它的家长式的政府可以为

所欲为，在各地的共产主义者中间，除文字上的联系外，要建立任

何联系都几乎不可能。一些斯刊，主要是“莱茵年鉴”，就成了那些

在报刊上坚持共产主义的人的中心。通过来往的旅客还维持着某

种联系，但是也就止于此了。结社是违法的，甚至通信也不安全，因

为近来“秘密机关”的活动特别频繁。因此，我们只是从报上知道在

波兹南和西里西亚的山中有两个共产主义的组织存在。据说，在普

属波兰的首府波兹南，有一群青年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组织了一

个秘密团体，准备占据该城；后来密谋被发觉，因此计划没有实现。

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有关这件事的全部情况。但是不管怎样，下面

的事实却是可靠的，这就是：有一大批出身于波兰的贵族和富豪家

庭的青年被捕了，此后（两个多月）所有的岗哨都加强了一倍并荷

枪实弹地守护，两个青年（一个十二岁，一个十九岁）即雷马尔凯维

００６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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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弟兄已经潜逃并且直到现在还没有被当局拿获。被捕的人中大

部分是十二岁到二十岁的青年。另外一个所谓的密谋是在西里西

亚山中，据说规模很大，也是以共产主义为目的；密谋者似乎打算

夺取施魏德尼茨的堡垒，占据整条山脉，从那里来号召整个德国的

受苦受难的劳动者。至于这些消息究竟真实到什么程度，没有人能

下判断，不过就在这个倒霉的地区也有根据警探告密逮捕人的事

情发生；富有的厂主施略费尔先生已经被押解到柏林，现在正在那

里受审，因为他被认为是上述密谋的主使人。

在瑞士、法国和英国的德国工人中的共产主义者的协会仍然

很活跃，虽然他俩在法国和瑞士的一些地方受到了警察的迫害。据

报载，日内瓦共产主义协会的会员约有６０个被驱逐出该市和该州。

一位最有天赋的瑞士共产主义者奥 贝克尔出版了他在洛桑发表

的演说；演说的标题是“共产主义者要求什么？１４２；这篇演说可以

列为我们所知道的这类著作中最优秀、最有力的著作。我敢说这篇

演说是值得译成英文的；如果贵报读者中有通晓德语的人来从事

这一工作，那我就太高兴了。当然这只是一本小册子。

我希望能经常不断地给你们报道消息。

您的德国老朋友

弗 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５年４月５日左右

载于１８４５年５月

１０日“新道德世界”第４６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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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恩 格 斯

在爱北斐特的演说

１８４５年２月８日的演说

诸位先生！

正如你们刚才听到的，我想，本来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

生活在一个自由竞争的世界里。现在让我们稍微详细地研究一下

这种自由竞争和它所造成的社会秩序。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每一

个人都在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工作，每一个人都在竭力使自己发

财致富，根本不理会别人在干些什么。这样就谈不上合理的组织，

谈不上分工。相反，每一个人都想超过别人，都想寻找一个好的机

会来谋取私利，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致去想一想，他自己的

利益和其他一切人的利益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各个资本家同其

他一切资本家进行斗争，各个工人同其他一切工人进行斗争；所

有的资本家反对所有的工人，而工人群众也必然要反对资本家集

团。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到处都很混乱、到处都在

剥削的现象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但是这种混乱的经营

方式最后必定使社会得到最悲惨的结局；作为社会基础的无组织

状态和卑视真正的公共福利的态度，迟早总会最明显地暴露出来。

这一斗争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小资产阶级即在前一世纪构成国家

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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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基础的等级破产了。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资本的势力如何

在摧毁社会的这一个阶级。就拿独立的裁缝和制造家具的木匠来

说，由于服装店和家具店拉走了他们的最好的顾客，于是他们就

逐渐从小资本家，从有产阶级的一员变成依靠别人、为别人工作

的无产者，变成无产阶级的一员。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就是人们赞扬

备至的工业自由所引起的悲惨的后果；这是大资本家对实力较差

的竞争者保持的优势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这是资本集中于

少数人手中的趋势的最明显的表现。资本的这种趋势已经为许多

人所承认；到处都在抱怨财产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大多数

的人民却愈来愈贫困。这样，在一小撮富翁和无数的穷人之间，就

产生了尖锐的敌对现象。这种敌对现象，在英法两国已经尖锐到惊

人的地步，在我们这里也愈来愈尖锐了。只要目前的社会基础保存

一天，这种少数人发财，广大群众贫困的进程就无法制止；只要

社会还没有最后被迫根据较为合理的原则进行改组，这种敌对现

象就会愈来愈尖锐。

但是，诸位先生，自由竞争的全部后果还远不止这些。既然每

一个人都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在那里生产和消费，根本不理会别

人在生产什么，消费什么，那末生产和消费必然很快就会完全脱

节。既然现代社会把分配产品的工作委托给商人、投机者和店主去

做，而这些人又都只顾自己的私利，那末在分配产品时，也就会

产生同样的脱节现象，更不用说没有财产的人无法取得他们所必

需的那一份了。厂主怎么能够确定他的产品在某一个市场上需要

多少呢？姑且假定他能够确定这个数字，但是他又怎么能知道他的

竞争者送了多少产品到每一个这样的市场上去呢？一个很可能连

自己刚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去路都全然不知的厂主，又怎么能够知

３０６在爱北斐特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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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他的外国竞争者有多少商品送到每一个这样的市场上去呢？关

于这一切，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像自己的竞争者一样，凭猜测进行

生产，用别人也必定这样行事的话来安慰自己。除了永远在波动的

价格水平，他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遵循的。在他发货的时候，

商品价格已经完全不同于人家先前用信告诉他的远方市场

上的价格了。而当商品将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商品的价格

又和启运的时候不同了。在生产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商业中

时时产生不景气的现象，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一个国家的工商业

愈发达，这种不景气的现象自然也就愈严重。因此工业最发达的国

家英国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最明显的例子。由于商业发达，由于在

进行生产的厂主和真正的消费者中间插入了许多投机者和经纪

人，所以英国的厂主要比德国的厂主更难于知道现有存货和生产

同消费之间的相互关系；何况英国的厂主几乎向全世界的一切市

场供应商品，他几乎从来不知道他的商品的去路如何，而且英国

工业的生产力又非常巨大，所以经常发生各市场转瞬之间即为商

品所充斥的现象。商业停顿，工厂开工半天，甚至完全停工，许多

人破产了，存货不得不以低得荒唐的价格出售，过去处心积虑地

积累起来的资本大部分因为这种商业危机而又重新化为乌有。从

本世纪初起，在英国就可以看到一系列这样的商业危机，而最近

二十年来，危机每隔五年或六年就重复一次。诸位先生，你们大部

分人大概还清楚地记得１８３７年１８４２年这两次最近发生的危机吧。

要是我国的工业也像英国的工业那样发达，我国的市场也像英国

的市场那样遍布各地，那末我们也会遭受同样的后果。现在我们这

里的竞争对工商业的影响，表现为工业各部门的普遍的长期萧条，

表现为介于一定的繁荣和完全低落之间的悲惨处境，表现为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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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即不活跃的现象。

这种困难处境的真正原因究竟在哪里呢？小资产阶级的破产、

贫富之间的鲜明的对照、商业的不景气和由此而产生的资本浪费

的现象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就是人们的利益彼此背离。我们大家辛

勤劳动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一己之利，根本不关心别人的福利。可

是，每一个人的利益、福利和幸福同其他人的福利有不可分割的

联系，这一事实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不言而喻的真理。虽然我们大

家都应该承认，没有自己的伙伴我们就寸步难行，应该承认仅仅

是利益把我们大家联系起来，但是我们却以我们的行动来践踏这

一真理，我们把我们的社会安排得好像我们的利益不但不能一致，

而且还是直接对立的。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严重的错误带来了什么

样的后果。要消除这种悲惨的后果，就必须消灭这种错误。而共产

主义就抱着这样的目的。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利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

一致的，因而竞争就消失了。当然也就谈不到个别阶级的破产，更

谈不到像现在那样的富人和穷人的阶级了。在生产和分配必要的

生活资料的时候，就不会再发生私人占有的情形，每一个人都不

必再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企求发财致富，同样也就自然而然地不

会再有商业危机了。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无论生产和消费都很容易

估计。既然知道每一个人平均需要多少物品，那就容易算出一定数

量的人需要多少物品；既然那时生产已经不掌握在个别私人企业

主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公社及其管理机构的手里，那也就不难按

照需求来调节生产了。

这样，我们看到，在共产主义的组织里，现代社会制度的主

要缺陷就会消除。但是，如果我们再稍稍地多从细节方面来考察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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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我们就会看到，这种组织的优点还不止此。这些优点还表现在

消灭其他许多缺点上，今天我只举几个经济方面的例子。在经济方

面，当前的社会结构无疑是难以想像地不合理和不切实际的。由于

人们的利益彼此对立，大量劳动力就白白地消耗掉了，社会没有

从里面得到任何好处，相当多的资本完全浪费掉了，并且没有再

生产出来。在发生商业危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种情形。我们看

到，人们怎样不顾血本地抛售自己辛辛苦苦地生产出来的大批产

品；我们看到，处心积虑地积累起来的大批资本怎样由于所有主

的破产而从他们手中飞掉了。现在让我们来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

现代的商业。请你们想一想，每一个产品必须经过多少人的手，才

能到达真正的消费者的手里！诸位先生，请你们想一想，现在有多

少投机倒把的多余的中间人插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举一包

北美产的棉花为例。棉花从种植场主之手转到密士失必河某个码

头上的一个经纪人手里，然后顺流而下运到新奥尔良。在这里棉花

又卖出去（这是第二次出售，因为经纪人已经从种植场主那里买

过一次了），假定是卖给一个投机商，而投机商又转卖给出口商。

后来这包棉花，比如说，运到了利物浦，在那里，另一个投机商

又伸出了贪婪的手，抓住了这包棉花。这个投机商再把它卖给一个

经纪人，而这个经纪人，比如说，又是受德国某公司的委托而买

的。这样，这包棉花就运往鹿特丹，再溯莱茵河而上，经过十来个

转运商之手，而且还要经过十来次装卸，这时它才到达厂主之手，

但是还没有到达消费者的手里。厂主首先将棉花加工，使它适于使

用，然后把纺成的棉纱交给织布的人，织布的人将布交给印花的

人，然后布匹才到达批发商之手，批发商再把布转给零售商，最

后，零售商才把商品送到消费者的手里。所有这些成千上万的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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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即投机商、代理人、出口商、经纪人、转运商、批发商和零

售商都没有参加商品的生产，但是他们全都要生活，全都想在上

面取得利润，而且通常也的确都得到了利润，否则他们就无法生

存下去。诸位先生，难道除了这条必须经过十来次出卖、上百次装

卸、上百次地从一个仓库运到另一个仓库的漫长的道路之外，就

没有更简单更便宜的道路把棉花从美洲运到德国、把棉纺织品送

到真正的消费者的手里吗？难道这不是清楚地证明了人们的

利益的背离引起了劳动力的巨大的浪费吗？在合理地组织

起来的社会中，就不会有这样繁杂的运输方法。现在我们继

续谈这个例子。正如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知道某个移民区消

费多少棉花或多少棉纺织品一样，中央管理机构也可以同样容

易地知道全国各地和各公社的消费量。只要这种统计工作组织就

绪，这种工作在一两年内就可以很容易地完成，每年的平均消费

量就只会同人口的增长成比例地变化；因此就容易适时地预先确

定，每一种商品要有多少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所需的这些商品也

可以按批购的方式直接在产地订购，并且可以直接取得，不必经

过中间人，不需要任何停顿和装卸，除了运输条件确实要求这样

做而外，这样就大大节省了劳动力，而且不必付给投机商、大小

商人以利润。还不仅如此，这样一来，所有这些中间人非但不再为

害社会，而且甚至会对社会有利。他们现在干的是对其余的人有害

的事情，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些多余的事情，但是他们还是取

得了足够的生活资料，而在很多场合下，他们甚至还大发其财；因

此，他们现在是在直接损害公共福利，而将来他们的双手就会解

放出来参加有益的活动；他们一定可以找到一种职业，这种职业

能使他们不是作为表面上的、假的社会成员而出现，而是作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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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社会的真正的成员、人类社会的共同活动的参加者而出现。

现代社会促使个人敌视其他一切人，这样就引起了一个一切

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战争，这个战争在某些人那里，尤其是在文化

水平低的人那里不可避免地会采取粗暴的野蛮的暴力形式，即犯

罪的形式。为了使自己不受犯罪行为即公开的暴力行为的侵害，社

会就需要有庞大而复杂的、耗费无数人力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这些机关也将无限地加以简化，而这正是因为

（不管看起来是多么奇怪）在这种社会里，管理机构必须管理的不

仅是社会生活的个别方面，而且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切表现、一切

方面。我们消灭个人和其他一切人之间的敌对现象，我们用社会和

平来反对社会战争，我们彻底铲除犯罪的根源，因而就使行政机关

和司法机关目前的大部分工作、甚至是很大一部分工作成为多余

的了。现在因情欲而犯罪的现象已经愈来愈多地让位于因利害得

失而犯罪的现象，就是说，侵犯人身的犯罪次数愈来愈少，而侵犯

财产的犯罪次数却不断增加。在处于战争状态下的现代社会里，文

明的增进已经可以减少情欲上的强暴表现，要是在共产主义的、和

平的社会里，情况还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呵！在每一个人的身体上和

精神上的需求都得到满足的地方，在没有什么社会隔阂和社会差

别的地方，侵犯财产的犯罪行为自然而然地就不会再发生了。刑法

会自行消失，民法（它几乎只是专门处理财产关系或者至多是专门

处理那些以社会的战争状态为前提的关系）也会不再存在。现在的

各种争端是人们互相敌对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到那时就只是罕有

的例外，并且很容易通过仲裁法庭来调解。现在，行政机关的工作

也是针对经常的战争状态的，就是说，警察机构和整个行政机关都

专心致力于使战争保持隐蔽的和间接的形式，使战争不致变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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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暴力行为，变为犯罪。如果说，维护和平要比在一定地区内进

行战争容易得多，那末，管理共产主义社会，就不知要比管理笼罩

着竞争的社会容易多少倍。如果说，文明甚至在现在就已经教人们

懂得，只有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才能有自己的利

益，从而尽可能地使警察机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变成多余的东

西，那末，在利益的共同已经成为基本原则、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

已经没有什么差别的社会里，情况还不知要好多少倍呵！现在是违

反社会制度而实现的东西，在社会制度不再阻碍、反而予以促进的

时候，将不知要传播得多广呵！因此，即使从这一方面来看，我们也

有理由预期，由于当前的社会制度从社会那里夺走人手的事情不

再发生，劳动力将会增加很多。

常备军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耗费最大的设施之一，它夺走

了一个国家中最强壮、最必需的那部分居民，使这部分居民不能

从事生产，使国家不得不供养他们。从我们的国家预算中可以看

出，我们为常备军花费了多少：每年花钱２４００万，从生产中夺走

２０万双最结实的手。而在共产主义的社会里，谁也不会想到什么常

备军。要常备军来做什么呢？为了维持国内的安宁吗？我们已经知

道，谁也不会想到去破坏国内的安宁。对革命的恐惧只是人们的利

益互相对立的结果，只要大家的利益一致，就不会有这样的恐惧。

是为了进行侵略战争吗？共产主义社会十分明白，战争只会使它损

失人员和资本，而它取得的至多只能是几个怨声载道、因而也只

会破坏社会秩序的省份，它又怎么会进行侵略战争！是为了自卫

吗？自卫也不需要常备军，因为要使每一个适于作战的社会成员，

为了保卫国家而不是为了参加检阅，在自己的本行职业之外学会

掌握武器，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时请你们注意一下，一旦发生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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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当然这种战争只能是对付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的），这个

社会的成员一定会保卫真正的祖国、真正的家园，因此他们将精

神焕发、坚毅勇敢地作战，使受过机械化训练的现代军队也要望

风披靡。你们想一想，在１７９２年到１７９９年这个时期革命军队，即仅

仅为了一种幻想、为了想像的祖国而战的军队因情绪激昂而作出

了怎样的奇迹，你们就会明白，不是为了幻想、而是为了一个实

在的可以捉摸的目标而战的军队将具有什么样的力量。这样，在共

产主义的组织中，现在由于维持军队而从文明的人民那里夺走的

无数的人力就将重返劳动岗位，他们不仅会生产出自己所消费的

产品，而且还能生产出比供养他们自己、比补充社会储备所必需

的还多得多的产品。

在现在的社会里，人力的更大浪费表现在有钱人滥用自己的

社会地位上。我根本不打算在这里谈那种仅仅为了炫耀自己而占

用了许多劳动力的、无益的、简直是荒唐的浪费现象。但是请你们

去看一下富翁的公馆、富翁的内室，然后告诉我，许多人服侍一

个人，因而弄得无事可干，或者至多也只做些由于生活在与世隔

绝的小天地中而必须做的工作，这难道不是劳动力的荒唐的浪费。

所有这些女仆、厨子、听差、车夫、家人、园丁等等到底干些什

么呢？一天只有那么少的几分钟他们是真正用来使他们的主人生

活得愉快，使他们的主人易于自由地发挥和利用自己的人的特性

和才能；一天又有多少钟点他们是用来做下面这些仅仅由于我们

的社会关系安排得不好而产生的事情，这就是站在马车的侍从座

上，满足主人的癖好，牵着只小狗跟在主人后面，以及其他各种

可笑的事情。在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能够生活，他

们不再成为老爷们的癖好的奴隶，而且也想不到这些癖好。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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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里，目前浪费在服侍人们过奢侈生活的劳动力自然就转而

为大家造福，为劳动者自己造福。

此外，在今天的社会里，直接由于竞争的影响，产生了浪费劳

动力的现象，因为竞争使大批的人失了业；他们很想工作，但是却

得不到工作。既然社会根本不是从考虑劳动力的真正使用上建立

起来的，既然每一个人都得自己去寻找生活，那末，在分配真正有

益的工作或者似乎有益的工作时，很大一部分工人很自然地就没

有工作做了。这由于下面这种情况而表现得更加严重，这种情况就

是：竞争迫使每一个人鼓起全部力量，利用自己的一切可能，以廉

价的劳动力来代替高价的劳动力，而文明的日益增进也为此创造

了更多的条件，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去抢夺别人的饭碗，

用一切办法挤掉别人的工作。因此，在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里，都

有大批很想工作但是却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而且这个失业人数

比人们通常想像的要大。我们看到，人们用一定的方式出卖自己：

他们求乞；打扫街道；站在街道拐角处等候某种工作；替别人做些

偶然得到的零活以求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拿着各色各样的零星

杂货叫卖；或者像我们在今天晚上所看到的一些穷人家的姑娘一

样，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弹着吉他卖唱，仅仅为了赚几个

小钱而不得不听各种无礼的和侮辱人的话。而终于真正不得不去

卖淫的人们又不知有多少呵！这些不得不采取某种方式出卖自己

的失业者数量是很大的，我们的慈善机关可以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同时也不应该忘记，虽然这些人对社会毫无益处，社会还是要通过

某种方式来养活他们。既然社会要负担养活这些人的费用，那末社

会也就应该关心这些失业者，使他们能正大光明地谋生。但是在竞

争统治着一切的现代社会里，这是无法办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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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先生，你们想一想上面所谈的一切（我还可以举出许多

别的例子来说明现代社会如何浪费劳动力），你们就会发现人类社

会拥有极其丰富的生产力，这些生产力只要合理地组织起来，妥

善地加以调配，就可以给一切人带来最大的利益。根据这一切，你

们就可以断定，担心公正地分担社会活动以后每个人的劳动负担

就会大得使他不可能去做别的事情，那是多么没有根据。其实我们

可以设想，在这样的组织下，由于利用了现在完全没有利用的或

者利用得不够恰当的劳动力，每个人的一般工作时间就会比现在

缩短一半。

但是共产主义的组织因利用目前被浪费的劳动力而表现出的

优越性还不是最重要的。把个别的力量联合成社会的集体力量，以

从前彼此对立的力量的这种集中为基础来安排一切，才是劳动力

的最大的节省。在这里，我赞成英国的社会主义老罗伯特 欧文的

一些主张，因为这些主张最实际、最完善。欧文提议建造一些大公

寓来代替现在那些房屋分散而且彼此妨碍的城市和村庄。每一公

寓占地长宽各约１６５０英尺，附有大花园，可以舒适地居住两三千

人。显而易见，建造这种能使住户享受现代最好的住宅设备的房

屋，比起为同样多的人建造单独的、多半没有那么舒适的现有式

样的住宅来，要便宜得多和容易得多。现在几乎每幢大厦都存在的

许多房间常年空着或者每年只使用一两次的现象就可以消灭，而

且不会有任何不方便；储藏室和地下室等等的用地也同样可以大

大节省。要是深入地看一下家务琐事，那末公共经济的优越性就表

现得特别明显。现在的分散经济，就拿取暖来说，不知浪费了多少

劳动和物资！每一个房间必须有一个火炉，每一个火炉必须分别生

火、添煤和照顾；必须把燃料送到每一个房间，而炉灰还得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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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可是像目前的一些大的公共建筑物，如工厂、教堂等，装置

一个巨大的总的取暖设备，比如说，用一个发热中心和一些蒸气

管子来代替这些单独的火炉，是多么简单和便宜。其次，瓦斯灯目

前费用还很贵，因为连最细的管子也得敷设在地下，而管子又因

为我们城市里需要照明的面积很大，必须敷设到很远的地方。可

是，如果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来安排这一切，所有一切就都集中在

１６５０英尺见方的地面上，而瓦斯灯的数目并不会减少，结果，这

种照明的费用无论怎样也不会比一个中等城市所花的费用更多。

再其次，我们拿做饭来说，在现在这种分散经济的情况下，每一

个家庭都单独准备一份自己所必需的、分量又不多的饭菜，单独

备有餐具，单独雇佣厨子，单独在市场上、在菜场里向肉商和面

包商购买食品，这白白占据了多少地方、浪费了多少物品和劳动

力！可以大胆地假设，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务所，从事这一工作

的三分之二的人就会很容易地解放出来，而其余的三分之一也能

够比现在更好、更专心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最后，看看收拾房屋的

工作吧！要是这些工作也组织起来和正确地加以分配（在那种条件

下这是完全可能实现的），那末打扫和收拾这种建筑物难道不比打

扫和收拾两三百幢单独的房屋容易万倍吗？而像现在这样安排，两

三百幢房屋中住的人也就不过两三千人呵。

这不过是从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组织在经济方面的无数优点

中举出来的几个例子而已。我们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用不多

的几句话向你们阐明我们的原则，适当地、全面地论证我们的原

则。我们根本没有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我们只能够，而且也只

希望阐明几点，促使那些还不熟悉这个问题的人去研究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希望今天晚上至少已经向你们阐明了一点，那就是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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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不仅不同人的本性、理智、良心相矛盾，而且也不是脱离现

实的、只是由幻想产生的理论。

也许有人要问：如何实现这种理论，我们能够采取一些什么

措施来实现这种理论？达到这个目的有各种不同的方法。英国人大

概会从建立一些单独的移民区开始，然后让每一个人去决定自己

是否参加移民区！法国人却刚刚相反，他们也许会在全国范围内准

备和实行共产主义。至于德国人从什么地方着手还很难说，因为社

会运动在德国还是一种新的现象。我现在只从能够实现共产主义

的许多办法中间提一下近来谈得很多的一种办法，这就是采取三

个必然会促使共产主义实现的措施。

第一个措施是由国家出资对一切儿童毫无例外地实行普遍教

育，这种教育对任何人都是一样，一直进行到能够作为社会的独

立成员的年龄为止。这个措施对我们的穷弟兄来说，只是一件公平

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都无可争辩地有权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而

且当社会使愚昧成为贫穷的必然结果的时候，它就对人犯下了双

重的罪过。显而易见，社会成员中受过教育的人会比愚昧无知的没

有文化的人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好处。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受了教育

之后必然不愿再忍受现代无产阶级所受的那种压迫，那末从另一

方面来看，和平改造社会时所必需的那种冷静和慎重只有受过教

育的工人阶级才能具有。但是现在连没有受过教育的无产阶级也

不愿意继续处于目前的状况了。甚至在德国我们也能够找到证明，

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骚动就是例子。至于别的国家就更不必说

了。

第二个措施是全面改组济贫所，把所有失业公民都安置在移

民区内，让他们在里面从事工农业劳动，并把他们的劳动组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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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为全移民区造福。到目前为止，济贫所还把它掌管的资本用来放

债生息，这就为有钱人剥削穷人创造了更多的机会。现在毕竟应该

是把这些资本真正用来为穷人造福的时候了，应该是把这些资本

的全部收益，而不仅仅是其中的百分之三给穷人的时候了，应该

是作出资本和劳动的联合的卓越榜样来的时候了！一切失业者的

劳动力都应当像这样用来为社会谋福利，而这些被迫堕落的受尽

压迫的赤贫汉将会转变为文明的、自食其力的、勤勉的人；他们

所处的环境，很快就会使没有联合起来的工人感到羡慕，并且为

彻底改组社会开辟道路。

要贯彻这两个措施就需要钱。为了取得这些钱，同时为了改变

到现在为止一切分担得不公平的赋税，在现在提出的改革计划中

就应该建议采取普遍的资本累进税，其税率随资本额的增大而递

增。这样，每一个人就按照自己的能力来负担社会的管理费用，这

些费用的重担就不会像一切国家中以往的情形那样，主要落在那

些最没有力量负担的人们的肩上。纳税原则本质上是纯共产主义

的原则，因为一切国家的征税的权利都是从所谓国家所有制来的。

的确，或者是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就没有什么国家所有制，

而国家也就无权征税；或者是国家有这种权利，这样私有制就不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所有制就高于私有制，而国家也就成了

真正的主人。后面这个原则是大家公认的。好吧，诸位先生，我们

现在就只要求大家遵守这个原则，要求国家宣布自己是全国的主

人，从而用社会财产来为全社会谋福利；我们要求国家实行一种

只考虑每一个人的纳税能力和全社会的真正福利的征税办法，作

为达到这个目的的第一步。

这样，诸位先生，你们就看到，我们谈的不是不顾民族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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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实行财产共有，而是首先要确定目标和保证我们能够向这个

目标迈进的办法和途径。至于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将来的原则这一

点，一切文明国家的发展进程可以证明，迄今存在的一切社会制度

的迅速瓦解可以证明，人的良知、首先是人的良心可以证明。

这篇演说是弗 恩格斯１８４５年２月

８日在爱北斐特的集会上发表的

演说全文第一次刊载于１８４５年

“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１卷

按杂志原文刊印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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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５年２月１５日的演说

诸位先生！

在上次会上有人责备我，说我所举的例子和证据几乎都是其

他国家的，特别是英国的。有人说，法国和英国跟我们无关，我们

生活在德国，我们的任务是证明共产主义在德国有其必然性和优

越性。有人还责备我们，说我们根本没有充分证明共产主义的历史

必然性。这完全正确，而且也不能不是这样。证明历史必然性不可

能像证明两个三角形全等那样快；历史必然性只有经过研究和全

面的论证才能得到证明。尽管这样，今天我还是要竭力消除引起这

些责备的原因，竭力证明共产主义对德国说来即使没有历史的必

然性，至少也有经济上的必然性。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德国目前的社会状况。我国有大量的贫民，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事件本身就说明了这些

地方的状况。摩塞尔和埃斐尔两地区的贫困状况，“莱茵报”已经

详细地报道过了１４３。厄尔士山区自古以来就被可怕的贫困笼罩着。

在捷涅和威斯特伐利亚的麻纺业区情况也不见得好些。德国各地

都怨声载道，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的无产阶级人数众多，这

也不能不是这样，即使我们极其肤浅地考察一下我们的社会状况，

我们也一定会相信这一点。工业区一定有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这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工业要是没有大批全力为它效劳、为它工作而

且不再从事其他任何行业的工人，就不可能存在。只要竞争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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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业劳动就使工人不可能从事其他任何行业。所以在所有的工

业区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他们这样多，这样引人注目，要

否认他们的存在是不可能的。许多人断言：农业区刚刚相反，那里

一定不会有无产阶级。但是，这是否可能呢？在大土地所有制占优

势的地方，农业无产阶级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农场需要男女雇农，

没有无产者，大农场就不可能存在。在土地分散的地方，同样也无

法避免产生一无所有的阶级，因为土地分散有一定的限度，它不

可能超过这个限度再分下去，而且因为那时土地只为家庭的一个

成员所有，所以其余的成员就不得不变为无产者，变为一无所有

的工人。同时，土地的分散通常总是要分到土地小得不能养活一家

人为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像城市小资产阶级一

样，形成了由有产阶级过渡到一无所有的阶级的阶梯。土地不让这

些人去另谋生计，但同时又不能供给他们足够的生活资料。这个阶

级也是极端贫困的。

这个无产阶级的人数必然会不断增加，这个结论，我们可以

从小资产阶级的不断贫困化（这一点我在上星期已经详细谈过

了）和资本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趋势得出来。今天我也许没有必要

再来谈这些问题，我只想指出，这些不断产生无产阶级并日益扩

大其队伍的原因，仍然起着作用，而且只要竞争不停止，它们就

会引起同样的后果。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仍然单枪匹马地进行生

产，并把自己和其余的一切人对立起来，那末无产阶级就不但会

存在下去，而且它还会不断扩大，会成为现代社会中愈来愈吓人

的力量。但是总有一天无产阶级的力量会强大起来，觉悟会提高起

来，他们再也不愿载负着一直压在他们肩上的整个社会大厦的重

担，他们会要求更公平地分配社会的负担和权利。那时，如果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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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还不改变的话，社会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这个问题我们的经济学家直到现在还丝毫没有加以研究。他

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国民财富的分配，而仅仅是国民财富的创造。但

是，我们暂且不谈我们刚才指出的那个论点，即竞争本身不可避

免地要引起社会革命；我们来研究一下竞争所表现的几个形式，研

究一下德国在经济上可能走的几条道路，并且看看它们会产生什

么样的后果。

德国，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德意志关税同盟目前实行着ｊｕｓｔｅ

－ｍｉｌｉｅｕ〔中庸之道的〕关税制度。对真正的保护关税来说，我们

的关税太低，对自由贸易来说，我们的关税又太高。因此有三种可

能：或者是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或者是以高额的关税来保护自

己的工业，或者是维持目前的制度不变。现在我们来分别研究一下

每种情况。

如果我们宣布贸易自由并取消我们的关税，那末我们的全部

工业，除去少数几个部门，都会垮台。那时，棉纺业、机织业、棉

纺织业和毛纺织业中的大多数部门、丝纺织业中的主要部门以及

几乎整个采铁业和制铁业都谈不上了。所有这些工业部门的工人

都会突然失业，他们将像潮水般地涌入农村和余下的幸免于难的

工业部门。贫穷的现象开始到处迅速地扩大，财产向少数人手里的

集中将因这种危机而加速，根据西里西亚事件就可以判断，社会

革命就是这种危机的必然结果。

现在假定我们实行保护关税。这种关税制度近来已成了我国

大多数工业家的宠儿，因此应当更仔细地加以研究。李斯特先生已

经使我们的资本家的愿望成了一个体系１４４，我也想来谈谈他们几

乎一致地认作自己的信条的这个体系。李斯特先生主张实行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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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的保护关税，这种关税最后要提高到足以保证厂主们把持国

内市场的水平；在一定时期内关税应该保持在这个高的水平上，然

后才开始逐渐降低，经过若干年后就最后取消保护关税制度。我们

假定这个计划实行起来了，逐渐提高的保护关税制度也明令公布

了。工业发达起来，游资投入了工业企业，对工人的需求增长起来，

工资也跟着提高，济贫所空闲起来，从表面现象看，全盛时期来

到了。这种情况将会继续下去，一直到我们的工业发达得足以满足

国内市场为止。工业要进一步扩展是不可能了，因为它既然没有关

税的保护就不能保住国内的市场，那末在中立的市场上它就更经

不起外国的竞争了。李斯特先生认为到那时我国的工业已经非常

巩固，因而就不大需要关税的保护，并且可以开始降低关税。我们

暂且假定事情果然是这样。关税不断在降低。它不在第一次降低税

率时，就得在第二次或第三次降低时，不可避免地要降到使外国

工业，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使英国工业能够在德国市场上和我们

自己的工业竞争。这正是李斯特先生所希望的。但是这会引起什么

样的后果呢？从这时起，德国的工业就得和英国的工业一起经受一

切波动和一切危机的考验。一当英国商品塞满海外市场，英国人就

会像他们现在那样干起来，正如李斯特先生动人地描绘的那样，他

们会把自己的全部储存都抛到他们所能达到的最近一个市场——

德国市场上来，这样他们就重新把关税同盟变成自己的“旧货

店”。接着英国工业很快又恢复元气，因为全世界都是它的市场，因

为全世界没有它就不成，然而没有德国的工业就连德国自己的国

内市场也可以过得去，而且德国工业就是在自己国内也得

担心英国的竞争，深受在危机时期供应它的顾客的英国商

品过多之害。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工业就必然会尝尽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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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在困难时期所尝的痛苦，而得到的却仅仅是繁荣时期

所带来的那些利益中极微小的一部分。一句话，那时我们的处境就

和现在一样。如果我们推论到底，那时就会呈现出半受关税保护的

工业部门目前所处的那种被压抑的状况；那时企业就会一个跟一

个地倒闭，而新的企业又建立不起来；那时我们的机器会变成陈

旧过时的东西，而我们又没有能力用新的完善的机器来代替它们；

那时停滞就会变为倒退，而且照李斯特先生的判断，工业就会一

个部门跟一个部门地萎缩下去，并最终关门大吉。但是，那时我们

就会有一个由工业产生出来的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他们既没有

生活资料，又没有工作。诸位先生，那时这个无产阶级就会向有产

阶级索取工作和面包。

这样的事情是在降低关税的情况下发生的。现在我们假定不

降低关税，而使它保持在高的水平上，直到我国厂主之间的竞争使

它成为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因而可以降低的时候再降低。这样做

的结果就是，德国的工业刚刚发展到能够充分供应国内市场的时

候，就停滞不前了。新的企业是不需要的，因为现有的企业就已经

足够满足市场的需要了，而新的市场，正如上面已经谈到的，在工

业还不能不需要关税保护的时候，就更不要妄想了。但是，工业如

果得不到扩展，那也就不可能得到改善。无论工业的外部或内部都

是一片停滞的景象。对工业来说，改善机器是不可能的，因为旧的

机器不能抛弃，而新的机器又没有新的企业来使用。可是别的国家

却在前进，只是我们的工业从停滞变为倒退。经过一段不长的时

间，英国人由于有了新的成就，就可能生产出很便宜的商品来和我

们的落后的工业竞争，而且尽管我们有保护关税，还是可以在我们

的国内市场上竞争。因为在竞争的搏斗中，也像在任何其他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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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样，总是力量最强的取得胜利，所以我们最终失败是没有疑问

的。那时我在上面谈到过的那种情况就会重演；人为地创造出来的

无产阶级就会向有产阶级索取他们要保持特殊的有产者的地位就

不能给予的东西，那时社会革命就会爆发。

也可能产生这样一种令人非常难以置信的情况：我们德国人

依靠保护关税大大地发展了我们的工业，从而没有保护关税它也

能和英国的工业竞争。假定情况果然是这样，那末结果会怎样呢？

我们在国外的中立市场上一开始和英国人竞争，在我们的工业和

英国的工业之间就会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英国人会尽一切

力量不让我们进入一直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市场；他们不得不这样

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生存的泉源，他们的要害受到了威

胁。他们使出自己所有的一切手段，利用百年来的工业的一切优越

性就能把我们打垮。他们会把我们的工业限制在我们自己的市场

范围内，这样也就阻止了我国工业的发展；那时就会造成像我们

在前面谈过的那种情况——我们停滞不前，英国人却在前进；我

们的工业既然不可避免地要衰败下去，也就无力养活那人为地创

造出来的无产阶级，于是社会革命就要爆发。

即使假定我们能够在中立的市场上打败英国人，把他们的销

售市场一个一个地夺过来，但是我们在这种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

会赢得些什么呢？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只会重复英国人在我们之

前就走过的那条工业发展的老路，而且我们迟早会面临英国人目

前所处的那种境地，就是说，我们将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夕。但是从

各种可能性看来，这种情况是不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就会到来的。

德国工业的不断胜利必然要破坏英国的工业，并且只会加速英国

人本来就已经面临着的无产阶级反对有产阶级的群众性起义。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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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增长的失业现象会促使英国工人起来革命，而在目前的形势下，

这种社会革命将会给大陆上的国家，特别是给法国和德国以巨大

的影响。由于工业加速发展而人为地造成的德国无产阶级的人数

愈多，这个影响也就愈大。这种革命立刻就会成为全欧洲的革命，

并且毫不客气地粉碎我们的厂主对德国的工业垄断所抱的幻想。

英国工业和德国工业和平共处是不能设想的，竞争已经使这样的

事情成为不可能了。我再说一遍，工业必须不断地发展才不致于落

后和灭亡；它必须扩展，必须获得新的市场，不断增加新企业，否

则它就不可能前进。但是，自从中国的港口开放以后１４５，夺取新市

场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而只能加紧压榨现有的市场，加之将来

工业的扩展要比现在缓慢得多，所以英国现在比以前更不能容忍

竞争者了。为了保护本国的工业，使它不致灭亡，英国必须使其他

国家的工业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对它来说，保持工业的垄断已

经不纯粹是一个获利多少的问题，而变成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了。

不用说，各国之间的竞争比个人之间的竞争要激烈得多，要尖锐

得多，因为这是一个集中的、大规模的斗争，这个斗争只能以一

方的决定性胜利和他方的决定性失败而告终。因此，我们和英国人

之间的这种斗争，不管结果如何，既不会给我们的工业家，也不

会给英国的工业家带来好处，它只能引起社会革命，正如我刚才

所证明的那样。

诸位先生，我们已经考察了德国在一切可能条件下能够从自

由贸易和保护关税制度中得到的东西。我们还得考察一种经济上

的可能性，这就是保持目前所实行的ｊｕｓｔｅ－ｍｉｌｉｅｕ〔中庸之道的〕

关税制度。但是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什么样

的后果。我们的工业一定会一个部门跟一个部门地倒闭，产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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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没有饭吃，而失业的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反对有产阶级的

革命就会爆发。

可见，详细考察的结果完全证实了我在最初根据竞争所做的

概括性的说明，即社会革命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关系在任何条件

和任何情况下必然引起的后果。正如我们可以有把握地从已知的

数学公理中得出新的定理一样，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从现存的经

济关系和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中得出社会革命即将到来的结论。但

是，让我们比较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革命。它将以什么形式出现

呢？它的结果会怎样呢？它和以往一切暴力革命有什么区别呢？社

会革命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政治革命，它的矛头不是对着垄断权的

所有，而是对着所有权的垄断；社会革命是穷人反对富人的公开

的战争。所有那些过去在历史上的冲突事件中表现得不显著的隐

蔽的动力和原因，都会在这个斗争中明显而公开地显示出来，所

以这个斗争无论如何要比以往的一切斗争更尖锐、更残酷。斗争的

结果可能有两个。或者是起义者只打击了表面现象而没有打击本

质的东西，只打击了形式而没有打击事物的实质；或者是他们找

到了事物的本质，抓住了祸根。在前一种情况下私有财产将被保存

下来，而只是重新加以分配，结果，造成目前这种情况的原因仍

将继续起作用，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些原因又会造成同

样的情况，引起新的革命。但是这是否可能呢？我们在什么地方看

到过这样一种确实没有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的革命呢？英国的

革命既实现了宗教原则，又实现了政治原则，这次革命是由于查

理一世反对这些原则而引起的；法国资产阶级在反对贵族和旧的

君主制的斗争中赢得了他们所追求的一切，消灭了激起他们起义

的一切流弊。难道穷人的起义会在贫困和贫困的根源消灭以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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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吗？这是不可能的。承认这种事情就等于否认全部历史经验。就

从工人的发展水平，特别是从英法两国工人的发展水平来看，我

们也已经有理由认为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后一种假设

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不会不触动匮乏和

穷困、愚昧和罪恶的真正根源，因而它一定会实现真正的社会改

革。而这就只有靠宣布共产主义的原则才能实现。请你们想想那些

激动着连工人也在思考的国家里的工人的思想；请你们看看法国

工人运动的各个派别，难道这一切都不是共产主义的吗？请你们到

英国去听听，那里向工人提出了什么样的改善工人状况的计划，难

道所有这些计划都不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原则上吗？请你们研究一

下各种不同的社会改革方案，难道你们能够从里面找出许多非共

产主义的东西来吗？到现在还有意义的一切方案中，唯一非共产主

义的是傅立叶的方案，因为他更多地注意人类活动的社会组织，而

较少地注意人类所生产的产品的分配。所有这些事实都证实了这

个结论：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将以共产主义原则的实现而告终；别

的可能性是不会有的。

如果这些结论是正确的，如果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是

我们的现存关系的必然结果，那末我们首先就得采取措施，使我

们能够在实现社会关系的变革的时候避免使用暴力和流血。要达

到这个目的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和平实现共产主义，或者至少是

和平准备共产主义。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用流血的办法解决社会

问题，如果我们不愿意使我们的无产者的智力水平和生活状况之

间的日益加深的矛盾尖锐到像我们对人性的理解所启示的那样，

必须要用暴力来解决，要在绝望和强烈的复仇心中来解决，那末，

诸位先生，我们就应当认真地和公正地处理社会问题，就应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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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努力使现代的奴隶得到与人相称的地位。或许你们当中有人

觉得，要提高以前被轻视的阶级的地位，就不能不降低自己的生

活水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就应当记住，我们谈的是为所有

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按

照人的关系和他的邻居相处，不必担心别人会用暴力来破坏他的

幸福；而且也应当记住，个人不得不牺牲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人

生乐趣，而仅仅是我们的丑恶的制度所引起的表面上的享乐，它

是和目前享受这些虚伪的特权的人们的理智和良心相矛盾的。我

们决不想破坏那种能满足一切生活条件和生活需要的真正的人的

生活；相反地，我们尽一切力量创造这种生活。即使把这点撇开不

谈，如果你们认真地考虑一下，我们现代的制度一定会引起什么

样的后果，这种制度会把我们引入什么样的矛盾的迷宫，什么样

的混乱状态，那末，诸位先生，你们也肯定地会得出结论说，社

会问题是值得认真而彻底地加以研究的。如果我能促使你们这样

做，那末我的演说的目的也就完全达到了。

这篇演说是弗 恩格斯１８４５年２月

１５日在爱北斐特的集会上发表的

演说全文第一次刊载于１８４５年

“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１卷

按杂志原文刊印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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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恩 格 斯

最近发生的莱比锡大屠杀。

——德国工人运动

  莱比锡大屠杀１４６您在贵报最近一号上曾经评论过，而且在几

星期前曾做过比较详细的报道。这场大屠杀现在还继续为德国各

报所注意。它的卑鄙程度只有彼得卢事件１４７才能超过。它是德国军

事专制制度所策划的暴行中最卑鄙的一个。当人民高呼“隆格万

岁！”、“打倒罗马教！”的时候，萨克森亲王约翰（顺便谈一下，他是

我们的许多写诗著书的王公大人中的一个，曾发表过意大利诗人

但丁的作品“地狱”的拙劣译文），这位“地狱”的译者就想在他的文

学声誉上添上军事荣誉，因而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发起了狡诈卑鄙

的进攻。他命令当局调来的步兵营分为几队，封锁通往爱好文学的

“王储殿下”的官邸的各条道路。兵士接受了命令，把群众包围起

来，迫使他们聚集在一起，然后把他们赶向官邸的大门；正是群众

被按照约翰亲王的命令行动的兵士们逼近了官邸的神圣大门成了

向群众开火的口实，而政府的报纸也正是企图拿这一点来为枪杀

事件辩护！但是，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几队兵士把群众包围起来

以后，就按照王储殿下的诡计向这些赤手空拳的群众交叉扫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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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不管往哪里走，都遭到像雨点一般的枪弹的射击。要不是比约翰

亲王人道一些的兵士多半都对空射击，那末，这场屠杀就会成为一

场极其骇人听闻的屠杀。这种卑鄙的暴行引起了普遍的愤怒；就是

现存制度的最忠良的臣民、最热烈的拥护者也都感到愤怒，并对这

种行为表示极端厌恶。不过这一事件倒会给萨克森带来不少好处，

因为这里是德国最爱空谈最缺乏行动的地方。萨克森人有一个小

小的立宪政府，有自己的议会清谈馆、自己的自由主义的议员和自

由主义的开明的牧师等等，在德国北部算是温和的自由主义即德

国的辉格主义的代表；虽然这样，但是和普鲁士人比较起来，他们

更是普鲁士国王的奴隶。不管普鲁士政府通过什么决议，萨克森内

阁都得执行；而且近来普鲁士政府甚至懒得和萨克森内阁打交道，

而直接向萨克森的下级官吏发号施令，就好像他们不是为萨克森

服务而是为普鲁士服务似的！萨克森听命于柏林，而不是听命于德

累斯顿；可是，尽管萨克森人喜欢空谈和吹嘘，他们还是清楚地知

道普鲁士的铁掌紧压在他们的身上。莱比锡的这场大屠杀会结束

萨克森人的这种空谈和吹嘘，自傲和自满，——正是这些东西使萨

克森人感到自己是一个和普鲁士人及其他德国人迥然不同的特殊

的民族。萨克森人现在一定会知道，他们也像其他一切德国人一样

处在军阀统治之下；他们一定会知道，尽管他们有宪法、自由主义

的法律、自由主义的警报检查制度和国王的自由主义言论，但是在

他们这个小国家中实际存在的不过是军法而已。另外也还有一个

因素有助于莱比锡事件在萨克森传播这种反抗情绪。不管萨克森

的自由派怎样吹嘘，但是大多数的萨克森人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说

话。萨克森是一个工业国，那里的麻纺织工人、针织工人、棉纺工

人、花边工人、煤矿工人和采矿工人自古以来一直就是极端穷困

８２６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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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从西里西亚起义（即通常所谓的１８４４年６月的织工斗争）开始的

无产阶级运动已经蔓延到整个德国，当然也触及了萨克森。不久以

前，在许多地方的铁路建筑工人中和印花工人中都发生了骚动；这

里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共产主义很可能正在工人中传播开来，虽然

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材料可以拿来做证明。如果萨克森工人登上斗

争的舞台，他们肯定地不会像他们的雇主自由资产者那样空谈一

下就完事。

另外我还请您注意一下德国工人阶级的运动。您上星期在贵

报上预言我国将发生光荣革命——不是１６８８年那样的革命１４８。在

这一点上您完全对。不过我只希望修正一点，或者更确切地说，只

希望把您所说的说得更明确些，那就是：实现这一变革的将是德

国的青年。但是这种青年不应该在资产阶级中去寻找。德国的革命

行动将从我们的工人当中开始。的确，在我们的资产阶级当中也有

不少的共和主义者以至共产主义者，而且也有不少这样的青年，如

果现在爆发革命，他们在运动中就会非常有用；但是这些人是资

产者，是追求利润和经营企业的人。谁能向我们担保，这些人不会

因他们的职业，不会因他们的社会地位而堕落腐化？就是由于他们

的社会地位，他们才靠他人的繁重的劳动来生活，靠吮吸工人阶

级的血、榨取工人阶级的脂膏来养肥自己。即使他们仅仅在职业上

是资产者而在思想感情上是无产者，但是和那些因本身利益而死

抓住现存秩序不放并一心只想塞满自己钱袋的资产者相比，他们

在人数上实在太少了。所幸的是我们根本没有指靠资产阶级。无产

阶级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展开了，一两年后，我们就可以检阅光荣

的工人队伍，即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队伍，因为在我国对

工人阶级来说，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个东西。１８４４年西里西亚

９２６最近发生的莱比锡大屠杀。——德国工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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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织工发出了信号，波希米亚和萨克森的印花工人和铁路建筑工

人、柏林的印花工人以及几乎整个德国的产业工人都纷纷举行罢

工和局部的起义来响应；这些起义几乎都是由于法律禁止结社而

引起的。现在运动差不多扩展到了全国，并且还在继续平稳地发

展，可是资产阶级却只是在鼓吹“宪法”、“出版自由”、“保护关

税”、“德国天主教”和“新教改革”。虽然所有这些资产阶级运动

都有它们的作用，但是根本不能影响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有

自己的运动，即饭碗问题的运动。

在下一封信中我将详细地谈这个问题。

弗 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５年９月８日至１１日

载于１８４５年９月１３日“北极星报”第４０９号

并在标题下附有编者注：本报通讯员来稿

按报纸原文刊印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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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恩 格 斯

德 国 状 况

给“北极星报”编辑的第一封信

  亲爱的先生！

遵照您的愿望，我从这封信起，开始有系统地撰写几篇文章，

阐述我的祖国的现状。为了使大家能完全理解我对这个问题的意

见，并且证明这些意见都有充分根据，我必须简短地叙述一下那件

震撼现代社会基础的事件（我指的是法国革命）以后的德国历史。

古老的德国当时叫做神圣罗马帝国，它由无数的小邦，即无

数的王国、选帝侯国、公国、大公国和最大公国、侯国、伯爵领

地、男爵领地和帝国自由市所组成，它们彼此独立，只服从皇帝

和联邦议会的权力（假使有这样的权力的话，但是事实上几百年

来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权力）。这些小邦独立自主已经达到这样的程

度：每当和“最大的敌人”（当然是法国）交战时，总有某些小邦

和法国国王转成同盟，公开地对自己的皇帝作战。联邦议会由所有

这些小邦的代表团组成并由帝国的代表主持，它的使命是限制皇

帝的权力。它经常召集会议，但是从来没有任何结果，哪怕是最微

小的结果也没有。代表们把时间都浪费在讨论最无谓的礼节问题

上，例如说，某某男爵使团（可能是由他的儿子的家庭教师和一

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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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着制服的老仆人或年迈的森林看守者组成）的地位是否应该比

某某男爵使团的地位高些，或者一个帝国自由市的代表是否不必

等待另一城市的代表表示欢迎便先行向他致敬等等。此外，他们还

为了许多微不足道的特权争吵不休，其实这些特权大部分都是特

权享有者本身的累赘，但是他们认为事关荣誉，因此在这些问题

上争吵得特别厉害。诸如此类的重大事情占去了英明的联邦议会

这样多的时间，当然这个可敬的会议就没有任何时间来讨论帝国

的问题了。因此，到处都是一片混乱。无论在战时或平时都被内部

纷争弄得四分五裂的帝国，从宗教改革到１７８９年经历了一系列的

内战，并且在每次战争中法国总是和强的方面结成同盟来反对帝

国中力量薄弱的易于征服的方面，当然它攫得的东西也最多。最初

是勃艮第，接着是三个主教管区——麦茨、土尔和凡尔登，其次

是洛林的残留部分，再其次是弗兰德斯的一部和亚尔萨斯全部就

这样脱离了神圣罗马帝国而归并于法国。于是瑞士也脱离帝国而

独立，比利时则依照查理五世的遗嘱让给了西班牙。所有这些国家

在脱离德国之后情况都好转了。除了帝国外部逐渐崩溃而外，帝国

内部也极度混乱。每个小王公对其臣民说来都是专横残忍的暴君。

帝国除了设立一个法院（维茨拉尔帝国法院）来审理臣民控告官

吏的案件，就从不过问各邦的内政。而且这个宝贝的法庭实在太会

审理案件了，从来也没有人听说过有什么案件得到了解决。狂妄自

大的王公对其臣民之专横残忍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些只知寻欢

作乐、骄奢淫佚的王公们，授与其大臣和官吏无限的权力，使他

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压迫不幸的人民，只要他们能装满主子的金库，

供给主子足够的娇妻美妾就行。那些没有独立、仍受某一个国王、

主教或者王公管辖的贵族，通常也把人民看得连狗都不如，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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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从自己的农奴的劳动中榨取金钱，因为农奴的从属关系当时

在德国是十分普遍的。即使在那些郑重其事地被命名为帝国“自

由”市的地方也丝毫没有自由，因为这里的市长和自选的参议员

——这些职位几世纪以来已经像王位那样成为世袭的了——在处

理政事中表现得更为专横。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和这种城市小资产

阶级贵族的卑鄙行为相比的了。要是这些情况没有留在许多还能

回忆起这个时代的人的记忆之中，要是这些情况没有得到为数甚

多的权威人士的证实，那末，的确谁也不会相信这就是五十年前

的德国的情况。可是人民呵！他们对这种情况说了些什么呢？他们

做了些什么呢？至于中等阶级，即贪财的资产者，则在这种长期的

混乱状态中找到了致富的泉源，资产者懂得混水摸鱼是最不费力

的事情。他们忍受着压迫和侮辱，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能够用自己的

办法来复仇：欺骗压迫者，从而为自己所受的委屈雪耻。如果他们

和人民团结起来，他们就能够推翻旧的政权，重建帝国，正如英

国资产阶级从１６４０年到１６８８年部分地完成了的那样，也如同一时

期法国资产阶级准备去完成的那样。但是德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这

样做，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毅力，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有这样的勇

气。德国的资产者知道，德国只不过是一个粪堆。但是他们处在这

个粪堆中却很舒服，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粪，周围的粪使他们感到

很温暖。劳动者的生活也不比现在坏，但农民是例外，他们大部分

是农奴，没有城市人民的支援就任何事情都做不了，因为雇佣军

队经常驻扎在他们那里，只要他们企图起事，他们就有淹没在血

泊中的危险。

这就是前一世纪末叶的德国状况。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

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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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业极端雕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

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

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的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

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

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

易也没有，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婢

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

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

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

只有在我国的文学中才能看出美好的未来。这个时代在政治

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１７５０年左

右，德国所有的伟大思想家——诗人歌德和席勒、哲学家康德和

费希特都诞生了，过了不到二十年，最近的一个伟大的德国形而

上学家 黑格尔诞生了。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

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歌德写了“葛兹 冯 柏里欣根”，他

在这本书里通过戏剧的形式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席勒

写了“强盗”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歌颂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

豪侠的青年。但是，这些都是他们青年时代的作品。他们年纪一大，

便丧失了一切希望。歌德只写些极其辛辣的讽刺作品，而席勒假如

没有在科学中，特别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伟大历史中找到慰借，

那他一定会陷入悲观失望的深渊。用这两个人作例子便可以推断

其他一切人。甚至连德国最优秀最坚强的思想家都对自己祖国的

前途不抱任何希望。

   形而上学一词在这里是指研究经验以外的问题的哲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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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法国革命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

它的影响非常大。极其无知的、长期习惯于受虐待的人民仍然无动

于中。但是整个资产阶级和贵族中的优秀人物都为法国国民议会

和法国人民齐声欢呼。成千上万的德国诗人没有一个不歌颂光荣

的法国人民。但是这种热情是德国式的，它带有纯粹形而上学的性

质，而且只是对法国革命者的理论表示的。但是，一俟无可辩驳的

事实把理论排挤到次要的地位，一俟法国宫廷和法国人民在实践

上不可能再协调下去（虽然他们在理论上的联合已为１７９１年理论

上的宪法所确定），一俟人民通过“八月十日”事件实际上确立了自

己的主权１４９，尤其是当１７９３年５月３１日吉伦特派的复亡弄得理论完

全哑口无言的时候，这种德国式的热情就一变而为对革命的疯狂

的憎恨了。当然，这种热情只是对１７８９年８月４日晚上贵族阶级放弃

其特权这样的事件表示的，但是善良的德国人从来也没有料到，这

种行动实际上产生的后果绝不同于好心的理论家可能做出的结

论。德国人从来也没有想到要称赞这些后果，大家都知道，这些后

果对于许多有关的人来说，是相当严重、相当不愉快的。所以，所有

这些当初为革命欢欣鼓舞的朋友现在都变成了革命的最疯狂的敌

人。他们从奴颜婢膝的德国人报刊上得到有关巴黎的、显然全被歪

曲了的消息后，便宁肯保持自己那古老的安宁的神圣罗马粪堆，而

不要人民那种勇敢地摆脱奴隶制的锁链并向一切暴君、贵族和僧

侣挑战的令人颤栗的行动了。

但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末日到来了。法国的革命军队进入了德

国的心脏地带，把法国的国境线移到了莱茵河上，并且到处宣传自

由平等。他们赶走了成群的贵族、主教和修道院长，也赶走了在这

样漫长的时期中在历史上只起了傀儡作用的全部小王公。他们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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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美国西部边疆原始森林的移民一样廓清了大地；这个“基督教

德意志”社会的原始森林，在法国军队的胜利进军中像旭日东升时

的云雾一样消失了。当果断的拿破仑把革命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

当他认为自己就是革命（即１７９４年热月９日后被贪婪的资产阶级所

扼杀的那次革命），当他这个“寡头的”民主（一个法国作家就是这

样称呼他的）接二连三地派遣军队袭击德国的时候，“基督教德意

志”社会就最终地被消灭了。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像他的敌人

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

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诚然，他的行动表现

出来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会的代表们可能表现出

来并且实际上已经到处表现出来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贵

族们所惯于表现出来的一半。在法国已完成其任务的恐怖统治，拿

破仑以战争的形式把它搬到了其他国家，这种“恐怖统治”德国是

十分需要的。拿破仑摧毁了神圣罗马帝国，并以并小邦为大邦的办

法减少了德国的小邦的数目。他把他的法典带到被他征服的国家

里，这个法典比历来的法典都优越得多；它在原则上承认平等。拿

破仑强迫一向只为私人利益而生活的德国人去努力实现伟大的理

想，为更崇高的公共利益服务。但是，正是这一点弄得德国人都起

来反对他。正是由于他采取了把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措

施，所以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因为他触犯了他们的偏见和他们的古

老的习俗。正是由于他采取办法替德国的工厂工业打下基础，所以

引起了资产阶级的不满，因为禁售一切英国商品、和英国进行战争

虽然促使德国建立自己的工业，但是同时也引起了咖啡、食糖、烟

草和鼻烟价格暴涨，当然这就足以引起爱国的德国店铺老板们愤

怒了。此外，他们都是些不能领会拿破仑的伟大计划的人。他们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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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他，因为他把他们的子弟抓去打仗；而这些战争都是用英国贵族

和资产阶级的钱搞起来的。但是他们却把这类英国人当做朋友加

以颂扬，虽然这些人正是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这些人靠这些战争

大发横财，他们不但在战时，而且在战后都欺骗德国人，把德国人

当做自己的工具。德国人咒骂拿破仑，因为他们想继续过苟且偷安

的生活，保留自己原来那种可怜的生活方式，只关心自己的一些小

小的利益，因为他们根本不想过问任何伟大的理想和公共的利益。

而最后，当拿破仑的军队被俄国击溃的时候，他们便乘机摆脱掉这

位伟大征服者的铁链。

被称为“德国历史上最光荣的时期”等等的１８１３—１８１４年和

１８１５年的“光荣的解放战争”，是一种疯狂的表现，每一个正直的和

有理智的德国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会为它感到惭愧１５０。的

确，当时表现了激昂的情绪，但是，是谁表现的呢？首先是农民，世

界上最愚昧无知的一部分人，他们死抱住封建成见，蜂涌而起，宁

死也不背叛他们和他们的先辈称之为老爷的人，不背叛管辖他们、

蹂躏他们和鞭打他们的人。其次是大学生和一般的年轻人，他们认

为这次战争是捍卫原则的战争，甚至是宗教战争，因为他们认为他

们的使命不仅是为了捍卫他们称之为民族特征的正统主义原则，

而且也是为了捍卫神圣的三位一体和上帝的存在。当时的一切诗

歌、论著和讲演都把法国人描写成无神论的代表，没有信仰、没有

道德的典型，而把德国人则说成维护宗教、虔敬神明、主持正义的

代表人物。再其次是一些比较有知识的人，他们把关于“自由”、“宪

法”和“出版自由”的某些概念和这些思想混在一起，但是这种人为

数极少。最后是企业主、商人、投机家等等的子弟，他们要争取在最

便宜的市场上购买货物的权利，要争取喝不掺菊苣的咖啡。当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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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是拿“自由”、“伟大的德国人民”、“民族独立”这类当时流行的

热烈的字眼来掩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那些在俄国人、英国人和西

班牙人的帮助下打败了拿破仑的人。

在下一封信中我准备谈拿破仑垮台后的德国历史。对这个非

凡的人物的评价，除去上面所说的，我还补充一点，那就是他统

治得愈久，他就愈应该遭到他最终的命运。在他做皇帝这件事情上

我并不准备责备他。在资产阶级已在法国确立了统治而人民又漠

不关心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别的出路，因为资产阶级从不关心公共

利益，只要他们私人的事情进行得顺利就行，而人民又看不到革

命对自己有根本的好处，他们只具有战争的热情。但是拿破仑最大

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

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

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

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图

得到和他们同样的荣誉，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因此很自然，

正统的帝王们便把篡夺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

亲爱的先生，向您表示敬意。

您的德国通讯员

１８４５年１０月１５日

弗 恩格斯写

载于１８４５年１０月２５日

“北极星报”第４１５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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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北极星报”编辑的第二封信

亲爱的先生！

我在第一封信里描写了法国革命前、革命时以及拿破仑统治

期间的德国状况，指出了这个伟大的征服者是怎样被打倒和被哪

些反对者打倒的。现在我继续来谈经过这次民族独立的“光荣复

兴”之后，德国的情况起了怎样的变化。

我对所有这些事件的看法和一般的见解完全相反。但是我的

看法丝毫不差地为德国历史上的下一时期发生的事件所证实。要

是反对拿破仑的战争确实是争取自由、反对暴政的战争，那末结果

就应该是所有被拿破仑征服了的国家，在拿破仑垮台之后，都宣布

平等的原则，享受到平等原则带来的幸福。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就

英国方面来说，战争是由惊惶失措的贵族发动的，并且得到了财阀

的支持。这些财阀找到了取之不尽的利润泉源：接二连三的借款；

国债的增长；以及他们有可能渗入南美市场，在那里倾销自己的工

业品，夺取他们认为能使自己的腰包塞得更满的、原属于法国、西

班牙和荷兰的殖民地。他们力图使不列颠威镇四海 ，以便能够打

垮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贸易，如果这个国家的竞争能够成为他们

发财致富的障碍的话。最后，他们竭力维护自己从供应欧洲市场取

得巨额利润的权利，和拿破仑的大陆体系分庭抗礼。这就是当时英

   原文为《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ａｒｕｌｅｔｈｅｗａｖｅｓ》，即“不列颠威镇四海”（摘自英国国

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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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统治阶级进行这次长期战争的真正原因。至于说法国革命威胁

着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这种口实，也只不过表明这种“人类理性的

完美创造”无比优越而已。从西班牙方面来说，发动战争是为了保

卫正统的王位世袭和僧侣专制裁判的原则。１８１２年的宪法的原则

是为了鼓舞人民继续作战在较晚的时候提出来的，而这些原则本

身也是来自法国。意大利从来不敌视拿破仑，因为拿破仑只给它带

来了好处；单就意大利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这件事来说，就得

感谢拿破仑。波兰的情况也是如此。至于德国应该感谢拿破仑的地

方，我已经在第一封信里谈过了。

所有一切战胜国都把拿破仑的垮台看做法国革命的复灭和正

统主义原则的胜利。结果它们当然都在自己的国家里恢复了这种

原则，它们恢复这种原则，起初还用“神圣同盟”、“永久和平”、“公

共福利”、“君民互相信任”等等动人心弦的词句加以掩饰，后来就

抛弃了任何遮盖，而借助于刺刀和牢狱了。征服者的无能在下面这

个事实中就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最后战败的法国人民，即使人家

强加给他们一个他们恨之入骨的、靠１５万支外国毛瑟枪支持的王

朝，然而仍然使战胜了的敌人胆颤心惊，以致于不得不给他们一个

自由主义色彩相当浓厚的宪法；而别的国家，虽然尽了最大的努

力，虽然吹嘘自由，然而除了漂亮的言辞和随之而来的铅弹之外，

什么也没有得到。在法国南部屠杀共和主义者，在西班牙和意大利

宗教裁判所把人活活烧死，本国的专制制度又恢复起来，在英国颁

布了禁口法令，发生了“彼得卢事件”，这就是对法国革命被镇压下

去的庆祝。现在我们就会看到，德国也走着同样的道路。

在德意志各邦中间，普鲁士王国首先向拿破仑宣战。当时统治

普鲁士的是外号“公正大王”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他是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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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过王位装饰品的最大的傻瓜之一。他生来只配做一个伍长，只配

检查兵士的钮扣是否整齐。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淫荡之徒，但同时

却在那里宣传道德。他除了会用不定式外，就不会用别的什么式说

话，在草拟命令方面只有他的儿子比得过他。他只有两种感觉，恐

惧和伍长式的狂妄自大。在他统治的前半期，他的主要情绪是恐惧

拿破仑。拿破仑对他表示了一种轻蔑的慷慨，把半个王国还给了

他，因为拿破仑认为这个国家不值得加以控制。由于这种恐惧，他

就准许一些不彻底的改革家哈登堡、施泰因、雪恩、夏恩霍斯特等

等来代替自己管理国事。这些改革家开始采用较为自由的市政组

织，废除农奴制，把封建劳役改为地租或必须在二十五年内付清的

一笔固定的款项。但是最主要的是他们奠定了给人民以巨大力量

和迟早会用来反对政府的军事组织的基础。他们也“制订”了一个

宪法，但是迄今尚未问世。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在法国革命失败后，

普鲁士的情况起了什么样的变化。

当“科西嘉怪物”最后被牢牢地禁闭起来之后，大大小小的

帝王们立刻在维也纳开了一次大会，以便分配赃物和奖金，并商

讨能把革命前的形势恢复到什么程度。民族被买进和卖出，被分割

和合并，只要完全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就行。在出席会议的国

家里面，只有三个国家知道它们要些什么。英国想保持并扩大自己

的商业霸权，想保留掠夺殖民地所得的最大部分，并削弱其他各

国。法国想尽量减轻自己的不幸，并削弱其他各国。俄国想增强自

己的实力，扩张自己的领土，并削弱其他各国。其余的一切国家都

多情善感，想得些小利，而有几个国家甚至还想表现一种可笑的

大公无私。

结果法国打乱了德意志各大邦的计划；俄国获得了波兰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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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一部分。英国用签订和约的方式比用战争的方式更加扩大了

它的海上霸权，并在所有的大陆市场上占了优势，——这对英国人

民来说毫无利益可言，但是对英国资产阶级来说却是大发横财的

泉源。除了自己心爱的正统主义原则就不关心任何东西的德意志

各邦又一次受骗了，在签订和约时，丧失了它们在战争中所取得的

一切。德国还是分裂为三十八个邦；这种四分五裂的状况，阻碍着

内部的一切进步，使德国大大弱于法国，使它仍然保持英国工业品

最好的市场的地位，只是有利于英国资产阶级大发其财。英国人中

的这一阶层以慷慨自夸，说什么由于慷慨，他们拿出了大宗款项来

援助别国同拿破仑继续作战。但是，即使假定，这些援助款项确实

是资产阶级拿出来的，而不是劳动人民拿出来的，那末资产阶级之

所以慷慨，也只是为了重新给自己打开大陆市场。而这方面他们也

进行得很顺利；他们从签订和约之日起，仅仅从一个德国所得到的

利润，就不少于援助支出的６倍。资产阶级的慷慨就是如此，它起初

以援助的形式给你一个礼物，而后来却以利润的形式从你那里拿

走比礼物大６倍的东西。要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情况刚刚相反，是

德国的商品充斥于英国市场，而不是德国在工业上依附少数英国

资本家，那末英国资产阶级会这样热心地解囊相助吗？

无论如何，德国完全被欺骗了，首先是被它那些所谓的朋友

和盟邦欺骗了。这倒并不使我特别感到难受，我很明白，我们即将

改组欧洲社会，因而类似的下流勾当，类似的愚蠢失策，将来就

不可能再发生了。但是我要指出，第一，无论是英国人民或者是其

他各国的人民，都没有从德意志各邦君主的受骗中得到什么好处，

得到好处的或者是别的君主，或者是本身的利益同人民的利益相

对立的某个阶级；第二，重掌政权的德意志各邦君主的第一步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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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就已经证明他们是完全无能的。

现在我来谈德国国内的情况。

我们已经知道，在英国的金钱和俄国的野蛮支持下把法国革

命镇压下去的力量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这种力量分成两类：第一

类是旧“基督教德意志”社会的热烈维护者，即受农奴制、民族

主义、正统主义和宗教的狂热所驱使的农民和热心的青年；第二

类是一些较为温和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希望“安静地生活”，希

望能够发财和挥霍，而没有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找上门来打扰他

们。后一种人只要得到和平，只要有权在价格最低的市场上购买东

西、喝没有掺杂菊苣的咖啡和不问政治，就感到心满意足了。但是

“基督教德意志”的信徒都成了复辟政府的积极支持者，他们尽一

切可能把历史拉回到１７８９年去。至于那些希望人民享受他们努力

的某些成果的人，他们有足够的力量使自己的口号成为１８１３年的

战斗呼声，但是不成为１８１５年的实践。他们得到了一些极其动听的

诺言，如颁布宪法、允许出版自由等等，然而仅仅是诺言而已。实

际上一切都照旧。德国境内几个法国化了的地方已经尽量扫除了

一切“外国专制制度”的遗迹，只有莱茵河左岸的几省还保留了

法国的制度。黑森选帝侯做得更干脆，他甚至把自己士兵头上的从

前被不信神的法国人剪掉的辫子恢复起来了。总之，和其他一切国

家一样，德国出现了一幅无耻的反动的图画，这种反动特别的地

方，只在于它有些犹疑和软弱，它甚至还没有表现出像意大利、西

班牙、法国和英国反对革命原则的那种毅力。

在维也纳会议上使德国深受其害的欺骗方法，现在在德意志

各邦之间也用起来了。普鲁士和奥地利为了削弱德意志其他各邦，

就迫使它们制订某种不伦不类的宪法，这种宪法削弱了政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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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有赋予人民，甚至也没有赋予资产阶级以任何权力。既然宪法

规定德国是一个联邦，各邦政府各自指派代表组成联邦议会，那

末就可以不必担心人民会获得过大的力量，因为每一个邦都得受

联邦议会决议的约束；这些决议对整个德国来说就是法律，而不

管各邦议会是否赞同。当然，这个联邦议会完全由普鲁士和奥地利

控制着；只要它们威胁一下小邦诸侯，说不支持他们同本邦议会

的斗争，就足以把后者吓得百依百顺了。这样一来，由于它们的势

力压倒一切，由于它们是德意志各邦诸侯权力所依据的原则的真

正代表者，它们就成了德国的绝对统治者。不管各个小邦做了些什

么事情，实际上都不起任何作用。在德国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斗争还

只限于南部几个小邦的时候，这种斗争是不会有什么成果的。只有

普鲁士资产阶级从昏睡中苏醒过来，这种斗争才能起作用。因为奥

地利人未必能够列入文明世界，他们驯顺地服从统治者的家长式

的专制统治，所以普鲁士就成了德国现代历史的中心，社会舆论

变化的晴雨表。

拿破仑垮台之后，普鲁士国王过了几年最幸福的生活。的确，

他受了各方面的欺骗。英国欺骗他，法国欺骗他，他自己的亲爱的

朋友奥国皇帝和俄国皇帝也一次又一次地欺骗他。但是由于他满

腔热情，他甚至没有发现这一点；他没有想像到，世界上会有一些

坏蛋胆敢欺骗“公正大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他很高兴，因为

拿破仑被打倒了，他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了。他坚持德意志联邦条

例的第十三条，即允许德意志各邦制订宪法１５１。他还坚持另外一

条，即有关出版自由的一条。此外，他还在１８１５年５月２２日下了一道

诏书，诏书是用“人民代议制一定实现”这几个字开始的，这几个字

表现了他那沾沾自喜的快意和伍长式的傲慢的绝妙的结合。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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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为他的人民制定宪法。甚至在１８１９年，当

普鲁士显示了革命的征兆，当反动气氛笼罩了整个欧洲，维也纳会

议的美好的成果正是光辉灿烂的时候，他还宣称，今后如果没有征

得即将成立的王国议会的同意，不借任何国债。

可惜好景不长。国王对革命的恐惧很快就代替了对拿破仑的

恐惧。关于这一点，我在下一封信里再谈。

我还得补充几句话。每当英国的民主集会通过“向各国爱国志

士”致敬时，在这些爱国者中间肯定地有安得列阿斯 霍弗的名字。

但是从我所谈到的拿破仑在德国的敌人的情况看来，霍弗的名字

是否值得民主主义者尊敬呢？霍弗是一个守旧的、愚昧无知的、具

有宗教狂热的农民，他的狂热是万德人的狂热，是“教会和皇

帝”的狂热。他勇敢地撕杀着，但是万德人是为了反对共和主义者

才这样撕杀的。他是为了维护维也纳和罗马的家长式的专制统治

而撕杀。英国的民主主义者，为了德国人民的荣誉，请你们不要再

提这个狂热者吧！德国有比他更优秀的爱国志士。为什么不提就当

时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１５２５年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托

马斯 闵采尔的名字呢？为什么不歌颂那不同于自己所有的同胞而

在巴黎支持法国革命到底、最后牺牲在断头台上的德国的托马斯

倍恩——格奥尔格 福斯特呢？为什么不歌颂其他许多为了现实

而不是为了幻想而撕杀的人们呢？

亲爱的先生，向您表示敬意。

您的德国通讯员

弗 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５年１０月底

载于１８４５年１１月８日

“北极星报”第４１７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原文是英文

５４６德 国 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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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北极星报”编辑的第三封信

亲爱的先生！

我得请求您和贵报的读者原谅，因为从表面看来我有些漫不

经心，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贵报继续撰写关于德国状况的

文章了。但是，您可以相信，只是由于我必须花费整整几星期的时

间去致力于德国的运动，我才放下了我所承担的给英国民众介绍

我国状况的愉快工作。

贵报读者大概还记得我在第一封和第二封信里所谈的事情。

我在那两封信里谈到了１７９２年至１８１３年德国的陈腐的制度怎样被

法国军队所摧毁，拿破仑怎样被欧洲的封建主（即贵族）和资产

者（即工商业中等阶级）的同盟所打倒，德意志各邦诸侯怎样在

后来的和平谈判中被自己的盟邦所欺骗，甚至被战败的法国所欺

骗，德国怎样拟定了联邦条例，它现在的政治制度是怎样确立的，

以及普鲁士和奥地利怎样用促使各小邦立宪的办法使自己成了德

国的至高无上的主宰。如果我们把奥地利这个半野蛮的国家撇开

不谈，那末我们就可以做出结论说，普鲁士是决定德国未来命运

的战场。

我们在前一封信里已经指出，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

三世，在摆脱了对拿破仑的恐惧之后，过了几年幸福安宁的生活，

后来又遇到了新的魔鬼—— “革命”。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革

命”是怎样进入德国的。

６４６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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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５年拿破仑垮台——我再重复一下，当时各国的君主和贵

族都把这件事完全当做法国革命的失败，或者甚至像他们所说的

革命的失败——之后，各国的反革命都掌握了政权。从伦敦到那不

勒斯，从里斯本到圣彼得堡，各国的内阁都由封建贵族统治着。但

是，曾经为这件事花过钱、出过力的资产阶级也想取得自己的一分

权力。复辟政府绝没有把资产阶级的利益放到首要的地位。相反，

它们不但处处忽视资产阶级的利益，甚至公然不理会资产阶级的

利益。在欧洲各地都可以看到的现象中，１８１５年英国通过谷物法是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但是，当时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比以前任何时

候都强大了。商业和工业已经扩展到每一个角落，并使大腹便便的

资产者财富巨增；资产阶级财富的增长表现在投机倒把的活跃上，

表现在对舒适品和奢侈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上。他们不能再忍气

吞声地服从这样一个阶级的统治，这个阶级几世纪来就日趋没落，

这个阶级的利益是和他们的利益相对立的，这个阶级暂时重掌政

权是他们一手造成的。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斗争已不可避免，这

个斗争几乎在和约缔结后就开始了。

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

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他们一定得把

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

断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之所以具有自由主义的外貌，原因就在

于此。资产阶级消灭了国内各个现存等级之间一切旧的差别，取消

了一切依靠专横而取得的特权和豁免权。他们不得不把选举原则

当做统治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原则上承认平等；他们不得不解除君

主制度下书报检查对报刊的束缚；他们为了摆脱在国内形成独立

王国的特殊的法官阶层的束缚，不得不实行陪审制。就这一切而

７４６德 国 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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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资产者真像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但是资产阶级实行这一切改

良，只是为了用金钱的特权代替已往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

这样，他们通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限制，使选举原则

成为本阶级独有的财产。平等原则又由于被限制为仅仅在“法律上

的平等”而一笔勾消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

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括

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这样，出版自由就仅仅是资产

阶级的特权，因为出版需要钱，需要购买出版物的人，而购买出版

物的人也得要有钱。陪审制也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他们采取了

适当的措施，只选“有身分的人”做陪审员。

我认为，为了说明以下两个事实，这样稍微谈一下资产阶级的

统治是必要的。第一，从１８１５年到１８３０年，各国工人阶级的、实质上

是民主主义性质的运动都或多或少地从属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

的运动。虽然工人比资产阶级先进，但是他们还看不出自由主义和

民主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即资产阶级的解放和工人阶级的解放

之间的根本区别；当金钱还没有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当资产阶级还

没有成为唯一的统治阶级的时候，工人们是不能识别金钱的自由

和人的自由之间的区别的。因此，在彼得卢事件发生的那一天民主

主义者打算呈递请愿书，并不仅仅是为了要求普选权，而且同时是

为了要求废除谷物法；因此，１８３０年巴黎无产者为了资产阶级的政

治利益进行了战斗，１８３１年英国无产者准备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

利益而投入战斗。从１８１５年到１８３０年，在一切国家里，资产阶级都

是革命派中间的最有力的组成部分，因而也是革命派的领袖。只要

资产阶级本身还在革命，还在进步，工人阶级就不可避免地要充当

资产阶级手里的工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单独的运动

８４６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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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只起着次要的作用。但是，从资产阶级取得了全部政权、金钱

的势力消灭了一切封建的和贵族的特权、资产阶级不再进步和不

再革命并且本身已经裹足不前的那一天起，工人阶级的运动就开

始领先，并且成了全民的运动。如果今天废除谷物法，明天宪章就

会成为英国的中心问题，宪章运动就会表现出保证自己取得胜利

的力量、毅力、热忱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第二个事实（为了说明这个事实，我稍微谈了一下资产阶级的

统治）是专门和德国有关的。德国人是一个从事理论的民族，但是

缺少实践，因此他们把英法两国资产阶级的谬论当做神圣的真理。

德国的资产阶级都满足于能够安安静静地经营自己的规模不大的

私人事业。在他们争得了宪法的地方，他们就吹嘘自己的自由，但

是却很少过问国家大事；在没有宪法的地方，他们则觉得轻松愉

快，因为他们可以摆脱选举代表和阅读代表们的长篇大论的麻烦。

工人阶级缺少使英法两国工人从酣睡中苏醒过来的那种强大的杠

杆，就是说，缺少发达的工业和以发达的工业为前提的资产阶级的

统治。所以工人还没有什么动静。在德国，在那些从前的封建制度

又重新代替了现代的法国制度的地方，农民感到了压迫，但是这种

不满情绪还需要新的刺激才会爆发为公开的反抗。所以，从１８１５年

到１８３０年，德国的革命派只是由一些理论家组成。它的成员都是从

大学里招收来的，他们都是一些大学生。

要在德国恢复１７８９年以前的旧制度显然是不可能的。情况的

变化迫使政府想出了一种新的、德国特有的制度。贵族想执掌政

权，但是太软弱无力；资产阶级既没有这个愿望，又没有足够的

力量来执掌政权。但是两者凑在一起，就有足够的力量迫使政府做

某些让步。于是，一种不伦不类的君主政体就成了统治的形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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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邦里，宪法在表面上使贵族和资产阶级得到了保障；在其余

各邦却存在着官僚政府，也就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君主政体，这种

君主政体好像是通过优良的行政机关来关心资产阶级的利益似

的，但是这种行政机关是由贵族领导的，而贵族则尽量使这个机

关的活动避开社会的耳目。结果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行政官吏的

阶级；他们掌握着大权，他们和其他一切阶级处于对立的地位。这

就是野蛮的资产阶级统治形式。

但是这种统治形式既不能使“贵族”、“基督教德意志人”、

“浪漫主义者”、“反动派”满意，也不能使“自由主义者”满意。

因此，他们就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并且组织秘密的学生团体。从这

两个派别（因为它们不能够称为党派）的联合中产生了一个不伦

不类的自由主义者的派别；这些人在自己的秘密团体里梦想德国

有这样一个皇帝，他头戴皇冠，身着紫袍，手执权杖和其他类似

的东西，颔下是花白的或棕黄色的长髯，周围是各等级——僧侣、

贵族、市民和农民分别议事的等级会议。这是封建的暴虐和现代资

产阶级的骗局所合成的最荒谬的混合物，我们想像它多荒谬，它

就有多荒谬。但是对那些不管目的、不惜代价而只求热烈的大学生

来说，这是最适当不过的事情。可是这种荒唐可笑的特殊混合物加

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革命１５２、法国的烧炭党运动１５３和英

国的改革运动１５４，已经吓得君主们几乎失去了理智。对弗里德里希

－威廉三世说来，“革命”（指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和有局部冲突

的运动）已经成了妖魔。

大量的逮捕和大规模的迫害把德国的这个“革命”镇压下去

了；法国的刺刀在西班牙，奥地利的刺刀在意大利，都暂时保证了

正统国王重登王位，重掌神权，甚至土耳其皇帝对他统治下的希腊

０５６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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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民施行绞杀和分尸的神权也暂时得到了神圣同盟的支持，但是

他做得太露骨了，于是希腊人得到允许，脱离了土耳其的羁绊。

最后，巴黎的三日革命１５５发出了全欧资产阶级、贵族和人民的

愤怒总爆发的信号。波兰的贵族革命被镇压下去了；法国和比利时

的资产阶级顺利地取得了政权。英国的资产阶级利用改革法案达

到了同样的目的。在意大利，兼有人民的、资产阶级的和民族的性

质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而在德国，不可胜数的起义和骚动，证明

人民和资产阶级的运动的新纪元已经来到。

１８３０年到１８３４年的德国自由主义运动具有新的、汹涌澎湃的

性质，这表明资产阶级本身已经在着手解决问题。但是由于德国分

为许多小邦，而且几乎每个邦都有自己的关卡和税率，所以没有共

同的利益把这些运动联合起来。德国资产阶级之所以要争取政治

自由，并不是为了要使公共事业适应于他们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

在法国人和英国人的面前为自己的奴隶地位感到羞耻。他们的运

动缺少自由主义据以在法国和英国取得胜利的现实基础；他们对

理论问题的兴趣要比对实际问题的兴趣大得多。德国的资产阶级

一般说来是所谓不大关心自己私利的人。但是１８３０年的法国资产

者却不是这样。在革命后的第一天拉菲特就说：“现在该我们这些

银行家来执政了。”而且到今天他们还在统治着。英国的资产阶级

也很了解他们把财产资格规定为１０英镑１５６的目的；但是德国的资

产者，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是一些目光短浅的人，他们只是“出版自

由”、“陪审制”、“宪法对人民的保障”、“人民的权利”、“人民代议

制”等等的热烈崇拜者，而且他们不是把这一切当做手段，而是当

做目的。他们把影子当本质，因而一无所得。但是，资产阶级的这个

运动已足以掀起几十次革命（其中有两三次已获得了某些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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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无数次的群众集会，造成众口纷纭和报纸大吹大擂的情况，使

民主运动在大学生、工人和农民中间有了一点萌芽。

这里用不着来说明这个声势汹涌但最终失利的运动的冗长细

节。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人们争得了某种重大的成果，例如巴登

争得了出版自由，德意志联邦议会就会进行干涉并加以制止。这出

滑稽剧以１８１９年和１８２３年大规模逮捕的重演，以德意志各邦诸侯

为了阻止自由主义进一步扩展而在１８３４年的维也纳代表会议上缔

结秘密同盟而告终。这次会议的决议在前几年已经公布了１５７。

从１８３４年到１８４０年，德国的一切社会运动都沉寂下去了。１８３０

年和１８３４年的活动家不是在狱中，就是亡命国外。在运动高涨时期

保持了资产阶级所固有的谨慎态度的人，继续和愈来愈严的书报

检查制度、和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冷漠进行斗争。虽然议会反对派

的首领还继续在议会里发表演说，但是政府却有办法保证自己获

得多数票。看来，要在德国掀起一个社会运动的新高潮是绝不可能

的；政府可以做它认为应该做的一切事情。

所有这些运动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几乎都没有参加。全国的工

人都表示不满，他们进行了无数次的骚动，但是这些骚动都没有

明确的目标，因而毫无结果。普鲁士人的冷淡就是德意志联邦的主

要力量。它表明德国资产阶级运动全面展开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只要我能够收集到必要的材料，用德意志各邦政府自己的一

些行为（同这些行为相比，贵国内务大臣的所作所为看来就完全

无可厚非了）１５８来说明这些政府的实质，我就将在下一封信里 谈

   恩格斯应允写的信未见于该报以下各号。——编者注

２５６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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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近六年来运动的情况。

亲爱的先生，向您表示敬意。

您的德国通讯员

１８４６年２月２０日

弗 恩格斯写

载于１８４６年４月４日

“北极星报”第４３８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原文是英文

３５６德 国 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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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恩 格 斯

“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

前言和结束语１５９

  德国人逐渐把共产主义运动也弄得庸俗起来了。在这里，那些

后生之辈和庸庸碌碌的人总认为自己能够用轻视前辈和空谈哲理

的办法来掩饰自己的落后。共产主义刚在德国出现，它就被一批投

机分子用来作为资本。这些人把在法英两国已经陈腐了的论点翻

译成黑格尔逻辑的语言，就以为自己创造了奇迹；而现在他们就

把这种新的智慧当做某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当做“真正的德国的

理论”献之于世，以便将来可以尽情地诬蔑目光短浅的法国人和

英国人的“拙劣的实践”和“可笑的”社会体系。这种永远完备的

德国理论极其幸运地稍许嗅到了一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气息，

被柏林的某一个干瘪的教授列入了永恒的范畴，后来也许还参考

过费尔巴哈的著作和几篇关于德国共产主义的文章以及施泰因先

生的关于法国社会主义的大作１６０。这种劣等的德国理论，按照施

泰因先生的观点，毫无困难地给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做了

适当的解释，使它处于从属的地位，“制服了”它，把它“提高”

到永远完备的“德国理论”的“更高的发展阶段”。当然，这种理

论不会想到去稍许熟悉一下要提高到更高阶段的对象，去看一下

４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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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立叶、圣西门、欧文以及法国共产主义者的著作；对这种理论

来说，要宣告德国的理论光辉地战胜了外国人的可怜的挣扎，有

了施泰因先生的贫乏的摘录就足够了。

为了反对不朽的德国理论所表现的那种滑稽可笑的高傲态

度，完全有必要向德国人指出他们在研究社会问题这方面应该感

谢外国人的地方。现在，在德国人的著作中有些夸张的词句被吹嘘

为真正的、纯粹的、德国的、理论上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

本原则，而在所有这些夸张的词句中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种

思想是从德国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法国人或英国人在十年、二十

年、甚至四十年前就说过的话——他们说得很好、很清楚、很动

听——德国人仅仅在最近一年来才偶尔知道一些，并把这些话黑

格尔化了，或者至多也只是落在人家后面做了再一次的发明，并

把它当做崭新的发明，用坏得多、抽象得多的形式公诸于世。我自

己的作品也不例外。要是说，德国人也有些自己的东西，那末这只

能是他们用来表达这种思想的那种讨厌的、抽象的、难以理解的、

拙劣的形式。他们俨然是真正的理论家，认为法国人（对英国人他

们还几乎一无所知）那里值得注意的东西，除最一般的原则外，只

是最坏、最抽象的东西，也就是未来社会的规划，即社会制度。而

最好的一面，即对现存社会的批评——对社会问题作任何研究的

现实基础与主要任务，他们却泰然自若地抛弃了。不用说，关于唯

一真正做了些事情的德国人魏特林，这些聪明的理论家通常也用

轻蔑的口吻评论一番，或者干脆连提都不提一下。

我想建议这些聪明的先生读一读傅立叶的著作中不很长的一

章，因为这一章可以给他们做个榜样。的确，傅立叶没有从黑格尔

的理论出发，因此——可惜！——他不能认识绝对真理，甚至也不

５５６“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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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出绝对的社会主义。的确，可惜正由于这个缺点，傅立叶走入

了歧途，采用了分类的方法来代替绝对的方法，产生了海水变柠

檬汁、ｃｏｕｒｏｎｎｏｓｂｏｒéａｌｅ和ａｕｓｔｒａｌｅ〔北极和南极发出灵光〕、狮

子改变兽性１６１、行星交配这些想法。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宁愿同

乐观的傅立叶一起相信所有这些奇迹，而不相信那根本没有任何

柠檬汁的绝对的精神王国，不相信有和无的同一以及永恒范畴的

交配。法国人的无稽之谈至少是令人高兴的，而德国人的无稽之谈

却令人丧气和抑郁。此外，傅立叶对现存的社会关系作了非常尖

锐、非常生动和非常明睿的批评，人们会乐意原谅他那也是建立

在天才的宇宙观之上的关于宇宙的幻想的。

这里发表的片断是从傅立叶的遗著中找出来的，曾刊载于傅

立叶派在１８４５年初开始发行的“法郎吉”①杂志第１期上。我删去了

其中属于傅立叶正面提出来的体系的那一部分和根本不会引起任

何兴趣的那一部分。总之，我不受原文的拘束，而要使外国社会主

义者为了一定目的而写的著作能被不知道这种目的的读者所理

解，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这个片断绝对不是傅立叶的著作中最有

天才的作品，甚至也不是他论商业的最好的文章，但是，除魏特

林外，德国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写出一篇能稍微

和这篇草稿相比的文章。

为了使德国读者不浪费精力去阅读“法郎吉”杂志的原文起

６５６ 弗 恩 格 斯

①  “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１８４５年巴黎“法郎吉”出版社出版，创刊第

１４年第１辑，八开本。傅立叶的手稿论三个外在统一的大纲发表在谈杂志第

１—２月号第１—４２页上：（《ＬａＰｈａｌａｎｇｅ》．Ｒｅｖｕｅｄｅｌ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ａｌｅ， ．

ａｎｎéｅ，１－ｒｅｓéｒｉｅｉｎ８°，Ｐａｒｉｓ，ａｕｘＢｕｒｅａｕｘｄｅｌａＰｈａｌａｎｇｅ．１８４５—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ｔｓｄｅＦｏｕｒｉ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éｂａｕｃｈéｅｄｅｓｔｒｏｉｓｕｎｉｔéｓｅｘｔｅｒｎｅｓ，ｐ．１—

４２ｄｅｓＪａｎｕａｒ－ｕｎｄＦｅｂｒｕａｒｈｅｆ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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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我必须指出，该杂志纯粹是傅立叶派的投机把戏，杂志里所

登载的傅立叶的手稿，价值大小极不一致。发行这一刊物的傅立叶

派的先生们已经成了像德国人那样的妄自尊大的理论家，他们用

神圣不可侵犯的、庄重的、不实际的、晦涩的说教来代替他们的

老师在揭露资本主义世界时所用的幽默。这使他们在法国受到应

有的嘲笑，而在德国却得到尊重。他们在“法郎吉”的第１期中所

描绘的傅立叶主义的想像中的胜利会使运用绝对方法的教授们欣

喜若狂。

我现在从已经在“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一书中发表过的一

个题目开始本文。本片断的很大一部分也在该书中发表过。这里我

只引述其中最重要的部分１６２。

————

傅立叶就是这样写的。“法郎吉”第２期中刊载的这篇文章的

续文包括证券交易、囤积居奇（ａｃｃａｐａｒｅｍｅｎｔ）和寄生现象三章，

这几章大部分都已经发表在“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一书中。由于

这个原因，同时也由于上面所录的片断已经完全足以达到我的目

的，所以我就在这里做一个结束。

让那些热中于在无底的 理论的“茫茫大海”中乘风破浪并竭

力钓取“社会主义”的“原则”的德国学者先生们学学ｃｏｍｍｉｓ 

ｍａｒ－ｃｈａｎｄ〔店伙计〕傅立叶的榜样吧！傅立叶不是一个哲学家，

他对哲学是深恶痛绝的。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对它百般嘲笑，而且说

出了许多理由，这些理由是值得我们德国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家

们”注意的。不错，他们会反驳我，说傅立叶也一样地“抽

   双关语：德文《ｇｒｕｎｄｌｏｓ》，既有“无底的”意思，又有“没有根基的”、“空

无一物的”意思。——编者注

７５６“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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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他靠自己的分类法想出了神和世界，而且并不逊于黑格尔，

但是这救不了他们。不管傅立叶有怎样独特的怪癖，这也不能为干

巴巴的德国理论的乏味的所谓发展辩护。傅立叶是在正确地认识

了过去和现在之后才按照自己的看法想像未来的，德国的理论却

是首先随意地清算一下过去的历史，然后又随意地给未来加上一

个方向。譬如请把傅立叶所提出的社会发展的几个时期（蒙昧时

期、宗法时期、野蛮时期、文明时期）及其特征同黑格尔的绝对

理念比较一下吧！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历尽千辛万苦才为自己开辟

了一条穿过历史迷宫的道路，并终于不顾实际上有四大世界帝国

这一事实而勉强建立起一个三分法的外貌。至于黑格尔之后的那

些结构，就更不必谈了；因为黑格尔的结构毕竟还有某种内容，虽

然是歪曲了的内容，而黑格尔之后的一些体系的发明家的结构却

已经没有任何内容了。

最后，现在已经是德国人停止这样夸耀自己做事切实认真的

时候了。他们非但可以从最无谓的材料中给你作出随便什么样的

结论，而且还可以把这种结论和世界史联系起来。他们可以根据初

次碰到的第三手的材料给你证明，事情必定是这样，而不会是别

的，虽然就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事情是否是这样。难道德国还有写

社会问题文章的人没有说过傅立叶一句确实有辱于德国人做事切

实认真的话吗？这些人中间就有一个凯泽尔先生１６３，他立刻利用

“罗 施泰因的杰作”创立一个世界史的结构，这个结构只有一点

令人感到遗憾，那就是它所根据的事实全是杜撰的。至于傅立叶，

德国的理论至少已经有二十次给他确定了他在“绝对理念发展中

的地位”，可是每次的地位都不相同，而且每一次德国的理论基本

上都是以施泰因先生或其他同样不甚可靠的文件为根据。因此，德

８５６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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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绝对的社会主义”真是可怜得怕人。稍微谈谈现在大家都乐

于挂在嘴上的“人性”，稍微谈谈这种人性或者宁可说是兽性的

“实现”，按照蒲鲁东那样（而这还是经过了第三手或第四手呢！）

稍微谈一下财产，稍微为无产阶级悲叹几声，稍微谈一下劳动组

织；多少组织几个改善下层阶级人民状况的可怜团体，而实际上

对于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的社会状况却茫然无知，这种“社会主

义”整个就归结为这几点。而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自己在理论领域

中没有党性，由于自己的“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

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可是人们却想用这些空话使德国革命，去推

动无产阶级并促使群众去思考和行动！

要是我们德国的那些半边的和十足的共产主义教授们花些力

量去看一下傅立叶的主要著作（这些著作对他们来说并不比任何

一本德国书难懂），他们将会在这里找到多么丰富的材料来进行推

断和达到其他的目的！他们将会在这里找到多少新的（对德国来说

目前还是新的）思想！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些好好先生除了对无产

阶级的处境外，还未能对现代社会提出任何责难，而且即使在无产

阶级的处境这方面，他们能够说的也不太多。当然，无产阶级的外

境是一个主要问题，但是对现代社会的批评难道就仅限于此吗？傅

立叶（除了他后期的著作外，他几乎没有接触到这一问题）就证明

了，一个人即使不接触这个问题，也可以承认当前的社会完全不中

用，而且仅仅根据对资产阶级的批评，也就是对资产阶级内部的相

互关系的批评而不涉及它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得出必

须改造社会的结论。到目前为止，能够进行这种批评的只有傅立叶

一人。傅立叶毫不容情地揭穿有身分的人士的虚伪，揭穿他们的理

论和实践的矛盾以及他们整个生活方式的空虚；他嘲笑他们的哲

９５６“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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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嘲笑他们想使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ｂｉｌｉｔé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ｂｉｌｉｓａｎｔｅ

〔日趋完善的完善能力臻于完善〕，嘲笑他们想追求ａｕ－ｇｕｓｔｅ

ｖｅｒｉｔé〔最高真理〕。傅立叶嘲笑这些人的“纯洁的道德”，嘲笑他们

的划一的社会制度；他把他们的实践，把受到他的精辟批评的

ｄｏｕｘｃｏｍｍｅｒｃｅ〔和气的商业〕，把不能提供享乐的放纵的享乐，把

婚姻制度所容许的通奸以及普遍的混乱和这种社会制度作了对

比。这就是在德国还完全没有谈论过的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的

确，曾经有人谈论过恋爱自由、妇女地位、妇女解放，但是有什么结

果呢？说几句杂乱无章的话，捧出几个女学者，表现出一些歇斯底

里，对德国人的乱伦抱怨几句——全是虎头蛇尾！

德国人首先必须熟悉一下（哪怕是稍微熟悉一下）国外的社

会运动，熟悉一下国外的社会运动的实践和文献，——近八十年

来英法两国的全部历史即英国的工业和法国的革命就是实际运动

的例子，——然后他们必须在实践方面和文献方面做出像他们的

邻居所做的那么多的事情，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提出像各民族

的功绩大小这类无关痛痒的问题。但是到那时，这种诡辩式的争论

已经没有听众了。

而现在对德国人来说，最好是首先了解一下国外所获得的成

就。所有以前出版的有关这方面的书，毫无例外地都很拙劣。这样

简短的叙述至多只能评论一些著作，根本无法介绍这些著作本身。

这些著作有一部分已成了稀有的珍本，在德国很难获得，有一部

分篇幅过于庞大，有一部分杂有许多仅仅具有历史的和文献的意

义并且在１８４５年已经引不起德国读者的兴趣的材料。为了使这些

对德国尚属新鲜的具有宝贵内容的著作容易理解起见，我们必须

进行编选，正像法国人对待来自国外的材料一样。法国人在这方面

０６６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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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比我们实际得多。经过这样编选的外国社会主义文献中的重要

著作，最近即将开始出版。一些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包括能够同样

轻而易举地写出具有独到见解的作品的最优秀的活动家，也参加

了这一工作。可以希望，这一工作会给高明的德国理论家指出，他

们的一切高见都已经陈旧了，在莱茵河和英吉利海峡的彼岸，这

些问题早已争出一个ｐｒｏｅｔｃｏｎｔｒａ〔孰是孰非〕来了。只有他们知

道了在他们之前已经做了些什么以后，他们才能表明他们自己能

够做些什么。

布鲁塞尔

写于１８４５年底

第一次刊载于１８４６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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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恩 格 斯

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
（庆祝１７９２年９月２２日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１６４

  “我们和各个民族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和法兰西共和国有什么

关系呢？我们不是老早就很了解各个民族了吗？我们不是已经给每

一个民族指出了适当的地位了吗？我们不是已经把理论领域划给

德国人，把政治领域划给法国人，把市民社会的领域划给英国人

了吗？干吗突然又把法兰西共和国搬出来！为什么要庆祝这样

一个发展阶段的事情呢？这个阶段老早就被超过了，被它自

身的后果取消了。如果你想告诉我们一些英国的事情，那你

最好是谈谈社会主义原则最近所达到的阶段，请你告诉我们，

片面的英国社会主义是不是还不知道它远远低于我们的原则高

度，是不是还不知道它只能算是一个阶段，而且只是发展中的一

个被超过了的阶段！”

亲爱的德意志，请你冷静些！无论是哪个民族或是法兰西共和

国都和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正在各地提倡各民族的兄弟友爱，

用以对抗旧的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伪善的自私自

利的世界主义；这种兄弟友爱比德国的一切“真正社会主义”的

２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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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都要宝贵得多。

现代民主（它从法国革命中产生，后来发展成法国的共产主

义和英国的宪章主义）旗帜下的各民族的兄弟友爱向我们表明，群

众和他俩的代表比德国的理论家更懂得时代的要求。

“但是谈论的问题不是这个呵！谁在谈论这种兄弟友爱，谁在

谈论这种民主呢？我们谈论的是各民族的兄弟友爱，而且就只是各

民族兄弟友爱，我们谈论的是民主，而且就只是民主，只是民主

本身。难道你们把自己的黑格尔全都忘掉了？”

“我们不是罗马人，我们都抽烟。”１６５我们谈论的不是现在在世

界上发生的反民族主义的运动，而是靠纯粹思考即靠毫无根据的

幻想在我们的头脑中消除民族的特点。我们谈论的不是全欧洲所

向往的现实的民主，即不同于从前的一切民主的完全特殊的民主；

我们谈论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民主，即希腊、罗马、美国和法国的

民主的一种平均物，简而言之，即民主这个概念。我们谈论的不是

属于１９世纪的、丑恶的、暂时的东西；我们谈论的是永恒的、“早

在山岳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范畴。总而言之，我们谈论的不是

大家所谈论的东西，而是完全另外一种东西。

简单地说，当英国人、法国人以及那些参加实际运动而不空

谈理论的德国人现在谈论民主和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的时候，绝不

应该只就其政治意义来理解。目前，只有德国的理论家和我们现在

没有加以考虑的少数外国人还有这类荒诞的想法。实际上，这些言

论现在已经具有社会意义，而且它们的政治意义已经溶于社会意

义之中。这个革命已经不是一个仅仅争取某种国家形式的斗争，如

像目前在德国还经常描绘的那样。即使对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

究，从当时大多数的起义和饥荒的联系、从首都粮食供应和储备

３６６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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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资的分配（１７８９年开始的）的意义、从最高限价令和对付粮食

囤积商的法律、从革命军队的战斗口号“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

平”、从共和主义者唱的要ｄｕｆｅｒ〔武器〕、要ｄｕｃｏｅｕｒ〔勇气〕、还

要ｄｕｐａｉｎ〔面包〕的“卡马尼奥拉”歌
１６６
以及成百件的其他极为

明显的事实都可以看出当时的民主和纯政治的组织完全是两回

事。此外，大家知道，１７９３年宪法１６７是由依靠起义的无产阶级的政

党制定的，恐怖统治是由这个政党实行的，罗伯斯比尔的复亡表

明资产阶级战胜了无产阶级，巴贝夫和他的同谋者从１７９３年的民

主思想中给平等作出了当时最进步的结论。法国革命自始至终都

是一个社会运动，在它之后，纯粹政治上的民主已经变为毫无意

义的东西了。

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任何其他的民主都只能存在于那

些跟实际毫无联系、认为原则不是靠人和环境发展起来而是靠它

本身发展起来的、好空谈的梦幻家的头脑中。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

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即使群众并不总是很清楚地懂得民主的这

个唯一正确的意义，但是他们全都认为民主这个概念中包含着社

会平等的要求，虽然这种要求还是模糊的。我们在估计共产主义的

战斗力量的时候，可以放心地把这些具有民主思想的群众估计在

内。而且，当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政党彼此联合起来的时候，它们完

全有权把“民主”一词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因为除了我们现在没

有加以考虑的那些民主主义者之外，１８４６年欧洲所有的民主主义

者都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觉悟的共产主义者。

尽管法兰西共和国已经“被超过”，但是各国的共产主义者仍

然有充分的理由参加它的庆祝会。第一，所有因愚蠢而被人利用来

镇压革命的人民，在他们终于明白了自己由于忠君爱国的情绪干

４６６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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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什么样的蠢事之后，就应该公开地向法国人道歉；第二，现在

欧洲的整个社会运动只不过是革命的第二幕，只不过是为结束

１７８９年在巴黎揭幕而现在已经以整个欧洲作为舞台的那出戏作准

备而已；第三，在我们这个充满胆怯、自私和吝啬的资产阶级时

代，回忆一下那个伟大的年代是完全适时的；那时全体人民曾经

一度抛弃了一切胆怯、自私和吝啬，那时他们是敢于反抗法律的、

在任何东西面前都不退缩的人，是具有坚强毅力的人，曾经在１７９３

年５月３１日到１７９４年７月２６日使得一切胆怯鬼、一切小商人、一切

投机者，总之，使得一切资产者都不敢抬头。在一个叫做路特希尔

德的人掌握着欧洲和平的命运，克希林叫嚷着要实行保护关税，科

布顿叫嚷着要实行贸易自由，迪加尔特在鼓吹利用改善劳动阶级

状况的协会来拯救罪孽深重的人类的时候，我们确实必须提起马

拉和丹东、圣茹斯特和巴贝夫，以及在热马普和弗略留斯两地所

取得的光荣胜利１６８。如果这个坚强有力的时代和这些刚毅果敢的

人物对我们这个小商人的世界不再有影响，那末，人类的确就会

堕入失望的深渊，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克希林、科布顿和迪加尔

特这些人去随意支配。

最后，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纯粹

的社会意义。幼想成立欧洲共和国和利用适当的政治组织来保障

永久和平，就像空谈靠普遍的贸易自由来保护各族人民的团结一

样荒唐可笑；当所有这类多情善感的幻想完全不中用的时候，各

国的无产者就开始不声不响地在共产主义民主的旗帜下真正地结

成兄弟。也只有无产者才能够真正做到这点，因为每个国家的资产

阶级都有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且由于他们认为这些利益高于

一切，他们无法越出民族的范围。他们的少数几个理论家即使把他

５６６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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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有那些美妙的“原则”都搬出来也顶不了什么事，因为他们

根本不触犯这些互相矛盾的利益和整个现存制度，他们只会说空

话。可是全世界的无产者却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面临着

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所有他们的

修养和举动实质上都是人道主义的和反民族主义的。只有无产者

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

各民族的兄弟友爱。

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我刚才所说的一切。

还在１８４５年８月１０日，在伦敦就差不多同样隆重地庆祝过三个

事件：１７９２年的革命、１７９３年宪法的颁布和“民主协会”的成立。

“民主协会”是由参加１８３８—１８３９年运动的英国党中最激进的一派

建立起来的。

这个最激进的派别自然是由宪章主义者和无产者组成，不过

这些无产者对宪章运动的目的都有明确的认识并且竭力促其实

现。当时大多数的宪章主义者都还只想到把政权转入工人阶级手

中，只有少数人才想到如何使用这个政权的问题，可是在当时的

运动高潮中起重要作用的这个协会的成员却一致认为，他们首先

都是共和主义者，而且正是宣布１７９３年的宪法为自己的信仰的标

志、断然拒绝和资产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联合、始终认

为被压迫者在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有权使用压迫者用来反对他们

的一切手段的共和主义者。他们还不止于此；他们不但是共和主义

者，而且是共产主义者，并且还是不信宗教的共产主义者。到

１８３８—１８３９年的革命高潮衰退时，协会瓦解了，但是它的活动并

没有落空，而是大大地加强了宪章运动的积极性，促进了宪章运

动中的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在上述的８月１０日的庆祝会上已经提

６６６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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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共产主义和世界主义的 原则，除了政治平等的要求，还提出

了社会平等的要求，并且会上大家都热情地向各国民主主义者祝

贺。

以前在伦敦也做过团结各国激进派的尝试，但是这些尝试都

失败了；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英国民主主义者内部的分歧

和外国人对此不了解，部分地是由于各国党的领袖之间有原则上

的分歧。民族差别严重地妨碍团结，甚至很早就住在伦敦的外国人

都几乎一点也不了解在他们眼前所发生的运动和事物的真相（虽

然他们对英国的民主寄以莫大的同情），分不清激进的资产者和激

进的无产者，并且企图把臭名昭彰的敌人当做朋友聚集在同一个

会上。由于这些原因，同时还由于不信任其他的民族，英国人也犯

了同样的错误。又因为这种谈判成功与否必然取决于各委员会的

几个领导人（他们大多是彼此不认识的）意见是否一致，所以更

是容易犯这种错误。在过去那些尝试中，由于这些人选择得极不恰

当，所以事情每次都很快就陷入了僵局。但是这种兄弟友爱是迫切

需要的。每一次尝试的失败都只是激发大家再去努力。当伦敦的一

些民主主义的领导人对这种事情感到厌倦的时候，就有其他的人

来代替他们，１８４５年８月又做了一次彼此接近的尝试，这次尝试就

不再是毫无结果了。１６９住在伦敦的各国民主主义者利用别人早已

宣布要召开的９月２２日的庆祝会公开地宣告他们联合起来了。

出席这个会的有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西

   “世界主义”一词在这里和在第６６８页里都不应当理解为恩格斯在本篇里所批

判的资产阶级世界主义，而应当理解为它的第二个意义，即“没有民族局限性

和民族偏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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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人、波兰人和瑞士人。匈牙利和土耳其也各有一个代表参加。

文明的欧洲的三个大民族——英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在会

上起了主导的作用，并且看来很值得人尊敬。大会的主席当然是英

国人，是一位叫做托马斯 库伯的“宪章主义者”；他参加过１８４２年

的起义，因而差不多坐了整整两年的监牢。在狱中他模仿“恰尔德

哈洛尔德游记”写了一首叙事诗，博得了英国文学批评家的极大的

好评。１７０作为英国人的主要发言人在晚上发言的是乔治 朱利安

哈尼。他担任“北极星报”的编辑已经两年。“北极星报”是奥康瑙尔

在１８３７年创办的，它是宪章派的机关报；自从乔 霍布逊和哈尼共

同编辑这个报纸以来，该报在各方面都成了欧洲最优秀的报纸之

一。我只能提出几家小型的巴黎工人报刊如“同盟月刊”１７１和它相

比。哈尼本人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了运动。

他是上述１８３８—１８３９年的“民主协会”的主要成员之一（８月１０日举

行的庆祝会就是他担任主席），而且除了霍布逊，他就是最优秀的

英国作家，——这一点有机会我就会设法向德国人证明。虽然哈尼

对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的理论一点也不了解，但是他对欧洲运

动的目的却了解得非常清楚，而且完全站ａｌａｈａｕｔｅｕｒｄｅ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在原则的高度上〕。在筹备这个世界主义的①庆祝会方

面，主要的功绩是他的。他不遗余力地促使各民族彼此接近，消除

彼此的误会，克服彼此间的个人的分歧。

哈尼在献词时说道：

“１７９２年的正直而勇敢的法国共和主义者永垂不朽！愿他们曾经取得的

终生为之奋斗的平等很快重现于法国，并且传遍全欧洲。”

８６６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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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会的人向哈尼反复地欢呼了两三次，他接着说道：

“在过去，我们如果举行像今天这样隆重的集会，不仅会遭到特权阶级的

蔑视、讥笑、嘲弄和迫害，而且还会遭到受人欺骗的、愚昧无知的群众的殴

打；这些群众被神甫和当权者所愚弄，认为法国革命是可怕的妖魔鬼怪，是

想起来就令人毛骨悚然、谈起来就令人讨厌的东西。你们也许记得，至少是你

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会记得，就是不久以前，在我们的祖国这里，每当人们要

求废除坏的法律、颁布好的法律的时候，立刻就会有人狂叫‘雅各宾派’。要

是有人要求实行议会改革，降低税收，实行国民教育，或采取任何稍带进步

性的措施，那末，我们可以预料得到，立刻就会有人拿‘法国革命’、‘恐怖

统治’以及其他嗜血成性的魔鬼来吓唬那些已经胡子满腮但是还没有学会独

立思考的大孩子。（笑声，鼓掌）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要说我们已

经学会正确地理解这次伟大革命的历史，那我还是不相信。我要是打算借这

个机会说一些耸人听闻的话，吹嘘一下自由、平等、人权、欧洲君主的同盟

以及皮特和布朗施威克公爵的所作所为，那是很容易的。我可以在这个问题

上发表长篇大论，也许还会受到人们的赞扬，认为我的演说带有浓厚的自由

思想的色彩，然而这样却丝毫没有接触到真正的问题。法国革命所面临的真

正的大问题是消灭不平等，建立能够保障法国人民过幸福生活的制度，人民

大众是从来没有过这种宰福生活的。如果我们用这块试金石来考验革命活动

家，我们就会很容易给他们作出正确的评价。例如拉斐德，作为宪政主义的代

表他也许是他那个集团内最正直最优秀的人：以声望而论很少有人赶得过

他。他在青年时代曾经去过美国，并且参加了美国反对英国暴政的斗争。美国

人获得独立后，他回到了法国，以后不久我们就看到他出现在自己祖国当前

革命的最前列。在他年迈的时候我们又遇到了他，这时他在法国已经是声望

最高的人物；‘三日’革命后，他成了法国真正的独裁者，他一句话就可以废

立国王。拉斐德在欧洲和美洲也许比他的任何一个同时代人都享有更高的声

誉。假如他在后来的行动中仍然忠实于他最初的革命言论，那末这种声誉他

是应该享有的。但是拉斐德从来不赞成平等。（喊声：“注意，注意！”）的确，

最初他抛弃了自己的头衔，放弃了封建特权，这是好的。当他是国民自卫军的

首脑，是资产阶级崇拜的偶像，而且甚至还得到工人阶级的同情的时候，他

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先进的革命战士。可是，他正需要前进的时候，却裹足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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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民很快就看出，摧毁巴士底狱，废除封建特权、镇压国王和贵族的结果

只不过加强了资产阶级的政权。可是人民对这一点是不满的。（鼓掌）他们要

求自由和权利，他们要求我们现在要求的东西——真正的、完全的平等。（热

烈鼓掌）当拉斐德看出了这一点以后，他变成了保守主义者，他不再做革命

家了。正是他，为了在万一发生骚乱的时候可以合法地枪杀和拷打人民而建

议实施戒严令，而且他提出这个建议正是在人民遭到极端严重的饥馑的时

候。在国王逃往发棱后，人民于１７９１年７月１７日聚集在马尔斯校场，要向国民

议会呈递请愿书，反对这个卖国的国王重登王位，就在这个时候，拉斐德便

根据这个法令亲自下令屠杀人民。后来他甚至敢于用屠刀来威胁巴黎，用武

力查封来威胁民众俱乐部。８月１０日革命后，他企图率领他的士兵袭击巴黎，

但是这些士兵比他爱国，都不服从他的命令，于是他逃跑了，背弃了革命。不

过拉斐德也许还是所有宪政主义者中的最好的一个，但是，我们的庆祝无论

是对于他，或是对于他那个集团都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他们甚至在名义上也

不是共和主义者。他们虚伪地承认人民有主权，但是又把人民分为积极公民

和消极公民，只允许他们称为积极公民的纳税人享有选举权。总而言之，拉斐

德和宪政主义者都只不过是些辉格党人，和那些用改革法案来欺骗我们的人

相差无几。（鼓掌）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吉伦特派；正是这些人通常被当做‘真

诚而忠实的共和主义者’。但是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对他们的才干和口才我

们当然不能不钦佩，在才干和口才方面这一派的领导人都很出众，在一些领

导人身上，除了这些而外，还有其他优点，例如罗兰坚贞正直，罗兰夫人舍

己忘我，巴巴鲁热情奔放。当我们读罗兰夫人或哲学家孔多塞过早地惨死这

段历史时，我们都不能不（至少我不能不）深深地感到激动。但是，无论如何

吉伦特派不是人民能指靠的人，人民不能指望他们把自己从社会奴役的压迫

下解放出来。我们从不怀疑他们当中有许多有勇气的人；我们承认他们忠实

于自己的信仰。我们也许还可以相信，他们当中许多人多半是无知，并没有什

么罪过——当然，这只是就那些已经牺牲了的人而言，因为要是我们根据他

们中间曾经在所谓恐怖统治下活过来的人来看这一派人，那末我们就必然会

得出结论说，他们是有史以来最卑鄙的一群暴徒。这些活下来的吉伦特派分

子帮忙撕毁１７９３年的宪法，实行了１７９５年的贵族宪法。他们伙同其他贵族奸

党策划杀绝真正的共和主义者的阴谋，并且最后在法国造成了篡夺者拿破仑

的军事专制。（喊声：“注意，注意！”）吉伦特派的口才是备受赞扬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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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坚定不移的民主主义者绝不能仅仅因为他们能说会道就拜倒在他

们面前；否则我们就应当向卖身求荣的贵族米拉波表示最高的敬意了。当起

来争取自由的人民粉碎了１４世纪的奴隶制锁链，离乡背井前去抗击国内的叛

逆和国境线上的外国军队的时候，他们为了抵抗敌人，需要的就不是吉伦特

派的娓娓动听的长篇大论和冠冕堂皇的理论，而是更重要的东西。‘面包、武

器和平等’——这就是人民所需要的东西。（鼓掌）面包给挨饿的家庭；武器

拿来反对专制制度的军队；平等是奋斗的目标和牺牲的代价。（掌声大作）用

托马斯 卡莱尔的话来说，吉伦特派只不过把人民当做‘一包可以用来炸毁巴

士底狱的炸药’，可以当做工具使用，可以当做奴隶看待。吉伦特派动摇在王

权和民主政治之间；他们徒劳无功地想用妥协的办法来逃避永恒的正义。他

们失败了，他们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坚毅刚强的人们把他们击溃了，人民把

他们从自己的道路上清扫出去。在山岳党的各派中，我觉得值得提起的只有

罗伯斯比尔和他的朋友。（热烈鼓掌）山岳党中大部分人是强盗，他们想的只

是把革命果实攫为己有，根本不关心历尽千辛万苦勇敢地实现了这个革命的

人民。这些坏蛋曾经一度和拥护平等的人使用过同一种语言，和他们一起跟

宪政主义者和吉伦特派进行过斗争，但是，一当他们掌握了政权，他们就暴

露了自己的真面目，他们是死心塌地地反对平等的人。他们推翻了罗伯斯比

尔，杀害了他，并且还处死了圣茹斯特、库通和这位廉洁的立法者的其他朋

友。这些叛徒和谋杀者杀害了平等的支持者还不满足，他们还大肆诬蔑受害

者，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所犯的罪行栽诬在这些受害者的身上。我知道，流行的

看法是把罗伯斯比尔仅仅看做怪物，但是我想，人们对这个非凡人物的品质

完全改变看法的日子已为时不远了。我绝没有想把罗伯斯比尔当做神来崇

拜，把他描绘成完人；但是我认为，他毕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革命领袖，懂

得并且使用了正确的方法去根除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不合理的现象。（热烈鼓

掌）我没有时间来谈论不屈不挠的马拉的品德，来谈论圣茹斯特这位卓越地

体现了共和主义豪侠精神的人物；我也没有时间来列举那些法律上的英明措

施，这些措施都是罗伯斯比尔在治国方面坚决果断的标志。我再说一遍，现在

离开人们公正地评价罗伯斯比尔的一天已经不远了。（鼓掌），在我看来，最

能证明罗伯斯比尔的真正品质的是他的死亡引起了死在他后面的那些真诚

的民主主义者的普遍惋惜，在这些民主主义者里面还包括那些不了解他的

心意因而误入迷途并促成了他的失败的人；后来这些人痛悔自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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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糊涂，可是已经晚了。巴贝夫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以他的名字命

名的那个著名的密谋的组织者。这个密谋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真正

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不容许有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的行为（鼓掌），

不存在私有财产、货币和一切穷困的根源（鼓掌），大家的幸福应当建立在大

家共同劳动和平等享受福利的基础上。（热烈鼓掌）这些无上光荣的伟大人

物至死都在追求无上光荣的目的。巴贝夫和达尔特用自己的鲜血表明了自己

的信仰，邦纳罗蒂坐穿了牢狱，饱尝了穷困，度过了暮年，仍然忠实于我们

今天晚上大胆宣布的伟大原则。我还应当提一下英勇的代表罗姆、苏布拉尼、

杜鲁阿、杜肯努阿和他们的同志，他们被国民公会中的贵族叛徒判处死刑后，

还当面同凶手挑战，把一把匕首依次传递下去，用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要

讲的第一部分就到此为止。第二部分我只说几句话就可以了，因为在座的法

国民主主义者在这方面会谈得更好些。平等的原则将会恢复和胜利，这是毫

无疑问的；其实这些原则已经恢复了，它们不仅是以共和主义纲领的形式出

现，而且是以共产主义的形式出现，因为据我所知，目前在法国到处都有共

产主义的组织。但是，这一点我留给我的朋友封丹博士和他的同胞来作更详

细的叙述。我非常高兴，这些可敬的民主主义者现在都在场。今晚他们就可以

亲自看到法国主战派所散播的反对英国人民的言论是荒谬的。（鼓掌）我们

要坚决消除这种民族纠纷；我们鄙视和憎恶像‘天生的敌人’、‘生来的仇

人’和‘民族的光荣’这类野蛮人的诱饵和圈套。（掌声大作）我们憎恨一切

战争，只有人民被迫起来反对国内压迫和外国侵略的战争才是例外。（鼓掌）

此外，我们反对‘外国人’这个字眼，今后应当把它从我们的民主字典中清

除出去。（热烈鼓掌）尽管我们可以属于欧洲大家庭的任何一个支脉，英国也

好，法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德国也好，但是我们总的名称是‘青年欧洲’，

我们都在这面旗帜下一起反对暴政和不平等。”（热烈鼓掌多时）

在一个德国共产主义者 唱完“马赛曲”以后，威廉 魏特林

接着宣读第二篇祝词，他说：

   约瑟夫 莫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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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为青年欧洲干杯！愿各国民主主义者抛弃以往的猜忌和民族纠纷，团

结为兄弟般的集体，一起来消灭暴政，争取平等的完全胜利。”

魏特林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由于他的英语说得不流利，他

朗读了下面的一篇讲稿：

“朋友们！今天这个聚会证明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燃烧着一种感情，普遍

的兄弟友爱的感情。尽管由于我们各人所受的教育不同，我们无法使用同一

种语言来表达我们的这种共同的感情，尽管语言的不同妨碍着我们体会这种

感情，尽管我们共同的敌人抓住并且利用一千种偏见来阻挠我们加强相互了

解和发展普遍的兄弟友爱，尽管存在着所有这些障碍，但是这种强烈的友爱

感仍然是根除不了的。（鼓掌）这种感情会使受苦的人成为患难与共的同志，

会使争取美好生活的斗士成为战友。（鼓掌）参加今晚我们所庆祝的革命的

人也是我们的战友；他们也是受了现在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奋斗目标的鼓

舞；这些目标可能也会使我们去迎接同样的、希望是更加顺利的战斗。（掌声

大作）在发生人民运动的时期，在我们国内的敌人的特权遭到严重的威胁的

时候，这些敌人竭力把我们的偏见引到我们祖国的边疆以外去，并且要我们

相信，国境那边的人威胁着我们共同的利益。真是骗人的把戏！如果我们冷静

地考虑一下，我们很快就会看出，离我们最近的敌人就在我们中间，就在我

们自己的同胞中间。（喊声：“注意，注意！”接着鼓掌。）我们应当害怕的不

是国外的敌人，因为这些可怜的敌人的境遇和我们是一样的。和我们一样，他

们也是被迫为成千的毫无用处的游手好闲之徒做工；和我们一样，他们拿起

武器反对别人也是迫于饥饿和法律，也是为盲目的热情所驱使。掌权的人们

对我们说，我们的弟兄残忍而且掳掠成性。但是，难道还有谁比那些统治我

们、教我们使用武器、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而唆使我们互相厮杀并把我们拖

入战争漩涡的人们更加掳掠成性吗？（鼓掌）真的是我们共同的利益非要战

争不可吗？一群羊由狼率领着去攻击另一群也是由这些狼领来的羊，难道是

为了羊的利益吗？（掌声大作）我们的最凶恶的敌人正是这些人；他们抢走了

我们的一切，把我们的这些东西挥霍在吃喝玩乐之中。（鼓掌）他们从我们这

里抢走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因为他们所挥霍的一切都是我们生产出来

的，这些东西应该归我们这些生产者，归我们的妻子和儿女，归我们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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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病人。（掌声大作）但是，请看，他们怎样用阴谋诡计抢走了我们的一切，

把我们的财产交给了一帮好吃懒做的寄生虫。（鼓掌）说国外的敌人抢劫我

们比我们本国的敌人抢得多，这是可能的吗？说外国人杀害我们的人民比我

们的那些冷酷的富豪杀害得多，这也是可能的吗？这些富豪利用证券交易、重

利盘剥和投机倒把，利用货币制度和宣告破产，利用垄断、教会捐税和地租，

利用所有这些手段从我们手里夺去了生活必需品，把我们的千百万劳动弟兄

置于死亡的边缘，甚至不给他们留下足够的土豆来活命。（热烈鼓掌）所以，

各国工人的真正敌人正是那些有钱就无所不能而无钱就什么也不成的人，而

且除了工人的敌人之外，在人们当中就没有其他的人类敌人，这难道还不够

明显吗？（鼓掌）说我们在各国间发生战争的时候会遭到比现在这个所谓承

平时期更厉害的掠夺和残杀，这难道可能吗？难我我们仅仅为了军事上的光

荣就要提倡民族偏见、流血和掠夺吗？我们会从这种愚蠢的光荣中赢得什么

呢？（鼓掌）既然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高尚的感情都和这种光荣不相容，那末

我们要它干什么呢？（鼓掌）难道我们非为它付出代价不可吗？（鼓掌）难道

我们非为它辛苦劳动、流血牺牲不可吗？（再次鼓掌）除了利用时机掉转枪口

来反对掠夺者和刽子手——各国的贵族——之外，所有这些攻城略地、流血

牺牲难道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吗？（热烈鼓掌）这些贵族，也只有这些贵

族才是一贯地靠掠夺和杀人为生。穷人只是由于被迫和无知才成为贵族的工

具；这些人是从各民族中网罗来的，本身都具有最浓厚的民族偏见并且希望

看到所有其他民族都被本民族踩在脚下。但是，如果把这些人引到这里来，引

到我们这个会上来，那末，他们也会互相了解，互相伸出手来。假如在一场战

斗之前自由的捍卫者们能够向自己的弟兄发表演说，那末这场战斗就不会发

生，也许反而会开一个像我们这样的联欢会。要是我们能够在战场上召开哪

怕是一个这样的会，那末我们就会多么迅速地战胜所有现在压迫我们、抢劫

我们的贪婪的吸血鬼呵！（掌声大作）朋友们，这就是整个人类感情的流露，

它发的热都集中在普遍的兄弟友爱上，并且燃起了热情的烈焰；它很快就会

把所有耸立在道路上的长期使我们弟兄分隔开的冰山融化掉。”（魏特林在经

久不息的掌声中回到他的座位上。）

在魏特林之后致词的是一位老共和主义者贝利耶－封丹博

士。他早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初期就在巴黎的人权协会中起过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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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１８３４年，他牵连在四月审判案１７２中，可是翌年就和其余

的被告一起从圣珀拉惹监狱里逃跑了（见路易 勃朗的“十年历

史”１７３一书）；后来他和法国的革命政党一起前进并且和Ｐèｒｅ

〔慈父〕卡贝保持着友谊的联系。与会者向贝利耶－封丹博士热烈

地欢呼；他接着说道：

“公民们！我的发言不得不简短些，因为我的英语说得不太好。我看到英

国的民主主义者庆祝法兰西共和国，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从心底里体会

到朱利安 哈尼先生所表示的崇高的感情。我向你们保证，法国人民从来没有

想到要把英国人民当做自己的敌人。有些法国记者写文章反对英国政府，但

是这并不等于他们写文章反对英国人民。英国政府之所以为全欧洲所深恶痛

绝，因为它不是英国人民的政府，而是英国贵族的政府。（鼓掌）法国民主主义

者绝没有对英国人民抱敌视态度，相反地，他们希望和英国人民结为兄弟。

（掌声大作）法国的共和主义者并不是仅仅为了法国而战斗，而是为了全人类

而战斗；他们力图建立平等，并把它的幸福的果实传遍世界。（热烈鼓掌）他们

宣布全人类都是自己的兄弟，他们所反对的只是其他国家的贵族。（鼓掌）公

民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平等的原则已经复活了。共产主义正以巨人的步伐

在全法国迈进。共产主义的协会已经遍布全国。我希望，我们很快就看到各国

民主主义者结成伟大的联盟，这个联盟将是共和主义的共产主义在全欧洲取

得胜利的保证。”（封丹博士在再次的掌声中回到他的座位上。）

随后全体为“青年欧洲”举杯，接着是三次高声的“欢呼”和“再

次的欢呼”，以后就为托马斯 倍恩和各国牺牲了的民主主义者默

哀，接着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牺牲了的民主主义者默哀，

向被放逐的宪章主义者弗罗斯特、威廉斯、琼斯和爱里斯致敬，向

奥康瑙尔、邓科布和其他宣传宪章的人致敬，最后是三次为“北极

星报”欢呼。然后用各种语言（我发现只是没有提到用德语）唱民主

歌曲。于是庆祝会在极其亲切友爱的气氛中结束。

这样就举行了一个包括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一千多个民主主

５７６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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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的大会。他们齐聚一堂来庆祝一个似乎和共产主义完全不相

干的事件，即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大会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吸引

某个集团；会上除了谈论伦敦的宪章主义者所了解的民主主义之

外，也看不出还谈论过什么别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到会

的大多数人总的说来都正确地代表了伦敦的宪章派无产者群众。

而且这个会一致热烈欢迎共产主义的原则和共产主义一词本身。

宪章主义者的集会是共产主义的庆祝会，并且如英国人自己所承

认的，“像那天晚上的那种热情在伦敦已经有好多年没有看到了”。

所以我断言，现代的民主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难道不对吗？

弗 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５年年底

载于１８４６年“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２卷

署书：弗 恩格斯

按杂志原文刊印

原文是德文

６７６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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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据１月１８日（第１８号）“莱茵观察家”１７４报道，“特利尔日

报”编辑部曾发表声明说，在为该报撰稿的各式各样的作家中也

有“马克思”。为了避免任何误会起见，特声明如下：我从来没有

为该报写过片纸只字，因为该报那种资产阶级的慈悲的、十足非

共产主义的倾向是同我毫不相容的。

卡尔 马克思

１８４６年１月１８日于布鲁塞尔

载于１８４６年１月２６日

“特利尔日报”第２６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原文是德文

７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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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生平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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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 鲍威尔及其伙伴”

一书是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该书写于１８４４年９月

至１１月间，并于１８４５年２月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问世。

  “神圣家族”是对鲍威尔兄弟及其鸠集在“文学总汇报”周围的追

随者们的一种诙谐的称呼。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书中驳斥了鲍威尔及

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或黑格尔左派），同时也批判了黑格尔本人的唯心

主义哲学。

  早在１８４２年夏季柏林成立所谓“自由人”小组时，马克思就已同青

年黑格尔派发生了严重的分歧。１８４２年１０月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辑，

当时参加报纸工作的还有一些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反对在报

上发表脱离实际生活和沉醉于抽象的哲学争论的“自由人”小组所撰写

的又空泛又浮夸的文章。马克思和“自由人”决裂后的两年当中，马克

思、恩格斯同青年黑格尔派之间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分歧达到了极其

深刻而又不可调和的程度。这不仅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从唯心主

义转变到了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到了共产主义，而且还说明

鲍威尔兄弟及其同道们当时已经蜕化。鲍威尔及其小集团在“文学总汇

报”上背弃了“１８４２年的激进主义”以及明显表现出这种激进主义的

“莱茵报”；他们堕落到陈腐的、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地步，鼓吹一种

“理论”：认为只有杰出的人物，即“精神”的、“纯粹的批判”的体现

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群众、人民似乎只是毫无生气的东西，是历史

发展的障碍。

  为了揭露这种有害的反动的思想，捍卫自己的新的唯物主义的和共

产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首次合写这一部著作。

  在恩格斯逗留巴黎的十天中，他们就已拟定了全书的大纲，分好了

章节，并合写了“序言”。该书书名最初是叫“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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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布鲁诺 鲍威尔及其伙伴”。恩格斯在离开巴黎之前就写完了他

所分担的几十章节。马克思负担了全书的绝大部分，直到１８４４年

１１月底他才写完，同时，为了写作分担的几个章节他利用了自己在１８４４

年春夏所写的一部分经济哲学手稿，以及对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历史研究的心得和其他许多笔记、摘要，于是大大超过了本书预定的

篇幅。在本书排印过程中，马克思在标题上又加了“神圣家族”这几个

字。本书的目录标明了哪些章节是马克思写的，哪些章节是恩格斯写的

（见本卷目录 — 页）。本卷开本小，篇幅已超过２０印张，因此，根据

德意志某些邦当时的规章，它没有遭到书报检查机关的预查。——第

３—４页。

２ “文学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Ｚｅｉｔｕｎｆ》）是青年黑格尔派布

鲍威尔主编的德文月刊，于１８４３年１２月—１８４４年１０月在沙洛顿堡发

行。——第７页。

３ 指卡 赖哈特在“文学总汇报”第１、２两期（１８４３年１２月和１８４４年１月）

上发表的文章“关于赤贫化的论文”。——第９页。

４ 《Ｍüｈｌｅｉｇｎｅｒ》（直译是“磨坊主”），德语里没有这个字，它是由英语

的ｍｉｌｌ－ｏｗｎｅｒ（工厂所有者、厂主）译过来的。恩格斯在这里嘲笑“文

学总汇报”的撰稿人茹 法赫尔在自己的文章里使用了他按英国字的形

式生造的字。——第１３页。

５ 恩格斯指的是茹 法赫尔在“文学总汇报”第７、８两期（１８４４年６月和７

月）上发表的“英国的迫切问题”一文。——第１３页。

６ 反谷物法同盟是曼彻斯特的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１８３８年创立的。旨

在限制甚至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所谓谷物法，是为英国大地主的利

益实行的。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

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曾

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

的、有着自己政治见解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

  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在谷物法问题上的斗争，由于１８４６年关于

废除谷物法的法案的通过而告结束。——第１５页。

２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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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在英国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立法限制的斗争早在１８世纪末和１９世纪３０

年代初就已经开始，这一斗争席卷了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由于土地贵

族的代表力求在反对工业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利用这一深得人心的口

号，他们在议会里维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从１８３３年起，在议会里拥护

这一法案的首要人物是“托利党人慈善家”艾释黎勋爵。——第１５页。

８ 这是布 鲍威尔的话，引自他的“自由的正义事业和我自己的事业”一

书，１８４２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ＤｉｅｇｕｔｅＳａｃｈｅｄｅｒ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ｕｎｄ

ｍｅｉｎｅｅｉｇｅｎｅＡｎｇｅｌｅｇｅｎｈｅｉｔ》．Ｚüｒｉｃｈｕ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ｔｈｕｒ，１８４２）。——第１８

页。

９ 这里指的是“瑙威尔克先生和哲学系”一文，这篇文章载于“文学总汇

报”第６期（１８４４年５月），署名《Ｊ．》，是荣格尼茨（Ｊｕｎｇｎｉｔｚ）这个姓

的第一个字母。——第１９页。

１０ 指免除布 鲍威尔的职务。因为他发表了批判圣经的著作，普鲁士政府

于１８４１年１０月暂时剥夺、而在１８４２年３月永久剥夺了他在波恩大学讲学

的权利。——第１９页。

１１ 恩格斯在这一节里分析并引用了埃 鲍威尔在“文学总汇报”第５期

（１８４４年４月）上发表的对弗洛拉 特莉斯坦的“工人联合会”（Ｆｌｏｒａ

Ｔｒｉｓｔａｎ．《Ｌ’Ｕｎｉｏｎｏｕｖｒｉèｒｅ》）一书（１８４３年巴黎版）的评论。——第

２１页。

１２ 乔 威 弗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Ｐｈａ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ｓＧｅｉｓｔｅｓ》）。该书第一版于１８０７年问世。马克思在写“神圣家族”时所

使用的版本是“黑格尔全集”第二版第２卷（Ｈｅｇｅｌ．Ｗｅｒｋｅ．２－ｔｅＡｕｆｌ．，

Ｂｄ．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１）。——第２４页。

１３ 摘自席勒的诗篇“来自异乡的少女”。——第２６页。

１４ 这里指的是比 约 蒲鲁东的著作“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

的原理的研究”（Ｐ．Ｊ．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Ｑｕ’ｅｓｔ－ｃｅ ｑｕｅ ｌａ 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

ｏｕ 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 ｓｕｒ ｌ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 ｄｕ ｄｒｏｉｔ ｅｔ ｄｕ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

３８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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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该书第一版于１８４０年在巴黎问世。马克思所引用的是１８４１年的

巴黎版本。

  “什么是财产？”一书是用矛盾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写成的，由

于它对私有制进行了尖锐的攻击，出版后曾经轰动一时。马克思在他

的“论蒲鲁东”一文中曾对该书做了全面的批判的评价，这篇文章是用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主编的书信的形式于１８６５

年发表的。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 的这一节中所批判的埃 鲍威尔的文章

“蒲鲁东”，刊载于“文学总汇报”第５期（１８４４年４月）上。——第２７

页。

１５ 马克思所指的是团结在巴黎“改良报”（《ＬａＲéｆｏｒｍｅ》）周围的一个政

治集团，参加这个集团的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和小资

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第２９页。

１６ “德法年签”（《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üｓ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是在巴黎出版的

德文刊物，主编是卡 马克思和阿 卢格。仅仅在１８４４年２月出版过一期

双刊号。其中刊载有卡 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导言”，以及弗 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

状况。评托马斯 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５６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４１９—４５１、４５２—４６７、５９６—６２５、６２６—６５５

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

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

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第３９页。

１７ “黑格尔全集”１８３３年柏林版第８卷第２５６页，“法哲学原理”第１９０节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ｅｒｋｅ．Ｂｄ． ，Ｓ．２５６，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３３．《Ｇｒｕｎｄ

－ｌｉｎｅｎ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Ｒｅｃｈｔｓ》， １９０）。这部著作的第一版于１８２１

年在柏林问世。——第４９页。

１８ Ｊ．Ｂ．Ｓａｙ．《Ｔｒａｉｔé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该书于１８０３年在巴黎出第

一版，马克思所引用的是该书的第三版（１８１７年）。——第５３页。

１９ 这段话出自沙 孔德的著作“论财产”１８３４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５２页上

４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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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ｉｔéｄｅｌａ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Ｔ．Ｉ．ｐ．５２，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４）；蒲鲁东在

“什么是财产？”一书（１８４１年版）第９３页上引用了这段话。——第５５页。

２０ Ａ．Ｓｍｉｔｈ．《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本书第一版于１７７６年在伦敦问

世。——第６１页。

２１ 这里指的是“文学总汇报”第７期（１８４４年６月）上所刊载的施里

加对法国作家欧仁 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的评论。这部小

说用感伤庸俗的笔调写成，书中充满了社会幻想，于１８４２—１８４３年在

巴黎出版后，不仅在法国国内大负盛名，而且在国外也享有声誉。——

第６７页。

２２ 莫里哀“醉心贵族的小市民”第二幕第四场（见１９５６年北京作家出版社

版第３１页。——译者注）。——第６８页。

２３ 指１８３０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所通过的立宪宪章（Ｃｈａｒｔ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ｎｅｌｌｅ），它是七月王朝的根本法。“宪章真理”是讽刺的话，隐指路

易 菲力浦在１８３０年７月３１日发表的宣言结束话：“今后宪章就是真

理。”——第７０页。

２４ 马克思用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第六场（“魔女之厨”）中的对句改

写的。——第７８页。

２５ 引自沙 傅立叶的“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Ｔｈéｏｒｉｅｄｅｌ’ｕｎｉｔéｕｎｉ－

ｖｅｒｓｅｌｌｅ》）一书第３卷第２篇第３章。该书初版于１８２２年问世，名为“论家

庭农业协会”（《Ｔｒａｉｔéｄｅ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ｄｏｍｅｓｔｉｑｕｅ－ａｇｒｉ－ｃｏｌｅ》）。——

第８３页。

２６ 阿 阿 蒙泰“法兰西各等级近五百年的历史”１８２８—１８４４年巴黎

版第１—１０卷（Ａ．Ａ．Ｍｏｎｔｅｉ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ｓ ｆｒａｎ ａｉｓ ｄ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 éｔａｔｓ ａｕｘ ｃｉｎｑ ｄｅｒｎｉｅｒｓ ｓｉèｃｌｅｓ》．Ｔ． —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２８—１８４４）。——第８９页。

２７ 莎士比亚“终成眷属”第一幕第三场。——第８９页。

５８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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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ＰｏｌｙｄｏｒｉＶｅｒｇｉｌｉｉｌｉｂｅｒｄｅｒｅｒｕｍｉｎｖｃｎｔｏｒｉｂｕｓ．Ｌｕｇｄｕｎｉ，１７０６．——第

９０页。

２９ 弗罗芒“自复辟时代以来，特别在弗朗舍和德拉沃年代的警察内幕”

１８２９年巴黎版第１—３卷（Ｆｒｏｍｅｎｔ． 《ＬａＰｏｌｉｃｅｄéｖｏｉｌéｅｄｅｐｕｉｓｌａ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ｔｉｏｎｅｔｎｏｔａｍｍｅｎｔｓｏｕｓＭ．Ｍ．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ｅｔＤｅ－ｌａｖａｕ》Ｔ．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９）。——第９４页。

３０ 乔 威 弗 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Ｇ．Ｗ ．Ｆ．Ｈｅｇｅｌ．《Ｅｎｃｙｃｌｏ

－ ｐａｄｉｃ  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ｎ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ｉｍ  

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全书第一版于１８１７年问世。马克思参考了１８３０年

的第三版。——第１００页。

３１ 此处和以后的引证都出自在 “文学总汇报” 第１期 （１８４３年１２

月）上发表的布 鲍威尔的文章“犹太人问题的最新论文”；这篇

文章是鲍威尔针对在报刊上对他的“犹太人问题”一书的批评所做的

回答。——第１００页。

３２ 布 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Ｂ．Ｂａｕｅｒ．《ＤｉｅＪｕｄｅｎｆｒａｇｅ》）是一本

增订本，其中补充了布 鲍威尔曾用同一题目发表在１８４２年１１

月的 “德国年鉴” 上几篇论文。该书于１８４２年在布朗施威克出

版。——第１００页。

３３ 这里指的是“巴黎革命”（《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ｄｅＰａｒｉｓ》）周报，该报于１７８９

年７月—１７９４年２月在巴黎发行。在１７９０年９月以前，革命政论家、民主主

义者埃利塞 路斯达洛任该报编辑。——第１０４页。

３４ 即路 费尔巴哈的“哲学改革的预拟提纲”，写于１８４２年１月，被书报检

查机关禁止在德国出版，于１８４３年，发表在瑞士出版的“德国现代哲学

和政论界轶文集”（《Ａｎｅｋｄｏｔａｚｕｒｎｅｕｅｓｔ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ｕ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ｉｓｔｉｋ》）第２卷。在这两卷集里也编入了卡 马克思、布 鲍威

尔、弗 科本、阿 卢格等人的论文。——第１０５页。

３５ 空论派 是复辟时期（１８１５—１８３０）法国资产阶级政客集团；空论派是

立宪君主主义者、民主和革命运动的凶恶敌人，所以他们极欲在法国建

６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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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同盟；空论派最有名的人物是历史学家

弗 基佐和哲学家保 鲁瓦埃－科拉尔。后者的观点在哲学方面是对１８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思想的反动——第１０８

页。

３６ 马克思指的是布 鲍威尔在“文学总汇报”（１８４３年１２月）第１期发表的

文章“犹太人问题的最新论文”。——第１１０页。

３７ “黑格尔全集”１８３３年柏林版第８卷第１２页，“法哲学原理”序言（Ｇ．

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ｅｒｋｅ．Ｂｄ． ，Ｓ．１２，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３３．《Ｇｒｕｎｄ－ｌｉｎｉｅｎ

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Ｒｅｃｈｔｓ》，Ｖｏｒｒｅｄｅ）。——第１１１页。

３８ 这里指的是卡 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５６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４１９—４５１页。——第１１１页。

３９ 这里指的是布 鲍威尔对黑格尔右派分子辛利克斯的讲义第１卷的评

论。这份讲义用“政治讲义两卷集”（《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Ｂｄ． —

）的名称于１８４３年在哈雷出版。鲍威尔的这篇评论载于“文学总汇

报”第１期（１８４３年１２月）。下面的一篇即“辛利克斯，第二号”，指的是

布 鲍威尔在“文学总汇报”第５期（１８４４年４月）上对该讲义第２卷的评

论。——第１１５页。

４０ 布 鲍威尔的“国家、宗教和政党”（《Ｓｔａａｔ，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ｕｎｄＰａｒｔｈｅｉ》．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３）一书是匿名出版的。——第１１５页。

４１ 路 费尔巴哈“未来哲学的基本原理”１８４３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Ｌ．

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Ｇｒｕｎｄｓａｔｚｅ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ｒＺｕｋｕｎｆｔ》．Ｚüｒｉｃｈｕ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ｔｈｕｒ，１８４３）。——第１１７页。

４２ 这一段及以下的引文都出自布 鲍威尔为反驳他的“犹太人问题”一书

的批评者而写的第二篇文章。鲍威尔的这第二篇文章和第一篇的标题

一样，即“犹太人问题的最新论文”，发表在“文学总汇报”第４期（１８４４

年３月）。——第１２０页。

４３ 这是布 鲍威尔在“文学总汇报”第８期（１８４４年７月）上发表的一篇文

７８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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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标题。马克思在“绝对批判的第三次征讨”这一节中所引用的“文

学总汇报”上的全部引文几乎都是摘自这篇文章。——第１２７页。

４４ “德国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文艺哲学杂

志“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ｆü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Ｋｕｎｓｔ》）的简称。该杂志自１８４１年７月由阿 卢格主编，在莱比锡出

版。１８３８—１８４１年该杂志曾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Ｈａｌｌｉｓｃｈｅ

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ｆü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Ｋｕｎｓｔ》）的名称出版。由于

“哈雷年鉴”（《Ｈａｌｌ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在普鲁士受到禁止刊行的威胁，

编辑部从普鲁士的哈雷城迁移到萨克森，并更改了杂志的名称。但是，

用了新的名称，杂志也没有出版多久。１８４３年１月萨克森政府查封了“德

国年鉴”，同时联邦议会决定禁止它在全德境内出版。——第１２８页。

４５“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

ｄｅｌ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自１８４２年１月１日—１８４３年３月３１日在科伦出版。该报

系莱茵资产阶级代表创立，对普鲁士专制政体抱有对立情绪。该报曾吸

收几个青年黑格尔派撰稿。１８４２年４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

年１０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

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

当局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第１２８

页。

４６ Ｂ．Ｂａｕｅｒ．《Ｄａｓｅｎｔｄｅｃｋｔｅ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ｔｈｕｍ》．Ｚüｒｉｃｈｕ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ｔｈｕｒ，

１８４３．——第１２９页。

４７ 布 鲍威尔“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１８４１年莱比锡版第１—２卷；

１８４２年布朗施威克版第３卷（Ｂ．Ｂａｕｅｒ．《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ｓｃｈｅｎ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Ｓｙｎｏｐｔｉｋｅｒ》，Ｂｄ．１—２，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１；Ｂｄ．３，Ｂｒａｕｎ

ｓｃｈｗｅｉｇ，１８４２）。在宗教史的著述中，把前三篇福音（即马太、马可、路

加三福音，因它们的内容类似，故统称复类福音。——译者注）的编者

称为复类福音作者。——第１３４页。

４８ 指卡 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５６年

８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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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４１９—４５１页。——第１３６页。

４９ 指收集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张”（《ＥｉｎｕｎｄｚｗａｎｚｉｇＢｏｇｅｎａｕｓｄｅｒ

Ｓｃｈｗｅｉｚ》）这本文集里的布 鲍威尔的“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

的能力”一文。这本文集是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诗人格 海尔维格

于１８４３年在苏黎世和温特图尔出版的。——第１３７页。

５０ “普鲁士福音教和科学”１８４０年莱比锡版（《Ｄｉｅ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ｓｃｈｅＬａｎ－

ｄｅｓｋｉｒｃｈｅＰｒｅｕｓｓｅｎｓｕｎｄｄｉ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０）。布 鲍威尔

的这本书是匿名出版的。——第１４４页。

５１ Ｇｅｒｃｌｅｓｏｃｉａｌ（社会小组）是民主知识分子的代表所建立的组织，于１８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初年代在巴黎进行活动。Ｇｅｒｃｌｅｓｏｃｉａｌ

在共产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社会小组的思

想家克 福适主张平均分配土地，限制过多的财产，并主张对凡有劳动

能力的公民都给予工作。克 福适对法国革命文献中所宣布的形式上的

平等所作的批判，促使“疯人派”的领导者雅克 卢对这一问题发表了

大胆得多的言论。——第１５２页。

５２ 比 让 若 卡巴尼斯“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关系”（Ｐ．Ｊ．Ｇ．Ｃａｂａｎｉｓ．

《Ｒａｐｐｏｒｔｓｄｕｐｈｙｓｉｑｕｅｅｔｄｕｍｏｒａｌｄｅｌ’ｈｏｍｍｅ》）。第一版于１８０２

年在巴黎出版。这部著作的很大一部分曾于１７９８—１７９９年间在法国

科学院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第１６０页。

５３ 扬逊派（由荷兰神学家扬逊的名字而来）是１７世纪和１８世纪初法国天主

教徒中的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反映了一部分法国资产阶级对正统

天主教的封建思想的不满情结。——第１６１页。

５４ 约 洛克“关于人类理性的经险”（Ｊ．Ｌｏｃｋｅ．《ＡｎＥｓｓａｙ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第一版于１６９０年在伦敦出版。——第１６２页。

５５ “关于人类知识的起源的经险”（《Ｅｓｓａｉｓｕｒｌ’ｏｒｉｇｉｎｅｄｅｓｃｏｎｎａｉｓ－

ｓａｎｃｅｓｈｕｍａｉｎｅｓ》）。孔狄亚克这本书的第一版是１７４６年在阿姆斯特丹

匿名出版的。——第１６５页。

９８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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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爱尔维修“论人及其智力和教育”（Ｈｅｌｖéｔｉｕｓ．《Ｄｅｌ’ｈｏｍｍｅ，ｄｅｓｅｓ

ｆａｃｕｌｔé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ｅｌｌｅｓｅｔｄｅｓｏｎé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作者逝世以后，这部著作

在俄国驻荷兰大使德 阿 哥利岑的协助下第一次于１７７３年在海牙出

版。——第１６５页。

５７ “人是机器”１７４８年来顿版（《Ｌ’ｈｏｍｍｅ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ｙｄｅｎ，１７４８）。

拉美特利匿名在来顿出版的这本书曾被焚毁，而作者本人则被驱逐出

荷兰。他是在１７４５年从法国亡命到荷兰的。——第１６６页。

５８ 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或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规律”（《Ｓｙｓｔèｍｅｄｅ

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ｏｕＤｅｓＬｏｉｓｄｕＭｏｎｄｅＰｈｙｓｉｑｕｅｅｔｄｕＭｏｎｄｅＭｏｒａｌ》）一书

的第一版于１７７０年出版；为了免于暴露，作者的名字用了１７６０年逝世的

法国科学院秘书日 勃 米拉波的名字。——第１６６页。

５９ 让 巴 罗比耐“自然论”（Ｊ．Ｂ．Ｒｏｂｉｎｅｔ．《ＤｅｌａＮａｔｕｒｅ》）。第一版

（四卷集）于１７６３—１７６６年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第１６６页。

６０ 乔 威 弗 黑格尔“哲学史讲义”（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üｂｅｒ

ｄｉ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ｉｅ》）；这部著作第一次发表于“黑格尔全

集”第一版中 （Ｈｅｇｅｌ．Ｗｅｒｋｅ．Ｂｄ． —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３３—

１８３６）。——第１６８页。

６１ 关于“哈雷年鉴”杂志，见本卷注４４。——第１６８页。

６２ 爱尔维修“精神论”１８２２年巴黎版第１—２卷（Ｈｅｌｖéｔｉｕｓ．《Ｄｅｌ’

Ｅｓ－ｐｒｉｔ》．Ｔ．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２）。爱尔维修这本书的第一版

是在１７５８年在巴黎匿名出版的，后来在１７５９年被刽子手所焚毁。——

第１６９页。

６３ 指霍尔巴赫的著作“社会体系，或道德和政治的自然原则”１８２２年巴黎

版第１—２卷（《Ｓｙｓｔèｍｅｓｏｃｉａｌ，ｏｕ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ｎａｔｕｒｅｌｓｄｅｌａｍｏｒａｌｅｅｔｄｅ

ｌａ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２）。霍尔巴赫这部三卷集著作的第

一版是在１７７３年匿名出版的。——第１６９页。

６４ “惩罚和奖赏的理论”。耶利米 边沁先生的手稿摘要。１８２５—１８２６年巴

０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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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第三版第１—２卷（《Ｔｈéｏｒｉｅ ｄｅｓ ｐｅｉｎｅｓ ｅｔ ｄｅｓ ｒéｃｏｍ－

ｐｅｎｓｅｓ》．Ｏｕｖｒａｇｅ ｅｘｔｒａｉｔ ｄｅｓ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ｔｓ ｄｅ Ｍ．Ｊéｒéｍｉｅ Ｂｅｎ

ｔｈａｍ．Ｔ． — ，３－ｍｅ éｄ．，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５—１８２６）。第一版于１８１１年

出版。——第１７０页。

６５ “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的一家反动的日报，１７９８

年创刊，１８１０—１８８２年在奥格斯堡出版。——第１７０页。

６６ 罗 施泰因“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１８４２年莱比锡版（Ｌ．

Ｓｔｅｉｎ．《Ｄｅｒ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ｕ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ｕｓｄｅｓｈｅｕｔｉｇｅｎ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ｓ》．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２）。后来查明，本书的作者是普鲁士政府的暗探。——第１７１

页。

６７ 指“逻辑学”（《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ｒＬｏｇｉｋ》）。马克思所引用的是“黑格尔

全集”第二版（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ｅｒｋｅ．２－ｔｅＡｕｆｌ．，Ｂｄ．Ｖ．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４１）。黑格尔的这部著作最初是以三卷集的形式于１８１２—１８１６年出版

的。——第１７６页。

６８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第１８０页。

６９“思辨神学杂志”（《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ｓｐｅｋｕｌａ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ｅ》），１８３６—１８３８

年间在柏林出版，编辑是当时属于黑格尔右派集团的布 鲍威尔。——

第１８２页。

７０ 引自法国作家让 弗 马蒙台尔的独幕喜剧“吕锡尔”第四场。——第１８３

页。

７１ 埃 鲍威尔的小说“坚定不移的原则万岁！”收在１８４３年在柏林出版的阿

魏尔和埃 鲍威尔的“柏林小说集”（Ａ．ＷｅｉｌｌｕｎｄＥ．Ｂａｕｅｒ．《Ｂｅｒｌｉｎｅｒ

Ｎｏｖｅｌｌ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３）。——第１８７页。

７２ “柏林学社”（《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Ｃｏｕｌｅｕｒ》）是“文学总汇报”的记者对一些不

属于布 鲍威尔集团并在若干枝节问题上批评“文学总汇报”的柏林青

年黑格尔派的称呼；其中有麦克斯 施蒂纳。——第１８９页。

７３ 马克思指的是布 鲍威尔著的文章“神学意识的痛苦和快乐”，此文发表

１９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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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第２卷。——第１９３页。

７４ “和平民主日报”（《Ｌａ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ｐａｃｉｆｉｑｕｅ》）是傅立叶派主办的日

报；１８４３—１８５１年间于巴黎出版，该报主编是维 孔西得朗。——第１９４

页。

７５ 引自海涅的“北海集”（诗集第二集，“问海”）。——第２００页。

７６ 引自德国民歌“修女”。——第２０５页。

７７ 引自德国民间滑稽故事“七个施瓦比亚人”。——第２０８页。

７８ 引自歌德所著的“温和的讽刺诗”。——第２２４页。

７９ “辩论日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Ｄéｂａｔｓ》）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政治和文

学辩论日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Ｄéｂａ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ｅｔ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ｓ》）的简称，

１７８９年于巴黎创刊。在七月王朝时期是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

的机关报。——第２４２页。

８０ “世纪报”（《ＬｅＳｉèｃｌｅ》）是１８３６至１９３９年在巴黎出版的一种日报。在

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中，该报反映了那一部分只要求温和的宪法改良的小资

产阶级的观点。——第２４２页。

８１ 指的是报纸“小广告”（《Ｐｅｔｉｔｅｓａｆｆｉｃｈｅｓ》），这是法国最老的一种期刊，

１６１２年创办于巴黎；它是一种刊载各种广告和通知的新闻小报。——第

２４２页。

８２ “撒但”（《Ｓａｔａｎ》）是资产阶级的小型讽刺报，１８４０—１８４４年在巴黎

发行。——第２４３页。

８３ 这里马克思引用的是沙 傅立叶的下述几部著作：“关于四种运

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Ｔｈéｏｒｉｅｄｅｓｑｕａｔｒｅ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ｓｅｔｄｅｓ

ｄｅｓ－ｔｉｎéｅｓｇéｎéｒａｌｅｓ》—— 第一版于１８０８年问世），“经济的和公

有的新世界”（《Ｌｅｎｏｕｖｅａｕｍｏｎ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ｅｔｓｏｃｉéｔａｉｒｅ》—— 第

一版于１８２９年问世），以及 “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 （见本卷注

２５）。——第２５０页。

２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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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Ｃｈａｐｔａｌ．《Ｄｅ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ｆｒａｎ ｏｉｓｅ》．Ｔ．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９．——

第２５５页。

８５ 福尔土纳特是德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他有一个神奇的用之不竭的钱

袋和一顶魔帽。——第２５５页。

８６ 引自沙 傅立叶的著作“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第二部的

跋。——第２５５页。

８７ 这里指的是那些丧失了自己权力的德国小公爵，在拿破仑战争和维也

纳会议期间（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由于重新划分德国的政治地图，他们的领

地被并入较大的德意志各邦的领土之内。——第２５８页。

８８ “青年英国”是属于托利党的一些英国政治家和文学家的集团，组成于

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初。“青年英国”社的活动家们流露了土地贵族对资产阶

级经济和政治实力的增强的不满情绪，并采取了蛊惑性的手法，企图把

工人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利用他们来反对资产阶级。在“共产党

宣言”中，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把他们的观点确定为“封建的社会主

义”。——第２６０页。

８９ 马克思加了讽刺性的插话的这段引文，是引自希采尔的苏黎世的通讯，

此通讯登载在“文学总汇报”第５期上（１８４４年４月）。——第２６７页。

９０ 引自法国的席间小调。——第２６８页。

９１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是弗 恩格斯１８４４年９月—１８４５年３月在巴

门写成的。恩格斯在英国居住期间 （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８４４年８月）

研究了英国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他本来打算在他计划写的英国

社会史中分出一章来说明这个问题，但是恩格斯为了要说明无产阶级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特殊作用，便决定专门写一本书来研究英国工人

阶级状况。

  本书的德文第一版在１８４５年在莱比锡出版，德文第二版在１８９２年出

版。那时经作者同意的本书英译本已出过两版（１８８７年纽约版和１８９２年

伦敦版）。恩格斯在准备出本书的新版时，并没有做任何重大的修改。但

是在１８８７年“美国版附录”（这篇附录的内容后来几乎完全包括在１８９２

３９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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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英文版和德文版的序言中）中，恩格斯认为必须告诉读者：不应当

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当做一本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

这样写道：“……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

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大力强调：共

产主义不纯粹是工人阶级的党的学说，而且是一种理论，其最终目的就

是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窄的范围中解放出

来。这个论断在抽象的意义下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无益的，甚

至多半是有害的。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

且以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那末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

和进行社会革命。”接着，恩格斯就解释，为什么他在１８４５年所做的

“英国将在最近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没有证实。他认为，１８４８年以后宪

章运动的低潮和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暂时胜利是与英国工业垄

断世界市场有直接联系的，并且他确信，一旦英国丧失了垄断地位，

“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第２６９页。

９２ “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这一篇文章是恩格斯用英文写的，他本打算以

单行本出版并分发给英国各政党的某些领袖、著作家和议会议员们。

１８４５年和１８９２年德文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转载了这篇文章，１８８７

年的美国版和１８９２年的英国版并没有把这篇文章收在里面。——第２７３

页。

９３ 指１８４４年６月４—６日西里西亚织工的起义（这是德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

级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搏斗）及１８４４年夏天发生的包括布拉格近

郊织工在内的捷克工人的骚动。——第２８０页。

９４ “德勒穆纪事报”（《Ｄｕｒｈａｍ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周刊，从１８２０年起在英

格兰的德勒穆出版。该报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的时候倾向于资产阶级自由

派。——第２９３页。

９５ 这里指１８３２年６月英国议会所进行的选举法的改革。这次改革是反对土

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并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打开了进入

议会的方便之门。在争取改革的斗争中成为主要力量的无产阶级和小

资产阶级被自由资产阶级所欺骗，没有获得选举权。——第２９７页。

４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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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 指１８４４年的议会会议。并见本卷第４６０—４６２、５７１和５８１页。——第２９７

页。

９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５６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５９６—６２５页。——

第３００页。

９８ 恩格斯引自奥尔斯顿牧师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起初载于资产阶级激

进派的机关报“第周快讯”，尼来又转载于１８４４年５月４日的宪章派报纸

“北极星报”第３３８号。——第３０９页。

９９ “泰晤士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是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的报纸，１７８５年

创办于伦敦。——第３１２页。

１００哈得兹菲尔德居民于１８４４年７月１９日选出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本城的

卫生状况。恩格斯在这里引证了该委员会的报告。这篇报告载于１８４４年

８月１０日“北极星报”第３５２号。——第３２２页。

１０１克萨尔－摩尔 是曼彻斯特附近的一座小山，工人们常在那里举

行集会。恩格斯把它比为古罗马的圣山，也就称它为“圣山”。根

据传说，公元前４９４年，古罗马的平民曾起义反抗贵族，后来退往圣

山。——第３２６页。

１０２ “曼彻斯特卫报”（《Ｔｈｅ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Ｇｕａｒｄｉａｎ》）是英国资产阶级报

纸，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后来成为自由党的机关报。该报从１８２１年起

在曼彻斯特出版。——第３５２页。

１０３恩格斯引自威 岑卜尼斯牧师关于伦敦码头工人状况的报道。这篇报道

起初载于“每周快讯”，后来又转载于１８４４年５月４日“北极星报”第３３８

号。——第３７１页。

１０４ 考温所写的“从格拉斯哥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统计看居民的卫生状

况”，这篇文章载于１８４０年１０月号“伦敦统计学会会刊”。——第３９１页。

１０５首都建筑法案（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Ａｃｔ）于１８４４年在英国议会通

过。——第３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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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１８０２年的学徒法把儿童学徒的工作时间限制在十二小时以内，并禁止

让他们做夜工。此项法律只是在棉纺织业和毛纺织业中实行，并且没有

规定工厂视察制来加以监督，而事实上厂主们也不遵守它。——第４３６

页。

１０７１８１９年的法律禁止棉纺织工厂雇用九岁以下的儿童，禁止儿童和十六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做夜工，并规定他们的工作时间每天不超过十二小

时，其中不包括吃饭时间，由于这段时间厂主可以任意加以安排，因此

实际上工人每日工作时间达十四小时或十四小时以上。

  １８２５年的法律规定每天吃饭时间总共不得超过一小时半，以便每个

工作日的总时间不致超过十三小时半。正像１８１９年的法律一样，１８２５年

的法律没有规定工厂视察制来加以监督，而厂主们也不遵守它。——第

４５６页。

１０８ “弗利特寄语”（《ＴｈｅＦｌｅｅｔｐａｐｅｒｓ》）是１８４１—１８４４年间奥斯特勒在

弗利特债务监狱中用书信集的形式出版的周刊。——第４６０页。

１０９“北极星报”（《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ｔａｒ》）是英国的一种周报，宪章派的中

央机关报；１８３７年创刊，１８５２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从１８４４年１１月

起在伦敦出版。该报的创办人和主编为菲 奥康瑙尔，４０年代乔 哈尼也

曾任该报主编。１８４５年９月至１８４８年３月间弗 恩格斯曾为该报撰

稿。——第４６８页。

１１０爱 米德的“蒸气王”（《ＴｈｅＳｔｅａｍ－Ｋｉｎｇ》）一诗是由弗 恩格斯译成

德文的。该诗原文登载于１８４３年２月１１日“北极星报”第２７４号上，比德

译文多两节。该诗的俄译者为萨 马尔夏克。——第４７２页。

１１１ “两大陆评论”（《ＲｅｖｕｅｄｅｓｄｅｕｘＭｏｎｄｅｓ》）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政论

性的双周刊，１８２９年起在巴黎出版。——第４８５页。

１１２据传说，罗马贵族梅涅尼 阿格利巴向公元前４９４年起义的平民

讲了一则人体各部反抗胃部的寓言，因而把他们说得服服贴

贴。—— 第５１１页。

１１３指设菲尔德、布莱得弗德及其他城市中由奸细所挑起的宪章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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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的冲突。这些冲突使这一运动的许多领袖和参加者被

捕。—— 第５１９页。

１１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是一种夜校，工人们在那里可以学到一些普

通科目和技术科目的知识；在英国，这种学校最初在格拉斯哥（１８２３

年）和伦敦（１８２４年）出现。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初，这种学校有二百多个，大

都在郎卡郡和约克郡的工厂城市中。资产阶级利用这些学校来训练工

业所必需的熟练工人，并使这些工人受他们支配。——第５２７页。

１１５ 戴 弗 施特劳斯“耶稣传”１８３５—１８３６年杜宾根版第１—２卷（Ｄ．Ｆ．

Ｓｔｒａｕβ．《ＤａｓＬｅｂｅｎＪｅｓｕ》．Ｂｄ．１—２，Ｔüｂｉｎｇｅｎ，１８３５—１８３６）。关于

蒲鲁东的著作见本卷注１４。——第５２８页。

１１６ “矿业杂志”（《ＴｈｅＭｉｎ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是１８３５年起在伦敦出版的经济

技术周刊。——第５３８页。

１１７禁止在地下劳动中雇用妇女和十岁以下儿童的法案，１８４２年８月１０日在

议会通过。——第５４０页。

１１８皇家法庭是英国最古老的法庭之一，在１９世纪（１８７３年以前）是一个审

理刑事和民事案件的独立的高等法庭，它有权重新审理下级法院的判

决。——第５４３页。

１１９ＷｒｉｔｏｆＨａｂｅａｓＣｏｒｐｕｓ（人身保护状）是英国的审判实践中通用的一

种文件的名称，它责成相当的审级根据当事人的要求将被捕者提交法

庭，以便审查逮捕是否合法。根据对逮捕原因的审查，法庭或释放被捕

者，或将其押回监狱，或取保释放。１６７９年法案所规定的这个程序不适

用于叛国罪而经议会议决后也可以停止其效力。——第５４３页。

１２０英爱合并 是英国政府镇压１７９８年爱尔兰起义后强迫爱尔兰接受的。合

并自１８０１年１月１日起生效，它把爱尔兰的最后一点自治权也给剥夺了，

并解散了爱尔兰的议会。从１９世纪２０年代起，取消合并（ＲｅｐｅａｌｏｆＵ

ｎｉｏｎ）的要求成为爱尔兰最得人心的口号；在１８４０年成立了“合并取消

派协会”。——第５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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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５６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６２６—６５５页。——

第５６４页。

１２２ 《Ｌａｉｓｓｅｚｆａｉｒｅ，ｌａｉｓｓｅｚａｌｌｅｒ》—— “听之任之”是资产阶级自由贸易

派经济学家的信条，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主张国家不干涉经济范围内的

任何事务。——第５６６页。

１２３“巴尔米开特的餐桌（或宴会）”这一成语引自神话“一千零一夜”，在

这个宴会上给饥饿者端来的是一个个的空菜盘。——第５８３页。

１２４指“新道德世界”（《ＴｈｅＮｅｗＭｏｒａｌＷｏｒｌ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

的周报，１８３４年由罗 欧文创办，一直出版到１８４６年；最初在里子出版，

从１８４１年１０月起改在伦敦出版；１８４３年１１月至１８４５年５月弗 恩格斯曾

为该报撰稿。——第５８８页。

１２５指卡 马克思和阿 卢格所办的“德法年鉴”——见本卷注１６。——第５８８

页。

１２６ “特利尔日报”（《Ｔｒｉｅｒ’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１７５７年在特利尔创刊，１８５１

年起以这个名称出版；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初起成为激进的资产阶级报纸；

到４０年代中叶开始刊载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其中包括它的固定撰稿人

卡 格律恩的文章。格律恩很快就成了“真正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之

一。——第５８９页。

１２７“发言人报，或莱茵－威斯特伐里亚通报”（《Ｓｐｒｅｃｈｅｒｏｄｅｒ：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

－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ｓｃｈｅｒＡｎｚｅｉｇｅｒ》），１７９８年在多特蒙德创刊，１９世纪４０年代

在威塞尔出版；从１８４２—１８４４年１１月卡 格律恩参加了该报的编辑工

作。——第５８９页。

１２８指德国的报纸“前进报”（《Ｖｏｒｗａｒｔｓ！》）；该报于１８４４年１月至１２月在

巴黎出版，每周出两次。马克思从１８４４年夏天起密切地参与该报的编辑

工作，该报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该报对普鲁士反动制

度展开了尖锐的批评。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都曾在该报发表过

文章 （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５６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

４６８—４８９、６５６—７０５页）。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基佐内阁于１８４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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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下令把马克思及该报其他一些工作人员驱逐出法国；“前进报”因而

停刊。——第５８９页。

１２９指１８４４年１１月９日“科伦日报”第３１４号副页上所刊载的一篇未署名的文

章“‘社会主义的’魔影”。——第５９０页。

１３０ “和谐”（《Ｈａｒｍｏｎｙ》）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 欧文的信

徒们——于１８４１年在英国汉普郡所创办的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名称。该

移民区一直存在到１８４６年初。——第５９１页。

１３１译文是恩格斯根据海涅原诗的较早的稿子翻译的，它和首次发表在

１８４４年７月１０日“前进报”第５５号上的原文不同，这篇译文的第一小节

中多一个第三行。——第５９１页。

１３２指１８４５年的“德国公民手册”（《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Ｂüｒｇｅｒｂｕｃｈ》）年鉴，该年

鉴是海 皮特曼于１８４４年１２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年鉴除载有大量的

“真正社会主义者”的文章外，还有威 沃尔弗、诗人格 维尔特这类革

命民主运动活动家的著作，同时还有关于美洲共产主义移民区和欧文

主义者在英国的“和谐”移民区的报道。这些报道是弗 恩格斯编辑的，

取材于“新道德世界”、“北极星报”和“晨报”，并译成了德文。１８４６年

夏天在曼海姆出版的１８４６年“德国公民手册”年鉴中载有弗 恩格斯的

一篇译文“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并附有他所写的前言和结束语（见

本卷第６５４—６６１页）。——第５９４页。

１３３指“莱茵社会改革年鉴”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ｚｕｒｇｅｓｅｌｌ－

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ｆｏｒｍ》）杂志，这个杂志是激进政论家海 皮特曼办的；共

出版过两卷，第１卷于１８４５年８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第２卷于１８４６年年

底在德国和瑞士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别列坞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

要取得在德国宣传共产主义观点的阵地，就必须利用杂志。在该杂志第

１卷中载有弗 恩格斯于１８４５年２月８日和１５日在爱北斐特的集会上所发

表的演说全文（“在爱北斐特的演说”），在第２卷中载有他的“在伦敦

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一文（见本卷第６０２—６２６页和６６２—６７６页）。

但是年鉴的总的方向已为“真正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所左右，因此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德意志思想体系”（１８４５—１８４６）中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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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进行了尖锐的抨击。——第５９４页。

１３４指“社会明镜”（《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ｓｐｉｅｇｅｌ》）月刊。恩格斯在最初一个时候

曾参与了该杂志的组织工作，但是并没有参加编辑工作；杂志由莫 赫

斯任编辑，在爱北斐特出版，刊载了一些“真正社会主义者”的文章。

在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间总共出版了１２期。——第５９４页。

１３５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卡 马克思曾经打算要写的一本著作“政治和政治

经济学批判”；１８４５年２月１日，马克思和出版商列斯凯签订了该书两卷

本的出版合同。马克思从１８４３年年底起开始钻研政治经济学，在１８４４年

春天已经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就是要在报刊上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

义的立场来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他当时所写的手稿只保存下

来一部分，即所谓“１８４４年的经济哲学手稿”。由于要写“神圣家族”，马

克思暂时推迟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直到１８４４年１２月才又回来从事这

一工作。马克思在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研究英法经济学家时所做的大量的大

纲、摘要和札记现在还保存着。可是就是这一次马克思也没有实现他的

计划。关于促使马克思再度延期实现他的计划的原因，他自己在１８４６年

８月１日给列斯凯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我正面地阐

述问题之前写一本论战性的著作来反对德国的哲学和从那时起就存在

着的德国的社会主义。要使群众接受那种和德国过去的科学刚好相反

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样做是必要的。”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论战

性的著作”就是指他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思想体系” （１８４５—

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２月出版商取消了“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出版

合同。——第５９４页。

１３６ 威 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１８４２年斐维版（Ｗ．Ｗｅｉｔｌｉｎｇ．

《ＧａｒａｎｔｉｅｎｄｅｒＨａｒｍｏｎｉｅｕｎｄ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Ｖｉｖｉｓ，１８４２）。——第５９４页。

１３７指刊载在“德法年鉴”上的卡 马克思写的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

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５６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４５２—４６７

页。——第５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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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５６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５７５—５９３、５９４—

５９５页。——第５９７页。

１３９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Ｄａｓ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ｓｃｈｅＤａｍｐｆｂｏｏｔ》）是“真

正社会主义者” 奥 吕宁创办的月刊。１８４５年１月—１８４６年１２月

在比雷菲尔德出版，１８４７年１月—１８４８年３月在帕德波恩出版。——

第５９９页。

１４０指“人民总汇报。当代重大问题每月通俗评论”（《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ｓＶｏｌｋｓ

ｂｌａｔｔ．ＰｏｐｕｌａｒｅｒＭｏｎａｔｓｂｅｒｉｃｈｔüｂｅｒｄｉｅｗｉｃｈｔｉｇｓｔｅｎＺｅｉｔｆｒａｇｅｎ》），１８４５

年１月—１８４６年初在民主主义活动家德斯特尔的参与下在科伦出版。德

斯特尔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联系。——第５９９页。

１４１指的是“新轶文集”（《ＮｅｕｅＡｎｅｋｄｏｔａ》）；这个集子是１８４５年５月底在

达姆斯塔德出版的。集子中载有莫 赫斯、卡 格律恩、奥 吕宁等人给报

纸撰写但是被书报检查机关所禁止的文章，大半均写于１８４４年上半年。

从格律恩致赫斯的信中可以看出，集子出版后不久，马克思和恩格斯就

针对它的内容发表了许多尖锐的批评性的意见。——第６００页。

１４２Ａ．Ｂｅｃｋｅｒ．《Ｗａｓｗｏｌｌｅｎｄｉｅ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ｎ？》．１８４４年在洛桑出版的一

个小册子。——第６０１页。

１４３指卡 马克思发表在１８４３年１月的“莱茵报”上的一篇文章“摩塞尔记者

的辩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５９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２１０—

２４３页）。——第６１７页。

１４４德国经济学家弗 李斯特在其１８４１年于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版的“政治

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Ｄａ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ｕｎｄＴｈüｂｉｎｇｅｎ，１８４１）一书中阐述了他的保护

关税的观点。——第６１９页。

１４５１８４２年，英国殖民者对中国发动的所谓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被迫

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该条约中有一条规定中国开放广州、上海、

厦门、宁波和福州五个港口同英国通商。——第６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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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６莱比锡大屠杀是指萨克森军队枪杀１８４５年８月１２日在莱比锡举行游行

示威的群众这件事。游行示威是为了反对萨克森政府镇压“德国天主教

徒”的运动和迫害其领袖之一的约 隆格牧师；它的导火线是为迎接亲

王约翰而举行的阅兵典礼。１８４４年德国许多邦里都发生了“德国天主教

徒”的运动，这一运动席卷了大部分中小资产者。“德国天主教徒”推

翻了罗马教皇的权力和天主教的许多教条与仪式后，便竭力使天主教

适应于上升的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第６２７页。

１４７１８１９年８月１６日，为争取选举改革在曼彻斯特近郊圣彼得广场举行

群众大会的手无寸铁的群众遭到英国军队的血腥屠杀。由于这

一事件和滑铁卢战役相类似，所以现在的人都把它叫做彼得卢

事件。——第６２７页。

１４８１６８８年的政变在英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书上称为“光荣革命”。这次

政变后，英国确立了以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

的君主立宪政体。—— 第６２９页。

１４９１７９１年资产阶级的制宪会议通过了宪法，确立了法国的君主立宪政体，

这个宪法被１７９２年８月１０日的人民起义所废除，结果君权被推翻

了。——第６３５页。

１５０弗 恩格斯写“德国状况”这一系列文章的目的，是反对用反动的民族

主义观点来叙述德国的历史，特别是叙述１８１３—１８１５年对拿破仑法国

的战争的历史。恩格斯批判了民族主义的观点，同时也对这个战争作了

片面的估价。在这次战争中，人民群众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掠夺政策的民

族解放斗争，被统治阶级和当权的王朝利用来恢复欧洲的封建秩序。后

来，弗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１８８８年）中重新评

价这个历史时期时写道：“各民族反对拿破仑的全民战争，是遭拿破仑

蹂躏的各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反映。”——第６３７页。

１５１使德国继续保持分裂的联邦条例于１８１５年６月８日在维也纳会议上通

过。这个文件的第十三条对加入德意志联邦的各邦许下了制订宪法的

诺言，但诺言未曾实现。——第６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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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指１８２０年１月在西班牙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１８２０年７月在那不勒斯和

巴勒摩、１８２０年８月在葡萄牙以及１８２１年３月在皮蒙特等地的革命发动。

由于神圣同盟派遣法国军队入西班牙，奥地利军队入意大利进行干涉，

革命运动被镇压下去了。——第６５０页。

１５３法国烧炭党人的密谋组织成立于１８２０年底—１８２１年初，它是仿意大利

的同一名称的组织建立的。法国烧炭党人把各种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

团结在自己的队伍里，目的是要推翻波旁王朝。１８２２年他们密谋在许多

城市（伯尔福、罗舍尔等城市）的卫戍部队中同时举行起义。在密谋失

败和某些领袖惨遭杀戮后，烧炭党人的组织实际上停止了活动。——第

６５０页。

１５４指１８１６—１８１９年英国群众性的民主运动的高涨；运动是在为改革选举

法而斗争的口号下进行的。——第６５０页。

１５５指１８３０年法国资产阶级的七月革命。——第６５１页。

１５６按照英国１８３２年的选举法，在城市里，每年租金不少于１０英镑的房东和

承租人获得了选举权。——第６５１页。

１５７载于德意志各邦维也纳代表会议的最后（１８３４年６月１２日）记录上

的决议规定，各邦君主必须在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运动的斗争

中互相支持。该文件由自由派政论家韦尔凯尔发表在１８４４年在

曼海姆出版的“关于德意志国民的法律状况的重要文件”（《Ｗｉｃｈｔｉｇｅ

Ｕｒｋｕｎｄｅｆüｒｄ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ｚｕｓｔａｎｄ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Ｎａｔｉｏｎ》）一书上。——第

６５２页。

１５８英国内务大臣詹 罗 乔 格莱安为了讨好奥地利政府，于１８４４年命令邮

政管理局允许警察秘密检查意大利流亡革命家的信件。这一行动引起

了民主团体的愤怒。——第６５２页。

１５９ “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 （《Ｅｉｎ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Ｆｏｕｒｉｅｒ’ｓüｂｅｒｄｅｎ

ｄｅｎＨａｎｄｅｌ》）一文的翻译工作，是包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德国传

播英法两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优秀著作而草拟的一个比较大的出版计划

之内的。弗 恩格斯在“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语中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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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地批评了“真正社会主义者”。“真正社会主义者” 对待英法两

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卓越代表者的那种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的态

度，以及他们想颂扬“真正的德国的社会主义”的企图，特别明

显地表现在１８４５年８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卡 格律恩所著的“法兰西

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Ｄｉｅｓｏｚｉａｌｅ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ｉｎ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ｕｎｄＢｅｌ

ｇｉｅｎ》）一书中。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在“德意志思想体系”（１８４５—

１８４６）一书中对“真正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卡 格律恩进行了全

面的批评。——第６５４页。

１６０恩格斯指的是罗 施泰因所著的“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

书。——第６５４页。

１６１这里指的是傅立叶在他的著作中对自然界将来要发生的变化所作的近

于幻想的描写：海水的怪味将会改变，南北极上空将会出现放热的灵

光，野兽将会变成有利于人类的牲畜，等等。——第６５６页。

１６２接下去就是弗 恩格斯所译的傅立叶的作品。译文在本版中没有列入。

恩格斯所选的片断包括沙 傅立叶未完成的著作“论三种外在统一”的

前七章。傅立叶的这个著作在他死后发表在１８４５年出版的傅立叶派的

杂志“法郎吉”（《ＬａＰｈａｌａｎｇｅ》）中（见“傅立叶选集”俄译本，１９５１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１卷第２２８—３１８页）。这几章给商业下了一般

的定义，并叙述了各种类型的破产。其中某些地方同沙 傅立叶的“关于

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一书中“论商业的无限自由”一篇完全相

同。在“法郎吉”上发表手稿的时候，这几个地方都代以删节号。恩格斯

在自己的译文中按照傅立叶原著的相应页次恢复了这些地方，略去了

傅立叶对未来所作的近于幻想的离题较远的描写、某些没有现实意义

的暗示以及由于傅立叶运用了特别的术语而难于理解的地方。恩格斯

翻译的部分见上面提到的俄译本第２２８—２３２、２３７、２４０—２４４、２４９—

２５２、２５３—２６０、２６１、２６２—２６３、２６５、２６６—２６９、２７１、２７２—３１３、３１４、

３１５、３１６—３１８页。——第６５７页。

１６３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４３年不来梅出版的赫 沃 凯泽尔所著的“财产的个性”

（Ｈ．Ｗ．Ｋａｉｓｅｒ． 《ＤｉｅＰｅｒｓｏ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ｄｅｓ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ｓ》．Ｂｒｅｍ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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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３）一书。——第６５８页。

１６４“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一文是弗 恩格斯在１８４５年年底写

的，发表在１８４６年年底出版的“莱茵年鉴”（《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

ｃｈｅｒ》）第２卷上。在本文中，恩格斯根据１８４５年９月２７日“北极星报”第

４１１号的报道，描写了１８４５年９月２２日在伦敦举行大会的经过情况并转

述了会上的发言。这个大会突际上奠定了国际民主主义协会——“民主

派兄弟协会”的基础。参加该协会的有宪章派左翼、德国的工人——正

义者同盟盟员和侨居在伦敦的其他各国的革命流亡者。恩格斯非常重

视这个大会（他和马克思都参加了它的筹备工作），并特地为它写了这

篇文章。文章的第一段恩格斯以讽刺的口吻重述了一些“真正社会主义

者”（格律恩、吕宁等）的典型的论调。这些人一方面对其他的民族抱虚

无主义的态度，一方面却以民族主义的态度吹嘘德国民族的优越性。恩

格斯批判了这些观点，他提出各国无产者利害一致的思想来和它们相

对抗。——第６６２页。

１６５引自海涅的诗“安心”。海涅在这首诗里抨击德国小市民的市侩作风和

因循习惯，并拿古罗马的共和主义者来和他们相比照。——第６６３页。

１６６“卡马尼奥拉”是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形成的一首革

命歌曲。它的歌词联系着当前的政治事件而有所修改和补充。——

第６６４页。

１６７１７９３年宪法是法国雅各宾派专政的头几个月中所拟定的宪法，它属于

资产阶级宪法中最民主的宪法。这个宪法开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宣

布主权属于人民，人民有权起来革命，反对篡夺他们政权的政府；这个

宣言还承认社会有义务保证无产者有工作做和关心没有劳动能力的

人。宪法取消了财产资格的限制，实行了普选权，同时却宣布私有制是

神圣不可侵犯的。１７９３年的宪法由于内战和反革命干涉未能付诸实行，

１７９４年热月９日后该宪法被取得了政权的反革命大资产阶级所撕

毁。——第６６４页。

１６８指法国革命军队于１７９２年１１月６日在热马普和１７９４年６月２６日在弗略留

斯同欧洲各反革命君主第一次联盟的军队作战时所取得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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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６５页。

１６９１８４５年８月下半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直接促进了英国工人运动的

活动家和政治流亡者的代表人物的接近。他们出席了宪章主义者和正

义者同盟伦敦组织的领导者同各国民主革命运动的活动家所举行的协

商会议。据１８４５年８月２３日“北极星报”报道，会议在恩格斯的支持下通

过了如下的决议：“召开居住在伦敦的各国民主主义者的公开会议，讨

论建立一个协会，以期彼此了解（通过定期的联席会议）各国争取共同

事业的运动进行的情况。”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参加９月２２日的会

议，因为他们当时已经离开伦敦。——第６６７页。

１７０托 库伯的诗“自杀者的涤罪所。狱中诗稿十篇”是模仿拜伦的“恰尔德

哈洛尔德游记”写成的；于１８４５年在伦敦出版。——第６６８页。

１７１“同盟月列。工人自己编辑和发行的通报”（《Ｌ’Ｕｎｉｏｎ．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ｄｅｓ

ｏｕｖｒｉｅｒｓｒéｄｉｇéｅｔｐｕｂｌｉéｐａｒｅｕｘ－ｍêｍｅｓ》），是１８４３年１２月至１８４６年９

月在巴黎出版的月刊；由一批受圣西门思想影响的工人出版。——第

６６８页。

１７２四月审判案是审讯法国工人共和主义运动的１６７名活动家的事件。他们

因１８３４年４月的里昂起义以及巴黎和其他城市的革命发动被控叛国。被

告中也有秘密的、共和主义的人权和公民权协会的领袖。在１８３５年的审

判中，大多数被告被残酷地判决流放到殖民地或长期监禁。一部分被

告，其中包括在审判期间逃走掉的２８个人，受到了缺席判决。——第６７５

页。

１７３咯 勃朗“１８３０—１８４０年的十年历史”第１—５卷（Ｌ．Ｂｌａｎｃ．《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ｄｉｘｎａｓ．１８３０—１８４０》．Ｔ． — ．）。第一版于１８４１—１８４４年在巴黎

出版。恩格斯引证的是本书的德译本，这个译本于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年在柏林

出版。——第６７５页。

１７４ “莱茵观察家”（《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ｒＢｅｏｂａｃｈｔｅｒ》）是一种保守的日报；于

１８４４—１８４８年初在科伦出版。——第６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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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１８４４年８月—１８４６年４月）

１８４４

８月底—９月初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在巴黎会见；这次具有历史意

义的会见给他们创造性的合作、他们共同的学术工作

以及他们为无产阶级事业进行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基

础。

当两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了解了他们“在一切

理论方面”（恩格斯）都是完全一致的以后，他们便着

手合写他们的第一部作品；这部作品他们打算题名为

“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 鲍威尔及其伙

伴”。恩格斯在巴黎逗留的十天中间，为本书个别章节

写了七篇文章。

马克思邀请恩格斯为“前进报”撰稿，他自己则亲

身参加该报的编辑工作。

恩格斯直接去了解法国的工人运动，参加法国社

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集会，也会见了俄国的政治

活动家米 巴枯宁和格 托尔斯泰。

８月３１日—１０月１９日  “前进报”刊载了弗 恩格斯的两篇论文“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和“英国状况。英国宪法”；这两篇文章是他

在１８４４年２月—３月在英国写的，当时准备在“德法年

鉴”上发表。

９月６日左右 恩格斯离巴黎回德国、回巴门市。

７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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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１１月 马克思在巴黎继续写“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他

大大地扩充了他和恩格斯最初拟定的计划，在这部著

作中利用了他的一部分经济哲学手稿，也利用了有关

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的笔记和摘录。

１８４４年９月—１８４５年
１月

马克思和法国的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保持着联系，

和德国人的秘密组织巴黎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保持着

联系，也和大多数法国工人秘密组织的领袖保持着联

系；他经常出席德法两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集会。

１８４４年９月下半月—
１８４５年３月    

恩格斯在巴门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恩格斯在莱茵省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宣传工作和民

主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工作。他和巴门、爱北斐

特、科伦、杜塞尔多夫、波恩等城市的社会主义者建立

联系，在集会上宣传共产主义的思想，参加出版社会主

义刊物的工作。

１０月初 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报道社会主义宣传工作在德国

进行的情况，并且谈到迫切需要写两三本书去阐述唯

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理，以便为社会主义运动奠定

理论的基础。

１０月１８日以后 马克思收到威 魏特林从伦敦的来信；该信是对马克思

的“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

文”的评论。

１０月 恩格斯编辑“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

述描”一文，这是一篇把英国报刊上的材料译成德文的

文章；这篇报道于１８４４年１２月发表在１８４５年的“德国公

民手册”上。

１８４４年１０月—１８４５年
４月初     

恩格斯继续为英国欧文派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新道

德世界”撰稿，在该报上报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

想在德国传播的情况。

８０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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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１９日 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批判青年黑格尔派麦 施蒂纳的

著作“唯一者及其财产”。

１１月下半月 马克思结束了“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一书的工

作，将手稿送交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出版商。在排印过

程中马克思在本书的标题上又加了“神圣家族”这几个

字。

１２月 马克思读了麦 施蒂纳的著作“唯一者及其财产”后，打

算在“前进报”上写文章批判该书。

１８４４年底—
１８４５年１月

马克思在巴黎继续研究１８世纪和１９世纪头几十年的英

法两国经济学家的著作。

１８４５

１月１６日 法国政府在普鲁士的压力下下令驱逐卡 马克思和“前

进报”的几个撰稿人出法国。

２月１日 马克思和在巴黎的出版商列斯凯（来自达姆斯塔德）签

订合同，出版两卷集的经济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

判”。

２月２日左右 马克思在巴黎会见法国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埃 卡贝。

２月３日 马克思因在巴黎被逐迁往比利时的京城布鲁塞尔。

２月—７月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继续写他的经济著作。

２月—１２月 马克思和在巴黎的德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活动家

以及正义者同盟巴黎组织的领导人通信来往。

２月８、１５、２２日 恩格斯参加在爱北斐特组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

讨论会的工作。恩格斯在２月８日和１５日的大会上的演

说，发表在１８４５年８月的“莱茵年鉴”第１卷上。

９０７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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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２４日左右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

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 鲍威尔及其伙伴”一书问

世。

２月２５日 恩格斯接到地方当局的正式通知，禁止在爱北斐特举

行任何讨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集会。

３月１５日  弗 恩格斯结束了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

工作，将手稿送交莱比锡的出版商。

春天 卡 马克思写“费尔巴哈论提纲”，这是“包含着新世界

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恩格斯）。

３月—５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交涉在德国出版“外国杰出的社会主

义者文丛”。

４月５日左右 恩格斯给“新道德世界”写了一篇报道爱北斐特集会的

文章；该文于１８４５年５月１０日发表。恩格斯也就此停止

为英国欧文派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撰稿。

４月５日以后 恩格斯迁往布鲁塞尔马克思处。

４月—１２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与比利时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活

动家以及波兰革命流亡者的代表建立了联系。

５月底 弗 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莱比锡出版。

７月１２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到伦敦和曼彻斯特旅行，目的是研究

英国的经济文献，同时也是为了更进一步熟悉英国的

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及英国的工人运动。

７月下半月—
８月上半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曼彻斯特逗留期间一直在公共图书

馆里研究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

８月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会见了宪章派报纸“北极星报”

的一位编辑乔 哈尼；也会见了正义者同盟伦敦组织的

领导人卡 沙佩尔、约 莫尔等。

０１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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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２０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参加了宪章派、正义者同盟的

领导人和各国的一些革命民主主义运动活动家的集

会。会议在恩格斯的赞助下通过了如下的决议：必须在

伦敦建立各国民主主义者的协会，以便相互交换各国

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情报。

８月２４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英国回布鲁塞尔。

９月８日到１１日之间 弗 恩格斯写“最近发生的莱比锡大屠杀。——德国工

人运动”一文。这篇文章于９月１３日发表；从此，他开始

为“北极星报”撰稿。

９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接着开始写“德意志思想体系”一书；

该书在制定共产党的理论的哲学的原理方面是一个重

要的阶段。因此马克思就停止了整理“政治和政治经济

学批判”第１卷手稿的工作。

１０月１５日 弗 恩格斯写“德国状况”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刊登

在１０月２５日的“北极星报”上。

１１月８日 “北极星报”发表弗 恩格斯的“德国状况”的第二篇文

章。

１２月１日 马克思得知普鲁士政府通过比利时政府将其逐出比利

时的消息后，放弃了普鲁士的国籍。

１８４５年底 恩格斯鉴于出版“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的计划

因找不到出版商无法实现，他就把他翻译的傅立叶著

作的片断（“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发表在１８４６年的

“德国公民手册”上，并且给它写了前言和结束语。恩格

斯这次发表文章的目的在于第一次公开地反对“真正

社会主义”。

恩格斯写“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一

文，该文到１８４６年底才刊登在“莱茵年鉴”第２卷上。

１１７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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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４６

１８４６年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共产主义联络委员

会，目的在于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国社会主义者

和先进的工人。他们设法在伦敦、巴黎和德国建立联络

委员会，为创立国际无产阶级的政党准备基础。

１月１８日 马克思因１８４６年１月１８日“莱茵观察家”第１８号说他是

“特利尔日报”的撰稿人，特为此辟谣。

２月２０日 恩格斯为“北极星报”写“德国状况”的第三篇文章。

３月３０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联络委员会的会

议（魏特林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上，尖锐地批评了威

魏特林的“真正社会主义”和粗糙的平均共产主义。

４月４日 “北极星报”刊载了弗 恩格斯的“德国状况”的第三篇

文章。

４月底 马克思和恩格斯结识了从德国流亡来的威 沃尔弗；他

被吸收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联络委员会，成了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忠实的学生与战友。

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写作“德意志思想体系”。

２１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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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三  画

小卡托（马可 波尔齐乌斯 卡托）（Ｍａｒ－

ｃｕｓ Ｐｏｒｃｉｕｓ Ｃａｔｏ 公 元 前９５—

４６）——罗马国家活动家，贵族共和政

党的领袖；不愿意看到共和国的垮台，

因此便自杀了。——第１５６页。

四  画

巴 莱，戴 维 （Ｂａｒｒｙ，Ｄａｖｉｄ １７８０—

１８３５）——英国医生和生理学家。——

第４３９—４４２、４４８、４４９页。

巴赛，彼得（Ｂｕｓｓｅｙ，Ｐｅｔｅｒ）——１８３９年

宪章主义公会会员；１８３９年约克郡起义

失败后脱离运动。——第５１８页。

巴朗，查理（Ｂａｒｈａｍ，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０４—

１８８４）——英国医生，１８４１年是童工调

查委员会委员。——第５３１页。

巴贝夫，格拉古（Ｂａｂｅｕｆ，Ｇｒａｃｃｈｕｓ 

１７６０—１７９７）——真名为弗朗斯瓦 诺

艾尔，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

的杰出代表人物，“平等派”密谋的组织

者。——第５８、１５２、６６４、６６５页。

邓斯 司各脱，约翰（Ｄｕｎｓ Ｓｃｏｔｕｓ，Ｊｏｈｎ

约１２６５—１３０８）——中世纪经院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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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杰作。——第１６３页。

邓科布，托马斯 斯令斯比（Ｄｕｎｃｏｍｂｅ，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ｌｉｎｇｓｂｙ １７９６—１８６１）——

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分子，

４０年代曾参加宪章运动。—— 第２９７、

５４７、５７２、６７５页。

孔德，沙尔（Ｃｏｍｔｅ，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８２—

１８３７）——法国自由主义政论家，庸俗

经济学家。——第２８、５４、５５页。

孔狄亚克，埃蒂耶纳 博诺（Ｃｏｎｄｉｌｌａｃ，Ｅｔｉ

ｅｎｎｅ Ｂｏｎｎｏｔ １７１５—１７８０）——法国

自然神论哲学家，感觉论者，洛克的信

徒。——第１６２、１６５页。

日拉，菲力浦（Ｃｉｒａｒｄ，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１７７５—

１８４５）——著名的法国工程师和发明

家。——第２９０页。

尤尔，安得鲁（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ｗ １７７８—

１８５７）——英国化学家，庸俗经济学家，

自由贸易论者。——第４０７、４２０、４２７、

４５３—４５５、４５８、４７４、５１０—５１２页。

牛顿，伊萨克（Ｎｅｗｔｏｎ，Ｉｓａａｃ １６４２—

１７２７）——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天文

学家和数学家，力学科学的创始

人。——第１６０页。

扎克，卡尔 亨利希（Ｓａｃｋ，Ｋａｒｌ 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 １７８９—１８７５）——德国新教神学

家，波恩的教授。——第２５８页。

丹东，若尔日 雅克（Ｄａｎｔｏｎ，Ｇｅｏｒｇｅｓ 

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５９—１７９４）——１８世纪末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之一，雅

各宾党人的右派领袖。——第１５５、６６５

页。

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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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画

卡贝，埃蒂耶纳（Ｃａｂｅｔ，Ｅｔｉｅｎｎｅ １７８８—

１８５６）——法国政治家，空想的和平共

产主义的卓越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

行记”一书的作者。——第１６７、６７５页。

卡莱尔，托马斯（Ｃａｒｌｙｌｅ，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９５—１８８１）——英国作家，历史学家，

宣扬英雄崇拜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发表

近于４０年代封建社会主义的观点，站在

反动的浪漫主义立场上批判英国的资

产阶级，倾向托利党，１８４８年后成为彻

头彻尾的反动分子，工人运动的露骨的

敌人。——第１５、３５０、３７５、３７７、４０２、

４０３、５１０、５６１、５６４、５６５、５８３页。

卡西乌斯（凯尤斯 卡西乌斯 朗金）（ｃａｉｕｓ

 ｃａｓｓｉｕｓ Ｌｏｎｇｉｎｕｓ死于公元前４２

年）——罗马政治活动家，人民护民官，

反对尤利乌斯 凯撒的贵族共和国密谋

的发起人之一。——第１５６页。

卡特赖特，艾德蒙（ｃａｒｔｗｒｉｇｈｔ，Ｅｄｍｕｎｄ

 １７４３—１８２３）——著名的英国发明

家。——第２８６页。

卡巴尼斯，比埃尔 让 若尔日（ｃａｂａ－ｎｉｓ，

Ｐｉｅｒｒｅ Ｊｅａｎ  Ｇｅｏｒｇｅｓ １７５７—

１８０８）——法国医生，唯物主义哲学

家。——第１６０页。

卡提利纳，鲁齐乌斯 赛尔吉乌斯（Ｃａｔｉ－

ｌｉｎａ，Ｌｕｃｉｕｓ Ｓｅｒｇｉｕｓ公元前约１０８—

６２）——罗马政治活动家，贵族，反对

贵族共和国密谋的组织者。——第１５５

页。

布鲁诺（Ｂｒｕｎｏ）——见鲍威尔，布鲁诺。

布林德利，詹姆斯（Ｂｒｉｎｄｌｅｙ，Ｊａｍｅｓ 

１７１６—１７７２）——英国工程师，运河建

筑工程师。——第２９４页。

布莱克斯顿，威廉（Ｂｌａｃｋｓｔｏｎ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２３—１７８０）——英国法律家，英国

君主立宪制度的辩护人。——第２４９页。

布黎纪瓦特，弗兰西斯（Ｂｒｉｄｇｅｗａｔｅｒ，

Ｆｒａｎｃｉｓ １７３６—１８０３）——公爵，英国

的大土地占有者。——第２９４页。

布鲁土斯，马可 尤尼乌斯（Ｂｒｕｔｕｓ，Ｍａｒ

ｃｕｓ Ｊｕｎｉｕｓ公元前约８５—４２）——罗马

政治活动家，反对尤利乌斯 凯撒的贵

族共和国密谋的发起人之一。——第

１５５页。

卢——见卢－拉维涅，比埃尔 赛勒斯丹。

卢，雅 克 （Ｒｏｕｘ，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５２—

１７９４）——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活动家，代表城乡最贫苦的劳动者阶层

利益的“疯人派”领袖之一。——第１５２

页。

卢－拉维涅，比埃尔 赛勒斯丹（Ｒｏｕｘ－

Ｌａｖｅｒｇｎｅ，Ｐｉｅｒｒｅ Ｃｌｅｓｔｉｎ １８０２—

１８７４）——法国历史学家，唯心主义哲

学家。——第２６８页。

卢格，阿尔诺德（Ｒｕｇｅ，Ａｒｎｏｌｄ １８０２—

１８８０）——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资产阶级激进分子，１８６６年后成为

民族自由主义者。——第１９７页。

皮尔，罗伯特（Ｐｅｅｌ，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８８—

１８５０）——英国国家活动家，温和的托

利党人，首相（１８４１—１８４６），在自由党

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１８４６）。——第

４３６、４６１、５４７、５８２页。

皮尔，罗伯特（Ｐｅｅｌ，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５０—

１８３０）——英国棉纺织工厂大厂主，议

会议员，托利党人。——第４３６、４５５页。

皮索，鲁齐乌斯 卡普尔尼乌斯（Ｐｉｓｏ，

Ｌｕｃｉｕｓ Ｃａｌｐｕｒｎｉｕｓ 生于 公 元前

１０１年）—— 公元前５８年的罗马执政

官，尤利乌斯 凯撒的拥护者。——第

１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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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曼，海尔曼（Ｐüｔｔｍａｎｎ，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１１—１８９４）——德国激进的诗人和记

者，４０年代中“真正社会主义”的代表

人物之一。——第５９１、５９４、５９９页。

弗安，罗伯特（Ｖａｕｇｈａｎ，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９５—

１８６８）——英国牧师，资产阶级历史学

家和政论家。——第４０５页。

弗兰德，威廉（Ｆｅｒｒａ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倾

向托利党的英国土地占有者。—— 第

５７２、５８３页。

弗罗斯特，约翰（Ｆｒｏｓｔ，Ｊｏｈｎ １７８４—

１８７７）——英国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

１８３８年参加宪章运动，由于组织１８３９年

威尔士的矿工起义，因此被判终身流放

至澳大利亚洲；后来被赦免而在１８５６年

回到英国。——第５１８、６７５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７０—１８４０）——普鲁士

国王（１７９７—１８４０）。——第６４０、６４４、

６４６、６５０页。

甘斯，爱德华（Ｇａｎｓ，Ｅｄｕａｒｄ约１７９８—

１８３９）——德国法学教授，黑格尔主义

者。——第２２８页。

瓦特，詹姆斯（Ｗａｔｔ，Ｊａｍｅｓ １７３６—

１８１９）——杰出的英国发明家，设计了

蒸汽机。——第２８６页。

边沁，耶利米（Ｂｅｎｔｈａｍ，Ｊｅｒｅｍｙ １７４８—

１８３２）——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功

利主义理论家，——第１６７—１７０、２２７、

２４０、２４７、５２８、５２９页。

汉密尔顿，亚历山大（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Ａｌｅｘａｎ

－ｄｅｒ １７６７—１８５２）——公爵，英国大

土地占有者。——第５４０页。

六  画

艾释黎，安东尼（Ａｓｈｌｅｙ，Ａｎｔｈｏｎｙ 

１８０１—１８８５）——从１８５１年起为舍夫茨

别利的伯爵，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

人。——第１５、４１４、４２８、４３０、４３３、４４６、

４６０、４６１、５３９、５８３页。

艾 利 生， 阿 契 波 德 （Ａｌｉｓｏｎ，

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１７９２—１８６７）——英国历史学

家和经济学家，托利党人。——第１５、

３１４、３７４、３８４、４００、４０５—４０７、４１２、

４１４、４１７、５６０、５６２页。

艾利生，威廉 巴尔特尼（Ａｌｉｓｏｎ，Ｗｉ－

ｌｌｉａｍ Ｐｕｌｔｅｎｅｙ １７９０—１８５９）——爱

丁堡大学医学教授，托利党人。——第

３１４、３１５、３７４、３８５页。

西尼耳，纳骚 威廉（Ｓｅｎｉｏｒ，Ｎａｓｓａｕ 

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９０—１８６４）——英国庸俗

经济学家，工人运动的凶恶敌人。——

第３４６页。

西哀士，艾曼纽尔 约瑟夫（Ｓｉｅｙèｓ，Ｅｍ－

ｍａｎｕｅｌ 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４８—１８３６）——法

国神甫，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

动家，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第

３９页。

西斯蒙第，让 沙尔 列奥纳尔 西蒙 德

（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ｅａ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Ｓｉｍｏｎｄｅ ｄｅ １７７３—１８４２）——瑞士

经济学家，批评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

批评家。——第４０页。

伊 丽 莎 白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１５３３—

１６０３）—— 英 国 女 王 （１５５８—

１６０３）。——第５７４页。

伊壁鸠鲁（Ｅｐｉｋｏｕｒｏｓ公元前约３４１—约

２７０）——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

家，无神论者。——第１６１页。

亚立司泰提（Ａｒｉｓｔｉｄｅｓ〔ρσγ∈δηｓ〕公元

前约５４０—４６７）——古希腊政治活动家

和战略家，雅典温和民主主义派的代表

人物。——第１５５页。

亚历山大里亚的奥力金（Ｏｒｉｇｅｎｅ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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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约１８５—２５４）——基督教神

学家，所谓“教会的祖先”之一。——第

２０２、２２７页。

米德，爱德华（Ｍｅａｄ，Ｅｄｗａｒｄ）——英国

工人诗人，他的诗在宪章派的报纸“北

极星报”上发表过。——第４７２页。

米太雅第（Ｍｉｌｔｉａｄｅｓ〔γιαδηｓ〕死于公

元前４８９年）——古希腊战略家和国

家活动家；在他指挥之下雅典人在

马拉松战役中战胜了波斯人。——第

１５５页。

安东尼，马可（Ａｎｔｏｎｉｕｓ，Ｍａｒｃｕｓ公元前

８３—３０）——罗马政治活动家和战略

家，尤利乌斯 凯撒的拥护者。——第

１５６页。

考尔德，威廉（Ｃｏｗａｒｄ，Ｗｉｌｌｉａｍ约１６５６—

１７２５）——英国医生，唯物主义哲学

家。——第１６５页。

吉伯特，托马斯（Ｇｉｌｂｅｒｔ，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２０—１７９８）—— 英 国 政 治 活 动

家。——第５８０页。

伏尔泰，弗朗斯瓦 玛丽（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Ｆｒａｎ

－  ｏｉｓ Ｍａｒｉｅ １６９４—１７７８）——法

国自然神论哲学家，讽刺作家，历史学

家，１８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卓越代

表人物，曾经为反对专制政体和天主教

而斗争。——第１６１页。

多德威尔，亨利（Ｄｏｄｗｅｌｌ，Ｈｅｎｒｙ死于

１７１１年）—— 英国 唯物主义哲 学

家。——第１６５页。

托克维尔，阿列克西斯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

Ａｌｅｘｉｓ １８０５—１８５９）—— 法国资

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第

２３８页。

齐赫林斯基，弗兰茨（Ｚｙｃｈｌｉｎｓｋｉ，Ｆｒａｎｚ 

１８１６—１９００）——普鲁士军官，青年黑

格尔分子，以施里加的名字为布 鲍威

尔的定期刊物撰稿。——第７、６８—７０、

７５—８４、８６—９８、１１０、２０７、２０８、２１１—

２１５、２２５—２２８、２３０、２３７、２４２、２４４、

２４７、２４９、２５６、２６５、２６６页。

七  画

克希林（Ｋｏｃｈｌｉｎ）——１８４５年任艾斯林根

（维尔腾堡）的纺纱厂厂长，保护关税论

者。——第６６５页。

克鲁克，威廉 特劳戈特（Ｋｒｕｐ，Ｗｉｌ－ｈｅｌｍ

 Ｔｒａｕｇｏｔｔ １７７０—１８４２）——德国唯

心主义哲学家。——第１９０页。

克特根，古斯达夫 阿道夫（Ｋｏｔｔｇｅｎ，Ｇｕｓ

ｔａｖ Ａｄｏｌｆ １８０５—１８８２）——德国画

家和诗人，在４０年代时曾参加工人运

动，他的观点接近 “真正社会主

义”。——第５９７、５９８页。

克伦普顿，赛米尔（Ｃｒｏｍｐｔｏｎ，Ｓａｍｕｅｌ 

１７５３—１８２７）—— 著名的英国发明

家。——第１４、２８６页。

克莱米约，阿道夫（Ｃｒéｍｉｅｕｘ，Ａｄｏｌｐｈｅ 

１７９６—１８８０）——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

家，在４０年代时是资产阶级自由党

人。——第１４７页。

克罗狄乌斯（普卜利乌斯 克罗狄乌斯 普

尔克尔Ｐｕｂｌｉｕｓ Ｃｌａｕｄｉｕｓ Ｐｕｌｃｈｅｒ 

死于公元前５２年）——罗马政治活动

家，尤利乌斯 凯撒的拥护者，公元前５８

年为人民护民官。——第１５５页。

李，约翰（Ｌｅｅ，Ｊｏｈｎ １７７９—１８５９）——

苏格兰牧师，从１８４０年起任爱丁堡大学

校长。——第３１５页。

李奇，詹姆斯（Ｌｅａｃｈ，Ｊａｍｅｓ）——英国

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织工，在１９世

纪４０年代时是郎卡郡宪章派组织的领

导者之一。——第４２１、４２２、４２４、４６６、

４６７、４８１、４８３、４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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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大卫（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ａｖｉｄ １７７２—

１８２３）——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最闻名的代表人物之

一。——第３８、４０页。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Ｌｉｓ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８９—１８４６）——德国庸俗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宣传极端的保护关税政

策。——第６１９、６２０页。

狄更斯，查理（Ｄｉｃｋｅｎ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笔名波兹，杰出的英国现实

主义作家。——第９页。

狄德罗，德尼（Ｄｉｄｅｒｏｔ，Ｄｅｎｉｓ １７１３—

１７８４）——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

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资

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之一，启蒙运动

者，百科全书派的领袖。——第１６６、５２８

页。

狄摩西尼（Ｄｅｍｏｓｔｈｅｎｅｓ〔γμδθ’∈ηｓ〕

公元前３８４—３２２）——杰出的古希腊演

说家和政治活动家，曾为反对马其顿征

服希腊而斗争。——第１５５页。

贝克尔，奥古斯特（Ｂｅｃｋｅｒ，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１４—１８７１）——德国政论家，在４０年

代时是瑞士魏特林派领袖之一。——第

６０１页。

贝利耶－封丹，卡米尔（Ｂｅｒｒｉｅｒ－Ｆｏｎｔａｉｎｅ，

Ｃａｍｉｌｌｅ约生于１８０６年）——法国医生，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

参加者。——第６７４页。

贝奈狄克斯，罗德里希（Ｂｅｎｅｄｉｘ，Ｒｏｄｅ－

ｒｉｃｈ １８１１—１８７３）——德国作家和剧

作家，１８４５年是爱北斐特的剧院院

长。——第５９７页。

亨得利，查理（Ｈｉｎｄｌｅｙ，Ｃｈａｒｌｅｓ）——英

国厂主，资产阶级慈善家，工厂法的拥

护者。——第５８２页。

亨茨曼，本杰明（Ｈｕｎｔｓｍａｎ，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１７０４—１７７６）—— 著名的英国发明

家。——第２９２页。

麦克亚当，约翰 劳顿（ＭａｃＡｄａｍ，Ｊｏｈｎ 

Ｌｏｕｄｏｎ １７５６—１８３６）——英国公路视

察员，公路建筑专家。——第２９４页。

麦克库洛赫，约翰 雷姆赛（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

Ｊｏｈｎ Ｒａｍｓａｙ １７８９—１８６４）——英国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

代表人物。——第２８７、３６４、５８４页。

沃尔弗，克利斯提安（Ｗｏｌｆｆ，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１６７９—１７５４）——德国唯心主义哲学

家，形而上学者。——第８４页。

沃尔涅，康斯坦丁 弗朗斯瓦（Ｖｏｌｎｅ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ｍ  Ｆｒａｎ  ｏｉｓ １７５７—

１８２０）——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者，

自然神论哲学家。——第１６６页。

苏，欧仁（Ｓｕｅ，Ｅｕｇèｎｅ １８０４—１８５７）——

法国作家，著有一些小市民的伤感的社

会小说。——第６８—７０、７６—７８、８３—

８７、８９、９３、９４、９７、２１０、２１２、２１５、

２１８、２３０—２３３、２３６—２４０、２４３、２５１、

２５６—２５８页。

吕 宁，奥托 （Ｌüｎｉｎｇ，Ｏｔｔｏ １８１８—

１８６８）——德国医生和政论家，在４０年

代中期是“真正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

１８６６年后是民族自由主义者。—— 第

５９１、５９９页。

劳顿，查理（Ｌｏｕｄｏ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０１—

１８４４）——英国医生，１８３３年是工厂劳

动调查委员会委员。——第４３９、４４０、

４４４、４４７、４４９、４５０页。

伯麦，雅科布（Ｂｏｈｍｅ，Ｊａｋｏｂ １５７５—

１６２４）——德国手工业者，神秘主义哲

学家。——第１６３页。

但丁，阿利格里（Ｄａｎｔｅ，Ａｌｉｇｈｉｅｒｉ １２６５—

１３２１）——伟大的意大利诗人。——第

６２７页。

７１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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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曼，威廉 （Ｗｉｇｈｔｍａ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８４—１８６３）—— 英国的法律家，从

１８４１年起是皇家法庭的委员。—— 第

５４３页。

杜毕伊，沙尔 弗朗斯瓦（Ｄｕｐｕｉｓ，Ｃｈａｒ－

ｌｅｓ Ｆｒａｎ ｏｉｓ １７４２—１８０９）——法

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者。——第１６６页。

伽桑狄，比埃尔（Ｇａｓｓｅｎｄｉ，Ｐｉｅｒｒｅ １５９２—

１６５５）——著名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

家，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学说的拥护者和

宣传者；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第１６１

页。

里谢尔，加布里埃尔（Ｒｉｅｓｓｅｒ，Ｇａｂｒｉｅｌ 

１８０６—１８６３）——犹太人，德国政论家，

奋起保护犹太人的平等权利。—— 第

１２１—１２５、１４５页。

希斯科特，约翰（Ｈｅａｔｈｃｏａｔ，Ｊｏｈｎ １７８３—

１８６１）——英国发明家。——第２８８页。

邦纳罗蒂，菲力浦（Ｂｕｏｎａｒｒｏｔｉ，Ｆｉｌｉｐｐｏ 

１７６１—１８３７）——意大利革命家，１８世

纪末至１９世纪初法国革命运动的卓越

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的战

友；他的 “为 平等而密谋” 一 书

（１８２８）使工人革命运动中重新恢复了

巴贝夫的传统。——第１５２页。

岑卜尼斯，威廉 威尔顿（Ｃｈａｍｐｎｅｙ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ｅｌｄｏｎ １８０７—１８７５）——

英国牧师，资产阶级慈善家。——第３７０

页。

辛利克斯，海尔曼 弗里德里希 威廉

（Ｈｉｎｒｉｃｈｓ，Ｈｅｒｍａｎ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９４—１８６１）——德国哲学教

授，黑格尔右派分子。——第１１５、１１７—

１１９、１２４、１３３、１３９、１７５、１７６、１７８、

１７９、１８０页。

八  画

罗，约翰（Ｌａｗ，Ｊｏｈｎ １６７１—１７２９）——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财政专家，曾

任法国财政大臣（１７１９—１７２０），以发行

纸币的投机活动最后彻底破产而闻

名。——第１６１页。

罗素，约翰 （Ｒｕｓｓｅｌｌ，Ｊｏｈｎ １７９２—

１８７８）——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

袖， 首 相 （１８４６—１８５２ 和 １８６５—

１８６６）。——第１６页。

罗泰克，卡尔（Ｒｏｔｔｅｃｋ，Ｋａｒｌ １７７５—

１８４０）——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

治活动家，自由党人。——第１５７页。

罗伯顿，约翰（Ｒｏｂｅｒｔｏｎ，Ｊｏｈｎ １７９７—

１８７６））——英国医生。——第３９２、４４８

页。

罗伯茨，威廉 普洛廷（Ｒｏｂｅｒｔｓ，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ｒｏｗｔｉｎｇ １８０６—１８７１）——英国法

律家，与宪章运动以及工联运动有联

系。——第５４２、５４３、５４６—５４８、５７１、５７２

页。

罗默尔，泰奥多尔（Ｒｏｈｍｅｒ，Ｔｈｅｏｄｏｒ 

１８２０—１８５６）——德国政论家。——第

２６８页。

罗默尔，弗里德里希（Ｒｏｈｍ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１４—１８５６）——德国唯心主义哲学

家。——第２６８页。

罗比耐，让 巴蒂斯特 勒奈（Ｒｏｂｉｎｅｔ，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Ｒｅｎé １７３５—１８２０）——

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第１６６页。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Ｒｏｂｅｓｐｉｅｒｒｅ，

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 １７５８—１７９４）——１８世纪

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

各宾党人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

（１７９３—１７９４）。—— 第１５３—１５６、６６４

页。

波兹（Ｂｏｚ）——见狄更斯，查理。

波特，乔治（Ｐｏｒｔｅｒ，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９２—

１８５２）——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

８１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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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家。——第２８７页。

波门特，托马斯（Ｂｅａｕｍｏｎｔ，Ｔｈｏｍａｓ死

于１８５９年）——英国外科医生。——第

４３９、４４３页。

波旁王朝（Ｂｏｕｒｂｏｎｓ）——法国王朝名

（１５８９—１７９２，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和１８１５—

１８３０）。——第１０３、１５８页。

波尔斯威克，彼得（Ｂｏｒｔｈｗｉｃｋ，Ｐｅｔｅｒ 

１８０４—１８５２）——英国政治活动家，托

利党人，从封建贵族的反动立场批评工

厂制度。——第５８３页。

波蒙 德 拉 蓬尼尼埃尔，古斯达夫

（Ｂｅａｕｍｏｎｔ ｄｅ ｌａ Ｂｏｎｎｉｎｉèｒｅ，Ｇｕｓ

－ｔａｖｅ １８０２—１８６６）——法国资产阶

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著有论述奴隶

制和美国的感化机构等书籍。—— 第

２３８页。

帕金逊，理查（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７９７—１８５８）——英国牧师，资产阶级

慈善家。——第４１０、５６８页。

帕特逊，约翰（Ｐａｔｔｅｓｏｎ，Ｊｏｈｎ １７９０—

１８６１）——英国法律家，皇家法庭委员

（１８３０—１８５２）。——第５４３页。

帕尔尼，埃瓦里斯特 德吉烈（Ｐａｒｎｙ，Ｅ

ｖａｒｉｓｔｅ Ｄéｓｉｒé １７５３—１８１４）——子

爵，法国诗人。——第８７页。

帕尔佐夫，罕丽达（Ｐａａｌｚｏｗ，Ｈｅｎｒｉｅｔｔｅ 

１７８８—１８４７）——德国女作家。——第

２３页。

阿克莱，理查（Ａｒｋｗｒｉｇｈｔ，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７３２—１７９２）——产业革命时期的英国

资产阶级企业家，占有他人在英国的许

多发明专利权。——第１３、２８６、５０２页。

阿尔诺，安都昂（Ａｒｎａｕｌｄ，Ａｎｔｏｉｎｅ 

１６１２—１６９４）——法国哲学家，笛卡儿

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拥护者，形而上学

者。——第１６２页。

阿贝尔，雅克 勒奈（Ｈéｂｅｒｔ，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ｅｎé １７５７—１７９４）——１８世纪末法国

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雅各宾党人的左

派领袖。——第１４６页。

阿那克萨哥拉（小亚细亚克拉左门地方的

人）（Ａｎａｘａｇｏｒａｓ ａｕｓ Ｋｌａｚｏｍｅｎａｅ公

元前约５００—４２８）——古希腊哲学家，

唯物主义者。——第１６３页。

法赫尔，茹尔（尤利乌斯）（Ｆａｕｃｈｅｒ，Ｊｕ

－ｌｉｕｓ １８２０—１８７８）——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德国自由贸易的拥护

者之一。——第７、１３、４６、４９、９９、１０３、

１１０页。

法拉第，迈克尔（Ｆａｒａｄａｙ，Ｍｉｃｈａｅｌ 

１７９１—１８６７）——著名的英国学者，物

理学家和化学家。——第５４７页。

拉菲特，雅克（Ｌａｆｆｉｔｔｅ，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６７—

１８４４）——法国大银行家，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分子，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人

物。——第６５１页。

拉美特利，朱利安（Ｌａｍｅｔｔｒｉｅ，Ｊｕｌｉｅｎ 

１７０９—１７５１）——法国医生，哲学家，机

械唯物主义的卓越代表人物。——第

１６０、１６６页。

芬奇，约翰（Ｆｉｎｃｈ，Ｊｏｈｎ）——英国记者，

欧文的信徒。——第５９９页。

弥勒，威廉（Ｍüｌｌ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１６—

１８７３）——笔名为沃尔弗干格 弥勒 冯

科尼斯文特尔。德国诗人，１８４５年是杜

塞尔多夫的医生。——第５９８页。

欧文，罗伯特（Ｏｗｅｎ，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７１—

１８５８）——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１０７、１６７、２３９、４５５、５２５、５９１、

６１２、６５５页。

门采尔，沃尔弗干格（Ｍｅｎｚｅｌ，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１７９８—１８７３）——德国反动作家和文

学批评家，民族主义者。——第１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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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蒙兹，詹林格 库克逊（Ｓｙｍｏｎｓ，Ｊｅ－

ｌｉｎｇｅｒ Ｃｏｏｋｓｏｎ １８０９—１８６０）——英

国自由主义政论家，１８４１年是童工调查

委员会委员。——第３１８、３９８、４００、４２５、

４９２、５０３、５３５页。

味吉里奥，波利多罗（Ｖｅｒｇｉｌｉｏ，Ｐｏｌｉｄｏｒｏ

 约１４７０—１５５５）——意大利人，侨居

英国，写了许多历史书。——第９０页。

孟德维尔，贝尔纳德（Ｍａｎｄｅｖｉｌｌｅ，Ｂｅｒ－

ｎａｒｄ １６７０—１７３３）——英国民主主义

的伦理学作家和经济学家。——第１６７

页。

九  画

威 德，约 翰 （Ｗａｄｅ，Ｊｏｈｎ １７８８—

１８７５）——英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历

史学家。——第３９３页。

威廉斯，约翰（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Ｊｏｈｎ １７７７—

１８４６）——英国法律家，从１８３４年起是

皇家法庭委员，自由党人。——第５４３

页。

威廉斯，泽芬奈阿（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Ｚｅｐｈａｎｉ－

ａｈ约１７９４—１８７４）—— 宪章主义者，

１８３９年威尔士矿工起义的组织者之一；

被判终身流放澳大利亚洲。——第６７５

页。

威季伍德，约瑟亚（Ｗｅｄｇｗｏｏｄ，Ｊｏｓｉａｈ 

１７３０—１７９５）——英国工业家，改进了

英国的陶瓷器业生产。——第２９３页。

威克菲尔德，爱德华 吉本（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Ｅｄ

ｗａｒｄ Ｇｉｂｂｏｎ １７９６—１８６２）——英国

资产阶级政论家。——第５５２页。

施里加（Ｓｚｅｌｉｇａ）——见齐赫林斯基，弗

兰茨。

施泰因，卡尔 （Ｓｔｅｉｎ，Ｋａｒｌ １７５７—

１８３１）——男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在

１８０４—１８０８年他历任许多高级职务，参

加了进行旨在巩固普鲁士国家的资产

阶级的不彻底改革。——第６４１页。

施杜姆，卡尔（Ｓｔｕｍｍ，Ｋａｒｌ １８３６—

１９０１）——德国大工业家，保守党人，工

人运动的凶恶敌人。——第５４６页。

施蒂纳，麦克斯（Ｓｔｉｒｎｅｒ，Ｍａｘ １８０６—

１８５６）——卡斯巴尔 施米特的笔名。德

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

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之

一。——第３０４、５６６、５９９页。

施特劳斯，大卫 弗里德里希（Ｓｔｒａｕβ，

Ｄａｖｉｄ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０８—１８７４）——德

国哲学家和政论家，青年黑格尔派的著

名人物之一；１８６６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

义者。——第１１０、１３２、１７４、１７７、１８１、

５２８页。

施略费尔，弗里德里希 威廉（Ｓｃｈｌｏｆｆｅ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００—

１８７０）——西里西亚的厂主。——第６０１

页。

查 理 一 世 （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６００—

１６４９）——英国国王（１６２５—１６４９），在

１７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

死。——第６２４页。

查 理 二 世 （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６３０—

１６８５）—— 英 国 国 王 （１６６０—

１６８５）。—— 第 ５８０页。查 理 五 世

（ＣｈａｒｌｅｓＶ １５００—１５５８）——西班牙

国王（１５１６—１５５５）和德国皇帝（１５１９—

１５５６）。——第６３２页。

查得威克，爱得文（Ｃｈａｄｗｉｃｋ，Ｅｄｗｉｎ 

１８００—１８９０）——英国官吏，议会关于

工厂法问题的一系列委员会的参加

者。——第３１５页。

哈尼，乔治 朱利安（Ｈａｒｎｅｙ，Ｇｅｏｒｇｅ Ｊｕ

ｌｉａｎ １８１７—１８９７）——英国工人运动

的卓越活动家，宪章运动左派领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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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极星报”的编辑；同马克思和恩

格斯有联系。——第６６８、６６９页。

哈特莱，大卫（Ｈａｒｔｌｅｙ，Ｄａｖｉｄ １７０５—

１７５７）——英国医生，唯物主义哲学

家。——第１６５页。

哈登堡，卡尔 奥古斯特（Ｈａｒｄｅｎｂｅｒｇ，

Ｋａｒｌ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５０—１８２２）—— 公

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１８１０—１８１３年

他为了巩固普鲁士国家，实施了一系列

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革；在维也纳会议

之后成为神圣同盟的反动政策的拥护

者。——第６４１页。

哈格里沃斯，詹姆斯（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Ｊａｍｅｓ

 死于１７７８年）——著名的英国发明

家。——第１３、２８４页。

洛 克，约 翰 （Ｌｏｃｋｅ，Ｊｏｈｎ １６３２—

１７０４）——著名的英国二元论哲学家，

感觉论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

１６０、１６２、１６４、１６７、１６８页。

洛维特，威廉（Ｌｏｖｅ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８００—

１８７７）——英国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

宪章运动参加者，“道德力量”的拥护

者，主张和资产阶级合作。——第５１６

页。

科布顿，理查（Ｃｏｂｄｅｎ，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８０４—

１８６５）——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自由贸易论者，反谷物法同盟的

发起人之一。——第６６５页。

科林斯，安东尼（Ｃｏｌｌｉｎｓ，Ａｎｔｈｏｎｙ 

１６７６—１７２９）——英国唯物主义哲学

家。——第１６５页。

迪斯累里，本杰明（Ｄｉｓｒａｅｌｉ，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１８０４—１８８１）——贝肯斯菲尔德公爵，

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在４０年代时参

加“青年英国”社，后来成为保守党的

领袖，１８６８年和１８７４—１８８０年曾任首

相。——第４１０、５８２页。

迪加尔特，弗里德里希（Ｄｉｅｒｇａｒｄｔ，Ｆｒｉｅｄ

－ｒｉｃｈ １７９５—１８６９）——德国的纺织

工厂大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

家。——第６６５页。约翰（Ｊｏｈａｎｎ１８０１—

１８７３）——萨克森亲王，从１８５４年起为

萨克森国王。——第６２７页。

拜伦，乔治 （Ｂｙｒｏｎ，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８８—

１８２４）——杰出的英国诗人，革命浪漫

主义的代表人物。——第５２８页。

勃 朗，路 易 （Ｂｌａｎｃ，Ｌｏｕｉｓ １８１１—

１８８２）——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和历史学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活动

家，站在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

上。——第６７５页。

胡德，托马斯（Ｈｏｏｄ，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９９—

１８４５）——英国现实主义诗人，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第４９８页。柏拉图

（Ｐｌａｔｏ公元前约４２７—约３４７）——古希

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的思想

家。——第２２９页。

柯德尔——传说中的雅典皇帝，相传他活

在公元前１１世纪。——第１５６页。

派西沃，托马斯（Ｐｅｒｃｉｖａｌ，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４０—１８０４）——英国医生，资产阶级

的慈善家。——第４３６页。

韦尔凯尔，卡尔 泰奥多尔（Ｗｅｌｃｋｅｒ，Ｋａｒｌ

 Ｔｈｅｏｄｏｒ １７９０—１８６９）——德国法

律家，自由主义政论家，１８４８年是法兰

克福国民会议的议员，属于右派。——

第１５７页。

十  画

格律恩，卡尔 （Ｇｒüｎ，Ｋａｒｌ １８１７—

１８８７）——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在

４０年代中期是“真正社会主义”的主要

代表人物之一。——第５９１页。

格莱格，罗伯特 海德（Ｇｒｅｇ，Ｒｏｂｅ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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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ｙｄｅ １７９５—１８７５）——英国大厂主，

自由党人。——第４４５、４７３页。

格棱吉，理查 杜加尔德（Ｃｒａｉｎｇｅｒ，Ｒｉ－

ｃｈａｒｄ Ｄｕｇａｒｄ １８０１—１８６５）——英

国医生和生理学家，１８４１年是童工调查

委员会委员。——第３８９、３９７、４７６、４７９、

４８８页。

格鲁培，奥托 弗里德里希（Ｃｒｕｐｐｅ，Ｏｔｔｏ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０４—１８７６）——德国政

论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１８４２年写了一

本反对布 鲍威尔的小册子。——第２００

页。

格莱安，詹姆斯 罗伯特 乔治（Ｇｒａｈａｍ，

Ｊａｍｅｓ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９２—

１８６１）——英国国家活动家；１８４１—

１８４６年为皮尔的托利党内阁的内务大

臣。——第１６、１８、４６０—４６２页。

格劳修斯，胡果（Ｇｒｏｔｉｕｓ，Ｈｕｇｏ １５８３—

１６４５）——荷兰学者，法律家，资产阶

级天赋人权论的奠基人之一。——第６０

页。

马拉，让 保尔（Ｍａｒａｔ，Ｊｅａｎ Ｐａｕｌ 

１７４３—１７９３）——法国政论家，１８世纪末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出色活动家，雅各宾

党人的领袖之一。——第１０３、６６５页。

马太，特奥巴德（Ｍａｔｈｅｗ，Ｔｈｅｏｂａｌｄ 

１７９０—１８５６）——爱尔兰的天主教教

士。——第４１４页。

马丁 杜 诺尔，尼古拉 斐迪南（Ｍａｒ－ｔｉｎ

 ｄｕ Ｎａｒｄ，Ｎｉｃｏｌａｓ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７９０—１８４７）——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

家；从１８４０年起是司法和文化大臣，金

融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第１４７、

１４９页。

马克思，卡尔 （Ｍａｒｘ，Ｋａｒｌ １８１８—

１８８３）（传记材料）。——第８、１１１、１３６、

５９１、５９４、５９５、５９９、６００、６１７、６６１、

６６７、６７７页。

马尔萨斯，托马斯 罗伯特（Ｍａｌｔｈ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６６—１８３４）——

英国牧师，反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人，宣扬仇视人类

的人口论。——第３６４、３６５、４２５、５７２、

５７５、５７６页。

马勒伯朗士，尼古拉（Ｍａｌｅｂｒａｎｃｈｅ，Ｎｉ－

ｃｏｌａｓ １６３８—１７１５）——法国唯心主义

哲学家，形而上学者。——第１５９、１６２、

１６５、１６６页。

海依，威廉 （Ｈｅｙ，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７２—

１８４４）——英国医生。——第４３９、４４０

页。

海涅，亨利希（Ｈｅｉｎ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９７—

１８５６）——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

第５９１页。

爱里斯，威廉（Ｅｌｌｉｓ，Ｗｉｌｌｉａｍ）——指泰

福郡宪章派组织的领导者之一；因参加

１８４２年８月的起义被判流放澳大利亚洲

２０年。——第６７５页。

爱尔维修，克劳德 阿德里安（Ｈｅｌｖéｔｉ－

ｕｓ，Ｃｌａｕｄｅ Ａｄｒｉｅｎ １７１５—１７７１）——

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

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的革命资产阶

级的思想家之一。——第１６２、１６５—１６９

页。

夏普塔尔，让 安都昂（Ｃｈａｐｔａｌ，Ｊｅａｎ Ａｎ

ｔｏｉｎｅ １７５６—１８３２）——法国化学家，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第２５５页。

夏恩霍斯特，盖尔哈特（Ｓｃｈａｒｎｈｏｒｓｔ，Ｇｅｒ

ｈａｒｄ １７５５—１８１３）——普鲁士将军和

政治活动家；曾参加为实行旨在巩固普

鲁士国家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

革。——第６４１页。

泰 勒，约 翰 （Ｔａｙｌｏｒ，Ｊｏｈｎ １８０４—

１８４１）——英国医生，曾加入宪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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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左翼。——第５１８页。

倍恩，托马斯（Ｐａｉｎｅ，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３７—

１８０９）——英国激进的政论家，共和主

义者，美国独立战争和１８世纪末法国资

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第２９２、６４５、

６７５页。

库伯，托马斯（Ｃｏｏｐｅｒ，Ｔｈｏｍａｓ １８０５—

１８９２）——英国诗人和记者，小资产阶

级激进分子，４０年代初参加宪章运动，

后来成为基督教的传教士。——第６６８

页。

席勒，弗里德里希（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５９—１８０５）—— 伟 大 的 德 国 作

家。——第２５７、６３７页。

桑德斯，罗伯特 约翰（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Ｒｏ－ｂｅｒｔ

 Ｊｏｈ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的英国工厂

检查员。——第４５９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９５）（传记材料）。——第８、３９、

２７３—２８０、３００、３４３、３７２、４５０、５１３、

５６４、５８３、５９０、５９１、５９３—６００、６１６、

６３１、６４６、６５４、６６１、６６７页。

埃德加尔——见鲍威尔，埃德加尔。

伦敦德雷，查理 威廉（Ｌｏｎｄｏｎｄｅｒｒ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７８—１８５４）——

侯爵，英国大土地占有者。——第５４５

页。

特莉斯坦，弗洛拉（Ｔｒｉｓｔａｎ，Ｆｌｏｒａ 

１８０３—１８４４）——法国女作家，小资产

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第

２１、２２、２４０页。

荣格尼茨，恩斯特（Ｊｕｎｇｎｉｔｚ，Ｅｒｎｓｔ 死

于１８４８年）——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

尔分子。——第１９页。

索麦维尔，亚力山大（Ｓｏｍｅｒｖｉｌｌｅ，Ａｌｅ－

ｘａｎｄｅｒ １８１１—１８８５）——英国记者，

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第５５７、５９９页。

拿破仑第一 波拿巴（Ｎａｐｏｌｅｏｎ  Ｂｏ

－ｎａｐａｒｔｅ １７６９—１８２１）——法国皇帝

（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和１８１５）。——第１０３、１１４、

１５７、１５８、６３７—６４２、６４４、６４６页。

十 一 画

培尔，比埃尔（Ｂａｙｌｅ，Ｐｉｅｒｒｅ １６４７—

１７０６）——法国怀疑论哲学家，宗教独

断论的批评者。——第１６２页。

培根，弗兰西斯（Ｂａｃｏｎ，Ｆｒａｎｃｉｓ １５６１—

１６２６）——维鲁拉姆男爵，杰出的英国

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的创始人，自然

科学家和历史学家。—— 第１６３—１６５

页。

培恩斯，爱德华（Ｂａｉｎｅｓ，Ｅｄｗａｒｄ １８００—

１８９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

由党人。——第４２０页。

毕舍，菲力浦（Ｂｕｃｈｅｚ，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１７９６—

１８６５）——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

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基督教社会

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第１５３、２６８页。

毕尔格尔斯，亨利希（Ｂüｒｇｅｒｓ，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７９）——德国激进政论家，

１８４７—１８５２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后来成为自由党人。——第５９９页。勒卢

阿，昂利 （ＬｅＲｏｙ，Ｈｅｎｒｉ １５９８—

１６７９）——荷兰医生，哲学家，机械唯

物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第１６０页。

勒克莱尔克，泰奥菲尔（Ｌｅｃｌｅｒｃ，Ｔｅｏｐｈｉ

－ｌｅ 生于１７７１年）——１８世纪末法国

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代表城乡最贫苦

的劳动者阶层利益的“疯人派”领袖之

一。——第１５２页。

莫尔，约瑟夫（Ｍｏｌｌ，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１２—

１８４９）——科伦的钟表匠，正义者同盟

的领导者之一，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

的活动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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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巴登起义中牺牲。——第６７２页。

莫里哀，让 巴蒂斯特（Ｍｏｌｉèｒｅ，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１６２２—１６７３）——伟大的法

国剧作家。——第６８页。

盖伊，茹尔（Ｇａｙ，Ｊｕｌｅｓ １８０７—１８７６

后）——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第

１６７页。

盖斯克尔，彼得（Ｇａｓｋｅｌｌ，Ｐｅｔｅｒ）——英

国医生，自由党人，资产阶级政论

家。——第１５、３４８、３８８、４１３、４１７、５８３

页。

雪莱，派尔西 毕希（Ｓｈｅｌｌｅｙ，Ｐｅｒｃｙ Ｂｙｓｓ

ｃｈｅ １７９２—１８２２）——杰出的英国诗

人，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

者。——第５２８页。

雪恩，亨利希 泰奥多尔（Ｓｃｈｏｎ，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 Ｔｈｅｏｄｏｒ １７７３—１８５６）——普鲁

士国家活动家；曾参加为实行旨在巩固

普鲁士国家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

革。——第６４１页。

荷马（Ｈｏｍｅｒｕｓ）——传说中的古希腊叙

事诗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

者。——第５８、２４２页。

康德，伊曼努尔（Ｋａｎｔ，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１７２４—

１８０４）——杰出的德国哲学家，１８世纪

末至１９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创始

人。——第２２８、６３４页。

笛卡儿，勒奈（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Ｒｅｎé １５９６—

１６５０）——杰出的法国二元论哲学家，

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 第１５９—

１６１、１６５、１６６、１６８页。

密契尔，詹姆斯（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Ｊａｍｅｓ １７８６—

１８４４）——英国资产阶级社会活动家，

写了一系列的通俗科学作品，１８４１年是

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第５３１、５３２

页。

莎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５６４—１６１６）—— 伟 大 的 英 国 作

家。——第８９、５４３、５５２页。

许布纳尔，卡尔（Ｈüｂｎｅｒ，Ｋａｒｌ １８１４—

１８７９）——德国民主主义派现实主义画

家。——第５８９页。

十 二 画

斯密，亚当 （Ｓｍｉｔｈ，Ａｄａｍ １７２３—

１７９０）——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人物之

一。——第３８、４０、６１、３６４、４０４页。

斯特治，约瑟夫（Ｓｔｕｒｇｅ，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９３—

１８５９）——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论者；抱着使工人阶级受资产

阶级影响的意图参加了宪章运动。——

第５２２页。

斯密斯，托马斯 萨斯伍德（Ｓｍｉｔｈ，Ｔｈｏ－

ｍａｓ Ｓｏｕｔｈｗｏｏｄ １７８８—１８６１）——

英国医生，１８４１年童工调查委员会委

员。——第３５６、３８３、５３７页。

斯宾诺莎，巴鲁赫（别涅狄克特）〔Ｓｐｉｎｏ

－ ｚａ，Ｂａｒｕｃｈ（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ｕｓ）１６３２—

１６７７〕——杰出的荷兰唯物主义哲学

家，无神论者。——第１５９、１６２、１６３、

１６５、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４、１７７页。

斯提芬斯，约瑟夫 雷纳（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Ｊｏ－

ｓｅｐｈ Ｒａｙｎｅｒ １８０５—１８７９）——英国

牧师，在１８３７—１８３９年曾积极地参加过

郎卡郡的宪章运动。——第５１８、５２４、

５８５页。

莱辛，卡尔 弗里德里希（Ｌｅｓｓｉｎｇ，Ｋ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０８—１８８０）——德国民主

主义派画家。——第５９０页。

莱喀古士——传说中的古斯巴达立法者，

相传他活在公元前９—８世纪。—— 第

１５５页。

莱布尼茨，哥特弗利德威廉（Ｌｅｉｂｎｉｚ，Ｇｏ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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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ｆｒｉｅ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６４６—１７１６）——伟

大的德国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第

１３６、１５９、１６１、１６５、１６６页。

费希特，约翰 哥特利勃（Ｆｉｃｈｔｅ，Ｊｏｈａｎｎ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 １７６２—１８１４）——德国哲

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１８世纪末至１９

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

第１５３、１７７、６３４页。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Ｌｕｄ－

ｗｉｇ １８０４—１８７２）——马克思以前德

国最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第４８、

６９、１０５、１１７—１２０、１５９、１６２、１７７、１７９、

１８６、２７９、５９４、５９５、６５４页。

普兰克，卡尔 克里斯提安（Ｐｌａｎｃｋ，Ｋａｒｌ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１８１９—１８８０）——德国新

教神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第１３２

页。

普利斯特列，约瑟夫（Ｐｒｉｅｓｔｌｅｙ，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３３—１８０４）——著名的英国学者，化

学家，唯物主义哲学家。——第１６５页。

凯－夏特沃斯，詹姆斯 菲力浦斯（Ｋａｙ－

Ｓｈｕｔｔｌｅｗｏｒｔｈ  Ｊａｍｅｓ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１８０４—１８７７）——英国医生，资产阶级

的社会活动家。——第３３０、３４３、３４５、

３４７、３４８、３７６、４６４页。

凯撒（凯尤斯 尤利乌斯）（Ｃａｅｓａｒ，Ｃａｉｕ－

Ｊｕｌｉｕｓ 公元前约１００—４４）——著名的

罗马战略家和国家活动家。——第１５５

页。

琼斯，威廉（Ｊｏｎｅｓ，Ｗｉｌｌｉａｍ 约１８０８—

１８７３）——英国钟表匠，宪章主义者，

１８３９年威尔士矿工起义的组织者之一；

被判终身流放澳大利亚洲。——第６７５

页。

隆格，约翰奈斯（Ｒｏｎｇｅ，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１８１３—

１８８７）——德国牧师，利用天主教来为德国

的资产阶级服务的“德国天主教徒”运动的

发起人之一。——第６２７页。

富瓦，马克西米利安 塞巴斯提安（Ｆｏｙ，

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  Ｓéｂａｓｔｉｅｎ  １７７５—

１８２５）——法国将军。——第９４页。

傅立叶，沙尔（Ｆｏｕｒ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７２—

１８３７）——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３８、１０３、１０６、１１１、１６７、２４７、

２４９、２５５、２９１、５９１、６２５、６５４—６６０页。

菲尔登，约翰（Ｆｉｅｌｄｅｎ，Ｊｏｈｎ １７８４—

１８４９）——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慈善家。

工厂法的拥护者。——第５８２页。

曼诺斯，约翰（Ｍａｎｎｅｒｓ，Ｊｏｈｎ １８１８—

１９０６）——拉特兰德公爵，英国贵族，托

利党人，著有关于工厂工人状况的伪善

的博爱主义书籍。——第５８３页。

闵采尔，托马斯（Ｍüｎｚｅｒ，Ｔｈｏｍａｓ 约

１４９０—１５２５）——伟大的德国革命家，

宗教改革及１５２５年农民战争时期农民

和平民的领袖及思想家，他宣传了空想

平均共产主义的思想。——第６４５页。

汤姆生，查理 波立特（Ｔｈｏｍｓｏｎ，Ｃｈａｒ－

ｌｅｓ Ｐｏｕｌｅｔｔ １７９９—１８４１）——悉登楠

男爵，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

第３４６页。

黑格尔，乔治 威廉 弗里德里希（Ｈｅ－

ｇｅｌ，Ｇｅｏｒｇ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７０—１８３１）——德国最大的哲学家，

客观唯心主义者，极全面地发展了唯心

主义的辩证法。——第１３、２０、２１、２４、

２６、４４、４９、７５、１００、１０５、１０８、１０９、

１１０、１１４、１１８、１３２、１３３、１３８、１４６、

１５９、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４、１７６、１７７、１７９、

２１３、２１４、２２８、２４４—２４６、２５６、２７９、

６３４、６５４、６５５、６５８、６６３页。

十 三 画

奥斯特勒，理查（Ｏａｓｔｌｅｒ，Ｒｉｃｈａｒｄ 

５２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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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８９—１８６１）——英国政治活动冢，倾

向托利党，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贸易论

的斗争中主张通过立法限制劳动

日。——第４３１、４６０、４６１、５１８页。

奥康奈尔，丹尼尔（Ｏ’Ｃｏｎｎｅｌｌ，Ｄａｎｉｅｌ 

１７７５—１８４７）——爱尔兰律师和资产阶

级的政治活动家，民族解放运动右翼自

由派的领袖。——第５６３页。

奥康瑙尔，菲格斯（Ｏ’Ｃｏｎｎｏｒ，Ｆｅａｒｇｕｓ

 １７９４—１８５５）——宪章运动左翼领袖

之一，“北极星报”的创办人和编辑，

１８４８年后成为改良主义者。——第３４９、

６６８、９７５页。

圣西门，昂利（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Ｈｅｎｒｉ 

１７６０—１８２５）——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

主义者。——第３８、６５４页。

圣茹斯特，路易 安都昂（Ｓａｉｎｔ－Ｊｕｓｔ，

Ｌｏｕｉｓ Ａｎｔｏｉｎｅ １７６７—１７９４）——１８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

家，雅各宾党人领袖之一。——第１５５、

１５６、６６５页。

雷马尔凯维奇，莱昂（Ｒｙｍａｒｋｉｅｗｉｃｚ ｌｅ－

ｈｏｎ 约生于１８２５年）——１８４４—１８４５

年波兹南波兰爱国者革命密谋的参加

者。——第６０１页。

雷马尔凯维奇，马克西米利安（Ｒｙｍａｒ－

ｋｉｅｗｉｃｚ，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 约 生 于１８３２

年）——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年波兹南波兰爱国

者革命密谋的参加者。——第６０１页。路

易十四（Ｌｏｕｉｓ １６３８—１７１５）——法

国国王（１６４３—１７１５）。——第７０页。

路斯达洛，埃利塞（Ｌｏｕｓｔａｌｌｏｔ，Ｅｌｉｓéｅ 

１７６２—１７９０）——法国政论家，民主主

义革命家，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活动家。——第１０２页。

葛德文，威廉（Ｇｏｄｗｉ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５６—

１８３６）——英国小资产阶级作家和政论

家，唯理论者，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

一。——第５２８页。

瑙威尔克，卡尔（Ｎａｕｗｅｒｃｋ，Ｋａｒｌ １８１０—

１８９１）——德国政论家，曾参加柏林的

青年黑格尔分子集团“自由人”。——第

１８—２０页。

十 四 画

福适，莱昂（Ｆａｕｃｈｅｒ，Ｌéｏｎ １８０３—

１８５４）——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

活动家，温和的自由党人，工人运动的

凶恶敌人。——第４８５页。

福斯，约翰 亨利希（Ｖｏβ，Ｊｏｈａｎｎ 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 １７５１—１８２６）——德国诗人，荷

马、味吉尔及其他古代诗人作品的翻译

家。——第２４２页。

福斯特，格奥尔格（Ｆｏｒｓｔｅｒ，Ｇｅｏｒｇ 

１７５４—１７９４）——德国作家，民主主义

者，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

者。——第６４５页。

维多克，弗朗斯瓦 欧仁（Ｖｉｄｏｃｑ，Ｆｒａｎ 

ｏｉｓ Ｅｕｇéｎｅ １７７５—１８５７）——法国的

刑事犯，警察局密探；一般认为“维多

克回忆录”一书出于他的手笔；他的名

字已成为狡猾的密探和骗子手的代名

词。——第９３、２０８页。

维多利亚（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１８１９—１９０１）——英

国女王（１８３７—１９０１）。——第３１２、５１７

页。

蒙泰，阿芒 阿列克西斯（Ｍｏｎｔｅｉｌ，Ａｍａｎｓ

 Ａｌｅｘｉｓ １７６９—１８５０）——法国资产

阶级历史学家。——第８９页。

蒙蒂温，安都昂（Ｍｏｎｔｙｏｎ，Ａｎｔｏｉｎｅ 

１７３３—１８２０）——法国慈善家，把自己

大财产的一部分捐给“慈善奖金”机

关。——第２４２页。

赫斯，莫泽斯（Ｈｅβ，Ｍｏｓｅｓ １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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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５）——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在

４０年代中期为“真正社会主义”的重要

代表人物之一。——第５９１、５９４、５９７—

５９９页。

歌德，约翰 沃尔弗干格（Ｇｏｅｔｈｅ，Ｊｏ－

ｈａｎｎ Ｗｏｌｆａｎｇ １７４９—１８３２）——伟

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 第２２４、

６３４页。

蒲鲁东，比埃尔 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ｉｅｒｒｅ

 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０９—１８６５）——法国政论

家，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无政府主义

的创始人之一。——第２６—４３、４６—６５、

６７、１９９、５２８、６５９页。

十 五 画

赖尔，查理 （Ｌｙｅｌｌ，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９７—

１８７５）——著名的英国学者，地质学

家。——第５４７页。

赖哈特，卡尔（Ｒｅｉｃｈａｒｄｔ，Ｋａｒｌ）——柏

林的一个订书匠，“文学总汇报”的工作

人员。——第９、１１、４６、９９页。

赖德诺，威廉 普莱得尔（Ｒａｄｎｏｒ，Ｗｉ－

ｌｌｉａｍ Ｐｌｅｙｄｅｌｌ １７７９—１８６９）——伯

爵，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第

５５６页。

德萨米，德奥多（Ｄéｚａｍｙ，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１８０３—１８５０）——法国政论家，空想共

产主义革命派的卓越代表人物。——第

１６７页。

德斯杜特 德 特拉西，安都昂 路易 克劳

德（Ｄｅｓｔｕｔｔ ｄｅ Ｔｒａｃｙ，Ａｎｔｏｉｎｅ 

Ｌｏｕｉｓ Ｃｌａｕｄｅ １７５４—１８３６）—— 伯

爵，法国庸俗经济学家，感觉论哲学家；

立宪君主制的拥护者。——第４０页。

德谟克利特（Ｄｅｍｏｃｒｉｔｕｓ 公元前约４６０—

约３７０）——伟大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

学家，是原子论的创始人之一。——第

１６１、１６３页。

十 六 画

霍恩，理查 亨利（Ｈｏｒｎｅ，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ｅｎｒｙ

 １８０３—１８８４）——英国作家，１８４１年

是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 第３９７、

４８９页。

霍纳，莱昂纳德（Ｈｏｒｎｅｒ，Ｌｅｏｎａｒｄ 

１７８５—１８６４）——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

活动家；１８３３年任厂劳动调查委员会委

员，１８４１年任童工调查委员会委

员。——第４２７、４５９页。

霍弗，安得列阿斯（Ｈｏｆｅｒ；Ａｎｄｒｅａｓ 

１７６７—１８１０）——１８０９年在梯罗尔同法

国军队进行游击战的领导者。——第

６４５页。

霍布斯，托马斯（Ｈｏｂｂｅｓ，Ｔｈｏｍａｓ 

１５８８—１６７９）——杰出的英国哲学家，

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社会政

治观点具有鲜明的反民主的倾向。——

第１６１、１６３、１６５页。

霍布逊，乔舒阿（Ｈｏｂｓｏｎ，Ｊｏｓｈｕａ）——

英国记者，宪章主义者。——第６６８页。

霍金斯，弗兰西斯 俾赛特（Ｈａｗｋｉｎｓ，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Ｂｉｓｓｅｔ １７９６—１８９４）——英

国医生和政论家；１８３３年任工厂劳动调

查委员会委员。——第３９２、４２９、４３３、

４３５、４３９、４４４、４４６、４４７、４４９、４５７、

４６３页。

霍尔巴赫，保尔 昂利（Ｈｏｌｂａｃｈ，ＰａｕｌＨｅｎ

ｒｙ １７２３—１７８９）——杰出的法国哲学

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

者，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之

一。——第１６６、１６９、５２８页。

霍布豪斯，约翰 凯姆（Ｈｏｂｈｏｕｓｅ，Ｊｏｈｎ 

Ｃａｍ １７８６—１８６９）——英国政治活动

家，自由党人。——第４５６、４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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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威尔，布鲁诺（Ｂａｕｅｒ，Ｂｒｕｎｏ １８０９—

１８８２）——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最著

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资产阶级的

激进分子；１８６６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

者。——第７、４８、５０、９９—１５３、１５７—

１５９、１６８—１８３、１８６—１９７、１９９—２０６、

２１３、２４４—２４６、２６８、５９９页。

鲍威尔，埃德加尔（Ｂａｕｅｒ，Ｅｄｇａｒ １８２０—

１８８６）——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布 鲍威尔的弟弟。——第２１—２８、

４０、４１、４５—５３、６０、６２、６５—６７、９９、

１１０、１８６、１９９、２００、２４０、２６８页。

十 七 画

戴维，亨弗利（Ｄａｖｙ，Ｈｕｍｐｈｒｙ １７７８—

１８２９）——杰出的英国学者，化学家和

物理学家。——第２９３、５３８页。

谢林，弗里德里希 威廉 （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７５—

１８５４）——德国哲学家，１８世纪末至１９

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后来

成为科学的凶恶敌人，宗教的竭力拥护

者。——第１２１、１９６页。

十 八 画

萨伊，让 巴蒂斯特（Ｓａｙ，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１７６７—１８３２）——法国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

物。——第３９、５３、５４页。

萨德勒，迈克尔 托马斯（Ｓａｄｌｅｒ，Ｍｉ－

ｃｈａｅｌ 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８０—１８３５）——英

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慈善家，倾向

托利党。——第４５６、４６０页。

魏 尔， 卡 尔 （Ｗｅｉｌ，Ｋａｒｌ １８０６—

１８７８）——德国自由主义政论家，从

１８５１年起是奥地利的官吏。——第２０７

页。

魏特林，威廉（Ｗｅｉｔｌｉｎｇ，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０８—

１８７１）——德国工人运动萌芽时期的卓

越活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理论家

之一，他的职业是裁缝。—— 第５９４、

５９５、６５５、６５６、６７２、６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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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刊 索 引

二  画

“人民总汇报。当代重大问题每月通讯评

论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ｓ Ｖｏｌｋｓｂｌａｔｔ．Ｐｏｐｕｌａｒｅｒ

 Ｍｏｎａｔｓｂｅｒｉｃｈｔ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ｗｉｃｈｔｉｇ

ｓｔｅｎ Ｚｅｉｔｆｒａｇｅｎ）——科伦出版。——

第５９９页。

三  画

“小广告”（Ｐｅｔｉｔｅｓ ａｆｆｉｃｈｅｓ）——巴黎出

版。——第２４８页。

四  画

“太阳报”（Ｓｕｎ）——伦敦出版。——第４７０

页。

“文学报”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Ｚｅｉｔｕｎｇ）——见

“文学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

“文学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 沙洛顿堡出版。——

第７、１３、６４、９８、１１５、１１６、１２７、１３７、

１７４、１７６、１８２、１８７、１９２、１９５、１９９、

２０１、２６７、２６８页。

五  画

“北极星报”（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ｔａｒ）——里

子出版，从１８４４年１１月３０日起在伦敦出

版。——第４６８、５１２、５５５、６２７、６３０、６３１、

６３８、６３９、６４５、６４６、６５３、６６８、６７５页。

“北英格兰内外科医学杂志”（Ｎｏｒｔｈ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伦 敦 和 曼 彻 斯 特 出

版。—— 第 ４４８ 页。 “世 纪 报”

（ＬｅＳｉèｃｌｅ）——巴黎出版。——第２４２

页。

六  画

“机工”（ＴｈｅＡｒｔｉｚａｎ）——伦敦出版。——

第３１６、３１７、３２０、３８２、３９２页。

“同盟月刊。工人自己编辑和发行的通

报”（Ｌ’Ｕｎｉｏｎ．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ｄｅｓ ｏｕｖｒｉ

ｅｒｓ，ｒéｄｉｇé ｅｔ ｐｕｂｌｉé ｐａｒ ｅｕｘ－

ｍêｍｅｓ）—— 巴黎出版。—— 第６６８

页。

七  画

“每周快讯”（ＴｈｅＷｅｅｋｌｙ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

伦敦出版。——第３４８、３５６、３９４、４９７、

５２３页。“每周纪事报”（ＴｈｅＷｅｅｋｌｙ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伦敦出版。——第５２３

页。“里子信使报”（ＴｈｅＬｅｅｄｓ Ｍｅｒ

ｃｕｒｙ）——第４６９页。

“两大陆评论”（Ｒｅｖｕｅ ｄｅｓ ｄｅｕｘ Ｍｏｎ

ｄｅｓ）——巴黎出版。——第４８５页。

“利物浦信 使报” （Ｌｉｖｅｒｐｏｏｌ 

Ｍｅｒｃｕｒｙ）——第３５３页。

八  画

“矿业杂志”（ＴｈｅＭｉｎ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伦

９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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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出版。——第５３８页。

“矿工的律师” （ＴｈｅＭｉｎｅｒ’ｓＡｄｖｏ

ｃａｔｅ）——新堡出版。——第５４２页。

“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ＬａＰｈａｌａｎｇｅ．

Ｒｅｖｕｅｄｅｌ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ａｌｅ）——巴黎出

版。——第６５６、６５７页。“和平民主日

报”（Ｌａ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ｐａｃｉｆｉｑｕｅ）——巴黎

出版。——第１９４页。

“社会明镜。维护无产阶级利益和阐明当

前社会关系的刊物”（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ｓｐｉｅ

－ｇｅｌ．ＯｒｇａｎｚｕｒＶｅｒｔｒｅｔｕｎｇｄｅｒｂｅｓｉｔｚ

ｌｏ－ｓｅｎＶｏｌｋｓｋａｓｓｅｎｕｎｄｚｕｒＢｅｌｅｕｃｈ

ｔｕｎｇｄｅｒ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 Ｚｕｓｔａｎｄｅ

ｄｅｒ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 爱北斐特出

版。——第５９４、５９９页。

九 画

“前进报” （Ｖｏｒｗａｒｔｓ！）—— 巴黎出

版。——第５８９页。

“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奥格

斯堡出版。—— 第１７０页。“观察家”

（Ｔｈ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ｒ）——伦敦出版。——第

５２３页。

“宪法年鉴” （Ｋ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ｌｌｅＪａｈｒｂü

ｃｈｅｒ）—— 斯图加特出版。——第２０７

页。

“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第

５９０页。

“思辨神学杂志”（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ｓｐｅｋｕｌａ

－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ｅ）——柏林出版。——

第１８１页。

“哈里法克斯卫报” （ＨａｌｌｉｆａｘＧｕａｒ

ｄｉａｎ）——第４７０页。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Ｄａｓ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ｓｃｈｅ

Ｄａｍｐｆｂｏｏｔ）——比雷菲尔德出版。——

第５９９页。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

Ｄéｂａ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ｅｔ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ｓ）——巴

黎出版。——第２４２页。

十 画

“泰晤士报” （ＴｈｅＴｉｍｅｓ）——伦敦出

版。——第３１２、４１８、５５３、５８３页。“彩

色 杂 志” （Ｔｈｅ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ｄ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伦敦出版。——第３０７、

５７７页。

“特利尔日报”（Ｔｒｉｅｒ’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第５８９、６７７页。

“伦敦统计学会会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Ｌｏｎｄｏｎ）——第３０８、

３２１页。

“爱丁堡内外科医学杂志”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第

３１５页。

十 一 画

“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伦敦

出版。——第４７６、５５７页。“曼彻斯特卫

报”（Ｔｈｅ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第３５２、３５４、３５５、３９０、４１８、４２９、４５１、

４６５、４６８、５３８、５４０、５６７页。

“笨拙，或伦敦喧声”（Ｐｕｎｃｈ，ｏｒｔｈｅＬｏｎ

ｄｏｎＣｈａｒｉｖａｒｉ）——第４９８页。

十 二 画

“莱茵观察家”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ｒＢｅｏｂａ

ｃｈｔｅｒ）——科伦出版。——第６７７页。

“莱茵社会改革年鉴”（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

ｂüｃｈｅｒ ｚｕｒ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 Ｒｅｆｏ

ｒｍ）——１８４５年在达姆斯塔德出版；

１８４６年在别列坞出版。——第５９４、５９９、

６００、６１６、６２６、６７６页。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 ｆüｒ Ｐｏｌｉｔｉｋ， Ｈａｎｄｅｌ ｕ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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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ｗｅｒｂｅ）——科伦出版。——第１２８、

１３７、６１７页。

“发言人报，或莱茵—威斯特伐里亚通报”

（ＤｅｒＳｐｒｅｃｈｅｒｏｄｅｒ：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Ｗｅｓｔ

－ｐｈａｌｉｓｃｈｅｒＡｎｚｅｉｇｅｒ）——威塞尔出

版。——第５８９页。

十 三 画

“新道德世界。合理社会报” （ＴｈｅＮｅｗ

Ｍｏｒａｌ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ＧａｚｅｔｔｅｏｆｔｈｅＲａｔｉｏ

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伦敦出版。——第５８８、

５９２、５９５、５９７、６０１页。

十 五 画

“德法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

－ｂüｃｈｅｒ）——巴黎出版。——第３９、１１１、

１３６—１４６、１４２、１４５、３００、５６４、５８８页。

“德勒穆纪事报”（Ｄｕｒｈａｍ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第２９３页。

“德 国 公 民 手 册”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

Ｂüｒｇｅｒｂｕｃｈ）——１８４５年在达姆斯塔德

出版；１８４６年在曼海姆出版。—— 第

５９４、５９９、６６１页。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Ｊａｈｒ－

ｂüｃｈｅｒ ｆü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Ｋｕｎｓｔ）——莱比锡出版。——第１２８、

１３６页。

“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Ｈａｌｌｉｓｃｈｅ

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ｆü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Ｋｕｎｓｔ）——第１６８页。

“撒但”（Ｓａｔａｎ）——巴黎出版。——第２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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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后 记

本卷所载“神圣家族”一书第五和第八两章，郭沫若同志曾经译

出；先后以“艺术作品的真实性”（１９３６年１１月）和“艺术的真

实”（１９４９年７月）为名，作为单行本出版。我们在翻译这一部分时

参考了他的译文。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我局曾译出，于１９５６年５月出版。过去

在翻译此书时，曾参考了季羡林同志的译稿；并承李必新、张仲

实两同志根据俄文本、胡雄定同志根据英文本提出过不少意见。这

次收入全集时，我们又对译文作了若干修改。

我们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并参照有关的原文

翻译的。其中“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还参考了英译本。前后

参加翻译的有王治平、胡尧之、张奇方、周裕昶、易克信、钱文

干、孙开焕、伍瑞麟、孙传己、孙魁、沈渊等同志。全卷译文最后

经谢宁同志校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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