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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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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收集了他们在１８４６年５月至１８４８

年３月这一时期的著作。

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在这个时期已基本完成。从此马克思

主义便成了工人阶级的已经形成的、不断发展的科学世界观，成了

工人阶级在争取以革命的方式改造社会和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中

的强大的思想武器。这一时期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

言”，正象弗·伊·列宁所说，已经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了。

在收入本卷的著作中，对构成科学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的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主要之点，已经有了阐

明。由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批判地研究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的著作，这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

另一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方面有了新的发展。马

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对工人革命运动经验的理论概括，愈益明确地

表述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主要问题，即关于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共

产主义社会的缔造者——无产阶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实现其历史使命的具有决定意义的

手段的原理。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关于工人阶

级革命斗争的策略的极其重要的理论原理。

科学共产主义的形成，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在欧洲许多国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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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民主革命已成熟的情况下所进行的实际的革命活动密不可

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他们所领导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

委员会巩固了同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的联

系，他们对宗派主义和各种幼稚的乌托邦的思想影响进行了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活动的结果，１８４７年夏天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

——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是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争取建立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

本卷开头第一篇文章“反克利盖的通告”是批判小资产阶级流

派之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这些流派进行不可

调和的斗争中为自己敷设了通向无产阶级群众的道路。在这篇著

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抨击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克利盖，克利盖

企图把共产主义学说归结为关于爱的多情善感的言词，把共产主

义变成一种新宗教。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情地嘲笑了克利盖之类的

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空想和玩弄辞藻的把戏，尤其是嘲笑了克

利盖想把美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描绘成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企图，

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以唯物主义的冷静态度（按照弗·伊·列

宁的评价）肯定了这类小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真正进步内容。“马

克思的辩证的和革命式的批判，去掉了庸俗学说的外壳，剥露出

‘攻击土地私有制’在‘抗租运动’的健康的内核。”（“列宁全集”

俄文第四版第十三卷第２５５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克利盖的批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魏特

林的粗鄙的平均主义的空想共产主义的批驳，魏特林的观点阻碍

了德国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

恩格斯在“德国的制宪问题”这篇我们所得到的不完全的手稿

里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对进步的资产阶级的要求，这正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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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的封建专制集团的心愿。在这篇著作里恩格斯根据对德国的

社会环境和政治情况的分析，拟定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

的革命策略。

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这篇评论中，恩格斯批判

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美学观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

评的基础。恩格斯尖锐地指责了在文学中的一切小市民的狭隘

性、多愁善感、庸俗、市侩气、小心翼翼地向有产者谄媚的行为。恩

格斯强调说，进步的作家和诗人应当是进步思想和革命斗争的喉

舌，应当歌颂“倔强的、威严的和革命的无产者”。恩格斯对“真正

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想用小市民的尺度来衡量伟大的德国作家

歌德的创作的企图进行了致命的批评。恩格斯在评述歌德的创作

中，做出了研究文学的复杂现象的范例，揭示了作家的世界观和他

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指出了歌德著作中的矛盾方面，说明

了它们的真正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之所在。

１８４７年夏天问世的卡·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答蒲鲁

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极其重要的理论著作之

一。在这部哲学兼经济学的著作里，马克思第一次以论战的形式

在报刊上详细地阐述了他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主义学说的基

础；阐述了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他在这部著作里提

出了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策略的创见。

“哲学的贫困”是为了反对蒲鲁东主义而写的。蒲鲁东主义反

映了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矛盾和空想，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意向：

它力图摆脱资本主义发展给它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同时又要保

存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马

克思证明，要在资本主义关系的范围内消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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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计划都是站不住脚的，这就给整个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以

打击，抱有改良主义思想的人们企图用细小的改良的纲领引诱工

人阶级脱离社会主义革命斗争。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方法的同时，

在“哲学的贫困”中捍卫并发展了新的科学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马克思在这部著作里比自己先前的著作更全面更深刻地论证

了他的辩证方法。马克思和把真实的现实描写成“绝对观念”的体

现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相反，他把观念、抽象、逻辑范畴看

成是现实世界中所发生的客观的、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

的辩证过程的反映。

在“哲学的贫困”里马克思在阐明物质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方

面前进了一大步。马克思在揭示“生产力”这个概念的内容时，指

出它不仅包括生产工具，而且还包括劳动者本身；“最强大的一种

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见本卷第１９７页）。马克思指出生产力

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

关系和相互作用。他证明，在阶级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之间所发生的对抗性矛盾，使阶级斗争尖锐化成为不可

避免的现象，使新的更先进的生产方式通过革命来代替旧的生产

方式。只有在没有阶级对抗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进化将不再

是政治革命”（见本卷第１９８页）。

在“哲学的贫困”里马克思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

础，后来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这一天才著作中对这

门科学做了详细的研究。马克思驳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资

本主义经济规律是永恒的不可动摇的这种形而上学的观念。马克

思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分析了经济的现实，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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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关系的对抗性和历史短暂性。

马克思从新的真正科学的立场出发，考察了产生资本主义社

会的条件，阐明了大机器工业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分析了资

本主义生产的许多方面：竞争、资本主义的分工。马克思指出，生

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有机地联系着的，技术方面的每一项巨大

的发明都使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加剧起来。马克思强调说，生产的

无政府状态、危机、群众的贫困化是资本主义必不可免的伴侣；他

揭露了雇佣劳动制度的剥削实质，大体上表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

普遍规律，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

产生贫困”（见本卷第１５５页）。

在“哲学的贫困”里拟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货币、工资、

利润、地租等学说的一些初步原理。马克思提出了土地国有化的

深刻思想，他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土地国有化是最彻底

的资产阶级措施。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以及“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

阶级”和“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里，提出了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初

步原理。５０年代末马克思建立了这一理论的完备形式。在这以前

所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等）里，马克思还使用“劳动价值”，“劳

动价格”这样一些概念，正如恩格斯后来在给马克思的“雇佣劳动

和资本”一书所做的序言中指出的，这些概念“从晚期著作的观点

来看，是不确切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后来马克思确定了工人出

卖给资本家的不是自己的劳动，而是自己的劳动力，因此他用“劳

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的概念代替了“劳动价值”和“劳动价

格”的概念。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里把他关于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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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意义的结论加以具体化，同时指出经济斗争、罢工、工人同盟

（工会）在团结和以革命精神教育无产阶级群众的过程中的作用。

马克思提出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思想：无产阶级应当具有阶级觉悟，

社会主义的觉悟，应当了解自己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政治制

度和经济制度的革命作用，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应当由“对资本

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的群众变成“自为

的阶级”（见本卷第１９６页）。马克思表述了关于经济斗争和政治

斗争的统一的重要原理，并且强调指出，在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

中，政治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具有决定的意义。

本卷收入了恩格斯在宪章派报纸“北极星报”和法国民主主义

报纸“改革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和通讯。在政论性的文章中具有

特别重大意义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

表的那些文章，这一报纸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成了宣传共

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战斗的机关报。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着

国际民主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在报上评论当时的一切巨大

事变，对无产阶级在即将来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许多重要问

题上的立场加以论证，并同敌视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进行斗争。

在“‘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这篇文章里，马克思揭露了打

着基督教社会主义旗帜的普鲁士封建反动派的代表人物迷惑人民

群众的勾当。在马克思的文章“拉马丁和共产主义”、“驳阿·巴泰

尔斯”和恩格斯的文章“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拉

马丁先生的宣言”里，资本主义的辩护人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家

遭到了严厉的抨击，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激进派关于共产主义的臆

想遭到了驳斥。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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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特根的信和“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给菲格斯·奥康瑙尔先生的信”、弗·恩格斯发表在“改革报”上的

关于英国宪章运动的通讯，以及当时的其他文章和文献里，都包含

着要无产阶级的民主的力量实行国际合作和团结一致的思想。马

克思和恩格斯赞同无产阶级革命者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

盟，但同时也批判了后者的落后观点和幻想。在“路易·勃朗在第

戎宴会上的演说”一文中恩格斯写道：“没有批评就不能互相了解，

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见本卷第４２３页）。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

坚决地驳斥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其他法国小资

产阶级活动家所宣扬的世界主义观点。

在恩格斯所著的“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和马克思所著

的“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里，揭露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激

进派的狭隘性和不彻底的民主主义，尤其是他们对德国的集中和

统一的必要性的无知。在同海因岑的论战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捍卫

并论证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９日关于波兰的演说和他

们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２日关于波兰问题的发言里，在恩格斯的“奥地利

末日的开端”、“菲格斯·奥康瑙尔和爱尔兰人民”以及其他著作

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民族问题的重要思想，

宣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他们赞同工人阶级坚决援助波

兰、意大利、爱尔兰和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做法，表述了著

名的原理：“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

民族”（见本卷第４１０页）。

恩格斯的“普鲁士宪法”、“法国的改革运动”、“瑞士的内战”、

“１８４７年的运动”等文是分析革命前夕许多欧洲国家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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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情况的。恩格斯在“巴黎的革命”一文中评论了１８４８年法

国的二月革命，提出了为建立德意志共和国而斗争的口号。

本卷中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的手稿，反映了马克思和恩

格斯为制定形成中的共产主义政党的纲领而进行的工作。恩格斯

在这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草案的草稿中，从理论上论证了无产

阶级政党的某些极其重要的纲领性的和策略性的原则。在恩格斯

的这篇著作里拟定了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

主义时应实行的措施。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包含着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不可能在单

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著名公式。这个对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来

说是正确的公式，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就过时了，因为各资本主义

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不平衡的和跳跃式的发展规律，预先决定了

无产阶级革命的成熟时间在不同的国家里是各不相同的。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恩格斯的这个过时的原理，为弗·伊·列宁的关于社

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和社

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切国家或大部分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这一新的

原理所代替。

本卷中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朽著作“共产党宣言”，这

部著作是他们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以前的那个时期内所完成的

一切科学和政治创作的最高成就。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献。它完

整而严密地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学说的基础。“在这部

著作里极其清楚而鲜明地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叙述了包括社会生

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叙述了作为最完备最精深的发展学说

的辩证法，叙述了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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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使命的学说。”（“列宁全集”

俄文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３２页）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必

定崩溃和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胜利，他们以此武装了无产阶级，规定

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任务和目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象一条

红线贯穿了整个“宣言”，弗·伊·列宁称这一思想为“马克思主义

关于国家问题的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二十五卷第３８９页）。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还没有使用“无产

阶级专政”这一术语，但却清楚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

理的实质。他们指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工人阶级获得胜利的

必要条件，“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变成为统治阶级”（见

本卷第４８９页）。

“共产党宣言”中给国家的实质下了真正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定

义。“宣言”的作者指出，“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乃是一个阶级

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见本卷第４９１页）。马克

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是少数剥削者镇压多数被剥削者的

工具之后强调说，工人阶级在夺得国家政权之后，应当利用政权为

极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而制服一小撮剥削者的反抗，建立没有阶级

的共产主义社会。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工人阶级指出了一个伟

大的目标——建设共产主义。他们预见到，共产主义革命将消灭

任何剥削和阶级对立，消灭任何社会的、政治的和民族的压迫，这

一革命将导致建立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

条件”的社会（见本卷第４９１页）。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有先见

之明地预言说，工人阶级的胜利不仅会达到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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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会使人类摆脱民族间的对抗和敌对关系，摆脱资本主义所引

起的各民族间的血腥的战争。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党是无产阶级的先

锋队，没有它工人阶级就不能夺得政权和实现社会的改造这一基

本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拟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时指出，必

须使无产阶级争取最近目的的斗争服从于它争取最终目的的斗争

的利益，必须使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特殊任务和国际工人运动

的共同任务相结合。他们论证了确定无产阶级政党对各个不同阶

级和政党的关系的指导原则，强调指出共产党人有责任支援一切

革命的和进步的运动，同时对运动的弱点和缺点提出批评。

“宣言”的作者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伟大的号召

清楚地表明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国际无产阶级团

结一致的思想。

“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标志着国际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斯大林）

        

本卷收集了全集第一版没有编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２７篇

著作。其中弗·恩格斯的三篇文章的俄译文于１９４０年刊载在“无

产阶级革命”杂志第４期上，他的另外三篇在以前历次发表马克思

主义创始人的遗著时都未编入过的文章，刊载在１９５５年“历史问

题”杂志第１１期上；其余的几篇都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这点在各

该篇末已注明。

在本卷的附录中编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制定的共产主义

者同盟章程，还有一系列反映他们的实际革命活动的文献。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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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反克利盖的通告１

在共产主义者恩格斯、日果、海尔堡、马克思、载勒尔、魏特林、

冯·威斯特华伦和沃尔弗出席参加的会议上，关于纽约出版的德

文报纸。

海尔曼·克利盖主编的“人民论坛报”２

大家（除魏特林一人“投反对票”外）一致通过了如下的决议，并附

论据。

决  议

（１）“人民论坛报”主笔海尔曼·克利盖在该报上所宣传的倾

向不是共产主义的。

（２）克利盖用以宣传这种倾向的幼稚而夸大的方式，大大地损

害了共产主义政党在欧洲以及在美洲的声誉，因为克利盖算是德

国共产主义在纽约的著作界代表。

（３）克利盖在纽约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所鼓吹的那些荒诞的

伤感主义的梦呓，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的意志颓废。

（４）本决议连同论据将分发给在德国、法国及英国的共产主义者。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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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本决议送交“人民论坛报”编辑部一份，要求该报在最近几

号上将此决议连同论据一并发表。

恩格斯、菲·日果、路易·海尔堡、

卡·马克思、载勒尔、冯·威斯特华伦、沃尔弗

１８４６年５月１１日于布鲁塞尔

第一部分

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

“人民论坛报”第１３号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告妇女书”的文章。

（１）“妇女是爱的祭司”。

（２）“送我们到这里来的是爱”。

（３）“爱的使徒”。

（ａ）文学的插曲：“闪闪发光的仁慈的眼神”；“真理的声音”。

（ｂ）虚伪粗鄙的向妇女ｃａｐｔａｔｉｏ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ｔｉａｅ〔讨好的企图〕：

“你们即使穿着女王的服装也仍旧是妇女……你们也没学会用不

幸者的眼泪来哄人。你们的心肠太软，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让

不幸的孩子饿死在母亲手里。”

（４）“可爱的小宝宝的未来”。

（５）“相亲相爱的姊妹啊”。

（６）“啊，请听一听我们的话，假使你们不这样做，你们就会背

叛爱”。

（７）“爱的”。

（８）“用爱”。

（９）“为了爱”。

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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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我们向你们乞求（泣诉）①的最神圣的爱的事业”。

（ｃ）美文学和圣经上的庸俗论调：“妇女命定生产人类的儿

女”，这等于指出：男人不能生孩子。

（１１）“充满爱的心灵必然发展成共性的圣灵”。

（ｄ）插曲式的ＡｖｅＭａｒｉａ〔福哉，马利亚〕：“女人们，你们有福

了，你们三倍地有福了，因为你们命定要给早已预言过的幸福王国

以第一次圣化。”

（１２）“相亲相爱的姊妹们”。

（１３）“不是爱而是恨”（资产阶级社会跟共产主义社会的对比）。

（１４）“啊，亲爱的！”

（１５）“把爱送上宝座”。

（１６）“由互爱而结合起来的积极的人们”。

（１７）“爱的真正祭司”。

（ｅ）美学的插句：“假如你们胆怯的心灵还没有忘记作出几次

美妙的飞翔”（这是能否实现尚待证明的魔术）。

（１８）“爱的世界”。

（１９）“恨的王国和爱的王国”。

（ｆ）欺骗妇女的企图：“因此你们在政治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只要你们利用自己的影响，整个腐朽的恨的王国就会垮台而让

位给新生的爱的王国”。

（ｇ）旨在压倒理智声音的哲学喇叭声：“让全人类永远安然自

得，这就是你们活动的最终目的。”

５反 克 利 盖 的 通 告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译者注

   天主教祷告的头一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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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你们的爱”。这是向妇女要求“最热烈的”爱的借口，以

便她们“一视同仁地把爱施舍给一切人”。这一要求是既下流的，

又非分的。

（ｈ）遁逃曲：“成千上万被遗弃的孤儿正在消灭他们所处的可

怕的环境”。这里“可怕的”究竟是什么呢？是“孤儿”消灭“环境”，

还是“环境”消灭“孤儿”？

（ｉ）新共产主义政策的表白：“我们不想剥夺任何人的私有财

产；让高利贷者保留已经拥有的财产吧；我们只想防止继续盗窃国

民财产的行为，防止资本以后剥夺劳动的合法财产。”达到这个

目的的办法应该是：“每一个穷人，一旦保证他有从事生产劳动的

可能，他立刻就变成人类社会有用的成员。”（根据这种说法，对

“人类社会”贡献最大的就是资产者，包括克利盖十分憎恨的纽约

资产者在内。）“假如社会给他一块土地，使他能养活自己和家

庭，那他就会永远有这种劳动的机会…… 如果这巨大的土地（即

北美１４亿英亩国有土地）①不用来买卖而以一定数量交给劳动人

民，那末美国的贫困现象就会一举而消灭，因为那时每一个人都有

可能亲手来给自己建设不可侵犯的家园了”。本来应该懂得，想用

一道法令来阻止克利盖所期望的宗法制度发展为工业制度，或者

使东海岸工商业务州倒退到宗法的野蛮状态上去，这是立法者办

不到的。可是，为了迎接上述幸福时刻的到来，克利盖已在准备做

如下一种乡下牧师式的宣教：“那时我们就能教导人们和睦相处，

彼此减轻一切生活上的负担和困难，并且

（２１）在大地上建设起第一批充满天国的爱的村镇”（每村都恰

６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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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占地１６０英亩）。

克利盖在结束对已婚妇女的号召时说：“首先你们要向

（２２）自己亲爱的丈夫，

恳求他们放弃旧的政策……让他们看看他们的孩子，恳求他

们为了他们的（蠢人的）①孩子们醒悟过来”。其次，他又向“少女

们”就：“但愿对于

（２３）你们的爱人来说

土地解放是他们人格的试金石，请不要轻信

（２４）他们的爱，

当他们没有发誓忠实于全人类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少女们举止稳重，那末他就会向她们保证，她们的孩子

（２５）“也会和她们（指“天国的鸟”）一样成为富于爱情的人”，

他在结束他那单调的歌曲时又重复谈到

（２６）“爱的真正祭司”、“伟大的共性王国”和“圣化”等。

“人民论坛报”第１３号——“答索尔塔”：

（２７）“它（共性的伟大精神）②象爱之火，在教友的眼中燃烧”。

（２８）“女人如果没有她能爱、能为之献出自己的颤抖的心灵的

男人，那她还成什么样子呢？”

（２９）“用爱把一切人团结起来”。

（３０）“母爱”。

（３１）“对人的爱”。

（３２）“爱的所有最初的声音”。

（３３）“爱的光芒”。

７反 克 利 盖 的 通 告

① ②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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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使“人类的全部生命服从于它（敏感

的心）①的跳动”。

（３４）“在金钱声中，爱的声音沉寂了”。

（３５）“爱和自制可以获得一切”。

这样，单是在这一号报纸中，约略计算一下，就可以看到３５种

表现的爱。按照这种谈爱的废话，克利盖在“答索尔塔”一文中和

在别的地方都把共产主义描绘成某种充满爱而和利己主义相反的

东西，并且把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归结为几个字：爱和恨，

共产主义和利己主义。这正显示了他的懦怯：他向高利贷者谄媚，

答应不动已经属于他们的东西；他发誓说并不想“破坏对家庭生

活、国家和民族的依恋”，只想“实现这种依恋”。说共产主义不是

“破坏”，而是要使现存的腐朽关系以及资产阶级对这种关系的一

切幻想“实现”的这种懦怯而虚伪的说法，从头到尾贯串在每一号

的“人民论坛报”中。克利盖和政治家们争论时所持的立场跟这种

虚伪和懦怯是相吻合的。他认为（第１０号上）写文章反对类似拉

梅耐和白尔尼这种醉心于天主教的政治幻想家就是违背共产主

义。因此，象蒲鲁东、卡贝、德萨米这样的人，一句话，所有的法国

共产主义者，只是“有名无实的共产主义者”。至于德国共产主义

者已经远远抛开了白尔尼，正象法国共产主义者远远抛开了拉梅

耐一样，这一点是克利盖在德国、布鲁塞尔和伦敦的时候就应该知

道的。

这种爱的呓语将会如何使男女两性都变得神经衰弱，将会如

何使大批“少女”变得歇斯底里和贫血，——关于这一点，克利盖自

８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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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也该想一想。

第二部分

“人民论坛报”的政治经济学及其

对“青年美国”３的态度

我们完全承认美国民族改良派运动的历史合理性。我们知

道，虽然这个运动所力求达到的结果在目前会促进现代资产阶级

社会工业制度的发展，但是它既然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成果，是对一

般土地私有制、特别是在美国现存条件下对土地私有制举行的攻

击，其结果必然会导向共产主义。克利盖同当时侨居纽约的德国

共产主义者一起参加了抗租运动〔Ａｎｔｉ－Ｒｅｎｔ－Ｂｅｗｅｇｕｎｇ〕，竟用

一些流行的共产主义术语和华丽的词句粉饰这个简单的事实，而

不去深入考察运动本身的内容。于是他就证明，他完全不清楚“青

年美国”和美国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除了上面已经引证过的那

些地方以外，我们现在还要举出一个例子，说明他如何用使全人类

获得幸福这种华丽的词句来装饰土地运动中提出的美国地产析分

计划。

在“人民论坛报”第１０号上所载的“我们要求的是什么”一文

中说道：

“他们（即美国民族改良派）①称土地为全人类的公共财产……并要求国

民立法机关设法把尚未落入强盗般的投机分子手中的１４亿英亩土地保留起

来，作为全人类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

９反 克 利 盖 的 通 告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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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他为了替“全人类保留”这个“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就接

受了民族改良派的计划：“每一个农民，不管来自哪一个国家，都分

给他１６０英亩的美国土地供其维持生活。”在该报第１４号上所载

的“答孔策”一文中，这个计划是这样说明的：

“任何人均不得从这一尚未动用的国民财产中领取１６０英亩以上的土

地，而且领取这１６０英亩也只能限于自耕。”

于是，为了把土地留做“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而且是全人类

的财产，就应该立刻先分配这些土地。克利盖以为他能用一项法

令来禁止这种分配所发生的必然后果，即土地集中、工业进步等

等。他把每１６０英亩土地都看成一样的，似乎这份土地的价值并

不因质量而有所不同。“农民”自己将和其他人进行交换，不是交

换土地，便是交换土地的产品。那时，很快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一

个“农民”即使没有资本，但由于他的劳动和他的１６０英亩土地的

天然肥沃，就会使另外一个农民变成他的雇农。其次，不论“落到

强盗般的投机分子手中”的是“土地”还是土地产品，难道不是一样

吗？

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克利盖送给人类的这份礼物吧。

１４亿英亩土地应该“保留起来，作为全人类不可让渡的公共

财产”。同时，每一个“农民”应该领到１６０英亩土地。因而我们可

以计算一下，克利盖的所谓“人类”有多大，不多不少，恰好８７５万

“农民”，或者按每家平均五口人计算，一共有４３７５万人。同样，我

们可以计算一下，“无产阶级以人类的身份应占有全部土地”（至少

在美国是如此）的这个“永久时期”能延长多久。假如美国人口增

长的速度和以前一样（即每２５年增加一倍），这个“永久时期”就不

会满４０年。这１４亿英亩在４０年内会全被占完，而下一代也就没

０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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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可“占”了。况且无偿地发给土地必然会使移民人数激增，

所以克利盖的所谓“永久时期”可能结束得更早，何况这只能供４４

亿人用的土地连疏散现在欧洲的赤贫者也是不够的。欧洲每十个

人中有一个赤贫者：单是不列颠岛就有７００万赤贫者。我们在第

１３号上的“告妇女书”一文中也可以看到同样违背政治经济学的

幼稚见解，克利盖在该文中说，如果纽约市把长岛的５２０００英亩土

地交出来，这就“马上”可以永远消除纽约的一切贫穷、困苦和犯罪

现象。

如果克利盖把解放土地的运动看作无产阶级运动在一定条件

下的必要的初步形式，如果他认为这个运动由于发动它的那个阶

级的生活状况必然会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如果他说明为什么

美国共产主义最初应该以似乎和共产主义相矛盾的土地运动形式

出现，那末他的意见也就没什么可反对的了。但克利盖却把某些

实在的人的这种只有次要意义的运动形式夸大为一般人的事业。

克利盖把这件事说成一切运动的最终的最高的目的（虽然他知道

这是违反真实的），从而把运动的特定目标变成十分荒唐的胡

说。    

他在第１０号的同一篇文章中唱着这样的凯歌：

“这样，欧洲人自古以来的梦想就会实现，大洋的这边会给他们准备好土

地，他们只要把这块土地拿来并用自己双手的劳动使它肥沃起来，就可以在

世界一切暴君面前自豪地声称：

这就是我的小屋，

而你们从来没有建造过，

这就是我的家园，

它使你们的心充满羡慕。”

克利盖还可以补充一句：这就是我的一堆粪便，是我自己、我

１１反 克 利 盖 的 通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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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我的孩子、我的雇农和我的牲畜拉出来的。究竟哪些欧洲人

认为这是实现他们的“梦想”呢？决不是共产主义的工人！也许是

那些希望在美国碰上好运重新成为小资产者和农民的破产的小店

主、师傅和农民吧！用这１４亿英亩来实现的“梦想”究竟是什么呢？

无非是把一切人变成私有者而已。这种梦想就象梦想把一切人变

成帝王和教皇一样，既无法实现，也不是共产主义的。最后我们再

引一段话来看看克利盖究竟是如何看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和经济

关系的：

“每一个人必须在每一种行业里至少学会这样一种技巧，使他（万一有什

么不幸使他离开人类社会）必要时可以不靠旁人的帮助而能生活一个时候。”

不消说，“大谈”其“爱”和“克己”，比起研究现实关系的发展和

实际问题要容易得多。

第三部分

形而上学的夸大

“人民论坛报”第１３号刊载了“答索尔塔”一文。

（１）克利盖在这篇文章中说他“不习惯在抽象的不毛之地上玩

弄逻辑的戏法”。但每一号“人民论坛报”都证明克利盖正是用哲

学的和情感的词句玩弄“戏法”，虽然不是“逻辑的”戏法。

（２）克利盖用下面非逻辑的“戏法”来表达“每一个人单独生

活”（简直是废话）的论点：“现在整个人类只是体现在个体中。”

（３）“事物现状的终止”必然取决于“人类创造精神的意旨”（这

种精神根本就不存在）。

（４）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这样的：“他身上带有人类的烙印（现

２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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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谁不能这样说呢？）
①
，按照人类的目标来确定自己的目标（似

乎人类是一个可以有自己目标的人！）②并且只是为了有可能将目

前和未来的他全部献给人类，才力图完全成为他自己”（在一种虚

幻的怪影面前的完全自我牺牲和自卑自贱）。

（５）对个人跟人类的关系问题也是用下面的夸张的蠢话来表

达的：“我们大家就如同我们个人的活动一样，只是人类内部深处

所发生的伟大运动的征兆。”“人类内部深处”，这究竟是哪里呢？

这样说来，具体的人只是虚幻世界“内部”所发生的“运动”的“征

兆”和标记。

（６）这位乡下牧师把争取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变成“对那种共

性的伟大精神的探求”。他使这种“伟大精神”“在圣餐杯中发出色

彩奇异的光辉”并象“圣灵”一样“在教友眼中发光”。

既然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被这样变成“探求”圣灵和圣餐，当然，

克利盖也可以说，“只需要认识”这种精神，就能“用爱把所有人团

结起来”。

（７）在这个形而上学的结论未做出以前，是把共产主义和圣

餐 混为一谈：“征服世界的精神，支配风暴和雷雨的精神（！！！！），

治好盲人和麻疯病患者的精神，让世人同喝一种酒（我们要喝各种

各样的酒）③和同吃一块面包（法国和英国的共产主义者的要求是

更高的）④的精神”，“永恒的和无处不在的精神，就是共性精神”。

如果这种精神确实是“永恒的和无处不在的”，那就完全不能理解，

按照克利盖的说法怎么来解释私有制的长期存在。的确，这种精

神还没有被“认识”，所以它仅仅在克利盖个人的想象中是“永恒的

    
 俏皮话：《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ｕｓ》——“共产主义”，《Ｋｏｍｍｕｎｉｏｎ》——“圣餐”。——编

者注。

② ③ ④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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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无处不在的”。

由此可见，这里克利盖是在共产主义的幌子下宣传陈旧的德

国宗教哲学的幻想，而这种幻想是和共产主义截然相反的。信念，

即对“共性的圣灵”的信念，这正是共产主义为求本身实现时最不

需要的东西。

第 四 部 分

向 宗 教 谄 媚

不言而喻，克利盖关于爱的高谈阔论和对利己主义的攻击，正

是浸透了宗教思想的那种心情的大言不惭的表白。我们很快就会

看到，在欧洲经常冒充无神论者的克利盖如何在共产主义的招牌

下贩卖基督教的肮脏货色，其结果必然是完全自甘堕落。

在第１０号上登载的“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和“海尔曼·克利盖

致哈罗·哈林”等文章中说，共产主义斗争的目的是：

（１）“使爱的宗教成为真理，使人们期待已久的有福的天国居

民的共同体变成现实”。克利盖却没有发现，这些基督教的幻想只

是现存世界虚幻的反映，因此它们的“现实性”已经表现在这一现

存世界的丑恶的关系中。

（２）“为了这个爱的宗教，我们要求：饿的人有饭吃，渴的人有

水喝，裸体的人有衣穿”。一千八百年来这种要求已经重复得令人

厌烦然而毫无成就。

（３）“我们教会人们表现爱”，为了

（４）“领悟爱”。

（５）“在他们的爱的王国不可能有任何鬼怪”。

４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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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他的（人的）①最神圣的要求就是完全把个人融在相爱者

的社会中，对这些人他决不保留其他任何东西，除了

（７）他那无限的爱”。可以设想，在这种无限性中，爱的理论达

到了最高点，似乎没有什么比这点更高的东西了；然而事实上却还

存在着某种更高的东西。

（８）“这种爱的热情的流露，舍己为人的决心，对共同体的神圣

的渴望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共产主义者最隐蔽的宗教，这种宗教只

是缺乏相应的外部世界借以在整个人类的生活中表现出来就是

了”。但是，现在的“外部世界”显然是使克利盖完全有可能把他的

“最隐蔽的宗教”、他的“神圣的渴望”、他的“舍己为人的决心”、他

的“热情的流露”，在“整个人类生活中”最充分地“表现出来”的。

（９）“难道我们就不能严肃地对待长期受抑制的宗教心的激

动，不能为彻底实现穷人、不幸者、被压迫者的兄弟友爱的乐园而

斗争吗？”于是克利盖就开始为严肃地对待心的激动而斗争，但这

个心不是寻常的、卑鄙的，而是宗教的；这个心不是因现实的贫困

而变得残酷的，而是充满幸福的幻想的心。他象牧师一样在这里

替别人说话，就是说替“穷人”说话，来证明他的“宗教心”。因此他

一开始斗争时，就向人表明，他本人并不需要共产主义，他之所以

参加斗争只是由于他对“穷人、不幸者、被压迫者”的宽宏大量的、

自我牺牲的、含糊不清的忘我精神，因为这些人需要他去帮助。在

孤寂和忧郁的时刻，这种崇高的情感就充满这位善良人的心，成为

他消除万恶世界一切不幸的灵丹。

（１０）克利盖在结束他那激动人心的冗长的演说时说：“对于不

５１反 克 利 盖 的 通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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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这种政党的人们，完全可以把他们当作人类的敌人。”这种

十分过激的词句似乎和“舍己为人的决心”以及对一切人的“爱的

宗教”相矛盾。但它确是这种新宗教的完全必然的结论，因为新宗

教和别的宗教一样，也极端仇视并迫害自己的敌人。政敌在这里

也就很自然地变成了异教徒，因为实际存在的政党所反对的敌人

已变成了对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人类”有罪的应受惩治的罪人。

（１１）在给哈罗·哈林的信中说道：“所有穷人都在玛门①的压

迫下痛苦呻吟，我们号召他们起来反对玛门，当我们把可怕的暴君

从他的古老的王座上推倒时，我们要用爱把人类联合起来，教会人

类共同劳动和共同享用劳动果实，使早就预言的乐园终于来

临。”为了对现在的金钱权力充满义愤，克利盖首先就得把金钱

权力变成玛门偶象。这个偶象一定会被打倒，至于怎样打倒，那暂

时还不知道。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缩小为单独的起义，打倒

这个偶象以后，就会有预言家（“我们”）出现，为的是“教会”无产阶

级以后该怎样做。这些预言家将“教会”当时很不了解本身利益的

徒众，怎样“共同劳动和共同享用劳动果实”，而且并不是为了什么

“共同劳动和共同享用劳动果实”，主要是为了实现圣书的预言，使

一千八百年前一些空想家的预言不致落空。这种采取预言的作法

在其他地方，例如在第８号上“什么是无产阶级？”和“安得列阿斯

·迪奇”等文章中也可以看到。下面就是例子：

（ａ）“无产者，你们解放的时刻到了”。

（ｂ）“千万颗心愉快地跳动着去迎接实现誓言的伟大时代”，

即“伟大的爱的王国……期待已久的爱的王国的来临”。

６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财神之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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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在第１２号“答神甫的敌人科赫”中说：

“永恒救世的福音被人急速地口口相传”甚至“手手相遞”。

“急速传播福音”这种奇迹以及关于“永恒救世”的这种胡说，完全

符合另一种奇迹，即古代传道师的早已遭到摈弃的预言却出乎意

料地开始由克利盖实现了。

（１２）如果从这一宗教观点出发，那末对一切实际问题的答复

就只能是一些使任何一种意义都模糊不清的宗教的夸张形象，一

些华丽的标记如“全人类”、“人道”、“人类”等等；这只会使一切实

际问题变成虚幻的词句。这一点特别表现在第８号“什么是无产

阶级？”一文中。下面是对标题所提出的问题的答复：“无产阶级，

这就是人类。”简直是故意说谎，这样说来共产主义者倒似乎想

消灭人类。“人类”这一答复不正象西哀士对“什么是第三等级？”４

的答复吗？这一点正说明了，克利盖是用模糊不清的外壳来掩盖历

史事实。克利盖马上又对美国抗租运动做了一番虚假的描述作为

新的论据。“最后，如果这个无产阶级以人类的身份”（他必需在一

定的面具下出现；刚才还宣称无产阶级就是人类，而现在人类却变

成无产阶级的一种身份了）“声明要求永远握有全部土地作为自己

不可分割的财产又怎样呢？”我们看到，极简单的实际运动变成了

象“人类”、“不可分割的财产”、“永恒性”等空洞的字眼，因此也就

不会超出“要求”的范围。除了一般的形容词象“被压迫的”等等，

还加上宗教的形容词“可诅咒的”。克利盖只是用一些神话和圣经

中的形象来谈论无产阶级：

  “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

  “承担着人间罪恶的上帝的羔羊”，

７１反 克 利 盖 的 通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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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世徬徨的犹太人”。

结尾时他提出了一个奇特的问题：“难道人类应该永远象无家

可归的流浪汉一样在大地上徬徨吗？”可是这个“人类”中的一部分

安居在大地上这件事却正是他的眼中钉！

（１３）克利盖宗教的本质极明显地反映在下面的话中：“我们的

所作所为不应限于仅仅关心我们自己下贱的人格，我们是属于人

类的。”对于脱离了“人格”并且与人格对立的“人类”（人类于是

变成形而上学的臆想，而照克利盖的说法甚至变成宗教的臆想）的

这种可耻的令人讨厌的奉承，这种真正极端“下贱的”奴隶般的自

卑，就是克利盖的宗教以及其他任何宗教的结论。这种宣传卑谄

求宠和轻视自己的学说，完全适用于勇敢的……僧侣，但永远不会

适用于坚强的人们，特别是在斗争的时候。所差的只是使这些勇

敢的僧侣阉割自己，去掉“下贱的人格”，以便使他们深信“人类”是

能再生产自己的！如果说克利盖只能可怜地表现一下多情善感，想

不出更好的东西，那末他在每号“人民论坛报”上反复搬弄他的“拉

梅耐神父”，看来就是最机灵的做法了。

几乎每一号“人民论坛报”上都有那种乞求工作的话，这说明

克利盖的无限怜悯和无限自我牺牲的宗教所引起的实际后果是什

么，例如第８号上写道：

“工作！工作！工作！”

“在所有这些贤达的先生中，难道每一个人都认为供养忠诚的家庭并把

无依无靠的年轻人从穷困绝望中拯救出来，是徒劳无益的吗？例如，梅克伦堡

人约翰·施泰恩到现在还没有工作，他愿意为资本家卖命，只要能够糊口就

行了。难道这个要求在文明社会里是过分的吗？而巴登人卡尔·盖沙特勒

呢？这是一位工作能力很强，并且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他看来十分忠诚善良，

我保证他是忠诚的化身…… 此外，一位老年人和许多别的青年人也都在为

８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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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生而恳求工作。凡是能帮助他们的人，请赶快帮助他们，否则有朝一日，当

你们特别需要睡觉的时候，良心的谴责会使你们失眠的。诚然，你们可以说：

成千上万的人都恳求工作，我们终不能帮助他们所有的人。噢，你们本来能

够做到这一点，但是你们是利己主义的奴隶，你们毫无心肝，不愿意这样做。

假如你们不愿意帮助所有的人，至少也得证明你们还有一点人类情感的残

余。尽你们的所能帮助那些孤苦的人吧。”

噢，只要他们愿意，他们是能够超出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

人的！这就是实践方面，这就是新的宗教所宣扬的自卑自贱和自甘

堕落的实际表现。

第五部分

克利盖个人的言论

克利盖在他的报刊上所发表的言论带有什么性质，从上面所

引证的那些地方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谈几点。

克利盖作为一个预言家，因而也就必然作为埃萨伊５秘密同

盟——“正义同盟”的代表发言。因此，既然他不是代表“被压迫

者”发言，他就是为了“正义”发言，不过这种正义不是一般的正义，

而是“正义同盟”的正义。他不仅欺骗自己，而且也欺骗历史。他歪

曲共产主义在欧洲各国的真正的历史发展，其实他对于这种发展

是一无所知的，他把共产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归功于这个埃萨伊同

盟的荒唐的、神奇的、小说般的阴谋。关于这一点每一号报纸上都

可以看到，例如在答哈罗·哈林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个同

盟的威力的最荒唐的幻想。

克利盖作为一个真正的爱的使徒，他首先向妇女们呼吁，他并

不认为她们卑劣到竟能抗拒充满爱的心，然后，他作为“儿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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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兄弟”，作为“亲爱的兄弟”“用温顺的字眼象儿子似地”向新出

现的鼓动者们呼吁，最后他作为人又向财主呼吁。他刚一到纽约，

就写信给所有德国富商，用他那爱的纸炮吓唬他们，却不愿意过于

露骨地承认他向他们要求的是什么。他有时用“人”，有时用“人们

的朋友”，有时用“傻瓜”来署名。“我的朋友们，你们相信吗？”对于

他的丑角式的妄言没有人理睬。除了克利盖本人外，谁也不感到

奇怪。他往往用“万岁！共性万岁！平等万岁！爱万岁！”一类的感

叹词句来装饰我们所熟悉的引证过的关于爱的词句（见第１２号

“答科赫”）。他把令人困惑的实际疑问和疑虑（见第１４号“答孔

策”）解释为先入为主的成见和固执。作为真正的预言家和爱的宣

传者，他以仿佛受骗的纯洁心灵对嘲笑者、不信神的人和旧世界的

人表现了极端疯狂的愤怒，就因为他们不愿意为了奇妙地变成“有

福的天国居民”而求助于他的甜蜜的热爱。在第１１号题为“春天”

一文中，他怀着这种灰心而伤感的情绪对他们说：“你们今天嘲笑

我们，但你们很快就会成为虔信宗教的人，要知道，春天就要来

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１８４６年５月１１日

１８４６年５月以石印单行本发表

署名：恩格斯、卡·马克思等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石印单行本译的

０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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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普鲁士宪法的破坏

普鲁士有一条于１８２０年１月１７日颁布的法律，那就是国王

未得三级会议（大家都知道，在普鲁士迄今尚无这种会议）批准，不

得借任何国债。这一法律就是担保普鲁士人总有一天会获得１８１５

年就答应给他们的宪法的唯一保证。由于并不是普鲁士国外所有

的人都知道有这一法律，所以１８２３年政府很顺利地在英国借到了

３００万英镑，这是第一次破坏宪法。１８３０年法国革命以后，普鲁士

政府既要被迫地加紧准备当时看来即将爆发的战争，可是又没有

钱，于是勒令官办企业“海外贸易协会”６借款１２００万塔勒（合１７０

万英镑）；这笔款当然是由政府担保，供政府使用的，这是第二次破

坏宪法。小的破坏，象通过该企业借款几十万镑，就不必提了，如

今是普鲁士国王第三次严重地破坏宪法。由于这一企业看来已经

信用扫地，国王就授权同样是完全由政府专营的机关普鲁士银行

发行纸币１０００万塔勒（合１３５万英镑），除去三百三十多万作为保

证金，六十多万弥补日益增长的银行开支外，实际上等于“间接借

款”６００万塔勒，约合１００万英镑。政府将对这笔债款负责，因为直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私人资本家是普鲁士银行的股东。普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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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尤其是资产阶级，是最关心宪法的，看来他们决不会任其发

展而不提出坚决的抗议。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６年５月

载于１８４６年５月３０日“北极星

报”第４４６号并在标题下附有编

者注：“本报德国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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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给古·阿·克特根的信７

致古·阿·克特根并请传阅

几天以前转来你们的信，现在匆匆答复如下：

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德国共产主义者必须结束他们中

间一直存在到现在的隔离状态，建立经常的联系；我们也同意，必

须建立一些举办讲演和辩论的机构，因为共产主义者必须首先对

自己所处的环境有个清楚的认识，如果不经常举行一些讨论共产

主义问题的会议，便无法完全达到这点。你们认为必须广泛发行

一些宣传共产主义的便宜的通俗作品和小册子，这个意见我们也

完全同意。上面两件事情应该马上积极进行。你们认为必须规定

定期交纳会费的制度；但是我们不同意你们主张用这笔会费补助

著作家以保证他们象样的生活。我们认为，会费只能用来印刷宣

传共产主义的便宜的传单和小册子以及支付通讯（包括向国外发

出的通讯）用费。必须确定每月会费的最低数字，这样任何时候都

可以确切知道，有多少钱可以用到公共用途上。其次，请你们务必

把你们那里的共产主义团体的成员的名字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要

知道同谁打交道，正象你们知道我们的情况一样。最后，我们等候

你们把每月用于公共用途的会费数额通知我们，以便能够尽早开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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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印刷几种通俗小册子。这种小册子不能在德国出版，这是显而

易见，无需证明的。

你们对联邦议会、普鲁士国王、地方等级会议等等确实还抱有

很大幻想。只有在德国已经有了强大的有组织的共产主义政党的

情况下，通告才会发生影响，而实际上德国没有这样的政党。请愿

只有当它同时又是一种威胁、而且还有紧密团结的组织起来的群

众作后盾的时候，才会发生效力。你们唯一能做的（只要当地的条

件有利于这样做），就是举行有大量的、声势可观的工人签名支援

的请愿。

我们认为，目前就召集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还不是时候。只

有当全国各地都成立了共产主义的团体，所有斗争办法都集中起

来以后，召集各团体的代表举行大会，才有成功的希望。因此，明

年以前这一点是办不到的。

在这以前，共同活动的唯一办法，就是书面讨论问题和定期的

通讯联系。

我们已经开始经常同英国和法国的共产主义者以及侨居国外

的德国共产主义者通信。只要我们得到关于英法共产主义运动的

消息，就会告诉你们，在我们经常的通信当中，我们了解到的一切

也将随时告诉你们。

请把
·
可
·
靠
·
的地址告诉我们（今后不要再用“古·阿·克特根”

这样的全名，这样会把寄信人和收信人都暴露出来）。

来信请用下面完全可靠的地址：

布鲁塞尔，博登布鲁克街，菲·日果先生。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菲·日果，斐·沃尔弗同上

４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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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特问您好，他现在在亚眠。

如果你们实现了请愿的意图，那只会使共产主义的政党公开

暴露自己的弱点，并把政府要特意监视的人的名字全部泄露。要

是你们的工人请愿书连５００个签名也弄不到，那最好就象特利尔

的资产者所打算做的那样，发动一次累进所得税的请愿；要是当地

的资产者连这种请愿都不愿参加，这也无妨，那你们就经常去参加

他们的公开的示威游行，巧妙地同他们一起行动，抛掉道地德国人

的端庄、轻信和好心肠，签名支持资产者要求出版自由、宪法等等

的请愿。如果做到这一点，对共产主义的宣传来说，就会有一个新

纪元到来。我们的办法就会愈来愈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

突就会更加尖锐。在党内，必须支持一切使党前进的因素，但不能

陷入无聊的、伦理性的辩论。此外，为了进行通讯工作，你们应当

选出一个常务委员会，草拟和讨论寄给我们的书信的草稿，定期召

开会议。否则就会乱七八糟。你们应该选出一个你们认为最适当

的人来草拟信稿。个人的意见应当完全抛掉，它们会把事情搞糟

的。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当然应该通知我们。

敬礼

上面签名的几个人同上

１８４６年６月１５日于布鲁塞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写于１８４６年６月１５日

第一次载于１９３３年２月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３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５２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古·阿·克特根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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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普鲁士银行问题

大概你们已经知道，普鲁士国王想印钞票的意图肯定是不能

实现了。两个掌管国债的官吏拒绝在新钞票上签字，因为他们认

为，发行新钞就是再次增加国债，因而这件事应由三级会议负责。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了显示他能随心所欲地弄到钱，现在想

出了一个更胜一筹的妙计。他想弄到的不是１０００万，而是３０００

万：２０００万纸币和１０００万可靠、稳固的金币和银币。他打算靠发

行股票来募集１０００万资本，“这些股票显然不需要付红利，仅仅付

３．５％的年息；而且为了使股票不致被人用来投机倒把，只有在持

有者死后，股票才能转让”！！！能把这种纸张叫做股票吗？为什么

不能呢？普鲁士国王陛下已经宣布，这些纸张就是股票，并且他还

梦想找到一大批愿意掏出１０００万塔勒来购买这些既不能转让、年

息又固定为３．５％的股票的愚蠢资本家呢！而且他这种梦想正是

产生在资本家可以从铁路股票的投机中获得更大利润的时候。如

果国王如数找到了这些傻瓜，从他们那里借到１０００万硬币，那他

就要发行２０００万纸币，从而使国债总共增加３０００万。这真是一个

随心所欲弄钱的好办法！连１０００万也搞不到手，还想追求３０００万！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６年６月末

载于１８４６年７月４日“北极星报”第４５１

号并在标题下附有编者注：“本报通讯员

来稿”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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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布鲁塞尔的德国

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给

菲格斯·奥康瑙尔先生的信

亲爱的先生！

欣悉您在诺定昂的选举中取得了光辉的成就，我们谨向您，并

通过您向英国的宪章派庆贺这次辉煌的胜利。正当自由贸易原则

在立法上取得了胜利８的时候，自由贸易派大臣 在举手表决时却

由于宪章派大多数的反对而遭到了失败９。亲爱的先生，我们认为，

这件事说明了英国工人阶级十分清楚，在自由贸易原则取得胜利

后他们应该采取什么立场。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已经充

分了解，现在，当资产阶级实行了他们的主要措施，当他们只需用

果断的真正的资产阶级内阁来代替目前软弱的妥协的内阁就能成

为贵国公认的统治阶级时，资本和劳动即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

伟大斗争就要进入决定性的阶段。今后战场将由于土地贵族退出

斗争而廓清。而斗争也只能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个阶级之

间来进行了。敌对双方各有自己的由本身的利益和地位所决定的

战斗口号。资产阶级的战斗口号是：“用一切办法扩展贸易并由郎

    

 约·凯·霍布豪斯。——编者注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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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郡的棉纺织业巨头组织内阁来实行这种措施”；工人阶级的战斗

口号是：“根据人民宪章１０对宪法实行民主修改”，如果这一点实现

了，工人阶级就会成为英国的统治阶级。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英

国工人充分了解到力量对比的这种变化；他们知道，从第三种力量

即贵族被彻底击垮后，宪章主义鼓动的新时期就开始了；尽管资产

阶级的报刊在玩弄“缄默诡计”，今后宪章运动应该而且将要起显

著的作用；最后，他们也知道，在这些新条件下，他们面临着新的任

务。他们打算在下一次大选时参加投票选举，这证明他们是完全

了解这些新任务的。

亲爱的先生，您在诺定昂选举时发表的卓越的演说中，那样鲜

明地描绘了工人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之间的对

立，关于这点我们应该特别向您表示祝贺。

由于托马斯·库伯这个伪装的体面人物发表了诽谤性的声

明，所有宪章派组织都自发地一致通过决议表示对您的信任，我们

对此也表示庆贺。宪章派只有把那些戴着假面具的资产者从自己

的队伍中清洗出去才能取得胜利，因为这些资产者是为了窃取声

誉而把自己伪装成宪章派，同时他们又向资产阶级的作家（例如，

布来辛顿伯爵夫人、查理·狄更斯、道·杰罗尔德和库伯的其他

“朋友”）阿谀奉承，并散布象“不抵抗”论这种只有老太婆才需要的

腐朽可耻的学说，以求博得资产阶级的宠信。

亲爱的先生，最后我们还应该感谢您和您的助手们在领导“北

极星报”１１方面所表现的高贵而开通的风格。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

声明，唯有“北极星报”这一英国报纸（或者把我们仅从“北极星报”

中才知道的“人民杂志”除外）了解英国各党派的真正状况，只有它

在实质上是真正民主的，只有它没有民族的和宗教的偏见，只有它

８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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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全世界的民主主义者和工人（在现代这两者几乎是一样的）；

“北极星报”在所有这些问题上表达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意见，所以

它是真正值得大陆上的民主主义者阅读的唯一的英国报纸。同时

我们声明，我们将尽一切力量来扩大“北极星报”在大陆上的发行

额，并尽可能争取在更多的大陆报纸上发表它的译文。

亲爱的先生，我们以在德国的许多德国共产主义者同国外民

主主义者进行联系的公认代表的身份，谨向您表达这些敬意。

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代表

委员会①：恩 格 斯

菲·日果

马 克 思

１８４６年７月１７日于布鲁塞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

载于１８４６年７月２５日“北极星

报”第４５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９２给菲格斯·奥康瑙尔先生的信

① 指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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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法国的政府和反对派１２

现在两院正在举行会议。贵族院在处理了新出现的弑君者约

瑟夫·昂利案件之后，照例就无事可做了。而众议院则正忙于核

对本院的当选议员名单，并想趁此机会表明一下它的欢欣鼓舞的

心情。在１８３０年革命后这个时期内，从来还没有出现过这样露骨

的厚颜无耻和对社会舆论的蔑视。至少有
３
５的议员是内阁的亲朋

密友；换句话说，这些人不是大资本家、商人、巴黎交易所的铁路股

票投机家、银行家和大工业家之流，就是他们的恭顺奴仆。现在的

立法权比以前的任何立法权都更加体现出拉菲特在七月革命后第

一天所说的话：“从今以后，统治法国的将是我们银行家了。”这

是大金融贵族和ｈａｕｔｅ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资产阶级巨头〕统治法国的最

显著的证明。决定法国命运的不是土伊勒里宫，也不是贵族院，甚

至也不是众议院，而是巴黎交易所。真正的大臣并不是基佐和杜

沙特尔这些先生，而是路特希尔德先生、富尔德先生和巴黎其他的

大银行家，这些人的巨大财富使他们成为本阶级最有权势的代表

人物。他们操纵着内阁，而内阁在选举的时候也关心仅使那些效

忠于现存制度和受这个制度的恩惠的人当选。他们在这次选举中

获得了很大成绩。政府的庇护、各种方式的贿买，再加上大资本家

对为数有限（不到２０万人）而多少又都是属于资本家阶级的选民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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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应时而来的谋杀国王的企图在有钱人当中引起的恐惧，以

及人们相信路易－菲力浦的统治不会超过目前两院的任期（到

１８５１年满期）等等，以上这些因素足以在大多数选举会上压倒一

切重要的反对派。现在，既然这个宝贵的众议院已经召集起来了，

这些人就要适当地关怀一下自己。独立的选民纷纷请愿并提出抗

议，反对内阁阁员的当选；他们断言并一再证明或者准备证明，政

府官吏在选举时几乎到处肆意破坏法律；他们证明，在选举过程中

采取了贿赂、收买、恫吓和各种各样的包庇行为。但是大多数议员

对这些事实从来不加注意。当每个反对派议员对这类丑恶行为提

出坚决抗议时，口哨声、喧嚣声和“进行表决，进行表决！”的喊声便

迫使他们缄默下去。于是一切违法行为便被符合法律的表决掩饰

起来。大财阀们陶醉于自己的权势，但他们预感到自己的权势已

为期不长，所以赶紧抓住目前这个时机加以充分利用。

不难想象，除了这个资本家小集团之外还普遍存在着一个反

对目前政府和这个政府所为之服务的那些人的反对派。这个反对

派的中心是巴黎，在这里，大财阀对选民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塞

纳河区的１４个议员当中，只有两个议员拥护内阁，而其余１２个议

员都是反对派。巴黎的大多数资产阶级选民都是属于梯也尔和奥

·巴罗派的。这些选民力求结束路特希尔德一帮人独揽大权的局

面，恢复法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独立而光荣的地位，也许还要争取

一些不大的选举改革。大多数没有选举权的作坊主、小店主等更

加激烈，他们要求实行能够给他们选举权的选举改革，他们之中许

多人都属于“国民报”派或“改革报”派１３，并且和包括着相当大一

部分工人的民主主义政党相接近。这个政党又分为若干个派别，

而其中人数最多的（至少在巴黎是这样）一个派别，是由共产主义

１３法国的政府和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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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组成的。这些不同的派别都在进行反对现存制度的斗争，当然

每个派别都是按照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不过不久以前开始了一

种新的斗争方式，这种方式是值得一提的。一个工人写了一本小

册子，抨击这个制度的首脑，但抨击的不是路易－菲力浦，而是“高

利贷大王路特希尔德第一”１４。这本小册子的成就（它已出了近２０

版）证明，打击的对象选择得非常恰当。路特希尔德大王不得不两

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对抗一位只有身上衣服是唯一财产的无名

之士的抨击。公众对这场论战极感兴趣。现在，ｐｒｏ〔赞成〕和ｃｏｎ

ｔｒａ〔反对〕的小册子已经出版了近３０种。人们对于路特希尔德及

其他大财阀们的仇恨是不共戴天的，照一家德国报纸的说法，路特

希尔德应该引以为戒，最好把自己的大本营搬到离巴黎这个沸腾

不息的火山较远的地方去。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６年９月１日左右

载于１８４６年９月５日“北极星报”第４６０

号并在标题下附有编者注：“本报通讯员

来稿”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４０年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４期

２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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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普 鲁 士 宪 法

这个期待已久的精心制作的手艺品１５终于问世了！如果相信

“泰晤士报”、“地球报”１６和一些法国德国报纸的说法，普鲁士总算

已加入立宪国家的行列了。但是，“北极星报”已经充分令人信服

地证明，这个所谓宪法不过是给普鲁士人民设下的一个陷井而已，

其目的是要剥夺已故的国王 在需要人民的支持时所许给人民的

那些权利。事情正是这样，弗里德里希－威廉企图利用这个所谓

宪法来搜刮金钱，同时又不必向社会舆论作什么让步，这是勿庸置

疑的。各国的民主报纸，象法国的“国民权”和“改革报”，甚至政府

的“辩论日报”１７，都同意这种看法。从手足双缚的德国报刊吞吞吐

吐的言论中，也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普鲁士的进步人士已

识破了他们“坦率宽厚的”国王的狡猾意图。这样一来问题就可以

归结为以下几点：国王能不能实现他的计划？中央等级会议会不会

那样愚蠢或那样胆怯，以至它不给人民提供广泛的自由，反而保证

给国王提供新的贷款，好让他有可能无限期地维持目前的统治制度？

我们的答复是：不，中央等级会议不会这样做，而且也不可能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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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

普鲁士现存的统治方式，是由普鲁士贵族和普鲁士资产阶级

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所决定的。贵族以前的势力、财富和影响已

大大丧失，再不能象从前那样支配国王了。资产阶级还没有强大

到足以摆脱束缚着他们的工商业发展的重负——贵族。这样一

来，代表着国家中央政权、受到大批各级文武官员的支持而又掌握

着军队的国王，就能够时而迎合贵族的利益，利用它来压服资产阶

级，时而又迎合资产阶级的利益，利用它来压服贵族，并尽量使这

两者的势力保持均衡。差不多欧洲所有的文明国家都经历了君主

专制这个阶段，在较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让位给资产

阶级的统治了。

在德意志最发达的邦——普鲁士，至今还没有能够推翻专制

制度的统治和摧毁封建贵族残余的充分富足、强大、团结和坚决的

资产阶级。但是贵族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敌对的因素所面临的状况

是，在工业和文明的自然发展进程中，其中一个因素（资产阶级）的

财富和势力必然会日益增长，而另一个因素（贵族）则必然趋于没

落、破产，其势力亦必将日益丧失。譬如，当普鲁士的贵族和大地

主的状况由于本世纪初和法国进行破坏性的战争，随后又由于英

国的谷物法使他们不能进入英国市场，以及他们在一项主要产品

——羊毛的生产方面和澳大利亚进行竞争以及许多其他原因而每

况愈下的时候，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却大大地增加了自己的财富，发

展了生产力和增强了自己的势力。普鲁士的工厂工业就是在对法

战争和禁止英国工业品向大陆市场输入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为

和平重新恢复时，新兴的工业家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来迫使政府为

他们实行保护关税（１８１８年）了。跟着很快就建立了一种几乎完全

４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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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增进资产阶级利益的关税同盟
１８
。但最主要的是，在近３０

年和平时期内各个工商业国家之间所进行的激烈竞争，迫使比较

怠惰的普鲁士资产阶级必须加以抉择，或者是让外国的竞争把自

己彻底挤垮；或者是仿效自己的邻国，脚踏实地地干起来。

直到１８４０年，资产阶级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发展，当新国王在

１８４０年登基时，他们便认为这是一个表明１８１５年以来普鲁士已

经发生了一些变化的最好时机。至于从这时起资产阶级的运动怎

样顺利地发展起来，怎样扩展到王国的各个地区，最后又怎样把整

个资产阶级、大部分农民、甚至连不少的贵族都席卷进去的情况，

这里都不必说了。代议制、出版自由、公开审判、法官终身制和陪

审制——这就是资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农民和小土地所有者

（至少在王国里那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是这样）很清楚，这些措

施也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只有借助于这些措施，他们才有希望摆

脱封建制度的残余，取得他们所大力争取的对立法的影响。比较

贫困的那部分贵族认为，立宪制度也许会保证他们在立法机关中

取得一个符合于他们利益的地位；他们认为，这个新制度无论如何

也不会象现时的制度那样使他们破产。抱着这种想法来参加自由

主义运动的，主要是普鲁士本部和波兹南那些特别苦于自己的产

品没有销路的贵族。

资产阶级本身的处境日益困难。他们把自己的工业、采矿业

以及航运业发展到相当可观的规模；他们成了关税同盟所控制的

全部市场的主要供应者；他们的财富激增，人数也增加很多。但是

英国的工厂工业和采矿工业在最近１０年到１５年当中的巨大发

展，使普鲁士资产阶级面临着致命的竞争。每逢英国市场上商品

过剩时，关税同盟所辖各区便有大量英国商品出现，这些商品的售

５３普 鲁 士 宪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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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使德国人比英国人更为吃亏，因为英国人在商业繁荣时期从美

洲市场和其他市场获得了高额利润，而普鲁士人除了在自己的税

界内出售自己的商品外，根本无处销售。普鲁士的船只几乎没有

进入外国港口的可能，但是其他任何国家的船只却可以和普鲁士

的船只一样开进普鲁士的港口。所以，虽然普鲁士的资本较少，但

是要给这些资本找到有利的用途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商业经常

处于困境；工厂、机器和商品慢慢地、但不断地在落价；这种普遍的

不安曾一度为近八年来在普鲁士盛行的铁路股票投机所中断。铁

路股票的投机由于抬高了租金的价值而加速了物价的跌落，但是

总的说来这种投机并不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国内大部分地区人口

相当稀少，而且商业又不发达。不过和其他工业部门的投资比较

起来，这种投机活动获得利润的机会还是多些，因此稍微有一点资

本的人都去进行这种投机。这种投机照例很快就发展到狂热程

度，并以危机告终；普鲁士金融市场承受这种危机的重压差不多已

有十二个月了。这样，资产阶级在今年年初便陷入了非常困难的

境地：金融市场上现款空前缺乏；工业区对政府拒绝实行的保护关

税的要求比以前更加迫切了；各个港埠要求制定航海条例作为解

救它们困难处境的唯一办法；但最严重的是粮价开始上涨，使国家

处于饥饿的边缘。所有这些引起不满的情况同时而且更严重地影

响了人民：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受着极端穷困的折磨；棉纺织厂关

闭；在广大的莱茵工业区内几乎全部工人失业；大部分新收获的马

铃薯毁坏了；粮食贵得象在荒年一样。显然，对资产阶级来说，从

低能的国王、软弱的贵族和傲慢的官僚手里夺取政权并把它掌握

在自己手里的时机已经到了。

在每个革命时期都一再出现这样一件稀奇事：当运动的领导

６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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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使 德 国 人 比 英 国 人 更 为 吃 亏 ， 因 为 英 国 人 在 商 业 繁 荣 时 期 从 美 

洲 市 场 和 其 他 市 场 获 得 了 高 额 利 润 ， 而 普 鲁 士 人 除 了 在 自 己 的 税 

界 内 出 售 自 己 的 商 品 外 ， 根 本 无 处 销 售 。 普 鲁 士 的 船 只 几 乎 没 有 

进 入 外 国 港 口 的 可 能 ， 但 是 其 他 任 何 国 家 的 船 只 却 可 以 和 普 鲁 士 

的 船 只 一 样 开 进 普 鲁 士 的 港 口 。 所 以 ， 虽 然 普 鲁 士 的 资 本 较 少 ， 但 

是 要 给 这 些 资 本 找 到 有 利 的 用 途 却 是 一 件 很 难 的 事 情 。 商 业 经 常 

处 于 困 境 ； 工 厂 、 机 器 和 商 品 慢 慢 地 、 但 不 断 地 在 落 价 ； 这 种 普 遍 的 

不 安 曾 一 度 为 近 八 年 来 在 普 鲁 士 盛 行 的 铁 路 股 票 投 机 所 中 断 。 铁 

路 股 票 的 投 机 由 于 抬 高 了 租 金 的 价 值 而 加 速 了 物 价 的 跌 落 ， 但 是 

总 的 说 来 这 种 投 机 并 不 是 非 常 有 利 的 ， 因 为 国 内 大 部 分 地 区 人 口 

相 当 稀 少 ， 而 且 商 业 又 不 发 达 。 不 过 和 其 他 工 业 部 门 的 投 资 比 较 

起 来 ， 这 种 投 机 活 动 获 得 利 润 的 机 会 还 是 多 些 ， 因 此 稍 微 有 一 点 资 

本 的 人 都 去 进 行 这 种 投 机 。 这 种 投 机 照 例 很 快 就 发 展 到 狂 热 程 

度 ， 并 以 危 机 告 终 ； 普 鲁 士 金 融 市 场 承 受 这 种 危 机 的 重 压 差 不 多 已 

有 十 二 个 月 了 。 这 样 ， 资 产 阶 级 在 今 年 年 初 便 陷 入 了 非 常 困 难 的 

境 地 ： 金 融 市 场 上 现 款 空 前 缺 乏 ； 工 业 区 对 政 府 拒 绝 实 行 的 保 护 关 

税 的 要 求 比 以 前 更 加 迫 切 了 ； 各 个 港 埠 要 求 制 定 航 海 条 例 作 为 解 

救 它 们 困 难 处 境 的 唯 一 办 法 ； 但 最 严 重 的 是 粮 价 开 始 上 涨 ， 使 国 家 

处 于 饥 饿 的 边 缘 。 所 有 这 些 引 起 不 满 的 情 况 同 时 而 且 更 严 重 地 影 

响 了 人 民 ： 西 里 西 亚 的 纺 织 工 人 受 着 极 端 穷 困 的 折 磨 ； 棉 纺 织 厂 关 

闭 ； 在 广 大 的 莱 茵 工 业 区 内 几 乎 全 部 工 人 失 业 ； 大 部 分 新 收 获 的 马 

铃 薯 毁 坏 了 ； 粮 食 贵 得 象 在 荒 年 一 样 。 显 然 ， 对 资 产 阶 级 来 说 ， 从 

低 能 的 国 王 、 软 弱 的 贵 族 和 傲 慢 的 官 僚 手 里 夺 取 政 权 并 把 它 掌 握 

在 自 己 手 里 的 时 机 已 经 到 了 。 

在 每 个 革 命 时 期 都 一 再 出 现 这 样 一 件 稀 奇 事 ： 当 运 动 的 领 导 

６ ３ 弗 · 恩   格   斯 



弗·恩格斯对１８４７年４月１１日联合省议会在柏林开幕时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发表御前演说所作的讽刺画

（１８４７年５月６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作为附页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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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所处的境地非常有利于把运动引导到底的关头，日暮途穷的

政府常常是被迫向这个领导阶级求援。例如，１７８９年在法国，饥

饿、商业萧条和贵族的内哄，可以说推动了资产阶级去进行革命，

正在这个时候，政府由于自己财源枯竭而被迫召开了三级会议，从

而为革命奠定了基础。１８４７年普鲁士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正当

比较怠惰的普鲁士资产阶级为形势所迫而几乎不得不去改变统治

制度的时候，国王由于囊中空虚也被迫召开了普鲁士的三级会议，

从而亲自为改变这个制度奠定了基础。毫无疑问，如果当时金融

市场稳定，工厂全部开工（这只有在商业繁荣，销路畅通，因而工业

品能在英国高价出售时才能做到）而粮食又很贱的话，三级会议就

不会象现在这样激烈地反对国王了。但情况往往是这样：在革命

日益迫近的时期，社会的进步阶级总是占有一切优势的。

在１８４５年、１８４６年间，我曾经一再向“北极星报”的读者指

出，普鲁士国王的财政状况是非常紧张的；同时我也让他们注意国

王的大臣们企图帮助他摆脱困难的各种诡计，我还不止一次地预

言，这一切必然要以召开三级会议而收场。可见，这并不是意外的

事情，也不是象现在人们所形容的那样，是挥金如土的国王的慈悲

表现。只有极端的贫困和破产才促使国王采取了这一步骤，这是

普鲁士的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所以，唯一的问题是，普鲁士的

资产阶级会不会答应提供新的贷款，从而让国王继续实行他的旧

政策，把他们的要求和需要再搁置七年。

我们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不能这样做。我们曾根据各

个阶级的状况证明了这点，现在我们再拿三级会议本身的成员来

证明一下。三级会议中有：

上层贵族代表和下层贵族代表３１１名；

９３普 鲁 士 宪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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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代表和农民代表３０６名。

由于国王宣布他要用赐封新贵族的办法来增加上层贵族代表

的名额（共８０个），我们不妨把贵族的代表再增加３０名；这样，贵

族代表或执政党总共就有３４１名。从这个数目中除去下层贵族的

自由派分子，即除去普鲁士本部的全部贵族、波兹南
２
３的贵族以

及莱茵、西里西亚、勃兰登堡和威斯特伐里亚等地的一些贵族代

表，譬如说，一共除去７０名在选举中同城市代表和农民代表采取

一致行动的自由派代表，那末双方的对比关系就会如下：

贵族即执政党的代表——２７１名；

城市代表和农民的代表即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代表——３７６名。

这样一来，即使偏僻地区的城市代表和农民代表中有３０个或

４０个人投政府的票，自由派仍然会多得２５票到５０票。所以只要

自由派再努力些，他们将来就不难提出实行自由主义制度的要求

来对抗每一个收敛金钱的要求。此外，毫无疑问，在目前情况下，

人民将支持资产阶级，并且将从外面施加压力（这是非常需要的）

来增加三级会议内反对派的勇气和声势。

所以，尽管普鲁士宪法本身是不足道的，但是，它给普鲁士以

及整个德国开辟了新的时代。它标志着专制制度与贵族的垮台和

资产阶级获得政权；它给运动打下了基础，这个运动很快就会导致

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建立，出版自由的实现，法官独立审判制和陪审

制的实行，甚至很难预料这个运动将如何结束。它是１７８９年在普

鲁士的重演。所以，即便是只有资产阶级直接关心现在已开始的

革命运动，那末这个运动对人民的利益也远不是没有关系的。资

产阶级政权一旦建立起来，特殊的独立的民主运动马上就会开始。

在反对专制制度和贵族的斗争中，占首要地位的是资产阶级，而人

０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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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主主义政党只能起从属的作用。但是，从资产阶级建立了自

己的统治并成为新专制制度和新贵族的体现者而和人民相对抗的

时候起，民主主义政党将作为一个唯一的进步政党而出现；从这时

起，斗争就简单化了，成为两种力量的斗争，并因此而变为“生死的

决战”。法国和英国各民主主义政党的情况完全证实了这点。

还必须指出一种情况。普鲁士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将使欧洲各

国的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北方国家同盟将瓦解。掠夺波兰的主要

国家奥地利和俄国将同欧洲其他国家完全隔离开来，因为普鲁士

会把所有那些建立了立宪制的较小的德意志各邦吸引到自己方面

去。由此可见，这个不足道的宪法使
３
４的德意志从死气沉沉的东

欧阵营转到进步的西欧阵营，使欧洲各国的力量对比关系发生根

本变化。１８４６年２月，波兰最近一次起义爆发了１９。１８４７年２月弗

里德里希－威廉召开了他的三级会议。波兰复仇的日子临近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７年２月末

载于１８４７年３月６日“北极星报”

第４８９号并在标题下附有编者注：“本

报德国通讯员来稿”

署名：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１４普 鲁 士 宪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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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驳卡尔·格律恩２０

“特利尔日报”２１登了一篇标有“柏林３月２０日”字样的文章，

评论了我那本尚在印刷中的小册子“蒲鲁东先生的经济矛盾体系

中的矛盾，或哲学的贫困”。柏林记者以为，“莱茵—摩塞尔日报”

和其他一些报刊发表的那些关于这本小册子，关于蒲鲁东的著

作２２及其译者格律恩先生的活动的报道，出自我的手笔。他一再沿

用布鲁塞尔记者即上述报道的作者用的称呼，尊我为“前‘莱茵

报’２３的编辑”。我们这位朋友“凭着熟悉德国出版界的现状”，大肆

诬蔑。我看，不仅是他的诬蔑，就是他的全部写作生活，都可以“凭

着熟悉德国出版界的现状”来行事。我承认，他在“熟悉德国出版

界的现状”方面是久经考验的；在这一点上，我自愧不如。但在这

一次他的这一长处却没有“指靠得上”。

这个所谓的柏林记者只要看一下我在“批判的批判”２４里对蒲

鲁东提出的意见，就会相信，虽然他所攻击的那篇报道可能寄自布

鲁塞尔，但那篇报道却把蒲鲁东和格律恩先生“看作有同样价值的

人物”，单就这一点也可以证明，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我写的。

我批评蒲鲁东的文章是用法文写的。蒲鲁东可以自己来答复

这篇批评。他在他那本书没有出版以前写给我的信里，并没有表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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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如果我要进行批评，他会委托格律恩先生及其伙伴为他进行报

复。

“至于说到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译者”，这位柏林朋友

就只好写下自己的意见，说“我们这些在柏林的人”从格律恩先生

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一书“得到了许多各式各样的知

识”，因此这本书的价值是无庸置疑的。不过这里必须好好考虑一

下，“我们这些在柏林的人”取得了一些“知识”，尤其是取得了“许

多各式各样的知识”，并且一下子就在质和量的方面都充实了起

来，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些在柏林的人啊！

柏林记者或者说冒牌的柏林记者把我当成了布鲁塞尔记者或

者上述记者，他说：

格律恩“不幸先于‘前“莱茵报”编辑’马克思博士向德国公众介绍了国外

社会主义的成就，也许就因为这一点才会受到报复”。

无疑地，我们这位朋友是竭尽了牵强附会的能事！我愿意ｓｕｂ

 ｒｏｓａ〔私下〕告诉他，在我看来，格律恩先生的“法兰西和比利时

的社会运动”同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之间，除了一些人名和

日期而外，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但是同时我要对他说，我没有兴

趣“向德国公众介绍”我在研究格律恩先生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

社会运动”当中所取得的“成就”，因此我倒乐于把我一年以前写的

详细评论格律恩先生的大作的手稿放到一边；现在只是由于这位

柏林朋友的逼迫，才不能不把它交给“威斯特伐里亚汽船”２５杂志

发表。这篇评论是对弗·恩格斯和我合写的“德意志思想体系”

（对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和以

各式各样的预言家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２６一书的补充。

３４驳 卡 尔 · 格 律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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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篇手稿一直未能发表的原因，也许会作为“德国出版界的现

状”的续评在另一个地方向读者加以说明。但是单独发表这篇与

书报检查令毫不抵触的对格律恩一书的评论，并没有遇到任何困

难；唯一的一点点障碍是我们认为这本书不值得专门进行批判，只

是在评述所有平庸鄙陋的德国社会主义作品的过程中提到格律恩

先生的时候，才不能不提到这部作品。然而现在，当这位柏林朋友

发表了他的文章以后，再单独发表这篇评论，就多少有点滑稽了：

它将表明，“德国公众”是怎样“熟悉国外社会主义的成就”，特别是

“我们这些在柏林的人”是多么渴望和多么善于取得“许多各式各

样的知识”。由此还可看出，即使我想阻碍格律恩先生的“法兰西

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的进展，我是否需要用此下策，在报纸上发

表小块文章，进行无足轻重的攻击。最后，这位柏林朋友也不能不

向大家证明，假如我真的打算象他所理解的那样“向德国公众介绍

国外社会主义的成就，并且真的害怕有个先行者同我竞争，那我就

会每时每刻都为自己的命运祈祷：“但愿上帝不要让我碰上一个先

行者，不然最好就让格律恩先生做我的先行者吧。”

对于我“狂妄不羁地自以为已经达到了人类智慧的顶峰”这种

说法，我还再说几句话。

除了格律恩先生，谁还能把这顶帽子硬扣在我的头上呢？格律

恩先生（参看他的“建筑基石”２７的卷头语）认为，我在“德法年鉴”
２８

上发表的几篇文章也和蒲鲁东现在的政治经济学一样，猜中了世

界最后的谜语。他现在又把蒲鲁东捧为具有真正观点的人，可是

他也曾经恭维过我，说我（参看格律恩的“新轶文集”２９）“摧毁了立

宪派和激进派的观点”。格律恩先生先给我灌够了毒药，然后可以

振振有词地责备我，说我中毒了！但是请这位柏林朋友放心吧！我

４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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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安然无恙。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４７年４月３日于布鲁塞尔

载于１８４７年４月８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２８号和１８４７年

４月９日“特利尔日报”第９９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特利尔日报”并曾与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核对

５４驳 卡 尔 · 格 律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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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德国的制宪问题３０

（一）

德国的社会主义著作界一个月不如一个月了。它日益局限于

那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高谈阔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全

部本领不过是把德国哲学、德国式的庸人伤感情绪和一些被歪曲

了的共产主义口号掺混在一起。它标榜和平，以至在经受检查的

书刊上它也可以倾吐肺腑，畅所欲言。甚至德国警察对它都很难

有什么挑剔。这就足以证明它不是德国著作界的进步的革命的因

素，而是守旧的反动的因素。

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仅包括自封为ｐａｒ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最

道地的〕社会主义者的人们，而且还包括德国大部分盗用“共产主

义者”名义的著作家。后者比前者更坏，如果他们之间可以比较好

坏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不言而喻，这些ｓｏｉ－ｄｉｓａｎｔ〔所谓的〕共产主义

著作家决不代表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党。党不承认他们是自己的著

作界的代表，他们也不代表党的利益。相反地，他们维护的是完全

不同的利益，捍卫着完全不同的、在一切方面都和共产主义政党的

原则相对立的原则。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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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前面已经讲过，德国的ｓｏｉ－ｄｉｓａｎｔ〔所

谓的〕共产主义著作家大都属于这一种人）从法国共产主义者那里

听说，由君主专制过渡到现代的代议制根本不能消灭广大人民的

贫困，只不过使一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获得政权而已。他们

又从法国共产主义者那里听说，正是这个资产阶级利用它的资本

压迫人民群众最厉害，因此它是作为人民群众代表的共产主义者

或社会主义者的ｐａｒ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真正的〕敌人。“真正的社会主义

者”懒于把德国的社会政治发展水平和法国的社会政治发展水平

比较一下，或是研究研究决定着今后全部发展的德国的现实情况。

他们没有认真思考，就忙着把刚刚听到的东西搬到德国来。党的

活动家总是力图达到实在而具体的效果，总是代表整个阶级共同

的特定利益，如果他们真是党的活动家，那他们至少会注意到法国

资产阶级的反对者（从“改革报”的编辑们一直到极端的共产主义

者）是怎样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论战的，特别应该注意到法国广大

无产者的公认的代表老卡贝是怎样进行这种论战的。他们早应该

看出，党的这些代表人物不仅经常接触到迫切的政治问题，而且甚

至象选举改革草案这一类往往不代表无产阶级直接利益的政治措

施，他们也决不会傲慢地等闲视之。但是我们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者”不是党的活动家，而是德国的理论家。在他们看来，要紧的不

是实际的利益和效果，而是永恒的真理。他们所努力保护的利益，

是一切“人”的利益；他们所力图达到的效果，只限于哲学上的“收

获”。这样，他们只需使自己的新观点符合于自己的哲学良心就可

以在全德国大喊大叫说，政治进步和一切政治都是祸害，正是宪法

所规定的自由把对人民危害最大的阶级——资产阶级捧上了王

座，不论资产阶级遭到了怎样的攻击，这种攻击还远不算多。

７４德 国 的 制 宪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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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十七年以来一直是资产阶级独掌政权，这种情况是世

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因此，法国无产者、他们的党的领袖

和他们的著作界代表对资产阶级的攻击，就是对统治阶级、对现行

政治制度的攻击。这是肯定的革命行动。下面一些事实表明居于

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对这一点知道得多么清楚：出版物和社团无

数次地被起诉，集会和宴会遭到禁止，资产阶级利用警察对改革

派３１和共产主义者进行百般吹毛求疵的迫害。而德国的情况就完

全不同了。在德国，资产阶级不仅不是统治者，它甚至是现存各邦

政府最危险的敌人。对各邦政府说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这种

转移目标的活动是正中下怀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给法国共产

主义者所带来的后果，十之八九是监禁和流放，但是它给我们的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带来的，却无非是书报检查机关的赞扬而已。

法国无产阶级论战的革命热火一到了德国理论家的冰冷的胸膛

里，就冷却到书报检查机关所准许的程度，而革命的热火经过这一

番阉割之后，就恰中德国各邦政府的心意，它们就利用它共同去反

击进攻的资产阶级。“真正的社会主义”竟把前所未有的最革命的

原理变成了保护德国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现存秩序，现状〕这个泥坑的一

道围墙。“真正的社会主义”从头到脚都是反动的。

资产阶级早已注意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种反动倾向。可是

它又毫不犹豫地径直地把这一流派当做德国共产主义在著作界的

表现，它公开或暗地里责备共产主义者，认为他们反对代议制、陪

审制、出版自由以及叫嚷着反对资产阶级，都只是有利于各邦政

府、官僚和贵族。

德国共产主义者该解脱他们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反动行

为和欲望所承受的这种罪责了。代表着德国无产阶级的非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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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非常具体的要求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应该无比坚决地和上述这

一帮（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一帮歹徒而已）文人划清界限了。这些人

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代表谁，因而不由己地就投入了德国各邦政府

的怀抱；他们自以为“使人们变得现实”，其实他们除了把德国的市

侩的庸俗气奉为神圣而外什么也没有做。实际上，我们共产主义

者同这帮在理论上胡说八道、摇摆不定的狡猾家伙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攻击完全不同于反动的贵族，譬如说法国的正

统主义者或“青年英国”３２对它的攻击，同样也完全不同于“真正的

社会主义者”对它的攻击。德国现状的代表者根本无法利用我们

所采取的攻势，因为这种攻势与其说是针对资产阶级，不如说是针

对这种现状。如果说资产阶级是我们的自然敌人，只有把这个敌

人打倒我们的党才能取得政权，那末德国的现状就是我们的更大

的敌人，因为它横在我们和资产阶级之间，妨碍我们打击资产阶

级。因此，我们决不置身于反对德国现状的广大群众之外。我们只

是这一反对派大军中最先进的支队，同时，由于我们并不掩盖自己

向资产阶级进攻的打算，所以这个支队的地位也最为明显。

随着普鲁士联合省议会的召开，在反对德国现状的斗争中出

现了一个转折点。这种现状是继续存在下去还是被消灭，都要取

决于这届议会的行动。这样一来，德国那些态度很不明确、彼此间

界限混乱不清但在思想方面又各不相关的党派，就必须弄清楚自

己所代表的利益和应该采取的策略了：它们应该彼此划清界限，开

始进行实际活动。这些党派中的最年轻的共产党不能规避这一必

要的任务。它也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战斗计划和手段。第一个步

骤就是揭露那些力图钻进它队伍里来的反动的社会主义者。它应

该尽快地完成这一步骤，因为它已足够强大，用不着同那些败坏它

９４德 国 的 制 宪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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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的同盟者合作。

（二）

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现状〕和资产阶级

下面要讲的就是德国的现状。

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十分强大，它们已把贵族打倒并

上升为本国的统治阶级，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到现在也还没有这样

的力量。虽然它对各邦政府也有某些影响，可是只要双方的利益

一发生冲突，在贵族地主的影响面前，它这种影响就要退避三舍。

法国和英国是城市统治着乡村，而德国却是乡村统治着城市，农业

统治着商业和工业。不仅德国的君主专制的各邦如奥地利和普鲁

士的情况是这样，而且君主立宪的各邦如萨克森、维尔腾堡和巴登

的情况也是这样。

这种情况是因为德国在文明方面比西方各国落后。在西方各

国，人民群众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商业和工业，而我们的主要生活来

源则是农业。英国不仅不输出任何农产品，它还需要经常从国外

输入农产品；法国输入的农产品至少和它输出的相等。这两个国

家的富有首先是依靠工业品的输出。相反地，德国输出的工业品

很少，而输出的谷物、羊毛、牲畜等等却很多。当德国的现行政治

制度初建立的时候，也就是说１８１５年的时候，农业所占的比重比

现在还大，而且由于推翻法兰西帝国的最积极的参加者几乎全是

德国农业区的人，所以这种比重当时还有增无已。

也象欧洲大多数国家一样，德国农业在政治上的代表是贵族，

即大土地占有者阶级。和贵族独霸局面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就是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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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度。随着农业不再成为国家的决定性生产部门，随着（农业阶

级之外）从事工业的阶级的形成和（乡村之外）城市的产生，封建制

度到处趋于衰落。

这个新形成的、同贵族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贵族的农民

并存的阶级，不是今天在各个文明国度里已掌握统治权、在德国正

在争取统治权的资产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

德国现行的国家制度不过是贵族和小资产者之间的妥协，妥

协的结果，管理国家的权力落到了第三个阶级——官僚的手里。

在构成这个阶级的时候，妥协的双方是按照彼此的地位加入进来

的：代表较重要的生产部门的贵族把较高的职位留给自己，而小资

产阶级则满足于较低的职位，只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

才推荐自己人担任较高的行政职务。凡是官僚机构受到直接监督

的地方，例如德国立宪制各邦，贵族和小资产者也是按照这个样子

分享这种监督权力的；不难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贵族大占便

宜。小资产者任何时候也不能打倒贵族，甚至连和它处于平等地

位都做不到；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削弱贵族。要把贵族打倒，需要

另一个具有更广泛的利益、握有更多财富、更坚决果断的阶级——

资产阶级。

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都是从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中分离出来

的，它的产生是由于世界贸易和大工业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

自由竞争和财产集中。小资产者代表内地和沿海的商业、手工业

和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这些经济部门在有限的区

域里发展着，需要的资本数额不大而且周转缓慢，它们所引起的竞

争只是地方性的、微弱的。资产者代表世界贸易、全世界范围内商

品的直接交换、银钱业、以机器劳动为基础的大工厂工业——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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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部门需要尽可能大的地盘、最大数额的资本和最快的资本周

转率，它们所引起的竞争是普遍的、剧烈的。小资产者代表的是地

方利益，资产者代表的是普遍利益。小资产者发现，只要他能在间

接影响国家立法的情况下直接参加省政机关，同时又做自己本地

市政机关的主人，那他的处境就十分安全了。资产者如果不直接

地、经常不断地控制本国的中央行政机关、对外政策和立法，就无

法保障自己的利益。小资产者的典型产物是德国的帝国城市①；资

产者的典型产物是法国的代议制国家。小资产者哪怕得到统治阶

级些微的让步，就变得保守起来；而资产者在自己还没有爬上统治

地位的时候则是革命的。

德国资产阶级对那两个分享政治统治权的阶级的态度如何

呢？

在英国从１７世纪起，在法国从１８世纪起，富有的、强大的资

产阶级就在形成，而在德国则只是从１９世纪初才有所谓资产阶

级。固然，在那时以前汉撒城市②里也有个别富有的船主，国内也

有一些豪富的银行家，可是就没有大资本家阶级，更谈不到大工业

资本家阶级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创造者是拿破仑。由于他的大陆

体系３３，由于在他的压迫下普鲁士必然实行的经营的自由，德国人

才有了工业，并扩大了矿藏的开采。只过了几年，这些新出现的或

是原已获得了发展的生产部门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这

些部门而诞生的资产阶级也取得了相当的势力，以致在１８１８年普

２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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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士政府被迫为它们制定了保护关税。１８１８年的这项普鲁士关税

率是政府对资产阶级的第一次正式承认。它承认（固然是满怀不

平、非常勉强地）资产阶级已成为国内不可缺少的一个阶级。对资

产阶级的下一个让步就是成立关税同盟。尽管德国大多数邦加入

普鲁士关税体系本来只是从国库和政治方面考虑的，可是结果这

件事情对谁也不象对德国资产阶级、特别是普鲁士资产阶级那样

有利。虽然关税同盟在某些方面也给贵族和小资产阶级带来了一

些零星的好处，但是整个说来，由于资产阶级的兴盛、竞争的活跃

以及过去的生产工具被排挤，关税同盟给他们带来的害处毕竟要

多得多。从那时以来，资产阶级发展得相当快，特别是在普鲁士。

虽然最近三十年来它还远没有达到英国资产阶级和法国资产阶级

所达到的高峰，可是它毕竟把现代工业的大多数部门都建立起来

了，在某些地区清除了农民的或小资产阶级的宗法制度，多少积聚

了一些资本，制造了一定数量的无产阶级，建立了相当大的铁路

网。至少它把事情做到了这样一种地步：现在它要末继续向前迈

进而成为统治阶级，要末就放弃自己以前所取得的成绩；也就是

说，它是目前唯一能够在德国实现进步、能够治理德国的阶级。实

际上它已经是德国的领导阶级了，它能不能存在，就要看它是否在

法律上也成为德国的领导阶级。

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正式统治着德国的阶级之所以日益无力，

就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兴起和日益强大。自拿破仑时代以来，贵族越

来越穷了，它负的债越来越重了。徭役的赎买使它的谷物生产费用

提高了，并且给它造成了一个竞争者——新的独立小农阶级。贵族

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决不能长久靠它在农民赎买徭役时搜刮的大笔

钱财来弥补的。俄国和美国的竞争限制了贵族的谷物销路，澳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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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以及南俄罗斯的一度竞争，限制了它的羊毛销路。生产费用越

高、竞争越剧烈，就越清楚地暴露出贵族已不能够有利地经营自己

的庄园和采用农业方面的最新成就了。和上一世纪法国与英国的

贵族一样，德国的贵族只是利用文明的发展在大城市中摆阔佬架

子，任意挥霍自己的财产。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在社会教养和文化

教养方面展开了竞争，在豪富和挥霍方面展开了竞赛；在资产阶级

未取得政治统治之前，处处都要发生这种情况，而且这种竞争和竞

赛也和其他任何竞争一样，结果总是更富有的一方获得胜利。土贵

族向宫廷贵族转化，结果破产来得更快、更无法避免。构成贵族收

入的那３％是抵抗不住构成资产阶级利润的那１５％的。收入３％

的贵族只好去典押不动产，向贵族信贷机关借钱，以便能够支付适

合于贵族那个等级的开支，而这样只能使自己更快地破产。有些乡

绅很聪明，逃避了破产，他们和新出现的资产阶级地主一起组成了

一个新的地主—企业主阶级。这个阶级在农业经营方面没有封建主那

些幻想，也不象贵族那样疏忽大意；它把农业当做实业、当做工业来经营，

并采用资产阶级的手段——资本、专门知识和劳动。它和资产阶级的统治

相处得很好，所以在法国这个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平共存，相安无事，并

且还按照自己财富的多寡参加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是资产阶级的一部

分，它经营的是农业。

可见，贵族已经软弱到这样一种地步，就连它本身也已经部分

地转到资产阶级队伍中去了。

小资产者比贵族还软弱；它更远不能和资产阶级抗衡。小资

产阶级和农民一样，也是在历史上曾留下过足迹的最可怜的阶级。

它的琐碎的地方性利益使得它即使在自己的全盛时代即中世纪后

期，也只能够建立地方性的组织，进行地方性的斗争，取得地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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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绩，只能做到这样一点，即它和贵族的并存只是得到了容忍；

而全面的政治统治它在什么地方也没有达到过。随着资产阶级的

诞生，它连表面上的一点历史主动性也丧失了。它在贵族和资产

阶级中间背腹受敌，既受到前者政治优势的压制又受到后者雄厚

资本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住在

大城市里的较富裕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多少有些胆怯地归附于革

命的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较贫穷的特别是住在小城镇里的小市

民，他们恪守现存秩序，并以它特有的全部惰性力支持贵族。资产

阶级越发展，小资产者的处境就越坏。这后一部分小资产者也逐

渐开始明白，在现有的条件下，他们是逃不掉破产的，而在资产阶

级的统治下，虽然也很可能遭到这种破产，但他们至少还有可能向

前迈一步，跨入资产阶级的行列。他们的破产越是不可避免，他们

就越会转到资产阶级的旗帜之下。当资产阶级刚刚一取得政权的

时候，在小资产者中间就会重新发生分裂。小资产阶级为每一支

资产阶级的队伍准备了后备军，此外它还在资产阶级和从现在起

提出自己的利益和要求的无产阶级之间，形成许多带有激进色彩

的政治流派和社会主义流派，如果详细考察一下英国的下院或法

国的众议院以及各种期刊，便可对这些流派有详细的了解。资产

阶级用它的资本的猛烈炮火和林立的股份公司把小资产者压得越

紧，这一群群毫无纪律、装备很坏的小资产者就越是束手无策，他

们的逃窜也就越发乱无秩序。最后，要末他们就集合在无产阶级

长长的战斗行列后面并站到它的旗帜之下，要末就向资产阶级无

条件投降，此外别无出路。这种动人的场面在英国任何一次商业

危机发生的时候都可以看到，而在法国今天就可以看到。在德国，

我们只是刚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小资产阶级在走投无路和极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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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钱的时刻，勇敢地下决心和贵族断绝关系而投靠于资产阶级。

可见，小资产者和贵族一样不能成为德国的统治阶级。相反

地，他们也日益屈从于资产阶级。

剩下来的还有农民和无产阶级。

我们这里所讲的农民仅仅指小农户、小租佃者和小土地所有

者而言，不包括短工和雇农。农民和小资产者一样，也是一个没有

办法的阶级，不过他们有一点胜过小资产者，即他们比小资产者有

勇气。可是在历史上他们完全不能从事任何首创活动。甚至他们

从农奴制的铁链下解放出来也只是在资产阶级的保护之下实现

的。凡是由于没有贵族和资产阶级以致农民有可能进行统治的地

方，例如在瑞士山区各州和挪威，封建时代以前的野蛮、地方的局

限性、愚昧而怪诞的顽固和迷信、愚忠和愚善这些东西同时也就占

居统治地位。凡是除农民之外存有贵族继续存在的地方，例如在

德国，农民就完全和小资产者一样，处于贵族和资产阶级两面夹攻

的地位。他们要想使农业利益不致受到日益强大的工商业的侵

害，就得投靠于贵族。他们要想使自己不致被贵族特别是资产阶

级地主的竞争所压倒，就得投靠于资产阶级。他们到底归附哪一

边，这要看他们的财产状况。德国东部的富裕农民对雇农还保有

一些封建权力，他们各方面的利益都和贵族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所

以他们不会真的和贵族一刀两断。德国西部由于贵族的庄园被分

割而出现的小土地占有者和东部处于世袭统治之下而且有的还要

服徭役的小农，这两种人受贵族的直接压迫太厉害了，或者说他们

和贵族之间的对立太尖锐了，所以他们不能不站到资产阶级那一

边。普鲁士的各个省议会证明，实际情况确是如此。

可见，很幸运，农民的统治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农民自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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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想到这件事，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大部分置身于资产阶级支配

之下。

而无产者，即ｖｕｌｇｏ〔一般所谓的〕工人阶级怎么样呢？我们很

快就要详细地论述他们。这里我们只指出他们成分不一的情况。

工人分成雇农、短工、帮工、工厂工人和流氓无产阶级，而且又散居

在人口稀疏、中心城市少而不发达的广大地区上，这就使得他们不

可能了解彼此利益的共同性，不能互相谅解并组成一个团结一致

的阶级。由于他们成分不一，住地分散，所以他们只能看到自己最

切身的日常利益，仅仅希望好好工作以后能得到合理的报酬。换

句话说，这使得工人们的目光短浅到这样一种程度：在他们眼里，

他们的利益和雇主的利益是一致的，因而工人的每一支队伍都成

了雇用他们的那个阶级的援军。雇农和短工维护贵族或雇用他们

种地的农民的利益。帮工在思想和政治方面都以自己的师傅为转

移。工厂工人听凭厂主在要求保护关税的运动中利用自己。流氓

为了两个塔勒就可以在资产阶级、贵族和警察彼此发生摩擦时替

他们做打手。凡是在两个雇主阶级各自坚持对立的利益的地方，

被他们雇用的工人之间也就进行着同样的斗争。

由此可见德国工人群众对夺取公共事务领导权是如何没有准

备。

我们把前面讲过的总结一下。贵族已经衰败不堪，小资产者

和农民的整个生活状况使得他们太软弱无力，工人还远不够成熟，

所以他们都不可能在德国成为统治阶级。剩下来的就只有资产阶

级了。

德国现状可悲之点主要在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阶级强

大到足以使自己的生产部门变成全民族的ｐａｒ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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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部门，从而自己也成为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从１０世纪以来

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的一切等级和阶级——贵族、农奴、徭役农民、

自由农民、小资产者、帮工、工场工人、资产者和无产者——肩并肩

地存在着。他们之中那些靠自己的财产而成为某个生产部门的代

表者的等级和阶级，即贵族、自由农民、小资产者和资产者，按照各

自的人数、财富和在全国生产中所占的地位而瓜分政治统治权。

前面已经讲过，这样瓜分的结果，贵族分得的最多，小资产阶级分

得的最少。资产者的正式身份只是小资产者，而真正的农民根本

不为人所注意，因为他们自身势力微弱而且分散在其余的阶级中

间。这种以官僚为代表的制度是德国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软弱低

能、死气沉沉和乌烟瘴气在政治上的反映。在国内，和这种制度相

适应的就是德国的分割状态：德国分成３８个地方的和省的邦，而

奥地利和普鲁士又分成若干独立省；在对外关系上，这种制度对外

来的压榨和打击显得可耻的无能。这种普遍的可悲状态的根源就

是普遍缺少资本。贫穷的德国的每一个阶级从一开始就带有小市

民的庸碌的标记，和其他国家相应的阶级比较起来，它们又穷又落

后。从１２世纪以来，德国的上层和下层贵族同家财豪富、心胸开

阔、无忧无虑、凡事坚决果断的法、英贵族比较起来，显得多么小资

产阶级气呵！德国帝国城市和汉撒城市的市民同１４、１５世纪造反

的巴黎资产者相比，同１７世纪的伦敦清教徒相比，显得多么渺小，

多么微不足道，多么偏狭短浅啊！就是在今天，我们的最大的工业

家、银行家、船主同巴黎、里昂、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的交易所巨

头比较起来，也是多么小资产阶级气呵！甚至德国的工人阶级也是

浑身浸透着小资产阶级气息。可见，小资产阶级虽然社会地位和

政治地位低微，可是它至少有一点能够聊以自慰，即它是德国的典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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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阶级，它把自己那种自甘屈辱和为日常琐事操心的特点也传染

给其他阶级了。

这种可悲的状况的出路何在呢？出路只有一条。应当有一个

阶级强大到足以使全民族的提高依赖于它的提高，使所有其他阶

级利益的发展依赖于它的利益的发展和演进。这一个阶级的利益

在目前应该成为民族的利益，而这个阶级在目前则应该成为民族

的代表者。从这时候起，在这个阶级以及跟着它走的全民族的大

多数人，便同政治现状发生了矛盾。政治现状是与各个不同阶级

的利益彼此冲突这种已不存在的情况相适应的。新的利益受到了

束缚，并且就连本来是现状的服务对象的那些阶级中间，也有一部

分人发觉现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了。这种情况的后果必然是消灭

现状，不管是用和平的还是暴力的方法。代之而起的将是这样一

个阶级的统治，这个阶级在目前是全民族大多数的代表者，它的统

治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

既然现状即普遍虚弱无能的根源在于缺少资本，那末同样，只

有拥有资本，只有资本集中在一个阶级的手里，才能赋予这个阶级

以必要的力量去消灭现状。

在德国有没有这样一个能够摧毁现状的阶级呢？有的，有这样

一个阶级，尽管和英国、法国的相应的阶级比较起来，它还是个小

资产阶级气息非常浓厚的阶级，可是到底它是存在着的，具体说来

就是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是这样一个阶级，在各个国家里，贵族和小资产阶级

在官僚君主制度下所建立起来的妥协，都被它摧毁，并通过这种办

法首先把政权抓到自己手里。

在德国，资产阶级是唯一能够把大部分（起码是这样）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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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主、小资产者、农民、工人、甚至某些贵族的利益同自己的利益

结合起来，并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面的阶级。

在德国，资产阶级政党是唯一明确意识到自己应该用什么来

代替现状的党，只有这个党不局限于抽象原则和历史演绎，而要求

实行非常明确肯定、具体易行的措施；只有它具有一定的组织性

（至少在地方和省的范围内是这样），只有它多少算有个行动计划。

一句话，这个党是带头和现状做斗争并直接参加消灭它的活动的党。

可见，资产阶级的党是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党。

因此，问题就仅仅在于资产阶级是否已到了必须通过消灭现

状夺得政权的地步？和软弱的敌人比较起来，它自身是否有足够的

力量来消灭现状？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这个问题。

德国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是工厂主。整个国内贸易、汉堡和

不来梅以及斯德丁一部分的海上贸易的繁荣、银行业的繁荣，都依

赖于工业的繁荣。铁路收入依靠它，因而交易所的生意也有一大

部分要依靠它。不依赖于工业的只有波罗的海沿岸城市的谷物、

羊毛出口商和一小伙外国工业品进口商。因此，工厂主的要求就

是整个资产阶级和目前依附于它的那些阶级的要求。

工厂主又分做两类：第一类进行原料的初步加工，出售的是半

成品；第二类买进半成品，制成成品供应市场。属于第一类的是纺

纱厂厂主，属于第二类的是织布厂厂主。第一类在德国还包括制

铁业的企业主……

要想能够利用新发明的辅助工具，修筑良好的道路，买到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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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器和原料，雇到经过良好训练的工人，就必须建立整套的工业

体系。要建立整套的工业体系，就需要把一切工业部门紧密地联

系起来，就需要有依赖于内地工业的、商业繁荣的沿海城市。这个

原理早已为经济学家们所阐明。可是，在只有英国人不怕任何竞

争的今天，要建立这样一个工业体系就需要有一套完善的、适用于

一切受到外国竞争威胁的部门而且经常随着工业状况而改变自己

形式的保护关税制度。普鲁士的现政府不能够建立起这样一种制

度，加入关税同盟的各邦政府也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样一套

制度只能由执政的资产阶级自己来建立和实行。这也说明德国资

产阶级不能再没有政权了。

在德国尤其需要这样一套保护关税制度，因为那里的工场手

工业已经奄奄一息了。如果不规定出一套完整的保护关税办法，

工场手工业就经不住英国机器的竞争，而所有到现在为止还靠工

场手工业谋生的那些资产者、小资产者、工人也都要遭殃。这就使

德国资产者完全有理由情愿用德国的机器把工场手工业的残余消

灭掉。

可见，保护关税是德国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而且只能由资产阶

级自己来实现。因此，单从这一点看来，它也应该掌握国家政权。

工厂主不能充分有利地利用他们的资本，这不仅是因为关税

不够高，而且还因为有官僚政治存在。如果说在关税立法方面他

们所碰到的是冷淡，那末在和官僚的相互关系上他们所碰到的是

政府方面公然无忌的敌视。

官僚政治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统治小资产者和农民。这两个

阶级散居在小城市或乡村里，他们的利益超不出最狭隘的地方范

围，因此他们的眼光必然象他们狭隘的生活条件一样短浅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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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能治理一个大的国家，就见识而言，他们也不可能使各种互

相冲突的利益彼此协调起来。各种利益犬牙交错这种最古怪的现

象（我们只要想一想行会和它们之间的冲突就够了），正是发生在

小资产阶级欣欣向荣的那个文明发展阶段上。这样，小资产者和

农民就不能没有一个强大的和人数众多的官僚机构。他们不得不

接受监护，以免陷于极度混乱或让无数次的诉讼弄得倾家荡产。

可是，小资产者所必需的官僚政治很快就变成了资产者难以

忍受的束缚。早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官吏们的监督和干涉已经令人

感到非常不便了；在这种监督之下，工厂工业几乎是无法存在的。

到目前为止，德国工厂主为了尽可能摆脱官僚机构的监督所使用

的手段是贿赂，这一点无论如何也无法怪罪他们。但是这种手段只

能替他们减去少许的负担；这一则是他们无法向自己接触到的一

切官吏行贿，再者行贿也不能使他们不支付额外开支，不能使他们

不付给律师、建筑师、机械师报酬以及由监督所引起的一些其他开

支，行贿更不能使他们避免预料不到的忙闲不均现象。工业越发

展，“忠于职守的官吏”就越多，这些人或者只是由于狭隘，或者是

出于官僚对资产阶级的仇恨，总是百般苛刻地刁难工厂主。

因此，资产阶级不得不摧毁这个目空一切、吹毛求疵的官僚机

构的势力。只要国政和立法一转到资产阶级的控制之下，官僚就不

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也正是从这时候起，迫害资产阶级的人变成

了它的恭顺的仆从。过去那些专门为了便于官吏对付工业资产者

的规章和诏令退位了，新制定的规章是便于工业家对付官吏的。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所有资产阶级的派系都直接关心工厂工

业的最迅速的高涨，而工厂工业在官僚的吹毛求疵的制度下是不

能发展的，所以资产阶级就更需要尽快地摧毁官僚机构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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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关税体系和官僚机构服从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就是

资产阶级所最迫切希望实现的两项措施。可是它的需要远远不止

于此。它要根本改变差不多德国所有各邦政府的整个立法、行政和

司法制度，因为这一整套制度纯粹是用来维护和支持资产阶级一

向力图加以摧毁的社会制度的。贵族和小资产者得以共存并处的

条件，和资产阶级所必需的生存条件完全不同；而在德国各邦，只

有前者是得到正式承认的。就拿普鲁士的现状来看吧。小资产者

能够听命于行政方面和司法方面的官僚制度，他们能够把自己的

财产和个人托付给“独立的”、即具有官僚式独立性的法官阶级胡

乱摆布，而这个阶级因此也就保护他们不受封建贵族、有时也不受

行政机关官僚的侵犯，但资产者就不能够这样做。在有关财产的

诉讼方面，资产者所需要的是至少必须保证公开审理，而在刑事诉

讼方面，除公开审理而外还要求实行陪审制，把司法置于资产者代

表人物的经常控制之下。小资产者可以同意贵族和官吏不受普通

的裁判，因为小资产者在国家生活中的这种屈辱表现，是完全和他

们的低微的社会地位相适应的。可是不使本阶级在社会和国家中

取得首位就非溃灭不可的资产者，却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小资产

者可以把地产方面的立法权让给贵族独揽而不致损害自己的宁静

生活；他们应该这样，因为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在城市中的利益不受

贵族的影响和侵犯，已经够手忙脚乱的了。资产者则无论如何也

不能让贵族任意地调整乡村的财产关系，因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要

得到充分的发展，就需要尽量地对农业的经营也采取企业方式，需

要建立一个农业企业家的阶级，需要自由出售和自由支配地产。

由于地主免不掉要抵押不动产取得贷款，资产者就有可能利用这

一点迫使贵族同意资产阶级可以干预有关地产的立法，至少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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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法方面可以干预。小资产者的营业规模不大，资本周转缓慢，顾

客人数不多面也不广，因此糟糕的普鲁士旧商法并没有使他们吃

大苦头，他们甚至还很感谢它给予他们的那一点点保障；可是对资

产者说来这种商法就是无法忍受的了。小资产者所进行的交易非

常简单，大商人之间很少做这种买卖，小资产者的交易差不多总是

零售商的买卖或者是生产者直接卖货给消费者，所以小资产者就

很少遭到破产，并且很容易遵守普鲁士的旧破产法。这种法律规

定，用债务人的财产抵偿债务的时候，期票债务应该比其他票据的

债务优先偿还；可是通常全部财产都下了司法人员的腰包。这些

法律的制定首先是为了处理债务人财产的司法官员的利益，其次

也保护所有非资产者的利益不受资产者的侵犯。这些法律特别保

护贵族，因为贵族把谷物送交买主或代售者的时候总是收到或向

他们索取期票；而凡是每年仅仅出售一次货物，收进期票就算完成

全部交易的人，也都受到这些法律的庇护。在与商业有关的人们

中间，受到保护的仍然是银行家和批发商，而工厂主的利益却被大

大地忽视了。资产者只是和商业家打交道，他们的顾客遍布各地，

他们从世界上每个角落收进期票，所以他们需要一套非常复杂的

处理各种交易的制度，他们随时都有遭到某种破产的危险。这样

的资产者碰到这些荒唐的法律，只有垮台。小资产者关心本国总

的政治情况只是为求平安无事；由于他们切身利益所涉及的范围

很小，他们看不到各国之间的关系。而资产者是和极遥远的国家

通商，或者要和它们竞争，如果不对本国的对外政策保持最直接的

影响，就不能够获得巨大发展。小资产者能够容许官僚和贵族向

他们征税，这和他们服从官僚政治出于同样的原因。资产者最关

心的是在分配社会负担的时候尽可能地少损害他们的利润。

４６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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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小资产者可以满足于用自己的消极和顽固来对抗贵族

和官僚，并且靠本身特有的ｖｉｓｉｎｅｒｔｉａｅ〔惰性力〕保持对社会权势

发生某些影响，可是对资产者说来这些都是做不到的。他们要使

自己的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使自己的利益在立法、行政、司法、税务

和对外政策等方面成为首要的利益。为了不致溃灭，资产阶级就

要一往直前，每天都要增加资本，每天都要降低产品的生产费用，

每天都要扩大商业关系和市场，每天都要改善交通。世界市场上

的竞争驱使它这样做。为了有可能自由地、充分地发展，它就要取

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需要使一切其他的利益服从自己的利益。

而德国资产阶级正是在目前需要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才能

免于溃灭，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讲到保护关税和资产阶级同官僚政

治的关系等问题时已经指出了。可是这一点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却是目前德国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状况。

１８４５年英国工业的繁荣和由此而产生的铁路股票投机，对法

国和德国发生的影响比过去任何兴旺时期都要强烈得多。德国的

工厂主做了赚钱的买卖，而德国整个商业活动的高涨也随之而开

始。农业区的人们在英国找到了销售自己的谷物的良好市场。普

遍的繁荣活跃了金融市场，便利了借贷，把许多数额较小的资本吸

引到市场上来，而这些资本在德国有很多几乎是找不到用场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７年３月—４月

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

１９２９年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以下各页手稿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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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

自从普鲁士国王急需现钱和贷款因而不得不发布二月三日圣

论３４以后，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已不怀疑，德国的君主专制制

度，即以“仁政”见称的过去的“基督教德意志”的统治，已临近末

日，虽然它竭力挣扎而且国王也发表了威胁性的御前演说。于是，

德国资产阶级可以看作这就是自己统治开始的日子来到了。这个

圣论本身也无非是对资产阶级力量的承认，虽然这种承认还笼罩

着波茨坦的浓密的烟雾。但联合省议会只轻轻一吹，大部分烟雾

就消散了，而所有这些基督教德意志的怪影，也会很快绝迹的。

但是，既然中等阶级开始居于统治地位，那末首先就该要求把

德国以及关税同盟的整个贸易政策，从德意志各邦君主、他们的大

臣以及对工商业问题一窍不通而又高傲的官吏等这些外行手里接

收过来，交给熟悉这一行并和它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去掌握。换

句话说，不管是保护关税即级差关税问题还是自由贸易问题，都应

该完全交给资产阶级去处理。

柏林联合省议会向政府表明，资产阶级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最

近关于关税问题的讨论，已经相当明显而又尖锐地向施潘道政府

制度３５的代表表明，他们不能理解物质利益，因此也不可能捍卫和

支持这些利益。单只克拉柯夫事件３６就足以把神圣同盟中的威廉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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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大臣当做最无知的蠢汉或罪恶深重的出卖国家福利的叛徒加

以痛斥了。但是使陛下及其大臣阁下感到可怕的是，现在讨论的

还有许多其他问题；在探讨这些问题时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话，唯

独没有赞扬君主和大臣（不管是去世的还是健在的）的才干和洞察

力的。

资产阶级内部也正在工商业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然而

毫无疑问，坚持保护关税即级差关税的一派没有问题是势力最强、

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事实上，资产阶级如不采取一些硬性措施

来维护和鼓励自己的工商业，他们就不能保住自己的阵地，巩固起

来并取得绝对权力。如果不防止外国工业的侵入，十年之内他们

就会垮台。很可能就连这种防止也不会使它长期得到真正的好

处。他们等得太久了，在他们尊敬的君主多年来包裹他们的襁褓

里躺得太乖了。他们受到四面八方的包围，别人赶过了他们，占去

了他们最好的阵地，而他们却乖乖地挨着“拳头”，从来也拿不出足

够的勇气摆脱自己那些虽然蠢笨但是极为仁慈的长官和上司。

现在情形就不同了。现在德意志各邦君主只能做资产阶级的

奴仆，成了可有可无的人。既然资产阶级还有时间和可能来建立

自己的政权，保护德国工业和德国商业就是他们唯一能够借以支

持的基础。资产阶级想（这是应该的）从德意志各邦君主那里得到

的东西，也是可以得到的。

但是，和资产阶级同时并存的还有一批数量相当可观叫做无

产者的人们——工人，无产阶级。

试问，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对这些人会有什么好处呢？他们会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７６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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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得到更高的工资，吃穿更好一些，居住条件更有益于健康吗？

会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休息和学习吗？他们会得到一些钱来更合理、

更注意地教养自己的子女吗？

为保护关税制度进行辩护的资产者先生们，从来也没有放过

一个机会把工人阶级的福利摆在首位。照他们说来，保护工业制度

实行以后，工人会过真正的天堂生活，德国就会因而变成无产者的

“流着奶与蜜”的迦南人之地①。但是自由贸易派却说，只有实行他

们的制度，无产者的生活才会象“在上帝怀抱里”那样自在快活。

这两派中还有很多目光短浅的人，他们真的相信自己的话是

真话。但这两派中比较聪明的人都很清楚，上面那些话不过是一种

骗局，目的只是为了迷惑群众，把他们拉到自己方面来。

聪明的资产者很清楚，不论占统治的是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

由贸易制度，或者是以这两者的原则为基础的混合制度，工人得到

的工资都不会多于他维持起码生活所绝对必需的。不论实行哪种

制度，工人得到的都只能是维持他这架开动着的工作机所必需的。

这样一来，起决定作用的是保护关税派还是自由贸易派，乍一

看来，对无产者好象都是完全无所谓的。

但是，前面已经指出，德国资产阶级需要保护关税是为了根除

以封建贵族为代表的中世纪残余和“天生的”现代寄生虫，而且也

是为了毫无阻碍地揭示自身的内在本质，所以连工人阶级也想为

资产阶级取得无限的统治权出一把力。

只有到仅有一个剥削和压迫阶级——资产阶级的时候，只有

到贫困不会时而归咎于这个等级时而又归咎于那个等级，或者只

８６ 弗 · 恩 格 斯

① 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３章１７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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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咎于君主专制制度及其官吏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才会开始

最后一次决定性的战斗，即有产者和无产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之间的战斗。

那时候，战场上就不会有任何多余的障碍物，也不会有任何附

带的次要的任务，敌对双方的阵地就会很明确。

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以后，由于自己的处境而觉醒起来的工

人，也会取得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进步；从这时起，起来反对现存

制度的就不是单个工人，或者顶多几百几千个工人，而是他们全

体、一个有着自己特殊利益和原则的统一的阶级，他们团结一致地

按照总的计划行动，同自己最后一个最凶恶的敌人——资产阶级

进行战斗。

这次战斗的结局是十分清楚的。象贵族阶级和君主专制制度

受到了中等阶级的致命打击一样，资产阶级一定要被无产阶级打

倒。

私有制也要和资产阶级一道被消灭，工人阶级的胜利将使一

切阶级统治和等级统治一去不复返。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７年６月初

载于１８４７年６月１０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４６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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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哲 学 的 贫 困
答蒲鲁东先生的

“贫困的哲学”３７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７年上半年

１８４７年第一次以单行本刊行于

巴黎和布鲁塞尔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１８４７年版译的，并参考

了１８８５年、１８９２年德文版、１８９６

年法文版所做的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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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蒲鲁东先生不幸在欧洲异常不为人了解。在法国，人家认为

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经济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卓越的德国哲学

家著称。在德国，人家却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哲学家，因为他

在那里以最杰出的法国经济学家著称。我们是德国人同时又是经

济学家，我们要反对这一双重错误。

读者将会明白，为什么我们在做这件不讨好的工作时常常不

得不放下对蒲鲁东先生的批判，而去批判德国的哲学，同时还要对

政治经济学作某些评论。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４７年６月１５日于布鲁塞尔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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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鲁东先生的著作不单是一本政治经济学的论著，也不是一

本平常的书籍，而是一部圣经；其中应有尽有，如“神秘”、“来自神

的怀抱的秘密”、“启示”等。但是，因为今天预言家受到的裁判要

比普通的作者更严格，所以读者必须甘愿和我们一起经过“创世

记”的贫瘠而阴暗的杂学的领域，然后才和蒲鲁东先生一起升入超

社会主义的缥缈而富饶的境地（见蒲鲁东“贫困的哲学”前言第３

页第２０行）。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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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科 学 的 发 现

第一节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

“一切自然产品或工业产品所具有的那种维持人类生存的性能，有一个

专门名称，叫做使用价值。这些产品具有的互相交换的性能，则称为交换价

值…… 使用价值怎样变成交换价值呢？…… 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很仔细地

阐明（交换）①价值观念的起源；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一点加以论述。由于我所

需要的许多东西在自然界里为数有限或者根本没有，因此我不得不去协助生

产我所缺少的东西，可是，由于我不能单独生产这么多的东西，所以我就会向

别人，即向各行各业中我的合作者建议，把他们所生产的一部分产品同我所

生产的产品交换。”（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一卷第二章）

蒲鲁东先生打算先给我们说明价值的二重性，“价值内部的区

别”，使用价值变成交换价值的过程。我们必须和蒲鲁东先生一起

来谈谈这种神秘的变化。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根据我们作者的意

见，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

绝大多数的产品不是自然界供给的，而是工业生产出来的。

如果产品的需要量超过自然界所提供的数量，人们就得求助于工

业生产。在蒲鲁东先生的想象中，这种工业是什么呢？它的起源怎

样呢？个人需要很多东西，可是“不能单独生产这些东西”。需要满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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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多种需求，就决定要生产多种东西（不生产就没有产品）；要生

产多种多样的东西，就已经决定参加这项生产的不止一个人。既

然认为从事生产的不止一个人，那末这就完全决定了生产是建立

在分工之上的。因而蒲鲁东先生所假定的那种需要本身就已经决

定了全盘的分工。既假定有分工，就是假定有交换存在，因此也

就有交换价值，这样看来，本来一开头就可以假定有交换价值存

在。

然而蒲鲁东先生喜欢绕圈子。我们就跟他一起转吧，转来转

去总是回到他原来的出发点去。

为了摆脱每个人单独生产的状态并达到交换，蒲鲁东先生说：

“我就求助于各行各业中我的合作者”。这样一来我就有了从事各

行各业的合作者，虽然按照蒲鲁东先生的假定我们（我和其他一切

人）这时还没有摆脱鲁滨逊式的那种和社会隔绝的孤独状态。合

作者和各种不同的业务，分工和这种分工所包含的交换等都是凭

空掉下来的。

总括起来就是：我有许多建立在分工和交换基础上的需要。

蒲鲁东先生既然假定有这些需要，因而也就是假定有交换和交换

价值存在，而交换价值的“起源”正是他想“比其他的经济学家更仔

细地阐明”的。

同样，蒲鲁东先生也可以把整个事态倒转过来而仍然不损害

他的结论的正确性。要说明交换价值就要有交换。要说明交换就

要有分工。要说明分工就必须有使分工成为必要的种种需要。要

说明这种需要，就必须“假定”有这种需要，但是并不是否定这种需

要，这和蒲鲁东先生前言中的第一个定理：“假定上帝就是否定上

帝”（前言第１页）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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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分工是已经知道的事情的蒲鲁东先生，怎样用分工来说

明他始终不知道的交换价值呢？

“个人”开始“向别人，即向各行各业中他的合作者建议”建立

交换，并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别开。合作者们如果接受这种

区别，那末要蒲鲁东先生“操心”的只是记录一下既成的事实、并在

他的政治经济学论文中标明和“列入”“价值观念的起源”。但是他

总还应该把这个建议的“起源”讲给我们听听，此外也应该给我们

讲讲这位单独的个人，这位鲁滨逊怎么会突然想到向“他的合作

者”提出这种建议，而这些合作者又怎么会毫无异议地就接受了这

个建议。

蒲鲁东先生并没有细究这些关系的始末，他只是给交换这一

事实盖了历史的印记，把交换看做急欲确立这种交换的第三者可

能提出的建议。

这就是蔑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的蒲

鲁东先生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

交换有它自己的历史。它经过各个不同的阶段。

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在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

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

也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当时不仅剩余品，而且一切产品，整

个工业活动都处在商业范围之内，当时一切生产完全取决于交换。

对于交换的这个第二阶段，即二次方的交换价值应该怎样说明呢？

对这点蒲鲁东先生会找到很现成的回答：假定有人曾“向别

人，即向各行各业中他的合作者建议”把交换价值提高到二次方。

最后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

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这个时期，甚至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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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而在以前，

这些东西是只传授不交换，只赠送不出卖，只取得不收买的。这是

一个普遍贿赂、普遍买卖的时期，或者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

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

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

对于交换的这个新的和最后的阶段，即三次方的交换价值又

该怎样说明呢？

对这点蒲鲁东先生也会找到现成的回答：可以假定曾经有人

“向别人，即向各行各业中他的合作者建议”把德行、爱情等都变

成交换价值，把交换价值提高到三次方，即最后一次乘

方。    

可见，蒲鲁东先生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事事适用，它能答复

一切和说明一切。特别是在要从历史上来说明“某种经济观念的

产生”的时候，蒲鲁东先生就会假定一个人，这个人向别人，即向各

行各业中他的合作者建议去完成这个产生的动作，这样问题就解

决了。

从此以后，我们就把交换价值的“产生”当做一个既成事实；现

在我们只要阐明一下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关系就行了。且听蒲

鲁东先生是怎么说的：

“经济学家们很清楚地揭明了价值的二重性；但是他们并没有同样明确

地阐明价值的矛盾的本性；我们的批判就从这里开始…… 只指出使用价值

和交换价值之间的这种惊人的对照是不够的，经济学家们惯于把这种对照看

成非常简单的事情，应当指出，在这种虚构的简单中却隐藏着深奥的秘密，我

们的责任就是要弄清这个秘密…… 用术语来说，就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成反比。”

假如我们已经领会了蒲鲁东先生的思想的话，那末他要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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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如下四点：

（１）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构成“惊人的对照”，形成互相对立。

（２）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成反比，互相矛盾。

（３）无论是两者的对立或是矛盾，经济学家都既没有看出也不

认识。

（４）蒲鲁东先生的批判从终点开始。

我们也从终点开始，并且为了消除蒲鲁东先生对经济学家们

的责难，我们就让两个相当有名的经济学家来讲讲话。

西斯蒙第：“商业把一切东西都归结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

（“概论”布鲁塞尔版第二卷第１６２页３８）

罗德戴尔：“一般地说，国民财富（使用价值）①是随着个人财产（因交换

价值的上升）的增加而减少；如果个人财产因交换价值的下降而减少，那末国

民财富通常会相应地增加。”（“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源的研究”，拉让蒂·

德·拉瓦伊斯译，１８０８年巴黎版３９）

西斯蒙第把他的主要学说建立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

上，这个学说认为，收入的减少和生产的增长成正比例。

罗德戴尔把他的体系建立在这两种价值的反比例上，而且他

的那套理论在李嘉图时代非常流行，以致后者可以把它当作一件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来谈。

“由于交换价值和财富（使用价值）②的概念混淆不清，有人就竭力断言，

只要减少商品的数量，即减少生活所必需的、有用的或能享受的东西的数量，

就可以增加财富。”（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孔斯坦西奥译，让·巴·萨

伊注，１８３５年巴黎版第二卷“论价值和财富”章４０）

我们看到，蒲鲁东先生以前的经济学家们“已经看出”对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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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深奥秘密。现在再来看看，蒲鲁东先生在这些经济学家们

以后又是怎样说明这个秘密的。

如果需求不变，那末产品的交换价值随着供给的增长而下降，

换句话说，产品越是供过于求，它的交换价值或价格也就越低。

ｖｉｃｅｖｅｒｓａ〔反过来说〕，越是求过于供时，供应的产品的交换价值

或价格也就越高；换句话说，供应的产品越少，产品也就越贵。产

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产品的多少，不过这总是对需求而言。假定

某种产品不仅极为稀少，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如果对它没有

需求，这个独一无二的产品也是太多，也是多余的。相反地，假

定某种产品有千百万个，可是如果它还不能满足需求，也就是说

对这种产品的需求非常大，那末这种产品仍然是稀少

的。    

这些话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但是为了弄清蒲鲁东先生的秘

密，在这里我们还得重述一下。

“因此，按这一原则彻底推究下去，就可以得出世界上最合逻辑的结论：

凡属日用必需而数量又是无穷的东西就一钱不值，毫无用处但极端稀少的东

西价格就不可估量。但是最困难的是，实际不会容许有这两种极端，因为一

方面人类生产的任何产品决不会在数量上增加到没有止境的地步，另一方面

即使最稀少的东西也会有某种用处，否则就不会有任何价值。因此，使用价

值和交换价值虽然按性质来说经常力图互相排斥，但两者必然是互相联系

的。”（第一卷第３９页）

蒲鲁东先生最困难的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他干脆忘记了需

求，忘记了任何东西只有在对它有需求的条件下，才说得上多或

少。他撇开需求不谈，就是把交换价值和稀少、把使用价值和众多

混为一谈。他说，“毫无用处但极端稀少的东西价格就不可估量”，

这种说法实际上正是表明，稀少就是交换价值。“极端稀少和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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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处”，这是纯粹的稀少。“价格不可估量”，这是交换价值的最高

限度，即纯粹的交换价值。他在这两个术语之间划了一个等号。这

样，交换价值和稀少就成了同义的术语。蒲鲁东先生得出这个臆

造的“极端的结论”，实际上他触及的并不是事物，仅仅是那些表达

事物的术语，这说明他对修辞学要比逻辑学有才能得多。他以为

得出了新的结论，其实只是源源本本地重新发现了他当初的假定

而已。也就是用这种同样的手法，他才把使用价值和纯粹的众多

混为一谈。

蒲鲁东先生在交换价值和稀少之间、在使用价值和众多之间

划了等号以后，既不能在稀少和交换价值中发现使用价值，又不能

在众多和使用价值中发现交换价值，这才使他大吃一惊；他后来发

现实际不会容许有这种极端，于是只好相信神秘。蒲鲁东先生以

为，不可估量的价格之所以存在，正是由于没有购买者，可是只要

他撇开需求不谈，那就永远找不到购买者。

另一方面，蒲鲁东先生所谓的众多好象是一种自然发生的现

象。他完全忘记了正是人创造了这种众多，忘记了决不忽略需求

是符合人的利益的。不然蒲鲁东先生怎么能够断言，极有用的东

西价格应当非常低廉甚至一钱不值呢？相反地，他应该得出这样的

结论：要提高极有用的东西的价格和交换价值，就必须限制这些东

西的众多，缩减这些东西的生产。

从前法国种植葡萄的人要求颁布一条法律来禁止开辟新的葡

萄园，这和荷兰人烧毁亚洲的香料和铲除摩鹿加群岛的丁香树如

出一辙，他们就是想减少众多来提高交换价值。整个中世纪人们

都奉行了这个原则，他们以法律规定，一个师傅只可以雇用多少帮

工、使用多少工具。（见安德森“商业史”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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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鲁东先生把众多当做使用价值，把稀少当做交换价值（证明

众多和稀少成反比是再容易不过的），就把使用价值和供给、把交

换价值和需求混为一谈。为了使这个对照更加明显，他就换了一

个术语，用“由意见决定的价值”来代替交换价值。这样，斗争就转

移到另一个战场，现在一方面是效用（使用价值，供给），另一方面

是意见（交换价值，需求）。

这两种对立的力量怎样调和呢？怎样使它们取得一致呢？能

不能在它们中间找出哪怕是一点共同之处呢？

蒲鲁东先生大声说，当然有，这就是决定的自由。价格是需求

和供给之间、效用和意见之间进行斗争的产物，它不会代表永恒的

公平。

蒲鲁东先生进一步扩大这个对照：

“我作为自由的购买者，我就是我的需要的裁判，是物品适用与否的裁

判，是对这个物品愿意出多少价格的裁判。另一方面，你作为自由的生产者，

那你就是制造物品用的资料的主人，因此，你就能够缩减你的费用。”（第一

卷第４１页）

由于蒲鲁东先生把需求或交换价值和意见当作同一个东西，

他就只得这样说：

“已经证明，正是人的自由意志引起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对立。

只要自由意志存在，怎么能解决这个对立呢？不牺牲人，怎么能牺牲自由意志

呢？”（第一卷第４１页）

因此，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在这两种可说是不能比较的力量

之间，在效用和意见之间，在自由的购买者和自由的生产者之间存

在着斗争。

让我们更仔细地来看看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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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并不只是代表效用，需求也不只是代表意见。难道需求

者不也同样供给某种产品或货币（代表一切产品的符号）吗？既然

他供给了这些东西，难道他不也代表，象蒲鲁东先生所说，效用或

使用价值吗？

另一方面，难道供给者不也需求某种产品或货币（代表一切产

品的符号）吗？因此他不也就成了意见的代表，由意见决定的价值

的代表或交换价值的代表吗？

需求同时又是供给，而供给同时又是需求。因此，蒲鲁东先生

随便把供给和效用、需求和意见混为一谈的那种对照，不过是建立

在空洞的抽象概念之上而已。

蒲鲁东先生称为使用价值的东西，其他的经济学家也可以称

为由意见决定的价值。我们就只举施托尔希的话为例吧（“政治经

济学教程”，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４８、４９页４２）。

根据施托尔希的意见，我们觉得需要的东西就叫做需要，我们

给予价值的东西就叫做价值。大多数东西之所以有价值，仅仅由

于它们可以满足意见所产生的需要。关于我们需要的意见是可以

改变的，因此，东西的效用（只是表现这些东西和我们的需要的关

系）也是可以改变的。就是自然的需要也在不断地变化。实际上，

各国人民的主要食物的差别就非常之大！

斗争不是发生在效用和意见之间，而是发生在出卖者所要求

的交换价值和购买者所提出的交换价值之间。产品的交换价值每

次都是这些互相矛盾的估价的合力。

归根到底，供给和需求才使生产和消费互相接触，但是生产和

消费是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

供给的产品本来并没有效用。它的效用是由消费者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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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产品的效用得到公认，但产品究竟不仅仅代表效用。在生产

过程中，产品和原料、工人的工资等一切生产费用进行交换，一句

话，和一切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进行交换。因此在生产者的心目

中，产品代表交换价值的某种总和。生产者所供给的不仅是有效

用的物品，而且主要是某种交换价值。

至于需求，它只有在掌握交换手段的条件下才有效。而这些

交换手段本身也是产品，也是交换价值。

因此我们在供给和需求中，一方面发现花费过交换价值的产

品和出卖这种产品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发现花费过交换价值的资

金和购买的愿望。

蒲鲁东先生把自由的购买者和自由的生产者对立起来。他使

两者具有纯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也就促使他说：“已经证明，正是

人的自由意志才引起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

生产者只要是在以分工和交换为基础的社会里进行生产（这

正是蒲鲁东先生的假定），他就不得不出卖。蒲鲁东先生使生产者

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但是他却同意我们说生产者的生产资料不

取决于自由意志。不仅如此，而且这些生产资料大部分又都是生

产者从别处取得的产品，并且在现代的生产条件下，他并不是想生

产多少就生产多少；现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责成他在一定的限度

内进行生产。

消费者并不比生产者自由。他的意见是以他的资金和他的需

要为基础的。这两者都由他的社会地位来决定，而社会地位却又

取决于整个社会组织。当然，工人买马铃薯和妇女买花边这两者

都是根据本人的意见行事的。但是他们意见的差别就是由于他们

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不同，而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别却又是社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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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产物。

需要的整个体系究竟是建立在意见上还是建立在整个生产组

织上？需要往往直接来自生产或以生产为基础的情况。世界贸易

几乎完全不是由个人消费的需要所决定，而是由生产的需要所决

定。同样，再举另一个例子来说，对公证人的需要难道不是以一定

的民法（民法不过是所有制发展的一定阶段，即生产发展的一定阶

段的表现）的存在为前提吗？

蒲鲁东先生并不满足于从需求和供给的关系中去掉了刚才我

们说过的要素。他使抽象达到极端，把一切生产者化为一个唯一

的生产者，把一切消费者化为一个唯一的消费者，然后使这两个虚

构的人物互相斗争。但在现实的世界里情况并不是这样。供给者

之间的竞争和需求者之间的竞争构成购买者和出卖者之间斗争的

必然要素，而交换价值就是这个斗争的产物。

蒲鲁东先生去掉了生产费用和竞争以后，就能随心所欲地把

需求和供给的公式弄得荒谬绝伦。

他说：“供给和需求无非是两种仪式，使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互相接触，

并促进两者之间的调和。这是两个电极，把它们连接起来就会发生接合，又

名交换。”（第一卷第４９、５０页）

同样可以说，交换只是使消费者和消费品互相接触所必要的

一种“仪式”。同样也可以说，一切经济关系都是直接消费借以进

行的一些“仪式”。供给和需求（恰如个人交换一样）就是某种生产

的关系。

那末，蒲鲁东先生的整个辩证法是什么呢？就是用抽象的和矛

盾的概念，如稀少和众多、效用和意见、一个生产者和一个消费者

（两者都是自由意志的骑士）来代替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需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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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为了以后能够引用他自己所去掉的各种要素中的一个要素

（生产费用）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综合。在他的心目中，生

产费用就是这样构成综合价值或构成价值的。

第二节 构成价值或综合价值

“（交换）①价值是经济结构的基石”。“构成”价值是经济矛盾

体系的基石。

蒲鲁东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全部发现——“构成价值”是什

么呢？

只要承认某种产品的效用，劳动就是它的价值的源泉。劳动

的尺度是时间。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这种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

来确定。价格是产品的相对价值的货币表现。最后，产品的构成价

值不过是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所构成的价值。

象亚当·斯密发现分工一样，蒲鲁东先生也自以为发现了“构

成价值”。当然这个发现中并没有“什么闻所未闻的东西”，但是也

应该承认，在经济学的任何一个发现中都没有什么闻所未闻的东

西。蒲鲁东先生虽然感觉到他的发现非常重要，但是“为了使读者

对他自以为独创的东西放心，并为了迁就那些由于懦怯而不容易

接受新思想的人们”，他极力缩小这个发现的意义。但是当评价他

的每一个前辈在确定价值方面所作的贡献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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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并大声宣称，在这方面，最大最多的一份应归功于他。

“亚当·斯密已经模糊地看出了价值的综合观念…… 但是在他那里，

这种价值观念完全是直觉的，而社会并不因信仰直觉就改变自己的习惯；只

有事实的权威能使社会信服。必须使二律背反获得更明确的表现，而让·巴

·萨伊就是这个二律背反的主要解释者。”

总之，亚当·斯密有模糊的直觉，让·巴·萨伊有二律背反，

蒲鲁东先生则有构成着的和“构成了的”真理，这就是发现综合价

值的完整历史。但是不要弄错，所有其他的经济学家，从萨伊到蒲

鲁东，都只不过踯躅在二律背反的老路上。

“四十年以来，这么多有思想的人都为这样一个简单的观念而煞费苦心，

这真令人难以置信。其实不然，价值之间虽然没有任何共同点和任何度量单

位，但也在被比较。这就是１９世纪的经济学家不接受平等的革命理论，却不

顾一切地力图证明的一点。后人对此将怎么说呢？”（第一卷第６８页）

突然受到这样追问的后人首先就会对年代感到困惑。他们必

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李嘉图和他的学派不就是１９世纪的经

济学家吗？根据“商品的相对价值完全取决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

动量”这一原则建立起来的李嘉图的体系，创始于１８１７年。李嘉

图是复辟时期４３以来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那个学派的领袖。李嘉

图的学说严峻地总括了作为现代资产阶级典型的整个英国资产阶

级的观点。“后人对此将怎么说呢？”他们总不会说蒲鲁东先生完

全不知道李嘉图，因为蒲鲁东谈起过李嘉图，谈得不少，还常常引

用他，可是结果却把他的学说说成是“废话连篇”。如果后人有一

天过问这件事，他们也许会说，蒲鲁东先生怕激起读者的反英情

绪，所以情愿自己充当李嘉图观念的负责发行人。李嘉图已科学

地阐明作为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蒲鲁东先生却硬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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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当作“将来的革命理论”；李嘉图及其学派在很早以前就提出作

为二律背反的一方面即交换价值的科学公式，蒲鲁东先生却把它

当做效用和交换价值之间的二律背反的解决；无论如何，后人会认

为这种做法太幼稚了。我们干脆撇开后人不谈，让蒲鲁东先生和

他的前辈李嘉图来对质一下。下面是这位作者的著作中总括他的

价值学说的几段话：

“效用不是交换价值的尺度，虽然它对交换价值是绝对必要的。”（“政

治经济学……原理”，弗·索·孔斯坦西奥译自英文，１８３５年巴黎版第一卷

第３页）

“东西本身一旦被认为有效用，那末这东西就从两个来源，即从东西的稀

少和从获得这些东西所需要的劳动量中取得交换价值。有些东西的价值完

全取决于它的稀少。因为任何劳动都不能增加它们的数量，所以它们的价值

不可能由于供应增加而下降。珍贵的雕象和绘画等就属于这类东西。它们的

价值只取决于想占有这种物品的人的财富、趣味和癖好。”（同上，第一卷第

４页和第５页）“但是这种商品在市场上每日流转的大多数商品中只占极少

部分。因为人们想占有的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是靠劳动获得的，只要我们愿意

为生产这些东西花费必需的劳动，它们的数量就会不仅在一个国家中，而且

在许多国家中增加到几乎无可限量的程度。”（同上，第一卷第５页）“因此，

当我们谈到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和调节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原则时，我们总

是只指那些人的劳动可以增加其数量，竞争可以刺激它们的生产而且不会碰

到任何障碍的商品。”（第一卷第５页）

李嘉图引用亚当·斯密的话，他认为亚当·斯密“很精确地规

定了一切交换价值最初的来源”（参看亚当·斯密著作第一卷第五

章４４）。然后他又补充说：

“这（即劳动时间）①就是一切东西（除了人的劳动不能随便增加的东西

以外）的交换价值的基础，这个学说对政治经济学有极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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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科学中，再没有比‘价值’这个名词的含义不精确和含糊不清而造成更多的

错误和意见分歧的了。”（第一卷第８页）“如果商品的交换价值由体现在商

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那末这种劳动量的任何增长就必然会增加在生产时花

费了这种劳动的商品的价值；而劳动量的任何减少也会减低商品的价值。”

（第一卷第８页）

李嘉图接着责备亚当·斯密，说他：

（１）“除劳动以外又给价值提出了别的尺度：有时是粮食的价值，有时是

用这种东西可以购买的劳动量”等。（第一卷第９、１０页）

（２）“无保留地接受这个原则，但是对这个原则的运用却只限于资本积累

和土地所有权确立以前的社会的原始和粗野的状态。”（第一卷第２１页）

李嘉图极力证明，土地所有权即地租不能改变农产品的相对

价值，而资本积累对相对价值（它是由生产中花费的劳动比较量决

定的）只起暂时的不稳定的作用。为了证明这一命题，他创立了有

名的地租论，把资本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最后，他在资本里除了

积累的劳动以外什么也没有看到。他接着又发挥了整套的工资和

利润理论，并且证明，工资和利润的增减互成反比，而这并不影响

产品的相对价值。他没有忽略资本积累、资本在性质上的差别（固

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以及工资率等对产品的比值所能起的影响。

这些问题就是李嘉图所注意的主要问题。

他说：“节省劳动（无论是节省制造物品本身所必要的劳动，还是节省为

形成这种生产中使用的资本所必要的劳动）常常会降低商品的相对价值 。”

    
 大家知道，李嘉图用“制造商品所需的劳动量”来确定商品价值。但是在以商

品生产为基础的一切生产方式中（因此也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占统治

的交换形式造成这样的情况：这种价值不是直接被表现在劳动量上，而表现

在其他的商品量上。李嘉图把表现在一定数量的其他商品（无论是不是货币

都一样）上的商品价值叫做这个商品的相对价值。——弗·恩·（恩格斯在

１８８５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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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第２８页）“因此，只要一天的劳动一直使甲得到同量的鱼，使乙得到

同量的野味，那末无论工资和利润的变化怎样，资本积累所起的作用怎样，相

互交换时价格的自然率始终是一样的。”（第一卷第３２页）“我们把劳动看做

是物品价值的基础，而把生产物品所必需的劳动量看做确定互相交换的商品

数量时所依据的标准；但是我们也不想否认，商品的市场价格偶而也会暂时

脱离商品的这个最初的和自然的价格的。”（同上，第一卷第１０５页）“物品的

价格归根到底是由生产费用来调节，而不是象一般所说的由供求关系来调

节。”（第二卷第２５３页）

罗德戴尔勋爵根据供求规律，或者说根据供多于求或供少于

求的规律探讨交换价值的变化。他以为，物品的价值在物品的数

量减少或需求增加时就会提高；这个价值因物品的数量增加或因

需求减少时就会下降。因此，物品的价值在八种不同原因的影响

下都会发生变化，其中四个原因和物品本身有关，另四个原因和货

币或作为这种物品的价值尺度的其他商品有关。下面是李嘉图对

这种观点的驳斥：

“个人或公司所垄断的产品的价值，是按照罗德戴尔勋爵确定的规律变

化的：产品的价值随供应量的增加而下降，随购买者需求的扩大而上升。产

品的价格和它的自然价值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至于在出卖者中间引起

竞争而且数量可以适当增加的那些物品，它们的价格归根到底也不是取决于

供求关系，而是取决于生产费用的增减。”（第二卷第２５９页）

我们让读者自己把李嘉图的这种简单明了而又准确的语言和

蒲鲁东先生想用劳动时间来确定相对价值的那种玩弄辞句的企图

比较一下。

李嘉图给我们指出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即构成价值的

运动。蒲鲁东先生却撇开这个实际运动不谈，而“煞费苦心地”去

发明按照所谓的新公式（这个公式只不过是李嘉图已清楚表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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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运动的理论表现）来建立世界的新方法。李嘉图把现社会

当做出发点，给我们指出这个社会怎样构成价值；蒲鲁东先生却

把构成价值当做出发点，用它来构成一个新的社会世界。根据蒲

鲁东先生的说法，构成价值应当绕个圈子，又成为按照这种估计

方法已经完全构成的世界的构成因素。在李嘉图看来，劳动时间

确定价值这是交换价值的规律，而蒲鲁东先生却认为这是使用价

值和交换价值的综合。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

解释；而蒲鲁东先生的价值论却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乌托邦式的解

释。李嘉图从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公式，并用来解释一切现

象，甚至如地租、资本积累以及工资和利润的关系等那些骤然看

来好象是和这个公式抵触的现象，从而证明他的公式的真实性；这

就使他的理论成为科学的体系。蒲鲁东先生只是完全凭任意的假

设再度发现了李嘉图的这个公式，后来就不得不找出一些孤立的

经济事实，加以歪曲和捏造，以便作为例证，作为实际应用的现

成例子，作为实现他那新生观念的开端。（见本章第三节“构成价

值的应用”）

现在来谈谈蒲鲁东先生从（由劳动时间）构成的价值中得出的

结论。

——一定的劳动量和同一劳动量所创造的产品是等价的。

——任何一个劳动日和另一个劳动日都是相等的；这就是说，

一个人的劳动和另一个人的劳动如果数量相等，二者也是等值的，

两个人的劳动并没有质的差别。在劳动量相等的前提下，一个人

的产品和另一个人的产品相交换。所有的人都是雇佣工人，而且

都是以相等劳动时间得到相等报酬的工人。交换是在完全平等的

基础上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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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论是不是由劳动时间所“构成”或决定的价值的自然的

和必然的结果呢？

如果商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量来决定，那末

自然就会得出结论说，劳动的相对价值或工资也由生产工资所必

需的劳动量来决定。工资，即劳动的相对价值或价格，因而也是由

生产工人一切生活必需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

“如果把帽子的生产费用减少，即使需求增加两三倍，帽子的价格结果也

会降到新的自然价格的水平。如果用减少维持生活的粮食和衣服的自然价

格的办法来减少人们的生活费用，即使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结果工资

也会下降。”（李嘉图，第二卷第２５３页）

当然，李嘉图的话是极为刻薄的。把帽子的生产费用和人的

生活费用混为一谈，这就是把人变成帽子。但是用不着对刻薄大

声叫嚷！刻薄在于事实本身，而不在于表明事实的字句！法国的作

家，象德罗兹、布朗基、罗西等先生用遵守“人道的”语言的礼节来

证明他们比英国的经济学家们高明，从而得到天真的满足；如果他

们责难李嘉图和他的学派言词刻薄，那是由于他们不乐意看到把

现代经济关系赤裸裸地揭露，把资产阶级最大的秘密戳穿。

总括起来就是：劳动本身就是商品，它是作为商品由生产劳动

这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而要生产这种劳动商品需

要什么呢？需要为了生产维持不断的劳动即供给工人活命和延续

后代所必需的物品的劳动时间。劳动的自然价格无非就是工资的

最低额 。如果工资的市场价格超过了它的自然价格，那是由于被

    

 劳动力的“自然”价格（即正常价格）和工资的最低额相等，即和保证工人活命

和延续后代所绝对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相等；这一论点，是我首先在“政治

经济学批判大纲”〔“德法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ｅｒ》）１８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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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鲁东先生推崇为原则的价值规律遇到供求关系波动后果的抵

抗。但是工资的最低额始终是工资市场价格趋向的中心。

因而，由劳动时间衡量的相对价值注定是工人遭受现代奴役

的公式，而不是蒲鲁东先生所希望的无产阶级求得解放的“革命理

论”。

现在我们来看看，把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这种做法和现存

的阶级对抗、和劳动产品在直接劳动者与积累劳动占有者之间的

不平等分配是多么不相容。

我们就拿一种产品例如麻布来说。这种产品本身包含着一定

的劳动量。无论参加制造这种产品的人们的相互地位起什么变

化，这种劳动量始终是一样的。

再拿别的产品例如呢绒来说，并假定生产呢绒所需要的劳动

量和生产麻布的劳动量相等。

如果这些产品互相交换，那就是相等的劳动量在交换。这种

等量的劳动时间的交换并没有改变生产者的相互地位，正如工人

和工厂主的相互关系没有任何改变一样。如果认为这种由劳动时

间来衡量价值的产品的交换会使一切生产者得到平等的报酬，这

种说法就是假定，平等分配还在交换以前就存在了。当呢绒和麻

布进行交换的时候，呢绒的生产者就会在麻布上恰恰占有他们以

    

  年巴黎版〕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４５中提出的。从本文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当

时是采用了这个论点的。拉萨尔借用了我们两人的这个论点。虽然工资实际

上经常有接近最低额的趋势，但上述论点毕竟是不正确的。劳动力的报酬平

均总低于劳动力的价值，这一事实并不能改变它的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纠正了上述论点（见“劳动力的买和卖”节），而且阐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下

劳动力的价格会愈来愈低于劳动力的价值（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

般规律”）。——弗·恩·（恩格斯在１８８５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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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在呢绒上所占有的那一份。

蒲鲁东先生的谬误是由于他把至多不过是一种没有根据的假

设看做结果。

我们再看下去。

我们把劳动时间当做价值尺度，那末这至少是不是假定各个

劳动日是等价的，这一个人的劳动日和另一个人的劳动日是等值

的呢？不是。

暂且假定，一个首饰匠的劳动日和一个织布工人的三个劳动

日是等价的；在这种情况下，首饰品对纺织品比值的任何变化，如

果不是供求变动的暂时结果，就必然是由于两种生产的劳动时间

有所增减。如果不同的劳动者的三个劳动日相互的比例是１∶２∶

３，他们产品的相对价值中的一切变化也会是这个比率，即１∶２∶

３。因此，虽然不同的劳动日的价值不等，价值还是可以用劳动时

间来衡量的；但是要使用这种尺度，就需要有一个可以比较各种不

同劳动日价值的尺度表；确定这种尺度表的就是竞争。

你每小时的工作和我每小时的工作是不是等值？这是要由竞

争来解决的问题。

据一个美国经济学家的意见，竞争决定着一个复杂劳动日中

包含多少简单劳动日。把复杂劳动日化为简单劳动日，这是不是

假定把简单劳动当做价值尺度呢？如果只把劳动量当做价值尺度

而不问它的质量如何，那也就是假定简单劳动已经成为生产活动

的枢纽。这就是假定：由于人隶属于机器或由于极端的分工，各种

不同的劳动逐渐趋于一致；劳动把人置于次要地位；钟摆成了两个

工人相对活动的精确的尺度，就象它是两个机车的速度的尺度一

样。所以不应该说，某人的一个工时和另一个人的一个工时是等

６９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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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更确切的说法是，某人在这一小时中和那个人在同一小时中

是等值的。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

现。现在已经不用再谈质量了。只有数量决定一切：时对时，天对

天；但是这种劳动的平均化并不是蒲鲁东先生的永恒的公平；这不

过是现代工业的一个事实。

在使用机器的企业中，这个工人的劳动和那个工人的劳动几

乎没有什么差别；工人彼此间的区别，只是他们在劳动中所化的时

间不等。但是从某种观点来看，这种量的差别也成了质的差别，因

为用在劳动上的时间一方面是取决于纯粹物质方面的原因，例如

生理的构造、年龄和性别；而另一方面却又取决于一些纯粹消极的

精神上的原因，例如忍耐、镇静和勤恳。最后，如果说工人的劳动

中有质的差别，那末这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决不能作为特点的无足

轻重的质。总之这就是现代工业的情况。而蒲鲁东先生却把他打

算在“将来的时代”中普遍实现的“平均化”的刨子用到机器劳动中

早已实现的这种平等上。

蒲鲁东先生从李嘉图学说中引伸出的一切“平等”的结论，是

建立在一个根本谬误的基础上。他把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

衡量的商品价值和用“劳动价值”来衡量的商品价值混为一谈。如

果把这两种衡量商品价值的方法搅在一起，那末也就同样可以说，

任何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都是由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

的；或者说，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它可以购买的劳动量来衡量的；

或者还可以说，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可以得到它的那种劳动量来

衡量的。但是情况远不是这样。象任何其他的商品价值一样，劳动

价值不能作为价值尺度。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上面这点，只要举几

个例子就行了。

７９哲学的贫困  第一章 科学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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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缪伊 的谷物在以前值一个劳动日，而现在值两个

劳动日，这就是说它的价值要比原来增加一倍；但是这一个缪伊的

谷物并不能起一倍劳动量的作用，因为它包含的养料和以前一样

多。因此，由生产谷物使用的劳动量来衡量的谷物价值将增加一

倍，但是用谷物能购买的劳动量或者可以用来购买谷物的劳动量

来衡量的谷物价值，决不会增加一倍。另一方面，如果用同样的劳

动生产了比以前多一倍的衣服，那末衣服的相对价值就会因此降

低一半；但是即使如此，这种数量加倍的衣服支配一定劳动量的能

力并不会降低一半，或者换句话说，同样的劳动并不能取得加倍数

量的衣服；因为现在这一半数量的衣服对工人的效用和以前同样

数量的衣服的效用完全一样。

因此，用劳动价值来确定商品的相对价值是和经济事实相抵

触的。这是在循环论证中打转，这是用本身还需要确定的相对价

值来确定相对价值。

毫无疑问，蒲鲁东先生是把以下两种衡量的方法混为一谈了：

一种是用生产某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另一种是用劳

动价值来衡量。他说：“任何人的劳动都可以购买这种劳动所包含

的价值。”因此按照他的说法，产品中所包含的一定劳动量和劳

动者的报酬是相等的，即和劳动价值是相等的。根据同样的理由，

他把生产费用和工资也混为一谈了。

“工资是什么？这是粮食等的成本，这是一切东西的全部价格。再进一步

说，工资是构成财富的各要素的均匀配合。”

工资是什么？这就是劳动价值。

 法国古代的容量名，用于量谷物时约合１８００公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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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当·斯密有时把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当做是价值尺

度，有时却又把劳动价值当做价值尺度。李嘉图揭露了这个错误，

清楚地表明了这两种衡量方法的差别。蒲鲁东先生加深了亚当·

斯密的错误。亚当·斯密只是把这两个东西并列，而蒲鲁东先生

却把两者混而为一。

蒲鲁东先生寻找商品相对价值的尺度是为了进而找出工人们

应分得的产品的正确比例，或者换句话说，为了确定劳动的相对

价值。为了确定商品相对价值的尺度，除了把一定劳动量所创造

的产品总额当做它的等价物外，他想不出更好的方法。这就等于

说，似乎整个社会仅仅是由以工资形式领得自己的产品的直接劳

动者所组成。此外，他还把各种不同劳动者的工作日的价值相等

当做既成事实。总而言之，他寻找商品相对价值的尺度是为了找

出劳动者的平等报酬，他把工资的平等当做已解完全确定的事实，

是为了根据这种平等去找出商品的相对价值。多么奇妙的辩证

法！

“萨伊和追随他的一些经济学家们指出说，劳动是一种其本身价值尚待

确定的东西，是象任何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因此，如果把劳动当做价值的原

则和实际的原因，那就是堕入循环论证中了。我可以说，这些经济学家的这

种说法表现了极大的蔬忽。人们认为劳动有价值并不因为它本身是商品，而

是指人们认定劳动中所隐含的价值。劳动的价值是一种倒因为果的比喻说

法。它和资本的生产率一样，是一种臆想。劳动在生产，资本有价值…… 所

谓劳动价值，是一种简略的说法…… 劳动象自由一样…… 按其本质来说

是一种模糊而不确定的东西，然而它的性质在其对象中是确定的；换句话说，

劳动通过它的产品而成为实在的东西。”

“然而何必坚持呢？因为经济学家（读做蒲鲁东先生）①既要改变事物的

９９哲学的贫困  第一章 科学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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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ｖｅｒａｒｅｒｕｍｖｏｃａｂｕｌａ〔事物的真正名称〕，就是默认自己无能，逃避问题

的讨论。”（蒲鲁东，第一卷第１８８页）

由此可见，蒲鲁东先生把劳动价值变为产品价值的“实际原

因”，因为他以为工资（“劳动价值”的正式名称）构成一切东西的全

部价格。正因为如此，萨伊的反驳使他感到惶惑不安。他把劳动商

品这个可怕的现实只看做是文法上的简略。这就是说，建立在劳

动商品基础上的整个现代社会，今后仅仅是建立在某种破格的诗

文和比喻性的用语上了。如果社会愿意“排除”使它烦恼的“一切

麻烦”，那末只要去掉不好听的字句，改一改说法就可以了；要达到

这个目的，只要请求科学院出版一部新辞典就够了。这样一来就

不难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认为必须在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大

事议论语源学和文法学的其他部分。例如，他老是摆出一付学者

的面孔，反对把ｓｅｒｖｕｓ〔奴隶〕这字解释起源于ｓｅｒｖａｒｅ〔保护〕那种

陈旧的说法。这种语文学的议论具有深刻的意义，神秘的意义，这

些议论构成蒲鲁东先生论证的重要部分。

由于劳动 被买卖，因而它也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也是一种

商品，因此它也有交换价值。但是劳动的价值或作为商品的劳动

并不生产什么，正如粮食的价值或者作为商品的粮食不能当作食

物一样。

劳动“值”多少取决于食物的贵贱，取决于劳动人手供求量的

大小等等。

劳动决不是“不确定的东西”；进行买卖的不是一般的劳动，而

总是某种确定的劳动。不仅劳动的性质由对象来确定，而且对象

    

 在１８７６年马克思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劳动”后面添上了“劳动力”

一词。１８９６年的法文版上也加上了这一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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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也由劳动的特性来确定。

由于劳动被进行买卖，所以它本身就是商品。为什么人们要

买它呢？“由于人们认为劳动中隐含着价值”。但是当人们说某个

东西是商品时，那这里所指的就已经不是购买它的目的，就是说，

不是指想从这个东西中取得的效用，不是指想拿它做什么用了。

它成为商品是由于它是交易对象。蒲鲁东先生的一切议论总结起

来不外是：劳动不是作为直接的消费对象才被购买。当然不是的，

人们购买它是把它当做生产工具，就象购买机器一样。由于劳动

是商品，所以具有价值，但它并不生产东西。蒲鲁东先生也可以这

样说，根本不存在任何商品，因为购买任何商品只是为了它的某种

效用，而决不是由于它是一种商品。

蒲鲁东先生用劳动来衡量商品的价值，他就笼统地认为，既然

劳动具有价值，是劳动商品，那就不能不把它置于这个共同的尺度

下。他预感到，这样说就是承认工资的最低额是直接劳动的自然

的和正常的价格，因而也就是承认现代的社会制度。为了逃避这

个倒霉的结论，他就掉转头来说，劳动不是商品，它不可能有价值。

他忘了自己就曾经把劳动的价值当做尺度；他忘了他的整个体系

是建立在劳动商品的基础上，建立在可以买卖和交换各种产品的

交易对象——劳动的基础上，建立在作为工人收入的直接源泉

——劳动的基础上。他忘了一切。

为了挽救他的体系，他决心牺牲体系的基础。

Ｅｔｐｒｏｐｔｅｒｖｉｔａｍｖｉｖｅｎｄｉｐｅｒｄｅｒｅｃａｕｓａｓ！〔为了生活而失去生活的根

基！〕

    

 尤维纳利斯“讽刺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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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得出了“构成价值”的一个新的定义：

“价值是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性关系”。

首先我们说，在“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这个简单的用语中已

经包含着产品互相交换的某种关系的概念。把这种关系叫做“比

例性关系”，除了名称以外，意思根本没有改变。产品的价值无论

怎样涨跌，丝毫不会使这种产品失去它和构成财富的其他产品形

成某种“比例性关系”的那种特性。

这个新术语并没有新概念，要它做什么呢？

“比例性关系”使人联想到许多其他的经济关系，例如生产的

比例性，供求之间的适当比例等；而蒲鲁东先生在以训人的口吻解

释交换价值的时候，是考虑到这一切的。

首先，由于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每种产品所使用的劳动比

较量来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比例性关系就是表示在一定时间内所

能生产并因而能互相交换的产品的相对量。

让我们再看一看蒲鲁东先生从这个比例性关系中得到了什么

好处。

大家都知道，当供求互相均衡的时候，任何产品的相对价值都

恰好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来确定，也就是说，这种相对价值恰

好表示了我们刚才所解释的比例性关系。蒲鲁东先生把实际情况

弄颠倒了。他说：只要先开始用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产

品的相对价值，那末供求就必然会达到平衡。生产就会和消费相

适应，产品就可以永远顺利地进行交换，而产品的市场价格也就会

恰好表现产品的真正价值。一般人都这样说：天气好的时候，可以

碰到许多散步的人；可是蒲鲁东先生却为了保证大家有好天气，要

２０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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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出去散步。

被蒲鲁东先生当做由劳动时间先天决定交换价值中所得出的

结果，大概只能用下面这种规律来说明：

今后产品应当完全按照花费在产品上的劳动时间来交换。不

论供求关系怎样，商品的交换应当永远象商品的生产量完全适合

需求那样来进行。就让蒲鲁东先生来担任制定和贯彻这样一个规

律好了，这里我们并不要求他提出证据。可是他如果想以经济学

家的身份，而不是立法者的身份来为自己的理论辩护，那末他就应

当证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时间恰好表明了商品的效用的程度，而

且表示了商品对需求的比例性关系，因而也表明了商品对财富总

额的比例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产品按照等于生产费用的

价格出售，供求就会永远保持平衡；因为生产费用被认为是表示供

求的真正关系的。

蒲鲁东先生确实力图证明：生产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说明

它和需要的真正关系，所以在生产上花费时间最少的东西是最有

直接效用的东西，并且可以依次类推。根据这个理论，生产奢侈品

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社会有多余时间来满足某种奢侈的需要。

至于这种论点的证据，蒲鲁东先生是这样说的：根据他的观

察，生产量有效用的东西需要的时间最少；社会总是先从最轻便的

生产部门开始；然后才逐步地“转到生产那些化费劳动时间最多并

适合更高级需要的东西”。

蒲鲁东先生从杜诺瓦耶先生那里借用了采捕（如采集果子、牧

放、狩猎、捕渔等）这一最简单、花费最少的工业作为例子；人类的

“第二个创造的第一天”就是从这种工业开始的。他的第一个创造

的第一天则记载在创世纪中，它告诉我们上帝是世界上第一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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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家。

实际上，情况完全不象蒲鲁东先生所想的那样。当文明一开

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

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

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

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硬说由于所有劳动者的

一切需要都已满足，所以人们才能创造更高级的产品和从事更复

杂的生产，那就是撇开阶级对抗，颠倒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不然

也可以这样说：因为在罗马皇帝时代曾有人在人造的池子里喂养

鳗鱼，所以说全体罗马居民的食物是充裕的。然而实际情况完全

相反，当时罗马人民连必要的粮食也买不起，而罗马的贵族却并不

缺少充当鳗鱼饲料的奴隶。

生活用品的价格几乎不断上升，而工业品和奢侈品的价格却

几乎不断下降。就拿农业来说，最必需的东西，如粮食、肉类等的

价格不断上涨，而棉花、食糖、咖啡等的价格却以惊人的比例不断

下降。就在真正的食品中，如朝鲜蓟、龙须菜等奢侈品在今天要比

最必需的食品便宜。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多余的东西要比必需的

东西更容易生产。最后，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时代中，价格的相互关

系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完全相反。整个中世纪中，农产品比工业品

便宜；近代，两者之间的情形倒过来了。但是能由此得出结论说，

农产品的效用自中世纪以来减少了吗？

产品的使用取决于消费者所处的社会条件，而这种社会条件

本身又建立在阶级对抗上。

棉花、马铃薯和烧酒是最普遍的消费品。马铃薯引起了瘰症；

棉花大规模地排挤亚麻和羊毛，虽然羊毛和亚麻在大多数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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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从卫生观点来说，也比棉花更有用。最后，烧酒占啤酒和葡萄

酒的上风，虽然大家都承认把烧酒当作食品是有害的。整整一个

世纪，各国政府竭力抵制欧洲的鸦片，然而毫无效果；经济取得了

胜利，消费得听它的命令。

为什么棉花、马铃薯和烧酒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石呢？因为生

产这些东西需要的劳动最少，因此它们的价格也就最低。为什么

价格的最低额决定消费的最高额呢？是不是由于这些物品本身有

绝对的效用，由于它们的效用最能满足作为人的工人，而不是作为

工人的人的种种需要呢？不，这是因为在建立在贫困上的社会中，

最粗劣的产品就必然具有供给最广大群众使用的特权。

如果说因为最便宜的物品使用最广，因而这些物品就应当有

最大的效用，这就是说，烧酒由于生产费用低廉而到处风行，这件

事就是烧酒的效用最确凿的证明；这就是向无产者说，马铃薯比肉

对他们更有益；这就是和现状妥协；结果，这就是和蒲鲁东先生一

起为自己并不理解的社会进行辩护。

在没有阶级对抗和没有阶级的未来社会中，用途大小就不会

再由生产所必要的时间的最低额来确定，相反地，花费在某种物品

生产上的时间将由这种物品的社会效用大小来确定。

现在我们再回到蒲鲁东先生的命题上来。生产物品所必要的

劳动时间既不表现它的效用程度，那末早就由包含在物品中的劳

动时间所确定的这种物品的交换价值就决不能调节供求的正确关

系，即蒲鲁东先生现在所说的比例性关系。

供求的“比例性关系”，也就是一种产品在生产总和中所占的

比例，根本不决定于这种产品按照相等于生产费用的价格的出售。

只有供求的变动告诉生产者，某种商品应当生产多少才可以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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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中至少收回生产费用。这种变动是经常的，所以资本也就不断

地出入于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门。

“正是由于这种变动，资本才按照适当的比例（而不是超过这个比例）投

入各种有需求的商品的生产中去。利润随着价格的涨落而升降于一般水平

上下，因此，随着某一生产部门中的不同变化，资本时而流向那里，时而又从

那里流出。”——“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大城市的市场，那末我们就会看到，这

些市场如何正常地如数供应各种国内外商品，不管这里的需求由于爱好或人

口数量的变动有什么变化；市场上很少发生供应过多、商品充斥或供不应求、

物价飞涨的现象。我们应当承认：在各个生产部门间按照精确的适当比例分

配资本的原则所起的作用，要比平常所想象的巨大得多。”（李嘉图，第一卷

第１０５、１０８页）

如果蒲鲁东先生承认产品的价值由劳动时间来确定，那末他

同样也应当承认，在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中，单只这种摇摆运

动已使劳动时间成为价值尺度。完全构成了的“比例性关系”是不

存在的，只有构成这种关系的运动。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在什么意义下把“比例性”说成是由劳动

时间来确定价值的结果才算正确。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蒲鲁东先

生称为“比例规律”的这个用时间来衡量的尺度如何变为比例失调

的规律。

任何一种新发明，只要能在一小时内生产出过去两小时才生

产的东西，都会使市场上所有这一类的产品跌价。竞争迫使生产

者出卖花两小时生产的产品时不能贵于花一小时所生产的产品。

竞争实现了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这一

规律。劳动时间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这一情况因而也就成了劳动

不断跌价的规律。不仅如此，跌价的不仅是运到市场上去的商品，

而且连生产工具以及整个企业也都在内。李嘉图已指出这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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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他说：

“由于生产日益便利，因而过去生产的某些东西的价值也就不断下

降。”（第二卷第５９页）

西斯蒙第更进了一步。他认为这种由劳动时间所“构成的价

值”是现代工商业的一切矛盾的根源。

他说：“交换价值归根到底总是由取得这种东西所必要的劳动量来确定；

但不是实际花费的劳动量，而是在今后生产资料可能改进的情况下将要花费

的劳动量。这种劳动量虽然很难作精确的确定，但它总是由竞争加以正确地

确定……这一劳动量就是出卖者和购买者之间议价的基础。出卖者也许会

说，这种东西花费了他十个工作日；但如果购买者知道这种东西以后花八个

工作日就能生产出来，如果竞争给双方提出确凿的证明，那末这种东西的价

值就会缩减到八个工作日，市场价格也就会固定在这个水平上。当然出卖者

和购买者都知道这种东西是有用的，是有人需要的，如果没有人需要这种东

西，那也就卖不出去；但是规定这种东西的价格却和它的效用毫无关系。”

（“政治经济学概论”布鲁塞尔版第二卷第２６７页）

千万不要忽视，一种东西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它的时间来确定，

而是由可能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时间来确定，而这种最低额又是

由竞争来规定。我们暂且假定没有竞争，因而也就没有任何方法

来规定为生产某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的最低额。那时将会怎样

呢？按照蒲鲁东先生的理论，要以一种物品换取六倍多同样的物

品，只要把别人一小时能生产的用六小时来生产就行

了。      

如果我们不论好坏总是要什么关系，那末我们得到的就不会

是“比例性关系”，而是比例失调的关系。

劳动的不断跌价只是一个方面，只是用劳动时间估价商品的

一个结果。价格过高、生产过剩以及其他许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

现象也都可以用这种估价的方法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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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把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会不会至少引起蒲鲁东先生

为之神往的那种产品的均匀的多样化呢？

恰恰相反，它使单调而清一色的垄断在产品领域中占统治；正

如大家看到和知道的，这种垄断已经侵入了生产工具的领域。只

有某些生产部门，例如棉纺织工业会很快地进步。这种进步的自

然结果就是使棉纺织工业产品价格迅速下降；但是随着棉花价格

的下跌，亚麻的价格就必然会比棉花昂贵。这会发生什么结果呢？

那就是棉花排挤亚麻。亚麻就这样几乎从整个北美被驱逐出来，

结果并不是产品的均匀的多样化，而是棉花的统治。

此外，这个“比例性关系”还有什么呢？除了那种希望商品能按

比例生产（这可以使商品按公平价格出售）的好心人的善良愿望以

外，就什么也没有。不论什么时候，好心肠的资产者和仁慈的经济

学家总喜欢表示这种天真的愿望。

我们且听听布阿吉尔贝尔老头是怎样说的。

他说：“各种商品的价格必须永远是成比例的，因为只有这种相互的协

调，才能使它们共同存在，时时刻刻能互相进行交换（这就是蒲鲁东所谓的不

断交换性能）①，时时刻刻能互相重新生产……财富无非是人和人之间、企业

和企业之间等的这种不断的交换，因此，如果不在因脱离比例价格而引起的

交换的破坏中寻求贫困的原因，将是一种极大的谬误。”（“论财富的本性”，

见德尔编的文集４６）

我们也听听一位现代经济学家是怎样说的：

“应当运用于生产的重要规律就是比例规律（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只

有它才能保持价值经常不变……等价物必须得到保证……一切国家在各个

时代都企图用许多商业上的规定和限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来实现这个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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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但是人性固有的利己心把这整个调节制度推翻了。比例生产（ｐｒｏｐｏｒ

ｔｉｏｎａｔ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就是真正的社会经济科学的实现。”（威·阿特金森“政

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４０年伦敦版第１７０—１９５页４７）

ＦｕｉｔＴｒｏｊａ！〔特洛伊城已不存在！〕人们一再迫切希望实现的

这种供求之间的正确比例早就不存在了。它已经过时了；它只有

在生产资料有限、交换是在极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时候，才可能存

在。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必然消失；由于自然规律的

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

而复始的更替。

谁象西斯蒙第那样想恢复生产的正确比例，同时又要保存现

代的社会基础，谁就是反动者，因为要贯彻自己的主张，他们必定

要竭力恢复旧时工业的其他条件。

是什么东西维持了生产的正确的或大致正确的比例呢？是支

配供给并先于供给的需求；生产是紧随着消费的。大工业由于它

所使用的工具的性质，不得不经常以愈来愈大的规模进行生产，它

不能等待需求。生产走在需求前面，供给强制需求。在现代社会

中，在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工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

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

因此，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希望在现代生产资料的条件下保持旧时的正确比例，

这就意味着他既是反动者又是空想家；

或者是希望一种没有无政府状态的进步，那就必须放弃个人

交换来保存生产力。

个人交换或者只适宜于过去几世纪的小工业和它特有的“正

确比例”，或者适宜于大工业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贫困和无政府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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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归根到底，用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即蒲鲁东先生当做将来再

生公式向我们推崇的那个公式，也无非是现代社会经济关系的科

学表现，而这早在蒲鲁东先生以前李嘉图就明确地论证过。

但是，“平均主义地”应用这个公式至少不应该归功于蒲鲁东

先生吗？是他第一个想到把一切人都变成交换同等劳动量的直接

劳动者这样的方法来改造社会吗？应当由他来责备共产主义者（这

些对政治经济学一窍不通的家伙，这些“顽固不化的笨蛋”，这些

“天国的梦想家”），责备他们在他以前没有发现这样“解决无产阶

级的问题”吗？

只要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一点点了解，就不会不知道，

这个国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在各个不同时候几乎都提倡过平均主

义地应用李嘉图的理论。我们可以给蒲鲁东先生指出如下一些著

作：霍吉斯金的“政治经济学”（１８２７年版）４８，威廉·汤普逊的“为

人类谋取最大福祉的财富分配原则”（１８２４年版），托·娄·艾德

门兹的“实践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经济学”（１８２８年版）４９等等，这一

类的著作的名称还可以写上四页。现在我们且来听听一位英国共

产主义者布雷先生是怎么说的。这里引用他的出色的著作“劳动

的弊害及其消除方法”（１８３９年里子版５０）中最重要的几段话，并且

我们将要在这上面多花些时间，首先因为布雷先生在法国还很少

有人知道，其次是我们觉得在这位作者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了解蒲

鲁东先生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著作的钥匙。

“弄清基本原则是得出真理的唯一方法。我们马上来回溯一下产生政府

本身的根源。这样去探究事物的本源，我们就会发现一切统治的形式，一切

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公平都是从现在占统治的社会制度，即现存的私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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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ｓｉｔ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ｘｉｓｔｓ）中产生出来的。因此，要

永远消除现在的不公平和贫困，就必须彻底摧毁现代的社会制度……如果我

们在经济学家的领域中用他们自己的武器去攻打他们，那就可以摆脱他们经

常喜欢搬用的什么空想家、空论家那套废话。只要经济学家们不想否认或推

翻他们自己的论点所依据的那种公认的真理和原则，那末他们就决不能推翻

我们按照这种方法所得出的结论。”（见布雷上述著作第１７、４１页）“只有

劳动才创造价值（Ｉｔｉｓｌａｂｏｕｒａｌｏｎｅｗｈｉｃｈｂｅｓｔｏｗｓｖａｌｕｅ）……每个人对于他

用正当劳动所获得的一切东西都有不容置辩的权利。如果他占有了他自己

的劳动果实，那末他对其他人并没有做出任何不公正的行为；因为他丝毫没

有侵犯别人这样做的权利……一切关于高贵和低贱以及主人和雇佣工人的

概念，都是由于忽视基本原则及因之而产生的财产不平等（ａｎｄ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ｔｒｉｓｅｏｆ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ｓ）所引起的。只要这种不平等继续存在，

那末这些观念就不可能根除，建立在这些观念上的制度也不可能推翻。直到

现在还有许多人枉费心机地希望通过消灭现存的不平等但并不触及这种不

平等的原因，来纠正现在占统治的这种反常情况；但是我们马上就要指出：政

府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它不是创造者，而相反地是被创造者，总而言之，政

府是财产不平等的产物（ｔｈｅ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ｏｆ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ｓ），而财产

的不平等和现在的社会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同上，第３３、３６、３７页）

“平等制度不仅有极大的优越性，而且十分公正……每个人都是一个环

节，而且是一连串作用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一连串的开头只是一个观念，而

末端也许是一匹呢绒的生产。因此，虽然我们对各种职业有不同的感觉，但

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人的劳动必须比另一个人的劳动得到较多的报

酬。发明家除了得到正当的金钱报酬以外，经常还会获得我们只给予天才的

那种赞誉……

“按照劳动和交换的性质来说，严格的公正的要求是交换双方的利益不

仅是相互的，而且是相等的（ａｌ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ｎｏｔｏｎｌｙ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ｂｕｔｔｈｅｙｓｈｏｕｌｄｌｉｋｅｗｉｓｅｂｅｅｑｕａｌｌｙｂｅｎｅｆｉｔｅｄ）。人们之间可以交换的东西只

有两种，即劳动和劳动产品。在公正的交换制度下，一切产品的价值都会由

它们的生产费用的全部总和来确定，并且相等的价值经常会换得相等的价值

（Ｉｆａｊｕｓｔ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ｅｒｅａｃｔｅｄｕｐｏｎ，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ａｌｌ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ｗｏｕｌｄｂ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ｅｎｔｉｒｅｃｏｓｔ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ｑｕａｌｖａｌｕ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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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ｏｕｌｄａｌｗａｙｓ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ｆｏｒｅｑｕａｌｖａｌｕｅｓ）。如果帽匠化一个工作日生产一顶

帽子，鞋匠化同样的时间做出一双鞋子（假定两者所用的原料的价值是相同

的），他们把这两种产品进行交换，那末他们从这种交换中所得到的利益就不

仅是相互的，而且是相等的。这时一方所得的利益不会是对方的损失，因为

两者都提供了同等的劳动量，而且都是使用同等价值的材料。但是如果在上

述所假定的相同条件下，帽匠用一顶帽子换得两双鞋子，那末显而易见，这

种交换是不公正的。帽匠骗得了鞋匠一个工作日，如果帽匠在所有的交换中

都这样，那末他用半年的劳动就会得到别人一年的劳动产品。直到今天，我

们一直在遵循这种最不公正的交换制度：工人们交给资本家一年的劳动，但

只换得半年的价值（ｔｈｅｗｏｒｋ－ｍｅｎｈａｖｅｇｉｖｅｎｔｈ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ｏｆａ

ｗｈｏｌｅｙｅａｒ，ｉ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ｆｏｒ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ｏｎｌｙｈａｌｆａｙｅａｒ）。财富和权力的不

平等就从这里产生，而决不是由人们所说的个人的体力和智力的不等产生。

交换的不平等以及买卖价格的差异，只有在以下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即资本

家永远是资本家，而工人永远是工人，一面是暴君阶级，另一面是奴隶阶级

……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这种交易明显地表明，资本家和财主们对工人一星期

劳动的偿付，只是他们上星期从工人那里取得的财富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他

们同工人以无易有（ｎｏｔｈｉｎｇｆｏｒ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全部交

易纯粹是一幕滑稽剧：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无非是一种无耻的（虽是

法定的）抢劫而已（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ｐｉ

ｔａｌｉｓｔｉｓａｍｅｒｅｆａｒｃｅ：ｉｔｉｓ，ｉｎｆａｃｔ，ｉｎ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ｏｆ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ｎｏｏｔｈｅｒｔｈａｎ

ａｂａｒｅｆａｃｅｄｔｈｏｕｇｈｌｅｇａｌｉｓｅｄｒｏｂｂｅｒｙ）。”（同上，第４５、４８、４９、５０页）

“只要企业主和工人之间的交换不平等，那末企业主的利润就永

远是工人的损失；只要社会分成资本家和生产者，只要生产者靠自己

的劳动过活而资本家靠从别人劳动中榨取利润来养肥自己，那末交换

就不会平等……”

布雷先生接着说：“显然，不论建立什么统治形式……不论怎样宣扬道德

和友爱……互惠和交换的不平等是不相容的。交换的不平等是财产不平等

的源泉，它是吞噬我们的无形的敌人（Ｎｏ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ｃａｎｅｘｉｓｔ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ｕｎｅｑｕ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ｓｂｅｉｎｇ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ｉｎｅｑｕａｌ

ｉｔｙｏｆ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ｓ，ｉｓ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ｅｎｅｍｙｔｈａｔｄｅｖｏｕｒｓｕｓ）”（同上，第５１、５２

页）

２１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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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考察社会的目的和任务中我可以得出结论说，不仅一切人都必须劳

动，这样才能进行交换，而且相等的价值必须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其次，

为了使一个人的利益不致成为另一个人的损失，价值必须由生产费用来确

定。然而我们知道：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下，资本家和富人的利益永远是工人

的损失；这个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交换的不平等继续存在，在一切的统

治形式下，穷人将完全听凭富人摆布。平等交换只有在普遍劳动的社会制度

下才能得到保证……平等交换会使财富逐渐地由现在的资本家手里转到工

人阶级的手里。”（同上，第５３—５５页）

“只要这种不平等交换制度继续存在，即使政府的一切赋税和一切捐税

都取消，生产者还永远会象现在一样地贫穷、无知，劳动过重……只有彻底

改变制度，只有实施劳动和交换的平等才能改善这种情况并保证人们有真正

的权利平等……生产者只要努力（也只有他们努力才能自救），就能永远打碎

束缚他们的锁链……政治平等作为目的是错误的，作为手段也同样是错误的

（Ａｓａｎｅ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ｓｔｈｅｒｅａｆａｉｌｕｒｅ，ａｓａｍｅａｎｓ，ａｌｓｏ，ｉｔｉｓ

ｔｈｅｒｅａｆａｉｌｕｒｅ）。

“在平等的交换下，一个人的利益就不会是另一个人的损失，因为那时候

每一次交换只不过是劳动和财富的转移，不需要任何牺牲。因此，虽然在以

平等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下生产者仍然可以靠节约致富，但是他们的财富

只是他们自己劳动的积累。那时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财富和别人交换，或者送

给别人，但是只要停止劳动，他就不能长时期继续保持富裕。随着平等交换

的建立，财富就会失去它现在所具有的那种自行更新和再生产的能力；它再

也不能弥补消费带来的损失，因为已消耗的财富只有用劳动再生产出来，否

则它就永远消失了。我们现在所谓的利润和利息，在平等交换制度下是不可

能再存在的。那时无论生产者或分配者将会得到相等的报酬，每种生产出来

并供应给消费者的产品的价值，将由他们花费在产品上的劳动总额来确定

……

“因而，平等交换的原则，按其本性来说，必然会引起普遍劳动。”（同

上，第６７、８８、８９、９４、１０９—１１０页）

  驳斥了经济学家们反对共产主义的议论以后，布雷先生继续

说：

３１１哲学的贫困  第一章 科学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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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顺利实现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最完善的社会制度，就必须改变

人的性格；如果现在的制度没有条件和可能来改变这种性格，使人们达到合

乎我们理想的更好的状态，那末显而易见，情况就必然会保持原状。否则，

就必须发现和实行一种过渡的社会阶段——即部分属于现在的制度、部分属

于将来的制度（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制度）①的过程——或者某种中间阶段，

社会进入这个阶段时将带着自身的各种弊病和愚蠢，以后出来时却带着财产

公有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各种品质和特点。”（同上，第１３４页）     

“整个这一进程只要求最简单的合作形式……生产费用在任何情况下都

确定产品的价值，相等的价值总是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如果说有两个

人，其中一个人工作一个星期，而另外一个人只工作半个星期，那末前者所得

的报酬就会比后者所得的多一倍；但是前者多得的报酬并不损害后者的利

益，后者的损失决不会对前者有利。每个人都以自己所得的工资来交换同样

价值的物品；在任何情况下，无论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生产部门所得的利益，

都不会是另一个人或者另一个生产部门的损失。每一个人的劳动才是他的

利益或损失的唯一标准……

“……消费所需要的各种不同产品的数量，每个物品和其他物品（各种不

同劳动部门所需要的工人数目）所比较的相对价值，总之，凡和社会的生产

和分配有关的一切事务，都由中央和地方贸易局（ｂｏａｒｄｓｏｆｔｒａｄｅ）来确定。

这种核算在整个民族中实行，就象在现存制度下在私人公司中实行一样，并

不费什么时间，而且是轻而易举的……个人构成家族，家族构成乡镇，就象

在现存制度下一样……城乡居民的分布不管有怎样的弊病，也不会马上取消

……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继续享有任意积蓄和按照自己的愿望去使用这

种储金的自由……我们的社会可说是由无数最小的股份公司（在这些最小的

股份公司中，大家劳动、大家生产并且在最平等的基础上交换自己的产品）所

构成的一个大股份公司……我们这种股份公司的新制度是为了过渡到共产

主义而对现代社会的一种让步，它允许产品的个人所有制和生产力的公有制

同时存在；这种新制度使每个人的命运取决于他本身的活动，并使人人均享

自然和技术的成就所提供的一切利益。因此，这种制度可以适用于现在的社

会，还可以准备它今后的变化。”（同上，第１５８、１６０、１６２、１６８、１９４、１９９

４１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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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我们现在只要用几句话来回答布雷先生。他出乎我们的意料

甚至违背了我们的意志，取蒲鲁东先生而代之；所不同的是，布雷

先生没有以给人类下最后断语的主宰自命，他认为自己提出的办

法只适合于现代社会和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制度之间的过渡阶

段。

某甲的一个工时交换某乙的一个工时。这就是布雷先生的基

本定理。

假定某甲工作十二小时，而某乙只工作六小时；在这种情况

下，某甲只要用六小时就能交换某乙的六小时，这样某甲的其余六

小时就会剩下来。他怎样处理这六小时的劳动时间呢？

或者根本不做处理，这样他就白白劳动六小时，或者在其他的

六小时不干活，以便取得均衡，再不然，最后的一着就是他把这自

己用不着的六小时也一起卖给某乙。

这样某甲到底比某乙多得了什么呢？是劳动时间吗？不是的。

他只不过多得了空闲的时间，他只得在六小时中间无所事事。为

了使这种无所事事的新权利不仅在新社会中得到承认，而且受到

重视，这个新社会就必须把懒惰当作最大的幸福，将劳动看成必须

全力摆脱的沉重负担。再回到上述的例子来看，某甲比某乙多得

的空闲时间，对某甲来说该是一种真正的收获吧！并不是这样。最

初只工作六小时的某乙经过经常的和有规律的劳动以后，便达到

某甲在开始时用过度的劳动所得的结果。每个人都想做某乙，于

是就会发生为争夺某乙的地位而展开竞争，即展开偷懒的竞争。

那末相等劳动量的交换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生产过剩、

价格低落和过度劳动（接着是无事可做），总而言之，现社会中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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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经济关系，只是没有劳动的竞争。

但是不然，我们错了。要拯救新社会，即某甲和某乙的社会，

只有一个方法。某甲可以自己消费掉他所剩下的六小时劳动的产

品。但是一旦他不需要交换他的产品，那末他就不需要为交换而

生产了，我们原先所说的社会是建立在分工和交换之上的这个前

提，也就完全垮台了。只有停止一切交换才能拯救平等交换，那时

某甲和某乙就都会变成鲁滨逊。

因此，假定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是直接劳动者，那末要进行劳动

时间的等量交换，只有事先对花费在物质生产上的时间数量取得

协议。但是这种协议是对个人交换的否定。

如果不以产品的分配而以生产行为本身作为出发点，我们也

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在大工业中，某甲不能任意确定自己劳动的

时间，因为某甲的劳动，如果没有组成企业的一切其他的某甲和某

乙的合作，那就没有什么作用。这非常清楚地说明英国的厂主为

什么顽固地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他们都很知道，减少女工和

童工两小时的劳动时间５１必然也会引起成年工人的劳动时间的缩

短。大工业的性质就要求一切人的劳动时间都完全一样。今天是

资本以及工人们之间相互竞争的结果的东西，如果一旦取消劳动

和资本的关系，明天就会成为以生产力总额对现存的需要总额的

关系为基础的一个实在的协定。

但是这样的协定就是个人交换的死刑；因此我们又回到原来

的结论上了。

在原则上，没有产品的交换，只有参加生产的各种劳动的交

换。产品的交换方式取决于生产力的交换方式。总的说来，产品的

交换形式是和生产的形式相适应的。生产形式一有变化，交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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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也就随之变化。因此在社会的历史中，我们就看到产品交换方

式常常是由它的生产方式来调节。个人交换也和一定的生产方式

相适应，而这种生产方式又是和阶级对抗相适应的。因此，没有阶

级对抗就不会有个人交换。

但是可敬的资产者的良心却不承认这个明显的事实。只要是

资产者，他就不能不把这种对抗关系当作不允许任何人损人利己

的、以和谐与永恒的公平为基础的关系。在资产者的心目中，没有

阶级对抗个人交换也可以存在；他们认为两者之间是毫无关系的。

资产者想象中的个人交换和实际中存在的个人交换是大不相同

的。

布雷先生把可敬的资产者的幻想变成了他想实现的理想。他

刷新个人交换，清除个人交换中的一切对抗因素，他以为这样就找

到了他希望社会采用的“平均主义的”关系。

布雷先生没有看到，这个平均主义的关系，即他想应用到世界

上去的这个具有纠正作用的理想本身，只不过是现实世界的反映；

因此，要想在不过是这个社会美化了的影子的基础上来改造社会

是绝对不可能的。随着这个影子重新成为具体的东西，我们就可

以看到，这决不是梦想中的一个变了形的社会，而是现代社会的实

体 。

 和任何其他的理论一样，布雷先生的这个理论也得到了一些受它假象蒙蔽的

拥护者。在伦敦、设菲尔德、里子以及英国其他的许多城市中都曾设立过劳动

产品公平交换所〔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ｌａｂｏｕｒ－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ｂａｚａｒｓ〕。这些交换所吸收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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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价值比例规律的应用

甲、货币

“金银是价值已经达到构成的第一种商品。”

所以金银成了由蒲鲁东先生……“构成的价值”的最初应用。

蒲鲁东先生是用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比较量确定价值的方法来构

成产品的价值，因此，他只要证明金银价值的变动总是由于生产金

银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变动就可以了。可是蒲鲁东先生却没有想

到这一点。他在谈及金银的时候，是把它们当作货币而不是当作

商品。

如果还有逻辑的话，那末他的全部逻辑就是：他以变戏法的手

法把金银做为货币的特性运用于由劳动时间衡量价值的一切商

品。当然，在这套戏法中，幼稚多于狡猾。

任何有用的产品的价值既然由生产它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衡

量，那末这种产品就永远具有交换性能。蒲鲁东先生大声叫道，在

“交换可能性”上已达到我所要求的条件的金银就是证据。所以，

金银就是达到构成状态的价值，即蒲鲁东先生思想的体现。他在

选择例子上没有比这更幸运的了。金银除了象其他商品一样是由

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商品以外，还具有普遍交换手段，即货币的

    

  批资本以后都遭到可耻的破产。这批拥护者对它们也就永远失去了兴趣。蒲

鲁东先生可要注意这个警告！（马克思原注）

大家知道，蒲鲁东并没有接受这个警告。１８４９年他在巴黎也企图开办一

个新的交换银行。但是这个银行还没有开始正常活动就垮台了。对蒲鲁东的

审讯掩饰了这个银行的垮台。——弗·恩·（恩格斯在１８８５年德文版上补

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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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因此，如果把金银当做由劳动时间所“构成的价值”的应用，

那末要证明由劳动时间构成价值的一切商品都将具有不断交换性

能，都将成为货币，是再容易也没有了。

蒲鲁东先生脑子里产生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只有

金银才能成为“构成价值”的典型？

“习惯赋予贵金属作为交换手段的特殊职能是纯粹契约的职能。任何别

的商品，虽然可能有些不便，也都能同样可靠地实现这个作用；经济学家们都

承认这一点，并且举出了不少例子。贵金属被公认作为货币使用，究竟是什

么原因？而货币的这种特殊职能（政治经济学中并没有类似情况）又该怎样解

释呢？…… 货币似乎已经从一种系列中脱离出来，要重建这种系列并把货

币重新引到它的真正的原理上去，这是否不可能呢？”

蒲鲁东先生这样提出问题，那就已经预先假定了货币的存在。

蒲鲁东先生应该首先自问一下：为什么在目前已形成的这种交换

中，必须创造一种特殊的交换手段来使交换价值个别化呢？货币不

是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为什么货币所表现的关系也象任何

其他经济关系如分工等一样，是一种生产关系呢？如果蒲鲁东先生

对这种关系有个明确的概念，那他就不至于把货币当做例外，当做

人尚不知或需要确定的系列中分离出来的一个要素。

相反地，他会认为这个关系只是其他经济关系的整个锁链中

的一个环节，因此两者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会承认，这种

关系正如个人交换一样，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但是他

究竟怎么办呢？他首先把货币从现在的生产方式的总体中分离出

来，然后使它成为想象中的系列，即尚待发现的系列的第一个要

素。    

既已承认特殊的交换手段的必要性，即货币的必要性，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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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只是说明为什么这个特殊的职能属于金银，而不属于任何其他

的商品。这是一个次要问题，这个问题不应当用生产关系的总体

系来解释，而应当用金银作为一种物质所固有的特性来解释。由

此可见，如果经济学家们在这种情况下，象蒲鲁东先生所斥责他们

那样，“超出自己所学的领域，去研究物理学、力学和历史等”，那末

他们只是做了必须做的事情。问题已经不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之

内了。

蒲鲁东先生说：“所有经济学家都没有看到、没有理解到使贵金属享有特

权的那种经济原因。”

谁也没有（不是没有根据的）看到和理解到的经济原因，蒲鲁

东先生却看到了，理解了，而且传给了后代。

“没有人注意到，金银在一切商品中是价值已经达到构成的第一种商品。

在宗法时期，金银作为交易对象出现，而且还一锭锭地互相交换，然而当时它

们已经具有占统治地位的明显趋向并且比其他商品占显著的优势。君主们

逐渐地占有了贵金属，并且在上面打了自己的印章；经过君主的神圣化以后

就产生了货币，即ｐａｒ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最道地的〕商品，不论交易中有什么动荡，

这种商品都能保持一定的比值并在各种支付中被人接受……再说一遍，金银

的特点就是由于它们有金属的本性，开采困难，尤其是由于国家的干预，它们

作为商品早就获得了稳固性和确实性。”

金银在一切商品中是价值已经达到构成的第一种商品，从他

上述的话里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说，金银最早成为货币。这就是蒲

鲁东先生伟大的启发，这就是在他以前没有人发现过的真理。

如果蒲鲁东先生想用这些话说明，人们对开采金银所必要的

时间比生产其他商品所必要的时间知道得更早，那末这又是他慷

慨地奉送给读者的假定之一。如果我们想遵循这种宗法时期的学

问，那我们就要奉告蒲鲁东先生，生产日用必需品（例如铁等）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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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时间是知道得最早的。至于亚当·斯密的古弓那就更不必说

了。

既然任何一种价值都不是单独构成的，蒲鲁东先生怎么还能

说价值的构成呢？价值不是由单独生产某种产品所必要的时间构

成，而是与同一时间内所能生产的一切其他产品的数量成比例。

因此金银价值的构成是以许多其他产品的价值已经构成为前提

的。

可见，并不是商品在金银这种形式中达到“构成价值”的状态，

相反地，而是蒲鲁东先生的“构成价值”在金银这种形式中达到货

币的状态。

根据蒲鲁东先生的意见，由于某些经济原因，金银经过构成价

值的状态，比一切其他产品就更具有成为货币的优越性。现在我

们就来进一步考察这些经济原因。

这些经济原因是：“力求占居统治地位的明显趋向”、“在宗法

时期”已经取得的“显著的优势”以及同一事实的其他的转弯抹角

说法；这种转弯抹角的说法只能增加我们的困难，因为蒲鲁东先生

在解释一个事实时添加了许多枝节，从而使需要说明的事实越来

越多了。但是蒲鲁东先生还没有讲完他的所谓经济原因。下面就

是那种至高无上和不可抗拒的力量的原因之一：

“经过君主的神圣化以后就产生了货币：君主们占有金银，并

且在上面打了自己的印章。”

因此，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君主的专横就是政治经济学中的最

高原因！

其实，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

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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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

而已。

究竟是君主占有了金银，盖上自己的印章使它们成为普遍的

交换手段呢，还是普遍的交换手段占有了君主，让他盖上印章并授

与政治上的神圣？

人们过去和现在给银币盖上的印记，并不表明它的价值，而是

表明它的重量。蒲鲁东先生所说的稳固性和确实性只和钱币的成

色有关；这种成色表明一块银币中含有多少纯金属。

伏尔泰用他那总是健全的理智说：“一个银马克所含的唯一价值是一马

克的银子，半磅银子重量为八盎斯。只有重量和成色构成这种内在的价

值。”（伏尔泰：“约翰·罗的制度”５２）

但是，一盎斯金子或者银子值多少呢？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

决。就算“大柯尔培尔”商店的克什米尔呢上印着“纯毛”的商标，

但是这种商标根本没有说明克什米尔呢的价值。而毛呢究竟值多

少，这始终还是一个问题。

蒲鲁东先生说：“法国皇帝菲力浦一世在查理大帝时代的土尔银币中掺

进了三分之一的杂质。他以为他既占有铸造钱币的垄断权，也就能够象一切

垄断产品的商人处理自己商品那样地处理钱币。菲力浦和他的继承人被人

责难伪造钱币实际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一种从商业惯例的观点来说

非常正当、但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却十分荒谬的想法。这种想法认为，既然

供求调节价值，那末人为地使物品稀少或完全掌握它们的生产，就可以提高

物品的估价及价值，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金银，正如它适用于粮食、酒、食油、

烟草一样。然而菲力浦的欺诈只要一引起怀疑，他的钱币就会跌到真正价值

上去，从而他也就失去了他指望从臣民那里赢得的一切。所有类似的企图也

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首先，事实已经无数次地证明，如果君主要想伪造钱币，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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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会遭到损失。他在最初发行中虽一度得到利益，但以后每当

伪造的钱币以捐税等形式重新回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又要将这

些利益失掉。但是菲力浦和他的继承人多多少少防止了这种损

失，因为他们把伪造的钱币一投入流通，马上就下令照原有成色普

遍改铸钱币。

其次，如果菲力浦一世真象蒲鲁东先生那样推论，那末他的推

论“从商业观点来说”就决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果菲力浦一世或者

蒲鲁东先生只是根据商品的价值取决于供求关系这一点，便以为

金子的价值完全象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是可以改变的，那末

这只表明他们的商业才能很差。

如果菲力浦皇帝命令把一缪伊粮食叫做二缪伊粮食，那他就

成了骗子。他就是欺骗了一切收租的人，一切收一百缪伊粮食的

人；由于他的好意，这些人本来可以收一百缪伊粮食，现在只能收

五十缪伊了。假定皇帝欠人一百缪伊粮食，那他现在只要还五十

缪伊就行了。但是在贸易中，一百缪伊粮食一点也不会比从前五

十缪伊有更多的价值。名称是改变了，事物却并没有变化。无论是

供应的或是需求的粮食的数量，都不会仅仅由于名称的改变而有

所增减。因此，尽管名称改变，只要供求关系不变，那末粮食的价

格也不会有任何实际的变化。人们在谈到供求的时候，指的是物

品的供求，而不是物品的名称。菲力浦一世并不象蒲鲁东所说的

那样创造了金银，他只是创造了钱币的名称。你把法国的克什米

尔呢充作亚洲的克什米尔呢也许会欺骗一两个购买者，但是一旦

骗术被拆穿，那末你的所谓亚洲的克什米尔呢的价格就会回跌到

法国克什米尔呢的价格。菲力浦一世在金银上盖印了假标记，这

种伎俩只能在未被揭穿前骗一骗人。象别的老板一样，用冒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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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欺骗顾客只能蒙混一时。他迟早一定会感到贸易规律的严峻。

蒲鲁东先生想证明的是这一点吗？不，不是这一点。在他看来，使

货币获得价值的不是贸易，而是君主。实际上他证明了什么呢？他

证明贸易比君主更有权力。即使君主下命令使一马克今后成为两

马克，但是贸易却总是告诉你：这两个新的马克只值从前一个马

克。

但是这并没有把价值取决于劳动量这个问题推进一步。重新

变成从前那一个马克的这两个马克的价值，究竟是由生产费用来

确定还是由供求规律来确定？这个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蒲鲁东先生接着说：

“甚至也应当注意，如果君主不伪造钱币，但有权把钱币的数量增加一

倍，那末金银的交换价值由于比例性和均衡的原因，立刻会跌价一半。”

如果蒲鲁东先生和其他经济学家们的这个共同观点是正确的

话，那末这也只是有利于他们的供求学说，对蒲鲁东先生的比例性

却完全无补。因为根据这个观点，无论在双倍的金银中包含的劳

动量如何，只要需求不变而供应增加一倍，那末金银的价值就会跌

价一半。也许“比例规律”这一次是偶然和很受轻视的供求规律一

致起来了吧？蒲鲁东先生的这个正确的比例性的确伸缩性很大，随

时都可以变化、配合和移项，下一次很可能又和供求关系一致起

来。

“任何商品，即使不是在事实上，至少在法律上具有交换能

力”，金银所起的作用便是根据；其实这是不了解金银的作用。金

银之所以在法律上具有交换能力，只是由于它们具有事实上的交

换能力，而它们之所以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那是因为当前的生

产组织需要普遍的交换手段。法律只是事实的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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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蒲鲁东先生选择货币作为达到构成状态的价值的

实际应用的例子，只是为了偷运他那一套关于交换可能性的理论，

即为了证明每个按生产费用来估价的商品都必须成为货币。如果

不是下面一个小小的缺陷，这一切都是很好的。这个缺陷是：在一

切商品中，只有作为货币的金银不是由生产费用来确定的商品；这

一点是确实无疑的，因为金银在流通中可以用纸币来代替。只要

流通的需要和发行货币（无论纸币、金币、白金币或铜币）的数量之

间保持着一定的比例，那就不可能产生保持货币的内在价值（由生

产费用所确定）和名义价值之间的比例问题。当然，在国际贸易

中，货币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样是由劳动时间来确定的。这是由于

在国际贸易中，甚至金银也只是以产品的身份作为交换手段，而不

是以货币的身份作为交换手段；这就是说，金银失去了蒲鲁东先生

认为构成金银特性的“稳固性和确实性”，即“经过君主的神圣化”

的特点。李嘉图非常理解这个真理，他把价值取决于劳动时间作

为他的整个体系的基础，并且指出：“金银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它

们所具有的价值，只是与生产它们并把它们投入市场所必要的劳

动量相适应”，但是他又补充说，确定货币价值的不是实物所包含

的劳动时间，而只是供求规律。

“虽然纸币没有任何内在的价值，但是如果数量有限，那末纸币的交换价

值就会和票面金额相同的硬币的价值或这种钱币所包含的金属的价值一样

大。由于这一原则，即由于货币数量有限，那末磨损了的钱币如果它以前含

有法定的重量和成色，就可以按照它应有的价值流通，而不是按照它实际所

含有的纯金属的份量的价值流通。因此，在不列颠的货币史中我们常常看

到，硬币从没有随它们的质地下降程度而贬值。这是因为硬币从来不随其内

在价值的减少而增加数量。”（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

让·巴·萨伊对李嘉图这些话的看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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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个例子应当足以使作者相信：一切价值的基础都不是生产某

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而是和该商品的稀少相对比的那种对商品的需

要。”５３

在李嘉图的心目中，货币已经不是由劳动时间来确定的一种

价值，而让·巴·萨伊正根据这一点把货币作为例子，想使李嘉图

相信其他的价值也不能由劳动时间来确定。我说，这些被让·巴

·萨伊当作价值完全由供求确定的例子的货币，在蒲鲁东先生看

来，就成了由劳动时间来构成……价值的ｐａｒ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最好的〕

实例。

总而言之，如果货币不是由劳动时间所“构成的价值”，那末它

就更不能和蒲鲁东先生的正确的“比例性”有什么共同之处。金银

之所以永远能够交换，是由于它们具有作为普遍交换手段的特殊

职能，而决不是由于它们在数量上和财富总额成比例；或者更明确

地说，金银之所以经常保持均衡，是由于在一切商品中只有它们作

为货币，作为普遍的交换手段，不管它们的数量和财富总额的比例

关系如何。

“流通中的货币决不会多得无用；因为如果减少货币的价值，那就是在以

同样的比例增加货币的数量，而如果增加它的价值，那也就是在减少它的数

量。”（李嘉图）

蒲鲁东先生大声叫道：“这种政治经济学真是一团糟。”

“一个共产主义者（通过蒲鲁东先生的嘴）①可笑地叫道：可恶的金子！同

样也可以说：可恶的小麦！可恶的葡萄！可恶的绵羊！因为一切商业价值都和

金银一样，必须得出它的精确而严格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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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绵羊和葡萄具有货币的特性，这种思想并不新奇。在法国，

在路易十四那个世纪就有这种思想。在这个货币开始成为万能的

时代，人们抱怨其他一切商品的跌价，热烈地期待有一天“一切商

业价值”都可以得到精确而严格的确定，成为货币。在法国最老的

经济学家之一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中，我们就已经发现有这样的

话：

“那时，由于恢复了公正价值的商品作为无数竞争者出现，货币就会被引

到它的自然界限。”（“１８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德尔编，第４２２页）

可见，资产阶级最初的幻想也正是他们最后的幻想。

乙、劳动的剩余

“在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这样荒谬的假设：如果一切物品的价

格增加一倍……好象一切物品的价格并不是物品间的比例，好象人可以使比

例、比率或者规律增加一倍！”（蒲鲁东，第一卷第８１页）

经济学家们之所以陷入这种谬误，是由于他们不会应用“比例

规律”和“构成价值”。

不幸得很，在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著作（第一卷第１１０页）中也

能看到这种荒谬的假设：“如果工资普遍提高，一切物品的价格就

会上升。”不仅如此，在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我们既可以看到这

样的话，同时还可以找到它的说明。

“当说到一切物品价格的涨跌的时候，通常总是把某种商品除外的；这种

商品通常是货币或劳动。”（“京都百科全书，或知识大辞典”１８３６年伦敦版

第六卷中西尼耳所著“政治经济学”条５４。关于这种说法，也可参阅：约·斯·

穆勒“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１８４４年伦敦版，以及图克“价

格史……”１８３８年伦敦版５５）

现在我们来谈谈“构成价值”和其他比例性（它们唯一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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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缺少比例）的第二种应用，并且来看看蒲鲁东先生在这里的做法

是不是比企图把绵羊说成货币更幸福些。

“任何劳动必然留下某些剩余，这个定理是经济学家们公认的。这个原

理对我来说是普遍的和绝对的真理；这是可以当做全部经济科学总结的比例

规律的必然结果。但是请经济学家们原谅，任何劳动必然留下某些剩余的原

理，在他们的理论中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也不会得到任何证明。”（蒲鲁东）

为了证明任何劳动必然留下某些剩余，蒲鲁东先生把社会人

格化；他使社会变成作为人的社会，这种社会决不是由人所组成的

社会，因为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律，这些规律与组成社会的人毫无关

系，有“自己的理性”，这种理性不是普通的人的理性，而是丧失理

智的理性。蒲鲁东先生责备经济学家们不了解这种集合体的个

性。美国有一位经济学家从完全相反的角度来责备别的经济学

家，我们认为有必要引用他的一段话来和蒲鲁东先生的话作对照：

“人们给被称为社会的精神实体（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ｅｎｔｉｔｙ）——即文法的存在

（ｔｈｅ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ｂｅｉｎｇ），硬加上一些实际上只存在于那些无中生有的人们

的想象中的属性……这就在政治经济学中引起许多困难和可悲的误解。”

（托·库伯“论政治经济学的要素”１８２６年哥伦比亚版５６）

蒲鲁东先生继续说道：

“劳动剩余这一原理对于个人之所以正确，只是由于这一原理产生于社

会，社会因此以自己的规律加惠于个人。”

蒲鲁东先生是否只是想说明，社会里的个人的生产可以超过

孤独的个人的生产？他是否指联合起来的个人的生产剩余多于没

有联合的个人的生产剩余？如果是的话，我们可以给他指出几百个

没有求助于蒲鲁东先生的那种神秘主义但却表明了这种简单真理

的经济学家。例如萨德勒先生就说过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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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劳动产生出个人劳动决不能达到的结果。因此，随着人类在数目

上的增加，人类联合劳动的产品将远远超过人口数量增长简单加算所得出的

总额……今天，无论在机械技术中或科学工作中，一个人一天所做的事情比

孤独的个人一生所做的还要多。全体等于各部分之和这一数学定理，如果应

用到我们所考察的对象上来就会错误。至于劳动即人类生存的伟大支柱（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ｐｉｌｌａｒｏｆｈｕｍａ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那末可以说，共同努力的产品要远远超过个

人的和分散的努力所能生产的一切。”（托·萨德勒“人口的规律”１８３０年伦

敦版５７）

我们再回来谈谈蒲鲁东先生。他说，劳动剩余在作为人的社

会中得到了说明。这种人的生活所服从的规律，是和确定作为个

人的人的活动的规律相对立的；蒲鲁东先生想用“事实”来证明这

一点。

“经济方面的新发现决不会给发明者带来和他贡献给社会相等的利益

……大家知道，铁路企业为企业主提供的财富远不如为国家提供的多……兽

力车运输的运费（包括装卸费用在内）平均每吨公里为１８生丁。有人算过，

照这种比率，普通的铁路企业就得不到１０％的纯利，这和兽力车运输企业的

结果差不多一样。但是假定铁路运输的速度和兽力车运输的速度是４比１；

由于对社会来说时间就是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运费一样，铁路运输所

提供的利益就是兽力车运输所提供的４００％。然而这种对社会来说非常现实

的巨大利益，对运输企业主来说却决不能按同样的比例获得实现：运输企业

主使社会得到４００％的利益，而自己却连１０％的利益也得不到。为了把问题

说得更清楚些，我们假定实际上铁路运费提高到２５生丁，而兽力车运输的运

费仍然是１８生丁，这时铁路立刻就会失去一切运货生意。所有的发货人和

收货人都将重新使用旧时的行李车，必要时甚至使用马车。机车就会被弃置

不用，４００％的社会利益将因３５％的私人损失而牺牲。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

为铁路运货迅速所带来的利益完全是社会的，每人所得到的利益只占非常小

的比例（不要忘记，目前只谈运货问题），而损失对于消费者却是直接的具体

的。假定社会只有１００万人，那末等于４００的社会利益对个人来说就是万分

之四，而消费者遭受的３３％的损失却决定了３３００万的社会亏损。”（蒲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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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蒲鲁东先生还可以用原始速度的４００％来表明四倍的速度；

但是他拿速度的百分比和利润的百分比来比较，并且在这两种单

独可以用百分比来计算但相互不可比的比数之间来确定比例，这

就是不管百分比指的是什么，而在百分比之间求比例。

百分比终究是百分比。１０％和４００％是可以相比的；两者的关

系就象１０和４００一样。因此蒲鲁东先生就断言，１０％的利润只及

四倍速度的四十分之一。为了装饰门面，他又说，对社会来说，时

间就是金钱（ｔｉｎｅｉｓｍｏｎｅｙ）。他之所以犯这个错误，是因为他模糊

地想起在价值和劳动时间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就急急忙忙把劳

动时间和运输时间等同起来，就是说他把某些司炉、车务员以及乘

务员（他们的劳动时间确实和运输时间完全一致）和整个社会混为

一谈了。这样，速度一下子就变成了资本，他有充分理由说：

“４００％的利润将因３５％的损失而牺牲。”他先以数学家的姿态确

立了这个奇特的原理，然后又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给我们解释这

个原理。

“如果社会只有一百万人，那末等于４００的社会利润对个人来

说就只是万分之四。”就算是这样；可是问题不在于４００，而在于

４００％；４００％的利润对个人来说不多不少恰好是４００％。无论资本

多少，而红利总是按４００％的比率来计算。蒲鲁东先生究竟要做什

么？他把百分比当做资本，似乎唯恐他的混乱思想表现得不够清

楚，不够“明显”，所以继续说：

“而消费者遭受的３３％的损失却决定了３３００万的社会亏

损。”对一个消费者是３３％的损失，对一百万个消费者来说仍旧

是３３％的损失。蒲鲁东先生既不知道社会的资本总额，又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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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个人的资本额，他怎么能确切地说，损失为３３％的时候，社

会亏损会达到３３００万？蒲鲁东先生还不满足于把资本和百分比混

为一谈，而且更进一步，把投入企业的资本和对资本有利害关系的

当事人的数目混为一谈。

“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些，假定在实际上”有一笔确定的资

本。社会利润是４００％，要在一百万个每人曾拿过一个法郎的参与

者之间分配，那末每人可得四个法郎，而不是象蒲鲁东先生所说的

０．０００４法郎。同样，每个参与者遭受３３％的损失，社会亏损是３３

万法郎，而不是３３００万法郎（１００∶３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３００００）。

蒲鲁东先生专心致力于他的作为人的社会的理论，忘记了用

１００来除，因此蒙受了３３万法郎的损失。但是每人得到４法郎的

利润，对于社会来说就是４００万法郎的利润。因此，社会还留下

３６７万法郎的纯利润。这种精确的计算所证明的和蒲鲁东先生企

图证明的恰恰相反，就是说，社会的损益和个人的损益决不是成反

比的。

纠正这种简单的纯粹算术上的错误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如果

我们同意蒲鲁东先生以铁路为例所得出的速度和资本的关系，去

掉算术上的错误，会得出什么结果。假定说，运输加快四倍，运费

也增加四倍，那末这种运输的利润，不会少于那种速度慢四倍而运

费只有四分之一的兽力车运输的利润。这就是说，如果兽力车运

输要１８生丁，那末铁路运输就得７２生丁。根据“数学的严密性”，

蒲鲁东先生的假设的结果就会是这样，——当然这里也得去掉他

在计算中的错误。可是他却非常突然地告诉我们说，如果铁路运

输不要７２生丁，只要２５生丁，它立刻就会失去一切运货生意。当

然，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重新用行李车甚至马车来运输。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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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要忠告蒲鲁东先生的，就是他在“进步的联合体的纲领”中不

要忘记用１００来除。但是很可惜！我们的忠告很难希望得到倾听，

因为蒲鲁东先生如此醉心于他那种适合于“进步的联合体”的“进

步的”计算，他甚至大声疾呼地喊道：

“我在第二章中讲到解决价值的矛盾时已经指出，每一种有用的发现给

予发明者的利益（不论他怎么做）都比给予社会的利益少得不可比拟；在证明

这一点方面，我已做到数学的严密性！”

现在，我们回到作为人的社会这一臆想上来，这个臆想的唯一

目的就是要证明如下一个简单的真理：每种新的发明都使产品的

交换价值下降，使同样的劳动量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因此，社会之

所以获得利益，并不是由于它获得更多的交换价值，而是它凭原来

的价值获得了更多的商品。至于发明者，他的利润在竞争的影响

下不断下降到利润的一般水平。蒲鲁东先生有没有照他所想的那

样证明了这个论点呢？没有。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责难经济学家们

没有证明这个论点。为了证明事实恰好相反，这里只要引用李嘉

图和罗德戴尔的话就够了。李嘉图是用劳动时间确定价值的学派

领袖；罗德戴尔则是供求确定价值的一个最热烈的拥护者。可是

他们两人都阐明了同一个论点。

“我们使生产越来越方便，因而以前生产的某些商品的价值就不断降低，

虽然我们用这种方法不仅增加国民财富，而且还扩大将来的生产能力……一

旦我们利用机器或自然科学知识使自然力从事以前人做的工作，这种工作的

交换价值也就随着降低。如果推动一个面粉磨要用十个人的劳动，后来发现

可以利用风力或水力节省下这十个人的劳动，那时磨子生产的面粉的价值就

会随节省的劳动量成比例地下降；而社会将因获得这十个人的劳动生产物的

价值而更为富裕，因为维持他们生活的基金丝毫不会减少。”（李嘉图）

现在再看看罗德戴尔是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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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利润经常是这样获得的：或者由于资本代替了人类必须亲手去

做的一部分劳动，或者由于资本做了超乎人力之外和人所不能为的那种劳

动。如果和机器所代替的劳动价格比较起来，机器所有者通常得到的利益是

微薄的，这也许会使人怀疑我们的看法是否正确。例如，一架蒸汽抽水机一

天内从煤坑中抽出的水比三百个人用水桶背水还要多；而且毫无疑问，抽水

机花的费用要少得多。一切其他的机器也都如此。机器代替人的双手进行劳

动，而代价却非常低廉……假定说，有个发明家发明了一架代替四个人劳动

的机器并获得专利权；由于他有这种特权，所以除了被他的机器代替的那部

分工人的劳动所产生的竞争以外，他不可能有别的竞争。显而易见，在特权

的有效期间，这些工人的工资就是发明家出售产品时定价的标准；这就是说，

发明家为了保证产品的销售，他的索价只要略低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的工资

就行了。可是这个特权一满期，同样的机器就会出现，和他的机器展开竞争。

那时他就必须根据共同的原则调节他的索价，要根据机器增多这一情况索

价。使用资本所获的利润……虽然它也是被代替的劳动的结果，到底并不是

由这种劳动的价值来调节，而是象在所有其他情形下一样，由资本所有者之

间的竞争来调节；而竞争的强弱总是由某项用途的资本的供应量和对该项资

本的需求之间的关系来确定。”

总之，只要新的生产部门的利润高于其他部门，那末资本就经

常会涌向这个部门，直到利润率跌至一般水平为止。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铁路的例子很难阐明作为人的社会这样

一种臆想。可是蒲鲁东先生却仍然勇敢地继续发表他的议论：

“这一点一经说明，要解释为什么每个生产者的劳动必然给生产者一种

剩余，是再容易不过的。”

再接下去，就是有关远古时代的事情了。这是富有诗意的故

事，目的是要使因上述数学证明的严密性而疲惫不堪的读者得到

休息。蒲鲁东先生把普罗米修斯的名字给予作为人的社会，并且

用以下的话来歌颂他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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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普罗米修斯从自然的怀抱中走出来，感到生活在一种愉快的悠闲

中……。于是，普罗米修斯就开始劳动，从第一天（第二次创世的第一天）起，

他的产品，即他的财富，他的幸福等于十。第二天普罗米修斯实行分工，他的

产品增加到一百。从第三天起，普罗米修斯每天发明机器，发现物体的新的

效用，新的自然力……他的劳动活动步步进展，他的生产数字也就随着上升，

这表明他的幸福也在增进。最后，因为对他来说消费就是生产，因此每天的

消费只是消耗前一天的产品，它还为第二天留下剩余产品。”

蒲鲁东先生的这个普罗米修斯真是怪物！他无论在逻辑上或

政治经济学上都是软弱无力的。如果普罗米修斯只是教训我们

说：分工、使用机器以及利用自然力和科学的力量可以增加人的生

产力，并且能比孤立的劳动提供剩余产品，那末这位新的普罗米修

斯的不幸就是出世太晚。但是只要普罗米修斯一谈起生产和消

费，他就完全变成可笑的人物。对他来说消费就是生产；他在第二

天消费的是前一天生产的东西，因此他经常有一天的储备；这多余

的一天就是他的“劳动的剩余”。但是既然今天消费昨天生产的东

西，那末在没有前一天的最初第一天，普罗米修斯为了使以后有一

个工作日作为储备就必须做两天的工作。但是在第一天，当时既

没有分工、又没有机器，除了火以外也不知道别的自然力量，那他

是怎么得到这个剩余的呢？因此，如果问题扯到“第二次创世的第

一天”上去，那就寸步难行了。这种说明现象的方法，部分是希腊

的，部分是犹太的，既神秘又有寓意；它使蒲鲁东先生完全有权说：

“我已用理论和事实证明一切劳动必然留下某些剩余这一原理。”

所谓事实，就是那大家知道的累进算法；所谓理论，就是那关

于普罗米修斯的神话。

蒲鲁东先生接着说：“但是这个象算术定理那样正确的原理，还远不是所

有人都能实现的。个人每天劳动所得的产品随着集体劳动的进步而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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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其结果必然是劳动者获得的工资和以前一样，但生活却日益富裕。然而

我们看到的却是，社会上某些阶层日益富裕，而另一些阶层则死于贫困。”

在１７７０年，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人口是１５００万，其中生产人

口是３００万。当时技术成就的生产力大约相当于１２００万人的生产

力；因此生产力的总额是１５００万。所以生产力和人口的比例是１

∶１，而技术成就的生产率和手工劳动生产率的比例是４∶１。

在１８４０年，人口没有超过３０００万，其中生产人口是６００万，

但当时技术成就的生产率已达６亿５０００万人的生产力，和总人口

的比例是２１∶１，和手工劳动生产率的比例是１０８∶１。

可见，英国社会中一个工作日的生产率在七十年间增加了

２７００％，即１８４０年每天所生产的是１７７０年的二十七倍。根据蒲鲁

东先生的说法，那就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英国工人在

１８４０年时并不比１７７０年时富裕二十七倍？这样提问题就是说，英

国人即使没有生产这种财富的历史条件（如私人资本的积累、现代

分工、工厂、无政府状态的竞争、雇佣劳动制度，一句话，没有建立

在阶级对抗上的一切东西），也能生产所有这一切财富。然而这些

条件恰恰也是发展生产力和增加劳动的剩余的必要条件。因此，

要获得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和这种劳动剩余，就必需有阶级存在，其

中一些阶级日益富裕，另一些则死于贫困。

但是蒲鲁东先生使之复活的这个普罗米修斯究竟是什么东西

呢？这就是社会，是建立在阶级对抗上的社会关系。这不是个人和

个人的关系，而是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抹杀这些社

会关系，那就是消灭整个社会，而你的普罗米修斯也就变成一个没

有手脚的怪影，就是说既没有工厂也没有分工，总之，没有最初你

为了使他能获得这种劳动的剩余而给他的一切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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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理论上，象蒲鲁东先生那样，只是对劳动的剩余的公式

加以平均主义的解释而不必注意现代的生产条件，那末在实践中，

只要把现有的一切财富平均分配给工人们也就够了，不必改变现

代的生产条件。这样的分配当然不会保证每个参加者都获得极大

的幸福。

可是蒲鲁东先生决不是一般所设想的悲观论者。因为在他看

来一切都归结为比例性，所以在现在实存的普罗米修斯中，即在现

代社会中，他不能不看到他所宠爱的那个观念在开始实现。

“但是财富的日益增加（即价值的比例性）到处都是统治的规律；当经济

学家们用公共福利日益增长和最贫困阶级的状况也获得改善来反对社会主

义者的申诉的时候，他们在不自觉中宣布一项真理，这个真理是对他们的理

论的谴责。”

实际上，所谓集体财富，公共福利究竟是什么呢？这是资产阶

级的财富，而不是每一个别资产者的财富。经济学家们只不过证

明了：在现存的生产关系中，资产阶级的财富已经增长并应继续增

长。至于工人阶级，那就大有问题；他们的状况是不是因所谓的社

会财富的增加得到改善还是疑问。经济学家们为了替自己的乐观

主义作辩护，就拿英国的棉纺织工业工人为例，他们所看到的只是

难得的商业繁荣时期工人的情况。这个繁荣时期和危机及停滞时

期的“正确的比例”关系是３∶１０。也许经济学家们所谈的改善是

指那些为了使同行的１５０万英国工人在十年中得到三年繁荣而不

得不卖命于东印度群岛的几百万工人吧？

至于临时分享社会财富的增长，那是另一回事。这种临时分

享的事实已由经济学家的理论加以说明。这一事实是这个理论的

确认，而决不是象蒲鲁东先生所说的那样，是对理论的“谴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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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什么东西应当受到谴责的话，毫无疑问，那就是蒲鲁东先生的

体系，象我们所指出的，它不管财富的增长却要把工人的工资降到

最低限度。只有把工人的工资降到最低限度，蒲鲁东先生才能应

用价值的正确比例性的原则，即劳动时间“构成的价值”的原则。

正是由于竞争使工资时高时低于维持工人生活所必要的生活资料

的价格，工人才有可能在某种程度内（即使微不足道）分享社会财

富的增长；但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可能死于贫困。这就是在这方面

没有任何幻想的经济学家们的全部理论。

蒲鲁东先生节外生枝地长期纠缠于铁路、普罗米修斯和应当

在“构成价值”的基础上重新改组新社会的问题之后，现出十分庄

重的神情，他激动地以教训人的口吻大声喊道：

“我恳求经济学家们暂时摆脱心灵深处那些迷惑他们的成见，不要考虑

他们既得的或者希望获得的职位，不要考虑他们为之献身的利益，也不要考

虑他们所追求的称赞和诱惑他们虚荣心的声誉，反躬自问一下，到目前为止，

以我所说明的前提和结果这一环节来说，任何劳动必然留下一些剩余这个原

理曾出现在他们面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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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①

第一节 方法

现在我们已在德国中心！我们一方面谈论政治经济学，同时又

要谈形而上学。这一次，我们也只是跟着蒲鲁东先生的“矛盾”走。

刚才他迫使我们讲英国话，使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英国人。

现在场面变了。蒲鲁东先生使我们回到我们亲爱的祖国，使我们

不由得又变成了德国人。

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末，有一个德国人就把

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一位银行巨子，杰出的

经济学家；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柏林大学的一位专任哲学教授。

法国最末一个专制君主和法兰西王朝没落的代表者路易十五

有一个御医，这个人同时又是法国的第一个经济学家。这位御医，

这位经济学家是预言法国资产阶级必然要取得胜利的先知。魁奈

医生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他在自己的名著“经济表”中概

括地叙述了这门科学。除了已经有的对该表的一千零一个注解以

８３１

① 形而上学是一种反辩证法的思维和认识的方法。这里所讲的形而上学，是指

脱离具体科学的哲学的一个部分，它用纯思辨的方法来阐述经验以外的各种

问题，如关于存在的始源，关于世界的实质，关于上帝，关于灵魂，关于意志自

由等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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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我们还找到医生本人做的一个注解。这就是附有“七个重要说

明”的“经济表的分析”５８。

蒲鲁东先生是魁奈医生第二，他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

面的魁奈。

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形而上学同整个哲学一样，可以概括在方

法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设法弄清楚蒲鲁东先生那套至少同“经济

表”一样含糊不清的方法。因此，我们做了七个比较重要的说明。

如果蒲鲁东博士不满意我们的说明，那没关系，他可以扮演修道院

长勃多的角色，亲自写一篇“经济学—形而上学方法解说”５９。

第一个说明

“这里我们论述的不是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而是适应观念顺序的历史。

各经济阶段或范畴有时候是同时出现，有时候又是颠倒的……不过，经济理

论有它自己的逻辑顺序和理性中的一定系列，经济理论的这种次序，如所预

期的那样，已被我们发现了。”（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一卷第１４５和１４６

页）

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冒牌的黑格尔词句扔向法国人，毫无问题

是想吓唬他们一下。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同两个人打交道：首先是

蒲鲁东先生，其次是黑格尔。蒲鲁东先生和其他经济学家有什么不

同呢？黑格尔在蒲鲁东先生的政治经济学中又起什么作用呢？

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

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蒲鲁东先生有了这些完全形成的范畴，

他想给我们说明所有这些范畴、原理、规律、观念、思想的形成情况

和来历。

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

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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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关系的历史运动。由于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关系看成原理、范畴

和抽象的思想，所以他只要把这些思想（它们在每一篇政治经济学

论文末尾已经按字母表排好）编一下次序就行了。经济学家的材

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蒲鲁东先生的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

条。但是，既然我们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论上的表

现）的历史发展，既然我们只希望在这些范畴中看到观念、不依赖

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末，我们就只得到纯理性的运动中去找

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怎样产生这

些思想呢？它是怎样造成这些思想的呢？

假如在黑格尔主义方面我们具有蒲鲁东先生那种大无畏精

神，我们就会说，理性在自身中把自己和自身区分开来。这是什么

意思呢？因为无人身的理性在自身之外既没有可以安置自己的地

盘，又没有可与自己对置的客体，也没有自己可与之结合的主体，

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颠来倒去：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起来，

自己跟自己结合——安置、对置、结合。用希腊语来说，这就是：正

题、反题、合题。对于不懂黑格尔语言的读者，我们将告诉他们一

个神圣的公式：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这就是措词的含意。固然

这不是天书（请蒲鲁东先生不要见怪），然而却是脱离了个体的纯

理性的语言。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用普通方式说话和思考的普通

个体，而是没有个体的纯粹普通方式。

在抽象的最后阶段（因为这里谈的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一切

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这用得着奇怪吗？如果我们抽掉构成某座房

屋特性的一切，抽掉建筑这座房屋所用的材料和构成这座房屋特

点的形式，结果只剩下一个一般的物体；如果把这一物体的界限也

抽去，结果就只有空间了；如果再把这个空间的向度抽去，最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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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只有同纯粹的数量，即数量的逻辑范畴打交道了，这用得着奇

怪吗？用这种方法把每一个物体的一切所谓偶性（有生命的或无生

命的，人类的或物类的）抽去，我们就有理由说，在抽象的最后阶

段，作为实体的将是一些逻辑范畴。所以形而上学者认为进行抽

象就是进行分析，越远离物体就是日益接近物体和深入事物。这

些形而上学者说，我们世界上的事物只不过是逻辑范畴这种底布

上的花彩；在他们自己看来，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哲学家和基督教

徒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基督徒只知道逻各斯的化身，不管什么逻辑

不逻辑；而哲学家那里则有无数这种化身。既然如此，那末一切存

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

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

畴的世界之中，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

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

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

正如我们通过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逻辑范畴一样，我们只要

抽去各种各样的运动的一切特征，就可得到抽象形态的运动，纯粹

形式上的运动，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既然我们把逻辑范畴看做

一切事物的实体，那末也就不难设想，我们在运动的逻辑公式中已

找到了一种绝对方法，它不仅说明每一个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

个事物的运动。

关于这种绝对方法，黑格尔这样说过：

“方法是任何对象所不能抗拒的一种绝对的、唯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

量；这是理性企图在每一个事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意向。”（“逻辑学”第

三卷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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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

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末，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

和生产、对象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

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

如法泡制。

那末，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

象是什么呢？是抽象形态的运动。抽象形态的运动是什么呢？是

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理性的运动。纯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

回事呢？就是它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自相结合，就是它把

自己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

定自我否定。

理性怎样进行自我肯定，或者它怎样把自己形成这种或那种

特定的范畴呢？这已经是理性自己及其辩护人的事情了。

但是理性一旦把自己作为正题安置下来，这个正题、这个思想

就会自相对置，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

“否”。这两个包含在反题中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

“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是”同时成为“是”和“否”，

“否”同时成为“否”和“是”。对立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互相均衡，

互相中和，互相抵消。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

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这个新的思想又分为两个彼此矛盾的

思想，而这两个思想又融合成新的合题。这种增殖过程就构成思

想群。同简单的范畴一样，思想群也遵循这个辩证运动，它也有另

一个与自己矛盾的群为自己的反题。从这两个思想群中产生出新

的思想群，即它们的合题。

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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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

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经

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换句话说，就会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

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这种语言使人觉得这些范畴似乎是

刚从充满纯粹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好象这些范畴单凭辩证运动

才互相产生、互相联系、互相交织。请读者不要害怕这个形而上学

以及它那一大堆范畴、群、系列和体系，尽管蒲鲁东先生费了九牛

二虎之力想爬上矛盾体系的顶峰，可是他从来没有超越过头两级

即简单的正题和反题，而且这两级他仅仅爬上过两次，其中有一次

还跌了下来。

在这以前我们谈的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下面我们要看到蒲

鲁东先生怎样把它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

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

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

历史。没有“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

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自己的

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

第二个说明

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

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对事物的理解是颠倒的，他认为现实关

系只是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怀抱里（正如这位哲学家蒲鲁

东先生告诉我们的）的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

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

围内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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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

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

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

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

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

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

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

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６１才是停滞不动的。

第三个说明

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蒲鲁东先

生把种种经济关系看做同等数量的社会阶段，认为这些阶段一个

产生一个，一个来自一个，正如反题来自正题一样；认为这些阶段

在自己的逻辑顺序中实现着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

这个方法的唯一短处就是：蒲鲁东先生在考察其中任何一个

阶段时，都不能不靠其他一些社会关系来说明，可是当时这些社会

关系尚未被他用辩证运动产生出来。当蒲鲁东先生后来借助纯粹

理性使其他阶段产生出来时，却又把它们当成初生的婴儿，忘记它

们和第一个阶段是同样年老了。

因此，要构成被他看做一切经济发展基础的价值，就非有分

工、竞争等等不可。然而当时这些关系在一定的系列中、在蒲鲁东

先生的理性中以及逻辑顺序中根本还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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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

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

数量的互相连接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

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

呢？

第四个说明

现在我们看一看蒲鲁东先生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应用到政治经

济学上去的时候，把它变成了什么样子。

蒲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他看范

畴就象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

多善，但是也作了许多恶。

蒲鲁东先生认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

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

应当作的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

奴隶制是同其他任何经济范畴一样的一个经济范畴。因此，

它也有两个方面。我们抛开奴隶制的坏的方面不谈，且来看看它

的好的方面。自然，这里谈的只是直接奴隶制，即苏里南、巴西和

北美南部各州的黑人奴隶制。

同机器、信用等等一样，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

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奴隶制

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

必备条件。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重要的经济范畴。

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进步最快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

家。如果从世界地图上把北美划掉，结果看到的是一片无政府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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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现代贸易和现代文明十分衰落的情景。消灭奴隶制就等于从

世界地图上抹掉美洲 。

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它总是列入各民族的社会

制度中。现代各民族只是在本国内把奴隶制掩饰一下，而在新大

陆却赤裸裸地公开推行奴隶制。

蒲鲁东先生将用什么办法挽救奴隶制呢？他提出的任务是：保

存这个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

黑格尔没有需要提出任务。他只有辩证法。蒲鲁东先生从黑

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学得了术语。而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辩证运动

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

我们暂且把蒲鲁东先生当做一个范畴看待，看一看他的好的

方面和坏的方面，他的长处和短处。

如果说，与黑格尔比较，他的长处是提出任务并且保留为人类

最大幸福而解决这些任务的权利，那末，他也有一个短处：当他想

用辩证法引出一个新范畴时，却毫无所获。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

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给自己

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我们看到

的已经不是由于矛盾本性而自我安置和自相对置的范畴，而是在

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激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先生。

 这对１８４７年说来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美国的对外贸易主要限于输入移民和

工业产品，输出棉花和烟草，即南部奴隶劳动的产物。北部各州主要是为奴隶

占有制各州生产谷物和肉类。直至北部开始生产供输出用的谷物和肉类，并

且成为工业国，而美洲棉花的垄断又遇到印度、埃及、巴西等国的激烈竞争的

时候，奴隶制才有可能废除。而且当时，奴隶制的废除曾引起南部的破产，因

为南部还没有以印度和中国隐蔽的苦力奴隶制代替公开的黑人奴隶

制。——弗·恩·（恩格斯在１８８５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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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蒲鲁东先生就陷入了用正当方法难以摆脱的困境，于是

他用尽全力一跳，便跳到一个新范畴的领域中。这时在他那惊异

的目光面前便出现了理性中的一定系列。

他抓住第一个到手的范畴，随心所欲地给它一种特性：把应该

清除的范畴的缺陷消除。例如，如果相信蒲鲁东先生的话，捐税可

以消除垄断的缺陷，贸易差额可以消除捐税的缺陷，土地所有权可

以消除信用的缺陷。

这样，蒲鲁东先生把所有经济范畴逐一取来，把一个范畴用作

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剂的混合物写成两卷

矛盾，并且恰当地称为“经济矛盾的体系”。

第五个说明

“在绝对理性中，所有这些观念……是同样简单和普遍的……实际上我

们只有靠我们的观念搭成的一种脚手架才能达到科学境地。但是，真理本身

并不以这些辩证的图形为转移，而且不受我们智慧的种种组合的束缚。”

（蒲鲁东，第二卷第９７页）

这样，一个急转弯（现在我们才知道其中奥妙）就使政治经济

学的形而上学变成了幻想！蒲鲁东先生的话从来没有说得这样公

正。当然，如果把辩证运动的全部过程归结为简单地对比善和恶，

归结为提出任务来消除恶并且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

剂，那末范畴就失去自己的独立运动；观念就“不再发生作用”；它

就没有内在的生命。它既不能把自己安置为范畴，也不能把自己

分解为范畴。范畴的顺序成了一种脚手架。辩证法已不是绝对理

性的运动了。辩证法没有了，代替它的至多不过是最纯粹的道德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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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蒲鲁东先生谈到理性中的一定系列即范畴的逻辑顺序的时

候，他肯定地说，他不是想论述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即蒲鲁东先

生所认为的范畴在其中出现的历史顺序。他认为那时一切都在理

性的纯粹以太中进行。一切都应当通过辩证法从这种以太中产

生。现在当实际应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理性却背叛了他。蒲鲁东

先生的辩证法背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是蒲鲁东先生只得承认，

他用以说明经济范畴的次序和这些经济范畴在其中相互产生的次

序是不相适应的。经济的进化不再是理性本身的进化了。

那末，蒲鲁东先生给了我们什么呢？是现实的历史、即蒲鲁东

先生所认为的范畴适应着时间次序在其中出现的那种顺序吗？不

是。是在观念本身中进行的历史吗？更不是。这就是说，他既没有

给我们范畴的世俗历史，也没有给我们范畴的神圣历史！那末，到

底他给了我们什么历史呢？是他本身矛盾的历史。让我们来看看

这些矛盾怎样行进以及它们怎样拖着蒲鲁东先生吧。

在未研究这一点（这是第六个重要说明的引子）之前，我们应

当再作一个比较次要的说明。

我们暂且和蒲鲁东先生一同假定：现实的历史，适应时间次序

的历史是观念、范畴和原理在其中出现的那种历史顺序。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

１１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１８世纪，推其因果，我们应

当说，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换句话说，不是历

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但是，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

我们再进一步自问一下，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１１世纪或者１８世

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１１世

纪的人们是怎样的，１８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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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

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

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

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但是，只要你们

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

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

的原理。

至于蒲鲁东先生，他一直还在思想家所走的这条迂回曲折的

道路上缓慢行进，离开历史的康庄大道还有一大段路程。

第六个说明

我们且沿着这条迂回曲折的道路跟蒲鲁东先生走下去。

假定被当做不变规律、永恒原理、理想范畴的经济关系先于人

们的生动活跃的生活而存在；再假定这些规律、这些原理、这些范

畴自古以来就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的怀抱里。我们已经看

到，在这一切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永恒下面没有历史可言，即

使有，至多也只是观念中的历史，即反映在纯理性的辩证运动中的

历史。蒲鲁东先生谈到辩证运动中的各种观念不能自相“区分”

时，把运动的一切影子和影子（它们可以造成某种类似历史的东

西）的一切运动一概抹熬。他没有这样做，反而把自己的无能归罪

于历史，埋怨一切，甚至连法国话也埋怨起来。

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告诉我们：“我们说什么东西出现或者什么东西产生，

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无论是在文明里还是在宇宙中，自古以来一切就存在

着、活动着……整个社会经济也是如此。”（蒲鲁东，第二卷第１０２页）

在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起作用并且使蒲鲁东先生本人也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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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矛盾的实力竟大到这样程度，以至他本想说明历史，但却不得

不否定历史；本想说明社会关系的顺次出现，但却根本否定某种东

西可以出现；本想说明生产及其一切阶段，但却否定某种东西可以

生产出来。

这样，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再没有什么历史，也没有什么观念

的顺序了；可是，他那本自称为“适应观念顺序的历史”的大作却继

续存在。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公式（因为蒲鲁东先生就是公式的人

物）帮助他一跳就越过这一切矛盾呢？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发明了一种新理性，这既不是绝对的、纯

粹的和纯真的理性，也不是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活跃的人们的

普通的理性；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理性，是作为人的社会的理性，

是称为人类的这种主体的理性，这种理性在蒲鲁东先生的笔下有

时也被写为“社会天才”、“普遍理性”以及“人类理性”。然而这种

名目繁多的理性都是蒲鲁东先生的个人理性，它有一切好的和坏

的方面，有消毒剂也有任务。

“人类理性不创造真理”，真理蕴藏在绝对的永恒的理性的深

处。它只能发现真理。但是直到现在它所发现的真理是不完备的，

不充足的，而且是矛盾的。经济范畴是人类理性、社会天才所发现

和揭示出来的真理，所以也是不完备的并含有矛盾的萌芽。在蒲

鲁东先生以前，社会天才只看见对抗因素而未发现综合公式，虽然

两者同时潜藏在绝对理性里面。既然经济关系只是这些不充足的

真理、这些不完备的范畴、这些矛盾的概念在人世间的实现，因此，

它们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并且有好坏两个方面。

社会天才的任务是发现完备的真理、完整无缺的概念、排除二

律背反的综合公式。这就再一次说明，为什么蒲鲁东先生想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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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个社会天才不得不从一个范畴跑到另一个范畴，尽管已经有

了一整套范畴，但是直到现在还不能从上帝那里，从绝对理性那里

得到一个综合公式：

“首先，社会（社会天才）①假定一个原始的事实，提出一个假设……一个

真正的二律背反，它的对抗性结果在社会经济中展开就象它们作为后果可以

在精神上被推论出来一样，所以工业运动在各方面随着观念的演绎分为两道

洪流：一道是有益行为的洪流，一道是有害结果的洪流…… 为了和谐地构

成这个两重性的原理和解决这个二律背反，社会就产生第二个二律背反，随

后很快地又产生第三个二律背反；社会天才将一直这样行进，直到它用尽自

己的全部矛盾（尽管未曾得到证实，但是我料想，人类固有的矛盾是有止境

的），一跳而回到它自己原来的各种论点并在唯一的公式中将自己的全部任

务加以解决时为止。”（第一卷第１３３页）

正如以前反题变成消毒剂一样，现在正题将变成假设。但是，

蒲鲁东先生这种术语上的交换现在再也不能使我们感到惊奇了。

人类理性最不纯洁，因为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

到新的待解决的任务。人类理性在绝对理性中发现的以及作为第

一个正题的否定的每一个新的正题，对它说来都是一个合题，并且

被它相当天真地当做一个任务的解决。这个理性就这样在不断变

换的矛盾中乱窜，直至它达到了矛盾的终点，发觉这一切正题和合

题不过是相互矛盾的假设时为止。在极度混乱的状态下，“人类理

性、社会天才一跳而回到它自己原来的各种论点并在唯一的公式

中将自己的全部任务加以解决”。这里附带说一下，这个唯一的公

式是蒲鲁东先生真正的发现。这就是构成价值。

假设只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而设立的。通过蒲鲁东先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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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讲话的社会天才首先给自己提出的目的，就是消除每个经济范

畴的一切坏的东西，使它只保留好的东西。他认为，好的东西，最

高的幸福，真正的实际目的就是平等。为什么社会天才只要平等，

而不要不平等或友爱、不要天主教或别的什么原理呢？因为“人类

之所以实现这么多特殊的假设，正是由于考虑到一个最高的假

设”，这个最高的假设就是平等。换句话说，因为平等是蒲鲁东先

生的理想。他以为分工、信用、工厂，一句话，一切经济关系都仅仅

是为了平等的利益才被发明的，但是结果它们往往对平等不利。

由于历史和蒲鲁东先生的臆测步步发生矛盾，所以他得出结论说，

有矛盾存在。即使是有矛盾存在，那也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

现实运动之间。

从此以后，肯定平等的就是每个经济关系的好的方面，否定平

等和肯定不平等的就是坏的方面。每一个新的范畴都是社会天才

为了消除前一个假设所产生的不平等而作的假设。总之，平等是

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趋势、天命的目的，社会天才在经济矛盾的圈

子里旋转时从来没有忽略过它。因此，天命是一个火车头，用它拖

蒲鲁东先生的全部经济行囊前进远比用他那走了气的纯粹理性要

好得多。我们这位著者在论捐税一章之后，用了整整一章来写天

命。

天命，天命的目的，这是当前用以说明历史进程的一个响亮字

眼。其实这个字眼不说明任何问题。它至多不过是一种修辞形式，

是冗长地重述事实的若干方式之一。

大家知道，英国工业的发展提高了苏格兰地产的价值。英国

工业为羊毛开辟了新的销售市场。要生产大量的羊毛，必须把耕

地变成牧场。要这样做就必须集中地产。要集中地产就必须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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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袭租佃者的小农庄，使成千上万的租佃者离开家园，让放牧几百

万只羊的少数牧羊人来居住。这样，由于耕地接连不断地变成牧

场，结果苏格兰的地产使羊群赶走了人。如果现在你们说，羊群赶

走人就是苏格兰土地私有制度的天命的目的，那末，你们就会得到

天命的历史。

当然，平等趋势是我们这个世纪所特有的。但是，说以往各世

纪及其完全不同的需求、生产资料等等都是为实现平等而遵照天

命行事，这首先就是把我们这个世纪的人和生产资料当做过去世

纪的人和生产资料看待，否认世世代代不断改变前代所获得的成

果的历史运动。经济学家们很清楚，同是一件东西对甲说来是成

品，对乙说来只是从事另一种生产的原料。

如果你们同蒲鲁东先生一道假定：社会天才制造出，或者更确

切些说随兴制造出封建主，是为了达到把耕者变为负有义务的和

彼此平等的劳动者这一天命的目的，那末，你们就是把目的和人换

了一下，这种做法和为了达到恶意的满足（即羊群赶走人）而在苏

格兰确立土地私有制的天命比较起来，毫不逊色。

可是，蒲鲁东先生既然对天命表现出那样亲切的关怀，我们就

介绍他看一看维尔纽夫－巴尔热蒙的“政治经济学历史”６２，此人

也是追求天命的目的。但他这个目的已经不是平等，而是天主教了。

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

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

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

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象那些把宗教也

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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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

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

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

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

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

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

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

封建主义也有过自己的无产阶级，即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一切

萌芽的农奴等级。封建的生产也有两个对抗的因素，人们称为封

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可是，却没想到结果总是坏的方

面占优势。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假如

在封建主义统治时代，经济学家看到骑士的德行、权利和义务之

间美妙的协调、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乡村中家庭手工业的繁

荣、各同业公会、商会和行会中所组织的工业的发展，总而言之，

看到封建主义的这一切好的方面而深受感动，抱定目的要消除这

幅图画上的一切阴暗面（农奴状况、特权、无政府状态），那末结

果会怎样呢？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绝，资产阶级的发展在

萌芽时就会被切断。经济学家就会给自己提出把历史一笔勾销的

荒唐任务。    

资产阶级得势以后，也就谈不到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

方面了。资产阶级把它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掌握

起来。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与之相适应的市民关系以及作为

旧日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

这样，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

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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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

坏的、否定的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

条件最后成熟。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

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

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

系的变化吗？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

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

此以后，从前的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

资产阶级开始自己的历史发展时就有一个本身是封建时期无

产阶级 残存物的无产阶级存在。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起初这种性质或多或少是掩饰

起来的，只是处于隐蔽状态。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发

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

之间展开了斗争，在双方尚未感觉、注意、重视、理解、承认并公开

宣告以前，这个斗争最初仅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表现为一些

破坏行为。另一方面，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由于组成

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有共同的利益，那末，由于他们

互相对立，他们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对抗的。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

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

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

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

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

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

    

 在马克思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此处是“劳动阶级”。——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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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

这种对抗性质表现得越明显，经济学家们，这些资产阶级生产

的学术代表就越和他们自己的理论发生分歧，于是形成了各种学

派。

宿命论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对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生产的

否定方面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正如资产者在实践中对他们赖以

取得财富的无产者的疾苦漠不关心一样。这个宿命论学派有古典

派和浪漫派两种。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

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

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从他们的

观点看来，参加这一斗争并专心致力于这一狂热活动的无产阶级

只是经受着暂时的偶然的苦难，并且它自己也把这些苦难当做暂

时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当代的历史学家，

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

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

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

是一种暂时的病痛，正如自然界中新生出东西来和工业上新东西

出现时的情况一样。

浪漫派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这时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处于直

接对立状态，贫困象财富那样大量产生。这时，经济学家便以饱食

的宿命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自命高尚、蔑视那些用劳动创造财富

的活人机器。他们的一言一语都仿照他们的前辈，可是，前辈们的

漠不关心只是出于天真，而他们的漠不关心却已成为卖弄风情了。

其次是人道学派，这个学派对现时生产关系的坏的方面倒是

放在心上的。为了不受良心的责备，这个学派想尽量缓和现有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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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他们对无产者的苦难以及资产者之间的剧烈竞争表示真诚的

痛心；他们劝工人安分守己，好好工作，少生孩子；他们建议资产阶

级节制一下生产热情。这个学派的全部理论建立在理论和实践、

原理和结果、观念和应用、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实、法和事实、好

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之间无限的区别上面。

博爱学派是完善的人道学派。他们否认对抗的必然性；他们

愿意把一切人都变成资产者；他们愿意实现理论，因为这种理论与

实践不同而且本身不会包含对抗。毫无疑问，在理论上把现实中

每一步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并不困难。那样一来，这种理论

就会变成理想化的现实。因此，博爱论者愿意保存那些表现资产

阶级关系的范畴，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的实质并且同这些范

畴分不开的对抗。博爱论者以为，他们是在严肃地反对资产者的

实践，其实，他们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象资产者。

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

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

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

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

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

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求，想出各种

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

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

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

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深寻科学和只是创

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

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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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

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现在再来谈谈蒲鲁东先生。

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

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

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

恒经济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们

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的那种幻想。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

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的观念里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

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为

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

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

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

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

者的眼界。

他希望成为一种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总合的错误。

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

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

来摆去。

第二节 分工和机器

照蒲鲁东先生的说法，一系列的经济进化是由分工揭开的。

分工的好的方面
  “就实质而论，分工是实现条件上和智能上

的平等的方法。”（第一卷第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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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的坏的方面

  “对我们说来，分工变成了贫困的源泉。”

（第一卷第９４页）

       另一种说法

  “劳动按照它所特有的、构成其有效性的首

要条件的规律进行划分，结果就会否定自己的

目的，毁灭自己。”（第一卷第９４页）

应当解决的任务
  找寻“一种新的结合，以便消除分工的有害

方面而保存其有益的作用”。（第一卷第９７页）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分工是一种永恒的规律，是一种单纯而抽

象的范畴。所以，抽象、观念、文字等就足以使他说明各个不同历

史时代的分工。种姓、行会、工场手工业、大工业必须用一个分字

来解释。如果你们首先将“分”字的含义好好加以研究，将来你们

就不必再研究每个时代中赋予分工以某种特定性质的无数影响

了。

当然，把事物归结为蒲鲁东先生的范畴，那未免把它们看得太

简单了。历史的进程并不象范畴那样死板绝对。德国为了建立城

乡分离这第一次大分工，整整用了三个世纪。城乡关系的面貌一

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即使只拿分工的这一方面来

说，情况也各不相同；这里是古代的共和国，那里则是基督教的封

建制度；这里是古老的英国和它的贵族，那里则是现代的英国和它

的棉纱大王（ｃｏｔｔｏｎ－ｌｏｒｄｓ）。１４、１５世纪中殖民地尚未出现，对欧

洲说来美洲还不存在，同亚洲的交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一个地

方，贸易活动以地中海为中心，那时候分工的形式和性质，与１７世

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在世界各处拥

有殖民地时的分工完全不同。市场的大小和它的面貌所赋予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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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代的分工的面貌和性质，单从一个“分”字，从观念、范畴中

是很难推论出来的。

蒲鲁东先生说：“从亚当·斯密以来，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指出过分工的规

律的有益方面和有害方面，但是他们常常更多地强调前者，因为这样做更适

合他们的乐观主义；同时没有一个经该学家反问过自己：一个规律的有害方

面是什么…… 一个始终一贯的原理怎么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呢？无论在

亚当·斯密以前或在他以后，甚至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看出，这里有一个需要

阐明的问题。萨伊承认，在分工中产生善的原因同样也产生恶。”

亚当·斯密比蒲鲁东先生所想象的要看得远些。他很清楚地

看到：“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远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

么大；这些十分不同的、看来是使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

区别的才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６３搬

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

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虽然这样，但蒲鲁东先生仍在

另一处说：亚当·斯密甚至一点也没有想到分工还有有害的一面，

而且还说，似乎让·巴·萨伊第一个承认“在分工中产生善的原因

同样也产生恶。”

但是，让我们听听勒蒙特吧；ｓｕｕｍｃｕｉｑｕｅ〔让人人各得其

所〕。    

“让·巴·萨伊先生在他的一篇卓越的政治经济学论著中采纳了我在论

分工的道德影响这一拙作中提出的原理，这使我感到荣幸。他没有提到我的

名字，毫无疑问是由于我那本书６４的标题欠妥。我只能以此来解释作家的沉

默。这位作家由于自己的根底深厚，因此可以否认这种小小的剽窃。”（“勒

蒙特全集”１８４０年巴黎版第一卷第２４５页）

让我们给勒蒙特一个公正的评价吧：他机智地描绘了今天所

实行的这种分工的有害的结果，蒲鲁东先生对这一点未能作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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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既然由于蒲鲁东先生的过错我们已卷入谁在先的争论，那

末不妨再顺便说一下，在勒蒙特之前很久，而且在亚当·斯密以前

１７年，斯密的老师亚·弗格森在专门论分工的一章中就已清楚地

阐述了这一点。

“甚至可以怀疑一个民族的一般能力的增长是否同技术进步成正比例。

在若干门机械技艺中……没有任何智慧和情感的参与完全可以达到目的，并

且正如无知是迷信之母一样，它也是工业之母。思索和想象会产生错误，但

是手或脚的习惯动作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所以可以说，在工场手工业

方面，其最完善之处在于不用脑力参与，因此，不费任何思索就可以把作坊看

做一部由人构成的机器…… 一位将军可能是十分精通军事的人，而士兵的

全部义务却只是完成一些手脚的动作。前者之所得可能就是后者之所失

…… 在这所有的功能彼此分离的时期，思维的技艺本身可以自成一个独立

的行业。”（亚·弗格森“市局社会史试论”１７８３年巴黎版６５）

在结束这一场文献的涉猎的同时，让我们指出一点：我们明确

地否认所谓“所有的经济学家常常更多地强调分工的有益方面”。

只须举出西斯蒙第就可以了。

因此，一说到分工的有益方面，蒲鲁东先生就只有把众所周知

的一般词句多少加以夸大，重说一番。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蒲鲁东先生那里，从分工这种被看做普

遍规律、范畴和观念中怎样引伸出同它有关的有害方面。这个范

畴、这个规律怎么会包含一种损害蒲鲁东先生的平均主义体系的

不平等的分工呢？

“在这分工的庄严时刻，狂风开始袭击人类。进步并不对一切人都是平

等划一的…… 它首先只及于少数的特权者…… 这是进步对一部分人的

偏私，它使人长期相信在地位上有自然的和天意的不平等，并且它产生了种

姓，建立了一切社会的等级制度。”（蒲鲁东，第一卷第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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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产生了种姓。种姓就是分工的有害方面；因此，有害方面

是由分工产生的。Ｑｕｏｄｅｒａｔ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ｎｄｕｍ〔这正是需要证明

的〕。如果我们想进一步问问，什么使得分工产生种姓、等级制度

和特权呢？蒲鲁东先生会回答我们说：是进步。但是又是什么引起

进步呢？界限。界限，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所谓的进步对一部分人的

偏私。

哲学之后接着就是历史。这已不是叙述的历史，也不是辩证

的历史，而是比较的历史。蒲鲁东先生将现代的和中世纪的印刷

工人，将克列索工厂的工人和乡村的铁匠，将现代的作家和中世纪

的作家加以对比；他使天平的一端倾向于那些多少代表在中世纪

形成或由中世纪承接下来的分工的人们。他把一个历史时代的分

工和另一历史时代的分工对立起来。这就是蒲鲁东先生应当证明

的吗？不是。他应当向我们表明一般分工，即作为范畴的分工的有

害方面。不过，既然在后面不远我们就会看到蒲鲁东先生自己正

式收回了这一切假造的论据，我们又何必老是停留在他的著作的

这一部分上面呢？

蒲鲁东先生继续写道：“自灵魂被损害以来，劳动被分散的第一个结果就

是延长工作日，使工作日同脑力消耗的总量成反比例增长…… 但是，工作

日的长度不可能超过１６—１８小时，所以，自从脑力消耗的减少不能靠增加劳

动时间来补偿时起，补偿就要靠劳动价格，于是工资就要降低…… 有一点

是不容怀疑而且我们必须在这里指出的，这就是普遍的良心并不会把工头的

劳动和小工的工作等同看待。因此，工作日的价格必然降低。这样一来，一个

劳动者除了由于执行屈辱自身的职能而使灵魂受尽摧残以外，还免不了要忍

受由于报酬微薄所产生的肉体上的痛苦。”

我们不打算谈这种三段论法的逻辑价值，康德会把它叫做害

人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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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实质就是：

分工使工人去从事屈辱自身的职能；被损害的灵魂与这种屈

辱自身的职能相适应，而工资的不断急降又与灵魂的被损害相适

应。要证实降低了的工资完全与被损害的灵魂相适应，蒲鲁东先

生为了不受良心责备，便肯定地说，普遍良心的意志就是这样。请

问，这种普遍良心包括不包括蒲鲁东先生的灵魂呢？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机器是“分工的逻辑反题”，他为了证明自

己的辩证法，便从机器变成工厂开始。

为了从分工中推论出贫困，蒲鲁东先生假设了现代工厂；接着

他又假设由分工产生的贫困，以便得出工厂并且可以把工厂看做

这种贫困的辩证的否定。蒲鲁东先生在精神上用屈辱身份的职

能、在肉体上用工资微薄的办法惩罚了劳动者，使工人附属于工

头，并把他的劳动降低到小工劳动的水平；随后他又把罪过推卸到

工厂和机器的身上，说它们通过“使劳动者从属于他的主人”的办

法屈辱他的身份，而且，为了彻底贬低劳动者，又使他“从手艺人的

地位下降到小工的地位”。真是绝纱的辩证法！如果他到此为止倒

也罢了。可是不然。他还需要分工的新的历史，不过这一次已不是

为了从中引导出矛盾，而是为了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改造工厂。为

此目的，他必须忘记他刚才关于分工所讲的一切。

劳动的组成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工磨所

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因此，先从一般的分工

开始，以便随后从分工得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机器，这简直

是对历史的侮辱。

机器正象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

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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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才是经济范畴。

现在且来看看蒲鲁东先生卓越的想象中的情况究竟是怎样

的。

“社会上日新月异的机器的不断出现，就是分工的反题，即反公式，这是

工业天才对被分散的和杀人的劳动的抗议。其实什么是机器呢？这就是把分

工后彼此分开的劳动的不同部分联结起来的一种特殊方式。每一台机器都

可以看做若干操作的结合…… 因此，通过机器会使劳动者复原…… 在政

治经济学中同分工相对立的机器，在人脑中则是同分析相对立的合题……分

工只不过使劳动的不同部分彼此分开，让每一个人都从事他最合心意的专

业；工厂按照每个部分对整体的关系来组合劳动者…… 它把权力原理带入

劳动领域…… 但是，还不止于此，机器或工厂通过使劳动者从属于他的主

人的办法屈辱他的身份，并彻底贬低他，使他从手艺人的地位下降到小工的

地位……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即机器时期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雇佣劳

动。雇佣劳动是在分工和交换之后出现的。”

我们提醒蒲鲁东先生一点。把劳动分为不同的部分，让每一

个人都有可能从事他最合心意的专业，——蒲鲁东先生以为这种

现象早在世界存在的初期就已开始，其实，它仅仅是在竞争居于统

治地位的现代工业中才存在。

其次，蒲鲁东先生为了表明分工怎样产生工厂，工厂又怎样产

生雇佣劳动，他给我们拿出了一份非常“有趣的家谱”。

（１）他假设一个人，这个人“注意到，把生产分为不同的部

分并让单个的工人来从事其中的每一部分”，这样就可以扩大生产

力。    

（２）这个人“抓住这个思想线索向自己说，只要把那些为了

实现他给自己提出的特殊目的而选拔出来的劳动者组成一个经常

性的集团，他就会得到比较持久的生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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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这个人向别人提出建议，要求他们领会他的思想，抓住

这个思想线索。

（４）在工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人和自己的同伴们，即后来

变成他的工人的那些人的关系是彼此平等的。

（５）“当然，可想而知，由于主人的有利地位和雇佣工人的从

属性，这种原始的平等势必迅速消失。”

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的又一标本。

现在让我们用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来考察一下，权力原理由

工厂和机器带入社会是否真是在分工之后；当工人还从属于他人

权势之下的时候，他的权利是否已恢复；最后，机器是不是被分

割的劳动的复合，是不是这种劳动的合题——它同劳动的分析相

对立。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

社会也有它的分工。如果我们以现代工厂中的分工为典型，以便

随后把它运用于整个社会，那末我们就会看到，为了生产财富而

组织得最完善的社会，毫无疑问只应当有一个主要的企业主按照

预先制定的条规将工作分配给社会集体的各个成员。可是，实际

上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当现代工厂中的分工无论巨细全由企业

主的权力进行调度的时候，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

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力可言。

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

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这些规则是由哪个立法者确

定的吗？不是。它们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过了很久以后才上

升为法律。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不同的社会组织

形式的基础。至于作坊内部的分工，它在上述一切社会形态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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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发达的。

甚至下面一点也可以订为普遍的规则：社会内部的分工愈不

受权力的支配，作坊内部的分工就愈发展，愈会从属于一人的权

力。因此，在分工方面，作坊里的权力和社会上的权力是互成反

比的。

现在我们要来看看，作业被截然划分，每个工人的劳动只是

极其简单的操作，各种工作都由权力即资本来安排部署的工厂是

一种什么东西。这种工厂是怎么产生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

们应当考察一下，工场手工业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我指的是

尚未变成拥有机器的现代工业，但已不是中世纪的手工业或家庭

工业的那种工业。我们不想讲得太详细，只想指出几个要点来说

明，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

形成工场手工业的最必要的条件之一，就是由于美洲的发现

和美洲贵金属的输入而促成的资本积累。

交换手段扩大的结果一方面是工资和地租跌价，另一方面是

工业利润增多，这一点已毫无疑义。换句话说，土地所有者阶级

和劳动者阶级，即封建主和人民衰落了，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

则相应地上升了。

同时，绕道好望角到达东印度的航道开辟后流通中商品量的

增加，殖民体系，以及海上贸易的发展等也促进了工场手工业的

发展。

在工场手工业的历史上还没有获得足够重视的另一个情况，

就是封建主遣散了无数的侍从，这些被遣散的下属在未进入作坊

之前都变成了流浪汉。在手工作坊建立以前，１５、１６世纪中流浪

现象是极为普遍的。此外，作坊还找到了大量的农民这个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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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柱，数百年来，由于耕地变成了牧场以及农业进步减少了耕

作所需要的人手，大批农民不断被赶出乡村而流入城市。

市场的扩大、资本的积累、各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被剥

夺了收入来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现，这就是工场手工业形成的历史

条件。把人们聚集到作坊里去的并不是蒲鲁东先生所说的那种平

等者之间的友好协定。工场手工业并不发生在古老的行会内部。

主持现代作坊的是商人而不是从前的师傅。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

之间几乎到处都进行着残酷的斗争。

生产工具和劳动者的积累与积聚，发生在作坊内部分工发展

以前。工场手工业的特点不是将劳动分解为各个部门并使有特殊

技能的工人去从事很简单的操作，而是将许多劳动者和许多种手

艺集合在一起，在一所房子里面，受一个资本的支配。

手工作坊的益处并不在于真正的分工，而是在于可以进行较

大规模的生产，可以减少许多杂费开支等等。１６世纪末１７世纪初

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几乎还不知道分工。

劳动者集合在一个作坊是分工发展的前提。无论在１６世纪

或是１７世纪，我们都找不出一个例子足以说明，同一手艺的彼此

分开的各部门已发展到完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场所，形成一个完全

现成的手工作坊的地步。但是只要生产者和生产工具被集合到一

个场所，行会制度下曾经有过的那种分工就必然会再度出现并在

作坊内部反映出来。

如果说蒲鲁东先生能看见事物的话，他是把它们颠倒过来看

的。在他看来，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在手工作坊之前，可是实际

上这种作坊却是分工存在的条件。

真正的机器只是在１８世纪末才出现。把机器看做分工的反

７６１哲学的贫困  第二章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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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看做使被分散了的劳动重归统一的合题，真是荒谬之极。

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结合，但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操作的组

合。

“当每一种特殊的操作已被分工简化为对一种简单工具的使用时，由一

个发动机开动的所有这种工具的结合就构成机器”（拜比吉“论机器……的经

济性质”１８３３年巴黎版６６）

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复合的工具；由一个发动机即人

手开动复合工具，由自然力开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

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这就是机器发展的进程。

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正如政治领域内

国家权力的集中和私人利益的差别不能分离一样。英国在土地这

种农业劳动工具积聚的时候，也有农业分工，并且还使用机器耕

地。而在法国，农业劳动工具既很分散，又存在着小块土地制度，

一般说来，这里既没有农业分工，也没有机器在农业上的应用。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劳动工具的积聚就是分工的否定。而实

际上我们看到的又是相反的情况。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

发展，并且ｖｉｃｅｖｅｒｓａ〔反过来也一样〕。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

的每一次重大发明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

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

在英国，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进步，这一点无须再

来提醒。例如，过去的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多半是至今我们还可

以在落后国家里看到的那些农民。机器的发明完成了工场劳动同

农业劳动的分离。从前结合在一个家庭里的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

被机器分开了。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纱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

织布工人却住在东印度。在机器发明以前，一个国家的工业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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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本地原料来加工。例如：英国加工的是羊毛，德国加工的是

麻，法国加工的是丝和麻，东印度和列万特①加工的则是棉花等

等。由于机器和蒸气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

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总之，机器

对分工起着极大的影响，只要一种物品的生产中有可能用机械制

造它的某一部分，生产就立即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部门。

蒲鲁东先生在机器的发明和原始应用中发现的慈善的和天命

的目的还用得着说吗？

当贸易在英国已发展到手工劳动不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时

候，人们就感到需要机器。于是人们便想到应用１８世纪时即已充

分发展的机械学。

工厂一出现就表现出一些迥非慈善的行为。儿童在皮鞭下面

工作；他们成了买卖的对象，有人为弄到儿童同孤儿院订立了合

同。所有关于徒工制度的法律一概废除，因为，用蒲鲁东先生的

话来说，再也用不着综合的工人了。最后，自１８２５年起，一切新

发明几乎都是工人同千方百计地力求贬低工人特长的企业主进行

冲突的结果。在每一次多少有一点重要性的新罢工之后，总要出

现一种新机器。而工人则很少在机器的应用中看到他们的权利的

恢复，或如蒲鲁东先生所说，他们的复原。因此，在１８世纪中，

工人曾经长期地反抗过正在确立的自动装置的统治。

尤尔博士说道：‘在阿克莱以前很久，淮亚特发明了纺纱机械（一列沟槽

罗拉）…… 主要的困难并不在于自动装置的发明…… 困难主要在于培养

必要的纪律，使人们抛弃毫无次序的工作习惯，帮助他们和自动的大机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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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如一的规律性运转融为一体。但是要发明一个适合机器体系的需要和

速度的工厂纪律法典并付诸实施，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这是阿克莱的高

贵成就。”

总之，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

工人的职能，扩大了资本积累，使人进一步被分割。

当蒲鲁东先生愿意当一个经济学家而暂时放弃“理性中的一

定系列的发展”时，他就从亚当·斯密在工厂刚刚产生的时期所

写的著作中汲取大量的学识。其实，亚当·斯密那时的分工和现

代工厂里我们所见的分工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为了更好地了解这

个差别，只须从尤尔博士的“工厂哲学”中引证几段就够了。

“当亚当·斯密写他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不朽著作的时候，机器

工业体系还几乎不为人所熟悉。他认为分工就是使工场手工业渐臻完善的

伟大原理，那是很自然的。他以别针的生产为例，说明工人由于完成同一操

作而日益熟练，因此工作得更快而且工价也更便宜。他看到，根据这个原理，

在工场手工业的每一部门中，如将铜丝切成等长部分等一些操作就大为减

轻，而其余如针头的成形和装置却仍较困难；由此他得出结论说，这样很自

然就会让一个工人去适应其中一项操作，这个工人的工资将和他的技艺相适

应。这种适应也就构成分工的本质。不过，在亚当·斯密博士时代可以当做

好例子的东西，今天就只能使大家对工厂工业的实际原理产生误解。事实

上，工作的划分，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使工作适应各人不同的才能这一点，

工厂的工作中几乎不加考虑；与此相反，在每一个要求高度灵敏性和精确性

的操作过程中，熟练的但是往往容易做出各种不规则动作的工人的手，就被

某种专门的机械取而代之，因为机械的自动工作极有规则，只须由小孩看管

就行了。

“因此，工厂制度的原理就在于机器劳动排挤手工劳动，以及操作分解为

各个组成部分以代替手工业者间的分工。在手工劳动制度下，人的劳动通常

是任何一件产品最宝贵的因素；而在机器劳动制度下，手工业者的技艺就日

益为看管机器的简单动作所代替。

“人类天赋的弱点就是如此：工人愈是熟练，他说愈是有主见，愈是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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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驭，因而对机械体系说来也就愈不适用，因为他的任意妄动会给机械体系

的整个动作带来莫大的损失。因此，现代工厂主的最大目标，就是通过科学

和资本的结合，将工人的作用降低到仅仅使用他们的注意力和灵敏性，而这

两种能力，如果人们在青年时期就把它们集中在同一个对象上面，是很容易

达到完善地步的。

“在实行顺次劳动的制度下，要使眼和手的技艺达到可以完成一些特别

困难的机械操作，必须经过多年的训练；而在各种操作分解为由自动机器来

完成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制度下，这些基本组成部分的操作可以委托给一个平

平常常经过短期训练的工人；必要的时候企业主甚至还可以任意调配他，把

他从这一台机器调到另一台机器。这种变换显然是违背老规矩的，按照老规

矩的分工，一个人固定做针头，另一个人固定磨针尖，这种千篇一律、枯燥

无味的工作，使得工人逐渐愚钝…… 但在平均化原则即工厂制度下，工人

的能力只是进行协调的操练”等等。“……由于他的业务只限于看管正常动

作的机器，所以他可以在很短的时期内学会这种业务；而当他从这一台机器

调去看管另一台机器时，他的工作内容丰富了，并且由于他要考虑自己和同

伴们的劳动成果的共同配合，因而眼界也扩大了。因此，工作平均分配制度

在通常的情况下不可能使工人的能力受抑制、眼界不开阔以及身体的发育受

阻碍；把这些情况归咎于分工，倒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实际上，机器技术方面一切改进的不变目的和趋势，都是为了完全取消

人类的劳动或以女工和重工的劳动代替男工的劳动，以未经训练的工人的劳

动代替熟练手艺工人的劳动等办法来贬低工人劳动的价格。这种只用眼灵

手快的儿童而不用经验丰富的熟练工人的趋向，证明按照工人技艺的各种不

同水平而分工的死板教条，终于为我们开通的厂主们抛弃了。”（安得鲁·

尤尔“工厂哲学，或工业经济学”第一卷第一章６７）

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

产生职业的痴呆。

勒蒙特说：“我们十分惊异，在古代，一个人既是杰出的哲学家，同时又是

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牧师、执政者和战略家。这样多方面的活动使我们

吃惊。现在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筑起一道藩篱，把自己束缚在里面。我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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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这样分割之后集体的活动面是否会扩大，但是我却清楚地知道，这样一来，

人是缩小了。”

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

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

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

蒲鲁东先生连工厂的这唯一革命的一面也不懂得，竟倒退一

步，建议工人不要只做别针的十二部分中的一部，而要顺次做完它

的所有十二部分。据说，这样工人就可得到做别针的从头到尾的

全部知识。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综合劳动。进一步退一步也构成

一种综合运动，这一点谁也不会表示异议。

总括起来说，蒲鲁东先生没有超出小资产者的理想。为了实

现这个理想，他除了让我们回到中世纪的帮工或者至多中世纪的

手工业者师傅的地位以外，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他在自己的著

作中曾经谈到：人生在世，只要有一部杰作，有一次感觉到自己是

人也就足够了。无论就形式或实质来说，这难道不正是中世纪的

手工业行会所要求的一部杰作吗？

第三节 竞争和垄断

竞争的好的方面
  “对劳动来说，竞争和分工具有同等重要的

意义…… 要使平等到来，必需有竞争。”

竞争的坏的方面
  “它的原理是自我否定。它的必然后果是

把受它吸引的人消灭。”

一 般 的 想 法
  “竞争的有害的结果同它带来的益处……

必然都是由它的原理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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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解决的任务

  “找出一个调和的原理，这一原理必须来自

超乎自由本身的规律。”

      另一种说法：

  “因此，问题根本不在于消除竞争，消除竞

争和消除自由同样是不可能的；全部问题在于

为它找到一种均衡，我看就是警察。”

蒲鲁东先生一开始就维护竞争的永恒必然性，反对那些想以

竞赛代替竞争的人们 。

“无目的的竞赛”是不存在的。“每一热中的对象都必然和热情本身相适

应：妇女是求爱者热中的对象，政权是野心家热中的对象，黄金是守财奴热中

的对象，月桂冠是诗人热中的对象；同样，利润也必然是工业竞赛的对象。竞

赛也就是竞争本身。”

竞争就是追逐利润的竞赛。工业竞赛一定要是追逐利润的竞

赛即竞争吗？蒲鲁东先生用肯定来证明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蒲

鲁东先生认为，肯定就是证明，正如假定就是否定一样。

如果说求爱者热中的直接对象是妇女，那末，工业竞赛的直接

对象就会是生产品，而不是利润。

竞争不是工业竞赛而是商业竞赛。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业竞赛

只是为了商业而存在。在现代各民族的经济生活中，甚至还有一些时

候，大家都患了一种不事生产专谋利润的狂热病。这种周期性的投机狂

热，暴露出竞争竭力逃避工业竞赛的必然性的真正性质。

如果你们对１４世纪的手工业者说：工业上的全部封建组织和

特权即将废除，这一切将由工业竞赛即所谓竞争来代替，那末他一

定会回答你们说：各种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的特权就是有组织的

    
 傅立叶主义者。——弗·恩·（恩格斯在１８８５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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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蒲鲁东先生说的“竞赛也就是竞争本身”也正是这个意思。

“假如颁布一道法令，说从１８４７年１月１日起人人的劳动和工资都有保

障，那末工业上的极端紧张状态立即就会转变为严重的停滞。”

现在我们看到的不是假定，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而是蒲鲁

东先生为了证明竞争的必然性、它的永恒性是一些范畴等等而专

门颁布的一道法令。

如果我们以为只须颁布几道法令就可以摆脱竞争，那末我们

就永远摆脱不了竞争。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建议废除竞争而保留工

资，那就等于建议用王室法令来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但是各民

族并不是按照王室法令来发展的。各民族在求助于这些法令之

前，至少必须彻底改变他们在工业上和政治上的一切生存条件，也

就是要彻底改变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

蒲鲁东先生会心平气和地用自信的口吻回答我们说：这是一

个关于“史无前例地改变我们的本性”的假设，并且他有权“把我们

排斥于辩论之外”，我们不知道他根据的又是哪一道法令。

蒲鲁东先生不知道，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

而已。

“让我们根据事实来谈吧。法国革命既为了争取工业自由，也为了争取

政治自由；我们要直截了当地说，虽然法国在１７８９年未曾认识到它要求实现

的原理的全部后果，可是它的愿望和期待都没有落空。谁想否认这一点，我

认为他就丧失了任何批评的权利：我决不同一个承认２５００万人的自发性错

误的论敌进行辩论…… 假如竞争不是社会经济的原理、命运的法规、人类

灵魂的要求，那末，为什么人们宁愿将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废除，却不肯考

虑将它们加以修正呢？”

这样说来，既然１８世纪的法国人废除了同业公会、行会和商

会而不是将它们改头换面，那末１９世纪的法国人就应该把竞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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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换面而不是将它废除。既然竞争在１８世纪的法国是作为某些

历史需要的结果而形成的，那末它在１９世纪的法国就不该由于另

一些历史需要而被消除。蒲鲁东先生不懂得，竞争的形成同１８世

纪人们的现实发展有联系，他把竞争变成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ｉｎｆｉｄｅｌｉｕｍ

〔在真正现实以外的〕人类灵魂的某种必然要求。他会把那位对

１７世纪说来是伟大的柯尔培尔变成什么呢？

革命以后就出现了目前这种局面。蒲鲁东先生就从这里猎取

一些事实，来说明竞争的永恒性。他证明，象农业等这样一些生产

部门，由于竞争这一范畴尚未充分发展，目前仍处于落后和衰败状

态。

说什么某些生产部门尚未发展到竞争的高度，而另外一些又

还没有达到资产阶级的生产水平，这简直是痴人说梦，丝毫不能证

明竞争的永恒性。

蒲鲁东先生的全部逻辑总括起来就是：竞争是一种社会关系，

现在我们正在这种关系下面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对于这个真理，

他并没有在逻辑上加以发展，而往往只是进行过多的表述：竞争是

工业竞赛，是自由的最时髦的方式，是劳动中的义务，是价值的构

成，是平等到来的条件，是社会经济的原理，是命运的法规，是人类

灵魂的必然要求，是永恒公平的启示，是划分中的自由，是自由中

的划分，是一个经济范畴。

“竞争和联合是相互依存的。它们不仅不互相排斥，甚至彼此间也没有

分歧。竞争必然以共同目标为前提。可见，竞争并不是利己主义，而社会主义

的最可悲的错误，正是在于它把竞争看成社会的倾复。”

 原意是：“不信教国家中的”。这是对非基督教国家中徒有其名的天主教主教

这一头衔的称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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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以共同目标为前提，而这就证明：一方面，竞争是联合，另

一方面，竞争不是利己主义。难道利己主义就不是以共同目标为

前提的么？任何利己主义都是在社会中靠社会来进行活动的。可

见，它是以社会为前提，即以共同的目标、共同的需要、共同的生产

资料等等为前提的。因此，在社会主义者所说的竞争和联合之间

甚至没有一点分歧，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社会主义者很清楚，现代社会是建立在竞争之上的。既然他

们自己就打算推翻现代社会，他们怎能责备竞争要推翻现代社会

呢？既然他们认为未来的社会将要推翻竞争本身，他们又怎能反而

指责竞争要推翻未来的社会呢？

往后，蒲鲁东先生又说，竞争是垄断的对立物，因此，竞争不可

能同联合对立。

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同宗法式的君主制对立；可见它并不同当

时还不存在的竞争对立。难道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说竞争同封

建主义并不对立吗？

其实，社会、联合这样的字眼是可以用于一切社会的名称，既

可以用于封建社会，也可以用于资产阶级社会——建筑在竞争上

的联合。认为用联合这个词就可以驳倒竞争的社会主义者怎么能

站得住脚呢？蒲鲁东先生本人又怎能设想，仅仅把竞争理解为联合

就可以维护竞争而反对社会主义呢？

刚才我们所讲的一切就是蒲鲁东先生所理解的竞争的好的一

面。现在我们来谈谈竞争的坏的即否定的一面，谈谈它的有害的

结果，它的破坏性的、毁灭性的、有害的属性。

蒲鲁东先生为我们描绘的那种情景是非常阴暗的。

竞争产生贫困，它酿成内战，“改变地带的自然条件”，混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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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制造家庭纠纷，败坏公德，“歪曲公平、正义的概念”和道德的概

念，不仅如此，它还破坏诚实而自由的贸易，甚至也不拿综合价值、

固定而诚实的价格来代替。竞争使得人人失望，经济学家们也不

例外。它把事情弄到自我破坏的地步。

从蒲鲁东先生所说的竞争的这一切坏处看来，竞争岂不成了

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及其原理和幻想的最具有分裂性和破坏性的因

素吗？

我们要注意：竞争对资产阶级关系所起的影响，将随着新生产

力即新社会的物质条件在它的刺激下急剧地形成而日益具有破坏

性。至少在这一点上竞争的坏的一面也会有它的某些好处。

“从竞争的起源来考察，作为一种经济状态或一个经济阶段的竞争，是

……主张减低一般生产费用的理论的必然结果。”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血液循环应当是哈维的理论的结果。

“垄断是竞争的必然结局，竞争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产生出垄断。垄断

的这种起源就证明垄断的正当…… 垄断是竞争的天然对立面……可是，既

然竞争不可避免，那末它本身就含有垄断的思想，因为垄断好象是每一个竞

争的个体的屏障。”

我们和蒲鲁东先生一同感到高兴的是，他总算有一次把他的

正题和反题的公式运用成功了。谁都知道，现代的垄断就是由竞

争产生的。

一牵涉到内容，蒲鲁东先生就得依靠诗意的形象。竞争曾经把

“劳动的每一细小部分”变成“一个好象是独立自主的领域，在这里

每个人都表现了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独立性”。垄断是“每一个竞

争的个体的屏障”。“独立自主的领域”至少和“屏障”同样好听。

蒲鲁东先生所讲的只是由竞争产生的现代垄断。但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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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竞争是由封建垄断产生的。可见，原来竞争是垄断的对立

面，并非垄断是竞争的对立面。因此，现代垄断并不是一个单纯的

反题，相反地，它是一个真正的合题。

正题：竞争前的封建垄断。

反题：竞争。

合题：现代垄断；它既然以竞争的统治为前提，所以它就是封

建垄断的否定，同时，它既然是垄断，所以就否定竞争。

因此，现代垄断，资产阶级的垄断就是综合的垄断，是否定的

否定，是对立面的统一。它是纯粹的、正当的、合理的垄断。蒲鲁东

先生把资产阶级的垄断当做粗野的、简陋的、矛盾的、痉攀状态的

垄断，这样他就陷入了和他的哲学自相矛盾的境地。蒲鲁东先生

在垄断问题上不止一次提到过的罗西先生，大概对资产阶级垄断

的综合性质理解得要深一些。他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程”６８中

举出人为的和自然的垄断之间的区别。他说：封建的垄断是人为

的，即专横的；资产阶级的垄断则是自然的，即合理的。

蒲鲁东先生推论说：垄断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

畴，是从“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中散发出来的东西。竞争也是一

件好事，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不过，不好的就是垄断的实际

和竞争的实际。更坏的是垄断和竞争的互相蚕食。怎么办呢？设

法找到这两个永恒思想的合题，把它从太古以来所寄居的神的怀

抱中拉出来。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竞争、垄断和它们的对抗，

而且可以找到它们的合题，这个合题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

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资本家彼此竞争着，竞争者逐

渐变成垄断资本家。如果垄断资本家用局部的联合来限制彼此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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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要加剧；对某个国家的垄断资本家来

说，无产者群众愈增加，各国垄断资本家间的竞争就愈疯狂。合题

就是：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持自己。

为了辩证地引导出随垄断而来的捐税，蒲鲁东先生向我们讲

述社会天才的故事。这位天才勇敢地在他那条曲折的道路上行

进。

“……他步伐坚定，不后悔也不踌躇；走到垄断的拐角，他用忧郁的目光

回头一望，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便对一切生产品课以赋税，并建立起一套行

政机构，以便把全部职务交给无产阶级并由垄断资本家付给报

酬”。      

关于这位饿着肚子在曲折的道路上散步的天才有什么可说的

呢？这种散步除了用捐税使资产者们毁灭以外没有别的目的，而实

际上捐税正是资产阶级保持统治阶级地位的手段；关于这种散步，

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为使读者约略地了解蒲鲁东先生对待经济细节的方法，只须

说明一点就够了：他认为消费税的规定是为了平等和救济无产阶

级。

消费税只是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产业资本是一种靠直接剥削劳动来维持、再生产和不断扩大自己

的持重而节俭的财富。在它手中消费税是对那些只知消费的封建

贵族们的轻浮、逸乐和挥霍的财富进行剥削的一种手段。詹姆斯

·斯图亚特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问世以前十年所发表的“政治经

济学原理研究”一书，对消费税的这种原始目的有很好的描写。

他说：“在君主专制下，君主对财富的增长似乎有些妒忌，所以就向发财

致富的人征收捐税，即向生产征税。而在立宪制度下，捐税主要落在日益贫

困的人身上，即落在消费身上。因此，君主们向工业征税…… 比如人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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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民财产税是根据纳税人的假定财富按比例征收的。每人按照假定的收益

相应地纳税。在立宪制度下，一般是向消费课税。每人按照他支出的多少相应

地纳税。”６９

至于捐税、贸易差额和信用（在蒲鲁东先生理性中）出现的逻

辑顺序，我们只要看到这一点就够了：英国资产阶级在奥伦治公爵

威廉三世时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制度之后，一到它可能自由发展自

己的生存条件时，立即建立了新的捐税制度、国家信用和保护关税

制度。

对于蒲鲁东先生在警察或捐税，在贸易差额、信用、共产主义

和人口等问题上所做的深谋远虑的推论，这些短短的说明已经足

以使读者获得一个正确的观念了。可以保证：任何评论，甚至是最

宽容的评论也不会对专讲这些问题的各章进行认真的研究了。

第四节 土地所有权或地租

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

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

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

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

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

虽然蒲鲁东先生表面上似乎讲的是一般的所有权，其实他所

谈论的不过是土地所有权，地租而已。

“地租和所有权一样，其起源可以说是不在经济范围之内：它根源于同财

富生产极少关系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第二卷第２６９页）

这样，蒲鲁东先生就是承认自己在了解地租和所有权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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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原因上是无能的。他承认这种无能使他不得不求助于心理上

和道德上的考虑；这些考虑的确同财富生产极少关系，但是同他那

狭隘的历史眼光却大有关系。蒲鲁东先生断言，所有权的起源包

含有某种神秘的和玄妙的因素。但是，硬使所有权的起源神秘化

也就是使生产本身和生产工具的分配之间的关系神秘化，用蒲鲁

东先生的话来说，这不是放弃对经济科学的一切要求了吗？

蒲鲁东先生

“只是提醒：在经济进化的第七个时代（即信用时代）①，现实曾为虚构所

排挤，人的活动有在空虚里消失的危险，因此有必要把人更紧地束缚于自然，

而地租就是这种新契约的代价。”（第二卷第２６５页）

有四十个埃巨的人②大概预感到后来会出现一个蒲鲁东先

生，因而说：“造物主先生，您怎么说都行。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的

主人，可是您绝不能使我相信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用玻璃做成

的。”７０在您的世界里，信用是使人消失于空虚的手段，因此，要把

人束缚于自然，土地所有权也许有必要。但是在现实生产的世界

上，土地所有权始终走在信用的前面，所以蒲鲁东先生的ｈｏｒｒｏｒ

ｖａｃｕｉ〔惧怕空虚〕是不可能存在的。

不管地租的起源怎样，只要它存在，它就是土地经营者和土

地所有者之间激烈争执的对象。这种争执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呢？

或者，换句话说，地租的平均额怎样呢？请看蒲鲁东先生是怎么

说的：

“李嘉图的理论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社会生活之初，人刚来到地球上，只

１８１哲学的贫困  第二章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①

② 伏尔泰同名小说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温顺、勤劳的农民，每年收入４０个埃巨。

埃巨（éｃｕ）是法国１８世纪以前的带名，价值三金镑。——译者注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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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大片的森林，土地广漠无垠，而工业仅仅萌芽，在这个时候，地租当然等于

零。未经劳动开垦过的土地是使用对象，并不是交换价值，它是公共的，但不

是社会的。由于家族繁衍和农业进步，土地逐渐开始具有价格。劳动使土地

具有价值，由此产生了地租。在付出等量劳动的情况下，收成愈多的土地，价

格也就愈高；因此，所有者总是力求把除去土地经营者的工资即除去生产费

用以外的全部土地产品攫为己有。于是所有权就紧跟在劳动之后，以便从劳

动那里夺取超过实际生产费用的全部产品。当所有者执行神秘的义务，以社

会集体的代表者的身份对待耕者的时候，土地经营者却命定只是负有义务的

劳动者，他有义务把超过他应得工资的全部所得向社会交代…… 因此，从

本质和使命来说，地租是一种可分配的公平的工具，是经济天才用来达到平

等的无数手段之一。这是所有者和土地经营者（在不能秘密串通的情况下）

为了更高的目的而从相反的角度编成的一份巨大的土地清册，其最终结果将

是土地使用者和产业家平均占有土地…… 必须具备所有权的全部魔力，才

能从耕者那里夺去他不能不视为己有的产品的余额，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产品

的唯一创造者。地租，或者更恰当地说，土地所有权，摧毁了农业上的自私，

产生了任何力量任何土地的分割所不能产生的团结…… 现在，所有权已经

获得道义上的成果，剩下的就只是分配地租了。”

所有这些响亮的词句首先可以归结如下：李嘉图说，农产品价

格超过它们的生产费用（包括资本的普通利息和利润在内）的余

额，就是地租的标准。蒲鲁东先生则更为高明，他使化装成ｄｅｕｓ

ｅｘｍａｃｈｉｎａ〔从机器里出来的神〕的所有者出面干预，以便从耕者

那里夺去超过生产费用的全部产品余额。他利用所有者的干预来

说明所有权，利用收租者的干预来说明地租。他回答问题的方法

就是重复应予说明的范畴，并在后面加上一个音节 。

 在古代的戏院里，扮演神的演员由特殊的机械装置送上舞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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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所有者（ｐｒｏｐｒｉéｔａｉｒｅ）的干预来说明所有权（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用收租者（ｒｅｎｔｉｅｒ）的

干预来说明地租（ｒｅｎｔ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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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要注意一点，蒲鲁东先生用土壤肥沃程度来决定地租，

使地租又有了一个新的起源，因为他认为土地在按照肥沃程度来

估价之前，“不是交换价值，而是公共的”。使行将消失于无限空虚

里的人回到土地上来的必要性，产生了地租；蒲鲁东关于地租的这

种虚构现在又到哪里去了呢？

李嘉图的学说被蒲鲁东先生用天命的、譬喻的和神秘的语句

煞费苦心地包扎起来了，现在我们来把它解开。

李嘉图所说的地租就是资产阶级状态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

从属于资产阶级生产条件的封建所有权。

我们看到，根据李嘉图的学说，一切物品的价格归根到底取决

于生产费用，其中包括经营利润；换句话说，价格取决于所用劳动

时间的多少。在工业生产中，使用劳动量最少的产品的价格决定

着其余的同类产品的价格，因为最便宜而效率又最高的生产工具

可以无限增加，而自由竞争必然产生市场价格，就是说，产生一种

一切同类产品的共同价格。

与此相反，在农业生产中一切同类产品的价格取决于生产中

使用劳动量最多的产品的价格。首先，这里不能象工业生产中那

样随意增加效率相同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即肥沃程度相同的土地

数量。其次，由于人口逐渐增加，人们就开始经营劣等地，或者在

原有土地上进行新的投资，这新的投资的收益比原始投资的收益

就相应地减少。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用较多的劳动获得较少的产

品。劳动必须增加是由人口的需要造成的，因此用高价耕种的土

地的产品就一定和用低价耕种的土地的产品同样有销路。但由于

竞争使市场价格平均化，所以优等地的产品就要同劣等地的产品

等价销售。优等地的产品价格中超过生产费用的这一余额就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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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假如人们可以随时得到肥沃程度相同的土地，假如农业也

和工业一样随时可以使用花费较少而效率较高的机器，或者假如

后来的土地投资和最初的投资获得的效果相同，那末，农产品的价

格就会象我们所见的工业产品价格一样，取决于最好的生产工具

所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但是，这样地租就会消失。

要使李嘉图的理论普遍正确，必须 使资本能够自由运用于

各生产部门；资本家间高度发展的竞争必须使利润达到同一水平；

必须使土地经营者变成普通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他要从他投入劣

等地 的资本中取得相当于他投资于任何工业部门时所能取得的

利润；必须使土地的耕作按照大生产制度进行；最后，还必须使土

地所有者本人只想得到货币收入。

可能发生象爱尔兰那样的情况：土地租佃已高度发展，但是还

没有地租。因为地租不仅是扣除工资以后，而且还是扣除经营利

润以后的余额，所以，如果土地占有考的收入只是来自克扣工资，

地租就不可能存在。

这样看来，地租不仅不把土地使用者、土地经营者变成简单的

劳动者，不仅不“从耕者那里夺取他不能不视为己有的产品的余

额”，而且它使土地所有者面对的已不是奴隶、农奴、代役租的农民

或雇农，而是资本主义企业家。自从土地所有权构成地租来源以

来，土地占有者所得的就只是超过生产费用（不仅由工资而且也由

经营利润决定）的余额。可见，地租正是从土地占有者那里夺去的

    

 在马克思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面，这一句话的开头改为：“要使李嘉图

的理论（只要肯定它的前提）普遍正确，还必须”。——编者注

 在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面：“投入劣等地”改为“投入土地”。——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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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收入 。在封建租佃者被资本主义企业家排挤以前，还经过

一个很长的时期。例如，在德国这种变化直到１８世纪的最后三四

十年间才开始。只有在英国，资本主义企业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

的这种关系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当蒲鲁东先生的耕者孑然独存的时候，还没有出现地租。可

是，一出现了地租，耕者就不再是土地经营者而是工人，即土地经

营者的耕者。劳动者沦为普通工、短工、替资本主义企业家作工的

雇农；象经营任何一个工厂一样地经营土地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出

现了；土地所有者由一个小皇帝变成一个普通的高利贷者；这就是

地租所表现的各种不同的关系。

李嘉图所说的地租就是把宗法式的农业变成商业性的企业，

把经营资本投入土地，使城市资产阶级移到乡村。地租并不把人

束缚于自然，它只是把土地的经营同竞争联在一起。土地所有权

一旦构成了地租的来源，它本身就成为竞争的结果，因为从这时起

土地所有权就依附于农产品的市场价值。作为地租，土地所有权

丧失了不动产的性质，变成一种交易品。只有在城市工业的发展

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组织迫使土地所有者只去追求商业利润，只去

追求农产品给他带来的货币收入，教他把自己的土地所有权看成

仅仅是一架为他铸造货币的机器以后，才可能有地租。地租使土

地所有者脱离土地，脱离自然，他甚至可以完全不了解自己的领

地，正象在英国那样。至于土地经营者，资本主义企业家和农业工

人，他们不束缚在他们取得收入的土地上，正如厂主和工厂工人不

    

 在１８８５年的德文版中，没有最后的两句，而在前面的“资本主义企业家”数字

之后做了如下的补充：“他用雇佣工人来经营土地，他只是把超出包括资本的

利润在内的生产费用的余额作为租金付给土地占有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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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缚在他们加工的棉花或羊毛上一样。他们或到切身有关的只是

他们的产品价格和货币收入。因此反动势力便发出悲叹，祈求回

到封建主义，回到美好的宗法式生活里，恢复我们祖先的淳朴的风

尚和伟大的德行。土地也服从于支配任何其他实业的那些规律，

这就是而且也永远是私利哀悼的对象。因此，可以说，地租是将田

园生活卷入历史运动的动力。

尽管李嘉图已经假定资产阶级的生产是地租存在的必要条

件，但是他仍然把他的地租概念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土地

所有权。这就是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作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

学家的通病。

蒲鲁东先生曾赋予地租以天命的目的——把耕者变成负有义

务的劳动者，现在他从这里转向地租的平均分配。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地租是由于肥沃程度不等的土地的产品

具有同等的价格造成的。所以假定一公石谷物在劣等地上的生产

费用是２０个法郎，那末，原值１０个法郎的一公石谷物就可以卖到

２０个法郎。

只要消费者由于需要而不得不购买市场上的全部农产品，农

产品的市场价格就由最昂贵的产品的生产费用来决定。正是这种

由竞争产生而绝不是由土壤肥沃程度不等产生的价格均等化，使

上等地的所有者能够从他的土地经营者所卖出的每一公石中取得

１０个法郎的地租。

我们暂且假定谷物的价格决定于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那

末，上等地生产的每一公石谷物将按１０个法郎的价格出售，而劣

等地生产的每一公石谷物就值２０个法郎。如果这个假定成立，那

末，平均市场价格就是１５个法郎，但是按照竞争的规律，平均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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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应为２０个法郎。假如平均价格等于１５个法郎，那末地租要进

行均等的或者别的什么方式分配都不可能，因为地租本身就不存

在。只有在生产者用１０个法郎生产的一公石谷物能卖２０个法郎

时，地租才能存在。蒲鲁东先生假定生产费用不等而市场价格相

等，那是为了把不等的产品进行均等的分配。

穆勒、舍尔比利埃、希尔迪奇等一些经济学家之所以要求地租

由国家掌握以代替捐税，我们是可以理解的。这不过是产业资本

家仇视土地所有者的一种公开表现而已，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土地

所有者只是整个资产阶级生产进程中一个无用的累赘。

但是，首先一公石谷物要按２０个法郎支付，然后再把取自消

费者的多余的那１０个法郎普遍进行分配，这的确足以使社会天才

在他那条曲折的道路上行进时闷闷不乐，并且走到第一个拐角就

碰破了自己的脑袋。

地租在蒲鲁东先生的笔下变成了

“所有者和土地经营者……为了更高的目的而从相反的角度编成的一份

巨大的土地清册，其最终结果将是土地使用者和产业家平均占有土地。”

只有在现代社会里，地租所造成的某种土地清册才可能有实

际意义。

但是，我们已经指出：土地经营者向土地所有者缴纳的租金只

是在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里才多少正确地表现了地租。而且这租

金里面往往也还包含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土地的位置、靠近

城市和其他许多情况都影响着租金的多少和地租的种类。这些不

可驳斥的论据足以证明，建筑在地租上面的土地清册是不精确的。

另一方面，地租不能作为表明一块土地肥沃程度的固定指标，

因为现代化学的应用不断改变着土质，而地质科学目前又在开始

７８１哲学的贫困  第二章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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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翻过去对相对肥沃的估价。英国东部各郡的广大土地直到大约

二十年前才着手开垦，在这以前，由于人们对腐植质和下层土的构

成之间的相互关系了解不够，这些土地没有开垦。

可见，在地租方面，历史不仅不给我们现成的土地清册，反而

经常把现有的一切土地清册加以改变或全部推翻。

最后，肥沃绝不象所想的那样是土壤的一种天然素质，它和现

代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块土地，用来种粮食可能很肥沃，

但是市场价格可以驱使耕者把它改成人工牧场因而变得不肥沃。

蒲鲁东先生发明的他那种甚至并不具备普通土地清册所具有

的意义的土地清册，纯粹是为了用来体现地租的天命的和平等的

目的。

蒲鲁东先生继续说：“地租就是付给永存不灭的资本即土地的利息。但

是由于这种资本不能在物质成分上有所扩大，只能在使用方法上不断改进，

所以，虽然贷款（ｍｕｔｕｕｍ）的利息或利润由于资本充斥而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但地租将由于生产更加完善和耕作的改进而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这就

是地租的实质。”（第二卷第２６５页）

这一次蒲鲁东先生在地租里面看到了利息的一切标志，所不

同的只是，地租是特种资本的利息。这种资本就是土地，它是永恒

的资本，“它不能在物质成分上有所扩大，只能在使用方法上不断

改进”。在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利息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地租却

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利息由于资本充斥而下降，地租由于生产更

加完善、土地使用方法日益改进而上升。

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看法的实质。

首先我们看看所谓地租是资本的利息这一说法有多少正确的

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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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地所有者本人来说，地租是他买进土地时所付出的或卖

出土地时所能收回的资本的利息。但是在买卖土地时他买进或卖

出的只是地租。土地所有者为了取得地租而付出的代价是以一般

利率而定，与地租的本质无关。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通常是低

于投入工商业的资本的利息。因此，如果不把土地给它的所有者

带来的利息同地租本身区分开来，那末似乎土地资本的利息比其

他资本的利息还要低些。但是，问题不在地租的买价或卖价，不在

它的市场价值，不在资本化的地租，而在地租本身。

租金不仅包含真正地租，而且还可能包含投入土地的资本的

利息。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者不是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而是

以资本家的身份获得这一部分租金。不过，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讲

的真正的地租。

只要土地不被用作生产资料，它就不是资本。正如所有其他

生产工具一样，土地资本是可以增多的。我们不能在它的物质成

分上（用蒲鲁东先生的说法）添加任何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增加作

为生产工具的土地。人们只要对已经变成生产资料的土地进行新

的投资，也就是在不增加土地的物质即土地面积的情况下增加土

地资本。蒲鲁东先生所理解的土地的物质，就是有空间界限的土

地。至于他所说的土地的永恒性，我们并不反对土地作为一种物

质具有这种性质。但是土地资本也同其他任何资本一样不是永恒

的。

产生利息的黄金和白银，也和土地一样是经久而永恒的。如

果说金价、银价下跌而地价却上涨，那末，这绝不是由于土地的本

性多少是永恒的缘故。

土地资本是固定资本，但是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一样也有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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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土地方面已有的种种改良要求人们把它们保持下来并进一步

改良。这些改良只有在一定时期内才有效用，这和所有别的用来

使物质变成生产资料的改良是一样的。假如土地资本是永恒的，

那末，有些地方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面貌，罗马近郊平原、西西里

岛和巴勒斯坦就会仍然放出昔日繁盛的全部光辉。

甚至有时有这样的情况：对土地实行的改良还保存着，而土地

资本却已消失。

首先，这种情况每一次都是在真正的地租由于有新的更肥沃

的土地的竞争而被消灭的时候发生；其次，改良在一定时期内是可

贵的，但自农艺学的发展使其普及以后，就不足贵了。

土地资本的代表不是土地所有者而是土地经营者。作为资本

的土地带来的收入不是地租而是利息和经营利润。有些土地产生

这种利息和这种利润，但不产生地租。

总之，土地只要产生利息，就是土地资本，但是，它既是土地资

本，也就不能提供地租，就不能形成土地所有权。地租是实行土地

经营时那种社会关系的结果。它不可能是土地所具有的多少是经

久的持续的本性的结果。地租来自社会，而不是来自土壤。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耕作的改进”（“生产更加完善”的后果）

是地租不断上升的原因。其实恰恰相反，这种改进迫使地租周期

地下降。

一般说来，农业上或工业上的一切改良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用

同样多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就是用更少的劳动生产出同样

多或者更多的产品。由于这些改良，土地经营者可以避免用更多

的劳动获得比较少的产品。这时，他已没有必要去耕种劣等地，他

在同一块土地上继续进行投资可以取得相同的收获。因此，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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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不但不能象蒲鲁东先生所说的提高地租，它们反而成为地租

上升的暂时障碍。

１７世纪英国的土地占有者们非常明白这个真理，他们唯恐自

己的收入减少，就反对农业上的成就。（参看查理二世时期英国经

济学家配第的著作７１）

第五节 罢工和工人同盟

“任何旨在提高工资的运动除了使粮食、酒等等涨价即引起贫困的加剧

以外，不可能产生别的结果。要知道，什么是工资？工资就是粮食……的成

本，就是一切物品的全部价格。再进一步说，工资就是组成财富和工人群众

每日为再生产而消费的各种要素的比例性。因此，将工资提高一倍……就等

于把超过生产者产品的部分发给每一个生产者，这当然是矛盾的。如果只是

在少数生产部门内提高，就会使交换普遍混乱，总之，会引起贫困的加剧……

我可以断言：导致提高工资的罢工不能不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涨，这同二加二

等于四一样确实。”（蒲鲁东，第一卷第１１０、１１１页）

除了二加二等于四以外，我们否定上述一切论点。

首先，不可能有价格的普遍上涨。如果一切物品的价格都和

工资同时增加一倍，价格并不会因此发生任何变化，起变化的只是

说法而已。

其次，普遍提高工资绝不会引起商品或多或少的普遍腾贵。

实际上，假如一切生产部门都按照固定资本或所用劳动工具的比

例使用等量的工人，那末，普遍提高工资就会使利润普遍降低，而

商品的市场价格却不会有任何变化。

但是，由于各生产部门中手工劳动对固定资本的比例并不一

样，所以凡固定资本较多而工人较少的部门迟早总不得不降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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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商品价格。反之，如果它们的商品价格不降低，它们的利润就

一定会超过利润的一般水平。要知道，机器是不要工资的。因此，

普遍提高工资对于那些使用机器较多而工人较少的生产部门，影

响就比较小。但是，由于竞争不断使利润平均化，某些利润超过一

般水平的现象只能是暂时的。可见，如果除去某些波动情况，普遍

提高工资的结果就不是蒲鲁东先生所说的价格普遍上涨，而是价

格的局部下跌，主要是用机器制造的商品的市场价格的下跌。

利润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只是表示资本家和工人分享一个工

作日的产品的比例，在大多数情况下绝不致影响产品的价格。至

于“导致提高工资的罢工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涨，甚至引起贫困的加

剧”，这种思想只有不可理解的诗人的头脑里才能出现。

在英国，罢工常常引起某种新机器的发明和应用。机器可以

说是资本家用来对付熟练工人反抗的武器。现代工业中一个最重

大的发明——ｓｅｌｆ－ａｃｔｉｎｇｍｕｌｅ〔自动骡机〕击溃了进行反抗的

纺纱工人。如果说用来反对同盟和罢工的机械发明的加强是同盟

和罢工的唯一结果，那末就这一点来说，同盟和罢工对工业的发展

也是有巨大影响的。

蒲鲁东先生继续说：“莱昂·福适先生在１８４５年９月……发表的一篇文

章中说：近来英国工人对同盟已不发生兴趣（这是一种进步，我们当然只有向

他们表示祝贺），然而工人在精神上的这种改善主要是经济上开化的结果。

在波尔顿的一次集会上一个纺纱工人大声说过：‘工资不是由厂主决定的。

在萧条时期老板们可以说只是充当必然性手中的鞭子，不管他们愿意不愿

意，他们只得鞭打。供求关系是具有调节作用的原理，这一点是老板们无法

操纵的’……”蒲鲁东先生大叫道：“好啊，这就是驯良的模范工人”……“英

    
 自动纺纱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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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就是还缺少这种贫困；但愿它不要跨过海峡。”（蒲鲁东，第一卷第２６１、

２６２页）

在英国的各城市中，波尔顿的激进主义声势最大。波尔顿的

工人是以革命最坚决闻名的。当英国为废除谷物法而掀起广泛的

鼓动宣传的时候，英国厂主们认为，没有工人打先锋，他们就对付

不了土地所有者。但是由于工人利益同厂主利益的对立并不亚于

厂主利益同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对立，所以，很自然，厂主们在工人

的集会上是注定要失败的。厂主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组织了一

些有名无实的集会，参加者主要是一些工头、少数忠于他们的工人

和道地的生意朋友。后来，真正的工人要参加集会（当时波尔顿和

曼彻斯特的情况就是这样），反对这种人工示威，却被拒于大门之

外，说这是ｔｉｃｋｅｔ－ｍｅｅｔｉｎｇ〔凭票入场的集会〕，只有持入场券的

人才能参加。可是墙上的招贴明明写的是公众的大会。每逢举行

这种集会的时候，厂主们的报纸总是把会上的发言大登特登。不

用说，在会上发言的都是一些工头。伦敦的报纸一字不改地将他

们的发言全文转载。不幸蒲鲁东先生竟把工头当成普通工人，而

且严禁他们渡过海峡。

１８４４年和１８４５年罢工的消息比往年少了，这是因为１８４４年

和１８４５年是１８３７年后英国工业繁荣的头两年。尽管这样，那时并

没有一个工联解散。

现在我们来听听波尔顿的工头们的发言。他们说，厂主并没

有权力操纵工资，因为产品价格不决定于厂主，其所以不决定于厂

主，则是因为厂主没有权力操纵世界市场。于是他们根据这个理

由，要工人们了解到，不应当组织同盟来要挟主人增加工资。蒲鲁

东先生则相反，他禁止组织同盟是唯恐引建工资的提高，因而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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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的加剧。不言而喻，工头们和蒲鲁东先生在提高工资就等于

提高产品价格这一点上是同声相应的。

但是，使蒲鲁东先生引为憾事的真正原因是不是唯恐贫困加

剧呢？不是。他对波尔顿的工头们恼怒纯粹是因为他们用供求关

系来确定价值，毫不关心构成价值，即达到构成状态的价值，毫不

关心价值的构成，其中包括不断的交换可能性以及其他一切同天

命并列的关系的比例性和比例性的关系。

“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不仅刑法典上如此规定，而且经济体系、现存制度

的必然性也说明这一点…… 每一个工人有单独支配自己的人身和双手的

自由，这是可以容忍的，但是社会不能容许工人组织同盟来压制垄断。”（第

一卷第３３４、３３５页）

蒲鲁东先生想把法国刑法典的条文说成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

的必然的和普遍的结果。

在英国，组织同盟是议会的法令所认可的，而且正是经济体系

迫使议会批准了这种法律。１８２５年，在哈斯基森大臣任内，议会必

须修改法律才能更加适应自由竞争所造成的环境，在这个时候，议

会不得不废除一切禁止工人组织同盟的法律。现代工业和竞争愈

发展，产生同盟和促进其活动的因素也就愈多，而同盟一经成为经

济事实并日益稳定，它们也必然很快地成为合法的事实。

因此，法国刑法典的有关条文至多只能证明，在制宪会议和帝

制时期，现代工业和竞争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７２。

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 在给同盟定罪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只是动机各不相同而已。

 指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在法国是傅立叶主义者，在英国是欧文主义者。——

弗·恩·（恩格斯在１８８５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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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向工人说：不要结成同盟。如果你们结成同盟，就会

破坏工业的正常工作，妨碍厂主满足订户的要求，扰乱商业和加速

采用机器，这样，你们的一部分劳动就会毫无用处，机器将迫使你

们接受更低的工资。同时，你们一定会徒劳无益的。你们的工资总

是决定于劳动人手的供求关系；抗拒政治经济学的永恒规律，不但

可笑，而且危险。

社会主义者向工人说：不要结成同盟，这样做归根到底你们会

得到什么呢？能提高工资吗？经济学家可以非常清楚地向你们证

明：即使事情顺利，在短期内多拿到几文钱，但是以后工资要永远

减少下去。熟练的核算家会向你们证明：单是你们组织和维持同

盟所必需的一笔经费，就需要经过若干年才能从提高的工资中得

到补偿。而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则要告诉你们：即使不谈钱的问

题，你们绝不会因为结成了同盟就不再当工人，而老板将来却照旧

当他的老板。所以，不需要任何同盟，不需要任何政治，因为组织

同盟不就是搞政治吗？

经济学家希望工人在目前已经形成、经济学家已经在自己的

教科书上记载和规定的社会里停滞不前。

社会主义者劝告工人不要触动旧社会，以便更好地进入他们

用非凡的先见之明准备就绪的新社会去。

不管什么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不管什么教科书和乌托邦，

同盟片刻不停地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成长而日益进步和扩大。

现在甚至可以说，同盟在一国内的发展程度可以确切地表明该国

在世界市场等级中所占的地位。工业最发达的英国就有最大的而

且也组织得最好的同盟。

在英国，工人们就不限于组织一些除临时罢工外别无其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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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和罢工一起结束的局部性同盟。他们还建立经常性的同盟

——工联，作为工人同企业主进行斗争的堡垒。现在，所有这些地

方工联已组成为全国职工联合会７３，拥有会员８００００人，中央委员

会设在伦敦。工人在组织这些罢工、同盟、工联的同时也进行政治

斗争，现在工人们正在宪章派的名义下形成一个巨大的政党。

工人们最初企图联合时总是采取同盟的形式。

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起来。竞争把他们的利害

关系分开。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

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因此，同盟总是具有

双重目的：消灭工人之间的竞争，以便同心协力地同资本家竞争。

反抗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工资，后来，随着资本家为了压制工

人而逐渐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工人们为抵制

经常联合的资本而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下

面这个事实就确切地说明了这一点：使英国经济学家异常吃惊的

是，工人们献出相当大一部分工资支援经济学家认为是单只为了

工资而建立的联盟。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一

切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达到这一点，同盟就具有政治性质。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

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

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

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

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

治斗争。

我们应当把资产阶级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资产阶级

在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的统治下形成为阶级；第二是形成阶级之

６９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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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推翻封建主义和君主制度，把旧社会改造成资产阶级社会。第

一个阶段历时较长，花的力量也最多。资产阶级也是从组织反对

封建主的局部性同盟开始进行斗争的。

对资产阶级所经历的各个历史阶段———从城市自治团体直

到构成阶级，已有不少的探讨。

但是，当问题涉及到对罢工、同盟以及无产者在我们眼前实现

他们组成为阶级所采用的其他形式给以明确估价的时候，一些人

就陷入真正的惶恐，另一些人就显出先验的蔑视。

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

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

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

关系不再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

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

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这是不是说，旧社会崩溃以后就会出现一个表现为新政权的

新阶级的统治呢？不是。

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

资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 。

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

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

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

 这里所谓等级是指历史意义上的封建国家的等级，这些等级有一定严格限定

的特权。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等级及其特权。资产阶级社会只有阶级，因此，

谁把无产阶级称为“第四等级”，他就完全违背了历史。——弗·恩

·（恩格斯在１８８５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７９１哲学的贫困  第二章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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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以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抗仍然是一个阶级反

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成为全

面的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成为最大的

矛盾、将导致人们的肉搏，这用得着奇怪吗？

不能说社会运动排斥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哪一种政治运动不

同时又是社会运动的。

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

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

结论总是：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

治·桑）７４

８９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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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基佐的穷途末日。法国

资产阶级的现状

英国的戏院应该把“扬恶学校”７５这个剧目从节目单上勾掉

了，因为事实上最大的扬恶学校已经出现在巴黎的众议院。最近

四、五个星期内那里发生的和宣扬出来的丑事之多，真是议会辩论

记录上前所未见的。你们记得，邓科布先生曾经提议在你们光荣

的下院的门前刻上这样一句题词：“在此四壁之内，进行着最卑鄙

龌龊的勾当。”现在有人足以和你们的那一群资产阶级立法者相

媲美了。这里人们的所做所为会使英国的那一伙恶棍自愧不如。

古老的英国的脸面得到了保全：德·日拉丹先生赶过了罗巴克先

生，杜沙特尔先生打破了詹姆斯·格莱安先生的记录。

我不打算在这里把最近几个星期内所揭发出的丑事全部列举

出来。我决不谈那好几十件已交付法庭审理的行贿案，决不谈那

位企图用不无妙处的手段把高等骗子的一套做法带到土伊勒里宫

去的侍从武官圭丹先生。我也不想向读者详细地讲述那位前陆军

大臣、法国贵族居比耶尔将军的丑事，这位将军曾托辞必须向内阁

行贿才能取得开业许可而骗取了一个矿业公司的４０张股票，他泰

然自若地把这些股票塞进了自己的腰包，目前他正为这件事在贵

族院受审。我不讲这些事情，我只从众议院的两三次会议里选择

几个典型的事例，你们从这些例子就可以想见一般了。

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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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院议员，“新闻报”编辑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无论在

众议院里还是在他的报纸上都支持新成立的“进步保守派”，最近

一个时期他变成了内阁的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可是不久以前他

还是这个内阁的支持者。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干有魄力的人，可是

却毫无原则。从他初出茅庐的时候起，他就不顾羞耻地采取各种

手段谋取显赫的社会地位。就是这位先生曾强迫“国民报”的著名

编辑阿尔芒·加莱尔和他决斗，结果加莱尔被他用枪打死，他因而

给自己铲除了一个危险的竞争者。象这样一个拥有一家有影响的

报纸同时又是众议院议员的人物，政府当然很有必要取得他的支

持，但是德·日拉丹先生的支持卖得（他的支持向来是出卖的）可

不便宜。德·日拉丹先生和内阁进行交易已不止一次，但并不是

每一次都能使双方心满意足。同时德·日拉丹先生总是准备着随

风转舵的。由于预料到可能和基佐内阁决裂，他就利用自己的有

利地位或通过他的那些身居高位的朋友和代理人，尽量地搜集各

种肮脏的交易、贿赂、舞弊等等的情报。他从这次会议上各党派之

间进行的辩论看出，基佐和杜沙特尔倒台的时刻已经不远了。他

是新成立的“进步保守派”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曾不止一次地威

胁政府，如果政府一意孤行的话，他将把满腔的怒火全部对它发泄

出来。基佐先生用极为轻蔑的词句拒绝和这个新的党派达成任何

妥协。这个党退出了多数派，并开始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来和它

为难。在众议院辩论财政以及其他问题的时候，揭发出来的丑事

太多了，以致基佐先生和杜沙特尔先生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把几

位同僚推下台去。可是补缺的人都是些无足轻重的人物，没有一

个党派感到满意，内阁与其说巩固了倒不如说削弱了。后来就发

生了居比耶尔事件，这件事使多数派的人们也都对是否还能够替

００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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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佐先生保住位置发生了某些怀疑。这时候，德·日拉丹先生看

出内阁已彻底瓦解，毫无力量，他终于认为该把自己那个装满丑事秘

闻的潘多拉的盒子７６拿出来了，通过揭发那些甚至会动摇众议院之“腹”
７７

对内阁的信任的丑事，彻底击溃这个已经摇摇欲坠的内阁。

首先，他指控内阁曾以８万法郎的价钱出卖过一个贵族封号，

但是收了钱以后却没有履行诺言！贵族院认为“新闻报”上讲的这

些话侮辱了自己，请求众议院准许把德·日拉丹先生交付贵族院

法庭审判。这一请求在众议院引起了辩论，在辩论的过程中，德·

日拉丹先生完全坚持自己所提出的指控，他说他掌握了证据，但拒

绝提出人名，因为据他自己讲，他不愿意当告密人。可是他说他已

经在私人谈话中向基佐先生三次提起此事，而基佐先生哪一次也

没有加以否认，又说有一次他向杜沙特尔先生谈起此事，杜沙特尔

先生回答道：“这是我不在的时候发生的，事后我提出了反对；这是

基佐先生干的。”杜沙特尔先生对这一切矢口否认。德·日拉丹

先生说道：“那末我来向各位证明，兜揽这种生意是政府的家常便

饭。”于是他宣读了亚历山大·德·日拉丹将军（据我所知，他是

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的父亲，后者是这位将军的私生子）给国

王的一封信。德·日拉丹将军在这封信里向国王表示，他感谢赏

赐给他的贵族封号，但同时又说，基佐先生后来向他提出了一个受

封的条件，要他（德·日拉丹将军）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制止艾米尔

·德·日拉丹先生的反对政府的行为，他（德·日拉丹将军）不同

意干这种交易，因此他谢绝这个贵族封号。杜沙特尔先生说道：

“噢！要是全部问题只在于这一点的话，那我要告诉各位，艾米尔·

德·日拉丹先生自己曾向我们表示，如果我们给他一个贵族封号

的话，他就停止反对政府。但是我们拒绝了他。”Ｈｉｎｃｉｌｌａｅ

１０２基佐的穷途末日。法国资产阶级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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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ｃｒｉｍａｅ！〔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至于那封信里所讲的事

情，杜沙特尔先生却一字不提。于是众议院议决，艾米包·德·日

拉丹先生应受贵族院法庭审判。审判举行了。德·日拉丹先生仍

旧坚持自己对政府的指控，但是他说，既然卖出的贵族封号未经授

予，他所指责的只可能是政府而不可能是贵族院。于是贵族院法

庭宣告他无罪。后来日拉丹先生又揭发一件丑事。去年曾有人筹

办一个叫做“时代”的大型报纸，该报的任务是支持政府，把一切反

对派的报纸都排挤掉，代替索价过高的德·日拉丹先生的“新闻

报”来支持政府。这个计谋彻底破产了，德·日拉丹先生本人从中

捣鬼也是原因之一。象这种捣鬼的事情没有一件少得了他。被指

控对报界实行贿买的杜沙特尔先生，声称政府从未资助过任何报

纸。德·日拉丹先生在反驳的时候指出了一件无人不知的事实，

即“时代”的编辑们曾屡次向杜沙特尔先生求乞，最后杜沙特尔先

生对他们说：“黄金白银我可没有，不过我有什么给你们什么就是

了”，——他给了他们一项在巴黎开设第三家歌剧院的特权，“时

代”的“贵人们”把这项特权卖了１０万法郎，其中６万用来贴补该

报，下余的４万则不知去向。杜沙特尔先生又是矢口否认；可是这

的确是一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事。

此外，德·日拉丹先生又讲了几件类似的事情，但上面举出的

几个例子已足够说明问题了。

昨天，德·日拉丹先生在众议院又起来讲话，他宣读了几封

信，这些信件证明，杜沙特尔先生命令公家出资把关于上述赐予贵

族封号一事的辩论印成文件，分发给全国各市政委员会；可是在这

份内阁报告里，日拉丹先生和杜沙特尔先生的发言转述得都不正

确，相反地，这两个人的发言都被窜改了，使人感觉德·日拉丹先

２０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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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是一个可笑的诽谤者，而杜沙特尔先生却象一位十足的正人君

子。至于事件的本身，德·日拉丹先生仍旧坚持自己所讲的一切，

并且挑战式地向政府提议，要末成立一个议会委员会来推翻他的

指控，要末就以诽谤的罪名把他交付法庭审判。他说，在这两种场

合下，他必须讲出有关人的名字以及事情的全部细节，这样他既可

以证实他的指控又不致落到一个小探子的地位。这些话在众议院

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杜沙特尔先生一概否认，德·日拉丹先生

坚持到底；杜沙特尔先生再否认，德·日拉丹先生再坚持；两个人

就在众议院的各个“合唱团”彼此攻讦的喊声中这样翻来复去地争

吵不休。其他反对派的议员也向政府挑衅，要求把这件事或是交

给一个议会委员会去调查或是交付法庭审理。最后，杜沙特尔先

生说：

“如果委托议会去调查，先生们，那就等于首先肯定众议院的多数对政府

的廉洁有所怀疑；因此，一旦调查委员会成立，在同一天我们就得让位给别

人；如果各位有所怀疑，就请坦白地说明，我们立刻就辞职。”

德·日拉丹先生说：“既然这样，那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此事交付法

庭审理了。我随时准备受审。只要你们敢这样做，就把我送交陪审法庭好了。”

司法大臣阿贝尔反驳道：“不，我们不这样做，因为众议院的多数将会公

断。”

奥迪隆·巴罗先生说：“可是要知道，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纯粹是一

个法律问题。处理这样的问题不在我们的权限以内，这是法庭的事。既然德·

日拉丹先生在他的报纸上诽谤了政府，为什么你们不把他交付法庭审判呢？”

“我们不愿意这样做！”

“很好，可是这里还对其他一些买卖贵族封号的人提出了明明白白的控

告，为什么不把他们交付审判呢？至于‘时代’和开设歌剧院的特权这件事情，

如果象你们所说的那样，你们没有参与其事，那你们为什么不把那些参与这

种卑鄙龌龊的勾当的人们交付法庭审判呢？这里明明白白地提出了控告，甚

至已经有部分的证据证明这一系列的罪行；为什么皇家检察官不象自己职责

３０２基佐的穷途末日。法国资产阶级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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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求的那样，对被控犯有这些罪行的人提起公诉呢？”

阿贝尔先生回答道：“我们不提起公诉，因为控告的性质和提出控告的那

些人的名声使皇家法律工作人员无法认为这些控告是真实的。”

这些话时时被抱怨、叫喊、敲桌子的声音和各种各样的嘈杂声

所打断。众议院举行的这一次从根本上震撼了基佐内阁的无与伦

比的会议，最后以投票表决结束，投票结果证明：虽然多数对内阁

的信任可能动摇了，但是他们的投票制度却没有动摇！

“众议院在听取了内阁的解释以后，认为满意，现在转入本日的议程！”

你们觉得怎样？认为哪一个好一些呢？是内阁还是多数？是

法国众议院还是你们自己的下院？杜沙特尔先生好还是詹姆斯·

格莱安爵士好？我敢说你们会感到难以抉择。可是他们之间有一

点是不同的。英国资产阶级到目前为止还必须和贵族做斗争。因

为英国贵族虽然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但是还没有完全被挤掉。

英国贵族一向可以在资产阶级本身某些派系中找到一定的支持，

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这种分裂，贵族才得免于彻底灭亡。在目前，

国家债权人、银行家、有固定收益的人以及相当大一部分船主都支

持贵族对工业家进行斗争。整个废除谷物法的运动就是证明。因

此，英国资产阶级中先进的部分（我指的是工业家）还能够实行一

些加速贵族瓦解的进步的政治措施，工业家甚至将不得不这样做；

他们必须扩大自己的市场，要扩大市场就必须减低价格。可是要

减低价格就必须先降低生产费用，而这主要地又要依靠降低工资

才能办到。要降低工资，再可靠没有的办法就是减低生活必需品

的价格；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方法只有一个，即减低税额。就是

这样一根逻辑的链条牵着英国的工业家们，使他们必须把国教会

消灭掉，必须削减或“公平地调整”国债。只要他们一旦发觉（也势

４０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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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会发觉）世界市场已不能经常不断地吸收他们的产品，他们就非

实行这两项措施以及其他类似的措施不可。可见，英国资产阶级

到现在为止还是在前进的道路上；他们还必须推翻贵族和享有特

权的僧侣；他们将不得不实行一系列只有他们才能胜任的进步措

施。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情况就不同了。法国既没有世袭贵族也

没有土地贵族。革命已经把他们一扫而光。这里也没有享有特权

的教会或是国教会；相反地，新教的僧侣们和天主教僧侣们全都从

政府那里领取薪俸，二者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在法国，工业家不

可能和国家债权人、银行家以及船主进行什么重大的斗争，因为在

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中，国家债权人和银行家（他们同时还是铁

路、矿业以及其他公司的主要股东）无疑是最强有力的，而且自

１８３０年以来，政权就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其中只有很短的几次间

隔。工业家在国外市场上被外国的竞争压倒，在国内市场上又毫

无把握，他们没有可能强大到能够顺利地对银行家、国家债权人进

行斗争。相反地，他们的情况一年不如一年；他们的政党从前在众

议院占半数而现在只不过占三分之一。从以上可以看出，统治的

资产阶级，不论是整个这一阶级还是其中的哪一部分，根本不能做

出什么“进步”；可以看出，１８３０年革命以后法国资产阶级既已取

得完全的统治，这个统治阶级就只有逐渐地走向灭亡。它也正是

这样做的。资产阶级没有向前进，它不得不倒退了，它限制出版自

由，取消集会结社的自由，颁布各种各样的特别法以便压制工人。

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所揭发的丑闻十分明显地证明，在法国，统治的

资产阶级已经彻底地老朽“无用”了。

事实上大资产阶级现在处境很尴尬。它好容易才找到基佐和

杜沙特尔替它执政。它支持他们执政七年，每次选举都保证他们

５０２基佐的穷途末日。法国资产阶级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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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更有力的多数选票。现在众议院里所有的反对派都毫无力

量，基佐和杜沙特尔的全盛时代似乎已经开始，可是恰好就在这个

时候，内阁中竟暴露出这样多见不得人的事，以致无法再继续执

政，即使众议院全体一致支持它也不行了。毫无疑问，基佐和杜沙

特尔以及他们的同僚在最近的将来就会辞职；他们可能在内阁里

再勉强坐上几个星期，但是他们的末日已经很近很近了。他们下

台以后谁上台呢？只有上帝知道！他们可以重复路易十五的话了：

“我去后，管它洪水泛滥，国破家亡，天翻地复！”梯也尔不能获得多

数。摩莱老朽无用；他将会遇到重重困难，他要想获得多数的支

持，也必须去干那些丑恶的勾当，因此他的下场也会象基佐一样。

主要的困难就在这里。今天的选民永远会选出象目前在众议院开

会的那样的多数；今天的多数永远需要一个象基佐和杜沙特尔之

流所组成的内阁，也就是无所不为的内阁；而任何这样的内阁在社

会舆论的压力下都不会站住脚的。现今的制度就是在这样一个圈

子里面转来转去转不出来。但是象这样继续下去是不可能的。那

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冲出这个圈子，实行选举改革；可是

选举改革意味着准许小企业主参加投票，而这对法国说来就是“末

日的开始”。路特希尔德和路易－菲力浦都非常清楚：让小资产阶

级也成为选民不意味着别的，正意味着《ＬＡＲＥ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共和国！”〕

１８４７年６月２６日于巴黎

本文是弗·恩格斯写的

载于１８４７年７月３日“北极星报”

第５０６号，并在标题下附有编者注：

“本报驻法国首都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４０年

“无产阶级革命”第４期

６０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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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７８

布鲁塞尔９月５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７９第７０号转载了

“莱茵观察家”的一篇文章，正文前面加了这样一句：

“从下面可以看出，第２０６号‘莱茵观察家’在宣传共产主义。”

不管这句话是不是讽刺，共产主义者必须反对这种说“莱茵观

察家”好象能够宣传共产主义的论调，特别是要反对说“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７０号转载的那篇文章好象是在宣传共产主义。

相当多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经常叫嚣反对自由资产阶级，而结

果，除了德国各邦政府，这种做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现在象“莱

茵观察家”一类的政府报纸竟根据这些先生的词句声称，硬说代表

无产阶级利益的不是自由资产阶级，而是政府；共产主义者不论和

前者还是和后者，都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

的确有人力图把这些论调强加在德国共产主义者身上，并责

备他们和政府结成了联盟。

这种责难是很可笑的。政府不会同共产主义者联合，共产主

义者也不会同政府联合。原因很简单：在德国所有的革命党派中

间，共产主义者的党是最革命的，这一点政府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清

楚。

共产主义者怎能同宣布他们为国事犯而且把他们当国事犯看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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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的政府结成联盟呢？

政府怎能在自己的报刊上宣传那些在法国被看做是（这个政

府本身也常常这样认为）蛊惑人心、破坏一切社会基石的无政府主

义的原则呢？

这是不能想象的。仔细研究一下所谓的“莱茵观察家”的共产

主义我们就会看到，这种共产主义是非常幼稚的。

文章一开头谈到：

“在观察我们的（！）社会状况的时候，我们看到到处都是灾难困苦（！），我

们应当承认，是有许多疏忽的地方。这是明显的事实，不过只是（！）发生了一

个问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深信，我们的国家制度并没有过错，因为

（！）法国和英国的社会状况要（！）糟得多。可是（！），自由派认为只有代议制

才是灵丹妙药。他们说，如果人民有了自己的代表机关，就会使自己的状况

得到改善。这当然完全是妄想，但同时（！）好象又十分（！！）近乎真理。”

我们从这几句话看到了活生生的《Ｂｅｏｂａｃｈｔｅｒ》本人的形象；

我们看到，他神情茫然，咬着笔杆，不知道如何下笔；他一面琢磨一

面写，划掉又重写，最后，用了好长的时间，写出上面这段冠冕堂皇

的文字。为了能够攀扯到他的祖传宝物——自由派，他先从“我们

的社会状况”谈起，换句确切的话来说，就是从“观察家”自己的社

会地位谈起，他的地位当然会有不妙的地方。他从肯定我们的社

会状况十分可怜和有许多疏忽这种极其笼统的观察出发，通过运

用一系列极其晦涩的辞藻，勉强达到这样一点，即在他面前只有一

个问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是他的这个问题的产生只是为

了马上又消失。实际上，这位“观察家”没有说明这是什么原因造

    

 双关语：德文的《Ｂｅｏｂａｃｈｔｅｒ》是“观察家”的意思。——编者注

８０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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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也没有说明，什么原因不会造成这种现象，他只是说明了他

深信不会造成这种现象的东西，这种东西当然就是普鲁士的国家

制度。他通过果敢的“因为”二字，便从普鲁士国家制度转到法国

和英国，从这里他只要轻轻一跳，就到了普鲁士的自由派；他这一

跳的确毫不费力，只用了一个根据不多的“可是”就跳到了。这样，

他终于到达了自己心爱的阵地，他可以从这里大声疾呼地说：“这

当然完全是妄想，但同时（！）好象又十分（！！）近乎真理”。但同时

又十分！！！

难道共产主义者竟堕落到这种地步，以至可以认为上面这些

辞藻、这些经典式的转语、这些忽而产生忽而消失的问题以及这些

妙不可言的只是、因为、可是，尤其是“但同时又十分”等用语都是

他们创造的吗？

在德国，除了“老统帅”阿尔诺德·卢格，有这种写作本领的人

是不多的，而为数不多的这些人也全是艾希霍恩先生部里的国教

顾问。

我们没有必要研究这段前言的内容。除了平庸的形式而外，

这段话毫无内容；这只是一个入口，从这里进去就是我们这位观察

家国教顾问宣扬对自由派实行十字军讨伐的场所。

我们听听他的议论：

“自由派首先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有一种比官僚更容易、更吸引人的接近

人民的形式（连达尔曼先生或盖尔温努斯也从没有用过这样晦涩费解的文

辞）①。自由派张口闭口都谈人民的福利、人民的权利。其实它只是把人民当

成恐吓政府的工具，人民只是它大举进攻政府当局时的炮灰。把政权搞到自

己手里，这才是自由派的真正意图，而人民的福利，对它来说是次要的。”

９０２“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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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国教顾问先生是不是以为，他在这里向人民提出了什么

新东西呢？人民，尤其是其中主张共产主义的人，知道得很清楚，自

由派资产阶级只关心他们本身的利益，很难指望他们会对人民表

示同情。但假如国教顾问先生由此做出结论，说人民参加政治运

动会被自由派资产阶级利用来达到其自身的目的，那我们就不能

不这样回答他：这在国教顾问看来也许完全近乎真理，但同时又是

极端的妄想。

人民，或者（如果用个更确切的概念来代替这个过于一般的含

混的概念）无产阶级考虑问题的方法却是和宗教事务部的人士所

想象的完全不同。无产阶级不会问，人民的福利对资产者是重要

的还是次要的，资产者是不是想把无产者当炮灰。他们根本不想

知道资产者想怎么样，他们想知道的是资产者被迫追求的目的是

什么。问题就在于什么能使无产阶级取得更多的手段以达到自己

目的：是目前的政治制度即官僚统治，还是自由派想望的制度即资

产阶级统治。他们只要把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地

位跟他们在德国的地位比较一下就会相信，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

使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中得到崭新的武器，而且

还给他们创造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地位——他们已成为一种

公认的力量。

国教顾问先生也许以为，日益靠近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不会利

用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吧？请他看看英法的工人报纸吧！请他看

看（即使一次也好）宪章派的群众大会吧！

但是，编辑“莱茵观察家”的宗教事务部的人士，对无产阶级的

看法却十分独特。这些先生以为，所谓无产阶级就是波美拉尼亚

的农民或柏林的短工。他们认为，他们答应给人民以ｐａｎｅｍｅｔｒｅｌｉ

０１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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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ｏｎｅｍ〔面包和宗教〕而不是ｐａｎｅｍｅｔｃｉｒｃｅｎｓｅｓ〔面包和娱乐〕，也

就算考虑得十分周到了。他们觉得，无产阶级渴望援助，但未想

到，无产阶级除了渴望自己的援助外，并不渴望任何人的援助。他

们也不知道，无产阶级既很了解国教顾问先生们所说的“人民的福

利”和沉重的社会地位的真实含义，也很了解自由派资产者的类似

词句的含义。

但是为什么人民的福利对资产者是次要的呢？“莱茵观察家”

回答说：

“联合省议会证明了这一点；自由派的背信弃义已经很明显了。所得税

问题应当是自由派的试金石，但自由派没有经得起考验。”

这些心地善良的国教顾问们觉得自己在经济问题上清白无

辜，因而可以用所得税来迷惑无产阶级了！

磨粉税和屠宰税直接出自工资，所得税则出自资本家的利润。

国教顾问先生，这不是十分近乎真理的吗？但资本家不愿意也不可

能同意从自己的利润中抽税而得不到任何补偿。竞争本身就会照

顾到这一点。所得税推行几个月以后，工资减少的数额就会等于

因废除磨粉税和屠宰税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资料的落价而实际增

加的数额。

不是用货币而是用满足工人生活需要的物品来表示的工资，

即实际工资（不是名义工资），它的水平取决于供求关系。税制的

改变会使这种依附关系短时遭到破坏，但不会使这种关系发生长

时期的变化。

所得税在经济上唯一的优点（这位国教顾问一个字也未提

到），就是征收这种税国家花费小一些。但无产阶级并不会从这里

赚到什么。

１１２“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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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所有这些关于所得税的议论该归结成什么呢？

第一、这件事对无产阶级没有任何好处，或者只有暂时的好

处。

第二、政府在征收磨粉税和屠宰税的时候每天同无产阶级直

接接触，同他们相对立，为他们所痛恨；但在征收所得税的时候，它

却退避起来，要资产阶级单独出面进行这种降低工资招致痛恨的

活动。

可见，所得税只是对政府有利，这也说明为什么国教顾问们在

所得税遭到否决以后那样懊丧。

我们暂时假定所得税对无产阶级有利，那末这届议会应不应

该通过它呢？

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它不应该同意任何税收；在政府没有满

足它的全部要求以前，它就应该使整个财政制度原封不动。否决

税收是所有议会强迫政府向大多数人让步的手段。议会只是在这

次坚决否决税收的问题上表现了它的气魄，这一点也激动了失算

的国教顾问们，他们想从这一方面在人民面前把它诬蔑一番。

“莱茵观察家”接着说道：“但是，所得税问题正是自由派刊物自己提出来

的。”

完全正确，因为这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措施。尽管如此，假如

这项措施是资产者丝毫不信任的大臣们不合时宜地向他们提出的

话，他们还是可以把它否决的。

但是，这种对所得税著作权的承认我们将予以查照；以后我们

要用到它。

国教顾问发表了一通极端空洞混乱的言论以后，突然梗住了，

又放出下面一些关于无产阶级的论调：

２１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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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无产阶级呢（这也是只是为了不给回答而提出来的问题之

一）①？假如我们（即“莱茵观察家”的国教顾问们，而不是其他一般报纸）
②
说，

整整１ ３的居民失掉了一切生活基础，另外的
１
３则每况愈下，这并不是夸大。

无产者的问题是绝大多数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流露出一定的反政府情绪的联合省议会，竟这样迅速地开导

了这些官员们！政府禁止报纸谈及我们普鲁士也有无产阶级这样

一种“夸大”，难道是很久以前的事吗？“特利尔日报”及其他一些毫

无罪过的报纸曾受到查封的威胁，说它们居心不良，想让读者知道

英法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在普鲁士也同样存在，难道这是很久以

前的事吗？这也只有看政府喜欢怎样了。承认无产者占人民绝大

多数，这一点我们也将予以查照。

接着谈道：“议会认为极端重要的问题是有关原则的问题，也就是这个高

级会议应不应该取得政权的问题。而人民将得到一些什么呢？什么也得不

到。他们既得不到一条铁路，也得不到一所农业银行，赋税也不减轻！多么幸

运的人民呵！”

请注意，在国教顾问梳得溜光的头顶上开始露出狐狸耳朵来

了。“议会认为极端重要的问题是有关原则的问题。”这条博爱的

毒蛇多么圣洁啊！是否允许政府发行３０００万塔勒的公债，征收事

先不能确定数量的所得税，建立农业银行（通过这个银行，它可以

以国家财产作抵押得到４亿或５亿塔勒）；是否要把这一切都交给

目前这个消极的反动的政府办理，从而使它永远成为独立的政府，

或者相反，用严格的预算控制它，并通过否决税收的办法使它受制

于社会舆论，——这就是我们这位无孔不入的国教顾问称为有关

３１２“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

① ②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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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的问题！

大慈大悲的国教顾问问道：“而人民将得到一些什么呢？”“得

不到一条铁路”，因而人民也就不要交纳那些支付公债利息和弥补

这条铁路开始经营以后必然遭受的重大损失的税款。

“得不到一所农业银行！”国教顾问的这种说法，使人觉得好象

政府准备付给无产阶级地租 似的。恰恰相反，它是想靠掠夺交纳

地租的人民向贵族支付地租。这种银行似乎应当便于农民赎买徭

役。但假如还要农民等上几年，那大概也就不需要赎买了。假如封

建领主碰上农民的大草叉（这到一定时候是很容易发生的），徭役

就会自行消失的。

“得不到任何所得税”，但只要所得税不给人民带来任何收益，

人民就可以对它十分冷淡。

国教顾问接着说道：“但是，幸运的人民呵，你们在有关原则的问题上已

经占了便宜！假如你们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那就让你们的代表讲给你们听

吧；你们在听他们的长篇演说的时候，大概会忘掉饥饿的！”

谁还敢说德国出版物没有自由呢？“莱茵观察家”在这里完全

为所欲为地用了这样一些词句，如果在法国，许多地方审判官不用

考虑就会宣布这些词句是一个社会阶级对另一个社会阶级的挑

衅，并使罪犯受到惩罚。

然而，国教顾问却表现得非常软弱无能。他想讨好人民，但又

从来不想让人民了解有关原则的问题是怎么回事。他勉强装出一

付同情饥饿人民的面孔，但又为此进行报复，说他们愚蠢，根本不

能参与政治。然而无产阶级很清楚，有关原则的问题是怎么回事，

    

 双关语：《Ｒｅｎｔｅｎｂａｎｋｅｎ》是“农业银行”，《Ｒｅｎｔｅ》是“地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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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谴责议会并不是因为它要把这些原则付诸实现，而是因为它

不能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谴责议会，是因为它执行防御策略，没

有转入进攻，没有大踏步地前进。他们谴责它不够坚决，没有给无

产阶级提供参加运动的机会。无产阶级当然不会对等级的权利发

生任何兴趣。但假如议会能够提出实行陪审制、实现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废除徭役、实现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真正的人民代议制

的要求，假如议会能同过去一刀两断，根据目前的需要，而不是根

据旧时的法律制定自己的要求，——这样的议会是可以指望得到

无产阶级最热情的支持的。

“观察家”接着说道：

“上帝保佑，这个议会可别得到通往政府权力的门路，因为这样一来，一

切社会改善就会碰到不可克服的阻碍。”

国教顾问先生可以放心。对这个毫无办法对付普鲁士政府的

议会，必要的时候无产阶级是有办法对付的。

国教顾问继续进行观察：“据说所得税会导致革命和共产主义。它实际

上也在导致革命，即导致社会关系的改造和无限贫困的消除。”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国教顾问在跟读者开玩笑，他使用柏林

蹩脚的同音词只是想说明，所得税消灭无限的贫困是为了代之以

有限的贫困；或者他在经济问题上是个前所未有的最大最无耻的

蠢汉。在英国，所得税已经推行了七年，但社会关系并没有因而得

到丝毫改造，无限的贫困也没有丝毫减弱，他对这一点并不怀疑。

他也不怀疑，在普鲁士，正是在最无限的贫困十分普遍的地方（在

西里西亚和拉文斯堡的农村纺织工人中间，在西里西亚、波兹南、

摩塞尔、维斯拉河流域的小农中间），实行着级别税即所得税。

但是，这种荒唐的言论难道值得认真批驳吗？下面接着谈道：

５１２“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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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会导致一般所了解的共产主义…… 凡是工商业的发展使一切关

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同时经常发生变化，以至个人在竞争的巨流中不能确保

自身的地方，个人就会由于情况所迫而求助于社会，社会则应当为普遍不稳

定的后果给每个人以补偿。社会对自己成员的生活负有连带责任。”

这就是“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这样看来，在我们这种任何

人的生活都没有保证，任何人在生活中的地位都没有保证的社会

里，社会却要负责保证每个人的生活。国教顾问先是肯定现存社

会做不到这一点，接着又要它完成这件它所做不到的事。

不论在什么地方，社会在对待个人方面都要改正由于它固有

的普遍不稳定而不能预见到的种种疏忽，——这就是国教顾问的

观点。

“整整
１
３的居民失掉了一切生活基础，另外的

１
３每况愈下”。

这就是说，有１０００万人需要个个补偿。难道国教顾问真的以为，

贫困不堪的普鲁士政府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吗？

当然能够，而且正是靠那个会导致“莱茵观察家”认为是一般

所了解的共产主义的所得税来完成！

妙极了！国教顾问对我们说了半天关于冒牌共产主义的废话，

声称社会对自己成员的生活负有连带责任，社会应当关心他们（虽

然它做不到这一点）；他发表了所有这些荒谬、矛盾的议论并提出

了实现不了的要求以后，又建议我们把所得税当做一项可以解决

一切矛盾、使一切实现不了的要求变成可以实现的要求并使一切

社会成员之间的团结得到恢复的措施。

我们来看看提交议会的冯·杜厄斯堡先生关于所得税的备忘

录。这个备忘录认为，征收到的全部所得税要统统用光，不留分

文。这样一来，财政紧迫的政府就不会有半文钱用来补偿每个人

６１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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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普遍不稳定而带来的后果，使社会履行它的连带责任。由于

情况所迫而向冯·杜厄斯堡先生求助的即使不是１０００万人，而总

共只有１０个人，冯·杜厄斯堡先生恐怕也要拒绝他们的。

不，我们错了。除了所得税而外，国教顾问先生还有一种办法

可以实现他认为是一般所了解的共产主义：

“基督教教理的全部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关于人生就的罪恶和赎罪的教

义。这也就是人与人之间最大可能的团结和联系。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多么幸运的人民呵！极端重要的问题永远解决了。无产阶级

在普鲁士的天才和神圣精神的双重庇护下，获得了两个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生活源泉：一个是所得税的收入除去日常和非常的国

家开支剩下来的余额，这个余额等于零；一个是天上的地产（生就

的罪恶和赎罪）的收入，这种收入也等于零。这两个零就是失掉一

切生活基础的
１
３居民谋生的牢固基础，就是每况愈下的另一个

１
３

居民的有力支柱。无论如何，想象中的余额，生就的罪恶和赎罪要

比自由派议员的长篇演说更能减轻人民的饥饿！下面接着说道：

“我们在‘我们的主’这篇祈祷中请求上帝‘不要使我们起邪心’。假如我

们为自己提出这种请求，那我们本身对自己的亲友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

但我们的社会条件必然成为人们产生各种邪心的源泉，而极端困苦的生活又

迫使人们去犯罪。”

而我们（普鲁士国家的官吏、审判官和国教顾问先生们）就根

据这种理由为所欲为，车辗，砍头，监禁，横加蹂躏，“使”无产阶级

“起邪心”，然后我们也遭受车辗，砍头，监禁和蹂躏。一定是这样

的。

国教顾问先生声称：“基督教国家是不会容忍这种情况的。它一定会进

行帮助。”

７１２“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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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就是通过关于社会的连带责任的谬论、想象中的余额和

开给天父、天子等的空头支票来进行帮助。

我们这位进行观察的国教顾问认为：“甚至可以中止本来就是很无聊的

关于共产主义的议论了。假如基督教的社会原则能够得到那些应该发展这

些原则的人发展的话，共产主义者很快就会不作声的。”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有过一千八百年的发展，它并不需要普鲁

士国教顾问做任何进一步的发展。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曾为古代奴隶制进行过辩护，也曾把中世

纪的农奴制吹得天花乱坠，必要的时候，虽然装出几分怜悯的表

情，也还可以为无产阶级遭受压迫进行辩解。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宣扬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存在的

必要性，它们对被压迫阶级只有一个虔诚的愿望，希望他们能得到

统治阶级的恩典。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把国教顾问答应对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

的补偿搬到天上，从而为这些弊端的继续在地上存在进行辩护。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认为压迫者对待被压迫者的各种卑鄙龌龊

的行为，不是对生就的罪恶和其他罪恶的公正惩罚，就是无限英明

的上帝对人们赎罪的考验。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

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但对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

级说来，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带有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印，而无产阶级

却是革命的。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就是这样。

还有：

８１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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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社会改革是君主制最重要的使命。”

真的吗？过去一直还没有听说过。就算是这样吧。那末君主

制应当实现的社会改革又是哪些呢？就是实行从自由派刊物上抄

袭来的、可能带来连财政大臣都不清楚的余额的所得税；建立倒霉

的农业银行；修建普鲁士的东部铁路，特别是取得由生就的罪恶和

赎罪构成的大量资本所带来的利润！

“这是由王权本身的利益决定的”——王权竟落到这种地步！

“这是苦难的社会状况所要求的”——这种状况在目前与其说

是要求教义，不如说是要求保护关税。

“这是福音书规定的”——随便什么规定的都可以，只要不是

普鲁士国库极端严重的空虚规定的就好，在国库这个无底洞中，三

年内就可以把１５００万俄国人完全吞没。一般说来，福音书规定了

很多东西，其中阉割是社会改革用于自身的起点（“马太福音”第十

九章第十二节）。

我们这位国教顾问硬说：“王权和人民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这句话不过是《Ｉéｔａｔｃｅｓｔｍｏｉ》〔“朕即国家”〕这句老话的

另一种说法，和路易十六１７８９年６月２３日对举行叛乱的等级所

说的：假如你们不服从命令，我就把你们个个送回家去《ｅｔｓｅｕｌｊｅ

ｆｅｒａｉｌｅｂｏｎｈｅｕｒｄｅｍｏｎｐｅｕｐｌｅ》〔“我亲自来关照我的人民的福

利”〕，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王权既然决定使用这些词句，它的处境一定十分窘迫，而我们

这位最有学问的国教顾问也应该知道，法国人民当时是怎样答谢

路易十六这番话的。

    

 一般认为这是路易十四的话。——编者注

９１２“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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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国教顾问先生肯定说：“宝座应当建立在广泛的人民的基础上；这

样它才会最牢靠。”

是这样，只要人民还没有把这个沉重的上层建筑从自己宽大

的肩膀上用力甩到深渊里去。

最后，国教顾问先生说道：“贵族使君主制保持了自己的威严并赋予它以

诗意的光辉，但却使它丧失了实权。资产阶级既夺去了它的权力，又夺去了

它的威严，只留给它王室费。而人民则既保存了君主制的权力，又保存了它

的威严，它的诗意。”

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非常遗憾，国教顾问先生对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在御前演说８０中向自己的人民吹嘘的那番话，看得太

认真了。推翻贵族，推翻资产阶级，建立依靠人民的君主制，——

这就是他的最后一言。

假如这些要求不是纯粹的幻想，那其中就包含着一次完整的

革命。

我们不打算浪费时间来证明：除非资产阶级和人民共同努力，

否则便不能推翻贵族；要人民在除了资产阶级还有贵族存在的国

家里居于统治地位，是荒谬绝伦的事。艾希霍恩的国歌顾问的这

种论调，不值得我们提出郑重其事的理由来反驳。

有些先生以为，对人民采取一些残酷的措施，就可以挽救处境

极其令人担忧的普鲁士君主制度；为了教训这些先生，我们只想提

出一些善意的意见。

对国王来说，一切政治因素中最危险的是人民。但不是弗里

德里希－威廉所说的那种吃了拳头、得点小恩小惠就感动得流泪

的人民，这种人民自然不危险，因为他们只存在于国王的想象中。

而真正的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贫民，正象霍布斯所说的，是

０２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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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ｅｒｒｏｂｕｓｔｕｓ，ｓｅｄｍａｌｉｔｉｏｓｕｓ，一个结实而调皮的孩子；他不会让

国王（无论是瘪瘦的还是肥胖的）牵着自己的鼻子走。

这种人民首先要向陛下要求有普选权的宪法，要求结社自由、

出版自由和其他令人不快的东西。

他们一得到这些，就会充分加以利用，以便尽快地表示他们对

君主制的权力、威严和诗意的态度！

假如那时人民能给现在有资格充任王位的人一个在柏林手工

业者联合会做朗诵员的职位，年俸２５０塔勒和每天一杯啤酒，那他

应该认为是很幸运的了。

假如现在掌握普鲁士君主制和“莱茵观察家”的命运的国教顾

问先生们不相信这一点，那就请他们什么时候请教一下历史吧。

历史给那些向自己人民呼吁的国王所安排的还不如这样的命运。

英国的查理一世也曾抱怨自己的等级而向自己的人民呼吁。

他曾号召自己的人民拿起武器反对议会。但人民却宣布自己反对

国王，把议会中不代表人民利益的议员赶了出去，使因此而成为真

正的人民代表机关的议会把国王斩首。这就是查理一世向人民呼

吁的结局。这是１６４９年１月３０日的事；１８４９年是这个事件的二

百周年。

法国的路易十六也向自己的人民发出过呼吁。三年中间他不

断地呼吁一部分人民去反对另一部分人民，并到处寻找自己的人

民，真正的人民，忠于他的人民，但始终没有找到。最后，他终于在

科布伦茨军营和普奥军队的轻重车上找到了他们。但是他的法国

人民觉得这种做法太过分了。１７９２年８月１０日，人民把呼吁者关

进了腾普尔监狱，召集了在一切方面都是人民代表机关的国民公

会。

１２２“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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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民公会认为自己有权审查前国王的呼吁，经过一番讨

论，呼吁者被押到革命广场，并于１７９３年１月２１日上了断头台。

这就是国王呼吁自己人民的结局。至于国教顾问想成立民主

君主制的算盘会得到什么结果，我们不久就会看到。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７年９月５日

载于１８４７年９月１２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７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２２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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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８１

一 卡尔·倍克“穷人之歌”，或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歌 

“穷人之歌”的第一首歌是献给一个富有的家族的。

致路特希尔德家族

为了避免误解，诗人称上帝为“ＨＥＲＲ”，称路特希尔德家族为

“Ｈｅｒｒ”
①

一开始他就表现出他所固有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认为黄金

是“按照”路特希尔德的“脾气进行统治”的；这种幻想引出了一系

列关于路特希尔德家族的势力的荒诞想象。

诗人并没有威吓说，要消灭路特希尔德的实际势力，消灭作为

这一势力的基础的社会关系；他只是希望比较人道地来运用这一

势力。他抱怨银行家不是社会主义博爱家，不是幻想家，不是人类

的善士，而仅仅是银行家而已。倍克歌颂胆怯的小市民的鄙俗风

    

 倍克：“穷人之歌”，１８４６年莱比锡版（Ｋ．Ｂｅｃｋ．《ＬｉｅｄｅｒｖｏｍａｒｍｅｎＭａｎｎ》．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６）。——编者注

①  “Ｈｅｒｒ”这个字有宗教意义的“主”，也有一般的“老爷”、“主人”、“先生”等意

思。——译者注。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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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歌颂“穷人”，歌颂ｐａｕｖｒｅｈｏｎｔｅｕｘ〔耻于乞讨的穷人〕——怀着

卑微的、虔诚的和互相矛盾的愿望的人，歌颂各种各样的“小人

物”，然而并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倍克对

路特希尔德家族大加威吓和责难，尽管作者的意图是好的，但给读

者的印象却比一位卡普勤教士的说教①还要滑稽可笑。所以会有

这样的威吓和责难，是由于对路特希尔德家族的势力抱着幼稚的

幻想，完全不了解这一势力和现存各种关系之间的联系，对路特希

尔德家族为了成为一种势力并永远保存这种势力而必须使用的那

些手段持有非常错误的见解。怯懦和愚蠢、妇人般的多情善感、可

鄙的小资产阶级的庸俗气，这就是拨动诗人心弦的缪斯②，她们竭

力使自己显得威严可怕，然而却徒劳无益，只是显得可笑而已。她

们压低嗓子唱出来的男低音经常嘶裂成可笑的尖声怪叫；在她们

的戏剧性的描绘下恩泽拉德８２的伟大斗争变成了滑稽小丑的翻跟

斗。

  “黄金按照你的脾气统治

  ……………………………

  啊，但愿你的工作是这样美！但愿

  你的心象你的权力这样伟大！”（第４页）

可惜，权力是路特希尔德的，而心却是我们的诗人的。“如果

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对世界来说就太多了”（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

先生的话）８３。

第一个和路特希尔德相对立的当然是歌者本人，也就是住在

４２２ 弗 · 恩 格 斯

①

② 希腊神话中司文学和艺术的女神，共九个。——译者注

卡普勤教派是天主教圣芳济会的一支。“卡普勤教士的说教”充满一本正经的

道德教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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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而神圣的阁楼”上的德国歌者。

  “歌人们唱着歌曲弹着琵琶，

  弹奏着正义、光明和自由，

  弹奏着三位一体的真正的上帝：
  注意倾听的人们跟随着

  这些神灵。”（第５页）

这位从“莱比锡总汇报”８４上的题词中借来的“上帝”，单是由

于自己的三位一体性，就不能对犹太人路特希尔德发生任何影响，

而对德国青年倒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恢复了元气的青春在召唤

  ………………………………

  兴奋的富有生机的种子

  萌芽在千百个壮丽的名字里。”（第６页）

路特希尔德对德国诗人的估计则与此不同：

  “你把神灵们给我们的歌曲，

  叫作对于荣誉和面包的渴求。”

虽然青春在召唤并且出现了千百个壮丽的名字（它们的壮丽

就在于它们只限于激发热情而已），虽然“战斗的号角声响得那样

雄壮”，“心又在夜里跳得如此猛烈。”——

  “这个愚蠢的心，它感到

  一种神灵授胎的苦痛。”（第７页）

啊，这颗愚蠢的心，这个圣母马利亚！虽然

  “青年人，一个更为阴郁的扫罗①”（见卡尔·倍克“扫罗”，１８４０年

在莱比锡由恩格曼书店出版），

５２２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① 扫罗——公元前１１世纪时的以色列国王。他的臣仆大卫非常聪明勇敢，屡次

战败非力士人。扫罗因妒嫉大卫的才能而变得阴郁冷酷。——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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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怨恨上帝，也怨恨自己”。

尽管这样，路特希尔德仍然维持着武装起来的和平，而这种和

平，在倍克看来，也只是以路特希尔德一个人为凭借。

报纸上所刊载的关于神圣的教皇领地授予路特希尔德救世主

勋章的消息，成了我们的诗人证明路特希尔德不是救世主的理由；

同样，这个消息也可以成为证明基督虽是救世主但不是救世主勋

章的荣膺者的理由，这一证明也是很有意思的。

  “你是救世主吗？”（第１１页）

于是他向路特希尔德证明，说路特希尔德并没有象基督一样

在可怕的黑夜里战斗，说他从来没有

  “为了伟大的神灵委托给你的

  一个温和的、给人幸福的使命”（第１１页），

牺牲过骄傲的人世间的势力。

应该责备伟大的神灵在挑选自己的传教士时没有显示出神

灵的伟大力量，并且在号召完成为人们造福的事业时找错了对象。

它的伟大仅仅在于字很大而已。

路特希尔德没有能力充当救世主的角色，这可以用三个例子，

即他对七月革命、对波兰人和犹太人的行为来对他做详细的证明。

  “瞧，法兰西英勇的儿女起来了”（第１２页），

一句话，七月革命爆发了。

  “你曾否准备？你的黄金曾否象

  云雀鸣啭一般欢乐而美妙地鸣响

  迎接那唤醒了大地的春天？

  春天使深深地沉睡在我们胸中的

６２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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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渴念的愿望

  又恢复青春，又得到生命。”（第１２页）

唤醒了大地的春天是资产阶级的春天，对资产阶级来说，不言

而喻，黄金（路特希尔德和任何其他人的黄金）就象云雀鸣啭一般

欢乐而美妙地鸣响。不错，复辟时期的那种不仅沉睡在人们的胸

中、而且沉睡在烧炭党人的“温特”８５里的希望这时已恢复了青春，

得到了生命，然而倍克的穷人却无动于衷。可是，一当路特希尔德

确信新政府有牢固的基础时，他自然就毫不犹豫地让他的云雀去

为寻常的利息而歌唱。

倍克把拉菲特和路特希尔德对立起来，他对拉菲特的崇拜表

明，他已经完全沉溺于小市民的幻想中：

  “一所授予圣者称号的市民住宅

  紧密地蔓延在你令人羡慕的厅堂”（第１３页），

这就是拉菲特的住宅。这位兴高采烈的小市民引以自豪的是他那

路特希尔德的令人羡慕的厅堂相反的简朴的市民住宅。他的理

想，即他想象中的拉菲特，当然也应该生活在简朴的市民环境里；

拉菲特的大公馆被缩小成德国市民的住宅。拉菲特本人被他看做

一位德高望重的家长，心地纯洁的大丈夫；他被拿来和穆西乌斯·

赛沃拉８６相比，他似乎会牺牲自己的财产来推动人和本世纪（倍克

指的不是巴黎的“世纪”８７吧？）向前迈进。倍克称拉菲特为富于幻

想的孩童，最后竟称他为乞丐。他的葬仪被描写得十分动人：

  “马赛曲在送殡的行列里

  迈着抑制的步伐前进。”（第１４页）

    
 双关语：一家报纸的名称叫做“世纪报”（《Ｓｉèｃｌｅ》）。——编者注

７２２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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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马赛曲并排走着的是王室的车乘，紧跟着的是索泽先生、杜

沙特尔先生和众议院里所有的大腹便便和贪得无厌的吸血鬼。

在七月革命以后，当拉菲特意气洋洋地把自己的“教父” 奥

尔良公爵请进市政厅大厦，同时说出今后将由银行家来统治了这

种令人惊讶的话的时候，马赛曲的步伐应该抑制到什么样的程度啊！

至于说到波兰人，诗人只限于责备路特希尔德对侨民不够慷

慨而已。对路特希尔德的攻击在这里变成了小城市里流行的趣

闻，而且在攻击以路特希尔德为代表的金钱势力时所打的幌子也

完全丧失了。大家知道，资产者在他们所统治的任何地方对波兰

人都是非常客气的，甚至是很热情的。

下面就是表明这种呓语的一个例子：有一个波兰人跑来哀求

周济，路特希尔德给了他一个银币，波兰人

  “接过来银币，快乐得发抖，

  并且为你和你的子孙祝福。”

巴黎的波兰委员会在此以前已经基本上使波兰人摆脱了这种境

况。而我们的诗人写出波兰人的这幅景象来，只不过是为了给自

己的装腔作势寻找借口而已：

  “但是我把这乞丐的幸福

  鄙视地抛回你的钱袋里，

  以被侮辱的人们的名义。”（第１６页）

要能够这样扔到钱袋里去，那就需要有投掷的高度技巧和丰

富的经验。最后，万一有人控告倍克犯了侵犯人身的罪，他也可以

    

 原文是《ｋｏｍｐèｒｅ》，来自法文《ｃｏｍｐèｒｅ》，《ｃｏｍｐèｒｅ》有两重意思，一是教父，一

是阴谋、冒险的参与者。——编者注

８２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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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险为夷，因为他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人们的名义行动的。

路特希尔德接受了豪华的奥地利首都授予他的公民权利证

书，他因这件事还在第９页上就已遭到了责难，

  “在那里，你的受迫害的教友

  为他的阳光和他的客气付钱。”

倍克甚至以为路特希尔德获得了维也纳的公民权利证书，也

就获得了自由人的幸福。

现在，在第１９页上，他质问他：

  “你解放了你自己的种族吗，

  这永久希望着、永久忍受着的种族？”

这样说来，路特希尔德应该成为犹太人的救星了。但是，他应

该怎样来做到这一点呢？犹太人把他奉为大王，因为他的钱最多。

他应该教导他们鄙视金钱，“为了世界的幸福而抛弃它”。（第２１

页）

他应该使他们忘记利己主义，忘记欺诈和高利盘剥的手段，一

句话，他应当以一个披麻蒙灰劝人行善和忏悔的传教士的姿态出

现。我们的诗人的这个大胆的要求无异于要求路易－菲力浦教导

那些受七月革命养育的资产者废除私有制。假使路特希尔德和路

易－菲力浦竟这样疯癫，那末他们的权力很快就会丧失，但是犹太

人决不会不做买卖，资产者也决不会忘记私有制。

第２４页上倍克责备路特希尔德榨干了资产者的脂膏，好象不

应该让资产者的脂膏被榨干似的。

第２５页上说，路特希尔德带坏了君主们。难道他们不应该被

带坏吗？

我们已经充分地证明了，倍克把多么神奇的势力强加在路特

９２２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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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德的身上。可是下面愈说愈ｃｒｅｓｃｅｎｄｏ〔夸大〕。在第２６页上

他沉溺于这样的幻想中：如果他（倍克）是太阳的所有者，那末他将

能做许许多多事情，就是说，还不到太阳没有他做主人时所能做到

的事情的百分之一。在这以后，他突然想到，路特希尔德并不是唯

一的罪人，除他以外还有其他许多富人。但

  “你能说善辩地坐在讲座上，

  富人们在你的学校里学习；

  你必须把他们引入人世，

  你能够是他们的良心。

  他们粗狂放纵——你宽容忍受，

  他们伤风败德——是你的罪孽！”（第２７页）

因此，只要路特希尔德先生稍有良心，他就完全可以阻止商业

和工业的发展、竞争、财产的积聚、国债和投机倒把，简言之，即可

以阻止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必须真正地具有ｔｏｕｔｅｌａｄéｓｏ

－ｌａｎｔｅｎａ ｖｅｔéｄｅｌａｐｏéｓｉｅａｌｌｅｍａｎｄｅ〔德国诗歌的全部令人不

能容忍的幼稚性〕，才敢于刊登这样的童话。路特希尔德在这里变

成了真正的阿拉丁①。

倍克并不满足于此，他赋予路特希尔德以

  “伟大得令人眩晕的使命：

  ……………………………

  减轻这个世界上全部的苦难。”

这样的使命就是全世界的资本家合在一起也丝毫不能完成。

难道我们的诗人没有看到，他愈想装得高尚和有力，就愈变得可

０３２ 弗 · 恩 格 斯

① “一千零一夜”“神灯记”中的主人公，他由于得到了一盏神灯，便能做出许多神

奇的事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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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难道他没有看到，他对路特希尔德的一切责难都变成了最无耻

的阿谀奉承，他对路特希尔德的势力的歌颂，甚至连最善于吹拍的

人都要甘拜下风。当路特希尔德看到，他这个渺小的人物在德国

诗人的头脑中成了这样一个巨大的纸老虎的时候，他也禁不住要

为自己鼓掌欢呼。

在我们的诗人给德国小市民对大资本家的势力所抱的无知而

浪漫的幻想和对他的善良愿望的信赖披上诗歌的外衣之后，在他

由于意识到自己的伟大得令人眩晕的使命而令人眩晕地大事吹嘘

关于这一势力的幻想之后，他对理想和现实相违背表示了小市民

的愤慨，并且是那样慷慨激昂，甚至能把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信

徒①惹得捧腹大笑：

  “我真痛苦，在漫漫长夜里（１２月２１日）②

  我用灼热的头脑思索这一切，

  ………………………………

  于是我的鬈发都竖立起来，

  我觉得我好象扯动上帝的心，

  象钟手扯动救火的警钟。”（第２８页）

对这个老头子说来，这确实是给他的棺材钉上最后一个钉子

了。他认为，“历史的神灵”在这里授给了他一些绝对不容许泄露出

来的思想。于是，最后他绝望地决定在自己的棺材里跳康康舞③：

  “可是总有一天在霉烂的尸布里，

  我的尸骨将要快乐得发颤，

１３２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①

②

③ 法国的游艺场里的一种下流舞蹈。——译者注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教友派是基督教的一个新教派，１７世纪产生于英国，后流行于北美。教友派信

徒举止端方，道貌岸然，以沉默寡言著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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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个消息下降到我（尸骨）①这里，

  说供品在祭壇上冒烟。”（第２９页）

我开始有点怕卡尔这个孩子了。

路特希尔德家族之歌到这里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是按照现代

抒情诗人的惯例，下面是一段关于这首歌和诗人在这首歌中所起

的作用的押韵的结语。

  “我知道，你有力的膀臂

  能够把我打得鲜血淋淋。”（第３０页）

也就是说会打他五十棍。奥地利人是决不会忘记毒打的。在面临

着这种危险的时刻，崇高的感情赋予他以勇气：

  “正如上帝吩咐，并且毫不迟疑，

  我坦白地歌唱着我的胸怀。”

德国诗人总是遵照命令歌唱的。当然，应该负责的是主子，而

不是仆人，因此，路特希尔德应该去找上帝而不是找他的仆人倍

克算账。下面是现代抒情诗人惯用的方法：

（１）把他们似乎由于自己的无害的诗而遭到的危险加以夸大；

（２）挨了打以后，就把自己托付给上帝。

“致路特希尔德家族”这一支歌的结尾是一些吹嘘这首歌的

话，关于这首歌，作者自欺欺人地说：

  “它自由而骄傲，它可以支配你，

  可以告诉你说，它发誓相信什么。”（第３２页）

就是说，发誓相信那恰好在这几句结语中表现出来的自我完善。

但是，我们耽心路特希尔德会去控告倍克的这个虚伪的誓言而不

２３２ 弗 · 恩 格 斯

①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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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追究他的诗歌。

啊，愿您能把黄金的天恩普照世人！

诗人号召富人帮助穷人，

  直到勤劳为你的老婆孩子

  获得一笔更为安稳的财富。

这全都是为了

  你能够永久善良，

  永久是一个公民、一个男人，

就是说ｓｕｍｍａｓｕｍｍａｒｕｍ〔归根到底〕是个善良的小市民 。于是

倍克便回到自己的理想中去了。

男仆和女仆

诗人歌颂两个使上帝高兴的灵魂，如象诗中极其乏味地描写

的那样，他们只是在经过了许多年省吃俭用和循规蹈矩的生活以

后，才终于纯洁地爬上了夫妇的卧床。

  他们接吻？他们羞羞答答！他们调笑？他们小声小气！

  啊！花朵的确是花朵，可是花朵开在冰里；

  一个拄着拐杖的舞蹈！一只可怜的、迟暮的飞蛾，

  一半儿是个神采焕发的儿童，一半儿是个衰颓的老者。

作者并不以全篇诗中绝无仅有的这一段佳作作为结束，在这

以后他还让他们为一份小小的财产，为“在自己的炉灶周围出现了

自己的家具”而欢欣若狂，而高兴得发抖。说这句话时并没有带着

    

 俏皮话：德文中《Ｂｕｒｇｅｒ》的意思是“公民”《Ｍａｎｎ》的意思是“男人”；

《Ｂｕｒｇｅｒｓｍａｎｎ》的意思却是“小市民”。——编者注

３３２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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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口吻，而是感激零涕，泪下如雨。但这还没有完：

  只有上帝是他们的主人，天黑了，他命令星星发光，

  他用慈祥的目光观看打碎了锁链的奴仆。

这样一来，任何一点锋芒都幸运地被消除了。胆怯和没有信

心经常箝制着倍克，驱使他把每首诗拉长到不可收拾的境地，使他

在没有用多情善感证明自己的全部庸俗性以前收不了场。他大概

故意选择了克来斯特的六步韵诗体来使读者陷入烦恼不堪的境

地，就象一对恋人在长久的实验时期内由于自己的胆怯的道德观

念而烦恼不堪一样。

犹太旧货商

在对犹太旧货商的描写中，可以看到下面这样一些幼稚可笑

的地方：

  这个星期飞逝了，这个星期

  只把五天供给你的勤劳。

  你这喘不过气来的人，赶快吧，

  去挣得你每天的酬报。

  星期六父亲不愿意工作，

  星期天儿子不愿意干活。

但是，在下面倍克便完全陷到自由主义的青年德意志派８８关

于犹太人的空谈中去了。诗在这里消声匿迹，一无踪影，仿佛听到

了患着瘰癧病的萨克森等级院中的患瘰癧病的发言：你不能成为

手艺人，不能作“小商贩的头目”，不能当庄稼汉，也不能当教授，但

是医学的大门对你敞开着。这用诗表现出来就是这样：

  他们不准你做手艺活，

  他们不给你一块田地。

４３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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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能向青年们讲话

  从一个教师的高高的靠垫上

  ………………………………

  你可以在乡间给病人治病。

照这样，难道不可以用诗来写普鲁士法典或把巴伐利亚的路

德维希先生的诗谱成歌曲吗？

犹太人给他儿子朗诵了下面的诗句：

  你必须营谋，必须夺取，

  永久贪求产业和金钱，

接着他又安慰他说：

  可是你永久是正直的。

罗 累 莱①

这个罗累莱无非是黄金罢了。

  卑鄙以巨大的波浪

  涌进内心的纯洁，

  淹死每一个幸福安宁。

在这个内心纯洁的洪流中，在这个幸福安宁的被淹死中，包含

着庸俗和夸大的令人沮丧的混合物。接着就是责骂金钱可耻和不

道德的庸俗冗长的臭诗。

  它（爱）②追求金银，追求宝石，

  而不追求心和同心的灵魂

５３２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①

②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德国神话传说中的一个美丽的女神，常在莱茵河滨以其歌声引诱水手使船触

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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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一间小小的茅屋。

假如金钱的作用仅限于搞丑德国人对心和同心的灵魂以及席

勒式的小小的茅屋（其中有足供一对幸福的恋人居住的地方）的追

求，那末早就应当承认它具有革命的作用了。

战 鼓 之 歌

在这首诗中，我们的社会主义诗人又一次表明，他由于已陷入

德国小市民的鄙俗风气中，就总是把他给人留下的那点微弱的印

象破坏了。

一团队伍在战鼓声中出发了。人民号召兵士和他们一起参加

共同的事业。令人兴奋的是，诗人终于鼓起了勇气。但是很可惜，

最后我们才了解到，这里所谈的仅仅是皇帝的命名日和人民的呼

唤，而这个呼唤也不过是一个参加典礼的青年（也许是个中学生）

偷偷地作下的一首幻想的即兴诗：

  一个青年这样做梦，火烧着他的心。

情节大致相同的同样的题材，在海涅的笔下会变成对德国人

的极辛辣的讽刺；而在倍克那里仅仅成了对于把自己和无力地沉

溺于幻想的青年人看做同一个人的诗人本身的讽刺。在海涅那

里，市民的幻想被故意捧到高空，是为了再故意把它们抛到现实的

地面。而在倍克那里，诗人自己同这种幻想一起翱翔，自然，当他

跌落到现实世界上的时候，同样是要受伤的。前者以自己的大胆

激起了市民的愤怒，后者则因自己和市民意气相投而使市民减到

慰借。不过，布拉格的起义８９使他有机会来描写和这种滑稽剧完全

不同的另外一种东西。

６３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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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民

  我从树干上折下枝条，

  看林人就走去报告，

  主人把我捆得紧紧，

  给我打出来这个伤痕。

所缺少的只是看林人的报告没有用这样的诗写出来。

假  腿

诗人本想叙述故事，但是却失败得实在悲惨。整本书中所表

现出来的这种对叙述和描写的完全无能为力，是“真正的社会主

义”的诗篇的特征。“真正的社会主义”由于本身模糊不定，不可能

把要叙述的事实同一般的环境联系起来，并从而使这些事实中所

包含的一切特出的和意味深长的方面显露出来。因此，“真正的社

会主义者”在自己的散文中也极力避免叙述故事。在他们无法规

避的时候，他们不是满足于按哲学结构组织一番，就是枯燥无味地

记录个别的不幸事件和社会现象。而他们所有的人，无论是散文

家或者是诗人，都缺乏一种讲故事的人所必需的才能，这是由于他

们的整个世界观模糊不定的缘故。

马 铃 薯

根据“曙光，曙光！”的曲调写成

  神圣的面包，

你为了我们的苦难，

你为了苍天的原故

曾经来到人世，解救人民——

再见吧，你如今是死了！

７３２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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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段里他把马铃薯称为

  ——这点小小的残余，

  从伊甸园里遗留给我们的，

并且这样来描写马铃薯的病症：

  瘟疫在天使们中间猖狂！

在第三段里倍克劝穷人穿上丧衣：

  贫穷的人！

到那里去，披上丧衣，

你现在已经完全定了罪，

啊，你最后的东西消灭了，

哭吧，假若还能够哭泣！

你忧伤的祖国，

你的上帝死卧在沙土里，

可是让人向你说句安慰的话：

没有一个救世主被人打死，

他不能又重新复活！

能哭的和诗人一起放声哭吧。假如诗人不是象他的穷人缺乏

好马铃薯那样缺乏精力，他会因为能够喝到去年秋天用马铃薯（这

个资产阶级的上帝、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的柱石之一）做的饮料而高

兴。德国的地主和资产者会允许在教堂中唱这首诗，这对他们是

毫无损失的。

倍克这样卖力，他理应戴上马铃薯花编的花冠。

老 处 女

我们不来仔细分析这首诗，因为它长得简直没有个完，一共扯

８３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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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９０页，枯燥无味得简直难以形容。在文明国家里多半只是在名

义上还存在的老处女，在德国却是一种重大的“社会现象”。

社会主义的扬扬得意的议论的一种司空见惯的手法，就是唱

这样的高调：从另一方面来看，只要没有穷人，那就会万事如意了。

这种议论可以被应用到任何对象上去。它的真正内容就是在慈善

掩饰下的伪善的小市民的庸俗气，它完全同意现存社会的正面，使

它悲痛的是，除了正面外，还存在着反面——贫穷；这种庸俗气已

和现代社会融为一体，而它的唯一的希望就是现代社会继续存在

下去，但是不要它存在的条件。

倍克常常以极端庸俗的形式在自己的诗中重复这种议论，例

如，关于圣诞节他写道：

  啊时代，你慈祥地启迪人心，

你会更为慈祥，加倍的可亲——

如果在那个穷孩子的胸中

没有嫉妒用它原始的罪恶

疯狂地亵渎神灵，

当他无家可归向着阔孩子们的

节日盛装的室内观看的时刻！

是啊…………………………

……在圣诞夜的灯光下

孩子们的欢呼我听来更会甜美，

如果没有穷人在潮湿的洞穴

躺在腐烂的草席上挨冻受罪。

不过，在这首无定形的、长得没有个完的诗里，间或也有一些

写得好的地方，例如，对流氓无产者的描写：

  是谁天天地孜孜不息，

在传染病疫的阴沟里翻垃圾；

９３２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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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象麻雀一般追求食粮，

是谁补锅罐磨剪子磨刀，

是谁僵冻着手指桨洗衣裳，

是谁喘吁吁推着一车重载，

装着些半生不熟的果子，

苦苦地喊着：谁买，谁买？

是谁为一个铜钱在泥土里打架；

是谁天天靠着街角的石壁

歌颂他所信仰的上帝，

几乎不敢伸出手来，

因为行乞不被允许；

是谁双耳聋聩忍受饥寒，

弹着竖琴，吹着笛箫，

在所有的窗前，在每个门旁——

一年又一年奏着同一的曲调——

引起看管儿童的阿姨舞蹈，

这个曲子自己却不能听到；

是谁在夜里使大的城市明亮，

自己在家里却没有一点灯光；

是谁负着重担，是谁劈着木柴，

是谁失掉主人，谁受尽主人的虐待；

是谁又祈祷、又搓合男女、又偷盗，

酗酒把良心的残余消磨尽了。

倍克在这里第一次超出了德国市民的一般道德水平，借一个

老乞丐的口诵出了这些诗句。这个老乞丐的女儿请求父亲允许她

去赴一个军官的约会。在上面这些诗句里，老乞丐向他的女儿描

画出她的孩子将列身于其中的那些阶级的充满痛苦的景象，并且

直接以她生存的环境为根据把他自己反对的意思表示出来，不过

并没有（这一点是不能不承认的）向她作道德的说教。

０４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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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要 偷 窃

一个俄国人的道德高尚的仆人（仆人自己把这个俄国人叫做

善良的老爷）为了接济他的年迈的父亲，在夜里偷了他那个似乎在

打瞌睡的主人的钱。这个俄国人悄悄地跟在他后面，从背后偷看

了仆人写给他父亲的信，信的内容如下：

  你收下这点钱！是我偷来的！

父亲，你向救世主祈祷吧，

求他将来从他的宝座上

对我的罪给以赦免！

我要多多工作而且挣钱，

从草席上赶走睡眠，

直到我能够给我善良的主人

补偿上这笔偷盗了的钱。

这个道德高尚的仆人的善良的老爷被这个吓人的自白感动得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把自己的一只手放在仆人的头上，为他祝

福。

  但是这是一个死尸——

  在恐怖中他的心都裂开了。

还有谁能写出比这更滑稽可笑的东西来吗？倍克在这里降到

了科采布和伊夫兰特的水平以下；这出仆人的悲剧比市侩的悲剧

更胜一筹。

新的神灵和旧的痛苦

这首诗嘲笑（往往很中肯）的是隆格、“光明之友”９０、新一代犹

太人、理发师、洗衣妇、抱有温和的自由思想的莱比锡市民。最后，

１４２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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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在庸人面前替自己辩白，因为他们将要因这一点而控告他，虽

然他

  在风暴和黑夜里唱出了

  这首光明的歌。

然后他讲述了一篇用社会主义的词句修饰过的、以特殊的自

然神论为基础的、关于博爱和实践宗教的教义，从而把自己的敌人

的一种性质和他们的另一种性质对立起来。这样一来，倍克就怎

么也收不了场，直到他再次断送自己为止，因为他自己已深深地陷

到德国的鄙俗风气中，并且过多地考虑自己，考虑沉溺于自己诗中

的诗人。我们的诗人在现代抒情诗人眼中又成了一个把自己打扮

得奇奇怪怪的、妄自尊大的人物。他不是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和创

作诗歌的活动着的人，而是一个飘浮在云雾中的“诗人”，但这些云

雾不过是德国市民的蒙胧的幻想罢了。倍克经常由极度夸张的高

谈阔论转到干巴巴的小市民的散文，从一种向现状开火的小幽默

转到和现状实行感伤的和解。他常常忽然发觉他自己原来就是ｄｅ

ｑｕｏｆａｂｕｌａｎａｒｒａｔｕｒ〔所讲到的那个人〕。因此，他的诗歌所起的并

不是革命的作用，而是

  “止血用的

  三包沸腾散”（第２９３页）。

所以，用下面这样一些表示恭顺的无力的悲叹作为整本书的

结尾，是很合适的：

  什么时候在这世界上，

啊上帝，会变得协调？

在渴望上我是双重地愉快，

在忍耐上我是双重地疲劳。

２４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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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克无疑地比德国文壇上的大多数小卒具有更大的才能和更

多的天赋的精力。他的唯一的不幸就是德国人的鄙俗气，他那装

模做样的哭哭泣泣的社会主义和青年德意志派的影响，是这种鄙

俗气在理论上的表现。在社会矛盾还没有因为阶级的明确分化和

资产阶级迅速夺取政权而在德国采取较尖锐的形式以前，德国诗

人在德国本部是根本没有出路的。一方面，他在德国社会中不可

能以革命的姿态出现，因为革命分子本身还太微弱；另一方面，由

四面八方包围着他的长期存在的鄙俗气起着使他衰弱无力的作

用，他即使能够暂时超越它，摆脱它和嘲笑它，可是过一会却又重

新跌进它的陷阱里面去了。对于一切多少有些才能的德国诗人暂

时还只能有一个劝告，即搬到文明的国家去住。

３４２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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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

１８４６年达姆斯塔德版

格律恩先生被他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一书弄得疲

疲不堪，现在他把目光投向自己祖国的社会停滞，想借此休息一

下。为了丰富多采，他决定这一次“从人的观点”来看一下歌德老

人。他脱下了七哩靴①
，穿上了拖鞋，披上了睡衣，躺在安乐椅上悠

然自得地伸着懒腰：

“我们不是写注释，我们只是看一看近在手边的东西。”（第２４４页）

他把房里安排得非常舒适：

“我把玫瑰和茶花放在自己房里，把木犀草和三色堇放在打开的窗

口。”（第 页）“先不做任何注释！……但是在这里，桌上放着一部全集，房

间里飘荡着玫瑰花和木犀草的微香！看吧，看我们将前进得多远……只有骗

子才会拿出多于自己所有的东西。”（第 ， 页）

格律恩先生虽然ｎｏｎｃｈａｌａｎｃｅ〔粗心大意〕，但在这本书中却建

立了丰功伟绩。不过当我们听到了他自己的话之后，我们对这一

点就不会感到奇怪了。他说，他是一个“因社会关系和私人关系的

空虚而感到绝望”（第 页）的人，当他“有埋没于过分和杂乱无章

之中的危险的时候，他就感到了歌德对他的羁绊”（同一页），他

    

 Ｋ．Ｇｒｕｎ．《ＵｂｅｒＧｏｅｔｈｅｖｏｍ 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Ｓｔａｎｄｐｕｎｋｔｅ》．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

１８４６．——编者注

① 德国童话中巨人之靴，相传能渡海腾云，瞬息即达。——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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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属于我们灵魂的那种人的使命的崇高感情，为了这一点就是

入地狱也在所不惜”（第 页）！我们知道了，还在很早以前他就“一

度向费尔巴哈的‘人’问过一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很容易回

答”，但对于上述的“人”来说却显然还是非常困难的（第２７７页）；

我们看到了，格律恩先生在第１９８页上怎样“使自我意识摆脱了困

境”，在第１０２页上他怎样甚至希望到“俄国皇帝的宫廷”里去，而

在第３０５页上怎样雷鸣般地向全世界宣告：“谁想借助法律来建立

一个必须长久存在的新秩序，谁就应该被诅咒！”——当我们知道

了这一切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能使我们感到惊奇的了。当格律

恩先生在第１８７页上打算“嗅一下唯心主义”，并且把它“变为街头

流浪儿”的时候，当他再三考虑如何才能“成为所有者”，“富人，富

裕的所有者，以便有可能交纳税金，取得选入人的议会和列入对人

和非人的问题做出决定的陪审员名册的权利”的时候，我们对任何

事情都泰然处之了。

既然他立足于“全人类的无名的基础”之上（第１８２页），难道

他还做不到这一点吗？就是“黑夜和黑夜里的可怕的事情”（第３１２

页），如谋杀、通奸、盗窃、卖淫、放荡以及由傲慢而产生的恶习也吓

不倒他。诚然，他在第９９页上承认，他已经“在人突然发现自己空

虚的时候感到无限的痛苦”。诚然，由于下面这句话，他也在公众

面前“突然发现自己空虚”：

  与你相近的是你能了解的精灵，

  不是我！９１

事情是这样的：

“在这些字眼里仿佛雷电交加，山崩地裂。在这些字眼里，神殿前的帷幕

撕裂了，坟墓裂开了……神的末日和远古的混沌世界来到了……星辰又互相

５４２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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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击，彗星唯一的尾巴刹那间焚毁了小小的地球，于是所剩下的就只是一片

烟云雾海。即使想象出最可怕的破坏……同隐藏在这几个字眼里的破坏力

比较起来，简直就算不了什么！”（第２３５，２３６页）

固然，当格律恩先生到达“理论的边缘”的时候，特别是在第

２９５页上，他的“背上就象有好多股冰水在奔流，使他混身上下毛

骨悚然”。但是，他完全战胜了这一切，因为他到底是“伟大的人类

共济会”（第３１７页）的会员啊！

Ｔａｋｅｉｔａｌｌｉｎａｌｌ。格律恩先生有了这样的品质，在任何活动

中都将取得胜利。在谈到他的关于歌德的大有成效的论断之前，

我们先同他一起来巡视一下他的活动的几个次要的方面。

首先来看看自然科学方面，因为“对自然界的认识”，照第２４７

页上所说，是“唯一实际的科学”，同时“也是人道的（ｖｕｌｇｏ〔简言

之〕人的）①人完善化的表现”。现在我们来仔细看看格律恩先生关

于这一唯一实际的科学所告诉我们的一切实际的东西。诚然，他

在这里没有详细地谈论这一科学，而只是在暮色朦胧的房中踱来

踱去的时候，慢吞吞地吐出了几句话而已；然而就是这样，他“也”

是在制造着“最实际的”奇迹。

关于被认为是霍尔巴赫写的“自然体系”９２一书，他发现：

“在这里无法了解，自然体系是怎样突然中止的，是怎样突然中止在自由

和自决应当从神经系统的必然性中冲出来的那一点上的。”（第７０页）

格律恩先生可以非常准确地指出这个或那个“从神经系统的

必然性中冲出来”因而使人的脑袋里面也挨揍的那一点。关于至

    

 整个说来，他就是如此（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一句的改写）。——

编者注

①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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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尚未受到注视的那一点，即关于头脑中意识的生产过程，格律恩

先生可以提供最准确最详细的知识。但是，很可惜！在从人的观点

论歌德的这本书中，“这一点是决不会得到阐明的”。

杜马、普莱费尔、法拉第、李比希至今还天真地坚持这样的意

见：氧是无臭无味的气体。然而格律恩先生知道，一切酸性的东西

都是会刺激舌头的，所以在第７５页上宣布“氧”是“有刺激性的”。

同样，他在第２２９页上用新的事实来丰富声学和光学：他在那里造

出“能使物体净化的音响和光照”，于是他就确定声和光的净化力

是无可置疑的。

格律恩先生并不满足于对“唯一实际的科学”所做的这些辉煌

的贡献，不满足于脑袋里面挨揍的理论，他在第９４页上发现了一

根新的骨头：“维特是个没有脊椎骨的、尚未成为主体的人。”到

现在为止，人有两打以上的脊椎骨这种错误的见解一直占居统治

的地位。现在格律恩先生不仅把这许多骨头简化为标准单位，而

且发现这个仅有的脊椎骨有一种能使人成为“主体”的奇妙的特

性。“主体”——格律恩先生——理应由于这一发现而获得一个特

殊的脊椎骨。

我们这位逢场作戏的自然科学家最后把他的关于自然界的

“唯一实际的科学”做了如下的概括：

  “难道自然界的核心

  不是存在于人的心里吗？９３

自然界的核心存在于人的心里。人心里存在着自然界的核心。自然界在

人的心里有自己的核心。”（第２５０页）

经格律恩先生的许可，我们做个补充：人的心里存在着自然界

的核心。在心里存在着人的自然界的核心。在人心里自然界有自

７４２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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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核心。

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就谈到这个卓越的“实际的”说明为止。

现在来谈谈政治经济学，可惜，根据上面所说的来看，它不是“实际

的科学”。格律恩先生很瞧不起这门科学，不过就是在这里，他的

行动虽然是在碰运气，然而还是非常“实际的”。

“个人反对个人，于是就产生了普遍竞争”。（第２１１页）

这就是说，德国社会主义者关于“普遍竞争”的模糊而玄妙的

观念一产生，“于是就产生了竞争”。在这里论据无疑地是不需要

的，因为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实际的科学。

“金钱在中世纪还受到忠、爱、诚等的约束；１６世纪打碎了这些枷锁，金

钱就获得了自由。”（第２４１页）

麦克库洛赫和布朗基过去一直陷于一种谬误，认为金钱“在中

世纪受到约束”，是由于没有通往美洲的交通线和花冈岩层把“金

钱”的矿脉封闭在安第斯山脉中的缘故。如今麦克库洛赫和布朗

基将赞成给格律恩先生致贺词，以感谢他的这一发现。

历史学也不是“实际的科学”，而格律恩先生却企图赋予它以

实际的性质，把他自己想象中的一系列事实拿来同传统的事实相

对立。

在第９１页上，“艾迪森的卡托在维特前一百年就在英国的舞

台上用匕首自杀了”，可见他表现出了多么惊人的厌世情绪。原来

他自“杀”的时候，他的生于１６７２的作者还是个婴儿呢９４。

在第１７５页上格律恩先生给歌德的日记做了修正，他指出在

１８１５年德国各邦政府并没有“宣布”出版自由，而不过是“允许”而

已。这样看来，骚埃尔兰德的和其他地方的庸人们告诉我们１８１５

８４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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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１８１９年这四个有出版自由的年头里所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事情，

他们的丑事和丑行怎样全被报刊公布于世，以及最后１８１９年的联

邦决议９５怎样结束了这种公开的恐怖行动，这一切都不过是一场

梦而已。

其次，格律恩先生告诉我们说，自由的帝国城市①法兰克福根

本不是一个国家，而“只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第１９页）。而且在

德意志境内决没有什么国家存在；因此，人们现在终于开始“愈来

愈明白这种德意志无国家性的独特的好处”（第２５７页）；这首先就

是十分容易挨打的好处。这样说来，德意志的专制君主们就可以

说：《ｌａｓｏｃｉéｔéｃｉｖｉｌｅ，ｃｅｓｔｍｏｉ》〔“市民社会就是我”〕，可是他们的

情况还是很糟的，因为照第１０１页上所说，市民社会只是一个“抽

象”而已。

德意志人虽然没有国家，但他们却有着“巨额的真理的票据，

并且这张票据一定能兑现，支取，变成硬币”（第５页）。毫无疑问，

这张票据是可以在格律恩先生交纳“税金，取得选入人的议会的权

利”的那个账房里支取的。

我们看到了关于法国革命的极其重要的“实际的”说明，谈到

这一革命的“意义”，作者离开了本题，而发表另外一种“独特的言

论”。他开头就说出一句神论：历史的法和以理性为基础的法之间

的对立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二者都是有历史根源的。我们决不

想稍微低估格律恩先生的又新鲜又重要的发现——以理性为基础

的法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的意义，我们只想简单地指出，在

寂静的房间里同畢舍的“议会史”９６的头几卷进行的无声的谈话，

９４２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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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会告诉他这种对立在革命中起了什么作用。

然而，格律恩先生宁愿详细地向我们证明革命的无用，这种证

明最后就归结为一种绝无仅有的、但却是非常严重的责难：革命

“没有研究‘人’这个概念”。这样的粗枝大叶真是不可饶恕。假如

革命研究了“人”这个概念，那就既不会有热月９日的事件，也不会

有雾月十八日的事件了９７。拿破仑也会满足于将军的官衔，也许在

晚年还会“从人的观点”写出一本军队勤务条令来。其次，从关于

“革命的意义”的说明中我们知道了，自然神论和唯物主义基本上

没有差别，并且也知道了为什么没有差别。这使我们可以满意地

确信，格律恩先生还没有完全忘记他的黑格尔。例如，请对照一下

黑格尔的“哲学史”第三编第二版第４５８、４５９、４６３页９８。其次，还是

为了说明“革命的意义”，很详细地谈到了竞争（最主要的地方我们

已经在前面叙述过了），然后为了证明他所说的犯罪是国家存在的

结果，又从霍尔巴赫的著作中做了长篇的引证；同样又从托马斯·

莫尔的“乌托邦”中摘录了大量的话来说明“革命的意义”，而关于

这本书又解释说，这本书有先见之明，在１５１６年就极其精确地描

绘了正好是“今天的英国”（第２２５页）。在整整的三十六页上东拉

西扯地谈完了这一切见解和论断之后，终于在第２２６页上下了最

后的判词：“革命就是马基雅弗利主义的实现。”这真是对所有一

切还没有研究过“人”这个概念的人们敲起的一声警钟！

为了安慰除马基雅弗利主义之外就一无所得的可怜的法国

人，在第７３页上格律恩先生给他们吃了一粒宽心丸：

“１８世纪的法国人民是各族人民中的普罗米修斯，他用人权来对抗神

权。”

这样说来，“‘人’这个概念”就应该是被“研究”过的了，而人权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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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同神权，而是同国王、贵族和僧侣的权利“相对立”，关于这

些我们不打算多加考虑，这些都是小事情，不必管它，我们感到十

分沉痛的是，在这里格律恩先生本人犯了“人的”毛病。

这就是格律恩先生忘记了，在他的比较早期的著作里（例如，

请参看“莱茵年鉴”第一卷中所载的论“社会运动”的文章９９及其他

等等），他不仅广泛地阐述了“德法年鉴”中关于人权的著名论

断１００，使它“通俗化”，而且甚至以道地的剽窃者的热心加以夸张，

把它变成了荒谬的东西。他忘记了，他在那里咒骂过人权，说它是

小商人、小市民等等的权利，而现在却突然把它们变成了“人的权

利”，变成了“人”所固有的权利。在第２５１和２５２页上格律恩先生

也犯了同样的毛病，他把从“浮士德”中抄袭来的“可惜谁也不肯照

管的我们的天赋人权”变成了“你的自然权，你的人权，从内心决定

自己的行动和享受自己的成果的权利”，虽然歌德把这个权利直接

同“象恶病样遗传的法律和制度”１０１对立起来，即同ａｎｃｉｅｎｒéｇｉｍｅ

〔旧制度〕的传统的权利对立起来，而同后者相对立的只是“天赋

的、不以时效为转移的、不可让渡的人权”，即革命所宣布的人权，

而绝不是“人”所固有的权利。这一次格律恩先生当然应当把过去

所写的东西忘掉，以便使歌德不失去人的观点。

不过格律恩先生还没有完全忘记他从“德法年鉴”和其他同一

倾向的著作中所学到的东西。例如，在第２１０页上他给当时的法

国的自由下了一个定义，说它是“摆脱不自由的（！）普遍的（！！）本

质（！！！）”。这个怪物显然是在把“德法年鉴”第２０４和２０５页翻译

成现代德国社会主义者的习惯用语时，从这几页上的“共同体” 这

    

 俏皮话：德文中《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Ｗｅｓｅｎ》意即“普遍的本质”；《Ｕｎｗｅｓｅｎ》意即“怪

物”；《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意即“共同体”。——编者注

１５２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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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
１０２
产生出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通常有一个习惯，当他

们遇到一个他们所不懂的论断的时候（因为这个论断与哲学无关，

所包含的是一些法律、经济及其他等等的术语），他们就立刻把它

压缩成一句简短的、用哲学术语装饰起来的句子，并且把这种胡话

背得滚瓜烂熟，以备随时应用。正因为如此，“德法年鉴”上的法的

“共同体”就变成了上述的哲学上毫无意义的“普遍的本质”；“摆脱

不自由的普遍的本质”这句话成了政治解放即民主在哲学上的简

短公式，“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可以把这一公式放到口袋里去，

而不用再耽心学问对自己是个非常沉重的负担了。同样，在第

页上格律恩先生利用了“神圣家族”中关于感觉论和唯物主义

所说的话１０３，并且利用这本著作中所指出来的一点，即在上世纪的

唯物主义者那里，特别是在霍尔巴赫那里可以找到和现代的社会

主义运动相合之点，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引用上述的霍尔巴赫

的话，并且给这些话加上社会主义的解释。

现在来谈谈哲学。格律恩先生非常瞧不起它。还在第 页上

他就对我们说，他“今后要同宗教、哲学和政治分道扬镳了”，它们

全都是“过时的东西，并且在一度解体之后就一蹶不振了”，又说，

在它们里面，特别是在哲学里面，他“所要保存下来的仅仅是人和

能够进行社会活动的社会本质”。因此，虽然我们因宗教、哲学和

政治的一蹶不振的没落而悲伤，但这个能够进行社会活动的社会

本质和上述的人的人无论如何是足以安慰我们的了。但是格律恩

先生是非常温和的。他不但从哲学中“保存了人道的人”和各式各

样的“本质”，而且还是一个获得了黑格尔的大量的、虽然是杂乱无

章的遗产的幸运儿。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要知道，还在

几年前他就不止一次地拜倒在黑格尔的半身象面前了。也许有人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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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请求我们不要涉及这些可笑的丢人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ａ〔私事〕，但是

格律恩先生自己却把这一秘密在报刊上透露了。这一次我们将不

指出是在哪里。我们已经再三向格律恩先生指明了他的论点的出

处，甚至还指明了章节，因此我们可以要求格律恩先生也那样为

我们效一下劳，哪怕是一次也好。为了再一次证明我们愿意为他

效劳，我们要告诉他一个秘密，就是他在第８页上所援引的对意

志自由这个引起争论的问题的最后解答，是从傅立叶的“论协

作”中论意志自由那一章１０４里借来的。只有认为关于意志自由的

理论是“德国精神的谬误”这种见解，才是格律恩先生本人独有

的“谬误”。

最后，我们就要谈到歌德。在第１５页上格律恩先生证明歌德

有存在的权利。歌德和席勒是“没有行动的享乐”和“没有享乐的

行动”即维兰特和克洛普什托克之间的对立的解决。“莱辛第一个

使人依靠自身”（格律恩先生会不会跟着他玩一下这个把式呢？）。

在这个哲学结构中我们立刻就发现了格律恩先生的一切论点的出

处。结构的形式，总体的基础，这是众所周知的黑格尔调和对立的

方法。“依靠自身的人”，这是把黑格尔的术语应用于费尔巴哈。

“没有行动的享乐”和“没有享乐的行动”（即对立，格律恩先生使得

维兰特和克洛普什托克就这个对立演奏了上述的变奏曲），是从莫

·赫斯的文集中借来的。我们所没有发现的唯一的出处是文学史

本身，因为它与上面所引的那些废话毫不相干，所以格律恩先生完

全有理由对它置之不理。

因为我们正好谈到席勒，所以最恰当还是引用格律恩先生的

一句话：“席勒可以成为一切，就是不能成为歌德。”（第３１１页）

对不起，不是也可以成为格律恩先生吗？不过我们的作者在这里是

３５２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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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的桂冠据为己有了：

  罗马，你缺乏的，那不勒斯有，那不勒斯缺乏的，正好你有；

  假使你们两个城联合在一起，对于大地就是太多了。

歌德在德国文学中的出现是由这个历史结构安排好了的。莱

辛使之“依靠自身的人”只有在歌德的笔下才能完成进一步的进

化。在歌德身上发现“人”的功劳正是应该归于格律恩先生的，但

这个人不是男人和女人所生的、自然的、生气蓬勃、有血有肉的人，

而是在更高意义上的人，辩证的人，是提炼出圣父、圣子和圣灵的

坩锅中的ｃａｐｕｔｍｏｒｔｕｕｍ ，是“浮士德”中的侏儒的ｃｏｕｓｉｎｇｅｒ

ｍａｉｎ〔堂兄弟〕，总之，不是歌德所说的人，而是格律恩先生所说的

“人”。但是格律恩先生所说的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歌德身上除了人的内容外没有别的内容。”（第 页）在第 页上

我们看到，“歌德把人想象和描写成我们今天所希望实现的那样。”在第

页上：“歌德在今天（他的著作也是如此）是人类的真正法典。”歌德就是

“完美的人性”。（第 页）“歌德的诗篇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第１２

页）“歌德不能成为民族的诗人，因为他的使命是作人的诗人。”（第２５页）尽

管如此，在第１４页上“我国人民”即德国人仍然应该把歌德“看成自己本身的

变态的本质”。

这里我们看到关于“人的本质”的第一个说明，我们完全可以

信赖格律恩先生，相信他对“‘人’这个概念”毫无疑问地是有过极

其深刻的“研究”的。歌德把“人”描写成格律恩先生所希望实现的

那样，同时还描写了变态的德国人民，因此，“人”不外是“变态的德

国人”。这是到处都可以得到证实的。正如歌德“不是民族的诗

    

 原意是：“骷髅”，转意是：无用的残渣，经过加高热、化学反应等等之后所剩下

的废物。——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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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是“人的诗人”一样，德国人民也“不是民族的”人民而是“人

的”人民。因此，在第 页上我们读到：“从生活中产生出来的歌

德的诗篇……过去和现在都和现实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人”也

是这样，德国人也是这样。而在第４页上：“直到现在法国的社会

主义还只是希望替法国造福；而德国的作家却面对着全人类。”

（可是“人类”在大多数场合下却不是用“面”而是用身体上离面相

当远并且与面相反的部分“对着”德国的作家）格律恩先生对于歌

德希望“从内部把人解放出来”这一点在许多地方也都表现出自己

的喜悦（例如见第２２５页），但是这个纯粹德国人的解放却仍然是

“一场空”。

那末，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第一个说明：“人”就是“变态的”德

国人。

我们来看一看格律恩先生根据什么认为歌德是“人的诗人”，

认为“歌德身上有人的内容”。这种承认将极清楚地告诉我们，谁

是格律恩先生所说的“人”。我们将看到，正如格律恩先生平常为

了想竭力大声压倒自己所有的伙伴而常常向世界说出了其他弟兄

们宁肯闭口不谈的东西一样，他在这里泄露了“真正的社会主义”

的最隐秘的思想。由于歌德自己时常在比较夸张的意义上使用

“人”和“人的”这些字眼，格律恩先生就轻而易举地把歌德变成了

“人的诗人”。歌德使用这些字眼自然仅仅是指当时的人们以及后

来的黑格尔所使用的那种意义而言，那时，“人的”这个词主要是用

在同异教的和基督教的野蛮人相对立的希腊人身上，是指远在费

尔巴哈赋予这些术语以神秘的哲学内容之前所使用的那种意义而

言。这些字眼，特别是在歌德那里，大多具有一种完全非哲学的、

肉体的意义。把歌德变成费尔巴哈的弟子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５５２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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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劳，是全部属于格律恩先生的。

关于歌德本人我们当然无法在这里详谈。我们要注意的只有

一点。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有两

重性的。有时他对它是敌视的；如在“伊菲姬尼亚”里和在意大利

旅行的整个期间，他讨厌它，企图逃避它；他象葛兹，普罗米修斯和

浮士德一样地反对它，向它投以靡非斯特非勒司的辛辣的嘲笑。

有时又相反，如在“温和的讽刺诗”诗集里的大部分诗篇中和在许

多散文作品中，他亲近它，“迁就”它，在“化装游行”里他称赞它，特

别是在所有谈到法国革命的著作里，他甚至保护它，帮助它抵抗那

向它冲来的历史浪潮。问题不仅仅在于，歌德承认德国生活中的

某些方面而反对他所敌视的另一些方面。这常常不过是他的各种

情绪的表现而已；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

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

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

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

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

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鄙

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地证明了“从内

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歌德过于博学，天性过于活跃，

过于富有血肉，因此不能象席勒那样逃向康德的理想来摆脱鄙俗

气；他过于敏锐，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逃跑归根到底不过是以夸张

的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鄙俗气。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

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

的。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但是他又始终被困在这个他

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歌德总是面临着这种进退维谷的

６５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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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地，而且愈到晚年，这个伟大的诗人就愈是ｄｅｇｕｅｒｒｅｌａｓｓｅ〔疲

于斗争〕，愈是向平庸的魏玛大臣让步。我们并不象白尔尼和门采

尔那样责备歌德不是自由主义者，我们是嫌他有时居然是个庸人；

我们并不是责备他没有热心争取德国的自由，而是嫌他由于对当

代一切伟大的历史浪潮所产生的庸人的恐惧心理而牺牲了自己有

时从心底出现的较正确的美感；我们并不是责备他做过宫臣，而是

嫌他在拿破仑清扫德国这个庞大的奥吉亚斯的牛圈①
的时候，竟

能郑重其事地替德意志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宫廷做些毫无意义的

事情和寻找ｍｅｎｕｓｐｌａｉｓｉｒｓ。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

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

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我们在这里不可能结合

着他的整个时代、他的文学前辈和同代人来描写他，也不能从他的

发展上和结合着他的社会地位来描写他。因此，我们仅限于纯粹

叙述事实而已。

我们将看到，就上述哪一方面来说，歌德的著作是“人类的真

正法典”，是“完美的人性”，是“人类社会的理想”。

我们首先来谈谈歌德对现存社会的批判，然后再来谈对“人类

社会的理想”的实际的描述。显然，由于格律恩先生这部书的内容

很丰富，我们在这两方面都只能引述一些最独特最出色的地方。

歌德作为社会的批判家实际上是在制造奇迹。他“诅咒文明”

（第３４—３６页），他时常发出一些浪漫的怨言，说文明抹杀了人的

一切特点和个性。他在“普罗米修斯”里ｔｏｕｔｂｏｎｎｅｍｅｎｔ〔简明地〕

    

① 希腊神话中奥吉亚斯王的巨大的极其肮脏的牛圈。意思是指极端肮脏的地

方。——译者注

 原意是：“小小的乐趣”；转意是：花在各种怪癖上的额外费用。——编者注

７５２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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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了私有制的起源，从而“预告了资产阶级世界的来临”（第７８

页）。他（在第２２９页上）是“世界的审判官……文明的米诺斯①”。

但是这一切都不过是小事情而已。

在第２５３页上格律恩先生引证“教义问答讲授”：

  孩子，想一想，你的礼物都是从哪里来的？

你不能够从你自己那里得来。——

唉，一切都是从爸爸那里。

爸爸又从哪里得来？——从祖父那里。

可是祖父到底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他是抢来的。

好啊！格律恩先生放开嗓子喊道，ｌａ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ｃ’ｅｓｔｌｅｖｏｌ〔财

产就是盗窃〕——这才是真正的蒲鲁东！

勒维烈可以带着他的行星回家，并且把他的勋章让给格律恩

先生了，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比勒维烈的发现，甚至比杰克逊的

发现和二乙醚蒸气的发现更伟大的东西。谁把蒲鲁东使许多安乐

的资产者不安的关于盗窃的话和上述歌德的不伤害人的讽刺短诗

混为一谈，谁就应该荣膺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②

“市民将军”惹出的麻烦就更大了。格律恩先生把他从各方面

打量了一番，破例地紧锁双眉，疑虑地说：“当然……十分无味……

革命在这里并未受到指责”（第１５０页）……且住！他终于发现了这

里所谈的是什么问题！是关于一瓶牛奶的问题。因此：“不要忘记

……这仍然是……被提到了首要地位的财产问题。”（第１５１页）

当格律恩先生住的街上有两个老太婆为了一个咸鲱鱼头而争

８５２ 弗 · 恩 格 斯

①

② 拿破仑战争中，授予作战有功的军官、将军和元帅的勋章。——译者注

希腊神话中冥府的审判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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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起来时，请格律恩先生不辞辛劳，从他的“飘荡着玫瑰花和木犀

草的微香”的楼房里走下来，向她们说，她们所涉及的也是“被提到

了首要地位的财产问题”。一切善意的人的感谢就是对他的最好

的报酬。

歌德写成了“维特”，是建立了一个最伟大的批判的功绩。“维

特”绝不象那些“从人的观点”来读欧德的人至今所想的那样，是一

部平凡的感伤的爱情小说。

在“维特”里，“人的内容给自己找到了如此恰当的形式，简直无法在世界

上任何一部作品里找到哪怕是稍微可以和它媲美的东西。”（第９６页）“维特

对绿蒂的爱情，只不过是一种激情的泛神论的悲剧的杠杆和体现……维特是

个没有脊椎骨的、尚未成为主体的人。”（第９３、９４页）维特的自杀不是为了

恋爱问题，而是“因为他（倒霉的泛神论的意识）无法弄清自己和世界的相互

关系”。（第９４页）“在‘维特’这本书里，用艺术的手法揭露了社会的一切腐败

现象，指出了社会弊病的最深刻的根源，它们的宗教哲学基础（大家知道，这

个“基础”的产生要比“弊病”晚得多）①以及和它们同时出现的认识上的模糊

不清……关于真正人性的纯正、清晰的概念（不过首先是脊椎骨，格律恩先

生，脊椎骨！）②，也就是那种鄙俗气，即那种被称为日常生活的周身被蠢蚀了

的秩序的死亡。”

这就是在“维特”里用艺术手法揭露“社会的腐败现象”的范

例。维特写道：

“奇闻异事？为什么我要用这个愚蠢的字眼？……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

的虚伪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的奇闻异事，这才是令人惊奇的事情！”１０５

富于幻想的好哭泣者对横跨在市民的现实和自己对这个现实

所抱的同样是市民的幻想之间的鸿沟所发出的这种绝望的哀号，

９５２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① ②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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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完全由于缺乏起码的经验而发出的悲叹，格律恩先生在第８４

页上硬把它们说成对社会的一种尖锐而深刻的批判。格律恩先生

甚至硬说，上述引文里所表现出的“生活的无限痛苦，这种想把一

切颠倒过来，以便使它们（哪怕是一次也好）改头换面（！）的病态要

求，归根到底给自己敷设了法国革命的轨道”。革命在前面被看做

马基雅弗利主义的实现，而在这里却仅仅变成了少年维特的烦恼

的实现。在革命的广场上树起的断头台原来不过是维特的手枪的

可怜的摹制品。

此后我们就用不着惊奇：歌德在“斯苔拉”中，如第１０８页上所

说的那样，也研究了“社会的材料”，虽然在这部著作中只描绘了

“极其可怜的情况”（第１０７页）。“真正的社会主义”无所不在，简

直赛过我们的主耶稣。只要那里有两三人聚集在一起（虽然决不

是因它而聚集起来的），它就出现在那里，并且硬说那里有“社会的

材料”。就象它的信徒格律恩先生一样，它同“那种庸俗而又自满

的、什么都要过问却什么也不懂得的、无孔不入的人”（第４７页）是

相似得颇为惊人的。

我们的读者也许还记得威廉·麦斯特给他姐夫写的一封信

（“修业时代”的最后一卷），他在信中说了些关于生长在富贵人家

的优越性等十分庸俗的话之后，承认贵族对小市民的优势地位，确

认小市民及其他一切非贵族阶级的不平权的地位在最近期间是不

应改变的。只有个别的人在一定情况下方有可能上升到贵族的水

平。关于这一点格律恩先生说：

“如果把社会的上层阶级和有教养的阶级看作同一的东西，那末歌德所

说的关于上层阶级的优势地位的话，无疑是正确的，而歌德也正是这样做

的。”（第２６４页）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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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方面的问题就谈到这里为止。

现在来谈一下引起那么多议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即歌德对政

治和法国革命的态度问题。在这里，格律恩先生的这部书可以告

诉我们，什么是勇往直前的精神；也就在这里，格律恩先生表现了

他的赤胆忠心。

要证明歌德对革命的态度是正当的，歌德自然就应该站在革

命之上，应该还在革命爆发之前就制止它。因此，早在第 页上

我们就已经看到，“歌德远远地超过了他的时代的实际发展，因而

照他自己的看法，他只能对它采取否定的态度，只能摈弃它。”在

第８４页上，在谈到我们已经看到的那个蕴蓄着ｉｎｎｕｃｅ〔处于萌芽

时期的〕整个革命的“维特”的时候，作者写道：“历史处于１７８９年，

而歌德则已处于１８８９年。”同样，在第２８和２９页上，格律恩先生

迫使歌德“用不多的几句话彻底清除了所有关于自由的喊叫”，其

根据是早在７０年代歌德就已在“法兰克福学术通报”１０６上发表了

一篇文章，其中根本没有谈到“空喊家”所要求的自由，而只是说了

一些关于自由本身、关于自由这个概念本身的一般的十分平凡的

话。其次，由于歌德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每个立法者都有

做一种礼拜的义务的论点（歌德本人把这个论点只看做法兰克福

僧侣们的粗鄙的对骂所引起的一种滑稽可笑的怪论，而格律恩先

生自己却引证了这点），因此就说，“大学生时代的歌德已经把革命

的和当代法国的整个二重性当做穿破了的鞋底扔掉了”（第２６、２７

页）。显然，格律恩先生继承了“大学生时代的歌德的穿破了的鞋

底”，并且把它们钉在自己的“社会运动”的七哩靴上。

不用说，歌德关于革命的言论我们到现在才完全清楚了。现

在我们才明白，高高地站在革命之上的歌德，在革命前十五年就

１６２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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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除了”革命并把它“当做穿破了的鞋底扔掉”的歌德，超过了革

命整整一个世纪的歌德，是不能同情革命的，是不能关心他在

１７７３年就已与之绝交了的“空喊自由的”人民的。现在格律恩先生

什么困难也没有了。让歌德随意地给老一套的传统智慧穿上二行

诗的华美的外衣吧，让他去用庸俗短浅的眼光论证它吧，让他在威

胁着他那和平的诗人幽居生活的巨大冰流面前体验一下小市民的

恐惧吧，让他表现出浅薄、怯懦和下贱吧，——无论什么都不能使

他的耐心的注释者发火。格律恩先生把他举在自己的不知疲倦的

肩上，扛着他走过泥泞；不仅如此，他认为踩踏泥泞的事全都由“真

正的社会主义”来效力，只要不弄脏歌德的鞋子就行。从“法兰西

之战”到“私生女”，格律恩先生毫无例外地把一切都承担在自己的

脚上（第１３３—１７０页），表现出高度的忠诚，甚至可以使毕舍这种

人都感动得流泪。但是当一切都徒劳无益的时候，当泥泞太大的

时候，就拿出一套高超的社会性的解释，于是格律恩先生就来解释

下面的诗句：

  法国的可悲的命运，大人物们要加以考虑，

但是说真的，小人物们更要多多地考虑。

大人物们消止了；可是谁来保护群众

抵抗群众？这时群众是群众的暴君。１０７

“谁来保护？”——格律恩先生竭尽全力地叫喊道，同时加上着

重号，打上问号，还求助于一切“激情的泛神论的悲剧的体现”。

“也就是说，谁将保护无产的群众即所谓平民以抵抗有产的群众，

抵抗立法的平民呢！”（第１３７页）“也就是说，谁将保护”歌德以抵

抗格律恩先生呢？

格律恩先生就是这样逐一解释“威尼斯警句”中所有非常明智

２６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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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民的教诲的。在他看来这些教诲“是海格立斯
①
的巨掌打的耳

光，而它们的声音只是在现在（在小市民没有危险之后）②我们方

觉得是那样地悦耳，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伟大而苦痛的（对于小市民

无疑是非常苦痛的）③经验”。（第１３６页）

在“美茵兹的被困”中格律恩先生

“无论如何也不愿忽略以下的地方：‘星期二……我匆匆地去……向……

我的君主请安，同时我很荣幸地侍奉了亲王……我的殿下’”等等。

至于歌德把自己的忠诚让普鲁士国王 的近侍、皮条匠、戴绿

帽子的里茨先生肆意践踏的地方，格律恩先生却认为是不便引证

的。

关于“市民将军”和“流亡者”我们看到：

“歌德经常用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革命的全部反感，是由于这些永无

止境的痛苦而引起的，是由于他看到人们光明磊落地挣来的和光明磊落地获

得的地产被阴谋者、嫉妒者……所霸占而自己却被赶出来而引起的，是由于

这种抢劫的非正义性而引起的……他的善于持家的爱和平的天性由于所有

权的被侵害而被激怒了，这种侵害是用专横的手段造成的，它使大批的人流

离失所，陷入贫困。”（第１５１页）

这里无须做任何评述，让文责由“人”来自负吧，他的“爱和平

的和善于持家的天性”在“光明磊落地挣来的和光明磊落地获得的

（简单地说，就是正当得来的）④地产”中间感到那样的舒适，竟使

他把ｓａｎｓｆａ ｏｎ〔毫不客气地〕扫荡了这些地产的革命风暴宣布

为“专横”，宣布为“阴谋者、嫉妒者”等等的勾当。

    

① 古希腊神话中一个最为大家喜爱的半神半人的英雄。——译者注

② ③ ④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编者注

３６２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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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读了上面那段话之后，我们就再不会奇怪，为什么市民的牧

歌“赫曼与窦绿苔”和它的胆小而精明的小城市居民、它的由于极

端害怕长裤汉军队①和战争灾祸而哭哭啼啼地四散奔游的农民，

竟唤起了格律恩先生的“最纯正的快感”（第１６５页）。格律恩先生

“甚至心安理得地满足于最终……落在德国人民头上的狭隘的使命：

  继续这种骇人听闻的骚乱，跟着人东奔西闯，

  这样的态度和我们德意志人有点不相象。”１０８

对苦难时代的牺牲者洒下同情之泪，因这些命运的打击而怀

着爱国的绝望仰求苍天，格律恩先生这样做是对的。要知道，本来

就有不少腐化堕落的人，他们的胸膛里跳动着的不是“人的”心，他

们宁愿在共和派阵营里随声应唱“马赛曲”，甚至在窦绿苔的被遗

弃的小屋子里开些猥亵的玩笑。象黑格尔这种人是那样冷酷无情

地看待被历史的暴风雨摧残了的“宁静的花朵”，是那样冷酷无情

地嘲笑那些为“反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及其完成者”而发出

的“对谦逊、恭顺、仁爱和慈善等私德的枯燥无味的抱怨”１０９，对这

种冷酷无情格律恩先生是很恼恨的，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这样

做是对的。他将在天堂里受到应得的奖赏。

我们用下面的话未结束“人”对革命的解释：“真正的小丑会认

为国民公会本身是极其可笑的”；而在还没有找到这个“真正的小

丑”之前，格律恩先生在这方面同时给了我们一些必要的指示（第

１５１和１５２页）。

４６２ 弗 · 恩 格 斯

① 长裤汉（法文：ｓａｎｓ－ｃｕｌｏｔｔｅｓ是不穿短裤的意思）是１８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时贵族对革命者、共和党人所起的绰号，因为他们和穿天鹅绒短裤的贵族不

同，穿的是粗布作的长裤。长裤汉军队就是指当时法国的革命的军队。——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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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歌德在革命以后对政治的态度，格律恩先生又给了我们

一些令人惊奇的解释。在这里只举出一个例子。我们已经知道，

“人”的胸中对自由主义者怀着多么深的敌意。“人的诗人”在没有

同自由主义者彻底划清界限之前，在没有给韦尔凯尔、伊茨施泰因

及其伙伴们留下一定的训示之前，当然是不能进坟墓的。我们这

位“自满的无孔不入的人”在“温和的讽刺诗”中的下面一些诗句里

找到了这一训示（见第３１９页）：

  这只不过是旧日的污秽，

  你们要变得更聪明！

  若要永久不踩这块地方，

  你们就继续前行！

歌德发表了这样一种见解：“没有什么比多数更讨厌的了，因

为它是由少数有力的首领、一些随机应变的骗子、被同化的弱者，

以及尾随在他们后面的、完全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群众所组成

的。”１１０这种见解实在庸俗，它的特点是仅仅在德国这样的小国家

里才能有的无知和近视，但在格律恩先生看来，它竟是“对最近的

（即当代的）①法制国家的批判”。这一批判的重要性，可以“在，例

如，任何一个众议院里”得到确证（第２６８页）。这样看来，法国众

议院之“腹”１１１只是由于无知才那样深切地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同

类。在几页以后（第２７１页）就会看到“七月革命”在格律恩先生看

来原来是“命定了的”，而早在第３４页上关税同盟就已经受到严厉

的指责，因为它“为了稍事加强王座（！！）的支柱，即加强自由主义

的金融巨头们的势力（大家知道，在一切关税同盟国家里，自由主

５６２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①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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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金融巨头是同“王座”敌对的），而使得赤身露体的受冻者用以

遮盖自己的赤身裸体的破衣褴衫更加昂贵”。大家知道，当问题涉

及反对保护关税或资产阶级某种别的进步措施的时候，德国小市

民总是把“赤身露体的受冻者”提在前头，而“人”也附和小市民的

意见。

关于“人的本质”，歌德对社会和国家的批判通过格律恩先生

的介绍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解释呢？

首先，照第２６４页上的说法，“人”对于“有教养的阶层”总是怀

着深厚的敬意，对于上层贵族更是毕恭毕敬。其次，他的特点是极

端畏惧一切巨大的群众运动、一切强大的社会运动；当运动迫近

时，他不是胆怯地躲在火炉背后，就是急忙卷起铺盖溜之大吉。当

运动在进行的时候，它对他来说只是一个“苦痛的经验”；但是运动

刚一过去，他就从容不迫地站在舞台前面，用海格立斯的巨掌打耳

光（这些耳光的声音只是现在他才感到那样的悦耳），并且认为所

发生的一切都是“极其可笑的”。同时他全神贯注在“光明磊落地

挣来的和光明磊落地获得的地产”上面，此外，他具有非常“善于持

家的爱和平的天性”；他谦逊，知足，希望不要有什么暴风雨来打扰

他享受他那微小的宁静的乐趣。“人是乐意生活在狭隘的环境里

的”（第１９１页；这是“第二部分”的第一句话）；他什么人也不羡慕，

只要让他安静地生活，他就谢天谢地。一句话，这个“人”（我们已

经知道，他是道地的德国人）渐渐和德国的小市民一模一样了。

歌德对社会的批判通过格律恩先生的转述实际上变成了什么

呢？“人”认为应该归罪于社会的是什么呢？首先，就是社会不符合

于他的幻想。而这些幻想恰恰是那些喜欢空想的小市民的幻想，

尤其是年轻的小市民的幻想。如果小市民的现实不符合这些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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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那不过是因为幻想只是幻想而已。然而，这些幻想本身却更加

符合小市民的现实。这些幻想和现实的不同只不过象空想中的某

一状态和这一状态本身的不同一样，因而今后也就谈不上使它变

为现实了。格律恩先生对“维特”的解释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令人信

服的例子。

其次，“人”所攻击的是一切威胁德国小市民制度的东西。他

对革命的全部攻击就是小市民的攻击。他对自由主义者、对七月

革命、对保护关税的憎恨极明显地表现出受压制的保守的小资产

阶级对独立的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憎恨。现在再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这一点。

大家知道，小市民阶层的兴盛是和行会制度分不开的。在第

４０页上格律恩先生以歌德的即“人”的精神说道：“在中世纪，同业

公会把一个强者同其他强者联合起来，从而给前者以保护。”在

“人”看来，当时参加行会的市民都是“强者”。

但是行会制度在歌德的时代已经处于衰落状态，竞争已经从

四面八方侵入了。歌德这个真正的小市民在他的回忆录中的一个

地方（格律恩先生在第８８页上引证了这个地方），对正在开始的小

市民阶层的分化、富裕家庭的没落、由此而引起的家庭生活的瓦

解、家庭纽带的松弛以及在文明国家里受到应有的卑视的其他各

种市民的不幸，倾泻出令人心碎的哀鸣。格律恩先生在这个地方

看出了对当代社会的卓越批判，他喜不自胜，竟把这段引文里的全

部“人的内容”加上着重号刊印了出来。

现在我们来看看歌德身上的实际的“人的内容”。我们现在可

以前进得快一些，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人”的足迹。

首先必须指出一个令人高兴的发现：“威廉·麦斯特从父母家

７６２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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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逃出”，“爱格蒙特”里的“布鲁塞尔市民维护自己的权利和特

权”，都不过是为了“成为人”，而不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第

页）。

格律恩先生在蒲鲁东的道路上已经抓住了歌德老人一次。在

第３２０页上他幸运地又一次抓住了他！

“他所希望的，我们大家所希望的，就是拯救我们的个性，就是真正的无

政府状态；关于这一点歌德说道：

  为什么却在最新的世界里

  无政府状态是这样中我的心意？

  每个人随心所欲地过活，

  这也就是我的得获……”１１２

格律恩先生简直高兴得有些飘飘然了，因为在歌德那里也能

找到由蒲鲁东首创并为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热烈接受的这个

真正“人的”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然而这一次他失算了。歌德在这

里说的是已经存在的“在最新的世界里的无政府状态”，它“是”他

的得获，每个人都可以依据它随心所欲地生活，也就是说，他所说

的是那种由于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解体、由于资产阶级兴起和有

教养的阶级的社会生活中的宗法制度被废弃而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的独立性。就是从语法上来推究，这里也谈不上格律恩先生所心

爱的将来的无政府状态（更高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歌德在这里

谈的根本不是“他所希望的”东西，而是他所发现的东西。

但是，这一点小小的失策算不了什么。我们还可以举出“财

产”这首诗来。

  我知道，归我所有的，

  只是从我的灵魂里

  自然流露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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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良善的命运，

  使我彻底享受的

  每个幸福的瞬间。

如果看不到，在这首诗里“迄今存在的财产正在象烟一般地消

失”（第３２０页），那末格律恩先生的理解力就完全不起作用了。

不过，让格律恩先生的这些细小琐碎的注释游戏去他的吧。

它们实在多得不可胜数，而且一个比一个离奇。我们最好还是再

来仔细瞧一下“人”吧。

我们已经听到，“人是乐意生活在狭隘的环境里的”。小市民

也是如此。

“歌德的最初的一些作品都带有纯粹社会的（即人的）①性质……歌德珍

视最靠近身边的、最不引人注意的、最舒适的东西。”（第８８页）

我们在人身上发现的第一件实际的东西，就是他的“最不引人

注意的、最舒适的”、平静的小市民生活中的乐趣。

格律恩先生概述歌德的话：“如果我们在世界上找到一个地方，能够安安

静静地生活和占有自己的财产，能够有足以供养我们的田地，能够有栖身之

所，难道那里不就是我们的祖国吗？”

于是格律恩先生就大声喊道：

“难道这些话不正是确切地表达出了我们今天的期望吗？”（第３２页）

“人”无疑是穿着 àｌａｐｒｏｐｒｉéｔａｉｒｅ〔有产者式样的〕大礼服，但

同时却暴露出自己是个道地的小市民。

谁都知道，德国市民只是在青年时代曾经迷恋过一会儿自由。

“人”也有同样的特点。格律恩先生满意地指出，歌德在晚年“咀咒

９６２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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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那早在“葛兹”这部“放荡不羁的少年人的著作”里就已迸发出

的“对自由的向往”，他甚至ｉｎｅｘｔｅｎｓｏ〔详尽地〕引证了歌德的怯

懦的否认（第４３页）。格律恩先生所谓的自由是什么，可以从下面

的事实看出来：他在这里把法国革命所宣布的自由和歌德在瑞士

旅行期间的瑞士人的自由，即把现代的立宪民主的自由和中世纪

帝国城市里的贵族和行会的统治，甚至和阿尔卑斯山游牧部落的

古日耳曼人的粗野看做同一个东西。伯尔尼高原上的山岳人同国

民公会里的山岳派 就是从名字上来看也毫无区别！

可敬的市民是一切轻佻和渎神行为的大敌。“人”也是如此。

作为真正市民的歌德既然在各个地方都谈到这一点，那末在格律

恩先生看来，这就是“歌德的人的内容”。为了使读者确信这一点，

格律恩先生不但收集这些珍珠，而且在第６２页上把他自己的某些

宝贵启示也补充上去，例如，“渎神者……都是草包和蠢货”等等。

这使他的心即“人”和市民的心感到无上的光荣。

市民离了“心爱的君主”，离了亲爱的国父，就不能生活。“人”

也是如此。因此，连歌德（在第１２９页上）也把卡尔－奥古斯特视

为“卓越的国王”。而英武的格律恩先生在１８４６年还热中于“卓越

的国王”呢！

每个事件，只要直接涉及市民的私人生活，市民对它都感兴

趣。

“甚至日常的事件，在歌德看去，都成为对他的市民的舒适不有害就有利

的外在的对象；它们能够引起他的美学方面的或人的兴趣，但绝不是政治的

兴趣。”（第２０页）

    
 双关语：德文中《ｍｏｎｔａｇｎａｒｄｓ》这个字的原意是“山民”；同时又用来称呼１８世

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中的山岳派，即雅各宾党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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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当格律恩先生发现，某一事物“对他的市民的舒适

不有害就有利”，他“就对这一事物感到人的兴趣”。格律恩先生在

这里极其直率地承认，市民的舒适对于“人”是最主要的东西。

关于“浮士德”和“威廉·麦斯特”，格律恩先生写了专门的章

节。我们先来看看“浮士德”。

在第１１６页上我们看到：

“歌德只是靠发现了植物结构的秘密”，他才“能够创造出浮士德，他的人

道的人”（毫无办法规避“人的人”）。“要知道，浮士德同样……也是靠自然科

学才登上自己本性（！）的顶峰的。”

我们已经有过这样的例子：“人道的人”格律恩先生也是“靠自

然科学才登上自己本性的顶峰的”。显然，他的天性就是如此。

其次，我们在第２３１页上看到，第一场里的“兽的骨架和人的

骨头”意味着“我们全部生活的抽象”，而格律恩先生总是把“浮士

德”看成圣约翰的启示录。大宇宙意味着“黑格尔哲学”，而这个哲

学在歌德写这一场的时候（１８０６年），也许还只存在于黑格尔的头

脑中，至多是在黑格尔当时正在写作的“现象学”手稿中罢了。然

而，年代同“人的内容”有什么相干呢？

在第２４０页上，格律恩先生也不深入地研究一下就把“浮士

德”第二部里对日趋没落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描绘看做对路易十四

王朝的描绘，而且他还补充说，“因此我们自然而然地就有了宪法

和共和国。”当然，别人必须经过艰苦的劳动才能得到的一切东

西，“人”是“自然而然地”就有了的。

在第２４６页上格律恩先生告诉我们，“浮士德”的第二部从它

的自然科学方面来看，“是当代的经典，正如但丁的‘神曲’曾是中

世纪的经典一样”。我们把这个意见介绍给那些到现在为止还没

１７２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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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从“浮士德”第二部里得到很多收获的自然科学研究者们，介绍

给那些从前在这个佛罗伦萨人的渗透了保皇党人１１３的党派精神的

诗篇里看到了完全不同于“中世纪的经典”的东西的历史学家们！

看来，格律恩先生是用歌德用来看自己的过去的那双眼睛（据第

４９页）来看历史的：“在意大利歌德是用贝尔韦德的阿波罗①的眼

睛来看自己的过去的”，可是，ｐｏｕｒｃｏｍｂｌｅｄｅｍａｌｈｅｕｒ〔非常不

幸〕，这双眼睛是没有眼球的。

威廉·麦斯特是个“共产主义者”，就是说“在理论上是以美学

观点为基础的（！！）”（第２５４页）。

  “他把事业建立在虚无上面，

  于是便大胆地占有了世界。”１１４（第２５７页）

当然，他有足够的金钱来占有世界，就象任何资产者占有世界

一样，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根本用不着努力把自己变为一个

“以美学观点为基础的共产主义者”。威廉·麦斯特把自己的事业

建立在“虚无”上面，而且这个“虚无”，如第２５６页上所说的，还是

十分广阔和内容丰富的，——在这样的“虚无”的庇护之下，就可以

避免醉后头痛这种不愉快的事情。格律恩先生“喝干所有的酒杯

也不会发生任何不良的后果，也不会头痛”。对于今后可以偷偷地

酗酒而不受惩罚的“人”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了。为了将实现这

一切的那个时候，格律恩先生今天就发现，“我把事业建立在虚无

上面”这首诗，是“真正的人”的真正的饷宴之歌；“这支歌在人类把

自己安排得配得上唱它的时候将被歌唱”。于是格律恩先生把它

缩短成三节，并且删去了所有不适合于青年和“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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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德在“威廉·麦斯特”里确立了

“人类社会的理想”。“人不是教育人的本质，而是活着、行动着并且起着

作用的本质。”“威廉·麦斯特就是这样的人。”“人的本质就是活动”（这个

本质是人和一切跳蚤所共有的东西）（第２５７、２５８、２６１页）。

最后来谈谈“亲和力”。格律恩先生使这部本来就是说教性的

小说更加充满了说教的气味，因而几乎使我们以为，他给自己规定

了一个任务，要把“亲和力”推荐为女子中学适用的教科书。格律

恩先生解释道：歌德

“把恋爱和结婚区别开来，而且区别是在于：恋爱对于他是结婚的探求，

而结婚则是获得了的、完成了的恋爱”（第２８６页）。

因此，照这样说来，恋爱就是“获得了的恋爱”的探求。其次，这

就是说，在“青年恋爱自由”之后，作为“恋爱的最终结合”的结婚就

一定会到来（第２８７页）。在文明国家里恰好就是这样，贤明的家长

为了给儿子以后能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妻子来“最终结合”，先让

他尽情地放荡几年。但是在文明国家里早就不把这种“最终结合”

看做道德上的约束，恰恰相反，在那里丈夫拥有情妇，而妻子则给

丈夫戴绿帽子作为报复，于是小市民又来搭救格律恩先生了：

“如果人有真正自由的选择权……如果两个人的结合是建立在双方理性

的意志上的（在这里，关于情欲，关于血和肉连提都没有提）①，那就需要有浪

荡公子的人生观，才能象歌德那样，把这一结合的破坏看做小事情，而不是看

做十分痛苦和不幸的事情。然而说歌德放荡是根本谈不上的。”（第２８８页）

这个地方充分说明了格律恩先生有时对道德所做的羞羞答答

的攻击。小市民深信，对待青年人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况且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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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荡的青年人后来都会成为最模范的丈夫。但如果他们在结婚之

后还犯什么过失，那时就不能再宽恕他们，怜悯他们了，因为要这

样做就“需要有浪荡公子的人生观”。

“浪荡公子的人生观！”“放荡！”“人”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的眼

前了。我们看到，他把手放在胸口，带着愉快和骄傲的感情大声喊

道：不，我一点也不轻佻，一点也不“荒淫和放荡”，我从来没有蓄意

破坏任何人的平静的家庭生活的幸福，我总是忠诚和正直的，从来

没有在朋友的妻子身上打过主意，我不是“浪荡公子”！

“人”说得对。他不是为了勾引漂亮女人而被创造出来的，他

从来没有起过勾引妇女和破坏夫妻间的忠实的念头，他不是“浪荡

公子”，而是有良心的人，是正直和善良的德国小市民。他是

  “……一个性情温和的小商人，

  在商店里边抽着他的烟袋；

  他怕他的老婆和她傲慢的声音；

  他让她在家里统治着一切，

  最微小的指使他也默默听从。

  他就这样忍辱、挨打而满足地生活。

（帕尔尼《Ｇｏｄｄａｍ》①第三首歌）

最后我们还要说明一点。如果我们在上面只是从一个方面观

察了歌德，那末这完全是格律恩先生的罪过。他丝毫没有描写歌

德伟大的一面。对于歌德的一切确实伟大的和天才的地方，例如，

“浪荡公子”歌德的“罗马哀歌”，格律恩先生不是匆匆地一闪而过，

就是滔滔不绝地说一通言之无物的废话。但是他却以他少有的勤

４７２ 弗 · 恩 格 斯

① 《Ｇｏｄｄａｍ》是法国诗人帕尔尼的一部著作的名字，原著是用法文写的。Ｇｏｄ－

ｄａｍ这个字是英文的感叹词，有“该死！”、“天杀的！”等等意思；在法国被用做

带有讽刺意味的英国人的绰号。——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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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去搜罗一切庸俗的、一切小市民的、一切琐屑的东西，把所有这

些收集在一起，用真正文学家的笔法加以夸张，并且每当他有可能

利用歌德的权威，而且还常常是被歪曲了的歌德的权威来支持自

己的狭隘性的时候，他就兴高采烈起来。

歌德每次和历史面对面时就背弃它，历史为此而给歌德的报

复，并不是门采尔的叫骂和白尔尼的狭隘的辩驳。不是的，正如

  蒂妲妮亚在仙宫，

  发现自己在波顿的怀抱里，１１５

歌德也一度发现自己在格律恩先生的怀抱里。格律恩先生的辩

解，他对歌德的每一句庸俗的言语所嘟嘟囔囔地说出来的感激不

尽的话，这方是被侮辱的历史所能给予最伟大的德国诗人的最残

酷的报复。

不过格律恩先生“死可瞑目，因为他没有玷污做人这个使

命。”（第２４８页）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６年底—１８４７年初

载于１８４７年９月１２和１６日，１１月

２１、２５和２８日，１２月２、５和９日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７３、７４、

９３、９４、９５、９６、９７和９８各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５７２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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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经 济 学 家 会 议

大家知道，这里有些律师、官吏、医生、食利者、商人等之类的

人，他们在保卫自由贸易协会（与巴黎的组织类似）的招牌下相互

讲授政治经济学的起码知识。上个星期的最后三天，这些先生们

走起运来了。他们召集了各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举行了一个伟

大的会议。他们感到真是无法形容的高兴，现在已经不是听什么

茹尔·巴泰尔斯先生、勒·阿尔迪·德·博利约、法德尔即费德

尔 或者其他不知名之士讲经济方面的道理了，现在是听科学大

师们亲自讲解了。他们真幸福，真高兴，真走运，真是飘飘然了。

可是科学大师本身却很不走运。他们本以为斗争将很轻松，

但实际上斗争对他们来说却很严酷；他们本以为，他们一来，一交

锋，就会取得胜利，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在投票时取得了胜利，在争

论的时候，第二天就被彻底打垮，第三天只是由于进行了幕后活动

才避免了新的更彻底的失败。假如他们那些为幸福所陶醉的听众

没有发觉这一切，那他们自己是应该深切地感到这一点的。

我们参加了这个会议。从前我们对这些科学大师也没有特殊

敬仰过，他们的学识主要表现在他们之间总是心安理得地相互矛

    

 俏皮话：Ｆａｄｅｒ〔法德尔〕是《ｆａｄｅ》（“暗淡”、“庸俗”）一字来的；Ｆａｉｄｅｒ〔费德尔〕

是经济学家会议一个与会者的姓。——编者注

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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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和自相矛盾。有些人的高论（无论是书面和口头的）我们并不很

熟悉，因而对他们还可能有一定的敬意，但应该承认，在这次会议

以后，我们连一点敬意都没有了。老实说，我们惊奇的是，这次我

们竟不得不听这么多庸俗荒唐的言论，这么多举世皆知的陈词滥

调。老实说，我们没有想到，除了政治经济学的初步道理而外，科

学大师竟没有提出一点新东西；这些初步道理，七八岁的孩子也许

会感到新鲜，但对成年人特别是保卫自由贸易协会的成员来说，无

论如何都应该是熟知的了。但这些先生是比我们更加了解自己的

听众的。

这次会议上表现得最好的是英国人。他们和这次会议的利害

关系最大；开辟大陆市场，他们很同意；自由贸易是他们的切身问

题。他们非常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除了英文，他们在其他任何情

况下从来都不用别的文字讲话，而在这里，为了自己心爱的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自由贸易〕，却甘愿用法文发言。这就明显的说明，这件事是

多么有力地触动了他们的钱袋。法国人以抽象的思想家和有学识

的幻想家的姿态发了言。他们一次也没有显示出法国人的机智和

思想的新奇。但至少他们讲的法文很漂亮，这种法文在布鲁塞尔

是难得听到的。荷兰人的发言很枯燥，说教似的。丹麦人大卫先生

的发言根本无法理解。比利时人所起的作用应当说是消极听众的

作用，顶多也只是象该国的工业那样，只能模仿别人。最后是德国

人，他们之中除了与其说以德国人不如说以英国人的身份发言的

维尔特外，成了整个会议的ｐａｒｔｉｅｈｏｎｔｅｕｓｅ〔污点〕。在这方面，他

们本来可以得到第一把交椅，假如不是一个比利时人为自己国家

夺走了他们这个位置的话。

第一天。一般性的讨论。费德尔先生代表比利时人首先发言；

７７２经 济 学 家 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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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整个发言和举止言谈，都暴露出我们在布鲁塞尔的街道上和

散步的地方所看到的那种令人十分厌恶的矫揉造作和华而不实。

费德尔先生开头说了一通空话，然后勉强谈了一些最起码的政治

经济学道理。他那又臭又长的演说占去了我们相当长的时间，我

们可不打算把这么多时间花在他身上。

接着走上讲台的是在巴黎担任教授等职务的沃洛夫斯基先

生。这位自鸣得意、肤浅的饶舌家，法兰西化的波兰犹太人，他能

把这三个民族的缺陷全都集中在自己身上，而不接受它们的任何

优点。沃洛夫斯基先生那个事先写好的、满篇全是意想不到的诡

辩的演说，唤起了热烈的反应。但可惜，这篇演说并不是他自己写

的，而是从弗雷德里克·巴师夏先生的“经济学的诡辩”１１６中抄来

的。热烈鼓掌的布鲁塞尔听众显然不知道这一点。沃洛夫斯基先

生曾表示遗憾，说德国保护关税派将反对他，这么一来法国的保护

关税派就失去了带头的机会。他曾为此受到惩罚。沃洛夫斯基先

生演说的最后一部分是极其可笑的。他大谈劳动阶级，他保证贸

易自由会给他们带来遍地黄金，并以他们的名义装出激愤的样子

抨击了保护关税派。他尽力以激动人心的最高语调大声疾呼地

说，是的，这些保护关税派，“这些心里（他拍着自己的大肚子）①对

劳动阶级没有一点同情的人”，他们妨碍我们实现崇高的理想和帮

助工人摆脱贫困！但可惜他的愤怒过于造作了，它对工人席位上的

那几个人不可能产生一点影响。

来自科伦的德国代表里廷豪森先生发表了一篇又臭又长的演

说，为保护关税制度进行辩护。他是以真正德国人的身份发言的。

８７２ 弗 · 恩 格 斯

①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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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带着极其悲痛的表情抱怨德国的窘境，抱怨德国工业的脆弱，简

直是哀求英国人，请他们允许德国使自己摆脱他们那种剧烈逼人

的竞争。他说，可敬的先生们，当我国直到目前几乎到处都还保留

着行会，我们自己还根本不能相互自由竞争的时候，你们怎能在我

国实行自由贸易，要我们同所有国家自由竞争呢？

布朗基先生回答了里廷豪森先生。他是巴黎的教授、众议院

议员和进步保守派，一本可怜的有关政治经济学史的著作１１７和其

他蹩脚著作的作者，政治经济学中所谓的“法兰西学派”的主将。

他是一个胖胖大大、沉着有礼的人，面部表情极其复杂，故意装得

既严肃又温和仁慈，ｃｅｌａｖａｓａｎｓｄｉｒｅ〔显然〕是个荣誉军团勋章的

获得者。布朗基先生讲话非常生动，但他话中的生动的思想却非

常少，这当然会博得布鲁塞尔的自由贸易派的敬仰。而且他这次

讲的比他以前写的还要空洞十倍。我们用不着把时间花费在这些

空谈上。

接着发言的是激进派议员包林博士；他是边沁的英明思想的

继承人及其骨胳的保管人１１８。他本人也是边沁的骨胳。显然，选举

已经过去了；包林先生认为再用不着对人民让步了，因而才以真正

资产者的本来面貌发言。他的法文讲得流利而确切，但英文杂音

很重，常用最有力最可笑的手势来加强自己讲话的效果，这种手势

我们曾经看到过。最自私的英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包林先生宣布，

现在应该抛弃自私自利了，应该开始把自己的幸福与自己亲友的

幸福连系起来了。显然他曾援引了旧的经济“道理”——可以同百

万富翁进行更多的交易，从他身上赚到的钱要比同一个有几千塔

勒的人进行交易赚到的更多。最后他带着激动的表情把上天的使

者——走私者——颂扬了一番。

９７２经 济 学 家 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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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发言的是瓦朗西恩鼓励国民劳动协会主席杜沙多先生；

他针对沃洛夫斯基的意见，为法国保护关税制度进行辩护。他十

分平静而准确地重述了那些人人都知道的保护关税派的道理，并

十分公正地认为，单单这些道理已足以破坏自由贸易派先生们在

整个会议过程中的情绪了。他无疑是这天第一流的演说家。

议员尤尔特先生用几乎使人无法理解的法文反驳了他，把在

英国几乎每个街头顽童都早已熟悉的反谷物法同盟１１９的那些陈词

滥调重复了一遍。

如果只是按次序来讲，还应该提一下波尔多自由贸易派协会

的代表康潘先生。他所谈的尽是些鸡毛蒜皮，我们一个字也没有

记住。

议员汤普逊上校把整个问题归结为一个简单的情形：在某个

城市里，车夫拉一趟车得到一个半法郎。后来来了一辆公共马车，

同样一段路程它只要一个法郎。车夫们会说，这样一来，每次运程

就使交易中少了半个法郎。是不是这样呢？这半个法郎跑到哪儿

去了呢？乘客总要用这些钱去买些什么别的东西——肉酱、点心

等。这就是说，这半个法郎还是要进入交易中去，这样消费者就会

得到更多的好处。为车夫进行辩护的保护关税派和力求推行公共

马车的自由贸易派，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不过善良的汤普逊只是

忘了一点：竞争会使消费者很快失掉这点小便宜，它会使你在一个

地方沾到的便宜，在另一个地方如数失掉。

最后发言的是来自巴黎的国务参事杜诺瓦耶先生；他写过许

多作品，其中包括“论劳动自由”１２０一书，他在这本书中责备工人生

育太无节制。他用国务参事那种激昂的声调发言，但讲的都是废

话。杜诺瓦耶先生肥头大耳、大腹便便，秃头顶，脸面发红并且象

０８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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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一样地向前突出；显然，他不能容忍任何矛盾，但也并没有引起

应有的恐惧。关于他对无产阶级的轻率的攻击，布朗基先生曾经

这样说过：“杜诺瓦耶先生向人民述说的这些严酷的道理，伏尔泰

和卢梭在上一世纪曾奉献给各位君王。”

一般性的争论就到此结束。第二天第三天就个别问题进行的

讨论，我们在最近一期１２１上再谈。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７年

９月１９和２２日之间

载于１８４７年９月２３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７６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１８２经 济 学 家 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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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

和工人阶级１２２

保护关税派从来没有保护过小工业即手工劳动。在德国，难

道李斯特博士和他的学派曾经为小亚麻业、手工纺织业、手工业要

求过保护关税吗？没有，他们要求实行保护关税，不过是为了用机

器挤掉手工劳动，用现代的生产代替宗法式的生产。一句话，他们

是想扩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特别是大工业资本家的统治。他们甚

至声称小工业、小资产阶级、小农业、小农的衰退和毁灭固然令人

惋惜，但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是德国工业发展的必然现象。

在德国这个学派繁多的国家，除了李斯特博士的学派而外，还

有另一个学派；这个学派不仅要求实行保护关税制度，而且要求实

行真正的贸易限制制度。该学派的首脑冯·居利希先生写了一本

有关工商业史的真正学术著作１２３，这本书还译成了法文。冯·居

利希先生是个十分仁慈的人，他真心关怀保护手工劳动、国民劳动

的问题。好极了！他做了些什么呢？他首先批驳了李斯特先生；证

明工人阶级的福利在李斯特的制度中只是一个骗人的假象，一句

空洞的高调；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下列建议：

１．禁止外国工业品输入；

２．对输入的原料如棉花、丝等，课以极高的进口税，以保护本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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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麻纺织业和毛纺织业；

３．对殖民地商品也应采取同样措施，使当地产品把砂糖、咖

啡、靛蓝、洋红、贵重木料等从市场上排挤掉；

４．在国内应对机器课以重税，以保护手工劳动不受机器排挤。

可见，冯·居利希先生也属于同意这个制度及其一切后果的

那一派。但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这不仅阻碍外国工业品的输入，

而且阻碍本国工业的发展。

李斯特先生和冯·居利希先生体现了这种制度摇摆其间的两

个极端。如果这种制度要保护工业的进步，首先就要牺牲手工劳

动、一般劳动；如果它要保护手工劳动，就要牺牲工业进步。

我们再回头来谈谈不同意冯·居利希先生的幻想的保护关税

派本身。

假如他们能用明显的、直截了当的语言跟工人阶级谈话，他们

就应当这样来说明自己的仁慈观点：受自己同胞的剥削总比受外

国人剥削好些。

我认为工人阶级永远不会满意这种解决办法；虽然这种办法

的爱国主义情感颇为浓厚，但它对那些唯一的活动就是生产财富、

生产物质财富的人来说，总是有些禁欲主义和唯灵主义的味道。

可是保护关税派会说：“不管怎么说，我们至少是保持了社会

的现状。好也罢坏也罢，我们总还保证了工人的工作，不让他由于

外国竞争而被抛到街头”。我不打算反驳这种说法，我同意这种说

法。可见，保持和固守现状是保护关税派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达

到的最有利的结果。这很好，但要知道，对工人阶级来说，问题不

是要保持现状，而是要把现状转到某种完全相反的方面。

保护关税派还有一个最后的遁词：他们说，他们的制度决不妄

３８２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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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成为进行社会改革的手段，但在对外关系方面进行经济改革以

前，仍然需要首先在国内实行社会改革。保护关税制度起初是反

动的，后来是保守的，最后成了保守的进步制度。虽然乍一看来，

这种理论相当诱人，很实际又很合乎情理，但也相当明显地暴露了

本身的矛盾。真是惊人的矛盾！保护关税制度把一个国家的资本

武装起来和别国的资本作斗争，加强一个国家的资本反对外国资

本的力量，而主张这种制度的人还以为，通过这些办法就可以使资

本在对待工人阶级方面变得软弱而且容易让步。归根到底，这就

等于指望资本大发慈悲，好象资本本身能够大发慈悲似的。一般

说来，社会改革永远也不会以强者的软弱为前提；它们应当是而且

也将是弱者的强大所引起的。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说明这个问题。自从保护关税派承认社

会改革不是他们制度的组成部分，不是从他们的制度产生的问题，

而是一个特殊问题，从这时起，他们就离开了社会问题。因此我现

在把保护关税派放到一边，来谈一下自由贸易对工人阶级状况的

影响问题。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７年９月下半月

载于“卡尔·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

关税的两篇演说”单行本１８４８年哈姆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１８４８年

单行本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４８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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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

９月１６、１７、１８日此间（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经济学家、工业

家、商人一类人物的会议，讨论自由贸易的问题。出席的各国代表

约有１５０名左右。英国自由贸易派出席会议的有：包林博士（议

员）、汤普逊上校（议员）、尤尔特先生（议员）、布朗先生（议员）、“经

济学家”杂志１２４编辑詹姆斯·威尔逊等。从法国来的代表有沃洛

夫斯基先生（法学教授）、布朗基先生（众议院议员、政治经济学教

授，著有政治经济学史等著作）、奥拉斯·萨伊先生（著名经济学家

之子）、沙·杜诺瓦耶先生（枢密顾问官，著有许多关于政治、政治

经济学方面的著作）等。德国的自由贸易派一个人也没有派来，而

荷兰、丹麦、意大利等国则派有代表出席。马德里的拉蒙·德·拉

·萨格拉先生准备前来，但到得很晚。不用说，大批比利时自由贸

易派也出席了会议，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于是，学术界的名流就汇聚一堂来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

自由贸易是否将造福于全人类？您大概会以为在这样一个出色的

会议上进行的辩论，经济学界头等名人之间的争辩一定是最令人

感兴趣的。您大概会以为象包林博士、汤普逊上校、布朗基和杜诺

瓦耶这样的人物一定会发表异常高明的议论，提出异常有力的论

据，从全新的异乎寻常的角度来论述一切问题。先生啊！要是您出

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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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了这次会议的话，您一定大失所望。用不了一个钟头，您的美妙

的希望和天真的幻想就会化为乌有。我参加过无数次公开的集会

和讨论。在我住在英国的期间，我曾不下千百次听到反谷物法同

盟的信徒们滔滔不绝地提出他们的论据，可是从来也没有，我担保

从来也没有听到过这样枯燥无味、令人头痛而且还讲得非常得意

的废话。我还从来都没有这样失望过。这个会议上所进行的讨论

根本不配叫做讨论，简直是茶楼酒肆中的乱扯。这些学术界巨子

根本没有敢深入到真正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去。我不来向您转述

头两天会上所有那些陈词滥调。取两三份“同盟”或“曼彻斯特卫

报”１２５来看一下，就可以找到这两天会上的全部发言。或许沃洛夫

斯基先生讲的几句听来满有理的名言在报上找不到，可是他那些

话都是从巴师夏先生（法国自由贸易派领袖）的“经济学的诡辩”那

本小册子上剽窃来的。自由贸易派没有预料到除里廷豪森先生

（德国的保护关税派，总的说来是一个平庸的人物）之外会有谁反

对他们。可是突然杜沙多先生（法国工业家、保护关税派）起来

发言，保护自己的钱包，正象尤尔特先生和布朗先生保护自己的

钱包一样。他非常激烈地反对他们，以致在辩论的第二天，许多

代表，其中甚至也有自由贸易派，都承认他们在这场辩论中被击

败了。可是他们在投票表决时进行了报复——决议自然几乎是一

致通过的。

第三天讨论了一个您的读者所感到兴趣的问题，即“实行普遍

的自由贸易是否对工人阶级有利？”南郎卡郡的布朗先生（自由贸

易派）用英语做了长篇的发言，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他和威尔逊先生是唯一用英语发言的两个人，其他人全都讲法语；

包林博士的法语讲得很好，汤普逊上校勉勉强强，尤尔特先生糟透

６８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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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布朗先生用一种很象英国国教牧师讲话的凄怆声调，把反谷

物法同盟的一部分老教条重复了一阵。

在他后面发言的是莱茵普鲁士的维尔特先生。你们大概知道

这位先生，他是一个年轻的商人，写的诗很著名并且在全德国都享

有盛誉。他在约克郡住过一些年头，亲眼看到过工人群众的状况

是什么样子。他在那里的工人群众中间交了很多朋友，这些朋友

知道他没有把他们忘掉将会很高兴。因为在会议全部发言中他的

发言最能使您的读者感到兴趣，所以我想把它较详细地传达一下。

他这样讲：

“先生们！你们在讨论自由贸易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问题。你们宣称

对这个阶级抱着无比深切的同情。对这一点我很高兴，但是令我感到惊讶的

是，在你们中间竟看不到工人阶级的代表！法国的有产阶级，这里有贵族来代

表他们；英国的有产阶级，有几位议员来代表；比利时的有产阶级，有前内阁

大臣来代表；连德国的有产阶级都有一位先生来代表，他非常忠实地给我们

描述了那个国家的状况。然而我请问你们，工人阶级的代表在哪里呢？我看

不见他们；因此，先生们，请允许我为工人的利益来讲讲话。我冒昧地以工人

的名义，首先是以那５００万英国工人的名义向你们呼吁；我在他们中间度过

了我毕生最快乐的时光中的几年，我了解他们，我爱他们。（鼓掌）先生们，工

人实际上需要的是对他们的同情。到现在为止，从来都不是把他们当做人看

待，而是当做牛马看待，不，当做商品、当做机器看待；英国的工业家们很懂得

这一点，所以他们从来不说‘我们雇用工人若干’，而说‘人手若干’。有产阶

级本着这一原则就可以完全心安理得地当需要他们的时候使用他们，当从他

们身上再也榨不出利润的时候把他们赶到街头上去。可见这些现代社会的

贱民的状况是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请随便向哪里看一看吧：看看罗尼河

的两岸，看看曼彻斯特、里子和北明翰的又脏又臭的小巷，看看萨克森和西里

西亚的山坡土岗或者威斯特伐里亚平原——你们到处都会看到同样面黄肌

瘦、同样愁眉不展的人们，他们在徒劳地争取自己在文明社会中应有的权利

和地位。（会场大为轰动）”

７８２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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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维尔特先生又说，在他看来保护关税制度实际上根本不

保护工人，而自由贸易（他直截了当地、坦白地这样告诉工人，尽管

他自己也是主张自由贸易的）同样根本不能改变他们的悲惨处境。

他一点也没有自由贸易派的那种幻想：似乎他们的制度付诸实行，

会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恰恰相反，实行自由贸易，即彻底实现自

由竞争的原则，一方面使资本家之间更加展开损人利己的竞争，可

是另一方面同样也会使工人之间产生更加尖锐的竞争。彻底的自

由竞争必然会大大促进新机器的发明，那时机器每天都要排挤掉

比现在更多的工人。这种自由竞争将从一切方面刺激生产的发

展，可是恰恰由于这个缘故，它也将在同样程度上促成生产过剩、

商品充斥和商业动荡。自由贸易派硬说实行了自由贸易制度这些

可怕的动荡就会停止。可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动荡来得比任何时

候都要更加频繁、更加剧烈。可能，甚至毫无疑问，食品价格的降

低起初会有利于工人，生产费用的降低会引起消费量的增长，会增

加对劳动力的需求，然而这一点好处很快就会变成灾难，工人们由

于相互间的竞争很快就会把自己降低到原来的挨饿受穷的生活水

平。在提出了上述论据以及其他一些论据（显然这些论据对与会

者说来是非常新颖的东西，因为他们听的时候都非常聚精会神，尽

管“泰晤士报”记者傲慢地对这些话置之不理，他仅报之以无礼的

但是意味深长的讥讽，说这是“宪章主义的那一套老生常谈”）以

后，维尔特先生这样结束了他的发言：

“先生们，不要以为这些观点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英国工人也抱有同样

的观点，我是喜爱和敬重这个有智慧有毅力的阶级的。（鼓掌，有人喊“这是

恭维话”。）我举些事实来证明这一点。在整整六年的时间里，在座的反谷物

法同盟的先生们一直在徒劳地强求工人的支持。工人从来也没有忘记资本

８８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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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他们天生的敌人。他们记得同盟在１８４２年所挑起的骚动１２６，他们也记得

企业主对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所进行的反抗。只是在１８４５年底，宪章派即工人

阶级中最优秀的部分才和同盟进行了短时期的联合以便击溃他们的共同敌

人——土地贵族。可是他们合作的时间很短，而且工人也没有被科布顿、布

莱特之流的虚伪诺言所欺骗，也并没有真的指望他们所说的什么面包减价、

提高工资、保证就业等等空话会付诸实现。不，工人们一刻也没有放弃独自

指靠本身的力量，建立由自己的领袖——不屈不挠的邓科布和菲格斯·奥康

瑙尔领导的单独的政党。菲格斯·奥康瑙尔，尽管有人那样对他进行诽谤中

伤（这时维尔特先生朝包林博士那边望了一眼，包林博士倏地颤动了一下），

尽管有人那样对他进行诽谤中伤，可是过几个礼拜以后他就要和你们并排地

坐到下院的席位上去了。我代表那千百万不相信自由贸易会为他们造出奇

迹来的人们向你们呼吁，请你们想些别的办法来切实地改善他们的状况吧。

先生们！我是在为了你们的利益而向你们呼吁。你们已经用不着惧怕全俄罗

斯的皇帝了；你们也不怕哥萨克兵的侵袭；可是如果你们不当心一些的话，你

们就有遭到自己的工人袭击的危险，而对你们说来他们比天下一切哥萨克兵

都更可怕。先生们！工人不愿再听你们的那些漂亮话了，他们希望你们做出

事实来。而且你们没有理由对此感到惊异。工人非常清楚楚地记得，在１８３０

年和１８３１年，当他们在伦敦替你们争取改革法案的时候，当他们在巴黎和布

鲁塞尔的大街上替你们打仗的时候，你们向他们频送秋波，和他们握手，对他

们赞不绝口；可是几年以后，当他们要求面包的时候，你们却饷以刺刀和霰

弹。（有人喊“噢！没有，没有！”有人喊“有的，有的！在比桑歇，在里昂！”１２７）所

以我再说一遍：你们要实行你们的自由贸易，那就实行好了；但是同时你们也

要想一些别的措施——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措施，否则你们将会悔之不及的。

（掌声雷动）”

维尔特先生讲完以后，包林博士立刻针对着他的话发言。

他说：“先生们，我要告诉你们，刚才发言的那位可敬的代表不是由英国

工人选出来代表他们出席这次会议的。根本不是，在代表工人这一件事上，

英国人民照例总是把全权委托给我们的，因此，我们声明，我们才是他们的真

正代表。”

接着，他就把自由贸易的好处描绘了一番，他提出的证明是，

９８２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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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去年实行新关税率以来，英国食品输入量有所增加。输入了

多少鸡蛋，多少百磅的黄油、干酪、火腿、咸肉，多少头牲畜等等，除

去英国工人谁能吃掉这许多东西？可是包林根本忘记告诉我们英

国自从容许外国竞争以来这些东西减产了多少。在他看来，输入

量增长是消费量增长的绝对证明，他认为这是一条不言自明的道

理。他一字也没有提起曼彻斯特、布莱得弗德、里子的那些流浪街

头，找不到工作的工人，象那些工人哪里有钱来消受这种想象中的

消费增长和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好处；我们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工

人不做工主人就会把鸡蛋、黄油、干酪、火腿和肉白白送给他们。

他一字也没有提起当前工商业中的停滞现象，而所有的报纸都把

这种停滞称为真正空前的停滞。他好象不知道自由贸易派的一切

预言同他们的措施付诸实施以后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他对工人

阶级所受的苦难没有表示丝毫的同情，相反地，他把他们现在的悲

惨状况描绘成所能希望的最快乐、最幸福、最安定的生活。

现在让英国工人自己来决定这两个人之中谁是他们的代表

吧。随后又有许多人发言，他们讲了各种各样的题目，什么事情都

谈到了，只是没有谈到提出讨论的那个问题。拜尔法斯特（？）选区

议员麦克亚当先生大谈爱尔兰的纺麻业，无尽无休地讲个不停，他

的统计数字几乎要了在座人的命。荷兰教授阿凯斯戴克先生讲什

么古老的荷兰、年轻的荷兰、列日大学、沃尔波尔和德·维特。万

－德－卡斯泰尔先生讲的是法国、比利时和内阁。柏林的阿斯海

尔先生讲的是德国的爱国主义，还有什么他称之为精神产物的新

制品。荷兰人登·泰克斯先生讲的天知道是些什么。后来，当全体

到会的人都快要睡着了的时候，沃洛夫斯基先生把大家惊醒了，他

回到了原来的话题，答复维尔特先生的发言。沃洛夫斯基先生的

０９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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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也象所有其他法国人的发言一样，证明了法国资本家是多么

惧怕维尔特先生的预言的实现。他们在谈到工人阶级的苦难时假

装同情、装模作样、假慈假悲，做得象极了，要不是他们大腹便便的

身躯，带着鲜明的伪善标记的面孔，他们所提出的无济于事的办法

以及极为显眼的言行背驰，要不是这一切跟他们做出的那付样子

显然相互矛盾的话，人家也许真会相信他们是出于真心的。不过

他们并没有骗得过一个工人。接着发言的法国贵族阿尔古尔公爵

也要求承认出席会议的法国资本家、议员等人有权称自己为法国

工人的代表。他们之代表法国工人与包林博士之代表英国宪章派

完全一样。随后发言的是詹姆斯·威尔逊先生，他毫不知羞耻地

重复着反谷物法同盟的陈腐论据，他的费拉得尔菲亚教友派信徒

一般的声调简直使人昏昏欲睡。

从以上这些情况，您可以看出这次会议是一场多么奇妙的辩

论。来自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博士（您知道他是德国民主派最有才

干的代表）也曾经要求发言。他准备了一篇演说，他这篇演说如果

宣读了的话，出席会议的那些“贵人们”就无法把所讨论的问题付

诸表决。可是维尔特先生的反对已经使他们害怕了。他们决心不

让那些不能确信甚为正统派的人讲话。所以沃洛夫斯基先生、威

尔逊先生这般人的发言都超过规定时间，到四点钟的时候登记发

言的还剩下六七个人，主席突然宣布停止辩论，于是名曰政治经济

学家会议的这一群小丑、笨伯、骗子们就以多数票对一票（这一票

是前面讲过的那位可怜的德国保护关税派傻瓜的）——民主派根

本没有参加表决——通过这样的意见：自由贸易对工人极为有利，

能解除他们的一切苦难。

鉴于马克思先生的演说虽未发表，但对于这种无耻谎言却是

１９２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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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想象不出的最好、最有力的驳斥，又鉴于在英国、尽管在这问

题上有人写下了连篇累牍的ｐｒｏ〔赞成〕和ｃｏｎｔｒａ〔反对〕的意见，

这篇演说的内容仍然会令人感到它是非常新奇的，所以我特地从

中摘录几节随信寄上。

马克思博士关于保护关税主义、自由贸易

和工人阶级的演说

保护关税派又分两派。第一派在德国以李斯特博士为代表，

这一派从来不以保护手工劳动为己任；相反地，他们之所以要求保

护关税，是为了用机器挤掉手工劳动，用现代的生产代替宗法式的

生产。他们总是企图使富豪阶级（资产阶级）特别是大工业资本家

取得统治地位。他们公然宣称，小工业家、小商人、小农的毁灭固

然令人惋惜，然而却是完全无法避免的现象。保护关税派的第二

派要求的不仅是保护关税制度，而且是绝对的贸易限制制度。他

们主张保护手工劳动既不受外国竞争，同样也要不受机器的侵犯。

他们主张不仅用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工业，而且还要用高额关税

保护本国的农业和本国的原料生产。这一派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呢？不仅禁止外国工业品的输入，而且还要禁止本国工业的发展。

这样，整个的保护关税制度必然要落到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要末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而牺牲手工劳动，要末保护手工劳动而

牺牲本国工业。保护关税派的第一派，即认为机器生产、分工和竞

争的发展是不可遏止的那些人，这样对工人说：“不管怎样，既然你

们得受剥削，那就最好认你们的同胞来剥削你们，这总比受外国人

的剥削要好些。”这种状况，工人们会长久地容忍下去吗？我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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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这些为富人生产各种珍品和全部财富的人们不会满意于这一

点可怜的慰借。他们要求他们的物质生产所换回的应该是更好的

物质上的满足。可是保护关税派说：“到底我们维持着社会的现

状。好也罢坏也罢，我们总算保证了工人得到他们所必需的工作。

我们设法使他们不致由于外国竞争而被抛到街头。”就算是这样

吧。可是，保护关税派最多只能宣称他们所能做到的就是维持ｓｔａ

ｔｕｓｑｕｏ〔现状〕，再大的本领便没有了。但是工人阶级所渴求的可

不是维持住他们的现状，而是改善现状。保护关税派还有一个最

后的遁词。他会说：他决不反对在国内实行社会改革，可是要保证

社会改革的成功，第一件要事就是防止一切可能由外国竞争引起

的混乱。他说：“我的这一套做法不是社会改革的做法，但是我们

既然要改造社会，何不先从我们自己国内开始，然后再来谈改革我

们和别国的关系呢？”当然这些话听来是满有理的，可是在这冠冕

堂皇的表面下面却隐藏着惊人的矛盾。保护关税制度把一个国家

的资本武装起来和别国的资本做斗争，这个制度在加强本国资本

同外国资本的斗争力量，可是这个制度的拥护者又深信，这样武装

起来和增强了的资本要是跟劳动相较量，就变得温驯软弱，变得那

么好对付。而这就是说要指望资本大发慈悲，好象资本本身能够

大发慈悲似的。要知道，社会改革从来不是靠强者的软弱，而永远

是靠弱者的强大来实现的。不过这一点我们没有必要多讲。只要

保护关税派承认社会改革不是他们制度的必然产物，也不是他们

制度的组成部分，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特殊问题，只要他们承认了

这一点，他们就离开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了。因此，我们可以撇开他

们来研究自由贸易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这个问题。贸易摆脱一

切桎梏而获得彻底解放对工人阶级状况影响如何，这个问题很容

３９２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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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解决。实际上这甚至不是一个问题。如果说在政治经济学里面，

还有什么东西讲得不坏的话，那就是工人阶级在自由贸易统治下

的命运。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里所阐述的一切规律，只有在贸

易的一切束缚都被解除、竞争不仅在某一个国家内而且在全世界

范围内获得绝对自由的前提下，才是完全正确的。自由贸易实行

得愈广泛，亚当·斯密、萨伊和李嘉图所阐述的这些支配物质财富

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就愈加灵验、愈加准确，愈不会是空洞的抽

象。而且学者们在谈到任何经济学问题时，总是一再地告诉我们，

他们所有的结论，都是建筑在贸易将摆脱迄今尚存的一切桎梏而

获得解放这一前提上面的。他们遵循这样的方法完全正确。因为

他们不是采取任意抽象的办法，而只是在分析的时候把一些偶然

的情况摈弃掉。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经济学家如李嘉图等人，

对于未来的社会比对于现存的社会知道得更清楚。他们对于未来

比对于现在了解得更多。如果你们想读一下有关未来的书籍，那

就请你们翻开亚当·斯密、萨伊、李嘉图的著作看看。你们会发

现，他们的著作无比明确地写出了在彻底的自由贸易统治之下等

待着工人的是些什么。譬如你们请教一下象李嘉图这样独一无二

的权威学者。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工人劳动的自然正常价格是什

么？李嘉图的答复是：“降到最低限度，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的工

资”。劳动是商品，也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商品的价格决定于生

产该商品所必需的时间。要生产“劳动”这种商品需要些什么呢？

工人必须吃饭，必须补偿他的体力消耗以便他能够活下去，并且不

管怎样还要能够延续后嗣，这一切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商品，而生

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恰好也就是生产“劳动”这种商品所需要的。

可是我们决不应该认为工人永远不会上升到这个最低水平以上或

４９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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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永远不会降低到这个水平以下。不是这样的。按照这一规律，工

人阶级有时能够幸运一些，有时他们得到的会比最低工资多一些，

然而多出来的这一点只不过是一笔补偿他在别的时候，即在工业

停滞时所少得（和最低工资相比）的附加收入。这就是说，如果我

们注意到，商业在一定的、永远周而复始地循环着的时间内，经历

着包括有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等阶段的周期，我们把工人超

过最低工资的收入和低于最低工资的收入拿来平均一下，那我们

就会发现，总起来看，他所得到的不多也不少，正好是最低工资。

换句话说，工人阶级仍然会作为一个阶级保存下来，尽管他们经历

了许多灾难，受尽了许多折磨，在工业的战场上抛下了多少尸体。

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工人阶级还是继续存在下去，不但继续存

在下去而且人数还在增加。最低工资是“劳动”这种商品的自然价

格，这条规律将随着李嘉图的自由贸易这个前提的实现而发生作

用。我们同意所有那些阐述自由贸易的优越性的发言。生产力是

要发展的，全国由于保护关税而担负的赋税是要消灭的，一切商品

的售价都将降低。可是李嘉图又怎样讲呢？他说：“劳动既然同样

是商品，它也将同样以更低的价格出售”，你们将能够完全象买胡

椒买盐那样非常廉价地买到它。正如同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所有其

余的政治经济学规律都将发生更强烈的作用、应验得更加准确一

样，马尔萨斯所讲的人口规律，在自由贸易统治之下，也将获得几

乎想象不出的广泛发展。那末请你们来决定一下吧：要末你们把

现存的政治经济学全部推翻，要末你们就得承认在实行自由贸易

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将听任无情的政治经济学规律去摆布。这是

不是说我们反对自由贸易呢？不是的，我们赞成自由贸易，因为在

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规律及其最惊人的矛盾将

５９２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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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广的区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发生作用；

因为所有这些矛盾一旦拧在一起，互相冲突起来，就会引起一场斗

争，而这场斗争的结局则将是无产阶级的解放。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７年９月底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９日“北极星报”

第５２０号，并在标题下附有编者注：

“本报德国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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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第 一 篇

布鲁塞尔９月２６日。今天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登了海因

岑的一篇文章。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借口反驳编辑部的无谓非难，

对共产主义者大肆驳斥。

编辑部规劝双方不要争论。在这种情况下，编辑部本应该把

海因岑这篇文章中确实是对责备他先攻击共产主义者所进行的反

驳那一部分发表出来。即使“海因岑自己没有出版物”，这并不足

以说明他就可以利用报纸进行连该报编辑部都认为是荒唐的各种

攻讦。

可是，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共产主义者的帮助实在是再好不过

了。过去对任何一个党派的非难从没有象海因岑现在对共产主义

者的非难这样荒唐、这样庸俗。这篇文章是共产主义者最有力的

论据。它证明，假如共产主义者以前一直没有反对过海因岑，现在

就该马上反对了。

海因岑先生一开头就以德国一切非共产主义者激进派的代表

自居；他想同共产主义者进行争论，象一个党同一个党进行争论一

样。他“有权要求”，他极其坚决地宣称：“可以指望”共产主义者一

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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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什么，“应该要求他们”一些什么，“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责任是

什么”。他把他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和共产主义者同“德国共

和派与民主派”之间的分歧完全混为一谈，并用“我们”一词来代表

这些共和派。

那末，海因岑先生究竟是什么人，他究竟代表谁呢？

海因岑先生过去是个自由派小官吏，早在１８４４年就会幻想过

法律范围内的进步和可怜的德国宪法，他至多只是偷偷地承认过，

在很遥远的未来，共和国的确应该是可以实现而又符合众望的体

制。但海因岑先生认为有可能在普鲁士法律的基础上进行斗争这

一点是错了。他曾因为他那本关于官僚制度的蹩脚著作（雅科布

·费柰迭很久以前写的一本论述普鲁士的作品都比他的好得

多）１２８而不得不出走。现在他成熟了。他认为在法律基础上进行斗

争是不可能的。他成了革命家，当然也是共和派。在瑞士，他结识

了ｓａｖａｎｔｓéｒｉｅｕｘ〔学识渊博的〕卢格；后者使他熟悉了自己的贫乏

哲学，这种哲学是费尔巴哈的无神论与人道主义、黑格尔的影响和

施蒂纳的高调的杂拌。具备了这一套东西之后，海因岑先生便以

为自己已经完全成熟了。于是他就右面靠着卢格，左面依着弗莱

里格拉特，开始了他的革命宣传。

当然，我们并不想责难海因岑先生从自由派转到疯狂的激进

派。可是我们要指出，他这种转变完全是由于个人因素的影响。当

海因岑先生还能在法律基础上进行斗争的时候，他对一切认为必

须举行革命的人，都加以攻击。但一当他认为在法律基础上进行

斗争已不可能的时候，他就声称这种斗争根本不可能，也不考虑目

前德国资产阶级还完全可以进行这种斗争，而且他们的反抗常常

具有十分合法的性质。当他一旦认为退路被切断以后，他就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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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立即进行革命。他不是研究德国的情况，从而对德国有个总

的了解并由此找出：什么样的进步措施、什么样的发展和什么具体

办法是必要而又切实可行的，他不是探讨德国各个阶级之间的复

杂关系以及它们与政府的关系，由此制定出应当遵循的政策的基

础，总之，他不是使自己的策略适应德国的发展进程，而是十分任

性地要求德国的发展适应自己。

当哲学还是进步的时候，海因岑先生曾激烈地反对过它。直

到哲学变得反动，成了所有动摇分子、庸人和投机文人的避难所的

时候，海因岑先生才不幸地靠近了它。对海因岑先生来说更加不

幸的是，毕生都只是一个平凡的拾人牙慧的卢格先生，又使海因岑

先生成了唯一拾他牙慧的人。因此海因岑先生便成为卢格先生的

安慰。卢格先生至少总算找到了一个自认已领会他空洞言论的奥

义的人。

海因岑先生究竟主张什么呢？他主张立即建立德意志共和国，

在这个国家里，美国革命的传统与１７９３年的传统将和他从共产主

义者那里剽窃来的某些措施结合起来，共和国将具有鲜明的黑红

黄色彩１２９。德国由于本国工业萎靡不振，在欧洲处于一种非常可

怜的地位。它永远不会走在前头，不会首先宣布伟大的革命，没有

法国和英国的榜样也不会冒险建立共和国。任何一个不顾文明各

国中的运动而建立的德意志共和国，任何一次似乎可以完全不考

虑德国各个阶级的实际运动而象海因岑先生所说的那样冒险进行

的德国革命，都是以黑红黄色装饰起来的纯粹幻想的产物。为了

使这个光荣的德意志共和国更加光荣，海因岑先生把它嵌进卢格

化的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的框子里，宣布它是就要到来的“人”的

王国。所有这些幻想（一个比一个荒唐），德国人都要实现！

９９２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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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伟大的“鼓动家”海因岑先生究竟是怎样进行宣传的呢？

他宣称君主是造成一切贫困和灾难的祸首。这种论调不仅可笑，

而且极端有害。海因岑先生在这里对德国君主这帮昏聩愚蠢的傀

儡的阿谀献媚，实在到了顶点，他把一种虚构的、超自然的、神奇的

威力加在这帮傀儡身上。海因岑先生硬说君主能造下多少灾祸，

他们也就能做出多少好事。由此做出的结论却不是必须进行革

命，而是虔诚地希望有一位可爱的国王、好心的皇帝约瑟夫。但是

人民要比海因岑先生更加清楚谁是自己的压迫者。海因岑先生要

把徭役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和工人对雇主的仇恨转到君主头上，是

永远也办不到的。但海因岑先生的所作所为确实对地主和资本家

有利，因为他把这两个阶级剥削人民的罪过转嫁于君主。而德国

十分之九的灾难却正是由于地主和资本家剥削人民造成的！

海因岑先生号召立即举行起义。他本着这个精神印刷传单，

竭力在德国散发。试问：这种肤浅的、盲目的、毫无意义的宣传对

德国民主派不是极其有害吗？试问：难道经验没有证明这种宣传是

毫无补益的吗？难道在德国的大动荡时期即３０年代，没有散发过

几十万份类似的传单、小册子吗？难道其中有一份取得什么成效了

吗？试问：难道会有一个头脑多少还正常的人能够认为人民对这种

政治说教将予以丝毫重视吗？试问：海因岑先生的传单除了说教以

外，什么时候还做过别的事情吗？试问：不经过冷静思考，不了解也

不估计实际关系，就向全世界大声宣称自己的各种革命号召，这岂

不荒唐吗？

党刊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

的要求，驳斥和推翻敌对党的妄想和论断。德国民主派刊物的任

务是什么呢？就是从以下各个方面证明民主制的必要性：目前这种

００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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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贵族利益的管理方式是不中用的，将使政权转

到资产阶级手里的立宪制度是不完备的，人民只要不掌握政权就

不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因此，这种刊物应当说明，无产者、小农

和城市小资产者（因为在德国，构成“人民”的正是这些人）为什么

受官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应该说明，为什么会产生不仅是

政治压迫而且首先是社会压迫，以及采取哪些手段可以消除这种

压迫；它应该证明，无产者、小农和城市小资产者取得政权是采取

这些手段的首要条件。其次，它应该探讨，立即实现民主制的可能

性究竟有多大，党有哪些手段可以采取，当它还很软弱不能独立活

动的时候，它应当联合哪些党派。所有这些任务，海因岑先生完成

了一项吗？没有。他根本没有花费精力这样做。他没有向人民即

无产者、小农和城市小资产者说明任何问题。他从来没有研究过

各阶级和党派的情况。他所做的，就是在“揍它，揍它，揍它！”这个

题目上玩弄花样。

海因岑先生又是对谁进行这种革命说教的呢？首先是对小农

这个在目前最不能发挥革命首倡精神的阶级。近６００年来，城市

总是一切进步运动的策源地，农民在独立民主运动（瓦特·泰勒、

杰克·凯德、查克里、农民战争１３０）中总是反动的，而且总是被镇压

下去。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成了现代一切民主运动的核心；小资产

者，尤其是农民，总是跟在他们后面。１７８９年的法国革命，英国、法

国和美洲东部各州的现代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而海因岑先生在

现在，在１９世纪，却还把希望寄托在农民骚动上面！

然而海因岑先生也答应进行社会改革。当然，这是由于人民

对他的号召表示冷淡才慢慢使他不得不这样做。这又是些什么改

革呢？就是共产主义者提出的那些废除私有制的准备步骤。海因

１０３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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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先生谈话中间唯一可以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却又是他从他所激

烈抨击的共产主义者那里剽窃来的。就是这些东西一到他的手

里，也成了荒谬绝伦、虚无缥缈的东西。一切旨在限制竞争和限制

大资本聚积在个别人手里的措施，一切限制或废除继承权的办法

以及国家所进行的劳动组织等革命措施，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必

需的。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全体奋起的无产阶级赞同这些措施并

用武力支持这些措施。尽管经济学家借口一些困难和障碍来反对

这些措施，这些措施还是可能的，因为正是这些困难和障碍将使无

产阶级为了不致失掉自己的胜利果实而勇往直前，直到完全废除

私有制。这些措施作为废除私有制的准备措施和过渡的中间阶段

是可能的，而且它们也只能是这样一种措施。

可是海因岑先生提出这些措施是作为确定不移的最终的措

施。这些措施不应当准备任何东西，而应该是最终的措施。他认

为这些措施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这些措施不是要导向革命的社

会状态，而是要导向宁静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状态。这样一来，这

些措施就成为不能实现的，而且是反动的。与海因岑相反，资产

阶级经济学家认为这些措施与自由竞争比较起来是反动的，他们

这种看法完全正确。自由竞争是私有制最后的、最高的、最发达

的存在形式。因此一切以保存私有制为前提同时又反对自由竞争

的措施，都是反动的，都有恢复私有制的低级发展阶段的趋势。因

此，这种措施最终必将由于竞争而破产，使目前的事态重又恢复。

只要我们把上述社会改革看成ｍｅｓｕｒｅｓｄｅｓａｌｕｔｐｕｂｌｉｃ〔社会解救

办法〕，看成革命的过渡的措施，资产者的这些毫无力量的反对意

见，就会成为海因岑先生的黑红黄土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个致

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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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岑先生当然以为，财产关系、继承权等等可以任意改变和

调整。海因岑先生（本世纪最无知的蠢汉之一）当然可以不知道，

每个时代的财产关系是该时代所具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必

然结果。海因岑先生可以不知道，不改变整个农业经营方式，就不

可能把大土地所有制变成小土地所有制，不然，大土地所有制很快

就会重新恢复起来。海因岑先生可以不知道，现代大工业、资本积

聚和无产阶级的形成之间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海因岑先生可以

不知道，象德国这样一个在工业上处于依附和被奴役地位的国家，

它能够冒险对本国的财产关系实行的改造，只会是符合资产阶级

和自由竞争的利益的改造。

简单说来，这些措施在共产主义者手里是合理的，因为他们不

是把这些措施看做随意提出的措施，而是看做工业、农业、商业和

交通工具发展，以及这一发展所决定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

争的发展的必然结果；由此产生的这些措施并不是最终的措施，而

是阶级斗争（也是过渡的）本身所决定的过渡的ｍｅｓｕｒｅｓｄｅｓａｌｕｔ

ｐｕｂｌｉｃ〔社会解救办法〕。

这些措施在海因岑先生手里就失掉了任何合理性，因为在他

手里它们纯粹是任意编造出来的改善世界的庸俗幻想，他那里丝

毫没有指出这些措施和历史发展的联系；因为海因岑先生一点儿

都不考虑自己的草案实际上是否能够实现，他不是力求表述确定

不移的生产规律，而是力求用法令来消除这些规律。

正是这位粗暴地歪曲了共产主义者的要求并把它们变成纯粹

的空中楼阁以后才加以接受的海因岑先生非难共产主义者，说他

们“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制造混乱”，他们“追求空中楼

阁”和“丧失了现实基础（！）”！

３０３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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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海因岑先生的整个鼓动活动；我们公开声明，我们认为

这种鼓动对整个德国激进派肯定是有害的，是有损它的声誉的。

党的政认家应当具备完全不同于海因岑先生（前面已经指出，他是

本世纪最无知的蠢汉之一）所有的品质。海因岑先生也许满脑子

都是最善良的愿望，他也许是全欧洲信念最坚定的人。我们也知

道，他本人诚实、勇敢、坚定。但要成为党的政论家，单有这些还是

不够的。除了一定的信念、善良的愿望和斯腾托尔１３１的嗓子而外，

还需要一些别的条件。就海因岑先生现在具有的和多年经验证明

他能够具有的各方面的条件来说，党的政论家需要更多的智慧，思

想要更加明确，风格要更好一些，知识也要更丰富些。

然而海因岑先生由于自己的出走，他还是应该成为党的政论

家。他不得不在激进派中间试行组织自己的党派。于是他就处于

一种很不相称的地位，他为了能胜任自己的职务所进行的一番徒

劳的努力，只是使他成为笑料。如果德国的激进派使他有理由认

为他是他们的代表，他使自己成为笑料也是代表他们的话，那末这

将使德国激进派本身也成为笑料。

可是海因岑先生并不代表德国激进派。他们的代表完全是另

外一些人，如雅科比等。海因岑先生不代表任何人，除了在财政上

支持他的宣传活动的某些德国资产者外，谁也不承认他是自己的

代表。然而我们错了。德国有一个阶级承认他是自己的代表，受到

他的鼓舞，为他欢呼，竭力为他压倒所有饭店顾客的声音（正象海

因岑先生所说的共产主义者“压倒了整个著作界的反对派的声音”

一样）。这个阶级就是人数众多、教养有素、善良而有影响的推销

人阶级。

就是这位海因岑先生要共产主义者承认他是激进派资产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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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要他们把他当做激进派资产者的代表和他争论！

上面讲的一切已经足以说明，共产主义者对海因岑先生的驳

斥是正确的。我们准备在下一期上谈一谈海因岑先生在本报上述

第７７号上对共产主义者的非难。

假如我们不是坚信海因岑先生根本够不上一个党的政论家，

我们会劝他仔细钻研一下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他劝我们读一

下弗吕贝尔的“新政治”１３２，可惜我们只能回报以另一种劝告：安静

地坐下等待“战斗”吧。我们相信，海因岑先生作为一个政论家有

多么拙劣，作为一个营指挥官就会多么英明。

为了使海因岑先生不致抱怨匿名攻击，我们在本文末尾署上

名字。

弗·恩格斯

第 二 篇

我们在第一篇文章中已经说明，共产主义者攻击海因岑并不

是因为他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蹩脚的民主派政论

家。他们攻击他并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而是以民主主义者

的身份。至于为什么发起这个攻击的正是共产主义者，这一点完

全是出于偶然。即使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共产主义者，民主

主义者也是要起来反对海因岑的。在这整个论争中间，谈的只是

下面两点：（１）海因岑先生能不能作为党的政论家和鼓动家给德国

民主派带来好处，我们否定这一点；（２）海因岑先生的鼓动方式是

否正确，或者至少来说，能不能容忍，对这一点我们也是否定的。

可见，谈的不是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只是海因岑先生个人及其个

５０３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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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妄想。

在目前条件下，共产主义者不仅根本不想同民主主义者进行

毫无补益的争论，而且他们本身目前在党的一切实际问题上，都是

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的。在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

果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实行一切

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因此在民主主义还末实现以前，共产

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

产主义者的利益。在此以前，两党的分歧是纯理论性质的，这种分

歧完全可以成为理论上争论的问题而丝毫无害于共同行动。甚至

也可以谈一谈民主主义实现以后应当立即为一向受压迫的阶级采

取的一些措施，如大工业和铁路交给国家管理，所有儿童的教育费

由国家负担等等。

我们还是回头来谈谈海因岑先生吧。

海因岑先生宣称，不是他先同共产主义者争论，而是后者先同

他争论。这个论据十分笨拙，因此我们不打算同他争辩。他把自己

同共产主义者的冲突说成是“共产主义者在德国激进派中制造的

无谓分裂”。海因岑硬说，他在三年以前，就曾尽一切力量和采取

一切可能采取的办法来防止即将发生的分裂，但是他徒劳一番，结

果共产主义者还是对他发起了攻击。

大家都很清楚，三年以前海因岑先生根本还不是激进派。他

当时还是一个自由派，主张实行法律范围内的进步措施。因此，同

他的分歧绝不意味着激进派内部的分裂。

海因岑先生是１８４５年初，在布鲁塞尔这里见到共产主义者

的。共产主义者当时不仅根本没有因为海因岑先生似乎在政治上

是所谓的激进主义者而想要攻击他，而且还尽了最大的努力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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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是自由派的海因岑先生转到这种激进主义的立场上来。但

没有用。海因岑先生只是到了瑞士才成为民主主义者。

“后来我越来越相信（！）必须大力反对共产主义者”，因而也就

是相信激进派中无谓的分裂的必然性了！我们请问德国民主主义

者们：这样可笑地自相矛盾的人配做党的政论家吗？

可是海因岑先生所说的对他进行攻击的共产主义者是些什么

人呢？上述的暗语，特别是下面紧接着对共产主义者的责难，明确

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海因岑说，共产主义者

“压倒了整个著作界的反对派的声音，他们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

中制造混乱，极其无礼地非难最激进的人士，他们……尽力使政治斗争陷于

瘫痪，甚至……最后他们公开同反动派联合起来。更糟的是在实际生活当

中，显然是在他们学说的影响下，他们常常堕落为卑鄙的虚伪的阴谋家……”

这些模模糊糊的责难描画出一个相当鲜明的形象——投机文

人卡尔·格律恩先生的形象。三年以前，格律恩先生同海因岑先

生私人之间曾发生过一些误会；格律恩先生为此在“特利尔日报”

上对海因岑先生进行了攻击，格律恩先生曾想压倒整个著作界的

反对派的声音，曾想尽力使政治斗争陷于瘫痪等等。

可是，格律恩先生是什么时候成为共产主义的代表的呢？即使

三年以前他曾经企图靠近共产主义者，但他从来也没有被认为是

共产主义者，他自己也从来没有公开这样自命过，一年多以前他甚

至还认为必须反对共产主义者。

马克思在当时就曾向海因岑先生表示完全不同意格律恩先生

的作法，后来，他又抓住机会公开地描述了他的真面目。

至于海因岑先生最后对共产主义者进行的诬蔑（“卑鄙的虚伪

的”），那不是因为别的，而是由于格律恩先生和海因岑先生之间的

７０３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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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执。这场争执与上面两位先生有关，与共产主义者却毫不相干。

我们连这场争执的详细情形都不了解，因此无从评判。我们暂时

假定海因岑先生是对的。但是当马克思及其他共产主义者已经否

定了这场争执的有关人士的作法以后，当这位有关人士从来也不

是共产主义者这一点已经了如指掌以后，如果海因岑先生还要把

这场争执说成是共产主义学说的必然后果，那就太卑鄙了。

假如海因岑先生的上述责难不止是针对格律恩先生一人，那

他所指的就是其真正反动的理论早就遭到共产主义者否定的“真

正的社会主义者”了。这个现在已经完全瓦解的派别中所有能够

前进的人都转向了共产主义，并且只要“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显露

头角，他们就加以攻击。海因岑先生把这些早已被埋葬的幻想又

挖掘出来，并把它们归咎于共产主义者，这就再一次暴露了他的屡

见不鲜的极端无知。海因岑先生在这里责难了“真正的社会主义

者”（他把他们和共产主义者混为一谈）以后，对共产主义者发出了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反对他们时曾提出过的荒谬遣责。其实他

没有任何权利抨击“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本人在一定的意

义上也属于这一派。当共产主义者在报刊上激烈反对这些社会主

义者的时候，这位海因岑先生正在苏黎世倾听卢格先生传授他自

己混乱的脑袋里所装的那一套“真正的社会主义”。卢格先生真是

找到了一位值得教诲的门生！

但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哪儿呢？海因岑先生谈到了值得尊

敬的非凡人材和才华四溢的人物；而且预言这些人将拒绝共产主

义的同情（！）①。共产主义者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和行动

８０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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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拒绝给以任何同情。除了下面最后一句话而外，上述所有责

难没有一句是针对共产主义者的：

“共产主义者……妄自尊大；嘲笑一切可以成为诚实人联合的基础的东

西”。

海因岑先生这里大概是指的下面这件事，共产主义者曾讥笑

他的道德高尚的言论，嘲笑所有这些神圣高超的思想、高尚、正义、

道德等等，而海因岑先生却认为这些是任何社会的基础。这个责

难我们接受。尽管这位诚实人——海因岑先生感到道德上的义

愤，共产主义者还是要继续嘲笑这些永恒的真理。而且共产主义

者认定，这些永恒真理无论如何都不是基础，相反地，是它们自身

形成时所处的那个社会的产物。

同时，既然海因岑先生预见到共产主义者不会同情那些他想

列入共产主义者营垒的人，那么他这些荒唐的责难和卑鄙的诬蔑

又是为什么呢？既然海因岑先生对共产主义者的了解只是来自道

听途说（这几乎是很明显的），既然他很少了解他们是些什么人，因

之要他们对自身做出更确切的解释，要他们向他做个自我介绍，在

这种情况下同他们进行争论，该多么无耻呢？

“如果对那些介绍共产主义或叙述共产主义真实内容的人有了确切的了

解，这可能会使大部分奉行共产主义并为共产主义所利用的人完全脱离共产

主义，而反对这种要求的恐怕也不会只是‘特利尔日报’的先生们。”

隔几行下面接着写道：

“对那些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可以指望他们相当坚决和真诚地（好一位高

尚的庸人！）①公开宣布自己的学说，离弃那些非共产主义者。应当要求他们

９０３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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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庸人的用语！）①不要不知羞耻地（！）助长那种在成千上万受苦受难和

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所制造的混乱：毫无根据地认为可能——其实是

不能（！！）——在现实关系的基础上找到实现这种学说（！）的途径。真正的共

产主义者的责任（又是这个高尚的庸人）②是：或者使一切都为所有靠近他们

的那些愚昧无知的人所了解，并把他们引到既定的目的，或者同他们一刀两

断，不利用他们。”

假如卢格先生也能创造出三个这样的复杂句，那真是大可庆

幸了。庸人的要求是和庸人所特有的思想混乱完全符合的：据说

庸人关心的只是问题的本质，而绝不是形式，正因为如此，他讲的

和他想讲的就截然相反。海因岑先生要求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同冒

牌的共产主义者划清界限。他们应当结束由于混淆两个不同的派

别而产生的（他就是想这样说的）混乱。但是当“共产主义者”和

“混乱”这两个字在他脑袋里碰到一起的时候，他脑袋里也就发生

了混乱。海因岑先生失去了思路。共产主义者往往在没有受过教

育的人的头脑中制造混乱这个常见的公式，成了他自己的绊脚石，

他忘了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冒牌的共产主义者，可笑又可怜地在

各种各样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可能性上颠踬，最后在现实关系的基

础上整个倒了下去，然后又清醒过来。这时他才又想到，他谈的根

本不是这个或那个是否可能的问题，他想谈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他又回到自己的题目上来，但他还是神情恍惚，连他在前面耍惊人

把戏时所用的那个冠冕堂皇的句子都没删掉。

这就是海因岑先生的文风。至于问题的实质，我们再说一遍，

海因岑先生正象正直的德国人一样，他的要求提得太晚了，共产主

义者早就否定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其次，我们在这里可以再

０１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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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看到，背地里进行诬蔑同高尚的庸人的本性也绝不是水火不相

容的。特别是海因岑先生十分明显地暗示出，共产党政论家只是

利用共产主义者工人。他相当直率地表示，这些政论家公开表述

自己的观点会使为他们所利用的大部分人完全离开共产主义。他

把共产主义政论家看做先知、术士或长于密谋的祭司，不过这种智

谋只是他们自己享用而不传授给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以便牵着他

们的鼻子走。他认为共产主义者应使一切都为所有愚昧无知的人

所了解并且不要利用他们，他这些高尚庸人的要求，显然是从这样

一个设想出发的：好象共产主义著作家乐于让工人永远愚昧无知，

好象他们只是利用他们，就象上一世纪的伊留米纳特１３３打算利用

人民一样。这种荒唐的看法也使海因岑先生不合时宜地到处宣扬

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头脑中的混乱，而且语句颠三倒四，这是他说话

不直截了当的报应。

我们只是把这些诬蔑指出来，而不打算批驳。我们请共产主

义者工人自己去评判。

我们看了海因岑先生所有这些预先声明、迂回其辞、要求、诬

蔑和惊人的把戏以后，最后来看看他从理论上对共产主义者的抨

击和他的论据。

海因岑先生

“认为共产主义学说的核心，简单说来就是废除私有财产（劳动所得也包

括在内）和做为这种废除的必然结果的共同使用地力的原则”。

海因岑先生以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即自己

的核心出发并从此进一步做出结论的学说。海因岑先生大错特错

了。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

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做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

１１３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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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

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和大工业相伴而生的一些现

象：世界市场的形成和随之而来的无法控制的竞争；具有日趋严重

的破坏性和普遍性的商业危机，这种危机现在已经完全成了世界

市场的危机；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产

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

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

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

海因岑先生现在该不会不认识到，为了评判共产主义，只是认

为它的核心简单说来就是废除私有财产是不够的；他最好不要空

谈废除私有财产，而是踏踏实实地研究一下政治经济学；假如他对

废除私有财产的前提也不了解，那他对废除私有财产可能造成的

后果便不会有任何概念。

海因岑先生在最后这个问题上暴露了何等严重的无知，他竟

认为“共同使用地力”（措辞挺不坏）是废除私有财产的结果。其实

恰恰相反。由于大工业和机器生产、交通工具、世界贸易空前的发

展规模使个别资本家越来越不可能进行个人经营，由于日益加剧

的世界市场的危机在这方面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由于现代生产

方式和交换方式下的生产力和交换手段日益超出了个人交换和私

有财产的范围；总之，由于工业、农业、交换的社会管理将成为工

业、农业和交换本身的物质必然性的日子日益逼近；由于这一切，

私有财产一定要被废除。

海因岑先生把废除私有财产（这种废除当然是无产阶级解放

的前提）同这种废除的前提本身分离开来，他不把废除私有财产同

现实世界联系起来观察，而只是把它当作书斋里的愚蠢的臆想，这

２１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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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来，这种废除就成了十足的空谈，海因岑先生只能在这上面发

表一通平庸的废话。他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

“通过上面所谈到的废除一切私有财产的做法，共产主义必然也要废除

个人的独立存在（可是，海因岑先生是在责备我们要把人们变成暹罗的连体

双生子①）②。结果又把每个人投入几乎是（！！）刻板划一的兵营生活（请胸怀

宽大的读者留意，大家都知道，这一切正是海因岑先生自己大谈个人的独立

存在的结果）③。共产主义者就这样消灭了个性……独立……自由（这是“真

正的社会主义者”和资产者的陈词滥调。由于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分工而

成为鞋匠、工厂工人、资产者、律师、农民，即成为一定职业及与这种职业相适

应的习俗、生活方式、偏见、局限性等等的奴隶的现代个人，似乎还具有某种

可以消灭的个性！）④。共产主义把个人和他的获得的私有财产——这个个人

不可缺少的特征或基础——（这个“或”字真是妙极了！）⑤用来祭祀共同体或

社会（这不也是施蒂纳的话吗？）⑥，而对每个个人来说，共同体可以而且应该

（应该！！）⑦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海因岑先生特别重视获得的财产，这就再一次证明了他根本

不了解他所谈论的对象。海因岑先生本着他那高尚庸人的正义

感，想把自己赚到的分给每个人，可惜这种正义感被大工业化为乌

有了。只要大工业的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足以使自己完全挣脱私

有财产的羁绊，它就不能容许现存方式以外的其他任何分配方式，

资本家就还要把利润装进自己的口袋，工人在实践中也会更清楚

地认识到什么是最低工资。蒲鲁东先生曾经企图有系统地发展获

得的财产的原则并把它同现存关系联系起来，大家知道，他的这种

企图已彻底破产。海因岑先生的确永远也不敢进行这样的尝试，

因为这样他就要研究问题，但他不打算这样做。不过他仍然可以

３１３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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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蒲鲁东先生作为前车之鉴，少来显示自己的获得的财产。

如果海因岑先生还来非难共产主义者，说他们追求空中楼阁，

丧失了现实基础，那么这种非难又是针对谁呢？

海因岑先生还谈了许多别的，我们都不去管它了。我们只是

指出，越往后他的词句就越显得笨拙。他十分不善于选择恰当的

词汇，因而话句软弱无力，这就足以败坏任何一个原想把他看做自

己著作家的党派的名声。他固执的信念常常使他说了一些不是他

所想说的话。因此他的每一句话都包含着两重废话：一种是他要

说的废说，一种是他不要说但还是说出来的废话。上面我们已经

举了这样的例子。我们还要指出一点，海因岑先生不断重复他的

关于君主的威力这种陈旧的迷信观点。他说，那种应当被推翻、本

身也无非是国家权力的政权，现在是而且永远都是一切无权现象

的根源和支柱，他要“尽力”建立真正的法制国家（！），并在这个幻

想的大厦的范围内“进行那些由于普遍的发展（！）而产生的理论上

正确（！）而又实际可行的（！）社会改革”！！！

愿望多好，文风就多糟。高尚的品德在这个倒霉领域里的下

场就是这样。

  受了当代精神的腐蚀，

  成了愚昧的长裤汉。

  舞跳得虽然不好，

  但毛茸茸的胸膛里却充满了豪迈；

  ……………………………………

  虽不是个天才，也是一条好汉１３４。

我们的文章会使海因岑先生象一个高尚庸人受到凌辱一样感

到理所当然的愤慨，但他既不会因而改变自己的文风，也不会改变

４１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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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败坏名声和无的放矢的鼓吹方式。他威胁说，他要在坚决行

动的时刻诉诸绞架，这曾使我们一度感到快慰。

总之，共产主义者应当而且也希望同德国激进派采取共同行

动。但是他们保留对任何一个败坏全体声誉的政论家进行批驳的

权利。根据这个理由（而不是根据别的理由），我们认为必须批驳

海因岑先生。

弗·恩格斯

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３日于布鲁塞尔

注意：我们刚才收到一个工人 写的小册子：“海因岑的国家。

斯蒂凡的批评意见”伯尔尼，雷策尔版１３５。海因岑先生写的即使能

赶上这个工人的一半，都是可以欣慰的。除了其他一些东西外，海

因岑先生从这本书可以相当清楚地了解到，为什么工人连听都不

想听他的土地共和国。还要指出一点，这是工人写的第一本书，作

者不是在进行说教，而在尝试用各个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来说明

现时的政治搏斗。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７年９月２６日

和１０月３日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３、７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７９、８０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斯蒂凡·波尔恩。——编者注

５１３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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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英国的商业危机。宪章

运动。爱尔兰１３６

目前笼罩着英国的商业危机，其尖锐程度确实超过以前一切

危机。无论１８３７年的萧条或１８４２年的萧条都没有目前这样普遍

的性质。英国所有的工业部门在发展的鼎盛时期，突然瘫痪下来

了。到处呈现着萧条，到处都是被抛弃在街头的工人。这种情况当

然使工人非常激动，他们在商业繁荣的时候受尽厂主们的残酷剥

削，而现在又被大批解雇，落到听任命运摆布的地步。这就是怀有

不满情绪的工人所组织的集会迅速增加的原因。宪章派工人的机

关报“北极星报”用了七栏多的篇幅报道上周内举行的集会，而通

知在本周内举行集会的布告又满满占了三栏。这家报纸还报道了

一个叫约翰·诺克斯的工人出版的小册子１３７，作者直截了当地公

开攻击了贵族对土地的占有权。

他说：“英国的土地是人民的财产，而我们的贵族却用暴力或欺诈手段把

它从人民手里夺走。必须承认人民对财产有绝对的所有权，必须宣布地租是

全民的财产并用来满足共同的利益。可能会有人对我说，这是革命的言论。

是不是革命的言论，那是无关紧要的；既然人民不能通过合法的手段得到他

所需要的东西，那末他们就只好试用非法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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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宪章派展开了异常有力的活动是毫不足怪的。

他们的领袖，著名的菲格斯·奥康瑙尔不久前宣称，他准备在最近

期间到苏格兰去，以便在那边的各个城市里召开大会，并发动群众

在要求实现人民宪章的全民请愿书上签名；这份请愿书是准备递

交议会的最近一次会议的。奥康瑙尔还说，在议会开会以前，宪章

派将增出一份“民主主义者”日报１３８。

读者大概还记得，在最近的选举中，“北极星报”的主编哈尼先

生已被梯维尔顿区造作宪章派的议员候选人；这个区也把外交大

臣帕麦斯顿勋爵选进议会。但是当帕麦斯顿勋爵要求投票表决１３９

时，在举手表决初选中获胜的哈尼先生就放弃了自己的候选资格。

同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足以说明梯维尔顿区的居民对该区的一

小群议会选举人是何等反感。当市政委员会中有一个缺额时，等

级比议会选民繁复得多的地方机构选民就让提哈尼先生当候选人

的劳克利弗先生补了缺。应该补充的一点，是宪章派正在全国范

围内准备迎接１１月初的全国市政选举。

现在来谈谈英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郎卡郡，在那里工业萧条

的苦难比别的任何地方都更为深重。郎卡郡的情况极为紧张，那

里大部分工厂已经完全停工，而在那些还继续生产的工厂中，工人

在一星期内至多也只能工作两三天。不仅如此，极重要的棉纺织

工业中心埃士顿的工厂主已经向工人宣布：一星期后将降低他们

的工资１０％。这一使工人极为紧张的消息已经传遍全区。几天以

后，在曼彻斯特召开了全郡工人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派一个代表团

去见厂主，以便促使他们收回成命，取消降低工资的威胁。如果代

表团得不到任何结果，郎卡郡棉纺织企业的全体工人将宣布罢工。

这次罢工和北明翰冶金工人和矿工的已经开始的罢工联合起来，

７１３英国的商业危机。宪章运动。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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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会达到象１８４２年爆发的最后一次总罢工那样可怕的规模。

对政府说来，这次罢工很可能更为可怕。

同时，饥饿的爱尔兰又痛苦地抽搐着。习艺所已挤满了乞丐，

破了产的所有者再不愿缴纳济贫捐，饥饿的人们往往成千地集合

在一起抢劫农场主的谷仓和畜圈，甚至抢劫不久前他们还极其敬

畏的天主教神甫的谷食和畜圈。

今冬，爱尔兰人看来决不愿再象去年那样默默地饿死了。从

爱尔兰进入英国的移民每天都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着。据以往的统

计，每年平均有５万爱尔兰人移入英国，而今年到英国去的则已经

超过２２万人。９月份每天有３４５人进入英国，而１０月份每天就达

５１１人。这样，工人之间的竞争就日趋激烈，如果这次危机所引起

的激动强烈到使政府必须同意实行极重要的改革，那是毫不足怪

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３日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６日“改革报”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改革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８１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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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英国的雇主和工人

致“工场”杂志的工人编辑１４０

诸位先生！

刚才我读了贵刊１０月号上一篇题为“英国的雇主和工人”的

文章；这篇文章根据“新闻报”的报道谈到了８月２９日在曼彻斯特

举行的所谓的郎卡郡棉纺织业工人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通过的决

议成了“新闻报”用来证明英国的劳动和资本十分和谐的证据。

先生们，你们对法国资产阶级报纸引自英国资产阶级报纸的

报道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这一点做得好极了。应该承认，这篇报道

是很确切的，当时通过的决议正是“新闻报”所引证的那个。报道

中只有很小的一个地方说得不够确切，但正是这个不够确切的小

地方包含了问题的全部本质：“新闻报”所说的大会不是工人的大

会，而是工头的大会。

先生们，我在郎卡郡的中心，而且是在工人中间住过两年。我

既看见过他们的群众大会，也看见过他们的人数不多的委员会会

议。我了解他们的领袖和演说家，因而敢肯定地向你们说，比郎卡

郡的这些棉纺织业工人更忠于民主原则的人，比他们更有决心打

碎折磨着他们的剥削者资本家的枷锁的人，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

９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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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里，都是无法找到的。我亲眼看到过工人们在开会的时候把

几十个厂主从会议厅的台上哄下来，他们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和高

高举起的拳头使聚集在台上的资本家们吓得发抖。请问，难道现

在这些工人会因雇主们俯允采取缩短劳动时间的办法，而不采取

降低工资的办法，就对雇主们感恩不已吗？

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更仔细地研究一下吧。难道缩短劳动时间

对工人来说不是等于降低工资吗？显然是等于降低工资；无论采取

那一种方法，工人的境况同样是越来越坏。因此工人对雇主采取

第一种办法而不采取第二种办法来减少工人的收入，并没有任何

理由要加以感谢。可是先生们，如果你们翻一翻８月底的英国报

纸，那末你们就会深信，棉纺织业厂主宁可采取缩短劳动时间的办

法，而不采取降低工资的办法，是有许多原因的。当时原棉的价格

上涨了；报道那次大会情况的同一号伦敦“地球报”也做了这样的

报道：利物浦的投机商准备操纵棉纺织业市场，以便人为地抬高价

格。在这种情况下，曼彻斯特的厂主们怎么办呢？他们派自己的工

头出席大会，叫他们通过象“新闻报”向你们报道的那样的决议。

这是厂主们在投机商力图抬高棉花价格时所采用的尽人皆知的老

办法。它是对投机商的警告，警告他们不要企图过分抬高价格，否

则厂主们将减少对原料的需求，而这就必然会使价格下降。因此，

使“新闻报”欢欣若狂和热烈赞赏的那次大会只是工头们的一次集

会，这种集会在英国是谁也迷惑不了的。

只有厂主的机关报“曼彻斯特卫报”收到这份决议，其他报纸

都是转载该报的，仅仅指出这一点，你们就更可以相信这次大会是

资本家一手操纵的。工人民主派的报纸“北极星报”也引用了这一

决议，但是在引用的时候加了一个足以向工人揭露它的按语，即指

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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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它是从这家资本家的报纸引来的。

此致……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６日左右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１月“工场”杂志第２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工场”杂志

１２３英国的雇主和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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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
论德意志文化的历史，驳卡尔·海因岑

在宗教改革以前不久和宗教改革期间，德国人创立了一种独

特的、单是一个名称就够骇人的文学——粗俗文学。目前我们正

处在类似１６世纪的革命时代的前夜。粗俗文学重新出现在德国

人面前是并不奇怪的。对历史发展发生的兴趣不难克服这类作品

所引起的美学上的反感；这类作品早在１５、１６世纪就在那些甚至

鉴赏力不高的人们中间引起过这种反感了。

１６世纪的粗俗文学是：平淡无味，废话连篇，大言不惭，象伏

拉松１４２一样夸夸其谈，攻击别人狂妄粗暴，对别人的粗暴则歇斯底

里地易动感情；费力地举起大刀，吓人地一挥，后来却刀背朝下地

砍去；不断宣扬仁义道德，又不断将它们破坏；把激昂之情同庸俗

之气滑稽地结合一起；自称关心问题的本质，但又经常忽视问题的

本质；以同样自高自大的态度把市侩式的书本上的一知半解同人

民的智慧对立，把所谓“人的理智”同科学对立；轻率自满，大发空

言，无边无际；给市侩的内容套上平民的外衣；反对文学的语言，给

    

 我回答海因岑先生并不是为了击退他对恩格斯的进攻。海因岑先生的文章１４１

值不得回答。我之所以回答是因为海因岑宣言为分析提供了有趣的材

料。——卡·马·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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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赋予纯粹肉体的性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喜欢在字里行

间显示著者本人的形象：他磨拳擦掌，使人知道他的力气，他炫耀

宽肩，向谁都摆出勇士的架子；宣扬健康的精神是寓于健康的肉

体，其实已经受到１６世纪极无谓的争吵和肉体的感染而不自知；

为狭隘而僵化的概念所束缚，并在同样的程度上诉诸极微末的实

践以对抗一切理论；既不满于反动，又反对进步；无力使敌手出丑，

就滑稽地对他破口大骂；索洛蒙和马科尔夫１４３，唐·吉诃德和桑科

·判扎，幻想家和庸人，两者集于一身；卤莽式的愤怒，愤怒式的卤

莽；庸夫俗子以自己的道德高尚而自鸣得意，这种深信无疑的意识

象大气一样飘浮在这一切之上。如果我们没有记错，德国人民的智

慧已用“海涅卡——力大无穷的仆人”这首歌为它立下了一座抒情

纪念碑。海因岑先生是复活这种粗俗文学的功臣之一，在这方面可

以说，他是象征着各国人民的春天即将来临的一只德国燕子。

海因岑发表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８４号上的攻击共产

主义者的宣言，为我们研究这种畸形文学（上面我们已经指出这种

文学代表德国的历史兴趣的一面）提供了便利的机会。我们根据海

因岑宣言来描述以这篇宣言为代表的文学变种，正如文学史家根

据１６世纪流传下来的作品描述１６世纪的作家如“笨蛋传教士”

一样：

裴朗 藏好你的头，阿基里斯；赫克脱全身甲胄来了。

国王 跟这个人一比，赫克脱不过是一个特洛伊人。

鲍益 可是这是赫克脱吗？

杜曼 我想赫克脱不会长得这么漂亮。

裴朗 这个人决不是赫克脱。

    
 托马斯·穆尔纳的绰号。——编者注

３２３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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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曼 他不是一个天神，就是一个画师，因为他会制造千变万化的脸

相 。

但是，毫无疑问，海因岑先生就是真正的赫克脱。

他坦白地说：“很久以来，我就感到难受，我预感到我要被一个共产主义

的阿基里斯一手打倒。而现在当我受到瑟息替斯的攻击时，脱险的念头又重

新鼓起了我的勇气……”

赫克脱只是预感到他要被阿基里斯一手打倒。

其实，海因岑先生这种关于阿基里斯和瑟息替斯的概念也许

并不来自荷马而来自施勒格尔所译的莎士比亚？

于是他就把自己扮成了一个哀杰克斯。

让我们来看看莎士比亚的哀杰克斯吧。

哀杰克斯 你再说，你这发霉的酵母，再说；我要打掉你这丑陋的皮囊。

瑟息替斯 我要骂开你那糊涂的心窍；可是我想等到你能够不瞧着书本

念熟一段祷告的时候，你的马也会背诵一篇演说了。你会打人吗？你这害血

瘟症的！

哀杰克斯 坏东西，把布告念给我听。

瑟息替斯 我想，它说你是个傻瓜。

哀杰克斯 你这婊子生的贱狗！

瑟息替斯 你打，你打。

哀杰克斯 你这替妖精垫屁股的镜子！

瑟息替斯 好，你打，你打；你这下贱的莽驴子！他们叫你到这儿来打几

个特洛伊人，你却给那些聪明人买来买去，好象一个蛮族的奴隶一般…… 

你这没有肚肠的东西。

………………

瑟息替斯 怪事，怪事！

阿基里斯 什么怪事？

    
 莎士比亚“爱的徒劳”。（第五幕第二场，参看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集”，

１９５４年作家出版社版第八册第１０２页。——译者注）

４２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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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息替斯 哀杰克斯在战场上走来走去，到处寻访他自己。

阿基里斯 是怎么一回事？

瑟息替斯 他明天必须单人匹马去和赫克脱交战；他因为预想到这一场

英勇的厮杀，骄傲得了不得，所以满口乱嚷乱叫，却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阿基里斯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瑟息替斯 他跨着大步，象一只孔雀似的走来走去，踱了一步又立定了

一会儿；他那满腹心事的样子，就象一个靠着脑筋打算盘的女店主在那儿计

算她的账目；他咬着嘴唇，装出一副深谋远虑的神气，好象说：我这儿有一脑

袋的神机妙算，你们等着瞧吧…… 我宁愿做一只羊身上的虱子，也不愿做

这么一个没有头脑的勇士。

不管海因岑先生所戴的假面具是赫克脱还是哀杰克斯，他只

要一出台，就象雷鸣一样向观众宣布，他的敌手并未使它受到“致

命的打击”。他带着纯朴的心情，以荷马叙述古代英雄的史诗般冗

长的篇幅来讲述他得救的原因，他说：“我之所以得救，是因为我有

一个天赋的缺陷”。“天赋没有把”我“降低到”敌手的水平。海因岑

先生比他的敌手高出两个头，因此他那“小刽子手远远地照准打

了”两下都没有触及他那“文艺脖子”。并且特别着重地再三强调

恩格斯先生“矮小”，说他是“小刽子手”，说他是“小人物”。接着就

是一些古代英雄故事或者关于大汉歌利亚和矮子大卫①
的古代民

间喜剧中才能见到的用语：“假如您吊得这样高——吊在灯杆的顶

端，——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发现您了。”这就是巨人的荒

诞无稽而且耸人听闻的幽默。

    

 莎士比亚“特洛埃勒斯与克蕾雪达”。（第二幕第一场，第三幕第三场，参看朱

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集”，１９５４年作家出版社版第十册第１４１—１４３页，第

１４６、１８８—１８９、１９１页。——译者注）

① 参看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上第１７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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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因岑先生不仅以如此“文艺的”手法显示了自己的“脖子”，

而且显示了自己的全部“天赋”，显示了自己的整个身体。他把他

那“矮小的”敌手摆在自己身边，以便通过对比来鲜明地突出自己

体态的完美。“矮小的”丑儿在小手里拿着刽子手的屠刀——也许

是１７９４年时送给小孩玩的一架袖珍断头台。而他本人却是一名

威严的勇士，带着凶恶而轻蔑的冷笑，手中拿的武器不过是一条鞭

子，正如他告诉我们的，他早就用这条鞭子来“惩罚”共产主义者这

些可恶“儿童”的“轻举妄动”。巨人以师长的姿态和蔼地对待他那

“昆虫似的敌手”，没有践踏这有勇无谋的小家伙。他以小孩的朋

友的身份和蔼地同他交谈，给他讲解道德，对他的重大毛病，如“撒

谎”、“荒谬而幼稚地撒谎”、“蛮横”、“暴躁”、无礼等等年轻人的毛

病进行严肃认真的规劝。如果这时满腔师长热情的巨人的鞭子不

时在学生头上大声呼啸，如果粗鲁的语句间或中断了滔滔不绝的

劝善良言，以至在某些地方完全抹杀这些格言的作用，那末，一刻

也不要忘记，巨人并不能象昆图斯·菲克斯莱恩１４４一类的学校专

任教师那样从事道德教育，不要忘记天性即使从门口被赴出去，又

会从窗口跑回来。此外还应当注意，同样的话出自矮子恩格斯之

口就是令人生厌的淫秽之言，而出自巨人海因岑之口就美妙得象

自然界的音响那样入耳动听令人心醉。况且，以庸俗言论的狭隘

尺度来衡量英雄的语言，这恰当吗？当然不恰当，正象荷马说他最

喜爱的主人公之一哀杰克斯“顽固如驴”，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荷

马下降到了粗俗文学的水平一样。

巨人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７７号上向共产主义者显示

自己的鞭子的时候也是出于这种好意的！１４５而“矮小的”丑儿由于

巨人根本不给以发言的机会，却对他并不那么领情（他对矮子这种

６２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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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摸不透的傲慢无礼，曾多次地表示他那勇士的惊讶）。他埋怨

说：“这绝不是进行忠告。”“恩格斯先生渴望我死；他想杀害我，

这个恶棍。”

而他本人呢？无论在对待普鲁士政府时，或者在这种情况下，

他都是“热情奔放地展开斗争，在军衣下面提出和平的建议，捧着

一颗追求人道地调和当代矛盾的心灵”。可是，（唉！）“这种热情

饱含着诡计多端的刺激性水分”。

  伊瑟格林残暴凶狠。他爪子一伸，

张牙咧嘴，蓦地冲了上去。

莱涅克机智地迅速闪开，连忙分泌出

强烈的刺激性水分，浸湿了毛茸茸的尾巴，

然后在沙里滚了一身薄泥。

伊瑟格林满以为这下子可以把狐狸抓住。

谁知淘气鬼突然用潮湿的尾巴

往他眼睛上一打——狼的视力顿时模糊不清。

这是狐狸常玩的惯技，

已有不少野兽、不少无辜的人

受到过他那尿液的浸蚀。

“恩格斯先生，我从干政治生涯开始就是共和主义者，我的信念没有发生

过变更和动摇，不象某些共产主义者的脑袋那样，时而朝东，时而朝西”。

“不错，现在我才变成了革命者。共产主义者的策略就是这样：他们意识

到自己是不可改正的，所以，当敌手在改正自己的时候他们就非难敌手” 。

海因岑先生根本不是变成共和主义者的；他一开始他的政治

    

 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ｚｅｎ．《Ｓｔｅｃｋｂｒｉｅｆ》〔卡尔·海因岑：“逮捕令”〕。

 同上。

 歌德：“狐狸－莱涅克”。

 海因岑宣言，“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８４号。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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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就是共和主义者。因此，他是前后一贯、坚毅不拔、始终如一

的。而他的敌手则是出尔反尔、摇摆不定、经常转变。海因岑先生

并非一向就是革命者；他是变成革命者的。不错，这一次是海因岑

先生在转变；因此，情况就变了样：这些转变不再具有不道德的性

质并且今后就叫做“自我改正”。而共产主义者的前后一贯却反而

不再具有崇高道德的性质。那末它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不可改

正”。

固定或者转变两者既是道德的，又是不道德的；从道德高尚的

庸人方面来说是道德的，从他的敌手方面来说是不道德的。批评

化的庸人高明的地方就是知道何时应当说“白”，何时应当说“黑”，

善于在需要的时候说需要的话。

一般认为，无知总是一种缺陷。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它看做负

数。我们倒要看看庸人的批评的魔杖怎样把精神上的负号变成道

德上的正号。

海因岑先生附带告诉我们，在哲学上，他现在同１８４４年时一

样一直是门外汉。黑格尔的“语言”对他来说“始终不容易消化”。

事实就是这样的。接着就是在道德上的加工。

由于黑格尔的语言对海因岑先生来说一开始就“不容易消

化”，所以他不象“恩格斯等人”似的迷住了心窃，一见好机会就不

顾道德，高傲地吹嘘自己通晓这种黑格尔的语言，而是象人所共知

的威斯特伐里亚农民一样，从来就没有“吹嘘自己通晓”梵文的妄

想。但是要知道，真正的道德行为就是要避免为不道德行为造成

任何口实；为了防止“吹嘘自己通晓”某种语言这一不道德倾向，便

干脆不去了解这种语言，这倒确实是一种最简便的办法！

对哲学一无所知的海因岑先生自己认为，他没有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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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①请教哲学老师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他的学校是“人的

理智”和“生活深处”。

他带着一种老实人的谦逊的自豪感高声说道：“正因为这样，我才得以免

除背弃自己的学派的危险。”

要防止在道德上背弃学派的危险，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根本不

参加学派！

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

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比方说，人民在自

己的发展中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就是否定自己从前的政

治存在。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而

用道德的语言来讲，否定就是背弃。

背弃！批评化的庸人可以丝毫不懂这个词的含义而用这个词

来辱骂任何一种发展；他可以郑重其事地把自己本能上的发育不

全完全相反地说成是道德上的十全十美。例如各国人民的宗教幻

想把无罪的时代、黄金时代列在史前时期（当时还根本没有任何历

史发展，因此也没有任何否定、任何背弃），从而辱骂了整个历史。

又如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在强烈的、激情的否定和背弃的时

代，例如１８世纪，出现了正直而善良的大丈夫，出现了以停滞状态

的田园生活来同历史的颓废相对抗的素有教养、作风正派的盖斯

纳之类的色鬼。但是为了嘉奖这些田园诗人（他们也是一些批评

化的道德家和道德化的批评家），应当说，他们在评定牧人和山羊

两者在道德方面谁数第一时所表现的那种犹豫不决的态度是诚恳

的。

９２３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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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道德高尚的庸人毫无拘束地尽情享受自己的优越感吧！我

们就跟他到他在自己的想象中转入“本题”的地方去。我们到处都

会碰到这种方法。

“如是恩格斯先生和其他共产主义者对于权力也统治着财产，财产关系

上的不公平全靠权力来维持这一点都视而不见的话，我就无可奈何了……凡

是对资产者获得金钱表示仇恨而对国王获得权力却听其自然的人，我都把他

们叫做糊涂虫和胆小鬼”。

“权力也统治着财产。”

无论如何，财产也是一种权力。例如，经济学家就把资本称为

“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

可见，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

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权力也统治着财

产。”这就是说：财产的手中并没有政治权力，甚至政治权力还通

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

来捉弄财产。

换句话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还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国家的

权力还没有变成它自己的权力。在那些资产阶级已经夺得政治权

力的国家里，政治统治已成为资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的阶级统治，而

不是个别资产者对自己的工人的统治，对于这些国家说来，海因岑

先生的断言就丧失了自己的意义。无产者同政治统治当然毫无共

同之点，因为政治统治直接属于财产。

这样，海因岑先生以为自己道出了不仅是永恒的，而且还是独

创的真理，其实他只指出德国资产阶级必须夺得政权这个事实，也

    

 海因岑宣言，“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８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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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他所说的和恩格斯所说的是相同的话，但是，他却无意识

地满以为他说的是相反的话。其实，他只是慷慨激昂地把德国资

产阶级对德国政权的暂时关系宣布为永恒的真理，从而表明了怎

样把“运动”变成“僵硬的核心”而已。

海因岑先生继续说，“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全靠权力来维持”。

或者海因岑先生把“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理解为上述的压

迫，即德国资产阶级甚至在自己“最神圣的”利益方面所受到的君

主专制的压迫，那末他就只是重复了上述的话，或者他把“财产关

系上的不公平”理解为工人的经济状况，那末他的启示就具有如下

的含义：

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

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因此，哪里的政权落

到资产阶级手里，哪里的无产者就必须将它推翻。无产者本身必

须成为权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权力。

海因岑先生又一次不自觉地说出和恩格斯所说的相同的话，

并且又一次天真地自以为所说的是相反的话。他所说的不是他所

想的，而他所想的却又没有说出来。

其实，如果资产阶级从政治上即利用国家权力来“维持财产关

系上的不公平”，它是不会成功的。“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以现代

分工、租代交换形式、竞争、积聚等等为前提，决不是来自资产阶级

的阶级政治统治，相反，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统治倒是来自这些被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布为必然规律和永恒规律的现代生产关系。

因此，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

统治必然颠复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

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

１３３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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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如

１７９４年时就是这样）。所以，法国的恐怖统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

通过自己的猛烈锤击，象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

上一扫而光。这样的事情是懦怯的资产阶级在几十年中也办不到

的。因此，人民的流血牺牲只是给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同样，如

果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要推翻君主

专制也只能是暂时的。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

的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所有

的历来自己创置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

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

脱这个命运。

“人的理智”来自“生活深处”，并且不会因为任何哲学的或其

他学术研究而破坏自己天然的习性，它的全部粗俗性格表现在：在

它看出有差别的地方就看不见统一，在它看见有统一的地方就看

不出差别。当它在规定差别的定义时，这些定义立即在它手下硬

化为顽石，而它认为假如使这些僵化的概念互相撞击而打出火花，

那是最有害的诡辩。

例如，海因岑先生谈到金钱和权力、财产和统治、获得金钱和

获得权力不同是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在字面上即已犯了同义反复

的毛病，并且还觉得单纯规定字面上的差别就是一桩了不起的功

绩，他自恃眼力过人，拿这种功绩来同那些竟“盲目”到连这种初级

的、纯粹儿童的理解都不愿一顾的共产主义者相对比。

“获得金钱”怎样变成“获得权力”，“财产”怎样变成“政治统

治”，也就是说，为何不是象海因岑先生所奉为教条的那种硬性规

定的差别，而是两种势力相互作用，直到两者合而为一；海因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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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要想了解这一切是不难的。问题只是他必须知道，农奴怎样为

自己买得自由，公社１４６怎样买得自己的市政权；市民一方面怎样利

用工商业从封建主的口袋里攫取金钱并通过期票使他们的地产化

为泡影，而另一方面又怎样帮助君主专制战胜因此而被削弱的大

封建主并为自己买得他们的种种特权；然后他们怎样利用君主专

制本身的财政危机等等；后来甚至君主专制本身又怎样由于现代

工商业的产物——国债制度而依附于股票大王；在国际关系方面

工业垄断又怎样直接变成政治统治（例如，在“德意志解放战争”中

神圣同盟的各国君主就是英国豢养的雇佣兵）等等。

但是，当“人的理智”的傲慢的粗俗性格把获得金钱和获得权

力之间的那些差别奉为“毫无疑问”应当“如此这般”去对待的永恒

真理，把那些差别变成凝固不变的教条的时候，它就为自己建立起

一个合意的阵地，可以从那里针对这类信仰符号的反对者的“盲

目”、“愚蠢”或“卑劣”倾泻自己的道德愤怒。这种吵吵嚷嚷的粗暴

发泄一方面引起了他的自我满足，同时不过是用漂亮词句做成的

仅仅夹杂着两三个贫瘠真理的羹汤。

海因岑先生可要活到甚至普鲁士的财产权力将同政治权力强

迫成婚的时候。让我们听下去吧：

“你们想把社会问题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可是你们没有看到，

没有任何社会问题比关于君主制和共和制的问题更为重要。”

刚才海因岑先生看到的只是金钱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差

别；而现在他看到的却只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之间的统一。其

实，他看到的当然还有敌手们的“可笑的盲目”和“可鄙的胆怯”。

    

 海因岑宣言，“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８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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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政治关系同人们在其中相处的一切关系一样自然也是

社会的、公共的关系。因此，凡是有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问题都是

社会问题。

粗汉天真地以为说出只有在８岁儿童用的教义问答中才能碰

到的类似观点，就意味着不仅说出了什么东西而且还在现代冲突

的天平上加了一些重量。

没有想到“在我们这个时代探讨”的“社会问题”随着我们步出

君主专制的领域而日益重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起源于德国

而起源于英国、法国和北美。

真正能动的共产主义政党出现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

废除的时候。首先宣布这些“社会问题”的是最彻底的共和主义

者，即英国的“平均主义者”１４７、法国的巴贝夫和邦纳罗蒂等。巴贝

夫的朋友和党内同志邦纳罗蒂所写“巴贝夫的密谋”１４８一书表明这

些共和主义者怎样从历史“运动”中得出一种信念：随着君主制和

共和制这一社会问题的消失，还没有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是对

无产阶级有利的。

财产问题，既然在“我们这个时代”提出，决不能把它仅仅归结

为（照海因岑的说法）重新阐明：“一个人拥有一切而另一个人一无

所有，个别人一般可以拥有某些东西是否公平”，也不能归结为类

似的简单的良心问题和关于公平的词句。

财产问题的表现形式极不相同，这是同一般工业发展的不同

阶段和各国工业发展的特殊阶段相适应的。

例如，对加里西亚的农民来说，财产问题归结为把封建的土地

所有制变成小资产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这个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和

对于１７８９年前夜的法国农民来说，意义是一样的。相反，英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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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工人同土地所有者没有任何关系。他只同农场主即用办工厂

的同一原理办农场的经营资本家发生关系。这种经营资本家从自

己这方面说由于付给土地所有者以地租而同所有者直接发生关

系。因此，对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来说，消灭土地所有制是最重要的

财产问题，它对谷物法进行斗争，正具有这种意义。对英国农业工

人来说则相反，他们和英国工厂工人一样，对他们来说消灭资本乃

是最重要的财产问题。

无论在英国革命或者法国革命中，财产问题的提法都归结为

给竞争以广阔的自由和消灭一切封建财产关系，即封建领地、行

会、垄断等等，因为这些关系在１６至１８世纪时期中变成了工业发

展的桎梏。

最后，在“我们这个时代”，财产问题的意义在于消灭因大工

业、世界市场和自由竞争的发展而造成的冲突。

财产问题从来就随着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成为这个或那个

阶级的切身问题。１７、１８世纪时要废除封建财产关系，财产问题就

是资产阶级的切身问题。１９世纪时要废除资产阶级财产关系，财

产问题就是工人阶级的切身问题。

可见，在“我们这个时代”作为全世界历史性问题的这个财产

问题，只是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才有意义。这种社会愈发达，一

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就愈发展，因而国家的权力就愈具备

资产阶级性质，那末社会问题就愈尖锐：法国比德国尖锐，英国比

法国尖锐，君主立宪的国家比君主专制的国家尖锐，共和制的国家

又比君主立宪的国家尖锐。例如，信用制度和投机等等引起的冲

突在北美比任何地方都更为尖锐。同样，社会的不平等在北美东

部各州也表现得比任何地方都突出，因为在这里社会的不平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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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在别的地方那样为政治的不平等所掩盖。至于说这里的赤贫现

象还没有发展到象英国的那种程度，自有其经济上的种种原因，我

们不能在此一一阐述。不过，这里的赤贫现象也是很可观的。

“这里没有特权等级，社会上的一切阶级都有平等的权利（但是困难正在

于阶级的存在）①，而且我们的人口还远没有达到妨碍生活资料发展的地步，

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竟看到赤贫现象这样猛烈地增长，实在令人吃惊。”（梅

勒迪斯先生向宾夕法尼亚州议会作的报告１４９）

“已经证明：在二十五年的时期中马萨诸塞州的赤贫现象增长了

６０％。”（摘自美国人奈尔斯的“纪事”１５０）

北美的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之一、激进主义者托马斯·库伯建

议：

（１）禁止无产者结婚。

（２）取消普选权，他大叫说，因为

“社会是为保卫财产而建立的。由于永恒的经济规律永远得不到财产的

人还要求享有颁布关于他人财产的法律的权利，这怎么合理呢？这两个阶级

的人怎么能有共同的动机和利益呢？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工人阶级的情绪是不革命的，那末，他就捍卫他

赖以生存的业主的利益。例如，在新英格兰最近的选举中，厂主们力图保证

自己的选票，把他们的候选人名字印在白布块上，而他们的每个工人都在自

己裤子的前档上戴上这样一块白布。

“或者是工人阶级由于共同的集体生活等等而成为革命的，那末，国内的

政权迟早要转到它的手里，而在这种制度下任何财产都是没有保障的”。

工人们在英国以宪章派为名、在北美以民族改良派为名分别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托马斯·库伯：“政治经济学讲义”哥伦比亚版第３６１—３６５页〔ＴｈｏｍａｓＣｏｏｐ

ｅｒ．《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ｐ．３６１—３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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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政党，其战斗口号根本不是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而是以工人

阶级的统治代替资产阶级的统治。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有其与本身适应的立宪或共和的代议制国

家形式。既然正是在这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财产问题”成了最

重要的“社会问题”，那末，只有德国小市民的狭隘要求才使得他终

于叫喊出什么君主制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的“社会

问题”。同样李斯特博士在“国民政治经济学”１５１的序言中对于人

们“错误地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是赤贫现象而不

是保护关税这一点也表示天真的烦恼。

金钱和权力之间的差别同时又是战斗双方的个人差别。

“小家伙”以小扒手姿态出现，只同拥有“金钱”的敌人周旋；神

话般的壮士与他不同，他是向这个世界上的“权贵”作斗争。

Ｉｎｄｏｓｓｏｌａｃｏｒａｚｚａ，ｅｌ’éｌｍｏｉｎｔｅｓｔａ．〔他身穿铠甲，头戴钢盔。〕

并且喃喃说道：

“不过，在这里阁下比我处境更好。”

但是，处境最好的还是这个世界上的“权贵”，当海因岑先生向

自己的学生发起如下的进攻时他们轻松地喘了一口气：

“现在您和一切共产主义者一样丧失了鉴别政治情况同社会情况之间的

联系的能力。”

刚才我们听到伟大人物以惊人的简洁在大体上阐述了政治情

况和社会情况之间的联系的道德说教。当即又以君主制为例直观

    

 Ａｒｉｏｓｔｏ．《ＯｒｌａｎｄｏＦｕｒｉｏｓｏ》〔阿里欧斯托：“疯狂的罗兰”〕。

 海因岑宣言，“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８４号。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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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教给自己的学生如何实际运用这种方法。

他说，君主，即君主制是“一切灾难和贫困的祸首”。在君主制

已经废除的地方用这种方法解释显然是不行的，因此，曾使古代共

和国走向灭亡、又将在北美合众国南部各州导致可怕冲突的奴隶

制 就会用约翰·福斯泰夫的话高声地说：“啊，要是理由能贱得

象乌莓子一样有多好啊！”１５２

但是，首先要明白：君主和君主制是某一个人产生的呢，还是

某一个东西产生的？

有一个时候，人民为了公共的利益曾经必须以最优秀的人物

作为自己的首领。后来，这个职位开始在一定的家族内部一代一

代地传下去。最后，由于人们的愚蠢和堕落，这种滥用现象得以维

持数百年之久。

即使把欧洲所有的天生健谈之士召集在一起会谈，他们也不

能做出另外的回答。如果你们看完海因岑先生的全部文章，你们

从里面也找不到别的答案。

坚实的“人的理智”以为宣布自己是君主制的反对者，就是对

它做了解释。但是对这个正常理智来说，最困难的似乎应当是说

明：人的理智和人的道德品格的反对者来自何处，他又怎样把自己

那种惊人顽强的寿命延长了好几百年加以说明。这是再简单没有

了！没有人的理智和人的道德品格，这几百年也过来了。换句话

说，数百年的理性和道德同君主制相适应而不是同它相矛盾。我

们这个时代的“人的理智”所不能了解的正是以往数百年的这种理

性和这种道德。它不了解它们，可是却看不起它们。它从历史的

    

 关于这一问题请参看美利坚合众国奠基人之一、连任两届美国总统的杰弗逊

的回忆录。

８３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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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域逃到道德的领域，所以，它在这里也可以把自己的道德愤怒的

重炮全部放射出来。

正如政治的“人的理智”在这里说君主制的起源和长期存在是

由于考虑不周一样，宗教的“人的理智”也说异教和不信教是由魔

鬼一手造成的。同样，非宗教的“人的理智”也说宗教是由神甫这

样一种魔鬼一手造成的。

既然海因岑先生已经用道德方面的老生常谈论证了君主制的

起源，那末，得出关于“君主制和社会情况之间的联系”的结论是十

分自然的。请听：

“一个人把整个国家抓在自己手里，使全体人民或多或少地不仅在物质

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为他个人和他的亲信牺牲，在人民中造成高低不同的

层次阶梯，象区分肥肉瘦肉一样把人民分成等级，并且实质上为了自己的利

益而把同一国家的每一成员变成另一成员的公开敌人。”

海因岑先生看到君主处于德国社会大厦的最上层。他毫不怀

疑：最上层的社会基础就是他们创造的并且他们每天都在重新创

造这种基础。君主制是社会状况的公开政治表现，要解释两者间

的联系，除了把君主说成是这种联系的创造者以外，还能有比这更

简单的解释吗！代表机关同它们所代表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有什

么联系呢？它们创造了社会！例如政治偶象及其机构和层次阶梯

创造了罪恶世界，而政治偶象是罪恶世界的至圣物。例如宗教偶

象创造了世俗状况，而这些世俗状况反映在宗教偶象中也是一些

虚幻的、天上的东西。

以高度热情宣扬类似的简陋智慧的粗汉们自然一定要以惊异

    

 海因岑宣言，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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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义愤的目光来看待敌手，因为后者挺身出来向他们证明：苹果并

不创造苹果树。

现代历史编纂学表明，君主专制发生在一个过渡时期，那时旧

封建等级趋于衰亡，中世纪市民等级正在形成现代资产阶级，斗争

的任何一方尚未压倒另一方。因此构成君主专制的因素决不能是

它的产物；相反，这些因素所构成的倒是它的社会前提，这种前提

的历史渊源人们已经很清楚了，没有重提的必要。德国的君主专

制发生较晚、维持较久，这只能以德国资产阶级的畸形发展来解

释。关于这个发展之谜可以在工商业的历史中找到答案。

德国小市民自由城市衰落，骑士等级消灭，农民遭到失败，这

一切决定了领主王公最高权力的确立；现代世界市场和大型手工

工场出现时，以纯粹中世纪关系为基础的德国工商业衰落了；三十

年战争留下了人口绝灭的凄惨景象；振兴的民族工业部门（如小型

亚麻生产）具有与宗法关系和情况相适应的性质；由于输出的多半

是农产品，因而在物质生活来源上有所增加的几乎全是贵族地主，

他们对市民来说，势力也就相对增大；德国在世界市场上一般处于

从属地位，所以国民收入以外国人对王公们的接济为主要来源；因

此市民就依附于王室；——形成德国社会面貌和同它相适应的政

治组织的诸如此类的情况，在粗汉的人的理智看来，已变成一些英

明的箴言，而其全部英明所在就是“德国君主”创造了“德国社会”

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造”它。

使人的理智得以“看出”君主制是德国社会的发源地，而不把

德国社会看成是君主制的发源地的那种错觉是不难解释的。

它初看之下（它往往以为初看就非常透彻），发现德国君主们

在维持和坚持他们政治生命所系的德国旧社会秩序，并且对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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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素使用暴力。另一方面，它又看见破坏性因素也在同君主的

权力作斗争。于是健全的五官全部出马，证明君主制是旧社会及

其等级结构、偏见和矛盾的基础。

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种现象只推翻了它无意中为其充当论

据的那一幼稚观点。

君主制所扮演的暴虐、反动角色只是表明在旧社会的孔隙中

形成了新社会，这种新社会必然也感到政治外壳（旧社会的天然

外皮）是反自然的桎梏而必须撑破。这些新的破坏性社会因素越

不发达，旧政权的即使是最凶猛的反动派也越保守。这些新的破

坏性社会因素越发达，旧政权的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保守意图也

越反动。君主权力的反动性并不证明这种权力创造旧社会，倒是

相反地证明，只要旧社会的物质条件消亡，君主权力本身也就消

灭 。它的反动性同时就是旧社会的反动性，因为旧社会仍然是官

方的社会，因此也仍然是权力的官方享有者或官方权力的享有

者。    

当社会生存的物质条件发展到迫切需要变革它的官方政治形

式的时候，旧政权的整个面貌就发生变化。所以，现在君主专制不

实行集权（集权本是它的开明措施）而打算实行分权。君主专制产

生于封建等级垮台以后，它积极参加过破坏封建等级的活动，而现

在却力图保留哪怕是封建割据的外表。如果说君主专制从前保护

过工商业，以此鼓励过资产阶级上升，并且还曾经把工商业看做使

国家富强、使自己显赫的必要条件，那末现在君主专制到处都成了

工商业（它们正在成为已经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手中日益可怕的武

    

 诙谐语：《ｍａｃｈｅｎ》是“创造”，《ａｂｍａｃｈｅｎ》是“消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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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它那胆怯而鲁钝的目光又从使它繁荣的

摇篮——城市，转到了它从前埋葬强敌的地方——乡村。

但是，海因岑先生把“政治情况同社会情况之间的联系”，仅仅

理解为德国君主制同德国的灾难和贫困之间的联系。

从物质方面说，君主制也和其他一切国家形式一样，直接用捐

税来加重工人阶级的负担。捐税体现着表现在经济上的国家存

在。官吏和僧侣、士兵和舞蹈女演员、教师和警察、希腊式的博物

馆和哥德式的尖塔、王室费用和官阶表这一切童话般的存在物于

胚胎时期就已安睡在一个共同的种子——捐税之中了。

哪一个饶舌的庸人不会向饥饿的老百姓指出，捐税，这种君主

得来的不义之财就是他们贫困的根源？

德国的君主和德国的贫困！换句话说，就是君主们得以骄奢淫

逸、人民以自己的血汗为代价付出的捐税！

对于那些高谈阔论的人类救世主，材料是多么丰富啊！

君主制要求庞大的开支，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拿北美的国家

预算来同我们的３８个小国为了受统治和被控制所必须缴纳的数

目来比较一下吧！这些妄想蛊惑人心的粗暴攻击，甚至无须共产主

义者讲话，只要如李嘉图、西尼耳等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用三言两

语就可以驳倒了。

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

工人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工资。

必须确定捐税和工资之间有什么关系。

由于竞争的结果，平均工资必然下降到最低限度，就是说下降

到勉强维持个人和后嗣生存的地步。捐税就是这种最低工资的一

部分，因为工人的政治使命正是缴纳捐税。假如工人肩负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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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税用激进的办法废除，结果必然是从工资中扣除目前付出的捐

税总额。因此，不是同样直接增加雇主的利润，就是仅仅变换征税

的形式。先前是资本家把工人应缴的捐税连同工资一起发给，现

在则是不经过转手而把这些捐税直接付给国家就是了。

如果说北美的工资高于欧洲的工资，那末，这绝不是由于北美

的捐税较轻，而是由于北美的地理位置及其工商业的缘故。在那

里劳动力求过于供的情况远远超过欧洲。这一真理是每个中学生

都早已从亚当·斯密那里就知道的。

对资产阶级来说则相反，捐税的分配、征收和使用的方法之所

以成为切身问题，不仅是由于它对工商业起着影响，而且还因为捐

税是可以用来扼杀君主专制的一条金锁链。

海因岑先生对“政治情况同社会情况之间的联系”和“阶级关

系”同国家权力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如此深刻的说明之后，得意扬扬

地大声叫道：

“的确，我在自己的革命宣传中没有犯‘共产主义者的局限性’的毛病

——不面向人们，只面向‘阶级’，唆使不同‘行业’的人们互相反对。这是因

为我承认‘人性’不总是以‘阶级’或‘钱包的大小’为转移的‘可能性’。”

“粗俗的”人的理智把阶级差别变成了“钱包大小的差别”，把

阶级矛盾变成了“各行业之间的争吵”。钱包的大小纯粹是数量上

的差别，它可以尽情唆使同一阶级的两人互相反对。大家知道，中

世纪的行会是在“行业差别”的原则上互相对立的。但是大家也知

道，现代的阶级差别绝不建立在“行业”的基础上；相反，分工在同

一阶级内部造成不同的工种。

海因岑先生把完全从他本身的“生活深处”和他本身的“人的

理智”中取来的他本身的“局限性”可笑地称为“共产主义者的局限

３４３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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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我们暂且假定，海因岑先生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因而假定他说

的不是钱包的“各种大小”，不是“各行业之间的争吵”。

单独的个人并不“总是”以他所从属的阶级为转移，这是很“可

能的”；但是这个事实不足以影响阶级斗争，正如少数贵族转到

ｔｉｅｒｓéｔａｔ〔第三等级〕方面去不足以影响法国革命一样。而且就在

这时，这些贵族至少也加入了一定的阶级，即革命阶级——资产阶

级。然而海因岑先生却硬要一切阶级在“人性”这个炽热的思想面

前消失。

如果海因岑先生认为，以不依自己意志为转移的经济条件做

为存在的基础并因这些条件而彼此处于极尖锐的对抗中的各阶

级，可以靠一切人们所固有的属性“人性”而越出本身存在的现实

条件，那末，某一个君主要靠自己的“人性”而使自己超出自己的

“君主的权力”，超出自己的“君主的行业”该是多么容易呵！当恩格

斯看出海因岑先生的革命词句背后是“好心的皇帝约瑟夫”时，海

因岑先生竟不能原谅恩格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但是海因岑先生一方面由于极不明确地对待德国人的“人性”

而抹掉一切差别，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号召扩大到君主身上。而另

一方面又认为自己必须在德国血统的人们中间确立一种差别，因

为没有差别就没有对立面，而没有对立面就没有材料进行卡普

勤①式的政治说教。

因此，海因岑先生就把德国血统的人们划分为国君和臣民。

海因岑先生看到了这种对立面并且对它作了表述，在他自己看来，

４４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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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道德力量的表现，是具有个人胆量、政治头脑、激动的人

的感情、严肃态度、远见和值得敬佩的勇气的明证。如果注意到，

臣民分为特权者和非特权者，特权者不但看不出政治等级是降低

人格的阶梯，却反而认为它是飞黄腾达的途径，甚至那些把臣服看

做是锁链的臣民（对这些锁链的重压的感受很不一致）也注意到这

一切，那就表明自己毫无理智、表明自己有警察思想。

然而却冒出一些“狭隘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不仅看出了国君

和臣民之间的政治差别，而且看出了阶级间的社会差别。

一分钟以前海因岑先生在道德上的伟大之处在于看出了差别

并给以表述，现在他的伟大之处却在于看不出差别、不予注意而且

加以掩盖。表述对立面的言语由革命的语言一变而成为反动的、

恶毒地“唆使”被人性团结在一起的弟兄互相反对的语言。

大家知道，七月革命后不久，胜利的资产阶级在九月法令中规

定（大概也是为了“人性”）“唆使各阶级的居民互相反对”为最大的

政治罪行，违者囚禁，课以罚金等等。１５３其次，大家知道，英国资产

阶级的机关报也放弃其他一切告密形式而宁愿责难宪章派的领袖

和共和主义者唆使一些阶级的居民去反对另一些阶级的居民。甚

至大家也知道，德国的作家们就是因为唆使各阶级的居民互相反

对而被活活埋葬在城堡中的。

这一次海因岑先生是不是在用法国九月法令、英国资产阶级

报纸和普鲁士刑法典上的语言讲话呢？

不是。善良的海因岑先生担心的只是共产主义者“企图用革

命的排毒法１５４使君主免除危险”。

比利时的自由派硬说激进派同天主教徒串通；法国的自由派

硬说民主派同正统派串通；英国的自由贸易派硬说宪章派同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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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串通；同样，海因岑先生也硬说共产主义者同君主串通。

正如我已在“德法年鉴”上证明的，德国染上了基督教德意志

的特殊病症１５５。它的资产阶级出现太晚了，当它开始同君主专制

进行斗争而力图确立自己的政权的时候，一切先进国家中的资产

阶级已经在同工人阶级进行残酷的斗争了，它那种政治幻想在欧

洲人的意识中早已过时。在这个国家里一方面还保存着君主专制

的政治贫乏以及一大群已趋没落的半封建等级和关系，同时又局

部地存在着由于工业的发展和德意志对世界市场的依附而在资产

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引起的现代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斗争；西里

西亚和波希米亚的工人起义１５６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德国资产阶

级在政治上尚未形成阶级之前就同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臣

民”之间的斗争不顾一切汉巴赫之歌１５７而在君主和贵族被赶出国

土之前就爆发了。

海因岑先生对这种充满矛盾的事态（这当然会在德国文学上

有所反应）做不出别的解释，只是说，这要唯敌人的良心是问，这是

共产主义者进行反革命阴谋的后果。

可是德国工人非常清楚：君主专制在为了讨好资产阶级而向

无产阶级敬以霰弹和皮鞭的时候是毫不犹豫的（而且也不能犹

豫）。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宁肯受专制政府及其半封建侍从的

粗暴压迫而不愿受资产阶级的直接统治呢？工人非常清楚：资产阶

级不仅在政治上必将比君主专制对他们作出更大的让步，而且为

了自己的工商业它还会违背自己的意旨为工人阶级创造团结的条

件，工人阶级的团结就是工人胜利的首要前提。工人知道，要消灭

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不能通过保存封建的财产关系来实现。他们

知道，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和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只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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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自己的革命运动加速进展。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同资产阶级

的斗争只有在资产阶级胜利之日才能开始。尽管如此，他们对海

因岑先生的资产阶级幻想也是不会同意的。他们不仅能够而且应

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但是工

人丝毫也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当做自己的最终目的。

工人在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在不久以前反谷物法同盟的运

动中，英国宪章派就做出了光辉的范例。他们一刻也没有相信资

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的虚伪保证和捏造，一刻也没有停止同他们作

斗争，他们充分自觉地帮助自己的敌人战胜了托利党人；但是当谷

物法废除后的第二天在选举斗争的战场上两相对抗的已不是托利

党人和自由贸易派，而是自由贸易派和宪章派了。宪章派就是因

为同这些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作斗争才在议会中给自己争得了席

位。

正如对工人不大了解一样，海因岑先生也不大了解资产阶级

自由派，虽然他在无意地为他们服务。他认为有必要违背他们的

意愿再三重复反对“德国的和善、温顺”的老调。他这位道德高尚

的大丈夫对某一个康普豪森或汉泽曼所贩卖的奴才言论信以为

真。资产者先生们会嘲笑这种幼稚的。他们哪里有毛病，他们自己

更清楚。他们知道，革命中的老百姓是莽撞的和过火的。因此，资

产者先生们千方百计总想不经过革命而用和平方式把专制君主国

改造成资产阶级君主国。

但是普鲁士的专制君主国也和从前英国和法国的一样，是不

愿意自动变成资产阶级君主国的。它是不会自动退位的。除了君

主本人有偏见以外，还有大批的文职、军职和神职官僚束缚住他们

的双手，因为君主专制的这一组成部分是绝对不愿意拿自己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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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地位去换取资产阶级手下的职位的。另一方面，封建等级又极

端保守；对他们来说这是存在或者不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财产的保

留或者被剥夺的问题。尽管资产阶级以一切忠心耿耿的誓言来表

示自己的忠诚，专制的君主依然认定他的真正利益同这些等级的

利益是一致的，这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正如某些拉利－托朗达尔、穆尼哀、马鲁埃和米拉波的

甜言蜜语未能说服路易十六坚决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封建主和

君主专制的残余一样，所有这些康普豪森和汉泽曼之流的海妖之

歌也不能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有所迷惑。

但是海因岑先生既不同德国资产阶级打交道又不同德国无产

阶级打交道。他的政党就是“人们的党”，所谓人们就是指那些以

“人类”目的为幌子、为“资产阶级”利益冲锋陷阵，但同时又没有意

识到理想主义词句与其现实主义实质之间的联系的诚实正直而胸

襟开阔的幻想家。

国家缔造者海因岑先生向自己的政党即人们的党，或者说得

更确切些，安居在德国的人类的党推荐“最好的共和国”、他亲自策

划的最好的共和国，即“具有社会制度的联邦共和国”。卢梭曾为

波兰人草拟过最好的政治制度，马布利也曾为科西嘉岛上的居民

草拟过最好的政治制度。伟大的日内瓦公民找到了一个更伟大的

继承者。

“我只能（多么谦卑！）①用共和制的因素构成共和国，正如只能用花瓣构

成花朵一样。”

一个会用花瓣构成花朵，即使是一朵雏菊的人，大概他也能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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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最好的共和国”吧，不管堕落的人世就这一点说了些什么。

英勇的国家缔造者对一切恶意攻击置之不理而把北美共和国

的宪法作为自己的标本。凡是他认为不体面的，都用他那粗汉之

笔删去。结果他就得到了ｉｎｕｓｕｍｄｅｌｐｈｉｎｉ〔皇太子用的〕、也就是

为“德国人”谋福利的修订本。于是，当他对“共和国、而且正是已

确定的共和国的情景”加以描述之后，就“揪住”这“矮小的”无礼学

生的“共产主义耳朵”一把提将起来，声色俱厉地质问道：这个人是

否也能“造出”一个世界、并且是“最好的世界”？他“揪住共产主义

耳朵”把“小家伙”一个劲“往上”提，直到后者的“鼻子碰到”“新”世

界——最好的共和国的大图时为止。他把他所设计的这幅世界大

图小心翼翼地亲自挂上了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

《Ｃａｃａｔｕｍｎｏｎｅｓｔｐｉｃｔｕｍ》〔涂抹并不是绘画〕——拒不悔改

的“小”蛇发出咝咝的叫声。

共和主义的哀杰克斯在盛怒之下把共产主义的瑟息替斯摔倒

在地，并从他那毛茸茸的宽阔胸膛里冲出了可怕的字眼：

“您可笑到了极点，恩格斯先生！”

的确，恩格斯先生！难道您不认为“美国联邦制度”是“历来的

治国艺术梦寐以求的最好的政治形式吗”？您摇头！甚么？您根本

否认“美国联邦制度”是“治国艺术”梦寐以求的吗？什么，“社会的

最好的政治形式”只ｉ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抽象地〕存在？真是奇怪！

同时，您竟“厚颜无耻，昧着良心”硬要我们认为，想利用北美

宪法（而且是经过美化和改善的）来为亲爱的祖国谋福利的正直的

德国人好比一个抄袭自己的富裕对手的账簿的愚蠢商人，自以为

    
 这是１７世纪下半期法国皇太子专用的拉丁文书籍的注脚，书中“不道德”之

处均被删去并加这样的注脚。——编者注

９４３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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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份抄本就占有了对方使他眼红的财富！

您似乎还用您小手里的“刽子手的屠刀”、用１７９４年时送给您

玩的袖珍断头台来威胁我们吧？您自言自语地说，巴巴鲁和其余的

彪形大汉在玩弄断头台的时期被砍去脑袋，是因为他们无意中叫

出了“美国联邦制度”是“最好的政治形式”１５８。所有那些人，即当

欧洲、特别是当完全处于封建割裂状态的德国发生某一民主革命

的时候，不去争取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及其归于统一的中央

集权，而企图去培植“美国联邦制度”的歌利亚们，也要得到同样的

下场。

我的上帝！公安委员会１５９的委员们和支持他们的雅各宾吸血

鬼原来都是一些惨无人道的暴徒，而海因岑式的“最好的共和国”

却是“历来的治国艺术”为了“人”、为了好人、为了人道的人而“梦

寐以求”的“最好的政治形式”！

的确！“您可笑到了极点，恩格斯先生！”

此外，缔造国家的海格立斯绝不是依样画葫芦地抄袭北美的

“联邦共和国”。他用“社会制度”将它装饰起来，他许以“在合理的

基础上调整财产关系”，而他用来消除资产阶级旧社会的“缺点”的

七大“措施”绝不是从现代不中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饭馆里讨

来的淡而无味的残羹剩饭。伟大的卡尔·海因岑开的“使社会人

道化”的药方，应当归功于“印加族”和“康培的儿童读物”１６０，同样，

上述他那意味深长的词句不应归功于哲学家波美拉尼亚人卢格，

而应归功于英明到头发都发白的“秘鲁人”。可是恩格斯先生把这

一切称为纯系任意捏造的美化世界的庸俗幻想！

不错，在我们这个时代“比较优秀的人们日益消失”而“最优秀

的”总是完全不为人所了解。

０５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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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举一个善良的市民为例，让他凭良心说：现代“财产关

系”的毛病是什么？这个善良的汉子一定会把食指按在额角上，意

味深长地叹两口气，然后“毫不肯定地”说，许多人“一”无所有，甚

至没有起码的必需品，而另外一些人不但搜刮衣不蔽体的无产者

而且搜刮可敬的市民，他们象贵族一样手中积累起千千万万的不

义之财，这是耻辱。Ａｕｒｅａｍｅｄｉｏｃｒｉｔａｓ！中庸！——中等阶级的勇

士叫了起来！就是要避免极端！哪有可以同这些极端、这些极端、

这些最可鄙弃的极端相容的合理的国家制度！

现在来看看海因岑式的具有“社会制度”以及“使社会人道化”

的七大措施的“联邦共和国”。这里对每一个公民的“最低限度”财

产（他至少不能低于这个水平）作了保证，同时也对他的“最高限

度”财产（他至多不能超过这个水平）作了规定。

当海因岑先生以国家法令的形式重申了一切正直市民的虔诚

愿望——人人所有既不太多、也不太少，——从而实现了这个愿望

的时候，一切困难不是都解决了吗？

海因岑先生就是用类似的既简单而又冠冕堂皇的办法解决了

全部经济矛盾。他在合乎道德高尚的大丈夫的正义感的合理基础

上对财产进行了调整。不消说，“合理调整”财产正是那些在冷酷

的必然性面前不得不把一切正义“措施”化为灰烬的“经济规律”，

虽然这些措施是印加族和康培的儿童读物所推荐的并且是最极端

的爱国志士所竭诚拥护的。

在一个与众不同、不“夸耀自己对政治经济学有研究”而是相

反地，在自己的全部著作中一直善于保持谦逊朴质，好象他在政治

经济学的研究中刚刚打算开步走的人面前提出经济学的见解来同

他争论，是多么失当啊！正因为这个人虽然受的教育不多，却能煞

１５３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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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介事地提出１８４２年以来早已通过奥格斯堡“总汇报”透入德国

生活深处的一切１６１，如替“获得的”财产、“个人自由和个性”担心等

等来反对共产主义敌人，所以才是很了不起的。真的，共产主义作

家的精神堕落是严重的，其标志就是他们只在对经济学和哲学有

修养的人们中间挑选敌手，而对粗汉的人的理智所发出的“毫不肯

定的”攻击却置之不理，他们首先应当把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

关系的常识教给粗汉的人的理智，然后才有可能就这些问题同它

进行辩论。

例如，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

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不是指从属的、已趋没落的，

而正是指现存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既然所有这些资产阶级生产

关系都是阶级关系，（这是亚当·斯密或李嘉图的每一个学生都应

当知道的，）那末，这些关系当然只有在各阶级本身和他们的相互

关系发生变化以后才能发生变化或根本消灭；而阶级间的关系的

变化就是历史的变化，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产物，总之，是一定“历史

运动”的产物。著作家可以献身于这个历史运动，成为它的表现

者，但是，不言而喻，他不能创造运动。

例如，为要说明封建的财产关系的消灭，现代历史学家就必须

指出现代运动的特征，这就是在运动的进程中，正在形成的资产阶

级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其生活条件已充分发展，它完全可以消灭一

切封建等级和它自己先前的封建生存方式，因而也可以消灭这些

封建等级赖以进行生产的封建生产关系。可见，封建财产关系的

废除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建立绝不是由一种从一定的理论原则

即自己的核心出发，并从此进一步做出结论的学说中产生出来的。

相反，资产阶级著作家在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进行斗争的时期提

２５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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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原则和理论无非是实际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同时可以精确

地看出，这种理论上的表现以其所处实际运动的阶段的不同而反

映出空想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学理主义的程度也往往不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才不揣冒昧地向自己的可怕的敌

手、缔造国家的海格立斯讲到作为“运动”之理论表现的共产主义

（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

但是，我们这位巨人在道德高尚的愤怒之下叫道：“我是想把

实际后果弄个明白，我是想使共产主义的‘代表们’承认这些后

果，”也就是说，在对资产阶级私有制仅有虚幻概念的人的心目中

必然同私有制的废除相联系的那些荒谬的后果。他是想迫使恩格

斯“为一切荒谬的话辩护”，照海因岑先生的英勇策划看来，这些荒

谬的话恩格斯“是会摆到光天化日之下来的”。但是莱涅克－恩格

斯使这位道德高尚的伊瑟格林大失所望，他在共产主义中找不到

任何可以“吞噬”的“核心”，并惊异地自问：“这种现象须怎样加以

烹制才能食用？”

善良的大丈夫用花言巧语来自慰的企图没有得逞，例如，他提

出历史运动岂不是“人的感情的运动”等等反问，甚至恳求伟大的

“卢格”的灵魂为他破这个自然之谜！

失望的汉子叫道：“事情发生以后，西伯利亚的严寒封住了我的心；事情

发生以后，我总是感到有人叛变，梦到有人暗算”。

实际上，他最后对问题做出的解释是恩格斯“背弃自己的学

派”，“胆小而可笑地退却”，“仅仅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而殃及全人

类”，“在决定性的关头背弃自己的政党或是将其一脚踢开”以及诸

    

 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ｚｅｎ．《Ｓｔｅｃｋｂｒｉｅｆ》〔卡尔·海因岑：“逮捕令”〕。

３５３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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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如此类的道德化的疯狂非难。同样，恩格斯在“真正的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在空想共产主义体系和批判的共产主义之间所制

造的差别无非是“叛变”和“暗算”。是的，纯粹是耶稣会教徒式的

“事后补作的”差别，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把这些差别告

诉海因岑先生，看来，就连生活深处的风暴也丝毫没有把它们吹进

他的耳朵！

从表现这些矛盾的文字看来，海因岑先生对它们所作的说明

是多么微妙呵！

“魏特林比您要高明一点，确实还可以算得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或者是：

“如果格律恩先生愿意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并把恩格斯先生赶走，又怎

样呢？”

在这以后，不言而喻，道德高尚的大丈夫“由于完全不能自拔，

不能认为诚实和正直（无论它们多么陈旧）是被赋以理性的实体之

间完全无用的东西”，于是便开始拿无稽的谎言来款待我们，例如，

说什么恩格斯也打算写有关“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的文章，

但是卡·格律恩似乎比他“抢先一步”，因此，恩格斯就“未能为他

这一索然无味的重复之作找到出版商”。海因岑先生还奉送了不

少诸如此类的新发现，作为他根据“一定原则”得出的“结论”。

道德化的批评所得到的可怜结果是由这一批评的“性质”本身

决定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归咎于哀杰克斯·铁拉孟①的个人缺点。

尽管这位神圣的粗汉非常愚蠢和卑鄙，但是他在道德上却有他自

４５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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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安慰的地方，这就是他在自己的信念上是愚蠢、卑鄙的，也正因

为如此，他才是一个首尾一贯的统一体。

但是不管“事实”在那里说明什么问题，伟大的卡尔·海因岑

本人却安之若素，听其“自然”；他在自己正直的胸脯上拍了三下叫

道：“我，我坦然地随身携带着我的原则，如果有人向我问起这个原

则，我是不会把它扔掉的”。

亨利希七十二世·冯·罗伊斯－施莱茨－艾贝斯道弗有二十

年左右也是骑在他的“原则”的背上的。

注意。我们向“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读者推荐一篇斯蒂

凡 写的批评文章：“海因岑的国家”。不言而喻，对著者来说，海因

岑只是一个引子；即使他随便用一个德国的空谈著作家来使真正

革命工人的观点同好辩、谩骂的小资产者的观点对比，也同样会成

功的。海因岑先生没有更好的办法答复斯蒂凡，只好庄严地宣称

斯蒂凡的文章是一篇坏作品，以此作为本质的批判。由于斯蒂凡

其人他并不认识，所以他干脆骂他是街头恶少和商品推销员来为

自己开脱。但是他认为这对于他的对手还骂得不够恶毒，于是便

一不作二不休，干脆把他变成警察局的密探。其实，法国警察局大

概是经过同海因岑先生洽商没收了１００本斯蒂凡写的小册子，由

此可以看出这种责难究竟有几分公允。

海因岑先生用上述方法向工人斯蒂凡上了一堂实际的道德课

以后又用下面那种庸人的口吻向他说：“从自己方面讲，我（无论我

怎样乐于同工人进行辩论）不能把无礼当作代替资格的手段”。德

    

 斯蒂凡·波尔恩。——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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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工人真要受宠若惊了，原来只要他们对待民主主义者卡尔·海

因岑谦逊有礼，这位伟大人物就会同他们进行辩论。无奈海因岑

先生本来就没有资格同斯蒂凡先生进行论争，所以他才竭力用他

那无耻的攻击来弥补这一缺陷。

卡·马·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７年１０月底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８、３１日和１１月

１１、１８、２５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第８６、８７、９０、９２和９４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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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共 产 主 义 原 理１６２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共产主义？

答：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

答：无产阶级是专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

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这一阶级的祸福、存亡和整个

生存，都要看对劳动的需求而定，也就是要看生意的好坏，要看无

法制止的竞争的波动而定。一句话，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就是

１９世纪的劳动阶级。

第三个问题：是不是说，无产者不是一向就有的？

答：是的，不是一向就有的。穷人和劳动阶级一向就有，并且

劳动阶级通常都是贫穷的。但是，象上述那种生活条件的穷人、工

人，即无产者，并不是一向就有的，正如竞争并不是一向完全自由

和不受限制一样。

第四个问题：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答：无产阶级是由于产业革命而产生的，这一革命在１８世纪

后半期发生于英国，后来，相继发生于世界各文明国家。产业革命

是由蒸汽机、各种纺纱机、机器织布机和一系列其他机械装备的发

明而引起的。这些价钱很贵、只有大资本家才买得起的机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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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前的整个生产方式，挤掉了原来的工人。这是因为机器制造

出来的商品要比工人用不完善的纺车和织布机制造出来的既好又

便宜。这样一来，这些机器就使全部工业落到大资本家手里，并且

使工人仅有的那一点薄产（工具、织布机等）变得一钱不值；资本家

很快就侵占了一切，而工人却一无所有了。从此，在纺织方面就实

行了工厂制度。机器和工厂制度一经采用，这一制度很快就推行

到其他生产部门，特别是印花布、印书、陶器和金属品的制造业等

部门。工人之间的分工也愈来愈细了，结果，从前完成整件工作的

工人，现在却只做这件工作的一部分了。这种分工可以使产品制

造得更快，因而也就更便宜。分工把每个工人的活动变成一种非

常简单的、老一套的机械的操作，用机器不但能够做得同样出色，

甚至还要好得多。因此，一切生产部门都象纺纱和织布业一样，一

个跟着一个地受到了蒸气、机器和工厂制度的支配。这样一来，所

有的工业部门完全都落到大资本家的手里了，在这种情况下，工人

也就失掉了最后的一点独立性。工厂制度的统治不仅逐渐地扩展

到道地的手工工场，而且也日益侵占了手工业，因为这里大资本家

也在不断挤掉小师傅，建立可以大量节省开支和实行细致分工的

大作坊。结果，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所有文明国家里，工厂生产

几乎已在一切劳动部门中建立起来，手工业和手工工场几乎到处

都被大工业排挤掉了。于是，从前的中层等级，特别是小手工业

者，日益破产，劳动者的状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产生了两个渐

渐并吞所有其他阶级的新的阶级。这两个阶级就是：

一、大资本家阶级，现在他们在所有文明国家里几乎是一切生

活资料以及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原料和工具（机器、工厂）

的独占者。这就是资产者阶级或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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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全没有财产的阶级，他们为了换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

活资料，只得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产者。这一阶级叫做无产者

阶级或无产阶级。

第五个问题：无产者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把劳动出卖给资产阶

级的？

答：劳动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也是一种商品，它的价格和其

他商品的价格一样，也是由同样的规律决定的。正象我们在下面

将看到的，在大工业或自由竞争的统治下，情形都是一样，商品的

价格平均起来总是和这种商品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的

价格也是和劳动的生产费用相等的，而劳动的生产费用也正好是

使工人能够维持他们的工作能力并使工人阶级不致于死光所必需

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工人的劳动所得不会比为了这一目的所需要

的更多。因此，劳动的价格或工资将是糊口所必需的最低额。但因

为买卖总是有时清淡有时兴旺，工人所得也就有多有少，正象厂主

卖出商品所得的钱有多有少一样。如果把旺季和淡季平均起来，

厂主卖出商品所得的既不多于他的生产费用，也不少于他的生产

费用，同样，工人平均得到的也是既不会多于这个最低额，也不会

少于这个最低额。大工业越是在所有的劳动部门占统治地位，工

资的这一经济规律也体现得愈充分。

第六个问题：在产业革命前，劳动阶级是怎样的？

答：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也各不相

同，它在同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关系上所处的地位也各不相同。

在古代，正象现代在许多落后国家、甚至美国南部一样，劳动老是

主人的奴隶。在中世纪，劳动者是土地占有者贵族的农奴，直到今

天这种农奴在匈牙利、波兰和俄国都还残存着。此外，在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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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产业革命前，城市里还有在小资产阶级师傅那里做工的手

工业者帮工，随着手工工场的发展，就渐渐地出现了受大资本家雇

佣的手工工场工人。

第七个问题：无产者和奴隶有什么区别？

答：奴隶一次就被完全卖掉了，无产者必须一天一天、一小

时一小时地出卖自己！每个奴隶是特定的主人的财产，由于他们

与主人的利害攸关，他们的生活不管怎样坏，总还是有保障的。而

一个无产者可以说是整个资产阶级的财产。他们的劳动只有在有

人需要的时候才能卖掉，因而他们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只有对

整个无产者阶级来说，这种生活才是有保障的。奴隶处在竞争之

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并且亲身感受到竞争的一切波动。奴

隶被看做物件，不算是市民社会的成员。无产者被认为是人，是

市民社会的成员。奴隶能够比无产者生活得好些，但无产者属于

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他们本身所处的发展阶段也比奴隶为高。

在所有的私有制关系中，只要废除奴隶制一种关系，奴隶就能解

放自己，并由此而成为无产者；无产者却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

能解放自己。

第八个问题：无产者和农奴有什么区别？

答：农奴拥有并使用生产工具和一块土地。为此，他要交出自

己的一部分收入或者服一定的劳役。无产者是用别人的生产工具

做工，他们就是为这个别人生产，从而换得一部分收益。农奴是交

出东西，无产者是得到报酬。农奴生活有保障，无产者生活无保

障。农奴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农奴可以通过以下

各种道路获得解放：或者是逃到城市里去做手工业者；或者是交钱

给地主代替劳役和产品，从而成为自由的佃农；或者是把他们的封

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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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主赶走，自己变成私有者。总之，农奴可以通过不同的办法加入

有产阶级的队伍并进入竞争领域而得到解放。无产者则只有通过

消灭竞争、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差别才能获得解放。

第九个问题：无产者和手工业者有什么区别？

第十个问题：无产者和手工工场工人有什么区别？

答：１６—１８世纪，几乎任何地方的手工工场工人都占有生产

工具，如：织布机、家庭用的纺车和一小块在工余时间耕种的土地。

这一切，无产者都没有。手工工场工人几乎总是生活在乡下，和地

主或雇主维持着或多或少的宗法关系。无产者通常生活在大城市

里，和雇主只有金钱关系。大工业使手工工场工人脱离了宗法关

系，他们失去了仅有的一点财产，因此才变成无产者。

第十一个问题：产业革命和社会划分为资产者与无产者首先

产生了什么结果？

答：第一、由于机器劳动不断降低工业品的价格，以前世界各

国的手工工场制度或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业制度，完全被摧毁。

那些一向或多或少和历史发展不相称、工业尚停留在手工工场阶

段的半野蛮国家，现在已经被迫脱离了它们的闭关自守状态。这

些国家开始购买比较便宜的英国商品，把本国的手工工场工人置

于死地。因此，那些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例如印度，都已经

进行了完全的改革，甚至中国现在也正走向改革。事情已经发展

到这样的地步：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以后就会夺去中国成

百万工人的饭碗。这样，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

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

    

 在恩格斯的手稿中，以下是空白，没有第九个问题的答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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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准备好地盘，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

因此，如果现在英国或法国的工人在解放自己，这必然会引起其他

一切国家的革命，并迟早会使这些国家的工人也获得解放。

第二、凡是大工业代替了手工工场的地方，产业革命都使资产

阶级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自己的财富和扩充了自己的势力，使它成

为国内的第一个阶级。结果，凡是完成了这种过程的地方，资产阶

级便夺取了政治权力，并挤掉了以前的统治阶级——贵族、行东和

代表他们的君主专制。资产阶级废除了长子继承权或不许出卖领

地的禁令，取消了贵族的一切特权，这样便消灭了特权贵族、土地

贵族的权力。资产阶级取消了所有行会，废除了手工业者的一切

特权，从而打垮了行东的威风。资产阶级用自由竞争来代替它们；

在自由竞争这种社会状况下，每一个人都有权经营任何一个工业

部门，而且，除非缺乏必要的资本，任何东西都不能妨碍他的经营。

这样，实行自由竞争无异就是公开宣布：从今以后，由于社会各成

员的资本多寡不等，所以他们之间也不平等，资本成为决定性的力

量，而资本家，资产者则成为社会上的第一个阶级。但是，自由竞

争在大工业发展初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在这种社会状况下

大工业才能成长起来。资产阶级这样消灭了贵族和行东的社会威

力以后，也就摧毁了他们的政治权力。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成了第

一个阶级以后，它就宣布自己在政治上也是第一个阶级。这是通

过实行代议制而实现的；代议制是以资产阶级在法律面前平等和

法律承认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这种制度在欧洲各国采取君主立宪

的形式。在君主立宪的国家里，只有拥有一定资本的人即资产者，

才有选举权。这些资产者选民选出议员，而他们的议员可以运用

拒绝纳税的权力，选出资产阶级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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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革命到处都促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同样的速

度发展起来。资产阶级愈发财，无产者的人数也就愈众多。因为只

有资本才能使无产者找到工作，而资本也只有在使用劳动的时候

才能增殖，所以无产阶级的增长是和资本的增长完全一致的。同

时，产业革命使资产者和无产者都集中在最有利于发展工业的大

城市里，广大群众聚集在一个地方，就使无产者意识到自己的力

量。后来，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随着挤掉手工劳动的新机器的不

断发明，大工业就把工资愈压愈低，把它降低到上述的那种最低

额，因而无产阶级的处境也就愈来愈不堪忍受了。这样，一方面由

于无产阶级不满情绪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力量的壮大，产业

革命便孕育着一个由无产阶级来进行的社会革命。

第十二个问题：产业革命进一步产生了什么结果？

答：大工业创造了象蒸汽机和其他机器那样的工具，这些工具

使工业生产在短时间内用不多的费用便能无限制地增加起来。由

于生产的扩展这样容易，大工业的必然后果——自由竞争很快就

达到十分剧烈的地步。大批资本家都投身于工业，生产很快就超

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来到

了。工厂只好关门。厂主破产，工人挨饿。到处出现了可怕的贫困

现象。不久以后，过剩的产品卖光了，工厂重新开工，工资提高，生

意也渐渐地比以往更好起来。但这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很快又会

生产出过多的商品，新的危机又会到来，这种新危机的发展过程和

前次危机完全相同。由此可见，从１９世纪初期以来，工业经常在

繁荣时期和危机时期之间波动。这样的危机几乎定期地每五年到

七年就要发生一次，它总是给工人带来可怕的灾难，激起普遍的革

命义愤，并给整个现存制度造成了极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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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个问题：这种定期重演的商业危机会产生什么后果？

答：第一、虽然大工业在它的发展初期自己创造了自由竞争，

但是现在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自由竞争的范围。竞争和个人经营

工业生产已经变成大工业的枷锁，大工业要粉碎它，而且一定会粉

碎它。大工业只要还是按照现今的原则经营，就只有依靠每七年

出现一次的普遍混乱才能维持生存，每次混乱对全部文明都将是

一种威胁，它不但将无产者抛入贫困的深渊，而且也使许多资产者

破产。因此，或者必须消灭大工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或者

是承认，大工业造成一种绝对必需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个全新的

社会组织，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

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

需要来领导。

第二、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们能

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

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

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由此可见，现代社会中造成一切贫困和商

业危机的大工业的那种特性，在另一种社会组织中却正是消灭这

种贫困和这些有害的动荡的因素。

因此，以下各点便得到完全令人信服的证明：

（１）现今的一切贫困灾难，完全是由已不适合于时间条件的社

会制度造成的；

（２）用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办法来彻底铲除这一切贫困的手段

已经具备。

第十四个问题：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应当是怎样的？

答：首先将根本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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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权。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

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

样，竞争将被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消灭，而为联合所代替。因为个人

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因为竞争不过是个别私有者管

理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密切

联系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

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废除私有制

甚至是工业发展所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

说法。所以共产主义者提出废除私有制为自己的主要要求是完全

正确的。

第十五个问题：这么说，过去废除私有制是不可能的？

答：不可能。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

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结果。私有制就是这样产生的。私有制并非一向就有；在中世纪末

期，产生了一种手工工场那样的新的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

已经超越了当时封建和行会所有制的范围，于是这种已经超越旧

的所有制关系的手工工场便为自己创造了新的所有制形式——私

有制。对于手工工场和大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来说，除了私有制，

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所有制形式，除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社会制度。只要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既可满

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

生产力，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另外一个阶级即

贫穷和被压迫的阶级存在。至于这些阶级是什么样子，那就要看

当时生产所处的发展阶段了。在以农业为中心的中世纪，是地主

和农奴；在中世纪后期的城市里，是师傅、帮工和短工；在１７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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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手工工场主和手工工场工人；在１９世纪则是大厂主和无产者。

非常明显，在这以前，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能以足够的产品来满足

所有人的需要，同时私有制也还没有成为这些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和障碍。但是现在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第一、有了资本和规模空前

的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生产力的手段；第

二、生产力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愈来愈多

地变成了无产者，并且资产者的财富愈是增加，无产者的境遇就愈

加悲惨和难以忍受；第三、这种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力的发展，

已经大大超出了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范围，以致经常引起社会制

度极其剧烈的震动。因此，现在废除私有制不仅可能，而且完全必

要。

第十六个问题：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

答：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也会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共

产主义者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们很清楚，

革命不能预先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个

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

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强力

的压制，共产主义者的敌人这样做无异是想尽方法引起革命。因

此，如果所有这些最终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推向革命，那时，我们

共产主义者将会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正象现在用

言语来捍卫它一样。

第十七个问题：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呢？

答：不，不能，正象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建

立公有经济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征象显著即将来临的无产

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并且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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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权。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

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

样，竞争将被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消灭，而为联合所代替。因为个人

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因为竞争不过是个别私有者管

理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密切

联系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

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废除私有制

甚至是工业发展所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

说法。所以共产主义者提出废除私有制为自己的主要要求是完全

正确的。

第十五个问题：这么说，过去废除私有制是不可能的？

答：不可能。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

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结果。私有制就是这样产生的。私有制并非一向就有；在中世纪末

期，产生了一种手工工场那样的新的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

已经超越了当时封建和行会所有制的范围，于是这种已经超越旧

的所有制关系的手工工场便为自己创造了新的所有制形式——私

有制。对于手工工场和大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来说，除了私有制，

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所有制形式，除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社会制度。只要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既可满

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

生产力，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另外一个阶级即

贫穷和被压迫的阶级存在。至于这些阶级是什么样子，那就要看

当时生产所处的发展阶段了。在以农业为中心的中世纪，是地主

和农奴；在中世纪后期的城市里，是师傅、帮工和短工；在１７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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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

第十八个问题：这个革命的进程将是怎样的呢？

答：首先无产阶改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

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那

里的无产者现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数，在法国和德国可以间接建立

这种统治，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不仅是无产者而且还有

小农和城市小资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正处在分化为无产阶级的

过渡阶段，他们的一切政治利益的实现都愈来愈依赖无产阶级，因

而他们一定很快就会同意无产阶级的要求。为此可能还需要新的

斗争，但是，这次斗争必定以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告终。

假如无产阶级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

证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末，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毫

无用处。这些由现有条件中必然产生出来的最主要的措施如下：

１．用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继承

权、强制公债等来限制私有制。

２．一部分用国营工业竞争的办法，一部分直接用纸币购买的

办法，逐步剥夺土地私有者、厂主以及铁路和海船所有者的财产。

３．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举行暴动反对大多数人民的叛乱分子

的财产。

４．组织劳动或者让无产者在国家的田庄、工厂、作坊中工作，

这样就会消除工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并迫使残存的厂主付出的工

资跟国家所付出的一样高。

５．直到私有制完全废除为止，对社会的一切成员实行劳动义

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农业方面的产业军。

６．通过拥有国家资本的国家银行，把信贷系统和银钱业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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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手里。封闭一切私人银行和钱庄。

７．随着国家所拥有的资本和工人数目的增加而增加国营工

厂、作坊、铁路、海船的数目，开垦一切荒地，改良已垦地的土质。

８．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由国家机关公

费教育。把教育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

９．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

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

优点而避免二者的偏颇和缺点。

１０．拆毁一切不合卫生条件的、建筑得很坏的住宅和市街。

１１．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遗产继承权。

１２．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人民手里。

自然，所有这一切措施不能一下子都实行起来，但是它们将一

个跟着一个实行。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

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

和整个交换都愈来愈多地集中到国家手里。上述一切措施都是为

了这一个目的。无产阶级的劳动将使国内生产力日益增长，随着这

种增长，这些措施实现的可能性和由此而来的集中化程度也将相

应地增长。最后，当全部资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人民手里的

时候，私有制将自行灭亡，金钱将变成无用之物，生产增加了，人也改变

了，那时，旧社会的各种关系的最后形式也才会消失。

第十九个问题：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呢？

答：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

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

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变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

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得不相上下，以致无论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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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

争成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

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

国、德国同时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

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

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

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

国家，会完全改变并特别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

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第二十个问题：彻底废除私有制以后将产生什么结果？

答：由于社会将剥夺私人资本家对一切生产力和交往工具的

支配权，也将剥夺他们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由于社会将按照根

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支配这一切东西，所

以同现在实行的大工业制度相联系的一切有害的后果，将首先被

消灭。经济危机将终止，扩大的生产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下引起生

产过剩，并且是产生贫困的极重要的原因；但是到那时候，这种生

产就会显得十分不够，并一定要大大扩大。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

生产余额不但不会引起贫困，而且将保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

要，将引起新的需要，同时将创造出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这种

生产余额将是进一步前进的条件和刺激，它会实现这种进步，同时

也不会因此（象过去那样）而造成整个社会秩序的周期性混乱。摆

脱了私有制束缚的大工业将来的发展规模十分宏伟，相形之下，目

前的工业状况将显得非常渺小，正象手工工场和我们这个时代的

大工业相比一样。工业的这种发展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以满

足它的全体成员的需要。现在由于私有制的压迫和土地的分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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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运用现有的改良和科学成就的农业，将来同样也会进入繁荣

的新时代，并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这样一来，社会就将生产

出足够的产品，可以组织分配以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这么一来，

社会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相互敌对的阶级也就是多余的了；这种划

分不仅是多余的，甚至是和新的社会制度互不相容的。阶级的存

在是由分工引起的，到那时现在这种分工也将完全消失，因为要把

工业和农业生产提高到上述的那种水平，单靠机械的和化学的辅

助工具是不够的，还必须相应地发展运用这些工具的人的能力。

当１８世纪的农民和手工工场工人被吸引到大工业中以后，他们改

变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完全成为另一种人，同样，用整个社会

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

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生产的社会管理不能由现

在这种人来进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只隶属于某一个生产部门，

受它束缚，听它剥削，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只能发展自己能力的一

方面而偏废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个生产中的某一个部门或者

某一个部门的一部分。就是现在的工业也渐渐不能使用这样的人

了。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就更加需要各

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因此现在已被

机器动摇了的分工，即把一个人变成农民、把另外一个人变成鞋

匠、把第三个人变成工厂工人、把第四个人变成交易所投机者的这

种分工，将要完全消失。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

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

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就会使他们摆脱现

代这种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

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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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才能，而同时各个不同的阶级也就必然消失。因此，根据共产主

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一方面不容许阶级继续存在，另一方面这

个社会的建立本身便给消灭阶级差别提供了条件。

由此可见，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

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单从物

质方面的原因来看，这已经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了。乡

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

还不够高的表现，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这种阻碍在目前已经深

深地感到了。

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

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

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

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

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能得

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

第二十一个问题：共产主义制度对家庭将产生什么影响？

答：两性间的关系将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勿需干涉

的私事。这一点之所以能实现，是由于废除私有制和社会负责教

育儿童的结果，因此，由私有制所产生的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

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也会消灭。这也是对道貌岸然的市

侩关于共产主义公妻制的悲鸣的回答。公妻制完全是资产阶级社

会特有的现象，现在的卖淫就是这种公妻制的充分表现。卖淫是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将随着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产主

义组织并不实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灭公妻制。

第二十二个问题：共产主义组织将怎样对待现有的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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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原案
１６３
。

第二十三个问题：共产主义组织将怎样对待现有的各宗教？

——保留原案。

第二十四个问题：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有什么区别？

答：所谓社会主义者可分三类：

第一类是那些封建和宗法社会的拥护者，这种社会已被大工

业、世界贸易和由它们所造成的资产阶级社会所消灭和日益消灭

着。这一类社会主义者从现代社会的苦难中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应该恢复封建的和宗法的社会，因为它没有这种种苦难。这一类

人的一切主张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了这一目的。共产主义者随时

都要坚决同这类反动的社会主义者作斗争，尽管他们假惺惺地表

示同情无产阶级的苦难和为此而洒出热泪。因为这些社会主义

者：

（１）追求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２）希望恢复贵族、师傅、手工工场主以及和他们相联系的专

制君主或封建君主、官吏、士兵和僧侣的统治，他们想恢复的这种

社会固然没有现代社会的各种缺点，但至少会有同样多的其他灾

难，而且它也不会开辟通过共产主义社会来解放被压迫工人的任

何前途；

（３）当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的阶级的时候，这些社

会主义者总要暴露出他们的真实意图。在这种场合下，他们马上

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

第二类是现代社会的拥护者，现代社会必然产生的苦难，使他

们不得不替这一社会的存在耽心。因此，他们力图保持现代社会，

不过要消除和它联系在一起的苦难。为此，他们中有的人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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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简单的慈善办法，有的人则提出了规模庞大的改革计划，这些

计划在改组社会的借口下企图保存现代社会的基石，从而保存现

代社会本身。共产主义者也得和这些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作不懈

的斗争，因为他们的活动有利于共产主义者的敌人，他们所维护的

社会正是共产主义者所要推翻的社会。

最后，第三类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和共产主义者同

道，他们希望实现×××个问题 中所提出的部分措施，但他们不

是把这些措施当做引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而是当做足以消除

现代社会中的贫困和苦难的措施。这些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

或者是不够了解本阶级解放条件的无产者，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

代表，直到争得民主制度和实行由民主制度产生的社会主义措施

为止，这个阶级在许多方面都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共

产主义者在需要行动的时候，只要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不为占

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效劳和不攻击共产主义者，就应当和这些社

会主义者达成协议，并且要尽可能和他们采取共同的政策。当然，

共同行动并不排除讨论那些存在于他们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

意见。

第二十五个问题：共产主义者怎样对待现有的其余各政党？

答：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将采取各种不同的态度。在资产阶

级占统治地位的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共产主义者和各民主主义政

党暂时还有共同的利益，并且民主主义者在他们现在到处都坚持

的那些社会主义措施中愈接近共产主义者，即他们愈明确地坚持

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愈加依靠无产阶级，这种共同的利益也就愈大。

    

 手稿上为空白，指的是第１８个问题。——编者注

３７３共 产 主 义 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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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英国，由工人组成的宪章派就要比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或所谓激进派更接近共产主义者。

在实行民主宪法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必须支持愿意用这个宪

法去反对资产阶级、并利用它来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政党，即主张

全国土地改革的政党。

在瑞士，激进派虽然本身也是个成分极其复杂的政党，但是共

产主义者只能同他们达成协议，其中瓦得和日内瓦的激进派又是

最进步的。

最后，在德国，资产阶级和君主专制之间的决战还在后面。但

是，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权以前就和资产阶

级进行决战，那末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就得帮助资产阶级

尽快地取得统治权，以便随后能尽快地把它推翻。因此，在自由派

资产阶级同政府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始终应当支持自由派资产阶

级，但同时也应当提防不要跟着资产阶级自欺欺人，不要去听他们

那一套娓娓动听的说什么资产阶级的胜利会给无产阶级带来良好

结果的花言巧语。共产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得到的好处只

能是以下这些：（１）得到各种让步，使共产主义者易于捍卫、讨论和

传播自己的原则，从而使无产阶级易于联合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准

备战斗的和有组织的阶级；（２）使他们确信，从专制政府垮台的那

一天起，就轮到资产者和无产者斗争了。从这一天起，共产党在这

里所采取的政策，也将和在资产阶级已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里

所采取的政策一样。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７年１０月底—１１月 原文是德文

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以单行本发行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４７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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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宪章派土地纲领１６４

大约两年前，宪章派工人建立了一个协会，目的是要获得土

地，并把这些土地划为小型农场分配给该会会员。他们想用这种

方法消除劳动市场上一部分产业工人，并成立一个全新的本质上

民主的小耕作者阶级，来缓和产业工人间过度的竞争。这个方案

的作者就是菲格斯·奥康瑙尔。这个方案极为成功，宪章派土地

共用社会员已达二三十万人 ，拥有公共基金６万英镑（合１５０万

法郎），而根据“北极星报”发表的通讯，新近的收入每星期在２５００

英镑以上。总而言之，这个协会（以后我还要作较详细的报道）的

发展已引起土地贵族的惶恐不安；显然，这一运动要是照目前的规

模发展下去，最后终将演变为要求全部土地归人民的全民运动。

资产阶级对该协会也不会有好感；资产阶级看到协会使人民掌握

了杠杆，人民有了这个杠杆不必求助于中等阶级就能解放自己。

或多或少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尤其反感，他们对土地

共用社完全抱着恶意的态度，因为这个阶级现在发觉宪章派已远

不如协会成立以前那样需要它的帮助了。而且，激进派不了解人

民对他们的冷淡正是他们对人民漠不关心的必然结果，他们还在

    

 本文在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６日“北极星报”第５２４号以英文发表的时候，“会员已达

二三十万人”改为“已有大批会员”。——编者注

５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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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攻击奥康瑙尔先生，把他当作宪章派和激进派团结的唯一障

碍。建立土地共用社的是奥康瑙尔先生，这就足以遭致激进派，即

某种程度上的资产者对该社的憎恨。起初他们对该社置之不理，

到不能再施展缄默诡计的时候，他们就企图证明该社的组织原则

必然会使它遭致极可耻的破产；到最后，当这种手段也阻碍不了该

社蓬勃发展的时候，他们又重新乞灵于十年来一直用来反对奥康

瑙尔先生而始终毫无成效的战术。他们企图使人们怀疑他的道德

面貌，怀疑他的大公无私，使他无权再称为工人的廉洁公正的全权

代表。不久以前，当奥康瑙尔先生发表他的年度结算的时候，六家

或多或少属于激进派的报纸就不约而同地起来攻击他。这六家报

纸就是“每周快讯”、“地球报”、“非国教徒”、“曼彻斯特观察家”、

“劳埃德氏新闻周刊”和“诺定昂信使报”。它们控告奥康瑙尔先生

犯了最无耻的贪污盗窃罪，从这一决算中引用一些数字，企图作为

控告的根据，至少给他加上一个似是而非的罪名。这样还远不解

恨，于是他们就开始在这位有名的鼓动家的私生活中找岔子。对

他的控告接踵而至，而且一个比一个厉害，他的敌人们指望他因此

就会一蹶不振。可是，奥康瑙尔已经和所谓激进派报纸不断地斗

争过十年，尽管这些恶意中伤的抨击纷至沓来，但他并不屈服。他

在本月２３日的“北极星报”上发表了对六家报纸的答复。在这个

答复中，在这极似威廉·科贝特的卓越的抨击文章的论战艺术杰

作中，他逐一反驳了控告，并进而向六个编辑反击，使他们陷于非

常危险的境地，并对他们表示了傲然的轻蔑。在人民看来，这已足

够说明奥康瑙尔是正确的了。本月３０日的“北极星报”上援引了

在五十多个地方的公开会议上对奥康瑙尔投信任票的总结。可

是，奥康瑙尔希望他的敌人能在人民面前反对他。他要求他们出

６７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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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在曼彻斯特和诺定昂举行的公开会议，并要求他们当场列举控

告的根据。他们中谁也没有出席。在曼彻斯特一个一万多人的集

会上，奥康瑙尔作了长达四小时的演说，轰鸣的掌声淹没了他的讲

话，大家都一致表示对他信任。听众太多了，以至除了奥康瑙尔为

替自己辩护而亲自出场的大会而外，不得不在广场上另行组织集

会，由几个演说家向不能进入会场的一万至一万五千人讲话。

会议一结束，奥康瑙尔就宣布征集资金并收纳土地共用社会

员会费，当晚就征集了１０００英镑（合２５０００法郎）以上。

次日，奥康瑙尔在诺定昂召开了一个空前盛大的集会，他的演

说在人民中引起了同样热烈的反响。

在资产阶级报纸至少成百次的恶意中伤中，奥康瑙尔都取得

了辉煌的胜利。不屈不挠的爱国者始终沉着应付所有这些攻击，

继续自己的工作；而英国人民对他一致信任，就是他的勇敢、坚毅

和廉洁公正的最好的证明。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３０日 原文是法文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１日“改革报” 俄文译自“改革报”

７７３宪 章 派 土 地 纲 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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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宪章派为１８４７年选举而

举行的宴会１６５

在前天的信中，我曾经为宪章派和他们的领袖菲格斯·奥康

瑙尔辩护，反击了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报纸对他们的攻击 。今天我

以极其满意的心情告诉你们一件事，这件事可以证实我就两党的

性质所发表的意见。你们自己就可以判断，法国民主派应该同情

哪一方面，是同情宪章派呢，还是同情资产阶级激进派：前者是真

诚的民主主义者，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想法；后者连人民宪章、普

选权等字眼也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只声明拥护完全选举权１６６。

前一个月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宴会来庆祝民主舆论在最近几次

选举中获得的胜利。当时曾经邀请了十八个激进派代表，但因为

这次宴会是宪章派发起的，所以除了奥康瑙尔以外，这些先生都没

有出席。显然，激进派的这种举动使我们有可能预言，他们将如何

忠于他们在最近几次选举时所作的诺言。

没有他们出席也行，何况他们还派了一位可敬的代表埃普斯

博士出席宴会了。这是一个懦怯的舍本逐末的改良主义者，他对

世界上的任何人，除了那些赞成我们的观点的积极而坚毅的人们

    

 见本卷第３７５—３７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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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都很温和；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博爱主义者，据他自己说，他热

望给人民自由，但不希望人民不通过他的帮助而解放自己。总之，

这是一个可敬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信徒。

埃普斯博士提议首先为人民的主权干杯，但是他整篇演说中

的冰冷的语调不止一次地引起了全扬的不满，虽然他也讲了几句

比较热情的话。

他说：“我不认为人民的主权可以用革命的手段争得。法国人斗争了三

天，却被骗走了国家的主权。我也不认为人民的主权可以用长篇大论的演说

争得。讲得少些的人倒做得多些。我不喜欢那些吵闹不休的人；高谈阔论是

做不出大事来的。”

向宪章派发出的这些含沙射影的攻击引起许多人的指责。确

实也不可能有别的反反，特别当埃普斯博士补充了下面这段话以

后：

“人们在工人面前诽谤资产阶级，好象唯一能为工人取得政治权利的阶

级并不是资产阶级。（叫声：“不是！不是！”）不是？难道资产者不是选民？难

道不是只有选民才能给那些没有选举权的人以选举权？你们中间有没有一个

人当他可能成为资产者的时候却不成为资产者呢？啊，如果工人愿意戒酒，戒

烟，那末他们就会有钱进行政治宣传，因而也就会有力量来促进他们的解放

……。”

这就是反对奥康瑙尔和宪章派的那些先生们的演说词！

在埃普斯先生之后起来发言的人慷慨激昂地狠狠地驳斥了激

进派博士的奇谈怪论，全场不止一次地响起掌声。

宪章派协会１６７执行委员会委员麦克格雷斯先生提醒大家：人

民不应该相信资产阶级，人民应该用自己的力量争取自己的权利。

如果人民恳求别人把本来属于他们的东西再施舍给他们，那是有

损他们的尊严的。

９７３宪章派为１８４７年选举而举行的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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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先生提醒全场：资产阶级是从来不顾人民的。他说，现在

资产阶级看到了民主派的成就，所以极力利用他们去推翻土地贵

族，打算一达到资产阶级所追求的目的就立即反过来消灭民主派。

奥康瑙尔先生更直截了当地驳斥埃普斯先生，向他提出问题：

使国家担负了无力担负的巨额债务的不是资产阶级又是谁？剥夺

了工人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不是资产阶级又是谁？今晚拒绝

了人民邀请的不是那十七位可敬的资产者（民主派轻率地投了他

们的票）又是谁？不，不，资本永远都不会成为劳动的代表！要在资

本家和工人之间建立一致的感情和利益，那比猛虎和羔羊媾和还

难！

“北极星报”的编辑哈尼先生最后提议，“为我们的弟兄，全世

界的民主主义者，为他们在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斗争中所努力获得

的成功干杯！”他说，全世界的国王、贵族，神甫、资本家都联合起来

了，愿全世界的民主主义者也会这样！现在民主势力到处都在迅速

发展。在法国，拥护选举改革的宴会一个接着一个地举行，运动的

规模非常巨大，结果必然是良好的。这一次我们可以指望群众会

从运动中得到益处，而法国人所争得的改革也会比我们在１８３１年

争得的１６８更进一步。

在整个主权尚未完全归于民族的时候，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

在１７９３年宪法的原则还没有实现的时候，不可能有民族的主权。

接着哈尼先生叙述了民主派在德国、意大利和瑞士的成就。

最后，他宣布他将非常坚决地清除埃普斯先生所发挥的关于资产

阶级权利的奇谈怪论。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１日 原文是法文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６日“改革报” 俄文译自“改革报”

０８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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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拉马丁先生的宣言

你们的报上最近发表了一篇稀奇的精心杰作１６９。这篇作品明

确地分成两个部分：政治措施和社会措施。谈到政治措施，那几乎

全部是从１７９１年宪法里原封不动地搬来的；换言之，这些措施是

向革命初期资产阶级所提出的那些要求倒退。在那个时代，整个

资产阶级，连小企业主也包括在内，都分享到政权，而现在却只有

大资本家才能够参政。那末拉马丁先生提出的政治措施的意义何

在呢？这些措施的意义就在于把管理国家的权力交到下层资产阶

级的手里，但表面上要使人觉得是把这种权力给予全体人民（他要

求两级选举制的普选权，意义就在于此，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

而他的社会措施又是些什么呢？有的是一些只有在革命胜利使政

权转入人民手中以后才可能实行的办法，例如普遍实行免费教育；

有的是纯粹的救济办法，也就是旨在削弱无产者的革命斗志的办

法；也有的干脆就是一些毫无实际意义的高调，象用非常法令来消

灭乞丐，通过立法途径来消灭社会的苦难，设立一个民生部等等。

可见，这些措施不是对人民一点好处没有，就是仅仅使人民的需求

得到一定限度的满足，以便保证一定的社会安宁；再不然就只是一

些没有人能够兑现的空洞诺言，——在后两种情况下不仅没有好

处，而且有害。总之，拉马丁先生不论从社会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

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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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都显示出自己是小企业主的，即下层资产阶级的忠实代表

者。作为这样一个人物，他也具有这个阶级所特有的错觉，以为他

是代表劳动者的。在宣言的末尾，他竟愚蠢得向政府呼吁，要求政

府支持他所提出的办法。应该知道，现在的大资本家的政府什么

事情都做得出，但是恰恰做不到这一件事。所以，“改革报”的态度

完全正确，它肯定了他的良好愿望，同时又指出（虽然是很善意地）

他这些措施本身以及他所选择的实施办法都是行不通的。

“改革报”写道：“这固然都是些动听的话，显示着一个伟大的胸怀，显示

着一种同情正义事业的精神。字里行间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一颗博爱的心在

跳动。这些字句会象柏拉图的格言鼓舞伯利克里时代的希腊人似地鼓舞我

们的诗人和哲学家。可是我们现在和伯利克里已相隔甚远，我们是生活在路

特希尔德先生、菲尔希隆先生和杜沙特尔先生的统治时代，换言之，即金钱、

本能的恐惧心理和警察三位一体的统治时代；统治着我们的是利润、特权和

市近卫军。难道拉马丁先生指望着自己为人民主权和社会友爱呼吁一声，这

个利益紧密交织着的同盟，这个由富豪、官僚、垄断机构组成的分离派同盟

就会缴械投降吗？应该知道，无论好事还是坏事，我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相互

联系着的，这个支撑着那个，没有任何事物是孤立存在的；这就说明为什么即

使象马康的议员 所提出的最高超的纲领，只要它带有任何垄断的胎痣（即

对权利和平等的封建式的破坏），也将会象夏天的一阵香风那样逝去，象空洞

的喇叭声一样沉寂下来。而且正是在目前，当政府完全处于惊恐万状的时

刻，这个特权阶级的同盟就结合得特别紧密。

至于他所提出的这套措施，官场及其领袖人物把这样的东西叫做哲学上

的小玩艺，杜沙特尔先生和基佐先生将会置之一笑。如果马康的议员不换个

地方寻求武器，募集战士来保卫他的理想，则他至死也只能唱唱高调而不能

前进一步！假如他不是向政府呼吁，而是来向人民群众请教的话，那我们就会

告诉地，他走的道路错了，他永远不能够使革命、使有思想的人、使人民赞同

    
 指瑞士的分离派同盟——七个天主教州结成的反动同盟。——编者注

 拉马丁。——编者注

２８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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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一套办法——多级选举制、济贫捐和慈善事业。其实社会革新和政治革

新的原理在五十年前就出现了。普选权、直接选举、议员支薪，这都是政治主

权的基本条件。平等、自由、友爱，这是一切社会机构均应受其支配的原则。可

是看一看济贫捐，远不是建筑在友爱原则上面的，同时还粗暴地（尽管是非常

软弱无力地）否认了平等原则。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英国资产阶级那套权宜的

办法，而是一个能伸张正义，满足一切人的需求的全新的社会经济制度。”

几天以后，拉马丁先生的第二个宣言发表了，这次讲的是法国

的对外政策。在这个宣言里，他硬说法国政府自１８３０年以来所奉

行的和平政策是唯一正确的行动范例。他用美丽的词句来粉饰法

国政府的卑劣行径，即先煽动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举行起义，后

来却把它们丢开不管，让它们去受命运的摆布。我们还是来引证

“改革报”对这个悦耳的宣言的有力的回答吧：

“我们争取解放的合法的、唯一的手段——为原则而进行神圣的战争

——被拉马丁先生拿来做了和平理论的牺牲品，而这种和平理论，在各国之

间的关系还是以外交家的政治手腕和各国政府的钩心斗角为基础的时候，就

只能是软弱的表现，是撒谎，甚至是卖国行为。毫无疑问，和平是文明所最需

要的东西；可是同俄国的沙皇尼古拉讲和平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屠杀各民族

的刽子手，把各民族的儿女送上绞架的绞刑吏！他进行残酷的战争，甚至不顾

死活，也不接受过去的教训！把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国家淹没在泪水和血

泊里面！对全人类、对文明、对法国本身说来，同这个疯狂的刽子手讲和平就

是怯懦；对正义、对人权、对革命说来，这是犯罪！同梅特涅，同这个豢养大批

刺客，为了一个头戴王冠的羊痫疯病人而剥夺整个民族自由的家伙讲和平意

味着什么呢？同所有那些欧洲的小暴君、落魄的浪荡子、今天讨好于耶稣会教

徒，明天讨好交际花的荒淫无耻的伪君子们讲和平意味着什么呢？同贵族的、

充满商人气的英国政府，这个海上的暴君，扼杀葡萄牙自由的刽子手，从本国

衣不蔽体的老百姓身上也要榨出油水来的政府讲和平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再

说一遍，同这些高利贷者、五毒俱全的家伙讲和平，对一个革命的国家说来，

就是怯懦、耻辱、犯罪、道德堕落，不仅是利益的破产，而且也是正义和荣誉的

破产。”

３８３拉马丁先生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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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其他各报也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表示不同意拉马丁先

生的纲领。可是他还在自己的报纸，马康“公益报”１７０上继续解释

这个纲领中的原则。几个月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出众议院对他这个

新步骤的反应如何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７年１１月初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１３日“北极星报”

第５２５号，并在标题下附有编者注：

“本报巴黎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４８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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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瑞 士 的 内 战１７１

对于“自由的摇篮”、“泰尔和文克里特的子孙”、森帕赫和穆尔

顿城下英勇的胜利者１７２等喋喋不休的赞语终于说到头了！原来，所

谓自由的摇篮不过是野蛮的中心和耶稣会教徒的温床而已；所谓

泰尔和文克里特的子孙除了用炮弹以外，是无法用别的道理来开

导的；所谓森帕赫和穆尔顿城下的英勇气概则不过表现了坚决反

对文明和进步的粗野而迷信的山地种族的绝望情绪而已。

欧洲民主终于要摆脱这个淳朴而反动的旧瑞士赘瘤了，这真

是个大幸。民主主义者只要继续标榜这些阿尔卑斯山牧民的美

德、幸福和宗法式的朴实，他们就始终带着反动的阴影。现在，当

民主主义者支持文明的、工业的、现代民主的瑞士来反对那些古老

的游牧州的那种野蛮的基督教德意志的民主的时候，他们到处都

成了进步的代表；现在，他们连一点反动形象也没有了；现在，他们

证明自己已经懂得了１９世纪民主的意义。

欧洲有两个地方还保持着最原始的古基督教德意志式的野

蛮，几乎还以橡实为食料，这两个地方就是挪威和阿尔卑斯高山地

区即旧瑞士１７３。挪威和旧瑞士还提供了一个人种的典型，这种人

曾经在条多堡森林用道地的威斯特伐里亚方式，即用木棍和打谷

棒歼灭了罗马人１７４。挪威和旧瑞士都是按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

５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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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民主有各种各样的，而文明国家的民主主义者最后有必要拒

绝为挪威和旧瑞士的民主负任何责任。

一切文明国家中民主运动的最终目的都是取得无产阶级的政

治统治。因此，只有存在着无产阶级，存在着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

级，存在着产生无产阶级并使资产阶级走上统治地位的工业，才可

能有这一运动。

这一切无论在挪威或在旧瑞士都不存在。在挪威我们看到非

常著名的农民执政（ｂｏｎｄｅ－ｒｅｇｉｍｅｎｔｅ），而在旧瑞士我们却看到，

那里虽然有民主的宪法，但是大批无知的牧民却仍然受着阿比贝

尔克等几个富有地主的宗法统治。挪威有资产阶级存在，这只是

一个例外，而旧瑞士根本就没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则几乎完全

没有。

因此，文明国家的民主即现代的民主跟挪威的民主或旧瑞士

的民主都毫无共同之处。前者所力求实行的既不是挪威的制度，

也不是旧瑞士的制度，而是和它们有天渊之别的另一种制度。不

过我们仍然要仔细地观察一下这个古日耳曼的民主，看一看首先

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旧瑞士。

哪一个德国小市民不赞美祖国的解放者威廉·泰尔？哪一个

学校的教员不把莫尔加顿１７５、森帕赫、穆尔顿同马拉松、普拉迪、

萨拉密斯１７６相提并论？哪一个如癫如狂的老处女不梦想淳朴的阿

尔卑斯山青年人的结实的小腿和窄小的臀部？从艾吉迪乌斯·丘

迪到约翰·弥勒，从弗洛里安到席勒，他们都不断地在诗歌和散

文中歌颂过旧瑞士在勇敢、自由、灵活和力量等各方面的伟大。现

在，十二个州的大炮和来复枪就是对这些热烈的赞美歌所加的评

注。

６８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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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那些旧州的居民在历史上曾经两次引起过人们的注意。

第一次是他们光荣地摆脱了奥地利的暴政，第二次是现在，他们为

了神，为耶稣会教徒和祖国作战。

就是连光荣地摆脱奥地利鹰的魔爪这件事也经不起光天化日

下的仔细考察。奥地利王室在它的全部历史中只起过一次进步的

作用。那是在这王室的经历的初期，当时它和城市小市民结成联

盟来反对贵族，并且企图建立德意志君主国。它的进步性完全是

小市民式的，但终究还是一种进步。而当时反对它最为坚决的是

谁呢？是瑞士旧州的居民。反对奥地利的战斗、格留特利的光荣宣

誓１７７、泰尔的英勇射击、永远值得纪念的莫尔加顿城下的胜利，所

有这一切都是顽固的牧民对历史发展潮流的对抗，是顽固保守的

地方利益对全民族利益的反抗，是愚昧对教养、野蛮对文明的反

抗。牧民战胜了当时的文明，因此他们受到了与后来的文明完全

隔绝的惩罚。

不仅如此。这些强壮而顽固的阿尔卑斯山牧民还很快遭到了

完全是另一种方式的惩罚。他们摆脱了奥地利贵族的统治，却又

落入了苏黎世、琉森、伯尔尼和巴塞尔小市民的牢笼。这些小市民

发现，瑞士土著居民就象他们的公牛那样强壮，那样愚蠢。他们加

入了瑞士联邦，从此他们就安闲地坐在柜台后面，而顽固的牧民却

拿起武器替他们解决同贵族和公爵的一切冲突。森帕赫、格兰桑、

穆尔顿和南锡１７８的情形就是如此。同时他们还给这些人保留了按

照自己的意思来处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于是这些人就幸福得

飘飘然了，根本不知道自己怎样受着亲爱的盟兄们的剥削。

从那时起就很少听到他们的情况。他们虔诚地循规蹈矩地忙

着挤牛奶，制干酪，忙于修身和唱阿尔卑斯山歌。他们有时去参加

７８３瑞 士 的 内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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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大会，他们分成了角党、蹄党和其他以动物的特征为标志的集

团，而一切事情必须经过基督教德意志式的热烈争吵才能了结。

他们贫穷，但却纯洁无瑕；他们愚蠢，却虔诚仁慈；他们粗野，却健

壮魁梧；他们缺乏头脑，却有结实的小腿。有时他们的人显得太多

了，于是年轻的人们就“踏上征途”（《ｒｅｉβｌａｎｆｅｎ》），也就是受雇在

外国军队里服役，并且不论何处，只要发生事情他们总是赤胆忠心

地捍卫他们所服务的旗帜。关于瑞士人，我们只能这样说：为了薪

饷，他们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很久以来，这些瑞士旧州的强壮的居民就以丝毫没有背弃祖

先的习惯而万分自豪；在数百年的岁月里，他们完整无损地保存了

祖先的淳朴、纯真、严峻和仁义的风尚。的确，碰上他们的峭壁峻

岩和他们的头盖骨这样的花冈石堡垒，要想开化他们，那是千难万

难的事。从文克里特的祖先把永远带着安闲的铃声的母牛赶到菲

尔瓦尔施泰特湖畔的处女牧场的那一天起，到神甫为文克里特的

末代的武运祈祷的今天为止，他们所有的房屋都是按同一方式建

筑的，所有的乳牛都是按同一方式挤奶的，所有的发辫都是按同一

方式编束的，所有的干酪都是按同一方式制作的，所有的孩子都是

按同一方式生育的。这里，在山地还存在着极乐园，这里还没有罪

恶。因此，当阿尔卑斯山的纯洁无邪的儿子踏入开阔的世间，虽然

立即受到大城市的引诱，受到腐朽文明的脂粉和魅力的蛊惑，受到

那些没有山岗却生长谷物的罪恶地方的恶习的诱惑，不过他的纯

洁无邪的天性却根深蒂固，使他永远不会遭到彻底的毁灭。只要

牧歌的声音触动了他的耳鼓，即使只是那么两个象狗叫似的音调，

他也会立刻激动起来，悔恨交集，急忙挣脱诱惑的纠缠，跪倒在老

父亲的面前，痛哭流涕地说：“父亲，我对故乡山地，对你犯了罪，我

８８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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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只有这样他才能心安理得。

近代这个淳朴风尚和原始力量遭到了两次侵袭。第一次是

１７９８年法国人的入侵。法国人虽然到处都传播过一点文明，但是

在那些旧州他们却毫无成就。那里丝毫没有留下他们的痕迹，他

们丝毫也未能动摇古老的风尚和道德。第二次侵袭发生在大约二

十年以后，这次至少还产生了某些后果。这次侵入的是英国的旅

行者，伦敦的贵族和大地主，接着还有无数的蜡烛商、肥皂商、食品

杂货商和旧货商。这次入侵总算结束了古老的好客风气，而那些

几乎不知道金钱是什么的牧舍中的诚实居民变成了世上少有的最

贪婪狡猾的骗子手。但是，这一进展丝毫没有触动淳朴的古风。这

种不十分纯洁的欺骗行为和纯真、勤勉、忠厚、老实等宗法道德一

拍即合，亲密无间。甚至他们的虔诚也没有因此受到损害，因为神

甫特别乐于饶恕他们欺骗不列颠异教徒的一切行为。

但是，现在这种淳朴看来终于要彻底消失了。可以设想，讨伐

的军队将尽一切可能来结束这种原始力量和淳朴风尚。小市民

们，你们悲痛吧！那时，虽然贫穷然而却心满意足的牧民再也不会

存在了！他们那种宁静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你们只有在星期天，在

用菊苣制成的咖啡和黄荆叶制成的茶叶做了六天的投机生意以

后，才能想望到一点。学校的教员们，你们哭泣吧！你们再也不能

希望出现新的森帕赫—马拉松和其他的丰功伟绩了。３０岁以上的

如癫如狂的老处女们，你们哀怨吧！使你们孤独的梦想变得甜美的

六吋粗的小腿再也不会有了，具有安提诺１７９般美貌的强壮的“瑞士

小伙子”再也不会有了，使你们神魂飘荡一心向往阿尔卑斯山的结

实的大腿和紧身裤再也不会有了。寄宿女校的娇弱的小姐们，你

们也叹息吧！你们读了席勒的著作就幻想着猎羚羊的敏捷的猎人

９８３瑞 士 的 内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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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种纯洁然而倒很现实的爱情，现在你们的柔情的幻想就要破

灭，只好阅读亨利克·斯特芬斯的著作和幻想冷冰冰的挪威人

了。    

够了！要和瑞士诸旧州的这些居民周旋，我们还得用别的武

器，而不能仅仅靠嘲笑。民主不仅要清算他们宗法式的德行，而且

还要清算完全是另一类型的东西。

是谁在１７８９年７月１４日守卫巴士底狱，抗击进攻的人民？是

谁从坚固的城墙后面用榴霰弹和枪弹屠杀圣安东郊区的工人？是

分离派同盟的旧瑞士人，是泰尔、什陶法赫尔１８０和文克里特的子

孙。

是谁在１７９２年８月１０日保卫路弗尔宫和土伊勒里宫中的卖

国贼路易十六，反对人民正义的愤怒？是分离派同盟的旧瑞士人。

是谁靠纳尔逊的帮助镇压了１７９８年的那不勒斯革命？是分离

派同盟的旧瑞士人。

是谁靠奥地利人的帮助于１８２３年在那不勒斯恢复了君主专

制？是分离派同盟的旧瑞士人。

是谁在１８３０年７月２９日又一次为叛徒国王 战斗到最后一

刻并又一次从路弗尔宫的窗口和廊柱后面开枪射击巴黎工人？是

分离派同盟的旧瑞士人。

是谁又勾结奥地利人以骇人听闻的残酷手段镇压了１８３０和

１８３１年罗曼内起义？是分离派同盟的旧瑞士人。

一句话，是谁直到现在还在镇压意大利人，迫使他们忍受贵

族、君主和僧侣的沉重压迫？谁是奥地利在意大利的一只右手？是

    

 查理十世。——编者注

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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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直到现在还在让嗜血成性的豺狼那不勒斯的斐迪南有可能压制

对他切齿痛恨的人民？是谁直到现在还在他进行大规模枪杀的时

候充当刽子手的角色？仍然是那些分离派同盟的旧瑞士人，仍然是

泰尔、什陶法赫尔和文克里特的那些子孙！

总而言之，在法国，不论何时何地，只要爆发了直接间接对民

主有利的革命运动，旧瑞士的雇佣兵总是极其顽固地和革命运动

对抗到底。特别是在意大利，这些瑞士雇佣兵经常是奥地利最忠

实的奴才和帮凶。这真是对瑞士光荣地摆脱双头鹰的魔爪这件事

的公正的惩罚！

不要以为这些雇佣兵是他们本乡的废物，他们的同乡抛弃了

他们。琉森人在自己城门口就竖起了一座巨大的用岩石雕成的狮

子（冰岛人托尔瓦德森的虔诚的艺术作品），这枝利箭穿心、血流不

止的狮子仍至死忠诚不渝，用脚掌掩护着波旁王朝的百合花盾。

而且这纪念物正好是他们为１７９２年８月１０日在路弗尔宫阵亡的

瑞士人建筑的。分离派同盟对自己子弟的那种卖身求荣的忠诚，

就是这样来表示敬意的。分离派同盟不仅以买卖人口为生，并且

对这种勾当赞美不已。

难道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民主主义者能同这类民主有一点共

同之处吗！

就是资产阶级也由于他们的工商业和政治制度力图使只顾自

身利益的小地区能脱离闭关自守的隔绝状态，互相联合起来，使利

益融合为一，打开狭隘的眼界，消除地方的习惯、装束和见解，并使

许多至今彼此独立的各个地方形成一个具有共同的利益、习俗和

见解的大国。资产阶级已经有了相当的中央集权。无产阶级根本

不认为自己因此而受到了损害；恰恰相反，正是这种中央集权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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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有可能联合起来，感到自己是一个阶级，发现民主是适当

的政治世界观并且最后战胜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不仅

需要资产阶级最初实现的那种中央集权，而且还应当使这种中央

集权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实行。在法国革命的短时期内，当山岳

派执政的时候，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它用榴霰弹和断头台等

一切手段实行了中央集权。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如果要重新确立

自己的统治，就应当不仅使各个国家也都中央集权化，而且应当尽

快地使所有文明国家统一起来。

旧瑞士则相反，它的所做所为恰好是反对中央集权。它简直

象牲畜一样顽固地坚持与整个世界隔绝，死守着地方习惯、装束、

偏见以及全部地方狭隘性和闭塞性。在欧洲中部只有它还保持着

原始的野蛮状态，而所有别的民族，甚至连其余的瑞士人也都已前

进了。旧瑞士人象野蛮的古代日耳曼人那样，极端顽固地坚持各

州的主权，也就是不管邻居如何受害，硬要永远成为愚昧无知、粗

野鄙陋、顽固不化和出卖自己的人。说到他们那种动物般的状态

时，是指他们根本就不承认多数，否定任何协定和义务。但是在１９

世纪，同一个国家的两个部分要是彼此互不往来毫不相干地并存

是不可能的。激进的各州对分离派同盟有影响，而分离派同盟对

激进的各州也有影响，那里有些地方也还有极其落后的东西。因

此，激进的各州希望分离派同盟抛弃它那种愚昧顽固和狭隘保守，

但是如果分离派同盟不愿意这样做，那末这种固执将必然被暴力

所摧毁。目前所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

因此，现在爆发的内战只会有利于民主事业。在激进的各州

里也还相当地保存了古日耳曼的那种粗野；那里的民主也还时而

意味着农民的统治，时而意味着资产阶级的统治，时而意味着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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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混合物；最文明的各州也还落后于欧洲文明的发展，只有个别地

方慢慢地出现了真正的现代化的东西；但是这一切决不足以说明

分离派同盟是正确的。这个粗暴的古条顿主义、野蛮迷信、宗法式

的淳朴保守和谁出钱多就忠于谁的那种至死不渝的忠诚的最后避

难所，必须坚决、彻底地予以消灭。瑞士议会行动得愈坚决，震撼

这个僧侣的老巢愈有力，就愈能得到所有坚定的民主主义者的支

持，就愈能证明它了解自己的地位。固然，五大列强就摆在那里，

而激进派自身也担着风险。

对于分离派同盟，对于威廉·泰尔的这些真正的子孙来说，值

得注意的是：他们不得不向奥地利王室——瑞士的真正的敌人求

救，而且正好是在奥地利已经衰落，比任何时候都更卑鄙龌龊、更

为可恨的今天。这也是对瑞士因光荣地摆脱双头鹰的魔爪和过分

吹嘘这件事而追加的惩罚。就象是要使这种惩罚达到最严厉的地

步似的，目前奥地利自身尚且难保，对泰尔的子孙更是爱莫能助

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１０日左右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１４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９１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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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法 国 的 改 革 运 动

在最近一次的两院会议上，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揭发了

无数的行贿丑闻，以为这样就会把政府推翻，可是政府仍然熬过了

这场风险；臭名远扬的那２２５位议员 表示“满意”，相信内阁是清

白的，这时似乎已经天下太平。而到快要闭会的时候，议会反对派

又象会议开始的时候一样，陷入了有气无力、茫然若失的状态。可

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尽管路特希尔德先生、富尔德先生、菲尔

希隆先生之流满意了，可是人民并不满意，就连资产阶级也有很大

一部分人不满意。大部分法国资产阶级，特别是中小资产阶级不

能不看到，现在的选民越来越变成一小撮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

铁路股票投机家、大工业家、地主和矿主的恭顺仆从了，而政府所

唯一关心的也正是这一小撮人的利益。他们懂得，如果不扩大选

民范围，他们就根本没有希望恢复他们１８３０年以来在两院中日益

失去的席位。他们知道，选举改革和议会改革对他们说来是危险

的尝试，然而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眼看着金融贵族——巴黎交易

所巨头——既收买政府又收买两院，眼看着自己的利益遭到公开

的践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末就得忍气吞声，坐待掌握统治权

    

 支持基佐政府的众议院多数派议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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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融大王的鲸吞蚕食而走向破产，要末就得大胆地争取议会改

革。他们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所以，大约四个月以前，反对派的各色各样人物联合起来组织

了支持选举改革的示威运动。他们决定举行一次公开的宴会，这

次宴会是７月间在巴黎的红宫舞厅举行的。所有支持改革的派别

都有代表人物参加，所以这次集会的成分是相当复杂的；但是表现

得最积极的民主派显然占了优势。他们提出了一项要求作为他们

参加宴会的条件，即不为国王的健康干杯，而为人民的主权干杯。

委员会知道得很清楚，在法国的这个最民主的城市里，没有民主派

参加它是搞不起一个象样的示威运动的，于是不得不表示同意。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们也曾经刊登过有关这次宴会的详细报

道１８１。这次宴会从各个角度看来——无论是在人数方面还是在思

想方面——都是巴黎民主派实力的一次无比有力的炫示。

“辩论日报”没有放过机会就这次宴会的事情拚命叫嚣。

“怎么？没有为国王干杯？而且免去为国王干杯这个项目并不是由于粗心

大意，也不是由于不懂礼仪——不，免去这个项目是一部分发起人作为他们

参加宴会的条件而提出的要求！看，那位头脑冷静的、安分守己的杜韦尔瑞·

德·奥兰先生和那位卫道者——拥护君主主义的奥迪隆·巴罗先生竟和什

么样的一群好货为伍！天啊！这不光是共和主义，这纯粹是闹革命，是宣传动

武，是社会主义、乌托邦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哼！先生们，你们不要以

为我们不认得你们，——我们见过你们的血腥罪行的样本，我们有证据证明

你们的斗争目标是什么。先生们，五十年前你们这一伙人曾自称为雅各宾俱

乐部！”

第二天，“国民报”引用了路易－菲力浦１７９０年和１７９１年的

私人日记中许许多多的话来回答这家极端温和的报纸的狂吼怒

骂。那位当年的“公民小埃加里泰”每天的日记开头写的都是：“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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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我在雅各宾俱乐部”，“今天我在雅各宾俱乐部讲了几句话，博得

热烈的掌声”，“今天我在雅各宾俱乐部被分配去看门”以及诸如此

类的话。

反对派的中央委员会号召自己的同情者在地方上也照首都这

样做，到处举行这类支持改革的宴会。他们果然这样做了，几乎在

法国的各个地方都举行了许许多多的支持改革的宴会。然而并不

是各个地方的各派拥护改革的人都能够同样团结一致。在许多较

小的城市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势力相当大，他们还能够坚持为国

王的健康干杯，从而把民主派排斥在门外。在其他一些地方，自由

派想把干杯的形式变个样子以便蒙混过去，即变成“为立宪国王和

人民主权干杯”。因为这仍旧不能使民主派满意，自由派便又出了

一个花招，把“立宪国王”改成“立宪体制”，“立宪体制”当然暗中把

王权包括进去了。目前在地方的自由派中间争论着一个重要的问

题：究竟是在这一点上也让步，不再以任何形式或以任何变相的方

法勉强保留为国王健康干杯这个项目，还是公开地和民主派分道

扬镳（如果这样，民主派就会单独举行宴会来和他们竞争）？因为民

主派坚持最初达成协议的条件，要求根本不要把国王牵扯在宴会

这件事内；虽然“国民报”派曾一度有些动摇，可是“改革报”派却坚

守着共和主义立场。在所有的大城市里，自由派都被迫让步，至于

说在比较次要的地区到底做到了为国王的健康干杯，那是因为这

些宴会花钱很多，人民自然无法参加。“改革报”就巴尔勒杜克举

行宴会一事写道：

“谁要是以为这样的示威活动表明了法国的舆论状况，那他无疑是大错

而特错了。这些示威活动是资产阶级一手包办的，人民则完全被排斥在门

外。如果这个运动局限于巴尔勒杜克宴会那样的范围内，那它将会象一切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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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运动一样地烟消云散，例如自由贸易运动在讲过几句空话以后很快就

消亡了。”

继巴黎宴会以后第一个规模巨大的宴会是９月初在斯特拉斯

堡举行的。这次宴会带有相当浓厚的民主派色彩，而且在宴会结

束的时候，有一个工人提议为劳动组织干杯；劳动组织这个名词在

法国是表示英国全国职工联合会所争取实现的东西，那就是通过

把工业的、农业的以及其他的企业组织起来的道路，使劳动从资本

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项组织任务或是由联合起来的工人们自己

执行，或是在一个民主政府下由全国人民来执行。

随后举行的是巴尔勒杜克的宴会，这是一次资产阶级的示威，

终席的时候由市长提议为立宪国王（自然是非常赞成立宪的国

王！）的健康干杯；此外还有科尔马、里姆斯和莫市的宴会，在所有

这些宴会上优势完全在资产阶级方面，他们在这些二等城市中总

是能够自行其是的。

可是圣冈丹的宴会又多少带有民主派的色彩了；而９月底在

奥尔良举行的宴会则是十足道地的民主派集会。宴会上曾为工人

阶级干杯，从这一点就可以判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宴会了。巴黎

最著名的律师之一，民主主义者马利先生在响应这个提议时讲了

话。他开始是这样讲的：

“让我们为工人，为那些一向被轻视、被遗忘的人们，为那些永远忠于自

己国家的利益、在保卫祖国免受外国掠夺者侵犯或保卫我们的制度免遭国内

敌人破坏的斗争中随时准备为祖国而死的人们干杯！为那些满足了我们的要

求——给我们带来了七月的日子的人们，为那些行动时威风凛凛，胜利时慷

慨大方，具有非凡的勇敢、诚挚和大公无私的品质的人们干杯！”

他的祝词的结束语是“自由，平等，友爱！”能说明问题的是，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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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良的宴会是我们所能证实的唯一为工人设有席位的宴会。

库洛米耶、梅仑和康纳的宴会又都是纯粹的资产阶级集会。

“左翼中心”的人物们，即“立宪主义者报”１８２和“世纪报”的那些资

产阶级自由派，津津有味地听着巴罗先生、波蒙先生、德鲁安·德

·路易斯先生之流贩卖改良的小贩子们讲话。在康纳，民主派公

开地反对示威运动，因为这里的发起人坚持要为国王的健康干杯。

在罗亚尔河畔的拉沙里岱的宴会上，也是由同样的狭隘精神占统

治地位的。

与此相反，沙特尔的改革派的宴会又完全是民主派的集会。

这里不是为国王干杯，而是为建立在最广泛的基础上的选举改革

和议会改革，为波兰和意大利，为劳动组织干杯。

本星期内，在利尔、瓦朗西恩、阿温，以及在诺尔省全省都将举

行这种宴会。可以预期，至少利尔和瓦期西恩的宴会民主派将占

绝对优势。法国南部、里昂和西部也都在筹备着示威活动。争取改

革的运动正方兴未艾。

从这篇报道你们可以看出下面一些情况：１８４７年的改革运动

从一开始就具有自由派和民主派互相斗争的特点；在一切比较次

要的地区自由派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在所有的大城市里，在巴

黎、斯特拉斯堡、奥尔良、沙特尔，甚至在一个不大的城市圣冈丹，

却是民主派的势力大；自由派极力争取民主派的支持，他们采取支

吾搪塞的办法或者作出让步，而民主派则无论在哪里都丝毫没有

放弃过他们同意给予支持的条件；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民主派参

加宴会，他们总是能够坚持自己的做法。因此，到头来整个运动毕

竟变得有利于民主派，因为凡是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公众注意的

宴会都清一色地带有民主派色彩。

８９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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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运动得到了在９月间开会的省议会的支持，这些省议会

全部是由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的。科多尔、芬尼斯特尔、埃恩、摩

塞尔、上莱茵、瓦瑟、佛日、诺尔等省份的省议会都或多或少地要求

较为广泛的改革，当然没有一个省议会超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

范围。

你们也许要问，那末是要求改革些什么呢？不同的改革方案很

多，有多少种自由派和激进派，就有多少种方案。这些要求之中的

最低的要求就是把选举权扩大到这样一种程度：所谓“饱学之士”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或者象你们在英国所谓的知识界①，即使不缴纳２００

法郎的直接税（在目前，只有缴纳２００法郎直接税的人才能成为选

民）也享有选举权。此外，自由派还有一些多多少少和激进派的建

议相吻合的建议，即：

（１）扩大不得兼任的范围，也就是宣布担任某些政府职务的人

不得同时充任议员。目前在众议院有１５０多个受制于政府的官

员，他们之中每一个人随时都可以被解职，因此他们完全要看内阁

的眼色行事。

（２）扩大某些选区；其中有的选区里选民还不到１５０人，以致

这些选民完全受制于政府，因为政府影响着他们地方上的和私人

的利益。

（３）一个省所有议员的选举应该由全省选民集中在省会一次

进行。这个办法预计可以或多或少地把地方利益包容在全省的共

同利益之中，从而使政府的舞弊手段和压力起不了作用。

其次是建议降低各级选举的选举资格。这些建议中间最激进

９９３法国的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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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是具有共和主义思想的小企业主的机关报“国民报”所提出

来的，它主张扩大选举权，把选举权给予每一个属于国民自卫军的

人。这项措施将会使整个手工业者和店主阶级获得投票的权利，

把选举权扩大到象英国改革法案那样大的范围。然而这项措施的

后果对法国却严重得多。在这个国家里小资产阶级受大资本家的

压迫和剥削非常厉害，所以只要一获得选举权，他们就不得不立刻

采取直接侵犯金融大王的措施。我在几个月以前寄给你们的那篇

文章里已经说过，小资产阶级将会一步深一步地卷入这个运动，甚

至要和他们自己的意志相违背；他们将必须有所抉择：或是放弃已

经取得的阵地，或是公开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而这是迟早要导致

共和国的 。小资产阶级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知道这一点。这个阶

级大部分都拥护普选权，“国民报”派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他们提出

前面讲过的措施，只是把它看做改革道路上的前奏。然而在巴黎

所有的日报当中，只有一家报纸除普选权而外什么也不能使它满

足，它不是把“共和国”这个词简单地了解为到头来仍使工人阶级

象今天一样受穷的政治改革，而是把它理解为社会改革，并且是毫

不含糊的社会改革。这家报纸就是“改革报”。

我们不应该认为改革运动就是法国今天所进行的全部运动。

远不是这样！所有这些宴会，不论是自由派的还是民主派的，都是

资产阶级占优势；奥尔良的宴会是唯一的一次有工人参加的宴会。

在进行这些宴会运动的同时，工人运动也在不声不响地、秘密地、

一步一步地进展着，要不仔细观察，就几乎看不见它。但是现在它

正在空前地活跃着。这个情况政府是很了解的。所有那些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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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宴会政府都准许举行，但是当９月间巴黎印刷工人请求准许

举行一向是每年一次并且毫无政治性的例行宴会时，却遭到了拒

绝。政府非常怕工人，连丝毫的自由也不敢让他们享有。它之所以

害怕，是因为人民完全放弃了任何闹事和起义的打算。政府盼望

人民闹事，而且正在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挑动闹事。警察们投掷出

装有煽动暴乱的传单的小炸弹，炸弹爆炸以后传单就满街乱飞。

圣奥诺莱街工厂事件就被用来当作口实向人民进行最野蛮的进

攻，以便激怒他们起来闹事和动武１８３。连续两个星期每天晚上都

有几万人聚集在街头；他们受到最卑劣的待遇；他们已经完全准备

好以武力回答武力，但是他们忍耐住了，没有让政府从他们那里找

到颁布箝制言论自由的新法律的借口。想想看吧，他们对当时的

首要任务该有怎样的领悟，该有怎样一致的认识啊！巴黎的人民要

拿出多么大的耐性才能忍受这样卑劣的待遇而不进行毫无希望的

起义！巴黎工人所表现的这种坚忍的精神就证明他们已经有了多

么大的进步！要知道，巴黎工人在跑上街头的时候，很少不把阻挡

他们前进的一切打得粉碎，他们把起义看成家常便饭而且干起革

命来就象上酒馆喝酒一样地高兴。可是，如果你们由此得出结论

说人民的革命热情已开始减退，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

这里的工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深深地感到必须进行革命，而

且是远比第一次更为彻底、更为激烈的革命。然而他们从１８３０年

的经验中懂得，单靠武装斗争是不够的；在击溃敌人以后还必须采

取措施来巩固自己的胜利，这些措施不仅要摧毁资本的政治力量

而且还要摧毁它的社会力量，不仅要保证工人的政治力量而且还

要保证他们的社会福利。因此，他们非常沉着地等待时机，但同时

又认真地从事于一些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这些问题的解决会使

１０４法国的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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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知道只有采取哪些措施才能为一切人的幸福生活打下巩固的

基础。路易·勃朗所著“劳动组织”１８４一书，只一两个月就在巴黎

工厂工人中间销售了６０００册，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以前已经出过

５版了。工人们还读了其他许多有关这一问题的书籍。他们组成

１０—２０人的小组，一起讨论这些书籍里面所阐述的各种方略。关

于革命，他们却谈得不多，因为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是一个大家

一致同意的问题；一旦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冲突成为不可避免，他们

会立刻出现在大街和广场上，挖断马路，把公共马车、运货的和载

客的马车都放倒横在街上，把每一条通路堵死，把每一条小巷变成

一座堡垒，并且从巴士底广场突破一切障碍直向土伊勒里宫前进。

到那时，恐怕出席改革宴会的那些大人先生们大部分都要躲在自

己家中最黑暗的角落里，或者象枯树叶一样在人民的狂风暴雨中

四散飘落。到那时，奥迪隆·巴罗先生、波蒙先生及其他叱咜风云

的自由派人物的末日就要到了；到那时，人民将要严厉地判决他

们，正象他们自己今天严厉地判决保守的政府一样。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７年１１月初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０日‘北极星

报”第５２６号：并在标题下附有编

者注：“本报巴黎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４０年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４期

２０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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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宪 章 运 动１８５

包括有人民党派重要代表人物在内的新选出的议会的开幕，

不能不在民主派的队伍中引起轰动。宪章派的地方协会在普遍改

组；群众性的集会多起来了；会上提出并讨论了关于行动方法的各

种建议。宪章派协会执行委员会负责领导了这一运动，在告不列

颠民主派书中拟定了宪章派在本届议会任期之内将遵循的行动计

划。

书中说：“过几天，公然在人民面前自称为英国下院会议的会议就要召开

了。过几天，这个仅由社会上一个阶级所选出的会议就要为（损害工人）维护

本阶级的利益而进行非正义和卑鄙的活动了。

“必须使人民群众一开始就对这个会议行使窃取来的立法权表示抗议。

联合王国的宪章主义者们，你们是有办法的，你们应该把这套办法拿出来！我

们向你们提供一份要求实现人民宪章的新的全民请愿书。把你们千百万人

的名字都签上，努力帮助我们把它作为表达民族意志的文件、作为人民对未

经他们同意就颁布的一切法律的严正抗议以及作为恢复多少世纪以来就被

剥夺了的人民主权的法案提出来。

“但是单凭请愿是不能满足形势的要求的。诚然，我们把奥康瑙尔先生

送进了议会，因而已在那里取得一个席位。民主派的代表们将会把他当做一

个机警的和富有活动能力的领袖。但必须使奥康瑙尔得到外部压力的支持，

而这个外部压力、这个强大而有力的公众舆论正是应该由你们来造成。我们

协会的各地支部都应该改组；所有过去的会员都应该回到我们队伍中来；各

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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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都应该召开群众大会；各处都应该把讨论宪章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一切地

方组织都应该收集会费来充实我们的基金。积极行动起来，再次拿出英国人

原有的毅力，目前开始的运动就会成为我们为取得民主胜利而进行的一切运

动中最光荣的运动。”

几乎包括欧洲各国民主派的“民主派兄弟协会”
１８６
也决定无条

件地公开参加宪章派的鼓动工作。该协会通过如下的决议：

“英国人民只有在自己取得民主统治以后，才可能有效地支援其他国家

的民主派的斗争；

“我们的协会是为了帮助各国战斗中的民主派而建立的，我们有责任参

加英国民主派的斗争，以便取得以宪章为基础的选举改革；

“鉴于以上两点，‘民主派兄弟协会’誓以全力支持为实现人民宪章而进

行的鼓动。”

这个兄弟协会，由于把居住在伦敦的无论英国或外国的最著

名的民主主义者都团结在自己的队伍里，也就日益具有更大的意

义。协会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使伦敦的自由派都认为把它同自

由贸易派有名的议员主持下的资产阶级万国联盟１８７相对比是不无

裨益的。以包林博士、汤普逊上校和其他自由贸易拥护者为首的

这个新的组织的目的，无非是在仁爱、自由的幌子下来宣传对外贸

易自由。但这个组织的成就看来不会很大。它成立六个月以来，几

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而“民主派兄弟协会”却公然表示反对一切

压迫行为，不管这种行为来自何方。因此，伦敦的（无论英国的或

外国的）民主派代表都倾向“民主派兄弟协会”，同时声明说，他们

决不为英国自由贸易派厂主们所利用。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１日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２日“改革报”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改革报”

４０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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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改革派阵营的分裂。“改革报”和

“国民报”。民主主义的胜利

自从我发出上一封信 以来，在利尔、阿温和瓦朗西恩都举行

了宴会。阿温的宴会具有纯立宪主义的性质，瓦朗西恩的宴会具

有妥协的性质，而在利尔，民主主义对资产阶级的阴谋取得了决定

性的胜利。现在简要地报道一下关于这一重大集会的几件事。

被邀请的除了一些自由派及“国民报”派外，还有“改革报”的

民主派；赖德律－洛兰先生和“改革报”的编辑弗洛孔先生都应邀

出席了宴会。资产阶级德高望重的大人物奥迪隆·巴罗先生也接

到了邀请。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大家正要举杯庆祝的时候，奥迪隆

·巴罗先生突然宣称，如果不加一段话说明这种改革“是用来保证

１８３０年７月所取得的制度的纯洁和真正精神”，他就不能出席，也

不能“为议会改革”干杯。不言而喻，这样的补充就会使共和派不

得出席。这一举动使委员会茫然不知所措，然而巴罗先生还是坚

持己见。最后，大家同意把问题交由本会议解决。但是，会议非常

明确地宣称，它不希望议程有任何更改，也不拟破坏民主派据以出

席利尔宴会的条件。奥迪隆·巴罗先生同他手下一伙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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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和编辑一起傲慢地退席。弗洛孔先生和赖德律－洛兰先生也

被请来了；尽管有自由派的阻挠，宴会还是举行了，而且赖德律先

生的演说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这样，资产阶级的改革派的奸险阴谋破产了，民主派获得了光

辉的胜利。奥迪隆·巴罗先生不得不可耻地躲藏起来，再也不敢

在民主的城市利尔露面。他用来为自己辩解的唯一论据是：他似

乎知道“改革报”的先生们有意利用利尔的宴会来搞革命——在这

升平盛世！

过了几天，在阿温的只不过是几个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家庭宴

会上，巴罗先生算得到了一点安慰。这里，他高高兴兴地为国王干

杯。可是在瓦朗西恩他又因为遭到了跟他在利尔宴会上所遭到的

同样命运而不得不把他那心爱的祝贺之杯收拾起来。虽然那些随

时都能制造革命的可怕人物并没有出席瓦朗西恩的宴会，但是人

们却没有为国王的健康干杯！处处碰壁的大人物只得克制自己高

尚的愤慨，除非让他再有可能在别的幽静的宴会上当着某个小城

市的吃惊的食品杂货商和蜡烛商咒骂“无政府主义”，“暴力”和“共

产主义”。

利尔的宴会在报界引起了一场非常热烈的论战。保守派的报

纸因改革派内部发生分歧而欢天喜地。梯也尔先生的陈旧而乏味

的“立宪主义者报”和巴罗的“私人”报纸“世纪报”突然陷入了极度

的不安中。

“世纪报”恼羞成怒，向着自己的听众，小店主们大声喊道：“不，不，我们

和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毫无关系，我们和这些主张恢复恐怖统治的人，这些马

拉和罗伯斯比尔的信徒毫无共同之处。即使现今的制度再坏百倍，我们也宁

愿选择现今的制度而不要他们的血腥统治！”

６０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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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正确！白色睡帽比之雅各宾党人的红色帽子更百倍地适

合于这些和平的食品杂货商和腊烛商。同时，这些报纸一方面对

“改革报”进行卑鄙恶毒的谩骂，一方面对“国民报”却又毕恭毕敬。

的确，“国民报”的态度因而也就暧昧到了极点。在康纳举行宴会

时，这家报纸就已经对许多由于席间要为国王的健康干杯而不愿

出席的民主主义者的行为加以责难。现在它对利尔的宴会又非常

冷淡并对使这次示威暂时发生混乱的事件表示遗憾；而“国民报”

的许多外省的同盟者公开批评赖德律和弗洛孔先生的行为。因

此，“改革报”要求该报更明白地表示态度。“国民报”宣称它的文

章是非常清楚的。于是“改革报”就问：在利尔的令人遗憾的事件

是什么意思？你们感到遗憾的是什么？你们是对巴罗先生的行为

感到遗憾呢还是对赖德律－洛兰先生的行为感到遗憾？你们是对

巴罗先生的狂妄行为感到遗憾呢还是对他的失败感到遗憾？也许，

你们对赖德律先生为保障普选权所作的演说感到遗憾吧？或者，是

因为君主主义的失败和民主主义的胜利而感到遗憾吧？你们是否

同意你们外省的同盟者在这一个问题上所说的话呢？你们欣赏“世

纪报”的赞扬、赞成它对我们谩骂吗？假如奥迪隆·巴罗先生在奥

尔良提出类似的要求，你们会劝告你们的朋友马利先生屈从吗？

“国民报”回答说，为党着想，它将避免和“改革报”论战，并且对它

的一个“朋友”发送给外省各报的文章将不负责任；至于其他一些

问题，“国民报”的过去可以允许它置之不理，不必予以答复。“改

革报”引用了整个答复，仅附有一点说明：“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现在，民主派的面前有许多文献，他们可以自行判断一切。他们是

这样做了。法国大多数激进派报纸，甚至自由派报纸，都以最断然

的措词表示赞成“改革报”。

７０４改革派阵营的分裂。“改革报”和“国民报”。民主主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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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义，“国民报”应该受到最严厉的遣责。这家报纸愈来

愈听命于资产阶级了。在最近一个时期内，它总是在紧要关头背

叛民主事业，它不断宣传同资产阶级缔结联盟，而且屡次都是专为

梯也尔和奥迪隆·巴罗服务。要是“国民报”不立即改变自己的做

法，那末，人们将不再认为它是民主派报纸。在这次利尔事件中，

“国民报”仅仅由于对那些比它自己更有激进倾向的人的个人敌

意，就毫不犹豫地牺牲了自己为组织宴会而和自由派所缔结的同

盟的基本原则。在事情发生以后，“国民报”再也不能在以后的宴

会上坚决反对为国王干杯。“国民报”的“过去”也并不怎么光彩，

要对同行提出的问题保持缄默那是不行的。这只要想一想它如何

为巴黎的那些堡垒１８８辩护就够了。

附启：本星期在第戎举行了改革派的宴会。出席宴会的有

１３００人。这是真正民主派的宴会。自然，根本没有为国王干杯。所

有演讲的人都属于“改革报”派。其中主要的有路易·勃朗，弗洛

孔，埃·阿拉戈和赖德律－洛兰先生。“改革报”的编辑弗洛孔先

生举杯为其他国家的民主派祝贺，同时还以最大的敬意评论了英

国的宪章派。下星期我将要寄上他演说的全文，并对这一重大的

集会的总的进行情况作一全面的报道１８９。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７年１１月底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４日

“北极星报”第５２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５５年

的“历史问题”第１１号

８０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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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论 波 兰１９０

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９日在伦敦举行的

纪念１８３０年波兰起义十七周年的

国际大会上的演说

马克思的演说

各民族团结友爱，这是目前一切党派，尤其是资产阶级的自由

贸易派的一句口头禅。的确，现在存在着一种各民族的资产阶级

兄弟联盟。这就是压迫者对付被压迫者的兄弟联盟、剥削者对付

被剥削者的兄弟联盟。一个国家中个别资产者之间虽然存在着竞

争和冲突，但资产阶级却总是联合起来反对本国的无产阶级；同

样，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

合起来反对各国的无产阶级。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

必须有共同的利益。要使他们的利益能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

所有制关系，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

民族的原因；对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最关心的只有工人阶级。

只有工人阶级能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就是

克服了一切民族间和工业中的冲突，这些冲突在目前正是引起民

族互相敌视的原因。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

９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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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

毫无疑问，旧波兰已经死亡了，我们绝对不希望它复活。不过

死亡的不仅是旧波兰。旧德国、旧法国、旧英国，——整个旧社会

都已经过时了。旧社会的死亡对于在那个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可

以丧失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一种损失，而一切现代国家里的极大多

数的人所处的状况正是这样。而且，他们必须通过旧社会的灭亡

才能获得一切；旧社会的灭亡将使一个不再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

新社会建立起来。

同别的国家比较起来，英国是一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

的对立最为尖锐的国家。因此，英国无产阶级对英国资产阶级的

胜利对一切被压迫者战胜他们的压迫者具有决定意义。其所以说

应该在英国解放波兰，而不是在波兰解放波兰，原因就在于比。因

此你们，宪章主义者，不应该仅限于表示有解放各民族的善良的愿

望。粉碎你们国内的敌人，那时你们就有权感到自豪，是你们消灭

了整个旧社会。

恩格斯的演说

我的朋友们，请允许我今天作为一次例外，以一个德国人的身

份来讲几句话。我们德国民主主义者，对波兰的解放是特别关心

的。正是德国的君主们曾经从瓜分波兰中取得利益，正是德国的

士兵直到现在还在蹂躏加里西亚和波兹南。我们德国人，我们德

国的民主主义者，首先应当洗刷我们民族的这个污点。任何民族

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因此，不把波兰

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波兰和德

０１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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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所以有着共同的利益，波兰的和德国的民主主义者之所以能

够为解放两个民族而共同努力，原因就在于此。我也认为，英国的

宪章主义者将进行首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打击，促使民主主义获得

胜利，欧洲各国求得解放；我在英国已经住了几年，并且在这段时

间内公开地参加了宪章运动。英国的宪章主义者将第一个奋起，

因为正是在英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最为激烈。为什么

这个斗争最为激烈呢？因为由于现代工业，由于运用机器，英国一

切被压迫阶级已经汇合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庞大阶级，即无

产阶级；因为对方阵营里的一切压迫阶级也由此联结成为一个阶

级，即资产阶级。这样，斗争便简单化了，因此只要一次强有力的

打击就能解决这次斗争。难道不是这样吗？贵族在英国已不再拥

有任何权力，独揽大权的是资产阶级，贵族还是受资产阶级庇护

的。跟资产阶级对抗的是众志成城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战胜统

治者资本家的时刻已日益临近了。消灭过去分隔工人各个阶层的

那种利益分歧，使所有工人的生活水平趋于均衡，这一切你们均应

归功于机器生产；没有机器生产就不会有宪章运动，即使机器生产

使你们的现状恶化，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胜利才有可能。不仅

在英国，就是在所有别的国家里，机器生产对工人的影响也都是如

此。在比利时、美国、法国和德国，机器生产使一切工人的状况平

均化了，并且越来越使这一状况均等起来；所有这些国家里的工人

目前都关心着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推翻压迫他们的阶级——资产

阶级。生活水平的均衡，各民族工人党派利益的一致，这些都是机

器生产的结果，因此机器生产将继续成为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从

这里我们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既然各国工人的状况是相同的，既

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又有同样的敌人，那末他们就应当共

１１４论 波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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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战斗，就应当以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联盟来对抗各民族的资产阶

级兄弟联盟。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９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９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２１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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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纪念１８３０年波兰革命１９１

亲爱的公民！

我昨晚来到这里，正巧赶上了纪念１８３０年波兰革命的群众大

会。

我曾参加过不少类似这样的集会，但从未见到象这样热情洋

溢，在不同民族的人们中间这种开诚相见畅所欲言的和谐气氛。

英国工人阿诺特先生被推选为主席。

第一个发表演说的是“北极星报”编辑厄内斯特·琼斯先生。

他虽然抨击了１８３０年起义时的波兰贵族的行为，但是对于波兰为

挣脱压迫者的桎梏所作的努力却是热烈赞许的。他的卓越有力的

演说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在他讲完后，米歇洛先生用法语发表了演说。

接着发言的是德国人沙佩尔先生。他通知会议说，布鲁塞尔

的民主协会１９２已派遣一个副主席、德国民主主义者马克思先生到

伦敦来安排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和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之间的通

讯联系，同时筹备召开欧洲各国民主派代表大会。

当马克思先生出现在讲台上的时候，会上发出了不绝的掌声。

马克思先生用德语演说，由沙佩尔先生翻译。马克思先生宣

称，波兰解放的信号将由英国发出。他说，只有当西欧的文明国家

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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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取民主制度的时候，波兰才会自由。而在这些欧洲国家中，英

国的民主运动是力量最强，为数最多，最具有全国性组织规模的民

主运动。正是在英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发展到了极点，

所以这两个社会阶级间的决战，愈来愈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而，

正是在英国最有可能开始这场战斗，它将以民主主义的普遍胜利

而告终，同时波兰的桎梏也将在这场战斗中被粉碎。欧洲其他民

主派的成功将取决于英国宪章派的胜利，所以，波兰也将赖英国而

得救。

“北极星报”的主笔哈尼先生接着向布鲁塞尔的民主派表示谢

意，感谢他们一开始就同伦敦的民主派联系，而对伦敦的万国联盟

中资产阶级的讨好丝毫不予理睬。这个联盟是自由贸易派所创立

的，其目的是为了自由贸易的利益而利用外国的民主派，并为了同

几乎全由工人所组成的“民主派兄弟协会”进行竞争。

其后发言的是来自巴黎的德国民主主义者恩格斯先生，他宣

称，德国特别关心波兰的解放，因为德意志各邦政府的暴政正部分

地扩展到波兰。德国民主派应该把推翻有辱德国的暴政看做自己

的绝对责任。

来自列日的特德斯科先生说话坚毅有力，他感谢１８３０年波兰

战士们公开宣布了起义的英勇行为。他的演说由沙佩尔先生翻

译，不时博得暴风雨般的掌声。

在查理·基恩先生作了简短的演说后，奥博尔斯基上校代表

波兰人致答词。

最后发言的是英国工人威尔逊先生，还在不久前，由于他的坚

决反对，差一点没有把万国联盟的大会解散了。

经哈尼和恩格斯两先生的提议，会议以三阵爆裂般的掌声向

４１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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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三大民主主义的报纸——“改革报”、“北极星报”和“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致敬；经沙佩尔先生的提议，三次高呼反对三家反民

主主义的报纸——“辩论日报”、“泰晤士报”和奥格斯堡的“总汇

报”。

与会者全体脱帽肃立，高唱“马赛曲”，大会在歌声中结束。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３０日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５日“改革报”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改革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５１４纪念１８３０年波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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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驳 阿·巴 泰 尔 斯１９３

阿道夫·巴泰尔斯先生说他的社会生活结束了，并且他真的

完全钻进个人生活的圈子里去了。每当某种政治事件发生时，他

只是表示抗议和公开发表声明，说他与事件无关，他巴泰尔斯先生

并没有参加运动，运动是违反他巴泰尔斯先生的意志而发生的，因

此，他认为自己有权不予最后批准。谁都会承认，参加社会生活采

取这种方式或采取其他任何方式是没有丝毫差别的，所有这些宣

言、声明、抗议，只是以私人的谦虚的外表把社会的人掩盖起来了。

无人了解和无人承认的天才正是这样来显示自己的。

巴泰尔斯先生知道得很清楚，各国民主主义者在组织这个称

为民主协会的团体时，目的只是为了交换意见和在能够团结各国

人民建立兄弟友谊的原则方面达到互相了解。在抱有这种目的的

协会中，一切外国人的责任当然有义务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如果

每逢他们为履行其所加入的协会的义务而发表意见时，就称他们

为老师，那就实在太可笑了。阿·巴泰尔斯先生之所以指责外国

人喜欢教训一切人，只是由于他们不愿意听他自己的说教罢了。

毫无疑问，阿·巴泰尔斯先生还能记得，他甚至在临时委员会

中（他是委员之一）建议把德意志工人协会１９４作为新协会的核心。

当时我不得不代表德国工人拒绝这个建议。阿·巴泰尔斯先生是

不是想乘机为我们设下圈套以便将来自己可以告密呢？

当然，巴泰尔斯先生可以随意骂我们的观点“卑鄙和野蛮”。

６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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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批评，没有论证，却来指责，并且忙于指责他所不了解的东

西以表现自己的正统性。

我们比阿·巴泰尔斯先生更善于容忍，我们可以原谅他那一

点也不得罪人的“臆想症”。

阿·巴泰尔斯先生与其说是民主主义者，不如说是神政论者，

因此他以“布鲁塞尔报”１９５为自己的同盟者，是十分自然的。这家

报纸责备我们打算“改良人种”。请它放心吧。幸而我们德国人不

是不知道，从１６４０年起“宣传信仰协会”１９６就独占了改良人种的权

利。我们太浅薄，太渺小，不配在这仁爱的天意方面和可敬的神甫

们竞争。请他们费神去比较一下“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和“北极

星报”的报道吧，他们定会确信，所谓“宪章派……你们将被当作人

类的救世主而受到欢迎”１９７等话，完全是出自“北极星报”的错误而

强加于我的。

“布鲁塞尔报”在更为慈善的心肠的驱使下，向我们提起阿那

卡雪斯·克罗茨企图比１７９３—１７９４年的爱国志士更爱国而丧命

于断头台的例子。在这方面，可敬的神甫们是无可指责的，他们从

来就不比爱国志士更爱国，相反地，他们随时随地都遭到谴责，说

他们力图比反动分子更反动，而且更坏的是他们力图成为比本国

政府更道地的政府。当我们想到不久以前他们在瑞士的惨痛教训

时，我们承认，他们为了使我们避免另一极端和防止类似的危险而

向我们提出的严重警告，是出于早期基督徒的那种可贵的好心肠，

为此，我们向他们表示感谢。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１７日左右

用法文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１９日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１０１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７１４驳阿·巴泰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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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拉马丁和共产主义

布鲁塞尔１２月２４日。法国报纸又登载了拉马丁先生的信。

这一回谈的是共产主义，是诗人兼社会主义者被卡贝所迫最后直

率地倾吐出来的。同时，拉马丁答应在最近的将来要充分地研究

这个“重要的问题”。不过目前他还满足于某些简短的神论格言。

他说：“我对共产主义的见解，可以简单地用感觉（！）来表达，那就是：要

是上帝委托我教化一群野蛮人，使他们都成为文明人，那末，我要给他们制定

的第一个制度就是所有制。”

拉马丁先生继续说：“人把许多东西占为己有是一种自然规律和一种生

活条件。人在呼吸时就把空气占为己有，在活动时就把空间占为己有，在耕

种时就把土地占为己有，在繁衍种族时甚至就把时间占为己有；所有制是宇

宙中生活原则的组织；而共产主义却会使劳动和全人类毁灭”。

拉马丁先生最后安慰卡贝先生说：“你的幻想对我们这个世界说来是过

分美好了。”

拉马丁先生就是这样反对共产主义的。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

制度，而且拿起武器来捍卫“私有制的万古长存”。因为他的“感

觉”告诉他三种东西：（１）所有制可以教化人们；（２）所有制是宇宙

中生活原则的组织；（３）所有制的对立物，共产主义，对这个腐败的

世界说来是过分美好的幻想。

毫无疑义，拉马丁先生“感觉”到一个更好的世界，在那里“生

活原则”是按别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但是在这个腐败的世界上，

“占有”终究是生活的条件。

８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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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必要借分析拉马丁先生的模糊感觉来揭露他特有的

矛盾。我们只指出一点。拉马丁先生提出，所有制根本就是从野蛮

状况到文明状况的过渡阶段，并解释说，所有权是进行呼吸和生儿

育女过程的先决条件，同样也是社会现存的私有财产的先决条件。

他以为这样就证实了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万古长存。

拉马丁先生正象没有看到“占有”空气和“占有”社会产品之间

的差则一样，没有看到从野蛮过渡到文明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之

间的区别；就象两个时代都是“过渡时代”一样，反正两者都是“占有”！

毫无疑义，拉马丁先生在他那反对共产主义的“充分的”论战

中一定会发现有可能从他的“感觉”所产生的这些一般词句里“合

乎逻辑地”引伸出一系列更为一般的词句。那时，也许我们也有可

能来“更加充分地”研究他的词句。可是目前我们却只想把天主教

君主主义报纸用来同拉马丁先生的感觉相对峙的那种“感觉”转告

我们的读者。例如，昨天的“君主同盟报”就发表了反对拉马丁先

生的感觉的意见：

“我们看到这些人类的启蒙者是怎样使人类失去领导者的。可怜的人

们！他们夺去了穷人借以安慰自己的上帝；他们夺去了穷人的天，他们只留下

一个贫穷和困苦的人。接着他们又过来说：你想占有土地；土地不是你的。你

想过幸福生活；幸福生活是别人的。你想得到一份财产；这是不可能的；管你

贫困，管你赤身露体，管你颠沛流离，死了活该！”

“君主同盟报”用上帝来安慰无产者。“公益报”，即拉马丁先

生的报纸却用“生活原则”来安慰他们。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２４日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２６日“德意志—布

鲁塞尔报”第１０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９１４拉马丁和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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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恩 格 斯

“改革报”和“国民报”

利尔的宴会引起了“改革报”和“国民报”之间的争论，使得两

家报纸现在已彻底决裂了。

事实是这样的：

在为改革而举行的宴会运动开始以后，“国民报”就比以往更

为露骨地倒向王朝反对派１９８。在利尔，“国民报”派的德若尔日先

生同奥迪隆·巴罗一起退出了宴会。“国民报”本身对利尔宴会的

意见是异常含糊的。当“改革报”要求它更直率地说个明白时，它

就借口不希望同这家报纸论战而拒绝了。但是这决不能成为拒绝

说清事实真相的理由。总之，“改革报”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最

后它向“国民报”的一位代表人物加尔涅－帕热斯开了火，因为他

在一次演说中否定了阶级的存在，并用ｃｉｔｏｙｅｎｓｆｒａｎｃａｉｓ〔法国公

民〕这种笼统的说法抹煞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别。到这个

时候，“国民报”才终于声明说，它要保护自己的朋友，不让报纸诬

蔑所有象卡诺、加尔涅－帕热斯那样正直的爱国人士。

不久，“国民报”在各个方面都遭到了失败，于是它除了责备

“改革报”宣传共产主义以外，再也找不到其他出路了。

“你们让什么在人民群众中产生的那些模糊的意图、理论和体系，你们谴

责我们，说我们公开攻击这些，直截了当地说，共产主义意图。好，那你们就

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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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截了当地表明吧：你们赞成还是反对共产主义？我们要大声地宣称：我们和

共产主义者（那些否定财产、家庭、祖国的人）毫无共同之点。一旦发生战斗，

我们不会同这些心怀叵测的人站在一起，而是要反对他们。我们和这些可憎

的空想是没有和解可谈的，我们对它，对这种把人变成畜生、把人贬到野兽状

态（ｌｅｒéｄｕｉｔàｌ’éｔａｔｄｅｂｒｕｔｅ）的荒谬而残忍的（ｓａｕｖａｇｅ）体系是不能宽容的。

你们以为人民会和你们在一起么？人民为什么要抛弃他们辛辛苦苦赚到的一

点财产，抛弃家庭，抛弃祖国呢？你们以为人民总有一天会相信，无论是奥地

利使我们屈从它的专制制度或是法兰西为列强所瓜分，对他们说来反正都是

一样么？”

“国民报”不仅提出了这些反对共产主义的理由，而且还提出

了它的改善工人状况的计划：邮政改革、财政改革、奢侈品税、国家

礼助金、废除入市税１９９、自由竞争。

“国民报”对共产主义的可笑的看法是不值一驳的。滑稽的只

是，“国民报”仍然用什么“列强”侵犯法兰西的经常威胁这类话来

吓唬人；仍然以为莱茵河和英吉利海峡那边有千百万的刺刀对看

法兰西，千百门大炮瞄准着巴黎。对于这一点，“改革报”回答得完

全对，它说：在国王们侵犯的情况下，能保护我们的将不是巴黎的

堡垒，而是人民自己。

“改革报”在回答上面所引用的“国民报”的文章时声明说：“

我们之所以不是共产主义者，正是由于共产主义没有重视生产的规律，

也没有考虑到有必要为全社会生产足够的东西。但是，共产主义者在经济方

面的建议，对我们说来，比那无条件地接受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原则的

‘国民报’的建议要接近得多。我们今后仍然要保护共产主义者，使他们不受

警察和‘国民报’的迫害，因为我们承认他们至少有权自由辩论，因为工人自

己的学说永远值得注意。”

我们感谢“改革报”，因为它如此刚毅地反对“国民报”，捍卫了

真正的民主。我们感谢它，因为它在同这家报纸的斗争中保卫了

１２４“改革报”和“国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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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我们很满意地指出，当政府迫害共产主义者的时候，它

总是为他们辩护。当德朗格尔先生通过法庭迫害唯物主义共产主

义者２００的时候，所有巴黎报纸中只有一家“改革报”起来为他们辩

护，卡贝先生则差点没有出来替政府反对唯物主义者的行为辩护。

使我们高兴的是，共产主义目前虽然还不十分发展，“改革报”却已

看到其中包含着比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对自己更相近的

东西。然而，我们希望很快就能够向“改革报”证明，它们捍卫的原

则比起法国人迄今所熟悉并部分地传播到国外的那种共产主义，

倒更接近于我们所捍卫的共产主义。

其实，“改革报”对“国民报”的指责，只是表达了在德国、英国

和比利时民主派中，一句话，除法国以外在所有民主派中早已形成

的意见而已。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７年１２月底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３０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１０４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２２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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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说

“北极星报”在报道第戎宴会的时候批评了路易·勃朗先生的

演说，我们完全同意这一批评２０１。各国民主主义者的团结并不排

斥相互间的批评。没有这种批评就不可能达到团结。没有批评就

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我们转载“北极星报”的意

见，是为了表示我们也反对那些偏见和幻想，这些东西和现代民主

主义的愿望是截然相反并完全敌对的，因此，如果希望各国的民主

主义者的团结不致成为一句空话，就应当摒弃那些偏见和幻想。

勃朗先生在第戎宴会上说道：

“我们必须在民主的范围内团结一致。希望大家不要在这一点上迷失方

向。我们思想，我们工作，这不仅是为了法国，而且是为了全世界，因为法国

的将来就是全人类的将来。其实，我们所处的地位是非常优越的，我们一方

面仍然是属于本民族的，一方面却又必然是世界主义者，而且我们身上世界

主义的成分要比民族的成分强。任何人如果自称为民主主义者，而同时又想

做一个英国人，那就是否定他本国的历史，因为英国在历史上的作用一向就

是为了利己主义而反对《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ｔé）〔“友爱”〕。同样，法国人如果不想同时做

一个世界主义者，那也就是否定他本国的历史，因为法国除了让有利于全世

界的思想获得胜利之外，永远不会让别的思想占上风。可敬的先生们！在十

字军远征，欧洲进军夺取圣墓的时候，是法国卫护了这一进军。以后，当天主

教神甫打算强迫我们套上教皇最高权力的枷锁的时候，是教皇权限制派的主

教们捍卫了信仰自由。是谁在旧君主制的末日里支持了年轻的共和政体的

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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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法国，就是这个法国！如果我所说的话对君主政体的法国来说都是正

确的，那末对共和政体的法国来说又怎么能不对呢？法兰西共和国虽然已在

本国的疆土上和刑场上流尽了鲜血，但为了巴达维亚弟兄们，却仍然不惜流

血牺牲，历史上哪里能找到哪怕有一点类似这种惊人的、充满自我牺牲的无

私精神的例子啊！无论在失败的时候或是在胜利的时候，法国天才的光芒总

是照耀着一切甚至连敌人也包括在内！让欧洲开拔十六个集团军来进攻我们

吧，我们将以自由来回答欧洲！”

关于这一点，“北极星报”说道：

我们完全不想抹煞法国革命所进行的英勇斗争的意义，也不

想减少全世界对共和国伟大活动家应有的谢意。但是我们仍然认

为，上述引文以世界主义的观点来比较法国和英国的地位，那是完

全错误的。我们根本否认强加在革命前的法国身上的世界主义

的 性质。路易十一和黎塞留的时代就是明证！路易·勃朗先生对

法国所说的实际上是什么呢？“法国除了让有利于全世界的思想获

得胜利之外，永远不会让别的思想占上风。”但是，我们认为，在

这方面不同于法国或可能不同于法国的国家，勃朗先生在世界上

是连一个也举不出来的。就以勃朗先生用来直接和法国对比的英

国为例吧。英国发明了蒸汽机，英国修筑了铁路，而这两件东西，

我们认为，却抵得上一大堆思想。就是这样！英国发明这些东西是

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全世界呢？法国人自吹他们到处传播文明，尤其

是在阿尔及尔。那末，在美洲、亚洲、非洲和澳洲传播文明的不是

英国，又是谁呢２０２？法国曾经为解放一个共和国而参加了一定的斗

争，可是为这个共和国奠定基础的又是谁呢？是英国，就

    

 这里所用的“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的”等不是指路易·勃朗演说中遭到本文

批判的那种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这里是“全人类的”、“摆脱民族偏见的”等

意思。——编者注

４２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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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个英国！如果说，法国支援过美利坚共和国摆脱英国暴政的解

放斗争，那末早在二百年前，英国就已从西班牙的奴役下解放过荷

兰共和国。如果说，法国在上世纪末给全世界做出了光荣的榜样，

那末我们也不能避而不谈这一事实：英国还比它早一百五十年就

已做出了这个榜样，而那时法国还根本没有准备向英国学习呢。

至于１８世纪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和达兰贝尔等阐明

的那些思想，不是首先产生在英国又是产生在哪儿呢！我们决不能

因为密尔顿（第一个为弑君辩护的人）、艾尔杰楠·悉尼、博林布罗

克利舍夫茨别利的法国继承者比他们的先辈更为出色便忘了他们

的先辈！

勃朗先生肯定地说，“英国人如果自称为民主主义者，那就是

否定他本国的历史”。

那又有什么呢！我们认为真正的民主主义的最显著的特征，就

是应当否定本国的历史，应当拒绝对充满贫困、暴政、阶级压迫和

迷信的过去负任何责任。法国人还是不要在其他各国的民主主义

者中间标新立异吧！不要为他们过去的国王和贵族的所作所为承

担责任吧！因此，勃朗先生认为英国民主主义者的一个缺点，我们

倒认为是英国民主主义者的一大优点，那就是他们应当抛弃过去

而只展望将来。

勃朗先生说，“法国人必然是世界主义者”。是的，只要在法国

的影响，法国的道德、风尚、思想和政治制度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

就的确如此！只要在每个民族都习染了法国民族性的世界里，就的

确如此！然而，其他民族的民主主义者应当反对的正是这一点。他

们决心抛弃本民族的粗卤的一面，同时希望法国人也能这样做。

他们非常不满意法国人的武断：既然是法国人，就自然是世界主义

５２４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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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这样的武断等于要求所有别的人都成为法国人。

我们拿德国来做比较吧。德国是印刷机等许多发明的诞生

地。德国产生的卓越思想和世界主义思想比法国和英国的加在一

起还要多得多，这是大家公认的。而在实际上，德国却总是受到侮

辱，总是陷于失望。德国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能说明，法国的世界

主义究竟是什么。法国可以埋怨英国政策的背信弃义，可是德国

也同样领略过法国从路易十一到路易－菲力浦的背信弃义的政

策。如果我们采用了勃朗先生的标准，那末德国人就是真正的世

界主义者。然而，德国的民主主义者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奢望。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７年１２月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３０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１０４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６２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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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宪章派的鼓动

议会开幕以后，宪章派就进行了大规模的鼓动。他们准备请

愿书，召开群众大会，派专人到全国各地。除了有大批人签名的要

求实现人民宪章的全民请愿书（这次可望征集到４００万人签名）之

外，另有两个关于宪章派的土地共用社的请愿书刚刚才提交人民

裁夺。其中第一个请愿书由奥康瑙尔草拟并发表于本周“北极星

报”，内容大致如下：

“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可敬的议会代表。

诸位先生！

我们这些签名的人是宪章派土地共用社社员，按地位是工人；我们考虑

到，用我们劳动果实来进行无止境的投机、无限制的竞争和机械生产资料的

不断增加，已使我们的劳动到处都丧失了销售市场；

随着机械生产资料的增加，手工劳动减少了，工人失去了工作；

由于你们最近通过关于暂时停止铁路工作的决议，成千上万的工人将失

去工作，充斥劳动市场，厂主则可借此而再次降低早已多次降低了的工资；

但是，我们只求有可能靠自己的劳动果实来生活；

我们反对任何种类的济贫捐，认为这是侮辱，这种措施只是使资本家掌

握一批后备军，他们随时都可以把这批后备军抛入劳动市场，利用工人相互

间的竞争来降低工资；

要是工厂工业已不能给它所产生的广大无产者以工作，农业生产却还有

供我们运用劳动的广阔场所，因为在适当耗费劳动的情况下，我国土壤的肥

７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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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程度至少能增加四倍，那是已经证明了的；

因此，我们建立了能获得一定土地的共用社，以便我们每一家都能在这

些土地上靠自己的劳动生活；既不增加教区或私人慈善事业的负担，也不必

去参加竞争从而降低其他工人的工资；

监于以上各点，我们在这一请愿书中吁请你们诸位先生，颁布一条免除

土地共用社印花税以及砖瓦、建筑木材和其他材料税的法律，并批准即将提

出的有关法案。”

这一法案也是奥康瑙尔起草的，最近即将由他提交议会讨论。

第二个请愿书要求把属于教区的荒地还给人民。三十年来大

块大块地卖给大所有者的这些土地，应根据请愿书提出的要求分

成小块出租或以优惠条件卖给当地工人。这个请愿书是在伦敦的

一个群众大会上通过的，因为奥康瑙尔忙于议会事务没有出席，在

大会上为请愿书做解释的是“北极星报”的编辑哈尼先生和琼斯先

生。不久以前这请愿书又在诺里奇的一个群众大会上被通过了。

在这次大会上，英国最优秀的演说家之一，琼斯先生再次起来为请

愿书作了解释，发表了一篇无可辩驳的出色的演说。

最后，全民请愿书不久前便在伦敦的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众大

会上通过了。这次会上发言的主要是基恩先生、沙佩尔先生（德国

人）和哈尼先生。后者的演说以其民主派的气魄而显得特别突出。

他说：“我们整个社会政治制度无非是为无耻的寄生者和骗子手的利益

服务的一大堆虚伪和欺骗。

“请看看教会吧。一方面大主教和主教领高额的薪水，另一方面牧师（教

会的劳动者）一年才只有几英镑。千百万英镑是以什一税的形式从人民那里

勒索来的；这种什一税过去主要是用来维持教堂和救济贫民的；现在作为这

方面开支的已有特别税，而教会却把全部什一税都装到自己的衣袋里去了。

我请问你们，教会不就是有组织的欺骗么？（鼓掌）

“请看看我们的下院吧。那里所代表的不是人民群众，而是贵族和资产

８２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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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它把我国６ ７的成年男子从政治上沦为奴隶，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这

种下院不就是合法的欺骗么？（掌声大作）

“请看看这些可敬的勋爵吧。他们对全国人民的绝望的呼声置之不理，

却在每晚的例会上冷静地等待下院送特别法草案给他们。谁能告诉我，这种

养老院对不可救药的人有什么好处，谁敢起来为这种传统的欺骗辩护，你们

中能找到这样的人么？（掌声）

“自然，为了尊重君主制，即尊重我们祖先的英明的光辉的象征，我只能

用最忠顺的话来评论象维多利亚女王那样有趣的女人，她每年按时生产一篇

女王演说和一个至尊的婴儿。（笑声）女王演说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了，至于那

个婴儿，如果可以相信报纸的话，到明年三月我们也就有了。陛下广施仁政，

体察民情，赞扬人民耐心，俯允再生一子。咳！她在这一点上从来也不食言！

（笑声大作）其次，我们还有一位阿尔伯特亲王，他能发明新式女帽，养肥猪，

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元帅，就因为这些功劳他每年得到８万英镑的报酬。

啊，公民们，不是的，君主制决不是欺骗。（笑声，鼓掌。）”

演讲人把官方社会的情景同人民疾苦的情景作了对比，最后

他建议与会者通过要求实现宪章的全民请愿书。请愿书获得一致

通过。等请愿书传到全国各地以后，邓科布先生就会把它递交下

院。一俟原文到手，就把译文寄给你们。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７年１２月底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３０日“改革报”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改革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９２４宪 章 派 的 鼓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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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满意的”多数派议员。基佐的

“改革”方案。加尔涅－帕热斯先生的

古怪见解。民主派在沙隆举行的宴会。

赖德律－洛兰先生的演说。民主派

大会。弗洛孔先生的演说。

“改革报”和“国民报”

法国的两院会议已经开幕了，很快我们将有幸知道争取改革

的运动对那２２５位“满意的”多数派议员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

们将会知道他们对基佐在瑞士问题上使法国成为全欧洲笑柄的这

种做法是否也同样满意。然而这些肥头硕脑、贿赂往来、投机倒

把、招摇撞骗、吸人膏血、胆小怕事的多数派议员恰恰是一些连这

种事情也能忍在肚里的人；当帕麦斯顿为雪西班牙联姻问题之耻

而玩弄自己可尊敬的同僚基佐２０３时，他们却表示“称意”，竟能宣称

法国从来没有象目前这样伟大、这样光荣、这样可敬、这样“满意”。

恰好目前所有的巴黎报纸，从“辩论日报”起以至“改革报”，都

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公开地议论着一旦路易－菲力浦死去

将会产生什么后果。“辩论日报”担心多数派议员中间发生分裂，

所以它每天都向他们发出警告说，这件不可避免的事无论在什么

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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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发生，都会成为所有政党大会师的信号；“共和主义”、“共产主

义”、“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等等都会从地洞里冒出来，到处散

布灾难、恐怖和毁灭；除非秩序之友（自然是基佐先生那一伙人）严

厉地压制这些思潮，否则法兰西必趋灭亡，自由、安全、财产都将毁

灭；这个危险的时刻随便在哪一天都可能到来；如果不帮助基佐先

生保住他的位置，那就一切都完了。而其他的报纸——“新闻报”、

“立宪主义者报”、“世纪报”——则抱着完全不同的见解，它们说将

来发生的情况恰恰相反，如果到国王死去的时候，这个卑鄙下流的

贪官基佐还没有为这三家报纸各自的政治人物所代替，即为德·

日拉丹先生、梯也尔先生或奥·巴罗先生所代替，流血革命的恐怖

将会笼罩全国。激进派报纸，如我们即将看到的，是从另外一种观

点来谈这个问题的。

可见，就连“辩论日报”也间接地承认了“满意的”法国只是在

等待着适当的时机来证明自己的不满，其方式将会象惊恐万状的

“辩论日报”的资产阶级本能在吓昏头脑的情况下所胡思乱想的那

样。然而这对那２２５位“满意的”议员说来却是无关紧要的。他们

有他们自己的逻辑。如果人民满意，那自然没有理由改变现存制

度。而如果人民不满意，那正说明有必要更加巩固这个制度，因为

只要稍一退让，就会使充满恐怖的革命突然爆发。不管怎样，这些

资产者总会做出一个结论，即他们是国家的最好的统治者。

可是基佐还是打算实行一些微不足道的改革。他想把“鲍学

之士”，也就是一切持有大学学位证书的人——律师、医生以及诸

如此类的骗子都列为选民。真正是了不起的改革！然而，这却足以

解除“进步保守派”（或者叫做“保守反对派”，这是他们自己今天所

用的名称，因为他们没有事情可做，于是就每三个月把名称改变一

１３４“满意的”多数派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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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武装。这个方案同时还能够打击梯也尔先生。梯也尔先生一

面派遣自己的亲信杜韦尔瑞·德·奥兰先生去参加改革派的宴

会，一面偷偷地准备自己的改革方案，他指望借此在两院中一呜惊

人，而他这个改革方案却和他的对手基佐现在所要提出的一模一

样。

看来在两院中总要有一番哭喊吵闹；但是我并不认为基佐先

生真的会担心他的忠实的２２５位议员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

官场的情况就是如此。此外，改革派的宴会以及“国民报”和

“改革报”之间的争论仍在继续进行。反对派联盟，即左翼中心（梯

也尔先生那一派人）、左派（奥迪隆·巴罗先生那一派人）和“明智

的激进派”（“国民报”），在加斯特尔、蒙彼利埃、纽堡和其他一些地

方举行了宴会；极端民主派（“改革报”）则在沙隆举行了宴会。蒙

彼利埃和纽堡的宴会上主要演说者是加尔涅－帕热斯先生，几年

前故去的一个著名民主主义者 的兄弟。可是小加尔涅－帕热斯

先生根本不象他的哥哥；他丝毫没有象那位已故的法国民主派领

袖所借以获得如此显要地位的那种毅力、那种勇气和坚定的原则

性。在纽堡，小加尔涅－帕热斯先生发表了一连串武断的言论，这

些言论说明他对于社会的实际状况根本一无所知，因而对于改善

社会状况的方法也全然不懂。尽管全部现代民主主义都是以下面

这一最重要的事实为出发点的：现代社会已无可挽回地分裂为两

个阶级——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全部产品的资产阶级和除去唯一

的生活手段即劳动而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后一个阶级受到前

一个阶级的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尽管世界各国现今的民主派的

    

 埃蒂耶纳·约瑟夫·路易·加尔涅－帕热斯。——编者注

２３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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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公认的意图是要使政权从资产阶级手里转到无产阶级手里，

因为后者在人民之中是占压倒多数的——尽管如此，加尔涅－帕

热斯先生却不愿这一切事实，竟妄自断言，在现实中人们根本没

有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分；他说这不过是基佐先生为了在人民

中间制造分裂而恶意捏造出来的东西；他说他和基佐先生相反，认

为所有法国人都是平等的，他们全都过着同样的生活，对他来说，

在法国只存在着法兰西公民！那末，照加尔涅－帕热斯先生的说

法，资产阶级垄断全部生产工具，听凭无产者受工资经济规律的

摆布，工资规律把工人所得减少到最少的一点点食物，这也是基

佐先生捏造出来的了！现在在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里都进行着劳

动和资本之间的殊死斗争，这种斗争表现为同盟、工联、暗杀、暴

动和流血起义等不同的阶级，在里昂、普累斯顿、兰根比劳、布

拉格被枪杀的无产者２０４就证明了这种斗争的实际情况；而这种斗

争，照加尔涅－帕热斯先生的说法，并没有充分的依据，只不过

是一位法国教授的谎言罢了！这就是说，“让资本家继续垄断全部

生产力，让工人照旧靠极少的几个钱去过活；但是为了补偿他所

受的苦难，我们赠之以公民的称号”。加尔涅－帕热斯先生的话除

了这样一种解释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不错，在某些情

况下，而且附上某些保留条件，加尔涅－帕热斯先生或许也会同

意给人民以选举权；但只是不要让他们妄想利用这个礼物采取一

些根本改变现行的物质财富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措施，即迟早

会把全国的生产力交付到全体人民手里并把所有的“雇主”都一

律打倒的措施！“改革报”把这位可尊敬的先生叫做资产阶级激进

派分子是完全正确的。

极端的民主派，我前面已经讲过，只举行了一次宴会，但是声

３３４“满意的”多数派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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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浩大，这一个宴会抵得过联合党派的十几个宴会。在索恩河畔

的沙隆出席宴会的有两千多个公民。“国民报”派也被邀请，但特

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出席。因此“改革报”的代表们就成了这

一场合的全权主人。被“国民报”指为极端民主党的领袖的赖德律

－洛兰先生，在这里就担当起这个角色。他把１７８９年以来法国民

主发展的各个阶段做了一个出色的简要介绍，来说明自己的态度

以及自己的党的态度。然后，他反驳了“国民报”对他的攻击，他自

己又反过来抨击这家报纸并建议成立一个由全法国各个地方的民

主主义者组成的仲裁委员会（两派各出同等数目的代表）来解决

“改革报”和“国民报”之间的争吵。他说：

“法国民主派在解决了这一内部问题以后，如能和其他国家的民主派建

立关系，那将是一件不坏的事。目前在欧洲，在一切备受压迫、受苦挨饿的人

们中间，正进行着一个伟大的运动。现在是安慰他们，给他们撑腰打气，和他

们建立联系的时候了。让我们来召开一次世界各国民主派大会，而且就是在

现在，在君主们的大会已经垮台的时候召开！在欧洲有一个共和国，它是刚刚

在自己土地上取得了民主胜利的，这个国家就是瑞士，它是一个有资格在自

己的自由土地上接待世界各国的民主派的国家！现在，公民们，请允许我最后

在我的‘为法国革命团结干杯’的祝词之外再加一句祝词：“为全世界民主派

团结干杯’”。

这篇演说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而且确是受之无愧的。我们衷心

地为赖德律－洛兰先生的演说艺术在沙隆所获得的成功而高兴，

但同时我们必须对演说中的一句失慎的话（我们深信他不是对任

何人怀有恶意的）提出异议。赖德律－洛兰先生说，对法国民主派

说来，是安慰其他国家受苦工人和给他们撑腰打气的时候了。我

们相信，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派需要人安慰，不管是谁所给予的安

慰。各个国家的民主派赞美法国民主派的革命自豪感，但是他们

４３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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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权保有同样的自豪感和独立性。４００万英国宪章派无疑是强

大的，他们完全能够依靠本身的力量完成自己的任务。法国民主

派热情地抓住了召开民主派大会和建立世界各国民主派联盟的这

一思想，对这一点我们固然非常高兴，可是我们所期望的首先是完

全的互助和平等的关系。任何联盟，如果它不以这种平等关系作

为自己的基础，那它本身就是反民主的。不过我们深知“改革报”

的同人对民主的珍爱，所以我们相信，毫无问题，他们会完全同意

我们的看法。我们只希望他们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把那些陈词

滥调丢掉，这些东西是“国民报”还是法国民主派唯一代表者的时

期的遗迹，根本不表达他们的真实情感。

在同一个宴会上，弗洛孔先生讲了话，他赞成“为人权和公民

权干杯”。他把国民公会所颁布的权利宣言２０５读了一遍，他说权利

宣言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是真正民主原则的精确表述。他把现今的

金钱关系统治制度拿来和这些他所谓的真正法国式的原则相对

照；在现今的制度下人被贬低到比牛马还低的地位，因为在这个制

度下存在着过剩的人口，而当人的劳动不为人所需要的时候，他所

消耗的要比他本身所能提供的多。他把这个制度叫做英国的制

度，因为它最初产生于英国。他说：

“看啊，在革命的故乡采用英国的制度，而英国人自己则竭力要从自己脖

子上除下这个制度的枷锁，他们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了响亮的口号：‘自由、

平等、友爱！’这样，最先把真理公诸于世的这个国家就要重蹈历史复辙，再次

陷入黑暗和无知的状态从而不久将只好从邻国汲取它本身所未能保持下来

的革命传统。难道我们会落到那样的地步吗？不会的，永远不会，只要有象你

们一样的民主派、有象今天这样的集会，就不会落到那种地步！不，我们决不

支持连英国人都不愿再支持的英国制服这座腐朽了的建筑物！（喊声：“决不！

决不！”）既然这样，那末就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去吧，以色列人！你们每一个人

５３４“满意的”多数派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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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应该站在自己的旗帜下！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信仰而奋斗！这边，在我们的

阵营里，是民主派和需要他们去解放，被他们以公民、弟兄相称，平等相待并

看做自由人的２５００万无产者；那边是乌七八糟的反对派以及它的垄断组织

和资本贵族！他们宣传把选举资格降低一半；我们则提出人权和公民权！（暴

风雨般的长时间的鼓掌，以全场合唱《Ｃｈａｎｔｄｕｄéｐａｒｔ》
２０６
而告终。）”

很遗憾，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不能把这次出色的真正民主派

的宴会上的其余演说一一引述。

“改革报”终于迫使“国民报”和它来进行论战。“改革报”虽然

宣称它赞同加尔涅－帕热斯先生在蒙彼利埃宴会上就法国革命所

发表的演说中的那些原则，但是并不承认象加尔涅－帕热斯先生

这种曾把民主派的利益出卖给奥迪隆·巴罗先生和资产阶级反对

派的人有资格充当革命原则的代表者。这终于使得“国民报”刊登

了一篇文章作答，同时对赖德律－洛兰先生也进行了攻击。“国民

报”受到的谴责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这家报纸赞成在巴黎周围

建立堡垒，从而把革命的遗产置于１２００门大炮的监视之下。第

二，去年它对卡诺先生的那本小册子未置一词；卡诺先生在那本小

册子里曾向民主派建议：参加左翼中心和左派，尽快地使它们的代

表人物取得政府职位，暂时放弃共和主义的原则而为了在宪章２０７

所允许的范围内争取扩大选举权展开宣传。大约在同时，小加尔

涅－帕热斯先生提出了类似的原则，所以那本小册子上说它所反

映的不是个人的意见而是众议院中一个党派的意见。“改革报”既

批评了加尔涅－帕热斯先生的演说又批评了卡诺先生（著名的国

民公会代表兼共和国军事部长 之子）的小册子，竭力地引逗“国

民报”讲话。但是“国民报”仍旧保持沉默。“改革报”说得对，两位

    

 拉查尔·尼古拉·卡诺。——编者注

６３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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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提出这一政策，就是为了把民主派完全置于梯也尔先生和巴

罗先生的控制之下，然后把这个作为独立政党的民主派根本消灭

掉。第三，在支持改革的宴会运动进行的期间，“国民报”派实际上

奉行的是卡诺先生所提出的政策。第四，“国民报”对共产主义者

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诬蔑，但是却不提出任何现实而有效的办法来

改善工人阶级的困苦状况。

争论进行了不下一个星期。最后，“国民报”派终于放弃了他

们所进行的太不成体统的斗争。他们彻底失败了，但是为了掩盖

自己的失败，他们终于接受了赖德律先生提出的组织民主派仲裁

委员会的建议。

对于“改革报”在这件事情上所起的作用，我们只有表示完全

赞同。“改革报”保住了法国民主派作为一个独立的党派所具有的

荣誉、独立性和力量。它捍卫了处于“国民报”奉行的那种政策威

胁之下的革命原则。它奋起捍卫工人阶级的权利，使其不受资产

阶级的侵犯。它撕破了这些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假面具，这些人企

图使人民相信阶级压迫是不存在的；他们不愿意承认现代社会中

残酷的内战，即阶级对阶级的战争；工人从他们那里所能得到的只

是一些空话而已。“改革报”一直没有停止斗争，最后终于迫使骄

傲的敌手打破沉寂，迫使它动摇，使它不得不背弃自己讲过的话，

做出解释，乃至终于不得不退却。我们认为“改革报”对民主事业

做了很好的贡献。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１月初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月８日“北极星报”

第５３３号并在标题下附有编者注：

“本报巴黎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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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爱尔兰特别法和宪章派２０８

爱尔兰特别法于上星期三生效了。爱尔兰总督便毫不迟疑地

行使这一新法律赋与他的专制权力；里美黎克郡和梯培雷里郡都

已普遍地实行了非常法，这一法律在克勒尔郡、瓦特福德郡、科克

郡、罗斯考门郡、利特里姆郡、卡万郡、朗弗德郡和国王郡２０９中的许

多地区也同样有效。

但是这一卑鄙措施将引起什么结果还不得而知。关于这一点

我们已经听到了爱尔兰土地占有者，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这

一措施的那个阶级的意见。他们在自己机关刊物上大声疾呼：结

果将等于零。为此竟实行了全国戒严！
９
１０的爱尔兰的议会代表竟

为此都背弃了自己的祖国！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变节带有普遍的性质。甚至奥康奈尔

一家在讨论法案时也发生了分裂：约翰和莫里斯，已故的“解放

者” 的儿子是忠于他们的祖国的，可是他们的弟兄摩尔根·奥康

奈尔却不仅投票赞成法案，而且在辩论时还屡次起而为它辩护。

投票赞成无条件地否决法案的代表不过１８人；投票赞成伦敦郊区

一位宪章派代表韦克利先生的修正案的也只有２０人。韦克利要

    

 即丹尼尔·奥康奈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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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实施特别法的同时也能采取特别措施来减少所要杜绝的那种

犯罪的原因。就是在这１８个和２０个投票者中间，四五个代表是英

国激进主义者，两个是被英格兰地区的代表们选举出来的爱尔兰

人；因此，在由爱尔兰派到议会去的１００个代表中，坚决抵制这一

法案的，勉强才有１２个人！

从奥康奈尔去世以来，关于爱尔兰问题这是第一次重要的争

论。这次争论一定会弄清楚，谁配做一个伟大鼓动家来领导爱尔

兰。在议会开幕以前，约翰·奥康奈尔先生在爱尔兰已被默认为

他父亲的继承者。但是在这些辩论开始以后不久，大家就看得很

清楚，他是不能成为党派的领导者的；另一方面，约翰·奥康奈尔

所遇到的又是菲格斯·奥康瑙尔这样一个厉害的敌手。后者是民

主派的领袖，关于他丹尼尔·奥康奈尔曾经这样说过：“我们情愿

把菲格斯·奥康瑙尔赠送给英国宪章派”。正是这个人马上就成

为爱尔兰派的领袖。是他提议无条件地否决特别法草案；是他把

所有反对派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使他们起来反对法案的每一条

款，尽可能地拖延投票；是他在自己的演说中概括了反对派反对这

一法案的全部理由；最后，是他首次在１８３５年以后重新提出取消

合并２１０的提案，而这一点是任何一个爱尔兰议员都做不到的。

爱尔兰的代表们很不愿意承认奥康瑙尔是自己的首领。他们

的思想深处是纯粹的辉格党人，他们对奥康瑙尔的那种民主派的

气魄是深为恼恨的。奥康瑙尔不让他们再利用取消合并这种宣传

来为辉格党的利益而推翻托利党，然后，当辉格党达到自己的目的

之后，就把“取消”两字忘得一干二净。但是主张取消合并的爱尔

兰代表没有象奥康瑙尔这样的领袖是怎么也不行的；虽然在爱尔

兰他们总是企图破坏他新的声望，但在议会里却不得不服从他的

９３４爱尔兰特别法和宪章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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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

当议会常会一闭幕，奥康瑙尔就可能去爱尔兰，以便加紧宣传

取消合并和建立爱尔兰宪章派政党。毫无疑义，要是奥康瑙尔实

现了这一计划，不出半年他就会成为爱尔兰人民的领袖。这样，当

他一手掌握三个王国的民主派的领导权的时候，他就会获得包括

奥康奈尔在内的所有鼓动家都未曾有过的地位。

读者们自己可以想一想，如果这两个岛国民族不久结成联盟，

那是多么重要。不列颠民主派如能吸收２００万勇敢而热情的爱尔

兰人加入自己的队伍，就一定会更快地前进，而不幸的爱尔兰最后

也必然会向自己的解放迈进一大步。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１月４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月８日“改革报”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改革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０４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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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菲格斯·奥康瑙尔和爱尔兰人民

１８４８年“北极星报”第１号登载了英国宪章派著名的领袖和

他们的议会代表菲格斯·奥康瑙尔的一篇告爱尔兰人民书。这一

文件是值得每个民主主义者通读一遍并好好地领会的，不过由于

篇幅所限，我们不可能把它刊载出来。

可是，我们没有权利避而不谈。对爱尔兰人民的这个强有力

的号召很快就会显示出非常实际、鲜明和可以感觉到的后果。菲

格斯·奥康瑙尔本身是爱尔兰人、新教徒，十余年来一直是英国伟

大的工人运动的领袖和支柱，今后同样应该被认为是爱尔兰合并

取消派和改革派的真正首脑。人们可以这样称呼他首先就是由于

他在下院反对新近通过的卑鄙的“爱尔兰特别法”。此后，他还为

爱尔兰的利益而继续进行鼓动，这证明菲格斯·奥康瑙尔正是爱

尔兰所需要的人。

对他来说，千百万爱尔兰人的幸福是真正切身的事情，对他来

说，Ｒｅｐｅａｌ（取消合并，换句话说，要求爱尔兰议会独立）决不是一

句空话，也不是为自己和朋友们取得有利地位并谋取私利的幌子。

他在告人民书中向爱尔兰人民证明，丹尼尔·奥康奈尔这个

政治骗子十三年来怎样欺骗爱尔兰人并用“取消合并”这样的字眼

蒙蔽他们。

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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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约翰·奥康奈尔的行为揭露无遗。约翰·奥康奈尔是他

父亲的政治继承人，并且象他父亲一样，使千百万轻信的爱尔兰人

为他的投机事业和他的个人利益而牺牲；约翰·奥康奈尔在都柏

林的“调停大厅”２１１的全部演说、全部口是心非的保证和花言巧语

都不能洗雪他从前，特别是目前在下院讨论“爱尔兰特别法”时造

成的耻辱。

爱尔兰人民终究应该觉醒，而且必然会觉醒，到那时他们就一

定会把这伙自命为合并取消派的人，这伙抚摸着装得满满的钱袋

而私下窃笑的人统统一脚踢开；到那时狂热的天主教徒和政治扒

手约翰·奥康奈尔就必然会遭到最沉重的打击。

要是告人民书的内容仅限于比，那末我们倒不必予以特别重

视。

可是它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因为在这里菲格斯·奥康瑙尔

不仅是作为一个爱尔兰人，而且还——甚至主要是——作为一个

英国民主主义者、作为一个宪章主义者发表意见的。

他用最朴质的人也能理解的明白的语言向爱尔兰人民证明必

须竭尽全力同英国工人阶级，同宪章派紧密团结起来为实现“人民

宪章”的六点（每年改选议会、实行普选权、进行无记名投票、取消

任何财产资格限制、人民代表支薪和按居民人数划分选举区）而斗

争。只有这六点获得之后，实现“取消合并”才能给爱尔兰带来实

际利益。

接着，奥康瑙尔指出：正是英国工人早就征集了３５０万人签

名２１２上书请愿，要求以公正的态度对待爱尔兰，而现在仍然是英国

宪章派在无数请愿书上提出抗议，反对“爱尔兰特别法”，最后，英

国和爱尔兰的被压迫阶级或者将来一起斗争，一起获得胜利，或者

２４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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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就一起遭受同样的压迫和贫困、同样依赖于资本家特权统治

阶级。

毫无疑义，今后爱尔兰人民群众将会愈来愈紧密地同英国宪

章派团结一致并按照共同计划行动。这样，英国民主主义者的胜

利以及爱尔兰的解放就一定会提早很多年。奥康瑙尔告爱尔兰人

民书的意义就在于此。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１月初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月９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５５年“历

史问题”杂志第１１期

３４４菲格斯·奥康瑙尔和爱尔兰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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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
１８４８年１月９日发表于布鲁塞尔

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２１３

先生们！

英国谷物法的废除是１９世纪自由贸易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

利。凡是厂主们谈到自由贸易的地方，主要都是指自由买卖谷物

和一切原料而言。“对国外谷物的进口实行保护关税，这是卑劣的

行为，这是利用人民的饥饿进行投机。”

廉价的粮食，高额的工资（Ｃｈｅａｐｆｏｏｄ，ｈｉｇｈｗａｇｅｓ），这就是

英国的自由贸易派不惜耗费巨万力求达到的唯一目的，他们以自

己的热情感染了他们在大陆上的同伙。总的说来，人们要求自由

贸易，那只是为了改善劳动阶级的处境而已。

可是，奇怪得很！想尽办法让人民得到廉价的粮食，而人民却

毫不领情。现在英国的廉价粮食，如同法国的廉价政府一样，都信

誉扫地。人民把那些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们，把包林，布莱特一

类人及其同伙当做自己最大的敌人和最无耻的伪君子。

谁都知道：在英国，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的斗争被称为自由贸

易派和宪章派之间的斗争。

现在我们来看看英国的自由贸易派是如何向人民证明促使他

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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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起来行动的那种高尚意图的。

他们向工厂工人这样说：

谷物税是你们向大地主，向这些中世纪的贵族代表交纳的工

资税；你们贫困的原因是在于日用必需品价格的昂贵。

工人反过来问厂主们：在最近三十年中，我们的工业发展到最

高的水平，而我们的工资的下降率大大超过了粮价的上涨率，这种

情况又怎么解释呢？

照你们所说的，我们交纳给地主的税，对每一个工人来说，每

周约计３辨士；可是，在１８１５年到１８４３年这一时期内，手工织工

的工资从每周２８先令降到５先令，而在１８２３年到１８４３年这一时

期内，机器织工的工资从每周２０先令降到８先令。

在这整个时期内，我们交纳给地主们的税从未超过３辨士。

而在１８３４年，粮食价廉，在市面上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的时

候，你们对我们说过什么话呢？——“你们是不幸的，因为你们生

育的孩子太多了，原来你们的婚姻比你们的手艺还要多产”。

这就是当时你们向我们所说的千真万确的话，同时你们还制

订了新的济贫法，设立了习艺所这种无产者的巴士底狱。

厂主对此回答说：

工人先生们，你们说的对，规定工资水平的不仅是粮食的价

格，而且还有工人为寻找职业而发生的竞争。

但注意一下这个情况吧：我们的土地都是由岩石和砂砾构成

的。也许你们还想在花盆里种植谷物呢！要是我们不把自己的资

本和劳动用来耕种不毛之地，撇掉农业，专门来搞工业，那末，整个

欧洲就得把工厂都关掉，那时英国也就成了一个大的工厂城市，而

欧洲的其他部分就都变成英国的农业区了。

５４４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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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厂主和工人们的谈话被一个小商人打断了。他也要求答

复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废除了谷物法，那末，即使我们荒废了本国的农业，

我们也不会因此而迫使其他国家关闭它们的工厂，来向我们的工

厂定货。

结果将怎样呢？我将失去现在农村的主顾，而国内贸易也会丧

失市场。

厂主抛开工人转过身来回答小铺主说：那末，就让我们随便怎

么做好了。一旦废除了谷物税，我们就会从国外得到更廉价的粮

食。那时，我们就会降低工资，同时在那些供给我们谷物的国家

里，工资却会因此而提高。

因此，除了目前我们已有的那些优越条件之外，又加上更低廉

的工资，有了这一切优势，我们就能使大陆购买我们的商品。

可是，现在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也插进来争论了。

他们叫道：可是我们到底又将如何呢？

难道我们应该把养育我们的农业宣判死刑吗？难道我们能够

任人拆我们的台，而一言不发吗？

反谷物法同盟却不作回答，而一味满足于给三部论述废除谷

物法对英国农业的好处的优秀著作颁发奖金。

获得这种奖金的是霍普、摩尔斯和格莱格三位先生，他们的著

作成千上万册地散布在农业区域。

其中第一位获奖者企图证明，自由输入外国谷物既不会使农

场主吃亏，也不会使农业工人吃亏，吃亏的只是地主。他大声疾呼

地说，英国农场主不应该害怕谷物法的废除，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

象英国那样生产如此价廉物美的粮食。

６４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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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断言说，即使粮价下跌，这也不会使你们遭致任何损

失，因为粮价下跌只能引起地租的缩减，但绝对不会伤及企业主利

润和工资，它们依然会保持在过去的水平上。

第二位获奖者是摩尔斯先生。他相反地断定，废除谷物法的

结果必然是粮价上涨。他挖空心思力图证明，保护关税从来都没

有能使粮食保有足够有利的价格。

他引用事实来证实自己的论点说，在英国，每当输入外国粮食

的时候，粮价总要大大上涨，而当进口减少的时候，粮价便急剧下

跌。他忘却了不是粮食进口引起粮价上涨，而是粮价上涨才刺激

了粮食进口。

他的见解同他的获奖的同僚迥然不同，他断言说，每次粮价上

涨总是有利于农场主和工人，而不利于地主。

第三位获奖者是大厂主格莱格先生，他的著作是为大农场主

写的，他不能满足于重复类似的滥调，他的话是比较科学的。

他承认谷物法之所以促进地租的上涨，只是因为谷物法引起

了粮食价格的上涨，而谷物法所引起的这种上涨，正是由于谷物法

迫使资本投于劣等地，这是很容易说明的。

随着人口的增长，如果没有国外谷物的输入，就不得不去开垦

次等地，耕种这种土地需要较大的耗费，因而它的产品也就较贵。

既然谷物的销路有充分保证，那末谷物的价格必然要受耗费

最大的地区的产品价格的调节。这一价格和优等地的生产费用间

的差额便构成地租。

因此，如果因废除谷物法而降低了粮食价格，从而也降低了地

租的话，那末，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不再在次等地上耕作的缘

故。由此可见，地租的降低必然要引起一部分农场主的破产。

７４４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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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格莱格先生的话，作这几点说明是必要的。

他断定说，那些不能再继续经营农业的小农场主，可以去工业

中谋生。至于那些大农场主，则仍然会占得优势。土地所有者却只

好或者把自己的土地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给他们，或者和他们订立

期限极长的租约。这就有可能使这些农场主把巨额资本投向土

地，更大规模地采用机器，从而也就节省了手工劳动，但手工劳动

也将由于工资的普遍下降（这是废除谷物法的直接结果）而更加低

廉。

包林博士对所有这些论证都予以宗教上的承认。他在一个公

开的大会上大嚷：“耶稣基督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是耶稣基督！”

显然，这种假仁假义是根本不能减轻粮食跌价给工人带来的

痛苦的。

其次，对于厂主那种单凭一时心血来潮而发的慈悲，工人又怎

么能够相信呢？要知道对于将工厂工人的工作日从１２小时减到

１０小时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２１４反对最力的，正是这些厂主们！

为使你们对厂主的慈悲得到一个概念，先生们，我提醒你们注

意一下所有工厂都采用的厂规。

任何厂主为他个人的日常生活所需，都有一套规程，其中规定

对一切有意无意的过失都处以罚金；例如，假使工人不幸在椅上坐

了一下，偶而私语或谈笑，迟到了几分钟，损坏了机器的某一部件，

或者制品的质量不合规格等等，他就得挨罚。事实上罚款往往超

过工人实际所造成的损失。为了设法使工人容易挨罚，工厂的钟

点拨快了，发给工人劣等的原料而要他制出好的成品。工头要是

没有足够的花招来增加类似的犯规数字，便被辞退。

先生们，你们看，这种私人立法的建立是为了制造过失，而过

８４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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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却成为生财之道。因此，厂主不择手段，竭力减低名义工资，甚

至还要从这些并非由于工人的过失而造成的事故中得到好处。

这些厂主就正是那些力图使工人相信他们只要为了改善工人

的处境，他们是能够不惜任何破费的慈善家。

这样一来，厂主一方面靠自己的厂规处心积虑地克扣工人的

工资，另一方面又冒着最大的牺牲借反谷物法同盟来提高工资。

他们不惜巨大的开销来建筑宫殿，反谷物法同盟在宫殿里也

大体上设立了自己的官邸，他们派遣整批传道大军到英国各地宣

传自由贸易的宗教。他们刊印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四处赠送，让工

人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惜破费拉拢报刊。为了领导自由贸

易运动，他们组织庞大的管理机构，而且在公众集会上施展自己全

部雄辩之才。在一次这样的群众大会上，一个工人大声喊道：

“要是地主出卖我们的骸骨，那末，你们这些厂主就会首先买

去放到蒸汽磨中去磨成面粉！”

英国工人是非常懂得地主和厂主之间斗争的意义的。他们很

了解，厂主希望降低粮食价格就是为了降低工资，同时也知道，地

租下降多少，资本的利润也就上升多少。

英国自由贸易派的传道者，本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李嘉图

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是和工人们的意见完全一致的。

他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名著中说：

“要是我们不在自己本土耕作而找寻新的市场以便获得更廉价的粮食的

话，那末，工资就要降低，利润就会增加。农产品的跌价不仅降低了农业工人

的工资，而且也降低了所有产业工人和商业工人的工资。”２１５

先生们，不要以为工人在粮价较贱时仅仅收入４法郎还是象

过去一样收入５法郎这件事是无所谓的。

９４４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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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说，工人的工资和利润比较起来不是愈来愈低吗？工人的

社会地位和资本家的地位比较起来是每况愈下，难道这还不清楚

吗？不但如此，工人实际上还遭受直接的损失。

当粮价和工资都同样处于较高的水平时，工人能节省少许粮

食就足以满足其他的需要。但是一旦粮价大大下跌，因而工资也

大大下降的时候，工人便几乎根本不能节约粮食来购买其他的东

西了。

英国工人已经向自由贸易派表明，他们是不愿做自由贸易派

那种幻想和欺骗的牺牲品的；他们所以联合自由贸易派来跟地主

斗争，那只是为了消灭最后的封建残余和孤立敌人罢了。工人并

没有估计错：为了向自由贸易派进行报复，地主和工人一起赞助了

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工人们三十年来求之不得的法案，在废除谷物

法后，就立即实现了。

在经济学家会议 上，包林博士从口袋里取出一份长长的统

计表，他想论证，为了满足（照他的说法）工人的需要，英国输入了

多少牛肉、火腿、脂油、鸡雏等等。可是遗憾的是，他却忘记了就在

这个时候，由于危机的来临，曼彻斯特和其他一些工业城市的工人

却被抛到街头。

在政治经济学中，任何时候都绝不能仅仅根据一年的统计材

料就得出一般规律。常常需要引证六、七年来的平均数字，也就是

说，需要引证在现代工业经过各个阶段（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

机）而完成它必然的周期这一段时期内的一些平均数字。

显而易见，当一切商品跌价时（这种跌价是自由贸易的必然结

    

 见本卷第２７６—２８１和２８５—２９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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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用一个法郎买的东西要比过去多得多。而工人的法郎和其

他任何别的法郎一样，具有同等价值。看来，自由贸易对工人是非

常有利的。但是这里只产生了一个小小的不方便，也就是说，工人

在以自己的法郎交换别的商品以前，必须先以自己的劳动去交换

资本。要是当他进行这种交换的时候，仍然能以同量的劳动换得

上述数量的法郎而其他一切商品又在跌价的话，那末他在这种交

易中始终都会是有利的。困难并不在于证明当一切商品跌价的时

候，用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多的商品。

经济学家总是在用劳动换成其他商品的时候去观察劳动价

格。可是他们对于用劳动换成资本这一环节却完全置之度外。

当开动生产商品的机器需要较少的费用时，则保养被称为工

人的这种机器所必需的东西，同样也得跌价。如果一切商品都低

廉了，那末，同是商品的这种劳动的价格也同样降低了。而且，正

如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劳动这种商品的价格的下跌较其他的商

品要大得多。那时候，仍然继续相信那些经济学家的论据的工人

将发现自己口袋里的法郎已经融化，剩下的已不到五苏①了。

经济学家们会反对我们这一点说：好吧，我们同意说工人之间

的竞争（这种竞争在自由贸易的统治下恐怕也不会减少，）很快会

使工资和更低廉的商品价格互相一致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商品

价格的下跌会导致需求的增加；需求的增加就得加紧生产，而生产

又引起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增加；劳动力需求增加的结果将是工

资的提高。

全部论据可以归结如下：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如果工业

１５４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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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如果财富、生产力，总而言之，生产资本增加了对劳动的需

求，那末，劳动价格便提高了，因而工资也就提高了。资本的增殖

是对工人最有利不过的事。这一点必需同意。要是资本停滞不动，

工业却不会停止不动而是会垮台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业垮台

的第一个牺牲品的便是工人。工人将先于资本家而死亡。假使在

资本增殖时，也就象上面所说的，在对工人最有利的情况下，工人

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他还是一样会死亡的。生产资本的增殖也就

意味着资本的积累和积聚。资本集中的结果是分工的扩大和机器

的更广泛的使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工人的手艺化为乌有，从

前需要用手艺的地方，现在任何人都能做得到，从而工人之间的竞

争也就加剧了。

这种竞争之所以更趋激烈，是因为分工使一个工人可以完成

三个人的工作。机器的采用也引起了同样的结果，而且规模还更

大得多。生产资本的增殖促使工业资本家不断增加生产资料，从

而使一些小企业主破产，把他们抛入无产阶级队伍。其次，因为利

息率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下降，小食利者不能再依靠自己的利息过

活，只好到企业中去工作，从而扩大无产者的人数。

最后，生产资本愈增殖，它就必然更加盲目地为市场生产，生

产愈益超过了消费，供应愈益力图扩大需求，由于这一切，危机的

发生也就愈益频繁而且愈益猛烈。另一方面，每一次危机又加速

了资本的集中，扩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

这样，随着生产资本的增殖，工人之间的竞争便在更大的程度

上加剧起来。大家的劳动报酬都减少了，而一些人的劳动强度也

增加了。

１８２９年在曼彻斯特３６个工厂中有１０８８个纺纱工人。到１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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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纺纱工人总共才只有４４８人，可是他们所照管的纱锭却比１８２９

年的１０８８个工人所照管的还要多５３３５３个。假定采用手工劳动的

数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增长的话，则工人的数量应达１８４８

人；也就是说，技术设备的改进使１１００个工人失了业。

经济学家们的答复，我们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一定会说，失业

的人会找到别的职业。在经济学家会议上，包林博士没有忘却引

用这个论据，同时也没有忘却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１８３５年包林博士在下院以５万伦敦织布工人为题发表了演

说，这些工人长期以来徒劳无益地寻求自由贸易派用以安慰他们

的新职业而处于饥饿潦倒之中。

让我们从包林博士的演说中引用一些最堪注意的地方吧。

他说：“手工织工所处的贫困是所有从事这类劳动的人的必然遭遇，因为

这种劳动易于学习，而且随时都可能被较便宜的工具所代替。由于在这种情

况下工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只要需求略微减少，就会引起危机。手

工织工好象处于人生的边缘。再走一步，他们就不能生存下去。只消一点轻

微的振荡，就足以致他们于死命。技术设备的进步使手工劳动愈来愈被排

挤，因此在过渡时期必然要引起许多暂时的苦难。民族的繁荣只有以某些个

人的不幸作代价才能取得。工业的发展总是靠牺牲落后者来完成的；在所有

的发明中间，只有用蒸汽发动的织布机对手工织工的命运影响最大。在许多

本来是用手制做的制品的生产中，现在手工织工已经完全被排挤了，而在迄

今尚用手制做的许多其他制品的生产中，手工织工的命运也是危在旦夕。”

他接下去说：“我这里有印度总督跟东印度公司的往来信件，其中论及达

卡地区的织布工人。总督在他的信件中说：几年以前，东印度公司购入６００

万到８００万匹当地手机织成的棉布。后来需求逐渐下降，大约缩减到１００万

匹。

“现在，需求几乎降到零了。此外，１８００年北美从印度得到的棉布约为８０

万匹。１８３０年印度所输出的棉布还不到４０００匹。而在１８００年运入葡萄牙的

棉布，还有１００万匹。到１８３０年葡萄牙所得到的不过２万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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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织工的苦难情景给我们留下了可怕的印象。但是这些苦难的原因

何在呢？

“在于英国产品在市场上的出现，在于用蒸汽发动的织布机来进行生产。

大量的织工死于饥饿，其余的人多半在农业中找到其他的职业。不能改行的

人则活该饿死。现在英国的棉布和棉纱充斥达卡地区。以耐久和美观见称于

世的达卡细棉布，也由于英国机器的竞争而完全绝迹了。象东印度居民的所

有的贫苦阶级所受的那种苦难，恐怕在全部贸易史上都很难找到第二个例

子。”

包林博士在演说中所引用的事实是真实的，所以他的演说就

更其出色。但是他力图掩盖这些事实，其措词和自由贸易的信徒

们的其他说教一样，是伪善的。他把工人描写成有待以更廉价的

生产资料来代替的生产资料。他故弄玄虚，把所说到的这种劳动

部门看作完全特殊的劳动部门，而把排斥手工织工的机器看作完

全特殊的机器。他忘记了，任何一个手工劳动部门都总有一天要

经受手工织布业的命运。

“实际上任何技术设备的改进，其固定不移的目的和意图就是要完全排

除人的劳动，或者用女工、重工的劳动代替男工的劳动，用非熟练工人的劳动

代替熟练手艺工人的劳动，以求降低劳动的价格。在大多数机器纺纱厂中

（英文叫ｔｈｒｏｓｔｌｅ－ｍｉｌｌｓ），纺纱的尽是些１６岁及１６岁以下的小姑娘。由于用

自动纺纱机代替了简单的骡机，大部分成年工人被解雇，留下的仅是些少年

儿童。”

自由贸易的最狂热的信徒尤尔博士的这些话２１６，是对包林先

生自白的很好的补充。包林先生谈到一些个别的人所遭到的不

幸，同时又告诉我们，这些个别人的不幸必然要置所有一切贫苦阶

级于死命；他谈到了“过渡时期”“暂时的苦难”，而且并不讳言，这

些具有过渡性质的苦难，对大多数人说来，是从生产到死亡的转

变，而对其他的人说来，是从他们过去的处境到更坏的处境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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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如果他进一步说，这些工人的不幸是和工业的进步不可分割

地联系着的，而且是国家的繁荣所必要的，那末，他也就等于承认

工人阶级的苦难的处境就是资产阶级繁荣的必要条件。

包林先生慷慨地所给予奄奄待毙的工人的一切安慰，以及自

由贸易派所创立的全部补偿理论可归结如下：

成千上万的奄奄待毙的工人们，你们不应灰心失望。你们可

以非常安静地死去。你们的阶级是不会绝种的。它将永远保有足

够数量的人听任资本去宰割而不致死绝。如果资本不力求取得供

其不断地剥削的材料（工人），资本又怎能使自己得到有效的运用

呢？

那末，为什么还要把关于实现自由贸易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

响作为未解决的问题来谈呢？从魁奈到李嘉图的经济学家们所表

述的一切规律是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的：迄今妨碍自由贸易的羁

绊已不再存在。这些规律的作用随着自由贸易的实现而加强。其

中第一条规律是说，竞争把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降低到该商品的

最低生产费用。因此，最低工资是劳动的自然价格。什么是最低工

资呢？这就是说，要维持工人使他能勉强养活自己并在某种程度上

延续自己的子嗣，就需要一些物品，生产这些工人生活必需品时的

最低限度的支出恰好就是最低工资。

不要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的所得不可能多于最低工资，也千

万不要认为他所得到的总是最低工资。

不是的，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工人阶级有时也有较幸运的时

候。有时他的所得也会多于这种最低工资，但这种多余部分不过

是补充了他在工业停滞时期所得低于最低工资的不足部分而已。

这就是说，工业接连地经过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诸阶段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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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种反复循环的周期，在这一定的周期内，如果把工人阶级高于

必需的全部所得和低于必需的全部所得合计起来，那末它所得的

总额不多不少，恰好是这个最低额；换言之，尽管工人阶级忍受了

一切苦难和贫困，尽管工人阶级在工业战场上抛下了许多尸体，但

是工人阶级依旧作为一个阶级而保持了它的完整性。这会有什么

意义呢？这说明工人阶级还是继续存在下去，而且它的数量还在增

长。

但是还不止此。由于工业的发展，出现了更廉价的生活资料。

于是，伏特加代替了啤酒，棉织品代替了毛织品和亚麻织品，马铃

薯代替了面包。

因而，由于不断地找到以更廉价更低劣的营养品来维持工人

生活的新方法，最低工资也就不断降低。如果说，起初这种工资迫

使人为了活下去而去劳动，那末，到最后就把人变成机器人了。工

人的存在的全部价值只不过在于他是一种生产力而已；资本家就

是这样来对待工人的。

随着自由贸易（经济学家们的基本前提）的逐渐实现和成为生

活现实，劳动商品的这一规律，即最低工资的规律也就愈益明显地

显现出来。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全部否定以自由贸易的假定

作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或者就同意说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工人一

定要经受经济规律的全部灾难。

让我们来作个总结：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

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

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不管一种商品交

换另一种商品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

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那些自由贸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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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认为，只要更有效地运用资本，就可以消除工业资本家和雇佣

工人之间的对抗，他们这种自信狂，真是令人莫解。恰恰相反，这

只能使这两个阶级的对立更形显著。

假定一旦不再有谷物法，不再有海关，不再有城市进口税，一

句话，假使工人迄今认为是使自己处于贫困境遇的那些偶然情况

都全部消失，那时，一向掩盖着他的真正敌人的一切帷幕就被揭开

了。

他将看到摆脱羁绊的资本对他的奴役并不亚于受关税束缚的

资本对他的奴役。

先生们，不要用自由这个抽象字眼来欺骗自己吧！这是谁的自

由呢？这不是每个人在对待别人的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榨取

工人最后脂膏的自由。

当这种自由不过是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必然产物时，怎么还能

把自由竞争奉为自由的观念呢？

我们已经指出，在同一个国家里，自由贸易在不同的阶级之间

会产生怎样一种友爱。即使自由贸易在世界各国之间建立起友爱

关系，这种友爱关系也末必更具有友爱的特色。把世界范围的剥

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在

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

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再没有必要停留在自由贸易的信

徒对这个问题所散布的诡辩上，这些诡辩完全值得我们的三位获

奖者霍普、摩尔斯和格莱格先生去论证。

例如，有人对我们说，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并根据每个

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规定出生产种类。

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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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

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

也许不出五十年，那里连一点咖啡、一点砂糖也找不到了，因

为东印度正以其更廉价的生产得心应手地跟西印度虚假的自然秉

赋作竞争。而这个自然秉赋异常富庶的西印度，对英国人说来，正

如有史以来就有手工织布天赋的达卡地区的织工一样，已是同样

沉重的负担。

同时不应忽视另一种情况：既然一切都成了垄断性的，那末即

使在现时，也会有些工业部门去支配所有其他部门，并且保证那些

主要从事于这些行业的民族来统治世界市场。例如，在国际交换

中，棉花在贸易中比其他一切成衣原料具有更大的意义。自由贸

易的信徒从每一个工业部门找出两三个特殊品种的生产，把它们

跟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中一般消费品的最廉价的生产等量齐观，这

真是太可笑了。

怪不得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要

知道这些先生们更不想懂得，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

牲另一阶级而致富的。

但是，先生们，不要以为我们所以批判自由贸易是打算维护保

护关税制度。

一个人宣称自己是立宪制的敌人，并不见得自己就是旧制度

的拥护者。

但是，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

段，也就是使这个国家依赖于世界市场，但自从对世界市场有了依

赖性以来，对自由贸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赖性。此外，保护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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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制度也促进了国内自由竞争的发展。因此，我们看到，在资产阶

级开始以一个阶级自居的那些国家里（例如在德国），资产阶级便

竭力争取保护关税。保护关税成了它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的

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

但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

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

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

１８４８年２月初以小册子

发行于布鲁塞尔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１８４８年版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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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著

共 产 党 宣 言２１７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１８４８年１月

１８４８年２月第一次以单行本

在伦敦出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１８９０年德文

版并曾与１８４８年、１８７２

年和１８８３年版本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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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共产主义的怪影。旧欧洲所有一切

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探，

都为神圣地骗除这个怪影而联合起来了。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那些当权的敌人咒骂为共产党呢？又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骂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

自己的反动的敌人呢？

从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了。

现在，共产党人已经应该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

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出自己的党的宣言来对抗那关于共产

主义怪影的神话了。

为了这个目的，属于各种不同民族的共产党人就集会于伦敦，

拟定如下的宣言，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弗兰德尔文和丹

麦文公布于世。

（一）资产者与无产者

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 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资产阶级是指现代资本家阶级，现代资本家是占有社会生产资料、使用雇佣

劳动的。无产阶级是指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现代雇佣工人是没有自己的生产

资料、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恩格斯在１８８８年英文版上加的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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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地主和农奴，行会师傅 和帮工，

简短些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不

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不是整个

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就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

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可以看到由各种不同的社会地位构成的

整个阶梯。在古代的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和奴隶；在中世纪，

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和农奴，并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

内部，又有各种特殊的等第。

从灭亡了的封建社会里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

有消灭阶级矛盾。它不过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

式代替了旧的罢了。

但是，现今的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就是

它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即分裂

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即有文字可考的全部历史。在１８４７年的时候，关于社会的史前状态，

即关于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后来，

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公社土地所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所有

制是一切日耳曼部落的历史发展所由发源的社会基础，从而逐渐搞

清楚，土地公有的村社乃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起到爱尔兰止各地社

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的本质及其在部落

中的地位，才把这个原始共产社会的典型的内部结构弄明白了。随

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抗

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试图在《ＤｅｒＵｒｓｐｒｕｎｇｄｅｒＦａｍｉｌｉｅ，

ｄｅｓ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ｇｅｎｔｕｍｓｕｎｄｄｅｓＳｔａａｔｓ》，２．Ａｕｆｌ．，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８６〔“家

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１８８６年，斯图加特，第二版〕一书中加以

探讨。（恩格斯在１８８８年英文版上加的注。）２１８

 行会师傅就是在行会中享有全权的会员，他是行会内部的工匠，而不

是行会的首长。（恩格斯在１８８８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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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

民等级中间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美洲和环绕非洲的航路的发现，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

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

易，交换资料和一般商品的增加，给予了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

未有的刺激，因而也就促进了崩溃着的封建社会内部所产生的革

命因素的迅速发展。

以前封建的或者行会的工业组织已经不能再满足随着新市场

的扩大而增加的需求了。于是，就有工场手工业取而代之。行会师

傅被工业的中层等级排挤掉了；各个同业公会间的分工也就从此

消失，由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所代替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工场手工业也不能

再满足这种需求了。于是，蒸气和机器就引起了工业中的革命。现

代的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批批产业军

的统领，即现代的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层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

引起了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工具的大规模的发展。这种发展

又反转过来促进了工业范围的扩大，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

和铁路的发展，资产阶级也越发发展了，它越发增加自己的资本，

越发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了。

由此可见，现代的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

是生产和交换方式多次变革的产物。

资产阶级这样每发展一步，都伴随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

它在封建主统治时期是一个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 里面是一个

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为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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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方又组成君主国中纳税的第三等级 ；后来，在工场手工业

时期，它是等级制的君主国里或专制的君主国里与贵族相抗衡的

势力，并且是一切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

场确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揽的政治统

治权。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者阶级共同事务的

委员会罢了。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凡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

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使人依附于

“天然的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

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

的联系了。它把高尚激昂的宗教虔诚、义侠的血性、庸人的温情，

一概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冷水之中。它把人的个人尊严变成了

交换价值，它把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都用一种没有良心

的贸易自由来代替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冷

酷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蔽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素被尊崇景仰的职业的庄严光彩。它使

    

 在法国新兴的城市，甚至在它们还没有从封建领主手思争得地方自治权和

“第三等级”各项政治权利以前，就已经称为“公社”了。一般说来，这里是把英

国看成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而把法国看成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典

型国家的。（恩格斯在１８８８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意大利和法国的市民，从他们的封建领主手中购买或争得了最初的自治

权利以后，把自己的城市团体称为公社。（恩格斯在１８９０年德文版上加

的注。）

 在经恩格斯校订过的１８８８年的英文版中，“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后面

加有“（如在意大利和德国）”，在“君主国中纳税的第三等级”后面加

有“（如在法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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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律师、牧师、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受它雇用的仆役。

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面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

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揭示了，中世纪那种深受反动派称许的蛮悍勇武举

动，自然是和怠惰因循习气相辅相成的。它首次证明了，人类的活

动能够取得怎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同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哥德

式教堂根本不同的艺术奇迹；它举行了同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

征完全异趣的远征。

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从而不使生产关

系，亦即不使全部社会关系经常发生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相

反，过去一切工业阶级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却是原封不动地保持

旧的生产方式。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连不

断的震荡，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

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一切陈旧生锈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

被尊祟的见解和观点，都垮了；而一切新产生的关系，也都等不到

固定下来就变为陈旧了。一切等级制的和停滞的东西都消散了，

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于是人们最后也就只好用冷静的眼

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处境和自己的相互关系了。

由于需要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奔走全球

各地。它不得不到处钻营，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

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伤心，资产阶级还是挖

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旧的民族工业部门被消灭了，并且每

天都还在被消灭着。它们被新的工业部门排挤掉了，因为建立新

的工业部门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部门

９６４共 产 党 宣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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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来加工制造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从地球上极其遥远的

地区运来的原料；它们所出产的产品，已经不仅仅供本国内部消

费，而且供世界各地消费了。旧的需要为新的需要所代替，旧的需

要是用国货就能满足的，而新的需要却要靠非常遥远的国家和气

候悬殊的地带的产品才能满足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

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

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

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

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许多民

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既然把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并且使交通工具极

其便利，于是就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

它那商品的低廉价格，就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

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灭亡的聂惧

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就

是说，变成资产者。简短些说，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

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已经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规模互大

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了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

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依赖于城市一

样，它使野蛮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依赖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

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依赖于西方。

资产阶级一天天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等的分散状态。

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

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原先各自独立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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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只是由联盟关系联系起来的，各有其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

政府、不同税则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成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

府、统一的法制、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统一的税关的民族了。

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

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

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

铁路的通行，电报的往返，大陆一洲一洲的垦殖，河川的通航，仿佛

用法术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试问在过去哪一个世

纪能够料想到竟有这样大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面呢？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和交换资料，都

是在封建社会里面造成的。在这些生产和交换资料发展到一定阶

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制

造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能再同已经发展的生

产力相适应了。这种关系已经不是促进生产而是阻碍生产了。它

们已经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们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

破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和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制

度，即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

现在，在我们眼前又发生着类似的运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

会，连同它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和交换关系，连同它的资产阶级的所

有制关系，曾经象魔术一样造成了极其庞大的生产和交换资料，现

在它却象一个魔术士那样不能再对付他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

鬼了。所以，几十年来的工商业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

代生产关系的历史，即反抗那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

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要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周期性的而且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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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愈凶猛地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

业危机期间，每次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

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也被毁灭掉了。在危机期间，发作

了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好象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

过剩的瘟疫。社会转瞬间回复到突如其来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

次大饥荒、一场毁灭性的大战争，完全吞噬了社会的全部生活资

料；仿佛是工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就因为社会

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商业规模太大。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

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

增长到这种关系所不能容纳的地步，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阻碍生

产力的发展；而当生产力一开始突破这种障碍的时候，就使整个资

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状态，就使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

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们本身所造成

的财富了。——资产阶级是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的呢？一

方面是破坏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是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榨

取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在

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一种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

愈来愈少的一种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了封建制度的那个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

阶级自己了。

可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同时它还造

就了将运用这武器来反对它自己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资产阶级即资本愈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的工人阶级也就愈

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能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但是他

们又只有当他们的劳动还能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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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如同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

商品，所以他们也不免要受到竞争方面一切偶然情况的影响，也不

免受到市场方面一切波动的影响。

由于机器采用范围的扩大和分工程度的增加，无产者的劳动

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也就失去了对工人的任何吸引

力。工人已变成机器的简单附属品，他所担任的只不过是一些极

其简单的、极其单调的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

的费用，也就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命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

生活资料。但是，一切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２１９的价格，都是同它

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愈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愈减

少。不但如此，机器的采用范围愈广，分工愈细，劳动量也就愈增

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

求的劳动量的增加，机器操作过程的加速，等等。

现代的工业已经把宗法性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工业资本家的

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象士兵一样被编制起来。他们

是产业军的小兵，受着整批士官和将校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是

资产者阶级的奴隶，不仅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他们每日每

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本厂厂主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

种专横制度愈是公开表示自己的目的是发财，那末它就愈显得刻

薄、可憎和令人痛恨。

手工劳动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愈少，换句话说，现代的工业愈

发达，那末男工劳动也就愈受到女工劳动和童工劳动的排挤。对

于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已经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

他们都是劳动工具，仅仅因为他们性别和年龄的不同而需要有多

寡不一的费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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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厂主对工人们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们终于领到了用现钱

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间的另一部分人——房

东、店主、高利贷者等等，纷纷奔向工人们了。

中层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

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

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够经营大工业，经不起大资本家竞争；有的

是因为他们的专门技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一钱不值了。无

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中间的各个阶级补充起家的。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

争，是从它开始存在的那一天开始的。

最初是个别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

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那直接剥削他们的个别资产者作斗争。

他们攻击的对象不仅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并且是生产工具本

身；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进口货，捣毁机器，放火烧毁工厂；他们

力图用强力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工人们还是分散在全国各处、因为相互竞争而

联合不起来的人群。这时候，工人群众的团结，还不是由于他们自

己的联合，而仅仅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

自己的政治目的，曾经不得不发动、并且暂时还能够发动整个无产

阶级投入运动。所以，在这个阶段上，无产阶级还不是同自己的敌

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君主专制的余

孽、地主、非工业资产者和小资产者这些人作斗争。因此，这时的

全部历史运动都操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

胜利就都成了资产阶级的胜利。

然而，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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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为广大的群众了。它的力量日益增加，它自己也日益感觉到

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各种劳动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少，使工资几乎

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生活条件也越

来越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变本加厉的竞争以及由此所引起的

商业危机，使得工人们的工资愈加摇摆不定；由于机器日益迅速的

发展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得无产者的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

个别工人同个别资产者之间的冲突愈益成为两个阶级之间的冲

突。工人们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 ；他们一致起来保卫他们

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一旦发生冲突时使

自己有所保障。有些地方，斗争转变成为起义。

工人们有时也得到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

争的真实成果并不是直接得到的成效，而是工人们的越来越大的

团结。促进这种团结的，是由大工业所造成的愈益发达的交通工

具，因为这种交通工具使各地工人彼此有了联系。只要有了这种

联系，就能把许多只在地方范围内发生而性质又都相同的斗争汇

合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阶级的斗争了。本来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

的斗争。中世纪的市民因为交通梗阻而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团

结，现代的无产者因为铁路交通便利而只消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无产者这样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

因工人们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一次又一次

地重新发生，并且每一次都显得更加强大，更为坚固，更有威力了。

它乘资产阶级各个阶层互相争执的机会，迫使他们用立法手续承

认工人们的个别利益。英国颁布过十小时工作日法律就是一

    

 在１８８８年的英文版中，“同盟”后面添了“（工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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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例子。

一般说来，旧社会内部的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

的发展。资产阶级进行不断的斗争：最初是反对贵族，后来又反对

其利益同工业进步相抵触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并且经常反对一切

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免要向无产阶

级呼吁，不免要向无产阶级求援，因而不免要把无产阶级卷进政治

运动里。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一部分知识 授予了无产

阶级，也就是把反对自身的武器授予了无产阶级。

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中的整个整个的

阶层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

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知识。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那些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

过程，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显得非常强烈，非常尖锐，这

就使得统治阶级中间有一小部分人分化出去而归附于革命的阶

级，即归附于未来主人翁阶级。所以，正象过去贵族中间有一部分

人曾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间也有一部分人

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这就是已经提高到在理论上认识全部历

史运动进程的一部分资产者思想家。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

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一切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

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中层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

阶级作斗争，都只是为了挽救他们这种中层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

    
 在１８８８年的英文版中，“自己的一部分知识”改为“自己的一部分政治知识和

普通知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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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

动的，因为他们力图把历史的车轮扭向后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

的，那是指他们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那是指他们维护的不

是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他们将来的利益，那是指他们抛弃自己原

来的观点，而接受无产阶级的观点。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腐化的消极产物，他们虽然间

或被无产阶级革命卷进运动里，但是他们的全部生活条件却使他

们更甘心被人收买，去干反动勾当。

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间已经被消灭

了。无产者是没有私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是同资产阶级

的家庭关系完全不同的；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

在英国或法国，也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已经使无产

者失去任何民族性了。法律、道德和宗教，在他看来全都是掩蔽资

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的偏见。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权之后，总是力图把已经获得的生

活地位巩固起来，使全社会都服从那保障它们的占有方式的条件。

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现有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至今存在的

占有方式，才能获得社会的生产力。无产者本身并没有什么必须

加以保护的东西，他们必须打破至今保护过和保障过私有财产的

一切。

至今发生过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或者都是为少数

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

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最下层，它如果

不摧毁压在自己头上的、由那些组成官方社会的阶层所构成的全

部上层建筑，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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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那末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

斗争最初总是民族的斗争。每一个国家里的无产阶级首先当然应

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探讨了现

存社会内部多少隐蔽的国内战争，以及这个战争转变为公开的革

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的过程。

我们已经看到，至今有过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

被压迫阶级的对抗上面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某一个阶级，就

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维持它那奴隶般生存的条件。农奴

制度下的农奴曾经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正如封建专制制度束

缚下的小资产者曾经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一样。相反，现代的工

人却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每况愈下地降到本阶级

的生存条件的水平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

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

上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

规律强加于全社会了。资产阶级再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

不能再使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般的生活的水平了，因为它不能不

让自己的奴隶们落到这样的地步，以至它必须养活奴隶，而不是由

奴隶来养活它了。社会再不能在它的权力下面生活下去了，也就

是说，它的生活再不能同社会相容了。

资产者阶级赖以生存和统治的基本条件，是财富积累在私人

手里，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制。雇佣

劳动制是全靠工人们的自相竞争来支持的。但是，资产阶级所无

意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的进步，却使工人们因成立团体而达

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因相互竞争而引起的分散状态。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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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借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

就从它的脚底下抽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

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二）无产者与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同一般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共产党人并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一个特殊政党。

他们并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并不提出什么想用以限制无产阶级运动的特殊的 原

则。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

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

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

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

所以，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

的、始终鼓舞大家前进的 一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

产阶级群众更善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余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

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

级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某一个世界改革家所臆想或

发现的思想或原则为根据的。

    
 在１８８８年的英文版中，“特殊的”改为“宗派的”。——编者注

 在１８８８年的英文版中，“始终鼓舞大家前进的”改为“最先进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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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原理不过是当前进行着的阶级斗争的真实关系的总的表

述，不过是现在我们眼前进行着的历史运动的表现。消灭先前存

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遭到了经常发生的历史的更替，都遭到了

经常发生的历史的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而代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

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是那种建筑在阶级对抗

上面，即建筑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 上面的生产和产

品占有方式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

出来：消灭私有制。

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人们亲自获得的、用自

己的劳动获得的财产，消灭那种构成一切个人自由、活动和独立的

基础的财产。

好一个劳动所得的、自力挣得的、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财产！

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所

有制吗？那种所有制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早就把它消灭

了，而且每天都还在消灭它。

或者，你们说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吧？

但是，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出什么

    

 在１８８８年的英文版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改为“少数人对多数

人的剥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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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来吗？没有的事。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

的财产，亦即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

条件下才能增加起来的财产。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同雇佣劳

动的对立中演进的。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对立的两方面吧。

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

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

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也只有通过社会的全

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动作起来。

由此可见，资本不是一种个人的力量，而是一种社会的力量。

所以，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集体财产，并不是把个

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不过是所有制的社会性

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雇佣劳动。

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为

工人的生命所必需的一份生活资料。所以，雇佣工人靠自己劳动

结果所占有的东西，只能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这种直接

供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我们决不打算消灭它，因

为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东西能为什么人造成支配别人劳

动的权力。我们要消灭的仅是这种占有的悲惨性质，它使工人仅

仅为增殖资本而生活，并且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生活的

时候才能生活。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不过是增殖已经积累的劳动

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的劳动只不过是扩大、

丰富和促进工人的生活过程的一种手段。

所以，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着现在，而在共产主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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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里则是现在支配着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拥有独立性

和个性，而劳动的个体却被剥夺了独立性和个性。

但是，资产阶级却硬说消灭这种关系就是消灭个性和自由呢！

它说对了。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个性，要消灭资产阶级的

独立性和资产阶级的自由。

在现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只不过意味着

贸易的自由，买卖的自由。

可是，买卖一旦消灭，自由的买卖也就会随之消灭。我们的资

产者高谈自由买卖的论调，也如同他们其他所有一切高谈自由的

大话一样，本来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

市民来说，才是有些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要消灭

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消灭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却是毫无意

义的。

你们一听到我们要消灭私有制，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

现今社会里，私有制在十分之九的成员中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

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它在十分之九的成员中间已经不存在。

可见，你们责备我们，原来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

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

总而言之，你们责备我们，原来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那种所

有制。是的，我们确实要这样做的。

你们声明说，从劳动不能再变为资本、货币和地租的时候起，

简单地说，从劳动不能再变为可以垄断的社会力量的时候起，即从

个人的所有制不能再变为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的时候起，个性就被

消灭了。

那末，你们自己承认，你们所认为个性的，不外是资产者，即不

２８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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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是资产阶级的私有者。这样的个性确实应该被消灭。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机会，它只剥夺利

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机会。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旦消灭，一切活动都会停止，懒惰之风

就会代之而兴。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应该早就因为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

这个社会里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所有这一切顾虑，都归结为

这样一句同义反复语：一旦没有了资本，也就不会再有雇佣劳动

了。

所有这些对于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

备，同时又推广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消灭阶级性的所

有制，在资产者看来就是消灭生产本身，同样，消灭阶级性的教育，

在他们看来，就等于消灭一切教育。

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

把人变成为机器的附属品罢了。

然而，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的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

见解来衡量我们要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末就请你们不

要同我们争论吧。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资产

阶级的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象你们的法不过是奉为法律的你们

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

件来决定的。

你们的偏颇观念，驱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

从生产发展过程中暂时的历史性的关系夸大成为永久的自然规律

和理性规律，而你们的这种偏颇观念原是过去一切灭亡了的统治

阶级所共有的。一谈到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敢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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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你们在谈到古代的所有制和封建的所有制的时候能理解的那种

道理了。

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党人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恶的意

图表示愤慨。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筑在

资本上面的，建筑在私人发财的制度上面的。这种家庭的完全发

展的形态，只有在资产阶级中间才存在着，而它的补充现象却是无

产者的被迫独居生活和公娼制。

资产阶级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现象的消逝而消

逝，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灭而消灭。

或者你们责备我们，说我们要废止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吧？我们

甘愿承认这种罪状。

但是，你们却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

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

难道你们的教育不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是由你们借以进行

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

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臆造什么社会对

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教育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

级的影响。

无产阶级中间的一切家庭联系，愈是因为大工业的发展而陷

于破坏，他们的子女愈是被变成简单的买卖对象和劳动工具，那末

资产阶级的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密关系的

那一套大话，就愈是令人听来作呕。

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阶级

异口同声地向我们这样叫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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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者原来是把自己的妻子仅仅当作一种生产工具看待的。

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联想到妇女也会

遭遇到同样的命运。

他们连想也想不到，问题正在于要消灭妇女被当作简单生产

工具看待的这种地位。

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对于共产党人要实

行莫须有的正式的公妻制表示惊骇，那是再可笑也没有的了。公

妻制无须共产党人来实行，因为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儿女受他们支配为满

足，正式的娼妓就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其特别的享

乐呢。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所以至多也只能这样责备

共产党人，说什么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

蔽着的公妻制。可是，只要现代的生产关系一消灭，那末从这种关

系中产生出来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娼妓制，自然就会随

之而消灭。

其次，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什么他们要废除祖国，废除民族。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原来没有的东西。既然无产

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 ，确立为民族，

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不过这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

那个意思。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和世界市场的确立，随着

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一致化，各国人民之间的

    

 在１８８８年的英文版中，“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改为“上升为民族的主导阶

级”。——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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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日益消逝下去。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更加快它们的消逝。联合的努力，至少是各

文明国家的联合的努力，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而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

消失。

从宗教、哲学和一般思想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

都不值得我们详细地探讨了。

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简短些说，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

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

的，——这一点难道需要有什么特别的深奥思想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岂不是证明，精神生产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

而改造的吗？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

想。    

人们说，思想能够促使整个社会革命化，其实人们这样说只不

过是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

素，旧思想的解体与旧生活条件的解体是同时进行的。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击

败了。当１８世纪基督教思想在启蒙思想的打击下陷于灭亡的时

候，封建社会曾经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

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知识领域里占

统治地位罢了。

“然而”，——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

和法的等等观念，当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改变过的了。但是，宗

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本身，在这种不断的改变的过程中却是始

８８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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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保存着的。

“此外，还存在着一些永恒的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这些真

理是社会发展的一切阶段所共有的。但是，共产主义却要废除永

恒的真理，它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把它们革新；可见，共产主义

是同过去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背道而驰的。”

这种责难究竟有什么意思呢？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

在阶级对立中演进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又是各不相

同的。

但是，不管这种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的这一部分人

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一切世纪所共有的事实。所以，毫

不奇怪，各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一

定的共同的形态中演进的，也就是在那些只有随着阶级对立的彻

底消逝才会完全消逝的意识形态中演进的。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

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

传下来的各种观念。

不过，我们还是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撇开不谈

吧。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变成为

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

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

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

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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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暴力的干涉，即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它们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

充分和没有效力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却会越出本身 ，成为

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

这些措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在各个最先进的国家里几乎到处都可以采取下面的办

法：

１．剥夺地产，把地租供国家支出之用。

２．征收高额累进税。

３．废除继承权。

４．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５．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

在国家手里。

６．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７．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数量，按照总的计划来开垦荒地

和改良土壤。

８．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９．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 逐步消灭。

１０．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工

厂童工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的差别已经消灭和全部生产集中在由

    

 在１８８８年的英文版中，在“越出本身”后面添了“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举

行进攻成为必要”。——编者注

 在１８４８年的版本中是“城乡之间的对立”。在１８７２年的版本中和以后的历次

德文版本中，“对立”改为“差别”。在１８８８年的英文版本中，“促使城乡之间的

差别逐步消灭”改为“通过全国各地居民更加平均的分布，逐步消灭城乡之间

的差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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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成员组成的一个团体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自己的

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

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

一定要团结成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

以统治阶级的资格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

种生产关系的同时，就消灭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就根本消灭一切

阶级，从而也就一并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

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１．反动的社会主义

（甲）封建的社会主义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地位，自然要写出一

些讽刺的小品来攻击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在法国１８３０年七月

革命和英国议会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

从此就再谈不到什么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

文字上的斗争了。然而就是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代

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

不关怀自身的利益，仅仅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向资

产阶级声罪致讨了。他们引为快事的是：写出一些刺激的文字来

    

 这里所指的不是英国１６６０—１６８９年间的复辟时代，而是法国１８１４—１８３０年

间的复辟时代。（恩格斯在１８８８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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讥讽自己的新统治者，并向他低声细语地说出一些不祥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其中半是哀怨，半是讥讽；半

是过去的余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候固然也能用辛辣、俏皮

而尖刻的评判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自己完全不能理解

现代历史进程的劣根性，却常常使人感到可笑。

这班贵族为了笼络人民，往往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

来挥舞。但是，人民每次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臀部盖有

旧的封建印章，就哈哈大笑，哗地一下子散去了。

一部分法国正统主义者和“青年英国”２２０，就都排演过这种滑

稽剧。

如果封建主说他们的剥削方式是和资产阶级的剥削方式不

同，那只是他们忘记了他们本来是在完全不同的、目前已经过时了

的情况和条件下进行剥削的。如果他们说在他们的统治下并没有

出现过现代的无产阶级，那只是他们忘记了现代的资产阶级正是

他们那个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

不过，他们很少隐讳自己那一套批评的反动性质：他们控告资

产阶级的主要罪状，恰好是说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有一个将把整个

旧社会制度根本推翻的阶级发展起来。

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一般性的无产阶

级，倒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

所以，在政治实践上，他们总是参加反对工人阶级的一切暴力

措施，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又不顾自己所吹嘘的那一套堂皇动听

的论调，却总是毫不放过机会，拾取黄金果 ，不惜信义、爱和名

    
 在１８８８年的英文版中，“黄金果”前面加有“从工业树上落下来的”。——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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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靠经营羊毛、甜菜和烧酒生意获取暴利 。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

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色彩，是再容易也没

有的了。基督教不是曾经竭力表示，它是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

反对国家的吗？为了代替这一切，它不是提倡过积德和行乞，独身

和绝欲，修道和信教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涤

除贵族肝火的一种圣水罢了。

（乙）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封建贵族并不是唯一的被资产阶级所推翻、生活条件在现代

资产阶级社会里已经渐渐恶化和消失的阶级。中世纪的市民等级

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辈。在工商业不很发达的国家

里，这个阶级至今还在兴发着的资产阶级身旁过着苟延残喘的生

活。

在近世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已经形成了——并且作为资

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而经常重新形成着——新的小资产阶级，

它动摇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但是，竞争经常把这一阶级

的成员扔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所以他们已开始觉察到，随着大工

业的发展，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

    

 这里主要是指德国说的，那里的土地贵族和容克地主通过自己的管事自行经

营自己的大部分地产，他们还开设大规模的甜菜糖厂和酿酒厂。较富有的英

国贵族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但是，他们也知道怎样让人家用他们的名义创

办颇为可疑的股份公司，以补偿地租的下降。（恩格斯在１８８８年英文版上加

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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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他们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

代替。

在农民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里，例如在法国，自然要出现

一种作家，他们虽然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但是他们在

批评资产阶级制度的时候，总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来衡

量资产阶级制度，他们在维护工人事业的时候总是从小资产阶级

的观点出发。这样就产生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不

仅在法国而且在英国，就是这类文献的头面人物。

这种社会主义很会揭示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

济学家的伪善的辩护伎俩。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生产和分工的破

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集中，生产过乘，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

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

等，各民族之间的歼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道德、旧家庭关系和

旧民族性的解体等。

可是，按其积极内容来说，这种社会主义不是力谋恢复旧的生

产和交换资料，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就是力谋重

新把现代的生产和交换资料硬塞进已被这些资料突破而且必然要

突破的那种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在前后两种场合，它都

既是反动的，又是空想的。

行会式的工业组织和宗法式的农业，——这就是它的最后结

语。

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已经变成了一种胆怯的怨声 。

    

 在１８８８年的英文版中，“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已经变成了一种胆怯的

怨声”改为：“最后，当确鑿不移的历史事实使幻想的安慰作用消灭无余的时

候，这种社会主义就变成了一种可怜的怨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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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

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一种文字表

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

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德国的哲学家、准哲学家和一班爱说漂亮话的人们，贪馋地

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作品从法国搬到德国

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

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变成了纯粹著作界的一个

流派。它必然表现为一种关于实现人性的无谓冥想。例如，第一

次法国革命的要求，在１８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般

“实践理性”的要求，而法国革命资产阶级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

目中，只不过是意味着纯粹意志即正当意志、真正人类意志的规

律的表现。

德国著作家的全部工作，只是要把法国的新思想同他们自己

的旧的哲学良心调和起来，或者正确点说，只是要从他们自己的哲

学观点出发去领会法国的思想。

这种领会，如同一般领会外国语一样，是通过翻译的。

大家知道，天主教的僧侣曾经在古代异教的经典著作原稿上

面写了一些荒诞的天主教圣徒传。德国著作家用正相反的态度对

待了法国的不信神的作品。他们在法文的原文下面添进了自己的

一套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批评货币关系的法文原稿下面添上

了“人性的异化”，在批评资产阶级国家的法文原文下面添上了所

谓“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废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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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用自己的哲学辞令赝造法国理论的戏法，他们叫做“行动

的哲学”，“真正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

的哲学论证”等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就这样被完全阉割了。既

然这种文献在德国人手里就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

斗争，于是德国人就满以为自己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就满以

为自己不是坚持真实的要求，而是坚持对于真理的要求，不是代表

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人性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

是不属于任何阶级，并且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哲学冥

想的渺茫太空。

这种德国的社会主义曾把自己那一套笨拙的小学生作业看得

极为郑重庄严，并且大言不惭地加以吹嘘，现在它却渐渐失去了它

那种自命博学的天真了。

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和君主专制的斗

争——简短些说，自由主义的运动——已愈来愈严重了。

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有了盼望已久的机会，把社会主义

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因循惯例地诅咒自由主义、代议制国

家、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

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力鼓吹，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

级运动中，人民群众不仅一无所得，而且还有失掉一切的危险。德

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评（德国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这

种批评的可怜回声）原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和与它相适应的

物质生存条件和相当的政治机构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

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

因此，这种社会主义就成为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一班随

６９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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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僧侣、学监、顽固守旧的容克和官僚顺手抓来吓唬那来势汹

汹的资产阶级的一个稻草人。

因此，这种社会主义不过是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用鞭子枪弹

给德国工人起义苦头吃的时候所加的甜味罢了。

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为德意志各邦政府手中用以

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一种武器，那末它同时也就成为直接表现反

动的利益，即表现德国市侩的利益的一种手段。在德国，１６世纪遗

留下来的、从那时起经常以各种形态再三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是现

存制度的真实的社会基础。

保全这个小资产阶级，那无异就是保全德国的现存制度。这

个阶级胆战心惊地从资产阶级的工业统治和政治统治那里等候着

自己无可幸免的灭亡，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的集中，另一方面是由

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增长。在它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能够一

箭双雕。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象瘟疫一般地流行起来了。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的真理”披上

这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辞令花彩和浸透甜蜜温情之泪的

神秘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班顾客中间增加销路罢了。

同时，德国的社会主义自己也渐渐地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

要充当这班市侩的堂皇的代表。

它把德国的民族标榜为模范的民族，把德国的市侩推崇为人

的模范。它给这班市侩的每一种丑行都加上一种奥秘的高尚的社

会主义的意义，使之变成一种完全相反的东西。它既然一贯到底，

就公然来反对共产主义的那种“横蛮破坏”的倾向，并且肆口扬言，

说什么它自己是不偏不倚地超乎任何阶级斗争之上的。所有现时

在德国冒充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作品而流行的东西，除了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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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的例外，都是这一类卑鄙龌龊、令人萎靡的作品 。

２．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中间有一部分人要想把社会的疾病治好，以求巩固

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

这一部分人中间有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

阶级生活改进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会会员，禁酒运动协

会发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微小改良主义者。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

主义甚至被制定成一些完整的体系了。

我们且举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为例。

社会主义的资产者要保全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又不要有

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要保全现代社会，但是不

要有那些使这个社会发生革命和陷于解体的因素。他们只愿有资

产阶级而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资产阶级统治着的世

界当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一种安慰人心

的观念加工，制定成或多或少完整的体系。它号召无产阶级来实

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只不过是要无产阶级始终

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要他们抛弃把这个社会看成是一种可恶

东西的观念。

这种社会主义还有一种比较不完整、但是更为实际的形式，它

力图使工人阶级对一切革命运动持否定态度，硬说能给工人阶级

    

 １８４８年的革命风暴已经把这个可恶的流派扫除净尽，并且使这一流派的代表

人物再也不高兴拿社会主义来投机了。格律恩先生就是这一派的主要代表者

和典型人物。（恩格斯在１８９０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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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

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所说的物质生活条件

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

消灭，而是一种行政上的改良，这种改良是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

上实行的，因而丝毫不会使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关系有所改变，至

多也只能替资产阶级缩减它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国家事务。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它变成仅仅是一套演说辞令的

时候，才算给自己找到了最适当的表现。

自由贸易！——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是

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身囚室！—— 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

益。——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认真说出的最后一句话。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归结起来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

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３．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里我们且不谈在近代一切大革命里代表过无产阶级要求的

文献（巴贝夫的著作等等）。

无产阶级试图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和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

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一些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

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欠发展，同时也是由于无产阶级解放

所必需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因为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

的产物。随着这些初期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按其内

容来说，不免是反动的。这种文献所鼓吹的是普遍的禁欲主义思

想和粗鄙的平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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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如圣西门、傅立

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尚未发

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

（见“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这些体系的发明家们虽然曾经看出阶级的对立，看出统治着

的社会本身内部的破坏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没有看出无产阶级

方面的任何历史首创作用，没有看出无产阶级所特有的任何政治

运动。

既然阶级对抗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这些发明家

同样也还不可能发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

求那应该能够造成这种条件的社会科学、社会规律。

这样，社会的活动就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实现解

放的历史条件就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逐步向前组织

成为阶级的进程就要由按照他们臆想出来的方案组织社会的努力

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全世界的历史都归结为他们那些社会

计划的宣传和实现。

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在这些计划中主要是拥护工人阶级

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作

为这个受苦最深的阶级才存在的。

可是，不大发展的阶级斗争形式以及他们本身的生活地位，却

使他们自以为是高高超出这种阶级对抗之上的人物。他们要改善

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甚至连那些处境极优的成员也包括在内。

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甚至主要是向统治阶

级呼吁。根据他们的意见，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

种体系是建设最美好社会的最优良的计划。

００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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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拒绝一切革命行动；他

们想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细小的、当然

不会成功的试验，用实例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拓道路。

这种幻想的未来社会方案，是在无产阶级还处于很不发展状

态，因而对本身所处地位还抱着一种幻想的时候产生的，是从无产

阶级希望社会总改造的最初的充满预感的激动中产生的。

但是，这些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包含有批判的成

分。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

人意识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些积极的结

论，例如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 ，消灭家庭，消灭私人发财制度，消

灭雇佣劳动制，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单纯的管理生产的机关

等，——所有这些原理无非都是表明消灭阶级对立的必要，但是由

于这种阶级对立在当时还刚刚开始发展，它们当时所知道的只是

这种对立的最初的无定形的模糊表现。因此，这些原理也就还带

有完全空想的性质。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与历史的发展

进程成反比例的。阶级斗争愈发展和愈具有确定的形式，那末，这

种幻想超出阶级斗争的意图，这种用幻想办法克服阶级斗争的态

度，就愈失去任何实际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

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也曾经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却就总是

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继续向前

发展的事实，还是死守着他们的老师们的一些陈旧观点。所以，他

们一贯地一再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他们还在梦想用试

    

 在１８８８年的英文版中，这一处改为“它们所提出的一些实际措施，例如消灭

城乡之间的差别”。——编者注

１０５共 产 党 宣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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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梦想创办单个的“法伦斯泰尔”，梦

想建立所谓“国内移民区”，梦想创立小“伊加利亚” 即创立袖珍

版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

去央求资产阶级放软心肠，解囊施舍。他们渐渐地堕落而与上面

讲过的那些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成为一丘之貉了，不同处

只在于他们更为一贯迂腐，更加狂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能奏奇

功异效罢了。

所以，他们就忿怒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认为这种运动

只是由于盲目地不相信新的福音才发生的。

在英国有欧文主义者，在法国有傅立叶主义者，前者反对宪章

派，后者反对改革派２２１。

（四）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看过了第二章之后，就可以明白共产党人对于已经形成的各

个工人党派的态度，即他们对于英国宪章派和北美土地改革派的

态度了。

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是他们

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在法国，共产党人联

    

 法伦斯泰尔是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主义移民区的称呼；伊加利亚是卡贝给自

己的理想国和后来他在美洲创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所起的名称。（恩格斯在

１８８８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国内移民区（Ｈｏｍｅ－ｃｏｌｏｎｉｅｓ）是欧文给他的示范性的共产主义社会所起

的名称。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宫叫做法伦斯泰尔。卡贝所描绘的那种建立了

共产主义制度的空想臆造国叫做伊加利亚。（恩格斯在１８９０年德文版上加的

注。）

２０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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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社会主义民主党 去反对保守派的和激进派的资产阶级，但是

他们并不因此放弃对于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产生出来的空谈和幻

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

在瑞士，共产党人支持激进党人，但是，他们并不忽略这个政

党是由互相矛盾的分子组成的，其中一部分是法国式的民主派社

会主义者，另一部分是激进派的资产者。

在波兰人中间，共产党人支持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

件的政党，即支持曾经发动过１８４６年克拉柯夫起义的那个政党。

在德国，当资产阶级还采取革命的行动的时候，共产党就同它

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反动市侩。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停止培养工人尽可能更加明确地认

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敌对情形的意识，以期德国工人能立刻

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那种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作为

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武器，以期在推翻德国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

就开始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共产党人现在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是因为德国

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是因为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

步的条件下，具有比１７世纪的英国和１８世纪的法国更发展得多

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所以，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

    

 当时这个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是赖德律－洛兰，在著作方面的代表是路易·勃

朗，在报纸方面的代表是“改革报”（《Ｒéｆｏｒｍｅ》）。他们所发明的名称——社会

主义民主党，是他们曾经用以表明民主党或共和党中一部分多少涂上社会主

义颜色的人的。（恩格斯在１８８８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法国以社会民主党自称的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代表是赖德律－洛兰，

在著作方面的代表是路易·勃朗；所以，它同现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不同有

如天渊之别。（恩格斯在１８９０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３０５共 产 党 宣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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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旨在反对现存社会政治制度

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最为注重的是所有制问题，

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

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世界各国民主主义政党之间

的团结和协议。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

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

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

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头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

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４０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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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１８４７年的运动

１８４７年无疑是我们历年来最动荡的一年。普鲁士颁布了宪法

和实现了联合省议会；在意大利，政治生活出乎意料地迅速活跃起

来，普遍武装起来反对奥地利；瑞士发生了内战；英国产生了带有

鲜明激进色彩的新议会；法国产生了争吵和举行了支持改革的宴

会；在美洲，合众国征服了墨西哥；这就是近年来未曾有过的一系

列大变动和事件。

１８３０年是最后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法国的七月革命和英国的

改革法案巩固了资产阶级的最后胜利，而在英国来说，则是工业资

产阶级即厂主已经战胜非工业资产阶级，即食利者。比利时和瑞

士的一部分也步其后尘，资产阶级在这里也获得了胜利２２２。波兰

起义了，意大利在梅特涅的压迫下辗转呻吟，德国到处发生了骚

动。所有国家都准备进行一场大搏斗。

但是１８３０年以后一切都后退了。波兰垮台，罗曼内起义的人

们东奔西散２２３，德国的运动被镇压。法国资产阶级粉碎了本国的

共和主义者，出卖了本来由于它自己的唆使而发动起义的其他国

家的自由派。英国自由党内阁则毫无作为。最后，到了１８４０年反

动势力的气焰已非常嚣张。波兰、意大利、德国在政治上死气沉

沉，在普鲁士，“柏林政治周刊”高踞王座２２４，在汉诺威废除了达尔

５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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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先生的高明的宪法
２２５
；１８３４年的维也纳会议的决议

２２６
充分发挥

了力量。在瑞士保守派和耶稣会教徒获得胜利，在比利时天主教

徒掌握了政权，在法国基佐获得了胜利，在英国辉格党的政府在皮

尔日益增长的威力的压力下作最后挣扎，宪章派在１８３９年一败涂

地后重新改组的打算落了空。反动派处处胜利而一切进步党派完

全崩溃。历史运动停止了，看来这就是１８３０年大搏斗的最终结

果。

但是，正象１８３０年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顶峰一样，１８４０年

是反动势力的顶峰。从１８４０年起反对现存制度的运动又重新开

始了。这些运动往往遭到失败，但却逐渐争得越来越多的阵地。在

英国宪章派又重新组织起来，而且空前地强大有力；皮尔不得不屡

次背叛自己的党，宣布废除谷物法而使本党受到致命的打击，最后

不得不下台。在瑞士激进派获得成功；在德国，特别是在普鲁士，

自由派的要求一年比一年更为强烈。在比利时自由派也在１８４７

年的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只有法国在１８４６年的选举中反动的内

阁获得了空前的多数，意大利直到庇护九世（１８４６年底他作过一

些似是而非的改革尝试）即位时止，仍旧是死气沉沉。

于是，１８４７年来到了，这一年几乎给各国的进步党派带来了

一连串的胜利。即使在这些党派遭到失败的地方，失败也比立刻

胜利更为有利。

１８４７年没有决定任何事情，但是却使各党各派彼此尖锐而鲜

明地对立起来了；这一年没有彻底解决一个问题，但是却提出了一

切必须马上加以解决的问题。

１８４７年最大的事件和变化是发生在普鲁士、意大利和瑞士。

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终于不得不颁布宪法。桑苏

６０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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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宫①中绝后的唐·吉诃德经过长期搏斗和痛苦以后生产了宪

法，按他的意思，这一宪法应该保证封建的、宗法的、专制的、官僚

的、僧侣的反动势力永远胜利。但是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资产阶

级已经十分坚强，能够把这个宪法也变成反对他和社会上一切反

动阶级的武器。资产阶级在普鲁士也象在别的地方一样，首先拒

绝借钱给国王，这使国王处于绝望的境地。在拒绝借钱以后，最初

可以说，普鲁士根本没有国王；普鲁士完全处于革命状态而不自

觉。幸而出现了１５００万的俄国贷款；于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又重

新成了国王，议会中的胆战心惊的资产者便立刻屈服；革命的风暴

消失了。普鲁士资产阶级暂时遭到了失败。但它仍旧前进了一大

步，它争得了集会场所，向国王显示了力量，并使全国动荡。普鲁

士的统治权应该属于谁，应该属于以国王为首的贵族、官僚、僧侣

的联盟呢，还是应该属于资产阶级？不是前者，即是后者，这一问题

现在必须解决了。过去在联合省议会中，双方还有协商的可能，但

是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可能性了。他们正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

此外，各个委员会（柏林宪政制造者的倒霉发明）２２７正在召开。这

些委员会无疑地会把原来就纠缠不清的法律问题搞得更乱，使得

谁也无法彻底弄清。它们会把问题变成一团只有快刀才能斩断的

乱麻；它们必须完成普鲁士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后准备工作。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静待这一普鲁士革命的开始。到１８４９年，

不管国王愿不愿意，必须重新召开联合省议会。我们给予国王陛

下的期限只到这时，不能再多。那时，他必须把王笏和著名的“万

世的”王位２２８让给本国的基督教的和犹太的资产者。

７０５１８４７ 年 的 运 动 

① 桑苏西宫（Ｓａｎｓｓｏｕｃｉ）在波茨坦，是普鲁士国王的一座行宫。——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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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１８４７年是普鲁士资产者在政治方面最顺利的一年，尽

管他们遭到暂时的失败。德国其余各邦的资产者和小市民也看出

这一点，并对普鲁士资产者深表同情。他们知道，普鲁士资产者的

胜利就是他们自己的胜利。

在意大利我们亲眼看到一幅奇怪的景象：全欧洲最反动的人、

中世纪顽固思想的代表——罗马教皇 成了自由主义运动的首

领。运动转瞬间具有了巨大的规模，迫使托斯卡纳的奥地利大公

和撒丁的叛徒查理－阿尔伯特也参加了运动，动摇了那不勒斯斐

迪南的王座；运动的浪潮席卷了伦巴第，冲击到了提罗耳和施梯里

亚的阿尔卑斯山区。

当前意大利的运动和１８０７年到１８１２年普鲁士的运动性质是

相同的。就象当时的普鲁士一样，问题在于以下的两方面：对外的

独立和内部的改革。目前要求的还不是宪法，而只是行政改革；暂

时避免和政府发生任何严重冲突，以便在占优势的国外势力面前

保持最大的统一。但这究竟是些什么改革呢？这些改革对谁有利

呢？首先是对资产阶级有利。出版受到优待，官僚制度被迫为资产

阶级利益服务（例如撒丁的改革，罗马咨询会议２２９和重新改组内

阁）；资产者在地方行政机关中获得更大的势力，贵族和官僚的专

横受到限制；资产阶级获得了市民自卫军这样的武装力量。到目

前为止，一切改革都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改革，而且只能是有利于

资产阶级的改革，这些改革可以同拿破仑时期普鲁士的改革相比。

那时候的改革也带有同样的性质，而且很多方面还更前进了一步，

例如：那时的行政当局服从于资产阶级的利益，贵族和官僚的专横

    
 庇护九世。——编者注

 托斯卡纳的公爵列奥波特二世。——编者注

８０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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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抑制，城市实行自治，后备军建立起来，徭役也已经废除。现

在的意大利和那时的普鲁士一样，由于资产阶级的财富日益增长，

特别是由于工商业对于全体人民生活的作用日益加强，资产阶级

成了从外国的统治下解放意大利的主要阶级。

因此，意大利的运动必然是资产阶级的运动。一切醉心于改革

的阶级（从王公贵族到皮费拉利和拉察罗尼２３０）暂时都以资产者身

份出现，而目前教皇还扮演着意大利第一个资产者的角色。但是这

些阶级一旦永远摆脱奥地利的束缚，就会大失所望。当资产者战胜

外部敌人时，资产者就会在自己家里把绵羊跟山羊分开。于是公爵

和伯爵就不得不重新求助于奥地利，但为时已晚了，那时米兰、佛

罗伦萨、那不勒斯的工人会知道，他们的工作还仅仅是开始。

最后谈谈瑞士。瑞士在成立以来的整个时期中第一次在欧洲

各国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瑞士第一次敢于坚决行动，第一次鼓足勇

气不作为彼此各不相关的二十二个州的混合物出现，而是作为联

邦共和国出现。瑞士非常坚决地消除了内战，保证了中央政权的

领导，也就是说，瑞士中央集权了。事实上已经实现的中央集权将

在不久以后的盟约改革中取得合法化。

我们仍旧要问：战争的结果，同盟的改革以及分离派同盟各州

的改组究竟对谁有利呢？显然是对胜利的政党有利，对１８３０年到

１８３４年在某些州占得上风的党派如自由派和激进派有利，也就是

对资产者和农民有利。由于七月革命，从前帝王城市的贵族统治

已经被推翻了。凡是后来实际上恢复贵族统治的地方，如伯尔尼

和日内瓦，１８４６年都爆发了革命。凡是贵族统治原封不动地保存

着的地方，如城市巴塞尔①，在那一年这种统治也剧烈地动摇了。

９０５１８４７ 年 的 运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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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封建贵族是不多的，而在他们还存在的地方，他们的主要力

量是依靠同阿尔卑斯高山地区牧民的同盟来维持的。这是资产者

最后的、最顽强的、最凶狠的死敌。他们是自由主义各州的反动分

子的支柱，在耶稣会教徒和虔诚派教徒的帮助下，他们用反动的阴

谋密网缠住了整个瑞士（例如在瓦得州）。他们破坏了资产阶级在

瑞士议会中的一切计划。他们妨碍了彻底摧毁从前帝国城市中的

市侩贵族统治。

瑞士资产者的这些最后的敌人于１８４７年被彻底粉碎了。

瑞士资产者早就几乎在所有各州的工商业中有相当大的活动

自由。行会还原封未动地保存着，但它们对资产阶级的发展没有

多大妨碍。内部税关则几乎全都没有了。凡是资产阶级得到某种

程度发展的地方，政权就掌握在他们手中。虽然资产阶级在某些

州有极大发展并获得支持，但是它恰恰缺少最主要的东西——中

央集权。封建制度、宗法制度和庸俗气味是在彼此隔绝的各省和

在某些城市中发展起来的，而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发展则要求有

尽可能广阔的区域，它需要的是一个大瑞士，而不是二十二个小

州。各州的独立这一最适合于旧瑞士的政治形式成了资产者沉重

的枷锁。资产者需要中央政权，而且中央政权还应当有足够的力

量使各州的立法趋于一致，并依靠其巨大影响，消除各州在国家机

构和法律上的区别。这种政权应该消除封建的、宗法的和庸俗的

立法残余，并积极保卫瑞士资产者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利益。

资产阶级得到了这样的中央政权。

难道农民没有参与摧毁分离派同盟吗？当然是参加了的。至

于农民，现在他们对资产者仍将扮演他们长期对小市民所扮演的

角色。他们将仍然是供资产者剥削的工具，替他们打仗，给他们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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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织布，为他们补充无产阶级的队伍。那末农民还要作什么呢？农

民和资产者一样是私有者，现在几乎在各方面都同资产者有共同

的利益。他们所能实行的一切政治措施给资产者带来的利益比给

他们自己带来的利益要多。但是和资产者比较起来，农民是软弱

的，因为资产者富裕得多，并且手里掌握着当代一切政权的杠杆

——工业。农民跟随资产者还可以得到许多东西，要是反对资产

者，便什么也得不到。

毫无疑问，总有一天贫困破产的农民会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到那时无产阶级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向资产阶级宣战；关于这点

暂且不提。

驱逐耶稣会教徒及其信徒，驱逐资产阶级的这些有组织的敌

人，普遍实施世俗的教育以代替宗教教育，把大部分教会财产转归

国家，这些都是首先对资产者有利，这是自不待言的事。

因而１８４７年三个最著名的运动彼此有共同之点，就是这些运

动首先主要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进步的党派到处都是资产者

的党派。

事实上，这些运动的特征是：正是那些在１８３０年落后的国家

去年却采取了坚决的步骤来达到１８３０年的水平，即取得资产阶级

的胜利。

根据以上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１８４７年是资产阶级最光辉

的年份。

我们再往下谈。

在英国出现了新议会，根据教友派信徒约翰·布莱特的说法，

新议会是以往召开过的一切议会中最道地的资产阶级议会。约翰

·布莱特本人是所有英国人中最道地的资产者，因而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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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他是最理想的权威。但是资产者约翰·布莱特却不是统治法国

的资产者，不是口出不逊大肆攻击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资产

者。约翰·布莱特所说的资产者就是厂主。在英国，资产阶级的某

些派别从１６８８年起就已经掌握政权，但为了使自己易于夺得统治

权，他们把有名无实的政权留给依附他们的债务人——贵族。由

此可见当时英国的斗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内部某些派别——食利

者和厂主之间的斗争，不过厂主还可以把这一斗争说成贵族和资

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必要时说成贵族和人民之间的斗争。厂主决

不希望给贵族保留统治的假象，因为那些勋爵、从男爵、乡绅没有

欠他们一分一文。相反地他们非常希望消灭这种假象，因为随着

这种假象的消灭，食利者将失去最后的据点。这一任务将由目前

的资产者或厂主的议会来完成。这个议会将使带有封建外表的古

老英国变成按资产阶级方式组织起来的较现代化的国家，它将使

英国宪法接近法国式的或比利时式的宪法。这个议会将使英国工

业资产阶级获得最后的胜利。

这样，资产阶级就会更前进一步，因为资产阶级内部的进步会

扩大和加强他们的统治。

法国似乎是唯一的例外。１８３０年整个大资产阶级获得的政权

一年年越来越限于最富有的大资产者的统治，限于食利者和股票

投机分子的统治。他们使大多数大资产者服从他们的利益。以部

分厂主和船主为首的少数变得越来越不足道了。现在这少数人和

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中小资产者联合了起来，在支持改革的宴会上

隆重地宣布了这一同盟。这少数人已经不相信有一天能靠现在的

选民上台执政。因此经过长期动摇后，他们决定允许比他们地位

低的资产者，例如律师、医生等资产阶级思想家参加政权，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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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没有危险的一伙人。诚然，这少数人还远不能执行他们的诺

言。

因此，我们看到在英国几乎已经结束了的资产阶级内部斗争，

现在即将降临法国，所不同的只是，在法国，情势和往常一样总带

有更明显更革命的性质。这样坚决地分为两个营垒也是资产阶级

的一个进步。

在比利时资产阶级在１８４７年的选举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天主教的内阁被迫辞职，这里直到现在仍然是自由资产者在执政。

在美洲我们看到墨西哥已被征服，这使我们十分高兴２３１。这

个国家一向都仅仅埋头于处理内部事务，在长期的内战中弄得四

分五裂，因而丧失了一切发展的可能性，这样一个国家至多只能成

为英国工业方面的附属国，可是现在它被迫卷入了历史运动，这也

是一个进步。墨西哥将来受合众国的监护是符合于其自身发展利

益的。合众国因兼并加利福尼亚而获得太平洋的统治权，这是符

合整个美洲发展的利益的。但我们仍旧要问，首先从战争中获利

的是谁呢？只有资产阶级。美国人在加利福尼亚及新墨西哥得到

了新的地区，他们在这些地区将得到新的资本，即培植出新的资产

者并使现有的资产者大发其财，因为现代所获得的全部资本总是

都落到资产阶级手中去的。而渴望从开凿特万特佩克地峡运河２３２

中获利的不是美国船主又是谁呢？从太平洋的统治中获利的不是

这些船主又是谁呢？将来以工业品供应被征服的土地上新出现的

消费者的不是美国厂主又是谁呢？

因此，在美洲资产者也有了巨大的成绩；资产阶级的代表现在

所以反对战争，那只是证明他们怕在某些方面为这些成绩所付的

代价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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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极不开化的国家里资产阶级也有了成绩。在俄国，工

业一日千里地发展，甚至贵族也逐渐变成资产者。在俄国和波兰，

农奴制已受到限制，这意味看贵族的削弱和自由农民阶级的出现，

前者有利于资产者，后者则为资产阶级到处所需要。迫害犹太人，

这是定居的基督教市民深为称意的事，因为行商使他们的生意遭

到损失。在匈牙利封建主逐渐变成谷物、羊毛及牲畜的批发商，他

们在议会中的发言带有彻底的资产阶级性质。在土耳其、埃及、突

尼斯、波斯和其他一些未开化的国家，这一切辉煌的“文明”成绩不

是给未来资产阶级的繁荣准备条件又是什么呢？在这些国家里正

实现着预言家的话：“为主开路…… 打开大门，敞开世界之门，好

让光荣的皇帝进来！”谁是光荣的皇帝呢？就是资产者。

凡是我们目力所及的地方，资产阶级到处都作出了巨大的成

绩，它昂首阔步，傲慢地向敌人挑战。资产阶级期待着决定性的胜

利，而且它的希望不会落空。资产阶级准备根据自己的标准重新

划分全世界，并且在地球的大部分区域内作到了这一点。

我们并非资产阶级的朋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这次我们

很希望他们胜利。资产阶级特别是德国的资产阶级，对似乎微不

足道的少数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那种傲慢态度，我们可以

一笑置之。我们一点也不反对资产阶级到处实现他们的愿望。

不仅如此，当我们看到资产者在几乎处处都是得心应手的时

候所表现的那种俨然不可一世、得意忘形的样子，我们不禁要报以

冷笑。这些先生真的以为，他们是在替自己干。他们鼠目寸光，以

为他们一胜利世界就会最后改变面貌。可是很明显，他们到处都

只是为我们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开辟道路，他们充其量只能

提心吊胆地享几年福，然后，很快也会被打倒。资产者的背后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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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无产阶级，他们有时同意资产者的愿望及资产者的部分幻想，

象在意大利和瑞士那样；有时保持沉默、行动谨慎，却逐步地准备

推翻资产者，象在法国和德国那样，有时他们公开起义反对占统治

地位的资产阶级，象在英国和美国那样。

但我们还可以作得更多。我们可以把这一切直截了当地告诉

资产者，可以向他们摊牌，让资产者事先知道，他们的努力只会使

我们获益。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能停止对君主专制和贵族僧侣

的斗争。他们必然是要末取得胜利，要末立刻灭亡。

在德国他们很快就会来向我们求援。

那末，资产者大人先生们，勇敢地继续你们的战斗吧！现在我

们需要你们，我们在某些地方甚至需要你们的统治。你们应该替

我们扫清前进道路上的中世纪残余和君主专制。你们应该消灭宗

法制，实行中央集权，把比较贫穷的阶级变成真正的无产者——我

们的新战士。你们应该通过你们的工厂和商业联系为我们建立解

放无产阶级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为了奖励这一点，你们可以获得

短期政权。你们可以支配法律，作威作福。你们可以在王宫中欢

宴，娶艳丽的公主为妻，可是别忘了

  “刽子手就站在门前”２３３。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１月２０日左右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月２３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７号

署名：弗·恩·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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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奥地利末日的开端

已故的皇帝弗兰茨曾说过：“我和梅特涅还支持得住。”如果

梅特涅不想让他的主子落得吹牛大王之名，那末他就应该趁早死

掉。

由继承和窃得的小块土地拼成的七零八落的奥地利君主国，

这个由十种语言和民族构成的混乱局面，这堆由绝然矛盾的习惯

和法律乱七八糟凑成的东西，终于开始土崩瓦解了。

可敬的德国市民多少年来一直都在竭力恭维管理这架支离破

碎的国家机器的人，恭维那个懦怯的骗子手和背信弃义的凶手梅

特涅。达来朗、路易－菲力浦和梅特涅（这是三个极其平庸的人

物，因而非常适合于当前的平庸时代）在德国市民的眼里是三十年

来象傀儡戏中提线人似的左右着全世界历史的三位神明。根据自

己的日常经验，这些可敬的市民把历史仅仅看成酒店里的密谋和

妇人的谗言诽谤，只不过规模稍大一些而已。

诚然，革命的激流和拿破仑的三次侵袭对任何国家都没有象

对奥地利那样不留丝毫痕迹。诚然，在家长的大棒保护下的封建

主义、宗法制度和奴颜婢膝的庸俗气味在任何国家里都不象在奥

地利那样完整无损。可是，难道这一切都是梅特涅干的吗？

奥地利王室之所以强大、稳固而富有生命力，原因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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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中世纪的后半期，意大利、法国、英国、比利时以及德国的

北部和西部都已纷纷摆脱了封建的野蛮状态，那里的工业已经发

展起来了，商业扩大了，城市兴起了，市民取得了政治努力，在这样

的时候，德国的一部分却落后于西欧的发展水平。资产阶级文明

沿着海岸、顺着江河传播开来。内地，特别是贫瘠而交通阻塞的山

区就成了野蛮和封建的避难所。这种野蛮特别集中于远离海洋的

南部德意志和南部斯拉夫区域。这些远离海洋的地方因阿尔卑斯

山脉而跟意大利的文明隔绝，因波希米亚山脉和莫拉维亚山脉而

跟北德意志的文明隔绝，同时碰巧又都位于欧洲唯一反动的河流

的流域之内。多瑙河非但没有为它们开辟通向文明的道路，反而

将它们和更加粗野的地区连接了起来。

既然西欧由于资产阶级文明而形成了一些大君主国，那末多

瑙河上游的那些国家也该联结成一个君主政体的大国才是。仅仅

为了防守就需要这样做。在这里，在欧洲中部，操各种语言的各族

野蛮人都集结在哈布斯堡王室的王笏之下了。这一片野蛮地区的

核心就是匈牙利。

多瑙河、阿尔卑斯山脉、波希米亚的悬崖峭壁，这就是奥地利

的野蛮和奥地利君主国赖以存在的基础。

如果说哈布斯堡王朝一度支持过市民反对贵族，支持过城市

反对王公，那只不过是由于一个大君主国一般只有在这种条件下

才能存在。如果说这个王朝后来又一次支持小资产者，那也是由

于在欧洲的其余部分这些小资产者本身对于大资产阶级已经开始

起着反动的作用。哈布斯堡家族在前后两种情况下援助小资产者

都抱了一定的反动意图。不过现在这种手段已无济于事了。

可见，奥地利王室一开始就是欧洲的野蛮、保守和反动的代

７１５奥地利末日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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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因山区交通阻塞而更加巩固的宗法关系产生愚昧，野蛮又造

成冥顽鄙野，而奥地利王室的权力正是以此为基础的。风俗习惯、

性格、制度绝然不同的一打民族由于对文明有着共同的反感而团

结起来了。

可见，只要奥地利王朝的臣民不改变他们的野蛮状态，奥地利

王朝就是不可战胜的。因此，威胁着它的只有一种危险，那就是资

产阶级文明的渗入。

然而不可避免的正是这种危险。资产阶级文明可能暂时被阻

止；它也可能在一个时期内适应并屈从于奥地利的野蛮。但是资

产阶级文明迟早总会征服封建的野蛮状态，而唯一串联那些习性

殊异的地区的纽带也就会绷断。

奥地利政策之所以消极动摇、胆小如鼠、卑鄙龌龊、阴险奸诈，

原因就在于此。奥地利已不能象以前那样明目张胆地野蛮了，因

为它每年都得向文明让步，而且一年年地愈来愈不能信任它的臣

民了。每一个坚决的步骤在国内或邻邦都会引起某种变化；而每

一种变化又都会成为奥地利借以勉强抵御现代文明浪涛的堤坝上

的裂痕；一旦发生任何变化，第一个牺牲者将是跟野蛮形影不离的

奥地利王朝本身。在１８２３年和１８３１年奥地利还能用炮弹把皮蒙

特、那不勒斯和罗曼内的起义者轰跑２３４；到１８４６年，在加里西亚它

就不得不使尚未发展的革命因素——农民也投入运动２３５；到１８４７

年奥地利则不得不把它的军队停止于费拉拉城下而在罗马城内搞

阴谋活动２３６。反革命的奥地利竟然使起革命的手段，这显然证明

它已快完蛋了！

１８３１年的意大利起义和１８３０年的波兰革命都已经被镇压，

法国资产者也保证以后要规规矩矩，现在弗兰茨皇帝可以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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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连他的没有头脑的后代 也能站得住脚的平凡的时代已经

来到了。

这个加冕的白痴的帝国暂时还不受革命的威胁。但是谁能担

保它不产生引起革命的原因呢？

只要工业还保存看家庭手工业的性质，只要每一农户或至少

每一农村所需的工业品都还是自行生产而极少仰求商业，那末工

业本身就始终是封建性的工业，并且同奥地利的野蛮状态正好合

拍。只要这一工业还停留在工场手工业和农村工业的水平，只输

出少量的内地产品而很少进行对外贸易，它就只能存在于一定的

区域并且很容易适应于奥地利的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现状〕。既然在英国

和法国工场手工业才只形成了少数大资产阶级，那末在人口稀少

而偏僻的奥地利它至多只能形成一些中层等级，而且还仅限于个

别地方。只要手工劳动一直都占统治地位，奥地利就能平安无事。

但是机器发明了，而机器又引起了手工劳动的衰落。工业品

价格的暴跌，首先引起了工场手工业的崩溃，然后又使最古老的封

建的家庭工业也渐渐瓦解。

奥地利企图用彻底执行保护关税制度来躲避机器。但是枉费

心机。保护关税制度恰好促使机器输入奥地利。波希米亚的棉纺

织工业发展起来了，伦巴第的机器丝纺业发展起来了，在维也纳甚

至开始出现了机器制造业。

后果也就接踵而来了。工场手工业的工人断绝了生路。工场

手工业地区的居民全被迫放弃他们熟悉的生活方式。从过去的小

市民中产生了大资产者，他们支配着千百个工人，就象他们的邻居

    

 斐迪南一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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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爵和伯爵们支配着千百个徭役农民一样。徭役农民，由于旧工

业的瓦解就丧失了原有的副业，由于新工业的发展却出现了新的

需求。封建的农业经营方法已经无法同现代工业并存。徭役已必

须取消。农民和地主间的封建关系已不可能继续存在。城市相继

兴起来了。行会已使消费者受到限制，对行会会员不利并使工业

家无法忍受。必须逐步准许竞争了。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起了根本

的变化。那些旧阶级已越来越让位于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

产阶级；同工业比较起来农业的比重已经降低，农村已让位给城

市。

这就是奥地利个别地区——波希米亚和伦巴第使用机器的后

果。它们又或多或少地反过来影响了整个君主国；它们到处摧毁

了旧的野蛮状态的基础，因而也就摧毁了奥地利王朝的基础。

１８３１年，当受过严格训练的奥地利士兵在罗曼内用榴霰弹回

答《Ｖｉｖａｌ’Ｉｔａｌｉａ！》〔“意大利万岁！”〕的呼声的时候，英国却建筑起

了第一条铁路。正如机器一样，铁路也立即成为欧洲各国所必需

的了。因此无论奥地利愿意与否，它也必须接受。为了使本来就蒸

蒸日上的资产阶级的势力不再扩大，政府就亲自动手来建筑铁路。

然而这却是才出狼窝，又入虎穴。政府为了防止资产者成立强大

的股份公司，只好向他们借款来建筑铁路，因而也就成了路特希尔

德、阿恩施坦、埃斯克勒斯、辛纳等的债务人。

奥地利王室更不可能避免建筑铁路所引起的后果了。

过去，崇山峻岭使奥地利君主国同外界隔绝，使波希米亚同莫

拉维亚以及奥地利隔绝，使奥地利同施梯里亚隔绝，使施梯里亚同

伊利里亚隔绝，使伊利里亚同伦巴第隔绝；现在，这种屏障在铁路

面前粉碎了。过去各地借以保有自己的民族特性和闭关自守的生

０２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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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花岗石岩壁现在再也不能起屏障的作用了。大工业即机器生

产的产品飞快地而且几乎不花运费便浸入到君主国的穷乡僻壤，

摧毁了古老的手工劳动，铲除了封建的野蛮。各地相互间的贸易，

和其他文明国家的贸易，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意义。流向落后

地区的多瑙河已不再是帝国的主要干线；阿尔卑斯山脉和波希米

亚森林仿佛已不再存在；一条新的干线从的里雅斯特伸展到汉堡、

奥斯坦德和哈佛尔，远远地伸出帝国的境界，跨过山脉，一直绵延

到遥远的北海和大西洋岸边。参与全国的共同事务和干预外界的

事态，已经成为必需的了。地方性的野蛮习俗日益消失。在某一些

地方利益是分歧的，而在另一些地方则融合为一。有的地方民族

彼此分离，有的地方则结合在一起，在一堆杂乱的彼此各不相同的

地区，又产生了具有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的某些相当大的集团。

“我和梅特涅还支持得住。”的确，法国革命、拿破仑和七月

风暴都支持过来了。但是却支持不住蒸气。蒸气开辟了穿过阿尔

卑斯山脉和波希米亚森林的道路，蒸气使多瑙河失去了作用，蒸气

彻底摧毁了奥地利的野蛮，因而也就摧毁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根基。

欧美的公众现在可以高兴地看到梅特涅和整个哈布斯堡王朝

怎样为蒸汽机轮撕碎，奥地利君主国又怎样为自己的机车辗裂。

这是非常有趣的场面。在意大利一些封候起来反抗了，而奥地利

却不敢吭声；自由主义象瘟疫一般传遍了伦巴第，而奥地利却犹豫

不决，在自己的臣民面前胆战心惊。在瑞士，奥地利过去的叛逆者

（瑞士旧州的居民）却受到奥地利的保护；他们受到了攻击，但奥地

利却被奥克辛本的豪言壮语吓得呆若木鸡。奥克辛本说：“只要一

个奥地利士兵踏上瑞士的国土，我就开两万人到伦巴第，宣布成立

意大利共和国。”于是奥地利竟徒劳无益地向它所轻视的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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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斯图亚特宫廷和卡尔斯卢厄宫廷求救来了！在波希米亚各等

级拒绝交付５万盾的税款；奥地利想追收这笔税款，但是无法从阿

尔卑斯山脉抽出军队，只好向各等级作平生从未有过的让步，放弃

了５万盾！在匈牙利，议会正在拟定革命的法案，而这一法案预计

会得到多数的拥护；奥地利在米兰、摩地纳和巴马都需要匈牙利的

轻骑兵，奥地利自己向议会提出了革命的法案，虽然它很清楚这意

味着自身的死亡！这个不可动摇的奥地利，这座野蛮习俗的永久靠

山不知道该往哪儿去才好。它浑身上下都发出了极可怕的斑疹：

搔了前面后面痒，搔了后面又前面痒。

于是随着这一阵奇痒奥地利王室就要呜呼哀哉了 。

如果老梅特涅并不急于追随他的“正直的”弗兰茨而去，他还

可能看到他那勉强保全的帝国崩溃，看到帝国的大部分落入资产

者手里；他还可能遇到那种闻所未闻的耻辱：“庸俗的成衣匠”或

“庸俗的杂货商”在普拉特尔２３７就不再向他脱帽致敬，而只称他“梅

特涅先生”了。只消再有几次动乱，几次费用浩大的备战，整个奥

地利君主国就会落入沙尔·路特希尔德的钱袋。

我们非常高兴看到资产者对奥地利帝国的胜利。我们只希望

真正卑鄙龌龊、道地犹太人的资产者能把这个可尊敬的帝国买下

来。这个可憎的、以棍棒服人的、“家长制的”、恶劣透顶的政府应

该被真正恶劣透顶的、满身疥疮的、发出恶臭的敌手所征服。不

过，梅特涅先生可以相信，以后我们也会无情地对付他的敌手的，

就象这个敌手不久将无情地对付梅特涅本人那样。

    

 原文是一句销皮话：《Ｕｎｄｍｉｔｄｉｅｓｅｍｐｏｓｓｉ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ＫｒａｔｚｅｎｋｒａｔｚｔｄａｓＨａｕｓ

Ｏｓｔｒｅｉｃｈａｂ》——编者注（德文中“痒”《ｄｅｒＫｒａｔｚ》和“死亡”《ａｂｋｒａｔｚｅｎ》在字

形上是很相似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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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奥地利的没落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

奥地利的罪过是它使我们落得一个压迫其他民族、充当各国反动

雇佣兵的臭名。德国人在奥地利的旗帜下奴役着波兰、波希米亚

和意大利。从塞拉库斯到特里延特，从热那亚到威尼斯，德国人都

被当做专制制度的卑鄙的雇佣兵而遭到仇视，这一点我们应感谢

奥地利君主国。谁只要亲眼看到过意大利人对ｔｅｄｅｓｃｈｉ〔德国人〕

的那种不共戴天的仇恨，那种完全正当的切齿痛恨的复仇心理，他

就必然会对奥地利恨之入骨，为这座野蛮习俗的靠山、德国的这种

耻辱局面的崩溃而拍掌欢呼。

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德国人一定会为了洗雪奥地利加在自

己头上的耻辱而向奥地利报仇。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将来摧毁

奥地利的统治并为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扫清走向自由的道路的，

必然是德国人。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牺牲品已经倒下，只等刀子刺

入它的咽喉。愿德国人这一次不放过时机，愿他们有足够勇气说

出连拿破仑都没有敢说出的话：

  《Ｌａ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ｄｅＨａｂｓｂｏｕｒｇａｃｅｓｓéｄｅｒéｇｎｅｒ！》〔“哈布

斯堡王朝再不能统治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１月２５日左右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月２７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８号

署名：弗·恩·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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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２月６日的“社会辩论报”

论民主协会

２月６日的“社会辩论报”２３８替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和它的分部

做了辩护。我们想对这个辩护的方法提出几点意见。

也许，比利时激进党是想证明给天主教徒看，他们责难比利时

激进党的行动是违背自身利益的。也许，比利时激进党是想把下

层僧侣和上层僧侣加以区分，并把全体僧侣恭维一番，以弥补由于

它对一部分僧侣说明了真理而引起的后果。究竟为什么，我们完

全不清楚。我们只是感到奇怪，“辩论报”怎么会没有发现，弗兰德

斯的天主教报刊对民主协会的攻击会立即转载在“独立报”２３９上，

据我们所知，“独立报”并不是天主教的报纸。

“社会辩论报”声称，比利时人力图通过民主协会来达到政治

改革。

我们认为，“辩论报”一时忘记了民主协会的国际性。关于这

一点，它恐怕已经忘记不止一次了。“辩论报”只记得：一个力求促

使民主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胜利的团体，首先应该在本国发挥作用。

“社会辩论报”并不满足于声称比利时人希望靠民主协会来实

现的是什么。它还进一步谈到他们不希望靠民主协会来实现的是

什么，因而也就是说，作为比利时人，为达到政治改革而建立的协

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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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成员所不应该希望的是什么。Ａｖｉｓａｕｘéｔｒａｎｇｅｒｓ！〔外国人注

意！〕

“辩论报”说：“比利时人想靠民主协会来达到政治改革，这绝不是某些国

家的民主主义者的幻想，在那些国家里社会制度不允许存有实行真正改革的

希望，因而要想获得已经得到自由的人民所拥有的些微福利就象水中捞月一

样。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无论幻想发百万大财，或是幻想取得一百塔勒的地租

或利润，都可以想入非非。”

显然，“辩论报”这里指的是共产主义者。

我们要问“辩论报”：“自由”英国的“些微福利”是不是表现在

济贫捐比人口增长得快这一点上？

我们要问“辩论报”：它所说的“自由人民所拥有的些微福利”

是不是指弗兰德斯居民的贫困？

我们想要知道“辩论报”用１００塔勒的利润或地租来顶替工资

的秘密。大概它是把“自由人民所拥有的些微福利”理解成自由的

资本家和地主的些微福利了！

最后，我们还要问“辩论报”：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有没有委托它

去揭露那些不相信“自由人民所拥有的些微福利”的空想家的谎言

呢？

不过，“社会辩论报”所议论的显然不是一般的共产主义者，而

是德国共产主义者，他们由于本国的政治发展既不可能组织德国

的同盟，也不可能组织德国的自由协会２４０，在绝望中只好投入了共

产主义的怀抱。

我们要请“辩论报”注意，共产主义的发源地是英国和法国，而

不是德国。

德国共产主义是一切空想主义的死敌，它绝不轻视历史发展，

５２５２月６日的“社会辩论报”论民主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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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它以历史发展为凭借；我们暂且向“社会辩论报”证明这

一点，以回答它的证明。

德国在政治发展方面落后了，在这方面它还必须走过漫长的

道路。我们完全不否认这一点。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认为一

个拥有四千多万人口的国家要闹革命的话，是不会到自由小国家

的激进主义那里去寻找衡量本国运动的准绳的。

或许，“辩论报”是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特别强调阶级对立和阶

级斗争吧？如果是这样，共产主义就不成其为共产主义，而是政治

经济学或资产阶级社会了。

我们知道，罗伯特·皮尔曾经预言过由于现代社会的阶级对

立必然会爆发可怕的危机。我们知道，甚至基佐也认为，他在“文

明史”２４１中所描绘的只是阶级斗争的某些形式而已。但是，皮尔和

基佐都是空想主义者。而实际主义者倒是那些一提到社会现象就

认为是违反循规蹈矩的处世秘诀的人。

“社会辩论报”可以随心所欲地称颂北美和瑞士，美化它们。

我们要问“社会辩论报”，北美的政治制度能不能够有一天不

经过巨大的社会变革而在欧洲得到实现呢？我们认为，例如（请“辩

论报”原谅我们的放肆）要使英国的宪章不是由某些梦想普选权的

人来提出，而是由一个全国性的大党来提出，那就需要一个长期的

过程把英国工人联合成一个阶级；那时，这个宪章的目的就会完全

成为另一个样子，它所引起的社会结果也会和美国以及瑞士的宪

法所争取和导致的完全两样。在我们看来，空想主义者正是把政

治形式和它们的社会基础分隔开来并把它们当做一般的抽象的教

条的那些人。

当谈到民主协会因自由贸易问题而引起争论的时候，“社会辩

６２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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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报”对于不满足于“自由人民所拥有的些微福利”的“某些民主主

义者”进行了排斥，这也就向我们表明它是打算怎样来为协会辩护

的。

“辩论报”说：“为讨论这个极有意思的问题已开了六次会，本城各工厂的

许多工人所提出的一些论据，即使在去年９月布鲁塞尔的著名的经济学家会

议上也不能认为是不正当的。”

在这以前，“社会辩论报”肯定说，协会几乎一致认为各民族间

的绝对自由贸易就是民主的目的。

在这以后，“辩论报”在同一号上刊登了勒·阿尔迪·德·博

利约先生的一篇由英国自由贸易派的残羹剩饭凑合成的非常平淡

的演说。

而在结束时称赞了科布顿。

原来协会大多数人所支持的自由贸易就是经济学家会议所理

解的自由贸易，就是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所理解的自由贸易，经过

“社会辩论报”这一番阐述之后，谁还会怀疑这一点呢？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２月１０日左右

载于１８４８年２月１３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１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７２５２月６日的“社会辩论报”论民主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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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三 个 新 宪 法

说实在的，我们关于资产阶级即将获得胜利的预言 应验得

比我们所能预期的还要快。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三个君主

专制国家（丹麦、那不勒斯和撒丁）都变成了立宪国家。

在意大利，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展开了。教皇领地、托斯卡纳、撒

丁，一个接着一个站到了这一运动的最前列；一个国家推动着另一

个国家前进，一个进步的举动每次都引起了某种新的进步举动。意

大利的关税同盟２４２是组织意大利资产阶级的第一个步骤，意大利

资产阶级坚决地领导了民族运动，它和奥地利之间的冲突也就愈

来愈尖锐了。资产阶级几乎获得了君主专制时代可能获得的一切；

代议制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然而意大利资产者的困难

也正是在于使立宪制度获得胜利。君主们并不欢迎这些制度，资产

者也不能过分地威胁他们，以免重新把他们推向奥地利的怀抱。参

加关税同盟的意大利人如果不是完全出乎意料地突然得到西西里

岛起义的支援的话，那就还得等待一个很长的时期。巴勒摩的人民

表现了史无前例的英雄气概，赶跑了城里的国王军队 。

    

 见本卷第５０５—５１５页。——编者注

 巴勒摩的２０万居民战胜了１３０００士兵，巴黎的１００万居民在七月革命时期战

胜了七八千士兵。——编者注

８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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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卢齐、亚浦利亚和卡拉布利亚再度进行了起义的尝试，就在那

不勒斯城里进行了战斗的准备。嗜血成性的斐迪南四面楚歌，依

靠奥地利军队的希望也破灭了，他成了意大利君主中第一个被迫

同意颁布宪法和允许出版完全自由的人。这一消息传到了热那亚

和都灵；两个城市都要求撒丁不落在那不勒斯的后面。查理－阿

尔伯特被深深地拖入了运动，以致后退不得，又加上缺少对付奥地

利的军事准备费用，就被迫在都灵人和热那亚人的非常强硬的要

求面前让步，也同意了颁布宪法。毫无疑问，托斯卡纳一定会跟上

来，就连庇护九世也得做新的让步。

在巴勒摩街头，意大利资产阶级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现在

它胜利了，接着应该做的就是：全面地利用这一胜利，保卫胜利的

成果免遭奥地利的侵犯。

意大利资产阶级的这一胜利对奥地利来说是一个新的失败。

老梅特涅想必是暴跳如雷了！他早就预料到那不勒斯会发生革命，

曾多次坚决要求教皇和托斯卡纳允许他的军队通过，可是却仍然

不得不让他的潘都尔兵①和克罗亚特兵②滞留于波河北岸。那不勒

斯接二连三地派来了信使；斐迪南、科克勒和德尔·卡烈托不断向

他求援，而梅特涅，这个曾在１８２３年和１８３１年作为一个万能的统

治者统治过意大利的英雄今天却无能为力了。他只能静静地眼看

他在意大利的最后一个最忠诚的同盟者被粉碎、遭污辱，眼看革命

把整个那不勒斯放到不利于奥地利的天平盘上去。而他的１５万

士兵却停留在波河北岸！但是英国并没有睡觉，奥地利人跨过波河

就会成为他们占领威尼斯和轰炸的里雅斯特的信号，因此残暴的

９２５三 个 新 宪 法

①

② 在三十年战争之前和骠骑兵建立以前匈牙利轻骑兵的称号。——译者注

以残暴著名的从前的匈牙利步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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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特涅匪帮只好手执武器，踏步不前，眼巴巴地看着那不勒斯从自

己的手中溜走。

在意大利发生这一切事变的时期，英国的举止是非常体面的。

其他的列强（无论是法国或俄国）都千方百计地援助梅特涅，只有

英国站在意大利运动方面。英国资产阶级非常希望奥意的保护关

税协定瓦解，而反过来促使在意大利建立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反

奥关税同盟。这也就是英国支持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原因，而意大

利资产阶级为了本身的发展，目前也需要自由贸易，因而也就成为

英国资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

同时奥地利正在武装自己。这种军备扩展使它的财政彻底破

产了。奥地利没有经费，只好向路特希尔德借债；路特希尔德声

明，他不希望战争，因而不能资助战争。既然象英国这样的国家可

能进来干预，还有哪一个银行家会借钱给腐朽透顶的奥地利君主

国来从事战争呢？因此，梅特涅再要指靠资产阶级已经是不可能

了。俄国皇帝几年前靠乌拉尔和阿尔泰矿山以及谷物贸易也成了

大资本家，这位白色沙皇帮助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１５００万银

卢布，看来已经完全变成一切没落的君主专制国家的路特希尔德

了。现在，梅特涅就向他求救。听说沙皇尼古拉答应给７５００万，当

然是以俄国利息和可靠的保证为条件。这是再好不过的事。如果

沙皇除了本国的花费之外，还要抵偿普鲁士和奥地利王朝的费用，

如果他的钱要浪费在无益的反对意大利的军备上，那末他的财富

很快就会耗尽。

奥地利敢不敢发动战争呢？我们认为未必敢。它的财政破产

了，匈牙利在激烈的骚动中，波希米亚也不可靠。而在战场上，在

伦巴第，地下到处都会冒出游击队来。但是梅特涅最害怕的是英

０３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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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目前帕麦斯顿勋爵是欧洲最强有力的人物。他的立场有举足

轻重的意义，而这次他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

在欧洲的另一端，在丹麦，国王 已奄奄一息。他的儿子 ，愚

蠢的快活的酒鬼立刻召集名士、等级代表委员会来开会，讨论公

国 和丹麦的统一宪法。为了让德国人到处出丑，公国就应当声明

不愿接受这个宪法，因为这个宪法会使它们脱离自己的大德意志

祖国！２４３

这件事的确可笑。公国的居民要比丹麦的居民少得多，却仍

然得到同等数量的代表席位。他们的语言无论在会议上或是在记

录里，确实是到处都同样有权使用。简言之，丹麦人对德国人做了

一切可能做的让步，而德国人却固执地不愿放弃庸俗的民族自负

心。德国人在民族利益和进步利益相符合的场合，从来也不坚持

民族立场；可是在民族的和进步的相对立的时候，他们却总是坚持

民族立场的。在应该站在民族立场上的场合，他们扮演起世界主

义者的角色；而在没有必要直接站在民族立场上的时候，他们却又

坚守民族的立场到荒唐的地步。他们在各方面都成为人的笑柄。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公国的居民都是能干的人，并且他们在自

己的发展方面超过了丹麦人，那末他们在等级院里就会获得对丹

麦人的优势，因而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或者他们，德国

笨汉们不论在工业和政治的发展方面都落后于丹麦，那末早就应

该让丹麦人拖着他们走了。强壮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向

４０００万德国人求援以反对丹麦人，并且拒绝走上战场，其实在那

    
 克里斯提安八世。——编者注

 弗雷德里克七世。——编者注

 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编者注

１３５三 个 新 宪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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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他们所要遇到的战斗条件是和自己的敌人所处的战斗条件完全

相同的，这真是荒谬绝伦的事情；他们向德意志联邦的警察求援以

反对宪法，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

正如那不勒斯的宪法对于奥地利来说是一个打击一样，丹麦

的宪法对于普鲁士来说也是一个打击，虽然丹麦的宪法本身只不

过是２月３日的一次没有成功的普鲁士宪法试验的反应而已。普

鲁士政府除了已有的许多困难之外又增加了一项困难，这就是和

一个新的立宪国家毗邻；可是却失去了一个忠诚的藩臣和同盟者。

因此，意大利和丹麦都列入了立宪国家的行列，而德国却落在

后面。各族人民都在前进；最小的和最弱的民族总是能够在欧洲

的事变中找到便利的时机，不顾强大而反动的邻邦的意志而在本

国实施一连串现代化的制度。只有４０００万德国人原封未动。固然

他们已不再沉睡，但是却仍然在说空话，玩弄毫无意义的政客伎

俩，而不去进行实际工作。

但是如果德意志各邦政府还把自己的最大希望寄托在资产阶

级这种害怕行动的心理上，那它们就大错而特错了。德国人将最

后出动，因为他们的革命将完全不同于西西里岛的革命。德国的

资产者和小市民非常清楚，在他们的背后站着日益壮大的无产者，

无产者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就会提出完全不是这些资产者和小市民

所希望的要求。因此，德国的资产者和小市民才表现出胆怯、犹豫

和动摇；他们害怕冲突的程度并不亚于政府。

德国革命的意义比那不勒斯革命的意义重要得多。在那不勒

斯互相对抗的只有奥地利和英国；在德国革命中将是整个西方对

抗整个东方。那不勒斯的革命只要争得激进的资产阶级制度就算

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德国的革命在达到这一点的时候，实际上却只

２３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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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刚刚开始。

因此，德国人首先必定会在其他一切民族的面前把自己的名

声弄得一败涂地，他们必定会比今天更加成为全欧洲的笑柄，必须

迫使他们起来革命。到那时候他们就会真正站起来，不过那不是

胆怯的德国庸人们，而是德国的工人；他们将起来彻底结束肮脏的

和摇摇欲坠的德国当局的统治，而通过激进的革命来恢复德国的

荣誉。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２月中旬

载于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０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１５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３３５三 个 新 宪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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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论 波 兰 问 题２４４

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２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

１８４６年克拉柯夫起义两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

马克思的演说

先生们！

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１７９３年的雅各宾党人成了今

天的共产主义者。１７９３年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瓜分波兰的时

候，这三个强国就以１７９１年的宪法为借口，据说这个宪法具有雅

各宾党的原则因而遭到一致的反对。

１７９１年的波兰宪法到底宣布了什么呢？充其量也不过是君主

立宪罢了，例如宣布立法权归人民代表掌握，宣布出版自由、信仰

自由、公开审判、废除农奴制等等。所有这些当时竟被称为彻头彻

尾的雅各宾原则！因之，先生们，你们看到了吧，历史已经前进了。

当年的雅各宾原则，在现在看来，即使说它是自由主义的话，也变

成非常温和的了。

三个强国和时代并驾齐驱。１８４６年，因为把克拉柯夫归并给

奥地利而剥夺了波兰仅存的民族独立，它们把过去曾称为雅各宾

原则的一切东西都说成是共产主义。

４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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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柯夫革命的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由于这革命

的目的是复兴波兰民族，因而就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呢？要是这么

说，欧洲同盟为拯救民族而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何尝不可以说成共

产主义的战争，而维也纳会议又何尝不可以说成是由加冕的共产

主义者所组成的呢？也许由于克拉柯夫革命力图建立民主政府，因

而就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吧？可是，谁也不会把共产主义意图妄加到

伯尔尼和纽约的百万豪富身上去。

共产主义否认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要消灭任何阶级，消除任

何阶级的差别。而克拉柯夫革命家只希望消除阶级间的政治差

别；他们要给不同的阶级以同等的权利。

到底在哪一点上说克拉柯夫的革命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呢？

也许是由于这一革命要粉碎封建的锁链，解放封建劳役的所

有制，使它变成自由的所有制，现代的所有制吧？

要是对法国的私有主说：“你们可知道波兰的民主主义者要求

的是什么？波兰民主主义者企图采用你们目前的所有制形式。”

那末，法国的私有主会回答说：“他们干得很好。”但是，要是和基

佐先生一同再去向法国私有主说：“波兰人要消灭的是你们１７８９

年革命所建立的、而且如今依然在你们那里存在的所有制”。他们

定会叫喊起来：“原来他们是革命家，是共产主义者！必须镇压这些

坏蛋！”在瑞典，废除行会和同业公会，实行自由竞争现在都被称为

共产主义。“辩论日报”还更进一步，它说：剥夺２０万选民出卖选

票的收益，这就意味着消灭收入的来源，消灭正当获得的财产，这

就意味着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毋庸置疑，克拉柯夫革命也希望消

灭一种所有制。但这究竟是怎么样的所有制呢？这就是在欧洲其

他地方不可能消灭的东西，正如在瑞士不可能消灭分离派同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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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因为两者都已不再存在了。

谁也不会否认，在波兰，政治问题是和社会问题联系着的。它

们永远是彼此不可分离的。

但是，最好你们还是去请教一下反动派吧！难道在复辟时期，

他们只和政治自由主义及作为自由主义的必然产物的伏尔泰主义

这一沉重的压力战斗吗？

一个非常有名的反动作家坦白承认，不论德·梅斯特尔或是

博纳德的最高的形而上学，最终都可以归结为金钱问题，而任何金

钱问题难道不就是社会问题吗？复辟时期的活动家们并不讳言，如

要回到美好的旧时代的政治，就应当恢复美好的旧的所有制，封建

的所有制，道德的所有制。大家知道，不纳什一税，不服劳役，也就

说不上对君主政体的忠诚。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更早的时期。在１７８９年，人权这一政治问

题本身就包含着自由竞争这一社会问题。

在英国又发生了什么呢？从改革法案开始到废除谷物法为止

的一切问题上，各政党不是为改变财产关系而斗争又是为什么呢？

他们不正是为所有制问题、社会问题而斗争吗？

就在这里，在比利时，自由主义和天主教的斗争不就是工业资

本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吗？

难道这些讨论了十七年之久的政治问题，实质上不正是社会

问题吗？

因而不论你们抱什么观点（自由主义的观点也好，激进主义的

观点也好，甚至贵族的观点也好），你们怎么能责难克拉柯夫革命

把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呢？

领导克拉柯夫革命运动的人深信，只有民主的波兰才能获得

６３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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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而如果不消灭封建权利，如果没有土地运动来把农奴变成自

由的私有者，即现代的私有者，波兰的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是

你们使波兰贵族去代替俄罗斯专制君主，那只不过是使专制主义

改变一下国籍而已。德国人就是在对外的战争中也只是把一个拿

破仑换成了三十六个梅特涅的。

即使俄罗斯的地主不再压迫波兰的地主，骑在波兰农民脖子

上的依旧是地主，诚然，这是自由的地主而不是被奴役的地主。这

种政治上的变化丝毫也不会改变波兰农民的社会地位。

克拉柯夫革命把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

看作一回事，这就给整个欧洲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虽然这次革命暂时被雇佣凶手的血手所镇压，但是现在它在

瑞士及意大利又以极大的声势风起云涌。在爱尔兰，证实了这一

革命原则是正确的，那里狭隘的民族主义政党已经和奥康奈尔一

起死亡，而新的民族政党首先就要算是改革派和民主派的政党

了２４５。

波兰又重新表现了主动精神，但这已经不是封建的波兰，而是

民主的波兰，从此波兰的解放将成为欧洲所有民主主义者的光荣

事业。

恩格斯的演说

先生们！

今天我们纪念的这次起义并没有获得成功。在几天的英勇抵

抗以后，克拉柯夫陷落，波兰的血淋淋的幽灵一度在它的凶手的眼

前出现，现在又进入了坟墓。

７３５论 波 兰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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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柯夫革命结果是失败了，这次失败是非常惨痛的。让我

们对牺牲的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并对他们的失败深表惋惜，对

因这次失败而遭受更大奴役的２０００万波兰人民，表示我们深切的

同情。

但是，先生们，难道我们应该做的就只有这些吗？在不幸的国

家的墓地上痛哭一场，并发誓永远痛恨奴役波兰的人，同时却毫无

作为，难道这就算完事了吗？

不，先生们！克拉柯夫起义的纪念日不仅是悲痛的日子；对我

们民主主义者来说，这也是一个庆祝的日子，因为失败本身中就包

含着胜利，而且这一胜利的果实我们已经巩固地取得，失败只是暂

时的。

同时，这个胜利也是年轻的民主的波兰对老朽的贵族的波兰

的胜利。

是的，在波兰为反对外国奴役者进行最后的斗争以前，波兰内

部就已进行着隐蔽的、秘密的，但又坚决的斗争，这是被压迫的波

兰人反对压迫的波兰人的斗争，波兰的民主政治反对波兰的贵族

政治的斗争。

比较一下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４６年，比较一下华沙和克拉柯夫吧。

１８３０年波兰的统治阶级在立法会议上表现得那样自私、狭隘和懦

怯，但在战场上却又表现得那样富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满怀着坚毅

和勇气。

１８３０年的波兰贵族所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保卫已得的权利

不受帝王方面的侵犯。贵族把起义局限于维也纳会议乐于称为波

兰王国的一块不大的地区；不让波兰其他地方也爆发起义；农民的

农奴身份原封未动，依旧过着非人的牛马生活；犹太人依旧处于屈

８３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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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的地位。如果在起义过程中，贵族不得不向人民让步，那也只是

在最后，当起义已经注定要失败了的时候。

直截了当地说，１８３０年的起义既不是民族革命（波兰的
３
４没

有卷入起义），也不是社会的或政治的革命；这次起义一点也没有

改变人民的内部状况；这是一次保守的革命。

可是在这次保守的革命的内部，就在国家的政府中，有人尖锐

地批判了统治阶级目光短浅。他提出一些确实是革命的措施，这

些大胆的措施使议会里的贵族感到惶恐。他号召整个旧波兰拿起

武器，把波兰独立战争变成欧洲战争，赋予犹太人及农民以公民权

利，把土地分给农民，在民主与平等的基础上改造波兰，——他通

过这些号召摸索着变民族斗争为争取自由斗争的道路；他力图使

一切民族的利益和波兰人民的利益等同起来。这个人的天才订出

了如此广泛而又简单的计划，要不要提一下他的名字呢？这人就是

列列韦尔。

１８３０年，多数派贵族利令智昏，总是拒绝这些建议。但这些思

想在十五年之久的奴隶生活考验下成熟起来，而且得到了进一步

的发展，我们看到克拉柯夫起义的旗帜上就写着这些原则。在克拉

柯夫，显然已经没有什么可能经受巨大损失的人了；那里已经完全

没有贵族了。每一个既定步骤都具有民主勇气，这种勇气，我可以

说，很象无产阶级的勇敢。无产阶级除了贫困以外，什么也不会失

去，而得到的则是整个祖国，整个世界。这里没有任何犹豫和怀疑

的余地。三个强国立刻发起进攻，宣布农民的自由、土地改革、犹太

人的公民平等，绝不因为这会触犯一些贵族利益而踌躇不前。

克拉柯夫革命既不想恢复旧波兰，也不想保持外国政府还原

封不动地保存着的古代波兰制度；这次革命既不是反动的，也不是

９３５论 波 兰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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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的。

不，克拉柯夫革命敌视波兰本身，敌视这个以奴役大多数人民

为基础的陈旧的、野蛮的、封建的、贵族的波兰，更甚于敌视波兰的

外国压迫者。克拉柯夫革命绝不是要恢复这陈旧的波兰，而是要

彻底消灭它，并且在它的废墟上依靠完全新的阶级，依靠广大人

民，建立新的、现代的、有文化的、民主的、不愧为１９世纪的波兰，

要波兰真正成为捍卫文明的先进战士。

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４６年之间存在着差别；遍地血腥，任人宰割的极

端不幸的波兰有了巨大的进展；投入祖国压迫者怀抱的波兰贵族

完全和波兰人民分离；波兰人民坚定不移地转到民主方面；在波

兰，正如在我们这里一样，出现了阶级斗争这一整个社会进步的原

动力，——克拉柯夫革命的民主胜利就在于此，起义的结局就在于

此，而当起义者为失败而雪耻时，目前的结局还会带来更多的果

实。

是的，先生们，由于克拉柯夫起义，波兰问题已由过去的民族

问题变成各国人民的问题，已由过去的同情对象变成与一切民主

主义者有切身关系的问题。１８４６年以前，我们应该对罪行报仇；而

现在，我们应该拥护同盟者，而且我们一定会这样做。

我们德国首先应该为波兰涌起的民主浪潮而高兴。我们自己

在最近期内也将完成一次民主革命；我们将要同奥地利及俄罗斯

的野蛮匪帮进行斗争。在１８４６年以前，我们还可以怀疑，如果德

国发生民主革命，波兰将站在哪一边。现在，克拉柯夫革命把一切

疑虑都打消了。从今以后，德国人民和波兰人民便紧密地联结在

一起。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压迫者，因为俄罗斯政府也象

压迫波兰人一样地压迫着我们。无论是解放德国，无论是解放波

０４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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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其首要条件是根本改变德国目前的政治状况，推翻普鲁士和奥

地利，把俄罗斯逐出德涅斯特尔河和德维纳河之外。

因而，我们两个民族的同盟既不是什么美梦，也不是什么幻

想；不，先生们，这个同盟是我们两个民族的共同利益所绝对必要

的，而且由于克拉柯夫革命，它已成了一种必然的东西了。迄今为

止，德国人民对自己事业的热心几乎只表现在口头上。为了我们

波兰兄弟的利益，现在应该见诸行动了；并且象我们在座的德国民

主主义者向波兰民主主义者伸出手来一样，所有德国人民将庆祝

在第一次战斗的战场上同波兰人民结成的同盟，因为在这次战斗

中，我们共同的力量将战胜我们共同的压迫者。

载于１８４８年３月布鲁塞尔出版

的“布鲁塞尔庆祝１８４６年２月

２２日波兰革命两周年纪念文集”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文集

１４５论 波 兰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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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致“改 良 报”２４６

鲁卡的“改良报”回答了奥格斯堡的“总汇报”上的一篇卑劣的

论文，这篇论文是“总汇报”经常按照维也纳宫廷总务府的指示所

发表的论文中的一篇。

下流的雷赫报纸２４７不仅把奥地利５１８０００兵士对他们昏君斐

迪南的忠诚捧上了天，而且还断定这些兵士（波希米亚人、波兰人、

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海杜克①、瓦拉几亚人、匈牙利人、意大

利人等）想望着德国的统一，只要皇上有意于此，他们就愿为统一

而捐躯！

好象糟糕的并不是当奥地利还存在的时候，德国就必须冒险

让海杜克、克罗地亚人、瓦拉几亚人来保卫自己的统一；好象当奥

地利存在的时候，德国的统一除了同克罗地亚人、瓦拉几亚人、马

札儿人和意大利人统一而外，还可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改良报”非常中肯地回答那个“极下贱的”，斥责它那种说

２４５

① 匈牙利的一种马札儿人雇佣步兵。１６０５年德兰士瓦尼亚公爵斯蒂芬·博奇科

伊由于他们在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１２７６—１９１８）的斗争中有功，赐给他

们贵族特权，并授以大片领土。——译者注

 俏皮话，《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总汇报”，而《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则是“极下贱

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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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奥地利在伦巴第保卫着德意志民族利益的谬论，最后，“改良

报”把１８４８年的意大利运动和１８１３年及１８１５年的德国解放战争

相提并论，对德国人发出号召。

显然，“改良报”想借此对德国人恭维一番，否则，它决不会作

出违心之事，竟把现代进步的意大利运动和这些反动的战争相提

并论。正是由于这些反动的战争，意大利才受到奥地利的奴役，德

国又回复了过去的极度混乱、分裂和暴政的统治，而整个欧洲则订

下了１８１５年可耻的条约。

“改良报”可以相信我们，德国不仅已从这些战争的结果，而且

从这些“光荣”时代的英雄们的凄惨的下场里清楚地认识到解放战

争的性质。只有卖淫式的官方报纸才会竭力称颂这如醉如狂的时

代。众人对此则嗤之以鼻，甚至铁十字勋章也将为之赧然。

正是这些报纸，正是这些１８１３年的以吞掉法国人为快的人，

现在又象他们过去对法国人那样，对意大利人狂吠，颂扬奥地利、

基督教德意志的奥地利，并鼓吹发动一次十字军远征来惩治拉丁

民族的狡猾和轻率；因为意大利人本来就和法兰西人一样都属于

拉丁民族！

如果意大利人想举例说明，他们从解放时代的那些拙劣的吹

牛家身上能指望些什么，这些红头发的幻想家对意大利民族又有

什么看法，我们可以引用奥·阿·路·福伦的一首著名的歌曲２４８

给他们：

  来，我们来赞美边疆，

那里有曼陀令和吉他的低奏，

金色的橙子透过茂密的叶丛中闪闪发光；

我爱那德意志李子红得发紫，

３４５致 “改 良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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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爱那勃斯多尔夫①苹果的红光

以及诸如此类的永远明达的人的诗意的狂妄的果实。然后就是关

于匪徒、七首、火山、拉丁民族的狡黠、意大利妇女的不贞、臭虫、蝎

子、毒药、毒蛇、凶手等等极可笑的观念。道貌岸然的李子爱好者

在意大利每走一步都会产生不少这样的错觉。最后，好幻想的庸

人感谢着他的上帝，因为他处在爱情与友谊的国家里，处在用板凳

腿打架的国家里，处在碧眼而忠实的牧师的女儿的国家里，处在正

直和纯朴的国家里，总而言之在德意志式的忠实的国家里。１８１３

年英雄们的脑子里填满了这种对意大利的迷信的幻想，不用说，他

们是从未见过意大利的。

“改良报”和从事意大利运动的所有活动家可以深信，德国的

舆论坚决支持意大利人。德意志人民也和意大利人民一样，迫切

希望奥地利垮台。德国人民对意大利人的每一个成就都感到欢欣

鼓舞，同时，我们希望在适当时机，德意志人民将为永远结束整个

奥地利的统治而投入战斗。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２日左右

载于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４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１６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４４５ 弗 · 恩 格 斯

① 德国莱比锡附近一村落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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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巴 黎 的 革 命

１８４８年的情况很顺利。抱着一套套宪法的西西里革命刚刚一

闪而过，巴黎就发生了胜利的起义。

反对派代表公开宣称要以勇敢的游行示威来捍卫集会权，以

防基佐、杜沙特尔和阿贝尔对它的侵犯。

一切准备均已就绪。餐厅已布置好，正待客人赴宴。当行动时

刻到来时，忽然间，以奥迪隆·巴罗先生为首的左派胆小鬼，和往

常一样，怯懦地退却了。

宴会停止了。但是巴黎人民是不甘心退却的，因为他们受了

众议院吹牛大王的刺激，对这些庸人的怯懦心理极为愤慨，并对持

久的普遍失业现象表示不满。

星期二 晌午时分，所有巴黎居民都拥到街头去了。群众高

呼：“打倒基佐，改革万岁！”人民冲向基佐的官邸，军队都几乎保护

不了，窗户玻璃被打得粉碎。

群众同时又向奥迪隆·巴罗家拥去，大声呼喊：“打倒巴罗！”

他家的窗户玻璃也同样被打得粉碎。巴罗先生，即这位吓破胆的

肇事罪魁，就要求政府……派遣警卫队保护！

    

 即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２日。——编者注

５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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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站在一旁，并没有加以干涉。只有市近卫军开了枪，并且

行为异常残暴。市近卫军主要是从亚尔萨斯人和洛林人，即半德

意志人中招募来的，每人每天的薪金是三个半法郎；他们的身材高

大而且喂得很肥壮。市近卫军是当时所有军队中最卑鄙无耻的军

队，他们比宪兵还坏，比旧日的瑞士近卫军还坏；一旦人民获得胜

利，这支军队就得倒霉。

傍晚时分，人民起而反抗。他们建筑街垒，攻下前哨防御工事

并纵火烧毁。在巴士底广场上一个警察密探被杀死。武器铺也被

捣毁。

五点钟时，国民自卫军接到了总攻击的信号。但是出来的只

有极少数人，而且这些人还高喊“打倒基佐！”的口号。

入夜，一切都重新平静下来。最后一些街垒被占领了，骚动似

乎已告结束。

但是星期三的早晨，起义又重新爆发。蒙马特尔街以东巴黎

市中心的一大块地区都筑起了街垒；从十一点钟起，军队就不敢向

那儿接近。国民自卫军聚集了大批兵力，但只不过是为了迫使士

兵放弃向人民进攻，以便宣布：“打倒基佐，改革万岁！”

按照热拉尔元帅制定的防御计划２４９，巴黎的５万名士兵也投

入了战斗，于是他们就占领了全部战略据点。可是这些据点太多

了，使得所有军队只能招架不能还手。除市近卫军外，几乎没有一

支军队采取过攻势。热拉尔的宏大计划原来对起义倒有莫大好

处；它使军队瘫痪，使这些本来就处于被动的军队更加陷于被动。

彼此隔绝的堡垒反而对政府不利。而那些堡垒里又必须留卫戍部

队，这就拖住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不能进入战斗。谁也没有想到

轰击，甚至连这些炮垒是否存在都根本记不得了。在大城市的群

６４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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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起义面前，一切防御计划都毫无用处，那是自不待言的！

晌午时分国民自卫军队伍里对内阁不满的怨声极为强烈，以

致许多校官在土伊勒里宫发出通告说，如是内阁仍然执掌政权，他

们就不能担保自己军队的行动。

下午二时，年老的路易－菲力浦不得不把基佐免职，另组新

阁。这一消息刚一宣布，国民自卫军的士兵就欢天喜地，四散回

家，装起彩灯以示庆祝。

但是建筑街垒、冒着枪林弹雨同市近卫军进行斗争的人民，即

工人，决不是为了摩莱先生和比约先生２５０而战的。他们还是继续

斗争。当意大利大街正兴高彩烈欢喜若狂的时候，圣阿瓦街和朗

比多街上却子弹横飞。斗争持续到深夜，直至星期四的早晨还没

有停止。巴黎四周所有铁道全被破坏，就证明工人是普遍地参加

了这一斗争的。

资产阶级完成了自己的革命：他们推翻了基佐，并结束了大交

易所经纪人的独占统治。但在目前的第二场斗争中，已经不是一

部分资产阶级同另一部分资产阶级相对峙：目前是无产阶级同资

产阶级相对峙了。

        

刚刚传来的消息说，人民已经获得胜利，宣布了共和国的成

立。老实说，我们并没有料想到巴黎的无产阶级会达到如此辉煌

的成就。

临时政府中有三个委员是属于激进民主派的，激进民主派的

机关报是“改革报”。有一个委员是工人 ，这在世界任何一个国

    

 即阿尔伯。——编者注

７４５巴 黎 的 革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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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其余的委员是拉马丁、杜邦·德·累尔

和“国民权”的两个活动家２５１。

由于这次革命获得胜利，法国的无产阶级又成了欧洲运动的

领袖。荣誉和光荣属于巴黎的工人们！他们推动了整个世界，所有

国家都将一一感到这一点，因为法兰西共和国的胜利就是全欧洲

民主派的胜利。

我们的时代，民主派的时代来到了。在土伊勒里宫和皇家之

宫燃起的火焰，是无产阶级的朝霞。现在，资产阶级的统治到处都

要崩溃，被推翻。

应该相信，德国一定会步法国的后尘。德国现在如果不从屈

辱中振作起来，将来就永远做不到这一点！要是德意志人还有毅

力、尊严和勇气，那末过不了四个星期，我们也会高呼：

  “德意志共和国万岁！”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

２月２５—２６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７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１７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５５年

“历史问题”杂志第１１期

８４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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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给“北极星报”编辑的信

亲爱的先生！

由于法国发生了重大的事件，比利时人民和比利时政府所采

取的立场就比平时更加引人注意。所以我要赶忙把２月２５日星期

五以来所发生的事情告诉给您的读者。

那天晚上整个布鲁塞尔都处在不安和激动中。流传着各种各

样的谣言，但谁也没有认真听信。车站上挤满了各阶层的人，他们

焦急地等待着新消息。法国大使，从前的吕敏尼侯爵也在那里。夜

里十二点半到站的列车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说星期四那天爆

发了革命；所有的人忽然一致热烈地高呼：《Ｖｉｖｅｌａ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共和国万岁！”〕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城。星期六一天平静无事。但

是星期日街道上挤满了人群，每个人都想知道，民主协会和同盟这

两个组织将采取什么措施。这两个组织在晚上都召开了会议。同

盟（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团体）决定再等等看，因而脱离了运动。民

主协会则通过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决议，从而使自己处于运动的

前列。他们决定把每星期集会一次改为每天一次，并向市政委员

会递送了请愿书，要求不仅把武器发给资产阶级市民自卫军，而且

发给每个地区所有的公民。晚上街道上发生了一些骚动。人们高

呼：《Ｖｉｖｅｌａ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共和国万岁！”〕，并聚集在市政厅大

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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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的周围。许多人被逮捕了，但是并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事情。

被逮捕的人当中有两个德国人，一个是政治流亡者沃尔弗先

生，另一个是工人。您一定知道，布鲁塞尔这里有一个德意志工人

协会。这个协会经常讨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并且发行一份德

文的民主主义报纸 。大家知道，居住在布鲁塞尔的德国人都是非

常积极的不屈不挠的民主主义者。他们几乎都是民主协会的会

员，而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副主席马克思博士也是民主协会的副主

席。

政府非常了解，在比利时这样的小国的相当一部分居民中，狭

隘的民族主义感情是比较浓厚的，于是它就立刻利用这种情况散

布谣言，说什么所有为争取共和制度的鼓动都是一些德国人搞起

来的，这些人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损失的，他们由于自己的卑劣行

为已经被三四个国家驱逐出境，他们打算独揽他们所预谋的比利

时共和国的大权。这个惊人的消息星期一就传遍了全城。不到一

天的功夫，组成市民自卫军的全体小店主便异口同声地叫嚷着反

对那些想把他们幸福的比利时祖国拖到革命中去的德国造反者。

德国人曾指定一个咖啡馆为集会的地点，每个人应当把巴黎

的最新消息带到这里来。但是，由于小店主喧嚷得太厉害，由于流

传着各种各样的风声，说政府要如何如何对付德国人，所以德国人

甚至不得不放弃这种与人无损的交往办法。

星期日晚上警察已经警告咖啡馆的老板、即德意志工人协会

所在地的房东，今后他不得再让德意志工人协会在这里举行任何

会议。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Ｂｒｕｓｓｅｌ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编者注

０５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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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人在这整个期间表现得非常好。虽然他们遭到警察的最

卑鄙的迫害，但他们仍然坚守岗位。他们每晚都出席民主协会的会

议。他们避开街道上一切喧嚷拥挤的人群，但是他们表示，即使本

身遭到不幸，在危急的时刻他们绝不会抛弃自己的比利时弟兄。

过了几天，星期日和星期一那种不寻常的激昂情绪平息了，人

们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政府也从第一次惊恐中恢复了常态，这时

候又发生了一系列迫害德国人的事情。政府颁布了许多命令，根

据这些命令，所有失业的外国工人将被立刻驱逐出境，而所有身份

证不妥贴的外国人也要遭到同样的对待。除了采取这些措施外，

政府同时还散布各种各样的谣言使企业主也反对所有的外国工

人，结果德国人便无法找到工作。连那些原来有工作的德国人也

失掉了工作，从此就听候驱逐出境法令的支使了。

政府不但迫害失业的工人，而且还迫害妇女。一个年轻的德

国民主主义者以丈夫的资格和一个法国女子同居（这是符合法国

和比利时的风俗习惯的），大概由于他在布鲁塞尔的居留使警察局

感到不安，于是便突然遭到了迫害，这迫害表现在对他的情人的追

究上。借口她没有身份证（哪一个住在比利时的人以前曾想到向

一个妇女要身份证的事！），就威胁要把她立刻驱逐出境，警察局还

声明说，这样做与其说是由于她本人，不如说是由于和她同居的那

个人。三天内警官就到她家里去了七次。她被叫到警察局好几次，

最后，由一个警察把她带到了警察总局。要不是一位有威信的比

利时民主主义者出面干预，她必然会被迫离开这个国家的。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迫害工人，放风声说某某人

将被逮捕，星期二晚上将在城市所有的咖啡馆里搜捕德国人，——

所有这一切，我再重复一遍，和我现在所要告诉您的事情比较起

１５５给“北极星报”编辑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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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是算不了什么的。

星期五 晚上，马克思博士（还有其他一些人）接到了国王的

一道命令，限他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国境。夜里一点钟，当他收拾

行李准备启程的时候，一个警官带着十个武装警察，违反在日落到

日出这段时间公民住宅不可侵犯的法律，闯入马克思的住宅，逮捕

了他，把他押解到市政厅监狱。除了说他的身份证不妥贴（虽然他

至少给他们拿出了三个身份证，并且他在布鲁塞尔已经住了三年）

外，没有说明逮捕他的任何理由！马克思就这样被带走了。他的妻

子非常惊惶不安，立刻跑到一位比利时律师、民主协会主席若特兰

先生那里去。若特兰先生总是乐于帮助被迫害的外国人，我在叙

述前面那件事情时所提到的正是他的友谊的干预。马克思夫人在

回家的路上遇见了一位比利时友人日果先生。他送她回家去。到

家时，他们看到两个曾逮捕马克思的警察站在门口。马克思夫人

问道：“你们把我的丈夫带到哪里去了？”他们回答说：“如果您跟我

们走，我们就告诉您他在哪里。”警察把她和日果先生一起带到

市政厅，但是，他们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反而把马克思夫人和

日果先生交给了警察局，于是马克思夫人和日果先生就被关进监

狱。马克思夫人的三个小孩子被留在家里由女仆照管，她自己被

关进一间囚着一群最下流妓女的牢房，她便和这些娼妓在一块度

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她被移到另一个根本没有生火的房间，在

那里一直待了三小时，冷得直打哆嗦。日果先生也被扣留起来。马

克思先生同一个狂暴的疯子关在一个牢房里，因此他必须时刻提

防着这个疯子。所有这些卑鄙的行为还不算够，看守人也用最

    

 原文中误为“星期六”。——编者注

２５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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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暴的态度对待他们。

下午三时马克思夫人和日果先生终于被提审，法官很快就释

放了他们。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呢？游荡罪，因为他们两个人没有

随身带着身份证！

马克思先生也被释放了，但是命令他在当天晚上离开国境。

原来给他料理私事的二十四小时中，有十八小时他被非法关在监

狱，在这期间，不但他本人，连他的妻子也被迫离开他们的三个孩

子（其中最大的女孩还不满四岁）；最后，他来不及料理一下私事就

被驱逐出境了。

日果先生在被捕的前一天才从监狱释放出来。他上一次是在

星期一早晨六点钟和三个列日的民主主义者一起在旅馆里被逮捕

的；他们全部是被加以游荡罪名而被逮捕起来的，因为他们没有带

身份证。星期二就已经下令释放他们，但仍然非法地把他们扣留

到星期四。他们之中的特德斯科先生直到如今还在监牢里，而且

谁也不知道究竟给他加的是什么罪名。他和沃尔弗先生俩人不是

即将被释放，就是在这个星期内提交法庭审判。

但是，我必须指出，比利时的工人和比利时的许多民主主义

者，尤其是若特兰先生，对被迫害的德国人的态度是非常好的。他

们已经摆脱了一切狭隘的民族感情。他们不是把我们看作外国

人，而是看作民主主义者。

我听说，政府已经下令逮捕比利时工人、英勇的民主主义者德

·居阿斯科先生。昨天法庭审讯了被指控为参加叛乱而在上个星

期日被捕的另一个民主主义者达希先生；可是还没有宣判。

我时刻都在等待着驱逐出境的命令，如果没有更坏的遭遇的

话，因为谁也不能预料这个俄国式的比利时政府还会采取什么手

３５５给“北极星报”编辑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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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我已作好准备，驱逐令什么时候下来都行。这就是德国民主主

义者在这个“自由的”、如报纸所说，比法兰西共和国毫不逊色的国

家里的处境。

致以

敬礼和兄弟般的情谊

您的老朋友

３月５日于布鲁塞尔

本文是弗·恩格斯写的

载于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５日

“北极星报”第５４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４５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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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给“改革报”编辑的信

编辑先生！

比利时政府现在已经完全倒向支持神圣同盟政策的那一边去

了。它的反动的怒火驱使它极端暴虐地对待德国民主主义者。如

果不是这些针对我们的迫害激起了我们无比的愤怒，我们真要嘲

笑罗日埃内阁，嘲笑它的可笑的处境——它怪罪一些德国人违背

比利时人自己的愿望企图强迫他们接受共和国；但在我们所指的

那桩事上，可鄙甚于可笑。

编辑先生，首先应该告诉您，几乎所有的布鲁塞尔报纸都是法

国人编辑的，他们大多是为了躲避祖国对他们的可耻的惩罚而逃

出来的。这些法国人在１８３３年曾出卖了比利时的独立２５２，现在他

们对保卫比利时的独立却表示无限关切。国王、大臣和他们的仆

从利用这些报纸来加强这种看法：似乎比利时的具有共和精神的

革命本来只是ｆｒａｎｃｅｑｕｉｌｌｏｎｎｅｒｉｅ，而目前比利时境内已可感觉到

的民主鼓动，则全是好激动的德国人搞出来的。

德国人绝不否认他们公开地和比利时民主主义者结成联盟，

但他们这样做根本不是由于什么激动。但是在皇家检察官看来，

    

 弗拉曼特语中表示轻视的说法，意思是：“毫无意义地模仿法国的一

切”。——编者注

５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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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等于煽动工人反对资产者，等于挑拨比利时人不信任他们心爱

的德籍国王，这就是德国人为法国的侵略打开比利时的大门。

３月３日傍晚五时，我接到了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比利时王

国的命令。当天夜里，我就忙着准备出发，突然一个警官带着十名

警察闯进了我的住宅，搜查了整个房间，最后以我没有身份证为借

口，逮捕了我。且不说我有杜沙特尔先生把我逐出法国时发给我

的完好无缺的身份证，我手中还有逐出比利时的命令，这还是几小

时前才给我的。

编辑先生，我的被捕和遭到的粗暴对待甚至在奥地利都是难

以想象的，否则我也不谈这些了。

我被捕后，我的妻子就立刻去找比利时民主协会主席若特兰

先生，请他采取必要的措施。当她回到家里的时候，在门口碰见

了警擦，后者彬彬有礼地告诉她，如果她想和马克思先生谈话，请

随他走。我的妻子马上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她被带到警察局，警

官一开头就对她说，这里没有马克思先生，接着就粗暴地审问她，

问她是什么人，为什么到若特兰先生那里去，她是否持有身份证。

陪她一起去警察局的比利时民主主义者日果先生对警官提出这些

荒谬而无礼的问题表示愤怒，但警察禁止他说话，把他抓起来送

到监狱里去。他们以游荡罪名，把我的妻子送进市政厅监狱，和

妓女一起关在阴暗的牢房里。次日上午十一时，一队宪兵在众目

共睹之下把她送到侦讯室。不顾各方面的坚决抗议，把她拘留在

禁闭室达二小时之久。她在那里忍受了严寒和宪兵的极其可恶的

对待。

最后，当她站在侦讯员面前时，侦讯员对勤勉的警察就差没有

把孩子们也一起逮捕表示惊奇。审讯只可能是纯粹形式主义的：

６５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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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妻子的全部罪名就是她虽然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却赞成丈夫

的民主信念。

关于这件令人愤怒的事情的全部细节，我不想再详细了。只

告诉你一点，当我们被释放时，二十四小时的限期已满，我们不得

不立即离开，连最必需的东西也没有来得及带走。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副主席

卡尔·马克思

写于１８４８年３月６日左右

载于１８４８年３月８日“改革报”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改革报”

７５５给“改革报”编辑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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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外国人在布鲁塞尔所受的迫害２５３

２月２７日星期日，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召开了法兰西共和国宣

告成立后的第一次群众大会。事前就已知道，出席大会的将有大

批工人，他们对协会所认为必须采取的一切措施，将坚决地积极加

以支持。

政府方面散布出空气，好象只要人民愿意，国王列奥波特就准

备逊位。这是对比利时民主派设下的圈套，目的是使他们不要采

取任何坚决的行动来反对这样慈祥的国王，因为国王一心渴望卸

下王权的重负，只求遵照礼节给他一笔可观的养老金就是了。

这时候，王国政府已经掌握了一份被认为犯有破坏社会秩序

罪而必须当晚逮捕的名单。经与暗探局局长奥迪先生策划，在该

名单中确定应将外国人列为无中生有的所谓骚动的主谋人，他的

用意是要转移人们的视听，使人们不大注意大批公认为坚决的共

和主义者的比利时人的被捕，并挑拨民族感情。这便说明为什么

在不久以后罗日埃先生阁下（他之不是比利时人正如列奥波特国

王陛下之不是法国人一样）就发表了指令，要所有地方当局严密监

视法国人（罗日埃的同国人）和德国人（列奥波特的同国人）。这个

指令在形式上很象嫌疑法。

对２月２７日晚上被捕的人来说，一切所谓煽动挑拨都是莫须

８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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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罪名，因而实施这一布置得非常周密的计划也就显得更为卑

鄙，更为恶毒。

逮捕这些人可以说只是为了任意折磨他们和尽情地嘲弄他

们。

他们被捕后就立刻遭到拳打脚踢和军刀的痛殴。这些共和主

义者的脸上被吐口水，他们在慈善家奥迪面前横遭侮辱，而这位慈

善家则因为能使外国人知道自己的厉害而得意忘形。

既然找不到控告他们的任何罪证，那只有将他们释放。可是，

并不是这样！他们却在监狱里关了六天之久。然后，又用监狱的马

车把这些被捕者中的外国人直接押上火车。那里，他们都被关进

囚车，互相隔离，然后发送到基埃夫兰，被比利时的宪兵逐向法国

边境。

最后，他们发觉自己已在自由的土地上，才有些清醒过来，那

时他们口袋里除了一份填有被捕前夕日期的驱逐令以外，什么东

西也没有了。被逐者之中有一位是法国人阿拉尔先生。

就在这个时候，比利时小国之王的政府在下院宣布：比利时王

国，包括两个弗兰德斯在内，是可能有的共和国中最好的共和国，

它有着象奥迪先生这样的人所统领的模范警察，旧共和主义者，傅

利叶主义者和新出现的列奥波特的信徒在奥迪先生一人身上都兼

而有之。下院高兴得流泪，而天主教报纸和自由派报纸对国王列

奥波特的私德和他的家仆罗日埃的公德则备加赞扬。

比利时民意倾向于共和政体。列奥波特只有在大资产阶级、

土地贵族、耶稣会教徒、官僚以及那些被逐出法国后成为比利时行

政及新闻界首脑人物的前法国人中间，才有他的信徒。

梅特涅由于碰巧就在法国边上有了象科布尔克家族的代表这

９５５外国人在布鲁塞尔所受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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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一个法国革命的死敌而喜不自胜。可是，他忘却了目前人们只

有在婚姻问题上才考虑到科布尔克家族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０日左右

载于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２日“改革报”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改革报”

０６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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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比 利 时 的 状 况２５４

３月１８日于布鲁塞尔

两星期前，比利时资产阶级拒绝了人民提出的建立共和国的

要求，而现在这个阶级却准备发起争取共和国的运动。它还不敢

公开宣布，但整个布鲁塞尔都已在窃窃私语：“列奥波特必须下台，

这是肯定的。只有共和国才能拯救我们，这也是肯定的；但是我们

需要的是一个秩序井然的象样的共和国，在那里既没有劳动组织

和普选权，也没有工人方面的干涉！”

这已经是一个进步。不久前竭力反对一切模仿法兰西共和国

的企图的可敬的布鲁塞尔资产者，已经尝到了巴黎财政危机的恶

果。他们痛骂在政治上模仿别人，可是自己却沉湎于在财政上模

仿别人。他们盛赞比利时的独立和中立，可是自己却看到比利时

的交易所完全屈从巴黎的交易所。南部国境线上的军事警戒线，

挡不住有价证券狂跌的怒潮以排出倒海之势涌入有保证的中立的

比利时领土。

事实上，布鲁塞尔的交易所几乎完全麻木了。许多中小商人

因破产而毁灭，有价证券再也找不到买主，交易所牌价徒有其名，

现金比在巴黎还消失得快，商业完全停顿，大多数企业家已在解雇

工人。这里举几个证券普遍跌价的例子：几天以前，一个实业家想

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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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１５０张票面１００法郎的唐德尔河流域铁路的股票；二月革命

前，在伦敦交易所中这种股票的市价是高于票面价格的。第一天

他不肯按每股４５法郎的价格出售，第二天又不肯按每股３５法郎

出售，到第三天，他只得按每股１０法郎售出！两年以前价值６０００

法郎的土地，现在甚至连
１
３的价钱也卖不到！

正当大家惊慌失措的时候，政府要求先预征
２
３的直接税，然

后发行五、六千万强制公债。这些措施在原来就因预算不断增长

而不满的纳税人中间引起了震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可敬的资产者不能不相信，由于他们拜

倒在君主政体面前，虽然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一点在法国

已经获得的好处，但是却必须完全分担由法国的情况所引起的一

切忧虑。这就是共和主义精神在他们中间活跃起来的真正原因。

可是，工人们决不甘沉寂。几天来根特发生了骚动；前天在布

鲁塞尔工人们纷纷集会，向国王递出请愿书。列奥波特只得屈尊

往迎，亲自从长满老茧的手中把请愿书接过去。接着就发生了气

势更加浩大的示威游行。每天都有大批工人失业。只要工业危机

再延长一些时候，只要工人阶级的情绪更为炽烈一些，比利时资产

阶级，就会象巴黎资产阶级一样，同共和国结成“利害婚姻”。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８日

本文原文由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研究院于１９３２年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２６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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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遗

弗·恩 格 斯

英国谷物法史
①

在上一世纪中叶以前，英国的谷物几乎每年都有输出，而很少

需要从国外输入。可是从那时起，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

面，由于当时的条件，谷物价格必然低廉，另一方面，由于肉类价格

昂贵，许多耕地变成了牧场；同时，具有重大意义的机器发明，正在

这个时期推动了工业空前未有的发展，而人口也有了空前未有的

增加。于是，英国不得不首先取消粮食输出，最后甚至要求从国外

输入粮食。由于革命时期二十五年的对法战争，输入发生困难，迫

使英国用粮多少局限于本国所生产的。战争所造成的输入困难起

了保护关税的作用。谷物价格上涨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地租也就

增加到以前的两倍，在个别情况下，甚至增加到以前的五倍。因

此，不久前变成牧场的大部分土地，又重新种植谷物了。英国土地

占有者（顺便说说，他们包括几百个勋爵、六万个左右从男爵和出

３６５

① 这篇文章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新发现的，发

表于１９６５年８月“统一”（《Ｅｉｎｈｅｉｔ》）杂志第８期。本文按写作日期应收入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俄文版因当时第二卷已出版，第三卷亦已付印，因此作

为补遗收入第四卷，我们也由于来不及编入第二卷，暂时仍按俄文版收入第四

卷中，待再版时改正。——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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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于非贵族的乡绅）的收入大大增加，于是他们追求起豪华奢侈挥

霍无度的生活来，这样，即使他们地租有所增加，也很快就入不敷

出。不久他们的庄园就为重债所累。１８１４年的和平清除了输入上

的障碍，因而粮价下跌，由于租金过高，租佃者的收入已不足抵偿

粮食的生产费用；当时出路只有两条：或是土地占有者降低地租，

或是实行真正的保护关税来代替过去实际上起了保护关税作用的

东西。土地占有者，他们不仅在上院和内阁里占着优势，同时在下

院也几乎有绝对的权力（在改革法案实施以前），他们当然选择后

者，于是不顾资产阶级以及当时还受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的激愤，

于１８１５年借助刺刀实行了谷物法。１８１５年的第一个谷物法规定，

在英国粮价每旁特①低于８０先令时，绝对禁止粮食进口。只有在

达到这种价格或超出这一价格的情况下，才许可从国外自由输入

粮食。然而，这个法律不仅不符合工业居民的利益，而且也不符合

农业居民的利益，于是在１８２２年又做了若干修改。但是，这次修

改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近几年来粮价总是低廉，从来没有到过

许可从国外输入粮食的水平。虽然历次修改法律，议会又屡次组

织委员会进行调查，租佃者仍然不能补偿自己的生产费用，于是哈

斯基森和坎宁终于发明了著名的Ｓｌｉｄｉｎｇ－Ｓｃａｌｅ〔调节制〕，这一制

度后来被他们的内阁继任者订为法律２５５。依据这一调节制，进口

税随着国内粮价下跌而提高，随着粮价上涨而降低。以为用这种

方法就能保证英国租佃者获得一个高昂而固定的粮价，使他可以

毫不费力地支付高额地租。然而，这一措施也没有起什么作用。这

一制度日益使人不堪容忍，从实施改革法案以来，在下院占统治地

４６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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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资产阶级更加坚决反对谷物法了，于是罗伯特·皮包爵士在

组阁一年以后，就不得不降低关税。

反对谷物法的反对党也组织了自己的力量。由于粮食腾贵而

不得不给工人支付较高工资的工业资产阶级，不惜任何代价力图

废除这些它所痛恨的法律——代表农业利益的旧统治（而且这种

统治使其他国家易于同英国工业进行竞争）的最后遗迹。１８３８年

底，曼彻斯特的几个大厂主创立了一个反谷物法协会；这个协会的

势力在曼彻斯特近郊和其他工业地区迅速扩展开来；反谷物法协

会后来称为反谷物法同盟，它组织募捐，创办杂志（“反谷物税通

报”２５６），并出资派遣演说家到各地去，利用一切英国惯用的鼓动手

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谷物法同盟成立的最初几年里（这正好

是处于萧条状态的那四年），其言论是极端激烈的。当１８４２年初

萧条变为真正的商业危机而使全国工人阶级陷于可怕的贫困时，

反谷物法同盟就成为真正革命的同盟了。它的口号就是耶利米的

格言：“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①；它的机关刊物明确地号召人民

去造反，并以“长枪和火把”威胁土地占有者。它的巡回鼓动家们

走遍了全国各地，到处宣传鼓动，他们所用的语言，比之他们的机

关刊物也并无逊色。群众大会一个接着一个召开，递交议会的请

愿书一份接着一份散发，而且正当议会开会的时候，同盟也就在紧

靠议会大厦的隔壁同时召开代表大会。当皮尔不顾所有这一切，

对谷物法只作修改而拒绝废除时，这个代表大会就声明说：

“人民对政府再也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他们应当只靠自己；必须刻不容

缓地立即停止政府机器车轮的转动；使用言语的时刻已经过去，行动的时刻

５６５补遗 英国谷物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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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赶到来；应该相信人民不愿再为穷奢极欲的贵族而活活饿死，如果这一切

都不行，还有一个能够迫使政府让步的办法：必须（全国大工业城市的大厂主

和市政官吏的这个代表大会就是这样声明的）①把人民派遣到产生各种贫困

的农业区去；但是人民不应该象一群温顺的‘贫民’似的而要象‘去仇敌那里

扎营’似的开进去。”

厂主们想采取一种巨大措施，于二十四小时内就在曼彻斯特

赛马场召开一次５０万人的集会并发动一次反谷物法的起义；这就

是关闭他们的工厂。

七月里情况开始好转。定货数量增加了，厂主们发觉危机即

将结束。但是人民仍然愤愤不平，贫困现象到处都是；既然反正总

要出事，那就应该马上行动。一个斯泰里布雷芝的厂主当情况已

经好转而本应提高工资的时候，反而突然降低了工人的工资，这便

迫使他们不得不停止工作以求把工资保持在从前的水平上。于是

这件事便成为工人起义的信号，工人使城内和近郊的全部工厂停

了工，他们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厂主（全部是反谷物法

同盟的盟员）一反往常，并就有加以任何阻挠。工人召集会议；会

上厂主亲自担任主席，他们企图把工人的注意力转到谷物法上。

１８４２年８月９日，即起义后四天，工人进入了曼彻斯特，在那里他

们没有遇到任何反抗就使全部工厂停了工。反对他们的只有一个

厂主，他是保守党人，是同盟的敌人。起义扩展到了所有工业区；

市政当局（大家知道，在英国，一切诸如此类的事情都由市政当局

决定）全是反谷物法同盟的盟员，他们哪里也没有反对起义者。这

期间，同盟的活动家一直是为所欲为的。但是有一点他们是失算

了。他们为了要用强力废除谷物法而把人民拖到起义中去，可是

６６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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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却很少想到这些谷物法。人民所要求的是１８４０年水平的工

资和实现人民宪章。同盟发觉这一点以后，就立即掉转武器来反

对自己的同盟者。同盟的全体成员都报名当了特别警察，他们宣

了誓，组织了一支镇压起义的新军队——一支为他们所敌视的政

府服务的军队。人民的起义很快就遭到了失败（这次起义突然爆

发是出于人民意外的，因为人民根本就没有准备进行这样的起

义）；谷物法依旧保存了下来，于是无论资产阶级或人民又都受了

一次教训。反谷物法同盟为了用事实证明它并没有因起义失败而

被彻底打垮，于１８４３年又掀起一个巨大运动，号召盟员募集５万

英镑；在一年内，同盟就超额地募集到这笔款项。同盟重新开始了

鼓动，但不久就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听众。它总是吹嘘，从１８４３年

起，在工业区已无事可做，可以把自己的活动转向农业区了。但是

症结却正在于此。１８４２年起义以后，曾经被无耻地出卖过的人民

愤慨万分，那时同盟的代表人物已无法在工业区召开公开会议，否

则就会被人民打得头破血流，狼狈地赶下讲台。因此，他们为了替

自己的那一套言论找市场，就不得不到农业区去。这里同盟是有

某些实际功绩的，它使租佃者因以前依附土地占有者而产生了一

种特有的羞愧情感，并使农业阶级成为关心整体利益的阶级。

１８４４年，同盟在前次募捐获得成就的鼓舞下，宣称将开展一次总

额为１０万英镑的新的募捐。第二天，曼彻斯特的厂主曾聚集一

堂，半小时内就认捐了１２０００英镑，１８４４年１１月认捐总额达

８２０００英镑，其中５７０００英镑已经付款。几个月以后，展览会在伦

敦开幕了，它也会使同盟有一笔巨额的收入。这一巨大的运动从

曼彻斯特扩展到整个英国，吸引了英国极大多数资产阶级，但是

（我们再说一遍）丝毫也没有引起工人阶级的同情；如果我们问一

７６５补遗 英国谷物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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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这个运动的动因是什么，那我们就应该承认，首先是大不列颠

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私利。对这个阶级说来，有巨大意义的是建立

一种制度，以便至少象它所想象的那样，在工商业方面保有永久的

世界垄断，能和竞争者一样支付低薪，同时还能利用八十年来英国

因现代工业居于首位而取得的一切优势。在这里因废除谷物法而

获益的只是资产阶级，而不是人民。其次，资产阶级还要求把这一

措施作为改革法案的补充法。改革法案规定采用选举资格，废除

对某些个人和团体旧有的选举特权，这在原则上应该使资产者富

豪阶级掌握政权；但在实际上，土地占有者阶级在议会中还保存着

相当大的优势，他们派到议会去的代表直接的有各郡产生的１４３

人，间接的有小城市产生的几乎所有代表，此外，大城市的托利党

人代表也是代表他们的。农业利益的这种优势，使皮尔在１８４１年

建立了托利党人的内阁。废除谷物法会给下院大土地占有者的政

治势力以致命打击，换句话说，实际上会给全部英国法律以致命打

击，使租佃者不再依附土地占有者而独立。废除谷物法意味着宣

布资本为英国的最高权力；而英国宪法就会根本动摇；立法集团的

主要组成部分，即土地贵族的一切财富和一切权力就会被剥夺，因

此，废除谷物法对英国前途的影响远远大于任何其他政治措施。但

是我们仍然认为，废除谷物法在这一方面也并不会给人民带来任

何利益。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５年秋

载于１８４５年１２月“德意志电讯”

杂志第１９３和１９４期

编辑部附注中说明作者为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电讯”杂志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８６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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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所做的关于１８４７年８月５日

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支部

和区部的记录

８月５日。建立新支部。

马克思当选为主席，

日果当选为秘书兼财务员。

区部委员会：日果、荣格、马克思、沃尔弗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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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２５７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第一章 同盟

第一条 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

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

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

第二条 盟员的条件：

（ａ）生活方式和活动必须符合同盟的目的；

（ｂ）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

（ｃ）承认共产主义；

（ｄ）不得参加任何反共产主义的（政治的或民族的）团体并且

必须把参加某团体的情况报告有关的领导机关；

（ｅ）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

（ｆ）保守同盟的一切机密；

（ｇ）必须获得一致通过，才能被接收入某一支部。

盟员如果不能遵守这些条件即行开除（见第八章）。

第三条 所有盟员都一律平等，他们都是兄弟，因而有义务在

一切场合下互相帮助。

第四条 盟员皆有盟内代号。

第五条 同盟的组织机构是：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

和代表大会。

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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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支部

第六条 支部的组成至少三人至多二十人。

第七条 每个支部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主席主持各种

会议，副主席管理财务，主席缺席时由副主席代理主席职务。

第八条 接收新盟员须经支部事先同意，由支部主席和充当

介绍人的盟员办理。

第九条 各地区的支部彼此不得相识或保持任何联系。

第十条 各支部均须有特别称号。

第十一条 任何一个盟员迁居时均须事先报告本支部的主

席。

第三章 区部

第十二条 区部辖有两个以上十个以下支部。

第十三条 由这些支部的主席和副主席组成区部委员会。区

部委员会从委员中选出领导人。区部委员会同本区各支部和总区

部保持联系。

第十四条 区部委员会是区内各支部的权力执行机关。

第十五条 各独立支部须加入已有的区部，或同其他各别的

支部成立新的区部。

第四章 总区部

第十六条 本国或本省内的各区部隶属于一个总区部。

第十七条 由代表大会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按省划分同盟

各区部和指定总区部。

３７５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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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总区部是本省各区部的权力执行机关。它同各该

区部和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

第十九条 新建立的区部加入邻近的总区部。

第二十条 总区部向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则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

第五章 中央委员会

第二十一条 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向代表大

会报告工作。

集二十二条 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不少于五人，由代表大会指

定为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区的区部委员会选出。

第二十三条 中央委员会同各总区部保持联系，每三个月作

一次关于全盟状况的报告。

第六章 一般规定

第二十四条 支部、区部委员会以及中央委员会至少每两周

开会一次。

第二十五条 区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任期为一年，

连选得连任，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之。

第二十六条 每年９月进行选举。

第二十七条 区部委员会必须根据盟的意图对各支部所进行

的讨论加以领导。

如中央委员会认为某些问题的讨论具有普遍的和直接的利害

关系，可以提交全盟讨论。

第二十八条 盟员至少每三个月同所属区部委员会联系一

４７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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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支部每月联系一次。

每个区部至少每两个月向总区部报告一次本地区的工作进展

情况，每个总区部至少每三个月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一次本地区的

工作进展情况。

第二十九条 同盟各级机关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证同盟

的安全并加强其活动，按照章程独立负责进行活动，并立即把一切

通知上级机关。

第七章 代表大会

第三十条 代表大会是全盟的立法机关。关于修改章程的一

切提案均经总区部转交中央委员会，再由中央委员会提交代表大

会。

第三十一条 每个区部都可派遣代表。

第三十二条 盟员不超过三十人的区部派代表一名，满六十

人者派两名，满九十人者派三名，以此类推。各区部可以选举不属

于本地区的盟员为自己的代表。

凡属上述情况，则各区部须赋予自己的代表以全权并给予详

细的指示。

第三十三条 代表大会于每年８月举行。遇紧急情况中央委

员会得召集非常代表大会。

第三十四条 每届代表大会指定本届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同

时指定下届代表大会的开会地点。

第三十五条 中央委员会得出席代表大会，但无表决权。

第三十六条 代表大会于每次会议后除发指示信件外，还可

以代表全党发表宣言。

５７５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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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反盟罪行

第三十七条 凡不遵守盟员条件者（见第二条），视情节轻重

或暂令离盟或开除出盟。

凡开除出盟者不得再接收入盟。

第三十八条 开除盟籍的问题只能由代表大会决定。

第三十九条 区部或独立支部可以暂令各别盟员离盟，但必

须立即报告上级机关备案。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大会同样作为最高

权力机关作出决定。

第四十条 被暂令离盟的盟员重新入盟问题，须由中央委员

会根据区部的提议处理。

第四十一条 反盟的罪行由区部委员会审理；区部委员会还

应督促判决的执行。

第四十二条 为了盟的利益必须对被暂令离盟者，被开除盟

籍者和可疑者加以监视，使他们不能为害。有关这些人的阴谋活

动必须立即通知有关支部。

第九章 盟的经费

第四十三条 代表大会为每个国家规定每一盟员反缴纳的最

低盟费。

第四十四条 盟费半数上缴中央委员会，半数由区部或支部

留用。

第四十五条 中央委员会的经费用作下列各项支出：

（一）联络费用和组织费用。

（二）印发传单。

６７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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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央委员会因执行某种任务所派代表的一切费用。

第四十六条 地方委员会的经费用作下列各项支出：

（一）联络费用。

（二）印发传单。

（三）在必要时派遣代表的一切费用。

第四十七条 凡支部和区部六个月不向中央委员会交盟费，

中央委员会即令其暂时离盟。

第四十八条 区部委员会最迟不超过三个月向所属各支部报

告收支情况。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报告盟的经费分配情况和盟

的收支情况。任何滥用盟的经费的行为都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第四十九条 特别费用和召开代表大会的费用由特殊收入开

支。

第十章 接收盟员

第五十条 支部主席向被接收入盟的盟员宣读和说明章程的

第一条到第四十九条，要在简短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入盟者应尽的

义务，然后向他发问：“那末，你愿意加入这个同盟吗？”如果后者回

答：“愿意！”，那末主席就要他保证尽盟员的一切义务，然后宣布他

为盟员并在下一次会议上将他编入支部。

受１８４７年秋召开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之委托公布。

     秘书       主席

   签名：恩格斯    签名：卡尔·沙佩尔

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８日于伦敦

载于维尔穆特和施梯伯“１９世纪共产主义者

的阴谋”１８５３年柏林版第１册附录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该书附录

７７５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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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致伦敦

“民主派兄弟协会”

去年１２月的来信收到，我们立即讨论了关于召开国际民主派

代表会议以及贵会和我会每月进行通信的建议。２５８

你们考虑到将来要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会议，因而建议第一次

会议在布鲁塞尔这里召开；你们建议我会在今年比利时革命纪念

时举行第一次会议，并由我会委员会准备会议议程；这些建议都已

一致热烈通过了。

你们表示准备每月和我会进行定期的通信，我们同样竭诚欢

迎。

现在，概括地叙述一下我们的成就和我们事业的一般情况。

我会正在蓬勃发展，实堪欣慰。会员人数每周都有增加，所有

公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已愈来愈关心我们的活动。

但是，足以更好地证明我们的成就的却是我们的运动在比利

时各省所引起的关注。比利时一些最大的城市向我们提出要求，

希望我们派遣代表帮助他们建立象我们这样的民主协会，并和首

都的协会建立经常的联系。

我们立即对这些要求作了答复。为了召开大会以建立协会的

分会，我们派遣了代表团到根特。到会的人数极多，大会以不可名

８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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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的热情接待了我们由不同民族所组成的代表团。立即通过了建

立民主协会的决议，并编制了会员名单。此后，我们得到根特来的

消息，知道协会终于成立，而且举行了第二次大会，到会人数比第

一次大会更多，情况也更为热烈。出席会议的有三千多公民，令人

高兴的是其中大多数是工人。

我们认为狂根特所取得的进展是我们在比利时的事业的最大

成就。根特是比利时的主要工业坡市，居民达十万以上，可以说是

弗兰德斯所有劳动居民的中心。根特所处的地位对整个比利时工

人运动具有决定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比利时的曼彻

斯特的工厂工人的那种再接再励展开纯民主运动的决心，体现着、

预示着比利时大多数无产者的同样决心。

在下次信中，我们想报道一些我们在比利时其他城市中的进

一步成就，这些成就将逐渐恢复比利时的强大、团结而有组织的民

主党。

你们最近的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书２５９中关于“国防”问题

的见解，我们完全同意。我们希望，这篇告工人书将使英国人民充

分认识清楚谁是他们真正的敌人。

我们对英国宪章派的大多数为了最后建立爱尔兰人民和大不

列颠人民的紧密同盟所采取的步骤，同样感到非常的满意。爱尔

兰人民由于成见，对英格兰的被压迫阶级和两国的压迫者毫无区

别地都一概加以憎恨，我们觉得现在消除这种成见的可能性比已

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我们希望，英格兰和爱尔兰的人民运动将很

快由菲格斯·奥康瑙尔一人统一领导起来，同时我们认为，英格兰

和爱尔兰的被压迫阶级在民主旗帜下形成的这种团结将是我们整

个事业的最重要的成就。

９７５布鲁塞尔“民主协会”致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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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请接受我们兄弟般的敬意。

        民主协会委员会：

主   席 律·若特兰

副 主 席 卡·马克思

律师兼秘书 阿·皮卡尔

１８４８年２月１３日于布鲁塞尔

载于１８４８年３月４日

“北极星报”第５４１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０８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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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关于民主协会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０日

会议的报道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２月２０日会议。主席为马克思先生。弗

里德里希·恩格斯第一个发言，他抨击了法国政府在“巴黎通报”

上发表的关于他被驱逐出法国的文章。恩格斯简短地叙述了他被

驱逐的情况２６０。

协会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说明表示十分满意。许多发言

人都作了这样的表示，同时还补充描述了法国政府以前驱逐外国

人的情形。

这些发言都已编入民主协会的正式文件汇编。

载于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４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１６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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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北极星报”编辑、

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书记

朱利安·哈尼先生

巴黎刚发生了光荣的革命，这是你们已经知道的。

我们应该告诉你们，这个重大的事件促使民主协会在这里采

取和平的、但是有力的宣传，以便利用比利时政治制度下所可能有

的各种条件来取得法国人民刚刚争到的幸福。

在热烈赞同下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民主协会将每晚举行会议，吸收公众参加。

２．以协会的名义向法国临时政府发表宣言，表示我们同情２

月２４日的革命。

３．向布鲁塞尔的市政委员会提议建立市的武装力量，以避免

任何流血事件并维持社会安宁，这支武装力量基本上由市民自卫

军组成，即由平时持有武器的资产者和在非常时期依照国家法律

必须加以武装的手工业者所组成。这样，就能将武器均等地分发

给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

关于以后的步骤和成就我们将尽可能地经常通知你们。

我们希望你们也很快就能使人民宪章成为你们国家的一种法

律，并希望这将有助于你们取得新的进一步的成就。

最后，我们建议你们在这个紧要的时期和我们保持经常的联

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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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把你们国家中发生的、可能对比利时人民有利的一切新东西告

诉我们。

委员会委员们签名

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８日于布鲁塞尔

载于１８４８年３月１

日“社会辩论报”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辩论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３８５致朱利安·哈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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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法兰西共和国公民们和

临时政府委员们

公民啊！

民主协会怀着崇高的敬意祝贺你们，祝贺法兰西民族最近完

成的功绩，并感谢你们对人类所作的伟大贡献。本会以团结各国

人民建立兄弟友谊为目的，我们的协会不久以前已在布鲁塞尔成

立，它由欧洲各民族的代表组成。我们正同比利时人一起在他们

的领土上利用那些早就允许自由地公开发表任何政治宗教见解的

制度，进行工作。

我们也曾向瑞士人致敬，祝贺他们最近的行动，他们这种行动

就是各民族解放事业的开端。落在你们肩上的使命就是以全力来

继续这一事业，英勇的巴黎人民每当执行自己使命的时候总是这

样表现的。我们坚信，不需很久，我们就会以对瑞士人所致的敬意

向法国人致敬。法国已离我们向它祝贺的时候不远了。至于说希

望各民族今后急起直追你们，那就自不待言了。

我们认为完全可以相信，同法兰西紧紧毗邻的民族将最先追

随法兰西走上它刚刚走过的道路。

法国所完成的革命首先巩固了法国和各民族的联系，而并没

有威胁任何一个民族的独立，这更进一步证实了上面的估计。我

们向１８４８年２月的法国致敬，因为它是各民族的模范，而不是各

４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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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的统治者。从今以后，法国不再需要别的敬重了。

我们看到，命运操在你们自己手中的这样一个伟大民族，真正

是在普遍的信任中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公民们，我们也看到，这个

伟大的民族，甚至和一向被其视为争雄对手的其他民族重新建立

起曾为少数人的腐朽政策所破坏的联盟。英国和德国重新向你们

伟大的国家伸出了手。西班牙、意大利、瑞士和比利时也将振奋起

来，或者在你们联盟的庇护下享受安静和自由。象拉撒路一样，波

兰定会从死中复活，响应你们以三种文字向她发出的号召。

最后，甚至俄国也必然会发出西方和南方人民还很不熟悉的

呼声来响应你们。法国人，荣誉和光荣归于你们！你们奠定了各民

族联盟的基础，这种联盟是你们不朽的贝朗热早就预言式地歌颂

过的。

公民们，我们怀着不可动摇的兄弟友谊，向你们表示深切的谢

意。

 以团结各国人民建立兄弟友谊为目的的布鲁塞尔民主协会

委员会。

  签名：主席律·若特兰律师；副主席卡·马克思；

名誉主席梅利奈将军；根特民主协会主席

斯皮特霍恩律师；布鲁塞尔大学教授迈因

茨；列列韦尔；财务员巴兰；副书记巴泰；

工人佩列林；批发商拉比奥。

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８日于布鲁塞尔

载于１８４８年３月４日“改革报”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改革报”

５８５致法兰西共和国公民们和临时政府委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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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１８４８年３月３日的决议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前伦敦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伦敦中央委

员会已卸除中央委员会的职权并将其所在地迁到布鲁塞尔，本此

决定布鲁塞尔总区部的区部委员会即被确立为中央委员会；布鲁

塞尔中央委员会

鉴于：

在目前形势下，要在布鲁塞尔将盟员尤其是德国盟员加以联

合是不可能的；

布鲁塞尔的同盟领导人员不是已被逮捕或被驱逐，就是随时

都有被驱逐出比利时的可能；

目前巴黎是整个革命运动的中心；

目前的形势要求要对同盟进行非常有力的领导，为此无疑地

必须使领导人员有权自行处理一切事务；

因此决定：

１．中央委员会迁到巴黎。

２．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授权盟员卡尔·马克思在目前独自实

现中央对同盟一切事务的领导，这项工作他要对即将成立的新中

央委员会和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负责。

６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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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委托马克思：一俟情况许可，就亲自选

择人员在巴黎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其组成人员应是最适当的盟

员，为此甚至可以将不住在巴黎的盟员召去。

４．解散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

本决议于１８４８年３月３日在布鲁塞尔通过。

      中央委员会

        签名：恩格斯，弗·费舍，日果，

亨·施泰因根斯，卡·马克思

载于维尔穆特和施梯伯“１９世纪共产

主义者的阴谋”第１册１８５３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该书第１册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７８５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１８４８年３月３日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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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

１８４８年３月８日会议记录

１８４８年３月８日支部会议记录

选出 主席：卡·沙佩尔

   秘书：卡·马克思

沙佩尔提议我们组成巴黎区部而不单是一个支部。

马克思等表示同意。通过。

海尔曼被通过。

讨论关于重新接受本支部被暂令离盟的盟员问题。

波尔恩汇报了“欧罗巴”咖啡馆的会议情况，斯特尔比茨基也

做了同样的汇报。多数票决定不到德克尔和费奈迭举行会议的这

个咖啡馆去。

恩格勒、布赫芬克和福格勒（魏特林派）被一致通过。

一致决定：委托上述三位盟员吸收魏特林支部中他们认为可

以吸收的人员加入本支部。

席林被一致通过。

批准下列几人为公开的工人团体的负责人：

主席：亨·鲍威尔

副主席：海尔曼

８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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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两人：波尔恩和福格尔

财务员：莫尔

干事三人：布赫芬克，沙佩尔，霍尔奈。

决定主席应用“朋友们”来称呼别人，其他人自便。

委托马克思起草工人团体的章程。

公开团体应该命名为德国工人俱乐部２６１。

威廉·赫格尔被接受为盟员（根据沙佩尔的提议并有亨·鲍

威尔附议）。

公开团体的地址应在市中心。委托盟员数人去寻找适当的地

址。

同盟会议定在圣奥诺莱区圣路易街６号举行。

斯特尔比茨基提议海尔是为候选人，通过。

秘书 卡·马克思 主席 卡·沙佩尔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３月８日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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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

１８４８年３月９日联席会议记录

３月９日晚九时举行

马克思把他起草的章程草案２６２提交会议讨论。

第一条以大多数票对两票通过。第二条全体一致通过。第三

条、第四条、第五条和第六条也同样全体一致通过。

这样，章程草案就无修改地通过了。接着秘书宣读共产主义

者同盟的章程。新入盟的盟员听完章程后，声明他们加入共产主

义者同盟。

马克思提议全体盟员报告自己的姓名和住址。会上讨论了这

个问题，最后通过决议：同盟的每一个盟员要报告他在这里所用的

名字和他的住址。

沙佩尔提议除主席和秘书外，再选出五个人组成巴黎区部委

员会。

四个支部中每个支部应该选出一人，选举延到下一次会议举

行。

沙佩尔做了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根据沙佩尔的提议，决

定每一个人发言时必须起立并脱帽。

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中央委员会应在下次会议上提出关于同

０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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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盟的总的情况的报告。

波尔恩曾被派往骑术学校开会并汇报会议情况。三刻钟后他

即返回，描述了这个协会２６３的糟糕情景。

下一次会议定于本星期六８时在圣奥诺莱区格列涅尔街“比

利时”咖啡馆举行。

闭会前盟员向秘书报告了自己的名字和住址。马克思提议全

体盟员都缠上红色布带。全场一致通过。

通过了沙佩尔的建议：指定一个人给大家代购鲜红色布带。

这一任务委托公民查克斯去执行。

卡尔·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３月９日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１９５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１８４８年３月９日联席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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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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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本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发出的

通告之一，正如恩格斯在“论共产主义者同盟史”（１８８５年）一文中所

指出的，这些通告是“在论及当时形成中的共产党的内部事务的特殊

场合”时发出的。

克利盖的观点和活动在通告中受到尖锐的批判，由于布鲁塞尔共

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要求，他不得不于１８４６年６月６日至１３日在他

主编的“人民论坛报”第２３号和２４号上发表了这一文件。该通告于

１８４６年也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７月号上发表，然而该杂志主

笔、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之一奥托·吕宁别有用心地加以改

动，他擅自增加了一些东西并修改了很多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

文第一版（１９２９年版第五卷）所载的通告，是根据“威斯特伐里亚汽

船”杂志发表的文章译出的，其中许多地方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

文而是吕宁写的。本版的译文是初次按原稿翻译的。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３

页。

２ “人民论坛报”《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Ｔｒｉｂｕｎ”是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纽

约创立的周报。出版时间从１８４６年１月５日至１２月３１日。——第

３页。

３ “青年美国”是美国手工业者和工人的组织。该组织是１８４５年创立的

群众性的全国改革协会的核心，协会宣称它的宗旨是无偿地分给每一

个劳动者一块土地。４０年代后半期协会宣传土地改革，反对使用奴隶

的种植场主及土地投机分子，并提出了许多其他民主要求（实行十小

时工作制、废除农奴制、取消常备军等等）。许多德国手工业侨民参加

了这一土地改革运动，但是曾经一度参加过全国改革协会的克利盖和

他的集团却鼓吹“真正的社会主义”那种反动的空洞思想，引诱德国侨

民脱离争取民主的斗争。——第９页。

５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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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指１７８９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出版的艾·约·西哀士写的小册子

“什么是第三等级？”（《Ｑｕ’ｅｓｔｃｅｑｕｅｌｅｔｉｅｒｓéｔａｔ？》）中的一段：“什么

是第三等级？都是。它在政治方面直到现在有何作为？无所作为。它

希望什么呢？希望有所作为。”——第１７页。

５ 埃萨伊是古犹太宗教教派（公元前２世纪——公元３世纪）。——第

１９页。

６ 指海外贸易公司（Ｓｅｅｈａｎｄｌｕｎｇ），这是１７７２年在普鲁士设立的贸易信

用协会。该协会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的贷款，

实际上充任了政府的银行家和财政经纪人。１９０４年该协会正式改为

普鲁士的国家银行。——第２１页。

７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古·阿·克特根的信和其他一些文

件一样，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想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建立

联系，以便为建立国际无产阶级政党打下基础。这封信是答复爱北斐

特的社会主义者古·阿·克特根的信（１８４６年６月１０日）。古·阿·

克特根曾打算把乌培河谷（普鲁士莱茵省巴门和爱北斐特两个城市的

总称）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的人联合起来。但由于这些人的

思想混乱，马克思和恩格斯信中提到的关于在乌培河谷建立共产主义

通讯委员会的想法，未能实现。——第２３页。

８ 指１８４６年６月通过的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些限制或禁止从国

外输入谷物的所谓谷物法，是英国为了大土地占有者即大地主的利益

而实行的。１８４６年的法案的通过，表明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反谷

物法斗争的工业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第２７页。

９ 指宪章派的领袖奥康瑙尔在１８４６年７月的选举会上进行举手表决时

战胜了资产阶级的议会候选人霍布豪斯一事。英国在１８７２年前，候选

人提名那天，表决是以举手的方式进行的，没有选举权的人也可以参

加表决。但是在正式选举那天（在举手表决时已被否决的候选人也有

被选权），有投票权的仅限于具有大量财产和长久居住期限等资格的

少数“合法”选民。

尽管有这种反民主的制度，奥康瑙尔在１８４７年８月的投票选举

６９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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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仍然获得了多数票而被选进议会。——第２７页。

１０ 包括了宪章派的各项要求的人民宪章，１８３８年５月８日作为准备提

交议会的一项法律草案公布。宪章包括６点：普选权（年满２１岁的男

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

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１８３９年和１８４２年宪章派要求

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都被议会否决了。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宪章派又展

开了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群众性运动。——第２８页。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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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最初在里子出版，从１８４４年

１１月起在伦敦出版。该报的创办人和主编是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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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弗·恩格斯曾

为该报撰稿。——第２８页。

１２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３０页。

１３ “国民报”（《Ｌ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是从１８３０年至１８５１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

法国日报；４０年代它是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

“改革报”（《ＬａＲéｆｏｒｍｅ》）是一家法国日报，是小资产阶级民主共

和派的机关报；于１８４３年至１８５０年在巴黎出版。１８４７年１０月到

１８４８年１月期间，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第３１页。

１４ 指小册子“高利贷大王路特希尔德第一的富有教益和有趣的故事”，

１８４６年巴黎版（《Ｈｉｓｔｏｉｒｅéｄｉｆｉａｎｔｅｅｔｃｕｒｉｅｕｓｅｄｅ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 －ｅｒ，

ｒｏｉｄｅｓｊｕｉｆ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６）。该小册子的作者是若·玛·德恩威

尔。——第３２页。

１５ 指１８４７年２月３日发布的关于召开所谓普鲁士联合省议会的国王圣

谕。根据这些圣谕，联合省议会应该是１８２３年确立的各省等级议会的

联合会议。联合省议会的职权限于批准新的税收和贷款，讨论法律草

案时有发言权和向国王呈交请愿书。议会的会期是根据国王的意见

决定的。

联合省议会在１８４７年４月１１日开幕，但是由于大多数代表拒绝

表决新的贷款，所以在６月就被解散了。——第３３页。

７９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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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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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报”（《ＴｈｅＧｌｏｂｅ》）是一家英国报纸“地球和旅行家”（《Ｔｈｅ

Ｇｌｏｂｅａｎｄ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ｒ》）的简称，１８０３年在伦敦出版；辉格党机关报，在

该党执政的时期是政府的官方报纸；１８６６年起成为保守党的机关

报。——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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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论日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Ｄéｂａ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ｅｔ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ｓ》）的简称，

１７８９年创刊于巴黎。在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

级的机关报。——第３３页。

１８ 确定了共同税界的德意志各邦的关税同盟，是在１８３４年成立的。后

来，这个同盟包括了除奥地利和一些小邦以外的德意志所有各邦。普

鲁士在这个同盟里起了领导的作用。由于必须建立全德意志市场而

成立的关税同盟，后来也促进了德意志政治上的统一。—— 第３５

页。

１９ １８４６年２月在波兰的土地上准备了争取波兰民族解放的起义。起义

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叛

变以及起义的领导者遭普鲁士警察逮捕，总起义被破坏了，仅仅发生

了个别的革命爆发。只有在从１８１５年起受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国王

管制的克拉柯夫共和国，起义者在２月２２日获得了胜利，成立了国民

政府，颁布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同时，在加里西亚也爆发了乌克

兰农民的起义。奥地利当局利用波兰小贵族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

和民族矛盾，在许多场合挑起了起义的农民和起义的波兰小贵族的队

伍之间的冲突。克拉柯夫的起义在１８４６年３月初被镇压下去，接着奥

国政府镇压了加里西亚的农民运动。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在１８４６年

１１月签订了条约，把克拉柯夫归并奥地利帝国。——第４１页。

２０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４２页。

２１ “特利尔日报”（《Ｔｒｉｅｒ’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１７５７年在特利尔创刊，１８１５年

起以这个名称出版；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起成为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报

纸；４０年代中叶开始，接受“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卡·格律恩就是该

８９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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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经常撰稿人之一）的影响，因而受到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的批评。——第４２页。

２２ 指比·约·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１８４６年巴黎

版第１—２卷（《Ｓｙｓｔèｍｅｄｅｓ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ｏｕ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ｉｅ ｄｅｌａ ｍｉｓèｒｅ》．Ｔ．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６）。—— 第 ４２

页。     

２３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ｋ，

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自１８４２年１月１日至１８４３年３月３１日在科

伦出版，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对普鲁士专制政体抱有对立情绪的资产

阶级人士创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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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页。

２４ 指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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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５７年人

民出版社版第２卷第３—２６８页）。——第４２页。

２５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Ｄａｓ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ｓｃｈｅＤａｍｐｆｂｏｏｔ》）是“真正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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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页。

２６ 马克思对１８４５年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卡·格律恩的“法兰西和比利

时的社会运动”（Ｋ．Ｇｒｕｎ．《Ｄｉｅｓｏｚｉａｌｅ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ｉｎ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ｕｎｄ

Ｂｅｌｇｉｅｎ》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１８４５）一书的评论是“德意志思想体系”的一章，这

一章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发表的（参看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的“德意志思想体系”第２部分第４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

版第３卷第４８９—５３４页）。这篇评论登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

１８４７年８月号和９月号上。——第４３页。

２７ Ｋ．Ｇｒｕｎ．《Ｂａｕｓｔｅｉｎｅ》．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１８４４．——第４４页。

９９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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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德法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ｅ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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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期双刊号。其中载有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导言”以及恩格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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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页。

２９ “新轶文集”（《ＮｅｕｅＡｎｅｋｄｏｔａ》）收集了莫·赫斯、卡·格律恩、奥·吕

宁等人的文章，由“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于１８４５年在达姆斯塔德出

版。——第４４页。

３０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本来预备于１８４７年以单行本在德国发表的。可是

由于出版者被捕，这本小册子就没有印成。这篇文章的原稿（保存下

来的不全）于１９２９年在苏联第一次发表。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４６

页。

３１ 这里指的是“改革报”（《Ｒéｆｏｒｍｅ》）的支持者。他们主张建立共和国并

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第４８页。

３２ 法国正统主义者是１８３０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

朝的拥护者。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

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主义者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说自

己维护劳动者，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

“青年英国”是英国托利党中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的集团，

成立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初。“青年英国”的活动家们反映了土地贵族对

资产阶级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的增强心怀不满，他们采取蛊惑手段，

企图把工人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利用工人阶级来反对资产阶

级。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这些集团的代表

人物的观点叫做封建的社会主义。——第４９页。

００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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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大陆体系，也叫做大陆封销，拿破仑于１８０６年宣布这样一项措施，禁

止欧洲大陆各国（其中也包括普鲁士）和英国进行贸易。——第５２页。

３４ 二月三日圣谕。——见本卷注１５。——第６６页。

３５ 恩格斯这里把柏林以西的施潘道要塞（普鲁士实行兵营训练的中心之

一和拘留“国事犯”的地方）的名字，用来象征普鲁士反动国家制

度。——第６６页。

３６ 指１８４６年克拉柯夫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普鲁士政府同意把克拉柯

夫并入奥地利帝国（见本卷注１９）。这种做法的后果之一，就是把克拉

柯夫列入奥地利的税界，使普鲁士的商品负担高额关税。——第６６

页。

３７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极重

要的理论著作之一，是卡·马克思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比·约·蒲

鲁东的主要作品。１８４６年１２月底，马克思在读了出版不久的蒲鲁东

所著“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以后，就决定批判严重地

阻碍在工人中间传播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蒲鲁东观点，同时从科学唯

物主义的立场来阐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许多理论和策略问题。

马克思在１８４６年１２月２８日给俄国文学家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

表明了许多极重要的思想，这些思想后来成为马克思为反驳蒲鲁东而

写的这部著作的基础。从恩格斯在１８４７年１月１５日给马克思的信中

可以看出，１８４７年１月马克思就已经着手回答蒲鲁东。至１８４７年４

月初，马克思的这部著作已基本完成并已付印（见本卷第４２页）。

１８４７年６月１５日，马克思为该书写了一篇简短的序言。

马克思的这部著作于１８４７年７月初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该

书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再版。该书德文版第一版于１８８５年出版，译文

曾经恩格斯校订，他专门为德文版写了一篇序言并加了许多注释。恩

格斯在校订德文版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在１８７６年１月１日送给娜

塔丽雅·吴亭娜（第一国际俄国支部委员尼·伊·吴亭的妻子）的一

本１８４７年法文版上的修正。１８８６年俄国马克思主义小组“劳动解放

社”出版了维·查苏利奇翻译的“哲学的贫困”俄文版第一版。该书的

德文版第二版于１８９２年出版。恩格斯写了一篇简短的序言，纠正原

１０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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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某些不准确的地方（见本卷注４８）。恩格斯逝世以后，马克思的

女儿劳拉·拉法格整理的法文版第二版于１８９６年出版，该版也根据

马克思送给娜·吴亭娜的一本上的修正作了更正。——第７１页。

３８ 马克思引自西蒙·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１８３７—１８３８年布

鲁塞尔版第１—２卷（Ｓｉｍｏｎｄｅｄｅ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Ｅｔｕｄｅｓｓｕｒ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 — ，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３７—１８３８）。—— 第 ８１

页。     

３９ Ｌａｕｄｅｒｄａｌｅ．《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ｓｕｒ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ｅｔｌ’ｏｒｉｇｉｎｅｄｅ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

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Ｔｒａｄｕｉｔｄｅｌ’ａｎｇｌａｉｓ，ｐａｒＥ．ＬａｇｅｎｔｉｅｄｅＬａｖａ ｓｓｅ．

Ｐａｒｉｓ，１８０８，ｐ．３３．——第８１页。

４０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租税的原理”，弗·索·孔斯坦西奥译自英

文，附有让·巴·萨伊的解释性和批判性的注。１８３５年巴黎版第２卷

第６５页（Ｄ．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ｅ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ｅｔｄｅｌ’

ｉｍｐｏｔ》．Ｔｒａｄｕｉｔｄｅｌ’ａｎｇｌａｉｓｐａｒＦ．Ｓ．Ｃｏｎｓｔａｎｃｉｏ，ａｖｅｃｄｅｓｎｏｔｅｓｅｘ

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ｓｅｔ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ｐａｒＪ．—Ｂ．Ｓａｙ．Ｔ． ，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５，ｐ．６５）。——

第８１页。

４１ 指亚·安德森的著作“商业史”（Ａ．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ｄ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ｉｍｅ》）。第１版于１７６４年在伦敦出

版。——第８３页。

４２ 安·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１８２３年

巴黎版第１—４卷（Ｈ．Ｓｔｏｒｃｈ．《Ｃｏｕｒ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Ｅｘ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ｄ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ｑｕｉｄé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ｌａｐｒｏｓｐéｒｉｔé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ｓ》．Ｔ．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３）。马克思引用的是第１卷。——第８５页。

４３ 指１８１５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和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以后的时期。——

第８９页。

４４ 亚当·斯密“原富”（Ａ．Ｓｍｉｔｈ．《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第１版于１７７６年在伦敦出版。——第

２０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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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页。

４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５６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５９６—６２５页

和１９５７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２卷第２６９—５８７页。——第９５页。

４６ 布阿吉尔贝尔的文章，引自欧仁·德尔编的“１８世纪的财政经济学

家”，１８４３年巴黎版，文集附有编者所加的作者史略和评注（《Ｅｃｏｎｏ—

ｍｉｓｔｅ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ｅｒｓｄｕＸＶＩＩＩｓｉèｃｌｅ》．Ｐｒéｃéｄéｓｄｅｎｏｔｉｃ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ｓ

ｓｕｒｃｈａｑｕｅａｕｔｅｕｒ，ｅｔａｃｃｏｍｐａｇｎéｓｄｅ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ｅｔｄｅｎｏｔｅｓｅｘ

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ｓ，ｐａｒ Ｅｕｇèｎｅ Ｄａｉｒ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３）。—— 第 １０８

页。      

４７ Ｗ．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０．——

第１０９页。

４８ 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１８２７年伦敦版（Ｔｈ．Ｈｏｄｇｓｋｉｎ．

《Ｐｏｐｕｌａ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７）。

原文误作霍普金斯（Ｈｏｐｋｉｎｓ）。奥地利资产阶级法学家门格尔曾

经利用这一点，说马克思的这段引文毫无根据。在１８９２年的“哲学

的贫困”德文版第二版中，恩格斯改正了这一错误。他写了如下的序

言：

“对于这第二版，我只想说几句断：在法文原文中霍吉斯金这个

名字误作霍普金斯，现已改正；又威廉·汤普逊的著作的出版年份也

已改为１８２４年。希望安东·门格尔教授先生的图书学的良心将因此

获得安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１８９２年３月２９日于伦敦”——第１１０页。

４９ Ｗ．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Ｍｏｓｔ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Ｈｕｍａｎ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４．

Ｔ．Ｒ．Ｅｄｍｏｎｄ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Ｍｏｒ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２８．——第１１０页。

５０ Ｊ．Ｆ．Ｂｒａｙ．《Ｌａｂｏｕｒ’ｓＷｒｏｎｇｓａｎｄＬａｂｏｕｒ’ｓＲｅｍｅｄｙ》．Ｌｅｅｄｓ，

１８３９．——第１１０页。

３０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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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１８４７年６月８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只适用于童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

日法案。但是实际上许多厂主并没有遵守这项法律。——第１１６页。

５２ 马克思引自伏尔泰所著的“议会史”（《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ｕｐａｒｌｅｍｅｎｔ》）一书

中的一章；该章题目是“摄政时期的财政和约翰·罗的制度”。——

第１２２页。

５３ 指萨伊为李嘉图著作的法文版所做的注（见本卷注４０），第２卷第

２０６—２０７页。——第１２６页。

５４ Ｎ．Ｗ．Ｓｅｎｉｏ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ａ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

ｔａｎａ，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Ｖｏｌ．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６．——第１２７页。

５５ Ｊ．Ｓｔ．Ｍｉｌｌ．《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ＳｏｍｅＵｎｓｅｔｔｌｅ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

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４．

托·图克“价格史和１７９３年到１８３７年的流通状况”１８３８年伦敦

版第１—２卷（Ｔｈ．Ｔｏｏｋｅ．《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

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１７９３ｔｏ１８３７》。Ｖｏｌ． —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８）。

——第１２７页。

５６ Ｔｈ．Ｃｏｏｐｅｒ．《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ｔｈ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该书

第１版于１８２６年在哥伦比亚出版；第２版增订版于１８３１年在伦敦出

版。——第１２８页。

５７ Ｍ．Ｔｈ．Ｓａｄｌｅｒ．《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ｏｌ．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０，

ｐ．８３，８４．——第１２９页。

５８ 指魁奈的两部主要经济著作：“经济表”１７５８年版（《Ｔａｂｌｅａｕéｃｏｎｏ

－ｍｉｑｕｅ》１７５８）和“经济表的分析”１７６６年版（《ＡｎａｌｙｓｅｄｕＴａｂｌｅａｕ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１７６６）。——第１３９页。

５９ 马克思暗指魁奈的同时代人尼·勃多于１７７０年发表的著作“经济表

说明”（《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ｕＴａｂｌｅａｕ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第１３９页。

６０ 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第３卷；全集１８４１年柏林第二版第５

卷第３２０页（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Ｂ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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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ｒｋｅ，２－ｔｅＡｕｆｌ．，Ｂｄ．Ｖ，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１，Ｓ．３２０）。——第１４１

页。     

６１ 这几个字马克思引自卢克莱茨的诗篇“事物的本性”（第３册第８６９

首）中的一句：“不死的死夺去了有死的生”（《ｍｏｒｔａｌｅｍｖｉｔａｍｍｏｒｓ

ｉｍｍｏｒｔａｌｉｓａｄｅｍｉｔ》）。——第１４４页。

６２ Ａ．ｄｅＶｉｌｌｅｎｅｕｖｅ—Ｂａｒｇｅｍｏｎｔ．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该书第一版于１８３９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第１５３页。

６３ 马克思引用的是亚当·斯密的“原富”的法文本：《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ｓｕｒｌａ

ｎａｔｕｒｅｅｔｌｅｓｃａｕｓｅｓｄｅ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ｓ》Ｔ． ，Ｐａｒｉｓ，１８０２，

ｐ．３３—３４．——第１６０页。

６４ 勒蒙特指他自己的著作：“理智和愚蠢各抒己见（供年长智低者阅读的

简明伦理教程）”１８０１年巴黎版（《Ｒａｉｓｏｎ，ｆｏｌｉｅ，Ｃｈａｃｕｎｓｏｎｍｏｔ；

ｐｅｔｉｔｃｏｕｒｓｄｅｍｏｒａｌｅｍｉｓ àｌａｐｏｒｔéｅｄｅｓｖｉｅｕｘｅｎｆａｎｔｓ》．Ｐａｒｉｓ，

１８０１）。

马克思引证的是勒蒙特的作品：“分工的道德影响”（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ｍｏｒａｌｅｄｅｌａ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ｄｕｔｒａｖａｉｌ》，勒蒙特在这一著作里引了上一著作。

——第１６０页。

６５ Ａ．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Ｅｓｓａｉｓｕｒ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ｓｏｃｉéｔéｃｉｖｉｌｅ》．Ｔ． ，Ｐａｒｉｓ，

１７８３，ｐ．１０８—１１０．——第１６１页。

６６ 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性质”１８３３年巴黎版第２３０页（Ｃｈ．

Ｂａｂｂａｇｅ． 《Ｔｒａｉｔéｓｕｒｌ’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ｄｅｓ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ｄｅｓｍａｎｕ－

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３，ｐ．２３０）。——第１６８页。

６７ Ａ．Ｕｒ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ｏｕ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ｅｌｌｅ》．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３６，ｔ． ，ｐｒｅｍｉèｒｅｐａｒｔｉｅ，ｃｈａｐｉｔｒｅ ．——

第１７１页。

６８ Ｐ．Ｒｏｓｓｉ．《Ｃｏｕｒ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０—

１８４１．——第１７８页。

６９ Ｊ．Ｓｔｅｕａｒｔ．《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ｄ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ｅ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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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ｉｓ，１７８９，１９０—１９１．该书英文第一版于１７６７年在伦敦出版。——

第１８０页。

７０ 伏尔泰“有四十个埃巨的人”（《Ｌ’ｈｏｍｍｅａｕｘｑ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ｃｕｓ》）。——

第１８１页。

７１ 威·配第“政治算术”（Ｗ．Ｐｅｔｔ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ｒｔｈｍｅｔｉｃｋ》），见他所著

“政治算术论文集”一书，１６９９年伦敦版（《Ｓｅｖｅｒａｌ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ｋ》．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９９）。——第１９１页。

７２ 当时在法国实行的法律，如１７９１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中制宪会议通

过的所谓列沙白里哀法案和拿破仑帝制时期制订的刑法典，禁止工人

建立工人联合会和组织罢工，违者受到严厉的惩处。在法国，对职工

会的禁令到１８８４年才撤消。——第１９４页。

７３ 全国职工联合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ｉｔｅｄＴｒａｄｅｓ）是工联的组

织，１８４５年在英国成立。联合会的活动限于争取出卖劳动力的优惠条

件和改善工厂立法的经济斗争。联合会一直存在到６０年代初，但是

１８５１年以后它在工会运动中没有起多大作用。——第１９６页。

７４ 乔治·桑的历史小说“扬·瑞日卡”的序。——第１９８页。

７５ “扬恶学校”（《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ｆｏｒＳｃａｎｄａｌ》）是理·谢里敦所写的一个五

幕喜剧。——第１９９页。

７６ 潘多拉的盒子是装满罪恶和纠纷的盒子。这是一个文学典故，源出于

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故事。潘多拉由于好奇，打开了装着各种各样

祸害的盒子并把祸害散布出来。——第２０１页。

７７ 指法国众议院里面支持基佐政府的反动多数。——第２０１页。

７８ 卡·马克思的“‘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是为回答反动的

普鲁士政府人士想通过宣传封建的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的社会主义使

人民群众脱离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并利用他们来反对资产阶级

反对派而写的。当时马格德堡的国教顾问、后来的保守党领袖之一海

·瓦盖纳（马克思批判的这篇文章可能就是他写的），仗着宗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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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部大臣艾希霍恩的庇护，进行了这种宣传。

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露拉萨尔派向俾斯麦政府和容克地主

的阿谀谄媚时，把这篇文章当做论证工人政党对“普鲁士国王政府的

社会主义”的不可调和的立场的文献（见马克思和恩格斯１８６５年２月

２３日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

“莱茵观察家”（《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ｒＢｅｏｂａｃｈｔｅｒ》）是一家保守的日报；

１８４４年起在科伦出版；德国１８４８年３月革命后停刊。——第２０７

页。

７９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Ｂｒｕｓｓｅｌ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侨居布

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的；１８４７年１月创刊，１８４８年２月停

刊。起初，该报的方针是以它的编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伯恩施

太德力求调和激进和民主营垒的各种派别这种意图决定的。但从

１８４７年夏天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在该报发表文章以后，报

纸就日益成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喉舌。１８４７年９

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开始发

生直接影响，１８４７年最后几个月，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该报的编辑

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该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

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第２０７页。

８０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１８４７年４月１１日在普鲁士联合省议会开

幕时发表的御前演说。国王在这篇演说中宣布，他永世也不会让“君

主和人民之间的自然关系‘变成’有条件的、宪法上的”关系，让

“写满了字的纸”来代替“亘古以来神圣的忠诚”。——第２２０页。

８１ 恩格斯在１８４６年底开始写“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这篇评

论。到１８４７年初恩格斯写成了一篇评格律恩的“从人的观点论歌

德”一书的文章（即本文第二部分的基础）。恩格斯打算把这篇文章

加以修改后补入他和马克思合著的“德意志思想体系”中批判“真正

的社会主义”的那一章（见恩格斯１８４７年１月１５日给马克思的信）。

不过本文只是以单篇文章发表在１８４７年９月至１２月的许多号“德意

志—布鲁塞尔报”上。——第２２３页。

８２ 恩泽拉德（或恩克拉德），古希腊神话中和奥林帕斯山上诸神战斗的巨

７０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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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一。——第２２４页。

８３ 这是按照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的“二行诗”中的两句改写的。

巴伐利亚的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的诗是典型的词藻华丽而毫无内

容的诗，这些诗后来已被完全遗忘了。——第２２４页。

８４ “莱比锡总汇报”（《Ｌｅｉｐｚｉｇｅｒ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的一家日

报，１８３７年创刊。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初是资产阶级的进步报纸。在普鲁

士境内于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２８日由内阁下令禁止发行，而在萨克森该报

则出版到１８４３年４月１日为止。该报的题词是：“真理和权利，自由

和法律”。——第２２５页。

８５ 法国烧炭党人的密谋团体是以意大利同一名称的团体为榜样，于

１８２０年底—１８２１年初成立。这个团体的支部称“温特”。把各种政治

派别的代表人物联合在自己队伍里的法国烧炭党人的目的是要推翻

波旁王朝。１８２２年密谋策动在许多城市（伯尔福，罗舍尔等等）的驻

军里同时举行起义。烧炭党人团体在密谋失败和几个领袖被处死刑

后，实际上停止了活动。——第２２７页。

８６ 穆西乌斯·赛沃拉是古代罗马的传奇式的英雄；相传他当着于公元前

５０７年围困罗马的伊特刺斯坎王的面，焚烧自己的右手，以证明罗马

人的勇敢和爱国精神。——第２２７页。

８７ “世纪报”（《ＬｅＳｉèｃｌｅ》）是１８３６年至１９３９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日报。

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该报反映了一部分仅限于要求温和的宪法改革的

小资产阶级的观点。——第２２７页。

８８ 青年德意志派是１９世纪３０年代产生于德国的一个文学团体“青年德

意志”的代表，海涅和白尔尼对这一团体有很大的影响。“青年德意

志”的作家（谷兹科夫、文巴尔克和蒙特等）在他们的文艺作品和政

论中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绪，他们起来捍卫信仰和出版自由。

“青年德意志”的一些代表宣传犹太人解放的思想。青年德意志派的

观点的特点是思想上不成熟和政治上不坚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

很快就堕落成为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第２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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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 指１８４４年６月后半月布拉格纺织工人的自发的起义。布拉格事件在

捷克其他许多工业中心（列勃里兹、捷克的菩提树等）引起了工人骚

动。在运动中发生了破坏工厂和捣毁机器的事情。这次运动被政府军

队残酷地镇压下去。——第２３６页。

９０ “光明之友”是一种宗教派别。它反对在官方新教中占统治地位的、以

极端神秘和虚伪为特征的虔诚主义。这个宗教反对派是１９世纪４０年

代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第２４１

页。

９１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一场（“夜”）（见郭沫若译“浮士德”第一部

１９５５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２７页。——译者注）。——第２４５页。

９２ 恩格斯指的是“自然体系，或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规律”一书，法

国科学院常任秘书和该院四十个委员之一米拉波先生著，１７７０年伦

敦版（《Ｓｙｓｔèｍｅｄｅ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ｏｕＤｅｓＬｏｉｘｄｕＭｏｎｄｅＰｈｙｓｉｑｕｅｅｔｄｕ

ＭｏｎｄｅＭｏｒａｌ》．ＰａｒＭ．Ｍｉｒａｂａｕｄ，ＳｅｃｒéｔａｉｒｅＰｅｒｐéｔｕｅｌｅｔｌ’ｕｎｄｅｓ

Ｑｕａｒａｎｔｅｄｅｌ’ＡｃａｄéｍｉｅＦａｎ汅ａｉｓｅ．Ｌｏｎｄｒｅｓ，１７７０）。本书的真正作

者是法国唯物主义者保·亨·霍尔巴赫。为了不暴露自己，他在自己

的书上署了１７６０年逝世的法国科学院秘书米拉波的名字。——第

２４６页。

９３ 引自歌德的诗“哀的美敦书”（“上帝和宇宙集”）。——第２４７页。

９４ 英国作家艾迪森的悲剧“卡托”写于１７１３年；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

之烦恼”写于１７７４年。——第２４８页。

９５ １８１９年的联邦决议是１８１９年８月在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召开

的德意志联邦各邦代表会议上制定的一系列反动的决议。这些决议

规定在德意志各邦内实行书报预先检查制度，对大学实行严格的监

督，禁止组织学生团体，成立中央调查委员会来调查反政府的嫌疑分

子（所谓“蛊惑人心者”）。鼓吹实施这些警察措施的人是奥地利首相

梅特涅。——第２４９页。

９６ 指毕舍和卢－拉维涅出版的“法国革命议会史，或１７８９年到１８１５年

９０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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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民议会日志”１８３４—１８３８年巴黎版第１—４０卷（《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ｐａｒｌｅ

－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ｄｅｌａ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ｒａｎ汅ａｉｓｅ，ｏ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ｓ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ｓ，ｄｅｐｕｉｓ１７８９ｊｕｓｑｕ’ｅｎ１８１５》．Ｔ． —ＸＬ，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４—

１８３８）。——第２４９页。

９７ 热月九日是１７９４年７月２７日法国反革命政变的日子，在这一天颠复

了雅各宾党人的政府，建立了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的统治。

雾月十八日是１７９９年１１月９日政变的日子，在这一天法国资产

阶级的反革命势力取得了胜利；政变的结果建立了拿破仑·波拿巴的

专政。——第２５０页。

９８ 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史讲义”第３编；全集第二版第１５卷１８４４

年柏林版（Ｇ．Ｗ ．Ｆ．Ｈｅｇｅｌ．《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ｕｂｅｒｄｉ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Ｔｈ． ；Ｗｅｒｋｅ，２－ｔｅＡｕｆｌ．，Ｂｄ．ＸＶ，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４４）。——第２５０页。

９９ 指格律恩的“政治和社会主义”一文。

“莱 茵 社 会改 革 年 鉴”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ｅｒｚｕｒ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ｆｏｒ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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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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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１９５７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２卷第６０２—６２６页和第６６２—６７６页）。

但是年鉴的总的方向已为“真正的社会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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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３卷第７—５４４页）中对该杂志进行了尖锐的

抨击。——第２５１页。

１００ 见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５６年人

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４３６—４４３页）。——第２５１页。

１０１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见郭沫若译“浮士

０１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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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第一部１９５５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９３页。——译者注）。——

第２５１页。

１０２ 见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５６年人民出

版社版第１卷第４４０—４４２页）。——第２５２页。

１０３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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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５７年人民出

版社版第２卷第１５８—１７０页）。——第２５２页。

１０４ 沙·傅立叶“论家务农业协作”第１—２卷，１８２２年在巴黎和伦敦两

地出版 （Ｃｈ．Ｆｏｕｒｉｅｒ． 《Ｔｒａｉｔéｄｅ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ｄｏｍｅｓｔｉｑｕｅ－

ａｇｒｉｃｏｌｅ》．Ｔ． — ，Ｐａｒｉｓ－Ｌｏｎｄｒｅｓ，１８２２）。——第２５３页。

１０５ 歌德“瑞士来信”第一部分。这本著作是歌德在小说“少年维特之烦

恼”出版以后以书信（这些信是假设在这本小说的主人公的书信中发

现的）的片断形式写成的。——第２５９页。

１０６ “法兰克福学术通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ＧｅｌｅｈｒｔｅＡｎｚｅｉｇｅｎ》）是德国杂

志，１７７２年在法兰克福创刊，１７９０年停刊；１７７２年歌德、海德及其

他进步作家和学者等为该杂志的编辑委员。——第２６１页。

１０７ 引自歌德的诗集“威尼斯警句”。——第２６２页。

１０８ 歌德“赫曼与窦绿苔”第９首歌（见郭沫若译“赫曼与窦绿苔”１９５６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９１页。——译者注）。——第２６４页。

１０９ 乔·威·弗·黑格尔“历史哲学讲义”绪论（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Ｖｏｒ

－ｌｅｓｕｎｇｅｎｕｂｅｒｄｉ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参看

１９５６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历史哲学”第１０８页。——译

者注）。——第２６４页。

１１０ 歌德“论自然科学。一些见解和格言” （引自“散文中的名言

集”）。——第２６５页。

１１１ 法国众议院之“腹”——见本卷注７７。——第２６５页。

１１２ 歌德“温和的讽刺诗”第４节。——第２６８页。

１１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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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 保皇党人是１２世纪罗马教皇和德国皇帝进行斗争期间在意大利成立

的一个政党。成员主要是拥护皇帝的封建贵族，它和教皇的政党即教

皇党人（意大利城市中的商业手工业阶层上层的代表人物）进行了激

烈的斗争。保皇党和教皇党一直存在到１５世纪。但丁认为皇帝的权

力是克服意大利的封建割据的手段，他从１３０２年参加了保皇

党。——第２７２页。

１１４ 歌德的诗“虚无！虚无中的虚无！”（《Ｖａｎｉｔａｓ！ｖａｎｉｔａｔｕｍｖａｎｉｔａｓ！》）

中的两句的改写。——第２７２页。

１１５ 引自歌德的“警句集”中的四行诗“警告”（蒂妲妮亚〔Ｔｉｔａｎｉａ〕和波

顿〔Ｂｏｔｔｏｍ〕是歌德借自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

蒂妲妮亚是个仙后，波顿是个愚蠢的小人物的形象。参看朱生豪译

“莎士比亚戏剧集”１９５４年作家出版社版第一册。—— 译者

注）。——第２７５页。

１１６ Ｆ．Ｂａｓｔｉａｔ．《Ｓｏｐｈｉｓｍｅｓ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该书第一版于１８４６年在巴黎

出版。——第２７８页。

１１７ 阿·布朗基的“欧洲政治经济学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Ａ．Ｂｌａｎｑｕｉ．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ｅｎＥｕｒｏｐｅｄｅｐｕｉｓｌｅｓａｎ－ｃｉｅｎｓ

ｊｕｓｑｕ’àｎｏｓｊｏｕｒｓ》）。该书第一版于１８３７年在巴黎出版。——第２７９

页。

１１８ 指边沁会委托包林把他的骨胳应用于学术方面，这里即指包林为完成

这一委托应负的责任。——第２７９页。

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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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见本卷注８），其目的是为了降

低工人的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土地占

有者的斗争中曾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可是就在这时候，英国的先进工

人展开了独立的、政治性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第２８０页。

１２０ 沙·杜诺瓦耶的“论劳动自由，或关于人的力量能够得到最大发挥的

条件的简述”１８４５年巴黎版第１—３卷（Ｃｈ．Ｄｕｎｏｙｅｒ．《Ｄｅｌａｌｉｂｅｒｔéｄｕ

２１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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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ｖａｉｌ，ｏｕＳｉｍｐｌｅｅｘｐｏｓéｄｅ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ｄａｎｓｌｅｓｑｕｅｌｌｅｓｌｅｓｆｏｒｃｅｓｈｕ

ｍａｉｎｅｓｓ’ｅｘｅｒｃｅｎｔａｖｅｃｌｅｐｌｕｓｄｅｐｕｉｓｓａｎｃｅ》Ｔ． —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４５）。——第２８０页。

１２１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未再发表有关该会议的其次几次会议的报道。

关于这些会议，可以参看恩格斯发表在“北极星报”上的“讨论自由

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一文（本卷案２８５—２９６页）。——第２８１

页。

１２２ “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一文是马克思准备在布鲁塞尔

的经济学家会议上发表的演说全文的一部分。马克思在会议上没有

得到发言的机会，会议闭幕以后，他就把演说整理了一下，发表在

１８４７年９月２９日的比利时报纸“民主工场报”上。传到我们手里的

只是这篇演说头一部分的德译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约·魏德

迈１８４８年曾在哈姆把这部分译文和马克思１８４８年１月９日发表的

关于自由贸易的另一篇演说（见本卷第４４４—４５９页）的译文一起发

表。魏德迈曾把演说最后一部分删掉，理由是这部分的内容和１月９

日的演说是重复的。恩格斯的“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

一文也引用了马克思这篇演说的内容（见本卷第２９２—２９６页）。——

第２８２页。

１２３ 指古·居利希的“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

叙述”１８３０—１８４５年耶拿版第１—５卷（Ｇ．Ｇｕｌｉｃｈ．《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

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ｄｅｓＨａｎｄｅｌｓ，ｄｅｓＧｅｗｅｒｂｅｕｎｄｄｅｓＡｃｋｅｒｂａｕｓｄｅｒｂｅｄｅｕ

ｔｅｎｄｓｔｅｎｈａｎｄｅｌｔｒｅｉｂｅｎｄ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ｎｕｎｓｅｒｅｒＺｅｉｔ》．Ｂｄ． — ，Ｊｅｎａ，

１８３０—１８４５）。——第２８２页。

１２４ “经济学家”（《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是英国经济、政治方面的周刊，１８４３

年起在伦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２８５页。

１２５ “同盟”（《ＴｈｅＬｅａｇｕｅ》）是英国资产阶级杂志，反谷物法同盟的机关

刊物；于１８４３—１８４６年在伦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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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是自由党的机关报；从１８２１年起

在曼彻斯特出版。——第２８６页。

３１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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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 １８４２年８月，反谷物法同盟企图利用宪章运动来同政府及大地主进

行斗争，于是就怂恿工人行动起来。然而大规模的罢工和骚动吓坏了

自由资产阶级，结果它支持对工人的镇压。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派

的挑拨行动加速了宪章派和他们的决裂。——第２８９页。

１２７ 指１８３１年和１８３４年里昂工人起义遭到血腥的镇压，以及１８４７年初

在比桑歇（属安德尔省）饥饿的工人因抢劫投机商贩的粮车和仓库而

遭到政府军队的屠杀。——第２８９页。

１２８ 指卡·海因岑的“普鲁士的官僚制度”１８４５年达姆斯塔德版（Ｋ．Ｈｅｉ

－ｎｚｅｎ．《Ｄｉ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Ｂｕｒｅａｕｋｒａｔｉｅ》．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１８４５）和雅·费

奈迭的“普鲁士和普鲁士制度”１８３９年曼海姆版（Ｊ．Ｖｅｎｅｄｅｙ．

《ＰｒｅｕｓｓｅｎｕｎｄＰｒｅｕｓｓｅｎｔｈｕｍ》．Ｍａｎｎｈｅｉｍ，１８３９）。—— 第 ２９８

页。     

１２９ 海因岑想象中的未来的德国是与瑞士联邦类似的自治区共和联邦。

当时许多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正是把这一内容加进了德国统一的

口号，统一的象征就是黑红黄三色旗。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样解释

德国统一的口号是小资产阶级狭隘性和不能坚决反对分离主义和分

散主义的表现。与此相反，他们提出了在德国建立统一的集中的民主

共和国的要求。——第２９９页。

１３０ 恩格斯列举了中世纪一系列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英国的瓦特·泰勒起

义（１３８１年）和杰克·凯德起义（１４５０年）、法国１３５８年的农民起义

（查克里）和德国１５２４—１５２５年的农民战争。后来，恩格斯在研究农

民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史和农民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期间举行革命

发动的经验的基础上，改变了自己对农民运动的评价。他在“德国农

民战争”（１８５０年出版）等著作中，指出了农民起义的革命解放性质

及其在摇撼封建制度的基础方面所起的作用。——第３０１页。

１３１ 斯腾托尔，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的人物，一个有不平常的高嗓子的

勇士。——第３０４页。

１３２ 指尤·弗吕贝尔的“社会政治体系”，“新政治”１８４７年曼海姆第二版

第１—２卷（Ｊ．Ｆｒｏｂｅｌ．《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ｒｓｏｃｉａｌｅｎＰｏｌｉｔｉｋ》．ＺｗｅｉｔｅＡｕｆｌ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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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ｒ《ＮｅｕｅｎＰｏｌｉｔｉｋ》．Ｔｈ． — ，Ｍａｎｎｈｅｉｍ，１８４７）。以“新政

治”为书名的第一版于１８４６年用笔名尤尼乌斯出版。——第３０５

页。    

１３３ 伊留米纳特（直译为“照耀派”），是１７７６年在巴伐利亚成立的靠近共

济会的秘密团体的成员。该团体是由不满国王专制制度的市民和贵

族反对派组成的。同时伊留米纳特的一个特点是害怕一切民主运动；

他们的章程也反映了这一点：该章程把普通会员都变成了领导人员的

盲目工具。１７８４年，该团体被巴伐利亚当局捣毁。——第３１１页。

１３４ 海涅的“阿塔·特洛尔”第２４章。——第３１４页。

１３５ 《ＤｅｒＨｅｉｎｚｅｎ’ｓｃｈｅＳｔａａｔ．ＥｉｎｅＫｒｉｔｉｋｖｏｎＳｔｅｐｈａｎ》．Ｂｅｒｎ，１８４７．

ＧｅｄｒｕｃｋｔｂｅｉＥ．Ｒａｔｚｅｒ．——第３１５页。

１３６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３１６页。

１３７ 约·诺克斯“贵族的土地占有权”１８４７年伦敦版。（Ｊ．Ｎｏａｋｅｓ．《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Ｓｏｉｌ》．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７）—— 第３１６

页。    

１３８ 出版宪章派日报“民主主义者”（《Ｄｅｍｏｃｒａｔ》）的计划后来并没有实

现。——第３１７页。

１３９ 只有极少数享有选举权的人才能参加投票表决（见本卷注８）。——

第３１７页。

１４０ “工场”（《Ｌ’Ａｔｅｌｉｅｒ》）是一种法文月刊，受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影

响的手工业者和工人的刊物，１８４０至１８５０年在巴黎出版，编辑部由

工人代表组成，每三月改选一次。——第３１９页。

１４１ 指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１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８４号上发表的一篇

海因岑的文章：“共产主义者的‘一个代表’”（《Ｅｉｎ《Ｒｅｐｒａｓｅｎｔａｎｔ》

ｄｅｒ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ｎ》）。——第３２２页。

１４２ 伏拉松是罗马剧作家忒伦底乌斯的喜剧“太监”中的人物，是一个好

吹嘘的糊涂军人。——第３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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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３ 索洛蒙和马科尔夫（或莫罗尔夫）是１４、１５世纪德国滑稽剧（短篇讽

刺故事）中的人物；通过索洛蒙的形象描写一个贤明而不切实际的君

主，通过马科尔夫的形象描写一个机智的农民。——第３２３页。

１４４ 昆图斯·菲克斯莱恩是让·保尔（约·保·弗·李希特尔的笔名）的

小说“昆图斯·菲克斯莱恩的一生”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位小学教师。

——第３２６页。

１４５ 指“德意志—布鲁塞尔报”（１８４７年９月２６日第７７号）上登载的一

篇卡·海因岑的论战性文章，该文攻击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代表，为此，

恩格斯发表了“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进行反驳。——第

３２６页。

１４６ 关于中世纪的公社参看“共产党宣言”１８８８年英文版和１８９０年德文

版恩格斯注（本卷第４６８页）。——第３３３页。

１４７ 马克思指“真正平等派”（“真正平均主义者”），亦即“掘地派”，他

们是１７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时期极左派的代表。“掘地派”代

表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他们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

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图通过集体开垦公有土地来实现这种思

想。——第３３４页。

１４８ 菲·邦纳罗蒂“为平等而密谋，又名巴贝夫的密谋”１８２８年布鲁塞尔

版第１—２卷（Ｐｈ．Ｂｕｏｎａｒｒｏｔｉ．《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ｕｒｌ’éｇａｌｉｔéｄｉｔｅｄｅ

Ｂａｂｅｕｆ》．Ｔ． — ，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２８）。他这本书使工人革命运动

中重新恢复了巴贝夫的传统。——第８３４页。

１４９ 马克思引证的是以梅勒迪斯为主席的济贫法实施调查委员会于１８２５

年１月２９日向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众议院提出的报告。该报告发表

于１８２８年８月的“宾夕法尼亚纪事报”。——第３３６页。

１５０ “奈尔斯氏每周纪事”（《Ｎｉｌｅｓ’ＷｅｅｋｌｙＲｅｇｉｓｔｅｒ》）是美国一种有关

政治、经济、历史和地理问题的综合性周刊，１８１１—１８４９年在巴尔的

摩出版。——第３３６页。

１５１ 指弗·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１８４１年斯图加特和杜宾根

６１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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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Ｆ．Ｌｉｓｔ．《Ｄａ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ｕｎｄＴｈｕｂｉｎｇｅｎ，１８４１）。——第３３７页。

１５２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参看朱生豪译“莎士

比亚戏剧集”１９５４作家出版社版第十二册第１９４页。—— 译者

注）。——第３３８页。

１５３ 指１８３５年９月法国政府颁布的反动法令。该法令限制陪审法庭的活

动，并采取了严厉措施对付出版物。在出版方面规定增加期刊的押

金，如果发表反对私有制和现行国家制度的言论则处以囚禁和课以巨

额罚金。——第３４５页。

１５４ 排毒法是用人工刺激皮肤的表面而引起溃疡，中世纪的医术认为这是

排出“病毒”的办法。——第３４５页。

１５５ 见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５６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４５２—４６７页）。——第３４６页。

１５６ 指１８４４的６月４—６日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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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１８４４年６月下半月捷

克工人的起义（见本卷注８９）。——第３４６页。

１５７ 指汉巴赫大典进行时唱的歌曲，这次大典于１８３２年５月２７日在巴伐

利亚邦普法尔茨地方的一个城堡汉巴赫附近举行，这是德国资产阶级

自由派和激进派代表组织的一次政治性示威。参加大典的人发言号

召全体德国人团结一致反对德国君主，为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和宪制改

革而斗争。——第３４６页。

１５８ 指１７９３年夏吉伦特派（大资产阶级政党）掀起的反革命暴乱，他们打

着保卫各省的自治权和联合权的旗帜反对雅各宾政府。暴乱平息以

后吉伦特派有许多领袖（包括巴巴鲁在内）被革命法庭判处死

刑。——第３５０页。

１５９ 公安委员会是法国革命政府在雅各宾专政时期（１７９３年６月２日—

１７９４年７月２７日）的中央机关。——第３５０页。

１６０ 指德国资产阶级教育学家约·亨·康培所写的儿童读物，具体指他的

７１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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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洲的发现”一书，其中有一节是讲秘鲁的印加族和西班牙人占领秘

鲁的故事。——第３５０页。

１６１ “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的一种反动日报，１７９８年

创刊；１８１０至１８８２年在奥格斯堡出版。１８４２年发表了捏造的空想共

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在其“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

汇报’”一文中揭露了这种捏造，该文发表在１８４２年１０月“莱茵报”

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５６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１３０—１３４

页）。——第３５２页。

１６２ 弗·恩格斯的著作“共产主义原理”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草案。

关于以问答方式拟定纲领的问题，早在正义者同盟进行改组和改名为

共产主义者同盟（１８４７年６月）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就进行过讨

论。１８４７年９月，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沙佩尔、鲍威尔、

莫尔）把“共产主义问答”分发给同盟的各个区部和支部。这个带有

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痕迹的文件不能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满意，同样，“真

正的社会主义者”莫·赫斯在巴黎拟走的“修正”草案也不能使他们

满意。１０月２２日，在巴黎共产主义者同盟区部委员会的会议上，恩

格斯尖锐地批评了赫斯的草案，使它遭到否决。恩格斯受委托起草新

的草案。这个草案就是很快写成的“共产主义原理”。

恩格斯把“共产主义原理”仅仅看成是纲领的初稿，他在１８４７年

１月２３—２４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曾谈到应当以“共产主义宣言”的形式

来起草纲领的想法，而抛弃那陈旧的问答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

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９日—１２月８日）上捍

卫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的科学基础，大会委托他们以宣言的形式拟

定纲领。在写作“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运

用了“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的一系列的原理。——第３５７页。

１６３ 在手稿中，在回答第二十二个问题以及下面一个即第二十三个问题的

地方，写着“保留原案”等字样。显然，这是说答案应当仍维持原案，

即仍照已失传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的初步草案之一中业已拟定的

答案。——第３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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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４ 本文是恩格斯为“改革报”写的，同时也刊载于１８４７年６月６日宪章

派机关报“北极星报”第５２４号。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３７５页

１６５ 指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５日在伦敦为庆祝宪章派领袖菲格斯·奥康瑙尔及

几个激进派活动家当选议会议员而举行的宴会。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３７８页。

１６６ 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初，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们曾要求实行所谓的

完全选举权，完全选举权这个概念十分含糊，可作各种解释。资产阶

级激进派提出这个要求，是企图使工人脱离为实现宪章派的社会纲领

和政治纲领而进行的斗争，并使工人运动处于他们的影响之

下。——第３７８页。

１６７ １８４０年７月建立的宪章派全国协会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

工人政党，在宪章运动高涨的年代，会员曾达４万名之多。协会的活

动表明协会会员映乏思想上和策略上的一致，表明宪章派大多数领袖

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１８４８年宪章运动失败后，协会趋于衰落，至

５０年代完全停止活动。——第３７９页。

１６８ 指１８３１年英国下院通过、１８３２年６月上院终于批准的选举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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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代表进入议会打开通路。争取改革的斗争的主要力量无产阶级和

小资产阶级被自由资产阶级所欺骗，没有获得选举权。——第３８０页。

１６９ 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３０日“北极星报”第５２２号刊登了拉马丁宣言的摘

录。——第３８１页。

１７０ “公益报”（《ＬｅＢｉｅｎＰｕｂｉｃ》）是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

于１８４３年８月至１８４８年１２月间出版（最初在马康，从１８４８年５月

起改在巴黎）。拉马丁参加了报纸的创办和出版工作。——第３８４

页。

１７１ 本文是因瑞士爆发七个天主教州所发动的内战而写的。这些经济上

落后的州在１８４３年就已成立了分离的同盟（分离派同盟），目的是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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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瑞士先进的资产阶级实行的各种改革并保卫教会和耶稣会教徒的

特权。分离派同盟的首领是天主教僧侣和城市的上层贵族。该同盟的

反动企图遭到了４０年代中叶已在大部分的州和瑞士议会里占居优势

的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反对。１８４７年７月议会通过了解散分离派同盟

的决议，分离派同盟就以此为借口在１１月对其他各州采取了军事行

动。１１月２３日分离派同盟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所粉碎。由于这

一胜利和１８４８年通过的新宪法，瑞士由国家联盟改成为联盟国

家。——第３８５页。

１７２ 威廉·泰尔是１３世纪末到１４世纪初瑞士人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解

放战争的民间伟说中的英雄；据说，他百发百中的箭术射死了奥地利

地方长官。

文克里特是传说中的瑞士战士；相传在１３８６年６月９日，当瑞士

人同奥地利公爵列奥波特三世的军队在森帕赫（属琉森州）城下作战

的时候，他舍身杀敌决定了瑞士人的胜利。

穆尔顿是瑞士夫赖堡州的一个城市；是１４７６年６月２２日瑞士人

同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的军队作战的地方，这次战役瑞士人获得最终

的胜利。——第３８５页。

１７３ 恩格斯所说的“旧瑞士”是指１３世纪到１４世纪构成瑞士联盟雏形的

瑞士的山地各州。——第３８５页。

１７４ 指日耳曼部落为反抗罗马征服者跟罗马人在条多堡森林进行的战役

（公元９年）。战役以罗马军团的溃灭而告终。——第３８５页。

１７５ １３１５年１１月１５日在莫尔加顿城下发生了瑞士的义勇军和哈布斯堡

列奥波特的军队之间的战役，结果瑞士人获得胜利。——第３８６页。

１７６ 马拉松、普拉迪和萨拉密斯是波希战争（公元前５００—４４９年）时期的

几次大战的地方，这些战斗都以希腊人得胜而告终。—— 第３８６

页。    

１７７ 格留特利的宣誓是关于建立瑞士联盟的一种传说，这个联盟的基础是

１２９１年由山地的三个州即什维兹、乌利和下瓦尔顿缔结的协定所奠

定。相传这三个州的代表于１３０７年在格留特利（或留特利）草地会

０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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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宣誓要忠于联盟，共同反抗奥地利的统治。——第３８７页。

１７８ 格兰桑是瓦得州的一个城市，１４７６年３月２日瑞士的步兵在这个城

的附近打败了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

南锡是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１４７７年１月５日大胆查理的军

队在该城下为瑞士人、洛林人、亚尔萨斯人和德国人所歼灭。——第

３８７页。

１７９ 安提诺是罗马皇帝阿德里安（公元２世纪）的近侍，以异常的俊美而

著名。——第３８９页。

１８０ 什陶法赫尔是１３世纪末到１４世纪初瑞士人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解

放战争中的传奇人物；据说他是瑞士联盟的奠基人之一。——第３９０

页。

１８１ 关于在红宫里举行的宴会的报道载于１８４７年７月１７日“北极星报”

第５０８号。——第３９５页。

１８２ “立宪主义者报”（《Ｌ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报纸；１８１５

年到１８７０年每日在巴黎出版；４０年代它是奥尔良派中温和的一派的

机关报；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反映了以梯也尔为首的反革命的

资产阶级的观点；１８５１年１２月政变以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报纸。——

第３９８页。

１８３ 恩格斯所描写的巴黎事件发生在１８４７年８月底和９月上半月；起因

是圣奥诺莱街的皮鞋工厂的工人由于厂主企图克扣一个工人的工资

而和厂主发生冲突。——第４０１页。

１８４ Ｌ．Ｂｌａｎｃ．《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ｄｕｔｒａｖａｉｌ》，该书第一版于１８４０年在巴黎出

版。——第４０２页。

１８５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４０３页。

１８６ “民主派兄弟协会”是宪章运动左翼代表人物和革命流亡者（正义者同

盟的盟员等）为了在各国民主运动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于１８４５年

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性民主团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１８４５年９月

１２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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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日各国民主派会议的筹备工作；这个协会实际上就是在这次会议

上成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离开伦敦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他们

同“民主派兄弟协会”保持着经常的联系，竭力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协会会员（特别是１８４７年参加共产主义

者同盟的协会的无产阶级核心），并通过协会从思想上影响宪章运动。

协会会员的理论上的幼稚观点，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

１８４８年宪章派失败以后，协会的活动大为削弱，到１８５３年协会

就彻底瓦解了。——第４０４页。

１８７ 万国联盟，或人民万国联盟是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和主张自由贸易的

自由派１８４７年在伦敦成立的团体。托·库伯、威·福克斯、约·包

林以及民主派政论家、诗人和艺术家威·林顿都参加了联盟的创立工

作和活动。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的流亡者中某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也参加了这一团体，例如朱·马志尼就是该联盟的发起人之一。

１８４８年联盟的活动（组织群众大会、讲解国际问题以及散发批评文

章）即告停止。——第４０４页。

１８８ １８４０年法国政府借口巩固国都以防外敌入侵，在巴黎四周着手建筑

许多孤立的堡垒。七月王朝的统治集团企图以这些堡垒来对付人民

的起义。民主主义集团坚决反对在巴黎建筑新的“巴士底狱”。但是

大部分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包括“国民报”的拥护者在内，却以

巩固国防为由，替建筑堡垒辩护。——第４０８页。

１８９ 恩格斯关于法国改革运动的下一篇通讯，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１８日的

“北极星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也发表过类似内容的通讯。本

卷所刊载的是根据“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发表的那篇通讯译出的

（见本卷第４２３—４２６页）。——第４０８页。

１９０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４０９页。

１９１ 恩格斯的这篇通讯是以书信形式写给“改革报”编辑的。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４１３

页。

１９２ 民主协会于１８４７年秋在布鲁塞尔成立，它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主

２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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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和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进步分子团

结在自己的队伍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

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１５日，马克思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

义者律·若特兰被推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

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巨大中心之一。在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

命时期，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中的无产阶级成分曾设法武装比利时工人

开展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在１８４８年３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

鲁塞尔和比利时当局拘捕了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以后，比利时的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就不能领导劳动群众反对君主政体的运动。民主协

会的活动就成了更狭窄和纯地方性的了，到１８４９年活动实际上已告

停止。——第４１３页。

１９３ 马克思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回答比利时小资产阶级政论家阿·巴泰尔

斯向侨居比利时的革命流亡者发动的并被反动僧侣集团所利用的诽

谤运动。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４１６

页。

１９４ 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４７年８月末在布鲁塞尔建立

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启蒙教育和向他们宣传

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

团结比利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合法中心。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

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支部。协会在建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

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１８４８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该

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

告停止。——第４１６页。

１９５ “布鲁塞尔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是比利时保守的僧侣的报纸，

天主教集团的机关报；１８２０年开始出版。——第４１７页。

１９６ 宣传信仰协会（Ｃｏｎ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ｄ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ｆｉｄｅ）是１７世纪时神甫所

创立的大主教组织，目的是在各国传播天主教以及和异教作斗争。协

会是罗马教皇及天主教集团的反动政治工具之一。——第４１７页。

３２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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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 马克思指的是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４日“北极星报”上关于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９

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１８３０年波兰起义的会议的报道。该报道对马克

思在会上的演说作了删减，并且转述得不确切。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９日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所发表的演说词比较完整确切（见本卷第

４０９—４１０页）。——第４１７页。

１９８ 王朝反对派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众议院中的一个反对派集团。这个

集团中反映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情绪的人们，主张实行温和的选举

改革，认为这是避免革命和保存奥尔良王朝的方法。王朝反对派的首

领是奥迪隆·巴罗。——第４２０页。

１９９ 入市税是城市对输入的日用品所征收的税。——第４２１页。

２００ 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是１９世纪４０年代法国工人创立的从事密谋活

动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协会的会员。他们都受到法国空想共产主

义中革命派和唯物派代表人物德奥多·德萨米的思想影响。对唯物

主义共产主义者协会会员的审判发生于１８４７年７月，结果他们被判

长期监禁。——第４２２页。

２０１ 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１８日“北极星报”发表过恩格斯的一篇通讯“法国的改

革运动。第戎的宴会”，后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又以“路易·

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说”为题发表了这篇通讯的摘要。——第４２３

页。

２０２ 路易·勃朗以为似乎法国是独一无二的文明传播者，在这篇文章中恩

格斯就集中注意力揭露这个民族主义的论点，没有打算在同勃朗的论

战中揭露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传播的资产阶级“文明”

的本质。在论述印度、爱尔兰、中国、伊朗等的书信和文章中，马克

思和恩格斯指出，这些国家之被拖入资本主义关系之中，是由于英国

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些国家进行殖民奴役，使它们成为宗主国的

农业原料附属地，是由于殖民者无耻地掠夺它们的天然财富并残酷地

剥削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５３年在“不列颠在

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写道：“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

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的伪善和它所固

有的野蛮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因为在故乡它还装出一付

４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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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貌岸然的模样，而在殖民地它就一点也不加掩饰了。”（参看“马

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１９５４年莫斯科中文版第１卷第３３４

页）。——第４２４页。

２０３ １８４６年，基佐政府达到了使西班牙女王王位继承者和路易－菲力浦

的幼子结亲的目的，破坏了英国打算使科布尔克公爵列奥波特和西班

牙女王伊萨伯拉二世联姻的计划。在１８４７年瑞士内战时期，英国外

交大臣帕麦斯顿设法洗雪了英国外交上的这一耻辱。他一面怂恿基

佐提出五国干涉计划来支持分离派同盟，一面却在暗地里拆后者的

台。基佐的外交手腕全盘失败。——第４３０页。

２０４ 屠杀里昂工人的事件发生在１８３１年和１８３４年里昂纺织工人起义的

时候。

１８４２年８月在普累斯顿英国工人和军队发生了流血冲突。这个

事件是当时英国许多工业基地汹涌澎湃的自发的宪章运动浪潮中的

一个插曲。

兰根比劳是西里西亚的一个村镇，１８４４年６月西里西亚纺织工

人起义的中心之一，也是政府军队屠杀织工的地点。

１８４４年夏天在布拉格，政府军队屠杀了起义的工人。——第４３３页。

２０５ 指附在１７９３年共和国宪法前面的人权及公民权宣言。这部宪法是法

国１７９２年８月１０日推翻了君主国以后所召开的国民公会制定

的。——第４３５页。

２０６ 《Ｃｈａｎｔｄｕｄéｐａｒｔ》（“进军曲”）——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

期的革命歌曲；后来在法国人民群众当中也非常流行。——第４３６页。

２０７ 指宪法宪章（Ｃｈａｒｔ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ｌｅ）。这个宪章是法国在１８３０年资

产阶级革命后所制定的，是七月王朝的根本法。——第４３６页。

２０８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４３８页。

２０９ 国王郡即奥法里郡（爱尔兰中部），１６世纪中叶英国侵略者为了纪念

女王玛丽·都铎的丈夫——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采用了这一名

称。——第４３８页。

５２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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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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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ｅ－ｐｅａｌｏｆＵｎｉｏｎ）的要求成为爱尔兰最得人心的口号。但是，领导

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奥康奈尔等人）却只是把为取消合并而

进行的鼓动看做是爱尔兰资产阶级从英国政府取得小小让步的一种

手段。１８３５年奥康奈尔和英国的辉格党勾结后，就根本停止了这种鼓

动。但是，在群众运动的影响下，爱尔兰的自由派不得不在１８４０年

建立了合并取消派（合并取消的拥护者）协会，他们力图使这个协会

和英国各统治阶级妥协。——第４３９页。

２１１ “调停大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ｈａｌｌ》）是都柏林的公共集会场所。——

第４４２页。

２１２ 指１８４２年５月宪章派向议会递交的全民请愿书；请愿书中除要求通

过人民宪章外，还有许多其他的要求，其中包括要求取消１８０１年的英

爱合并。请愿书未被议会接受。——第４４２页。

２１３ 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是１８４８年２月初在布鲁塞尔用法文发

表的，就在同年，由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朋友和学生魏德迈译成德文在

德国出版。１８８５年根据恩格斯的意见，作为“哲学的贫困”的德文第

一版的附录刊印，自此以后，就作为该版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止一次

地再版过。“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的俄译文，于１８８５年“劳动解放

社”在日内瓦以单行本首次发表，译者为普列汉诺夫。１８８９年在波士

顿出版了美国的单行本，上面有恩格斯的序言，这篇序言早先在１８８８

年７月，以“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为题，用德文单独刊载于

“新时代”（《ＤｉｅＮｅｕｅＺｅｉｔ》）杂志。——第４４４页。

２１４ “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见本卷注５１。——第４４８页。

２１５ 马克思引证了李嘉图著作的法文版：《Ｄ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ｅ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ｅｔｄｅｌ’ｉｍｐｏｔ》．Ｔｒａｄｕｉｔｄｅｌ’ａｎｇｌａｉｓｐａｒＦ．－Ｓ．Ｃｏｎｓ－

ｔａｎｃｉｏ，ａｖｅｃｄｅｓｎｏｔｅｓ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ｓｅｔ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ｐａｒＪ．－Ｂ．Ｓａｙ．Ｔ．Ｉ．

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５．ｐ．１７８—１７９．——第４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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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６ Ａ．Ｕｒ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ｏｕ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ｅｌｌｅ》．Ｔ，Ｉ．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３６．ｐ．３４．——第４５４页。

２１７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最伟大的纲领性文献。“这虽然是一个

薄薄的小册子，但是它的价值却不下于整整的好几卷书：它的精神至

今还鼓舞并推动着文明世界整个有组织的和战斗的无产阶级”（列

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而写成的

“共产党宣言”，最初于１８４８年２月在伦敦用共有２３页的单行本发

表。１８４８年３月至７月，“共产党宣言”又在德国流亡者的民主派机

关报“德意志伦敦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上连载。德

文原本也是１８４８年在伦敦再版的，这是一个共有３０页的小册子；这

次更正了第一版中一些印错的字，并改进了标点符号。这一原本后来

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规定为以后各个经作者同意的版本的基础。１８４８

年“宣言”同时又被翻译成许多种欧洲文字（法文、波兰文、意大利

文、丹麦文、弗拉曼特文和瑞典文）。在１８４８年的各个版本中未提

“宣言”作者的名字。１８５０年宪章派的机关刊物“红色共和党人”

（《Ｒｅｄ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登载“宣言”的第一个英文译文时，该杂志的

编辑乔·哈尼在序言中第一次指出作者的名字。

１８７２年“宣言”出版了新的德文版，作者作了某些不大的修改，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一篇序言。这一版本以及后来在１８８３年和

１８９０年出版的各个版本，都是以“共产主义宣言”为题出版的。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俄文译本是由巴枯宁翻译的，１８６９年在

日内瓦出版，他在许多地方歪曲了“宣言”的内容。１８８２年在日内瓦

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的译本消灭了第一个版本中的缺陷。普列汉诺夫

的译本给“宣言”的思想在俄国广乏传播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和恩格

斯认为在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们特地给这一译本

写了一篇序言。

在马克思逝世之后，“宣言”出版了许多种曾经由恩格斯校阅过的

版本，例如在１８８３年出版了附有恩格斯写的序言的德文版；在１８８８

年出版了由赛·穆尔翻译的英文版，这一版本是由恩格斯校订过的，

并附有恩格斯补写的序言和附注；在１８９０年出版了附有恩格斯写的

７２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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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的德文版。在最后的这一版本中，恩格斯也曾加上了几个附注。

１８８５年，在”社会主义者报”（《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上发表了“宣言”的法

文译文，这是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翻译的，并由恩格斯校阅过。

恩格斯曾给１８９２年的波兰版“宣言”和１８９３年的意大利版“宣言”分

别写过序言。——第４６１页。

２１８ 恩格斯也曾经把这一个附注加在１８９０年出版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

中去，只是省去了最后的一句话。——第４６６页。

２１９ 在比较后期的各种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劳动力价值”和“劳

动力价格”等等比较确切的概念（这是由马克思开始采用的）分别代

替了“劳动价值”和“劳动价格”等等概念（见本卷说明第 页）。——

第４７３页。

２２０ 法国正统主义者和“青年英国”见本卷注３２。——第４９２页。

２２１ 改革派见本卷注３１。——第５０２页。

２２２ 指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１８３０年秋），这次革命使比利时脱离了尼德

兰王国，并在比利时建立了以科布尔克王朝为首的资产阶级君主立

宪。

法国资产阶级七月革命以后，瑞士自由主义改革运动也加强了。

在许多州中自由派和激进派用自由主义精神修改了地方宪法。——

第５０５页。

２２３ １８３１年２月在摩地纳、罗曼内（教皇领地东北部）和巴马，发生了起

义，这是由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在统一意大利、驱逐外国人的口

号下发动的。这次起义为奥地利军队及意大利各邦政府的反革命武

装力量所镇压。——第５０５页。

２２４ 指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柏林政治周刊”（《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ｓ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是极端反

动的报纸，１８３１年到１８４１年间出版；该报受到王太子弗里德里希－

威廉（１８４０年起即位为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支持和保护。

——第５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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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５ １８３３年在汉诺威实施的是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影响下制定的宪

法。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达尔曼积极参加了制定宪法的工作。１８３７年汉

诺威国王依靠反动的地主集团废除了宪法，１８４０年实行了新法律，使

代议机关的权利缩小到最低限度。——第５０６页。

２２６ 德意志各邦大臣参加的维也纳会议，在奥国首相梅特涅和普鲁士当权

人物的倡议下于１８３４年召开，会议的目的是采取措施反对自由主义

反对派和民主运动。会议决定在具有代议机关的德意志各邦内限制

代议机关的权利，加强书报检查，对各大学实行更严格的监督，并迫

害参加反对派学生组织的分子。——第５０６页。

２２７ 指省议会代表组成的所谓联合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是为讨论新刑法草

案而于１８４８年１月召开的。普鲁士政府召开这些委员会，是企图用

准备改革的幌子来缓和日益激昂的舆论。委员会的活动因三月初在

德国展开的革命发动而中断。——第５０７页。

２２８ 指１８４７年４月１１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联合省议会的开幕词

中的声明，他说，他是“万世的王位的继承人，也应该把万世的王位

传给自己的继承者。”——第５０７页。

２２９ 罗马咨询会议或罗马国家参议院，是罗马教皇庇护九世在１８４７年底

成立的咨议机构。由自由派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组

成。——第５０８页。

２３０ 皮费拉利（因意大利的吹奏乐器“皮费罗”而得名）是意大利中部亚

平宁山坡地带的牧民。

拉察罗尼是那不勒斯王国不务正业的流氓无产阶级分子的鄙称；

拉察罗尼不止一次被保皇派反动集团利用来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

义运动。——第５０９页。

２３１ 指１８４６年至１８４８年美国和墨西哥的战争，这次战争是由于美国的使

用奴隶的种植场主和大资产阶级对墨西哥领土的侵略野心所挑起的。

这次战争的结果，美国几乎掠夺了墨西哥的一半领土，包括整个得克

萨斯、北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及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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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以后的几年内详细地研究了美国对墨西哥和

美洲大陆其他国家的侵略史。１８６１年马克思在“北美内战”一文中把

美国统治阶级对拉丁美洲各国的政策称作侵略政策，这种政策的真正

目的是夺取新地盘来扩大奴隶制和奴隶主的统治权。——第５１３页。

２３２ 美利坚合众国曾不止一次地提出开凿特万特佩克地峡的运河以连接

太平洋和墨西哥湾的计划，企图控制中美的商业干道和市场。但是在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美国资本家认为还是投资于化费较少的墨西哥铁路

建设较为合算，于是放弃了这个计划。——第５１３页。

２３３ 摘自海涅的诗歌“骑士奥拉夫”。——第５１５页。

２３４ 指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初那不勒斯王国和撒丁王国的革命事变和１８３１年

２月罗曼内的起义（见本卷注２２３）。１８２０年７月在那不勒斯，资产阶

级革命者烧炭党人为反对专制制度举行了起义，争得了温和的自由主

义宪法。１８２１年３月撒丁王国（皮蒙特）爆发了起义。领导起义的自

由派宣布宪法，企图利用运动来反对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的统治，把

国家统一在皮蒙特的统治者萨伏依王朝的政权之下。由于神圣同盟

列强的干涉，由于奥地利军队占领了那不勒斯和皮蒙特，因而这两个

国家里又恢复了专制制度。——第５１８页。

２３５ 指１８４６年克拉柯夫起义时期加里西亚农民和波兰小贵族的起义部队

的冲突，这次冲突是奥地利当局挑拨起来的。——第５１８页。

２３６ １８４７年７月驻意大利的奥地利当局因罗马国（教皇领地）人民运动的

强大而感到不安，把军队开到了教皇领地的边境城费拉拉。在罗马，

奥地利人支持企图废除庇护九世的自由主义改革的那些反动集团。

费拉拉的占领在整个意大利激起了强烈的愤怒，使奥地利政府不得不

立刻撤军。——第５１８页。

２３７ 普拉特尔是维也纳的一个公园。——第５２２页。

２３８ “社会辩论报”（《ＬｅＤéｂａｔＳｏｃｉａｌ》）是比利时的一家日报，它是资产

阶级激进派和民主派的机关；１８４４年至１８４９年在布鲁塞尔出

版。——第５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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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９ “独立报”（《Ｌ’Ｉｎｄéｐｅｎｄａｎｃｅ》）是比利时一家资产阶级日报“比利

时独立报”（《Ｌ’Ｉｎｄéｐｅｎｄａｎｃｅｂｅｌｇｅ》）的简称；１８３１年在布鲁塞尔

出版，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是自由派的机关报。——第５２４页。

２４０ 同盟（建立于１８４１年）和自由协会（建立于１８４７年）都是比利时资

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组织。——第５２５页。

２４１ 弗·基佐“罗马帝国崩溃至法国革命期间的欧洲文明通史”（Ｆ．Ｇｕｉ

－ｚｏｔ．《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ｇéｎéｒａｌｅｄｅｌａ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ｅｎＥｕｒｏｐｅ，ｄｅｐｕｉｓｌａｃｈｕｔｅ

ｄｅｌ’ｅｍｐｉｒｅｒｏｍａｉｎｊｕｓｑｕ’àｌａ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ｒａｎ汅ａｉｓｅ》）。第一次刊载于

弗·基佐“近代史教程”１８２８年巴黎版（Ｆ．Ｇｕｉｚｏｔ．《Ｃｏｕｒｓｄ’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ｍｏｄｅｒｎ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８）。——第５２６页。

２４２ 指１８４７年１１月由撒丁国王、教皇和托斯卡纳公爵所缔结的关于召集

意大利各邦代表会议来建立关税同盟的协定。建立意大利关税同盟

的草案是和意大利大资产阶级想以教皇或萨伏依王朝为首的君主同

盟形式“从上面”来统一意大利的意愿相符合的。但是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的资产阶级革命事变的进程和１８４９年反革命的胜利，使这些计划成

为泡影。——第５２８页。

２４３ １８４８年革命前的什列斯维希公国和霍尔施坦公国的德国居民反对为

丹麦和公国制订的统一宪法（宪法草案公布于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８日）的

运动，就其本身的目的而言是分离主义的运动，并没有超出温和的自

由主义反对派的范围。这个运动的目的是要在德国北部再建立一个

小的德意志邦作为反动的普鲁士的仆从国。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革命

时期，形势改变了。在德国革命事变的影响下，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

坦的民族运动具有了革命的解放的性质。争取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

坦脱离丹麦的斗争成了德国一切进步力量争取全国范围内民族统一

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斗争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坚决的支

持。——第５３１页。

２４４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 第５３４

页。    

２４５ 指１８４７年１月由爱尔兰民族运动中不满奥康奈尔的妥协政策而脱离

１３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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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取消派协会的激进派和民主派所创立的爱尔兰同盟。其中大多

数人属于“青年爱尔兰”这一由爱尔兰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于１８４２年组成的团体。爱尔兰同盟的革命左翼支持人民反对英国

统治的起义，并竭力把爱尔兰独立斗争和民主改革的斗争结合起来。

爱尔兰爆发的起义被英国当局镇压以后，爱尔兰同盟就在１８４８年夏

天中止活动。——第５３７页。

２４６ “改良报”（《ＬａＲｉｆｏｒｍａ》）是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１８４７年

１１月至１８５０年初发行于鲁卡。——第５４２页。

２４７ 指“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该报出版于雷赫河岸的奥格

斯堡。——第５４２页。

２４８ 阿·福伦是乐谱的作者，歌词是诗人弗里德里先的作品。——第５４３

页。

２４９ 指热拉尔元帅所制定并于１８４０年通过的计划，该计划规定了政府军

队在巴黎起义时的布置和行动。——第５４６页。

２５０ 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３日基佐政府倒台以后，奥尔良王朝的支持者曾企图由

以摩莱伯爵为首的温和君主主义者奥尔良分子（梯也尔、比约等）组

织内阁。但由于巴黎的人民起义获得胜利，这一维护奥尔良君主政体

的企图就破灭了。——第５４７页。

２５１ 在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４日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中，资产阶级共和

派（拉马丁、杜邦·德·累尔、克莱米约、阿拉戈、马利和恩格斯提到的

两位“国民报”的活动家——马拉斯特和加尔涅－帕热斯）占了大部分

职位。此外，三个“改革报”派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赖德律－洛兰、

弗洛孔、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机械工阿尔伯（本姓马

丁）也参加了政府。很快就看出，“社会主义者部长”路易·勃朗和阿

尔伯只是资产阶级政府的装饰品而已。——第５４８页。

２５２ 指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初法国奥尔良派在比利时问题上的口是心非的立

场。这些人暗中策划并吞比利时，同时又鼓动比利时人争取脱离荷

兰。同时，在伦敦五强（英、法、俄、奥、普）会议上，他们牺牲比

２３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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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时的利益，和支持荷兰的强国勾结在一起。因此，比利时人不得不

和荷兰国王缔结对自己不利的条约（１８３３年５月最后签署），并割让

一部分领土。——第５５５页。

２５３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５５８页。

２５４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５６１页。

２５５ 调节制实施草案是由坎宁的托利党内阁于１８２７年制定的，经某些修

改后于１８２８年由威灵顿的托利党内阁作为法律实施。——第５６４页。

２５６ “反谷物税通报”（《ＴｈｅＡｎｔｉ－Ｂｒｅａｄ－ＴａｘＣｉｒｃｕｌａｒ》）是反谷物法同

盟的机关刊物，原称“反谷物法通报”（《ＴｈｅＡｎｔｉ－Ｃｏｒｎ－ＬａｗＣｉｒ－

ｃｕｌａｒ》）；１８３９至１８４３年在曼彻斯特每两周出版一次。——第５６５页。

２５７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积极参加了该章程的起草工

作）于１８４７年６月在同盟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拟定。这个章程经过同

盟各支部讨论后重新提交第二届代表大会审查，最后于１８４７年１２月

８日批准。——第５７２页。

２５８ 指“民主派兄弟协会”致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信。该信发表于１８４７年

１２月１１日的“北极星报”及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２６日的“德意志—布鲁塞

尔报”。关于建立各国民主派之间更正规的联系以及准备召开国际民

主派代表会议的建议，１８４７年１１月底至１２月间“民主派兄弟协会”

的代表曾经和代表民主协会委员会的马克思讨论过，当时马克思和恩

格斯正在伦敦。——第５７８页。

２５９ １８４８年１月３日“民主派兄弟协会”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书，刊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月８日的“北极星报”。当时英国资产阶级集团正在宣

传沙文主义并放出风声说，似乎法国准备进攻不列颠岛，以便使工人

阶级脱离争取民主改革的斗争；告工人书在谈及英国国防时，揭露了

这一阴谋。告工人书中号召工人坚决反击“力图挑拨工人的阴谋家，

这些人制造卑劣的谎言，把不同国家的人说成是‘天生的敌人’”。告

工人书中指出，要真正加强英国的防聊力量，就应该给英国人民以民

主权利和自由。——第５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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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０ 驱逐恩格斯的借口是说他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在巴黎德国革命流亡者

新年宴会上发表了演说。很多工人和手工业者出席了这次宴会，恩格

斯在他们中间进行了革命宣传，因而使法国当局感到恐慌。１８４８年１

月底，巴黎警察当局借口恩格斯的演说中有反政府性质的政治暗语，

而对他进行迫害。同年１月２９日，恩格斯接到了要他在二十四小时

内离开法国否则就把他解交普鲁士警察当局的指令。在恩格斯被驱

逐的同时（警察当局夜间曾闯进了恩格斯的住宅），有共产主义者嫌疑

的德国工人流亡者也遭到了逮捕。尽管政府报刊大肆进行诬蔑宣传，

反对派的报纸还是透露出了恩格斯被驱逐的真正原因。

“巴黎通报”（《ＬｅＭｏｎｉｔｅｕｒＰａｒｉｓｉｅｎ》）是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出版的

每日晚报，半官方刊物。——第５８１页。

２６１ 德国工人俱乐部是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提议于１８４８年３月

８—９日在巴黎建立的。马克思在这个团体中起了领导作用。建立俱乐

部的目的是要团结在巴黎的德国工人流亡者，向他们说明无产阶级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企图通过民族主义的宣传引诱工人参加志愿军团攻入德国的冒险计

划。俱乐部在组织德国工人个别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方面，进行了很多

工作。——第５８９页。

２６２ 指德国工人俱乐部的章程草案。——第５９０页。

２６３ 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后在巴黎建立的“德意志民主协会”的会议都在骑术

学校举行。领导这个协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海尔维格、伯恩施

太德、德克尔等曾鼓动德国流亡者组成志愿军团攻入德国。他们打算

用这种方法在德国进行革命，并建立共和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

地斥责了这种冒险计划。——第５９１页。

４３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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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１８４６年５月—１８４８年３月）

１８４６

春天 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争取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

运动中的先进人物，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准备条件。

５月５日 马克思写信给蒲鲁东，建议他担任布鲁塞尔共产主义

通讯委员会驻法通讯员并参加工人运动的理论问题和

策略问题的讨论。马克思接到蒲鲁东５月１７日的回信

后确信他同蒲鲁东的意见有根本分歧，因而放弃通过

蒲鲁东和法国工人运动建立联系的打算。

５月１１日 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马克思

和恩格斯草拟的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克利盖

的通告。该通告分发给所有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夏天 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德意志思想体系”各主要章

节。在德国由于书报检查条件以及德国“真正的社会主

义”代表人物的反对，手稿未能付印。

６月１５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信给古·阿·克特根，准备在布鲁

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和乌培河谷的社会主义及共

产主义观点的拥护者之间建立经常的通讯联系。

７月１７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共

产主义者给菲格斯·奥康瑙尔先生的信”，该文发表于

７月２５日宪章派报纸“北极星报”。

５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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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日 马克思写信告诉出版商卡·威·列斯凯完成“政治和

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一书的计划。该书后来没有写完。

８月１５日 恩格斯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托前往巴

黎，准备在正义者同盟巴黎各支部的工人成员中间宣

传共产主义，组织通讯委员会，并同魏特林主义、蒲鲁

东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斗争。

８月１５日到１９日之间 恩格斯结识了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埃·卡贝。

８月１９日 恩格斯寄信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谈在巴

黎的德国工人运动以及法国社会主义出版物的情况。

以后恩格斯经常向委员会报道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

义运动的发展以及德国工人小组的情况。

９月１日左右 恩格斯写关于法国状况的文章，该文发表于９月５日

“北极星报”。

９月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批评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

观点。

１０月 恩格斯在巴黎德国工人的三次集会上批评了蒲鲁东的

小资产阶级空想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卡尔·格律恩

的庸俗思想。由于恩格斯的活动，正义者同盟巴黎各支

部的大多数成员脱离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主

义。

１０月中旬左右 恩格斯研究路·费尔巴哈的“宗教的本质”一书，并记

下对费尔巴哈哲学批判的要点。

１０月２０日左右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拟就第二个反对克利盖的通告，

该通告由马克思签署。原文没有保存下来。

１２月 巴黎当局派警察暗中监视恩格斯。

１２月２８日 马克思写给俄国著作家巴·瓦·安年柯夫，信中批判

了他刚刚读完的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

６３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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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一书，同时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原理。

１８４７

１月—６月１５日 马克思写作“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

学’”一书。

１月—４月 恩格斯写“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文，作为“德意志思

想体系”第二卷的补充。

１月２０日 正义者同盟伦敦委员会派代表约·莫尔到布鲁塞尔见

马克思，并到巴黎见恩格斯，建议他们加入同盟。马克

思和恩格斯在确信同盟领导者愿意改组同盟并接受科

学共产主义原理做为纲领基础之后，就同意参加同盟。

２月底 恩格斯写“普鲁士宪法”一文。该文发表于３月６日

“北极星报”。

３月—４月 恩格斯写关于德国制宪问题的著作。

４月３日 马克思写短评驳斥由卡·格律恩煽动起来的“特利尔

日报”对他的诬蔑性攻击。该短评发表于４月８日“德

意志—布鲁塞尔报”和４月９日“特利尔日报”。

６月初 恩格斯积极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的第一次

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讨论了新的章程。正义者同盟改

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前同盟的口号：“人人皆兄

弟”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代表大会结束后恩格斯返回巴黎。

６月２６日 恩格斯写“基佐的穷途末日。法国资产阶级的现状”。该

文发表于７月３日“北极星报”。

７月初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

学’”一书出版。

７月２７日左右 恩格斯从巴黎到布鲁塞尔和马克思研究共产主义者同

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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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５日 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布鲁塞尔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

的支部和区部。马克思当选为支部主席及区部委员会

委员。

８月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组织德意志工人协会并在

协会中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

８月—９月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单独发表了马克思写的“德

意志思想体系”中的一章，内容为对格律恩的“法兰西

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一书的批判。

９月１２日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刊载了马克思的论文“‘莱茵

观察家’的共产主义”和恩格斯的文艺批评“诗歌和散

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的开头一部分。从这时候起马克

思和恩格斯就经常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撰稿。在

他们的影响下，该报成了宣传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

机关报。

９月１６日—１８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经济学

家会议。马克思本来准备发言，可是由于怕他鼓吹革

命，会上没有给他发言的机会。这篇会上没有发表的演

说后来登载于９月２９日布鲁塞尔“民主工场报”；恩格

斯发表于１０月９日“北极星报”的“讨论自由贸易问

题的布鲁塞尔会议”一文中也附有这篇演说。

９月２７日 恩格斯参加了布鲁塞尔民主派的国际宴会。宴会上通

过了成立民主协会的决议。

１０月３、７日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刊载了恩格斯的两篇论战性的

文章，总标题为“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１０月中旬 恩格斯自布鲁塞尔返回巴黎，着手建立和巩固共产主

义者同盟的地方组织。他受托从事同盟区部委员会的

通信工作。

１０月下半月 恩格斯和以“改革报”为中心的法国民主主义者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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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他和该报编辑部约定供给有关英国和德国情况

以及宪章运动发展的文章。恩格斯第一次为“改革报”

写的一篇关于英国商业危机的文章发表于１０月２６

日，以后他继续为该报撰稿直至１８４８年１月止。

１０月１８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建议布鲁塞尔区部派

代表出席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时希望马克思出席

代表大会。

１０月２２日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委员会会议上尖锐

地批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莫·赫斯所拟的共产主义

者同盟纲领草案。委员会委托恩格斯拟定新的纲领草

案。

１０月底 马克思写“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论德意志文

化的历史，驳卡尔·海因岑”一文。该文分期发表于１０

月２８日至１１月２５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１０月底—１１月 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委员会的委托为同

盟草拟名为“共产主义原理”的纲领草案。

１１月初 恩格斯写“法国的改革运动”一文。该文发表于１１月

２０日“北极星报”。

１１月１４日 恩格斯被同盟巴黎区部选为出席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

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１１月１５日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议上当选为协会副主

席。

１１月２３日—２４日 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建议以宣言形式拟定共产主义

者同盟纲领，并称该纲领为“共产主义宣言”。

１１月２７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由布鲁塞尔和巴黎前往伦敦，参

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他们在奥斯坦德

会面并在那里讨论了同盟的纲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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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２９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出席“民主派兄弟协会”为纪念

１８３０年波兰起义而举行的国际大会。马克思把布鲁塞

尔民主协会的信件交给“民主派兄弟协会”，该信建议

在两个组织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大会上发表了关于波兰问题的演说。关于大会的报道

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演说载于１２月４日“北极星

报”、１２月５日“改革报”及１２月９日“德意志—布

鲁塞尔报”。

１１月２９日—１２月８日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

大会的工作。经过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后，他们的观点为

全体代表所接受。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宣言形

式制定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并批准共产主义者同盟

章程。

１１月３０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会议上发表

演说。马克思在演说中报告了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

会的活动。

１２月７日 恩格斯在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会议上做了关于经济

问题的报告。

１２月９日到１２月底之间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马克思和

恩格斯着手写“共产党宣言”。

１２月１３日左右 马克思从伦敦返回布鲁塞尔。

１２月１５日左右 恩格斯写文章批评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说。

该文发表于１２月１８日“北极星报”和１２月３０日“德

意志—布鲁塞尔报”（曾经略作修改）。

１２月１７日 恩格斯从伦敦到布鲁塞尔。

１２月下半月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做关于雇佣劳动和

资本的讲演。除了其他准备讲演的材料以外，马克思还

拟定了“工资”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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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２０日左右 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委任恩格斯为驻巴黎代表。

１２月２０日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大会上报告了伦敦纪念

１８３０年波兰革命大会的情况，并宣读“民主派兄弟协

会”的贺词。在这次大会上，恩格斯当选为民主协会驻

巴黎的代表。

１２月底 恩格斯离开布鲁塞尔前往巴黎。

１２月３１日 马克思出席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新年宴会。

恩格斯在巴黎德国革命流亡者新年宴会上发表演

说。

１８４８

１月９日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公众大会上发表关于自由

贸易的演说。大会通过以单行本出版马克思的演说的

决议。这本小册子于１８４８年２月初问世。

１月下半月 马克思写完“共产党宣言”。手稿于１月底寄往伦敦。

１月２３日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发表了恩格斯的“１８４７年的运

动”一文。

１月２７日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发表了恩格斯的“奥地利末日

的开端”一文。

１月２９日 恩格斯因在巴黎工人中间从事革命活动被法国政府驱

逐出境。

１月３１日 恩格斯到达布鲁塞尔。

２月 马克思整理他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所做的关于

雇佣劳动和资本的讲演准备付印。这些讲演一部分以

“雇佣劳动和资本”为题发表于１８４９年４月“新莱茵

报”。

２月１３日 马克思出席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会议。在会上讨论了

召开国际民主派代表会议的问题，并通过给伦敦“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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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兄弟协会”的回信，信上签名的有马克思和协会委员

会的其他委员。

２月２０日 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上恩格斯报告了法国政府迫害民

主主义者的情况以及他自己被驱逐出巴黎的详细经

过。

２月２２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为纪念克拉柯夫

起义两周年而举行的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他们的演说

在１８４８年３月发表于克拉柯夫起义纪念文集上。

２月２４日左右 “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

２月２５日—３月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比利时的共和主义运动，这

次运动是在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开展起来的。马克

思自己出钱去武装布鲁塞尔工人。

２月２５日—２６日 恩格斯写“巴黎的革命”。该文发表于２月２７日“德意

志—布鲁塞尔报”。

２月２７日左右 由于法国爆发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

将全权授予马克思领导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

２月２７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大会，会上通

过决议要求市政当局武装布鲁塞尔工人。这次会上同

时还通过了每日召开协会例会以及和其他国家的民主

主义者建立定期联系的决议。

２月２８日 马克思同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委员会的其他委员签署致

“北极星报”编辑和“民主派兄弟协会”书记乔·哈尼

书，以及给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贺信。

３月１日左右 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斐·弗洛孔书面通知马克

思撤销基佐政府对马克思的驱逐令，并请他返回法

国。    

３月３日 马克思收到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比利时的敕令。

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决定将同盟

的活动中心转移到巴黎。马克思受委托在巴黎组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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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央委员会。

３月３日夜 马克思准备离开的时候，警察突然闯入住宅，逮捕了马

克思。３月４日燕妮·马克思也被逮捕。经过十八小时

的监禁后，马克思全家被迫立即离开比利时。

３月５日 马克思到达巴黎。

恩格斯积极参加抗议比利时迫害马克思及其他政

治流亡者的运动，他写信给“北极星报”编辑部揭露比

利时政府的阴谋。恩格斯的信在３月２５日发表。

３月６日 马克思出席了由于法国革命事件而召开的巴黎德国工

人大会。

３月６日—３月中 马克思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海尔维格和伯恩

施太德等）所提出的冒险计划，他们主张由巴黎的德国

流亡者组成武装部队攻入德国，在德国完成革命。与此

相反，马克思的意见是德国工人应该单个地回到德国，

参加当地的革命运动。

３月８日 “改革报”发表马克思叙述他被驱逐出布鲁塞尔的经过

情形的信件。

马克思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会议，会上

通过决议：成立同盟巴黎区部和建立名为德国工人俱

乐部的公开的工人组织。会上委托马克思拟定俱乐部

章程草案。

３月９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会议通过由马克思拟定的德

国工人俱乐部章程草案。

３月１１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巴黎成立。马克思当选

为委员会主席。在布鲁塞尔的恩格斯被缺席选入中央

委员会。

３月１９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委员会寄给在巴黎的同盟中

央委员会“共产党宣言”１００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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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三  画

万－德－卡斯泰尔（ＶａｎｄｅＣａｓｔｅｅｌｅ）——

利尔厂主，自由贸易派。—— 第２９０

页。

大卫，克利斯提安·格奥尔格·纳坦（Ｄａ

－ｖｉｄ，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ＧｅｏｒｇＮａｔｈａｎ１７９３—

１８７４）——丹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

治活动家，自由派。——第２７７页。

四  画

巴泰（Ｂａｔａｉｌｌｅ）——比利时工人，比利时工

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布鲁塞尔

民主协会会员。——第５８５页。

巴 罗，奥 迪 隆（Ｂａｒｒｏｔ，Ｏｄｉｌｏｎ１７９１—

１８７３）——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１８４８年２月前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

派领袖；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８４９年１０月

领导了保皇派党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

持的内阁。——第３１、２０３、３９８、４０２、

４０５—４０８、４２０、４３１、４３２、４３６、４３７、５４５

页。

巴兰，费里克斯（Ｂａｌｌｉｎ，Ｆｅｌｉｘ约生于１８０２

年）——比利时民主运动的活动家，布

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第５８５页。

巴巴鲁，沙尔·让（Ｂａｒｂａｒｏｕｘ，Ｃｈａｒｌｅｓ

Ｊｅａｎ１７６７—１７９４）——１８世纪末法国

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吉伦特分

子。——第３５０页。

巴贝夫，格拉古（Ｂａｂｅｕｆ，Ｇｒａｃｃｈｕｓ１７６０—

１７９７）——真名为弗朗斯瓦·诺埃尔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Ｎｏｅ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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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４、４９９页。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Ｂａｓｔｉａｔ，Ｆｒéｄéｒｉｃ

１８０１—１８５０）——法国庸俗经济学家，

资本主义的狂热的辩护者。—— 第

２７８、２８６页。

巴泰尔斯，茹尔（Ｂａｒｔｅｌｓ，Ｊｕｌｅｓ）——比利

时律师。——第２７６页。

巴泰尔斯，阿道夫（Ｂａｒｔｅｌｓ，Ａｄｏｌｆ）——比

利时小资产阶级政论家，自１８４４到

１８４６年为“社会辩论报”的编辑。——

第４１６、４１７页。

日果，菲力浦（Ｇｉｇｏｔ，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１８２０—

１８６０）——比利时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

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４０年

代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第３、４、

２４、２５、２９、５５２、５５３、５５６、５７１、５８７页。

日拉丹，艾米尔·德（Ｇｉｒａｒｄｉｎ，Ｅｍｉｌｅｄｅ

１８０６—１８８１）——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

和政治活动家；以政治上毫无原则性而

著称；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之前，对基

佐政府采取反对派的立场。—— 第

１９９—２０３、３９４、４３１页。

日拉丹，亚历山大·德（Ｇｉｒａｒｄｉｎ，Ａｌｅ－

ｘａｎｄｒｅｄｅ１７７６—１８５５）——法国将军；

艾米尔·德·日拉丹（ＥｍｉｌｅｄｅＧｉ－

ｒａｒｄｉｎ）的父亲。——第２０１页。

尤尔，安得鲁（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ｗ１７７８—１８５７）

４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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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化学家，庸俗经济学家，自由贸易

论者。——第１６９—１７１、４５４页。

尤尔特，威廉（Ｅｗａｒ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９８—

１８６９）——英国自由派政治活动家，自

由贸易论者。——第２８０、２８５、２８６页。

尤维纳利斯，德齐姆斯·尤尼乌斯（Ｊｕ－

ｖｅｎａｌｉｓ，ＤｅｃｉｍｕｓＪｕｎｉｕｓ生于１世纪６０

年代——死于１２７年后）——著名的罗

马讽刺诗人。——第１０１页。

比约，奥古斯特·阿道夫·玛丽（Ｂｉｌｌａｕｌｔ，

Ａｕｇｕｓｔｅ—Ａｄｏｌｐｈｅ—Ｍａｒｉｅ １８０５—

１８６３）——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君

主主义奥尔良分子，１８５１年后成为波拿

巴分子。——第５４７页。

毛勒，格典尔格·路德维希（Ｍａｕｒｅｒ，Ｇｅ－

ｏｒｇ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９０—１８７２）——德国资产

阶级历史学家，古代和中世纪的德国社

会制度的研究者。——第４６６页。

邓科布，托马斯·斯令斯比（Ｄｕｎｃｏｍｂｅ，

ＴｈｏｍａｓＳｌｉｎｇｓｂｙ１７９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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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

４２９页。

孔斯坦西奥，弗朗西斯科·索拉诺（Ｃｏｎ－

ｓｔａｎｃｉｏ，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Ｓｏｌａｎｏ １７７２—

１８４６）——葡萄牙医生，外交家和作家；

他曾把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译成法

文。——第８１、９０页。

五  画
弗格森，亚当（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Ａｄａｍ１７２３—

１８１６）——苏格兰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第１６１页。

弗 洛 孔，斐 迪 南（Ｆｌｏｃｏｎ，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００—１８６６）——法国政治活动家和

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

革报”编辑之一，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委

员。—— 第４０５—４０８、４３０、４３５、５４８

页。

弗洛里安，让·比埃尔（Ｆｌｏｒｉａｎ，Ｊｅａｎ－

Ｐｉｅｒｒｅ１７５５—１７９４）——法国作家和诗

人，贵族颓废诗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

关于威廉·泰尔的诗篇。——第３８６

页。

弗 吕 贝 尔，尤 利 乌 斯（Ｆｒｏｂｅｌ，Ｊｕｌｉｕｓ

１８０５—１８９３）——德国政论家和进步

书刊发行人，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法

兰克福国民会议的代表，属于左翼；后

来成为自由主义者。——第３０５页。

弗兰茨一世（Ｆｒａｎｚ １７６８—１８３５）奥国

皇帝（１７９２—１８３５），１８０６年前膺有神圣

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 第５１６、

５１８、５２１、５２２页。

弗雷德里克七世（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１８０８—

１８６３）—— 丹 麦 国 王 （１８４８—

１８６３）。——第５３１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４４—１７９７）——普鲁士国王

（１７８６—１７９７）。——第２６３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７０—１８４０）——普鲁士国王

（１７９７—１８４０）。——第３３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９５—１８６１）——普鲁士国王

（１８４０—１８６１）。——第２１、２４、２６、３３、

３５、３６、３９—４１、６６、６７、２２０、２２１、３４８、

５０５—５０７、５１２、５３０页。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Ｆｒｅｉｌｉｇｒａｔｈ，Ｆｅｒ－

ｄｉｎａｎｄ１８１０—１８７６）——德国诗人，开

始活动时为浪漫主义者，后来成为革命

诗人，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新莱茵报”编辑

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５０年代脱

离革命斗争。——第２９８页。

布 朗，威 廉（Ｂｒｏｗ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８４—

５４６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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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４）——英国商人和银行家，自由贸

易论者。——第２８５—２８７页。

布雷，约翰·弗兰西斯（Ｂｒａｙ，ＪｏｈｎＦｒａｎｃｉｓ

１８０９—１８９５）——英国经济学家，空想

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他的职业是

印 刷 工 人。—— 第 １１０—１１５、１１７

页。   

布 莱 特，约 翰（Ｂｒｉｇｈｔ，Ｊｏｈｎ １８１１—

１８８９）——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自由贸易论者，反谷物法同盟创

立者之一；自６０年代末起为自由派政

党领袖之一；在自由党内阁中曾历任

大 臣 职 位。—— 第 ４４４、５１１、５１２

页。   

布朗基，阿道夫（Ｂｌａｎｑｕｉ，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７９８—

１８５４）——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

济学说史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

物。——第９４、２４８、２７９、２８１、２８５页。

布赫芬克（Ｂｕｃｈｆｉｎｋ）——共产主义者同盟

盟员。——第５８８页。

布来辛顿，玛格丽特（Ｂｌｅｓｓｉｎｇｔｏｎ，Ｍａｒ－

ｇｕｅｒｉｔｅ１７８９—１８４９）——伯爵夫人，英

国自由派女作家。——第２８页。

布阿吉尔贝尔，比埃尔（Ｂｏｉｓｇｕｉｌｌｅｂｅｒｔ，

Ｐｉｅｒｒｅ１６４６—１７１４）—— 法国经济学

家，重农学派的前驱者，法国资产阶级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第

１０８、１２７页。

卡诺，拉查尔·尼古拉（Ｃａｒｎｏｔ，Ｌａｚａｒｅ

Ｎｉｃｏｌａｓ１７５３—１８２３）——法国数学家，

政治和军事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

者；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倾向雅各宾党人，１７９４年参加热月９

日的反革命政变。——第４３６页。

卡诺，拉查尔·伊波利特（Ｃａｒｎｏｔ，Ｌａ－

ｚａｒｅ－Ｈｉｐｐｏｌｙｔｅ１８０１—１８８８）——法国

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

共和主义者。——第４２０、４３６、４３７页。

卡尔－奥古斯特（Ｋａｒｌ－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５７—

１８２８）——萨克森—魏玛大公。——第

２７０页。

卡贝，埃蒂耶纳（Ｃａｂｅｔ，Ｅｔｉｅｎｎｅ１７８８—

１８５６）——法国政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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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７、４１８、

４２２、５０２页。

加莱尔，阿尔芒（Ｃａｒｒｅｌ，Ａｒｍａｎｄ１８００—

１８３６）——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自由

派；“国民报”的创始人和编辑之

一。——第２００页。

加尔涅－帕热斯，路易·安都昂（Ｇａｒｎｉｅｒ

－ Ｐａｇèｓ，Ｌｏｕｉｓ Ａｎｔｏｉｎｅ １８０３—

１８７８）——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

产阶级共和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

委员。——第４２０、４３０、４３２、４３３、４３６、

５４８页。

加尔涅－帕热斯，埃蒂耶纳·约瑟夫·路

易（Ｇａｒｎｉｅｒ－Ｐａｇèｓ，Ｅｔｉｅｎｎｅ－Ｊｏｓｅｐｈ－

Ｌｏｕｉｓ１８０１—１８４１）——法国政治活动

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３０年革命

后领导了共和党反对派。——第４３２

页。

卢梭，让·雅克（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１２—１７７８）——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

者，民主主义者，小资产级的思想

家。——第３４８、４２５页。

卢格，阿尔诺德（Ｒｕｇｅ，Ａｒｎｏｌｄ１８０２—

１８８０）——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资产阶级激进分子；１８４８年为法兰

克福国民会议代表，属于左翼，１８６６年

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２０９、

２９８、２９９、３０８、３１０、３５０、３５３页。

卢克莱茨，梯特·卡尔（Ｌｕｃｒｅｔｉｕｓ，Ｔｉｔｕｓ

Ｃａｒｕｓ约公元前９９—５５）——杰出的罗

６４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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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哲学家和诗人，唯物主义者，无神论

者。——第１４４页。

皮 尔，罗 伯 特（Ｐｅｅｌ，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８８—

１８５０）——英国国家活动家，温和的托

利党人，曾任首相（１８４１—１８４６），在自

由党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１８４６）。

第５０６、５２６、５６５、５６８页。

皮卡尔，阿尔伯（Ｐｉｃａｒｄ，Ａｌｂｅｒｔ）——比利

时律师和政治活动家，布鲁塞尔民主协

会会员。——第５８０页。

包 林，约 翰（Ｂｏｗｒｉｎｇ，Ｊｏｈｎ １７９２—

１８７２）——英国政治活动家，语言学家

和文学家，边沁的信徒，自由贸易论

者；５０年代他是在远东实施英国殖民

政策的高级官员。——第２７９、２８５、

２８６、２８９—２９１、４０４、４４４、４４８、４５０、

４５３—４５５页。

边沁，耶利米（Ｂｅｎｔｈａｍ，Ｊｅｒｅｍｙ１７４８—

１８３２）——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功

利主义理论家。——第２７９页。

丘 迪，艾吉 迪乌 斯（Ｔｓｃｈｕｄｉ，Ａｇｉｄｉｕｓ

１５０５—１５７２）——瑞士的年代志作者

和反动的政治活动家，宗教改革的敌

人，代表瑞士归州的宗法贵族集团的

利益。——第３８６页。

汉泽曼，大卫（Ｈａｎｓｅｍａｎｎ，Ｄａｖｉｄ１７９０—

１８６４）——大资本家，莱茵省自由资产

阶级的领袖之一；１８４８年３月至９月任

普鲁士的财政大臣，实施同反动派妥协

的叛卖政策。——第３４７、３４８页。

白尔尼，路德维希（Ｂｏｒｎｅ，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８６—

１８３７）——德国政论家和批评家，激进

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卓越代表人物

之一；晚年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拥护

者。——第８、２５７、２７５页。

尼古拉一世（ Ｉ１７９６—１８５５）——

俄罗斯皇帝（１８２５—１８５５）。——第５３０

页。

六  画
达希（Ｄａｓｓｙ）——比利时民主主义者，布

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第５５３页。

达尔曼，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Ｄａｈｌ

－ ｍａｎ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１７８５—

１８６０）——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

活动家，自由派。——第２０９、５０５页。

达来朗－贝里戈尔，沙尔·莫里斯（Ｔａｌｌｅｙ－

ｒａｎｄ－ Ｐéｒｉｇｏｒｄ，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ａｕｒｉｃｅ

１７５４—１８３８）——公爵，著名的法国外交

家，外交大臣（１７９７—１７９９、１７９９—

１８０７、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出席维也纳会议

（１８１４—１８１５）的法国代表；以政治上毫

无原则性和自私自利著称。——第５１６页。

达兰贝尔，让（Ｄ’Ａｌｅｍｂｅｒｔ，Ｊｅａｎ１７１７—

１７８３）——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１８世

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人物

之一。——第４２５页。

列列韦尔，约阿希姆（Ｌｅｌｅｗｅｌ，Ｊｏａｃｈｉｍ

１７８６—１８６１）——杰出的波兰历史学家

和革命活动家；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起

义参加者，波兰流亡民主派领袖之

一。——第５３９、５８５页。

列 奥 波 特 一 世（Ｌｅｏｐｏｌｄ １７９０—

１８６５）—— 比 利 时 国 王（１８３１—

１８６５）。——第５５６、５５８、５５９页。

列 奥 波 特 二 世（Ｌｅｏｐｏｌｄ １７９７—

１８７０）—— 托斯卡纳的大公（１８２４—

１８５９）。——第５０８页。

艾迪森，约瑟夫（Ａｄｄｉｓｏｎ，Ｊｏｓｅｐｈ１６７２—

１７１９）——英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英

国资产阶级启蒙学派的前驱者之

一。——第２４８页。

艾希霍恩，约翰·阿尔勃莱希特·弗里德

里 希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Ｊｏｈａｎｎ 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７９—１８５６）——普鲁士国家

７４６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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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家，曾任普鲁士宗教、教育、医务大

臣（１８４０—１８４８）。—— 第 ２０９、２２０

页。   

艾德门兹，托马斯·娄（Ｅｄｍｏｎｄｓ，Ｔｈｏ－

ｍａｓＲｏｗｅ１８０３—１８８９）——英国经济

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曾利用李嘉图

的理论来论证社会主义。——第１１０

页。

西尼耳，纳骚·威廉（Ｓｅｎｉｏｒ，Ｎａｓｓａｕ

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９０—１８６４）——英国庸俗经

济学家，工人运动的凶恶敌人。——第

１２７、３４２页。

西哀士，艾曼纽尔·约瑟夫（Ｓｉｅｖèｓ，Ｅｍ－

ｍａｎｕｅｌ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４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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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页。

西斯蒙第，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

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ｅａ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ｅｏｎａｒｄＳｉ

ｍｏｎｄｅｄｅ１７７３—１８４２）——瑞士经济学

家，批评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

家。—— 第 ８１、１０７、１０９、１６１、４９４

页。   

米歇洛（Ｍｉｃｈｅｌｏｔ）——法国民主主义者，

“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员。——第４１３

页。

米拉波，奥诺莱·加布里埃尔（Ｍｉｒａｂｅａｕ，

ＨｏｎｏｒｅＧａｂｒｉｅｌ１７４９—１７９１）——１８世

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

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利益

的代表者。——第３４８页。

伊茨施太因，约翰·亚当（Ｉｔｚｓｔｅｉｎ，Ｊｏ－

ｈａｎｎＡｄａｍ１７７５—１８５５）——德国政治

活动家，巴登邦议会中的自由主义反对

派领袖之一。——第２６５页。

伊夫兰特，奥古斯特·威廉（Ｉｆｆｌａｎｄ，Ａｕ－

ｇｕｓｔ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７５９—１８１４）——德国演

员和戏剧活动家，著有美化德国反动制

度和充满小市民道德的剧本。——第

２４１页。

乔治·桑（ＧｅｏｒｇｅＳａｎｄ１８０４—１８７６）——

著名的法国女作家，著有长篇社会小说

多种，浪漫主义的民主派代表人

物。——第１９８页。

安德森，亚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Ａｄａｍ约１６９２—

１７６５）——苏格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贸易史的著者。——第８３页。

迈因茨，卡尔·古斯达夫（Ｍａｙｎｚ，Ｋａｒｌ

Ｇｕｓｔａｖ１８１２—１８８２）德国法律学家，布

鲁塞尔大学教授，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

员。——第５８５页。

伏尔泰，弗朗斯瓦·玛丽（Ｖｏｌｔａｉｒｅ，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Ｍａｒｉｅ１６９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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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１８１、４２５页。

托尔瓦德森，倍尔特尔（Ｔｈｏｒｖａｌｄｓｅｎ，

Ｂｅｒｔｅｌ１７６８—１８４４）——著名的丹麦雕

刻家。——第３９１页。

七  画
杜马，让·巴蒂斯特（Ｄｕｍａｓ，Ｊｅａｎ－Ｂａｐ－

ｔｉｓｔｅ １８００—１８８４）—— 法 国 化 学

家。——第２４７页。

杜邦·德·累尔，雅克·沙尔（Ｄｕｐｏｎｔｄｅ

ｌ’Ｅｕｒｅ，Ｊａｃｑｕｅｓ 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６７—

１８５５）——法国政治活动家，自由派，１８

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和１８３０年革命的

参加者；４０年代接近温和的资产阶级共

和派；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主席，——第

５４８页。

杜沙多（Ｄｕｃｈａｔｅａｕ）——法国工业家，保

护关税政策的拥护者。——第２８０、２８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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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沙特尔，沙尔（Ｄｕｃｈａｔｅｌ，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０３—

１８６７）——法国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内

务大臣（１８３９—１８４０，１８４０—１８４８年２

月）。—— 第３０、１９９—２０６、２２８、５４５、

５５６页。

杜韦尔瑞·德·奥兰，普罗斯比尔（Ｄｕ－

ｖｅｒｇｉｅｒｄｅＨａｕｒａｎｎｅ，Ｐｒｏｓｐｅｒ１７９８—

１８８１）——法国自由派政治活动家和政

论家。——第４３２页。

杜诺瓦耶，沙尔（Ｄｕｎｏｙ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８６—

１８６２）——法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和政治活动家。—— 第１０３、２８０、

２８１、２８５页。

杜厄 斯 堡，弗 兰 茨（Ｄｕｅｓｂｅｒｇ，Ｆｒａｎｚ

１７９３—１８７２）——普鲁士反动的国家活

动家，１８４６年到１８４８年三月革命期间

为财政大臣。——第２１６、２１７页。

克利盖，海尔曼（Ｋｒｉｅｇｅ，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２０—

１８５０）——德国记者，“真正的社会主

义”的代表人物，４０年代后半期在纽约

领导了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集

团。——第１、６—２０页。

克特根，古斯达夫·阿道夫（Ｋｏｔｔｇｅｎ，

ＧｕｓｔａｖＡｄｏｌｆ１８０５—１８８２）——德国画

家和诗人，在４０年代时曾参加工人运

动，他的观点接近于“真正的社会主

义”。——第２３、２４页。

克罗茨，阿那卡雪斯（Ｃｌｏｏｔｓ，Ａｎａｃｈａｒｓｉｓ

１７５５—１７９４）——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

级革命的活动家，接近左翼雅各宾党

人；革命前是普鲁士的男爵。—— 第

４１７页。

克来斯特，亨利希（Ｋｌｅｉｓｔ，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７７—

１８１１）——德国诗人和剧作家，反动的浪漫

主义代表人物。——第２３４页。

克洛普什托克，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勃

（Ｋｌｏｐｓｔｏｃｋ，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Ｇｏｔｔｌｉｅｂ１７２４—

１８０３）——德国诗人，德国资产阶级启

蒙运动的初期代表人物之一。——第

２５３页。

克里斯提安八世（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１７８６—

１８４８）—— 丹 麦 国 王 （１８３９—

１８４８）。——第５３１页。

沃尔弗，威廉（Ｗｏｌｆｆ，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９—

１８６４）——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

主义者同盟的卓越活动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５５０、５５３、

５７１页。

沃尔弗，斐迪南（Ｗｏｌｆ，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德

国政论家，１８４６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

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新莱茵报”编辑

之一；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从德国逃

亡出来，后来脱离了政治活动。——第

３、４、２４、２５页。

沃 尔 波 尔，罗 伯 特（Ｗａｌｐｏｌｅ，Ｒｏｂｅｒｔ

１６７６—１７４５）——英国国家活动家，辉

格党领袖，曾任首相（１７２１—１７４２），创

立了不受国王支配而依靠议会多数的

内阁制度；他广泛地使用了贿赂手

段。——第２９０页。

沃洛夫斯基，路易〔路德维克〕（Ｗｏｌｏｗ－

ｓｋｉ，Ｌｏｕｉｓ〔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１０—１８７６）——法

国庸俗经济学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

家，原籍波兰。—— 第２７８、２８０、２８５、

２８６、２９０、２９１页。

李嘉 图，大 卫（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ａｖｉｄ１７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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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９、８１、８９—９４、９７、９９、

１０６、１１０、１２５、１２６、１３２、１３８、１５６、１８１—

１８６、２９４、２９５、３４２、３５２、４４９、４５５页。

李比希，尤斯图斯（Ｌｉｅｂｉｇ，Ｊｕｓｔｕｓ１８０３—

９４６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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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３）——杰出的德国学者，农业化学

的奠基人之一。——第２４７页。

李斯特，弗 里德 里希（Ｌｉｓ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８９—１８４６）——德国庸俗的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宣传极端的保护关税政

策。——第２８２、２８３、２９２、３３７页。

麦克亚当（ＭａｃＡｄａｍ）——爱尔兰亚麻改

良协会工作者，自由贸易论者。——第

２９０页。

麦克格雷斯，菲力浦（ＭａｃＧｒａｔｈ，Ｐｈｉ－

ｌｉｐ）——宪章运动的活动家，１９世纪４０

年代为国民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委

员。——第３７９页。

麦克库洛赫，约翰·雷姆赛（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

ＪｏｈｎＲａｍｓａｙ１７８９—１８６４）——英国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

表人物。——第２４８页。

贝朗热，比埃尔·让（Ｂéｒａｎｇｅｒ，Ｐｉｅｒｒｅ

Ｊｅａｎ１７８０—１８５７）—— 法国最闻名的

民主主义大诗人，政治讽刺文的作

者。——第５８５页。

狄更斯，查理（Ｄｉｃｋｅｎ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 杰出的英国现实主义作

家。——第２８页。

狄德 罗，德 尼（Ｄｉｄｅｒｏｔ，Ｄｅｎｉｓ１７１３—

１７８４）——法国杰出的哲学家，机械唯

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革

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启蒙运动

者，百科全书派领袖。——第４２５页。

里廷豪森，摩里茨（Ｒｉｔｔｉｎｇｈａｕｓｅｎ，Ｍｏ－

ｒｉｔｚ１８１４—１８９０）——德国政论家，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为“新莱茵报”撰稿，第一国际委员，后

来成为（１８８４年前）德国社会民主党

人。——第２７８、２７９、２８６、２９１页。

坎 宁，乔 治（Ｃａｎｎｉｎｇ，Ｇｅｏｒｇｅ１７７０—

１８２７）——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

（１８０７—１８０９，１８２２—１８２７）、首 相

（１８２７）。——第５６４页。

但丁· 阿利 格埃 里（ＤａｎｔｅＡｌｉｇｈｉｅｒｉ

１２６５—１３２１）—— 伟大的意大利诗

人。——第２７１页。

沙佩尔，卡尔（Ｓｃｈａｐｐｅｒ，Ｋａｒｌ约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

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共

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１８５０年共产主

义同盟分裂时期为“左”倾宗派集团的

领袖之一；１８５６年重又和马克思接近；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第

４１３—４１５、４２８、５７７、５８８—５９１页。

吕敏尼，玛丽·伊波利特（Ｒｕｍｉｇｎｙ，Ｍａ－

ｒｉｅ－Ｈｉｐｐｏｌｙｔｅ１７８４—１８７１）——侯爵，

法国外交家。——第５４９页。

庇护九世（Ｐｉｕｓ １７９２—１８７８）——罗马

教皇（１８４６—１８７８）。——第５０６、５０８、

５０９、５２９页。

劳克利弗，威廉（Ｒｏｗｃｌｉｆｆ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英国激进主义者，１９世纪４０年代靠近

宪章派。——第３１７页。

希尔迪奇，理查（Ｈｉｌｄｉｔｃｈ，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９

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学

家。——第１８７页。

邦纳罗蒂，菲力浦（Ｂｕｏｎａｒｒｏｔｉ，Ｐｉｌｉｐｐ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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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３４页。

忒伦底乌斯（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

阿费尔）（ＰｕｂｌｉｕｓＴｅｒｅｎｔｉｕｓＡｆｅｒ公元

前约１８５—１５９）——著名的罗马剧作

家。——第３２２页。

亨利希七十二世·罗伊斯－罗宾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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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贝斯道弗（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ＬＸＸＩＩＲｅｕβ－Ｌｏ

－ ｂｅｎｓｔｅｉｎ － Ｅｂｅｒｓｄｏｒｆ １７９７—

１８５３）——德意志一小邦弟系罗伊斯的

大公（１８２２—１８４８）。——第３５５页。

八  画
阿尔伯（Ａｌｂｅｒｔ）（真名是亚历山大·马丁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Ｍａｒｔｉｎ１８１５—１８９５）——法

国工人，七月王朝时期曾参加秘密革命

团体，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委员。——第

５４８页。

阿 拉尔（Ａｌｌａｒｄ）—— 法国 民主 主 义

者。——第５５９页。

阿诺特，约翰（Ａｒｎｏｔｔ，Ｊｏｈｎ）——宪章运

动的活动家。——第４１３页。

阿贝尔，米歇尔·比埃尔·阿列克西斯

（Ｈéｂｅｒｔ，Ｍｉｃｈｅｌ－ Ｐｉｅｒｒｅ－ Ａｌｅｘｉｓ

１７９９—１８８７）——法国法律学家和保守

派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分子，曾任司法

大臣（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２月）。—— 第

２０４、５４５页。

阿拉戈，埃蒂耶纳（Ａｒａｇｏ，Ｅｔｉｅｎｎｅ１８０３—

１８９２）——法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民

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为邮政总管，属于小

资产阶级共和派。——第４０８页。

阿特金森，威廉（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９世纪３０－５０年代的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反对

者，保护关税论者。—— 第１０８、１０９

页。

阿斯海尔，卡尔·威廉（Ａｓｈｅｒ，ＫａｒｌＷｉｌ－

ｈｅｌｍ１７９８—１８６４）——德国资产阶级

法律学家和经济学家。—— 第２９０

页。    

阿尔古尔，弗朗斯瓦·欧仁·加布里埃尔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ＥｕｇèｎｅＧａｂｒｉｅｌ

１７８６—１８６５）——公爵，法国政治活动

家和外交家，自由党人，贸易自由的拥

护者。——第２９１页。

阿凯斯戴克（Ａｃｋｅｒｓｄｙｃｋ）——荷兰资产

阶级经济学家。——第２９０页。

阿比贝尔克，约翰·泰奥多尔（Ａｂｙｂｅｒｇ，

Ｊｏｈａｎｎ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７９５—１８６９）——瑞士

政治活动家，瑞士什维兹州的保守党领

袖。——第３８６页。

阿里欧斯托，洛多维科（Ａｒｉｏｓｔｏ，Ｌｏｄｏ－

ｖｉｃｏ１４７４—１５３３）——文艺复兴时代的

意大利大诗人。——第３３７页。

拉·萨格拉，拉蒙·德（ＬａＳａｇｒａ，Ｒａ－

ｍｏｎｄｅ１７９８—１８７１）——西班牙资产

阶级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自然科学

家，自由派。——第２８５页。

拉利－托朗达尔，特罗菲姆·热拉尔（Ｌａｌ

－ｌｙ－Ｔｏｌｌｅｎｄａｌ，Ｔｒｏｐｈｉｍｅ－Ｇéｒａｒｄ

１７５１—１８３０）——法国政治活动家，１８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属于温

和的保皇派，即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化贵族的代表。——第３４８页。

拉比奥（Ｌａｂｉａｕｘ）—— 比利时民主主义

者，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第

５８５页。

拉菲特，雅克（Ｌａｆｆｉｔｔｅ，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６７—

１８４４）——法国大银行家和政治活动

家，奥尔良分子，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

人物。——第３０、２２７、２２８页。

拉 萨 尔，斐 迪 南（Ｌａｓｓａｌｌｅ，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２５—１８６４）—— 德国小资产阶级政

论家和律师，倾向于工人运动，是全德

工人联合会（１８６３）的奠基人之一，支

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来

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

内创立了反对派。——第９５页。

拉马丁，阿尔丰斯（Ｌａｍａｒｔｉｎｅ，Ａｌｐｈｏｎｓｅ

１７９０—１８６９）——法国诗人，历史学家

和政治活动家，４０年代为自由派，温和的资

１５６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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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１８４８年任外交部

长，是临时政府实际上的首脑。—— 第

３８１—３８４、４１８、４１９、５４８页。

拉梅耐，费里西德（Ｌａｍａｎｎａｉｓ，Ｆｅｌｉｃｉｔé

１７８２—１８５４）——法国神甫，政论家，基

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第

８、１８页。

罗 西，佩 勒 格 里 诺（Ｒｏｓｓｉ，Ｐｅｌｌｅｇｒｉｎｏ

１７８７—１８４８）——意大利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法律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庸俗

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在法国居

住很久。——第９４、１７８页。

罗巴克，约翰·阿瑟（Ｒｏｅｂｕｃｋ，Ｊｏｈｎ

Ａｒｔｈｕｒ１８０１—１８７９）——英国政治活

动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分

子。——第１９９页。

罗日埃，沙尔·拉图尔（Ｒｏｇ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ａｔｏｕｒ１８００—１８８５）——比利时资产阶

级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自由派；１８４７—

１８５２年任内务大臣。——第５５５、５５８、

５５９页。

罗德戴尔，詹姆斯（Ｌａｕｄｅｒｄａｌｅ，Ｊａｍｅｓ

１７５９—１８３９）——伯爵，英国政治活动

家和经济学家；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立

场批判了亚当·斯密的理论。——第

８１、９２、１３２页。

波蒙·德·拉·蓬尼尼埃尔，古斯达夫

（ＢｅａｕｍｏｎｔｄｅｌａＢｏｎｎｉｎｉèｒｅ，Ｇｕｓ－ｔａｖｅ

１８０２—１８６６）——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

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自由派；１８４８—

１８５１年为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

３９８、４０２页。

波尔恩，斯蒂凡（Ｂｏｒｎ，Ｓｔｅｐｈａｎ１８２４—

１８９８）——真名为西蒙·布特尔米尔希

（ＳｉｍｏｎＢｕｔｔｅｒｍｉｌｃｈ），德国排字工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德国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他是德国工人运动

中最早的改良主义代表人物之一；革命

后脱离了工人运动。——第３１５、３５５、

５８８、５８９、５９１页。

波旁王朝（Ｂｏｕｒｂｏｎｓ）—— 法国王朝名

（１５８９—１７９２，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和 １８１５—

１８３０）。——第３９１页。

居利希，古斯达夫（Ｇｕｌｉｃｈ，Ｇｕｓｔａｖ１７９１—

１８４７）——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

史学家，保护关税的拥护者。—— 第

２８２、２８３页。

居阿斯科，德（Ｇｕａｓｃｏ，ｄｅ）——比利时民

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参加者，他的职业

是木匠。——第５５３页。

居比耶尔，阿梅德·路易（Ｃｕｂｉèｒｅｓ，

ＡｍéｄéｅＬｏｕｉｓ１７８６—１８５３）—— 法国

将军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分子；１８３９

和１８４０年为陆军大臣，１８４７年因贪污

受贿及参与投机勾当被降级。——第

１９９、２００页。

杰克逊，查理·托马斯（Ｊａｃｋｓｏｎ，Ｃｈａｒ－

ｌｅｓＴｈｏｍａｓ１８０５—１８８０）——美国医生

和化学家，他把乙醚用作麻醉剂。——

第２５８页。

杰 弗 逊，托 马 斯（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４３—１８２６）——美国政治活动家和

作家，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卓越代表，

在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中为美国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集团的思想家，美国

总统（１８０１—１８０９）。——第３３８页。

杰罗尔德，道格拉斯·威廉（Ｊｅｒｒｏｌｄ，Ｄｏｕ

ｇｌａ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０３—１８５７）——英国资

产阶级幽默作家和剧作家。——第２８

页。

帕尔尼，埃瓦里斯特·德吉烈（Ｐａｒｎｙ，Ｅ

ｖａｒｉｓｔｅＤéｓｉｒé１７５３—１８１４）—— 子爵，

法国诗人。——第２７４页。

帕麦斯顿，亨利·约翰（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Ｈｅｎ

２５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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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ｖＪｏｈｎ１７８４—１８６５）——英国国家

活动家，开始活动时是托利党人，１８３０

年起为辉格党的领袖之一，依靠的是该

党最反动的分子，曾任外交大臣

（１８３０—１８３４，１８３５—１８４１和 １８４６—

１８５１），内务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首相

（１８５５—１８５８和１８５９—１８６５）。——第

３１７、４３０、５３１页。

弥 勒，约 翰（Ｍｕｌｌ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１７５２—

１８０９）——德国历史学家，著有世界史

和瑞士史，代表保守的市民集团的观

点。——第３８６页。

欧文，罗 伯 特 （Ｏｗ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７１—

１８５８）——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５００、５０２页。

佩 列 林，让（Ｐｅｌｌｅｒｉｎｇ，Ｊｅａｎ １８１７—

１８７７）——比利时工人运动的积极参

加者之一，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他

的职业是靴匠。——第５８５页。

奈尔斯，海泽凯（Ｎｉｌｅｓ，Ｈｅｚｅｋｉａｈ１７７７—

１８３９）——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

“奈尔斯氏每周纪事”杂志的出版

者。——第３３６页。

法拉第，迈克尔（Ｆａｒａｄａｙ，Ｍｉｃｈａｅｌ１７９１—

１８６７）——著名的英国学者，物理学家

和化学家。——第２４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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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７、２７５

页。

舍夫茨别利，安东尼（Ｓｈａｆｔｅｓｂｕｒｙ，Ａｎ－

ｔｈｏｎｙ１６７１—１７１３）—— 伯爵，英国道

德论哲学家，自然神的卓越的代表人

物；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 第

４２５页。

舍尔比利埃，安都昂·埃利泽（Ｃｈｅｒｂｕ－

ｌｉｅｚ，ＡｎｔｏｉｎｅＥｌｉｓéｅ１７９７—１８６９）——

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信徒，他把

西斯蒙第的理论和李嘉图的理论的要

素结合在一起。——第１８７页。

九  画

哈 林，哈 罗（Ｈａｒｒｉｎｇ，Ｈａｒｒｏ １７９８—

１８７０）——德国作家，小资产阶级的激

进分子。——第１４、１６、１９页。

哈 维，威 廉（Ｈａｒｖｅｙ，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５７８—

１６５７）——英国著名的医生，科学生理

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发现了血液循环

系统。——第１７７页。

哈尼，乔治·朱利安（Ｈａｒｎｅｙ，ＧｅｏｒｇｅＪｕ

ｌｉａｎ１８１７—１８９７）——英国工人运动的

卓越活动家，宪章运动左派领袖之一；

“北极星报”的编辑；同马克思和恩格斯

有联系。—— 第３１７、３８０、４１４、４２８、

４２９、５８２页。

哈 斯 基 森，威 廉（Ｈｕｓｋｉｓｓ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７０—１８３０）——英国国家活动家，托

利党人，曾任贸易大臣（１８２３—１８２７），

主张在经济上向工业资产阶级让

步。——第１９４、５６４页。

哈克斯特豪森，奥古斯特（Ｈａｘｔｈａｕｓｅｎ，

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９２—１８６６）—— 普鲁士官员

和作家，写过一本描述俄国土地关系中

公社制度残余的著作，从政治观点来看

他是农奴主反动分子。——第４６６页。

查理－阿尔伯特（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ｌｂｅｒｔ１７９８—

１８４９）—— 撒 丁 国 王 （１８３１—

１８４９）。——第５０８、５２９页。

查克斯（Ｓａ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第５９１页。

查理一世（ＣｈａｒｌｅｓＩ１６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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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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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二世（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６３０—１６８５）——英

国国王（１６６０—１６８５）。——第１９１页。

查理十世（ＣｈａｒｌｅｓＸ１７５７—１８３６）——法

国 国 王（１８２４—１８３０）。—— 第 ３９０

页。   

科布顿，理查（Ｃｏｂｄｅ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８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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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７页。

科贝特，威廉（Ｃｏｂｂｅ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６２—

１８３５）——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为

争取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了

斗争。——第３７６页。

科采布，奥古斯特（Ｋｏｔｚｅｂｕｅ，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６１—１８１９）——德国反动的作家和政

论家。——第２４１页。

科克勒，切列斯提诺·玛丽亚（Ｃｏｃｌｅ，Ｃｅ

ｌｅｓｔｉｎｏＭａｒｙ１７８３—１８５７）—— 意大利

神学家和反动的国家活动家，那不勒斯

国王斐迪南二世的接受忏悔的牧

师。——第５２９页。

科布尔克——见列奥波特一世。

施蒂纳，麦克斯（Ｓｔｉｒｎｅｒ，Ｍａｘ１８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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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９８、３１３页。

施托尔希，安得列·卡洛维奇（亨利希）

（１７６６—１８３５）——俄国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彼得堡科

学院委员，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模仿

者。——第８５页。

施勒格尔，奥古斯特·威廉（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Ａｕ

ｇｕｓｔ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７６７—１８４５）——德国诗

人，翻译家和文学史家，反动的浪漫主

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第３２４页。

施泰因根斯，祖伊特倍尔特·亨利希·海

尔曼（Ｓｔｅｉｎｇｅｎｓ，Ｓｕｉｔｂｅｒｔ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Ｈｅｒ

ｍａｎｎ约生于１８１７年）——布鲁塞尔德

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

盟员，他的职业是画匠。—— 第５８７

页。

威尔逊（Ｗｉｌｓｏｎ）——英国宪章运动的参

加者。——第４１４页。

威尔逊，詹姆斯（Ｗｉｌｓｏｎ，Ｊａｍｅｓ１８０５—

１８６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

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经济学家”

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 第２８５、

２８６、２９１页。

威斯特华伦，埃德加尔·冯（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

Ｅｄｇａｒｖｏｎ生于１８１９年）——燕妮·马

克思的弟弟，１８４６年参加布鲁塞尔共产

主义通讯委员会。——第３、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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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同资产级妥协的立场

上。——第４０２、４０８、４２３—４２６、５０３、

５４８页。

勃多，尼古拉（Ｂａｕｄｅａｕ，Ｎｉｃｏｌａｓ１７３０—

１７９２）——法国神甫，经济学家，重农学

派拥护者。——第１３９页。

韦克利，托马斯（Ｗａｋｌｅｙ，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９５—

１８６２）——英国医生和政治活动家，资

产阶级激进分子。——第４３８页。

韦尔凯尔，卡尔·泰奥多尔（Ｗｅｌｃｋｅｒ，

Ｋａｒｌ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７９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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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５页。

昂利，约瑟夫（Ｈｅｎｒｙ，Ｊｏｓｅｐｈ约生于１７９５

年）——法国企业主；１８４６年７月曾谋

刺路易－菲力浦；被判终身苦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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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０页。

拜比吉，查理（Ｂａｂｂａｇｅ，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９２—

１８７１）——英国数学家和机械专家，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第１６８页。

若特兰，律西安·列奥波特（Ｊｏｔｔｒａｎｄ，Ｌｕ

ｃｉｅｎ－Ｌéｏｐｏｌｄ１８０４—１８７７）——比利时

法律家和政论家，４０年代为小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主

席。—— 第 ５５２、５５３、５５６、５８０

页。   

柯尔培尔，让·巴蒂斯特（Ｃｏｌｂｅｒｔ，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１６１９—１６８３）——法国国家活

动家，财政督察长（１６６５—１６８３），实际

上他领导了法国的内外政策；奉行有利

于巩固君主专制制度的重商主义政

策。——第１７５页。

十  画

马利，亚历山大（Ｍａｒｉｅ，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１７９５—

１８７０）——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自

由派，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委员。——第３９７、

４０７页。

马克思，卡尔（Ｍａｒｘ，Ｋａｒｌ１８１８—１８８３）

（传记材料）。

马克思，燕妮（Ｍａｒｘ，Ｊｅｎｎｙ１８１４—１８８１）

（父姓为冯·威斯特华伦ＶｏｎＷｅｓｔ－

ｐｈａｌｅｎ）——卡尔·马克思的妻子，马

克思的忠实的朋友和助手。—— 第

５５２、５５３、５５６、５５７页。

马鲁埃，比埃尔·维克多（Ｍａｌｏｕｅｔ，Ｐｉｅｒｒｅ

Ｖｉｃｔｏｒ１７４０—１８１４）——法国政治活动

家，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属

于温和的保皇派，即大资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化贵族的代表。——第３４８页。

马布利，加布里埃尔（Ｍａｂｌｙ，Ｇａｂｒｉｅｌ

１７０９—１７８５）——卓越的法国社会学

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

物。——第３４８页。

马拉 斯特，阿尔 芒（Ｍａｒｒａｓｔ，Ａｒｍａｎｄ

１８０１—１８５２）——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

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

一，“国民报”编辑；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

委员和巴黎市长。——第５４８页。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Ｍａｌｔｈ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６６—１８３４）——英国

牧师，反动的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

地主贵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

护人，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

２９５页。

海涅·亨利希（Ｈｅｉｎ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７—

１８５６）——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

第２３６、３１４、５１５页。

海尔曼（Ｈｅｒｍａｎｎ）——共产主义者同盟

盟员。——第５８８、５８９页。

海尔堡，路易（Ｈｅｉｌｂｅｒｇ，Ｌｏｕｉｓ）（生于１８１８

年）——德国新闻记者，布鲁塞尔的政

治流亡者，１８４６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

通讯委员会委员。——第３、４页。

海 因 岑，卡 尔（Ｈｅｉｎｚｅｎ，Ｋａｒｌ１８０９—

１８８０）——德国激进派理论家，小资产

阶级共和主义者。——第２９７—３１５、

３２２—３３４、３３７—３４２、３４３—３５６页。

格 律 恩，卡 尔（Ｇｒｕｎ，Ｋａｒｌ１８１７—

１８８７）——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在

４０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

要代表人物之一。—— 第４２—４５、

２４４—２７５、３０７、３０８、３５４、４９８页。

格莱格，威廉·莱斯本（Ｇｒｅｇ，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ａｔｈｂｏｎｅ１８０９—１８８１）—— 英国工业

家和政论家，自由贸易论者。——第

４４６—４４８、４５７页。

格莱安，詹姆斯·罗伯特·乔治（Ｇｒａ

ｈａｍ，ＪａｍｅｓＲｏｂｅｒｔ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９２—

５５６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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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１８６１）——英国的国家活动家，皮尔派

（温和的托利党人），１８４１—１８４６年为皮

尔内阁的内务大臣。——第１９９、２０４

页。

席林（Ｓｃｈｉｌｌｉｎｇ）——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第５８８页。

席勒，弗里德里希（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５９—１８０５）—— 伟 大 的 德 国 作

家。——第２３６、２５３、２５６、３８６、３８９页。

泰勒，瓦特（Ｔｙｌｅｒ，Ｗａｔ死于１３８１年）——

１８３１年英国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的领

袖。——第３０１页。

泰克斯，科尔奈利斯·安奈·登（Ｔｅｘ，

ＣｏｒｎｅｌｌｉｓＡｎｎｅｄｅｎ１７９５—１８５４）——

荷兰资产阶级法律学家，他还研究了政

治经济学的问题。——第２９０页。

库伯，托马斯（Ｃｏｏｐｅｒ，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５９—

１８４０）——美国学者和政治活动家，资

产阶级启蒙运动者；美国资产阶级政治

经济学的卓越代表人物。——第１２８、

３３６页。

库伯，托马斯（Ｃｏｏｐｅｒ，Ｔｈｏｍａｓ１８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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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页。

恩格勒（Ｅｎｇｌｅｒ）——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第５８８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９５）（传记材料）。

让·保尔（ＪｅａｎＰａｕｌ）——约翰·保尔·弗里

德里希·李希特尔（ＪｏｈａｎｎＰａｕ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Ｒｉｃｈｔｅｒ１７６３—１８２５）的笔名，德国小资

产阶级讽刺作家。——第３２６页。

配 第，威 廉（Ｐｅｔｔｙ，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６２３—

１６８７）——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和统

计学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

学的始祖。——第１９１页。

索泽，让·比埃尔（Ｓａｕｚｅｔ，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

１８００——１８７６）——法国律师和保守的

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分子，众议院议长

（１８３９—１８４８年２月）。——第２２８页。

埃 普 斯，约 翰（Ｅｐｐｓ，Ｊｏｈｎ １８０５—

１８６９）——英国医生和社会活动家，资

产阶级激进分子。—— 第３７８—３８０

页。

纳尔逊，霍雷修（Ｎｅｌｓｏｎ，Ｈｏｒａｔｉｏ１７５８—

１８０５）——英国海军上将，卓越的海军

统帅。——第３９０页。

热拉尔，埃蒂耶纳·莫里斯（ＧéｒａｒｄＥｔｉ

ｅｎｎｅ－Ｍａｕｒｉｃｅ１７７３—１８５２）—— 法国

元帅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分子。——

第５４６页。

特 德 斯 科，维 克 多（Ｔｅｄｅｓｃｏ，Ｖｉｃｔｏｒ

１８２１—１８９７）——比利时律师，革命民

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工人运动的

参加者，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接近马克思和

恩格斯。——第４１４、５５３页。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ＩＢｏ－ｎａ

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法国皇帝（１８０４

－１８１４和１８１５）。——第５２、５３、１４５、

２５０、２５７、５０８、５１６、５２１、５２３、５３５、５３７

页。

倍克，卡尔（Ｂｅｃｋ，Ｋａｒｌ１８１７—１８７９）——

德国小资产阶级诗人，４０年代中叶为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

第２２３—２４３页。

十 一 画
毕舍，菲力浦（Ｂｕｃｈｅｚ，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１７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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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９、２６２

页。

康潘（Ｃａｍｐａｎ）——波尔多贸易局委员，

６５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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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自由拥护者。——第２８０页。

康德，伊曼努尔（Ｋａｎｔ，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１７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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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２、２５６页。

康培，约阿希姆·亨利希（Ｃａｍｐｅ，Ｊｏａ－

ｃｈｉｍ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４６—１８１８）——德国资

产阶级作家，教育家和语言学家，著有

儿童和少年读物。——第３５０、３５１页。

康普豪森，卢道夫（Ｃａｍｐｈａｕｓｅｎ，Ｌｕ－

ｄｏｌｐｈ１８０３—１８９０）——德国银行家，莱

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１８４８

年３—６月任普鲁士首相，奉行与反动

派妥协的叛卖政策。——第３４７、３４８

页。

勒维烈，乌尔本·让·约瑟夫（Ｌｅｖｅｒｒｉｅｒ，

ＵｒｂａｉｎＪｅａｎ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１１—１８７７）——

杰出的法国天文学家。——第２５８页。

梅利奈，弗朗斯瓦（Ｍｅｌｌｉｎｅｔ，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１７６８—１８５２）——比利时将军，原籍法

国；１８３０年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和比

利时民主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布鲁塞尔

民主协会的名誉主席。——第５８５页。

梅特涅，克雷门斯（Ｍｅｔｔｅｒｎｉｃｈ，Ｃｌｅ－ｍｅｎｓ

１７７３—１８５９）——公爵，奥地利国家活

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１８０９—

１８２１）和首相（１８２１—１８４８），狂热的反

动分子，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

第４６５、５０５、５１６、５２１、５２２、５２９、５３０、

５３７、５５９、５６０页。

梅勒迪斯，威廉·莫里斯（Ｍｅｒｅｄｉｔｈ，

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ｏｒｒｉｓ１７９９—１８７３）——美国

资产阶级 法律学家和 国家 活 动

家。——第３３６页。

莫尔，托马 斯（Ｍｏｒｅ，Ｔｈｏｍａｓ１４７８—

１５３５）——英国政治活动家，曾任上院

议长，人道主义作家，空想共产主义的

最早代表人物之一，“乌托邦”一书的作

者。——第２５０页。

莫 尔，约 瑟 夫（Ｍｏｌｌ，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１２—

１８４９）——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

出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正义者同盟

的领导者之一，共产主义者中央委员

会委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

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牺牲。——

第５８９页。

盖斯纳，萨洛蒙（Ｇｅβｎｅｒ，Ｓａｌｏｍｏｎ１７３０—

１７８８）——瑞士诗人和艺术家，脱离实

际生活的田园诗的代表人物。——第

３２９页。

盖尔温努斯，格奥尔格·哥特弗利德

（Ｇｅｒｖｉｎｕｓ，Ｇｅｏｒｇ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１８０５—

１８７１）——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自

由派。——第２０９页。

基恩，查理（Ｋｅｅｎ，Ｃｈａｒｉｅｓ）——宪章运动

的参加者，“民主派兄弟协会”的领导人

之一。——第４１４、４２８页。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Ｇｕｉ－

ｚｏｔ，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Ｐｉｅｒｒｅ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１７８７—

１８７４）——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

家活动家，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４８年间实际上

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他所代表的

是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３０、

１９９—２０１、２０４、２０６、４３１—４３３、４６５、

５０６、５２６、５３５、５４５—５４７页。

勒·阿尔迪·德·博利约，让·沙尔·玛

丽·约瑟夫（ＬｅＨａｒｄｙｄｅＢｅａｕｌｉｅｕ，

Ｊｅａ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ａｒｉｅ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１６—

１８７１）——比利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自由贸易的拥护者。——第２７６、５２７

页。

勒蒙特，比埃尔·爱德华（Ｌｅｍｏｎｔｅｙ，

ＰｉｅｒｒｅＥｄｏｕａｒｄ１７６２—１８２６）——法国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１８

７５６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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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接近立

法 会议（１７９１—１７９２）的反革命 右

翼。——第１６０、１６１、１７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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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４—３２６页。

悉尼，艾尔杰楠（Ｓｙｄｎｅｙ，Ａｌｇｅｒｎｏｎ１６２２—

１６８３）——英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１７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复辟

时期辉格党反对派领袖之一，君主立宪

制度的拥护者。——第４２５页。

密 尔 顿，约 翰（Ｍｉｌｔｏｎ，Ｊｏｈｎ１６０８—

１６７４）——杰出的英国诗人和政论家，

１７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

家，共 和 资 产 阶 级 的 思 想 家 之

一。——第４２５页。

梯也尔，阿道夫（Ｔｈｉｅｒｓ，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７９７—

１８７７）——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

家活动家，曾任总理（１８３６—１８４０）及共

和国总统（１８７１—１８７３），屠杀巴黎公社

起义者的刽子手。—— 第３１、２０６、

４０６、４０８、４３１、４３２、４３７页。

莎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５６４—１６１６）—— 伟 大 的 英 国 作

家。——第２４６、３２３—３２５、３３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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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８８—９１、９９、１２１、１５６、

１６０、１６１、１６７、１７０、１７９、２９４、３４３、３５２

页。

斯 特 芬 斯，亨 利 克（Ｓｔｅｆｆｅｎｓ，Ｈｅｎｒｉｋ

１７７３—１８４５）——德国自然科学家，谢

林派哲学家和作家，原籍挪威；著有描

写挪威生活的小说。——第３９０页。

斯图亚特，詹姆斯（Ｓｔｅｕａｒｔ，Ｊａｍｅｓ１７１２—

１７８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

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第

１７９、１８０页。

斯皮特霍恩，沙尔·路易（Ｓｐｉｌｔｈｏｏｒ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ｏｕｉｓ１８０４—１８７２）—— 比利

时律师，民主运动的卓越活动家，１８３０

年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布鲁

塞尔民主协会会员，根特民主协会主

席。——第５８５页。

斯特尔比茨基（Ｓｔｅｒｂｉｔｚｋｉ）——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第５８８、５８９页。

费舍，弗·（Ｆｉｓｈｅｒ，Ｆ．）——共产主义者同

盟盟员。——第５８６页。

费奈迭，雅科布（Ｖｅｎｅｄｅｙ，Ｊａｃｏｂ１８０５—

１８７１）——德国激进政论家和政治活动

家，１８４８年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属

左翼；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成为自由

派。——第２９８、５８８页。

费德尔，维克多（Ｆａｉｄｅｒ，Ｖｉｃｔｏｒ）——比利

时律师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者。——第２７６—２７８页。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０４—１８７２）——马克思以前德国最杰

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第４３、

２４５、２５３、２５５、２９８、２９９页。

汤普逊，威廉（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约

１７８５—１８３３）——爱尔兰经济学家，利

用李嘉图的理论来论证社会主义；欧文

的信徒。——第１１０页。

汤普逊，托马斯·培伦涅特（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ＴｈｏｍａｓＰｅｒｒｏｎｅｔ１７８３—１８６９）—— 英

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庸俗的经济学

家，自由贸易论者。—— 第２８０、２８５、

２８６、４０４页。

博纳德，路易·加布里埃尔·昂勃鲁阿兹

（Ｂｏｎａｌｄ，Ｌｏｕｉｓ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Ａｍｂｒｏｉｓｅ

１７５４—１８４０）——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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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家，君主主义者，复辟时期的贵族和

教权主义反动派的思想家之一。——

第５３６页。

博林布罗克，亨利（Ｂｏｌｉｎｇｂｒｏｋｅ，Ｈｅｎｒｙ

１６７８—１７５１）——英国自然神论哲学家

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

第４２５页。

菲尔希隆，让·克劳德（Ｆｕｌｃｈｉｒｏｎ，Ｊｅａｎ

Ｃｌａｕｄｅ１７７４—１８５９）—— 法国大资本

家和保守的政治活动家，金融贵族的利

益的积极维护者。——第３９４页。

菲 力 浦 一 世（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Ｉ 约 １０５２—

１１０８）—— 法 国 国 王 （１０６０—

１１０８）。——第１２２、１２３页。

斐 迪 南 一 世（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Ｉ １７９３—

１８７５）—— 奥 地 利 皇 帝（１８３５—

１８４８）。——第５１９、５４２页。

斐 迪 南 二 世（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ＩＩ１８１０—

１８５９）—— 那不 勒斯国王（１８３０—

１８５９）。——第３９１、５０８、５２９页。

凯德，杰克（Ｃａｄｅ，Ｊａｃｋ死于１４５０年）——

１４５０年英国农民和手工业者在英国南

部举行反封建起义时的领袖。——第

３０１页。

琼斯，厄内斯特·查理（Ｊｏｎｅｓ，Ｅｒｎｅｓｔ

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１９—１８６９）——杰出的英国

工人运动活动家，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

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朋友。——第３８０、４１３、４２８页。

隆格，约翰奈斯（Ｒｏｎｇｅ，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１８１３—

１８８７）——德国牧师，利用天主教来为

德国资产阶级服务的“德国天主教徒”

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第２４１页。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Ｌｅｓｓｉｎｇ，

ＧｏｔｔｈｏｌｄＥＰｈｒａｉｍ１７２９—１７８１）——伟

大的德国作家，批评家和哲学家，１８世

纪卓越的启蒙运动者之一。—— 第

２５３、２５４页。

傅立叶，沙尔（Ｆｏｕｒ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７２—

１８３７）——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２５３、５００、５０２页。

雅科比，约翰（Ｊａｃｏｂｙ，Ｊｏｈａｎｎ１８０５—

１８７７）——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为普鲁

士国民会议中的左翼领袖之一，７０年

代接近社会民主党。——第３０４页。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Ｈｅ－

ｇｅｌ，Ｇｅｏｒ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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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８、１３９、１４１—１４３、

１４５—１４６、１４８、２５０、２５２、２５３、２５５、２６４、

２７１、２９８、３２８页。

富尔德，阿希尔（Ｆｏｕｌｄ，Ａｃｈｉｌｌｅ１８００—

１８６７）——法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分子，后为波拿巴分子，１８４９—

１８６７年曾 数次 担任 财政 部 长 之

职。——第３０、３９４页。

普莱费尔（Ｐｌａｙｆａｉｒ１８１８—１８９８）——英国

化学家。——第２４７页。

十 三 画
奥迪（Ｈｏｄｙ）—— 布鲁塞尔暗探局局

长。——第５５８、５５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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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８—４４１、５３７

页。

奥康奈尔，约翰（Ｏ’Ｃｏｎｎｅｌｌ，Ｊｏｈｎ１８１０—

１８５８）——爱尔兰政治活动家，自由派，

丹尼尔·奥康奈尔的儿子。—— 第

４３８、４３９页。

奥康奈尔，摩尔根（Ｏ’Ｃｏｎｎｅｌｌ，Ｍｏｒｇａｎ

１８０４—１８８５）——爱尔兰政治活动家，

９５６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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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为取消１８０１年英爱合并而进行斗

争，丹尼尔·奥康奈尔的儿子。——第

４３８页。

奥康奈尔，莫里斯（Ｏ’Ｃｏｎｎｅｌｌ，Ｍａｕｒｉｃｅ死

于１８５３年）——爱尔兰政治活动家，自

由派，丹尼尔·奥康奈尔的儿子。——

第４３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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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２９、３１７、３７５—３８０、４２７、４２８、４３９—４４３、

５７９页。

奥克辛本，约翰·乌尔利希（Ｏｃｈｓｅｎｂｅｉｎ，

ＪｏｈａｎｎＵｌｒｉｃｈ１８１１—１８９０）——瑞士资

产阶级国家活动家，１８４７年内战时期的

瑞士激进派和自由派的领袖之一，联邦

政府的首脑（１８４７—１８４８）。——第５２１

页。

奥尔良公爵（Ｏｒｌｅａｎｓ）——即路易－菲力

浦（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奥博尔斯基，路德维克（Ｏｂｏｒｓｋｉ，Ｌｕｄｗｉｇ

１７８７—１８７３）——伦敦的波兰政治流亡

者，“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员。—— 第

４１４页。

奥伦治公爵威廉三世（ＷｉｌｌｉａｍｏｆＯｒ－

ａｎｇｅ１６５０—１７０２）—— 尼 德 兰 总 督

（１６７２—１７０２），英 国 国 王（１６８９—

１７０２）。——第５５８、５５９页。

路易－ 菲力浦（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１７７３—

１８５０）—— 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

（１８３０—１８４８）。—— 第３１、３２、２０６、

２２８、２２９、３９５—３９８、４０６—４０８、４２６、

４３０、４３１、５１６、５４７页。

路易十一（ＬｏｕｉｓＸＩ１４２３—１４８３）——法

国国王（１４６１—１４８３）。——第４２４、４２６

页。

路易十四（ＬｏｕｉｓＸＩＶ１６３８—１７１５）——法

国国王（１６４３—１７１５）。——第１２７、２７１

页。

路易十五（ＬｏｕｉｓＸＶ１７１０—１７７４）——法

国国王（１７１５—１７７４）。——第１３８、２０６

页。

路易十六（ＬｏｕｉｓＸＶＩ１７５４—１７９３）——法

国国王（１７７４—１７９２），１８世纪末法国资

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２１９、

２２１、３４８、３９０页。

路特希尔德，沙尔（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８８—１８５５）——路特希尔德银行的代

表之一。——第５２２页。

路特希尔德，索洛蒙（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Ｓｏｌｏ－

ｍｏｎ１７７４—１８５５）——维也纳路特希尔

德银行行长。——第５２０、５３０页。

路特希尔德，詹姆斯（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Ｊａｍｅｓ

１７９２—１８６８）——巴黎路特希尔德银行

行长。——第３０—３２、２０６、３９４页。

路特希尔德家族（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金融世

家，在欧洲各国拥有许多银行。——第

２２３—２３３页。

路 德 维 希 一 世（ＬｕｄｗｉｇＩ１７８６—

１８６８）—— 巴伐利亚国 王（１８２５—

１８２８）。——第２２４、２３５、２５４页。

圣 西 门，昂 利（Ｓａｉｎｔ－ Ｓｉｍｏｎ，Ｈｅｎｒｉ

１７６０—１８２５）——伟大的法国空想社

会主义者。——第５００页。

载 勒 尔，塞 巴 斯 提 安 （Ｓｅｉｌｅｒ，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德国政论家，１８４６年

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

员，共产主义者 同盟盟员，德国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

第３、４页。

十 四 画
维特，杨·德（Ｗｉｔｔ，Ｊｏｈａｎｎｄｅ１６２５—

１６７２）——尼德兰国家活动家，荷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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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真正统治者（１６５３—１６７２），大商业

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第２９０页。

维尔特，格奥尔格（Ｗｅｅｒｔｈ，Ｇｅｏｒｇ１８２２—

１８５６）——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

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朋友。——第２５、２７７、２８７—２９１

页。

维丝特，克利斯托夫·马丁（Ｗｉｅｌ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Ｍａｒｔｉｎ１７３３—１８１３）—— 资

产 阶级 启蒙 运 动时 期的 德 国 作

家。——第２５３页。

维尔纽夫－巴尔热蒙，让·保尔·阿尔班

（Ｖｉｌｌｅｎｅｕｖｅ－ＢａｒｇｅｍｏｎｔＪｅａｎ－Ｐａｕｌ－

Ａｌｂａｎ１７８４—１８５０）—— 子爵，法国反

动的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封建社会

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第１５３页。

赫 斯，莫 泽 斯（Ｈｅβ，Ｍｏｓｅｓ１８１２—

１８７５）——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在

４０年代中期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重

要代表人物之一。——第２５３页。

赫格尔，威廉（Ｈｏｇ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共产

主义者同盟盟员。——第５８９页。

歌德，约翰·沃尔弗干格（Ｇｏｅｔｈｅ，Ｊｏｈａｎ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１７４９—１８３２）—— 伟大的德

国作家和思想家。—— 第２４４、２４７、

２４８、２５１—２７６、３２７页。

魁 奈，弗 朗 斯 瓦（Ｑｕｅｓｎａｙ，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１６９４—１７７４）——法国大经济学家，重

农学派的创始人，他的职业是医

生。——第１３８、１３９、４５５页。

福伦，奥古斯特·阿道夫·路德维希

（Ｆｏｌｌｅｎ，Ａｕｇｕｓｔ－ Ａｄｏｌｆ－ Ｌｕｄｗｉｇ

１７９４—１８５５）——德国政论家和诗人，

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１８１５

年后参加反政府的学生运动。——第

５４３页。

福格尔（Ｖｏｇｅ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第５８９页。

福格勒（Ｖｏｇｅｌｅｒ）——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第５８８页。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Ｐｉｅｒｒｅ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９—１８６５）——法国政

论家，庸俗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

人之一。—— 第８、４２—４４、７１、７５—

９１、９２—１０８、１１０、１１５、１１８—１５３、１５８—

１６５、１６７—１７０、１７２—１８３、１８５—１９４、

２５８、２６８、３１３、４９８页。

十 五 画
德·梅斯特尔，约瑟夫（ＤｅＭａｉｓｔｒｅ，Ｊｏ－

ｓｅｐｈ１７５３—１８２１）——法国作家，君主

主义者，贵族和教权主义反动派的思想

家之一，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

死敌。——第５３６页。

德 尔，欧 仁（Ｄａｉｒｅ，Ｅｕｇèｎｅ １７９８—

１８４７）——法国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

著作的出版者。——第１０８、１２７页。

德尔·卡烈托，弗兰切斯科·萨韦里奥

（ＤｅｌＣａｒｒｅｔｔｏ，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Ｓａｖｅｒｉｏ 约

１７７７—１８６１）——意大利反动的政治活

动家，那不勒斯王国的警务大臣

（１８３１—１８４８年 １月）。—— 第 ５２９

页。   

德克尔（Ｄｅｃｋｅｒ）——德国小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第５８８页。

德 萨 米，德 奥 多（Ｄèｚａｍ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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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页。

德鲁安·德·路易斯，爱德华（Ｄｒｏｕｙｎｄｅ

Ｌｈｕｙｓ，Ｅｄｏｕａｒｄ１８０５—１８８１）——法国

政治活动家，４０年代为温和的君主主义

者奥尔良分子；１８５１年后为波拿巴分

１６６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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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外 交 部 长（１８４８—１８４９、１８５１、

１８５２—１８５５、１８６２—１８６６）。——第３９８

页。

德罗兹，弗朗斯瓦·克萨维埃·约瑟夫

（Ｄｒｏｚ，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Ｘａｖｉｅｒ－ 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７３—１８５１）——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

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 第９４

页。   

德若尔日，弗雷德里克（Ｄｅｇｅｏｒｇｅ，Ｆｒé－

ｄéｒｉｃ１７９７—１８５４）—— 法国资产阶级

政论家，温和的共和主义者。—— 第

４２０页。

德朗格尔，克劳德·阿尔丰斯（Ｄｅｌａｎｇｌｅ，

Ｃｌａｕｄｅ－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１７９７—１８６９）——法

国法律学家和反动的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７

年到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期间为总检查

长。——第４２２页。

摩莱，路易·马蒂约（Ｍｏｌé，ＬｏｕｉｓＭａｔ－

ｔｈｉｅｕ１７８１—１８５５）——伯爵，法国国家

活动家，奥尔良分子，总理（１８３６—

１８３７，１８３７—１８３９），１８４８—１８５１年为

保守的君主主义的“秩序党”领袖之

一。——第２０６、５４７页。

摩尔斯，阿瑟（Ｍｏｒｓｅ，Ａｒｔｈｕｒ）——英国自

由贸易论者。——第４４６、４４７、４５７页。

摩尔根，路易斯·亨利（Ｍｏｒｇａｎ，Ｌｏｕｉｓ

Ｈｅｎｒｙ１８１８—１８８１）——杰出的美国学

者，民族志学家，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

史作者，自发的唯物主义者。——第

４６６页。

图克，托马斯（Ｔｏｏｋｅ，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７４—

１８５８）——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接

近古典学派；他批评了李嘉图的货币

论。——第１２７页。

赖德律－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Ｌｅｄ

－ｒｕ－ Ｒｏｌｌｉ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８０７—１８７４）——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

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领袖之

一，“改革报”编辑，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

委员。——第４０５—４０８、４３０、４３４、４３６、

４３７、５０３、５４８页。

黎塞留，阿尔芒·让（Ｒｉｃｈｅｌｉｅｕ，Ａｒｍａｎｄ

Ｊｅａｎ１５８５—１６４２）——法国专制制度时

期最著名的国家活动家，红衣主

教。——第４２４页。

十 六 画

霍 普，乔 治（Ｈｏｐｅ，Ｇｅｏｒｇｅ １８１１—

１８７６）——英国农场主，主张保护贸易

自由。——第４４６、４５７页。

霍布斯，托马斯（Ｈｏｂｂｅｓ，Ｔｈｏｍａｓ１５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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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０

页。

霍布豪斯，约翰·凯姆（Ｈｏｂｈｏｕｓｅ，Ｊｏｈｎ

Ｃａｍ１７８６—１８６９）——英国政治活动

家，自由党人。——第２７页。

霍尔巴赫，保尔·亨利希（Ｈｏｌｂａｃｈ，Ｐａｕｌ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２３—１７８９）——杰出的法国

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

神论者，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

一。——第２４６、２５０、２５２页。

霍尔奈（Ｈｏｒｎ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第５８９页。

霍吉斯金，托马斯（Ｈｏｄｇｓｋｉｎ，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８７—１８６９）——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

家，他以空想社会主义的立场捍卫无产

阶级的利益和批判资本主义，利用李嘉

图的理论来论证社会主义。—— 第

１１０页。

鲍威尔，布鲁诺（Ｂａｕｅｒ，Ｂｒｕｎｏ１８０９—

１８８２）——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最著

名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之一，资产阶级

２６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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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分子，１８６６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

义者。——第４３页。

鲍威尔，亨利希（Ｂａｕ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德

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正义

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

中央委员会委员，他的职业是鞋匠；

１８５１年流亡澳洲。——第５８８、５８９页。

诺克斯，约翰（Ｎｏａｋｅｓ，Ｊｏｈｎ）——英国激

进主义政论家。——第３１６页。

十 七 画
穆 勒，詹 姆 斯（Ｍｉｌｌ，Ｊａｍｅｓ１７７３—

１８３６）——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

哲学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在哲

学上是边沁的追随者。—— 第１８７

页。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Ｍｉｌｌ，ＪｏｈｎＳｔｕ－

ａｒｔ１８０６—１８７３）——英国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

典学派的继承者。——第１２７页。

穆尼哀，让·约瑟夫（Ｍｏｕｎｉｅｒ，Ｊｅａｎ－Ｊｏ－

ｓｅｐｈ１７５８—１８０６）—— 法国政治活动

家，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属

于温和的保皇派，即大资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化贵族的代表。——第３４８页。

穆尔纳，托马斯（Ｍｕｒｎｅｒ，Ｔｈｏｍａｓ１４７５—

１５３７）——德国讽刺作家和神学家，他

反对宗教改革，被路德主义的拥护者称

为“笨蛋传教士”。——第３２３页。

谢里敦，理查·布林斯利（Ｓｈｅｒｉｄａｎ，Ｒｉ－

ｃｈａｒｄＢｒｉｎｓｌｅｙ１７５１—１８１６）—— 英国

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激进派的

代表人物。——第１９９页。

十 八 画
萨伊，让·巴蒂斯特（Ｓａｙ，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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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８９、９９、１２５、１２６、１６０、２９４页。

萨 伊，奥 拉 斯（Ｓａｙ，Ｈｏｒａｃｅ１７９４—

１８６０）——法国庸俗经济学家。——

第２８５页。

萨德勒，迈克尔·托马斯（Ｓａｄｌｅｒ，Ｍｉ－

ｃｈａｅｌ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８０—１８３５）——英国经

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博爱主

义者，接近托利党。—— 第１２８、１２９

页。

魏特林，威廉（Ｗｅｉｔｌｉｎ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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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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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刊 索 引

二  画
“人民杂志”（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伦敦出版。——第２８页。

“人民论坛报”（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Ｔｒｉｂｕｎ）——

纽约出版。——第３—５、７—１２、１４、１６、

１７、１８、２０页。

三  画
“工场。工人自编的劳动阶级机关刊物”

（ＬＡｔｅｌｉｅｒ，ｏｒｇａｎｅｓｐéｃｉａｌｄｅｌａｃｌａｓｓｅ

ｌａｂｏｒｉｅｕｓｅ，ｒéｄｉｇéｐａｒｄｅｓｏｕｖｒｉｅｒｓｅｘ－

ｃｌｕｓｉｖｅｍｅｎｔ）—— 巴黎出版。—— 第

３１９、３２１页。

四  画
“公益报”（ＬｅＢｉｅｎＰｕｂｌｉｃ）—— 马康出

版。——第３８４、４１９页。

“巴黎通报”（ＬｅＭｏｎｉｔｅｕｒＰａｒｉｓｉｅｎ）——

第５８１页。

“反谷物税通报”（ＴｈｅＡｎｔｉ－Ｂｒｅａｄ－Ｔａｘ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曼彻斯特出版。——

第５６５页。

“比 利 时 独 立 报”（ＬＩｎｄéｐｅｎｄａｎｃｅ

ｂｅｌｇｅ）——布鲁塞尔出版。——第５２４

页。

五  画
“世纪报”（ＬｅＳｉèｃｌｅ）——巴黎出版。——

第２２７、３９８、４０６、４０７、４３１页。

“北极星报”（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ｔａｒ）——伦

敦出版。——第２２、２６、２８、２９、３２、３３、

３９、４１、２０６、２９６、３１６、３１７、３２１、３７５、

３７６、３８０、３８１、３８４、３９５、４０２、４０８、４１３—

４１５、４１７、４２３、４２４、４２７、４２８、４３７、４４１、

５４９、５５４、５８０、５８２页。

“布鲁塞尔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

第４１７页。

“立宪主义者报”（Ｌ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

——巴黎出版。——第３９８、４０６、４３１页。

六  画
“地球和旅行家”（ＴｈｅＧｌｏｂｅａｎｄＴｒａｖｅｌ－

ｌｅｒ）—— 伦敦出版。—— 第３３、３２０、

３７６页。

“同盟。自由贸易主义的喉舌和全国反谷

物法同盟的机关报”（ＴｈｅＬｅａｇｕｅ．Ｔｈｅ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ｔｉ－Ｃｏｒｎ－ＬａｗＬｅａｇｕｅ）——伦敦出

版。——第３８６页。

七  画
“时代”（ＬＥｐｏｑｕｅ）——巴黎出版。——

第２０２页。

“改革报” （ＬａＲéｆｏｒｍｅ）——巴黎出

版。——第３１、３３、４７、３１８、３７７、３８０、

３８２、３８３、３９６、４００、４０４、４０５—４０８、

４１５、４２０—４２２、４２９、４３０、４３２—４３６、

４３７、４４０、５０３、５４７、５５５、５５７、５６０、

５８５页。

“改 良 报”（ＬａＲｉｆｏｒｍａ）—— 鲁 卡 出

４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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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５４２—５４４页。

“每周快讯”（ＴｈｅＷｅｅｋｌｙＤｉｓｐａｔｃｈ）——

伦敦出版。——第３７６页。

“君主同盟报”（ＬＵｎｉｏｎｍｏｎａｒｃｈｉｑｕｅ）

——巴黎出版。——第４１９页。

“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刊”（ＬｌｏｙｄｓＷｅｅｋ

ｌｙ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第３７６页。

八  画
“国 民 报”（Ｌ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巴 黎 出

版。——第３１、３３、２００、３９５、３９６、４００、

４０５、４０７、４０８、４２０—４２２、４３０、４３２、４３４、

４３６、４３７、５４８页。

“非国教徒”（Ｎｏ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ｓｔ）——伦敦出

版。——第３７６页。

“奈尔斯氏每周纪事”（ＮｉｌｅｓＷｅｅｋｌｙＲｅ－

ｇｉｓｔｅｒ）——巴尔的摩出版。——第３３６

页。

“法兰克福学术通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Ｇｅｌｅｈｒ

－ｔｅＡｎｚｅｉｇｅｎ）——第２６１页。

“社会辩论报，民主派机关刊物”（ＬｅＤé－

ｂａｔＳｏｃ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ｅｄｅｌａ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

布鲁塞尔出版。——第５２４—５２７、５８３

页。

九  画
“星报”（Ｓｔａｒ）——即“北极星报”。

“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奥格

斯堡出版。——第３５２、４１５、５４２页。

“柏林政治周刊”（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ｓＷｏ

－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第５０５页。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Ｄａｓ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ｓｃｈｅ

Ｄａｍｐｆｂｏｏｔ）——帕德波恩出版。——

第４３页。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Ｄé－

ｂａ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ｅｔ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ｓ）—— 巴黎

出版。—— 第３３、３９５、４１５、４３０、４３１、

５３５页。

十  画
“纪事”（Ｒｅｇｉｓｔｅｒ）——即“奈尔斯氏每周

纪事”。

“泰晤士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 伦敦出

版。——第３３、２８８、４１５页。

“特利尔日报”（Ｔｒｉｅｒ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第４２、４５、２１３、３０７页。

十 一 画
“曼彻斯特卫报”（Ｔｈｅ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Ｇｕａｒ－

ｄｉａｎ）——第２８６、３２０页。

“曼 彻 斯 特 观 察 家”（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ｒ）——第３７６页。

十 二 画
“莱 茵 观 察 家”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ｒ

Ｂｅｏｂａｃｈｔｅｒ）—— 科伦出版。—— 第

２０７、２０８、２１０—２１６、２２１页。

“莱比锡总汇报”（Ｌｅｉｐｚｉｇｅｒ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第２２５页。

“莱茵—摩塞尔日报”（Ｒｈｅｉｎ－ｕｎｄＭｏｓｅｌ

－Ｚｅｉｔｕｎｇ）——科布伦茨出版。——第

４２页。

“莱茵社会改革年鉴”（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ｕ

ｃｈｅｒ ｚｕｒ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

Ｒｅｆｏｒｍ）——达姆斯塔德出版。——第

２５１页。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

ｗｅｒｂｅ）—— 科伦 出 版。—— 第 ４２

页。   

十 三 画
“新 闻 报”（ＬａＰｒｅｓｓｅ）—— 巴 黎 出

版。——第２００、２０２、３１９、３２０、４３１页。

“经济学家”（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伦敦出

版。——第２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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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画
“德 法 年 鉴”（Ｄｅｕｔｓｃｈ－ 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

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ｅｒ）—— 巴 黎出 版。—— 第

４４、９４、２５１、２５２、３４６页。

“德 意 志 电 讯”（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ｆｕ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汉堡出版。—— 第

５６８页。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Ｂｒｕｓ

ｓｅｌ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第３７、４５、６９、２０７、

２２２、２７５、２８１、２９７、３０５、３１５、３２３、３２６、

３３０、３３３、３３７、３４８、３５５、３５６、３９３、４１２、

４１５、４１７、４１９、４２２、４２６、４４３、５１５、５２３、

５２７、５３３、５４４、５４８、５５０、５８１页。

十 六 画
“诺 定 昂 信 使 报”（Ｎｏｔｔｉｎｇｈａｍ

Ｍｅｒｃｕｒｙ）——第３７６页。

二 十 一 画
“辩论日报”（Ｄéｂａｔｓ）——即“政治和文学

辩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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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后 记

本书是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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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一文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

集中译文的基础上校订的，由唯真同志最后定稿，并请朱文叔先生

从中文上提过修辞意见。“哲学的贫困”一文在译校过程中曾参考

了何思敬同志的译本（１９５６年人民出版社版）。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冯世熹、王燕华、汤钰卿、张文焕、任田

升、朱中龙、张植芳、沈渊等同志。译文最后由樊以楠等同志校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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